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10, 7/1/2021] 黃國清教授:     
蜈蚣蚰蜒、毒蛇之類，為火所燒，爭走出穴；鳩槃荼鬼，隨取而
食。又諸餓鬼，頭上火燃，飢渴熱惱，周章悶走。其宅如是，甚
可怖畏，毒害火災，眾難非一。（T9.14a29-b5） 
【今譯】蜈蚣、蚰蜒、毒蛇等毒蟲遭火焚燒，爭相逃出巢穴；那
些甕形鬼隨手抓來就吃。還有餓鬼們頭髮被火燒到，因為飢渴與
煩熱，驚慌地奔跑。那座房舍如此令人感到恐怖，充滿著禍患與
火災等眾多危難。 
【解說】活在娑婆世界的有情必須尋找食物、休息睡眠、防禦寒
暑以維持生命；要忍受疾病、老化各種生理苦痛，及愛別離、怨
憎會、求不得等多重心理苦痛；還要躲避大環境的各類天災人禍，
生存實屬艱辛。止息惡行，實踐人天善法，只能帶來世間層次的
暫時安樂，難保在輪迴過程中不起煩惱而造作惡業，上下浮沉。
因此，當先發起出世之心，以利開發智慧潛能；進而拓展為慈悲
與智慧兼備的自覺利他的寬闊心靈。 
 
[21:41, 7/1/2021] 黃國清教授:      
是時宅主，在門外立，聞有人言：『汝諸子等，先因遊戲，來入
此宅，稚小無知，歡娛樂著。』長者聞已，驚入火宅，方宜救濟，
令無燒害。（T9.14, b5-8） 
【今譯】這時，宅院主人站在門外，聽到有人說：『您的兒子們
先前因貪愛遊樂，進入這間房子，年紀幼小而愚昧，沉醉於遊戲
歡樂。』長者聽到以後，急忙進入著火房子，想方設法解救，避
免他們被火燒死。 
【解說】孩子們喻指愚癡無智的世間凡夫，深深執取於自我與諸
法（人法二執），追逐世俗性的欲望享受，樂此不疲，不知由此
會增生煩惱，驅動業行，累積業力，因業力牽引而不斷轉生，承
受生、老、病、死等種種苦痛。佛陀悲愍有情眾生遭受猛烈的煩
惱與苦果所折磨，運用其智慧方便力而教導有效解脫生命問題的
真理與方法。然而，佛陀留下如此珍貴的佛法真理寶藏，現時能
夠領會者卻是那麼稀少，主要因為煩惱、業力、苦果的遮蔽和障
礙力度太過強大！發現原因，吾人更應當依據佛陀所教正法來培
植善根及排除障礙。 
 
[23:10, 7/2/2021] 黃國清教授:    
告喻諸子，說眾患難：『惡鬼毒蟲，災火蔓延，眾苦次第，相續
不絕。毒蛇蚖蝮，及諸夜叉、鳩槃茶鬼，野干狐狗、雕鷲鵄梟，
百足之屬，飢渴惱急，甚可怖畏。此苦難處，況復大火。』



（T9.14b9-14） 
【今譯】他告訴孩子們（房子的）眾多禍患：『裡面有各種兇暴
鬼類、毒蟲，大火四處漫延，苦難的連鎖接續不斷。毒蛇、蝮蛇，
及夜叉、甕形鬼，豺狼、狐狸、野狗、禿鷹、貓頭鷹、蜈蚣之類，
飢渴與煩熱所逼，極為恐怖。這個住處充滿痛苦與危難，何況又
燒起大火！』 
【解說】佛陀起先直接曉喻世人說，這個不理想世間充斥著種種
苦痛與禍患，應當知道厭離，棄捨五欲而修習智慧，達於自在安
樂的境地。然而，正陷溺於世俗欲樂的無明凡夫執取自我生命存
在，顛倒地將虛妄的快樂視為真實，只想用快樂尋求來取代痛苦，
全然聽不進佛陀的教導。想用快樂來掩蓋痛苦，只會招引不斷的
痛苦，如〈方便品〉偈頌說：「以貪愛自蔽，盲瞑無所見，不求
大勢佛，及與斷苦法。深入諸邪見，以苦欲捨苦。」（T9. 9b29-c3）
為了追逐快樂，必須用盡很大力氣，造作許多煩惱業行，然而，
快樂的感覺在生起之際，一下便消逝過去，反而致生不如意的感
受（壞苦）。因此，佛陀只好想方設法，用世人較願意接受的方
法來攝受他們。 
 
