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07, 2022年 12月 1日] 黃國清教授: 分別功德品第十七 
【今譯】第十七章「福德的區分之品」。【解說】此品在現存
梵本的品名是 puṇya-paryāya，字面意義是「福德的區分」。
Peter Alan Roberts 從藏文本（參考梵本）英譯作“extent of 
the merit”（福德的程度）。天台智顗在《法華文句》的科判
中將全經二十八品判為前十四品的「跡門」及後十四品的「本
門」。「本門」的「本」是「過去」之義，指過去久遠劫前已
成就的真實佛身及其度化事業；「跡門」則是由本門佛身應
機示現的應化身佛及其教化活動。前品〈如來壽量品〉是本
門的正宗分，此品開始進入其流通分。此品題名的「福德」
指聽聞〈如來壽量品〉的巨大功德，以勸勵聽聞、憶持與流
通。 
 
[21:53, 2022年 12月 2日] 黃國清教授:  
爾時，大會聞佛說壽命劫數長遠如是，無量無邊阿僧祇眾生
得大饒益。於時，世尊告彌勒菩薩摩訶薩：「阿逸多！我說
是〈如來壽命長遠〉時，六百八十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眾生得
無生法忍；復有千倍菩薩摩訶薩得聞持陀羅尼門；復有一世
界微塵數菩薩摩訶薩得樂說無礙辯才；復有一世界微塵數菩
薩摩訶薩得百千萬億無量旋陀羅尼；復有三千大千世界微塵
數菩薩摩訶薩能轉不退法輪；復有二千中國土微塵數菩薩摩
訶薩能轉清淨法輪。（T9.44a6-16） 
【今譯】那時，集會大眾聽聞佛陀講說其壽命的劫時如此長
久，無法衡量、不可計算的無數有情獲得大利益。在那時，
世尊告訴彌勒菩薩摩訶薩說：「阿逸多！我講說〈如來的壽
命長度〉（的教說）時，六百八十萬億那由他條恒河沙子數
量的有情證得無生法忍；又有千倍的菩薩摩訶薩證得聞持陀
羅尼門；又有一個世界微塵數量的菩薩摩訶薩證得樂說無礙
辯才；又有一個世界微塵數量的菩薩摩訶薩證得百千萬億無
量旋陀羅尼；又有一個大千世界微塵數量的菩薩摩訶薩能轉
動不退轉法輪；又有一個中千世界微塵數量的菩薩摩訶薩能



轉動清淨的法輪。 
【解說】這個段落說明許許多多菩薩聽聞佛陀講說〈如來壽
量品〉後所獲致的巨大功德。「無生法忍」是第八地大菩薩
始能體得的深廣智慧，斷除三界貪瞋癡煩惱，所見不生不滅
的實相境界已不受煩惱障所遮蔽，並得到十方諸佛力量加
持，能施展大神通廣現分身進入三界度化眾生。「聞持陀羅
尼門」是大菩薩的強大記憶能力，聽聞諸佛所說無數深廣教
法，都能憶念不忘。「樂說無礙辯才」是通達佛法的智慧力，
並能無礙自在地演說法義。「百千萬億無量旋陀羅尼」的「旋」
是迴轉的意思，聽聞到一法，即能迴轉融通到無量法義。「不
退法輪」相當於無生法忍境地；「清淨法輪」為第十地菩薩
境地。如本經〈藥草喻品〉偈頌說：「安住神通，轉不退輪，
度無量億、百千眾生，如是菩薩，名為大樹。」（T9.20a29-b2）
又如《法華玄贊》卷 9說：「不退法輪在八地，具四不退故。
清淨法輪在十地，無相離障為清淨體。」（T34.834b3-4）「三
千大千世界」即一個大千世界，包含一千的三次方（十億）
個世界。「二千中世界」即一個中千世界，指一千的二次方
（百萬）個世界。一個「世界」是指以須彌山為中心，涵蓋
一日一月及九山八海的整個範圍，相當於一個地球。微塵是
物質的最小粒子。「一世界微塵數」指一個世界所有最小物
質粒子的數量。 
 
[23:07, 2022年 12月 5日] 黃國清教授:    
復有小千國土微塵數菩薩摩訶薩八生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復有四四天下微塵數菩薩摩訶薩，四生當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復有三四天下微塵數菩薩摩訶薩三生當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有二四天下微塵數菩薩摩訶薩二生當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有一四天下微塵數菩薩摩訶薩一生
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有八世界微塵數眾生皆發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心。」（T9.44a16-25） 
【今譯】又有一個小千國土微塵數量的菩薩摩訶薩將在八次



