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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語般若華言智慧 

波羅蜜華言到彼岸 

謂諸眾生迷失般若 

淪落於生死名此岸 

 

我們常常說，智慧，智慧在梵語叫做「般若」，「般若」經文中時

時都看得到「般若波羅密」，其實，簡單說叫做智慧。「波羅密」就是

「到彼岸」，意思就是說運用智慧，從凡夫的此岸到聖人的彼岸去，這

就是叫做「般若波羅密」。學佛，就是為了要怎樣…，(飛機飛過)。空

中的雜音很困擾人，無奈啊！總是讓聲音過去，我們再來好好聽。就

好像一波過去了，後面是不是還會再來一波呢？我們就不知道了，不

過，我們要好好耐心適應這大環境。這叫做娑婆世界，這叫做修行，

堪忍的世界。清楚了，聽，要即時把握。剛才說過了，「梵語般若，華

言智慧」，「般若」，是我們學佛者所追求的方向。凡夫所以煩惱，所以

無明，那就是因為我們還沒得到智慧。因為我們還無法從凡夫的此岸

渡到聖人的彼岸去，所以，般若波羅密，我們總是一個希望，一個方

向，我們還在努力修行中。因為我們是眾生，眾生迷失於般若，因為

我們的航道，在這茫茫大海中，這艘船何去何從？方向已經失去了導

航，所以，我們永遠就是沈淪、淪落在這生死的此岸，再如何就是欠

缺了導航。 

 

導航就是方向，我們的方向還沒很清楚。茫茫大海這麼大，哪怕

是坐在船上，方向若不清楚，還是同樣在迷航中。就如過去波斯匿

王，佛陀在說法，波斯匿王很虔誠，皈依佛陀，成為在家弟子，很護

法，也很尊重法。有一回他國事較得空閒，他就趕緊把握時間要來聽

佛說法。每一回來時，他要穿很端莊的服裝，但是他要入到佛的講堂

時，會將身上所穿戴的瓔珞寶具，他會暫時將它脫下來，那些叮叮噹

噹，所戴著的這些珠寶，他會把它拿下來，表示服裝整齊，就是沒那

些裝飾的東西，這是表示尊重。來到佛前虔誠禮佛，然後就向佛請

法，佛陀為他說法，聽得很歡喜，他就向佛陀，用最虔誠的心向佛這

樣說：「佛啊！每次我若來這裡聽佛說法，我都是法喜充滿，只可惜我

國事纏身，若每一回要來到佛的說法處，總是需要有時間，一直一個

心願懇求，佛陀能給我三個月時間供佛，若這樣我就能有三個月時

間，日日佛陀來受供，我就能夠日日聽聞佛說法。佛陀，請您慈悲，

給我們三個月時間，這樣日日供佛，日日聞法。」 

 



佛陀答應了，國王很歡喜，回到宮裡，向所有的大臣說：「佛陀已

經答應我三個月時間，日日供佛，日日聞法。」大臣也很歡喜，所以

波斯匿王就趕緊在宮外建設大講堂，很莊嚴，希望全國的大臣，與城

裡的人都能來聽法。這是國王的誠意，並且還設很多的飲食，供應給

遠途來聽法的人。不只是設飲食，還設僧衣，出家人若來，要沐浴，

有僧衣可換洗，又設醫藥，恐怕這三個月的時間，有人身體等等。他

想得到，做得到的，他全都做了，全都很具足。三個月的時間很快就

過去了，波斯匿王很歡喜，三個月一直聽佛說法，他很高興就來向佛

陀這樣說：「佛陀啊！我三個月的時間，功德圓滿了。」佛陀就向國王

這樣說：「國王啊！修善積福沒有疲厭，千萬不要說說所做功德已辦，

因為發善心弘揚佛法，能讓這麼多人來聽法，不是這樣就結束了。你

要發大心，做善事，弘揚佛法，是長時間的事情，沒有限量，你怎會

說這樣就功德圓滿了呢？」 

 

