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華經》 的象徵思想蠢測

釋徹入
五智 山光明寺書記

內 容摘要 :宗教皆依人類的心靈 需要而施設，一切的人存在皆由眾

生心地所變現，人存在是三界世間一切宗教建立的根本 。 佛教以人

道有情為六道輪迴升墮之總樞紐，依人的形象為本而塑造了如來的

三十二中目，成佛者皆須采人間示現八中目成道，可見佛教是人本的宗

教而認為人類是宇宙中最高靈智的辰1死者 。 天台思想以 《華嚴經 }

為初時教 ， 以 《 法華經 〉 為末日幸教者皆為天台教義核心，辰1見

了人存在的種種因地至呆地的一切境界內容，它所建立的五時教~fi

J欠第井然，但初時教與末時教乃表中里等質的 1I月 i手，只有應機逗教之

分而無勝劣高低之別 。《華嚴經 〉 是佛陀成道三七 日內敷演其自覺

聖智的內容，代表不共三乘的別教一乘，嘉祥吉品主主兌為一切佛教J去

泛的根本法輪<法是吾經》為眾生透過三乘法義的修證過程會三歸

一而為二來受者投記成佛之證言，代表囡具三乘的國教一采 。 古來

諸家對此兩部大經雖有固、別、通、同之言爭論，然其t登出世間法之

本質究竟等無差別，同教、另IJ 教之分只是立論角度之別 ， <吾吾嚴〉

與 {i去華 》 皆各具之 。 剋費而論， <華嚴經 》 的境界內容乃是佛陀

演說 《法華經 } 所指向的終極理想與究竟義趣， {;去華經 》 的 j去J\

乃為達成 《華嚴經》的圓滿果證並彰顯諸佛如來的興世本懷與修詮

象徽 ， 釋迦如來廣作譬喻演說以顯示三乘方便終歸一佛乘 。 若 《 心

經 》 是 《般若經 》 的濃縮，貝IJ < 法華經 〉 就是 { 華嚴經 } 的精髓 。

這兩部大經的 d寅述雖有時空始末的先後差別，然其法義本質與究竟

目標完全相同，旨在 l胡明宇宙萬法唯一心造、人人皆有佛性而必可

成佛的國教精神，其目的皆為有情眾生 「 閩、示 」 諸法實相如來藏

的內涵，令一切有情 「悟、入 」 真如佛性的究竟呆地，故說諸佛世

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興於世， ~再為;但生閥、示 、 悟、入佛之知見，

此乃《妙法蓮華經〉 之心髓 。

關鍵詞: 法華、華款、大白牛車 、 多寶佛塔、一佛乘、微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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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妙法蓮華經} (以下簡稱{法華經} 、 {法華} 、 本經、此經)是大乘佛教

極具象徵思想、特色的經典之一 ，對本經提倡最力的宗派是天台宗 ，她以本經為主依

經典而建立五時八教說，倡導一佛乘 。 一佛乘者，泛指成佛之道，廣義則涵蓋蓋一切

方廣唯識如來藏大乘經典，大乘諸經論皆主張之 ， 或稱一乘;狹義但指《華鍛經}

與{法華經}所說的唯一佛乘，以三世一切十方諸佛如來但以一佛乘故為眾生說法，

無有餘乘 。司法警經}說十J=j三世一切諸佛雖示種種道，其質為佛乘雖說百千

億:無數諸法門，其質為一乘只因眾生根鈍樂小法，貪著生死而為眾苦所↑函，故

佛施設方便為說二乘沒槃 。 4釋尊在本經中說{法華}是1I佐一的真實說，因為之前「未

曾說汝等當得成佛道 j ，故以前所說諸經皆為順隨眾生令入佛慧之方便說 。 本經強

調 . ，寸方佛土r.1"唯有一乘法，眾生未來必定成1~t J 是三世諸佛l唯一的真實說 ， 以

前之「所以未曾說」真實法，是因為 「說時未至故 J '今法莓，會正是其時 ， 決定說

「大乘 j 0 5此大乘是質非權 ， 1准在應得度的佛弟子們已斷三結乃至證妙覺位時 ，佛

陀才會演說此經 。 6既然法苦奮!i誼會才是宣說此「唯一1?ll乘」妙法而授記大眾「必定成

佛」的時節 ，當然要說明其成。但時的種種相關情形為證 。 一切聲間或菩薩只要問佛

所說法乃豆豆-{品，皆成佛無疑是故本經被推為唯 “純固獨妙之無上聖典 。

傳統佛教的詮釋方式認為大乘經典不思議境界的描述都不離法界體性的理趣象

徵'若再重複轉述它們也只是錦上添花而已 ， 故筆者試圖跳脫傳統的詮釋方式而直

認微塵不思議境界事相之存在，事相本身即代表了無遂法性的具足存在 ， 從 「當相

1 (妙法蓮華經} 卷 1 : 大正藏 > I而 9 ， 頁 7 巾 e

妙法蓮華經} 卷 1 : (大正政 } 冊 9 ‘ 頁 9 巾 e

3 (妙法蓮華經} 卷 l ﹒ {大正藏} 冊 9 、 頁 9 巾 。
4 (妙法蓮華經〉 卷 l ﹒ {大正放〉 冊 9 ， 頁 7 下一8 上 。
5 (妙法蓮華經} 卷 I : ( 大正liiO I附 9 ， 頁 8 上 。
6 (妙法蓮華經} 卷 5 云 。 ， ( 如來)見賢聖軍與五陰健、煩惱魔、死魔共戰 ， 有大功勳，
滅三莓，也三界， 1拔腿網 ﹒ 爾時州來亦大輯:齒 。 此法苦奮縛 ，能令眾生至一切智，一切世間

多怨自fft信，先所未說而今說之 。 J {大正放 } 冊 9 ，頁 39 上。 此段經意是說當降伏凶泌的

佛弟子皆已具足JI幸，才是諸佛如來宣說 {妙法蓮華經} 的時節 e 已斷除欲界愛而證得初禪

以上者名戰勝欲知l天庇，已斷除在陰貪平等而諸得阿羅激樂者名戰勝五陰魔，已斷草鞋煩惱習

氣種子能出三界而續得七地滿心者名戰勝煩惱膛，己斷除變易生死成就妙覺位而能自在於

三界有名戰勝死斑 。

7 (妙法蓮華經} 卷 1 : 大正磁 } 冊 9 ， 頁 8 r.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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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道 ， 1'1 11事而真」的事相層面探索男一種現質存在象徽的可能性，它有可能使約草

