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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9：5【請佛住世】《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10：「第七復次請佛住世行。初

標名者。即是勸請別義。二所有下。釋相。中標從勝說。但請如來。釋從通

意。三乘皆請。三如是下。總結無盡。」(X05,p.194,c7-9)《妙法蓮華經》卷 5

〈16 如來壽量品〉：「為度眾生故，方便現涅槃，而實不滅度，常住此說

法。我常住於此，以諸神通力，令顛倒眾生，雖近而不見。眾見我滅度，廣

供養舍利，咸皆懷戀慕，而生渴仰心。…諸有修功德，柔和質直者，則皆見

我身，在此而說法。」(T09,p.43,b16-c18)智旭《法華經會義》卷 5：「由於修緣

了二因也。諸者，徧指三乘權實緣修及真修也。功德是如來室，柔和是如來

衣，質直是如來座。U相似U三法行成，則見如來方便U應身U。U分證U三法行成，則

見如來實報U報身U。U究竟U三法行成，則見如來寂光U法身U。」(X32,p.170,c15-19)《觀

世音菩薩授記經》卷 1：「佛言：「善男子！阿彌陀佛壽命無量百千億劫，

當有終極。善男子！當來廣遠不可計劫，阿彌陀佛當般涅槃。般涅槃後，正

法住世等佛壽命。在世滅後，所度眾生悉皆同等。佛涅槃後，或有眾生不見

佛者，有諸菩薩，得念佛三昧，常見阿彌陀佛。」(T12,p.357,a5-10) 

淨空和尚：應身佛住世，示現八相成道，壽命都有限量，是隨眾生機感，眾生

有感，佛菩薩就有應。佛身有沒有生滅？凡夫看到有生滅，實際上沒有生滅，

因為本來不生，哪裡有滅？眾生心求佛，佛即應，機盡了則入滅。如果有善

知識與我們這一方大眾有緣，我們對他很尊敬、很歡喜他，願意聽他的話，

能接受他的教導，這就是有緣。有緣就不能讓他走，希望把他留在此地教學，

就是「請佛住世」。諸位要曉得，眾生的根性不如前人；請法師來講一部經、

兩部經，聽經的人就開悟、證果，自古以來沒聽說，只有釋迦牟尼佛在世，

才有可能。換句話說，必須要長時間的薰陶，才能改變習氣，才能有成就。

所以一定要請老師長住在此地，希望他長住在此教化一方。真正的善知識絕

對不會計較供養、計較享受，如何才能請他住世？只有一個方法，以真誠心

接受法師教誨，依教奉行！老師的教導，我們認真的學習，一定要把它做到，

不辜負他的教學，他必定願意常住在世間。假如對他供養得再好，讓他住好

的房子，吃得好、穿得好，一切供養都好，但是他所教導的，我們是陽奉陰

違，表面上敷衍，私底下全違背，善知識決定不可能長住在此地。由此可知，

「請佛住世」的條件就是依教奉行。 

p.60：5【滅義有四】參考本書 p.54。慧遠《大般涅槃經義記》卷 1(T37,p.614,a19-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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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元曉《涅槃宗要》卷 1：言事滅者。還無為義。義當應化身。如經言。佛此

夜滅度。如薪盡火滅。言理滅者。寂漠為義。謂從本來無動無起。故名為滅。

如經言。一切諸法不生不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言德滅者。永離為義。謂

諸功德離相離性。言擇滅者。斷除為義。佛智能斷一切煩惱。故名為滅。(T38,p.241, 

b1-11)《維摩詰所說經》卷 1〈4 菩薩品〉：「若彌勒得滅度者，一切眾生亦當

滅度。所以者何？諸佛知一切眾生畢竟寂滅，即涅槃相，不復更滅。」(T14,p.542, 

b17-19) 

p.60：-4【波利匿嚩喃】『圓寂』梵語 parinirvāna。舊譯滅度、入滅。音譯般

涅槃。謂圓滿諸德，寂滅諸惡。～《佛光大辭典》 

1.義充法界，德備塵沙，故稱圓；體窮真性，妙絕相累，故云寂。 

2.法爾無缺，故稱圓；體自真常，故稱寂。→約性淨涅槃 

3.萬德成滿，故稱圓；眾類永寂，故云寂。→約方便淨涅槃 

4.化用周普，故稱圓；用而常寂，故云寂。→約應化涅槃也。～本會版p.298 

【三種涅槃】《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6：「體約性淨涅槃。相約方便淨涅

槃。用約應化涅槃。」(T36,p.118,b16-17) 

