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16《靜思妙蓮華》浄穢等土 皆稱佛國 (第 1286集) （法華

經•見寶塔品第十一） 

 

⊙「淨穢等土無非皆稱佛國，若言淨土但得淨不兼穢。大慈攝眾救度

通稱妙法，故名通為一佛國無有異。」 

⊙即此證明開權顯實不虛，大智慧即於靈道埸所得。平無高下，平等

無差別，此理人人本有，含識同等，奇哉一切眾生與佛同等。 

⊙「亦無大海、江河、及目真鄰陀山、摩訶目真鄰陀山、鐵圍山、大

鐵圍山、須彌山等諸山王。」《法華經 見寶塔品第十一》 

⊙「通為一佛國土。寶地平正，寶交露幔遍覆其上，懸諸旛蓋，燒大

寶香，諸天寶華遍布其地。」《法華經 見寶塔品第十一》 

⊙通為一佛國土：以諸所變恆沙大千世界，通為一佛國。易染為淨，

莊嚴如前。一切依 報於清淨佛國土，無有障礙隔別之相。 

⊙寶地平正：喻此淨心地，究竟平等，無偏無私，而能隨染淨因緣，

現十法界之相用，正相契合，無有錯謬。 

⊙寶交露幔遍覆其上：表惠物之德，遍覆其上。於露地上，以寶為

幔，無物不覆。幔覆於上方空中，以眾寶雜嚴飾此幔。此喻一切大乘

功德寶所成的四無量心，覆蔭眾生。 

⊙四無量心：一慈無量心：能與樂之心。二悲無量心：能拔苦之心。

三喜無量心：見人離苦得樂生慶悅之心。四捨無量心：如上三心捨之

而心不存著。又怨親平等，捨怨捨親。此四心普緣無量眾生，引無量

之福故名無量心。 

⊙懸諸旛蓋，燒大寶香：諸旛蓋：喻大乘諸定。大寶香：四諦道風，

吹四德之香：喻大乘戒。 

⊙諸天寶華遍布其地：天寶華：喻佛菩薩慧。遍布其地：喻淨心地上

法爾具足三無漏學的功用。 

⊙三無漏學：戒定慧之三學。凡夫之身為有漏， 聖之身為無漏。 

 

【證嚴上人開示】 

「淨穢等土無非皆稱佛國，若言淨土但得淨不兼穢。大慈攝眾救度通

稱妙法，故名通為一佛國無有異。」 

 

淨穢等土 

無非皆稱佛國 

若言淨土 

但得淨不兼穢 

大慈攝眾救度 

通稱妙法 



故名通為一佛國 

無有異 

 

用心，好好體會啊！佛法用相來譬喻，以事來顯理，我們要用心。「淨

穢等土無非皆稱佛國」，我們若用心，我們要了解，佛陀一直就是這麼

說，眾生皆有如來智性，人人可成佛，人人的心若能變化，從污濁化

為清淨，從惡轉為善，這不就是人人都是一念佛心？人人心地無不都

是佛國，念頭一轉，念念皆善。所以，「淨穢等土」，這個土，就是

地，地就是心地。我們若能經文在說，我們就好好用心，心地，一切

唯心造，心善，一切皆善，所以心淨，一切土皆淨，所以我們要好好

顧好，我們這片的心地。所以說，「淨穢等土，無非皆稱佛國」。這麼

多天以來，我們一直在說化土，化穢土為淨土，就是將眾生的心，雜

染心、煩惱心、無明心，這種塵沙惑完全去除了，心寬，包太虛；念

純，事事皆清淨，人人皆善，這就是化穢為淨。 

 

