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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蓮華經·序品》之三 

菩薩眾 

遠參老法師主講 

 

大乘眾就是指菩薩。《法華經》為何不先講菩薩，而先講小乘人？這好像令

人費解。其實，這並無所謂費解，而是因為一種平常的習慣，每逢一個集會地

方，聲聞眾一千二百人，或超過一千二百人，他們一定在法會中。凡是經典的

敘述，一定是先講他們，就是這個道理，並不是有什麽特別原因把他們提前

說，那些大菩薩反而放在後面，沒有這個道理。 

  這些菩薩就在法會裏，依照《法華經》來說，就是一乘菩薩，未講到《法

華經》，就叫做權教菩薩，都是這些人，這些人就有權、有實兩種說法，你就覺

得莫明其妙：「他們本來是實教菩薩，就不應該扮成這樣！」其實，這就是隨順

佛意。 

 

  「菩薩摩訶薩八萬人，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 

 

這是講大乘人，前面是講小乘人。小乘人本來有兩種人，經中省略了辟支

佛這一種沒有講。究竟有沒有辟支佛在法會中？當然會有，不過有亦不多；不

多就不提及他們。 

  他們是三乘人，三乘就是聲聞乘、辟支佛乘、佛乘。菩薩是學佛的人，屬

於佛乘的因中人，就不會有一個乘叫做菩薩乘。如果有一個乘叫做菩薩乘謂之

三乘，那麼，這個佛乘就沒有地方安插；只可在佛那方面作為一種乘，在聲聞

方面作為一種乘，在辟支佛方面又作為一種乘，這樣謂之三乘。一乘不在內，

一乘另外講，要講到《法華經》才提及一乘的名目；現在未講到《法華經》，當

然不會提及一乘。 

  「菩薩摩訶薩」者，是指大菩薩。初發心菩薩也稱「摩訶薩」，因他屬於大

乘那一流人，初發心何嘗又不可稱摩訶薩？可以。不過現在這些摩訶薩又不是

初發心的人。怎樣知道他不是初發心的人？經文講明「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不退轉」，他們是不退轉菩薩，當然是有別於初發心。說「皆」字者，人人都

是；「於」者，對於無上菩提不退轉。講「不退轉」，也是對待「退轉」來講，

因為菩薩有退轉、有不退轉。這裏沒有講退轉，他們不退轉，就要講明他們不

退轉。 

  此事又如何講呢？即是讚美他的地位高。「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佛道

果上的名稱，「阿耨多羅」叫做無上，「三藐三菩提」叫做正等正覺。佛果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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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最上，故名無上。菩薩稱為「有上士」，佛稱「無上士」。菩薩對於佛道不

退轉，即是堅固志，靠得住。 

  我們又要知道，這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與《法華經》裏面講的一乘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不同。同一個名字，因何事又不同？這是權實分別故不

同。現在所講的是權教佛的名目，這些菩薩當然是權教菩薩，他們將來會成

佛，成佛時即是權教佛。 

這個名目叫做權教，在《法華經》裏有講，除了《法華經》以外都沒有

講。為何不講？其他經沒有對待，在《法華經》裏就認為有權、實的對待。若

未有「實」，也不叫他是「權」，這就算了，就有這名目在這裏。 

  下面講菩薩的別德。前面講的菩提不退轉是他們的總地位，是他們的道

德；別德就更多，這裏也講不了那麼多，只講了十多句： 

 

「皆得陀羅尼，樂說辯才，轉不退轉法輪。」 

 

  講「皆得」者，八萬人，人人皆得。這個「陀羅尼」的名目在佛經裏，本

來到處都有講；雖然到處有講，但是佛教徒對這句話，完全蒙蔽了，不知道什

麽叫做「陀羅尼」。 

  （也許有人會說：「譯者不翻譯，我們當然不知；如果翻譯了，我們不會不

知。」 

  話又不是這樣講，你說譯者不翻譯就不知，即使翻譯了，我可以斷定你也

是不知。譯者把「陀羅尼」譯作總持，依「總持」兩個字來解釋，你又如何解

釋？很多人都作如是解釋：「總者，總一切法；持者，持無量義。」 

  （有人說：「這樣解釋我就無法明白，你這句話究竟是解義還是解文？」解

釋的人會說：「文也解釋了，義也解釋了，就是這樣解釋。」 

  那人說：「我真是蠢，我總是聽不懂你這句話，總一切法，總什麽一切法？

持無量義，持什麽無量義？我是蠢人，你既然會解釋，就要令我得知。你只把

翻譯的名字告訴我，我就比以前更糊塗。」 

  因為古人都沒有解釋，只是這樣說「總者，總一切法；持者，持無量義」，

像留聲機一樣死板。又有人作另一種解釋，解作咒那方面，把咒叫做陀羅尼，

長咒叫做多字陀羅尼，短咒叫少字陀羅尼，還有不多不少的咒，叫中等陀羅

尼，甚至一個字也是陀羅尼。以咒為陀羅尼，這就歸到咒那方面來講。 

  （若問他們：）「這些咒你明瞭不明瞭？」（他們會說：）「咒語不應該明

瞭。」（若再問他們：）「你的名稱為咒，為何咒又不該明瞭？」（他們又會

說：）「咒是密語，秘密是有音聲，或者有義也好，我們向來不講。」這就算了

事，只有念一念，就謂之咒，叫做陀羅尼。 

  （若再次問他們：）「這些咒是不是總持？」他們說：「都是的，總一切

法，持無量義。因為咒的功能大，所以持無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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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這樣，什麽咒都是總持，外道種種咒，凡夫種種咒，也是持無量義

