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802《靜思妙蓮華》煩惱病輕 則易化度 (第 1471 集) （法華經·從地涌出

品第十五） 

 

⊙世尊安樂無逼惱，淨法界眾相寂靜，得四智永離惱害，故安樂皆無逼惱；能

安樂一切有情，身安心樂無憂惱，安立行隨順一切，功德而能安樂住。 

⊙佛之四智：成所作智、妙觀察智、平等性智、大圓鏡智。 

⊙「是四菩薩於其眾中，最為上首唱導之師。在大眾前，各共合掌，觀釋迦牟

尼佛而問訊言：世尊！少病、少惱，安樂行不？所應度者受教易不？不令世尊

生疲勞耶？」《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爾時，四大菩薩而說偈言：世尊安樂、少病少惱！教化眾生得無疲倦？又

諸眾生受化易不？不令世尊生疲勞耶？」《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眾生煩惱病輕，則易化度，不生疲勞。菩薩恭敬問候如來，即請示其教化濟

度眾生之事業。 

⊙謂菩薩於諸梵行，精進無怠，雖晝夜不息，而善能調適身心，是以常得輕

安，少病少惱。 

⊙爾時，四大菩薩而說偈言：世尊安樂、少病少惱！：菩薩問候世尊安樂病

惱？相待為言。安則不病，樂則不惱。 

⊙此世間眾生，易得度化，無有疲倦？又所化眾生，易受教不？ 

⊙「爾時、世尊於菩薩大眾中而作是言：如是，如是！諸善男子！如來安樂，

少病、少惱。」《法華經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爾時、世尊於菩薩大眾中而作是言：如是，如是！：爾時，是阿難敘述，世

尊答云：一一皆如汝之所問，均安。 

⊙諸善男子！如來安樂，少病、少惱：告諸菩薩，並答以安樂，身心俱安。 

⊙「諸眾生等易可化度，無有疲勞。所以者何？是諸眾生世世已來常受我

化。」《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諸眾生等易可化度，無有疲勞。所以者何？：眾生煩惱病輕，則易化度，不

生疲勞。 

⊙是諸眾生世世已來常受我化：由其眾生易受化意，由此人等久受我化。 

⊙是諸眾生世世已來常受我化，就已開顯後言之，則為下文如來壽量品中所

述；此處應指受世尊前劫十六沙彌之教化而言。 

 

【證嚴上人開示】 

世尊安樂無逼惱，淨法界眾相寂靜，得四智永離惱害，故安樂皆無逼惱；能安



樂一切有情，身安心樂無憂惱，安立行隨順一切，功德而能安樂住。 

 

世尊安樂無逼惱 

淨法界眾相寂靜 

得四智永離惱害 

故安樂皆無逼惱 

能安樂一切有情 

身安心樂無憂惱 

安立行隨順一切 

功德而能安樂住 

 

這段文也是要用心體會。前面這樣說，「世尊！少病、少惱？」菩薩來關心，問

安，「佛，現在身體好嗎？心情好嗎？眾生安穩度化嗎？」這是禮節。從地湧出

的菩薩，既在道場，見佛作禮，這個禮儀，這樣，就是隨這個禮節。身體的禮

儀之後，就開始要問候，問候：「佛啊！近來好嗎？」這就是世間的禮儀。佛在

人間，當然一切的禮要依人間法，這是很合情合理，所以我們現在要了解。世

尊豈是有煩惱呢？世尊身體的情形又是如何？我們要了解。世尊他「安樂無逼

惱」。若要說煩惱，佛已經是安然自在了；他的身安、心樂，來人間是他的願

望，他乘願再來。他就是很甘願，為了人間眾生煩惱無明、苦難偏多，佛陀不

忍心，所以來人間，「甘願做，歡喜受」，我們常常在這樣說，身雖然是很辛

苦，在這個堪忍的世界，卻是佛陀很甘願來人間度眾生。 

 

世間疾苦是佛本來就了解了，既是有備而來，本來就知道苦，為了苦，所以來

人間度眾生，因為這樣，自然身安、心樂，就沒有被逼。我們凡夫就是被逼來

的，是什麼將我們逼來的？是我們的因緣果報，由不得我們自己，就是這樣造

作，就是這樣來生人間。所以在人間事事都是被逼，不是我們很甘願；隨著這

樣的人生環境，被逼著老、逼著病、逼著貧困，逼著這個人間，有種種冷、熱

等等，大自然、人為等等，我們不願意的、不希望接受的，卻是大自然的空間

很熱、很冷，四大不調，讓我們身不得安住。這是很無奈啊！ 

 

