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23, 2021年 8月 2日] 黃國清教授:  
於此死已，更受蟒身，其形長大，五百由旬，聾騃無足，宛轉腹
行，為諸小蟲，之所唼食，晝夜受苦，無有休息。謗斯經故，獲
罪如是。（T9.15c11-15） 
【今譯】在那裡死去以後，更得到蟒蛇身體，它的身形長達五百
由旬，耳聾愚鈍而沒有腳，彎曲身體用腹部爬行，被眾多小蟲所
咬食，日夜都在受苦，沒有停止的時候。毀謗這部經典，會遭受
如此的罪罰。 
【解說】巨大蟒蛇在佛教經典中的意象，是必須承受遍於全身的
極大苦痛。一由旬是古代行軍一天可走的路程，約四十里。它身
上有無數的小蟲，時時刻刻都在咬食它的血肉，這種痛苦是難以
想像的，作為所犯眾多罪業的報應。相傳梁武帝的郗皇后生性嫉
妒，傷害許多人，死後轉生為大蟒，託夢梁皇為他舉辦法會，懺
悔消罪，而為「梁皇寶懺」的緣起。何以毀謗大乘經典的罪惡如
此之大，主要是不信因果與真理，容易起惑造業，不斷累積。吾
人歡喜信受《法華經》，應感到慶幸，常在大乘佛法的守護之下。 
 
[23:24, 2021年 8月 3日] 黃國清教授:      
若得為人，諸根闇鈍，矬陋攣躄，盲聾背傴。有所言說，人不信
受；口氣常臭，鬼魅所著。貧窮下賤，為人所使；多病痟瘦，無
所依怙。雖親附人，人不在意；若有所得，尋復忘失。（T9.15c15-21） 
【今譯】當他們獲得人身，感官遲鈍、矮小醜陋、手腳殘疾、眼
盲耳聾、彎腰駝背。所說的話不受人相信；口中常發出腐臭氣味，
遭到鬼怪所附身。處於貧窮低賤的地位，常受他人所驅使；身體
多病苦而憔悴，沒有人可依靠。雖然去為人工作，人家不想給多；
如果有所獲得，很快就失去了。 
【解說】繼續述說不信受大乘佛法，毀謗經典，會多造惡業，造
成轉世時的不幸處境。這樣的人必須非常辛苦，才能勉強維持生
命；身心個體與人際關係很容易陷入苦痛與困境。有鑑於此，不
管身處什麼境況，信受佛法，依教奉行，才是解決生命問題之道。 
 
[23:06, 2021年 8月 4日] 黃國清教授:      
若修醫道，順方治病，更增他疾，或復致死。若自有病，無人救
療，設服良藥，而復增劇。若他反逆、抄劫竊盜，如是等罪，橫
羅其殃。（T9.15c21-24） 
【今譯】或是修學醫術，依照正確藥方治病，卻加重他人疾病，
有時導致死亡。或是自己生病，沒有人救治，縱使服用良藥，而
使病情加重。或是他人暴動、搶劫、偷竊，像這些犯罪行為，罪



名無端落在他身上。 
【解說】一個人今生境遇的好壞，是今生行為勤惰加上過去以來
業力的綜合結果。有人天資聰穎，又勤奮努力，卻因不善業力的
實現而諸事不順。即使如此，仍應堅持修善與認真努力。反之，
有人不怎麼努力，卻常遭逢好事，這是在耗用過去累積的福報；
不持續蓄積，總有用盡時。毀謗大乘經典，障礙他人修行，導致
自己經常生起煩惱造作不善，終會在未來引發眾多逆緣。 
 
