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學佛朋友大家好，現在開始學習《藥師經》。我們必須了解經文的意義，誦讀經典

才能獲得智慧領解與方法指引，從而化解人生問題及獲致生命存在的意義與喜悅。這是

開設《藥師經》研習群組的意義所在。 

    學習大乘經典，必須發起菩提心，修學方能得力，所以正式開始研讀經文前，耐心

聽我做些引導介紹，希望大家靜心閱讀。 

 

〈發菩提心的意義與方法〉 

     

修學大乘佛法，首先必須發起菩提心（志求諸佛無上菩提的誓願），方能與大乘菩薩行

相應，具備源源不斷的支持與推進力量。發菩提心的基本意義是「上求菩提，下化眾生」，

應自這兩方面不斷進行觀修思惟，從而生發成佛的信心與決心。 

     

發菩提心的一個重要帶動力量是「大悲心」，就是拔除一切眾生苦痛的廣大心量。由自

己對巨大生命之苦的真切感受，推及一切有情皆處於生命苦海之中，輪迴不止，因不忍

眾生苦，而誓願拔除眾生苦難。（可參考佛教經論對有情生命苦痛及有情累劫互為親友

的解說內容，不斷思惟觀修，使大悲心擴充與深化。） 

     

欲令眾生解脫生命存在苦海，寰宇之中唯有修菩薩行成就佛果，方能具足自利利他的廣

大功德力，由此深刻思惟而願求無上佛菩提。真正的「上求菩提」，對佛果無量功德內

容須有足夠了知，並生起真誠的欣慕、願求之心。如此學佛心量才會達到高遠廣大。（可

透過大乘經典與《大智度論》等論書所述佛果功德的相關內容不斷研讀與思惟。） 

     

佛果功德深廣無邊，發心志求無上菩提者必須建立自己能夠成就的堅決信心。相信自己

目前雖為凡夫，但諸佛都由凡夫逐步修行而成為最上聖者，自己願意提升，轉凡成聖，

不懈努力終得成就。首先，應當尋求通曉佛法的善知識，了解佛陀所教導的實相真理內

容，及由淺至深的正確修行方法與次第，然後以謙卑態度在精進實踐當中領會，發現自

己確實可以慢慢提升，成佛信心就會生起與堅定。 

     

欲達到菩提心的真正發起，對般若波羅蜜法義（包含整套的六波羅蜜法）必定要有足夠

的了解，方能深入大乘經論，如說修行，獲得法喜，提振對大乘佛法的信心與意樂，作

為趣入菩薩道的堅實基礎，且不致偏離正確成佛之道。 

     

菩提心不是發一次便完成，那是一個長時過程，大乘菩薩階位的「十信位」就是修學「發

菩提心」的階段，到初住位始為菩提心真正發起之位，進入三大阿僧祇劫的成佛菩薩道

歷程。即使在初住位以上，仍須不斷觀修「上求菩提，下化眾生」的佛陀教誨，直到圓

滿佛果為止，這時也是菩提心的終極完成。 

    

四弘誓願是發菩提心的偈誦，應每日誦念，思惟其深義： 



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 

     

其次，現在人類煩惱深重，過去以來帶來無數罪障，應多多懺悔消業，學習大乘佛法才

會順利。 

願消三障諸煩惱， 

願得智慧真明了， 

普願罪障悉消除， 

世世常行菩薩道。 

常發願，常懺悔，常迴向，學佛順利，功德日日增上。 

      

最後，學佛是要修自己的心，不是向外看，向外求，是淨化自己，累積福德與智慧的資

糧。 

 

 

一、藥師經法會緣起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遊化諸國，至廣嚴城，住樂音樹下；與大苾芻眾八千人俱，菩

薩摩訶薩三萬六千，及國王、大臣、婆羅門、居士，天、龍、藥叉，人非人等，無量大

眾，恭敬圍繞，而為說法。(T14.404c15-19) 

  

