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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法師品第十） 

 

⊙「空有方便法，統攝投群機，教導歸究竟；此圓教經王，出生一切

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直向正等覺。」 

⊙天台智者大師，判別教分釋：佛陀一生所說之法，為五時八教。 

⊙五時乃依時間，先後分出，即華嚴時、阿含時、方等時、般若時、

法華涅槃時。 

⊙八教是就法的性質分出，八教中又分為化法四教與化儀四教。 

⊙化法是教化眾生的法門，即三藏教、通教、別教、圓教；化儀是教

化眾生的儀式，即頓教、漸教、秘密教、不定教。 

⊙三藏教：指小乘教，因佛入滅之後，大迦葉等，結集經律論三藏

時，偏重於收集小乘之教理，故稱小乘為三藏教。 

⊙圓即不偏之義，謂此教所詮中道之理，性相圓融，事理無礙，法法

具足，故名圓教。圓教所說之觀法即圓頓之觀法。 

⊙「所以者何？一切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屬此經。此經開方

便門，示真實相。」《法華經 法師品第十》 

⊙「是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今佛教化成就菩薩而為開

示。」《法華經 法師品第十》 

⊙是法華經藏：是法華經一實相理，人人本具，未蒙開顯，而不得

知，猶如伏藏。 

⊙「深固幽遠」；深固：明佛至理無上菩提，故名為深。是決定義，不

可破壞，名堅固法。 

⊙「深固幽遠」；幽遠：其理微密，隱而難見，故名為幽，以凡望佛，

隔於十果，故名為遠。 

⊙無人能到：唯佛與佛，乃能知之，六道三乘，莫能跋及，是故經

曰：無人能到。 

⊙今佛教化成就菩薩而為開示：今佛開顯，教化一切，成就一乘大菩

薩道；而與開發，示一乘相。 

⊙又如來方便，為佛證果以後利他大悲所起之無上法用，若非如來於

此經中盡為開顯，各乘眾生拘於法執，終莫能知佛意。故曰：此法華

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 

⊙教化成就菩薩，謂教化根機已熟、將成就之菩薩，蓋是經正為教菩

薩法，故佛為契機之開示。 

 

【證嚴上人開示】 

「空有方便法，統攝投群機，教導歸究竟；此圓教經王，出生一切菩

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直向正等覺。」 



 

空有方便法 

統攝投群機 

教導歸究竟 

此圓教經王 

出生一切菩薩 

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 

直向正等覺 

 

用心體會，佛陀一生說法，就是「空」、「有」方便法，循循善誘眾

生。將佛陀的心懷，廣無邊際，眾生凡夫所知、所解，只是在眼前事

物，所以佛陀必定要，用眾生根機能夠接受的範圍，來為我們教說。

有時候向我們說「有」，人生有苦難，苦難來自因緣果報觀，開口動

舌、舉步動作、起心動念，無不都是造業而有，那是「阿含」時。接

下來將入「方等」，向我們說「有」，而漸進「般若」談「空」，就開始

要向我們分析世間事物，要再看開點、看廣點，事物雖然看來是有，

分析過後一切歸零，皆是空，無不都是佛陀所說的道理，應機投教、

說空談有，這都是方便法。 

 

方便法，其實是很重要的教法，若沒有順從眾生的根機來引導，到底

要用什麼呢？這就是佛陀他的教化，一生的化儀，教化的儀式，開始

談空說有方便法。佛陀用心良苦為眾生，這些法「統攝投群機」，這些

法就是普遍，不論你是小、中、大根機，就是要用這樣的方法。大根

機的人，他用「般若」的法，小根機的人就用「阿含」。所以「阿含」

過渡到「般若」，這就是大小根機，佛陀將他統攝，全部這些根機包

含，所以叫做「統攝投群機」。眾生一切的根機，這全都將它攝受。各

人接受他們各人聽進去，歡喜的法去修，所以「教導歸究竟」。 

 

但是，佛陀不是只要，讓各人去修他們了解的法，要他們了解之後，

再一次收攝回來，讓每一個人從「有」的法，體會到一切無常苦空，

這些事情要讓執有的人去了解。一切認為是空的人，要讓他們清楚

「空」，要了解到真空法界妙有的道理。真空法界就是歸納於天地宇

宙，這是真空法界的妙理，這是佛陀的慈悲。 

 

「教導歸究竟」，無不都是要讓大家所信仰的，要到最究竟的法，歸於

真理，歸於虛空法界，回歸到我們的真如本性。真如本性與虛空法界

會而合一，這是佛陀所用的方法。這最究竟法，那就是圓教，「圓教經



王」就是「此」，這個「此」就是指《法華經》，此《法華經》就是圓

教，是經王，包括了空有方便法，全都包括了。將這些眾生的根機，

希望人人能夠究竟，希望人人能透徹虛空法界，回歸真如。真如就

是，遍及於天空法界為一體，這就是佛陀所要告訴我們的，眾生皆有

真如智性，現在就是要讓我們人人知道，與佛平等，這是佛的慈悲平

等觀，眾生皆有如來智性，是佛陀覺悟的第一個念頭，所體會到的，

「奇哉！奇哉！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性。」 

 

我們若常常記得這句話，現在的《法華經》就開始，就是要回歸「眾

生皆有如來智性」，歸納在這部經，《妙華蓮華經》，就是「圓教經

王」。是「出生一切菩薩」，因為這部經，就是完全要教菩薩法，不是

只教大家獨善其身，教你知道法，但是知道法還不夠，還要回歸菩提

覺道，要身體力行，那就是菩薩。所以，「出生一切菩薩，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直向正等覺」。希望我們能夠很了解一切法，無上正等正

覺，就是要經過了一切的菩薩道，就是這部經。道，教我們走的路，

那就是直向菩提大直道，就是正等覺，這我們要很清楚了解。 

 

天台智者大師 

判別教分釋： 

佛陀一生所說之法 

為五時八教 

 