人生，是如何的無常？怎麼會在生、老、病中呢？一年一年過，「是日已過，命

亦隨減」，生命也在被逼迫中的煩惱。總而言之，世間有很多被逼著的煩惱，這

種逼惱。世間是很辛苦，但是佛他是很自在，明知世間就是這樣的法則，所以



他這樣發願而來，所以「世尊安樂無逼惱」。世尊，佛的世界，是「淨法界眾相

寂靜」。世尊的生命法界，他的生命法之中，他就是清淨無染著，既然無染著，

一切都是很自然、很自在。這個境界，自然他是回歸在他的清淨本性；清淨本

性，佛的境界之中那就是寂靜。他的境界是寂靜清澄，清清楚楚，明明朗朗，

一點點都沒有污染，一點點都沒有濁氣，所以因為這樣，是「淨法界眾相寂

靜」。這個心境清淨，無掛礙、無煩惱。 

 

「得四智永離惱害」。佛已經能夠得到「四智」了，佛的四智，那就是「成所作

智」、「妙觀察智」、「平等性智」、「大圓鏡智」。 

 

佛之四智： 

成所作智 

妙觀察智 

平等性智 

大圓鏡智 

 

他已經這個智很開闊，將凡夫前五識能夠轉為智，這智是清淨智；凡夫所看

的，外面所緣的境界，這是凡夫。但是佛他能夠將它轉過來，外面所接觸的，

對覺悟的人一點點都無貪著，心一點點都不會受外面境界，所吸引去，還是安

然自在，所以轉五識為「成所做智」，能成就要做的事情。外面的形相是這樣、

這樣，不論是聲塵或者是形相等等，佛的世界總是轉「有相」為「無相」的智

慧，轉「有為」而成為「無為」，無生無滅，乾淨啊！ 

 

還能夠「妙觀察智」，轉(第)六識，能夠體會、了解，了解到人人這個性，能夠

回歸。所以，眾生這個心思，是要如何去轉那個污垢為清淨？這妙觀察，細細

思考，因為這樣，能夠轉第六、第七識，轉這個自我的貪念，成為大我無私，

為菩薩的心念，「六度萬行」。從這個「六度萬行」，那就是所造作有為法，無不

都是利益眾生，歸納這個第八識；第八識不受無染，無污穢，那就是到達就像

一面大鏡子。 

 

過去常常告訴大家，「大圓鏡智」，這清淨的這面鏡子不受污染。從緣外面的根

塵開始，所看到的轉為「成所作智」，所看到的如何好好來觀察它，這「妙觀察

智」。從妙觀察智轉入了第七(識)，來細思它，開大心，有所大作為，這樣「六



度萬行」，轉為清淨，清淨的境界，大圓鏡智！外面的境來，和這面鏡子，外面

的境界緣境，通通照得到，很微細；山河大地，無不都是入鏡子裡面來，但是

鏡子一點點都不受污染，這就是回歸清淨的本性。清淨到無體相，那就是到達

真如了，(第)九識清淨，這就是我們所要修的行。 

 

這樣，是不是有可能修得到呢？修得到。因為我們這個五識，外面緣境，凡夫

是被那個境吸引住了，所以心就會在那個境界，造作無明煩惱，這樣去造作，

歸納回來在第八識，這就是我們凡夫。 

 

佛菩薩就不是這樣，所以佛是已經到「大圓鏡智」，境來照境，境照過之後無一

物，回歸第九識。這就是佛的四智。所以，佛已經得到四智了，當然，身，那

就是不受這身體物質的掛礙，那就是安了。樂，也不會受煩惱來染污，就是樂

了。所以，「得四智永離惱害」，沒有煩惱能夠再來困擾佛的心，雖然佛陀不捨

眾生，這種的不捨，與凡夫對孩子的不捨是不同。就像老師對學生的不捨，和

父母對孩子的不捨不同；父母對孩子的不捨是一種負擔，老師對學生的不捨是

一種愛，清淨的愛──要如何教好學生，他沒有什麼樣的負擔。但是父母對孩

子，就有血緣、親緣的負擔，這就是不同。 

 

