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05, 2023 年 2 月 1 日] 黃國清教授:    
十方世界中，禽獸鳴相呼，其說法之人，於此悉聞之。其諸
梵天上，光音及遍淨，乃至有頂天，言語之音聲，法師住於
此，悉皆得聞之。一切比丘眾，及諸比丘尼，若讀誦經典，
若為他人說，法師住於此，悉皆得聞之。復有諸菩薩，讀誦
於經法，若為他人說，撰集解其義，如是諸音聲，悉皆得聞
之。諸佛大聖尊，教化眾生者，於諸大會中，演說微妙法，
持此法華者，悉皆得聞之。三千大千界，內外諸音聲，下至
阿鼻獄，上至有頂天，皆聞其音聲，而不壞耳根。其耳聰利
故，悉能分別知。持是法花者，雖未得天耳，但用所生耳，
功德已如是。」（T9.48a25-b15） 
【今譯】十方世界之中，畜生道有情相互呼叫聲，此經說法
者身在這裡都能聽見。在梵天界、光音天與遍淨天，一直到
有頂天，［諸神］交談的聲音，說法者身在這裡都能聽到。
一切比丘眾與比丘尼眾背誦經典或為他人講說的聲音，說法
者身在這裡都能聽到。還有菩薩們背誦經典或為他人講說，
集合唱誦與解說意義，像這樣的各種聲音，全都能夠聽到。
教化有情的諸佛世尊在各個大集會中講說微妙的最高教
法，憶持這部《法華經》者都能［同時］聽到。三千大千界
內外的一切聲音，向下到無間地獄，向上到有頂天，都聽見
那些［有情的］聲音，而耳根不被壓倒。他的耳根非常靈敏，
所以能了知［那些聲音的］種種［源頭］。憶持這部《法華
經》者雖然未獲得天耳，只用父母所生的肉耳，功德已經如
此。」 
【解說】「梵天」界在色界的初禪天；「光音天」是二禪天的
第三層天；「遍淨天」是三禪天的最高層天。《法華經》的說
法者憑藉父母所生的凡人耳根，不僅聽到三千大千界內外的
一切有情發出聲音，辨明各種聲音的源頭，還能聽到諸佛與
菩薩們說法的聲音，擁有良好的聞法機緣。於古印度，佛陀
教法在很長一段時間通過口頭傳授，尋求能記誦佛經的老師
口授經文是學法上的一大要事。《法華經》說法者獲得耳根



清靜，能親耳聽聞諸佛菩薩講說教法，意義非常殊勝。 
 
[21:53, 2023 年 2 月 2 日] 黃國清教授:  
復次，常精進！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經，若讀若誦、若
解說、若書寫，成就八百鼻功德。以是清淨鼻根聞於三千大
千世界上下內外種種諸香，須曼那華香、闍提華香、末利華
香、瞻蔔華香、波羅羅華香，赤蓮華香、青蓮華香、白蓮華
香，華樹香、菓樹香；栴檀香、沈水香、多摩羅跋香、多伽
羅香，及千萬種和香，若末、若丸、若塗香。持是經者於此
間住，悉能分別。又復別知眾生之香，象香、馬香、牛羊等
香，男香、女香、童子香、童女香，及草木叢林香。若近、
若遠所有諸香悉皆得聞，分別不錯。」（T9.48b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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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成就八百種鼻根的功德。
以這樣的清淨鼻根嗅聞到三千大千世界上下內外的種種氣
味，像是須曼那花香、闍提花香、茉莉花香、瞻蔔花香、波
羅羅花香，紅蓮花香、青蓮花香、白蓮花香，各種花樹香和
果樹香；栴檀香、沈水香、多摩羅樹葉香、多伽羅香，及千
萬種調和香、粉末香、丸形香、塗抹香等。憶持這部經典者
身在這個世間，能完全分辨。又能辨別有情的氣味，如象的
氣味、馬的氣味、牛羊等的氣味，男人氣味、女人氣味、男
童氣味、女童氣味，及草、灌木、樹木的氣味。或近或遠的
一切氣味都能嗅聞到，清楚分辨而不錯亂。 
【解說】《法華經》的說法者在經力加持之下，鼻根變得清
淨無礙，有能力嗅聞並分辨三千大千世界中一切花香、樹
香，及各種草木與動物的氣味。換言之，可透過鼻根明白無
誤地認識到萬事萬物，如此有助於對世俗諦諸法的了知。 
 
[22:37, 2023 年 2 月 3 日] 黃國清教授:  
持是經者雖住於此，亦聞天上諸天之香，波利質多羅、拘鞞
陀羅樹香，及曼陀羅華香、摩訶曼陀羅華香、曼殊沙華香、



