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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乘人修苦集滅道覺悟了，但是他只是自

己覺悟，不能幫助其他人也覺悟。二乘人

是「摩訶薩不管他，彌陀佛各顧各」，自

己吃飽了飯就好了，也不管他人餓死不餓

死，這是二乘人的宗旨。菩薩就不同了，

菩薩自己覺悟了，「哦！我也應該教其他

的人覺悟，我應該自度度他、自覺覺他、

自利利他。未成佛道，先結人緣。我知

道多少，就教其他人也知道多少，大家攜

手互相勉勵，向前去精進去。」所以菩薩

不是單單有我，而且還有他，這叫自覺覺

他。

那麼佛呢？佛當初就是自覺了又覺他，

自覺也圓滿，覺他也圓滿了。覺也圓滿，

行為也圓滿，這叫覺行圓滿。所謂「三覺

圓，萬德備。」自覺、覺他和覺行這三者

都圓滿，萬德都具備了，這才叫佛。佛

呀就是世界上最明白的一個人，他是人成

的，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從地下

生出來的。所以只要肯修行，人人都可以

成佛，人人都可以做佛。

所以無論你是學佛法或學其他什麼，都

不要有自私心。沒有自私心、自利心，那

就是利他，就是大公無私。所以單單一個

「佛」字，若是往詳細來講，就有很多、

很多的意思，就是講他幾個大劫都講不

完。現在講經，就是講這個佛字。

佛怎樣成的佛？佛是「三祇修福慧，

百劫種相好」。一個阿僧祇劫叫一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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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數，佛修過三個無量數那麼長的時間，

這還是對這小乘人來說的。若是對大乘來

說，怎麼樣呢？佛不僅三個阿僧祇劫，甚

至三十個阿僧祇劫、三百個阿僧祇劫、三

千個阿僧祇劫、三萬個阿僧祇劫、三萬萬

個阿僧祇劫這麼長的時間，也沒有修完，

都還是在修福修慧。

為什麼要對小乘說只有三大阿僧祇劫

呢？就因為怕一說長了，把小乘人嚇得都

跑了。「我沒有這麼多時間！修了三、四

年了，連佛的鼻子都還沒有摸著，我不要

修了！」你看看！所以佛也不得不說一個

方便法，說三大阿僧祇劫就可以修成一個

佛。其實這怎麼有一定呢！沒有一定的，

無有定法，所以說或長或短，或大或小，

或多或少。《華嚴經》的道理，說的就是

沒有長沒有短、沒有大沒有小、沒有多沒

有少。你若還有長短、大小的執著，那你

就不明白《華嚴經》的道理。你也不要擔

心那一句怎麼講，那一句講不講都可以

的。

我講經就是這樣子，是往淺的講，不往

深的講，要讓人人都明白、都懂，這是我

的宗旨。我不要七扯八拉，拉出一大堆，

好像人的腸子似的，有二十多尺長，但裏

面全都是大糞，那又有什麼意思！人如果

不明白，你說得再多也沒有用，人若明白

了，你就是只說一句，人也都懂了。

說到劫的變遷，中國東邊有個渤海，

中國和印度的邊界有個喜馬拉雅山。或者

大約五百億阿僧祇劫以前，這個喜馬拉雅

山是一個海，渤海那時候原來是平地。可

是為了要給釋迦牟尼佛預備一個挨凍的地

方，這個海就被一股氣吹起來，變成一座

山。這個平地，大概是這個地方眾生的業

障，不願意見著佛，所以這個造化者，也

不知道是天主，或是地主，或者是人主，

就把平地陷到地裏邊變成海。你說這是不

是一個大轉變？或者說：「哦！為了給釋

迦牟尼佛預備個受凍的地方，就死了這麼

多眾生。」這不是因為釋迦牟尼佛的關

係，這是眾生的業障，「如是因，如是

果」。所以向後一段文說：「法如是故」，法

就是這樣子的。所以現在是高山的地方，

在幾百個阿僧祇劫以前，或者它就是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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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現在是個平地，或者以前就是座高

