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19《靜思妙蓮華》 與法契合 與佛同在 (第 1244集) （法華

經•法師品第十） 

 

⊙「佛滅度後有聞持說法處，有法在處則有佛全身在，如佛現身說法

令其成就，乃弘經教不懈怠之所感。」 

⊙所謂定慧力莊嚴，忍辱運物，防非止諸惡，顯功德莊嚴，名之為

衣，著此衣者，終日忍辱不見有辱可忍。 

⊙「藥王！我於餘國，遣化人為其集聽法眾，亦遣化比丘、比丘尼、

優婆塞、優婆夷聽其說法。」《法華經 法師品第十》 

⊙「是諸化人，聞法信受，隨順不逆。若說法者在空閒處，我時廣遣

天、龍、鬼神、乾闥婆、阿修羅等聽其說法。」《法華經 法師品第

十》 

⊙「我雖在異國，時時令說法者得見我身，若於此經忘失句讀，我還

為說，令得具足。」《法華經 法師品第十》 

⊙我雖在異國：佛雖應化在餘國土。異國：謂此土化緣已畢，將示現

他國度化眾生。或釋：佛既滅度，即不在此凡聖同居土，而在佛之實

報莊嚴土，或常寂光淨土，曰異國。 

⊙時時令說法者得見我身：說法之人心中了了、解法義味，即見如來

清淨法身。住常寂光，圓滿報身，居實報境，千百億身應同居土，若

晝若夜常在目前。 

⊙佛陀現身說法，使令眾生皆得成就，乃必需持勤不懈怠之所感。 

⊙若於此經忘失句讀：若復受持讀誦講說，於此妙經句讀之中有所忘

失。 

⊙「我還為說，令得具足」：即於時中突然省悟，得見佛理、無所遺

忘，是名如來還為解說，令得句義皆悉具足。 

⊙言遵此儀軌、常說此經，必為佛所護念，由是可知發起講習是經及

聽受淨信者，皆同受我佛世尊之所加被。 

⊙見佛身則成佛有分，聽佛說則具足總持，弘經利益可勝道。 

 

【證嚴上人開示】 

「佛滅度後有聞持說法處，有法在處則有佛全身在，如佛現身說法令

其成就，乃弘經教不懈怠之所感。」 

 

佛滅度後 

有聞持說法處 

有法在處 

則有佛全身在 

如佛現身說法 



令其成就 

乃弘經教不懈怠 

之所感 

 

「佛滅度後有聞持說法處」。那也就是大家應該還記得，前面所說，有

持經，有經的地方，那個地方就是有佛的全身在，在那個說法處的地

方，我們要很清楚。 

 

昨天也說過了，說法，有人能夠在那地方說法，佛陀就遣化人為聽

法，除了四眾，在家、出家二眾聽法之外， 還有天龍護法，這都是佛

所感化過，所以天龍八部也在空間聞法。這是佛陀在前面，從<方便品

>開始，就一直重視這部經，過去的方便法，無不都是為這部經做基

礎，引導人人能接受，先看透世間人事物，才有辦法引入這圓融的道

理來，所以必定要向大家說，要很慎重，要很恭敬，在這部經裡，就

像佛永住人間。佛陀來人間，無非就是為了傳說，要來傳，要來講

說，人人皆有佛性，人人可成佛，人人應度化眾生，成佛之道。這是

佛陀一大事因緣，最究竟所要說的，內心的法。 

 

所以佛陀從他晚年，一直內心很擔心，這個經法要如何能傳下去？要

如何菩薩道在人間人人永續，永恆、繼續走上這條路。他在這一品，<

法師品>，能持經、讀誦、書寫、講說，一直鼓勵人人要重視。所以佛

滅度之後，要如何去受持、傳法。 

 

因為這樣，所以佛滅度後，這完全就是傳經在佛滅度後，「有聞持」，

有聽經，聽了之後願意受持、讀誦，又再解說、書寫，只要有這部經

的地方，所以「有聞持說法處」，就是只要有人將這部經，這麼尊重，

願意聽、歡喜聽，還是長時期聽，這樣又願意受持，受持有心得，再

願意弘傳說法，這個地方就是有法的地方。 

 

就像佛陀在，就像佛陀在世一樣。「有法在處」，有這個法所在的地

方，「則有佛全身在」，只要這《法華經》的精神理念，全都很完整在

的地方，就像佛在世一樣，就是佛的法身，佛的全身在。 

 