在天台智者大師，他研究《法華經》，將經教，他將它判別教分，將它

分析，佛陀的一生所說的法，就是五時八教，有五個時，這五個時，

就是按照陀一生他的時間，隨順時機──時與眾生機，這樣前後所講

的法。 

 

五時乃依時間 

先後分出 

即華嚴時 

阿含時 

方等時、般若時 

法華涅槃時 

 

「華嚴時」，那就是佛陀覺悟了，在那很靜謐的環境裡，佛陀靜心下

來，心無一物．完全騰空了，這當中忽然與天星接觸，心完全與天體

合而為一，在這當中靜寂清澄，心靈的境界就是華嚴的世界，雖然是

短短的時間，三七二十一日的時間，他在那覺樹，菩提樹下，就是這



樣入定境中。在華嚴的世界裡，無不都是佛的世界，大菩薩的世界，

所以說華嚴。但是這個世界，這華嚴世界是佛的境界，是「盡虛空，

遍法界」，這麼大的世界，回歸回來，來觀想眾生的根機，太渺小了，

眾生的心量就是拘束，自己拘束在凡夫無明的世界裡，要用什麼方法

才能一一來教化？開始就思考，說「四諦」、「十二因緣」「四諦」、「十

二(因)緣」開始，一切因緣果報，人生一切苦難等等來分析，這就是

「阿含」時。 

 

「阿含」十二年，十二年的時間，完全是在「阿含時」。「方等」說八

年，要打開了「阿含」，再向前前進，那就用「方等」，不是獨善其

身，看看外面的世界。八年，八年的時間《方等經》，開始趕緊接入

「般若」時，「般若」二十二年。在這三時中，因為華嚴，眾生根本就

無法體悟，不是為眾生說，所以對眾生說，就是從「阿含」、「方等」、

「般若」這三時教，歸納《法華經》之中。「法華」就是回歸華嚴世

界，就是回歸遍虛空法界，所以這叫做「五時」，華嚴時、阿含時、方

等時、般若時，這樣就用了四十二年間了，接下來的七八年時間，就

是法華涅槃時，所以這叫「五時」。 

 

八教是 

就法的性質分出 

八教中 

又分為化法四教 

與化儀四教 

 

「八教」，就是就法性，法的性質來分，八教中又分為化法四教、又有

化儀四教，來教化眾生，所以佛陀用心良苦，這種化法四教，那就是

藏、通、別、圓，用這個方法來教育。 

 

化法是 

教化眾生的法門 

即三藏教、通教 

別教、圓教 

化儀是 

教化眾生的儀式 

即頓教、漸教 

秘密教、不定教 

 

這個藏、通、別、圓四教；藏，那就是三藏教法，經、律、論藏；



通，通教就是如「般若」，人人進來就是從這樣開始，了解人生疾苦等

等方法。別教呢？根機，分別根機。圓教，那就是大根機的頓教，根

機大，開始從小根機，一直慢慢引導入中乘的根機，慢慢再讓他進入

大圓教，大乘法，這是佛陀很用心的教法，所以用藏、通、別、圓，

這樣的方法。 

 

化儀，就是「教化眾生的儀式」，「即頓教、漸教」，頓就是根機很利的

人，一進來，雖然說小，他也能體會到大，這就是頓教。初入佛門，

佛陀覺得他的根機利，所以他直接就給他大乘的教法，要看眾生的根

機。所以一直說「隨機逗教」，不是大家都這樣，佛陀就是要觀根機而

施教法，所以有頓教與漸教，根機若較微弱的人，就是漸漸教育。祕

密教，就是佛陀的本懷，開始談心了，了解了佛陀的教法，佛陀就慢

慢與他談心，讓他能了解佛心含蓋在眾生，這就是用種種的教法與儀

式。 

 

三藏教：指小乘教 

因佛入滅之後 

大迦葉等 

結集經律論三藏時 

偏重於收集小乘之教理 

故稱小乘為三藏教 

 

三藏就是指小乘教，因為佛入滅之後，大迦葉尊者集很多人，五百阿

羅漢來集經，集經、律、論成為三藏。在這三藏，就是說迦葉他們，

迦葉尊者所編的三藏教法，都比較偏重在收集，小乘的教理，所以

「稱小乘為三藏教」。這就是集佛經典的過程。 

 

又再「圓」，因為這部經是圓教，「圓即不偏之義」，就是這個教所詮的

中道之理，不偏於小，也不偏於大，不偏有、不偏空，空有會合在一

起，因為讓我們知道，「空」與「有」，無不都是方便法，希望我們能

從這方便教法，將我們引導進來。 

 

圓即不偏之義 

謂此教所詮 

中道之理 

性相圓融事理無礙 

法法具足 

故名圓教 



圓教所說之觀法 

即圓頓之觀法 

 

就像我們每天在走路的過程，要走過來齋堂，你一定要從兩邊走廊，

走過天井的走廊，才有辦法到齋堂去。這就是過程，這些路叫做方便

道，我們的目標是到齋堂。同樣的道理，你不能不走過這些路，但是

你的目標，不是在這路中間停下來，你的目標是要走到，你要往齋堂

去的那個地方。同樣，這就是一個道理。 

 

所以說，這「空有方便法，統攝投群機」，像這樣的路，大家都要經

過，就是「統攝」，就是都讓大家這樣經過。就是要「教導歸於究

竟」，到了你要到達的目標。這就是剛才開始向大家提起。所以說「此

教所詮中道之理」，是這個過程的道理。「事理無礙」，是事也好，道理

也好，都沒有障礙，你就是要這樣通過。所以「法法具足，故名圓

教」。《法華經》就是圓教，它包含了空，包含有，最重要的，經過了

這個方便教法，回歸到究竟的實法，這就是「法法具足」，所以稱為圓

教。希望大家要很用心去體會。「圓教所說之觀法，即圓頓之觀法」。

這個「觀」就是思考，真真正正聽經，聞、思、修，入我們的腦海中

好好去細思，好好去想。所以前面我們所說的經文，用心了解！ 

 

