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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人生歲月

我們的♥️是否天天「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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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隨境轉❓

境隨「心」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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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義經

人生，似乎很苦‼️

何處 ⁉️能尋「靈方妙藥」

佛陀 說法、「苦集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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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義經

法是心地的清水

1-法音集_無量義經_說法品淺釋四 _法泉無量 17’57-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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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心地的清泉3'57.mp4


善男子！法譬如水，能洗垢穢；
若井若池，若江若河，溪渠大海，

皆悉能洗諸有垢穢；
其法水者，亦復如是
能洗眾生諸煩惱垢。

前段經文

《無量義經講述》P.624



善男子！水性是一，
江河井池、溪渠大海，各各別異；
其法性者，亦復如是；
洗除塵勞，等無差別。
三法、四果、二道不一。

前段經文

《無量義經講述》P.624



洗除塵勞  等無差別

➢ 「塵勞」是世人為了事業、為了
人我、為了情愛，心靈勞勞碌碌
所染著的一切污穢。

➢ 佛法即法水，可以洗滌每一個人
的心欲垢穢。

《無量義經講述》P.627

7斯經譬如一種子48'2-51'48.mp4


三法、四果、二道不一
➢ 「三法」是煖法、頂法、世間第一法。
➢「四果」是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   

阿羅漢。                                                                                                                             
➢ 「二道」是菩薩道、佛道。
➢ 眾生來世間，受到種種不同環境的薰習

，造成不一樣的性質。佛陀都要依照眾
生的根性，分別來教導，所以施教方法
不能統一。 《無量義經講述》P.628

7斯經譬如一種子48'2-51'48.mp4


「善男子，水雖俱洗，而井非池，池非江
河，溪渠非海。而如來世雄，於法自在；
所說諸法，亦復如是。初中後說，皆能洗
除眾生煩惱；而初非中，而中非後，初中
後說，文辭雖一，而義各異。」

經文

《無量義經講述》P.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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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後說

佛陀應眾生根機，分為初、中、後三階段。
眾生剛入門時，以初機的教法引導
已入佛門修行時，再用中法引導
最後第一究竟，就是以佛法的根本精神來引
導，使人人能發菩提心。
不論初中後說、不論大教、小教，都是要去除眾
生的煩惱。但是「時」與「機」不一樣，必定要
分開，程度不同，教法也不一樣。

《無量義經講述》P.631~632



初中今說
佛陀說法四十餘年
其間分為「初説、中説、今説」
「初説」為四諦法即佛陀初成道時向五比丘所說
之法；
「中說」不離十二因緣、六度；
與「今說」其實道理皆相同，佛陀為了適應不同
根機的人，需要分析不同層面的意思，讓人人都

能體會，故「而義別異」。 《無量義經偈頌》P.314



文辭雖一 而義各異

佛陀說法有分初機和後機，有分淺說和
深說，同樣說法，雖然是一樣的文辭、
說法的方式，不過「而義各異」；
要觀機逗教，解說的意思不能一樣。
佛法普被眾生，根機若淺，就接納淺的
教法；根機若深，就接納深的大法。

《無量義經講述》P.631~633



文辭雖一 而義各異

例如同樣談孝順，分別對年幼的孩子與成人
說：「要孝順父母。」語氣就需不同，對孩
子說，用語需淺顯，無非希望他們懂事聽
話。
◆孝順就是讓父母安心。
◆孝順父母的孩子最有福。
◆孝順就是在父母需要你的時候，能歡喜

付出。 《無量義經偈頌》P.314



文辭雖一 而義各異

例如同樣談孝順，對大人說孝順，就需寄託
深刻的寓意，闡釋做人的根本道理。
◆對父母要知恩、感恩、報恩。
◆生日是母難日，應該做有益社會人群的

事，以報父母養育之恩。
◆真正的孝順，只是聽話還不夠，必須和

顏悅色，令父母歡喜。
《無量義經偈頌》P.314



療癒果實197_孝順該怎麽做1'29

療癒果實197_孝順該怎麽做1'29.mp4


半條毛毯

《雜寶藏經》中有則故事--古代有個波羅奈
國，代代相傳一個習俗，家中的父親到了六
十歲時，子孫就會給他一件毯子，讓他去守
門。有對兄弟，大哥告訴弟弟：「父親快六
十歲了，快去準備一件毯子。」
弟弟便取來半件毯子。哥哥問：「怎麼用半
件毯子?」

