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37, 6/1/2021] 黃國清教授:      
作是念已，如所思惟，具告諸子：『汝等速出。』父雖憐愍，善
言誘喻，而諸子等樂著嬉戲，不肯信受，不驚不畏，了無出心。
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為『舍』？云何為『失』？但東西
走戲，視父而已。（T9.12b28-c4） 
【今譯】如此思考後，如他所思考的內容，向孩子們喊說：『你
們趕快出來！（這間房子起了大火。你們不要被大火燒到，而遭
遇災禍！）』父親雖然憐憫他們，好言勸導，但孩子們貪戀於遊
樂，不肯相信，不驚慌，不害怕，全無逃出的念頭。又不知道什
麼是『大火』？什麼是『房子』？什麼是『遇難』？只是四處奔
跑遊樂，屢屢看著父親而已。 
【解說】有情身處煩惱焚燒的世間，將注意力全放在世俗欲樂，
掩蔽對生命存在之巨大苦海的觀察，世世遭逢諸多憂悲苦惱而不
知不覺。佛菩薩悲愍有情們的無明與愛執，想向他們說明存在的
苦痛真相，奈何良藥苦口，善言逆耳。不明真理的愚痴有情不知
道什麼是苦果、什麼是煩惱、什麼是生死流轉，一心想著避苦求
樂，對於宗教實踐好逸惡勞，他們祈求佛菩薩保佑人生平安，卻
聽不進佛法所教導的趣向離苦得樂的如實真理。 
 
[21:50, 6/2/2021] 黃國清教授:      
爾時，長者即作是念：『此舍已為大火所燒，我及諸子若不時出，
必為所焚。我今當設方便，令諸子等得免斯害。』父知諸子先心
各有所好，種種珍玩奇異之物，情必樂著，而告之言：『汝等所
可玩好，希有難得，汝若不取，後必憂悔。如此種種羊車、鹿車、
牛車，今在門外，可以遊戲。汝等於此火宅宜速出來，隨汝所欲，
皆當與汝。』（T9.12c4-11） 
【今譯】那時，長者如此思考：『這間房子已經被大火燒起來了，
我和孩子們如果不立刻逃出，必定會被燒死。我現在應當施設權
宜方法，讓孩子們能夠免除這個災難。父親知道孩子們原先心中
各有喜好，種種珍貴玩具、奇異事物，他們內心必定喜愛，而向
他們說：『你們所合意的玩具，稀有的、難得的，你們如果不來
拿，以後一定會懊悔。像這樣種種的羊車、鹿車、牛車，現今在
門外，可用來玩樂。你們應當趕快從這間著火的房子出來，隨你
們所喜愛的，都將會給予你們。』 
【解說】有情眾生喜歡在這個苦多樂少的濁惡世間追求五欲的快
樂，佛陀想告訴他們這個世間充滿種種的苦痛，很少人有慧根能
聽進去，所以佛陀用正面的安樂來吸引他們。父親說羊車、鹿車、
牛車在火宅門外，可供孩子們用來遊樂，意思是說有吉祥安樂的



修行境地，沒有人世間的諸種苦痛，只要肯追求聲聞乘、辟支佛
乘、佛乘，就可到達解脫生死的修證成就。然而，在閱讀《法華
經》的火宅喻時，有多少人能藉此對吾人身處的「火宅」得到深
刻的領會呢？願意因此走向出世之道呢？大多數人還是只想獲得
人天的安樂存在，這種情況是因讀《法華經》而未適切掌握到經
文意義。 
 
[21:28, 6/3/2021] 黃國清教授:      
爾時，諸子聞父所說珍玩之物，適其願故，心各勇銳，互相推排，
競共馳走，爭出火宅。是時，長者見諸子等安隱得出，皆於四衢
道中，露地而坐，無復障礙，其心泰然，歡喜踊躍。時，諸子等
各白父言：『父先所許玩好之具，羊車、鹿車、牛車，願時賜與。』
（T9.12c11-17） 
【今譯】那時，孩子們聽到父親所說的珍奇玩具，合於他們的期
望，所以各自內心勇猛強悍，互相推擠，競相奔馳，爭著跑出著
火的房子。這時，長者看見孩子們能平安出來，都在四通八達的
大道中，坐在空地上，遠離了危險，他的心情感到安定，非常快
樂。那時，孩子們各自向父親說：『父親先前所允諾的珍奇玩具，
像是羊車、鹿車、牛車等，希望立刻給予我們。』 
【解說】具有慧根的有情們聽聞佛陀的三乘教法後，期望著清涼
安樂的涅槃境地，都非常精進地修習，因而能夠解脫三界的生死
輪迴。當他們各自追求相應的三乘修行道路，滿足於這些法門所
導向的安樂果證，不知還有更在其上的佛果究竟涅槃。這就好比
孩子們尋求羊車、鹿車、牛車，就以為是最為珍奇美好的事物。
儘管如此，這只是權宜之計，他們最後都會有無上美好的收穫。
因此，學習佛法，只要是正確的教法，不管屬於哪個層次，都屬
於成佛之道。儘管如此，吾人仍須了解各階佛法的差別，漸次升
進。 
 
