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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最後身成佛後
有十號，上人以
應供作為引子來
開示，這與前文
及生活息息相關



「應供」是佛陀十號之一，佛陀堪得受人間、天
堂所供養，這是佛德，佛所修來的德行。德行，
不是用說的，德行是要身體力行。從內心要虔誠
敬重法，用心接受，句句的法，字字的文一定要
入心，了解意義。能了解意義，就要內修外形，
要心行合一，這樣才是有德，才是有行。行中有
德，這樣才是真正堪得受應供。



有德行才能應供，因為身為講師，(上課時)
走到那裡，主辦單位及當地的師兄姊都會對
你很好，有一點像是供養。心中都會提起一
份戒慎，自己是否有足夠的德來承受人家對
於的款待。

記得，上人說過，比丘出門托缽，對於布施
者要說法，印象很深刻。



所以「受持萬行圓成」，釋迦牟尼佛，他已經無
數劫，長久的時間，無法去算計有幾生幾世，這
是無法去算計的。我們昨天也讀到、聽到，佛陀
要為迦葉尊者授記，來世能夠見到三百萬億佛，
就要經過這樣長久的時間，在三百萬億佛的期間
不斷修行，這時間要多長呢？所以昨天跟大家說
，其實我們修佛法入心來，要提升我們慈悲平等
觀。



佛陀跟我們說，人人都有具足佛的智慧，與佛同等真
如本性。既然這樣跟我們說了，我們聽了，我們記在
心中，待人接物，人人都是佛，用這樣的心。也常跟
大家說過了，人人都是我們的修行道場，不論是善知
識，增上緣，是我們的增上緣。惡知識，是我們的逆
增上緣，無不都是來增長我們的智慧，完成我們的學
業，所以我們必定都要用恭敬心。視人人既是佛，這
樣的修行方法，三百萬億諸佛世尊幾生世就能完成了
。要我們佛法入心，要我們有持久的心，要保持很長
久的心。那種精進與忍，要有耐心，要有精進，忍耐
的心，要有精進的行，要去付出。



還要好好地將我們的戒行要修好，對自己，以戒為制
度，對自己也要有制度，這就是持戒。我們自己若沒
有制度，自己沒戒行，要談什麼能成佛呢？所以對自
己要有制度，要戒。以愛為管理，我們對自己也要有
管理。不只是管理別人而已，對自己的制度要有戒，
對自己的管理要有自愛，不要自己不懂得自愛。因為
我們也與佛同等，與佛有同等的智慧，同樣的，人人
有真如本性，我們也能修行，我們也能成佛。我們與
佛，在佛不增，在凡不減。若自己能了解，我們對人
人都是我們的道場，對人人都視為未來佛，這樣的恭
敬尊重。這就是我們的修行，每一人都是我們的道場
。



所以「受持萬行圓成」，很多，六度萬行，我們
要持六度行，只是一個布施，你就要用種種種種
無量數方法，眾生有無量苦，你要布施的方法，
也有無量的方法。要如何去幫助他？是物質的幫
助嗎？或者是心靈的幫助呢？或者是，很多啊！
有很多種的方法。所以說，眾生有無量苦，我們
就有無量的智慧與福，入人群中去。所以要修行
萬行，這萬行圓成，福慧具足。



要修福，為眾生付出，解除眾生的困難，要為眾
生付出，解除困難，我們必定要運用智慧，去體
會眾生苦的源頭在哪裡。所以最近一直說「清淨
在源頭」，所以我們要追究人生苦難的源頭在哪
裡？這也是我們修行的目標之一。所以我們要「
修持萬行圓成福慧具足」。這是佛陀，他已經完
成的，而我們修學佛，不就是要跟隨佛的芳蹤。
佛如何修，我們就要跟著如何走，所以要修行萬
行，布施，六度萬行，福慧雙具。