嗎？（他們說：）「恐怕是吧。」 

  有關此事，我勸你以後不要這樣講，不要用「總持」二字來解釋「總一切

法，持無量義」；也不要把咒當作是總持，叫做陀羅尼。這些不合佛教，佛教根

本上都沒有咒，一句咒都沒有。你說有咒，這是冤枉佛教、冤枉佛、冤枉佛教

徒，不可以這樣冤枉。講到「總一切法，持無量義」，你也沒有下文。既然沒有

下文，你不能令不知者知道，他也都不相信你所講。 

那應該怎樣講？我就可以這樣講：總者；那一類物裏面很參差，千萬種參

差；而千萬種參差，是屬於一種，但一種裏面參差甚多。參差無論如何之多，

菩薩都能了了，這就叫做「總」。「持」就不會有錯謬，也不會忘記。 

  這是什麽？是菩薩的智慧，不是神通。菩薩的智慧，就是菩薩的果報，他

行菩薩道當然有好處，就有大陀羅尼，有小陀羅尼。大陀羅尼即是廣博，小陀

羅尼較狹窄，看你懂得多少知識，或大或小。你懂得多就大，你懂得少就小，

這就叫做總持。 

  在我們佛教裏有一個阿羅漢，這個人，差不多佛教徒都知道。是誰呢？他

名叫阿難，他以前未成阿羅漢，現在就說他是阿羅漢。他未成阿羅漢以前的事

不必講了，我就說他有一種總持，叫做聞持總持，叫做聞持陀羅尼。聞什麽

呢？聞就是耳聞，耳聞當然是聞語言音聲；聞誰的語言音聲？是聞一切，上至

諸佛與菩薩，下至畜生、惡鬼，一切風聲雨聲、一切音聲，如何的差別，甚至

音樂也是聲，十方世界所有音聲，他都能聽聞。 

  有個這樣的人，佛所說的話，無論如何複雜，他同時能聽到，就像錄音

機，除非沒有聲音傳到他那裏，你若有聲音傳到，他就能錄下你的聲音。這個

錄音機可算是總持。錄音機乃是一個無情之物，阿難是阿羅漢，或未證阿羅

漢，他是一個人，他這個人就有如是本能。 

  阿難有如是本能，其他的阿羅漢有沒有？或有，但未曾講及此事；沒有提

及，即使有我們也不知。不過，這種本能最出名的就是阿難，阿難未出家以前

也有這種功能。當然，這是他的果報，小孩子之時都有，他未出娘胎也有，他

未到這個世界做人，也有這種功能，不是來到這裏證阿羅漢才有這種功能。 

  阿難就得到一種這樣的陀羅尼，叫做聞持陀羅尼，他的記憶力特強，是自

然強，不須去強記。對於音聲那一方面來講，種種音聲，他皆能攝持，這就叫

做音聲陀羅尼，叫做音聲總持。 

如此類推，類推其他一切，你說各種差別裏有多少事情？菩薩都有這種力

量，了知一切之中各種差別。這不單單是講音聲，語言和音聲是隨之而來的，

有音聲就有語言。難道你只聽音聲不聽語言嗎？只聽語言不聽道理？不會這

樣。音聲既然如是，其他文字也是一樣的講法。一切十方世界眾生的文字，或

者天人的文字，他不必讀書，一了就一切了，也不必打開書本，他就看到你那

本書裏面是什麽文字。 

  這是讀書陀羅尼嗎？不是，他並未有讀書，講什麽讀書陀羅尼。這就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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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文字上總能持，就叫做總持。我們是這樣解釋總持。 

