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1123《靜思妙蓮華》諸法無量 從一法生 (第 1552 集) （法華經·

如來壽量品第十六） 

 

⊙無量無數之義理，謂一切諸法無量；各具義理，故云無量。無量義

者從一法生，其一法者即無相也。無量義者義理無量，從一法涌出一

切教，謂體相用義無量故。 

⊙「諸有修功德，柔和質直者，則皆見我身，在此而說法。」《法華經 

如來壽量品第十六》 

⊙「或時為此眾，說佛壽無量，久乃見佛者，為說佛難值。我智力如

是，慧光照無量，壽命無數劫，久修業所得。」《法華經 如來壽量品

第十六》 

⊙或時為此眾，說佛壽無量：或時為眾說佛壽長遠無量，令生歡喜，

敬慕於佛。此頌再明示無緣不見佛、有緣得見。 

⊙久乃見佛者，為說佛難值：如是歷經久劫，精勤不息乃得見佛、聞

法者，與之為說佛難值者，令生至誠尊重，敬慕之心。 

⊙我智力如是：如來智力，說易說難，或促或延，巧便如是。智慧壽

命，無量無數，皆久遠修諸行業之所報得。 

⊙慧光照無量，壽命無數劫：由性發光，因光見道，慧光無量，洞澈

無遺。所成智身，報得壽命，無有限量，不可計劫。 

⊙久修業所得：如是福慧，皆由因地。久修淨業之所得成。上頌三世

益物竟。 

 

【證嚴上人開示】 

無量無數之義理，謂一切諸法無量；各具義理，故云無量。無量義者

從一法生，其一法者即無相也。無量義者義理無量，從一法涌出一切

教，謂體相用義無量故。 

 

無量無數之義理 

謂一切諸法無量 

各具義理 

故云無量 

無量義者從一法生 

其一法者即無相也 



無量義者義理無量 

從一法涌出一切教 

謂體相用義無量故 

 

要用心，好好聽。「無量無數之義理」，所以稱為「無量義」。《無量義

經》，是我們平時在受持的法，應該，人人對「無量義」，應該能清

楚，是總一切法，涵蓋在這無量義之中。我們學佛，要多用心，體會

在法。而法，到底什麼是法？法有多少？這就這樣表達，無數的義理

叫做「無量義」。每一個法，裡面涵蓋著，都是有無量、無量的義理，

所以這樣才叫做「諸法無量」；來來回回，道理就是無量，都能夠體會

無量義。無量義的裡面，無量理，這是很明顯，但是雖然很明顯，卻

是要一一說出法的道理，那就是，又是再說無量數。因為它每一項道

理，都是「各具義理」，每一個道理之中，又是包含著無量數的道理存

在，因為這樣才將它叫做「無量」。 

 

「無量義者」是「從一法生」，這個「無量」，無量的意思是從一法

生。這很簡單，開頭都很簡單，一法生出來的法，能夠解釋無量無數

的義理。就像光是一個名稱──「恆河沙」，恆河沙是一條河的沙，而

它就包含了粒粒的沙，無法去計算。佛陀也這樣說，彎腰到地上，用

指甲這樣挑起來，「阿難！我指甲上的沙，你能夠一粒一粒算出來

嗎？」阿難看，搖搖頭，「佛陀啊！這個沙這麼細，哪有辦法算出一粒

一粒的沙呢？」佛陀就再問：「是我指甲上的沙無法算，這樣量多

嗎？」「哦，很多，就是這指甲裡面，這些沙數就已經很多了。」 

 

