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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義經
~十功德品第三~

第五功德 示現大菩提道
第六功德 得法得果得道
第七功德 得無生忍



第一功德發菩提心
第二功德通無量義
第三功德得度生死
第四功德諸佛護念
第五功德示現大菩提道
第六功德得法得果得道
第七功德得無生忍
第八功德得無生法忍
第九功德拔濟眾苦
第十功德住法雲地

十功德品

第一地歡喜地
第二地離垢地
第三地發光地
第四地焰慧地
第五地難勝地
第六地現前地
第七地遠行地
第八地不動地
第九地善慧地
第十地法雲地

菩薩十地

布施波羅蜜
持戒波羅蜜
忍辱波羅蜜
精進波羅蜜
禪定波羅蜜
般若波羅蜜
方便波羅蜜
願波羅蜜
力波羅蜜
智波羅蜜

十波羅蜜



第五功德 示現大菩提道

善男子！第五是經不可思議功德力者，若善男
子、善女人，若佛在世、若滅度後，其有受持、
讀誦、書寫如是甚深無上大乘無量義經，是人
雖復具縛煩惱，未能遠離諸凡夫事，而能示現
大菩提道，延於一日以為百劫，百劫亦能促為
一日，令彼眾生歡喜信伏。善男子！是善男子、
善女人，譬如龍子，始生七日，即能興雲，亦
能降雨。善男子！是名是經第五功德不思議力。



第五功德 示現大菩提道

第五功德難思議 持誦書寫刻不離

刹那恆持長相應 眾生信服得歡喜

雖未達離凡夫事 猶能示現大菩提

譬如龍子生七日 即能興雲與降雨



善男子是實行菩薩道的人、受持佛法的人
，不論男女，只要發心行菩薩道，
或於佛住世時，或於佛滅度後，

若能受持、讀誦、書寫，傳揚佛陀精神，
影響他人發心受持、誦念與傳述，就能漸
漸培養菩薩情懷。

善男子



發心初學者，不但要力行救濟事業，還要
精進讀誦；不但讀誦，再進一步抄經讓大
家看，功德就很大。雖然學佛的人還未斷
煩惱，心還未清淨，道理還未很明白，對
教義的理解還不徹底；雖然凡夫的貪、瞋
、癡等七情六慾，
還沒完全斷除，也還未離開世俗的事情，
但是他已能弘揚佛道，示現大菩提的教道
，也有像神通一般不可思議的力量。

示現大菩提道



神通：即心神精通，謂靜心照物，宿命記
持；種種分明，皆隨定力，無有障礙，是
名神通。我們都具有清淨無染的清淨心，
「神」就是精神，「精」就是「專精」，
專一無雜，「通」是「通達」。
但是我們的心一般都是存在著散心雜念，
精神是散亂的，假如能夠「靜心照物，宿
命記持；種種分明，皆隨定力，無有障礙
」是名神通。

何謂神通？



神通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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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精神貫徹通達的境界，也是一種譬喻
。佛法不但包含了哲學，也包含了心理學
，過去科學不發達，人的雙腳是唯一的交
通工具，從花蓮到臺北必須走上幾天幾夜
的時間；現在科技發達，搭飛機只要三十
分鐘，由於人類科技的進步，可將行程時
間縮短許多。

延於一日以為百劫 百劫亦能促為一日



其實在抄寫或持誦的過程中，只要能了解
經文其中一句或一偈道理，能使自己有所
心得，就會使慧命增長，因此我們應該要
讓剎那的了解、恆持於心，讓自己和他人
在生活中受用，其功德一日、如遍百劫。

剎那恆持長相應 延於一日以為百劫



印順導師給上人「為佛教、為眾生」，雖
然導師只以一秒鐘的時間，說了這簡單的
六個字，但讓上人實踐了一輩子；因為對
上人而言，這剎那間的一句話，不只是一
日的功課，而是要延為百劫的志業。同理
，「百劫亦能促為一日」，千秋百世的志
業，雖然並非一日可完成，但是只要大家
有志一同，燈燈相續，佛法就能不斷地相
傳。