【今譯】某個時間，我如此地聽聞：世尊遊歷諸國教化，到了廣嚴城（毘舍離大城，vaiś
ālī mahānagarī），停留在樂音樹下；伴隨著一個八千人的大型比丘僧團，三萬六千

位菩薩，及國王、大臣、婆羅門、居家長者，（還有）天神、龍神、藥叉（夜叉）之人

與非人的無數有情大集會，受到恭敬、圍繞，而演說佛法。 

  

【解說】從「如是我聞」開始的這個段落，是佛陀在即將圓寂之前，遺言囑咐要置放在

諸經的開頭，包括講經法會現場的人、事、時、地等訊息，以使聽聞者確信接下來的經

文是由佛陀親口所說，不夾雜集結時誦出經文者（如阿難）個人意思的話語。《大智度

論》卷二說：「我三阿僧祇劫所集法寶藏，是藏初應作是說：『如是我聞，一時：佛在

某方某國土某處樹林中。』何以故？過去諸佛經初皆稱是語；未來諸佛經初亦稱是語；

現在諸佛末後般涅槃時亦教稱是語。今我般涅槃後，經初亦應稱『如是我聞，一時……』。」

(T25.66c13-67a3) 因為佛陀才是全知者，所說經文都與最高真理相應，不致有任何謬誤。

其他人的智慧，就不是如此圓滿了。 

  

  「薄伽梵」，梵文 bhagavat，意譯為「世尊」，解釋為具足一切功德，是世界上最

尊貴者，或為世人所尊敬者。《佛地經論》卷一說明「薄伽梵」具備六大意義：自在義，

永不被煩惱所繫縛；熾盛義，由智慧火焰所燒煉；端嚴義，三十二妙相所莊嚴；名稱義，

圓滿一切殊勝功德而無人不知；吉祥義，一切世間有情所親近、供養、稱讚；尊貴義，



具足一切功德，常起方便，使一切有情獲得利益與安樂，無有懈廢。(T26.292b1-7) 「菩

薩摩訶薩」，意思是說法會現場這些菩薩們都是「摩訶薩」。菩薩(bodhisattva)，指已發

起菩提心，志求無上菩提的有情。摩訶薩(mahāsattva)，意為偉大的有情，《大智度論》

卷五說：「『摩訶』者『大』；『薩埵』名『眾生』，或名『勇心』，此人心能為大事，

不退、不還大勇心故，名為『摩訶薩埵』。」(T25.94a20-22) 這些大菩薩都是已達到高層

修證境地，擁有大智慧、大慈悲、大方便，具足大勇氣，已超脫三界而能自在無礙地進

入眾多生死世界，從事廣度眾生事業的偉大有情。摩訶薩常連結到無生法忍、阿毘跋致

（不退轉）的菩薩修行階位（通常指第八地）。除了聲聞眾、菩薩眾，現場還有人間有

福德者及護法天龍八部等，都前來禮敬佛陀，渴望聽聞法義。 

 

[00:55, 2020年 8月 19 日] 黃國清教授:  

爾時，曼殊室利法王子承佛威神，從座而起，偏袒一肩，右膝著地，向薄伽梵曲躬合掌，

白言：「世尊！惟願演說如是相類諸佛名號，及本大願殊勝功德，令諸聞者業障銷除，

為欲利樂像法轉時諸有情故。」(T14.404c20-24) 

  

【今譯】那時，曼殊室利（文殊師利）法王子憑藉佛陀的神通力，從座位站起來，偏露

右邊肩膀，右膝跪在地上，雙手合十禮敬世尊，說：「世尊！希望您詳細講說與此類似

的諸佛名號，及其過去所發誓願的特殊功德，使所有聽聞者的（一切）業障消除，為了

相似法現起時代那些有情們的利益。」 

  