[23:58, 6/4/2021] 黃國清教授:  
舍利弗！爾時，長者各賜諸子等一大車，其車高廣，眾寶莊校，
周匝欄楯，四面懸鈴。又於其上張設幰蓋，亦以珍奇雜寶而嚴飾
之，寶繩絞絡，垂諸華纓。重敷綩綖，安置丹枕。駕以白牛，膚
色充潔，形體姝好，有大筋力，行步平正，其疾如風。又多僕從
而侍衛之。（T9.12c18-24） 
【今譯】舍利弗！那時，長者給與各個兒子同樣的一輛大車，車
子非常高大，由眾多珍寶所裝飾，周圍設有欄杆，四面懸掛珍寶
鈴鐺。又在車上裝設簾幔和篷蓋，同樣用珍奇的各類珠寶來裝飾，



以珍寶繩索作車網，垂下長串花鬘。車內設置幾重鋪墊，安放紅
色靠枕。用純白的牛拉車，膚色光潤潔淨，形體健壯優美，具有
大力量，走路平穩安定，快速如風。又有很多僕役前後侍從保護。 
【解說】大白牛車譬喻一乘的高階菩薩行法，具足種種修行功德，
教化為數眾多的有情。參考天台智者大師《法華文句》卷五，解
釋說「大車」是摩訶衍（大乘），諸子內心平等所以賜與平等大
乘。「高廣」喻指如來知見，深遠廣大，橫周法界，豎窮三乘。
「眾寶莊校」意謂由萬行所裝飾。「周匝欄楯」指陀羅尼（總持），
持守萬善、遮除眾惡。「四面懸鈴」喻四種辯才。「張設幰蓋」
喻慈悲喜捨四無量心；「珍琦雜寶而嚴飾之」指以真實萬善來莊
嚴慈悲。「寶繩交絡」喻四弘誓願的堅固大心。「垂諸花纓」喻
四攝法、神通等令眾生喜悅的法門。「重敷綩綖」喻各種禪定能
令心柔軟。車內「安置丹枕」譬喻即動而靜、即靜而動；「丹枕」
喻無分別的一行三昧。「駕以白牛」譬喻無漏般若能導引四諦、
緣起、六度等一切萬行到薩婆若（全知的佛智）。「白」與本淨
無漏相應；體具萬德如「膚充」；煩惱不染如「色潔」。四如意
足合於行者的心，如「形體姝好」。「筋」喻安住五根；「力」
喻生發五力。「行步平正」譬喻定慧均等，或七覺支調和均衡。
「其疾如風」喻指走在八正道上，快速到達薩婆若。「僕從」譬
喻方便波羅蜜能攝伏眾魔、外道、二乘。（T34.72 a4-b12） 
 
[23:48, 6/7/2021] 黃國清教授:  
所以者何？是大長者財富無量，種種諸藏悉皆充溢，而作是念：
『我財物無極，不應以下劣小車與諸子等。今此幼童皆是吾子，
愛無偏黨。我有如是七寶大車，其數無量，應當等心各各與之，
不宜差別。所以者何？以我此物周給一國猶尚不匱，何況諸子！』
是時，諸子各乘大車，得未曾有，非本所望。」（T9.12c24-13a1） 
【今譯】原因是什麼？這位大長者擁有無數的財富，各種倉庫都
滿是庫藏，他如此想：『我的財物無數，不應該用較差的小車來
給與孩子們。這些孩子都是我的兒子，我對他們的愛並無偏私。
我擁有如此的七寶大車，數量無法計算，應當以平等心給與每個
孩子，不宜有所差別。原因是什麼？因為我這些財物普遍給予一
國（全部有情）尚且不會竭盡，何況是給（自己的）兒子們！』
這時，孩子們各自乘坐大車，感到極其稀有，非自己原本所期望
的。」 
【解說】佛陀體證無上菩提，其功德內容無量無邊，想將這樣的
修證境地讓每位受教者都能平等獲得。奈何絕大多數有情貪戀於
世俗欲樂，只好先以仁天善法引導。部分有情逐漸具備出世善根，



害怕生死流轉，佛陀於是教導他們無常、苦、空、無我，四諦、
十二因緣等出世解脫法門，以涅槃安樂來誘引他們。當他們能解
脫生死，不再感到恐懼，大乘善根也趨於成熟，佛陀於是將他們
導入一乘菩薩道。聲聞法也是朝向無上佛果的方便權法，一乘佛
法是聲聞弟子原本所未預期的，突然獲得，無不深感驚訝與稀奇。 
 
