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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

   首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一)

上果下清律師開示   僧醫會榮譽董事長

先 解 釋 「 大 佛 頂 」 。 講 到

「大」，它不是對待小的大，是絕

對的大；它是周遍法界，豎窮三

際、橫遍十方的大。它就表示難限

量的意義。

接著「佛頂」，就是佛的無見頂

相，佛的頭頂沒有人能夠看到的。

有一回，應持菩薩想要見佛頂，他

身體就踴升虛空，但是佛頂越來越

高，他跑得越高，佛頂就越高，結

果都看不到。這就是佛的無見頂

相，表示很稀奇微妙的意義。

接著「如來密因」：「如來」是

果人，「密因」就是理法，這是細

諸位善知識，大家午安。

今天來宣說〈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我們先解釋經題，再解

釋章題。經題有二十個字，前面十九個字叫做別題，「經」這個字

就是通題。在別題當中，「大佛頂」這三個字是讚歎的言詞，也兼

帶有比喻的意思；「如來密因」就是理法，「修證了義」就是教

法，「諸菩薩萬行」就是行法，「首楞嚴」就是果法。那麼我們

一一地加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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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大略分，「如來密因」就是理

法。

「如來」什麼意思？有法身如

來、報身如來、應身如來之分。法

身如來就是《金剛經》所說的：

「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的意

思，無來無去。報身如來，就是

《轉法輪論》所說的第一義諦，名

「如」，來成正覺，就是「來」，

這是報身如來。應身如來，就是

《成實論》所說的：「乘如實道，

來成正覺。」來此垂慈教化眾生。

「如實道」是什麼？真如實際的道

法，就是如實道，也就是徹證真如

本性，來世間示現成就無上正等正

覺，慈悲度化有緣的眾生，這個屬

於應化身如來。所以「如來」有這

些的意思。

「密因」，密，就是一般人不能

夠知道的，就是密。這個因，就是

妙心－－微妙的心性就是因，我們

要稱性起修、要全修合性。心非常

要緊，是心作佛，是心是佛，這個

就是妙心，它就是理法。這是解釋

「如來密因」。

接著「修證了義」，就是教法。

「修證」什麼意思？修行正因，證

得正果，叫做修證。所以我們在因

地，不可以修偏邪之因喔！修偏邪

之因，就證得偏邪之果，我們要修

行正因，才會證得正果，真正的聖

果。「了義」它是究竟徹底，簡別

不是權巧方便的這種教法，是最究

竟徹底的教法。這個叫做「修證了

義」。這四個字屬於教法。

「諸菩薩萬行」，「諸」表示

不是一個，權乘、實教合起來有

五十二個階級，就叫做「諸」；表

示不光是一個階級而已。菩薩自

覺、覺他，屬於大道心的眾生。自

己覺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也將所

覺悟的真理教化眾生，使令眾生

也能夠覺悟，自覺、覺他－－大道

心眾生。菩薩就是發起大菩提心的

眾生，自利利他的眾生。他本身是

已經覺悟的有情，又能覺悟有情眾

生，所以是大道心的眾生，這個

叫做菩薩。「萬行」，六度、四

攝，萬種善行來慈悲利濟眾生。六

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

禪定、般若。四攝－－布施、愛

語、利行、同事。廣修萬種善行，

「萬」就是表示很多，不局限只有

一萬，以這個來利濟無量無邊的眾

生。所以「諸菩薩萬行」就是行

法，「首楞嚴」它就是果法。

什麼叫做「首楞嚴」？翻譯作中

文，叫做「一切事究竟堅固」之

理，就是首楞嚴；表示圓定、妙定

的意義，這個就是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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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別題說過了，接著再解釋通

題「經」這個字。梵語叫做「修多

羅」，翻作中文，叫做契經。什麼

叫做「契經」？它能上契諸佛所證

之理、下契可度眾生的根機，所以

稱為契經。又具足貫、攝、常、法

的意義。所謂的「貫」，它能貫

攝所應知的義理，使令不散失的緣

故；所謂的「攝」，就是攝受可度

化眾生的根機，使令解脫的緣故；

所謂的「常」，就是盡未來際，都

不能改變它的這種說法的緣故；所

謂的「法」，十方世界的眾生都是

共同遵守這種軌道的緣故，叫做

法。所以「經」有貫、攝、常、法

的意思。這個是通題。

通題、別題都講完，換句話說，

經題就解釋過了，接著再解釋章

題：〈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

先解釋「大勢至」。根據《觀

經》說：「以智慧光，普照一切，

令離三途，得無上力，故名大勢

至。」用智慧的光明普照一切，一

切世界的眾生使令離開三途之苦，

得到無上力。「無上力」是什麼？

就是最殊勝－－佛的十力，叫做無

上力。所以叫做「大勢至」。還有

《思益經》說到，這位菩薩投足的

地處，能震動三千大千世界以及魔

王的宮殿，所以稱為大勢至。根據

《悲華經》說，這位菩薩他能成辦

所應當造作事業的緣故，得到廣大

的勢力，所以叫做「得大勢」。這

個就是「大勢至」。

接著解釋「菩薩」。它梵語具足

叫做「菩提薩埵」。菩提就是覺，

薩埵就是有情，他本身是覺悟的有

情，就著「自利」來說，他又能覺

悟有情的眾生，是就「利他」來論

的，所以自利、利他就是菩薩。所

以我們儒家也有「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也有菩薩的這一

種氣分、氣概。那菩薩更是如此，

以自利、利他為心懷的。假若自私

自利，就不是菩薩；要自利、利

他。所以，佛教就是慈悲利生的宗

教，非常偉大。依照佛教的教法來

修持，才能真正得到大解脫，成就

無上佛道，成就大般涅槃。這個就

是「大勢至菩薩」。

妙湛總持不動尊 首楞嚴王世希有

銷我億劫顛倒想 不歷僧祇獲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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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念佛」，念佛就是修行的