佛陀已經具足，「應受天上人間恭敬恭養」，堪受，
也應該受，受眾生恭敬供養。供養，不只是物質的供
養，最重要的，是受到眾生尊敬的供養，所以這叫恭
敬供養。不是物質，是從內心那一番恭敬，那一分尊
重，用這樣來供養。因為佛他是「饒益化度有情」，
長時間，為眾生來人間，為眾生付出。所以，為一大
事因緣，就是為了要來饒益眾生，來教育眾生，這種
所有的有情。因為眾生沈迷，受盡了煩惱無明苦。佛
陀用種種法來為我們解釋開導，讓我們心開意解，這
是佛陀不是一輩子，是無央數劫的時間。所以因為這
樣，他十號具足，所應受供養。世尊、如來，這十號
都需要，也都值得我們眾生的尊重。











「於最後身，得成為佛」。他要供養過三百萬億
佛世尊，要恭敬供養，尊重讚歎，還要再傳佛法
，這樣到「最後身」，到了「最後身得成為佛」
，最後就是成佛了。就像釋迦佛，二千多年前出
現在人間，他去修行，成佛了，這就是釋迦佛的
最後身。二千多年前那時候，他修行覺悟，為人
間說法，這是他已經滅除了一切煩惱，再也不用
受業來人間。如果再來人間，是慈悲，不忍眾生
苦，他是來人間度化。但是，真正修行的過程，
二千多年前的悉達多太子修行成佛，那時叫做最
後身。



未來迦葉修行，經過三百萬億佛之後的最後一世
，他也能成佛，這叫做「於最後身得成為佛」。
最後身，就是「（不受）後有」。「最後身有二
義」，有兩個意思，第一是「聲聞此身已盡」，
同樣在那地方聽法，能夠發大心、立大願，聲聞
修行的過程中，生死界，「生死界中最後之身」
。這是在聲聞、緣覺中所修的行，所有的煩惱斷
盡了，這叫做「最後身」，「不受後有」。這是
修行，還在修行的過程中，當然就是要不斷聽佛
的教法，不斷展現了發大心願。





第二，就是「等覺後心」。等覺，不斷修行修行
，發大心，入人群中，不只是諸佛，於諸佛世尊
恭敬供養，還要廣宣諸佛無量大法，這已經是發
大乘心的聲聞。聲聞、緣覺，不只是獨善其身，
還是接受佛法，已經啟發大心，要行菩薩道之時
了，這就是到達「等覺」，一切的煩惱無明全部
斷盡了，連自己獨覺修行的心念也都去除了，就
是要入人群中。這種「等覺後心」，最等覺，無
上的等覺，無上正等正覺，「金剛喻定」，心很
堅定，堅定到如同金剛石一樣。



金剛，金剛石是世間無比倫的硬，那就是堅定的
心如金剛石來譬喻定心。所以，修行如果沒有立
定心，起起伏伏、進進退退，永遠都沒有進步的
可能。所以原地踏步，進又退，退又進，永遠都
在原地。所以修行我們一定要立堅定心，如同金
剛一樣，這是「等覺後心」。要到無上正等正覺
，我們必定要有如金剛那麼堅定的心，要「無明
斷盡」，這些起心動念、無明煩惱一定要斷的乾
乾淨淨。





所以「異熟識空」，「異熟識」，就是一名稱，
叫做「阿賴耶識」。「阿賴耶識」是什麼呢？過
去常說是「第八識」，能引生死善不善業，異熟
果故。第八識我們所造作的一切，有六識，六根
緣外面的六塵境，我們會起心動念，會將它收於
第七識的思考中，就去造作，起無明，造作很多
的善惡業。善業，去布施，去行善，行善的結果
種子收入阿賴耶識，第八識。



或者是外面的境界收入之後，我們的思想再去造
煩惱無明，複製很多的惡業，惡業的結果也是收
入阿賴耶識，第八識。阿賴耶識的別名叫做「異
熟識」。我們一般都說是「阿賴耶識」，也就是
第八識，第八識也能叫做「異熟識」。這是表示
我們所造作的不同，造善、造惡。做十善生天堂
，守五戒，不失人身。若是一不小心，惡念一起
，造很多惡業，那就墮落地獄、餓鬼、畜生道，
這叫做異熟。



