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58, 2023年 1月 2日] 黃國清教授: 隨喜功德品第十八 
【今譯】第十八章「隨喜功德之品」。 
【解說】此品在現存梵本的品名是 Anumodanā
-puṇya-nirdeśa，字面意義是「歡喜功德的教示」。此品解說
聽聞《法華經》之後能生起清淨的歡喜心，生起歡喜之後，
樂意就所聽聞的經文內容依自己的能力去說給其他人聽，所
獲得的功德將是無量無邊。古印度主要透過口傳方式傳播佛
陀教法，既然聽聞與修學《法華經》的功德如此之大，聽聞
此經時心中油然生起歡喜，蘊含信受的意義；進而將自己所
聽到的經文轉說給其他人聽，功德是無法衡量的。 
[21:39, 2023年 1月 3日] 黃國清教授: 爾時，彌勒菩薩摩訶
薩白佛言：「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法華經》隨
喜者，得幾所福？」而說偈言：「世尊滅度後，其有聞是經，
若能隨喜者，為得幾所福？」（T9.46b22-26） 
【今譯】那時，彌勒菩薩摩訶薩向佛陀問說：「世尊！凡是
善男子或善女人聽聞這部《法華經》時，如果心生歡喜的話，
會得到多少功德（puṇya）？」那時，［彌勒菩薩摩訶薩］說
了如下偈頌：「世尊圓寂以後，如果聽聞這樣的經典，［聽聞
以後］心生歡喜的人，會得到多少福德（kuśala）？」 
【解說】聽聞《法華經》之時能生起歡喜心，表示過去已經
種植許多善根，能信受這部深妙經典，功德即無法衡量。如
果聽聞以後生起苦惱與懷疑，表示善根不足，對其法義感到
困惑，有的人甚至會予以排斥、毀謗。 
[21:22, 2023年 1月 4日] 黃國清教授: 爾時，佛告彌勒菩薩
摩訶薩：「阿逸多！如來滅後，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
優婆夷，及餘智者，若長若幼，聞是經隨喜已，從法會出，
至於餘處，若在僧坊、若空閑地、若城邑、巷陌、聚落、田
里，如其所聞，為父母、宗親、善友、知識隨力演說。是諸
人等聞已隨喜，復行轉教；餘人聞已，亦隨喜轉教。如是展
轉，至第五十。阿逸多！其第五十善男子、善女人隨喜功德，
我今說之，汝當善聽！（T9.46b27-c6） 



【今譯】那時，佛陀告訴彌勒菩薩摩訶薩：「阿逸多！如來
圓寂以後，有比丘、比丘尼、男居士、女居士，及其他有智
慧的人，或年長或年幼，聽聞這個教法後心生歡喜，從說法
集會出來後，前往其他地方，或在僧院、或在森林曠野、或
在城鎮、街道、村落、鄉間，如他所聽聞的，依自己的能力
為父母、親族、好友、其他認識者講說。這些人聽聞以後心
生歡喜，又轉述給其他人；其他人聽聞以後，又心生歡喜而
轉述給其他人。如此地依序轉述，到第五十人。阿逸多！那
第五十個善男子或善女人生起歡喜的功德，我現在將要講
說，你好好聽聞！ 
【解說】這裡的經文用比較的方式來呈現聽聞《法華經》而
能生歡喜心的巨大功德。如果聽聞這部經典心生歡喜，轉述
給其他人聽，轉傳到第五十個人，他聽聞以後能生起歡喜心
的話，功德已是難以衡量，更何況是第一個聽聞經典後生起
歡喜心而轉傳者！應當珍惜聽聞《法華經》的大好機緣，也
樂意讓他人能夠聽聞。 
[23:14, 2023年 1月 5日] 黃國清教授:   若四百萬億阿僧
祇世界，六趣四生眾生，卵生、胎生、濕生、化生，若有形、
無形，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無足、二足、四足、多
足，如是等在眾生數者，有人求福，隨其所欲娛樂之具，皆
