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322《靜思妙蓮華》藉佛威力 遙見守護 (第 1376集) （法華經·

勸持品第十三） 

 

⊙諸聞法者，發大乘心；深知佛意，為法募人；持經弘道，續延慧

命；表以繼志，敬承聖意。 

⊙「便於佛前作師子吼而發誓言：世尊！我等於如來滅後，周旋往返

十方世界。」《法華經 勸持品第十三》 

⊙「能令眾生，書寫此經，受持、讀誦、解說其義、如法修行、正憶

念，皆是佛之威力，惟願世尊在於他方遙見守護。」《法華經 勸持品

第十三》 

⊙書寫此經，受持、讀誦、解說其義：如經中說修行攝受之法，受者

領受，持者憶持。以信力故受，以念力故持。 

⊙如法修行、正憶念：正心憶念，勤而說之。如法修行：即如妙法而

行。正憶念：謂不雜邪見。 

⊙皆是佛之威力：皆藉世尊廣大威力。歸功於佛，身口意三業，謂之

三輪。三輪：指佛的身口意三業，因佛的身口意三業能摧破一切眾生

的惑業。 

⊙惟願世尊，在於他方遙見守護：此方化緣周，佛歸圓寂。餘處機

熟，更應餘方。故云遙見，希垂守護。 

⊙惟願世尊慈悲願力，以此法乃諸佛慧命，非餘人所能。雖本願如

是，非佛力無能克盡，遙見守護他方：謂佛彼時，所應化之他國土

也。 

 

【證嚴上人開示】 

諸聞法者，發大乘心；深知佛意，為法募人；持經弘道，續延慧命；

表以繼志，敬承聖意。 

 

諸聞法者發大乘心 

深知佛意為法募人 

持經弘道續延慧命 

表以繼志敬承聖意 

 

用心！我們聽法，也就是要入我們的心，體會佛教法，然後要化為己

有，然後發心立願，這就是我們要學，也要用功，也必定要有，我們

學佛才「有法度」，法入心。學法若缺少了法吸入心，也缺少了入心化

為己用，若是這樣，我們學法是要做什麼呢？學法就是希望心中有

法，有法就要度，度人，既已自覺了，應該還要再覺他人，佛法才有

辦法綿延繼續，傳承不息。這是我們聽法很重要，要用心的地方。《法



華經》，佛陀為法募人，為了法，所以一大事因緣，親授給我們眾生，

也期待眾生，綿延不斷再傳承下去，佛的時代就是這樣。 

 

所以《法華經》，一直讚歎《法華經》，它的大乘微妙的真理，一直到

〈法師品〉開始，就要讓大家很了解，持《法華經》的功德。儘管我

們不是求功德，但是功德我們必定要有，沒有刻意求，但是要自然

得；你若是刻意求，就是有相。我誦經，就是要得到功德；我拜佛，

就是要得到消災。這種刻意求功德，那功德就求不到。 

 

我們若知道佛法是很奧妙，我們人生迷茫，佛法就是指向我們的迷

津，我們應該要「就有道」，來求佛法，然後我們要精進。這種「內

修」，從我們內心虔誠來求法；求了法，我們就是要使用了。所以「四

弘誓願」，是要將你的誠意拿出來，修行是從我們內心，自動自發要追

求，不是人家勉強我們來的，是我們自動自發來。既來之，就是要好

好用心追求佛法，追求佛法是入我們的心；法要入心，從自己的內心

要用功，內修，就是「功」；外行，就是「德」。內若沒有修，外要如

何付出呢？所以，我們要內修、外行。修，就是功，用功；行，就是

付出，不斷付出、累積，「得」就是「德」。 

 

我們只是從內心修，你知道、知道，你應該要向外付出，入人群。「無

量法門」在人群中，你的付出，了解了人間疾苦，體會了佛陀所說的

無常。這些事情都清楚了，我們能夠在這樣的人群中，去付出，在付

出的當時，我們體會人間疾苦，這就是我們的心得。我們付出去，雖

然無所求，但是大家所接受到，自然結了這分的好緣，這就是「德者

得也」。就是你付出，在修德，這個「德」，也是道德的「德」，是我們

的本分事。「得」就是付出之後，對方得救，解除困難，而我們的慧命

也增長，了解人生疾苦，這也是「德」。「德」就是「得」，「得」就是

「德」，不知道大家聽懂這樣的發音嗎？ 

 

