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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 流通分 

1.互相讚歎 

(1)羅什大師譯：「如我今者稱讚諸佛不可思議功德。」玄奘大

師譯：「如我今者稱揚諸佛(讚歎無量壽佛極樂世界不可思議

佛土功德)」，兩譯都是在讚嘆諸佛，羅什大師譯文，是釋迦

牟尼佛在讚歎十方諸佛勸有情信受此法，是件不可思議功

德。由於前文，十方佛讚中"十方恒河沙諸佛，在其佛土，勸

諸有情信受此法"，並強調"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

諸佛攝受法門"，因此玄奘大師譯本是指釋迦摩尼佛稱揚諸佛

(各住本土現大神變，勸諸有情信受此法）讚歎彌陀淨土功

德，因此稍有不同。 

(2)但經文接著：「彼諸佛亦稱讚我不可思議功德」，表示不管彌

陀淨土功德，十方佛讚亦是功德，甚至釋迦牟尼佛在娑婆勸

我們信受，並說出彌陀淨土功德，也是件不可思議的功德。 

2.釋迦牟尼佛能為甚難希有之事 

(1)我們看法華經第六品"授記品" 

(2)佛為摩訶迦葉受記，於未來世名"日光明佛"，佛壽十二小

劫，正法二十小劫，像法二十小劫，國界嚴飾…其地平整……

琉璃為地……菩薩、聲聞無數……雖有魔及魔民，皆護佛法。 

(3)須菩提於當來世……得成為佛，號「名相佛」……其土平正，

玻瓈為地……其土人民皆處寶台，珍妙樓閣……菩薩、聲聞

無數……佛壽十二小劫（20148 萬年），正法二十小劫（約

33580萬年），其佛常處虛空說法，像法二十小劫。 

(4)大目犍連當得成佛號「多摩羅跋旃檀香佛」……其土平正，

玻瓈為地……佛壽二十四小劫，正法四十小劫，像法四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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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 

(5)佛告阿難，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山海慧自在通王佛」……

其土清淨，琉璃為地....佛壽無量千萬億劫....正法住世倍於壽

命，像法住世倍於正法。 

(6)我們回頭看一看，在此世的本師釋迦牟尼佛，佛壽八十一

歲，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地獄、餓鬼、

畜生眾多，時而戰爭，時而乾旱，時而大水，時而瘟疫，時

而地震，世間貧富貴賤對立、爭鬥，證果位之菩薩、聲聞有

限，即使教內行門、教網、教理，爭論不休，經論由梵文翻

到巴利文，翻到漢文，翻到日文，翻到藏文，再翻到英文，

立論不一，而佛在世，講阿彌陀經，講觀經，講無量壽經，

講楞嚴經，讚嘆西方淨土不可思議功德，在法界中，於如此

短暫剎那時間，仍不放棄講授極樂淨土帶業往生行門，因而

十方佛讚嘆釋迦牟尼佛甚奇希有 

(7)此世界下一尊圓滿佛為彌勒佛，壽八萬四千歲。 

3.五濁惡世 

玄奘大師譯有列佛十號分別如下： 

(1)如來：理體不動為如，妙用無方為來，體用不二故名如來。

般若經云：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佛證真理，來人間

示現成佛，名如來。 

(2)應供：體備萬德，應受人天供養，作無上福田。 

(3)正遍知：如來正覺，徧知一切真俗二諦，超辦法界，無上正

等正覺。 

(4)明行足：宿命通、天眼通、漏盡通，叫做三明，修此三明之

行，唯佛具足，故明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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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善逝：即好去的意思，善能往逝於涅槃彼岸，寂滅道場，故

