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203《靜思妙蓮華》文殊智德 常宣法華 (第 1343集) （法華經·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至人慧無量，化海眾無數，惟為順聖教；隨自語意說，或隨他語意

說，或隨自他語意，分別說真實相，方便說三乘法。 

⊙至人慧無量，化海眾無數，惟露聖悲智，分別說其意，說教義明

顯，經蘊含化儀，為宿世緣熟，上根之流，一時頓說性相理事。 

⊙「本聲聞人，在虛空中說聲聞行，今皆修行大乘空義。文殊師利謂

智積曰：於海教化，其事如是。」《法華經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爾時、智積菩薩以偈讚曰：大智德勇健，化度無量眾，今此諸大

會，及我皆已見。」《法華經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爾時、智積菩薩以偈讚曰：大智德勇健，化度無量眾：文殊大智，

具諸威德，而能勇健，化無量眾。 

⊙「演暢實相義，開闡一乘法，廣導諸眾生，令速成菩提。文殊師利

言：我於海中，唯常宣說妙法華經。」《法華經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文殊師利言：我於海中，唯常宣說妙法華經：言常以此化無量眾。

文殊：亦名妙智、妙德，故云大智德。 

⊙智積謂：文殊導眾之功，全由開闡一乘實相。而文殊亦言：我在龍

宮，唯常宣說是經，則妙法華經之尊重益彰矣。謂汝所化之多眾，為

是演暢實相之義而化之乎？為以一乘實相開闡種種權門，引導眾生終

歸一乘，令速成菩提乎？必有問意，方與下文相應。 

 

【證嚴上人開示】 

至人慧無量，化海眾無數，惟為順聖教；隨自語意說，或隨他語意

說，或隨自他語意，分別說真實相，方便說三乘法。 

 

至人慧無量 

化海眾無數 

惟為順聖教 

隨自語意說 

或隨他語意說 

或隨自他語意 

分別說真實相 

方便說三乘法 

 

這段用心來了解！說法，必定要有方法。「至人」，那就是無上至高的

智慧人。他在化度眾生，就如文殊菩薩。他本身也是過去「龍種上尊

王佛」，也就是已成佛的人，而且是古來佛，來娑婆世界幫助釋迦牟尼



佛，來度化眾生，是一位至高無上的智慧人，所以他的慧無量。娑婆

世界，就是山河大地，無處不在，佛法就是宇宙萬物包含、含蓋在

內，何況大海呢！大海的眾生，類別很多。海中，魚蝦水族名稱是算

不完，所以海中的眾生物類是很多。所以，文殊菩薩就在娑婆世界，

含蓋了大海的眾生，他也是一樣去度化。所以「化海眾無數」，這是文

殊菩薩。 

 

眾生，「六道四生」，各道眾生的根機都不同，光是說人道的眾生，眾

生性是無量無數，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的習性，每一個人都有每一

個人的脾氣，完全不同；何況不同類的眾生，當然那種要感化教育，

真的是不簡單。所以海中的眾生也是一樣，這麼多不同習性、根機的

眾生，是無量數，但是，用什麼方法來教化呢？「惟為順聖教」，就是

用聖教。無始以來，就是不生不滅的真理來教育，這個真理永遠就是

不生滅，都存在，只是久來就會忘記了，是人將它忘記了，不是道理

不見了，不是啊！是久了就這個理，慢慢在人間就退化消掉，不是它

不見，是人的記憶退化，消掉了這個道理，因為這樣才需要，一段時

間很長，就需要佛再出現人間。 

 

所以每一回，佛要出現人間的時間，就是很長、很久，但是這麼長久

的時間，修行的人是沒有離開人間，永遠不斷慈航倒駕。至高的賢

人、聖人為度眾生，為了維持真理，還是不斷就是在人間，來來回回

沒間斷過，也是人間修行，也是人間傳法，但是，人間眾生，他不會

去承認哪一個人，說的是真理，還要這樣久久就要有一位，人人所公

認，這要因緣很成熟，才能人人公認他是世間的大覺者，他所說的就

是真理。這就是我們常常說，「未成佛前，先結好人緣」，意思就是在

這裡。 

 

