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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幫我們複習
前四品，序品，
方便品，譬喻品，
信解品的重點與
精髓，當多用心



<序品>的境界，你們了解了嗎？
<方便品>甚深無量智慧，我們體會到了嗎？
<譬喻品>火宅喻，那位長者的用心，釋迦牟尼佛「
四生慈父」的用心我們了解了嗎？
<信解品>四位大弟子，他們以自己來譬喻貧窮子，
那個涵義，我們徹底了嗎？
各位，我們應該要很用心，聽法要如何能不漏掉？
這也是一大事，每一個人聽法的一大事。
不要說反覆是囉嗦，其實希望大家要很用心體會。

待會一起用心看答案，上人都一直反覆跟我們說。
我發現這四題是申論題，不是簡答題，要多用心。



這是要讓大家再一次更清楚，過去我們這四品中
，第一品是<序品>，大家聽經，希望人人要用心
，因為我們現在要再接下去就是<藥草喻品>，那
就是要進入第五品了。前面的四品，我們應該要
再用心去回顧。
<序品>是敘述事相，我們還要記得，大家來到靈
鷲山就是希望要聽佛這次是要說大乘法。所以來
的人很多，四眾弟子，還有天，還有十方菩薩也
很多，這樣所有天龍八部都已經紛紛來集道場。
那個場面所敘述的是非常的莊嚴浩大。



人，人潮，人間菩薩群、天龍八部，這樣一直一
直集合過來，場面很莊嚴。佛陀開始講法，那就
是《無量義經》，開始說菩薩法。甚至這個菩薩
法與人間事息息相關，佛法不離開世間法，佛法
在人間。
《無量義經》就是講述人間疾苦，修行，修菩薩
行，要投入人群，去種種救濟方法。在救濟，還
是一樣要說他的功德智慧，甚深、甚深，真實甚
深的道理在這其中。佛法在人間，人間救度眾生
之類很多，這在《無量義經》這樣的敘述。



所以「序事而有條綜理按時」，在敘述，讓這個場面
，大家來了很莊重，那就是跟過去不同。序事，讓大
家看到的，先講經、後入定。無量義經講完了，開始
再入無量義處。這就是與過去說法的場面不同，序事
給大家看、感覺得到的就是不同。先說人間菩薩法，
然後就入定，無量義處定，然後發光現瑞等等。這是
條理，有條綜理按時，綜合道理，按照前後次序。因
為來到靈山會這個時候，佛陀要表示這是一個不可思
議，很重要，修學佛法，行菩薩道，最終成佛，回歸
真如本性，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從<序品>開始，
我們要很重視<序品>，所敘述的事相有條有理，綜合
按時，這是一很慎重的開頭。



講《法華經》真的是很慎重的開頭，<序品>經過了又
有文殊、彌勒起來說話。然後<方便品>，佛陀在這<
方便品>就是說佛智慧門，完全讚歎諸佛的智慧，讚
歎佛所契悟到宇宙天體人間種種事理的智慧。實在是
很深，甚深難解，一般的人要能體會，真的是很難。
舍利弗智慧第一，這樣一直聽佛陀一直讚歎，讚歎覺
悟的境界，智慧的境界。舍利弗已經了解了佛陀的心
態，了解佛陀來人間一大事因緣，無不都是用平等的
心，盼望所有的弟子，人人都能體到本具佛性。舍利
弗他也體會到了，而且體會到真實的法不只是少數人
，是多數人都有辦法去體會。



甚至要普遍人間，人人都要能了解，這是一度生
的法門，要廣度眾生。不是在佛那一世，那個時
代讓大家知道，根機高的體會，不只是這樣而已
。能了解體會佛理，還要再發心，要與佛一樣，
無央數劫堅持著度眾生的心。所以他體會到了，
他接受了佛所授記，這就是在<方便品>，體會佛
理，來到<譬喻品>時，佛陀為舍利弗正式授記。
然後在<譬喻品>中火宅的譬喻，窮子的譬喻，都
完全在<方便品>與<譬喻品>、<信解品>中，從智
慧譬喻這樣顯示出來。



