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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8：5【發菩提心】窺基《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幽贊》卷 1：「將欲發心。先具

十勝德，起三妙觀。十勝德者。親近善友。供養諸佛。修集善根。志求勝法。

心常柔和。遭苦能忍。慈悲淳厚。深心平等。信樂大乘。求佛智慧。三妙觀者。

一厭離有為。謂觀生死惡趣。無暇等眾苦逼迫。自身之中。五蘊四大能生惡業。

九孔常流。臭穢不淨。三十六物之所集起。無量煩惱燒煮身心。如沫如泡。念

念遷流。癡覆造業。六趣輪迴。諦審思惟。深心厭捨。二求菩提。謂觀佛果相

好莊嚴。法身本淨。具戒等蘊力無畏等無量勝法。成二妙智。慈愍眾生。開導

愚迷。令行正路。諸有情類。遇皆除惱。見是功德。修集希求。三念眾生。謂

觀眾生癡愛所惑。受大劇苦。不信因果。造惡業因。厭捨正法。信受邪道。四

流所流。七漏所漏。雖畏眾苦。還為惡業。而常自作憂悲苦惱。愛別離苦。見

已還愛。怨憎會苦。覺已彌怨。為欲起業。生苦無厭。求樂犯戒。懷憂縱逸。

作無間業。頑蔽無慚。謗毀大乘。癡執生慢。雖懷聰敏。具斷善根。妄自貢高。

常無改悔。生八無暇。匱法無修。雖聞不持。翻習邪業。得世妙果。謂證涅槃。

受彼樂終。還生惡趣。見是等輩。深心悲慜。次應發心。如是發願。願我決定

當證無上正等菩提。能作有情一切義利。」(T33,p.525,c19-p.526,a12)「初發心」＝

初住、發心住＝發三心（直心、深心、大悲心）。《楞嚴經》：「以真方便。

發此十心。心精發輝。十用涉入。圓成一心。名發心住。」十心：十信之十。

《正脈疏》：「初從一心而發十用。後攝十用。圓成一心。則十心一心。安有

二體。且斯位元因發此十心。名發心住。則知離前十心。無此住體。」「十信」：

信心、進心、念心、慧心、定心、戒心、回向心、說法心、捨心、願心。具足

十心便入賢位名發心住。 

p.18：8【精進有三】《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5：「簡非懶惰懈怠。謂勇捍無

退。名之為進。萬行無雜。目之為精。此亦有三：一被甲精進。二善法精進。

三利樂精進。」(X05,p.290,c15-17)(1)被甲精進－發起勇猛大願心，自利利他之大

誓願，期無數大劫而無退屈之念，誓成大事，恰如被甲臨敵之大威勢。(2)攝

善精進－攝諸善法，修種種方便行，進趣無上菩提。(3)利樂精進－為利樂一

切眾生，心不疲倦，勤化眾生皆修於道。 

p.18：8【不退有四】《別行疏鈔》：1.信不退：十信第六名「不退心」，不

退於外道家故。2.位不退：十住第七名「不退住」，不退二乘家故。3.證不退，

謂初地菩薩出過凡位，證聖法故，更不退轉，名「證不退」，不退於凡位故。

4.行不退者，第八地中得無生忍已，必當作佛，更不退轉，一切法中，行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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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被相用之所動轉，名「行不退」。～本會版p.363窺基大師所立。 

