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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講義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壹、本經大意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又稱《藥師如來本願功德經》、《藥師

本願功德經》、《藥師本願經》、《藥師經》全一卷。收錄在《大正藏》第十

四冊；唐代玄奘大師譯。 

     內容敘述世尊在廣嚴城樂音樹下，宣說藥師如來十二大願，藥師如來

淨琉璃世界，其功德莊嚴如西方極樂世界。若墮惡道者，聞此如來名號，

則得生人間；至心歸依藥師如來，佛以神力，令眾生諸根聰利，智慧多聞，

恆求勝法，常遇善友，永斷魔罥，破無明殼，竭煩惱河，解脫眾生老、病、

死、憂愁苦惱，能滿足眾生世間一切安樂。又敘述救脫菩薩對阿難說，續

命幡燈之法，謂修此法可以續命延生。如能供養藥師如來，則國界得以安

穩，自身可免於諸難及九種橫死，命終時將有八大菩薩乘空而來，示其道

路，使其往生彼國。 

    漢傳佛教對《藥師經》的認識，多來自玄奘法師的譯本，本經共有五

種漢譯本，即︰ 

(1)東晉（西元 317~322）帛尸梨蜜多羅譯，名為《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 

(2)劉宋（西元 457 年）慧簡譯，名為《藥師琉璃光經》 

(3)隋（西元 615 年）達摩笈多譯，名為《藥師如來本願經》 

(4)唐（西元 650 年）玄奘譯，名為《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5)唐（西元 707 年）義淨譯，名為《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 

    其中，慧簡譯本與帛尸梨蜜多羅譯本完全相同，故為諸經錄所剔除。

此外，西藏譯本有二種，一種相當於本經，另一譯相當於義淨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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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奘譯本沒有執金剛菩薩及梵釋諸天所說咒語，現存所依的玄奘譯

本，其中藥師如來所說的神咒一段，是從義淨譯本節錄進去。帛尸梨密多

羅所譯本咒語則位於經末。 

 

貳、譯者簡介 

 

唐三藏1法師2玄奘奉詔譯 

 

    玄奘：（602~664）唐代高僧。洛州緱氏縣（河南偃師）人，俗姓陳，

名褘；為我國傑出譯經家。師有兄長三人，二哥陳素，先出家於洛陽淨土

寺，法號長捷。大業八年，師十三歲時，隋煬帝令大理寺卿鄭善果至洛陽

主剃度僧試，玄奘年幼，不得與試，然出家之志堅決，遂徘徊於試場之外，

鄭善果見而奇之，乃問奘師：「出家何為？」奘師答道：「意欲遠紹如來，

近光遺法。」善果賢其器宇，佳其志向，稱：「若度此子，必為釋門偉器。」

遂破格錄取。時洛陽佛門學風頗盛，《涅槃》、《攝論》、《俱舍》、《毘

曇》時有講授；奘師執卷服膺，廢寢忘食。 

    隋末天下大亂，洛陽淪為戰場，法眾銷亡，僧侶四散。玄奘大師勸兄

離洛陽往長安，住莊嚴寺，然烽火仍熾，講道中輟，僧眾多往四川。玄奘

大師復勸其兄離長安，經子午谷、劍閣，入成都，住益南空慧寺。玄奘大

師年滿二十，乃於成都受具足戒3結夏4，學習律儀，正式成為比丘5。 

                                                      

1 三藏：經藏、律藏、論藏。為佛教聖典之三種分類；精通三藏之法師稱為三藏法師。 

2 法師：指通曉佛法又能引導眾生修行之人。 

3 具足戒：指比丘、比丘尼應受持的戒法。由於受此戒，身具無量戒德，故有此稱。 

4 結夏：指結夏安居之制。每年四月十六日即為結夏之始，七月十五日結束，謂之解夏。 

「安居」，意譯為雨期。此時為印度雨季期間，外出恐踩殺地面之蟲類及草樹之新芽，

招引世譏，故出家人聚集一處致力修行，避免外出。 

5 比丘：又作苾芻、備芻、比呼。意為乞士、乞士男、除士、薰士、破煩惱、除饉、怖

魔。指出家得度，受具足戒之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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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奘大師在四川，經論研綜既窮，乃思入京參訪諸善知識；遂經重慶，

沿長江、湖北、湖南、河南、河北，再入長安，參訪道基、道深、道岳、

勇鎧、慧休、玄會、僧辯、法常諸大德，研習《成實論》、《俱舍論》、

《雜心論》、《攝大乘論》、《涅槃經》諸經論。 

    然玄奘大師於諸多經論，深覺未能盡其理解，雖遍謁眾師，驗諸聖典，

亦莫知所從。嘗言法顯、惠生亦一時之士，皆能求法，導利眾生，遂生西

行求經之志。 

    師於貞觀三年（629，一作貞觀元年）西行，孤身涉險，歷盡艱難，經

秦涼高昌等地，抵天竺北境，即越過今之新疆省北路，經西土耳其斯坦、

阿富汗而進入印度境內，沿途瞻禮聖蹟，迤邐南行，至摩揭陀國。時為貞

觀五年師三十歲，遂留學那爛陀寺，入戒賢論師門下，習《瑜伽師地論》

等，又學顯揚、婆沙、俱舍、順正理、對法、因明、聲明、集量、中、百

等論，鑽研諸部凡經五年。其後，遍遊五天竺歷謁名賢，叩詢請益，尋求

梵本。遊學十二年，還那爛陀寺，依戒賢之命講《攝大乘論》、《唯識抉擇

論》。 

    師四十一歲，意欲東返。戒日王於曲女城為師作辯論大會，五印度十

八國王均列席，大小乘僧及婆羅門6等七千餘人與會 。師受請為論主，稱揚

大乘，提出論文「真唯識量7」頌，懸之於會場門外，經十八日，無人發論

難之。 

    貞觀十七年，師正式辭王東歸。經由今之新疆省南路、于闐、樓蘭而

回國，往返共歷十七年，行程五萬里。於貞觀十九年正月還抵長安，帝敕

命梁國公房玄齡等文武百官盛大歡迎。師所齎經像舍利等凡數百件，其中

除佛像及佛舍利一五○粒之外，共請回佛經梵文原典五二○夾六五七部。 

                                                      

6 婆羅門：是印度的祭司貴族，它主要掌握神權，占卜禍福，主持王室儀典，在社會中

地位是最高的。 

7 真唯識量：又作唯識比量。此真唯識量係依據護法之唯識學說，而進一步論證「境色

不離識」，即客觀世界不能脫離主觀意識之理論。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5%AD%E5%8F%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5%AD%E5%8F%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A0%E5%8D%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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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歸後，為太宗、高宗所欽重，供養於大內，賜號「三藏法師」。麟

德元年（664）二月五日示寂，世壽六十三（一作六十五、六十九）。師示

寂後，高宗哀慟逾恆，為之罷朝三日，追諡「大遍覺」之號，敕建塔於樊

川（古地名，位於今陝西西安南郊。）北原。       

    其後，黃巢亂起，奉其靈骨至南京立塔。太平天國時，塔圮8；迨至亂

平，堙沒無人能識。對日抗戰（1937～1945）時，日本人入南京，修路掘

地得之靈骨，先移奉其國東京的增芝上寺，後被移轉到琦玉縣的慈恩寺。

一九五五年，播遷來台的中國佛教會向日本提出請求，將這份靈骨再分出

一份，迎請到台灣供養，得到日人倉持秀峰、水野梅曉等人協助，終於在

是年十一月下旬迎請來台，現安奉於臺灣南投縣日月潭玄奘寺。 

 

參、簡釋經題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藥師：具名曰藥師琉璃光如來。又有大醫王佛，醫王善逝等稱。梵名

鞞殺社窶嚕，為東方淨琉璃國之教主。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八：「譬如大藥師，善能療治一切諸病，自無有

病。見諸病人，而於其前自服苦藥，諸病人見是藥師服苦藥已，然後效服

各得除病。善男子，如來亦復如是，自除一切煩惱病已，於一切法無有障

礙，能示現一切法，以是無不善業故。得如是報，現如是緣，欲令眾生除

一切身口意業障，行於淨行。」(<<寶積部 T11>>p.604.2) 

   《雜阿含經》卷第十五：「有四法成就：名曰大醫王者，所應王之具．

王之分。何等為四：一者善知病。二者善知病源。三者善知病對治。四者

善知治病已。當來更不動發。」(<<阿含部 2>>p.105.1) 

                                                      

8 圮：（音ㄆㄧˇ）毀壞、傾倒。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95%E8%A5%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95%E8%A5%BF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taisho&bk=11&t=2255977&rr=24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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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琉璃光：又作淨琉璃世界，或稱藥師淨土。以琉璃為名，乃取琉璃之

光明透徹，以喻其教主及國土清靜無染。 

 

    如來：世尊的十種德號之一。音譯多陀阿伽陀。如來的意義，經論中

解說極多，如《大智度論》卷二：「云何名多陀阿伽陀？如法相解；如法相

說；說諸佛安隱道來，佛亦如是來，更不去後有中：是故名多陀阿伽陀。」 

    「如法相解」，是「如解」，約智慧通達真如9，如通達一切法的實相。「如

法相說」，是「如說」，約其分的說法，如《金剛經》云：「如來是真語者，

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如」是平等不二的實相，佛就

是如如的圓滿體現者，與一切佛平等，故名如來。 

 

    本願：指「因位」所立誓願，全稱本弘誓願。「本」作根本，「願」為

心中欲成就所期目的之決意，特指內心之願望。菩薩之心廣大，誓願亦無

量，唯以此願為根本，故稱「本願」。佛及菩薩於過去世未成佛果以前，為

救度眾生所發起之誓願，於因位發願至今日得其果，故對「果位」而稱本

願。 

    諸佛、菩薩在因位時，所立誓願有總願、別願二類。如四弘誓願10為總

願，一切菩薩初發心時，必發此願。此外，佛、菩薩各自所發特殊之誓願，

稱為別願。如藥師如來所發之十二大願，普賢菩薩十大願，阿彌陀佛四十

八願，釋迦如來五百願。 

   《大智度論》卷七︰「獨行功德不能成故，要須願力。譬如牛力雖能挽

車，要須御者，能有所至；淨世界願，亦復如是，福德如牛，願如御者。」 

     

                                                      

9 真如：即指遍布於宇宙中真實之本體；為一切萬有之根源。又作如如、如實、法界、

法性、實際、實相、如來藏、法身、佛性、自性清淨身、一心、不思議界。 

10 四弘誓願：一切菩薩於因位時所應發起的四種廣大願。諸經論述及四弘誓願，所說

頗有異同。然近代我國佛教界，則多取「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

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四句。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0%89%E7%9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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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德：功者福利之功能，此功能為善行之德，故曰德。又德者得也，

修功所得，故名功德。 

    《大乘義章》卷九：「言功德，功謂功能，善有資潤福利之功，故名為

功。此功是其善行家德，名為功德。」《天台仁王經》疏：「施物名功，歸

已曰德。」《勝鬘經寶窟》：「惡盡言功，善滿曰德。」 

 

    經：梵語修多羅，又作素呾纜；意譯線、條、契經、直說、聖教、法

本、善語教。「修多羅」本意是指，由線與紐串連花簇；引申為能貫串前後

法語、法意使不散失。亦即契於理、合於機，貫穿法相攝持所化之義。 

 

肆、正釋經文 

 

    如是我聞11：一時12薄伽梵13，遊化諸國，至廣嚴城14，住樂音

樹下。與大比丘15眾八千人俱，菩薩摩訶薩16三萬六千，及國王、

大臣，婆羅門17、居士18，天龍八部19、人非人20等，無量大眾恭敬

圍繞，而為說法。 

                                                      

