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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覺真如能乘真如之道，從因來果而成正覺，名為如來； 

乘真如之道而來三界，垂化眾生，故謂之如來，是應身如來。 

 

  如來，聽來「如來」離我們很遠、很遠，因為至高無上，如來。

我們是凡夫，薄地凡夫，道道地地，我們都承認我們是凡夫。如來，

至高無上，我們與如來的距離好像很遠、很長，真的有這麼遠嗎？在

我們的本質裡，人人與如來同體。我們與如來，如來在我們的身、在

我們的心，在我們的本質裡。但是我們就是凡夫，凡夫就是因為很多

道理我們無法透徹，道的理離我們很遠，很多的理論都是在口頭上理

論。我是這麼說，你們是這麼聽，光是去聽、去說，好像這段經文，

還有其他人有人是這樣的解釋，咬文嚼字，一字一字、一句一句，去

找古人怎麼說。是啊，古代的高僧大德怎麼說，光是在這文裡一直去

找理，在文與理中，我們是不是從古代，塵點劫以前原來就有的道

理，我們到底原來就有的道理是在名相，離我們很遠的道理呢？或者

是本質在我們的內心，在我們人人原來本具的真如本性？ 

 

  我們是不是肯承認？承認在塵點以前，大通智勝佛，那個「大

通」，在路的這邊到路的那邊，遙遠無際那邊的理，那個時候的「大

通」，與我們路的這邊，我們是不是通的過嗎？因為我們若將它當作是

在塵點劫以前那尊如來─大通智勝如來，是另外一個，那就離我們很

遠了。我們若承認，這大通智勝是理的源頭，道理從古至今都一樣，

同一個道理。只是我們不去承認，一直將這個理再分歧，不斷地分，

從這個文一直去找其他其他的，在文字裡面，一直在那裡轉，我們永

遠轉不出來。我們光是一直在那裡咬這些文字，怎麼咬我們都咬不

破，所以希望我們大家將法聽入心。本覺真如，人人都有本覺，人人

都有真如的本性。本覺、真如本性，我們就是離它遠，是本質遠了

呢？還是事相遠了？本質不遠，事相遠了。我們若能清清楚楚，在這

麼長久時間、空間，已經時間、空間的相，事相有變，但是理本來無

相，道理本來無相，永遠都是沒變。所以我們永遠就是真如，我們的

本覺、真如是永遠無相、不變。 

 

  但是時空有變，時間不斷地流逝，才有塵點劫這名詞。時間、空

間就是有變動，所以時間有數字可算，二千五百多年前，較近一點的

時間就可以算。這能算的時間，就能表達出了一國土，離現在我們所

住的名稱、名相，叫做台灣。二千多年前，有這個事，有這樣的人，

有這樣的相，所以標在二千五百幾十年。這就是在那個過去，有時



間、有相，所以就有距離。我們現在能知道台灣到尼泊爾，就是過去

叫作迦毘羅衛國，現在位在尼泊爾境內。慈濟人還在那裡，那個地方

能知道從台彎到尼泊爾是三千六百多公里。這樣有個一距離，有一個

相，有距離、有事、有相，能夠去測量，有名稱。所以，佛陀，二千

多年前的悉達多太子出生在那個時代。那位釋迦牟尼佛，當然他的本

性、他的本覺真如與塵點劫前大通智勝佛是一體。 

 

  大通智勝佛的「大通」，與我們人人也是一體，因為他無法測量他

的時間。要測量，「若算師及若算師弟子」，都測不出來他的時間，那

就是人人本具，原來就有。這個「大通」，不只是釋迦牟尼佛與他同

體，其實，我們每一個個人都是與天地宇宙合而為一，與「大通」都

適同一體，遍虛空法界的道理，源頭就在那裡。只是我們是道道地地

的凡夫，不知多久多久以前，我們就是這樣的無明。常常都是這樣

說，卻是我們是不是承認我們過去無始以來，一念無明造作開始，不

知道經過了無央數劫。因啊、緣啊，因為因緣果報，在報中又再造

因，在因中又再結善惡緣。在善惡緣中不斷累累結果，這樣從這個果

再報，這個善惡報，就是這樣不斷循環。不斷給我們累累業果，因核

果海，因才一點點而已，結果就是這樣這麼的多，生生累世，累積起

來到底是多久了？ 

 

