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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傳法妙光受持大法

時有菩薩名曰妙光 ，有八百弟子。是時日月

燈明佛從三昧起，因妙光菩薩說大乘經，名

妙法蓮華，教菩薩法，佛所護念，



眾生平等智

• 妙光，妙智之光。謂以根本無分別智證於實相
，而發生智慧之光，以德立名也。(P1046)

• 能與大地眾生共生息，沒有人我相的分別，這
是根本無分別智。



• 人人本有根本智，只要真正用心就能啟悟

• 我們應該用根本、清淨的智慧契悟人生的道理
，證悟宇宙萬物的實相。



實相

• 金剛經云 : 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當知是人，成
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即是非相

• 無量義經云 : 如是無相，無相不相，不相無相
，名為實相。菩薩摩訶薩安住如是真實相已，
所發慈悲明諦不虛，於眾生所，真能拔苦..



始覺契本覺

• 「燈明佛表本覺理也，妙光表始覺智也。以此

理非智不能契入。又此妙光，人人本具。」
(P1049)

• 「日月常恆,燈燈相續，光光圓融。所以說大乘

經，名妙法蓮華』因真諦恆古相續，佛所護念

。在前文殊云 : 欲說大法。」



由妙光至普賢

• 打開心 WiFi，連結心宇宙

• 耳聞障外聲，眼見障外事

• 時時觀自在，時時觀世音

• 人人皆普賢，眾生皆是佛



• 眾生病則菩薩病，眾生安樂則菩薩安樂

• 所有生命連結一體

• 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 十方世界，通達無礙，共一佛土

契入本覺



• 此岸即彼岸

• 三輪體空

• 普天三無

教菩薩法



《無量義經》: 無量大悲，救苦眾生;

是諸眾生真善知識，是諸眾生大良福田，

是諸眾生不請之師，是諸眾生安隱樂處、

救處、護處、大依止處。

入人群度眾生

P1054



八、六十小劫說法華經

六十小劫不起於座。時會聽者亦坐一處，六十

小劫身心不動，聽佛所說，謂如食頃。是時眾

中無有一人若身若心而生懈倦。



永續一念善
• 「時中最小者，六十念中之一念，大時名劫」

• 在日月燈明佛的道場，人人法入心，法入行，

身心不動，非常歡喜聽佛暢演本懷，沒有懈倦

，這是眾生心與佛心都契合。

• 刹那發起的善念若能延續，這念心就能長時間

持續，這就是常說的「把握當下，恆持剎那」P1061



天人三慢心

• 若要恆持身心不妄動的專注與定力，就需先拆除

「我慢幢」

• 佛陀說:「世間動盪不安，很多無常都是從心起」

• 「勝慢及等慢，并及不如慢，有此三慢者，是可

有諍論，滅除此三慢，是名不動想。」

P1064

P1067



不動想
• 佛陀說:「覺得地獄道等都不如你，這是『勝慢』

你知道自己與人不平等或不如人，卻不想精進，

覺得不如就不如，這是『等慢』『不如慢』。」

• 若心中有這三種我慢，當然對事都有諍論

• 若能體會佛法，滅除三慢，沒有我執，即使生在

天上享樂，心也沒有起伏，這就是不動的心 P1069



《無量義經》: 處處為眾作大導師。能為

生盲而作眼目，聾劓啞者作耳鼻舌，諸根

毀缺能令具足，顛狂慌亂作大正念。

入人群度眾生

P1070



經文

日月燈明佛於六十小劫說是經已，即於梵、魔

、沙門、婆羅門及天、人、阿修羅眾中，而宣

此言 :「如來於今日中夜，當入無餘涅槃。」



• 「梵」是指梵天清淨之眾，能生在梵天者，不只

修十善還要持清淨心

• 還有令人起心動念的「魔」，魔會奪慧命、壞道

法，障礙善事使我們道心偏邪，因此時時要提高

警覺

P1074

梵、魔



• 「沙門」就是比丘，是息心止惡的修行者；修行

若能恬靜，不再起心動念，如此就可稱為沙門

• 「婆羅門」是淨行的意思

沙門、婆羅門



• 「無餘涅槃」是寂靜的境界，是已經滅除一切生
死的因果，身心不動，寂靜、清淨已經歸納於一
心，沒有任何煩惱。

無餘涅槃



常住法性身

• 「佛之法性身，無來無去，本無生滅。惟應化之

身，應眾生之機緣，以為說法。」

• 如來壽量品云 : 我見諸眾生、沒在於苦惱，故不
為現身，令其生渴仰，因其心戀慕，乃出為說法

P1075



《無量義經》:船師、大船師，運載群生，

渡生死河，置涅盤岸。醫王、大醫王，分

別病相，曉了藥性，隨病授葯，令眾樂服

。

入人群度眾生

P1075



感 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