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25, 2021年 9月 1日] 黃國清教授:      
爾時，長者將欲誘引其子，而設方便，密遣二人，形色憔悴、無
威德者：『汝可詣彼，徐語窮子：此有作處，倍與汝直。窮子若
許，將來使作。若言：欲何所作？便可語之：雇汝除糞。我等二
人亦共汝作。』時，二使人即求窮子，既已得之，具陳上事。爾
時，窮子先取其價，尋與除糞。」（T9.16c17a7-13） 
【今譯】那時，長者為了想接引他的兒子，運用權宜方法，秘密
派遣兩個身體瘦弱、容貌難看的人：『你們前去他那裡，和緩地
說：我們這裡有工作，付你兩倍工資。貧窮兒子如果答應，帶來
讓他做工。如果他問：要做什麼工作？就可告訴他：僱用你清除
穢物。我們兩人也和你一起工作。』那時，二個被派的人就去尋
找貧窮兒子。已經找到了，照著說明上述事情。那時，貧窮兒子
先收取工資，立刻（到那座房子）清除穢物。 
【解說】凡夫俗子剛學佛時，還是追求世間福報的小小安樂，忽
略不斷輪迴的生老病死種種痛苦；不知道還有解脫的安樂，及成
佛的最大安樂。佛陀先用二乘方便法接引（密遣二人），講說無
常、苦、空、無我，開發出世善根；然後，教導四諦與十二因緣，
讓學佛者有智慧能力超克生死恐懼。接著，擴展他們的心志，導
入在久遠生死當中自覺利他的廣大菩薩行。 
 
[22:08, 2021年 9月 2日] 黃國清教授:      
其父見子，愍而怪之。又以他日，於窓牖中遙見子身，羸瘦憔悴，
糞土塵坌，污穢不淨。即脫瓔珞、細軟上服、嚴飾之具，更著麁
弊垢膩之衣，塵土坌身，右手執持除糞之器，狀有所畏，語諸作
人：『汝等勤作，勿得懈息。』以方便故，得近其子。（T9.17a13-18） 
【今譯】那位父親看見兒子，憐憫而感到驚奇。又在另一天，從
窗戶中遠遠看到兒子的身形，瘦弱憔悴，一身污垢塵土，非常骯
髒。他就脫下珍寶串、細軟華麗衣服、裝飾品，換穿粗糙、破爛、
骯髒的衣服，用塵土弄髒身體，右手拿著清除穢物的工具，樣子
讓人懼怕，向傭工們說：『你們認真工作，不要偷懶。』用權宜
方法，所以能接近他的兒子。 
【解說】世人每日辛苦追求，看重名利，這段譬喻敘事提醒我們，
相對於清淨的佛法修行，那像是清除穢物的工作，會因煩惱染污
所驅動的言行而增長業力。佛陀教導珍貴的出世佛法、成佛大法，
而多數人只喜歡世俗欲樂。佛陀只好隱蔽其清淨莊嚴的佛身，化
現成具有生老病死的人類形象，先用人天善法來開曉有情。 
 
[09:21, 2021年 9月 3日] 黃國清教授:  



補充：佛陀以人類形象的比丘身引導修行者，已從人天法進入到
二乘方便法的階段。 
 
[17:48, 2021年 9月 3日] 黃國清教授:      
後復告言：『咄！男子！汝常此作，勿復餘去，當加汝價。諸有
所須瓫器米麵鹽醋之屬，莫自疑難。亦有老弊、使人，須者相給，
好自安意。我如汝父，勿復憂慮。所以者何？我年老大，而汝少
壯，汝常作時無有欺怠瞋恨怨言，都不見汝有此諸惡，如餘作人。
自今已後，如所生子。』（T9.17 a18-25） 
【今譯】接著告訴他：『喂！男人！你就一直在這裡工作，不要
去別的地方，會提高你的工資。凡是所需要的壺盆、米麵、鹽醋
之類的，不必為難，（向我請求。）還有舊布、用人，如果需要
就會給你，你好好安心工作。我就像你的父親，不須顧慮。什麼
原因呢？我年齡老大，而你年輕力壯，你平常工作時沒有欺詐、
憤怒、抱怨，都未看見你有這些像其他傭工的惡行。從今以後，
把你看作親生兒子。』 
【解說】佛陀用二乘方便法引導修行者，讓他們體會到修習出世
法所帶來的安樂大大超過於人天善法。原本忙碌奔波，有一餐沒
一餐的；現在一切生活所需都不會有所欠缺，雖然不是非常精美，
但可安心，不生憂愁。追求世俗欲樂，一時的快樂感覺很快消逝，
仍須面對辛苦謀生的工作及生老病死的苦痛。先前已認真實踐人
天善法，現在進入二乘法，較世間法更讓人安心，並且有希望超
克生命存在的各種痛苦。 
 
