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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法師，諸位同學，請坐。請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寶：阿闍
黎存念，我弟子妙音，始從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兩足中尊
；皈依達摩，離欲中尊；皈依僧伽，諸眾中尊。阿闍黎存念，我弟
子妙音，始從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兩足中尊；皈依達摩，
離欲中尊；皈依僧伽，諸眾中尊。阿闍黎存念，我弟子妙音，始從
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兩足中尊；皈依達摩，離欲中尊；皈
依僧伽，諸眾中尊。
　　請看《大經科註》第一百五十二頁第六行，我們直接看念老的
註解，「《華嚴》《法華》均圓頓稱性之教，但其歸趣，卻在本經
」。這兩部經，這是自古以來，隋唐時代祖師大德們一致公認的、
肯定的，是一乘經。一乘經在世尊一代時教裡面一共是三部，《華
嚴》《法華》，還有一部是《梵網》。《梵網》除了「梵網菩薩戒
」這一品翻成中文，其他的沒傳到中國來。這部經也是大經，分量
很大，只傳來一品：「菩薩心地戒品」。這都是圓教圓滿，頓教頓
成，一生成就，稱性，裡面沒有權巧、沒有方便，它是直截了當的
。
　　《華嚴》是釋迦牟尼佛開悟的時候，也就是大徹大悟、明心見
性，見性之後，最初二七日中，在定中跟我們提出來的報告，說明
自性的體、相、作用，也就是宇宙人生萬有的真相，說得非常詳細
，度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直接成佛。那些人有能力，他們能信、能受
。世尊座下的弟子，舍利弗智慧第一，目犍連神通第一，在華嚴會
上，他們都如盲如聾，他們都沒有分，不能契入境界，何況是目犍
連、舍利弗以下的，當然更沒有分。於是佛開始講《阿含》，辦小



學。阿含十二年，講人天小乘，如何保住人身，如何生天，如何出
離三界證阿羅漢果。有這十二年的基礎打下去，佛看到弟子當中可
以接受大乘佛法，這才開始講大乘法，這是八年。第四時講般若，
二十二年。有了大法的基礎、理念，佛再講真話，講般若，般若講
二十二年。般若講完之後講《法華》。《法華》的義理跟《華嚴》
是相通的，同樣是一乘法。《法華》講成佛之法，就是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
　　《華嚴》是一乘圓教。在《華嚴》我們看到文殊、普賢發願求
生淨土；善財童子為我們表演大乘菩薩的修學，這就是五十三參；
最後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導歸極樂。《華嚴》歸《無量壽》，華嚴海
會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其數有無量無邊，皆歸西方極樂世界。這是
真的，一點不假，經上清清楚楚跟我們說出來。《法華》也是一乘
圓教，確確實實它們的歸趣就在《無量壽經》，《無量壽經》當然
也是一乘圓教，確實是稱性之談，完全從自性裡頭流露出來的。
　　「蕅益大師讚本經云：絕待圓融，不可思議」，蕅益大師讚歎
《無量壽經》圓融到極處，「《華嚴》奧藏，《法華》祕髓」，奧
藏、祕髓是形容，深奧、奧妙。這個對誰說的？對權教以下，他們
不懂，沒有大徹大悟，你入不了這個境界。華嚴境界、法華境界，
講的是自性的奧祕、宇宙的奧祕，這要徹悟、明心見性的人他能夠
領悟，沒有見性的人總是隔一層。
　　一生到極樂世界，出現的全是超出情識的境界，一多無礙、廣
狹自在、大小相容、延促同時，不就是深證華嚴法界嗎？一到了極
樂世界，就能證入事事無礙的法界，不就是華嚴奧藏嗎？一到了極
樂世界就能圓成佛果，不正是《法華經》講的「一稱南無佛，皆共
成佛道」？
　　《法華》深祕的精髓，這是講它的理。淨土法門為什麼叫「法



