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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妙說法——法華經講要》第四講 

胡健財/110.6.29 

課程導讀：聲聞受記 

1. 聲聞受記是《法華經》跡門的重要內容，可以說，是主要的內容，因為自〈方

便品〉至第九品，佛分別為聲聞弟子一一授記，有三週的說法。本講的目的，

是要揭示這個授記的意義，因此，內容是橫跨半部的《法華經》。 

2. 聖嚴法師說：「本經的迹門，如來共有『三周說法』，分別是：前已述及『法說』

的〈方便品〉，度了上根聲聞舍利弗一人；『譬說』的〈譬喻品〉至〈藥草喻品〉，

度了中根聲聞的摩訶迦葉等四人；後續尚有『因緣說』，將度下根聲聞的富樓那

等五百弟子，授記作佛。」 

3. 首先，我們敘述這個授記過程的內容。 

4. 〈譬喻品〉是《法華經》的第三品，重點是佛為中根聲聞開示「三界火宅」與

「三車一車」的譬喻。 

5. 因為上根舍利弗聽了〈方便品〉之後，即能領會成佛的法門，但其餘的弟子尚

沒有開悟，因此，佛才有繼續用譬喻的方式來說明「唯一乘法」，以度中根二乘，

進入佛道。 

6. 〈譬喻品〉的重點是佛為須菩提、迦旃延、摩訶迦葉、目犍連等中根四大聲聞，

說三界火宅喻，及羊、鹿、牛的三車一車喻。說明「於一佛乘，分別說三」，以

及「唯有一佛乘，無二亦無三」之義。 

7. 由於以上所舉四大中根聲聞，聽了方便品的法說及譬喻品的譬說，已能領解佛

意，發希有心，歡喜踴躍。接著，他們便說了「長者窮子喻」，體現領會佛陀

的心意，深信理解。 

8. 如來隨即更以「三草二木」作譬喻，宣說如來為眾生，平等施予慈悲的救濟。

以小中大三等藥草，喻人天及二乘。以小樹及大樹，喻中根及上根之菩薩。以

「一雲所雨」，「雖一地所生，一雨所潤，而諸草木各有差別。」一味普降的雨

水，喻佛的平等大慧。這是第五品的內容。 

9. 四大聲聞聽了前述的譬喻之後，便心開意解，能夠領受佛法，知道自己就是佛

的法王之子。在〈授記品〉中，佛為四大聲聞授記作佛。但是尚有很多眾生未

能悟道，所以佛又為這些人說「化城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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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聽了「法說」、「譬喻說」、「因緣說」之後，有五百下根的聲聞，以富樓那尊者

為首，皆得佛授記，未來必定成佛。 

11. 來到了第九品，聖嚴法師說：「第九品非常簡單，是說法主釋迦世尊為阿難及

羅睺羅等二千位學無學人授預定成佛的記莂。」又說：「到此第九品為止，佛已

為舍利弗、須菩提、富樓那、阿難等二千五百零五位有學及無學的聲聞弟子授

記作佛。」 

12. 此外，在〈勸持品〉則是為比丘尼眾授記，至此，聲聞的授記，可以說已經完

成了。以下，藉此討論聲聞授記的意義。 

13. 「授記」就是預告某一個人將在何時成佛，佛號是什麼，國土為何，介紹此佛

國土中有多少眾生會在那個時候當機得度，清清楚楚地講明，這就叫作「授記」。 

14. 聲聞授記的意義是甚麼？換言之，學佛而成佛，不是很自然的事嗎？何以需要

標榜「授記」這件事！ 

15. 因為授記是預告作佛，並且是佛的預告，等於有了認證，這樣，對於世人來

說，是否有了保證，這是歷史上發生的事，過去如此，現在也是如此。通過

授記，說明聲聞人應該走向佛乘，以成佛為修行的目標。  

16. 那麼，佛為甚麼在此要點出聲聞人授記作佛？聖嚴法師說：「一般二乘人的觀

念認為，只有釋迦及彌勒等菩薩能成佛，二乘的人，不管是初二三果的有學，

乃至四果的無學，都不能成佛；可是《法華經》肯定所有一切根器的人都能成

佛，因此在本品(第九品)之中，釋迦佛就為兩千位學無學人授記。」 

17. 個人以為：這是面對聲聞人的艱難處深深對話，在「自度」中，覺悟「自他

不二」的深義，願意走上「學佛」這條路，終究可以肯定自己「成佛」這個

目標的達成。 

18. 請看須菩提在〈信解品〉中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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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稀