給與之。一一眾生，與滿閻浮提金、銀、琉璃、車𤦲、馬腦、
珊瑚、虎珀諸妙珍寶，及象馬車乘，七寶所成宮殿、樓閣等。
是大施主如是布施滿八十年已，而作是念：『我已施眾生娛
樂之具，隨意所欲，然此眾生皆已衰老，年過八十，髮白面
皺，將死不久，我當以佛法而訓導之。』即集此眾生，宣布
法化，示教利喜，一時皆得須陀洹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
阿羅漢道，盡諸有漏，於深禪定皆得自在，具八解脫。於汝
意云何？是大施主所得功德寧為多不？」（T9.46c6-20） 
【今譯】譬如有四百萬億無數世界，六道中四種出生方式的
有情，卵生的、胎生的、濕氣所生的、化生的，或是有形驅
的、無形驅的，或是有意念的、無意念的、非有意念非無意



念的，或是無腳的、二腳的、四腳的、多腳的，像這些包含
在有情界域中者，某個人欲求功德，依照有情內心所想要的
快樂事物，全都施與他們。向每一個有情，施與充滿閻浮提
的黃金、白銀、琉璃、硨磲、瑪瑙、珊瑚、琥珀等奇珍異寶，
及象車、馬車［、牛車］，七寶所做的宮殿和樓閣等。這位
大施主做這樣的布施滿八十年以後，心中如此想：『我已經
向［所有這些］有情布施他們內心想要的快樂事物，然而，
這些有情都已衰老，年過八十，頭髮斑白、滿面皺紋，死期
近了，我將用佛陀的教法［與戒律］來教導他們。』他就召
集這些有情，開曉、教導、鼓勵、令他們喜悅，他們在一瞬
間都證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滅盡
一切生存的煩惱，通達一切甚深禪定，具足八解脫的禪定。
你認為如何？這位大施主所獲得的功德是否很多？」 
【解說】這裡用一個大布施者的巨大功德作為比較的基準，
以顯示聽聞《法華經》而生歡喜心者的功德是無法衡… 
[23:07, 2023年 1月 6日] 黃國清教授:   彌勒白佛言：「世
尊！是人功德甚多，無量無邊。若是施主但施眾生一切樂
具，功德無量，何況令得阿羅漢果！」佛告彌勒：「我今分
明語汝。是人以一切樂具施於四百萬億阿僧祇世界六趣眾
生，又令得阿羅漢果，所得功德不如是第五十人聞《法華經》
一偈隨喜功德，百分、千分、百千萬億分不及其一，乃至算
數譬喻所不能知。阿逸多！如是第五十人展轉聞《法華經》
隨喜功德，尚無量無邊阿僧祇，何況最初於會中聞而隨喜
者！其福復勝無量無邊阿僧祇，不可得比。」
（T9.46c20-47a2） 
【今譯】彌勒向佛陀說：「這個人的功德非常多，無法衡量、
不可計算。這位大施主只向有情施與一切快樂事物，功德就
無法衡量，何況使他們證得阿羅漢果！」佛陀告訴彌勒：「我
現在告訴你，使你明白。這個人用一切快樂事物布施給四百
萬億無數世界的六道眾生，又使他們證得阿羅漢果，所得到
的功德不如這第五十個人聽聞《法華經》一個偈頌（長度）



而心生歡喜的功德，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百千萬億分之一
都比不上，甚至用算數和譬喻都無法知道。阿逸多！像這樣
依序轉傳到第五十個人聽聞《法華經》而心生歡喜的功德，
尚且無法衡量、沒有邊際、不可計算，何況是最初在集會中
聽聞而心生歡喜者！他的功德更是勝過無法衡量、沒有邊
際、不可計算（的數量），無法相比。 
【解說】聽聞《法華經》而輾轉傳述經文，一直到第五十個
人，他聽到很小一段經文而能生起歡喜心，功德尚且無量無
邊，何況是第一個聽經歡喜而樂意講說給他人聽聞者。後面
這些人得以聽聞經文而心生歡喜、信受，功德都源自第一位
聽聞與傳述者。這段經文巧妙地運用曲折對比的方式，來顯
示聽聞與講說《法華經》的無量功德。 
