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祈请金刚上师带安来

 顶礼金刚上师带安来

 皈依金刚上师带安来



 佛学课程分组名单  第二组合

 第一组：明见、明舍、空合

 第二组：明安、星香、悟法

 第三组：明藏、悟喜、明晓

 第四组：空性總結   、 明证 



 �金刚手智，起智慧手执受金刚
本法性故。信智二手犹如金刚坚
固难坏非邪恶友所能坏故。金刚
手智取善为名。

 �观自在在悲，拔苦为号;应时为
拔往诣救护。

 �虚空藏以空为藏，藏诸珍宝济
贫为字。

 �金刚拳破恶为能;金刚拳者，拳
者破坏击碎之能，发起坚固智慧
之拳，击破生死烦恼业等，如以
金刚拳击碎诸物。

 �妙吉祥作善为目;妙吉祥者，即
文殊师利，先云妙德。

 妙者善义，由善能作胜福利事饶
益有情，名妙吉祥。

 �大空藏者。大空即是遍满法界。
真如空理以此为藏。为诸有情说
大空法。



 谓极妙乐清净句义是菩萨句
义。由得于此顺清净，无分
别故悟极妙乐，即无漏智。

 诸见永寂清净句义是菩萨句
义。五见、六十二见等地前
地上伏断无余离诸相，故言
永寂。

 微妙适悦清净句义是菩萨句
义。以法界为苑，于中游翫
故，于此喜悦名法苑乐。证
会名得。如王宫外上妙园苑，
游戏其中受胜喜乐。法界亦
尔，求证正证皆生乐故。



 渴爱永息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
渴爱者，谓贪欲由渴爱生，故
名渴爱。止息无明与渴爱的驱
动力才能达成止息轮回。

 胎藏超越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
生惑以爱为先或通发业，诸烦
恼等贪为首故。地前渐伏、地
上能除，故名永息。

 由因灭故苦果不生，是故胎藏
亦能超越。麁重色身既灭故渴
爱息。胎藏超越得无麁重。众
德庄严。

 众德庄严清净句义是菩萨句义。
具三十二相八十随好，故名众
德庄严，悲智熏修得是身故。



 菩萨修略有五种。

 集总修：观一切为骨琐等或观此身从头至足唯脓
血等名集总修。

 无相修：离十相真法界中遣事差别而修习故名无
相修。渐修行者应观无相。

 无功用修：修纯熟自在不假功力任运现前。名无
功用修。

 炽盛修：虽无功用修有胜劣为令增胜步步昇進炽
盛修。

 无喜足修：虽炽盛恐有少所得便生喜足。少下劣
差別所證進修善中，無怯劣（無怯弱下劣）。



 十地正證正行五修。此十句顯五修果。

 第一順清淨分無所分別。

 無相現行當來佛果名清淨分。

 由得於此順清淨分。無分別故。悟極妙樂即
無漏智。地上正證地前分得。

 若有分別不順清淨得苦惡果。

 今無分別順清淨分故極妙樂苦果永無。

 觸無相樂故。此極妙樂非分別引生故名清淨。





 众德庄严清净句义是
菩萨句义。

 一胎生意离分段处变
易故，此之生死因果
既亡，遂得殊胜变易
异熟，故于地前种相
好因化成八相。

 十地之位得诸相好清
净功德庄严其身，恶
法既亡胜果斯起，即
是念念消融一切麁重
依止。



 在地前，由闻般若修行无相，令闻熏增销融
本识依上麁重，如大良药销众病块。

 若在十地，正能断之名销融也。麁重既灭故
渴爱息，胎藏超越得无麁重，众德庄严爱能
润发。



 胎藏身者，《瑜伽論》說胎藏有八位：已結凝箭內稀名羯
剌濫位(指父母之兩精初和合凝結者)，表裏如酪未至肉位
名頞部曇位，若已成肉仍極柔軟名閉尸位，若已堅厚稍堪
摩觸名健南位，肉轉增長支分相現名鉢羅賒佉位，此後髮
毛爪生位、眼等根生位、依處分明願名形位。然由先業或
母惡緣，令此胎藏或髮或色或皮或支變異而生。

 由業及母多習灰鹽等味令髮毛稀尠。

 由業及母多習燸熱令色黑黯、近寒室等令色白生、多噉熱
食色極赤生。

 由業及母多習婬欲，皮或癬疥或癩等。

 由業及母多習馳走跳躑威儀或倒或屈，支分缺減。

 女居左脇倚背向腹，男居右脇倚腹向背。

 胎成滿時，其母不堪持此重胎，內風便起發生苦痛。

 又此業報生分風起，令頭向下足便向上，胎衣纏裹而趣產
門。



 其正出時，胎衣遂裂分之兩腋。生產門時名正生位，時
令其母苦痛無量，胎身亦爾。

 此《大般若》第五百八十九卷說。
 此胎藏身三十六物不淨所成：
 一髮毛、二爪、三齒、四皮革、五血、六肉、七筋、八

脈、九骨、十髓、十一心、十二肝、十三肺、十四腎、
十五脾、十六膽、十七胞、十八胃、十九大腸、二十小
腸、二十一屎、二十二尿、二十三洟、二十四唾、二十
五涎、二十六淚、二十七垢、二十八汗、二十九淡、三

