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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法界 
1.四聖：佛、菩薩、緣覺、聲聞 
  六凡：天、人、阿修羅、地獄  
  畜生、餓鬼 
2.思想根源的具體經證 
《華嚴經˙十地品》云： 
是菩薩坐大蓮華上，即時足下出
百萬阿僧祇光明，照十方阿鼻地
獄等，滅眾生苦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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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膝上放若干光明，照十方一切 

畜生，滅除苦惱 

臍放若干光明，照十方一切餓鬼，
除滅苦惱 

左右放若干光明，照十方人， 

安隱快樂 

兩手放若干光明，照十方 

諸天、阿修羅宮 



台北人間大學『經典導讀《法華經》講義』 

兩肩放若干光明，照十方聲聞眾 

頂放若干光明，照十方辟支佛 

口放若干光明，照十方菩薩，乃至
住九地者 

白毫放若干光明，照十方得住菩薩，
一切魔宮隱蔽不現 

頂上放百萬阿僧祇三千大千世界 

微塵數光明，照十方諸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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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文句》亦云： 
約十法界者，謂六道四聖是為十法
也。法雖無量，數不出十。…… 
一中具無量，無量中具一， 
所以名不可思議。  
→前六界為凡夫之迷界， 
  亦即六道輪迴之世界。 
  後四界乃聖者之悟界 
  此合稱「十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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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界互具  百界千如 
如何於生活中成就、體會《法華》
「十界互具，百界千如」的道理呢 
《法華經˙方便品第二》云： 
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 
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 
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 
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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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
如是本末究竟等………… 

1.十法界是互為融通的（十界互具） 

  以「人界」而言……… 

當一念起慈悲喜捨心時，即刻與 

佛界連線，當下「人界即佛界」 

若一念瞋心，則通向阿修羅界 

當體「人界即阿修羅界」… 



台北人間大學『經典導讀《法華經》講義』 

以佛菩薩而言，乃為度眾生「應以
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
是即具十法界。 
《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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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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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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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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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現 
童男、童女身而為說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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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觀世音菩薩成就如是功德，以 
種種形，遊諸國土，度脫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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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一法界各具相、性、體、力、
作等十如是（百界千如） 

先從十如是的道理領略其中之深義 

★依智者大師對十法界的見解是
「各因各果，不相混濫」，也就是
說，十法界各個有不同的面相是不
相混淆的，如我們每一個人，不管
是男女老少，張王李趙，每個人有
自己的樣子，這就是「如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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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如是相，每一個人也有如是
性，即有了相就有性質，每個人的
性情也都不一樣，即言「如是性」 

★如是相、如是性，它總是有個依
靠的體，就有了「如是體」，亦即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人自己的本體。 

★既有了本體就能發揮力量，如眼
睛看，耳朵聽，嘴能講話，手能做
事，所發揮力量的就叫「如是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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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如是力發揮出來就會有行為、
造業，乃至有善惡、好壞，名之為
「如是作」 
★從如是的作為、行為，都是因為
身口意能造作這個因，此因有好、
有壞，有善因、有惡因，此之謂
「如是因」 
★從如是因就能感受一些緣份 
這就是「如是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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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緣幫助我們成就「如是果」，
譬如說一句好話，讓人聽了不僅覺
得歡喜，更必能受人歡迎、讚歎，
有了這樣的助緣，即可激發說好話
的動力，也必然會有說好話的結果。 
相對的，若一個人說了壞話，再加
上有人鼓勵其多說一點，那麼這就
是助緣，此助緣能強化「因」的成
就，「因」有了助緣以後就成為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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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凡是我們種下因以後，它自然
就會有緣，因是我們的主因，緣是
幫助因，所以稱助緣。主因、助緣
合起來就有結果，有了結果以後就
有報應，因此就有「如是報」 
★最後的「如是本末究竟等」 
即是從如是相一直到如是報 
在人的一生當中，都是在 
十如是裡面造業、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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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每個人內心都有十法界，每
一界都有十如是，因此……… 