所以<譬喻品>中開權顯實，讓大家知道，不只是三車
，為了三車，所以出火宅。出了火宅就跟大家說，「
要選擇牛車，看，牛車能夠自度度人，我們自己能駕
駛牛車，還能有很多人同時搭著牛車，能到你想去的
目的地。」你想要去的目的地，這輛牛車裡面的裝潢
這樣漂亮，牛很有力，車的空間很大，希望人人所選
擇的是大白牛車這輛車，這就是在<譬喻品>火宅中這
樣已經顯示出來了。所以迦葉尊重、須菩提、迦旃延
、目犍連等等體會到。所以再用窮子喻，就是貧窮子
來譬喻，知道「我們已經了解了，了解之後，我們體
會到佛陀的教法，我們譬喻就如貧窮子一樣。



我們現在信解了，過去就如貧窮子一樣，雖然接
近寶藏，但是自己自卑，覺得這與我無關，所以
不敢想要。」這種已經入寶藏而不取，用貧窮子
來譬喻，表示信解了，我相信、我了解，我過去
就如貧窮子一樣。應該「貧窮子」就要在譬喻，
這樣譬喻貧窮子，怎會說是在<信解品>呢？<信
解品>那就是因為這四位看到釋迦牟尼佛為舍利
弗授記，將來舍利弗也能成佛，但是要經過無央
數劫，長久的時間，要發心入人群中度眾生，成
就了眾生緣，堅定了智慧，智慧的力量，這樣將
來也有成佛的機會。



大家看到了，了解了，佛陀的智慧甚深無量。佛陀已經經
過這樣多佛的出世，修行，「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從
文殊、彌勒在<序品>這樣的對答，再經過佛陀的讚歎，經
過舍利弗的接受，佛陀的授記，聽到火宅的譬喻，所以他
們完全信解了。所以，四位整衣服，來到佛陀的面前，向
佛陀表達，表達他們完全信解了。才敘述了自己本身過去
經過了這麼長久的時間，佛陀說法四十多年間，跟隨在佛
的身邊，但是無法體會。自己的習氣還是很深，有很多無
明、塵沙惑，還未完全去除。所以表示自己可能在很久以
前與佛同修同解，但是，佛陀堅持上求下化，這樣在修行
。說不定我們在中途就是無明偏向，所以一十、二十，這
樣在二十或者是五十，在<信解品>有這樣一段文，他們自
己這樣描述。



經過了一十、二十，就是說這樣經過天道、人間，這
叫做「二十」，或者是「五十餘年」，在五道，在四
生，這是四位佛弟子中的領導者，四位在佛前描述他
們時間過去是那麼長。今生此世遇到佛陀，那麼早就
來修行了，四十多年了，還是固執在自己小乘法的道
理中，還是沒有啟發他們的大心，自己年紀也朽邁了
。大家應該再回顧，年紀也朽邁了，這樣流浪在這種
明明就在寶藏的周圍裡，卻還是一無所有，對法還是
沒有成就。明明就已在佛法的寶藏中，卻是自己覺得
什麼都還沒有。這是用窮子來譬喻，雖然佛陀一直說
，將我們引入寶藏，但是我們就是不懂得要取，這就
是我們要再回顧過去。



《法華經》開頭從<序品>、<方便品>、<譬喻品>
、<信解品>，一路一直下來。我們聽，不要過去
了就漏掉了，不可以，還是要記得。所以我一定
要希望大家，《無量義經》，我們無辦法一直…
，《法華經》，我們每個月都在那讀誦《法華經
》，但是《法華經》的精髓就是教菩薩法，教菩
薩法，很簡單的法門就是在《無量義經》中，《
無量義經》就是佛要教育的本懷。不過，只是這
樣聽，對《無量義經》來說，它的精髓沒人有辦
法真真正正體會得到。



所以再開演《法華經》，將《法華經》說得再開
闊一點，就如讚歎佛智，佛的智慧，這道門是甚
深，很深、很深，不如向大家說開來，讓大家知
道佛的智慧是這樣深，不是普通人能理解的。所
以，佛陀才要於契悟之後，還要三七日的思惟，
才開始在鹿野苑開方便法。從「苦集滅道」開始
，無法將佛陀的本懷，內心的智慧覺海馬上展現
出來，沒辦法！所以他要這樣按照順序來，這種
有條綜理按時來說法，這是在<序品>。