【解說】由智慧第一的文殊師利菩薩代大眾向佛陀請問殊勝的藥師法門。世尊曾經講述

其他佛國淨土的佛陀名號與廣大願行（如東方藥師七佛的前六佛、西方阿彌陀佛等），

文殊菩薩再請世尊演說相應於我們娑婆國土（可指地球）未來正法淡薄時代的淨土法門，

讓廣大有情得以修學，獲致身心安樂的利益。佛陀圓寂後「正法」（真實佛法、純正佛

法）尚在世間流傳五百年，許多人能修習佛法獲得真實覺證。之後進入「像法」（相似

佛法）時代，很難學到純正佛法，即使有緣學習最高真理也極少有人達到如實體證，人

類的煩惱不停增生，容易造作不善業行，業障時時加重，以致在修行上如同逆水行舟，

有著莫大的無力感。這時，除了佛弟子自身的修行意願與努力，更要仰仗佛力與法力的

加被，至誠懺悔，減輕業障，排除身心苦厄，修行能得順利，增長福德與善根。藥師法

門在今天這個混濁的時世，正有其適應性，是淨化有情身心與娑婆穢土的殊勝法門，引

領我們在此世建設人間淨土，讓大眾生活安樂，也好修學佛法。 

 

[01:01, 2020年 8月 19 日] 黃國清教授:  

往生西方淨土是去極樂國土修學菩薩道，然後才成佛。往生淨土分三等人，最下輩必須

滿足三個條件：發無上菩提心、發願迴向往生、一心專念彌陀。中輩是在三個條件基礎

上，加上持守八關齋戒、供養三寶等善法。上輩更要求廣修菩薩行。就以下輩來說，如

果不發菩提心，光念佛也往生不了。要發菩提心，必須了解“上求菩提，下化眾生”的

大乘佛理。因此，學習大乘教理是必要的。 



[09:44, 2020年 8月 19 日] +852 9608 3540: 🙏🙏 感謝黃博士。 

[00:09, 2020年 8月 20 日] 黃國清教授: 爾時，世尊讚曼殊室利童子言：「善哉，善哉，

曼殊室利！汝以大悲，勸請我說諸佛名號、本願功德，為拔業障所纏有情，利益安樂像

法轉時諸有情故。汝今諦聽！極善思惟！當為汝說。」曼殊室利言：「唯然，願說！我

等樂聞！」(T14.404c25-29) 

  

【今譯】那時，世尊讚嘆曼殊室利法王子說：「非常好，非常好，曼殊室利！你生起大

悲心，而勸請我講說諸佛的名號及過去誓願的功德，為了救濟被業障所纏繞的有情，使

相似法現起時代的有情們獲得利益與安樂。現在，你仔細地聽！好好地專注！我將為你

講說。」曼殊室利回答：「是的，希望您講說！我們想要聽聞！」 

  

【解說】佛陀肯定文殊菩薩的善問。文殊菩薩預見像法時代世間有情被厚重的種種煩惱

業障所繫縛，難以順利依靠自己的力量修行智慧法門，無力擺脫生命存在的巨大困頓，

所以他為受苦眾生向佛陀請求一條可行的學佛出路。佛陀所說經典是難得值遇的，現場

聽經者全都深切期待佛陀的開示。古印度佛經是用口傳方式，沒有紙本經書，師父念誦

一句，學生跟背一句，因此在講經前會先提示聽者要使心專注。能將經文憶念在心，可

經常提起思惟，是最佳的學經方法。我們現在用眼睛閱讀經本，宜反覆念誦，熟習經文，

自然就能專注、深入地思惟其間法義。 

 

 [23:36, 2020年 8月 20 日] 黃國清教授:      

佛告曼殊室利：「東方去此過十殑伽沙等佛土，有世界名『淨琉璃』，佛號『藥師琉璃

光』如來、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丈夫、調御士、天人師、佛、

薄伽梵。曼殊室利！彼佛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本行菩薩道時，發十二大願，令諸有情所

求皆得。(T14.405a1-6) 

  