摩訶曼殊沙華香，栴檀、沈水種種末香，諸雜華香，如是等
天香和合所出之香，無不聞知。又聞諸天身香，釋提桓因在
勝殿上五欲娛樂嬉戲時香，若在妙法堂上為忉利諸天說法時
香，若於諸園遊戲時香，及餘天等男女身香，皆悉遙聞。如
是展轉乃至梵世，上至有頂諸天身香亦皆聞之，并聞諸天所
燒之香。及聲聞香、辟支佛香、菩薩香、諸佛身香亦皆遙聞，
知其所在。雖聞此香，然於鼻根不壞不錯。若欲分別為他人
說，憶念不謬。」（T9.48b27-c11） 
【今譯】憶持這部經典者雖然身在這裡，也嗅聞到天上諸神
的香氣。［譬如，］波利質多羅樹與拘鞞陀羅樹的香氣，及
曼陀羅花香、大曼陀羅花香、曼殊沙花香、大曼殊沙花香，
栴檀、沈水種種粉末香，還有各種花香。像這樣的天界香氣
合集所發出的香氣，無不清楚了知。又嗅聞到天神們的身體
香氣，例如，天帝釋在勝利殿上享受五種欲樂、遊戲時的香
氣，或在妙法堂上為忉利天的天神們說法時的香氣，或在園
林遊戲時的香氣，及其餘男女天神的身體香氣，都能遠遠地
嗅聞到。如此依次到梵天界，向上直到有頂天，天神們的身
體香氣也都聞到，及聞到天神們所燒的香。還有聲聞、辟支
佛、菩薩、諸佛的身體香氣也都遠遠地嗅聞到，知道他們所
在的地方。雖然嗅聞到這種種氣味，但是［他的］鼻根不被
壓倒、不會錯亂。如果想將種種［氣味］為他人說明，他的
記憶力不生錯誤。」 
【解說】人類的一般嗅覺只能聞到周邊事物的氣味，認識能
力非常有限，凡人在較量著這個世界的香氣與臭味，殊不知
人界最香的氣味也無法與天界的普通氣味相比。「波利質多
羅樹」（pārijāta）意譯作「香遍樹」，又稱「天樹王」，為
忉利天的樹名。「拘鞞陀羅樹」（kovidāra）意譯作「大遊戲
地」，是黑檀木的一種。凡人即使聞到各種氣味，也無法透
過鼻根獲取氣味以外的詳細訊息。《法華經》說法者所開發
的鼻根清淨功德甚至能嗅聞到天神們從事各類活動的氣
味，及二乘、菩薩與諸佛這些聖者們的氣味，及知悉他們的



所在，有助於善法的辨識與吸收。 
 
[22:38, 2023 年 2 月 6 日] 黃國清教授: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是人鼻清淨，於此世
界中，若香若臭物，種種悉聞知。須曼那闍提、多摩羅栴檀、
沈水及桂香，種種華菓香。及知眾生香，男子女人香，說法
者遠住，聞香知所在。大勢轉輪王，小轉輪及子，群臣諸宮
人，聞香知所在。身所著珍寶，及地中寶藏，轉輪王寶女，
聞香知所在。諸人嚴身具，衣服及瓔珞、種種所塗香，聞香
知其身。（T9.48c11-25） 
【今譯】那時，世尊想要重新說明這番意義，而講說如下偈
頌：「這個人的鼻根是清淨的，對於存在這個世界中或香或
臭的［一切］事物，種種氣味他都能嗅聞和了知。須曼那花、
闍提花、多摩羅樹葉、栴檀、沈水和桂花（茉莉花）的香氣，
種種花與果實的香氣。還有，了知有情的氣味，也就是男人
和女人［、男童與女童］的氣味，說法者身處遠方，聞到氣
味而知道他們所在的地方。具大力量的轉輪聖王、地方轉輪
王，及王子、大臣、後宮妃嬪，聞到氣味而知道他們所在的
地方。身上所穿戴的珍寶，及地中埋藏的寶藏、轉輪聖王［
七寶中］的女寶，聞到氣味而知道他們所在的地方。凡是人
們穿戴的裝飾物、衣服與花環、各種塗抹香，聞到氣味而知
道他們的身體。 
【解說】《法華經》的說法者憑藉清淨無礙的鼻根嗅聞氣味
而了知人類世間的種種人事物，提升總體知識能力，助益經
典的弘傳。菩薩行者不僅須要領會般若空義，還應積極了知
世俗諦諸法，隨順受教者的理解能力，以佛法與各種知識來
利濟有情大眾。 
 
[20:58, 2023 年 2 月 7 日] 黃國清教授:  
諸天若行坐，遊戲及神變，持是法華者，聞香悉能知。諸樹
華菓實，及酥油香氣，持經者住此，悉知其所在。諸山深嶮



處，栴檀樹花敷，眾生在中者，聞香皆能知。鐵圍山大海，
地中諸眾生，持經者聞香，悉知其所在。阿修羅男女，及其
諸眷屬，鬪諍遊戲時，聞香皆能知。曠野險隘處，師子象虎
狼、野牛水牛等，聞香知所在。（T9.48c25-49a8） 
【今譯】天神們或行走或坐著，或是在遊戲及展現神通，憶
持這部《法華經》［而意志堅定］的人嗅聞到氣味能了知一
切。種種樹花與果實［的香氣］，及酥油的香氣，憶持經典
者身在這裡，都知道它們所在的地方。群山的幽深谷地，栴
檀樹花綻放，及住在那裡的有情，他聞到氣味都能了知。住
在鐵圍山中、大海中央、大地中間的有情，憶持經典者聞到
氣味都知道它們所在的地方。男性與女性的阿修羅及其隨從
們在打鬥或遊戲時，他聞到氣味都能了知。住在森林荒野的
獅子、象、虎、狼、野牛、水牛等，他聞到氣味都能知道（它
們）所在的地方。 
【解說】除了人類世界的所有人事物，《法華經》說法者也
憑藉清淨鼻根了知到其他各道有情的種種情況，使認識能力
擴充到六道生命存在的全幅圖景。擁有這樣的廣大無礙認識
能力，弘經菩薩對於其他各道有情的境況是應當暫時迴避，
還是授予援手，相信會了然於胸。諸佛與大菩薩度化有緣
人，功不虛發，機緣成熟者必會施行佛法教化，因緣未熟者
則先助其埋下種子。 
 
