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920《靜思妙蓮華》人皆本有大通智勝 (第 984集)（法華經•化

城喻品第七） 

 

⊙「當常思惟修靜慮心體，人皆本有之大通智勝，無盡無窮即佛性無

始，無漏大通達清淨性妙。」 

⊙「如人以力磨，三千大千土，盡此諸地種，皆悉以為墨，過於千國

土，乃下一塵點，如是展轉點，盡此諸塵墨。」《法華經 化城喻品第

七》 

⊙「如是諸國土，點與不點等，復盡抹為塵，一塵為一劫；此諸微塵

數，其劫復過是，彼佛滅度來，如是無量劫。」《法華經 化城喻品第

七》 

⊙如是諸國土點與不點等：如是經過千千國土，若曾著點，及不點

者，是等無數微塵世界。 

⊙復盡抹為塵，一塵為一劫：盡地種物體，復以諸千世界，盡抹為

塵，以一微塵而為一劫。 

⊙此諸微塵數，其劫復過是，彼佛滅度來，如是無量劫：盡上如是地

種物已，其所經劫，復過此數。 

⊙「如來無礙智，知彼佛滅度，及聲聞菩薩，如見今滅度。諸比丘當

知，佛智淨微妙，無漏無所礙，通達無量劫。」《法華經 化城喻品第

七》 

⊙如來無礙智，知彼佛滅度：釋迦如來以無礙智，知彼大通滅度之

相。 

⊙及聲聞菩薩，如見今滅度：及見彼佛所化聲聞及菩薩眾，猶如今日

所見無異。 

⊙諸比丘當知：告諸比丘，當知是事。當知下，乃警省之語，謂人人

本有之大通，何不審察一番。 

⊙淨微妙：三智一心故淨，一心三智故微，非三非一，而一而三故

妙。 

⊙無漏無所礙：見甲而遺乙，謂之漏；見彼不見此，謂之礙。佛以無

漏無礙之智，見彼佛及其聲聞、菩薩之滅度，宛如見之於今日，所以

為淨妙之智。 

⊙通達無量劫：善能通達無量劫前所有之事。通達：通也。如來觀昔

如今，大通智勝現也，大眾不知久遠事者，大通智勝未現故。 

 

【證嚴上人開示】 

「當常思惟修靜慮心體，人皆本有之大通智勝，無盡無窮即佛性無

始，無漏大通達清淨性妙。」 

 



當常思惟修 

靜慮心體 

人皆本有之 

大通智勝 

無盡無窮即 

佛性無始 

無漏大通達 

清淨性妙 

 

最近不斷提起，提起了大通智勝佛，他從什麼時候開始有這尊佛？大

家應該都還記得，無法描述大通智勝佛，開頭的因緣，無始的無始，

無盡始的無始，真的是沒有盡頭。要說他的時間，那是很長、很長，

長得集很多的算師，就是很多的數學老師，包括他的學生全部，大家

的智力合起來計算，這個時間，塵點劫，一劫，時間就已經夠長了，

他又是將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盡地種，地上所有一切，這樣磨，磨

成了都變成沙，將這個沙全部拌為墨，這樣「盡地種墨」，經過了千世

界點一點，再經過千世界再點一點，有點到的，沒點到的，所有的國

土，地上所有一切，全部，連沙塵，同樣全部磨，把它磨成了沙塵，

這些國土，想想看，這到底是多大？ 

 

要說橫的是很大，經過了無量千國土，無法去算計的國土，經過了一

次再一次，這樣所有的地種都變成了，磨成了塵，塵沙，所有的塵沙

變成時間，這樣累計他的時間到底多久了？沒辦法，真的是沒辦法計

算。 

 

所以，既然沒辦法計算，大通智勝佛他的由來，不如我們，「當常思惟

修，靜慮心體」。外面的數目既然沒辦法算，我們就要好好用心。修

行，集中我們的精神，好好地將定心、很清淨的心，思惟修。大家知

道叫做「定」，靜慮也是叫做「定」，心沒有雜染、無穢垢，這種心，

就是我們的心體。我們的心體是什麼呢？是一面大圓鏡。大圓鏡之

智，大圓鏡智，那就是人人清淨的佛性，我們人人本來就有了。 

 

