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華經》云：「譬如一切川流江河，諸水之中，海為第一，此
《法華經》亦復如是，於諸如來所說經中，最為深大。又如土山、黑

山、小鐵圍山、大鐵圍山、及十寶山，眾山之中，須彌山為第一，此

《法華經》亦復如是，於諸經中、最為其上……」
自後秦龜玆國鳩摩羅什版本的《妙法蓮華經》譯出後，《法華經》

在漢地開啟了全盛時代，研究與註疏《法華經》者不計其數。天台宗的
實際開創者智顗大師，自出家後曾多年專研《法華經》，並針對《法
華經》做過多次的開示，由其弟子章安灌頂大師筆錄，而成《法華文
句》、《法華玄義》及《摩訶止觀》，後人更將此三部著作稱為天台三
大部，令漢地法華信仰的流傳更添一筆濃墨重彩。法華信仰的興起，使
《法華經》不論是思想
義涵或是實體經書，在
漢地都備受敬仰，對於
《法華經》的受持與讀
誦也因而受到重視。

政治大學宗教所
教授李玉珍博士在《臺
灣宗教研究》發表〈法
華信仰的物質性傳播：
《弘贊法華傳》的經
本崇拜〉，文中便認為
《法華經》在中國佛教
史上已然與菩薩信仰、
聖地崇拜有著相同的地
位，因此《法華經》經
本不只是弘法媒介，還
是被崇敬的對象，其重
要性一如舍利佛塔。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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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大藏經》收錄《摩訶止觀》（上）與《摩訶止觀科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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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更有了以經本為主題的靈驗記，中國第一部《法華經》靈驗記―唐代釋惠
詳所輯之《弘贊法華傳》，即建立了這種以經典為主的靈驗記傳統。
《弘贊法華傳》共計10卷，內容分為圖像、翻譯、講解、修觀、遺身、誦

持、轉讀、書寫等八部分，收載了三國至中唐時期（公元706年，神龍二年），共206
則有關《法華經》信仰的靈驗事蹟，可視為中唐以前，中國佛教徒崇拜《法
華經》的具體呈現。本文精選其中二則故事，願能裨益讀者啟發信心，蒙受
法利。

誓造法華，得生極樂

南北朝時，南齊有一位慧進法師，俗姓姚，年少時，驍勇好動，過著自由
自在的遊俠生活。到了三十歲那年，突然驚覺自己這般放任時光的生活毫無意
義，醒悟人生應該要有更崇高的理想與追求，於是決心斷捨俗世的一切，於京
師的高座寺踏入空門、削髮為僧。出家以後，對於粗衣素食的生活甘之如飴，
並且誓願讀誦《法華經》。然而，開始持誦法華沒有多久，某天拿起《法華
經》經卷，卻不知為何通體不適、渾身無力，這樣的狀況一直持續，四處詢方
設法卻也不見好轉，身體反而愈來愈虛弱。法師認為這是由於自己過去世的惡
緣，如今業障現前，理應懺除業障，於是發願集資募款，誓願刻印《法華經》
百部，並以此功德，懺悔前障。

最初，刻印的善款剛募得一千六百兩時，曾經遇到一群強盜想要掠劫財
物，慧進法師波瀾不驚，據實地告訴盜賊們說：「我身無分文，沒有任何財物
可以施捨給你們，只有因立下誓願要刻印百部《法華經》而籌得的善款，供奉
在佛前。」盜賊們聽他這麼一說，便去佛像前查證。一干人等到了大殿佛前，
果然看見有一袋裝著錢財的包裹，一算正是一千六百兩。盜賊們對於法師淡泊
財物的德行相當敬佩，也認為如果盜取刻印經書的善款，恐怕必遭天譴，於是
將財物歸還佛前，羞愧離開。此事傳出以後，鄰近的善男信女們，都一致認為
這是因為法師誓願刻印《法華經》的心願上達天聽，護持法華的天兵神將早已
前來護持與擁護，才能令盜賊知愧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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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善款籌足，終於完成了百部《法華經》的刻印，誓願完成時，法師的
病痛也得到了好轉。一日，法師獨坐於禪室用功時，突然聽到空中有聲音說：
「你的誓願圓滿完成，命終之後無需擔憂，必定
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永明三年時，慧進法
師無疾而終，享年八十五歲。

法師因為誓願刻印經典，募得的財物不取
分毫，悉數供於佛前，這份虔敬的信心，使得盜
賊們慚愧而去，而法師最後更因完成了刻印經典
的誓願，得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可見受持《法
華經》的功德不可思議。

妙字始成，即得超生

南北朝時期的北齊有一位道超法師，不知是何許人氏，出家後長期居住在
齊郡山寺，品行高潔，頗受眾人欽敬。他曾經有一個弟子，非常勤學聰明，而
且秉性仁慈，十五歲時，突然因為一場大病逝世。由於道超法師相當愛惜這名
弟子，因此自從這名弟子往生以後，他每天早晚都沉浸在感傷與思念之中，久
久無法釋懷。

