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24《靜思妙蓮華》光源不移 十方同向 (第 1031集)（法華經•

化城喻品第七） 

 

⊙「光源不移，十方共向推尋；方向無形，空無邊相大空；覺性慧

海，法界虛空難量；諸梵人天，如規十方同向。」 

⊙「今以何因緣，我等諸宮殿，威德光明曜，嚴飾未曾有？如是之妙

相，昔所未聞見，為大德天生？為佛出世間？」《法華經 化城喻品第

七》 

⊙「爾時，五百萬億諸梵天王與宮殿俱，各以衣裓盛諸天華，共詣下

方推尋是相。」《法華經 化城喻品第七》 

⊙「見大通智勝如來處於道場菩提樹下坐師子座，諸天、龍王、乾闥

婆、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恭敬圍繞。」《法華經 化城喻品第

七》 

⊙見大通智勝如來處於道場菩提樹下坐師子座：諸梵天推共聚，一心

同尋光源方向，得見佛處於道場。 

⊙諸天、龍王、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恭敬圍繞：天

龍八部及見四眾。 

⊙時諸梵天王頭面禮佛繞百千匝：梵天王表慇勤尊重。 

⊙即以天華而散佛上：散華供佛，表於佛境修淨福。 

⊙所散之華如須彌山，並以供養佛菩提樹：所積之修因，高廣而大，

以樹獻佛，諸佛於此而成正覺。 

⊙華供養已，各以宮殿奉上彼佛：獻華奉宮，修福分。 

⊙「及見十六王子請佛轉法輪，時諸梵天王頭面禮佛，繞百千匝，即

以天華而散佛上。所散之華如須彌山，並以供養佛菩提樹。華供養

已，各以宮殿奉上彼佛。」《法華經 化城喻品第七》 

 

【證嚴上人開示】 

「光源不移，十方共向推尋；方向無形，空無邊相大空；覺性慧海，

法界虛空難量；諸梵人天，如規十方同向。」 

 

光源不移 

十方共向推尋 

方向無形 

空無邊相大空 

覺性慧海 

法界虛空難量 

諸梵人天 

如規十方同向 



 

我們大家清楚，佛出世人間，乃是大因緣，而且大轉法輪，光的放

射，四面八方、上、下，都能接受到這個光的照耀。那就是表示，佛

就是叫做「覺」，「覺」就是理的源頭。所有的道理不覺，永遠就沒有

理可說。就是要覺，覺悟體會道理的來源，才有法可說。 

 

所以，說法是一大因緣。沒有佛出世，沒有出世的這位，經過修行，

哪有覺悟的時刻呢？就是因為覺悟，稱為覺者，覺者體會天地宇宙萬

物真理，能夠向人間說法，這就是道理的源頭；源頭來自這位覺者，

向人間來告示，向大家說話。 

 

這個道理本來就是原，就是有，原來本有的道理，我們凡夫不覺，人

人都不覺，儘管道理原來就有，但是人人不覺，所以，不知就等於沒

有道理存在。就要有人知道，知道有這樣的東西，就是這樣的道理，

有這樣的人間，就是有這樣的，隱含著它的道理存在。所以很多道理

的源頭，是永恆存在，只是因為我們人人不覺，所以就沒有道理可

說。 

 

我們若常常在與人說話，這個人怎麼說就是說「袂伸捙」（臺語音

譯），再怎麼說，他體會不到，「袂伸捙」。「袂伸捙」的意思，就是怎

麼說都說不直，就是將事情都曲解，不直，沒有透徹道理，所以彎彎

曲曲。「袂伸」，袂伸，「袂伸」就是說不平。道理原來就是一條平坦的

道路，告訴他：「你就這樣走，這條平坦的道路，這樣走下去就對

了。」「怎麼說都是彎彎曲曲，都是迷。」所以因為這樣，古人才說：

「『袂伸捙』的人，不必跟他說。」這是臺灣話，到底要怎麼寫？ 

 