出生後證得無上真實圓滿覺悟；又有四個四天下微塵數量的
菩薩摩訶薩將在四次出生後證得無上真實圓滿覺悟；又有三
個四天下微塵數量的菩薩摩訶薩將在三次出生後證得無上
真實圓滿覺悟；復有二個四天下微塵數量的菩薩摩訶薩將在
二次出生後證得無上真實圓滿覺悟；又有一個四天下微塵數
量的菩薩摩訶薩將在一次出生後證得無上真實圓滿覺悟；又
有八個世界微塵數量的有情都發起無上菩提心。 
【解說】「小千國土」指一千個世界。一個「四天下」是指
一個世界最外層鹹水海中東西南北四方的四塊大陸地（四大
部洲），猶如地球上的全部陸地。聽聞〈如來壽量品〉所獲
功德相當巨大，有的菩薩將在未來經歷八次出生後成佛；或
四生、三生、二生；而再經一次出生即成佛者為「一生補處」
菩薩，是菩薩階位的最高點，彌勒菩薩即為這種修證境地。
發菩提心位菩薩是對大乘佛法達到確信，對於自己成佛之事
已具絕對的信心與決心。聽聞如來壽量久遠的道理，了知佛
陀功德至極崇偉，有助堅定對大乘佛法的信心，發菩提心，
行菩薩道。 
 
[22:11, 2022年 12月 6日] 黃國清教授:    
佛說是諸菩薩摩訶薩得大法利時，於虛空中雨曼陀羅華、摩
訶曼陀羅華，以散無量百千萬億眾寶樹下師子座上諸佛，并
散七寶塔中師子座上釋迦牟尼佛及久滅度多寶如來，亦散一
切諸大菩薩及四部眾。又雨細末栴檀、沈水香等。於虛空中
天鼓自鳴，妙聲深遠。又雨千種天衣。垂諸瓔珞、真珠瓔珞、
摩尼珠瓔珞、如意珠瓔珞，遍於九方。眾寶香爐燒無價香，
自然周至，供養大會。一一佛上，有諸菩薩執持幡蓋，次第
而上，至于梵天。是諸菩薩以妙音聲歌無量頌，讚歎諸佛。
（T9.44a25-b7） 
【今譯】佛陀講說這些菩薩摩訶薩獲得巨大的佛法利益時，
從天空中降下曼陀羅花、大曼陀羅花的花雨，散落在無法衡
量的百千萬億棵珍寶樹下坐在莊嚴高座上的佛陀們，及散落



在七寶佛塔中坐在莊嚴高座上的釋迦牟尼佛及久遠前已圓
寂的多寶如來。又降下粉末的栴檀香、沉水香等。在天空中
天界大鼓自然響起，聲音美妙深遠。又降下千種天衣。從［
上方］九個方位垂下珠寶串、真珠寶串、摩尼珠寶串、如意
珠寶串。珍寶所製香爐燒著無價的香，普遍流動，供養大集
會。每一位佛陀上方，有菩薩們持著幢幡和傘蓋，依次向上，
一直到梵天界。這些菩薩用美妙聲音唱出無數詩頌來讚歎佛
陀們。 
【解說】聽聞和憶持〈如來壽量品〉的功德確實難以衡量，
天神們因此降下天界美妙花雨，降下天界諸香粉末，及天界
妙衣、珍寶串等供養諸佛及整個大集會。每尊佛陀上方，菩
薩們手持珍寶傘蓋，層層向上，高到初禪天的梵天宮。眾天
神與菩薩們以如此美好的天界事物供養，及用美妙偈頌歌頌
如來，用以呈現〈如來壽量品〉法義的尊貴與微妙。 
 
[21:45, 2022年 12月 7日] 黃國清教授:  
爾時，彌勒菩薩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佛說希有法，昔所未曾聞；世尊有大力，壽命不可量。無
數諸佛子，聞世尊分別，說得法利者，歡喜充遍身。或住不
退地，或得陀羅尼，或無礙樂說，萬億旋總持。或有大千界，
微塵數菩薩，各各皆能轉，不退之法輪。復有中千界，微塵
數菩薩，各各皆能轉，清淨之法輪。（T9.44 b8-19） 
【今譯】那時，彌勒菩薩從座位上站起來，偏露右肩，雙手
合十向佛陀說出如下偈頌：「佛陀講說稀有的教法，過去未
曾聽聞過；世尊們有如此偉大的力量，壽命長度不可衡量。
無法計算的佛子（菩薩）們聽聞世尊所解說的這樣的聞法利
益，全身充滿喜悅。有的安住於不退轉境地，有的證得陀羅
尼，有的得到無礙辯才，還有［安住於］千萬億旋陀羅尼者。
有一個大千世界微塵數量的菩薩們各個都能轉動不退轉法
輪。還有一個中千世界微塵數量的菩薩們各個都能轉動清淨
的法輪。 



【解說】這些都是聽聞與了知〈如來壽量品〉法義，受到鼓
舞，長久修行菩薩道，獲得較高體證境地的大菩薩。陀羅尼、
無礙辯才、旋陀羅尼、不退法輪、清淨法輪的意義已如長行
解說所述。 
 
