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地藏经吸引鬼道众生 地藏经半年心
得体会(优秀10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
看吧。

地藏经吸引鬼道众生篇一

《地藏经》是佛教经典之一，它传达了佛陀所教的“地狱不
空，众生度脱”的大慈大悲精神。我在半年前开始阅读这部
经典，重读封面上的字眼“磨经锻心”，深知阅读不仅是为
了增长知识，更是修心养性的过程。现在，我想与大家分享
一下我在读完《地藏经》后的一些心得体会。

第二段：地藏菩萨慈悲救渡

《地藏经》记录了地藏菩萨的慈心悲愿和度化众生的功德。
无论是身处凡间的众生，还是堕入地狱的罪业重孽，地藏菩
萨都会无微不至地加持、引导，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读完
《地藏经》，我深深感受到了地藏菩萨的慈悲大爱，感悟到
救渡众生不分敌我、不求回报、不计得失的道理。

第三段：地藏经对人生的启示

《地藏经》并不是一部只面向信仰者的经典，对于我们凡人，
它同样有着深刻的启示。细读地藏菩萨度化众生的种种事例，
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人生的真谛：不要轻信一时感情，不要争
名夺利，不要忘记感恩，更不要忘记修行。读完《地藏经》，
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更加深入的反思和认识。

第四段：学习如何接纳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不如意和遗憾。读完《地藏经》，我学
会了接纳。接纳所有的磨难、苦难，接纳自己的特点和人生
选择，接纳所有的缺点和错误。而地藏菩萨的教诲就是告诉
我们，在任何困境和挫折面前，我们都需要心存感激和善良，
这是迎来幸福的真正方法。

第五段：小结

在阅读《地藏经》的半年时间里，我收获颇丰。我深刻感受
到了佛家的慈悲大爱精髓，了解了自己人生的意义和方向，
学会了坦然面对人生的起起落落。我相信，当我持续运用这
些智慧，继续修行和修身养性的过程中，人生旅程会更加完
美，对自己和他人的帮助也会更加持久。

地藏经吸引鬼道众生篇二

略释曰：诸佛菩萨，各有本起清净因地愿行，阿弥四十八愿，
药师大愿二十。佛佛有愿，故西极乐而东琉璃，则药师决非
阿弥;愿愿同佛，故药师亦接引西，则琉璃原通极乐，此诚不
可以俗谛分。当知一工依正四大虚空，山海日月，无非如来
藏性一实境界，此更不可以冥谛合。当知日藏、月藏、须弥
藏、虚空藏、天藏，随以一法观证实性，圆融一切法，为诸
大菩萨。如是则地藏菩萨，自有其本愿，自有其因行。皈依
地藏者若不审地藏本愿之所在，将何以发心;若不审地藏因行
之所被，将何以起修。是故忉利天宫胜会，宣扬大悲，世尊
殷重赞叹，而后以阿逸多成佛以来六道众生，付嘱于地藏菩
萨本愿之上，使阿逸多成佛以来六道众生，修持于地藏菩萨
因行之中也。夫圆满真实曰地，如如不动曰藏。地则能载能
生，藏则可出可纳。能载故不空，能生故不灭;可出故生死，
可纳故涅槃。不空则善业必获胜报，恶业决感苦果。剥皮拔
舌有因，并非假造;火床铁屋皆实，不是设词。不灭则无间虽
经亿劫，业尽终得受生，他方虽可寄生，此界所后复来。

虽然空藏地藏，相须相成，故地藏本愿经最后当机者乃虚空



藏，前来非有轩轾，盖欲人礼虚空藏于地藏六道中，庶几空
不断灭，观六道生于虚空无边之际，自然地狱皆空。推而广
之，会地藏于佛佛，佛佛皆有一地藏;融佛佛于地藏，地藏将
悉成佛佛。试就今机融会阿弥，阿弥引生西方，是为得乐;地
藏化度六道，是为离苦。未有不离苦而能得乐者，若会地藏
于阿弥，则一声阿弥，带业往生，故净土经中自有地藏。然
亦未有既得乐而仍存苦者，若融阿阿弥于地藏，则欲出六道，
必愿净土，故本愿经内盛弘念佛。惟终不可谓自生净土，不
关地藏，但念阿弥，无惧地狱也。观于释迦报恩，升忉利天，
亦但称赞地藏;摩耶兴慈，说地狱苦，亦但启请地藏，是知不
可说不可说久远劫来，诸葛亮佛世尊咸不违越地藏之本愿。
地藏大孝，则诸佛报恩，皆尝如释迦佛赞叹于胜会;地藏法施，
则佛母兴慈，亦皆尝请地藏说法于忉利矣。诸佛尚不违地藏
之愿，众生岂可缺地藏之修。本愿经曰：阎浮众生，举心动
念，无非是罪。若昧却眼前业苦，妄冀虚渺安乐，西方纵许
往生，带业终须消了。但恐障恶牵缠，念心不得纯净，万一
业重情迷，临机难免差误，何如脚踏实地，早皈地藏，护持
根本，身心清净，自契佛果，莲品上生也。融会阿弥若是，
融会佛佛皆然，地藏自入佛佛，，佛佛不离地藏，非有差别，
相为涉入如此。

依经地藏往因为大长者子，于师子奋迅具足万行如来所。因
见佛相反而发愿。夫法身无相，大长者子所见，为千福庄严
之实报，然则地藏者，化度实报之菩萨也。佛化小机，先令
观空，剥落一身，自见本来，果能四处不着，此身依然自在。
原是应病与药，不意药复为病，禅门极唱，单标心性，末流
虚矫，横多抹杀，一言四大，便斥幻妄;一言修福，便訾有漏，
大似如来于身取断灭相，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都无真实。
嗟夫!波斯入印，五天仅余小乘，支那禅敝，大乘皆无捉摸，
辜负佛母恩慈，虚劳地藏化度。晚近善信，多半上根，而身
残福薄，又比比然。前修不臧，谬持犹深，伊谁之咎，能无
悲叹。

闻此经南印犹传，恐不免朦胧密意，徒增迷信，即中国利幽



法在，亦只付应赴者流，说资冥福，皆原开经不契地藏之本
愿，居心惟囿断灭这说空，自暴自弃，可哀可悯。虽然，此
又不容拘泥色身者，持一法勤一体，借口吾修地藏也，吾证
实报也。师子奋迅具足万行如来告大长者子，欲证此身，当
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时长者子因发愿言：我今尽未来
际，不可计劫，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
我自身，方成佛道。于是地藏菩萨百千万亿那由他不可说劫
以来，常为菩萨;因度母而弘法，教孝于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之
世，哀罪苦以博施，分身于阿僧祗世界地狱处之中。是故但
求自之，决非地藏之道，若不孝施，终难实报之圆。盖自了
至极，至于阿罗汉入灭尽定，而菩萨用心，宁入地狱，不堕
二乘，地狱正可行，愿，二乘则菩萨死。至于一孝，则自一
身圆融于七世父母，圆融于历劫种亲，圆融于三世诸佛菩萨
僧。一施则自一身摄入于罪苦众生，摄入于六道含灵，摄入
于十方三千大千世界。夫以一身而圆融于三世诸佛菩萨僧，
摄入十方三千大千世界，正所谓千福庄严而三十二相八十种
好也。

着相云乎哉!小乘云乎哉!本愿经开宗明义，即说地藏菩萨本
起清净因地愿行，而或判为神通品，实则如来含笑，放百千
万亿大光明云，出不可说不可说种种微妙之音，乃至娑婆世
界及他方方国土，有无量亿天龙鬼神，亦集到忉利天宫，乃
至他方及裟婆，复有海神、江神、山神、树神、昼夜神、饮
食神、无量数神，皆来集会，乃至他方及裟婆，复有恶目、
啖血、行病、摄毒等诸鬼王，皆来信会，此皆是表地在藏之
法，不仅显如来之通。故佛告文殊，吾以佛眼，观犹不尽，
此皆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已度当度未度，已成就当成就未
成就也。此第一品，正明行愿。惟此深秘，文殊早云，小果
声闻，末世众生，虽闻如来诚说，必怀疑惑，设使顶受，未
免兴谤，故文殊当机，即请当机，即请问地藏菩萨，因地作
何愿，立何行。于是如来为说地藏菩萨发愿于观见相好，行
愿于度尽道也。地藏本愿。我闻如是。

《地藏菩萨本愿经》略释



稽首大愿地藏菩萨摩诃萨!

