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上 8:27, 2022年 8月 1日] 黃國清教授:  
即時，諸菩薩俱同發聲而說偈言：「唯願不為慮！於佛滅度
後，恐怖惡世中，我等當廣說。有諸無智人，惡口罵詈等，
及加刀杖者，我等皆當忍。（T9.36b19-24) 
【今譯】就在那時，那些菩薩異口同聲地講說如下的偈頌：
「希望世尊不要憂心！在佛陀圓寂後，非常恐怖的濁惡時代
中，我們將會努力講說［這部最高的經典］。當愚痴者用粗
言惡罵，及用刀子棍棒加害，我們都將忍耐。 
【解說】如來圓寂以後，佛法漸趨衰微，人心極為澆薄，想
要在這樣的時代環境中弘揚大乘佛法，會遭遇到眾多阻礙，
佛教觀念或宗教學派不同者可能惡言相向，甚至動用武器加
害，這些都考驗著《法華經》說法菩薩的忍辱力。在這個濁
惡時代，想要弘傳《法華經》這樣的大乘經典，其阻礙勢力
常來自佛教內部，其一是追求名聞利養者眾；其次，不同教
派的信仰者也容易產生對立與毀謗之心。下面的經文有更具
體的描述。 
 
[晚上 9:20, 2022年 8月 2日] 黃國清教授:  
惡世中比丘，邪智心諂曲，未得謂為得，我慢心充滿。或有
阿練若，納衣在空閑，自謂行真道，輕賤人間者。貪著利養
故，與白衣說法，為世所恭敬，如六通羅漢。（T9.36b25-c1） 
【今譯】在濁惡的［未來］時代，比丘們缺少智力，內心諂
媚偽善，尚未體證就認為已經體證，滿懷傲慢的心。有的過
著森林生活，穿破布衣服在寂靜處，他們自已說：『我們在
修真實戒行。』輕視人間遊化者。他們貪求和執著物欲，而
向在家人講說教法，受到世人的尊敬，像是具有六種神通的
阿羅漢。 
【解說】在正法時代，世間存在許多了悟真諦的聖者，包括
斷盡煩惱、解脫生死的阿羅漢，不通佛法者會自我收斂。進
入像法（相似法）時代，阿羅漢已稀有難得，見道以上的聖
者也很少見，很多修行者無法正確學習佛法，不知佛法的真



實精神，而表現出住在森林的禁慾苦行外相，內心卻無法擺
脫物質慾望。為了名聞利養，他們甚至犯了增上慢的大妄語
罪，並無真實體悟而自認為已證得阿羅漢果，以贏取世人的
恭敬，反而批評在人間化導的菩薩行是戒行不清淨的道路。 
 
[晚上 9:30, 2022年 8月 3日] 黃國清教授:    
是人懷惡心，常念世俗事，假名阿練若，好出我等過，而作
如是言：『此諸比丘等，為貪利養故，說外道論議。自作此
經典，誑惑世間人，為求名聞故，分別於是經。』常在大眾
中，欲毀我等故，向國王大臣，婆羅門居士，及餘比丘眾，
誹謗說我惡，謂是邪見人，說外道論議。我等敬佛故，悉忍
是諸惡。為斯所輕言：汝等皆是佛！如此輕慢言，皆當忍受
之。（T9.36c1-14） 
【今譯】這些人懷著瞋恨心，常想著世俗財物，假藉過著森
林生活，喜歡說這樣的話詆毀我們：『這些比丘由於貪圖物
質利益［與名聲］，講說異教徒的教義。他們自己編造這部
經典，欺騙世間眾人，為了物質利益與名聲，解說這部經典。』
他們常在集會眾人當中，想要詆毀我們，向國王、大臣、婆
羅門、在家長者，及其他的比丘群眾，以不實過錯誹謗我們，
說：『這些是抱持錯誤見解的人，講說異教徒的教義。』我
們出於對佛陀的敬重，將會忍受這一切惡行。這些人輕侮我
們說：『你們都是佛陀啦！』像這樣的輕慢話語，我們全部
甘心忍受。 
【解說】弘傳《法華經》的菩薩群體自述他們遭受來自佛教
內部的誹謗與排擠。重視追求個己解脫的聲聞人不願接受大
乘法義，當然會否定《法華經》的廣利有情教說，認為不合
於聲聞經典的「佛說」。其他大乘學派有的不認同「一切皆
成」的一佛乘教法，主張三乘果位的區別，二乘無法成佛。
特別是在濁惡時代，學佛者善根不足，名聞利養心重，互相
競爭與諍論，他們無法理解如來說法的深妙意趣，拘泥於自
派經典的表面文義，結果把《法華經》當成外道教義，傲慢



