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29《靜思妙蓮華》古今二佛 安住塔中 (第 1295集) （法華

經•見寶塔品第十一） 

 

⊙塔中出大音聲為法求人，誰能於此難堪忍處度眾，釋尊誓願菩薩行

因得果，住此忍土廣度成一大事。 

⊙一大事因緣：一即一實相故名一，其性廣博故名為大，如來出世，

度生之儀式，故名為事。眾生本具此實相，而能成就，機熟感佛，故

名為因，如來證此實相，而能起應度生，故名為緣。 

⊙一切如來出現於世，皆為開示，一切眾生本有實相，令其咸得，悟

入佛之知見，捨此，則非如來出世本懷。 

⊙<方便品>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開塔已尚在虛空，故多寶分座而讓焉。 

⊙爾時，四眾等見過去，無量千萬億劫滅度佛，說如是言，歎未曾

有。《法華經 見寶塔品第十一》 

⊙以天寶華聚，散多寶佛，及釋迦牟尼佛上。《法華經 見寶塔品第十

一》 

⊙爾時，多寶佛於寶塔中，分半座，與釋迦牟尼佛，而作是言，釋迦

牟尼佛，可就此座。《法華經 見寶塔品第十一》 

⊙即時，釋迦牟尼佛，入其塔中，坐其半座，結跏趺坐。《法華經 見

寶塔品第十一》 

⊙佛入塔中，二佛相稱，如智稱境，表報身，分身來集，表應身，多

寶全身，表法身。 

⊙「爾時，大眾見二如來，在七寶塔中，師子座上，結跏趺坐，各作

是念，佛座高遠。」《法華經 見寶塔品第十一》 

⊙乘如實道，而來成正覺之語，解古今之二如來，如實者是如如之

境，乘者是如如之智，道是因，覺是果。 

⊙境智契合，而未盡滿之位是因，謂之乘如實道，已盡滿之位是果，

謂之來成正覺，即真身如來。又境智契合，謂之乘如實道，來至三

界，示現八相成道，謂成正覺，是應身如來。 

⊙各作是念，佛座高遠：以在遠故，雖欲親近，而不可得，所以作

念。 

 

【證嚴上人開示】 

雨聲大，這就是人間，總是時間與這個大空間自然，很多的突變，這

就是叫做無常。氣候，什麼時候是大風，什麼時候是大雨，大自然的

境界，需要我們人來適應它，但是道心不能間斷了，雨聲大，聲音要

說話不簡單，出全身的力，還是就近的，空間的人(能聽到) ，離較遠

一點，還是聽不很清楚，但是錄音下來，重新來聽，清楚啊，只是雨



聲在背景裡。 

 

所以，在西部，大家都覺得，師父在說，我們都聽得很清楚，怎麼說

雨多大，確實，在這個環境中，雨就是這麼大，在這個環境中講的

話，一點點距離，就已經聽不到說話的聲音，這不就是表示，有心，

遠遠的地方若比鄰？千里萬里若比鄰，若是無緣，即使身邊，也像在

天涯。 

 

人的心，信念就是這樣，所以一切唯心，信心，有信心，就是每天都

沒有間歇，一大早集會在可以聽法的地方，不論是環保站、聯絡處、

分會，都能夠聽法，一大早就出門，有信心的人，虔誠的人，堅定，

道心堅固的人，若是沒有信心，道心不堅固、懈怠，哪怕住在隔壁，

同一間房子裡，修行人，說不定有的人還悠遊在他的，「大平林」裡，

就就看人的心是不是有精進呢？ 

 

開個塔門真的不簡單啊，不過，釋迦佛已經將分身佛，全都召集到齊

了，也承諾，開始分身佛到齊，承諾他要來開塔門，過去已經說了，

塔在空中，佛也是同樣要升在空中，同樣，他一指開了塔的門，塔門

一開，塔內全身多寶佛出大音聲，這是前面說過的，所以，看，現在

也是要跟大家說，塔中出大音聲，為法求人，誰能於此難堪忍處度

眾，釋尊誓願，菩薩行因得果，住此忍土廣度成一大事。 

 