嚴境界的微塵世界觀焰，實於世俗人生的現賀!面前，將人類生命的本質從煩惱業苦循

頭不息的公苦慘絕悲觀消極世界轉變成本r.t光明慈悲無限的樂觀怕極價值1煎餅的創

造活現 ， 故本文的象徵恩怨、理念、雖然只是依據宗教心靈 、 物理現象的學理邏輯所作

的演絡、推想而有興於傳統的詮釋，然不妨礙傳統法義詮釋之存在 ，並可能是宇宙

無限生命的內在渴望與邁向4r民主望未來不斷創造發展的本來面目 ， 它需要藉助一些想

像力做為推動的鎖鑰來開啟內在深層，心靈的大門 。若能在心理科學領域上加以質驗

設明其成立的可能性 ， 則將此理念應用於生活上，您可解決一些現貨人生之苦惱問

題 ， 減輕不可愛其熱祟的nf1:逼 。

由於本經牽涉的內容極為廣泛深遂不可思議，非簡腦數篇可吉if探其祕 ﹒ 各譯本

的傳譯文立有出入 ，故本文以的摩綠什謀本 {妙法蓮華經} 為主而作論議 。 然什公

本無 ( 從婆達多品 ) ， 其諦翻此品後的安(見寶塔，lfI， )後 ， {法華} 現存三個譯本

之品日次第亦不講相同 ， 其品1日安立的次第使得前後經文似有許多難以連賞之處，

故唐朝妓基以六門料 fi~'í詮釋 「如是我問」 時， :.~~第四 「顯經品廢立」門中即提出許

多質疑，他認為此二 卡八品隸*若說其情趣 ， 則 「 理有八遠 J • 8此諸疑難冗長繁

瑣，諸家疑難紛約4一 ，由於木文篇幅有|跤，自八退之內容立fz不妨礙如來:放妙法的

宗旨，故此處暫不作刑析 。{法華經} 的不可思議境界難信難解， r准佛與佛乃能了

知 ， 古來佛門諸家雖不乏真說，然筆者猶廚三賢學人 ， 無從了長[1上地菩薩乃至地上

十堅等覺妙覺與諸仰的不思議境界，亦如三明六過來為讀者作現最境界上的證明 ，

片能以信解而作推論、~~、像與說明，故本文所做的過總 、 演繹與詮釋不敢自視為絕

對正確的真理 。 此經全文皆極重要而無一處可刪減、忽視者，然於一乘三車臀rr俞 、

多寶佛塔作證的象徵內涵 ， 古*尤多著蠱，表達了本絡的修詣旨趣與大乘的精神核

心 ， 古來即廣為佛子所愛好而詮釋極雜， I很於篇幅故本文僅以此為主，其它部分簡

略帶過，以探索其不思議境界之象徵 '間各窺l唯一佛乘之奧旨與諸佛興世之本慎，文

中推論若有疏漏偕越訛誤失iW之處，向祈諸方碩德不吝賜正 ， 錯，者自當從善如流 。

8 綴i!b ' <妙法進青年經玄贊} 卷 1: 大正藏 } 11甘 34 ， 頁 659 上-66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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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經的象徵思想略說

夫理以事顯，事依理現 ， 諸佛菩薩內證自覺聖智的現觀境界是唯證乃知的實際

境界，宇宙森羅萬象的現實事相則是法界貿相理趣之所以存在的明證。大乘經典處

處都有象徵文句的存在， r事相」的實際存在與 「理趣 」 的象徵寓意看起來似乎是

不同層面的兩件事，經中所說的不思議境界到底只是一種法性理趣的象徵?或者確

有其實際事拍的存在?這兩種型態必然會衍伸出不同意象的境界與思想體系，雖其

詮釋可能大異其趣，然其差異可能只是意識型態的問題 ， 兩種都有存在的可能性，

其是非正邪唯佛乃能究竟了知 。

一 、象徵與現觀的差別

無可置疑的是 ， 佛法乃以現量境界的現觀為主要訴求的質證宗教，與外道虛妄

遍計彼不可知不可證的非益;境界完全不同，外道虛設 「有真我遍滿十方」或妄談有

創世造物之「 自然、冥諦 J '皆是不可質讀之假想，與諸佛紅l來所說真心安LI來藏「覺

緣遍十方界 ， 湛然、常住 ， 性非生滅」而能質證的因緣法義境界完全不同。 9為試圖理

解大乘經典的不思議境界乃至達成其現觀，想像與象徵是最常見的做法 ， 象徵猶如

臀1瑜、想像，然而，象徵即非現觀，現觀即不必象徽，現親是一種質證而屬於現量

境界，象徵卻只是一種假想、形容，但屬已得現親者的說明方便 ， 或是末實證者之

加行觀行 。 象徵的作意有其階段性存在的必要， r准識五位中的加行位之相即謂

「現前立少物 ， 謂是唯識性，以有所得故，非質住唯識 。 。這是主體誠如來藏尚

未找到之前的帶相襯，心之階段， r現前，立少物」 即是一種象徵性的作法，由於尚未

實證第八識而不知其為何物，故建立某物為假想的I喉識真勝義性，說為「立少物 J ' 

以作為求證的對象，其實空有二相未除 ，未得實證第八識 ，非寶安住真l准識理 ; 象

徵之目的乃為求證真實相，是見道前不可或缺之觀行 ，故不可全謗象徵思想、為非。

二 、本經象徵思想的大意

本經極富象徵方法 ， 醬H俞即是象徽 ， 象徵即是代表意義，而蓮華乃佛經最重要

9 大佛頂直閻王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11~行首楞般綴〉 卷 2 : 大正藏〉 冊 1 9 '頁 11 2 下 。
10 (成惟誠論}卷 9: (大正藏 ) 3 1 ﹒頁 49 上-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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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象徵樑幟物 ， 諸{~菩薩皆坐蓮幸在演述三乘妙法 ， 故本經以妙法蓮華為經題 。 世親

{法華論 } 說妙法蓮華經有「出水 、 幸在開 」二義 ， 出水以l喻佛乘出離小乘泥濁水，

華IJM以l喻諸付Il菩薩能為眾生開示諸f亦由1 1來淨妙法身令生信心 ， 坐蓮攀上間說女[1來無

上智主主清淨境界 ， 得謗如來深嚮藏 。 1 1此經以蓮蓮在象徵真如佛性之體相用而理事互

遍 ，由此華做出離小乘溺泥水而同入一(如乘 ，能開敷世出世間一切清淨妙法，顯示

法體性;恬不可盡， 此談一乘理性 。 銳基詮釋說 : ，' 1\水義以所謂三義名卒，象徵阿含甚

深 ， 華開義以能詮教名華，即證話:甚深 。 1 2

**;盔的象徵法是真以 「多'e' {~ll塔 」 與 「大白牛車」為其核心 ， j泊者明三佛身的本

遍關係，闡明宗門修行的內在運作模式 ; 後者表I唯一佛乘的究竟義，顯示三乘菩提

的權質差別 。{大般涅槃經> BIJ以 「牛乳 、 酪 、 生穌 、 熱穌、 限酬」分別象徵臀H俞

從秒g，':Wt的「十二郁結 、 修多糕、方等經 、 般若波羅蜜 ‘ 大涅槃 J ' 醒酬11俞於秒Il性，

佛性即是如來 。 \J天台智頓將它們分別配屬 「華戲 、 阿舍 、 11等 、 般若 、 法華j里槃」

冗 i時說法的次第 。 14

三 、各種標幟物的象徵意義

大乘佛典所說l的象徵標幟物，以牛乳 、 酪 、 酥 、 股酬、是直華、車乘 、 藥 、 樹、

寶珠 、 月~句話 、 瓦結金開1)等等為絞常見 ， 它們部分別具有某種精神義涵的象徵 。 滿月

表，心， N1J哩 ， 五鈞表在悔 ， fljJ事， )'J表依理成事之，詞，金剛臀喻其如法身堅不可摧

之飽，象徵般若智慧摧{故無明之干IJ 0 1 5蓮華象徵自性清淨心，為世出世間之恨本

依 1 6贊~象徵菩提心 ， 能消 切煩惱垢i泊 1 7亦能出生三千大千山界 、 放說古巴女

有 貨珠(劉白二下人-下↑1):抖 18叉臀11俞如至1至四大智慧之簣，具足~!~f;:f童福智功德 ， 能

出三|三三乘菩提句J智慧 。 19車乘代表ι乘菩提 ， 羊車象徵聲間乘 ， 能車象徵府艾仔Il

11 妙法蓮，紋絲Mì皮 J是舍} 卷土 {大正且能 > I附 26 ' 頁 2 1'" -3 上 ﹒
12 說基， (妙法蓮華經玄m 卷 2 : 大刊二藏} 冊 34 ' 頁 678 土 -
1) < 大般何樂部D 卷 1 4 : 大JOi成 > I肘 1 2 '頁 449 -'-_ 0 

