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219《靜思妙蓮華》持經實難 宜發大願 (第 1309集) （法華

經•見寶塔品第十一） 

 

⊙末世持經實為難事，具大願力方堪承當。舉難持以堅誓願力之所

在，即佛之所在，故毗盧願周沙界，釋迦本立誓願在，多寶願在。 

⊙梵語毗盧遮那，華言遍一切處。謂煩惱體淨，眾德悉備，遍一切

處。能為色相所作依止，具無邊際真實功德，是一切法平等實性，亦

名法身，本來覺了。 

⊙「此多寶佛，處於寶塔，常遊十方，為是經故；亦復供養，諸來化

佛，莊嚴光飾，諸世界者。」《法華經 見寶塔品第十一》 

⊙「若說此經，則為見我、多寶如來、及諸化佛。諸善男子，各諦思

惟！此為難事，宜發大願！」《法華經 見寶塔品第十一》 

⊙若說此經，則為見我、多寶如來、及諸化佛：若有人能讀說此經，

深解義趣，見佛法身；則是得見釋迦多寶，及以分身諸來化佛。 

⊙諸善男子，各諦思惟：告諸會眾，善男子等各各諦聽，善自思惟。 

⊙此為難事，宜發大願：此護持經，是一難事。若非忍辱勤加精進，

宜當勇猛發大願誓，以為基本。 

⊙此頌說法者即是見我、與多寶如來與諸化佛。並言此為難事，宜發

大願。佛有身、語、意，此經妙義即為佛之本意，能說此經故如見

佛。 

⊙又說經為荷擔佛法教化眾生，故曰難事。末世持經，實為難事，具

大願力，方堪承當。 

⊙願之所在，即佛之所在，故毗盧願周沙界，釋迦本立誓願，多寶願

塔證經，皆不離願。 

 

【證嚴上人開示】 

末世持經實為難事，具大願力方堪承當。舉難持以堅誓願力之所在，

即佛之所在，故毗盧願周沙界，釋迦本立誓願在，多寶願在。 

 

末世持經實為難事 

具大願力方堪承當 

舉難持 

以堅誓願力之所在 

即佛之所在 

故毗盧願周沙界 

釋迦本立誓願在 

多寶願在 

 



用心！「末世持經實為難事」。在這末世要持經很困難，持經的意思，

就是要將經開始要讀誦，體會經的意義，然後我們要深心受持，將經

文要用心抄啊、寫啊，句句入心，字字銘刻，我們一直記憶著經典的

內容，這就是持經。 

 

內容都了解了，我們要身體力行，入人群中，將我們知道的，也能讓

大家也會了解；大家了解，大家也願意接受，接受入心，大家也願意

共做、共修，法落在生活中。這就是持經。 

 

但是，現在的人，大家都很忙碌，哪有辦法？經，讀誦本來就艱難，

因為經文，以現代人的讀書都是白話文，現在人要讀過去古文的書，

而且是句句字字，都一字含蓋著無量的道理，要如何去體會它？真的

困難很多。何況世代不同，時代變遷，現在的人哪有時間，聽你慢慢

地說、仔細地解釋呢？聽你說，好好地解釋，你也沒辦法真正去感受

到，這部經，意義，與我們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好像也是很困難。 

 

說的人都有困難了，何況是聽的人呢？所以，末世持經實為難事啊！

必定要具大願力，方堪承擔。這一定要有這樣的心願，而且要堅，堅

定，要很懇切、耐心。因為這部經很長，文字長，何況內涵的道理，

事相與它甚深的理差很多，就要用很耐心去將這些道理，一一去淺顯

說出來，將經文的事相來會合進去。這實在要很有耐心，若沒有大願

力，體會到天下事，了解內涵的道理，真的是困難重重。所以必定要

大願力，方堪承擔。因為時間也得要久，要了解的事情要很多，經過

了很體會，才有辦法，與經的事相、道理火人人會合，現在人的生

態。 

 

經，就是要應世，應世間，世間有什麼樣的不調和，經典就是要在這

人間不調，如何去調和人間，這是經典的意義。所以說「舉難持以堅

誓願力」。舉這個難持以堅誓願，明明知道經典很難持，要如何來發心

立願來持經呢？這部經是這麼浩大，談空說有，一切皆空，空中又是

有妙有，真實妙有，自古來今，都不曾有損失過，這就是真理，永遠

都是不增不減的真理，包含天下事物道理存在，所以這是很困難。 

 

