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表格 P.1~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四大分科總表 

** 本冊所言之『懸談』，謂由下表: 

【壹﹑總說中『往復無際』】…… 至【參﹑開章釋文中[＊10 / 10 別解文義]內『第十: 主伴無盡科』】為止 

 
︻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疏

︼ 

四

大

分

科

總

表 

壹 
  ﹑ 

總

序

名 

 意 4 

︵ 

疏

序 

︶ 

(1) 總說： 

1/4：通敍法界以為佛法大宗 = 1 /⑩ 

往復無際，動靜一源，含眾妙而有餘，

超言思而迥出者，其唯法界歟! 疏文 P.1 

 
(2) 別說 ⑩ 

2/4：別敍此經，以申旨趣 

     

標舉宗體 (即上欄 5 句)  (以下均為疏文頁碼) 

 2 /⑩ 別歎能詮 P.1 

 3 /⑩ 教主難思 P.1 

 4 /⑩ 說儀周普 P.1 

 5 /⑩ 言該本末 P.2 

 6 /⑩ 
旨趣玄微   ⑴ 理事無礙 

 ⑵ 事事無礙 P.2 

 7 /⑩ 成益頓超 P.2 

 8 /⑩ 結歎宏遠 P.2 

3/4：慶遇由致， 激物發心 = 9 /⑩ 感慶逢遇 P.2 

4/4：略釋名題令知綱要 = 10 /⑩ 略釋名題    （疏之序畢） P.3 

貳 
  ﹑ 

歸

敬

加

請 

 

 

 
 
  共四偈 

1. 歸命十方極三際，塵剎圓明調御師， 

法界功德大悲雲，毗盧遮那大智海。 

2. 所住甚深真法性，所流圓滿修多羅， 

一一塵方佛會中，普賢文殊諸大士。 

3. 我今欲以一毛智，測量無邊法界空， 

願承三寶同體慈，句句冥符諸佛意。 

4. 俾令法眼常無缺，盡眾生界如普賢， 

迴茲勝善洽群生，速證菩提常樂果。 P.3 

參 
  ﹑ 

開

章

釋 

 文 10 

 

 

 

 

將釋經義， 總啟十門 

1 / 10  教起因緣  P.2 ~ P.14 

2 / 10  藏教所攝  P.15 ~ P.43 

3 / 10  義理分齊  P.44 ~ P.59 

4 / 10  教所被機  P.60 ~ P.61 

5 / 10  教體淺深  P.62 ~ P.71 

6 / 10  宗趣通局  P.72 ~ P.78 

7 / 10  部類品會  P.79 ~ P.82 

8 / 10  傳譯感通  P.83 ~ P.84 

9 / 10  總釋經題  P.85 ~ P.95 

＊10 / 10  別解文義（參見下說明） P.96 ~ P.101 

肆 
﹑ 

謙讚

迴向 

一偈 
法界深廣難思議，我已隨分略開解， 

願斯功德同實際，普令含識證菩提。 

* 說明： 1. 有*者，即表示另有「註釋」，或「表格」、「說明」。 

2. 重要主題以底色加深。  



~ 表格 P.2~ 
 

 【華嚴經疏】四大分科之【冠科疏文 . 圖表 .表解】對讀索引表  

說明： 

一. 清涼國師在【華嚴經疏】卷一中，以十個主題來詮釋【華嚴經】，若欲提綱契

領的了解其大要結構，請參考【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科文表解】(下稱表解) 第 12

頁參:【開章釋文】之 [依章別釋] 中第一〜十項， 如下表所列。 

二. 本冊【華嚴懸談綱要性冠科】，亦繪製【表格】，與【表解】對讀頁碼如下： 

 

【疏】：將釋經義， 總啟十門： 

 

  本冊【疏文冠

科】頁碼 

【本冊表格】 

頁碼 

【表解】 

頁碼 

壹 總序名意 疏文 P.1 ~ P.3 表格 P.1 表解 P.11 

貳  歸敬加請 疏文 P.3 表格 P.1 表解 P.12 

參 開章釋文    

︻ 

依 

章 

別 

釋 

︼ 

十 

門 

 1 / 10  教起因緣 疏文 P.3 ~ P.14 表格 P.3 ~ P.5 表解 P.12 ~ P.14 

 2 / 10  藏教所攝 疏文 P.15 ~ P.43 表格 P.6 ~ P.11 表解 P.14 ~ P.18 

 3 / 10  義理分齊 疏文 P.44 ~ P.59 表格 P.12 ~ P.13 表解 P.19 ~ P.21 

 4 / 10  教所被機 疏文 P.60 ~ P.61 表格 P.14 表解 P.21 

 5 / 10  教體淺深 疏文 P.62 ~ P.71 表格 P.15 ~ P.16 表解 P.21 ~ P.22 

 6 / 10  宗趣通局 疏文 P.72 ~ P.78 表格 P.17 ~ P.18 表解 P.23 

 7 / 10  部類品會 疏文 P.79 ~ P.82 表格 P.19 表解 P.24 

 8 / 10  傳譯感通 疏文 P.83 ~ P.84 表格 P.20 表解 P.24 

 9 / 10  總釋經題 疏文 P.85 ~ P.95 表格 P.21 ~ P.22 表解 P.24 ~ P.25 

10 / 10  別解文義 疏文 P.96 ~ P.101 表格 P.23 ~ P.24 表解 P.25 



~ 表格 P.3~ 
 

1/10 教起因緣 (1/3) :  釋【因】十義及其成【十種益】 (疏 文 P.4~~P.8 ) 
 

【疏】：聖人設教，必有由致… 非以一緣，非以一事，如來出現，而得成

就， 

出現本為大華嚴故，先【因】後【緣】，各開十義，以顯無盡： 

 

 

 

 

(說明:下表為『*5 顯果德』依正無礙 

之六句、四句，解說詳見第 5 頁) 

     

六句 

1. 依內現依，如塵中剎海 

2. 正內現正，如毛孔現佛 

3. 正內現依 

4. 依內現正 

5. 依內現依正 

6. 正內現正依 

四句 

1. 或唯依，佛即剎故 

2. 或唯正，剎即佛故 

3. 俱 

4. 泯 

＊10：利今後故，成十種益 

①  見聞益：聞法爾，則知常徧 

②  發心益：聞本行願，學佛發心 

③  造修益：聞機感，知法由善起 

④  頓得益：聞為本，知其義圓 

⑤  滅障益：聞果德，則信樂願齊 

⑥  攝位益：聞位，期心證入 

⑦  起行益：聞行，發意修行 

⑧  稱性益：聞法，決須解了 

⑨  轉利益：聞因，知一切皆同 

⑩  速證益：總具前九 
 

         一.釋【因】十義 

1. 法應爾故 ( 疏文 P.4 ) 

2. 酬宿因故 ( 疏文 P.5 ) 

① 大願力故 

② 昔行力故 

3. 順機感故 ( 疏文 P.5 ) 

① 諸會當機 

② 今之聞者是未來機 

4. 為教本故 ( 疏文 P.5 ) 

① 開漸之本 

② 攝末之本 

＊5. 顯果德故  （『依正不礙』之總攝，見左表） 

① 依果（華藏世界海）( 疏文 P.6 ) 

② 正果（如來十身） 

6. 彰地位故 ( 疏文 P.6 ) 

① 行布門（教相設施） 

② 圓融門（理性德用） 

7. 說勝行故 ( 疏文 P.7 ) 

① 頓成諸行（一即是多） 

② 徧成諸行（行佈門） 

8. 示真法故 ( 疏文 P.7 ) 

① 顯事理無礙法 

② 顯事事無礙法 

9. 開因性故 ( 疏文 P.7 ) 

① 以言顯示 

② 使其修行 

＊10. 利今後故（而成十種益，見左表） ( 疏文 P.8 ) 

① 利今：即佛在當機 

② 利後：即今之見聞 (參見 3.順機感故) 

⑴ 令得見聞為堅種故 

⑵ 令起行成證入故 

 



~ 表格 P.4~ 
 

1/10 教起因緣(2/3) :  釋【緣】十義 ( 疏文 P.9 ~~ P.14 ) 

 

二.釋【緣】十義（說經之緣） 

＊1.依時十重時別（見下表. 疏文 P.10） 

＊2.依處 （十處，淨穢土）（疏文 P.10） 

＊3.依主 
明佛十身（疏文 P.11） 

明佛無礙義（疏文 P.12） 

4.依三昧（入不入定. 疏文 P.12） 

5.依現相 

 （表智光） 

放光 (疏文 P.13 ) 