[22:46, 2021年 9月 6日] 黃國清教授:      
即時，長者更與作字，名之為『兒』。爾時，窮子雖欣此遇，猶
故自謂客作賤人。由是之故，於二十年中常令除糞。過是已後，
心相體信，入出無難，然其所止猶在本處。（T9.17 a25-29） 
【今譯】那時，長者更為他取名，稱呼他為『兒子』。那時，貧
窮兒子雖然欣幸這樣的對待，仍然自認為是卑下傭工。由於這個
原因，在二十年當中一直僱用他清除穢物。過了這個時間，（貧
窮兒子）感到安心信賴，進出（長者的房子）沒有畏懼，但他的
住居仍在原來的地方。 
【解說】佛陀為了引導聲聞弟子親近大乘佛法，在《般若經》中
命令須菩提和舍利弗為代表的聲聞弟子為菩薩們講說般若波羅
蜜。然而，聲聞弟子雖然憑藉佛陀的威神力講說大乘佛法，仍無
法信解大乘菩薩法門。就像這個窮子，雖能安心、自由地進出長
者的豪華宅邸，卻不認為這些萬貫家財與他有什麼關係。無論如



何，在二十多年間修學聲聞佛法，佛陀也引導他們去接觸大乘佛
法，心靈慢慢地拓展與開通。 
 
[22:44, 2021年 9月 7日] 黃國清教授:    
世尊！爾時，長者有疾，自知將死不久。語窮子言：『我今多有
金銀珍寶，倉庫盈溢，其中多少，所應取與，汝悉知之。我心如
是，當體此意。所以者何？今我與汝便為不異，宜加用心，無令
漏失。』爾時，窮子即受教勅，領知眾物，金銀珍寶及諸庫藏，
而無悕取一飡之意。然其所止故在本處，下劣之心亦未能捨。
（T9.17 a29-b7） 
【今譯】世尊！隨後，長者生病了，知道自己的死期不遠。他告
訴貧窮兒子說：『今天我擁有大量的金銀財寶，倉庫裝得滿滿，
其中有多少數量，應該收取與支付的，你全都知道。我的心意如
此，你應當要信賴。什麼原因呢？現在，我（是財產的擁有者），
你也要如同這樣，應該更加用心，不要有所損失。』那時，貧窮
兒子就接受命令，接受與管理這大量財物，金銀財寶及各個倉庫，
而沒有貪求一餐那麼少財物的心。他的住居仍在原來的地方，卑
下的心志依然捨除不了。 
【解說】佛陀在教導聲聞佛法二十多年之後，開始用大乘佛法來
引導他們，又經過二十多年，佛陀示現年老與病痛，準備將至極
圓滿的大乘妙法傳授給這些弟子們。這些弟子們學習大乘佛法已
有一段時間，慢慢能夠接受大乘佛法，但仍不相信自己是如來家
業的繼承人。《法華經》所要達成的教化目標，就是讓他們確信
自己未來將會成佛，成就如來的一切佛果功德。吾人學習二乘法
與大乘法，對其深妙之處雖一時無法理解，只要不放棄聞思熏習，
進而禪觀修習，會逐步進入如來智慧功德的堂奧。 
 
