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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大千喻萬物眾生世界， 

山川等喻如四相五陰世間， 

世間無別法為山川等所成， 

眾生無別法謂為五陰所成。 

 

  不知大家有了解嗎？三千大千世界，昨天我們就已經說過了，過

去說的「三千」，那就是一千個世界，稱為一小千世界，一千個小千世

界為一中千世界，一千個中千世界稱為大千世界，這樣叫三千大千世

界。一個千，千千為多少？百萬。萬萬為億，億億為萬兆。對啊！所

以這是一個無量數的世界，無量無數，無法算計的世界，這世界是在

哪裡呢？那就是宇宙天體間。我們就說，光說我們太陽系的星球世

界，有多少呢？天文學家他回答我，就這樣說：「不可說、不可說，不

可思議，無法算計的星球。」一個星球就是一世界。佛陀他覺悟了，

從覺悟的剎那間已經體會了天體的世界，無量數，無量無數，無法算

計。所以有千千千的億億、兆兆，很多數字，算不出來的世界。當

然，我們人間就是在地球的世界裡，不過這是表達出了佛陀覺悟後，

心靈的境界有那麼大、那麼廣。佛陀來說給我們聽，讓我們能了解佛

心靈境界的寬闊，何況區區一個地球呢？一個地球，我們的人間世

界，有人、有其他的動物，有生命的東西，形形色色不相同。大的，

大到現在科學家在追究恐龍的時代，恐龍到底有多大？而我們現在要

看的，平常較能看得到的那就是大象、牛等等，體積，身體的體態有

比較大。小的，小到我們看得到的就是螞蟻，比螞蟻還小的蚊蟲，我

們眼睛看得到。 

 

  佛陀還要告訴我們，眼睛所看不見的，眼睛看不到的，當然現在

的科學，科技發達，用顯微鏡放大幾千倍，這樣去看，看出了細菌，

很多看不到的東西，佛陀他也將它包含在內。所以說，我們在地球上

所有的萬物眾生世界，這都涵蓋在三千大千世界。除了地球所有的一

切，肉眼看得見的，耳朵聽得到的，有聲音、有形、有影的這些世

界，都含在三千大千世界來譬喻。就是要涵蓋很大，要不然就只說我

們世間就好了，何必再說三千大千世界呢？我們看不到，不過，佛陀

的心靈世界都涵蓋在內。天體宇宙間所有的世界，世界中所有的細

菌，微蟲細菌等等，他都將牠們涵蓋在裡面，所以稱為萬物眾生世

界，這都在三千大千世界的裡面。「山川等喻如四相五陰世間」。這

「山川等」，再拿來譬喻，譬喻我們最親近的自己的身體，我們身體有

「四相」，有「生、老、病、死」。將我們身體再更細密的，那就是



「生、住、異、滅」，我們心理有「生住異滅」這四相；還有，離開我

們身心之外，那就是世界的「成、住、壞、空」，這就是在萬物眾生世

界之中。所以，山川等等，縮小到與我們很密切的身體，還有在身心

以外的世界，都不離開「四相」。 

 

  「四相」實在讓人很擔心，說山河大地這有形質世間的成住壞

空，如果在這世間四大不調和，我們真的會很擔心。它成這個世界的

時候，慢慢形成了山川、泉井、河池，慢慢在山川、泉井、河池成就

起來，就慢慢有動物，動物慢慢形成。所以，剛剛在說很多人去追蹤

恐龍的足跡，還看到媒體又在報導，報導考古學家發現到石頭、化

石。這化石，整顆石頭有那個形狀，這種不曾看過的東西，在一顆石

頭中，將之剖開，那個形狀很明顯，就是一隻動物，這動物已經成化

石了。去研究、去推考、去追踪、去考據，應該就是叫做恐龍。恐

龍，牠也有變化的時期，從地球開始有時，這種生物出現，牠隨著時

間變化，預測、推測，最初的恐龍應該也有翅膀，牠也能在空中飛

行，這是一些學者的推測。一直到空中、地面上走等等，所以那個形

態出來，一直在追求、推測，過去地球開始，最早的動物等等。所以

說來，「成」，住在人間，多久時間呢？也是這些學者又在追蹤。 

 