是啊！付出有二得。對方有困難，幫助他，他得到解開他的困難。而

我們付出之後，看，「唉呀！人生就是這樣的苦難。」所以我們的內

心，體會到佛陀所說法的道理，我們也得到了。所以，他所得到的是

物質，我們所得到的是慧命，慧命增長。這樣完成起來，就是「德」，

所以，「德者得也」。所以，我們要發大乘心。大乘心就是收進來，再

付出去，己已得就要去覺於他人，這就是發大乘心。 

 

發大乘心，在這段文之中，佛陀〈法師品〉來對我們說，抄寫經典，

持經弘道，功德很大。其實，「功」就是大家要用心去受持，用心去體



會，這就是功德。我聽大家所在誦《無量義經》，就會覺得，幸好，當

初一念心，發現到《無量義經》，內心起了歡喜，這念歡喜，希望與大

家分享。但是，在五十多年前，那時候我們要去哪裡，拿《無量義

經》呢？就是到現在，也很難得看到外面，有這樣流通的《無量義

經》，何況在五十一、二年前呢。所以，想要將這部經與大家分享，也

無處得，無法找到，要怎麼辦？就是要自己來寫。 

 

每一次若要送人這部經，內心很歡喜，幸好，那個時候，每一個字都

是我親手，這樣將它寫下來，一字一字將它抄，將它寫下來，也要讓

大家能夠讀，能夠誦。那時候，用寫的怎麼來得及呢，那就要用(鋼)

板，用刻的，再用油墨來印。所以那時候，我們一版就是刻的，油印

的經，這就是大家那時候在誦的。 

 

再來就是用毛筆寫，一字一字抄寫下來，慈濟人，受證，一定這本經

要讀，小本的，大家拿去讀，隨身帶著。那時候，幸好，是這樣一字

一字抄，一字一字寫，這時候可以讓大家，手中拿到這一本，隨身帶

著。有時候若讀，讀到「靜寂清澄，志玄虛漠」，這個時候，內心就很

歡喜、很寂靜！ 

 

所以抄經就是要從內心的虔誠，自己歡喜，也希望和大家來分享。在

克難中，總是要用這樣的方法，一方面用刻的，油印，讓大家能夠讀

誦，人人都有一本。慢慢地寫，用毛筆抄、毛筆寫，也能夠在現在大

家來流傳。 

 

但是，這不是只要讀和寫而已，這就是要讓大家，成為現在「靜思法

脈」。「靜思法脈」就是要用這部經──《無量義經》，因為它教我們如

何修行，我們內心能，「靜寂清澄，志玄虛漠；守之不動，億百千劫；

無量法門，悉現在前」等等，這都是我們的精髓。在這一段文，完全

就是「靜思法脈」，就是要這樣讓它，變成了無量法門。「無量法門，

悉現在前」，就是要大家入人群去，每一個人的身上，就是我們的一部

大藏經，每一個人的習性不同，每一個人的一生生命中，都值得去探

討它，去讀它的一部經，所以這就是，「無量法門，悉現在前」，因為

這樣，我們立宗門。 

 

人間疾苦偏多，佛陀這樣說，「苦集滅道」。佛陀為一大事因緣來人

間，就是因為要讓大家，了解世間的苦，來自於一切因緣，「集」，集

很多因緣來。這就是佛陀來人間的目的，讓大家了解苦的來源，我們

才能夠去斷那個苦源，斷煩惱。若有辦法斷了煩惱，我們才能夠安心



修行，一方面邊修行，一方面斷煩惱，我們入人群。所以慈濟宗門，

就是要去「布善種子，遍功德田，普令一切發菩提萌，無量大悲，救

苦眾生」。我們就是期待將我們的法，這個無量法門，我們了解了道

理，知道法在人間，要讓人人去體會人間法，就要鼓勵人人發大心，

入人群中去。已經法脈是這樣，就開始這個種子就要播種，因為眾生

的那個心地，就是等待我們去淨化，等待我們去為他耕福田，需要人

間菩薩。 

 

