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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即是多」：所以那個人呢，你不要執著一就是一，你也不要執著多就

是多；一也是多，多也是一；多一是因人分別心而有的，在本體上啊，沒

有一多這些個名稱；一多是凡夫的分別心而有，所以呀，才說一即是多。

「多即是一」：啊，這個數目啊，你若不明白，就算不過來這個數。 

  

「文隨於義」：這是說的這個文，隨這個義理，「義隨文」：義呢，義理

也隨這個文，來呀，互相連貫著。即相即教體：這個就是一個相即的教體。

你不要執著多是多，一是一；多就是一，一就是多；啊，你若能把它看成

這樣子，啊，你沒有這種執著了，這就得到解脫。 

  

「出現品云」：這個出現品裏邊又有幾句經文又這麼說，說，「道場皆聞」：

佛說法呀，這道場裏邊的人，所有的人都啊，聞到佛所說這個法。「不出

眾外」：那麼這個在道場外邊的人呢，就聽不見了，這是一個講法；在道

場裏邊的人，都聽見呢，佛所說法；道場外邊的人呢，就聽不見。 

  

又有一個說法，這個道場裏邊的人，根基成熟了，他就啊，聽見佛所說這

個妙法，他就開悟了。根基沒有成熟的呢，啊，聽了也不懂，雖然是聽，

也不明白這個道理，啊，自己沒能啊，領悟，沒能明白，啊，所以呀，不

出眾外。 

  

「各各隨解」：那麼有大根大智的人，就得多一點呢，法雨的滋潤；小根

小器的人，就得到少一點法雨的滋潤。也好像啊，天下雨似的，這個大樹

木，就要承受多一點水，這個雨水；小的草呢，就接受小一點；所以呀，

各得其所得，各得其所應得的這種法益。所以呀，這叫各各隨解，各各啊，

都明白了。即隱顯教體也：這個呢，就是隱顯教體。 

  

也就是啊，「為此說而彼不相知，為彼說而此不相知」，而此不相知，互

不相知，有隱、有顯。那麼呢，那個明白的人，這就是顯；那個沒有明白

的人，這就是隱了；所以這叫隱顯的教體。 

  

方才一講這個道場，人呢，就都開了悟了。怎麼樣開的悟？他說，啊！我

知道這個道場啊，就像我們這個金山寺這個講堂啊，或者比這個大一點，

或者比這個小一點，佛在那說法，那些個聽眾啊，就是眾，不是。 

  

這個道場啊，就是這個一個「直心」，直心就是道場。直心的人聽法，就

得到這個法的利益；不直心的人聽法，就不會得到這個法的利益。那麼得



到法的利益這個眾生，啊，就叫啊，「眾內」；沒有得到法的利益，這就

是「眾外」，這是一個說法。 

  

又可以說，這個道場，就是個法界，以法界為道場，不是像我們這個一個

小小的道場。這法界之內，眾生得法的利益，啊，這就道場之內。法界之

內，沒有得到法的利益，這就是「眾外」；所以這個道理若是說起來，是

很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