  現在好像絕跡了，完全都沒有了，到目前都一直說還沒有發現到

真正恐龍的蹤跡在哪裡。但是考古學家好像有發現這樣的骨頭，有發

現到化石等等，這就是我們現在科技發達，人類好奇，要一直去推測

地球的來源、生命的來源等等。這道理很深，所以「四相」─成住壞

空，就是在地球，有物質的東西都包含在內。有生命的東西，就是

「生、老、病、死」。光是說恐龍就是了，牠曾出現在人間過，牠的壽

命到底有多長呢？到底在空中飛？還是在地上走？我們現在不知道，

專家有在考究，但是現在絕跡，都已經死了，過去了，甚至絕跡，已

沒有了。現在世間，地球上是不是還有這種動物？或者是還同樣一直

不斷在變種？從以前以前他們的研究，好像能展翅在空中飛，好像已

經在地上走的。好像還在變，很多道理，不論是物理、生理，含藏在

三千大千世界，含藏在我們住的地球上面世間的奧秘道理還很多。凡

夫，誰能涵蓋全都清楚呢？唯有佛陀覺者，他所覺悟的不論是物理、

生理，回歸回來就是心理。 

 

  心理，看不到，很難猜測，但是人世間，只做人很簡單，我們如

果按照大自然的生存法則，我們都能很簡單。就是心理，不簡單，心

理很難預測，這種「一念無明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粗」。眼、耳、

鼻、舌、身、意，隨著外面的色、聲、香、味、觸、法，去緣那些境



界，起心動念，這意識起心動念開始善惡業，從這樣起了。惡，那就

是貪、瞋、癡、慢、疑，世間，從這樣人心起動貪、瞋、癡、慢、

疑，所有的世間人禍、天災。尤其是我們現代科技發達，向善的方面

來看，我們要很感恩，感恩科技的發達，幫助我們知道很多的事情，

很快我們就看得到。就像我們這幾天，星期六、星期日這兩天，有九

個國家（地區），我們知道的有九個國家（地區）、36個道場（臺灣 20 

個、海外 13 個、大陸 3 個，總共 36 個社區道場，以下皆同），人

數加起來超過一萬六千人。同一個時間，一起來早會，大家精進，在

不同國家，有九個國家，36個點，全省加其他國家，人數會合起來超

過一萬六千人。 

 

  這就是科技發達，在這裡講話，他們在那裡精進，與我們這裡的

時間沒有秒差，能夠聽到聲音、看到影像，這就是科技。我們能通徹

道理，我們要感恩，感恩現在科技。這個科技是來自於人的知識，人

的知識去研究，開始發明，成功了，能夠無形無蹤，很普遍在任何一

個空間。如佛陀過去說，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等等。但是，我們

要感恩，這是善用。我們一念之間若是有了偏差，那就造成了人人心

理不得安寧，社會不安寧，是因為是人的心不安。所以現在很多憂鬱

症、躁鬱症，一直在網路、一直在電視等等，大家就是這樣一直去

看、去追，是真是假？不知道。走入虛擬的世界，真的是虛擬的世

界，看到人在生氣，跟著生氣。看到人家妄語，我們以為真實等等，

所以會擔心。過去有一段時間，說什麼世界末日將到了，很多人這樣

瘋狂起來，有的人去自殺，有的人去，很多，讓人心很不安定。這就

是在現在這種科技發達，如果將它偏用了，真的也是害人不淺。如果

我們人人能很了解道理，非禮勿言、非禮勿視，我們若能這樣，心自

然就不會受動搖，自然，心就能很自在。 

 

  所以說，「四相」，在現在的人間，已經讓人的心理不健康了。心

理若不健康，家庭、社會、天下就亂了。我們平時若過很單純的人間

生活，會有什麼禍端嗎？就是因為心啊，心帶動了業力，業力就讓人

很擔心。每天都很擔心，到底人生要如何才能轉煩惱為善念？要怎樣

能轉濁為淨？要如何轉惡為善？這好像很困難。因為我們人人就是

「五蘊」，色、受、想、行、識等等，這就是五陰。緣外面的境界，種

種的色相，我們去緣色相，把所有的色相，進入我們的心。自然我們

身，身心不安定，在我們的意境，造就很多的煩惱。所以說四相五

陰，這就是我們人與人，在這個世間，在這個時間，在這人間。「世」

就是時間，這個時間與在人與人的空間裡，就有很多不得調和。不

過，這些全都涵蓋在三千大千世界之中。所以，世界就是無別法，沒



有其它的，再說簡單一點，本來世界是這樣單純。有形的世界，山川

谿谷、山林平地、大海等等，就是這樣這些東西。但是，這就叫做世

界，世界所形成有形的東西就是這樣，很簡單。但是，「眾生無別法謂

為五陰所成」。眾生就是因為「五陰」，「五陰熾盛苦」，這個「五陰」，

色、受、想、行、識。 

 

