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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一止請法

【經文】

爾時，世尊從三昧安詳而起，告舍利弗：「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

門難解難入，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所以者何？佛曾親近百千萬億無數

諸佛，盡行諸佛無量道法，勇猛精進，名稱普聞，成就甚深未曾有法，隨宜所

說，意趣難解。」

「舍利弗！吾從成佛已來，種種因緣、種種譬喻，廣演言教，無數方便，

引導眾生，令離諸著。所以者何？如來方便知見波羅蜜，皆已具足。」

「舍利弗！如來知見，廣大深遠，無量無礙，力無所畏，禪定解脫三昧，

深入無際，成就一切未曾有法。」

「舍利弗！如來能種種分別，巧說諸法，言辭柔軟，悅可眾心。舍利弗！

取要言之，無量無邊未曾有法，佛悉成就。」

「止！舍利弗！不須復說。」

【講釋】

「爾時，世尊從三昧安詳而起」，「爾時」指的是第一品〈序品〉說完之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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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詳」是身心的平衡，「安穩微妙之貌」。大家或許覺得智慧、慈悲很

重要，其實安詳更值得追求。安詳不是外在的考驗，或是證果多少、得到什麼

果位，而是身心的安寧和諧，修行首先追求的要件，即是安詳。

「告舍利弗」，舍利弗即是《心經》提到的舍利子，佛陀十大弟子中，智

慧第一的聲聞弟子。

二乘人與佛陀的境界差距

佛陀對智慧第一的舍利弗說：「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

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聲聞」跟「辟支佛」就是二乘人，「聲聞」是

聽聞佛陀聲教而修行證悟的出家弟子；「辟支佛」也譯作緣覺，是指無師而能

自覺自悟的聖者，常生在無佛出世的時代，仍能自修緣起法而證聖。

然而，就算他們已入聖人的境界，也未能徹底理解諸佛智慧與慈悲，因為

與佛陀還有一段差距，這差距在哪裡？之後會有說明。

「所以者何」，為什麼呢？「佛曾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盡行諸佛無

量道法，勇猛精進，名稱普聞，成就甚深未曾有法，隨宜所說，意趣難解。」

「隨宜」意思是「隨順眾生根器所適宜，又適應人、時、處所宣說的法門」，

說法時，能順應適當的人、事、時、地、物，隨順眾生不同根機，恰到好處，

即是「隨宜」。如常云：眾生的根機之差別，各如其面，而且一直在變動中。

「意趣難解」，佛陀說法的趣向，觀看事情的深度與智慧，有時弟子們不

容易理解，因為境界並不相等。

不同境界  有不同執著

「吾從成佛已來，種種因緣、種種譬喻，廣演言教，無數方便，引導眾

生，令離諸著。」佛陀藉著各種因緣、譬喻，演說教化，這是「無數方便」，

引導眾生離開各種執著，去除各種憂苦逼迫。

凡夫、二乘、菩薩，各有不同執著。凡夫執著困於生死；二乘執著耽於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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槃，想要速證果位，了生脫死；菩薩則是執著溺於所證之法。這些統稱為「諸

著」。

「如來方便知見波羅蜜，皆已具足」，佛陀已具足了方便知見波羅蜜。

「波羅蜜」意思是「已到達彼岸」。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

是六度波羅蜜，能究竟自利利他，從生死煩惱的此岸，到達涅槃的彼岸。大乘

佛法為度化眾生，除了要有信願力，還要有各種法門和權巧，這些佛陀都已具

足。

「舍利弗！如來知見，廣大深遠，無量無礙，力無所畏」，這是指佛陀具

足了「十力」、「四無所畏」。「禪定解脫三昧，深入無際，成就一切未曾有

法」，這是佛陀說自己已成就證悟一切未曾有的智慧、波羅蜜等種種功德。

「如來能種種分別，巧說諸法，言辭柔軟，悅可眾心」，佛在五濁惡世，

講述各種不同法門，好讓眾生聽懂，歡喜接受。「舍利弗！取要言之」，總而

言之，「無量無邊未曾有法，佛悉成就」，這是指佛陀通徹諸法的本源，無量

無邊，前所未有的微妙法，佛陀皆已完全成就盡證。

然而，講到這兒，佛陀卻踩了剎車：「止！舍利弗！不須復說」，到這裡

《法華經》第一個「止」出現了，佛陀認為不須再說了。

為什麼不須再說？之後的經文就會說明。我當年聽《法華經》聽到這一段

的時候，剛出家沒多久，心想：佛陀怎麼賣關子，講了半天卻又不說？覺得有

些不太耐煩。後來反思，沒有善根的，其實是當時的自己啊，很慚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