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222《靜思妙蓮華》龍女獻珠 以智契理 (第 1356集) （法華經·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龍女深智意會，智積菩薩乃是多寶佛之良胤，舍利弗乃釋尊之上座

之弟子；智積之疑猶略，舍利弗疑念深，二賢如是，群機可知。 

⊙若更持詞以辯終以為虛妄之言，故借獻寶珠之誠，佛納受之，以為

真如本質平等，眾生皆可成佛，獻珠欲顯速證。 

⊙「一者，不得作梵天王，二者，帝釋，三者，魔王，四者，轉輪聖

王，五者，佛身，云何女身速得成佛？」《法華經 提婆達多品第十

二》 

⊙「爾時、龍女有一寶珠，價值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即受

之。龍女謂智積菩薩、尊者舍利弗言：」《法華經 提婆達多品第十

二》 

⊙爾時、龍女有一寶珠，價值三千大千世界：龍之神力全在珠上，至

貴寶也。 

⊙持以上佛：龍女持此以奉世尊，表大施也。 

⊙佛即受之：龍女獻珠，為表圓解。如來納受，印證其心。珠表智，

佛表理，以智契理，將因趨果。 

⊙龍女謂智積菩薩、尊者舍利弗言：既獻珠已，乃問智積及舍利弗；

龍女意謂：智積乃多寶之良胤，身子乃釋迦之上座，智積之疑猶略，

身子攻難愈詳，二賢若此，群賢可知，若更持強詞以辯，終以為虛

妄，故借獻寶珠以為本質，欲顯速證。 

⊙「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不？答言：甚疾。女言：以汝神力

觀我成佛，復速於此。」《法華經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獻寶珠：喻將本有之清淨如來藏心，於一剎那間顯示於佛。即獻即

受，喻即悟即證。 

⊙龍女不即以言答舍利弗，以此當下成佛之境非言可顯，惟證乃知。

故即假獻納寶珠，以喻成道之速。 

⊙夫一獻一受，石火電光不足以比其速，而龍女成道之速乃復過之，

皆顯頓悟成佛之義。 

⊙一珠稱性之施，義攝萬行齊圓，不住法施，用力少，收功多，豈假

大千身命，多劫六度乎？ 

⊙所謂千年之鳥，不及朝生之鳳，圓根與不圓根，日劫相者，即此

意。 

 

【證嚴上人開示】 

龍女深智意會，智積菩薩乃是多寶佛之良胤，舍利弗乃釋尊之上座之

弟子；智積之疑猶略，舍利弗疑念深，二賢如是，群機可知。 



 

龍女深智意會 

智積菩薩 

乃是多寶佛之良胤 

舍利弗乃 

釋尊之上座之弟子 

智積之疑猶略 

舍利弗疑念深 

二賢如是 

群機可知 

 

我們就能夠知道，龍女她的深智，已經能夠體會到了，她體會到的，

那就是智積菩薩他就是「多寶佛之良胤」。意思就是說，龍女了解，因

為她也是深智，智慧也是很深，她能了解，智積菩薩是多寶佛弟子

中，與多寶佛相近。就像我們在娑婆世界，舍利弗是佛入門弟子中，

「智慧第一」，是上座的弟子，所以她了解這兩位賢人與佛教化的代表

性。多寶佛為聽《法華經》，來娑婆世界，寶塔現前，說是為了聽經，

其實來證明《法華經》，是諸經之王，也就是像我們人人本具佛性，佛

性本具，我們原來與佛是同等，佛陀就是這樣跟我們說，人人本具佛

性。所以我們心中的寶塔現前，就是表示我們法聽了，了解，了解了

「諸法性空」；但是「性空真如」，這性如法海，智慧就如海一樣，遼

闊的智慧本來人人本具，只要我們再用心，原來本具的智慧是同樣

的，人人本有。 

 