  「五陰」，「色」，擾動我們的心，我們的感受，什麼樣的感受，隨

著這個時代不平安，隨著這個時代生態，這樣的生態，在這種科技發

達的生態裡，人的心一點點的偏差，那種「受」，感受各人不同，各人

的行動都不同。所以，形色、受、想、行與識都不同，所以造就起來

就是紛紛擾擾，濁氣很重的世界。所以這種「五陰所成」，這就是眾生

的法在這裡。佛陀這麼的辛苦，從無始劫以來，不斷不斷要讓我們了

解這些道理，天地宇宙萬物種種的道理，最重要是要如何調和我們的

心。我們的心如果沒有受這些外境，虛擬幻化的境界來污染我們，我

們自然能生活的很平安、很輕安、很自在，就是我們的心去受外面境

界的污染。林林總總，實在是很多，所以我們要時時很用心去體會。

每天的生活，生活在這種虛擬，真的是非常虛幻的。所以，佛經裡一

直說虛幻無常，原來他說的虛幻，就在這裡。科技發達，虛擬的世

界，虛幻的世界，所以我們眾生就是在這種虛幻的世界去造作業力。

很擔心這種虛幻的世界，佛陀教育我們心要定，心要定，不要因人亂

了心。不就是這樣嗎？看了會煩惱，我們就不要去看；聽了會煩惱，

就不要去聽，更不要去做。所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言。希望我們要

好好用心。前面的經文講，「密雲彌布，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一時等

澍，其澤普洽。」再接下來就是 

 

經文：「卉木叢林及諸藥草，小根小莖小枝小葉，中根中莖中枝中葉，

大根大莖大枝大葉，諸樹大小，隨上中下，各有所受。」 

 

  這在描述在這世間上，叢林，原始的人開始也是從叢林開始，佛

陀也是從叢林，山川谿谷來說起。所以「叢林及諸藥草」，很多東西。

我們應該就要開始了解，佛陀所說法。佛就如大醫王，為何說「叢林

藥草」？對，叢林藥草的意思就是佛陀的始覺，我們人人本來都有一

個本覺，但是我們的真如本覺，本性被污染了，所以要再重新將煩惱

無明去除，開始學佛聽法。但是佛陀他現相人間，他去訪，參訪，然

後苦行靜修，過程坐樹下，夜睹明星。這樣忽然恍然開悟，心與天地

宇宙會合一體，這叫做「始覺」，開始覺悟了。這念本具的本覺，已經

完全啟開了，啟開了宇宙萬物的奧祕。佛陀開始了解了，要如何將天

地宇宙萬物的真理，讓大家很了解？但是，很深奧，要如何才能知道



呢？看，眾生世間都已經是病了。「成、住、壞、空」的世間，已經在

行蘊中不斷進行。人生「生、老、病、死」，時間壽命苦短，但是這種

無形的心理形態，不斷在造業累積，這也是病。 

 

  不只是人的身體有病，最擔心的是心理有病。佛陀必定要讓人人

了解這種「成、住、壞、空」的道理，天地萬物宇宙之間物體，要讓

我們了解，是完全是(四大)合成，成為所有眼睛看得到的物體，要讓

我們知道。更要讓我們知道，我們的生、老、病、死由不得我們自

己。就是來怎麼來，去怎麼去？這種來去，自己很懵懂，就是帶業

來，來造業；造業之後，再帶業去。這種業力，因果輪迴。佛陀要告

訴我們，就是我們這個身體，短短的幾十年，卻是懵懵懂懂，這樣在

造業來回，由不得自己。這就是佛陀要讓我們知道，這就是我們的身

病。道教也這樣說，人之大患，就因為有我們的身體，就是我們有我

們的身體，這就是大患，就是病（《老子‧十三章》何謂貴大患若身？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我們人間有這樣這麼不平衡，這麼的，

人，人心，人禍等等，這都是有身體才有我們的生理；有生理才有心

理。所以心理病了，讓我們的身體去造作一些業。 

 

