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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義經德行品01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
與大比丘眾萬二千人俱。菩薩摩訶薩八萬人，
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
那羅、摩睺羅伽。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
優婆夷俱，大轉輪王、小轉輪王、金輪、銀輪、
諸轉輪王，國王、王子、國臣、國民、國士、
國女、國大長者，各與眷屬百千萬數，而自圍
遶，來詣佛所。頭面禮足，遶百千匝，燒香散
華，種種供養。供養佛已，退一面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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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我聞

•「如是我聞」有多種作用：

•一、尊佛遺教，尊重佛陀的教導；

•二、異外道，為了區分此為佛教經典而非外道
的經典；

•三、息諍論，證明此經是佛陀所說得非阿難自
己所說，如是我聞四個字可以平息大家的爭論
而得意見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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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
•佛陀當時宣說此經，地點是在王舍城的耆闍崛山中。
「王舍城」是佛講經說法四十九年期間，使用次數
最多的地方，也是印度佛教最興盛之地。

•王舍城是印度摩伽陀國頻婆娑羅王所統領的國土，
十分的熱鬧。王舍城周圍有五座山，其一即是靈鷲
山，簡稱為靈山。耆闍崛山這個地方非常清淨，該
山就像一直靈鷲鳥的頭，所以稱為靈鷲山，《法華
經》及本經都是在靈山所說，佛陀說法四十九年，
靈鷲山是他最為合意的道場，因為該地距離王舍城
既不遠也不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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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語），梵名中譯鷲峰山、耆闍崛山，
又可簡稱為靈山、崛山，因頂峰有一處山
石形似鷲，且該山鷲多，從而得名。

佛陀在靈鷲山開示佛法，包括《妙法蓮華
經》（故法華會又叫靈山會）、《無量壽
經》、《觀無量壽經》、《般若經》，及
一部份《阿含經》等。

佛涅槃後，弟子們在此靈鷲山下的王舍城
舉行第一次集結。

也是提婆達多在靈鷲山推石傷佛處。

【2022年7月精進日】
經藏演繹導讀／呂慈悅師姊

耆闍崛山?   靈鷲山?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2%B5%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1%B5%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9%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6%99%E6%B3%95%E8%93%AE%E8%8F%AF%E7%B6%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6%99%E6%B3%95%E8%93%AE%E8%8F%AF%E7%B6%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4%A1%E9%87%8F%E5%A3%BD%E7%B6%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4%A1%E9%87%8F%E5%A3%BD%E7%B6%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7%80%E7%84%A1%E9%87%8F%E5%A3%BD%E7%B6%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8%AC%E8%8B%A5%E7%BB%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90%AB%E7%B6%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8%88%8D%E5%9F%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8%80%E6%AC%A1%E9%9B%86%E7%BB%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F%90%E5%A9%86%E9%81%94%E5%A4%9A


與大比丘眾萬二千人俱
• 「比丘」之意為

• 怖魔 :發心出家就是希望脫離三界，一離開三界，魔王就
會減少眷屬，因此魔王會想盡辦法來障礙。如果有人修行，
一定要有忍耐的心情及堅決的意志，才能掙脫魔王的掌握。

• 殺賊 :要以銳利的智慧之劍斬除煩惱。佛弟子要盡量預防
偷功德寶藏的盜賊，只要煩惱一來立刻要除滅這個煩惱的
念頭。

• 乞士 :乞食只是為了要成就道業，而滋養身命，絕不乞討
金錢。乞法可滋養慧命，聽佛講經之後，再將自己所體會
的佛法傳布教化施主，所以乞士是志節清高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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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摩訶薩八萬人
• 菩薩即菩提薩埵，譯為「覺有情」，摩訶是「大」的意思，
菩薩摩訶薩是大覺有情，即大菩薩。

