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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範圍

●序品第九章

日月燈明佛 p1118~p1162

●靜思妙蓮華

傳法授記化度圓滿 第143~147集



第九章 日月燈明佛

一、同名同姓二萬尊佛
二、燈明在俗生有八子
三、法華會合無量義經
四、心王八子八識造作
五、轉識成智回歸佛性



第九章 日月燈明佛

六、古佛示現離言法華
七、傳法妙光受持大法
八、六十小劫說法華經
九、授記德藏次當作佛
十、傳法授記化度圓滿



八子師妙光



經文

日月燈明佛八子，皆師妙光

妙光教化，令其堅固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大法須傳承，

法脈須延續，

將由誰承擔傳法重任？

那就是妙光菩薩。

1118頁



人能弘道，

不生滅的真理一定要有人受持，

要有人推動、教化，

真理才能夠存在人間。

1120頁



「八子皆師妙光，

皆能堅固無上覺心，

教者及受教者，

均為善堅實教化，

即不退轉之意。」



「昔佛八子皆師妙光，

佛出定，

為妙光說法華經。

今佛羅云師身子，

今佛出定，

為身子說此經。」



「燈明八子，

不以父為師，以妙光為師者。

古人易子而教，

故羅云以身子為師，尊師道也。

八子師妙光，

妙光教化，令其堅固菩提。

復近佛多，因圓果滿，

皆成佛道。」



八子分別表示不同的「意」，

八子的意結合，

就是一個「心王」；

如同佛陀有一子，

表示人人都有這念清淨、平等，

與佛無異的心。
1122頁



《無量義經》

爾時大莊嚴菩薩摩訶薩

遍觀眾坐各定意已

與眾中八萬菩薩摩訶薩俱

從坐而起

來詣佛所



大莊嚴菩薩是

《無量義經》的啟機者與當機者，

他起身啟問，

請教佛陀心靈所護念之法。
1123頁



佛陀在靈鷲山講《法華經》時，

先有彌勒啟機，後有文殊當機，

描述過去的日月燈明佛，

引導大家進入

過去佛講《法華經》的因緣。
1125頁



二萬尊日月燈明佛表示佛佛道同，

每尊佛都不離

如日的智慧、如月的慈悲，

像照耀大地黑暗的燈光，

能夠引導人走正路，

走上平平安安、覺悟的道路，

這都是所有佛的心靈本性。
1125頁



燃燈後成佛



經文

是諸王子

供養無量百千萬億佛已

皆成佛道

其最後成佛者

名曰燃燈



我們知道八王子的名字

是一種形容，表示八識。

凡夫的八識緣於外，

當然有很多污染；

反之能去除污染，八識就清淨。

八識回歸心王，

心王就是人人的本性。
1126頁



大家會認為：

要成為一尊佛多麼不容易，

有那麼多佛可供養嗎？

這又是鑽牛角尖，

被數字、時間障礙。

1127頁



菩薩遊戲人間專心救濟，

就是和大家結好緣。

佛說人人無不都是佛，

本具佛性，

若以佛心看人，

人人不就是佛嗎？

1127頁



我們應該了解，

學佛不只是在文字上感受，

重要的是在心靈上感受。

1127頁



「是八王子妙光教化，

皆能進入於

如來法輪究竟之地。」



法輪

就是佛的心輪、

佛的思想

及佛的心靈境界。

1128頁



「供養：

兼財供養、

敬精進供養、

法行供養而言。」



供養除了財利的布施之外，

還有敬的布施、行的布施。

財布施是有相布施，

若沒錢怎麼供養？

可以用敬，敬佛、敬法、敬僧，

以行動表示供養。

有的人不只能夠財施、敬施，

還能行的布施，那就是身體力行。

1128-1129頁



《無量義經》

頭面禮足，遶百千匝

燒散天華、天香

天衣、天瓔珞、天無價寶

從上空中，旋轉來下

四面雲集，而獻於佛



在經典中常讀到菩薩雲來集，

如四面八方雲湧群聚，

這也是比喻修行者心靈的道場。

1132頁



彌勒是「求名」



