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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理真正 尊無過上



善男子！菩薩若能如是脩一法門無量義者，必
得疾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如是甚深無上大乘無量義經，文理真
正，尊無過上，三世諸佛，所共守護，無有眾
魔群道得入，不為一切邪見生死之所壞敗。

是故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若欲疾成無上菩提，
應當脩學如是甚深無上大乘無量義經。

經文

《無量義經講述》P.566~567



菩薩當修無量義經
入經藏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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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對無量義的教理，通達無礙之後，就能
證到佛的境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就是「無上正等正覺」，也是佛法的
大覺道。

《無量義經講述》P.568



做
事
或
修
學
佛
法 赤子童心

獅子勇猛

駱駝耐力 人要像駱駝一樣，有忍耐、拖
磨的精神。

做事要像獅子一樣，集中精神
、力量，才是勇猛的表現

要學童子的天真，要認真學，有
好奇心，盡量發問，別人態度好
壞，不需去追究，不可分別誰對
我好或壞，有記恨的心。

《無量義經講述》P.568~570



文理真正

佛在過去四十多年，所說的都是方便法
，而現在所說的是真正的法：無論經文
、道理都是真、正，不假、不偏差，所
以《無量義經》的教義， 可說是真正沒
有偏差的中道大法。

《無量義經講述》P. 571



尊無過上

《無量義經》是最值得我們尊重、奉行
的，除了這部經外，要再找真正的道理
，就沒辦法了，所以稱作「尊無過上」

《無量義經講述》P.572



文理真正 尊無過上

8-文理真正尊無過上2200-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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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諸佛 所共守護
救度眾生，不能離開無量義的法門，因
為《無量義經》的精神，是過去、現在
、未來諸佛，所共同看重、守護的法，
所以它「尊無過上」，每一尊佛都弘揚
這部經，都以共同的精神來化度眾生。

《無量義經講述》P.572



獅子蟲自食獅子肉
➢獅子是山林裡的百獸之王，威力最大，即使死
了，威形還在，其他野獸不敢靠近他的身；但是
獅子身上會長蟲，死了之後，肚子裡也會長蟲，
身上的蟲會吃掉自己身上的肉。

《無量義經講述》P.572~574

➢ 佛教的教理是圓融的，佛陀用此譬喻，無論哪
一種宗教都無法勝過佛的教理，但慨嘆他入滅
之後，有些不肖的弟子，不能依教奉行，自稱
是佛教徒，所行卻是迷、邪之法。



無有眾魔群道得入
➢邪不勝正，既然這部經的道理是真正的
，群魔當然無法入侵。

《無量義經講述》P.572，574~576

➢ 佛教的教理是真實、圓融的，不離開世
間的道理，能經歷史證明、考據，佛法
是智信，不是迷信。



不為一切邪見生死之所壞敗

➢「壞敗」是生滅的苦惱。

➢若能去掉無明、虛妄、不正當的見解，
生死就不會來侵擾我們。

若不受邪見壞敗，就不再有生死的苦惱。

《無量義經講述》P.578



不為邪見生死之所壞敗

8-不為邪見生死之所壞敗2407-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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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與死我們不會很在意 ，不過我們會很
尊重自己的生命， 知道自己的生命，是
要如何應用在人間，不會為了生死而起
煩惱惶恐， 這樣叫做不為一切邪見生死
之所壞敗 !



想通達無上的菩提、無上的覺道

《無量義經講述》P.578

應當修行《無量義經》甚深的教理



五、 往昔所說 有何等異



爾時，大莊嚴菩薩復白佛言：

世尊！世尊說法不可思議，眾生根性亦不可思
議，法門解脫亦不可思議。我等於佛所說諸法
，無復疑惑，而諸眾生，生迷惑心，故重諮問
。世尊！自從如來得道已來，四十餘年，常為
眾生演說諸法四相之義；苦義、空義、無常、
無我；無大、無小、無生、無滅，一相、無相
。

經文-1

《無量義經講述》P.579



法性法相，本來空寂，不來不去，不出不沒；
若有聞者，或得煖法、頂法、世第一法；須陀
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辟支
佛道；發菩提心，登第一地、第二、第三，至
第十地。往日所說諸法之義，與今所說有何等
異，而言甚深無上大乘無量義經？菩薩脩行必
得疾成無上菩提，是事云何？唯願世尊慈哀一
切，廣為眾生而分別之，普令現在及未來世有
聞法者，無餘疑網。