國王聽了想：對啊！做好事、聽佛法，弘揚佛法，這是生生世世

的事情，哪有說短短三個月，這樣我就說功德圓滿呢？趕緊向佛陀懺

悔：「是啊！已經才聽到佛陀說生死輪迴無窮盡，生生世世應該都要造

福業，我怎會這樣一時歡喜，就說這樣就叫做圓滿，這句話我應該收

回，我沒有說這句話。我向佛陀發願，我生生世世，永無窮盡，聽聞

佛法，弘揚佛法。善事，我生生世世。」之後，其中有一位名叫迦旃

延的比丘尼，這位比丘尼的名字也叫做迦旃延。她聽到佛陀向波斯匿

王開示，說：「供養、聞法、弘法，這是長久的事，輪迴生死中，就是

要生生世世的發願。」這位迦旃延比丘尼聽了之後，她從大眾中起，

他就以很虔誠的心，頂禮佛，然後合掌稟報佛陀，說出了自己的過去

生中。過去生中，多久的事情呢？迦旃延比丘尼這樣說，她說，三十

一劫以前，過去，他用飯食供養在當時有一尊佛叫飯式詰如來，那是

在三十一劫前，那個時候，他用虔誠的心供佛。那時候，他用一餐食

供養，她本身是一位野馬城內一位名叫純黑，是一位奴僕，是賤民，

也就是長時間為人的奴僕，都是在做勞役，很辛苦的事情。看到佛陀

他入城來托缽了，他心生歡喜，就這樣發一念心：我明天要在我家

裡，好好來備辦供佛。 

 

他就向這尊佛懇求，說：「我雖然是很辛苦勞作的僕人，但是看到

佛的莊嚴，我心生歡喜，有這樣的心願─我想向佛供養，希望佛陀您

讓我用粗飯供養。」這尊佛就歡喜接受了。明天，雖然這位純黑，這

位僕人，在他很簡陋的家庭裡，用很簡單，但是是盡他的心力的一頓

飯，這樣來供養，佛也是很歡喜來接受。他就向這尊佛發願，發願：

願我生生世能有這機會供佛，願我生生世世都能行十善業，願我生生



世世都能聽到佛法，願我生生世世不要墮落惡道，我能在人間聽法、

弘法，這是供佛，這是我的心願。這尊佛就為他祝福。 

 

他說完之後，就向釋迦牟尼說：「我從這樣三十一劫以來，我都沒

有墮落惡道，我生生世世都在人間。無佛世時，我也能將佛法的道理

看人間世界，我很清楚，我就是生生世世為善；有佛出世時，我就能

再聽法。所以，生世，在每生世中，都是這樣不墮落三途，奉持十

善，依照佛法來修行。」所以他說，他能在今生此世得遇釋迦佛出

世，「所以值遇佛世來出家，聽聞佛法，我能得到了解過去這個宿命，

感恩佛，佛法引導我有一個方向，在茫茫大海中，就如一艘船已經得

到導航，所以我一直靠彼岸了，所以今生此世能得遇釋迦佛出生人間

來聽法，所以我能了解佛陀所說法。」 釋迦牟尼佛聽到迦旃延比丘尼

這樣說了之後，他就說：「迦旃延比丘尼從三十一劫前以來，身、口、

意三業就是恆持佛所說的法，依教奉行。」他就這樣說：「在我聲聞弟

子中，聞法得解，迦旃延比丘尼是第一人。第一個聽我的法能入心、

能解悟，這聲聞群眾能體會，就是迦旃延比丘尼是第一位。」 

 

看，是比丘尼，他能在這樣的人群中，聲聞人群中，得到佛陀親

口說，他就是聲聞群中的第一位，就是因為這位迦旃延比丘尼過去生

中，這樣不斷地供佛、供法、供僧。還能夠付出，為修行者這樣的供

養，這就是他得到佛陀出現人間，這就是他修行長久的時間。這也就

是一個證明，因為佛陀，現在的<授記品>也是這樣說，修行在無量數

劫。尤其是現在授記迦旃延這個時候，他也是要再經過了八千億佛這

麼長久的時間。每一尊佛出現時，他要恭敬奉侍諸佛，每一尊佛滅度

之後，他還要供養，建塔廟。這是我們說過了。 

 

經文：「諸佛滅後，各起塔廟，高千由旬，縱廣正等五百由旬，以金、

銀、琉璃、硨磲、瑪瑙、真珠、玫瑰、七寶合成。」 

 

