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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经文 

  于是文殊师利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座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帀，长跪叉手

而白佛言：「大悲世尊！愿为此会诸来法众，说于如来本起清净因地法行，及

说菩萨于大乘中，发清净心，远离诸病，能使未来末世众生，求大乘者不堕邪

见！」作是语已，五体投地；如是三请，终而复始。 

  尔时，世尊告文殊师利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

萨咨询如来因地法行，及为末世一切众生求大乘者，得正住持，不堕邪见。汝

今谛听，当为汝说。」 

  时，文殊师利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 

 

  于是文殊师利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座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帀，长跪

叉手而白佛言： 

  这是文殊启请，是本经的发起众。文殊这一章，实际上也有发起全经

的意思，所以是本经的发起序，也称别序。 

  「于是」，是用来承接前面一段话的用语，这里用来衔接前面的通序和

下面的别序。 

  「文殊师利菩萨在大众中」，这句话是表示和一切凡圣同住在法性之中。 

  「即从座起」，是表示从体起用，从法空之体，起悲济之用。一切法的

体性，虽然如虚空一样的无所有，但是为了悲愍和救济众生，又不妨起种

种的幻行。 

  「顶礼佛足」，是用自己最尊贵的顶，来礼佛最卑下的足，以表示身业

的恭敬。你说我心里面很恭敬，但是我外表看不出来你有多恭敬，所以要

用身业和口业来表示。 

  「右绕三帀，长跪叉手」，这个是收摄自己的意根，来表示意业的恭敬。

那怎么收摄自己的意根呢？就是先右绕三帀，再长跪叉手。右绕，是表示

随顺的意思，随顺什么呢？随顺佛的觉性。佛者，觉也，所以随顺佛的觉

性，就是右绕的意思。三帀，是显示内在恭敬佛是一体三宝；佛，是佛宝；

佛所说的法，是法宝；佛是依法修行成佛的人，所以是僧宝。这是一体三

宝。这个三，也可以是佛的法、报、化三身，或者是法身、般若、解脱三

德都可以。长跪，是表示无论平安还是危险，自始至终都不改变自己的意

志，这是长跪的意思。叉手，就是合掌，表示定慧不二，或者权实合一，

权教、实教，权实合一。 

  「而白佛言」，这是表示口业的恭敬。 

  所以，以上这一大段三业的恭敬，是请法的威仪，我们请法都是这样

请法的，这一段话是结集的人加上去的。 

「大悲世尊！愿为此会诸来法众，说于如来本起清净因地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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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请佛说如来本起因行。文殊为什么要这么请佛说呢？文殊的意思

