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36, 2023年 6月 1日] 黃國清教授:  
若復有人臨當被害，稱觀世音菩薩名者，彼所執刀杖尋段段
壞，而得解脫。若三千大千國土滿中夜叉、羅剎，欲來惱人，
聞其稱觀世音菩薩名者，是諸惡鬼尚不能以惡眼視之，況復
加害！設復有人，若有罪若無罪，杻械、枷鎖檢繫其身，稱
觀世音菩薩名者，皆悉斷壞，即得解脫。（T9.56c16-22） 
【語譯】如果某個人將要被處刑時，呼喊觀世音菩薩名號的
話，那些（行刑者）所拿的刀劍隨即斷成碎片，而能免除罪
罰。如果這個三千大千世界充滿著夜叉和羅剎，想要來傷害
人，聽聞他持念觀觀世音菩薩名號的話，這些惡心鬼怪們尚
且無法用兇惡眼光來看他，何況施加傷害！又如果有某個
人，或是有罪或是無罪，被腳鐐手銬、枷鎖刑具捆縛他的身
體，持念觀觀世音菩薩名號的話，（那些刑具）全都斷裂，
隨即得以免除罪罰。 
【解說】由於貪、嗔、癡的推動，世人在前世今生做了很多
不善行為，與許多有情發生怨結，有的情況是過去世的業力
在今世成熟，今生沒犯罪過而冤枉遭受刑罰；也有情形是今
生造作惡業而在現世受報，無論如何，一切總歸是有因有緣
的。夜叉與羅剎等兇惡鬼怪來傷害人類，也要受害者心懷邪
念，身多惡業，缺乏善力防護，它們才得以趁機而入。明代
圓澄所撰《法華經意語》以人事解釋此句：「此中國土夜叉
羅剎，即世間惡心之人。欲來惱人者，即惡人尋事也。稱名，
即修善退避也。若以惡對惡，其惡愈熾，無可逃避。若一心
修善，則彼惡人自恥，而不能為害矣。」（X31.670c12-15）
世間存在某些懷著惡心害人習性者，如同凶暴鬼類，如果想
以瞋恚怨懟之心回應他們的惡行，反而更加開罪，招引他們
的猛烈傷害。當學佛行者擁有良善心靈，常得善神守護，凶
惡有情可能自慚形穢，心中有所忌憚，不能下手加害。遭逢
刑罰凶事、惡心有情，慈悲善念與神力護佑是重要的化解力
量，觀世音菩薩名號就蘊含慈悲與守護的強大力能。修學觀
世音菩薩的慈悲法門，經常持念菩薩名號，有助於消釋罪愆



與惡緣，而解除這些苦難。 
 
[21:22, 2023年 6月 1日] 黃國清教授:  
若三千大千國土滿中怨賊，有一商主將諸商人，齎持重寶，
經過嶮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
等應當一心稱觀世音菩薩名號。是菩薩能以無畏施於眾生，
汝等若稱名者，於此怨賊當得解脫。』眾商人聞，俱發聲言：
『南無觀世音菩薩！』稱其名故，即得解脫。無盡意！觀世
音菩薩摩訶薩威神之力巍巍如是。（T9.56c22-57a1） 
【語譯】如果這個三千大千世界充滿了〔手拿刀劍的惡徒、〕
仇敵、盜匪，有一個商隊首領率領大商隊眾人，帶著價值無
數的珍寶，經過（盜匪、惡徒、仇敵出現的）險惡道路，其
中有一人如此高聲說：『良家的男子們！千萬不要恐懼，你
們應當同心齊聲高喊觀世音菩薩的名號。這位菩薩能將安全
施與眾生，你們如果稱念（他的）名號的話，將會脫離這些
盜匪與仇敵〔的恐懼〕。』商人們聽了，全部異口同聲高唱：『南
無觀世音菩薩！』因持念名號的緣故，即時得以脫離〔一切恐
懼〕。無盡意！觀世音菩薩摩訶薩的威神力是如此崇高廣大。」 
【解說】古代遠行經商是為了獲取超額利潤，但也將自身推
入險境，曠野路上盜匪、虎狼出沒，還有迷失道途的危險，
因此要由具備睿智與經驗的商隊嚮導帶領，結隊而行，互相
照應。一個人今生能擁有多少財富，與過去世以來累積的福
報及今世的智慧與努力關係甚大，強求不來，應當了知獲得
財富的真正因由，少造惡業、常行布施、多結善緣、勤修佛
法。多積福德，與人為善，勤奮進取，到哪裡都能行路平安，
事業順利；缺少福報，自私自利，多用心機，縱使拼命掙錢，
所獲仍舊不多。成佛菩薩道也是如此，路途至極遙遠艱辛，
布滿多種多樣的障礙，要修種種的難行苦行，很容易令人生
起退卻之心；須要由真善知識的悲智引導，還有同行道友的
互勉支持。觀世音菩薩是每位認真學佛者都能請到的大善知
識，應當發願向他學習大慈悲、大智慧、大方便，經常讀誦



觀音經典，一心持念觀音聖號，感得菩薩大士前來指引修行
道路，及獲得志同道合的菩薩同學相互扶持。 
 
[21:29, 2023年 6月 3日] 黃國清教授:  
若有眾生多於婬欲，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若多
瞋恚，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瞋。若多愚癡，常念恭
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癡。無盡意！觀世音菩薩有如是等大
威神力，多所饒益，是故眾生常應心念。（T9.57a1-6） 
【語譯】凡是有情是貪欲傾向者，經常誦念『禮敬觀世音菩
薩〔摩訶薩〕』，即可遠離貪慾。凡是〔有情是〕瞋恚傾向者，經
常誦念『禮敬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即可遠離瞋恚。凡是〔有
情是〕愚癡傾向者，經常誦念『禮敬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即
可遠離愚癡。無盡意！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具有如此的大神
通力，利益眾多人，因此有情應當經常憶念在心。 
【解說】有情眾生出於無明（對實相真理的無知），在五蘊
身心中執取「自我」（永恆不滅的精神實體），對一切諸法執
取「自性」（永恆不滅的性質），受到貪欲、瞋恚、愚癡的強
烈心理傾向所驅動而不斷造作煩惱業行，於生死中輪轉不
息。斷除無明方能根絕此三毒煩惱，超克生死輪迴。前面經
文所述的諸種苦難，都由貪、瞋、癡煩惱所引生，因此拔除
苦痛須從根源上來斷絕煩惱。大乘佛法的修證意趣即是修學
般若波羅蜜，照見自我與諸法的虛妄無實，體悟諸法的空性
實相，方始有力從事自覺利他的菩薩行。然而，由於煩惱傾
向實在根深頑強，厚重地遮蔽智慧潛能，修行上感到非常無
力。觀世音菩薩具足大智慧，其廣大神通方便能加持學佛行
者，對治煩惱，開發智慧。因此，希求斷除三毒煩惱者應當
經常專意持念「南無觀世音菩薩」，祈請菩薩護念，增益智
慧能力，這是持念觀音聖號的殊勝意義。 
 
