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908《靜思妙蓮華》久遠恆修 植諸善根 (第 1498 集)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 如來恆修六度，萬行功德為因，而成法身之果，故名功德法身，遍

空界。功者福利眾生，累世行所得；德者諸善有為行，德澤深厚恩宏

廣。 

⊙「去伽耶城不遠，坐於道場，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從是已

來，始過四十餘年，世尊云何於此少時大作佛事。」《法華經 從地涌

出品第十五》 

⊙「以佛勢力，以佛功德，教化如是無量大菩薩眾，當成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以佛勢力，以佛功德：此疑所化多眾行位深妙。轉凡成聖，佛之威

德勢力，令具福慧圓滿，成就佛功德。 

⊙行位是無學道，證理斷惑究竟，更無法可學之位。在聲聞乘為阿羅

漢果。在菩薩乘為佛果。 

⊙「世尊！此大菩薩眾，假使有人於千萬億劫數不能盡，不得其

邊。」《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斯等久遠已來，於無量無邊諸佛所，植諸善根，成就菩薩道，常

修梵行。世尊！如此之事，世所難信。」《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

五》 

⊙斯等久遠已來，於無量無邊諸佛所：謂是等眾久事之佛。斯等下，

植因非淺。以修行必經多劫，發心定非一佛，時長行遠，道果始就，

豈少時之可及哉？ 

⊙植諸善根，成就菩薩道，常修梵行：靈山會眾不識地涌大菩薩。云

何得知久植德本成菩薩道，常修淨行？由見所來神通智慧、以果驗

因，知是久習。 

⊙由彌勒既不知其數，又不識一人，請示於佛故，得知久植善根。必

於久遠無量佛所，植諸善根，成就梵行也。 

⊙世尊！如此之事，世所難信：言此一事，師少子老，一切世間之所

難信。 

 

【證嚴上人開示】 

如來恆修六度，萬行功德為因，而成法身之果，故名功德法身，遍空



界。功者福利眾生，累世行所得；德者諸善有為行，德澤深厚恩宏

廣。 

 

如來恆修六度 

萬行功德為因 

而成法身之果 

故名功德法身 

遍空界 

功者福利眾生 

累世行所得 

德者諸善有為行 

德澤深厚恩宏廣 

 

用心啊！要用心，把握時間，人生不再！一天一天過，時日過，命亦

減，身體功能都是在減弱中！要時時提醒，利用我們利根明朗之時，

好好要多用功啊！要知道，「如來恆修六度」。如來，釋迦牟尼佛，長

長久久的時間，無量數劫來，都是應如是法而來人間，這叫做「如

來」。長久、長久的時間，他來來回回在人間，無法去計算來幾回了，

無法計算！時間多長了？塵點劫，時間之長，同樣應如是法、應眾生

所需要。眾生就是因無明煩惱造作業力，人間，不斷惹來了人間濁氣

重重，就是因為迷了因也迷了理，人生都在迷途中。如來就是因為應

眾生，這種的迷茫，他還是不斷來人間做引導；眾生有什麼樣的煩

惱、無明，佛陀，如來，就是用他的智慧，不斷來啟發眾生。無奈眾

生眾多，很多、很多，覺悟者稀少；真正能夠覺悟，願意經歷久遠修

行、持法，這樣的人很少，所以得度，已經又是再次會再墮落。佛，

覺者，他就是不放棄，一次一次、不斷不斷，追著眾生苦難而付出。 

 

所以，這麼長久的時間，有人會問：「怎麼那麼長久？以佛的德行，怎

麼會無法度眾生呢？」不是無法度眾生，「有法度」，但是眾生業重，

重重疊疊，這種知一，而就再迷失。一項已經知道了、了解了，知少

分，我願意修行了。很快無明煩惱，無明煩惱又是將他引過去，很快

就是這樣又是再度迷。所以眾生頑劣、剛強難調伏，而如來也是不斷

應眾生的根機，以法還是累生世，不斷不斷來人間，和眾生一樣這樣



不斷來，卻是無奈。唯一的是不願意放棄，佛陀愛眾生的心不願意放

棄，他一次再一次，次次，生生世世就是盼望能夠引度。因為這樣，

時間就會很長啊！ 

 