經，前面的(經)文，就是這樣說，「有法在處則有佛全身在」，只要有

這部經的地方，即有佛全身在，「如佛現身說法令其成就」，就像《法

華經》在的地方，就如佛在，在說法一樣。是啊！人總是有自然法

則，有壽命限制，但是法是無窮盡，無始以來法是這樣，常住永恆，

都是這樣。在塵點劫前，大通智勝佛的時代，無法算計的長時間，那



個時代，十六王子所聽的《法華經》，再覆講、覆說的法，與眾生所結

的緣，還是永恆，還是綿綿不息，釋迦佛雖然在離我們的現在，算過

去二千五六百年了，現相在人間，同樣的，與人間世壽的法則同樣，

有生、老、病、死，佛陀同樣出生在人間，與我們人，生活一模一

樣。只是思想、觀念很超然，超越了一切凡夫的思想。凡夫的思想，

就是隨著世間的生態，這樣生活過日子，同樣爭名奪利，同樣貪婪無

度，這是世代以來，凡夫都是這樣在循環，造作很深厚的業、無明、

煩惱。但是那時的悉達多太子，思想、看法就不同了，貴在皇宮，所

看的都是富有、精緻的物質，所看的、所聽的，無不都是美妙音樂，

這就是在宮廷裡面，但是他一點都不覺很特殊，只是覺得人生，豈是

這樣在過日子呢？ 

 

人生，看，年少而成為老，他也了解，到了老來就是病而死，這種的

人生，到底最有價值、可貴的是在哪裡？就是要去探討，人生價值最

可貴的，要不然這個人生充滿了苦，宮內是這麼的享受，宮外呢？是

普遍都是貧窮苦難人，苦力的人，這種生活貧困的人，看到城外、城

內，富貴貧窮的差，差距太大了，距離太長了，感覺起來，到底是發

生什麼事？人與人之間，怎麼會這樣差這麼多呢？不論差多少，都沒

有離開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心靈打不開，無法透徹了

解那奧妙的道理。因為這樣，他放下了他的榮華富貴，出家去。 

 

出家的過程是很辛苦的，天然的法則，這種生態，四季輪轉，冷的時

候很冷，熱的時候很熱，氣候不調和，造成了大地災難。他出宮外去

了，處在這種大自然的法則裡，他也要忍。以及生活上肚子餓，會

冷，沒有衣服穿，無法可禦寒等等，這也要忍。從身體外面的境界，

身體的感受，有為、無為的法則，生忍、法忍，全都要忍。這樣，經

過了一段這麼長的時間，還是堅持他的道心，要去找出了，人生最可

貴的道理出來，到底是如何才能不生不滅？能打開了人間生死煩惱苦

難？所以他去探討。這是要經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卻是這樣的忍過

來，一直到了開悟，那個時間就是，天地宇宙萬物合為一體，所有的

道理無不都歸納入了，真如覺性裡面。 

 

這個真如覺性就是不生不滅，永恆，塵點劫前，一直到未來的無量無

量，無終的時間。所以佛，釋迦佛還在嗎？在，法身是永住，佛的全

身，法身，他的全身就是法身，「諸佛現全身」，因為人人，心的虔

誠，人人心虔誠，自然諸佛現全身，因為遍虛空法界，容納為一體，

這種真如本性，佛陀不生不滅，這個覺，覺性是不生滅的。所以「如

佛現身說法，令其成就」。因為佛的全身在，就是他的法、真理永遠



在，這個覺性，不是只在二千多年前的釋迦佛，釋迦佛只是覺悟了這

個法，將這個法傳給我們知道。佛陀最重要的是人人本覺，人人這個

本覺真理，同樣是與天地合為一體，我們若能體會了解佛的全身，那

就是真理，這個全身在，佛的全身、法身在，這個法傳在人間，我們

人人用心去體會，你用心去體會，體會到這個道理，道理活在你的真

如本覺中，這樣就如佛現身，真理復活了。真理雖然是無形，但是已

經與你的本覺會合，也入我們的真如本性，真如本性的法，覆說這個

法，所以現身說法。 

 

我們體會了真理，就是與覺相契合，這叫做契佛心。以佛心為己心，

己心、佛心合為大覺，與天體合為一體，所以我們若能不斷對這個

法，真正去體會到，法身永恆都在。前覺與後覺，我們前面的人了解

了，我們就要趕緊將這個法，再傳給後面的人，也讓他能了解。這條

路佛陀帶我們走，我們還要牽後面的人一起來走，走的是同這條路，

佛陀走過了，過去大德，菩薩也這樣走過了，現在雖然我們還是凡

夫，我們也是同樣在求法，也是要在這條路走。雖然我們口渴，我們

要找水，雖然我們還帶著煩惱在用功，就如在高原找水，在掘水一

樣，雖然還帶著煩惱，只要我們的煩惱，因為我們用功，所以煩惱愈

來愈減少了，用功不斷加行，再加強，要再精進，這樣繼續用功下

去，自然你就看到溼的土，再往前再用功，自然就看到泥。再下去就

可以見到水了，同樣就是要用功。 

 

