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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掀开经本第三十二面：
　　【无量寿者。天竺称阿弥陀。佛本无身，无寿，亦无於量。随
顺世间，而论三身。亦随顺世间，而论三寿。亦随顺世间，而论三
量。】
　　『三身』，就是底下会跟我们说的法身、报身、应身，三种寿
底下也都有说明，我们看下面文都知道了。
　　【法身者。师轨法性，还以法性为身。】
　　『身』当作体讲，就是我们讲的本体，它并不是有一个有形的
色身，就是一种理体，我们今天讲的原理。『师轨法性』，法性是
一切万法的体性，师是师法，轨是轨范。我们今天看到宇宙，乃至
於自然许多现象，它都有轨则的。一般人不了解这个情形，总以为
有一个神在那个地方主宰，否则的话，它怎么会这么有秩序？殊不
知法性本身就是很有秩序的。
　　变出这一个宇宙来，在佛法，特别是《起信论》里面讲，从无
明不觉生三细，讲三细相，由三细相再变成六粗相，这样演变为整
个宇宙世界。这个演变的过程，我们中国古人也得到一点消息，像
《易经》里面所讲的。《易经》的出现决定是在佛法到中国之前，
《易经》里面所讲的很多原理原则与佛法都是相通的。《易经》讲
宇宙演变的过程，「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
样演变为宇宙。在佛法上不是讲太极、两仪、四象，是讲「无明不
觉生三细」，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境界为缘长六粗」，由三细
相演变为六粗相，这是说明宇宙万物的来源，怎么演变形成的。在
佛法有相当分量的经论来说明宇宙万法演变发展的过程。



　　这里面说了许多佛学术语，我听说同学们对这个不甚理解，特
别是初学的，但是这个不要紧，这些术语在佛学里面有专门的参考
资料，有《佛学辞典》、《教乘法数》、有《三藏法数》。注解多
半也有解释，但是文字稍微深一点。谛闲法师是清朝末年、民国初
年的人，他的文字还不难懂，可是原文以及原注都是古文。智者大
师是隋朝人，四明尊者是宋朝人。
　　法性的发展是有规则的，它不是紊乱的，它发展有程序。宇宙
之间，像星球的运行，乃至於一切生物生长的程序，它都有规则，
这个叫轨，师轨法性。『还以法性为身』，法身就是一个理体，现
代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在佛法里面讲就是法身。
　　【此身非色质，亦非心智。】
　　换句话说，它不是色法，不是物质。『心智』，我们讲精神。
它不属於物质，也不属於精神，但是精神、物质都是它变现出来的
。唯识学里面讲，精神、心智是阿赖耶的见分；一切物质，『色质
』，就是阿赖耶的相分，见分跟相分都是自证分变现出来的。自证
分是本体，一切物质与精神的本体，这就是所谓色心不二，色是物
质，心是精神，物质跟精神是同一个来源，同一个源流。底下说：
　　【非阴界入之所摄持。】
　　『阴』是讲五阴，『界』是讲十八界，『入』是讲六入，或者
是讲十二入。换句话说，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都是法性变
现出来的现象，所变的现象当然不能摄持能变的本体。由此可知，
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以法性为本体，它是能变，一切法是所变。
　　【强指法性为法身耳。】
　　我们不得已勉强称它作『法身』。这是讲三身里面第一个法身
。底下讲三寿，就是法身、报身、应身应该都有寿命。
　　【法性寿者。非报得命根，亦无连持。】



　　『连持』就是相续相，连续的相。换句话说，法身谈不上寿命
，为什么？无始无终，它哪来的寿命？
　　【强指不迁不变，名之为寿。】
　　它永远不改变，永远没有变化，所以我们勉强指这个为寿命。
它寿量多少？实在讲没有量。
　　【此寿非长量，亦非短量。无延无促。】
　　『延』是延长，『促』是短促，没有。换句话说，法身没有寿
量，说不上寿量的。
　　【强指法寿，同虚空量。】
　　这是不得已勉强而说的。
　　【此即非身之身。无寿之寿。不量之量耳。】
　　这是讲法身，用这些来形容法身，让我们从这些形容词里面去
体会。法身是我们的本体，也就是禅家所谓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
。几时我们才能够证得法身？必须破了无明以后。无明盖覆了我们
的法身，使我们虽有，我们见不到，我们自己体会不到。到你破一
品无明，就证一分法身，无明分分破，法身逐渐就显示出来，也就
分分一直到圆满的显示。底下一段讲报身：
　　【报身者。修行所感。】
　　法身是理体，不必修，本来具足。『报身』是修成的。
　　【法华云。久修业所得。涅盘云。大般涅盘，修道得故。如如
智照如如境。菩提智慧，与法性相应相冥。相应，如函盖相应。相
冥者，如水乳相冥。】
　　报身是智慧之身，法身是本体，报身是智慧，智身，智慧之身
有始无终。你修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时候就称之为报身，
所以报身是自受用的，自己的受用，是属於修得的。
　　『久修业所得』，一般经教里面讲要修将近两个阿僧祇劫这么