苦難的眾生，人間菩薩去為他們付出，了解他們苦的根源，體會人生

無常，這苦難的地方是菩薩的道場；菩薩的道場，就是在種福田，去

布善種子，去遍功德田，真正是用功就是在這裡。我們要讓大家有這

個機會，有因緣入人群中去，苦難眾生得救了，菩薩慧命增長了，因

為他是「布善種子，遍功德田，普令一切發菩提萌」，若種子下去，芽

就出來了，小棵的樹就會變成合抱的大樹了，就能夠救苦眾生。合抱

的大樹，它就是開花結籽，纍纍種子，一生無量，能夠更多人去幫助

苦難的眾生，所以從一顆種子，能夠衍生無量無數的種子。 

 

就像馬來西亞、緬甸的慈濟人，回來會務報告，聽他們求法的精神。

馬來西亞要如何能夠菩薩招生？要如何來培訓粒粒的種子，發菩提

萌？要如何啟發人人那無量大悲心？這是馬來西亞，很用心啊！回來

了，這些幹部菩薩，先在臺北求法，聽聽臺灣的慈濟人，是怎麼樣培

訓，先去了解，聽大家分享，再回來我們花蓮與師父分享。這就是馬

來西亞求法的精神。緬甸呢？也是一樣！緬甸從 2008年，一個颱風

(熱帶氣旋納吉斯)，所以這個因緣，就從臺灣，拜託哦，馬來西亞菩

薩與緬甸較近。請馬來西亞的菩薩，就跨國到緬甸去幫助。從這樣，

這個因緣，用愛鋪路，就這樣鋪了，通達了，他們能夠通達菩提大道

了。他們這麼多年來，已經在那個地方就地取材，在那個地方在培養

菩提種子，救人，同時增長慧命。 

 

聽到他們在報告，不論是慈善，不論是教育，都是很精彩，也很細

密，這實在很微妙。能夠人與人之間互相不認識，竟然有「法」就能

夠度眾生，從苦把它轉為樂，從無明轉為菩提。看到一群一群的菩

薩，這樣回來分享，就是很法喜充滿。又給他們這一本，小小的《無

量義經》，我也很歡喜。 

 

早上聽到誦《無量義經》，也是法喜充滿，就想到五十多年前，為了

《無量義經》，能夠廣宣流布，所以用手刻，用手抄，雖然手已經受傷

了，但是能夠聽到這麼多人入「無量法門，悉現在前」，現在這個法



門，不就是都已經現在前了嗎？成果纍纍了，合抱的樹，也都已經年

年都有纍纍的種子，每一位菩薩，每一位慈濟人，他們在他們身上就

能夠發揮，很多無量救苦眾生的方法，這就是讓我很感恩，也很感

動！ 

 

所以，好好用心聽，去體會，我們要啟發，我們誦經就要了解佛的本

懷，佛陀為什麼要講這部經？尤其是《法華經》是佛的本懷，佛陀就

是暢本懷，而講說《法華經》，所以我們應該「深知佛意，為法募

人」。佛陀已經為法募人，希望人人能夠將這個法傳下去。 

 

所以兩千多年前，佛所說法能夠傳到現在，都是因為有經，「持經弘

道，延續慧命」，這樣不斷延續下來。所以，抄寫經典真的是功德無

量，這表示我們要繼承師志。釋迦牟尼佛是我們的大導師，是我們的

「四生慈父」，所以我們要繼承父的家業，也要繼承師的志願，所以我

們就「敬承聖意」，這就是要我們要很用心。 

 

前面的經文就是這樣說：「便於佛前，作師子吼而發誓言。」因為佛陀

用眼光來看大家，比丘、比丘尼受記之後，不敢在娑婆世界，要到他

方去。有發菩薩心的人，你們應該要表達你們的心意了。這些人已經

了解佛意了，從座起，就到佛前來，要等佛親自交代他們，不過佛陀

還是默然，只好這些菩薩，「便於佛前作師子吼而發誓言」，開始在佛

的面前發誓了，立願了，恭敬請佛：「世尊！我等於如來滅後，周旋往

反十方世界」。 

 

