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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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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始終，無內外，強立名，為法界。

•凡是始終有內外的事物，皆可以從它的體質、相狀、作

用各方面來安立一個名目。但是這無始終、無內外的一

個東西，卻無法安立它一個名目。

•沒有名目的東西，假如我們要研究它的話，確實使人

有無從開口和下手的困難。因此勉「強」安「立」它

一個「名」字，叫做「法界」。



法界性，即法身。因不覺，號無明。

• 法界的性體，即是法身，遍一切處，靈明廓徹、廣大

虛寂，清淨平等。

• 然而，吾人因一念不覺，而有無明。如《楞嚴經》所

說：「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

無漏真淨」也。(蓋本具真知真見，無容更立知見；無

見者，除凡夫執有之見，及除二乘執空之見。)

• 「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覺海有多大？比虛空

更大，因為虛空是從覺海裏邊生出來的，這個大智覺

海是虛空的母親，虛空只是大海的小水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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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色現，情器分，三世間，從此生。

•眾生的心體本自清淨，本來無一物，所以說是「空」。清淨無染

的空性，因不覺而有無明，所以千差萬別的「色」身及宇宙萬有

的現象，就從此而顯「現」了。

•「情器分」的「情」是有情世間(所化之機)，「器」是器世間(所

化之境)，加上智正覺世間(能化之智身)，「三世間」的分別，就

是這樣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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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則凡，悟則聖。真如體，須親證。

•上面所說的有情世間和智正覺世間，為何會有天

淵之別，其關鍵就在「迷」和「覺」而已！

•若迷昧「靈明、廓徹」的心體，就是凡夫；覺悟

「靈明、廓徹」的心體，就是聖人。此一真如心

體，必須自己去親證。

• (按：大海所起的波浪(水泡)，當體即是水；無

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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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釋迦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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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者誰？釋迦尊，大悲願，示誕生。

•親「證」真如性體的是本師「釋迦」牟尼佛世「尊」，以其「大

悲」心，憐憫眾生的愚痴、無知，沉淪苦海不能自拔，發「願」

到人世間來，宣說佛法，廣度眾生，同登彼岸。

•因此，示現捨兜率、入胎、出生的三相，皆是為了我們能夠早日

破迷開悟，成就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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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佛節

•浴佛節，是為了紀念佛陀的誕生而定的節日。

•世尊在2563年前降生到世間，即向四方各走七

步，腳下步步生大蓮花；然後一手指天，一手

指地說：「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三界皆苦，

吾當安之。」

（「我」指眾生本具的佛性，即真如本性的

「大我」）。
9



浴佛節

•佛陀出生時，大地震動，

九龍吐水，沐浴金身，表

示接受佛法、護持佛法，

這就是浴佛的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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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塞節Vesak Day

•衛塞（Vesak）在印度古代梵文是「月圓」的意思。

•「衛塞節」（Vesak Day）是南傳佛教紀念釋迦牟

尼佛祖誕生、成道、涅槃的節日。

•據記載，佛陀在5月的一個月圓之日出生。於是，

後世的佛教徒，便訂下在每年5月的第一個月圓

日，慶祝衛塞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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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佛節

為了紀念佛的誕辰，佛弟子在

每年的農曆四月初八，都會舉

行一次規模盛大的法會，會中

會製作一個花亭，亭中安置誕

生的悉達多太子像，大眾於禮

拜供養後，用香湯灌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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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佛的意義

•要懺悔我們的「身」「口」「意」，

洗去自心貪、瞋、癡三毒煩惱。

•檢討反省：自己煩惱減少了沒有？

自己放下了什麼？轉變了什麼？

•眾生皆有佛性，發願自覺覺他，幫

助眾生遠離垢染，早日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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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佛的意義－佛陀需要我們沐浴嗎?

• 浴佛的意義有事有理。理即事，故名「隨緣」；

事即理，故名「妙用」。

事：舉行浴佛的典禮，培養我們「不忘本師」、

「孝親尊師」的恭敬心。

理：藉由浴佛的儀式，反照自心，達到去除心

中塵垢的效果。

• 真正的浴佛，種下菩提種子，清淨身心，福慧

雙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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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佛應該從頭部或肩部開始灌淋？

•《佛說浴像功德經》：「其浴像者，各取少許
洗像之水，置自頭上，燒種種香以為供養。初
於像上下水之時，應誦以偈。」
經文中的「頭上」及「像上」指的便是佛像的
頭頂。

•習慣從肩膀開始灌沐的信眾也無需介懷，因為
佛教是一門「自淨其意」的宗教，浴佛要凸顯
的是，信眾須「以莊嚴、虔誠的態度和恭敬心
進行」。因此，浴佛者的心態莊重虔誠才是最
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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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佛偈

「我今灌沐諸如來，淨智莊嚴功德海；

五濁眾生令離垢，同證如來淨法

身。」
提醒我們：「外沐佛身，內淨自心」，
外離身垢、內離心染，保持身心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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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王宮，求出離，夜逾城，人不知。

• 世尊示現出生在帝王之家，見到人有生、老、病、

死這麼多苦痛，富貴解決不了這些問題，故希望

出家修行，脫離生、老、病、死苦。

• 於是決定放棄王位，捨棄眷屬，趁著月明星稀的

夜晚，無人知曉的情形下，騎著白馬越城出去。

• (按：太子回答淨飯王：「有四個願望：一是不老、

二是無病、三是不死、四是無有離別之苦，假使

父王能為我滿此四願，我便不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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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達多太子跑到雪山修行，出家學道後，