[24:03, 7/6/2021] 黃國清教授:    
諸子無知，雖聞父誨，猶故樂著，嬉戲不已。是時長者，而作是
念：『諸子如此，益我愁惱。今此舍宅，無一可樂，而諸子等，
耽湎嬉戲，不受我教，將為火害。』（T9.14b14-19） 
【今譯】那些智力愚蒙的孩子雖然聽到父親的教誨，仍舊沉溺於
玩具，不停下遊樂。這時，長者如此思惟：『孩子們這樣，更增
我的憂愁。現在這處房子裡並無任何令人喜愛的事物，孩子們卻
貪戀於遊樂玩具，不聽從我的教誨，將會被火燒死。』 
【解說】佛陀諄諄教誨，述說世間的苦痛與禍患，然而，世人智
慧潛能微小，雖聽聞真實教說而無法理解。佛陀在《阿含經》等
早期佛典中，運用次第教學，通常是先教導在家居士們布施、持
戒（五戒）、生天善法（慈悲喜捨）等人天善行，使他們獲得俗
世的安樂。當他們的智慧潛能有所開發，接著講述無常、苦、空、
無我等觀念，帶起出世善根；然後，教授苦、集、滅、道的四諦
真理，引導他們斷除煩惱而證得解脫。到了《法華經》，進一步
將聞法者全部導入大乘菩薩道。據此，有鑑於大多數有情沉迷世
俗欲樂，繫縛於生死輪迴，佛陀的教學必須先啟發他們的出世善
根。 
 
 



 [23:33, 7/7/2021] 黃國清教授:    
長者見子，得出火宅，住於四衢，坐師子座，而自慶言：『我今
快樂！此諸子等，生育甚難。愚小無知，而入險宅；多諸毒蟲，
魑魅可畏。大火猛炎，四面俱起；而此諸子，貪樂嬉戲。我已救
之，令得脫難。是故諸人！我今快樂。』（T9.14b25-c3） 
【今譯】長者看到孩子們能夠逃出著火房子，他到四通八達的大
道中，坐在高大座位上，自我慶幸說：『我現在非常快樂！這些
兒子養育非常艱辛。它們年幼無知，進入危險的房子中；裡面充
滿許多毒蟲、鬼怪，非常恐怖。猛烈的大火從四面同時燒起；這
些孩子們卻貪戀於遊樂。我已經救出他們，使他們得以脫離。因
此，各位！我現在感到很快樂。』 
【解說】佛陀具足自覺、覺他、覺行圓滿（覺悟與修行二方便都
圓滿）的三種意義，所作一切事業無不以教化有情使其脫離生死
輪迴為務。佛陀的一切功德完全圓滿，不用起心動念即任運自在
地展現出度化有情的有效行動。佛陀出現世間的唯一目標，是教
化所一切有情體悟同於他所證得的無上菩提；唯因有情具備種種
根機差別，所以要施設不同的方便法門，但殊途同歸。只要學習
佛法者走上三乘道，完成超脫三界生死的階段性任務，佛陀雖已
無情緒波動，這裡借用世俗觀念，表達佛陀的欣慰。 
 
