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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受用身，謂自己修因之所感，稱性受用種種法樂； 

自在無礙，謂之身心自在，故受用身，亦名圓滿報身。 

 

修行，修行希望能夠輕安自在，要修得輕安自在，必定要下一番

功夫。我們每天聽法，了解了佛應世人間，因緣在這個娑婆世界，叫

做堪忍世界。堪忍就是表示這片土地，佛生在這個世界裡，那就是要

堪得受忍耐。什麼叫做忍耐呢？有苦才要忍耐啊！所以這個世界就是

五趣雜居。苦就是來自於很複雜。有善良的人，發大心，願意為人群

造大福，富中之富如天人。有人安分守己，不犯錯誤，這樣善良的

人。但是卻也有心雜亂，善惡雜揉，有時善，有時惡，善事看因緣而

做，惡事時時就是環境周圍，常常在貪、瞋、癡中。這種雖然有做善

事，也要看因緣，若是平時周圍環境稍微不稱意，那就是發瞋怒，貪

不到，開始發瞋怒。用種種手段要取得他所貪、所欲，取不得，就不

擇手段傷害他人，又是不利自己，這叫做阿修羅。阿修羅若善再少一

點，惡再重一點，那就要墮落地獄了，這種不定性的眾生，那就容易

造十惡業，墮地獄。 

 

地獄壽盡了，要壽盡是很難，一落入地獄，要脫離很不容易。若

是有因緣，壽若盡了，地獄壽盡，就要再輪迴在畜生道，做牛做馬，

很多要去還。這在《地藏經》裡，過去講《地藏經》也舉出了很多的

因緣，稍微不小心，一墮落，千劫萬劫，想要脫離地獄就很困難。等

到他脫離地獄了，業還未盡，還是依報在畜生道、在餓鬼道，真的是

由不得自己，不得自在。我們就是期待，修行，懂道理，路如何來、

如何去，要清清楚楚，我們同樣要與佛同心，與佛同一個願，要發願

再來人間。你要發願再來人間，必定現在要聽佛的教法，我們依二千

多年前佛陀所說法，法流傳到現在，敬佛如佛在，展開經典的地方便

是道場。所以我們每天在禮拜，早課，《法華經》的精髓是《無量義

經》，每天都在靈山會，我們應該要很用心。精髓就是要來解釋法是如

何來，它最重要的，那就是利益人群。利益人群，自然我們的心自

在，這就是我們日常所要受用的身。既聞佛法，依教奉行，我們若與

法規沒有脫軌了，自然我們的「自受用身」，自己在修因所感，我今天

同樣依法行。 

 

這個法，到底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哪一項是法呢？只要你看到人就

是歡喜，人家看到你也歡喜。你開始就要問自己：如法啊！因為我與

人有結善緣，有這分善緣，他看到我對我笑，我看到他起歡喜心，這



是善緣。看到人在搬東西，趕緊快走一步去幫他接著，減輕他一分負

擔。這個東西搬到了，對方感恩我們，我們法喜，因為我們用到法

了。他搬得很重，我們快步及時替他扶一下，減輕他的重量，自然他

就會感恩我們，這就是如法。而且我們感受到如法，我做到了。其實

就是這麼的簡單，「自受用身」，給我們這個身體要做什麼呢？就是如

法付出，這叫做修因。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沒有什麼特別，就是這樣

修，修善因，得福緣，這彼此所感受。 

 

「稱性」這就是我們清淨的佛性。清淨佛性在哪裡呢？善，為一

件善就是稱我們的清淨的佛性。真如本性本來就是善，你願意去付

出，你願意人與人的相處，彼此之間「稱性」沒有逆向。我們都很歡

喜互動、歡喜接受，你稱你的善心，我稱我的佛性，這樣彼此之間稱

性受用。種種日常生活，哪一件不歡喜呢？歡喜啊！這叫做法喜。我

們每天所做的一切都如法，我們很歡喜。你們想，這樣修行有什麼困

難嗎？日常生活中這麼簡單，平時這樣的受用身，互相的感受就是這

麼的稱性、歡喜、受樂。這就是在我們的道場，我們的道場就是這樣

修行。 

 

