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926《靜思妙蓮華》深信精勤 漸入佛智 (第 1510 集) （法華經·

如來壽量品第十六） 

 

⊙佛語為誠實不虛，靜澄為審諦無漏，惟是深信精勤，漸入佛智之

量；若欲以自心量比，則反不能得入矣。 

⊙信受如來所說，精誠如實奉行；如來所說之法，諸經之終多有如斯

信受奉行。 

⊙「復告大眾：汝等當信解如來誠諦之語。又復告諸大眾：汝等當信

解如來誠諦之語。」《法華經 如來壽量品第十六》 

⊙「是時菩薩大眾，彌勒為首，合掌白佛言：世尊！惟願說之，我等

當信受佛語。如是三白已，復言：惟願說之，我等當信受佛語。」《法

華經 如來壽量品第十六》 

⊙是時菩薩大眾，彌勒為首，合掌白佛言：彌勒及眾，見佛再三如此

教誡慇切，故勤重，虔敬合掌口發誠言，誓願弘揚於佛所教法。 

⊙世尊！惟願說之，我等當信受佛語：佛之所言教，我等弟子當誠信

受無有疑。 

⊙如是三白已，復言：惟願說之，我等當信受佛語：如是三次白世尊

已，佛猶默然，未蒙首肯許可。 

⊙三白：謂佛每一誡敕，彌勒即白佛一次，聲明信受。如來既垂三

誡，機眾乃申三請。三請之殷切，如渴思飲，如饑思食，表其信受慇

切。既申三請之後，復言惟願說之，乃成四請。既垂三誡之後，復告

諦聽，乃成四誡。 

⊙「如來從無量劫，現無量身，入無量土，演無量法，化無量眾，皆

是方便。」 

 

【證嚴上人開示】 

佛語為誠實不虛，靜澄為審諦無漏，惟是深信精勤，漸入佛智之量；

若欲以自心量比，則反不能得入矣。 

 

佛語為誠實不虛 

靜澄為審諦無漏 

惟是深信精勤 

漸入佛智之量 



若欲以自心量比 

則反不能得入矣 

 

用心啊！好好聽。聽不只是要「信」，還要「解」！我們前面不是這樣

說過嗎？佛陀也是，開始要說很深的法，也是一直叮嚀、交代。大家

要相信，法是真實，要心生恭敬信仰的心，將法接受入心，這樣我們

才有辦法，受用在平時生活中。學法，就是要學為致用，學來就是要

讓我們用。我們聽來，忘記了，沒有用，這樣聽法就是白聽，浪費時

間。「時日已過，命亦隨減」，日日過，生命日日減少，盼望在這輩子

的人生，生命是消退，我們慧命一定要增長。法沒有入心，慧命怎麼

會成長呢？平時的人這樣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法聽來，了解

了、相信了，日常生活遇到事情，「哦，原來這就是與法，互相很貼

切」；有這個事情，就能夠用這個法來化解，這就是學以致用。 

 

事理本來就是要會合，事與理若沒有會合，事就是事，理就是理，事

理互不相干。若這樣，我們學法、聽法，毫無意義，和我們的生命、

和我們的生活，沒有契合、沒有應用，這樣我們浪費時間，是不是很

可惜呢？何況生命是我們一生中最重要，有生命，我們生命能夠成就

慧命。但是，我們若沒有法，生命就是成就惡業；業力也是從今生此

世，累積在來生。而我們若能夠，今生此世接受佛法，知識、智慧─

─知識在人間，智慧在佛法。我們在人間的知識，就是前五識接觸外

境；耳朵聽聲音，因為我們生下來，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聽這樣的聲

音，知道、懂得分析，是人事中如何去分別。這是耳聞聲音，耳根與

聲塵接觸。 

 

眼睛，眼睛看外面的色，不論是高的、低的、長的、短的，綠的、紅

的、黑的、白的，懂得去分別，就是因為這樣的分別，這個眼識和外

面的境界，去接觸、去分別，所以心裡面就會養成了：我喜歡這樣的

形，我討厭這樣的顏色。慢慢增加到，什麼是寶貴，什麼是便宜，我

要貪的、我想要的，是人說，那是寶，世間人所說，這是價值的。我

們的心就開始，執著在那個價值裡，心就開始要去追、要去愛、要去

取等等。複雜的事情就是在眼這樣接觸、耳朵這樣聽，所以累積了聲

塵、色塵，這樣會合起來，和身體的感覺；行動身體，要如何去取



著，身體開始去接觸。身體接觸，外面的境界，分別這是熱的、這是

冷的；這是軟的、這是硬的；我這樣比較舒服、我這樣就不自在。就

在那個地方開始去分別等等，就再衍生了，現在物質的享受等等，這

都是身，身的「根」，去接觸我們周圍的「塵」。這就是根、塵的接

觸，叫做「識」。愛吃好的、愛吃甜的、愛吃鹹的，或者是口欲，造了

多少生命體受傷害。 

 