【今譯】佛陀向曼殊室利說：「在東方，從這裡越過與十條恆河沙子數量相等的佛國土，

有一處名為『清淨琉璃』（琉璃光輝）的世界，有名號為『藥師琉璃光（王）』的如來、

應供養者、真實圓滿覺知者、神通與修行完具者、善順法性常寂者、了知世間者、至高

無上者、人類的調教者、天神與人類的老師、覺悟者、世尊。曼殊室利！那位世尊藥師

琉璃光如來過去在實踐菩薩道時，發起了十二個弘大誓願，使一切有情的追求都能實現。 

  

【解說】由釋迦佛在法會中說出東方清淨琉璃世界的所在，及藥師琉璃光如來正在那裡

住持說法，使現場聽聞者信受此事。那是一處具有強大療癒功用的清淨佛國土，其實，

其療癒力能是遍在十方的，只要行者專意於藥師如來名號與這部經文，即能接收到淨化

的效益。諸佛功德平等，為了幫助我們以有限智力了解佛陀的無量功德，所以用十個名

號作為代表，藉以思惟佛陀的偉大功德，此即「佛隨念」的觀思對象。（十號的意義可

參考《大智度論》卷二，T25.70b14-73b6）藥師如來於菩薩因地發起弘大誓願，欲解除眾

生的無量苦痛，圓滿他們的一切所願，包括身心苦痛、人天安樂、解脫安樂、成佛大樂。



只要我們發起學佛善念，全心全力跟隨釋迦本師與藥師如來修行，可圓滿世間與出世間

的一切願望。 

 

[11:11, 2020年 8月 24 日] 黃國清教授:  

第一大願：願我來世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自身光明熾然照曜無量無數無邊世界，

以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隨好莊嚴其身；令一切有情如我無異。(T14.405a7-10) 

  

【今譯】第一大願：期願我未來證得無上真實圓滿覺悟時，以我身上光明熾亮地照耀無

可衡量、無可計數、無有邊際的世界，以三十二種大功德人的圓滿特質、八十種附隨圓

滿特質來裝飾身體；並使一切眾生如同我一樣。 

  

【解說】太虛大師標示此願為「正報莊嚴」（身心個體圓滿莊嚴）；印順法師標示為「生

佛平等願」（眾生與佛陀平等）。[1] 諸佛的福德與智慧功德圓滿，而成就正報（身心個

體）的圓滿莊嚴，也引導廣大眾生修學菩薩道朝向佛果覺證。古印度傳說有最大福德者

身上會具足三十二相（主要圓滿特質）、八十種隨形好（附隨圓滿特質）。佛不只具備

圓滿特質，身上還放出廣大無邊的光明，照耀及於一切世界，能給予無數有情智慧與慈

悲的加持力量。吾人應效法藥師如來此願，誓願「上求菩提」，廣修福德與智慧資糧，

首先尋求自己能覺證真理；而後「下化眾生」，以大乘佛法引導他人走上菩薩道，共同

邁向成佛的終極目標。  

[1] 太虛大師：《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講記》，《太虛大師全書》，精第 14冊；

印順：《藥師經講記》（新竹：正聞出版社，2014年修訂版）。 

[00:34, 2020年 8月 25 日] 黃國清教授:      

第二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身如琉璃，內外明徹，淨無瑕穢；光明廣大，功德巍巍；

身善安住焰網莊嚴，過於日月。幽冥眾生悉蒙開曉，隨意所趣，作諸事業。(T14.405a11-

14) 

  

【今譯】第二大願：期願我未來證得覺悟時，我的身體如琉璃寶，內外都明亮澄澈，清

淨無瑕；以吉祥光明照耀，廣大高遠；身體安住於火焰光網的裝飾，超越日月的光明。

中間幽暗世界與人類世間暗夜，眾生們都被（我的光明）照亮，隨著自己想去的地方，

能從事各種事業。 

  