地向社會大眾污衊這些菩薩說法者。這是《法華經》在這個
世界傳播初期面對的艱困處境，說法者出於對佛陀的敬意與
感恩，修習忍辱波羅蜜而得心安與平安。 
 
[晚上 7:20, 2022年 8月 4日] 黃國清教授:  
濁劫惡世中，多有諸恐怖，惡鬼入其身，罵詈毀辱我。我等
敬信佛，當著忍辱鎧，為說是經故，忍此諸難事。我不愛身
命，但惜無上道。我等於來世，護持佛所囑。世尊自當知：
濁世惡比丘，不知佛方便，隨宜所說法。惡口而顰蹙，數數
見擯出，遠離於塔寺；如是等眾惡，念佛告勅故，皆當忍是
事。（T9.36c14-24） 
【今譯】在騷亂的濁惡時代，存在很多恐怖事情，表現得像
夜叉惡鬼［的比丘們］咒罵和侮辱我們。我們出於對佛陀的
敬重，將會穿上忍辱的盔甲，為了講說這部經典，忍受這些
極為艱難的事。我們不吝惜身體性命，只獻身於無上菩提。
我們將於未來時代，持守佛陀的囑付。世尊自己應會了知：
濁惡時代的比丘們不知佛陀的善巧方便與深密言說。他們惡
言咒罵，緊皺眉頭，屢次將我們趕出寺院之外；像這樣的眾
多惡行，我們憶念佛陀的教誡，所以將會忍受這一切事情。 
【解說】在濁惡時代弘傳像《法華經》這樣的大乘經典，面
對諸多艱難挑戰，必須具備足夠的支持力量。其一，是大悲
心與菩提心的支撐，不忍眾生苦，追求成就佛果來拔苦與
樂。其二，對於佛陀的感恩之心，自己獲得佛法的利益，也
對佛陀的付囑明念不忘，堅毅地弘揚佛法，幫助有情解決生
命問題。第三，修學般若波羅蜜與忍辱波羅蜜，心無所住，
難忍能忍。 
 
[晚上 11:38, 2022年 8月 5日] 黃國清教授:  
諸聚落城邑，其有求法者，我皆到其所，說佛所囑法。我是
世尊使，處眾無所畏，我當善說法，願佛安隱住。我於世尊
前，諸來十方佛，發如是誓言，佛自知我心。」



（T9.36c25-37a1） 
【今譯】在村落與城鎮，凡是有求法者的地方，我們都會到
那裏去，講說佛陀所付囑的教法。我們是世尊的使者，身處
集會當中而具有無懼自信，我們將努力講說教法，希望佛陀
心安無慮！我們在世尊與十方佛面前，發起如此的誓願，佛
陀自當了知我們的心。」 
【解說】這些菩薩發起廣大的誓願，成為佛陀的說法使者，
未來只要有人在尋求《法華經》的地方，他們便會前往該處
傳授這部經典。想要學習與深入《法華經》者，只要真誠發
心希望修學，自會感得弘經菩薩前來教導。同時，也要效法
弘經菩薩的偉大精神，開發般若與忍辱二種波羅蜜，堅毅不
拔地弘通《法華經》。 
[晚上 11:40, 2022年 8月 5日] 黃國清教授: 〈勸持品〉完 
 