长的时间。第一个阿僧祇劫，我们现在还没起步，什么时候算起步
？必须到位不退才算是起步。像《华严》所说的五十一个阶级，第
一个阶级是初信位，初信位的菩萨，五十一个年级的一年级。初信
位是什么资格？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如果以小乘来说，就是
初果须陀洹，从这里算起，为什么？他不退到凡夫地了，慢慢的一
步一步往上修。像我们现在在佛法里来说只是幼稚园，一年级没到
，到一年级才能算数，幼稚园不算数，我们都不算数。到一年级就
可以算数，就晓得你经过五十一个阶级可以成佛了。如果不到一年
级根本就不能算数，所以一定要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地位、什么程
度。
　　从位不退算起，修一个阿僧祇劫可以修到三十个位次，就是三
贤位的菩萨。第二个阿僧祇劫只能修七个位次，就是从初地到七地
，初地到七地是一个阿僧祇劫，到第二个阿僧祇劫就见法身了，这
是一般经论里所说的。我们念佛人来讲，念到理一心不乱就等於圆
教的初住菩萨，念到理一心不乱，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报身
就现前，报身就得到了。所以确实是久修，是用相当长的时间来修
，它是修得的。
　　底下说它的境界，也就是说它的样子。『如如智照如如境』，
如如是法性理体、诸法一体。古人常用金与金器来做比喻，「以金
作器，器器皆金」，器就是金，金就是器，这个叫如如。金如器，
器如金。好像我们用金做蜡台，蜡台是器皿，蜡台就是金，金就是
器，是一不是二，这叫做如如。如果相跟体是两个，不能合成一个
，这就不如。如如一定是体相是一不是二，所以底下解释得也很好
。
　　如如智是什么？智就是你的觉，契入法性理体之觉智。境界是
外面，智是能觉，境是所觉，能觉跟所觉是一不是二，这个很难懂



，为什么？只有佛学有，世间中外哲学都没有，这讲世间的学术。
世间学术都是相对的，能觉的是我们的心，所觉的是万物，能所决
定不是一个，这就称之为哲学。所以佛法不是哲学，它跟哲学的定
义不一样。为什么不是哲学？在佛法，能跟所是一不是二，这很不
容易理解，能得一点彷佛的消息还是用梦境来做比喻。譬如我们作
梦，在梦中一下觉悟「我在作梦」，忽然想到梦里所有境界都是我
心变的，我心能知，外面境界是所知，我这个知觉的心跟梦境是一
不是二，这是彷佛得一点消息，它确实是一不是二。所以智跟境，
换句话说，精神跟物质是一个。如如境，境是外面的外境，是色法
，知是心法。就是《心经》里面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
是空，空即是色」，那个空是讲的体，讲的理，色是讲的相，心境
一如，心境不二，这是真正智慧现前。
　　『菩提智慧与法性相应相冥』，相应，『如函盖』，像杯子有
盖，盖子盖起来刚刚好盖下去，这叫相应的意思；相冥，如水乳相
融，一杯奶掺一点水融合在一块，水跟奶分不开，变成一体了，取
这个比喻。比喻什么？我们知觉的心与外面一切的境界像水乳交融
一样。这个理很深，诸位要不懂没有关系，不懂不要苦苦的去寻求
，渐渐的能入这个境界，在一切经里面讲得最透彻的、讲得最多的
就是《大佛顶首楞严经》。
　　《楞严经》讲「十番显见」，讲我们这个心量，我们眼能见得
到的，就是心能达到的地方，心要达不到，为什么会见到？可见得
心确实「心包太虚，量周沙界」。我们的智觉及六根作用的范围，
都是尽虚空遍法界的。所以不能说心在这个身体里面，真的在身体
里面，身体外面的东西我们应该没有感触，应该达不到的，可是身
体外面我们统统能够感觉得到。你心愈清净，感觉的范围愈大，清
净到极处是尽虚空遍法界你完全可以达到，这个我们现代人称之为