所以「若言淨土，但得淨不兼穢」。那就是，我們若說淨土，意思就是

說，大家的心是清淨無染穢，一片心清淨如琉璃，化穢土為清淨琉璃

地，我們的心若能這樣，這就是我們修行要下功夫，就是要修在這

裡。所以「言淨土但得淨不兼穢」，意思就是我們的心要照顧得好，念

念清淨，心時時無污染，所以我們的心一片清淨。「大慈攝眾救度」。

大慈就是要攝受一切眾生，要來救度一切眾生。大慈悲心，「無緣大

慈，同體大悲」，這些眾生，不必一定是我們的什麼人，這些眾生，不

一定與我們有緣故，總是我們要有這念愛，愛，要眾生人人增福，消

除業障，這就是我們盼望眾生，如何能夠淨化人心，讓大家的心有這

念幸福、知足、感恩、善解、包容，人人的心若能這樣，人人的心無

不都是福，這分不缺少、不埋怨、多包容，這樣的人的心豈有什麼煩

惱呢？就沒有煩惱；沒有煩惱，自然就是最幸福的人。 

 

這就是佛陀所要教育的，來人間開示，期待眾生人人，都有這樣心寬

念純，能夠這樣，這就是人生之福，這就是佛陀無緣大慈的施教。同

體大悲呢？攝眾救度，「人傷我痛，人苦我悲」，不忍眾生受苦難。眾

生的苦難是什麼苦難？是煩惱的苦，心的苦呢？或者是環境的苦？真

正的，大環境或者是小環境？大環境，那就是大自然的災難，使令眾

生苦不堪。就像在幾年來，看天下，四大不調，尤其是旱，乾旱，旱

災現在是很普遍，不論是在非洲，或者是中南美洲，水大不調，沒有

雨時，滴水不下，完全乾旱。 

 

就像海地(2016年)，海地有一個地方，完全，差不多百分之八十，三



年不雨，已經全都乾旱了，土地都是龜裂掉了，種子無法下。本來就

已經貧困，真的是窮，世界貧困排在最前面，眾生共業，生在這樣的

國家。幾年(2010年)前，它的大地震，大災難，現在還有很多地方，

還是看來，震災過後還是沒有恢復的，就像總統府也是還沒有恢復，

聽來就能知道，國家本身就已經貧困，何況人民呢？加上了這波這麼

長的災難，人飢餓，餓死的人不少。所以，我們就要很清楚，這樣的

國家，這些貧困苦難人，它的地震、風災、水災，從我們第一次，踏

入這個國家之後，連續災難，一直都沒間斷，美國的慈濟人，來來回

回為他們救災，為他們救貧。從這樣地震過後，臺灣農委會的愛心

米，就是年年去發放，今年為他們發放六百噸。 

 

幾天前美國思晟他們，有好幾位，還有從大陸去會合，這樣一個大團

體，去發放，大家感恩，這一波的大發放抒解了他們，這一波大飢饉

的大災難。所以說來，人間苦難偏多，大環境本來就是貧困，再加上

了天災，水大不調，旱災，滴水不下，這樣造成了他們苦中加苦，威

脅了生命。看到這樣的苦難，「人傷我痛，人苦我悲」。所以，臺灣農

委會，給我們的愛心米，透過了慈濟去發放，一粒米都沒有浪費掉，

就是這樣親手布施，拿到那個，最最需要人的手中去，讓最最需要的

家庭，真正及時能止飢餓，能活命下去，這要費多少人的愛心，要費

多少人的力量，這種千里迢迢，就只是為了去發放，每一個家庭，一

包米、兩包米。這真的是大慈大悲攝受眾生，救苦難眾生，這叫做妙

法。 

 

能夠救濟眾生苦難，不論是心靈的苦，心想不開，哪怕地位再高，財

產更多，名更大，打不開的心結，煩惱很大。在幾年前，我們的政

府，有某一位很高級的官員，他本來也是很虔誠的佛教徒，在某一個

大道場裡。他在政府單位，位很高，有一段時間，國事、社會、人心

等等，無明煩惱，讓他這樣打不開的心結。本來他也是一位，很虔誠

的佛教徒，但是後來他來花蓮，來到花蓮，剛好我們在靜思堂，一場

的大活動，慈濟人在上課。因為他來精舍，我和他談心，之後我就建

議他：「是不是能去聽聽看，看看我們的社會還是很祥和。同樣，社會

上有這一大群人，在為人間的謀福，來聽法，要如何去淨化人心。現

在在上課，是不是能去聽？」 

 