要不然，所有的聖賢，都是時時來維持真理存在，只是眾生不會去認

同他，還要等到因緣成熟；這些因緣成熟了，認同這一尊佛，他修

行，他覺悟了，他所講的是真理。這是希望大家要多用心來體會。所

以常常說，「人人本具佛性」，人人都有原來的如來藏的智慧，只是我

們的如來藏智，就是受到我們的無明煩惱，所掩蓋住，要不然人人本

具，所以人人都可成佛。佛陀也是這樣跟我們說，只是我們的無明煩

惱，與眾生所結的就是不好的緣，我們所說的話，就沒人要聽，也沒

有人要承認它是真理，這樣將它信教奉行，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永遠都是凡夫，是在無明煩惱，掩蓋了我們的真如，就是如

來藏識，要不然是人人本具，就像真理永恆存在，總是因緣還未成



熟。這時候，已經因緣成熟的智慧人，就是要來度眾生，他也要隨順

聖教，也就是要「如是我聞」。佛是這樣說，「如是我聞」，「過去佛是

這樣的教法，大覺者是這樣的聖教，我來說，大家來聽。」這就是隨

順聖教。 

 

這個聖教也有「隨自語意說」，覺悟的智慧人，就如文殊菩薩，他都覺

悟了，他要度眾生，他能將他內心的法，他所覺悟之後的智慧，那就

是隨自語意來說法，這個「隨自語意說」，眾生聽得懂嗎？就像佛陀，

釋迦牟尼佛成佛了。「奇哉！奇哉！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性」，應該要

向大家說，是啊！跟大家說，我們都聽了。過去的釋迦佛要這樣向大

家說，但是他考慮，大家聽得懂嗎？ 

 

我們現在也是承著佛陀那時候，「奇哉．奇哉，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

性。」我們相信，相信人人有佛性，相信我們自己的如來藏識，我們

相信我們自己有。但是，信是歸信，但是我們這個如來智性，我們總

是永遠都沒辦法，去體會到天地宇宙萬物的真理，全都很很楚，我們

還有糊塗，迷點很多，我們還沒辦法了解自己，要如何能了解他人

呢？這就是我們自己的盲點、迷點還很多。法是這樣聽進去，但是我

們無法很透徹了解，所以就要「或隨他語意說」。 

 

佛陀，釋迦牟尼佛也是這樣，文殊菩薩也是這樣，直接跟你說，你聽

不懂，我來看你的根機，你好樂聽什麼法？你歡喜聽，聽願意入耳，

放在心裡，用什麼方法，你才能接受呢？因為這樣，佛陀才會設權

教，開方便門，設三乘法，隨眾生根機，要從眾生源頭的煩惱，來將

他分析開始，這就是「隨他語意」。任何一個眾生，不同的根機，隨順

他這樣來將他分析，這叫做「隨他語意」。 

 

或者是「隨自他語意」，也就是隨我自己要講的話，和眾生的根機，差

不多能接受了。就像<化城喻品>，導師慢慢地帶、帶，已經帶到半路

來了，要讓他到那個真實的境界去，但是在這半路，有人會喊累，有

人會驚慌，有的人已經感覺自己沒能力，再向前走，這他就要再想辦

法，讓大家身心安頓下來，這就要隨自語意，用自己的方法來隨他所

需要，如何安住他的心，所以他就會設一個化城，跟他說：「你看，不

遠的地方，好像有城哦，看，好像再走下去沒有多遠了。」 

 