[24:07, 6/9/2021] 黃國清教授:      
「舍利弗！於汝意云何？是長者等與諸子珍寶大車，寧有虛妄
不？」 
舍利弗言：「不也，世尊！是長者但令諸子得免火難，全其軀命，
非為虛妄。何以故？若全身命便為已得玩好之具，況復方便於彼
火宅而拔濟之。世尊！若是長者乃至不與最小一車，猶不虛妄。
何以故？是長者先作是意：『我以方便令子得出。』以是因緣，
無虛妄也。何況長者自知財富無量，欲饒益諸子，等與大車。」
（T9.12 a2-10） 
【今譯】「舍利弗！你認為如何？這位長者平等地給與孩子們珍
寶裝飾的大車，是否是虛妄語？」舍利弗說：「不是的，世尊！
這位長者單只讓孩子們免除火災危難，保全他們的生命，就不是
妄語者。原因是什麼？如果保全生命就是已經是獲得珍奇玩具，
何況用善巧方便從那間著火的房子中救出他們。世尊！如果這位
長者甚至不給予最小的一輛車子，仍不是妄語者。原因是什麼？
這位長者先前如此思考：『我用善巧方便讓孩子們逃出來。』以
這個原因，並無虛妄語。何況長者自己知道財富無數，想使兒子
們獲得利益，平等地給與大車。」 
【解說】這段經文涉及到佛教的「妄語戒」問題。聲聞佛法的戒
規相對嚴格，口說給人甲物，如果轉而給予乙物，就有違犯妄語
戒之嫌。父親原先答應給兒子們羊車、鹿車、牛車，而最後全給
大白牛車，是否構成妄語罪呢？經中解釋說這些珍奇玩具是為了
誘引孩子們逃出火宅以保全生命，生命的價值遠超過這些玩樂器
具；何況後來所給的大白牛車大大勝過三車。當然，必須接受者
認知到所得之物的價值涵蓋了原先允諾之物。如果是就所教法義
而言，佛陀確實教導了「三乘」法使聽法者得以解脫生死，只是
三乘中的二乘法為方便權法，實際想傳授者是大乘成佛法門，這
點在二乘法中並未說破而已。聲聞弟子原先沒有期待大乘法，現
在是不期而得，除了學習到二乘法，更藉此因緣進入高階大乘行
道。 
 
 



[22:52, 6/9/2021] 黃國清教授:     
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如汝所言。舍利弗！如來亦復如是，
則為一切世間之父，於諸怖畏、衰惱、憂患、無明闇蔽，永盡無
餘；而悉成就無量知見、力、無所畏，有大神力及智慧力，具足
方便、智慧波羅蜜，大慈大悲，常無懈惓，恒求善事，利益一切；
而生三界朽故火宅，為度眾生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愚
癡、闇蔽、三毒之火，教化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T9.12 
a10-18） 
【今譯】佛告訴舍利弗說：「非常好！非常好！正如你所說的。
舍利弗！如來也是如此，是一切有情的父親，對於一切恐懼、不
幸、憂愁、愚痴暗鈍，徹底地滅盡；完全地成就無量的智慧知見、
十種智力、四種無懼自信，擁有巨大的神通力與智慧力，通達方
便與智慧的究極境地，是大慈大悲者，永無疲勞厭倦者，恆常願
求善法事業，使一切有情獲得利益；他出生於三界這個大火所燒
的破舊宅院，為了使陷於生、老、病、死、憂愁、悲傷、痛苦、
愚昧暗鈍的有情們脫離（貪欲、瞋恚、愚癡的）三毒之火，教化
他們證得無上真實圓滿覺悟。 
【解說】「佛陀」（buddha）意為「已覺悟者」，包含自我覺悟、
覺悟他人、覺悟與修行圓滿（覺行圓滿）這三方面的涵義。他滅
盡了一切的生命存在問題及遮蔽智慧因子，即煩惱障與所知障，
於誓願、慈悲、智慧、神通、方便等各方面修證功德都達到圓滿
無礙，永無疲厭地在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的三界火
宅中廣度有情眾生，使他們獲得今世與來世的安樂、涅槃安樂，
及成佛大樂。焚燒世界的大火，就是貪、瞋、癡三毒煩惱，為有
情帶來無窮無盡的大苦聚。煩惱與業力，將有情們深深地繫縛在
三界苦海，無由脫離，唯有聽聞佛陀所教導的真實佛法，依教精
進修學，方能找到出路。 
 
[21:35, 6/10/2021] 黃國清教授:      
見諸眾生為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之所燒煮；亦以五
欲財利故，受種種苦；又以貪著追求故，現受眾苦，後受地獄、
畜生、餓鬼之苦；若生天上及在人間，貧窮困苦，愛別離苦、怨
憎會苦，如是等種種諸苦。眾生沒在其中，歡喜遊戲，不覺不知、
不驚不怖，亦不生厭，不求解脫。於此三界火宅東西馳走，雖遭
大苦，不以為患。（T9.12 a18-26） 
【今譯】他觀見：一切有情受到生、老、病、死、憂愁、悲傷、
身苦、心苦所焚燒、熬煮；又因五欲享受與物質利益，遭受種種
痛苦；又因貪求與聚斂（世俗事物），今生蒙受眾多痛苦，來生



