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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明經玄
義云三身

身即聚積之義，謂聚積諸法而成身也。
所謂理法聚名法身，智法聚名報身，功德
法聚名應身。

一、法身
謂始從初住，顯出法性之理，乃至妙覺極
果，理聚方圓，是名法身。（理聚方圓者，
妙覺所證法性之理，方始圓滿也。）

二、報身
謂始從初住，終至妙覺極果，智聚方圓，
由智契理，報得此身，故云報身。

三、應身
謂始從初住，終至妙覺極果，功德法聚方
圓，故能隨機應現，說種種法，度諸眾生，
故名應身。



佛陀的應化身如
大雲，千變萬化
無不都是利益眾
生，電光雷震都
是在向眾生說法



這就是要說，我們這幾天一直提起，密雲雨就是
利益大地。眾生在山河大地就是需要，所需要的
就是大地萬物供應我們的生活，尤其是五榖雜糧
、尤其是藥草等等，維持我們的健康。你們昨天
不是請中醫部的老師來上課嗎？藥草，這四氣五
節等等，還有五味，這全都是在草，藥草等等，
各種各種大地所生的一切，都是能做藥，能調我
們的身體。看，醫師懂藥，什麼樣的藥草都是藥
，平時在吃的東西也是藥。



我們要吃什麼東西？不要偏食，不論是苦、酸、
澀等等的味道，同樣，平常調理做素菜在用的東
西也是一樣，是藥類的一種。所以我們修行的道
場，晚餐稱為「藥石」，將它當作藥，來調養我
們的身體。所以吃的東西能很簡單，不必太過講
究，營養最重要。這就能知道，天地萬物對人類
的利益，連草木都不能輕視。





四無
礙辯

上人開示

法無
礙智

第一就是「法無礙智」，就是能將所有的道理形相描述出來，這叫做法無礙
智。法本來是無體無形，佛陀用種種譬喻，將無形無體，也能為我們分析，
分析出體態名相內含的法，所以是「法無礙智」。

義無
礙智

「義無礙智」，佛陀他能將這體相、名相內含再深刻的道理再分析，光用名
詞、名相看，還不夠，還要再分析裡頭的成份。就如昨天中醫師，就是老師
來為大家講解藥草的名稱，藥草名稱裡頭的成份，甘、甜、苦、澀等等，這
些東西，它對我們人體有何作用？這叫做「義無礙」。同樣的道理，佛陀將
形相再剖析，如解剖一樣，好好地為我們分析，這叫做「義無礙智」。

詞無
礙智

還有「辭無礙智」，辭無礙就是說佛陀通達很多種語言。這是因佛陀出生在
皇宮，受很好的教育，說各種語言都能通，所以叫做「辭無礙」。應各種方
言，地方語言，佛陀都能通，所以，向不同的語言體系（眾生），他都能為
他們說法無礙，這叫做「辭無礙」。

樂說
無礙
智

「樂說無礙」，要從上面的法無礙、義無礙、辭無礙，還要樂說，我很願意
說，只要有因緣，因緣來，我會把握因緣，將這些法、義，應你們所需要的
方言，我願意說，說你們所需要的法，一切圓融無滯，為眾生樂說自在。這
叫做「四無礙智」。









優樓頻螺迦葉皈依佛陀

摩竭陀國
頻婆娑羅王
號召大臣、
人民，趕快
去聽佛說法
……



「我現在投入僧團，能夠聽到佛陀所說的法，就
如熱地，炎熱的熱地得到法雨滋潤，地上清涼。
我能夠得到佛陀所說的法，去除了我五欲貪著的
煩惱無明。我現在每天的生活就是這麼的自在，
清涼自在，輕安無礙。這就是我的解脫，我已經
身心解脫，回歸於正途，佛就是我的師父。」他
很大聲這樣說。佛陀露出微笑，「是啊，我是你
的師父，你是我的弟子了。」