11 如是：又譯「聞如是」、「我聞如是」。無有傳聞之失，故曰如是。「我聞」聞必

有人（結集者），故次云我聞。言「如是我聞」，表示此下所誦乃直接從佛陀處所親聞。 

12 一時：既曰我聞，必有時。此等時，正是如來說此經時；或云：機教相扣之時。 

13 薄伽梵：意譯有德、能破、世尊、尊貴，即有德而為世所尊重者之意；為古印度用

於有德之神或聖者之敬稱。此指釋迦牟尼佛。 

14 廣嚴城：位古中印度地名，梵語毘舍離。譯曰廣嚴；廣謂土境之大，嚴即風物之美。 

15 大比丘：即行聲聞法，證得阿羅漢果位的二乘人。  

16 菩薩摩訶薩：全稱為菩提薩埵摩訶薩埵。菩提薩埵為「道眾生」，譯覺有情，即求無

上菩提，利益眾生，修諸波羅蜜行，當來可成佛的大心眾生；摩訶薩埵為「大眾生」，

譯大有情，即菩薩通稱。道眾生為求道果的眾生，求道果者通於聲聞緣覺，為簡別兩者，

稱為大眾生。又菩薩有中高下諸位別，為表示地上菩薩，稱為摩訶薩。《佛地論》卷二：

「菩薩摩訶薩者，謂諸薩埵求菩提故。此通三乘。為簡取大故。須復說摩訶薩言。（中

略）此通諸位。今取地上諸大菩薩。是故復說摩訶薩言。」 

17 婆羅門：意譯淨行。為印度社會四種階級之最上位，平素讀誦《四吠陀》，專行祭祀。 

18 居士：指歸依佛門的在家男子。梵語有家主、長者之義。即指吠舍階級的豪富者，

或指在家的有德有道之士。經律中所說的居士，通常即指四姓中的吠舍種姓之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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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曼殊室利21法王子22，承佛威神，從座而起，偏袒一肩，

右膝著地，向薄伽梵曲躬合掌。白言：「世尊23！惟願演說，如是

相類諸佛名號，及本大願殊勝功德，令諸聞者業障24消除，為欲利

樂像法25轉時諸有情故。」 

 

    爾時，世尊讚曼殊室利童子言：「善哉26！善哉！曼殊室利！

汝以大悲27，勸請我說諸佛名號，本願功德，為拔業障所纏有情，

利益安樂像法轉時諸有情故。汝今諦聽，極善思惟！當為汝說」。 

曼殊室利言：「唯然，願說！我等樂聞。」 

 

    佛告曼殊師利：「東方去此，過十殑伽28沙等佛土，有世界名

淨琉璃，佛號藥師琉璃光如來、應29、正等覺30，明行圓滿31、善

逝32、世間解33、無上士34、調御丈夫35、天人師36、佛、薄伽梵。」 

                                                                                                                                                                      

19 天龍八部：又稱八部眾。即：天、龍、夜叉、阿修羅、迦樓羅、乾闥婆、緊那羅。

為守護佛法而有大力之諸神。八部眾中，以天、龍二眾為上首，故標舉其名。 

20 人非人：緊那羅之別名，似人而非人也。或泛指八部眾。 

21 曼殊室利：舊稱文殊師利。文殊為妙之義；師利為德、吉祥之義。此菩薩代表智慧，

所乘之獅子，象徵其威猛。《文殊師利般涅槃經》：「此菩薩生於舍衛國多羅聚落，梵德

婆羅門家，生時屋宅化如蓮花，由其母之右脅出生，後至釋迦牟尼佛所出家學道。」 

22 法王子：一切菩薩皆為如來法王之子；而獨稱文殊者，因其德才超群，居菩薩之首，

為弟子眾之上首故。 

23 世尊：佛之尊稱。以佛具萬德，世所尊重故。又，於世獨尊也。 

24 業障：業即業行，謂由貪瞋癡起身口意，造作五無間重惡之業，障蔽正道，是名業

障。（五無間業者：一殺父、二殺母、三殺阿羅漢、四出佛身血、五破和合僧。） 

25 像法：世尊入滅後，其教法運轉狀況，可分為正法、像法、末法等三時。像者相似，

佛入滅後五百年為正法時代，其後一千年間所行之法，與正法相似而非純正法，故名像

法時期。此時期多有教說與修行者，而欠缺證果者。 

26 善哉：為契合、贊同之稱歎語。又作好、善。古印度於開會議決時，表贊成亦用此

語。《有部百一羯磨》卷八︰「娑度，譯為善成，謂於其事善而能成，舊云善哉。」 

27 大悲：「大」音譯摩訶，指多、勝、妙、不可思議。《成實論》卷十二〈四無量定品〉︰ 

「問曰︰悲與大悲有何差別？答曰︰悲名但心憐愍。能成辦事故名大悲。所以者何？菩

薩見眾生苦，為盡此苦，勤修精進。又於無量劫修習所成，故名大悲。又以智眼見眾生

苦，決定發心要當除滅，故名大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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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殊室利！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本行菩薩道37時，發十二

大願，令諸有情，所求皆得。」 

 

    「第一大願：願我來世，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38時，自身光

明熾然照耀無量無數無邊世界，以三十二大丈夫相39，八十隨形40裝

嚴其身；令一切有情如我無異。」 

                                                                                                                                                                      

28 殑伽：（音ㄑㄧㄥˊ）又云強伽、恒架；譯曰天堂來，以其原從高處神堂而來。為印度

河名，即今恒河。  

29 應：又作應真、應供；指斷盡一切煩惱，智德圓滿，應受人天供養、尊敬者。 

30 正等覺：稱諸佛無上之正智。覺知諸法之智為覺者。其智無邪曰正；即梵語的三藐

三菩提。 

31 明行圓满：又作明行足、明善行、明行成。依涅槃經之說，「明」，即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行足」，即戒、定、慧等行；佛依戒、定、慧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32 善逝：為佛十號之一。《大智度論》卷二：「佛一切智為大車，八正道行入涅槃，是

名好去。」《大乘義章》卷二十：「言善逝者，此從德義以立其名。善者名好，逝者名去，

如來好去，故名善逝。」 

33 世間解：知世間有情非情之事也。《大智度論》卷二：「路迦憊，路迦秦言世，憊名

知，是名知世間。知二種世間：一眾生，二非眾生。」 

34 無上士：如來之智德，於人中最勝，無有過之者，故稱無上士。又涅槃法無上，佛

自知之，如諸法中涅槃無上，佛於眾生中亦最勝無上。 

35 調御丈夫：佛能調御一切可度男子使入修道；佛雖亦化女人，今從尊而唯謂丈夫。 

36 天人師：謂佛為諸天與人類之教師，示導一切應作不應作故名天人師。 

37 菩薩道：菩薩所修之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教法。（見補充講義頁 27 -1：菩薩道） 

38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意為無上正等正覺。《法華玄贊》卷二：「阿云無，耨多羅云

上，三云正，藐云等。又，三云正，菩提云覺，即是無上正等正覺。」 

39 三十二大丈夫相：三十二大人相。具此相者在家為轉輪王，出家則為無上覺。佛感

此相者，由於百劫之間，一一之相，積百種之福。《大智度論》卷八十八：「隨此間閻浮

提中，天竺國人所好，則為現三十二相。天竺國中人於今故治肩髆，令厚大頭上皆有結

為好，如人相中說，五處長為好。眼耳鼻舌臂指髀手足相，若輪若蓮華若具若日月。是

故佛手足有千輻輪、纖長指、鼻高好、舌廣長而薄，如是等皆勝於先所貴，故起恭敬心。」 

40 八十隨形：細別三十二相為八十種之好；隨形好者，隨三十二形相之好。為佛菩薩

之身所具足之八十種好相。佛、菩薩之身所具足之殊勝容貌形相中，顯著易見者有三十

二種，稱為三十二相；微細隱密難見者有八十種，稱為八十種好，兩者亦合稱相好。轉

輪聖王亦能具足三十二相，而八十種好則唯佛、菩薩始能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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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41時，身如琉璃，內外明徹，淨

無瑕穢；光明廣大，功德巍巍，身善安住，燄網莊嚴42過於日月；

幽冥43眾生，悉蒙開曉，隨意所趣，作諸事業。」 

 

    「第三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以無量無邊智慧方便44，令

諸有情皆得無盡所受用物，莫令眾生，有所乏少。」 

 

    「第四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行邪道45者，悉令

安住菩提道中；若行聲聞46獨覺47乘者，皆以大乘而安立之。」 

 

    「第五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有無量無邊有情，於我

法中修行梵行48，一切皆令得不缺戒、具三聚戒49；設有毀犯，聞

我名已還得清淨，不墮惡趣。」 

                                                      

41 菩提：意譯智慧、知、覺。舊譯為道。《大智度論》卷四十四︰「秦言無上智慧。」

聖者可分三類，故菩提亦有三種。（1）聲聞所得的聲聞菩提；（2）獨覺所得的獨覺菩提；

（3）佛所得的佛菩提。前二種菩提唯斷煩惱障而得之菩提；佛菩提則一併斷除煩惱障、

所知障而證得，為究極而無勝之者，又稱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42 燄網莊嚴：「燄」火焰；「網」指帝釋天之網。比喻佛之光明重重交徹而無盡際，猶

如帝釋天之珠網。 

43 幽冥：指三惡道無真理光之處。」 

44 方便：舊譯善權，又譯權巧施設，十波羅蜜之一。指巧妙地接近、施設、引導以利

眾生。其意義可分為下列四種，即：（1）對真實法而言：為誘引眾生入於真實法而權設

之法門。稱為權假方便、善巧方便。即佛菩薩應眾生之根機，而用種種方法施予化益。

（2）對般若實智而言：以權智觀照於平等實智所現之差別。（3）權實二智皆是佛菩薩

為一切眾生，而盡己身心所示化之法門。（4）為證悟真理而修之加行。 

45 邪道：即旁門左道；指非正統的學術流派或宗教派別。亦泛指不正當的方法、門徑。 

46 聲聞：泛指聽聞佛陀聲教在家或出家修行的佛弟子。但至後世，聲聞被局限為出家

弟子。大乘佛教興起之後，聲聞與緣覺被大乘教徒稱為小乘。 

47 獨覺：音譯畢勒支底迦佛、辟支迦佛、辟支佛。又作緣覺。指獨自悟道之修行者。

即於現在身中，不稟佛教授，無師獨悟，性樂寂靜而不事說法教化之聖者。 

48 梵行：意譯為淨行；廣義為一切三業清淨。狹義即道俗二眾所修的離男女之清淨行。 

49 三聚戒：即三聚淨戒，乃總括大乘菩薩戒律的三個分類，即攝律儀戒、攝善法戒、

攝眾生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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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其身下劣，諸

根不具，醜陋、頑愚、盲、聾、瘖、啞、攣躄50、背僂、白癩51、

顛狂、種種病苦；聞我名已，一切皆得端正黠慧，諸根完具，無

諸疾苦。」 

 

    「第七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眾病逼切，無救

無歸，無醫無藥，無親無家，貧窮多苦；我之名號一經其耳，眾

病悉除，身心安樂，家屬資具悉皆豐足，乃至證得無上菩提。」 

 

    「第八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有女人為女百惡52之所逼

惱，極生厭離，願捨女身；聞我名已，一切皆得轉女成男，具丈

夫相53，乃至證得無上菩提。」 

 

