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909《靜思妙蓮華》從因來果成正覺(第 977集)（法華經•化城

喻品第七） 

 

⊙「乘真如之道，從因來果成正覺；應供饒益有情，三智圓融微妙；

正遍知深如海，宿命天眼漏盡；明行足淨三業，萬行圓福慧足。」 

⊙「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爾時有佛名

大通智勝如來。」《法華經 化城喻品第七》 

⊙「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

人師、佛、世尊。」《法華經 化城喻品第七》 

⊙應供：斷一切之惡，應受人天之供養。 

⊙正遍知：謂具一切智，於一切法無不了知。 

⊙明行足：明即三明也。行足者，謂身口意業正真清淨，於自願力，

一切之行，善修滿足。 

⊙善逝：善是能，逝是往。善從迷鄉往於智地。 

⊙世間解：謂世間、出世間因果諸法無不解了。無上士：謂業惑淨盡

更無所斷。 

⊙調御丈夫：佛能調御一切可度之丈夫，使入修道。 

⊙天人師：六趣中之天與人無不以佛為教師。 

⊙佛：謂智慧具足，三覺圓滿，故號為佛。 

⊙世尊：以佛具萬德，世所尊重故也，又於世獨尊。 

⊙佛有十種尊號。一、如來，乘如實之道，來成正覺。二、應供：應

受人天供養。三、正遍知：真正遍知一切法。四、明行足：宿命明、

天眼明、漏盡明等三明，與聖行、梵行、天行、嬰兒行、病行等五

行，悉皆具足。 

⊙佛有十種尊號。五、善逝：自在好去，入於涅槃。六、世間解：能

瞭解一切世間事理。 

⊙佛有十種尊號。七、無上士：至高無上之志。八、調御丈夫：能調

御修正道的大丈夫。 

⊙佛有十種尊號。九、天人師：佛是一切天、人的導師。十、佛世

尊：佛是一切世人，所共同尊重的人。 

 

【證嚴上人開示】 

「乘真如之道，從因來果成正覺；應供饒益有情，三智圓融微妙；正

遍知深如海，宿命天眼漏盡；明行足淨三業，萬行圓福慧足。」 

 

乘真如之道 

從因來果成正覺 

應供饒益有情 



三智圓融微妙 

正遍知 深如海 

宿命 天眼 漏盡 

明行足 淨三業 

萬行圓 福慧足 

 

我們又開始<化城喻品>。釋迦牟尼佛開始，要說成佛因緣，那就是佛

佛道同，每一尊佛都是要十號具足。十號，那就是表示，佛的十德圓

滿。現在的佛，就是釋迦牟尼佛是這樣，過去過去三千塵點劫以前，

無量數劫的佛，成佛也是同樣這樣。 

 

大通智勝佛，同樣也要德號圓具，十號具足，所以我們後面的文，還

是同樣有這十號，我們要很用心去了解，十號，每一尊佛都是這樣完

成的，每一尊佛是這樣完成，將來我們成佛，也是要具足這些德與

號，都要能完成。這就是修行的過程，與修行的因而來果，我們必定

要乘如來之道。 

 

人人本具佛性，人人真如本性。我們到底要如何成佛呢？那就是要啟

動，我們的真如本性了。人人本具，所以要乘真如之道，這就是道

理，就是真理，真如本性就是清淨無染的真理，所以就是乘著這個真

理，人人本來具有，人人可通徹的道理，我們就是要，這樣的道理而

來，也就開始過程，因，我們造什麼因，結什麼果，這就是很明確的

道理，種一粒花的種子，它長出來一定就是一株花，它，我們種一粒

豆子的種子，生出來一定是豆，絕對不會花變成了豆，豆就是豆，花

就是花，樹就是樹，草就是草，各有它的因，因就是種子，所以從因

來果。 

 

我們的修行過程，我們怎麼修，是修小乘法，那你就得聲聞果；修中

乘，你就得緣覺的果；所以我們要修的是菩薩，所以我們必定要行菩

薩因，就得菩薩果。菩薩的盡頭，菩薩是因，成佛是果。所以這個過

程，菩薩因的過程，結果就是成正覺，所以「乘如來之道，從因來果

成正覺」，那就是成佛。 

 

