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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蓮華經·序品》之五 

法會之人眾 

遠參老法師主講 

 

「韋提希子阿闍世王，與若干百千眷屬俱。」 

 

這段開始講參加法會的人，首先講國王。其實這裡應該加「復有」兩個

字，因為他不同天類、不同鬼神類，也不同龍類，這就應加「復有」。 

「韋提希」是頻婆娑羅王之夫人的名字，「韋提希」譯作思維，大概她在兒

時已得此名，這是個好名字。 

「韋提希子」的「子」，就是她所生的兒子，他的兒子名叫「阿闍世」。「阿

闍世」是音譯，若譯中文，意思是無指，又叫做未生怨。講「無指」者，是他

少了一隻手指；講「未生怨」者，是因為他未出世時，他的父王已經知道他是

一個冤家，他出世後就稱他為「未生怨」。父王認為，既然是冤家，就不必養大

他來害人，於是至他於死命，把他從高樓扔下；但他摔不死，跌傷一只手指，

後來就少了一隻手指，名為無指。這兩個名字有這樣的來歷，因此叫做阿闍

世。 

  他奪取了父王的王位，自己做皇帝，其實是殺了父親，是真正的冤家。他

自從殺了父親之後，此事非常不妥當，這是屬於弑父弑母的忤逆罪，因此他即

時受其花報，果報是應該入阿鼻地獄。他未入阿鼻地獄之前，就要受花報，全

身生滿別人從未見過的大瘡、小瘡；但所有醫生都束手無策。 

有一個智臣就勸諫他：「大王！你這個病不會治好，你因為殺父的大罪，將

來還要墮地獄，你現在要受這樣的瘡報。你如果要消滅此罪，你要信我所講，

你只有皈依釋迦牟尼，只有讚歎三寶，你的罪就可以消滅。」 

他說：「我現在不去見佛。」他與提婆達多做朋友，平常最憎恨佛。智臣再

勸他，他已經搖動，相信智臣所講。於是，智臣說：「你如果不能去見佛，你靜

靜地恭恭敬敬聽我講，我讚佛，你就好好地一心聽，恭敬尊重，你的病就會

好。」智臣就詳細把佛的三十二相講給他聽，把佛的功德講解給他聽。他生起

信心，生起喜歡心，即時全身的瘡癩平復，完全恢復往日的健康。因此喜歡起

來，於是就趕快去見佛；見佛後，就做了很多善業。 

現在有大因緣，他又來參加，現在要講《法華經》。他本不知將講《法華

經》，他雖然不知，因緣熟了他就來參加，聽《法華經》與往日所聽的大大不

同，聽《法華經》一定得授記作佛，所有眷屬聽《法華經》都得授記成佛。 

本來人王就不止一位，還有許多國王在這裡，現在只提阿闍世王，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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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鷲山在他本國，是最接近。前面所講王舍城，即是摩竭陀國，他是摩竭陀國

的主人，他都來了，眷屬當然是隨從而來，這些都是王宮裡的人；還有許多國

民未曾提及，就不講了，此事很長篇。 

  人天聚集，講到阿闍世王，這是講人；前面講「萬二千人俱，皆是阿羅

漢」及「菩薩摩訶薩八萬人」，他們雖然也是人，但究竟來講，他們就不是人。

若不是人是什麼呢？菩薩與阿羅漢以十法界來講，他們已經超出六道，就不是

人，也不是天。因此，現在只把「韋提希子阿闍世王與眷屬」定為人。 

 

  「各禮佛足，退坐一面。」 

 

這句「各禮佛足」，在經文來講，就是講人；但不一定依文字來講，前面其

他的天、龍、阿修羅等，他們也一樣「禮佛足」，這句「各禮佛足」就包括前面

的人與天、菩薩來講。 

「禮」者，這裡是一個恭敬的表示，恭敬屬於意，是心恭敬，在身方面也

應該有禮，於是就拜、跪、合掌之類，故名「禮」，其實是身心恭敬謂之

「禮」。 

「禮佛足」者，「足」就是佛的腳。何以去禮佛的腳？禮佛腳是佛教裡一個

尊敬之禮。法會這麼多人都去禮佛的腳嗎？這就未必每個人都上前禮佛足，不

過大眾的意念「禮佛足」是真的。有沒有人真的禮其足？當然是有。 

  怎樣叫做「禮佛足」？禮佛足是平常所講的頭面禮足，把自己的頭和面接

觸佛腳，表示深深敬愛。好比平常人行禮以面貼面，或者以手貼面。佛弟子以

頭和面接觸佛腳，名為禮佛足。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禮？此事不容易解答。有人這樣講：「佛足乃是佛身體之