用七寶合成來起塔廟，這是前面所說的。因為一尊佛要能成，從

凡夫一直修行，一直到了從遇佛法，佛陀口中說出的聲音，入他耳

根，成為聲聞，就是佛聲入耳，這樣聽法，又再將法入心，體解大

道，成為緣覺或者是獨覺。從聲聞、緣覺再開始，要發大心、立大

願，生生世世。這生生世世修行，生生世世能遇到佛法，這很不簡

單。要遇佛法，就要經過幾十劫後才有佛法，佛陀出現人間，出現人

間。滅度後有正法、有像法，而這正法、像法的時間，我們生生世世

還是在正法，又是在像法，一直到無佛世，末法時，也是一樣，很難

聞的佛法，他也能聽得到。這就是長久，生生世世的時間，不離佛



法。就如迦旃延比丘尼，她的因緣就是這樣發願，生生世世遇到佛

法，能夠供養佛法，佛、法、僧。若沒有佛、法、僧，修行者，他全

都供養，行十善業。這就是證明我們若發這念心，生生世世供養，都

是用最珍貴的物資來供養。下面這段文再說，除了七寶來建塔廟，又

再。 

 

經文：「眾華、瓔珞、塗香、末香、燒香、繒蓋、幢旛、供養塔廟。」 

 

經文簡釋： 

「眾華、瓔珞」；以眾寶華及寶瓔珞。 

＊「瓔珞」：編玉而懸於身者。 

 

不只是塔廟建起來了，又是時時用這樣多世間的寶來供養，「眾

華、瓔珞」，意思就是說用很多種，最珍貴莊嚴的寶花。我們看最美

的，它就是寶，我們覺得最價值的東西，都是叫做寶。所以「以眾寶

華及寶瓔珞」，不論是花，或者是瓔珞寶物，這樣裝飾，瓔珞就是玉

類，玉都是戴在身上，像這樣在裝飾，裝飾在身上的寶物，他也將它

拿來供養。 

 

經文簡釋：「塗香、末香、燒香。」 

＊「塗香」：於身手以供養佛。塗香是淨義，如世間塗香能淨垢穢息除

熱惱。 

＊「末香」：細末香。搗成細末狀的沉香、檀香等。 

＊「燒香」：供養之一，按照世諦來說，目的是拂除邪氣，以第一義諦

來說，則是使所修的功德，周遍於一切處。 

 

「塗香、末香、燒香」。這就是木類，香柴，我們有很多種香柴，

有沉香柴，也有束柴(檀香木)等等，很多種木類。他們就是將香柴拿

來磨成粉，將它做成香，所以叫做塗香。塗香就是這個柴磨成粉，能

抹在身、手，很香的東西，這叫做塗香，用來供佛。塗香就是表示清

淨的意思，因為我們觀身不淨，人的身體若流汗，身體發出的味道就

不好，若要來見佛，就要身體清淨，要來到寺院也要清淨。所以除了

自己的身清淨，塗香，同時也將這個清淨的東西來供佛僧，所以塗香

來供佛。就如世間，香能清淨垢穢，消除熱惱，香柴的粉末來抹身

體，去除污穢。「末香」就是細末的香，將它搗得很細。這沉香檀香等

等，做成香來燒，點火，它發出來的香味來供養。不論是香柴，用

水，或者是用末，或者是用香，用火來燒，燒得讓這個粉末變成香的

東西。總而言之，就是去除了污穢，乾淨了，又有這種香，香的味



道，這就是表示最尊敬的心。 

 

世俗若要拜佛，拜神、拜佛、入寺院，就是燃香拜拜，這就是表

示要恭敬，我們世俗人表達虔誠的意思，所以目的是「拂除邪氣」。

香，若是沉香，這個藥材就能讓人心神較定。古人說，用這樣能除邪

氣，其實是沉香。我們若有時心神較不定，睡不太著，常常做噩夢等

等，就說用沉香較定神。其實這是過去，藥材是這樣利用，過去的人

說這樣能除邪氣。其實邪氣就是要有正法來破除，不過一般的世俗

人，他就用世間的物質，說：「這樣是除邪氣。」其實，邪氣要用真正

的正法，來除去邪知邪見，應該是以「第一義諦來說」，修一切功德，

這表示虔誠，這也是功德之一。不是說這樣燒香就能除邪氣，是說他

的虔誠來聽法，來供養正法，讓正法能延續下去。塔廟是無佛世時，

但是將它裝飾起來，也能莊嚴道場，也能讓人來看到寺院，就自我警

惕，要進寺院，我要很清淨的心，要有這一分正知見的念，這才是真

正的道理，才是真正的功德。所以，香的香味，它能「周遍於一切

處」。 

 

經文簡釋： 

「繒蓋、幢旛」；繒帛為蓋，及以幢幡。 

＊「繒蓋」：以絹布所作之大蓋。 

 