何況佛陀對眾生的關懷，是清淨、大慈悲的不捨，並沒有像父母和孩子，這樣

的牽拖，那種盼望孩子繼承家業，就要很成功，就要家產好、地位高、名利

大，這是父母對孩子的牽掛。就是希望為孩子再留更多更多，就是為孩子一直

打拼，一直在造業。佛不是！佛是自己要付出，辛苦為自己，如何能自覺。天

地宇宙萬物真理體悟了，這是這麼好的事情，他覺悟了天體宇宙的道理了，那

個身心輕安，「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的掛礙，希望和大家分享，讓大

家能夠了解這種真理，這個道理讓大家能夠體會。這和父母對孩子那種的牽

掛，是完全不同。 

 

因為這樣，佛已經得四智，這個四智是永遠存在；而凡夫，那是造一切一切的

業，到底是造福業呢？貪業呢？煩惱無明的業，做了一大堆，留下來給孩子，

自己有形的留給孩子，無形的自己帶去，這個因緣果報，自己再帶來到來生來

世，由不得自己。很多事情萬般帶不去，「萬般」就是子孫拿去了，就是留在人

間的這個業力、業相在人間。那個因緣果報就是自己帶去，來生來世由不得自

己，因緣逼迫，在人間、在「六道」、在「四生」，畜生道、地獄道、餓鬼道，



這樣一直去了。這就是我們人迷茫在人間，所造作的業力就是這樣，循環而

行。 

 

佛就不是，他體會、他了解，先自己自修、自覺，覺悟之後，這個覺悟的道理

來給大家。平等了，你們和我都平等，佛也平等。這種世間一切都平等的大

智，沒有我永遠是控制你的，沒有啊！人人自己去造作，人人自己去體會，這

自己去覺悟，方法給你，讓你了解。所以，佛就是用法來引度眾生，過了之

後，就像一面鏡子，沒有了，甚至到連那面鏡子都沒有了，這是第九識。所

以，他得四智，他已經永離惱害，沒有這些煩惱來困擾他、來逼惱他，沒有

了！「故安樂皆無逼惱」，全部沒有了，一切完全乾淨了。 

 

所以，「能安樂一切有情，身安心樂無憂惱」。真的是無憂惱，他面對著這個有

情界，雖然身住在堪忍的世界，面對著粗重煩惱、剛強的凡夫，但是佛還是同

樣安樂一切有情」。「一切有情」就是一切的眾生，佛面對著這些，他還是身心

安無憂惱了。所以，「身安心樂無憂惱」，全都沒有了。安立在行「隨順一切」，

就是安立在這個行，隨順一切眾生。因為這樣，這些所造作一切的功德，「能安

樂住」。因為眾生所做一切，佛陀就是這樣牽引、所成就，這樣也能夠令眾生安

樂，安穩在人間，希望將人間改變過來，希望人間能夠平安。人間要平安，那

就是人心要安穩；人心要安穩，就要去除無量數的煩惱。所以，我們要去除無

量數煩惱，我們應該就要很用心。佛的四智，已經安立了，當然佛就沒有病、

惱。所以，菩薩所關心，佛是不是健康呢？「少病」，就是健康嗎？「少惱」，

是不是沒有煩惱，身心安樂呢？這就是菩薩向佛，順世間俗情也來一個問候，

問候，這個禮節。 

 

所以，上面的經文這樣說：「是四菩薩，於其眾中，最為上首唱導之師。」 

 

是四菩薩 

於其眾中 

最為上首唱導之師 

在大眾前 

各共合掌 

觀釋迦牟尼佛 

而問訊言 



世尊 

少病 少惱 

安樂行不 

所應度者 

受教易不 

不令世尊生疲勞耶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來問安的人，那就是有四位菩薩，這四位菩薩前面也說過了，代表身、口、

意、誓願，都很精修的菩薩。所以，我們要成為菩薩，不能離開身、口、意、

誓願，我們要很精，真修行、向前前進，所以，他們就成為領導。這麼多菩薩

眾中，是這四位菩薩帶頭，領導來唱出。大家問安是同時，他們這四位就是領

導，先開口來提倡：「大家向佛問安。」同樣的道理，我們若人集會時，都有唱

導的人，就是：「問訊。」也是要有一個口號。這同樣的道理，所以他們叫做

「唱導之師」。這四位「在大眾前，各共合掌」。他們開始合掌，大家也跟著恭

敬合掌，這個動作也是領導，要喊口號，大家要說話，同時說話出來，要有人

唱導，同樣的道理。面向著釋迦牟尼佛，就是問訊。 

 

