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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拈妙法：法華經精要（三十） 

普賢菩薩大願行 

授課教師：見額法師 

地點：佛陀教育基金會 

日期：5/19/2023  

 

一、菩薩的聖號 

1、梵文：Samantabhadra 或 Viśvabhadra 

2、音譯：三曼多跋陀羅、三曼陀颰陀羅 

3、意譯：菩薩的身形與功德遍一切處（普），純一無雜，至上妙善

（賢），因此稱為「普賢」、「遍吉」。 

 

二、菩薩的形相與功德 

1、身分： 

1) 普賢菩薩為釋迦如來的左脅侍，與文殊菩薩（右脅侍）共同助佛

宣揚正法，合稱「華嚴三聖」。 

2) 中國四大菩薩之一。 

3) 隨東方寶威德上王佛修行，助佛弘法。 

2、表法之功德： 

1) 大行、禪定。 

2) 菩薩的願行深厚、穩重、圓滿，堅定不移。 

3、形相：以六牙白象為座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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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菩薩的大願力：普賢十大願 

1、《大方廣佛華嚴經》1卷四十之〈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爾時，普賢菩薩摩訶薩稱歎如來勝功德已，告諸菩薩及善財言：

『善男子！如來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諸佛，經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

塵數劫，相續演說，不可窮盡。若欲成就此功德門，應修十種廣大行

願。 

 何等為十？一者、禮敬諸佛，二者、稱讚如來，三者、廣修供養，四

者、懺悔業障，五者、隨喜功德，六者、請轉法輪，七者、請佛住

世，八者、常隨佛學，九者、恆順眾生，十者、普皆回向。』」 

2、如何修持普賢十大願 

1) 於每日定課中禮拜，一願一拜。 

2) 於日常生活中落實 

 3、一願具足十願 

  ＊以「懺悔業障」為例： 

一者，禮敬諸佛：拜懺時，即是在頂禮常住三世佛。 

二者，稱讚如來：唸誦佛的名號時，即是在稱讚如來。 

三者，廣修供養：禮懺時，以清淨三業供養諸佛菩薩。 

五者，隨喜功德： 

1) 和大眾一起禮懺共修，即是隨喜大眾的清淨行。 

2) 禮懺時，真心反省檢討、發清淨願，即是隨喜三乘之學。 

 

1 唐代般若三藏所譯的「四十華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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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者，請轉法輪： 

1) 禮懺悔文時，思惟佛法，即是轉心中的法輪。 

2) 於靜坐時，藉由修觀懺悔，是為轉大法輪。 

七者，請佛住世： 

1) 懺悔文之前通常有奉請諸如來，即是禮請十方常住佛。 

2) 懺悔時，自覺、慚愧，發菩提心，即是請自性佛住世。 

八者，常隨佛學：《般若波羅蜜經》云，諸佛常學般若波羅蜜，常念

般若。若禮懺文時能一心入觀，能懺所懺性空寂，即是常隨佛

學般若波羅蜜。 

九者，恆順眾生： 

1) 撫順心中的無明眾生。 

2) 發真誠心，邀請幽冥眾生一起禮懺用功。 

十者，普皆回向：心中有眾生，為了眾生而拜懺，因此是回己向他。 

 

思惟題： 

  以「廣修供養」為例，思惟自己在修布施供養時，應如何做即能

同時具足其他九大願，將一個功德擴展為十個功德。 

 

四、《法華經·普賢菩薩勸發品》 

1、普賢菩薩與無量菩薩眷屬，從東方的寶威德上王佛國，來到娑婆世

界耆闍崛山，參與法華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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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得法華經的方法： 

普賢菩薩請問佛陀：「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如來滅後，云何能得

是法華經？」 

佛告普賢菩薩：「若善男子、善女人，成就四法，於如來滅後，當

得是法華經：一者、為諸佛護念，二者、殖眾德本，三者、入正定

聚，四者、發救一切眾生之心。善男子、善女人，如是成就四法，

於如來滅後，必得是經。2」 

1) 為諸佛護念： 

a. 得諸佛肯定，得諸佛加持。 

b. 法華真理能照亮行者的心，與佛心心相印，常保正念。 

2) 殖眾德本： 

a. 廣修持戒等諸德行與智慧 

b. 以淨心觀照《法華經》所宣揚的諸法實相 

3) 入正定聚：必定能解脫成道，入聖者之輩。 

4) 發救一切眾生之心 

a. 發菩提心，以慈悲度眾為要務。 

 

2 「得」《法華經》：  

1、並非指外相上的「獲得」，因有得必有失。 

2、指「能」、「證」：  

1)內化、相應、信解──成為內化的深度智慧。 

2) 有能力可以演說《法華經》、弘揚《法華經》。 

3) 證到法華境界，通達法華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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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圓修戒定慧，方有真實的力量救度眾生。 

3、菩賢菩薩發願守護於五濁惡世中受持《法華經》者，令其安隱、無

諸魔擾。 

「世尊！若後世後五百歲，濁惡世中，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

夷，求索者、受持者、讀誦者、書寫者，欲修習是《法華經》，於三

七日中，應一心精進。滿三七日已，我當乘六牙白象，與無量菩薩而

自圍繞，以一切眾生所憙見身，現其人前，而為說法，示教利喜。亦

復與其陀羅尼呪，得是陀羅尼故，無有非人能破壞者，亦不為女人之

所惑亂，我身亦自常護是人。」 

4、修普賢行 

「普賢！若有受持、讀誦，正憶念，修習、書寫是《法華經》者……

是人心意質直，有正憶念，有福德力，是人不為三毒所惱，亦復不為

嫉妬、我慢、邪慢、增上慢所惱，是人少欲知足，能修普賢之行。」 

＊《首楞嚴經》卷五中，普賢菩薩言：「我已曾與恆沙如來為法王

子，十方如來教其弟子，菩薩根者修普賢行，從我立名。世尊！我

用心聞，分別眾生所有知見，若於他方恆沙界外，有一眾生心中發

明普賢行者，我於爾時乘六牙象，分身百千皆至其處，縱彼障深未

得見我，我與其人暗中摩頂，擁護安慰令其成就。」 

 

思惟題： 

試著對照《首楞嚴經》、《華嚴經》與《法華經》，想想什麼是

「普賢行」？這是凡人難以達到的不可思議神通境界，或是吾人可

於日常生活中落實的修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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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普賢菩薩以諸神通力守護《法華經》，使此經於閻浮提內廣為流

布，永不斷絕。 

6、普賢菩薩以「大行」著稱。《法華經》以普賢菩薩的修行和護經願

力作總結，意味著受持法華不能流於口說，而是必須真正付出行

動、實踐。 

 

思惟題： 

1、《法華經》中有哪些段落蘊含了普賢菩薩的十大願？請以其

中一品為例，試著找出經文中的十大願義理。 

2、若人能讀誦、受持、修習、書寫、解說《法華經》，如此的

修行能否視為實踐普賢十大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