「十界互具、百界千如」皆在 

我們每個人的心中朗朗現前、相
即互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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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三千不思議境 
若有人問，生從何來﹖死至何處？
宇宙人生是怎麼樣形成的，未來又
是如何？其實「百界千如」即能為
我們做回答，也就是說一切皆源於
一心，此心其大無比，是 

「橫遍十方，豎窮三際」 

「心包太虛，量周沙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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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念三千不思議境 

十法界是互為融通的（十界互具） 
每一法界各具十如是（百界千如） 
佛、阿修羅、人等十法界，皆有一顆即具
十法界三千法的「心」， 

阿修羅界的一念心 
具十如是 

佛界的一念心 
具十如是 

人界的一念心 
具十如是 

畜生界的一念心 
具十如是 

三千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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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言…「心佛與眾生，是三無差別」 
★以「網路」的比喻來說明一念心即
具十法界三千法即空即假即中，充分
展現彼此互具互融，圓融無礙的精神
以「人界」而言，它有自己的網址（
十如是），但也因無定執於不變之網
址，而且能接通其它九法界的網址 
九法界亦具「人界」之網址 
當一念起慈悲喜捨之心時，即刻與 
「佛界」連線，當下「人界即佛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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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一念瞋心，則是通向「阿修羅界」
當體「人界即阿修羅界」。 
★倘若只執著人界所起現的法，而完
全斷絕、否認其它九界之法，那麼，
如同刪掉與自己相通的網址（斷斷）
也就無法造就龐大的網路王國（一念
三千）。同時，佛的慈悲度化也就無
法隨機起現，眾生本具的性德三千更
無以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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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能明白 
當下的「一念心」與十法界一切諸法
是互具互融，不相「隔斷」的（不斷
斷），也因不隔斷任一界的網址，所
以網路是彼此相通，資源是彼此分享
的（即中），又每一界各各的網址名
稱不相混淆（即假），當與其它九界
連線時則不執著己界的網頁，九界的
創新網頁才能展現在吾人的眼簾 
（即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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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念念是 
即具十法界三千法即空即假即中 
所以吾人的 
「一念三千不思議境」是 
處處可明、歷歷可鑑！順此， 
更凸顯法華圓教義理的 

生活實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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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過去曾經有位當兵的青年寫了一封
家信，信中向他的父母提到：「爸爸
、媽媽！當兵好苦！天天都得打掃，
不但要掃廁所，還要洗碗、替長官添
飯，而且每天要擦槍、要出操，累死
了，真是苦不堪言。一下子說違反了
軍紀必需要關禁閉。又要我們絕對服
從，實在是很專制、獨裁，讓人不得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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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時有另外一位當兵的青年也寫了
一封給父母的信，他說：「爸爸！媽
媽！我到軍中來，每天早晚都要打掃
，這樣的好習慣可以去除我的妄想、
煩惱，不但外面的地掃乾淨，連我的
心也跟著乾淨了。而且在洗碗的同時
，深感猶如洗心一般的清淨，過去都
不知道爸爸、媽媽的辛苦，自從在軍
中洗碗時，慢慢體會到父母的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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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以來，又調到伙食部為人煮菜，
心想我終於有機會跟人結緣，給人歡
喜，給人方便，由此方覺自己是個有
用的人。爸爸，媽媽！為我歡喜嗎？
在每天擦槍、出操時，總是提醒自己
要有責任感，要為國家、全民負起安
全的責任。逐漸感覺自己像個大男人
！」由此可知，一個人的念頭可以是
天堂，也可以是地獄， 
完全取決於一念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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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引用一譬喻 
1.有個信徒去拜訪一位年青的住持，
旁邊站了一位年老的和尚，當時年輕
的住持就跟年老的和尚說：「客人來
了，去倒茶來給客人喝！」 
信徒心想：「年紀輕輕的，怎麼能對
老和尚講話如此不客氣呢？」 
老和尚將茶倒來之後，住持又說： 
「再切一盤水果來請客人！」 
老和尚又去切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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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這個信徒更不高興了。 
年輕的住持又說：「我現在有事，等
一會兒，陪信徒一起去吃飯去。我要
走了！」 
陪信徒吃飯的時候，這個信徒就問老
和尚說：「那個年輕住持是你的什麼
人呢？」 
「他是我的徒弟啊！」 
「徒弟怎麼對你那麼沒有 
  禮貌呢? 那麼不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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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和尚說：「你不能批評他，我這徒
弟對我很好啊！」 
「怎麼好？你看，叫你去倒茶！」 
「是啊！他只叫我去倒茶，沒有叫我
去燒茶，燒茶就辛苦了！」 
「你看，叫你去切水果來給我吃！」 
「是啊！只叫我去切水果，沒有叫我
去種水果，種水果就更辛苦了！」 
像老和尚這樣的心境，每天都 
處在天堂、極樂淨土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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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成功與失敗、快樂與痛苦、富
貴與貧窮只在一念之間。 
★若能有一種「享有」的觀念，全世
界都可以是自己的。比如：當沒有錢
的時候，就有奮鬥、往上的精神與希
望。等到有錢了，就沒有了希望與鬥
志，是苦不堪言的。所以，成功、快
樂、富貴並非建立於周遊天下、吃好
的、穿好的之上，而是在一念心中 
即所謂「不思議的一念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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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心裡面的快樂、富貴、珍寶是不
一定要到心外去追求的，而是內涵於
窮窮無盡的一念之間。 
★善良、邪惡是在一念之間，覺悟、
愚痴也是在一念之間，是朋友、是仇
敵亦在一念之間，是天堂、是地獄更
是於一念之間，是佛袓、是牛糞都在
一念之間。因此……… 
如何建造心裡的天堂、心裡的淨土、
心裡的富有、心裡的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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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在這混濁的社會裡面， 
好好的運用自己寶貴的心中一念
因這一念心是……… 
「橫遍十方，豎窮三際」 
「心包太虛，量周沙界」 
是能遍三千法..... 
是不可思議之妙法 
是可證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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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心  佛  十如是   五陰、眾生、國土世間 