「自在無礙」，自然我們就很自在，沒有什麼好障礙。「謂之身心

自在」，只要我們的心不虧欠，只要我們的心是為好事，大家共同一

心，合和互協，自然我們的身心自在，沒有煩惱、不自在來障礙我

們，沒有。我們若有虧心，虧心就是我們的心不圓滿，善不圓滿，還

有虧欠，還不圓，這就是我們的障礙。這有瑕疵、有缺角，這是障

礙，我們的心常常有虧欠，我們的心常常都有障礙。我們若沒有做到

人與人之間有互相虧欠，自然我們的身心就自在。常常一句話說：「我

問心無愧。」不論人家對我怎樣，我自己自省、自問，問心無愧。若

是有做不夠的、有虧欠的，我就要再加強，要再鞏固我的道心，要再

穩定我的腳步。雖然我還不是很圓滿，但是我「自受用身」，我就是這

樣如法規矩地走，我沒有虧心，沒有做到虧心事，只是還沒有很圓

滿，這樣我就要趕快努力。這是「身心自在」。 

 

「故受用身，亦名圓滿報身」。我們大家都還是凡夫，我常常說我

還要加強，我還要鞏固，很鞏固我該做的事情，只是現在有感覺到

「來不及了啊、來不及」。自然法則，什麼時候我能將事情做得圓滿

呢？這就是我現在一直覺得虧欠，要再更認真一點，有這樣的虧欠，

我要再更認真，盡量能達到圓滿的程度。但是談何容易啊？沒關係，

反正佛陀說塵點劫，只要我的心不要再迷了，我有生生世世的時間。

佛陀的過去都在塵點劫這樣累生世一直修過來，他的依報、正報，選



擇在這娑婆世界，這是願啊！他的願力。因為娑婆世界的眾生就是煩

惱重重，娑婆世界的眾生就是善惡雜揉，所以他發願來人間。這人間

還不是很理想的世間，但是他地藏菩薩，地藏菩薩也是用心聞法，他

契佛心，還立佛願，他所選擇的就是地獄，「地獄未空，誓不成佛」。

但是佛陀所選擇的，是五趣雜居，要先將這些人教育，教育好他們不

要墮地獄。若萬一墮地獄了，苦不堪，就有弟子願意在那個地方救濟

眾生。這就是師徒的心願，所選擇的就是苦難處，但是要很認真、用

心去教育，好的因種下去，萬一有障礙、煩惱來時，也會有護法。 

 

這就是過去有因。就像有一段時間，這種煩惱無明網，障礙忽然

湧現出來時，也是有很多無明現前，擾亂了整個慈濟人的心，道心若

較不堅固、信心，若較不具足，就會因為這樣而退轉，善惡雜揉，反

成了誹謗者，也很多啊！但是無形中卻也浮現出，「這些人怎麼會了

解，為何願意出來說話？」不曾看過他、不認識他，卻默默在護法。

找啊，找啊，竟然找到了，原來過去也有播下種子，有種子因緣再會

合，種子又浮現出來。所以，將這種逆增上緣，用感恩心面對，變成

增長了善知識。這就是世間善惡雜揉，五趣雜居，要找因緣，找回過

去有緣的人。也要在這當中，餘報未盡，這個惡的因緣浮現時，雖然

是煩惱，還是感恩啊！每過一天就是過一關；不只是過一關，是過八

萬六千四百秒關。這種心境，一念之間。 

 

所以我們人人這個「自受用身」，或者是報身，報身就是：你為什

麼選擇這個地方出生？是由不得自己來的嗎？或者是與釋迦牟尼佛有

緣，在這末法的時間來受法致用，來聞法，來傳法，是這樣的緣來的

嗎？說不定我們各種因緣都有。於佛陀在大通智勝佛時，十六沙彌的

法華會上，我們也是結緣眾之一，經歷過塵點劫，時間很長久。我們

一直都在善惡雜揉中，有時行善，有時造惡，善因、惡緣雜揉在一

起，所以我們不斷延續下來。所以我們現在既然有因緣得生人身，得

法、聞法，這樣我們還要等待何時呢？所以我們要把握當下。自受用

身，在日常生活，這麼簡單能幫助人，我們為何不趕快幫助人呢？ 

 

看人，大家結好緣，在這個這麼多人的道場時時結好緣，人人互

相「稱性受用」，得到法樂，這就是真正我們的道場。我們在這個道場

自在無礙，因為我們有心想要修行，不論是什麼好事，我們要稱讚，

讚歎人做好事、度好人，我們要時時稱讚。這總是我們每天都在自在

中，身心自在，自受用身，就是要好好利用我們的身體，盡此一報

身，做我們該做的，該修的法就是在這報身，好好地做好，希望我們

來生世是乘法而來。這是最近一直向大家重複再重複，修行不困難。



剛剛說，讓人看了歡喜，彼此歡喜。幫助別人，手腳俐落一點，趕緊

去幫助人，讓人向我們感恩，我們感覺到法喜充滿，這在日常生活中

這麼簡單，並不困難，這是自受用身。 

 