覺者，他就是永遠持著道理不變；眾生就是變化多端，眾生造業了，

變化多端。所以，以不變來應萬變，還是要耐心來，應如是法而來人

間，應如是緣而來人間；如法、如緣這樣來人間度眾生。所以，必定

要「恆修六度」，要永遠、永遠，這麼長久的時間，不斷人群中修六度

行，修自己、覺悟他人，很多的付出。眾生迷茫，可貴就是不捨，不

忍捨去，這就是成佛的因。經過了「萬行功德」，就是因為這麼長久的

時間，耐心、愛心、不捨眾生心，而累世修行六度，行於萬行、累積

功德，這為「因」，就是這樣地累積，「而成法身之果」。佛陀已經法身

成就了，那個因已經累積、累積了，「萬行」圓了，現在功德已經成為

果了，那就是「法身」。因為這樣，叫做「功德法身」。修行的過程，

「六度萬行」為功德，成就，覺悟了，這為「法身」。 

 

「法身」是遍虛空法界，那個法的體。其實法就是看不到，無形體

相，就是人在人間這樣、這樣修行，法就是這樣一再一再，再覆講，

從不了解，一直分析到你能夠了解；不只是能夠了解，還能夠讓你體

悟；體悟之後，還要帶你力行來走。這要一次再一次，長長久久的時

間，要帶到，「這樣了解嗎？」「了解了。」傳法有人了，這非常的圓

滿無缺，表達出了「因圓果滿」，覺悟了。在迦毘羅衛國那位太子的故

事，一直到菩提樹下夜睹明星，與天體宇宙合而為一，覺悟了；這個

身體，含著天地宇宙間的覺性，這樣歸為這個身體。你看得到，來，

告訴你，說現在、談過去。現在這個身叫做「法身」，是累積過去無量

數的功德；過去無法去計算那個功行，用功行道累積的德而完成。現

在叫做「功圓果滿」，成為法身，叫做「功德法身」。修行那麼久了，

到這時候才叫做成佛了，叫做「功德法身」。 

 

這個「功德法身」，就是「遍空界」，這個「功德法身」無處不在，遍

虛空法界。這個法身到現在還在，在哪裡啊？虛空法界，無不都是佛

陀的時代，曾這樣說過，我們現在從經藏之中延續下來，來了解。談

天說地，說人間事物道理，將佛法成為，現在我們能夠行動的一條



道，這就是這條道、這個理，就是遍虛空法界，即為藏經。「經」就是

道，我們去了解它，了解之後，我們來說它；說了之後，我們大家知

道；大家知道，大家趕緊照這個方向。我們要走的路，我們要趕緊開

它；本來就有了，久來已經荒廢掉了，我們要重新，現在重新了解、

重新開道。方向知道了，原來有的路，現在就是這樣，雜草很多、很

多，我們開始，這個雜木、雜草，我們要開始用功來開它。所以開

路，大家來鋪、大家來走。路要鋪多長？就是一直鋪去就對了。 

 

看看地球有多大？我們路就這樣一直鋪多長去；時間有多少？而我們

就是一直鋪。後面鋪路的人，他接著前面的道，他就要繼續下去開，

開那個道，再帶後面的人來鋪路；鋪路的人接到，他還是向前面去開

道。這就是這樣不斷累積，將這個道，人間道，向前一直開，無窮

盡；道開到哪裡，路鋪到哪裡去。人人能夠就道走路，這樣就是將整

個人間淨化了，人人接觸到這個道，在道上如理行。所以我們還記

得，記得佛陀〈授記品〉，授記你未來，「某某人，你未來功德圓滿

了，也能夠成佛，但是你要成佛的過程，你要經過再多久多久、多長

的時間。你要行什麼樣的行，就要這樣去鋪，路不斷這樣去開、不斷

這樣去鋪，鋪到你的因緣成熟，你成佛了。 

 