佛陀說：「若是比較這條河，所有河岸，所有的沙，是這些沙多？還是

我指甲這些沙比較多呢？」我們頭腦一轉也知道，阿難是如何回答，

「世尊！當然您的指甲這些沙，與這恆河沙岸的沙，是要如何比呢？

當然也是恆河岸上的沙多。」佛陀就說：「是啊，恆河沙很多，指甲上

面的沙，你無法計算；法，我所了解，法，比這恆河沙更多。」因為

從無始以來，所累積來，生生世世，累生世所面對的眾生、所面對著

生世，每一生世，這人生的煩惱、無明所累積，每一個煩惱、無明，

就要有法去治它。法與煩惱對比，煩惱有多少，法就有多少，可見人

生煩惱偏多。佛所覺悟道理是應天地涵蓋，無所不在，無不都是法，



這數量無法去計算，所以說無量法，法無量，就是「各具義理，故無

量」。每一項法之中，都有涵蓋著，它的意義、它的道理，所以無量義

者是從一法生。 

 

這麼多、這麼多的法，這麼多的道理，到底源頭從哪來？佛陀說，從

一心，就是從「一」這樣生起來的。是啊，道理是這麼的單純，一而

生無量。其實從這些無量的道理，再回歸回來，那也是簡單；解釋很

多很多的道理，這麼多的道理回歸起來，還是一項──這真如本性，

人人本具。我們若沒有真如本性，怎麼能夠了解天地萬物，無量數的

道理呢？所有的道理匯納回來，就是人人本具覺性裡，才有辦法產生

這麼多的法。 

 

所以，「其一法者即無相也」，「無量義者義理無量」。這個法回歸回

來，就是歸於「一」，而「一」又是長得什麼樣呢？它的形體又是什麼

呢？無相，好像義理無形體相。也常常告訴過大家，就像我們人人真

如本性，是人人哦！而人人，自己找回來，自己的本性，本性長得怎

樣呢？沒有人有辦法說出，我的本性是長得怎樣，但是，它是存在，

真如本性無體相，所以是無相。儘管它是無相，還是放出去無量，「無

量義者義理無量」；放出去的道理，每一個道理，再產生無量義的道

理，是很多。要不然，講經哪有那麼多經可說？每一部經，若將它匯

納回來，總是「有」、「無」，「空」、「有」，這些事情如何來分析？從這

些道理，不斷、不斷去將它分析。「煩惱到底有沒有？」「有。」「是在

哪裡呢？」「我拿不出來，總是煩惱就是了，我的心定不下來。」「為

什麼啊？」「煩惱啦！」「煩惱是什麼樣呢？」「無法描述。」 

 

無法描述的煩惱，是長得什麼樣呢？你一直要將它追究下去，什麼都

沒有，卻是，為了這個煩惱，無明的源頭，還是同樣一念心。這一念

心看不開，有，煩惱重重；這念心了解道理，而道理是長得什麼樣？

無量無數，各人根機不同。應他根機的苦難煩惱去對治它，他能夠解

開煩惱了，這樣那個煩惱沒有了。一直在說煩惱，煩惱、困難，現實

的，知道他很苦難，但是真真正正，要從那個名稱拿出相來，就是無

相。若名稱無相，現實就要去付出；去付出，有形象，只要我們願

意，這個願意也要很多的道理，來說服我們願意去付出。 



 

就像我們人間菩薩，慈濟人，每天，你看他們，很多故事。在我們裡

面看起來好像，這就是平常事在做，但是，平常人是做不到。這種平

常人做不到這個平常事，這若沒有菩薩，無法去解開這個人生的苦。 

 

就像在雙溪一個個案，一位姓翁，其實他(2017 年)也才七十多歲而

已，卻是，人生總是自己自放棄。是為什麼呢？故事就要牽起了，他

在 2001 年那個時候，他在那之前，去越南娶一個太太回來，也為他生

孩子，兩個女兒。但是，他娶來之後，他自己的心很沒有安全感，怕

將太太娶來臺灣，自己的環境不是很好，怕太太這樣待不住，跑出

去，所以他將太太，這樣關得緊緊的，無法讓太太自由到外面去走。

太太實在是無法忍受這種，被拘禁的生活。但是她已經為他生兩個女

兒了，這當中，太太就帶著女兒回去越南，再也不想要回來了。 

 

