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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經方便品
如來所以出
為說佛慧故

諸佛平等之大慧
即一切無上正覺

今緣已熟
為說佛慧無邊際

諸佛方便力
分別說三乘
唯有一佛乘
息處故說二
今為汝說實
汝所得非滅
為佛一切智
當發大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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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包太虛

無量義經

序品

佛的智慧有多高
有多深，有多廣



這段經文與方便
品的如來所以出
，為說佛慧故，
道理相同，特引
之以為開示佛慧



也就是說，佛是以平等大智慧，就是一切無上正
覺，這是佛陀的智慧，無上正等正覺，希望能夠
讓眾生與佛同等的智慧，與佛同樣，虛空法界一
切道理，我們都能了解。心包太虛，心靈很開闊
，不受凡夫俗事很多來污染煩惱我們的心。這是
佛陀希望人人心靈境界與佛同等。佛陀正遍知覺
，這是佛對眾生的期待。



所以四十多年說法，真的是很辛苦，歲月不留人
，人會老，歲月也這樣流逝而過，四十多年後，
弟子接受的佛法到底有多深呢？到底了解有多廣
呢？其實佛陀內心也是很著急，真正要指導人人
到佛的境界，中間還有一段很長的路。這段很長
的路，過程若不走過，無法到佛的境界。不過時
間無法停留，所以佛陀知道時間，現在應該要趧
緊《法華經》要呈現在大家面前，雖然知道，還
有很多人無法接受，也體會不到。不過，無奈時
間過，所以不得不開始講述《法華經》。



從〈序品〉開始，佛陀講說《法華經》以前，講《無
量義經》，就是這段路，《無量義經》完全教說菩薩
道。話是這樣說過了，大家對法是不是有聽進去？佛
說《無量義經》已，就靜坐了，這是在〈序品〉裡。
靜坐一段時間，長啊，大家面面相觀。平常佛若是講
經完，大家作禮而退，表示佛陀講這部經已告一段落
，大家能頂禮，作禮而去，就能夠離開。但是這一回
不是，佛陀似乎這次的形象與過去不同，講完了《無
量義經》，就地就這樣入靜定，入定發光，照萬八千
世界，這個光耀就這樣一直散發出去，這是人人心靈
的境界。



看到佛陀坐著很莊嚴，三十二相，發出這分讓人
人內心起了那分尊重、敬愛的這分心，到底佛接
下來，要不要再開示呢？入定多久會再出定呢？
大家捨不得離開，就坐在那個地方。不過，人人
心中有疑，到底佛是不是出定要再講說什麼法？
讓大家的心被攝住了，攝住了大家的心捨不得離
開，但是心有起疑，懷疑的是佛陀應該是還有法
還沒講完，佛陀應該接下來還有法要講。



所以大家心中有這個疑問，所以彼此之間互相問
：「佛陀是不是還能繼續說法呢？」「我也不知
道，好像佛陀說法還沒說完。」就是這樣，久久
的時間，文殊、彌勒，彌勒代表大家疑問的心來
請示文殊，這就是在〈序品〉，文殊菩薩與彌勒
菩薩對唱，這段時間也很長。講到日月燈明佛，
很長很長的時間，在他的道場也是一樣有八王子
，那時候，經文也是很長，佛還是在定中。



等到佛出定時，開始要向大家說話，開始就要進
入〈方便品〉了。所以《法華經》的〈方便品〉
裡頭有這樣一段經文，「如來所以出，為說佛慧
故」，今緣已熟，為說佛慧無邊際，在〈方便品
〉裡頭有這一段。佛陀開始出現人間就是為一大
事，這一大事的因緣就是為了要說佛的智慧。佛
的智慧有多高，有多深，有多廣，〈方便品〉裡
面用很多很多來譬喻佛陀的智慧。



我們要講佛陀的智慧，就是要大家要深心信受，
大家要相信，佛的智慧是很深難測，真的深啊！
深到難測，法是很深，廣，廣到無邊際。講出了
佛陀的智慧種種，但是大家聽不懂。佛陀用方便
譬喻，佛的智慧有多深、多廣、多高，至高無上
，就是要讓大家從內心起那分信仰，而且要尊重
佛的智慧。這當中，大家還是同樣都聽不懂，這
種佛慧深遠，一切智、自然智、道種智等等，很
多，一路走過來的智慧很長，但是人人無法難體
會。



就如人間事，要說人間事如何能說得盡呢？所以
了解的人間，世間的苦難就是人與人之間所造作
的煩惱，佛陀了解了，這煩惱的結成會變成了何
種的因、何種的緣，「如是因，如是緣」。只是
要跟大家說「如是因」，這個人人心所起的煩惱
那個種子的源頭，「如是因」，要解釋到底，種
類之多啊！就是「如是因」，才會結成了人與人
之間的「如是緣」。