[23:18, 2021年 8月 5日] 黃國清教授:      
如斯罪人，永不見佛，眾聖之王，說法教化。如斯罪人，常生難
處，狂聾心亂，永不聞法。於無數劫、如恒河沙，生輒聾瘂，諸
根不具。常處地獄，如遊園觀；在餘惡道，如己舍宅；駝驢猪狗，
是其行處。謗斯經故，獲罪如是。（T9.15c25-16a2) 
【今譯】像這樣的罪業人，永遠見不到諸聖者之王的佛陀，聽聞
他說法教化。像這樣的罪業人，常常出生在無暇處，耳聾、心思
迷亂，永遠聽不到佛法。在像恆河沙子數量的無數劫時中，出生
就耳聾喑啞，感官不全具備。常常身處地獄，像在遊覽園林；在
其他惡道，像是自己的住宅；駱駝、驢子、豬、狗，是他的去處。
由於毀謗這部經典，要承受這樣的罪惡果報。 
【解說】學佛者除了尋求佛法守護，不起煩惱造作惡業而落入惡
道，這是消極的修行意義；至於積極的意義，是依教奉行，累積
福德與智慧資糧，持續生在善道淨化心靈，開發智慧。毀謗佛法，
障礙自他修行，無法與佛教結下善緣，轉生到無法聽聞佛法的八
種無暇處（八難處）。《大乘義章》卷八：「言八難者：一是地
獄；二是畜生；三是餓鬼；四盲聾瘖瘂；五世智辯聰；六佛前佛
後；七欝單越國；八長壽天。」（T44.628c23-25）八難處指沒機
會聽聞佛法的生存狀態，即三惡道、六根不具足（無耳根、眼根
以學法）、生在邪見家、死於佛成道前或生於佛涅槃後、北方富
樂國度（邊地）、壽命很長的禪定天界。 
 
[10:48, 2021年 8月 6日] 黃國清教授:  
長壽天指色界、無色界等禪定天。轉生該處壽命很長，但一直在
禪定狀態，等到出禪定，就是壽命結束要轉生了。因為一生都在
禪定狀態，所以無法見佛聞法。 
 
[11:34, 2021年 8月 6日] 黃國清教授:  
鬱單越就是北俱蘆洲，四大部洲北面的大陸。由於生活富樂，過
多享受，就不知學佛。是佛教所說的邊地，學不到佛法的地方。 



[21:12, 2021年 8月 6日] 黃國清教授:      
若得為人，聾盲瘖瘂、貧窮諸衰，以自莊嚴。水腫乾痟、疥癩癰
疽、如是等病，以為衣服。身常臭處，垢穢不淨。深著我見，增
益瞋恚，婬欲熾盛，不擇禽獸。謗斯經故，獲罪如是。」（T9.16a2-8） 
【今譯】或是得到人身，而以眼盲、耳聾、喑啞、貧窮等不幸作
為裝飾品。像水腫、乾瘦、疥癬、惡瘡這樣的病痛，當作衣服。
身體常發出惡臭，污穢骯髒。堅固地執取自我之見，增強瞋恚（力
量），貪欲非常強烈，常喜歡（進入）畜生胞胎。由於毀謗這部
經典，要承受這樣的罪惡果報。 
【解說】毀謗經典，因而增生煩惱造作惡業，累積罪業深重，即
使轉生在人道，也會遭遇殘疾、貧窮、地位卑賤等不幸境遇。身
上帶著種種病痛，經常污穢不淨，發出惡臭。這些都是過去惡業
所起的現行。在心理方面，我執愚痴、瞋慧、貪欲等煩惱傾向非
常強勢，持續引發惡行，增長煩惱，不斷累積招感畜生道果報的
業力，還樂此不疲。應引以為戒！信受智慧經典，止惡修善，消
減煩惱，繼續與佛法結善緣。 
 
