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22《靜思妙蓮華》 諸法一性 萬相一如 (第 1290集) （法華

經•見寶塔品第十一） 

 

⊙「故各遣侍持華表申誠敬，依禮問訊道安遵循儀規，分身佛教侍者

代申敬意，諸法一性而相萬殊一如。」 

⊙即知分身不必皆名釋迦，所謂我在異國更有異名，多寶之願已酬須

集分身，樂說雖聞其聲未見容貌，故請願見佛全身令決疑生信。 

⊙「是時，諸佛各在寶樹下，坐師子座，皆遣侍者問訊釋迦牟尼佛，

各齎寶華滿掬而告之言。」《法華經 見寶塔品第十一》 

⊙「善男子，汝往詣耆闍崛山釋迦牟尼佛所，如我辭曰：少病、少

惱、氣力安樂，及菩薩聲聞眾，悉安隱不？」《法華經 見寶塔品第十

一》 

⊙善男子，汝往詣耆闍崛山釋迦牟尼佛所：各遣至於靈山會上，謁見

釋迦牟尼。耆闍崛山：即靈鷲山，為佛說妙法華，圓教安住之處。 

⊙穢土既盡變為淨土，更何有此山之相？究竟解之者約有二義：一、

此靈山即為本心之山。二、淨土之相亦不礙於靈山之相。 

⊙蓋凡聖同居土，實報莊嚴土，及常寂光土等，並無二土，即是一

土，但隨其心淨則國土淨耳。 

⊙凡聖同居土，人、天、凡夫，及聲聞、緣覺等聖者，同居之國土。 

⊙常寂光土：常者，法身，法身永無生滅；寂者，解脫，一切煩惱永

寂；光者，般若，照見諸相的智慧。故謂常寂光土。 

⊙如我辭曰：少病、少惱、氣力安樂：代佛傳言：少有疾病，身心輕

安，少有煩惱，氣力充盛、安樂無量。 

⊙病惱：非佛身之病惱，眾生心淨易化則佛安樂；難化即增佛之憂悲

病惱，所謂眾生病則佛病。 

⊙及菩薩聲聞眾，悉安隱不？：問安儀規已禮如來，此問大眾，悉安

隱不？ 

 

【證嚴上人開示】 

「諸佛各遣侍者，持華表申誠敬，依禮問訊道安遵循儀規，分身佛教

侍者代申敬意，諸法一性而相萬殊一如。」 

 

故各遣侍持華 

表申誠敬 

依禮問訊道安 

遵循儀規 

分身佛教侍者 

代申敬意 



諸法一性 

而相萬殊一如 

 

聽清楚了，就是諸分身佛各遣侍者持華，表達那個誠意敬恭的意思。

了解法，佛，佛來說法，就是要人人心能夠接受，佛陀教法入心，不

只是法要入心，還要敬，敬法入心，也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尊師重

道。我們尊敬佛陀，佛陀乃是為一大事來人間，他的悲憫心，就是視

眾生如一子，盼望眾生全都能傳承他的教法，就如一脈相傳。像父親

將他的血脈、他的血統，能完全在孩子的身上，永遠傳下去，道理相

同，才會說是四生慈父。慈父在教子，就如老師，所以師亦父、父亦

師，所以我們大家將佛的教法，就如傳佛的血脈一樣，所以我們叫做

傳法脈，意思是一樣。 

 

所以，諸佛，分身佛，若說到分身佛，大家應該很清楚了，分身，

佛，那就是已經將法接納入心了，心、法一體，人人應該煩惱去除，

心地清淨了，已經將法入心。是不是有入心？聽大家在描述師父在說

的法，是不是在弟子，再描述出來的那個意，有接近沒有？說的不一

定句句相同，但是意境不能脫離了，可以將這個法，用其他的方式來

譬喻，譬喻得與法相同，法能通，這叫做法脈相通。人、事、物，用

這個道理，用在人事物用得通，這叫做法脈相傳。不同的人，用同樣

的法，不同的譬喻，這都能通，所以，一法應萬事，一個法能應很多

人、事、物，只要道理入心。所以，「諸佛各遣侍者」，分身佛，分身

佛，他們已經將法也傳給很多人了，釋迦牟尼佛將要見證，分身佛來

集，所以不只是法來，同樣所教化的人也來了。來了，那就要有規

律，接受到法的人，來了就要有禮節，所以「各遣侍者持華表申誠

意」，這種敬重的心意。 

 