是说，想求佛的果位，必须要依止真因，所谓「因地不真，果招纡曲」，不

但徒劳无益，反而还有损害，就是说你修了半天，结果是白忙一场，不但

不能够证果，还修出一大堆烦恼、执着来，这个都是因地不真的缘故，所

以文殊要这样请佛说。 

  「大悲」，这个是赞叹佛具有广大平等的悲心，不但能够普遍利益现在

十方的众生，还能饶益未来末世的众生。可是，我们要问，佛不是万德庄

严吗？祂这么多功德，可是为什么现在只赞叹大悲呢？因为现在是要帮助

众生来询问佛法的精要，目的是为了要利益众生，也只有佛能够开示胜义

谛的道理，来成就一切有情，所以现在只赞叹佛的大悲之德。 

  「世尊」，为什么称为世尊呢？因为只有佛具足十种名号，所以被共同

尊崇，为一切世间最尊贵的，就称为世尊。这一切世间，包括六凡的有情

世间、还有二乘的正觉世间。 

  「愿为此会」，这个就是求佛为这个现前的平等法会。 

  「诸来法众」，是指十万菩萨，共同入三昧的法众。为什么称为法众呢？

从法性起，我们就称为法性之众，现在都是求证圆觉之法，所以称为法众。 

  「说于」，只是请佛说，而不是问佛，所以「说于」，就是请佛说的意

思。 

  「如来」。如来，如来有应身如来、报身如来、还有法身如来。先说应

身如来，应身如来的「如」，是不动、不变；「来」，是去来随缘的意思。就

是不为一切烦恼所动，不被世间的八风所动；观察众生，只要机缘成熟，

就示现八相成道而来度众生，这个是应身如来。安住在第一义谛，如如不

动，称为「如」；依真理起观照的智慧，以智慧还照真理，等一切的烦恼都

清净了，一切的智慧都圆满了，成就正等正觉，称为「来」，这个是报身如

来。法身如来呢？是清净法身，遍一切处，既然遍一切处，就没有去来，

所以《金刚经》上面说：「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是名如来。」这个是指法

身如来，法身如来，没有来去。 

  「本起」，是本因所起最初的心，称为本起。 

  「清净」，是形容我们自性本来清净、本来没有烦恼，所以叫做清净。 

  「因地」，是因行所依之地，称为因地。 

  「法行」，就是称法性之行，称为法行。现在是称圆觉法性，所起的六

度行，就叫做法行，或者是起的一切修行，都称为法行，只要称圆觉法行。

譬如说：你称圆觉法性，圆觉法性，本来无贪，在圆觉之性里面，本来没

有贪的，你依这个来修布施行，这个我们就称为法行；如果你称圆觉法性，

圆觉法性，本来无染，你这样来持戒，来修持戒行，就称为法行；同样的，

你称圆觉法性，本来无瞋，这样来修忍辱行；或者称圆觉法性，本来无身

心等相，这样来修精进行；称圆觉法性，本来无动，这样来修禅定行；称

圆觉法性，本来无痴，这样来修般若行，这个就称为法行。所以，只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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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无念当中（无念，就是无妄想，念真如），离一切相所起的妙行，就称

为清净法行。 

  及说菩萨于大乘中，发清净心，远离诸病， 

  「及说」，就说明它不是前面的第一个请佛说，现在是第二个要请佛说

明的，说什么呢？就是说菩萨如何发心？如何离病？ 

  「菩萨」，我们前面解释过了，菩提萨埵的简称。智上求佛觉，悲下化

有情，这样悲智双运的，就称为菩萨。 

  「大乘」，这边指的是本经的圆觉一心，所以这个「中」，是说在圆觉

体性当中。 

  「发清净心」，就是发菩提心的意思。就是发上求佛道的心，一定要证

得无上菩提，否则决不罢休，一心一意下定了决心，这个我们就说你发了

菩提心。所以，我今天发心，不是为了求自己的人天福报；也不是为了求

声闻、缘觉的果位，自己解脱；更不是求做个权教的菩萨就够了，权教菩

萨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因为他没有见性，他是着相修行，这个是权教菩萨，

所以我们也不求做个权教的菩萨，而是发心，一定要证得无上菩提，所以

你发了这个心，就叫做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就发菩提心，为什么要说发清净心呢？因为发菩提心的时候，