 十膿、三十一肪、三十二[月*冊]、三十三腦、三十四膜、
三十五眵、三十六聹。

 既生長已次起六觸，次隨世學，次耽家室，次造生
 業，次受色等苦樂境界，次隨其業流隨五趣復受此身。



 菩萨不尔，随愿受生，设入母胎即至钵罗
赊佉位(托胎第五个七日后，肢节等之形相
具足之位)。

 菩萨自无恶业，亦不令母习近恶缘自损发
等，亦不令母受诸苦恼。

 既生长已，亦无如前所说恶过，唯以悲智
受生为业，故名超越。

 具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故名众德庄严，
悲智熏修得是身故。





 「众德庄严」或「万德庄严」四个字，是
用来赞叹佛菩萨的，因为他们修行圆满了，
一切道德、智慧、慈悲都具备了，所以形
容他们「万德庄严」。



 我們來到寺院仰望那個高大、莊嚴殊勝的
佛像，宛如是佛陀在世的時候，具三十二
相、八十種好。

 佛陀的莊嚴相貌，是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修
福修慧，才完成的。



 佛陀于往昔世中，
行无量善行，成就
无量功德，积聚无
量福德，现于形相
而成就三十二相八
十随形好。



 经典记载，佛陀相好，
胸前有卍字相，手长
过膝相，走路行脚可
以离开地面三寸，足
底有千辐轮，手指细
长、身广长、身色金
黄、身放光明、身形
端直，这些都是累世
布施医药，为人看病，
持戒不杀生，远离憍
慢等做好事所招感的
功德。



 佛陀还具有广长舌相，这是发
弘誓心，以大悲行回向法界感
得的相。

 此外，佛陀梵声清净，洪声圆
满，这是由说好话、说实在语，
持守不恶言所感得的相。

 佛陀眼目绀青色，犹如青莲花，
是生生世世存好心，以慈心慈
眼、欢喜心布施鳏寡孤独者所
感得的相。

 最特殊的是佛陀顶上有肉髻相，
这是佛陀教人受持十善法，自
己亦受持而感得的相。

 佛陀的相好庄严，让我们看到
了就很欢喜心生敬仰。





 諸佛皆已證悟一切諸法實相，德行具足圓
滿，不偏不缺，故名眾(萬)德莊嚴。 

 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欲證無上佛道，必須
廣修萬行萬德，於此萬行萬德圓滿，方得
成就佛道。



 万德是数量的比喻，佛的德行何只万德？
佛之德行由无量劫来，勤修一切法门，广
度无量众生，所累积的德行无量无边，不
可称计，所以说，万德是一种比喻，古人
以『万』字代表数量极多之意，故称之为
万德。 

 所谓庄严者，庄即端庄，严即严饰，谓智
慧福德二种，皆能庄严法身也。



 一、智慧庄严：谓诸菩萨从初发心乃至究
竟，无明净尽，佛性现前，所有智慧，能
显法身，是名智慧庄严。



 二、福德庄严：谓诸菩萨广修六度，万行
具足，所有福德，能显法身，是名福德庄
严。



 又有二種莊嚴之說： 金剛經云：『莊嚴佛
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 非莊嚴者，
即形相莊嚴也。

 是名莊嚴者，即第一義莊嚴，分別解釋如
下：



 形相庄严：谓人若是分别佛土，是有为形
相，有生有灭故，若言我能成就者，是沾
染色声六尘等境，于缘影世界捉摸，非真
庄严，是名形相庄严。



 第一义庄严：所谓以无所住着清净之心，依真实智
慧，通达自性之土，唯心显现，此是正智成就佛土，
是名第一义庄严。

 综合万德庄严而言，诸佛能以正法严饰自己，令自
己身心清净，得到智慧庄严与福德庄严，得到色相
庄严与自性庄严。

 非但如此，更以大悲心所流露，以及正法严饰一切
众生，普令一切众生皆得身心清净，亦如自己一般，
得到智慧庄严与福德庄严、色相庄严与自性庄严，
正等无异。



 眾德莊嚴是站在佛的果位而言，唯有佛方
堪稱為眾德莊嚴，畢竟佛已圓滿三覺，所
謂自覺、覺他、圓行圓滿，正如此意；

 菩薩是發菩提心之行者，尚未證成佛果，
故不可堪稱眾德莊嚴。菩薩是遵循眾德莊
嚴而邁進。 



 佛藏经云：『菩萨为因，佛为果。』 

 菩萨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的广修六度万行，
再经百劫修相好因，相好修满，便成佛果。