所以，多寶佛是這樣，多寶佛的弟子隨身而來的弟子，也是上座弟

子，稱為菩薩，他是古佛隨身而來的弟子，可見他是已經不斷修行，

親近多寶佛的身邊。而舍利弗呢？娑婆世界，還是現聲聞身，聲聞，

就是還是守在獨善其身；獨善其身，佛陀鼓勵發大心、入人群，利人

利己，舍利弗開始發心了，佛為他授記了，才是發心、發願而已，還

是還離佛還有一段距離，就是意思是還未身體力行。但是他已經是智

慧第一，是弟子中，佛所講的法，他能一聞能解，只是沒有去身體力

行，入人群發大心，這項還沒有做。其實，佛性完全體會了解了，還

未身體力行而已。不過，這樣就差很多，還未「六度萬行」具足，還

沒有去身體力行。所以，他是上座的弟子，與他其他弟子比起來，他

就是已經是上座了。 

 

就像人在稱呼：「你是某某人的高足。」「高足」那意思就是，比其他

弟子再高一等，這就是高足，那就是上座，意思就是說，已經佛所說



的法，他有聽進去，但是「六度萬行」，還未去身體力行，還是聲聞的

弟子。 

 

所以，智積的疑，略，猶略就是比較少，因為他比較是過來人，六度

因行，他是跟隨古佛，所以，六度因行，他有經過了。雖然心有疑，

有懷疑：這龍女是異類，尤其是年齡這麼小，尤其是女身，豈有辦法

體會，這麼深奧的道理呢？而且又是很快就能成佛。這是智積他有一

點點存疑。不過龍女出現了，他這些疑完全消除，證明龍女已經是得

到大智慧了，真真正正體解大道，也已經發無上心，才有這樣的良

能。 

 

在兩尊菩薩對答這當中，這樣她忽然現前，這是表示她用事實勝於言

辯，這樣智積他就能解疑。舍利弗那個疑念還很深，但是龍女她知

道，娑婆世界的舍利弗，以及東方世界多寶佛的弟子，這兩位都是

「賢」。所以「二賢如是，群機可知」。就能知道舍利弗，既然還有這

麼重的疑問，娑婆世界的眾生，就能知道還是疑問很多，這是「龍女

深智意會」，龍女的智慧，這就是已經要證明，娑婆世界凡夫眾生疑

慮，這個疑無法去體會，不能了解。所以說，「若更持詞以辯，終以為

虛妄之言」。 

 

若更持詞以辯 

終以為虛妄之言 

故借獻寶珠之誠 

佛納受之 

以為真如本質平等 

眾生皆可成佛 

獻珠欲顯速證 

 

龍女為了要證明，智積菩薩與文殊菩薩，在那裡討論，要文殊菩薩回

答；若要再讓文殊菩薩回答，這樣不如龍女現前，來解除智積的疑。

現在龍女已經出現了，智積菩薩的疑也已經去除了，但是舍利弗的疑

問又再提起。所以說，既然龍女向佛陀頂禮，偈文讚佛，舍利弗還是

不相信，不能體會龍女她的境界，所以再強辯還是一樣，空口無憑，

只是用辯的而已。 

 

所以，龍女，下面她就，她獻寶珠，用誠意來獻，獻給佛陀，佛陀是

會接受，佛陀也歡解接受。因為龍女的誠意，佛陀歡喜接受。用這樣

來表達「真如平等」。眾生平等，只要我們人人將這分誠意的心，將這



分要度眾生的誠意付出。 

 

所以我們就說過了，誠正信實，四弘誓願，我們以誠能誓願度眾生。

我們若是沒有用內心的誠意，你說發「四弘誓願」，「眾生無邊誓願

度」，你要如何度呢？必定要「誠」，誠意奉獻付出。你要用你的誠意

付出，這個誠意不是短暫的，誠意是長時間，累生累世，累劫長時間

的誠意，用這長時間的誠意，已經龍女也是，「六度萬行」的過來人，

這就是長時間的付出。六度萬行，這就是誠意。所以在這段接下去的

文，龍女獻珠，就是表達誠意，是發自內心的誠意，也已經「六度萬

行」，眾生無邊誓願度，六度萬行就這樣走過了。因為佛陀他即時將她

的寶珠，接受過來，就是表示她已經走過來的路，她的誠意佛陀接

受。雖然是短暫這樣的誠意奉獻，佛陀即時將它接受起來，時間是很

短，其實這是要表示很長的時間。 

 