① 不壞次第光 

② 圓通無礙光 

6.依說者 10 (疏文 P.13 ) 

① 佛     ② 菩薩   ③ 聲聞  

④ 眾生   ⑤ 器     ⑥ 三世 

⑦ 微塵   ⑧ 毛孔   ⑨ 器 

⑩ 有情 

＊7.依聽者（10 類，疏文 P.13） 

（詳見『妙嚴品』之眾海雲集中之『辨類』） 

8.依德 (疏文 P.14 ) 

① 智慧最為首 

② 餘行願力 

9.依請者 (疏文 P.14 ) 

① 言請 

② 念請 

10.依能加者（佛）(疏文 P.14 ) 

① 顯加於三業 

② 冥加與智令說 

＊1.依時十重時別 

① 一念        ② 盡七日 

③ 徧三際      ④ 攝同類刧 

⑤ 收異類刧    ⑥ 以念攝劫 

⑦ 刧念重收    ⑧ 異類界時 

⑨ 彼此相入    ⑩ 以本收末 

 

 

  ＊2.依處（十處，淨穢土） 

 （一一各遍法界，從狹至寬) 

①

至 

⑨

為

毗

盧

遮

那

佛

說

法

之

處 

① 閻浮七處九會，而周法界 

② 周百億同類一界，亦徧法界 

③ 徧異類樹形等剎 

④ 徧剎種 

⑤ 徧華藏 

⑥ 徧餘剎海若種若剎 

⑦ 徧前六類剎塵，皆有同異類剎 

⑧  盡虛空界容一毛端，各有無邊剎

海 

⑨ 猶帝網 

⑩ 餘佛同 

結論：上十處。共為緣起。舉一全收。 

以一一處稱法性故。而隨前一一

時。 

皆遍此諸處。又隨一一處。 

皆具前時。頓說此經。 

＊3.依主之[佛十身]  、  [佛身無礙十義] 

融三世間 

十身 

佛自有之 

十身 

 佛身 

無礙十義 

1.眾生身 1.菩提身 1.用周無礙 

2.國土身 2.願身 2.相徧無礙 

3.業報身 3.化身 3.寂用無礙 

4.聲聞身 4.力持身 4.依起無礙 

5.緣覺身 5.相好莊嚴身 5.真應無礙 

6.菩薩身 6.威勢身 6.分圓無礙 

7.如來身 7.意生身 7.因果無礙 

8.智身 8.福德身 8.依正無礙 

9.法身 9.法身 9.潛入無礙 

10.虛空身 10.知身 10.圓通無礙 

廣顯其相，如第八地及 

離世間品辨 

 



~ 表格 P.5~ 
 

1/10 教起因緣(3/3) : 1. 釋【因】十義中，第 5 【顯果德故】之六句、四句 

               2. 釋【緣】十義中，第 7 【依聽者】10 類 
 

1. 第三頁，釋【因】十義中，＊第 5 【顯果德故】，其[依果]，[正果]之【依正不

礙】， 

各有六句及四句之總攝，引疏文 P.6 如下: 

 [疏]：此二無礙，以為佛德，然依正無礙，通有六句…… 又有四句……  

…… 隨舉一門，則攝一切 

2. 第四頁，釋【緣】十義中，＊第 7【依聽者】十類， 

①可參考表格 P.14【4/10 教所被機】及 

②『世主妙嚴品第一』中之『六. 眾海雲集 』中的 [第三.辨類] ，引疏文如下: 

[疏]：第三辨類，即上集意 (即【世主妙嚴品第一】中之六. 【眾海雲集】)，便成十

類。今整理表格如下： 

二.釋【緣十義】中，＊第 7 【依聽者】十類表解:  
 

1. 影響眾 2. 常隨眾 3. 守護眾 4. 嚴會眾 5. 供養眾 

6. 發起眾 7. 當機眾 8. 表法眾 9. 證法眾 10. 顯法眾 

 

 

3/10 義理分齊:【法界三觀】第一觀【真空觀】之四句十門 (總表參閱表格 P.12): 

 四觀 十門 

 

一.  1. 以色不即斷空 (揀太離) 

2. 以青黃之相非真空之理 (揀太即) 

3.  ① 以空中無色，故不即空 

② 會色無體，故即是空觀 (雙揀即離) 

(顯理) 4. 色即是空 

二.  5. 斷空不即是色 (揀太離) 

6. 以空理非青黃 (揀太即) 

7. ① 空是所依，非能依 

② 是所依故，即是色(不離色)(雙揀即離) 

(顯理) 8. 空即是色: 凡是真空，必不異色 

三. 即第 9. 門: 【空色無礙觀】 

︻
會
色
歸
空
觀
︼ 

以
即
空
故 

色
不
即
空  

︻
明
空
即
色
觀
︼ 

以
空
即
色
故 

空
不
即
色  

四
句 (

即
四
觀) 



~ 表格 P.6~ 
 

四. 即第 10. 門: 【泯絕無寄觀】 



~ 表格 P.7~ 
 

2/10 藏教所攝(1/6): (1)明藏: 【二藏、三藏】 (疏文 P.15~P.18) 

(2)明教：一. 【大意離合】 二. 【古今違順】 (疏文

P19~P.20) 
 
【疏】：通稱『藏』者，以含攝故…… 謂攝一所應知義，攝即包含 

 

壹.明藏 2： 
三藏： 1.修多羅藏 (疏文 P.15 )  2.毗奈耶藏 (疏文 P.17 )  3.阿毗達摩藏 (疏文 P.17 ) 
二藏： 1.聲聞藏              2.菩薩藏 (疏文 P.18 ) 

 
貮. 
 
明『教』攝 4： 
  
教有二種： 
 
(一) 通相： 

即十二分教: 
下 至 十 藏 品
辨 

 
(二) 諸宗立教

不同： 
今 乘 理 教 之
力，略分四門
如下： 

 

一 .

大

意

離

合 

不分教 (疏文 P.19 ) 分教 (疏文 P.20 ) 
1.理本一味，殊途同歸，故不可分也 1.理雖一味，詮有深淺，故須分之 

2.一音普應，一雨普滋故 2.約佛雖則一音，就機差而教別 

3.原聖本意，為一事故 3.本意未申，隨他意語而有異故 

4.隨一一文，眾解不同故 4.言有通別，就顯說故 

5.多種說法，成枝流故 5.雖分權實，需善佛意，有開顯故 

 

二 .

古

今

違

順 

 

 

 

此

方

︵

中

土

疏

文

P. 

20

P.

28

︶ 

一 
音 
教 

① 菩提流支：如來一音，同時報萬，大小並陳 

② 姚秦羅什法師                                         (疏文 P.20) 

二 
種 
教 

① 西秦曇牟讖：半滿教（聲聞藏菩薩藏）  ② 隋慧法師：漸頓二教 

③ 唐初印法師：⑴屈曲教⑵平道教 
④ 齊劉虬：漸頓二教(疏文

P.20~P.21) 

三 
種 
教
3 

① 南中諸師：同立三教：漸，頓，不定教                (疏文

P.20~P.21) 

② 後魏光統律師：漸，頓，圓 

③ 隋末唐初吉藏法師：依法華第五，立三法輪 

⑴ 根本法輪 ⑵ 枝末法輪 ⑶ 攝末歸本法輪 

四 
種 
教
4 

① 梁光宅法師：⑴ 權教三乘及 ⑵ 一乘教              (疏文 P.25~P.28) 

② 隋天台智者：⑴ 三藏教 ⑵ 通教 ⑶ 別教 ⑷ 圓教 

③ 唐元曉法師： 

⑴ 三乘別教 ⑵ 三乘通教 ⑶ 一乘分教  ⑷ 一乘滿教 

④ 唐賢首弟子宛公：依寶性論，立四種教 

⑴ 迷真異執教 ⑵ 真一分半教 ⑶ 真一分滿教 ⑷ 真具分滿教 

五 
種 
教
2 

① 波頗三藏： ⑴ 四諦教 (四阿含）     ⑵ 無相教（般若） 

⑶  觀行教 (華嚴經）    ⑷ 安樂教（涅槃經） 

⑸ 守護教（大集經）                        (疏文

P.28) 