[21:45, 7/8/2021] 黃國清教授:      
爾時諸子，知父安坐，皆詣父所，而白父言：『願賜我等，三種
寶車，如前所許：諸子出來！當以三車，隨汝所欲。今正是時，
唯垂給與！』（T9.14c3-7） 
【今譯】那時，那些孩子知道父親快樂地坐著，都前往父親那裡，
向父親說：『（父親！）希望您給與我們三種珍寶車子，如您先
前許諾說：孩子們出來！我將給予你們所喜愛的三種車子。現在
正是時候，希望您給與吧！』 
【解說】學佛者原本貪戀世俗欲樂，不知出離，經過佛陀的諄諄
調教，了知世間無常、苦、空，期望佛陀教導解脫生死的教法，
即是三乘法門。學佛者先實踐人天善法，但須知福報再好仍處三
界火宅，應當憑藉三乘法門超脫三死流轉。有緣聽聞《法華經》
者更應發起志求無上菩提之心，假借三乘方便，入一乘真實法。 
 
[01:04, 7/10/2021] 黃國清教授:    
長者大富，庫藏眾多，金銀琉璃、車𤦲馬腦，以眾寶物，造諸大
車。莊校嚴飾，周匝欄楯，四面懸鈴，金繩交絡。真珠羅網，張
施其上；金華諸瓔，處處垂下。眾綵雜飾，周匝圍繞；柔軟繒纊，



以為茵蓐。上妙細㲲，價直千億，鮮白淨潔，以覆其上。(T9.14c7-14) 
【今譯】長者非常富有，擁有很多庫藏，黃金、白銀、琉璃、硨
磲、瑪瑙等，用各種珍寶製作許多大車。裝飾得很華麗，周圍設
有欄杆，四面懸掛鈴鐺，以黃金繩索交織綑綁。在上面張設紅真
珠裝飾的網子；各處垂下金色花朵的長串。各種色彩的絲布在四
周環繞，柔軟纖細的絲帛作為鋪墊。最上等的細棉布，價值達到
千億，非常潔白乾淨，又覆蓋在那上面。 
【解說】當學佛者依三乘法獲得超脫三界生死的智慧能力，就能
提升到一乘菩薩道的高階修行階段。經中用大白牛車來喻指一乘
菩薩行，趣向種種功德的徹底成就。此處所舉示的各類寶物、華
麗欄杆、珍寶鈴鐺、黃金繩索、真珠羅網、金色花鬘、五彩絲布、
柔細絲棉，使大車達到無比美好，譬喻種種菩薩行功德，莊嚴著
無上真實圓滿菩提。修學大乘先發菩提心，針定終極圓滿目標，
開發般若智慧，引導福德實踐，踏實努力，精進不懈，趣向福慧
具足。 
 
[19:12, 7/12/2021] 黃國清教授:      
有大白牛，肥壯多力，形體姝好，以駕寶車；多諸儐從，而侍衛
之。以是妙車，等賜諸子。諸子是時，歡喜踊躍，乘是寶車，遊
於四方，嬉戲快樂，自在無礙。(T9.14c14-19) 
【今譯】用肥壯有力、形體完美的大白牛來拉動珍寶車子；有很
多隨從在侍候守護。以這樣的美好車子平等給與兒子們。兒子們
這時候感到無比快樂，乘坐這些珍寶車子，隨心所欲地前往各方
遊樂。 
【解說】當學法者聽從佛陀的教導，按部就班地學習，必能脫離
生死世間，進入一乘菩薩道的高階踐履。佛陀對於一切有情的心
都是平等的，會讓每位聽法有情提升到一乘行，自在無礙地修習
佛法，最終成就無上佛果。只是每個有情存在智慧上的根機差別，
處於不同的學習階段。學佛者無論是在什麼階段、學習什麼法門，
一定要確保菩提心的生發，及將修行軌道調整到三乘法的正道
上。然後，必會進入一乘道。如果不先找到三乘道，那麼，就離
一乘道的距離還很遙遠。 
 
[23:11, 7/13/2021] 黃國清教授:      
告舍利弗：『我亦如是，眾聖中尊，世間之父。一切眾生，皆是
吾子，深著世樂，無有慧心。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充滿，
甚可怖畏。常有生老、病死憂患，如是等火，熾然不息。
（T9.14c19-24） 