[21:42, 2023年 1月 9日] 黃國清教授:   又，阿逸多！若
人為是經故，往詣僧坊，若坐、若立，須臾聽受，緣是功德，
轉身所生，得好上妙象馬車乘、珍寶輦輿，及乘天宮。若復
有人於講法處坐，更有人來，勸令坐聽，若分座令坐，是人
功德，轉身得帝釋坐處，若梵王坐處，若轉輪聖王所坐之處。
（T9.47a2-8） 
【今譯】還有，阿逸多！如果有人為了聽聞這個教法，前往
僧院，或坐著、或站立，只一瞬間聽聞的話，憑藉這樣的功
德，命終後［在第二世］轉生，獲得上好的象車、馬車［、
牛車］、珍寶所做的轎子，及乘坐天界宮殿。還有，如果有
人在聽聞教法的地方坐著，又有其他人前來，勸導他坐下來
聽講，或分出座位讓他坐，這個人［憑藉這樣的功德］，轉
生後獲得天帝釋的座位、或梵天王的座位、或轉輪聖王的莊
嚴座位。 
【解說】主動前去寺院聽聞《法華經》而歡喜、信受，及勸
導他人聽聞此經，學習真理教法所獲致的功德，超越無數人
天善業所帶來的極大福報，像人世間的種種珍貴財富及天界
大神的莊嚴地位。短時間聽聞真理教法及勸人聽法的功德，
已可比擬十善行、四無量心（四梵住）等往生忉利天、梵天



界的廣大善法修行。 
[22:51, 2023年 1月 10日] 黃國清教授:   阿逸多！若復
有人語餘人言：『有經名《法華》，可共往聽。』即受其教，
乃至須臾間聞，是人功德，轉身得與陀羅尼菩薩共生一處，
利根智慧，百千萬世終不瘖瘂；口氣不臭；舌常無病，口亦
無病；齒不垢黑、不黃、不踈、亦不缺落、不差、不曲；脣
不下垂、亦不褰縮、不麁澁、不瘡胗、亦不缺壞、亦不喎斜、
不厚、不大、亦不黧黑、無諸可惡；鼻不匾㔸、亦不曲戾；
面色不黑、亦不狹長、亦不窊曲，無有一切不可喜相。脣、
舌、牙齒悉皆嚴好，鼻修高直，面貌圓滿，眉高而長，額廣
平正，人相具足。世世所生，見佛聞法，信受教誨。
（T9.47a8-20） 
【今譯】阿逸多！還有，如果有人告訴其他人說：『有個教
法稱為《法華經》，可一起前去聽講。』那個人聽從他的勸
導，甚至只有一瞬間聽聞，這個人［憑藉這樣］的功德，轉
生後能與已得強大記憶力的菩薩同在一處，具備聰敏的智慧
能力，在數百千萬世中始終不成為啞巴；口氣不惡臭；舌頭
常無病，嘴巴也無病；牙齒不黑、不黃、不稀疏、不缺落、
不參差、不歪曲；嘴唇不下垂、也不內縮、不粗糙、不長瘡、
也不缺裂、不歪斜、不過厚、不過大、也不過黑，沒有諸種
醜狀；鼻子不扁平、也不彎曲；面色不黑、也不狹長、也不
扭曲，沒有一切令人厭惡的樣貌；嘴唇、舌頭、牙齒都長得
端正，鼻子高挺而直，面貌美好，眉毛高而長，額頭寬闊平
正，人的特徵完全具足。每一世的轉生，都能見到佛陀與聽
聞教法，相信教導與訓誨。 
【解說】自己對於《法華經》能心生歡喜和信受，更引導他
人前往聽聞這部經典，使人獲得利益，憑藉這樣的功德在轉
生時會與大菩薩同在一處，具備智慧利根，而且六根具足，
相貌端正。由於用口說勸人聽經，此處所列舉者都屬於口部
與面部的好報。 
[21:39, 2023年 1月 11日] 黃國清教授: 阿逸多！汝且觀是：



勸於一人令往聽法，功德如此，何況一心聽、說、讀誦，而
於大眾為人分別，如說修行！」(CBETA, T09, no. 262, p. 47, 
a20-23) 
【今譯】阿逸多！你應當觀看這件事：勸導一個人使他前去
聽聞教法，就有如此多的功德，何況是恭敬地聽聞、背誦、
講說，而在大眾中為人解說，及依照所說而修行！」 
【解說】勸導別人聽聞《法華經》，所獲功德尚且無法衡量，
更何況是自己聽聞、記憶、熟背、為他人講說、依教奉行。
《法華經》所教導的真理內容如此殊勝，能依據經典研修，
功德力無比殊勝。 
[23:19, 2023年 1月 12日] 黃國清教授: 爾時，世尊欲重宣
