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09《靜思妙蓮華》實相幽微 廣無邊涯 (第 1238集) （法華

經•法師品第十） 

 

⊙「幽微玄妙深遠，廣無邊涯，謂此實相，諸佛安隱之鄉，無人能

到，唯佛今為開示，菩薩一真實法，入如來地。」 

⊙「藥王！若有菩薩聞是法華經驚疑怖畏，當知是為新發意菩薩。」

《法華經 法師品第十》 

⊙「若聲聞人，聞是經驚疑怖畏，當知是為增上慢者。」《法華經 法

師品第十》 

⊙驚疑怖畏：謂末法之時，魔之所說，以為真道；而以佛之正法，反

為不真。 

⊙菩薩聲聞，聞此經驚怖者，悉是乾土，尚非濕泥，況得見水。驚疑

者不肯承擔，佈畏者恐失所守。 

⊙當知是為增上慢者：如彼五千退席之者。聲聞之人，聞是經而驚

怖，必具增上慢習。 

⊙增上慢：即得少為足，未證謂證。又如須菩提等居僧之首，於菩薩

法不生喜樂。 

 

【證嚴上人開示】 

「幽微玄妙深遠，廣無邊涯，謂此實相，諸佛安隱之鄉，無人能到，

唯佛今為開示，菩薩一真實法，入如來地。」 

 

幽微玄妙深遠 

廣無邊涯 

謂此實相 

諸佛安隱之鄉 

無人能到 

唯佛今為開示 

菩薩一真實法 

入如來地 

 

了解，「幽微玄妙深遠，廣無邊涯」，可以想這是多麼奧妙啊！幽微，

意思是很深、很長、很遠，真是很隱密、微妙的地方，叫做「幽微」。

這幽微的地方，真的是玄妙深遠，廣無邊際，很廣，無邊際，說它深

就有多深；說他廣就有多廣；說它微細，微得我們的眼睛看不到，那

麼的微細，或者是廣，很大，大得如須彌山，這細微、寛廣，深廣無

邊際，無法去形容。這個法，是佛陀，他的覺性與天體合一，所覺悟

到這樣的境界，那個幽微玄妙的境界，不是我們用眼睛看得到，那個



真諦妙理，真的是真理無體相，非常的微妙。尤其是那個道理，放諸

於天下，涵蓋於虛空宇宙無邊際這個法，束進來能夠微，微得這麼的

細，放開闊去，與天地宇宙無邊際這麼的開闊。這就是佛陀所覺悟的

法，無處不在，無物不有，無事不全，這就是佛所體會覺悟。這些事

情要向我們說，說這些法，不只是佛體悟了解，我們人人都能了解，

轉一個念，無法不入心，這一念涵蓋虛空法界，這是佛的心靈境界。 

 

「謂此實相，諸佛安穩之鄉」。因為佛完全了解，完全體會，所有的法

無不都是，收納在他的真如覺性之中，所以這些實相，「諸佛安穩之

鄉」，因為知道，他就安了。凡夫樣樣都不知，因為不知，我們就不

安，今時不知來時事，現在是這樣，佛陀跟我們說，無常瞬息，我們

無法去了解下一刻的時間，我們又是如何，不知，就是不知，我們不

安穩。我們人生未來的去向，我們人對人，到底這個人，我要付託他

做事，是不是堪得受付託，堪得受耐力，堪得包容這麼大的人間事，

這個人的能力，這個人的心志，這個人……等等，凡夫我們沒辦法。 

 

即使佛陀要為弟子授記，也要經過了四十多年，從小教而慢慢走入中

乘，再來再一乘實法，再一乘實法暢佛本懷。這當中就有五千人退席

了，舍利弗還為在座的人三請，舍利弗雖然了解佛的意，但是那個微

妙法，到底幽微玄妙，深遠的道理，他請佛陀向大家來開示，佛陀還

是「止止，不須復說」。佛陀看根機，還是無法接受的人還這麼多。 

 

舍利弗了解，了解佛陀的心意，這個法非說不可，了解佛陀體會弟子

根機不整齊，所以舍利弗不得不請、再請，才有機會，佛陀將這個難

解妙法，有機會說出來。因為這樣，舍利弗三請，佛陀開始接受了，

汝既三請，我豈得不說呢？（〈方便品〉）開始要說，就有五千人退

席，根機還是還未能到達，所以佛陀也是無奈，「退亦佳矣」。這些人

既然聽不懂，退去也很好，因為這個法，你若不了解，反而起煩惱、

生毀謗。這種無明而毀謗，這念心起，對這個法是有損，人是造業。

所以，正法要在人間是這麼困難，這麼的不容易，因為它是幽微玄妙

而深遠，廣無邊涯，包含是這麼的大，我們凡夫哪有辦法了解呢？ 

 