[21:31, 2023 年 2 月 8 日] 黃國清教授:    
若有懷妊者，未辯其男女，無根及非人，聞香悉能知。以聞
香力故，知其初懷妊，成就不成就，安樂產福子。以聞香力
故，知男女所念，染欲癡恚心，亦知修善者。地中眾伏藏、
金銀諸珍寶，銅器之所盛，聞香悉能知。種種諸瓔珞，無能
識其價，聞香知貴賤，出處及所在。（T9.49a8-17） 
【今譯】凡是懷孕的婦女尚未辯識［所懷的是］男孩或女孩，
或是無性別特徵者和非人眾生，他聞到氣味都能了知。憑藉
嗅聞氣味的力量，在她最初懷孕時得知會順利生產或胎死腹



中，及是否平安地產下具有福德的兒子。憑藉嗅聞氣味的力
量，了知男女眾人的心思，是貪染心、愚痴心或瞋惡心，也
了知［內心］寂靜和善者。地下的眾多寶藏，像是黃金、白
銀等珍寶，及裝滿（財寶）的銅器，他聞到氣味都能了知。
種種的珠寶項鍊，無人能衡量其價值，他聞到氣味得以了知
價值高低、出產地和所在地點。 
【解說】修學《法華經》者所開發的鼻根清淨能力，可了知
世人從受胎開始的種種生命存在境遇，及其心中的煩惱傾
向，或是努力修習調伏煩惱的寂靜（upaśānta）善心，得以
依據有情的稟性與愛好而施與相應的佛法教化。辨識種種珍
寶與地中寶藏的價值與所在，則有利於獲取修集福德資糧的
各類資源，用財富來幫助與攝受有情。 
 
[21:13, 2023 年 2 月 9 日] 黃國清教授:    
天上諸華等，曼陀曼殊沙，波利質多樹，聞香悉能知。天上
諸宮殿，上中下差別，眾寶花莊嚴，聞香悉能知。天園林勝
殿，諸觀妙法堂，在中而娛樂，聞香悉能知。諸天若聽法，
或受五欲時，來往行坐臥，聞香悉能知。天女所著衣，好華
香莊嚴，周旋遊戲時，聞香悉能知。如是展轉上，乃至於梵
世，入禪出禪者，聞香悉能知。光音遍淨天，乃至于有頂，
初生及退沒，聞香悉能知。 
（T9.49a18-b3） 
【今譯】天界的種種花，曼陀羅花、曼殊沙花，及波利質多
羅樹［花］，他聞到氣味都能了知。天上的上、中、下等級
的各種宮殿，種種珍寶花朵所裝飾，他聞到氣味都能了知。
天界園林中的勝利殿、妙法堂等宮殿，［天神們］在那裡面
遊樂，他聞到氣味都能了知。天神們或是聽聞教法，或是享
受五種欲樂，或是來往行走、坐下、躺臥，他聞到氣味都能
了知。天女們所穿著的衣服，身上的花、香和裝飾物，及來
往與遊戲時，他聞到氣味都能了知。如此依次向上，直到梵
天界，［天神們］進入禪定或從禪定出來，他聞到氣味都能



了知。光音天、遍淨天，直到有頂天，天神們最初轉生或死
亡，他聞到氣味都能了知。 
【解說】《法華經》的說法者憑藉清淨無礙的鼻根認識能力
了知天界環境的各種香氣，及天神們的種種活動。欲界天神
是廣修十善行而得轉生，在天界受用殊勝福樂。色界和無色
界天神是修行禪定而轉生，在天界享受禪定之樂。部份天神
過去世在修學善行與禪定時，同時累積學佛善根，可具備聽
聞與學習佛法的良好條件。一般所說天界學法條件不及人
間，是指未具善根者。 
 
[22:40, 2023 年 2 月 10 日] 黃國清教授:    
諸比丘眾等，於法常精進，若坐若經行，及讀誦經法，或在
林樹下，專精而坐禪，持經者聞香，悉知其所在。菩薩志堅
固，坐禪若讀誦，或為人說法，聞香悉能知。在在方世尊，
一切所恭敬，愍眾而說法，聞香悉能知。眾生在佛前，聞經
皆歡喜，如法而修行，聞香悉能知。雖未得菩薩，無漏法生
鼻，而是持經者，先得此鼻相。」（T9.49b3-14） 
【今譯】凡是比丘們於［佛陀的］教法恆常地精進努力，或
禪坐、或經行，及［樂於講說與］背誦教法，或是在樹下專
心一意地坐禪，憶持此經［的菩薩］聞到氣味都知道他們的
所在地方。菩薩們意志堅定，或坐禪、或背誦，或為人講說
教法，他聞到氣味都能了知。在任何方位的世尊，受到一切
人所恭敬，悲愍有情而講說教法，他聞到氣味都能了知。有
情們在佛陀面前聽聞教法而心生歡喜，遵照教法而修行，他
聞到氣味都能了知。這位憶持經典者雖然尚未獲得菩薩的無
煩惱法所生的［天界］鼻根，而得到這種［天界］鼻根的先
行特徵。 
【解說】原本大菩薩的鼻根神通力是透過禪定與智慧波羅蜜
的精勤修習所開發出來的，屬於自力成就的「難行道」。《法
華經》說法者依憑經典法力加持亦能開發「鼻根清淨」的神
通力，這是未來獲得大菩薩的天界鼻根之廣大無礙神通力的