  還有其他屬於凡夫者、屬於聲聞者、屬於菩薩者、屬於外道者，還有種種

又如何？那就照樣講，照樣講才容易。 

  我們中國人也有一個這樣的人，不過這個人的力量不是很大，只有很小。

他是誰呢？他叫公冶長，是我們中國孔子時代的人，是孔子的學生，也是孔子

的親戚。他有什麽特長？人人都這樣說：他能通曉鳥獸的語言音聲。因為他是

人，世界上有很多種鳥，有很多獸，他都能聽。 

  他能聽，又能否會講？這又沒有講及。能聽是一回事，能講又是另一回

事。他果然能聽，就叫做聞持陀羅尼。 

  他這個聞持陀羅尼，與阿難的聞持陀羅尼，是同還是別？此事恐怕相差很

遠。如何差得很遠？我們說阿難的陀羅尼是聞十方世界諸佛諸大菩薩、一切凡

聖各種語言音聲。公冶長有沒有呢？我相信他一定沒有，他只是聽懂鳥獸音聲

而已。他聞懂鳥獸音聲語言，究竟有多廣博是他的力量呢？他也沒有講，那時

代的人也沒有講，這就算了。 

  陀羅尼的大小，我相信不成很大的問題。如果大家都是有這種本事，也是

各有大小。在中國就有一個這樣的人，這個人如果在佛教裏做一個佛教徒，足

可以安立一個名稱，說他得到語言陀羅尼。不過，在我們人類裏，一、二千多

年來，也沒有誰說他得到總持。因為當時沒有這個名稱，他自己也不會安立這

個名稱，其他人也不會安立這個名稱。 

我們現在講佛教有一件這樣的事，就引用他來作證，說他也有，用此事實

作例子。此事靠得住嗎？是否靠得住，不是我們應該去判定，我們不過是按照

這樣來講，就叫做語言陀羅尼。 

  現在的人或從前的人，學很多種語言，學人類中各國的語言，學得很好，

十種、八種語言，十多種語言，隨便講得很流利，算不算是語言陀羅尼？好像

是，其實不是。為什麼呢？他是學習而得，不是他的果報，這就不算。就如讀

書那樣，你讀書學習而得，就不算是文字陀羅尼。 

  按照這樣講，似乎是天然的，但又決不是天然，而是果報，有什麽天然？

他的果報有因在內。是什麽因？現在我們怎會知道他是什麽因？不過總之叫做

有因。有前因就不須學了嗎？是呀，有因就不須學。把因當作學可不可以？你

說他可以也講得過去；你說不可以，他不是學，就是不可以。 

  現在經文講八萬菩薩，一一皆有陀羅尼，究竟他們得多少陀羅尼？經文又

沒有講，總之大菩薩的陀羅尼一定多，超過千種、萬種那麼多的陀羅尼。這些

陀羅尼有分權、實嗎？當然有，權教人的力量與實教人的力量不相同，豈有不

分？ 

  解釋陀羅尼的兩個字，名叫總持，絕對不能依所謂什麼注解、什麽辭典、

什麽翻譯文義的參考書，那些通通要不得。以此類推，陀羅尼這句話都不能瞭

解，其他的亦復如是不能瞭解，這樣做一個佛教徒出來宣傳佛教，講些什麽

呢？此事就有些糊塗。講什麽呀，各講各的，一塌糊塗，一言以蔽之，老實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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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通不是佛教。如果要講佛教，要另外從頭講起，如果不另外重新開始，就沒

有新佛教，即是沒有佛教。 

（有人問：）「以一句話來作比例，那些淺的都有佛教吧？」淺的也沒有，

淺深實在一樣如此說。「皆得陀羅尼」就是這樣的功能。 

 

樂說辯才 

 

  「樂說辯才」這個名目是四無礙智之一，四無礙智者，即是四件事——法

無礙、義無礙、辭無礙、樂說無礙。這是講菩薩的口才，舌根利，無論你跟他

講什麽也好，他不會講到無話可說，都能夠辯論。 

  什麽叫做樂說辯才？這個「樂」字屬誰？屬於講者還是屬於聽者？當然是

屬於講者，講者好樂跟人講話。即是自己有辯才，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也可以這樣講，因為他滔滔不絕，猶如懸河，他沒有疲倦，也不是沒有智

慧，用之不竭，即是和你談話能令你喜歡。在我們人類裏，普通一句話來講，

叫做健談；但健談當然也不能說是等同樂說辯才，樂說辯才是菩薩的境界。辯

什麽呢？你喜歡跟他辯什麽就辯什麽，在人間、天上、出世、大小乘，你喜歡

辯什麽都可以，他有智慧。 

人們有時會說：「某人口才很好。他為何有這麼好口才？因他有一條舌、一

張嘴。」人人都有一條舌、一張嘴，為何又不會辯論而叫做無才呢？ 

  此事就莫名其妙。實際上，眾生的境界都很複雜，這個好醜是屬於因果裏

的條件支配他，有因才有此果。這種辯才不是學而得來，如果是學而得來就會

很死板，以為「我學懂，我就會講；我學不懂，我就不會講」。這就麻煩了，就

是死板。 

菩薩不會死板，這就謂之樂說辯才。他喜歡與人說話，喜歡你跟他辯駁，

你只要挑起他跟你說話，他並不會嫌你去質問他、請教他，也不會嫌你多事、

長篇大論、經常來囉嗦。這就謂之「樂」。你越加反對、越加刺激，他就更加有

興趣，這就是「樂」。所以這個「樂」字是屬於講者，不是屬於聽者。 

  講到屬於講者，你既然是「樂說」，那個聽者也都喜歡聽、樂聽。如果你講

得張口結舌，毫無條理，誰會喜歡聽你講話，講得很差，就引起對方不歡喜。

你若樂說就能引起對方樂聞。 

  樂說、樂聞這兩件事，究竟結果是什麽？結果就是令聽者生智慧，結果是

令聽者與菩薩結緣，結解脫緣，這就是結果。倘若你不會講，你雖是菩薩，你

也引不起他的興趣，他不聽你所說，這個緣就結不了，他就不能解脫，不能受

益。樂說辯才屬於利他，也屬於自利，你有這樣的本能就是自利。 

 

轉不退轉法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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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薩摩訶薩八萬人，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皆得陀羅尼」，皆