你所度的人，應你所鋪的路，讓人走過來。你成佛的國土，有多莊

嚴、多莊嚴！大家鋪過的路，已經有這麼莊嚴了，琉璃為地、金繩界

道等等等等。」那些菩薩也都成就了，菩薩就是在一起鋪路的人。看

看，〈授記品〉的意思也是這樣。你還未成佛之前，你就一直要修行、

修行；修行就是在開道，按照方向在開道。你就是用心一直開，開道

的當中就是在度人；讓你度的人，就是與你一起在鋪路的人，你在開

道，他們在鋪路。這已經緣一層一層累積了，累積到這個世界，普遍

的道路都平坦了。所以，開道的人成佛了，鋪路的人成菩薩了，所以

那個世界莊嚴。 

 

同樣的道理，佛陀他選擇的，是這個堪忍的世界，污濁、堪忍，所以

他選擇在這裡。他要度的眾生是剛強難調伏，他願意生生世世，所以

他累積功德，法身成就了。道理差不多是這樣，談天說地，我們差不

多知道了。所以，他的娑婆世界，後面還有很多菩薩要不斷繼續，道



要開、路要鋪。其實釋迦佛沒有休息，還是再繼續，這是一個階段

性，道理永恆，周而復返。所以，乘如是法而來人間，不斷不斷一段

落完成，他就要再來一段落，一定要到了人間完全淨化，所以，到彌

勒要來人間，那就是其中還有這麼長的時間。這當中，釋迦佛還是要

不斷，要將這個人間完全淨化完了，一個康樂的世界這樣完成了。所

以佛，他的「功德法身」，那個法性「遍空界」，我們要清楚。 

 

「功者福利眾生」。「功」就是福利眾生，不斷不斷為眾生的福利在付

出；來利益眾生，教導眾生如何互相去利益。所以，要經過了「累

世」，要累生累世，不斷累生世所行的路，所得到才能夠有德，要用長

久的時間來累積，最後所得的德。所以，「德者諸善有為行」。得到什

麼呢？得到諸善行的有為法。我們過去一直說，說〈安樂行品〉，那就

是善有為法，不斷要行善，點點滴滴的善不斷要累積。這善有為法，

我們用我們的身、口、意、發誓願，長長久久這樣身體力行去累積，

這種善有為法，這樣生生世世的德來潤澤群生，給眾生。 

 

所以，這個德很深，很厚的德，對眾生那種的宏恩廣大。累生世，這

就是佛陀乘如是法來人間，行久了，很久很久，塵點劫以前，一直一

直累積，所修「六度萬行」的功德，這就是「因」。這個過程無不都是

在福利眾生，不斷在累積、付出，這就是佛為眾生。眾生再怎麼剛

強，再怎麼難調難伏，佛陀就是沒有放棄。每次若看到佛在度眾生，

慈、悲，抱著那分永遠不疲倦，就是殷勤、歡喜、甘願在付出，不捨

眾生這個心態，有時候若看，一直看，一直去了解，回顧自己，實在

是慚愧重重啊！要學的實在是還很長、很長。難怪道要不斷地開，路

還是要不斷地鋪，光是在世間，有形的土地，我們到底是鋪多少路？

能夠救拔多少的眾生？解開多少眾生的苦？重重疊疊，總是還這麼多

等待我們開的路，等待我們救拔的眾生，還是那麼多，重重疊疊，很

多！所以需要很多很多的人，趕緊及時開道，趕緊及時鋪路，還有這

麼層疊，這麼無量數的道路要鋪，這麼多眾生的心，心要去淨化。 

 

所以，不斷看到眾生業累，業報，不論是天災人禍，在這個濁惡的世

間共業明顯，就會愈想到佛陀那分殷切，在募人，人間在募菩薩，來

身體力行救拔眾生那個心情，真的是很深的體會。時間，總是時間我



們要好好把握，自然法則，時間總會過去，壽命總會盡，佛陀也是很

迫切講《法華經》，也是因為年老了，就要趕緊傳法。真的是「五根」

也會不管用，所以我們要趕緊把握生命體，要精進，不要懈怠了。 

 

來，看看前面那段經文。 

 

去伽耶城不遠 

坐於道場 

得成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 

從是已來 

始過四十餘年 

世尊 

云何於此少時 

大作佛事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佛陀現相娑婆世界，成佛，在那當中，修行過程要出皇宮，向他修行