有心，歡喜踴躍，即從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一心合掌，屈躬

恭敬，瞻仰尊顏，而白佛言：『我等居僧之首，年並朽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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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者何？世尊令我等出於三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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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得聞稀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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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深自慶幸，獲大善利，無量珍寶，不求自得。』」 

19. 然後，他說出自己就是那個「捨父逃逝」的窮子，明明自己是很有錢的富二

代，卻不知道自己的身份，為甚麼？因為很辛苦，不願作佛的接班人。 

20. 生命在此要對話，即聲聞人平時的教養在「出離」，以「世間」為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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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除諸法戲論之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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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自謂言：『於佛法中勤精進故，所得宏多。』然世

尊先知我等心著敝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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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我等方知世尊於佛智慧，無所吝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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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所希求。今法王大寶自然而至，如佛子所應得者，皆已得之。」這是聲聞人

的懺悔文，要好好細讀，因為它是窮子喻的重點所在。 

21. 其次，我們得看〈化城喻品〉。化城，是譬喻二乘人的涅槃，因為如來知道，

聲聞、緣覺畏懼成佛之道的旅途遙遠而停止不前，所以先說二乘法，幫助他們

先證如化城似的二乘涅槃，當他們入了化城，略事休息，便告訴他們，此非究

竟，尚須前往成佛的涅槃大城。 

22. 佛為甚麼說這個「化城」的比喻呢？因為四大聲聞聽了前述的譬喻之後，便心

開意解，能夠領受佛法，知道自己就是佛的法王之子。但是尚有很多眾生未能

悟道，所以佛又為這些人說了一個「大通智勝如來」的故事，但縱然如此說，

下根聲聞，還是聽不太懂，接著佛便再以「化城」作譬喻。 

23. 「化城喻」的大意是：有一個行商團的團長，是這條通商道上的識途老馬，他

熟悉行商路程中的各種狀況。他帶了大隊人馬，到某個充滿財寶的地方去尋寶，

因為路途遙遠，所以跟隨他的人走到半途已經精疲力竭，往前走不動了，並且

多想退還原路回家。於是這位團長就以權巧變化出一個城池，讓這些疲倦不堪

的旅客進城休息，城中衣食住行以及育樂設施樣樣齊備，這個城市的四邊有牆，

能避免城中的人受到強盜、敵人、土匪的侵略。既然快樂又安全，他們就在那

裡養精蓄銳，安穩的休息了一陣子，同時他還告訴大家：「今天先在此城休息，

等大家的精神恢復了以後，如果能前往寶所取寶，還可以繼續未完的旅程；若

不打算往前走，那麼就在這裡繼續休息幾天也可以。」這個「化城」就是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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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乘的涅槃。 