方法，在這一章裡邊、後邊就會講

到，所以這裡就先省略，到後邊我

們再詳細來說。由念佛的方法，就

可以證得圓通的境界，所以接著就

「圓通」。

圓就是圓融，圓融諸法沒有滯

著，通達世間沒有障礙，叫做圓

通。一圓通，一切都能獲得圓通。

所以我們修行要一門深入，不要修

得太雜了，這個修不成，那個修不

成，結果沒用處。就好像打井，這

裡挖一挖，那邊也挖一挖，都沒挖

到水，結果還是口渴。所以我們一

門深入，一圓通，一切就得圓通。

「章」就是文字章節，叫做章。

這是解釋了章題。經題、章題都

解釋過了，接著再解釋翻譯者：

「唐中天竺沙門般剌密諦譯」

「唐」，就是唐朝；李淵所建的

唐朝，傳下來就是李世民唐太宗，

很有名的。那這裡的唐，就是這個

唐，而傳到武則天已經罷政，中宗

嗣位的時候，在中宗的神龍元年所

翻譯的這一部經，這個叫做唐。標

出翻譯這一部經的年代來。

「中天竺」，天竺就是印度。印

度分為五印度：東、西、南、北、

中，它屬於中印度。

「沙門」翻做中文，叫做勤息。

什麼叫做勤息？勤修戒定慧，息滅

貪瞋癡。又者：「識心達本源，故

號曰沙門。」我們要精勤修習戒定

慧三無漏學，來對治滅除我們眾生

貪瞋癡種種的煩惱，這個叫做勤

息。「又者，識心達本源。」要真

正的認識、體認真心－－真如本性

的根源，也就能夠明心見性。那麼

又能夠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

徹證自己心性的根本源頭，才堪稱

沙門。所以要真正稱為沙門，還不

容易喔！

沙門又分為四種的沙門，有「勝

道沙門」，有「說道沙門」，有

「活道沙門」，另外最不好的就

「污道沙門」。勝道沙門就是證

得勝果的，另外就有弘法利生的說

道沙門；活道沙門，就是持戒得很

好，沒有破齋犯戒的情形；另外一

種，就是污道沙門，破齋犯戒。那

麼這一位的譯者，他屬於前面那三

種，屬於證得勝果，能夠弘法利生

的、持戒自修的，屬於這三種的沙

門，他不是污道的沙門。

般剌密諦法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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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他的名字叫做「般剌密

諦」。般剌密諦是梵語，翻作中文

叫做極量，是一位有才德智慧的僧

人。有一位龍勝菩薩，他到龍宮去

說法，在龍宮裡頭發現有這一部經

《大佛頂首楞嚴經》。他看了之

後，感覺非常殊勝！所以就把它記

住。人家看過一遍就都記住了，然

後就把它錄呈給國家，國王非常寶

貴這部經，不使令它流出國外去。

最初他為了弘法利生，將這部經就

隱藏起來了，想要偷渡到中國來，

但是被守邊疆的官吏查獲，所以第

一次沒有成功。但是，弘法的心志

越來越堅定，他就想辦法用白㲲、

用寫得很小的字，寫在上頭，自己

割開手臂，然後藏下去；等瘡口平

復，他再出來，人家就查不到了。

他就將這一部經傳到我們中國來。

剛好就到廣東那個地方，唐朝的宰

相房融被貶謫到廣州那個地方去。

他也信佛的，就請這一位法師到制

止寺，移駕到那個寺廟裡；把這個

手臂再割開，然後就把它翻譯出

來。你看人家，為法忘軀！那國王

發現經典被流傳出去了，他就責怪

守邊疆的官吏。他為了解除邊疆官

吏的災難，所以趕快又回去了。所

以古德都是為法忘軀。這部經還沒

來的時候，盛名就先到中國來了，

因為有梵僧看到智者大師所說的空

假中三觀，跟《楞嚴經》裡邊所說

的三觀類似。所以智者大師就拜

經，往西拜求這一部經很快能傳到

我們中國來；結果拜了十八年，還

拜不到！目前還有拜經臺留著，留

在世間。所以人家都是為法忘軀，

我們現在有經典可以讀誦，依法修

持，應當感戴前人的恩德，因為沒

有他翻譯的話，我們也不可能讀誦

了。

那麼這個「譯」，就是將梵語翻

成華文的意思，叫做譯。合起來叫

做「唐中天竺沙門般剌密諦譯」，

這個就是解釋譯者，過去了。

(2012年11月05日 三聚精舍法堂)

古拜經台在天台峰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