在樹下苦行六年，修習非非想等世間禪定，

發現這不是徹底解決生死問題的方法。

• (按：悉達多在苦行最終，聽到路過之調琴

師的彈琴要訣：「琴弦太鬆，音不成調；

琴弦太緊，琴弦會斷。不緊、不鬆則音聲

優美，是最為適當的」。因而領悟到無益

的苦行，並不能達到漏盡解脫，因此從定

中出定。)

入雪山，修苦行，六年間，習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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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達多在苦行最終領悟到無益的苦行，並不能達

到漏盡解脫，因此從定中出定；離開苦行林，走

道尼連禪河沐浴洗澡，並接受牧羊女蘇嘉塔的供

養，恢復了體力。

•太子恢復體力之後，跏趺坐在菩提迦耶的菩提樹

下，發大誓願：「若不成佛，不起此座」。最後，

終於在金剛座上禪定開悟了。

從定起，出山來，坐樹下，心境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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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接受牧羊女蘇嘉塔供養之乳糜，體力恢復，端坐菩提樹下，
夜睹明星，悟道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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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八相成道中的第五、降魔，第六、成正覺的二相。「天龍」八部

護法眾見到太子修行成就，都大生歡「喜」；魔王波旬恐怕太子修行

成佛，而減少了他的魔眷屬，所以幻作獅子、虎、狼、毒蛇、猛獸，

又幻作些奇形怪狀的惡神惡鬼來恐嚇太子。

• 太子仍置之不理，以定慧力，降伏魔軍。

• 魔王波旬計窮力盡，只好無功而退，故說

：「魔膽落。」

天龍喜，魔膽落，睹明星，成正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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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以定慧力擊退魔王的威脅與誘惑以後，加緊用

功。待至晨光熹微，太子仰觀天象，看到天上寥落

的晨星，各個皆發著光亮，忽然大徹大悟，親證諸

法實相，究竟圓滿成佛。

•同時，也悟到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不禁歎曰：「奇

哉！奇哉！一切眾生，無不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

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

天龍喜，魔膽落，睹明星，成正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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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成佛之後，三七日演說佛教的根本法輪－《華嚴

經》。華嚴宗稱《華嚴經》為「一乘圓頓」的「大

教」，幫眾眾生一生成佛；

• 太虛空中有無量無數的世界種，每一個世界種，有不

可說佛剎微塵數廣大世界圍繞，都安住在香水海中大

寶蓮華裡。

• (按：在華藏世界海，所有的世界種裡面，其中「一個

世界種二十重世界」(十重表自利，十種表利他)，第

十三重世界就有娑婆華藏世界，就有西方極樂世界。)

啟大教，説華嚴；剎塵海，現寶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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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

覺海有多大？比虛空更大，因為虛空是

從覺海裏邊生出來的，這個大智覺海是

虛空的母親，虛空只是大海的小水泡！)

• 把好的記憶(再也回不來)、不好的記憶

(徒增煩惱、痛苦)清除，通通放下，專想阿彌陀佛。

一句佛號是打開華藏世界海奧藏的金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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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憐「愍」「凡」夫及「愚」法二

乘(聲聞、緣覺)，「不能」接受或

「聽」到這一乘大教，所以「隱」

藏「尊」貴而「特」別的報身佛

(「勝應身」)身分，而「顯」現

「劣應」的化身佛。

愍凡愚，不能聽，隱尊特，顯劣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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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在「第二時」，開始「說阿含」經

12年；並以「四諦法」(苦、集、滅、

道，教我們要「知苦斷集，慕滅修

道」)來「接」引「小」乘根「機」的

聲聞、緣覺等小乘聖人。

• (按：阿羅漢證果的時候，都有一偈：

「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

不受後有！」)

説阿含，第二時。四諦法，接小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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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盡八十八見惑，以及八十一品思惑，就證得「四果」阿羅漢。不受

後有，不再來三界之內受生受死，出離生死輪迴，故云「出生滅」；

• 佛為了引小向大，平等普化，對三藏之小教，「演」說通「別圓」的

大乘「方」正平「等」之理(方是正而不邪，等是普遍平等)，「破」

除小乘「觀三界如牢獄，視生死如冤家」的「法」我「執」，鼓勵他

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所以說「演方等，破法執」。

證四果，出生滅。演方等，破法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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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在「第四時」，宣說「般若」二十

二年；並運用善巧方便來提拔「二

乘」，升座宣說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之

法，「轉」而「教」授諸「菩薩」摩

訶薩，令於般若波羅蜜多皆得成辦。

• (按：般若有三種：(一)、實相般若，

(二)、觀照般若，(三)、文字般若。)

第四時，談般若，二乘轉，教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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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在第五時(八年)「法華會」上，

「開」權「顯」實，宣說一乘

成佛之「圓」教；對有「學」、

「無學」根機已經成熟的菩薩、

聲聞弟子，「得」分別「授」

與成佛之「記」。

開顯圓，法華會，學無學，得授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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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涅槃經》是佛臨涅槃前，「最後」

一日一夜所「說」，其內容是「顯」

示「真常」的佛性，「扶」持「戒

律」，「以戒為師」，戒律精嚴，來

振興佛教，奠定佛法不衰的基礎。

(按：《佛藏經》：「佛子，不先學

小乘，後學大乘，非佛弟子」，故要

紮三根，此是戒律也)。

《涅槃經》，最後説，顯真常，扶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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