剎那恆持長相應 一秒鐘一輩子



以佛法而言，一個有禪定功夫的人，可以
得到法喜的禪悅，進入禪定數日卻彷彿瞬
間一般。入定調息之初，鼻息會使蠟燭的
火花搖晃是屬粗相；若是火光皆不動搖，
這是真正微細的禪定功夫。
以虛雲大師為例，他享年一百二十歲，當
年大陸內亂頻仍時，許多人看到虛雲老和
尚造寺無數，以為他非常富有，逼他一定
要交出財寶。

定慧力故超時空



其實，虛雲老和尚建寺完全是向十方善信
募款，自己根本沒有財產，但是那些人不
相信，對他加以酷刑刑求，老和尚盤坐如
鐘，奄奄一息無法動彈了；他們以為老和
尚已經死了，大家便一哄而散。
弟子們非常心痛，但也不敢移動老和尚的
軀體；老和尚於座位上入定，九天後，安
然醒來。這段期間他的意識到了兜率天；
兜率天是菩薩的訓練場，彌勒菩薩正在那
裡說法。

定慧力故超時空—虛雲老和尚 入定九天



弘一大師有一次打佛七時，清晨的板聲響
起，第一支香開始念佛、繞佛，然後打坐
，他一打坐就到晚上的最末支香開靜時，
才清醒站起來。
坐他隔壁的同參問道：「您為什麼一整天
都在打坐？」大師回答：「感覺上只不過
是一瞬間而已，剛剛才安止靜的板，現在
開靜，我才清醒。」
這也是學佛入定的功夫。

定慧力故超時空—弘一大師的入定功夫



龍子出生雖小，但是出生七天就能興雲降
雨，比喻初學佛者，只要有堅定的志向虔
誠認真，立志為佛教、為眾生，以佛的精
神來輾轉相教，自然能生出弘法的力量，
也可以使人生起歡喜心；由於有智慧與定
力，所以能令一切眾生聽法後，生出歡喜
信伏的心態。
這是第五功德不可思議功德力。

譬如龍子始生七日 即能興雲亦能降雨



第六功德 得法得果得道

善男子！第六是經不可思議功德力者，若善男
子、善女人，若佛在世、若滅度後，受持、讀
誦是經典者，雖具煩惱而為眾生說法，令遠離
煩惱生死，斷一切苦。眾生聞已脩行，得法、
得果、得道，與佛如來，等無差別。譬如王子，
雖復稚小，若王遊巡，又以疾病，委是王子領
理國事；王子是時，依大王命，如法教令群寮
百官，宣流正化；國土人民，各隨其安；如大
王治，等無有異。



第六功德 得法得果得道

持經善男子、善女人，亦復如是。

若佛在世、若滅度後，是善男子，雖未得住初
不動地，依佛如是所用說教，而敷演之。

眾生聞已，一心修行，斷除煩惱，得法、得果、
乃至得道。

善男子！是名是經第六功德不思議力。



第六功德 得法得果得道

第六功德不思議 生死煩惱盡遠離

能斷一切苦與厄 與佛如來無差異

雖未得住不動地 慧能斷惑能攝理

譬如王子雖稚小 能理國事號群僚



眾生聽法之後，如果能夠如法修行，則可得
三法四果，能夠得到煖法、頂法、世第一法
，又能得到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
漢的果位。
「得道」就是辟支佛道，也是獨覺道，乃至
菩薩道。
只要我們以堅定的心、用力量去教化，或用
精神去引導眾生，就和佛在教導眾生一樣，
沒有差別，使眾生都能夠得法、得果、得道
。

修行得法、得果、得道





教法-五時設教、八相成道

行法-六度萬行、四攝法

證法-依法修行 印證事理



譬如王子，年紀雖然還很幼小，但是，國
王若要出外遊巡或有疾病時，王子要代理
國王來料理國事，他只要依照父王所交代
的命令去施行政事，如法教化群僚百官，
使得全國人民，各就其業、各安所居，就
如同國王親理朝政一樣。

譬如王子，雖復稚小…如大王治，等無有異



佛陀為了救度眾生，使眾生了解人生無常
、六道疾苦而設種種方便法，並身體力行
、引導眾生；
我們現在也是如此，出家人是佛的使者，
要使眾生了解人生之苦、六道輪迴不息及
離苦之法。
所以，儘管現在才了解教理，但是所說的
法，和佛所說的法沒有差別。