[23:27, 2023年 6月 5日] 黃國清教授:  
若有女人設欲求男，禮拜、供養觀世音菩薩，便生福德、智



慧之男；設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殖德本，眾人
愛敬。無盡意！觀世音菩薩有如是力。若有眾生恭敬、禮拜
觀世音菩薩，福不唐捐。是故，眾生皆應受持觀世音菩薩名
號。」(T9.57a7-12) 
【語譯】凡有婦女假使想求兒子，禮敬、供養觀世音菩薩〔摩
訶薩〕，她就會生下具有福德、智慧〔、男子特徵〕的兒子；假
使想求女兒，就會生下漂亮、具有女子特徵的女兒，都在過
去世已種植善根，為眾人所喜愛。無盡意！觀世音菩薩〔摩訶
薩〕具有如此的神通力。凡是有情恭敬、禮拜觀世音菩薩〔摩
訶薩〕，〔持念他的名號，〕果報是絕對不虛的。因此，有情們都
應當持念觀世音菩薩的名號。 
【解說】先前的經文列舉觀世音菩薩的「拔苦」事例，此處
以得男得女代表「與樂」的滿足願望。這段文句對於男兒與
女兒的描述，現存梵本形容如下：「生下俊美、可愛、好看、
具男子特徵、眾人喜愛、迷人、已種善根的兒子。……生下
美麗、可愛、好看、具有最清淨容色、具女子特徵、眾人喜
愛、迷人、已種善根的女兒。」對兒子與女兒的說明是平等
的，同樣是端正、有相（具有男子或女子性別特徵）、宿殖
善根（福德、智慧），眾人愛敬。隋代吉藏所撰《法華義疏》
卷十二解釋：「何故男稱福德智慧，女稱端正有相？答：男
有百行，智為其端；女有七德，容居其首也。」
（T34.627b28-29)）由於吉藏以鳩摩羅什譯文為依據，而對
男兒和女兒做出分別，認為男重智慧而女重容貌。世人希求
兒女是很正常的心理，尤其古代婦女如果生不出兒女，使丈
夫無法傳宗接代，會嚴重危及她在家庭中的地位。有情們信
佛學佛，虔心向佛菩薩祈求，佛菩薩出於大慈悲，能施展大
神通方便力來滿足他們的正當願望，藉以攝受他們，然後再
給與佛法真理的進階引導，使其獲得解脫或成佛的安樂。此
如《藥師經》所說：「得聞我名，專念受持，我當先以… 
[23:42, 2023年 6月 6日] 黃國清教授:  
「無盡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億恒河沙菩薩名字，復盡形供



養飲食、衣服、臥具、醫藥，於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
人功德多不？」無盡意言：「甚多，世尊！」佛言：「若復有
人受持觀世音菩薩名號，乃至一時禮拜、供養，是二人福正
等無異，於百千萬億劫不可窮盡。無盡意！受持觀世音菩薩
名號得如是無量無邊福德之利。」（T9.57a12-19） 
【語譯】「無盡意！凡有人持念與六十二億條恆河沙子數量
相等的菩薩名號，又終其一生供養飲食、衣服、臥具、醫藥，
你認為如何？這個良家的男子或良家的女子所累積的功德
是否很多？」無盡意回答：「非常多，世尊！」佛陀說：「又
凡有人持念觀世音菩薩〔摩訶薩〕的名號，甚至只有一次禮
敬、供養〔及持念名號〕，這兩人的功德是平等無異的，即使用
百‧千‧俱胝‧那由他劫的時間也無法窮其盡頭。無盡意！持念
觀世音菩薩〔摩訶薩〕的名號獲得如此不可衡量、無有邊際的
功德利益。」 
【解說】觀世音菩薩是一生補處階位的大菩薩，修行功德已
極為接近諸佛的圓滿境地，甚至有經典說他是古佛再來。諸
佛的覺悟功德都是圓滿無缺、無量無邊，一佛即一切佛，圓
融無礙。大菩薩們體得相同的智慧內容，雖未如佛陀圓滿，
但接近於佛。因此，專心持念觀世音菩薩名號的功德，等於
持念一切佛菩薩名號的功德，行者對此不應心生分別與疑
惑。經典如此說，並非只為了鼓勵持念觀世音菩薩名號而誇
大其說，背後其實有可以融通的深層義理，了知這番意義能
強化學佛行者對於持念觀音聖號的信心。無論對諸佛菩薩做
多少飲食、衣服、臥具、醫藥的財供養，其功德都不及修持
觀音法門的法供養。持念觀音聖號、禮敬觀音菩薩是最簡易
的修持方法，由此發起清淨信心，獲得感應與加持，向菩薩
的悲智精神學習，逐步導入深觀與廣行的菩薩道踐履。 
 
 
[23:27, 2023年 6月 7日] 黃國清教授:  
「無盡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億恒河沙菩薩名字，復盡形供



養飲食、衣服、臥具、醫藥，於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
人功德多不？」無盡意言：「甚多，世尊！」佛言：「若復有
人受持觀世音菩薩名號，乃至一時禮拜、供養，是二人福正
等無異，於百千萬億劫不可窮盡。無盡意！受持觀世音菩薩
名號得如是無量無邊福德之利。」（T9.57a12-19） 
【語譯】「無盡意！凡有人持念與六十二億條恆河沙子數量
相等的菩薩名號，又終其一生供養飲食、衣服、臥具、醫藥，
你認為如何？這個良家的男子或良家的女子所累積的功德
是否很多？」無盡意回答：「非常多，世尊！」佛陀說：「又
凡有人持念觀世音菩薩〔摩訶薩〕的名號，甚至只有一次禮
敬、供養〔及持念名號〕，這兩人的功德是平等無異的，即使用
百‧千‧俱胝‧那由他劫的時間也無法窮其盡頭。無盡意！持念
觀世音菩薩〔摩訶薩〕的名號獲得如此不可衡量、無有邊際的
功德利益。」 
【解說】觀世音菩薩是一生補處階位的大菩薩，修行功德已
極為接近諸佛的圓滿境地，甚至有經典說他是古佛再來。諸
佛的覺悟功德都是圓滿無缺、無量無邊，一佛即一切佛，圓
融無礙。大菩薩們體得相同的智慧內容，雖未如佛陀圓滿，
但接近於佛。因此，專心持念觀世音菩薩名號的功德，等於
持念一切佛菩薩名號的功德，行者對此不應心生分別與疑
惑。經典如此說，並非只為了鼓勵持念觀世音菩薩名號而誇
大其說，背後其實有可以融通的深層義理，了知這番意義能
強化學佛行者對於持念觀音聖號的信心。無論對諸佛菩薩做
多少飲食、衣服、臥具、醫藥的財供養，其功德都不及修持
觀音法門的法供養。持念觀音聖號、禮敬觀音菩薩是最簡易
的修持方法，由此發起清淨信心，獲得感應與加持，向菩薩
的悲智精神學習，逐步導入深觀與廣行的菩薩道踐履。 
 