凡夫原來本具真如本性，只是我們甘做凡夫，甘願要當凡夫，就像貧

窮子（喻），他就甘願去當傭人，這就是我們眾生。佛陀的慈悲，種種

方法，用鞭策的也好，用譬喻來解釋也好，用人事物，這無不都是佛

陀來人間，應人間的壽數，實在是不長，這樣用了四五十年的時間，

在這個地方四十多年過後了，不得不開啟心懷，講真實法。所以佛陀

所了解的，他在「安隱之鄉」，因為他覺悟了，所有的真實法，無一，



佛不體會，無一，佛不了解，所以佛陀他在安穩之鄉，完全了解。但

是，凡夫因為無明重重疊疊，所以「無人能到」。因為凡夫還是凡夫，

凡夫在無明中，這樣還是壓著我們的真如，掩蓋著我們的真如本性，

所以無法去體會，佛陀他的心靈境界。但是佛陀因為世壽，應這個人

間的世壽，他還是要很勉強利用時間，要講真實法，暢佛本懷。所以

佛陀，這時唯有佛有辦法，將這天地宇宙萬物的真理，這麼隱微玄妙

的道理，唯有佛能說，其他沒有人能去體會。 

 

但是，時間就是這樣，儘管眾生還是我行我素，還是在凡夫地，佛

陀，這部經一定非說不可，所以「今為開示」。唯有佛能了解的法，時

間這麼的緊迫，不說出來，法，無法流傳後世，所以他要把握時間，

「今為開示」，是很無奈啊！佛陀這麼久的時間，到底有多少弟子，能

體會佛陀所覺悟的境界，了解佛的心懷，到底有幾個？這是一分很無

奈啊，還是「唯佛今為開示」，不得不說。所以佛陀說，汝既三請，豈

得不說。但是開始要說，境界是這樣，這麼多聽經的人，這樣就離開

了，情何以堪啊！留下來的這些人，是不是都很體會了解呢？所以佛

法難聞，因為它難知難解。其實，轉一個念，真如本性現前了，挑柴

運水，喝茶吃飯，在工作，動息中，不論你是在動，不論你在休息，

這些無不都是與真如同行，只是無明將我們遮蓋。 

 

所以「幽微玄妙」。「幽微玄妙」是很微細，生活中不可欠缺，無法欠

缺，我們的真如妙法。生活中哪能欠缺呢？就像我們每天在吃，鼻下

橫，入口了，我們吃什麼東西，在我們的體內它就會去消化，自然它

就會去歸納，什麼樣的營養，它就分配到，什麼樣的器官所需要。我

們的體內多少無量數的菌種，是健康消化、歸納營養的這個菌呢？或

者是病菌感染，讓我們身體因為食，去吃進肚子裡，慢慢形成了我們

的器官的敗壞？現在的人光為了吃，病從口入，這病從口入，這樣長

久來，身體，體質、器官等等。現在最明顯的，酒不能喝，這酒，喝

了會傷什麼呢？肺、肝。看，這是不是很隱微玄妙呢？在我們的日常

生活中，喝酒、抽菸、嚼檳榔，現在這很普遍，大家都會知道，叫他

戒，容易嗎？很不容易。 

 

因為你喝酒，除了害自己的身體，又是惹事端，醉茫茫，傷害了自

己，傷害他人，好好的事變成了禍端，這世間每個人都看得到，社會

這麼多事，喝酒惹事，再來損害人體，你若了解，道理透徹，法接受

進來，控制自己，酒，在酒的地方，賣任他賣，不要去碰它，不要

喝，這樣自己身心健康，精神清楚，做事情沒有錯繆，這是不是我們

自己(作主)呢？ 



 

若是菸，也知道抽菸肺部傷害很大，不可啊！政府也花很多力氣在廣

告，那就要看自己，儘管這個大環境的污染、誘惑，但是自己若能節

制，菸酒全戒，這不犯法，能夠保護自己。檳榔，也是一樣啊！吃，

口腔癌，也知道不可，卻是自己的心若堅定不吃，也不會讓外面環境

不衛生，也不會損了自己的人格。這都可以自己做，為什麼自己無法

下定決心？這叫做凡夫，凡夫複製著這種無明，由不得自己，外面的

環境，就這樣將我們誘引去，這就是我們所以一直沉淪下去。 

 