遭受地獄、畜生、餓鬼的痛苦；如果轉生到天道及人道，處於貧
窮困苦，及與所愛者分離之苦、與對立者相遇之苦，遭逢像這樣
的各種痛苦。有情陷溺於其中，卻感到快樂、遊玩嬉戲，不覺察、
不知道，不驚慌、不恐懼，也不感到厭倦，不尋求脫離。在這個
猶如著火房子的三界中東奔西跑，雖然遭受巨大痛苦，而不覺得
是苦患。 
【解說】佛陀明見世間有情的問題，處於多苦多難的不理想世界，
不斷轉生而承受著橫在前方的無盡身心眾苦；然而，有情們卻想
透過追逐少許的快樂，來掩蓋、逃避看不到邊界的苦痛。這不是
獲致安樂的正確方法，只會繼續累積流轉三界的業力。佛陀救度
有情的進路，首先就是要幫助他們覺醒，覺知世間的無常苦空，
生起厭離之心，學習出世教法，進而走向成佛之道。 
 
[22:57, 6/11/2021] 黃國清教授:      
舍利弗！佛見此已，便作是念：『我為眾生之父，應拔其苦難，
與無量無邊佛智慧樂，令其遊戲。』舍利弗！如來復作是念：『若
我但以神力及智慧力，捨於方便，為諸眾生讚如來知見、力、無
所畏者，眾生不能以是得度。所以者何？是諸眾生未免生、老、
病、死、憂、悲、苦、惱，而為三界火宅所燒，何由能解佛之智
慧？』（T9.12 a26-b4） 
【今譯】舍利弗！佛陀見到這種情況，就如此思惟：『我是這些
有情們的父親，應當使他們脫離大苦難，給與無法衡量、沒有邊
際的佛陀智慧之樂，讓他們藉以遊樂。』舍利弗！如來又如此思
惟：『如果我只憑藉神通力與智慧力，不運用方便，為有情們讚
嘆如來的智慧知見、（十種）智力、（四種）無懼自信的話，有
情們無法藉由這些教法脫離輪迴。原因是什麼？這些有情（執著
於五欲、三界歡樂），未能脫離生、老、病、死、憂愁、悲傷、
身苦、心苦，而在三界的著火房子中遭到焚燒，哪有辦法了解佛
陀的智慧？』 
【解說】佛陀想要引導所有聞法者進入一乘成佛教法，然而，這
種法門過於深廣，還貪戀於世俗五欲、三界歡樂的一般凡夫尚且
無法了解，何況是學習！佛陀必須先使他們覺知世間諸受皆苦，
願意出離生死世界，提高智慧潛能，方能引入一乘的深廣菩薩行。
大家可以試想，今日宣稱歸依大乘佛教者眾，然而，絕大多數人
實際上從事人天善法，追求世間福報，真正願意深入出世教法、
智慧菩薩行法的人非常少。因此，通過《法華經》的教導，學習
人天乘的初機行法後，尚應進一步聽聞二乘出世教法、大乘智慧
教法。 



[21:25, 6/14/2021] 黃國清教授:      
舍利弗！如彼長者雖復身手有力，而不用之，但以慇懃方便，勉
濟諸子火宅之難，然後各與珍寶大車。如來亦復如是，雖有力、
無所畏而不用之，但以智慧方便於三界火宅拔濟眾生，為說三
乘——聲聞、辟支佛、佛乘，而作是言：『汝等莫得樂住三界火
宅，勿貪麁弊色、聲、香、味、觸也。若貪著生愛，則為所燒。
汝速出三界，當得三乘——聲聞、辟支佛、佛乘。我今為汝保任
此事，終不虛也。汝等但當勤修精進！』（T9.13b4-14） 
【今譯】舍利弗！就像那位長者雖然身體和手臂是有力的，卻不
使用這個力量，只致力運用善巧方便，使孩子們脫離著火房子的
危難，然後給與每個人珍寶大車。如來也是如此，雖然具足（十
種）智力、（四種）無懼自信卻不使用它們，只憑藉智慧的方便
在三界這個著火房子中救濟有情，為他們講說三乘法，也就是聲
聞乘、獨覺乘、佛乘，而如此說：『你們不應貪戀於三界這個著
火房子，不要貪愛粗劣的物質、聲音、氣味、味道、觸感。如果
因（五種欲樂對象的）貪愛而生起對（三界的）貪戀，就會遭到
焚燒。你們趕快逃出三界，將會獲得三乘，也就是聲聞乘、獨覺
乘、佛乘。我今天為你們保證這件事，終究是不虛妄的。你們應
當專志精進！』 
【解說】每個人都要為自己所累積的煩惱與業力負責，如來無法
運用他的大神通力讓有情直接解脫生死，他給予有情的最大恩
惠，就是教導智慧佛法，使有情藉由正確、精進的實踐而自力出
離三界火宅。聲聞乘、獨覺乘、佛乘都是智慧法門，吾人發起菩
提心後，可依自己的根機與喜好，採用相應的出世法門，達成階
段性的目標，不懼怕生死，有勇氣地走上難行菩薩道，邁向無上
佛果。然而，如果留戀世間的五欲快樂，便會遮蔽智慧潛能，妨
礙智慧佛法的修學。應當思惟三界猶如大火所燒的破舊屋宅，無
常苦空，虛妄不實，生起厭棄出離之心，趕快仰仗出世佛法來脫
離三界。 
 