與佛如來 等無差別



持經是指實行、弘揚佛法的人。
「初不動地」，修行若想到達等覺的境界
，必須經過五十個位階，這五十階段的前
四十個階段，必須由生起「信心」、開始
做事，堅定行為，經過十信、十住、十行
、十回向，四十個階段，力行實踐、堅固
道心，才能夠登到「初地」。

持經善男子、善女人亦復如是



要到達「不動地」，需具足「七聖財」
一、信：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
二、精進：殷勤精進不懈怠
三、戒：「戒」能防非止惡
四、慚愧：能慚己愧人、自愛愛人
五、聞捨：聞法捨去煩惱、無明，進而傳法
六、忍辱：能忍，才能海闊天空
七、定慧：心若不定則慧不生
具足七聖財能豐富人生、助益修行、得大智
慧、斷除無明，如住不動八地。

「不動地」又名「八地」



提婆達多給他這麼大的考驗，佛陀有那麼大
的忍，完成他的六度萬行。因為這樣，他快
速提前可成佛。「六度萬行」是這麼的難做
、難行，卻是定了決心還是去完成。

毒龍持戒~ 持戒和生命安危，哪一個重要?



我們現在離初地還很遙遠，然而，若能依
照佛所說的教法去實行、講述，令一切眾
生聽法之後也能一心修行，斷除煩惱，同
樣可以得三法、四果，乃至緣覺、菩薩的
覺道，所以這是《無量義經》第六種功德
的力量。

一心修行 斷除煩惱



第七功德 得無生忍

善男子！第七是經不可思議功德力者，若善男
子、善女人，於佛在世、若滅度後，得聞是經，
歡喜信樂，生希有心；受持、讀誦、書寫、解
說，如法脩行，發菩提心，起諸善根，興大悲
意，欲度一切苦惱眾生，雖未脩行六波羅蜜，
六波羅蜜自然在前，即於是身，得無生忍；生
死煩惱，一時斷壞，即昇第七地，與大菩薩位。



第七功德 得無生忍

譬如健人，為王除怨，怨既滅已，王大歡喜，
賞賜半國之封，悉以與之。

持經男子、女人，亦復如是；於諸行人，最為
勇健，六度法寶，不求自至；生死怨敵，自然
散壞，證無生忍。半佛國寶，封賞安樂。

善男子！是名是經第七功德不思議力。



第七功德 得無生忍

第七功德不思議 六波羅蜜顯神奇

愛灑人間大悲意 令諸衆苦皆得離

無生法忍斷煩惱 隨緣度化登七地

譬如猛將除王怨 怨既滅已王歡喜



善男子，於佛在世或滅度後得聞是經，聽
後不但感到很歡喜，並且生起信心，這就
已經登上十信位的階段，也是「煖法」的
階段。不是只有信心，還要有好樂之心。
「樂」字，就是要樂於實行。
如果光是信佛，卻不肯身體力行，這就如
畫餅充飢一樣；能時時起歡喜實行，才是
真正的「歡喜信樂」。

歡喜信樂



「生希有心」，即生起難得、珍惜的心情
而拳拳服膺，聽到的法絲毫沒有遺漏，能
切實地實行。佛世時代的修行人，不論在
家出家，只要接觸佛法，很容易就可以證
果，因為很重視道德，能懷有尊師重道的
恭敬心。

佛法難聞 生希有心



過去佛法並不興盛，想要求法必須千里求
師；再者佛教叢林大都在深山，人們發心
求法，一定得經過一段漫長艱辛跋涉的路
程，所以求法若渴，會起難得之心。

物以稀為貴，一到寺院便請教佛法，絕對
捨不得遺漏一字半句；不像現在，佛法很
普遍，出家人及寺院也很多，多了就不易
受人重視。

尊重三寶行六度



總之，現在聽法的人雖多，但如果不起尊重心
，只停留在語言文字的鑽研遊戲，自然就會放
縱，這是現代人雖聽聞佛法，卻無法受持、不
能實行、不能證果的原因。
我們一定要從內心真正地恭敬三寶。有了希有
心才能接受佛法、拳拳服膺，並時時讀誦、書
寫、流傳，更進一步去為人解說。發菩提心、
如法修行，探入無量義教法後，自然就可以生
出堅固善根，也幫助他人啟發善根。

