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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蓮華經》中的（開‧示‧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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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佛陀對於本經（《妙法蓮華經》）特別讚嘆有加，經文中處處可見，如：「藥王今

告汝，我所說諸經而於此經中，法華最第一。」1 又說：「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

善哉釋迦文，第一之導師，得是無上法，隨諸一切佛，而用方便力，我等亦皆得，最妙

第一法…。」2上文所述的微妙智慧、無上法，指的是本經中屢見的“佛之知見”，也就

是經題的“妙法”，佛陀的出現世間，原是為傳授此法而來，但是眾生根器有利鈍，發

心有大小，並不是每個學佛者都能信受這樣的教法；於是佛陀更以其悲智，委婉教授人

天善法、三乘法（菩薩乘、聲聞乘、緣覺乘），作為引入“佛之知見”的方便，為了達

到這個目的，佛陀在本經中即巧妙的以開、示、悟、入這四個程序動作，明白的闡發對

於“妙法”的體解與實踐方法，真正稀有難逢，若不能極力地來弘揚、修學，將會是最

大的一件憾事。 

 

二、開示悟入的說明 
 

    關於本經“開、示、悟、入”的這個主題，早在世親菩薩撰述的《妙法蓮華經憂波

提舍》即已給予相當賅要的詮注，如論中說： 

一大事者，依四種義應當善知。何等為四：一者、無上義。唯除如來一切智，知

更無餘事，如經欲開佛知見令眾生知得清淨故，出現於世。故佛知見者，如來能

證以如實知彼深義故。…又復示者，為諸菩薩有疑心者，令知如實修行故；又悟

入者，未發心者令發心故已發心者令入法故；又復悟者，令外道眾生生覺悟故；

又復入者，令得聲聞小乘果者入菩提故。3 

這段文證使得後繼的《法華經》註解者獲致相當大的參考價值與影響，智者大師（智顗）

於其大作《妙法蓮華經文句》中就有深表認同及加以開展的解詮，他說：「今師作四解

不乖論。……唯以一大事者，小須分別，一則是理，大則是智，事則是行；理發智，智

導行，逐此義便是顯行一。」4一大事是開示悟入的核心內容，智者大師完全贊同世親菩

薩揉合一大事與開示悟入的表詮方法外，更以“理發智，智導行”，簡要明了的點出開

示悟入這四個動作的修證向度：理是正知見，智是般若，行是實踐；因此，歸結他們二

位先賢的說明可得：學佛者直截了當從聞、思、修“佛之知見”下手，悟得正知見後，

                                                 
1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法師品第十(T9，p.31.2) 
2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序品第一(T9，p.9.3 ~ p.10.1) 

3
 《妙法蓮華經憂波提舍》(T26，p.7.1 ~ p.7.2) 

4 《法蓮華經文句》卷第四上(T34，p.51.1) 
 