我們再下來，多用心來體會，這就是《法華經》，讓我們愈了解，會愈

法喜充滿。我們誠意不是短暫，是累生世，這樣不斷誠意入人群度眾

生，為眾生在付出的那分誠意。一直要慈濟人「誠正信實」，念要

「正」 ，除了「誠」，念要正，除了「誠」以外，要正念，正念才有

辦法斷煩惱。我們要「信」，要有深信，才有辦法把佛法無邊，我們誓

願學，有很多很多的佛法，我們一定要學。我們還要「實」，要真實，

因為我們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向前走，成佛的道路，就是要我們身體

力行出來的，不是只有聽，了解就好，不是，我們還要再身體力行，

在人群中付出，是「真空」，卻是我們所結的法緣，那是「妙有」啊，

「真空妙有」，我們要很用心來體會。 

 

所以，龍女獻珠，佛納受了，這就是「以為真如本質平等」，這樣我們

就能夠去體會，「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就是在一念心，那念的誠

意，這念心，三無差別，就是心、佛、眾生平等。所以「眾生皆可成

佛」，所有的眾生都能夠成佛，哪有說龍女不能成佛？可以成佛。 

 

所以「獻珠欲顯速證」，就是要獻珠給佛陀，就是表示要成佛，和這樣

的時間一樣，我的誠意，最終佛陀能夠這麼快速納受，同樣，證佛的

境界就是這麼快速。 

 

前面所說的，女人，女身有「五障」：「一者，不得作梵天王，二者，

帝釋，三者，魔王，四者，轉輪聖王，五者，佛身。」這是前面經

文。「云何女身速得成佛？」 

 



一者不得作梵天王 

二者帝釋 

三者魔王 

四者轉輪聖王 

五者佛身 

云何女身速得成佛 

《法華經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舍利弗這種疑問，那麼在下面這段經文，我們就能了解。下面這段經

文就這樣說：「爾時、龍女有一寶珠，價值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

佛即受之。龍女謂智積菩薩、尊者舍利弗言：」 

 

爾時 

龍女有一寶珠 

價值三千大千世界 

持以上佛 

佛即受之 

龍女謂智積菩薩 

尊者舍利弗言 

《法華經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她用辯論的沒有用，她用真實的行動，把寶珠獻給佛，佛陀即時就這

樣把它接受起來，龍女轉過身來就向智積菩薩，和尊者舍利弗說話

了。這段經文，我們要很用心去體會。龍女獻珠，龍的神力全在珠上

面，這顆珠就是表示，龍牠最珍貴的東西。 

 

爾時 

龍女有一寶珠 

價值三千大千世界 

龍之神力全在珠上 

至貴寶也 

 

我們常常聽到「雙龍搶珠」，意思就是這顆珠在龍的境界裡，是多麼地

重要，所有的神力，就是集中在這顆珠裡，這是龍界是價值無上。龍

女把這顆珠獻上給佛，這是至尊最貴的寶物，獻給釋迦牟尼佛。 

 

持以上佛： 

龍女持此以奉世尊 



表大施也 

 

所以龍女「持以上佛」，那就是奉獻給釋迦牟尼佛，表達布施。「佛即

受之」，釋迦牟尼佛將龍女所獻的寶珠，他馬上就將它接受下來，因為

佛體會龍女的誠意。剛才向大家說的誠意，先讓大家知道，你們就會

了解這個誠意。佛陀將它接受下來，就是證明龍女是累生累世，那個

誠意入人群，六度萬行走過來，圓滿了。佛陀接受，受珠了。所以

「珠」是表示智慧，佛是「覺」，是表示「理」，道理；智慧和道理會

合了，理和智，契合起來。所以「智契理」，這個智契合這個道理，所

以意思是「將因趨果」，就是因趨向這個果來了。「因」，已經六度萬

行，俱全了、具足了，已經因行果滿了，「因」已經完成，「果」就滿

足了，所以「將因趨果」，已經趨向在「果」裡了。 

 

