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2017/04/01 

1 / 6 

◎法藏因地第四 

1.本品說明法藏比丘因地學道發心之因緣。 

2.科判： 

一、時劫因緣－過去無數劫、世間自在王如來。 
「佛告阿難」…

「說經講道」。P.180 

二、聞法發心、出家修道。 
「有大國主」…

「號曰法藏」。P.188 

三、出家修行之德。 
「修菩薩道」…

「無能踰者」。P.189 

四、至佛所禮讚發願。 
「往詣佛所」…「發

廣 大 願 。 頌 曰 」P.193 

五、讚頌－於此顯示廣大菩提心。 
「如來微妙色端嚴」…

「如是願心永不退」。P.194 

3.偈頌： 讚歎佛德（1,2）－色身、光明無比；語密、身密等無礙境界。 

（10 首） 發願（3~9） 得佛利他行德（法音宣流）1 首 P.197 

（40 句）    求自覺之德（智慧如海、涅槃）1.5 首 P.198 

           求佛之覺他德（六度、四弘）2.5 首 P.201 

           求佛淨土願（48 大願之核心）2 首 P.203 

    請佛證明（10）－力行願不退。P.206 

p.180 line -1【世間自在王如來】＆p.188 line 3【世饒王】唐譯，《大

寶積經》卷 17(T11,p.92,c)。漢、吳譯：「樓夷亘H羅H」。魏、宋譯：「世自在

王」。《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卷 1：「有佛名樓夷亘羅，在中教授四十

二劫，皆已過去
註

乃爾劫時作佛。天上、天下人中之雄，經道法中勇猛之將，

佛為諸天及世人民說經講道莫能過者。世饒王聞經道，歡喜開解，便棄國位

行作比丘，名曇摩迦留。發菩薩意，為人高才，智慧勇猛，無能踰者，與世

絕異。到世饒王佛所，稽首為禮，長跪叉手，稱讚佛言。」(T12,p.280,a24-b2)

『註』，《大正藏》於此註：「明註曰。乃爾劫時下。至王文中。疑有脫誤。謹按無

量壽經云。次有佛名世自在王如來。時有國王。可以互證本經王聞經道。U王字不應與

世饒連讀。此世饒是世饒王如來。此王是國王曇摩迦留U。後更名法寶藏比丘者。」

(T12,p.280,a25)《佛說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卷 1：「次復有

佛，名樓夷亘羅，在世間教授，壽四十二劫。乃爾時世有大國王，王聞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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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心即歡喜開解；便棄國捐王，行作沙門，字曇摩迦。…往到樓夷亘羅佛

所，前為佛作禮。」(T12,p.300,c18-23)《佛說無量壽經》卷 1：「次有佛名世

自在王如來．應供．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

天人師．佛．世尊。時有國王，聞佛說法心懷悅豫，尋發無上正真道意，棄

國、捐王，行作沙門，號曰法藏」(T12,p.267,a14-18)《翻譯名義集》卷 1：「樓

夷亘羅。清淨平等覺經翻世饒王。無量壽經翻世自在王。」(T54,p.1058, c1-2)

《佛光大辭典》：「梵名 Lokeśvararāja 或 Lokeśvara，係世（梵 loka）與自

在（梵 īśvara）之合成語。音譯作樓夷亘羅佛。又稱世饒王佛、饒王佛。饒，

即自在之義。又作世間自在王。」 

p.183 line 2【壽量品疏】《妙法蓮華經文句》卷 9〈釋壽量品〉：「三如

來者，《大論》云「如法相解、如法相說，故名如來」。如者，法如如境，

非因非果，有佛無佛，性相常然，遍一切處而無有異為如，不動而至為來，

指此為法身如來也。法如如智，乘於如如真實之道來成妙覺，智稱如理，從

理名如、從智名來，即報身如來。故《論》云「如法相解，故名如來」也。

以如如境智合故，即能處處示成正覺。水銀和真金，能塗諸色像，功德和法

身，處處應現往，八相成道，轉妙法輪，即應身如來。故《論》云「如法相

說，故名如來」也。法身如來名毘盧遮那，此翻遍一切處；報身如來名盧舍

那，此翻淨滿；應身如來名釋迦文。」(T34,p.128,a6-18) 

p.191 line -4【信解行證】深(淨)信勝解→行願力→五力→精進→堅固不動

→菩提心增上。 

（1）信解：信力，破諸邪信、破煩惱。修行精進：進力，無惡雜、不懈怠。 

（2）明記→念力：破諸邪念，成就一切出世正念功德。 

（3）慧力：遮止諸惑，顯發無漏真智。定力：破亂想、發事理禪定。 

p.194 line 3【伽他】伽陀（梵 gāthā）與祇夜（梵 geya），兩者均為偈頌

之體，然兩者之意義互異：偈前無散文（長行），而直接以韻文記錄之教說，

稱為孤起偈，即伽陀；偈前有散文，而尚以韻文重複其義者，稱為重頌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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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祇夜。～《佛光大辭典》 