[22:45, 6/15/2021] 黃國清教授:      
如來以是方便誘進眾生，復作是言：『汝等當知此三乘法皆是聖
所稱歎，自在無繫，無所依求。乘是三乘，以無漏根、力、覺、
道、禪定、解脫、三昧等而自娛樂，便得無量安隱快樂。』（T9.13 
b14-18） 
【今譯】如來憑藉這個方便來誘導、勸進有情，又如此說：『你
們應當了知這三乘教法都是聖者們所讚嘆的，全無任何束縛，沒
有依托追求。乘坐這三乘，憑藉（導向）無煩惱的（五種）潛能、



（五種）力量、（七種）覺悟的助成分支、（八種）正確道路、
（四種）禪定、（八種）解脫（定力）、（各種）三昧等來使自
己獲得（大）喜樂，就能獲得無法衡量的身心安樂。』 
【解說】對三界的大苦世界生起厭離心，仰仗三乘法門，修學五
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四禪、八解脫、三昧等行法來解脫
煩惱與業障，達致超越生死的境地。然後，以菩提心為根本依據，
大悲心為推動力量，發起自在無礙的大智慧力來廣度有情，朝向
自覺與覺他的究竟圓滿。 
 
[00:25, 6/17/2021] 黃國清教授:      
舍利弗！若有眾生內有智性，從佛世尊聞法信受，慇懃精進，欲
速出三界，自求涅槃，是名聲聞乘；如彼諸子為求羊車出於火宅。
若有眾生從佛世尊聞法信受，慇懃精進，求自然慧，樂獨善寂，
深知諸法因緣，是名辟支佛乘；如彼諸子為求鹿車出於火宅。
（T9.13 b18-24) 
【今譯】舍利弗！凡是有情具智者（paṇḍita）種姓，從佛陀世尊
聽聞教法而能深信，努力精進，希望快速脫離三界，追求自身的
涅槃，這稱為聲聞乘；如同某些孩子為了追求羊車而跑出著火房
子。凡是有情從佛陀世尊聽聞教法而能深信，努力精進，追求自
己生出的智慧，喜好獨處寂靜，深切了知諸法的因緣法則，這稱
為獨覺乘；如同某些孩子為了追求鹿車而跑出著火房子。 
【解說】聽聞佛陀說法者之中，已具出世智性者可分為尋求自身
涅槃的二乘傾向者，及尋求自覺利他的大乘傾向者。聽聞苦、集、
滅、道四聖諦教法，追求自身解脫生死者，稱為聲聞乘。聽聞十
二因緣教法，智力高於聲聞乘，追求自身解脫生死，喜好獨自於
寂靜處修行，未來於無佛時代憑藉自力證得解脫者，稱為辟支佛
（獨覺）乘。二乘行者過去都已發過菩提心，因為菩薩道實踐艱
苦的原因而暫時忘失，等到證得解脫不再懼怕生死時，佛陀會指
引他們轉入大乘道途。 
 
[22:32, 6/17/2021] 黃國清教授:  
若有眾生從佛世尊聞法信受，勤修精進，求一切智、佛智、自然
智、無師智，如來知見、力、無所畏，愍念、安樂無量眾生，利
益天人，度脫一切，是名大乘，菩薩求此乘故，名為摩訶薩；如
彼諸子為求牛車出於火宅。(T9.13b24-29) 
【今譯】凡是有情從佛陀世尊聽聞教法而能深信，努力精進，追
求了知一切的智慧、佛陀的智慧、自己生出的智慧、無師自得的
智慧，及如來的智慧知見、（十種）智力、（四種）無懼自信，



出於對無數有情的悲心，為了他們的安樂，為了天界與人界有情
的利益，為了一切有情的涅槃，這稱為大乘；菩薩行者追求這種
車乘，稱為摩訶薩；如同某些孩子為了追求牛車而跑出著火房子。 
【解說】如果一路信受大乘佛法，追求無上的佛果菩堤，不經由
二乘的曲折進路，從事自他兩利的廣大實踐，這種修行途徑稱為
佛乘（大乘）。佛乘同樣能夠使修行者出離三界生死，以菩薩十
地來說，是在第八地（有說第七地）證得無生法忍，盡除煩惱障，
獲得大智慧、大神通，能化現眾多分身同時在各處廣度眾生，「摩
訶薩」（偉大的有情）應指這種修證層次的大菩薩。在三界內是
分成聲聞乘、辟支佛乘、佛乘這三種實踐模式，解脫三界以後殊
途同歸，都會合到高階的一乘菩薩道。 
 
