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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菩薩轉不退法
輪需要隨順眾生
根機，過程也會
有無量數的菩薩
產生，同轉法輪



什麼人來轉法輪呢？釋迦牟尼佛為了眾生，他悲憫眾
生，眾生心本具佛性，只是煩惱無明覆蓋，所以心輪
就是覆住了。佛陀為了眾生，所以不斷來人間，隨眾
生的根機，要如何讓眾生能夠體會、了解，佛法本來
是一，只是隨眾生根機。所以佛陀所說的法，就是以
他們聽得進、做得到，他們歡喜願意接受，這樣來轉
他的心輪。就如一輛車，這輛車它要走的路是何種路
呢？若是凹凹凸凸，那就要用四輪，四個車輪，或者
是六個車輪、八個車輪，要看它要走的車路，是平坦
或是陡的路、凹凸的路？要看。若是下霜雪的路，車
輪還要再加掛鐵鍊，才不會滑下去等等。



車要適應路況，路是什麼樣的路，他就要用何種
的車輪。若是在水裡，那就不叫車了，從此岸到
彼岸，就要用船。所以佛陀就是隨眾生的根機，
要怎樣鋪這條路，這條路能適合車行駛，車子也
要配合路，是大路，是小路，是平路，是高山的
路等等，都要互相配合。所以，眾生的根機、眾
生的因緣各不相同，佛陀必定要去適合眾生因緣
、根機各不同。同樣地，就是要運載眾生到目的
地，不論是在平地或是水路，總是要有輪來轉。



所以說「轉不退之法輪」，這法輪一轉，就是不
能停下來，佛陀無央數劫來人間，不停歇。雖然
現相成佛，二千多年前，出生在人間的悉達多，
成佛之後的釋迦牟尼佛，最後要入滅。入滅之後
，是不是有休息呢？還是沒有休息。因為他所入
的就是「大涅槃」，名稱上是「寂靜」，在寂靜
不動中，他還是將法身流傳人間。「敬佛如佛在
」，我們尊重佛，所以我們受佛的教法。



佛法在人間，佛法來度化眾生。所以，還是一樣
，法輪還是在轉，所以「轉不退之法輪」。我們
身為佛的弟子，我們自己自命為佛子，既是佛子
，我們就有責任。聞法者，就是說法者了，會聽
，就要能說，甚至從現在要說到未來。未來的人
接下去，要傳到後代的後代，脈脈相傳，這種法
脈就是要傳。所以，聞法者就要做說法者，也要
當傳法者。這樣法輪才能不斷相繼，繼續這樣一
直傳下去。



所以，地藏菩薩，在《地藏
經》中說得很清楚，佛陀將
最受苦的眾生付託給地藏菩
薩，因為地藏菩薩在佛的面
前發大弘誓願。他要到最苦
最苦的地方去，佛陀在《地
藏經》中，就付託給地藏菩
薩。地藏菩薩他為什麼發這
樣大的願呢？就是要報父母
恩、報佛恩。



父母給他的生命，母親的無明造業，為了要救母
親，所以到地獄去。應該光目女、婆羅門女這樣
的故事，在《地藏經》中，我們都聽清楚了。不
論是光目女還是婆羅門女的母親，就是好殺生，
或者是邪知邪見，墮落地獄。為了孝順，所以，
覺華定自在王如來，給她（婆羅門女）一個境界
，地獄是這麼的苦，你的母親就是因為造這樣的
業，所以墮落地獄。這樣開始她造福行善，只是
為了要救度她的母親。



所以開始，一直在內心裡，地獄之苦，不只是她
的母親墮落，芸芸眾生的境界，苦難的慘，真的
是用慘，慘苦的地獄境界，從這樣開始她發心了
。所以我們常常說「百善孝為先」，做善事，不
論是百善、千善、萬善，總是這就是在人間道所
體會到地獄道的苦。這是地藏菩薩的弘誓願，他
發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這種對自己有信
心，哪怕有這樣多受苦的地獄眾生，他還是有信
心，要讓地獄完全淨空，他才能夠成佛，這不就
是最大的信心。所以，我們學佛，一定要建立信
心。



「隨順眾生根機」，眾生的根機千千萬萬種。佛
經裡頭也說，眾生八萬四千煩惱，佛陀就要應機
逗教，要有八萬四千法門，來應對八萬四千煩惱
的根機。這麼多的煩惱無明就歸類，佛陀用五乘
法，隨社會眾生的人所需要，用種種方法歸納，
無不都是要轉法輪。千里萬里的路，就是要用車
輪行駛。這輛車子能走幾萬里的路，同樣輪子要
轉，自然再遠的路都走得到。所以，眾生的煩惱
再多，只要法輪一轉，轉惡為善。所以，不論眾
生的根機有多少種，佛陀的智慧轉大法輪，就能
隨順眾生的根機。



