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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拈妙法：法華經精要 (七) 

一佛乘 

授課教師：見額法師 

地點：佛陀教育基金會 

日期：04/08/2022  

 

一、釋義「一佛乘」 

  1、一：唯一、無二、至上 

  2、佛：佛道、佛果 

  3、乘：交通工具，比喻運載眾生度過生死河到達涅槃彼岸的修行法

門。 

   1）五乘：人、天、聲聞、緣覺1、菩薩 

   2）四乘2：人天、聲聞、緣覺、菩薩 

   3）三乘：小乘、中乘、大乘，或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 

   4）二乘：聲聞乘、緣覺乘 

   5）一乘：佛乘 

 

二、一佛乘的義涵：法華會上，世尊所開演的一佛乘大法即是開示悟入佛

的知見。 

  1、方便品二：「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3舍利弗！云

何名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諸佛世尊，欲令眾生

 

1 又稱作辟支佛乘。 
2 天台宗根據《法華經》而說的四乘法，是指：聲聞乘、緣覺乘、菩薩

乘、佛乘。 

3 佛以慈悲願力出現於世（主動，心清楚明白、能作主），以應身示現八

相成道於人世間，而非乘著業力牽引入世（被動、迷茫、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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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佛知見，4使得清淨故，5出現於世；欲示眾生佛之知見故，出

現於世；欲令眾生悟佛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入佛知見道

故，出現於世。舍利弗！是為諸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2、《無常經》：「此老、病、死，於諸世間是不可愛，是不光澤，

是不可念，是不稱意。由此三事，如來．應．正等覺出現於世，

為諸眾生說所證法及調伏事。」 

  3、思惟題：《法華經》中所述的一大事因緣與《無常經》中所說的

如來現世因緣，有無相悖？ 

 

三、開示悟入 

  1、開：打開、開展、開顯、開發。 

     示：顯示、展示、揭示。 

     悟：體解、領悟、醒寤、覺悟—反觀自照。 

     入：深入、證入、趣入佛的妙法界。 

  2、例一：花開見佛悟無生──蓮華「開」敷，展「示」蓮子，體

「悟」到一花多子，「入」到清淨無染的無生境界。 

  3、例二：三皈依──「自」皈依佛法僧，是修行的開始（開）；揭示

眾生自性本具的覺正淨（示）；體解大道，發無上心（悟）；深

入經藏，得入佛大智慧海，並且統理大眾，一切無礙（入）。 

  4、思惟題：一般家庭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正法道場開門

一件事，令眾生開示悟入佛知見。六祖惠能大師說：「佛法在世

 

4 眾生本來具足佛知佛見，卻被無明垢染所覆蓋，因此清淨本相不得彰

顯。 

5 使眾生回復清淨本然的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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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不離世間覺。」當我為了生活而忙碌地工作時，如何保持正

念，日日開示悟入佛知見，避免迷失在三毒苦海中？ 

 

四、但教化菩薩：一佛乘法的傳授對象為菩薩 

  1、序品一：「為諸菩薩說大乘經，名無量義，教菩薩法，佛所護

念。」 

  2、序品一：「是時日月燈明佛從三昧起，因妙光菩薩，說大乘經，

名妙法蓮華，教菩薩法，佛所護念。」 

  3、方便品二：「佛告舍利弗：『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6諸有所作，

常為一事，唯以佛之知見示悟眾生。舍利弗！如來7但以一佛乘

故，8為眾生說法，無有餘乘，若二、若三。舍利弗！一切十方諸

佛，法亦如是。』」 

4、方便品二：「舍利弗！是諸佛但教化菩薩，欲以佛之知見示眾生

故，欲以佛之知見悟眾生故，欲令眾生入佛之知見故。」 

5、方便品二：「舍利弗！若我弟子，自謂阿羅漢、辟支佛者，不聞

不知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事，此非佛弟子，非阿羅漢，非辟支

佛。9」 

 

6 此處並非意味佛「只」選擇菩薩根性之人來教導，而放棄其他眾生。相

反的，佛平等普度各種根器的眾生，並且把所有眾生當成菩薩來教，最終

只教其菩薩法，只願其成就佛道。 

7 釋迦牟尼佛自稱為如來。 
8 只以一佛乘度眾，因佛知道此為唯一的真理大道。佛表面上有講二乘

法、三乘法，實則這些所隱含的皆是一乘法，深含所欲達到的目的為一乘

佛果。 

9 真正的羅漢、辟支佛，真正的「佛弟子」，是懂得佛的大乘法的。 



 04/08/2022, p.4 

 

五、唯有一佛乘 

 1、方便品二：「聲聞若菩薩，聞我所說法，乃至於一偈，皆成佛無

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10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但

以假11名字，引導於眾生，說佛智慧故，諸佛出於世。唯此一事

實，餘二則非真，終不以小乘，濟度於眾生。佛自住大乘，如其

所得法，定慧力莊嚴，以此度眾生。自證無上道，大乘平等法，

若以小乘化，乃至於一人，我則墮慳貪，12此事為不可。」 

 

六、總結：一佛乘為平等法 

1、眾：佛所度的對象，無論何種眾生皆同為菩薩。 

2、法：佛所說的法，無論何種法門，實際上皆是一乘妙法。 

3、佛：佛度眾所欲達到的目的地（證果），只有一個究竟佛果。 

 

10 一乘法並非與二乘、三乘法相對，而是能含納二乘、三乘於此一大乘

中，如此才堪稱為大、為一，否則只是落入相對、分別、比較的大或一。

真正的一是全體無分的一，是含融、納受、不拒絕任何一眾生、任何一法

的「一」。 

11 假：暫時的。 

12 若不說大乘法則有吝法之過，不僅無法利他也無法自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