便於佛前 

作師子吼而發誓言 

世尊 

我等於如來滅後 

周旋往返十方世界 

《法華經 勸持品第十三》 

 

接下來的經文這樣說：「能令眾生，書寫此經，受持、讀誦、解說其

義、如法修行、正憶念，皆是佛之威力，惟願世尊在於他方遙見守

護。」 

 

能令眾生書寫此經 

受持 讀誦 

解說其義 



如法修行 

正憶念 

皆是佛之威力 

惟願世尊 

在於他方遙見守護 

《法華經 勸持品第十三》 

 

那就是，「我們大家發心立願，佛滅度之後，我們一定來來回回在十方

世界，佛陀所關心的地方，我們都會去，我們會在那個地方，使令一

切眾生好好修行，讓他們好好書寫此經。」這經中所說的修行，我們

要先注重經典，所以要注重經典，那就要讓經典留傳下去。就像剛才

說的，《無量義經》，當初若沒有發一念心，刻板，油印，哪有辦法我

們大家，這樣朗朗上口，這樣每天都誦得這麼順利呢？ 

 

雖然現在大家誦的，不必用那本複印的經典，現在已經在電腦上，就

能夠讀誦了，而那個時候，五十多年前要去哪裡用電腦？根本就沒有

電腦，也不曾聽過這樣的名詞，尤其是也沒有在流通。這部經，若不

是這樣發心，用手刻起來了，我們今天哪有辦法這樣，朗朗上口讀誦

《無量義經》？沒有這部《無量義經》，我們今天哪有靜思法脈呢？因

為《無量義經》，「靜寂清澄」，啟動了我的心，所以讓我對這部經，變

成了我的法髓。在一切的經典中，雖然都是這樣在讀，但是讀到這部

經，我就特別歡喜，這「靜寂清澄，志玄虛漠，守之不動，億百千

劫」，這段文讓我銘刻在心版裡。所以，刻在我的心版，不如刻出來，

和大家來分享。 

 

這樣，我們的「靜思法脈」，就開始這樣傳承，一直一直這樣下來，到

現在正式傳法，就是靜思法脈。若不是「書寫此經，受持」，依照這部

經的法我們身體力行，若不是這樣受持，我們哪有今天的慈濟宗門

呢？所以要受持，我們要自持，也教人持。我們「讀誦，解說」，所以

不只是受持，我們還要解說。所以《無量義經》，到現在還在，還在編

纂，同樣希望讓它精益求精。因為法脈要傳，所以必定要把這個法，

過去的起心動念，那個時代的背景，講這部經的過程，他們要再重新

來編纂。這就是《無量義經》，我認為是很重要的法髓。所以要解說，

要再不斷地解說其中的意義。 

 

書寫此經 

受持、讀誦 

解說其義： 



如經中說 

修行攝受之法 

受者領受持者憶持 

以信力故受 

以念力故持 

 

所以，「經中說修行攝受之法」，就是要抄寫，要受持，要讀誦，這樣

的過程來。所以，「受者領受」，那就「持者憶持」，所以叫做「受

持」。就是我們要好好將法，能夠這樣領受在我們的內心裡，尤其要好

好記得，這部經內容到底在講什麼呢？叫我們怎麼做，我們就要身體

力行做，這樣持「憶持」。「以信力故受，以念力故持」。信力，要有信

的力量，所以我們要好好用心來受持，我們要信。所以，常常向大家

提起「信」，我們法才能夠入心；我們要「念」，心心念念要好好堅持

這部經，這部經就是我們的方向。因為《無量義經》是《法華經》的

髓，它的精髓就是在裡面，所以《無量義經》，也是我們靜思的法脈。

總而言之，《法華三部經》，這對我們來說很重要！所以，「如法修行，

正憶念」。 

 

如法修行 

正憶念： 

正心憶念 

勤而說之 

如法修行： 

即如妙法而行 

正憶念： 

謂不雜邪見 

 