[22:45, 2021年 8月 9日] 黃國清教授:    
告舍利弗：『謗斯經者，若說其罪，窮劫不盡。以是因緣，我故
語汝：無智人中，莫說此經。若有利根，智慧明了，多聞強識，
求佛道者，如是之人，乃可為說。』（T9.16a8-12） 
【今譯】佛陀告訴舍利弗：『毀謗這部經典的人，如果用整整一
劫時間 
來述說他的罪過，是無法窮盡的。以這個原因，我告訴你：在愚
痴人的面前，不要講說這樣的經典。對於根機利、具智慧、能明
念、能多聞、有學識，追求最高的菩提，像這樣的人才能為他們
講說。』 
【解說】毀謗大乘經典所引發的罪業，及在轉世過程遭遇的不幸，
已在前面許多頌文多所陳述。修學大乘佛教者應多多培植善根，
修習菩提心，向善知識學習正法，如理思惟，持續提升智慧能力，
才能世世有因緣聽聞到智慧佛典。 
 
[23:58, 2021年 8月 10日] 黃國清教授:    
若人曾見，億百千佛，殖諸善本，深心堅固，如是之人，乃可為
說。若人精進，常修慈心，不惜身命，乃可為說。若人恭敬，無
有異心，離諸凡愚，獨處山澤，如是之人，乃可為說。（T9.16a12-18） 
【今譯】凡是曾經見過無數佛陀，種植（無量）的修學善法潛能，
具有堅定的（成佛）意志，像這樣的人才能為他們講說（最高真



理）。凡有人具足精進，經常修習慈愛心，不吝惜身體與性命，
才可以為他們講說（這部經典）。凡有人抱持敬重心，志趣相合，
遠離愚癡者，（滿足於）獨自身處山林，像這樣的人才能為他們
講說（這部經典）。 
【解說】這幾頌教導修習大乘佛法的適足條件與正確發心。必須
過去得見諸佛，恭敬供養，培植善根，強化對於大乘佛法的堅定
意志（增上意樂）。在發心方面，要發起精進心、慈心、勇猛心。
對於大乘同修道友，必須具備共同目標，互相敬重，親近善友，
切磋砥礪；並能適時透過山林獨修來增進道業。 
 
[21:59, 2021年 8月 11日] 黃國清教授:      
又舍利弗！若見有人，捨惡知識，親近善友，如是之人，乃可為
說。若見佛子，持戒清潔，如淨明珠，求大乘經，如是之人，乃
可為說。若人無瞋，質直柔軟，常愍一切，恭敬諸佛，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T9.16a18-24） 
【今譯】還有，舍利弗！見到親近善友（識知識）與捨離惡友者，
像這樣的人才能為他們講說（這部經典）。見到持戒無犯，猶如
摩尼寶珠，追求大乘經典者，像這樣的佛子（菩薩）才能為他們
講說（這部經典）。凡是經常心無瞋怒、真誠無偽，常悲愍一切
有情，對諸佛恭敬，像這樣的人才能為他們講說（這部經典）。 
【解說】希望生生世世值遇大乘經典，並能了知法義，必須不斷
增長善根，也就是深信、精進、正念、正定、智慧這些方面的修
學善法潛能。這幾頌經文指導幾點，首先，親近善知識（善友），
遠離惡友。善知識的核心意義是能將行者導向般若波羅蜜的人；
反之，導人遠離般若波羅蜜者即是惡友。不能每天口說親近善知
識，卻不了解善知識的真正涵義。其次，持戒清淨、信解大乘。
再來，必須不斷修心，使自己不會虛偽諂媚，要真誠正直；不應
常懷瞋心，要慈悲柔軟；不宜我慢自大，要敬重諸佛。大乘佛法
的修學是全方位的，先檢視自心比較明顯的煩惱傾向在哪些方
面，運用佛法教導優先予以對治，不斷擴及到所有面向。 
 
[22:04, 2021年 8月 12日] 黃國清教授:      
復有佛子，於大眾中，以清淨心，種種因緣、譬喻言辭，說法無
礙，如是之人，乃可為說。若有比丘，為一切智，四方求法，合
掌頂受；但樂受持，大乘經典，乃至不受，餘經一偈，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T9.16a24-b1） 
【今譯】又有佛子（菩薩）在大集會中以無執著的心，憑藉種種
的理由、譬喻、語言，無滯礙地講說教法，像這樣的人才能為他