得「樂說辯才」，皆能「轉不退轉法輪」，這些都應有「皆」字。 

這個「轉不退轉法輪」者，是因為菩薩有退轉的可能。他還未退，你知道

他有退的可能，你就要對他講，令他不退，即是利益他。他若退就很可惜，你

令他不退就得大利益。這就要能說才可以，你若不會說，他就不會接受你隨隨

便便的利益。 

「轉」者就是轉法輪，「轉不退轉法輪」就是說法，這個法叫做「法輪」。

什麽叫做轉法輪？他對你講，就叫轉法輪，不是真有一個什麽輪。說法就是講

道理、講因緣，講得好聽，講到你舒服，講到你信仰，令你智力堅固，就叫做

「轉」。你相信他所說，你就自然不退轉。他要有這種功能才可以，如果沒有這

種功能，他就對你無可奈何，你要退是你的事情。 

  他發菩提心，本來亦經過若干劫數，他未得不退轉地，期間就有些疲倦，

生起退心。他的退，退掉佛道心；他的轉，或轉入聲聞，或轉入緣覺，退就退

落人天、退入地獄，這是說不定的。你離開菩薩道，你就受六道輪迴支配。你

本身如果未退，你就是菩薩，即是九法界裏面的人。你不是阿羅漢、不是辟支

佛，你不退，你成佛就靠得住。你未得不退，此事有些不定。 

  你若能令他不退，他就定了。這就需要你善巧說法。菩薩度眾生，教天、

人、阿修羅，教小乘人，都是教他們發菩提心向大乘。現在那些菩薩想退心，

你只有教導他，令他不退，他就站得穩。這是你的好處，要有智慧才可以做

到。 

  在我們人類裏，他若能說會道，什麽都可以轉過來，若真有回天之功能，

一個國家也好，一言可以挽回。做說客的人很會講話，幾句話就能令你反對變

成不反對，你就自然要放棄，講到你妥妥當當。 

那些說客就很會講話，菩薩是不是說客呢？菩薩要做說客有何難，他在菩

薩裏都可以說轉化他，何況人間一個國家之事，豈有不能講說？ 

 

「供養無量百千諸佛，於諸佛所，植眾德本，常為諸佛之所稱歎」。 

 
這是講八萬大菩薩往昔供養了多少佛。這裏應該有一個「皆」字，皆「供

養無量百千諸佛」。這個名目是很籠統，「無量」也都是數目裏的意思，「百千」

也不是百，也不是千，這是籠統的名目，總之供養很多佛。每一位菩薩的供

養，可能也有多，也有少，不是完全一樣。 

  講到供養很多佛，用什麽供養呢？決不是用我們人類的供品去供養，斷然

不是。菩薩供養佛，實在來講是沒有供品，沒有供品也叫做供養。 

  本來沒有供品，就不應該叫做供養。其實說供養佛，不是考究什麽物質，

在佛座下就叫做供養，佛就最歡喜。為何最歡喜？他們有力量、有智慧，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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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的法寶，佛極為歡喜，這就叫做供養。不是有其他什麽音樂、香花等等供養

於佛才謂之供養，實在是法供養。 

法供養，佛說大乘法，你肯聽、肯受、肯宣傳、肯為眾生作利益，這就是

供養，法供養之名是這樣說的。 

  菩薩供養無量百千諸佛，其間當然聽了很多法，佛是菩薩的增上緣。菩薩

要學佛，佛是師範，菩薩自己是學生，這就很有益。這些大乘僧寶，親近大乘

佛寶，接受大乘法寶，這就叫做供養。 

「於諸佛所，植眾德本」，親近過很多佛，真是無數之多。「佛所」者，即

是佛國、佛座下。「植眾德本」，每逢見一尊佛，總是在那裏殷殷勤勤積德，叫

做「植」。「植」是一個比喻，「本」也是譬喻，好比種樹那樣，菩薩種功德樹，

我們就種木頭樹，這就大大不同。樹有增長義，日後就可以造大材料，故名

「植眾德本」。你如果不是為功德故，為何親近這麼多佛？不如學阿羅漢，阿羅

漢就不會親近這麼多佛，不會有很大的功德本。這些菩薩當然與小乘人不同，

這樣就謂之大乘。 

菩薩又「常為諸佛之所稱歎」。「常」者，還有一個「徧」字在內，十方佛

是「徧」，時常都讚美各位菩薩，這謂之「常」。 

  菩薩是學佛之人，何必要讚他？讚他，有實德才讚，沒有實德就無須讚

他。讚他，又可鼓勵其他的人要知道菩薩的好處，要大眾模仿。某位菩薩如是

之好，佛這樣注意他，你也要進步，在不久之時也可以跟隨大菩薩，讚是有這

些好處。 

 

「以慈修身，善入佛慧」 

 

  「以慈修身」的「修身」兩個字，不是自修其身。如果是自修其身，就不

該用「慈」字，你自修身何必用「慈」。「慈」者，是一個愛人之心。有愛人之

心去修身，修什麽身？這個身就不是菩薩身。若不是菩薩身，又是什麽其他的

身？當然是其他的身。 

這個「修」字，本來不可按照「修」字簡單地解釋。用一個什麽字代替它

來講呢？應該是以一個「現」字，以慈現身。你有慈心愛眾生，令眾生得好

處，你就要現其身。你現其身，就不只現一個身，現無量身，上至現佛身、菩

薩身，現阿羅漢身，現辟支佛身，現凡夫身，現一切外道身。 

  現此身有什麽好處？為利益眾生故，故名為「慈」，是這樣解釋，不是自修

其身。在表面上來看，他現身為眾生做模範，眾生看見如此之人，他就要向你

學習；他向你學習就得益，這就叫做「慈」。 

  既然是現身，就不可說是一定，他也現種種非道德身。什麽叫做種種非道

德身？如《維摩經》所講：「若菩薩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非道」者，

就不是菩薩道，不是菩薩道你也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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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達佛道」是自己的成佛之道，又令眾生入此佛道，就是「通達」，你就