除了頂禮，起來再問訊，開始再問安，這就是禮節。問安的語言就是：「世尊！

少病、少惱，安樂行不？」這樣在度化會順利嗎？人平安嗎？度化的事情有順

利嗎？同樣的道理。所以，「所應度者受教易不？」在這個娑婆世界剛強眾生，

要度他們，簡單嗎？是不是這些眾生，有讓佛陀困擾嗎？他們好度嗎？佛會很

疲倦嗎？因為就是眾生非常剛強，要教這些眾生，教到他們願意聽，又聽得

懂，又能夠身體力行，是很不簡單哦！不簡單，所以會疲倦、會累。「這麼難

教，我教得很累。」是哦！眾生就是這麼剛強，這麼難教，就會累。但是佛他

是乘願來，他不怕辛苦，明明知道眾生剛強，明明知道這個娑婆是堪忍，所以

他願意來，所以他堪忍，當然他不會喊苦，但是菩薩，也要有這樣的禮節來問

候，來問候。 

 

下面這段經文再說：「爾時，四大菩薩而說偈言」。這樣問候之後，因為佛還在

那裡默然坐著，菩薩問候之後，再重新用偈文唱誦：「爾時，四大菩薩而說偈

言：世尊安樂、少病少惱！教化眾生得無疲倦？又諸眾生受化易不？不令世尊

生疲勞耶？ 



 

爾時 

四大菩薩 

而說偈言 

世尊安樂 

少病少惱 

教化眾生 

得無疲倦 

又諸眾生 

受化易不 

不令世尊 

生疲勞耶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那就是很知心的弟子，就像孩子從外國回來了，問父親：「我們的事業有讓您困

擾到嗎？父親，您是不是很辛苦？」等等的禮節，一樣。所以說起來，「眾生煩

惱病輕，則易化度，不生疲勞」。 

 

眾生煩惱病輕 

則易化度 

不生疲勞 

菩薩恭敬問候如來 

即請示其教化濟度 

眾生之事業 

 

大家這樣看就了解了，眾生，煩惱就是病，這些眾生若能夠煩惱無明較輕一

點，就較好度；眾生若執著無明，那就很難度了。執著在信仰，各人執著在各

人的宗教，有的是正法，可以利益人群、開啟智慧；有的就是獨善其身，只是

為自己；有的就是邪思邪見，想要依靠，依靠神、依靠鬼等等。這樣的煩惱，

都是很難糾正、很難度化。類似這些，這也是很執著的煩惱。 

 

還有眾生那種親情的執愛，還有物欲、貪欲，造成了瞋、癡無明，這些事情實

在是很重。所以，眾生垢重就難調伏，眾生煩惱病輕就容易度化，就沒有疲



勞；若是眾生那個污染很重、垢穢很重，那就很累了。這就是佛陀在這個人

間，面對就是這樣的眾生。不過佛陀是乘願來的，眾生的煩惱輕、重，佛陀無

所畏、我就是要度；輕的先度，重的才再來度。佛陀不捨眾生，娑婆世界來來

回回，這就是佛陀的「四智」。 

 

在眾生，這個「五識」他有辦法轉過來，「成所作智」，能夠有為法去「成所作

智」，度化眾生，可以做。菩薩是「恭敬問候如來，即請示其，教化濟度眾生之

事業」。就是這樣來問候佛陀，教化眾生，一切人事、一切付出，有沒有困難？

所以，「菩薩於諸梵行，精進無怠」。 

 

謂菩薩於諸梵行 

精進無怠 

雖晝夜不息 

而善能調適身心 

是以常得輕安 

少病少惱 

 

梵行就是清淨行，很精進，菩薩很把握時間，一點點都不敢懈怠。所以，雖然

晝夜不息，但是「善能調適身心」。就是開始行菩薩道就是這樣，何況現在成佛

呢？所以，「是以常得輕安，少病少惱」。從菩薩開始一直到成佛，一路來都是

這樣，眾生不論多剛強，就是甘願來，「六度萬行」，何況現在成佛。所以，「爾

時四大菩薩」。講這個偈文，也就是這樣在反覆。 

 

爾時 

四大菩薩而說偈言 

世尊安樂 

少病少惱： 

菩薩問候世尊 

安樂病惱 

相待為言 

安則不病 

樂則不惱 

 