＊他受用身：為他機所感。謂諸如來，由平等智，轉正法輪，令他受

用，大乘法樂。 

 

「他受用身」，昨天也說過了，就是「為他機所感」。我們從如來

的平等智去轉正法輪，這就是「令他受用」。我們了解之後去教導別

人，讓別人同樣能接受到正法，我們「轉正法輪」，讓人人聽得到，人

人也能受用，人人都能發大心、立大願，這就是我們也是這樣日常生

活轉法輪，讓大家皆大歡喜，這就是我們的道場。前面的文這樣說。 

 

經文：「其佛未出家時，有十六子，其第一者名曰智積。」 

 

這我們昨天說過了，這十六子中的長子，大的，名叫做智積，就

是承佛智，要用很長久的時間不斷不斷累積，這樣的意思，昨天已解

釋過了。接下來。 

 

經文：「諸子各有種種珍異玩好之具，聞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皆捨所珍，往詣佛所，諸母涕泣，而隨送之。」 

 

經文簡釋： 

「諸子各有種種珍異玩好之具」；其諸王子，平昔之間各有受用珍玩之

物。 

 

親情依依不捨，兒子要出家，母親不捨。因為這十六個兒子，只

是同父，但是不同母。因為國王有很多妻妾，所以有這麼多兒子，有

不同母親生的。每一個兒子都要隨父親修行，所以很多位母親，所以

叫做「諸母」。不捨，這樣哭，也是同樣要送兒子去修行，成就孩子的

心願。「諸子各有種種珍異玩好之具」，王子平時在王宮，在世俗，又

是在王宮之內，應有盡有，很多寶物。這麼多的寶物，「各有受用」，

所受的、所用的東西都是寶。金碗、銀筷，所穿戴的就是金銀、珠

寶、玉衣，玉的衣等等，所用的東西，沒有一樣不是人間之寶。這是

王宮，表達他的富貴，所用的東西，所受用的都是珍寶。 

 

＊種種珍玩，龍鳳之胄，窮奢極欲，定非世人所及，極耳目之娛，充

滿口體之歡，宮室之美麗，姬妾之媚曼，無往而非珍玩之物。 



 

再者「種種珍玩」，那就是「龍鳳之胄」，就是有雕龍畫鳳，都是

很精細，那個精巧的東西，哪怕是頭上所戴的頭盔，這叫做胄。不論

是身上所掛的珍寶，雕龍畫鳳，頭上所戴的也是一樣，都是珠寶金銀

所雕琢。這種很細膩的手工，全身從頭到身上到腳，全都所穿戴的東

西，完全都是很珍貴，全都是很細工，很細膩的工，這樣雕刻出來的

東西，連帽子，連鞋子，何況是穿的衣物，都是很寶貴。所以說「窮

奢極欲」。很奢侈，很盡心所欲，他心想要什麼就有什麼。像這樣的生

活，皇宮裡面這樣的生活，絕對不是世間人所有辦法享受到的。所以

「極耳目之娛」，就是你的眼睛所接觸到的，都是這麼精雕細琢，讓人

很能玩，能欣賞的，眼睛所看到的，都是這麼的細膩，不只是質好又

貴，貴重，連手工都是那麼精密，這「極耳目之娛」。眼睛所看到，或

者所有的樂器，所造作的音聲出來，都是娛樂，「充滿口體之歡」。眼

睛、耳朵所聽所看，都是微妙，所享受的都是那麼珍貴的東西，所吃

的都是，無不都是入口欲，盡口欲，吃的東西也是很好，不論是喝

的，不論全都是極，充滿了口體之歡。 

 

「宮室之美麗，姬妾之媚曼，無往而非珍玩之物」。每一位姬妾，

就是每一位女孩子，每一位婦女，不論是從皇后，或者是妃等等，或

者是宮女，所穿戴的都是一樣，所用的東西全都是。所以，你所看到

的一切，每一個地方，「無往而非珍玩之物」。所有走過的，所看過

的，不論是人，不論是物等等，都是盡其最微妙珍貴玩好，很好玩的

東西，這是盡人間所沒有的享受，享受的事情很多。卻是在這種盡世

間所無法享受的，他們全都享受了。 

 