成正覺之後，那就是應供，應人間的供養，那就是為了要饒益有情。

接近眾生，眾生對佛，敬的供養、行的供養，眾生起敬心，眾生受

法，身體力行，這叫做饒益有情。「三智圓融微妙」，聽聞佛法就是能

得，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這叫做三智圓融。這我們在<方便品

>，都一直在解釋這三智，那就是我們要成佛，我們要在菩薩道中的



因，入眾生，芸芸眾生群中造福，眾生群中體會因緣果報，體會苦集

滅道等等，無量數的道理。就是從行菩薩道過來的，所以能三智圓融

微妙，非常微細透徹的道理都清楚了。 

 

正遍知就是智慧，智慧深如海。這種虛空法界深如海，廣如虛空，無

不了解清楚，眾生等等，這個宿命、天眼、漏盡，宿命明、天眼明、

漏盡明，三明六通，一切全都具足，我們若能正遍知，自然我們三明

六通開啟，智慧如海。這就是我們要在因不斷修，修到，利益眾生，

修到這種，天眼、漏盡、宿命等等，都能通徹了解，非常微細。這就

是修行的過程。 

 

再者，明行足，明行足，我們要淨三業。明行，樣樣都要很清楚、很

透徹、很了解，一切全都具足，要從淨三業，身口意三業。同時「萬

行圓，福慧足」。在修行，人群中，說話，我們一定要說有教育的話，

淨化人心的話，要開啟眾生轉迷為悟的語言；開口，無不都是法來教

化眾生，行，無不都是利益人群，在人群中無不都是造福人間，心、

意，時時去除煩惱，起心動念無不都是利益眾生。一個人的全身行，

口，利益眾生，行，利益眾生，心，造福眾生，像這樣萬行具足，要

不斷生生世世、來來回回，就將我們的身心，完全透徹無污染，明徹

如琉璃，一點點都不污染，福與慧具足，就這樣過來。 

 

這就是修行的過程，乘如來之道從因至果，一直到成正覺，就是這樣

一直過來。要了解，佛法，(經文)再下去，十號還是要繼續，大家更

清楚，希望人人從因與果的過程，成為德而號。這我們要清楚了解。 

 

所以它的開頭，<化城喻品>開頭，就開始要介紹大通智勝佛，他的過

程。 

 

所以佛陀前面的(經)文，就這樣說，「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無量無

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 

 

佛告諸比丘 

乃往過去無量無邊 

不可思議阿僧祇劫 

爾時有佛 

名大通智勝如來 

《法華經 化城喻品第七》 

 



無量無邊，我們說過了，三千塵沙，塵點劫，到底是多久？無法了

解，所以叫做「不可思議阿僧祇劫」，很長久的時間。所以「爾時有

佛，名大通智勝如來」。就是乘真如之道，從因至果而來成正覺。那是

很長久以前以前，無法數計的時間，這樣一直到成佛。 

 

應供 正遍知 

明行足 善逝 

世間解 

無上士 

調御丈夫 

天人師 

佛  世尊 

《法華經 化城喻品第七》 

 

我們剛剛開頭，上面就說「應供」、正遍知、明行足了，我們了解了，

應供就是要能饒益一切有情，這就是佛陀要接近眾生，讓眾生有機

會，能體會佛法的道理，所長應供的過程，不只是饒益有情，要饒益

有情，也要自己本身要下功夫，下什麼功能呢？斷一切惡，我們修行

就是要斷除一切惡，一切惡，要修一切善，說起來這麼簡單，這個

惡，大小惡，小是小得眼睛都看不到，真真正正那種起心動念，微細

的煩惱，只有要利己，對人不利而且有害，雖然你看不到那個心思微

細，這種煩惱也是叫做惡，連這種心思微細的惡都要斷除，所以叫做

「斷一切之惡」，我們修行就要修到，心就是那麼乾淨。應受人天之供

養，若能斷得那麼乾淨，這樣才能叫做應供。 

 

應供： 

斷一切之惡 

應受人天之供養 

 

這個時候，德完成了，也堪得受人、天來供養。供養，有利的供養、

敬的供養、行的供養；到了行的供養，那就是眾生開始修行了，這就

是饒益有情，一切眾生因為有佛出現在人間，才有機會接受佛法，佛

法入心了，才能三智圓融，一直到了最微妙的境界，這分一切智、自

然智，一切智就是自然智，很自然的智慧，與天地合一的智慧，這種

道種智，這一切道就是來自於，這些智慧來的，又是一切種智慧，這

種智一層深過一層，一直深到最最微妙，那種圓融的智慧，這就是真

正應供的目的。有辦法到這樣的程度，堪得受人、天的供養。 

 



