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靜思法髓妙蓮華》

序品第一

P.1299 ~ P.1338



經典原文
《無量義經德行品第一》
或得無量陀羅尼 無礙樂說大辯才
演說甚深微妙偈 遊戲澡浴法清池
或躍飛騰現神足 出沒水火身自由
如是法輪相如是 清淨無邊難思議



經文：
「或得無量陀羅尼 無礙樂說大辯才」

P.1304講述綱要：
「梵語陀羅尼，華言能持。
謂菩薩能持諸善法，令不散不失。」

菩薩持一切善，用智慧選擇對的事，做就對了，
絕對堅持到底。

‧「懈怠」─本來有做，現在沒做
如何恆持？養成習慣！

無量義經德行品第一



「陀羅尼」共有五種異名：
1.陀羅尼

2.佛入定放光而說神咒，故名為明

3.佛法東傳之前，中國已有”禁咒法”
能發神驗、除災患；佛教的陀羅尼也
有此功能，故名咒

4.為凡夫與二乘不能知故，名為密語

5.如來之言，真實不虛故，名為真言

無量義經德行品第一



‧「陀羅尼」─譯為「總持」
「總」─不起惡、不失善
「持」─能持善、能遮惡
就是「總一切法，持一切善」

《大智度論》卷五：
「秦言能持，或言能遮；能持者，集種種善法，
能持令不散不失，譬如完器盛水水不漏散。
能遮者，惡不善根心生，能遮令不生。
若欲作惡罪，持令不作，是名陀羅尼。」

無量義經德行品第一



‧「咒」
玄奘大師有「五不翻」的原則，咒則是其一。

「譯音，不譯字」
念經要了解經文的義理，念佛要知道佛菩薩的德
行，咒語則不然；咒語絕大部分可以翻譯，但是
持念即可，不須刻意求解。因為它是「音聲法門
」，是一種音律的密碼；透過聲音的共振與佛菩
薩相應，所以只要念對了讀音即可。

無量義經德行品第一



‧持咒是這是修行的前方便，目的在於幫助眾生
超越生死，離諸障礙、煩惱。待身心安定度提高
，修行會更得力。

咒語在兩種時候很有感應：
1.大禍臨頭、至誠懇切
2.經過很長的時間，
每日精進持念

中國東北「阿逝孕」的故事

無量義經德行品第一



《楞嚴經》云﹕
「若修行人習氣未除，
應當一心誦我神咒，謂是故也。」

「咒」本身有生善滅惡、
保護受持者吉祥如意的功能

無量義經德行品第一



‧大悲咒、準提咒、楞嚴咒、藥師咒…
持咒時，為何而求？

人往往都是有病苦、境界時所
發願用功，祈求逢凶化吉…

“做定課”的用途是讓自己的
心安定，進而克服境界。
滿願後，學習佛菩薩的願心，
普照一切眾生。

無量義經德行品第一



‧弘一大師：
「持藥師咒時，應如藥師經中所
說：
『應生無垢濁心，無怒害心，
於一切有情起利益安樂。』

以悲智為因，菩提為果，才是佛
法的正道，自然能與藥師佛感應
道交。」

無量義經德行品第一



經文：
「或得無量陀羅尼，無礙樂說大辯才。」

P.1307講述綱要：
「菩薩隨順一切眾生根性所樂聞法，而為說之，
圓融無滯，故名樂說無礙智。」

‧「法無定法，相無定相」
西堂智藏禪師與居士的對話

無量義經德行品第一



居士問：「有天堂地獄否？」 師曰：「有！」
居士曰：「有佛法僧寶否？」 師曰：「有！」
更有多問，盡答書有。

居士曰：「和尚恁麼道莫錯否？」
師曰：「汝曾見尊宿來邪？」
居士曰：「某甲曾參徑山和尚來。」
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
居士曰：「他道一切總無。」

無量義經德行品第一



師曰：「汝有妻否？」
居士曰：「有！」
師曰：「徑山和尚有妻否？」
居士曰：「無！」
師曰：「徑山和尚道無即得。」
居士禮謝而去。

對機即是妙法~

無量義經德行品第一



P.1307講述綱要：
「菩薩隨順一切眾生根性所樂聞法，而為說之，
圓融無滯，故名樂說無礙智。」

‧「你樂說，別人也要樂聽」
《無量義經 說法品第二》：
「如是觀已，而入眾生諸根性欲；性欲無量故，
說法無量。說法無量故義亦無量。」

「法」要通達眾生心才轉的動~

無量義經德行品第一



經文：
「演說甚深微妙偈 遊戲澡浴法清池」
能夠運用、演說無礙任何一法

P.1313沒有束縛的快樂，就是解脫。

P.1314世間的遊戲是紙醉金迷，
菩薩的遊戲則是逍遙自在。

P.1316世間不論何種境界，
都要用不受束縛的心境認真面對。

無量義經德行品第一



P1316.「很辛苦」、「我甘願」這簡單的二句話
，在別人看來雖然是做得很辛苦，但「你很辛苦
」也是一種讚嘆；而認真付出的人一句「我很甘
願」，表示甘願做，有了「甘願」，自然做起事
來結果就是美滿的，所以歡喜受。
甘願做，歡喜受，這是很美的境界