第八識阿賴耶識是指藏識，從種子到發芽，到開
花結果，不同的種子會有不同的過程(異)，不同
的果(熟)，所以翻譯成異熟識，有其意義，想要
從可以理解的角度翻譯成漢字。(啟動三能變)

修行要把第八識清乾淨，就是最後身，因為第九
識就是清淨了，原來第八識到最後要清淨。這次
理解較深，因為，漸漸明白生活中也要清淨，自
己也要清出多餘的物品，心靈上更要清，清到沒
有，清到完全乾淨。



【三能變】
謂一切法都要經過這三種識的合作之力，才能現起，
才能存在。
初能變的是阿賴耶識，當某一業的種子成熟時，即具
有能變境界的力量，遇到增上緣，便變現起來，名為
異熟能變；
次能變的是第七末那識，這是說業的種子雖然成熟，
然而也倚賴於末那識不斷的執我，發揮它恒審思量的
作用，然後境界才能存在，所以名為思量能變；
第三能變的是前六識，這是說雖然七八兩識，具有能
變的性能，然而若沒有六識依六根，了別六塵，則境
界亦不可能成立，所以名為了別能變。



初能變
阿賴耶識

次能變
末那識

三能變
前六識

善業種子
惡業種子

異熟

思量

了別
境識

增上緣
逆增上緣

不斷執我
恒審思量

金剛喻定
無明斷盡
異熟識空
名最後身

三能變 帶業往生 修行凡夫眾生

佛



他的依報、他的正報，就是過去怎麼做，怎麼修
。這種「異」，就是不同，我的善與惡都有造，
所以我先苦，但是後面得福。有的是前面先得福
，後面很苦。有的人生在很富有、很好環境的家
庭，享受得很好，但是等到因緣果報來時，業報
現前，一生落魄，晚年很辛苦，這叫做「異熟識
」。我們過去生如何造的因緣果報，我們就怎麼
受，因果成熟就開始了，這叫做「異熟識」。平
時叫「藏識」、「第八識」。我們帶著第八識再
生人間，有這種不同的果報。



所以，先苦後甘或者是先甘後苦，我們的人生由
不得我們自己。或者是一輩子都很好命，也有一
輩子都這麼苦難，這就是我們過去生如何做的，
都藏在「異熟識」中，就是第八識中。所以，「
能引生死，善不善業異熟果故」，這叫做「異熟
識」。我們若有修行，一直修、一直修，修到最
後「異熟識空」，善惡都空掉了，都沒有什麼煩
惱，沒有再有緣的牽絆，一切清淨，這叫做「最
後身」。這就是釋迦佛向迦葉尊者這樣說，你要
經過三百萬億佛之後，恭敬供養，這樣修行過來
的，最後所得的「最後身」就是要成佛。

























三覺圓滿，三覺是什麼？
1. 自覺、覺他、覺行圓滿。
自覺是使自己覺悟，但要斷盡三界內的見思惑和三界
外的塵沙無明惑，才能算是達到自覺的地位；覺他是
將自己所覺悟的真理傳播給別人，使他人也覺悟；覺
行圓滿謂所覺悟的程度，已經達到究竟圓滿的境界。
2. 本覺、始覺、究竟覺。
本覺是一切眾生本來就有的自性清淨心；始覺是本覺
被無明蒙蔽之後，又開始漸除無明，漸息妄心，恢復
其固有的本覺；究竟覺是終極徹底的覺悟，也就是佛
的覺悟。





再來就是「佛」，「謂智慧具足，三覺圓滿，故
號為佛」。再來就是「世尊」，世尊「以佛具萬
德，世所尊重，故稱為世尊」。就是在世間，以
世間獨尊，真的是世間無與倫比，那就是釋迦牟
尼佛的智慧，能夠虛空法界，無一法不知不解，
所以是「三界導師」，「四生慈父」，這叫做「
世尊」。所以，學佛，我們要好好用心，要用在
這一分饒益化度有情，所以這種修行的方法，這
樣才能得受三界所尊重，所以稱為「世尊」，修
行的目標就是這樣。我們要時時多用心啊！



https://www.neptune-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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