你的心是正念真如，真如是本来清净，没有丝毫的染垢，所以说发清净心。

因为发菩提心，就会好乐积集一切善法，积集一切善法，就可以对治一切

的染法，所以说发清净心。因为发菩提心，要广度一切众生，虽然终日度

众生，却不着度众生的相，这样离相清净，所以说发清净心。就是这三个

理由，一个是讲直心，第二个是讲深心，第三个是讲大悲心，所以很多经

论上讲发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就是直心、深心、大悲心，就是作这样

的解释。 

  「远离诸病」。众生到底有那些病呢？无非就是我执跟法执嘛，执着这

个身心是我，这个就是我执之病；执着一切万法，以为真实，这个就是法

执之病。可是，我执有分别我执、俱生我执，法执也有分别法执、俱生法

执，所以它这边说诸病，就表示它不是一种、两种，是很多种，如果能够

发清净心，在清净心当中，是没有我、也没有法的，自然就能够远离诸病。 

  能使未来末世众生，求大乘者不堕邪见！」作是语已，五体投地；如是

三请，终而复始。 

  这是第三个请佛说，末世众生，如何远离邪见？因为末世的众生，离

正法时期已经很遥远了，所以菩萨他不禁会深深地为我们担忧，说好不容

易发心求道，可是很可惜堕在邪见当中，如果是邪见修行的话，是不可能

有任何成就的。所以，这第三请，是远被当来之机，就是为了悲愍我们末

世众生而请佛说的，所以第三请，是为了末世的众生而请的。 

  那什么称为「末世」呢？法末之世，叫做末世，佛法快要没有了，法

末之世，叫做末世。如来灭后，正法住世一千年，像法住世一千年，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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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世一万年。到了末法时期，众生的根性愈来愈差，烦恼、业障愈来愈重，

智慧愈来愈薄，再加上佛法的力量愈来愈弱，魔法的力量愈来愈强，邪师

说法如恒河沙，所以正知见很难得，修行人如果不知道如来因地法行，也

不知道菩萨发心的话，就难免会错乱修行，而堕在邪见当中，这就是文殊

为什么要这样子请佛说的缘故。 

  「求大乘者不堕邪见」。我们知道，一切法是心意识的显现，除了真心

之外，一切法都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不论你是求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

只要是有所求，都是邪见。你说，我不求世间荣华富贵，我也不求健康长

寿，我只求得个涅盘、证个佛果，这样可不可以呢？你以为有个涅盘可得、

佛果可证，同样落入邪见，因为心外求法。我们刚才讲，除了真心以外，

一切法都是虚妄的，你现在居然想要心外求法，就是外道。心外无法，心

外无法，除了你的真心以外，一切法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叫做心外无法，

可是你想心外求法，心外求法就是外道嘛，所以末世众生很难发大乘心，

就算有发心求大乘的人，如果不听闻圆觉这个法门，想不落入邪见都很困

难。 

  「作是语已，五体投地；如是三请，终而复始。」这四句话，也是结集

的人加上去的，是请法的威仪。 

  作是语已，就是说完了以上的这些话之后，就五体投地，如是三请，

这个请法的威仪，是表示轻身而重法，所以他五体投地，如是三请。五体，

就是指我们的四肢、还有头。为什么是三请呢？你说我一请、二请、四请

不可以吗？为什么偏偏就是三呢？如果说一请、二请，好像不能够表示自

己的虔诚，好像只是随便敷衍一下这样子，如果超过三次，你会觉得太多、

太烦，就是所谓礼烦则乱，所以那个礼仪也不适合太繁杂，把众生心弄得

很乱，因为很忙，一下要这样子、一下要那样子，威仪太多，所以礼烦则

乱，所以就是三请，能够显示自己的真心诚意，这样就可以了。 

  尔时，世尊告文殊师利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

菩萨咨询如来因地法行，及为末世一切众生求大乘者，得正住持，不堕邪

见。汝今谛听，当为汝说。」 

  这个是先赞叹，后开许。 

  「尔时」，是在文殊殷勤三请完的时候，叫做尔时。 

  「善哉善哉」，是世尊看到文殊菩萨为了请法，心意这么诚恳；为了利

益众生，心念这么悲切，所以就说了两次善哉来赞叹他。另外，一个是赞

叹文殊能为现前的菩萨；第二是赞叹他能够为末世的众生，所以说了两次

善哉。 

  「善男子」。因为文殊具有大智慧，能够利益现今、还有后世，所以称

为善男子。一般我们称那个能随顺真理，刚毅果断的，就称为善男子。就

是他在作抉择的时候，不会举棋不定、或者是优柔寡断，因为符合真理的

就对，没有什么好考虑的，所以他做事非常的明快果决。我们一般犹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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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都是卡在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得失心很重，要这样子呢？还是那样

子呢？就是在得失之间衡量，所以我们就很难下决心，都是为了自己的利

益考虑。可是，菩萨他只为众生的利益考虑，所以怎么样做能够利益众生，

他就这么做，很简单；怎么样是合理，就是合乎佛法的道理，他就这么做；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合乎因果的道理、业果的道理，他就决定，没有什么好