「前相」。換言之，「鼻根清淨」雖具他力加持的性質，而能
助成由自力所開發的真正神通力。憑藉這種鼻根清淨的神通
能力，能親身了知比丘眾與菩薩眾精進修學佛法及諸佛為眾
生說法的種種情形，提升對三寶功德的甚深信解。 
 
[22:44, 2023 年 2 月 13 日] 黃國清教授:  
「復次，常精進！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經，若讀若誦、
若解說、若書寫，得千二百舌功德。若好若醜、若美不美，
及諸苦澁物，在其舌根皆變成上味，如天甘露，無不美者。
若以舌根於大眾中有所演說，出深妙聲，能入其心，皆令歡
喜快樂。（T9.49b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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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成就一千二百種舌根的
功德。任何令人喜愛的或厭惡的、美味的或不美味的，及苦
澀的東西，接觸到他的舌根都轉變成最上滋味，猶如天界仙
露，沒有不美味的。他透過舌根在集會大眾中所講說的教
法，發出深遠美妙的聲音，能感動［有情］內心，使他們都
感到滿足和快樂。 
【解說】舌根是用來接收滋味與說話的感官，「舌根清淨」
的功德與這兩方面相關。由修學《法華經》所加持的舌根認
識能力，類同佛陀與大菩薩的圓滿舌根，所接觸的任何食物
全都轉化為無上美味；講說教法的聲音無不清遠美妙及動人
心弦。 
 
[23:12, 2023 年 2 月 14 日] 黃國清教授:    
又諸天子、天女，釋、梵諸天，聞是深妙音聲有所演說言論，
次第皆悉來聽。及諸龍、龍女、夜叉、夜叉女、乾闥婆、乾
闥婆女、阿修羅、阿修羅女、迦樓羅、迦樓羅女、緊那羅、
緊那羅女、摩睺羅伽、摩睺羅伽女，為聽法故，皆來親近，
恭敬供養。及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國王、王子、
群臣、眷屬；小轉輪王、大轉輪王、七寶、千子、內外眷屬，



乘其宮殿，俱來聽法。以是菩薩善說法故。婆羅門、居士、
國內人民盡其形壽隨侍供養。又諸聲聞、辟支佛、菩薩、諸
佛常樂見之。是人所在方面，諸佛皆向其處說法，悉能受持
一切佛法，又能出於深妙法音。」（T09.49b20-c3） 
【今譯】再者，天神們、天女們，帝釋、梵天等天神，為了
聽聞這種深遠美妙聲音所講說的教法，都依序前來聽聞。以
及男性和女性的龍、男性和女性的夜叉、男性和女性的乾闥
婆、男性和女性的阿修羅、男性和女性的迦樓羅、男性和女
性的緊那羅、男性和女性的摩睺羅伽，為了聽聞教法，都前
來親近，禮敬與供養。以及比丘、比丘尼、男居士、女居士；
國王、王子、大臣、隨從；地方轉輪王，及擁有七寶的大轉
輪聖王乘坐著宮殿，由其一千個兒子、後宮妃嬪和隨從們（所
圍繞），一起前來聽聞教法。因為這位菩薩善於（如同佛陀
所說那樣地）講說教法。婆羅門、在家長者、國中人民都終
其一生地追隨與供養。還有，聲聞、獨覺、菩薩、諸佛總是
希望與他見面。這個人所在的任何方位，諸佛都向那個地方
講說教法，他能完全憶持一切的佛陀教法，又能發出深遠美
妙的教法音聲。 
【解說】《法華經》的弘經菩薩由於舌根清淨的功德，發出
深遠美妙的聲音講說教法，天神、天龍護法、佛教四眾弟子、
國王、大臣和百姓們都樂於前來聽他說法；而且他應該能夠
說得深入淺出，使聽法者易於理解深妙的法義。佛教聖者們
都樂於與他相見，肯定與讚嘆。同時，諸佛都在幫助他建立
卓越的弘經能力，為他講說種種教法，使其憶持不忘，得以
擴大說法的對象與內容。 
 
[22:55, 2023 年 2 月 15 日] 黃國清教授: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是人舌根淨，終不受
惡味；其有所食噉，悉皆成甘露。以深淨妙聲，於大眾說法，
以諸因緣喻，引導眾生心，聞者皆歡喜，設諸上供養。諸天
龍夜叉，及阿修羅等，皆以恭敬心，而共來聽法。是說法之