塔中出大音聲 

為法求人 

誰能於此 

難堪忍處度眾 

釋尊誓願 

菩薩行因得果 

住此忍土 

廣度成一大事 

 

這就是要接前面的經文，前面的經文，已經釋迦佛開啟了塔門，塔內

多寶佛如入禪坐，全身如入禪坐，釋迦佛門一開，多寶佛就說：「善

哉、善哉！釋迦牟尼佛快說是法。」大家應該還記得。多寶佛說：「我

為聽法華經故而來」，這是前面的經文，塔中這音聲讚歎釋迦佛，而且

歡喜，「善哉」，包含了讚歎，包含了歡喜，包含了這是一件好事，所

以要趕緊說，分身佛到了，意思就是說，所有的法都集中來了，因為

多寶佛專程來，就是為了要聽法，他的全身在塔中，我們娑婆世界，



釋迦佛的弟子，想要見多寶佛的全身，但是多寶佛有條件，大家記得

嗎？要先將分身佛都會集來，塔門才能開，才能看到多寶佛的全身，

這是二尊佛，一位的願，一尊是承諾，看看多寶佛身，我就來集，集

所有過去所說法，是過去已成就的分身佛全都來，所以好幾天的時

間，就是在集分身佛。 

 

集的時間是很快，講的時間很長，無非當時佛的時代，現那個境，講

這個相，是這樣一講就過了，它的內涵深，必定要讓大家清楚了解，

這是法，這個事相是在表示這個法，所以就要用好幾天的時間，讓大

家更了解，回憶過去，說過的法，寶塔現前見證，這就是過程，讓我

們了解，人人心中有個靈山塔，塔在我們的內心裡，所以現在塔中出

大音聲，這就是表示佛佛道同，釋迦牟尼佛講出了，塔中出大音聲，

這個描述的意思，那就是「為法求人」。 

 

多寶佛請釋迦牟尼佛快說是法，趕快講出了，《法華經》真理圓教，究

竟的法，這就是在塔中出大音聲。其實這個含義，是釋迦佛為法求

人，意思就是說，「誰能於此難堪忍處度眾？」，誰願意來這個堪忍的

世界？修行，無始劫以來，修行，已經成佛解脫了，為什麼願意，選

擇在這個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堪忍世界，堪忍，釋迦牟尼佛，為什

麼選擇這個堪忍世界，出生、修行、成佛、度眾生，娑婆世界眾生是

剛強，是難調難伏，是誰願意呢？願意在這個地方，堪忍，難堪忍處

度眾？這在塔門開，聲音出，有誰願意呢？釋尊，釋迦牟尼佛誓願菩

薩行因得果，釋迦佛就是要來這個剛強堪忍，難堪忍耐的世間要來度

化，希望人人成菩薩。 

 

所以「釋尊誓願，菩薩行因得果」，這就是要來布善種子，為度眾生，

人人能接受到，心地能接受到這個善種子，這是釋迦牟尼佛的心願，

他自己自願，發願生生世世在娑婆世界，要來度眾生，而且每一位眾

生，能啟發大心成菩薩，要行菩薩道，行因得果，菩薩因行就是要萬

行，萬行，因為六度萬行，人人行菩薩道，行六度行，修，在人群中

修福，在人群中修慧，福慧具足，行因，那就是萬行，所以得果，得

果，那就是成佛，這就是要來人間度眾生，讓眾生，所有的眾生都能

啟發大心，眾生人人發大心，行菩薩因，得佛果，這是釋迦佛他的心

願，希望菩薩能夠，「住此忍土廣度成一大事」。 

 

希望人人與佛同樣，要有這種的宏願，住在這個地方，住此忍土，廣

度成一大事，在這個地方廣度眾生，希望聲聞成為菩薩，緣覺發大心

願，行菩薩道，所以希望人人堅定菩薩的心志，殷勤精進，在菩薩道



中，六度萬行，與釋迦佛的願力一樣，要永住這個忍土來度眾生，成

一大事。 

 

