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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13【善財童子】此段經文在《80華嚴》卷 62、《40華嚴》卷 4。「樓閣

下有七伏藏，於其藏上，地自開裂，生七寶芽，所謂：金、銀、瑠璃、玻瓈、

真珠、硨磲、碼碯。……處胎十月，然後誕生，…其七大藏，縱廣高下，各滿

七肘，從地涌出…」(T10,p.332,b13-17)淨空和尚：我們如果真正明白、真正懂，

菩提道中，只有我一個人是凡夫；就像善財表演的一樣，除我一個人之外，所

有一切眾生，全是佛菩薩示現來教我的、幫助我的、成就我的；善財的五十三

參善知識是什麼？就是每天所接觸到的一切人事物，所看到、接觸到的男女老

少、各行各業。你細心去讀五十三參，善財童子真的是『參』，他虛心在看、

在聽、在學，從來沒有批評、沒有意見，都是讚歎、都是感恩；讚歎，是他看

到了真理，感恩，是自己提升境界了。這都是我們要學的。善知識在我面前所

作的示現，有正面的、有反面的，都是教我的。正面的是善行，我要向他學習；

反面的，所示現的是惡行，他也是我的善知識，提醒我，自己有沒有這個惡行？

有則改之，無則嘉勉。所以善人是佛，惡人也是佛；善人是老師，惡人也是老

師；都是來教我的、成就我的。所以，一定要懂得善財的表法意思，《華嚴》

表法，人人都是善財，他是一個真正修學大乘人的榜樣。你發菩提心修學大乘，

你就是善財。善是善根，財是福德，你已經具足善根、福德；而稱之為「童子」，

是講天真爛漫，沒有一絲毫污染，沒有污染、沒有分別，故稱之為童子。 

p.7：14【七寶、五百寶器】《華嚴經合論纂要》卷 3〈入法界品第三十九〉：

「以法身信種為胎。以七覺華具於信中。為七伏藏生七寶牙。信中十波羅蜜為

處胎十月。以五位五百行門總於信中頓印。為五百寶器、寶物盈滿。以報非無

因。故文殊觀此童子。知其入胎及產。感生眾寶得善財名。以欲令其信自性清

淨覺本不動智。直下無生無滅、無脩無證。令成信位菩提。」(X05,p.35,b12-17)

【七覺華】喻七覺支為華，八正道為果。【五位】資糧位、加行位、通達位、修習

位、究竟位。【五百行門】一住具十波羅蜜。十住具百。各自主伴圓融。五位例然。

通有五百。 

p.7：16【福城東】清涼《華嚴經入法界品十八問答》卷 1：「問：善財何以最

初福城東遇文殊耶？答：表福德分善故，故在福城。東為群方之首，故在東；

表初起智明故，信心創立故。」(X03,p.554,c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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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16【古佛廟】《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爾時，文殊師利菩薩勸諸比丘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已，漸次南行，經歷

人間城邑、聚落、至福生城。於其城東，住莊嚴幢娑羅林中，往昔諸佛曾所止

住，教化成熟一切眾生大塔廟處；亦是世尊毘盧遮那於往昔時行菩薩行，能捨

無量難捨之處。是故，此林名稱普聞無量佛剎，此處常為天、龍、夜叉、乾闥

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恭敬供養。」(T10,p.677,a9-17) 

p.7：17【顯因廣大相】《華嚴經入法界品十八問答》卷 1：「云何五相也？一、

初四十一人。明寄位修行相。寄於五位顯修行故。二、摩耶下十一人。名會緣

入實相。會差別緣入幻智故。三、彌勒一人。名攝德成因相。攝上二義為補處

因。當得成佛故。四、文殊一人。名智照無二相。般若照極。反照初心。無二

相故。五、普賢一人。名顯因廣大相。證入法界。一一行門皆稱法界無邊涯故。」

(X03,p.554,b24-c6) 

一、寄位修行相：文殊等四十一人；文殊一人寄十信，餘四十人寄三賢、十地。

四十人：從德雲比丘(初住)至釋種女瞿波(十地)。 

二、會緣入實相：摩耶夫人等十一人；會前次位差別之緣，同入實相理，寄等

覺位，親生妙覺，為佛母故也。 

三、攝德成因相：彌勒一人，攝前會差別緣，歸一實之德，明一生補處以為正

因。攝三世聖賢事行之德，成一念悉具之因。 

四、智照無二相：再見文殊一人。初遇文殊表信智，再遇文殊表證智；既與本

智相應，冥合無二，離能所分別相，照體獨立，故不見文殊

身相，但摩頂得法也。 

五、顯因廣大相：遇普賢一人，由前智極心冥，詞亡慮絕，故觸物皆道，法法

全真，依正渾融，重重無盡；隨舉一法，即是圓因，一切皆爾。

由是，善財於普賢一毛孔中所得法門，過前佛剎微塵數倍，一

切皆然。既U一切無非圓因，無不包徧，故云顯因廣大相U。 

p.7：18【經明】《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5〈30 阿僧祇品〉：「佛言：「善男