人人皆本有之大通智勝。其實，大通智勝，無窮無盡無始就已經有，

我們想，這不就是，我們人人的本性嗎？我們人人真如清淨的本性，

這面大圓鏡，人人都有，只可惜我們就是被無明覆蓋了。其實，這面

鏡子無盡無盡，要說他的時間，到底什麼時候有的，我們只要自問我

們自己，我們的心鏡在哪裡呢？我們這面大圓鏡，佛陀向我們很明確

說人人本具，我們自己有找到了嗎？我們這面鏡子到底在哪裡？確實



有，絕對有，但是我們還沒有顯現。人人皆本有之，人人都有自性大

通智，我們人人都有，是無盡無窮，我們的大通之智，智性，若讓我

們展開來，同樣的，無盡無窮。這是佛性，佛性無始真的是，你用怎

麼樣的塵點劫的時間，多麼長久以前，我們本來就有，時間很長久，

這是佛性無始，無盡頭，沒辦法去說，我們什麼時候開始有佛性，很

久、很久，這就是我們人人本具。 

 

「無漏大通達」。人人本來就有，這念非常清淨、無染垢，法都是具足

在我們的心。我們本來就是無漏，真理全部歸納在我們的心性裡，我

們明明本具，就是偏要向外求而已。人人本有靈山塔，我們好自靈山

塔下修，我們人人本來就有一個靈山塔，靈山道場本來就在我們的

心，我們要去哪裡，再找一個靈山道場呢？應該靈山會不散，永遠都

在我們的心裡，無漏大通達，這就是在我們內在本具，內心本具的是

清淨的性妙。 

 

「無漏大通達，清淨妙性」，是人人本具。每天在聽經，現在每天都一

樣還是這樣在說，在無量劫數，長久的時間，大通智勝佛，他的時間

有多長？再接下去還是很長，要描述的時間，所以我們要很用心。用

心，絕對能將這些無明撥開，大圓鏡這個智絕對會現前，只要你有

心。有心，自然地，法就能粒粒種子下種，去播種智，這個智，我們

就到處能將這個智慧，廣達無礙，通到每個地方去，就如佛世時，舍

利弗也是運用他的智慧，他是智慧第一，代替佛陀，也能去降伏很多

的外道教，成就道場。 

 

就如須達多長者，有一次去拜訪他的朋友，那就是在王舍城，他去拜

訪這位朋友，看到朋友，怎麼家裡這麼隆重布置呢？問朋友：到底你

這房子是要做什麼喜事？還是為了我要來，大家這麼隆重呢？ 

 

朋友的回答就說：不是為了你要來，是為了要恭請佛陀世尊來，這位

須達多長者認為，世尊是什麼樣的人，值得我的朋友，全國首富，那

麼的尊重？這位世尊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倒是我要好好來了解。 

 

在這當中，就趕緊問他的朋友，這位世尊現在是住在哪裡？為什麼這

麼值得你的尊重，要迎接他來？ 

 

他就說，很不容易，這位世尊現在是在不舍城，一個靜寂的地方，離

我們的地方，城鎮不多遠，在那裡帶著弟子修行，須達多長者他晚上

要睡覺，覺得等到明天才看到這位世尊，好像長夜漫漫，這麼長的夜



晚睡不著，不如我就這時候去，按照他的朋友所說的地方去了，就這

樣，漸漸接近了世尊，釋迦牟尼佛在修行的地方，這樣接近的時候，

那個心態不知怎麼了，一直歡喜踴躍，他愈是接近，內心愈歡喜，慢

慢接近，遠遠看到大樹下，好像有一道光芒，集中在這大樹下，他向

著這個光慢慢接近了，原來是一位聖者，他愈接近看，莊嚴形象，這

個歡喜心不由自己，到底這是什麼歡喜？從來不曾有過那種心態，他

這樣走近，不由自己就跪拜在面前，跪拜時，心起了一個念，這是對

一位聖者的禮數嗎？對一位聖者，應該要用什麼禮數來尊重，這當中

好像看到天人，來到聖者的面前，就是五體投地，這樣在禮拜，好像

在示範給他看，然後繞佛，禮拜之後在那裡繞佛，這樣之後，天人消

失了，這應該就是叫做禮佛的禮數，這規矩應該是這樣，所以他就在

那個地方，按照剛才看到的，這樣來禮佛，五體投地禮拜。 

 