當時剛好也有郭居士，郭孟雍，剛好也來為他們上課，為他們唱一

首，教一首歌，叫做「捨」（慈濟歌選），「捨、捨，捨去一分鐘前的煩

惱」，好像這句歌詞，整段歌的詞，他聽進去了，背進去了，近午再回

來用餐時，展開了他的笑容，他說：「我很有心得，這首歌聽起來很入



心，每一句話都感動。」我說：「你最感動的，最有受用的是哪一句

呢？」他就念：「捨、捨、捨，捨去了一分鐘前的煩惱。」我說：「是

啊！何必呢？這麼多煩惱囤積在心裡，放棄了過去的煩惱，重新再

來，『前腳走，放後腳』，這樣的人生才會好過，才有辦法再向前進

步。」了解了。這就是如何能打開他的心門，恢復他人生那個福，善

解、要包容、要知足、要感恩。這也是妙法，讓他能這樣開啟他的

心，這叫做大慈。我們若有辦法打開人的心門，這就是無緣大慈。 

 

我們打開他的心門，我們無所求，但是對方的心歡喜快樂，回去了，

重新投入，為人群付出，歡喜，皆大歡喜。所以大慈就是大喜。大悲

呢？就是要大捨。就像這樣，不惜千萬里的路程，只是為了要去拔苦

難眾生的苦，苦眾生的苦，痛眾生的痛，不惜辛苦，願意這樣經過空

中，飛機去，經過水路，這樣涉水，陸地，辛苦走，想想看，這不就

是大慈大悲攝眾救度，這通稱為妙法。 

 

佛陀的教育就是要我們這樣，讓我們的心地隨眾生的苦難，我們願意

付出，付出不受感染。對有名望、有地位，解開他的心，我們無所

求；對苦難的眾生付出，他得救，我們法喜，這一片很乾淨的心，就

像琉璃一樣，沒有污染，尤其是一片清淨，這就是淨土。 

 

所以「故名通為一佛國，無有異」。人人的心都是這樣，就是人人無不

都是佛，所以，這樣豈有什麼不一樣呢？人生，人的心是最複雜，若

能夠接受佛教，佛的教育，自然化穢為淨，化穢土為清淨，人人的心

地都清淨了，這就是同樣，全都變為清淨的佛土，同為一佛土。 

 

即此證明 

開權顯實不虛 

大智慧 

即於靈道埸所得 

平無高下 

平等無差別 

此理人人本有 

含識同等 

奇哉一切眾生 

與佛同等 

 

這就是證明，證明佛陀來人間，成佛的第一個念頭，眾生皆有佛性，

我們自己也要很相信。當我們的心很煩惱時，妙法入心，捨、捨、



捨，捨去了一分鐘前的煩惱，捨得開，轉一個念，我們的心寬闊無

比，很寬、很廣，就沒有這樣打結成一團，這是一念心啊！所以，歡

喜還是煩惱，看你自己有轉或是沒轉。但是眾生要轉這念心，有困

難，何況要真正將我們的真如本性，相信，煩惱完全去除，完全啟發

了我們這念真如本性，更不容易。 

 

所以佛陀就要用耐心，用耐心循循善誘，那就要四十多年間的說法，

一直到了法華會，靈山會，開權顯實不虛；權的門打開了，見到實的

真理、法。我們若沒有先入這個權教，佛陀若不是這樣，向我們循循

善誘，法從佛口出，而我們從耳根聞，了解了，了解人間苦難偏多，

體會了，體會了佛法入心，去除煩惱的樂。我們若沒有這樣一步一步

了解，我們怎麼會知道過去的因、現在的果呢？所以我們現在知道因

緣果報，完全體會了，人間無常、苦、空，體會之後，我們的心很穩

固、很實，開始佛陀再鼓勵「六度萬行」；六度萬行，才有辦法，對這

分因緣果報很踏實，讓我們不會偏差，行菩薩因，方向對準佛的境

界，向佛果去。 

 