要去做。叫做「非道」者，不合菩薩道，現種種惡人、惡畜生、餓鬼，反對一

切道德，反對倫理。這些就是惡人，屬於惡行為。為什麼呢？現惡行為，你的

好行為，給人有所觀感，那些惡行為令人憎恨。令人憎恨根本上是志在令那些

惡人有所警惕。 

  有什麽警惕？好像是多了幾個惡朋友而已。事實上不是這樣，他現一個不

好的人，他同時又現很多好人。要講此事，講不好的人所作的成了因、成了

業，將來就有果報，要宣佈此事 

  既然是宣佈此事，是否實際呢？靠得住嗎？這個宣佈的人又怎知道有什麽

果報呢？  

  他能知道，他根據佛教來講：「你是這樣的惡行為，我相信你一定要墮畜

生、墮餓鬼，或墮地獄。」講過之後不久，竟然就有此事發生，那些人看見、

聽到，就很驚恐。地獄通通是這一種人，畜生、餓鬼都是這一種人。這所謂儼

然有證，可以講是有證據。你以為是隨便亂講的嗎？ 

此事是假，講菩薩現身是假，你們眾生作惡就不是假。他把假的做出來給

你看，你又不知道是假。因為你不知道是假，你就會回頭；你回頭就教化了

你，這就叫做「以慈修身」。 

  講到種種身，在釋迦佛座下八萬人，這個「身」是什麽身？是菩薩身。這

個「身」是菩薩的本身，還是菩薩的現身？按照現在來講，都是菩薩的本身，

再講下去，進入《法華經》，又不是這樣講，而是菩薩現身。此事就很難講了。 

  為何佛經這麽活動，講一句話講到反轉，又不是這樣講？當然啦，在一個

時間、一個地方、一個地位來講，各處講得不同。這些菩薩，每一位都是「以

慈修身」、現身，是這樣講的，觀音菩薩也在內，十方世界都有觀音菩薩，所有

諸佛座下都有文殊菩薩。 

這八萬菩薩，一一佛前皆有，你說誰是本身呢？此事很復雜，不是我們能

明瞭去分別，不過知道有這種造作就算了。因為講到「以慈修身」，這句話是普

遍現一切身，在下文講，用藥王菩薩的一句話來作證。因為藥王菩薩就有現一

切色身三昧，妙音菩薩也是現一切色身三昧，難道觀音菩薩就沒有？文殊菩薩

就沒有？八萬菩薩其他的就沒有？不可以這樣講，每位菩薩都有，就是「以慈

修身」，也可以說以悲修身。眾生苦惱，你要可憐他，令他不至於作太多惡因，

將來受更多惡果，這個是悲心。正所謂「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引他入佛

道。 

「以慈修身」是這樣解釋，並不是以慈心去修自己的身，這些話簡直講不

通。這個「慈」字是向外，「修身」是向內，其實修身也是向外，向外即是向眾

生。 

  八萬菩薩又「善入佛慧」，佛慧就是佛的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等等

差別的智慧，菩薩一一都能解入，不是證入，是能解入。講「善」者，毫不費

力，隨便就瞭解。菩薩不是佛，菩薩何以能瞭解佛慧呢？菩薩親近了很多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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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能瞭解。 

 

「通達大智，到於彼岸」 

 

  「大智」就是佛慧，菩薩已「通達大智」。「善入」與通達，兩者不相上

下。佛慧也即是佛智，其中又分「慧」和「智」兩種說法，大概也有一些不同

之處，就不是我們能明瞭去代他說，此事做不到。 

  （或有人以為：）「實教你就做不到，權教亦應該做得到。」其實並不容

易，你亂講都可以嗎？ 

  那些八萬大菩薩，每一位都「到於彼岸」，「彼岸」即是佛地，他們快要成

佛了，但未成佛，他們到了邊際，到岸，即菩薩道圓滿。那個「彼」字是指

佛，佛是菩薩之目的，菩薩初發心就以佛菩提為目的，無數劫一直行菩薩道，

都是以佛道為目的，現在就算是到達了，圓滿就是到達。他們只是到岸，還未

上岸。就如你乘搭的船已經抵達碼頭，你未走上碼頭，所差也不會很遠，要上

碼頭有何難。他們「到於彼岸」，就是了不得的地位，就是說他們「皆於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他們的功行極深。 

 

「名稱普聞無量世界，能度無數百千眾生」 

 

