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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3 line -6【先聲聞後菩薩】慧遠《無量壽經義疏》卷 1：「先列聲聞。

後彰菩薩。諸經多爾。何故而然？凡釋有四：一近遠分別。諸聲聞人多近如

來。故明佛後。隨近先列。菩薩之人多不近佛。為是後列。聲聞何故偏近如

來。菩薩不近？解有兩義：一聲聞之人習道未久。未閑道法。雖得聖果。進

止威儀。常順佛教。如律經中。制阿那律不聽與彼女人同宿。制娑伽陀不聽

飲酒。制十七童子不聽在於水中戲等。皆是羅漢順佛教制……菩薩之人久閑

道法。不假佛教。故不近佛。二聲聞之人。現蒙佛度。捨凡成聖。荷恩深重。

雖得聖果。常隨如來圍侍供養。故多近佛。菩薩之人。雖荷佛恩。化眾生事。

隨緣攝化。多不近佛。以彼聲聞多近如來。故先檦列。菩薩不爾。故在後列。

此是第一近遠分別。二就威儀形相分別。聲聞人等。執持威儀。形相似佛。

世共尊敬。故在先列。菩薩隨化。形儀不定。故在後列。如彼文殊一夏之中。

三處安居。即是事也。三就治分別。亦得名為約教分別。如龍樹釋教有二種。

一者顯示。二者祕密。依顯示教。羅漢辟支同佛漏盡。舉佛後。先列聲聞。

菩薩隨化。現處諸漏。示為凡夫。世人若聞在羅漢上。人多驚怪。故後列。

諸經之中。先列聲聞。多皆據此。若依甚深祕密之教。菩薩德尊。宜在先列。

聲聞德劣。須在後列。故華嚴經先列菩薩。至後祇洹重閣會中（逝多林、祇園之

重閣講堂）。方列聲聞。四多少分別。如涅槃說。一切眾中。少者先列。多者

後列。於彼經中。聲聞眾少。故在先列。菩薩眾多。故在後列。此後一義局

在涅槃。餘通眾經。今此且依前之二義。先列聲聞。後彰菩薩。」(T37,p.93,b6-c7) 

p.104 line 3【清涼疏】《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1 世主妙嚴品〉：「菩

提薩埵摩訶薩埵…有三釋：一菩提是所求佛果。薩埵是所化眾生。即悲智所

緣之境。從境立名故名菩薩。二菩提是所求之果。薩埵是能求之人。能所合

目。故名菩薩。三薩埵此云勇猛。謂於大菩提勇猛求故。摩訶云大。大有四

義：一者願大。求大菩提故。二行大。二利成就故。三時大。經三無數劫故。

四德大。具足一乘諸功德故。前二通地前。後二或唯地上。更有諸大亦不出

此。」(T35,p.535,a22-b1) 

p.104 line 5【法華六大】《阿彌陀經疏鈔》卷 2：「法華六大者。信大法。

解大義。發大心。趨大果。修大行。證大道。而信解發三。第一願大中攝。

趨者。第三時大中攝。修者。第二行大中攝。證者。第四德大中攝。」(X22, 

p.631,a14-17) 

p.104 line 7【清涼疏】《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1 世主妙嚴品〉(T35,p.535,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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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2：「一體性周遍曰普。隨緣成德曰賢。此約自體。

故理趣般若云。一切眾生皆如來藏。普賢菩薩自體遍故。又曲濟無遺曰普。

隣極亞聖曰賢。此約諸位普賢。以俱發普賢心。三賢十聖皆普賢故。又德周

法界曰普。至順調善曰賢。此約當位普賢。普賢正是等覺位故。又果無不窮

曰普。不捨因門曰賢。此約佛後普賢。成佛之後亦曰普賢。位中普賢，悲智

雙運。佛後普賢，智海已滿。而運即智之悲。寂而常用。窮未來際。教化眾

生。又一即一切曰普。一切即一曰賢。此約融攝。」(X05,p.73,b13-22) 

p.104 line -4【十大願王願往生】如本書 p.107《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