我为四事，略释《地藏菩萨本愿经》：

一者，诸佛因地，莫不有愿;菩萨修行，亦莫不从愿上起。愿
有总有别：总愿者，如四弘誓五大愿是;别愿者，如释迦五百
愿、药师十二愿、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千手六愿、普贤十愿
是。除二乘人生尽故不须愿外，凡发大乘心者，若无誓愿，
如牛无御，不知所趣。今人学佛，辄云发大乘心，其愿生西
方愿生兜率者，尝或闻之;而于释迦法中，誓调伏刚强众生誓
度脱极苦恶趣如我大愿地藏菩萨者，每经忽之。我以诸大菩
萨中若文殊表大智、普贤表大行、观音表大悲、惟地藏菩萨
正表释迦法中之大愿故。我于是略释《地藏菩萨本愿经》。

二者，五恶浊世，从生难化。故我世尊，隐其无量自在之力，
为说刚强之语：言是地狱、是畜生、是饿鬼、是诸难处、是
愚人生处，是身邪行身邪行报，是口邪行口邪报，是意邪行
意邪行报，是杀生是杀报，是邪淫是邪淫报，是妄语是妄语
报，是两舌是两舌报，是恶口是恶口报，是无义语是义语报，
是贪嗔、邪见、悭吝、毁戒、愚痴是贪嗔、邪见、悭吝、毁
戒、愚痴报。譬如象马，??不调，加诸楚毒，乃至彻骨，然
后调伏。际兹末法，人愈险恶，不信因果，惟肆残贼。亦有
志士，倡佛以救，然而法相繁，法性玄微，智者说食，愚人
莫入。我欲藉是经苦切之言，发人深省，显地藏劳谦之愿，
启人信仰。我于是略释《地藏菩萨本愿经》。

三者，隋唐间有三阶教者，创者信行禅师，实尊地藏，然偏
抑阿弥，旋遭禁断。本经自实叉难陀译汉以来，代传于绝，
或判同小乘，或收入密部;至清灵?法师，始作科注，判在
《法华经》后，《涅槃经》前所说，“行愿为宗，味等醍
醐”，可称自有些经千余年来之非常述作，惜少流通。今俗
惟知斯为释门孝经，亦不辨其为出世大孝。在昔疑经善说业
感误以为小乘者;今之僧蛊，或且利经狱名鬼神威力，以糊口
食。遂致科学者徒，责难繁兴。我窃恐大经醍醐，至流俗反



为毒药;我又欲显扬地藏悲愿，与诸菩萨悲愿，如光光摄入。
我于是略释《地藏菩萨本愿经》。

四者，愿意于悲，悲大愿亦大。悲者同体，常人知父母兄弟
之同体，必不愿其有老病死苦，而愿其安东。其所悲者狭，
则其所愿者小。菩萨知三世宛然，轮回不虚;视秦越之人，敌
对之怨，安知本非我父母兄弟，乃至蠕动蜎飞、草木土石，
一切有情无情，莫不与我同体，亦莫不愿其离苦而得乐;是则
所以为大悲，是则所以为大愿。以言乎孝，菩萨惟常人听以
孝父母者孝六道含灵，是亦所以为大孝。我母去世时，我哀
痛号哭，不知所为，惟日诵《地藏经》，若有感焉;我二弟亡
时，我凄惨愁绝，不知所为，亦推日诵《地藏经》而苦有感
焉。我皆发愿，愿弘地藏。或云：弘《地藏经》，天此乱世，
说诸地狱罪报，可以慑诸葛亮强梁。我不敢如是说，我知人
皆有父母兄弟，亦必皆有不忍于其父母兄弟之时。我愿人皆
于斯经，深信因果，深信轮回;推其不忍于人人，则必为家之
和、国之福、世界亲善;再进而推其不忍于六道含灵，则是同
受世尊付嘱，同入地藏悲愿，而后可同见地狱虚空，本自无
迷，地藏大悲，诚不思议，我母我弟，亦必同于是而得度。
我如是发愿故，于是略释《地藏菩萨本愿经》。

经称地藏菩萨大愿威神：“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若以我
神力，千劫测度，不能得知。佛告文殊师利：吾以佛眼观故，
狱不尽数。”夫以世尊佛眼、文殊大智，观测且云不尽，况
我凡夫，敢复有云。今所解释不过略述十年诵赞之一所得，
不假科判，不惊高远，但求通俗，聊写私情;明业感真实，则
地狱自不虚，而信非迷妄;谈孝为戒本，则悲愿自广大，而行
不唐捐;略提义纲，粗述概要，于经大义，知不及百分乃至千
万亿分，况复于菩萨不思议神通之境，是以名略释。

初释地藏

地藏，梵名“乞洒二合诃罗惹”，或云“乞叉底?沙”，或
云“叉底俱舍”。叉底译地，俱舍译藏，今地藏是义译。



《地藏十轮经》云：“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秘藏”。
又经云“心如大地，能安一切”。以故佛说：心地为大。是
约心以明地也。藏者蕴覆，谓般若解脱法身三德秘藏，众生
皆具，而为烦恼无明所覆。智者悟之，以了脱生死轮回，故
知地藏者谓心地宝藏，虽在迷时，隐而不失，正当悟处，证
而不着也。

释地藏菩萨

《地藏十轮经》称赞地藏菩萨云：

此善男子，曾过无量无数在劫，于无量佛世尊所，发大精进
坚固誓愿。由此愿力，为欲成熟诸有情故，常普住持一切大
地，常普住持一切种子，能令大地一切草木、根须、芽茎、
枝叶、花果，皆悉生长。

又云：譬如大地，一切种子、树、山、稼穑、地身，众生之
所依止。此善男子亦复如是，一切殊妙菩提分法之所依止，
良由菩萨于过去不可说无数劫来，散影分身，放光说法，恒
处幽冥界内，常教六道众生，或已成佛道，或久阶真因，或
住声闻缘觉，或在天止人间，乃至未来众生，天宫嘱令度脱。
正如大地一切，赖以住持、生长、荷负。

又十轮经佛告好疑问菩萨云：

如是大士，成就如是不可思议诸功德法，是诸殊胜功德伏藏，
是诸解脱出处。所以者何?地藏菩萨利益安乐一切有情，所愿
满足，如如意宝，亦如伏藏。如是大士为欲成熟诸有情故，
久住坚固大愿大悲，勇猛精进，过诸菩萨。是故汝等应当供
养。