犹豫的，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所以他很快就决定了。 

  「汝等」。汝，是指文殊菩萨；等，是指其余的大众。虽然指出文殊一

个人，其实意思是说众人，所以汝等，就包含了所有的大众。 

  「乃能为诸菩萨咨询」。这是因为初发心的菩萨，不知道应该发什么心？

修什么行？所以就提出来询问。 

  「如来因地法行。及为末世一切众生求大乘者，得正住持，不堕邪见」。

如果知道如来因地法行，以及大乘菩萨所发的清净心，自然能够得正知见，

明白正确修行的路。 
  「得正住持」。得正住持，就是能安住在一真法界，圆觉妙心当中。任

持万行，没有任何的漏失，这个就是「不堕邪见」。所以他可以不堕邪见，

就是他心都安住在圆觉妙心当中，安住在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心当中，他不

管行什么万行，六度万行，还是一切行，他都不会有任何的漏失，就是因

为他的心是安住在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所以不管他怎么行，都不会有丝

毫的错误、或者不圆满的地方。可是一失念就没有了，放逸、懈怠，那个

根本就不用说了，昏沉、掉举、散乱，所以才会生烦恼、造业，就是因为

你的心没有安住在真心当中，是安住在第六意识的生灭心当中，分别、执

着当中，所以会造业、会生烦恼的原因在这里。所以能够得正住持，就表

示说你的心是安住在一真法界当中。 
  「汝今谛听」，这是告诫文殊，其实包括大众，应该谛实而听，就是心

不要攀缘任何外缘，也不要以生灭心听实相法。现在讲的是诸法实相的道

理，可是我们以第六意识的生灭心来听的话，是怎么听都没有办法契入境

界，所以我们前面讲，听的人、跟说的人都要先入法性三昧，因为在法性

三昧当中，就是谛实而听。所以，佛就这样来告诫文殊菩萨，也是告诫一

切的大众，应该谛实而听。什么是「谛」呢？谛，是审谛。就是你听的时

候，万念一齐放下，只有听法这一个念头，其它都没有，没有在打妄想、

思前想后的，没有在那边胡思乱想，这个叫做谛，只有听法的这一个念头，

其它万念全部都一齐放下。如果听而不谛，听了就好像没听一样，是白听

了，所以这个谛听，是包括了闻、思、修三慧同时起作用，闻所成慧、思

所成慧、修所成慧，三慧同时起作用，叫做谛听。听是闻，谛是思，你在

思的时候，就是观、就是修，所以谛听是闻思修三慧同时而起，无前无后，

没有前后，同时，同时起作用，三慧同时起作用。 
  时，文殊师利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 

  既然承蒙佛开许宣说了义之教，当然就是愿乐欲闻。所以这时文殊师

圆觉经 6 5



利菩萨和在会的法众，大家忘尘息虑，默然而听。忘尘，就是红尘，一切

的红尘俗事，这时候都放下了，也息灭了一切的思虑心，就是第六意识，

妄想、分别全部一齐放下，分别、执着、妄想全部一齐放下，默然而听。

就好像《十地经》里面讲到的，听的时候要怎么听呢？「如渴思冷水」，像

我们口渴的时候，什么都不会想，只一心想到要喝水，口很渴，只想到要

喝水，这样的渴求、渴望的心；「如饥思美食」，好像饥饿的时候，一心只

想到要吃美食，这样的心情；「如病思良药」，生病的时候，就一心只想赶

快求到良药，赶快把病治好，这样的心情；「如众蜂依蜜」，好像蜜蜂依着

花采蜜；「我等亦如是」，我们也是同样的心情；「愿闻甘露法」，一心只想

到要听闻甘露法门，这个就是「奉教欢喜，默然而听」最佳的写照。 

  到这边，发起序讲完了，整个序分也结束了。接下来是正宗分，我们

下一堂课再讲，今天就到这里。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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