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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思法髓妙蓮華——序品

第九章

日月燈明佛

ㄧ、同名同姓二萬尊佛

二、燈明在俗生有八子

三、法華會合無量義經

四、心王八子八識造作



分享重點

第一、日月燈明佛

第二、佛心師志

第三、八王子

第四、轉識成智報師恩



經文
次復有佛亦名日月燈明，次復有佛亦名日月
燈明，如是二萬佛皆同一字，號日月燈明，
又同一姓，姓頗羅墮。彌勒當知！初佛後佛
皆同一字，名日月燈明，十號具足，所可說
法，初中後善。其最後佛未出家時，有八王
子：一名有意，二名善意，三名無量意，四
名寶意，五名增意，六名除疑意，七名響意，
八名法意。



日月燈明

「日」表示「智慧」

「月」表示「慈悲」

「燈」表示「光明」

引導眾生的方向



應眾生根機

以

四諦法

十二因緣

六波羅蜜

導向

正知 正見

勝妙法



四諦 十二緣 六度

三乘之教法雖別

世尊之本意無殊

無非令彼得無上菩提

成一切種智



聽經，要去體會裡面的含意

上人的體會

日、月表示智慧、慈悲，燈表示光明

引導眾生的方向

一而再、再而三，鍥而不捨

因為芸芸眾生智慧未開

心地昏暗

所以不斷用燈來指路



上人手札

眾生不解佛心

不悟佛之知見

輪迴六道無有休息

佛陀以三乘法

隨凡至聖悟佛知見



一而再、再而三

智慧、慈悲

「萬」表示「圓具」，充足圓滿；

「聖人無名，因德以彰」，聖人不執著名，

這麼多佛，同一個姓名，同一個德，是一

個比喻。能夠了解佛陀的心，才能體會佛

的知見，覺悟佛的知見，身體力行，才不

必再於六道輪迴。



經文 其最後佛未出家時，有八王子

文殊菩薩「隱理顯事」，先引述故事，

「隱明顯暗」，將法隱起來，以事相為譬喻。

佛陀所說的法，事理平行，以事顯理、圓融

不偏。八識的後面，還有一個第九識；要去

體會。人人有與佛同等的本性；事論，前面

用這個法來隱含法裡面的事相：父親生有八

個孩子，叫做事相；用事來論。



二萬日月燈明佛

最後那尊佛

未出家時

有八王子

這是約法

用這個法來比喻



約法

八子表八識

佛表心王

在俗八子 萬喻心王在纏

轉變八識

八子皆名意者

意乃心之用也



在俗八子

萬

喻

心王在纏

轉變八識



心王在纏

在纏如來



心王八子

一名有意 二名善意

三名無量意 四名寶意

五名增意 六名除疑意

七名響意 八名法意

是八王子 威德自在 各領四天下



「八子」表示「八識」

前五識 眼 耳 鼻 舌 身五根

緣外面的塵境

傳遞回來給意識

意識納受五根在外面收集到的五塵境界

來分別外面的境界

成為意識



八意，從一體產生出來的，就是「心王」，

「心王」本來就可以緣著萬法，可以產生

萬法。一切唯心造，一念無明妄動起來，

就會緣著種種境界，假使我們有覺悟，外

面的境界就可以轉惡為善。

修行→學習當心宅的主人



一名有意者，眼識見色，能別有生死苦、

有涅槃樂故。

二名善意者，耳識聞聲，善惡分明，善超

諸有，善入六塵故。

三名無量意者，鼻識嗅香，無形無量，無

壞無雜故。



四名寶意者，舌識了味，資身命，又辯才

無礙，宣出世法寶故。

五名增意者，身識覺觸，增減在身，增有

為苦，減無為樂故。

六名除疑意者，意識知法，除疑了達，除

事理疑，了達生死惑故。



七名響意者，七識相應，我癡等四，恆審

緣八，為自內我，如響隨聲故。

八名法意，八識含藏有漏無漏，善惡邪正，

一切諸法故。

意乃心之用也



這「八子」是要來描述，從「心王」清淨

的本性，只是一念無明，只是動一個念而

已，生三細，就有八識在外面在造作。

心 佛 眾生

三無差別



「大時代需明大是非」，是非，第一項就

是從見解開始。

要轉識成智，裡面的根識與外面的境界，

要如何轉回來變成智慧？

心王離妄證真，厭離三界之欲，欣一乘無

為之道，亦隨出家，八識轉染成淨也。



大哉教育！

八識轉染成淨

思想導正

心靈淨化

轉汙染為清淨身

新冠的啟示與省思



除了六識 還有七 八識

凡夫停滯在八識裡面

最後第八識就是「業識」

八識的後面還有第九識

佛比喻「心王」

從「心王」產生出「八子」

萬法都是從心生出來的

心是萬法之王 故稱「心王」



人人本具佛性

佛陀覺悟宇宙萬物真理

萬物宇宙

無不都是從心所生

萬法是從心中所生的

心就是萬法的王

心王就是佛



上人手札

萬法都是從心中所生

心就是萬法之王

故稱心王

元是一心之體

分成八識之用

用雖有別

其體是一故



元是一心之體

分成八識之用

用雖有別

其體是一

「體」到底是

？

一 性



一性人人本來具有

這個具有的覺性

變成了無明

生了三細

這個清明的一念

只是一個無明起

就散掉了

散成了八識



八識由心王領導

沒有逾越規戒

心識清淨無染著

就能

轉識成智

而

覺悟

回歸本性



《法華經》

的

精髓

《無量義經》

法華意涵

包含

無量義



《無量義經》

是諸菩薩，莫不皆是法身大士，戒、定、

慧、解脫、解脫知見之所成就。。



法身是指諸佛的心靈世界

法身大士就是法身菩薩

是修持「戒 定 慧 解脫 解脫知見」

五種功德法所成就

戒定慧是修行者的本分事

戒能防非止惡

有戒才能生定

有定力 智慧 才能解脫



《無量義經》

其心禪寂，常在三昧；恬安澹泊，

無為無欲；顛倒亂想，不復得入。



心要時時守持正知見
才能常在三昧

恬安澹泊 無為無欲
生活

清淨 淡泊 無為 無欲
沒有心靈造作 沒有計較

顛倒亂想不會
再升起
此即修行





人之初性本善

人人本具佛性



一念真心永存

雜念之心永除

慎念初心不變

永念佛心不忘

共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