[晚上 11:17, 2022年 8月 8日] 黃國清教授:  
安樂行品第十四 
【今譯】第十四章「住於安樂之品」。 
【解說】此品於現存梵本的品名是 sukha-vihāra，字面意義
是「快樂的安住」，有學者解為「安樂的生活方式」。此品說
明想在濁惡世間弘傳《法華經》，必須安住於四法，即「四
安樂行」，始能在弘法生活上獲得順利平安。智者大師在《法
華文句》卷八〈釋安樂行品〉說：「身無危險故安；心無憂
惱故樂；身安心樂故能進行。」（T34.118a24-26）他並將這
四種安樂行標示為身、口、意、誓願四個面向的修養功夫。
弘經菩薩的身業應當遠離各類會招引違犯戒律與妨礙修行
的對象，而前往寂靜處禪修，觀想一切法空如實相。口業安
住於讀誦經典，不說其他佛教行者的過惡，不毀謗與稱讚聲
聞佛法，為人解答大乘法義。在意業方面，不懷諂媚與嫉妒
心理，不生惱人修行、戲論諸法之心，於佛陀起慈父想，於
菩薩作大師想等。最後，對不知不信《法華經》者生起大慈
心與大悲心，誓願成佛，弘揚此經利樂眾生。如此，得以平



安順利地修行與弘傳《法華經》。中國古代注家有將此品法
義視為對初行菩薩的指導，大菩薩在各方面則能無礙自在。 
 
[晚上 9:17, 2022年 8月 9日] 黃國清教授: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是諸菩
薩甚為難有，敬順佛故，發大誓願，於後惡世，護持讀說是
《法華經》。世尊！菩薩摩訶薩於後惡世，云何能說是經？」
（T9.37a10-13） 
【今譯】那時，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摩訶薩向佛陀說：「世
尊！這些菩薩［摩訶薩］確實非常難得，出於對佛陀的敬重，
發起弘大的誓願，要在未來濁惡時代，守護、持誦、講說這
部《法華經》。世尊！菩薩摩訶薩於未來濁惡時代，［應當］
如何講說這部經典？」 
【解說】此品是由智慧第一的文殊師利菩薩代替大眾向佛陀
請法：想要在未來濁惡時代弘講《法華經》，應當具足何種
修行功夫？現存梵本的文義是說這些菩薩出於對佛陀的敬
重心，誓願在未來惡世竭盡努力講說這部經典，這是至極難
行的事情。因為是如此艱鉅的弘經任務，菩薩行者必須養成
高度的智慧與品德，才能安樂地完成使命。 
 
[22:12, 2022年 8月 10日] 黃國清教授:  
佛告文殊師利：「若菩薩摩訶薩於後惡世欲說是經，當安住
四法：一者，安住菩薩行處及親近處，能為眾生演說是經。
文殊師利！云何名菩薩摩訶薩行處？若菩薩摩訶薩住忍辱
地，柔和善順，而不卒暴，心亦不驚；又復於法無所行，而
觀諸法如實相，亦不行不分別，是名菩薩摩訶薩行處。
（T9.37a14-20） 
【今譯】佛陀告訴文殊師利：「如果菩薩摩訶薩在未來濁惡
時代想講說這部經典，應當安住於四種德行：第一，安住於
菩薩的良善行為與活動領域，能夠為有情講說這部經典。文
殊師利！如何做是菩薩摩訶薩的良善行為？當菩薩摩訶薩



安住於忍辱境地，溫文和善，心不粗暴，也無驚恐；還有，
當［菩薩］不於任何一法中實踐，而觀察諸法的如實相，不
思慮也不分別，這稱為菩薩摩訶薩的良善行為。 
【解說】第一安樂行的解說稍微複雜，包括「行處」（ācara，
行為；善行）與「親近處」（gocara，範圍、領域）二種層
面。弘經菩薩應當表現的良善行為又包括柔和忍辱與般若空
慧二個面向。由於弘法對象缺乏善根，所以說法者必須具備
高度的安忍修養，耐心引導。再者，必須具備般若空慧，不
執取一切諸法，方能自在安處各種逆境，及正確地向他人傳
達般若波羅蜜法義。就像《金剛經》所述忍辱仙人的「忍辱
波羅蜜」，及須菩提所修的「無諍三昧」，都是般若與忍辱二
種菩薩德行的一體相融。涵攝般若智慧與柔和忍辱的「行處」
並不限定於第一安樂行，應該貫通於四安樂行整體。 
 