<方便品>，就開始讓大家進入佛陀的智慧是這樣深，
佛智、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這描述的時間也
很長，僅管我們聽了那麼多，但是我們還是無法了解
。那要怎麼辦？所以用譬喻的，比較淺顯。所以，火
宅喻，出火宅，看三車，結果長者還是鼓勵諸子要選
擇大白牛車，這就是這樣的譬喻。之後才有信解，原
來因為譬喻，這些智慧較高，地位也較高，在領導、
負責教育僧團的領導者，僧團領導的人出來表示，我
都信解了。我們過去就是這樣的無知、不覺，不覺而
無知，明明寶藏在我的身邊，我就是不去取它，沒這
心願要去取著。



所以，我們再來回顧這些事，不要聽了就過了，
就忘記了，過去的，我們又放過漏掉了。前面我
們也說過，要無漏，不要這樣聽，聞而有漏。有
漏就是一直煩惱，無明一直來，我們沒辦法去解
開煩惱，這就是有漏。煩惱來了，如如不動，因
為煩惱沒入我們的心。因為我心中有法，所以什
麼的境界來，我們就不受煩惱侵入我們的內心，
這就叫做無漏。無漏，要不斷地鍛鍊，鍛鍊一輩
子夠嗎？不夠。佛陀要我們生生世世，這輩子要
堅定我們的道心。堅定好道心做心理準備，學佛
在無量劫上求下化，一路這樣來。



文殊、彌勒起來描述，這也是很深的道理。因為
佛陀將要準備講這部經，是要讓大家知道，不是
今生此世才成佛，成佛以前，要經過那麼長的時
間。這二尊菩薩，一尊是已經成過佛，教過七佛
，這種對佛法大覺大悟大智慧的文殊菩薩，來人
間助道場。另外一尊那就是彌勒菩薩，當來成佛
的，就是未來佛。一位是未來佛，一位是過去佛
，過去佛是那麼長久以前成佛，龍種上尊王佛，
又是教過了七位修行者，一一長時間的修行，又
成佛了，次序成佛，可見他的時間有多長。



又現在釋迦佛成佛了，他又來助道場。未來還有
彌勒菩薩，還要再經過幾億萬年後，彌勒菩薩才
真正能成佛在人間，這是未來佛。所以，已成佛
的文殊菩薩、未來佛的彌勒菩薩，在現在佛在法
華會上發光發瑞，二個人，二尊菩薩起來對唱。
彌勒菩薩請教過去已成佛的文殊菩薩，由文殊菩
薩回答未來佛的彌勒菩薩，這當中是要讓在座的
人，大家要先聽進去，要了解成佛的過程就是要
這樣，時間這麼長。



我們要如何回歸我們清淨如來的本性？這念堅定
的心，上求度化眾生，這是佛佛道同。這樣經過
他們的描述，很長的時間，釋迦佛才開始出定，
就開始讚歎佛的智慧，到<方便品>等等。如我這
樣反覆再說，可能大家聽了，「這幾天，已經第
三天了，說要說<藥草喻品>，今天已是第三天了
，還在反覆這些經文嗎？是啊！我這樣反覆，大
家了解了嗎？記入了嗎？



<序品>的境界，你們了解了嗎？
<方便品>甚深無量智慧，我們體會到了嗎？
<譬喻品>火宅喻，那位長者的用心，釋迦牟尼佛「
四生慈父」的用心我們了解了嗎？
<信解品>四位大弟子，他們以自己來譬喻貧窮子，
那個涵義，我們徹底了嗎？
各位，我們應該要很用心，聽法要如何能不漏掉？
這也是一大事，每一個人聽法的一大事。
不要說反覆是囉嗦，其實希望大家要很用心體會。