山，我們這個地球也沒有定法。所以《

華嚴經》所說的道理，也都沒有定法。

「應知世界海有世界海微塵數劫轉變差

別」：你們應該知道，世界海不同的劫

轉變，有世界海微塵數那麼多。

十方世界海中，每一個世界的本身

又分出來十方世界海，所以世界海和

世界海都是重重無盡的。雖然是重重無

盡，可是在諸佛的佛眼看來，還是清清

楚楚的，可以數得出來有多少，菩薩就

不能知道了。菩薩所知道的就不那麼究

竟，這又看是哪一位菩薩。初地菩薩不

知二地菩薩的境界，二地菩薩不知三地

菩薩的境界，三地不知四地，四地不知

五地，五地不知六地，六地不知七地，

七地不知八地，八地不知九地，九地不

知十地。十地菩薩又不知道等覺菩薩的

境界，等覺菩薩又不知道妙覺的佛的境

界，所以這是不同的。雖然說不知道，

但是一切的境界都沒有超出眾生的一念

心，都在眾生的一念真心裏頭包括著。

每一個世界海的壽命都不同，到時

候的轉變情形也不同。「差別」就是不

同。世界的轉變，就好像我們人有了病

痛似的。人生了病，等病好了，和以前

那個人多少會有所不同，性情、習氣、

行為多少都會有一些轉變。不過人是小

一點，世界是大一點的境界而已。

所謂法如是故，世界海無量成壞劫轉

變。

所謂「法爾如是」，法就是應該這樣子

的緣故。幾天前，說由於眾生的妄想而

造成世界。妄想就是起惑，起惑然後就

造業，造業就受報，就是這樣子造成了

這個世界海。在每一個世界海裏頭，又

有十方的世界海安立著，十方世界海中

也有這一個世界海安立著，世界海與世

界海各安其位，不會互相衝突。世界海

成有二十個小劫，住有二十個小劫，壞

有二十個小劫，空有二十個小劫，成、

住、壞、空八十個小劫就是四個中劫，

四個中劫合起來就是一個大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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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成壞劫轉變」就是世界海就有

無量數的成、住、壞、空等劫的轉變。

有的時候只轉變一點，譬如在成這二十

個小劫裏頭，又分出成、住、壞、空，

或者成一個世界，或住一個世界，或壞

一個世界，或空一個世界。在每一個劫

裏邊，又可以分出來成、住、壞、空。

這都是活動的，不是死死板板的，所以

才說無量。

染汙眾生住故，世界海成染汙劫轉變。

修廣大福眾生住故，世界海成染淨劫轉

變。

「染汙眾生住故，世界海成染劫轉變」

：因為這個世界海是有染汙的眾生在裏

邊住的緣故，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染

汙的境界現前，有染汙的劫轉變。「修

廣大福眾生住故，世界海成染淨劫轉

變」：這世界海裏邊，有修廣大福報的

眾生在裏邊住的緣故，所以就成為有染

又有淨的劫轉變。在這個染淨劫裏邊，

也包括著無量成、住、壞、空。

信解菩薩住故，世界海成染淨劫轉變。

「信解菩薩住故，世界海成染淨劫轉

變」：信解行證是《華嚴經》的四個

階段。信是第一個階段，由信然後才能

解，由解然後才能行，由行然後才能

證。所以說：「佛法如大海，唯信能

入」及「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

善根」。你若研究經教，就一定要以信

來研究；你若參禪，就一定要生疑情，

而且是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就不

悟，所以這不能同日而語，不能在一天

裏說這兩種的法。

這裏的「信」是研究教理的信，研究

《華嚴經》的信。你有信心，就會有明

白的一天。只要你有信、有解，都叫菩

薩。信解菩薩和修廣大福的眾生是一樣

的，修廣大福的眾生，他有了福就會有

信心，就會明白。

 
 
 
 

 

 
 
  

 
 
 
 
 
 
 

 

 

 
 
 
 
 

 

 
 
 
 
 
 

  
 
 
 
 

 

 

To be continued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