經文-2

《無量義經講述》P.579~580



大
莊
嚴
菩
薩
向
佛
説 法門解脫亦

不可思議

眾生根性亦
不可思議

世尊說法
不可思議

佛所說的法很
深，難可思議

眾生根性多種
，不可思議

佛能依眾生根機逗教，使
眾生得到解脫，所以八萬
四千法門度眾生，法門解
脫亦不可思議。

《無量義經講述》P.581



《無量義經講述》P.585~592

八
苦

生、老、病、死四苦

求不得苦

愛別離苦

怨憎會苦

五蘊熾盛苦

與喜愛的人分離之苦

討厭的人事物，偏偏就會碰到

指不能如願、不得所欲的苦痛

各種痛苦皆來自身心五蘊(色
、受、想、行、識)的感受。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藥草喻》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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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導眾生
➢世間是苦，不要留戀；若再留戀，苦

永難捨離。

《無量義經講述》P.592

➢佛常常解釋人生之苦，教化眾生不能
不知道苦；知道苦的根源在哪裡，才能
教導眾生。



萬法空寂 苦空無我
➢「空」，就是沒有；萬法是空寂，世間萬物是
幻化。我們來的時候空空，一輩子在人間打拼
、計較、辛苦，都是為了世間的物質，最後究
竟帶走什麼? 

《無量義經講述》P.593

➢來時空空，去也空空。不但世間的物質是空，
即使我們學法，為世間做一切事情，心也不可
以有計著，事情做過就放下，做事要像走路，
「前腳走、後腳放」，才有辦法精進。



無常
➢人生沒有一件「常」不變的東西及事情，世間
就在「無常」中，常常在變動；既然是無常，
也不需去計量，事情什麼時候要變動，都莫測
難料，何必計較呢？

《無量義經講述》P.594

➢要把握無常、短暫的時間，好好念佛，其餘不
需計較，再多計較都是無常。



無我執
➢「無我」 就是無我執 ，不可執著。 什麼是「
我 」？世間的「我 」只是代名詞而已， 沒有
一個真正的我 ；若是「我」起執著心， 將「我
」看得太重 ，就會執迷， 在人生造種種業。

《無量義經講述》P.594~596

➢平常就是我執太重，若有我執的心，就會生起愛
念；有愛念，就有人我分別―有我愛的人、有我
討厭的人，就不能平等。



執著貪愛的鹿

3-執著貪愛的鹿.mp4


去除我執
佛陀教育我們，要去除我執，才能人我
平等，才會將心懷開闊；有博愛的心，
才有大慈悲的念；若有「我」在，以自
己為中心，就常常計較讓人看不起或被
人佔便宜，所以要打破我相。

《無量義經講述》P.597



佛在《法華經》裡講平等法，講得很清楚，

法、事、物不需分大小，也不需要有大小的
計較；既然「無大、無小」，亦「無生、無
滅」，就要知道自己的心念本是靜如井水，
只是有了無明就生起波浪，本是不生不滅的
境界、有不生不滅的靈覺，卻被眼前的環境
，將我們迷幻！

《無量義經講述》P.598

《法華經》講平等法



➢「一相、無相」，不可以執著「相」，要
離一切相，乃至一相都不能執著。

離一切相

➢《金剛經》說要離四相------
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相」是眾緣和合，這些若拆開，根本
就沒有「相」。

《無量義經講述》P.598



➢「法性法相」是成佛的本性及成佛後的形相，
本來就是空寂的，沒有另一個佛性，也沒有另
一個成佛的人，更沒有另外的「相」在，心、
佛、眾生，三無差別，眾生的心只要向善，有
耐性、有堅定的志向去修行，都能成佛。

