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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因地第四 

1.本品說明法藏比丘因地學道發心之因緣。 

2.科判： 

一、時劫因緣－過去無數劫、世間自在王如來。 
「佛告阿難」…

「說經講道」。 

二、聞法發心、出家修道。 
「有大國主」…

「號曰法藏」。 

三、出家修行之德。 
「修菩薩道」…

「無能踰者」。 

四、至佛所禮讚發願。 
「往詣佛所」…「發

廣 大 願 。 頌 曰 」 

五、讚頌－於此顯示廣大菩提心。 
「如來微妙色端嚴」…

「如是願心永不退」。 

3.偈頌： 讚歎佛德（1,2）－色身、光明無比；語密、身密等無礙境界。 
     發願（3~9） 得佛利他行德（法音宣流）1 首 
           求自覺之德（智慧如海、涅槃）1.5 首 
           求佛之覺他德（六度、四弘）2.5 首 
           求佛淨土願（48 大願之核心）2 首 
    請佛證明（10）－力行願不退。 
p.181 line 7【世間自在王如來】唐譯，《大寶積經》卷 17(T11,p.92,c)。漢、

吳譯：「樓夷亘羅」。魏、宋譯：「世自在王」。 

p.188 line 3【世饒王】《佛說無量清淨平等覺經》卷 1：「有佛名樓夷亘

羅，在中教授四十二劫，皆已過去註乃爾劫時作佛。天上、天下人中之雄，

經道法中勇猛之將，佛為諸天及世人民說經講道莫能過者。世饒王聞經道，

歡喜開解，便棄國位行作比丘，名曇摩迦留。發菩薩意，為人高才，智慧勇

猛，無能踰者，與世絕異。到世饒王佛所，稽首為禮，長跪叉手，稱讚佛言。」

(T12,p.280,a24-b2)『註』，《大正藏》於此註：「明註曰。乃爾劫時下。至王文中。疑

有脫誤。謹按無量壽經云。次有佛名世自在王如來。時有國王。可以互證本經王聞經

道。王字不應與世饒連讀。此世饒是世饒王如來。此王是國王曇摩迦留。後更名法寶

藏比丘者。」《佛說阿彌陀三耶三佛薩樓佛檀過度人道經》卷 1：「次復有佛，

名樓夷亘羅，在世間教授，壽四十二劫。乃爾時世有大國王，王聞佛經道，



Date：2013/3/8 

2 / 2 

心即歡喜開解；便棄國捐王，行作沙門，字曇摩迦。…往到樓夷亘羅佛所，

前為佛作禮」(T12,p.300,c18-23)《佛說無量壽經》卷 1：「次有佛名世自在王

如來．應供．等正覺．明行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

佛．世尊。時有國王，聞佛說法心懷悅豫，尋發無上正真道意，棄國、捐王，

行作沙門，號曰法藏」(T12,p.267,a14-18)《翻譯名義集》卷 1：「樓夷亘羅。

清淨平等覺經翻世饒王。無量壽經翻世自在王。」(T54,p.1058,c1-2) 

《佛光大辭典》：「梵名 Lokeśvararāja 或 Lokeśvara，係世（梵 loka）

與自在（梵 īśvara）之合成語。音譯作樓夷亘羅佛。又稱世饒王佛、饒王佛。

饒，即自在之義。又作世間自在王。」 

p.194 line 3【伽他】伽陀（梵 gāthā）與祇夜（梵 geya），兩者均為偈

頌之體，然兩者之意義互異：偈前無散文（長行），而直接以韻文記錄之教

說，稱為孤起偈，即伽陀；偈前有散文，而尚以韻文重複其義者，稱為重頌

偈，即祇夜。～《佛光大辭典》 

p.197 line 8【省庵法師】《省庵法師語錄》〈勸發菩提心文〉卷 1：「入

道要門。發心為首。修行急務。立願居先。願立則眾生可度。心發則佛道堪

成。苟不發廣大心。立堅固願。則縱經塵劫。依然還在輪回。雖有修行。總

是徒勞辛苦。故華嚴經云。忘失菩提心。修諸善法。是名魔業。忘失尚爾。

況未發乎。故知欲學如來乘。必先具發菩薩願。不可緩也。」(X62,p.234,b19-c1) 

省庵大師：名實賢，字思齊；淨宗十三祖之第 11 祖。參考拙作《淨宗概論》。 

p.204 line 2【常運慈心拔有情】宋譯《佛說大乘無量壽莊嚴經》卷 1：「所

有無邊世界中，輪迴諸趣眾生類，速生我剎受快樂，不久俱成無上道。願我

精進恒決定，常運慈心拔有情，度盡阿鼻苦眾生，所發弘誓永不斷。」(T12, 

p.318,c27-p.319,a1) 

p.206 line -4【唐譯】《大寶積經》卷 17：「唯佛聖智能證知，我今希求

堅固力；縱沈無間諸地獄，如是願心終不退。一切世間無礙智，應當了知如

是心。」(T11,p.93,a21-23)魏譯《佛說無量壽經》卷 1：「幸佛信明，是我真證，

發願於彼，力精所欲。十方世尊，智慧無礙，常令此尊，知我心行。假使身

止，諸苦毒中，我行精進，忍終不悔。」(T12,p.267,b14-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