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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7：5【大經云】《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9〈38 離世間品〉：「如來、應、

正等覺作佛事已，觀十種義故，示般涅槃。何等為十？所謂：1示一切行實無

常故；2 示一切有為非安隱故；3 示大涅槃是安隱處，無怖畏故；4 以諸人、

天樂著色身，為現色身是無常法，令其願住淨法身故；5示無常力不可轉故；

6 示一切有為不隨心住，不自在故；7 示一切三有皆如幻化，不堅牢故；8 示

涅槃性究竟堅牢，不可壞故；9示一切法無生無起而有聚集、散壞相故；佛子！

10 諸佛世尊作佛事已，所願滿已，轉法輪已，應化度者皆化度已，有諸菩薩

應受尊號成記別已，法應如是入於不變大般涅槃。佛子！是為如來、應、正等

覺觀十義故，示般涅槃。」(T10,p.313,b15-28) 

p.17：6【如涅槃經說】《大般涅槃經》卷 1～3〈壽命品第一〉共 2卷半(T12,p.365,c

－p.382,c)佛在拘尸那城阿利羅跋提河邊娑羅雙樹間，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宣

告大眾︰如有可疑，今可來問。那時眾生悲啼號哭，聲聞、菩薩四眾、天龍八

部人非人等都來集會，奉請供養，佛只受優婆塞純陀的最後供養，並為說施食

的果報。純陀請佛住世，佛為說法，並令他去再辦供養。大眾又哀請住世，佛

也給以慰語，並告諸比丘︰應受持大乘，自他安住解脫、法身、般若三法；又

為宣說無常、苦、空、無我，了知常、樂、我、淨，離四顛倒。更為迦葉菩薩

說佛身長壽的菩薩因行，以平等心視諸眾生，如來常住不變易法，世出世間的

差別，涅槃即法性義，佛法僧三歸依處等。～《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17：9【善知識】《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3〈38 離世間品〉：「菩薩摩訶薩

有十種善知識。何等為十？所謂：1.令住菩提心善知識；2.令生善根善知識；

3.令行諸波羅蜜善知識；4.令解說一切法善知識；5.令成熟一切眾生善知識；

6.令得決定辯才善知識；7.令不著一切世間善知識；8.令於一切劫修行無厭倦

善知識；9.令安住普賢行善知識；10.令入一切佛智所入善知識。是為十。」

(T10,p.280,c2-8) 

《別行疏鈔》：問：諸佛菩薩利物為心，住世益多，故須勸請；聲聞緣覺不能

利他，自求涅槃，何須勸請？答：親斷煩惱，證生空，如住持佛法，利益彌廣。

且聲聞益物者，如空生、鶖子，處處請問大乘；思勝、滿慈，所在激揚妙理；

飲光及與慶喜，結集三藏遺文；賓頭盧等，應真住持，能多利物；既有斯勝益，

故須請也。又緣覺利物者，出無佛世，以神通攝生，供養者現世他身，獲果無

盡。且如善住天子，昔曾供養辟支佛，得生忉利天宮，因感空聲來報，由斯得

免七返惡道之身。又，金色王，十二年大旱，國人罄盡糧儲，因供養緣覺一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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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世滿殊常之願。皆能利物，盡有益生，功德尤多，故須勸請也。 

問：二乘聖者，斷惑證如，益物功高，故須勸請；諸善知識復是何人，有

何功能，亦令勸請？答：如《涅槃經‧德王品》說：「善知識者，所謂菩薩、

佛、辟支佛、聲聞、人中信方等者。何故名為善知識耶？善知識者，能教眾生

遠離十惡，修行十善，以是義故，名善知識。又復如法而說，如說而行，自遠

十惡，亦令他離；自行菩提，亦令他行，名善知識。又自行施戒聞慧，亦令他

行，名善知識。又不求自樂，常為眾生，不訟他短，常說善事，名善知識。如

大船師，善渡人故，諸佛菩薩亦復如是，度盡眾生出生死海，名善知識」；故

須勸請。【思勝】摩訶迦旃延。【善住天子】忉利天之天子。據《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載，善住天子

