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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淨佛土淨、天華不墮    ----天台宗講義 

《維摩詰所說經》卷 1〈佛國品 1〉：「隨其心淨，則一切功德淨。是故寶積！若菩薩欲

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爾時舍利弗承佛威神作是念：「若菩薩心

淨，則佛土淨者，我世尊本為菩薩時，意豈不淨，而是佛土不淨若此？」 

佛知其念，即告之言：「於意云何？日月豈不淨耶？而盲者不見。」 

對曰：「不也，世尊！是盲者過，非日月咎。」 

「舍利弗！眾生罪故，不見如來佛土嚴淨，非如來咎；舍利弗！我此土淨，而汝不見。」 

爾時螺髻梵王語舍利弗：「勿作是[念]意，謂此佛土以為不淨。所以者何？我見釋迦牟

尼佛土清淨，譬如自在天宮。」 

舍利弗言：「我見此土丘陵坑坎、荊蕀沙礫、土石諸山、穢惡充滿。」 

螺髻梵王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此土為不淨耳！舍利弗！菩薩於一切眾

生，悉皆平等，深心清淨，依佛智慧，則能見此佛土清淨。」 

於是佛以足指按地，即時三千大千世界，若干百千珍寶嚴飾，譬如寶莊嚴佛，無量功德

寶莊嚴土，一切大眾歎未曾有！而皆自見坐寶蓮華。佛告舍利弗：「汝且觀是佛土嚴淨？」

舍利弗言：「唯然，世尊！本所不見，本所不聞，今佛國土嚴淨悉現。」 

佛[告]語舍利弗：「我佛國土常淨若此，為欲度斯下劣人故，示是眾惡不淨土耳！譬如

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如是，舍利弗！若人心淨，便見此土功德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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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摩詰所說經》卷 2〈觀眾生品 7〉：「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天人聞所說法，便

現其身，即以天華，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華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

墮。一切弟子神力去華，不能令去。爾時天女問舍利弗：「何故去華？」 

答曰：「此華不如法，是以去之。」/天曰：「勿謂此華為不如法。所以者何？是華無所

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耳！若於佛法出家，有所分別，為不如法；若無所分別，是則如

法。觀諸菩薩華不著者，已斷一切分別想故。譬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如是弟子畏生

死故，色、聲、香、味、觸得其便也。已離畏者，一切五欲無能為也；結習未盡，華著

身耳！結習盡者，華不著也。」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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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珠林》卷 3：「如起世經云：一切眾生有四種食，以資諸大得自住持。何等為四？

一、麁段及微細食。二、觸食。三、意思食。四、識食。何等眾生應食麁（粗）段及微

細食？如閻浮提人等，飯麨（音吵，抄麥而成之乾糧）豆肉等名為麁段食；按摩澡浴拭

膏等名為微細食。自外三洲下人及六欲諸天等。並以麁段微細為食。自此已上色界、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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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天，並以禪悅法喜為食；無復麁段微細食也。問曰：何等眾生以觸為食？答曰：一切

卵生得身，故以觸為食。何等眾生以思為食？若有眾生意思資潤，諸根增長，如魚鼈蛇

蝦蟆伽羅瞿陀等，及餘眾生以意思潤益諸根壽命者，此等皆用思為食。何等眾生以識為

食？所謂地獄眾生及無邊識處天等，皆用識持以為其食。四天王天並食須陀味（白淨之

色，欲界天食），朝食一撮暮食一撮。食入體已轉成身。是須陀味園林池苑並自然生。

是須陀味亦能化作佉陀尼(食物名)等八種飲食。一切欲界諸天食亦皆如是。色界諸天從

初禪乃至遍淨以喜為食，無色界已上諸天以意業為食。問曰：諸天飲食云何？答曰：如

經說云：欲界諸天，隨其貴賤好惡不同。其福厚者，隨其所思無不具足，飲則甘露盈杯，

食則百味俱至；其福薄者，雖有飲食恒不稱心，以不足故猶下食來。故經云：譬如諸天

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上者見白。中者見黃。下者見赤。色界諸天以禪悅為味。

若以四食言之。唯有觸食法也。」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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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世因本經》卷 7〈三十三天品 8〉：「諸比丘！一切諸龍及金翅鳥等，以諸魚鼈黿鼉、

蝦蟇、虬螭、蛇獺、金毘羅等，是彼麤段；諸覆蓋等，是彼微細。諸阿修羅，以天須陀

妙好之味，以為麤段；諸覆蓋等，以為微細。四天王天及諸天輩，皆用彼天須陀之味，

以為麤段；諸覆蓋等，以為微細。三十三天，以須陀味，為天麤段；諸覆蓋等，以為微

細。略說猶如三十三天，其夜摩天、兜率陀天、化樂諸天、他化自在天等，並皆用天須

陀之味，以為麤段；諸覆蓋等，以為微細。自此已上，諸天眾輩，並以禪悅法喜為食、

三摩提為食、三摩跋提為食，無復麤段及微細食。」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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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法念處經》卷 31〈觀天品 6〉：「如是天子手執器仗，甚大迅速。以善業故，久受天

樂。善業既盡，五衰相現，身體汗流，身光卒滅如燈油盡，一切諸根亦復如是。於五欲

中悉無樂味，見餘天眾即生愧恥，一切天女皆悉背叛。是時天子見其天女，背已趣他，

生二種苦：一者妬嫉苦；二者愛別離苦。此二種苦，自燒其心過於猛火。若於先世有偷

盜業，爾時自見諸天女等，奪其所著莊嚴之具奉餘天子。若於先世有妄語業，諸天女等

聞其所說，生顛倒解，謂其惡罵。若於先世以酒施於持戒之人，或破禁戒而自飲酒，或

作麴釀，臨命終時，其心迷亂失於正念。為如是等二倍悔熱之所惱亂，墮於地獄。若於

先世有殺生業，壽命短促，速疾命終。若於先世有邪婬業，見諸天女皆悉捨已，共餘天

子互相娛樂。是則名曰五衰相也。以其持戒五種缺故，業網所縛，受如業報。若行放逸，

死王所牽。如是一切缺漏持戒，為生天故而持禁戒，無常速壞，爾時則為業繩所縛，墮

於地獄、餓鬼、畜生。」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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