 
[11:14, 2023年 6月 8日] 黃國清教授:  
無盡意菩薩白佛言：「世尊！觀世音菩薩云何遊此娑婆世



界？云何而為眾生說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佛告無盡意
菩薩：「善男子！若有國土眾生應以佛身得度者，觀世音菩
薩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現辟支佛身
而為說法。應以聲聞身得度者，即現聲聞身而為說法。（T9. 
57a20-26） 
【語譯】無盡意菩薩向佛陀問說：「世尊！觀世音菩薩如何
遊歷於這個娑婆世界？如何為有情們說法？善巧方便的力
量是怎麼樣呢？」佛陀告訴無盡意菩薩：「良家的男子！凡
有國土中有情應透過佛陀身形來教化的，觀世音菩薩就示現
佛陀身形為他們說法。應透過辟支佛（獨覺）身形來教化的，
就示現辟支佛身形為他們說法。應透過聲聞弟子身形來教化
的，就示現聲聞弟子身形為他們說法。 
【解說】在《法華經》的〈妙音菩薩品〉，說明菩薩大士成
就「現一切色身三昧」，能示現種種形象廣泛利益有情，其
中共列舉出三十八種身形。（T9.56a14-b16）觀世音菩薩的
各種變化身，即是由這種「現一切色身三昧」所成就的大神
通智力。通常所說的觀世音菩薩三十三種變化身，應只是代
表性的列舉，現存梵文本〈普門品〉僅見佛身、菩薩身、辟
支佛身、聲聞身、梵王身、帝釋身、乾闥婆身、夜叉身、自
在天身、大自在天身、轉輪王身、毘舍闍（piśāca）身、毘
沙門身、將軍身、婆羅門身、執金剛身等。顯現多少種身形
並非重點所在，而在強調這種三昧所展現的大神通變化力，
是菩薩出於大慈悲心廣度有情的能力表現，依各類修行者的
根器與喜好能示現無數變化身。有情得度的因緣各自不同，
所以觀世音菩薩會順應機宜為想要追求成佛或解脫的修行
者示現佛陀、菩薩、辟支佛、聲聞等聖者的形象，說法來提
升他們。 
 
 
[22:19, 2023年 6月 8日] 黃國清教授:  
應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現梵王身而為說法。應以帝釋身得度



者，即現帝釋身而為說法。應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現自在
天身而為說法。應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現大自在天身而
為說法。應以天大將軍身得度者，即現天大將軍身而為說
法。應以毘沙門身得度者，即現毘沙門身而為說法。
（T9.57a27-b5） 
【語譯】應透過大梵天身形來教化的，就示現大梵天身形為
他們說法。應透過帝釋身形來教化的，就示現帝釋身形為他
們說法。應透過自在天身形來教化的，就示現自在天身形為
他們說法。應透過大自在天身形來教化的，就示現大自在天
身形為他們說法。應透過天大將軍身形來教化的，就示現天
大將軍身形為他們說法。應透過毘沙門身形來教化的，就示
現毘沙門身形為他們說法。 
【解說】這些形象原是古代印度宗教所崇拜的天神，有些也
被收編為佛教的護法神。大梵天（Brahman）是婆羅門教的
主神、創世者，居於印度宗教文化中三位至高神之首；在佛
教則為重要的護法神，佛陀覺悟時率先來請佛為世間有情說
法。帝釋（Śakra）為三十三天（忉利天）的天神之王，原本
為印度宗教的戰神、雷神，手持金剛杵，乘坐戰車。梵天與
帝釋在佛經中常率領天眾們前來護法、聽法。自在天（Īśvara）
於印度神話通常用來指稱最高主宰神（如毘濕奴或濕婆）；
又印度哲學的瑜伽派以自在天為崇敬主神。大自在天（Mahe
śvara），音譯作摩醯首羅天，亦為婆羅門教的創世神之一，
即濕婆（Śiva）；相傳居於色界的最高層天。天大將軍（Sen
āpati）為濕婆之子卡爾帝凱亞（Kārtikeya），為打敗惡魔
而生，一身六首，長大後成為神軍的統帥；又稱室犍陀
（Skanda），古代佛經中有音譯作塞建陀，更為中國佛教界
所知的名號是違陀、韋陀。毘沙門（Vaiśravaṇa），意譯作多
聞天，為護世四大天王的北方天王，佛經中常見率領夜叉眾
守護佛教道場。佛教產生於古代印度宗教文化背景中，菩薩
於必要時會示現佛教護法神或印度天神的形象來擴大接引
信眾。觀世音菩薩如果在中華文化區教化，像在台灣大概也