 - 2 - 

正信不疑，進而“令外道眾生生覺悟”、“令得聲聞小乘果者入菩提”， 即便直顯本

經開、示、悟、入之綱要與力用。難怪古來高憎大德藉此論點共讚本經為三根普被、利

鈍全收的上上乘！至此，佛陀於《法華經》的本懷，一覽無遺。 

除了上述的見解以外，智者大師更輯錄了光宅、地論師等十多家對於開示悟入的異

說解法5，指出其錯解之處而加以澄清，這般精擇的眼光，不但可預防研習者誤讀誤傳，

也為有志弘法者樹立了“以精準的正知見來傳法”的典範。茲表列其中數家謹供參酌： 

經過一番對於異說的糾正後，智者大師將開、示、悟、入的個別意義定義如下： 

（一）初破無明開如來藏見實相理。何者性德之理。而為通別兩惑之所染著。難可了知。

初心能圓信圓受圓伏。而未能斷不名為開。內加觀行。外藉法雨助。破通別惑藏。

顯出真修性。知見朗然開發。如日出闇滅眼目有用。故名為開。 

（二）示者惑障既除知見體顯。體備萬德。法界眾德顯示分明故名為示。 

                                                 
5
 請參照《法蓮華經文句》卷第四上(T34，p.49.3~50.3） 

解法者 解法（異說） 智顗法師評 

舊云 四一。謂果一。人一教一。

因一。果一者。初兩句據說

者。後兩句據受者。就說者。

一往於前因門。略說果理。

先開佛知見。卒終於後果門

廣顯果理。示佛知見。約受

者。先因門略開。始得悟解。

後果門廣得深入理趣。 

今不用此解。何者經明四句。皆云為令

眾生。語意悉主前機得益。非關化主。

應作所化人開悟。那即分兩句。作能化

者開示耶。又正是因門說法。開三顯一

之時。那得分出兩句為果門中說耶。果

門因緣未會。那得預說。若爾六瑞初興。

佛未起定。應是略說。五千未去。應是

廣說。二處既其不然。果門安得如此。

下方未出分身未集那得以因門二句為果

門耶。 

光宅 初一句是開除開出。昔方便

說三令除五濁。開出大乘覺

悟知見道理。先雖為人開說

此理。不說所以。更示況此

理令生聞慧。雖聞未悟所

以。更廣分別開悟思慧。既

信悟得意。即令發心學佛知

見。令得修慧入佛知見道

理。 

今不用此解。何者經明四句。皆云為令

眾生。語意悉主前機得益。非關化主。

應作所化人開悟。那即分兩句。作能化

者開示耶。又正是因門說法。開三顯一

之時。那得分出兩句為果門中說耶。果

門因緣未會。那得預說。若爾六瑞初興。

佛未起定。應是略說。五千未去。應是

廣說。二處既其不然。果門安得如此。

下方未出分身未集那得以因門二句為果

門耶。 

地論師 第五恒沙得八分解。即三十

心位為開。從初地至六地。

見思盡解轉分明如示。七地

至八地。空有並觀無礙如

悟。十地為入。引經十地名

為眼見。 

今亦不用。何者此經明開佛知見。佛以

一切種智知。佛以佛眼見。開此智眼乃

名佛知見。云何取第五恒沙生八分解猶

未入地。稱之為開。如此論開非開佛眼。

如此之知非一切種智知。不與經會故不

用(云云)。 

有人言 非空非有是開。能空能有是

示。空有不二是悟。了空有

不二而二是入。 

此人約二諦作解。尚不能拔出二乘。寧

是法華一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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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悟者障除體顯法界行明。事理融通更無二趣。攝大乘師云。如理智如量智。今理