聽聽大自然的境界不是很美嗎？鳥在叫的聲音。這個時候，一大早，

境界寧靜，除了我現在說話以外，就是鳥叫的聲音。大自然的境界，

這個自然本來就是美，卻是現在的人，已經對自然的事物，已經是排

斥掉了，就是「人力定勝天」，去創造其他聲音、聲塵，很多、很多音

樂去創造等等。他們愛聽的是什麼樣的搖滾樂，什麼樣的西樂、中樂

等，享受的就是這樣。外面大自然的境界，空氣很好，已經人多了，

貪「受」，外面曬太陽，不好，熱，裡面吹冷氣較輕鬆。這就是這

「身」和「塵境」，這種為了感觸，所以人類不斷造作、環境不斷改

變；變就是破壞，就是這樣。這就是我們人不斷心態改變了，一直在

求「識」，求知識；愈求知識，自然，自然本具就一直遠離。因為這

樣，我們的人生所接觸到的，無不都是貪欲、煩惱、造業，成就了整

個人間不平衡；人間、家庭、社會，整個就是這樣，讓人會很擔心。 

 

因為人群，人類全都是這樣，多數，所以大自然的大環境，無形中也

是不斷，年久月深變化了。現在叫做「五濁惡世」，這全都是在，我們

不知覺的變化中，都是人類這樣累積過來的，人類，包括我們現在。

而我們現在很有幸，佛法，能夠在我們現在，還能夠接觸到佛法，是

佛陀留下來，已經是二千五、六百年後的現在。 

 

感恩過去有心發願的大德，不論是從佛陀的故鄉，在古印度的系統，

或者是在中國發心的大德祖師，就是有這樣──有傳、有取，有去取

經、有來傳經，後來慢慢將佛法，就用石刻、木刻等等，很辛苦一字

一句這樣編成，留下來經典。我們這時候還有能夠追蹤，還能夠循痕

跡，我們還能夠這樣看下來，靠著文字來體解，體解佛陀的精神、理

念。 

 



我們從文字上，我們的感動，「哦，原來道理是這樣」。感動，我們

信、我們受，信受。除了信受之外，我們要奉行，信受奉行、身體力

行，我們才有辦法體解大道，這是必定的道理。若沒有信受奉行，哪

有辦法體解大道呢？你若沒有體解大道，這個道要如何繼續開下去？

路要如何繼續鋪？所以這個「信受奉行」，我們必定從法要很用心接

受，入人群中，經一事、長一智；事的「識」，我們將它轉為法的

「智」，所以「轉識為智」。我們不是要求知識，我們要求增長智慧，

希望大家能夠了解。「轉識為智」，不是求知識──求知、求識，不只

是求知道、求懂而已，我們要身體力行，真正去體會到，那個體解大

道，這才是最重要！ 

 

我們的生命若能夠體解大道，法是我們的，不是佛的。佛已經離開人

間，圓寂是二千多年了。中間有這麼多，祖師大德精神理念，這樣不

斷一直將它傳下來。有傳了，這個傳下來的法，我們吸收來，是變成

我們的，來應用，應用在人群中。不是說，「這個法是佛的，現在那些

人需要法，佛啊！您為他加持」，不是哦！是佛陀給我們的理念，那些

人需要法，是我們要去為他們付出，是這樣傳下來的。不是說，「佛會

保佑我，開我的智慧，讓我不用求就能夠得；不用去用心、去努力、

去接觸，我求佛就好了，我就能夠得智慧」，不是！佛陀留下來的這個

法，他的精神理念，中間還有這麼多人將它片段片段這樣編輯下來，

從佛世一直到現在。我們能夠追芳蹤，了解佛陀那時候生態，佛陀那

時候的心態。佛陀的時代，我們用歷史去推究，真實在二千多年前，

有這樣的國家、有這樣的地點、這樣的時間，真的有這樣的大覺者，

出現在那個地方，現在還有古蹟存在，這是真實。 

 