「所以者何？一切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屬此經。此經開方便

門，示真實相。」 

 

所以者何 

一切菩薩 

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 

皆屬此經 

此經開方便門 

示真實相 

《法華經 法師品第十》 

 

這經，能直通到達正等覺，就是佛的境界，就是一定要經過菩薩道，

菩薩道就是全都屬於，在這部經裡面，這部經就是教菩薩法，所以

「此經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法華經》已經開方便了，已將這方便

門這樣打開，其實開了這道門，你所看到的是真實法。這就是我們應

該要去體會，過去是隔一道牆，隔一道門，你光是在這「空有方便」，

這個教法中，現在將這道牆，這道門，全都打開了，原來就是一實相



法，是大乘法。我們要向前走。康莊的大道，菩提大直道，這條路就

是我們要走的路。 

 

所以下面(經)文再說：「是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今佛教化

成就菩薩而為開示。」 

 

是法華經藏 

深固幽遠 

無人能到 

今佛教化 

成就菩薩 

而為開示 

《法華經 法師品第十》 

 

因為過去大家，都還是停滯在空、有二法，還是在那個地方。大家若

聽到大乘法，都會覺得這很深，很深遠，還是很牢固，不是隨便的人

有辦法進去的，這是幽遠的事情，沒有人能到達。牆高、路遠，不是

有人能到達。就像〈化城喻品〉，導師在帶我們，帶來走久了，大家會

覺得累了，不想再往前走。導師的智慧，就在那個地方，遠遠的地方

化一座化城，向大家說：「你有看到嗎？前面就是化城，快要到了。」

這就是佛陀已經將門打開，讓大家遠遠看到，已經有這樣的化城，有

這樣的希望了，再努力向前走沒有困難。 

 

雖然大家的心理上有畏懼，「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好像這哪有辦法

到達呢？但是現在佛，「今佛教化成就菩薩，」。你就要發大心，你要

發大願，法，從法中求得智慧，從人群中造福緣，要福慧兩足，才能

成為人間尊，世間所尊重的。所以，要成佛就是要再向前走，所以

「今佛教化成就」，就是要走這條路，這樣來為我們開示。這樣來為開

示，「是法華經藏」，「是一實相理」。這《法華經》藏著的，就是實相

的道理，就是「人人本具」。 

 

是法華經藏： 

是法華經一實相理 

人人本具 

未蒙開顯 

而不得知 

猶如伏藏 

 



在這個地方再次要向大家說，《法華經》的這個道理，是一實相的道

理，是人人本具，人人本有個靈山塔，人人本來就有，所以「未蒙開

顯」，只是還未開啟而已，我們的心門關著了，我們還是關在，這空有

方便的門裡，我們還未將，方便、空有的門打開。雖然我們已經學佛

了，我們知道法，卻是我們對自己的信心還不夠，所以「未蒙開顯」，

還沒有打開，還沒有人將門打開。因為佛陀要開他的心門，本懷的道

理，要讓大家看得到佛本懷，但是根機還未到，所以佛心護藏著這個

本懷。要開示，但是眾生是不是能悟入了？還沒有，他就要暫隱，所

以說「未蒙開顯」。「而不得知」，所以，大家還不知，即使開顯了，我

們還有我們自己的無明，將我們蒙蔽住了。這個蒙蔽，還沒有開，是

我們自己還在矇矓中，還未開的無明，佛陀就無法顯他的本懷，講說

真實法。同樣的道理，我們自己的心門要自己開，佛陀的本懷才能展

現出來。 

 

所以，要不然，「而不得知，猶如伏藏」。我們的真如實相還是同樣伏

藏，藏在我們的裡面。佛陀已經要為我們開示，要讓我們知道，但是

偏偏我們的心朦朧，還沒有開，不知，將我們的真實法，真如性，還

是無明將我們埋掉，無法自己展現出來。所以因為這樣，叫做「深固

幽遠」，對我們凡夫，雖然我們也入佛門裡面，我們還是凡夫，入佛門

來的凡夫，所以對大乘法還是感覺很怕。 

 

「深固幽遠」 

深固： 

明佛至理無上菩提 

故名為深 

是決定義 

不可破壞 

名堅固法 

 

「深固幽遠」，這表示了「佛至理無上菩提」，好像對凡夫來說覺得還

很深。「是法決定義，不可破壞」。因為這個法就是決定義，它是圓，

圓融的道理，真如本性，實相真理是很堅固，什麼都無法去破壞它，

這是我們人人真如本性。儘管你凡夫已經累生世這樣，在芸芸眾生來

來回回，但是你的真如本性永不滅，無始以來，這個真如本性還是很

堅固，真實法，真實的道理是很穩固，這對我們人人來說，真理永不

滅，但是我們以為它很深，不過它是在我們內心，與我們同起同坐，

只是我們沒有，將我們的真如本性現前出來，只是有重重的無明，將

我們蒙蔽住了，我們只是以為法在外面，法很深。其實法是在我們裡



面，只是我們的無明沒有打開，這無明讓我們本來，探手就可得的真

如本性，隱而難見，觀念一轉，無不都是真如本性能顯現，我們就是

轉不過來，煩惱就是在那裡纏，這就是我們要很用心，要好好去體

會。 

 

所以，我們要用心體會，才能知道這定義，一實相法，就是天地宇宙

的真理。不論四大不調和，不論是成住壞空，天地之間，但是這個道

理永遠都是存在的，這是很堅固的道理，就是永遠存在，所以我們要

用心去體會。 

 

「深固幽遠」 

幽遠： 

其理微密 

隱而難見 

故名為幽 

以凡望佛 

隔於十果 

故名為遠 

 

