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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1：-2【回向】《華嚴經疏》卷 26〈25 十迴向品〉：「迴者轉也。向者趣

也。U轉自萬行。趣向三處U。故名迴向。迴向不同。有其十種。…隨境所向。義

有眾多。以義通收。不出三處。謂眾生、菩提及以實際。上二皆隨相。實際即

離相。開三為十：一迴自向他故。初迴向云。若有善根。不欲饒益一切眾生。

不名迴向。二迴少向多故。下文云。善根雖少。普攝眾生。以歡喜心廣大迴向。

又云。隨一善根。普以眾生而為所緣。乃名迴向。三迴自因行向他因行故。第

三迴向云。菩薩以諸善根迴向佛已。復即以此善根。迴向一切菩薩。所謂願未

滿者。令得願滿。心未淨者令得清淨。四迴因向果。此復二種：一向自果。下

文云。修諸善根迴向阿耨菩提故。深密瑜伽梁攝論等。大同此說。二迴向他果。

第三迴向云。願以我今所種善根。令諸佛樂轉更增勝故。五迴劣向勝。謂隨喜

凡夫二乘之福。迴向無上菩提故。六迴比向證。經文非一。七迴事向理故。不

壞迴向（2）云。與諸法性相應。迴向入無作法。成所作迴向。第六迴向云。永

離依處到於彼岸。故名迴向。永絕所作至於彼岸。故名迴向。八迴差別行向圓

融行故。如第九迴向廣說。九迴世向出世故。下文云。所有善根皆悉隨順出世

間法。教化成熟一切眾生。心常迴向出世之道。第六迴向云。永出諸蘊到於彼

岸。故名迴向等。十迴順理事行。向理所成事故。廣如第八迴向所說。前十義

中。初三皆迴向眾生。次三皆迴向菩提。次二迴向實際。後二義通於果及與實

際。」(T35,p.694,c8-p.695,a9)《別行疏鈔》：雖然開為十，又合為二，謂隨相、離

相；眾生、菩提隨相，實際離相；或眾生隨相，菩提離相，實際非隨非離。然

雖開合多端，此二闕一不可；故〈光明覺品〉（華嚴經卷 13，品 9）云：「若於一切

智，發生回向心」，隨相也；「見心無所生」，離相也；「當獲大名稱」，回

向也。若闕隨相，則墮二乘；若闕離相，則墮凡夫；隨相護二乘，離相護煩惱。

～本會版p.398 

【十迴向】 

一、救護眾生離眾生相回向：謂此菩薩修行六波羅密、四無量心，以此善根，令

一切眾生悉皆除滅三惡道苦，常以慈悲眼觀諸眾生，以此善根回向菩提、

實際、眾生，心無所著，是名「救護眾生離眾生相回向」也。 

二、不壞回向：謂此菩薩於諸佛法得不壞信，深入實義，集功德藏，行大惠施，

心無所壞，是名「不壞回向」也。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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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至一切處回向：謂此菩薩修諸善根，令此善根功德之力，徧至三世諸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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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及諸大眾，以為莊嚴，於一念中充滿無邊世界，譬如實際，徧滿一切，