經文

八百弟子中，

有一人號曰求名，

貪著利養，

雖復讀誦眾經而不通利，

多所忘失，故號求名。



「精進者得早成佛。

懈怠者雖有成佛之日，

亦遲劫數矣。」



人人本具佛性，

若能精進，

就能早日明心見性，

明白己心，

發現本具的佛性。

1134頁



懺悔可以滌心垢，

洗滌內心的貪、瞋、癡、慢、疑，

將煩惱垢穢清理乾淨，

如此稱為明心；

能明心，自然就能見性，

使佛、法入心。

1135頁



「明懈怠者猶待當來。

前云八百弟子，

正謂此處顯彌勒

是八百中之一人。」



「號求名者，

是其名利勞役其心，

分神耗志者。」



「求名貪著利養者，

自於經義不能通利，

故被號求名。」



「貪著利養；

為利養故，

惡求多求。」



生活可以很簡單，

靠我們身體的功能就能生活，

偏偏要惡求、多求，求享受。

1143頁



「《大智度論》：

是利養法如賊，壞功德本，
譬如天雹，傷害五穀。

利養、名聞，亦復如是。

壞功德苗，令不增長。

貪著利養人斷功德本，

亦復如是。」



經文

是人亦以種諸善根因緣故，

得值無量百千萬億諸佛，

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身口意三業之善，

堅固善心深不可拔謂之根。

又善能生妙果，

餘善根深厚。

得值諸佛，終亦成道。」



《無量義經》

大哉大悟大聖主

無垢無染無所著



這是大家以共同的心念音聲，

讚歎佛德浩瀚無邊。

佛是宇宙大覺者，

宇宙有多大，佛德就有多大。

1146頁



「大悟：

破無始之迷妄，

開真實之知見，

得無生法忍。

以真空之理，

本無生滅故也。」



要覺悟就要破除迷妄，

無始以來人人佛性本具，

然而凡夫一念無明生三細，

很多妄念生起，

貪、瞋、癡就隨之而起；

儘管終有成佛的時刻，

但要先下功夫破除無始迷妄。

1147頁



我們要學習

如何分別器世間物相的道理，

如何透徹了解生命來去的源頭，

更需要內省自心為什麼浮沉不定，

總在生、住、異、滅中。

1147頁



「大聖主：

佛之尊號，

法華經方便品

『慧日大聖尊』。」



「無染：

妙觀察智之異名。

無所著：

如來無所著至真正等覺。」



佛陀是大徹大悟的聖者，

他的妙觀察智，

無須用工具

就能觀察世間萬物的真理。

而我們要到達無染的境界，

妙觀察智才能現前，

這是人人本具的佛性，

本具的智慧。

1150頁



妙光是文殊



經文

彌勒當知！

爾時妙光菩薩，豈異人乎？我身是也。

求名菩薩，汝身是也。

今見此瑞，與本無異。

是故惟忖，今日如來當說大乘經，

名妙法蓮華，教菩薩法，佛所護念。



「護念：

保護憶念也。

無量諸佛，

咸共護念。

令外惡不侵為護，

內善得生為念。」



我們的心

也不要讓外在的邪知邪見侵入，

莫在人群中起心動念，

要好好守護，

讓內心的善念不斷產生，

這就是「護念」的意思。

1153頁



《無量義經》

天人象馬調御師

道風德香熏一切



「道風：

道之化人，

如風偃草者。

德香：

德之馨如香也。」



「調御師：

謂具大丈夫力用，

而能說一切種種諸法，

調伏一切眾生，

令離垢染，

得大安樂。」



佛陀問「你們怕什麼？」

「娑婆世界眾生難調難伏，

怕我們沒有力量調伏眾生。」

1158頁



有時候想到這一段，我也很怕，

究竟芸芸眾生如何教化？

調伏眾生不是那麼容易，

要有大丈夫的力量，

像調御師一樣具足智慧，

才能說一切法，

慢慢地教化、調伏一切眾生，

令離垢穢。

1159頁



我們要以佛心為己心，

若能了解佛的本懷，

就能學習降伏自己的習氣；

先降伏自己的習氣，

才能降伏他人。

1159頁



感 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