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话  在澳门佛学社讲  
  

第十六章：本经的重要点   

本经事相虽浅显，含义却很深远。前面各章，随意讲说，亦讲不出什 好 道理来，正如狗嘴里拿不出象

牙来一样；虽然、能看了各章，对本经大体所讲 的道理，想必亦可知道多少了吧？今余义未尽，再来说

几点本经与他不同的地 方。  

第一节：度人重於自度   

佛法谈大乘，小乘。照一般的说法，大乘人重度生，是先利人而後自利的 ，楞严经谓：「自未度而先度

人者，菩萨发心」。小乘人重自利的，自度的； 但自度自利之後能否再利人度人呢？若是「趣寂」的定

性小乘人，是否定了这 种功德；若大力大根的小乘人，或回小向大的小乘人，那就同菩萨一样以「宏 法

为家务，度生为职志」了。 本经属大乘经，为大乘人所修的法门，前在「本经在佛法中之地位」中已 说

过了。本经既是大乘经，本经主要的人物??地藏菩萨又具标准的牺牲自我 ，为众生服务的大乘行者，所以

本经的作风，是度人重於自度，利他胜过利己 ；因地藏菩萨要「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

佛」，则知他经他菩萨  虽亦多为度人利人；而累劫重誓，愿力无穷，比起地藏菩萨来，恐有逊色。这 可

说是本经的特点之一。 

第二节：事相重於理论   

诸经所谈之理则，不出性相、因果；性相偏於理，因果偏於事。说性空以 显中道，则有般若三论诸经

论；说相有以示圆实，则有法相唯识诸经论。至於 谈因果事相的，则差不多各宗的经论都有涉及，不过

大小不同，详略有别罢了 。 本经亦有许多谈理论的地方，如业缘等诸品，涉及「业感缘起」的道理， 固

不限於小乘；而性识不定，造业从心，造福亦从心，亦多涉及唯识唯心的理 论；至罪性本空，从缘而

有，则又涉及性空中道的道理了。不过本经对这方面 的理论，似乎议而不论，甚少发挥，只略为涉及而

已。但为什 不多谈理论呢 ？因本经是为人类而说，尤其是为教化刚强不驯的罪苦众生，为使此类罪苦

众 生就范，不得不用苦切语、强硬语，引地狱的事相，广为说法，故业感、狱名 、阎罗等品，都是重於

因果理论。除此而外，如见闻利益品等，广谈人天见闻 之福利，也不过用来助显此因果事相之理论而



已。因此，其他经论虽亦多谈因 果事相，而所谈或未如此经的浅白明显，与夫感人之深切。此又为本经

的特点 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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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他力重於自力   

佛法说到修行的法门，多到无量无边。广言之，即众生有八万四千病，佛 法有八万四千药而对治之；略

言之，不出六度行；再略之，不出戒、定、慧。 戒摄布施、持戒、忍辱；定摄禅定；慧摄智慧；精进则

通诸度。而八万四千以 及无量行门，又多从这根本的三无漏学与六度诸行演化出来的。若从中国佛教 各

宗上来分行门，则不出禅观行，戒律行，净土行，真言行；亦逃不出戒定慧 的范畴。不过参禅学戒，属

於自力行，以自力为主，他力帮助者次之；而修净 习密，则著重他力??佛力被护，自力反在其次了。 本

经处处说到地狱罪苦众生，皆由佛陀及地藏菩萨大悲威神之力，拔之令 出，是以他力加被为重。因地狱

众生，久沉幽冥，昏迷失性，那里还谈得上用 自力来修行呢？只有仗他菩萨之力为前方便；先令脱苦转

生人间天上，然後再 以自力修持，渐至究竟解脱。因此，可知用到他力时，是因自己身在地狱，已 失去

自力的主见，不得已而用之，若自己做人，尚有办法时，应自依止，若不 用自力来修持，尤其平日自己

不肯做工夫，临时事到，求救佛菩萨，向佛菩萨 叩响头，一味养成依赖他人的心理，失其自力更生的勇

敢，那就太没出息，太 无价值了！ 佛法最重自力，说一切的罪恶与福乐，都是自己造出来的，要改恶为

善， 离苦得乐，完全要用自己的劳力去创造出来；靠佛，靠天，靠祖先，都是弱者 ，不算好汉！但本经

为对治地狱罪苦众生，因他们已失去自己修行的力量，需 要佛菩萨救济，故他力重於自力，别具作风，

不同他经，这又为本经的特点之 三。  

第四节：修福重於修慧   

福慧两轮，在佛法中是相提并论的；因为由人学菩萨而学佛，是要福足慧 足，才能完成人格，达到了学

佛的任务。所谓「道德必以智慧为本，智慧必以 福德为基」。故慧之与福，犹如人的目足，无目则不能

看，无足则不能行，即 失去了人的完整性，亦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福慧喻之为轮，亦 是

这个意思，若少了一轮，即推动不灵，故佛法里有两句极流行的话，即是「 解行并进，福慧双修」；解

即属慧，福即属行，慧解和福行，能得相辅而行， 平均发展才是学佛的正宗！ 本经於慧解与福行两方

面，都有说到。如广说因果报应之处，叫你去理解 有如是因，招如是果；畏果不如慎因，怕罪不如修

德，都是要人运用智力，审 思善恶，判断是非；这些都是属於智解边的事。如说念佛、诵经、布施、礼

拜 、供养、赞叹等，都属於修福边的事。虽福慧两边都说，但多说方便之慧，少 及究竟之慧，若以三般

若来讲，则以文字、观照为多，实相较少。至於讲到修 福边的事，本经则比较修慧说的为多，差不多全



部经都是说劝善修福的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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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慧两轮，学佛人既要平均发展，才达到学佛的任务；那 为何本经要偏重说 修福呢？因本经主化的对

象，是地狱罪苦众生；这些人因不信因果罪福，不肯 修福才堕落，为要这些人省悟，使他脱离迷途，同

登觉岸，故本经特著重於修 福。这也可说是本经的特点之四，其他的特点还有，随文可寻，不复一一叙

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