從這樣開始，這位姓翁，這位他就開始自暴自棄，自己對人生就放棄

了，放棄人生，自己也連續兩次的中風，而同時也有一些癲癇的疾

病。病就不斷一直來，有中風，又是有癲癇的疾病，也慢慢行動不方

便，再者，自己是自我放棄，不要洗澡，每一天就是，只有去買一次

自助餐，一次就是買兩個，吃飽了，東西就是這樣丟。這樣累積十幾

年來，從他的身體、從他的環境，周圍的周圍，完全都是讓垃圾，這

樣將他埋沒了，他自己本身想要睡的地方，也沒有了。原來的一張沙

發椅，也已經堆到那張沙發上面，這樣，那上面也全都是東西，人躺

下去，只剩下半張可以靠、可以躺，剩下的全都是垃圾，很臭。這間

房子已經沒有人敢靠近，連他的鄰居，親叔叔，八、九十歲了，也拿

他沒有辦法。左鄰右舍靠近這間房屋來，大家都喊臭，忍不住了。類

似這樣，里長也沒辦法了，去找慈濟人。 

 

慈濟人，一群慈誠、委員，總是聞聲救苦，眾生有困難，他們絕對不

放棄，他們就這樣來了。里長就通知他們：「很臭哦！你們要準備

啊！」真的，雖然有準備，用很厚的口罩，N95 的口罩，這樣戴下去，

那個氣味，同樣跑進去，很沒辦法，在裡面這樣為他打掃，很髒亂。

但是這群菩薩非平常人，要做這件事情，他們將它當成平常事，大家

還是用這樣去為他打掃。整天的時間，裡面都清掃出來了，整個庭院



是這樣滿滿滿，空間能夠想像，大小便等等，那是無法去形容。這種

累積的垃圾、污穢，人體內大小不淨物，都在那個地方。 

 

我看到我們的慈誠隊，也已經有年紀了，中年、老年人都願意去，去

為他清啊、掃啊。這樣很不容易，已經幫他清好、打理好、掃好，這

個個案從這樣開案了。一段時間，五、六個人浩浩蕩蕩，就又來看

他，送東西來，再來為他清啊、洗啊，這一個月不知道走幾次了。怎

麼叮嚀、怎麼交代，都沒有辦法，因為愈來行動愈遲鈍，反應愈遲鈍

了，照顧十幾年了。大家也想說：沒辦法了，是不是為他辦理，去養

老院，去收容中心。就要徵求他的意見，一次再一次徵求、一次再一

次的清掃，不論去為他洗澡、不論清掃家裡面，還是期待他可以點頭

答應。 

 

終於有一天，就是同樣，這樣向他提起，說很多去那個地方的好處，

也答應他說：「我們會常常去看你，我們會更常去。」這樣等等，去與

他互動。雖然沒有回應，但開始點頭、點頭了。大家很歡喜，叔叔也

歡喜、里長也歡喜、鄰居大家都歡喜，但是手續要辦，要如何辦手

續？就是要再把他帶他出去檢查身體，身體健康證明。到底身體的毛

病在哪裡。 

 

慈濟人就又再來，把他清洗好，再把他帶去，陪他去醫院，在我們新

店(臺北慈濟醫院)，要為他做健康檢查。在那個地方健康檢查，也是

這樣，在那裡等待，讓他躺在那個地方，在床上在檢查。差不多檢查

快好了，突然間大小便，在床上又這樣，又出來了。看到那些慈誠隊

與慈濟人，是不怕臭，那滿地上都是，他們將他扶起來，站著，窗簾

將它這樣拉過來。看到慈誠隊，這樣從上面脫下來，一直慢慢地擦、

洗，又再為他換乾淨的，再為他穿上去。然後地上就這樣替他擦。 

 