會依情況顯現媽祖、關公、王爺等形象，只是正信佛教徒不
歸依三寶以外的對象，直接向佛菩薩學習。 
 
[21:28, 2023年 6月 9日] 黃國清教授:  
應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現小王身而為說法。應以長者身得度
者，即現長者身而為說法。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現居士身
而為說法。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應以
婆羅門身得度者，即現婆羅門身而為說法。應以比丘、比丘
尼、優婆塞、優婆夷身得度者，即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
優婆夷身而為說法。應以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婦女身
得度者，即現婦女身而為說法。應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
即現童男、童女身而為說法。（T9.57b5-15） 
【語譯】應透過小王身形來教化的，就示現小王身形為他們
說法。應透過長者身形來教化的，就示現長者身形為他們說
法。應透過家長身形來教化的，就示現家長身形為他們說
法。應透過官吏身形來教化的，就示現官吏身形為他們說
法。應透過婆羅門身形來教化的，就示現婆羅門身形為他們
說法。應透過比丘、比丘尼、男居士、女居士身形來教化的，
就示現比丘、比丘尼、男居士、女居士身形為他們說法。應
透過長者、家長、官吏、婆羅門的妻子身形來教化的，就示
現妻子身形為他們說法。應透過男孩、女孩身形來教化的，
就示現男孩、女孩身形為他們說法。 
【解說】以上列舉觀世音菩薩為有情說法所示現的各種人類
形象。「小王」（koṭṭarāja）是城主之義，古代印度一個城市
甚至聚落就可能是個小國。「居士」（gṛhapati）的字面意義
是家長，是婆羅門社會的居家白衣人士，通常指擁有財富、
地位的紳士。佛教經典中所見此詞應與現代佛教界所說的
「居士」在意義上有所分辨，後者在佛典中常譯作「優婆塞」
（近事男）、「優婆夷」（近事女），指皈依佛教的在家男女信
眾。「宰官」是官吏之義，但在現存梵本中對應於 naigama，
意為市民、商人。「婆羅門」（brāhmaṇa）指婆羅門教的宗



教師。「比丘」、「比丘尼」是佛教中受過具足戒的男女出家
眾。隨順著受教者的稟性與喜好，觀世音菩薩示現種種人間
形象來說法，除了有身分地位的男子之外，還包括一般平民
的女性、小孩。只要誠心相信觀世音菩薩，精進修學觀音法
門，會感得菩薩以最合適的身分前來說法、指引。 
 
[22:07, 2023年 6月 12日] 黃國清教授:  
應以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
睺羅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現之而為說法。應以執金
剛身得度者，即現執金剛身而為說法。（T9.57b15-19） 
【語譯】應透過天神、龍神、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
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人與非人的身形來教化的，都能示
現這些（身形）而為他們說法。應透過執金剛神身形來教化
的，就示現執金剛神身形為他們說法。 
【解說】以上這些形象是佛教的護法神眾，前八類合稱「天
龍八部」。關於「人非人」的意義，鳩摩羅什在《注維摩詰
經》卷一解釋：「神受善惡雜報，似人、天而非人、天也。」
（T38.331c6-7）其中除了天神之外，其他類眾生雖有善行
福德，因不守戒律而墮入惡道，由有福報而類似人類與天
神，卻非屬人天善道。另一種解法如印順法師於《藥師經講
記》說：「國王、大臣等是人，天龍八部則係非人，故經說
人非人等。」  印度的龍（nāga）長得像大蛇，有大神力，
能興雲化雨。夜叉（yakṣa）屬鬼類，力大而移動快速，會
吃食人或吸人精氣。乾闥婆（gandharva）屬天帝釋的樂神，
以香氣為食，又稱聞香神。阿修羅（asura）雖行善修福而
多瞋怒傷人，有天福而無天德，常與帝釋所率領的天眾戰
鬥。迦樓羅（garuḍa）意譯有作金翅鳥，甚為巨大，以小龍
為食。緊那羅（kiṁnara）似人形而頭長一角，也是帝釋的
樂神。摩睺羅伽（mahoraga）為大蟒神，傳為人身蛇首，
也是樂神之類。天神有大福報而多在享用福樂，其餘畜類、
鬼類素行不端，大抵缺乏學佛善根，這些會前來護法的天龍



八部是過去曾種善根，知道要與佛法結善緣。執金剛神
（vajrapāṇi）是手執金剛武器以護衛天帝宮門的夜叉力士；
也常為菩薩的顯化，守護諸佛如來及修行的菩薩們。 
 
[22:30, 2023年 6月 13日] 黃國清教授:  
無盡意！是觀世音菩薩成就如是功德，以種種形遊諸國土，
度脫眾生。是故，汝等應當一心供養觀世音菩薩。是觀世音
菩薩摩訶薩於怖畏急難之中能施無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
號之為『施無畏者』。」（T9.57b19-24） 
【語譯】無盡意！這位觀世音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此〔不可思
議〕的功德，透過種種身形遊歷眾多國土，度化有情。因此，
你們應當全心全意供養觀世音菩薩〔摩訶薩〕。這位觀世音菩薩
〔摩訶薩〕能為處於恐怖危難當中〔的有情們〕施與安全，由於這
個原因，在這個娑婆世界中都稱呼他為『安全的施與者』。」 
【解說】諸佛菩薩以德立名，依其特殊的德行、德業來樹立
名號。對於觀世音菩薩特別表彰他的大慈大悲，在無數世界
中為廣大有情眾拔除苦難，施與安樂，因此又稱呼他為「施
無畏者」（Abhayaṃdada），解除有情眾生的恐懼，使它們獲
得平安、安樂。觀世音菩薩普遍遊歷各個世界，與我們沒有
時空距離，任何有情發心正當，虔心祈請，可得感應，化解
困難處境。然而，吾人應當知道，佛菩薩幫助有情解除生存
苦境，帶給世間安樂，是為了將他們接引到佛法實踐當中，
以期徹底解決生命問題。世俗利益層面的拔苦與樂，唯是暫
時性的平安與快樂，只要有情繼續發起煩惱造生死業，未來
輪迴中還有無法盡數的生老病死、憂悲苦腦。因此，應當進
一步了知解脫樂與成佛樂的意義與價值，那才是真正的離苦
得樂。信觀音、念觀音的深層意趣，是趣向學觀音、做觀音，
修學慈悲與智慧的法門。 
[22:54, 2023年 6月 14日] 黃國清教授:  
無盡意菩薩白佛言：「世尊！我今當供養觀世音菩薩。」即
解頸眾寶珠瓔珞，價直百千兩金，而以與之，作是言：「仁