「繒蓋、幢幡」，也就是布類，它用紗，紡紗，用最高級的紗來

織，然後它成為幢幡，繒蓋就是「以絹布所作之大蓋」，就是用最高貴

的布料來做。這個蓋與幡，蓋，就是如若太陽出來時，我們就用一把

傘、一隻蓋來遮日。古時候若是有大官或者是較貴重的人物，就特別

用蓋，何況對佛的恭敬，也是同樣用蓋，就如雨傘一樣。或者是幢

幡，這就是表示他們的恭敬，很熱鬧，很尊重，用這種的方式。 

 

經文簡釋： 

「供養塔廟」；於佛生前及以滅後，所修供養。 

＊「塔廟」：堂塔。梵語塔，一譯廟。 

 

「供養塔廟」，「於佛生前及以滅後」，這種蓋塔、建廟，完全就是

供佛僧，不論是佛在時蓋佛堂，或者是精舍；佛滅後，就用塔廟來供

養。塔廟，也叫做堂塔。過去有說過了，「塔」就是高顯的意思，人過

世之後，顯著他的德。下面再說。 

 

經文：「過是已後，當復供養二萬億佛，亦復如是。供養是諸佛已，具



菩薩道。」 

 

＊文中先供八千億佛，各起塔供養；後復供二萬億佛，亦起塔供養，

具菩薩道，因行圓滿。 

要知文飾談鋒似箭，辯口如河，供如是之多佛，起如是之塔廟，種種

供養舍利，方得福慧並隆，今之具縛凡夫，纔得一知半解，一行未修

持，一佛未奉事，端居無事，如何能續佛道，難矣! 

 

前面就有說過了，要供八千億佛，現在又說要供二萬億佛，這樣

前後，前面八千億佛，後面二萬億佛。這就是表示時間還要很長，不

是供八千億佛，這樣就結束了，還有二萬億佛，時間很長。八千億佛

過後，還要建塔供養，過後又再遇到二萬億佛，這樣時間不斷。有這

麼多佛，迦旃延能遇到這麼多佛，做這麼長的時間修行，這麼多佛讓

他供養。這樣圓滿了，開始全部生生世世具菩薩道，這樣才是真正因

行圓滿。很長的時間，我們難道不會覺得，為何這麼長？迦葉尊者、

須菩提是三百萬億，迦旃延前面「八千億佛」，後面「二萬億佛」，

想，這麼長的時間。所以我們要知道，迦旃延，「文飾」就是迦旃延，

他談法真的是很清楚，說法很清楚，尤其是很似箭，箭箭皆中於法。 

 

所以「辯口如河」，外道教徒來與他辯論，口才也很流利。「供如

是之多佛」，他還要再供這麼多佛。是「起如是之塔廟」，「種種供養舍

利」，才能得到福慧，這樣很多。這就是表示，一尊佛要完成，時間

長。「今之具縛凡夫」，現在還是受綁著的凡夫，「纔得一知半解，一行

未修持，一佛未奉事，端居無事，如何能續佛道」呢？我們要知道，

這樣修行這麼好的人，而且聽佛聞法、傳法、說法，這麼清楚明白，

他都是要再經過這麼多佛，我們想，我們自己呢？現在還是凡夫，只

是聽幾句法，或者是傳幾句「師父這樣說，說佛法是這樣修」。只是這

樣傳，就以為我們在修行了，其實「一行未修持」。我們若想到修行

者，要怎樣修行？我們怎麼修呢？我們大家在修行，每天的生活這樣

過，雖然我們與眾生結很多緣。不過，真正的修行，心的清淨，去除

煩惱，到底我們的功力還有多大呢？聽到人批評我時，要我都不起心

動念，還很難啊！我們自己問自己，所以修行，光是在人我是非，我

們的心都還無法平靜，到底我們修幾項行呢？ 

 

看看迦旃延，這麼有修行，又佛法得那麼深，又是能說那麼多

法，佛陀為他肯定授記，就要再經過這麼久，我們自問我們自己，聽

法，我們有多少人真正法入心？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在人我是非

中，我們的心到底是不是不起心動念？聽到人的是非，是不是我們信



心還很堅固？我們自己要自問自己。回過頭來，我們自己要反省，我

們知道的一知半解啊！聽到的佛法，似乎知道又似乎不知道，就是憑

著世智辯聰，能夠說很多話給人聽，其實內心對法還沒有很透徹，這

樣叫做「一行未修持」，因為我們內心還沒有很透徹。 

 