正遍知： 

謂具一切智 

於一切法 

無不了知 

 

正遍知，就是具一切智，於一切法無不了知。不只是我們自己斷了一

切惡，修一切智具足，那就是我們，天地萬物，無一不了知。這種智

慧，虛空遍法界，一切道理無不明瞭清楚。 

 

「明行足」，明行足，明，就是三明。 

 

明行足： 

明即三明也 

行足者 

謂身口意業 

正真清淨 

於自願力 

一切之行 

善修滿足 

 

三明，剛剛說過了，那就是天眼明、宿命明、漏盡明。這必定要將我

們所有的善，都要普遍入我們的心，行在我們的行動中，就是「身口

意業，正真清淨」，我們都要正真清淨，「於自願力」，在我們開始發心

立願，「一切之行」都是在我們所在修行的過程中，一切善修到都圓滿

了。 

 

善逝： 

善是能 

逝是往 

善從迷鄉 

往於智地 

 

再來就是「善逝」，善逝，善就是能，逝是往。善逝就是去來自在，從

迷的凡夫地往於智地，到聖人的境域去，這就是「善從迷鄉往於智

地」，這叫做善逝，來去自如。逝就是往，來，就從迷鄉要來到覺，就

是智的地方，這去來自在，叫做善逝。 

 

我們凡夫就是由不得自己，所以叫做凡夫。我們想要了解的事情，法



要不斷入心，乘真如之道，就是法，乘這個法，到我們未來要去的地

方，這叫做善逝，來去自如、生死自在，這就是修行的過程。不過，

到佛覺悟的境界，就是應眾生所需要，應世來人間度眾生，所以叫做

善逝。 

 

世間解： 

謂世間、出世間 

因果諸法 

無不解了 

無上士： 

謂業惑淨盡 

更無所斷 

 

世間解，就是世間、出世間，「因果諸法」無不了解。這世間一切一

切，都了解了。 

 

「無上士」，就是「業惑淨盡，更無所斷」。已經所有的煩惱、無明，

都完全斷除了，你就是要再斷，也沒東西斷了，完全清淨無染著，一

點點垢穢都沒有，一點點煩惱都沒有，靜寂清澄的境界了，所以「更

無所斷」，已經是透徹清淨。 

 

調御丈夫： 

佛能調御 

一切可度之丈夫 

使入修道 

 

調御丈夫，佛能調御一切可度之丈夫，引入修道的軌道來。他能調御

一切眾生。眾生不只是人，所有一切的生靈。所有一切生靈各有習

性，修行覺者他都能了解，要找因緣可度時，無不度化，所以一一就

能夠，引入修道的軌道來。這就叫做度化眾生，調御丈夫。 

 

天人師： 

六趣中之天與人 

無不以佛為教師 

 

再來是天人師，六趣中天與人，無不以佛為教師。這就是佛要教導的

眾生。佛是「三界導師」、「四生慈父」，三界中無不都是以佛為師，應

眾生的根機前後度化。 



 

佛： 

謂智慧具足 

三覺圓滿 

故號為佛 

世尊： 

以佛具萬德 

世所尊重 故也 

又 於世獨尊 

 

佛，就是智慧具足，三覺圓滿，所以稱名為佛。 

 

世尊，就是佛具萬德，世所尊重，所以稱為世尊；又於世獨尊。這就

是佛他的德。所以他有這樣，具足這樣的德，所以能稱號「如來」，乘

如實之道而來成正覺，二「應供」，應受人天的供養，三是「正遍

知」，真正遍知一切法，所有一切完全都了解。 

 

佛有十種尊號 

一、 如來： 

乘如實之道 

來成正覺 

二、 應供： 

應受人天供養 

三、 正遍知： 

真正遍知一切法 

四、 明行足： 

宿命明、天眼明 

漏盡明等三明 

與聖行、梵行 

天行、嬰兒行 

病行等五行 

悉皆具足 

 

四「明行足」，是宿命明、天眼明、漏盡明等，三明與聖行、梵行、天

行、嬰兒行等等，甚至現為病行，那就是大醫王(治病之行)等五行，

悉皆具足，這一定要過程，這都是在救濟眾生。 

 

佛有十種尊號 



五、 善逝： 

自在好去 

入於涅槃 

六、 世間解： 

能瞭解一切 

世間事理 

 