「其理微密，隱而難見」。因為道理非常的微細，我們若沒有很用心，

這個道理，真理，那就是「隱而難見」。因為我們的無明，都將我們卡

住了，它就隱藏在我們很深處，那個無明將我們覆蓋著，因為它是很

微密，就是你看不到，真理無體無形你看不到，不論人體如何去解

剖，也找不出那個真如是在哪，它是無形無體。活著的時候，我們的

觀念，與生俱來，我們的意識觀念就是與生俱來，意識也沒有體啊！

你如何去對它解剖，一個人的人體能去解剖，意識在哪嗎？也是沒有

啊！因為意識就是理，我們的道理就是沒有形體，實在非常的微密，

真正是微密的道理，所以我們隱而不見，我們粗心大意，我們滿心煩

惱，哪有辦法看到這麼微密、這麼微細的真理呢？ 

 

真理微密，真的是「隱而難見」。其實，這是在覺性中，我們要覺悟，

我們不覺不悟，永遠都沒有辦法。什麼叫覺？我們就要將自己平時的

生活，我們的習氣，我們的粗相的想法，我們就要不斷不斷去過濾、

過濾，雜念一定要去除。「故名為幽」，很微細，很幽，看不到，幽

遠，很遠的樣子。所以，「以凡望佛」，用凡夫要看佛，那就很遠了。

「隔於十果」，從凡夫地要看到佛的果位，要再經過十地，這就是我們

修行，要如何從歡喜地開始，這樣一直到法雲地。 

 



位置，我們要從初位一直修行，總而言之，五十一位階，才能到佛的

果位去。就是說我們的無明煩惱、我們的觀念思想要如何進步，進步

到與佛同等的地方，這是真的要用心。 

 

所以「無人能到」，以為這無人可以到達。 

 

無人能到： 

唯佛與佛乃能知之 

六道三乘 

莫能跋及 

是故經曰 

無人能到 

 

唯有佛與佛乃能知之，這個道理要能到那麼微細，唯有佛與佛能知

道。六道三乘，「六道三乘，莫能跋及」。六道的眾生，三乘的弟子，

三乘的行者，也還無法真真正正，體會到這個階段。所以我們現在都

還是在學，佛陀教我們行菩薩道，三乘中，我們已經走入菩薩乘，就

是接近佛乘。所以說，他們很多修行者，以為這很深、很幽遠，我們

怎能走得到呢？不過，我們就要有信心。所以從〈方便品〉開始，就

一直一直叫我們要信心堅固，沒有一時刻不叫我們信心堅固。所以

「是故經曰：無人能到」。 

 

今佛教化成就菩薩 

而為開示： 

今佛開顯 

教化一切 

成就一乘大菩薩道 

而與開發 

示一乘相 

 

「今佛教化成就菩薩，而為開示」。現在這個三乘法，已經走來到這

裡，現在佛陀已經教菩薩法。「你今發大心，發菩薩心」，現在開始佛

陀就直指，「走這條菩薩道，大覺道，菩提大直道，走去就對了」。現

在佛陀已經開顯了，雖然是很深，現在佛陀已經為我們開，顯示出

來。「教化一切，成就一乘大菩薩道」，已經為我們教育了。大家從

空、有方便法，收攝進來，在這圓教《法華經》裡面，我們大家要體

會。所以「教化一切，成就一乘大菩薩道」。 

 



空、有方便法，收納在現在，現出了這就是菩薩道，這樣走去，就是

要去入人群，去體會煩惱、無明，你要如何將它撥掉，那就要在人群

中去體會。道理你都知道，空、有方便法，你都已經具足了，現在應

該要走入人群去的時候，所以已經開顯，「教化一切，成就一乘」。就

是唯有的一條大菩薩道，「大菩薩道」。「與開發，示一乘相」。已經為

我們開示，這一乘就只是一條路，這個方法，從羊車、鹿車，為我們

指示就是這輛車，你才能走在大道上，自利兼利人，這就是大乘法。 

 

所以，「又如來方便」。如來的教法，它就是方便，「為佛證果以後，利

他大悲所起之無上法用」。 

 

又如來方便 

為佛證果以後 

利他大悲所起之 

無上法用 

若非如來於此經中 

盡為開顯 

各乘眾生拘於法執 

終莫能知佛意 

故曰： 

此法華經藏 

深固幽遠 

無人能到 

 

這就是佛陀如何教我們，用方便法，就是為了要讓我們，誘引我們慢

慢走向佛的境界。「為佛證果」，這就是要我們向前走。佛證果無非就

是要利他，要成就大悲，所起無上法的用途。佛陀是這樣教我們，這

些方便法，就是佛陀他證果之後，回過頭來再教育我們，還是要去利

他，要發大心，用大悲，「人傷我痛，人苦我悲」，與天地宇宙合而為

一，與眾生共生息，這種「無緣大慈，同體大悲」，這個大空法界，無

不都是我們所要化度的地方。所以，「若非如來於此經中，盡為開

顯」，若不是這樣，「各乘眾生拘於法執」，眾生都是自己這樣，拘執在

那法中，這個法執，就無法去除我執，各人修的，各人的執，我們現

在都要打開我見、我執，要打開。所以，「終莫能知佛意」。我們若是

那個我執、法執還在，就無法看到佛知、佛見。所以這樣，《法華

經》，「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 

 

教化成就菩薩 



謂教化根機已熟 

將成就之菩薩 

蓋是經 

正為教菩薩法 

故佛為契機之開示 

 

這實在是很深，「教化成就菩薩」，實在是還很長。所以，根機已成

熟，將成就菩薩。所以這部經正是為教菩薩法，佛陀「為契機之開

示」，所以我們要用心去體會。佛陀，就是要將我們眾生根機，要調整

得很整齊，盡量讓眾生不要有執著，在你自己所修的見解，要破除自

己我執、我見，心胸開闊、自利利他，這樣才是真正能體會，佛陀的

心懷。佛的心懷，乃是大慈悲心，這種大慈悲心就是法，用這

20220907《靜思妙蓮華》 法華圓教 直向正覺 (第 1236集) （法華

經•法師品第十） 

 

