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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爾時文殊師利語彌勒菩薩摩訶薩、及諸大士，善男子等：
「如我惟忖，今佛世尊欲說大法，雨大法雨，吹大法螺，
擊大法鼓，演大法義。諸善男子，我於過去諸佛，曾見
此瑞，放斯光已，即說大法。是故當知今佛現光，亦復
如是，欲令眾生，咸得聞知一切世間難信之法，故現斯
瑞。 」



經文

「諸善男子，如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爾時
有佛，號日月燈明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
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演說
正法，初善、中善、後善，其義深遠，其語巧妙，純一
無雜，具足清白梵行之相。為求聲聞者、說應四諦法，
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為求辟支佛者、說應十二因緣
法。為諸菩薩、說應六波羅蜜，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成一切種智。」



五、悲願不捨倒駕慈航

1. 能仁，悲願不捨；定慧，智力普施 P867

2. 眾生堪忍苦中苦，能自度度他樂中樂，堪為
人天大良福田 P869

3. 一性圓明，本具自然；潔淨無染，精純光亮

。顯明佛德，導迷至覺；三德圓滿，十號
具足P874



如來真實義

釋迦牟尼是佛陀的名號，釋迦是族姓，
中文譯為「能仁」，牟尼是名，譯為「
寂默」。

能仁顧名思義是慈悲，寂默表示智慧

智是分別智,慧是平等慧P869

P868
明辨顛倒與真實 慈悲平等對待

眾生的心



智慧從何而來?
華嚴經云:

因於眾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
因菩提心，成等正覺。
上人晨語開示:

以慈導悲，以悲啟智，以智顯慧，以慧等觀。
維摩詰所說經云:

菩薩隨所化眾生而取 佛土。

智慧起於慈悲，慈悲源於眾生

要解如來真實義，因緣在眾生



學佛?佛學?

• 如來壽量品云:

諸善男子，如來所演經典，皆為度脫眾生

• 文字是指向月亮的手

• 明月幾時有 ? 把酒問青天



自度度他

出家人辭親割愛，接受並按照佛陀所的道理去做，心無掛

礙，沒有愛欲貪著等等，才能去除瞋、癡境界。P870

沒有貪、瞋、癡、慢、疑，沒有人我、是非的爭奪等等,將

這些煩惱都放下，心無掛礙，沒有煩惱牽絆束縛 P871

再將自己的經驗與他人分享，這就是自度度他，如此能夠

走入樂中之樂。P871

是g4

無量義經云:受持讀誦是
經典者。雖具煩惱而為眾
生說法。令得遠離煩惱生
死斷一切苦。

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
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心無罣礙



人天大福田
• 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我們已得人身又能得遇佛法，既有幸修行學佛

，就要為苦難人做大福田 P873

• 引導人人為苦難人付出，在人間種大福田。眾生的苦難，包括精神空

虛或物質不足；人群中也有富貴人家，如同生活在人間天堂 P873

• 若能運用智慧讓他們接受佛法，啟發他們的愛心救拔苦難，便是在天

人間開闢一塊大福田。P873

無量義經云:

無量大悲救苦眾生。
是諸眾生真善知識。
是諸眾生大良福田。
是諸眾生不請之師。



一性圓明，本自具足

• 一性圓明，本具自然 (P874)，眾生皆兼具佛性與無明

• 眾生垢重，只見眾生無明，佛大智慧，見眾生佛性

• 佛放光明，照見他方國土，眾生心地，十界皆具，啟發始覺

• 學常不輕菩薩，一切恭敬如佛

• 迷時，見眾生是眾生，覺悟，見眾生都是佛

何期自性本自清淨!

何期自性本不生滅!

何期自性本自具足!

何期自性本無動搖!

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導迷至覺

• 諸佛從過去長久以來已經成佛,「顯明佛德」 其德本來就

很明顯，所以可以「導迷至覺」 P875

• 眾生無明我執，貪愛追求，煩惱痛苦

• 眾生法執，種種造作，求福報，求開悟，終不可得

• 眾生執空，無所作為，一切空空，虛度寶貴生命

• 執迷著相有所求，緣木求魚，多做少做不做都錯!

