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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等如來藏經》 第十四講  釋尊因地與《如來藏經》 

胡健財/2022.6.26 

一、 課程目標 

1. 決定成佛的因地是甚麼？這個問題重要嗎？ 

2. 佛何以提出自己成佛的因地與《如來藏經》有關？《如來藏經》隱藏著甚麼秘密？ 

二、 課程內容 

1. 這是最後一個單元，世尊自述成佛的因緣是與《如來藏經》有關，介紹一位常放

光明王如來。 

2. 在敘述這位如來之後，佛引伸出自己的前身，曾經名為無邊光菩薩，曾向常放光

明王如來如來請說《如來藏經》，而在這一世，釋迦牟尼佛成佛了。 

3. 當時，尚有許多一起修行的菩薩皆已成佛，但是，也有一些菩薩是沒有成佛的，

如文殊師利菩薩、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還有本經的請法者：金剛慧菩薩，

那麼，原因為何？ 

4. 以上是本講的內容，作為流通分而言，它在暗示甚麼意義呢？ 

5. 長行有三段內容，第一段是介紹這位常放光明王如來，以及他能利益不同程度的

眾生。 

6. 聖嚴法師說：「前面這段經文，敘述常放光明如來這個名稱的由來，在彼佛修行

菩薩道的最後一生，就能從入胎開始，常放光明，徹照十方無量國土，利益一切

凡聖眾生。」 

7. 又說：「這一節的經義，跟《法華經》後面幾品的部份內容，相當類似，敘述釋

迦世尊在修行菩薩道的階段，曾經親近某某佛，與某些菩薩是同門同修的菩薩伴

侶，也就在某一佛處，聽聞過本經，故於釋尊成佛之後，也當宣說本經。」 

8. 第二段是介紹常放光明王如來的淨土狀況。 

9. 聖嚴法師說：「這段經文，可以跟《無量壽經》及《阿彌陀經》比照來讀，不過

那兩部經是描繪阿彌陀佛願力所成的西方極樂國土，《如來藏經》的常放光明王

如來，能使被其光明所照的一切國土，都變成了跟極樂國土同樣的清淨莊嚴，這

意味著比起阿彌陀佛的願力更為殊勝。」 

10. 第三段是說出釋迦世尊、金剛慧菩薩，以及幾位大菩薩與常放光明王如來的前世

因緣，是本文的重點所在。 

11. 聖嚴法師說：「這段經文，是由常放光明王如來的因緣，引申出釋迦世尊的前身，

曾經名為無邊光菩薩，由於他曾向常放光明王如來請說《如來藏經》，故在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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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之後十年，也為無數菩薩宣說《如來藏經》，同時也交代了請法主金剛慧菩薩

與釋迦世尊的關係；這種表現法，也可從《法華經》中找到幾個例子。尤其這段

經文中提到「經五十大劫」，用因緣、譬喻宣說『如來藏大乘經典』，似也暗示著

本經與《法華經》、《阿彌陀經》等的體例有相關處，並且除了本經尚有其他的如

來藏大乘經典的流傳。故在看完本經的語譯釋，宜繼續閱讀。」 

12. 偈頌方面，有多出長行的介紹內容。 

13. 聖嚴法師說：「在上段的長行中說，釋迦世尊在因地時，曾親近常放光明王如來

並請開示《如來藏經》，當時他的身份是無邊光菩薩，現在的重頌之中，又說他

在求成佛道的過程中，也曾親近師子幢如來，亦曾從佛受持此經。可知釋迦世尊

在因地時，至少於兩位如來座下，聽受此《如來藏經》，遇到常放光明王如來，

是在久遠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之前，而於此段的重頌中卻說，從師子幢如

來處聽聞受持如說修行之後，很快就成了佛，可知遇到師子幢佛，是在釋迦世尊

最後一身之前，沒有多久的事。不過，在佛經中的時間觀，是不能以凡情世間的

標準作衡量的。」 

14. 又說：「『法王』一詞，原則是於法自在，應該是代表著佛的尊稱。此處重頌的最

末一偈，強調持經功德的殊勝，若能持此《如來藏經》，便得名為法王，便作世

間眼目，便應被當做佛來讚歎。看來似乎是誇張了一些，但亦不是沒有道理的。

根本的佛法，特別重視法的受持，那是指的緣起法。佛有明示：『見緣起即見法，

見法即見佛』。此處是將緣起法，換上了《如來藏經》所說的一切眾生皆有如來

寶藏，見如來藏即見法，見法即見佛，便是見性成佛，當然便是法王，便是人天

眼目，便應接受佛那樣的讚歎了。」 

三、 文本解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