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2019/09/07 

1 / 6 

p.10：1【稱揚讚歎】《易》〈14 大有卦〉：「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休者，美也；休命：美善的命令。多指天子或神明的旨意。《感應篇彙編》：

「遏己之惡，然後可以遏人之惡；揚人之善，然後可以勸人之善。」《感應篇

註訓證》引「宋縉雲」案明之。 

《往生論》「五念門」之「讚歎門」：「口業讚歎。稱彼如來名。如彼如來光

明智相。如彼名義。欲如實修行相應故。」 

慈舟《行願品親聞記》：「佛之名號，德行所成，故念佛號，即是稱讚如

來德行；讀誦大乘經典亦是讚佛，以一切經中皆稱讚佛之功德故。稱讚如來，

有讚因佛、讚果佛之分；稱讚萬德洪名，是讚果佛；如云人人具有大方廣，即

是稱讚因佛。稱讚如來，除惡口障，得辯才果報。」「稱讚如來：一便讚便禮，

三稱德法供，四懺謗佛業，五喜德而讚，六讚德請法，七不讚佛隱，八學佛讚

佛，九順性而讚，十向佛而讚。」「修稱讚如來行願者，則風聲、雨聲、車聲、

馬聲、木魚引罄聲、皆是稱讚如來之音聲。如西方水鳥樹林皆演法音，亦是念

佛心轉境故。」「一切法皆在一心中（理無礙），一切法亦皆在一塵中（事無

礙）。一微塵如是，進一步，一切微塵亦如是。各各微塵中有佛說法，說的是

大方廣佛華嚴經；各各微塵中有菩薩聽法，就是華嚴海會諸菩薩。」「一佛如

是，佛佛皆然。各佛成道，皆說大方廣佛華嚴經，各有華嚴海會佛菩薩。一毛

一塵皆現佛說華嚴經，華嚴海會諸菩薩聽華嚴經。」 

淨空和尚：佛教我們「禮敬諸佛」，就是用真誠、清淨、平等、慈悲心，

對一切人尊重、恭敬。佛教我們「稱讚如來」，凡是看到一切眾生合乎性德的

善行，就應該要讚歎。他對我不平等，我對他平等；他毀謗我，我讚歎他；他

欺負我，我尊重他；甚至於他陷害我，這就是世間冤家對頭；但他確實有做一

樁善事與性德相應的，要不要讚歎他？要！他的過失呢？絕口不提；不但口裡

不提過失，心裡頭都沒有這個印象。為什麼？不見世間過，順佛所說。《華嚴》

上說得更圓滿：「情與無情，同圓種智」，在真正修行人的心目當中，不但有

情眾生是佛菩薩，平等禮敬；花草樹木也是佛菩薩，乃至山河大地、塵沙石塊，

都有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一個性，那怎麼不是佛菩薩？這就是「情與無情，同

圓種智。」所以真正修行人，他確實生活在法性之中、生活在法界之中，永遠

是禮敬、讚歎、供養、感恩，這是個真正修行人。如果看人還有歡喜、厭惡，

那不是修行人，還是搞六道輪迴的人！以前我們不懂這個道理，所以是凡夫；

現在懂得了，之後我們在生活、工作、待人接物上，觀念有沒有改過來？如果

沒有，就不是順佛所說；真的能改過來了，才是順佛所說、真正依教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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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2【倣同先迹號】通舉十號。《華嚴經疏鈔》卷 23〈2 現相品〉： 

正遍知－理無偏邪目之為正。無法不照名曰遍知。即「實智窮源號」。 

明行足－明是證行。行是教行。二行圓滿名明行足。即「修行滿足號」。 

世間解－明解世間故。即「權智圓明號」。 

善逝－善者好。逝者去。不向餘三界二乘去。唯向大菩提去。即「直往菩提號」。 

無上士－士謂士夫。遍於眾聖。於眾聖中更無過上。名無上士。「位超諸聖號」。 

調御丈夫－調謂調練。御謂控御。故云調御。則「乃攝有情號」。 

天人師－師謂軌範。說五乘教利益眾生故。即「導軌眾生號」。 

應供－堪受人天廣大供養故。即「堪為福田號」。 

如來－乘如實道來成正覺。故曰如來。即「倣同先跡號」。 

佛－佛者覺也。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名之為佛。由此天上人間共所尊重。故

曰世尊。即「無師自覺號」。佛德無邊。十號略盡故。～(T36,p.180,b27-c16) 

p.10：2【金剛經云】《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 1：「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受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

尼。』何以故？如來者，即諸法如義。」(T08,p.751,a24-27)「若有人言：『如來

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

無所去，故名如來。」(T08,p.752,b3-5)《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義》卷 4：「以其