  众德庄严是佛的果位，菩萨欲到达众(万)德
庄严之果位，必须生生世世，发大菩提心，
累生累劫不断庄严智慧、庄严福德，最后
因果圆满，成就菩萨道，展现众(万)德庄严。 



發大菩提心，累生累劫不斷莊
嚴智慧、莊嚴福德，最後因果
圓滿，成就菩薩道，展現眾(萬)
德莊嚴

菩薩要經歷三大阿僧祇劫的廣
修六度萬行，再經百劫修相好
因，相好修滿，便成佛果。

 东方“发心门”

 南方“修行门”

 西方“证菩提门”

 北方“入无住涅槃圆满事
业成就门





 文殊菩萨又称、文殊师利菩萨、
曼殊室利菩萨、闻随师离菩萨，
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释迦
牟尼佛的左胁侍菩萨，代表智
慧。

 因德才超群，居菩萨之首，故
称法王子。文殊菩萨的名字意
译为「妙吉祥」、「妙乐」
（英文：Gentle Glory）；

 Mañju，音译为「文殊」或
「曼殊」，意为美妙、雅致。
śrī，音译为「师利」或「室
利」，意为吉祥、美观、庄严。

 故亦称妙吉祥菩萨。



 根据佛教经典，文殊菩
萨于无量阿僧祇劫前早
已成佛，是空寂世界的
「大身如来」、平等世
界的「龙种上如来」，
现在世为「欢喜藏摩尼
宝积如来」。

 在燃灯佛将成佛时，倒
驾慈航为「妙光菩萨」，
为燃灯佛说法，如今化
现为菩萨，协助释迦牟
尼佛度化众生。



 在佛教中，文殊菩萨被视
为三世古佛、七佛之师。

 未来文殊师利还要在无垢
世界成佛，号「普现如
来」，故文殊师利菩萨是
三世古佛。

 文殊在往昔时，曾为七佛
之师；《处胎经》云：
「昔为能仁师，今为佛弟
子。二尊不并立，故我为
菩萨。」

 义为「古佛乘愿再来，助
佛渡众。」



 典故摘自：《佛说未曾有正
法经．卷第二》有一次，释
迦牟尼佛对舍利弗说：「谛
听！我将为你说妙吉祥菩萨
教化诸佛菩萨发菩提心的愿
行及本起因缘。」舍利弗依
教谛听。

 净臂童子供养世尊及大众后，
大为欢喜，即于佛前说偈：
『我以无尽食，供佛及大众，
我今供养已，获福聚无疑。
所施食无尽，佛功德无尽，
今供养于佛，必获无尽福。
我以无尽食，供养于世尊，
增长诸善根，相续无穷尽。』



 经云：「一切善法，因善知识能发起故。」
 释迦牟尼佛及十方诸佛菩萨，皆因妙吉祥菩萨之教
化而发菩提心，最终成就道果，当知善知识化育之
功浩瀚无边。

 修行学佛应当依止大善知识，依教奉行、精进学习。
更当效法妙吉祥菩萨，以大悲心广学多闻，成就善
巧度众的智慧，接引有缘众生同入佛智，契悟自性。

 如此灯灯相传、光光相照，方不辜负善知识提携化
导之殊胜机缘与深厚恩德。



 文殊師利菩薩，也叫妙德菩薩，又叫妙吉
祥菩薩。為什麼叫妙德？就因為他出生時
有十種祥瑞：



（一）光明滿室。
（二）甘露盈庭。
（三）地湧七珍。
（四）神開伏藏。
（五）雞生鳳凰。
（六）豬產龍豚（豬生出一條龍）。
（七）馬產麒麟。
（八）牛生白澤。
（九）倉變金粟
（倉庫裏頭所有的穀子，  都變成金子）。
（十）象具六牙（象本來是兩只長牙，
　　　但這頭象卻生出六只長牙）。