[21:11, 2022年 8月 11日] 黃國清教授:      
云何名菩薩摩訶薩親近處？菩薩摩訶薩不親近國王、王子、
大臣、官長；不親近諸外道、梵志、尼揵子等，及造世俗文
筆，讚詠外書，及路伽耶陀、逆路伽耶陀者；亦不親近諸有
兇戲相扠相撲，及那羅等種種變現之戲；又不親近旃陀羅，
及畜猪羊鷄狗、畋獵漁捕諸惡律儀。如是人等或時來者，則
為說法，無所悕望。（T9.37a20-28） 
【今譯】什麼是菩薩摩訶薩的活動領域？菩薩摩訶薩不交結
國王、王子、大臣、官員；不交結異教徒、遊方苦行者、耆
那教徒等，及寫作世俗詩文，讚美世間論書者，還有順世派、
左道順世派教徒等；也不接近角力、相撲等暴力表演，及歌
舞、魔術等娛樂場所；同時不接近旃陀羅階級，及豢養猪羊
鷄狗者、打獵捕魚者等違反戒律的人。這些人有時前來的
話，就為他們講說教法，不希求回報。 
【解說】菩薩行者必須先使自己達到覺悟，始有能力幫助他
人修行，所以在提升自己的階段，先遠離那些可能障礙修行
的人士，包括權貴階級、異教徒、世俗文人、快樂主義者、



娛樂表演者、違反戒律的從業者……等等。在自身菩薩道修
行尚未穩固時，容易受這些沉溺世俗觀念者所牽引，偏離修
行正軌。應當親近善知識，學習經論法義，精進依教修行。
不刻意接近這些可能妨礙修行者，然而，如果他們主動來到
面前，應當為他們講說佛法，不眷戀名聞利養，不戲論世間
俗事。 
 
[23:18, 2022年 8月 12日] 黃國清教授:    
又不親近求聲聞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亦不問訊。
若於房中、若經行處、若在講堂中，不共住止。或時來者，
隨宜說法，無所悕求。（T9.37a28-b2） 
【今譯】再者，不交結聲聞乘的比丘、比丘尼、男居士、女
居士，也不主動問候。在精舍裡、或在經行道上、或在講堂
中，不與他們共處。有時他們來到面前，就隨順機宜講說教
法，不希求回報。 
【解說】古代印度盛行不同學派之間的論辯，勝過他人，改
變對方的信念。菩薩行者在尚未深入大乘法義與修行時，缺
乏智慧與辯才，易受其他學說影響，而對大乘佛法退失道
心。聲聞行者不信受大乘教說，否定菩薩道法，若非深入大
乘的久修菩薩，不僅無法接引他們，還可能被他們所說服，
對大乘佛法產生困惑。如果他們主動來到面前，就隨順機宜
用大乘佛法勸化他們，不希求任何利益。 
 
[22:38, 2022年 8月 15日] 黃國清教授:  
文殊師利！又菩薩摩訶薩不應於女人身，取能生欲想相而為
說法，亦不樂見。若入他家，不與小女、處女、寡女等共語。
亦復不近五種不男之人以為親厚，不獨入他家。若有因緣須
獨入時，但一心念佛。若為女人說法，不露齒笑，不現胸臆，
乃至為法猶不親厚，況復餘事！不樂畜年少弟子、沙彌、小
兒，亦不樂與同師。（T9.37b2-10） 
【今譯】文殊師利！還有，菩薩摩訶薩不應對女人的身體，



帶著能產生欲念的心像而為她們講說教法，也不想要看見她
們。如果進入他人家中，不與女童、未婚女子、守寡婦女等
交談。同時不接近五種性特徵不全的男性而與他們交結，不
獨自進入他們家中。如果有原因必須獨自進入時，只是一心
憶念佛陀。如果為女性講說教法，不露牙齒而笑，不顯現胸
部，甚至為了佛法仍不交結，何況其他的事！不喜好收留少
年弟子、沙彌、男童，也不喜歡與他們共處師門。 
【解說】當菩薩道業基礎不穩固時，易受外緣牽引而生起煩
惱，妨礙修行。這裡列舉容易觸發情欲的對象，若會干擾修
行，則不應經常接近。就男性修行者而言，就是異性，還可
能延伸到性徵不全的男性、少年等。若是女性修行者的情
況，則反之。經常不控制愛欲煩惱，習性會變得越來越強。
當接觸到這些易觸生情欲的對象時，一個好方法是「佛隨
念」，專注地憶念佛陀的十號功德、相好莊嚴等。等到修行
穩固了，就能以不帶欲念之心，為異性說法。 
 