法性法相 本來空寂

《無量義經講述》P.599~600

➢「空」離差別相，「寂」離變化，我們的本性
、佛性永遠都沒變化，所以不需要去分別。



不來不去 不出不沒

➢佛性人人都有，本來就具足

《無量義經講述》P.600

➢「不來不去」----本來就存在，沒有來、也
沒有去

➢「不出不沒」----世間一切事物，與人的佛
性一樣，沒有出現的時候，也沒有滅去的
時候。



➢佛陀一生講經說法，皆以救度眾生為目標，
說的法不離四相―苦、空、無常、無我。

➢修行無量義法門，慢慢就能得到「煖法」，
選擇究竟的「頂法」，具足忍耐的「忍
法」，最後有恆常的心，自然能得「世第
一法」。

《無量義經講述》P.605



四
加
行

煖法 熱心行善的動機

究竟之法

有忍耐的精神，能隨順安忍

《無量義經講述》P.602

世第一法

頂法

忍法

世俗中第一殊勝法



聲
聞
果
位

須陀洹果

《無量義經講述》P.602

阿那含果

斯陀含果

阿羅漢果



辟支佛

➢是「獨覺」，也是「緣覺」-------

緣境覺悟，他觀四季或草木生滅，就

能覺悟。

➢但這種覺悟不是究竟、至理的覺悟。

《無量義經講述》P.603



發菩提心精進
➢無論煖法、頂法、世第一法，或是須
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
果，辟支佛道，都是獨善其身，自修自
得，還沒有發菩提心；
➢若發菩提心，就能精進，慢慢得證「
十地」。

《無量義經講述》P.605



39

菩
薩
十
地

歡喜地
離垢地
發光地
焰慧地
難勝地
現前地
遠行地

善慧地

般若波羅蜜

力波羅蜜

方便波羅蜜

精進波羅蜜
忍辱波羅蜜

禪定波羅蜜

布施波羅蜜
持戒波羅蜜

不動地 願波羅蜜

法雲地 智波羅蜜
心靈十境 證嚴法師 講述

十
波
羅
蜜

六
波
羅
蜜



修行成佛共五十二位階
➢ 修行階段，即可次地精進…

包含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

總計五十位階，再加上等覺、妙覺，共為

五十二位階。

➢ 等覺--法身菩薩的位階

妙覺--佛的位階

《無量義經講述》P.606~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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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

佛

修行階段共五十二位階



世尊慈哀 為眾分別
➢或許有人聽不懂、不理解，希望世尊
能慈悲現在和未來的一切眾生，替他們
再詳細分析、解說。

➢大莊嚴菩薩慈悲，為未來眾生請教，
請佛再詳細解釋《無量義經》甚深的道
理。

➢。 《無量義經講述》P.609~610



六、 真大慈悲 信實不虛



於是佛告大莊嚴菩薩：善哉善哉！大善男
子！能問如來如是甚深無上大乘微妙之義
，當知汝能多所利益，安樂人天、拔苦眾
生，真大慈悲，信實不虛；以是因緣，必
得疾成無上菩提，亦令一切今世來世諸有
眾生得成無上菩提。

經文-1

《無量義經講述》P.610



善男子！自我道場菩提樹下，端坐六年，
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佛眼觀一切
諸法，不可宣說。所以者何？

以諸眾生性欲不同；性欲不同，種種說法
；種種說法，以方便力，四十餘年，未顯
真實。是故眾生得道差別，不得疾成無上
菩提。

經文-2

《無量義經講述》P.610~611



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 是知也

講經說法的人，都希望人人聽得懂；若
聽不懂，也希望有人能啟問，知道，就
要說知道；不知道，就要說不知道，才
是真正的知道。

《無量義經講述》P.611



大善男子

是真正要求法的人，他聽法都很注意，
若不知道，要問到知道，這樣的人就是
有想要實行的人；若不是想要實行的人
，聽過好像沒聽，沒聽又好像有聽，像
這樣的聽法就沒有用。

《無量義經講述》P.612



多所利益

法如此深，不只你不知道，可能很多人
也聽不懂，但是你能提出來問，可以讓
別人有因緣多聽、多瞭解。我們若能發
心，聽不懂就請教，就能夠利益很多人
；能使人多聞法、多聽經、多瞭解，就
是多所利益。

《無量義經講述》P.613



安樂人天

若能弘揚正法，就能「安樂人天」，不只「
人」需要法，「天」也需要法；一般講經，
不是只有「人」在聽法，還有種種生靈會來
聽法；看得到、看不到的眾生，一切生靈都
需要佛法滋潤，所以若能弘揚佛法，不但能
利益人，也能利益天。