【四種涅槃】《別行疏鈔》：依《唯識論》，通說涅槃有四種：初一通凡及聖，

次二通三乘，後一局大乘。～本會版p.298 

(一)自性清淨涅槃：謂真如之性，無始時來，本自清淨，雖有客塵而不能染，

故曰性淨。在有情身即名佛性，在無情界即名法性，以本性清淨，故以為名。 

(二)有餘依涅槃：謂諸聖人斷盡煩惱，止有餘殘苦依身在，由證無為，煩惱障

盡，離諸囂動，寂靜安樂，故號涅槃。《唯識論》云：「謂即真如出煩惱障，

雖有微細苦依未盡，而障永寂，故名涅槃。」 

(三)無餘依涅槃：謂諸聖人厭苦欣寂，灰身滅智，餘迹既泯，故名涅槃。《唯

識論》云：真如出生死苦，煩惱既盡，餘依亦滅，眾苦永寂，故號涅槃。 

(四)無住處涅槃：真如出所知障，大悲般若常相輔翼，由斯不住生死、不住涅

槃，利樂有情，窮未來際，用而常寂，故名涅槃。 

【示現般涅槃】《別行疏鈔》：明示般，於中先解『般』字，後明示現。言『般』

者，名「入」。《涅槃經疏》（慧遠《涅槃經義記》）解入義有三：一就真以論，

息妄歸真，從因趣果，故名為入，此解通因果。二據化辯入，示滅有因，現亡

身智，名之為入。三就真、應相對以辯入，息化歸真，故名為入，此解在果也。

本會版p.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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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1：3【大經云】《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9〈38 離世間品〉：「如來、應、

正等覺作佛事已，觀十種義故，示般涅槃。何等為十？所謂：1示一切行實無

常故；2 示一切有為非安隱故；3 示大涅槃是安隱處，無怖畏故；4 以諸人、

天樂著色身，為現色身是無常法，令其願住淨法身故；5示無常力不可轉故；

6 示一切有為不隨心住，不自在故；7 示一切三有皆如幻化，不堅牢故；8 示

涅槃性究竟堅牢，不可壞故；9示一切法無生無起而有聚集、散壞相故；佛子！

10 諸佛世尊作佛事已，所願滿已，轉法輪已，應化度者皆化度已，有諸菩薩

應受尊號成記別已，法應如是入於不變大般涅槃。佛子！是為如來、應、正等

覺觀十義故，示般涅槃。」(T10,p.313,b15-28) 

p.61：5【如涅槃經說】自《大般涅槃經》卷 1～2〈壽命品第一〉(T12,no.374,p.365,c

－p.376,c)。 

p.61：-2【善知識】《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3〈38 離世間品〉：「菩薩摩訶

薩有十種善知識。何等為十？所謂：1.令住菩提心善知識；2.令生善根善知識；

3.令行諸波羅蜜善知識；4.令解說一切法善知識；5.令成熟一切眾生善知識；

6.令得決定辯才善知識；7.令不著一切世間善知識；8.令於一切劫修行無厭倦

善知識；9.令安住普賢行善知識；10.令入一切佛智所入善知識。是為十。」

(T10,p.280,c2-8) 