[20:55, 2022年 8月 16日] 黃國清教授:    
常好坐禪，在於閑處，修攝其心。文殊師利！是名初親近處。
復次，菩薩摩訶薩觀一切法空——如實相、不顛倒、不動、
不退、不轉、如虛空、無所有性、一切語言道斷、不生、不
出、不起、無名、無相、實無所有、無量、無邊、無礙、無
障，但以因緣有，從顛倒生故說。常樂觀如是法相，是名菩
薩摩訶薩第二親近處。」（T9.37b10-17） 
【今譯】經常喜好禪修，在寂靜無人處，修習禪定，收攝心
念。文殊師利！這是第一個活動領域。另外，菩薩摩訶薩觀
察一切法的空性——如實特質、不顛倒、不搖動、不後退、
不轉變、如同虛空［的性質］、非實有、遠離一切語言表達，
不生出、不出現、不現起、無名稱、無特徵、實不存在、不
可衡量、沒有邊際、無障礙、無執著，只是因緣和合而有，
從錯誤觀念而生，從而使用言說。經常喜好觀察如此的諸法
特質，這是菩薩摩訶薩的第二個活動領域。」 



【解說】菩薩行者為了精進道業，唯有自己先獲得覺悟，才
能幫助他人覺悟，因此捨離妨礙修行的對象，當務之急的身
業活動領域就是修習禪定與智慧。接近寂靜無人的適宜禪修
的地方，觀察一切法空如實相，領悟真理，使道業早日成就。
此時，就具備足夠能力進入人間廣度有情。 
 
[22:53, 2022年 8月 17日] 黃國清教授: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若有菩薩，於後惡世，
無怖畏心，欲說是經，應入行處，及親近處。常離國王，及
國王子、大臣官長；兇險戲者，及旃陀羅、外道梵志。」
（T9.37b17-23） 
【今譯】那時，世尊想要重新說明這番意義，而講說如下偈
頌：「如果有菩薩於未來濁惡時代，抱持無懼的自信，想要
講說這部經典，應當進入良善行為與活動領域。經常遠離國
王，及國王兒子、大臣、官員；暴力娛樂表演者，及違反戒
律的從業者、異教徒、遊方苦行者。 
【解說】說明菩薩行者應當親近的正確行為表現與活動領
域。首先，列舉不應接近與交結的對象，容易受他們干擾而
妨礙修行。第一類是權貴人士；第二類是娛樂表演者；第三
類是職業違反戒律的地位低微者；第四類是執取邪見的宗教
徒。應當遠離他們，專志於菩薩道的修行。 
 
[17:56, 2022年 8月 18日] 黃國清教授:  
亦不親近，增上慢人，貪著小乘、三藏學者，破戒比丘，名
字羅漢。及比丘尼，好戲笑者，深著五欲，求現滅度，諸優
婆夷，皆勿親近。若是人等，以好心來，到菩薩所，為聞佛
道，菩薩則以，無所畏心，不懷悕望，而為說法。
（T9.37b23-29） 
【今譯】也不交結固執於小乘的（經、律、論）三藏，自認
為阿羅漢的增上慢破戒比丘。以及喜好輕浮戲笑的比丘尼，
深深愛戀五種欲望對象，和追求今生證得涅槃的在家女居



士，都不應接近。如果這些人以善心來到菩薩面前，為了聽
聞佛菩提（教法），菩薩就用無懼自信，不希求回報，為他
們講說教法。 
【解說】菩薩行者如果如果自己的大乘見地不夠堅定，易受
聲聞行者的觀念所影響。這裡所列舉者，是修行知見與態度
有偏差的聲聞行者，像是尚未證得阿羅漢而自認為已體證的
增上慢人，他們違犯了大妄語戒。不應接近異性的比丘尼，
特別是輕浮不莊重者；及執取五欲或急求涅槃的女居士。若
是他們主動前來想聽聞大乘教法，就應以無所求的心為他們
說法，既弘揚大乘菩薩法，也避免修行受到干擾。 
 