         菩薩 

         聲聞 

         緣覺     各具十界.十如是.三世間     

         天 

         人 

         阿修羅 

         三惡途  
  10(十法界)*10(每一界各具十界)*10(十如是)*3(三世間) 

          十界互具 
                          百界千如 
                                三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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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陰世間：又作五蘊世間。 
  此世間之眾生能成之法， 
  其色受想行識等五蘊各各差別。 
(2)眾生世間：又作假名世間。 
  五蘊所成之假名的眾生各各差別 
(3)國土世間：又作住處世間 
  此世間之眾生所依之住處 
  國土各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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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度論》：能照一切世間
者，得是三昧故，能照三種世間
即眾生世間、依處世間、五陰世
間。 
   以此三種世間來說明眾生的 
正報（眾生世間）、 
依報（國土.依處世間）及 
構成眾生因素（五陰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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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心三觀為基礎，所形構
的一念三千不思議境…… 

從《往事百語》看出端倪 
1.「一心三觀」乃即于當下一念心觀
諸法即空即假即中。因觀諸法即空即
假即中，所以當下體認諸法如如； 
當下體認諸法如如，則當下自在； 
然而沒有能行的我與所行的法， 
當下即是生活，當下即是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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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心三觀」蘊涵著修行與生活的
相即不離，因此「當下」的即時觀照
儼然成為修行上不可或缺的實踐功夫 
3.「一心三觀」的實踐工夫可以在《
往事百語》的〈皆大歡喜〉一書中，
得到具體的例證，明白在每一個當下
因體認諸法如如；而得其當下的自在
，亦因自在所以能凡事「當下承擔」
、「成就眾生」，這也是「中道實相
念處觀」所彰顯出其本具的人間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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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云： 

回想我這一生中受益於「我是佛」這
三個字的地方非常之多。記得我初入
佛門的時候，想到自己應該做好一個
佛教徒的樣子，所以我認真課誦，嚴
守淨戒；後來想想這樣還不夠，我應
該還要擔當佛陀的使者、佛教的法師
，將真理的法音傳播給別人，所以認
真研究經教，隨喜說法結緣；後來再
過一些時候，我覺得作法師還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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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應該進一步做菩薩，發菩提心，行
菩薩道，所以我要努力行人之所不能
行，忍人之所不能忍。有一天，我突
然想：「我豈止想做菩薩，為什麼不
直下承擔我是佛呢？我應該行佛所行
，為佛所為才對啊！」這樣一想，忽
然間，心裡就豁然開朗了。 