子！一百洛叉為一俱胝，俱胝俱胝為一阿庾多，阿庾多阿庾多為一那由他……

阿僧祇阿僧祇為一阿僧祇轉，阿僧祇轉阿僧祇轉為一無量；無量無量為一無量

轉，無量轉無量轉為一無邊……不可量不可量為一不可量轉，不可量轉不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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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為一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為一不可說轉，不可說轉不可說轉為一不可說不

可說，此又不可說不可說為一不可說不可說轉。」(T10,p.237,b15-p.238,b6) 

十萬＝洛叉(億)＝10
5

，俱胝＝10
7

，阿庾多＝10
14

，那由他＝10
28

，不可說＝不

可量
4

，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
4

。 

p.8：4【十種】《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10：「諸經論中開合不同。若《離垢慧

菩薩所問禮佛法經》，總有八重：一供養、二讚德、三禮佛、四懺悔、五勸請、

六隨喜、七迴向、八發願。或但為七，合禮讚故。或但有六，略供養故。或但

為五，以發願、迴向，但總別異故；如《十住毗婆沙》、U〈第五迴向〉U，亦同

有五。或但有四，除禮拜故。或但為三，故智論云：菩薩晝夜三時，各行三事，

謂懺悔、勸請、隨喜。行此三事，功德無盡，轉得近佛。若善戒經。但有二事，

謂懺悔、迴向。皆隨時廣略。今文具十，以表無盡。六七二事，俱是勸請；八

九二事，迴向開出。」(X05,p.193,a1-9)、本會版p.247-249 

『八九二事，迴向開出』者，八即「回向菩提」，九即「回向眾生」，十

正云回向，即總該三處(菩提、眾生、實際)。～本會版p.249 

「第五迴向」：華嚴十迴向之第五－「無盡功德藏迴向」；《華嚴經》卷

25〈25 十迴向品〉：「此菩薩摩訶薩以懺除一切諸業重障所起善根；禮敬三

世一切諸佛所起善根；勸請一切諸佛說法所起善根；聞佛說法精勤修習，悟不

思議廣大境界所起善根…隨喜所起善根…凡所積集，凡所信解，凡所隨喜，凡

所圓滿，凡所成就，凡所修行，凡所獲得，凡所知覺，凡所攝持，凡所增長，

悉以迴向莊嚴一切諸佛國土」(T10,p.133,a7-24)《華嚴經疏》卷 27〈25 十迴向

品〉：「即以五門善根迴向而為其性。」(T35,p.706,a21-22) 

p.8：7【以十表無盡】《阿彌陀經疏鈔演義》卷 3：「華嚴舉十表無盡者。一

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千為十百。萬為十千。經中數事。必舉十者。表無盡

也。」(X22,p.765,b3-4)《華嚴經探玄記》卷 1：「圓教中所說。唯是無盡法界。

性海圓融。緣起無礙。相即相入。如因陀羅網。重重無際。微細相容。主伴無

盡。十十法門各稱法界。」(T35,p.116,a6-9)淨空和尚：《彌陀經》用七，《華

嚴經》用十，都表圓滿。 

p.8：10【大聖】佛之尊號。法華方便品曰：「慧日大聖尊。」妙宗鈔上曰：

「佛是極聖，故稱為大。」法華弘傳序曰：「非大聖無由開化。」又，以名高

位之菩薩。無量壽經上曰：「一切大聖神通已達。」淨影疏曰：「大有兩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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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高名大，二德勝名大，會正為聖。」～《佛學大辭典》 