14 I哨位』鉤 ， {妙法蓮華經父;句} 卷 6 : 大J.I了藏 } 冊 34 ' 頁 86 中下 。
1 5 清 *舟， (大乘木生心地觀照淺註}谷 8: < 元!續藏 ) IH} 2 1 ' 頁 11 7 上 。
1 6 朱延誨 ， (宗銳錄} 卷 38 : (大正被 ) 1m 48 '頁 642 上-中 。
17 {大方R;'H弗收繳經} 卷 78 : <火 ïE~敬 〉 冊 10 ' 賞 的 l 中 。
18 (妙法注1在經 } 卷 4 : 大 LI三藏〉 冊 9 ' 頁 35 下 。
19 (大方J賞你;哥哥般終 } 卷 5 1 : 大IF藏H甘 1 0 '頁 27 1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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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 ， 牛車象徵佛乘 。 20小藥草是指流轉於欲界 、 色界的人天境界，中藥草是指修學

聲閩、緣覺二乘菩提而得果讀者 。 上藥草是指已經迴小向大追求佛道者，然尚未證

莫如而不自信能作佛，尚屬大乘通教菩薩，所言登所求仍非真正的大乘菩提 : 或雖已

經明心設真而尚未能自信必成佛者，本經秒Il陀尚未進行授記前的諸聲聞眾其心態即

是如此 。 小樹是指己經在佛菩提道上明心見性而自信未來決定成佛者，這是發間們

被授記後的心態，慧解脫者尤多 。 大樹是指大乘修道位中的各階層菩薩，嚴格上ff!Jl

指已具四關八定的俱解脫者 ， 尤其是已獲三明六通而能廣度反生的大菩薩 。 2 1

四、大自牛車的象徵

智顛認為大白牛車的象徵意義為車有高廣相」譬如來知見深遠，橫周法界

之邊際 ， 豎徹三諦之ì原底 o í眾質莊校」譬萬行修飾 。 「周阻攔橋」醬總持持萬善

逆眾惡 。「 凹面懸鈴 」 譬凹辯下化 。 「張設憾蓋 」 譬四無壘 。「珍琦雜費而嚴飾之 」

醬真實萬善嚴此慈悲 。 「費總交絡」譬四弘誓堅固大慈心 。「噩諸花般」警四攝神

通等，悅動眾生 ， 亦醬七覺妙霞 。 「重敷絨線 」 譬觀練票修一切諸禪重會柔軟 。 「安

霞丹枕」譬即動而育事，即靜而動車內枕」譬一行三昧，息、一切智 、 一切行丹」

譬無分別法 。「駕以白牛 」 譬無漏般若能導諦、緣、度一切萬行到薩婆若 。 「白 」

曾與本淨無漏相應 ， 四念處為 「 白牛 J • r 膚充」營體具萬德 ， 凹正勤善滿 ， í 色

潔」譬惡盡，煩惱不染。「形體妹好 」 譬四如蔥、足稱行者，心 。 「筋」響五根住立能

生 _ í 力」嘗五力摧伏幹用 。「行步平正」譬定慧均等 ，七覺調平。「其疾如風」

譬八正道中行，速疾到薩婆若 。「僕從」警方便波羅蜜能屈曲隨人給侍 ， 使令眾脆

外道二乘小行皆隨方便智用，叉譬果地神通道役隨意 22故 〈維摩詰所說經} 說一

切眾魔及諸外道皆吾侍也 。 23

20 {妙法蓮華經} 卷 2 : 大正藏 } i肝 9 - 頁 1 3 中 。
21 妙法蓮華經} 卷 3 :大正藏} 冊 9 - 頁 20 中 。
22 智韻。 {妙法蓮華經文句} 卷 5: 大正藏} 冊 34 - 頁 72 上，中 。
23 (維摩話所說經} 卷 2: 大正藏} 冊 14 -頁 544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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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本經宗門象徵與教門意義的關係

若不具備宗門的體驗與實誨 ， 則教門的一切教義理說即淪空虛的泛論 ， 一切法

義理趣的象徵亦然意義 ， il沒本文亦須探討;其宗門設趣與質踐行門之所在 。 大乘方廣

惟誠如1來藏經典的法義是完全一質 、 相瓦融通的 ， {法華經} 顯示了教門法義與宗

門體驗的一致性 ， 在明眼人的心目中，經rl-'處處皆是真如佛性分明顯現的現成公案

tlil機鋒示現 ， 其在凡而超凡的;也:趣所在乃是宗門1'J~登導引的領域，學人自應往就教

界宗門法主虛心求教或為印證，其內容並非學術論文所宜討論的純間，故此處僅就

其真血IJ自性與象徵意義做某些探討、推論 、 與演縛 。 供養著:多寶如來全身舍利的七

賢塔關現法華會上，揭示十方世界示現八i'1:1成道的應身如來宣說〈法，華經} 峙，必

有多寶{11l塔為聽是終故日前現其jjíj r，:;;作證明 。 24多鈍，去[J來象徵有Ij'J眾生的真如佛性，

七質塔象徵吾人iJ司七轉識主道的五親身心'七寶塔中坐著:多貨車11來象徵人人具足清

淨法身仔11' 9日 {大力等知 1*藏經}說 「一切眾生，貪欲豆豆癡諸煩惱中，有如來智 、

如來11良 、 如來身 ， *吉)JD~紅色儼然、小動 。 25釋尊以此萎花H俞ffli lm示眾生內具直11*藏

之妙義 。 大乘r~槃境界不可忠誠，多質，如 l來的出現更彰顯女11來境界的不可思議，

(見寶塔品 〉 稅多寶如來久已滅皮 ， 全身舍利被供養在七寶塔l 扣， < 提婆達多品 〉

台rJ記多寶如來的侍者勾結1積菩薩Hjìli多資佛i室的本土，顯示多寶佛尚未i戚度 ， 仍以其不

可思議解脫身站起續在某個↑If界度化眾牛 。 多賀你g幣的示現彰顯果地佛無住處大涅槃

境界的不可思議，既不住於二相互k死中，亦不住於1黑餘涅槃界 。

一 、七寶塔的功德象徵

(見寶塔品 〉 山現了從地滿出的七寶塔，供養著多質立的~的手身舍利 。 26多贊

由n來乃真如法身的象徽，是人人平等;dlz具的自性法身如來藏 27多寶貴LI來是主H俞有惰

的其心如 l來蔽，憨UI總清說 「佛號多賀，法身乃知 |來薇 ， 以具有值沙柄性功德故

24 {妙法是E宜的還 } 谷 4 : 大 jf藏 } i附 9 ， 頁 321、 .

'5 {大方等釘l來放終》谷 1 : 大 II蔽} 川f 16 ' 頁 457 巾- ~ • 

2(, {妙法蓮手存在'0 卷 4 : 二人;正誠 } 冊 9 ，頁 32 巾 ﹒
27 <妙法起趣。約1益j反}J{合}卷 2 去 。 「 多f'í~1I來巳入涅漿，彼示現身，們身 ﹒ 他身、 法身平
等 J!lO'if別故 。 J (汰:IE政 } 冊 26 . 貞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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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多賀 。 28七寶塔醬11俞有惰的五蘊身， l'!f1因地眾生的五陰，有情眾生之運作乃以