  我們要如何回歸？將這累累的果要如何收回，回歸因核，那個一

點點因子，那個種子那一點點，我們的本覺真如，要如何回歸回來

呢？方法就是「能乘真如之道」，我們要回歸到我們真如本性這個道

理，我們要回歸回來。「從因來果」，我們現在，過去我們也是因為一

念的種，那一念無明浮現出來，那個種子、那個因，所以累累的果。

這時侯，我們已經從果中，這輩子就是我們的果。我們的果中，因為

今生此世，我們現在就是這樣，各人出生的家庭背景不同，各人的人

生過程不同，卻是我們每一個人有這樣的緣，所以結果我們在同一個

道場修行。有的人已發大心，割捨小愛入大家庭，共同一志，要來擔

起如來家業。有人的果已經各人有小家庭，他各人的小家庭，他還能

從他的小家庭發大心，先度自己小家庭的人，再投入社會人群，但是

共同一志，走慈濟路，就是走在人間路。 

 

  「靜思法脈勤行道」，就是要勤，要投入人群。「慈濟宗門人間

路」，就是要很用心，這樣我們現在各人不同的因緣，卻是走在相同的

道路，我們人人都有同一種的感受。這種助人就是行菩薩道，走在這

條菩薩道上，入人群中，不受人群的煩惱無明所影響，進人群去幫助

了以後再回來，還是我們自己，只是心理多了一個歡喜自在。幫助那



個人脫離了他的困境、苦難，我們的內心就是多一項─我有經歷了做

這一件事，是大家合群，合心和群完成的。這就是生命中造這樣這個

因，這個因藏入在八識田中。在八識，因為他付出，沒有受人群所污

染，不想要追求名利。所以，他既然不想求回報，所以這個種子是清

淨，它就回歸到第九識，那就是真如本性，它是清淨無染。這種清淨

無染，付出無所求，這個因，清淨的因。這就是我們從佛性很虔誠地

付出，都無所求，一無所染著，只是法喜充滿，堅固我們的道心，鋪

在這條的人間路，這就是菩薩道。 

 

  這就是要「乘」，就如用這個法，坐這輛車，大白牛車，這樣很豐

富的一條道路在走，所以「乘真如之道」。從因，我們用佛心，這就是

因，佛心就是真如，我們的本性。從這個因，清淨的本性，沒有要求

什麼，只是為眾生有苦難，我們付出，就是這樣付出。「來果」呢？粒

粒種子，真如，無所求，這念清淨的本性回歸，這就是果了。這樣，

我們一直累積、一直累積，生生世世這樣累積，就成正覺，名為如

來。時間不論有多久，與塵點前的大通智勝佛開始，就是在現在。現

在就是乘開始的本性而來，現在的開始還有未來很久很長的未來。所

以這種無相無體形，清淨無染的本覺真如，就是需要我們這樣「乘」，

這樣走過來。所以「乘真如之道而來三界」。 

 

  我們沒有要離開三界，因為如來的道，這條路，離開三界，你還

有什麼行好修呢？尤其是五趣雜居地，人生最苦難的這個欲界，釋迦

牟尼佛所選擇的是在欲界。欲界充滿了人生的欲念，他在欲念中跳脫

出來，為了要求真理，離皇宮去找道，去找這條道理，然後他就成正

覺了。成正覺，所有一切的欲化為「色」，只是有形相而已，他的心已

不在這些形相起心動念，再超越了色界成為無色界。他就是用這覺悟

的本性，無私、無執著，完全只是用清淨的心，在人群中來教育眾

生，這叫做「乘如來之道而來三界，垂化眾生」。從高而下，只有一目

的，要來度眾生，一大事因緣來度眾生，要來向我們開示，道理是這

樣，殷殷來為我們教育。生生世世，來來回回，就是同樣本覺真如這

樣來修行，現相修行，給大家看，向大家說這樣的道理，對他自己本

身還是無染著，這叫做「應身如來」。應身，就是應化，應眾生的根

機，應這世間、時代的事相，所以他來人間，再來度化眾生。 

 

  佛陀既然是這樣教我們，我們也應該依釋迦牟尼佛所教，教育我

們人人本具佛性，大通智勝所坐的道場，那個道場也是在我們心裡。

那個法輪是不是有要轉呢？也是在我們的心。所以真如本性，心地風

光，可長可短，可聖可凡，可以做聖人，也可以當凡夫，也能說很



長，也能說現在，這就是法，很深。也是很現實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這都看我們如何去運用，我們的體會在哪裡。這不是說我要怎麼去追

求才能得到，平時就是了。一理若通，萬理就徹，所以難道要聽這麼

多嗎？難道要去學這麼多嗎？其實，要學的都在我們自己，自己的本

性之中，所以我們要用心去體會。前面的經文，還是梵天王來到大通

智勝佛的道場，看到十六王子在道場中，也看到很多天人在那個地方

先到了。妙法梵天王帶領大家來請法輪，請大通智勝佛轉法輪。所以

前面請法之後，諸梵天王大家一心同聲，全部聲音來請法，所以「以

偈頌曰」。所以前面的經文說。 

 