的目標走。所以，他出皇宮，去伽耶城（古摩揭陀國都城）。這當中有

十一年，五年參訪，六年苦修。回過頭來修行的道場，那就是選擇在

這個地方，伽耶城菩提樹下，這個地方為他修行覺悟的地點。 

 

所以，「從是已來，始過四十餘年」。所說的時間也沒有很長，成佛之

後，前後算起來「五時說教」，從「華嚴」，心靈的世界，覺悟之後稍

微整理一下，要用什麼法在人間。之後，就開始走入了鹿野苑，第一

場的說法，「四諦」法──苦、集、滅、道。光是一個「苦、集、滅、

道」，為五個人說，也說盡了苦的道理；為五個人來講「四諦」法，也

就要重複三次，叫做「三轉四諦法」，也是要說三遍。 

 

第一個接受到的，那是阿若憍陳如；五個人當中，第一輪唯獨憍陳如

體會到：原來苦的道理就是這樣，人間真實「苦」，來自於「集」，知

道方法，應該修「道」。憍陳如了解了，其他還有四個，所以還要再二

轉、三轉，終於五個人完全了解了，這樣才是開始發心出家，就現僧



相，才是佛成佛說法第一場完成了。五個人出家了，所以叫做「三

寶」具足，佛、法、僧具足了，從這樣才開始展開了弘法，開始到處

說法。所以，時間不是很長，怎麼會四十多年後，現在在靈山會，這

麼多的菩薩從地湧出？這些人既然起來了、現前了，為何靈山會這些

人不認識，不認識這些，忽然間現身出來這些菩薩？彌勒菩薩就代替

這麼多人，來啟疑、來問。這就是這段經文，大家要記憶著。 

 

所以，下面這段經文說：「以佛勢力，以佛功德，教化如是無量大菩薩

眾，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以佛勢力 

以佛功德 

教化如是 

無量大菩薩眾 

當成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難道是這樣這麼近的時間，佛陀的勢力、佛陀的功德，就能夠這樣成

就，忽然間浮出來這些菩薩？這樣的道業嗎？這是大家的心疑，所以

彌勒問，問大家的疑，疑在這裡，短時間如何能成就？所以，這就是

疑，所化眾多，怎麼會那麼多？ 

 

以佛勢力 

以佛功德： 

此疑所化多眾 

行位深妙 

轉凡成聖 

佛之威德勢力 

令具福慧圓滿 

成就佛功德 

 

這些人「行位深妙」。「行位」，大家要了解「行位」是什麼。「行位」



就是，「無學道，證理斷惑究竟」。就是說，這些菩薩，他們修行的地

位，已經這樣到達「無學道」。他們要學的應該全都很完備了，所要開

的路也應該都很開成了，盡道路了，他們已經到達「無學」。 

 

行位是無學道 

證理斷惑究竟 

更無法可學之位 

在聲聞乘 

為阿羅漢果 

在菩薩乘為佛果 

 

我們在《法華經》的開頭，不就是有念到，來的人「學與無學」，「無

學」就表示他的位很高，所學很充足。就像我們人間的學位，拿到博

士了，幾個博士學位；博士，那就是他所專修的科，已經到頂端了，

這叫做「博士」。博士再上去就沒有什麼學位了，除非是他又不了解，

又換其他要研究的，才說他拿幾個博士學位，要不然就是博士的名

稱，就是很高了，學所最高。 

 

豈是最高呢？卻是佛的道理，他們，這些菩薩應該的位置，就是到這

樣的位置，至高的位置了，這叫做「行位」。他的行，那個道行走到的

位置，已經到「無學道」的位置，路已經開透了，已經是「證理斷惑

究竟」。他們已經了解這些道理了，所有的這個惑、無明煩惱都斷盡

了、都究竟了，他們都沒有疑問了。這些菩薩已經到這樣的位置了，

已經沒有什麼法再學的位置，這已經是至高了。所以，若以聲聞來

說，那就是阿羅漢；阿羅漢果是聲聞的極位，就是聲聞的博士了。而

若是菩薩呢？他的果位就是要到成佛，還未成佛，所以他還叫做菩

薩。就是菩薩，他就要再向前走，一直要到成佛的位置，叫做他的極

果，這是他的目標。而小乘呢？他就是：我到阿羅漢果就好了，我解

脫就好了，我獨善其身。這就是他的位置。 

 