昨天(二 0一五年)有一群，在集結經典，幾十年前說的話，師父講的

經，就這樣散散落落、斷斷續續，真的要將這些斷斷續續的經典，要

這樣連接起來，實在是很不簡單，很辛苦。這群結集者花了幾年的時

間，用讀書會來了解，將散散落落拿來，要連連接接起來，實在是很

不簡單。又是很仔細，師父說話的口吻、口氣，到底韻律是怎樣，他

們又是不讓它失真。 

 

我感覺，我自己很幸福，他們很辛苦。想，這是真的要說的辛苦。要

整天的時間不斷來討論，不斷如何將臺語變成了，現在一般人看得

懂、體會得到，又要將臺語留住。臺語，今天說一句「講袂伸捙」，現

在看他們如何將這個「袂伸捙」怎麼寫，這個「袂伸捙」三個字，在

文字上要如何表達出來呢？ 



 

所以說，文字只是一個相，已經有文、有字了，寫得出來，這是人

為，有為法，有作為的方法。就像簡體字，已經是人再將它簡化過

了，中華的文化，自古以來，這個文字，中國造字，字很美，很有意

義，有象形文字，用形來造字，所以每一個字，都有形、有意，這都

有。但是將繁體的文字，已經變成了簡體的文字，所以很可惜。 

 

有些日文，日文也是用中文，以古早的中文去簡化，變成了他們的日

文（編按：日文的平假名與片假名自漢字簡化而成）。日文，我們看不

懂了，但是日文中，無法簡化的，它保持著漢文，用漢字還保持著，

所以日文中有漢字在，這也是人為。若是西方就是用英文、法文、葡

萄牙文等等，都是不同的文字。這總是世間有為法，有形相。 

 

道理，道理是無為法，無為法就是你沒有改變的餘地，因為它是無

相，它是無形、無體、無相，所以它就是永遠不變，這就是道理。任

何道理，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字，都可以將這個物理，用他們的文章去

寫。我們用我們的文章寫，雖然各國的文都不同，卻是物理永遠不改

變，生理永遠不改變；人的心理，也是各人的心理、感觸的形態，每

一種人種，都是同樣，這種各國不相同的感受，道理都是一樣。 

 

所以說來，道理是一個源頭，就如「光源不移，十方共向推尋」。這個

發光的源頭是不移，那就是道理永遠存在，都是同樣在一個方向，千

古不變，塵點劫以來不變，但是各方，各不相同的方向。他們現在已

經十方共同，向發光的原點去推尋，去推，去找。「方向無形，空無邊

相」，這就是叫做大空。其實，道理就是空，真真正正就是無形無體，

任何一個方向來看它，東說西，南說北，西說東等等，這就是各方向

來看這個理，各有各的，表達方向的方式、語言，其實它還是同樣不

變，在原地。 

 

所以「方向無形，空無邊相」，就是「大空」。不論在哪個地方，同在

這個空間，我的方向、你們的方向，不同；我若是轉個面，換我的方

向，與你們的方向是相同，但是，這面牆還是一樣，它是一面牆，是

我們──你、我的盡頭。你們面向過來，(牆是在)我的後面；我(轉

身)向過去，(牆)是我的前面。不論是你們看到的、我看到的，同樣是

一面牆，我是向東看，你們是向西看。同樣的道理，大家若能了解，

理本來就是這樣，無形空無邊相，就是大空。 

 

所以「覺性慧海，法界虛空難量」。我們人人都本具，本具覺性，只是



我們就是這樣，被無明覆蓋了，覺性沉迷，被埋了，要不然，人人與

佛同等，「覺性慧海」，在這個「法界虛空難量」。我們的法性，我們的

智慧，若能夠體會到這個法。所以法是遍虛空法界難量，無法測量。

這就是佛陀所覺悟的境界，是我們凡夫所迷的境界。 

 