然後起身，就繞佛，右繞三匝，就是這樣繞佛，然後就是很恭敬，雙

手合掌，在那個地方默默仰視著佛陀。佛陀睜開他的慈眼，就叫出了

須達多長者的名字，你怎麼這麼早就來到了？他想，這位聖者莫非就

是，我的朋友所要供養的世尊嗎？佛陀好像了解他的心的疑問，回

答，是啊，你要來見我，我總是在這個地方讓你看到了，心更歡喜

了，也能叫出我的名字，我也已經看到佛了。他就向佛陀說：佛啊，

我現在看到您之後，我現在這個心境，無法去描述的歡喜，聽到佛陀

您的聲音，我更是感覺到有無量數，奧妙的道理入我的心裡。 

 

佛陀就說：你已經證到初果了，你了解人間的道理，你了解，應該就

是世間貧富貴賤。 

 

他這樣靜下來，是啊，佛陀，我忽然間有想，覺得我是什麼因緣生在

人間，我生來就是這麼富貴的家庭，不過，我也看到很多很多的賤

民，階級低微，生活貧困，苦難偏多，生老病死，很多老來沒依靠，

我也常常去布施給這些人，到底這是什麼因緣？ 

 

佛陀就說：這就是你所以見佛，就能得到初果的因緣，不必我說，你

就了解苦的真諦，慢慢你愈是了解，愈接近，你會了解得更多。佛陀

開始四諦法，就向他說了，天也亮了。長者就說，佛陀，我從舍衛國

來，我聽到佛講法，心開意解，若是舍衛國的人人來聽佛講法，是不

是他們也能這樣，與我一樣心開意解呢？ 

 

佛陀就說：難啊，因為舍衛國六師外道偏多，邪見深啊，要能像你這

樣聽了就能理解，必定要當地有道場，人人能夠接近，就是要見佛聞



法，要不然，光是回去了，法傳，這樣還沒辦法。 

 

長者就說，若是這樣，佛陀您能到我的舍衛國弘法嗎？佛陀就說，出

家僧團與世俗的生活不同，必定舍衛國要有這樣的因緣，有這樣的地

方，就如現在你所看到這樣的地方，能夠容納僧團，我才能到那個地

方去，給孤獨長者就是須達多長者，他說：這樣很簡單，我回去，我

去找一個地方，來建設僧房，就是這樣的環境，這樣能容納佛與僧團

的地方，佛陀願意來嗎？佛陀就說：願意，只要你有這樣適合的地

方。須達多長者就說：若是這樣，這不困難，不過，佛陀一個要求，

我找到地方要趕快興建，工程就要開始了，這規畫等等的規則，請佛

陀能派一位弟子與我同行，去選擇地方與執行工程。佛陀就說：不困

難，舍利弗，他能與你同行，就這樣，這位給孤獨長者，須達多長

者，就這樣沒有回到朋友的家，就與舍利弗急急忙忙回舍衛國。 

 

在舍衛國這期間，他就問舍利弗：請問佛陀若是要來舍衛國時，佛陀

他走路的時間，一天差不多要多久的時間，要有一站讓他休息呢？很

貼心啊。 

 

舍利弗就說：佛陀平時若這樣在走的路，差不多是半由旬，給他一個

停息的地方，半由旬，二十里，二十公里路，就這樣，給孤獨長者就

在，二十里路建設一個休息的亭，蓋一個亭，休息站，凡是二十里，

他就建設一個亭，這樣一直到了舍衛國。 

 

這就是須達多長者，要蓋祇園精舍的開始，這位長者，他見佛起恭敬

心，佛陀的聲音一出，他就不由自己，心開意解，他就開始能知道人

間苦，佛陀再為他講四諦法，更加透徹，期待更多人了解，所以他願

意，要為佛陀蓋精舍。 

 

當然，舍利弗到了舍衛國去，去降伏外道，很多的外道群，大家合起

來向國王抗議，反對，不希望佛入舍衛國，當然這故事還很長。 

 