神通，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不通达的，这就是相应相冥的现象。
　　【法身非身非不身。智既应冥，亦非身非不身，强名此智为报
身。】
　　『报身』也是勉强说的。说勉强说，这个意思我想同学们能够
体会得到，为什么？中国老子就晓得这个道理，「名可名，非常名
」。名是假名建立，所有的名都是勉强建立的，为什么？一切万法
本来没有名，所以你不要执著这个名词。名词是便利说话、便利交
换意见而建立的，并不是真的有这个名词，所以对於名词不必固执
，可是它有它的作用，我们只取它的作用，不要执著名相。这就是
不得已强名这种智慧叫报身，所以报身是智慧身。
　　「法寿」，法身的寿命。
　　【法寿非寿非不寿。智既应冥，亦非寿非不寿。强名非寿为寿
。】
　　这是讲报身之寿。
　　【法量非量非无量。智既应冥，亦非量非无量。强名无量为量
也。】
　　这是说报身的寿量，这也是不得已而说出来的。前面我们说过
报身是有始无终，证得之后不会再失掉。法身是无始无终，报身是
有始无终，所以成佛之后绝对不会再退转为凡夫。
　　三十五页的第二行应当是大字，这个地方排版排错了。三身，
前面讲的报身，后面讲的应身。
　　【应身者。应同万物为身也。应同连持为寿也。应同长短为量
也。】
　　这就好懂了。我们现在这个身真的叫无可奈何，一点主宰都没
有，自己不能主宰，为什么？我们这个身叫业报身。佛菩萨是智慧
报身，智清净，他能做得了主宰。我们是业报，造善业就得善报，



福报就大，造恶业就得苦报，所以我们六道里面受的身是业报之身
，自己一点主宰都没有。诸佛菩萨到六道里面来教化这些众生，所
以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他就现身，所现的身就叫做应身，是
我们众生有感，他来应的，这个就好懂了。他应的这个身跟我们这
个身是一样的，像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降生在印度，这就是应身。
『应同万物为身也』，这应身。
　　应身的寿命一定与一般人的寿命是相同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当
年住世八十年，实际上他是七十九岁圆寂的，一般算虚岁就是八十
岁，那寿命就有寿量。『应同连持为寿』，「连持」就是这个生命
的相续相，连持不断，相续不断，这就是寿的意思。寿量，这寿有
多久？像释迦牟尼佛示现的寿命是八十年，这就是长短。佛应众生
完全是看众生的身形、众生的寿命，跟他完全相同。底下从比喻上
说：
　　【如谷答响。】
　　我们在深谷长啸一声，叫一声它有回音，我们声音叫得亮，它
回音的声音就大；我们声音拉得长，它也长；我们叫的声音短，它
也短促，回音跟我们是相应的，举这个比喻。所以说：
　　【大小随身。】
　　随著众生的身。「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这是《楞严》上说
的。佛菩萨有这种能力，尽虚空遍法界现身，哪个地方有感，哪个
地方就现身，非常的奇妙，现这个身是不来不去，这些道理也都有
很深的深度。
　　【似鉴现形。】
　　『鉴』就是镜子，就好像镜子里面现的形状。
　　【端丑在质。应万物感，现胜劣身。亦如是也。】
　　佛在天上说法就现天人之身，那个相貌比我们人间庄严多了；



在人间为我们说法，他就要现人的身相，所以诸佛菩萨没有一定的
身相，这个诸位要知道，他是随众生的心量现身。我们今天困难的
是，我们执著我们这个样子就是自己，所以就不能变化。佛不执著
一定的身形，所以他那个相是千变万化，随著人心所见不一样。这
都是事实的真相，我们应当要了解。佛菩萨六道哪一道都去，连地
狱也去。地藏菩萨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藏菩萨在地
狱教化众生，难道诸佛不去？难道别的菩萨不去？统统都去，没有
不去的。在地狱里面要现地狱的身形，在饿鬼要现饿鬼的身形，在
畜生要现畜生的身形。
　　有一本书叫《物犹如此》，里头所记载的统统是畜生念佛往生
的。畜生也会念佛，也会往生。这是特别记录下来勉励我们的，我
们要不晓得念佛往生，连畜生都不如，取这个意思。
　　畜生往生里面，民国初年谛闲老法师在头陀寺做方丈住持的时
候，头陀寺在浙江温州，那个庙不太大，里头养了一只公鸡。民国
初年，寺庙里头生活非常清苦，没有时钟，每天作息，他那个庙里
养的公鸡报时，鸡报晓，鸡时间准得很，到时候清早它就叫了，叫
了大家就起床，就打板做早课。吃饭的时候，大家在斋堂吃饭，公
鸡也来，大家吃的饭粒掉在地上，它就把它吃得干干净净，上殿它
也跟著一道上殿。它往生的那一天是上完晚殿之后，大众都离开了
，它不走，它在大殿里头走来走去，好像在绕佛一样。香灯师是管
大殿的，收拾完之后就要把它赶走，「大家都走了，你怎么还不走
！」这公鸡听了他说话不但不走，它就站在大殿当中大叫三声，站
在那里死了，这是谛闲法师在头陀寺做方丈的事情。老法师就把这
只公鸡用出家人的礼节来葬它，把它埋在后山上，给它诵经超度。
它是站在佛殿当中往生的，这是念佛往生的瑞相。
　　所以佛菩萨现身必须与众生现同类的身，这样才可以。



