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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無量壽經》1－十六正士 

                                                          開示：
上
圓

下
淨法師 

                                                          日期：2024.04.26 

個人消災法會 

經文～ 

又賢護等十六正士，善思議菩薩、信慧菩薩、空無菩薩、神通華菩薩、光

英菩薩、慧上菩薩、智幢菩薩、寂根菩薩、願慧菩薩、香象菩薩、寶英菩

薩、中住菩薩、制行菩薩、解脫菩薩，皆遵普賢大士之德。 

十六正士就是十六位大菩薩，正士，指上求無上正等正覺之士，你的心也要準備

這樣隨學，發起上求無上正等正覺。無上正等正覺就是佛，你對佛要有所認識，

對於佛的認識會是什麼？常常講，佛無所不辦、無所不能、無所不應、無所不救

拔、無所不給予，佛能端持眾生的一切心中所願而得圓滿，那是佛，而你現在是

要求無上正等正覺，對這消災會是要極具信心的。你的到來是為關懷道友的家人，

把握因緣來認識佛，以啓發本來的清淨心，展現本質，誠求與佛感應道交。很清

楚的，知佛慈廣無邊，消災者必受佛加被，而將呈現怎樣的一種型態的加被，很

肯定的，消災者會在佛陀的加被細則裡，好轉起來。 

你懂得，無上正等正覺就是佛，佛陀常時說，要通解因緣果報，因果概念不是世

間看視不能轉變的各種固著的思想，談到因緣果報，就是以因緣為主要，尤其在

操持造作的過程中，因緣是完全主宰到果報的。現在呈現的那一個是現象，別自

己把它判為定論，我們要學佛，用佛陀所教的見解來定事定論，別用自己給的定

論。 

十六正士都是求無上正等正覺之士，所以稱作正士，「賢護等十六正士」，賢護，

是指善護身口意而得三業清淨。你現在來參與這場消災法會，這可不是一件等閒

事，並不是有沒有力量的事，一旦你要做莊嚴事，跟佛向於一邊，就不必再說自

己的力量薄弱。假如眾生只能在自己的環境位置哀哀苦，表顯我們沒有發無上正

等正覺之心，所以只能在眾生的位置裡叫苦，一點能力也沒有。為什麼要把自己

的生命弄成只能哀哀叫苦，而不能作隻鴻雁，自由高飛？這是佛陀之法的引導，

你必須要認識本身的自性清淨心，你的佛性與佛陀無二無別，所以你是來學佛的，



 

2 

學一時佛一時清淨，學一天佛一天清淨，刻刻時時學佛，刻刻清淨，所以凡夫不

再做俗子了，我們要與聖人等持同願，站在同一線。你對於佛陀的加被有極大的

信心與認識，參與在這場法會之中，你投進去的是善護身口意而得三業清淨，沒

有投進其他雜質，讓別人跟自己清不完、撈淨不了，你投進去的是善護身口意而

三業清淨，這個部分是屬於自我修學而說的。 

十六正士，第一位叫善護，最後一位叫慧辯才〜智慧的辯才，這是指四無礙辯，

是化導眾生、化度眾生。四無礙辯講的都不單單是文字語言詞句的事，而是自行

（自我修行）之後展現出來的化他－說明出來。說明不只是講一個「說」，因為

要做行動的表示就需要配合說，必須做而能說，否則諸多是不能被理解的。你要

練口才，必須練就能弘布佛法的四無礙辯——法無礙，不斷補充佛陀之法，多聞，

以達到聞慧；辭無礙，多聽聞、多學、多吸收，用佛陀之法莊嚴辭，學習多少佛

陀之法就用多少，都用，多學多用；義無礙，「法」跟「義」，在四無礙辯這裡有

所不同，法，含有在緣起之中如何看視的意謂；義，就是真理，你要認識真理，

對真理沒有障礙，如果你是處處修學，那就處處叫它穩固，初學不打緊，但是要

把每一個步驟學穩固，不顛簸、不搖晃，更不會風雨飄搖，這樣便就是了；樂說

無礙，樂ㄧㄠˋ，是歡樂、歡喜，還要歡喜說佛法而無障礙，歡喜散布佛陀之法，

告訴別人這些正確的思考，光是因跟果的觀念有多少？世間人知道嗎？說他是

信因果的人，怎麼個信法？如果信佛陀所講述的、事實內的因果，真理所說的因

果，這樣就叫因果正觀，懂得、相信因果正觀的人，思想不會被綁死，不會只看

到一件事情跟連結，就在這裡生出很多悲苦而不能開展跟改變，你可以開展、可

以改變，人生，是自己選擇的。四無礙辯是用為化導眾生的。 

慧辯才正士在康僧鎧所翻譯的《無量壽經》裡沒有出現，但經文是寫「等十六正

士」，其他譯本有出現慧辯才正士的名號，我們就依古僧大德的註解補上去。賢

護是約自行而說，辯才是約化他而說，自行跟化他是菩薩學程中一定要上的第一

堂課。你的思想要結構（結集建構）起來，去完成菩薩行法裡該下的心力是在哪

兒，以認識佛，因為菩薩因、佛陀果。一旦佛陀果的思想展現出來時，那我們開

始這一場消災會，就已經有一個開端，好比拉開序幕，這個序幕一打開，後面就

是跟著序幕發展的，把這一件事情建構起來。 

十六位正士，第一位叫善護，最後一位叫慧辯才，其餘的十四位菩薩，兩兩一組，



 