[11:19, 6/19/2021] 黃國清教授:      
舍利弗！如彼長者見諸子等安隱得出火宅，到無畏處，自惟財富
無量，等以大車而賜諸子。如來亦復如是，為一切眾生之父，若
見無量億千眾生以佛教門出三界苦、怖畏、險道，得涅槃樂，如
來爾時便作是念：『我有無量無邊智慧、力、無畏等諸佛法藏。』
『是諸眾生皆是我子。』等與大乘，不令有人獨得滅度，皆以如
來滅度而滅度之。是諸眾生脫三界者，悉與諸佛禪定、解脫等娛
樂之具，皆是一相一種，聖所稱歎，能生淨妙第一之樂。
（T9.13b29-c10） 
【今譯】舍利弗！如同那位長者看到那些孩子們能夠平安地從著
火房子中逃出，到了安全處所，想到自己擁有無數財富，於是對
孩子們平等地給與大車。如來也是像這樣，是一切有情的父親，
當見到無數億有情通過佛陀教法之門而解脫三界的痛苦、恐懼、
恐怖險地，獲得涅槃的安樂，如來那時就如此想：『我具足無法
衡量、沒有邊際的智慧、智力、無懼自信等諸佛特質的寶藏。』
（又想：）『這些有情全是我的孩子。』然後平等地給與大乘，
不讓任何一人證得個人的涅槃，都用如來的涅槃使他們證得完全
的涅槃。對於這些解脫三界的有情，全部給與諸佛的禪定、解脫
（定力）等遊樂器具，都是相同種類、聖者們所稱讚者，能生起
清淨、微妙、最高的安樂。 
【解說】如來施設三乘法門使各種根器的修行者都能超離三界生
死，不再有痛苦、憂愁、恐懼；然而，這還不是究竟的修證成就
境地，佛果的無上真實圓滿覺悟才是。於是佛陀繼續教導他們，
讓他們出三界之後都走上等同的一乘菩薩道，邁向種種功德圓滿
的佛果覺證。在三界內的修行階段，三乘行者仍或多或少受到業
力所牽引，只有一個處於輪轉的身心個體在從事修行；斷盡貪瞋



癡煩惱，出了三界以後，已解脫生死輪迴的業力，具足智慧方便
與廣大神通，可在同一時間變現許多身形，到各個世界示現，以
各級佛法廣度有情，快速累積成佛的功德。 
 
[23:45, 6/21/2021] 黃國清教授:    
舍利弗！如彼長者初以三車誘引諸子，然後但與大車，寶物莊嚴，
安隱第一，然彼長者無虛妄之咎。如來亦復如是，無有虛妄，初
說三乘引導眾生，然後但以大乘而度脫之。何以故？如來有無量
智慧、力、無所畏諸法之藏，能與一切眾生大乘之法，但不盡能
受。舍利弗！以是因緣，當知諸佛方便力故，於一佛乘分別說三。
（T9.13c10-18） 
【今譯】舍利弗！譬如那位長者最初用三種車子來引誘孩子們，
然後只給與各種珍寶所裝飾、最為平穩的大車，然而，那位長者
並無虛妄語的罪過。如來也是如此，沒有虛妄語，最初講說三乘
法來引導有情們，然後只依憑大乘法使有情們獲得完全的涅槃。
原因是什麼？如來富有無量的智慧、智力、無懼自信等各種特質
的寶藏，能夠對一切有情給與大乘教法，而他們並非全部能夠接
受。舍利弗！由於這個原因，應當了知諸佛藉由善巧方便對於唯
一佛乘講說成三乘。 
【解說】具有出世善根的有情們智慧潛能仍有差別，一開始並非
全部能信受大乘教法，所以智慧功德圓滿的如來運用方便智慧而
施設聲聞、獨覺、菩薩的三乘教法，使所有聞法者都能趣入唯一
的佛乘。雖然如來運用三乘法來教導修行者，告知他們有二乘果
位與無上佛果的修證境地，事實上全將它們導向相同的佛果菩
提。如來並未說妄語，因為二乘行者確實證到解脫三界生死的阿
羅漢果與辟支佛果，然而，讓他們感到極其驚喜的，是如來還賜
給他們最為珍貴的佛果究竟涅槃。 
 
[23:35, 6/22/2021] 黃國清教授:      
佛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譬如長者，有一大宅，其宅久故，
而復頓弊；堂舍高危，柱根摧朽，梁棟傾斜，基陛隤毀；牆壁圮
坼，泥塗褫落，覆苫亂墜，椽梠差脫；周障屈曲，雜穢充遍。有
五百人，止住其中。（T9.13c18-24） 
【今譯】佛陀想要重新說明這番意義，而講說如下的偈頌：「譬
如有位長者擁有一座大宅院，屋宅已經老舊，而且非常破敗；建
築高聳，柱子根部朽壞，屋子大梁傾斜，地基台階毀壞；牆壁坍
塌破裂，外層塗泥剝落，屋頂茅草四處墜落，屋簷椽子脫落不齊；
圍牆歪曲，雜草叢生。有五百人住在裡面。 