⊙「空有方便法，統攝投群機，教導歸究竟；此圓教經王，出生一切

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直向正等覺。」 

⊙天台智者大師，判別教分釋：佛陀一生所說之法，為五時八教。 

⊙五時乃依時間，先後分出，即華嚴時、阿含時、方等時、般若時、

法華涅槃時。 

⊙八教是就法的性質分出，八教中又分為化法四教與化儀四教。 

⊙化法是教化眾生的法門，即三藏教、通教、別教、圓教；化儀是教

化眾生的儀式，即頓教、漸教、秘密教、不定教。 

⊙三藏教：指小乘教，因佛入滅之後，大迦葉等，結集經律論三藏

時，偏重於收集小乘之教理，故稱小乘為三藏教。 

⊙圓即不偏之義，謂此教所詮中道之理，性相圓融，事理無礙，法法

具足，故名圓教。圓教所說之觀法即圓頓之觀法。 

⊙「所以者何？一切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屬此經。此經開方

便門，示真實相。」《法華經 法師品第十》 

⊙「是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今佛教化成就菩薩而為開

示。」《法華經 法師品第十》 

⊙是法華經藏：是法華經一實相理，人人本具，未蒙開顯，而不得

知，猶如伏藏。 

⊙「深固幽遠」；深固：明佛至理無上菩提，故名為深。是決定義，不

可破壞，名堅固法。 

⊙「深固幽遠」；幽遠：其理微密，隱而難見，故名為幽，以凡望佛，

隔於十果，故名為遠。 

⊙無人能到：唯佛與佛，乃能知之，六道三乘，莫能跋及，是故經



曰：無人能到。 

⊙今佛教化成就菩薩而為開示：今佛開顯，教化一切，成就一乘大菩

薩道；而與開發，示一乘相。 

⊙又如來方便，為佛證果以後利他大悲所起之無上法用，若非如來於

此經中盡為開顯，各乘眾生拘於法執，終莫能知佛意。故曰：此法華

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 

⊙教化成就菩薩，謂教化根機已熟、將成就之菩薩，蓋是經正為教菩

薩法，故佛為契機之開示。 

 

【證嚴上人開示】 

「空有方便法，統攝投群機，教導歸究竟；此圓教經王，出生一切菩

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直向正等覺。」 

 

空有方便法 

統攝投群機 

教導歸究竟 

此圓教經王 

出生一切菩薩 

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 

直向正等覺 

 

用心體會，佛陀一生說法，就是「空」、「有」方便法，循循善誘眾

生。將佛陀的心懷，廣無邊際，眾生凡夫所知、所解，只是在眼前事

物，所以佛陀必定要，用眾生根機能夠接受的範圍，來為我們教說。

有時候向我們說「有」，人生有苦難，苦難來自因緣果報觀，開口動

舌、舉步動作、起心動念，無不都是造業而有，那是「阿含」時。接

下來將入「方等」，向我們說「有」，而漸進「般若」談「空」，就開始

要向我們分析世間事物，要再看開點、看廣點，事物雖然看來是有，

分析過後一切歸零，皆是空，無不都是佛陀所說的道理，應機投教、

說空談有，這都是方便法。 

 

方便法，其實是很重要的教法，若沒有順從眾生的根機來引導，到底

要用什麼呢？這就是佛陀他的教化，一生的化儀，教化的儀式，開始

談空說有方便法。佛陀用心良苦為眾生，這些法「統攝投群機」，這些

法就是普遍，不論你是小、中、大根機，就是要用這樣的方法。大根

機的人，他用「般若」的法，小根機的人就用「阿含」。所以「阿含」

過渡到「般若」，這就是大小根機，佛陀將他統攝，全部這些根機包



含，所以叫做「統攝投群機」。眾生一切的根機，這全都將它攝受。各

人接受他們各人聽進去，歡喜的法去修，所以「教導歸究竟」。 

 

但是，佛陀不是只要，讓各人去修他們了解的法，要他們了解之後，

再一次收攝回來，讓每一個人從「有」的法，體會到一切無常苦空，

這些事情要讓執有的人去了解。一切認為是空的人，要讓他們清楚

「空」，要了解到真空法界妙有的道理。真空法界就是歸納於天地宇

宙，這是真空法界的妙理，這是佛陀的慈悲。 

 

「教導歸究竟」，無不都是要讓大家所信仰的，要到最究竟的法，歸於

真理，歸於虛空法界，回歸到我們的真如本性。真如本性與虛空法界

會而合一，這是佛陀所用的方法。這最究竟法，那就是圓教，「圓教經

王」就是「此」，這個「此」就是指《法華經》，此《法華經》就是圓

教，是經王，包括了空有方便法，全都包括了。將這些眾生的根機，

希望人人能夠究竟，希望人人能透徹虛空法界，回歸真如。真如就

是，遍及於天空法界為一體，這就是佛陀所要告訴我們的，眾生皆有

真如智性，現在就是要讓我們人人知道，與佛平等，這是佛的慈悲平

等觀，眾生皆有如來智性，是佛陀覺悟的第一個念頭，所體會到的，

「奇哉！奇哉！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性。」 

 

我們若常常記得這句話，現在的《法華經》就開始，就是要回歸「眾

生皆有如來智性」，歸納在這部經，《妙華蓮華經》，就是「圓教經

王」。是「出生一切菩薩」，因為這部經，就是完全要教菩薩法，不是

只教大家獨善其身，教你知道法，但是知道法還不夠，還要回歸菩提

覺道，要身體力行，那就是菩薩。所以，「出生一切菩薩，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直向正等覺」。希望我們能夠很了解一切法，無上正等正

覺，就是要經過了一切的菩薩道，就是這部經。道，教我們走的路，

那就是直向菩提大直道，就是正等覺，這我們要很清楚了解。 

 

天台智者大師 

判別教分釋： 

佛陀一生所說之法 

為五時八教 

 

在天台智者大師，他研究《法華經》，將經教，他將它判別教分，將它

分析，佛陀的一生所說的法，就是五時八教，有五個時，這五個時，

就是按照陀一生他的時間，隨順時機──時與眾生機，這樣前後所講

的法。 



 