　　【身既同物，寿岂差机。随宜长短，示量无量。】
　　应身示现的跟众生完全一样，与众生同寿量，不会相差很远。
　　【智与体冥能起大用。如水银和真金，能涂诸色像。功德和法
身，处处应现往。】
　　这是说明应身的德用。『智』跟『体』实在是一个，就好像镜
子一样，镜子是体，照的用就是智，它能照，能照比作智，照见就
是它的作用。底下是用比喻来说，像『水银』与『真金』，把它和
合起来，能够涂色像，做为装饰品。『功德和法身』，法身是本体
，功德是作用，『处处应现往』，「往」是个形容词，有没有真的
来往？没有。为什么没有真的来往？因为法身、智慧、功德都是尽
虚空遍法界，没有来去，没有生灭，哪里有感，哪里就有应。《楞
严》上说得很好，「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所以说是不来不去。
　　古德讲净土也说「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西方世界与我
们这个地方，经上明明白白讲距离十万亿佛国土，怎么说去则实不
去？不去怎么会生？这就是说明心性的德用不可思议。西方极乐世
界也是我们这个心性变现的，我们现在娑婆世界，我们目前的环境
也是这个心现的，也是这个心变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心不清净
，变现秽恶的五浊恶世，变这个境界，如果我们心一旦清净了，那
就变成『五净』的国土。所以我们不要著重在所变的境界上，要著
重在能变的心境上，在这上下功夫，正是所谓心净则土净。我们要
取净土，先要修清净心。心不清净，没有办法成就净土的，你念佛
念得再多，一天念十万声，所谓是喊破喉咙也枉然，你得不到净土
的。由此可知，念佛是不是一定要念的数字多？不是的，这个诸位
要知道。应该怎样念才如法？念到自己心清净就如法。念佛是手段
，清净是目的。我一天念十万声，心不清净，这个没用处；我一天
只念十声，心清净了，它有用处，就行，所以不在乎念多少。



　　古人也有特别强调念的数字要多，那是为什么？为一些业障很
重的众生，他的妄念太多、妄想太多、烦恼太多，希望多念能把烦
恼换过来，目的在此地。所以念佛也没有一定的方法，但是有一定
的原则，那就是心清净。心清净，身自然清净，身心清净，境界就
清净，这是一定的道理。佛的这些德用功能，跟我们自己实在讲没
有两样，就是他明白，他知道，清清楚楚的，他不迷。我们也起同
样的作用，但是我们不明了，我们迷惑自己体相作用，我们迷了，
迷在这里。佛觉也是觉自己的体相作用。其实迷也好、觉也好，体
相作用永远不变的，不是说迷了，这个作用就小，悟了作用就大，
不是的，迷悟不二。迷悟不相同的是，悟了他自己没有苦，迷了自
己很苦。觉悟了，一切自己能做得了主宰；迷了之后，一切自己做
不了主宰，差别在此地。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
　　【能为身，非身。能为常寿为无常寿，能为无量，能为有量。
有量有二义。】
　　这是讲心性的大用，正是说明了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个量
有两个意思：
　　【一为无量之量。二为有量之量。如七百阿僧祇。】
　　这个寿命长。
　　【及八十等，是有量之量。】
　　『八十』是释迦牟尼佛所示现的，这个短。长短都是『有量之
量』。
　　【如阿弥陀实有期限，人天莫数。是有量之无量。】
　　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寿命太长，太长还是有寿命，还是有
量的，不是无量的。我们讲无量寿，无量寿是称赞他的，不是真的
无量寿，所以这个无量是有量的无量。因为这个数字太大，我们没
办法计算，所以称作无量，实际上还是有量。经上说得很清楚，阿