經文：「惟願天人尊，轉無上法輪，撃於大法鼓，而吹大法螺，普雨大

法雨，度無量眾生，我等咸歸請，當演深遠音。」 

 

這是前面，這麼多梵天王一心同聲，請佛轉法輪，再次以偈再

請，虔誠請佛轉法輪。接下來再說，這段文說。 

 

經文：「爾時、大通智勝如來默然許之。西南方乃至下方，亦復如

是。」 

 

經文簡釋：「西南方乃至下方，亦復如是。」 

＊方位有十，經中但明東方、東南方、南方。 

＊「六方」：西南方、西方、西北方、北方、東北方、下方。 

 

  「爾時，大通智勝如來默然許之」，大通智勝佛同樣是默然許之。

「西南方乃至下方，亦復如是」。妙法梵天王是從南方來，南方之前有

東方、東南方的梵天王，所以現在已經有這樣的天人在道場中。所

以，「西南方乃至下方，亦復如是」。其實東南方，其實西南方乃至下

方也是同樣，梵天宮殿，與前面所說的東、東南方、南，其實南還有

西南方、上下。同樣舉南方，我們就知道有西南方的這些梵天王，上

下都一樣，這樣蒙光，承蒙著光的照耀，梵宮殿全都光耀起來。大家

很好奇這個瑞相，所以都向北方這樣找來了。舉一方就已經了解，南

方，有西南方，上下也都來了。所以六方，還有西南方、西方、西北

方，又有北方、東北方、下方。除了前面說的三方，又有六方。六方

就是還有西南方、西方，還有西北方，還有北方，又有東北方，下

方，全部六方，合前面的四方就是十方。 

 

＊此六方亦因光驚問，尋光詣佛所，請轉法輪，均各相同。 

 



  其實，全都一樣的景象，所以「此六方亦因光驚問」，這六方中，

也是一樣，看到這個光大家驚喜，所以會互相互問。過去已經說，找

光來到佛所了。「請轉法輪，均各相同」，互相互相彼此問問看，這六

方和前面的三方的形態都是一樣，互相互問：「我的宮殿是這樣，你的

宮殿……」彼此之間就是看到光，那個歡喜的形象，那個心態，大家

共推問，互相來推尋是相，大家決定就是向同一個方向，東南方就向

西北方找，同樣，各個就是不同方向，向同一個方向找。這就是光，

發光地，發光的地方是不動，道理永恆不動。塵點劫以前是這樣不

動，現在也是這樣不動，真理是永遠不動，就是事相有東西南北方、

四維、上下，這叫做十方。這是事相，有方向，真理是不動。 

 

＊故云乃至。其諸天王，見光共議，各隨方來，禮佛散華，獻宮勸

請，一一皆然。 

 

  所以「故云乃至」，前面說「乃至」。「西南方乃至下方」，就是下

方，亦復如是，這段文就是「乃至」。「其諸天王，見光共議」，同樣都

是看到這道光，大家互相來議論：到底這道光從哪裡來？「各隨方

來」，各個都不同的方向，東西南北、四維、上下，不同的方向，「各

隨方來」。來到共同的地方，就是大通智勝佛的道場，到佛的道場來，

禮佛散花，獻宮殿俱，來勸請佛轉法輪，一一都是同樣。所以我們要

很用心去體會這個道理，理永遠都是存在、不變，永遠都是一樣，無

始無終，這是真理。接下來的經文再說。 

 

經文：「爾時上方五百萬億國土諸大梵王，皆悉自睹所止宮殿光明威

曜，昔所未有。歡喜踊躍，生希有心。」 

 

＊見奇瑞相，所以心喜。菩薩修行，常行六度之行，利益一切眾生，

而於自他皆生歡喜踊躍。 

 

  前面已經說過了三方，現在就又有上方，前面有東，有東南，有

南，剛才所說還有六方，現在又有上方，這樣合起來就是十方完全

了。梵天，還是同樣來了，所以歡喜，同樣經過從千萬億國土。這些

梵天王，從上方的梵天，也已經見到光。所以這道光不只是平照，上

照、下照，四面八方、上下十方，這個光上下照。這是「見奇瑞相」，

連上方也見到奇瑞相，很奇妙，很祥瑞之相，很祥和，這個瑞相。「所

以心喜」，上方的梵天王，心也很歡喜。「菩薩修行，常行六度之行，

利益一切眾生，而於自他皆生歡喜踊躍」。因為瑞光，在上方的梵天看

來，心總是很歡喜，這一定是菩薩修行，常行六度行，利益一切眾



生，自他都能生起歡喜。這種歡喜踴躍的心，這個瑞相就有這樣的感

覺。所以我們若和好人、有修養的人在一起，我們的心都是會很歡

喜、很自在，覺得是很吉祥的感覺。同樣的道理，這個光，光就是道

理，這個光會照耀來，應該就是因為有這樣的累積，所以有這種的光

耀，很歡喜踴躍。下面這段經文再說。 

 