  他們各位菩薩「名稱普聞無量世界」。「名稱」者，他的名譽與實德相稱。

這個「稱」，應讀「清」（粵音）。 

  「稱」是什麽？是稱譽，這是說他的名譽，各方世界都聽聞到，都稱揚他

的名譽。這樣講可以不可以？ 可以，怎會不可以？他的名譽普遍無量世界，不

止名譽普遍無量世界，他的身也普遍無量世界，他的事業建設也是普遍無量世

界。 

  他有什麽事業？有什麽建設？ 也會有的，一個人都會做事，難道菩薩總不

做事？菩薩做的事總是有利益，特特別別，總有建設，人們看見此事是某人所

做，處處都看見他的痕跡，這些菩薩那麼好，地位那麼高，這是講權教菩薩。 

實教菩薩又不止這樣，在無量世界裏，結眾生的緣結得很多。「能度」，這

個「度」是指度脫，度入大乘才叫做度。你度他來地獄、生天上，不算是度；

你度他成阿羅漢、成辟支佛，也不算度。一定要度他發菩提心，在菩薩那裏站

穩腳，才算是度。菩薩這樣做才是度眾生，度的數目相當，每一位菩薩都「能

度無數百千眾生」。這也是說，這些眾生受菩薩度者，也即是菩薩。 

  菩薩有沒有行六波羅蜜？當然有。菩薩的事業廣大，他既然是入圍，就要

做事，菩薩自己做得圓滿，利益眾生未圓滿，就要做多些。 

  講到度眾生，將來他自己成佛，這個國土裏的菩薩眾生，都在他的世界裏



10 
 

做菩薩眷屬。他也有聲聞眷屬、辟支佛眷屬、天人眷屬，不過以菩薩為最親近

的眷屬，這叫做正報。講菩薩為佛道、為淨土，就不能離開眾生。《維摩經》裏

佛所講的淨土因，就是「眾生之類是菩薩淨土」，除了調伏眾生而取佛土，除了

教化眾生而取佛土，這個眾生都不要輕視他。 

  現在再講一講這些眾生，就講入實教，菩薩本來是實教人。講到入實教，

應怎樣講呢？你現在用權教來度他入大乘，他實在是實教菩薩。既然是實教菩

薩，為何你不以實教度他？卻冤冤枉枉以權教來度他，你這樣豈有不是太過糊

塗嗎？ 

  你又不可以說他糊塗，眾生的機是這樣，有權教大乘機，還未有一乘機；

既然沒有一乘機，就不堪聽一乘實法。既然不堪聽一乘實法，就要遷就他所

好，遷就他的習慣，為他講大乘，就「能度」他；以目的來講，終歸引他入一

乘，這才算是「度」，如果不入一乘，不算是「度」。 

在權教裏的「度」，是暫時之說，屬於方便，實在是稍後就會令他入實。入

實就不限定是菩薩令他入實。菩薩也可以令他入實，即是應以何身得度者，就

現何身為他講《法華經》，就是入實。佛隨時可以令他入實，佛為一大事因緣出

世，其實菩薩也是為一大事因緣出世，是做這樣的工作。這是讚歎菩薩「能度

無數百千眾生」。 

以上十三句讚菩薩之德，究竟菩薩之德有多少？此事不是我們可以了知。

在《維摩經》裏，有五十幾句讚菩薩之德，又是這些人嗎？是的。 

  為何《法華經》這裏講得這麼少，《維摩經》那裏又講得那麼多？其實，講

多少是隨意講，如果講到《法華經》，這些人是實教人，這些種種功德完全不成

問題，講很多、很好都不成問題。為什麼呢？ 因為是方便的。 

  不成問題者，即是說他是虛假，你不能以虛假為真實，保存下去為永久。

你不能說：「我是不退菩薩，不久就可以成佛。」不會有此事。 

  但也可以這樣說，反過來說：「你是實教菩薩，你們每一位都是於一乘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中之人。」這裏最適合這樣講，不過他們隨佛出世，隱

了「實」，遷就眾生，幫助佛陀教化，就是這種作用。說他們「皆得陀羅尼」，

是一乘的陀羅尼。一乘有無量法門，十方諸佛講一乘法，十方國土各種的差

別，皆能攝持，叫做總持，這些陀羅尼，全部都講一乘。 

「轉不退轉法輪」，是轉一乘不退轉法輪；「供養無量百千諸佛」，是供養一

乘諸佛；「於諸佛所，植眾德本」，是植一乘的德本；「常為諸佛之所稱歎」，是

稱歎一乘菩薩功德；「以慈修身」這句，可以通於權教裏，他們本人是實教；

「善入佛慧」，乃是一乘的佛慧；「通達大智」，是一乘的大智；「到於彼岸」，是

一乘的彼岸；「名稱普聞無量世界」，是一乘菩薩的實德充實，實至名歸，名聲

就普遍；「能度無數百千眾生」，實在度入一乘，叫做度眾生。 

這些是一乘菩薩，通通可當作一乘來講。那麼，權教還講不講？在權教時

代還講，在實教時代可以作廢。 

  你會說：「既然可作廢，應老實不講權教，你卻把權教移歸一乘實教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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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這是什麽道理？ 