這位聖人，為何在當地會留那麼多古蹟呢？當然就是有他的智慧，在

那個時候，影響那個時代的思想，影響那個時代人類的行為，影響那

個時代能夠破除迷信，面向著正確的道，影響、提升人的智慧。應該

就是有這樣，有這樣的史實存在，所以我們要相信。那時候，這位聖

人所說的話，他自己要很自信，「我所體悟到的，我所了解天地宇宙萬

物的道理，我一一來分析，大家來聽好。這是人類應該要接觸，不是

什麼事情都是歸於主宰，主宰我們人生，是我們自己；人人自己有覺

性，人人自己了解，只要我們道理清楚、了解。長時間，長時間會成



就什麼是造福人群？大自然會成就了人間萬物，這個道理我們要清

楚」。成、住、壞、空，從宇宙間、在天地之間，佛陀已經把宇宙間的

道理，說清楚了。 

 

看看，光是在〈湧出品〉，菩薩從地湧出了，這娑婆世界虛空中住。可

見，我們就知道，我們的世界是在虛空之中。上有空間、下有空間，

東西南北、四維上下，都有它的方向，有它的空間。這是佛陀的智

慧，二千多年前，那個境界的描述，我們若好好去探討，這就已經描

述出了，在太虛中，虛空中。地球，這個世界是浮在太空，古代叫做

太虛；在宇宙間其中的一個世界而已。所以佛陀常常用，很多恆河沙

世界來譬喻。沒有錯，虛空中，太虛，太虛中有多少多少的星球，多

少的世界！ 

 

光是在天文學一群的教授來，給我一張太陽系的地圖（大宇宙圖像），

有關於地球，到底是周圍多少的星球？只是告訴我：「在這裡面，地球

的太陽系就是在這裡。」我說：「這裡，這一區有多少世界？」葉教授

（葉永烜，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暨中央大學天文所及太空科學所教

授）就告訴我：「哦！這有無量恆河沙數，無法說那裡有多少。」

「啊，這麼一角落而已，就那麼多！」他說：「師父您看，太陽才這一

小點而已，這一顆就是太陽，地球快要看不見了，這樣而已。」「啊，

這麼大張，怎麼光是這一小角而已，就有無法計算的星球在那裡？只

是一個太陽系」。各位，我們人是很渺小！ 

 

總而言之，佛陀是大科學家，了解天文地理，這是佛陀的智慧，所以

我們應該要相信。我們只要好好「轉識成智」，不要在我們生活中，只

是在這個接觸的環境，去造煩惱、去無明、去起惑，我們趕緊用心體

會佛法。所以，在這一段，一直會一而再告訴大家，不一定在經文很

多的不可思議，我們必定要相信，「佛語為誠實不虛」。既然是佛經記

載，我們一定信它是誠實不虛。前面也這樣說了，再三叮嚀。 

 

所以佛，佛心，他的世界是「靜澄」。因為他的心靈世界就是「靜寂清

澄」，他對天地宇宙萬物的真理，「審諦」，非常詳細，瞭如指掌，沒有

一項不了解，所以已經都很清楚，這是佛的智慧。道理，「諦」就是道



理，完全很清楚；「審諦」，很清楚，已經一點點都沒有漏失。「漏」，

「漏」就是煩惱，「漏」就是無明、惑；佛的心境沒有煩惱、沒有無

明、沒有漏失。 

 

所以，過去也有一段時間，一直告訴大家，我們要好好用心，「三無

漏」──戒、定、慧，我們一定要好好，顧好我們的心，守得我們的

心，不要在那無明中打轉。所以，佛陀完全這個無明，都已經去除

了，沒有了，他的心境是寂靜清澄，所看的事物，那就是「審諦」，完

全一項都不會讓它漏掉，這就是真實法。 

 

所以，我們要如何才有辦法，與佛一樣的心靈境界？「惟是深信精

勤」。因為我們是凡夫，我們要學佛，唯一的辦法，總是要深信、精

勤，我們要，心要很精、我們要很殷勤，才有辦法將接觸到的知識，

轉為我們的智慧。我們一定要深信法、要很認真，才能夠在我們的生

活中，與道理不斷不斷契合著，這樣就是「無漏」。所以，「漸入佛智

之量」，自然我們一直與道理會合。道理會合在人事處理中，這就是在

日常的生活，所以我們要很用心。 

 