[23:06, 2021年 9月 8日] 黃國清教授:  
復經少時，父知子意漸已通泰，成就大志，自鄙先心。臨欲終時，
而命其子，并會親族，國王、大臣、剎利、居士皆悉已集，即自
宣言：『諸君！當知此是我子，我之所生。於某城中，捨吾逃走，
伶俜辛苦五十餘年。其本字某，我名某甲。昔在本城懷憂推覓，
忽於此間遇會得之。此實我子，我實其父。今我所有一切財物皆
是子有，先所出內是子所知。』（T9.17 b7-15） 
【今譯】又經過不久，父親知道兒子的心已逐漸開通，成就廣大
心志，對以前的心念自己感到慚愧。在臨終時，他命令兒子，並
且會集親屬，國王、大臣、貴族武士、在家長者都已聚集，就自
己宣告說：『各位！應當知道這位是我的兒子，是我生的。在某



個城市中，離我逃跑，孤苦無依五十多年。他原本名為某某，我
名為某某。過去在這個城市心懷憂思地尋找他，忽然在這裡與他
相遇。這位確實是我的兒子，我確實是他的父親。現在我所擁有
的一切財物都是兒子所有，先前應當支出與收取的，這個兒子都
知悉。』 
【解說】從人天善法轉到聲聞法學習二十多年，再從聲聞法提升
到大乘法學習二十多年，現在行者領解大乘法的智慧根機已經成
熟，佛陀在進入涅槃前，將傳授《法華經》的大法，等於將一切
佛法財富都讓菩薩佛子來繼承。天台智者大師將佛陀一生教授佛
法的歷程判為五時階段：華嚴時、阿含時、方等時、般若時、法
華時。華嚴時是說給大菩薩聽的；阿含時是聲聞佛法；方等時、
般若時、法華時就是大乘經典一層一層地升進。學佛者對佛陀所
教導的各類經典都應當尊重，不好隨意批評，並且了知各部經典
在修行上的功用，次第修學。 
 
[21:57, 2021年 9月 9日] 黃國清教授:    
世尊！是時，窮子聞父此言，即大歡喜，得未曾有，而作是念：
『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世尊！大富長者則
是如來，我等皆似佛子，如來常說我等為子。（T9.17 b15-19） 
【今譯】世尊！這時，貧窮兒子聽到父親這番話語，非常高興，
感到驚奇，心中如此想：『我本來無意企求什麼，現在這個寶藏
突然獲得。」世尊！大富長者就是如來，我們都像是佛陀的兒子，
如來經常說我們是兒子。 
【解說】印順法師在〈佛法概論自序〉說：「關於佛法，我從聖
龍樹的《中觀論》，得一深確的信解：佛法的如實相，無所謂大
小，大乘與小乘，只能從行願中去分別。」大小乘是從發心上來
區分，而非從所讀的經論內容來分別。只要真誠發起大乘菩提心，
所學的任何佛典都是成佛法門。發了菩提心，即使在法義學習上
還像個窮子，應知道佛陀父親就像大富長者，會將修學者引導到
福慧圓滿的境地。研讀經典時，觀想佛陀父親正在指引我們，會
增益許多修持的信心。 
 
[23:07, 2021年 9月 10日] 黃國清教授:    
世尊！我等以三苦故，於生死中受諸熱惱，迷惑無知，樂著小法。
今日世尊令我等思惟蠲除諸法戲論之糞，我等於中勤加精進，得
至涅槃一日之價。既得此已，心大歡喜，自以為足，而便自謂於
佛法中勤精進故，所得弘多。』（T9.17 b19-24） 
【今譯】世尊！我們因為三苦，所以在生死輪迴中受到煎熬，迷



惑無知，喜好劣等法門。現在世尊（因此）使我們思惟像掃除戲
論穢物的許多教法，我們對那些（教法）精勤努力，獲得像一日
工資的涅槃。已得到這個（涅槃），我們內心非常高興，感到自
我滿足，於是就自認為在如來的（那些）教法中精勤努力，因此
獲得很多。 
【解說】三苦是苦苦、壞苦、行苦，對應於苦受、樂受、不苦不
樂受。「苦」意指不滿足或不安感。苦受引起的苦苦好理解；壞
苦是快樂消逝時的失望感；行苦是覺察萬物時刻遷流變異的無常
感。因此說「諸受皆苦」。聲聞行者因三苦而強烈不安，急求涅
槃安樂。雖然如來教導聲聞弟子許多法門，從聲聞經典到大乘經
典，但聲聞行法發心狹小，即使聽聞到大乘經典的深廣法義，仍
滿足於解脫生死的涅槃境地。然而，隨著他們心志開通，逐漸能
領解大乘佛法的深妙意趣，而願意轉向以佛果為終極修證目標。
此即印順法師所說，發心狹小，讀誦大乘佛典亦用狹劣心志去解
讀；反之，發心廣大，讀誦聲聞經典也能領受到大乘菩薩精神。 
 