所以說起來，「行位」是目標，因為這些是菩薩，所以他們還要再向佛

果走，所以他們還要再來，應這個靈山會再來，來再成就這個靈山

會，再聽佛陀成佛之道，所以這些菩薩又再集過來。所以，菩薩，菩



薩乘就是以成佛為果。這叫做「行位」。 

 

所以，這些菩薩，已經到「行位深妙」，已經完成了菩薩應該要走，這

個境界。這些人怎麼現在在這靈山會？原來在聽法這些人，都不曾看

過這些人。這些菩薩，他們已經「轉凡成聖」了，「佛之威德勢力，令

具福慧圓滿」。現在就是需要佛陀的威德勢力，再次來完成這些菩薩，

他們的福慧圓滿。所以他們這次來靈鷲山再聽法，就是要聽這個，福

慧圓滿的菩薩道，才能夠成就他們，再繼續行成佛的路上，去修行、

去完成他們的德。這就是我們要真正去了解。到「無學」的境界，就

是我們修行那個過程，我們若獨善其身，我們就只是要停在羅漢果而

已，這就是一個境界。行菩薩道要精進，就是入人群去，人群中不受

污染，人群中的煩惱即是菩提道，就是要開的道路，這就是菩提道，

菩薩將要開的道路，這就是要成佛之道。 

 

所以，我們這道理要很清楚，這就是根本。下面接下來，就說「教菩

薩法」，因為佛的威德來教，「教化如是無量大菩薩眾」，就是因為佛的

威德，來教化這麼多的菩薩。看這些菩薩，「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這些菩薩應該將要接近，「無上正等正覺」，這個事情，很大的

事情，這就是一大事因緣；佛陀的盼望就是這樣，一大事。所以，彌

勒菩薩，大家因為佛的，成佛的時間這麼短，怎麼能成就那麼多？所

以佛陀就為他們說「遠因」；遠因，哪能夠度那麼多人？大家心還是不

解。 

 

接下來這段經文再說：「世尊！此大菩薩眾，假使有人於千萬億劫數不

能盡，不得其邊。」 

 

世尊 

此大菩薩眾 

假使有人 

於千萬億劫 

數不能盡 

不得其邊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這麼多、這麼多的大菩薩眾，假如有人用很長的時間來算數，怎麼算

都算不盡。是啊，「若算師，若算師弟子，數不能盡」，同樣的道理。

這就是道理有多少，受法的人，所體會的的道理就有多大，人數就有

多少。只要用心，人人本具真如本性，所以道理都還是存在，算不

完。所以，「世尊！此大菩薩眾」，用這麼長時間，還是算不盡！「眾

之多」，算不盡。 

 

接下來再說：「斯等久遠已來，於無量無邊諸佛所，植諸善根，成就菩

薩道，常修梵行。世尊！如此之事，世所難信。」 

 

斯等久遠已來 

於無量無邊諸佛所 

植諸善根 

成就菩薩道 

常修梵行 

世尊 

如此之事 

世所難信 

《法華經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真的，實在是很難信！這種的事情，這從久遠劫來無法去計算，無邊

際的時間，所以，在無數佛所，也是「植諸善根」，在那個地方一直在

培養善根，一直在行菩薩道，將這個信根、善根，善有為法，不斷不

斷在人間，所以說叫做「斯等久遠以來，於無量無邊諸佛所」。那些人

也是這樣，在每一尊佛世之時都是。 

 

斯等久遠已來 

於無量無邊 

諸佛所： 

謂是等眾久事之佛 

斯等下 

植因非淺 



以修行必經多劫 

發心定非一佛 

時長行遠 

道果始就 

豈少時之可及哉 

 