佛即受之： 

龍女獻珠 

為表圓解 

如來納受 

印證其心 

珠表智、佛表理 

以智契理 

將因趨果 

 

所以龍女她這樣獻給佛，就是表示她走過的道路，所做過的行，菩薩

道就是圓滿了。就向智積菩薩和尊者舍利弗，要讓他們看，這個境

界，智積菩薩有看到了，尊者舍利弗應該也有看到，就要問他：「這樣

你有看到嗎？」 

 

龍女謂智積菩薩 

尊者舍利弗言： 

既獻珠已 

乃問智積及舍利弗 

龍女意謂 

智積乃多寶之良胤 

身子乃釋迦之上座 

智積之疑猶略 

身子攻難愈詳 

二賢若此 

群賢可知 



若更持強詞以辯 

終以為虛妄 

故借獻寶珠 

以為本質 

欲顯速證 

 

龍女的意思就是，「智積乃多寶佛之良胤」，就是上首的弟子。「身

子」，「身子」就是舍利弗，舍利弗是釋迦佛的上座的弟子，也是上首

的弟子。智積的懷疑比較少，應該消滅了，舍利弗他還將這個疑問，

提出來問難，可見，就是真的要了解，這兩位賢人。「賢」再上去就是

「聖」。所以「二賢若此，群賢可知」。 

 

因為智積是古來佛的菩薩，就是多寶佛身邊的菩薩，這也是賢的位

置。古佛已經度化眾生了，那些眾生群，一個人就能夠表達群眾。在

智積代表是，多寶佛教化的群眾，舍利弗是代表釋迦牟尼佛教化的群

眾，所以「二賢若此」，這兩位疑問，疑問，智積的疑問比較薄，就是

表示，已經度化過的人群代表，就是比較薄的疑，那就是智慧較充

足。但是，舍利弗他所代表的，是娑婆世界的眾生，這是未來佛陀將

要度的人。佛陀當世度和未來在度，當世度的，就是和舍利弗同那個

時代，未來要度的，就是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所以我們現在這個時

代，凡夫啊，也是有「五障」，除了貪、瞋、癡，慢和疑也是還是很

重。 

 

所以若更強詞以辯，「終以為虛妄」。所以舍利弗的疑還很重，因為他

是代表，佛陀在教化的眾生，所以疑問還是很多。用辯的，沒有用，

不如就是用實在，借這個獻寶珠的境界，來表達「實質」，實在的真

如。真如本性就是要去身體力行，誠意，累生世六度萬行，要這樣度

化眾生入人群，走過來，因圓了自然果滿，就像一顆珠。這顆珠，龍

女她呈現給佛。珠表示智慧，佛陀表示道理，所以智慧這樣，一直一

直保持著誠意，沒有染垢，貪、瞋、癡、慢、疑，完全都去除，無明

煩惱全都沒有了。這在人群中的緣也已經完成了，這種「真空妙有」

的境界，已經都達成了。「獻寶珠以為本質」，這就是最誠懇，表達出

來，讓大家看。「獻寶珠以為本質，欲顯速證」，這就是表示很快，她

就能夠成佛。這個「獻珠」和「很快就能夠成佛」，關係很大。 

 

下面這一段經文再說：「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不？答言：甚

疾。女言：以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 

 



我獻寶珠 

世尊納受 

是事疾不 

答言甚疾 

女言 

以汝神力觀我成佛 

復速於此 

《法華經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這是龍女獻珠之後，佛陀納受。她回過頭來問智積和舍利弗：「我現在

獻珠，世尊已經接受了，這個事情，你看，這麼快，這個事相你有看

到嗎？真實的事相，我的寶珠，佛陀很快納受，這樣你有看到嗎？快

嗎？我獻給佛，佛一點都沒有猶豫，馬上把我的寶珠接起來，這樣是

不是很快的時間呢？」怎麼回答呢？「答言：甚疾。」很快。妳獻

出，佛很快就收到。「女言：以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龍女就

要展功夫給他們看，「既然我的寶珠獻出去，佛陀接受得這麼快，你看

我，看我成佛的速度比這樣更快。」用事實來證明。「獻寶珠」，就是

譬喻「將本有之清淨如來藏心」，就是我們的真如本性，獻珠，就是表

示真如本性，「於一剎那間，顯示於佛。即獻即受」，譬喻「即悟即

證。」 

 