[22:58, 2021年 9月 13日] 黃國清教授:    
然世尊先知我等心著弊欲，樂於小法，便見縱捨，不為分別：『汝
等當有如來知見寶藏之分。』世尊以方便力說如來智慧，我等從
佛得涅槃一日之價，以為大得，於此大乘無有志求。我等又因如
來智慧，為諸菩薩開示演說，而自於此無有志願。所以者何？佛
知我等心樂小法，以方便力隨我等說，而我等不知真是佛子。」
（T9.17b24-c3） 
【今譯】然而，世尊預先了知我們心中執取低下志趣，喜好劣等
法門，就放開我們，不為我們說明：『你們將會擁有如來的智慧
寶藏。』世尊憑藉方便力告知（我們是）如來智慧（寶藏的繼承
人），我們卻從佛陀那裡得到涅槃的一日工資，就以為獲得很多，
對於這個大乘並無追求之心。我們又就如來的智慧知見，向菩薩
們教導、講說，自己卻毫無願求。什麼原因呢？佛陀了知我們心
中喜好劣等法門，從而憑藉方便力為我們講說，而我們不知道自
己是佛陀的真正兒子。 
【解說】如來教導的大乘經典，是無上珍貴的智慧寶藏。如來無
所藏私，期望所有學佛者都能領解如來智慧。然而，就像弱水三
千各取一瓢，每個學佛者因智慧根器與學佛心量的差別，自大乘
經典中汲取自己滿足的智慧份量。發心學習大乘者，有緣親近與
研讀大乘經典，便應相信自己參與到如來方便力的智慧教化中，
隨時間經過自能繼承如來的智慧寶藏。修學大乘佛法想要發起菩
提心，相信自己能成佛是非常重要的關鍵，這是讀誦《法華經》



的妙用。 
 
[23:36, 2021年 9月 14日] 黃國清教授:      
今我等方知世尊於佛智慧無所悋惜。所以者何？我等昔來真是佛
子，而但樂小法。若我等有樂大之心，佛則為我說大乘法。於此
經中唯說一乘，而昔於菩薩前毀呰聲聞樂小法者，然佛實以大乘
教化。是故，我等說本無心有所悕求，今法王大寶自然而至；如
佛子所應得者，皆已得之。」（T9. 17c3-9） 
【今譯】現在我們才知道世尊對於佛陀智慧是毫無吝惜的。什麼
原因呢？我們從過去以來是佛陀的真實兒子，但是只喜好劣等教
法，如果我們具有喜好廣大教法的心，佛陀就會為我們講說大乘
教法。在這部經典中只講說一乘，而過去在菩薩們面前斥責聲聞
人為喜好劣等教法者，然而，佛陀實際上是用大乘法在勸化。因
此，我們說原本無意希求什麼，現在法王的大珍寶突然來到；如
同佛陀兒子應當得到的，我們都已經得到。」 
【解說】佛陀的一切佛法智慧寶藏是完全開放的，任由學法者取
用。學佛者因喜好有異而拿取不同的珍寶，但取之不盡，用之不
竭，直到每位學法者都獲得無量無邊的功德。佛陀的智慧經典就
擺在那裡，然而，大多數有情喜愛追求沒多少價值的世俗歡樂；
再高明一點的，追求個人的生死解脫。大多數學佛者仰望佛陀如
此之高，將自己看得很卑微，不敢相信大乘成佛法門是佛陀要贈
與一切學法者的珍貴禮物。佛陀教導《法華經》，是為了讓學法
者建立寬廣的成佛之心，樂意取用佛法智慧寶藏，在法喜中精進
不懈。 
 
