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量義經》

德行品第一



‧「三藏十二部經」中的「諷頌/孤起」
乃獨立之偈頌文體，不重複前段之長行文之義，通常
以四句為一偈頌。

「其身非有亦非無 非因非緣非自他
非方非圓非短長 非出非沒非生滅

非造非起非為作 非坐非臥非行住
非動非轉非閑靜 非進非退非安危」

無量義經德行品第一



‧「中道實相 不落二邊」
前二偈即讚佛法身，今下三偈即讚佛報身亦以中道觀
諸法實相；世間法有生滅、空有、大小、長短、是非
…等等二元對立之差別相，空慧、無我
乃佛教獨有的出世間智慧，中道即不落
世間相而超越對立分別之清淨智慧。

《心經》：「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
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不是「沒有生過、沒有滅過」；
而是「暫時的生、暫時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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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其身非有亦非無」
「身」是實有、實無嗎？是暫時的、不定的，故不需
執著、貪戀。

《成佛之道》偈頌：
「惑業由分別，分別由於心，
心復依於身，是故先觀身。」

若能破除對身體的執著，就能解脫生死。

經文：「非因非緣非自他」
主觀即因，客觀即緣；因時間、空間、立場的不同而
變異，跳脫自他、人我相的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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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非方非圓非短長」
「親眼所見必不是真」；
「法相」是行蘊、變化的，無有一相
是其恆常、真實存在之相。

「佛法不妨礙世間法」
現在是什麼 就要盡好當下的本分

經文：「非出非沒非生滅」
看似有生有滅，實際上是相續、微細
的變化；「燭火」、「踩河水」

無量義經德行品第一



經文：「非造非起非為作」
凡可「造作」即是「生」，有「生」必有「滅」，勿
於生滅相中起攀緣、我慢、執著。

「無量義經講述」 P.404
佛陀所做的事情，做過就做過了，不會說「我是能度
眾生的聖人」、「這件事是我創
造的」，沒有造作的執著。

「盡心盡力付出無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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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非坐非臥非行住」
因體會空性的不定、平等，即能雖見世間相，卻不著
於其相。

《金剛經 如理實見分第五》：「佛告須菩提：『凡所
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太虛大師「法華經教釋」 P.298：「若無體會佛之平
等大慧、不知眾生皆有佛性，但執著種種差別法相；
以為某當墮獄、某當成佛；某為善人、某為惡道，此
皆違於如來生佛同體之平等大慧，即為其心不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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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非動非轉非閑靜 非進非退非安危」
「無量義經講述」 P.407
眾生的心因為不定，一有境界來到，就即刻放在心裡
、表現出形象；一受驚嚇，就嚇到手腳發抖，無法穩
住，這是心力不定。

「起心動念 不由自己」
凡夫看到貪愛的境界就手舞足蹈，
遇到討厭鬼就心裡督囔，
心中無所依止，故有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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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非是非非非得失」
是非、對錯亦是二元對立，茹素、環保亦然；
只有「相對的差別」，沒有「絕對的對錯」。

生滅、得失亦是二元對立，「有生/得 必有滅/失」；
無得失心則離生滅相，即能輕安自在。

「解惑五天災人禍處世篇」
上人：「生命之脆弱，不論地位多高、
有多少財產、名聲多響亮，一旦受到感
染就在生死關頭掙扎，過去所追求、所
獲得的一切都無法讓自己逃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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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順導師「學佛三要」P.2
「茫茫生死 事難知
碌碌終生 何所得
孳孳行善 復何益
逐逐此心 安不得」

唯有佛法可以究竟解決眾生
生死煩惱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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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非彼非此非去來」
「無量義經講述」 P.413
有人說娑婆世界即是極樂，只要我們的心是樂，我們
的世界也是淨土，完全沒分別是「來」、是「去」。

《維摩詰經 佛國品第一》：
「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太虛大師：「其土為依報，即眾生之共業所成，而眾
生之業，實依眾生之心而住。若眾生之心淨，則眾生
之共業淨，共業淨則其依報之國土亦因之而淨。然淨
眾生之心，必依佛法，故所淨之國土即為佛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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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非青非黃非赤白 非紅非紫種種色」
‧「法相」之方圓、短長是不定，顏色亦是不定的
但眾生往往「住相生心」…

《金剛經 莊嚴淨土分第十》：
「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
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
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金剛經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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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戒定慧解知見生」
‧即「五分法身」─「破一分無明證一分法身」
1.戒 2.定 3.慧
4.解脫─破分段生死 5.解脫知見─破變異生死