★當下承擔「我是佛」，當下必能體
認佛的慈悲、願力與對眾生那份無私
的大愛，不會因執空而放棄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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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會因貪著私愛的假有而禁錮心懷
，必有「一心三觀」的雙遮雙照能力
，照出愛欲的虛假性，同時能含容愛
欲的存在，將其昇華對一切眾生的「
有情有義」，達此大平靜的心懷、大
含容的心境，而入薩婆若海。亦即將
修行的意義歸於人間生活之中，此不
正是「人間佛教性格」的體現。 
★稟持這樣的理念，佛法必能真切地
落實於生活中，從個人、家庭、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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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推至全寰宇，普令「佛光普照三
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此實近於
圓教以「一心三觀」為基礎，所形構
之「一念三千」不思議境，亦即念念
處處皆即實相，才有可能「橫遍十方，
豎窮三界」，乃至「佛光普照三千界，
法水長流五大洲」，故其，實踐性的
特殊義涵亦由之而顯明。《往事百語》
一書中，亦不斷地強調一切皆是佛法
的理念，其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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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如果一個人「心中有佛」，眼
裡看到的必定都是佛的世界，耳朵聽
到的必定都是佛的音聲，鼻中嗅到的
必定都是佛的氣息，口裡所說的必定
都是佛的語言，身體所做的必定都是
佛的事情，如果人人如此，這就是一
個佛的世界，家庭怎能不幸福安樂呢
？治安怎能不安全良好呢？國家怎能
不富強康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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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所強調之「中道實相」，並非
於「空」、「假」之外，另尋一個名
叫「中道」之理，乃是即于剎那一念
的當體而觀其即空即假即中，此三觀
即是天台圓融的「人間性格」。同理，
只要「心中有佛」，圓滿的佛國淨土
乃即于「人間」所成的，亦就是只要
事事當體而觀其圓滿性，是不需於此
土外另覓那遙不可及的他方佛土，因
為佛國淨土已於心中朗朗現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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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經》亦云：佛法在世間，不離
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 

修行佛法不能與生活相結合者，總是
高標修行的理論，而忽視周遭淺近的
善事，整日般若不離口，卻對日常小
事百般計較，儼然般若與自身生命毫
不相干。因此，修行與生活若是脫離
，一切也就不真實了。此即《壇經》
所強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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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 

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 

讓則尊卑和睦，忍則眾惡無諠， 

若能鑽木出火，淤泥定生紅蓮， 

苦口的是良藥，逆耳必是忠言， 

改過必生智慧，護短心內非賢， 

日用常行饒益，成道非由施錢， 

菩提只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 

聽說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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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義、讓、忍」雖是日常倫理
之道，它們卻真實的活在人們的生命
中，是一種真實的行動，而行動本身
就是心平，就是行直，更是一種修行 

★所謂「日用常行饒益」乃是真正把
握了當下行動的意義。此亦是智者以
「一心三觀」闡述「修行即生活」的
本意。從佛光山的諸事業中，亦可具
體看出其所具足的天台圓融「人間性
格」及所締造的「人間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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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往事百語》中，有云：我在創建
佛光山之後，就陸續建立育幼院、診
所、萬壽園、中學、大學、研究所，
並且成立文化，教育，慈善事業，希
望人的一生，無論是生老病死，乃至
讀書就業，都能在人間得到善美的完
成得到淨化的解脫。 
★大師為「人的一生」做了如此殊勝
的規劃，普令大眾在人間能得到至善
至美的完成，使西方淨土呈顯於前，
歷歷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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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印光大師言：「人成即佛成」
《觀無量壽經》云：「是心作佛，是
心是佛」，從佛陀出生在人間，修道
在人間，成佛亦在人間中，更明白建
立人間佛教的性格，就是在建立美好
的人間淨土，建立人間佛教的性格，
就是建立佛化的清淨生活，這樣的人
間性格正是法華圓教「一心三觀」在
實踐中，所積極展現的圓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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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圓教「一心三觀」的實踐意義下
，必能虛懷若谷般地悠遊於天地間，
通徹體現出大無礙的「人間性」。反
之，處處執礙於空有兩邊，不是太過
貪欲而造業，就是落入沉空滯寂的絕
對虛無，無以自拔 