真如，在我們的生活中，這就是理，生理，我們身體的道理，生理，

以及外面這一切，人的欲念在誘惑，這無不都是，佛陀一直向我們警

惕，但是，儘管如何警惕，我們的心，那個無明煩惱，與我們的真

如，都在那「幽微玄妙深遠」，你怎麼煩惱斷除不了呢？你怎麼這種無

明常常現前呢？跟你說：「你的習慣是不是改一下？」但是，你就是不

肯改，惹人煩惱，這是自己，這也感覺讓人很無奈，這也是「幽微」，

非常的黑暗，自己向著那黑暗無明的路，一直走下去，錯誤的路，這

樣一直走。不對的，怎麼不聽人家的話呢？我們的習氣，表達出來是

這麼的不好，為何不肯接受人家，給你的警惕呢？這就是走向黑暗，

這也叫做幽，幽微，幽微黑暗的地方去。而我們法，法也是很幽微，

幽微的意思，就是很微細，這麼的微細、這麼玄妙的法，我們的心念

一轉，真如現前，覺悟是虛空法界與天為一體，這種，佛陀他的安穩

之鄉，我們也可以這樣很自在。 

 

佛陀已經是在安穩之鄉，為眾生不得不來人間，接受這個與人間同壽

命的年齡，這樣來與大家開示，分享他的心境。無人能了解，不過佛

陀不得不開示。開示的是什麼呢？「菩薩一真實法」，要引我們人人

「入如來地」。如來地就是安穩之鄉，這就是如來地。但是要入如來

地，第一個條件，要改除你所有的習氣，才有辦法，真如本性才能現

前，佛陀才能向我們開示，教我們行入菩薩道。入人群中，看眾生的

煩惱相，我們才能淬鍊出了，我們「一真實法，入如來地」。這是佛佛

道同，每一尊佛都是這樣經歷過來，要經歷過菩薩道，在菩薩無明煩

惱中，去淬鍊出我們的真如實相，應用在人間，這是我們要很用心體

會。 

 

來，看經文，前面這樣說：「藥王！若有菩薩聞是法華經驚疑怖畏，當

知是為新發意菩薩。」 

 

藥王 



若有菩薩 

聞是法華經 

驚疑怖畏 

當知是為 

新發意菩薩 

《法華經 法師品第十》 

 

因為大家若聽這本經，就自己會害怕，因為它是幽微玄遠，幽微，很

玄妙，所以很廣、很遠，他們會怕。但是我們要學的不就是這樣，我

們的目標不就是要與佛同等，到那個安穩之鄉去，我們不是要到如來

地去嗎？佛陀打開了他長年來，四十多年了，也應該是塵點劫以來

的，那個心懷，要向大家開示，不過大家還是無法體會，所以「菩薩

聞是法華經，驚疑怖畏」，還會怕，就像五千人退席，他們就是這樣離

開。「當知是為新發意菩薩」，再留下來的人，這些就是新發意菩薩，

願意聽，願意要發心，這些新發意菩薩雖然會怕，不過他們願意這

樣，來體會這個法。有發大心，開始了。 

 

接下來的經文就說了：「若聲聞人，聞是經驚疑怖畏，當知是為增上慢

者。」 

 

若聲聞人 

聞是經驚疑怖畏 

當知是為增上慢者 

《法華經 法師品第十》 

 

若是聲聞，還是在聲聞地，大心還未啟發，不過他還是有心想要聽，

聽了之後，會怕、會疑、會怖畏，若像這樣的人，那就是增上慢的

人，這是有慢心，有驕慢，慢心，那個慢心未除。《法華經》是圓妙的

一真實教，但是聲聞人聽了，他有驚疑。因為很多聲聞人，在過去是

從外道教進來的，隨佛出家，那個習性還在。外道教修行法，與佛陀

那個正知、正見、正法，雖然他們也是這樣聽，能接受，能理解，所

以他們要斷煩惱，他們要了生死，但是現在佛陀開始要叫他們要入人

群，所以他們會驚疑怖畏。 

 

驚疑怖畏： 

謂末法之時 

魔之所說 

以為真道 



而以佛之正法 

反為不真 

 