【今譯】告訴舍利弗說：『我，聖者中最尊貴者，也是如此，是
世間有情的父親。一切有情都是我的兒子，而貪戀於世俗欲樂，
愚痴無智。三界是禍患的，好比著火房子，充滿種種痛苦，令人
感到非常恐怖。恆常有出生、衰老、病痛、死亡、憂愁、苦惱，
像這樣的火燃燒不熄。 
【解說】只要由煩惱造業所引生的業力推動在世間轉生，有情必
然遭遇到生、老、病、死、憂愁、悲傷、苦惱，又再增生煩惱，
像大火一般不斷地灼燒著一切有情。貪執於這樣的生死世間，想
在裡面尋找快樂，是愚痴無智的。應當趕快幡然醒悟，修學三乘
法，超脫生死，趣向一乘法。 
 
[22:56, 7/14/2021] 黃國清教授:     
如來已離，三界火宅，寂然閑居，安處林野。今此三界，皆是我
有，其中眾生，悉是吾子。而今此處，多諸患難，唯我一人，能
為救護。（T9.14c24-28） 
【今譯】如來已經解脫猶如著火房子的三界，處在寂靜境地，安
住於森林中。今天，這個三界都屬我所有，其中（被灼燒）的有
情都是我的兒子。然而，現在這個地方具有眾多禍患，只有我一
人能夠救護他們。 
【解說】如來真正解脫三界生死輪迴，並且達到一切功德的圓滿，
唯有他能夠教導超脫生死的正確法門。如來平等地看待每一個有
情，只要學習到正確佛法者，未來必能解脫，進而成就佛果。因
此，皈依三寶的佛弟子首先必須認識三界無常苦空，沒有任何一
物可以依靠。其次，尋求正確的佛陀教法，憶持、思惟與如說修
行。今日學佛環境離正法時代已遠，相似教法充斥，更應當注意
正確法門的辨識。 
 
[23:05, 7/15/2021] 黃國清教授:    
雖復教詔，而不信受，於諸欲染，貪著深故。以是方便，為說三
乘，令諸眾生，知三界苦，開示演說，出世間道。是諸子等，若
心決定，具足三明，及六神通；有得緣覺、不退菩薩。（T9.14c28-a5） 
【今譯】然而教導他們，卻不肯相信，因為對各種欲求對象貪執
太深。我運用方便善巧為他們講說三乘，為了使有情們了解三界
的眾多痛苦，我教導、講說超脫世間的方便法。那些依止（於我）
的兒子們成為具備三種智明與六種神通（之大威力的聲聞）；還
有某些人成為獨覺，及不退轉的菩薩。 
【解說】聲聞、辟支佛、佛乘三乘法門都可導向三界生死的解脫，
分別證得阿羅漢、辟支佛與不退菩薩，然後趣入一乘道而成佛。



佛弟子應先信受佛陀的教導，了知三界是大苦海，不繼續陷溺在
虛妄不實的慾望快樂，而樂意依止三乘法的出世間道。其中，佛
乘的道路修學到菩薩第八地證無生法忍，可斷除三界煩惱，像阿
羅漢、辟支佛一樣得生死解脫，但智慧遠在二乘之上，獲得大神
通，分身無數到各世界廣度有情，直到將習氣也斷盡而成佛為主。 
 