與諸大天人、天女於園觀遊樂，是夜，空中有聲，謂善住天子七日後必死，將七返閻浮提受生為畜生，

復受地獄眾苦。天子聞之，大感驚怖，請示於帝釋天。帝釋天以種種花鬘、天衣等廣大供養，至祇園精

舍求救於佛，佛乃為其說佛頂尊勝陀羅尼，令善住天子誦之，以延壽轉難。【金色王】佛昔為金色王時，

遇十二年大旱，僅存一食而供養辟支佛。天即雨飲食眾寶，以濟閻浮提。見《佛說金色王經》。 

p.17：10【法爾常現】《別行疏鈔》：問：諸佛如來法爾常現無盡身雲，徧說

徧益，即佛本住世，云何更言請佛住世耶？答：然佛出世及般涅槃，相對辨者，

有其二意：一約實義，二約對機。 

實義有三，謂圓宗中三諦釋也： 

一、真諦：《華嚴經》偈云：「如來不出世，亦無有涅槃。」真諦：緣起即空，

故非出、非般；無所謂如來出現世間，或般涅槃。 

二、俗諦：從俗諦說法界緣起，則念念處處而出現，念念處處而入滅。〈出現

品‧成正覺章〉中云：「佛子！應知自心念念常有佛成正覺，何以故？諸

佛如來不離此心成正覺故。如自心，一切眾生心亦復如是，悉有如來成等

正覺。」又云：「得一切智，大悲相續，救度眾生」，即念念出現也。又

云：「當知無有少許處空無佛身，何以故？如來成正覺，無處不至故」，

即處處出現也。入滅者，即上徧一切處出現之佛身，約隨相有為義邊，念

念即生即滅，四相同時。今謂以生即滅，為念念處處而入涅槃也。 

三、第一義諦：約法界實體，即常住世、常涅槃。寂而常照為住世，照而常寂

為涅槃也。 

對機：機緣感，則菩提樹下而出現；機緣盡，則雙林樹間而涅槃。故大經

云：佛子！諸佛如來為令眾生生欣樂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生戀慕故，示現

涅槃。故〈出現品‧涅槃章〉中云：「如來常住清淨法界，隨眾生心，示現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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槃。佛子！譬如日出，普照世間，於一切淨水器中，影無不現，普遍眾處而無

來往，或一器破便不現影。佛子！於汝意云何，彼影不現為日咎不？答言：不

也。但由器壞，非日有咎。佛子！如來智日亦復如是，普現法界，無前無後，

一切眾生淨心器中，佛無不現。心器常淨，常見佛身，若心濁器破則不得見。

佛子！若有眾生應以涅槃而得度者，如來則為示現涅槃，而實如來無生、無歿、

無有滅度。」釋曰：「法身無像，故無器而不形；聖智無心，故無感而不應。

像非我有，自彼器之虧盈；心非我生，豈普現之前後。」「持戒器破，定水無

依；菩提器破，智水寧止；無信清珠，故心水渾濁，何由見佛？」…當知未曾

有世間而佛不現者。此現與不現，由有智與無智，非佛行藏而有出沒，但常照

一真法界，則一切諸佛常現在前。故知請佛當淨其心，即同《維摩經》「欲得

淨土，當淨其心」；又「心淨即佛土淨」云云。～本會版 p.354-357 

p.17：-8【常隨佛學】《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10：「第八復次常隨佛學。此下

