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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示如來說法的
認真，專注，身
教，言教，終不
疲倦，普度眾生。
我們聽法要認真。



如來就是為一大事因緣來人間，無非就是要度化
眾生。要度化眾生，除了身體力行，那就是從口
說法。是啊，這是佛陀來人間的一件大事，而且
，佛陀數次都這樣說，「除此之外別無他事」。
來人間，就是為了要說法度眾生，眾生從耳聞聲
入心，體會、了解，這就是佛陀說法的音聲。我
們眾生就是這樣，將這音聲入耳根，用心接受，
才有辦法體悟。所以說法很認真，一大事而說法
，而我們聽法是否也一樣很認真，為一大事來聞
法呢？



一大事，意思就很認真，就是只為這個目的。所
以我用心聽，不是多少聽一點，是用心聽。聽法
，對我們有什麼利益呢？利益多多，不只是今生
此世可以利用，即使是來生來世也不脫離軌道。
佛在世時，波斯匿王很虔誠，皈依三寶佛陀的弟
子。每一回要來見佛時，他就慎重其事，將他所
穿的服裝整理得很乾淨，很素，沒有珠寶瓔珞，
豔麗的寶物裝飾其身，都沒有。將這些珠寶、瓔
珞都脫下來，用乾淨而整齊、莊嚴，很素的服裝
，穿著來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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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三個月過去了，這當中，波斯匿王又有一
次又來到精舍，又向佛提起：「佛陀啊！這三個
月的時間，我盡心供養，我該做、所做，是不是
都功德圓滿呢？」佛陀回答波斯匿王說：「所做
一切的好事，會有厭足的時刻嗎？」波斯匿王說
：「沒有，做好事，做真實有意義的事，永遠都
不厭足。」



佛陀就這樣說：「既是好事，該做的，永遠都不
厭足，你怎會說一切都圓滿具足呢？我們若是有
這分有相布施，以為是圓滿具足，驕慠的心就會
生起。你若以為這樣就是圓滿具足了，這些事情
，享受有限，一生一世這樣的享受也會消磨掉。
做好事，該付出，供佛僧，這應該是要有長久的
時間，該做、應做的，沒有什麼時候叫做圓滿之
時，這才是真做善事。」



在這當中，波斯匿王他聽了，大有所悟，立即向
佛陀懺悔：「我一時歡喜，能夠三個月時間聽佛
說法，很歡喜，我以為我所造作的是圓滿具足。
我了解了，我應該要今生來世都要有無窮盡的心
情，把握因緣，不斷付出，我應該是要發這樣的
願，對不對呢？」佛微笑、點頭，向他點頭，「
是啊！你總算已經真正了解這個含意了。」在這
當中，有一位比丘尼，叫迦旃延，這位迦旃延比
丘尼聽到佛與波斯匿王對答，這位迦旃延比丘尼
就站起來，向佛陀眾僧作禮。



她就是懇求佛陀，讓她表達她的心意，佛陀就允
許她在大眾中說。迦旃延比丘尼她就說：「佛陀
啊，我好像在過去三十一劫以前，有一尊佛叫做
飯式詰如來在人間。那時有一地方叫做野馬城，
城內有一位名叫純黑這位奴僕，就是賤民。他雖
然是位賤民、奴僕，但是看見如來在托缽，心生
歡喜，他也是用盡了他所有累積的東西來供養。
供養這尊佛，且用很虔誠的心，向如來虔誠發願
。



典故摘自《增壹阿含經‧卷十三》

發願說：『我從今生此世有這個因
緣，能夠將我所有的一切變換來供
養如來，這是我的福。我從此時此
刻開始，我只有一個願，希望我能
不再墮落三惡道，我能生生世世，
甘願受盡一切人間的苦役，我要在
人間不論在何種環境，讓我這一念
道心不退，讓我這念能時時供養佛
僧，讓我時時能為人群付出。我若
有什麼樣的業報，我願意在人間造
作一切的福業來付出，永遠不退道
心。只要不墮落三惡道，在人間哪
怕受苦役，我也願意來供養。』



波斯匿王
供佛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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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不是急於一時、一生一世，那是要生生世
世，這念心這樣累積。所以，如來說法也是一樣
，釋迦牟尼佛已經是無央數劫，不只是三十一劫
，是無央數劫。一直諸佛出世都是這樣修行，無
佛在世時也同樣這樣修行，不斷有一個心願，就
是要來度盡眾生。度眾生，別無他法，就是要說
法。所以說「除此之外別無他事」，為一大事，
就是說法，除說法之外，別無他事。「去來坐立
四威儀中」。



佛陀不只是用口說法，是用身教。身教，讓人看
了歡喜，佛陀的威嚴、威儀，行住坐臥都是很有
規則，威儀中讓人看了，人見人敬仰，人見人尊
重。「凡有機感皆為說法」，佛陀對只要有因緣
的人，絕對不放棄。他只要有根機，能夠感應到
佛陀所說的法、佛說的話，覺得這個根機應該給
他這個法，他能夠應法受用，所以佛陀絕對是為
他們說法。所以「凡有機感皆為說法」，這是佛
的慈悲，不斷來人間。

