[20:26, 2022年 8月 19日] 黃國清教授:  
寡女處女，及諸不男，皆勿親近，以為親厚。亦莫親近，屠
兒魁膾，畋獵漁捕，為利殺害，販肉自活，衒賣女色，如是
之人，皆勿親近。兇險相撲，種種嬉戲，諸婬女等，盡勿親
近。莫獨屏處，為女說法；若說法時，無得戲笑。
（T9.37b29-c7） 
【今譯】守寡婦女、未婚女子，及性特徵不全的男性，都不
應接近，與他們交結。也不要親近屠夫、劊子手，及打獵捕
魚者，為了利益而殺害［有情］者。以賣肉為業者、開設妓
院者，像這樣的人都不要接近。角力、相撲、種種娛樂表演
者，及賣淫為業者等，全部不要靠近。不要在隱蔽處為女性
說法；如果說法的時候，不應嘻笑。 
【解說】身為比丘的菩薩，持守戒律，接近某些對象，容易
受到世人譏嫌。例如，獨自接近單身異性、性徵不全者，可
能引生情欲煩惱，也易遭受流言批評。至於以殺生、色情、
暴力娛樂為業者，行為與五戒相違背，在古印度是由低賤種
姓者擔任，認為他們業力較重，也是持戒修行者不宜接近的
對象。並非菩薩行者缺乏慈悲，不去教化這些人，而是應當
先提升自己的修行，才有能力去引導與感化他們。不然會像
泥菩薩過江一樣，自身難保。 



 
[20:10, 2022年 8月 22日] 黃國清教授:  
入里乞食，將一比丘；若無比丘，一心念佛。是則名為，行
處近處。以此二處，能安樂說。（T9.37c7-10） 
【今譯】進入村落中乞食，找一位比丘（同行）；如果找不
到比丘，就專心地憶念佛陀。這就是我所說的良善行為與活
動領域。［有智者］憑藉這兩者，能平安地講說［這種經典］。 
【解說】比丘持守戒律，為了避免進入村落乞食時，因單獨
一人而遭受干擾，最好兩人結伴而行。如果只有自己一人，
則運用「守護六根」的方法，使前五根不隨意接觸色、聲、
香、味、觸的認識對象，而意識專心進行「佛隨念」，憶念
佛陀的十號、三十二相等功德。如此，就不會因一直接觸外
境而意念紛飛。這是比丘進入聚落時的親近處。 
 
[22:50, 2022年 8月 23日] 黃國清教授:    
又復不行，上中下法，有為無為，實不實法；亦不分別，是
男是女。不得諸法，不知不見，是則名為，菩薩行處。一切
諸法，空無所有，無有常住，亦無起滅，是名智者，所親近
處。（T9.37c10-15） 
【今譯】另外，不執取優、劣、中等的法，有為、無為，真
實、虛妄諸法；還有，不分別『這是男人』、『這是女人』；
不執諸法為實有，無所知，無所見，這就稱為菩薩的良善行
為。一切諸法是空的，非真實存在，非永恆不變，不生不滅，
這稱為智者的活動領域。 
【解說】就終極而言，菩薩行者的行處（良善行動）應是去
體悟空性，親近處（活動領悟）同樣是空性實相。這是行處
與親近處的當務之急。具足般若智慧，自然就可以親近一切
有情，教化他們，而不為他們所牽引。誠如《維摩詰所說經．
佛道品》所說：「或現作婬女，引諸好色者，先以欲鉤牽，
後令入佛道。或為邑中主，或作商人導，國師及大臣，以祐
利眾生。 諸有貧窮者，現作無盡藏，因以勸導之，令發菩



