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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佛教经典《佛说入胎经》把人的疾病分为四类：第一类疾病并不严重，病人即使不服药也会痊愈
。
第二类疾病比较严重，甚至还具有危险性，但是只要适当服药、及时治疗也会痊愈。
第三类则是现代医疗无能为力的疾病，无法用现代医疗方法治愈；不过这类疾病仍然有办法治疗——
就是修炼药师佛法。
第四类疾病是由业力导致的无可挽回的疾病，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现代医疗只能减少病人的痛苦。
　　按佛经的说法，如果我们患了某种病，不仅是偶然的物质因素，还与我们过去身、语，意所造的
恶业有关，也就是说我们所患的疾病和疾病引起的身体痛苦，都是恶业之果。
邪恶或拙劣的言行如果是轻微的，病情就会轻微并且病人很快痊愈。
如果疾病的业因很严重，却没有严重到使我们必然病死的地步，这时我们发心修法，就可以通过这种
修持治好我们的疾病。
　　在这里提到的治疗第三类疾病的方法修炼药师佛法，是一种无价的精神修持法。
一般人往往认为疾病是属于物质性的问题，往往要通过物质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精神上的修持怎么
能够帮助身体自我治愈呢？
这是因为这种深奥的精神修持可以启动世间众生本身具有的治疗力量，使之爆发出来，使病人可以自
行治愈所患的疾病。
　　修炼药师佛法不仅可以治疗某些疾病，同时还可以救治因为贪欲导致的心理疾病，例如人的沉迷
和上瘾等行为，诸如网瘾、酒瘾等。
成瘾就是对某种对象的强烈渴望，强大到无法对执意想要的东西加以抗拒。
而如果一个人努力而专注地修药师佛法，加上要消除成瘾的决心，最终可把这些对人有害的“瘾”戒
除，所以说药师佛法的修持是无价的。
　　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何生病，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认清压抑在自己心中的各种
负面情绪，不能用“慧眼”看见我们所造的业，这才是我们患病的根源。
而修药师佛法可以使我们了解业力的因果原理，并且对精神修持怀有信心。
修药师佛法可以净化人的心灵，消除恶性在我们心上留下的印记，除去使人生病的根本病因，而使疾
病得以治愈。
修行者修炼药师佛法最终还可以达到证悟，会感到对自己和他人的治疗能力有所增加，并且减少身心
方面的疾病或痛苦。
　　《药师经》是修炼药师佛法的主要依据，是一部大乘佛教的经典，在汉传佛教中占据了十分重要
的位置，也是在百姓中流传最广的一部经典。
《药师经》讲的是药师佛在过去世行菩萨道时，曾发十二大愿，愿为众生解除疾苦，使其具足诸根，
导入解脱，并且实现了这个愿望而成佛的过程。
药师佛住于净琉璃世界，其国土庄严就好像是极乐世界。
这种药师佛的信仰从古至今一直盛行，直到现在寺庙的早晚课诵还要念诵”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
　　药师佛的十二大愿不仅是针对佛法之道而发的，由释迦牟尼佛叙述的药师佛大愿，其中包括：誓
愿使一切众生免于身体的缺陷与不完美；免于痛苦与伤害；免于对任何其他人的偏见、种族歧视与种
族压迫；免于冲突战争；免于饥渴；免于各种贫穷及其所导致的后果等。
凡是想要修持药师佛法的修行者都要深刻理解药师佛的这十二大愿，了解药师佛发愿的决心，适时地
发现修药师佛法的珍贵价值和效用。
　　另外，《药师经》还是一部通用于净土宗和密宗的经典，既描述了药师净土种种清净梵行，也讲
述了药师佛及其八大菩萨的真言咒语，以及密宗的神幡、燃灯续命的修持方法。
《药师经》中诸多关于人的生命力，活力、修炼方法的论述，对现实生活有着积极的意义，无论是从
佛教信仰，还是人体科学上说，《药师经》都是十分重要的一部经典，世间的众生信奉、修持药师佛
法会获得无上的佛法加持。
　　本书采用全新的图解编辑手法，文字通俗易懂，图片形象直观、一目了然、便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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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本书，可以使您的阅读旅程变成一次轻松的探索之旅。
但是，由于关于药师佛法的知识庞杂，编者水平有限，所以在编写本书的时候难免出现一些纰漏。
我们在此诚恳地希望您能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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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药师经》是一部大乘佛教的经典，是修炼药师佛法的主要依据。
药师佛法是一种无价的精神修持法，这种深奥的精神修持可以启动世间众生本身具有的治疗力量，使
之爆发出来，因此病人可以自行治愈某些疾病。
修炼药师佛法不仅可以治疗身体上的疾病，同时还可以救治因为贪欲导致的心理疾病，例如人的沉迷
和上瘾等行为，诸如网瘾、酒瘾等。
    《药师经》讲的是药师佛在过去世行菩萨道时，曾发十二大愿，愿为众生解除疾苦，使其具足诸根
，导入解脱，并且实现了这个愿望而成佛的过程。
药师佛的信仰从古至今一直盛行，直到现在寺庙的早晚课诵还要念诵“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