凡夫還有煩惱無明，就是欠那個理的水。大家應該要記得，前面說過

了，理，法譬如水，水會洗滌我們的心垢穢，會洗滌我們心的垢穢，

水能滋潤我們的心地，水能成長我們的慧命，所以我們得到水，是因

為我們有用功，從一片的乾土，不斷用功。就像凡夫充滿了煩惱，只

要我們有決心，要趕緊聞法、持經，將聽進去的法，用在我們的日常

生活中，去體會道理，在人群中多見聞。「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

們相信，多見聞，人間事物理體就是這樣，我們若能了解，這就是我

們的本覺覺性，已經接近了法，真如法，已經開始接近了，慢慢我們

就能成就。因為有法現身了，法復活了，因為佛的法身已經復活在人

間。這就是這部經，這個圓教，將世間法都包含在這部經之中。所以

我們已經發現到這部經，於世間法也是治世良方，治世的方法，已經

發現到了。所以「令其成就」，希望人人都能成就，就如佛在世，在說

法一樣，這本經歷千古而不朽，這就是佛法永住人間。 

 

所以「乃弘經教不懈怠，之所感」。我們要弘法利生，弘法就是利益眾

生，要弘法利益眾生，就是要不懈怠，有不懈怠，我們就有所感應，



感應到諸佛現全身。因為我們永遠的誠意，誠意方殷，自然諸佛現全

身。這種方殷，就是殷勤精進、不懈怠，我們很虔誠在求法，不懈

怠，所以「不懈怠(之)所感」，讓我們能不斷將這個法，這樣永恆在人

間，成就的就是「定慧力莊嚴」。 

 

所謂定慧力莊嚴 

忍辱運物 

防非止諸惡 

顯功德莊嚴 

名之為衣 

著此衣者 

終日忍辱 

不見有辱可忍 

 

法，我們要弘經說法，我們必定要有定慧，要有決定的心，在這個法

之中，能成就我們的智慧，這個力量，將佛法莊嚴為道場。因為我們

大慈悲心為室，柔和忍辱衣，用柔和忍辱為衣，所以我們若能有定慧

力，莊嚴了道場，那就是「忍辱運物」。我們就要再著起忍辱衣，這忍

辱衣能涵蓋很多的物，人物、動物、一切生物，天地之間有形、無

形，一切的道理，都是在柔和忍辱衣之中，所包含之中。因為柔和忍

辱衣它能防非止惡，等於在戒定慧，有戒、有定、有智慧，就是在忍

辱衣，所包含之中。我們若能入如來室，著忍辱衣，自然就是「顯功

德莊嚴，名之為衣」。忍辱衣我們一定要穿，要很用心，法要時時在我

們的生活中。所以「著此衣者，終日忍辱不見有辱可忍」。 

 

因為我們若能用慈悲心來對待人，引度人人入如來室，我們自己也穿

起了忍辱衣，涵蓋了天地萬物，能包容，若這樣，我們整天都說是穿

這件衣服，終日都在忍辱，卻是「不見有辱可忍」。因為你很尊重這個

法，你落實在生活中，人人尊重你，也沒有什麼樣的污染，會來染污

我們，沒有啊！也沒有什麼樣的無明煩惱，來汙辱你，都沒有，這忍

而無忍即是大忍，這就是著忍辱衣。因為，我們需要的是「諸法空為

座」。終日說法，不見有法可說；終日度眾生，不見有眾生可度，因為

眾生人人都是具真如本性，人人都是佛，哪有什麼眾生可度？同樣的

道理，所以我們要堅持，學佛法，真的是要好好堅持我們的信念。 

 

來，看看前面的(經)文：「藥王！我於餘國，遣化人為其集聽法眾，亦

遣化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聽其說法。」 

 



藥王 

我於餘國遣化人 

為其集聽法眾 

亦遣化 

比丘 比丘尼 

優婆塞 優婆夷 

聽其說法 

《法華經 法師品第十》 

 