乃至如本经所说：受付嘱于忉利天宫，广教化于弥勒佛世。
故知地藏菩萨者，于诸菩萨中，以六道为其所观境，观三德
秘藏于地狱、畜、鬼、人、天中，利他以自利者也。《大集



经》云：“日藏月藏，虚空藏地藏，来各不同”。惟我地藏，
悲深愿重，是以经称：过诸菩萨。

释地藏菩萨本愿

经云：“文殊问佛：地藏菩萨因地作何行立何愿，而能成就
不可思议事。”又“菩萨因地，为大长者子，因见师子奋迅
具足万行如来相好庄严，而问彼佛作何生愿。”故知斯经所
说，皆地藏菩萨本愿。所谓本愿者，本即本昔，梵名尼坻，
此方翻愿，今地藏菩萨，见诸众生，积集恶业，不离苦报，
于是托根性地，隆其本愿。仰观大觉，历劫度生而不倦，为
满其本地之愿故，又称本立愿。乃自心起，自昔因地，无数
劫前，发弘誓愿：荷负罪苦众生，教令住持正法。忍苦忍难，
大慈大悲，是地藏菩萨之本愿故。

释经名

《地藏菩萨本愿经》以人法为名：地藏是人，本愿是法。佛
自结经名有三：一名地藏本愿，亦名地藏本行，亦名地藏本
誓力经。今生今世以愿以有行，行必有与拔之力，遂独标本
愿一名，任运摄得余一故。译主实叉难陀，于阗国人，唐则
天朝来中国，重译《华严》，并译是经。

释经

佛告文殊：此菩萨威神誓愿，不可思议，乃至闻名赞叹供像，
功德亦不可思议。是略赞地藏功德，印可文殊所谓“地藏能
成不思议事”也。而后乃为文殊说地藏菩萨因地之行、因地
之愿。

佛告文殊，地藏菩萨因地，于师子奋迅俱足万行如来前，发
誓愿曰：“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为是罪苦六道众生，
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又于觉华定自
在王如来塔像之前，立弘誓愿曰：“愿我尽未来劫。应有罪



苦众生，广设方便，使令解脱”。是即地藏菩萨本愿。今大
乘人，每谓“众生有一不成佛我誓不成佛”，盖地藏之本愿，
实亦大乘之通愿也。

佛告文殊：地藏因见佛相好而发愿;又师子奋迅俱足万行如来，
告长者子：“欲证此身，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

愿大福亦大，三十二相即大悲之果报。彼二乘人无愿，故二
乘人灰身。今大乘人偏着于空者，亦每轻修福报，遂亦轻忽
本经而不识地藏之行，试分辨之。

凡夫：贪着其身

二乘：知身虚幻厌弃其身

菩萨：修无量佛法功德庄严其身

凡夫虽或修福，而望报人天。以经多斥言人天为有漏之果故，
于是大乘着空者，又转而轻修福报，几同二乘之厌弃，而不
知菩萨庄严其身者庄严身也。夫善学大乘者之于其身，固不
当如夫之贪着与二乘之厌弃，尤不可一言福报即斥人天，当
如地藏菩萨发大愿而获大果。关于地藏因见佛相好而发愿，
俱足万行如来亦谓欲证此身当须久远修福，是知地藏菩萨因
地之行，为在庄严法身圆显千福。故于今日百千万亿那由他
不可说劫，尚为菩萨。

佛告文殊：地藏因地，又为婆罗门女。其母信邪，罪重堕苦。
婆罗门女见觉佛定自在王如来形象，瞻礼哀慕，遂感威神，
罪母生天。是亦地藏因地之行，度生之实。劝亲生信。

(一)劝母生信。信为道本，信邪者即一阐提。未有发愿度生
而先忘报本者。世人发愿如地藏，即录广设方便，劝亲生信。

(二)卖宅兴供。父母前生，未必修因，其或命终，神识何依?



惟孝顺之子，大愿之士，当学地藏，为母卖宅，供佛兴福。

(三)见像哀慕。无母何怙?惟佛大慈，为众生怙。佛果何在?
尺木之雕，团泥之塑，即皆佛在。何经故?法身圆满，无不在
故。是以婆罗门女见佛恋母，亦所以教末众生瞻像如在。

(四)神游业海。佛无不在，惟诚可感。孝女哀号，感空告语。
其所以告语自空者，空无迷妄，义尤玄微。而恶因所召，地
狱实有。孝女假威神以亲游，罪人为业力所缠缚，于此可以
明因果之不虚，可以明地藏之观境。

(五)发弘誓愿。端坐念佛，可得加被。七七日中，可度新亡。
婆罗门女，既度亡母，复念众罪，遂发弘愿。观于“众罪俱
同生讫”，当益信经忏度亡之真实;观于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威
神，当益信世尊赞叹地藏闻名供像之功德。

以上地藏因地之愿，在度尽众生;因地之行，为存亡造福。众
生无尽，地藏之愿亦无尽。造福无边，地藏因地之行，亦不
可量不可说矣。

地藏经吸引鬼道众生篇三

经典一：一切皆为虚幻。

经典二：不可说.说既是错。

经典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经典四：人生在世如身处荆棘之中，心不动，人不妄动，不
动则不伤；如心动则人妄动，伤其身痛其骨，于是体会到世
间诸般痛苦。

经典五：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经典六：前生500次的回眸才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

经典七：大悲无泪，大悟无言，大笑无声。

经典八：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经典九：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原本无一物，何处染尘
埃。

经典十：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佛言：辞亲出家，识心达本，解无为法，名曰沙门。常行二
百五十戒、进止清净，为四真道行成阿罗汉。阿罗汉者，能
飞行变化，旷劫寿命，住动天地。次为阿那含，阿那含者，
寿终灵神上十九天证阿罗汉。次为斯陀含，斯陀含者，一上
一还即得阿罗汉。次为须陀洹，须陀洹者，七死七生便证阿
罗汉。爱欲断者，如四肢断，不复用之。

佛言：出家沙门者，断欲去爱，识自心源，达佛深理，悟无
为法，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心不系道亦不结业，无念无作
非修非证，不历诸位而自崇最，名之为道。

佛言：剃除须发而为沙门。受道法者，去世资财，乞求取足，
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慎勿再矣！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

佛言：众生以十事为善，亦以十事为恶。何等为十？身三，
口四，意三。身三者：杀、盗、淫。口四者：两舌、恶口、
妄言、绮语。意三者：嫉、恚、痴。如是十事不顺圣道，名
十恶行；是恶若止，名十善行耳。

佛言：人有众过而不自悔，顿息其心，罪来赴身，如水归海，
渐成深广。若人有过自解知非，改恶行善，罪自消灭；如病
得汗，渐有痊损耳。



佛言：恶人闻善，故来挠乱者，汝自禁息，当无嗔责；彼来
恶者而自恶之。

佛言：有人闻吾守道，行大仁慈，故致骂佛，佛默不对。骂
止，问曰：子以礼从人，其人不纳，礼归子乎？对曰：归矣。
佛言：今子骂我，我今不纳，子自持祸归子身矣！犹响应声，
影之随形，终无免离，慎勿为恶！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
《杂阿含经》第262

一切行无常，生者必有尽，不生则不死，此灭最为乐。——
《增一阿含经》卷50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金刚经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
刚经

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楞严经》卷6

我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瞋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
我今皆忏悔。

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

若人造重罪,作已深自责；忏悔更不造,能拔根本业。

----佛为首迦长者说业报差别经

----佛说八大人觉经

有因有缘集世间，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
有缘世间灭。



---杂阿含经卷二

当舍于懈怠，远离诸愦闹；寂静常知足，是人当解脱。----
大宝积经第91卷

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心经

地藏经吸引鬼道众生篇四

地藏经是佛教中一个重要的经典，深受信徒们的推崇。我在
半年前开始研读地藏经，学习其中的道理和教导。这半年来，
我在阅读经文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思考和体悟，努力将经典
中的智慧应用到日常生活中。