《無量義經講述》P.615



拔苦眾生

不只拔除眾生精神上的痛苦，又能拔除
人生道上所造的諸罪惡業：若要不再造
惡，必定要依靠佛法；不向惡的地方走
，就不會受惡的報應。

《無量義經講述》P.615~616



真大慈悲

能夠「安樂人天、拔苦眾生」，稱作真
大慈悲。真正的大慈悲是用佛法滋潤，
使他永遠不再造惡，使他能夠避免受苦
的根源，不用再去惡道。

《無量義經講述》P.616



放不下的負擔 - 胡玉蘭

【草根菩提】20200909 - 放不下的負擔 - 胡玉蘭1

4- 放不下的負擔 - 胡玉蘭1.mp4


信實不虛

➢佛所說的話都沒有虛言

➢《金剛經》說，佛是不異語者、不妄語

者，佛所說的話都是真的。

《無量義經講述》P.616



必得疾成無上菩提

這種發大菩提心的人，有求法、弘法的
精神，有救度眾生的心，將來一定會成
就無上菩提，會達到和佛一樣的境界：
不只大莊嚴菩薩，其中八萬菩薩若能利
益眾生，也能登上佛的菩提大道。

《無量義經講述》P.617



今世來世諸有眾生得成無上菩提

聽經，只要發心、腳踏實地實行，同樣
也能成無上的菩提，也就是大覺道。

《無量義經講述》P.618



為什麼佛陀能夠成道呢？

➢因為他用時間，集中精神，推究人生、
宇宙萬物的真理，最後他瞭解開悟了！

《無量義經講述》P.620~621

➢ 只是心忽然發現，能夠透徹瞭解，離
我們很遠的地方、心力沒辦法推測的
境界，這就是「開悟」。

(百年以後大家都一樣)



以佛眼觀一切諸法 不可宣說

佛講《華嚴經》時，雖有人天數萬、菩
薩無數，在那裡聽佛說法，但法很深，
沒人聽得懂，大都無法接納佛所說的話
；只有等覺菩薩，能接受妙覺---佛所說
的法。

《無量義經講述》P.621



慈濟是教人人做菩薩的一條路

9-慈濟是教人人做菩薩的一條路1119-1309

6-慈濟是教人人做菩薩的一條路1119-1309.mp4


以諸眾生性欲不同

因為眾生的欲念不一樣。一句話要說到
讓不同根器的人，聽了都能同感、瞭解
，實在是很難，尤其凡夫，更無法「一
音圓演」。

《無量義經講述》P.622



性欲不同 種種說法
種種說法 以方便力

➢眾生有種種不一樣的性質、欲念，所
以要分別種種法門。

《無量義經講述》P.622

➢ 即以佛的智慧分析對方的根性，再
用種種方便的教法讓他瞭解。



四十餘年 未顯真實

四十多年來還沒有現出、說出真實的道
理。「真實」的教法就是佛陀的精神；
只是教人要學佛修行、獨善其身、自修
清凈行，但是還沒有教人如何當菩薩、
如何教導眾生； 四十多年都說方便法，
還未顯出真正的道理。

《無量義經講述》P.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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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74~75

真實法



五時施教

1.華嚴時，首先面對法身菩薩，說成佛
的法，也就是他覺悟時的心靈境界。

2.阿含時，慢慢導引，讓他們知道因緣
果報觀，瞭解「苦集滅道」。

3.方等時，破「有」―執著的心，讓大
家開始瞭解，一切空幻無常。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72~73



4.般若時，說「空」―五蘊皆空，將一切非
常微細的空的道理都分析出來。

5.法華時，「空」的教法上，再加了「妙有
」。佛陀告訴大家，要成佛就要啓發真如
本性―成佛的境界，而成佛的境界就是回
歸到佛陀覺悟的那個時候―華嚴海會，那
種靜寂清澄，永恒無染的境界。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窮子喻(壹)》P.73~74



真實法就是行菩薩道

9-真實法就是行菩薩道0738-0931

5-真實法就是行菩薩道0738-0931.mp4


是故眾生得道差別
不得疾成無上菩提

➢因為那個教理不是真正佛的本懷，不
是佛本來要說的教法，所以大家所得到
的道理都有差別。

《無量義經講述》P.623~624

➢ 因為大家修行的方法有差別，所以無
法到達佛的境地，就是菩提大道。



心中有佛 行中有法

9-心中有佛行中有法1512-1747

7-心中有佛行中有法1512-1747.mp4


真實法就是行菩薩道

以法走入人群中 度化眾生



祝福法親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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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本分抱歡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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