「驚疑怖畏」，意思是末法了，佛陀在世就這樣了，何況未來世呢？佛

陀很擔心，未來，我滅度後，我們前面一段文，佛陀擔心的是，他滅

度之後的時候，他最期待的就是能持經法的人，希望人人要加強他們

的道心，這是佛陀很擔心未來的法。未來，那就是有像法，有末法，

經過了像法，那就進入末法。我們這個時代就是末法之時了。 

 

所以「魔之所說，以為真道；而以佛之正法，反為不真」。現在聽法，

我們要很細心，佛陀開始要講經，講這部經，我們要對機說。我們若

沒有對機說，可能有的人聽了，就是去傳，差毫釐，失千里，差一點

點；或者是應用這部經去說，偏向導人，引導人偏差，或者是毀謗這

部經。這是未來，也就是我們的現在。聽到對《法華經》會議論很

多，有的能夠依教奉行，知道這部經是經王，它，這部經行菩薩道，

是救世之道，這部經是應後世時代的變化，這部經要應時代。就如

水，隨方就圓，要應時代。所以他是菩薩道，菩薩道所緣，緣苦眾

生，眾生什麼苦，你就要扮演什麼角色，去輔導，去救拔眾生之苦。 

 

有的人就是還是很執著，執著在字就是這樣解，文是這樣解，他沒有

說這段，沒有叫你去救人，只叫你去供養而已。他不知道供養的意義

就是付出，因為他不知道，沒有想到佛陀開始就說：「奇哉！奇哉！大

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性。」他又沒有體會，常不輕菩薩見人就禮拜，

他：「我不敢輕視你，因為你未來也會成佛。」這無不都是恭敬供養，

佛法，我們要應用在人間。既然未來佛在受苦，我們怎麼不能，趕緊

及時去供養呢？我們怎麼不能，及時去救拔他的苦難呢？佛陀的《本

生經》裡，也曾在地獄道發心，也曾在畜生道發心，他無不都是在六

道中度眾生。所以我們佛法，佛陀要告訴我們的法，暢演他的心懷，

就是要讓我們心能普遍，普遍很開闊，能將法在幽微中，廣闊無邊涯

際，能很開闊。很小的、很微細的法能遍開。 

 

這我們應該就要能了解，所以，法，不必驚疑怖畏，末法的眾生。這

「魔之所說」，就是這樣，魔就是作亂，抱著欲心要得受供養等等，以

世智辯聰這樣來誘引人，將很多很多法引導偏差。大家以為是真道，

以為這樣是真道，所以「而以佛之正法，反為不真」，覺得佛法與世俗

事，哪有什麼關係呢？剛剛說過了，法之微，與我們的生活是密密相

關。你為什麼要吃這種東西，吃這種東西，這些五穀雜糧，它各有它

類別的成分的物理、生物理在其中，它有各種不同的營養分，有營養



分的植物，它也有毒性的植物，有毒性能治病的植物，也有致人於死

地，慢慢讓人身體腐化掉的，很多啊！這種無不都是法，這都是理，

藥理也好，食物道理也好，這全都是很微細。微細的東西可以擴很

大，收入 回來，無不都是我們的真如本性。這種微妙的道理，包括於

天地宇宙之間，將天地宇宙之間道理收納回來，就是在真如。所以這

個真理，我們應該要很用心體會。 

 

菩薩聲聞 

聞此經驚怖者 

悉是乾土 

尚非濕泥 

況得見水 

驚疑者不肯承擔 

佈畏者恐失所守 

 

所以「菩薩聲聞，聞此經驚怖者，悉是乾土，尚非濕泥，況得見水；

驚疑暂不肯承擔，怖畏者恐失所守」。只是表面上聽法，知道了，但是

他還沒有和理的水，還未與法水會合。就如挖到灰塵，風一吹，塵土

飛揚，還沒有水，有了水，種子才能萌芽出來。所以我們應該要很用

心去體會，還未見泥，哪有辦法見水呢？所以，新發意的菩薩有二

種，一種是聲聞，一種已經開始要發心，但是沒有聽《法華經》的道

理，只聽前面的，這樣還未圓，還未圓教，不敢入人群中利益眾生，

這樣就是還未圓。所以還是帶著無明，付出，求要有所得，利己，還

不懂得兼利他人，所以這樣還是在乾土上，還沒見泥，何況見水呢？ 

 

