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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彼佛受沙
彌請，過二萬劫
已，乃於四眾之
中說是大乘經，
名妙法蓮華，教
菩薩法，佛所護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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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示十六王子隨
同小果修持，為
什麼可以領受大
乘教理，也可以
隨順轉教菩薩法



我們應該連貫從上面的文，應該記憶猶新，前面就是
說十六王子用很懇切的心情，大家共同一心，就是懇
切祈求佛轉法輪，說大乘法。十六王子出家，童真出
家，這念心很清淨無染，單純，一心求法。既然在道
場因緣成熟了，梵天王到了，道場的人眾到位了，就
是轉輪聖王所隨從的八萬億眾，也都在場了。王子的
出家是一個因緣，大因緣，而且已經這麼的童真，純
真無染的心，求法之懇切，就知道這個道場的莊嚴，
法，求法的氣氛，道氣很盛。這境界應該是很美的境
界，天、地、人，真善美的心境。這實在，何時我們
的心境才能與這道場相會合呢？



「諸子遵受佛命」，從出家開始，一直虔誠的心
受教育，在人群中修行，就是與大眾一樣，所以
這叫遵受佛命，沒有特殊。沒有說他們是王子，
出家為沙彌，生活特別，沒有，與大眾的修行都
一樣，共做、共生活，隨同大眾，修小果這樣修
行，生活一樣，修行，聽法，同樣平等。所以在
這當中，有領悟大乘教理，雖然是在人群中，卻
是真正領悟到了，雖然還有很多人對法還沒很透
徹了解，卻是沙彌已經體悟了，所以他領悟大乘
的教理。



其實，佛說法沒有分什麼大小乘，只是我們小根
機的人，佛陀應根機而說法，同樣的教育，只是
根機不同。大根機的人，他所領悟的法，自然就
是大法。就像貓與狗，狗需要喝的水，當然比貓
喝的水多，貓所喝的水一點點就夠了，若是狗要
喝的水，就較大量。同樣是水，大小量的水，就
看牠身體體積所需要，同樣的水，但是所需不同
，體積大，自然牠吸收的水分就多。



大樹，雨水下來，大樹所吸收水分就是大量，若
是小草，水分吸收就很少，同樣是水分，卻是不
同的接受。佛說法就如雲與水，我們在<藥草喻
品>，不是譬喻很多嗎？雖然十六沙彌在人群中
，佛為他們隨機說法，卻是沙彌的根機，同樣的
法，他們所領悟的是大乘的教理。所以「一切法
門隨機」，佛陀說法，所說的法就是應機逗教，
同樣的法，不同的根機來接受。



所以「隨順轉教菩薩」，看大家的根機，若是都
整齊了，就能這樣話機一轉。過去大家這樣的修
行雖然是很好，聲聞聽法，能夠了解人間苦難偏
多，聲聞能了解苦難來自種種的因緣會集，所以
成為苦。這些道理都知道了，開始下定決心要滅
除苦的源頭，也認真修行，修行只為一項，要如
何滅盡苦的源頭。



同樣的道理，大乘的人聽了，卻是人生眾生苦難
偏多，苦難會集來自眾生心不調和。眾生彼此受
苦難，眾生彼此受折磨，眾生彼此愛恨情仇，這
樣牽絆、牽累著，生生世世苦不堪。應該我了解
了，我應該也要將這個理讓大家了解。同樣聽四
諦法，小根機為自己斷生死，大根機體會眾生苦
難，所以利己，了解，趕緊要再利益他人。這就
是同樣的法，卻是不一樣的根機，隨順根機，雖
是小法，大根機接受，同樣也是行菩薩法。



所以，佛陀他會將過去所說的法，大家接受得好
，聲聞、緣覺，讚歎緣覺一聞十悟，知道人生無
常，來自一心，一念無明，緣了十二因緣法，這
樣輪轉。人間就是這樣無常轉動，這道理，他透
徹了解了。不過還是一樣，雖然法理解得更深，
比聲聞還深，他從天氣與生態，他能體會，卻是
無法發出，「我苦，人人也苦；我需要斷苦，取
得寂靜的境界，應該人人也要斷除這個苦，透徹
道理。人人都能解脫，達到心境寂靜，不只是我
自己而已，應該要人人。」欠缺這念心，所以就
叫做緣覺。道理他懂，但是不願意去付出。



