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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播種大因緣
根淺難解佛慧

天上天下無如佛
十方世界亦無比
世間所有我盡見
一切無有如佛者

豈非是智勝時
菩薩所結緣眾

以今幸聞大法
必有宿因遺緣

自皈依佛，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一切無礙

蓋眾生法
廣，如來
法高，佛
之智慧不
易信解，
必久漸熏
習始可夙
因不昧。



釋迦佛在大通智
勝佛時，發大心，
請法輪，播大種，
但有人根淺難解
佛慧，要繼續修



布善種子，雖然佛用心，希望能夠人人都能得大法，
所以佛希望能播下大因緣，種下大種子。佛就如一位
園丁，希望能夠種大樹，不是種小草，所播的種子都
是大因、大緣、大樹、大根、大器，期待能夠大地播
大種子。可惜眾生根機淺鈍，所以難解佛的心意，佛
陀的智慧總是這樣難解難入。佛陀的用心，卻是眾生
無法很深地去體會，所以，從無始劫以來，很長久了
。那麼長久的時間，生生累世，一生一生一直累積，
佛沒有捨棄。從塵點劫以前，所結的緣，累生世都希
望能這樣數數成就，一個一個趕緊成就起來。所以，
累世結來的緣，時間長，緣也累積得很多，雖然有緣
，卻是根機淺。



很幸運，我們能時時生生世世都與佛同世，這一
點我們很幸運。雖然無法很深入體解佛那一念覺
悟的境界，卻是我們還有這樣生生世世與菩薩俱
，就是與佛同世。佛修行的過程，都是發菩薩心
，入人群中，我們就是在人群中的凡夫之一，每
一個人。因為我們生生世世都這樣聽法，生生世
世，雖然我們能有信，有解，卻是很難體解。



體解就是很貼心，能夠了解佛的心意，能夠了解
佛所體悟宇宙萬法的道理，還是我們還無法很貼
切與佛的見解相同，只可惜就是這樣。不過我們
有幸，有幸能值遇菩薩，生生世世入人群，所以
我們應該知道，「必有宿因遺緣」。在生生世世
，從無量劫前，結緣之後，一直一直生生世世累
積過來。所以這就是今生的現在，必定以過去的
宿因，過去無量劫，這樣生生世世有留著因啊、
緣啊，這樣累積過來。有緣，只是還未很貼切，
所以，我們還沒有成就。這我們要相信。



這不就是在大通智勝佛的時代，我們就是那群心
有疑惑，在十六王子之一，現在我們的釋迦牟尼
佛，那時候，我們已經接受到他向我們教育的這
分緣，結緣眾，一直到現在。所以菩薩所結緣眾
，就是這樣一直結緣過來。其實，結緣過來的時
間是這麼長，生生世世，同世修行的時間也是很
多。就像釋迦牟尼佛有說，「天上天下無如佛」
，其實這個首偈不是在釋迦佛被生下來，這樣一
手指天、一手指地，說：「天上天下無如佛。」
不是。



這是在過去、過去生中，釋迦牟尼佛他這樣說，
他說，在娑婆世界無量劫以前，娑婆世界有一尊
佛，叫做弗沙佛。這位弗沙佛，他在娑婆世界度
眾生，他的道場裡有很多聲聞、緣覺，同樣也有
菩薩。那時候在教育，心裡一直想：未來應該也
有要趕緊成就，覺悟成佛的人，來傳法接受。所
以他就這樣看，到底這麼多人當中，到底是怎麼
樣的人，哪一位能有這大根機來接受？



天上天下無如佛
十方世界亦無比
世間所有我盡見
一切無有如佛者



釋迦牟尼佛在二千多年前說出了這段因緣，他只
是為了這一首〈讚佛偈〉，這樣七夜七日完成了
定與慧。這就是他這樣一直累積這念心，他尊敬
世間一切諸佛，尊敬佛的無上正等正覺。他體會
了十方世界，唯有大徹大悟才有辦法脫離了生死
，才有辦法來人間度盡一切眾生。世間很多的煩
惱、無明，唯有佛法能夠去除眾生的無明，唯有
真理才能去除眾生的惑。無明、惑念，應該唯有
道理。