三段皆是迴向。前二即迴向中別義。故下偈中第七行竟。便標迴向(p.28：-3)。

欲收此二屬迴向故。若別說者。即是所修二利行體。亦是別說所迴善根。」

(X05,p.194,c10-13)《別行疏鈔》：八即回向菩提，九即回向眾生，十正云回向，

即總該三處。常隨佛學，自利，恆順眾生，利他。「別說所回善根」者，即第

十門將此二利功德及一切福，回向三處也。即 8、9 二者是所回善根。～本會版

p.358 

淨空和尚：在《普賢行願品》裡面，後三願合起來講，都是迴向。《無量壽

經》〈勤修堅持第四十六〉：「如來所行，亦應隨行。」這就是普賢十大願王

的「常隨佛學」。學佛一定要找一個榜樣學習，最好的榜樣是佛，我們跟佛學，

以佛作榜樣，來塑造自己。佛用什麼心、用什麼態度，處事待人接物，我們學

他。一切諸佛當中，阿彌陀佛又是最殊勝的榜樣，本師釋迦牟尼佛對彌陀的讚

歎是「光中極尊，佛中之王」，所以我們跟阿彌陀佛學。如何學阿彌陀佛？依

無量壽經的教訓修學，就在這部經上，就能瞭解阿彌陀佛是如何存心？怎樣發

願、怎樣修行？統統在這部經上。只要我們自己的心、願、解、行，完全跟阿

彌陀佛一樣，這就學到手了，學到家了。學其他宗派，經論很多，不容易學，

要很長的時間。學阿彌陀佛，這一部經就夠了！我們自己學得跟阿彌陀佛一模

一樣，哪有不往生的道理？普賢菩薩介紹我們學毗盧遮那如來，能懂這意思

嗎？諸位要牢牢記住，學佛是接受佛陀的教育，第一要緊是不忘本；普賢菩薩

是毗盧遮那佛的學生，所以介紹我們跟他的老師學。毗盧遮那是報身佛，釋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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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尼佛是應化身佛，是毗盧遮那佛應化的。我們以阿彌陀佛為老師，能如說修