p.18：9【隨相釋】《別行疏鈔》：「初。或諸緣闕。必要記持聖言。故不惜

身命。剝皮析骨。或雖竹帛紙墨不少。要須重法苦身。以展誠敬之志。所以如

此也。」(X05,p.291,a2-4)、本會版p.363：-1 

p.18：9【最勝仙人】出自鳩摩羅什譯《集一切福德三昧經》卷 2(T12,p.995,c)《經》

云：昔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有一仙人，名曰最勝，住山林中，見諸神仙常行慈

心，復作是念：非但慈心能濟眾生，唯集多聞，滅眾生煩惱邪見，能生正見。

念已便詣城邑聚落，處處推求說法之師。時有天魔來語仙人言：我今有佛所說

一偈，汝今若能剝皮為紙，刺血為墨，析骨為筆，書寫此偈，當為汝說。最勝

仙人聞已念言：我於無量百千劫中，常以無事為他割截，受苦無量，都無利益；

我今當捨不堅之身，易得妙法，歡喜踴躍。即以利刀剝皮為紙，刺血為墨，析

骨為筆，合掌向天，請說佛偈。時魔見已，愁憂憔悴，即便隱去。仙人見已，

作如是言：我今為法，不惜身命，剝皮為紙，刺血為墨，析骨為筆，為眾生故，

志誠不虛，餘方世界有大慈悲能說法者，當現我前。作是語時，東方去此三十

二剎，有佛國土，名普無垢，國中有佛，號淨名王，忽住其前，放大光明，照

最勝身，苦痛即除，平復如故。佛即廣說《集一切福德三昧》，最勝聞法，得

無礙辯，佛說法已，還復不現。最勝仙人得辯才已，為諸眾生廣說妙法，令無

量眾生住三乘道，經千歲後，爾乃命終，生淨名王佛普無垢國，由敬法故，今

得成佛。佛告淨威，昔最勝者，今我身是。是以當知：若有人能恭敬求法，佛

於其人不入涅槃，法亦不滅，雖在異土，常面見佛，得聞正法。～本會版p.364 

p.18：9【觀智釋】《別行疏鈔》：「謂觀察此身若皮、若骨，都無定實，舉

體全空，無我我所，雖目覩似有之相，而乃如聚沫、如泡、如焰、如芭蕉，既

無自體，元同法界。如是一一推徵，三諦具足，成空、假、中之三觀。詮此義

時，生得此解，契合圓機，便是寫經。經是詮表生解義，不觀不推，即心迷取

相，是無經也。」～本會版p.311 

真諦→空觀，俗諦→假觀，中諦→中觀；觀一一塵、一一念，悉皆具足三諦。 

色即空（空觀）→空即色（假觀）→非空非色、色空不二（中觀）→ 

一一法，全體即是一真法界。 

p.18：17【神通】神足、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等五神通，加漏盡通，共為

六神通。此外，又特指「神足通」為神通。據《大乘義章》卷二十本載，得神



Date：2019/11/09 

3 / 6 

通之方法有四種，分別為：(一)生四禪天之果報而自然得之報通，(二)仙人依

藥力自由飛空之業通（由業所得之通力），(三)婆羅門依持咒所得之咒通，(四)

依修禪定而得通力之修通，其中業通與咒通屬於外道之神通。《宗鏡錄》卷十

五廣分通力為五種通（五通），即：(一)道通，悟中道之理後，以無心應物，

而變現萬有之通力。(二)神通，依禪定靜心，觀察思惟而知宿命等之通力。(三)

依通，依藥、護符或咒等而得之通力。(四)報通，依業之果報而得之通力。(五)

妖通，妖怪所具之通力。～《佛光大辭典》 

p.18：-9【十八變】佛、菩薩、羅漢等依禪定自在之力所示現之十八種神變。

又作十八神變。有二說：(一)《瑜伽師地論》卷三十七〈威力品〉之所說。即：

(1)振動(2)熾然，(3)流佈，(4)示現，(5)轉變，(6)往來，(7)卷，(8)舒，(9)

眾像入身，(10)同類往趣，(11)顯，(12)隱，(13)所作自在，(14)制他神通，

(15)能施辯才，(16)能施憶念，(17)能施安樂，(18)放大光明。(二)《止觀輔

行傳弘決》卷十之二，根據《法華經》卷七〈妙莊嚴王本事品〉所說，而列舉

出十八種神變。即：(1)右脅出水，(2)左脅出火，(3)左脅出水，(4)右脅出火，

(5)身上出水，(6)身下出火，(7)身下出水，(8)身上出火，(9)履水如地，(10)

履地如水，(11)沒空於地，(12)沒地於空，(13)行於空中，(14)住於空中，(15)

坐於空中，(16)臥於空中，(17)現大身滿虛空，(18)現大復小。～《中華佛教百科

全書》 

p.18：-9【佛身】密教五佛及其所配之五身：1.大日如來(中)，為常住三世淨

妙法身。2.阿閦如來(東)，為金剛堅固自性身。3.寶生如來(南)，為福德莊嚴

聖身。4.阿彌陀如來(西)，為受用智慧身。5.不空成就如來(北)，為變化身。 

 真身 法身 法身 ～《佛光大辭典》 

一法界身  報身 自受用報身、他受用報身 

 應身 化身 化身 

p.18：-9【兩重十身】「解境十佛」與「行境十佛」。如來所得之十身，華嚴

經所舉之十種佛身。「解境十佛」者，華嚴圓教之菩薩以真實之智解照見法界

時，所觸目者，無論萬有萬法，皆視為佛身，簡約其類別為十種，統稱為『解

境十佛』。「行境十佛」者，謂華嚴圓教之菩薩完成修行時，體達究極之佛果；

此一佛果乃超絕因位菩薩解了心之境界。又行境十佛僅係就一佛身之十德而

分，其佛身乃十身具足之毘盧遮那，或稱「周遍法界身」。同時，其佛所悟之

世界，稱「十佛自境界」。關於行境、解境二種十佛說，亦見於智儼之《華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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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目章》卷二；澄觀之《華嚴玄談》卷三中所說之「融三世間十身」，即相當

於「解境十佛」，而「佛上自有十身」則相當於「行境十佛」。 

「解境十佛」：據《60 華嚴經》卷 26 之〈十地品〉中所列舉之十身為：(1)