【解說】運用文學的筆觸幫助讀經者領略人類生存世界的極不理
想景況。如果直接講述這片大地充滿「荊棘，及諸稠林（叢林）、
丘墟（山陵）、坑坎（深谷）、廁溷雜穢、臭處不淨、礓石（小
石）、瓦礫、沙鹵（多沙鹼地）等物」（《起世經》卷二，
T1.319c19-20），閱讀者印象不一定深刻，想說不去這類地方即
可避開危險，甚至當作特殊風景而特意前往觀賞。如果用譬喻文
學敘說吾人所處這個世界猶如一座破舊將倒的危樓，一切建材都
在朽壞掉落，全無一處得以安全立足，或許能引發深度的思考，
此點可嘗試從經文去體會。「五百」代表眾多數目，龐大人口住
在這個穢惡世間。 
 
[21:42, 6/23/2021] 黃國清教授:     
鵄梟雕鷲、烏鵲鳩鴿、蚖蛇蝮蠍、蜈蚣蚰蜒、守宮百足、狖貍鼷
鼠，諸惡蟲輩，交橫馳走。屎尿臭處，不淨流溢，蜣蜋諸蟲，而
集其上。狐狼野干，咀嚼踐蹋，䶩齧死屍、骨肉狼藉。由是群狗，
競來搏撮，飢羸慞惶，處處求食；鬪諍𪙁掣，嘊喍㘁吠。其舍恐
怖，變狀如是。（T9.13c24-14a3) 
【今譯】貓頭鷹、禿鷹、烏鴉、喜鵲、鳩鳥、鴿子、毒蛇、蝮蛇、
毒蠍、蜈蚣、蚰蜒、壁虎、馬陸、鼬鼠、貍貓、鼷鼠，各類兇惡
動物來回奔跑。屎尿惡臭處所，污穢液體漫流，蜣蜋等小蟲群集
上頭。狐狸、野狼、豺狼等咀嚼、踩踏、啃咬死人屍體，骨肉散
落四處。隨後，成群的狗爭相前來抓取，飢餓瘦弱，慌張忙亂，
到處尋找食物；它們爭鬥撕咬，咆嘯狂吠。那座房子是如此極度
恐怖。 
【解說】那座宅院不只破舊不堪，處處危險充斥，現在又說到裡
面存在各類毒蟲、猛禽、惡獸，四處出沒，東奔西跑，發出恐怖
叫聲，吃食死人屍體與不淨穢物，爭鬥不休，實在駭人聽聞。這
是在提醒吾人身處的生存環境，世人留戀其間，是否忽略了觀察
其濁惡不理想的景況？包括人類在內的各種動物相爭相食，危機
四伏，艱苦求生，恐懼焦慮，應觀照世間實情而產生厭離，有利
出世心生成，進求成佛大心。 
 
[23:11, 6/24/2021] 黃國清教授:     
處處皆有，魑魅魍魎、夜叉惡鬼，食噉人肉。毒蟲之屬，諸惡禽
獸，孚乳產生，各自藏護。夜叉競來，爭取食之。食之既飽，惡
心轉熾，鬪諍之聲，甚可怖畏。鳩槃荼鬼，蹲踞土埵，或時離地，
一尺二尺，往返遊行；縱逸嬉戲，捉狗兩足，撲令失聲，以腳加
頸，怖狗自樂。（T9.14a3-11) 



【今譯】到處都有山精鬼怪、兇暴夜叉在吃食（死）人的肉。各
類毒蟲、兇禽猛獸，各自築巢以生育、掩藏幼仔。夜叉爭相前來
爭奪、吃食（幼仔）。吃食它們而飽腹以後，兇暴的心更加猛烈，
激烈爭鬥的聲音非常恐怖。甕形鬼蹲立在土堆上，有時離地一尺
或二尺，來回行走；它們放蕩地遊樂，抓著狗的兩腳，撲打地面
使其哀鳴，用腳踩在脖子上，讓狗恐懼來娛樂自己。 
【解說】這個世界除了危機四伏，充滿毒蟲猛獸，還存在許許多
多長相猙獰的精魅鬼怪。這些兇暴鬼類會傷害人類與動物，並且
互相殘害。印度人所說兇惡鬼類傷害有情生命，或指吃食人類與
動物的血肉，或指吸取其他有情的精氣（生命能量）。它們的性
情暴戾，還會折磨有情以作為玩樂的方式。修行者應努力使自己
的心性朝向光明與解脫，先求遠離這些惡心的有情，不受它們干
擾。等到自己修行有力量了，再來救濟它們。 
 