不過，這就是要向大家表達，心性，人人本具，不只是我們修行者，

在家人，平時他們所信仰的，是婆羅門教，卻是只是聽到佛這個名

字，他就從心歡喜，他就是起自他的行動，半夜也開始用走路的，去

到佛陀(住處)，開始接近，心就不由自己，那種從來不曾有過的法

喜，何況看到佛陀那一分的莊嚴，這種大圓鏡智，在這個地方的這面

心鏡，慢慢已經開始浮現了，所以這位長者，他為佛造了很多的因

緣，祇樹給孤獨園，佛陀在那個地方講經，度了多少人，在佛的經典



中，這也是釋迦佛的道場，所以說來，我們「當常思惟修」，靜慮心體

是人人本有，人人本具，是無盡無窮，佛性無始，我們應該都能很清

楚，無漏大通達清淨的本性。看這位給孤獨長者，他也很接近佛的身

心，這樣接近，自然天人下降，讓他能了解如何來恭敬、尊重，這全

都在這樣一個心體，接近了這個境界，這是我們要用心，人人都有與

這位須達多長者，很接近的心性在，何況我們修行，體佛心性，這應

該就是更近了。 

 

前面的文這樣說，「如人以力磨，三千大千土，盡此諸地種，皆悉以為

墨，過於千國土，乃下一塵點，如是展轉點，盡此諸塵墨。」 

 

如人以力磨 

三千大千土 

盡此諸地種 

皆悉以為墨 

過於千國土 

乃下一塵點 

如是展轉點 

盡此諸塵墨 

《法華經 化城喻品第七》 

 

就是這樣的時間這麼長。接下來又是這樣說，「如是諸國土，點與不點

等，復盡抹為塵，一塵為一劫；此諸微塵數，其劫復過是，彼佛滅度

來，如是無量劫。」 

 

如是諸國土 

點與不點等 

復盡抹為塵 

一塵為一劫 

此諸微塵數 

其劫復過是 

彼佛滅度來 

如是無量劫 

《法華經 化城喻品第七》 

 

這麼長啊！前面已經說那麼多了，後面還需要再說嗎？經文是這樣。

所以「如是諸國土，點與不點等」。 

 



如是諸國土 

點與不點等： 

如是經過千千國土 

若曾著點 

及不點者 

是等無數微塵世界 

 

就是說，「如是經過千千國土」，很多很多的國土過去了，「若曾著

點」，我們過去解釋過了，過了千國土，這些東西全都磨為墨，有點過

的，再經過千國土再點，都將這些墨都點完，「若曾著點，及不點

者」，這些國土有點、沒點的，「是等無數微塵世界」。這些世界，凡是

有國土，絕對有微塵，有這些沙土，這些東西「復盡抹為塵」，所有山

河大地等等，全部再磨過，都是塵，「一塵為一劫」，這樣一粒沙為一

劫的時間。 

 

復盡抹為塵 

一塵為一劫： 

盡地種物體 

復以諸千世界 

盡抹為塵 

以一微塵而為一劫 

 

這個劫，大家很清楚了，一增、一減(劫)，才是一小劫而已，總而言

之，時間很長。「盡地種物體，復以諸千世界，盡抹為塵」，全都將它

磨成沙土，「以一微塵而為一劫」。 

 

這我們都知道了，「此諸微塵數，其劫復過是，彼佛滅度來，如是無量

劫」。 

 

此諸微塵數 

其劫復過是 

彼佛滅度來 

如是無量劫： 

盡上如是地種物已 

其所經劫 

復過此數 

 

那尊佛就是大通智勝佛，經過這麼長、這麼久，盡以上所譬喻過的地



種，土地上所有一切的物體，都將它磨過成為沙，這樣那些沙塵，(譬

喻)都是叫做時間，長時間，劫就是長時間，都叫做時間。「其所經

劫」，經過的時間，「復過此數」，經過的那些時間，比現在所譬喻的時

間更多，真的是無法去說的時間。 

 

下面這段(經)文再說，「如來無礙智，知彼佛滅度，及聲聞菩薩，如見

今滅度。諸比丘當知，佛智淨微妙，無漏無所礙，通達無量劫。」 

 