[21:16, 2022年 12月 8日] 黃國清教授:  
復有小千界，微塵數菩薩，餘各八生在，當得成佛道。復有
四三二，如此四天下，微塵諸菩薩，隨數生成佛。或一四天
下，微塵數菩薩，餘有一生在，當成一切智。如是等眾生，
聞佛壽長遠，得無量無漏，清淨之果報。復有八世界，微塵
數眾生，聞佛說壽命，皆發無上心。世尊說無量，不可思議
法，多有所饒益，如虛空無邊。（T9.44b20-c3） 
【今譯】又有一個小千世界微塵數量的菩薩各自剩下八次出
生，將會成就佛菩提。又有四個、三個、二個四天下微塵數
量的菩薩會在［四、三、二］次出生後成就佛果；或有一個
四天下微塵數量的菩薩只剩一次的出生，將會成就全知的智
慧。像這樣的有情們聽聞佛陀壽命長久，證得無法衡量的無
煩惱的清淨果報。又有八個世界微塵數量的有情聽聞佛陀講
說（如來）壽命［的教說］，都發起無上菩提之心。世尊講
說無法衡量、不可思議的教法，使眾多有情獲得利益，如同
虛空那樣沒有邊際。 
【解說】除了前述體得高層修證境地的大菩薩，還有無數菩
薩聽聞如來壽量久遠的教說，從而發起無上菩提心，趣向遠
離煩惱的清淨果報，獲得極大的佛法利益。許多菩薩已累積
難以計算的福德與智慧功德，殘餘業力不多，只要再轉生幾
次即可證得佛果，甚至成為一生補處菩薩。 
 
[23:01, 2022年 12月 9日] 黃國清教授:     
雨天曼陀羅、摩訶曼陀羅。釋梵如恒沙，無數佛土來。雨栴
檀沈水，繽紛而亂墜，如鳥飛空下，供散於諸佛。天鼓虛空
中，自然出妙聲；天衣千萬種，旋轉而來下。眾寶妙香爐，



燒無價之香，自然悉周遍，供養諸世尊。其大菩薩眾，執七
寶幡蓋，高妙萬億種，次第至梵天。一一諸佛前，寶幢懸勝
幡，亦以千萬偈，歌詠諸如來。如是種種事，昔所未曾有，
聞佛壽無量，一切皆歡喜。佛名聞十方，廣饒益眾生，一切
具善根，以助無上心。」（T9.44c3-18） 
【今譯】［天神們］降下天界的曼陀羅花、大曼陀羅花的花
雨。帝釋與梵天數量如恆河沙子，從無數佛陀國土前來。降
下栴檀香與沈水香［的粉末］，紛雜地落下，如同眾鳥從空
中下飛，散在諸佛身上供養。天界大鼓在天空中自然發出美
妙聲音；千萬種的天界妙衣盤旋而下。眾寶所製的美好香爐
燃燒著無價的香，自然流動到全部空間，供養諸佛世尊。大
量的菩薩手持萬億種的七寶幢幡和傘蓋，高大微妙，層層向
上到達梵天界。每一尊佛陀面前，懸掛著珍寶的勝利幢幡，
同時用千萬首詩偈歌頌如來們。如此種種事情，過去未曾有
過，［極其稀有，］聽聞佛陀壽命無量，一切有情都感到欣
喜。佛陀名聲遍滿十方，對有情施予廣大利益，使一切有情
具足善法潛能，助益無上菩提心。 
【解說】〈如來壽量品〉講述如來自過去成佛以來已歷經久
遠時間，成就無量無邊的教化功德，未來還有像這樣的二倍
時間繼續在世間教化有情，加持《法華經》行者，使他們發
菩提心，進入一乘菩薩道。由於此品法義如此深妙殊勝，天
神們用無法計算的天界的妙花、名香、天衣、七寶傘蓋、詩
頌讚嘆等，來供養佛陀及他所說的法。現場大眾見到如此莊
嚴景象，歡喜信受，增長善根，拓展菩提心。 
 
[22:17, 2022年 12月 12日] 黃國清教授:  
爾時，佛告彌勒菩薩摩訶薩：「阿逸多！其有眾生聞佛壽命
長遠如是，乃至能生一念信解，所得功德無有限量。若有善
男子、善女人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於八十萬億那由他
劫，行五波羅蜜，檀波羅蜜、尸羅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毘
梨耶波羅蜜、禪波羅蜜，除般若波羅蜜，以是功德比前功德，



百分、千分、百千萬億分不及其一；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
知。若善男子、善女人有如是功德，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退者，無有是處。」（T9.44c19-29） 
【今譯】那時，佛陀告訴彌勒菩薩摩訶薩：「阿逸多！凡是
有情聽聞如來壽量如此長久［的教說］，甚至只生起一個心
念的確信，他們所獲得的功德是不可限量的。凡是善男子、
善女人為了追求無上真實圓滿覺悟，在八十億那由他劫時間
中，修行布施波羅蜜、持戒波羅蜜、忍辱波羅蜜、精進波羅
蜜、禪定波羅蜜等五種波羅蜜，唯除般若波羅蜜，以這樣的
功德與前述功德相比，達不到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百千萬
億分之一；甚至用算數、譬喻（的巨大數量）也無法得知。
凡是善男子、善女人有這樣的功德，而於無上真實圓滿覺悟
退轉者，是不合道理的。」 
【解說】在不可計算的時間中精進修行五波羅蜜，所累積的
功德可說大到無法衡量。然而，如此的功德集合完全無法與
修行般若波羅蜜的功德相比。般若智慧無量無邊，修行般若
波羅蜜的功德也無量無邊，如《金剛經》所言，如來這樣說
絕非虛妄。聽聞〈如來壽量品〉法義，甚至只有一個念頭確
信不疑，功德即遠遠勝出長期修集五波羅蜜的功德，表示此
品蘊含甚深智慧，應當深入思惟體察。下文偈頌對此義有所
解說。 
 