② 賢首：     ⑴ 小乘教 ⑵ 大乘始教   ⑶ 大乘終教 

⑷ 頓教   ⑸ 圓教 

西

域 

 

相 
宗 

彌勒 → 無著 →護法 → 難陀→[戒賢]等，依『深密經』立三種教 

① 初四阿含時，說諸有為法皆從緣生                       (疏文

P.29) 

② 第二時依徧計所執，說諸法自性皆空，說般若經 

③ 第三時，就大乘正理，具說三性三無性等，方為盡理，即解深密經      

藏
教
所
攝 

壹. 明藏 2： (一) 三藏       (二) 二藏 (參見下表) (疏文 P.15 ~~ P.18 ) 

貮. 明教攝 4： 

（一）.大意離合（參見下表）(疏文 P.19 ~~ P.20 ) （二）.古今違順 

(疏文 P.20 ~~ P.28） 

（三）.立教開宗 2  (疏文 P.36 ~~ P.39 ) 

(1)以義分教 (P.9~10) 

(2)依教開宗 (即第 6/10 宗趣通別，見 P.18) 

（四）.總相會通 (P.11) 

(疏文 P.40 ~~ P.43) 

1 大意合離 
P.6 

 
2 古今違順 

P.7 ~ P.8 

 

3 立教開宗 
P.9 ~ P.10 

 
4 總相會通 

P.11 

(疏文 P.19 ) 

~
~
 



~ 表格 P.8~ 
 

疏

文

P.

29  
性 
宗 

文殊 → 龍樹 → 青目 → 清辯 → [智光論師]，依般若經，中觀等

論， 

  立三時教，以明無相大乘：                                (疏文

P.29) 

① 佛初鹿苑說小，明心境俱有 

② 中時，為彼中根說法相大乘，境空心有，唯識道理 

③ 第三時為上根，說無相大乘，辨心境俱空，平等一味，為真了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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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藏教所攝(2/6)：【二.古今違順】之西域所立的【性宗、相宗】比

較 
 

【疏】：敍西域者，即今性相二宗，元出彼方，故名西域，謂那爛陀寺，同時有二大

德，一名戒賢，二名智光 

（說明: 戒賢立【相宗】、 智光立【性宗】三時教）( 疏文 P.29 ~~ 

P.35 ) 

二.古今違順 戒賢【相宗】（玄奘所宗師） 智光【性宗】 

傳承 彌勒→無著→護法→難陀→戒賢 文殊→龍樹→青目→清辯→智光 

所依經論 深密等經，瑜伽等論 般若等經，中觀等論 

以……為了義 以『法相大乘』為了義 以『無相大乘』為真了義 

立

三

時

教 

初 

鹿 

野 

宛 

所說法 
轉四諦小乘法輪，說諸有為法， 
皆從緣生（即四阿含） 

說小（教） 
明心境俱有 

破 
1. 外道自性因等 
2. 緣生無我，翻外有我 

漸破外道自性等故， 
說因緣生法決定是有 

未說 法無我理  

於 

中 

時 

所說法 依[徧計所執]說→諸法自性皆空 
為中根說，法相大乘，境空心有， 
唯識道理，以根猶劣， 
未能全入平等真空故 

翻 彼小乘 
漸破小乘緣生實有之執， 
說依他似有，以彼怖畏此真空故， 
猶存假名，而接引之 

未說 
於[依他圓成]，猶未說有 
（如諸部般若等經） 

以根猶劣，未能全入平等真空故 

於 

後 

時 

所說法 
就大乘正理， 
具說三性三無性等， 
方為盡理 

1. 為上根，說無相大乘，辨心境俱
空，平等一味，為真了義 

2. 方得究竟說，而說緣生即空， 
平等一味 

經典 解深密經等 
智光論師，般若燈論釋中， 
引大乘妙智經說 

結論 
具說徧計性空，餘二為有， 
契會中道，方為了義 

 

總

明

違

順 

初 墮 有邊  

中 墮 空邊  

後 
 具說徧計性空，餘二為有， 

契會中道，方為了義 

 

二
宗
三

然此二（類的）三時，並不能斷一代時教，以各有據互相違故，各別為一類機故 

1. 解深密經為一類： 
（法相宗） 

餐般若者，聞平等空，撥無因果，不了空有無二， 
故於第三時，為其分析於一法上空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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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總
結 

2. 妙智經則以一類： 
（法性宗） 

聞說三性，迷唯識者，未能忘心，觀緣起者， 
定謂似有 

故 今總忘心境，即事而真，得斯意者，則不相違 



~ 表格 P.11~ 
 

2/10藏教所攝(3/6)：【二.古今違順】之【會通西域性、相二宗】( 疏文

P.30 ) 

 
【疏】：欲會【法性宗﹑法相宗】二宗，須知二宗立義有多差別，略敍數條： 

1. 一乘三乘別 2. 一性五性別  結論: 且初二義者， 

由性有五一不同， 
令乘有三一權實 

（鈔）:此二義（第一，二義之）互成， 
若欲立五性為了，則三乘為了之

義自彰…若以一性為了，則一乘

義成 

3. 唯心真妄別 4. 真如隨緣凝然別  

5. 三性空有即離別 6. 生佛不增不減別  

7. 二諦空有即離別 8. 四相一時前後別  

9. 能所斷證即離別 10. 佛身無為有為別 
 

[＊鈔]：（以上十別）（每）句各一對，皆先明【法性】，後明【法相】 

如云：一乘三乘別，則一乘是法性，三乘是法相，餘九例知 

（說明：此表先明初二義，後八（第三〜十）於【三、義理分齊】中具顯） 

【疏】：且初二義者，由性有五一不同，令乘有三一權實… …故 < 楞伽 > 中，【佛告大

慧， 

有五種種性：一. 聲聞乘性 二. 辟支佛乘性 三. 如來乘性 四. 不定乘性 五. 無

性】 

【性相二宗權實不同表】 

 【法相宗】 

 

【法性宗】 

（以十義成立佛性之有無） 

權實分別 

即『所宗』 

權：   以『一乘』為權   以『三乘』是權 

實：   以『三乘』為實   以『一乘』是實 

法相宗 5 

、 

法性宗 10 

 

各引經文， 

以成其宗義 

宗趣   三乘為了義，一乘為不了

義 

  以一乘為了義，三乘為不了義 

引經   解深密經，勝鬘經 1. 引法華，雙明一乘一性 

明 

五 

性 

為 

了 

成 

前 

三 

 乘 5 

1.  般若說有五性 

 

 2. 引涅槃，明其乘性相成 

2. 引深密經，證有趣

寂， 

 以成五性 

3. 重引法華、智度論，法華論及 

楞伽經等明無趣寂 

3. 引十輪 

明定有三乘以成五性 
4. 引涅槃，明無有無性 

4. 引莊嚴、瑜伽二論 

正明五性 

5. 引經釋論，結成正義 

（云定性無性非永定，永無。 

諸論隨佛方便成立） 

6. 廣引諸經，遮救定性 

5. 引善戒地持， 

立有二性，成前無性 

7. 引涅槃，遮救無性 

8. 引法華，遮救趣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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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釋勝鬘，一乘方便 

10. 以法華，結成破立 

徧略會釋 

法性法相 

二宗 

1. 就機則三（乘），約法則一（乘）    2. 新薰則五（性），本有無二 

3. 若入理雙拂，則三一兩亡          4. 若約佛化儀，則能三能一 

（總結）：令除執著，是故競執是非，達無違諍，大集五部，雖異， 

不離法界，涅槃各說身因，佛許無非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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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藏教所攝(4/6)： 第三【立教開宗】之【以義分教(一)】 ( 疏文 P.36 ) 

 

 

*三. 立 教 開 宗 之 【 以 義 分 教 】 

教類有五，賢首所立 : 

1. 小乘教    即天台(所立之)藏教 

漸

教 

 2 .大乘始教（分教） 

① 以解深密第二，第三時教，同許定性二乘俱不成佛， 

故今合之，總為一教 

②  此未盡大乘法理，故立為初  

③ 有不成佛，故名為分 

 3. 大乘終教（實教） 

① 定性二乘，無性闡提，悉當成佛，方盡大乘至極之說，故

立為終 

③  以稱實理，故稱為實  

③ 上二教並依地位漸次修成，故稱為漸 

4. 頓教 

 （離念機故，即順禪宗） 

① 但一念不生，即名為佛 

② 不依地位漸次而說，故立為頓 

③ 不同前漸次位修行，不同於後圓融具德，故立名頓 

④ 天台所以不立者，以四教中（藏通別圓四教）， 

皆有一絕言故 

⑤ 今乃開者，頓顯絕言 

5. 圓教 

總明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 

是故十信滿心，即攝五位，成正覺等， 

依普賢法界帝網重重，主伴具足，故名圓教 

藏

教

所

攝 

壹.明藏 2： (一) 三藏      (二) 二藏 (P.6) 

貮. 