• 《無量義經》裡的菩薩，皆是登地以上的大菩薩，有的已
達到等覺地位，已是佛補處的果位。

• 菩薩分為兩種：一是見習菩薩，亦稱新發意菩薩----

• 過去不知佛的教理，不懂得發心，不過，聽法之後，不但
能夠了解，還能發心行菩薩道。

• 菩薩道就是「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道業，新發意菩薩
聽了佛法之後，立志學佛的慈悲精神，實行教法、救度眾
生。

• 菩薩摩訶薩，並非初學的菩薩，個個都已具備佛的慈悲及
精神，腳踏實地完成許多功德，所以稱為大菩薩。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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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
緊那羅、摩睺羅伽，諸比丘、比丘尼、優婆
塞、優婆夷俱。

•天龍八部

•四眾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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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道也是屬於六道之一，只是天人的享受比人間好很
多，苦少樂多。

• 他們能夠生在天堂享樂，而我們卻生在苦惱的娑婆世
界受苦，這是因為個人所修的因不同所致。

• 有「天堂」的說法並不是佛教才有，世界上很多宗教
都承認除了人間以外，還有更快樂的天堂存在。

• 一般人很容易於身口意三業中，造下十惡業，必須修
十善業的人，才能生到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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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云：「三界如火宅。」三界眾生是眾苦煎逼，所以
若超越娑婆世界，千萬不要求生天道，因為天道亦是
八難之一。天人壽命長、享受多，所以他們不知道要
修行，此為「富貴求道難」。

• 佛皆是在人間成而不是在天道修成，因此佛教徒不要
執著生天，我們每做一件善事就要回向佛道；上求佛
道，下化眾生，才能超越三界，證得佛道。

• 再看經文，「龍」是屬於旁生類，古代人都相信龍能
布雲降雨。

• 「夜叉」是飛行於空中的惡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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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闥婆、阿修羅」，乾闥婆是天帝之樂神，阿修羅
道的眾生享有天福而無天德，性情暴躁，瞋心特重。

• 「迦樓羅」即大鵬金翅鳥，「緊那羅」是天之樂神、
「摩睺羅伽」即大蟒神。

• 每次佛陀準備說法時，他們就會以天樂來讚佛、供養
佛。除了天龍夜叉等非人來聽佛說法之外，尚有諸比
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優婆塞是佛陀的在家
男眾弟子，優婆夷是在家修學的女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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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轉輪王小轉輪王，金輪銀輪諸轉輪王。
國王王子國臣國民，國士國女國大長者

• 印度人民，十分盼望有大轉輪王出現世間，可以從統
領全國。

• 由於戰亂不斷，所以很多人心裡都祈求「轉輪聖王」
出世，使天下太平、人民長壽。可以平平安安地生活。
不過，大轉輪王並未出現過，或許只是他們心中理想
的人物。

• 當時與會的國王除了自己奉持佛法，還率領著他的眷
屬及國臣、國民、國士、國女、國大長者一起來聽法。
佛法難聞，我們除了自己聽法，還要鼓勵親人去聽法，
因為佛法可以啟發人心，引導我們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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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轉輪王小轉輪王，金輪銀輪諸轉輪王。
國王王子國臣國民，國士國女國大長者

•一個家庭若人人都能信佛，自然就能父慈子孝。
正信的佛教徒心地慈悲，將一切眾生當作自己的
兒女，男眾必是慈父，女眾必為賢妻良母，兒女
若能信佛，將來必能成為社會的優秀青年，這就
是一個幸福的佛化家庭。

•信佛的人首先必須要守五戒----不殺生、不偷盜、
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一國之中，如果大多
數人都能學佛，這個國家必定會強盛安定。所以，
當佛陀講經說法時，一些國王為了讓國家能夠興
盛，都會盡量鼓勵人民去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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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與眷屬，百千萬數而自圍繞，來詣佛所，
後面禮足，遶百千匝。