名善逝。 

(6)世間解：世間情與非情的色心諸法，唯佛能解，如唯識所列

"百法"，心法、色法、心所有法。 

  又如天台所列"十如是"，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

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

等，皆是世間真實相，唯佛究竟，若以十如是來論述，舉例

前：九如是"屬於事，第十是屬於理，也就是十法界從佛到地

獄界，理具事造，法法互具。 

*如是相：十法界眾生相皆不同，地獄、餓鬼，苦陋醜相，畜生

相，貓、狗、鼠、蛇、魚、蝦各各不同，人間美醜不同，天

人、羅漢、菩薩變化萬相，佛則圓滿莊嚴相，各各願行不同

而相不同。 

*如是性：相中實性皆理體，但各界相，有其業因緣果報，本性

修而顯。 

*如是體：十法界之體皆覺體，但各界差別大，人間以身高、體

重為體，執而不放。 

*如是力：指功用之"力"，如人有知識、技能、才氣，因「病」

不顯，病癒則發揮出來，如人人本具功德，為見思、塵沙、

無明惑所覆蓋，一旦斷惑，則大願力用則顯出，造福眾生。 

*如是作：造作顯發，雖一切造作無自體，但十法界依"力"造作

不止，行願無量。 

*如是因：法界各各造作願行，業力不同，但若論受用，皆各有

因，善惡因皆有。 

*如是緣：事事變化，因不同，助力緣不同，則果就不同，助緣



4 

千變萬化。如種子是因，陽光、雨水、土地、肥料、蟲害、

氣候是緣，皆會影響結果。 

*如是果：若論覺性，非因非緣，但造作而論，則因緣果報，歷

歷在目，因因緣緣非常複雜，有的三世甚至無量世才感果，

快則現世報。 

*如是報：前"果"是異熟果，是指「異世異時」，今世所作，下

一世或隔世成熟，而此報是指"等流果"，指類似果報，如河流

一般不間斷，如前面"異熟果"已到地獄去受報，若已出地獄為

人，但內心仍受煎熬，叫"等流果"，所以常常有人，好像也沒

做什麼大惡，可是就是心神不寧、疑神疑鬼、緊張兮兮，大

多是前世帶來的"等流果"。 

*如是本末究竟等：事事相相變化不同，但論其本，無非實相理

體。故因果不昧。佛法界亦具此十如是。 

(7)無上士：菩薩稱為大士，大士之中唯佛無上，故名無上士。

又依圓教初住開始，稱法身大士，再歷十行、十迴向、十地、

等覺，四十一位次，最後成圓滿佛，故所有法身大士，位次

全修圓滿，沒有再更高位次，稱為無上士。 

(8)調禦丈夫：佛已斷惑竟，願行圓滿，能調伏、導御九界眾生，

故稱調御丈夫。 

 以佛陀度大迦葉為例，佛初轉法輪，度憍陳如五人後，再去

度迦葉。那時迦葉貴為國師，又有弟子五百人，佛見到他時，

他以道不同拒絕，佛則以夜晚為由，入一石室暫住，而此石

室中有一"火龍"，迦葉弟子擔心佛為火龍所害，而迦葉則不顧

佛安危，夜晚火龍吐火，吐毒，佛則以「三昧真火」及「慈

心三昧」降伏火龍，次晨眾人見火龍伏在佛腳邊如寵物，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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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驚訝，迦葉仍不服，自以為了不起，但每次只要起念頭，

佛就會事先說出，如是十多次，迦葉終求佛度他出家，五百

弟子也一起得度出家，這是佛調御外道，度化他們的例子。 

(9)天人師：六道眾生，天、人、修羅、畜生、惡鬼、地獄，只

有佛法在人間，故人間雖善惡不定，禍福起伏，但經文有示，

大梵天王請佛住世說法，且說法時，帝釋、大梵天王、堪忍

界主、護世天王等，皆來聽法，故佛是天人師，能度眾生離

苦解脫。 

(10)佛世尊：佛者覺之意，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佛陀所說

四諦、三十七道品無人能說，無天人能說，唯佛說出，佛陀

所說實相、六度、十方淨土、菩薩利他三德作用，也唯佛能

說出，普天之下無人能說，故尊為"佛世尊"。 

 ●五濁：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羅什大師譯「娑

婆國土，五濁惡世」，玄奘大師譯「堪忍世界，五濁惡世」，

娑婆即是堪忍，我們現在所處之世間，眾生雖苦又極其忍耐。 

(1)劫濁：人壽由八萬四千歲，每百年減一歲，最低減至十歲，

再由十歲，每百年增一歲，增至八萬四千歲，是為一小劫，

計 1680萬年，二十小劫為一中劫（約 3億多年），四中劫為

一大劫（約 13億年），人壽減至二萬歲，即劫濁，減至百歲，

即"五濁惡世"，釋迦牟尼佛即是在此時，應化出現於世度眾

生，願力堅強，不畏不懼，並証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圓

教最圓滿之法。為什麼會有劫濁？即是眾生有四濁出現時，

叫做劫濁，知見濁惡，我見濁惡，貪瞋痴深重，刀兵、水火、

瘟疫、地震、火山、饑荒、殺生、暴君、惡法、星球撞擊、

遍地是災，時時是禍，苦不堪言。若經徹底改過，開始持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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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善，再慢慢增至八萬四千歲時，彌勒佛由兜率天，下生人