五、就是「善逝」，「自在好去，入於涅槃」，自在去來，一直到入於涅

槃，那就是圓滿。乘因來果，一直到最後，那就是入涅槃，入涅槃就

是滅除了生死，不用再為生死而來人間，即使再來人間，他就是為度

眾生而來，所以叫做自在，自在好去，就是去來自在，不會由不得自

己，來去自在，在寂靜中，哪怕是來到人間，五潀惡世，也是一樣自

在無礙。 

 

那就是「世間解」，「能瞭解一切世間的事理」，世間事、世間理，真的

是很難，難以能了解，有時候會覺得，怎麼會這樣？真的是想不通，

不過人事就是這樣這麼複雜，人世間，明明道理是這樣，為什麼要做

這樣的事情呢？事情是違背了這個理，父母的傳宗接代，所以他們就

是要再有孩子，父母盡心撫養孩子，孩子應該要盡心順孝，這是天經

地義，卻是，不是這樣，世間多少不孝、忤逆，這種，這就是拂理，

違背道理，這種違背道理的事情。 

 

為什麼人要這樣做呢？那就是無明覆蓋，覆蓋著我們的真如本性，類

似這樣，這種道理已經是違背，那就是脫軌，所以我們人人若知道孝

道，常常一句話說，「百善孝為先」，是很有孝心的人，他一定是友愛

兄弟，忠於朋友，這樣做事就不會違背道理，若是第一項，從出生以

來，與父母之間，道理就已經違背了，與兄弟的情怎麼會順呢？與兄

弟都無情了，和朋友會講道理嗎？會盡義嗎？這就是很難了，所以

說，要了解世間，實在是很困難，要能了解世間人人的心思，雖然知

道，是要怎麼去度化他呢？不簡單啊，要很多因緣具足，才有辦法。

所以說，要度眾生，也不是那麼簡單，要受度，得度也沒有那麼簡

單，我們的業，無明很多，遮蔽了真如本性，看不到道理，所以他沒

有因緣接受佛法，即使看到佛、法、僧，也不會起歡喜心，自己的無

明困擾自己的心，這樣遠離三寶，這種無法事與理，理不清。這樣的

世間真的是很難理解，明明道理就是這樣，能這樣說，卻是不一定他

能這樣了解，所以這是很難度的世間事。所以「世間解」，真的很不簡

單。 

 



要說「善逝」，修得很好，來去自如、獨善其身，聲聞、緣覺、羅漢都

有辦法，但是要他世間解，那就沒辦法了。因此要「世間解」要開闊

了心，心包太虛、量周沙界，要到正遍知、明行足，這種所有的道

理，都很透徹、很了解，一直到「調御丈夫」，也要看因緣來調伏眾

生，眾生有千千萬萬種的性，要如何去接近他的性，要如何去調伏他

的心，這就已經不簡單了，已經是很困難，何況在這個世間，一切都

是世間所造出來，地獄、餓鬼、畜生，也是在世間人，人的心一念

惡，那就是在，地獄、餓鬼、畜生的因就成了，所以這就是在世間，

世間就是凡聖，凡夫與聖人，善與惡的根源就是在世間，所以要世間

能透徹了解，不簡單，這在我們大家的人生，無不都是在世間，我們

所受，所接觸到等等的無奈，等等的煩惱，無不都是在這個世間的複

雜，我們無法了解。 

 

但是佛，到了覺悟之後的聖人、覺者，佛，他「世間解」，已經透徹了

解了，能了解一切世間的事理，不只是物，物、事、理，完全透徹了

解，這實在是很不簡單。 

 

佛有十種尊號 

七、 無上士： 

至高無上之志 

八、 調御丈夫： 

能調御修正道的 

大丈夫 

 

七「無上士」，就是已經了解得這麼透徹，就是至高無上的人，那就是

大覺者了。「調御丈夫」，能夠調伏一切眾生了，眾生的心性，起心動

念等等，他都有辦法去調伏，那就是要萬德具圓，全都完全萬行圓

(滿)，福慧具足，這個時候，才有辦法去調御一切眾生，成為一位調

御的大丈夫。 

 

佛有十種尊號 

九、 天人師： 

佛是一切 

天、人的導師 

十、佛世尊： 

佛是一切世人 

所共同尊重的人 

 