妙法蓮華經大成卷第五
金臺即山居後學 大義 集
妙法蓮華經藥艸喻品第五

初土地喻。
迦葉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山川谿谷土地。
二卉木喻。
所生卉木叢林及諸藥艸種類若干名色各異。
三密雲喻。
密雲彌布遍覆三千大千世界。
四澍雨喻。
一時等澍。
五受潤喻。
其澤普洽卉木叢林(至)大根大莖大枝大葉。
六增長喻。
諸樹大小隨上中下(至)而得生長華果敷實。



五受潤喻。
其澤普洽卉木叢林(至)大根大莖大枝大葉。
法雨普潤七種眾生心地。所有習因種子即生。名為普洽。根
莖枝葉者。喻信戒定慧。次第相資。小根等喻人天信戒定慧
。中根等喻二乘信戒定慧。大根等。喻菩薩信戒定慧也。
六增長喻。
諸樹大小隨上中下(至)而得生長華果敷實。
此明艸木隨分受潤也。七種眾生習報兩因善法。既蒙法雨所
潤。則習報兩果各得增長也。稱其種性者。明施權稱機。小
不過分。大不減少。即七種習報兩因也。華果敷實。即七種
習報二果也。華如習果。果如報果。此隔字為對。應言華敷
果實。



佛門弟子有七眾，何謂七眾？

一、比丘(Bhiksu)是男眾出家後，受具足戒者。
二、比丘尼(Bhiksuni)是女眾出家後，受具足戒者。
三、式叉摩那(Siksamana)是沙彌尼之學六法者。
四、沙彌(Sramanera)是男眾出家後，受沙彌十戒者。
五、沙彌尼(Sramanerika)是女眾出家後，受沙彌十戒者。
六、優婆塞(Upasaka)指在家男眾受過五戒者。
七、優婆夷(Upasika)指在家女眾受過五戒者。
前面五眾是屬於出家佛弟子，後面二眾是屬於在家佛弟子
，是經論通常所說的七眾正是。



至於何等為『菩薩七種所化眾生』？依《十地經論》開示：
所化眾生有七種。何等為七？即所謂
（一）根未熟眾生故，知世諦方便。
（二）根熟眾生故，知第一義諦方便。
（三）疑惑深法眾生故，知相諦方便。
（四）謬解迷惑深法眾生故，知差別諦方便。
（五）離正念眾生故，知說成諦方便。
（六）正見眾生義故，知事諦方便，知生諦方便，知盡無生
智諦方便，知令入道智諦方便，事諦等四諦苦諦等所攝。
（七）大乘可化眾生故，善知一切菩薩地次第成就諦方便，
及善知集如來智諦方便，如經是菩薩隨眾生意令歡喜故，善
知世諦乃至非得一切究竟智知故。



由此觀之，如是『七種』，即所謂菩薩七種所化
眾生，此為吾等學佛修道者不可不知。何以故？
蓋『教化』者，又曰勸化。教人而化惡為善也。
如同《法華經方便品》曰：「諸佛如來，但教化
菩薩。」又『眾生』者，又名有情，即一切有情
識的動物，集眾緣所生，名為眾生，又歷眾多生
死，名為眾生，十法界中，除佛之外，九界有情
，皆名眾生。



我觀一切普皆平等(至)充足世間如雨普潤。

我觀二句。一性平等。無有四句。冤親平等。恒
為二句。說法平等。如為二句。一多平等。常演
下。久近平等。說法乃如來之能事。除此之外。
皆為他事。去來坐立。即四威儀中。凡有機感。
皆為說法。終不疲厭。若有彼此等。則有限礙疲
厭。世尊視四生如一子。等三界以同仁。為七種
眾生說法。如雨澍山川谿谷。平等普潤也。





「世尊視四生如一子，等三界以同仁」。三界，就是
欲界、色界、無色界，在我們凡夫眾生界，或者是在
聲聞，或者是在菩薩，六凡四聖，三界中一視同仁。
所以「世尊視四生如一子，等三界以同仁，為七種眾
生說法，如雨澍山川谿谷，平等普潤」。這是佛陀為
眾生說法，無厭足，愛的力量，總是為眾生，不斷適
應他們的根機，不斷地說法。這是佛陀出現人間，他
就是為所有的眾生而設教。我們聽法，佛陀既為一大
事因緣而來人間，我們也是有幸，在五道，已經在人
道出生。佛法，就是在人道乘才有佛法，佛就是在人
間成，所以佛法就是在人間具足。既然我們是人身，
又能聽到佛法，這是非常難得。



看看天下，現在地球上的人口有多少呢？信仰的
宗教有多少種？很多。真正能聽到佛法的，又有
多少呢？佛法，完全是尊重大家，人人可成佛，
這就是佛法的可貴處。就是說盡了人人所受的，
在人間所受的就是自做自受。所以要教育我們如
何做，你要如何做，才能做得成為一個圓滿的人
，對人群有福、有利，人間的貴人，這是佛陀用
種種方法來教育我們。也是告訴我們，很坦白告
訴我們，要用很長的時間去精進，才有辦法將我
們這種習氣煩惱去除。



習氣煩惱，大家應該也要承認了。人人，人心實
在是相同，只是習氣不同，各如其面。人人本具
佛性，只是我們人人都有與生俱來的習性，薰習
來的煩惱。所以我們常常聽，「對啊！」聽得很
歡喜，不過很快的，我們的習氣一上來，又是聽
的法又減了，煩惱無明又增加了，所以要我們時
時自我警惕。時時要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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