師徒在那裡這樣談話，就解開了很多人的，「到
底我是要以優樓頻螺迦葉為師，或者是以佛為師
呢？」在佛與優樓頻螺迦葉的對談中，「現在優
樓頻螺迦葉是佛的弟子，這樣我們當然也是佛的
弟子了。」破除了人人的疑問，也讓人人了解，
佛就像天上的雲，在炎熱的日光中，地上乾旱這
個時候，「密雲彌布」，就是將要下雨的時候。





這種「日光揜蔽，地上清涼」。「日光炎熾」譬喻「
三伏天諸熱惱」。「三伏天」就是夏天最熱的那一個
月，有上、中、下三伏，就是表示很熱，很熱。在七
月分時，那就是最熱時。這種的熱，若又沒有下雨，
大地就乾旱了，因為太陽一直曬，又沒有水分，所以
「日光炎熾，喻三伏天諸熱惱」。我們的人心也一樣
，心地乾旱，再加上如火在燒我們，如日光照在大地
上一樣，這種熱惱，這種熱惱就是我們眾生的煩惱。
一旦諸雲覆，諸雲若密集起來，那就是掩覆日光。所
以「日光揜蔽」，就被雲遮起來，我們的心地就清涼
了。就如佛應身來人間，如慈雲，密雲起，那就是雨
露法雨來滋潤我們的心地。





所以「靉靆垂布」，那就是雲這樣一直一直湧現
出來，雲這樣一直聚集起來的樣貌，那種形態，
叫做「靉靆」。「靉靆垂布」，「雲興盛」，雲
這樣一直湧現出來，來遮蔽日光的形貌。我們若
看天空，有時候看到雲一直湧現出來，如霧氣一
直聚起來一樣，這譬喻「佛應世如慈雲蓋降」。
諸雲，有時候「香雲蓋」，我們香爐上的煙，從
下面一直升上來、上來，升到上面，都是香雲這
樣普蓋著。



這種「慈雲蓋」，這樣蓋著，就是表示將要降雨
的時候了。所以「慈雲蓋降」，這樣一直快要降
下來那個感覺，就是雨將下來時。這是佛應身來
人間，就是將要施法雨時。「見者喜樂」，聽經
的時間到了，心很歡喜，「如大旱之望見雲霓」
。如旱天，很乾旱的時候，看到雲開始，雲集中
過來，像有彩虹也快要出現，雲與彩虹出來，那
就表示雲雨將降時。

















所以「持實教作」。第一，就是「化教通內外眾
，謂如來一代施化之教」，這叫做通，「通被內
眾受道弟子」。對外施用權巧，有五乘法；若是
對內，除了對外施教，還通內，內就是修行弟子
，隨佛修行，他是用三乘教。對外，那就是外眾
，就是對世俗人施教；內，就是內修，依教修行
的人。希望外面的根機還未很成熟，給他十善、
五戒；已經發心修行了，根機還未很體會大教，
大機、大器還未成就，他就給他三乘漸教。慢慢
地教育，讓他出離生死之苦，這叫做化教，「化
教通內外眾」，這就是佛陀他的施教。



對內，修行弟子，他就要制教，就是教誡，大家
要持戒、要修行，所以有教制內眾的方法，就是
「如來說諸律儀」。我們修行者有律儀，我們的
威儀，我們的進出規矩等等，這就是向內眾的教
育，「專為禁制內眾受道弟子」。所以，前面是
普遍施教，後面就是對內修行者的教育，就要制
戒，修行六和敬等等，僧團的生活規矩，「令其
如法受持」。



人人都要如法受持，成就聖果，走入與佛證同等
的果位。所以「故名制教唯內眾」，「唯內眾」
，教誡就是對內眾的教育。佛陀用心良苦，說法
四十九年，現在還是這麼的辛苦，各種譬喻。希
望我們人人要能夠體會，體會雲或者是霧氣在我
們的身邊，卻是我們如實亦如虛，還未很踏實。
這要看我們要時時多用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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