[22:53, 2022年 12月 13日] 黃國清教授: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若人求佛慧，於八十
萬億，那由他劫數，行五波羅蜜。於是諸劫中，布施供養佛，
及緣覺弟子，并諸菩薩眾。珍異之飲食、上服與臥具，栴檀
立精舍，以園林莊嚴；如是等布施，種種皆微妙，盡此諸劫
數，以迴向佛道。（T9.44c29-45a8） 
【今譯】那時，世尊想要重新說明這番意義，而講說如下偈
頌：「凡有人追求［無上的］佛陀智慧，在八十萬億那由他
劫時間中，修行五波羅蜜。在那麼多劫時間中，布施供養佛



陀們、緣覺眾與聲聞眾，還有菩薩大眾。用珍奇的飲食、上
好衣服與睡臥坐具，用檀香建造精舍，裝修美麗的園林［及
經行的場所］；用如此種種美妙的事物來布施，窮盡上述那
麼長劫時間，以將功德迴向佛菩提。 
【解說】第一頌同於長行的意思，其後三頌補充說明所做布
施功德的廣大殊勝，並將功德全迴向於無上菩提。也就是
說，菩薩行者修布施波羅蜜的目的不在獲取人天福樂，而是
為了累積成佛的福德資糧。布施的對象，有值得恭敬者的「敬
田」及慈善救濟的「悲田」；敬田中以供養諸佛菩薩、二乘
聖者的功德特為殊勝。 
 
[22:07, 2022年 12月 14日] 黃國清教授:    
若復持禁戒，清淨無缺漏，求於無上道，諸佛之所歎。若復
行忍辱，住於調柔地，設眾惡來加，其心不傾動。諸有得法
者，懷於增上慢，為此所輕惱，如是亦能忍。（T9.45a9-14） 
【今譯】還有人為了追求無上菩提，持守諸佛所讚嘆的、清
淨而無缺失的戒律。還有人修行忍辱，安住於調伏柔軟的境
地，假使種種侮辱惡行加在身上，內心也不動搖。受到自認
為體證真理的增上慢人所輕視和中傷，像這樣的事也都能安
忍。 
【解說】這三頌補充說明持戒波羅蜜與忍辱波羅蜜的修行情
況。為了追求無上菩提，戒行清淨，全無缺失；安忍一切的
輕視與侮辱，內心不動。增上慢人固執於聲聞法，自認為已
經體證最高的涅槃，而不知佛菩提才是究極境地，他們缺乏
自知之明，對菩薩行者懷著輕慢之心，施加侮辱、毀謗和傷
害的惡行。菩薩行者必須安忍這些事情，不起瞋恚和對立心
理，才有可能度化他們。 
 
[22:10, 2022年 12月 15日] 黃國清教授:    
若復懃精進，志念常堅固，於無量億劫，一心不懈息。又於
無數劫，住於空閑處，若坐若經行，除睡常攝心。以是因緣



故，能生諸禪定，八十億萬劫，安住心不亂。持此一心福，
願求無上道：我得一切智。盡諸禪定際。（T9.45a15-23） 
【今譯】還有人恆常努力精進，意志堅定不移，於無量憶劫
時間，專志修行，毫無懈怠。又有人於無數劫時間中，住在
寂靜森林中，或禪坐或經行，摒除昏沉和睡眠，恆常修行禪
定。以這樣的緣故，能生出種種禪定，在八十萬億劫時間中，
安住禪定而一心不亂。憑藉這樣的禪定功德，願求無上菩
提：『我要證得全知的智慧。』達到了禪定的圓滿。 
【解說】第一頌說明所修精進波羅蜜的功德；後二頌說明禪
定波羅蜜的修行功德。修行精進波羅蜜助益禪定波羅蜜；禪
定波羅蜜是發起般若波羅蜜的基礎；般若波羅蜜的圓滿才是
佛果智慧。因此，縱使禪定可以修到圓滿，仍遠遠不及修行
般若波羅蜜的功德。如果只修五波羅蜜，不結合般若波羅
蜜，福德與智慧功德無法快速開展。 
 