整個人為他清理得很好，然後完成了健康檢查，再將他帶回去，就要

再等手續，養老院的手續還要再辦。又幾天後，又去，又看到，全身

又很骯髒。已經通過了，要將他帶去了，就又再來為他清洗一番，又

為他剃頭，煥然一新，然後才開始陪伴。一群人陪到養老院去，安頓

好了，這讓我們大家都安心了。慈濟人常常都去看。這已經，又經過



了一段時間，常常在陪伴。這記錄，記錄到過了一個月，再去看他；

煥然一新的一個人生，已經會坐電梯了，也能夠走路了。身體整理得

很好，問他：「你在這裡有舒適吧？」會回答：「很歡喜。」等於換一

個人，這樣陪伴十幾年的個案，這實在是很不簡單。 

 

這是一個整體，十多年來，這群的人間菩薩，去做那個平常的事，但

這種平常事，卻是，不是平常人做得到，這實在是看得很感動。這豈

是人間的人呢？其實菩薩就是這樣做出來，所以「無量義者義理無

量」，這是「從一法涌出一切教」。因為佛法就是這樣，若有心來接觸

佛法，天底下，很多很多困難的事情，一般人實在是無法去接觸，尤

其是長時間，他們願意去接觸；為了一個人，一群人願意這樣去接

觸。這群人就是「一法」，就是一個道理，啟發了他們的心，這念的愛

心、這念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發菩薩心的念去付出。所以，

「從一法涌出一切教」，接受到這樣的教法，他去身體力行，所以「謂

體相用義無量故」。 

 

這群人到底為了什麼？不為什麼，總是付出這個個案完成，大家皆大

歡喜，就是這樣而已，什麼都沒有。所以我們要很清楚，了解這個

法，就是要讓我們用，用在一般人；其實人人做得到，但是人人就無

法去做。所以說起來，平常的事情就是人間事；人間的人接受這個

法，付出了他們這樣的歡喜心。這是要放在哪呢？這個道理放在哪

呢？其實就是這樣，在真如本性。這幾位菩薩，我一邊看這個故事的

過程，我一邊從內心裡真正的佩服，五體投地！真的是很讓人敬重，

這就是觀世音菩薩。其實有人發心願意，天下的眾生就有得救的機

會；有人願意接受這樣的法、受這樣的教，於天底下就有被救護的

人，就多了，所以我們還是要很敬佩，這種菩薩行者。 

 

前面的經文：「諸有修功德，柔和質直者，則皆見我身，在此而說

法。」 

 

諸有修功德 

柔和質直者 

則皆見我身 



在此而說法 

《法華經 如來壽量品第十六》 

 

這群的菩薩就是在修功德，不論十幾年來，能夠接受這樣的個案，一

次再一次，那種髒亂又臭，這樣全都可以，這就是「柔和質直者」。這

個質直是從內心所表達出來，那分的正念、無私的大愛，那種寬大、

包容的心，才有辦法這麼柔和。所以，「則皆見我身」。這就是佛心，

發揮佛心，真如本性。有這樣柔和質直，做到了，這就是展現出佛

心、佛行，所以說「則皆見我身」。這個「我」是大我，就是佛的我，

也就是真如本性的我，所以說「則皆見我身」。談到這樣的菩薩，讓人

很歡喜，這就是在說法，這就是在教育我們，他們用身體力行教，連

我都讓他們感動了，這群菩薩。 

 

所以，接下來這段經文：「或時為此眾，說佛壽無量，久乃見佛者，為

說佛難值。我智力如是，慧光照無量，壽命無數劫，久修業所得。」 

 

或時為此眾 

說佛壽無量 

久乃見佛者 

為說佛難值 

我智力如是 

慧光照無量 

壽命無數劫 

久修業所得 

《法華經 如來壽量品第十六》 

 

清楚了吧！「或時為此眾，說佛壽無量」。佛陀在向眾生說法，要隨順

眾生的根機。佛，有時候就是現這個壽相，來讓眾生看，「我與大家一

樣，我也是有年輕時，我也是有老年這個時；我老年來，我是什麼時

候，也會離開這個世間，這是人間世壽」。所以，但是要再對佛的弟

子，佛向弟子這樣說，「壽長遠無量」。雖然這個身體有老、病，到最

後入滅了，身體雖然有這樣，但是真正的壽命就是道理；道理回歸，

那就是長遠，無量無數，這人人本具。 



 