這部經的開頭，〈方便品〉，佛陀就開始告訴我們，甚深、甚深，說是

經難（「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這是開頭，佛陀就

這樣跟我們說。《無量義經》也是這樣說，「甚深甚深，真實甚深」

啊！非常深的道理，如何能讓一般的人體會受用？所以開始就舉出了

難持，舉難持，先讓大家知道，這是很困難哦！你甘願嗎？你願意



嗎？你發心，下定決心，願意這樣來受持這部經嗎？要受持這部經，

有很多很多的困難，你可以去克服嗎？等等很多的難關。 

 

所以在〈化城喻品〉，就有這樣說，前途險難，坎坷難走，所以一直處

處都讓我們知道，持經的過程、環境，都是很困難。所以「舉難持以

堅誓願力」，就是要讓我們知道，你若是願意，這個過程是要這樣這

樣，你要有心理準備，要有具大願力，承擔這麼重的責任，這麼艱難

的事物，你有辦法這樣理、事、物，都願意承擔嗎？所以，要有這願

力。 

 

但是，你若有這個願力之所在，你的心若能發起這個願，即佛之所

在。〈法師品〉這樣說，有人發心講說此經的地方，就是佛的全身在。

在〈法師品〉就說過了，有這部經的地方，就是有佛的全身在，我們

也已經都聽過了。所以，「舉難持，以堅誓願力之所在，即佛之所

在」。我們若是發心，發出這個誓願力，願意受持經典，將經典的全

部，我們都能這樣受持、納受，依教奉行，落實生活，灑播在人間，

若能這樣，這就是隨處，佛的全身都在。佛的全身，那就是法，佛的

真理的所在就是在這部經；這部經就是在你發心的地方，你隨處發

心，隨處這個道理存在，就是佛的全身存在。「故毗盧願周沙界」。「毗

盧」就是「毗盧遮那」，應該要完整說。就是「毗盧遮那」，「毗盧遮那

佛」的願就是沙界，釋迦牟尼佛立誓願在，多寶佛願在，意思就是

說，這個願無處不在。 

 

梵語「毗盧遮那」，就是「遍一切處」。多寶佛塔到處都能浮現出來，

任何一個人願意發心立願，這個人，他的心中，接受到完全的大法在

內心裡，對道理透徹了解；人人普遍在全球，人人有這樣的道理，那

就是普遍，遍一切處。同樣的道理，那就是這個道理在，就是「煩惱

體淨」，意思就是說，心中若有道理，就沒有煩惱；我們對道理若很透

徹，什麼樣的煩惱，都不會來擾亂我們的心，心中就沒有煩惱、沒有

無明，心清淨，自然佛性真如就現前。這就是毗盧遮那，無處不在，

就是人人本具，人人都有，只要我們煩惱體淨，「眾德悉備，遍一切

處」。人人都有，只要人人將這個法，好好入心受持，身體力行，度化

眾生，六度萬行，因行具足，這叫做「眾德悉備，遍一切處」，那就是

毗盧遮那，很普遍。 

 

釋迦佛也普遍。釋迦佛就是真理的代表，二千多年前來人間，從修行

的過程，從覺悟，在靜謐中，忽然間夜睹明星，忽然間他的心境與天

體，合而為一，寂靜清澄的境界，就是煩惱體淨，也表達了他累生累



世所有六度萬行，因行具足，果行現前，所以眾德悉備，遍一切處。

就是法，體會到、覺悟到，所有的法，普天之下無事不通、無理不

徹，通徹，一切都了解。所以這部經中所含藏，就是天地宇宙的真

理，用世間的文字，要如何來表達出道理呢？就要我們心會，人人用

心去體會，要不然真的無法去描述道理。 

 

道理本來就是無體、無形、無相，甚深奧妙。光說智慧，就無法翻

譯，所以叫做「般若」。般若，用智慧來代表般若是很牽強，太牽強

了，其實智慧是普遍一切，天下所有的真理，佛的智慧，那是無法去

形容、去解釋、去翻譯，所以才稱為般若。所以，要用「智慧」二字

來代名詞，其實，「智慧」二字無法完全解釋，「般若」這二字的意

義。 

 