3 

切換成菩薩行法的條理－思法與信解，就成了七組對說，可以讓我們對菩薩行法

有更清楚的理解。 

第一組思法與信解：善思議菩薩、信慧菩薩，表示思慧觀察，思慧觀察信佛陀所

講述，很能思惟法義，能把法融通地運用在緣起諸法（各別因緣）之中，含併對

教理的理解。學了佛以後，是要將佛法放到各別因緣去說話的，才不會覺得，怎

麼佛陀的法說在這裡用不通、在那裡也用不通？不會用不通，只有在緣起諸法中

怎麼用的事。所以我們都需要透過經驗一件一件去學行，經驗是經歷過才能驗證，

所以叫經驗，在沒有經驗的情況下，應該先準備的就是這套思想、原理，這是可

以理解的。要信解佛法之義，從信到解，信解佛法之義的信解力，是在聞慧的地

方產生的。聞慧，是聞思修之中第一個產生的智慧，聞慧產生了就會出現信解力，

有信解力會怎樣？若是途中再有出現其他現象，你仍然會依佛陀教以的因果正

觀，看視各種各種的轉圜，不會又退回凡情的見解，退回凡情的見解就會無能。

無能又會如何？再生憤懟嗎？這會使自我僅有的一點點修為消弭怠盡，所以，唯

有信解佛陀之法才能直通清淨功德到底。 

第二組證空與涉有：空無菩薩和神通華菩薩，要說菩薩行法的空跟有，空就是包

含一切有，納進每一個有成為空的滋養。所以在過程之中有多少的苦跟困難，都

把它融進去變成空的寬大、接納，成為空的滋養，它就會變成沒有障礙，證空與

攝有。 

第三組大慈與大智：光英菩薩和慧上菩薩。慈和智常被併合著說，若沒有智慧，

行動不能有所成就。如果沒有智慧就無法為人予樂拔苦，因為在很多觀點之中會

被自我堵塞，形成不合理的心理狀態，易導向偏激、激怒、怒氣、氣憤、憤懟⋯

⋯，不順遂的人生，除非有佛陀之法的信解力，能為此人生開解惑業苦，化解三

障，展開佛陀智慧中的慈與悲，這樣，人生才能通順。 

第四組自利與利他：智幢菩薩、寂根菩薩。自利利他與前面賢護菩薩、慧辯才菩

薩的自行化他，是同一個義理，但是有所不同〜自行跟化他放在總說，自利利他

放在後面七組十四位正士各別各別說。各位要能知道，總說跟細則，有時候是相

同意思，但是這裡一個要講自行化他的總說義，一個要說自利利他的步驟，在細

則的操持之中，步驟是不能夠免掉的。比如消災會是一個大主題，要執行什麼才

能完成消災這個主題？裡面就有每一個法節的步驟。總著説，這樣叫行門，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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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行門之前先貫以解門，就是現在這一堂課的意涵。 

第五組法名與喻名，願慧菩薩跟香象菩薩。法名－以法立名，像願慧菩薩就是直

接用佛法來立名，一看到他的名號就知道發願中要含併智慧，發願是為了要朝向

智慧開展。還有一種是以譬喻來立名的，香象菩薩就是以譬喻立名，大象，我們

理解中最有力量的代表；當時印度認為最有力量者，就以牛王、象王來比喻；還

有表示無怖畏的比喻-獅子王。當時的環境之中，大多數人對力量最大的理解，

不離象、牛與獅子，所以要講說自性清淨心，能展現一種殊異的力量時，佛陀就

會以此為喻，那是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很容易能被理解。行菩薩法，更須

學習佛陀的契合時宜，比如消災會，「消災」是一個統說，消除什麼災難？而消

災的意義，要走向哪裡？在「喻」這個地方，緣起之中各有不同的表示。 

第六組福嚴與慧嚴，寶英菩薩與中住菩薩。寶英菩薩表無量寶藏自然具足，福德

最勝；中住菩薩，表示常住中道智慧，於一切法而得自在。這是講，福慧二者莊

嚴是我們修學菩薩行法的本意，福是在現前中每一步的付出，而智慧需要不斷修

持。一場法會要祈求福慧圓滿，這裡面的全部，念念之間的修為繫於每一個步驟

中所展現的福跟慧。 

第七組修行與斷結：制行菩薩和解脫菩薩。結，是煩惱的別名，斷結，表示斷掉

煩惱。制行菩薩表依制化二法，定慧雙修，即是戒乘俱急。解脫菩薩，意表既能

戒乘俱急、定慧雙修，必得斷諸煩惱，而得解脫。 

所以我們對於菩薩行的理解，就能這樣去看待——正確思考佛陀之法所教授，而

達到信解佛義，在這初、中、後，完全向於佛，真能叫作善；證空與涉有，要將

「有」納併到「空」，助成空的展現，於此其間，空的包容力寬大了，更不會被

堵住。尤其我們的思想，堵塞了就不好辦，你要以信解力通關阻塞處；大慈與大

智，由智而現出慈悲的光芒；自利與利他，在自行化他的總說下見細則，而知施

作，自他兩利；法名與喻名，在緣起諸法之中，能依主題說話，有時用佛法直說，

有時要譬喻；福嚴與慧嚴，福慧二嚴是我們修學佛陀之法的本意，能開展出力量

的便就在此；修行與斷結，現前當下如是修，能立即斷除現有的煩惱，以達成消

災會的圓滿，圓滿正願所祈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