〈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唯此願王不相捨離，於一切時引導其

前。一剎那中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其人自見生蓮華中，蒙佛授記；得授記

已，經於無數百千萬億那由他劫，普於十方不可說不可說世界，以智慧力隨

眾生心而為利益。不久當坐菩提道場，降伏魔軍，成等正覺，轉妙法輪。……

「三世諸佛所稱歎，如是最勝諸大願，我今迴向諸善根，為得普賢殊勝行。

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剎。我

既往生彼國已，現前成就此大願，一切圓滿盡無餘，利樂一切眾生界。」(T10, 

p.846,c11-p.848,a13) 

p.105 line -3【放缽經】【放缽經】一卷，失譯，即普超三昧經奉缽品之

別譯也。二百天子欲退大心，佛化作一人持百味飯食使獻佛，佛即置缽於地

下入地中，至賴毘羅耶佛剎懸空中，使諸弟子索之，不得，最後，文殊師利

得索之，還獻佛所，賴毘羅耶佛因為諸弟子說諸菩薩在娑婆世界行苦道，二

百天子聞之，遂發大心。～《佛學大辭典》《佛說放缽經》卷 1：「今我得佛，有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威神尊貴，度脫十方一切眾生者，皆文殊師利之恩，

本是我師。前過去無央數諸佛，皆是文殊師利弟子，當來者亦是其威神恩力

所致。譬如世間小兒有父母，文殊者，佛道中父母也。」(T15,p.451,a14-19) 

p.106 line -1【兜率四千年】兜率天，欲界六天的第四天。此天天眾壽量

四千歲。其一晝夜相當於人間四百年。若加以換算（4,000*360*400=576,000,000），

其壽量為人間五億七千六百萬年。若用古時的記數法，則為五十七億六千萬

年（有經論另作：五十六億七千萬歲）。天眾行欲時，男女執手即成陰陽。

初生之兒如人間小孩八歲大，色圓滿，衣服自備，七日成人，身長四由旬，

天衣長八由旬，廣四由旬，重一銖半。～《佛光大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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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7 line 8【文殊發願經】《閱藏知津》卷 1：「大略如普賢行願偈，而

是五言。」(J31,p.798,c2)《文殊師利發願經》卷 1：「願我命終時，除滅諸障

礙，面見阿彌陀，往生安樂國。生彼佛國已，成滿諸大願，阿彌陀如來，現

前授我記。嚴淨普賢行，滿足文殊願，盡未來際劫，究竟菩薩行。」(T10,p.879,c20- 

25) 

p.107 line -3【大寶積經】《大寶積經》卷 92〈發勝志樂會第二十五〉(T11,p.528, 

b22-c6)＝《彌勒菩薩所問經》＝《彌勒所問本願經》＝《彌勒菩薩本願經》 

p.108 line -2【同於法華】《妙法蓮華經》卷 1〈1 序品〉：「一時，佛住

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萬二千人俱，皆是阿羅漢。」(T09,p.1,c19-20) 

◎德遵普賢第二（提要） 

1.上品聖眾之補充，品末復標餘之三眾及諸天大眾，補足「眾成就」。 

2.十六位在家菩薩，賢護是釋迦佛世弟子，其他十五人均由他方世界來的，

代表十方諸佛皆講此經。 

3. 普賢文殊－釋迦華嚴會中上首。 

彌勒－賢劫成佛諸菩薩眾上首。 

賢護十六正士－居家菩薩上首。 

4.本品名〈德遵普賢〉，有文「咸共遵修普賢大士之德」，表與會無量無邊

諸大菩薩，咸共遵修普賢行願；亦彰明淨土行者修學之綱領所在，即是：

十大願王導歸極樂，是為本品之綱，列入淨土四經之原由。 

5.從「具足無量行願」至「智慧聖明不可思議」皆讚會中菩薩之德。 

 初讚 實德：具足無量行願，安住一切功德法中。P.114 

歎權實  權德：遊步十方，行權方便。P.117 

二德 再讚 實德：入佛法藏，究竟彼岸。P.118 

  權德：十方普現八相成道。P.120~140 
「願於無量世界成等正

覺…」至「而現滅度」。 

歎自利 自利－得諸三昧陀羅尼，徧遊十方。P.141 
「得無生無滅」…至

「徧遊一切佛土」。 

利他 利他－為眾生說法，度至彼岸。P.147 
「得佛辯才」…至

「皆度彼岸」。 

結歎－具足如來果位福智二種莊嚴。P.147 
「悉獲諸佛無量功德。智

慧聖明，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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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八相成道： 