    「第九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令諸有情出魔罥54網，解脫

一切外道55纏縛；若墮種種惡見稠林56，皆當引攝置於正見57，漸

令修習諸菩薩行，速證無上正等菩提。」 

 

    「第十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王法所錄58，縲59縛

鞭撻，繫閉牢獄，或當刑戮60，及餘無量災難凌辱，悲愁煎逼，身

心受苦；若聞我名，以我福德威神力故，皆得解脫一切憂苦。」 

                                                      

50 攣躄：（音ㄌㄩㄢˊ ㄅㄧˋ）手腳蜷曲不能伸展。 

51 白癩：病名；諸痲瘋病分類之一種。因惡風侵襲皮膚血分之間，鬱遏化火，耗傷血

液而成；或因接觸傳染而發。 

52 為女百惡：（見補充講義頁 28-2：為女百惡） 

53 丈夫相：謂菩薩修行，於諸佛菩薩，心生敬樂，於女人身，心常厭棄，以此為因，

異生感果，即得男子之身，諸根完具，無有殘缺，是丈夫相圓滿。 

54 罥：（音ㄐㄩㄢˋ）捕捉鳥獸的網。 

55 外道：於佛教以外立道，或道外之道，稱為外道，亦即真理以外的邪教。 

56 稠林：密茂之森林；佛教比喻眾生邪見煩惱，交絡繁茂，有如稠林。 

57 正見：（見補充講義頁 29-3：云何正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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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饑渴所惱，為

求食61故造諸惡業；得聞我名，專念受持，我當先以上妙飲食飽足

其身，後以法味62畢竟安樂而建立之。」 

 

    「第十二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貧無衣服，蚊

虻63寒熱，晝夜逼惱；若聞我名，專念受持，如其所好即得種種上

妙衣服，亦得一切寶莊嚴具，華鬘、塗香，鼓樂眾伎，隨心所翫64，

皆令滿足。」 

 

    曼殊室利！是為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應、正等覺，行菩

薩道時，所發十二微妙上願。 

 

    復次，曼殊室利！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行菩薩道時，所發

大願，及彼佛土功德莊嚴，我若一劫65，若一劫餘，說不能盡。 

                                                                                                                                                                      

58 王法所錄：省察。（見經文差異處） 

59 縲：（音ㄌㄟˊ）為捆綁，拘禁。 

60 刑戮：刑罰或誅戮。                         

61 食：即飲食。具長養、持續之意。三界中長養肉身食物，稱作世間食；長養智慧（法

身）食物，稱出世間食。世間食有四食，即：（1）段食：又作揣食、摶食。即以香、味、

等色法為體的飲食，資益諸根。（2）觸食：又作樂食、溫食。精神主體透過感覺器官，

由取外境時所起主客觀的心之作用，依此長養意志，或資益肉體。（3）思食：又作意思

食、念食、意食。為意志作用（思），期求自己所好者，以其能延續生存狀態。（4）識

食：指精神主體。依前三食之勢力，能造作未來果報主體，以其為保持身命之主體，故

稱為食。觸、思、識等三食通於三界，然段食僅限於欲界。 

62 法味：即妙法之滋味。佛所說之法門，其義趣甚深，須細細咀嚼體得，方生快樂，

故以美味譬之，稱為法味。 

63 虻：（音ㄇㄥˊ）昆蟲。頭闊、眼大、體粗壯多毛，小者體形如家蠅，大者體形如熊

蜂，有刺吸式口器，吸食牛等牲畜血液，有時也吸食人血。 

64 翫：觀賞，通「玩」。 

65 劫：音譯劫波。意譯為分別時分、分別時節、長時、大時、時；原為古代印度婆羅

門極大時限的時間單位。佛教沿用其意，視為不可計算之長大年月。一說一劫相當於大

梵天之一白晝，或一千時，即人間之四十三億二千萬年。 

《藥師經》經文差異處： 
1. 市面流通本…王法所加，縛錄鞭撻。 
2.《乾隆大藏經》…王法所錄，繩縛鞭撻。 
3.《大正藏》…王法所錄，縲縛鞭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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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彼佛土，一向清淨，無有女人，亦無惡趣，及苦音聲；琉璃為

地，金繩界道，城、闕66、宮、閣，軒67、窗、羅網68，皆七寶69成；

亦如西方極樂世界，功德莊嚴，等無差別。於其國中，有二菩薩

摩訶薩：一名日光遍照70，二名月光遍照71。是彼無量無數菩薩眾

之上首，次補佛處，悉能持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正法寶藏。 

 

    是故曼殊室利！諸有信心善男子、善女人，應當願生彼佛世

界。 

 

    爾時，世尊，復告曼殊室利童子言：「曼殊室利！有諸眾生，

不識善惡，惟懷貪吝；不知布施72及施果報，愚癡無智，闕73於信

根74；多聚財寶，勤加守護；見乞者來，其心不喜，設不獲已而行

施時，如割身肉，深生痛惜。 

 

    復有無量慳貪有情，積集資財，於其自身尚不受用，何況能

與父母、妻子、奴婢作使，及來乞者？彼諸有情，從此命終生餓

鬼75界，或傍生趣76。 

                                                      

66 闕：（音ㄑㄩㄝˋ）城樓。古代宮門外兩邊供瞭望的樓臺，中有通道。 

67 軒：屋上的飛簷。 

68 羅網：連綴眾寶珠所作之網。用以莊嚴或供養物懸掛於佛殿或佛像上。 

69 七寶：七種世間珍貴寶玉：金、銀、琉璃、頗梨、車渠、赤珠、碼瑙。 

70 日光遍照：又作日曜菩薩、日光遍照菩薩。藥師如來二脅侍之一。身呈赤紅色，左

掌安日輪，右手執蔓朱赤花。 

71 月光遍照：又稱月淨菩薩、月光遍照菩薩。與日光菩薩同為藥師如來之脅侍。依修

藥師儀軌布壇法所載，月光菩薩身呈白色，乘於鵝座，手持月輪。 

72 布施：音譯為檀那、柁那。即以飲食、醫藥財物等，施與修行者及貧窮者。若加上

法施、無畏施二者，使自他圓成福智而得解脫煩惱，便是菩薩道行者必修的行持。 

73 闕：（音ㄑㄩㄝ）缺陷，缺失。（見補充講義頁 30-4：闕） 

74 信根：五根之一。信為入理之根本，根者堅固不動之義。（見補充講義頁 31-5：信根） 

75 餓鬼：音譯為薜荔多。慳貪多欲者，死後生為餓鬼，常苦於饑渴。《正法念處經》卷

十六曰：「餓鬼住處有二：一住於人中，二住於閻浮提地下，五百由旬之餓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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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昔人間，曾得暫聞藥師琉璃光如來名故，今在惡趣，暫得

憶念彼如來名，即於念時從彼處沒，還生人中；得宿命77念，畏惡

趣苦，不樂欲樂，好行惠施，讚歎施者，一切所有悉無貪惜，漸

次尚能以頭目手足血肉身分，施來求者，況餘財物？ 

 

    復次，曼殊室利！若諸有情，雖於如來受諸學處78，而破尸羅

79；有雖不破尸羅而破軌則80；有於尸羅、軌則，雖則不壞，然毀

正見；有雖不毀正見而棄多聞，於佛所說契經深義不能解了；有

雖多聞而增上慢81，由增上慢覆蔽心故，自是非他，嫌謗正法，為

魔伴黨。如是愚人，自行邪見，復令無量俱胝82有情，墮大險坑。

此諸有情，應於地獄83、傍生、鬼趣流轉無窮。若得聞此藥師琉璃

光如來名號，便捨惡行，修諸善法，不墮惡趣。 

 

    設有不能捨諸惡行，修行善法，墮惡趣者，以彼如來本願威

力令其現前，暫聞名號，從彼命終還生人趣，得正見精進，善調

意樂，便能捨家趣於非家，如來法中，受持學處無有毀犯；正見

                                                                                                                                                                      

76 傍生趣：舊云畜生，五趣之一。傍生者，言為傍行之生類也。 

77 宿命：宿世的生命。佛說世人在過去世都有生命，或為天，或為人，或為餓鬼與畜

生，輾轉輪迴。凡夫不知宿命，故常憍慢，不畏造惡果報，不精進於萬善。 

78 學處：意謂所學之處。亦指戒律；即比丘、比丘尼學習戒律時，所遵循之戒條，如

五戒、八戒、十戒等，稱為學處。南傳佛教稱戒、定、慧三學為三學處。 

79 尸羅：正譯曰清涼，傍譯曰戒。身口意三業之罪惡，能使行人焚燒熱惱，戒能消息

其熱惱，故名清涼。《大智度論》卷十三：「尸羅，好行善道，不自放逸，是名尸羅。或

受戒行善，或不受戒行善，皆名尸羅。」 

80 軌則：規範法則。 

81 增上慢：對於教理或修行境地尚未有所得、有所悟，卻起高傲自大之心。 

82 俱胝：印度的數量詞。音譯又作拘致、俱致。相當於中土所稱之「千萬」、「億」。 

83 地獄：梵語那落迦、泥犁等。譯為不樂，苦器，無有等。其依處在地下，而謂之地

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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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聞，解甚深義，離增上慢，不謗正法84，不為魔伴，漸次修行諸

菩薩行，速得圓滿。 

 

    復次，曼殊室利！若諸有情慳貪嫉妒，自讚毀他，當墮三惡

趣中，無量千歲受諸劇苦；受劇苦已，從彼命終，來生人間，作

牛、馬、駝、驢，恆被鞭撻，饑渴逼惱，又常負重隨路而行；或

得為人，生居下賤，作人奴婢，受他驅役，恆不自在。 

 

    若昔人中曾聞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由此善因，今復憶

念，至心歸依。以佛神力，眾苦解脫，諸根聰利，智慧多聞，恆

求勝法，常遇善友，永斷魔罥，破無明85殼86，竭煩惱87河，解脫88

一切生、老、病、死、憂愁苦惱。 

 

    復次，曼殊利室！若諸有情好喜乖離89，更相鬥訟，惱亂自他，

以身語意，造作增長種種惡業，展轉常為不饒益90事，互相謀害。

告召山林樹塚91等神；殺諸眾生，取其血肉祭祀藥叉92、羅剎婆93

                                                      

84 正法：指正確、真實的道理。（見補充講義頁 31 -6：云何正法） 

85 無明：為煩惱之別稱。即闇昧事物，不通達真理，不理解事相或道理之精神狀態。

亦即不達、不解、不了。泛指無智、愚昧，特指不解佛教緣起道理。 

86 殼：為鳥卵之外皮；無明能生育生死故以卵殼為譬喻。 

87 煩惱：指惱亂身心，令不寂靜之諸種心理作用。 

88 解脫：原指脫離束縛而得自在、涅槃義；其後隨著輪迴思想的發展，遂指脫離輪迴

世界而進入寂靜的世界。 

89 乖離：挑撥離間，破壞人與人之間的感情。 

90 饒益：豐足利人也。 

91 塚：封葬之所云塚，其高者云墳。又以土高築為物事者亦曰塚，後轉為墓的泛稱。 

92 藥叉：此譯云能噉鬼，謂食噉人也。又云傷者，謂能傷害人也。或云夜叉，八部眾

之一。義譯輕捷，行動極為迅速，有大勇力。 

93 羅剎婆：譯為暴惡可畏等。食人血肉，或飛空或地行，捷疾可畏也。相傳原為印度

土著民族之名稱，雅利安人征服印度後，遂成為惡人之代名詞，演變為惡鬼之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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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書怨人名，作其形像，以惡咒術而咒詛之；厭魅94蠱道，咒起