人，若欲以妙音，遍滿三千界，隨意即能至。 
（T9.49c3-14） 
【今譯】那時，世尊想要重新說明這番意義，而講說如下偈
頌：「這個人的舌根是清淨的，終究不會嚐到不好的味道；
所食用的任何東西都變成天界美味。他以深遠、清淨、美妙
的聲音在大集會中說法，憑藉種種理由和譬喻教導有情的心
靈，聽聞者都感到［最高的］歡喜，陳設［無數］上好的供
養。天神、龍神、夜叉及阿修羅等，都抱持恭敬心一起前來
聽聞教法。這位說法的人如果想用［深遠、］美妙的聲音充
滿整個三千大千世界，隨著意願就能到達。 
【解說】舌根是承擔味覺的感官，及負有說話的功能，《法
華經》的說法者獲得舌根清淨因此會有二方面的大功德：
（一）品嘗到任何東西，無論味道好壞，都會變成天界的美
味。（二）說法的聲音變成深遠、清淨、美妙，可達到整個
大千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使聽聞者都感到莫大歡喜。 
 
[19:19, 2023 年 2 月 16 日] 黃國清教授:    
大小轉輪王，及千子眷屬，合掌恭敬心，常來聽受法。諸天
龍夜叉、羅剎毘舍闍，亦以歡喜心，常樂來供養。梵天王魔
王，自在大自在，如是諸天眾，常來至其所。諸佛及弟子，
聞其說法音，常念而守護，或時為現身。」（T9.49 c14-21） 
【今譯】大轉輪聖王、地方轉輪王，及（轉輪聖王的）一千
個兒子與妃嬪們，都雙手合十，抱持恭敬心，常常前來聽聞
教法。天神、龍神、夜叉、羅剎、毘舍闍鬼［等群體］也以
歡喜心，常常樂於前來供養。梵天王、魔王、自在天、大自
在天，如此的天界眾神，常常前來他的面前。諸佛及聲聞弟
子們聽聞他的說法聲音，恆常感到歡喜而加以守護，有時會
為他顯現身形。 
【解說】舌根清淨的說法者在講說教法時，會感得大轉輪聖
王率領其親眷、隨從們前來，恭敬地聽法與供養。天界大神、
天龍八部等都會歡喜地前來供養與護法。諸佛及其聲聞弟子



們讚許他以美妙聲音所說的教法，而為他加持與守護。關於
「魔王」會恭敬供養說法者的問題，如《文殊師利所說不思
議佛境界經》卷下說：「此陀羅尼擁護法師，能令其人勇猛
精進，辯才無斷。一切惡魔無能得便，更令其魔心生歡喜，
以衣服、臥具、飲食、湯藥諸有所須而為供養。」
（T12.111c18-21）在陀羅尼力量加持下，魔王無法破壞說
法者，會反過來向他供養。《法華經》的法力加持應是相同
道理。 
 
[21:34, 2023 年 2 月 17 日] 黃國清教授:    
「復次，常精進！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經，若讀若誦、
若解說、若書寫，得八百身功德。得清淨身如淨琉璃，眾生
憙見。其身淨故，三千大千世界眾生生時死時、上下、好醜、
生善處惡處，悉於中現。及鐵圍山、大鐵圍山、彌樓山、摩
訶彌樓山等諸山，及其中眾生，悉於中現；下至阿鼻地獄，
上至有頂，所有及眾生，悉於中現。若聲聞、辟支佛、菩薩、
諸佛，說法，皆於身中現其色像。」（T9.49c22-50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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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成就八百種身根的功德。
獲得如清淨琉璃般的清淨身體，為有情們所喜愛見到。由於
他的身體全然清淨，三千大千世界中有情出生與死亡、高貴
與卑下、美麗與醜陋、出生在善道與惡道，全都在其中顯現。
以及鐵圍山、大鐵圍山、彌樓山、大彌樓山等山脈，及住在
其中的有情，全都在其中顯現；向下到無間地獄，向上到有
頂天，所有的事物與有情，全都在其中顯現。凡是［三千大
千世界中的］聲聞、獨覺、菩薩、諸佛，及［諸佛］所說的
教法，都在［自己的］身體中顯現他們的色身形貌。 
【解說】《法華經》說法者的身根清淨，身體變得像清淨琉
璃一樣，猶如磨得光亮無比的明鏡，三千大千世界中一切有
情的生存境況，及聖者們的形像與諸佛的說法，都在其中清
楚地映現。他依憑凡人身根而獲得廣大神通力，映現一切，