一大事因緣： 

一即一實相故名一 

其性廣博故名為大 

如來出世 

度生之儀式 

故名為事 

眾生本具此實相 

而能成就 

機熟感佛 

故名為因 

如來證此實相 

而能起應度生 

故名為緣 

 

因緣，什麼叫做一大事因緣？「一」就是一實相，所以名叫做「一」，

一實相就是法，為法而來，這是一，這是佛唯一的心願，就是一大

法。「其性廣博，故名為大」，這個法，法性是遍虛空法界，所以叫做

「大」。 

 

「如來出世，度生之儀式」，故名「事」，因為來到人間，就是在皇宮

開始出生，這就是事，大家來說故事，二千多年前，迦毘羅衛國等

等，這個過程，在人間稱為「事」，有這個事相，所以叫做「事」。 

 

「眾生本具此實相而能成就」，所以，機緣熟感佛，故名為因，眾生人

人本具佛性，人人都能應萬法而成就，因為我們人人與佛是同等，

「心、佛、眾生，三無差別」，釋迦牟尼佛既是有一大事，我們人人與

佛同樣，有真如本性，我們人人也能夠，這個真如本性應萬法，人人

本具有的，所以「機熟感佛」，既然大家都有，只要我們用心、用功、

精進，因緣也是會成熟，自然佛與眾生有緣，緣成熟，自然釋迦佛就

降世，就來世間，這就是因為「因」，所以「機熟感佛」，眾生與佛一

段的因緣成熟，自然佛他就因緣來人間，所以叫做「一大事因」。 

 

又「如來證此實相，而能起應度生，故名為緣」。如來，乘如是一大事

因，有這個因，所以就有證果了，行因，自然就能得果，就是這樣，

結果他來人間，因緣成熟，所以他就來人間，將這個法帶來人間，有



這樣的事相，在皇宮長大，皇宮離開，去修行，這就是「能起應度

生」，起應度眾生，這個過程。皇宮的太子，多麼高貴的身分啊，竟然

他的思想超越，捨棄榮華富貴，去求道、修行，佛都能這樣，我們還

要講究什麼榮華富貴呢？我們還要講究什麼名利地位呢？ 

 

佛，他放得下，我們也是人，我們怎麼放不下呢？這就是一個典範，

選擇皇宮這個環境來成長，思想、理念，為了眾生的不平等，眾生的

苦難，眾生有生老病死，生命中的奧秘，要去探討這人間事相，生命

中的奧妙，所以他修行去了，結果，成佛了，這是「能起應度生，故

(名)為緣。」 

 

有這個實相的道理，用這個事相來做典範，這就是一個因緣，這個過

程就是「緣」。這因緣，一大事因緣，來人間做典範，這樣的過程，是

修行的開始，讓我們了解是為何，明明是一位王子，為什麼要去修

行，這個過程都是事相，但是，他就含有累生世的，心願、因緣，行

因成果，這一大事因緣。 

 

一切如來出現於世 

皆為開示 

一切眾生本有實相 

令其咸得 

悟入佛之知見 

捨此 

則非如來出世本懷 

 

一切如來出現於世，皆為開示，一切眾生本有實相。所以佛，如來，

乘如是法而來人間，現在人間，都是為了要開示，一切眾生本有的實

相，我們人人本具的實相，就是本性，我們人人有真如本性，人人本

有，所以，「令其咸得」，本來人人本具的真如本性，我們並沒有失

去，我們人人都是本具，只是我們受無明、煩惱，將我們覆蔽了，所

以希望我們人人能悟入，我們原來本有的實相，我們人人本來的體

性，本來的真如，真如體性，人人本具，希望人人能「悟入佛之知

見」，去除無明、煩惱、惑、疑惑，之後，我們就能悟入了，能入佛的

知見，就是我們自己的覺性，入自己，我們的真如覺性。 

 