★《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云：「
知足之人，雖臥地上，猶為安樂；不
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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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地獄只在一念之間，不懂的觀其
即空即假即中者，雖然身處天堂，仍
然因無厭於貪求外在的聲光名色而感
到不足、痛苦，或是執持於外在的物
質、金錢而不得自在。《往事百語》
中，也有一段有趣的例子，書云： 
一位家財萬貫的董事長居住在高樓上面
，時常為經濟週轉運用而擔心，為員工
要求加薪而煩惱，秘書勸他把煩惱送給
住在高樓下面陋屋裡的一對年輕夫妻， 
富翁問如何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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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說：「給他們一百萬就可以辦到。」
富翁起初不甘願，經過解釋之後，親自送
上一百萬元。這對年輕的夫妻收到鉅款，
起先歡喜不已，後來為了如何將這一百萬
收藏妥當而左思右想，一夜無法成眠，才
知道上當了。第二天，他們趕緊把一百萬
元還給富翁，並且說道：「你的煩惱還是
還給你吧！」所以，不懂得金錢，金錢就
是「地獄」。 

★上述之例，可從兩個面向加以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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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者就富翁而言，因為他執持於萬
貫家財，時常為加不加薪等事煩惱，
這就是執於「假相」，若能明白錢財
的無自性、本空，並即於錢財的空性
，將其發起大用，為職員加薪或捐給
教育、慈善單位及宗教團體，必能令
其「皆大歡喜」。《往事百語》中，
有云：一九五一年，我在臺灣佛教講
習會擔任教務主任，臺灣省佛教會發
給我新臺幣五十元的月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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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般人而言，這是一筆微乎其微
的數目字，但是，因為我從小在叢林
中長大，養成不貪不聚的習慣，五十
元對我來說，也算是很多了。我每個
月拿這筆錢為教室校舍添置教學設備
為貧苦學生購買文具用品以後，幾乎
身無分文，但是眼看莘莘學子在佛學
上有所成長，能為教界所用，深深感
到非常欣慰，這不也是一種寶貴的財
富嗎？原來，「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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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翁若能體悟到「錢財」也是諸
法的實相，真正用其所用，不但能
解決自己對其執持所起的煩惱，更
能依而與大眾結緣，發揮其大用。
當然也不必視其如敝屣，棄之不用，
而明白「錢財可以是大眾的，是能
發起大用的」，此猶如 
《摩訶止觀》所云： 
「邊邪皆中正，無道可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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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悟達「中道的實相」之理也
就能遨遊於天地而無有執礙，所以不
懂得金錢，金錢就是「地獄」，懂得
運用金錢者，如善用於佛教中的淨財
，利益群倫，當下金錢就是「天堂」 

★二者貧苦的夫妻後來不願接受富者
的金錢，乃因破壞了「原先，沒有錢
的自在感」，所以決定原封不動地 

將煩惱歸還給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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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可以反省一個問題，即「無」
雖是一種自在，但執於「空無」何嘗
不是另一種執礙呢？倘若能觀其空如
性，並即於金錢的作用，而開創出對
大眾有利的事業或轉捐文教、慈善機
關，不但為富者解決了煩惱，更能轉
機而創造出所謂的「奇蹟」，若能如
此觀照實踐，則庶幾乎近於圓教「一
心三觀」所呈顯之不思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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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的例子中，能更明白即於一
切法觀其即空即假即中的中道實相，
實即人間佛教「大無礙」的精神，可
從《往事百語》中窺其端倪，書云： 