認識到有情的六道轉生景況，聖者們的各種修行樣貌，及如
來們所說的教法。這些都是成就菩薩事業所需的種種知識。 
 
[22:37, 2023 年 2 月 20 日] 黃國清教授: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若持法花者，其身甚
清淨，如彼淨琉璃，眾生皆憙見。又如淨明鏡，悉見諸色像；
菩薩於淨身，皆見世所有，唯獨自明了，餘人所不見。三千
世界中，一切諸群萌，天人阿修羅，地獄鬼畜生，如是諸色
像，皆於身中現。諸天等宮殿，乃至於有頂，鐵圍及彌樓、
摩訶彌樓山，諸大海水等，皆於身中現。諸佛及聲聞，佛子
菩薩等，若獨若在眾，說法悉皆現。雖未得無漏，法性之妙
身，以清淨常體，一切於中現。」（T9.50a1-17） 
【今譯】那時，世尊想要重新說明這番意義，而講說如下偈
頌：「凡是憶持《法華經》者，他的身體極其清淨，如同那
清淨的琉璃，有情都喜愛見到。又如同清淨的明鏡，完全映
現一切物質形貌；菩薩在清淨身體中，見到世界中的所有事
物，唯獨自己能明白看見，是其他人所無法看到的。三千大
千世界中的一切有情，天神、人類、阿修羅，及地獄、餓鬼、
畜生道（眾生），像這樣的種種色身形貌，都在身體中顯現。
天神們的宮殿，直到有頂天，鐵圍山、彌樓山、大彌樓山，
及各處大海等，都在身體中顯現。諸佛及其聲聞弟子，獨自
一人生活或在群眾中講說教法的諸佛之子的菩薩們，全部都
顯現。雖然尚未證得無煩惱的法性微妙身體，以清淨的凡人
身體，一切世界都在其中顯現。」 
【解說】《大智度論》卷十六說：「得無生忍，捨肉身得法性
身，乃至成佛，是為心精進。」（T25.178a16-17）《大智度
論》卷三八〈往生品〉說：「菩薩有二種：一者，隨業生；
二者，得法性身，為度眾生故，種種變化身生三界，具佛功
德，度脫眾生。」（T25.340a2-4） 《大智度論》卷 58〈梵
志品〉說：「『如佛』者，法性身，住阿鞞跋致，得無生法忍，
乃至十地。『次佛』者，肉身菩薩能說般若波羅蜜及其正義。」



（T25.471b2-5）依據這幾段引文，無漏法性身應指菩薩第
八地證得無生法忍位的真實身，已斷盡三界煩惱，解脫生死
輪迴，具足廣大神通，能變現種種分身進入三界廣度眾生。
《法華經》的說法者雖未證得第八地，甚至未證得初地，還
是凡夫，但在經力加持之下，得以獲得類似第八地以上菩薩
的法性身，擁有大神通。 
 
[23:10, 2023 年 2 月 21 日] 黃國清教授:    
復次，常精進！若善男子、善女人，如來滅後，受持是經，
若讀若誦、若解說、若書寫，得千二百意功德。以是清淨意
根，乃至聞一偈一句，通達無量無邊之義。解是義已，能演
說一句一偈至於一月、四月，乃至一歲。諸所說法，隨其義
趣，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若說俗間經書、治世語言、資生業
等，皆順正法。三千大千世界六趣眾生，心之所行、心所動
作、心所戲論，皆悉知之。雖未得無漏智慧，而其意根清淨
如此。是人有所思惟、籌量、言說，皆是佛法，無不真實，
亦是先佛經中所說。」（T9.50a18-29） 
【今譯】還有，常精進！凡是善男子或善女人在如來圓寂
後，憶持這部經典，或背誦、或教導、或書寫，將會成就一
千二百種意根的功德。憑藉這個清淨的意根，聽聞到甚至只
有一頌一句（的經文），而通達無法衡量、沒有邊際的意義。
理解那些意義後，能講說一句一頌到一個月、四個月，甚至
一年之久。凡是所說的教法，順著它們的意趣，全與實相真
理相合；或是講說世俗經書、政治論說、謀生職業等，都合
乎正法理則。三千大千世界中的六道一切有情，他們的心的
活動、心的動作、心中妄想，都完全知悉。雖然尚未證得無
煩惱的［聖者］智慧，而他的意根是如此地清淨。這個人有
所思惟、辨析、教導，都是佛法，沒有不真實的，而且全是
過去諸佛經典中所說者。 
【解說】意根清淨的功德表現在兩個面向：（一）了知有情
的種種情性與心中意念；（二）正確地掌握諸佛所說的真理



教法，能通達無量的意義。第一義是對眾生意識內容的了
知；第二義是菩薩的意識對真實佛法的深妙領悟。意根清淨
的菩薩縱使只聽聞一頌（梵文三十二個音節）一句（梵文八
個音節）的短短經文，即可通達無量法義，所思、所言都不
違背中道實相。對於有情心中意念充分了知，運用世俗諦與
勝義諦的智慧辯才教化他們。 
 
[23:36, 2023 年 2 月 22 日] 黃國清教授:    
復次，常精進！若善男子、善女人，如來滅後，受持是經，
若讀若誦、若解說、若書寫，得千二百意功德。以是清淨意
根，乃至聞一偈一句，通達無量無邊之義。解是義已，能演
說一句一偈至於一月、四月，乃至一歲。諸所說法，隨其義
趣，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若說俗間經書、治世語言、資生業
等，皆順正法。三千大千世界六趣眾生，心之所行、心所動
作、心所戲論，皆悉知之。雖未得無漏智慧，而其意根清淨
如此。是人有所思惟、籌量、言說，皆是佛法，無不真實，
亦是先佛經中所說。」（T9.50a18-29） 
【今譯】還有，常精進！凡是善男子或善女人在如來圓寂
後，憶持這部經典，或背誦、或教導、或書寫，將會成就一
千二百種意根的功德。憑藉這個清淨的意根，聽聞到甚至只
有一頌一句（的經文），而通達無法衡量、沒有邊際的意義。
理解那些意義後，能講說一句一頌到一個月、四個月，甚至
一年之久。凡是所說的教法，順著它們的意趣，全與實相真
理相合；或是講說世俗經書、政治論說、謀生職業等，都合
乎正法理則。三千大千世界中的六道一切有情，他們的心的
活動、心的動作、心中妄想，都完全知悉。雖然尚未證得無
煩惱的［聖者］智慧，而他的意根是如此地清淨。這個人有
所思惟、辨析、教導，都是佛法，沒有不真實的，而且全是
過去諸佛經典中所說者。 
【解說】意根清淨的功德表現在兩個面向：（一）了知有情
的種種情性與心中意念；（二）正確地掌握諸佛所說的真理