[22:42, 2021年 9月 15日] 黃國清教授:      
爾時，摩訶迦葉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我等今日，聞佛音教，
歡喜踊躍，得未曾有。佛說聲聞，當得作佛，無上寶聚，不求自
得。（T9. 17c10-13） 
【今譯】那時，摩訶迦葉想要重新說明這番意義，而講說如下的
偈頌：「我們今天聽聞佛陀的音聲教法，無比高興，感到驚奇。
佛陀講說聲聞弟子將會成佛，無上的珍寶聚積不追求而突然獲得。 
【解說】摩訶迦葉以頌文重新表明如同窮子繼承大富長者所有財
產的心跡。當學佛者用心研讀《法華經》，逐漸信解其中的深廣
妙義，就會成為佛法大寶藏的繼承者。學習大乘佛法，一直感覺
體證諸法實相無比困難，似乎不在自己能力所及。然而，隨著對
《法華經》教理的深入，就慢慢開發出體證甚深佛知見的智慧潛
能。 



[21:53, 2021年 9月 16日] 黃國清教授:      
譬如童子，幼稚無識，捨父逃逝，遠到他土，周流諸國，五十餘
年。其父憂念，四方推求。求之既疲，頓止一城，造立舍宅，五
欲自娛。（T9.17c13-17） 
【今譯】譬如一個小孩，年幼無知，（受愚人所引誘，）捨棄父
親逃跑，到非常遠的另一個地方，在許多國家流浪五十多年。他
的父親悲傷、思念，向四面八方尋找。尋找兒子累了，停留在一
個大城市，建造一座宅邸，享受五欲的快樂。 
【解說】佛陀是個大善知識，想以佛法真理廣度有情，使他們獲
得自在樂；然而，愚癡眾生們互相牽引，錯將世俗知見看作最高
真理，久遠流浪於生死，在無盡苦海當中追求小小的快樂滿足。
佛陀將一切有情當成自己的兒子，自身已能享受難以形容的真理
法樂，也一直展現其無邊智力，依照各個有情的能力與喜好，將
他們導引到佛法真理的修學。能夠研讀佛教經典甚至《法華經》，
就好比被大富長者找到的窮子。 
 
[21:50, 2021年 9月 17日] 黃國清教授:    
其家巨富，多諸金銀、車𤦲馬腦、真珠琉璃；象馬牛羊、輦輿車
乘；田業僮僕、人民眾多；出入息利，乃遍他國，商估賈人，無
處不有。    千萬億眾，圍繞恭敬，常為王者，之所愛念，
群臣豪族，皆共宗重。以諸緣故，往來者眾。（T9.17c17-24） 
【今譯】他的家裡非常富有，擁有大量的黃金、白銀、硨磲、瑪
瑙、寶珠、琉璃；大象、馬匹、牛羊、車輛；眾多的田產、奴僕、
侍從。收益、利息遍及其他國家，各地商人都匯聚到這裡。他受
到無數人所圍繞，非常恭敬，國王們非常喜歡他，大臣與豪貴人
士都敬重他。人們為了種種事務來到他這裡。 
【解說】佛陀圓滿種種修行，具足無量無邊功德，具備善根者都
來向他學習佛法，獲得真理修學的巨大利益。吾人應好好讀誦《法
華經》，了解法義，如說修行，快速提升善根，以期有更好機緣
獲得佛陀智慧功德力的加持，早日深入實相真理寶藏。 
 
[23:53, 2021年 9月 20日] 黃國清教授:  
豪富如是，有大力勢，而年朽邁，益憂念子，夙夜惟念，死時將
至。癡子捨我，五十餘年，庫藏諸物，當如之何？爾時窮子，求
索衣食，從邑至邑，從國至國，或有所得，或無所得，飢餓羸瘦，
體生瘡癬。漸次經歷，到父住城；傭賃展轉，遂至父舍。
（T9.17c24-18a2） 
【今譯】成為如此富有，具有大勢力，但是他已年老力衰，更加



悲傷地思念兒子，日夜想著死期快到了。愚癡的兒子捨棄我已經
五十多年，這些財物庫藏要怎麼辦？那時，貧窮兒子為了謀求衣
食從城市到城市，從一國到一國，有時獲得些東西，有時全無所
得，飢餓瘦弱，身體長滿疥瘡。逐漸地流浪到父親停留的城市，
到處當人傭工，就來到父親的宅邸。 
【解說】有情處在生死苦海中，想要尋找安樂，到處探求方法。
佛陀想要快速拉拔眾生，也須眾生能提升自己心靈，從而達到感
應道交。有情在善法中一點一點地尋求，慢慢找到佛法，修行速
度即會加快。從人天善法、聲聞佛法，到大乘智慧法門，開發智
慧潛能會呈現陡升的曲線，起頭艱難而漸入佳境。學佛大眾在智
慧修學的道路上想通過正確了解真理這個初始關卡甚為不易，讀
誦富含智慧的大乘經典將會得到意想不到的助益。 
 