法已經傳，傳，已經在用的人，就開始來了，來了就要表達誠意，如

規律，這是依禮節。所以「依禮問訊」，這是一個禮節。我們敬師、敬

法，必定要有一個禮節、規矩。見到人，我們就要趕緊問訊，問訊就

是問安的意思，這就是遵循儀規。所以「分身佛教侍者，代申敬意」，

就是這樣的意思。佛法沒有脫離禮節，因為佛法所講究的就是禮節，

「禮者，理也」，禮節就是道理，道理就是禮節，所以講究的是禮節。

所以，「諸法一性，而相萬殊一如」。諸法是一性，法就是同一種性，

法性都是相同。 

 

道理，「一理通，萬理徹」，真正的道理只是在法源，法源若很清楚，

什麼樣的人事物就全都說得通。所以「諸法一性」，法源，就是只有一



項，很簡單，道理同源，所以諸法一性。「而相萬殊」，很多很多，各

是不同。同樣叫做「人」，我們的名稱都叫做人，但是，人各有名稱，

「這個人叫做什麼名字？」「這個人姓什麼？」所以姓與名不同，但是

通稱是「人」。人的形相差不多，卻是看清楚就是不同，雖然同樣四肢

站立，一個頭，七個孔，卻是把他認真看起來就是不同。 

 

所以說「諸法一性」，人這個身體器官都是一樣，但是「相萬殊」，就

是不同。這就是同樣的道理，道理一如，人人本具真如本性，真如本

性是一如，你的真如本性、我的真如本性，你我真如本性，與佛的真

如本性是同理，同一個道理，我們就是凡夫，所以才會千差萬別。凡

夫已經是煩惱，煩惱為我們製造萬殊──很多的形相，各人走各人

的，各人想各人的，各人做各人的事情，各人，有很多不同的生態，

生活的形態。其實，不論他是什麼樣的，生活形態，還是回歸於一

如，真如一性，我們的本性，與諸法合一，諸法回歸真如本性。這個

我們若能清楚，諸分身佛與釋迦牟尼佛，釋迦佛在靈鷲山，要號召所

有的分身佛到達，這個道理，我們就能很清楚、了解，道理，那就是

與佛的思想、看法，差沒有多遠。所以寶塔已經突顯出了，就是五

乘，超越了五乘，與佛的境界將接近了，佛已經將法都召集歸位，就

是萬法歸一。 

 

即知分身 

不必皆名釋迦 

所謂我在異國 

更有異名 

多寶之願已酬 

須集分身 

樂說雖聞其聲 

未見容貌 

故請願見佛全身 

令決疑生信 

 

這就是要知道，「分身不必皆名釋迦」，分身佛不一定都叫做釋迦牟尼

佛，張三李四，只要釋迦佛的法入我們的心來，我們也能應用與佛同

等的教法，來去教化人。每個時代不同的形態，我們依照一如的真實

法，應時代來教化眾生。所以，法能永續，還能優化，就是很優雅在

人間，應世間不斷惡濁、染著，我們能用佛法的禮節，用佛法的道

理，用佛法的形態，我們一一能將這些濁氣很重，能夠將它這樣化

開，轉濁為淨，轉惡為善。這就是乘著一如的真理，諸法一實的真



理，我們就是這樣一脈相傳，在不同的時代，我們能應化來度眾生。

這就是佛法，一理通，萬理達，我們就能了解。 

 

所以，「所謂我在異國，更有異名」。前面的經文，這樣說過了，同樣

的法，在不同的國家，也能夠同樣的法、不同的人都能去傳這些法，

淨法遍傳無限量的國度裡，不同的人都能夠去傳。不論他是什麼樣的

語系，說臺語也能通，國語，更是普遍，英文，他也聽得懂等等，不

同的語系，同一種的教法，而且，不同的宗教，同一種的道理應用在

人間裡，這全都是能通的。所以，「在異國更有異名」。常常說萬教歸

一，很多的教育歸合回來，無不都是一種的道理，不論什麼樣的宗教

不離開愛。愛，是仁愛呢？是博愛呢？是大愛呢？這些將它歸納回

來，就是「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我們愛的人，沒有一個界限的限

制，就是要普遍，就是要去付出，所以，不論什麼樣的宗教，同一種

的心念。所以說來，不論在什麼樣的國度，用什麼樣的方法，什麼樣

的名稱，只要道理能通。 

 