提心。」（T14.550b6-11）這是大菩薩的智慧自在境地。 
 
[23:25, 2022年 8月 24日] 黃國清教授:  
顛倒分別，諸法有無，是實非實，是生非生。在於閑處，修
攝其心，安住不動，如須彌山。觀一切法，皆無所有，猶如
虛空，無有堅固，不生不出，不動不退，常住一相，是名近
處。（T9.37c15-20） 
【今譯】抱持錯誤觀念者分別一切諸法是存在的、非存在
的，真實的、虛妄的，生起的、非生起的。（菩薩則）常在
寂靜無人處，禪修收攝他的心，安住於不動的境地，如同須
彌山。觀照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猶如虛空一樣，沒有實性，
不生出、不現起，不動搖、不退轉，恆常如此安住，這稱為
活動領域。 
【解說】世間凡夫抱持顛倒見，依有和無、實和虛、生和不
生等二元對立觀念來分別一切諸法。因此，菩薩為完成與智
慧相應的修行道業，應先以禪定、智慧為其正確的親近處（活
動領悟）。擁有真實智慧，才達到自我覺悟，而能覺悟他人。
不先以禪定、智慧為親近處，無法達到自我覺悟，只會順著
世俗起顛倒見，造作有漏業行。 
 
[17:16, 2022年 8月 25日] 黃國清教授:    
若有比丘，於我滅後，入是行處，及親近處，說斯經時，無
有怯弱。菩薩有時，入於靜室，以正憶念，隨義觀法。從禪
定起，為諸國王、王子臣民、婆羅門等，開化演暢，說斯經
典，其心安隱，無有怯弱。文殊師利！是名菩薩，安住初法，
能於後世，說法華經。」（T9.37c20-28） 
【今譯】在我圓寂以後，凡是有比丘進入這個良善行為與活
動領域，講說這部經典，將不會有憂慮不安。菩薩有時候進
入精舍，以正確的專注如實地觀照諸法。從禪定起來，為國
王們、王子們、在家長者們、婆羅門們等，詳細講說這部經
典，他的內心安寧，沒有憂慮不安。文殊師利！這就稱為菩



薩安住於第一個［安樂］境地，能在［如來圓寂後的］未來
時代，講說《法華經》。」 
【解說】這段經文說明在佛陀圓寂以後的濁惡時代，世人性
情剛強，很難教化，弘經菩薩必須先具備空性智慧，才有能
力講說《法華經》。一方面，《法華經》的諸法實相就是般若
波羅蜜；另一方面，擁有禪定力與般若智慧始能安忍不利的
弘法處境。這就是第一安樂行要求弘經菩薩不應接近權貴人
士等對象的原因。應當先到寂靜無人處進行智慧禪觀，體悟
空性智慧，再出來為大眾說法。 
 
[22:10, 2022年 8月 26日] 黃國清教授:    
又，文殊師利！如來滅後，於末法中，欲說是經，應住安樂
行。若口宣說、若讀經時，不樂說人及經典過，亦不輕慢諸
餘法師，不說他人好惡、長短。於聲聞人，亦不稱名說其過
惡，亦不稱名讚歎其美，又亦不生怨嫌之心。善修如是安樂
心故，諸有聽者不逆其意；有所難問，不以小乘法答，但以
大乘而為解說，令得一切種智。（T9.37c29-38a7） 
【今譯】另外，文殊師利！如來圓寂後，在正法將要消滅的
時代，想講說這部經典，應當住於安樂的境地。無論口中講
說、或讀誦經典時，都不好說他人與其他經典的過錯，也不
輕視其他說法者，不對其他人誹謗、中傷。對於聲聞行者，
不指名道姓說他的過錯，也不指名道姓對他讚美，也不生起
對立嫌惡的心。由於對這樣的安樂心境善加修行，凡有聽法
者都不違逆他們的心；他們有什麼提問，不依聲聞法回答，
只依大乘法為他們解說，使他們獲得全知的智慧。 
【解說】第二安樂行是口業的指導，主要表現在三方面：第
一，法華菩薩行者不說其他人與其他經典的過失。第二，不
說聲聞比丘的過錯，同時不讚美他們，免得他人受鼓勵去學
習聲聞法。第三，聲聞行者前來請問法義，用大乘法來引導
他，使其發菩提心，志求無上佛果。法華行者三乘教法都須
學習，因有菩提心的引導，不致落入二乘修證。如果前來聽