所以「若欲以自心量比，則反不能得入矣」。我們若是只要用，我們自

己所了解的去「量」佛，這樣永遠都無法體會佛，我們應該要先相

信。不是我信我自己，佛說佛的；我聽，有道理，但我不想要去身體

力行，我還是同樣做我的，修自己的，佛陀所說的法，我們沒有用

心，沒有放在心裡，我行我素。不論怎麼跟你說，你就是改不過來，

這就是「自心量比」。用自己的心量，做自己的事情，不願意接受佛陀

智慧的真實法，這就是教的，我們無法接受。多數的人都是執在「自

心量」，還是用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心如何想，心理的「知」和

「識」，走自己的，所以就會變成了，一直與佛法相反，所以「不能得

入」，背道而行。聽歸聽，我們就是有在聽法，做，做我自己的。「是

日已過」，生命是愈來愈減少，自己不肯改，佛法不能入你的心，這樣

你的生命與道理，就愈離愈開，因為生命短了。道理存在，但是我們

法都沒有接到，還是我行我素，自己造自己的業，還是「萬般帶不

去，唯有業隨身」。由自己的知識、自己知道的事情，自己做，這永遠

都無法與法會合，這實在是很損；損我們自己，損我們自己的時間，



損我們自己的生命，這實在是很可惜，所以請大家要很用心。所以，

「信受如來所說，精誠如實奉行」。 

 

信受如來所說 

精誠如實奉行 

如來所說之法 

諸經之終 

多有如斯信受奉行 

 

我們一定要這樣，要信受，如來所說的法，佛陀所教的法，我們若接

受，這個法就是我們在用的，這我們一定要很清楚。很用心接受師傅

教，功夫變我們的，同樣的道理。所以，我們要「精誠如實奉行」，要

很用心來接受、來體會。所以，「如來所說之法，諸經之終，多有如斯

信受奉行」。每一本經，最後不就是「歡喜信受奉行」嗎？不論哪一本

經，誦了之後，就是「歡喜信受而奉行，作禮而退」。每一本經的結束

就是這樣。就像我若在說話，「多用心」！說話的人有這樣的叮嚀，應

該聽話的人，也要有「信受奉行」，這互相對待。是不是真實地落實信

受奉行？這就不知道了，不過，還是接受起來，就是自己的，「是日已

過，命亦隨減」，我們要將我們的生命，用在與道理會合，所以請大家

要很用心。 

 

接下來，我們看看前面的經文，佛陀還是：「復告大眾：汝等當信解如

來誠諦之語。又復告諸大眾：汝等當信解如來誠諦之語。」 

 

復告大眾 

汝等當信解 

如來誠諦之語 

又復告諸大眾 

汝等當信解 

如來誠諦之語 

《法華經 如來壽量品第十六》 

 

這段的前面，「汝等當信解」，再接下來，「復告大眾：汝等當信解」，



再接下來呢？「又復告」。這樣是不是三次呢？佛陀有「三誡」，誡敕

我們，教誡我們、警告我們：「你們既然想要了解，我們現在要說，但

是要說之前警告你們，你們要相信，相信佛無不實語。」佛是真語

者、實語者、不妄語者、不誑語者，這是佛，你們一定要相信佛陀所

說法。 

 

法，聽若不信，容易生毀謗。前面一段文，佛陀遲遲還未說，就三次

的告誡，可見下面「本門」要開，就是要大家先建立信心；沒有建立

信心，後面的經文，大家覺得：這都離開我很遠。其實要很用心。 

 

來，接下來這段經文再說：「是時菩薩大眾，彌勒為首，合掌白佛言：

世尊！惟願說之，我等當信受佛語。如是三白已，復言：惟願說之，

我等當信受佛語。」 

 

是時菩薩大眾 

彌勒為首 

合掌白佛言 

世尊 

惟願說之 

我等當信受佛語 

如是三白已 

復言 

惟願說之 

我等當信受佛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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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彌勒菩薩同樣也有三請，這個時候經文就是這樣說。就是彌勒來

領眾，與大眾看到佛陀那麼的殷切，再三這樣來教誡，教誡得很殷

切，所以大家也真正振作起來，好好整理這念心，所以大家就是也是

很殷勤，所以「故勤重」，很殷勤、很慎重，所以非常的虔誠，再次合

掌。因為佛陀交代：「你們要很深信，你們一定要很重視。」所以彌勒

菩薩，與這群菩薩重振心態，大家開始，開始就很勤，調整態度，很

勤、很慎重起來。 



 

所以大家就再虔誠，恭敬、合掌，口中就發出了，這樣很誠懇的語

言，來自己發願，就是「誓願弘揚於佛所教法」。「所以，我們會很認

真聽」。這是彌勒為首，開始大家調整這個信受的態度，表態出來。 

 