  作廢者，廢了權教裏的教義，他有實教的教義，要講實教那方面。你如果

不講一乘的教義，只是講權教的道德，這就很冤枉了。這不是叫做讚菩薩，簡

直是毀菩薩，這就冤沉海底。 

  那怎樣講呢？你先前讚，後來你講到一乘裏面，你又不毀掉它。你應該毀

掉它才對，毀掉它即是開除。你不毀掉它，到時候兩種道德同在，兩樣都有。 

兩樣都有只是一句話，實際上不會兩樣都有。哪能說兩樣都有呢？這些講

不來的。這是《法華經》的意思，如果不是《法華經》，又不能這樣講。 

  （你或許說：）「我說都可以講，講了權教道理之後，再連著《法華經》來

講也都無過。」 

  此事你有心開權，你有心宣傳《法華經》，這就不同說法。即是好像現在這

樣，現在你很應該講《法華經》，你不是講《法華經》，就可以不必涉及一乘實

教，也可以涉及一乘實教。 

  若按照這樣講，你以前講的那部經沒有用。以前講什麽經？你以前講的權

教大乘經，就要作廢。這就可以講得通。 

那些權教經是那樣，我就依照他那樣講，但是依照那樣講之後，我又要提

出《法華經》，又不是這樣講。 

  （你或會問：）「你這個人是什麽的立場？」我是一乘法師的立場。（你又

會說：）「你自身是一乘法師的立場，你也要顧及那些聽眾，那些聽眾不是一乘

人的立場。」 

  確是如此，他們不是一乘人的立場。我也希望他們與我一樣，所以我要提

出《法華經》才靠得住。否則，我講經就白費了，又辜負了經中的佛與菩薩，

各方面通通白費了。為什麽呢？你知道嗎？因為《法華經》在這個世界上流

布，不過沒有人知道，我知道，我就講；沒有人知道，就沒有辦法講。 

  （你可能會說：）「它是一部經，不是人講話。如果是人講話，講才算，未

講就不算。它是經就不同，我讀了《法華經》，我看見《法華經》裏面的經文不

是這樣講，你這位法師編作出來這樣講，我聽見都有些不舒服。」 

你不妨提出來跟法師研究：「法師！這《法華經》不是這樣講的。」是的，

《法華經》不是這樣講。 

  （你又說：）「法師！我兩樣都講，好不好？既講《法華經》，又講現在的

經。兩樣都講，可能好些、圓滿些。」我要告訴你：如果兩樣都講，就破壞如

今所講的經。 

  （你說：）「破壞也沒有辦法，有部經擺在這裡，擋著你。你這個人有《法

華經》的見解，有《法華經》的信仰，你對《法華經》很尊重，我都很尊重

你。但是我老實對你講，我對《法華經》很生疏，我不是很熟悉。實際上我不

能講，我請你講好不好？」既然你請我講，我就講，這不必客氣。 

  （你又說：）「好呀，你講吧，我不是不知，我是不徹底知，的確是不能

講。」 



12 
 

你講得張口結舌，生生硬硬，被別人恥笑。你只講這些就好了，但你又拖

《法華經》來講。人家問起你《法華經》，你又無法回答，那你何必提及《法華

經》？ 

  （你說：）「是別人提及，我本來不提及。別人提及是想宣傳《法華經》，

他又想我宣傳《法華經》。但我是不能。」 

  我老實對你講，你不能，你最好就讓他講。這叫做一弓射兩箭，非常好！

因是提倡方便大乘，這就挑起一位一乘法師貢獻一乘《法華經》。此事很難得，

應該這樣做才正確。他也很尊重我們，他認為我們這些講經法師，種種經教都

可以通過，他又把我們當作是一個有資格的人，是一乘法師，他認為我們很接

近一乘，所以他就提出來。《法華經》的性質，及《法華經》的人，就要這樣

做、這樣講。 

  又非常湊巧，你遇著那一班無知無識的人，你忽然間就提出：「法師！你這

樣講，也沒有錯，但是與《法華經》對照起來，完全不是這樣。」 

  （他說：）「豈有此理！什麽叫做與《法華經》不一樣？實際一樣呀。」他

說實際一樣，你就無須多講，你如果再多講，就引起他多生枝節，對《法華

經》多些毀謗，多些反對。他罵你兩句，任由他罵，他罵你多事：「我現在講這

件事，你又提出《法華經》，難道《法華經》我就不會講？我也會講。」 

此事就把《法華經》埋沒了，他說：「《法華經》與我現在所講的是一

樣。」你又如何跟他辯論？豈有不是令他作多一個不好的因緣？ 

 

略舉十八位菩薩 

 

「其名曰：文殊師利菩薩、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菩薩、常精進菩

薩、不休息菩薩、寶掌菩薩、藥王菩薩、勇施菩薩、寶月菩薩、月

光菩薩、滿月菩薩、大力菩薩、無量力菩薩、越三界菩薩、跋陀婆

羅菩薩、彌勒菩薩、寶積菩薩、導師菩薩，如是等菩薩摩訶薩，八

萬人俱。」 

 

講到八萬人，是什麽人呢？敘述經典的人又不可全部說出這麼多人的名

字，只略舉出這十八個人，這些人每一位都真是一乘菩薩。依照《法華經》來

講，就是這些人，經裏面又未有怎樣讚歎他們之德，只有<普門品>這一品有講

及觀音菩薩，但未曾講觀音菩薩是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未有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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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陀羅尼，也未有講他得大辯才，也未有講他供養多少佛，未講多少佛去讚