這用自己的智慧，隨眾生的能力、根力，這樣慢慢陪伴，慢慢帶，接

引那個正確的方向，這就是「隨自他語意」。雖然，真理是這樣，沒有

脫離真理，但是要隨順他的根機，這樣慢慢地將他接引過來。所以，



這有三種的方法，「隨自語意」就是直截了當，就是說「你也能成佛，

你是本具佛性」。但是這沒辦法，這樣他就接受來，他就了解，這是一

種原來有的道理，沒有辦法，就要「隨他語意」，但是不能都一直一直

隨順他啊，道理也要再讓他了解，是可為、不可為，就像在教孩子一

樣，隨順他，但是不能溺愛他，對的事情，去做就對，不對的事，絕

對不能做，這就是同樣的道理。這樣有三種的方法，這樣「分別說真

實相」，就是用這三種的方法，小乘、中乘、大乘，這樣分別來循循善

誘，最終的目標，那就是真實相，真實法的道理。但是，過程呢？就

是「方便說三乘法」，這我們都很要清楚來了解。 

 

所以，「至人慧無量，化海眾無數，惟露聖悲智」，就是露出了聖人的

悲智。 

 

至人慧無量 

化海眾無數 

惟露聖悲智 

分別說其意 

說教義明顯 

經蘊含化儀 

為宿世緣熟 

上根之流 

一時頓說性相理事 

 

諸佛菩薩就是秉慈，用這個慈心來運智，每一位佛、菩薩若沒有慈

悲，他不會再來人間來度眾生。而要度眾生，就是因為那一念的慈悲

心，就要運用智慧。這個智，是分別智，去分別眾生的根機智性，他

的根機是長什麼樣？我們的慈悲，不捨眾生再造禍端，惹是非，有煩

惱再複製，不捨啊！這就是慈悲，所以要運用智慧，這就叫「露聖悲

智」，這是「秉悲運智」，也是「秉慈運慧」，同樣的道理。所以這就是

悲智雙運，文殊菩薩也是這樣。 

 

所以「分別說其意」，自語意、他語意、自他語意，來分別眾生能夠接

受的範圍，去應機逗教。所以「說教義明顯」，不論是說「自語意」，

或者是「隨他語意」，或者是「自他語意」，這個教義都沒有含糊，都

很清楚，讓他能夠接受，這樣一段一段分分明明，這樣歡喜接受，這

個教義明顯。所以「經蘊含化儀」，講經說法，裡面要包含著這個儀

軌，教育、禮節、儀軌，都含在這裡面。所以「為宿世緣熟」。過去生

有結了很深的緣，一點就清楚了，了解了，要看我們的因緣是深，還



是淺。緣深的，不論怎麼教育，他都歡喜接受，永遠都是跟隨，不會

分離，這就是緣深；若緣淺呢？一段時間結緣了，過了一段時間，無

緣就違悖了，或者是離開了。 

 

所以我們常常說，我們要和人結好緣，緣若不好，就是這樣。就像阿

難和提婆達多，同一對父母生的，同樣接受佛陀教育過的，阿難能夠

這樣循循受教，但是提婆達多他要佛的教育，了解佛的真理，但反駁

佛陀，來侵害佛法、佛、和破合和僧。看，這也是緣啊！佛陀也是這

樣說，這是因緣。同樣這樣的教育，因緣，宿世因緣的深淺、善惡，

就是差在這裡，所以我們要常常和人結好緣。所以「上根之流」，一時

能夠說「性相理事」，能夠聽了，就了解了，為他說，我們真如佛性，

能夠從道理和這個事相，這樣會合，完全了解了。這就是教育，我們

要怎麼樣來教育眾生？這智慧很重要。 

 