們講說（這部經典）。凡有比丘為了獲得全知的智慧，向所有方
向尋求佛法，對其合十、頂禮；只喜好憶持大乘經典，甚至不憶
持其他經典一個偈頌，像這樣的人才能為他們講說（這部殊勝經
典）。 
【解說】這幾頌講述為了生生世世具足聽聞、修學大乘佛法的善
根，這些行者對大乘經典從事更高層次的修持。在經典弘傳方面，
這些行者通達經典的文句與意義，能透過方便善巧說法無礙，而
且能以清淨無執的心來說法，不期望任何回報。其次，對大乘佛
法持有最恭敬的心，因為大乘佛法是成就佛陀一切智（無所不知
的智慧）的所依，願意到十方去尋求大乘經典。所謂的不受持其
他經典一偈，非指不能讀誦聲聞經典，而是不能用執取解脫的心
態去讀。能知聲聞佛法是進入一乘的方便，受持聲聞經典就是在
受持大乘經典。 
 
[23:14, 2021年 8月 13日] 黃國清教授:    
如人至心，求佛舍利，如是求經，得已頂受；其人不復，志求餘
經，亦未曾念，外道典籍，如是之人，乃可為說。」告舍利弗：
「我說是相，求佛道者，窮劫不盡。如是等人，則能信解，汝當
為說，妙法華經。」（T9.16b1-6） 
【今譯】如同有人用至誠心尋求佛陀舍利，有人像這樣追求這部
經典，得到後至誠禮敬；那個人不再關注其他經典，也不再思慮
（愚者的境地的）外教典籍，像這樣的人才能為他們講說（這部
經典）。」佛陀告訴舍利弗：「志求佛菩提者的種種樣像，我用
整整一劫時間也說不盡。像這類人就能夠深信，你應當為他們講
說《妙法蓮華經》。」 
【解說】色身舍利是佛陀火化後的遺骨，佛陀是神聖的，其遺骨
也因此獲得神聖意涵。然而，佛陀是將圓寂後的舍利交給在家居
士處理，建塔供養禮拜，憶念佛陀，由此獲得人天善報。至於出
家修行者，應修學戒定慧，體悟真理法身。法身的重要意義遠遠
超越色身舍利，而法身真理含蘊在智慧經典裡面。據此，佛陀鼓
勵修持智慧經典來尋求法身。大乘經典開示最高真理，當了知其
重要價值，通過憶持讀誦獲致法喜，就不會再去關注其他經典與
世俗典籍了。能有如此的信解，便有因緣深入《法華經》的深妙
法義。 
 
[23:17, 2021年 8月 13日] 黃國清教授:  
〈譬喻品〉完。請大家繼續堅持，讀完一部經典需要恆心。 
 



[23:01, 2021年 8月 16日] 黃國清教授: 信解品第四 
【今譯】第四章「信解品」。 
【解說】「信解」（adhimukti），是確信不疑的意思，因為能夠
真正明了經文意義，所以達到毫無懷疑的堅信。不知而信的宗教
式信仰並非佛陀所教的「信解」之義；真實理解，確認正確，自
然發起「信解」，是理解而後信。此品述說經過〈方便品〉說明
法義道理（因緣），再經〈譬喻品〉的方便解說，須菩提、摩訶
迦旃延、摩訶迦葉、摩訶目犍連等四位中根聲聞弟子獲得信解，
說出「窮子喻」表明自己的心跡。 
 