「捨此」，我們若是沒有好好用心，佛陀的開示，我們若不用心，捨離

了這個法，「則非如來出世本懷」。這樣如來出世本懷，與我們一點關

係都沒有，但是，如來，每一尊佛都一樣，與眾生，入人群，生生世



世因緣成熟，他就來人間一回，現相成佛，這也就是諸佛的本懷，都

是一樣這樣，所以，經云，《法華經》裡面，一段文這麼說：「諸佛世

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方便品>經云： 

諸佛世尊 

唯以一大事因緣 

故出現於世 

 

這就是經文裡面一段文，是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事，這一大事因

緣，就是「開示悟入」，佛陀「開示」，眾生要「悟入」，這樣出現在人

間。 

 

開塔已尚在虛空，故多寶分座而讓。 

 

開塔已尚在虛空 

故多寶分座而讓焉 

 

開塔，在虛空中，前面不是說過嗎？塔是從地湧出，住虛空中，地，

就是那個塔很廣，二百五十由旬，高五百由旬，這個寶塔除了從地湧

出，再已經浮現到虛空中去了，這前面也說過了，離五趣，超越五

乘，那就是菩薩行因，六度萬行，行因的過程，已經要到見佛果的時

候，所以叫做離地，在空中，所以「故多寶分座而讓」，多寶佛就開

始，釋迦佛進去塔中，多寶佛就趕緊讓個座，釋迦佛，多寶佛同坐一

座，這就是過去所說過，大意大家應該知道。 

 

接下來，經文這麼說：「爾時，四眾等見過去，無量千萬億劫滅度佛，

說如是言，歎未曾有。」 

 

爾時 

四眾等見過去 

無量千萬億劫滅度佛 

說如是言 

歎未曾有 

《法華經 見寶塔品第十一》 

 

這是前面的經文，重複一次，那時四眾因為佛開寶塔的門，四眾已經

看到了，過去無量千萬億劫，已經滅度的佛，那就是多寶佛。出聲，



因為開塔，多寶佛出聲讚歎，像這樣，我們人間四眾，大家就歡喜讚

歎，就是「歎未曾有」，所以，心歡喜，我們常常形容一句話，「心花

怒放」，就是歡喜，大家心花開，用歡喜的花來聚散，多寶佛及釋迦牟

尼佛。 

 

以天寶華聚 

散多寶佛 

及釋迦牟尼佛上 

《法華經 見寶塔品第十一》 

 

這是一個形容，就是說，法都已經聚集，我們回憶，法入心了，體會

了，體會我們人人心中有個靈山塔，我們的塔門也開了，我們本性

佛，我們也發現了，這種法喜充滿，心花怒放，應該就是這樣，得到

法那個歡喜，是無法用語言來形容，所以，歡喜啊！ 

 

「爾時，多寶佛於寶塔中，分半座，與釋迦牟尼佛，而作是言，釋迦

牟尼佛，可就此座。」 

 

爾時 

多寶佛於寶塔中 

分半座 

與釋迦牟尼佛 

而作是言 

釋迦牟尼佛 

可就此座 

《法華經 見寶塔品第十一》 

 

這是過去佛招呼現在佛，過去佛，我們現在也能將釋迦牟尼佛，當作

我們的過去佛，釋迦牟尼佛與多寶佛，就是那個時代的多寶佛，就是

過去佛，那個時代釋迦牟尼佛就是現在佛，我們若回歸在我們人人的

心裡，道理回歸，人人都是本身有自性佛，我們借重著釋迦牟尼佛的

法，來啟開我們的自性佛的心門，我們人人心中有一個靈山塔，我們

的靈山，心中這個靈山塔，借釋迦牟尼佛的法，來開啟我們的心門，

我們若從法來解釋，應該是這樣。 

 

經文就是說，已經釋迦佛與過去多寶佛，已經同座一座，心、佛、眾

生會合起來了，我們的心與佛，與我們這個原來的眾生，這樣會合起

來了，所以同座。這是我們要很用功，才有辦法我們的心佛同座。 



 