屍鬼95，令斷彼命，及壞其身。 

 

    是諸有情，若得聞此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彼諸惡事悉不能

害，一切展轉皆起慈心，利益安樂，無損惱意及嫌恨心，各各歡

悅，於自所受生於喜足96，不相侵凌互為饒益。 

 

    復次，曼殊室利！若有四眾：苾芻97、苾芻尼98、鄔波索迦99、

鄔波斯迦100，及餘淨信善男子、善女人等，有能受持八分齋戒101，

或經一年、或復三月受持學處，以此善根，願生西方極樂世界無

量壽佛所，聽聞正法，而未定者。 

 

    若聞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臨命終時，有八大菩薩，其

名曰：文殊師利菩薩、觀世音菩薩102、得大勢菩薩103、無盡意菩
                                                      

94 厭魅：亦作厭媚。祈鑄鬼神以迷惑或傷害人。 

95 起屍鬼：謂毘陀羅法，名呪殺。《菩薩戒疏咸註》卷中：「毘陀羅者：西土有咒法，

咒死屍令起，謂使鬼去殺人。」《毘奈耶》卷一：「鞞陀路婆，鬼著尸也，使起殺人。」 

96 喜足：謂於隨一衣服飲食臥具等事，便生喜樂，生正知足。於所未得所有衣服、或

麤或妙，更無悕望，更無思慮。於所已得，不染不愛；如前廣說而受用之。 

97 苾芻：又作比丘。即出家受具足戒之男子。苾芻原是一種香草，此表示戒德芬芳。 

98 苾芻尼：即比丘尼也。即出家入道，受具足戒之女子。 

99 鄔波索迦：舊稱優婆塞。譯曰清信士、近事男等。指親近奉事三寶或受五戒之男子。 

100 鄔波斯迦：舊稱優波夷。譯曰清淨女、近事女。指親近奉事三寶或受五戒之女子。 

101 八分齋戒：又稱八關戒齋、八戒、八所應離。為在家男女一日一夜受持之戒法；《大

智度論》卷十三：「一不殺生，二不盜，三不婬，四不妄語，五不飲酒，六不坐高大床

上，七不著華瓔珞，不香油塗身，不著香薰衣，八不自歌舞作樂、不往觀聽，九一日一

夜不過中食。」總有九戒，此中前八者為戒，後一者為齋，故戒齋合而名八戒齋也。。 

102 觀世音菩薩：又稱觀音菩薩。以大悲尋聲救苦，故稱觀音。與大勢至菩薩同為西方

阿彌陀佛脅侍，世稱西方三聖。又因其於理事無礙之境，觀達自在，故稱觀自在菩薩。 

103 得大勢菩薩：又名「大勢至」、「大精進」。略稱勢志菩薩、勢至菩薩。此菩薩以智

慧光普照一切，令眾生離三塗，得無上力；又彼行時，十方世界一切地皆震動，故稱大

勢至。《楞嚴經》卷五〈念佛圓通章〉：「大勢至菩薩於因地時，以念佛心入無生忍，故

今攝此娑婆世界之念佛眾生，歸入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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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104、寶檀華菩薩105、藥王菩薩106、藥上菩薩107、彌勒菩薩108。

是八大菩薩乘空而來，示其道路，即於彼界種種雜色眾寶華中，

自然化生。 

 

    或有因此，生於天上，雖生天上，而本善根，亦未窮盡，不

復更生諸餘惡趣。天上壽盡，還生人間，或為輪王，統攝四洲，

威德自在，安立無量百千有情於十善道109；或生剎帝利110、婆羅

門111、居士大家，多饒財寶，倉庫盈溢，形相端嚴，眷屬具足，

聰明智慧，勇健威猛，如大力士。 

 

    若是女人，得聞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至心受持，於後

不復更受女身。 

 

    復次，曼殊室利！彼藥師琉璃光如來得菩提時，由本願力，

觀諸有情，遇眾病苦112瘦攣、乾消113、黃熱114等病；或被厭魅、

蠱毒所中；或復短命，或時橫死115；欲令是等病苦消除所求願滿。 

                                                      

104 無盡意菩薩：又譯無盡慧菩薩，或作無量意菩薩。《阿差末經》云︰「行六度四攝

等，種種行誓度眾生，眾生界盡菩薩之意乃盡，眾生未盡菩薩之意無盡，故名無盡意。」 

105 寶檀華菩薩：喻菩薩以因行之華，莊嚴佛果菩提，代表大行。 

106 藥王菩薩：如《法華經》載：燃燒自身以供養諸佛的大菩薩。 

107 藥上菩薩：與藥王菩薩曾同為兄弟，曾以雪山良藥供養日藏比丘等人；並發菩提心，

誓願除滅眾生身心兩種病苦的大士。 

108 彌勒菩薩：新稱彌帝隸。彌勒譯曰慈氏，名阿逸多。或言阿逸多為姓，彌勒為名。

現居兜率天善法堂，於未來五十六億多年下生世降生閻浮提，繼釋尊之後成佛的菩薩。 

109 十善道：為佛教於世間的十種善行。含三種身業（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四

種語業（不妄語、不惡口、不兩舌、不綺語）及三種意業（不貪欲、不瞋恚、不邪見）。 

110 剎帝利：略稱剎利；意譯土田主。即國王、大臣等統御民眾、從事兵役的種族，所

以也稱「王種」。釋尊即出身此階級。 

111 婆羅門：音譯婆囉賀摩拏，意譯淨行、淨志、外意、承息、靜胤等。為印度社會四

階級制度中之一階級。此一階級之人自認為是梵天的後裔。平素讀誦《四吠陀》，行祭

祀，位居四種階級之最上位。 

112 病苦：八苦之一。眾生病時身心所受的苦惱。（見補充講義頁 32 -7：病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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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彼世尊，入三摩地116，名曰除滅一切眾生苦惱。既入定已，

於肉髻117中出大光明，光中演說，大陀羅尼118曰： 

 

   『那謨119薄伽筏帝120，裨殺社121窶嚕122，薛琉璃123缽剌婆124喝

囉闍也125，怛陀揭多耶126，阿羅訶帝127，三藐三勃陀耶128。怛姪

阤129：唵130，鞞殺逝131，鞞殺逝，鞞殺社，三沒揭帝132娑訶133』 

                                                                                                                                                                      

113 乾消：所謂「乾痟病」，據『一切經音義』解釋為：渴病或痟瘦病。《涅槃經》卷五

及《四分律》卷五十七中則稱為「乾枯病」。「渴病」，應是中醫學的消渴病。日本學者

也認為乾痟病應該就是現代醫學所謂的糖尿病。 

114 黃熱病：是黃熱病病毒引起的急性傳染病，經由蚊子傳播，主要流行于非洲和中、

南美洲。臨床特徵有發熱、劇烈頭痛、黃疸、出血和蛋白尿等。 

115 橫死：指非宿世業因致死，而係遭意外災禍死亡，稱為橫死。又作非時死、不慮死、

事故死。《藥師經》載，共有九種等，即：（1）得病無醫。（2）王法誅戮。（3）非人奪

精氣。（4）火焚。（5）水溺。（6）惡獸啖。（7）墮崖。（8）毒藥咒咀。（9）饑渴所困。 

（見補充講義頁 34 -8：死） 

116 三摩地：譯曰定、等持、正定、一境性。因定心所行均等的境界。心念定止故云定，

離掉舉故云等，心不散亂故云持。 

117 肉髻：三十二相之一的尊貴相。即佛、菩薩頂上骨肉隆起，其形如髻，故稱肉髻。 

118 大陀羅尼：意為總持、能持、能遮。大智度論、佛地經論卷五載：陀羅尼為一種記

憶術，能令善法不散失，令惡法不起作用；後世則多指長咒而言。又美其功德，故云大。 

119 那謨：即「皈依」、「皈命」的意思。即表歸依佛法僧三寶之意。 

120 薄伽筏帝：為「薄伽梵」的異譯，也即是世尊。 

121 裨殺社：是「藥」。 

122 窶嚕：是「師」。 

123 薛琉璃：即是「琉璃」。 

124 缽剌婆：是「光」。 

125 喝囉闍也：是「王」。 

126 怛陀揭多耶：是「如來」。 

127 阿羅訶帝：是「應」（供）。 

128 三藐三勃陀耶：是「等正覺」。 

129 怛姪阤：是「即說咒曰」。 

130 唵：為冠於咒文最初之祈禱語，含有「神聖」之意。原於吠陀為應諾之義，又用為

咒文及祈禱文首先發音之聖音。 

131 鞞殺逝：即是：「藥」。 

132 三沒揭帝：即是「普度」，普遍救度一切眾生之義。 

133 娑訶：也作娑婆訶；乃「速得成就」意。（見補充講義頁 35-9：四例五不翻） 

☉藥師灌頂真言全咒之義為： 

皈依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 

以藥普渡一切眾生病苦之大願，速得成就。 

節錄自《藥師本願經講記》-太虛大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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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光中說此咒已，大地震動，放大光明，一切眾生病苦

皆除，受安隱樂。 

 

    曼殊室利！若見男子、女人有病苦者，應當一心，為彼病人，

常清淨澡漱，或食、或藥、或無蟲水、咒一百八遍，與彼服食，

所有病苦悉皆消滅。若有所求，志心念誦，皆得如是，無病延年；

命終之後，生彼世界，得不退轉134，乃至菩提。 

 

    是故曼殊室利！若有男子、女人，於彼藥師琉璃光如來，至

心殷重，恭敬供養者，常持此咒，勿令廢忘。 

 

    復次，曼殊室利！若有淨信男子女人，得聞藥師琉璃光如來

應正等覺所有名號，聞已誦持；晨嚼齒木135，澡漱清淨，以諸香

花，燒香、塗香，作眾伎樂，供養形象。 

 

    於此經典，若自書，若教人書，一心受持，聽聞其義。於彼

法師，應修供養；一切所有資身之具，悉皆施與，勿令乏少；如

是便蒙諸佛護念，所求願滿，乃至菩提。 

 

    爾時，曼殊室利童子白佛言：「世尊！我當誓於像法轉時，

以種種方便，令諸淨信善男子、善女人等，得聞世尊藥師琉璃光

如來名號，乃至睡中亦以佛名覺悟其耳。 

 

                                                      

134 不退轉：即所修功德善根愈進，不更退失、轉變。略云不退，即梵語之阿毘跋致。 

135 齒木：又作楊枝。為印度日常磨齒刮舌之木枝。《五分律》卷二十六：「有諸比丘，

不嚼楊枝，口臭食不消。有諸比丘，與上座共語，惡其口臭，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

「應嚼楊枝。嚼楊枝有五功德，消食、除冷熱唌唾、善能別味、口不臭、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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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若於此經受持讀誦，或復為他演說開示；若自書、若

教人書；恭敬尊重，以種種華香、塗香、末香136、燒香、花鬘、

瓔珞137、幡蓋138、伎樂，而為供養；以五色綵139，作囊140盛之；

掃灑淨處，敷設高座，而用安處。爾時，四大天王141與其眷屬，

及餘無量百千天眾，皆詣其所，供養守護。 

 

    世尊！若此經寶流行之處，有能受持，以彼世尊藥師琉璃光

如來本願功德，及聞名號，當知是處無復橫死；亦復不為諸惡鬼

神奪其精氣，設已奪者，還得如故，身心安樂」。 

 