或時為此眾 

說佛壽無量： 

或時為眾 

說佛壽長遠無量 

令生歡喜 

敬慕於佛 

此頌再明示 

無緣不見佛 

有緣得見 

 

佛的壽命是長遠、是永恆，道理永住人心，你若好好修行，體會到佛

的道理，原來道理也是住在你的心裡。所以這個道理無處不在，眾生

若能夠體會，那就是歡喜心，會歡喜啊。既然這個人間，只是一個過

渡而已，真實的壽命是人人本具，有法、有道理就壽命長久。所以這

樣，大家從內心「敬慕於佛」，「佛陀，道理是永恆，道理我們大家都

知道了，這個理是永生不滅，永恆。」 

 

這段偈文，就是要讓我們了解，眾生與佛的這個緣。佛陀不斷、不斷

來人間，與眾生結緣，結善緣，無非就是有機會與眾生接觸，有接觸

才有機會，法能延生下去；若是與佛無緣，沒機會，法就無法延生。

眾生有福才有辦法與佛同世；眾生有福才能夠聞法體悟；眾生有福才

能夠法入心來，能夠了解，這就是緣。佛在世，見佛法；佛滅度後，

雖然佛不在世，但是如佛在世的法，同樣我們能夠接受。所以，「久乃

見佛者，為說佛難值」。 

 

久乃見佛者 

為說佛難值： 

如是歷經久劫 

精勤不息 

乃得見佛、聞法者 

與之為說佛難值者 

令生至誠尊重 



敬慕之心 

 

真正要看到佛身很不簡單，是五十六億多年，才有佛出現在人間，是

很難啊！要經歷很久。若說佛的道理能夠留在人間，人間見法如見

佛，那佛就是無處不在。所以，「如是經歷久劫，精勤不息乃得見

佛」。我們要利用這個時，我們聽到法；我們聽了法，我們是在累積，

將來還可以與佛同世的因緣，我們還是不斷走在這個佛道。聞法，「聞

法者，與之為說佛難值」。向大家說，「要遇到佛沒有這麼簡單，是要

我們很久遠劫，一定要沒有離開法，才有辦法與佛同世、見佛的身

形」。所以，「令生至誠尊重，敬慕之心」。佛不在，有法；法，你就要

尊敬，你若不尊敬，聽法也聽不入心。還是法在世，我們要好好尊敬

法，敬法如佛在，這我們要很用心。所以說「我智力如是」。 

 

我智力如是： 

如來智力 

說易說難 

或促或延 

巧便如是 

智慧壽命 

無量無數 

皆久遠修諸行業 

之所報得 

 

如來的智力說很簡單，而若說起來也很艱難。法也可以這麼簡單說為

「一」，而這個「一」的道理，這樣將它放散出去，是「無量數」。所

以，「或促或延」，是要將它說得很短？還是要將它說得很長呢？很

短，就是今生此世就結束了；若要說很長，能夠無量阿僧衹劫。這就

是要看眾生的根機，隨機而說，這都是方便法。 

 

佛陀「智慧壽命」，是「無量無數」，全都是久遠，修種種的善業、因

緣所得到，才能夠得到，這樣的智慧、這樣的壽命。這種的智慧與道

理，真實的道理才能夠永恆在人間，也就是要有這樣的智慧，去描述

這樣的道理，自然它就有「無量無數」，久遠就是這樣延續下去。這就



是我們要很用心，去體會這法。「慧光照無量」，慧光能夠永恆照耀在

人間，這就是道理。 

 

慧光照無量 

壽命無數劫： 

由性發光 

因光見道 

慧光無量 

洞澈無遺 

所成智身 

報得壽命 

無有限量 

不可計劫 

 