所以這種開權顯實的法不虛，就是真實。開啟我們的大智慧，大智慧

即是靈山的道場，我們在靈山道場所得到。靈山的道場在哪裡呢？講

《法華經》的地方。我們通通了解了，這真實法了解之後，收入我們

的心，「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向靈山塔下修」。常常來問心，問我們自

己的心，我們聽的法有入心來沒有？有用在人與人之間嗎？有在我們

的生活中嗎？生活中，我們有法嗎？我們要用心去體會，這就是大智

慧，就是靈山的道場。我們每天在聽，法一定要點點滴滴入心。這個

法，佛陀二千多年前的法，我們吸收進來，要歸入我們的心來，我們

現在也是在薰心、入心──薰佛的心，佛點點滴滴的智慧的法，佛

法，我們點點滴滴，都將它歸入我們的心版來，這就是道場所得。 

 

所以，平等無高下，非常的平，就像「琉璃為地」，平而清淨，沒有高

低差別。幾天來不就是這麼說嗎？沒有差別，沒有目真鄰陀山、摩訶

目真鄰陀山，也沒有大鐵圍山，這些諸山王全都已經移走了，已經全

都平等，沒有大小乘的分別，大家已經共同入在，這個菩薩因的道

路，向佛的果上去，這就是我們大家的趣向，同一個道理。所以「此

理人人本有」，這個道理是人人本具的，含識同等，含識都一樣，含識

就是在我們的意識。眾生平等。有生命的東西都是平等。所以，佛陀

成佛的頭一念：「奇哉！奇哉！大地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性。」就是

與佛同等，這是所有的眾生，所有的含識，就是所有有生命的眾生，

都是平等。我們若是了解，想，我們人生平等，哪有什麼樣的高低分



別呢？所以我們要用心去體會。 

 

地平如琉璃，就已經沒有大海、江河，及目真鄰陀山、摩訶目真鄰陀

山、鐵圍山、大鐵圍山、須彌山等諸山王，這是前面說過的文。 

 

亦無大海 江河 

及目真鄰陀山 

摩訶目真鄰陀山 

鐵圍山 

大鐵圍山 

須彌山等諸山王 

《法華經 見寶塔品第十一》 

 

已經眾生平等了，不論是人類、動物，我們都要發揮愛心，何況人

類，何必計較位要多高呢？何必要計較財產要多少呢？何必要計較名

位要多大呢？這都不需要。心若能每天每天都這樣，感恩心、知足的

心、善解的心、包容的心，每天都是這樣，充滿了幸福的感覺，人群

不就是人人有福嗎？即使貧困中，他也會是造福的人。不是說過了

嗎？最貧窮的非洲，也有一群菩薩，同樣法入心，也是身體有病痛，

只要他道理了解了，也不顧自己的身命，也是一樣。「慈濟人在做，我

怎能不出去呢？」雖走路還不穩，但是他（史瓦濟蘭齊努木希牧師）

也是換上整齊的衣服，要與慈濟人合群，同樣要去關懷，同樣要去發

放。看，貧中又病，但是這念心還是富有，這不就是人人只要一念心

轉，哪有貧富貴賤差別呢？用心，人人無不都是大富有這念愛心。 

 

接下來的經文，看：「通為一佛國」，已經將那些大海、江河、目真鄰

陀山、大鐵圍山，全都沒有了，就是我們的心地，高高低低、崎嶇不

平，這些心都完全撥除了，大家的心地平正，就是譬喻「通為一佛

國」，下面這段經文。已經「寶地平正，寶交露幔遍覆其上，懸諸旛

蓋，燒大寶香，諸天寶華遍布其地。」 

 

通為一佛國土 

寶地平正 

寶交露幔遍覆其上 

懸諸旛蓋 

燒大寶香 

諸天寶華遍布其地 

《法華經 見寶塔品第十一》 



 

我們已經看到，心地若完全平靜，與一佛國一樣，先了解這樣的道

理。 

 

通為一佛國土： 

以諸所變 

恆沙大千世界 

通為一佛國 

易染為淨莊嚴如前 

一切依報 

於清淨佛國土 

無有障礙隔別之相 

 

「以諸所變恆沙大千世界，通為一佛國。易染為淨，莊嚴如前。」意

思就是說，已經將很多無量數的地方，應該是人人的心地，無量數人

的心地，就是譬喻恆河沙大千世界。人人的心地，人人的雜念，每一

個人的心地，都有無量數的煩惱雜念，何況所有的眾生。 

 