受持讀誦 身教合行



善根即不造惡事，此外更進一步要能拔苦
，力行救濟眾生的志業。啟發了大悲心，
就會努力自度度人，幫助眾生斷除六道輪
迴的根源；雖然沒有刻意去修六波羅蜜，
但六波羅蜜自然就在眼前，今生即能得無
生法忍。
「無生忍」即世間一切困難的事情，都不
會打擾他修行的心，更不會有任何困難可
以阻礙他行善。

六波羅蜜自然在前 得無生忍



生死是眾生的一大煩惱，自己面臨死亡時
，心中難免會恐懼害怕，心愛的眷屬如果
有三長兩短也是苦惱不已。
我們時常可以看到----眷屬死亡時，生者悲
啼哀慟，這種死別之苦，有時會持續好幾
年，只要提起亡者的名字，仍舊悲傷不已
……。

生死煩惱 一時斷壞



我們若能從無量義法門了解「人生無常」
本是必然，有生必有死，世間的萬物有成
必有壞，唯有慧命永恆不壞。
若了解這些道理，依法修行，就不會有煩
惱、恐懼，這樣就能逐漸斷除生死的煩惱
能立刻斷除生死的煩惱，即可升到第七地
，即「遠行地」，就是真如的境界，心靈
開闊到與天地共生息的程度。

生死煩惱 一時斷壞



常說「心包太虛，量周沙界」，真如遍滿
虛空，若能盡真如際，就會發現人人本具
佛性。這條路有多長？
一念真如能普被很遠、很廣、很長，
我們若能修行無量義的法門，
實行佛慈悲救世、勇猛精進、堅定道心的
精神，此生就能昇到第七地–遠行地。

此生如何昇到第七地-遠行地



心若開闊到與天地同生息的程度，體會廣
無邊際的真如境界，就能透徹了解其道理
實與「立體琉璃同心圓」相同，「情與無
情，同圓鏡智」，要學習以如圓鏡般的智
慧，利益世間一切有情與無情，生生世世
不斷地延續修行的緣，這叫做「遠行」。

盡其真如際 名遠行地



眾生都有心窗，什麼叫做「心窗」?
心也像一扇窗，不懂道理時，心常常闇暗
；因為沒有接觸到真實智識，沒有接受到
人生的哲理，也沒有接觸到出世根源道理
所以都不知道，就等於沒有發現，為什麼
沒有發現?因為心闇暗。

打開心窗 引亮智慧



在第七地之前，還有「焰慧地」，「焰」
就是光亮，就是指我們的智慧能發光，像
中午十二點的太陽，在半空中正烈、正焰
，照耀世間一切東西，我們若修學到焰慧
地的程度，就能照到一切眾生的心靈暗處
。

打開心窗 引亮智慧



「健人」是很健康又很有力氣的人，也就
是國家的大將、威猛的將軍，國家若有外
人來侵略，就要依靠大將軍為王殺怨退敵
，所以叫做「為王除怨」。若能幫國王退
去外來侵略的敵人，國王一定很歡喜，為
了慰勞大將，就將一半的國土封賞給他；
若不是大將軍來馳援，國家就會被滅掉。

譬如健人 為王除怨



在修行人當中，實行佛菩薩根本精神的人
，是最勇猛、最有勇氣的人。
修行有很多種，有的人獨善其身，他的心
怯弱、膽子很小，不敢做大事；因為做事
，怕這樣做不成功、那樣做得罪人，所以
不如獨善其身。
若是行菩薩道的人，一定要有勇猛的精神
，不只要有勇敢，還要有體力、有魄力，
做事不能怕遇到麻煩，這樣的修行者，就
是精神最勇健的人。

於諸行人 最為勇健



到達第七地的程度，
就沒有恐畏的心，因為智慧已經發光，
不但照亮自己，也照亮他人。
當然生死的怨賊，就不會亂他的心，
所以退了生死的怨敵之後，就能證得「無
生忍」。

生死怨敵 自然散壞 證無生忍



法髓相授，聞法能信受。

有聞無慧，猶如數他珍;

聞法不覺，如執火逆風;

聰明世智，如執刀自割。

聞慧具足，方可自利利他人。



感恩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