此義，而說偈言：「若人於法會，得聞是經典，乃至於一偈，
隨喜為他說，如是展轉教，至于第五十，最後人獲福，今當
分別之。如有大施主，供給無量眾，具滿八十歲，隨意之所
欲。見彼衰老相，髮白而面皺，齒踈形枯竭，念其死不久，
我今應當教，令得於道果。即為方便說，涅槃真實法。世皆
不牢固，如水沫泡焰，汝等咸應當，疾生厭離心。諸人聞是
法，皆得阿羅漢，具足六神通，三明八解脫。最後第五十，
聞一偈隨喜，是人福勝彼，不可為譬喻。如是展轉聞，其福
尚無量，何況於法會，初聞隨喜者！（T9.47a23-b13） 
【今譯】那時，世尊想要重新說明這番意義，而講說如下偈
頌：「凡是有人在說法集會中，能聽聞這部經典，甚至只有
一個偈頌長度，心生歡喜而為他人講說，如此順序地轉述，
到第五十個人，最後那個人所獲得的功德，我現在將要詳細
講說。譬如有位大施主隨著無數有情內心所想要的事物而施
與他們，整整八十年。看見他們的衰老樣貌，頭髮斑白而滿
面皺紋，牙齒稀疏，形貌瘦弱，心想：『他們死期近了，我
現在應當教導（佛法），使他們證得覺悟果位。』於是用權
宜法門為他們講說涅槃真理教法：『世間一切都是不牢靠
的，如同水泡或幻影，你們都應趕快生起厭棄心。』那些人
聽聞這樣的教法，都證得阿羅漢，具備六種神通、三種智明



與八解脫禪定。最後第五十個人聽聞一個偈頌長度而心生歡
喜，這個人的功德勝過那位（布施者），無法用譬喻來比擬。
如此順序地［轉述，甚至只］聽聞［一個偈頌長度］，那個
人的功德尚且無法衡量，何況於說法集會中最初聽聞而心生
歡喜者！ 
【解說】用偈頌形式重述前面長行所說的教義。《法華經》
教導大乘佛教的最高法義，聽聞此經的功德無量無邊，大幅
超越傳授聲聞佛法使人證得解脫涅槃的功德。聽聞《法華經》
的功德尚且如此，更何況是能夠信受、為人講說者！ 
[23:32, 2023年 1月 13日] 黃國清教授:   若有勸一人，
將引聽法華，言此經深妙，千萬劫難遇。即受教往聽，乃至
須臾聞，斯人之福報，今當分別說。世世無口患；齒不踈黃
黑；脣不厚褰缺，無有可惡相；舌不乾黑短；鼻高修且直；
額廣而平正，面目悉端嚴；為人所喜見；口氣無臭穢，優鉢
華之香，常從其口出。（T9.47b13-23） 
【今譯】如果某人勸勉一人，引導他聽聞《法華經》，說：『［
去聽這個教法吧！］這部經典精深微妙，幾千萬劫時間難以
遇到。』那個人就聽從勸導而前往聽講，甚至只有一瞬間聽
聞，［勸導的］那個人的福報，現在將說明。他在每一世中
沒有口部疾病；牙齒不會稀疏、發黃、變黑；嘴唇不會過厚、
內縮、缺裂，沒有醜陋樣貌；舌頭不會乾燥、發黑、短小；
鼻梁高挺而直；額頭寬闊平正，面容非常端正；眾人常喜歡
見到他；口氣沒有臭味，青蓮花般的香氣常從他的口中發出。 
【解說】此段重述引導他人聽聞《法華經》這樣的口業善行，
能獲致口部與面部的巨大福報。透過口業助人學習《法華經》
的勝妙教法，功德難以思量，感得相應的口、唇、舌、面的
端正好報。 
[22:20, 2023年 1月 16日] 黃國清教授:    若故詣僧坊，欲
聽法華經，須臾聞歡喜，今當說其福。後生天人中，得妙象
馬車，珍寶之輦輿，及乘天宮殿。若於講法處，勸人坐聽經，
是福因緣得，釋梵轉輪座。何況一心聽，解說其義趣，如說



而修行，其福不可量。」（T9.47b23-c1） 
【今譯】如果有［意志堅定的］人為了聽聞《法華經》，特
意［出家而］前往僧院，於一瞬間聽聞而心生歡喜，現在將
說明其果報。他未來轉生於天神與人類中，獲得美好的象車
與馬車、珍寶所做的轎子，及乘坐天界宮殿。如果在說法的
［僧院］，勸導他人坐下來聽聞經典，憑藉這樣的功德獲得
天帝釋、梵天王、轉輪聖王的座位。何況能專心一意聽講，