接下來這段經文說：「即時，釋迦牟尼佛，入其塔中，坐其半座，結跏

趺坐。」 

 

即時 

釋迦牟尼佛 

入其塔中 

坐其半座 

結跏趺坐 

《法華經 見寶塔品第十一》 

 

這是佛入塔中，將多寶佛所讓出來這個半座，他也這樣，得到招呼就

這樣坐下來，佛的坐姿，那就是結跏趺坐，這是因多寶佛，請佛與他

同一個座位，「所以入塔安坐半座」，這就是兩尊佛共坐在那個地方，

佛佛就是這樣，這麼的平等，古佛、今佛，就是同一個塔中同一座。 

 

佛入塔中 

二佛相稱 

如智稱境 

表報身 

分身來集 

表應身 

多寶全身 

表法身 

 

所以「佛入塔中，二佛相稱」，兩尊佛都是一樣，「如智稱境」，合起來

這個智，就是同入佛智，佛智就是一體，表示報身，「分身來集」，是

表示應身，「多寶全身」，就是表示法身，實報身，就是智，應身，就

是已經受度過後，分身佛，應因緣再回歸，這(是)應身，就像釋迦佛

應眾生的因緣成熟，再來人間，用成佛的形象來度眾生，這叫做「應

身佛」。 

 

「多寶全身」，就是表示法身，法身，古今如一，法自古以來，不增不

減，不生不滅，這是古今一樣，一同，同樣的智慧，我們要好好修

行，修行，回報回來就是得到智慧，我們在人群中，付出的善因、善

緣，也是在人群中，煩惱、無明中，修得了體會人間的真理，所以入

佛知見，那就是報身，這就是智慧、佛智。應身，回歸到法身來，人

人本具的法身。 



 

所以，下面接下來再說：「爾時，大眾見二如來，在七寶塔中，師子座

上，結跏趺座，各作是念，佛座高遠。」 

 

爾時 

大眾見二如來 

在七寶塔中 

師子座上 

結跏趺坐 

各作是念 

佛座高遠 

《法華經 見寶塔品第十一》 

 

因為那時候，大眾看到，古今兩尊佛，就是在七寶塔中，師子座上，

在那個地方安然結跏趺坐，與地面的人，好像還離很遠，這是「遠

見」，看，還是很遠，兩尊佛與我們現在的眾生，意思就是說，我們現

在才開始發大心，要行大乘法，才是萬行起步而已，與古佛還是離一

段，所以還是很遠。 

 

乘如實道 

而來成正覺之語 

解古今之二如來 

如實者是如如之境 

乘者是如如之智 

道是因 

覺是果 

 

「乘如實道」，我們就要知道，是還離得很遠，所以我們要發大心、立

大願，開始我們要「乘」，就是要進行如實道，就是一乘實法，我們就

要這樣這條路走，就是大乘法，這樣向這一條路，「如實道而來成正

覺」，這條路這樣走，乘如是法再來人間，這就是生生世世，來來回

回，我們也是一樣，生生世世，佛陀的生生世世，來來回回，是明明

覺覺而來，而我們是糊里糊塗來，我們是由業帶來，佛是由願而來，

乘願而來，這是凡夫與佛不同，佛是「乘法」而來，而我們是「乘

業」而來，這是不同，所以我們應該要好好用心，要用心來體會，「解

古今之二如來」，我們要來了解，古今的二如來，他們都是乘如實法，

大家要記得一句話，「乘如實法而來人間」，叫做「如來」。 

 



「如實者是如如之境」，如如之境就是真實之境界，「乘者是如如之

智」，就是按照這個道理，這樣的智慧而來，「道是因，覺是果」，我們

要乘這個真實法，一乘實法，道為因，我們若能這條路走，而且是精

進、不懈怠，這覺就是果，自然我們就覺悟了，我們若是懈怠，即使

真實法在我們的身邊，我們也是在懈怠中空過，我們要真實精進，行

在這個因道上，自然覺悟成果，那就是佛。 

 