所以，「壽無數劫」，所以這就是性。由我們的真如本性，這個覺性已

經與法會合，與這個道理，我們的真如覺性，與道理會合起來。就像

佛陀夜睹明星，這樣，忽然之間，從他的內心的覺性，與天體的星

光，這樣一接觸到，它就是發光了，就是光耀從這樣開始。「因光見

道」，因為這道，這樣接觸來的光，一切的道理，完全都是在他的眼

前，這就是道。前面這條道已經很明朗了，這樣開透了，所以，「慧光

無量」，這個智慧之光就無量了。「洞徹無遺」，從這一端看到那一端

去，遙遠啊！很長、很明朗，這條道。道路的風光，無不都是很洞

澈，沒有一項會漏過，沒有一項是模糊掉，全都很清楚。 

 

所成的智身、報身、壽命，就「無有限量，不可計劫」，這就是智慧通

達。為什麼呢？因為有「久修業所得」。 

 

久修業所得： 

如是福慧 

皆由因地 

久修淨業之所得成 

上頌三世益物竟 

 



累生世，最近每天、每天都對大家說，「累生累世」，生生世世。不論

什麼樣的身形、在什麼樣的境界出生，不論是什麼境界，我們就是隨

那個時世的，人間的緣。我們生在什麼樣的家庭、這一生是什麼樣的

環境、什麼樣的因緣，我們就是隨著，我們過去所造作，這樣一路來

了，所以這就是「久修業所得」。 

 

就像剛才在說，這個組隊，這區的委員、慈誠，接到這樣的個案，他

們能夠十幾年，一直這樣陪伴過來，而且一年比一年的艱難。因為這

位先生，他就是愈來年紀愈大，癲癇的病就是愈來愈重，愈來，行動

愈不好，愈來愈沒有表達的功能。就像這樣，家裡愈來愈骯髒，就這

樣一直陪伴，陪伴到，就像剛才說的過程。想，這種的柔和質直，這

種的柔軟心在陪伴眾生，你想，這豈不就是在修行嗎？所以「久修淨

業之所得成」。雖然那個地方很骯髒，但是骯髒，大家去為他投入、去

為他清掃，不就是看到很乾淨嗎？這就是福慧。所修的福慧在因地，

這樣他們願意一路陪伴他過來，一直到他現在很穩定，整個身體都亮

麗起來了，這就是菩薩所修的行。 

 

上面這些偈文，就是「三世」----過去、現在、未來，不斷的過去、

現在、未來；生生世世，不斷不斷就是利益人間而付出，這叫做「久

修業所得」。 

 

各位，真的是菩薩道，是真實不虛。因為，它需要適應在人間。人間

是真實這麼苦難；就是因為真實這麼多苦難，眾生有各各的業力，所

以有各不相同的業。苦難眾生偏多，這是證明糊塗、無明、煩惱，所

造作累積來，由不得自己的業，就是這樣牽引。所以需要菩薩，「菩薩

所緣，緣苦眾生」。菩薩的道場，就是在這樣的道場。所以要修行，什

麼叫做佛心？就是願意付出，這叫做佛心。如何見佛？就是看到你的

佛心表現；你佛心表現出來，是行在菩薩道上，這就是菩薩的道路。

這也就是「久修業所得」，就是這樣所做的，就是福德，福慧的造作。 

 

為苦難眾生願意付出，這叫做「因地」；我們過去、現在、未來，這都

叫做「因地」。因，果，現在受的是「果」，但是我們現在，在做的是

「因」。現在在受的，「我就是長成這樣，我的一生就是這樣啊！」這



就是，已經是「果」了，但是我現在這樣在做，做就是「因」。我們三

世之中，是因、是果，是果、是因，全都是在過去、現在、未來。若

能夠了解這樣的道理，就知道「一生無量，無量從一生」。累生世，到

底我們做過多少的因、果？如何在造作？所以就能夠了解「無量義」

的道理。所以，我們要時時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7 年 11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