解說其意義，依照（經典）所說而修行，他的功德是無法衡
量的。 
【解說】主動前往佛寺聽聞《法華經》，及勸導他人聽聞此
經，可獲得非常大的人天福報；如果進一步依經修行，則能
累積成佛的福德與智慧資糧。《法華經》在如來所說經典當
中至為殊勝，若能一心聽聞此經教法，歡喜信受，熟習經文
而為他人講說，進而了知經文意趣，依照經義落實修行，得
以成就人間學法所能達致的最大功德，涵蓋世間與出世間的
一切功德。 
[22:21, 2023年 1月 16日] 黃國清教授: 〈隨喜功德品〉完 
[23:09, 2023年 1月 17日] 黃國清教授: 法師功德品第十九 
【今譯】第十九章「說法者的功德之品」。 
【解說】此品在現存梵本的品名是 Dharmabhāṇakānuś
aṁsā，字面意義是「對說法者的讚嘆」。前品說明聽聞《法
華經》而生歡喜心者的巨大功德，此品進一步解說為人講說
此經者的功德更為廣大。受持、讀誦《法華經》之後，透過
為人講說、書寫的實踐以傳播此經，在經典法力加持之下，
可獲得「六根清淨」的廣大神通功德。也就是說，即使弘講
經典者未修習深層禪定開發神通，憑藉經力加持，得以用父
母所生的凡人六根見、聞、覺、知到無邊無際的認識境界，
加速成就了知一切諸法的智慧能力。相較於自力修學六波羅
蜜的難行菩薩道，這種弘講經典的修學法是結合他力與自力
的易行道，特別相應於五濁惡世的大乘佛教信者根機。天台
佛學圓教菩薩位次的第二個階位是「六根清淨位」（十信



位），就是用修學法華三昧而成就廣大神通力作為判定標
準。再者，強調這種六根清淨能力可達到「六通互用」的神
妙境地，每一根都能認識色、聲、香、味、觸、法六種對境。 
[21:56, 2023年 1月 18日] 黃國清教授: 爾時，佛告常精進
菩薩摩訶薩：「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法華經》，若讀若
誦、若解說、若書寫，是人當得八百眼功德、千二百耳功德、
八百鼻功德、千二百舌功德、八百身功德、千二百意功德。
以是功德莊嚴六根，皆令清淨。（T9.47c3-8） 
【今譯】那時，佛陀告訴常精進菩薩摩訶薩：「凡是善男子
或善女人憶持這部《法華經》，或背誦、或教導、或書寫，
這個人將會獲得八百種眼根的功德、一千二百種耳根的功
德、八百種鼻根的功德、一千二百種舌根的功德、八百種身
根的功德、一千二百種意根的功德。以這樣的［眾多］功德
使六根（六種感官能力）變成清淨無礙。 
【解說】大乘行者依憑受持、讀誦、解說、書寫等傳播《法
華經》的經典修學方法，成為說法者（法師），即使未深修
禪定，在經典法力加持之下，使父母所生的肉眼、肉耳等凡
俗六根的認識能力變成清淨無礙，擁有了知三千大千世界內
外一切諸法的不可思議功德。換言之，可運用凡俗的感官認
識能力在某種程度上達到類似於諸佛與大菩薩的天眼、天耳
等廣大神通智力。 
[22:09, 2023年 1月 19日] 黃國清教授:   是善男子、善
女人父母所生清淨肉眼見於三千大千世界內外所有山林河
海，下至阿鼻地獄，上至有頂；亦見其中一切眾生，及業因
緣、果報、生處，悉見悉知。」（T9.47c8-11） 
【今譯】這個善男子或善女人憑藉著變得清淨的父母所生肉
眼看見三千大千世界內外所有的山脈、森林及河川、海洋，
下方從無間地獄開始，向上到（物質世界最高的）有頂天；
同時看見其中的一切有情，及他們業行的因緣果報與出生處
所，完全地看見與了知。」 
【解說】這段經文講述《法華經》說法者所獲得的「眼根清



淨」功德。就眼根而言，獲得眼根清淨可觀見物質世界的所
有事物，從最底層的無間地獄，一直到色界最高的有頂天（存