七轉識，心王為主故說為七寶塔，眾生皆因雜染的七轉誠而流轉三界，故必須一世叉

--Ilt入胎而不斷修道淨化莊傲自己的七寶塔 . 多寶塔之的現 ， 乃諸{弗如來入滅前說

{法華經〉時，故七寶塔特指成佛後的智慧圓滿清浮法身境界 ，能展現如來藏所有

的功德性，故清朝道霈說七費為塔者，明法身之地，以性德七質、七盟則 。 寶

塔者 ， 質相之境 ， 法身所依處也。 29 ，高咒百出旬 」 者，高喻難見其頂 。「縱廣

一百五十由旬」者，廣喻大無邊|襟 。 30 ， 從地師也」者， (卡地經論}卷 2 云 「 地

者，境界 。 」故地乃指謂五陰世間一切境界相 3 1表示第八識如來藏一向與蘊處界

同時同在一處和合運作 ， 真直L1:$:n學須給二界五也草草諸法的境界相而顯現，比11俞宗門的

體證必須將由自身所處的一切世間境界而參'究，方得覓證如來1竄，故{六祖坡經}

說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離仰，覓菩提，恰如求兔角 。 32顯然六祖慧能非

常清楚明心見性須藉雜處界積積境界和司的存在方能體證'非由虛空憑空得來 ，離開

三界世間法的種種境界相 ， l'!f1無佛法可言，亦無菩提可證 。 窺基認為塔在東方漏出

住盜者，表{弗涅槃已tU生死 ， 今還處世以濟眾生，生死j呈槃二無典故 ， 浦出者 ， 表

說一乘超二乘故，住虛空者， 表教詮於真理空故 。 33 ， 住在空中」譬l喻如來藏分明

現俏，非人問境界，且遍佈卡方虛空法界 。「種種寶物而莊校之 」 譬l喻，心內合無量

功德藏， 一切裝設成就皆有其相應之因地菩薩行業相對應之J;}J德而i佐齡、互相對比

之，區|果互相校量酬答對比無差 。 「五千欄桶」臀喻外門所修之五-戒 、 :E呵，很五力 、

五分法身 、 五波羅蜜 、 菩薩五圳等萬行粉、持 。「為室千萬」臀11俞自心內證之般若智

f惑， 一切氧1 . 道種智 、 -1;1)積智等等智慧無耳;無邊 。「無數惱備以為嚴飾」者 ，以

心，心所法一切髓子為幢驕|叮莊般七寶塔 。'm，寶櫻路」者，乃以因地至果地的三賢

卡常所有自證化他的修行本業所得之功德架設為且崖路，立[] <菩薩櫻路本業經}說{弗

本業耳1J!:B各十住 、 十行 、 十迴向 、 十地 、無垢地、妙覺地 。 34 ， 寶鈴萬億而懸其上 」

28 明-1:哇!清， {法華經過義} 卷 4 : 市緻織 } IIIt 訓， n 56 1 上 ﹒
目前 . i且懦 ， 0去華經文句黎袋} 卷一 5: ( iI~緻城 ) nl} 29 '頁 73 1 中 。
30 ， 由旬 」 的長度 ， J~ð的電論巾的說法不一，再丈夫:暫以一由何r:ß二十公!.jl .

31 { 1_地縱論 } 谷 2 去 「地7信，放w . 觀行莉，智眷屬 。 J <大正放 > mt 詣， J迂 1 33 rlJ • 
法藏法藏 {華般經探玄記} 卷 1 0 ( --1地品 〉去 「 丘地者 可 境界 。 觀者，謂照境之智，是

I也正他故 。 J (大正被 ) IHt 35 ' 頁 297 下 。

32 元 - 宗 l~編 ， (六恥大帥jj，去食也經大iUi，o 川 48 ' 頁 35 1 下 。
3J就基、 {妙法蓮華將玄贊} 卷 8 : 大fH敏 ) 1m 34 '頁 8 1 2 J 。
34 { 菩薩J11!lI書本業經〉 卷 1 : ( )(正藏 ) fII} 24 ' fi 10 1 0 中 。

-76-



釋微入 {法草經} 的 卑微忠想鑫測

譬11街說法度生之八 iI凹辯法音無訟 。 「問|宜j皆出多I量均在跋純種之香充遍tHJ'j! J 臀11俞

持戒等空總之脊~H專十方，明佛I也常樂段淨阿德之香j區法界 。 「其諸慵畫畫以金 、

銀、琉璃 、 1f!:li來、馬路 、 真珠 、 玫瑰七J:1合成」臂11俞七寶塔之珍品 。「高且三山大王

宮 」 峰~II俞凹天不能為其作證 ﹒究裁四諦叫智之理 。「三，十三天雨天安陀~(fijl 供替寶

塔」莉，前 . - 1 '天 11俞 - 賢位之 -'. 1 “心，後三天謂 ， 1一 地、等質、妙:t'1: J 三個階次，

十地有 IW.所證法身ViJ道種智等皆同一味收視為一位。 35 ，天 」本有「生天、淨天 、

世間天 、 義夫 、 第-義天」之)J iJ '此處乃指義天 、第一義天， ì乏 J白質證真如的三賢

十地諸百五年~ ， ^割地耀華是無話臭穢之λ;花 36意指二賢十地等所有菩薩皆I!il、以清

淨真主1 1智覺之-iE fJ t養七寶塔 。 台↑lY眾生始從因地， Jilf;不時時刻刻都在f:U:養自己的七

l:lft抖 ， 只是眾~t 門 IIJ Tfïî不知J:!=tI'1際 r(rj 已 剋質而論 ， 是有 'II'J眾生自己的自 '1'1:多:ey佛

在供益自己的七贊塔 。

二 、 多寶佛塔顯示禪觀之道

d裂多'!i4f如 l來m身汗、於|叫紋的條件是 「彼佛分身吾有{~~一一-:(E於十方世界說法，

盡且還集，處，然後拔身J 'J H\現 。 37多ß'!iu31更是法身仰的象微，乃古來顯密二教之

共義 ， 法-，'If會上的現在兩諾。↓;菩薩 ， 可說~有情眾生的五陰卡八界

功能2差主叫刀別u境界及諸煩l↑悄|↑惱l筒倚的象徵 。 象徵思想稍為真言宗所注重 ， 很i海即主張妙法立E華

經乃互交自 'I~二之iÚ泡、名， 示 i爭心之\Mt究，妙法;迷1迫E缸叫1i躍|苦堅之 l叫I陀E吃E

諸佛世吩傌令眾生f悟吾入直如如11是木心故話說t此敢約紛f~ , 38是故l't: Eì 教典處處以.iill:ip)畫作為自性

清ffI心之象徵代矢 ，放在起草堂上去，自閻明月輸 、 輛丰:‘標幟、啥?修等等，作昂貴11

來藏一心中顯現積郁世出租 I Mj法的表法星紅徵，並示一心IJdI滿具足 III: H\I立問一切功德

法極，表達佛教 「一界唯心、品法u住識 」 的奧義 。

〈法草綠} 的釋迦分身諸秒1\來士是一處而打多寶{弗塔?兩現之義 一 ) 逛，可洲臼

《摯的區經) ，人法界品 」 所說7f~1物古:薩彈指開啟昆!而遮那莊般藏大仗?問之 1 "JI(fj命善

35 道有I f ﹒ { 法-*縱火:-'Í r)1雄 主~J 谷 5 云 「 三 | 心為三 |司， 1 地為一于f.t J藹 ，紗覺r:)一 ，
合n ...: 1 ' =.' 同 ft<質十li境也 。 兩天安陀縱苔，何J;[，、見;nll~+ -j也:r:JJ í:t! ' 後心亦闕，皆以
1141 地所有|起誰也古向法，身也 。 J ( d~續藏 ) 1111 紗 ，頁 73 1 ~. 0 

J6 < 火乘吉、分陀利縱} 谷 3 : 大正月紋 } 冊 3 、正正 252 下 ﹒
J7 < 妙i:!.、在主告終}卷 4 : 大寸:ll逝 ) 1111 9 ' Ú 32 l' 0 