所以，才說，「我在異國」，不一定是在迦毘羅衛國，即使在中國，在

臺灣，在任何一個國家，這個法都能通，不論你是什麼宗教，同樣，

這個圓教的教理，什麼樣的宗教都可用。有時候，我們聽到，聽其他

宗教在布教，那其中的故事，與我們佛法裡面所要說的因緣故事，都

是差不多。這就是不同名稱，「異國更有異名」。現在我們的名字，我

們再傳下去，再下一代的人的名字，也是都不同。總而言之，法是應

萬事物，而應用於法，它能在不同的名稱，去用這個法，法能通達，

「一理通，萬理徹」，同樣的道理。 

 

所以，「多寶之願已酬，須集分身」。現在這段經文，多寶佛他的塔現

前，釋迦牟尼佛就是這樣，來述說多寶佛他的願。願是過去缺緣，這

就是要警惕我們，真的因緣要結好，不要缺緣，所以我們要多與人結

好緣。多寶佛缺什麼緣，大家了解嗎？請法的緣，所以這個遺憾，他

還沒講說《法華經》，大限就到了，入滅了，他還是應世壽在人間，在

教育，法有說了，但是，還沒有那個因緣，完成講說《法華經》這個

法，因為沒有人來啟請，所以這樣遺憾。 

 

所以，他將要入滅時，就期待弟子，他付囑弟子，就是要弟子為他建

塔，全身在塔中，哪一個地方講《法華經》，寶塔就會在那個地方現形

出來。釋迦佛代替多寶佛，來講說這段故事，多寶佛的心願來聽經，

因為他自己沒有說，所以，他要為大家證明，過去佛也來聽經，來證

明現在佛完成這個圓教，這是真實法。所以，「多寶之願已酬」，他有



這樣的願，釋迦佛應他的願，這叫做「已酬」。但是「須集分身」，就

是這些分身佛，都將他們集中過來。要注意，多寶佛這個佛塔，是為

聽法故，經文中有這樣說，為聽法故，就要聽法，所以佛，釋迦佛他

就要召集分身佛回來，就是這些法都要回歸本位來；也就是說要我們

大家，人人心中有靈山塔，靈山塔浮現了，應該，我們的心地也應該

清淨，法應該歸位了，這就是要我們大家，要好好再次用心聽過的

法。佛，三周說法，三變淨土，大家要很用心去體會，如何來出火

宅，如何來過化城，如何得受記，已經能得果了，最後行菩薩道，最

後的那個境界，這一生中雖然還未成佛，但是佛已經為他授記了，這

是不論未來哪一尊佛，成佛的過程。行菩薩道，結果就是成佛，了解

這證果，就是結果會成佛。雖然我們還沒有，但是我們的心深信，前

面有〈信解品〉，要深信，所以我們要很清楚。經聽過了，就要真正再

去體會。 

 

「樂說雖聞其聲，未見容貌」。這個法會上，就是大樂說菩薩為當機

者，他要代替大家來請法。因為寶塔中的聲音，多寶佛發大聲音，來

證明釋迦佛所講的法。大家就有這個心願，一直想：光是聽到聲音，

應該也要看到實在的全身。這是大樂說菩薩，代替大家要來請，請佛

如何能讓他們，見到多寶佛的全身，到這時還未看到。「故請願見佛全

身，令決疑生信」。要讓大家更相信，也能了解多寶佛的形態，是長什

麼樣子，只是聽到聲音，應該能再看到，這樣讓大家心中無疑。這我

們要很用心體會，到這個地方，還是要為我們，啟我們的信心，還是

怕我們的心有疑。所以，大樂說菩薩代替大家，心有疑的人，再次請

法，期待佛陀能再讓大家，除去了疑的念頭，再加強他們的信心。這

些很重要，這些法要記在心裡。 

 

再來，前面的經文，是這麼說：「是時，諸佛各在寶樹下，坐師子座，

皆遣侍者問訊釋迦牟尼佛，各齎寶華滿掬而告之言。」 

 