第二段：初识地藏经

在初次接触地藏经时，我并不能完全理解其中表达的道理和
思想。但经过近一个月的阅读，渐渐地，我对地藏经的理解
深入了许多。我发现，地藏经中的思想观念十分深邃，其中
的智慧和道理不是一下子能够领悟的，需要长时间的反复研
读和思考。

第三段：地藏经的教导

地藏经是一部关于救度众生的经典。在地藏经中，有着许多
教导我们如何救度众生的思想和方法。其中最令我感触深刻
的是“策勘地狱”的故事。地藏经中讲述了一个叫楚墨的小
鬼，他一直在地狱里折磨灵魂。有一天，楚墨听到了众生的
诉求，他非常悲愤地认识到自己一直在罪恶中堕落。于是，
他向地藏菩萨发誓，要尽自己的力量去救度众生。这个故事
让我认识到，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颗救人的善良之心，只要
我们用心去做，就能发挥出我们的慈悲之心，帮助身边需要
帮助的人。



第四段：对生命的思考

地藏经中也有很多关于生命的思考。其中最令我感慨的是一
个叫“百年人生”的比喻。地藏经中说，人生就像一场梦境，
时间短暂，只有百年。如果我们能够深入思考自己的人生目
标，珍惜这短暂的时光，我们才能明白生命的真正意义，实
现自己的价值。这个比喻让我想起曾经为了名利而追求的事
情，它们在我看来已经变成了过去，而人生真正的意义却在
不断地呼唤着我。

第五段：结语

地藏经教导我们用慈悲心去救度众生，用内心的力量寻找到
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半年来，我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些道理，
也在实践中逐渐学会了如何践行。我相信，在不断地学习和
实践中，我们能够领悟到更深刻的道理，用它们去美好地度
过我们的一生。

地藏经吸引鬼道众生篇五

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我一直坚信着佛教中的仁慈与慈悲
精神。最近半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阅读地藏经，并在日常
生活中尝试着将其中的教义融入到我的生活中。今天，我想
借此机会分享一下这半年来对地藏经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对地藏经的初步了解和感受

地藏经是佛教教义中，关于地藏菩萨教诲众生的经典。地藏
经重点强调了生死轮回中的轮回之痛，并通过讲述地藏菩萨
的启示与慈悲，告诉我们如何在生活中发扬善良和慈善的精
神。一开始，我感觉地藏经充满着忧伤和悲凉的气氛，但是
在细细品味中，我渐渐发现这种气息传递着的是一种生命的
美妙和希望。



第三段：对地藏经的深入探索和领悟

在继续阅读地藏经的过程中，我逐渐明白了这部经典所寓含
的深度含义。地藏经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可能
会陷入到痛苦和迷茫之中，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必须保持善
良和同情心，去帮助那些即便再小的生命。此外，在地藏经
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地藏菩萨对于众生的悲悯之心，这也提
醒着我们在生活中要多关注别人的需求，去保护他人的生命
和权益。

第四段：在生活中实践地藏经的教义

除了在阅读中领悟到地藏经的哲学思想外，我也开始思考如
何在生活中落实它所传达的教义。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我尽
量把同情心和善良的态度发扬出来，在遇到困难的人的时候，
我也尽自己所能去帮助他们。同时，我也尝试通过践行精神
上的内省和冥想，去达成自我和谐与平衡。

第五段：结语

总之，阅读《地藏经》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非常有意义的体
验。通过深入探究这部经典，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人生哲学
的思想。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启发更多的人去学习佛教教义，
去遵从佛陀的教诲，去践行充满慈悲和仁爱的生活态度。

地藏经吸引鬼道众生篇六

以《地藏经》为念佛的助行，已经一年多了。现在决定再拜
一部〈地藏经〉。一年多以来对《地藏经》生起的大信心，
闷在心中，不说不快。

佛曾经嘱托坚牢地神------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
汝以本神力而拥护之，不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辄闻于耳，
何况令受。



曾经有一次去给某癌症患者助念，去了，那女人躺在床上，
一动不动。以为死了，后来家属说还没有死，于是决定念
《地藏经》，大约不到10个人，一起打木鱼念了一遍，就回
去了。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想起来，又去看看，那个女人已
经起床接待我们，谈笑风声。癌已经消失了。

还有一次，某大护法得了乳腺癌，大家感恩，为其连续念
《地藏经》几十部，后来护法来到，说癌已经小了一半。现
在身体很好。

某次珠海同修助念，已经24个小时了，死者还是僵硬的，珠
海领头的快哭了，于是打电话问，被师父告之“已经被阎王
抓去了。”要阎王放人的话，先念一遍《地藏经》。于是大
家集体念经一遍，而后马上集体再念佛8小时，身体开始柔软，
头顶开始温热。问“为什么如此殊胜”，说这是在特定的情
况下可以这么做，地下的鬼王已经把人抓去了，念经后，因
为鬼王都是地藏菩萨的臣子，于是大手一挥“无罪，放
人。”放回来再念佛，马上往生。大家哈哈大笑。

去年观音诞放生，放了11000元，回来当天晚上睡觉，梦到念
地藏菩萨得轻安，念得飘飘如飞，次日又梦到念佛，醒后才
知道，原来放生也是念《地藏经》也是念佛。

修《地藏经》就是修五戒十善，修《地藏经》一年后，开始
出现每逢十斋日就出现神奇感应的现象，开始是一到十斋日，
就一点做坏事的想法也没有，真的要做一些小坏事，也无法
做，缘不够，你做不成。我想过，从07年以后，每次放生都
要至少念佛600声，以后都如此做了。后来有一天十斋日，放
生一些鱼，数量不大，但是出现极其强的感应，念佛念念求
生极乐世界，没有什么妄想，妄想是什么，还不是这个世间
的东西，如果你真有愿望求生极乐世界，就不会有什么妄想
了。《要解》说过------可以将名号持得风吹不入，雨打不
湿。我一直想，这是何等功夫，现在才知道，如果你愿生极
乐世界这个欲望恳切就可以作到。



某十斋日，拜《地藏经》，身体非常热。想凉快一点，念头
一起，就觉得一股清凉沁入心中，这种清凉并非世间清凉，
无论他多么凉，你都不会觉得冷的那种凉爽，而且让你顿脱
尘念，法喜无限的凉爽。原来极乐世界的清凉是这么美妙啊。
从此无论再看到这个世间的任何东西，都知道有缺陷，不完
美，不够好，不如极乐世界的好。

为什么莲花生大士把这个世界的飞机叫做铁鸟，汽车叫做铁
盒子。在极乐世界的.菩萨自在飞行，他们看这个世界的汽车
再好，也是把人闷在里面，并且还会撞车，还要加油，还只
能在路上跑，非常可怜。

修《地藏经》你要注意十斋日，地藏菩萨一定会把你看得严
严的。你真修，地藏菩萨真管。我每个十斋日都相信会得到
地藏菩萨的加持,也确实都会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

看《地藏经》就是修菩提心，修出菩提心，念一声佛就不可
思议。我有个同修，他的菩提心经过一年的放生和利益众生，
终于有了眉目，他告诉我，以前一天念佛几万还是心里没底，
现在一天不念佛做事情(如果有缘分给众生做事情，就要做，
有缘不做是罪过。放生等利益众生的事情，遇到缘分就要做，
这是大乘菩萨分内的事。给众生做事情，不要怕烦恼，有了
菩提心以后烦恼就是菩提。)，到晚上念几声，就已经非常充
实。