[21:20, 2021年 8月 17日] 黃國清教授:      
爾時，慧命須菩提、摩訶迦旃延、摩訶迦葉、摩訶目犍連從佛所
聞未曾有法，世尊授舍利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發希有心，
歡喜踊躍，即從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一心合掌，
曲躬恭敬，瞻仰尊顏而白佛言：（T9.16b8-13） 
【今譯】那時，長老須菩提、摩訶迦旃延、摩訶迦葉、摩訶目犍
連從佛陀那裡聽聞到未曾聽過的法，聽到世尊說出舍利弗（成就）
無上真實圓滿菩提的預言，感到稀奇、驚異，無比歡欣，就從座
位站起來，整理衣服，露出右肩，右膝跪在地上，專注合十，鞠
躬禮敬，仰望世尊容顏，向佛陀說： 
【解說】四位中根的聲聞弟子聽到佛陀預言舍利弗成佛之事，為
舍利弗感到隨喜。之所以感到稀奇、驚異，是因過去聽過的教法，
說阿羅漢無法再發起菩提心，不可能成佛，而現在了知聲聞行者
也能成佛。他們的心中燃起極大的希望，舍利弗能成佛，就表示
他們也有機會。於是，專注地禮敬佛陀，將向佛陀表白心跡。 
 
[23:05, 2021年 8月 18日] 黃國清教授:    
「我等居僧之首，年竝朽邁，自謂已得涅槃，無所堪任，不復進
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往昔說法既久，我時在座，身體疲
懈，但念空、無相、無作，於菩薩法遊戲神通、淨佛國土、成就
眾生，心不喜樂。（T9. 16b13-17） 
【今譯】「我們在比丘僧團中被尊為上座，年老衰弱，自認為已
證得涅槃，對於無上真實圓滿菩提，不具有勝任的力量和努力。
世尊過去說法時，（坐在座位上）很久，我們當時也列席（說法
會），身體疲勞疼痛，心中只憶念空、無形相、無願求，對於菩
薩法門的自在神通展現、使佛國土清淨（莊嚴）、使有情潛能成
就，不起喜好的心。 
【解說】聲聞行者過去因智慧根機的問題，只重生死解脫，喜歡



禪修觀照空、無相、無願，對任何事情不起願求之心。當佛陀講
說深廣的大乘菩薩法門，像是廣大無礙的神通境界、教化有情而
使其善根成熟、建設佛國土的清淨莊嚴等，無法領略，也覺得會
妨礙解脫修行，心不喜好。因為缺少菩薩們的自在神通與智慧方
便，所以聽講大乘法門久了會身體疲勞。 
 
[22:38, 2021年 8月 19日] 黃國清教授:      
所以者何？世尊！今我等出於三界，得涅槃證；又今我等年已朽
邁。於佛教化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生一念好樂之心。我
等今於佛前，聞授聲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心甚歡喜，得未
曾有。不謂於今忽然得聞希有之法，深自慶幸，獲大善利。無量
珍寶不求自得。」（T9.16b17-24） 
【今譯】什麼原因呢？世尊！我們現在已經脫離三界，認為證得
了涅槃；又我們已經年老體衰。因此，對於佛陀（讓我們）教導
菩薩們的無上真實圓滿菩提，從不生起一個念頭的喜好。我們現
在於佛陀面前，聽到聲聞弟子（也能獲得）無上真實圓滿菩提的
預言，內心無比歡欣，感到驚奇。沒想到今天突然聽聞稀有難得
的言教，感到非常慶幸，獲得很大的利益。無價的珍寶未尋求而
自然得到。 
【解說】在《小品般若經．初品》中，佛陀憑藉威神力讓須菩提
和舍利佛進行有關般若波羅蜜的問答，來教導菩薩們大乘智慧法
門，結果菩薩們信解了，獲得成佛授記，聲聞弟子們反而對自己
所說教法全無喜好之心。這是《法華經》這段文句的故事背景。
聲聞行者滿足於解脫生死的涅槃體證，認為自己沒能力也沒意願
去獲得像佛陀那樣的無上菩提，所以對大乘菩薩法門並無喜好之
心，不敢奢望自己會成佛。沒想到佛陀所教導的聲聞佛法就是進
入高層菩薩行法的階梯，簡直是無價大寶不求自得，而感到稀奇、
驚異。只要真正發起菩提心，不管修持什麼法門，都是成佛之道。 
 
