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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健財/112.11.5 

法華啟教：〈序品〉第一 

1. 〈序品〉居於二十八品之首，告訴我們：佛將要說大法。您準備好了嗎？準備好，

才可以開始講這部經，因為我們要與兩千五百年前的法華盛會連線直播。 

2. 這是今天我們學習〈序品〉的內容，以及明白這個內容所顯示的意義之理由所在。 

3. 首先，佛一生說法四十九年，《法華經》是最後八年晚年時所說。 

○1  佛為甚麼要說此經？ 

○2  此經代表的意義為何？ 

4. 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再來看〈序品〉的內容，便得以評估這個內容的意義，藉

此瞭解〈序品〉在《法華經》的地位，換言之，這是本次上課的目的。 

○1  〈序品〉即為經文的序分，是一經的總綱。敘述佛在王舍城靈鷲山宣說《無

量義經》之後，即入於三眛示現瑞相，將說《法華經》的緣起。 

○2  聖嚴法師說：海眾雲集，見佛放光。聽經的大眾就像海水、像祥雲一般，從

四面八方會集而來，並且看到釋迦牟尼佛在說法之前大放光明。 

○3  通過〈序品〉，法會的因由，據〈序品〉內容的而顯示，我們得知是佛要

說大法，因此，先入定、放光，然後示瑞，而此一景象，過去曾有過，文

殊菩薩曾親眼目睹，即以此來回答彌勒菩薩的疑問。 

5. 因此，以下詳細說明〈序品〉的內容： 

○1  說法六成就： 

如是，信成就；我聞，聞成就；一時，時成就；說法的人，主成就；王舍

城靈鷲山，處成就；參與大眾，眾成就。 

佛法通過「如是我聞」四字，把這個故事與它的意義「確定」下來，關鍵

在於「如是我聞」之事，是我所相信，即聞而能信，所謂「我」者，更是

聽聞之人，不是記錄者「阿難」而已。 

○2  法華會眾： 

佛在王舍城靈鷲山，「與大比丘眾萬二千人俱，皆是阿羅漢……復有學無學

二千人，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與眷屬六千人俱……菩薩摩訶薩八萬人，」

尚有「釋提桓因，與其眷屬二萬天子俱……自在天子，大自在天子，與其眷

屬三萬天子俱，」尚有梵天王及八部神王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來集會，禮

佛足已，退坐一面。 

○3  入定、放光、示瑞： 

佛先為諸菩薩說大乘《無量義經》已，結跏趺坐，入無量義三昧。放眉間白

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見彼六趣眾生，及見彼土現在諸佛，及聞諸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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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經法之此土六瑞與他土六瑞。 

○4  彌勒菩薩的請問： 

彌勒因產生疑念而向文殊發問：釋尊因何以神通力顯現瑞相？ 

○5  文殊菩薩的答問： 

文殊師利語彌勒菩薩及諸大士：「如我惟忖，今佛世尊，欲說大法，雨大法

雨，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演大法義。諸善男子！我於過去諸佛，曾見此瑞，

放斯光已，即說大法。」 

○6  文殊菩薩舉例說明： 

   過去無量劫前，有次第二萬佛，同名日月燈明，最後一佛，為「妙光菩薩

說大乘經，名《妙法蓮華，教菩薩法，佛所護念》。」彼時妙光即現在文殊，

彌勒則為當時妙光弟子，名為求名。因此文殊知道：「今日如來，當說大乘

經，名《妙法蓮華》。」所謂過去佛如此，現在佛如此，未來佛亦如此。 

6. 結論： 

○1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萬二千人俱。皆是

阿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惱，逮得己利，盡諸有結，心得自在」。「菩薩

摩訶薩八萬人，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皆得陀羅尼。樂說辯才，

轉不退轉法輪。供養無量百千諸佛，於諸佛所，植眾德本，常為諸佛之所

稱歎。以慈修身，善入佛慧，通達大智，到於彼岸；名稱普聞無量世界，

能度無數百千眾生」。 

○2  這是兩千五百多年前在靈鷲山上的一次盛會嗎？不只如此，因為除了是歷史的

意義之外，它也是久遠成佛的釋迦牟尼化身之顯示，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未

來如此，這是宗教的意義。 

○3  日光燈明如來的意涵：又如有一個佛名叫日月燈明佛，他曾在過去無量無邊

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為三乘學人說法，其後，更有「如是二萬佛，皆同一字，

號日月燈明」。最後一位日月燈明佛未出家前，育有八個兒子，當時，日月燈

明佛所說的大乘經典，也是《無量義‧教菩薩法‧佛所護念》。之後放光示

瑞，為當時一個名叫「妙光」的菩薩，及其八百個弟子，講了六十小劫的

《妙法蓮華‧教菩薩法‧佛所護念》經，講完之後，便入無餘涅槃。佛滅

度後，妙光菩薩繼續持《妙法蓮華經》，滿八十小劫，為人演說。當時的妙

光就是現在的文殊菩薩，彌勒菩薩則是妙光的弟子求名。 

○4  講這個故事的意義是甚麼？當知「今日如來當說大乘經，名《妙法蓮華‧教

菩薩法‧佛所護念》」，這是文殊菩薩的經驗；其次，釋迦牟尼佛與日月燈明

佛，乃至文殊菩薩，他們並未一刻放棄教授《法華經》，不因為生命有其結束

而不努力，相反，在不同的時空中，以各種的身分示現，為甚麼？佛佛相同，

本跡不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