在的頂點），及看見其中一切有情的因緣果報與輪迴轉生景
況，如實地了知世間諸法與因果輪迴道理。至於無色界，因
不具物質成素，就非眼根所能見的範圍。肉眼只能看見眼前
一定範圍的物質現象，修學《法華經》所加持的眼根清淨則
類同天眼，直接見到有情生死輪迴情景，強化對因果業報法
則的了解與信受。 
[21:52, 2023年 1月 20日] 黃國清教授: 爾時，世尊欲重宣
此義，而說偈言：「若於大眾中，以無所畏心，說是法華經，
汝聽其功德。是人得八百，功德殊勝眼，以是莊嚴故，其目
甚清淨。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內外彌樓山，須彌及鐵
圍，并諸餘山林、大海江河水，下至阿鼻獄，上至有頂處，
其中諸眾生，一切皆悉見。雖未得天眼，肉眼力如是。」
（T9.47c11-22） 
【今譯】那時，世尊想要重新說明這番意義，而講說如下偈
頌：「凡是在集會大眾中，以無懼自信心講說這部《法華經》
的人，你聽［我說］他的功德。這個人得到八百種功德的殊
勝眼根，以此裝飾（自身），他的眼睛清淨無染。他用父母
所生的肉眼全面觀見三千大千世界的內外，彌樓山、須彌山
和鐵圍山，及其他山脈、森林、大海、河川等，向下到無間
地獄，向上到有頂天，其中有情的一切全都見到。雖然他尚
未得到天眼，但肉眼的力量達到如此。」 
【解說】這些偈頌重述《法華經》說法者所能獲得的廣大無
礙眼根功德。雖然他並未修習禪定以開發神通，但仰仗經典
的法力加持，用父母所生的肉眼即可觀見天眼所見到的三千
大千世界內外一切事物，及有情在六道的生死輪轉情景，親
見三世因果業報的運作規律。 
[10:40, 2023年 1月 23日] 黃國清教授: 《法華經．法師功
德品》所說「六根清淨」，眼、鼻、身三根有八百功德，耳、
舌、意三根有一千二百功德，依唐．窺基《妙法蓮華經玄贊》



卷十：「耳、舌、意三，聽聞、談說、心得法義，修行力勝，
具足三品各千二百；餘三根劣都無上品，故唯八百。」
（T34.837b32-c3）強調耳、舌、意三根對於佛陀教法有聽
聞、講說、思維領悟的功用，因此有較多種功德。 
[10:45, 2023年 1月 29日] 李德慧: 新年期間暫停，明天會
繼續😊🙏 
[16:17, 2023年 1月 29日] 黃國清教授: 重新修訂一次，讀
後應對理解經文法義有幫助。 
[16:21, 2023年 1月 29日] 李德慧: 感恩黃教授😊🙏 
[10:30, 2023年 1月 30日] 黃國清教授: 「成佛之道」猶如
前去一處祕境的艱辛旅途，想去的人很多，而能抵達目的地
者極其稀少。 
    有人看了照片、影像，以為不費工夫即可了知那個地方，
其實等於全無所知。有人起心動念想去，但缺乏地圖和響
導，很快迷了路，放棄了。 
    有人心意堅定，用走路的，歷經千辛萬苦，很久很久以
後，好不容易抵達那個地方，了結心願，但只能平靜地老死
當地。 
    有人同樣意志堅決，選擇騎摩托車去，翻山越嶺，餐風
露宿，用了很長時間才到那裡，尚能欣賞優美風光，然而，
沒力氣回鄉了。 
    有人開著性能好的汽車去，還有熟門熟路的響導相伴，
依然用了很多時間，一路也相當辛苦，仍有充足的時間和精
力飽覽風光。然後，驅車回程，再告訴更多人祕境美景，及
前往的途徑。 
    又有自以為聰明的人說，我搭乘飛機去更快，但那裡沒
有機場。 
[10:31, 2023年 1月 30日] 黃國清教授: 今天恢復經典貼文 
[21:38, 2023年 1月 30日] 黃國清教授: 「復次，常精進！
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此經，若讀若誦、若解說、若書寫，