[21:29, 7/16/2021] 黃國清教授:     
汝舍利弗！我為眾生，以此譬喻，說一佛乘。汝等若能，信受是
語，一切皆當，得成佛道。是乘微妙，清淨第一，於諸世間，為
無有上，佛所悅可。一切眾生，所應稱讚，供養禮拜。（T9.14a5-10） 
【今譯】舍利弗！我用這個譬喻為一切有情講說唯一佛乘。你們
如果能夠相信這番教語，所有人都將會成就佛菩堤。在一切世間
中，這乘是美好、清淨、殊勝、至高無上的，是諸佛所贊許的。
一切有情應當讚嘆、禮敬與供養。 
【解說】無論當前學習何種層次的佛教法門，都應當發起菩提心，
以進入一乘為中途目標，以成就無上佛果為終極目標。這才是佛
陀出世說法教化有情的真實意趣所在。只要發起菩提心，適切評
估自己的煩惱與遮障的類型，選取相應的對治法門，無論是聲聞
乘、辟支佛乘或佛乘，都是助成佛果體證的法門。佛陀教導的各
個法門都有其功用，不宜執此非彼。初機學佛先借助人天乘法，
提高潛能以引入三乘法；憑藉三乘法捨離世俗貪執，導入高深的
一乘菩薩行。未捨離世間執著，進不了以般若智慧為導首的真實
菩薩行。 
 
[22:13, 7/19/2021] 黃國清教授:      
無量億千，諸力解脫、禪定智慧，及佛餘法，得如是乘，令諸子
等，日夜劫數，常得遊戲。與諸菩薩，及聲聞眾，乘此寶乘，直
至道場。以是因緣，十方諦求，更無餘乘，除佛方便。」
（T9.15a10-15） 
【今譯】無法計算的智力、解脫（定境）、禪定、智慧，及其他
佛陀特質，獲得這樣的最上車乘使兒子們在日夜乃至無數劫時中
常常能夠遊樂。乘坐這樣的珍寶所成車乘，眾多菩薩及從佛陀聞
法的弟子們在遊樂中前去菩提座。以這個原因，在十方世界仔細
尋求，（在一乘之外）再沒有其他的乘，除了佛陀施設的方便以
外。」 
【解說】一乘法是高層菩薩階位的修行法門，使種種三昧、神通、
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等佛果功德得以圓滿。能夠進入到
一乘的修行階位，日夜都在修習與般若智慧相應的各種成佛波羅



蜜行，時時處於法喜當中，快速累積真實菩薩行的功德。因此，
應當趕快捨離世間貪執，修學三乘法來助成一乘法。 
 
[22:24, 7/20/2021] 黃國清教授:    
告舍利弗：「汝諸人等，皆是吾子，我則是父。汝等累劫，眾苦
所燒，我皆濟拔，令出三界。我雖先說：『汝等滅度。』但盡生
死，而實不滅。   今所應作，唯佛智慧。若有菩薩，於是眾
中，能一心聽，諸佛實法。諸佛世尊，雖以方便，所化眾生，皆
是菩薩。（T9.15a15-23） 
【今譯】（佛陀）告訴舍利弗：「你們眾人都是我的兒子，我就
是父親。你們在極長劫時中遭遇眾多痛苦所灼燒，我都救濟你們，
使你們出脫三界。我先前雖然說：『你們體證涅槃。』那只是滅
除生死，而非真正進入涅槃。現在應當要修習的，唯有佛陀的智
慧。在這處集會中，凡是屬於菩薩的，全都能專心一意聽聞（我
說的）諸佛真實法則。諸佛世尊雖然憑藉方便善巧，所教化的有
情都是菩薩。 
【解說】佛陀教導聲聞行者達致涅槃的法門，所證者並不是圓滿
一切功德的佛果究竟涅槃，只是解脫三界生死的境地，還要繼續
修習一乘法。在佛陀說法集會中，聽聞三乘方便法門而如說修行，
到達一定的體悟層次，必將知道自己的真實身份原來是菩薩，對
於佛陀所說的成佛真理法則會傾耳恭聽，樂於修習。 
 