《別行疏鈔》：問：諸佛菩薩利物為心，住世益多，故須勸請；聲聞緣覺不能

利他，自求涅槃，何須勸請？答：親斷煩惱，證生空，如住持佛法，利益彌廣。

且聲聞益物者，如空生、鶖子，處處請問大乘；思勝、滿慈，所在激揚妙理；

飲光及與慶喜，結集三藏遺文；賓頭盧等，應真住持，能多利物；既有斯勝益，

故須請也。又緣覺利物者，出無佛世，以神通攝生，供養者現世他身，獲果無

盡。且如善住天子，昔曾供養辟支佛，得生忉利天宮，因感空聲來報，由斯得

免七返惡道之身。又，金色王，十二年大旱，國人罄盡糧儲，因供養緣覺一餐，

現世滿殊常之願。皆能利物，盡有益生，功德尤多，故須勸請也。 

問：二乘聖者，斷惑證如，益物功高，故須勸請；諸善知識復是何人，有

何功能，亦令勸請？答：如《涅槃經‧德王品》說：「善知識者，所謂菩薩、

佛、辟支佛、聲聞、人中信方等者。何故名為善知識耶？善知識者，能教眾生

遠離十惡，修行十善，以是義故，名善知識。又復如法而說，如說而行，自遠

十惡，亦令他離；自行菩提，亦令他行，名善知識。又自行施戒聞慧，亦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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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名善知識。又不求自樂，常為眾生，不訟他短，常說善事，名善知識。如

大船師，善渡人故，諸佛菩薩亦復如是，度盡眾生出生死海，名善知識」；故

須勸請。 

p.62：1【諸佛如來等】問：諸佛如來法爾常現無盡身雲，徧說徧益，即佛本

住世，云何更言請佛住世耶？答：然佛出世及般涅槃，相對辨者，有其二意：

一約實義，二約對機。 

實義有三，謂圓宗中三諦釋也：一、緣性即空之真諦，則非出非般；故《大

經》偈云：「如來不出世，亦無有涅槃。」二、法界緣起之俗諦，則念念處處

而出現，念念處處而入滅。〈出現品‧成正覺章〉中云：「佛子！應知自心念

念常有佛成正覺，何以故？諸佛如來不離此心成正覺故。如自心，一切眾生心

亦復如是，悉有如來成等正覺。」又云：「得一切智，大悲相續，救度眾生」，

即念念出現也。又云：「當知無有少許處空無佛身，何以故？如來成正覺無處

不至故」，即處處出現也。入滅者，即上徧一切處出現之佛身，約隨相有為義

邊，念念即生即滅，四相同時。今謂以生即滅，為念念處處而入涅槃也。三、

約法界實體第一義諦，即常住世，或常涅槃。寂而常照為住世，照而常寂為涅

槃也。 

二約對機者，機緣感，則菩提樹下而出現；機緣盡，則雙林樹間而入滅；…

今既要菩薩行願勸請令住世，即當第二對機門也。佛本常住，而云「請住世」

者，眾生心垢業惡，不見如來，設有心開解發，曾得見佛，而情識昧，習氣忽

起，還不現前，故今勸請者，但依智離識，常作佛觀，心清智明，即常見佛，

不曾涅槃。若瞥爾起心，塵勞相續，觀智間斷，即不見佛，名佛滅度也。故〈出

現品‧涅槃章〉中云：「如來常住清淨法界，隨眾生心，示現涅槃。佛子！譬

如日出，普現世間，於一切淨水器中，影無不現。」「或一處器破，則不現影。

佛子！於汝意云何，彼影不現，為日咎否？答云：不也，但由器壞，非日有咎。

佛子！如來智日亦復如是，普現法界，無前無後，一切眾生淨心器中，佛無不

現。心器常淨，常見佛身；若心濁器破，則不得見。」釋曰：「法身無像，故

無器而不形；聖智無心，故無感而不應。像非我有，自彼器之虧盈；心非我生，

豈普現之前後。」「持戒器破，定水無依；菩提器破，智水寧止；無信清珠，

故心水渾濁，何由見佛？」…當知未曾有世間而佛不現者。此現與不現，由有

智與無智，非佛行藏而有出沒，但常照一真法界，則一切諸佛常現在前。故知

請佛當淨其心，即同《維摩經》「欲得淨土，當淨其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