[22:29, 2021年 8月 20日] 黃國清教授:      
世尊！我等今者樂說譬喻以明斯義。譬若有人年既幼稚捨父逃
逝，久住他國，或十、二十，至五十歲。年既長大，加復窮困，
馳騁四方以求衣食。漸漸遊行，遇向本國。（T9.16b25-28） 
【今譯】世尊！我們現在希望說個譬喻故事來表明這個意義。譬
如某個人在年紀幼小時捨棄父親逃跑，長久住在其他國家，十年、
二十年，或是到五十歲。當他長成大人時，更加貧窮，四處奔走
以謀求衣食。他漸漸走著，來自原本的國家。 
【解說】佛陀教導學法者，必然先使其發起菩提心，成為「佛子」



（菩薩）。然後，再順應他們的智慧潛能，以三乘佛法化導。具
備出世根機而學習大乘能力不足者，便會先接受聲聞佛法，丟失
大乘心志，就是逃離父親（佛陀）的這個貧窮兒子。這個兒子面
對人生的困苦，尋找各種世俗的宗教或哲學方法，想要安頓心靈，
卻所獲不多，逐漸願意接受出世的聲聞佛法來提升自己。學習《法
華經》者應當注意，不宜以大乘菩薩自居，而輕視聲聞行法。高
層次的大乘菩薩法門，以出世心行入世行，也須運用聲聞法的智
慧為跳板，不然只是一直停留在世俗層次，來到原本的國家。 
 
 [22:02, 2021年 8月 23日] 黃國清教授: 其父先來求子不得，中
止一城。其家大富，財寶無量，金、銀、琉璃、珊瑚、虎珀、頗
梨珠等，其諸倉庫悉皆盈溢；多有僮僕、臣佐、吏民；象、馬、
車乘，牛羊無數；出入息利乃遍他國，商估賈客亦甚眾多。
（T9.16b28-c4） 
【今譯】他的父親先前一直找不到兒子，就停留在某個城市。他
的家裡非常富有，擁有無數財寶，黃金、白銀、琉璃、珊瑚、琥
珀、水晶珠等，他的許多倉庫都裝得滿滿；有很多僕人、傭工、
差使者；有很多大象、馬匹、車輛，及無數的牛羊；放貸利息的
進出遍及其他國家，也經營許多農商事業。 
【解說】以此譬喻佛陀具足種種無量功德，擁有廣大無邊的度眾
力量。佛陀並且化導眾多的聲聞弟子與菩薩，一起從事淨化國土、
成熟眾生的佛教事業。佛陀從無止盡地教化有情，要與他們分享
大乘家業，然而，根機尚未成熟者尚難以信受如此弘富的內容，
仍須逐步引導。 
 
[21:24, 2021年 8月 24日] 黃國清教授:   時，貧窮子遊諸聚
落，經歷國邑，遂到其父所止之城。父每念子，與子離別五十餘
年，而未曾向人說如此事，但自思惟，心懷悔恨。自念：『老朽，
多有財物，金、銀、珍寶，倉庫盈溢，無有子息。一旦終沒，財
物散失，無所委付。』是以慇懃每憶其子，復作是念：『我若得
子，委付財物，坦然快樂，無復憂慮。』（T9.16c4-11） 
【今譯】那時，貧窮的兒子行走於村落（、城市），經過國家、
都城，逐漸來到他父親停留的城市。父親每每思念兒子，與兒子
分離五十多年，從未向人說起這樣的事，只是自己一人思念，內
心懷著苦惱。自己心想：『我已經衰老，擁有很多財產，黃金、
白銀、珍寶，倉庫裝得滿滿，卻沒有兒子。一旦我死了，財產都
會散失，沒人可以托付。』因此反覆思念他的兒子，又如此想：
『我如果找到兒子，托付財產，就會很快樂，沒有憂慮。』 