如法修行，我們就要好好來憶念。受持，還要憶念，要回憶，今天聽

的，明天不要忘記；現在講的，還是我們要好好用心體會，所以我們

要「如法修行」。「正心憶念，勤而說之」。我們要好好，要記得，要一

直講，而且「如法修行」，還要照法去修行，「即如妙法而行」。這是一

個妙的法，我們要好好用心體會，去身體力行。所以「正憶念」，那就

是沒有雜念，沒有邪思，我們要正念，守好「六根門」，行「八正

道」，「皆是佛之威力」。我們能夠這樣，有法入心來，讓我們憶持，憶

念、受持，如法修行，也如行說法，這樣這就是佛的威力。 

 

皆是佛之威力： 

皆藉世尊廣大威力 



歸功於佛 

身口意三業 

謂之三輪 

三輪： 

指佛的身口意三業 

因佛的身口意三業 

能摧破 

一切眾生的惑業 

 

佛陀這樣講說下來，讓我們能夠信受奉行，我們要很感恩大導師──

釋迦牟尼佛。我們都「藉世尊廣大威力」，我們都是藉著佛陀的威力，

這就是佛的力量。「歸功於佛身口意三業」。因為佛陀他的修德，他的

修德，那就是用身。他的身體力行，他清淨的口業，清淨口來講法。

業就是動作，開口動舌，無不都是教法；身體的動作，無不都是我們

的典範；起心動念，無不都是微妙法。這就是佛，他的身口意三業，

叫做「三輪」。 

 

我們常常說，「三輪體空」，沒有我的身體，我講出去的話，大家能夠

受用的；我的付出，我沒有感覺有什麼樣的付出，做就對了，付出無

所求，還要感恩有接受的人，這就叫做清淨。無不都是身、口、意造

作，無所求，那叫做清淨。這個「三淨業」就能夠轉「三法輪」，能好

好將這個法輪，轉到我們的心裡來，這就是佛的身、口、意三業。 

 

所以，這三業能夠輾破掉了，我們很多的煩惱，也能夠突破了大家的

疑惑。這全都是佛陀他的身、口、意，來這個人間一大事，來度化眾

生。若沒有佛陀這個身體，哪有辦法來度眾生呢？佛陀沒有開口說

法，他來人間要用什麼來度眾生呢？佛陀他的身來人間，口來說法，

就是從他的心開始，起心動念，這分心就是為了要「開、示」，我們眾

生，就要「悟、入」佛的知見。這無不都是在身、口、意裡面，這叫

做「三輪」。 

 

我們若能夠體會，佛陀他來回人間，就是用這三項。他的慈懷，他的

心，就是「意」；說法要用「口」，出現人間，就是他的身作為我們的

典範。我們人人也一樣，人人都有「三輪」，我們的「三輪」是在做什

麼呢？我們的「三輪」是造煩惱、增惡業嗎？這我們就要很用心去體

會。 

 

接下來的經文，那就是「惟願世尊，在於他方遙見守護」。 



 

惟願世尊 

在於他方 

遙見守護： 

此方化緣周 

佛歸圓寂 

餘處機熟 

更應餘方 

故云遙見希垂守護 

 

我們大家願意，願意在佛陀所護念的地方，所擔心的地方，我們全都

要去。我們不只是在這裡，只要佛陀所護念的地方，我們都能夠去，

也請佛陀「於他方遙見守護」。因為佛陀總也有一天會取入滅，佛陀就

是在遺言交代，叫大家要傳。這些菩薩也要安慰佛陀：「不要緊，即使

佛陀若不在時，我們也能夠在您在關心的地方，我們都能夠去做、去

關懷，您不用掛心了。但是，您在他方國土……。」就像我們現在

說：「你若在天國，你就要庇佑我哦！你不要擔心，你所關心的，我會

替你做。」同樣的道理。佛的境界，和我們凡夫的世界，也是同樣要

有這樣的互動。所以，佛法不離世間法，所以同樣的道理。 

 