1.捨兜率。P.120 5.降魔：「降伏魔怨」二句。 

2.託胎  「降王宮」 6.成道：「得微妙法」二句。 

3.出生 7.轉法輪：「天人歸仰」下諸句。 

4.出家：「棄位出家」二句 8.入涅槃：「於此中下」二句。P.140 

p.110 line 1【度世經】六卷，全名《度世品經》，是《華嚴經》〈38 離世

間品〉異譯本，又有別行《普賢菩薩答難二千經》。～《華嚴經探玄記》卷 17 

p.110 line 5【葆光和塵】「葆光」，隱蔽其光輝。比喻才智不外露。～《漢

語大詞典》淨空和尚：「『和光同塵』，跟這句話意思完全相同。」 

p.110 line 5【十六】華嚴以十數為滿數，攝無量無盡，真言密教以十六數

表圓滿無盡。【出生義】不空《金剛頂瑜伽三十七尊出生義》卷 1：「此等

金剛。厥有河沙塵海數量。今舉十六位焉。亦塵數之義不出於是矣。」(T18, 

p.298,c19-21) 

p.110 line -6【智度論曰】《大智度論》卷 7〈1 序品〉：「是中二種菩薩：

居家、出家。善守等十六菩薩，是居家菩薩。颰陀婆羅居士菩薩，是王舍城

舊人…慈氏，妙德菩薩等，是出家菩薩。觀世音菩薩等，從他方佛土來。若

說居家，攝一切居家菩薩；出家、他方亦如是。」(T25,p.111,a4-12) 

p.110 line -2【名義集】《翻譯名義集》卷 1：「大論翻云『善守』。思益

云。若眾生聞名者。畢竟得三菩提。故云善守。孤山云『賢守』。自守護賢

德。復守護眾生。或云『賢首』。以位居等覺。為眾賢之首。亦名跋陀和。

此云『賢護』。妙樂云。善即賢也。王城在家菩薩。」(T54,p.1062,b14-18) 

p.111 line 2【念佛三昧發起人】《般舟三昧經》卷 1〈問事品 1〉：颰陀

和菩薩請問佛，云何行而能成佛威神、成佛境界莊嚴國土？云何行而十方諸

佛悉現在前？種種問題。佛告颰陀和：「有三昧，名十方諸佛悉在前立，能

行是法，汝之所問悉可得也。」(T13,p.898,b)此即是「般舟三昧」，故稱此菩

薩為「念佛三昧發起人」。據《佛頂首楞嚴經》卷五所載，跋陀婆羅入浴室

而悟水因，證得無所有，基於此說，禪宗遂於浴室安置賢護尊者。在《摩訶

般若波羅密經》與《無量壽經》之聽聞眾中，皆置賢護菩薩於首位。據《大

寶積經》卷一○九載，此賢護長者係一富商之子，其所受之諸樂、果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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忉利帝釋天王所不及。據《八吉祥神咒經》載，若有急疾，呼賢護等八人名

