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量義經》

說法品第二

法華心香讀書會



經文：「爾時大莊嚴菩薩摩訶薩，與八萬菩薩摩
訶薩，說是偈讚佛已，俱白佛言：『世尊！我等
八萬菩薩之眾，今者欲於如來法中，有所諮問；
不審世尊，垂愍聽不(ㄈㄡˇ)？』」

‧「菩薩摩訶薩」─一般指第七或八
地以上的菩薩，P.472 上人應該是說
大莊嚴菩薩本身是十地位。
「審」─知道，清楚
「垂愍」─給予憐憫，常為懇求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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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佛告大莊嚴菩薩及八萬菩薩言：『善哉
善哉，善男子！善知是時，咨汝所問。如來不久
當般涅槃。涅槃之後，普令一切，無復餘疑。欲
何所問？便可說也。』」

‧「善知是時」─應時應機的提問
經五時設教，將入「法華涅槃時」，故云應時；
眾生善根因緣將具足，能堪受大法，故云應機。

「般涅槃」─佛的大涅槃；有別二乘之「有餘」
涅槃，因圓滿無漏，故也稱「無餘」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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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於是大莊嚴菩薩與八萬菩薩，即共同聲
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欲得疾成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應當修行何等法門？何等法門，能
令菩薩摩訶薩疾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疾」─P.482 非「快速」，乃「通達」意
快慢是「比較」的；相較於
易行道、二乘法，的確是
較快的，但不要長養行者的
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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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佛告大莊嚴菩薩及八萬菩薩言：『善男
子！有一法門，能令菩薩疾得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若有菩薩學是法門者
，則能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無上正等正覺 = 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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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菩提」─覺、覺悟
啟動「我要成佛」的願心、開始修行

淨心第一，利他為上
∥        ∥

上求佛道，下化眾生

「三」─正覺
雖發心修行，但恐方向、方法
有偏差，故要不斷的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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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藐」─正遍等正覺
遍滿、無分別的心念、利行，
菩薩「等念冤親」的智慧

「阿耨多羅」─無上正遍等正覺
成佛就是「大徹大悟」；
但師父鋪了菩薩道給我們修行，
這個「悟」只有自己能體會─
「道是用悟的，不是用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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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世尊！是法門者，號字何等？其義云何
？菩薩云何修行？」

‧法門的名字是甚麼？
義理是甚麼？
如何修行此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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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佛言：「善男子！是一法門，名為『無
量義』。菩薩欲得修學『無量義』者；應當觀察
一切諸法，自本來今，性相空寂；無大無小，無
生無滅；非住非動，不進不退；
猶如虛空，無有二法。而諸眾生，
虛妄橫計：是此是彼，是得是失；
起不善念，造眾惡業；輪迴六趣，
受諸苦毒；無量億劫，不能自出。」

修「無量義法門」的SOP：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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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義經講述」P.486
這段經文很深，都是再說心與性的法門，佛法稱
作「法相學」(法相唯識學)；若想
要成佛，就要認真聽、認真研讀。

「成佛之道」P.290
「菩薩之所乘，菩提心相應，

慈悲為上首，空慧是方便。
依此三要門，善修一切行；
一切行皆入，成佛之一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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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應當觀察一切諸法，自本來今，性相空
寂」

SOP的第一步就要有「空性見」，即「般若智
慧」，若無空性之見解則錯認世間萬物皆有實我，
則生諸煩惱。

‧「觀」─靜思惟的察看；
用智慧分析世間萬物，推究它的原理

「一切諸法」─世間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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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空寂」─
「性」─一切現象的性質與功能(不可造作)

「相」─一切現象的外相(可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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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空寂」─
「空」─無諸法定相曰「空」，即隨因緣變化的
「不定性」；而非沒有、無、None

「寂」─無生滅曰「寂」，也稱「寂滅相」、
「無生滅相」

《心經》：「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
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非「沒有生過」而是「沒有真實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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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辭典」─空寂：
離諸法相之寂靜狀態

「一切法無自性」
無有一法可自行生滅，皆悉因緣聚散而有生滅。
故沒有一個真實、恆常
存在的「我」，破「我」
即能破執、相；有此空性見
方能「行萬法而無有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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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無大無小，無生無滅；非住非動，不進
不退；猶如虛空，無有二法。」

《法華經 信解品第四》：
「一切諸法 皆悉空寂 無生無滅 無大無小

無漏無為 如是思惟 不生喜樂」

《涅槃經》：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
佛慧如虛空般沉穩、寧靜(一)，不生喜樂、好惡、
愛憎種種差別心相(由二乃至無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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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而諸眾生，虛妄橫計：是此是彼，是得
是失；起不善念，造眾惡業；輪迴六趣，受諸苦
毒；無量億劫，不能自出。」