在十年的叢林參學中，我雖然以參禪打
坐，拜佛念佛作為自課，也曾有渾然忘
我，失卻身心的境界，但我只將這些寶
貴的宗教體驗落實在生活中真修實學，
並不妄想入山閉關；我曾經刺血寫經、
禁足禁語、過午不食、苦行作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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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都將它們視為砥礪身心的過程，並不
執著於其中任何一項；我曾至名藍古剎遊
訪參學，歷經律下、教下、宗下，對於專
宗修持，我認為有一門深入的好處，但我
仍主張人間佛教，八宗兼弘；儘管我受的
是無情無理的教育，但我後來對自己的徒
眾卻是採取「慈嚴並重」的方式。 

★世出世間的諸法是權法也是實法，
「法無差別，因人而異」其在在說明
著諸法實相是不可言宣的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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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能廣用方便法宣說實相義，即所謂
「佛以方便力故，為五比丘說」， 

  以顯「實相」義。 

★簡言之，修行是自己的事，若執礙
於自己的修行方法而無法開展眾生，
正法如何永住？法輪如何常轉？所謂
的續佛慧命更無以言之→ → → → 

因此，佛為處處執著的眾生廣開方便
門，最主要是希冀其能契入諸法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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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實相」就是諸法的第一義
是即權即實，是不壞世相而成就諸法
的實相，攝於一切權實諸法，含融一
切諸根眾生，如此權法才得以開展眾
生，實相之法方能得以彰顯，亦即此
諸法的法是方便法、權法，且即權而
實，所以此法也是「實相」，是佛以
無分別智，故能得知的，也是佛為一
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欲令眾生開示悟
入佛之知見，此知見就是「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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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百語》一書所云： 

「我曾經刺血寫經、禁足禁語、過午
不食、苦行作務，但我都將它們視為
砥礪身心的過程，並不執著於其中任
何一項。」一旦對世出世間有所執礙
分別，就無法開發生命、開展眾生， 
★ 《往事百語》曾言：如果執著於
不執著，不也是一種執著嗎？貪取於
清淨無為，不也是一種貪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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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能以「即空即假即中」觀諸
法的實相，明白不管是參禪打坐、拜
佛念佛或刺血寫經、禁足禁語、過午
不食、苦行作務等，皆是眾生加強心
念、砥勵身心之權巧方便，為佛要對
治、解決種種不同根器的眾生之執著
，度化、引領眾生入佛知見，入諸法
的「實相」之權法，然最終絕非讓眾
生執於權法，而是能「開權顯實」 
「會三歸一」，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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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刻悟入佛之知見，明白 
《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所云：「 
  觀諸法如實相。」 
《法華玄義》所言：「如是實相，即 
  空即假即中。」 
→→若如此理解「諸法如實之相」，
即能知法法無非中道實相，無非是即
空即假即中，即所謂「一色一香無非
中道實相」、「一切世間治生產業，
皆與實相不相違背」，真實體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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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悲智一如之全體大用的精神，亦能 

了悟星雲大師之所以開創文化、教育 

、慈善等事業的用心與深義。此亦為 

天台圓教能顯「三根普被」、「豎窮 

三際」的圓滿之義，更是《法華經》 

所要表達的諸法實相之理，故...... 

《法華玄義》：「實相是法界海故，
唯此三諦，即是真實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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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圓教四念處觀看....圓頓止觀 

1.實相觀法是直就當下的每一念而修
止修觀，同時其所止所觀的即是一念
即具三千成不思議境，是諸法的實相。
也因為能念念如法思惟，因此能念念
的當下觀十法界三千法即空即假即中，
所以觀一切法皆是中道實相，亦即法
法皆是如「中道實相理」而呈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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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念念自是如理如實，此時也就無所
謂的苦集滅道、生死涅槃及煩惱菩提
等對立之相。因此，同時觀身受心法
所顯的淨不淨法、苦樂法也全是諸法
的中道實相，故謂「純一實相，實相
外更無別法」。 
3.既然能時時地如實觀其諸法實相，
自然是「一色一香無非中道」，法法
無不真實，此境界正即是觀行後所頓
顯的諸法中道實相之清淨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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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法法如實如實，所以....... 

