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量義經》

說法品第二



經文：「於是佛告大莊嚴菩薩：『善哉善哉！大善男
子！能問如來如是甚深無上大乘微妙之義…」

‧「複習」：大莊嚴菩薩問了什麼問題？

大莊嚴菩薩：「往日所說諸法之義，與今所說有何等
異，而言甚深無上大乘『無量義經』？」

「往日所說諸法之義」是什麼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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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義經 說法品第二》：「世尊！自從如來得道已
來，四十餘年，常為眾生演說『諸法四相』之義；苦
義、空義、無常、無我」

「苦」─生命的本質是苦；六道眾生亦有「八苦」

「空」─眾生執萬法之假和為實有，此為最大的戲論

「無常」─無有一法為恆常存在

「無我」─眾生執著此五陰身、生滅
心識以為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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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於是佛告大莊嚴菩薩：『善哉善哉！大善男
子！能問如來如是甚深無上大乘微妙之義，當知汝能
多所利益、安樂人天、拔苦眾生；真大慈悲，信實不
虛；以是因緣，必得疾成無上菩提，亦令一切今世、
來世諸有眾生，得成無上菩提。』」

‧如來鼓勵、讚嘆其行為可以利益現世、後世之行者，
實是大慈悲行、也讓後世行者得成佛道！

「眾生無邊誓願度」
我們沒見過大莊嚴菩薩，但都已被他結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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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善男子！自我道場菩提樹下，端坐六年，得
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20140226《靜思妙蓮華》道場所得法
佛陀在哪裡覺悟法呢？在中印度的摩竭陀國，尼連禪
河的旁邊，這個地點，就是菩提樹下、金剛座上，那
個地方就是佛陀成道的地方，
這叫做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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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思法髓妙蓮華 序品第一」P.195 上人手札：
「住無所住無處不住 佛說法處莊嚴道場
    永恆法身慧命常住 佛在靈山人心中處」

靈山在那裡呢？在印度嗎？在人間的事相
是在印度，不過佛陀說法只要我們用心聽，
真如本性體會，靈山當時的說法，和我們
現在的心境應該是一樣，心境環境合一，
所以人人心中都有真如的本性，真如的
本性永遠都向我們自己說法。

所以佛在靈山莫遠求，不要想向很遠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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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26《靜思妙蓮華》道場所得法
其實，人人都有道場。我們無法到中印度，即使讓你
到佛陀成道的道場，哪怕你也是坐在那個地方，我們
也無法覺悟。不過，佛陀告訴我們，人人都有真如本
性。這真如本性就是「直」—大菩提直道。我們眾生，
若能用很虔誠的大信力，真用
直心來接受佛陀的教法，
所以「直心為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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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摩詰所說經 菩薩品第四》：
「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

德慈師父：
「我不能替上人做什麼，我只從上人身
上學到直心！我們的心要單純，不要
太複雜，只要單純的做，不要彎彎曲
曲，不貪不取，老老實實認真的做。」

以真誠、純直的心，運行慈悲喜捨，
哪裡都是道場、都是菩薩顯跡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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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善男子！自我道場菩提樹下，端坐六年，得
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端坐六年」─
悉達多太子離家修行後，參訪種種外道的修行法門，
有靜坐、苦行…等等，隨後經過六年苦修，體會到苦
行不能獲得究竟解脫與真理，
最後在一棵菩提樹下打坐、
靜心思量，49日後成就無上
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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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以佛眼觀一切諸法，不可宣說。」

‧《妙法蓮華經方便品第二》：
「佛所成就第一稀有難解之法，
  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
「五眼」─凡夫之肉眼、諸天之天眼
二乘之慧眼、菩薩之法眼、如來之佛眼

‧小故事─「我是小偷的師父」
「學佛要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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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所以者何？以諸眾生性欲不同；性欲不同，
種種說法；種種說法，以方便力，四十餘年，未顯真
實。是故眾生得道差別，不得疾成無上菩提。」