净土宗发菩提心非常自然，且无比奥妙。久念佛人自然知道。
愿生极乐世界的人，念佛自然舍弃这个世界，自然不争且利
益众生，这就是无上菩提心。

拓展阅读：《地藏经》是佛门的一部孝经。

佛门有三部孝经：《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盂兰盆经》、
《地藏经》。



孝道是佛法的基础，孝亲是做人的基础，众生无边誓愿度是
孝亲的扩大。

学习《华严经》告诉我们“天下男子是我父，天下女子是我
母”，这是孝亲的扩充、发展。反过来说，一个连父母都不
孝顺的人，怎么能够相信他会爱护众生，会救度众生呢?所以
离开孝道就没得佛法，佛法是孝道的扩展和深入。《梵网经》
告诉我们：孝顺父母、师长、三宝。孝顺是至道之法，孝名
为戒。这个对于孝道的解释，就非常透彻了。

这部《地藏经》说，地藏菩萨示现婆罗门女、光目女，孝亲
度亲的事迹，地藏菩萨正是以一念孝亲之心，而发展为“众
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宏伟誓愿，给
我们修行的人作出了典范。

父母是堂上佛。在家不孝父母，而到庙里去求佛菩萨保佑自
己的独生子女，这真是非常荒唐。

曾经有一些青年的知识分子、博士生，他说现在大多都是独
生子女，父母全部精力都关注到子女的成长上。别人说要保
险，最好初一、十五到寺院去烧炷香，捐点功德钱，就最保
险。

佛陀讲的是自种因、自受果。教导我们孝顺父母。不孝顺父
母，反而虐待父母，种的这个因，就该得相应的果报。印光
大师对这个问题也有很明确的开示，他说你现在当别人的子
女，再过几年，你就是父母了，你现在如何对你的父母，就
是种因，等于瓦屋檐前水，点点滴滴向后来，就跟来了。今
天对于年青一代提倡孝道非常重要，学修《地藏经》就会让
我们很好的体会孝道。

地藏经吸引鬼道众生篇七

地藏经作为佛教中重要的经典之一，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修行



的指南，也对于教师这一职业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一名教
师，我深深体会到了地藏经对于教育工作者的意义与价值。
从我的角度出发，本文将从“慈悲心”、“真实感”、“智
慧与启迪”、“责任与奉献”和“修身养德”五个方面来探
讨教师的地藏经心得体会。

首先，教师的地藏经心得体会是慈悲心。慈悲心对于一名教
师来说至关重要。地藏经中提到的救度一切众生的精神，正
是教师在教育工作中应有的态度。在教学中，我们要善于体
察学生的需求和困扰，不仅关心他们的学业进步，更要关心
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只有通过真诚的关怀和激励，我们才能
帮助每一个学生找到自己的潜能，并成为有意义的人。

其次，教师的地藏经心得体会是真实感。地藏经所强调的忠
信之心，是指教师应该坦诚真实地对待学生。这种真实感不
仅体现在言语上，更体现在行为和态度上。我们要以身作则，
以真实的生活经验去引导学生。通过与学生之间的真实互动，
我们才能建立起信任和友谊，让学生真正认同我们的观点和
价值。

第三，教师的地藏经心得体会是智慧与启迪。地藏经中强调
的智慧之心，要求教师有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在教学中，
我们需要不断更新知识和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以更好地开
启学生的智慧和潜力。我们要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引导他们通过思考和探索来获得知识。通过启发式教育，我
们可以让学生真正体验到知识的乐趣，并培养他们的终身学
习能力。

第四，教师的地藏经心得体会是责任与奉献。地藏经中所强
调的无染业德，正是教师在工作中应该具备的品德。教育是
一项光荣而伟大的事业，教师肩负着培养未来的责任。我们
要认真对待每一位学生，用心去帮助他们发展潜能，让他们
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即使面对困难和挑战，我们也要坚
持不懈地去追求教育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最后，教师的地藏经心得体会是修身养德。地藏经所倡导的
正直之心，要求教师在做人做事中要具备高尚的品格和道德
修养。我们要坚守教育的底线和原则，远离利己主义和功利
主义。只有以真诚和善良的心态面对学生，我们才能给予他
们正确的引导和影响。同时，我们也要加强自我修养，培养
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工作态度，从而成为学生的榜样和引路人。

总之，教师的地藏经心得体会在激励着教育者为了学生成长
和社会发展不断努力。慈悲心、真实感、智慧与启迪、责任
与奉献以及修身养德这五个方面构成了教育工作者的核心素
养和职业追求。通过对地藏经的深入理解和实践，我相信我
将成为一名更加出色的教师，纵使面临各种困难和挑战，我
也会坚持不懈地为学生的成长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努力。

地藏经吸引鬼道众生篇八

“祈愿地藏菩萨加持，我诵地藏经的声音响彻法界，尤其是
天上众生听闻能天福增长，让铁围山内所有地狱众生听闻，
让娑婆世界所有阎罗天子和诸大鬼王管辖的地府内的鬼道众
生能听闻，让一切孤魂野鬼都能听闻。听闻我诵经声音后，
地狱火焰化红莲，痛苦消除，离苦得乐。”

好了，你就开始念地藏经，地藏菩萨加持你的念经声音，传
到法界，传到地府去。你就是代佛宣化，那你念经时，就知
道，不是为我一个人念。而是代地藏菩萨宣化给鬼道众生听。

如果没有发愿和祈求，声音也达不到地府。那如果有祈愿呢，
地藏菩萨会加持你的声音，传到地府。众生有感，地藏菩萨
才有应。这叫做不可思议。

大家知道佛的音声可以传多远呢?有一次舍利弗尊者，就去试
探佛的音声远近，就飞啊飞，结果飞到了另一个国土。那里
的佛和弟子们在吃饭，那个佛土的众生，身高都很大，舍利
弗到了那个佛土，身高和他们一比，就好比昆虫。那个弟子



说，佛，怎么有一条虫子。那个佛土的佛就说，他不是一条
虫子，他是娑婆世界的释迦佛的大弟子舍利弗。舍利弗问说，
他想听释迦佛的声音能传多远，那尊佛就告诉他，你是无法
测到佛的音声的，佛的音声传多远，唯有佛才能知道。

你要是念经，你通过地藏菩萨加持，你的声音能传多远，你
无法测量。连智慧第一舍利弗都无法测量，唯有佛能知道。
这叫做不可思议。

拓展阅读：《地藏经》的功能和读诵

《地藏经》是一部记载着万物众生其生、老、病、死的过程，
及如何让自己改变命运以起死回生的方法，并能超拔过去世
的.怨亲债主令其解脱的因果经。人的生死自无始劫以来皆轮
回不已，福报的聚集和修行的功德力的累积是他人无法替代
的。所以读经能使我们明白关于业障问题如何处理，以及如
何修福修慧，广利有情众生。

《地藏经》融合了地藏王菩萨的大悲愿和诸佛菩萨的见证，
最可贵的是整部经皆以白话文来叙述佛陀深入浅出的慈悲开
示。对于深究佛法的修行者，可以印证因缘果报的不可思议;
而初发心者。也可以相应契入地藏王菩萨的教化慈悲。在所
有经典之中，教理浅显易懂，又不需他人来传授的，唯有此部
《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