《無量義經偈頌》P.314~315



半條毛毯

弟弟說：「另外半件要準備給下一個人用，
你年紀也不小了，到時你兒子可以拿另外半
件毯子給你，讓你去守門口。」
哥哥聽後感慨：原來被如此對待是多麼難
受。於是將心比心。

《無量義經偈頌》P.314~315



半條毛毯

問弟弟：「我們能否不要如此對待父親?」
兄弟倆為了打破習俗，就去找一位極具名望
的智者，表達他們的心聲：這位智者也覺得
習俗應該改除，於是向國王陳情，獲得國王
贊同，國王一道令下，改除老人守門的習
俗。

《無量義經偈頌》P.314~315



親親愛你 我的爸媽

高宏嘉的故事與媽媽348 

菩提心要20130330親親愛你 我的爸媽_480p

06高宏嘉的故事與媽媽348 菩提心要20130330親親愛你 我的爸媽_480p3'47.mp4


善男子，我起樹王詣波羅奈鹿野園中，為阿若
拘鄰等五人，轉四諦法輪時，亦說諸法本來空
寂，代謝不住，念念生滅；
中間於此，及以處處，為諸比丘並眾菩薩，辯
演宣說十二因緣、六波羅蜜。亦說諸法本來空
寂，代謝不住，念念生滅。
今復於此演說大乘無量義經，亦說諸法本來空
寂，代謝不住，念念生滅。

經文

《無量義經講述》P.625



佛度五比丘因緣
故事典故出自《賢愚經—設頭羅健寧品》
佛陀過去生某一世為國王，不忍人民受乾早
缺糧之苦，投河化身大魚，讓人民捕獲食
用：阿若橋陳如等五人，乃當時的木工，在
伐木時發現大魚，是最先食用魚肉之人。
所以佛陀想要先度他們，因為佛陀把肉給他
們吃時，還發願：「你們吃了我的肉，我若
成佛，要先度你們。」《無量義經講述》P.638、686



佛度五比丘因緣

佛法很奥妙，佛陀曾經以身來救度眾生，處
處、世世與眾生結緣，
甚至犧牲自己的肉給人吃，同時和眾生結
緣，這是過去的因果、因緣，
所以佛成道後，就決定「詣波羅奈鹿野
園」，
為阿若憍陳如等說法，轉四諦法輪。

《無量義經講述》P.638、686



苦、集、減、道

佛陀為我們解釋，人生是苦。為什麼？
世間複雜，因為複雜，所以眾生起心動念，
貪、瞋、癡、無明就起；
無明一起，就造業受報，受報所以苦。

起惑         造業         受苦

《無量義經講述》P.640



苦、集、減、道
世間不離苦，因為聚集十二種因緣，其實還有
很多無數種的原因，聚集而「苦」；世間苦由
「集」來，有了種種的因緣集起的苦，
若知道，就要「減」苦。要用什麼方法滅？
就要修「道」。
所以佛陀在鹿野苑三轉法輪，就是三轉四諦
法，說了三次，這是佛陀為人間第一次說法，
講的就是「苦、集、滅、道」四真諦。

《無量義經講述》P.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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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法本來空寂

佛陀對小乘的人說「四諦法」，但「亦說諸
法本來空寂」；「四諦法」包括世間一切
法，雖然是小教，但也要讓他們瞭解性相本
來是空寂的，
因為愛欲種種拖累、種種因緣聚集才會苦，
世間沒有真正歡喜的事。
「歡喜」亦是苦的源頭，而且是一種「粗
重」的歡喜。 《無量義經講述》P.641



諸法本來空寂

以女人而言，最愛黃金、鑽石、寶玉；為了
愛美，黃金項鍊愈粗愈歡喜，寶石戒指愈大
顆愈值錢，身體甘願承受歡喜的「鐵鍊」。
項鍊若太貴重，會「刺」到人的眼睛；
寶石若太大顆，會「壓」到人的心。

《無量義經講述》P.641



諸法本來空寂

所以人就起了搶劫的念頭。若被搶、被劫
時，會歡喜嗎？
不但會哭，連生命都會為了「鐵錬」和「石
頭」而被傷害。
人生不離苦，愈歡喜就愈苦；
歡喜的事，推究到底，本來就是空的。