  明教攝 4： 

（一）.大 意 離 合 (P.6) （二）.古 今 違 順 (P.6) 

*（三）.立 教 開 宗2 

   (1)以 義 分 教 (參見下表） (P.9~10) 

  (2)依 教 開 宗（即第六宗趣通別，見 P.17 ~ 

P.18） 

（四）.總 相 會 通 (P.11) 



~ 表格 P.14~ 
 

2/10 藏教所攝(5/6)：第三【立教開宗】之【以義分教(二) 】 ( 疏文 P.37 ~~ P.39 ) 

華嚴圓教眼中的小，始，終，頓，圓 

 
【疏】：五圓教者明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是故十信滿心，即攝五位，成正覺

等。依普賢法界帝網重重，主伴具足，故名圓教。如此經等說。( 疏文 P.36 ) 

… …若約所說法相者… … 
 

 小教 4 始教 9 終教 9 頓教 圓教 

總
說 

若約所說法相者 : 
( 疏文 P.37 ) 

(如下)  

廣說法相。少說法
性。所說法性。即法
相數。說有百法。決
擇分明。故少諍論。
( 疏文 P.37 ) 

少說法相，多說法
性 
所說法相，亦會歸
性 
 

( 疏文 P.38 ) 

總不說法相
唯辯真性 
 

( 疏文 P.39 ) 

所說唯是  

無盡法界 

( 疏文 P.39 ) 

別
說 

1.約法數多少: 
  
但說 75 法 

1.唯心真妄別 

  說有八識， 

唯是生滅， 

依生滅識， 

建立生死涅槃因 

1. 唯心真妄通真義 

所立八識，通如來

藏，不生滅與生滅和

合而成，非一非異 

 

1. 亦無八識 
差別之相 

 
2. 一切所有 

唯是妄想 
 

3. 一切法界 
唯是絕言 

 

4.五法 
三自性俱
空 

 
5.八識 

二無我雙遣 
 

6.訶教勸離 
毀相泯心 

 
7.生心即妄 

不生即佛 
 
8.無佛無不佛

無生無不生 
 
9.如淨名默

住顯不二
等是其意
也 

1.性海圓融 

2.緣起無礙 

3.相即相入 

4.如因陀羅網 

5.重重無際 

6.微細相容 

7.主伴無盡 

8.十十法門 

9.各攝法界 

 (於) 

義分齊
中， 

當具宣說 

2.約二空差別: 
  但說人空， 

  少說法空 

2.一性五性別 

法爾種子，有無永別

(五性義，三乘義) 

2.一性兼一乘義 

一切眾生，平等一

性 

(一性義，兼一乘義) 

3.約所依根本 
依六識三 

毒，建染

淨根本 

3.真如隨緣凝然別 

所立真如常恆不變 

(不許隨緣，凝然義) 

3.真如通隨緣義 

真如隨緣成立 

(隨緣義) 

 
4. 結論： 
 
  未盡法源， 

故多諍論， 

部執不同 

4.三性空有即離別 

依他起性，似有不無 

(不即義) 

4.三性空有相即義 

依他無性，即是圓

成 

(相即義) 

5.生佛不增不減別 

一分眾生，決不成

佛， 

名生界不減 

5.生佛不增不減義 

一理齊平，故說 

生界佛界不增不減 

6.二諦空有即離別 

真俗非斷非常， 

果生因滅    (離義) 

6.二諦空有相即義 

第一義空，該通真

妄(二諦相即義) 

7.四相一時前後別 

同時四相，滅表後

無 

(前後義) 

7.四相一時義 

四相同時，體性即

滅(一時義) 

8.能所斷證即離別 

根本後得，義說不異

而實非一    (不即義) 

8.能所斷證相即義 

緣境斷惑，不二而

二 

(相即義) 

9.佛身無為有為別 

佛果報身，有為無

漏 

(有為義) 

9.佛身無為義 

有為無為，非一非

異 

(無為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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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論：如瑜伽，雜集 

      

  結論:  
同前會二宗 
法相宗十義 
 

結論:   
同此經 
法性宗十義 
 

 

2/10 藏教所攝(6/6): 第四 【總相會通】 (疏文 P.40) 

 

 
*四. 總 相 會 通 : 

(一) 通 會 諸 教 ( 疏文 P.40 )  (二) 會 通 化 儀 前 後( 疏文 P.42 ) 

諸 德 立 教 ， 各 自 所 據 ， 今 雖 立 五 

（小，始，終，頓，圓）亦 會 諸 說 

  略 有 五 重 : (如下) 

 
今 辨 如 來 時 教 ， 略 教 十 門 : 

(如下) 

1. 或 總 為 【 一 教 】 ：（一音教） 

謂唯是如來一大善巧攝生方便， 

一音所引 

 1.本 末 差 別 門： 

①  約小乘 ② 約三乘 ③ 約一乘 

2 .  或 開 為 【 二 教 】 此 更 有 三 ： 

① 對 小 顯 大 

② 對 權 顯 實 

③ 對 三 顯 一 

 2.依 本 起 末 門 ： 

① 初為大菩薩說    ② 為緣覺說 

③ 為聲聞說        ④ 為善根眾生說    

⑤ 為邪定眾說 

3. 或 分 為 【 三 教 】 ： 

①  小 乘 ， 

②  三 乘 ， 

③  一 乘 。 

 3.攝 末 歸 本 門 ： 

初 說 小 ， 次 說 中 乘 ， 後 說 大 乘 

 4.本 末 無 礙 門 ： 

① 根 本 一 乘（華嚴） 

② 密 意 小 乘 

③ 密 意 大 乘 

④ 顯 了 三 乘 (上三如深密) 

⑤ 破 異 一 乘（法華） 

4. 或 為 【 四 教 】 ：  5.隨 機 不 定 門  

 6.顯 密 同 時 門 

藏

教

所

攝 

壹.明藏 2： (一) 三藏      (二) 二藏 (P.6) 

貮. 

  明教攝 4： 

（一）.大 意 離 合 (P.6) （二）.古 今 違 順 

 (P.6) 

*（三）.立 教 開 宗2 

   (1)以 義 分 教 (P.9~10)  

  (2)依 教 開 宗（即第六宗趣通別，見 P.17 ~ 

P.18  ） 

（四）.總 相 會 通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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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別 教 小 乘（四阿含） 

②   同 教 三 乘（深密經） 

③   同 教 一 乘（法華） 

④   別 教 一 乘（華嚴） 

 7.一 時 頓 演 門 

 8.寂 寞 無 言 門 

 9.該 通 三 際 門 

5. 或 分 為 【 五 教 】 ：以 漸 中 有 始 終 

詳見第三：[立教開宗] (P.9 ~ P.10, 疏文 P.36 ~ P.39) 

 10.重 重 無 盡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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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義理分齊(1/2)：明【華嚴圓教之義理分齊為何? 】總表 ( 疏文 P.44 ~~ 

P.51 ) 

---由【所依體事】及杜順【法界三觀】廣明【十玄

門】 

 

 

 

 

 

此經為：[別教一乘 4]： 

【疏】：唯圓融具德故，以別該同，皆圓教攝，略顯四門，各有十門，以顯無

盡： 

(華嚴經為) 【 別 教 一 乘 】 之 四 門 別 說 總 表: 

 【鈔】: 杜順和尚之【法界觀】總有三觀，即今疏中四門中之後三門 

一 所依體事 
 

( 疏文 P.45) 

二 攝歸真實 約性空 

【真空絕相觀】 

( 疏文 P.46 ) 

三 彰其無礙 約事理 

【理事無礙觀】 

( 疏文 P.45 ~~ P.48 ) 

四 周徧含容門 事事無礙 

【周遍含容觀】 

( 疏文 P.49 ~~ P.51 ) 