法性寂然（止） 

因朗朗了悟，故寂而常照（觀） 

止觀是相依相即，無二無別，天台四
念處更是依此圓滿的義理而形構出其
不可思議的圓頓念處觀，由此即可充
分彰顯天台究竟圓滿不思議圓頓止觀
的實踐修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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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圓教「圓頓止觀」的實踐意義
下，儘管是色身生病了，也能因坦
然的面對而不為病苦所苦，透過「
觀身實相」的功夫，令其有不可思
議的呈顯，《往事百語》中有一段
敘述正可以作為例證，書云： 

二十八歲那年，我患了惡性風濕，兩
膝關節疼痛不已，醫師診斷後， 

宣布必須及早鋸斷雙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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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殃及五臟六腑。我聽了之後，心
裡一點也不驚惶恐懼，反而覺得行動
不便，正好可以掩關閱藏，專心寫作
，一樣可以盡棉薄之力，弘法利生。
當時由於法務繁忙，以致開刀時間一
拖再拖，也許正因為能夠將生死置之
度外，反而容易康復，後來竟然痊癒
了。事後許多人紛紛打聽我吃了 
什麼祕門偏方，我想如果真有 
什麼仙丹妙藥，那應該是多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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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修佛法的體驗，養成我樂觀進取的
個性，使我遇到任何境界，都能不為
所惑。 
★遇到嚴重病痛時，通常會有三種處
理方式， 
一者是呼天強地，自怨自艾， 
可說是完全無法接受病痛的事實 
二者是能觀身不淨、觀身是苦、觀
身無常、觀身無我，進而專心念佛
，以求往生極樂淨土，離苦得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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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是如書中所述，除了能觀身無
常、苦、空、無我之外，同時能從
空出假，冀以個人之力，弘法利生
甚至將生死置之度外，對於眾生的
法身慧命，可說是念茲在茲。 
★此時，病痛竟能不藥而癒， 
這在醫學上是很難解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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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圓教的中道念處觀而論，可謂

完全是即當下「觀身念處」時，自

然能即於一念心「觀身不淨」、「

觀身是淨」、「觀身非淨非不淨」

體解不淨法、淨法、非淨非不淨法

是即於十法界三千法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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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念心即具三千而顯一切法 

趣空（將生死置之度外） 

趣假（不為病痛所惑而致力於法
務、弘法事業上） 

趣中（即於空假而任運自如） 

換言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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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執著地絕對隔斷所謂的 

「淨與不淨」、「苦與樂」、
「常與無常」、「我與無我」上
乃「即事即理」的了解同體相即
互具互融的道理，依而更能 

當下「觀身實相」， 

自在無礙於弘法利生 
 



台北人間大學『經典導讀《法華經》講義』 

能洞見如實觀照..... 

當一念無明起，煩惱遍一切處時 

→菩提無住處，菩提即煩惱 

當一念覺照起，菩提遍一切處時 

→煩惱無住處，煩惱即菩提 

故言....... 

「煩惱遍一切處 

 一切處皆是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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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言一切法、一切處是 
即於一念無明法性心而存在的， 
更可謂「一念煩惱（無明）菩提（
法性）心立一切法」， 
此不可思議的心是即具十法界三千
法的。若能時時如實如實地 
洞察觀照，即是真正的發念 
於《往事百語》中， 
可得到具體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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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說明就此一念起覺知覺照，當下
「無明即法性」、「煩惱即菩提」
，也因無所執，無有定相，故能即
於此心觀十法界三千即空即假即中
，成「橫遍十方、豎窮三際」之不
思議境，並自在任運於法界中，成
就無數的眾生。文云： 
  憶及三十年前，我正開辦 
  「東方佛教學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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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長老召集教界人士開會，在會
議中，他不集合群力研究佛教如何
薪傳，也不謀求共識，討論佛法如
何弘揚，反而提議：「如何打倒東
方佛教學院？」幸好席中有人仗義
直言，說道：「耶穌教辦聖經書院
，天主教建立神學院，我們都沒有
想要去打倒他們，為什麼卻要打倒
佛教人士創辦的佛教學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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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聽了這番正義之聲後，啞口無
言，東方佛教學院才得以倖存。 
諸如此類的人為障礙不勝枚舉，儘
管教界人士一再置我於絕地，我不
但從不失望沮喪，也未曾以牙還牙
反而主動和他們廣結善緣，譬如每
次佛光山舉辦三壇大戒時， 
我禮請佛教耆宿擔任 
和尚阿闍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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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國際佛教會議時，我也力邀各
地佛教菁英共同參與；我不念舊惡
協助教界辦學；我盡釋前嫌，居間
調和佛教人事問題；我曾為同參道
友覓地建寺；我提拔晚輩學有所成
……。我並非企圖他們的感謝酬報
，更不是以此來籠絡人心，我只是
不願大家「同歸於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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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佛教蒙害，而希望佛法廣被，眾
生有福。多年以來的事實證明只要
自我健全，別人無法使我們「同歸
於盡」。希望普天下的眾生，應有
共存共榮的理念，涵養包容的雅量
，捐棄同歸於盡的偏狹心態， 