[22:46, 7/21/2021] 黃國清教授:      
若人小智，深著愛欲，為此等故，說於苦諦；眾生心喜，得未曾
有，佛說苦諦，真實無異。若有眾生，不知苦本，深著苦因，不
能暫捨；為是等故，方便說道，諸苦所因，貪欲為本。（T9.15a23-28） 
【今譯】凡是有情智慧狹小，深深執著於貪愛對象，（佛陀）為
這些人講說苦諦（苦的神聖真理）；有情心生喜悅，感到極為稀
有，佛陀講說的苦諦是真實無誤的。凡是有情不知道苦的根源，
深深執著於苦的原因，無法短時捨棄；我為這些人顯示道路：『眾
苦的生起，貪愛是根本。』 
【解說】執取色、聲、香、味、觸五種貪欲對象（五欲），智慧
狹小卑下者，是聲聞乘根機，佛陀教導相應的苦、集、滅、道四
聖諦，強化他們的出離心，使其斷除煩惱而證入涅槃。這兩頌講
的是苦諦（苦的真理）與集諦（苦因的真理），世間的苦果及其
原因。苦的意思是缺陷、不圓滿；世間一切諸法，無論是讓人生
起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都無法使人得到如意的心理，所以
說「諸受皆苦」，不應貪著於世間種種事物。苦之所以會生起，



是因世人貪著於世間事物所引發，所以貪愛是苦的原因。佛陀是
無上聖者，他所講說的苦諦與集諦，都是真實無誤的，所以說是
「聖諦」（神聖的真理）。了知苦諦與集諦，幫助行者確立出離
心，進一步追求滅諦與道諦的修習。 
 
[22:26, 7/22/2021] 黃國清教授:      
若滅貪欲，無所依止，滅盡諸苦，名第三諦。為滅諦故，修行於
道；離諸苦縛，名得解脫。是人於何，而得解脫？但離虛妄，名
為解脫。其實未得，一切解脫。佛說是人，未實滅度；斯人未得，
無上道故。我意不欲，令至滅度。我為法王，於法自在，安隱眾
生，故現於世。（T9.15a28-b7） 
【今譯】如果滅盡貪愛，無所執取，稱為滅盡一切苦的第三（滅）
諦。為了滅諦而修行道諦；脫離一切苦的束縛而稱為解脫者。這
些人從什麼得到解脫？只是脫離虛妄執取而稱為解脫。然而，他
們並未得到全面性的解脫。佛陀說這些人並非真實到達滅度；因
為這些人尚未獲得無上菩提。我的意願是不想讓他們到達滅度。
我是法王，於法已自在無礙，為了使有情獲得安樂，出現在這個
世界。 
【解說】這幾首頌文講說滅諦與道諦，出世間的涅槃果證（果），
及通向涅槃的修行道路（因）。修行道路就是八正道，正見、正
思惟的出世間慧學；正語、正業（正當的身業）、正命（正當的
謀生方式）的戒學；及正念、正定的定學。以慧學引導整個修行
歷程，最後通過定學體證慧學。其次，說明聲聞乘的涅槃果證只
是於煩惱得到解脫，未滅除習氣（煩惱的餘習），並非於一切法
得到解脫。證得佛果無上菩提，才是於煩惱與習氣獲得全面性的
解脫。佛陀出現世間，就是要讓一切聞法有情都獲得佛果的究竟
安樂。 
 
[23:17, 7/23/2021] 黃國清教授:    
汝舍利弗！我此法印，為欲利益，世間故說，在所遊方，勿妄宣
傳。若有聞者，隨喜頂受，當知是人，阿鞞跋致。若有信受，此
經法者，是人已曾，見過去佛，恭敬供養，亦聞是法。若人有能，
信汝所說，則為見我，亦見於汝，及比丘僧，并諸菩薩。
（T9.15b7-14） 
【今譯】舍利弗啊！我這個真理的印記是為了使世間有情獲得利
益才講說的，你在任何地方不要隨便宣講。凡有人聽聞後而表達
歡喜及最高敬意地接受，應當了知這個人已達到不退轉。凡是相
信這部經典者，這個人已經見到過去的佛陀們，對他們恭敬供養，



