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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1
爾時大莊嚴菩薩摩訶薩，遍觀眾坐各定
意已，與眾中八萬菩薩摩訶薩俱，從坐
而起，來詣佛所，頭面禮足，遶百千匝
，燒散天華、天香、天衣、天瓔珞、天
無價寶，從上空中，旋轉來下，四面雲
集，而獻於佛；



經文 2

天廚、天鉢器、天百味，充滿盈溢，見
色聞香，自然飽足；天幢、天幡、天幰
蓋、天妙樂具，處處安置，作天伎樂，
娛樂於佛；即前胡跪合掌，一心俱共同
聲，說偈讚言。



虔誠敬仰心 不斷向佛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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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勝的禮敬和供養

➢表達虔誠的禮敬至誠皈依。因有恭敬
的心，才能真正受持到殊勝的妙法。

➢莊嚴道場，令與會大眾的心境， 因為
莊嚴美妙的氣氛，而收攝專一。



➢ 發願度盡一切眾生，一定要不斷向佛求
法 ，要起虔誠敬仰的心，一心歸向。

➢合掌意涵做人行中道，雜念歸一心。



摩訶薩
就是大菩薩，不是新發意的菩薩，是已
經證到等覺的菩薩。一般眾生，從凡夫
位開始發心修行，必須歷經十信、十住
、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妙覺等

，總共有五十二階位的菩薩修行。
P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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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十地

歡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焰慧地、

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

善慧地、法雲地等十個階段。



講經的人具足的能力
➢ 講經的人，首先一定要定意，因為講解佛法，
不是世俗人講古，法師講經就像佛親口說法一樣
，一定要很小心、很謹慎，一句都不能有差錯，
所以他意一定要清、要定。

➢ 說法一定要具足定力，專注精神將所累積的智
慧展現出。講到讓人聽了不會想睡，坐得住、不
起煩惱的程度。

P354-355



聽經的規矩
➢聽經的人也要定意，要起感恩的心，安定
、仔細納受。

➢到道場去聽經，聽得懂也要定，要有規矩
，靜靜坐著，集中精神聽。

➢法師說法，是用他的心血，解釋讓我們聽
懂；聽不懂是因為不專心，心沒仔細領納法
師的聲音，才會聽不懂，要趕快收攝心意。

P354-355



不落不昧一字因果

➢過去有一位老修行人，很懂佛法，但
因講錯一句話，墮落為狐狸五百世。

➢老修行人說錯哪句話？
「不落因果」和「不昧因果」。
P353~354



一字之差五百世為狐焉可不慎

➢「不落因果」，是指所有修行的人不受
因果報應，這是大錯特錯；任何人都逃不
出因果的定律和報應。

➢百丈禪師的「不昧因果」，實乃至理名
言。因為任何修行悟道的人，都要不昧因
果，都要受因果報應的。



➢佛每講一部經，都要有啟機的人，這部
經是由大莊嚴菩薩啟機。

➢先禮佛，而後繞佛---這是最恭敬的禮，
表示皈依，以佛為中心。我們若念佛時，

也會繞佛，就表示身心皈依佛陀。
P356

無量義經啟機者是誰？



種種供養表露心志
➢ 「燒散天華」，是由內心的敬重，表露在
外禮數。

➢ 弟子繞佛後燒香散華供養佛，表示恭敬。

➢ 佛陀不需要倚靠人的供養，只希望大家能
依佛法教育，奉持實行、輾轉教人。

P357



➢「天香、天衣、天瓔珞、天無價寶」
都是供品；「天無價寶」，是用很有價
值的寶物供養佛。

➢「從上空中，旋轉來下」，這是天人
恭祝佛將要開講大法，所以有此瑞相，
人心起敬，燒香散花，供養物從上空中
上方，旋轉而下。

P357-8



「天廚」是最上等食物、很豐富的餐食

「天鉢器」是很細緻的碗盤

「天百味」是百味的豐盛餐食

「充滿盈溢」是色香味具全

「見色聞香，自然飽足」，因為東西很
多多到讓人看、讓人聞，香與色就使人
滿足。

P358



「天幢、天幡、天幰蓋」，是裝飾佛座
前的東西， 「天幢、天幡」都是旗幟
，圓狀的旌旗，稱作「幢」，「幡」是
長條旗；幢幡都有垂來的裝飾。

「天幰蓋」是座位上方遮蔽的圓頂，上
有帷幔。

P3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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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妙樂具，處處安置