•這些國王、王子、國臣、國民各自帶領眷屬，
共有百千萬數，來到佛前恭敬地圍繞，與佛陀
座下五體投地禮拜。印度人認為人最無尊貴的
是頭部，他每以最尊貴的頭頂禮佛足，並且繞
百千匝，以此表示他們最虔誠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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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香散華，種種供養，供養佛已，退一面
坐。

•繞佛之後，為了要清淨道場，他們燒最珍貴的
沈香、檀香。

•聽經及說法的人，最重要的是心要清淨。因此，
我們平日燒香要選擇品質好的香，數量則不必
多，優質的香可以鎮靜精神，而燒香及散花都
是恭敬的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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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供養

•利供養

•敬供養

•行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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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見無量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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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人間化，佛法生活化

•令尊庭野先生，對《法華經》的解釋，的確
都非常的，令我了解到佛菩薩的精神，原來
是在人間，所以很期待我們的佛法，是用在
日常生活中，但願這就是人民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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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人間化，佛法生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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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野日敬，1906年出生於日本
新瀉縣。1938年以法華經為本
創立了立正佼成會，取意於利
于正法，廣交同道，成就佛果，
旨在通過菩薩道的實踐，完善
人格，為家庭、社會、國家以
及世界的和平環境建設做貢獻。
立正佼成會是日本著名在家佛
教團體，現有幾百萬會員。
庭野日敬先生於1999年過世。



《無量義經》，是我們慈濟精神的精髓

•所以這《無量義經》，是我們慈濟的精神，
《法華經》那麼長篇，其實是在解釋，《無
量義經》裡面的真妙道理，所以若說《法華
經》，是我們慈濟的精神，今天很坦白告訴
你們一句，實在是《無量義經》，是我們慈
濟精神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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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治，現代社會形態最好的妙法

•《無量義經》就是能對治，現代社會形態最
好的妙法。我們要讀經，最重要就是要讀它
的精神，這「經」與「法」，經者、道也，
道者、路也，就是要給我們一個修行方法，
所以我們要取它的方法，用在我們現在的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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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典去找出道路來

•所以經為什麼每天要誦，就是要讓我們一次再
一次，同樣的一句話，以我們面對著生活的環
境，來看這句話，這個經文中所說的，和外面
的境界我們所體會到的，是不是我們的心境，
和這個經的道理能配合？所以我們要不斷在生
活中，還是要不斷入經典中，從經典去找出道
路來。

•其實誦經就是要讓我們的心，常常提醒我們，
如何開啟智慧，這讓我們從內心的無明，如何
懺悔，洗掉我們的無明，開啟我們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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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廣邀會眾
一起聽經聞法

感恩您


	投影片 1: 法華心香讀書會 法雨普潤—喜見無量義經
	投影片 2: 無量義經德行品01
	投影片 3: 如是我聞
	投影片 4: 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
	投影片 5
	投影片 6
	投影片 7: 與大比丘眾萬二千人俱
	投影片 8: 菩薩摩訶薩八萬人
	投影片 9
	投影片 10: 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俱。
	投影片 11
	投影片 12
	投影片 13
	投影片 14: 大轉輪王小轉輪王，金輪銀輪諸轉輪王。國王王子國臣國民，國士國女國大長者
	投影片 15: 大轉輪王小轉輪王，金輪銀輪諸轉輪王。國王王子國臣國民，國士國女國大長者
	投影片 16: 各與眷屬，百千萬數而自圍繞，來詣佛所，後面禮足，遶百千匝。
	投影片 17: 燒香散華，種種供養，供養佛已，退一面坐。
	投影片 18: 三種供養
	投影片 19: 喜見無量義經
	投影片 20: 菩薩人間化，佛法生活化
	投影片 21: 菩薩人間化，佛法生活化
	投影片 22: 《無量義經》，是我們慈濟精神的精髓
	投影片 23: 對治，現代社會形態最好的妙法
	投影片 24: 從經典去找出道路來
	投影片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