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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事事無礙】與【十玄門】  華嚴懸談疏序:6/10 旨趣玄微:  
2/2『事事無礙』 

疏鈔一/四冊，華嚴疏鈔卷一 p39~~46  ， 整理者: 葉苾芬 ， 2023，12 

 

(下二句: 明事事無礙法界︰為經旨趣，先明「無礙所由」︰所以事事不同而得無礙者，以理融事故) 

『疏』:理隨事變則一多緣起之無邊．             事得理融則千差涉入而無礙。 

1
依理成事．故一與多互為緣起．此猶是事理無礙      1 以理融事，由上事攬理成，則無事非理 

2 由事理無礙，方得事事無礙．                      2 此正辨事事無礙所以 

3 若事不即理，事非理成，則互相礙。                3 理既融通，事亦隨爾， 

4 今由即理，故得無礙。                            4 故得「千差」，「涉入」而無礙 

                                              由即事故    為理融故，重重涉入 

                                               【即當十玄所以之中，理性融通門】 

 

【故得十身歷然而相作】正顯無礙之相．具十玄門: (1p40R7) 
 

十玄門            疏文                       鈔解 

諸法相即

自在門 

1 故得 2 十身 4 歷然而 3 相作 
5 六位 6 不亂而 7 更收 

(1~4 總明三世間相成)．2 丶 3 引八地， 

4 引 77 經，  5 為行布門，7 為圓融門 

 

廣狹自在

無礙門 

廣大即入於 8 無間．塵毛包納而 9 無外 

(大能入 8 小)．       (小能容 9 大) 

9 無外即是「 廣大之身剎， 

即入無內之塵毛」。 

引晉經「十住品」(P43R2) 

 

10 微細 

相容 

安立門 

炳然齊現猶彼芥瓶 

(一能含多即約「相容」．一多不雜故云安立) 

⚫ 是緣起實德無礙自在致使相容 

10 微細有三 

⚫ 一法稱性含容皆盡． 

 故一切法隨所含理現在一中 

⚫ 如八相中，一一相內即具八相， 

同時具足

相應門 

具足 同時、方，之 11 海滴(十種之德) 

(所攝無遺)   (無先後)  (同遍 七處九會) 

11 如大海一滴即具百川之味． 

十種之德．故隨一法攝無盡法 

 

一多 
12 相容 
13 不同門 

一多無礙等，虛室之千燈 

(12 一與多互為緣起力用交徹．故得互相涉入) 

(13 不壞其相故云不同) 

如一室內千燈並照，光光涉入． 

常別常入． 

經云「一中解無量．無量中解一． 

了彼互生起．當成無所謂」 



 2 的 2 

 

 

祕密隱顯

俱成門 

隱顯俱成，似秋空之片月 

以一攝多，則一顯多隱． 

以多攝一，則多顯一隱 

 

一毛攝法界，則餘毛法界皆隱． 

餘一一毛互相攝入，隱顯亦然 

 

因陀羅網

境界門 

重重交映，若帝網之垂珠  

千光萬色，雖重重交映， 

而歷歷區分 

一明珠內萬象俱現．諸珠盡然。 

又互相現影．影復現隱．重重無盡 

 

十世隔法

異成門 

念念圓融，類夕夢之經世 

以三世相因互相攝故．一念俱十，以顯無盡

故。一念即無量劫．無量劫即一念 

普賢行品云「無量無數劫．解之即一

念．知念亦無念．如是見世間」 

離世間品云「如人睡夢中．造作種種

事．雖經億千歲．一夜未終盡」 

託事顯法

生解門 

法門重疊，若雲起長空 

顯一多不相礙．故隨一一事有多法門．以隨

一事即是無盡法界．法界無盡．故事亦無盡 

經云「此華蓋等， 

從無生法忍之所生起等」． 

意明「一切因生一果， 

一果即具一切因」 

故非是託此別有所表也。 

諸藏純雜

具德門 

萬行芬披，比華開錦上 

五彩之線，華色雖異．一一之線皆悉通過．  

 

通喻於純．異喻於雜 

常通常異，名為無礙 

賢首改為【廣狹自在無礙門】︰ 

(一)、 1 若以契理為純，萬行為雜．即是事理無礙，非事事無礙． 
2 設如菩薩大悲為純，盡未來際唯見行悲，餘行如虛空． 
3 若約雜門，即萬行俱修者．此 2、3 二門異，亦不成事事無礙。 

(二)、 1 如一施門，一切萬法皆悉名施，所以名純． 
2 而此施門，即具諸度之行故名為雜． 
3 如是純之與雜不相障礙，故名具德．則事事無礙義成。 

(三)、 1 而復一中具諸度． 

『諸度存即，名相入門』． 

『若諸度冺，復似相即門』． 

(四)、故不存之，改為廣狹。 

(五)、今以至相但「約行」為小異．此段略「無主伴」．故復出之以成十義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