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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身」、「報身」、「應身」是佛果的三身，

所謂「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

• 其中，「法身」梵語毘盧遮那，譯成中文為「遍

一切處」(自性)。實際上法身的本體，就時間來

說，是豎窮三際(無量壽)；就空間而言，是橫遍

十方(無量光)。

18. 曰法身，曰報身，曰應身，是三身。



• 「報身」梵語盧舍那佛譯成中文為「淨滿」，也是光明遍照之義，

吾人本具之般若智慧。

• 報身佛如杲(ㄍㄠˇ)日麗天，光芒四射，無幽不照；

• 應身佛就是釋迦牟尼，譯成中文是「能仁寂靜」。報身佛說法高妙

而難懂，為了適「應」眾生根機，恆順眾生，所以化身千百億而隨

機說法，悲智雙運教化眾生，其實佛菩薩沒有固定的名號。

• (按：《六祖壇經》云：「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

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

曰法身，曰報身，曰應身，是三身。(續)



• 「一」個「報身」佛，分成「自受用」和「他

受用」的「兩」個報身，所以說：「說二用」。

• (按：自受用：即諸佛自覺聖智境界。他受用：

盧舍那佛以二十重華藏世界為其化境，坐莊嚴

燦爛之千華臺上，重重無盡，為法身大士說圓

滿修多羅教，使菩薩們一同受用大乘法樂)

自受用，他受用，一報身，説二用；



• 示現在印度的釋迦牟尼佛，應化在人間，所

以示同人相的是「胎生身」；

• 然為了教化其他不同種類的眾生，復有千百

億的化身佛，所示現的名為「變化身」。

「此二種」身，都是為了適「應」眾生的根

機而示現，所以統統叫做「應身」。

胎生身，變化身，此二種，皆應身。



• 佛身本來有多種，可是濃縮起來說，則有法、報、應的「三」身。若

將三身中的報身分「開為」自受用報身、他受用報身，加上法身、胎

生身、變化身，則為「五」種身。

• 至於他受用報身、胎生身、變化身之三身的「相」好，那是「隨機」

應現，而「無」一「定」標準的。

• (按：吾人應先以世間善法為基礎，修一切善斷一切惡；然後更進一步

修善，不執著善，契悟空性；然後觀空不住空，破塵沙惑，廣度無邊

眾生，終究必能成就法、報、應，一體三身的佛果。)

約為三，開為五；相無定，隨機睹。



• 「五眼」即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一般來

說，五眼之性，皆如來藏妙真如性，清淨本然，周遍

法界。

• 所以十信位中，父母所生肉眼，徹見大千世界，「能

見、所見」，悉「皆無」有「限」量。

• 《無量壽經》菩薩修持品云：「肉眼簡擇，天眼通達，

法眼清淨，慧眼見真，佛眼具足，覺了法性。」

有肉眼，有天眼，有慧眼，有法眼，
並佛眼，名五眼。見所見，皆無限。



• 六通包括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

通，神境通，漏盡通；

• 六通又名六神通。神者，變化莫測﹔通

者，無障無礙。聖人與凡夫，各不相同。

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
神境通，漏盡通。聖與凡，各不同。



• 例如，外道鬼、神、天、仙，凡通也；聲聞、緣覺、菩薩、如來，聖

通也。凡位除漏盡，只有五通，各各大小不同。聖位具六通，惟菩薩

雖然獲得漏盡，不證漏盡，而不取證，不入涅槃，這在法相宗名曰

「留惑潤生」也。

• 【故事】：神通值三分錢

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
神境通，漏盡通。聖與凡，各不同。(續)



• 苦、集、滅、道稱為「四聖諦」，這是世出世間的因果；告訴我

們要「知苦斷集，慕滅修道」，方能究竟離苦得樂也。

• (按：苦是三苦、八苦、無量苦；集是見惑、思惑；

• 滅是滅煩惱入涅槃；道是七個科目，三十七道品。)

• 【引申】三轉「四諦」法輪

19.曰苦集，曰滅道，四諦法，須尋討。



• 此即十二因緣，亦即：「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

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

生緣老、死、憂、悲、苦、惱。」

• 此十二因緣，該三世因果，輾轉因依，

互為緣起，無有休息，就是三字經所說

「十二因，為緣起」。

【引申】生死之由來 【引申】解脫生死之法

自無明，至老死，十二因，為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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