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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解品第四） 

 

⊙「菩薩修行大因信心既立，能住佛地皆成本覺平等，又因發起大心

趣入妙道，含攝周遍等量虛空法界。」 

⊙「即自宣言，諸君當知，此是我子，我之所生，於某城中捨吾逃

走，竛竮辛苦五十餘年。」《法華經 信解品第四》 

⊙「其本字某，我名某甲，昔在本城，懷憂推覓，忽於此間，遇會得

之，此實我子，我實其父。」《法華經 信解品第四》 

⊙從大通智勝佛以來，彼等受生無量，名字亦無量，不可指定何名，

唯佛一一能知，故言：其本字某。 

⊙眾生長時沉溺，佛慈隨逐不捨，生世無量故名無量，唯佛自知無量

時、處、名、應化之名，故云：我名某甲。 

⊙昔在本城，懷憂推覓：佛居法身地中，以法為身，清淨如虛空，是

名法身，尋覓度化因緣。 

⊙又法身：謂所證無漏法界之體，名為法身。 

⊙菩薩知諸眾生心之所樂，即以法界身作自身，亦作眾生身，乃至虛

空身。 

⊙常以二智，二智者：一、實智，達菩提實理之智也。二、權智，亦

名方便智，通佛菩薩權方便之智。 

⊙二萬億佛來，常以二智，常覓可化之機，應機施教，說大說小，種

種誘導，故云懷憂推覓。 

 

【證嚴上人開示】 

「菩薩修行大因信心既立，能住佛地皆成本覺平等，又因發起大心趣

入妙道，含攝周遍等量虛空法界。」 

 

菩薩修行大因 

信心既立 

能住佛地 

皆成本覺平等 

又因發起大心 

趣入妙道 

含攝周遍等量 

虛空法界 

 

我們要發心啊！發心修菩薩行。菩薩，那就是要發大心了，我們「開

始發大心」這顆種子，自然隨著這顆種子的因而成。你若是一顆草的



種子落地，長出來就是一株草；你是一棵樹的種子落地，長出來，成

就的是一棵大樹。看我們種什麼因，得什麼果；發什麼心，就立什麼

行。所以菩薩修行，也就是因為我們，過去有發這樣的心，我們對佛

法有所信解，所以我們願意，立這樣的大誓願的心，這個大因，就是

因為我們有大信心。 

 

所以信心既立了，就「能住佛地皆成本覺平等」。這已經表示，我們的

心就安住在佛地了。我們若能這樣堅定信心，往佛的方向前進，這樣

我們自己的如來清淨本性，慢慢就發現了。因為我們行菩薩道，付出

無所求，同時我們去除煩惱、執著，入人群去付出，舊習去除，新的

煩惱沒有進來，以佛心為己心，所以心在佛地，所以「皆成本覺平

等」。我們若能有這個平等心，我們才有辦法再往前前進。與什麼平等

呢？「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平等心。 

 

布施，我們也用平等心來布施。布施就是要起(自)我們，最歡喜的

心，不是錢有多少，有錢人才能布施、有力量的人才能救濟，其實人

人都能布施。我們人人都有力量，只要你若了解道理，人人願意去付

出，這念心都叫做本覺平等，不分地位。 

 

所以，「又因發起大心趣入妙道」。我們若是有發心，自然趣入了這最

微妙的法，這也是本覺平等，才有辦法真正發起大心，體會妙法。所

以「含攝周遍等量」，我們若有這樣的心，我們就能很普遍等量。「等

量」就是說我們的心，與虛空法界的量都一樣。所以「心包太虛，量

周沙界」，這就是我們，學佛要發菩薩心，修行大因。同樣要播種，我

們就播大樹、菩提樹的種子，我們要堅定信心，信解大道，這就是我

們的方向。 

 

前面的(經)文說，「即自宣言」，長者開始向他的親族、國王大臣、剎

利居士，全部集中來了，向大家宣告，「諸君當知，此是我子，我之所

生，於某城中捨吾逃走，竛竮辛苦五十餘年。」 

 

即自宣言 

諸君當知 

此是我子 

我之所生 

於某城中 

捨吾逃走 

竛竮辛苦 



五十餘年 

《法華經 信解品第四》 

 