他。 

此事豈有未講？既然是未講，我們不妨把「歎菩薩德」這一段文，放在一

乘菩薩身上，這樣妥當嗎？ 

  這就有罪過了，你不可以這樣搞。若不可以，又應如何做？他既然未曾講

及菩薩有什麽詳細的好處，你就別講。你不講沒有人說你沒有知識，沒有人說

你是啞巴。你用這個權德去解釋實教菩薩德，這太冤枉了，不可以這樣做。 

  經文先講了法華會上地方的人物，先講小乘人有多少，其次就講大乘人，

即是菩薩有八萬那麼多，已經講到這八萬人有怎樣的地位，怎樣的道德。人名

就略舉出十八位，這就知道八萬人裏面的資格。 

  還有什麽人在法會中？經文有講及天、龍、阿修羅之流，即是八部眾。這

些是法會裏常常都有的人、靈物在其中，現在這個法會也是一樣。 

八萬菩薩就列出十幾個人名，這十幾個人名，我們現在都不完全認識。不

過，這裏面的文殊菩薩，都算是很出名，觀音菩薩也是很出名。但這種出名是

往昔的出名，並不是在《法華經》那裏出名。如果在《法華經》裏面出名，又

是另一種說法。在<序品>中，文殊菩薩和彌勒菩薩對談，說他往昔見過日月燈

明佛如此如彼，做一個大菩薩名叫妙光，又有八個弟子，又聽《法華經》八十

小劫，弘揚宣傳《法華經》。這些是很久以前的經歷，這些都不是《法華經》，

在<序品>那裏講，這些都是了不得的有資格之人。 

  往昔有人講他嗎？他自己有否講？這就沒有講。因為早期沒有講得這麼

好，也有講及他，那是屬於權教的工作，那個人是代表權教，不代表實教。現

在就代表實教，雖然未曾聽佛說出什麽叫做實教，不過現在就接近講實，這個

是實教菩薩，就是在<序品>裏都不怕講，菩薩就是這個人。這就有「權、實」

兩種說法。在他本人，就是一種講法，就是實教菩薩。 

  那為何又要講權教菩薩？這是示現的，即是扮出來，扮出來就不實；但我

們把他當作是實，人、天、三乘人都把他當作是實，這就知道這個權教的境

界。他本人自身是實教，他不會露出來，到了現在講《法華經》，大家都要露出

本來面目。 

我們要注意這些實教菩薩裏有一位「跋陀婆羅菩薩」。講起往昔，我們釋迦

佛受持《法華經》的時代，叫做常被輕慢菩薩。常被輕慢菩薩宣傳《法華經》

的時候，很多人不滿意，有的打他，有的罵他，有的多種毀謗，有的不理睬

他。這位跋陀婆羅菩薩就是罵常被輕慢菩薩的其中一人，這個人墮地獄很久，

墮阿鼻地獄也不知多少千劫。這個人未曾見過常被輕慢菩薩得六根清淨，因他

墮惡道。如果見到菩薩得六根清淨，他就不會墮惡道。這種人也在如今的法會

中，是八萬菩薩之一，即是實教菩薩不退轉的人，「皆得陀羅尼」。 

  由此可知，這時代有多麼長遠！在釋迦佛受持《法華經》的時期，他就墮

落。常被輕慢菩薩得六根清淨以後，親近無數佛之後就成佛；而這位跋陀婆羅

菩薩仍在菩薩的地位，因此可知道菩薩道很長遠。文殊菩薩就不須講，觀音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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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也不須講，總之是長遠。我們學佛的人如果不知道一乘菩薩要長遠修因，就

隨便說「菩薩行道成佛很快，比你們權教菩薩快很多」；這是不正確的。實際在

時間上不會被你搶先這麼快，而是要經歷很久。 

  八萬菩薩都是一乘菩薩裏不退轉的人，但在<序品>又不當作是一乘菩薩不

退轉的人，而當作權教菩薩不退轉的人。這兩件事是有衝突，這樣你就可以知

道這些菩薩所作的事業，在世界中利益眾生，各種現身不同，還有現聲聞身、

有現緣覺身、現畜生、餓鬼、天人、阿修羅身，現地獄身也有，這些就不講

了。 

  這些是權還是實？權實兩樣都有。我們現在看見他們在靈鷲山釋迦佛座

下，其實不是這樣，他們是在無量世界，即十方無量世界現十二法界身。 

  為何你講得那麼高？不只是高，還很闊，講他又高又闊，這又從何說起？

這全依照<普門品>來講，就保證你不會講錯。所以，此事在未講《法華經》之

前，我們都要講在前，如果不講在前，我們的觀念，念念都是說這一班八萬菩

薩不過如是。 

為什麼呢？平常都是如是見，如是聞，豈有不是權教菩薩？講到那麽多實

教菩薩，又不可全部說出。最了不起是講觀音菩薩，其次就是講文殊菩薩。文

殊菩薩講起來就不及觀世音。 

若是這樣以為就很冤枉了。如果是這樣來講，我們讀經的人，都是罪過之

人，沒有一個有福。 

 

註：本文根據遠參老法師粵語講經錄音筆錄編輯節錄而成， 

未經遠老法師修改，若有錯漏，以錄音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