眾生身，指眾生世間。(2)國土身，指國土世間。(3)業報身，指感受前二

身因緣之惑、業。(4)聲聞身，聲聞之果位。(5)辟支佛身，緣覺之果位。

(6)菩薩身，求佛果者。(7)如來身，完成佛果者。(8)智身，三乘及佛之

智慧。(9)法身，依前項智慧而開悟之理法。(10)虛空身，指以上諸身之

所依皆為空。 

「行境十佛」：據《60 華嚴經》卷 42〈離世間品〉舉出十佛名號如下：(1)

無著佛，謂不執著涅槃（悟）、生死（迷），以完成真實之悟，而顯用於

迷妄世界之故。(2)願佛，謂修成菩薩道之際，以生出誓願力之故。(3)

業報佛，謂一切修行，以莊嚴而得之故。(4)持佛，謂以淨識（精神之主

體）保持一切善之根本，以完成悟道之故。(5)涅槃佛，以常住於涅槃之

故。(6)法界佛，以佛身遍滿一切法界之故。(7)心佛，謂佛遍滿於所有眾

生之心中，而心即佛之故。(8)三昧佛，以常住於三昧之故。(9)性佛，謂

表真實之本性遍一切處之故。(10)如意佛，謂對眾生隨心所欲，施以教化

之故。《80華嚴經》卷 53、卷 57所載不同者：(1)成正覺佛，(4)住持佛，

(9)本性佛，(10)隨樂佛。～《佛光大辭典》 

p.18：-7【轉輪聖王】《別行疏鈔》：「轉輪聖王，人中第一，千子圍繞，七

寶隨身，統攝四洲，大弘十善，相圓百福，足蹈千輪。言『七寶』者：一輪寶，

二珠寶，三女寶，四馬寶，五象寶，六主藏臣寶，七主兵臣寶。《淨名經》云：

『王有千子，端正勇健，能伏怨敵』也。餘有銀輪、銅輪、鐵輪等，名為小王。

如《菩薩瓔珞本業》說：銀輪五百輻，王三洲(東、西、南)；銅輪一百輻，王二

洲(東、南)；鐵輪五十輻，唯王南洲。」(X05,p.292,b5-11)、本會版p.370《大寶積經》

卷 14：「轉輪聖王生種姓家。七寶則現。何謂為七？一曰紫金輪，有千輻。

二曰白象，有六牙。三曰紺色神馬，烏頭朱髦。四曰明月化珠，八角。五曰玉

女后，口優鉢香，身栴檀香。六曰主藏聖臣。七曰主兵大將軍，御四域兵。」

(T11,p.78,c5-10) 

p.18：-6【四種族姓】【四姓】印度社會的四種階級。即婆羅門、剎帝利、吠

奢、首陀羅。又稱四種姓、四姓種或四品人。(1)婆羅門︰意即職司祈禱之人。

譯作淨行，又稱梵志，指婆羅門教的僧侶及學者階級，居四姓的最上位，職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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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吠陀而教授之。又掌管祈禱，為神人交通的媒介。此婆羅門族在古代印度

勢力非常強大，雖王族亦未能及之，甚至被奉作活神。(2)剎帝利︰又作剎利，

譯作田主。又稱剎利種，別稱王種。指國王及武士階級，位於四姓的第二位。

然佛典多以其為第一位，掌管政治及軍事。(3)吠奢︰又作毗舍、毗奢、吠舍、

鞞舍，譯作居士、田家、商賈或隨類。又名工師種、居士種。即指所謂平民階

級，位於四姓的第三位，乃從事農牧工商等生產事業者。(4)首陀羅︰又作輸

陀羅、戌陀羅、戌達羅、旃陀羅或首陀，譯作農、農人。又稱惡種、殺生種、

田農種、田家種。乃最卑賤的奴隸階級，以奉侍前三姓為職責。～《中華佛教百科

全書》 

p.18：14【眾會道場】《40華嚴經》中共有 26處經文『眾會道場』，其中『如

來眾會道場』有 8處，另有或是諸佛、菩薩、聲聞、獨覺眾會道場，唯有此處

含括六凡眾生之「眾會道場」，佛現種種身處此種種之眾生「眾會道場」，正

顯佛之大慈悲心，普被十法界眾生、上中下三根全收。吾等學佛，正須隨學佛

之此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之無上菩提心。 

p.18：15【圓滿音、大雷震】《注維摩詰經》卷 1〈佛國品 1〉：「其所講說

乃如雷震。 肇曰。法音遠震。開導群萌。猶春雷動於百草也。」(T38,p.330,a13-17)