者！受此法施珍寶瓔珞。」時，觀世音菩薩不肯受之。無盡
意復白觀世音菩薩言：「仁者！愍我等故，受此瓔珞！」
（T9.57b24-29） 
【語譯】無盡意菩薩向佛陀說：「世尊！我現在將供養觀世
音菩薩〔摩訶薩〕。」於是就從頸上解下寶珠頸飾，價值數十萬
金錢，拿來布施給他，如此說：「賢者！請〔從我這裡〕接受這
個真誠清淨布施的珍寶頸飾。」那時，觀世音菩薩不肯接受
這個〔布施〕。無盡意又向觀世音菩薩說：「賢者！請出於對我
們的悲愍，接受這個頸飾吧！」 
【解說】無盡意菩薩與觀世音菩薩修行階位平等，他了解觀
世音菩薩的崇高偉大功德與弘大救度事業，出於極致的真誠
心意，將身上所擁有最珍貴的事物拿來供養觀世音菩薩。這
是菩薩英雄之間的相互肯定，為學佛者做了非常良性的示
範，對於真善知識應當至誠恭敬、供養。此處「法施」的對
應梵文是 dharmācchāda（如法的供養品），也就是出於虔
敬、清淨之心所行的供養。宋代慧洪《法華經合論》卷七解
釋：「謂之『法施珍寶瓔珞』者，非世之瓔珞也。瓔珞，莊
嚴之具也。無盡意欲施之，言『仁者！愍我等故，受此瓔珞』
者，著其願之至也。」（X30.425a18-20）提醒讀經者不宜從
世俗財施角度來看待這項供養，裡面蘊含著佛法深刻涵義。
珍寶瓔珞是用來表示莊嚴觀世音菩薩之意，顯明無盡意菩薩
對觀世音菩薩所行佛法功德的最高敬意，所發供養心願是至
極清淨的。觀世音菩薩不肯接受，也表現出一種以無住相行
菩薩道的偉大精神。其實，佛菩薩並不需要物質財物的供
養，只因為悲愍有情眾生普遍缺少福報，而接受其供養以讓
世人有機會種植福田。佛菩薩更期許學佛者了知三寶的大恩
德所在，由財供養提升到法供養，獲得無量無邊、不可思議
的福德。 
[21:31, 2023年 6月 16日] 黃國清教授:  
爾時，無盡意菩薩以偈問曰：「 
      世尊妙相具，我今重問彼：佛子何因緣，名為觀世音？」 



    具足妙相尊，偈答無盡意：「 
      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弘誓深如海。 
      歷劫不思議，侍多千億佛，發大清淨願，我為汝略說。 
      聞名及見身，心念不空過，能滅諸有苦。(T9.57c7-17) 
【梵本中譯】世尊在那時說了這些偈頌： 
    無盡意菩薩就（名號的）原由向（我）詢問其意義：「持
有輝煌旗幟者（具足妙相尊）！以甚麼原因〔這位〕勝者之子
被稱為『觀音』？」（24.1） 
    那時，持有輝煌旗幟者（的我）觀察諸方後，對於誓願
如大海（的觀音），告訴無盡意說：「關於觀音的修行，請你
聽聞！（24.2） 
    於不可思議的數百俱胝劫時中，於數千俱胝的佛陀前，
如所發誓願那樣完成了修行，請你聽聞我的說明！（24.3） 
    （名號的）聽聞、（身形的）觀見，隨後如那樣來憶念，
對於有情們而言，於此世不會徒勞無功；成為一切生存之苦
痛與憂愁的滅除者。(24.4) 
【解說】《普門品》的偈頌並非由鳩摩羅什所漢譯，應是隋
代闍那崛多與達摩笈多在編譯《添品妙法蓮華經》之際從當
時新見的梵本經文譯出的。本書在偈頌部分的語譯，採取直
接從梵文中譯的方式，使讀者能與漢譯文句對比參照，獲得
較為豐富的理解。 
    第一頌是無盡意菩薩向釋尊重新請問觀音菩薩得名的因
由。「勝者」即佛陀，持有輝煌的勝利旗幟，漢譯本譯作具
有妙相的尊者。聖者之子即菩薩，為佛陀的繼承者（佛子）。
第二頌梵本文義是佛陀普觀各方，看見觀音菩薩如大海般的
弘誓表現，而向無盡意講述觀音菩薩的廣大修行。觀音菩薩
在無數長劫的時間歷程中，發起廣大無邊誓願，親近過無數
如來，廣修菩薩萬行，而落實了所發誓願，從而具足大慈悲、
大智慧、大神通方便。因此，人們有緣聽聞觀世音菩薩的名
號，看見其身形，如所見、所聞內容來憶念他，就會在現世
獲得豐實的結果，甚至在觀音菩薩的引導之下，滅除生命存



在的身心眾苦。這幾頌是在概括觀音菩薩的大誓願、大修行
所成就的功德，具有普遍救度有情的大力能。 
 
[23:15, 2023年 6月 19日] 黃國清教授:  
假使興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觀音力，火坑變成池。或漂
流巨海，龍魚諸鬼難，念彼觀音力，波浪不能沒。或在須彌
峯，為人所推墮，念彼觀音力，如日虛空住。或被惡人逐，
墮落金剛山，念彼觀音力，不能損一毛。或值怨賊繞，各執
刀加害，念彼觀音力，咸即起慈心。或遭王難苦，臨刑欲壽
終，念彼觀音力，刀尋段段壞。或囚禁枷鎖，手足被杻械，
念彼觀音力，釋然得解脫。(T9.57c17-58a1) 
【梵本中譯】 
    假使心懷惡意者為了殺害而（將其）推落火坑，當憶念
觀音之時，火就像被（水）澆灌一樣而熄滅。（24.5） 
    假使落入龍、巨魚（makara，摩羯魚）、阿修羅、鬼靈之
住處的大海險難處，當憶念觀音之時，任何時間都不會沉入
大海中。（24.6） 
    假使心懷惡意者為了殺害而（將其）從須彌峰頂推落，
當憶念觀音之時，會像太陽一樣安住於天空中。（24.7） 
    假使為了殺害而將金剛所成的山投擲到（其）頭部，當
憶念觀音之時，則無法傷害到一個毛孔。（24.8） 
    假使遭到手持刀劍而具殺害之意的敵人群眾所圍繞，當
憶念觀音之時，就在那個時刻，他們生起慈心。（24.9） 
    假使置身於刑場，交付到行刑者手中，當憶念觀音之時，
則刀劍斷成一片片。（24.10） 
    假使遭到木製、鐵製的手銬腳鐐、枷鎖所拘囚，當憶念
觀音之時，枷鎖就快速地斷裂。（24.11） 
【解說】這七頌講述誦念觀世音菩薩名號，由至誠心而獲致
感應，在菩薩大威神力的加護下，有利化解人事上的災禍與
苦難。這些災禍與苦難都由過去與今生的業力所招致，能夠
消減，獲得喘息，應當感恩三寶，好好懺悔改過，積極止惡



修善，爭取未來的安心學佛空間，從根源上化解生命存在的
苦難。這是觀世音菩薩救渡眾生苦難的深層意義所在。平日
就應多念觀音菩薩，修學觀音法門，面臨苦厄之際才容易由
持念而得感應道交。修學觀音法門必須了解相關佛教法義，
靠長時實踐累積而獲得重大效益；平日不修，臨事才念，效
應有限。 
 