經文：「即各相詣共議此事，以何因緣我等宮殿有斯光明?時彼眾中有

一大梵天王名曰尸棄，為諸梵眾而說偈言：」 

 

＊此上方梵天因光驚問，而尸棄梵王集議推求。 

 

經文簡釋： 

「時彼眾中有一大梵天王名曰尸棄」；此云大梵天之王，以禪定故化多

慾心成智慧火，故曰尸棄。」 

 

＊「尸棄」：頂髻。 

 

  「即各相詣共議此事」，這道光真的是有這樣，這麼柔軟，而且祥

和，這種光明，所以大家很歡喜，來共議此事。「即各相詣共議此事，

以何因緣我等宮殿有斯光明？時彼眾中，有一大梵天王，名曰尸棄，

為諸梵眾而說偈言」。現在這位梵天王的名，叫做「尸棄」，前面南方

梵天王叫做「妙法」，現在這尊是叫做尸棄梵天王。此方，在這個地

方，過去的梵天王是這樣問，現在這個地方也是這樣，因為光而驚

問。尸棄梵天王，「集議推求」，將所有的梵天全都集合起來，來推求

這個光是從哪裡來？大家互相來推求。我們大家的宮殿為什麼有這樣

的光明？「推尋是光瑞相來處，所以共議此事」。大家好好的來想想

看，這個道理，給我們的感覺是這麼歡喜，這麼柔和，好像菩薩齊

集，好像大修行者那一分的溫柔光耀。到底這是在哪個地方，什麼樣

的人已經成佛了？應該是行菩薩道，久來成佛的這種光明。 

 

  我們過去就是說「是大德天生？是佛出世間？」這個地方就不是

說是大德天生，他就是「是不是菩薩，已經久來行菩薩道之人，已經

是成佛了？」這位尸棄大梵他的認為。所以「時彼眾中有一大梵天王

名曰尸棄:此云大梵天之王，以禪定故化多慾心成智慧火，故曰尸

棄。」他就是很有智慧。前面有「大悲」，有「妙法」，現在又有「智

慧」，還有最初的東方「救一切」，有這四位梵天王，已經慈悲喜捨，

已經在這個地方。「捨」就是智慧，捨棄一切的欲心，捨棄一切的煩惱

無明，全都沒了，所以心都是在定中，他也是有在修行，在定中，這



位尸棄大梵。所以他將所有的欲完全化掉、捨掉了，所以「化多欲心

成智慧火」。智慧，這種光明，火就是光明的意思，所以「故曰尸

棄」。尸棄若要翻譯，叫做「頂髻」。 

 

＊此王本修火光定，破欲界惑，從德立名。 

 

＊尸棄梵王是色界天主，常為天人說離欲法，亦諸佛出世的請法輪

主。為諸梵眾而說偈言。 

 

  這位梵天王「本修火光定」，他過去在修行，就是修火光入定，他

觀想火，觀想光明等等，這樣入定。當然這是他過去的過去生，一直

修光明之道。所以，他行上上善，守上上戒，在人間也是行過了這樣

的菩薩行。所以他生天，尤其是生在梵天，所以叫做尸棄。「此王本修

火光定，破欲界惑」。欲界的惑，他完全破除了，「從德立名」。在三

界，欲界，他就是有這樣的修行，修到至高無上的上上善，也持上上

戒。我們昨天說過，在人群中都一直付出，十善道很具足，所以生梵

天去了。凡間的欲，他去除了；凡間的無明，也捨掉了。卻是現在還

有一點點，同樣是塵沙無明，所以他行過了菩薩道，卻是他還是生在

梵天去享天福，這就是尸棄梵王。「色界天主」，就是在色界的天主，

有色無欲，享受很多的福，但是心在福中不生欲念，「常為天人說

法」，離欲法，所說的就是離欲，要如何離開欲，這個道理他很清楚。 

 

  「亦諸佛出世的請法輪主」，他請法輪，他到達了，開始就來請法

輪，請佛轉法輪最主要的人。佛陀一直默然，最主要的這位請法輪

主，所以「為諸梵眾，而說偈言」，請法輪主要的人已經出來了。現在

再下去的經文，請法輪主都出現了，表示十方的梵天都已經集合在這

個地方了，到達了，同樣要有禮節，到達了，這是再下面的文。如何

來請法。這就是佛在待時機，默然許之。一直到現在，尸棄大梵色界

天主也已經到了。所以我們要知道，佛法就是如如不動，在人人的清

淨本性中，道理是人人都本具，本覺真如，真如本具智慧。大家都應

該有，道理，不論多遠，也是在現在。所以現在我們在聽法，也是要

多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