五時乃依時間 

先後分出 

即華嚴時 

阿含時 

方等時、般若時 

法華涅槃時 

 

「華嚴時」，那就是佛陀覺悟了，在那很靜謐的環境裡，佛陀靜心下

來，心無一物．完全騰空了，這當中忽然與天星接觸，心完全與天體

合而為一，在這當中靜寂清澄，心靈的境界就是華嚴的世界，雖然是

短短的時間，三七二十一日的時間，他在那覺樹，菩提樹下，就是這

樣入定境中。在華嚴的世界裡，無不都是佛的世界，大菩薩的世界，

所以說華嚴。但是這個世界，這華嚴世界是佛的境界，是「盡虛空，

遍法界」，這麼大的世界，回歸回來，來觀想眾生的根機，太渺小了，

眾生的心量就是拘束，自己拘束在凡夫無明的世界裡，要用什麼方法

才能一一來教化？開始就思考，說「四諦」、「十二因緣」「四諦」、「十

二(因)緣」開始，一切因緣果報，人生一切苦難等等來分析，這就是

「阿含」時。 

 

「阿含」十二年，十二年的時間，完全是在「阿含時」。「方等」說八

年，要打開了「阿含」，再向前前進，那就用「方等」，不是獨善其

身，看看外面的世界。八年，八年的時間《方等經》，開始趕緊接入

「般若」時，「般若」二十二年。在這三時中，因為華嚴，眾生根本就

無法體悟，不是為眾生說，所以對眾生說，就是從「阿含」、「方等」、

「般若」這三時教，歸納《法華經》之中。「法華」就是回歸華嚴世

界，就是回歸遍虛空法界，所以這叫做「五時」，華嚴時、阿含時、方

等時、般若時，這樣就用了四十二年間了，接下來的七八年時間，就

是法華涅槃時，所以這叫「五時」。 

 

八教是 

就法的性質分出 

八教中 

又分為化法四教 

與化儀四教 

 

「八教」，就是就法性，法的性質來分，八教中又分為化法四教、又有

化儀四教，來教化眾生，所以佛陀用心良苦，這種化法四教，那就是



藏、通、別、圓，用這個方法來教育。 

 

化法是 

教化眾生的法門 

即三藏教、通教 

別教、圓教 

化儀是 

教化眾生的儀式 

即頓教、漸教 

秘密教、不定教 

 

這個藏、通、別、圓四教；藏，那就是三藏教法，經、律、論藏；

通，通教就是如「般若」，人人進來就是從這樣開始，了解人生疾苦等

等方法。別教呢？根機，分別根機。圓教，那就是大根機的頓教，根

機大，開始從小根機，一直慢慢引導入中乘的根機，慢慢再讓他進入

大圓教，大乘法，這是佛陀很用心的教法，所以用藏、通、別、圓，

這樣的方法。 

 

化儀，就是「教化眾生的儀式」，「即頓教、漸教」，頓就是根機很利的

人，一進來，雖然說小，他也能體會到大，這就是頓教。初入佛門，

佛陀覺得他的根機利，所以他直接就給他大乘的教法，要看眾生的根

機。所以一直說「隨機逗教」，不是大家都這樣，佛陀就是要觀根機而

施教法，所以有頓教與漸教，根機若較微弱的人，就是漸漸教育。祕

密教，就是佛陀的本懷，開始談心了，了解了佛陀的教法，佛陀就慢

慢與他談心，讓他能了解佛心含蓋在眾生，這就是用種種的教法與儀

式。 

 

三藏教：指小乘教 

因佛入滅之後 

大迦葉等 

結集經律論三藏時 

偏重於收集小乘之教理 

故稱小乘為三藏教 

 

三藏就是指小乘教，因為佛入滅之後，大迦葉尊者集很多人，五百阿

羅漢來集經，集經、律、論成為三藏。在這三藏，就是說迦葉他們，

迦葉尊者所編的三藏教法，都比較偏重在收集，小乘的教理，所以

「稱小乘為三藏教」。這就是集佛經典的過程。 



 

又再「圓」，因為這部經是圓教，「圓即不偏之義」，就是這個教所詮的

中道之理，不偏於小，也不偏於大，不偏有、不偏空，空有會合在一

起，因為讓我們知道，「空」與「有」，無不都是方便法，希望我們能

從這方便教法，將我們引導進來。 

 

圓即不偏之義 

謂此教所詮 

中道之理 

性相圓融事理無礙 

法法具足 

故名圓教 

圓教所說之觀法 

即圓頓之觀法 

 

就像我們每天在走路的過程，要走過來齋堂，你一定要從兩邊走廊，

走過天井的走廊，才有辦法到齋堂去。這就是過程，這些路叫做方便

道，我們的目標是到齋堂。同樣的道理，你不能不走過這些路，但是

你的目標，不是在這路中間停下來，你的目標是要走到，你要往齋堂

去的那個地方。同樣，這就是一個道理。 

 

所以說，這「空有方便法，統攝投群機」，像這樣的路，大家都要經

過，就是「統攝」，就是都讓大家這樣經過。就是要「教導歸於究

竟」，到了你要到達的目標。這就是剛才開始向大家提起。所以說「此

教所詮中道之理」，是這個過程的道理。「事理無礙」，是事也好，道理

也好，都沒有障礙，你就是要這樣通過。所以「法法具足，故名圓

教」。《法華經》就是圓教，它包含了空，包含有，最重要的，經過了

這個方便教法，回歸到究竟的實法，這就是「法法具足」，所以稱為圓

教。希望大家要很用心去體會。「圓教所說之觀法，即圓頓之觀法」。

這個「觀」就是思考，真真正正聽經，聞、思、修，入我們的腦海中

好好去細思，好好去想。所以前面我們所說的經文，用心了解！ 

 

「所以者何？一切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屬此經。此經開方便

門，示真實相。」 

 

所以者何 

一切菩薩 

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 

皆屬此經 

此經開方便門 

示真實相 

《法華經 法師品第十》 

 