24. 「於是眾人，前入化城，生已度想，生安隱想。爾時，導師知此人眾既得止息，

無復疲惓，即滅化城。語眾人言：『汝等去來，寶處在近，向者大城，我所化作，

為止息耳。』」 

25. 「如來亦復如是，今為汝等作大導師，知諸生死煩惱惡道，險難長遠，應去應

度。若眾生但聞一佛乘者，則不欲見佛，不欲親近，便作是念，佛道長遠，久

受懃苦，乃可得成。佛知是心怯弱下劣，以方便力，而於中道，為止息故，說

二涅槃。若眾生住於二地，如來爾時即便為說：『汝等所作未辦，汝所住地，近

於佛慧。當觀察籌量，所得涅槃，非真實也。但是如來方便之力，於一佛乘，

分別說三。』」 

26. 以上，是「化城喻」的內容，您是否藉此已能明白它的寓意，並且有所覺悟呢！ 

27. 這個覺悟，即是藉此而生命對話，以下說明這個反省的內容： 

28. 從凡夫到聲聞到菩薩，不是一條直路的走完，不是一個從始至終的完成，而是

一次又一次的生命對話，從「自我」的發現與超越中體會。它的講法是：不是

凡夫，不是聲聞，不是菩薩，生命不是這些標籤;也是凡夫，也是聲聞，也是菩

薩。因為他是我自己。 

29. 從「不是」中，認識它是甚麼？從「是」中，認識它不是甚麼！ 

30. 真理不在「是」或「非」，而在於「當中」的溝通中。那麼，溝通的結果是發現：

「世間無有二乘而得滅度，唯一佛乘，得滅度耳。比丘當知！如來方便，深入

眾生之性，如其志樂小法，深著五欲，為是等故，說於涅槃。是人若聞，則便

信受。」 

31. 「無有二乘」不是否定二乘的價值，而是不要執著於二乘的立場。「唯一佛乘」

不是單指菩薩乘，而是超越聲聞自我之自了自度，而通往自他不二的大法，修

行人因為有此自覺，才是一個自覺覺他的行者，稱為「菩提薩埵」。 

32. 再來看聽了「法說」、「譬喻說」、「因緣說」之後，有五百下根的聲聞，以富樓

那尊者為首，皆得佛授記，未來必定成佛。以下先說明經文的內容： 

33. 爾時，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從佛聞是智慧方便，隨宜說法，又聞授諸大弟子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復聞宿世因緣之事，復聞諸佛有大自在神通之力，得未曾

有，心淨踴躍。即從座起，到於佛前，頭面禮足，卻住一面，瞻仰尊顏，目不

暫捨。而作是念：「世尊甚奇特，所為稀有。隨順世間若干種性，以方便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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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說法，拔出眾生處處貪著。我等於佛功德，言不能宣，惟佛世尊能知我等

深心本願。」 

34. 爾時，佛告諸比丘：「汝等見是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否？我常稱其於說法人中，最

為第一。亦常歎其種種功德，精勤護持，助宣我法，能於四眾、示教利喜，具

足解釋佛之正法，而大饒益同梵行者。自捨如來，無能盡其言論之辯。」 

35. 「汝等勿謂富樓那但能護持助宣我法，亦於過去九十億諸佛所，護持助宣佛之

正法，於彼說法人中，亦最第一；又於諸佛所說空法，明瞭通達，得四無礙智，

常能審諦清淨說法，無有疑惑，具足菩薩神通之力。隨其壽命，常修梵行，彼

佛世人，咸皆謂之實是聲聞。而富樓那以斯方便，饒益無量百千眾生，又化無

量阿僧祇人，令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淨佛土故，常作佛事，教化眾生。」 

36. 「諸比丘，富樓那亦於七佛說法人中，而得第一，今於我所說法人中、亦為第

一，於賢劫中當來諸佛說法人中，亦復第一，而皆護持，助宣佛法。亦於未來

護持助宣無量無邊諸佛之法，教化饒益無量眾生，令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為淨佛土故，常勤精進，教化眾生，漸漸具足菩薩之道。過無量阿僧祇劫，當

於此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曰法明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

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37. 其佛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為一佛土，七寶為地，地平如掌，無有山陵溪