間成佛，再度眾生。 

 要解：「淨土成菩提易，濁世難。為淨土眾生說法易，為濁世

眾生難。為濁世眾生說漸法易，說頓法難。為濁世眾生說餘

頓法猶易，說淨土橫超法尤難。為眾生說淨土橫超、頓修、

頓証、妙觀已自不易，說此無藉劬勞修証，但持名號，徑登

不退，奇特殊妙、超出思議，第一方便，更為難中之難，故

十方諸佛無不推我釋迦，偏為勇獨也。」 

 要解：「處劫濁中，決定為時所囿，為苦所偪」。 

 要解：「劫濁者，濁法（四濁）聚會之時，非帶業橫出之行，

必不能度」。 

 要解：「秖此信願莊嚴，一聲阿彌陀佛，轉劫濁為清淨海會」。” 

(2)見濁：即身見、邊見、見取見、戒取見、邪見，又稱"五利

使"，因此些知見，反應敏銳，熾盛執著深重，不易化解。 

*身見：誤認四大(地水火風），吸入、喝入、吃入，又呼出、排

出，剎那新陳代謝為"我身"，而此四大循循環環出入，從來沒

有由其中生出"我念頭"，生出"能想之心"，生出"我"，故依佛

析空觀檢視，便可驗知，"四大"本來就一直不是我，但此見根

深蒂固，依三十七道品，析空觀為正見，由四念處起手，可

知四大假合，去此執著。 

*邊見：既執四大為我，但又由生到死，日日夜夜變化無常，遂

起執斷，執常之見，認為人死如燈滅，什麼都沒有了，或是

有靈魂之"我"永遠不滅，一味偏執，於人生中，作出錯誤判斷。 

*見取見：非果計果，自以為"我"証果位，入涅槃之見，未證謂

證，如欲去煩惱，沒有析空觀，只伏念頭入初禪，便誤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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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果，入二禪，便誤認入二果，入三禪，便誤認入三果，入

四禪，便誤認證阿羅漢，證涅槃出三界。 

*戒取見：非因計因，不知佛說之四諦、三十七道品，誤以為修

諸苦行，是出三界輪迴滅苦之方法，卻如蒸沙煮飯，塵劫難

成。 

*邪見：撥無因果，以盲引盲，疑誤眾生。此五種妄見，渾濁自

性，遂使人壽由八萬四千歲逐步下降。 

 要解：「處見濁中，決定為邪智所纏，邪師所惑」。要解：「見

濁者五利使，邪見增盛，昏昧汩沒，故名為濁，見濁中，非

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 

 要解：「秖此信願莊嚴，一聲阿彌陀佛，轉見濁為無量光」。 

(3)煩惱濁：即五鈍使，煩惑增盛，謂貪嗔癡慢疑，煩動惱亂，

故名為濁。 

*貪心，於順情境上，起諸貪愛，據為己有，終日算計，不擇手

段，如十二因緣輪迴中的"愛取有"，造下輪迴之"業有"，世世

生死不止。 

*瞋心：於違情境上，起諸瞋恨，不能含忍，不了一念瞋心起百

萬障門開，火燒功德林。 

*癡心：於中庸境上，起諸痴心，不能覺察，不了諸行無常，對

境不願放下，不會分辨真假、邪正。也有認為「痴」即是無

明，對事理不明白，不正知，為十二緣起的根本，常常和貪、

瞋，共稱三毒、三火、三濁，同為根本煩惱。又雜阿含卷：「云

何無明，不知前際，不知後際，不知於內，不知於外，不知

業，不知報，不知佛，不知法，不知僧……不知苦集滅道……

不知善、不善，不知罪、無罪……是名無明」，人生在世，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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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投生，故有先天無明，也有後天與俗同污染的無明。 

*慢心：就是自以為了不起，不謙遜，依唯識百法，又將慢列七

種：慢、過慢、慢過慢、我慢、增上慢、卑劣慢、邪慢。 

*慢：與對方比較，知對方不如我，因而瞧不起對方，若雙方平

平，則自認比對方優。 

*過慢：若對方明明比自己優越，卻不服氣而不恭敬對方。 

*慢過慢：對方明明超越自己千萬倍，卻反過來認為自己勝他千

萬倍，夜郎自大。 

*我慢：就是在行門上，認五蘊為我，自我感覺良好，而起我高、

我勝。 

*增上慢：這是在行門上，未證謂證，已算大妄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