文殊菩薩運用這樣的智慧，來教育眾生。所以菩薩，法身菩薩，古來

佛，現在的菩薩，智慧與佛同等，這叫做「慈悲等觀」，全都一樣，這

就是文殊菩薩，他助釋迦佛的教化。佛陀在陸地上教化眾生，文殊菩

薩就到海中龍王宮，去度化接引，度化接引這個因緣將要成熟，還是

同樣就接引來到靈鷲山，這佛佛道同，諸佛合和互協，廣度眾生，很

感動人啊！文殊菩薩與釋迦牟尼佛，合作無間，度化眾生，和觀世音

菩薩，地藏菩薩到地獄去。看，這無不都是這樣合和互協，來度化眾

生，所以我們要很用心，敬重聖教。聖人的教育，不論是諸佛菩薩，

我們都是用同等心，真正要敬重，受教奉行。 

 

前面的經文就這樣說：「本聲聞人，在虛空中說聲聞行，今皆修行大乘

空義。文殊師利謂智積曰：於海教化，其事如是。」 

 

本聲聞人 

在虛空中說聲聞行 

今皆修行大乘空義 

文殊師利謂智積曰 

於海教化 

其事如是 

《法華經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因為智積菩薩還有一點點疑，疑龍宮的眾生如何度化呢？假如度化

了，到底能夠接受的有多少呢？在這樣的時間內，話剛好講完了，「且

待須臾」，那就是文殊菩薩說：「等一下。」這個「等一下」還沒有



完，馬上就看到了，從海中浮現出來千葉蓮花，菩薩浮現虛空來了。

這就是表示法，「真空妙有」，就是會合在一起，話開始講，道理是這

樣，事相就浮現出來了，這是「真空」，就是道理；「妙有」呢？就是

事相浮現起來。浮現在哪裡呢？就是虛空中，來見證受度化，還是一

樣用三乘法。 

 

「本聲聞人，在虛空中說聲聞行」。在那個地方，也是一樣在論聲聞

行，哪怕是在海中說法，也是一樣有聲聞、緣覺、菩薩，這全都是聖

教，和文殊菩薩一起浮現，無數菩薩乘千葉蓮花，現在和智積菩薩在

談話中，智積不很相信，再來一群，那就是本聲聞人，乘蓮華在虛空

中，說聲聞行，修大乘空義。現在已經接近了，已經沒有執著的煩惱

了，知道一切皆空的道理，這已經從小乘，已經進行到中乘與大乘空

義。「說聲聞行，今皆修行大乘空義」。雖然在空中說聲聞行，但是現

在已經修大乘空義，這樣轉變過來了，從方便小教一轉念，就成為中

乘、大乘空義，已經體會到了。所以，文殊菩薩將這樣，這個事相，

來點給智積說：「於海教化，其事如是。」就是這樣的事相，道理是這

樣，已經達到的事相是這樣。 

 

接下來這段經文就再說：「爾時、智積菩薩以偈讚曰：大智德勇健，化

度無量眾，今此諸大會，及我皆已見。」 

 

爾時 

智積菩薩以偈讚曰 

大智德勇健 

化度無量眾 

今此諸大會 

及我皆已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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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那個時候，有這樣來證明了，智積菩薩也從內心，生出了敬仰

的心，信、敬，已經徹底相信了，內心敬仰，所以他讚歎，讚歎文殊

菩薩，「大智德勇健，化度無量眾」，我相信了，我讚歎啊！文殊菩薩

的大智慧，又是很勇敢，勇猛精進，能夠面對著不同的眾生，發出了

這種的聖教，隨自語意、隨他語意、隨自他語意，去設權教方便，接

引眾生到實相空義這個義理來，這是很不簡單，大小乘全都度，這實

在不簡單啊！ 

 

爾時 



智積菩薩以偈讚曰 

大智德勇健 

化度無量眾： 

文殊大智 

具諸威德 

而能勇健 

化無量眾 

 

所以「文殊大智，具諸威德」。他對法若沒有很清楚，要怎麼面對芸芸

眾生，各個不相同剛強眾生的習性？必定諸佛菩薩，他的智德要很穩

定，這叫做威德。所有的道理全都清楚了，是身體力行，過來人，所

以他沒有畏懼眾生的剛強，沒有畏懼眾生的惡劣，難度化，所以他很

勇猛，這叫做威德。有威信，有德行，能勇健，很勇、很健康，心理

都很健康，道理很健全，所以「化無量眾」，能夠化度無量眾生。勇

健，就是有力的意思。 

 