凡夫就是迷，無法了解。佛就是覺，所以他遍虛空法界，所以覺性慧

海難量。其實，我們人人也是本具，可惜我們就是無明覆蓋，所以讓

我們「袂伸捙」，無法菩提大直道，向這條路走下去，那就是這樣彎彎

曲曲。 

 

「諸梵(人)天，如規十方同向」。諸梵天就是八方、上、下，等於是十

方，這樣如規如儀，他們大家都是用很虔誠的心，同樣的，大家感受

到，這個光的照耀，感受到自己的生死未了，道理，透徹的道理再次

顯相──這種大覺天生，已經降人間了，開始修行成正覺了，受正覺

之後又是要大轉法輪，這個理，將大放光明。大家歡喜，所以皆大歡

喜。每一位天人都是看到這個光，發現到真理，很歡喜。所以一心，

大家都是一心，同一個方向而來，那就是到人間來了。所以叫做「如

規十方同向」。 

 

這些天人按照規律，來到佛的道場，大家都是要這樣的恭敬，心生歡

喜，恭敬禮拜，繞佛散花等等，這些規則都有，所以這就是如規。十

方共同向一個方向去了，想像這樣的十方，全都這樣同一個方向，到

了那裡，那種散花供佛，圍繞的景象，我們用我們無限量的腦力，去

思考看看。靜靜地思考，諸天同一個方向來到這個地方，來見覺者、

聞大法，那個景象是多麼莊嚴呢！ 

 

來，我們來，這個莊嚴的境界，我們來看前面的經文，「今以何因緣，

我等諸宮殿，威德光明曜，嚴飾未曾有？如是之妙相，昔所未聞見，

為大德天生？為佛出世間？」 

 

今以何因緣 

我等諸宮殿 

威德光明曜 

嚴飾未曾有 

如是之妙相 

昔所未聞見 

為大德天生 

為佛出世間 



《法華經 化城喻品第七》 

 

這就是梵天王，看到他自己的宮殿這麼光明，這種很歡喜的瑞相，大

家覺得這是一個很微妙的形象，過去不曾看過，這到底是大德天生來

了？或者是佛出世間呢？這段偈文是大家的心聲。 

 

再來的(經)文就是說，「爾時，五百萬億諸梵天王與宮殿俱，各以衣裓

盛諸天華，共詣下方推尋是相。」 

 

爾時 

五百萬億諸梵天王 

與宮殿俱 

各以衣裓盛諸天華 

共詣下方推尋是相 

《法華經 化城喻品第七》 

 

這個梵天是上方的梵天，尸棄大梵，就是色界主，他從上方而降，人

人都是以最虔誠的心，心來了、人來了、宮殿俱，一路就是這樣來，

散花，一起到這個地方，那就是佛的道場。「共詣下方推尋是相」，找

到這個原點了。 

 

下面這段文接下來，經文再這樣說，「見大通智勝如來處於道場菩提樹

下坐師子座，諸天、龍王、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恭

敬圍繞。」 

 

見大通智勝如來 

處於道場 

菩提樹下坐師子座 

諸天 龍王 

乾闥婆 緊那羅 

摩睺羅伽 

人非人等恭敬圍繞 

《法華經 化城喻品第七》 

 

已經，大家看到大通智勝佛，已經在這個道場了，在菩提樹下坐師子

座。是一個很莊嚴，雖然是在石頭上、大樹下，但是在佛，有佛在的

道場，就是那麼的莊嚴，那麼的威德。 

 



我們昨天說「威」，那就是一種威嚴，「德」，就是讓人可親近，很親

愛、可親近，這叫做威德。威德，就是處在這個菩提樹下，師子座，

這是表示有威德(者)，所坐的地方；其實是一顆石頭，平坦的石頭，

用恭敬心，天人來看，好像是師子座，這是恭敬心。不是說大樹下的

大石頭，不是，用這樣很恭敬的形容，是菩提樹下坐師子座，很威嚴

坐在那個地方，具足了威德，所以稱為師子座。 

 