    佛告曼殊室利：「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曼殊室利！若有

淨信善男子、善女人等，欲供養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者，應先

造立彼佛形像，敷清淨座而安處之。散種種花，燒種種香，以種

種幢幡142莊嚴其處。七日七夜，受八分齋戒；食清淨食，澡浴香

潔，著清淨衣；應生無垢143濁心，無怒害心，於一切有情起利益

安樂，慈144、悲145、喜146、捨147平等148之心；鼓樂歌讚，右遶佛

像。復應念彼如來本願功德，讀誦此經，思惟其義，演說開示。 

                                                      

136 末香：即呈粉末狀之香。指擣碎沈香、檀香等成為粉末，用以撒布於佛像、塔廟等。 

137 瓔珞：即用線貫串起來的各色珠寶。 

138 幡蓋：幡是扁形的長幡；蓋是圓頂的涼傘，可遮太陽。或用於車頂上覆蓋的飾物。 

139 五色綵：五彩的絲織品。 

140 囊：袋子；像口袋的物品。 

141 四大天王：為帝釋之外將。須彌山之半腹有一山，名由犍陀羅。山有四頭，四王各

居之，各護一天下，因之稱為護世四天王。即東方持國天王、南方增長天王、西方廣目

天王、北方多聞天王。每月之六齋日檢視人之善惡行業，並勸勉守戒行善。 

142 幢幡：長形旗幟。竿柱高秀，頭安寶珠，以綵帛莊嚴者曰幢。長帛下垂者曰幡。 

143 垢：煩惱之異名；指心污穢。《舍利弗阿毘曇論》卷第二十：「何謂二十一心垢：希

望、瞋恚、睡眠、掉悔、疑、惱害、常念怨嫌、懷恨、燋熱、嫉妒、慳惜、詭詐、姦欺、

無慚、無愧、矜高、諍訟、自高、放逸、慢、增上慢，是名二十一心垢。」 

144 慈：與眾生樂為慈。 

145 悲：拔眾生苦為悲。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taisho&bk=28&t=24128191&rr=70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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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所樂求，一切皆遂；求長壽，得長壽；求富饒，得富饒；

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 

 

    若復有人，忽得惡夢149，見諸惡相150；或怪鳥151來集；或於

住處百怪出現。此人若以眾妙資具，恭敬供養彼世尊藥師琉璃光

如來者，惡夢、惡相諸不吉祥，皆悉隱沒，不能為患。 

 

    或有水、火、刀、毒、懸險152、惡象、師子、虎、狼、熊、

羆153、毒蛇、惡蠍、蜈蚣、蚰蜒154、蚊、虻等怖；若能至心憶念

彼佛，恭敬供養，一切怖畏皆得解脫。  

 

    若他國侵擾，盜賊反亂，憶念恭敬彼如來者，亦皆解脫。 

 

    「復次，曼殊室利！若有淨信善男子、善女人等，乃至盡形155

不事餘天，唯當一心，歸佛法僧，受持禁戒：若五戒、十戒156，

菩薩四百戒、苾芻二百五十戒，苾芻尼五百戒。於所受中或有毀

犯，怖墮惡趣，若能專念彼佛名號，恭敬供養者，必定不受三惡

趣生。或有女人，臨當產時，受於極苦；若能志心稱名禮讚，恭

                                                                                                                                                                      

146 喜：見眾生離苦得樂曰喜。 

147 捨：於一切眾生，無怨親想，平等視之曰捨。 

148 平等：即於本質上均平齊等，無高下、淺深之差別。 

149 夢：睡眠時腦部生起的影像。（見補充講義頁 36 -10：夢） 

150 惡相：謂不吉祥的現象。（見補充講義頁 37 -11：十習因） 

151 怪鳥：1.奇異的鳥。2.指鵩（音ㄈㄨˊ）鳥。（貓頭鷹一類的鳥。）3.比喻不祥之人。 

152 懸險：走上絕崖峭壁，及危橋險坑，容易失足墮落。 

153 羆：（音ㄆㄧˊ）即棕熊，又叫馬熊，毛棕褐色；能爬樹、游泳，具強大力氣。 

154 蚰蜒：（音ㄧㄡˊ ㄧㄢˊ）毒蟲；像蜈蚣而略小，體色黃褐，有細長腳十五對，捕食

小蟲，有益農事。 

155 盡形：又作盡形壽。形，指具有形體之色身。盡形，指從此至終之一期生命。 

156 十戒：（1）為出家沙彌、沙彌尼戒。（2）指大小乘共通之十善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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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供養彼如來者，眾苦皆除。所生之子，身分具足，形色端正，

見者歡喜，利根聰明，安隱少病，無有非人157，奪其精氣」。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如我稱揚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所

有功德，此是諸佛甚深行處158，難可解了，汝為信不？」 

 

    阿難白言：「大德159世尊！我於如來所說契經不生疑惑，所

以者何？一切如來身語意業無不清淨。世尊！此日月輪可令墮

落，妙高山王160可使傾動，諸佛所言無有異也」。 

 

    世尊！有諸眾生，信根不具，聞說諸佛甚深行處，作是思惟：

云何但念藥師琉璃光如來一佛名號，便獲爾所功德勝利？由此不

信，還生誹謗；彼於長夜失大利樂，墮諸惡趣，流轉無窮！ 

 

    佛告阿難：「是諸有情，若聞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至

心受持，不生疑惑，墮惡趣者，無有是處。 

 

    阿難！此是諸佛甚深所行，難可信解；汝今能受，當知皆是

如來威力。阿難！一切聲聞、獨覺，及未登地161諸菩薩等，皆悉

不能如實信解，唯除一生所繫菩薩。阿難！人身難得；於三寶中，

信敬尊重，亦難可得；聞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復難於是。 

 

                                                      

157 非人：對於人而謂天龍八部及夜叉，惡鬼之冥眾，總為非人。 

158 行處：所行持境界之處。 

159 大德：梵云婆檀陀。《大智度論》卷二：「梵語婆檀陀，秦言大德。」《毘奈耶雜事》

卷十九：「年少苾芻應喚老者為大德，老喚少年為具壽，若不爾者得越法罪。」 

160 妙高山天：須彌山之譯名。妙高山為山中最高者故曰王。 

161 登地：即登入歡喜地。菩薩歷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等修行階位，入十地之初

地，初證平等、二空之理，能成就自利利他之行，心多生歡喜，故稱歡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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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難！彼藥師琉璃光如來，無量菩薩行，無量善巧方便，無

量廣大願；我若一劫，若一劫餘而廣說者，劫可速盡，彼佛行願，

善巧方便無有盡也！」 

 

    爾時，眾中，有一菩薩摩訶薩，名曰救脫，即從座起，偏袒

一肩，右膝著地，曲躬合掌而白佛言：「大德，世尊！像法轉時，

有諸眾生為種種患之所困厄，長病羸瘦，不能飲食，喉脣乾燥，

見諸方暗，死相162現前，父母、親屬、朋友、知識啼泣圍繞。 

 

     然彼自身臥在本處，見琰魔163使，引其神識至於琰魔法王之

前。然諸有情，有俱生神164，隨其所作，若罪若福，皆具書之，

盡持授與琰魔法王。爾時，彼王推問其人，計算所作，隨其罪福

而處斷之。 

 

    時彼病人，親屬、知識，若能為彼歸依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

請諸眾僧，轉讀此經，然七層之燈，懸五色續命神旛165，或有是

處，彼識得還。如在夢中明了自見；或經七日，或二十一日，或

三十五日，或四十九日，彼識還時，如從夢覺，皆自憶知善不善

業、所得果報；由自證見業果報故，乃至命難，亦不造作諸惡之

業。 

                                                      

162 死相：指人死時之相狀。由查驗人之死相，可知其往生善處或惡處，稱為知死相。 

  （見補充講義頁 38 -12：死相） 

163 琰魔：又作燄摩、閻羅等。譯曰縛，縛罪人之義。又曰雙世，彼於世中，常受苦樂

二報之義。又曰雙王，兄妹二人並王之義。又曰平等王，平等治罪之義。地獄之總司也。 

164 俱生神：指常隨於各人身側，並記錄其人所行善惡業的神祇。（見補充講義頁 39-13：

俱生神） 

165 續命神旛：祈禱生命延長之神旛也。據經律異相卷六、釋迦譜卷十，說阿育王造八

萬四千塔，未成而得病。乃以造旛懸之功力，延十二年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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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故淨信善男子善女人等，皆應受持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

隨力所能，恭敬供養」。 

 

    爾時，阿難問救脫菩薩曰：「善男子！應云何恭敬供養彼世

尊藥師琉璃光如來？續命旛燈復云何造」？ 

 

    救脫菩薩言：「大德！若有病人，欲脫病苦，當為其人，七

日七夜受持八分齋戒。應以飲食及餘資具，隨力所辦，供養苾芻

僧。晝夜六時，禮拜行道166，供養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讀誦

此經四十九遍。然四十九燈，造彼如來形像七軀，一一像前各置

七燈，一一燈量大如車輪，乃至四十九日光明不絕。造五色綵旛，

長四十九搩手167；應放雜類眾生至四十九。可得過度危厄之難，

不為諸橫惡鬼所持」。 

 

    復次，阿難！若剎帝利、灌頂王168等，災難起時，所謂：人

眾疾疫難，他國侵逼難，自界叛逆難，星宿變怪難，日月薄蝕難，

非時風雨難，過時不雨難。 

 

    彼剎帝利灌頂王等，爾時應於一切有情起慈悲心，赦諸繫閉。

依前所說供養之法，供養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由此善根及彼

如來本願力故，令其國界，即得安隱，風雨順時，穀稼成熟，一

切有情，無病歡樂。於其國中，無有暴惡、藥叉等神，惱有情者，

                                                      

166 行道：佛教禮儀之一︰即遶行塔廟或佛周圍，以表示供養禮拜等之敬意。右遶貴人，

本為印度禮法。故「遶佛三匝」或「右遶三匝」等語，為經典中常見之語句。遶行次數

或為一周，或三匝；若宿願、別請時，遶數則隨禮者之意。 

167 搩手：將手掌五指打開，從拇指指尖至中指指尖的長度，即是一搩手。四十九搩手

約十公尺長。 

168 灌頂王：完成登基儀式的國王。印度習俗，太子將要登王位時，所舉行的灌頂禮，

儀式即取四大海水盛於瓶中，澆灌在太子頭頂，近乎現代的加冕禮，故名灌頂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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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惡相，皆即隱沒；而剎帝利灌頂王等，壽命色力，無病自在，

皆得增益。 

 

    阿難！若帝后、妃主，儲君、王子，大臣、輔相，中宮、綵

女，百官、黎庶169，為病所苦，及餘厄難；亦應造立五色神旛，

然燈續明，放諸生命，散雜色花，燒眾名香，病得除愈，眾難解

脫」。 

 

    爾時，阿難問救脫菩薩言：「善男子！云何已盡之命而可增

益」？救脫菩薩言：「大德！汝豈不聞如來說有九橫死耶？是故

勸造續命旛燈，修諸福德，以修福故，盡其壽命，不經苦患」。 

 

    阿難問言：「九橫云何」？救脫菩薩言：「若諸有情，得病

雖輕，然無醫藥及看病者，設復遇醫，授以非藥，實不應死，而

便橫死。又信世間邪魔、外道、妖孽170之師，妄說禍福，便生恐

動，心不自正，卜問覓禍，殺種種眾生，解奏神明，呼諸魍魎171，

請乞福祐，欲冀延年，終不能得。愚癡迷惑，信邪倒見，遂令橫

死，入於地獄，無有出期，是名初橫。二者，橫被王法之所誅戮。

三者，畋獵嬉戲，耽淫嗜酒，放逸無度，橫為非人奪其精氣。四

者，橫為火焚。五者，橫為水溺。六者，橫為種種惡獸所噉。七

者，橫墮山崖。八者，橫為毒藥、厭禱172、咒詛、起屍鬼等之所

中害。九者，饑渴所困，不得飲食而便橫死。是為如來略說橫死，

有此九種，其餘復有無量諸橫，難可具說！ 

 