教法，能通達無量的意義。第一義是對眾生意識內容的了
知；第二義是菩薩的意識對真實佛法的深妙領悟。意根清淨
的菩薩縱使只聽聞一頌（梵文三十二個音節）一句（梵文八
個音節）的短短經文，即可通達無量法義，所思、所言都不
違背中道實相。對於有情心中意念充分了知，運用世俗諦與
勝義諦的智慧辯才教化他們。 
 
[08:58, 2023 年 2 月 23 日] 黃國清教授: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是人意清淨，明利無
穢濁。以此妙意根，知上中下法。乃至聞一偈，通達無量義，
次第如法說，月四月至歲。是世界內外，一切諸眾生，若天
龍及人、夜叉鬼神等，其在六趣中，所念若干種，持法花之
報，一時皆悉知。（T9.50a29-b9） 
【今譯】那時，世尊想要重新說明這番意義，而講說如下偈
頌：「這個人的意根是清淨的，澄明敏銳而無污濁。憑藉這
種微妙意根，可了知優、劣、中等的種種教法。甚至只聽聞
一頌經文，即通達無量的意義，依照整體次第正確地講說了
一月、四月，到一年之久。住在這個世界內外的一切有情，
天神、龍神、人類、夜叉鬼類等，那些在六道中［的有情］
的種種心念，［智者在］憶持《法華經》後所得的果報，能
於一瞬間完全了知。 
【解說】「意根清淨」等於以意根為所依的廣大神通智力，
意根變得極為明利，能了知諸佛所說的各種淺深層次教法，
通達無量的法義，及廣知六道有情的種種心念，可藉此應機
施教。當然，唯有天道與人道有情才具備條件聽聞與修學佛
法，其他道的有情只能方便救濟。弘經菩薩應當勉力修學《法
華經》以開發此種意根的智慧能力。 
 
[22:46, 2023 年 2 月 23 日] 黃國清教授:  
十方無數佛，百福莊嚴相，為眾生說法，悉聞能受持。思惟
無量義，說法亦無量，終始不忘錯，以持法華故。悉知諸法



相，隨義識次第，達名字語言，如所知演說。此人有所說，
皆是先佛法，以演此法故，於眾無所畏。持法花經者，意根
淨若斯，雖未得無漏，先有如是相。是人持此經，安住希有
地，為一切眾生，歡喜而愛敬。能以千萬種，善巧之語言，
分別而說法，持法花經故。」（T9.50b9-22） 
【今譯】十方的無數諸佛具足百福德的莊嚴瑞相，為［一切
世間的］有情講說教法，（憶持這部經典者）全部聽聞而能
記憶與理解。他思惟無量的意義，講說的教法也是無量，始
終不會忘記與錯亂，由於憶持《法華經》的緣故。他完全了
知一切事物的特質，依照意義而識別其相互關係，通曉名詞
與言語表達，如其所知而講說。這個人有所講說全合於過去
諸佛的教法，由於演說這種教法，在集會中擁有無畏自信。
憶持《法華經》者的意根是如此清淨，雖然尚未獲得無煩惱
［的智慧］，而先行具備這樣的特質。這個人憶持這部經典，
安住於稀有難得的［大師］境地，使一切有情歡喜而受到敬
愛。他能通曉千萬種言語表達，詳細解說教法，由於憶持《法
華經》的緣故。 
【解說】「百福莊嚴相」主要源自說一切有部的菩薩觀，菩
薩行者先以三阿僧祇劫修集福慧資糧，之後更在百阿僧祇劫
期間廣修無量功德以圓滿三十二相。《大智度論》卷四引述
其說如下：「若過三阿僧祇劫，是時菩薩種三十二相業因
緣。……三十二思種三十二相，一一思種一一相，一一相百
福德莊嚴。……問曰：菩薩幾時能種三十二相？答曰：極遲
百劫，極疾九十一劫。釋迦牟尼菩薩九十一大劫行辦三十二
相。」（T25.87a18-b27）用一種意業（思心所）推動無數福
業方可達成一福，必須具足百福始能成就三十二相中的一種
相，所以一一相都是「百福莊嚴相」，用來讚揚佛陀的無量
功德與身相圓滿。大乘學派對這種觀點或是認可，或採取批
判態度。憶持《法華經》的功德力使弘經菩薩的意根能記憶
與了知一切諸佛教法，通達無量的法義，並能具備廣大無礙
的智慧辯才，依照有情的根性與喜愛為他們做出適切的解



