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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經》跡門講要 第二、三講 

胡健財/112.11.12，19 

靈山盛會：方便品第二 

1. 《法華經》的根本見地是「會三歸一」。〈方便品〉即記載佛安詳地從無量義處

三昧中出定，以智慧第一的舍利弗為對機眾而說法作開始，乃暢論「諸佛世尊，

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唯一佛乘的見地。 

2. 此一見地即自此品至第九品為迹門的正宗分，說明《法華經》的根本及重要的道

理都在其中。 

3. 聖嚴法師說：「〈方便品〉是說明佛的出世，是為了開示眾生佛的知見，宣說

佛法唯有一乘，說二說三，只是方便而已」。 

4. 方便是一時的施設，暫用而後捨。但何以要用「方便」？因為眾生根器有利

鈍，對鈍根需要「開權」、「開跡」，方能「顯實」、「顯本」，這是《法華經》

獨特的思想，因為它宣稱一切的眾生皆可成佛，說二說三，皆是顯示修行的誘

導方法，只是「方便」，並非究竟。 

5. 這不同的眾生即是聲聞與辟支佛，對他們來說，諸佛的智慧不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佛沒有放棄努力，因為諸佛都是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目的只有一

個，就是讓眾生明白，可以成佛。因此，二乘與三乘，只是方便之談。 

6. 「舍利弗！十方世界中，尚無二乘，何況有三？」 

7. 聖嚴法師解釋說：「二乘就是聲聞、緣覺，三乘就是聲聞、緣覺、菩薩；十方世

界也就是諸佛世界。諸佛世界裡沒有二乘法，沒有三乘法，只有一乘的佛法。然

在各種大乘經典中，所載十方佛國淨土，卻有聲聞、緣覺、菩薩等眾，圍繞供養，

聽佛說法，豈非與此《法華經》所說牴觸了嗎？這便正是《法華經》要表明的問

題：指出其他一切經教，皆是方便說，唯有《法華經》才是如實說。」 

8. 「諸佛以方便力，於一佛乘，分別說三。」 

9. 聖嚴法師解釋說：「雖然如實而說沒有三乘，諸佛為了接引不同根性的眾生而方

便地把一佛乘分別說成三乘，使得各種層次的眾生，都有入門處的著力點。」 

10. 方便說有三乘，即有三種分別的不同，即「聲聞」、「緣覺」與「菩薩」。「諸佛世

界裡沒有二乘法，沒有三乘法，只有一乘的佛法」，那麼，「菩薩」法存在嗎？這

是談「方便」時需要注意的地方，因為一般的講法是把菩薩法跟聲聞對立起來，

以為是需要放下聲聞的執著而接受菩薩法，但是，個人之見不同，二者並非

對立，而是相互依存，有一個辯證的關係需要釐清，才能得到它的真實意義。 

11. 當然，方便說是要點出「二乘」的不足，需要有菩薩的精神才是修行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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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聲聞」是被救濟的對象，而菩薩是被肯定。 

12. 聖嚴法師說：「所以常方便說有三乘法，既有聲聞、緣覺，亦有菩薩法。但是不

要忘了佛陀說法真正的目的，是教我們學做菩薩。」 

13. 「今我喜無畏，於諸菩薩中，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 

14. 「菩薩聞是法，疑網皆已除，千二百羅漢，悉亦當作佛。」 

15. 他在解釋以上兩偈時說：「菩薩根器的聽眾，聞法之後，已除懷疑之網，在座的

千二百位阿羅漢，當來亦皆成佛。無上道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道。二乘三

乘皆屬有上道，唯有一佛乘是無上道。」 

16. 那麼，關鍵在於聲聞是否具有「菩薩根器」，即此而言，縱然有所謂的聲聞與

辟支佛，都是菩薩聲聞與菩薩辟支佛，因為他們都不會得小忘大，其次，修

菩薩道的聖者，也不會輕視二乘的聖者，因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17. 關鍵在哪裡？在於發心；在於對諸法實相的瞭解。 

18. 佛所說的大法，稱為「諸法實相」，分別來說，即「十個如是」：「所謂諸法，如

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

如是本末究竟等。」 

19. 佛為開示眾生悟入此一諸法實相，出現於世，示跡八十年，都是為了說明這個

「唯一」佛乘的道理。 

20. 「諸佛世尊，欲令眾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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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諸有所作，常為一事，唯以佛之知見，示悟眾生。」 

22. 這個「佛之知見」即是「汝等當一心信解受持佛語。諸佛如來，言無虛妄，無

有餘乘，唯一佛乘。」 

23. 「為諸眾生類，分別說三乘，少智樂小法，不自信作佛；是故以方便，分別說諸

果，雖復說三乘，但為教菩薩。」 

24. 但是，這是一個「大法」，不是聲聞人能理解，因此，佛也是在舍利弗「三請

三止」之後才允說，但是，依然有五千個四眾弟子即時退席，可見佛的先見之

明。 

25. 佛說：「又舍利弗！是諸比丘、比丘尼，自謂已得阿羅漢，是最後身，究竟涅槃，

便不復志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知此輩，皆是增上慢人，所以者何？若有比

丘，實得阿羅漢，若不信此法，無有是處。」 

26. 然則，聲聞弟子中有增上慢，所以不相信菩薩法，一旦覺悟，他還是「聲聞」

嗎？還是說，他已變成「菩薩」？其實，都是方便之言，不應對立。 

27. 結語：一切眾生終必成佛，您有這個「學佛成佛」的信願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