實無住著菩提法以求得之之心也。是故者，明其正因心無有法，乃證無生。以

是之故，得蒙授記耳。」「當知佛不見有諸法差別之相，是之謂如。佛亦不見

有一法獨異之相，是之謂諸法如。如者，無差別之義；亦不異之義。謂法性無

有差異也。法性無有差異者，以其空寂故也。故諸法如義，即法性空寂之義。

名為如來者，以其證空寂之性耳。若存有一空寂，便成差異，便非空寂矣，豈

名如來乎？故曰：如來者，即諸法如義。」「應離一切諸相，修六度萬行。離

諸相者，實際理地，不染一塵故；修萬行者，佛事門中，不捨一法故。因其諸

法一如，故應不捨一法也；因是一如之法，故應不染一塵也。如是覺、如是離、

如是修，則法相應、性相應，而得證相應矣。」(B07,p.577,a4-p.582,a10)《金剛般

若波羅蜜經講義》卷 5：「法身常住不動。無所謂來去也。法身遍一切處，亦

無需乎來去也。其見有來去者，乃應化身耳。此身是緣生法。謂隨眾生機感之

緣而生起者也。」「然雖法身不動，而恆常示現應化身，從不斷絕。亦不住於

不動之體也。是之謂如如不動。」(B07,p.684,a13-p.685,a4) 

p.10：3【涅槃經】《大般涅槃經》卷 18〈8 梵行品〉：「云何名如來？如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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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諸佛所說不變。云何不變？過去諸佛，為度眾生說十二部經，如來亦爾，故

名如來。諸佛世尊從六波羅蜜、三十七品、十一空來至大涅槃，如來亦爾，是

故號佛為如來也。諸佛世尊為眾生故，隨宜方便開示三乘，壽命無量不可稱計，

如來亦爾，是故號佛為如來也。」(T12,p.468,a29-b6) 

p.10：4【成實論】《成實論》卷 1〈4 十號品〉：「如來者。乘如實道。來

成正覺。故曰如來。有所言說。皆實不虛。」(T32,p.242,a25-26)乘真如之道，從

因來果，而成正覺之故，名為如來。是真身如來也。又乘真如之道，來三界垂

化之故，謂之如來。是應身如來也。如諸佛而來，故名如來。此釋通於二身。

～《佛學大辭典》 

p.10：8【三重無盡】1.剎土無盡，2.微塵無盡，3.諸佛、菩薩無盡。（經文） 

但文義中：虛空無盡→剎土無盡。剎土無盡→微塵無盡。而且一一微塵中有

無盡佛→所有微塵中之諸佛無盡。一一佛有種種菩薩海會圍繞→無盡三寶。 

p.10：10【法力亦含在其中】 

第(1)願：普賢行願力故，深心信解，如對目前。（法力＋自力） 

第(2)願：甚深勝解，現前知見。（自力） 

第(3)願：普賢行願力故，起深信解，現前知見。（法力＋自力） 

【勝解】成唯識論卷五：「云何勝解？於決定境印持為性，不可引轉為業，

謂邪、正等教理證力，於所取境，審決印持；由此異緣，不能引轉；故猶豫境，

勝解全無，非審決心，亦無勝解；由斯勝解非遍行攝。有說心等取自境時無拘

礙，故皆有勝解，彼說非理。」（T31,p.28,b）此謂勝解於決定之境審決時，始能

稱其為勝解。若於猶豫之境，心存疑問，無法審決，則無勝解，故非遍行。～

《佛光大辭典》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 1：「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

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

是名法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義》卷 5：「依無著論。論云：「智依止

奢摩他故知。依止毗鉢舍那故見。此二依止三摩提故解。」此義是明三者皆智。

但以依止方便不同，故立三名。奢摩他，此云止。止者，定也。智從定生，名

知。觀此，是知為真諦智矣。定則萬緣俱息，了了證知。故曰知也。…蓋知約

內證邊說也。毗鉢舍那，此云觀。觀即是慧。智從慧出，名見。觀此，是見為

俗諦智矣。慧則差別事相，無不洞見，故曰見也。…蓋見約外照邊說也。三摩

提，此云等持。謂定慧均等也。定慧均等，名之曰解。可見，解是由定慧出。



Date：2019/09/07 

4 / 6 

亦即知見二者之總名耳。此亦與前深解義趣之言義同。」(B07,p.707,a13-p.708,a3) 