《無量義經講述》P.641



諸法本來空寂

常說「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生來死去，
全是空的。
往生時，子孫為表示孝順，可能衣服幫我們多穿
幾件，棺材買較好的，金戒指幫我們戴多一點，
但是能帶走嗎？不能。
人生本來苦空，推究到底本來空寂，不需執著。

《無量義經講述》P.642



代謝不住 念念生滅

➢ 「代謝不住」，「代謝」就是循環、輪流不
息、除舊更新；就像體內若熱，新陳代謝若
正常，就會流汗。生命無法為我們停留，是
剎那、刹那一直過去，過一天就減一天。

➢ 我們不可以說「吃一年，多一年」，其實是
「吃一年，減一年」

➢ 「念念生滅」，是念頭沒有一絲絲停歇。

《無量義經講述》P.642

7斯經譬如一種子48'2-51'48.mp4


中間於此，及以處處，為諸比丘並眾菩薩，辯
演宣說十二因緣、六波羅蜜。亦說諸法本來空
寂，代謝不住，念念生滅。

經文

《無量義經講述》P.642



➢ 佛陀成道之後，印度才有佛法，當時印
度有96種外道，難道佛成佛以後，大家
就肯信服他嗎？不肯。

➢ 一方面外道教徒會來和他辯論，一方面
佛陀會到處去演說、宣傳教理，不論是
與人辯論，或是演說、宣傳，都不離「
十二因緣法」。

《無量義經講述》P.643



具足六波羅密 才能成菩薩

佛陀不但向菩薩、比丘說十二因緣，
更深一層說六波羅密；
六波羅密是布施、持戒、忍辱、精
進、禪定、智慧。

《無量義經講述》P.643



布施是佛教中最主要的法門

布施有財施、法施、無畏施
➢「財施」是物質的施捨，能解決眾生生活上

的痛苦。
➢「法施」是將我們所瞭解的佛法來引導眾生。
➢「無畏施」是解開他人心中惶恐，讓眾生生

活得很自在。

《無量義經講述》P.644



何必要吃素？心好就好

心好，誰看得到？總要實行，才能表現「心
好」在哪裡，讓眾生再進一層要懂得如何布
施；
若沒信仰佛法、沒研究佛法，
如何知道布施的方式、好處？信仰佛法，就要
精進向前，不要退轉。
信仰之後，要有向上研究的心，研究佛的精
神，實行佛的教理，准進不准退，稱作「精
進」。

《無量義經講述》P.644



不忍辱就無法精進

世間善事難成就，所謂善門難開、惡門易墜、
好人難做。
「好心卻被雷親(臺語)」，意思是我對他這麼
好，他不領我的情，反過來恩將仇報，若如此，
大部分人就氣餒，不再做好事了。
若是佛教徒，就會有忍耐、忍辱的心：「我做
事並不是為了報酬，不是為了讓人報答，只是
盡我的責任，做助人的事。」《無量義經講述》P.645



今復於此演說大乘無量義經，亦說諸法本來空
寂，代謝不住，念念生滅。

經文

《無量義經講述》P.625



佛陀說法四十多年，不離四諦、十二因緣、六
波羅密，通去講小乘法，現在要用大乘《無量
義經》，來收束以前所說的小法。
雖然是「文理真正，尊無過上」的大乘經典，
但是它的教義，同樣不離空寂。

《無量義經講述》P.647



只是過去的空寂，是方便；
現在所說的空寂，是究竟，但仍是解釋「代謝
不住，念念生滅」的法門。
「文辭雖一，而義各異」，文辭雖然一樣，但
是其中的意思又不同，因為是一段一段的時間
慢慢分析的。
由於智慧、知識的差別，各人領受、覺悟的境
界不同，因此所證的道果也不一樣。

《無量義經講述》P.647~648



酒色財氣

宋朝佛印禪師
『酒色財氣四堵牆、人人都在裡邊藏
    誰能跳出圈外頭、不活百歲壽也長』

宋朝蘇軾《和佛印禪師詩》
『飲酒不醉是英豪、戀色不迷最為高
    不義之財不可取、有氣不生氣自消』



酒色財氣

宋朝王安石《亦和佛印禪師詩》
『無酒不成禮儀、無色路斷人稀
    無財民不奮發、無氣國無生機』

北宋皇帝宋神宗
『酒色禮樂社稷康、色育生靈重綱常
    財足糧豐家國盛、氣凝太極定陰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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