【解說】學佛者剛開始還很戀著世間快樂，別說需要高度智慧的
菩薩行，連出世的聲聞佛法都不易接受，所以佛陀先用人天善法
誘引，再讓聽法者領悟世間一切都是無常苦空，慢慢走入出世解
脫行。等到說法將近五十年，弟子根機趨於成熟，才開、示一乘
成佛法門，使他們悟、入。佛陀時時都心繫於學法者，要將大乘
家業交給他們來繼承。吾人應以成佛為終極目標，了解自己的種
種煩惱問題，逐步透過人天善法、出世解脫法、大乘菩薩法來對
治煩惱，提升智慧。 
 
[21:11, 2021年 8月 25日] 黃國清教授:    
世尊！爾時，窮子傭賃展轉，遇到父舍，住立門側。遙見其父踞
師子床，寶机承足，諸婆羅門、剎利、居士皆恭敬圍繞，以真珠
瓔珞，價直千萬，莊嚴其身；吏民、僮僕手執白拂，侍立左右；
覆以寶帳，垂諸華幡，香水灑地，散眾名華；羅列寶物，出內取
與，有如是等種種嚴飾，威德特尊。」（T9.16c11-17） 
【今譯】世尊！那時，貧窮兒子在各處做傭工，來到父親的宅邸，
站在門邊。遠望他的父親坐在莊嚴的高座上，腳上踏著珍寶矮几，
婆羅門、貴族階級、農商階級眾人都恭敬圍繞著他，身上裝飾著
真珠寶串，價值千萬；傭人、僕役手拿著白色拂子，在兩旁服侍；
罩著珍寶裝飾的帷幕，垂下花環與彩幡，香水灑在地面，撒著各
種花朵；面前排列著珍寶，收受與支付，有這樣的種種華麗裝飾，
特別具有威嚴。 
【解說】多數大乘佛教信者雖然發心要成佛，又把佛陀當作高高
在上的神明那樣來敬拜，讀到大乘經典中所描述的佛陀種種廣大
無邊功德，其實內心是卑微的，不敢想像自己可能成就如此莊嚴
的佛果菩提。《法華經》的重要意義即在於此，幫助學法者了知
成佛有其修行次第，由淺入深，只要不斷讀誦此經，強化成佛決
心，佛陀會一直默默加持，人人都會走上一乘成佛之道。 
 
[21:09, 2021年 8月 26日] 黃國清教授:    
窮子見父有大力勢，即懷恐怖，悔來至此。竊作是念：『此或是
王，或是王等，非我傭力得物之處。不如往至貧里，肆力有地，
衣食易得。若久住此，或見逼迫，強使我作。』作是念已，疾走
而去。（T9.16c17-22） 
【今譯】貧窮兒子看見父親有大勢力，就心懷恐懼，後悔來到這
裡。私下如此想：『這人或許是國王，或是大臣，這裡不是我出
賣勞力獲取財物的地方。不如前往貧窮街巷，有地方出力做事，
容易獲得衣食。如果在這裡停留久了，或許會被逼迫，強要我做



工（，或遭到其他傷害）。』如此想以後，快速逃跑而去。 
【解說】學佛者在根機不足，心量不夠寬廣時，見到大乘經典中
講述諸佛或大菩薩的廣大無邊功德，不敢奢望，只將佛菩薩當作
崇高偉大的神聖存在來敬拜，絕不相信自己也能成就這樣的深廣
智慧境地。由於心志怯懦，讀到大乘經典的無上佛果功德與高層
菩薩行法，只做宗教信仰式的崇拜，祈請護佑，而全然無心、無
力去依教奉行。如此，從一乘法門遠遠逃開。《法華經》揭示佛
陀教化有情成佛的大計畫，及增強學法者的成佛大志願。 
 