大小乘亦修亦證「五分法身」，然唯佛一人徹證圓滿

經文：「三明六通道品發」
‧即「六神通」、「三明(天眼、宿命、漏盡)」及、
「三十七道品」

‧學佛是為了得到佛的相好、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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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慈悲十力無畏起」
‧「慈悲」即「四無量心」、佛不共三乘聖者的「十
力」、「四無畏」(「無量義經講述」 P.427)

經文：「眾生善業因緣生」
「無量義經講述」 P.442
世間一切，有因也要有助緣。比如一根
火柴棒，要有火藥摩擦，才能點火；火
柴棒若浸濕了，就點不著，這就是緣不
具足。若有因，但緣不具足，就無法發
生力量，所以說做眾生的事業也要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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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辱」的定義有二：
1.情緒的忍耐
2.觀念/知見的認可 (智慧力)

以智慧觀照：「別人毀謗『周恩中』，與我何干？」
1.用「空性見」、「無我」觀照
2.「逆緣善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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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娑婆世界的特產─苦境、惡知識
佛法稱逆境、惡緣為「逆增上緣」

《無量壽經 如貧得寶第三十七》：
「齋戒清淨一日一夜，
勝在無量壽國為善百歲。」

觀音法門的要義之一：
「一切境界皆是菩薩的化現」

佛教中有名的惡知識─提婆達多

《妙法蓮華經》略說



經文：「佛告諸比丘：『爾時王者，則我身是；時仙
人者，今提婆達多是。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令我具
足六波羅蜜、慈悲喜捨、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紫磨
金色、十力、四無所畏、四攝法、十八不共、神通道
力，成等正覺，廣度眾生，皆因提婆達多善知識故。
』」

‧向來一提到提婆達多，眾人都起厭惡感，因為不了
解佛菩薩的應化利生的緣故；小乘經教說他破壞佛法
、後墮地獄，出地獄後成緣覺，但此經卻將其授記，
特顯佛之平等大慧、觀照一切眾生了無差別之相。

妙法蓮華經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經文：「佛告諸比丘：『未來世中，若有善男子、善
女人，聞妙法華經提婆達多品，淨心信敬，不生疑惑
者，不墮地獄、餓鬼、畜生，生十方佛前，所生之處
，常聞此經。若生人天中，受勝妙樂；若在佛前，蓮
華化生。』」

‧「淨心信敬，不生疑惑」─
太虛大師：「若無體會佛之平等大慧、不知眾生皆有
佛性，但執著種種差別法相；以為某當墮獄、某當成
佛；某為善人、某為惡道，此皆違於如來生佛同體之
平等大慧，即為其心不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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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大師：「由不淨故不信，由不信故疑。以為此品
經文，不過示佛不念惡之德，及佛戒人以不當念惡而
已。甚或疑此品為本來無有，為非佛所說，如此皆為
不淨、不信、不敬，斷佛種子。」

印順導師：「對於『一切眾生皆有
成佛的可能性』菩薩自深信無疑，
而一般人能對此超乎聲聞之見解，
生淨心信敬，實在太困難；由於不易
故，能淨信之功德也就特別大了。」

妙法蓮華經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大方便佛報恩經 惡友品第六》：
「提婆達多常懷惡心，毀害如來，若說其事，窮劫不
盡，而如來常以慈悲力，愍而哀傷。我以值遇提婆達
多故，速得成佛，念其恩故，常垂慈愍。」

爾時如來即遣阿難往到地獄，問訊提婆達多：「苦可
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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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便佛報恩經 惡友品第六》：
爾時阿難受如來教，至地獄門外，問牛頭阿傍言：「
為我喚提婆達多。」

牛頭阿傍言：「汝問何佛提婆達多？
過去諸佛皆有提婆達多。」

阿難言：「我喚釋迦牟尼佛提婆達多。」

爾時牛頭阿傍即語提婆達多：
「阿難在外，欲得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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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便佛報恩經 惡友品第六》：
提婆達多即言：「善來阿難！如來猶能憐念於我耶？
」

阿難言：「如來遣我問訊，苦痛可堪忍不？」

提婆達多言：「我處阿鼻地獄，猶如
比丘入三禪樂。」

妙法蓮華經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大方便佛報恩經 惡友品第六》：
「佛言：『菩薩摩訶薩修大方便，引接眾生。其受生
死無量大苦，不以為患。若有人言提婆達多實是惡人
，入阿鼻獄者，無有是處。』如來爾時即
為大眾顯發提婆達多微密妙行大方便。」

‧「你以為的惡人，不一定是真惡」
凡夫以有量之短見、執著之法相而起種
種善惡分別，學習以平等觀諦查諸法，
不落入世間之二元對立中。

妙法蓮華經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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