這就是我們很用心。經，二千多年前，佛所說的，佛所說，佛的世界

不生不滅，對佛來說，人間雖然過了二千多年了，在佛陀的世界還是

在說法，他的四眾弟子永在，他所化的天龍八部護法永在。以我們的

人間，壽短，雖然我們經過這麼久了，但是我們應世間法，佛法要傳

在現在的世間，以世間的時間，這個法繼續傳，所以佛陀還是遣化

人，同樣靈山不散，靈山會還沒有散，還是在聽法，天龍護法還是

在，這意思也就是這樣，佛陀的全身永恆。所以遣化人來聽法，比

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全都來聽法。 

 

「是諸化人，聞法信受，隨順不逆。若說法者在空閒處，我時廣遣

天、龍、鬼神、乾闥婆、阿修羅等聽其說法。」 

 

是諸化人 

聞法信受 

隨順不逆 

若說法者在空閒處 

我時廣遣 

天 龍 鬼神 

乾闥婆 阿修羅等 

聽其說法 

《法華經 法師品第十》 

 

即使空閒的地方，空曠的地方，同樣的，只要有講法的人，他的心，

心靈永恆，諸法性空，著忍辱衣，入如來室，坐如來座，這個心還是

不斷生活在法之中，法在生活中，所以就有天龍護法，在聽這個心語

的法。這就是這部經的法身在，佛的全身在，修學佛法的人也是有這

樣的心，與佛同等的心在，這樣就有天龍護法在。聽聞佛法，不是現

在在講經這個時候，才是在講經，在平時之時，法在生活中，無不都

是處處有法，無處不是法，無處不道場。 



 

來，下面接下來的文再這樣說：「我雖在異國，時時令說法者得見我

身，若於此經忘失句讀，我還為說，令得具足。」 

 

我雖在異國 

時時令說法者 

得見我身 

若於此經忘失句讀 

我還為說 

令得具足 

《法華經 法師品第十》 

 

佛陀雖然在餘國土，意思就是說佛陀應化身在異國。 

 

我雖在異國： 

佛雖應化在餘國土 

異國： 

謂此土化緣已畢 

將示現他國 

度化眾生 

或釋： 

佛既滅度 

即不在此 

凡聖同居土 

而在佛之 

實報莊嚴土 

或常寂光淨土 

曰異國 

 

異國，也就是說此土化緣已盡，已經完畢了，來人間說法，隨順世間

的壽命已經盡了，所以「將示現他國度化眾生」。就是捨此投彼，捨這

個地方再去其他的地方，所以叫做餘國土。這是以佛，應該在娑婆世

界，佛陀是四生慈父、三界導師，離開這個地方，他還要去其他的地

方去教化眾生，這是從「事」所說。若要說佛滅度，就「不在此凡聖

同居土」，既然說是滅度，就不在這「凡聖同居土」。什麼叫做「凡聖

同居土」？大家應該要記得，五趣雜居地，這五趣雜居，就是凡聖同

居的地方。佛陀來人間，這個十法界，六凡──天、人、阿修羅、地

獄、餓鬼、畜生，這叫做六凡；聲聞、緣覺、菩薩、佛，這叫做四



聖。所以，凡夫與聖人，同居在這個地方，在這個娑婆世界。 

 

佛若說是滅度，「在佛之實報莊嚴土，或常寂光淨土，故曰異國」。所

以這是佛他的心靈世界，已經不是在娑婆世界了，他已經是大滅度

了。大滅度，有佛的心靈世界，心靈的世界就是他的實報土，實報的

地方。佛實報的地方，那就是寂光清淨的國土，沒有一點點污染，沒

有凡夫的地方，這是心靈的世界。所以以道理來說，這也是餘國土；

若以事來說，佛倒駕慈航，不離人間，所以是三界導師，是四生慈

父。佛的心靈世界，他有他自己清淨無染污的，寂光土在，這就是大

滅度。時時就是說法，佛時時說法，這種無時不說法，所以「時時令

說法者，得見我身」。 

 

時時令說法者 

得見我身： 

說法之人 

心中了了 

解法義味 

即見如來清淨法身 

住常寂光 

圓滿報身 

居實報境 

千百億身 

應同居土 

若晝若夜 

常在目前 

 

因為說法的人，就是心中應該很清楚，了解這個法，解法其中的意

思。解經文不是只解這個字，經文的意思是什麼？其實是這個意義，

法的意義，用在人間是什麼用途？《法華經》的用途，是包含所有人

類的一切，所以稱為諸經之王。所以我們要很了解，「說法之人，心中

了了」，全都完全要很清楚，「解法義味」，解這個法其中的意味。「即

見如來清淨法身」，清淨的法身，不是佛的肉身，是法身，是這個道理

最重要的意義，這就是佛的法身。 

 