                                                      

169 黎庶：即老百姓。 

170 妖孽：指禍害；比喻邪惡的事或人。（見補充講義頁 40-14：妖孽） 

171 魍魎：古代傳說中的山川精怪；鬼怪。 

172 厭禱：以巫術祈禱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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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次，阿難！彼琰魔王主領世間，名籍173之記，若諸有情，

不孝五逆
174
，破辱三寶，壞君臣法，毀於性戒175，琰魔法王隨罪輕

重，考而罰之。是故我今勸諸有情，然燈造旛，放生修福，令度

苦厄，不遭眾難。 

 

    爾時，眾中有十二藥叉176大將，俱在會坐，所謂：宮毘羅177大

將，伐折羅178大將，迷企羅179大將，安底羅180大將，頞你羅181大

將，珊底羅182大將，因達羅183大將，波夷羅184大將，摩虎羅185大

將，真達羅186大將，招杜羅187大將，毗羯羅188大將此十二藥叉大

將189，一一各有七千藥叉，以為眷屬。 

                                                      

173 名籍：地獄冥官書惡人之名，以免忘而漏罰者。 

174 五逆：指五種逆於理，極惡罪之行為。又名五逆罪、五無間罪。即殺父、殺母、殺

阿羅漢、出佛身血、破和合僧。前四是身業，後一為口業，造此五罪必墮無間地獄受苦。 

175 性戒：即本性上就是罪惡行為。如五戒中之殺生、偷盜、邪淫、妄語等，不待佛之

制戒，本質已屬罪惡；若違犯者則生業因，未來必受業報及國家律法制裁。 

176 藥叉：或云夜叉。意譯捷疾、勇健、能噉、傷者、貴人等。為北方毗沙門天之眷屬，

止住地上或空中，同受諸天富樂；或以威勢惱害人類，或守護諸天、正法之鬼類。 

177 宮毘羅：又作金毘羅，意譯為極畏。身呈黃色，手持寶杵，以彌勒菩薩為本地。 

 據《增壹阿含經》卷第四十七載：世尊在耆闍崛山側。提婆達兜擎大石擲世尊；山神

金毘羅見狀，即時申手接著餘處，時石碎，一小片石著如來足，即時出血。 

178 伐折羅：又作跋折羅；意為金剛。身呈白色，手持寶劍，以大勢至菩薩為本地。 

179 迷企羅：又作彌佉羅；意為執嚴。身呈黃色，手持寶棒或獨鈷，以阿彌陀佛為本地。 

180 安底羅：又作頞你羅；意為執星。身呈綠色，手持寶鎚或寶珠，以觀音菩薩為本地。 

181 頞你羅：又作末爾羅；意為執風。身呈紅色，手持寶叉或矢，以摩利支菩薩為本地。 

182 珊底羅：又作娑你羅；意為居處。身呈煙色，手持寶劍或螺，以虛空藏菩薩為本地。 

183 因達羅：又作因陀羅；意為執力。身呈紅色，手持寶棍或鉾，以地藏菩薩為本地。 

184 波夷羅：又作婆耶羅；意為執飲。身呈紅色，手持寶鎚或弓矢，以文殊菩薩為本地。 

185 摩虎羅：又作薄呼羅、摩休羅；意為執言。身呈白色，手持寶斧，以藥師佛為本地。 

186 真達羅：又作真持羅；意為執想。身呈黃色，手持罥索或寶棒，以普賢菩薩為本地。 

187 招杜羅：又作朱杜羅；意為執動。身呈青色，手持寶鎚，以金剛手菩薩為本地。 

188 毗羯羅：又作毘伽羅；意為圓作。身呈紅色，手持寶輪或三鈷，以釋迦佛為本地。 

189 十二藥叉大將：經中載：十二神將在晝夜十二時辰，及十二個月份，率眷屬輪流守

護眾生。又神將從最後毗羯羅起，到最初宮毗羅為止，其時辰洽從子時到亥時的十二支。

毗羯羅戴鼠冠，招杜羅戴牛冠，到最初的宮毗羅，則是頭戴豬冠，次序與十二生肖吻合。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taisho&bk=2&t=21912165&rr=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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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舉聲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蒙佛威力，得聞世尊

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不復更有惡趣之怖。我等相率，皆同一心，

乃至盡形歸佛法僧。誓當荷負一切有情，為作義利，饒益安樂。

隨於何等，村城國邑，空閑林中，若有流布此經，或復受持藥師

琉璃光如來名號，恭敬供養者，我等眷屬衛護是人，皆使解脫一

切苦難，諸有願求，悉令滿足。或有疾厄，求度脫者，亦應讀誦

此經，以五色縷，結我名字，得如願已，然後解結」。 

 

    爾時，世尊讚諸藥叉大將言：「善哉！善哉！大藥叉將！汝

等念報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恩德者，常應如是利益安樂一切有

情」。 

 

    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法門？我等云何奉持？」

佛告阿難：此法門名說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亦名說十二神

將饒益有情結願神咒；亦名拔除一切業障；應如是持」！時薄伽

梵，說是語已，諸菩薩摩訶薩，及大聲聞，國王、大臣、婆羅門、

居士、天龍190、藥叉、健達縛191、阿素洛192、揭路荼193、緊捺洛194、

莫呼洛伽195、人非人196等，一切大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

受奉行。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190 天龍：謂諸天與龍神；八部眾之二部。天者，梵天帝釋等；龍者，難陀、跋難陀等。 

191 健達縛：又作乾闥婆、尋香神、樂神。不食酒肉，唯求香以資陰身，又自其陰身出

香，故有香神乃至尋香行之稱。與緊那羅同，奉侍帝釋司奏伎樂。 

192 阿素洛：又稱阿修羅；譯曰無端，男醜女端正。常與帝釋天戰鬥對抗。 

193 揭路荼：又云迦樓羅，金翅；取龍為食。此鳥翅翮金色，兩翅相去三百三十六萬里。 

194 緊捺洛：樂神名。又作緊那羅。舊譯曰人非人，疑神。《慧琳音義》卷十一：「能作

歌舞。男則馬首人身能歌，女則端正能舞。次此天女，多與乾達婆天為妻室。」 

195 莫呼洛伽：又作摩呼洛伽；八部眾之一。即大蟒神。 

196 人非人：1.緊那羅之別名。2.《法華經義疏》卷二：「人非人者，八部鬼神本悉非人，

而變作人形來聽說法，故云人非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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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補充講義  

 

27-1. 菩薩道： 

 

    《大寶積經》卷第四十一：「云何名為菩薩道耶？所謂：菩

薩摩訶薩，於諸有情，精勤修習四無量心。何等為四？所謂：大

慈波羅蜜、大悲波羅蜜、大喜波羅蜜、大捨波羅蜜、又勤精進於

諸攝法隨順修學。童子！若有菩薩如是修行，是名開菩薩道。」 

 

    《大寶積經》卷第五十三：「我若略說菩薩道者，則唯有一

趣道善巧。舍利子！何等是耶？所謂菩薩獨一眾表無有與等不假

伴助，為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由自攝受、精進勢力、清淨

欲解、被堅固鎧。何以故？由是菩薩不由他悟，不緣於他，自所

建立，自力所起，嚴備如是堅固甲鎧。舍利子！是諸菩薩興發是

念，如是甲鎧一切眾生所不能擐。」(<<寶積部 11>>p.315.3) 

 

    《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卷第七：「是善男子善女人當作是知：

諸如來本行菩薩道時，亦復學般若波羅蜜，亦行禪波羅蜜、惟逮

波羅蜜、羼波羅蜜、尸波羅蜜、檀波羅蜜。從內外空及有無空，

諸三昧門、陀鄰尼門，乃至佛十八法大慈大悲，餘無央數諸佛法，

我等皆當受學。」(<<般若部 8>>p.54.1)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四百七十六：「諸菩薩摩訶薩於菩

薩道初修學時，應審觀察諸法自性都不可得，唯有執著和合所作，

我當審察，諸法自性皆畢竟空，不應於中有所執著。」(《般若部

T6》p.1032.3)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taisho&bk=11&t=38885448&rr=2393#4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taisho&bk=11&t=38885448&rr=2393#5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taisho&bk=11&t=38885448&rr=2393#5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taisho&bk=11&t=38885464&rr=2410#2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taisho&bk=8&t=23598208&rr=1690#4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taisho&bk=7&t=22980117&rr=1518#2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taisho&bk=7&t=22980117&rr=1518#2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講義                                2016/12 釋開聖整理 

 

  頁 28  
  

    《放光般若經》卷第十四：「若有菩薩自怙智慧、自怙種姓、

自怙其善、自怙知識、便起貢高下於他人，亦無阿惟越致相行像

貌，專自貢高輕賤他人，便語人言：『汝亦不在菩薩種姓之中現、

汝亦不在摩訶衍中。』爾時波旬歡喜念言：『今我境界宮殿不空，

增益三惡趣我種姓不損。』魔常伺是菩薩欲使說非法之事，欲使

眾人皆聞非法，亦當邪見增益勞垢，造顛倒行顛倒於法，身口意

錯貪著邪福，從是因緣增益三惡趣，魔之眷屬宮殿益多。爾時波

旬倍歡喜踊躍而自娛樂。」(<<般若部 8>>p.101.2) 

     

    《佛說未曾有因緣經》卷上：「爾時世尊，即遣化人，空中告

言：『耶輸陀羅！汝頗憶念往古世時誓願事不？釋迦如來，當爾

之時，為菩薩道，以五百銀錢，從汝買得五莖蓮華，上定光佛；

時汝求我，世世所生，共為夫妻；我不欲受，即語汝言：我為菩

薩，累劫行願，一切布施，不逆人意，汝能爾者，聽為我妻。汝

立誓言：世世所生，國城妻子及與我身，隨君施與，誓無悔心！』

而今何故？愛惜羅睺，不令出家學聖道耶？耶輸陀羅，聞是語已。

霍然還識宿業因緣，往事明了如昨所見，愛子之情自然消歇，遣

喚目連，懺悔辭謝，捉羅睺手，付囑目連，與子離別，涕淚交流。」 

(《經集部 T17》p.576.2) 

 

28-2. 為女百惡： 

 

    《菩薩善戒經》卷第三〈菩薩地調伏品〉第七：「菩薩終不以

女人身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菩薩摩訶薩初阿僧祇劫

已斷女身，女人之身貪欲多故。」(<<中觀、瑜伽部 30>>p.974.1)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taisho&bk=17&t=18128470&rr=4094#2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taisho&bk=30&t=22132844&rr=75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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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說超日明三昧經》卷下：「不可女身得成佛道也？所以者