這就是問候世尊，就是平安，沒有煩惱。所以問佛，「教化眾生，得無疲倦。」

是不是世間這些眾生，這樣能夠累生得佛受化，煩惱是不是已經較輕了？今生

此世，佛成佛了再來度化，是不是有比較好度？應該是沒有讓佛陀，有疲倦的

感覺，修菩薩行就，累生累世就這樣來了，現在成佛，佛陀應該是沒有疲倦。

尤其是眾生受化，有的是容易，有的是困難，困難的不知有多少？所以，這些

人是不是，沒有再讓佛有太大的困擾呢？這就是這樣關心問。 

 

此世間眾生 

易得度化 

無有疲倦 

又所化眾生 

易受教不 

 

「此世間眾生，易得度化，無有疲倦。又所化眾生，易受教不？」現在煩惱輕

的人能夠得度，還有很多還未得度，這些人是不是受教容易嗎？佛的前面那些

弟子，都已經得度了，當然他們的煩惱輕，應該不會讓佛太大的煩惱。但是還

有很多還未度的，這些是不是有讓佛困擾、不捨的地方呢？因為佛的年齡也大

了，這些人是不是還有讓佛有困擾嗎？這是菩薩的關心，也是關心未來。 

 

「爾時」，接下來的經文再這樣說：「爾時、世尊於菩薩大眾中而作是言：如

是，如是！諸善男子！如來安樂，少病、少惱。」 

 

爾時 

世尊於菩薩大眾中 

而作是言 

如是 如是 

諸善男子 

如來安樂 

少病 少惱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這些菩薩的禮儀，不論是頂禮、問訊、問安，這些禮節都已經完畢了，佛陀就

開始要說話了。所以，「世尊，於菩薩大眾中」。因為那個場面，已經菩薩都到



齊了，在「大眾中，而作是言」。佛陀開始要回答了，「如是，如是！諸善男

子！如來安樂，少病、少惱」。「好啦，好啦！感恩、感恩，就像你們說的，我

沒事、平安，而心也沒有什麼煩惱。」就是這樣。 

 

爾時 

世尊於菩薩大眾中 

而作是言 

如是 如是： 

爾時是阿難敘述 

世尊答云 

一一皆如汝之所問 

均安 

 

所說的「爾時」這兩個字，是阿難敘述，看到這些菩薩都到達了，這個「爾

時」的前文，那些景象都是阿難在敘述的，「那個時候」。所以，世尊所回答

的，開始的語言在回答，這也是阿難，阿難「如是我聞」，他要說佛如何說，也

要說什麼人來，如何對話，那個境界是什麼境界，人有多少人來。那個情形阿

難也就要描述一下。所以，「爾時」的上面那些文，就是阿難所敘述。「我要聽

佛，要說佛所說的話，那個時候來的景象，有他方的菩薩，有從地湧出，有在

那多寶佛塔前。」哇！有這麼多描述。所以，之後，佛陀很長久的時間，等待

大家整齊，落定下來，開始佛將要說話了。這都是阿難所敘述。 

 

「世尊答云」，世尊開始這樣回答了。他就是說：「一一皆如汝之所問。」這是

世尊回答的話了，「如是，如是」，就是阿難再描述。佛說：「一一。」就是就像

你們大家說的一樣，我全都平安。接下來佛陀就說：「諸善男子！如來安樂，少

病、少惱」。 

 

諸善男子 

如來安樂 

少病 少惱： 

告諸菩薩 

並答以安樂 

身心俱安 



 

這就是佛陀告諸大眾，向這些大眾回答，來回答這些大眾菩薩說：「安樂、平

安，不只是身安，其實心也很快樂，身心都平安，都是快樂。」所以，下面的

經文接下來再這樣說：「諸眾生等易可化度，無有疲勞。所以者何？是諸眾生世

世已來常受我化。」 

 

諸眾生等 

易可化度 

無有疲勞 

所以者何 

是諸眾生 

世世已來 

常受我化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佛陀是這樣回答：「大家的關心，我都平安。這些眾生，要度這些眾生沒有什麼

困難，因為這些眾生過去生生世世，就已經讓我教化過來。這些都是我過去的

學生，和他們溝通沒有困難；過去的緣已經很深了，現在要來度化他們，不困

難。」這就是佛陀的回答，因為眾生，要度化他們還是簡單。這是佛陀很耐

心，在這個堪忍的世界，能夠這樣四十多年循循善誘，對人間來說，實在是很

耐心、很堪忍。光是一個要讓大家知道──人人本具佛性，就要那麼的耐心，

用這麼多種的方法，用這麼久的時間來度化，這對人間來說實在是時間很長，

但是對佛的時間來說，這也是很短暫。尤其是人間的時間，和天堂的時間是不

同，所以，脫離了人間世界的心境，何況佛陀的心境呢？對這些眾生一點點煩

惱都沒有，也沒有什麼樣的困難，所以沒有煩惱、沒有疲勞。為什麼啊？ 

 