p.10：11【辯才天女】【大辯才天】：又名美音天、妙音天、妙天音樂等。或

為男天，或為女天，但以為女天者多。聰明而有辯才，故曰辯才天；能發美音

而歌詠，故名美音天、妙音天。為主智慧福德之天神，若供養此天，則可得福

與智慧。大日經疏十曰：「美音天，是諸天顯詠美者，與乾闥婆稍異，彼是奏

樂者也。」《金光明最勝王經》〈大辯才天女品〉曰：「若有法師說是金光明

最勝王經者，我當益其智慧，具足莊嚴辯說之辯。」又「若人欲得最上智，應

當一心持此法，增長福智諸功德，必定成就勿生疑；若求財者得多財，求名稱

者得名稱，求出離者得解脫，必定成就勿生疑。」～《佛學大辭典》 

p.10：12【如來功德】《菩提道次第廣論》卷 4 說「佛功德」有四：（1）身

功德：相好莊嚴。（2）語功德：隨世界所有有情，同於一時，各各申一異類

請問，能由剎那心相應慧，悉皆攝持，以一言音答一切問，彼等亦能各隨自音

而生悟解。（3）意功德，分二：智－於如所有性、盡所有性，一切所知，如

觀掌中菴摩洛迦，智無礙轉，能仁智徧一切所知；除佛餘者，所知寬廣，智量

狹小，悉不能徧。悲－若見諸苦眾生，常起大悲，恆無間斷。（4）業功德：

身語意業，由其任運無間二相而正饒益一切有情。此復由於所化之別，堪引化

者，能仁無不令其所化會遇圓滿，遠離衰損，定作一切所應作事。(B10,p.650,a4-b5)

《瑜伽師地論》卷 74：由六種相，當知略攝如來功德。一圓滿。二無垢。三

不動。四無等。五能作有情利益事業。六功能（不待作願而圓證故）。(T30,p.707,c25- 

p.708,a25) 

p.10：12【盡於法界，無不周徧】法界：(1)義同實際、真如及法性。(2)天台宗

說十法界。(3)華嚴宗用「法界」來表示現象與本體之相即；故有四法界之說。

故知此處經文同前「禮敬諸佛」之「所禮」境－帝網境、事事無礙法界。 

p.10：17【四種辯才】又作【四無礙辯】、【四無礙解】：指四種自由自在而

無所滯礙之理解能力（即智解）及言語表達能力（即辯才）。均以智慧為本質，

故稱為四無礙智；就理解能力言之，稱為四無礙解；就言語表達能力言之，稱

為四無礙辯。又此為化度眾生之法，故亦稱四化法。（1）法無礙解：善能詮

表，領悟法之名句、文章，並能決斷無礙。（2）義無礙解：精通於法所詮表

之義理，並能決斷無礙。（3）詞無礙解：精通各種地方方言而能無礙自在。

（4）辯無礙解：隨順正理而宣揚無礙；或亦稱樂說，係為隨順對方之願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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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於為之巧說，故稱樂說。《成唯識論》卷九認為四無礙解中，初地以上之菩

薩僅得其中一部分，第九地得其四，至佛果時，始圓滿完成。～《佛光大辭典》 

p.10：-8【此復有七】《別行疏鈔》：「一、應辯：一剎那間，應得一切眾生

三乘五乘根性樂廣樂略者，總能應得也。二、捷辯：謂言說迅捷而無蹇訥也。

三、峻辯：如懸河建 A E瓴E

ㄌ
ㄧ
ㄥ

ˊ

A。四、無疏謬辯：謂一一句義稱理合機，無疏謬之失

也。五、無斷盡辯：說經長時，無間斷故。六、豐義味辯：凡所演說，豐足義

味，此具五義：一甚深如雷，二清徹遠聞，三諦了易解，四人心敬愛，五聽者

無厭。七、一切世間最上妙辯：更無過者。總此七種，得名「辯說無礙解」；

或此七辯，亦通前三中開出也。然諸經論中或說辯才有多種者，皆是隨義展轉

開出，根本不過四辯也。」(X05,p.270,b10-18)、本會版p.267。【建瓴】1.語本《史記‧高

祖本紀》：「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建瓴，即「建瓴水」之省，謂傾倒瓶中之水，形

容居高臨下、難以阻擋的形勢。2.形容速度極快。～《漢語大詞典》 

p.10：-5【有十種舌】《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7〈38 離世間品〉：「菩薩摩

訶薩有十種舌。…降伏一切諸魔外道，除滅一切生死煩惱，令至涅槃舌。是為

十。U若諸菩薩成就此法，則得如來遍覆一切諸佛國土無上舌U。」(T10,p.303,a18-26)

《華嚴經疏注》卷 90〈離世間品第三十八〉：「前五約辯顯德。後五約用。」

(X07,p.877,c22)慧苑《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卷 14〈離世間品第三十八〉：「十