[23:07, 2022年 12月 16日] 黃國清教授:    
是人於百千，萬億劫數中，行此諸功德，如上之所說；有善
男女等，聞我說壽命，乃至一念信，其福過於彼。若人悉無
有，一切諸疑悔，深心須臾信，其福為如此。（T9.45a23-28） 
【今譯】這些人於百千萬億劫時間中，修行如上所說的這些
功德；而有良家的男子或女子聽聞我的壽命，甚至只有一念
的確信，他（她）的功德超過前者，［是無限的］。凡有人捨
棄一切懷疑與動搖，於一剎那間堅定不移地相信，他（她）
的功德會是如此。 
【解說】對於如來壽量久遠的教法，即使只生起一剎那的確
信，功德即達到無量無邊，表示〈如來壽量品〉蘊含甚深智
慧。如果智慧根機不到，無法領悟，就先求信受，再慢慢思
惟領會。佛弟子的根機分為「法行人」與「信行人」，前者
為利根，聽聞深法時能理解；後者較鈍根，聽聞深法時雖無
法理解，但肯先信受，再慢慢思惟領會。聽法時既無法理解，
又不肯信受，就暫時與所聞的佛法無緣了。 



 
[21:57, 2022年 12月 19日] 黃國清教授:    
其有諸菩薩，無量劫行道，聞我說壽命，是則能信受。如是
諸人等，頂受此經典，願我於未來，長壽度眾生。如今日世
尊、諸釋中之王，道場師子吼，說法無所畏。我等未來世，
一切所尊敬，坐於道場時，說壽亦如是。若有深心者，清淨
而質直，多聞能總持，隨義解佛語，如是諸人等，於此無有
疑。」（T9.45a29-b10） 
【今譯】凡有菩薩們在無量劫時間中修行，聽聞我講說［不
可思議的］壽命長度，這些人能夠信受。像這樣的人會用頭
禮拜這部經典，發願說：『我要在未來世，以長久壽命來救
度［幾俱胝］有情。如同今日的世尊、釋迦族的王者，在菩
提座發出如獅子般吼聲，講說教法具有無懼自信。』凡是具
有堅定心志，深信而真誠，多聞教法而憶持不忘，依照意義
理解佛陀的［深密］言說，像這樣的人就對這個教法全無疑
惑。」 
【解說】〈如來壽量品〉有其甚深理趣，如能確實理解，即
會以此為典範，發起廣大菩提誓願，期望像釋迦如來那樣，
由於福德與智慧功德的圓滿，擁有無量壽命廣度無數有情。
〈如來壽量品〉引導菩薩修行者發起無盡的誓願，積極修行
六波羅蜜，達到功德圓滿，成就全知智慧與無量壽命。 
 
[22:01, 2022年 12月 20日] 黃國清教授:    
又，阿逸多！若有聞佛壽命長遠，解其言趣，是人所得功德
無有限量，能起如來無上之慧；何況廣聞是經、若教人聞，
若自持、若教人持，若自書、若教人書，若以華、香、瓔珞、
幢幡、繒、蓋、香油、酥燈供養經卷，是人功德無量無邊，
能生一切種智。（T9.45b11-16） 
【今譯】還有，阿逸多！如果有人聽聞如來壽量長久的教
說，理解其意義，這個人所得的功德是不可限量的，能生起
如來的無上智慧；更何況是有人仔細聽聞這個教法、或使人



聽聞，自己憶持、或使人憶持，自己書寫、或使人書寫，或
是用花、香、花環、幢幡旗幟、絲布、傘蓋、音樂、香油（燈）、
酥油燈來供養經典，這個人的功德無法衡量、沒有邊際，能
生出全知的智慧。 
【解說】如來壽量長久的教法裡面蘊含甚深真理，所以聽
聞、憶持、講說、書寫、供養的功德非常大。經典之中承載
真理法身，供養經典能與佛法結下善緣，未來有很好的機緣
值遇經典，修學經典，而朝向無上的佛智慧。佛陀在世時代，
用香、花等供養如來，以累積功德；如來入滅後，轉而供養
他的舍利，這是對佛陀色身的供養。經典教導佛法真理，也
就是如來法身，供養經典等同於供養法身，功德遠勝於色身
供養。用香、花等事物供養是「財供養」，還有用修學佛法
來供養的「法供養」，法供養方為真實的供養。 
 
[22:51, 2022年 12月 21日] 黃國清教授:    
阿逸多！若善男子、善女人聞我說壽命長遠，深心信解，則
為見佛常在耆闍崛山，共大菩薩、諸聲聞眾圍繞說法。又見
此娑婆世界其地琉璃，坦然平正，閻浮檀金以界八道，寶樹
行列，諸臺樓觀皆悉寶成，其菩薩眾咸處其中。若有能如是
觀者，當知是為深信解相。（T9.45b16-22） 
【今譯】阿逸多！凡是善男子、善女人聽聞我講說［如來］
壽命長久［的教法］，以堅定心志而信受，他們就會見到佛
陀一直在靈鷲山，受到大菩薩群體、聲聞僧團所圍繞，在講
說教法。又見到這個娑婆世界的大地為琉璃所做成，一片平
坦，用閻浮檀河黃金作為八達道路的界線，珍寶樹木整齊排
列，樓閣殿堂全由珍寶所做成，菩薩們都住在裡面。如果能
如此觀看者，應當知道他們具備以堅定心志而信受的特質。 
【解說】釋迦牟尼佛的國土有穢土與淨土二種。佛陀運用神
通力使煩惱有情身處穢土，因感受眾苦而知道要修行。具善
根者聽聞到如來壽量長久的教說，而能深信不疑，有利快速
開發智慧，早日見到靈鷲山淨土，佛陀在那裡為大菩薩們說