38 ~封為 w、有苦終關Ml1 ) 大立一戚 ) r用 鉤 ，頁 1 73 下- 1 77 1[' 。

-77-



哲學與文化 第卅八卷第十二期 2011 .12 

財主籃子入內見一切莊嚴自在境界之義 39以及普買十大行願所說一一微塵內在具足

一切世界一切佛之義 。 40 <法望在}說釋迦{弗以右指開啟多寶仰，塔之門而入塔二佛同

座. <華嚴經 } ，入法界品」說彌勒菩薩彈指開啟昆盧遮那莊嚴藏大樓閣之門而命

善財童子入內見一切莊嚴自在境界，此二經義實有異曲同工之妙，皆象徵著證悟如

來藏而得親見諸法實際而住菩薩不可思議自在解脫境界。(二)近可源於《楞嚴經}

所說「十方微塵國土一時開現 ， 佛之!波中申令諸世界合成『一界~ . 其世界中所有一

切諸大菩薩皆住『本國』合掌承聽」義圳，意指五|信十八界遍及十方世界一切有惰，

一切有情都同住在「五陰十八界」的世界中 ， 猶如同一個世界故名一界 ， 每一世界

都有一尊仰，帶領無量大小菩薩眾住持佛法，以此一世界為本圈，代表一個有惰的身

心整體 ， 第八誠如來藏即是法身例，五陰十八界的一一心玉、心所法代表諸菩薩

眾，六根、六題就是自己的國土;此五陰十八界與如來藏同時同處和合運作，故說

「其世界中所有一切諸大菩薩皆住本國合掌承聽 J 0 42若以此如來寶塔蹄現的事相

來象徵宗門參禪的觀行時，則可說若要參究出自己的真如佛性，必須把自身代表如

來藏一切功能性顯現的所有無量化身諸佛全部動員集合起來，專注一心參禪體究，

方有機會明心見性設真如， 是故多寶如來要求彼佛十方--líJ分身必須全部選集一

處，方示現其全身舍利，為其象徵 。 這顯示了真如何1\性的體證，必須制心一處，把

自己所有的意念，心，心所法全部梨集在一個話頭上，念念無間綿綿密密地專心參究，

是明心見性的必要條件 ; 學人明心見性之初，在個人的五草草身心上必定會見到如來

穢全身而非部分，但其全部功能只能開顯極小部分而己 ， 唯有佛能完全開顯 。

諸佛化身政集的國土道器非常清淨 ， 在法苦奮勝會上，要作為十方分身來集之聖

地，悉、坐贊樹下之師子座，的藍藍婆世界等無量↑宣沙國土必須成為完全清淨平正相連

的一大佛土:琉璃為地，黃金為繩，具足枝葉花果之高大寶樹莊般，樹下皆有諸佛

大寶師子座，懸諸寶鈴網鰻幅蓋，燒大寶香 ， 諸天安陀羅華遍地;既無諸鐵園、須

彌等山王，亦無江河大梅林草支書E谷，復無村城聚落六道人天 。 44如此的佛土清淨莊

殿，象徽了一心專賞;禪修參究的學人必須具備比較清淨的道瓣，意念清淨專注而卿、

39 {大方廣f~~苓嚴經〉 卷 78 、 79 : (大正藏) HIt 10 .頁 434 f-438 上 -
40 { 大方lJt佛l!j!f儼經〉卷 40 : (大正藏} 冊 1 0. 其 844 中 -846 中 。
41 大佛頂好l來宮、因修證7義諸菩薩商行首楞廠經} 卷 1 : 大正藏}柵 門 ， 反 108 中 。

的研平質著﹒ {紛般經講記}第 2 冊 (霄，北正智出版社， 2009 初版) ， 頁 57-62 。
的 {大智度論} 卷 7 云 「佛為人中f市子 ， 佛所坐處若床若地，皆名師子座 。 J (大正藏〉
冊封，頁 111 中 。

4.J (妙法蓮華經} 卷 4 : (大正纖 ) !ln 9 '頁 33 上_ '1' • 

-78-



釋微入 {法草經} 的車徵思想鑫 ;M

妄想雜染執著 ， 戒定慧等褔智功德莊般聚集，並非懈怠散亂的六道人天凡愚眾生所

能參與成就 o 根g體所居名塔，以眾珍寶所成名寶塔，多寶佛所居之塔故名多寶佛

塔，的多貿企11來就是人人本具的自性(弗如來藏，多贊{弗塔就是自↑生仔I~所駐錫的五蘊

身，多寶如來手r佛I谷中的示現旨在揭示真妄和合運作不一不異的莫如妙義，它指示

f大乘佛菩提的修學之道與根本理趣 。

三 、唯心識觀的教證

本紹說多寶仰;於寶塔中分半)奎與釋迦牟尼佛 ， 大眾見三如來在七寶塔中師子

座 46在教相上為實證八識一心法義的重要表法，乃是第八識如來藏與七轉識，心王

同時同處同在和合運作的象徽 。 多寶佛與釋迦秒f，共坐於七寶塔中，表達了果地佛的

現證境界，不包五蘊身心的修行功德園滿而成就圓滿報身佛，自性法身的所有功德

藏也完全開顯而能化現一切不可思議境界 ， 自 ↑笠、 受用 、 應化三身一體完全融合圓

滿，故示現「二佛同坐一多寶塔中、十方化身全部會集 處 」 。 三賢學人於初見道，

時，只能開顯根本無分別智之總格而巳 。 47釋迦是能仁義 ，指清淨寂靜的內在真如

法身 ，牟尼是寂靜義，指能慈悲仁愛眾生的外顯功能.釋迦牟尼謂諸佛如來悉皆同

時具足此三義 。 尚未成佛的眾生都是「因地」的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是修行所

得佛果，因地有情必須經過三大阿僧祇劫的動苦方能成佛，當祂究竟成佛時，八識

心王完全淨化，褔智二嚴完全具足 。

多寶貴日來的七寶塔現前象徵了開悟見道，因地釋迦開悟證道|時，必會親見向己

的真如佛性與五陰七時誠同時間在一處和合運作任何 .@I剎那都不分離，質證八識

一心的其實相 ，此為多寶 、釋迦三如來同座多寶塔中之質義 。釋迦佛與多寶佛共坐

七寶塔中 ， -.1?r，共住一色身內象徵了佛地的無垢識完全闕顯其功德藏，不但七轉識

五ff:W~完全淨化成佛了，能依法身佛的自性而化現無量分身於十方無量世界教化眾

生 。 法身佛的無室本有自性也完全顯現其功能德用，能出大音聲為應身佛釋迦牟尼

咱就基{妙法蓮華絞玄贊}卷 8: <大正藏} 1m 3 4 ，頁 8 11 I.~J , 
46 <妙法逮幕經}卷 4: 大正職}冊 9' 頁 33 下 。
47 <成I准識論}卷 9 云 「遇;主位;其相云何?頌曰 若時於所緣，智都無所得，爾時住l准識，
離二l&徊故 。 . . .... )JIJ行無間 ，此智生時，體會真如，名通達位。初照理故，亦名兒道 。

然此兄道格說有J 一 、 其兄道，謂rm所說無分別智，實譚一空所顯真理，質斷二陣分

別隨眠 ， 雖多剎那'事方究竟，而仰等1仗，粉、說一 心。 J <成u在識論}卷 9: 大正藏〉

冊 3 1 '頁 的 干 -50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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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作證 。 表面上看來， 成佛時好像是 「能證的五陰所成就的釋迦牟尼佛、所證的