建立歡喜融和的人間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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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一念起覺知覺照，破當下對
一切法的執相，了知諸法空不可得
當體覺照諸法之空無住處，即能自
在無礙。 

★既然一切善惡法空不可得，更是
無所住，無所本，則無有定相，自
能發用種種相，即是「從無住本立
一切法」，亦當可即於一念無明法
性心觀十法界三千法即空即假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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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揭書中所言：『諸如此類的
人為障礙不勝枚舉，儘管教界人士
一再置我於絕地，我不但從不失望
沮喪，也未曾以牙還牙』 

→此乃因能當體觀其空無自性，既
是空不可得，何能於虛空中還以顏
色，此之謂「空中劃刀」， 

因此當體正觀其「即空」之理， 

故能令「菩提遍一切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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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但能當體正觀「即空」之理，
又不執於空性，而能即於一切人、
一切事，從空出假以成就一切諸法
，徹底發用種種相，此之為能同時
體達「即假」之理。如書中所云： 
『反而主動和他們廣結善緣，譬如
每次佛光山舉辦三壇大戒時，我禮
請佛教耆宿擔任和尚阿闍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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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國際佛教會議時，我也力邀各
地佛教菁英共同參與；我不念舊惡
，協助教界辦學；我盡釋前嫌，居
間調和佛教人事問題；我曾為同參
道友覓地建寺；我提拔晚輩學有所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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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能體達此精神，即可任運自在於
一切諸法中，而無有偏邪，亦能即於
空假，明白不管惡法或善法皆是諸法
的實相，只要當體正觀其即空即假即
中，洞察諸法的中道實相，圓融含攝
一切，使令三根普被，廣澤群倫，即
所謂「初緣實相，造境即中，無不真
實。繫緣法界， 
一念法界，一色一香無非中道。 
己界及佛界，眾生界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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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法法無不真實，無非中道，
故諸法皆能攝入中道實相，流入薩
婆若海，於法界中普應十方，任運
自如。所以上揭書云：「我並非企
圖他們的感謝酬報，更不是以此來
籠絡人心，我只是不願大家『同歸
於盡』，讓佛教蒙害，而希望佛法
廣被，眾生有福」。此為....... 
→大無礙、大慈悲精神的全體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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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不能即於外力的壓迫，
當體觀其即空即假即中，反以逃避
外力的阻撓而隱遁山野，何能顯發
佛法的全體大用，令眾生有福？ 

【小結】 

1.從書中可徹見，因其並非以矛盾
對立的關係來解決當下的問題，能
不執著地絕對隔斷阻力，而深解 

「無明即法性」、「生死即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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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力即助力」之大義，以開決融
攝的關係來圓滿法界，使之能「橫
遍十方、豎窮三界」而三根普被， 

廣度群倫，此乃為「即事即理」的
極致表現。既能即事即理，那麼 

每一念必即觀諸法是真如法界實相
如是則能即刻通向 

圓教「四念處」之圓理圓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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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簡言之，即是以眾生當下的「一念無
明法性心」即具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
強調一念心之趣向一切法就當下每一念
心與根、塵相對應所生起之法如實觀照
、轉識成智而 
證成每一法之清淨功德法。依此而證成
《妙法蓮華經》所說：佛種從緣起，是
故說一乘，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
此境地乃立基於「從一念無明法性心立
一切法」方能形構出的圓教不思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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