這經，能直通到達正等覺，就是佛的境界，就是一定要經過菩薩道，

菩薩道就是全都屬於，在這部經裡面，這部經就是教菩薩法，所以

「此經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法華經》已經開方便了，已將這方便

門這樣打開，其實開了這道門，你所看到的是真實法。這就是我們應

該要去體會，過去是隔一道牆，隔一道門，你光是在這「空有方便」，

這個教法中，現在將這道牆，這道門，全都打開了，原來就是一實相

法，是大乘法。我們要向前走。康莊的大道，菩提大直道，這條路就

是我們要走的路。 

 

所以下面(經)文再說：「是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今佛教化

成就菩薩而為開示。」 

 

是法華經藏 

深固幽遠 

無人能到 

今佛教化 

成就菩薩 

而為開示 

《法華經 法師品第十》 

 

因為過去大家，都還是停滯在空、有二法，還是在那個地方。大家若

聽到大乘法，都會覺得這很深，很深遠，還是很牢固，不是隨便的人

有辦法進去的，這是幽遠的事情，沒有人能到達。牆高、路遠，不是

有人能到達。就像〈化城喻品〉，導師在帶我們，帶來走久了，大家會

覺得累了，不想再往前走。導師的智慧，就在那個地方，遠遠的地方

化一座化城，向大家說：「你有看到嗎？前面就是化城，快要到了。」

這就是佛陀已經將門打開，讓大家遠遠看到，已經有這樣的化城，有

這樣的希望了，再努力向前走沒有困難。 

 

雖然大家的心理上有畏懼，「深固幽遠，無人能到」，好像這哪有辦法

到達呢？但是現在佛，「今佛教化成就菩薩，」。你就要發大心，你要

發大願，法，從法中求得智慧，從人群中造福緣，要福慧兩足，才能



成為人間尊，世間所尊重的。所以，要成佛就是要再向前走，所以

「今佛教化成就」，就是要走這條路，這樣來為我們開示。這樣來為開

示，「是法華經藏」，「是一實相理」。這《法華經》藏著的，就是實相

的道理，就是「人人本具」。 

 

是法華經藏： 

是法華經一實相理 

人人本具 

未蒙開顯 

而不得知 

猶如伏藏 

 

在這個地方再次要向大家說，《法華經》的這個道理，是一實相的道

理，是人人本具，人人本有個靈山塔，人人本來就有，所以「未蒙開

顯」，只是還未開啟而已，我們的心門關著了，我們還是關在，這空有

方便的門裡，我們還未將，方便、空有的門打開。雖然我們已經學佛

了，我們知道法，卻是我們對自己的信心還不夠，所以「未蒙開顯」，

還沒有打開，還沒有人將門打開。因為佛陀要開他的心門，本懷的道

理，要讓大家看得到佛本懷，但是根機還未到，所以佛心護藏著這個

本懷。要開示，但是眾生是不是能悟入了？還沒有，他就要暫隱，所

以說「未蒙開顯」。「而不得知」，所以，大家還不知，即使開顯了，我

們還有我們自己的無明，將我們蒙蔽住了。這個蒙蔽，還沒有開，是

我們自己還在矇矓中，還未開的無明，佛陀就無法顯他的本懷，講說

真實法。同樣的道理，我們自己的心門要自己開，佛陀的本懷才能展

現出來。 

 

所以，要不然，「而不得知，猶如伏藏」。我們的真如實相還是同樣伏

藏，藏在我們的裡面。佛陀已經要為我們開示，要讓我們知道，但是

偏偏我們的心朦朧，還沒有開，不知，將我們的真實法，真如性，還

是無明將我們埋掉，無法自己展現出來。所以因為這樣，叫做「深固

幽遠」，對我們凡夫，雖然我們也入佛門裡面，我們還是凡夫，入佛門

來的凡夫，所以對大乘法還是感覺很怕。 

 

「深固幽遠」 

深固： 

明佛至理無上菩提 

故名為深 

是決定義 



不可破壞 

名堅固法 

 

「深固幽遠」，這表示了「佛至理無上菩提」，好像對凡夫來說覺得還

很深。「是法決定義，不可破壞」。因為這個法就是決定義，它是圓，

圓融的道理，真如本性，實相真理是很堅固，什麼都無法去破壞它，

這是我們人人真如本性。儘管你凡夫已經累生世這樣，在芸芸眾生來

來回回，但是你的真如本性永不滅，無始以來，這個真如本性還是很

堅固，真實法，真實的道理是很穩固，這對我們人人來說，真理永不

滅，但是我們以為它很深，不過它是在我們內心，與我們同起同坐，

只是我們沒有，將我們的真如本性現前出來，只是有重重的無明，將

我們蒙蔽住了，我們只是以為法在外面，法很深。其實法是在我們裡

面，只是我們的無明沒有打開，這無明讓我們本來，探手就可得的真

如本性，隱而難見，觀念一轉，無不都是真如本性能顯現，我們就是

轉不過來，煩惱就是在那裡纏，這就是我們要很用心，要好好去體

會。 

 

所以，我們要用心體會，才能知道這定義，一實相法，就是天地宇宙

的真理。不論四大不調和，不論是成住壞空，天地之間，但是這個道

理永遠都是存在的，這是很堅固的道理，就是永遠存在，所以我們要

用心去體會。 

 

「深固幽遠」 

幽遠： 

其理微密 

隱而難見 

故名為幽 

以凡望佛 

隔於十果 

故名為遠 

 

「其理微密，隱而難見」。因為道理非常的微細，我們若沒有很用心，

這個道理，真理，那就是「隱而難見」。因為我們的無明，都將我們卡

住了，它就隱藏在我們很深處，那個無明將我們覆蓋著，因為它是很

微密，就是你看不到，真理無體無形你看不到，不論人體如何去解

剖，也找不出那個真如是在哪，它是無形無體。活著的時候，我們的

觀念，與生俱來，我們的意識觀念就是與生俱來，意識也沒有體啊！

你如何去對它解剖，一個人的人體能去解剖，意識在哪嗎？也是沒有



啊！因為意識就是理，我們的道理就是沒有形體，實在非常的微密，

真正是微密的道理，所以我們隱而不見，我們粗心大意，我們滿心煩

惱，哪有辦法看到這麼微密、這麼微細的真理呢？ 

 