同樣的道理，圓教的道理，要如何用文字來表達呢？所以，每一字的

文字中所含的理，是通古今與達未來，實在是很大，我們要持經能夠

完整，實在是很困難。所以這普遍的道理，「能為色相所作依止」，普

遍的道理，就是我們天下所有一切一切，色，你看得到，你形容得出

來的相，其實它內涵的道理在其中，任何一種都有它內含著的道理，

理要來解相，簡單，相要來解理，就很困難了。 

 

所以，「毗盧遮那」，那個普遍的道理，將一切色相道理，能為一切色

相所依止，具無邊際。無邊際，天地間，小如沙塵，沙塵之中還有它

的道理存在。道理是大的形象，小的如微塵，包括你看不到的魑魅魍

魎，這就是在佛經中，我們的眼睛看不到的。不就是我們現在顯微鏡

說，人看不到的，卻是在人的體內，用顯微鏡，顯微鏡去將它放大。

是不是只包含這些而已？還不止，所以說無邊際，那個內含要分析的

道理，是很多啊！真的是裡面要用的功夫，真的是很多。 

 

佛陀所得的道理就是這樣，佛的功德，已經無法用語言來分析了，何

況用文字呢？佛德就是這樣這麼普遍的道理。佛的德行，所得的道

理，那就是佛的法身，是一切法平等實性。所以，我們常常說的平等

實性，就是一切法，廣無邊際，這一切法皆是平等，沒有說佛與眾生

有距離。佛與眾生也是平等，只是眾生受煩惱迷糊掉了，我們受煩惱

遮蓋住了，佛，道理，真正見到道理，是將這些煩惱完全撥開，淨無

毫塵來污染到，這就是佛的心境，大圓鏡智現前，所以「一切法平等

實性」。所以「亦名法身」，這就是法身。是「本來覺了」，這就是法

身，明明覺覺，人人本具。 

 



梵語毗盧遮那 

華言遍一切處 

謂煩惱體淨 

眾德悉備 

遍一切處 

能為色相所作依止 

具無邊際真實功德 

是一切法平等實性 

亦名法身 

本來覺了 

 

各位，真正要講究這個道理，實在是很難，所以我們學佛，要時時用

心去體會。文字相無法來解釋真實的道理，但是我們借相，借這個事

相來講理。其實，理是超越了事相，人有生理，物有物理，連那微細

的生物，都有生物的道理存在，植物也有理，植物的道理。這是很多

很多的形象，內含著無限量的道理，這實在是很開闊，但是我們要用

心去體會，才有辦法了解，所以我們要很用心。 

 

前面的經文：「此多寶佛，處於寶塔，常遊十方，為是經故；亦復供

養，諸來化佛，莊嚴光飾，諸世界者。」 

 

此多寶佛 

處於寶塔 

常遊十方 

為是經故 

亦復供養 

諸來化佛 

莊嚴光飾 

諸世界者 

《法華經 見寶塔品第十一》 

 

前面說過這段經文，多寶佛，就是在這多寶塔中，其實「常遊十方」。

剛才說「毗盧遮那」，意思就是「遍一切處」。只要我們的心地清淨

處，就有「毗盧遮那」，我們的真如本性存在。所以他「常遊十方」，

很普遍，只要人的心清淨，無處不在，只要道理在人間，任何一個趣

向無不都是，所以說「常遊十方，為是經故」。多寶佛就是為這樣的道

理，這麼完整的道理，所以到處付出，現前去見證，這就是在供養。

我們也是為了道理，了解菩薩道是這樣，我們要身體力行，我們也是



一樣，如多寶佛，同樣的意思，也到處願意去需要的地方，要圓這部

經的願，就是到處去，去付出，見證菩薩因行。 

 

因為《法華經》是教菩薩法，多寶佛見證菩薩因行，所以他也是，「亦

復供養」，就是付出。要記得，說「供養」，那就是付出。所以，「諸來

化佛」。不論是哪裡聽到的法，真理存在的地方，無不都是「莊嚴光

飾」。這個地方，大家都在做好事，做好事的地方都讓人心很安穩、很

自在，同樣的道理。所以「諸世界者」，所有的世界，無不都是。 

 