所以「驚疑者不肯承擔」，這個地方很明顯就向大家說了，還有疑的人

就不願意承擔。「怖畏者恐失所守」，害怕的人，就怕，「枉費我修行斷

煩惱了，都沒有與人染污、攀緣，現在要叫我入人群與人攀緣，恐怕

我會受人污染了」。所以「怖畏者恐失守」，「驚疑者不肯承擔」，這就

是有這兩類，未來的眾生，誰去照顧，誰去傳法、度化呢？這就是對

這部經的驚疑怖畏。 

 

當知是為 

增上慢者： 

如彼五千退席之者 

聲聞之人 

聞是經而驚怖 

必具增上慢習 



 

「當知是為，增上慢者」。這就是增上慢的人，只顧自己的心。「如彼

五千退席之者」，這就是五千人退席，佛陀要說菩薩法，「我哪有辦

法，我不願意承擔，而且我也不希望再與人攀緣。」五千人就退席

了。 

 

所以聲聞之人，聞是經而驚怖，必具增上慢的習氣。他還是帶著這個

習氣在，帶著你從前從前所聽的法，你以為你已經都圓滿了，外道教

的，或者是過去的習氣。所以那個習氣還未改除，這個習氣就是疑、

慢。貪、瞋、癡、慢、疑，雖然修行去除了貪、去除了瞋、去除了

癡，但是，慢、疑還未去除，所以這些人就不會聽，不歡喜聽，他就

退席。 

 

增上慢 

即得少為足 

未證謂證 

又如須菩提等 

居僧之首 

於菩薩法不生喜樂 

 

所以「增上慢，即得少為足」，這些人得一點點，他就覺得我已經得很

多了，我簡單聽一下，我都懂了，這種都叫做「增上慢」。每天都差不

多。是啊，每天都差不多，我們每天也是要睡，每天也是要吃，每天

也都差不多。同樣的道理，我們每天也要聽法，因為我們每天聽法，

法的資糧能增長我們的慧命。就如我們每天三餐要吃飯，三餐吃飯，

五穀雜糧它能滋養我們的生命。所以因為這樣，生命要滋養，慧命也

要滋養，所以每天也要聽法。不過「增上慢」的人，得少為足。我也

有一段時間我有聽法，我差不多都知道了，這叫做「增上慢」。即得少

為足，法，得一點點，他以為他都知道了。「未證謂證」，還沒證悟，

還未真正透徹了解，才在乾乾的土，還未見到泥，更未見到水。但

是，他認為，我這樣就已經證了。 

 

所以「又如須菩提等，居僧之首，於菩薩法不生喜樂」。我們在〈信解

品〉中，須菩提領出了四位，來向佛陀懺悔，過去他們對菩薩道，他

們不生喜樂，就是不歡喜接受，這是須菩提他已經表達出來了，在還

沒表達出來之前，他就是不生喜樂菩薩道，菩薩道，入人群度眾生，

他不喜樂，還是要獨善其身。學佛，我們必定要開闊心胸。常常說，

雖然是非常幽微，這個幽微，我們將它放大，盡虛空、遍法界。煩惱



的幽微放大，就是普天之下不得安寧，四大不調和，天災人禍，這也

是眾生造惡業，煩惱無明所造成。所以，放諸這麼廣，普天之下，眾

生受盡苦難多。但是佛陀就是要告訴我們，煩惱即菩提，轉煩惱成菩

提，你會去造作這麼多的煩惱，你就可以廣修福緣，擴開你的心眼，

你的覺性開啟，真如就能展現，盡虛空，遍法界，無處不在，無物不

有。 

 

真如的妙有，那個實體，各形、各種、各色無不都是現前。理是看不

到，形，每一件東西的形態，無不都是有它的物裡存在，這就是理。

儘管一直這樣說，在我們的記憶中，是不是就這樣消失呢？很久以前

的事情。我最敬愛的人在哪裡啊？我現在要說，在非洲，那一大群的

菩薩，他們在苦難中、在污泥中，在發光發亮啊！這樣那個記憶一發

散，就到那個地方，他的環境，他的人，他的生態，都涵蓋在記憶體

中，在裡面，這就是啊！所以說，一點點，這是玄妙，高深莫測；放

開，那就是遍虛空法界。所以我們用心，佛法覺性無處不在，只要我

們學佛的人，要時時秒秒都要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6年 8月 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