有這十種不可思議的妙處，所以叫妙德；
又因為他出生的時候有這十種的祥瑞，
所以叫妙吉祥。





 「妙吉祥」这个名字很有意思。

 「妙」是不可思议、很奇妙，不可以用言
语、不可以用心意、不可以想象，都没有
办法形容的，就是很微妙的，说都说不出
来的不可思议。

 简单的说，它是无法透过想象所能明白言
喻的，是更广、更深的美好。



 妙者善义，由善能作胜福利事饶益有情，
名妙吉祥也。

 「妙吉祥」菩萨的心，凡事为人着想，就
是从无私、为人着想、懂得体谅的心出发，
这样可以学习做一个大家都欢迎的菩萨。



 在世间法上，我们做什么事都希望要吉祥；我
们遇到什么人，也希望是遇见吉祥的人。

 我们都希望未来不要有灾难，凡事都能很「吉
祥」。吉祥就很欢喜，吉祥就会很顺利，吉祥
就没有困难。

 所以我们都希望家庭很吉祥，我的事业很吉祥，
我的所有朋友都很吉祥，我生命中道场所有的
一切都很吉祥。



 其實「妙吉祥」就是從無私、為人著想、
懂得體諒的心出發，這樣可以學習做一個
大家都歡迎的菩薩。



 文殊菩薩的大智慧，就是一個「吉祥」。
以一顆吉祥之心招感吉祥的因緣，自然吉
祥就都圍繞在我們的身邊。希望學佛了都
能「妙吉祥」，人人都能散播「妙吉祥」。





 指楞伽经卷三所说之世间智、出
世间智、出世间上上智。

 (一)世间智，即凡夫外道之智。
凡夫、外道于一切法种种分别，
执着有无，而不能出离世间。

 (二)出世间智，即声闻、缘觉之
智。声闻、缘觉修四谛十二因缘，
能出离世间。然犹堕自共之相，
以为有生死可厌，有涅盘可求。

 (三)出世间上上智 即诸佛菩萨之
智。诸佛菩萨观一切法寂静，不
生不灭，得如来地，超出声闻、
缘觉之智。

 外智、内智、真智。

 (一)外智，善能分别明了六
根六尘之境、博览古今、通
晓俗事之智。

 (二)内智，善能灭除无明烦
恼、心意寂静之智。

 (三)真智，善能通达净秽同
体无别、万物本自寂静之智。



 《增壹阿含經．卷第十二(三供養品)第二十二》

 智者有三事，所以長念修 行，一心向道，是那三
件事情呢？

 第一、智者思惟. 著應當思惟的事情；

 第二、論說著應當說的言論；. 

 第三、力行應當做的善行。」



 智者心中常思惟三件事：不贪嫉、不瞋恚、
不愚痴，常行正见，见到他人的财物，不
会生起贪念。



 有智慧的人能成就四种良善口业：自己不妄语，
也不会教唆他人妄语，见他人妄语心不喜乐，智
者就是如此善护口业。此外，智者本身不绮语、
恶口、两舌外，也不教他人绮语、恶口、两舌，
有智慧的人正是如此成就清净口业。



 有智慧的人，时时观照行为无所违犯。所以智者不
但自己不犯杀业，更不会教唆他人杀生，若见他人
杀生心不喜乐。

 不仅自己不偷盗，也不会教他人偷盗，如果见到他
人偷盗心亦不喜乐。

 自己不邪淫，见到女色也没有淫欲心念生起，更不
会教他人邪淫。若见年长妇女，就视同自己的母亲；
见到年纪相仿的女子，就当成自己的姐姐；而见到
年纪小的女孩，则视为自己的妹妹，以平等心来对
待。

 这就是智者所成就的三种身行。



 比丘们！你们应当知道，有智之人对身口
意三业，有此三种作为之相。所以，应当
舍离愚者三相，片刻不离智者之所念所行，
比丘们！应当如是修行！如是学习！」 此
时，比丘们听闻佛的开示，皆欢喜奉行佛
陀的教诲。



 文殊法门就是文殊法门就是智慧的法门，
智慧的学习就是透过对佛法的听闻和思惟。

 作为佛弟子，我们需要深入地去了解般若
的教法，这是我们的财富。

 首先，我们要建立正见，要亲近善知识，
多向善知识请教，不但闻法，还要多思惟。



 在闲暇放松时，不要忘记觉察自己的身心
状态，培养觉性；

 平日应多去思惟所学佛法的道理，反思自
己有哪些地方还没做好，哪些地方还没理
解得很透彻，并尽快去弄清楚。

 只有透过这样的学习，我们的智慧才会不
断进步。



 佛法云：「万里途程，不离初步」，修行
从修习「十善法──身不造杀、盗、淫；口
不犯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意不起贪、
瞋、痴」着手，清净身口意，然后渐次入
于佛智。

 正所谓「行善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
有所增」，若能于二六时中奉行十善，以
此为基础，便能步步向上，菩提道成！



 愿我们从无私、为人着想、懂得体谅的心
出发，学习做一个大家都欢迎善心妙德的
「妙吉祥」菩萨。



文殊師利勇猛智 普賢慧行亦復然

我今回向諸善根 隨彼一切常修學

三世諸佛所稱歎 如是最勝諸大願

我今回向諸善根 為得普賢殊勝行

願諸世界常安穩，無邊福智益群生;

  所有罪障並消除，遠離眾苦歸圓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