所以「此方化緣周」，就是圓滿了。佛陀在這個地方，娑婆世界，度化

眾生，因緣已經告一段落，已經圓滿。佛陀就是「佛歸圓寂」，他就要

圓寂，取滅度了。「餘處機熟」，在這個地方滅度，但是佛陀他還要再

乘願，到他有緣的地方，再去度眾生，所以「餘處機熟，更應餘方」。

這樣，應該佛陀捨離這個地方，就是到其他的地方去。「您就是在其他

的地方，遠遠的，也都要為我們加持。」同樣的道理，就是這樣，諸

菩薩還是依賴著佛，「您安心去，我們會好好繼承，但是您一定要再加

持我。」這就是那個時候的菩薩，向佛陀也是安慰，也是發願。所

以，「惟願世尊慈悲願力，以此法乃諸佛慧命」。 

 

惟願世尊慈悲願力 

以此法乃諸佛慧命 

非餘人所能 

雖本願如是 

非佛力無能克盡 

遙見守護 

他方： 

謂佛彼時 



所應化之他國土也 

 

因為這個法是佛的慧命，不是只是釋迦牟尼佛的慧命，是所有佛，諸

佛的慧命。因為這《法華經》是成佛之道，過去的佛是延續這個慧命

來，現在釋迦佛，也是這個慧命要傳承給後面的人，所以是諸佛的慧

命。「非餘人所能」。不是普通人有辦法，所以這些菩薩還是，還是要

再仗佛的力量，請佛在其他的地方，「您也要再為我們加持。」同樣的

道理，所以我們要用心去體會。 

 

佛在人間，這都是很實在，佛陀的人生八十年，這八十年間，從幼小

出生在皇宮，離開皇宮去修行，修行的過程是那麼辛苦，覺悟了，與

天地宇宙合為一體。這了解，將萬法歸於一心，所有的道理全都透徹

了解，回歸人群中說法。在人群中要講說，是人群所體會得到，也就

是最接近人群的生態，那就是「苦」啊！最接近，接近人群的生態就

是苦。 

 

有的人認為：我很幸福，我這一生這樣一直到長大，一直到成家，我

全都很富有啊！但是，這是前半段，到了大自然的法則，真的到來的

時候，老、病、死。儘管他很有福，但是到最後，也會求不得，「我要

求再活下去，我要再求健康。」不是你要活下去，就能活下去；不是

你要健康就能健康，不是你要年輕就能年輕，這都是不可能的。大自

然的法則一來時，無形中不斷侵奪你的生命。我常常說：「過一天，壽

命是減少一天，不是多一天哦！」所以，名稱上多一歲，生命是減少

一歲。 

 

總而言之，人生到了最後，老的苦，因為一老來，老，體弱，這是一

定，很自然。或者是，就是病、死，這要留也留不住。這種一輩子，

到底所做的是什麼事情呢？不知道。在世的時候，什麼都沒有聽到，

真理都沒有聽到，佛法沒有聽到，好事沒有做到，只是來享受而已。

這樣，福已經享盡了，這一生是不是有造了很多的業呢？你結了什麼

因，將來就帶什麼果去！這樣一生就白費掉了。我們大家很有福，能

夠值佛來人間，佛法留在人間，我們能夠得法修行，這我們要很用心

體會。佛陀遺留下來的法，我們要用心；菩薩體會佛意，這全都是要

延續佛的慧命。 

 

所以，現在還是佛的教法在人間，佛陀雖然不在人間，他在哪一個世

界呢？當然是還在娑婆世界。在哪一個國家呢？我們都不知道啊！希

望我們在這個地方，我們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期待那個地方所在做



的，延續慧命的地方，就有佛陀在那個地方，在為我們加持。說不

定，那當中也有這樣的覺者，延續這個慧命來為我們指導，這也說不

定！所以，我們不是我們自己的力量，就有辦法將這個慧命延續，我

們要將佛的慧命用在我們的心，我們依教奉行，自覺、覺他，這一定

要佛力。「非佛力無能克盡，遙見守護」，就是一定要佛力，我們才有

辦法慧命延續下去。所以，要請大家要時時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7年 3月 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