法。《大智度論》卷 3說：「耆闍崛山是過去、未來、現在諸
佛住處。如《富樓那彌帝隸耶尼子經》中說：『佛語富樓那：
若使三千大千世界劫燒若更生，我常在此山中住。一切眾生
以結使纏縛，不作見佛功德，以是故不見我。』」（T25.79b2-6）
即使穢土為火、水、風災所破壞，佛陀的靈鷲山淨土安然無
恙，菩薩們在那裡安心聽法與修行。想要見到靈鷲山淨土與
佛陀真實身，應當信受〈如來壽量品〉的教法，發起見佛之
心，修學大乘菩薩行，累積見佛功德。 
 
[21:31, 2022年 12月 22日] 黃國清教授:    
又復如來滅後，若聞是經而不毀呰，起隨喜心，當知已為深
信解相；何況讀誦、受持之者！斯人則為頂戴如來。阿逸多！
是善男子、善女人不須為我復起塔寺，及作僧坊，以四事供
養眾僧。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是經典者，
為已起塔、造立僧坊、供養眾僧；則為以佛舍利起七寶塔，
高廣漸小，至于梵天，懸諸幡蓋及眾寶鈴；華、香、瓔珞、
末香、塗香、燒香、眾鼓、伎樂、簫、笛、箜篌、種種舞戲、
以妙音聲歌唄讚頌，則為於無量千萬億劫作是供養已。
（T9.45b22-c4） 
【今譯】還有，在如來圓寂後，凡是聽聞這個教法而不詆毀，
生起歡喜心，應當知道這已經是以堅定心志而信受的特質；
更何況是憶持、背誦者。這些人就是以頭承擔著如來。阿逸
多！這些善男子或善女人不須要再為我建造佛塔，及建造僧
院，用四種事物供養僧團。什麼原因呢？這些善男子、善女
人憶持、背誦這個教法，就是已經建造佛塔、建造僧院、供
養僧團；就是在為佛陀舍利建造七寶佛塔，長寬逐漸縮小，
一直高到梵天界，懸掛著幢幡旗幟、傘蓋及種種珍寶鈴鐺；
花、香、花環、粉末香、塗抹香、燃燒香、大鼓、音樂、蕭、
笛、箜篌、種種歌舞、以美妙聲音唱誦讚歌，就是已在無數
千萬億劫時間做了這些供養。 
【解說】聽聞經典生起「隨喜心」，是一種自然而生的歡喜，



意味著過去世有培植善根，聽到經典教法而欣然信受。供養
如來、舍利、僧團是在供養色身，供養經典是在供養法身，
後者更加殊勝。透過憶持、背誦經典等「法供養」來供養含
容於經典中的法身，則是無比殊勝，其功德無量無邊，是無
數劫時間從事財供養所無法比擬的。 
 
[21:39, 2022年 12月 23日] 黃國清教授:  
阿逸多！若我滅後，聞是經典，有能受持，若自書、若教人
書，則為起立僧坊，以赤栴檀作諸殿堂三十有二，高八多羅
樹，高廣嚴好，百千比丘於其中止；園林、浴池、經行、禪
窟，衣服、飲食、床褥、湯藥，一切樂具充滿其中。如是僧
坊、堂閣，若干百千萬億，其數無量，以此現前供養於我及
比丘僧；是故我說：『如來滅後，若有受持、讀誦、為他人
說，若自書、若教人書，供養經卷，不須復起塔寺，及造僧
坊供養眾僧。』（T9.45c5-14） 
【今譯】阿逸多！在我進入圓寂後，凡有人聽聞這個教法，
能夠憶持，自己書寫、或使人書寫，就是已建造僧院，用紅
栴檀木建造三十二座殿堂，高達八棵多羅樹，非常高大華
麗，數十萬百比丘住在裡面；園林、浴池、經行處所、禪修
洞窟，衣服、飲食、臥具、醫藥，裡面充滿一切生活用品。
用這樣的僧院、殿堂，有數百千萬億之多，無法得知數量，
在我的面前供養給我和比丘僧團；我因此說：『在如來圓寂
後，凡有人憶持、背誦、為他人講說，自己書寫、或使人書
寫，供養經卷，不須要再建造［安置舍利的］佛塔，及建造
供養僧團的僧院。』 
【解說】佛陀在經中一再強調依照經典修學佛法的「法供養」
功德遠遠勝過以無數美好事物供養佛陀與僧團的「財供
養」，以免佛弟子不明道理，漏失大功德而專門重視小功德。
佛陀並不需要物質供養，是悲愍有情，讓他們有機會累積福
德，才接受這些供養。事實上，如來出現世間是為了教導大
眾學習佛陀的智慧。菩薩行者應當同時累積福德與智慧二資