所以「天人師」，「佛是一切天、人的導師」，三界導師。十就是「佛世

尊」，佛，就是大覺者，世尊，受世間人所尊重，不論是調御丈夫、天

人師，或者是佛世尊，這都是要經過無央數劫，不斷自己自身，從凡

夫的開始，一直從了解，了解了人人本具佛性，就像我們現在，了解

了嗎？了解了，相信嗎、相信了，相信我自己本身，有真如清淨無染

的本性，我了解了，從了解真如本性，相信開始，真如之道要如何起

點？從人間開始起點。 

 

人間，我們現在在世間，我們才能真正聽法。聽法給我們一個方向，

說我們也是與佛同等，有真如本性，起點讓我們知道。既然知道了，

我們更應該就要依道理來走，所以乘如是因，要從因來果。 

 

我們剛剛所說過，因，這顆種子開始，在我們的內心，從因到果，這

樣不斷去體會，在人群中來來回回，我們都不要脫軌了。從做人開

始，都不要脫軌，就是要不斷種善因，不斷生生世世，哪怕是如大通

智勝佛，那個時代，那麼久、那麼久之前，大千世界，塵點劫這樣過

來，哪怕是這麼長的世間，我們也要下定決心。 

 

所以我們最近一直一直說，〈授記品〉要再經過多少劫，舍利弗、迦葉

尊者，還有迦旃延、須菩提、目犍連，看，那都要經歷，幾百萬億劫

的時間？一直要跟大家說，我們要耐得住心，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我

們從了解，我們的真如本性開始，從第一念，在人間聽佛法這樣開

始，我們要依這條軌道，生生世世修善因，善因就要如法修行，行在

果上，這個因，我們應該要一直往前進，我們才有辦法從因來果，生

生世世的善，結果就是種子，我們的種子，每一生世，你和多少人結

多少因，善因，緣就累積起來，果，因的果，就是你要度的人，你這

輩子與他結善因了，來世，這個因來世成果，就是我要度的人，這每

生每世，一世再一世，就像一年的果樹，從一顆種子開始，我們要一

直培養到，這棵樹開花結果，今年這個時候荔枝期，荔枝正旺盛時，

你看滿街道都是有荔枝的果實，一顆籽你再種，還是又一棵樹、又一

棵樹，來年又是再長大，它開花結果還是纍纍，光是一棵，它就能年

年不斷地結果，年年不斷在結果，一生無量，那個年年的結果，年年

再去播種，又更普遍，又是不斷不斷的緣一直擴大，這就是佛要度眾

生，從因來果，要度眾生，目的就是眾生，佛的對象叫做眾生，若沒

有迷，煩惱的眾生，哪有佛呢？所以佛來人間，是(有)一個對象，和

他愈有緣，緣愈多，他能成佛就愈接近，這叫做乘如來之道從因來

果，就不斷不斷生生世世，不斷結好緣、不斷成果實，果實不斷成為

因，因再復為緣，緣再復為果，這所報的，那就是成佛。這就是要用



很長久的時間，光是一個「如來」，我們就有很多的道理要說，就有很

多我們要去了解的法，只是一個「如來」，我們的本性，真如，回歸到

我們的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受重重疊疊的無明覆蓋，我們知道有這

個真如本性，光是要自己要，一層一層的煩惱去除，再來一分一分的

善付出，一個一個的緣(去)結，然後善因善緣，一個一個再擴散，一

方面一直在去除無明，一方面與大家結善緣，在善緣中體會真理，在

真理中增長慧命，這種的循環，這就是要用很長久的時間，所以光是

「從因來果成正覺」，回歸到我們真如的本性，那就是與天地宇宙會合

而一，這樣，還要來人間饒益有情，就是這樣已經都徹底覺悟，但是

人間有情，就是也是很多，所以還要願意乘因來果，來應世人間，饒

益有情。這是多麼微妙的道理！實在是很微妙。來來回回，真的是道

理要能到達非常圓融，很微妙。 

 

這就是我們所要學的。不只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這麼簡單而

已，這是我們凡夫的開始；「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這就是我們開始

學佛，我們的起頭。我們知道我們有佛性，我們要修行，修行的開

頭，「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一直來回、來回，這個善從淺而深，這

才是真正我們要去了解、要去探討。 

 

「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

師、佛、世尊」。念起來很順口，就這樣過去了。可了解，這每一號其

中，就是具足了圓融的萬德，這種萬行、萬德很圓融，才能福慧兩具

足。這不是很簡單，所以不簡單的事情，才是我們要向前走的路，只

要我們一念心堅定，方向不偏差，從因來果成正覺，並不困難。所以

要時時多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