真理微密，真的是「隱而難見」。其實，這是在覺性中，我們要覺悟，

我們不覺不悟，永遠都沒有辦法。什麼叫覺？我們就要將自己平時的

生活，我們的習氣，我們的粗相的想法，我們就要不斷不斷去過濾、

過濾，雜念一定要去除。「故名為幽」，很微細，很幽，看不到，幽

遠，很遠的樣子。所以，「以凡望佛」，用凡夫要看佛，那就很遠了。

「隔於十果」，從凡夫地要看到佛的果位，要再經過十地，這就是我們

修行，要如何從歡喜地開始，這樣一直到法雲地。 

 

位置，我們要從初位一直修行，總而言之，五十一位階，才能到佛的

果位去。就是說我們的無明煩惱、我們的觀念思想要如何進步，進步

到與佛同等的地方，這是真的要用心。 

 

所以「無人能到」，以為這無人可以到達。 

 

無人能到： 

唯佛與佛乃能知之 

六道三乘 

莫能跋及 

是故經曰 

無人能到 

 

唯有佛與佛乃能知之，這個道理要能到那麼微細，唯有佛與佛能知

道。六道三乘，「六道三乘，莫能跋及」。六道的眾生，三乘的弟子，

三乘的行者，也還無法真真正正，體會到這個階段。所以我們現在都

還是在學，佛陀教我們行菩薩道，三乘中，我們已經走入菩薩乘，就

是接近佛乘。所以說，他們很多修行者，以為這很深、很幽遠，我們

怎能走得到呢？不過，我們就要有信心。所以從〈方便品〉開始，就

一直一直叫我們要信心堅固，沒有一時刻不叫我們信心堅固。所以

「是故經曰：無人能到」。 

 

今佛教化成就菩薩 

而為開示： 

今佛開顯 

教化一切 



成就一乘大菩薩道 

而與開發 

示一乘相 

 

「今佛教化成就菩薩，而為開示」。現在這個三乘法，已經走來到這

裡，現在佛陀已經教菩薩法。「你今發大心，發菩薩心」，現在開始佛

陀就直指，「走這條菩薩道，大覺道，菩提大直道，走去就對了」。現

在佛陀已經開顯了，雖然是很深，現在佛陀已經為我們開，顯示出

來。「教化一切，成就一乘大菩薩道」，已經為我們教育了。大家從

空、有方便法，收攝進來，在這圓教《法華經》裡面，我們大家要體

會。所以「教化一切，成就一乘大菩薩道」。 

 

空、有方便法，收納在現在，現出了這就是菩薩道，這樣走去，就是

要去入人群，去體會煩惱、無明，你要如何將它撥掉，那就要在人群

中去體會。道理你都知道，空、有方便法，你都已經具足了，現在應

該要走入人群去的時候，所以已經開顯，「教化一切，成就一乘」。就

是唯有的一條大菩薩道，「大菩薩道」。「與開發，示一乘相」。已經為

我們開示，這一乘就只是一條路，這個方法，從羊車、鹿車，為我們

指示就是這輛車，你才能走在大道上，自利兼利人，這就是大乘法。 

 

所以，「又如來方便」。如來的教法，它就是方便，「為佛證果以後，利

他大悲所起之無上法用」。 

 

又如來方便 

為佛證果以後 

利他大悲所起之 

無上法用 

若非如來於此經中 

盡為開顯 

各乘眾生拘於法執 

終莫能知佛意 

故曰： 

此法華經藏 

深固幽遠 

無人能到 

 

這就是佛陀如何教我們，用方便法，就是為了要讓我們，誘引我們慢

慢走向佛的境界。「為佛證果」，這就是要我們向前走。佛證果無非就



是要利他，要成就大悲，所起無上法的用途。佛陀是這樣教我們，這

些方便法，就是佛陀他證果之後，回過頭來再教育我們，還是要去利

他，要發大心，用大悲，「人傷我痛，人苦我悲」，與天地宇宙合而為

一，與眾生共生息，這種「無緣大慈，同體大悲」，這個大空法界，無

不都是我們所要化度的地方。所以，「若非如來於此經中，盡為開

顯」，若不是這樣，「各乘眾生拘於法執」，眾生都是自己這樣，拘執在

那法中，這個法執，就無法去除我執，各人修的，各人的執，我們現

在都要打開我見、我執，要打開。所以，「終莫能知佛意」。我們若是

那個我執、法執還在，就無法看到佛知、佛見。所以這樣，《法華

經》，「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 

 

教化成就菩薩 

謂教化根機已熟 

將成就之菩薩 

蓋是經 

正為教菩薩法 

故佛為契機之開示 

 

這實在是很深，「教化成就菩薩」，實在是還很長。所以，根機已成

熟，將成就菩薩。所以這部經正是為教菩薩法，佛陀「為契機之開

示」，所以我們要用心去體會。佛陀，就是要將我們眾生根機，要調整

得很整齊，盡量讓眾生不要有執著，在你自己所修的見解，要破除自

己我執、我見，心胸開闊、自利利他，這樣才是真正能體會，佛陀的

心懷。佛的心懷，乃是大慈悲心，這種大慈悲心就是法，用這種無上

法的大用，是佛陀的大慈悲心。大慈悲心，「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這是我們人人要學的。要學的這條路，叫做菩薩道，菩薩道就是要在

人群中得，這就要我們大家時時要多用心。 

種無上法的大用，是佛陀的大慈悲心。大慈悲心，「無緣大慈，同體大

悲」，這是我們人人要學的。要學的這條路，叫做菩薩道，菩薩道就是

要在人群中得，這就要我們大家時時要多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