[21:31, 2021年 9月 21日] 黃國清教授:      
爾時長者，於其門內，施大寶帳，處師子座；眷屬圍遶，諸人侍
衛。或有計算，金銀寶物，出內財產，注記券䟽。窮子見父，豪
貴尊嚴，謂是國王，若是王等，驚怖自怪，何故至此。覆自念言：
『我若久住，或見逼迫，強驅使作。』思惟是已，馳走而去，借
問貧里，欲往傭作。（T9.18a2-10） 
【今譯】那時，長者在門內張設很大的珍寶帷帳，坐在莊嚴的高
座上；很多隨從圍繞著他，在旁邊侍候。有的人在計算金銀財寶，
負責財物的收支，及書寫帳冊。貧窮兒子見到父親的豪富尊貴，
以為是國王，或是大臣，感到非常驚怕，怪自己為何來到這裡。
心中又想：『我如果在這裡停留久了，可能受到迫害，強逼我做
工。』如此想了以後，就趕快逃跑，探詢貧窮的街巷，想去那裏
做傭工。 
【解說】佛教徒學習大乘佛法，剛開始具有很強的宗教信仰心，
自許是大乘菩薩行者，將菩薩道想得容易，因人天善行而感到滿
足，其實還不知道佛陀的智慧與功德的崇高、偉大和莊嚴。等到
稍微深入大乘佛法，就像窮子一樣震懾於大乘家業的宏大富麗，
不敢走入自他兩利的難行菩薩道，轉向祈求佛菩薩的他力庇佑，
期望獲得人生的安樂。在世間善法轉了很久，還是得回到佛陀所
傳授的正法經典的引導，領受佛陀與經典的加持力，開拓心量與
能力，以期承接如來家業，方有可能獲得生命問題的終極解決。
與其逃避經典的研讀而在有情世間流轉，蹉跎時日，還不如早日
仰仗智慧經典來提升自己。 
 
 



[22:28, 2021年 9月 22日] 黃國清教授:     
長者是時，在師子座，遙見其子，默而識之，即勅使者，追捉將
來。窮子驚喚，迷悶躄地：『是人執我，必當見殺；何用衣食，
使我至此？』長者知子：『愚癡狹劣，不信我言，不信是父。』
（T9.18a10-15） 
【今譯】這時，長者在莊嚴的高座上遠遠望見他的兒子，暗暗認
出他來。就派遣旁邊的人去追趕捉他回來。貧窮兒子驚恐大叫，
昏倒在地，心想：『這些人抓我，一定會把我殺害；我來這裡尋
求衣食有什麼用？』長者知道：『這個兒子愚癡，心志狹小淺陋，
不會相信我的話，不會相信我是父親。』 
【解說】佛陀知道絕大多數有情心志狹劣，根機不足，強要他們
學習真實的大乘菩薩法門，反會將他們嚇跑，只能由淺到深，一
步步誘導。吾人可以觀察到，中國佛教圈中相信自己是大乘佛教
徒者甚多，樂意供養三寶、慈善布施，及擔任志工多做善行，可
是一提到經論修學，很多人就自認沒有能力，另有一部份人只想
追求簡易速成的方法，不認為研讀智慧經典有其必要。《法華經》
所說的窮子喻，反映出當前佛教界的情況，雖信仰三寶而不肯向
佛陀與經典學習智慧。儘管如此，佛陀已安排好了教化的進路。 
 