量不二故名為悟。 

（四）入者事理既融自在無礙。自在流注任運從阿到茶。入薩婆若海。如攝大乘師云如

理如量通達自在。如量知見能持眾德。如理知見能遮諸惑。6 

從這裡我們又可以彙整出開、示所指的是佛智萬德7（能化），悟、入是佛弟子要實修的

功行（所化）；然而依四門總釋的立場來說，無論何種根器，若能依著本經開、示、悟、

入的層次，循序漸進實修這佛智萬德，解行相應，亦學亦弘，決定感應道交，入薩婆若

海乃至成佛。 

此外，與智者同時代的吉藏大師對於開、示、悟、入也有相當精闢的詮釋，其所撰

《法華義疏》與前述《法華文句》對於《妙法蓮華經憂波提舍》有同工異曲的妙解8。內

文的分門別釋是這樣的： 

故此四門無義不攝： 

（一）所言開者。眾生佛性名佛知見。佛性亦名一乘。涅槃經言。畢竟有二種。一者莊

嚴畢竟。二者究竟畢竟。莊嚴畢竟者謂六波羅蜜。究竟畢竟者一切眾生所得一乘。

一乘者名為佛性。以是義故我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一切眾生悉有一乘。以無明覆

故不能得見。為眾生故說佛性名之為開。既為眾生說則是為眾生開。所以開佛性

者。令眾生除無明煩惱。使得清淨開佛性。則是德無不圓。使得清淨謂累無不盡。 

（二）所言示者。曲示五性差別之義。故名為示。如涅槃云。掘出金藏故普示眾生諸覺

寶藏故名示也。 

（三）所言悟者。大開曲示二門既竟。今次知有佛性名之為悟。 

（四）修行證之故稱為入。知有佛性謂十信以上也。證入佛性謂妙覺地已還也。舉始及

終位無不攝。9 

智者與吉藏的四門別釋皆能次序井然表顯出信、解、行、證的道次第，他們更能貫通四

門別釋而集成總釋運用於修證功行上，樹立成續佛慧命的直接路標；其二人不辭辛勞撰

著本經注疏，苦口婆心地荷擔如來弘法家業，必定為其成佛的歷程，捷足了難以計量的

加行，實為佛弟子必學的榜樣。 

其實中國佛教史上研究發揚《法華經》的，尚有許多大家，如竺道生、慧觀、法雲、

湛然、窺基等；甚至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中也引用了本經三十多處，若能汲取各家

對於本文論題（開、示、悟、入）的正解，必然能將法華一乘絕妙發揚光大。 

 

三、開示悟入的運用 
 

至於要如何以“開示悟入”的理則運用於實修功夫上，筆者以為在本經經文中即能

提供非常豐富的訊息，以下將加以引證： 

（一）首先應該將佛陀所開示的眾生的大毛病--煩惱習氣找出加以對治，經上說：「 

無智者錯亂，迷惑不受教，我知此眾生，未曾修善本。 

堅著於五欲，癡愛故生惱，以諸欲因緣，墜墮三惡道。 

輪迴六趣中，備受諸苦毒，受胎之微形，世世常增長。 

                                                 
6
 《妙法蓮華經文句》卷第四上(T34，p.51.2) 

7 如《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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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9，p.5.3) 
8 詳參《法華義疏》卷第三(T34，p.495.2~ p.495.3) 
9
 《法華義疏》卷第三(T34，p. p.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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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德少福人，眾苦所逼迫，入邪見稠林，若有若無等。 