所以「一佛未奉事」，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遇到佛出世，所以我們

還無法親自見到佛，親自供佛。所以「端居無事」，我們只是這樣聽

法，這樣傳，到底我們做了什麼事？真正的「十善」行，我們有做到

嗎？雖然也有很多人已經在修「十善」法，但是，在修十善法，我們

煩惱有去除嗎？所以我們如何能說來續佛的慧命呢？要如何延續佛道

呢？只能一句的慨嘆─難啊！很難。所以說，我們修行，不只是表面

上，拜佛在表面上，修行在表面上。我們必定要用至誠虔誠的心，你

若有虔誠的心，樣樣都是寶。因為物物都有物理存在，樣樣都有我們

的生態，我們若是用心，用我們的真實虔誠的心，我們才有辦法接受

道理入心來，這就是我們要用心。 

 

經文簡釋： 

「過是已後，當復供養二萬億佛，亦復如是」；於佛生前及以滅後，所

修供養，如前無異。 

 

所以說，我們要有這分「過是已後」。就好像要這麼長的時間，聽

到佛陀要授記的弟子，他未來要修的行還要這麼久，「當復供養二萬億

佛」。八千億佛供養過後，還要二萬億佛。「亦復如是」，同樣也要很恭

敬的心，「過是已後，當復供養二萬億佛，亦復如是，於佛生前及以滅

後，所修供養，如前無異」。同樣的，前面的八千億佛，後面的二萬億

佛，這樣在修的行，供養的心都是一樣。所以說，修行就是要這樣這

麼耐心，等於是二萬八千億佛，這麼長久的時間。「供心是智」，供養

的心是智，心，我們要發自內心的虔誠，這就是智。事，供事，就是

付出、做事，真真正正侍候著佛他的生活起居，就如阿難在侍候佛陀

一樣，這種奉侍供養，這就是福。阿難在佛陀身邊，佛陀的生活起

居，阿難都是不斷在供事，恭敬奉侍，這就是福。 

 

其實人人都能供心，這供養的心，我們要人人都有，這就是智

慧。其實阿難供養佛陀，過去是舍利弗、目犍連，他們也做過侍者，

阿難還未出家之前，是舍利弗與目犍連他們隨在佛的身邊，為佛的侍

者。因為五比丘是佛的長輩，佛成道之後第二年，舍利弗、目犍連就

來跟隨佛陀，就開始為佛的左右侍者。一直到過了二十年後，才有阿

難出家。阿難出家之後，人人對阿難的伶俐，又很聰明、智慧，很端



莊，他能在佛的身邊，也是佛的堂弟，這樣能更加接近佛陀。又一個

用意，就是他的記憶很好，佛陀若向人說話，他都記得。所以，他來

為佛的侍者，將來能傳佛的教法，所以佛陀不論對任何人說法，阿難

全都聽到，不論是大乘、小乘法，阿難都有聽到。憑阿難的智慧，他

的記憶，這樣才有辦法傳佛的法。 

 

果然，佛陀滅後，迦葉尊者召集大眾要結集經典，也是需要阿

難。所以阿難憑著他的記憶，佛陀對任何，不論是世俗人，或者是外

道教，是國王或者是平民，所說的法，阿難都全部記得清楚。所以，

未來的經典，才叫做「如是我聞」。阿難結集經典，憑著他的記憶，跟

隨在佛的身邊，所以才佛法有傳。所以我們說，用虔誠恭敬的心來接

受法，這就是智。聞法者，我們就要能做說法者，能傳法的人。這就

是人人聽聞佛法，要用奉侍供養的心，同樣要那麼恭敬心，不是說你

接近佛，你一定就是要用這麼多這麼多的寶物，有形的寶來供養。不

是這樣，是人人要有這分恭敬心。過去也說過，利的供養、敬的供

養，或者是行的供養，三供養中，是行供養是最重要，有行，就有

敬，你身體力行，依照佛陀的教法這樣來修行，這就是真正的供養。 

 

經文簡釋： 

「供養是諸佛已，具菩薩道」；供心是智，供事是福，具諸行是菩薩

道。 

 

「供養是諸佛已，具菩薩道」，就要身體力行，這是最虔誠的心。

所以「供心是智，供事是福，具諸行是菩薩道」。能夠這些行都具足，

叫做菩薩道。聽起來好像這沒什麼，其實它的理很深，將一切寶物化

為虔誠的心，這樣時時奉侍佛法，身體力行，就是最高的供養。所以

我們要時時多用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