金剛經云: 若心取相….，若取法

相…，若取非法相…，法尚應捨

何況非法



顯明佛德
• 人人本具光明的本性, 成佛就是已將自覺的本性、具足的佛德顯明出

來。P875

• 走入人群，無所求付出，轉執著為放下，轉煩惱為菩提

• 慈悲喜捨，平等對待眾生，真如佛性，不求自至

• 不著相，慈悲平等，不求自至，怎麼做都對!不要不做!

金剛經云: 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

切善法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悲願不捨倒駕慈航

• 佛陀一代時教，既度化有緣人，也引導無緣者。芸芸眾生中有

已度者，即過去已經結下很好的緣，聽聞佛法能一聞千悟、十

悟,或一聞一悟。P876

• 不過還有「當度」、「未度」者，所以法要長久不斷地流傳，

這也是佛陀不斷倒駕慈航來人間的因緣。P876

如來壽量品云: 我見諸眾生、沒在於苦
惱，故不為現身，令其生渴仰，因其心
戀慕，乃出為說法。



六、初中後說古今佛同

1. 演說正法，初善、中善、後善，其義深遠，其語

巧妙，純一無雜，具足清白梵行之相 P877

1. 深信家法會歸無常，出家學道盡諸煩惱，具足無

漏心得解脱；身證無為生死永盡，梵行已立不受

後有 P888



一切世間難信之法

• 法華是真實法，這個虛妄分別世界極難理解

• 法華不以因緣有，不從顛倒生

• 法華是三輪體空，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一切無相

• 牽藤挽豆，牽藤是為了採豆，方便法門是牽藤，法華才

是採豆

• 惟佛與佛乃能究了
方便法門是化城，是
休息站，不是終點站
，不要停滯不前

十方世界，通達
無礙，如一佛土



演說正法，初中後善

•初善:說華嚴大教,先被上根利智之機。P877

•中善:說人天三乘等教,被三根之機。 P877

•後善:說一乘實相平等之法。 P877



於一佛乘、分別說三

•為求聲聞者、說應四諦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

•為求辟支佛者、說應十二因緣法。

•為諸菩薩、說應六波羅蜜，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成一切種智。」



其義深遠

• 真實的結果,就是回歸與佛同等的清淨本性,這是修行最後的

結果。P882

• 若沒有正信、正行,要得到正果就難了,仍會在六道中輪轉,每

一世還得再從正信、正行修行起。 P882

• 「法義無上,故曰:『其義深遠』。說法隨順眾機,能令獲益,故

曰:『其語巧妙』。」 P882
無量義經云；我
說是經甚深甚深
真實甚深。



其語巧妙
• 「其語巧妙」是指隨順眾生根機所說的一切法,能夠令眾生獲

得利益。P883

• 所說的利益,就是得正法、入正行、得正果,這是佛陀給眾生的

目標,讓眾生的方向沒有偏差,因此其語非常巧妙。 P883

• 有時凡夫正在起無明,我們隨順、附和他的心思說話,若所說的

有一點偏差,要再導偏為正,往往就很難了。所以若要向眾生說

話,或引導他們做什麼事,必須經過很镇密巧妙的思考,才能施行

正確的教法,這是需要用心的地方P883

• 心的地方。

現一切色身三昧



不落二乘

•佛所說法不是要大家停滯在聲聞、緣覺二乘。佛陀說要做善事，這是

「妙有」; 佛又說不要掛礙，則是「真空」 然而聲聞、緣覺是否已

達到究竟的「真空妙有」的境界呢? P886

•不落二乘,就是不要執著,不要有所偏執。有的人修行很執著,執著到

出現怪個性、怪行為,如有的人偏執坐禪而著魔著邪,有的人則執著念

佛 P886

•學佛，不是念一句佛號就能解脫，就可消災；念佛要念入心，念得自
己也有佛心 P886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