持诵经文的注意事项

1.持诵时必须发出声音，但无须大声朗读，重以诚心诚意的
恭敬心和忏悔心护念。

2.持诵时，或跪、或立、或坐皆可。

3.24小时皆可读诵。每部持诵过程以90分钟为最合适，速度
宜不急不徐。切莫过快，否则诵经之功德将会减少，若以速



度取功德则是以贪心修法，非正法;诵经重点贵于以虔诚恭敬
之心相应。

4.关于诵经立香案：家中若有佛堂者，需奉三炷香口
念：“恭请南无大慈大悲地藏菩萨慈悲护持”(三遍)，持诵
经文之中若间隔一个小时以上需要重新恭请。

5.持诵的过程可能会有一些现象，例如：头晕目眩、流眼泪、
字体模糊、身体酸软不适、心生疑惑、杂念纷至等，尤以刚
开始持诵的第一个月内最为严重。遇此情况者，乃累生累世
的怨亲债主作祟所致，应以最忏悔的心，乞求怨亲债主原谅，
更要以最勇敢负责的心来圆满现前的因缘果报。

《地藏经》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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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藏经吸引鬼道众生篇九

地藏经是一部佛教经典，被认为是菩萨地藏王的教诲总结和
传世之作。这部经典中包含了大量关于教育和教学的智慧和
指导，对于教师来说具有很大的意义。在现代社会中，教师



们需要具备的素质不仅限于纯粹的教学技能，更需要有深厚
的人文精神和关爱学生的心。地藏经给予了教师们一种宽容、
慈悲和奉献的心态，成为他们教书育人事业中的重要指南。

第二段：教师应具备的地藏经精神

地藏经强调了教师们应该具备的精神。首先，教师应该具备
宽容的心态。地藏经中提到，佛菩萨地藏王从不计较别人的
过错，对待众生一视同仁，时刻保持宽容之心。教师们也应
该学会宽容学生的过错和不足，以理解和引导的方式帮助学
生成长。其次，教师应该具备慈悲的心态。佛菩萨地藏王深
悲众生的苦难，愿以自己的身体代替众生受苦。教师们应该
以慈悲之心对待每一个学生，尊重他们的独特性和需求。最
后，教师应该具备奉献的精神。地藏经中提到，佛菩萨地藏
王终日保护众生，为众生消除一切不利。教师们应该全心全
意为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服务，以奉献的精神做好教育事业。

第三段：教师的地藏经心得体会

作为一名教师，我深深体会到了地藏经的智慧。首先，宽容
的心态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和包容学生的不同。在教学过程中，
学生会遇到各种困难和乖戾行为，而我的宽容和理解可以让
他们感受到关爱和支持。其次，慈悲的心态让我更关注学生
的内心世界和需求。每个学生的背景和经历都不同，我应该
用爱和关怀对待每一个学生，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发挥潜力。
最后，奉献的精神让我更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在我看来，教
师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应该成为学生的引路人和朋友，为
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成长支持。

第四段：地藏经精神在学校教育中的应用

教师的地藏经心得体会在学校教育中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
首先，在学校中，教师应该营造宽容和谐的学习环境。每个
学生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需求，教师应该用宽容和理解对待学



生的差异，让他们在尊重和接纳中学习成长。其次，教师应
该注重学生的情感健康和人格培养。地藏经中提到的慈悲精
神，可以引导教师关注学生的内心世界，培养他们的品德和
情感素质。最后，教师应该奉献自己，为学生的发展尽心尽
力。地藏经强调了牺牲自我，关注众生的精神，教师们应该
以奉献精神在教育事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五段：总结地藏经对教师的指导作用

地藏经赋予了教师们宽容、慈悲和奉献的精神，为教育事业
提供了指导。教师们应该具备在地藏经中强调的品质，用宽
容和理解对待学生的不足，用慈悲之心关爱每一个学生，用
奉献的精神为学生提供所需的帮助和引导。通过地藏经的智
慧，教师们可以更好地成就自己，成就学生，成就教育事业。

地藏经吸引鬼道众生篇十

释迦正法中，文殊表大智，普贤表大行，弥勒表大慈，观音
表大悲，唯一藏表大愿。“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
不空，誓不成佛”;“度尽六道众生，而无一众生可度者”。
此种大愿，是融会大智大行大慈大悲大愿，是当裟婆世界六
道众生之机之大愿，即是世尊之理想遗愿，又是诸佛菩萨之
共同心愿，是以释尊以六道众生再三殷勤嘱托之地藏也。唯
斯地藏菩萨大愿，是以特殊行愿境以表诸佛菩萨之别愿，正
如普贤以特殊大行以诸佛菩萨之通愿一样，故同称为大愿王
也。缘起性空为佛法之根本教义，地藏菩萨经法以度六道众
生为行愿境，从业感缘起上证明般若之空不空;上供下施为佛
法之根本行持，地藏菩萨经法以度七世父母兴供施，从根本
上教孝、教施、教愿、教信，教人脚踏实地、现前起修。所
以地藏经法是一部圆融大小、显密、世出世法之大法也。

地藏菩萨本愿经，从唐实叉难陀译汉以来，代不绝传。九华
山地藏道场开发后，地藏信仰愈来愈广，地藏经法影响也愈
来愈大。但过去弘扬，或判为小乘，或收之密部，唯清灵?判



为法华后涅槃前而为之科注，堪称允当。近代疑古，又疑为
伪经，信者不了以焉。二学园掌法顾净缘为度亡母亡弟，发
愿弘扬地藏经法，因而着有《地藏菩萨本愿略释》、《地藏
菩萨本愿经略释》。对地藏本愿经法，阐幽发微，多明学人
所应注，发前人所未发，实修学地藏经法之根本法本也。余
对先师经法，亦曾侍讲侍修，感应现前，真实不虚。一九九
五年夏，应净慧法师之请，大河北赵县柏林寺讲地藏经法，
赖肖梅女士根据录音整理，李家振、徐荪铭、胡给新、岳小
丁、蔺湘东诸先生为之校排，梦一法师、罗国添居士等赞助，
终使《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定稿，可用缘师《略释》之补
充。余因是将《略释》、《讲记》合而为此本《地藏经法研
究》，用申供养，报诸恩处，志其缘起，藉谢各方，如有功
德，普皆回向。

地藏菩萨本愿略释

虽然空藏地藏，相须相成，故地藏本愿经最后当机者乃虚空
藏，前来非有轩轾，盖欲人礼虚空藏于地藏六道中，庶几空
不断灭，观六道生于虚空无边之际，自然地狱皆空。推而广
之，会地藏于佛佛，佛佛皆有一地藏;融佛佛于地藏，地藏将
悉成佛佛。试就今机融会阿弥，阿弥引生西方，是为得乐;地
藏化度六道，是为离苦。未有不离苦而能得乐者，若会地藏
于阿弥，则一声阿弥，带业往生，故净土经中自有地藏。然
亦未有既得乐而仍存苦者，若融阿阿弥于地藏，则欲出六道，
必愿净土，故本愿经内盛弘念佛。惟终不可谓自生净土，不
关地藏，但念阿弥，无惧地狱也。观于释迦报恩，升忉利天，
亦但称赞地藏;摩耶兴慈，说地狱苦，亦但启请地藏，是知不
可说不可说久远劫来，诸葛亮佛世尊咸不违越地藏之本愿。
地藏大孝，则诸佛报恩，皆尝如释迦佛赞叹于胜会;地藏法施，
则佛母兴慈，亦皆尝请地藏说法于忉利矣。诸佛尚不违地藏
之愿，众生岂可缺地藏之修。本愿经曰：阎浮众生，举心动
念，无非是罪。若昧却眼前业苦，妄冀虚渺安乐，西方纵许
往生，带业终须消了。但恐障恶牵缠，念心不得纯净，万一
业重情迷，临机难免差误，何如脚踏实地，早皈地藏，护持