弥陀佛将来灭度之后，观世音菩萨接著就成佛，那个世界没有像法
、末法，经上讲得很清楚，上午阿弥陀佛圆寂灭度，下午观世音菩
萨就示现成佛，他是接著的。观世音菩萨成了佛，将来灭度的时候
，大势至菩萨接著就成佛，他那世界很好，永远没有像法、没有末
法。换句话说，佛常住在那个世间，国土这样的殊胜庄严。不像我
们这个世间，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等底下一尊佛要等五十六亿七
千万年，这么长的时间这世间没有佛，然后才等一尊佛出现，佛出
现的时间又短，没有佛的时间很长。所以这就是说明这个数量有真
正的无量，有有量的无量。
　　【应佛皆为两量。逐物随机，参差长短。】
　　他的寿命长短与那个时期众生是相应的。这些注解里头都有，
大家自己去看。
　　【然此三身三寿，不可并别一异，即乖法体。即一而三，即三
而一。乃会玄文。释名竟。】
　　到这个地方把解释经题就讲完了。实在讲『三身』是一而三、
三而一，不能把它分做三个独立的个体看，分做三个独立个体看是
错误的，但是也不能笼统的把三个当一个看，它确实体是体、相是
相、作用是作用，所以这个三不能说一，也不能说异，这个样子才
能够看出它的真实相。好像一面镜子，体是体，光是光，照是照，
虽然它起作用是一块，可是各还是各的，的确是三而一、一而三。
不能把它称作三个独立的，也不能含糊笼统说成一个，你晓得一就
是三、三就是一，才能够把真正的真相搞清楚。底下这一段文是辨
体：
　　【次辨体者。体是主义。】
　　『体』就是实体，这是体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讲有性体、有
质体。质体好懂，质是物质，譬如这本经书，经书体是什么？体是



文字、是纸张，这是它的体，这是质体，完全从物质上来看。除了
质体之外，比较难懂的一个真正的体是性体，性体上讲这是一法，
它的体是法性，法性是它的真体，这是从性质上说。在此地我们还
说浅一点，说大家容易懂得的，就是它理论的依据。佛凭什么讲这
部《观无量寿佛经》？这部《观无量寿佛经》是从什么地方讲出来
的？这部经的理体何在？根据什么原理？根据什么道理讲的？这个
原理、这个道理就是这部经的体。你懂得这个道理，他所讲的我们
就相信，为什么？他有理论依据，他不是胡说八道，我们才能够信
得过。所以一切经都有辨体，也就是说要探讨它理论的依据。底下
解释：
　　【释论云。除诸法实相，余皆魔事。】
　　这句话很重要。佛与魔如何拣别？这八个字就是拣别的标准。
拿这个标准来衡量哪是佛、哪是魔，这个标准一量决定不错。凡是
符合於『诸法实相』的，这是佛事，如果与诸法实相违背的决定是
『魔事』。这个地方的魔，诸位要搞清楚，不是一看到这个魔就是
魔鬼，那就错了。本来这个魔下面是个石头，就是折磨的磨，把那
个石头去掉，换一个鬼，这是梁武帝干的事情，魔鬼的魔字是梁武
帝新造的一个字，他说折磨太苦了，就好像鬼折磨害人一样，所以
把那个石头换成一个鬼。古译的经典都是折磨的磨，石头那个磨，
后来的经才改成这个字，所以这个字的来源我们要认识它、要了解
它。
　　换句话说，与实相不相应都会带给我们折磨，这个范围就大了
。我们六道凡夫的心行与实相不相应，所以我们有烦恼，我们有见
思烦恼、有尘沙烦恼、有无明烦恼。声闻、缘觉虽然超越三界，证
得九次第定，他与实相也不相应，他也有烦恼，这个烦恼在佛经里
面称为界外见思，就是三界之外的，他也有烦恼。可见得不与实相



相应，你就没有办法避免烦恼，不可能的事情，只可以说烦恼有轻
重的差别。这个轻重差别是与你的觉醒成正比例，你多一分觉悟就
少一分烦恼，多一分迷惑决定是多一分烦恼，这一定的道理。
　　只有这些大菩萨们与实相相应。大菩萨，像《金刚经》上所说
的标准，「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
这个标准就是讲实相的，以这个为标准。换句话说，证得实相，四
相一定空，一定不会再执著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如同
《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
梦幻泡影」，一切法他都不执著，这是与实相相应。与一切法上稍
稍有一点意见、有一点执著，都与实相不相应，换句话说，你免不
了要受心境的折磨，这个叫魔事。所以这个魔事，连权教的菩萨、
声闻、缘觉、六道凡夫，统统都有，只有见性的菩萨才没有。像《
华严经》五十一个位次里面，前面十个位次，就是十信位的菩萨还
有，要到圆教初住以上才相应。以前面六即佛来说，分证位才与实
相相应，相似以前统统都是魔事，都没有办法避免心境上的折磨。
所以这个两句话很要紧。好，我们下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