何：女有三事隔五事礙。何謂三？少制父母、出嫁制夫，不得自

由、長大難子，是謂三。何謂五礙？一曰女人不得作帝釋。所以

者何？勇猛少欲乃得為男，雜惡多態故，為女人不得作天帝釋；

二曰不得作梵天。所以者何？奉清淨行無有垢穢，修四等心若遵

四禪乃昇梵天，婬恣無節故，為女人不得作梵天。三曰不得作魔

天。所以者何？十善具足尊敬三寶，孝事二親謙順長老，乃得魔

天，輕慢不順毀疾正教故，為女人不得作魔天；四曰不得作轉輪

聖王。所以者何？行菩薩道慈愍群萌，奉養三尊先聖師父，乃得

轉輪王主四天下，教化人民普行十善，遵崇道德為法王教，匿態

有八十四無有清淨行故。為女人不得作聖帝；五曰女人不得作佛。

所以者何？行菩薩心愍念一切，大慈大悲被大乘鎧，消五陰化六

衰廣六度，了深慧行空無相願，越三脫門，解無我人無壽無命，

曉了本無不起法忍，分別一切如幻如化，如夢如影芭蕉聚沫，野

馬電  （音ㄒㄧㄢ，火貌）水中之月。五處本無無三趣想，乃得成

佛，而著色欲淖情匿態身口意異故，為女人不得作佛得。」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八〈梵行品第八之四〉：「善男子！一

切男女若具四法則名丈夫。何等為四：一善知識、二能聽法、三

思惟義、四如說修行。善男子！若男若女具是四法則名丈夫。善

男子！若有男子無此四法，則不得名為丈夫也。何以故？身雖丈

夫行同畜生；如來調伏若男若女，是故號佛調御丈夫。」 

 

29-3. 云何正見： 

 

    《舍利弗阿毘曇論》卷第二十七：「云何正見？若人正見，信

有施有祠祀，乃至世有沙門婆羅門，正見正趣，有證知今世後世

者，是名正見。」(<<毘曇部 28>>p.701.2)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taisho&bk=15&t=43828449&rr=3649#2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taisho&bk=12&t=44271882&rr=2746#2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taisho&bk=12&t=44271882&rr=2746#2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taisho&bk=28&t=2845146&rr=7077#2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講義                                2016/12 釋開聖整理 

 

  頁 30  
  

    《舍利弗阿毘曇論》卷第九：「云何正見？除盡智、無生智、

若餘見善順不逆、是名正見。」(<<毘曇部 28>>p.589.3) 

 

    《瑜伽師地論》卷第十二：「云何正見等前導次第義？謂先

了知世間實有真阿羅漢正行正至，便於出離，深生樂欲，獲得正

見。次復思惟：何當出離居家迫迮？乃至廣說，從此出家受學尸

羅，修治淨命，是名正語正業正命。此正見等，於所對治邪見等

五，猶未能斷，還即依止此五善法，從他聞音，展轉發生聞慧正

見，為欲斷除所治法故，又為修習道資糧故，方便觀察，次依聞

慧，發生思慧，復依思慧，發生修慧，由此正見，於諸邪見，如

實了知此是邪見；於諸正見，如實了知此是正見，乃至正命，如

實知已，為欲斷除邪見等故、及為圓滿正見等故，發勤精進。若

由此故，能斷所治，集能治法，令其圓滿，是名正念。」(<<中觀、

瑜伽部 30>>p.340.1) 

 

    《佛說大乘菩薩藏正法經》卷第三十七：「云何正見？謂於

是見超諸世間，不從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之所發生；

亦不從常見、斷見、有見、無見、善不善見，乃至涅槃見之所發

生，是名正見。」(<<寶積部 11>>p.877.3) 

 

30-4. 闕 

 

    《佛說輪轉五道罪福報應經》：「佛語阿難：夫人作福，譬如

此樹，本種一核，稍稍漸大，收子無限，人而豪貴。國王長者，

從禮佛事三寶中來。為人大富，財物無限，從布施中來。為人長

壽，無有疾病，身體強壯，從持戒中來。為人端正，顏色妙好、

輝容第一、身體柔軟、口氣香潔、人見姿容，無不歡喜，視之無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taisho&bk=28&t=3235788&rr=7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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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從忍辱中來。為人修習，無有懈怠，樂為福德，從精進中來。

為人安詳，言行審諦，從禪定中來。為人才明，達解深法、讚歎

妙義、開悟愚蒙、人聞其言，莫不諮受，宣用為珍寶，從智慧中

來。為人音聲清徹，從歌詠三寶中來。為人潔淨，無有疾病，從

慈心中來。」(<<經集部 17>>p.564.3) 

 

31-5. 信根： 

 

    《釋摩訶衍論》卷第一：「信有十種義，云何為十？一者澄

淨義：能令心性清淨明白故。二者決定義：能令心性淳至堅固故。

三者歡喜義：能令斷除諸憂惱故。四者無厭義：能令斷除懈怠心

故。五者隨喜義：於他勝行發起同心故。六者尊重義：於諸有德

不輕賤故。七者隨順義：隨所見聞不逆違故。八者讚歎義：隨彼

勝行至心稱歎故。九者不壞義：在專一心不妄失故。十者愛樂義：

能令成就慈悲心故；是名為十。根有十種義，云何為十？一者下

轉義：能除憍慢故。二者隱密義：能詮甚深理故。三者出生義：

生長種種諸功德故。四者堅固義：皆悉攝持不闕失故。五者相續

義：轉轉增長無斷絕故。六者出離義：地地轉勝漸漸遠離故。七

者集成義：修集種種道品法故。八者茂榮義：以諸行德而所莊嚴

甚可愛樂故。九者具足義：等覺位中圓滿因行故。十者高勝義：

於妙覺果最勝廣大無能超過故；是名為十。」 

 

31-6. 云何正法： 

 

    《大毘婆沙論》卷第一百八十三：「此中有二種正法：一、

世俗正法。二、勝義正法。世俗正法謂名、句、文、身，即素怛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taisho&bk=32&t=19822095&rr=7990#2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taisho&bk=26&t=25039377&rr=6503#2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taisho&bk=27&t=25432530&rr=69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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纜、毘柰耶、阿毘達磨。勝義正法：謂聖道，即無漏根、力、覺

支、道支。」(<<毘曇部 27>>p.920.3) 

 

    《說一切有部集異門足論》卷第十二：「云何正法？答愛盡

離滅究竟涅槃，是名正法。云何於正法疑惑猶豫？答若於愛盡離

滅究竟涅槃，生起種種疑惑猶豫，是名於正法疑惑猶豫。云何不

悟入無勝解無淨信？答若於正法生起種種疑惑猶豫，便於彼斷不

能發起，隨順心隨順欲，隨順信隨順勝解，已勝解當勝解，是名

不悟入無勝解無淨信。」(<<釋經論,毘曇部 26>>p.420.3) 

 

32-7. 病苦： 

 

    《瑜伽師地論》卷第六十一：「云何病苦？當知病苦亦由五

相：一身性變壞故。二憂苦增長多住故。三於可意境不喜受用故。

四於不可意境，非其所欲強受用故。五能令命根速離壞故。 (《中

觀瑜伽部 T30》p.642.1 ~ p.642.2)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一〈聖行品〉第十九之一：「云何為

病？病謂四大毒蛇互不調適，亦有二種：一者身病。二者心病。

身病有五：一者因水。二者因風。三者因熱。四者雜病。五者客

病。客病有四：一者非分強作。二者忘誤墮落。三者刀杖瓦石。

四者鬼魅所著。心病亦有四種：一者踊躍。二者恐怖。三者憂愁。

四者愚癡。復次善男子，身心之病凡有三種，何等為三：一者業

報。二者不得遠離惡對。三者時節代謝。生如是等因緣名字受分

別，病因緣者，風等諸病，名字者，心悶肺脹上氣嗽逆心驚下痢，

受分別者，頭痛目痛手足等痛，是名為病。」(<<寶積,涅槃部 12>>)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taisho&bk=27&t=25432530&rr=6914#3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taisho&bk=26&t=25039377&rr=65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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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嚴經》卷第十一〈普賢行願品〉：「一切眾生，因四大

種和合為身，從四大身，能生四病：所謂身病、心病、客病、及

俱有病。言身病者：風黃痰熱而為其主。言心病者：顛狂心亂而

為其主。言客病者：刀杖所傷，動作過勞，以為其主。俱有病者：

飢渴寒熱，苦樂憂喜而為其主，其餘品類，展轉相因，能令眾生

受身心苦。善男子！如是眾病，貧賤人少，多勞役故；富貴人多，

過優樂故。」(<<華嚴部 10>>p.711.1) 

 

    《摩訶止觀》卷第八(上)：「病起因緣有六：一、四大不順

故病。二、飲食不節故病。三、坐禪不調故病。四、鬼神得便。

五、魔所為。六、業起故病。一、四大不順者：行役無時，強健

擔負，棠觸寒熱。二、飲食不節：如薑、桂、辛物增火；蔗、蜜

甘冷增水；梨增風；膏膩增地；胡瓜為熱病而作因緣；即是噉不

安之食，食者須別其性。三、坐禪不節：或倚壁、柱、衣服，或

大眾未出而臥，其心慢怠，魔得其便，使人身體背瘠骨節疼痛，

名為注病最難治也。次數息不調，多令人痁癖，筋脈攣縮。四、

鬼病者：四大、五藏非鬼，鬼非四大、五藏。若入四大、五藏，

是名鬼病。鬼亦不漫病人，良由人邪念種種事，或望知吉凶，兜

醯羅鬼作種種變，青、黃等色，從五根入，則意地邪解，能知吉

凶，或知一身、一家、一村、一國吉凶事。此非聖知也。若不治

之，久久則殺人。五、魔病者：與鬼亦不異。鬼但病身、殺身。

魔則破觀心，破法身慧命，起邪念想，奪人功德，與鬼為異。亦

由行者於坐禪中，邪念利養，魔現種種衣服、飲食，七珍雜物，

即領受歡喜，入心成病。此病難治。六、業病者：或專是先世業；

或今世破戒，動先世業。業力成病，還約五根，知有所犯。若殺

罪之業，是肝、眼病；飲酒罪業，是心、口病；婬罪業，是腎、

耳病；妄語罪業是，脾、舌病；若盜罪業，是肺、鼻病。毀五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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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則有五藏、五根病起；業謝乃差。若今生持戒，亦動業成病。

故云：若有重罪，頭痛得除。應地獄重受，人中輕償。此是業欲

謝故病也。夫業病多種，腫滿黃虛。凡諸病患，須細心尋檢，知

病根源，然後用治也。」(<<諸宗部 46>>p.109.3)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四〈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之

六：「三種病人值遇良醫瞻病好藥，及以不遇病悉得差，是義云

何：若得不得謂定壽命，所以者何？是人已於無量世中修三種善，

謂上中下。以修如是三種善故得定壽命，如鬱單越人壽命千年，

有遇病者若得良醫好藥瞻病，及以不得悉皆得差。何以故？得定

命故。善男子！如我所說，若有病人得遇良醫，好藥瞻病病得除

差，若不遇者則不得差，是義云何？善男子，如是之人壽命不定，

命雖不盡，有九因緣能夭其壽。何等為九：一者知食不安而反食

之。二者多食。三者宿食未消而復更食。四者大小便利不隨時節。

五者病時不隨醫教。六者不隨瞻病教敕。七者強耐不吐。八者夜

行，以夜行故惡鬼打之。九者房室過差，以是緣故。我說病者若

遇醫藥病則可差，若不遇者則不可愈。善男子！如我先說，若遇

不遇俱不差者，是義云何？有人命盡若遇不遇悉不可差，何以故？

以命盡故，以是義故，我說病人若遇醫藥及以不遇，悉不得差。」 

 

34-8.死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二〈聖行品〉第七之二：「何等為死？

死者捨所受身。捨所受身亦有二種：一命盡死。二外緣死。命盡

死者亦有三種：一者命盡非是福盡。二者福盡非是命盡。三者福

命俱盡。外緣死者復有三種：一者非分自害死。二者橫為他死。

三者俱死。又有三種死：一放逸死。二破戒死。三壞命根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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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名為放逸死？若有誹謗大乘方等般若波羅蜜，是名放逸死。何