華祕髓」呢？《法華經》的精髓就是欲令眾生悟入佛之知見，也就
是讓眾生成佛。淨土法門是「以佛果覺，作我因心。因果如如，直
趨究竟」。佛的果覺是什麼？就是名號，名號總持諸佛圓滿果覺。
我們現在用佛的果覺做我們因地修行的心，我心裡只有阿彌陀佛，
除阿彌陀佛之外什麼都沒有，這就是「以佛果覺，作我因心」。因
果如如，因如果，果如因，那就是「我心即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即是我心」。這些事情明瞭之後，才曉得念佛功德不可思議。念佛
是怎麼念的？念佛是「全性起修，全修即性」，你對這些道理不懂
，但是你只要老實、聽話、真幹，就跟這個相應。以如來之萬德洪
名薰自己之無明業識，薰之久久，則即無明業識成智慧德相，就是
古德講的「潛通佛智，暗合道妙」。「暗合道妙」，暗合，雖然不
知道，暗中就相應。念到心地清淨、豁然貫通的時候，就像《楞嚴
經》上所說的「淨極光通達」，直趨究竟佛果。所以說是《法華》
深祕的精髓，這當中不走彎路，直捷的，向著究竟果佛的大道，這
真正叫一乘法，真是方便到極處、圓頓到極處、了義到極處。
　　蕅益大師在《彌陀要解》裡頭的讚歎，稱《無量壽經》是絕待
圓融。絕待，我們一般人說絕對，絕對圓融，不可思議。跟《法華
》、跟《華嚴》一樣，理事無礙，事事無礙。《華嚴經》是釋迦牟
尼佛最初成道的時候，在大寂定中稱性宣講的。這部經，佛是在什
麼狀況下說出來的？本經「大教緣起第三」中說，佛是「入大寂定
，住奇特法，住諸佛所住導師之行，最勝之道」，佛是住在甚深大
定之中，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照見的。本品末後，釋迦牟尼佛告訴
阿難，實際上也是告訴我們，「如來正覺，其智難量，無有障礙，
能於念頃，住無量億劫，身及諸根，無有增減。所以者何？如來定
慧，究暢無極，於一切法，而得最勝自在故」，這是極讚法身、般
若、解脫德用無邊。佛在戒經裡面教導我們，不可以自讚毀他，我



們看這一段經文，世尊不是自己讚歎自己嗎？為什麼世尊要以這種
方式來說法？這個道理很深。沒有真實的智慧，說不出這個法門。
因為極樂世界依正莊嚴，全是彌陀住真實慧，五劫圓滿大願、無量
劫積功累德所成就的，一一皆是真實之際，惠以眾生真實之利，是
指唯佛與佛才能知之的境界，我們不知道、不認識、不了解這個法
門，是整個佛法裡面最殊勝的法門。世間人看得很淺，不知道極樂
世界的一切依報莊嚴、正報莊嚴，這一切莊嚴都是阿彌陀佛的法身
所流現，都歸到光壽法身。我們不知道，阿羅漢、辟支佛、菩薩也
不知道，就像「福慧始聞第四十七」中說的，「如來深廣智慧海，
唯佛與佛乃能知。聲聞億劫思佛智，盡其神力莫能測」，只有佛才
能夠知道、證明。
　　這部經絕待圓融，它是一乘當中的一乘，大乘當中的大乘，了
義當中的了義，這部經實在不可思議。佛說這部經，是從自性中自
自然然流露出來的，妙不可言，不可思議。思是意業，議是口業。
這個意思就是說，佛講這部經，不像我們凡夫要通過思考，通過思
考就是思，我想的；佛沒有通過思考，佛也沒有通過研究議論，沒
有，在大定之中自自然然就流露出來了，這叫稱性。
　　佛說這部經是不可思議裡頭流出來的，我們也有不可思議；換
句話說，不起心、不動念、不分別、不執著，你去讀這部經、學習
這部經、演說這部經、聽這部經，就跟自性的奧祕相應，你才能懂
。如果你有分別執著，你決定聽不懂，你決定看不懂。聽不懂，我
想一下應該會懂。愈想愈糟糕，想就落在第六意識，落在妄想裡面
。通過思考就落到心意識去了，那個是世智辯聰，不是真正的開悟
，真正的開悟不用心意識，這真不容易！
　　這個經聽懂、聽不懂沒有關係，不要緊，要緊的是聽的過程當
中真正建立信心，相信西方極樂世界真有，相信真正有阿彌陀佛，