是時 

諸佛各在寶樹下 

坐師子座 

皆遣侍者 

問訊釋迦牟尼佛 

各齎寶華滿掬 

而告之言 

《法華經 見寶塔品第十一》 

 



這已經分明說，諸分身佛帶著侍者來。大家要用恭敬心，去到釋迦牟

尼佛前，去向釋迦牟尼佛問訊，照這個禮儀，大家要好好用心，恭敬

心，送著這樣表達心意的寶花為禮，這樣來向佛，先來向釋迦佛這

樣，表達那個禮節，要問訊。所以「言，善男子」，那就是分身佛再叮

嚀。 

 

「善男子，汝往詣耆闍崛山釋迦牟尼佛所，如我辭曰：少病、少惱、

氣力安樂，及菩薩聲聞眾，悉安隱不？」 

 

善男子 

汝往詣耆闍崛山 

釋迦牟尼佛所 

如我辭曰 

少病 少惱 

氣力安樂 

及菩薩聲聞眾 

悉安隱不 

《法華經 見寶塔品第十一》 

 

這段經文，那就是表示分身佛，雖然都已經來到娑婆世界了，佛所教

化的國土，就是在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釋迦牟尼佛的化土，諸分身

佛全都到達，但是事相還是很遠。法，就是從天地宇宙，全都將這些

法合過來，回歸到地球。用最坦白的話，釋迦牟尼佛出生在地球上，

不分國界，就是在人間，這個地球人間裡；其實佛陀所覺悟的法，是

天地宇宙萬物的道理，這些法全都歸納來到人間。應該要這樣說，這

個道理。所以，派遣侍者，要到釋迦牟尼佛的面前來，當然就是還有

一段的距離，所以，分身佛就要這麼交代，「善男子」，那就是菩薩，

「汝往詣耆闍崛山，釋迦牟尼佛所」。 

 

善男子 

汝往詣耆闍崛山 

釋迦牟尼佛所： 

各遣至於靈山會上 

謁見釋迦牟尼 

耆闍崛山： 

即靈鷲山 

為佛說妙法華 

圓教安住之處 



 

這就是遣大家，遣隨身來的菩薩就來了，菩薩來靈鷲山見釋迦牟尼

佛。那就是，靈鷲山就是耆闍崛山。耆闍崛山有一個形態，像靈鷲一

樣，佛陀講經的地點就是在這裡，所以，為佛說妙法華經，「圓教」。

因為釋迦牟尼佛，已經講《法華經》了，《法華經》已經是圓滿了，談

空說有，小、大乘法會合，這叫做圓教。安住在靈鷲山，因為佛在靈

鷲山說法，所以，安住在這個地方，所以我們才會常常說，「靈山只在

汝心頭」，就是法安住在人心。 

 

所以，「穢土既盡變為淨土」，煩惱無明去除了，就成為淨土。 

 

穢土既盡變為淨土 

更何有此山之相 

究竟解之者 

約有二義： 

一、 此靈山 

即為本心之山 

二、 淨土之相 

亦不礙於靈山之相 

 

我們凡夫，無明煩惱全都要去除，現在心都清淨了，所以「更何有此

山之相」？不用了，佛二千多年前在靈鷲山，這個法已經在人間了，

人與人之間，法傳在人的心，何有靈山之相呢？所以「究竟解之者」，

要好好再來解釋，「有二義」。 

 

一，「此靈山即為本心之山」。大家要用心，這是本心，我們人人的真

如，真如是本心，本心。第二，「淨土之相，亦不礙於靈山之相」。我

們心的淨土，人人本具，無礙。我們要體佛心，佛心是依天地道理，

包容一切，與天地宇宙共一體，這是佛的心。 

 

蓋凡聖同居土 

實報莊嚴土 

及常寂光土等 

並無二土 

即是一土 

但隨其心淨 

則國土淨耳 

 



「蓋凡聖同居土」。佛的心地，他凡聖同居，因為他乘願來人間，人間

就是凡夫。但是，佛在過去無始劫前，就已經說法了，塵點劫前，大

通智勝佛覺悟說法。他身為十六王子之一，就聽法，同樣再覆講說

法。這不就是與聖人同居，生生世世，塵點劫，這是與聖同居，他的

心還是在聖人的境域，但是，就是化身，應身來到人間，與人間同居

處，還是與人一樣發心，然後成佛，這是現相，是應身現相，要教我

們如何修行，與凡夫同居。 

 