釋迦佛在每一尊佛世時，都是在修行，都是同樣這樣在度化；每一尊

佛世時的眾生，同樣上求下化。就像現在釋迦佛的時代，也有很多弟

子，以佛陀的精神、他的法，到處去度眾生。被授記的弟子不就是

嗎？過去所說的四大弟子也好，反正富樓那也好，不都是，都是以佛

陀的教法，到處去度眾生。佛陀也是經歷過了這樣的修行，這樣在度

眾生。所以，這些事情真的是很久遠，很久、很久了，這樣一直延續

來。這些人，「斯等」，真的是已經證很長、很久的因。這些菩薩也是

跟著釋迦佛，修行、結緣、說法，應該要從十六王子，開始的結緣

眾，累生世就是這樣一直在度，一直來。 

 

所以，「以修行必經多劫」，修行一定要經過很長久的時間。所以，發

心不是一佛，要經過很長的時間，長的時間；每一尊佛世時，他要不

斷一直發心，不斷要修這個法，上求下化，同樣，所以時間長遠，很

久，「道果始就」，就是這樣累世累世不斷、不斷，無量生世在修行，

無量生世在度眾生，不斷累積，這「道果始就」。這不是短暫的時間。 

 

所以，「植諸善根，成就菩薩道」，就是要「常修梵行」。我們要種很多

的善根，要種很深，然後要不斷修出了清淨的梵行，才能夠成就菩薩

道。 

 

植諸善根 

成就菩薩道 

常修梵行： 

靈山會眾 

不識地涌大菩薩 

云何得知 

久植德本成菩薩道 



常修淨行 

由見所來神通智慧 

以果驗因 

知是久習 

 

在靈山會上，原來在聽法的人不知，也不識，不曾看到從地湧出這些

菩薩。所以，「云何得知，久植德本，成菩薩道」。他們怎麼知道，這

些是已經過去就是這樣，這樣修行過來的，都永遠就是修在清淨行？

所以「見所來」，就是忽然間浮現出來這些人，全都是「神通智慧」。

這些人，這麼多的菩薩來了，這些都是已經累積他們的經驗，累積了

他們的能幹，這樣到來。這就是「以果驗因」，看到現在所修、所度的

人已經這麼成就，這就是果。佛陀所教化的果實，成就的果實已經纍

纍了，這「果」來驗「因」，來推過去的因。為什麼這果會這麼成熟？

它的源頭是如何去耕耘，能夠果實這麼成熟？所以「以果驗因」，去追

它過去是什麼方法，我們就知道這已經是「久習」，要很長久的時間要

去修習，久習。所以，「由彌勒既不知其數，又不識一人，請示於

佛」。 

 

由彌勒既不知其數 

又不識一人 

請示於佛故 

得知久植善根 

必於久遠無量佛所 

植諸善根 

成就梵行也 

 

因為彌勒他怎麼會不知道？但是他就是替其他的人來啟疑，說：「我們

這些人都不認識，現在那些菩薩到底是如何來的？」因為這樣，他

「請示於佛故」。了解原來修行不是短暫，又再讓我們加強，我們要用

長久、長久的時間，來修行，不是今生此世，我們要很長久的時間。

這就是菩薩的智慧，契佛的心，要讓我們後代的人更加清楚、更加了

解，由果來追這個因，讓我們了解修行的方向，應該我們要有心理，

徹底了解。所以，「世尊！如此之事，世所難信」。 



 

世尊 

如此之事 

世所難信： 

言此一事 

師少子老 

一切世間之所難信 

 

就是因為這樣，大家無法相信，「您時間這麼短，能夠度這麼多人，這

麼多人又這麼有成就，這有人就是無法相信」。這就是這件事情，「師

少子老，一切世間之所難信」，這個事情，父親很年輕，孩子怎麼會那

麼老？這個事情，覺得：佛成道就沒有多久，怎麼會有這一群這麼成

熟？這就是大家會問，這是世所難信。 

 

所以，我們要很了解，法有很多不可思議，但是我們要用心去體會。

佛法，應該要從最深信的內心去追，去追問。要知道這個果，去追它

的因，就知道能夠這樣這麼成熟，不是沒有因；有因，因緣會合，這

是要好好用心。所以，「如來」是乘如是法，是恆修六度萬行而來人

間，這就是累積的功德，有那麼大的成就。世間的道路還很長，就是

需要我們去開；學佛就是要入人群度化眾生，煩惱中去鋪出了一條菩

提大道。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7 年 9 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