是名「至一切處回向」也。 

五、無盡功德藏回向：謂此菩薩得無盡法善根力，回趣薩婆若海，心淨如虛空，

不動如大地，故云「無盡功德藏回向」也。 

六、隨順大果堅固善根回向：此菩薩以四攝法、四無量心，善化眾生，堅固不退，

以此善根，回求大果，是名「堅固回向」也。 

七、等心隨順一切眾生回向：此菩薩增長善根，不可測量，閉惡趣門，得心自在，

以此善根，常求惠施；譬如有人，盡未來劫，常來求索，菩薩以平等心而

惠施之。心無厭倦，是名「等心隨順一切眾生回向」也。 

八、如相回向者：此菩薩成就念智，安住不動，令諸眾生皆得安住諸功德法，

菩薩如是，心無所依，以此善根同真如相，回向利益一切眾生，是名「如

相回向」也。 

九、無縛無著回向：此菩薩不捨一切善根，恭敬合掌禮拜諸佛，請轉法輪，菩

薩以此無縛無著心回向大菩提果，是名「無縛無著回向」也。 

十、法界無盡回向：此菩薩具足慈悲，能廣惠施，饒益眾生，未曾休息，以此

善根，回求法界無量佛剎，是名「法界無盡回向」也。 

此十回向，總以無邊行海隨順大願為宗，成就普賢法界德用為趣也。 

p.22：1【除狹劣障。成廣大善】淨空和尚：『回向』就是把心量拓開，我所

修的功德，不求自己一個人或一家人獨享，希望與一切眾生共享；如此，福報

就大，才是圓滿的。小乘人能證偏真涅槃，但沒有見性、沒有智慧，不能利益

眾生，所以不能圓成佛道。所有的功德，統統回向，心裡一絲毫都不沾染，這

個心才清淨。有些人修功德，怕功德被別人拿去，不敢回向，心量小，不會成

就的。回向對自己而言，是拓開心量，把我們無始劫來執著分別的習氣掃乾淨。

我所修的功德，讓大家去享；不要功德，功德更大。功德回向一切眾生，是越

回向越大，因為心量大；心量大，功德也轉大，一切法隨心轉。若不回向，念

念為自己，心量小，功德也就有限。佛陀教給我們，不管修大的功德或小的功

德，乃至於毫髮之善，都應當回向菩提、回向眾生、回向法界。這是拓展我們

的心量，圓滿修行的功德。 

宗密《圓覺經道場修證儀》卷 2：「供養、稱讚、禮敬、懺悔、勸請、隨

喜、迴向、發願等八重。是修行人之本事。非別行法。世尊於離垢慧菩薩所聞

經中具列也。亦是超入華嚴境界之妙門。」「此八重雖總是入聖境之門。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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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相功德。謂U禮敬U：除無量劫來我慢之障。得尊貴身。U稱讚U：除無量劫來惡

口等障。得四無礙辨。U供養U：除多劫嫉妬障。生生得大財富。U懺悔U：總除三障。

得依報正報具足。U隨喜U：除多劫慳貪。生生得廣大善知識眷屬。U勸請U：除多劫

謗法障。生生得多聞辯才。U迴向U：除狹劣障。得廣大無量福善。U發願U：除退屈

障。總持諸行。得速成佛果也。」(X74,p.381,c6-13) 

p.22：1【回聲入角則遠聞】《四教儀註彙補輔宏記》卷 9：「【註】止觀七(三

十)云迴眾生。向菩提。一切賢聖功德廣大。我今隨喜。福亦廣大。眾生無善。

我以善施。施眾生已。正向菩提。如回聲入角。響聞則遠。迴向為大利。【備】

此釋第四迴向義也。…後三句。以喻顯迴向之大利也。…藏通有學及無學。聲

聞緣覺四教佛。一切菩薩諸善根。所有功德諸廣大。我今隨喜福亦大。我雖有

善眾無善。以我隨喜善施彼。願與法界諸眾生。回向無上正等覺。是也。【註】…

如回聲入角等者。大論三十二云。迴向者。如少物上王。如迴聲入角。問：菩

薩功德勝於二乘。有何奇特？答：今此不以功德比之。但以隨喜迴向心比。如

巧匠指示。倍得價直。執斧之人。倍用功力。直不足言。聲聞自行。如執斧者。

菩薩教他而行迴向。猶如大匠。【記】…如大論云。菩薩以隨喜心福德果報。

回向供養諸佛。過聲聞辟支佛布施。如人以少物獻上國王。得報甚多。又如吹

貝。用氣甚少。其音甚大。又問云。諸佛次之有菩薩。菩薩次之有支佛聲聞。

今菩薩欲求過聲聞支佛人布施等。有何奇特？答：今不以二乘施戒等福德比菩

薩功德。但以隨喜之心。能超勝彼。何況菩薩自行功德。二乘勤身力作。功德

疲勞。菩薩默然隨喜。智慧之力。所有福德能過其上。譬如大匠。但以智心。

指授而去。執斧斤者。疲苦終日。計工受賞。大匠三倍。又如征伐。鬬者冐死。

而主將受功也。」(X57,p.930,a11-b12) 