根本，身心清净，自契佛果，莲品上生也。融会阿弥若是，
融会佛佛皆然，地藏自入佛佛，，佛佛不离地藏，非有差别，
相为涉入如此。

依经地藏往因为大长者子，于师子奋迅具足万行如来所。因
见佛相反而发愿。夫法身无相，大长者子所见，为千福庄严
之实报，然则地藏者，化度实报之菩萨也。佛化小机，先令
观空，剥落一身，自见本来，果能四处不着，此身依然自在。
原是应病与药，不意药复为病，禅门极唱，单标心性，末流
虚矫，横多抹杀，一言四大，便斥幻妄;一言修福，便訾有漏，
大似如来于身取断灭相，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都无真实。
嗟夫!波斯入印，五天仅余小乘，支那禅敝，大乘皆无捉摸，
辜负佛母恩慈，虚劳地藏化度。晚近善信，多半上根，而身
残福薄，又比比然。前修不臧，谬持犹深，伊谁之咎，能无
悲叹。闻此经南印犹传，恐不免朦胧密意，徒增迷信，即中
国利幽法在，亦只付应赴者流，说资冥福，皆原开经不契地
藏之本愿，居心惟囿断灭这说空，自暴自弃，可哀可悯。虽
然，此又不容拘泥色身者，持一法勤一体，借口吾修地藏也，
吾证实报也。师子奋迅具足万行如来告大长者子，欲证此身，
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时长者子因发愿言：我今尽未
来际，不可计劫，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
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于是地藏菩萨百千万亿那由他不可说
劫以来，常为菩萨;因度母而弘法，教孝于觉华定自在王如来
之世，哀罪苦以博施，分身于阿僧祗世界地狱处之中。是故
但求自之，决非地藏之道，若不孝施，终难实报之圆。盖自
了至极，至于阿罗汉入灭尽定，而菩萨用心，宁入地狱，不
堕二乘，地狱正可行，愿，二乘则菩萨死。至于一孝，则自
一身圆融于七世父母，圆融于历劫种亲，圆融于三世诸佛菩
萨僧。一施则自一身摄入于罪苦众生，摄入于六道含灵，摄
入于十方三千大千世界。夫以一身而圆融于三世诸佛菩萨僧，
摄入十方三千大千世界，正所谓千福庄严而三十二相八十种
好也。着相云乎哉!小乘云乎哉!本愿经开宗明义，即说地藏
菩萨本起清净因地愿行，而或判为神通品，实则如来含笑，
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出不可说不可说种种微妙之音，乃至



娑婆世界及他方方国土，有无量亿天龙鬼神，亦集到忉利天
宫，乃至他方及裟婆，复有海神、江神、山神、树神、昼夜
神、饮食神、无量数神，皆来集会，乃至他方及裟婆，复有
恶目、啖血、行病、摄毒等诸鬼王，皆来信会，此皆是表地
在藏之法，不仅显如来之通。故佛告文殊，吾以佛眼，观犹
不尽，此皆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已度当度未度，已成就当
成就未成就也。此第一品，正明行愿。惟此深秘，文殊早云，
小果声闻，末世众生，虽闻如来诚说，必怀疑惑，设使顶受，
未免兴谤，故文殊当机，即请当机，即请问地藏菩萨，因地
作何愿，立何行。于是如来为说地藏菩萨发愿于观见相好，
行愿于度尽道也。地藏本愿。我闻如是。

《地藏菩萨本愿经》略释

稽首大愿地藏菩萨摩诃萨!

我为四事，略释《地藏菩萨本愿经》：

一者，诸佛因地，莫不有愿;菩萨修行，亦莫不从愿上起。愿
有总有别：总愿者，如四弘誓五大愿是;别愿者，如释迦五百
愿、药师十二愿、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千手六愿、普贤十愿
是。除二乘人生尽故不须愿外，凡发大乘心者，若无誓愿，
如牛无御，不知所趣。今人学佛，辄云发大乘心，其愿生西
方愿生兜率者，尝或闻之;而于释迦法中，誓调伏刚强众生誓
度脱极苦恶趣如我大愿地藏菩萨者，每经忽之。我以诸大菩
萨中若文殊表大智、普贤表大行、观音表大悲、惟地藏菩萨
正表释迦法中之大愿故。我于是略释《地藏菩萨本愿经》。

二者，五恶浊世，从生难化。故我世尊，隐其无量自在之力，
为说刚强之语：言是地狱、是畜生、是饿鬼、是诸难处、是
愚人生处，是身邪行身邪行报，是口邪行口邪报，是意邪行
意邪行报，是杀生是杀报，是邪淫是邪淫报，是妄语是妄语
报，是两舌是两舌报，是恶口是恶口报，是无义语是义语报，
是贪嗔、邪见、悭吝、毁戒、愚痴是贪嗔、邪见、悭吝、毁



戒、愚痴报。譬如象马，??不调，加诸楚毒，乃至彻骨，然
后调伏。际兹末法，人愈险恶，不信因果，惟肆残贼。亦有
志士，倡佛以救，然而法相繁，法性玄微，智者说食，愚人
莫入。我欲藉是经苦切之言，发人深省，显地藏劳谦之愿，
启人信仰。我于是略释《地藏菩萨本愿经》。

三者，隋唐间有三阶教者，创者信行禅师，实尊地藏，然偏
抑阿弥，旋遭禁断。本经自实叉难陀译汉以来，代传于绝，
或判同小乘，或收入密部;至清灵?法师，始作科注，判在
《法华经》后，《涅槃经》前所说，“行愿为宗，味等醍
醐”，可称自有些经千余年来之非常述作，惜少流通。今俗
惟知斯为释门孝经，亦不辨其为出世大孝。在昔疑经善说业
感误以为小乘者;今之僧蛊，或且利经狱名鬼神威力，以糊口
食。遂致科学者徒，责难繁兴。我窃恐大经醍醐，至流俗反
为毒药;我又欲显扬地藏悲愿，与诸菩萨悲愿，如光光摄入。
我于是略释《地藏菩萨本愿经》。

四者，愿意于悲，悲大愿亦大。悲者同体，常人知父母兄弟
之同体，必不愿其有老病死苦，而愿其安东。其所悲者狭，
则其所愿者小。菩萨知三世宛然，轮回不虚;视秦越之人，敌
对之怨，安知本非我父母兄弟，乃至蠕动蜎飞、草木土石，
一切有情无情，莫不与我同体，亦莫不愿其离苦而得乐;是则
所以为大悲，是则所以为大愿。以言乎孝，菩萨惟常人听以
孝父母者孝六道含灵，是亦所以为大孝。我母去世时，我哀
痛号哭，不知所为，惟日诵《地藏经》，若有感焉;我二弟亡
时，我凄惨愁绝，不知所为，亦推日诵《地藏经》而苦有感
焉。我皆发愿，愿弘地藏。或云：弘《地藏经》，天此乱世，
说诸地狱罪报，可以慑诸葛亮强梁。我不敢如是说，我知人
皆有父母兄弟，亦必皆有不忍于其父母兄弟之时。我愿人皆
于斯经，深信因果，深信轮回;推其不忍于人人，则必为家之
和、国之福、世界亲善;再进而推其不忍于六道含灵，则是同
受世尊付嘱，同入地藏悲愿，而后可同见地狱虚空，本自无
迷，地藏大悲，诚不思议，我母我弟，亦必同于是而得度。
我如是发愿故，于是略释《地藏菩萨本愿经》。