在佛的道場周圍，到處都有樂器，種種很
美的東西，安置得很合適，讓人一看到就
快樂。
P359



作天伎樂，娛樂於佛

佛將要宣說大法，天人先來莊嚴道場，
娛樂於佛，使佛心意歡喜。
P359



這樣的供養，是因為弟子覺得佛陀是人
天難得的大導師，他們接納佛的大法，
身心就像口渴得到甘露一樣清涼，而身
心得法是由佛陀教化所得，因此弟子起
了感恩、恭敬的心，所以不管佛的阻止
，大家還是供養。
P359



《無量義經講述》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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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經，一定要有虔誠、恭敬的心。

➢ 「供養」是以「行」的供養為最，物
質的供養對佛沒有增添，也沒有減少什
麼，佛最希望的是我們行為和心的供養
。

P361

供養以「行」的供養為最



經文
大哉大悟大聖主 無垢無染無所著

天人象馬調御師 道風德香熏一切

智恬情泊慮凝靜 意滅識亡心亦寂

永斷夢妄思想念 無復諸大陰界入

P362



➢ 對佛陀的禮讚文，還有更深一層的意
義，那就是將佛陀，圓滿成就的極致典
範， 詳細地描述出來， 讓大眾可以領
會景仰而心生效法。

➢奉持諸佛清淨戒，乃至失命不毀傷

若人刀杖來加害，惡口罵辱終不瞋



學習佛陀 心印宇宙大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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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不斷在毀傷，宇宙大覺者不忍心，不斷在
撫慰著地球，等於在關懷眾生，慈濟人要有佛
心，也應該疼惜地球，尊重生命。慈濟人所做

，都是宇宙大覺者佛陀他的愛心。



我們的心要印著大覺者的心， 我們要
疼惜大地， 疼惜眾生，還要彼此尊重
，你我都要學習佛陀的大覺悟。

學習佛陀的大覺悟



大哉大悟大聖主
這是讚歎佛陀的大覺悟。「大哉」是感
歎的意思，也可說是非常恭敬； 「悟」
是理解事情，知道就是悟，也是覺悟，
佛陀對處世、出世的真理，無一項不了
徹，所以稱為「大悟」。
P362



➢ 「大聖主」就是聖人，因為迷，所以
我們是凡夫；因為悟，所以釋迦牟尼佛
是聖人。

➢ 凡夫是自私自利，聖人是利他利人，
若完全不為自己，而為眾人、為救世人
，就是一個大聖諦的大覺悟者。

P363



無垢無染無所著
➢ 佛陀的心非常清淨，像一面鏡子。世
間的道理，沒有一項他不明白，出世間
的一切法，也沒一項不知道。

➢ 「無垢」，是心無一點染污，心完全
無染著，心如鏡照。

P363



我們要學這樣的心，平常做過任何事，做

過就該過了，不要讓昨天的東西還染著在

鏡裡。佛菩薩的智慧就在於無染，心地若

不受煩惱綁住、無染著，自然會開啟智慧

，有智慧就有辦法度眾生。
P364



天人象馬調御師
釋迦牟尼佛的教化，有種種的方法，將
野性、剛強的眾生調伏得純良；不但調
伏人及一切生靈，佛也是人、天的導師
，是天、人的調御師。
P364-5



道風德香熏一切
佛陀道德崇高，人格清高，就如一種清淨

香氣。眾生的性質都是薰習而來，若時時

沐浴在佛法中，就會品格清高；佛陀影響

一切眾生，所以用「道風德香」譬喻他的

人格。
P366



哪一種香 逆風可聞到香味

無量義經5_德行品 如來無量法門9'28~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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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香，即使逆風，它還是一樣香，
我們人若能守五戒持十善，若如此道風
德香，就是最香的， 人人最羨慕的，能
飄散在人與人之間。



《無量義經講述》P.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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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辭典 P.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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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恬情泊慮凝靜
➢ 佛智是恬静、不動的，自己的事情已
經完全放開，以大眾的事業為中心，
不受世欲所誘引、薰染，所以稱作「
智恬」。
➢ 「情泊」佛有情，但不是私情，他的
情是以大眾的情為情。

P367-8



智恬情泊慮凝靜
釋迦牟尼佛的智慮清靜，處事沉著，心
完全不動搖，無論要度什麼眾生、做什
麼事，都是集中力量，慎重而不散漫，
稱作「慮凝靜」
P368



五根、五識對外面的五塵、五境，「意」是
五根的總源頭，也就是第六識，外面的境界
，無論要聽、要看，或是要吃、要聞，或是
去接觸，諸根種種的感觸、領受，都是由「
意」去分別外境。