緣，各種的因緣，要如何來解釋？如何來譬喻呢
？很開闊，佛陀還是要方便譬喻解釋，解釋這麼
多，我們聽得懂嗎？你聽，了解了嗎？一知半解
啊！如是因，如是果，有了這個因，所以造作的
結果是這樣。因，有善因、惡因，惹來了很的緣
來結合，成就這個果。你們聽懂嗎？也是知道，
但是還沒很透徹了解。再跟你們說，因為這個果
，所感受來的就是這樣的報。



人生，這麼多種類的人生，各人的環境，各人不
同。從出生到成長的這個時間裡，環境的變遷、
無常的變化，人在這種環境中生活長大。我們會
常常聽到，「我們過去的家庭生活是多麼難過！
」「我的父親，我的母親那個時候，那時代是多
麼刻苦耐勞啊！」很多啊，光是這種「我小時候
的環境」就聽不完了。



各人有不同的環境，有人的家庭環境很好，但是
現在的人生如何地變化，一直到現在，來敘述過
去，也是人人、家家都有他們的因、緣、果，這
個感受，各人的各人一個家庭，多少兄弟，兄弟
各人，同一個家庭、同一對父母這樣生。卻是各
人長大了，各人在造作事業、生活，成家立業，
就各人不同。就如這樣，一顆種子種下去，成了
很多的果。果在不同的環境、不同的地方，所成
長的又是不同的結果。有的果好，有的果不好，
有的果很豐富，有的果枯很萎掉了等等，這都是
各人不同。



所以，人生光要說因與緣，因與果，果與報，這
種因緣果報觀，在佛陀的腦海中是如此明朗清楚
。要讓這麼多人，人人能夠了解，是多麼不容易
啊！任憑佛陀越是清楚的法，要說得再清楚讓大
家聽，越是深，人越聽不懂。所以說，「斯人飲
水，冷暖自知」。這杯水佛陀喝下去，他無法讓
大家，我喝的水是你們能感覺的，佛陀自己喝的
水是甜的、是苦的、是澀的，唯有佛自己知道。



他知道之後要跟大家說，「這杯水甜」，但是大
家知道，「我很渴，我需要水，這杯甜的水，我
若能夠喝到」，佛陀說：「可以啊，你就是要喝
這樣的水，來水在前面，你能夠喝。」卻是，各
人到底用多大的容器來裝這水來喝呢？喝這水有
什麼感覺嗎？喝這個水，同樣的水，對你身體的
作用，量足夠嗎？有過度，或不夠嗎？或者是那
個感覺，喝水就只是這樣灌下去而已，就這樣排
泄掉了。或者是水喝下去，在我們身體有發揮效
用，讓我們的身體有水分，供應身體健康。



這也是佛陀來人間，要提供很多的法水給我們，到底
我們的體質是不是堪得受這樣的水量呢？這樣的水量
，你是不是有感覺：感覺這個水你喝下去，對你，是
不是歡喜感恩的心來喝這杯水呢？或者是什麼都沒感
覺，大家在喝，我就跟人家喝，時間到我就喝。這樣
而已，沒有感覺，沒有感受。喝水之後，只不過是在
身體的需要，很快就排泄掉了，沒感覺水分在我們身
體裡的作用。法也是一樣，一直在聽法，就是這樣聽
，就是這樣過，每天都是聽，卻是每天我們自己的習
氣，也還是無法改變我們自己的習氣，這就是凡夫鈍
劣。



佛陀儘管很用心，出世為說佛慧，希望佛的智慧
與大家分享。人人本具與佛同等的智慧，偏偏我
們就是不肯用心去體會。智慧與外面的境界，所
接受來的法，我們就是沒有去用它，所以我們會
一直停滯在凡夫的境界，停滯在我們沒有受用。
法，明明我們有吸收，但我們沒有拿出來應用，
沒受用，佛陀要不斷不斷啟發我們，所以用這麼
長的時間來説法。「今因緣已熟」，因緣已熟就
是時間已經到了，剩下沒多少的時間，所以「為
說佛法無邊際」。



明知眾生還沒辦法堪受，要啟發他能發大心、立
大願，還無法堪受，但是不得不說，時間就是這
樣流逝過去了，這個時候不得不說。所以「為說
佛慧無邊際」，因緣已經這樣到了，不能不說，
佛的智慧還是要說，所以才會在〈方便品〉裡，
一直一直繞在佛的智慧，到底有多深，有多廣，
有多長，這全都是佛陀的用心。不過，偏偏在〈
方便品〉就是那麼深，深到佛陀的隨身大弟子，
大家也是一樣無法理解。