如來無礙智 

知彼佛滅度 

及聲聞菩薩 

如見今滅度 

諸比丘當知 

佛智淨微妙 

無漏無所礙 

通達無量劫 

《法華經 化城喻品第七》 

 

這譬喻就是如來那種無礙的智。「知彼佛滅度」，如來就是佛，釋迦牟

尼佛，已經成佛之後，這個如來的智無礙。 

 

如來無礙智 

知彼佛滅度： 

釋迦如來 

以無礙智 

知彼大通 

滅度之相 

 

釋迦牟尼他就是說，所有成佛之後，包括他本身，覺悟之後的智，智

體是遍虛空法界，這種無礙智，他了解，剛剛前面所說過的，一直說

很長很長的時間，塵點劫那麼長的時間，那尊佛，(時間)那麼長，就

是以現在釋迦牟尼佛，再來回憶過去那位大通智勝佛，他那時候一直

到了滅度的形態，釋迦牟尼佛來回憶過去。我們昨天也有說過了，我

們幾天前都有說過，以我們要來回憶這輩子的事情，還是還可以，但

是要回憶我們上輩子，我們就沒辦法了，卻是釋迦佛他有辦法，這個

無礙智可以回溯過去，無量無量無始以前的時間，那尊大通智勝佛為

十六王子，說《法華經》那個時代，那時候佛的世界，那時候修行者

的世界，這種講說《法華經》的形態，釋迦佛，現在的佛，如來，還



有辦法回憶過去，那時候的聲聞、菩薩，「如見今滅度」。 

 

就是那時候，大通智勝佛的時代在說法，那個時代也有聲聞，也有菩

薩。過了很長的時間，大通智勝佛滅度那個境界，一直到現在，釋迦

牟尼佛對那個過程，還是記憶猶新。所以說，「及聲聞菩薩，如見今滅

度，及見彼佛所化聲聞及菩薩眾，猶如今日所見無異」，與現在大家所

看到的一樣，就是這樣的過程。 

 

及聲聞菩薩 

如見今滅度： 

及見彼佛 

所化聲聞及菩薩眾 

猶如今日所見無異 

 

大通智勝佛那時候在度化眾生，那時候，眾生要接受佛法也是不容

易，那時候的眾生的根機，同樣有這樣不整齊，那尊佛，同樣也是有

聲聞的時代，同樣有緣覺、菩薩，這樣在說法，也是最後，同樣還是

說《法華經》。所以那尊佛，大通智勝佛，那個過程與現在相同。所以

「諸比丘當知」。 

 

諸比丘當知： 

告諸比丘 

當知是事 

當知下 

乃警省之語 

謂人人本有之大通 

何不審察一番 

 

「告諸比丘，當知此事」，要知道那件事情，我現在所說的，大家要知

道，在大通智勝佛那個時代。「當知」就是知道，就是要讓大家要警省

之語，大家要知道。叫大家，叫大家，很確定的語氣，事情是這樣正

確，大家應該要知道，所以叫做「當知」，大家要知道，提高大家的警

覺性，說：在那麼長久以前的大通智勝佛，與現在釋迦佛這個道場是

無異，沒有差別，就是一樣，大家要相信，要知道，就是警省，警告

大家不要懷疑，雖然時間經過那麼久了，以如來的智慧跟大家說，大

家要很警覺，要好好地，當下自己內心要好好靜思修，用定心來反省

我們自己，為何現在還是凡夫呢？為什麼我們人人本具佛性，我們到

底，現在還是在聽聲音，要來了解法，應該人人本具佛法在心裡。所



以，大家要用心去體會，這不是在說故事，是法。所以大通智勝佛，

這個<化城(喻品)>，不是故事，是法。 

 

這就是佛陀的慈悲，要大家知道，這種無始以來的真理，法就是「人

人本有大通」。所以我們要好好，「何不審察一番」？自己要好好思惟

修，反省一下，好好從外面自己來審思，來反省我們自己。我們若好

好靜慮我們的心體，好好來思考，我們自己的心體，我們的本性，也

是同樣大圓鏡智存在。 

 