    《图解药师经》采用了一种针对现代人知识结构和生活节奏特点的全新编辑方式，其特点是：形象
直观、一目了然、便于理解。
打开本书，可以使您的阅读变成一次轻松的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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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药师经得名　　一切佛经，取名的原则不外乎七种，以人（佛、菩萨）名为名、以佛法为名、以
经义比喻的喻体为名，然后人名、法名、喻名两两相叠出三种，最后人、佛法和比喻三者结合为一种
。
《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是本经的经题，药师琉璃光如来是佛（即人），本愿功德是法，本经
是人、法叠加而得名。
　　药师琉璃光如来　　在现代，提到药师大家往往都会想到在药房配药的医师，而在古代药师与医
生的含义是一样的。
以物药善治众生身心之病的人为物药之师。
药分物药与法药。
物药，即是世间治身病之药，可分为三种：（1）动植物、矿物直接做药用，（2）按一定的处方配制
的药，如配制好的中药方剂；（3）已经制好的丸、散、膏、丹之药。
法药亦有三种：（1）经、律、论；（2）五乘、三乘、一乘；（3）陀罗尼。
法药是佛依众生而施设的，皆为医治众生身心之病。
众生在世间，得业报身，充满诸病，佛说诸经、诸律，广为医治。
虽众生有八万四千种病，然佛说八万四千种法门，对机施药，方能治病，故有五乘、三乘、一乘之教
法。
陀罗尼又名总持，总持无量教法，亦名遮持，遮持一切恶病、持一切善法，能治一切病，犹如物药之
祖传秘方，不可示人；表现于外便是密法咒语，身密结印、口密持咒、意密观想，三密相应，解除生
死，消灭病患，得大妙用。
佛以种种法药善治众生之病，故为法药之师。
　　琉璃，即薛琉璃，其意为青色宝石；琉璃光，即天青宝石含有的净光。
这是以琉璃的光辉、明净来比喻佛法。
《药师经》以东方佛土为净琉璃世界，佛名琉璃光如来，辅助宣扬佛法的是日光遍照菩萨与月光遍照
菩萨。
药师法门，即以青天与日月的光明，来表征佛德，显示人类的最高理想境界。
药师琉璃光如来是一佛的专名，如来是诸佛的通名。
凡证获无上佛果的，皆可通称如来。
　　药师琉璃光如来简称药师佛，就是日常所诵的“消灾延寿”的佛。
药师是东方佛土教主的别名，比喻佛的大慈悲，琉璃光显示佛的大智慧，在佛法中，常称佛陀为大医
王或大药师。
　　本愿功德　　愿是愿欲，修学佛法，以发愿为先，可以说发愿是成佛的根本。
菩萨誓愿可以分为一切菩萨共有的通愿和某一菩萨特有的别愿。
如想成佛、想度尽世间众生，都属于通愿；如阿弥陀佛因地发四十八愿就是别愿，药师佛因地的十二
大愿也是别愿。
所谓发愿，通俗来说就是立志，志即立定，抱着有志者事竞成的决心，即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以求达到目的。
如果不发愿、不立志，就什么都做不成。
即使不修大乘佛法，改修小乘佛法，也很难成功。
所以修学佛法，首先必须立定志愿，即便经历艰难困苦，也要具有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的决心，实现
其所立志的目标。
诸佛因地发愿，所以与普通立志不同，在于诸佛菩萨因地时所发之愿都是从清净心所发，功德圆满才
使本愿得以修证。
所以药师琉璃光如来依正庄严果德，是由因地本愿策发功德圆满而成。
　　功德，不仅是指在寺院里做佛事。
功是功力，如行布施、持戒、礼佛、坐禅等，都要有一番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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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是“得”的意思，是修行得到的成绩，做一分就能收获一分。
依本愿去实践，所成就的功德就是本愿功德，即指此佛在菩萨因地时所许下的宏愿，以及随此宏愿而
实践所成就的功德。
　　经　　经，梵语是“修多罗”，直译就是线，有贯穿、结集的意思。
佛法最早的记录是用棕榈叶，由于其装帧时需要用细绳一片片贯穿起来，所以这种书就以线为名了。
经又有径的意思，就是修行成佛的途径，所以佛法著述都翻译为经。
　　以上对经题作分别的解释，把它们综合起来说。
《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的经名是人(佛)法立题，药师琉璃光如来是人(佛)，本愿功德是法，
因此，本经从经名上看，是一部宣说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来所发的誓愿和依此愿力而具有的功德的经典
。
　　《药师经》的翻译　　汉传《药师经》的五种译本　　《药师经》在我国，有五次汉译，也就有
五种不同的译本，其中前四种的内容大致相同，其参照的可能是相同的梵文底本，只有义净翻译的译
本，密宗的色彩偏重。
　　《药师经》的五次传译　　《药师经》在中国汉地的传译先后有五次，依其翻译的时间先后为：
　　(一)东晋帛尸梨密多罗译本(317～322年)，名为《佛说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附于《佛说灌
顶大神咒经》中。
帛尸梨密多罗是西域僧人，为中国汉地密宗经典初译之人，原为龟兹国王子，后让位出家。
博通经论，兼善密法，永嘉年间来到中国传法。