[23:16, 2023年 6月 19日] 黃國清教授:  
爾時，佛告觀世音菩薩：「當愍此無盡意菩薩，及四眾、天、
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
人非人等故，受是瓔珞。」即時，觀世音菩薩愍諸四眾，及
於天、龍，人非人等，受其瓔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釋迦牟
尼佛，一分奉多寶佛塔。「無盡意！觀世音菩薩有如是自在
神力，遊於娑婆世界。」（T9.57c1-7） 
【語譯】那時，佛陀告訴觀世音菩薩：「你應當出於對這位
無盡意菩薩，及四眾弟子、天神、龍神、夜叉、乾闥婆、阿
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與非人等的悲愍，而
接受這個頸飾。」觀世音菩薩即刻悲愍四眾弟子，及天神、
龍神，人與非人等，接受他的頸飾。將它分作二部分，一份
獻給釋迦牟尼佛，一份獻給多寶佛塔。「無盡意！觀世音菩
薩有如此的無礙神變力，遊歷於這個娑婆世界。」 
【解說】觀世音菩薩不接受供養，是一種相應於勝義諦的無
執表現；而佛陀請他悲愍眾生而收下，具有大慈悲與大智慧
的意涵，為一種善巧方便，如此於二諦融通無礙。緣起面接
受供養，使布施者得以累積福德；於第一義諦上，則心中了
無執取，超越受與不受的分別。觀世音菩薩再將珍寶頸飾分
成兩份，分而無分，清淨功德無量無邊，是無可割裂的。再
轉供養給釋迦牟尼佛與多寶佛塔，暗示諸佛如來的功德方為
無上真實圓滿，而且超越三世十方的時空緣起相。釋迦牟尼
佛是住持於娑婆世界的現在佛，多寶佛是東方寶淨世界已圓
寂的過去佛，留下全身舍利安奉在寶塔中，曾發下大誓願，



只要十方世界有佛陀演說《法華經》，且其十方分身諸佛能
會集一處，多寶佛塔便會涌現於前，證明所說的法皆為真
實。（詳見《法華經》第十一〈見寶塔品〉）現在釋迦佛、過
去多寶佛二佛共坐於寶塔中，並隱含著未來佛，加上釋迦佛
的十方分身諸佛，展現三世十方諸佛的曼荼羅圖景，《法華
經》的真理法義超越時空分立而圓融無礙。對觀世音菩薩自
在神力的詮說於此暫告完結，密顯其大慈悲、大智慧、大自
在神通的修證境地。 
 
[19:20, 2023年 6月 20日] 黃國清教授:  
呪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或遇
惡羅剎、毒龍諸鬼等，念彼觀音力，時悉不敢害。若惡獸圍
遶，利牙爪可怖，念彼觀音力，疾走無邊方。蚖蛇及蝮蠍，
氣毒煙火燃，念彼觀音力，尋聲自迴去。雲雷鼓掣電，降雹
澍大雨，念彼觀音力，應時得消散。（T9.58a2-12） 
【梵本中譯】 
    （運用）咒語力、咒術、（毒）草、鬼靈、僵屍鬼，毀滅
（他人）身體者，當憶念觀音之時，由此，它們返回到那些
（施行者）。（24.12） 
    假使遭到奪人精氣的龍、夜叉、阿修羅、鬼靈、羅剎鬼
所圍繞，當憶念觀音之時，則無法傷害到一個毛孔。（24.13） 
    假使遭到爪牙銳利、極為可怕的猛獸所圍繞，當憶念觀
音之時，他們快速向四面八方逃散。（24.14） 
    假使遭到放出猛烈火焰、目光具毒害力的兇惡（毒龍）
所圍繞，當憶念觀音之時，它們立刻消除毒性。（24.15） 
    發出殷殷雷鳴、打著閃電的雨雲，降下暴雨，當憶念觀
音之時，就在那時快速消散。（24.16） 
【解說】這五頌的共通特色，是所遭遇的危難都隱含有深重
的瞋恨心。當至誠稱念觀音聖號之時，菩薩的空性大慧與大
慈大悲感化這些稟性兇暴的有情或災難事件，消弭它們的瞋
念恨意。有種解釋說，天災人禍都是由人類的集體瞋恨心所



積聚而成，通於佛教的共業觀念。常念觀音聖號，思惟菩薩
精神，可以形塑與強化學佛行者的智慧心、慈悲心與柔和忍
辱心，構成一種善緣，產生守護作用。《大品般若經》卷八
〈三歎品〉說：「是善男子、善女人人非人不能得其便。何
以故？是善男子、善女人一切眾生中善修慈心，悲、喜、捨
心，以無所得故。」（T8.280a19-22）常修習四無量心與般
若空慧者，心中弭平人我對立，充滿慈悲心意，形成防護力
量，人類與鬼怪都不易逮到傷害他的機會。又如《般舟三昧
經》卷二說：「慈心比丘終不中毒、終不中兵、火不能燒、
入水不死、帝王不能得其便。」（T13.912c4-6）修習慈心有
利消弭災患與暴戾氣焰。關於會放出毒氣與目光含毒的毒
龍，出於古代印度傳說，《大智度論》卷十四說：「菩薩本身
曾作大力毒龍。若眾生在前，身力弱者，眼視便死；身力強
者，氣往而死。」（T25.162a11-13）這可視為一種隱喻，瞋
心過重者向周邊散發著一種毒害氣息，對他人身心構成傷害
威脅。向觀世音菩薩學習慈悲、智慧、忍辱，得以化解這些
凶殘有情與大自然界的瞋惡戾氣。 
 
[23:58, 2023年 6月 21日] 黃國清教授:  
眾生被困厄，無量苦逼身，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具足
神通力，廣修智方便，十方諸國土，無剎不現身。種種諸惡
趣，地獄鬼畜生，生老病死苦，以漸悉令滅。（T9.58a12-18） 
【梵本中譯】 
    見到陷於數百種苦厄、為眾多苦痛所折磨的有情們，具
清淨智力（的觀世音）觀察後，因此，在包含天神的世界中
成為救度者。（24.17） 
    神通力已完全通達，已學習廣大的智慧與方便（的觀世
音），在十方一切世界一切國土中，無所不在地示現。（24.18） 
    凡是陷入無佛法處（八難處）與惡道的恐懼，處於地獄、
畜生、鬼界的懲罰，受生老病所折磨，對於（這些）有情們，
（觀世音）逐漸使（眾苦）消滅。（24.19） 