P.1317用遊戲(解脫)的態度
扮演好自我的腳色。

無量義經德行品第一



經文：
「或躍飛騰現神足 出沒水火身自由」
能出入世間的災風火，
也能了達眾生心中的嗔恚火、貪欲水

無量義經德行品第一



P.1321講述綱要：
「『神足』又曰神境智證通，或曰：心如意通，隨
念即至，可在一想念間，十方國土，同時遍達，變
化無窮。」

聽到志工們的見證，在醫院看到無常、生老病死等
等，藉此體會到佛法的真理。所以見苦證知，證了
之後，體會、通達了，這就是「神境智證通」。

「十方國土」是眾生心中的國土；菩薩體會眾生苦
後，就有同理、慈悲心，才能走進眾生心中。

無量義經德行品第一



經文：
「如是法輪相如是 清淨無邊難思議」

P.1330講述綱要：
「法輪：佛所說法，輾轉弘傳，教化眾生，就如
車輪旋轉，無遠弗屆。」

只有自己了解佛法，獨善其身當好人，這樣還不
夠，因為天底下只有一個好人也沒有用；需要輾
轉弘揚佛法，讓大家了解共造福業，才能轉變社
會的不安定。因此我們必須心要轉、法要傳。

無量義經德行品第一



經典原文
《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
爾時四部眾，見日月燈佛、現大神通力，其心皆歡喜。
各各自相問：是事何因緣？天人所奉尊、適從三昧起，
讚妙光菩薩：汝為世間眼！一切所歸信，能奉持法藏，
如我所說法，唯汝能證知。世尊既讚歎，令妙光歡喜，
說是法華經，滿六十小劫，不起於此座。所說上妙法，
是妙光法師，悉皆能受持。佛說是法華，令眾歡喜已，

尋即於是日，告於天人眾：諸法實相義，已為汝等說



經文：
「爾時四部眾，見日月燈佛、現大神通力，
其心皆歡喜。各各自相問：是事何因緣？」

此頌陳述大眾欲聞法之成就也。

P.1302講述綱要：
「大眾各自相問，欲聞法懇切心志成就也。」
求法、聽法的心懇切，法才能入心；聽法若不尊
重、不懇切，就不能將法住於內心。

靜思法髓妙蓮華



「法華七喻─藥草喻」P.99
有時候我們都以為「知道了！」知道，就過去了。
我們若沒有再繼續接受法，繼續滋潤、了解，這
叫做有「生」無「長」。要生長就是要啟發你的
心，了解法的寶貴；既有初心，還要繼續接受法
的滋潤，既已發心，就要長久薰習，不斷「薰
法」。

‧「薰法香」
沒有薰習，樹根就沒有抓地力

靜思法髓妙蓮華



經文：
「天人所奉尊、適從三昧起，
讚妙光菩薩：汝為世間眼！」

佛的「十號」之一─「天人師」
大部分的佛法是說給天道、人道眾生聽的，故為
「天人師」。

《無量義經 德行品第一》偈頌歌詞：
「能為生盲作眼目 為顛狂荒亂作正念」

靜思法髓妙蓮華



經文：
「一切所歸信，能奉持法藏，
如我所說法，唯汝能證知。」

《法華經 藥草喻品第五》：
「諸樹大小，隨上中下、各有所受，
一雲所雨，稱其種性而得生長，華果敷實。」

「雲」表佛所證之理，「雨」表佛所說之法；
證理為般若之體，說法為般若之用，
實相不離智用，乃真空妙有之全然體現。

靜思法髓妙蓮華



經文：
「世尊既讚歎，令妙光歡喜，
說是法華經，滿六十小劫，
不起於此座。」

‧聽法60小劫，腰酸背痛…？
佛菩薩超越三間、不被三界束縛

P1319.若不了解，儘管用很長的
時間也無法體悟；若能覺悟，
在剎那間接受一法，即能通徹宇宙萬物的真理。

靜思法髓妙蓮華



經文：
「所說上妙法，是妙光法師，悉皆能受持。」

P.1319講述綱要：
「聞此一乘妙法領之以為境，為境界受持；
復因信解以證於自心，為自性受持。
由能受，故能持也。」

受持有二，一項是外在，一項是內心。對佛所說
法的聲音，菩薩能體會、了解，知道這是一乘的
妙法而能受持，這是對外的「境界受持」。

靜思法髓妙蓮華



P.1319講述綱要：
「聞此一乘妙法領之以為境，為境界受持；
復因信解以證於自心，為自性受持。
由能受，故能持也。」

從內心恭敬、尊重、信解佛法，證入己心且能受
持；若只了解、聽懂佛法，但是沒有證入心版，
就容易漏失。重要的是接觸外境後，要真正體悟
並刻在心版裡，能證實法與心互相契合，藉法回
歸自己的本性，為「自性受持」。

靜思法髓妙蓮華



P.1319講述綱要：
「聞此一乘妙法領之以為境，為境界受持；
復因信解以證於自心，為自性受持。
由能受，故能持也。」

‧「懂得接受，才能堅持。」
學佛必須從外境接受，入於內心，
真正將法與心契合，變成自覺自悟。

「自做自得 自修自證」
分分己獲，功不唐捐

靜思法髓妙蓮華



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