也聽聞過這樣的法門。凡有人能相信你所說的這個教法，（於過
去世）見過我，有見過你，還有比丘僧團，以及菩薩們。 
【解說】有緣聽聞到《法華經》，以及聽聞後能夠歡喜信受，代
表過去世累積了深厚善根。這樣的人曾經見過諸佛，與舍利弗等
大聲聞及菩薩們為同學。「法印」意為真理的印記，即諸法實相。
《法華經》所說內容是最高的真理，因此佛陀要舍利弗不隨意向
人宣講此經。智慧潛能不足者聽了不肯相信，甚至會發出毀謗話
語，留下障礙的業力。無論如何，今生能聽聞到《法華經》，並
以歡喜心信受，應該感到慶幸，繼續努力提升自己。 
 
[20:47, 7/26/2021] 黃國清教授:      
斯法華經，為深智說，淺識聞之，迷惑不解。一切聲聞，及辟支
佛，於此經中，力所不及。汝舍利弗！尚於此經，以信得入，況
餘聲聞。其餘聲聞，信佛語故，隨順此經，非己智分。（T9.15b14-20） 
【今譯】這部《法華經》是為具有高深智慧者而說，淺陋無知者
聽到會陷入困惑迷亂。對於這部經典，不是一切聲聞弟子與獨覺
人的智力所能企及。舍利弗！你尚且對於此經以信心堅實才得以
進入，何況是其他聲聞弟子。其餘聲聞弟子深信佛陀教語，而能
走近此經，非依自己的智慧能力。 
【解說】欲想聽聞《法華經》需要善緣；聽到《法華經》能歡喜
信受必須累積足夠智慧潛能。信解《法華經》所需智慧能力在理
解二乘法之上。只具聲聞根機與獨覺根機者，對《法華經》須先
透過堅定信心，憶持經文，再慢慢思惟、領悟。如來所教諸法實
相的趣入進路，有「隨信行」與「隨法行」二種。根機較鈍者走
隨信行之路，雖自身慧根尚不能領解諸法實相，而對佛陀及其所
說教法深信不疑，憶持教法，不斷思惟，而逐漸領會。根機利者
走隨法行之路，自身慧根已能理解佛陀所說，快速領悟實相真理。
隨信行與隨法行都能趣入實相真理，由隨信行能提升到隨法行。
然而，此信非如一般宗教的仰信，而是由深信佛陀而願深信其法。 
 
[21:53, 7/27/2021] 黃國清教授:      
又舍利弗！憍慢懈怠、計我見者，莫說此經。凡夫淺識，深著五
欲，聞不能解，亦勿為說。若人不信，毀謗此經，則斷一切，世
間佛種。（T9.15b20-23） 
【今譯】還有，舍利弗！對於驕慢者、不精進修行者、執著自我
見解者，不宜講說此經。愚昧無知者常放縱於五種欲求對象，雖
聽聞而無法理解，也不應為他們講說。如果有人不相信而毀謗此
經，會斷絕在一切世間的佛陀種姓。 



【解說】想要信解《法華經》，必須先捨離許多不善法，培植智
慧根機。貪著五欲、執取我見、驕慢、懈怠等，都會妨礙對大乘
深廣法義的理解與信受。如此之人由於無法信解，聽聞《法華經》
可能揶揄、毀謗佛陀的智慧法語，留下未來不好的學法業障，妨
礙成佛實踐。因此，佛陀特別提醒《法華經》的講說者要能識別
聽聞者的智力程度，因材施教，避免引發不良結果。並不是說不
能講說《法華經》，而是應當隨順聽者的理解能力，以講說他們
能夠理解的法義層次為原則。 
 