本體自性佛完全淨化成就的多寶如來」二種能所不同的究竟佛產生而並坐 ， 質則是

說成191;時的八識一心真正完成了絕待一愴的圓滿佛，能證與所龍的二種佛的隔閔觀

念被打破了 ， 成就了完整統一的中道絕對佛﹒由於祂具備了全方位功能的呈現，故

有不同面向所呈現的自性佛、 報身佛、應身佛、化身佛 。

四、〈法華經〉是華嚴境界的實踐法門

法華盛會一大佛士的顯現並非虛構神話，若以實證圓通法門的現觀而審視之，

此即 {楞嚴經} 所說「此娑婆界大地山河俱l待不現 . I准見十方微塵國土合成『一界 J J 

峭的境界，其理 、其孽，都建立在如來藏的基礎上， 此 「一界 」 亦是 〈擎嚴經}一

真法界之別名 ， 一切眾生第一界即是無垢如來藏 。 49就大乘真如理的恨本立場而

言. .f!IJ此一界即是空性一界、如來藏一界 、 佛↑生一界 、 十八界一界 、 真如一界 。 十

方眾生的界性亦然 ， 一切眾生界、我界即是一界 ， 以一切眾生界是一界故說世間殺

生紅l人自殺，殺自界故 50乃至一道 、 一乘 、 一師 、 一諦、 一依、 一界 、 一笠 、 一

色皆是如來之異名 。 51法華會上釋迦11!l將十方無量世界合併一處的不可思議境界，

較常見到凡夫外道的批評是 其事相只是不可能存在的神話迷信，其現象也不可能

被眾生看見 。 若然 ，則此種迦世尊一大19名士的境界就必是一種形容佛力之偉大的劇

揹描述而非現益真境 。 然而，它生少可視為純粹是真如佛性的理趣象徽，並作為一

心如來戴在修證上的現量境界與現觀覺受的顯示。 將無量佛菩薩聚合一處 ，可視為

人人自身無量色心諸法的象徵 52比較契合宗門修證義趣的如理詮釋為:此一大清

淨佛土並不是在實質事相上把卡方世界合併到娑婆世界來成為一個世界 ， 質際上十

方世界還是總續存在 ， 並沒有被合併而消失掉 ， 而是說一切諾佛世界就是同一類的

十八界等等而無差別 B 叮當行者處於明心見性的現觀狀態中時 ， 並不是這個娑婆世

界的山河大地都不見了，而是山河大地事質上都還在 ， 只是這時行者的心境完全4、

理會山河大地，唯一心灌注於如來藏心的存在及其本覺佛性的現觀當l中， 全心專注

48 ( 大佛頂釘l來也:因修證了義諸菩峰高行首防獻給} 卷 6: {大正藏} 冊 的 ，頁 1 30 上 。
49 (央搧魔羅經} 卷 3: (大正藏} 冊 2 ， 頁 537 中 。
50 (央掘魔羅經} 卷 4: (大正藏 } 冊 2. 頁 540 下 。
51 (央棍魔耀經} 卷 3: (大正藏} 冊 2 . 頁 532 中 。
52 肅平質著二 . (楞般經講記} 第 2 冊，頁 57-62 ' 

53 燕f平賞者 . (撈般經講記} 第 2 冊 ， 頁 201-2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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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自己的佛性遍在於十方微且這敝國土的山河大地上面 ， 完全不會把心放在看見娑娑

世界的山河大地上面 ， 此時所見就只有佛性真賀，世界與身心全都猶如J虛幻不質的

影像而已 。 54這還只是意識覺主11心弦，證法界賢相而作莫如現親時的少分覺受而己 ，

相當於禪宗的明，心證I蓮 、 眼見1?ll性的境界 ， 即使過得了牢闕，最多也只能證得題:解

!銳的境界 ， 還是末人初地，尚未深入現證如來l叢中一切棍子的功德性之無生法忍境

界

彌勒樓閣與多'rt 1!弗塔的象徵極為相似，普賢境界與彌勒縷間更是大有關係 ， 彌

勒機關名昆虛遮jj:fl :庄嚴藏，普賢菩薩所入三昧名如來藏身三睞。普賢菩薩是其行 ，

如;U或身是其髓， 善財輩子在彌勒被|割 '1'和會文妹普賢始終因果及彌勒菩薩始終因

果 ，都為一際 ，體用微故 。 56←oJ見，彌勒縷閣乃是象徵9日來蔽， 具足三世一切解脫

智慧" 庄嚴 自在境界， 李通玄說為 「示你1\本源法界十速發藏世界悔因果始終報得之

門 J '此明 「以用人恤，理事微故， 57故彌勒模闊的現前開扉是邁向普賢大行境

界的關鍵，如來藏的修設是進入大乘之門的第一闕，不證如來藏則無以i斬修進入圓

滿成份11之炭地 。 法摯亡海會一大泊fì爭吵Il土 乃是如來藏一心完整內容之表徽，可視為普

賢行願的微階內在字i主i觀具體呈現於外不1 :隨大宇宙觀的意象 ' W!般一 微塵所蘊含

的liE1宮內涵被展現為法吉的!但全無邊的假Il國淨土合側的-大聚集，顯示一 有惰的

一心心所法等皆具有'}p.~量法性的無盡功德藏，它象徵一一微塵悉、皆具足如來智慧，

物質是心地的完美佯在狀態放皆傾向淨苦Hli 'i'ß Jll貝眾生 。

五 、 本經在佛教經典中的地位

此紹說{法華}是諸如來第一之說，是諸例如來祕手持之藏，於諸絡中最在其上，

5~為最訝:ffii 勝的經JjIJ '能將此經，日11 ;f，為持側身 。 59釋迦「夾道、龍女l或佛皆因此

經，故本:*!fS宇E佛教中受到極度的尊崇， 其所由出的《華般經》 尤具「經王之王」 的

1'1'賀 。 然大乘經典~r.唯 {法蓓在的鉤的經玉之勝名， <金光明將} 、 {金光明最勝

54 到1平貫一鼠， {抄j嚴縱論J己 } (來北: [[刊中Ut反祉 ， 20 11 ÐJ版 ) ，第 2 冊， 頁 60-62 : 第 9
III} ﹒頁 278-279 ' 。

泊爾平賀莉， {楞嚴經諧音已} 第 2 冊，只 95 。

56 平過玄 ， (新華屆監經論} 卷 7: 大rE藏 } 冊 36 ' 頁 762 F-763 仁 。
57 李通玄﹒ {新華般經論} 卷 7 :大址:>>~ ) i肘 36 '其 762 下 。
58 {妙法蓮華f*'草} 卷 5: { 大.rE~滋 } 冊 9 ， 覓i 39 上。
59 {妙法蓮是在-經} 卷 4: 大， Ej蔽 } mt 9 ' 頁 34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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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經}亦被稱為「眾經之王 J '是第一法印 ， 諸仔!l所行 60若得聽聞是〈金光明經 ) , 

一切菩薩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 以本經是眾經之王故，是不退地菩薩成熟普

根，是第一印;若一切眾生未種普根 ，未成熟善根， 朱親近諸佛，不得聽間是金光

明經，以聽間受持故，一切罪障悉能除滅，得懂清淨，常得見佛，不離世尊，常開

妙法，常聽正法 ， 生不退地 。 “ 〈大方廣總持資光明經} 亦被稱為 「 眾經之王 J ' 

以聞此經威德力故，五無開業速疾消除，還復入身，皺皺得生佛法之中 ， 永不復墮

於三惡趣 。 62釋尊亦說 {大般涅槃經} 最為尊勝，如來所說種種妙法祕密深奧藏門

悉皆入於《大般涅槃經> ' 金剛'fi'藏滿足無缺 ， 如八大?可悉歸大海 ; 如諸跡中，象

跡為最 ，此經如是，於諸經三昧最為第一 ， 諸經中勝;如諸藥中，起酬第一 ，善治

眾生熱惱亂心，是大涅槃為最第一 。 J 63 <放光般若經} 說般若波羅蜜是諸佛之母，

制六波羅蜜亦是三十七品，是三世十方諸佛之母 。 叫弗叉說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是

心地經玉， 一切如來修行此經 ， 捨凡夫己 ，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一切賢聖皆從

此經得解脫故: {~弗涅槃後後五百歲法欲滅時， 若有法gffi受持續習解說書寫此心地經

「見的主中王 J '如是法師與佛無異 :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供養尊重此法師者， ~IJ為{共

養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所得褔德平等無二。 “佛陀稱讚 {大般涅槃經 〉 的功德說