[22:08, 2021年 8月 27日] 黃國清教授:    
時，富長者於師子座，見子便識，心大歡喜，即作是念：『我財
物庫藏，今有所付。我常思念此子，無由見之，而忽自來，甚適
我願。我雖年朽，猶故貪惜。』即遣傍人急追將還。爾時，使者
疾走往捉。（T9.16c22-26） 
【今譯】那時，大富長者在莊嚴的座位上，一見兒子便認出來，
內心非常快樂，就如此想：『我的財產和庫藏，現在有人可以托
付。我經常思念這個兒子，沒辦法見到他，忽然自己來到，很合
我的心願。我雖然年老體衰，仍為親情（所苦）。』就派遣旁邊
的人急去追趕帶回來。那時，被派的人快速前往抓人。 
【解說】學佛者一開始只想追求人生安樂，心志怯弱，看見菩薩
道是難行苦行，廣大無量，不知要多少生來修行，就嚇得逃開了，
想去尋找世間比較容易實行的宗教。佛陀為了引導他們到真實佛
法中來，先派遣兩個看起來缺乏福德的人（喻指二乘）去追趕他。
當學佛者還不敢接受大乘佛法，害怕要長久處在生死世間救濟有
情，佛陀運用二乘解脫法門來方便接引，先克服對生死輪轉的恐
懼。 
 
[23:15, 2021年 8月 30日] 黃國清教授:      
窮子驚愕，稱怨大喚：『我不相犯，何為見捉？』使者執之愈急，
強牽將還。于時，窮子自念無罪，而被囚執，此必定死。轉更惶
怖，悶絕躄地。父遙見之，而語使言：『不須此人，勿強將來。
以冷水灑面，令得醒悟，莫復與語。』（T9.16c26-17a2） 
【今譯】貧窮兒子感到驚恐，用悲苦聲音大叫：『我沒侵犯你們，
為何抓我？』使者把他抓得更緊，強拉著回來。那時，貧窮兒子
自己心想並無罪過，卻遭捕捉，這樣一定會被殺死。變得更加恐
懼，昏倒在地。父親遠遠看見，就告訴派去的人：『不需要這個
人，不必強帶過來。用冷水灑在他臉上，讓他醒來，不要再和他
說話。』 



【今譯】學習佛法者一開始仍戀著世間，追求小小幸福，就以為
是莫大的安樂。若出世根機未熟，佛陀想用二乘法度化，卻嚇得
以為要剝奪他的生命財產。出世解脫法尚且如此，何況是入世無
執、難行苦行的高階菩薩法。佛陀只好耐心引導，先提升他們的
出世善根。現在很多人自我標榜在修大乘菩薩行，如果了解真正
的佛法，會對照出那可能還是窮子的心態。踏實學習經典，了知
解脫法、成佛法的正確法義，方有可能進入真實的修行。 
 
[23:19, 2021年 8月 31日] 黃國清教授:      
所以者何？父知其子志意下劣，自知豪貴為子所難，審知是子，
而以方便，不語他人云：『是我子。』使者語之：『我今放汝，
隨意所趣。』窮子歡喜，得未曾有，從地而起，往至貧里以求衣
食。（T9.16c17a2-7） 
【今譯】什麼原因呢？父親知道兒子心志卑下，知道自己的地位
顯貴讓兒子畏懼，確實知悉是自己的兒子，而以權宜方法未向他
人說：『這是我的兒子。』讓派去的人向他說：『我們現在放了
你，隨你想去哪裡。』貧窮兒子非常高興，感到驚奇，從地上站
起來，前往貧窮街巷謀求衣食。 
【解說】許多人想成為大乘行者，皈依三寶後也認為自己是大乘
佛教徒，然而，看到文殊、普賢、觀音、地藏等大菩薩的智慧功
德與廣大神力，在經論中讀到諸佛如來的種種廣大無邊功德，就
會覺得非我境界，不敢相信自己有能力成就這樣的佛菩薩。如此
心志怯懦，就無法發起菩提心。因此，佛陀用種種方便法門漸次
引導，就是為了開通學佛者的心量，讓他們相信只要自己依著經
典慢慢提升慧根，會有能力成佛的。原本讀不懂經論，長期學習，
逐漸可以理解了。原本缺乏利他能力，一步步累積，可承擔的事
情更多了。每個人潛力無限，然而，必須依照佛陀的教導來開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