獻寶珠： 

喻將本有之 

清淨如來藏心 

於一剎那間 

顯示於佛 

即獻即受 

喻即悟即證 

 

很快我的真如本性，就能夠呈現出來。而我們凡夫呢？跟你說這麼多

了，「真如本性長怎麼樣？你拿出來給我看。」「我是要去哪裡，拿什

麼給你看？」但是龍女很快，就把她的如來藏心，真如本性，剎那

間，就這樣顯示於佛，這是智，智慧，龍女的智慧和佛的智，這個深

智已經會合，佛佛智同、道同，這是表示龍女將要成佛，這個智慧已

經與釋迦佛同等了。所以「即獻即受」，龍女獻珠，佛陀接受了，這就

是悟。譬喻「即悟即證」，馬上就能夠覺悟，馬上就能夠證佛果，很

快，這就是很快的意思。「疾」就是快。 

 



舍利弗，因為龍女問他們，兩位都同樣回答「甚疾」。真的，這個事情

真的很快，佛陀接受得也很快。所以這表示龍女證果之速，已經相信

了，相信龍女要能證得佛果是這麼的快。所以，龍女她馬上回答，「汝

以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請你們兩位看我要成佛的速度，也是

同樣這樣這麼地快，像我在獻珠一樣。 

 

龍女不即以言 

答舍利弗 

以此當下成佛之境 

非言可顯 

惟證乃知 

故即假獻納寶珠 

以喻成道之速 

 

所以「龍女不即以言答舍利弗，以此當下成佛之境非言可顯，惟證乃

知，故即假獻納寶珠，以喻成道之速」。既然龍女向佛陀頂禮，偈言讚

佛，舍利弗還是不相信，不能體會龍女她的境界，所以再強辯還是一

樣，龍女就不用再回答了，成佛之境。這不是用語言可以再回答。因

為「證」，要體悟，真正是有證悟、體悟的人，就能夠了解。所以「故

即假獻納寶珠」，獻珠和納珠，龍女獻珠，釋迦佛納受寶珠。一顆珠，

一位獻，一位納受，「獻納寶珠」，以譬喻成道之速，在成道這麼快。 

 

夫一獻一受 

石火電光 

不足以比其速 

而龍女成道之速 

乃復過之 

皆顯頓悟成佛之義 

 

所以「夫一獻一受，石火電光不足以比其速」，表示這個快速。「石火

電光」，知道嗎？在古代，用石頭這樣來摩擦，它能迸出火花來，火花

就是石頭和石頭，互相碰出火花起來，是很硬的東西。就像現在有的

人，現在很多大理石，用鋸子在那裡鋸，它就是火花一直噴，就是硬

的東西碰硬的東西，自然那個極硬相碰觸，這樣會出火花出來，但是

這是剎那就過去了，火花噴出來，就剎那就過去了，很快，沒有停

留。電光，就是過去打雷閃電，閃電，一閃，也是過去，很快速，這

個快速無法可比較，要說它是一秒間，秒很短，但是瞬間，瞬間，一

下子就過了，所以沒有什麼東西，好比較那個速度，速度很快。就是



光速，非常的快。「不足以比其速」，就是這個速度，龍女要成佛的速

度就是這樣，比這樣更快。所以「皆顯頓悟成佛之義」，龍女的成佛不

是慢慢修，她是頓悟。講起來，也是長時間，那個因是從很長很長的

時間，這樣累積過來，到現在，因緣都很成熟了，所以很快，因圓果

滿，這樣就成佛了，很快。 

 

所以，「一珠稱性之施，義攝萬行齊圓，不住法施，用力少，收功多，

豈假大千身命，多劫六度乎。」 

 

一珠稱性之施 

義攝萬行齊圓 

不住法施 

用力少 

收功多 

豈假大千身命 

多劫六度乎 

 