「是諾大乘方等經典雖復成就無盡功德，欲比是經，不得為喻，百倍、干倍 、 百千

萬億倍乃至算數譬喻戶斤不能及。善男子 ! 譬如從牛出乳 ， 從乳出酪 ， 從酪出生酥 ，

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艇闢;因是酬最上 ， 若有服者'JS<.病皆除，所有諸藥悉入其

中 。 67還有其他經典，如 {佛說菩薩布方便境界神通變化經 } 說 「當說此經玉，

有億經閻遠 。 J 68 <大寶積經} 說 「 由間如是大經王 ， 功德勝利無邊際 。 J 69 <菩薩

念佛三昧經}說「當我須與說此三眛微妙經王教世間時，一切山河及以大地皆悉俱

60 <金光明經} 卷 2: <大正藏} 冊 1 6 頁 348 中 。
61 {合部金光明經} 卷 3 : 大正藏} 冊 1 6 '頁 376 下 。
的 {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 卷 3 : 大正藏} 冊 10 頁 893 中 894 上 ，
63 {大般涅槃經〉 卷 3: (大正聽} 冊 1 2 ' 頁 385 上 。
64 (放光般若經} 卷 11 ﹒ {大正藏} 冊 8 ， 頁 78 上。
65 <放)\:;般若經} 卷 1 4 : (大正藏} 冊 8 - 頁 97 中 。

66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 } 卷 8 : (大正藏} 冊 3 ，頁 33 1 上-巾 。
的 7 (大般涅槃經〉 卷 1 4 : (大正藏〉 冊 1 2 '頁 449 上 。
的 {佛說菩藤行方便境界神通變化經} 卷 3 : 大正識 ) If甘 9 - 頁 3 1 5 上 -
69 {大寶積經} 卷 53 : {大正藏〉 冊 11 ﹒ 頁 3 1 5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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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六極震動 。 70上述諸經都有它特殊的內涵與被如來鑽l錢為最會最勝的經王之理

由，然釋尊唯獨再三強調 {法華} 是「諸經中主」並讚嘆其功德利益與務經罪報 。

肆、結論

「 三界11佳，心造，萬法唯識現 J ')J ~乘佛之共義，世出世間一切法皆不離自心

賴I:fll本誠的純峙 ， 三界萬法任何事相4、論其染淨縛解，無一法非主J化去J]夢， 一一法

皆具令其絕對價值與古義，故 《法警}、 {華般} 、 ( I准摩詰} 不思議境界的文字

捕述 ， 不論在任何層面或各種現象|一 ， 皆JI!t.具街它的展現意義與象徵的內涵， 三質

與佛土的種種不可思議境界均具有其甚深的象徵義涵 ， 有待吾人深入去求證與現

綴 。 老 {心經} 是 {般若經} 的濃縮，則 {法主ø經 } 就是 《華般純}的精確，以諸

。但由的|乏與 IH:之始 ， 必先顯現 {蓮在般}境界，以示現法界貿相，過遊內務問覺聖智大

海，最終必說{法W )妙義，以導引諸柯:會蹄，賀，攝化三乘有學無學回al';一佛乘 。

綜J'.所述，可歸納，' 1 '，幾個要將11

( -) 象徵與現閥的差異 「象徵 J ' 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心念的迷們.' ， 藉以顯

71 、 、 說明刊" 8tH:間的種種化事幻相的意i涵與本質 。 理與事 ， 做與用 ， 都是互遍校存

的，諸法本無i的咎，問題只在於當事人是否能認清其真俗幣買之分際而已.具有象

徵之理， 自jJ何旦現之事 ，依J'!且成事，事能顯迎 。 以佛法的質證主義立場而論， 三乘

將與所描述的 一切不可忠誠境界與神通能力，都是諸佛普薩賢聖眾所質誦的現fiJ:境

界而非虛無的神話 。

(二) 一切眾生必定成佛 「汝等拉得成11f，道」乃 {法華經}所要宣告的-11

之說，有↑約旦旦~F. 與!!I.\'I背物質之!沒假I~定位飾不相同 ， 然在人類本位主義的立場，且1]完

全以人類形像的金色身三十二相 、 八十|勉形好為諸{弗如來莊綴表細的典施 ， 其中尤

以如來藏的修證與太乘佛菩提道的次第修學為主t袖 。

(三)證悟如來藏是大乘入道之門 宇筒í，皆有一切包，心諸法乃至一一微塵皆以

宇宙全體的力量-所創造，悉皆具):E全宇宙的一切J內容，然皆具.Ji於一心血1.1來藏Ij-' 0 

彌勒樓閣與多錯，佛I答是如來穢的象徽， ( 法華} 釋迦無益分身的聚集W 1')) 淨 |二合

f判一處的現象乃 {發般} 微F室內在世界無意穢的外顯化，如來藏淨菩提心乃大乘成

7U {芷|接念和I~三|床約D 谷 5 : <大』一 般 } nJ} 13 ' 頁 829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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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Il之道的大門 ， 揭開宇宙生命奧秘之鑰，欲成就佛菩提果而了生日全宇宙的奧秘 ， 必

須以親證如來藏為入門第一直E務，而後J有修道位的次第提升 。

(凹) <法華》與{誰做}相互表裡 : 本經的象徵思想、最初源自《擎嚴經〉

尤其在五時教的施設上， <大般涅槃經}本身自IJ已先肯定了{塹，儼經}初時教的至

高無上的價值，只因眾生無法理解如來自覺聖智的華嚴甚深妙理 ， 故如來才方便施

設7權三乘教;因為如來涅槃前夕終領攝三歸一以顯示其唯一佛乘之本懷 ，故有末

時 {法華經}之宣說與授記，非於華嚴境界本義之外另有本質不同的教法施設， <法

華經}的宜說反而彰顯並歸結出 〈苦苦曲是經〉的崇高與獨尊|生 。

(五)有情無情同圓種智 佛陀成道之初所證華般不思議境界已經顯示 ， 一一

級微皆是諸佛存在之話，體，皆為諸假Il示現的法相之一，皆是成佛狀態之一種 。 7 1 因

此，一一概微所聚合而成原子、分子、細胞 、 身體 、 草木、 山河國土等等亦莫不是

{<)I;飽之示現與如來智慧:德相存在之當體， 一切有情 、 #~情皆是佛體 ，皆是成佛的狀

態 ， 悉名成佛。(除|生不與法性，但以顯示其存在之領域不同而施設其名，示現於有

'1育眾生的，心智運作上者假名為{弗|笠， 示現在無情物質的功能作用上者假名為法性，

實則有情 、無情皆為法身份Il體之一部分 ， 共同成就仰體之完整功德，皆能感知一切

字在的狀態與自身存在的永恆性 。 由於無情物皆是無益諸{弗如來的心靈所共同示

現，故皆具足靈 I~t神通，能直接感知宇宙萬有的存在狀況，以及自身的永恆存在性

與價值性，這種直接感知的圓滿狀態與完善功能是與它共存同在的困地有情心智所

無法測量的， 唯例I~M佛乃能了知 。

總之，心物一紅l本出同源， {9名'1生與法性只是法身體性不同面向的看法~fi~詮釋。

時間 ﹒ 空間與物質是心地展現的另 海形式，空間所顯現的佛國剎土法相 ， 乃至在嚴

果海十佛身之一的國土身，它與眾生身、業報身、賢聖身、智身 、 法身同平等 72

智儼說此十佛身為解境十佛 73灣觀說為融三世崗的十佛身 。 74無情不但是佛身 ，

亦如佛菩薩等有情值常說法 ，塵說剎說熾然無間，直n <華嚴經} 云 r {iJ且說 、 菩薩

說 、剎說 、眾生說 、 三1立一切說， 菩薩分別知 。 75詣，此如來佛身顯現在有情眾生

的領域時 ， 就呈現出迷界凡夫與悟界假Il三賢十聖種種狀態，名為佛性.當此如來佛

7 1 參見:W:作 ( 華般法!Jf-時笠親的象f故意義數瀕11) 一艾 。

72 < 大2句廣{?~華般經〉卷 26: < 大正藏 > 11甘 9 - 頁 567 上 。
73 W 智餓， {吾吾般經內章門等雜孔鬥泣} 卷 2 : 大正藏} 1IT145 . 頁 560 上 -
74 澄觀 {苓般經疏〉 卷 1 : 大Æ藏 ) ilIJ 35 .頁 505 下、 506 上 。
75 ( 大方!負佛響曲的gi)卷 33 : 大正藏} 冊 9 . 頁 6 11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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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示現在物質拇界的領域時 ，就呈現出|用大帽微並組成植物礦物各類物質物麓 ， 名