p.196 line 6【主伴圓明具德門】十玄門之一。諸法相即相入，成一大緣起。

隨舉一法即可為主，餘一切法悉可為伴，周匝圍繞；更以它法為主，餘法亦

悉為伴。諸法雖互有主伴之別，而不壞差別之相，相依相成，一體無礙。彼

此隱顯，主伴交輝；一多攝入，連帶緣起。「古十玄」作「唯心迴轉善成門」，

係就心而闡明緣起之根本，亦即一切諸法皆依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建立，若善

若惡，隨心所轉，故稱為唯心迴轉。如以金獅子為例，金為本體，獅子喻現

象，則金與獅子，或隱或顯，或一或多，各無自性，由心迴轉，說事說理，

有成有立。法藏大師於《華嚴經探玄記》中，將之改為「主伴圓明具德門」；

以唯心一詞，僅表示諸法無礙之理由，而未能表示無礙之相故。 

p.197 line 8【省庵法師】《省庵法師語錄》〈勸發菩提心文〉卷 1：「入

道要門。發心為首。修行急務。立願居先。願立則眾生可度。心發則佛道堪

成。苟不發廣大心。立堅固願。則縱經塵劫。依然還在輪回。雖有修行。總

是徒勞辛苦。故華嚴經云。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法。是名魔業。忘失尚爾。

況未發乎。故知欲學如來乘。必先具發菩薩願。不可緩也。」(X62,p.234,b19-c1)

省庵大師：名實賢，字思齊；淨宗十三祖之第 11祖。參考《淨宗概論》。 

p.198 line 4【佛清淨聲法音】《思益梵天所問經》卷 2〈問談品 6〉：普

光自在王如來不以文字說法，但放光明照諸菩薩，光觸其身，即得無生法忍；

其佛光明復照十方通達無礙，令諸眾生得離煩惱。又其光明常出三十二種清

淨法音。何等三十二？所謂諸法空、無相、無作、離欲、離瞋、離癡、無所

從來、無所去、…不住、無我、如相、…入法性、是菩提、是涅槃。普光自

在王如來光明，常出如是清淨法音，能令諸菩薩施作佛事。(T15,p.45,a19-b12) 

p.200 line -2【無明貪瞋皆永無，惑盡過亡三昧力】唐《大寶積經》卷 17：

「惑盡過亡應受供，如是聖德惟世尊，」(T11,p.93,a9-10)漢《佛說無量清淨平

等覺經》卷 1：「或以三昧定、精進及智慧…瞋恚及愚癡，世尊之所無。」

(T12,p.280,b9-15)魏《佛說無量壽經》卷 1：「戒聞精進，三昧智慧，威德無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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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勝希有。…無明欲怒，世尊永無。」(T12,p.267,a25-28) 

p.202 line -5【未度有情令得度 已度之者使成佛】《佛垂般涅槃略說教

誡經》卷 1：「應可度者，若天上人間皆悉已度；其未度者，皆亦已作得度

因緣。」(T12,p.1112,b9-10)《妙法蓮華經》卷 3〈藥草喻品 5〉：「未度者令

度，未解者令解，未安者令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T09,p.19,b11-13)吉藏

《法華義疏》卷 8〈藥草喻品 5〉：「約四諦立四弘誓願，未度苦海，願令

度之，故云未度者令度；眾生為集諦煩惱業縛，願令解脫，故云未解者令解；

未安道諦者令安；未得滅諦涅槃者，願令得之。前二即是大悲願，後二即是

大慈願也。」(T34,p.561,a20-25) 

p.203 line 1【法供養】《別行疏鈔》：別明七行，皆法供養。～本會版p.234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8〈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文殊菩薩遙申