  所以，「佛如大醫王」。佛，佛陀像大醫王，「善治病」。他能對症

下藥，就是來人間，為一大事因緣來人間。這一大事因緣，就是要來

為我們開示，啟開我們的真如本性。我們的本覺已經受了污染了，所

以要為我們「開」，為我們打開，讓我們能夠開始覺悟。所以「開」，

「示」，讓我們了解，世間的人禍是如何生起呢？自古以來，歷史就是

這樣，國與國戰爭，無辜的老百姓傷亡慘重。這也是自古以來有人類

開始，歷史就有這樣。從原始叢林有了生物，就不斷有鬥爭，這樣一

直到世間，到人類，歷史等等，所寫下來的就是這麼的血腥的歷史。

這就是心啊！心理有病了，所以讓我們的身體去造作這麼多人間的苦

難。所以「佛如大醫王善治病，曉了藥性」。佛陀他會治病，他了解我

們的症狀是什麼樣的，病源是在哪裡？佛陀了解。但是，我們眾生，

佛已經開了藥，他知道用什麼藥來治什麼病，卻是我們不想要接受這

個藥，這在《法華經》接下去的也有這樣的一段譬喻，也同樣叫做譬

喻。（「醫子喻」，出自〈如來壽量品〉第十六。） 

 

  我們要了解，佛陀他雖然如大醫王，我們眾生有病，身心的病，

最重要的是心病。但是，這個法，這個道理，到底我們人願意去受這

個法，用心去體會，願意嗎？有時候，法在他的面前，道理擺在他的

面前，他偏偏去曲解。確實是曲解，真的就如佛陀在修行，還未覺悟

之前，開始就有魔軍來困擾佛的心。但是，佛的智慧超越，他先降



魔，伏魔，魔軍降伏了，才開始心平靜下來，才真正夜睹明星。同樣

的道理，明星，是在天未亮之前，才看得到星。要看得到星，心要整

個靜下來。在心還未靜下來之前，這個境界，開始要進入靜的境界，

就會浮現出心靈的魔軍來擾動他。所以，在佛經中，就有佛陀成佛之

前，就有魔軍，他就要很辛苦去降伏了魔軍。要降伏魔軍的方法是什

麼？就是心靜定。所以，定心降伏魔軍。 

 

  我們現在不就是嗎？想要修行的，人人就要知道，世間紛紛擾

擾，向著正道的人，向著偏邪的人，都有。道理，他的一念曲解，故

意彎曲，若是這樣，道理完全就扭曲，彎曲變形了。這不是真的道

理，但是就是有這樣的這種心病來困擾。所以，心理有病的人都是

說：「是你，不是我。」酒醉的人說：「是你醉，不是我醉。」，心理不

健康的人會說：「是你心理有病，不是我有病。」同樣的道理。這就是

佛陀來人間，設法要如何救濟眾生，是一項大考題。但是無奈，時間

短暫，佛陀也才八十歲的壽命，再扣掉他年輕時代修行的過程，真正

能說法的，也才有一半的人生而已，四十九年說法，也才有一半的人

生。所以，法，在短短四十九年間，法，怎麼說得完呢？人聽法，二

千多年前的人口那麼少，有多少人聽得到呢？九萬人口的城市，三萬

人完全沒看過、沒聽過；另外三萬人有聽過，沒看過佛；只有三萬人

真正看到佛、聽到法。所以，在佛陀世界的世間，要聽到法，才有三

分之一，在這個城市裡。何況說我們現在，現在是虛擬、虛幻的世

界，人口已經這麼多，道理曲折，都已經被彎曲的道理，也已經變成

很普遍的事情，所以，令人擔心。 

 

  所以佛雖然是大醫王，出現人間的時間，才只是這樣，說法才只

是這樣的時間而已。所以，法，要留在人間，是靠那時候結集下來

的。我們要感恩有很多人將佛陀所說的法用心研究，人人心理解，又

再將之增添，讓這條路更完整，更寬大的走。要不然，真正的，佛

法，本來佛陀說法，就沒有當場記載，只是憑著阿難的口述，大家聽

了，口口相傳，並沒有留存文字下來。經過再結集時，之後也是這樣

片段片段的。我們現在有浩瀚的大藏經，雖然有很多人無法了解經中

到底在說什麼？不過，最起碼有文字留下來。所以我們要很感恩，這

二千多年來，有這樣在鋪路，佛的法脈，有這樣的留下。雖然不是百

分之百由佛陀親口說的道理，雖然也有很多都是經過古賢大德所了解

的，再增添的。 

 