意識也就是腦神經，會去分別外面的東西
P373-4

意滅識亡心亦寂



意滅識亡心亦寂
「意」就是到六識為止，前六識全都滅
了、沒有什麼分別，凡夫是由前六識照
外境來起分別心。佛陀到這時候已經是
「意滅」，不受外面的境界打動，不會
讓他動念，所以說「意」已經滅了。
P378



第六識(意識)是「想」是「分別識」，是馬
上看到、馬上分別；這是咖啡色、這是灰色
第七識(末那識)也是自私、自我、私偏的識
是思，「田」下一個「心」思考後，發動貪
著、無明，緣境造諸業，藏在第八識(業識或
阿賴耶識)。

P374



第八是「阿賴耶識」是「藏識」，「藏
」是收藏的地方。所造一切業的種子，
都藏在「阿賴耶識」，若做好的事或去
修行，而後證果，都是由第八識去發揮
的。
P376



意滅識亡心亦寂
➢「識亡」，就是連第七識的私我、第八識的法
執，都去掉了；因為種子已經發芽，培養成一
棵很大的樹，已不再是種子了，不需要再有另
外的第八識來「藏」。

➢從現在開始，我們要磨練第八識，用第八識發
揮聖人的力量。第八識就是菩薩的境界，第九
識是佛的境界。

P379



意滅識亡心亦寂
➢「心亦寂」，是心已到寂靜的境地，沒有什麽
樣的波浪能打動他，任何聲音、語言都不能入
佛心，不會擾亂、動搖他的心，就是靜寂。

➢凡夫只要地稍微震動一下，就會嚇一跳，所以
要静如止水，風吹水波不動，若非到佛的境地
，實在沒辦法。

P380



第九「菴摩羅識」是佛識，就是完全清
淨，沒有染著；我執、法執全都去掉，
到佛的境地才能發揮，「菴摩羅識」。
P377-8



五根是眼、耳、鼻、舌、身，五塵是色、
聲、香、味、觸，五根緣外面五塵的境界
，納入第六「意」識中，「意」分別外境
後，到第七識思考，再驅動去造作，然後
藏入第八識。第八識是「業識」，凡夫即
停滯在第八識。八識之後還有第九識，即
是與佛同等的本性。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960~961



萬法都是從心中所生，佛陀覺悟的宇宙真
理也是從心所生，所以心是萬法之王，故
稱心王。心王緣著外境而生萬法，若一念
無明妄動，八識緣著種種境界，就造種種
業;心若恬静，無為無欲，就是清淨本性
，緣境轉識為智，轉惡為善。

《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P.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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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都用到第六識、第七識而已，第八
識不曾拿來用，從現在開始，我們要磨練
第八識，用第八識發揮聖人的力量。

第八識就是菩薩的境界，第九識是佛的境
界。

P379



➢ 佛的境界就是「大圓鏡智」，是一切
智、道種智，乃至一切種智。

➢ 這就是第九識，這些智是凡夫所沒有
的；其實不是沒有，是我們沒有發現、
發揮而已。

P379



我們沒辦法追求到第九識，清淨的佛識

，只要能漸漸啟發，培養第八識，就已

經很好了；意思就是要應用第八識為公

眾、為眾生，為一切生靈來做事，不要

用第七識，把心用在自私上。

P380-381



心起妄念 造人倫悲劇

P382-387



父親怕女兒太累就去勸說：「休息啦！
」但是女兒不聽，到半夜時，女兒不是
静静地讀書，而是像朗誦一樣大聲讀，
父親怕吵到家裡的人，也怕吵到鄰居，
又來勸她；



女兒不但不聽，反過來搥了父親一下，
父親被女兒搥的時候，還沒感覺女兒對
他的態度不好，他一樣靜靜地出去，女
兒讀一讀就趴在桌上睡。



這位父親原本性情很好、很有涵養，但
是那陣子身心俱疲，有去看醫生做檢查:

當晚竟失去本性，像在做夢般，拿了一
條領帶勒女兒的脖子，勒了之後，怕她
沒有死，



又把她抱到外面，拿菜刀砍。他勒死女
兒後，就換一換衣服，拿著那支刀和勒
死女兒的領帶，自己跑去警察局投案。



投案的時候，警察問他原因，他說怕女

兒讀書吵到鄰居，女兒不聽他勸，所以

他的心很煩，當時為什麼會去勒死女兒

？他也不知道。之後回想起來，像是在

做夢，讓他作不得主。

P384



他最疼這個女兒，不知道是什麼動機去

勒死她？他自己說：「可能是我叫她去

睡，要抱她去睡，她都不要，因比心煩

燥，竟失去理智。 」

P385



這就是世人的妄想，心裡受外面境界為
緣所造的惡。他是一個學者，不但要認
真研究，要適應社會險惡的人心，還要
應付教學，或許頭腦裡面的東西太多了
，所以心起妄念；妄念一發作，自己作
不得主，這是凡夫往往失常的地方。
P385