糧，供養三寶，以利佛法在世間的延續，須依己力努力實行
財供養；更重要的，是依教奉行的法供養，培植自己生生世
世修學佛法的善根。 
 
[23:36, 2022年 12月 26日] 黃國清教授:    
況復有人能持是經，兼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
智慧，其德最勝，無量無邊。譬如虛空，東、西、南、北、
四維、上、下，無量無邊；是人功德亦復如是，無量無邊，
疾至一切種智。若人讀誦、受持是經，為他人說，若自書、
若教人書；復能起塔，及造僧坊，供養、讚歎聲聞眾僧；亦
以百千萬億讚歎之法讚歎菩薩功德；又為他人種種因緣隨義
解說此《法華經》；復能清淨持戒；與柔和者而共同止，忍
辱無瞋；志念堅固；常貴坐禪，得諸深定；精進勇猛，攝諸
善法；利根智慧，善答問難。（T9.45c14-25） 
【今譯】何況有人能夠憶持這個教法，同時修行布施、持戒、
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他的功德最為殊勝，無法衡量、
不可計算。譬如虛空，在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各
個方位，都是無法衡量、沒有邊際；這個人的功德也是如此，
無法衡量、沒有邊際，快速到達全知的智慧。凡有人憶持、
背誦這個教法，為他人講說，自己書寫、或使人書寫；又能
建造佛塔，及建造僧院，供養、讚歎［如來弟子的］聲聞僧
團；又以百千萬億的讚歎言辭來讚歎菩薩們的功德；又為他
人以種種道理依正確意義來解說這部《法華經》；又能清淨
地持戒；與溫和善良者交往同住，心能安忍，不起瞋怒；意
志堅定不移，精進努力於追求佛法；恆常全心投入坐禪，進
入各種深層禪定；具備聰敏的智慧能力，擅長於回答各種問
題。 
【解說】菩薩行者應當同時累積福德與智慧資糧，盡自己的
能力供養三寶，及精勤修行六波羅蜜。如果以無所住著的心
來供養佛陀與僧團，所得的功德將是無量無邊，如《金剛經》
所說。其次，以受持、讀誦、為人講說、書寫等方法來修學



經典。然後，是如說修行，菩薩行者的主要修行法門可用六
波羅蜜來概括。對勘梵本，「精進勇猛，攝諸善法」句，應
挪到「志念堅固」後，為精進波羅密的內容。天台智者大師
依此品舉出五種《法華經》的修行者（五種法師、五品弟子）：
「五品者：一、直起隨喜心；二、加自受持讀誦；三、加勸
他受持讀誦；四、加兼行六度；五、加正行六度。」（《妙法
蓮華經文句》卷十〈釋分別功德品〉，T34.138 a8-10）第一
階段是聽聞此經後生起歡喜心，尚未進一步修學；第二，更
能自己受持、讀誦經典；第三，能引導、勸勉他人受持、讀
誦；第四，從事經典修學的同時並隨力實踐六波羅蜜；第五，
已經深入經典，全力投入六波羅蜜。 
 
[23:16, 2022年 12月 27日] 黃國清教授:    
阿逸多！若我滅後，諸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是經典者，
復有如是諸善功德，當知：是人已趣道場，近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坐道樹下。阿逸多！是善男子、善女人若坐、若立、
若行處，此中便應起塔，一切天人皆應供養如佛之塔。」
（T9.45c26-46a2） 
【今譯】阿逸多！在我圓寂以後，凡是善男子或善女人憶
持、背誦這個教法，又有像這樣的善法功德，應當知道：這
個人已經朝向菩提座，接近無上真實圓滿覺悟，坐在菩提樹
下。阿逸多！這個善男子或善女人坐著、站著或是行走的處
所，這裡就應當興建佛紀念塔（caitya），一切天神和人類應
當視為佛陀的（舍利）塔那樣來供養。 
【解說】真誠、精進修學《法華經》的行者在佛力與經典法
力的加持下，會很快邁向佛果的無上菩提，即類同於佛陀圓
寂後派遣在這個世界的使者，因此他們所在的地方，就應當
像供養佛塔那樣來供養。佛塔分為兩種，一種是埋藏佛陀遺
骨的舍利塔（stūpa）；一種是紀念佛陀而不埋舍利的支提塔
（caitya），有時會供養經卷。此處經文的梵文原語是用「支
提塔」，強調經典中含容如來法身，修學經典者即與法身相



合。 
 
[00:16, 2022年 12月 29日] 黃國清教授: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若我滅度後，能奉持
此經，斯人福無量，如上之所說。是則為具足，一切諸供養，
以舍利起塔，七寶而莊嚴。表剎甚高廣，漸小至梵天，寶鈴
千萬億，風動出妙音。又於無量劫，而供養此塔，華香諸瓔
珞，天衣眾伎樂，燃香油酥燈，周匝常照明。惡世法末時，
能持是經者，則為已如上，具足諸供養。（T9.46a2-15） 
【今譯】那時，世尊想要重新說明這番意義，而講說如下偈
頌：「在我圓寂以後，如果能憶持這部經典者，這個人的功
德［集合］是無法衡量的，如以上反覆說明那樣。這個人就
是具足［對我］的一切供養，為舍利建造佛塔，用七寶來裝
飾。［塔頂］竿柱非常高大，逐漸縮小，直到梵天界，懸掛
著千萬億個珍寶鈴鐺，受風吹動而發出美妙聲音。他更在無
量劫時間供養這座佛塔，用花、香、花環、天衣、種種音樂，
燃燒香油燈、酥油燈，恆常照亮四周。在正法將滅亡的濁惡
時代，能憶持這部經典者，就是如以上所說的具足一切供養
者。 
【解說】重述長行所說，能夠受持、講說這部經典者，他們
的功德是無量的，形同已經具足對佛陀所做的一切供養。即
使為佛陀舍利建造高到梵天界的佛塔，用無數珍寶來裝飾，
如此巨大的功德，仍比不上修學《法華經》所得的功德。佛
陀出世的一件大事是為了教導真實佛法，使世人依教奉行，
而得進入一乘菩薩行。 
 