這是諸梵天他們推共聚，一直推尋，去找這個道理，推這個道理的源

頭。 

 

見大通智勝如來 

處於道場菩提樹下 

坐師子座： 

諸梵天推共聚 

一心同尋光源方向 

得見佛處於道場 

 

所以「諸天推」，就是「推」這個道理的源頭，共聚，大家共同一心，

就是要來推尋，要追究這個道理，找它的源頭。所以光源方向，這個

道理它的源頭的方向，這個光的波，那就是道理，光的道理，它的方

向在哪裡。「得見佛」，已經見到佛了，「處於道場」。 

 

所以，「諸天、龍王、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恭敬圍

繞」。已經在那個地方，其他的天也都到了，在那個場面裡，還有「天

龍八部」，也都圍繞在那個地方了。 

 

諸天、龍王 

乾闥婆、緊那羅 

摩睺羅伽 

人非人等 

恭敬圍繞： 

天龍八部 

及見四眾 

 

大家都是那麼的恭敬圍繞。當然這是一個儀式，這是一個禮數。意思

也就是說，如我們若是禮佛之後，我們都會繞佛。繞佛，都是右旋，

繞佛就是這樣向右轉，這是一個禮節，這是敬禮，這是一種儀式，就

是恭敬的儀式。禮佛之後，就是這樣再圍繞，這是印度他們的儀式，



這種圍繞，三匝。其實，我們平常是這樣。 

 

其實，「圍繞百千匝」，這是諸天來禮佛，就是這樣不斷圍繞，不斷這

樣旋轉。現在的尼泊爾，我們也常常看到，他們現在的佛法，就是誦

經，就是轉經輪，將鐘這樣轉過去、轉過去，都是這樣叫做轉法輪，

就是從右邊這樣一直轉。所以這是一種儀式。 

 

其實在《賢愚經》裡，有一段這樣的經文，要如何來禮佛的儀式呢？

其實故事的開頭，那就是從須達多，須達多長者而起。須達多長者，

大家應該很熟了，是給孤獨長者。他初見佛時，就是說有一次，須達

多長者，他是在舍衛國，舍衛國，他的一個朋友，就是在王舍城。他

為了他的兒子，要和王舍城這位朋友，護彌長者要聯婚，所以想要去

探望這個家庭。所以須達多長者，從舍衛國到王舍城去。 

 

到達的時候，怎麼看到護彌長者，整個家庭很熱鬧，大家都在清掃、

清理他的家園，都在布置，前前後後，都布置得讓人看了很感動。這

到底是為什麼，裝飾得這麼清新歡喜，令人看了就歡喜？ 

 

須達多長者，他自己內心就這樣想，很感動，護彌長者是不是知道我

要來，特別用這麼豐盛、這麼用心來布置前後呢？自己想一想好像不

對，何必呢？本來就是好朋友。應該是國王，頻婆娑羅王要來，所以

他才那麼的隆重，應該是國王要來。所以他問他的朋友護彌長者，就

說：「你這麼隆重這樣布置，是國王要來嗎？或者是為了我要來呢？」

「都不是，有一位值得我們人間，所尊重的大覺者。」「什麼叫做大覺

者呢？」 

 

這位他的朋友，護彌長者就說：「這位大覺者，就是王子出家成道了。

太子成道之後，他的皇宮有很多王親，也同樣受大覺者所化度，出家

了。又有很多婆羅門修行者，也受到他的法所感化，也出家了。僧團

已經來到王舍城，在迦蘭陀竹林精舍，我已經向佛請求，要請他來受

供養。明天就是佛陀來臨的時刻，所以我為了佛陀要來，我這樣在布

置。」 

 