p.8：16【我慢障】《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3：「謂由有我，故於他起慢，慢

因我起，名為『我慢』。《唯識論》云：『云何為慢？恃己於他，高舉為性，

能障不慢，生苦為業。謂若有慢，於德有德，心不謙下，由此生死，輪轉無窮，

受諸苦故。』名為我慢。我即是慢，名為我慢；我慢即障，名『我慢障』。此

禮敬行能對治之，由斯生起敬信善業，故云除我慢等也。」～(X05,p.266,c15-21)、

本會版p.250 

p.8：16【心恭敬、敬信善】《妙法蓮華經》卷 5〈安樂行品 14〉：「當於一

切眾生起大悲想，於諸如來起慈父想，於諸菩薩起大師想，於十方諸大菩薩，

常應深心恭敬禮拜。於一切眾生，平等說法。」(T09,p.38,b10-13)《大方廣佛華

嚴經疏鈔》卷 63：「善財童子以善知識故，於一切智法，深生尊重，深植淨

信，深自增益；禮『彌伽』足，涕泗悲泣，遶無量匝，戀慕瞻仰，辭退而行。」

(L133,p.428,a1-3)《40華嚴經》卷 34：「即於一切諸菩薩所。發起深信尊重之

心。生希有想，生大師想；諸根清淨，善法增益。」(T10,p.817,a19-21)袾宏《沙

彌律儀要略增註》卷 2：「律云。弟子看和尚。當具四心：一親愛。二敬順。

三畏難。四尊重。侍養承接。如臣子之事君父。如是展轉相敬重瞻視。能令正

法久住。增益廣大也。」(X60,p.245,a11-14)「畏難」：畏懼謹慎。 

p.8：16【禮敬】《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7〈25 十迴向品〉：「勒那三藏說

七種禮。今加後三以成圓十。一我慢禮。謂依次位立，無敬心故。二唱和禮。

高聲喧雜故。此二非儀。三恭敬禮。五輪著地，捧足殷重故。四無相禮。入深

法性，離能所故。五起用禮。雖無能所，而禮不可禮之三寶，一一佛前皆影現

故。六內觀禮。但禮身中法身佛故。七實相禮。無內無外，同一實故。八大悲

禮。前雖有觀，未顯為生；今一一禮，普代眾生故。九總攝禮。總攝前六為一

觀故。十無盡禮。入帝網境，若佛若禮，重重無盡故。」(T35,p.706,b11-22) 

袾宏輯集《沙彌律儀毗尼日用合參》卷 2：「一我慢禮。謂身雖設拜。無

有敬心。外覩似恭。內懷我慢也。二求名禮。亦名唱和禮。謂但要名譽。詐現

威儀。常行禮拜。實無慇重心也。唱和禮者。口雖稱唱佛名。心實馳求外境也。

三身心恭敬禮。謂口稱佛心。心存相好。身業翹勤。恭敬供養。無異念也。四

發志清淨禮。謂慧心明了。達佛境界。內外清淨。虗通無礙。禮一佛時。即禮

一切諸佛。禮一切諸佛。即禮一佛。以諸佛法身。體本融通故。禮法、禮僧。

亦復如是。五遍入法界禮。謂想自己身心等法。從本以來。不離法界。諸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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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我心。我心不離諸佛。性相平等。本無增減。今禮一佛。即遍通諸佛。如一

室中。懸百千鏡。鏡鏡皆現。鏡無不照。影無不現。如是正觀。則功歸法界。

德用無邊。是名遍入法界禮。六正觀修誠禮。謂攝心正念。雖對佛身。即禮自

己佛身。葢由一切眾生本有覺性。與佛平等。為隨染緣。迷於己性。忘認為惡。

無始以來。未曾將一燈、一香、一禮。供養己身佛性。若能返照本覺。則解脫

有期。故維摩經：觀身實相。觀佛亦然。是名正觀修誠禮。七實相平等禮。謂

前正觀中。猶存有體有觀。自他兩異。今此一禮。無自無他。凡聖體用不二。

若見佛可尊、可敬。見凡可卑、可慢。此心即成邪執故。」(X60,p.395,c5-p.396,a1) 

p.8：17【捧足殷重】「恭敬禮」；《疏鈔》：「此通人、天及二乘，並權教

大乘六度菩薩等禮。五教中，即第一愚法聲聞教，及第二教中分教義也。…『五

輪』者，兩手兩膝兼頂也。…『捧足』者，謂所禮者之足也。…謂以最尊之頂，

嗚捧三寶最卑之足，敬之至也，故云『殷重』，殷重意業也；發願及稱名讚歎

即語業也；五輪即身業也；故三業備也。」～本會版 p.251-252 

p.8：17【深入法性，離能所相】「無相禮」；《疏鈔》：「正當第二始教禮

也。…既順於空，故是始教。」～本會版 p.252 了然《釋門歸敬儀通真記》：行

者慧心明利，深知法界本無有礙；由我無始順於凡俗，非有有想，非礙礙想；

今達自心虗通無礙，故行禮佛，隨心現量。智淨如鏡，佛身影現；由智解了，

心境寂然；能觀智清淨，故所觀境清淨，智境俱淨，則能所兩亡，泯相絕心，

深入法性。(X59,p.503,a) 