[22:24, 2021年 9月 23日] 黃國清教授:     
即以方便，更遣餘人，眇目矬陋，無威德者：『汝可語之，云當
相雇，除諸糞穢，倍與汝價。』窮子聞之，歡喜隨來，為除糞穢，
淨諸房舍。（T9.18a16-19） 
【今譯】（長者）就用權宜方法，再派遣其他人，瞎了一眼，矮
小醜陋，身分卑賤者，說：『你們可以告訴他說：將僱用你清除
穢物，給你雙倍工資。』貧窮兒子聽到這番話，很高興跟隨而來，
為人清除穢物，打掃房子。 
【解說】長者派去兩人，譬喻二乘法門。他們瞎了一眼，矮小醜
陋，身分卑賤，代表智慧與福德相去大乘非常遠。清除穢物喻指
憑藉二乘法的修行去除煩惱染污。二倍工資表示二乘法的修行功
德已勝過人天善法。此外，貧窮兒子因此得以進入長者的房子，
意謂出世佛法才具有真實的意義。得以修學二乘法，又朝成佛邁
進一步。 
 
[21:20, 2021年 9月 27日] 黃國清教授:     
長者有智，漸令入出，經二十年，執作家事。示其金銀、真珠頗
梨；諸物出入，皆使令知。猶處門外，止宿草庵，自念貧事：『我
無此物。』（T9.18a26-b1） 



【今譯】長者擁有智慧，一點一點使他進出房子，做家中事務，
歷經二十年時間。向他展示黃金、白銀、寶珠、水晶等；一切財
務的收付都讓他知道。他仍住在門外的茅草小屋，想著自己貧窮
的事：『這些財物都不是我的。』 
【解說】真實的大乘佛法既深且廣，不是短時間內能夠信受的。
信仰大乘佛教與信受大乘佛法是不同的兩件事，前者只是情感上
的信靠，後者是正確了知大乘佛法的意義後所起的堅定信心與實
踐意樂。以聲聞出世佛法作為跳板，提升智慧潛能，長期思惟、
觀修大乘法義，才能獲致真確的信解。 
 
[23:26, 2021年 9月 28日] 黃國清教授:    
父知子心，漸已廣大，欲與財物，即聚親族。國王大臣、剎利居
士，於此大眾，說：『是我子，捨我他行，經五十歲；自見子來，
已二十年。昔於某城，而失是子，周行求索，遂來至此。凡我所
有，舍宅人民，悉以付之，恣其所用。』子念昔貧，志意下劣，
今於父所，大獲珍寶，并及舍宅，一切財物，甚大歡喜，得未曾
有。（T9.18, b1-11） 
【今譯】父親了知兒子的心已逐漸達到高遠，想要交付財物，就
召集親戚朋友。國王、大臣、貴族武士、在家長者聚集之後，在
那個集會中他說：『這是我的兒子，離開我到其他地方五十多年；
從與兒子相會以來已經二十多年。過去在某個城市走失這個兒
子，四處尋找就來到這裡。凡是我所擁有的房產與奴僕全部交付
給他，隨他的意思運用。』兒子想起過去的貧窮，心志卑下，今
天在父親這裡獲得大量珍寶，以及房產和一切財物，無比高興，
感到驚奇。 
【解說】窮子先學二乘法，然後逐漸熟悉大乘佛法，最後能夠信
受大乘佛法，繼承如來的智慧功德寶藏。如果願意持續讀誦、修
學佛教經典——聲聞經典與大乘經典，佛陀便會在冥冥之中給予
引導。剛開始覺得不容易理解，只要堅持不懈，不知不覺就領悟
教理了，這是奇妙的經驗。大多數學法者對智慧經典的研讀缺乏
恆心，過快放棄，以致無法深入；《法華經》揭示學法歷程的奧
秘，給人莫大的鼓舞。 
 
[21:38, 2021年 9月 29日] 黃國清教授:     
佛亦如是，知我樂小，未曾說言：『汝等作佛。』而說我等，得
諸無漏，成就小乘，聲聞弟子。佛勅我等，說最上道，修習此者，
當得成佛。我承佛教，為大菩薩，以諸因緣、種種譬喻、若干言
辭，說無上道。（T9.18b11-16） 



