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法華六瑞序

雙和中和三 羅恒源(本吾)

三、凝聚心光 入微妙法

四、眉間毫光 境界奧秘



六瑞相
1.說法-佛陀講《無量義經》

2.入定：入「無量義處三昧」

3.放光-「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

4.六種震動-地搖震心、震落根.塵.識十八界

5.雨華-曼陀羅華、曼殊沙華(柔軟.適意大小之花)

6.心喜-大眾歡喜合掌、一心觀佛



五-三、凝聚心光 入微妙法

心之理性 畢竟常寂

眉間毫光 集於心靈之光

上人手札



佛陀三十二相之一：兩眉之間，白毫放光



佛陀放光接引



•佛陀兩眉之間有很特殊的毫毛，顯現所聚集
的心靈之光。

•其實人人本具心光，只是我們的心放鬆、散
逸，因此心光無法聚集。

•例如：凸透鏡在太陽底下能聚集熱能。心光
若沒有散心、雜念，心念就能凝聚。

•心念若不放鬆、渙散，智慧就能夠凝聚。



常寂光土

•無漏學-心要修到平時沒有漏失，觀念也沒

有散佚，所學天地萬物之法能夠凝聚。

•如何讓心思不漏失？要戒。



第76集凝聚心光莫散失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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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夫追逐六塵境，心思容易散失，心一旦散

逸，智慧就不斷漏失，所以戒很重要。

•有戒才能定，定才能進入「畢竟常寂」的境

界。

•遇事見境，所用的不是常識，而是超越常識

的智慧。…所看的事都是正確的。



•學佛要學得心思凝聚，用在該用的時刻，其

他時間也不要散失。

例如：參加宴會時，可以喝雞尾酒嗎？
可以吃葷嗎？



二.此次講經意義非凡

三.讓眾生心的能量不渙散，凝聚精神聽法。

四.另每個人都進入「心之理性、畢竟常寂」

五.此時就是佛陀應機、應境說法的時刻。



一、至心敬仰佛

靡不周遍-沒照不到的地方。

經 文



•「凡佛說經，均有放光之瑞

•佛所放之身光各各不同

東方眾
生之與佛有緣可見

即東方為諸佛因行之始 」

東方為諸佛因行之始



⚫講《地藏經》：三次放光

⚫講《無量壽經》



第76集毫光照東方乃與佛有緣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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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來說世間法-五戒、十善。

•再者說出世間法-回歸自然的本性。

佛現光說法



•法華會上，要講的是中道法，既了解真
空，也能了解妙有，在真空中體會妙有。

•真空妙有是中道，不偏有也不偏空，能
達到「心之理性、究竟寂靜」的境界。

眉間放光，說中道法



•西方出聖人，法傳於東方

•東方眾生與佛最有緣。

•東方是諸佛因行之始，諸佛因行的起點。

東方眾生與佛最有緣



萬 萬德圓滿
八 八正道

 萬-萬德莊嚴 八-八正道

 靡不周遍-普照之義，指橫界。

-指豎界。

色究竟天

「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



二、毫光照東方

上人手札



上人在台北一間研究室透過顯微鏡

細菌可以有這般圖樣，分布得那麼美？」



代表東方世界眾生與佛陀因緣

深厚。

傳大法給有緣眾生



三、眾生悉盡見

經 文





⚫趣，歸趣之義

⚫一、造惡業者，趣修羅、地獄、餓鬼、畜生

⚫二、造五戒十善者 趣人道及欲界諸天。

造不動業

盡見彼土六趣眾生



由
生趣死、由死趣生，輪迴不息。

需要修行，才能保得人身



，與佛心相應，就能隨佛
光所照而看到這麼多境界。

修行的方向，是要出離三界

出離三界，莫在六道中輪迴



放光變相，令眾生心與佛心結合



五-四、眉間毫光 境界奧秘

「又見彼土現在諸佛，及聞諸佛所說經法。並見彼

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 夷、諸修行得道

者。復見諸菩薩摩訶薩，種種因緣、種種信解、

種種相貌，行菩薩道。復見諸佛般涅槃者。復見

諸佛般涅槃後，以佛舍利、起七寶塔。」

經 文





六趣眾生
淨國土

修行人

•聽經學佛，將佛的精神、精髓入心，即能得
見諸佛淨土。



復見諸菩薩摩訶薩 種種因緣、種種信
解、種種相貌，行菩薩道

⚫菩薩修行各有因緣、所發願行並不相同。

⚫以何種相貌行菩薩道，會採取甚麼行動，
就要看個人的心境。

毫光照東方 眾生悉盡見





「種種相貌，行菩薩道」



視障洪榮選師兄(右)
智障李維福師兄(左)

「種種因緣、種種信解
種種相貌，行菩薩道」



復見諸菩薩摩訶薩 種種因緣、種
種信解、種種相貌，行菩薩道

南非志工跨越千里至尚比亞弘法傳愛1'59''

../1法華經序品-第五章-三.四/南非志工跨越千里 至尚比亞弘法傳愛1'59''.mp4


⚫般涅槃-大圓寂

⚫塔是顯德之意

為後代眾生做見證





塔是顯德之意，層層重疊顯示佛德高如塔。

印
度
菩
提
迦
耶

大
正
覺
塔

西
安
大
雁
塔





要用很微細的心，去體會微妙的法

是要暢佛內心本懷。

要有尊重心，法才能夠入心



至心敬仰佛



如何接受法？

黑珍珠歌聲嘹亮
冬令發放菩薩行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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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與佛的心境會合

己心與佛的心境會合，
對於佛法就都能透徹了解。



東土
一、「日出東方，…先與佛光接觸的也是東方世界，

代表東方世界眾生與佛陀因緣深厚。」

二、東方世界比娑婆世界更早有《法華經》。

借他方世界的「實況畫面」，來讓法華會眾

「預習」



靈山法會之前，

娑婆世界尚無《法華經》

佛陀在靈山法會講《法華經》之前，娑婆世

界還沒有《法華經》，沒有菩薩道的修行方

法，故須向東方「取經」。就如同海外慈濟

人回台灣學做慈濟一樣。



一.離言：沒有講話，不以言語說法。

二.法華：教菩薩法，菩薩道的修行方法或
要領(即六度)。

三.東方：「東方為諸佛因行之始」…「東方

眾生與佛最有緣」，比較早有《法華經》，
故向其學習。

離言.法華.東方



感恩
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