等名為破戒死耶？毀犯去來現在諸佛所制禁戒，是名破戒死。何

等名為壞命根死？捨五陰身，是名壞命根死，如是名曰死為大苦。」 

 

35-9. 四例五不翻 

 

四例：指翻譯佛經之四種原則。依普潤大師編的《翻譯名義集》

卷六，唐梵字體篇所舉之四例，即： 

(一)翻字不翻音：如諸經中之咒語，字為漢字，音則為梵音。 

(二)翻音不翻字：如華嚴經中之「卍」字，字為梵體，音則以漢 

    字之萬字音翻之。 

(三)音字俱翻：如經文中之音與字二者皆以漢音、漢字翻之。 

(四)音字俱不翻：即西來之梵語經本，其音與字二者皆未經翻譯。 

 

五不翻：梵語譯成漢語時，有五種情形不予意譯，而保留其原音

（音譯）。此五種不翻乃唐代玄奘大師對於經典翻譯的理論。即： 

(一)祕密故：如諸陀羅尼，係佛之祕密語，微妙深隱，不可思議， 

    故不以義譯。 

(二)多含義故：如薄伽梵一詞，兼具自在、熾盛、端嚴、名稱、 

    吉祥、尊貴等六意，故不可任擇其一而譯。 

(三)此方無故：如閻浮樹、乾闥婆等，為我國所無，故保留原音。 

(四)順古故：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意指無上正等正覺，然自 

    東漢以降，歷代譯經家皆以音譯之，故保留前人規式。 

(五)生善故：如般若、釋迦牟尼、菩提薩埵等，一概不譯為智慧、 

    能仁、道心眾生等；此乃因前者能令人生尊重，後者則易招 

    致等閒視之，且意猶未盡。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BE%E9%97%A5%E5%A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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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0. 夢： 

 

    《大毘婆沙論》卷第三十七：「五緣見所夢事。一、由他引：

謂若諸天諸仙、神鬼、咒術、藥草、親勝所念、及諸聖賢所引故

夢。二、由曾更：謂先見聞覺知是事、或曾串習種種事業今便夢

見。三、由當有：謂若將有吉不吉事法爾夢中先見其相。四、由

分別：謂若思惟希求疑慮即便夢見。五、由諸病：謂若諸大不調

適時便隨所增夢見彼類。問：何界趣處有此夢耶？答：欲界有夢，

非色無色彼無睡故。於欲界中有作是說：四趣有夢唯除地獄，彼

由苦逼無睡眠故，應說地獄亦容有夢。如施設論說：等活地獄中，

雖熱所逼骨肉燋爛，有時冷風所吹，或因獄卒唱活，彼即還活骨

肉復生；苦受暫停便生少樂，由此故知亦容有睡，因斯有夢。問：

何等補特伽羅有夢？答：異生、聖者皆得有夢。聖者中從預流果

乃至阿羅漢、獨覺亦皆有夢，唯除世尊。所以者何？夢似顛倒，

佛於一切顛倒習氣皆已斷盡故無有夢。如於覺時，心心所法無顛

倒轉睡時亦爾。問：佛亦有睡眠耶？答：有。云何知然？契經說

故。如契經說：諸離繫子來至佛所，作是問言：喬答摩尊有睡眠

不？世尊告曰：祠火當知，我極熱時為解食悶亦暫睡眠。彼復白

佛：世有一類沙門梵志作如是言，有睡眠者即是愚癡，喬答摩尊

將無是事。世尊告曰：若有諸漏雜染、後有生、老、病、死苦果，

未斷、未遍知而睡眠者可名愚癡；佛於諸漏雜染、後有生、老、

病、死苦果，已斷、已遍知故，雖有睡眠不名愚癡。然諸睡眠略

有二種：一染污。二不染污。諸染污者佛及獨覺阿羅漢等已斷、

遍知；不染污者，為調身故乃至諸佛亦現在前況餘不起，故知諸

佛亦有睡眠，是故睡眠通五趣有、中有197亦有。」(<<毘曇部 27>>) 

                                                      

197 中有：又譯作中陰、中蘊、中陰有。指人自死亡至再次受生期間之識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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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見律毘婆沙》卷第十二：「夢有四種：一者四大不和。

二者先見。三者天人。四者想夢。問曰？云何四大不和夢：答曰。

四大不和夢者：眠時夢見山崩、或飛騰虛空、或見虎狼師子賊逐，

此是四大不和夢。虛不實，先見而夢者：或晝日見或白或黑、或

男或女、夜夢見、是名先見，此夢虛不實。天人夢者：有善知識

天人、有惡知識天人，若善知識天人現善夢，令人得善；惡知識

者，令人得惡想現惡夢，此夢真實。想夢者：此人前身，或有福

德或有罪，若福德者現善夢，罪者現惡夢；如菩薩母夢菩薩，初

欲入母胎時，夢見白象從忉利天下入其右脅，此是想夢也。若夢

禮佛誦經持戒、或布施種種功德，此亦想夢。」(<<律部 24>>） 

 

    《大智度論》卷第六：「夢有五種：若身中不調，若熱氣多

則多夢見火見黃見赤。若冷氣多則多見水見白，若風氣多則多見

飛見黑。又復所聞見事，多思惟念故則夢見。或天與夢欲令知未

來事故，是五種夢皆無實事而妄見。」(《釋經論部 T25》p.103.3) 

 

37-11. 十習因： 

 

    又作十習、十因十果；指招感未來地獄果報的十種習續因緣。

習續前念或前世的善、惡、無記之因，而招感後念與後世的善、

惡、無記之果。故一前一後，在前為因，在後為果。《大佛頂首

楞嚴經》卷八列舉，能招感未來地獄果報之十種習因，即：(一)

婬習因，婬習交接，研磨不休，如是故有火光發動；如人以手自

相摩觸，暖氣現前，二習198相燃，故感受鐵床、銅柱、八熱地獄

之報。(二)貪習因，貪習交計，發於相吸，吸攪不止，故有積寒

堅冰於中凍冽；如人以口吸縮風氣，有冷觸生，二習相凌，故感

                                                      

198 習：反覆、時常。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taisho&bk=25&t=4871224&rr=62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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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冰地獄之報。(三)慢習因，慢習交凌，發於相恃，馳流不止；

如人口舌自相綿味，因而水發，故有血河、毒海、融銅、灌吞之

報。(四)瞋習因，瞋習交衝，發於相忤，故心熱發火，鑄氣為金；

如人銜冤，殺氣飛動，受此業之感，故有宮割、斬斫等報。(五)

詐習因，詐習交誘，發於相調，引起不住，故有繩木絞挍；如水

浸田，草木生長，二習相延，故有杻械、枷鎖、鞭杖、撾棒等報。

(六)誑習因，心起欺罔而不止，飛心造姦，故有塵土、屎尿、穢

污不淨；如塵隨風揚，各無所見，故受沒溺、騰擲、飛墜、漂淪199

等報。(七)冤習因，冤習交嫌而起衝恨；如陰毒之人懷毒惡之心，

故受業感而有投擲、擒捉、擊射之報。(八)見習因，執己之邪見

以是非其事，而產生違拒，故有勘問、權詐200、拷訊、推鞫201等

報。(九)枉習因，起誣謗、枉屈良善，由此業之感，故受拘押、

按捺，迫蹙202其體、瀝漉其血等報。(十)訟習因，因諍訟交喧而

生隱覆之心，故有業鏡203、火珠204，披露宿業對驗等報。〔首楞

嚴經會解卷十六〕 

 

38-12. 死相： 

 

    《諸經要集》十九，依《瑜伽論》立死相之六驗：「一驗生

人中，若作善之人將死時，先自足冷至臍，臍上猶溫，而後氣盡

者，即生人中。二驗生天上，若作善之人，頭頂皆溫，而後氣盡

者，即生天上。三驗生餓鬼，若自頂冷至臍，腰下猶溫，而後氣

                                                      

199 漂淪：漂泊流落。 

200 權詐：權變狡詐。 

201 推鞫：（音ㄐㄩˊ）亦作推鞠；審問之意。 

202 迫蹙：（音ㄘㄨˋ）逼迫，壓迫。 

203 業鏡：指照業之鏡。又作業鏡輪。在幽冥界，以此業鏡鑑照眾生所造之善惡業。 

204 火珠：即火齊珠.寶珠的一種。能照穿心中伏藏之陰謀，使所造之惡業完全暴露。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講義                                2016/12 釋開聖整理 

 

  頁 39  
  

盡者，即生餓鬼中。四驗生畜趣，若自頂冷至膝，膝下猶溫，而

後氣盡者，即生畜趣中。五驗生地獄，若自頂冷至足，足底猶溫，

而後氣盡者，即生地獄中。六驗入涅槃，若羅漢聖人入涅槃，或

心或頂數日皆溫者是也。」（《諸經要集》凡二十卷。唐代顯慶四年

（659）道世著。） 

 

39-13. 俱生神： 

 

    《佛說罵意經》：「人所作善惡，有四神知之：一者地神知

之。二者天神知之。三者傍人知之。四者自意知之。」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六十：「如人生已，則有二天，恒

相隨逐：一曰同生205。二曰同名。天常見人。人不見天。」 

 

    《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下〈閻羅王眾讚歎品〉：「有一鬼王名

曰主命，白佛言：世尊！我本業緣主閻浮人命，生時、死時我皆

主之；在我本願甚欲利益，自是眾生不會我意，致令生死俱不得

安，何以故？是閻浮提人，初生之時不問男女，或欲生時但作善

事增益舍宅，自今土地無量歡喜擁護子母，得大安樂利益眷屬；

或已生下慎勿殺害，取諸鮮味供給產母及廣聚眷屬，飲酒食肉歌

樂絃管，能令子母不得安樂，何以故？是產難時，有無數惡鬼及

魍魎、精魅欲食腥血，是我早令舍宅土地靈祇荷護子母，使令安

樂而得利益；如是之人見安樂故，便合設福答諸土地，翻為殺害

集聚眷屬，以是之故，犯殃自受子母俱損。(《大集部 T13》p.785.2) 

                                                      

205 同生神：又云同生天。《華嚴經》卷四十五：「一切之人，出生以來即有二天常隨

從。同生天者，與其人同時生也；同名天者，與其人同名字也。此二神，藥師經謂之俱

生神。」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taisho&bk=13&t=4443314&rr=30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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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師經鈔》下曰：「言俱生神者，若約實而言：神即識，俱

生神者，即阿賴耶識，以阿賴耶識是受生之主，與身俱時而生，

故名俱生。」（善珠撰） 

 

40-14. 妖孽： 

 

    《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經》卷第六：「我滅度後，敕諸菩薩及

阿羅漢，應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種種形度諸輪轉；或作沙門、白

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是乃至婬女、寡婦、姦偷、

屠販，與其同事稱歎佛乘，令其身心入三摩地，終不自言我真菩

薩、真阿羅漢。泄佛密因輕言未學，唯除命終陰有遺付，云何是

人惑亂眾生成大妄語？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後復斷除諸大妄語，

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四決定清淨明誨206，是故阿難！若不斷其

大妄語者，如刻人糞為栴檀形，欲求香氣無有是處。我教比丘直

心道場，於四威儀一切行中尚無虛假，云何自稱得上人法？」(<<

密教部 19>>p.132.3)  

 

                                                      
206 第四決定清淨明誨：一者斷淫。二者斷殺。三者斷偷。四者斷妄。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taisho&bk=19&t=3715288&rr=45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