一日，他突然想起以前常聽說人死之後魂歸太山，由太山府君審判陰魂後
方得受生，想著：雖然冥陽兩隔，但興許心誠則靈，既然齊郡離太山的山祠不
遠，何不試試去太山祠詢問太山府君，或許能告知弟子的投生處。於是帶著錫
杖前往太山山廟焚香禱告，並向太山府君表明來意。禱告中，廟中的木雕神像
主尊突然開口說道：「法師戒行嚴謹，求知弟子生處的心意又如此真誠懇切，
我怎敢不告知法師想問的事情呢？」說完便命令隨侍把掌管冥間名冊的神官請
來，詢問過弟子的名諱後，便請神官查詢法師弟子的投生處。經神官一番查找
後，發現法師弟子尚未投生，還在冥間等待發落，於是道超法師便請求府君能
讓他與弟子相見。

府君不敢怠慢，馬上為法師安排，師徒終於相見。見到弟子服飾相貌皆一

弘贊法華― 受持《法華經》靈驗記

《大正新修大藏經》收錄的《弘贊法華傳》
所刊慧進法師故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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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生前，心中無限感慨，一番寒暄過後，法師便詢問弟子近況，弟子回答道：
「現在因為尚在等待發落，所以只是暫時被拘束在冥間，雖然不需受苦，但
也沒啥可樂的。由於現在尚未決定該當投生何處，急需有人能幫忙做功德，以
扶持弟子投生善處，不然福薄德劣，未積善根的我，恐怕來世將投生於惡趣中
受苦。」法師聽完便問：「那麼，需要為你做什麼樣的福業功德呢？」弟子答
道：「請師父為弟子抄寫一部《法華經》，並為弟子齋供百位僧眾。」法師答
應後，回寺便馬上請人買來最好的紙筆，並雇人抄寫《法華經》，待經書抄寫
完成之後，更為弟子設齋供僧，將所有功德都回向給他的弟子。

為弟子做完功德以後，法師又再一次前往太山祠，向太山府君禱告，說明
自己已經為弟子修福做功德回向，再次前來是為了看看弟子的現況。禱告後，
太山府君又開口說道：「已知法師來意，且待我請主事神官來。」說完便請主
事神官前來，並幫法師詢問弟子下落。主事神官向法師報告說：「法師，您不
是有請人抄寫《法華經》嗎？當抄經的人最初抄寫經題的『妙』字時，『女』
字邊剛寫好，還沒寫到『少』字，您的弟子就已經得到功德，馬上就投生善處
了！」法師聽了相當高興，趕緊問道：「那麼，我的弟子現在投生到什麼地方
了呢？」神官回答說：「他現在已經投生到齊郡的王武家，您可以等到孩子二
到三歲時再前往探視。」道超法師聽了以後便謹記在心，準備等到三年期滿，
便前往王家探視。

齊郡的王家家境富裕，信奉三寶，家裡一直以來都沒有孩子，周邊鄰里
們都知曉。後來，他們家裡終於有了小孩，但因未曾對外張揚，因此並沒有人
知道。這天，道超法師來到王家門口，王家以為法師前來化緣，於是準備了一
些財物要供養法師。然而，道超法師意不在此，不肯接受供養，並直截了當的
說道：「施主家有一個小孩，能否讓我見他一面？」王家家主聽了心理暗自驚
訝，卻不承認家中有小孩。法師便將自己弟子過世，以及他拜訪太山祠的整個
過程一一道來。小孩的母親在房屋內閣聽到法師訴說事情的原委之後，便向孩
子的父親說：「法師既然有這些靈驗的事蹟，我們又何須隱瞞？」說完便令人
將小孩抱出內閣，小孩看見法師以後，徑直地奔向法師的懷裡，啼泣良久。小
孩後來長大以後仍然跟隨道超法師出家，侍奉法師為弟子。

《大正新修大藏經》收錄的《弘贊法華傳》
所刊慧進法師故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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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單只是抄寫法華經題「妙」字的一個女部首，就有這般不可思議的功
德，可見《法華經》中的每一字、每一句都無比珍貴殊勝，不得輕忽怠慢。

唯信能入

繼《弘贊法華傳》之
後，後世陸續有關《法華
經》的靈驗記，大多是依
此書增補而成。如《法華
靈驗傳》，即是高麗沙門
了圓（了因）選錄自唐代惠詳
法師的《弘贊法華傳》，
以及南宋宗曉沙門所撰的
《法華經顯應錄》與高麗
真淨國師所撰的《海東傳弘錄》等較奇特的靈驗記載，以啟勸後世。《法華靈
驗傳》收於《卍續藏》中第134冊，共計有《法華經》的靈驗事蹟107則。

祖師大德們之所以收載這些受持《法華經》的靈驗事蹟，無非是希望能透
由實例來證明《法華經》的殊勝，讓更多人能於法華發起信樂之心，願意受持
讀誦與學習法華。

印光大師在《法華經入疏》的序中說道：「欲得佛法實益，須向恭敬中
求。有一分恭敬，即消一分罪業，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即消十分罪業，

增十分福慧。凡讀誦受持書寫之人，必須淨身口意，竭誠盡敬，如忠臣奉明

主之聖旨，孝子讀慈親之遺囑，敬恭寅畏，不敢怠忽，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

矣。」《華嚴經》中說：「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
佛法大海，唯信能入，以純淨的信心恭敬受持《法華經》，是長養無量善

根，獲得無盡功德的基礎。於此之上，若能更進一步地深入經藏，探索如來所
示法華思想，領悟諸佛真實意趣，依教修行，精勤不懈，則度脫三有，獲證佛
位不遠矣。

弘贊法華― 受持《法華經》靈驗記

北宋刻本《妙法蓮華經》卷首圖，現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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