依止此諸見，具足六十二，深著虛妄法，堅受不可捨。 

我慢自矜高，諂曲心不實，於千萬億劫，不聞佛名字。」10 

在此佛陀懇切明白的道出眾生由於無明、貪愛所衍生的貪、嗔、痴、慢、疑、諂

曲、妄執…等大小煩惱，遮障了開示悟入的聽聞因緣，所以我門應該盡速多加培

植善根福德（阿含所說之善增上、信增上）並學習對治的必修科目--戒定慧（三

學增上），把煩惱習氣由淡化而消除，否則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必定遙遙無期。 

（二）相應於四預流支11的實踐 

1、親近善男子：本經云：「是人樂說法，分別無罣礙，諸佛護念故，能令大眾

喜。若親近法師，速得菩薩道，隨順是師學，得見恒沙佛。」12除佛陀外，親

近對本經有正解、樂說的法師，從其學法，是修證此四門的根本需要。 

2、聽正法：本經云：「今為汝等，說最實事，諸聲聞眾，皆非滅度。汝等所行是

菩薩道，漸漸修學，悉當成佛。」13正法的核心在菩薩道，是絕對必須掌握的

大前提，我們無論在何時何處，都應該專精憶持，這是開示悟入“佛之知見

的永久伴侶。 

3、內正思惟：獲得善知識的指導和正知見的聽聞後，即要經常善皆思惟，以保

持正念相續。如〈信解品〉中說：「諸佛子等，從我聞法，日夜思惟，精勤

修習。是時諸佛，即授其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一切諸佛，祕藏之法，

但為菩薩，演其實事。」14 

4、法次法向：依循實行上述三步驟所啟發之正信、正知，積極斷惡修善，勤修

廣大菩薩行累積成佛資糧。如〈序品〉中說：「若有眾生類，值諸過去佛，

若聞法布施，或持戒忍辱。精進禪智等，種種修福慧，如是諸人等，皆已成

佛道。」15 

（三）長養智悲無礙的大菩提：〈安樂行品〉之偈頌說：「若欲說是經，當捨嫉恚慢 

，[言*舀]誑邪偽心，常修質直行。不輕蔑於人，亦不戲論法，不令他疑悔，云

汝不得佛。是佛子說法，常柔和能忍，慈悲於一切，不生懈怠心。十方大菩薩，

愍眾故行道，應生恭敬心，是則我大師。」16不戲論法是般若智，以智興悲，悲

智雙運，同十方大菩薩修廣大正行，利人利己，大菩提資糧有增無減，成佛道業

指日可待。 

 

五、結語 
 

人間佛教，指的是由“人”發心學佛，修習般若智慧，廣行六度四攝，直至成佛；

恰與本文的探討主題（開示悟入）之實質目的同諮合謀，可見運用本經的義理來實踐人

間佛教，必定能行解相應。本經〈法師品〉更明白的提示我們：「多有人在家出家行菩

薩道，若不能得見聞讀誦書持供養是法華經者，當知是人未善行菩薩道；若有得聞是經

                                                 
10 《妙法蓮華經》方便品第二(T9，p.8.2) 
11 《雜阿含經》(T2，p.215.2) 
12

 《妙法蓮華經》法師品第十(T9，p.30.2) 
13 《妙法蓮華經》藥草喻品第五(T9，p.20.2) 
14 《妙法蓮華經》信解品第四(T9，p.18.2) 
15 《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T9，p.8.3) 
16

 《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第十四(T9，p.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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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者，乃能善行菩薩之道；其有眾生求佛道者，若見若聞是法華經，聞已信解受持者，

當知是人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17
這段話正呈顯：吾人若能將“開示悟入”理得

深邃，修學、弘傳《法華》一乘平等無上法，則能速得不退轉之妙境，盡得寶山之珍。 

“開示悟入”這個語詞在多部漢傳的大乘經裡，被用來表達“宣說佛乘者”與“聞

習佛乘者”互相呼應的能所關係，與本經所表的精神義涵近似，在義理的文證上有加成

作用，隨文附加表列如下，以供參用，普願大眾歡喜受持，無量法喜。 

經名 引文 

《大般若經》 為諸有情宣說開示分別顯了令同悟入。離諸妄想分別顛倒。爾時無

量百千天子。住虛空中歡喜踊躍。以天所有嗢缽羅華缽特摩華拘母

陀華奔荼利華微妙香華及諸香末而散佛上。互相慶慰同聲唱言。我

等今者於贍部洲見佛第二轉妙法輪。此中無量百千天子。聞說般若

波羅蜜多。俱時證得無生法忍。18 

《華嚴經》 佛處其上。轉妙法輪。說諸菩薩所有行願。開示無量諸佛境界。令

諸菩薩。皆得悟入。修行種種清淨妙行。復能示導一切眾生。令種

善根。生於如來平等地中。住諸菩薩無邊妙行。成就一切功德勝法。
19 

《華嚴經》 善來丈夫。有大智慧。勇猛無畏。能修菩薩不可思議受生神變自在

解脫。心恒不捨廣大誓願。善能觀察諸法境界。心常安住無上法城。

入於清淨妙法宮殿。開示無量善巧方便。調伏眾生。令其悟入成就

如來功德大海。得佛無盡微妙辯才無礙智輪。隨眾生轉。令其歡喜。

增長大願。迴向趣求一切智道。20 

《大寶積經》 此由如來往昔願力。為令一切種性不斷。及威加此陀羅尼句。開示

演說此甚深法。廣令流布。使諸有情於佛法中當能悟入。令一切智

種性不斷。光闡弘宣此諸法教。無邊莊嚴。汝等今欲隨學如來。有

諸眾生希求法者…。21 

《楞伽經》序 昔達磨西來。既已傳心印於二祖。且云。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

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眾生開示悟入。此亦佛與禪並傳。而

玄與義俱付也。至五祖。始易以金剛經傳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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