「今此諸大會，及我皆已見。」智積菩薩說：「這些事情我都看到了，

很敬佩，很令人讚歎，我已經看到這個大會，菩薩從海中浮現出來，

住虛空中，說聲聞行，也修大乘空義，這些實相，我都看到了。」所

以「今此現前所集大眾，我悉已見」，現在我都看到了。 

 

下面這段經文再說：「演暢實相義，開闡一乘法，廣導諸眾生，令速成

菩提。文殊師利言：我於海中，唯常宣說妙法華經。」 

 

演暢實相義 

開闡一乘法 

廣導諸眾生 

令速成菩提 

文殊師利言 

我於海中 

唯常宣說妙法華經 

《法華經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這是智積菩薩，他就是要了解，雖然讚歎他說：「我已經看到了，文殊

菩薩的智德勇猛，威德勇健。」這樣在讚歎，還是隱含著，到底你是

用什麼方法去度眾生？但是很奇妙，文殊菩薩就是那麼善解人意，他

自己就會提出來解釋。所以，智積菩薩讚歎文殊菩薩，「演暢實相義，

開闡一乘法」，這就是讚歎他流傳演說很暢通，真實的道理，這真實的



道理，不只是空蕩蕩的道理，他還有真實的相，能事相來比較，不只

是道理而已，是真實相。 

 

道理，是要讓世間用的，世間用得通，世間有苦難，菩薩所緣苦難眾

生，去付出、去教育，教育的結果是如何？這是皆大歡喜的事情，這

要靠智慧、道理，教育眾生要接受，身體力行去受用，做事情最後的

結果，這叫做事理會合，這就是「流演通暢如實相義」，就是這樣，道

理，自古來今，道理就是這樣，一直源遠流長，無始以來，道理就是

這樣，一直到現在還是道理讓它暢通，還能事相教育完成。所以「開

示弘闡一乘妙法」，這樣來開示，這樣來闡揚一乘的妙法。所以「廣導

諸眾生，令速成菩提」。文殊菩薩很了不起，能夠將這個法，所有的眾

生廣導，就是接引，引導，眾生沒有分什麼樣的類別，人類也好，動

物類也好，反正是六道、四生類的眾生，都是循循善誘，這樣很開闊

去導引眾生。 

 

因為文殊菩薩從海中教導，去化度的眾生，要將他接引來到靈鷲山，

所以這就是「廣導」。從人間導向了海龍宮去，在那個地方教化 ，這

樣已經接受，這樣度眾生，接引度化眾生，這已經讓他們很快就成菩

提，這叫做「廣化一切」。不分人類，不分其他的眾生，「令其速得成

就菩提」。 

 

這就是智積菩薩，他讚歎文殊菩薩，文殊菩薩也要把握機會，把握機

會，是多寶佛，是為聽《法華經》而來，佛陀現在在靈鷲山，是完全

說《法華經》。當然，文殊菩薩去海龍宮教化，同樣他也是以《法華

經》，來度化，這就是菩薩道。諸經之王，成佛之道，那就是《法華

經》。文殊菩薩也把握這個時間，要讓智積菩薩知道《法華經》，在成

佛的道理是多麼重要。 

 

所以「文殊師利言」，自己自動向智積這樣表達：「我於海中，唯常宣

說妙法華經」，我在海龍宮就是時常為他們，所說的是《法華經》。其

實《法華經》，就已經涵蓋大小乘，「言(常)以此化無量眾」。因為這

樣，用這個法能度化無量的眾生，到任何一個境界，任何一類的眾

生，他就可以這樣來教化，所以叫做「無量眾生」，無法去分別算計的

量，這樣這麼多的眾生。這是文殊，「亦名妙智、妙德，故云大智

德」。所以他的名字叫做文殊，文殊也能譯為「妙智」，也譯為「妙

德」，所以，叫做「大智德者」，這就是文殊菩薩的德號。因為這樣，

這麼有智德，所以他大威德勇猛，尤其是他也是古來佛。 

 