《法華經 方便品第二》：
「見六道眾生，貧窮無福慧，入生死險道，相續
苦不斷，深著於五欲，如犛牛愛尾、
以貪愛自弊，盲瞑無所見。」

無智慧眼為盲，虛妄如夜為瞑，
此為六道眾生之「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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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此是彼，是得是失」─
上人：「常常叫你們不要有患得患失的心，
就是得失心；現在告訴你們
沒有了得失心就是『無生滅法』！」

無生滅相即能度過變異生死

‧「無量億劫，不能自出」─
若不靠佛、佛法、師父、善知識們，
絕對無法自出火宅、度分段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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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菩薩摩訶薩如是諦觀，生憐愍心，發大
慈悲，將欲救拔，又復深入一切諸法：
法相如是，生如是法；法相如是，住如是法；
法相如是，異如是法；法相如是，滅如是法。
法相如是，能生惡法；法相如是，能生善法；
住、異、滅者，亦復如是。」

修「無量義法門」的SOP：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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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菩薩摩訶薩如是諦觀，生憐愍心，發大
慈悲，將欲救拔」

‧福嚴精舍 三門偈
「因智興悲，悲依智導，智悲無礙大菩提。

由人成佛，佛在人間，人佛一如真法界。」

由般若空慧興起慈悲，
由般若波羅密引導五度，
悲智皆為成就佛道之資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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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佛三要」─三種「慈悲」：

一、眾生緣慈悲─不明我法二空，以為實有眾生
，見眾生的有苦有樂，而生起慈悲的同情。

二、法緣慈悲─悟解眾生的無我性，但未徹底的
了達一切法空，乃二乘聖者的心境。

三、無緣慈悲─佛菩薩徹證一切我、
法空，但緣著眾生相而行無相
大慈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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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又復深入一切諸法」

菩薩為度無量眾生，故需學無量法門，即入無量
法相(境界)中。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第一」P.483講述綱要：
「菩薩以三界為家，四生為子，借度生，善入佛
慧；不似小乘，視三界如牢獄，四生如怨賊也。」
菩薩救拔的對象都在此穢土，故示現此土；然不
學佛法、只憑願力欲度眾生，則被五欲火所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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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綱要：「以慈修身者，即修於此界所示現之
身，內自證入，外說利他，而悉以大慈悲心為
本。」

‧「以慈修身」─
以慈悲心為起點而欲利濟眾生，
故入群磨練，修己身心。

菩薩為究竟利生而修萬行成佛，
此為清淨大悲心，亦是菩薩發心
學佛之根本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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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綱要：「故云以慈修身，即謂之以大慈悲隨
時地根機而說法，入彼境界，隨彼事理，解困而
不退轉。」

菩薩現身在人間，藉人與人之間
的境界修身，藉世間事與惡劣的
環境磨練；將外境的一切收攝入
心，在內心了徹外境和人生的道
理，再往外向人說法，就能讓眾
生轉變心境，轉惡念為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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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又復深入一切諸法」

「無量義經講述」P.534
若學小法只能度小眾，度根機小的眾生而已；若
學大法就是度大眾，要度很多人，還要度根機高
的人。

上述是約「法」說，約「人」說則是看發心；
若對大乘法僅只聞、思，但無實修之體證、使眾
生得利，也是枉然。哪怕只學一句正法，但廣為
人說、導眾生趣向佛道，亦是大乘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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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義經講述」P.534
不可以認為「我不認識字，我的智慧不足，我有
種種的困難、困境」，不可以這麼想！我們要發
出救度眾生的心，把握時間、自度度人。

「無量義經講述」P.535
不可想「等我成佛之後，才來度眾生」；
要先做菩薩、度眾生，才有辦法成佛。

「懂得一句佛法就要分享一句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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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法相如是，生如是法；法相如是，住如是法；
法相如是，異如是法；法相如是，滅如是法。

‧「法相」─世間現象

世間現象無時無刻的行蘊
、暫時的生滅無盡，本來
如此。但眾生虛妄執著、
認假為真，起諸善惡念，
造諸苦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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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法相如是，能生惡法；法相如是，能生
善法；住、異、滅者，亦復如是。」

法相本來如此，但眾生看到卻能生、住、異、滅
善法/惡法

看到提婆達多、希特
勒，你的心念為何？

無量義經 說法品第二



《華嚴經》：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

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到底是惡人/善人？
好事/壞事？
穢土/淨土？

「心淨則佛土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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