所以「佛智淨微妙，無漏無所礙」。無漏無所礙，人人這個佛智是很清

淨，回歸到很清淨，就是最微妙的智慧。「無漏無所礙」，我們所有的

法都沒有漏失。 

 

淨微妙： 

三智一心故淨 

一心三智故微 

非三非一 

而一而三故妙 

 

「淨微妙」。是三智一心故為淨，「三智」是，一切智、道種智、一切

種智，這叫做「三智」，就是具足於一心。所以「一心三智是微」。「非

三非一」，而一而三叫做妙。 

 

我們的心，心腦，其實我們到底，我們的心腦裡面隱藏著多少？很多

喔！所以我們的八識田中，所隱藏的善惡業很多，我們好好去用心，

這實在是很微妙。 

 

「非三非一，而一而三」，所以叫做妙。一心三智，其實非三；三，其

實歸於一，我們的真如本體，真如本性，真如本性，他必定要去體會

「一切智」，世間一切的道理，「道種智」，精密、精要，道理之中最微

妙，淨而無染，「一切種智」，全部一切智與道種智，俗智與真智，「俗

諦」、「真諦」會合起來，一切種智，全部合起來，其實是一，那就是

回歸我們的本性，真如本性。這叫做「無漏無所礙」。 

 

無漏無所礙： 

見甲而遺乙 

謂之漏 

見彼不見此 



謂之礙 

佛以無漏無礙之智 

見彼佛及其 

聲聞、菩薩之滅度 

宛如見之於今日 

所以為淨妙之智 

 

我們普通凡夫，我們若見甲而遺乙，我們若是看見甲，我們就忘記乙

了。看經(文)，前面一直讀，一直讀，讀下去，就忘記了，我們在讀

經不就是這樣嗎？看到第一行，讀過來，第二行、第三行，一心無兩

用，所以這樣一直讀過去，前面就忘記了。這叫做「漏」，漏掉了。 

 

所以「見彼不見此，謂礙」。見彼不見此，看到那裡就沒看到這裡。我

現在看到前面，我並沒有辦法看到後面，這就是障礙。你們也是一

樣，你們只是看前面，你們也沒有看到後面，這就是障礙。但是佛

智，他就是無礙，「無漏無所礙」，一切的道理，前後、上下、周圍都

無所礙，這是佛的智。 

 

佛以無漏無礙之智，所以他能夠透徹了解，所以「見彼佛及其聲聞」，

彼佛就是大通智勝佛，現在的釋迦牟尼佛，看過去大通智勝佛那個時

代，那時候的聲聞、菩薩及佛滅度，那個世界、那個時代，「宛如見之

於今日」，就像在看現在這個時代，這個時候。這就是佛所以稱為，

「淨妙之智」，這就是佛智。 

 

通達無量劫： 

善能通達無量劫前 

所有之事 

通達：通也 

如來觀昔如今 

大通智勝現也 

大眾不知久遠事者 

大通智勝未現故 

 

「通達無量劫」，佛智能通達，佛智通達，通達無量劫前所有的事情，

這叫做通達。如來他是觀昔如今，我們的釋迦佛已經開悟了，他與天

體合一，所以「如來觀昔如今」。看，說那個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看那個時候的事情，記憶與現在一樣，大通智勝佛就是現前。那麼久

以前，大通智勝佛的時代拉來到現在，「大通智勝佛」是在我們人人的



心裡，所以說來，「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所以「大通智勝佛

現」。 

 

所以「大眾不知久遠事」，我們大家都不知，因為我們還是凡夫，所以

「大通智勝未現故」，因為我們的心，我們的大通智勝還未現前。釋迦

牟尼佛，他，「大通智勝佛」，本來就在他的心裡，而我們人人也是本

具，有無始無始以前的大通智勝，本來我們就無所礙，我們有通達天

體宇宙的大道理，我們人人本來就有，這種無障礙的大智慧，只是我

們受到無明煩惱覆蔽。所以我們現在要回歸回來，當「思惟修，靜慮

心體」，我們應當要好好，思惟修，靜慮心體，專心來了解、審思我們

的心體，我們的真如本性。 

 

所以，人人本來就有無漏大通智勝、清淨的性妙本體存在，只希望我

們人人，要時時多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