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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常不輕菩薩與安樂行者

《法華經》裡的〈安樂行品〉在很多年前曾經講過，〈安樂行品〉裡，

佛陀說明安樂行者應有四安樂行：身安樂行、口安樂行、意安樂行、誓願安樂

行。智者大師在《法華文句・卷十》說明常不輕菩薩為安樂行者：「不輕深敬

是如來座也；忍於打罵是著如來衣也；以慈悲心常行不替即如來室也。又深敬

是意業；不輕之說是口業；故往禮拜是身業；此三與慈悲俱，即誓願安樂行

也。」

常不輕菩薩既符合安樂行者的修行，但細行則有所不同。我們一般人希望

安樂，喜歡看到的是安樂行者，而常不輕菩薩的修行方法，則帶有「險棋」意

味。藕益大師《法華經綸貫》整理出安樂行者和常不輕菩薩在細行上的不同，

剛好讓我們作為對照。

安樂行者 常不輕菩薩

一 安處法座，隨問為說 遠見四眾，故往禮拜

二 有所難問，方乃為答 瓦石打擲，猶強宣之

三 常好坐禪，在空閑處 不專讀誦，入眾申通

四 深愛法者，不為多說 被虛妄謗，仍強稱揚

五 初修理觀，觀十八空 但宣一句，作佛之解

六 以順化故，護持律儀 以逆化故，亡於恆則

七 初心行成，夢承佛記 果後示現，廣授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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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安樂行者「安處法座，隨問為說」，安樂行者在自己的法座，有人

問才說，不問則不說。常不輕菩薩不一樣，他「遠見四眾，故往禮拜」，遠遠

看見四眾，就「故往禮拜」，因為殷勤超過了，所以被罵、被打。

第二，安樂行者「有所難問，方乃為答。」常不輕菩薩則是「瓦石打擲，

猶強宣之。」「難問」就是宣講佛法時，對方還要刁難，問各種問題像是「學

佛究竟有什麼好？」或「吃素有什麼好處？」這都是「難問」。而常不輕菩薩

不管再怎麼被欺負，他「猶強宣之」，依舊勉力為人說法。

第三，安樂行者「常好坐禪，在空閑處。」安樂的修行者，喜歡坐禪、

念佛、做功課，在空閒處用功。而常不輕菩薩「不專讀誦」，還要「入眾申

通」。「申通」就是「你不問，我自動告訴你們」，這兩者有很大的不同。

第四，安樂行者「深愛法者，不為多說。」有的人非常喜歡佛法，可是很

惜法，不隨便說法。但是常不輕菩薩「被虛妄謗，仍強稱揚。」「被虛妄謗」

就是人家捕風捉影去毀謗他，他仍然強力去稱揚：「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

當作佛。」

第五，安樂行者「初修理觀，觀十八空。」安樂行者是「修理觀」。「理

觀」是什麼？先知道無常、苦、空。觀看世間的苦、無常、變化，進入佛法

修學。佛法講的理論就是從這些事項看到它的道理，「理」是透過觀看這些

「事」而來。

世間好像什麼都可以事先計畫、安排，但是尼泊爾一場大地震，百年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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蹟、精美皇宮崩塌成一片石塊瓦礫，這叫「事」。皇宮崩塌了是「事」，顯現

了無常之「理」。我們修佛法，看事情的發生，還要回過頭來，看出蘊藏其中

的道理。

「觀十八空」有一個「空」字，世間始終生滅變化，事項跟理觀，都在講

一個「空」字。事項此起彼落變化著，就是「空性」，因為它是「緣起」的，

少了某一件緣，它就開始變化，轉眼間又有新的景觀出現。

「初修理觀，觀十八空」，安樂行者是從這個地方下手。但是常不輕菩

薩則是「但宣一句，作佛之解」，他只說「汝等皆當作佛」、「我不敢輕於汝

等」。「作佛之解」是說我們每一個人內心都有作佛的種子，但也可以作人或

做畜生，甚至造了惡業下地獄。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這是第一個

偈頌；第二個偈頌是：「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眾生，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

造。」作佛還是做牛馬，是升天堂還是下地獄，都是唯心造，主控權在自己。

「但宣一句，作佛之解」，就是這樣的意思。

第六個，安樂行者「以順化故，護持律儀。」常不輕菩薩「以逆化故，亡

於恆則。」安樂行者是以順化、順境的方式來修行，就會從戒律開始，護持戒

律。

常不輕菩薩「以逆化故」，他以逆緣化度眾生，「亡於恆則」是指常不輕

菩薩的修學方法，他破壞一般常規，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方式，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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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對佛法綱領的掌握。

第七個，安樂行者「初心行成，夢承佛記」；常不輕菩薩則是「果後示

現，廣授記人」。「初心行成」是剛剛發心的人，照這樣一步、一步的走，常

常在夢中得到佛的授記。可是常不輕菩薩「果後示現」，他一開始就對人家這

麼說了，「廣授記人」，一開始就幫大家授記「汝等皆當作佛」。

進一步來看「授記」這件事。《法華經》當中為人授記的有二種人：一

者為佛；二者為常不輕菩薩。這兩者有什麼不同呢？佛陀授記，有「通記」、

「別記」兩種。佛陀智慧圓融，能知此人未來成佛因緣，例如佛陀在《法華

經》裡面，為舍利弗、目犍連、五百比丘授記，還有對大愛道授記，對很多人

個別授記，故名「別記」；而「通記」是指聽聞《法華經》而能一念隨喜的，

都給與授記，稱為「通記」。由於常不輕菩薩還未成佛，所以只能幫大家授

「通記」，還不能授「別記」。

對照安樂行者與常不輕菩薩兩者不同之處，可看出佛陀宣說此品的用心所

在。佛陀期勉弟子們實踐四安樂行的重要，也說明流通《法華經》的重要，並

以過去生為常不輕菩薩時，雖然曾受增上慢四眾打罵，吃了不少苦，但仍深心

敬信眾生本具佛性而得六根清淨，廣為人說《法華經》而成就佛道。

所作一切功不唐捐

白居易曾問鳥窠禪師：「佛法的大意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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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師說得很簡單：「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白居易十分不以為然，認為這是老生常談。禪師說：「是啊，這道理大家

都知道，三歲的小孩子也會說，但是八十歲老翁做不到。」

做得到或做不到，就看自我的堅持。常不輕菩薩學佛的時間這麼漫長，

二千億佛、再二千億佛、再千萬億佛，都在諸佛座下修學，逐步累積，漸具功

德，他所有的修學功德是「功不唐捐」。

漫長的生生世世，有時候我們受委屈，有時不被支援，還被踹一腳，不必

難過，反而更要在生死道上，清楚去面對，修學培養正確的知見，因為我們知

道：所有功德，還是回到自己身上，一切努力，不會白費。

要記住，功是不唐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