是時菩薩大眾 

彌勒為首 

合掌白佛言： 

彌勒及眾 

見佛再三 

如此教誡慇切 

故勤重 

虔敬合掌口發誠言 

誓願弘揚於 

佛所教法 

 

所以，「世尊！惟願說之，我等當信受佛語」。「惟願說之」，「佛陀啊！

但願佛陀您能夠說，我們大家絕對是信受；佛所說的言教，這些弟子

一定一定很誠懇信受，心絕對不會再有懷疑了。」這是彌勒菩薩提出

懇求的誠意，領導這群菩薩來表達。 

 

世尊 

惟願說之 

我等當信受佛語： 

佛之所言教 

我等弟子 

當誠信受無有疑 

 

這樣「如是三白已，復言：惟願說之，我等當信受佛語」。所以不是三

次而已，前面三次，後面更再懇切的，又再當願世尊說之。「因為我們

大家一直就是很虔誠，能夠信受佛所教法」，所以這是尊重。 

 

如是三白已 



復言 

惟願說之 

我等當信受佛語： 

如是三次白世尊已 

佛猶默然 

未蒙首肯許可 

 

佛，因為三次，過去的三次佛陀都默然，現在再次再請。所以佛過去

是默然，因為過去有說：「這麼多人，怎麼會說都是您度的呢？大家有

疑，請佛您講說。」佛陀還是沒有說。彌勒再說，又用譬喻的：「譬喻

年輕人說老人是我的孩子，這沒有人會信，佛陀，大家有疑，您就要

說。」佛陀也是默然。彌勒菩薩提出請問，佛陀默然。到了最後佛陀

才開始三誡叮嚀：「你們要信受、了解，要體會佛陀是真實語，因為這

個法，你們若沒有信受、沒有聽進去也是有損，所以大家還是要信

受。」這個時候，彌勒和菩薩們，大家調整了心態，表態再請。這是

那時候佛還未說，現在再請。 

 

所以，「三白」就是「謂佛每一教敕，彌勒即白佛一次」。所以，每一

個說要相信，佛陀他就是再一次誡敕，一直到最後聲明還是信受。 

 

三白： 

謂佛每一誡敕 

彌勒即白佛一次 

聲明信受 

如來既垂三誡 

機眾乃申三請 

三請之殷切 

如渴思飲 

如饑思食 

表其信受慇切 

既申三請之後 

復言惟願說之 

乃成四請 



既垂三誡之後 

復告諦聽 

乃成四誡 

 

所以，如來既三次教誡我們，「機眾」，那些根機的人，還是三次表達

信受，這就是「三誡」和「三請」，過程過來。 

 

所以，「三請殷切」。彌勒三請，「惟願說之」、「惟願說之」，還是再繼

續申請。所以這已經到了這時候，大家很殷勤，就像口渴想要喝水，

這已經是很殷切了。所以，「如饑思食」、「如渴思飲」，表示他們那個

至誠的，「信受殷切」，在座的人已經開始至誠。所以，「三請之後」，

復言願說之，後面的「惟願說之」，這是等於「四請」了。這是佛陀與

那個當場，要開這個「本門」，這段要接，從〈安樂行品〉和〈 涌出

品〉開始，「跡門」的結束，「本門」開始就是要重新調整，大家心理

的信賴度，能夠相信、能夠接受、能夠依教奉行，這是又重新再提

醒，調整大家那個信心的態度，所以現在已經都表達出來。所以等於

是過去的三請，後面是第四請，佛陀是三誡，所以再後面也是「復告

諦聽」。後面開始要說，也是要說「諦聽」，「仔細聽、仔細聽」，也是

有四誡，四次的教敕。三請，三教敕；四請，四教敕。 

 

要用心，我們一定要相信佛之所說，我們一定要記得。前面也向大家

說過了，佛陀他是已經很長久在人間，這起初那念心一直到成佛，這

個時間是真的，是很長、很長的時間，這樣走過來的路。所以，「如來

從無量劫，現無量身，入無量土，演無量法，化無量眾，皆是方便」，

這都是顯跡在人間。 

 

如來從無量劫 

現無量身 

入無量土 

演無量法 

化無量眾 

皆是方便 

 



到《法華經》，接下來這段經文開始就是顯本，「本門」，開始開啟那個

本門。所以我們要很用心，才有辦法去體會後面要再說下去的法，後

面的法真實很深，請大家要時時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7 年 9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