字，即得解脫。命終時，此八人飛往迎之。在密教中，賢護菩薩為賢劫十六

尊之一。置於金剛界曼荼羅羯磨會等輪壇外西方第二位。密號巧護金剛、離

垢金剛。又指胎藏界曼荼羅除蓋障院九尊之第四位。又稱除疑怪菩薩。密號

巧濟金剛。～《佛光大辭典》 

p.112～114【諸菩薩表義】賢護菩薩：善護念諸菩薩、守護眾生。 

善思惟菩薩：東方，正智明了。   慧辯才菩薩：南方，辯才無礙。 

觀無住菩薩：西方，無相無住生心。 神通華菩薩：北方，神通方便德華。 

光英菩薩：光明英發，遍照法界。  寶幢菩薩：智慧殊勝猶如寶幢。 

智上菩薩：無上妙智，超出一切。  寂根菩薩：諸根清淨，壽命無量。 

信慧菩薩、願慧菩薩：表淨土修持宗旨，信願中有慧故。 

香象菩薩：東方，彌陀願力無邊。  寶英菩薩：無量功德妙寶之所莊嚴。 

中住菩薩：安住中道，淨念相繼。  制行菩薩：嚴持淨戒，制惡行善。 

解脫菩薩：滅除結縛，念佛得度。 

p.116 line 5【彌陀第三十五願】「我作佛時，所有眾生，生我國者，究竟

必至一生補處。除其本願，為眾生故，被弘誓鎧，教化一切有情，皆發信心，

修菩提行，行普賢道。雖生他方世界，永離惡趣。或樂說法，或樂聽法，或

現神足，隨意修習，無不圓滿。」（三十五、一生補處願。三十六、教化隨意願。） 

淨空和尚：在《華嚴經》上看到，「菩薩不修普賢行，不能圓成佛道」。凡

是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的人，統統是普賢菩薩。極樂世界可以說是人人都修

十大願王的，即使是下下品往生，到那裡也是修普賢行，真正不可思議。極

樂世界是純一普賢菩薩的世界。 

p.116 line -5＆p.117 line -4【大士之實、權德】《無量壽經起信論》卷

2：「此經圓教所攝。以果起因，故先普賢。自導普賢大士之德以下，至不

可思議，廣明菩薩隨順如來，修學普賢行願。」(X22,p.122,c23-p.123,a2)所謂：

備權實之德，具自利利他之行。(1)悲願無盡。如十大行願之每願終皆云：無

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2)平等普攝。念念

為利益一切眾生，不捨一人；念念為正法久住，廣為有情宣說流布。(3)因行

普廣。具足無量行願，攝盡一切功德法。(4)稱法界而發心，由心起願，願以

導行。一切菩薩願王，莫不導歸無量壽佛無上願王，乃以此為究竟故。 

【實德】《佛說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卷 1：「佛告迦葉波：「有四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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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菩薩實德。」迦葉白言：「云何四法？」「一者入空解脫門，信業報無性；

二者入無我無願門，雖得涅槃，恒起大悲樂度眾生；三者於大輪迴巧施方便；

四者於諸有情雖行給施不求果報。迦葉！如是四法，為菩薩實德。我今於此

重說頌曰：「入彼空解脫，信觀業無性；無我無願門，安住慈愍行；雖證涅

槃空，樂度眾生故；於彼輪迴中，巧設諸方便，廣濟於群生，不希於福報。」」

(T12,p.203,b11-21)【權德】窺基《觀彌勒上生兜率天經贊》卷 1：「一者法身

稱實。餘二並權。實者，諸法體真。權者，事相權迹。般若論云。應化非真

佛等是。二者法身及自受用。唯佛與佛乃能知之。是身之本。俱離差別。功

德智慧一一無邊。不可以色形量而取。都無分限起盡之相。具真實德。修證

實成。非應物現。名之為實。他受用身及八相化身。隨生類所示現。身可令

下類皆知見。是身之末。俱有差別。功德智慧非並無邊。可以色心形量而取。

然有分限起盡之相。具相狀功德。因利他取起。應物而現。名之為權。」(T38,p. 

273,a14-24) 

p.117 line 2【安住一切功德法中】「功德」：智顗《仁王護國般若經疏》

卷 1〈序品 1〉：「施物名功，歸己曰德。」(T33,p.258,c18)知禮《金光明經

文句記》卷 6：「因中戒定萬行，有排障敵惡之力，名功。助發大智，成佛

大果，名德。」(T39,p.156,c18-20)淨空和尚：(1)「一切功德法」就是如來果地

的境界，是一切圓滿的功德法。(2)「一切功德法」就是名號，這一句「南無

阿彌陀佛」就是一切功德法。(3)若以本宗的教義來說，這一切功德法就是指

這部《無量壽經》，《無量壽經》就是一切功德法門。我們把心安住在《無

量壽經》上，每天去讀誦、思惟，每天去實行，也就是說要把它做到，將它

變成我們自己實際的生活行為，這就是真正安住在一切功德法中。一切是圓

滿的，一個功德都不漏，圓滿的功德！ 

p.119 line -3【十地始終不離念佛】《華嚴經》卷 34〈十地品 26〉：「菩

薩摩訶薩住此初地，…常行大施無有窮盡。布施、愛語、利益、同事—如是

一切諸所作業，皆不離念佛，不離念法，不離念僧，不離念同行菩薩，不離

念菩薩行，不離念諸波羅蜜…」(T10,p.183,b29-c5)澄觀《華嚴經疏》卷 12〈毘

盧遮那品 6〉：「念佛三昧者。菩薩之父。故首明之。乃至十地不離念佛。」

(T35,p.586,c19-21)《華嚴經疏鈔》卷 27〈毘盧遮那品 6〉：「論云。菩薩以般

若波羅蜜為母。般舟三昧為父。般舟即念佛。此翻為佛立三昧。良以念佛即

真涉事。與方便同故得稱父。又念佛成佛是親種故。言乃至十地不離念佛者。

十地之中皆云一切所作不離念佛、念法、念僧等。」(T36,p.207,c29-p.208,a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