[01:41, 2022年 12月 30日] 黃國清教授:    
若能持此經，則如佛現在，以牛頭栴檀，起僧坊供養。堂有
三十二，高八多羅樹。上饌妙衣服、床臥皆具足。百千眾住
處，園林諸浴池，經行及禪窟，種種皆嚴好。若有信解心，
受持讀誦書，若復教人書，及供養經卷，散華香末香，以須



曼瞻蔔、阿提目多伽，薰油常燃之；如是供養者，得無量功
德。如虛空無邊，其福亦如是。（T9.46a15-27） 
【今譯】凡是能憶持這部經典者，就如同在佛陀面前，用牛
頭栴檀木建造僧院來供養［僧團］。殿堂有三十二座，高達
八棵多羅樹。上好的飲食和衣服，睡臥坐具一應俱全。數十
萬比丘的住處，有園林和許多浴池，經行處所和禪修洞窟，
還有各式各樣的美好裝飾。凡是深信不疑，憶持、背誦、書
寫這部經典者，或是使人書寫者，及撒花、香、粉末香來供
養經卷者，用須曼花、瞻蔔花、阿提目多伽花，及恆常燃燒
香油［來供養］者；如此供養［經卷］者獲得無法衡量的功
德。猶如虛空沒有邊界，他們的功德也同樣如此。 
【解說】對經典能夠信解，憶持、讀誦、書寫、供養經卷，
所獲致的功德是無量無邊的，絕不輸給在佛陀面前用無數美
好事物供養僧團者。法供養的殊勝功德非財供養所能相比。 
 
[22:36, 2022年 12月 30日] 黃國清教授:    
況復持此經，兼布施持戒，忍辱樂禪定，不瞋不惡口，恭敬
於塔廟，謙下諸比丘，遠離自高心，常思惟智慧，有問難不
瞋，隨順為解說，若能行是行，功德不可量。（T9.46a27-b4） 
【今譯】何況憶持這部經典者同時實踐布施、持戒、忍辱，
喜好禪定，不起瞋心，不粗言罵人，對佛紀念塔心懷敬重，
對比丘們謙虛恭謹，遠離傲慢［與懈怠］的心，意志堅定，
具備智慧，受到質難而不瞋怒，隨順［有情］而為其講說，
凡是能做這樣的修行者，他的功德無法衡量。 
【解說】能以受持、讀誦、書寫、供養經卷等方式來修學經
典，功德已經無法計算，再加上遵循經典所說來實踐六波羅
蜜，功德更是無量無邊。受持、讀誦等經典修學方法可說是
《法華經》的「易行道」，得以獲得加持，快速增進智慧能
力。六波羅蜜是《法華經》的「難行道」，即菩薩道的主要
修行法門。《法華經》所教導的菩薩行法是以易行道助成難
行道。 



 
[22:37, 2022年 12月 30日] 黃國清教授:  
若見此法師，成就如是德，應以天華散，天衣覆其身，頭面
接足禮，生心如佛想。又應作是念：不久詣道樹，得無漏無
為，廣利諸人天。其所住止處，經行若坐臥，乃至說一偈，
是中應起塔，莊嚴令妙好，種種以供養。佛子住此地，則是
佛受用，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T9.46b4-13） 
【今譯】如果見到這樣的說法者，成就如此的功德，應當向
他撒上天界的花，用天界衣服披覆他的身上，用頭頂禮他的
雙足，心中將他視同佛陀。又應當生起這樣的意念：『這個
人不久會前往菩提樹下，證得無煩惱的無為覺悟，普遍利益
天神與人類世間。他所停留的地方，經行、禪坐或睡臥處，
甚至只說一頌長度（的經文），這裡就應當興建佛紀念塔，
裝飾得極為華麗，用種種美好事物供養。佛子菩薩住在這個
地方，就是佛陀在享用，我經常進入那裡，經行、坐禪或是
睡臥。 
【解說】弘傳《法華經》的菩薩所在的處所，即等同佛陀常
在的地方，值得佛教信者像供養佛陀那樣來供養。在那裡興
建佛陀紀念塔（支提塔），以種種世間極美好的事物來供養
佛陀、經典與說法者。弘揚《法華經》是非常殊勝的佛法修
行事業。 
 
[22:37, 2022年 12月 30日] 黃國清教授: 〈分別功德品〉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