已經向大家這樣說，「我這個孩子離開我，已經是五十多年了，好不容

易，現在已經找到了，父子也相認了。」我已經將孩子認回來了，而

我的孩子的名字，「其本字某，我名某甲，昔在本城，懷憂推覓，忽於

此間，遇會得之，此實我子，我實其父。」 

 

其本字某 

我名某甲 

昔在本城 

懷憂推覓 

忽於此間 

遇會得之 

此實我子 

我實其父 

《法華經 信解品第四》 

 

這時候，「其本字某」。為什麼，怎麼沒說他是什麼名字？這就是說，

大通智勝佛以來，到現在是二萬億佛所，經過的時間是很長。釋迦牟

尼佛，他用這麼長的時間，生生世世隨佛學法，不只是隨佛學法，又

生生世世，入人群中行菩薩道。所以時間之長，有多長呢？很長，不

只釋迦佛，就是眾生也是一樣。 

 

從大通智勝佛以來 

彼等受生無量 

名字亦無量 

不可指定何名 

唯佛一一能知 

故言：其本字某 

 

因為佛視眾生如一子，所以眾生叫做「彼等」，所有這些人。「彼等受

生無量」。佛就已經這樣，這麼長久的時間學法、立誓，很久，當然這

些人也是一樣，「受生無量」，在「五道」「四生」，生生世世這樣在輪

轉，「無量時」也「無量處」，不知在哪一處。總而言之，就是很多很

長的時間，所受生的地方，也已經無法數計了，所以因為這樣，「名字

亦無量」。 

 



到底我們是在胎生，生而為人呢？或者是胎生，在牛、羊、馬、豬、

狗、貓？不知道。除了這些，還有卵生、胎生、化生、(濕生)，其他

生，很多，無量，所以他的名稱更是無量。 

 

若是人，統稱叫做「人」，某甲，張三李四各有名稱，所以既然，在這

麼多不同的生態出生，我們的名字也換過很多名字，所以「名字(亦)

無量，不可指定何名」，無法說他到底是叫做什麼名字。因為所經歷的

時間太長，所經歷的空間也太多了，所經歷的生態、我們身體形的形

態，也很多，所以無法說他是什麼名字，「唯佛一一能知」。所以說

「其本字某」，沒有名字可以說他是什麼名。 

 

介紹自己，「我名某甲」，就是說眾生長時間沉溺，在這麼長的時間，

這麼多「五趣四生」，就是這樣在輪迴。「佛慈隨逐不捨」，就是隨著這

些眾生這樣一直追。 

 

眾生長時沉溺 

佛慈隨逐不捨 

生世無量故名無量 

唯佛自知 

無量時 處 名 

應化之名 

故云：我名某甲 

 

眾生到什麼道，佛他就到什麼道，隨緣去度眾生，所以不忍捨離任何

一人，這就是佛陀他的慈悲。「生世無量，故名無量」。生世無量，所

以也叫做無量。 

 

「唯佛自知」，除了佛自己知道，他已經經歷幾世了，但是也無法說，

我是哪一世，什麼名字。因為經過的時間也很長，時、處、名，應化

在人間，隨著眾生在哪裡，他就應那個因緣，就在哪個地方。是在人

道化度嗎？或者是在畜生道化度？或者是在地獄道化度呢？他的化身

就是隨緣度化，隨緣度化，在任何一道他都去過，要用哪一道來代

表？哪一生的名來代表呢？所以就說「我名某甲」。 

 

接下來就說，「昔在本城，懷憂推覓。」 

 

昔在本城 

懷憂推覓： 



佛居法身地中 

以法為身 

清淨如虛空 

是名法身 

尋覓度化因緣 

 

孩子小時候，就是這樣跑出去了，所以當父親的到處找孩子，一直找

啊找，到他找到為止，心，在找孩子的心，找不到的那時，心也是很

操心煩惱，一直一心一意，就是要把孩子找回來。 

 

這就是表示「佛居法身地」，在法身地中，以法為身。以這個法為身，

就是道理。不論在哪一道，他就是法，法身不離開他的身形，不論他

是什麼樣的身形，他的法都不會離開，真諦道理隨著這個身，在那個

地中。他就是法身地中，以法為身，因為他是要去度眾生，道理永遠

隨身化度。所以這個法身永遠，不論他在什麼道，都是「清淨如虛

空」。 

 