相信我們真想去是決定去得成，老老實實念這一句阿彌陀佛就成功
，什麼問題都解決了。我們讀經、聽經真正的目的，加強信心，能
聽懂很好，可以幫助你提升境界；聽不懂，加強自己的信願，決定
往生，往生了得阿彌陀佛加持，就什麼都懂了。
　　「一切諸佛之心要，菩薩萬行之司南，皆不出於此矣」，這個
「此」是《無量壽經》。菩薩萬行，菩薩修行最高的指導原則在《
無量壽經》。《無量壽經》直接教大家念佛往生淨土，直接引導往
生淨土的人在很短的時間就達到徹悟心性的目標，而且一到那個地
方，智慧、神通、道力跟七地菩薩一樣。這個話什麼意思？意思很
深，就是說你一到西方極樂世界，你就有能力跟法身菩薩一樣，千
處祈求千處應，哪個地方眾生有感，你就能夠到那裡去教化他，應
以什麼身得度你就能現什麼身，像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一樣，有那
麼大的本事、那樣的神通。諸位要曉得，那不是你自己修來的，是
阿彌陀佛本願威神加持你，讓你就起這個作用，這個不可思議。不
是說到西方極樂世界，等我修成才能度眾生，你到那裡就行！這是
十方諸佛的世界裡面沒有的。「是故本經稱為稱性之極談也」，也
就是說，從諸佛如來，從阿彌陀佛如來自性裡面圓圓滿滿流露出來
。講到極處，極就是圓滿。這部經是《華嚴經》中的《華嚴》，《
法華經》中的《法華》；這個經真正是，不但是釋迦牟尼佛所說的
第一經，也是十方一切諸佛如來所說的第一經，所以稱它為稱性極
談，極談是說到極端了，再沒有了，全說出來了。
　　再看下面這一段，「又日道隱」，日本道隱大師，「於所著《
無量壽經甄解》中曰：五濁之世，造惡之時，聖道一種今時難修，
其難非一」。五濁惡世是指我們這個時代，釋迦牟尼出現就提出來
了，這個世界已經有濁惡了，但是濁惡很輕，並不嚴重。依照中國
古人的記載，釋迦牟尼佛過世到今年是三千零四十六年，跟外國人



講的有很大的差距，我們中國這些老和尚、老法師統統用這個紀年
。那依照中國這個說法，釋迦牟尼佛講經是三千年前所說的。三千
年前就講五濁惡世，很輕微，那個濁惡剛剛開始。濁惡是什麼？濁
，染，污染，不嚴重，剛開始。
　　這三千年當中，菩薩、聖人在這個世界教誨。教誨的目的是什
麼？防止濁惡擴張，也做出了相當有效果的成就。中國上古時代，
聖人以道治國，道是無為，無為而無所不為，最高明的道！那是什
麼？大同之治。大同在中國不是理想，不是烏托邦，真正做到過。
誰做到？三皇做到了。道失掉之後則有德，五帝用德，道德治理國
家的時候就是大同之治。德失掉了之後，這就用仁。仁是什麼？三
王，三王是夏商周，時代也很長，夏四百年，商六百年，周八百年
，總共一千八百年。這一千八百年，人沒有道德，他用仁，仁者愛
人，推己及人，所以不能稱大同，這稱為小康。春秋戰國混亂了五
百年，秦始皇統一了中國，用的是霸道，不是王道；用的是武力，
不是文化，所以十五年就亡國了。在中國歷代，秦是最短的，十五
年亡國。漢繼承了，漢武帝他很聰明，接受中國傳統，他採納董仲
舒的建議，在諸子百家裡面挑選孔孟之道來治國。孔孟講仁義禮，
特別重視禮，所以是以禮治天下，用禮教來教人民。從漢朝到滿清
末年，將近兩千年，這兩千年中國完全接受禮。禮是最低的標準，
兩千年當中雖然有改朝換代，但是時間不長，動亂的時間不長，整
體來說，中國社會是長治久安，文化底蘊非常深。用文化，老祖宗
千萬年傳下來的四個科目：五倫、五常、四維、八德，用倫理、用
道德、用因果來維繫社會的長治久安。
　　今天時間到了，我們就學到此地，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