得千二百耳功德。以是清淨耳聞三千大千世界，下至阿鼻地



獄，上至有頂，其中內外種種語言音聲。象聲、馬聲、牛聲、
車聲；啼哭聲、愁歎聲；螺聲、鼓聲、鍾（鐘）聲、鈴聲；
笑聲、語聲；男聲、女聲、童子聲、童女聲；法聲、非法聲；
苦聲、樂聲；凡夫聲、聖人聲；喜聲、不喜聲，天聲、龍聲、
夜叉聲、乾闥婆聲、阿修羅聲、迦樓羅聲、緊那羅聲、摩睺
羅伽聲；火聲、水聲、風聲；地獄聲、畜生聲、餓鬼聲，比
丘聲、比丘尼聲，聲聞聲、辟支佛聲、菩薩聲、佛聲。以要
言之，三千大千世界中一切內外所有諸聲，雖未得天耳，以
父母所生清淨常耳皆悉聞知；如是分別種種音聲，而不壞耳
根。」（T9.47c23-48a8） 
【今譯】「還有，常精進！凡是善男子或善女人憶持這部經
典，或背誦、或教導、或書寫，將會獲得一千二百種耳根功
德。憑藉這樣的清淨耳根聽聞到三千大千世界中，向下到無
間地獄，向上到有頂天，於其內外［生起］的種種聲音。［
例如，］象聲、馬聲、牛聲、車聲；哭泣聲、悲歎聲；海螺
聲、鼓聲、鐘聲、鈴聲；歡笑聲、說話聲；男人聲、女人聲、
男童聲、女童聲；正法聲、非法聲；苦痛聲、快樂聲；凡夫
聲、聖人聲；愉悅聲、不愉悅聲；天聲、龍聲、夜叉聲、乾
闥婆聲、阿修羅聲、迦樓羅聲、緊那羅聲、摩睺羅伽聲；火
聲、水聲、風聲；地獄聲、畜生聲、餓鬼聲；比丘聲、比丘
尼聲，聲聞聲、辟支佛聲、菩薩聲、如來聲。總而言之，在
三千大千世界內外［生起］的一切聲音，雖然尚未獲得天耳，
憑藉著變得清淨的父母所生肉耳都完全聽見；如此地覺知與
識別種種聲音，而［其耳根］不被［那一切聲音］所壓倒。 
【解說】《法華經》的說法者雖未深修禪定以開發神通，但
仰仗修學經典的法力加持，可獲得廣大無礙的耳根功德，這
是此經所傳授的易行法門。他憑藉父母所生的凡人肉耳即能
無礙地聽聞到天… 
[20:15, 2023年 1月 31日] 黃國清教授:   爾時，世尊欲
重宣此義，而說偈言：「父母所生耳，清淨無濁穢，以此常
耳聞，三千世界聲。象馬車牛聲；鍾鈴螺鼓聲，琴瑟箜篌聲，



簫笛之音聲。清淨好歌聲，聽之而不著；無數種人聲，聞悉
能解了。又聞諸天聲，微妙之歌音；及聞男女聲，童子童女
聲。山川嶮谷中，迦陵頻伽聲，命命等諸鳥，悉聞其音聲。
地獄眾苦痛，種種楚毒聲；餓鬼飢渴逼，求索飲食聲；諸阿
修羅等，居在大海邊，自共語言時，出于大音聲，如是說法
者，安住於此間，遙聞是眾聲，而不壞耳根。（T9.48a8-25） 
【今譯】那時，世尊想要重新說明這番意義，而講說如下偈
頌：「［他的］父母所生的耳根是清淨無染的，憑藉這樣的凡
人耳根聽見三千大千世界的種種聲音。象、馬、車、牛的聲
音；鐘、鈴、海螺、鼓的聲音，琴、瑟、箜篌的聲音，及簫、
笛的聲音。他聽見清淨美好的歌聲而不執著［，意志堅定］；
無數種人們［在何處所說］的聲音，聽見都能了解。又聽見
天神的聲音，美妙悅耳的歌聲；以及聽見男人、女人、男童、
女童的聲音。山林溪谷中的迦陵頻伽鳥和共命鳥等的［美妙
鳴叫］聲音，全都聽見。地獄受苦者所發出的種種痛苦叫聲；
餓鬼被飢渴所迫的尋求飲食［呻吟］聲；   住在大海邊
的阿修羅眾獨白或交談時所發出的巨大聲音，那些說法者身
在這個世間，能遠遠地聽見這種種聲音，而耳根不被壓倒。 
【解說】《法華經》說法者可獲得極大的耳根功德，即使未
修習禪定而獲得天耳，也能發起廣大神通，以變得清淨無礙
的肉耳完全地聽見三千大千世界內外各類有情發出的所有
聲音，並透過聲音辨別發出聲音者的各種狀況。這種類似神
通的特殊認識能力幫助經典修學者了知世間萬法，開拓智慧
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