「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諸菩薩」。眾生這樣的
多，佛陀開始發心，無央數劫不斷地轉法輪，隨
順眾生的煩惱不斷。所以已經有這樣多的菩薩，
需要這麼多菩薩，不只是需要這麼多菩薩，已經
這麼多菩薩在人間，有多少呢？「微塵數諸菩薩
」。在這三千大千世界，小千世界、中千世界、
大千世界。一千個小千世界成為一個中千世界，
一千個中千世界成為一大千世界，這種無量數的
世界，世界就是大空間。



《六度集經‧卷一》

「昔者菩薩為大國王，國名乾夷，王號偏悅
，內明外仁，顏和正平，民從其化，獄無繫囚，
黎民貧乏恣所求索，慈惠和潤，恩如帝釋。

「他國逝心服王仁施從眾所欲，群邪妒嫉以
偽毀真，詣宮門曰：『吾聞明王濟黎民之困乏，
猶天潤之普覆。』告衛士曰：『爾可聞乎？』近
臣以聞，王即現矣。



「逝心現曰：『明王仁澤被于四國，有識之類
靡不咨嗟，敢執所願欲以上聞。』王曰：『大
善！』逝心曰：『天王尚施，求則無違。時宜
應用人首為事，願乞王首以副望矣。』王曰：
『吾首何好而欲得之乎？吾有眾寶益以惠子。
』逝心不受，又使工匠作七寶首，各數百枚，
以與逝心。逝心曰：『唯欲王首耳。』



「王未嘗逆人，即自下殿以髮纏樹
曰：『吾以首惠子。』逝心拔刀疾
步而進，樹神睹之忿其無道，以手
搏其頰，身即繚戾，面為反向，手
垂刀隕。王得平康，臣民稱壽，悲
喜交集，諸天歎德，可謂內施乎！
四王擁護，眾毒消歇，境界無病，
五穀豐熟，牢獄裂毀，君民欣欣。
」佛告諸沙門：「時乾夷國王者，
即吾身也。逝心者，調達是。菩薩
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六度集經‧卷一

出處



這個故事讓大家了解，知道修行的路是很坎坷，
要經得起這樣的考驗。卻是煩惱難轉，這是佛陀
最大的遺憾。在他在世時，看，提婆達多，從佛
的僧團中出去做了多少背叛佛教法的事。所以，
佛陀他還是有遺憾，他覺得還是要繼續傳正法。
像提婆達多這樣的人，在《法華經》，佛陀還為
提婆達多授記，我們就能知道佛陀心的開闊。佛
陀會休息嗎？絕對不會休息，因為還有提婆達多
。



不過，提婆達多雖然是這樣，佛陀為他授記，就
表示佛陀還有信心，提婆達多不論是過去不斷障
礙，未來也會不斷的障礙，佛陀用感恩心，有信
心，絕對要將提婆達多也轉過來，這個法輪不能
停歇。所以轉不退法輪，大家要與佛同樣的心，
天下眾生這麼多，我們要有地藏菩薩的願，不怕
辛苦。所以「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諸菩薩」，
人人都來做菩薩，人人都能將佛法在任何一個地
方都能將法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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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住

1.初發心住
2.持地住
3.修行住
4.生貴住
5.方便具足住
6.正心住
7.不退住
8.童真住
9.法王子住
10.灌頂住

十行

1.歡喜行
2.饒益行
3.無瞋恨行
4.無盡行
5.離癡亂行
6.善現行
7.無著行
8.尊重行
9.善法行
10.真實行

十回向

1.救諸眾生離眾生相回向
2.不壞回向
3.等一切諸佛回向
4.至一切處回向
5.無盡功德藏回向
6.入一切平等善根回向
7.等隨順一切眾生回向
8.真如相回向
9.無縛無著解脫回向
10.入法界無量回向

十地

1.歡喜地
2.離垢地
3.發光地
4.焰慧地
5.難勝地
6.現前地
7.遠行地
8.不動地
9.善慧地
10.法雲地



五乘 持法 三草二木 對治的病

人 天 五戒/十善 小藥草 三惡八苦

聲聞
緣覺

四諦，十二因緣
三無漏學，三十七助道品

中藥草
見思煩惱
三界苦

菩薩
(十信)