【解說】太虛大師標示此願為「身光破暗」；印順法師標示為「開曉事業願」。「幽冥」

之處是指佛經中講到在兩個世界（類似宇宙）中間有光線永無法到達的黑暗之處，那裡

也存在從來不見光明的有情；及人世間的黑夜，妨礙人們正常做事。佛陀身體周邊的身

光照亮一切，讓人們可以隨處進行事業活動；可譬喻佛光明的照耀曉悟一切有情，讓他

們在各處正確地從事身心修養，及發揮利益群生的知識與技能。有情福報不足之處，會

有黑暗的時地，妨礙日常的活動與工作；又人類陷溺於世俗五欲，心智遭受重大遮蔽，

產生種種愚昧行為，有賴如來光明的指引，以從事於對生命有意義、有益於人類福祉的



事業。 

 

[09:48, 2020年 8月 26日] 黃國清教授:     

第三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以無量無邊智慧方便，令諸有情皆得無盡所受用物，莫

令眾生有所乏少。(T14.405a15-17) 

  

【今譯】第三大願：期願我未來證得覺悟時，運用無量無邊的智慧方便力，讓有情們都

獲得無盡的享用事物，不使任何有情有所匱乏。 

  

【解說】太虛大師標示此願為「智慧資生」；印順法師標示為「無盡資生願」。諸佛如

來於久遠期間修學一切菩薩行，達致福德與智慧的圓滿，在深廣般若智慧的基礎上自然

起動度化有情的廣大方便智力。諸佛福德圓滿，所以擁有無限資源，先滿足眾生的現實

需求，引導世間善法，給予暫時的安樂；然後再接引到佛法中，教導出世與成佛的智慧，

授與永久的安樂。吾人效法此願，積極培植福德與智慧的資糧，在菩薩道上世世增上，

無止息地提升自覺利他的智慧力，及持續擁有救濟有情需要的福德力。 

 

[01:09, 2020年 8月 27日] 黃國清教授:     

第四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行邪道者，悉令安住菩提道中；若行聲聞、獨

覺乘者，皆以大乘而安立之。(T14.405a18-20) 

  

【今譯】第四大願：期願我未來證得覺悟時，凡有實行邪道的有情們，全使他們安住在

大乘菩提道中；凡有實踐聲聞道與獨覺道者，都用大乘法來使他們安立（其中）。 

  

【解說】太虛大師標示此願為「導入大乘」；印順法師標示為「安立大道願」。如來圓

滿了知一切諸法，通達世俗諦（世俗層面的真理）與勝義諦（最高意義的真理），具足

無分別的般若慧及了知事物差別相的世間智，隨所教化有情的根器而教授相應的法門，

或淺或深。或是教導人天善法，或傳授聲聞乘與獨覺乘（辟支佛乘）的解脫法，而最終

都使他們的大乘根機成熟，導入成佛的菩薩道。《法華經》的「一佛乘」意趣對此解說

特為詳盡，如來出現世間的一大事因緣，就是為了向有情開曉、教導佛知見，使他們全

都領悟、證入佛知見。(T9.7a21-28)為了成就無所不知的佛智慧，大乘菩薩行者必須對一

切佛法（人天善法、二乘解脫法、大乘成佛法）廣學多聞，精進不懈，不畏艱難，歷經

種種磨練，方可具足應機廣度眾生的廣大智慧能力，以善巧方便將他們全都引領到大乘

菩薩道中。 

 

 [00:10, 2020年 8月 28日] 黃國清教授:     

第五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有無量無邊有情於我法中修行梵行，一切皆令得不缺

戒，具三聚戒。設有毀犯，聞我名已，還得清淨，不墮惡趣。(T14.405a21-24) 

  



【今譯】第五大願：期願我未來證得覺悟時，凡有數量無法計算的有情在我的教法中實

踐清淨戒行，使他們全都獲得無缺失的戒行，具足菩薩三聚淨戒。假使有違犯者，聽聞

到我的名號後，會回復到清淨，不落入惡道。 

  