淨空和尚：圓音說法，經上常說：「佛以一音而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華

嚴》講的理事無礙、事事無礙，一切無礙，又契機，又契理，沒有一絲毫欠缺、

遺漏。『如大雷震』，這是比喻佛說法能夠震動人心。眾生在六道輪迴中，迷

惑顛倒，佛一說法，他們都驚醒過來，就像雷震一樣。我們今天確實也不少是

一向迷惑顛倒，接觸佛法之後才真正覺悟的。『隨其樂欲，成熟眾生』，隨著

眾生的程度、眾生的愛好，給他說種種不同法門，幫助他，提升他的境界。根

器最下的，佛跟他講人天法，避免他墮三惡道；根性再利一點的，勸他要超越

三界，不要留戀生死輪迴；更利一點，給他說發菩提心、菩薩六度萬行，自行

化他，一定要成無上菩提。 

p.18：-2【於念念中我皆隨學】會性《講錄》：「總結隨學。凡本師世尊，從

因至果，乃至涅槃，一切一切，我悉發心隨學。佛佛道同，隨本師學，也是跟

十方諸佛學，一多無礙，平等無二。」「所有塵中一切如來」→依報微塵中有

一切如來。「念念中隨學」→不離心念，等虗空界，無所不徧；《起信論》云：

法界一相，即是如來平等法身。既知心體，等虗空界無所不徧，則十方三寶全

在剎那、微塵；三世如來不離心念，心佛不二，圓融無礙，互徧重重，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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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皆隨學』；若非如是，豈能云「皆」？ 

p.19：5【恆順眾生】《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10：「初標名。謂隨順眾生種類

根性。饒益成就。即利他行。」(X05,p.194,c18-19)《別行疏鈔》：順種類根性者，

則不壞隨緣假相。饒益成就者，則順理觀之，令其稱真，一一離也。如下文中

『為作光明』、『貧得伏藏』等，此義類例如下七種代眾生苦中六、七二義利

他行也(p.22：-10)，故前隨佛學中標云『自利』也，亦可前智此悲也。～本會版p.378 

淨空和尚：『恆順眾生』，這一願就是迴向眾生。要修這一願實在是相當不

容易。菩薩要有真實智慧，了解眾生的狀況、眾生的根性、業障、煩惱習氣，

你統統要了解，你才會有耐性。就如同父母教兒女，兒女在嬰孩的時代，兩、

三歲他不懂事，父母是天天跟他在一起，了解他的個性。所以，父母對嬰兒，

要教他、要管他，還要忍耐他；菩薩對一切凡夫眾生，就像對待嬰兒一樣，教

他、管他，還要忍耐他，他有時候還跟你發小脾氣。所以，普賢十願裡面就有

兩願：「恆順眾生」、「隨喜功德」，那是普賢菩薩，不是普通菩薩。普賢菩

薩代表的位次是圓教十住菩薩，乃至十地、等覺，你看看他還要修恆順眾生，

隨喜功德。眾生造惡，也要隨順，為什麼？跟眾生結善緣，不結惡緣。你不是

發願要度眾生嗎？你要度他，跟他結善緣才能度他，結惡緣不能度他。又，通

達十法界眾生因果，你就能夠隨順變化；普賢菩薩十願的「恆順眾生，隨喜功

德」，若是你不通達因果的道理、因果的真相，這兩句你做不到。你恆順，於

他有恩，他歡喜你，他能聽你的，你就能教他。幫助他破迷開悟，幫助他覺悟，

幫助他回頭是岸，慢慢幫助他提升他的靈性。 眾生種類千差萬別，數之不盡；

我們自己家庭成員就幾個人，佛門寺院小團體，住眾也是不多，都不容易隨順，

何況是盡虛空、遍法界所有眾生？所以看起來，十大願王中，這一願恐怕是最

難的。諸佛修因證果都可以做我們修學的榜樣，這是應當要隨學的；在這麼多

眾生裡面，雖有善惡不齊，總是迷心太重，不覺悟，所以佛沒有要我們學眾生，

而是要順他。一個修普賢行的人，見到眾生的造作，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這是不迷；也知道他的善惡因果，曉得過、現、未來的報應；若他還是執迷不

悟，這時候不能勸告他，只有隨他去。機緣成熟了，佛菩薩就來教化他。只要

他肯學，你說的他會相信、他肯聽，這就是緣成熟了。緣沒成熟的時候，說了

沒有用處；不但沒好處，還要加深他的罪業。為什麼？不能接受，還要毀謗。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佛來度化眾生，是大慈大悲；佛不到世間來，不度眾生，

還是大慈大悲，免得眾生造更重的罪業。佛的用心是平等的慈悲，沒有分別。

離一切分別執著的慈悲，就叫做大慈大悲。佛對九法界一切有情眾生，都起慈

悲，從慈悲裡生出菩提心，從慈悲裡徹底覺悟，覺悟到一切眾生跟自己是一體。

如果我們知道一切眾生跟我是一體，同體大悲心自自然然生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