所以「住常寂光」，因為諸法空座，諸法性空，諸法的性是空，「住常

寂光」，所住的就是在常寂光中。「圓滿報身」，圓滿的報身，「居實報

境」，住在實報的境界中，那就是在法中。「千百億身，應同居土，若

晝若夜，常在目前」。日夜之間都是同樣，清淨的心，一直都是定住，



在這種圓滿的報身，居在實報之中。所以不論是千百億化身，這個法

到了哪裡，應該是通達。 

 

看看非洲，只要這個法，他們了解了，膚色，皮膚的顏色與我們不

同，語言不同，生活型態不同，但是這個法到了那裡，也是行得通。 

 

總而言之，這個法身，法的身，那就是在所有的法界裡，無不存在，

全都存在，時間不論是白天、黑夜，都歷歷分明在我們的面前。這個

法，很清淨的法，透徹它的意味，永遠都是我們的心中，在我們的面

前，這全都在我們的生活中。 

 

佛陀現身說法 

使令眾生皆得成就 

乃必需持勤不懈怠 

之所感 

 

所以「佛陀現身說法，使令眾生皆得成就，乃必須持勤不懈怠，之所

感」。我們要得到這樣的感應，就如佛陀現身說法。我們若在講經時，

我們就將它當作經是佛在說法，佛法在我們的面前，佛法在我們的心

裡，佛，佛陀活生生，復活在我們的心中，要這樣作觀想。「使令眾生

皆得成就」，所說的經，希望人人聽得進去，人人有心得，人人有所受

用。但是最重要的就是需要持勤，持經要殷勤，要不懈怠，這樣就有

這樣的感應，法自然歷歷在目，這個法歷歷都在面前。 

 

若於此經 

忘失句讀： 

若復受持讀誦講說 

於此妙經句讀之中 

有所忘失 

 

「若於此經，忘失句讀，若復受持讀誦講說，於此妙經句讀之中，有

所忘失」，若有人要受持這部經，一讀，讀就是有經讀，誦就是大聲誦

出來，出聲來，要講說這部經，若有忘記了，忘失了，自然就如佛現

前為他點一下，這個法的意義是這樣，應該是這樣的法，法，應人間

所需要。這就是「我還為說，令得具足」。 

 

我還為說 

令得具足： 



即於時中突然省悟 

得見佛理 

無所遺忘 

是名如來還為解說 

令得句義皆悉具足 

 

講經的人若是忘失，忘記句讀，要怎麼講？佛他就會用這樣，再「還

為說，令得具足」，將這個經文與意味，能讓我們更清楚，應用在人間

之法。 

 

「即於時中忽然省悟」。因為佛點醒，就是法活在我們的心裡，佛(覺)

活過來，就是，佛就是覺，這個覺復活了，法復甦起來了，所以讓我

們能省悟，這個法要如何，應用在人間來說法。「得見佛理」，自然對

佛的道理無所遺忘，不會忘了。所以「是名如來還為解說，令得句義

皆悉具足」。若能就是這樣，忘記了，這個覺，我們的覺性就會醒悟過

來，就將這個道理再恢復回來，好好講說，以佛所說法為人間的道

理。 

 

就是說，「言遵此儀軌，常說是經」，我們要尊重儀軌，三規法，要入

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這個儀規，我們一定要遵守。 

 

言遵此儀軌 

常說此經 

必為佛所護念 

由是可知 

發起講習是經 

及聽受淨信者 

皆同受我佛世尊 

之所加被 

 

「常說是經」，要講這部經，「必為佛所護念」。一定是佛為我們護念，

前面一直這樣說過。「由是可知發起講習是經，及聽受淨信者」，要講

經，來發起講經，或者是聽，或者是受持，或者是我們的心很清淨來

信解。「皆同受我佛世尊之所加被」，完全是佛陀所加被。 

 

見佛身 

則成佛有分 

聽佛說 



則具足總持 

弘經利益 

可勝道 

 

所以「見佛身，則成佛有分」，這等於我們與法契合，就是如與佛同

在，與佛同室一樣，這要見佛，那就不困難了，成佛就有分，成佛有

我們的分。所以「聽佛說，則具足總持，弘經利益，可勝道」。能好好

將這部經，收納入我們的心來，聽，就如佛在世，我們在聽法一樣，

我們要總一切法，要持一切善，這樣來弘經利益一切眾生，這就是最

盛的道場，道場永恆在人間，無處不道場，無處不是法。這就要看我

們要時時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6年 8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