文殊師利言： 

我於海中 

唯常宣說 

妙法華經： 

言常以此化無量眾 

文殊亦名 

妙智、妙德 

故云大智德 

 

所以「智積謂」，「文殊導眾之功，全由開闡一乘實相」。文殊能這樣度

化，完全就是「開闡」，就是開示闡揚一乘的實相。但是文殊菩薩也是

這樣說：「我就是完全常常說的經，就是《妙法華經》。」這也是尊

重，彼此尊重。智積尊重、讚歎文殊菩薩說：「你完全都是用一實乘

法，去教化眾生。」文殊菩薩趕緊回答的，也就是應智積菩薩所說

的，是一實相，沒有錯，是一實相的教法，叫做《妙法蓮華經》，這就

是一實相法。 

 

這兩尊菩薩就是這樣，互相尊重來對答，這叫做契機，這也是叫做禮

貌，菩薩和菩薩之間。人間需要一乘法，龍王宮眾生，本來性驕傲，

非常的憍慢 ，要怎麼去除他們的憍慢幢，那就是需要用這個大法去教

育，這就是彼此尊重，知道教法的道理。 

 

智積謂 

文殊導眾之功 

全由開闡一乘實相 

而文殊亦言 

我在龍宮 

唯常宣說是經 

則妙法華經之尊重 

益彰矣 

謂汝所化之多眾 

為是演暢實相之義 

而化之乎 

為以一乘實相 

開闡種種權門 

引導眾生終歸一乘 

令速成菩提乎 

必有問意 



方與下文相應 

 

「汝所化之多眾，為是演暢實相之義而化之？」這是智積問，意思

說，「你所化的這麼多人，是不是演暢實相的道理，去教化呢？或者是

以一乘實相，去開闡種種權巧方便的門，去引導眾生來歸於一乘的

法，讓他們能夠速得菩提，是不是這樣呢？」這是智積菩薩也有含著

這個意，直接問：「一乘實相的教法去教嗎？」其實他也要問：「是不

是先權後實？」這樣的意思。這就是菩薩在互相對答。有的是很含

蓄，智積是這樣很含蓄，要怎麼問；但是文殊菩薩，他就是用很直接

來回答，就是《妙法蓮華經》，就是開權顯實。還是過去的這個權教，

要先向他們解釋，過去如何接引你，這就是你的根機，我投應你的根

機來教育你，現在這個門再打開，裡面是實相的道理，真實的寶藏就

是在那裡面。 

 

小乘，也就是方便法，是一個入門的過程，真實的寶藏就是打開這一

層，就是真實法。這前面我們也說過。佛陀也是用這樣來引導我們，

現在，智積菩薩所要問的意，也含在這個地方，「是不是這樣？」文殊

菩薩就直接回答：「是這樣。法，就是在《法華經》裡面。」這就是彼

此之間，能夠體會佛法，在談法，真的是很歡喜。 

 

我們學佛，也就要了解，菩薩真的是合和互協，釋迦佛現在，要將

《法華經》的道理，完全讓大家知道，文殊菩薩，古來佛，現在就到

龍宮，最驕傲難度的地方去，非道場，也成為說法度眾的道場。這就

是表示世間無難事，要聞法，任何一個地方都能夠聽，說法，無處不

能說，對機，無機不能度，每一種根機都可以度，是我們自己有沒有

具足了悲智？我們的慈悲心夠嗎？我們的慈悲心若很足夠，自然就能

夠運用智慧，去度化眾生，這要看我們，是不是有時時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7年 1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