 即真空絕相 

亦有十義，如【法界觀】 

以下十事，同一緣起， 

皆悉無礙 顯[十玄門] 

1.教義   鈔:於此中有四句十門 
(請參閱【華嚴法界玄鏡】) 

 

四句即四觀， 

共有十門 

1. 【會色歸空觀】 
(細分為四門) 

2. 【明空即色觀】 
(細分為四門) 

3. 【空色無礙觀】 
(一門) 

4. 【 泯 絕 無 寄 觀 】  
(一門) 

1.理徧於事門 1.同 時 具 足 相 應 門 

2.理事 2.事徧於理門 2.廣 狹 自 在 無 礙 門 

3.境智   3.依理成事門 3.一 多 相 容 不 同 門 

4.行位 4.事能顯理門 4.諸 法 相 即 自 在 門 

5.因果   5.以理奪事門 5.秘 密 隱 顯 俱 成 門 

6.依正 6.事能隱理門 6.微 細 相 容 安 立 門 

7.體用   7.真理即事門 7.因 陀 羅 網 境 界 門 

8.人法 8.事法即理門 8.託 事 顯 法 生 解 門 

9.逆順  (7.8. 事理非異) 9.十 世 隔 法 異 成 門 

10.應感 9.真理非事門 10.主 伴 圓 容 具 德 門 

  
10.事法非理門 

(9.10. 事理非一) 
 

    

(詳表參閱表格 P.5 下方) 

1. 所依體事
10
 

2. 攝歸真實 10 

3. 彰其無礙 10 

4. 周徧含容 10 

一. 此華嚴經總屬圓教
2
 

1. 廣名無量乘 

2. 語深唯顯一乘
2
 

2. 別教一乘
4 

   (唯圓融具德故) 

1. 同教一乘 

   (同頓同實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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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以上十事，同一緣起，故云無礙，隨其一門，即具一切 

①  約理望事：有『成壞即離』 

②  事望於理：有『隱顯一異』 

 結論： 

此之十門，同一緣起，

無礙圓融， 

隨其一門，即具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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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義理分齊(2/2): 【德用所因】總表 ( 疏文 P.52 ~~ P.59 ) 

--- 十玄門何以圓融無礙 ? 

  【疏】： 問：有何因緣令此諸法得如是混融無礙? 

 答：因廣難陳，略提十類:  

 
  

【德 用 所 因】  

十 玄 門 圓 融 無 礙 之 因  

 

( 疏文 P.52 ~~ P.59 ) 

  

＊3. 【緣起相

由】 

緣起法需具此十義 

，緣方起 

( 疏文 P.53 ~~ P.56 ) 

＊4.【法性融通】 

(義同於表 P.12,  

第四【十玄門法界觀門】) 

( 疏文 P.57 ~~ P.58 ) 

1.諸 緣 各 異 義 
 1.唯 心 所 現 故      ( 疏文 P.52 ) 

 （一切諸法，真心所現） 

 1.同 時 俱 足 相 應 義 

(真理與諸法同俱足) 

2.互 徧 相 資 義 
 2.法 無 定 性 故      ( 疏文 P.52 ) 

 （從緣而生，無有定性） 

 2.廣 狹 自 在 無 礙 義 

  (事如理能包，如理能徧廣) 

3.俱 存 無 礙 義  

＊3.緣 起 相 由 故10 

  （緣起法海，義門無量） 

  ( 疏文 P.53 ~~ P.56 ) 

 3.一 多 相 容 不 同 義 

  (一事隨理，徧一切中； 

  徧理全在一事，則一切隨理) 

4.異 體 相 入 義 
 ＊4.法 性 融 通 故10  

( 疏文 P.57 ~~ P.58 ) 
 

4.諸 法 相 即 自 在 義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5.異 體 相 即 義 
 

5.如 幻 夢 故（如幻師） ( 疏文 P.59 ) 
 5.秘 密 隱 顯 俱 成 義 

          (由時不同說隱顯) 

6.體 用 雙 融 義 

 6.如 影 像 故        ( 疏文 P.59 ) 

①如明鏡，含明了性， 一心所

成 

                     （能現） 

  ②分別所現，如影像故（所現） 

 

6.微 細 相 容 安 立 義 

    (頓，在一中，故有微細) 

7.同 體 相 入 義 

 7.因 無 限 故        ( 疏文 P.59 ) 

 （諸佛菩薩，昔在因中，常修緣起 

   無性等觀，稱法界修） 

 
7.因 陀 羅 網 境 界 義 

      (彼全攝理，同此頓現) 

8.同 體 相 即 義 

 
8.佛 證 窮 故        ( 疏文 P.59 ) 

 （由冥真性，得如性用） 

 8.託 事 顯 法 生 解 義 

      (即事同理， 

         隨舉一事即真法門) 

9.俱 融 無 礙 義 

 
9.深 定 用 故        ( 疏文 P.59 ) 

  ( 如海印等諸三昧 ) 

 9.十 世 隔 法 異 成 義 

      (真如遍時而在， 

               法融時不融) 

10.同 異 圓 滿 義 
 10.神 通 解 脫 故     ( 疏文 P.59 ) 

  ( 如十通品等，於一塵中建立三世 

 10.主 伴 圓 明 具 德 義 

 ( 事即理時，有主伴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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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佛法) 



~ 表格 P.21~ 
 

4/10 教所被機 ( 疏文 P.60 ~~ P.61 ) 

 【疏】：教因機顯，離機無言，上說義理弘深，未委被何根器，若明能應者 

           十身圓音，今直彰所被，通有十類： 

             

 
【教所被

機】 
說明 

揀 

非 

器 

1.無信非器 以聞生誹謗，墮惡道故 

1.2.3. 

皆凡愚 

溺邪見 

2.違真非器 
依傍此經，以求名利，不淨說法， 

集邪善故 

3.乖實非器 如言取文，超情至理，不入心故 

4.狹劣非器 
一切二乘 (聲聞，緣覺)，不聞此經，

何況受持， 故雖在座，如聾如瞽 
4.墮深坑 

5.守權非器 
三乘共教，諸菩薩等，隨宗所修， 

行布行位，不信圓融具德之法故 
 

彰 

所 

為 

1.正為 
為『一乘圓機』，為乘『不思議菩薩乘』

說，普賢行人方得入 

此經不為前 1〜5 類 

眾生說 

2.兼為 即時雖未悟入，而能信向成種 
約 未 悟 入 故 名 為

『兼』 

3.引為 
前權教菩薩不受圓融之法，借三乘 

行布在之名， 薰習方信入圓融 
 

4.權為 
為二乘(聲聞，緣覺)，故諸菩薩權示聲

聞，聾盲示在道而啟悟，知可迴心 
4，5 明佛無厭捨故，

示而誘之， 

熏其成種彼 5.遠為 
謂諸凡夫外道闡提，悉有佛性， 

今雖不信，後必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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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教體深淺 (1/2) 總表：【佛教以何為體? 】 ( 疏文 P.62 ~~ P.71 ) 

【疏】：無盡教海，體性難思，從淺至深，略明十體： 

                        

揀別 教體深淺十體： 說明 

1

至

8 

： 

同 

教 

1

至

7 

： 

通 

三 

乘 

1

至

4 

： 

通 

小 

1

至

5 

： 

唯 

體 

1.音 聲 語 言 體 

 

疏文 P.63 

① 

小

乘 

 

⑴ [語業]為體者：佛之語言… 

語業語表等，是謂佛（之）

教；名句文顯佛教作用 

⑵ [名句文]等為體，次第行列，

安布，連合，能顯義 

⑶ 唯[聲]為體者 

2.名、句、文、身 

為體 ② 

大

乘 

 

⑴ 以 [聲] 為體者： 

即『攝假從實』 

⑵ 取 [名句文等] 為體者： 

         即『以體從

用』 

⑶ 總取[聲、名、句、文]等為體 

3.通取 

（前）四法體 

4.通 攝 所 詮 體 

經體有二(如左) 

         ( 疏文 P.64 ) 

① 文：所依   ② 義：能依 

   總名為一切所知境界，依六文顯於十義 

5

至

10

： 

唯 

大 

5.諸 法 顯 義 體 
        ( 疏文 P.65 ) 

能顯義理（的）一切諸法，皆為教體 

6

至

10

： 

亦 

體 

亦 

性 

＊6.攝 境 唯 心 體 
    表解<詳見 P.16      

      『唯心現二門』> 

   ( 疏文 P.65 ~~ P.69 ) 