下面接下來這段經文說：「若說此經，則為見我、多寶如來、及諸化

佛。諸善男子，各諦思惟！此為難事，宜發大願！」 

 

若說此經 

則為見我 

多寶如來 

及諸化佛 

諸善男子 

各諦思惟 

此為難事 

宜發大願 

《法華經 見寶塔品第十一》 

 

這就是釋迦牟尼佛這麼說，「若說此經，則為見我」，就是釋迦佛，不

只是能見到釋迦佛，也能見到多寶如來。你若能這部經很了解，也能

講這部經，將這部經裡面的真理，都能這樣在人群中去講，就等於將

佛的法身普遍在人間。不只是佛的法身普遍在人間，見到如來，也見

到多寶佛。人人心中浮現出了多寶佛，同時，這個法，人人聽到、人

人心中有道理了。這是釋迦佛來形容，能夠講這部經，就是法已經很

清楚，就是說真理，內心的寶塔，真如本性現前，而且，法，聽法的

人也很具足，人人無不都是未來佛。又再叮嚀我們，釋迦佛又這麼

說，「諸善男子」，現在在聽法的人，「各諦思惟」，大家要好好思惟，

專心、用心、定心，好好思惟，「思惟修」，大家要記得，要好好思

惟，很專心。「此為難事」，要知道，要講這部經是很困難，真正要將

這部經用在日常生活中更困難，唯有就是「宜發大願」，就是大家要好

好發大願，所以這樣為我們解釋。 

 

若說此經 

則為見我 



多寶如來 

及諸化佛： 

若有人能讀說此經 

深解義趣 

見佛法身 

則是得見釋迦多寶 

及以分身諸來化佛 

 

「若有人能讀說此經，深解義趣，見佛法身」。只要能去體會，去了

解，能講說，體會、了解，自然就能見到佛的法身，佛的法身就是道

理，就能透徹了解這經的真實內容。「則是得見釋迦多寶」，釋迦佛、

多寶佛，以及分身諸來化身佛。我們若能這樣，一切都明朗了，道理

都了解了，講的經也大家聽懂了，法，這麼的貼切，不論是釋迦佛、

多寶佛，我們的自性佛，以及說法，釋迦牟尼佛將道理留下來，借這

個文字相，這樣入我們的心來，借聲音體會道理等等，我們能了解

了。 

 

諸善男子 

各諦思惟： 

告諸會眾 

善男子等各各諦聽 

善自思惟 

 

所以，「諸善男子，各諦思惟」，就是再向大家，向會眾再說：「善男子

等各各諦聽。」要善思念之。文字就是這麼為我們解釋，我們就要用

心再次體會。 

 

所以，「此為難事」。又告訴我們：「這是難哦！大家要知道好好思

惟。」這部經真的要受持是很困難，要護持此經，真的是困難。「若非

忍辱勤加精進」，宜當勇猛發大願力。絕對不能沒有發心，一定要發

心，你若沒有忍辱的心，沒有耐心，沒有忍辱、勤精進的心，這是沒

有辦法。 

 

此為難事 

宜發大願： 

此護持經 

是一難事 

若非忍辱勤加精進 



宜當勇猛發大願誓 

以為基本 

 

所以，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都在這之中，你一定

要到這樣的程度，願意付出。所以要「宜當勇猛」，一定要這樣，很勇

猛。「發大誓願」，一定要有這樣的心態，心一定要有這樣的準備，不

但做事很困難，要領導大眾更困難。人、事、物，要人來做事，人要

做事，要心要很合，合，和氣，還要互相關心、愛護，大家的力量才

能互相協力，眾力合一，為人間付出，所以這是要用很大的功夫，才

能會眾人的力量去為人間付出，行菩薩道。菩薩道，不是一個人走

的，是大眾所走的，所以我們一定要「統理大眾」，要「一切無礙」，

甚至要有「智慧如海」，你就要「深入經藏」，甚至要「體解大道，發

無上心」，你才有辦法真正「六度因行」這樣具足，「宜當勇猛，發大

願誓，以為基本」，這就是基本。 

 