經文簡釋： 

「聞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聞其父王，得成正覺。 

 

十六王子在這樣的環境中在享樂，卻是聽到他們的父親，已經成

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了。這位出去修行的王子也是一樣，就如釋迦

佛一樣，上面還有他的父王，下面還有羅睺羅。那時候的大通智勝佛

是有十六位兒子，但是現在的釋迦牟尼佛，就只有一位兒子羅睺羅

（佛有三子）。所以我們就知道那時候的大通智勝佛，還是在太子的身

分，他就出家了。用這個意義來推，應該也就是父親還在，還是王，

這位大通智勝佛，他就是這樣在那個時間出家了。時間很久，修行，

過去不知多久，何況坐在菩提樹下十小劫。從第一時間一小劫，乃至

十小劫。 

 



時間過得這麼久，這樣成道了。悲心起，契悲心運智，契悲運

智，完全大圓鏡智現，那就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是無上正等正

覺，至高無上。所以這尊佛已成。這個消息傳出，這尊佛開始說法，

他的道場與釋迦牟尼佛一樣，開始應機逗教說法。來皈依的人也很

多，開始傳出去，皇宮裡面也知道了。所以這十六王子本來在很享受

的大環境中，聽到他的父王也出家之後，已經成等正覺。聽到他在傳

法，也已經傳到王宮。釋迦牟尼佛，不也就是傳法也再傳回王宮嗎？

所以在聞法之後，覺得佛法才是永恆的，享受只是短暫的一生世，福

若享盡，也不知來生。所以，十六王子也好樂佛法，就是發心出家，

這是他們的心願。要傳佛志，傳承佛的志向，所以大家出家去了。 

 

經文簡釋： 

「皆捨所珍，往詣佛所」；皆悉棄捨常所玩好，往至父王成佛之所。 

聞父成道，各捨珍玩寶物而往成道，說法處表輕榮重道，富貴人之所

欲，天下之情視若浮雲。 

故捨世間恩愛而去之，非無返復，所謂善繼其志，善述其事，其達孝

矣乎。 

 

「皆捨所珍，往詣佛所」。人人就是將最珍貴的東西，他們願意

捨，捨所珍玩的東西，往至父王成佛之所。每天都是在這麼享受的環

境中，但是，真正接觸佛法之後，細細思惟，這些東西就不是常住，

也有「成住壞空」。這些東西的道理同樣有成就，用人工很刻意成就這

些珍玩的東西。現在「住」這個時候，我在玩，但是再久的時間都有

盡頭，何況人命呢？他們細細思惟，十六王子就大家常常在論法，最

終一個目標，共同就是修行去了。所以因為這樣，他們捨離，放下

了，放下了名利地位，放下了富與貴，他們都捨了。「往至父王成佛之

所」，那就是到成佛的地方，說法的道場去了。「聞父成道，各捨珍玩

寶物而往成道說法處」，大家了解。所以表示「輕榮重道」。這個榮華

富貴如浮雲，這有什麼好再重視呢？聽法之後，富貴如浮雲，透徹了

解，那就是輕榮，對榮華富貴不重視，不重要了，名利地位這都不重

要了，現在最重要的是道，所以「輕榮重道」。 

 

「富貴人之所欲，天下之情，視若浮雲」。富貴人的欲，這樣在享

欲，天下卿卿我我這種的情，這都如過眼雲煙，一下子就過去了，這

都是虛幻。了解了，所以他們願意放下。「故捨世間恩愛而去之」。世

間的恩恩愛愛，這種難免都有愛恨情仇，這個世間就是因為恩愛如繩

索，情索將他綁住了，現在都要捨了，「非無返復」。「所謂善繼其志，

善述其事，其達孝矣乎」。要知道愛就是這樣去來返復，這種愛恨情



仇，這不是永恆的，所以他們完全將它棄捨。但是去除這些有形的物

質，和人間這種的恩恩愛愛纏綿的情，其實捨去了私情，就是覺有

情。所以要回歸人群，就是覺有情。不是完全離開人群，是回歸大覺

的有情，是清淨的有情，施恩於眾生，那分無污染的恩、的愛，不是

在世俗，那種執著污染的愛。那就是再回歸回去的情與愛，是清淨無

染著，是覺悟之後的有情愛。 

 