現在回想，2015年3月1日上人問這幾個問題。我的
答案應該全部都是沒有，應該很慚愧，也沒有。



<序品>的境界，你們了解了嗎？
2008持經做定課-2020序品入經藏演繹歌詞導讀才了解
<方便品>甚深無量智慧，我們體會到了嗎？
2008持經做定課-2021新春拜法華經才體會
<譬喻品>火宅喻，那位長者的用心，釋迦牟尼佛「四
生慈父」的用心我們了解了嗎？
2008持經做定課-2020法華心香讀書會法華七喻火宅喻
導讀才了解
<信解品>四位大弟子，他們以自己來譬喻貧窮子，那
個涵義，我們徹底了嗎？
2008持經做定課-2021錄製惟智薰法香心得才徹底



不敢說100%的了解，但是已經
從浮面的理解，進入到比較深
層的理解。比較細膩，比較微
妙的細節也注意到了。大概有
80-90分的理解，這都要感恩
上人的開示。透過將上人的開
示重點，細細的品嘗，細細的
品味，細細的思量，用心體會
上人的解說，妙法在其中。



過程當中，除了聞法以外，自己要
思惟，解義，就是聞思修。更重要
的要把法運用在生活中，把法運用
在志業上。要感恩周圍一直有善知
識的出現，在法華心香讀書會有許
多的導讀人，許多見證分享的師兄
姊都是很棒的善知識。因為有這些
善知識才能讓我對法的理解更全面
。所以，印證了上人說的慧命成長
的養分是聞法還有善知識。



持經
做定課

早課
法華經

晚課
無量義經

每天
熏法香

每天看
人間菩提

發願理解
法華經

讀經了解
專有名詞

28品整理
貫通

參加
讀書會

分享法喜
承擔導讀

多觀摩
善知識

多親近
善知識

多承擔
慈濟任務

用心體會
上人的法

聞法說法
傳法

發心立願
做大菩薩

四修五種法師
將法活用
在生活中

生生世世
跟隨上人





大家，經文看來很簡單，是啊，「爾時」，就是佛陀講完
了〈信解品〉，大家已經體會到了。長者向國王、大臣、
親族宣布，「我的這些東西都是我的兒子所有的」等等，
都已經交代清楚了。回過頭也是跟這些弟子這樣說，希望
人人能懂得珍惜，法，若是永恆，那是從無始以來，人人
要用心去體會那些法。所以我們聽了佛陀再敘述之後，弟
子全都清楚了解，這樣是不是清楚了解了？還沒有。對佛
陀來看這些人的根機，了解的人，在舍利弗，在迦葉等等
，他們雖然有領悟。但是還有微細，就是塵沙煩惱，還是
有所未盡。何況大眾中這麼多還在凡夫地的弟子，還不清
楚的還有很多。所以，佛陀還是繼續下去，在〈信解品〉
結束那時，再繼續，那個時候叫做「爾時」。



「爾時，世尊」，在那個時候，〈信解品〉說完那時
候。世尊就是稱讚，很讚歎，「原來你們也已經了解
了」，大迦葉他回饋給佛陀，「我們了解」。佛陀也
是讚歎，只要我說的話，你們能了解，這也是很高興
的事，而加以讚歎。讚歎，再證明，你所體解的，從
信解，從譬喻貧窮子所說的，這個譬喻，還可以。雖
還不是很透徹，但是還可以。以自己這樣來譬喻，所
以沒有脫離，沒有脫線了，了解佛陀所說話，這樣應
該要堪得讚歎。所譬喻那窮子的心態，雖然適合佛陀
的心懷，但是這樣是「還可以」。意思就是說，尚未
很透徹。

















現在迦葉他們有辦法理解，又能說出來，這樣堪
得稱善。「誠如所言」，就像你們現在所說的。
「實如汝之信解所說」，迦葉等四位全都用窮子
譬喻，是很對的事，很適合。所以「又將本師一
代時教及出世大世因緣，明瞭顯發」。已經將佛
陀來人間說法，這樣簡單用譬喻，用父子的譬喻
，這樣全都說出來了，這很簡單，很容易明瞭。



所以佛讚歎他們用這樣的方法來讚譬喻。「誠如
所言」，這就是佛陀為什麼「善哉！善哉！」雙
重的讚歎，那就是很讚歎他們體會佛陀，也了解
，已經接近佛的心意。所以我們大家要用心，聽
法，要聽得無漏，不要將法漏掉了，用心去體會
，這才是真正的法入心。所以要時時多用心。



https://www.neptune-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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