凡聖同居土 

人、天、凡夫 

及聲聞、緣覺等 

聖者同居之國土 

 

與「天、人、凡夫及聲聞、緣覺等聖人」，這些人同居在這個世間裡，

這就是凡聖同居土，是釋迦佛的那個心靈世界。 

 

還有「常寂光土」，「常」即是法身，佛的法身是永恆的，塵點劫以

來，常住不變，這是佛的心是常。其實，我們凡夫也是，無始以來就

有的真如，是常住不變。「法身，永無生滅」，我們的真如本性也是沒

有生滅，只是我們凡夫就是生死不斷，佛呢？他是寂者，解脫，已經

解脫了，他的心很寂靜，解脫了，解脫什麼？一切煩惱，一切煩惱全

都沒有了，所以「永寂」，永遠都是很寂靜。「光」就是般若，智慧，

佛的心永遠都是光明的，光明就能看到一切，一切的道理明顯，能照

見諸相，所以叫做「常寂光土」，這就是佛的心靈境界。 

 

常寂光土： 

常者 法身 

法身永無生滅 

寂者 解脫 

一切煩惱永寂 

光者 般若 

照見諸相的智慧 

故謂常寂光土 

 

這心靈境界，那就是在實報莊嚴土，與凡聖同居，佛的心地永遠都是

寂，無二土，佛的心地就是這樣一如，是在莊嚴土，是在寂光土之

中。雖然與我們凡夫同居，但是他的心還是寂靜，光明，沒有減少。

所以「並無二土，即是一土」。「但隨其心淨」，則土變淨，因為釋迦佛



自己的心地就是淨，所以他怎麼說法，也是一樣他安住在淨地，他的

寂光土中，只是為眾生說人間濁惡，佛陀就是說這樣的道理，給我們

聽。所以諸分身佛，就要大家去向佛，釋迦佛，來問訊。經文就說，

「如我辭曰」。照我告訴你的，交代的話，這樣去問安，問安釋迦牟尼

佛身體健康嗎？為度眾生有煩惱嗎？氣力安樂嗎？是不是輕安自在？

這就是他方佛來問安，我們的娑婆世界的佛。「代佛傳言」，就是派遣

侍者，代佛傳言。「少有疾病，身心輕安」，這就是少病，就是身心輕

安；「少有煩惱，氣力充盛，安樂無量」，這就是諸佛，要來向佛問安

的意思。 

 

如我辭曰 

少病、少惱 

氣力安樂： 

代佛傳言少有疾病 

身心輕安少有煩惱 

氣力充盛安樂無量 

 

病、惱，佛身實在是無病，也無惱，真佛身，釋迦牟尼佛，當然他自

己是沒有病惱，但是為度眾生，他就要現與凡夫一樣。「眾生心淨易化

則佛安樂」。眾生若好教，佛就安，心安快樂。是不是眾生好教不好

教？眾生若不好教，煩惱就很重。讀到這段，應該大家要能夠體會，

佛為眾生也是操心。眾生「難化即增佛之，憂悲病惱」。因為眾生若難

化，就增加佛的心憂的病，佛是為眾生而憂而病而惱。「所謂眾生病則

佛病」。這是我們過去常常聽到的話，眾生有病，所以佛就有病，意思

就是操煩，眾生難調伏，難教導，所以佛就會有憂，有悲，有病，有

惱，這就是佛他最掛心的是，眾生難調伏，所以眾生病，佛就有病。 

 

病惱： 

非佛身之病惱 

眾生心淨易化 

則佛安樂 

難化即 

增佛之憂悲病惱 

所謂眾生病則佛病 

 

「及菩薩聲聞眾」，因為問安，不只是問佛平安嗎？同時也要問這些替

佛在做事，受佛教育，在教化眾生的這些菩薩，以及在佛的座下的，

大家都平安嗎？諸佛也是應俗禮來問安，問安的儀規就是「已禮如



來」，用這樣來向如來敬禮，又再問大眾。不只是問佛的平安，還問大

眾的平安，這就是諸佛用心。 

 