我們一直說，修行就是要，去除煩惱、無明、塵沙惑，哪怕你入眾生

群中，還是清淨心，進出無污染。這就是法，就是真理，這是「清淨

如虛空，是名法身」。覓，尋覓，一直在找，「懷憂推覓」，一直看孩子

往哪裡去，一直在找，「度化因緣」。不論孩子在哪裡，就是要找到為

止，設種種因緣來度化。 

 

又法身： 

謂所證 

無漏法界之體 

名為法身 

 

又再「法身」，用法身再解釋，那就是說「所證無漏法界之體，名為法

身」。我們修行，修行就是要修「無漏法」。這「無漏法界」，就是所有

的真理，我們聽進來，不要讓它漏掉了。這個真理法界，就是遍虛空

法界。常常說過了，恆河沙，一沙一界遍布了它的法，何況大地的一

草一木、一樹一物，所有所有的萬物，天地宇宙之間，無不是真理、

法，這叫做「無漏法界之體」。虛空中，所有的東西，無不都是法界之

體，這樣叫做「法身」。我們常常就是在天地之間，在萬物真理、法之

中，原來我們的生活，就是在當中，包含在內。 

 

所以法界，「無漏法界之體」，「名為法身」。「菩薩知諸眾生心之所



樂」。菩薩，他的法身，法身菩薩，就是已經得到真理，等覺菩薩，他

也知道眾生的心，所喜愛的是什麼？所以他就應眾生根機所喜愛的，

這樣去應度、度化。 

 

菩薩知諸眾生 

心之所樂 

即以法界身作自身 

亦作眾生身 

乃至虛空身 

 

「即以法界身作自身」。菩薩也是一樣，在此法界，不論是什麼樣的

道，菩薩也是一樣，這樣的現身。說不定一件東西，它也能啟發我們

的心。所以我們常常說要疼惜物命，不是只有會吃、會走的才是有生

命，其實我們所用的這些東西，它也會啟發我們，用心就啟發我們，

這也等於「法界身作自身」。從一切一切東西，用心就是啟發我們的

心。 

 

「亦作眾生身」。也是作眾生的身，不論是有形或是有情的東西，這個

身都是在虛空中，就是「眾生身，乃至虛空身」，這就是我們學佛，我

們的智慧，一定要普遍到這樣的程度，不論是情與無情，這都是我們

要疼惜，我們要要度的。這也就是我們要用心，無不都是法。所以二

萬億佛以來，那就是，大通智勝佛這樣的時代以來，「常以二智」。這

「二智」，我們就是要好好用心。一就是「實智」。 

 

常以二智 

二智者： 

一、實智 

達菩提實理之智也 

二、權智 

亦名方便智 

通佛菩薩 

權 方便之智 

 

實智，就是「達菩提實理之智」。這就是菩提覺悟之智，就是真實智。

一切智、自然智、無師智、一切種智，這就是實智。 

 

第二就是「權智」。我們了解道理之後，我們要度眾生，自己自覺，還

要覺他。我們用方法，方便法，方便智慧，能夠通達諸佛菩薩，方便



的智慧。菩薩也是要度眾生，所以從二萬億佛以來，所學的不離開這

二智，所以這二智也常存。 

 

二萬億佛來 

常以二智 

常覓可化之機 

應機施教 

說大說小 

種種誘導 

故云懷憂推覓 

 

所以「常覓可化之機」。因為有這二智，有實智，有權智，所以二萬億

佛所以來，生生世世，常常都是尋尋覓覓這樣在找，找能夠度化的根

機，應機施教。 

 

所以我們要用心，學佛在這個根與機，我們要如何去適應？用這二

智，這樣說大小乘。說大乘法，因為他是大根機，你若用小乘法，這

樣不對機；若是小根機的人，我們就用小法幫助他，讓他能夠體會，

入佛的道理來。「說大說小」，就是要有實智，還要有方便智，設種種

的環境來幫助眾生，說種種的法來啟發他的心。 

 

所以說要有「二智」，「常覓可化之機」，要如何去救度眾生，「應機施

教，說大說小」，就是「種種誘導」，用種種方法來誘引他入道法，讓

他們能接近佛法，這樣才開始，解開了眾生的迷惑，心，身心清淨，

行菩薩道。所以，學佛，我們要好好用心，時時要多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