【解說】關於觀世音菩薩廣度眾生苦難的深層原理，太虛大
師在〈體念觀音菩薩的精神〉說：「觀世音菩薩的慈悲，救
苦救難，如各人所求的，皆能成就。我們每日所念的心經中
觀自在菩薩，這就是觀世音菩薩。因為觀世音菩薩有般若的
智慧，照見五蘊皆空，所以能救苦救難。平常人執五蘊為世
界、為我，就是不能照見五蘊皆空，有自、有他、有人、有
我。要能照見五蘊皆空，則人我、是非皆能消除。真正見到
無人無我，則能以眾人苦難為苦難，這樣才能成為無我的大
慈大悲，才能成立大公無私的偉大人格，發揮救苦救難的功
用。」這種依據佛法深義的詮解，使學佛者更能了解觀世音
菩薩的廣大功德與大威神力的由來，因合理解說而消釋疑
惑，產生有力的信心，更樂意來持念觀音聖號與修習觀音法
門。觀世音菩薩具足大智慧、大慈悲、大福德、大方便、大
神通，所以擁有救度廣大眾生苦難的偉大力量，這是吾人應
當發願與效學之處。 
 
[00:09, 2023年 6月 23日] 黃國清教授:  
真觀清淨觀，廣大智慧觀，悲觀及慈觀，常願常瞻仰。無垢
清淨光，慧日破諸闇，能伏災風火，普明照世間。悲體戒雷
震，慈意妙大雲，澍甘露法雨，滅除煩惱焰。諍訟經官處，
怖畏軍陣中，念彼觀音力，眾怨悉退散。（T9.58a18-26） 
【梵本中譯】 
    那時，心懷歡喜與滿足的無盡意說了這些偈頌： 
    淨妙之眼者、慈愛之眼者、般若與智慧(jñāna)的殊勝之
眼者、悲愍之眼者、清淨之眼者；具美好面容、具美好眼睛，
令人愛敬。（24.20） 
    清淨無染的離垢之光，如太陽樣貌的離暗智光，不受風
吹的火焰之光，您正發出光輝照亮世界。（24.21） 
    慈悲（所生）的善戒雷聲震響，具有善德與慈心的大雲，
您降下甘露的法雨，您使有情們的煩惱火止滅。（24.22） 
    處於爭鬥、論爭與爭訟之中，陷入戰爭的大恐懼當中，



當憶念觀音之時，邪惡的敵群便會退散。（24.23） 
【解說】梵本的「眼」或漢譯的「觀」，都蘊含著智慧觀照
的力量。「光」意謂智慧所生發的廣及滲透作用。觀世音菩
薩對世間一切進行慈悲、智慧（無分別慧與差別智）與清淨
的觀照，看得清清楚楚，並且擁有大力量施行救度，這是大
修行功德的統合力能。觀世音菩薩於種種功德修行圓滿，因
此面容令人愛敬，散發著強大攝受力，以大智慧引導一切功
德力的發用。他全面放射巍巍的智慧之光，具足智慧與慈悲
的淨化功用，照明所有世界，幫助有情消弭煩惱與恐懼，及
排除各種不善的內外在勢力，營造安樂的生活環境與修行條
件。這是了解觀音功德及修習觀音法門的莫大利益，在專意
修持當中，感應到菩薩大光明的加持；再者，體念菩薩的廣
大圓滿功德，向菩薩的慈悲與智慧學習，自身也獲致巨大提
升。 
[09:30, 2023年 6月 24日] 黃國清教授:  
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勝彼世間音，是故須常念。念念
勿生疑！觀世音淨聖，於苦惱死厄，能為作依怙。具一切功
德，慈眼視眾生，福聚海無量，是故應頂禮。」（T9.58a26-b2） 
【梵本中譯】 
    雲的聲音、雷的聲音、大海所發的聲音、梵天的美音聲，
應當憶念已通達聲音之全域（maṇḍala，曼荼羅）的觀音。
（24.24） 
    你們要憶念這位清淨有情的觀音！憶念啊！勿生起疑
惑！於死亡、苦厄、災難之中，他成為救濟者、庇護處、最
終依靠處。（24.25） 
    一切功德的完成者、對一切有情具慈悲之眼者，是具足
功德者、功德的大海，應頂禮觀音！（24.26） 
【解說】這三頌說明觀世音菩薩通達一切聲音，既能觀見一
切有情的祈求之聲，也能依憑自身的圓滿功德力成為有情們
的救護者與依靠者。因此，在了解觀世音菩薩的圓滿功德與
救濟力能之後，學佛者應對其生起完全的信心，由精進持念



而消除苦厄，修學菩薩法門，解決生命問題。漢譯本「妙音
觀世音，梵音海潮音，勝彼世間音，是故須常念」這一頌語
意不甚明了，「觀世音」作為主語，他通達一切世間音聲，
像是雲雷的妙音、梵天的美音及海潮的聲音；觀世音同時也
是須常憶念的受詞對象。「念念勿生疑」應標點作：「念！念！
勿生疑！」包含三個命令式動詞，要憶念啊！憶念啊！勿生
起疑惑！表現出修持上的行動力。這句並非如一般就漢譯字
面所容易理解的「在每個心念中都不生起懷疑」，如宋代戒
環《法華經要解》卷七就說：「須常念不間不疑。」
（X30.355a20）當然也蘊含如此信念深切的意義，但這樣理
解就落失了梵文原有的一些重要資訊。漢譯偈頌因字數限制
及缺乏標點以致語意較不明晰，參照梵本文義可獲得較佳的
理解，再來思索觀世音菩薩的殊勝功德，促發修持的真確信
解與積極動力。 
 
[22:44, 2023年 6月 26日] 黃國清教授:  
【什譯】無 
【梵本中譯】 
    這位對於世間（有情）的悲愍者，於未來世將會成佛者，
我禮敬滅除一切痛苦、恐怖、憂愁的觀音。（24.27） 
    以世自在王（佛）為導師的法藏比丘，受到世間（有情）
的供養。於眾多百劫的時間中修行後，得證離塵垢的無上菩
提。（24.28） 
    就像站在無量光導師的左右（用扇子）扇（佛），（觀音）
憑藉如幻三昧前往一切國土供養勝利者（佛）。（24.29） 
    在西方，存在安樂源泉之離塵垢的極樂世界，這位眾生
調御者的無量光導師正在那裡住持。（24.30） 
    那裡不存在女人的出生，也完全沒有男女性愛之事。那
些清淨的勝利者之子是化生的，坐在蓮花胎藏中。（24.31） 
    那位無量光導師在清淨無染、美麗的蓮花中坐在獅子座
上，像沙羅 樹王那樣放出光明。（24.32） 