右手摩善財頂，作如是言：「菩薩有十種法，具足圓滿，則得成就修真供養

一切如來。何等為十？一者、以法供養；二者、修行諸行；三者、平等利樂

一切眾生；四者、以慈悲心隨順攝取；五者、以如來力隨順一切；六者、不

捨勤修一切善法；七者、不捨一切菩薩事業；八者、如說能行，如行能說；

九者、長時遍修，心無疲厭；十者、常不捨離大菩提心。若諸菩薩具此十法，

則能成就供養如來；非以財寶、飲食、衣服名真供養。何以故？如來恭敬尊

重法故；猶如孝子，尊重父母，承順顏色，心無暫捨；若復有人敬其父母，

其子倍復尊重是人；諸佛如來亦復如是；若諸眾生供養法者，是真成就供養

如來，以諸如來尊重法故。善男子！如來從修行中來；若能修行，是則成就

供養如來；諸佛出世，本為利樂諸眾生故；為以慈悲攝眾生故；隨順利樂而

為力故。」(T10,p.837,c20-p.838,a7)《別行疏鈔》：「釋曰：法供養最，故名為

真。若通相說，於佛深經、難見妙理，起十法行，皆名法供養。」～本會版p.238 

p.205 line 1【感得廣大清淨居】唐《大寶積經》卷 17：「為求無上大菩提，

供養十方諸妙覺，百千俱胝那由他，極彼恒沙之數量。又願當獲大神光，倍

照恒沙億佛剎，及以無邊勝進力，感得殊勝廣淨居。」(T11,p.93,a15-19)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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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大乘無量壽莊嚴經》卷 1：「復有十方諸佛剎，恒放光明照一切，殊勝莊

嚴無等倫，願我成就利群品。所有無邊世界中，輪迴諸趣眾生類，速生我剎

受快樂，不久俱成無上道。願我精進恒決定，常運慈心拔有情，度盡阿鼻苦

眾生，所發弘誓永不斷。」(T12,p.318,c25-p.319,a1)《維摩詰所說經》卷 1〈佛

國品 1〉：「菩薩隨所化眾生而取佛土，隨所調伏眾生而取佛土，隨諸眾生

應以何國入佛智慧而取佛土，隨諸眾生應以何國起菩薩根而取佛土。所以者

何？菩薩取於淨國，皆為饒益諸眾生故。」(T14,p.538,a22-26)經文『速生我剎

受安樂』，更顯法藏菩薩度生心切，希望眾生能頓脫生死，速成正覺，才是

真實安樂。正因有此殊勝大願方便，凡夫往生逕登不退，方能疾速成佛也。

故宋譯云：『不久俱成無上道』。 

p.206 line -2【如上願行】行→決定堅固力，唯佛智證知，故知境界甚深、

妙德難測、唯佛能證。願→縱須入阿鼻無間獄度眾，願心終不退轉，何況其

他。即使「劫長」、「行苦」、「生多」、「難度」，還是要堅持到底！如

《起信論》「菩提心」三心：直心、深心、大悲心。所謂「深心」者，菩薩

修行布施度等，難捨能捨，難行能行，深心發起修行，降伏慳嫉心，畢竟成

就深心；成就深心者，以因果不盡故。因不盡者，修行廣大無量無邊故；果

不盡者，一切佛法無量無邊，以不斷絕三寶因故。「大悲心」者，如《大般

若波羅蜜多經》卷 424〈遠離品 24〉：「菩薩摩訶薩為度有情，修多苦行、

受諸重苦，然諸菩薩摩訶薩不起難行苦行之想。何以故？舍利子！若起難行

苦行想者，終不能為無量無數無邊有情作大饒益。舍利子！一切菩薩以無所

得而為方便，於諸有情起大悲心，住如父母、兄弟、妻子及己身想，為度脫

彼發起無上正等覺心，乃能為彼作大饒益。」(T07, p.129,a21-28) 

淨空和尚云：修行，有很多的苦難須要克服。度眾生，眾生很難度，像

《地藏經》上講的：「閻浮提眾生剛強難化」，你好心去幫助他，他還誤會

你，還得找你麻煩。所以菩薩要有很大的耐性，永遠不退轉，這是願行相符，

才能夠滿願。有願要沒有行，這個願會落空，這個願是假的；有行要沒有願，

這個行沒有目標、沒有方向，也不會有結果。所以，行願要相輔相成。度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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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要吃苦頭的。譬如釋迦牟尼佛，度我們娑婆世界眾生，必須示現八相成道，

六年苦行、示現降魔、與外道辯論，身受許多的苦難。曾經有三個月沒有東

西吃，受馬麥之報。六群比丘，天天給佛找麻煩。在中國，禪宗六祖惠能大

師黃梅得法之後，多少人不服，要找他算帳，甚至於陷害他；他跑到獵人隊

裡面去避難，躲了十五年才出來。佛有那麼大的福報，還要吃這些苦頭，何

況後來的世世代代這些祖師大德們？諸位看看《高僧傳》、寺院叢林的歷史，

我們見到祖師大德們都是經過許許多多的苦難，才能成就。他們在苦難當中

沒有變心、沒有退轉，這都是做出榜樣給我們看，即使是諸佛菩薩再來，也

這樣表演給我們看，何況我們是博地凡夫、薄福之人，我們怎麼能與祖師大

德們相提並論？如果我們今天稍稍受一點挫折、受一點苦難，就變了心、退

轉了，這樣怎麼能夠成就？此地，法藏比丘發心修行，所發的願是真實的，

即使須吃盡苦頭，他也不退轉，逢苦不轉，所以這個願才是真實願，願願都

不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