帛尸梨密多罗为东晋时极重密宗的僧人，在翻译《药师经》的时候，把《药师经》附于密宗经典之中
，可知帛尸梨密多罗是把其作为密宗经典对待的。
　　(二)南北朝之刘宋孝武帝时慧简法师译本(457年)，名为《药师琉璃光经》。
相传是慧简法师在秣陵鹿野寺翻译，现已失传。
但是，在古《大藏》目录中尚载其名，达摩笈多的译本序言中亦叙述此事，所以这种说法是可信的。
　　(三)六朝之末隋代达摩笈多译本(615年)，名为《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
相传是达摩笈多与法行、明则、长顺、海驭等人一起在洛阳翻译的。
达摩笈多是一位唯识学者，南印度罗哕国人，开皇十年(590年)到达长安，圆寂于洛阳，世寿不详。
此译本现存。
　　(四)唐代玄奘译本(650年)，名为《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
收录在《大正藏》第十四册中，是现代通用的译本。
　　(五)唐代义净法师译本(707年)，名为《佛说药师琉璃光七佛如来本愿功德经》。
附有七佛神咒，具有密教色彩。
义净对佛教独特的贡献是主持了《八十华严经》的翻译，还曾在印度等国游学20多年，他游学的时期
正是印度密典盛行的时代，所以义净翻译的《药师经》版本，密宗色彩较重，玄奘和达摩笈多在这方
面的色彩较轻。
　　玄奘大师　　汉传《药师经》的重要翻译者　　玄奘，通称三藏法师，唐佛教学者、旅行家，唯
识宗创始人之一。
玄奘法师所译经籍，多用直译，笔法谨严，世称“新译”。
现在流传最广泛的《药师经》的版本就是玄奘所译。
　　玄奘法师　　《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的译者为唐代三藏法师玄奘，现代人熟知玄奘大多
是因为《西游记》的缘故。
玄奘俗姓陈，出生于600年，15岁出家。
出家后曾在长安、成都等地参访求学，经过一段时间的研习，他觉得当时各家各派对佛教教义中的某
些问题说法不一，各种佛经记载也有互为矛盾之处，因而产生了亲往印度学习、取经的想法，并决定
付诸实施。
　　玄奘西行过程中历尽千辛万苦，最后终于抵达印度。
他先是到达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后来又进入印度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师从著名佛教学者戒贤等学习
《顺正理论》、《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等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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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烂陀寺僧人对玄奘的品德和学识颇为钦佩，将他列为那烂陀寺精通三藏的10位高僧之一。
　　唐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携带在印度搜集到的大量佛经和佛像返回中国。
玄奘回国后专心致志地从事佛经的翻译和佛学的研究。
玄奘所翻译的佛经概念清晰，文义明白晓畅，释义准确，而且还校正了旧译中的一些错谬之处，译经
质量极高，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药师经》就是玄奘在这一时期翻译完成的。
　　由于玄奘在旅途中风餐露宿，他的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导致他的身体极为衰弱。
麟德元年(664年)，在繁重的译经工作中，他身染重病，干二月五日圆寂。
　　玄奘带来的影响　　玄奘法师是我国四大译师之一，不但译著颇丰，并且译艺精湛，堪称是前无
古人，后无来者。
他开创了中国佛教翻译史被称为“新译”的一个新阶段，对我国和世界佛学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
勋。
　　由于玄奘大师的译经传教，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佛教的中心，日本和韩国的许多僧人都投到玄奘门
下学佛，又把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带回本国。
玄奘与窥基创立的法相唯识宗在唐朝即传到日本，一度成为日本最有影响的佛教宗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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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药师经》是一部通用于净土宗和密宗的经典，既描述了药师净土种种清净梵行，也讲述了药师
佛及其八大菩萨的真言咒语，以及密宗的神幡、燃灯续命的修持方法。
《药师经》中诸多关于人的生命力，活力、修炼方法的论述，对现实生活有着积极的意义，无论是从
佛教信仰，还是人体科学上说，《药师经》都是十分重要的一部经典，世间的众生信奉、修持药师佛
法会获得无上的佛法加持。
 　　本书采用全新的图解编辑手法，文字通俗易懂，图片形象直观、一目了然、便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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