‧因為諸眾生的根器、性格、欲望不同，所以煩惱、
習氣不同、適用的法門亦不同、所得
法益則不同，是故成佛之速度也不同。

成佛之道 P.282
「趣入大乘者，直入或迴入，
  相應諸教法，實說方便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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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義經講述」編者序言：
「《無量義經》是《法華經》的開經，是開權顯實的
樞紐，佛陀說法四十餘年未曾顯實，直到開示演說真
實法的《妙法蓮華經》前，先講《無量義經》。」

‧真的「四十餘年，未顯真實」嗎？
大家熟知的「五時」(華嚴、阿含、方等、般若、法華)
只是一個分類，不是絕對；對於利根、
善解的弟子則聽到佛的用心，但對
鈍根的弟子，佛沒有明講「一切眾
生都有成佛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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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善男子！法譬如水，能洗垢穢；若井若池，
若江若河，溪渠大海，皆悉能洗諸有垢穢；其法水者
，亦復如是，能洗眾生諸煩惱垢。」

‧「水性是一水各異，法性如是無差別」
井水、河水、海水皆能洗除汙穢；
佛法如水能洗除眾生之煩惱塵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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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善男子！水性是一，江河井池、溪渠大海，
各各別異；其法性者，亦復如是；洗除塵勞，等無差
別。」

‧水的性質、功能是能「洗除髒汙」，但水量不同；
法水也是如此，有的法門只能度少量眾生、消除少分
煩惱，有的法門可以度大量的眾生、究竟解脫煩惱！

以上先從「法門」來說，下句長行文
則加入眾生之「根器」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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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三法、四果、二道不一。」

《法華經 藥草喻品第五》：
「一雲所雨，稱其種性而得生長，華果敷實」
如來平等說法，眾生因諸根性差別而得法、得果各異。

‧「對機即是妙法」；「法門」確有大小乘之差別，
但要適應眾生「根器」才能攝受、各得法利。

同一場法會、同一句教法，行者得利
各不相同─《法華經》中的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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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經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智積問文殊師利言
：『此經甚深微妙，諸經中寶，世所希有，頗有眾生
勤加精進，修行此經，速得佛不？』」

‧「歎經速疾力」
《法華經》能轉一切法皆為佛法、攝一切經盡為妙法
，故為經中之寶，智積欲顯經力能致現前佛果，故問
以啟之。

《無量義經 說法品第二》：
「菩薩摩訶薩若欲疾得無上菩提，應當修學如是甚深
無上大乘『無量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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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經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文殊師利言：『有
娑竭羅龍王女，年始八歲，智慧利根，善知眾生諸根
行業，得陀羅尼。諸佛所說甚深祕藏，悉能受持，深
入禪定，了達諸法，於剎那頃發菩提心，得不退轉，
辯才無礙。慈念眾生猶如赤子，功德具足，心念口演
，微妙廣大，慈悲仁讓，志意和雅，
能至菩提。』」

此段敘述畜道身的龍女之修行、德行，
最特殊為「初發菩提心，則證不退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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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根器 各有利鈍」
1.發菩提心，勤苦、長時修行，還是退失
2.發心後認真修行證無生法忍，漸進得不退轉
3.發心即證不退轉，廣行菩薩道，快速成佛
過去久積福德、有類菩薩行故。

《大智度論》卷38〈往生品〉：
「有三種菩薩，利根心堅，未發心前，久來集諸無量福
德智慧；是人遇佛，聞是大乘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心，即時行六波羅蜜，入菩薩位，得阿鞞跋致地。所
以者何？先集無量福德，利根心堅，從佛聞法故。」

無量義經 說法品第二



經文：「三法、四果、二道不一。」
「三法」─暖、頂、世第一 / 教、行、證

「四果」─聲聞四果

「二道」─辟支佛、菩薩 / 菩薩、佛

不是鑽研在文字相中，
而是了解整體的義理並且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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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經 法師品第十》：「我滅度後，能竊為一人說
法華經乃至一句，當知是人，則如來使，如來所遣，
行如來事，何況於大眾中廣為人說！」

「普天三無」─
普天之下沒有我不原諒的人

P.49 吳小弟弟
P.63 范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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