種舌者。明語業自在。依之增善根故也。於中。初五約辨說顯德。後五約順用

顯德。」(X03,p.860,a15-17) 

淨空和尚：言語是與別人溝通意見最重要的工具，古人也警告我們，所謂

是「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所以言語不能不謹慎。無意中說錯話，便得罪人，

結下深仇大恨，自己還不知道怎麼回事情？後來災禍臨頭了，自己都還糊裡糊

塗，這都是警惕我們，平時說話、言語要謹慎。在《華嚴經》裡面，「十」是

表法的，代表圓滿。舌的作用是說話，菩薩所說的，圓圓滿滿，與性德相應。

第一是「開示演說無盡眾生行舌」，一切眾生的思想行為，菩薩知道，清清楚

楚、明明白白；為這些眾生開示、講解，說出眾生的毛病、病根在什麼地方。

第二是「開示演說無盡法門舌」。眾生有了毛病，要有辦法幫他忙，佛菩薩有

方法可以幫助我們把錯誤的思想行為改正過來。第三是「讚歎諸佛無盡功德

舌」。規過勸善世間法，幫助我們得這一生的快樂，而佛法修學教我們生生世

世都能夠離苦得樂，終極目標是教我們成佛，所以讚歎佛就是教我們學佛，以

佛作為修行最高的標準。第四「演暢辭辯無盡舌」，這就是辯才無礙。第五「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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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大乘助道舌」，為一切眾生宣講大乘佛法。第六「遍覆十方虛空舌」，與《彌

陀經》所講的六方佛出廣長舌相，意思相同，都是為教化一切眾生。第七「普

照一切佛剎舌」。第八「普使眾生悟解舌」。前面這兩種都是普度眾生，都是

應機的；第八不但應機，且能令眾生解悟、證入。第九「悉令諸佛歡喜舌」，

第十「降伏一切魔外，除滅一切生死煩惱令到涅槃舌」，就是有能力降伏邪魔

與外道，讓他們改邪歸正。這一句才是真正做到了究竟圓滿。 

p.11：3【文少略前】《別行疏鈔》：「文少略前者，禮敬總結無盡有二：先

顯無盡，後彰無間。就前顯中，先，別明虛空，後，總例餘三。今稱讚中，但

有總舉四法，無先別明虛空之異，故云『略』也。今此文有二義句：初結無盡，

後彰無間。前文中有二義句：『如是虛空界』下，反顯無盡；『而虛空』下，

順成無盡也。」(X05,p.270,c11-16)、本會版p.269 

淨空和尚：「總結無盡」。也是總結菩薩修行，要不疲不厭。我們修學之

所以難有成就，就是沒有恆心，俗話說「三分鐘熱度」。菩薩真有耐心、恆心，

無量劫當中，他不疲不厭，所以他才真正能夠成就。這句話比什麼都重要，是

我們學佛，乃至於在世間想成就一番事業，成敗關鍵都在這句話上。古人有成

就，他都是在一部經論上下幾十年的功夫，一部經聽很多遍，所以他才有成就。

唐朝終南山道宣律師，他學戒律，聽《四分律藏》，《四分律藏》線裝書二十

冊，他聽了二十多遍。哪裡有人講，他就到那裡去聽，這種精神我們要學。清

涼大師講《華嚴經》，從頭到尾講五十遍，古人的成就不簡單！所以，一部經

必須要從頭尾念上幾千遍，你才能夠體會得到經文的甚深含意。三遍、五遍、

十遍、二十遍，入不進去，那還得要幾百遍、上千遍，味道才能嘗得到，才真

正能夠得到裡頭的東西。這很重要，就是不疲不厭，努力的去讀，一門深入。

我們看看《高僧傳》、《居士傳》，他們的成就幾乎都是這樣得來的。倓虛法

師是近代了不起的一位大德，你看他的傳記－《影塵回憶錄》，說有一位劉居

士，八載寒窗讀《楞嚴》，一部《楞嚴經》念了八年，專心讀，一心受持，以

此功德超度冤親債主。根基從哪裡打的？就是這麼打來的。 

補充：真空絕相觀之第二句【明空即色觀】四句：  ～《賢首五教儀》、《開蒙》 

一、空非幻色門－斷空不即是幻色故。（幻色，舉體是真空）    (X58,p.679,a4-10) 

二、空非實色門－真空不即是實色故。（實色，乃遍計執色實有體） 

三、空非空色門－真空非斷空、實色故。（真空必與斷空、實色作所依，但非是能依） 

四、空即是色門－空無我理，即空色故（真空必不異色，理非斷滅）。(X58,p.694,c17-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