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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妙法蓮華經》第二次問題研討 
 

壹、有關「諸法因緣生」及「萬法唯是一心」的權實關係： 
 
  1.當我們學習了法華經，要如何將「權法」融入「實法」中， 

   其具體操作如何？  
  2.法華經云「眾生處處著，引之令得出」，是否可以借助「權

法」的內容，幫助我們調伏心中的「執取」？  
  3.「心性」很重要，「因緣」也同等重要，那是不是意味著，我 

   們在日常修行中，要各花一半時間去修學？  
  4.法華經講到「稱性起修」，弟子覺得從「知道」到「做到」所

謂「從空出假」，「借假修真」，真的很難！因為弟子，還是比

較喜歡在寂靜中修，寂靜和歷練，學如何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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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有關「安住一念心性」與修學「空觀」的關係： 
 
  1.本經的「一心三觀」和中觀的「無所得」與唯識的「無分別

智」有何不同？  
  2.師父在《楞嚴經》中曾說「整個法界除了真如外就沒有別的 

   東西了」此一觀念和《法華經》的思想如何融通？  
  3.師父講到，我們要修「空觀」不要住在外來的空上，在具體 

   操作上，如何區分「內」「外」？ 

 

 

 

 

 

 

 

 

叁、有關「安住一念心性」與「淨土法門」的關係： 
 
  1.澫益大師云「由事持達理持」，古德也常說：愚夫愚婦，老實 

   念佛者，也能潛通佛智暗合道妙，是否多多念佛，即可自然 

   通達真如理性？  
  2.為何佛陀開設的方便法門，你不知道的時候是「方便」，你 

   知道以後就是「真實」？這個「知道」要什麼程度才能算？  
  3.「一心三觀」和淨土宗的「臨終正念」有何關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