求世尊處，我當作佛，
行精進定。六度萬行

上藥草
無明煩惱
塵沙惑

菩薩
(三賢)
歡喜地
遠行地

專心佛道，常行慈悲，自知作佛，
決定無疑。二執齊破，悲智雙行
四弘誓願，四無量心，四加行

小樹
無明煩惱
塵沙惑

菩薩
八地以上
不動地

安住神通，轉不退輪，度無量億，
百千眾生，如是菩薩

大樹
無明煩惱
塵沙惑



十住

1. 初發心住
2. 持地住
3. 修行住
4. 生貴住
5. 方便具足住
6. 正心住
7. 不退住
8. 童真住
9. 法王子住
10.灌頂住

十行

1. 歡喜行
2. 饒益行
3. 無瞋恨行
4. 無盡行
5. 離癡亂行
6. 善現行
7. 無著行
8. 尊重行
9. 善法行
10.真實行

十回向

1. 救諸眾生離眾生相回向
2. 不壞回向
3. 等一切諸佛回向
4. 至一切處回向
5. 無盡功德藏回向
6. 入一切平等善根回向
7. 等隨順一切眾生回向
8. 真如相回向
9. 無縛無著解脫回向
10.入法界無量回向

十地

1. 歡喜地
2. 離垢地
3. 發光地
4. 焰慧地
5. 難勝地
6. 現前地
7. 遠行地
8. 不動地
9. 善慧地
10.法雲地

三不退即：
1. 位不退：既修得之位不退失。
2. 行不退：所修之行法不退失。
3. 念不退：正念不退轉。
此三不退配以菩薩之行位，諸宗説法不一。

從十住，十行，
到十回向，都是
小樹不斷在成長
的過程。特別是
從歡喜地、離垢
地，一直到遠行
地，這是確立了
小樹根莖枝葉長
成大樹的基礎。



三草二木 修行狀態(果位) 上人開示說明

小藥草 人天乘
人天都還是小藥草，還是在三界內，還是在欲界中。雖
然造福，雖然受戒，但是煩惱未除，還沒有發大心，所
以還算是小藥草。

中藥草 二乘
二乘就是聲聞、緣覺，這還是叫中藥草。因為他也還未
發大心，只想要獨善其身。中的草就能治病，但是治的
是小小的病，這叫做中藥草。

大藥草 菩薩
很多的重病就需要大藥草，就如菩薩，能福慧雙修，既
造福，還能轉法輪，聽法、說法、傳法，這就是菩薩。

小樹 菩薩
菩薩分初發心菩薩，或者是在十地中的菩薩，在修行中
的菩薩。菩薩有很多類，我們幾天前說有十住、十行、
十回向，經過這三個階段，就開始成為小樹。

大樹 八地以上菩薩 若到「八地菩薩」以上的菩薩，才稱為「大樹」。

八地不動地菩薩已經到三不退的念不退，真正符合轉不退法輪





No. 十地 上人開示說明

1 歡喜地 我們開始修行要歡喜，歡喜接受佛法，接受佛法(歡喜地)

2 離垢地 就要去除煩惱(離垢地)

3 發光地 煩惱去除了，骯髒清除，就亮麗起來了(發光地)

4 焰慧地 不只是乾淨，它還會發光(焰慧地)

5 難勝地
發光之後，它難勝，就是難行能行，開始發心，心地光明，它能難

行能行(難勝地)

6 現前地 聞聲救苦，哪一個地方有苦難，聞聲救苦去了。不只是近處(現前地)

7 遠行地 跨國去救災，跨地去救苦(遠行地)

8 不動地 不受人間種種無明煩惱將我們覆蓋，我們的信心不動(不動地)

9 善慧地 所以不動地還未到，不動地以上還要有第九(善慧地)

10 法雲地
密雲彌布，真的能下雨，晴空萬里就是無雨，必定要密雲彌布，就

是開始要將法普被人間(法雲地)



十信，十住，十行
，十回向，十地，
加上等覺、妙覺共
五十二位。



所以說，菩薩從十地以上就是叫做大菩薩，若開
始發菩薩心，就要十住、十行、十回向，這都稱
為菩薩。但是這菩薩叫做小樹，再開始向八地以
上的，那就是叫做大樹了。所以，我們發心，就
要發大樹種子的心，在大自然的空間受這種法，
佛法。佛法，我們能將「一相一味」化為真理。



真理就是無相，無體，但是，理在我們的內心，
從初地的歡喜地，一直一直到法雲地，不斷向前
前進，「悉皆各因其本具之種姓而逢潤滋長」。
若能夠這樣，各各依他們個人的根機，個人的發
心立願，這樣來接受滋潤。所以，學佛不要停滯
在歡喜地而已，我們必定要向前前進，一直到遠
行地、不動地、善慧地，到法雲地，真正的密雲
在空中，能普被天下眾生。我們要時時多用心。



感恩您

發願做一個 發光體
螢火蟲的螢光
黑暗中的星光
生活中的微光

你不經意的 一言一行
都會對世界 產生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