這就是表示這顆珠，「稱性」，就是智慧，這個智慧是和我們真如本

性，是合而為一，布施這個意義，就是「攝萬行齊圓」，這已經包含了

「六度萬行」，全都圓滿了。一顆珠的布施給佛，獻給佛，這已經是表

示，六度萬行都已經齊圓了，都圓了，圓滿了。「不住法施」。已經都

沒有掛礙，表示性清淨，本性清淨，付出無所求，完全乾乾淨淨，但

是這個因圓果滿，很自然，自然就是本性，如來藏性，回歸自然清淨

無染的本性，這「不住法施」，就是無住相的布施，圓滿了。但是，無

住相的布施，這就是法，就是真理回歸大自然的覺性來，真如本性。 

 

所以「用力少，收功多」。付出，借力使力，是借入人群中這樣在付

出，去體會到這麼多這麼多的道理，所以收回來的功德有這麼大。其

實要感恩，不只是無所求，付出無所求，還要感恩，就是因為入人群

中，讓我體會這麼大，入人群中，讓我因圓果滿，成佛了。所以用力

少，收功多，我就是只是一心付出，這樣而已，就能現在回歸本性，

自然清淨本性，這就是修行的境界。 

 

我們修行，不斷，要不斷付出，付出無所求，無染著，不用拖泥帶

水，很乾淨，累生累劫不斷付出，這已經「六度萬行」圓滿了。「豈假

大千身命，多劫六度乎？」不用再講過去在三界，三千大千世界，在

這個三界中，欲界、色界、無色界，這樣走過來，很多的無明煩惱完

全去盡了，所有捨身命，多劫行六度萬行，這已經這樣就是過去了，



這就是這樣，在借人群而來為眾生付出，其實是自己所得來的。 

 

所以說「所謂千年之鳥，不及朝生之鳳」，就是說千年的鳥還是千年的

鳥，就是鳥而已，但是不及一大早才生下來的，這隻鳳凰鳥。鳳凰和

鳥來比較，鳳凰是很貴重的鳥，鳳凰。鳥，你滿天都能夠看到鳥在

飛，鳥和鳳凰要怎麼比較呢？所以「千年之鳥，不及朝生之鳳」，不如

剛生出來的這隻鳳凰。 

 

所謂千年之鳥 

不及朝生之鳳 

圓根與不圓根 

日劫相者 

即此意 

 

所以「圓根與不圓根」，日和劫，其實都是一樣，我們若是透徹了解，

能夠剎那間就能回溯，很長久以前的事情。慈濟怎麼走過來的，很快

地回歸到那個時候，我三五句話就講完了。同樣的道理，累生累劫如

何修行呢？其實在證悟的剎那間，同樣的道理，要說長劫多久，不如

說及時的現在。所以說把握當下，就是恆持剎那，在那個剎那間的一

念心，恆持永遠、永遠，這樣持那一念心，走過來的路到現在，同樣

的道理。 

 

所以說「千年之鳥，不及朝生之凰，圓根與不圓根」，就是說已經行過

了，「六度萬行」，和還沒有去身體力行的根機，是差那麼多，走過路

的人，他自然「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我都清清楚楚，那個走過的風

光，我了解。」沒有走過的人，你重新去走，走過來再來說。同樣的

道理，這就是龍女為什麼能這麼快就成佛，現在智積菩薩已經無疑

了，舍利弗應該也要相信龍女這種過去的因，是因為他們不知道，那

個因行的過程，所以他說她現在龍女的身形，所以這樣他有懷疑。 

 

他若了解她過去的大乘行，入人群，在六道中這樣在付出，現在所了

解的法，本來就很清楚。文殊菩薩到龍宮是要現這個相，引導龍女來

為大家作證，真如本性，如來藏心，「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是平

等。只是缺在我們還沒有去身體力行，我們發願，還沒有起步，還沒

有入人群，做得還不夠，我們還無法體會，只是這樣而已。我們的

智，還沒有辦法如龍女獻珠，佛這樣接受，智和理還沒有契合，我們

只是這樣而已。所以我們要在理相，要時時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7年 2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