【解說】太虛大師標示此願為「得戒清淨」；印順法師標示為「戒行清淨願」。受戒與

持戒有很大好處，可使學佛者避免許多不善行為。缺乏戒律約束容易因煩惱而造作惡行，

累積不善業力，為人生帶來不良結果，惡業過重者更導向三惡道轉生；犯戒惡行與業力

並且會障礙佛法修學。受戒之後違犯將帶來兩方面的罪過：「戒罪」與「性罪」。「戒

罪」只要誠心依照規定懺悔，即可消除，回復到戒行清淨。「性罪」是傷害其他有情的

實質罪業，如殺生、偷盜、邪淫、妄語等，屬於因果業報範疇，會留下業力，須承受果

報。性罪於聲聞法中是不可通過懺悔化除的，而在大乘佛法，諸佛慈悲開出一道方便門，

憑藉佛力（念佛、拜佛）與法力（誦經、念咒）的加持，得以消減罪業，獲得重業輕報、

小業化解的效益。至於罪業能懺除到什麼程度，端視發心與修行功德力的大小而定。 

 

[00:10, 2020年 8月 28日] 黃國清教授:  

菩薩戒包含三個面向：攝律儀戒、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律儀戒」強調禁制不可違

犯，如五戒、八戒、沙彌戒、比丘戒、比丘尼戒等。「梵行」即為律儀戒的出家戒行，

在不邪淫一條嚴格規定不得有任何性接觸。「攝善法戒」要求積極從事一切善法，凡是

有利於達到成佛目標者都是善法，會妨礙成佛目標者則屬惡法。「饒益有情戒」要求致

力於利人助人，懈怠不努力也算犯戒。（可參考聖嚴法師所著《戒律學綱要》、《菩薩

戒指要》）吾人在藥師佛與《藥師經》的神聖力量加被之下，持好所受戒律；若有犯戒

情事，則在佛前以至誠心懺悔，誓願改過，專念佛號，誦讀經文，持念咒語，思惟經義，

回復戒行清淨，及感得佛力與法力的消業力能。 

 

[09:05, 2020年 8月 31 日] 黃國清教授:  

第六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其身下劣、諸根不具、醜陋、頑愚、盲聾、瘖

瘂、攣躄、背僂、白癩、癲狂，種種病苦；聞我名已，一切皆得端正黠慧、諸根完具，

無諸疾苦。(T14.405a25-28) 

  

【今譯】第六大願：期願我未來證得覺悟時，凡是有情身體殘缺、感官缺損、容貌難看、

頑劣愚昧、眼盲耳聾、手腳彎曲、駝背、痲瘋、精神失常，及（其他）種種身體疾病；

聽聞到我的名號後，全部都獲得身體健美、聰明智慧、感官完備，沒有一切疾病。 

  

【解說】太虛大師標示此願為「得身健美」；印順法師標示為「諸根具足願」，身體健

全無病。世人因過去生的惡行業力及今生不善加保養，造成身體殘缺與種種病苦。生病

了要同時仰仗「醫藥」與「法藥」，應當治標與治本兼顧，始能獲得最佳的療治效果。

許多疾病是由業力所招感，醫藥只對治部分問題，還須配合佛法的療癒方策，轉化因緣。

聽聞藥師如來名號，必須信受與持念，然而，不是立刻便能解除病痛，而是先種下善根



種子，發起良善心志，誠心改惡向善，在佛力加持之下，通過懺悔消除部分罪業，並持

續累積好的因緣，使整體治療更加順利。未來也因善行福報而少病少惱，身體健美，擁

有聰明智慧。疾病產生有其「因」（主要原因）與「緣」（輔助原因），因緣和合招致

病痛果報。關於疾病治療的因緣，「因」是由過去與今生的行為所致，實行懺悔可獲得

重業輕報（減輕重業或分期償報）、輕業化除的功效；「緣」包括治療條件、悔過發心、

佛力加持等因素，好緣有助於治療結果的改善。聽聞藥師佛號與經典，能夠信受，精進

修持，從而獲得感應，是非常有力的大善因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