【今譯】佛陀也是如此，了知我們喜愛下劣教法，從來不說：『你
們將會成佛。』而說我們得到無煩惱的境地，是成就小乘法的聲
聞弟子。佛陀命令我們（向菩薩們）講說無上菩提，修習這種道
路將會成佛。我們遵照佛陀的命令，向大力菩薩們憑藉種種理由、
譬喻、語言講說無上菩提。 
【解說】佛陀為了開通聲聞弟子的心量，曾在《般若經》中透過
神通力加持聲聞弟子向菩薩們講說成佛的般若波羅蜜法門。這就
好比大富長者將家中所有財產都先讓窮子知悉，引導他在未來繼
承這一切產業。佛陀並未明白說出聲聞弟子也會成佛，可是已經
默默地教導他們走向成佛之道。因此，大乘行者不宜貶損聲聞佛
法，反而可以在學習大乘佛法的同時，利用聲聞佛法來對治煩惱
障。 
 
[22:35, 2021年 9月 30日] 黃國清教授:     
諸佛子等，從我聞法，日夜思惟，精勤修習。是時諸佛，即授其
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一切諸佛，祕藏之法，但為菩薩，
演其實事，而不為我，說斯真要。（T9.18b17-21） 
【今譯】佛陀之子（菩薩）們從我們聽聞教法，就日夜思惟（最
高的道路），精進地修行禪觀。這時諸佛就為他們預言：『你們
在未來世將會成佛。』一切諸佛的佛法秘密寶藏，只為菩薩們演
說其真實情事，而不為我們講說這個真實要義。 
【解說】佛陀並非不為聲聞弟子講說大乘菩薩法要，而是必須等
待他們的聞法根機成熟。佛陀完全了知一切有情的根機與喜好，
會給予最適當的教導，也會讓所有學法者都學習大乘法義而成就
佛果。佛陀讓聲聞行者為菩薩們講說大乘智慧寶藏，就是在做教
授大乘佛法的前行準備。只是聲聞行者並不知道此事原委，要等
到法華會上，時機成熟，佛陀才說破這個曲折教化過程。因此，
得以聽聞《法華經》，並且歡喜信受，表示過去世曾經學過大乘
佛法。 
 
[21:23, 2021年 10月 1日] 黃國清教授:  
如彼窮子，得近其父，雖知諸物，心不希取。我等雖說，佛法寶
藏，自無志願，亦復如是。我等內滅，自謂為足，唯了此事，更
無餘事。 我等若聞，淨佛國土，教化眾生，都無欣樂。
（T9.18b21-27） 
【今譯】猶如那個貧窮兒子得以接近他的父親，雖然知悉一切財
物，心中卻不希求獲得。我們雖然講說佛法寶藏，自己並無志求
之心，也像是這樣。我們以自己的寂滅為滿足，只了知這件事，



沒想知道其他事。我們如果聽聞清淨佛國土中教化有情之事，從
未感到欣喜。 
【解說】學佛者智慧根機到達什麼程度，就會信受相應程度的佛
法，這只是過程，只要持續正確地聽聞、憶持、修學，智慧潛能
即跟隨著提升。剛開始學習人天善法，並接觸到菩提心與慈悲心
的教義，雖不能深刻理解而已在八識田中播下種子。逐漸領會世
間的無常苦空，便願意接受無我的法門。由領悟自身的苦而推己
及人，大悲心與菩提心更加擴充與堅實，聽聞大乘佛法即油然生
起清淨歡喜心。 
 
[22:11, 2021年 10月 4日] 黃國清教授:  
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悉空寂、無生無滅、無大無小，無漏無
為；如是思惟，不生喜樂。我等長夜，於佛智慧，無貪無著，無
復志願；而自於法，謂是究竟。（T9.18b27-c2） 
【今譯】什麼原因呢？這一切法都是空寂的、遠離生起與消滅、
非大非小、無煩惱的、非造作的；我們如此思惟後，（對此）不
生起歡喜的信心。我們於很長時間對於佛陀智慧全無喜愛，不起
願望；而認為自己（所學）的教法是最終極的。 
【解說】佛陀命令聲聞弟子為菩薩們講說空性的、不生不滅的、
無為的、超越煩惱的般若波羅蜜，如此的大乘智慧法義超出聲聞
弟子的智慧能力之外，他們思惟後而全無歡喜信受之心，認為自
己原本從佛陀那裡聽聞的解脫涅槃法義是最究極的。儘管如此，
佛陀讓他們講說大乘佛法，已在這些聲聞弟子的心中產生潛在的
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