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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用心說法
說譬喻，弟子
真正透徹領解，
說譬喻回應



大概能夠回想過去，這麼久的時間，一直說的
法，我們從<方便品>、<譬喻品>，佛一直用盡
心機來誘引弟子，如何能去除過去所執著的小
乘法，要如何誘引進入一實大乘法？佛陀的用
心，我們要一直回想，現在弟子已開始慢慢體
會到。體會到佛陀的用心，也啟發了自己過去
所執持，獨善其身的不對！現在開始是懺悔，
或者是反省，將自己的心門打開，要讓自己心
與佛本懷接近，真的是很不容易。



人生的執著，煩惱無明要去除，實在是不簡單
。這是佛陀一直用心，也要用四十多年時間，
才真的能夠啟動弟子這念心。不過時間不留給
人，人還是一樣，隨時間流逝，年紀也慢慢大
了。所以會去想，現在知道了，但年齡也朽邁
了，是否還有辦法接受佛陀的教法？還有辦法
承擔嗎？這是最近我們一直在說，所以我們聽
法，承先啟後，過去聽的不要忘記，現在聽的
我們要用心接續於未來。



前後連貫，整體學習

諸有智者，譬喻得解

樂說譬喻，循善誘誨

善用法藥，對治心病

今日學習重點



正說

領解

述成

授記

佛陀說火宅喻

弟子說窮子喻

佛陀說藥草喻

佛陀在第六品授記

三周說法四層次(譬喻周)



因為這樣，佛陀要用種種說法。法說過去，不管
是《華嚴》三個七日，就是二十一日，一直到（
阿含）十二年、（方等）八年、再二十二年的（
般若），這麼長久的時間，這都是「法說」。也
就是在法說的過程中，很多的譬喻含在法說中。
一直到《法華經》時，他就獨立<譬喻品>，從說
方便法四十幾年間，一直都在方便隨機投教，來
到《法華經》，不斷用種種方法來譬喻。大家應
該能體會，來對治這「求五利使」，有五利使，
當然有五鈍使。



這五利使就是「急著能趕緊到達」，五利使就是
「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等等
。就是表示「心很急」，知道人間一切虛幻，人
間一切還有六道輪迴所造作，所以要趕緊找一條
較短的路，趕緊到達，這種積極，這不是很正確
，容易「差毫釐失千里」。五利使還是一樣回到
果報，還是在「增上慢」，因為「他以為已得道
了，已斷身見、斷邊見、斷邪見、斷見取見、斷
戒禁取見等等，以為他全部都斷了，其實這才是
他真正的毛病。」

















法華七喻關係說(惟智)

本跡 譬喻 關係 (菩薩)能力 (眾生)問題

跡門

火宅喻 父子 有遠見/有能力 短視/無知

窮子喻 父子 有財富/有智慧 貧窮/無自信

藥草喻 天地 平等心/有大愛 渴乏/隨分

化城喻 師生 很聰慧/有經驗 懈怠/自以為是

衣珠喻 親友 願助人/有慈心 癡迷/不自覺察

髻珠喻 君臣 有大力/有判斷 有能力/未得大智

本門 醫子喻 父子 有妙法/有策略 後知後覺/執迷難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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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入心，轉迷為悟



法華七喻的關係說—佛子

•我們看他的譬喻，七個裡面三個都是表達父親跟子
女的關係。原先佛教徒就是佛弟子跟佛的關係是師
生，但是這七個譬喻有三個譬喻，這個火宅的譬喻。
就是長者跟這些小孩子的關係，接著在第四品信解
品，就是窮子，窮子的譬喻也是父親跟子女的關係。
再來就是如來壽量品，就是醫子，用藥來救這些中
毒的小孩，你看也是父親跟子女的關係。

•今日乃知，真是佛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
法分。(譬喻品，佛為舍利弗授記，舍利弗的感觸)



法華七喻的關係說—佛子

•所以是鼓勵所有的佛教徒成為佛子，佛的家族，這
個家族裡面的人，也就是說你要直下承擔。你就是
未來佛，而不是學生，你把佛的家業直下承擔下來。
所以這一點，很明顯可以看出來，他希望把所有的
每一個人可以做到的事情都能夠圓滿，其實都是成
佛之道。所以，你看裡面他說若人入塔廟，一稱南
無佛，皆已成佛道。你說不用講阿羅漢，你這麼看，
這麼微不足道的一種善信，其實也就是成佛之道。







譬喻品(火宅喻)明如來
引諸子出離欲、煩惱、
塵沙惑三界門，故云

父今在門外。

信解品(窮子喻)明
窮子恐怖疑父，不
肯入門，故曰
子住立門側。

『三界門』出離 入『佛真如門』







智者以譬喻得解，所以<譬喻品>不是說，他就
是笨笨的，所以我要用其它的譬喻，不是喔。
「譬喻是用最高智慧來解釋這些道理，這些道
理的型態，其實是最高道理，敘述。所以要瞭
解，這些譬喻也要用智慧，用智慧來述說這譬
喻，也要用智慧來體會。所以「佛與弟子都是
用智者的心態來施教，也要有高智慧」。就像
智慧第一的「舍利弗」，他在<譬喻品>已經體
會覺悟，得佛授記。



現在接下來慧命須菩提，慧命就是已經有智慧、
智慧已成長，這些都是智者。「智者從<譬喻品>
中得到解悟」，現在也要用譬喻向佛陀敘述他們
內心過去的愚癡，及現在的體會。各位！學佛要
從聽法開始，聽法不是說，聽過去就忘記了。今
天再聽，又再重新，我們應該聽今天，就要體會
過去，這樣經典這麼長，才有辦法連貫，整體的
法才可能入心。所以人人時時要多用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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