所以，這段就是要告訴我們，那就是「說法者即是見我，與多寶如來

與諸化佛」。 

 

此頌說法者 

即是見我 

與多寶如來 

與諸化佛 

並言此為難事 

宜發大願 

佛有身、語、意 

此經妙義 

即為佛之本意 

能說此經故如見佛 

 

就是這樣，我們要這樣的勇猛精進，自然我們與釋迦佛、多寶佛、化

佛就會在一起了。「並言此為難事」，佛陀再向我們叮嚀：「這是很困難

的事，大家要下定決心，要發大願。」再者，「佛有身、語、意」，佛

就是有身、語、意，佛陀他要現身來人間，當然有這個身體，與我們

一樣，父母生的身體；與我們一樣，是從小到長大，從青年到中年，

到老年，所以這樣，這個身體到最後，也是入滅了。所以，佛也有佛

身，也有身。 

 

但是，佛陀從這樣來人間，現相成佛，讓我們體會，這叫做人間事



相。有志願力，你就要經過這樣的辛苦，你自然你能夠開悟，你這樣

的辛苦修行過程，你下定決心，你就有辦法達到你的目標，這個目標

達到了，成佛了，他的心與天地宇宙合為一體了，道理透徹了解，就

要說法，所以「語」。大家，聲聞將佛陀說法的聲音聽入耳根，去體會

了解，這也就是佛的語，佛陀有講法，我們才有法可聽，能流傳到現

在。 

 

同樣的，「意」，佛陀也是同樣，他的心意，佛陀的心意是心包太虛，

天下眾生無不都是如佛一子，佛陀疼惜眾生，就如世間人在疼獨生子

一樣。世間雖然眾生芸芸，他所對眾生的疼愛，就是像疼愛一個孩子

一樣。 

 

這是佛的心意，而我們凡夫的心意，總是，範圍很小、很窄，只是疼

我自己的孩子，一個、兩個，兩三個，也還有父母偏心，特別疼某一

個，但是佛陀的心不是這樣，是天下眾生如一子，這個心意，這就是

佛的身、語、意。「此經妙義即為佛之本意」。這部經，它的最妙的意

義，就是佛的本意。天下眾生為一子，三界導師，就是不忍眾生這樣

迷茫糊塗，一直錯誤複製，受這麼多的苦。所以，佛為三界導師，來

為我們教育；四生慈父，天下眾生無不都是佛的孩子，這是佛的心

意。所以「能說此經故如見佛」，若能講這部經，心意與這部經會合，

就是能了解，「如見佛」，就是佛的心意，「能說此經故如見佛」。所

以，講經必定要，將心與經典道理要會合，就是會合佛的心意。 

 

所以，「又說經為荷擔佛法教化眾生」。 

 

又說經為荷擔佛法 

教化眾生 

故曰難事 

末世持經 

實為難事 

具大願力 

方堪承當 

 

講經，就是像替佛擔起家業來一樣。我們出家都是荷擔如來家業，這

個心願，古德祖師都是這麼說，願意荷擔如來家業，所以我們人人責

任很大，是擔起天下眾生的責任，所以就是擔起佛法教化眾生的責

任，所以很困難，難事。「末世持經，實為難事」，尤其是在這個末

世，要受持這部經，要講說這部經，要負擔這部經的道理在人間，實



為難事。「具大願力，方堪承當」。這個願是多麼重要啊！「願之所

在，即佛之所在」。 

 

願之所在 

即佛之所在 

故毗盧願周沙界 

釋迦本立誓願 

多寶願塔證經 

皆不離願 

 

有願的地方，就是有佛的地方，所以我們要時時發願。「故毗盧遮那願

周沙界」。「毗盧遮那」，就是「遍一切處」，我們的願，也得要發「遍

一切處」，發大願。《法華經》說來到這裡，人人已經發大心、立大願

了，不是只有獨善其身，還要兼利他人了。所以，「釋迦佛本立誓

願」，「多寶願」的塔就是證明經典，就是行菩薩道，來證明行菩薩

道，有行菩薩道的地方，就有多寶佛塔浮現在前，所以我們要用心，

「皆不離願」，發心立願是這麼重要，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6年 10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