接受到佛法之後，就是譬喻恆沙大千世界，這些心地全都化穢為淨，

都通為一佛國，已經沒有目真鄰陀山，也沒有鐵圍山了，全都化為淨

土。換染為淨，「易染為淨」，意思就是說，污染的心換為清淨，很莊

嚴，就如經文裡所描述佛的國土。「一切依報」。佛國就是一切依報，

過去我們說很多，〈授記品〉也很多，成佛的國土，清淨的佛國，這是

依報。其實這個依報，我們立刻就是了，我們的心若清淨，我們就是

快樂，無憂愁，去除了煩惱，整天都是法喜充滿。這就是依報，我們

的佛國依報很莊嚴，沒有障礙，沒有什麼事情好來障礙我們。 

 

寶地平正： 

喻此淨心地 

究竟平等 

無偏無私 

而能隨染淨因緣 

現十法界之相用 

正相契合 

無有錯謬 

 

所以「寶地平正」，土地上很平正，那就是譬喻淨心地。我們的心地乾

淨了，「究竟平等」，對人與人之間，我們都用平等觀來對待，「無偏無



私」，我們要訓練出我們的心，沒有偏私，「而能隨染淨因緣」，我們能

入人群中去，不論是污染或者是淨緣，我們的心照顧好，入濁群中，

很惡濁之中，我們的心也沒被染。或者是在很清淨的因緣，我們要好

好把握，我們自己的心可以顧得很清楚，所以無偏。 

 

「現十法界之相用」。在這十法界，十法界就是六凡四聖，六凡就是

染，四聖是淨。我們要在凡夫──天、人、地獄、餓鬼、畜生、修

羅，這就是染；聲聞、緣覺、菩薩、佛，那就是淨。這十法界中有染

淨，我們選擇，我們是要向哪個地方走，在污染的地方，我們要來度

眾生，清淨的境界，我們要殷勤精進，這就是相用。「現十法界之相

用」，我們以這樣來用。我們雖然還在十法界之中，我們分得清楚，向

污染的，我們要去度眾生；向清淨的，我們要殷勤精進。所以「正相

契合」，我們要朝正的方向走，契合正道法，「金繩界道」，很平正的土

地，又有金繩界道，我們能去契合正道法。因為我們能去契合，所以

「無有錯謬」，我們一點點都不會偏差了。 

 

所以「寶交露幔」。 

 

寶交露幔 

遍覆其上： 

表惠物之德 

遍覆其上 

於露地上 

以寶為幔 

無物不覆 

幔覆於上方空中 

以眾寶雜嚴飾此幔 

此喻一切 

大乘功德寶 

所成的四無量心 

覆蔭眾生 

 

這表示我們要惠物之德，我們要來護覆眾生，既然學佛了，我們接受

了很多法了，這麼多法入心來，我們就要遍覆這苦難的眾生。「無緣大

慈，同體大悲」，我們要惠物之德，來培養惠施眾生，這個德，我們要

自己培養起來，我們要來護覆眾生，佛陀來護覆我們，我們就要來護

覆眾生。 

 



所以「於露地上，以寶為幔」，很多法寶，就如這樣那個幔來覆我們，

我們也能將寶來惠施眾生。所以「無物不覆」，沒有眾生我們不想救度

他，所以這就是覆蓋，就如孩子在害怕，我們趕緊用衣服將他圍過

來，「不必怕！安全。」看看我們慈濟人，到了苦難的地方，趕緊雙手

將他攬過來，「不必怕，不必怕，過去了。」看看，像這樣的畫面有多

少呢？人間菩薩就是在護覆眾生。所以「幔覆於上方空中」。我們就是

這樣，如寶網一樣，無不都是法，我們要上求法，下護眾生。所以

「以眾寶雜嚴」。幔就是這樣，一項一項的寶物拼起來，這樣貫穿起

來，成為網。我們要上求法，就是寶，下施眾生，下化眾生。所以

「喻一切大乘功德寶，所成四無量心」，大家應該知道了，「覆蔭眾

生」。因為我們得到佛的教育了，所教育我們的，四無量心，這就是要

覆蔭眾生的法。 

 