說。 
[22:49, 2023 年 2 月 23 日] 黃國清教授: 〈法師功德品〉完 
 
[20:48, 2023 年 2 月 24 日] 黃國清教授: 常不輕菩薩品第二
十 
【今譯】第二十章「常不輕菩薩之品」。 
【解說】此品在現存梵本的品名是 Sadāparibhūta，字面
意義是「恆常不輕視者」。在過去威音王如來時代，佛法將
要滅盡之時，增上慢的聲聞行者充斥於佛教界。有位常不輕
菩薩，是釋迦牟尼佛的過去生，示現比丘相來度化他們。這
位菩薩修學《法華經》的一佛乘法與大忍辱行。他信解一乘
法，了知如來必將所有聽法者導入一佛乘，增上慢的聲聞人
未來同樣會進入大乘菩薩道，終至成佛。有鑑於此，他見到
這些增上慢人便行禮拜、讚嘆，告訴他們說：「尊者們！我
不輕視您們。您們並不被輕視。甚麼原因呢？希望您們全都
實踐菩薩行；您們都將成為如來、應供、正覺者。」雖然這
些增上慢人尚在聲聞道上，常不輕菩薩預知他們都會轉入菩
薩道而成就佛果，預先禮拜他們，也是一種帶勸勉意義的度
化方式。這些增上慢人當時毫不信受大乘佛法，認為常不輕
菩薩否定佛教，瞋心大發，辱罵、毆打他，常不輕菩薩都能
安忍不動。在常不輕菩薩臨命終時，因長期修學《法華經》
而感得威音王如來示現加持，獲得「六根清淨」的廣大神通。
這時，那些增上慢人看到他成就大神通、大辯才、大智力，
轉而前來親近他；常不輕菩薩喚醒他們的菩提心，導入一乘
菩薩行。此品連結到先前各品所教導的一佛乘、慈悲忍辱、
六根清淨等重要教理。 
 
[21:08, 2023 年 2 月 27 日] 黃國清教授:  
爾時，佛告得大勢菩薩摩訶薩：「汝今當知：若比丘、比丘
尼、優婆塞、優婆夷持《法花經》者，若有惡口罵詈、誹謗，
獲大罪報，如前所說。其所得功德，如向所說，眼、耳、鼻、



舌、身、意清淨。（T9.50b24-28） 
【今譯】那時，佛陀告訴得大勢（大勢至）菩薩摩訶薩說：
「你應當了知：凡是比丘、比丘尼、男居士、女居士憶持《法
華經》的，如果有人以粗言惡語謾罵、誹謗他們，所得到的
重大罪報，如同前面經文所說。那些［憶持、背誦、教導、
領會、為人講說此經］者所獲得的功德，如先前所說，達到
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清淨。 
【解說】「得大勢」（Mahāsthāmaprāpta）又漢譯作「大
勢至」，意思是得到大力量，是著名的大菩薩，與觀世音菩
薩並列為阿彌陀佛的脇侍菩薩。以這位大菩薩為集會大眾的
代表，佛陀講說常不輕菩薩修學《法華經》所獲致的大力量。
對《法華經》的弘經菩薩施加辱罵、毀謗，業報極重，如〈譬
喻品〉中所說，會墮入無間地獄長期受苦。這當然是一種示
誡作用，《法華經》這麼殊勝的經典，推廣都來不及了，還
要加以毀謗，阻礙弘傳，那是多麼缺乏善根！反之，專志一
心地修學、弘揚此經，則可感得如先前〈法師功德品〉所說
的「六根清淨」大功德。 
 
[20:29, 2023 年 2 月 28 日] 黃國清教授:    
得大勢！乃往古昔，過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有佛名
『威音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
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劫名『離衰』；國
名『大成』。其威音王佛於彼世中，為天、人、阿修羅說法。
為求聲聞者說應四諦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為求辟支
佛者說應十二因緣法；為諸菩薩因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說
應六波羅蜜法，究竟佛慧。（T9.50b28-c7） 
【今譯】得大勢！在久遠的過去世，無法衡量、沒有邊際、
不可思議的無數劫時以前，有位佛陀［出現，］名號是『威
音王』（威震聲音之王）的如來、應受供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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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與人的老師、覺悟者、世尊。



那個時代名為『離衰』（遠離懈怠）；國土名為『大成』（偉
大生成）。那位威音王佛在那個世界中，為天神、人類、阿
修羅等講說教法。為追求聲聞乘者講說相應的四聖諦教法，
超越生、老、病、死，達到最後的涅槃；為追求獨覺乘者講
說相應的十二因緣教法；為菩薩們就無上真實圓滿覺悟，講
說相應的六波羅蜜教法，達到究極的佛陀智慧。 
【解說】說明釋迦牟尼過去身的常不輕菩薩出現時期的佛陀
名號，及國土與時代的名稱。「威音王」（Bhī
ṣmagarjitasvararāja）意為「威嚇震響聲音之王」；「離衰」
（Vinirbhoga）的梵文詞義是「遠離享樂」，「衰」在漢語有
「懈怠」之義，菩薩們都精進修行；「大成」（Mahāsaṃbh
āva）意為「偉大的生成」，那個國土肯定具足種種莊嚴。
這位威音王也用聲聞乘、獨覺乘、佛乘的三乘教法度化各類
根機的修行者，最後再全部導入一佛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