這位須達長者認為機會難逢，所以那晚就住宿在，護彌長者的家裡。

但是腦海中一直在想，這位佛陀到底是什麼樣，值得大長者這樣的尊

重？所以，他晚上輾轉難眠，不如去他所說的方向，在迦蘭陀園竹林

精舍，不如這個時候去探個究竟。他就這樣出門了，晚上走在路上，

周圍都是黑暗的，但是他還是抱著這分好奇的心向前走。一直到了迦



蘭陀園，他已經從遠遠的地方就看到，彷彿一座金山一樣，一道光

明，好像一座金山在那個地方。他就不由自己向前一直走過去。 

 

靠近看，原來這位修行者，坐在那個地方，那麼的威嚴，而可親近。

這位應該就是，他的好朋友口中的大覺者，所描述的就是這樣。到底

我要用什麼樣的禮數，來向這位大覺者呢？但是他不由自己這樣一直

走近。在那當中，他心裡想，「我要怎麼來接近，用什麼禮數？」不知

道禮數，這當中，彷彿中有天人，在那裡忽然間出現了，來禮佛恭

敬，在那個地方繞佛。五體投地禮拜，禮拜之後，這樣繞佛，他看

了，原來要見佛的儀式是這樣，所以他也不由自己了，也與這群天人

一樣，就這樣親近到佛前，在那裡禮拜下去。 

 

在這當中，佛陀就開始，請須達長者到旁邊坐下。在那個地方，須達

長者看到佛很慈悲，也開口叫他，到身邊坐下來。這時候這位須達長

者，向佛請法，佛陀為長者就說法。人間佛法難遇，人身難得，將世

間一切生老病死、名利地位皆是幻化等等，很多的法，在短時間內，

這位長者，好像將很多法都入心了，他感覺到這個法才是真正人間所

需要的法，舍衛國更需要，更需要這個法，希望佛陀也能到舍衛國。 

 

佛陀就對他說：「只要有精舍，有地方，安住僧團的地方，我自然就會

到那個地方去。」所以須達長者，認為佛陀已經答應了，只要需要一

個地方安住僧團，這對他來說，應該是沒問題，須達長者這樣想。所

以他趕緊頂禮，很高興，覺得他要趕緊回去舍衛國。他要替他的兒子

談親事這件事，不重要了，趕緊，趕緊回去找土地，就這樣就回去

了。 

 

這是一段故事，真正是用心，法就能夠留傳。這就是學佛，佛法的儀

式，要恭敬圍繞。在佛法之中，什麼叫做「恭敬圍繞」？就是從這個

時候開始，大家就知道禮佛恭敬。 

 

看看諸梵天，不就也是這樣嗎？來到佛的道場，就是這樣恭敬禮拜，

也就是這樣的圍繞，這向來就有的。但是，人間不知如何禮節，所以

須達長者，也有這樣這段故事。 

 

諸天已經到達了，看到大通智勝佛坐道場，諸天、龍天八部，全都恭

敬圍繞在那個地方。所以接下來這段(經)文再說，「及見十六王子請佛

轉法輪，時諸梵天王頭面禮佛，繞百千匝，即以天華而散佛上。所散

之華如須彌山，並以供養佛菩提樹。華供養已，各以宮殿奉上彼



佛。」 

 

及見十六王子 

請佛轉法輪 

時諸梵天王 

頭面禮佛 

繞百千匝 

即以天華 

而散佛上 

所散之華如須彌山 

並以供養佛菩提樹 

華供養已 

各以宮殿奉上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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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看到諸天與天龍八部，他又看到十六王子，也是在這個道場裡

面，很懇切的在請佛轉法輪。尸棄大梵，從天下降，所有的梵天王都

到了，所以現在是十六王子，請佛轉法輪，說法的時刻，所以「時諸

梵天王，頭面禮佛，繞百千匝」。 

 

時諸梵天王 

頭面禮佛 

繞百千匝： 

梵天王表慇勤尊重 

 