所以他除了繼續付出為人群，還要拯救眾生，這
念心就是永遠不變，但是，定、慧從這樣開始完
成。他生生世世要再續緣，繼續這些已經與他結
了緣的人，都能見佛、聞法，起歡喜心，能真心
投入佛法中，去體會佛法的殊勝，去了解人間的
疾苦。這就是釋迦牟尼佛有一段時間所講的，講
他過去生中，累生累世，這樣不斷利益眾生，為
了利益眾生、成就自己。成就自己，必定要不斷
求佛法。所以上求下化，這就是成就自己能成佛
。



希望我們人人也能了解這個意義，要成就自己，
要自利兼利他，要行在菩薩道中，入人群去，更
能了解人間疾苦，才能完成這麼殊勝的因緣。要
完成眾人的因緣比較困難，完成自己的因緣比較
簡單。了解佛法，了解了，但是眾生若不度，人
間還是苦難偏多。所以佛陀希望人人真的要自己
完成戒、定、慧，同時還是要再入人群去體會，
人群中，人人彼此成就。這就是佛陀要救世，要
救世，光是成就一個不夠，必定要一生無量。



其實無量的法，總是從一個道理產生，人人能夠
體會這個道理，是要從一個人開始，將法散播給
人人。人人能體會這個道理，再繼續淨化人心，
去除煩惱，這個世間才有辦法得救，這才叫做「
救世」。不是救人而已，要從世間長久的時間，
開闊的空間，包含在人間，要救人間，必定要把
握時間，在這大空間裡，所有人與人之間都能接
觸真理，能得到佛法。所以說，不斷要播種，不
斷要播種在人間，不斷要用大因緣培養大根、大
機，能深，根要深，才有辦法體解大道。



要體解大道，就是要發無上心，能體解大道、發
無上心，才真正能深入經藏，道理才能透徹了解
。透徹了解道理，那就是智慧如海了。有這麼多
的智慧，才能適應眾生的根機，度眾生，那就一
切無礙了。這就是連貫的道理，這是佛陀來述說
，跟大家說過去修行就是這樣過來的。說他的因
緣，讓大家了解這個道理，這是釋迦佛在人間這
樣時時說法，無不都是事相譬喻，來讓我們知道
。



「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
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這首偈的來源，應
該就是在弗沙佛的時代，他(釋迦菩薩)所修行最
有心得的。所以我們要好好聽聞佛法，要聽大法
，要修大行。這都是我們宿世有因緣，與釋迦佛
有因緣，接受釋迦佛法來度。釋迦佛那就是在塵
點劫以前，大通智勝佛的時代，這樣發大心，請
法輪，這樣我們才有因緣受十六沙彌的教法，一
直這樣過來的。我們要很了解，要清楚。

























「如來於法華會以前，說般若等經」。《阿含》
、《方等》，《般若》，佛陀只是適應我們的根
機，這樣無非是漸漸，一直希望人人漸漸接近、
漸漸進步向前走。《阿含》小教，適應大家的根
機。《方等》，就是開始要啟發人人有佛性。《
般若》就是要向大家說人生一切，一切虛幻，如
露亦如電，不要執著。但是，到《法華》來，就
是回歸於妙，在一切空，空中妙有，成佛的智慧
來完成。



成佛的智慧就是妙有，我們要求得佛知佛見，就
是那個妙有，那個智慧能遍虛空法界，無事不知
，無法不解，這就是我們要追求的。所以我們要
用心在一念布善種子，我們的根不要淺，一定要
深入。所以「天上天下無如佛」，應該我們要知
道，如佛的智慧，不是做不到。難解，不是永遠
都不得解，一定能夠解，只要我們時時多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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