行，這一生決定往生成佛，釋迦牟尼佛、毗盧遮那佛、十方一切諸佛如來，怎

麼會不歡喜、讚歎呢？學阿彌陀佛，就是學十方三世一切佛，因為佛佛道同，

一即是多，多即是一。知道這個道理，我們的心就很安了，心安理得，沒有懷

疑，沒有憂慮，以真誠恭敬心來學習。 

會性《講錄》：普賢十大願，後三科皆是回向。第八、常隨佛學是回因向

果。第九、恒順眾生，是回自向他。八、九二願屬別義，第十、普皆回向是總

義，含三種回向在內。所以，前二願說得很詳細，重頌則至第七願止，便說回

向偈，可證八、九兩願出自回向。 謂佛從因至果，所修之行，歷經之事，我

願步佛後塵，一一隨學。經言「剝皮為紙、析骨為筆」，非我等所能為，但，

佛亦人成，可由淺入深，常隨習之。根本說一切有部律雜事篇載：（1）佛親

自掃地，（2）佛親自看顧生病比丘，（3）不捨穿針之福，（4）親自為阿那

律裁製衣服，（5）親自整修常住物，（6）如來自恣，示同凡法。上列各事，

明佛住世，示同凡夫。佛非三頭六臂的神，是究竟圓成人格的完人，太虛大師

讚曰：「大哉為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常隨佛學，

只要時時檢點，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類如上說，並不困難。因地常隨佛學，

果成眾德莊嚴。 

p.17：-8【義同等一切佛回向】《別行疏鈔》：「常隨佛學者，謂托佛從因至

果，所歷之行，所為之事，以為所緣之境，引得心智隨而學之。謂以觀智融己

身心，令常在如此之境，勿執身心定相，致令在慳貪、嗔恚、六塵、五欲顛倒

境也。若令佛所歷苦行境常為自己心觀者，則遇諸苦事，乃稱本願而無怨惱；

遇諸樂事，自無躭染，以非常時心觀之所願故，智者善思，勉旃而學。疏『義

同等一切佛回向』者，十回向中第三回向也。」～本會版 p.359「等諸佛回向：謂

此菩薩學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諸佛回向，見好惡色，心無憎愛，諸根清淨，此得

如是，回向諸佛，故云等諸佛回向也。」～本會版 p.399《華嚴經疏鈔》：學三世

佛所作廻向，名等諸佛。通能所廻，悉皆等佛。《華嚴合論》：第三等一切諸

佛迴向者。以忍波羅蜜為體。餘九為伴。「十回向」：1 救護一切眾生離眾生相回向、2

不壞回向、3 等一切佛回向、4 至一切處回向、5 無盡功德藏回向、6 隨順平等善根回向、7 隨順等觀一

切眾生回向、8真如相回向、9無縛無著解脫回向、10 法界無量回向。～《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18：2【本師】根本之教師。亦即本緣導師、本從師之意。一般多用於稱呼

釋迦如來。與教主、本主、本佛同義。～《佛光大辭典》淨空和尚：第一拜是南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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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師釋迦牟尼佛，第二拜南無本師阿彌陀佛，第三拜是南無本師毘盧遮那佛，

幾十年來養成習慣了。…我們修淨土的稱彌陀為本師，學《華嚴》的我們稱毘

盧遮那為本師。…為什麼這麼拜？釋迦是應身佛，彌陀是報身佛，毘盧遮那是

法身佛。 

 初學本師 初明所學 初明因行 初所學本師  發心精進 

正釋行相二    後所學法行  內外財施、難行苦行 

 後例一切 後辨能學 後明果用 初成道利生  成道、神通、變化 

    後歸真益物  處眾會、圓音普被 

p.18：2【娑婆世界】「娑婆」梵語 sahā。又譯沙訶、娑呵、索訶。意譯忍、

堪忍、能忍、忍土。指娑婆世界（梵 Sahā-lokadhātu），即釋迦牟尼進行教

化之現實世界。此界眾生安於十惡，忍受諸煩惱，不肯出離，故名為忍。又有

諸佛菩薩行利樂時，堪受諸苦惱之義，表其無畏與慈悲。又譯作雜惡、雜會。

謂娑婆國土為三惡五趣雜會之所。此外，「娑婆」一詞原指我人所住之閻浮提，

後世遂成為一釋迦佛所教化之三千大千世界，而總稱百億須彌山世界為娑婆，

並以釋尊為娑婆世界之本師。～《佛光大辭典》 

 

 

 

 

 

 

 

 

 

 

 

 



Date：2019/11/02 

6 / 6 

←十浮幢佛剎圖          

《法界安立圖》卷 3(X57,p.482,a+c) 

華藏世界海圖 

 

 

 

 

 

 

 

 

 

 

p.18：2【最中香水海】《法界安立圖》卷 3：「華嚴經云：有十不可說佛剎

微塵數香水海，在華藏莊嚴世界海中，如天帝網分布而住；此最中香水海，名

無邊妙華光，以現一切菩薩形摩尼王幢為底，出大蓮華，名一切香摩尼王莊嚴，

有世界種而住其上，名普照十方熾然寶光明。」(X57,p.482,a1-5) 

p.18：4【稱實圓見、真應影略】《法華經文句纂要》卷 7：「佛為父王說一

切皆是佛。王問：一切眾生即是佛耶？佛答：若如實見眾生。於其即是佛。若

不如實見佛。則非佛。譬初學射。的少乖多。當以地為的。無往不著。若隨妄

分別。生佛差殊則非佛。若如實觀。則無往非佛也。」(X29,p.764,c5-10)《別行疏

鈔》：「問：說此經佛，為真？為應？為一？為多？若言真者。何名釋迦居娑

婆界。人天同見？若云應者。那言遮那處蓮華藏。大菩薩見。見佛法身？答：

通則圓融十身，不分而徧；若別，則二種十身，十重無礙。」～本會版p.136 

依報：娑婆世界 華藏世界 依報舉「娑婆」略正報應身。 

正報：釋迦佛(應身) 毗盧遮那佛(真身) 正報舉「遮那」略依報華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