諸眾生等 

易可化度 

無有疲勞 

所以者何： 

眾生煩惱病輕 

則易化度 

不生疲勞 



 

「眾生煩惱病輕」。因為過去已經教化過了，現在一聽，哦！記憶回來了，想到

了。佛「說一」，他們就能夠「解十」。法雖然是這麼開闊，他們能夠聽佛講

法，理解的事情就很多。我們人間的法實在是很多，佛陀講一句，能夠兼萬

理，這個理能夠很開闊，所以有受教化過、有聽過，他能夠再回憶回來。過

去，過去生、過去世曾聽到的法，現在佛在說的法，他們心開意解，能夠了解

了，這較好度。 

 

是諸眾生 

世世已來 

常受我化： 

由其眾生易受化意 

由此人等久受我化 

 

「是諸眾生，世世已來常受我化，由其眾生易受化意」。這些眾生就是這樣，很

容易，因為他們生生世世，都是有這樣接受過，現在說，他們就能夠再體會、

了解；很快體會，很快就了解了，這種心開意解。所以，我們若過去有聽，現

在說，「哦，了解了！」這種也叫做記憶，過去有聽。何況我們過去世若有聽，

這輩子就能夠與佛法有緣，就能夠接近佛法，就能夠身心奉行，身體力行。所

以，「由其眾生易受化意」，就是這樣，因為有曾這樣經過、化度、聽過、了解

過，這是人間已經都有受感化過了。 

 

所以，「是諸眾生，世世已來」，就是已經是有受過教化。所以因為這樣，就

「開顯後言」，就這樣聽過之後，就是過去生有聽過，後面再聽，這個道理自然

很顯現，能夠清楚。這就是為了下面，現在要再下去要說的法，那就是〈如來

壽量品〉，還在後面的〈如來壽量品〉，先在鋪路。就像我們現在〈從地湧出

品〉，就是前面的「四安樂行」，就是為〈從地涌出品〉的前提，這樣為它鋪路

過來。我們現在在說的，〈從地涌出品〉，我們就能夠了解，前面的「顯跡」，現

在的「顯本」，從他方來，還有從地、在地湧出，這我們就能夠很了解。 

 

是諸眾生 

世世已來 

常受我化 



就已開顯後言之 

則為下文 

如來壽量品中所述 

此處應指 

受世尊前劫 

十六沙彌之 

教化而言 

 

佛陀盼望的是就地菩薩，娑婆世界的菩薩，來發心、來度化，在地的菩薩雖然

有較慢一點點，佛陀方便，就引他方的世界來發心。我們過去，慈濟在推，雖

然是從花蓮開始，但是真真正正菩薩湧至花蓮，是他方來得比當地更多。同樣

的道理，現在當地的菩薩也開始發心了，這一樣，這總是從遠的來影響，啟發

近，近的開始發心，從這樣開始。這叫做「本」，佛陀的本意，佛陀的本意，就

是娑婆世界的眾生，一大事因緣，佛陀來「開示」，希望眾生能夠「悟入」；而

「悟入」就要「六度萬行」，就要身體力行走，這要回歸我們的真如本性，身體

力行。不是一直依賴這個法，要來獨善其身，還要兼利他人，要身體力行。 

 

所以，這段〈從地涌出品〉，就是為未來的〈如來壽量品〉。這「壽量」，我們的

發心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的真如本性，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那就是「本」，這

個法的起頭，「壽量」的開頭，就是要這樣一層一層一直深入。所以，敘述，我

們前面一定要有記憶，這些經文我們清楚，前後每一品，我們一定要很有記

憶，要了解到，未來還要聽的我們才能夠清楚。 

 

所以，「此處」。就是指受世尊過去過去，很久很久以前，十六沙彌教化一直到

現在。所以常常告訴大家，我們和佛的緣是很深，只是我們沒有用心，我們聽

了就漏過去了，就是這樣，我們應該現在在法華會上，要再將這個法再撿回

來。我們未來要如何找回來，那個十六沙彌的時代，我們如何在那個道場。所

以我們現在若不用心，未來還是很渺茫，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7 年 8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