    他（觀音）也如同世間導師（佛）那樣，於三界存在中
沒有相類者。我讚嘆他後，（發願：）「我將累積功德，快速
成為像您一樣的人中最上者。」（24.33） 
【解說】這七個偈頌未見於漢譯本，是較後期梵本的增補，
也見於藏譯本中。由於觀世音菩薩成為西方極樂世界無量光
（無量壽）佛的脅侍菩薩，這幾頌內容是在讚嘆無量光佛及
其淨土的殊勝，並將觀世音菩薩與無量光佛連結起來。觀世
音菩薩以其三昧神通力普到各個世界親近、供養諸佛，幾乎
達到與如來等同的最上聖者。這幾頌應該是某位佛教行者的
讚頌辭，他最後發願要效法觀世音菩薩那樣圓滿一切功德。
這是修學觀音法門的最重要意義。 
 
[22:10, 2023年 6月 27日] 黃國清教授:  
爾時，持地菩薩即從座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眾生聞
是觀世音菩薩品自在之業『普門』示現神通力者，當知是人
功德不少。」佛說是《普門品》時，眾中八萬四千眾生皆發
無等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T9.58b3-7） 
【語譯】那時，持地（承擔大地者）菩薩就從座位站起來，
走到佛陀面前而說：「世尊！凡是有情聽聞到關於觀世音菩
薩〔摩訶薩的法門〕之品，講述其自在無礙的神變力展現的名
為『普門』（面向一切方向）之品，應當知道這些人將不會
只具備少量功德。」當佛陀講說《普門品》之時，在那個集
會中有八萬四千個有情於無與倫比的無上真實圓滿覺悟發
起了（志求）心。 
【解說】此品最後的「流通分」是由持地菩薩
（dharaṇiṃdhara）出來做見證，述說聽聞《普門品》會有
很大功德。持地菩薩是何方神聖？《文殊師利普超三昧經》
卷一說：「地之所載，一切眾果、百穀、藥木因地而生，地
無所置，亦不求報；群庶品類皆仰地活，地不辭厭，不以為
勞。開士大士亦當如是，發心如地，心無所著，不以喜怒，
勸諸黎元使趣佛慧，而不想報，則應大乘諸通慧矣！」



（T15.407a13-18)）以大地為喻來表彰持地菩薩的崇高德
行。大地普遍承載一切草木，不捨一草一木，而不求回報。
人與動物都依大地而得生存，大地不起疲勞、厭倦之心。菩
薩摩訶薩發心應如大地，了無執取，無喜無怒，廣度有情趣
向佛道，不生要人報答之心，如此則相應於大乘佛法的廣大
平等神通智慧。由具備大智慧的持地菩薩來印證《普門品》
的廣大功德，提醒讀誦者應探求經文深義。現場眾多行者聽
聞後深刻體察觀世音菩薩的大功德與大慈悲，因而發起「上
求菩提，下化眾生」的弘大菩提誓願。 
 
[22:10, 2023年 6月 27日] 黃國清教授: 〈普門品完〉 
 
[22:09, 2023年 6月 28日] 黃國清教授:  
陀羅尼品第二十五 
【今譯】第二十五章「陀羅尼之品」。 
【解說】此品在現存梵本的品名是 Dhāraṇī，即「陀羅尼」
之義。《瑜伽師地論》卷四五〈菩提分品〉說明「陀羅尼」
有四種：「妙陀羅尼略有四種：一者，法陀羅尼；二者，義
陀羅尼；三者，呪陀羅尼；四者，能得菩薩忍陀羅尼。」菩
薩的陀羅尼是指對經文、法義、咒語的強大憶持能力，及對
真理妙法的信解與安住。其中，「法陀羅尼」是指菩薩獲得
憶持經文的慧力，聽聞無量經典，對所有文句均能夠憶持不
忘。「義陀羅尼」是對於經典文句的無量法義能明記不忘。「咒
陀羅尼」意謂菩薩於三昧獲得自在力，能令所修持的咒語產
生神驗，消除種種災患。「菩薩忍陀羅尼」意指菩薩成就堅
固修行，具足妙慧，對於佛陀所說實相真理能夠印證與安
住。（T30.542c16-543a6）《法華經．陀羅尼品》說的是「咒
陀羅尼」，藥王、勇施等大菩薩及四大天王、羅剎女等，都
宣說神妙咒語來守護《法華經》的說法者。 
 
[23:43, 2023年 6月 30日] 黃國清教授:  



爾時，藥王菩薩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白佛言：
「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有能受持《法華經》者，若讀誦
通利，若書寫經卷，得幾所福？」佛告藥王：「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供養八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諸佛，於汝意云何？其
所得福寧為多不？」「甚多，世尊！」佛言：「若善男子、善
女人能於是經，乃至受持一四句偈，讀誦、解義、如說修行，
功德甚多。」（T9.58b8-17） 
【今譯】那時，藥王菩薩就從座位站起來，偏露出右邊肩膀，
雙手合十向著佛陀，問佛陀說：「世尊！凡是善男子或善女
人能憶持《法華經》，或是熟背流利，或是書寫經典，會得
到多少功德？」佛陀告訴藥王［菩薩］：「凡是善男子或善女
人供養八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子等量的佛陀，你的意思如
何？他們所獲得的功德是否很多？」「非常多，世尊！」佛
陀說：「凡是善男子或善女人能對於這部經典，甚至只憶持
一個四句偈頌，背誦、解說意義、依照所說修行，［會獲得］
更多的功德。」 
【解說】以花、香等世間美好事物供養諸佛屬於財布施，以
修學經典來供養諸佛是法布施，前者功德遠遠不及後者。此
段重申修學《法華經》的巨大功德，以鼓勵此經的研修者。
學佛者常認為慈善助人比較看得到在做利他實踐，研讀經典
偏向於自利修行，容易相信前者所得福報較多。然而，不能
聽聞與研讀佛陀的真理教法，無法達到自我覺悟，會一直停
留在人天善法層次，解決不了自己的生命問題，如何幫助他
人解決生命問題？法供養才是長久持續累積福智資糧的穩
當修行道路，所以經典對此事要不斷耳提面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