p.22：4【所以要此三者】《別行疏鈔》：『所以』下，出要三所以也。於中

三：一、具悲、智、離相故；二、互相資故；三、別開十類。初中，下化故向

眾生；上求故向菩提；離此二種相故向實際。又，以菩薩善根必由眾生而成，

是生之分，故還向彼；善根必是菩提分法，故亦向彼；二必離相，故向實際也。

又此三者，其必相資，一即具三，方成其一。謂證實相，須向眾生，以化眾生，

成其自利，斷障證真故；亦向菩提，速證菩提，具一切智，斷於二障，方窮實

際故；餘二準思。更以類取，略有十意：謂依三法故，滅三道故，淨三聚故，

顯三佛性故，成三寶，會三身，具三德，得三菩提，證三涅槃，安住三種秘密

藏故。言三法者，即體相用，亦三般若。謂向實際者，依於體法；向菩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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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於相法；向眾生者，依於用法。餘九，三法次第準知。～本會版p.40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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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11【願離苦成善】經文科判 

所回善根  初離苦成善  總攝回向  離苦得樂  惡法不成、善法成就 

正明回向  後發心代苦  發起願心  止惡成善  閉惡趣門、開示正路 

p.22：8【願令眾生常得安樂】淨空和尚：「願令眾生常得安樂」，我們修行

就是為了這個。如果是為我自己，我懈怠、懶惰一下無所謂，個人的事情！我

勤快也好，我懶惰也好，反正是我自己的事情，與別人不相干。現在我發的願

是為一切眾生，我要是不精進，我對不起眾生。這個願力督促你精進，這是一

股非常大的力量：我為一切眾生而修的！為一切眾生，我要斷惡，為一切眾生，

我要修善，為一切眾生，我要早成佛道。成了佛道之後，我願願都兌現了。『無

諸病苦』，病有身病、有心病，身病尚易治療，心病更難治。心病分三大類，

見思煩惱、塵沙煩惱、無明煩惱，這都屬於心病。我們希望眾生「無諸病苦」，

當然前面所修的一切方法，願意把這些功德貢獻給一切眾生。所以它跟願不相

同，願只是一個願望，沒有實際的行動；這是有前面九種功德在，每種修行的

功德，都可以給眾生做榜樣，給眾生做模範，如果要想離苦得樂，像普賢菩薩

這樣修行就成功。可見得它跟願不一樣，願沒有修為的功德做基礎，這是有前

面九大願的修行做基礎，所以絕對不是空願。 

p.22：8【無諸病苦】「病苦」，八苦之一，即眾生病時身心所受之苦惱。發

病之因，有因四大不調而生四百四病之說。據《五王經》所言，四大即地、水、

火、風。地大不調，則舉身沈重；水大不調，則舉身膖腫；火大不調，則舉身

蒸熱；風大不調，則舉身殭硬。諸此百節苦痛，猶被鞭笞，氣力虛竭，坐起須

人，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心懷苦惱，言輒悲哀，甘膳美食，入口皆苦；凡此

皆為大苦。《瑜伽師地論》卷 61 說病苦有五相，即：(1)身性變壞，(2)憂苦

增長多倍，(3)於可意境不喜受用，(4)非其所欲之不可意境而強受用，(5)能

令命根速離壞。『諸病苦』：身苦、心苦。北本《大般涅槃經》卷 12 亦有身

病與心病之分，身病則有因水、因風、因熱引起之病及雜病四種；心病則有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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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恐怖、憂愁、愚癡四種。～《佛光大辭典》藥師如來十二大願之第六、第七大願。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卷 1：「第六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