為法性 。 秒jl性與法性同為諸{弗如來的化i兒，說，體就是絕對完美清淨圓滿的存在，不

依l凡夫眾生無明顛倒妄想的虛妄分別 I fIi影響它的存在與本質 。 諸{件;如 l來於三w中顯

現祂的存在時，必具足法性與佛性兩面，不論祂示現迷界有情凡夫與↑吾界三乘賢聖

的有情界，或示現種種山河大地藥草樹木的無情界，皆須具足這兩誦的特性才能顯

現祂的存在.亦且[1 '有惰的存在必須仰賴純情物的功能形相， 1馴的物的存在亦須仰

賴有!有的心智念想 。 若缺:!:t:~ ， llP喪失Jt完整性與作業阱，則有1育界HIO(了無色界

純精神念:您的存在而無形象，不能成就人天三乘聖賢種種精神心靈層次的存在狀

態，這種有|育的存在是一種缺陷狀態而不能常住: 11特|育界vi、只成為一堆冰冷舍里l味且

無功能作用的頑石，不能隨緣聚散離合而成就各類依報所需之物種或提供有情心智

運作所需的身體''['I際上亦不可能有這顯~I咐:物的存在是故有悄無情同國種智，

缺一不可，否則諸佛與眾生 、 有情與無情皆無由顯現於三界中 。 若忽略7諸f弗拉日來

「仰'1生與法性」 的共存性、 完整性而偏取有俏，心智的活動商向峙 ， llP會破壞，心靈本

來完整的心物 元互倚相依的一體性，乃至產生草木Í=ìË否成佛的無意義靜論 ， 墮於

我法三軌的無明顯側妄想、執著中 。

天台家湛然說眾生本有 「正因 、 了 l去|、緣因 」三f!1~性，此了:閃能生果J'. ' 性德、

智德、劉i德」 三f忌 。 湛然視{大般涅槃經}的 'M!到;性者，所謂一切牆壁瓦石無情

之物;!誰知是等?!Ik!育之物，是名佛性 76之說為緣了猶局的帶{Wi門說 77並主張 「 諸

法本有舍j]j\之性 7~與 「一座具足一切眾生侈品性，亦具十方諸秒IH'弗↑生 79之學說 。 天

台家楷J;主!從《華 Id~> 法w糊的基礎上，再配合{法苦苦> r 一|官I1是」之正哇1!ITli鐘立自

界干知的一念三于理趣，後來繼續組織發展成為天台家的草木成佛說等思想體系，

乃至後來的真育家亦沁製天台與控首的思想路線而肯定草木成佛說，認定草木當體

即是{弗髓，草木成侈品說似乎已成為中國大乘佛教諸宗共同的思想歸趣，唯除j得佛性

與法性切割分南fÉ為三者 。{大質ff:ì'l經 } 艾;殊的i利言: '→切草木樹林無心可作如來，

身相具足，悉能說法 。 我亦能令大德舍利丹作如來身，身相具足，以佛辯說法 。 」

帥不但展現了交易~師利的神通能力，同時也有告 f具足法性與t悟性二義的法身無所

76 {大般在拉槃經} 卷 37 :大正蔽} 冊 1 2 '頁 58 1 上 。
77 泓然， (金剛錯! ) 卷 1 : { 大正藏 > 111} 46 ' 與 782 J三.
78 泓然 ， {令剛串串 } 卷 l ﹒ {大正被} IIlt 46 ' 頁 783 上 。

79 湛然， ( 止觀;MìfJ 傅弘決} 卷 1: (大11-::藏) 111146 頁 1 52 上 。
80 {大寶積終} 卷 27 :大正藏)fI甘 11 ，了ï 1 50 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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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 、 一切法都是它的顯現，無怪乎以{萬事嚴經}為極義的賢首法藏會主張 「成佛

具三世間 ， 國土身等皆是{弗身，是故局唯佛果，通遍非惰 。 8 1以〈法華經} 為宗

本的天台湛然等人會主張身土相稿的依正不二之 「草木本來是佛」 說 。 色即是心，

心即是色，一切色法悉、皆具足，心法所具有的一切功能性， 一切眾生一切諸佛的佛性

悉皆具足於一一色法中. í色心不三」的思想意涵早已成為天台與賢首兩家的共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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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ymbolism of Saddhanηapundar改α Sutra

Shyh, Chen Ruh 

Secreta旬， Mount Five Wisdom-Kong Ming Wong Temple 

Abstract: AII religions are established for human beings' spiritual 

needs. Human being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ir minds, as human 

being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creations of all religions in the three 

realms of samsãra. In Buddhism, human beings are considered pivotal 

to the six kinds of rebirth in sa f!1sãra; the thirty-two marks of the Buddha 

are created based on the images of human beings. AII of those who 

accomplish Buddhahood have to come to the wo r1 d of men to reveal the 

eight aspects of Buddha's life, therefore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Buddhism is a humanistic religion and sees human beings as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 highest spirituality in the universe. ln T' ien-t'ai 

Buddhism, Avata f!1saka-sutra is the first period of Buddha's teaching, 
while Saddharmapundarïka Sutra is the last period of Buddha' s teaching; 

they are both the core of the T'ien-t'ai teachings , displaying all the states 

of human being from the causal ground to the resulting Buddhahood 

Founded by T' ien-t'ai Buddhism, although the five periods of 

Sãkyamuni's teaching are hierarchical and order1y, the first and last 

period are equal inwardly and outwardly, based on people 's aptitudes, 
and deprived of any distinctions in status. Avata f!1saka-sutra represents 

the differ巴ntiating vehicle of the extraordinary three vehi c1es, while 

Saddharmapundarïka Sutra represents the unitary vehicle of the three 

perfect vehicles. To be frank , Avata f!1saka-sutra is about Buddha 's 

lectures on the ultimate ideals and meanings pointed out in 

Saddharmapundarïka Sutra, while Saddharmapundarïka Sutra is about 

attaining perfectly the resulting Buddhahood and manifesting Buddha' s 

spirit of saving the wo r1d and the symbol of his practice and realization 

If Hrdaya-sutra is the condensation of Bore Sutra, then 

Saddharmapundarïka Sutra is the essence of Avata f!1saka-sutra 

Though temporally and spatially separate, these two grand sutras are 

-88-



釋微入﹒ {法華經 } 的車徵思想 J;. i~'J

identical in meanings and goa ls, meant to explicate the perfect teachings 

first, all things in the lIniverse are created by the heart; second, everyone 

posses Buddha natllre and can accomplish BlIddhahood. The goals of 

these two grand slltras are to reveal to hllman beings the immanence of 

the true marks of a ll elemental constructs and athãgatagarbha (the womb 

of the tathãgata) and make hllman beings realize the resulting 

Buddhahood unconditioned Buddha-nature, which is the quintessence of 

Saddharmapundarïka S lI tra 

Key Terms: Saddharmapundarïka, Avatarpsaka, The Great 

White-bullock Cart of Lotlls S lI tra, Padoga of Prabhutarat間， The One 

Vehic\e Buddha, P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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