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7&6/22 讀書會報告 

 

 

華府協會 2016春季讀書會於 6/22劃下尾聲。下半年的秋季讀書會將有六次在洛城圖書館二樓舉

行，日期為：9/14、9/28、11/2、11/16、11/30和 12/14。 

 

在 5/27的課堂上，覺上法師提到智者大師將法華經分為"迹門"和"本門"，和經中所述的"權"、"

實"及"三乘"、"一乘"等都是法華經的名相中讀者們必要知道的。而方便品是迹門中最重要的一

品，尤其是"一念三千"的觀念。師父説這一念之瞬間足可在十界中來來回回，隨著心念的轉變，

時而天堂、時而地獄、時而阿修羅···；所以，三千諸法皆在我們一念之中、方寸之間，而諸法界

(十法界、三世間)的真實相(十如是)也是我們要先明白的諸法實相。接著，師父詳細解說了六凡、

四聖、有情世間、器世間和五陰世間，並連帶提出了業力、願力與自利、利他之間的關係與境

界。如，阿羅漢是已斷生死不因業力而再輪迴，並達成"自利"的境界；但，若能依其願力再輪

迴，發大心回到人間，則可做到"利他"。 

 

在 6/22的課堂上，師父將重點放在"十如是"。方便品中説到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唯佛與

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要究此諸法實相，就應把握諸法的相、性、體、力、作、因、緣、果、

報、和本末究竟等十種元素。1)如是相：指外在可見之形相， 2)如是性：指內在不可見之本性， 

3)如是體：指眾生的質體(如：五蘊、十二處)，4) 如是力：指諸法所具有之功能，5)如是作：指顕

現之動作、功能，指身、口、意三業的作為，  6)如是因: 指招致果報直接的原因， 7) 如是緣：助

緣，指間接的助因，8)如是果: 指過去所染習之因，得其相應之果， 9)如是報: 指由善惡業因所招

感之未來，10)如是本末究竟等：指上述各項"如是"中之"相"為本，"報"為末，本末皆由因緣和合

所產生。師父說此"十如是"主要在說明相惡則報亦惡，相善則報亦善，其所歸趣是一貫的，是通

於十界。 

 

各位同學別忘了誦讀"無量義經十功德品第三"，並回向完成。 

歡迎大家於秋季班讀書會時，繼續分享覺上法師帶來的法華經經典導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