最卑一部份，除了最卑一部份之外，其他部份當然是尊。佛之足最卑都尚且受

我們這麽恭敬禮拜，其他部份不用講都是尊的。」這些話，他雖然可以這樣

講，但不太合理，佛足未必是卑，禮他的卑就作為尊，是不近人情。 

  禮佛足是禮，禮是由世界上的人類或鬼神、天類制定，禮那一部份都可

以。禮佛足，佛坐也好，站也好，行也好，我們看見佛就拜。你喜歡怎樣拜，

你就怎樣拜；你認為最親切的，你就頂禮佛的腳。這表示最殷勤，並非佛足為

卑，其他部位為尊。 

  我們一般人就似乎是腳賤些，走路就是腳辛苦，最骯髒的地方，腳都要踩

下去行走，甚至穿著一雙鞋、穿著一雙屐，走到最骯髒的地方，就要脫掉雙

鞋，赤腳踩在爛泥骯髒的地方，腳是否很賤？話不可以這樣講，別以為腳踩在

爛泥骯髒之處就很賤，其實這是腳的作用。 

禮佛足，就是一個禮貌。禮完之後就退下，各自坐下。既然各自坐下，有

沒有足夠的座位？此事很麻煩，這麼多人、天、鬼神，怎有這麼多座位？那就

自己找地方坐下，你喜歡坐那裡就坐那裡，其實是席地而坐。有沒有坐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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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我們就沒有必要去考究，總之是看見他們坐下。有人站立嗎？當然是有，

不一定都坐下。 

  既然如此，又何必只講他們坐，不講他們蹲下？又不講他們站立？因為坐

下的人居多，他們坐下，身心都安定，預備聽佛說法，用尊敬心坐下就聽得專

心，接納也更深。這些話也是從人這一方面來講，我們人類是坐下來聽，比站

立、蹲下等各種更好些，就是這個意思。 

  「退坐一面」的「一面」，即是指一方面，東南西北各方面隨各人坐。 

  現在是講在靈鷲山這個地點，究竟靈鷲山有多大多闊？這麼多人、天、鬼

神、菩薩、阿羅漢等等，裡面不知有多少十萬人，或者超過百萬人，哪有這麽

多地方坐？ 

  此事我們無須擔心，這地方雖小，人再多也可以坐，真是好比維摩居士的

靜室那樣。維摩居士的靜室只有丁方一丈，叫做方丈室。丁方一丈有多大？然

其所容大眾，不論多少都能容納，還借來三萬二千師子座，也能容納；後來香

積佛國九百萬菩薩到來，又有九百萬師子座，亦能容納；再來多幾千萬萬，都

能容納。他不會說：「屋子太小，不如搬出屋外。」大眾就在屋裡，一點障礙都

沒有。 

維摩居士靜室沒有障礙，難道我們靈鷲山佛的境界就有障礙？不可以講這

種話。佛境界屬於不可思議。平常我們人類思議，是用意。「不可思議」者，是

指我們人類，無論怎樣用意、推測、猜度，都不能猜度。此事超出你的意想之

外，你又如何猜度？我們無須去分別法會的地方之大小、人之多少、障礙與不

障礙，不必談論這些，講到人已經來到禮拜，就算講了一段。 

  按照普通一般的經序，都有這些所謂集眾禮拜等描述，這名叫通序，通於

各方面。這個通序是對於別序來講，講「別序」者，就不是每部經都一樣，又

別在此一部叫什麼的經來講，故有別序。此經也有兩種序，前面就算是通序，

下面所講就是別序。 

 
註：本文根據遠參老法師粵語講經錄音筆錄編輯節錄而成， 

未經遠老法師修改，若有錯漏，以錄音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