p.8：17【普運身心，禮不可禮】「起用禮」；《疏鈔》：「第三終教禮也。

是從空入假，依體起用之菩薩也。由前空觀，悟法無能無所，故此知法無性，

不計定相；故觀能禮、所禮皆如影像，一一全是性之緣起，故得普徧也。」～

本會版 p.253 

p.8：17【但禮內佛】「內觀禮」《疏鈔》：「第三教中實教禮也。謂顯實宗

不計空假，直見本覺真性，故云法身真佛。故《起信論》云：離念相者，等虛

空界，即是如來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說名本覺。言離念相者，離空假之念也。

背覺合塵，攀緣外境，為不禮敬；心不攀緣外境，背塵合覺，為歸依禮敬也。」

本會版 p.253 宗密《圓覺經略疏》卷 2：「第四空觀禮真諦佛。入法之性故。五

假觀禮俗諦佛。從體起用故。六中觀禮第一義諦佛。不計空色。直見本覺真性

故。七則三觀一心。禮三諦一境佛。不取真棄假。泯絕無寄故。」(T39,p.572,a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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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8【同一實相】「實相禮」；《疏鈔》：「第四頓教禮也。前無相禮，

但是初教空理，不名為頓；今非空非不空，非禮非不禮，非取內真佛，非棄外

假佛，內外無寄，泯絕棲託，但得如此，不住於法，自然常冥法界，常禮諸佛，

故云實相禮。…若內者，收前第四及第六門也；言若外者，收前第三第五門也。

又，若內者，即當一心三觀也；若外者，即當一境三諦也。」～本會版 p.253-254 

p.8：-8【普代眾生】「大悲禮」；《疏鈔》：「此下三門，總為第五、一乘

圓教之禮也。然此第八一門，猶是同教一乘，同於終教。約能禮人，一具一切，

故屬圓教。未顯事事無礙、事事融攝，故非圓中之別教。九、十二門，方全是

別教一乘也。…上之四門，觀智圓明，但有菩提之義，未具薩埵之義；故次第

八明大悲禮，普代眾生也；故此明以同體大悲，物我無二。我既禮也，即眾生

皆禮；我離慢也，即眾生皆離；故名大悲禮也。…九、「總攝禮」者，謂融前

六門深淺之禮而為一觀，即事事無礙也；但攝六者，一、二非儀故。」「攝前

六門以為一觀，方稱普賢行願禮；故云總攝也。」～本會版 p.254-255 

p.8：-8【帝網境】「帝網」：帝釋天宮之網也。同「因陀羅網」。網之一一

結皆附寶珠，其數無量，一一寶珠皆映現自他一切寶珠之影，又一一影中亦皆

映現自他一切寶珠之影，如是寶珠無限交錯反映，重重影現，互顯互隱，重重

無盡。華嚴經以因陀羅網譬喻諸法之一與多相即相入、重重無盡之義；若依境

而言，稱為「因陀羅網境」，依定而言，稱為「因陀羅網定」，依土而言，稱

為「因陀羅網土」，此皆為顯示事事無礙圓融之法門，十玄門之「因陀羅網法

界門」。～《佛光大辭典》 

《疏鈔》：「十、無盡禮者，重重無盡之義…若依此禮，則一一禮無盡，

功德豈可量哉！不入斯觀，徒自疲勞也。」「文中正辨第五九十等者。以第五

起用禮。雖無能所。而普運身心。如影普遍。禮不可禮。此普賢行願。亦須如

此普運身心。第九第十。正同此華嚴宗。故云正辨也。」(X05,p.268,a12-15)～本

會版 p.255-256《文殊師利發願經》卷 1：「身口意清淨，除滅諸垢穢，一心恭敬

禮，十方三世佛。普賢願力故，悉覩見諸佛，一一如來所，一切剎塵禮。於一

微塵中，見一切諸佛，菩薩眾圍繞，法界塵亦然。」(T10,p.878,c25-p.879,a2) 

p.8：-5【標所禮】《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10：「所有無盡法界下。釋相。於

中三。初所禮境。謂橫豎普周。盡帝網境。」(X05,p.193,a23-24)、本會版p.256 

p.8：-5【具如稱讚供養門】參考本書 p.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