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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健財/112.11.26 

會三歸一：〈譬喻品〉第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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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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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但是，相信這個道理容易嗎？〈方便品〉已經有講過：「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

法，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而對佛所說的此一境界，有一部分的佛弟子

乃至認為「佛說一解脫義，我等亦得此法，到於涅槃，而今不知是義所趣？」 

4. 起初，佛是不欲詳說，但經過舍利弗代表大眾三請之後答應；正因為佛要說大法，

而眾生愚昧，即時竟有五千個四眾弟子禮佛而去。 

5. 這些人由於罪根深重及增上慢，所以世尊未加制止，任由他們離開了靈鷲山的法華

盛會。他們走了以後，佛乃指出：「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唯有諸佛乃能知之。」

因為要能懂得「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的道理，然後方知。 

6. 佛再申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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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又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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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於是，上根聲聞舍利弗，聽了如來方便品中所說的「聞所未聞，未曾有法」，即云：

「今從世尊聞此法音，心懷踴躍，得未曾有。所以者何？我昔從佛聞如是法，

見諸菩薩授記作佛，而我等不與斯事，甚自感傷，失於如來無量知見。世尊！

我常獨處山林樹下，若坐若行，每作是念：『我等同入法性，云何如來以小乘

法而見濟度？』是我等咎，非世尊也。所以者何？若我等待說所因，成就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必以大乘而得度脫。然我等不解方便隨宜所說，初聞

佛法，遇便信受，思惟取證。世尊！我從昔來，終日竟夜，每自克責。而今

從佛，聞所未聞，未曾有法，斷諸疑悔，身意泰然，快得安隱。今日乃知：

真是佛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 

9. 佛即為舍利弗授記，將來成佛，名華光如來，國名離垢，劫名大寶莊嚴，其佛壽長

十二小劫，滅度之後，正法住世三十二小劫，像法住世亦三十二小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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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譬喻品〉的重點是佛為須菩提、迦旃延、摩訶迦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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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義，

以及「唯有一佛乘，無二亦無三」之義。 

11. 火宅喻三界，三車喻三乘，佛先說三乘法，誘使眾生出離三界火宅的險境之後，佛

即以平等的一種大白牛車，與諸稚子。 

12. 「其車高廣，眾寶莊校……重敷綩綖，安置丹枕，駕以白牛，膚色充潔，形體姝好，

有大筋力，行步平正，其疾如風。又多僕從而侍衛之。」 

13. 三界如火宅，「三界」就是欲界、色界、無色界，包括六道所有眾生，特別是天道，

天道的眾生分散在三界二十八天之中，範圍相當廣。這二十八天是：欲界六天，色

界十八天，無色界四天。不管是哪一界的哪一天，都還在苦多樂少、樂盡苦還來的

生死界中，生死就是由煩惱引起，生離死別、怕死貪生、惱亂不已，所以說生死界

即如同正在被煩惱燃燒的火窟。 

14. 佛先用三乘法，來誘導那些只有三乘根器、喜歡二乘及三乘法的眾生，使他們各取

所愛，各得所喜的工具，能夠先出離三界。之後，再給他們相等的一乘佛法，共成

佛道。「大白牛車」代表佛乘，也就是佛法。 

15. 以羊車、鹿車、牛車的三種交通工具，譬喻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的三乘。各依

不同的根器，每一種人都能獲得各自希望得到的，尤其是小孩子，個兒小、心量小、

膽量小，不敢選坐牛車，希望坐羊車的便給他們羊車，也有喜歡鹿車的，就給他們

坐鹿車。等他們坐上羊車或鹿車，出了火宅之後，佛便只給他們一種牛車，譬喻唯

佛一乘的大白牛車，那就是佛所教的菩薩法。他要孩子們通通換上牛車：「你們看

看這麼大的車子！什麼羊車、鹿車，如果要想成佛道，這些都不中用，大家一起上

大白牛車去吧！」 

16. 「如彼長者，見諸子等安隱得出火宅，到無畏處，自惟財富無量，等以大車

而賜諸子。」 

17. 「如彼長者，初以三車，誘引諸子，然後但與大車，寶物莊嚴，安隱第一……如來

亦復如是，無有虛妄，初說三乘引導眾生，然後但以大乘而度脫之。」 

18. 聖嚴法師說：「譬如有福德的長者居士，為了讓不懂事的孩子們出離火宅，就用三

種車來誘導他們。慈悲的如來，就像這個長者一樣，最後用最高、最究竟的大乘佛

法，來使得一切眾生從生死此岸，經三乘的彼岸，全部都能脫離彼此兩岸的執著，

到達究竟成佛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