菩薩就不同了，同樣是這些法，菩薩認為更高一
層樓，視界看得更清楚。人生無常，五蘊皆空，
在這空，「空」法中有「妙有」，甚深微妙。就
是人人本具佛性，人人都可成佛，既然人人可成
佛，我也能成佛。人人都能成佛，只是一念無明
偏差，我要趕緊入人群，與大家同修，同度這些
苦難人，這是「同事」度。願意付出去布施，付
出去愛語，去利行，願意在人群中，與大家生活
相同，卻能夠用種種的法來度化人間，這就是菩
薩。 四攝法是六度萬行的前方便



「隨順轉教菩薩」，隨順這個道理，也願意入人
群輾轉相教，也是同樣能夠「談一乘實相理」，
體會這些道理之後，了解多少，我就趕緊來和大
家分享。聞法者、說法者、傳法者，人人都能做
得到，所以要好好用心，身體力行去付出，利益
眾生。時間是這樣在過，我只是利益我自己，同
樣的，時間也是這樣過。我兼利他人，同樣的時
間也沒變得比較短。自己修自己，時間也沒變得
比較長。同樣的時間，我能自修，我能兼利他人
。







他們很歡喜，絕對不會想：「我們做成這樣，總
統召見的，怎麼不是派我們去？」沒有，他們沒
有這樣的計較，他們已經與那裡的群眾打成一片
了，只要他們踏上那座島，沒有人不認識他們，
沒有人不尊重、感恩他們。這就是付出，結眾生
緣，人群中去造福，那種感覺與去跟總統見面，
接受一個獎狀，這兩種感覺，你們覺得什麼感覺
最好呢？這種長期繼續下去，人群中的感受，我
認為這是最歡喜。想到他們這樣做，我光是感受
就很歡喜了。



總而言之，這就是一乘實法，這就是菩薩道，菩
薩就是在大乘的教理中接受到了。雖然在人群小
果中來受持，不過我的心已經接受到佛陀所教育
的，佛心直接入我的心，我願意直接投入人群中
去。這就是法不分大小乘，但是人的根機有差別
，所以我們要很用心來體會。佛法就是這樣，我
們要用心。



















所以，大乘與小乘不同，因為小乘根機就要施小
教，讓他們聽得懂。大乘經，就是大乘法，大乘
的教法。聽大乘經，大家才能知道：「原來是這
樣啊！我現在已經法都很了解了，煩惱不會染我
的心了，我現在已經有這個力量，也有這樣的信
心，我願意入人群去了，我不怕又有生死輪迴，
這些道理我都清楚了，去來自在。」



這就是聽大乘經之後，增加他的力量，發心，所
以要成佛之道，我能走。所以「為佛之不共法」
。這種就是我們要去行菩薩道，與小乘是不同樣
的路，這是大乘菩提直道，與小徑的道路是不同
，所以不共法。他能成佛的道路就是行菩薩道，
這叫做大乘，不是小乘，是大乘。發大心的人能
夠接受大乘法，就是要為他們教育菩薩的方法。





所以「名妙法蓮華，教菩薩法，佛所護念」。這
是佛佛道同，每一尊佛成佛之後，都是希望眾生
人人也能成佛，就是要這樣的教育。所以，「是
經全說實法」，這本經完全說實法，完全稱為佛
之本懷。該說的都說了，雖然過去說的，現在再
拿來見證，過去所說的因緣果報，「四諦」、「
十二因緣」等等，同樣再拿來這裡，再譬喻言說
。我們過去〈譬喻品〉也說過了，就是這樣，句
句都是佛的本懷。



「故為佛所護念」，這個法是佛陀想要說的法，
這是大乘經，大乘就是將成佛的一條道路，與一
般不同。大學生就是在大學讀書，研究生就是在
研究室裡研究，教室，教的方法不同，幼稚園就
是幼稚園，就是在小小的。總而言之，法有這樣
分大小法，其實法是不分，是大小根機。所以說
，一雨所潤，隨根機而接受，只是這樣而已。所
以，道理是這麼簡單，不過，也是很深奧，用心
去體會，自然就沒有困難。所以「遵受佛命」，
佛心為己心，我們就能暢談一乘實相的道理，只
要我們人人時時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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