经称地藏菩萨大愿威神：“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若以我
神力，千劫测度，不能得知。佛告文殊师利：吾以佛眼观故，
狱不尽数。”夫以世尊佛眼、文殊大智，观测且云不尽，况
我凡夫，敢复有云。今所解释不过略述十年诵赞之一所得，
不假科判，不惊高远，但求通俗，聊写私情;明业感真实，则
地狱自不虚，而信非迷妄;谈孝为戒本，则悲愿自广大，而行
不唐捐;略提义纲，粗述概要，于经大义，知不及百分乃至千
万亿分，况复于菩萨不思议神通之境，是以名略释。

初释地藏

地藏，梵名“乞洒二合诃罗惹”，或云“乞叉底?沙”，或
云“叉底俱舍”。叉底译地，俱舍译藏，今地藏是义译。
《地藏十轮经》云：“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秘藏”。
又经云“心如大地，能安一切”。以故佛说：心地为大。是
约心以明地也。藏者蕴覆，谓般若解脱法身三德秘藏，众生
皆具，而为烦恼无明所覆。智者悟之，以了脱生死轮回，故
知地藏者谓心地宝藏，虽在迷时，隐而不失，正当悟处，证
而不着也。

释地藏菩萨

《地藏十轮经》称赞地藏菩萨云：

此善男子，曾过无量无数在劫，于无量佛世尊所，发大精进
坚固誓愿。由此愿力，为欲成熟诸有情故，常普住持一切大
地，常普住持一切种子，能令大地一切草木、根须、芽茎、
枝叶、花果，皆悉生长。

又云：譬如大地，一切种子、树、山、稼穑、地身，众生之
所依止。此善男子亦复如是，一切殊妙菩提分法之所依止，
良由菩萨于过去不可说无数劫来，散影分身，放光说法，恒
处幽冥界内，常教六道众生，或已成佛道，或久阶真因，或
住声闻缘觉，或在天止人间，乃至未来众生，天宫嘱令度脱。



正如大地一切，赖以住持、生长、荷负。

又十轮经佛告好疑问菩萨云：

如是大士，成就如是不可思议诸功德法，是诸殊胜功德伏藏，
是诸解脱出处。所以者何?地藏菩萨利益安乐一切有情，所愿
满足，如如意宝，亦如伏藏。如是大士为欲成熟诸有情故，
久住坚固大愿大悲，勇猛精进，过诸菩萨。是故汝等应当供
养。

乃至如本经所说：受付嘱于忉利天宫，广教化于弥勒佛世。
故知地藏菩萨者，于诸菩萨中，以六道为其所观境，观三德
秘藏于地狱、畜、鬼、人、天中，利他以自利者也。《大集
经》云：“日藏月藏，虚空藏地藏，来各不同”。惟我地藏，
悲深愿重，是以经称：过诸菩萨。

释地藏菩萨本愿

经云：“文殊问佛：地藏菩萨因地作何行立何愿，而能成就
不可思议事。”又“菩萨因地，为大长者子，因见师子奋迅
具足万行如来相好庄严，而问彼佛作何生愿。”故知斯经所
说，皆地藏菩萨本愿。所谓本愿者，本即本昔，梵名尼坻，
此方翻愿，今地藏菩萨，见诸众生，积集恶业，不离苦报，
于是托根性地，隆其本愿。仰观大觉，历劫度生而不倦，为
满其本地之愿故，又称本立愿。乃自心起，自昔因地，无数
劫前，发弘誓愿：荷负罪苦众生，教令住持正法。忍苦忍难，
大慈大悲，是地藏菩萨之本愿故。

释经名

《地藏菩萨本愿经》以人法为名：地藏是人，本愿是法。佛
自结经名有三：一名地藏本愿，亦名地藏本行，亦名地藏本
誓力经。今生今世以愿以有行，行必有与拔之力，遂独标本
愿一名，任运摄得余一故。译主实叉难陀，于阗国人，唐则



天朝来中国，重译《华严》，并译是经。

释经

佛告文殊：此菩萨威神誓愿，不可思议，乃至闻名赞叹供像，
功德亦不可思议。是略赞地藏功德，印可文殊所谓“地藏能
成不思议事”也。而后乃为文殊说地藏菩萨因地之行、因地
之愿。

佛告文殊，地藏菩萨因地，于师子奋迅俱足万行如来前，发
誓愿曰：“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为是罪苦六道众生，
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又于觉华定自
在王如来塔像之前，立弘誓愿曰：“愿我尽未来劫。应有罪
苦众生，广设方便，使令解脱”。是即地藏菩萨本愿。今大
乘人，每谓“众生有一不成佛我誓不成佛”，盖地藏之本愿，
实亦大乘之通愿也。

佛告文殊：地藏因见佛相好而发愿;又师子奋迅俱足万行如来，
告长者子：“欲证此身，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

愿大福亦大，三十二相即大悲之果报。彼二乘人无愿，故二
乘人灰身。今大乘人偏着于空者，亦每轻修福报，遂亦轻忽
本经而不识地藏之行，试分辨之。

凡夫：贪着其身

二乘：知身虚幻厌弃其身

菩萨：修无量佛法功德庄严其身

凡夫虽或修福，而望报人天。以经多斥言人天为有漏之果故，
于是大乘着空者，又转而轻修福报，几同二乘之厌弃，而不
知菩萨庄严其身者庄严身也。夫善学大乘者之于其身，固不
当如夫之贪着与二乘之厌弃，尤不可一言福报即斥人天，当



如地藏菩萨发大愿而获大果。关于地藏因见佛相好而发愿，
俱足万行如来亦谓欲证此身当须久远修福，是知地藏菩萨因
地之行，为在庄严法身圆显千福。故于今日百千万亿那由他
不可说劫，尚为菩萨。

佛告文殊：地藏因地，又为婆罗门女。其母信邪，罪重堕苦。
婆罗门女见觉佛定自在王如来形象，瞻礼哀慕，遂感威神，
罪母生天。是亦地藏因地之行，度生之实。劝亲生信。

(一)劝母生信。信为道本，信邪者即一阐提。未有发愿度生
而先忘报本者。世人发愿如地藏，即录广设方便，劝亲生信。

(二)卖宅兴供。父母前生，未必修因，其或命终，神识何依?
惟孝顺之子，大愿之士，当学地藏，为母卖宅，供佛兴福。

(三)见像哀慕。无母何怙?惟佛大慈，为众生怙。佛果何在?
尺木之雕，团泥之塑，即皆佛在。何经故?法身圆满，无不在
故。是以婆罗门女见佛恋母，亦所以教末众生瞻像如在。

(四)神游业海。佛无不在，惟诚可感。孝女哀号，感空告语。
其所以告语自空者，空无迷妄，义尤玄微。而恶因所召，地
狱实有。孝女假威神以亲游，罪人为业力所缠缚，于此可以
明因果之不虚，可以明地藏之观境。

(五)发弘誓愿。端坐念佛，可得加被。七七日中，可度新亡。
婆罗门女，既度亡母，复念众罪，遂发弘愿。观于“众罪俱
同生讫”，当益信经忏度亡之真实;观于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威
神，当益信世尊赞叹地藏闻名供像之功德。

以上地藏因地之愿，在度尽众生;因地之行，为存亡造福。众
生无尽，地藏之愿亦无尽。造福无边，地藏因地之行，亦不
可量不可说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