[23:46, 6/25/2021] 黃國清教授:    
復有諸鬼，其身長大，裸形黑瘦，常住其中。發大惡聲，叫呼求
食。復有諸鬼，其咽如針。復有諸鬼，首如牛頭，或食人肉，或
復噉狗。頭髮蓬亂，殘害凶險，飢渴所逼，叫喚馳走。夜叉餓鬼，
諸惡鳥獸，飢急四向，窺看窓牖。如是諸難，恐畏無量。
（T9.14a11-18） 
【今譯】還有餓鬼身材高大，裸體、色黑、虛弱，長久住在裡面。
它們發出很大的可怕聲音，哭喊地尋求食物。又有某些餓鬼咽喉
細得像針。還有某些餓鬼頭像牛頭，或是吃食人肉，或是吞食野
狗。它們的頭髮蓬鬆散亂，殘酷兇暴，被飢渴所折磨，哭喊地奔
跑。夜叉、餓鬼、兇禽猛獸等被飢餓所逼，透過窗戶而向四方窺
望。像這樣的種種危難，無限的恐怖。 
【解說】鬼道眾生和人間一樣有高下階級之分，如擁有福報而獲
得許多供奉的多福鬼（像是宗教奉祀的某些鬼神），還有更多經
常處於極度飢餓狀態的餓鬼，總是在受苦。轉生鬼道的原因主要
是慳貪，利用各種手段牟取、蓄積許多錢財，自己不肯享用，也
不分享他人。特別是為了獲取錢財，造成他人陷入貧困。當轉生
到鬼道後，就一直承受飢餓的痛苦，食物無法入口（入口化為火
焰或咽喉細小如針），或只能食用灰燼、穢物等。我們生存所依
的世界，許多人只顧營造舒適環境、欣賞優美景緻，從而產生貪
執心理；卻忽略了其間更有無量險境，以及無數的毒蟲猛獸、凶
暴鬼類等恐怖事物。 
 
 



[23:17, 6/28/2021] 黃國清教授:      
是朽故宅，屬于一人。其人近出，未久之間，於後舍宅，欻然火
起，四面一時，其炎俱熾。棟梁椽柱，爆聲震裂，摧折墮落，牆
壁崩倒。諸鬼神等，揚聲大叫。（T9.14a18-23） 
【今譯】這座破舊的宅院屬於一個人。那個人剛出門沒有多久，
身後的房子忽然從四面同時燒起來，火焰非常猛烈。屋樑、椽子、
柱子都燒得發出巨大爆裂聲，斷裂、墜落，牆壁崩壞倒塌。夜叉
和餓鬼等大聲喊叫。 
【解說】我們所處世界這座破舊的房宅，不只是危機四伏，更陷
入恐怖的火災，裡面的有情遭受巨大的生命威脅及種種的身心苦
痛。大火譬喻有情的貪欲、瞋恚、愚痴等三毒煩惱，一直在燒灼
著我們，並且驅動不善業行，致生無盡的生死苦果。這座宅院為
一人所擁有，他已走到屋外，獲得自在安樂，也就是佛陀，真正
能夠導引世人走出世間深重業力與苦果的大覺者。 
 
[22:26, 6/29/2021] 黃國清教授:  
雕鷲諸鳥、鳩槃荼等，周章惶怖，不能自出。惡獸毒蟲，藏竄孔
穴。毘舍闍鬼，亦住其中，薄福德故，為火所逼；共相殘害，飲
血噉肉。野干之屬，竝已前死，諸大惡獸，競來食噉。臭烟熢㶿，
四面充塞。（T9.14a23-29） 
【今譯】禿鷹等鳥類、甕形鬼等鬼怪，陷入慌亂驚恐，無法自行
逃出。猛獸和毒蟲逃竄、藏匿在洞孔中。毘舍闍鬼類也住在那裡
面，因為福德很少，被大火所焚燒。它們（用牙齒）互相殘害，
喝血吃肉。豺狼之類已經死在那裡，大猛獸爭相前來吞食。惡臭
的煙很濃厚，充滿整個周圍。 
【解說】這幾頌描寫飛禽走獸與各種鬼類在生存環境的危急苦難
當中，受到業力所制約，無法擺脫困苦處境，煩惱由此增盛，為
了自求生路而彼此殘害，相互吞食，情景令人驚心動魄。憨山大
師〈示念佛切要〉引古人言：「業不重不生娑婆。」（《憨山老
人夢遊集》卷七，X73.505c21）「娑婆」意謂「堪忍」，是我們
這個世界的名稱。世間有情業力深重，煩惱紛沓，菩薩在此度化
剛強眾生要很能安忍；眾生處此眾苦世間而仍然嬉遊貪戀，也著
實很能忍耐。佛陀教導世間的大苦相，並非刻意渲染負面悲觀情
緒，而是幫助學佛者認清世界的苦痛實情，理性面對，深刻思惟，
方能促使自己去尋求佛法的有效超越之道。逃避、轉移，只是在
拖延問題的處理與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