所以《法華經》才會這麼長，《法華經》總共有
二十八品，第二品的名就叫做〈方便品〉。〈方
便品〉就是說三乘方便，向我們分析我們的根機
。所以佛用什麼樣的法，用「九部法」為我們仔
細地分析，讓我們知道「阿含」時代，所講的都
是因緣法，要讓大家了解苦的源頭是如何來，大
家了解是苦。這這也常常在說，常常在說，大家
是不是常常聽進去，了解這個苦到底有多少？什
麼樣的因、什麼樣的緣，如何結成苦。



在現代社會很多苦難人，這些苦難人，看到的貧
窮苦難，我們慈濟人見苦知福，去看了之後轉變
自己。「過去我這樣地浪費，我懺悔。」看到人
這樣這麼貧困，「過去我的放蕩，我很懺悔，時
間浪費，這樣消磨時間。」看到這樣的人，身體
殘障，很近地要拿一杯水來喝都不方便，生活過
得這樣的苦。自己好手好腳，身體健康，為何浪
費這麼多的時間，這樣浪費掉了呢？開始發心，
投入了慈濟，行菩薩道。



過去我看到你不歡喜，你看我就閃避，現在我知
道了，我看到了你，你要避開我，我趕緊追過去
，牽著你的手，向你說：「我過去有錯誤，現在
我們將過去那段不愉快的事情，我們講清楚，我
向你道歉。過去我們已過去了，現在我們是好朋
友。」這樣就解冤釋結了。過去不愉快的化消了
，各人的心結也解開了。這就是「滅」，滅掉了
我們過去互相所結不歡喜的緣，再帶到來生來世
。



我們現在懂得學佛，了解佛所告訴我們的法，「
滅」就要在現在人群中，不離人群，自己自我修
行，去改變我們自己。修行不離人群中，你不能
逃避，逃避，怨還是存在，今生雖然沒有再結惡
緣，但是過去的未解，同樣緣還在，這叫做塵沙
。久久的時間，來生來世，這個因又跑出來，因
是很微細，如塵沙，緣再牽絆著，我們就又在生
死無明中。





在三十一日晚上，那就是跨年夜，在元旦的凌晨
這樣狂歡，大家就是這樣玩，放煙火，明知煙火
不只是貴，又是排碳，是很污染，明知，儘管全
球元首到法國開會（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但
是明知，還是一樣，幾個國家也是這樣，光說臺
灣，也是啊，放煙火。一個煙火瞬間就要用掉多
少錢，而且排碳也很多。



煙火放完，大家要回去，看到新聞報導，光在台
北市，就有三百多萬人次，每個人都要搭車回去
，卻在那裡等不到車，車要出去、車要開動等等
，都在那個地方排碳。多少人潮囤積在那裡，想
想看，這不就是在玩火嗎？火宅，明知（危險）
，但是就是這樣過日子。所以，佛陀在那個時代
談起了火宅譬喻，這就是在說我們現在。這就是
要教化中根的人，這樣說一周。從〈方便品〉而
〈譬喻品〉，這樣說一圈回來，就是讓大家了解
。但是真正了解的只有一個，舍利弗，所以佛陀
為他授記。















所以「為佛一切智，當發大精進」。為了要求取一切
智，大家應該要趕緊發心大精進，不要再停滯小步、
一小步慢慢來。如果說你要改，「好啦，我會慢慢來
。」慢慢來就會失去機會，慢慢來，時間是快快過，
時間很快地過，我們豈能再慢慢來呢？所以，「為求
佛道一切智慧，當發大心，精進修行」。我們真正要
得與佛平等的智慧，唯有我們要發大心，這個地方已
經向大家很明確說出來，要發大心，發大心入人群中
。有冤、有緣，有緣的，我們趕緊傳法給他；有冤的
，我們趕緊和他解冤釋結，若能這樣，才是真正真修
行，真正與佛境界平等。不曉得大家能了解嗎？請大
家要了解，就要多用心。



思惟提綱（敬請貼緊上人開示的內容找答案）1102
1.每天都在聽法，還是沒有辦法改變我們的習氣。為什麼？
2.《法華經》總共有幾品？第二品的名稱為何？
3.〈方便品〉的內涵為何？
3.看到的貧窮苦難，我們要如何見苦知福？
4.佛陀要讓我們，「苦」要知道，「集」要了解。要有方法
消滅我們這種種的苦難。要如何「滅」呢？
5.與人有怨，要如何化解？上人如何解釋塵沙惑？
6.在〈譬喻品〉談到火宅很危險，還有很多人在裡面這樣遊
戲作樂，在玩火。上人舉了什麼例子說明，我們現在也類似
的例子？
7.〈信解品〉的內涵為何？
8.冤與結要解開，這是很重要的。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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