  也很期待，我們能這樣，是善法，就是有這種初覺或者是始覺的

人，「原來道理是這樣！」入心來了，我們就一條條的寫下來。如現在



的「薰法香」，大家做筆記，好的理解了，再消化出來，比說的還清

楚，這樣記錄下來的。也是留給後面的人，鋪出一條路來走，這也就

是「道」。只有一個醫師，不夠，現在要很多很多醫師，還要有助理醫

生，還要有護理師來幫助等等。還要有藥師，醫師開出來的藥，藥師

要懂得配藥方。像這樣的，我們必定要用心，不斷地聽入心，了解

了，寫下來；走得通的，理能達到人的心，這樣我們就要用心。 

 

經文簡釋： 

 

「卉木叢林及諸藥草」；佛如大醫王善治病曉了藥性，善能應用者為藥

草治病。 

 

如善法治惡，無漏善治惡法義勝，故喻藥草。 

 

所以，「佛如大醫王善治病，曉了藥性，善能應用者為藥草治

病」。若能了解這些藥草，草的功能，性能，到底這個藥對人的病有什

麼應用呢？佛陀他要去了解，這些草木裡面的成分，植物裡面的東

西。就如有一段時間，也有這樣的專家學者來與我談牛樟，牛樟，牛

樟。他說，這個東西裡面有治癌的成分，大家很用心在研究，現在還

在研究中，也已經有少數用在人體，也有人說很有效。樹，樹它有它

的藥物應用。 

 

  以前的人，孩子若咳嗽，就說：「去採一些雞屎藤。」「雞屎藤」，

現在的藥名不知道稱作什麼？以前，「魚腥草」等等，去採來煮一煮，

這樣就有辦法。眼睛紅，就去採，採「珠仔草」來煮，蒸一蒸就好

了。我也曾蒸過，年輕時，孩童時代也是這樣。想到這些藥草，真的

也能治病。所以說來，要有很多人，如現在，最近學者，醫療，醫

學，醫藥學者一直要研究出伊波拉（病毒）的藥，到底要如何預防，

要如何治病？此時大家還很驚惶，這種病，沒有藥醫。現在就開始，

大家研究，發現到植物，這個植物能提煉出來，現在大家很熱門，一

直往這個方面要如何將這種草藥煉成真正在人體實用，能夠預防，能

治病。想想看，所有一切的藥草，古人的醫學不發達，都懂得去採藥

草來煎、來喝、來治病。以前我們在種田時，「臭頭香」（香附子），我

們也曾經拿去賣給藥店。地上的雜草，我們最擔心的，田園最擔心的

就是「臭頭香」。我們要慢慢地挖，挖一挖，洗洗乾淨，就拿去賣給藥

店，這也能夠當藥。 

 

  所以說來，「善能應用者為藥草治病」。這些「卉木叢林及諸藥



草」，這卉木、叢林、藥草等等，這些都是能夠治病的，這就是要大醫

王不只是知道病，還知道藥要如何應用。「如善法治惡，無漏善治惡法

義勝」。這就是要用無漏的善法，如現在紛紛擾擾的人間，虛擬，虛擬

的世界。這種網路很普遍，要如何讓這種這麼普遍的，將它善利用，

好好地利用，用在有益人間，增長智慧，成長慧命。若是這樣，真的

是功德無量。若用來擾亂人心，造成心理病態，憂鬱症、躁鬱症等

等，那實在是擾亂了人心。所以，應該要「如善法治惡」。這是佛陀有

法，佛陀的法，就是要用無漏法，無漏的善法。無漏的善法，那就是

「戒、定、慧」。「戒、定、慧」，一切的善法很堅定，很充分、充足的

道理，是要如何能普及去治療惡法？惡法義，裡面的惡也有法存在。 

 

  這種惡法，就要用無漏善來治療這種惡法。他有一片歪的道理，

我們要如何將他扶正。他的曲折，我們要如何能讓他正？能夠走入大

菩提直道。我們要如何應用藥草，我們要如何應用？知道是知道了，

但是很無奈。讓我們擔心的，就是擔心世間人人的心不定，擔心人的

心亂，擔心人的心病了。人心病了，自然就是家、社會、國，都會病

了，這就是我們現在最擔心的。不過，擔心沒有用，希望我們盡量不

要去接觸惡法，我們要隔離惡法，我們專心向善的一條路走。要用什

麼樣的善法，無漏善來治惡法，讓世間能平靜，祥和下來，所以要我

們人人共同的心來接受法。所以要時時多用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