前 1〜5 門並不離[識]： 

[一切所有，唯心現故]，有二門 

① 本影相對：共四說 

② 說聽全收，前四說總合為一圓融無礙 

7.會 緣 入 實 體 

 
        ( 疏文 P.70 ) 

前 1 〜 6 門 

同入一實， 

故有二義： 

① 以本收末： 

  諸聖教所流，同入一實 

② 會相顯性：一切差別教法從

緣， 

無性即是真如 

8

至

9 

： 

唯 

一 

乘 

8.理 事 無 礙 體 
         ( 疏文 P.70 ) 

一切教法，舉體即真，不礙十二分等 

9

至

10

： 

別 

教 

9.事 事 無 礙 體 
         ( 疏文 P.70 ) 

文義皆圓，文即圓音，亦具十玄門 

（如現相品等十例） 

10.海 印 炳 現 體 
         ( 疏文 P.71 ) 

如前差別，無盡教法，皆是如來海印定中， 

同時炳現 

結論 以上十門，該羅收攝，未有一法而非教體，後第 9、10 門正是 

﹃
聲

、
名

、
句

、
文
﹄ 

大

小

乘

通

用

四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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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華 嚴 經 』 之 ） 經 宗 ， 融 取 前 八 無 所 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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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教體深淺(2/2) : 第【6：攝境唯心體】表解 ( 疏文 P.65 ~~ P.69 ) 

【疏】：【6. 攝境唯心體】總攝前五，並不離識… 唯心現故。 

< 梵行品 > 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故唯心現，然有二門： 

一. 本影相對 4            二. 說聽全收 4 

 

一.【本影相對】

4 

通就諸教， 

以成四句 

( 疏文 P.66 ~~ P.67 ) 

  

二.【說聽全收】4 

 

 

( 疏文 P.68 ~~ P.69 ) 

 

1.唯本無影： 

即 小 乘 不 知 唯

識故 

約【同教】四句 
約【別教】四句 

由不壞相，生佛互在故 

1. 佛真心外，無別眾生， 

以 眾 生 真 心 即 佛 真 心 ， 

則 唯 說 無 聽 故 ， 

所 說 教 ， 唯 佛 所 現 

1.果門攝法： 

  眾生全在佛中故， 

  則果門攝法無遺 

2.亦本亦影： 

謂①(本是)大乘

初 教 ， 佛 自 宣

說。②(影是)聞者

識上所變文義，

名為影像 

2. 眾生心外，更無別佛， 

以 佛 真 心 ， 即 眾 生 真 心故 

則 唯 聽 無 說 故 ， 

所 說 教 ，即 眾 生 自 現 

2.因門攝法： 

  佛在眾生心中故， 

  則因門攝法無遺 

3.唯影無本： 

謂大乘實教，離

眾生心，佛果無

有色聲功德 

3. 佛真心現時，不礙眾生真心現， 

故說聽雙存，二教齊立 

3.因果交徹： 

  由前生佛，互相在時， 

  各實非虛，則因果交徹 

4.非本非影： 

如頓教說，非直

心外，無佛色身，

眾生心內影像亦

空 

4. 佛即眾生，故非佛， 

眾生即佛，故非眾生， 

互 奪 雙 亡 ， 則 說 聽 斯 寂 

4.兩相形奪： 

由生全在佛， 

則同佛非生， 

佛全在生， 

則同生非佛， 

隨一聖教，俱非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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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宗趣通別(1/2)：【通宗】與【華嚴別宗】之總表 ( 疏文 P.72 ~~ P.78 ) 

【疏】：語之所尚曰宗，宗之所歸曰趣，先明其【通】，後顯於【別】 

 前中通論一代佛教，諸部異計，各是一宗。 
 

【通宗】( 疏文 P.72 ~~ P.74 )  【別宗】 (華嚴宗) ( 疏文 P.75 ~~ P.78 ) 

隋朝大衍法師 清涼總收一代時教以為十  敍(諸師之華嚴宗)異解 

1. 

立 

性 

1.因緣宗 

謂”薩婆多” 

1. 我法俱有宗 

(犢子部立三聚五法藏) 
           ( 疏文 P.72 ) 

 

1.衍法師： 

以”無礙法界”為宗 

1.2. 

得 

﹃ 

所 

依 

法 

界 

﹄ 

2. 

破 

性 

2.假名宗 

謂”經部” 

2.法有我無宗 

(薩婆多等諸法不離色心) 
           ( 疏文 P.73 ) 

 

2.裕法師： 

以”甚深法界心境”為宗 

3. 

破 

相 

3.不真宗 

謂”諸般若” 

3.法無來去宗 

(大眾部等) 
            ( 疏文 P.74 ) 

 
3.有說：以”緣起法界為宗 

 (法界緣起相即入) 
3.4. 

但 

名 

緣 

起 

4. 

顯 

實 

4.真實宗 

謂”法性真理， 

佛性等教” 

4.現通假實宗 

(說假部等) 
           ( 疏文 P.74 ) 

 4.有云： 

以”唯識”為宗 

三界唯一心現，心如工畫師故 

  
5.俗妄真實宗  

(說出世部等) 
           ( 疏文 P.74 ) 

 
5.敏印二師：以”因果”為宗 

(此經廣明，菩薩行位之因， 

及所顯果德) 

5.6. 

唯 

明 

因 

果 

  
6.諸法但名宗 (一說部等) 

          ( 疏文 P.74 ) 

 6.遠法師：以”華嚴三昧”為宗 

(因行之事，能嚴佛果) 

  
7.三性空有宗 (法相宗) 

(初教) 
          ( 疏文 P.74 ) 

 
7.笈多三藏： 

以”四十二賢聖觀行”為宗 

(說其行位，令成觀故) 

7. 

唯 

因 

修 

  8.真空絕相宗 

(無相宗) 

(頓教) 
          ( 疏文 P.74 ) 

 
8.有說： 

以”海印三昧”為宗 

(順逆理事乃至帝網，一時現故) 

8. 

唯 

果 

用 

  

9.空有無礙宗 

(法性宗) 

(終教) 
           ( 疏文 P.74 ) 

 

9.光統律師： 

以”因果理實”為宗 

(因果是所成行位， 

理實是所依法界) 

9. 

具 

緣 

起 

法 

界 

  10.圓融具德宗 

(法性宗) 

(圓教) 
         ( 疏文 P.74 ) 

 10.賢首： 

以”因果緣起，理實法界”為宗 

(因果是緣起中別義， 

理實是法界中別義) 

10. 

取 

光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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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宗趣通別(2/2)：華嚴的【法界】與【因果】(疏文 P.76 ~~ P.78) 

---即 2/10 藏教所攝(2)之【依教開宗】 參見表格 P.6 

【疏】： 

  一. 若取言略盡，應言(華嚴經以)【法界緣起不思議】為宗… 

      【理實】即【大方】，【緣起】即【方廣】，【法界】總該前二因果， 

即【佛華嚴】 

     二. 若就題中，分【體，宗，用】，則以【理實】為體，【緣起】為用， 

         因果為宗… 法界總攝三上(體、宗、用)… 

二.  法界名體，廣如本品，今略申其二：(1) 事法界。(2) 理法界。 

 二法具含持軌，二界則性分不同，互用皆通。顯義中，曲有四門： 
 

因果緣起 理實法界 因果理實雙明 不思議 (雙照雙泯) 

即體之用 即用之體 即體用雙顯 即體用鎔融 

1/<4> 別開法界 

以成因果 

( 疏文 P.76，表格 P.27 )  

2/<4>會融因果

以同法界 

( 疏文 P.77 )  

3/<4> 法界因果 

分明顯示 

( 疏文 P.77 )  

4/<4> 法界因果 

雙融俱離 

( 疏文 P.78 )  
十事五對，即五周因

果 

（普賢法界為因 

    遮那法界為果） 

法界門中 

十事五對 

互為宗趣 

亦十義五對 性相混然 無礙自在 

1. 所信因果 1.教義相對 1. 

無等境 

在纒 

出纒 
1.一真法界 1.由離相故 

2.差別因果  2.人法相對 2. 

無等心 

大菩提心 

信悲智等 

2.3.4. 

緣起因 
2.由離性故 

3.平等因果 3.理事相對 3. 