境智契合 

而未盡滿之位是因 

謂之乘如實道 

已盡滿之位是果 

謂之來成正覺 

即真身如來 

又境智契合 

謂之乘如實道 

來至三界 

示現八相成道 

謂成正覺 

是應身如來 

 

所以「境智契合」，環境與智慧來互相契合，我們的凡夫心境，佛，諸

佛菩薩覺悟的心境，我們若能凡夫來契合佛心，自然我們就能步步精

進，所以「而未盡滿之位是因」，我們雖然發心，我們現在才是開始起

步，所以還未滿，「未盡滿」，我們所行的道還沒到達，這就是我們眾

生發大心，還在走的路，現在是因行中，菩薩因行中，也是行因中，

現在菩薩行因，或者是因行，有這個種子，身體力行，行因就是一條

道，「謂之乘如實道」，這樣叫做如實道，因為佛所教育，這樣直路走

下去，「已盡滿之位是果」，就是這樣一條路一直走，走到這條路都滿

了，走透了，這就是果。「謂之來成正覺」，這樣叫做「來成正覺」，這

是「真身如來」。 

 

又再「境智契合，謂之乘如實道」，這就是乘如實道。這條路，大乘道

路，我們必定要身體力行。所以，「來至三界，示現八相成道」，釋迦

牟尼佛就是這樣，塵點劫前，大通智勝佛，十六王子時代，覆講《法

華經》那個因，種子，一直到現在是塵點劫，生生世世，就是乘如是

實道而來，來來回回，這「境智契合」，他一直就是契合到佛心，來來

回回，「乘如是實道」，這樣而來。 

 



來，來在哪裡啊？三界，在三界，是欲界、色界、無色界。在這三

界，我們眾生，生活中所有一切的欲念，或者是思想中想要的，想入

非非，或者是在無色界，都沒有這些東西，但是，雖然無欲，但是那

個心的微細無明，微細煩惱還無法全都斷盡，有時還會起心動念，這

就是在我們人的這個三界，思想中的三階段，在這種的人群裡。 

 

所以，堪忍的世界，他在這個地方現「八相成佛」，下兜率、降王宮，

幼年、少年、成年，發心出家修行，修行的過程，降魔、覺悟，這總

共有八種的過程，所以這樣，經過了很大的考驗，終於就是以一個

「忍」字，這樣走過來，成正覺，這堪忍世界，在這個堪忍世界中，

成就他的道業，所以叫做「應身如來」。這我們若能了解，修行的過

程，我們怎麼與佛還離那麼遠呢？因為釋迦牟尼佛在塵點劫，這樣不

斷不斷來，一直到了因緣成熟，經過了「八相成道」，開始覺悟，又再

來為我們說法。凡夫心，起起落落，進進退退，當然也是見到佛塔，

兩尊佛，古今二佛，在塔中，離我們很遠，因為我們現在，才開始要

發心而已，是不是會再退道心呢？還不知道，所以我們與佛的境界，

還是離很遠。 

 

各作是念 

佛座高遠： 

以在遠故 

雖欲親近 

而不可得 

所以作念 

 

所以說「各作是念：佛座高遠」，大家的心覺得佛還離我們很遠。所以

「以在遠故，雖欲親近而不可得，所以作念」。所以才會這麼說：「佛

好像離我們還很遠，要怎麼辦呢？」要怎麼辦？就是要在我們的心。

三世一切佛，過去、現在，或者是未來佛，唯一心造，就是一念心。

你有堅定的心嗎？你有無漏、精進的心嗎？精進而無漏，「信、願、

行」、「戒、 定、慧」，我們這念心有堅定嗎？有堅定，離我們很遠，

總也是會到。塵點劫前，十六王子，總也有到達成佛的時間，何況我

們現在，離佛也才二千多年而已，所以，我們是不是問我們的心，有

時時多用心嗎？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6年 10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