➢因緣果報，過去種的因若很強，結合現
在的緣，就會造成很多心境上的困擾，
所以有煩惱魔不斷從內心產生。

➢起兵討伐就是譬喻修習佛法，來對治心
魔的惱亂。

➢日常生活中所接觸的無不都是佛法，有
意善解就是法，無意善解那就是無明煩
惱了。

《靜思法髓妙蓮華-髻珠喻》P.28



正念
多散眾生數息觀 多貪眾生不淨觀

多瞋眾生慈悲觀 愚痴眾生因緣觀

多障眾生念佛觀 基礎在於戒定慧

請轉逆緣為善緣 行兹在兹有正念



修行的過程就是要忍，要經得起身外環

境、心內的煩惱，內外都要勘忍。

修身養性來學佛，培養耐心與耐性。
P32



妄想症是多疑的心病

為什麼教授會無緣無故殺女兒？

這是眾生妄想所造的業。



煩惱、無明很可怕，無常都是在煩惱
的那一念間，要時時降伏煩惱，好好
多用心。

《靜思法髓妙蓮華-髻珠喻》P.32



無復諸大陰界入
「無復」是不再有；不再入「大」、「

陰」、「界」。「大」是「四大」是地

、水、火、風， 再加一大「空」，就是

「五大」！「空」是沒有物質，就像空

間一樣 。

P387



一般都說有四大假合，就像我們的身體

，是四大集合而成，四大調和，身體就

健康；四大不調和，身體就生病衰弱。

「四大」不只是人的身軀構造，世間一

切萬物，都離不開四大。
P387-388



「地大」身體堅質的東西―骨肉，

「水大」，我們的身體一定要有水分，

若沒有水的流通，也無法生活下去。

「風大」是呼吸，人不能缺空氣

「火大」，身體有溫暖的體溫，生命才
能延續下去。

P388



佛陀問弟子：人命在幾間？

1.在一日間

2.在飯食間

3.在呼吸間

P388-389



堅質的就是「地大」，軟質的、有暖氣

，是「火大」。有水分、有濕性，叫做

「水大」：空氣就是「風大」；不論要

構造任何東西，都不能離開地、水、火

、風四項。
P391



五陰色受想行識

「五陰」，有人稱作「五蘊」，

陰和蘊都是聚集的意思，就是「色、受

、想、行、識」五項聚集。
P392



《靜思法髓妙蓮華-法華七喻-藥草喻》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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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是眼睛所看得到的形相：是方

是圓是長是短、是好是壞，乃至我們的

身軀、一切物質的形相，都是「色」。
P392



樂受苦受中受喜受憂受
有形有色，心會起分別，就有「受」；

順境感覺歡喜，稱作「樂受」 ，逆我們

意的境界，稱作「苦受」。只是平常淡
淡的，稱作「中受」；再有「喜受」和
「憂受」，一個人的心向外境去領納，
不出這五種。

P392



樂受苦受中受喜受憂受

「喜」和「憂」可分別歸屬在前面的「
樂」和「苦」，快樂、苦是「意」去接
受的，但「喜」 「憂」是「末那識」
所接納的。

P393



「陰」由「色」受，接「受」以後，心
裡就起計著，有「想」在，就有「相」
入我們的心。有了「想」就起「行」

再來是「識」，前面所說的第七識去造
作，是好、是壞全都包含在「識」裡，
有這「識」就起無明，「行」就會造業
P394

五陰色受想行識



十八界 根塵識

六根和六識，再加上六境(六塵)，心就會
去分別、領受，就會造業。
P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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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根

意根

耳根

鼻根

舌根

眼根

身根

六種感官
六塵

法塵

聲塵

香塵

味塵

色塵

觸塵

六種對象
六識

意識

耳識

鼻識

舌識

眼識

身識

六種作用
十八界+ +



釋迦摩尼佛 完全瞭解我們現在所説的

「四大」、「五蘊」，乃到「十八界」

他的意識完全都脫離這些東西，已經到

第九「菴摩羅識」。

P396



無復諸大陰界入

佛是清淨的，不受世間的「五陰」，

或「四大、五大」，或「十八界」束

縛。
P397



祝福法親家人

一顆心有情有愛

一雙手勤做善事

一輩子歡喜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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