無等行 

差別行 

普賢行 

各別修 

一即一切 
3.由離性不泯性故 

4.成行因果 4.境智相對 4. 

無等位 

行布位 

圓融位 

比證別故 

一證一切證 
4.由離相不壞相故 

5.證入因果 5.因果相對 5. 

無等果 

修生果 

修顯果 
 

今始成 + 

本自具 = 

緣起果 

5.由離相不異離性故 

6.由不壞不異不泯故 

7.由 5.6.存泯，復不異故 

  
結論: 

五對中，初句為宗，後句為趣 

8.由法界性融，不可分故 

9.因果各全攝法界時， 

因果互現 

10.因果差別諸法， 

無不該攝法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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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部類品會 ( 疏文 P.79 ~~ P.82 ) 

【疏】：既知旨趣沖深，未審能詮文言廣狹，於中有四： 

 
一.彰本部 

( 疏文 P.79 ) 
 

二.品會差別 

( 疏文 P.81 ) 
 

三.明支類 

( 疏文 P.81 ) 
 

四.辨『論釋』 

( 疏文 P.82 ) 

自狹至寬 

略為十類 
 

80 華嚴 

 

60 華嚴

晋經 
 

① 支類 9  

 

即：別行經 

 （單行本） 
 論主 造論 

1. 略本經： 

今之八十卷，

及六十卷 

 九會 七會  1.名號品 
兜沙經 

       一卷 
 

1.龍樹 

（得下 

 本經） 

大 不 思 議 論

（十萬頌） 

2.下本經  

39 品 

  初會 

  六品 

34 品 

初會二品， 

缺十定品 

 2.淨行品 
菩薩本業經 

       一卷 
 2.世親 

十地論 

（釋十地品） 

3.中本經  

 

 3.十住品 
小十住經 

一卷 
 

3.北齊 

劉謙之 

感通造論 

600 卷 

4.上本經   4.十地品 

大十住經 

四卷 

漸 備 一 切 智

德經   四卷 

 
4.後魏 

靈辨 
造論 100 卷 

5.普眼經   5.十定品 

等目菩薩 

所 問 三 昧 經

二卷 

 

  

6.同說經   6.壽量品 
無邊功德經 

一卷 

 

7.異說經   7.出現品 

如來性起 

微密藏經 

二卷 

 

8.主伴經   8.離世間品 
度世經  

       六卷 
 

9.眷屬經   9.入法界品 
羅摩伽經 

三卷 
 

10.圓滿經   ② 流類 3  

   
1. 修慈經          一卷 

2. 金剛鬘經        十卷 

3. 如來不思議境界經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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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傳譯感通 ( 疏文 P.83 ~~ P.84 ) 

一. 

翻譯年代 
 

二. 

傳通感應 

 (一)  

六十華嚴 

（晋經） 

(二) 

入法界品 

 

(三) 

八十華嚴 

 

 

1.翻譯 

1.翻譯年代 晋，義熙 14 年 
大唐 

永隆元年 
證聖元年 

 
2.造論 

2.譯者 

北天竺三藏 

佛陀跋陀羅 

(覺賢三藏) 

中天竺三藏 

地婆訶羅 

(日照三藏） 

于闐三藏 

實叉難陀 

(喜學三藏) 

 

3.書寫 

3.地點 
楊州 

謝司空寺 

西涼 

太原寺 

東都 

佛授記寺 

 
4.讀頌 

4.依梵本 三萬六千頌  
多譯九千頌與晋經

合計四萬五千頌 

 
5.觀行 

5.譯成 
六 十 卷 （ 晋

經） 

入法界 

(有兩處脫文) 
唐本八十卷 

 
6.講說 

6.筆受 法業 
同譯者: 

(見下欄) 

同譯者: 

(見下欄) 

 
 

7.潤色 
慧嚴 

慧觀 

道成律師 

薄塵法師 

大乘基法師 

義淨三藏 

弘景禪師 

圓測法師 

神英法師 

法寶法師 

賢首法師 

  

潤文： 

復禮法師 

綴文： 

復禮法師 

  

8.補文  
賢首：（補文）補齊日照三藏

所缺之文，使文義相貫 
 

  

 

 

脫文： 

1. 從”摩耶夫人”後至彌

勒菩薩前，中間天主光

等十善知識 

2. 從彌勒後至三千大千世

界微塵数善知識前，中

間文殊申手…  …按善

財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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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總釋名題(1/2)：以十門解【大方廣佛華嚴經】 ( 疏文 P.85 ~~ P.95 ) 

【疏】：總釋名題分二，初解經題，二明品稱。今初【大方廣佛華嚴經】總題包於

別義，該難思之法門，無名之中，強以十門分別。 
 

 

＊4. 【別釋得名】( 疏文 P.91 ) 

① 釋得名 

 受   

     得名 
（以)… 為義 

大 當『體』 [常徧] 為義 

方 就『法』 [軌持] 為義 

廣 從『用』 [包博] 為義 

佛 就『人』 [覺照] 為義 

華 從『喻』 
[感果嚴身] 為

義 

嚴 以『功用』 [資莊] 為義 

經 以『能詮』 [攝持] 為義 

② 釋經名 

1. 就法中，體用相對 
2. 就人中，果行相望 
3. 人法相對 
4. 教義相對 

 

5. 【展演無窮】( 疏文 P.92 ) 

1. 
展【法界】為[理﹑智]二門 

2. 展 [理﹑智] 成    [題目] 

3. 展 [題目] 為      [初會] 

4. 展 [初會] 成    [後八會] 

5. 展 [九會] 遍周    [十方] 

6. 展 [諸會] 各有    [主伴] 

7. 
展此 [主伴] 徧於  [塵剎] 

8. 展此 [塵剎] 徧   [異類

界] 

9. 展此 [異類界]徧[異類塵

剎] 

10. 又展 [塵剎] 為 [無盡時

會] 

以十門解 
【大方廣佛華嚴經】 

之經題 
說明 

1. 通 顯 得 名 
       ( 疏文 P.85 ) 

人法雙題 法喻齊舉 
具體具用 有果有因 
理盡義圓 故標經首 

2. 對 辯 開 合 
      ( 疏文 P.86 ) 

十事五對 
① 教義相對 
② 法喻一對 
③ 人法一對 
④ 揀持一對 
⑤ 因果一對 

＊3.具 彰 義 類 
    ( 疏文 P.86 ~~ P.91 ) 七字各十義 (詳見 P.22) 

＊4.別 釋 得 名 
          ( 疏文 P.91 ) 

各以【體、法、用、人、
喻、功用、能詮】得名 

＊5.展 演 無 窮 
          ( 疏文 P.92 ) 

於最清淨法界， 
開為理智兩門， 
又  理開體用 

6.卷 攝 相 盡 
       ( 疏文 P.93 ) 

九會不離初會， 
初會不離總題， 
總題不出理智 

7.展 卷 無 礙 
        ( 疏文 P.93 ) 

正前展時，即後常卷， 
正後卷時，即前常展 

8.以 義 圓 收 
       ( 疏文 P.93 ) 

1〜7 門以（六對攝
盡）： 
① 七字 
② 教義 
③ 理智       以法攝 
④ 人法 
⑤ 信解行證 
⑥ 唯三聖等盡攝  

以人攝 

9.攝 歸 一 心 
           ( 疏文 P.94 ) 

1〜8 門不離一心， 
一心即法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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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泯 同 平 等 
       ( 疏文 P.94 ) 

心境互照，本智雙入， 
心境二亡，唯證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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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總釋名題(2/2)：＊【3.具彰義類】： ( 疏文 P.86 ~~ P.91 ) 

以十門解【大方廣佛華嚴經】七字各十義 

 

＊3.具彰義類： 
 

大 

 

疏文

P.86 

方 

即 

法 

疏文 P.87 

廣 

合釋 

方廣 

疏文

P.88 

佛 

（十佛） 

疏文 P.88 

華 

 

疏文

P.89 

嚴 

十華同嚴一佛 

疏文 P.89 

經 

 

疏文 P.90 

1.體大 體方 廣 依 義 大 法界佛 含實義 1.用因嚴果以成人 1.出生義 

2.相大 相方 廣 說 義 方 本性佛 光淨義 2.以果嚴因以顯勝 2.顯示義 

3.用大 用方 廣 破 義 廣 涅槃佛 微妙義 3.以人嚴法而顯用 3.涌泉義 

4.果大 果方 廣 超 義 廣 隨樂佛 適悅義 4.以法嚴人以顯圓 4.繩墨義 

5.因大 因方 廣 治 義 佛 成正覺佛 引果義 5.以體嚴用以令周 5.貫穿義 

6.智大 智方 廣 攝 義 華 願佛 端正義 6.以用嚴體而知本 6.攝持所化義 

7.教大 教方 廣 德 義 華 三昧佛 無染義 7.以體嚴相而知妙 7.常義 

8.義大 義方 廣 生 義 嚴 業報佛 巧成義 8.以相嚴體以明玄 8.法義 

9.境大 境方 廣 絕 義 經 住持佛 芬馥義 9.以義嚴教超言念 9.眾生徑路義 

10. 