澗溝壑，七寶台觀充滿其中，諸天宮殿，近處虛空，人天交接，兩得相見。無

諸惡道，亦無女人，一切眾生，皆以化生，無有淫欲。得大神通，身出光明，

飛行自在，志念堅固，精進智慧，普皆金色，三十二相、而自莊嚴。其國眾生，

常以二食，一者、法喜食，二者、禪悅食。有無量阿僧祇千萬億那由他諸菩薩

眾，得大神通、四無礙智，善能教化眾生之類。其聲聞眾、算數校計所不能知，

皆得具足六通、三明、及八解脫。其佛國土，有如是等無量功德莊嚴成就。劫

名寶明，國名善淨。其佛壽命無量阿僧祇劫。法住甚久，佛滅度後，起七寶塔，

遍滿其國。 

38. 在本品裡，首先可以注意富樓那尊者不僅在世尊諸弟子中說法第一，聖嚴法師

說：「富樓那只是方便示現聲聞相，實是已經親近無量諸佛的大菩薩，已與無量

眾生結過大乘的法緣。」p.123 那麼，他何以仍以「聲聞」的身份而示現？ 

39. 其次，與富樓那尊者同時的五百名羅漢得與授記：「皆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盡同一號，名曰普明。」並且對自己的過往深自懺悔，這個懺悔的意義為何？ 

40. 爾時，五百阿羅漢於佛前得受記已，歡喜踴躍，即從座起，到於佛前，頭面禮足，

悔過自責：「世尊，我等常作是念，自謂已得究竟滅度，今乃知之，如無智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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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者何？我等應得如來智慧，而便自以小智為足。」 

41. 最後，他們說出「貧人衣珠」喻，乃指出：「佛亦如是，為菩薩時，教化我等，令

發一切智心。而尋廢忘，不知不覺，既得阿羅漢道，自謂滅度，資生艱難，得少為

足。一切智願，猶在不失。今者，世尊覺悟我等，作如是言：『諸比丘，汝等所得，

非究竟滅。我久令汝等種佛善根，以方便故，示涅槃相，而汝謂為實得滅度。』」 

42. 結論是：「世尊！我今乃知實是菩薩，得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以是因緣，甚

大歡喜，得未曾有。」 

43. 聖嚴法師說：「富樓那等五百聲聞，申述佛在前面講過的往昔因緣，在大通智勝如

來座下作菩薩沙彌時的釋迦世尊，就已跟這五百羅漢講過《法華經》，已教他們發

了成佛的「一切智心」，嗣後竟然忘了，又變成不知該發無上菩提心，也覺察不到

自己本應發起成佛的心。在此生中既得阿羅漢的道果，便自以為已得滅度，其實僅

僅沾到涅槃的一點邊，由於得少為足，就很難再來資生唯一佛乘的大菩提心。…」 

44. 然則，聲聞本非聲聞，但是，何以喪失菩薩之心，這需要自己瞭解一下。 

 

                聲聞：世間、出世間（有二） 

    凡夫                                        佛 

                           

             菩薩：世間、出世間（不二）     

45. 就聲聞而言，發心度眾何以是困難？何以樂小法而不知佛乘的真義？個人以為：

「『一乘』者，合解脫道與菩薩道而言。」聲聞乘須有菩薩道的覺悟，然後從現實

上，一步一步走向真理，這是佛在《法華經》提出「一佛乘」的用意所在，因此，

佛說三乘的理由，並非強調「菩薩道」比「聲聞道」高明，而是勉勵修行人（聲聞）

不要得少為足，以小法為解脫，真正的解脫在「佛乘」，修行是一個「對話」空間

的建立，即從「自度」與「度他」中覺悟，雙雙超越，「菩薩道」代表著「度他」

的意向，然則，「自度」中「度他」的圓滿，「度他」中「自度」的完成，是學佛成

佛之關鍵的所在乎！ 

46. 生死是苦海？還是道場？您有答案嗎？生命從此覺悟，萌生力量，稱為「佛乘」。

至於聲聞乘與菩薩乘，都是接駁車，幫助我們從生死苦海中覺悟，真正的大車在哪

裡？是要覺悟苦海即是道場，道場不異於苦海，二者二而不二，方能以解脫道的精

神實踐於菩薩道中，換言之，必以解脫道為根本，方能實踐菩薩道，有此覺悟，才

是一乘之佛道，因為「一乘」者，合解脫道與菩薩道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