法者發的是出離心，則不說聲聞法來增強他門的信念，先用
大乘法來擴充他們的心志。 
 
[22:12, 2022年 8月 29日] 黃國清教授: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菩薩常樂，安隱說法，
於清淨地，而施床座。以油塗身，澡浴塵穢，著新淨衣，內
外俱淨，安處法座，隨問為說。（T9.38a7-12） 
【今譯】那時，世尊想要重新說明這番意義，而講說如下偈
頌：「菩薩智者常喜歡住於安樂的境地，來講說教法，在清
淨的地方，鋪設一個法座。洗淨身體汙垢，用油塗抹身體，
穿上乾淨的衣服，內外全部潔淨，安坐在法座上，隨著提問
［為聚集的人們］講說［各種教法］。 
【解說】第二安樂行是菩薩口業的指導。口業的表現，應遠
離妄語、惡口、兩舌、綺語，最重要的是用來弘揚大乘佛法。
菩薩行者恭恭敬敬地齋戒身心，住於安樂的心境，安坐在法
座上，以大乘佛法解答聽法群眾的疑惑。「以油塗身，澡浴
塵穢」在梵本的意思是「洗完腳，在頭上和臉上塗油」，身
上塗油（有時是香油）是古印度的保養和裝飾方法。《方廣
大莊嚴經．轉法輪品》說：「於長夜供養父母、師長及應供
者，以蘇油塗身，適其溫凊，澡浴熏香。」（T3.610a5-7）《舍
利弗阿毘曇論．非問分》說：「衣服調適，塗油潤身。」
（T28.613a15-16） 
 
[22:01, 2022年 8月 30日] 黃國清教授:    
若有比丘，及比丘尼，諸優婆塞，及優婆夷，國王王子、群
臣士民，以微妙義，和顏為說。若有難問，隨義而答，因緣
譬喻，敷演分別。以是方便，皆使發心，漸漸增益，入於佛
道。（T9.38a12-17） 
【今譯】對於比丘、比丘尼，及男居士、女居士、國王、王
子、官員、人民，和顏悅色地講說微妙的法義。如果他們有
所質問，以適切的意義回答，用理由、譬喻來詳細解說。用



這樣的善巧方便，使他們都發起菩提心，逐漸地提升，進入
無上菩提。 
【解說】無論任何人主動前來聽聞法義，甚至來質難教法，
都出於慈悲、安忍的心，用大乘佛法適切地為他們解說，透
過理由、譬喻等善巧方便，使他們發起菩提心，在佛乘道路
上持續成長。法華菩薩行者的口業表現應以說法為主，用大
乘佛法來引導有情；不造口業與戲論教法。 
 
[21:51, 2022年 8月 31日] 黃國清教授:    
除嬾惰意，及懈怠想，離諸憂惱，慈心說法。晝夜常說，無
上道教，以諸因緣、無量譬喻，開示眾生，咸令歡喜。衣服
臥具，飲食醫藥，而於其中，無所悕望。但一心念，說法因
緣：願成佛道，令眾亦爾。是則大利，安樂供養。
（T9.38a17-24） 
【今譯】去除懶惰的心，不起懈怠的念頭，捨離憂愁苦惱，
以慈心為［聽眾］說法。日日夜夜，恆常講說無上菩提的教
法，透過無量的理由、譬喻等教導有情，使他們都獲得喜悅
［與滿足］。衣服、臥具、飲食、醫藥，對於這些並無任何
希求心。只是一心想著說法的緣由：『希望我成就佛菩提，
使一切有情也如此。這個［法門］就是大利益，［一切］安
樂的所依。 
【解說】法華菩薩行者一心精進地修學波羅蜜法門，使自己
有所體悟，並為有情大眾講說大乘佛法，是因這個教法是自
己成就佛果的憑藉，同時也是為一切有情帶來最大利益與究
竟安樂的基礎。然而，如果帶著對名利有所追求的心來講說
佛法，則自己本身就無法獲得無上菩提，更別說想去教化有
情，引導他們進入一乘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