所以說「非無返復」，雖然你捨去了染著的愛，卻是能成為清淨無

染著，覺有情的愛。所以，「所謂善繼其志」，就是要繼承父親的志

向。父親已經捨這個欲，專心修行去了。這個法脈就是要再傳下去，

所以「善繼其志」，就是繼父親的志，將善法要普遍傳給人間。道理要

「善述其事」，道理，無形無體，看不到，所以要懂得聽，聽法入心，

用這個事來表達這個道理。「其達孝矣乎」，因為這樣，要用身體力

行，用行動來表達。雖然佛成佛之後，大通智勝佛將法傳回王宮，這

些王子用事來回饋，來表達他們聽到父親的道理，用他們的身行，身

體力行，以人事來表達，出家是最好的表達，表達要傳父志。這是最

好的表達，用事，聞理現事，這樣來表達。 

 

經文簡釋： 

「諸母涕泣，而隨送之」；是諸王子所生之母，見子棄俗從父出家，所

以涕泣，各隨其子，而往送之。 

天年有限，頓捨有為之道，欲求無為之理，以世道報親，唯資於一

世，以佛法報親，有益於萬劫。 

諸母泣送十六子，非一母生，故曰諸骨肉恩愛，難割難捨，眷戀之

情，痛崩於肺腑。 

慘然之跡著散於諸竅，故涕泣而送愛其子，兼近其夫君以成道也。 

 

「諸母涕泣而隨送之」，不捨，這都是各個母親的兒子，但是他們

的立志是這樣，這是「諸王子所生之母，見子棄俗」。這些諸母，就是

這些王子的母親不同人，所以才叫做諸母。所以這樣看到兒子要捨

俗，棄俗，「從父出家」，要隨父親出家，所以「涕泣各隨其子而送

之」，將他送到達，雖然不捨，但是也是要將他送到達。這種了解，了

解「天年有限」，就是母子相處再久的時間，都是有限量，知道早晚都

要分開。既然要為佛，為傳父志，雖然不捨，要將他們送過去。因為

了解「天年有限」，我們再怎麼孝順，也是有限期，自然法則。不如用

父母給我的身體修行，能利益更多人，這就是行孝。所以利用這個身

體，「頓捨有為之道」。這個世間有為法，世間一切眷屬，世間所有的

名利、地位，所有的享受，這都叫做有為。所以「頓捨有為之道」，這



種有為法棄捨了。「欲求無為之理」，就是真理，無為法，道理是自然

的，所以「欲求無為之理」。「以世道報親」，用這個世間之道報親。雖

然身體是母親生的，要向母親來別離，拜別母親；母親不捨，也是這

樣。人間的常理，就是這個世俗是這樣。 

 

修行是報親恩，所以「以世道報親，唯資於一世」，一輩子，就是

孝順一輩子，也是一輩子而已。去修行能夠生生世世度化。這天年就

是這樣，世俗的年，人間的生命，家庭也只不過是這樣，所以再怎麼

孝順也是一輩子。「以佛法報親，有益於萬劫」，佛法來報親，能益萬

劫。所以「諸母泣送：十六子非一母生」，這個地方向大家解釋，「故

曰諸」。「骨肉恩愛，難割難捨」，難割捨。所以「眷戀之情」，「痛崩於

肺腑」，很痛苦。「慘然之跡」，就是哭得很淒慘，這就是母親要送兒子

出家。「著散於諸竅，故涕泣而送」。九孔全都是這樣散發出了悲泣的

心。九孔，就是這種悲痛，從看得到的七孔，和看不到的二孔叫做九

竅。我們叫做七孔，積水無流，七孔生煙，這樣的意思就是很極痛。

愛子，「愛其子」。所以她「兼近其夫君以成道也」。就是她一來送子，

二來去看離別這麼久，已經成佛的過去的王子。像這樣人之常情，纏

綿不休。 

 

總而言之，我們要很了解，人生世間，給我們的身體，報身，我

們要如何來受用。父精母血，真正的孝順不是一輩子的孝順，是要生

生世世，這是一子出家，七祖八宗盡超生，這就是古人說的。總而言

之，我們日常生活中，修行就是這樣，很自受用、他受用，彼此受

用，利益天下，這就是我們的報生在人間的目的。所以我們要時時多

用心啊！ 

 

 

 

************************************************************ 

【補充說明】《妙法蓮華經玄贊》卷一末：“又經云：佛有三子，一、

善星，二、優婆摩耶，三、羅睺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