從空而降的梵天王，開始也是這樣，表達出那分慇勤尊重，頭面禮

敬，繞佛的儀式。這就是原來就有的儀式，恭敬圍繞。所以學佛，總

是要用心，這就是我們應該要有的禮節。 

 

所以「時諸梵天王」，這樣在那裡「繞百千匝」，在那個地方繞百千

匝，不只是三匝。我們平時就是說「三匝」，現在是「繞百千匝」，從

天而降的梵天王，這種殷勤尊重。並且即以天華，散花來供佛。這種

「散華供佛」，就是表達佛的境界，是一分修淨福。 

 

即以天華 

而散佛上： 

散華供佛 

表於佛境修淨福 



 

現在的人去拜佛，一定要用什麼東西來表態。其實，簡單以花就可以

了。花是一種莊嚴，表示花是一種形象，是很清淨的形象。而且花從

種子而生，隨著季節而開花。開花，表達花的無常，雖然它清淨，但

是花開花謝，這是人間的無常，表達出清淨，但是表達出人間無常的

道理。 

 

花開花謝，在它開花之前是含苞，就如我們人，在年輕時代開始。就

是這株花營養的分量，不斷供應給花蕊，它慢慢吸收營養之後，花開

了，時間到了，它就會開花，花開了之後，它就會結果實，結果實之

後，它就謝了，很快就謝了。一朵花，能有幾天的時間呢？很快的時

間，隨著這樣快速的時間而開花，而結籽，而凋謝。 

 

這就是要警惕人人，人間修福，怎樣修到的福，還是人生苦短，梵天

雖然壽是長，但是同樣也有盡期，何況人間如花開花謝。同樣的道

理，人間短暫如一朵花，修的福，也是很短暫，但是，很清淨，隨著

時間這樣開、這樣謝，所以叫做「於佛境修淨福」。開花結果，結果的

種子入土，再發芽，再長出一株花，很快就又再開花，又再結果。佛

陀生生世世，來來去去，就像這樣一樣，在短暫的人間，總是這樣一

現就過了。 

 

人間的八十歲，對天人的壽命來說，那是短暫，非常的短暫。在四天

王天，也是，我們的五十年，是他的一天而已，最近的天，接近人間

的。看看我們，這樣的一輩子，在他們的天界，才一天多的時間；在

四天王天，也差不多是這樣而已，也是短暫，一下子的時間，它就花

開花謝。 

 

所以「所散之華如須彌山」，像這樣清淨的花，散落在佛上，所積的、

所修的因，「高廣而大」。 

 

所散之華如須彌山 

並以供養 

佛菩提樹： 

所積之修因 

高廣而大 

以樹獻佛 

諸佛於此而成正覺 

 



已經來到這裡散花，在這個地方所積的花，已經很高了，十方來的梵

天，每一位都是這樣散花，這個花已經從菩提樹鋪到地面，真的是很

高、很大。 

 

所以以樹獻佛，「諸佛於此而成正覺」。這是表達如花一樣，諸佛就是

在這個地方，菩提樹下成正覺。以天人的時間，來看我們人間的時

間，就如花開花謝，這麼的短暫，生生世世來人間，就像這樣，花在

累積一樣，所以用這樣來表達。 

 

華供養已 

各以宮殿 

奉上彼佛： 

獻華奉宮 

修福分 

 

所以「華供養已，各以宮殿，奉上彼佛」。這是大家用最虔誠的心，這

樣來供養佛，表示他們也是來人間修福。不過，人間的時間，對他們

來說，是這麼的短暫，如花一樣。所以，已經十方的梵天都到了，這

樣來散花，用清淨的花，在人間供佛。這表示我們應該要把握時間。

諸梵天向一個方向，發光的源點，來找，已經全都集合了，十六王

子，也殷勤請佛說法的時間。所以我們要把握時間，如花開花謝，很

快的，時間就過去了，我們應該要時時多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