四無量心： 

一、慈無量心： 

能與樂之心 

二、悲無量心： 

能拔苦之心 

三、喜無量心： 

見人離苦得樂 

生慶悅之心 

四、捨無量心： 

如上三心捨之 

而心不存著 

又怨親平等 

捨怨捨親 

此四心 

普緣無量眾生 

引無量之福 

故名無量心 

 

第一，「慈無量心」，就是「能與樂」，讓眾生快樂，讓眾生幸福。第二

是「悲無量心」，那就是能拔眾生之苦。所以，我們學佛要慈悲。再者

要喜，常常要歡喜，「喜無量心」。修行，雖然是很辛苦，要去救人，

雖然是很辛苦等等，這條路走起來是辛苦，不過心很快樂，「見人離苦

得樂生慶悅之心」，這叫做喜。你要歡喜，你要先捨，你要願意付出，

這就是喜。所以「捨無量心」，因為你上面三個心，你都做到了，「大

慈無悔」，這輩子我們造福人群，我們不後悔，「大悲無怨」，再怎麼辛



苦，我們任勞任怨，都願意去付出，千萬里路來來回回，為了拔除眾

生苦，我們不埋怨；歡喜，看到眾生得救了，我們歡喜，這就是

「捨」。前面的捨，有去付出，所以三心，付出無所求。所以「上三心

捨之，而心不存著」，這叫做捨，付出無所求，這叫做「捨」。 

 

我們有多少事情做過了，皆大歡喜，完成了，幸福啊！美滿啊！慈濟

人就是這樣，付出雖然是很辛苦，但是我們不說苦，我們說「美滿

啊！」，很完善，很歡喜，所以這叫做喜捨。就是有捨上面的三心，這

叫做「捨」，捨掉了一切。所以也不要說：「我做成這樣，怎麼沒受到

人來誇獎我？」做就做了，又要誇獎什麼？誇獎會更長大嗎？不會了

啦！我們就是這樣。但是，我們做了之後，自己會歡喜，我們歡喜，

沒人知道，不是很好嗎？這就是真歡喜，叫做法喜。所以「怨親平

等」，就是捨掉了怨親，沒有說這個人過去與我有怎樣，沒有，我們全

都沒有。所以「此四心普緣無量眾生，引無量之福，故名無量心」。 

 

懸諸旛蓋 

燒大寶香： 

諸旛蓋 

喻大乘諸定 

大寶香： 

四諦道風 

吹四德之香 

喻大乘戒 

 

所以我們要「懸諸旛蓋，燒大寶香」。 就是說，「旛蓋」譬喻「大乘諸

定」，我們的心要很堅定。「大寶香」就是「四諦道風」。四諦法，我們

要身體力行，再「吹四德之香」，這就是譬喻「大乘戒」，要有四諦，

了解苦、集、滅、道等等的法。我們要開始，不是說，過去過了，那

是小乘法，不是，是我們最基礎的本基地，所以我們一定要記得，「四

諦道風，吹四德之香」，「四德」就是四無量心，這就是譬喻大乘戒，

大乘的戒。這就是我們要做的。 

 

諸天寶華 

遍布其地： 

天寶華 

喻佛菩薩慧 

遍布其地： 

喻淨心地上 



法爾具足 

三無漏學的功用 

 

「諸天寶華遍布其地」。所有全都已經，「天寶華」譬喻佛菩薩的智

慧，「遍布其地」，譬喻淨心地，我們的心一片清淨，法就是這樣具

足，所以叫做「三無漏學」，三無漏學，戒、定、慧。 

 

三無漏學： 

戒、定、慧之三學 

凡夫之身為有漏 

聖之身為無漏 

 

常常說過了，我們一定要好好守好。「凡夫之身為有漏，聖者之身為無

漏」。我們的身行在我們的戒定慧，要好好戒定我們的身心，讓它無

漏，這就是我們學佛最重要、最需要要用心。淨穢全都是平正，好好

將心保護好，不要有一時的錯誤，所以要時時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6年 9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