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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導讀（一） 

1. 〈弟子品〉的要義，一般的講法是「斥小」，是因為十大弟子所遵守的是

小乘法義，小乘是大乘之所貶，意指一部小的車子，只想自己脫離苦海，

沒有特別為了利益眾生而努力，但是，能夠為了「自己」的解脫而精進修

行，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業，眾生的根器不一，小乘佛法的特點在於對

「苦」的體認，以及致力於離苦，因此，出離心重，但弊端便往往偏於「解

脫」之一端，本品的說法對象，是以十大弟子為例，從他們的成就背景與

造詣，反襯偏執之所在，以及不能進入真正的解脫。因此，這一品是說給

聲聞眾聽的，不是〈方便品〉的凡夫。 

2. 宴坐之道—不在形式—舍利弗 

3. 不必是坐為宴坐也 

4. 舍利弗在佛弟子中，以「智慧第一」著稱，佛法的智慧，特別就小乘而言，

是連接著「禪坐」而來，此即聲聞宴坐修行，斷六根，入滅盡定而得阿羅

漢果，但是，維摩詰教訓舍利弗「不必是坐為宴坐也」，指出六個方面的

面對，才是宴坐之道，說明宴坐不必是「形式」而在乎「明心」，打破「相

對」的執著，方為真正的「宴坐」。讀這一章，讓我們思考何謂「打坐」。 

○1  何處非三界之所在？ 

○2  沒有生起入於滅盡定，如何是打坐？ 

○3  沒有放棄道法而表現出平凡的樣子，何以才是修行？ 

○4  心不住內，亦不在外，心在哪裡？ 

○5  對於各種邪見沒有分別的能力，如何能修三十七道品？ 

○6  不斷煩惱如何入涅槃？ 

二、 〈弟子品〉第三之（一）宴坐之道 

爾時，長者維摩詰自念：「寢疾於床，世尊大慈，寧不垂湣？」佛知其意，即

告舍利弗：「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舍利弗白佛言：「世

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 

所以者何？憶念我昔

曾於林中宴坐樹下，時維

摩詰來謂我言：『唯，舍利

弗！不必是坐為宴坐也。 

 

夫

宴

坐

者

， 

○1  不於三界現身意，是為宴坐； 

○2  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為宴坐； 

○3  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是為宴坐； 

○4  心不住內，亦不在外，是為宴坐； 

○5  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道

品，是為宴坐； 

○6  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為宴坐； 

若能如是

坐者，佛

所印可。』 

時我——世尊！聞說是語，默然而止，不能加報！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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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程導讀（二） 

1. 當如法說—法離相對—大目犍連 

2. 說法的關鍵，離於相對，才能說法。所以說：「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

者，無聞無得。」 

3. 那麼，如何才能確保「法不可說」這個原則？共有二十八項的說明。（時間

關係，我們擇取八項作說明） 

○1   

○2   

○3   

○4   

○5   

○6   

○7   

○8   

4. 其次，從主觀願望來講，說法的有四個標準： 

○1  當了眾生根有利鈍； 

○2   

○3   

○4   

5. 須有以上主客觀的條件之配合，才可說法。 

四、 〈弟子品〉第三之（二）當如法說 

佛告大目犍連：「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目連白佛言：「世尊！

我不堪任詣彼問疾。 

所以者何？憶念我

昔入毘耶離大城，於里巷

中為諸居士說法。時維摩

詰來謂我言：『唯，大目

連！為白衣居士說法，不

當如仁者所說。 

夫說法者， 

當如法說。 

○1  法無眾生，離眾生垢故； 

 

○6  法離於相，無所緣故； 

 

○16  法隨於如，無所隨故； 

 
 

○28  法離一切觀行。 

唯，大目

連！法相

如是，豈

可說乎！ 

夫說法者，無說無

示；其聽法者，無聞無

得。譬如幻士，為幻人說

法。 

當建是意， 

而為說法： 

○1  當了眾生根有利鈍； 

○2  善於知見無所掛礙； 

○3  以大悲心贊於大乘； 

○4  念報佛恩不斷三寶。 

然後說

法。』  

維摩詰說是法時，八百居士，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無此辯，是故不

任詣彼問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