業大 
業方 廣 知 義 

七字均

為心佛 
心佛 開敷義 

10.諸因互嚴 

以融攝 

10.典義 

(令見聞正法) 

 

1〜10 互嚴，相資相四句 

1. 【理】由【修】顯 

2. 【行】從【理】發 

3. 理行【俱融】 

4. 理行【俱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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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別解文義 10 (1/2)：【十科總表】( 疏文 P.96 ~~ P.101 ) 
 
【疏】：然此經文富義博，勢變多端，況一義一文，包攝法界， 

是以古德用十例科判義，欲顯難思…… 

 

【 別 解 文 義 】 十 科 總 表 : 
 

科名 內容 

1. 本部三分科 
( 疏文 P.96 ) 

【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之分判 

表格 P.26, P.27 (由 P.27 向左看) 

2. 問答相屬科 
( 疏文 P.97 ) 

九會大位問答共五番，表格 P.26，左側文 

3. 以文從義科 
( 疏文 P.98 ) 

即五周因果，即表格 P.27, P.26 下側圖 

4. 前後攝疊科 
( 疏文 P.98 ) 

參見表格 P.25，下半部 

5. 前後鈎鎖科 
( 疏文 P.99 ) 

參見表格 P.25，上半部 

＊ 6.隨品長分科 
( 疏文 P.100 ) 

表格 P.24 

＊ 7.隨其本會科 
( 疏文 P.100 ) 

表格 P.24 

8.本末大位科 
( 疏文 P.100 ) 

本會為九，末會五十五，總共六十四分 

9.本末遍收科 
( 疏文 P.100 ) 

詳疏文 P.100，若合為一，則一百二十六分 

10.主伴無盡科 
( 疏文 P.101 ) 

① 結此經：一一會，品法皆結通十方 

 

② 結伴：彼一一會等皆有他方菩薩來證法， 

主伴相與周徧法界… 重疊無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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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別解文義】10 (2/2)：【第六﹑七科總表】( 疏文 P.100 ) 

＊七.【隨其本會

科】 
九會 華嚴經 39 品 ＊六.【 隨 品 長 科 分 】 

1.舉果令信分 初會 

1. 世主妙嚴品 1.  通 辯 教 起 因 緣 分 

 
 

2.  佛 果 無 盡 大 用 分 

 
 
3.  舉 彼 往 因 證 成 分 

 

4.  大 用 應 機 普 周 分 

 

 

 

 

 

 

 

  
 

5.  諸 位 差 別 令 修 分 

 

 

 

 

 

 

 

 

 

 

 

 

 

6.  差 別 因 圓 果 滿 分 

 

 

 

 
 
7.  普 行 因 成 現 果 分 

2. 如來現相品 

3. 普賢三昧品 

4. 世界成就品 

5. 華藏世界品 

6. 毘盧遮那品 

2.能信成德分 二會 

7. 如來名號品 

8. 四聖諦品 

9. 光明覺品 

10. 菩薩問明品 

11. 淨行品 

12. 賢首品 

3.初賢十住分 三會 

13. 昇須彌山頂品 

14. 須彌頂上偈讚品 

15. 十住品 

16. 梵行品 

17. 初發心功德品 

18. 明法品 

4.中賢十行分 四會 

19. 昇夜摩天宮品 

20. 夜摩宮中偈讚品 

21. 十行品 

22. 十無盡藏品 

5.上賢十向分 五會 

23. 昇兜率天宮品 

24. 兜率宮中偈讚品 

25. 十迴向品 

6.聖位十地分 六會 26. 十地品 

7.因果圓滿分 七會 

27. 十定品 

28. 十通品 

29. 十忍品 

30. 阿僧祗品 

31. 如來壽量品 

32. 諸菩薩住處品 

33. 佛不思議法品 

34. 如來十身相海品 

35. 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 

36. 普賢行品 

37. 如來出現品 

8.普賢大行分 八會 38. 離世間品 8.  因果超絕世間分 

9.初：行成證入分 九會 39. 入法界品 9.  前分：大眾頓證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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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善財下： 

善友教證分 

10.  爾時文殊下：一人歷位漸證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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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99 文疏 

P.98 文疏 

10/10 

 

【

前

後

攝

疊

科

】

 

別
解
文
義
第
五 

別
解
文
義
第
四 

【

前

後

鈎

鎖

科

】

後           

】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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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義文解別 10/10 

【科屬相答問】 
疏文 P.97 

【分通流】三 

三 五    四 

【分宗正】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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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一第義文解別 10/10 

【科分三部本】 
疏文 P.96 

 
 
 

【分序】一 【分宗正】二 

一 二 

別
解
文
義
第
三 

【
以
文
從
義
科
】 

即
【
五
周
因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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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文目錄 

壹、【總序名意】 (疏序)…………………………………………………… P.1 

貳、【歸敬加請】 (共四偈)………………………………………………… P.3 

參、【開章釋文】…………………………………………………………… P.4 

1/10、【教起因緣】…………………………………………………… P.4 

2/10、【藏教所攝】…………………………………………………… P.15 

【明藏】: (一) 三藏 (二) 二藏………………………………… P.15 

【明教攝】: ……………………………………………………… P.19 

一/四: 【大意離合】(分教、不分教之原因)………… P.19 

二/四: 【古今違順】: 

(一) 總說……………………………………… P.20 

(二) 別說: *1 中土一〜五種教……………… P.20 

*2 西土性宗相宗………………… P.29 

三/四: 【立教開宗】: 

(一) 以義分教 (賢首五教)…………………… P.36 

(二) 依教開宗 (即第六【宗趣通別】P.72)… P.39 

四/四: 【總相會通】 

(一) 會通五教………………………………… P.40 

(二) 儀前後十門……………………………… P.42 

3/10、【義理分齊】…………………………………………………… P.44 

*1 先辨玄門 

(1) 【所依體事】 (教義~~應感等十事)…………………… P.45 

(2) 【攝歸真實】 (即真空絕相)…………………………… P.45 

(3) 【彰其無礙】 (約理事有十門)………………………… P.45 

(4) 【周徧含容】 (即事事無礙。顯十玄門義)…………… P.49 

*2 德用所因 (華嚴【十玄門圓融無礙之因】)………………… P.52 

4/10、【教所被機】…………………………………………………… P.60 

5/10、【教體淺深】…………………………………………………… 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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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宗趣通局】…………………………………………………… P.72 

*1 先明其通……………………………………………………… P.73 

*2 別顯華嚴經之宗趣…………………………………………… P.75 

*2-1 各師對華嚴經宗趣之異解為第一~~九 (第十為賢首所取) 

*2-2 華嚴經以【法界緣起不思議】為宗…………………… P.76 

7/10、【部類品會】…………………………………………………… P.79 

8/10、【傳譯感通】…………………………………………………… P.83 

9/10、【總釋經題】…………………………………………………… P.85 

10/10、【別解文義】…………………………………………………… P.96 

*1. 本部三分科 ………………………………………………… P.96 

*2. 問答相屬科 ………………………………………………… P.97 

*3. 以文從義科 ………………………………………………… P.98 

*4. 前後攝疊科 ………………………………………………… P.98 

*5. 前後鈎鎖科 ………………………………………………… P.99 

*6. 隨品長分科 ………………………………………………… P.100 

*7. 隨其本會科 ………………………………………………… P.100 

*8. 本末大位科 ………………………………………………… P.100 

*9. 本末遍收科 ………………………………………………… P.100 

*10. 主伴無盡科 ………………………………………………… P.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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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上 甚 深 微 妙 法 

百 千 萬 劫 難 遭 遇 

我 今 見 聞 得 受 持 

願 解 如 來 真 實 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