[23:29, 7/28/2021] 黃國清教授:    
或復顰蹙，而懷疑惑，汝當聽說，此人罪報。若佛在世，若滅度
後，其有誹謗，如斯經典，見有讀誦、書持經者，輕賤憎嫉，而
懷結恨。此人罪報，汝今復聽。（T9.15b24-28） 
【今譯】有人皺起眉頭，而（對教導的乘法）心懷疑惑，你應當
聽聽這些人的罪報。或是佛陀在世，或是圓寂後，如果有毀謗像
這樣的經典者，或是見到有（比丘）在記憶、背誦、書寫經典而
加以輕視、憎惡，內心懷著怨恨，這些人的罪報，現在你請聽聽。 
【解說】對佛陀所教導的大乘佛法心懷疑惑，聽了不悅，或是輕
視、毀謗、妨礙修學經典的人，所產生的不好果報，主要是障礙
自己未來學法的因緣。當然，經常故意破壞真理善法，使人遠離
佛法，無法淨化、提升自己的心靈，有情多受苦難，世間趨向混
亂，長期來講就會累積大量罪惡業力，不利善道轉生。舉魔王為
例，他是欲界最高層天的天神之王，必須做了無數善行方能轉生。
然而，他抱持強烈的傲慢心理，以為自己所修的人天善法是最高
的，專門破壞修習出世法的佛教行者。由於長期累積的罪業無可
衡量，天道壽命盡了就直降地獄道轉生。吾人當引以為戒。 
 
[23:46, 7/29/2021] 黃國清教授:     
其人命終，入阿鼻獄，具足一劫；劫盡更生，如是展轉，至無數
劫。從地獄出，當墮畜生。若狗野干，其形𩑔瘦，黧黮疥癩，人
所觸嬈。又復為人，之所惡賤，常困飢渴，骨肉枯竭，生受楚毒，
死被瓦石。斷佛種故，受斯罪報。（T9.15b28-c6） 
【今譯】這些（愚）人命終之後進入無間地獄，住滿一劫時間；
一劫盡了再度轉生那裡，在無數劫中反覆如此。當他們從地獄死
後出來，又落入畜生道中。或是生為野狗或豺狼，身形枯瘦，顏
色黑暗，長滿膿瘡，被人所侵擾。又遭到人的嫌惡輕視，常為飢
餓所苦，身體非常憔悴，生前遭受種種痛苦，死後埋在瓦礫中。
斷絕佛陀種姓，要承受這樣的罪惡果報。 



【解說】大乘佛法是黑暗世界的光明，指引有情走出漫長無盡的
黑暗。毀謗大乘佛法，破壞他人修學佛法，斷絕自己與他人的成
佛種姓，業力所牽，將會一直處在巨大黑暗中，找不到出口。吾
人學習佛法，應當追隨深通法義的善知識，了知最高真理的意義
與實踐方法，肯認修學大乘的重大利益，即不致落入經典所說的
這種不幸業報。 
 
[23:08, 7/30/2021] 黃國清教授:     
若作馲駝，或生驢中，身常負重，加諸杖捶，但念水草，餘無所
知。謗斯經故，獲罪如是。有作野干，來入聚落，身體疥癩，又
無一目。為諸童子，之所打擲，受諸苦痛，或時致死。（T9.15c6-11） 
【今譯】或是成為駱駝，或是轉生驢子中，身上常背負重擔，受
到鞭子和棒子擊打，心中只想著水草，其他都不知道。由於毀謗
這部經典，要承受這樣的罪惡果報。有的成為豺狼，進入村落中，
身體長著疥瘡，又瞎了一隻眼，被小孩們丟擲土塊，遭受各類痛
苦，有時導致死亡。 
【解說】這兩頌也是在述說因毀謗《法華經》而累積罪業，轉生
到畜生道受苦的悲慘處境。為什麼毀謗大乘佛經就要遭受如此悲
苦淒涼的後果？毀謗智慧經典除了斷絕與佛法連結的善根，還有
個很大的問題是不信因果善法，還誘導他人不要相信。缺少智慧
佛典的守護，容易因貪瞋癡煩惱的驅動，而造作種種傷害他人的
罪業，累積多了便會墮到惡道去。一再轉生惡道，只想著生理需
求，愚蒙無知，學習佛法的機會甚為渺茫，成為惡性循環。因此，
今生值遇智慧佛典，應好好珍惜，持續培植善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