及菩薩聲聞眾 

悉安隱不 

問安儀規已禮如來 

此問大眾 

悉安隱不 

 

我們眾生剛強難調伏，這就是讓佛最擔心。所以，佛陀有幾次現病

相，到最後，佛老了，其實佛沒有老病的形象，佛的心是永恆，既是

永恆，哪有老、病、死的形態呢？沒有，是為度眾生，所以就要與我

們人間一樣，在人間表達出了，他對人間的看法，超越人間體會的道

理，來教育眾生。所以他必定要與人一樣，作為人的典範，讓大家知

道，即使是佛，也是一樣有老、病、死，同樣有病痛，同樣有喜怒哀

樂。一樣，這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但是佛是為什麼喜？喜在眾生聞法接受，喜在眾生修佛教，行菩薩

道，救濟眾生。佛歡喜，佛能了解，眾生受教。也是有憂愁的地方，

眾生難調難伏，也是佛也有這樣，會對弟子批評，他也會鞭策，這就

是佛對弟子，都是為弟子，不論是歡喜，不論是生氣，其實，不是為

自己，是為教化眾生。但是這些表情、形態，對佛的心是無障礙，喜

怒哀樂只是一個表相，是要表示與人一樣，即使是聖人也有情，所以

叫做「覺有情」。所以，覺有情是覺悟的有情人，來度化眾生。 

 

所以這段文，要表達出了，佛與法就是一個禮節，是適合人間的禮

節，這禮節之中，有超越的道理，很超越的道理。雖然做世間事，但

是不受世間法所染污。世間的法，不論是教行善，或者是教人間法，

或者是人間有種種，教化不過來的惡法，這佛會擔心，教得過來，佛

歡喜，教不過來，佛有煩惱，也是有這樣的形象。其實，佛清淨的

心，並沒有受它污染，所以，穢淨同一體，都是淨土，不論是凡聖同

居土，或者是常寂光土，這都是表示佛。常寂光土，而入人間中與凡

聖同居。凡聖同居，就是有的有污染，但是佛常寂光，化污穢為淨

土。這大家若能用心，這個道理並不困難，不困難的道理，是在於人

人時時多用心。 

 

【註一】〔三周說法〕 

《法華經大成》 



三周說法 

法說一周（方便品至譬喻品為舍利弗授記止） 

喻說一周（譬喻品火宅三車喻、信解、藥草、訖授記品） 

因緣一周（化城品） 

 

《佛光大辭典》 

【三周說法】又稱法華三周。天台宗就法華經 門正宗分之開權顯實

之說相而立之名目；亦即佛為令聲聞悟入一乘實相之理，遂就上中下

三根之機而反覆說法三回，稱為三周說法。即： 

(一)法說周，又稱初周。乃佛為上根人，就法體而直說諸法實相、十

如之理；開三乘之權，使其了悟一乘之實。此時唯有大智舍利弗一人

解悟授記，即法華經方便品中所談。 

(二)譬說周，又作中周。乃佛對法說周不悟之中根者，更作三車一車

之說。初許三車是施權，後賜一大車是顯實，使之了悟一乘之理。此

時有摩訶迦葉、摩訶迦旃延、摩訶目犍連、須菩提等四大弟子領解授

記，即譬喻品中所談。 

(三)宿世因緣周，又作下周，略稱因緣周。乃佛為不能了解上述二周

之下根者，說其宿世為大通智勝佛下之一乘機種，使彼等了悟宿世久

遠之機緣而得悟。此時有富樓那、憍陳如等千二百聲聞領解授記，亦

即化城喻品中所談。 

 

此三周分反覆正說（佛說）、領解（表明弟子之領解）、述成（佛對弟

子之領解認可）、授記（佛對弟子成佛作預言）四階段。循此以度化

上、中、下三根，可謂周備完足。〔法華經義記卷三、法華經義疏卷八

（吉藏）、法華文句卷四上、法華經玄贊卷三〕、五百弟子受記品、授

學無學人記品） 

 

〔三變淨土〕《法華經大成》初變者。表轉第三能變六分別識也。二變

者。表轉第二能變末那識也。三變者。表轉第一能變阿賴耶識也。又

初表破見思惑。出火宅。二表破塵沙惑。出化城。三表破無明惑。至

寶所也。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6年 9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