有情，其身下劣，諸根不具，醜陋、頑愚、盲、聾、瘖、瘂、攣、躄、背僂、

白癩、癲狂、種種病苦；聞我名已，一切皆得端正黠慧。諸根完具，無諸疾苦。

第七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眾病逼切，無救無歸，無醫無藥，

無親無家，貧窮多苦，我之名號，一經其耳，病悉得除，身心安樂，家屬資具，

悉皆豐足，乃至證得無上菩提。」(T14,p.405,a25-b4)如何達成此願？如《法華經》

〈普門品〉：「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受諸苦惱，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

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T09,p.56,c6-8)又，《楞嚴經》〈耳根圓

通章〉云：「以此聞薰聞修金剛三昧無作妙力，與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眾生同

悲仰故，令諸眾生於我身心，獲十四種無畏功德：一者由我不自觀音，以觀觀

者，令彼十方苦惱眾生，觀其音聲即得解脫…」(T19,p.129,a25-29)《楞嚴經正脈疏》

卷 6：「不自觀音者。不隨聲塵所起知見也。以觀觀者。謂旋倒聞機。反照自

性也。」(X12,p.357,a22-24)《楞嚴經要解》卷 11：「不起知見。則無所妄。反照

自性。則一切真寂。無復苦惱可得。此則真觀、淨觀、大智慧觀。能破癡暗、

能伏災難。故令苦眾生蒙我真觀。即得解脫。」(X11,p.832,c19-22)若菩薩已能成就

此功德，何況圓滿功德之佛陀？ 

p.22：8【欲行惡法皆不成】何謂「惡法」？從藥師如來十二大願之第四、第

五大願中可知：「第四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若諸有情行邪道者，悉令安

住菩提道中；若行聲聞獨覺乘者，皆以大乘而安立之。第五大願：願我來世得

菩提時，若有無量無邊有情，於我法中修行梵行，一切皆令得不缺戒，具三聚

戒。設有毀犯，聞我名已，還得清淨，不墮惡趣。」(T14,p.405,a18-24) 

p.22：9【關閉諸惡趣門，開示人天涅槃正路】《釋迦譜》卷 1：「建立正法

幢 能竭煩惱海 閉塞惡趣門 永開八正路 廣利諸天人 其數不可量。」(T50, 

p.14,b19-22)「八正路」：八正道。《廬山蓮宗寶鑑》卷 10：「諸惡趣門者。乃身

口意三業也。所謂身殺盜婬。口妄言綺語惡口兩舌。意貪瞋癡。修淨業人。正

心向道。截斷已上十不善行。則不入惡道。謂之關閉諸惡趣門也。開示者。指

出也。涅槃者。不生不滅也。正者不偏路。即西方之道也。」(T47,p.350,b20-25)

淨空和尚：動一念善心（利益一切眾生的心），佛菩薩保佑你；因為與佛心相

應，會感應道交。三途六道，真的是惡趣，一心一意要在這一生當中超越，超

越唯一的途徑是帶業往生。「開示人天涅槃正路」：就是勸導眾生念佛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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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退成佛。我們要遠離一切惡法，要為一切眾生開導念佛往生、不退成佛的這

一條大道。 

p.22：14【發心代苦】《華嚴經》卷 14〈21 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復作

是念：我當為一切眾生，受無量苦；令諸眾生，悉得免出生死沃焦；我當為一

切眾生，於一切剎，一切地獄中，受一切苦，終不捨離；我當於一一惡道，盡

未來劫，代諸眾生，受無量苦。何以故？我寧獨受諸苦，不令眾生，受諸楚毒；

當以我身，免贖一切惡道眾生，令得解脫。」(T09,p.489,c13-20)法藏《華嚴經探玄

記》卷 7〈21 金剛幢菩薩迴向品〉：「建志欲於一切處代苦…於一切時代苦。

何以故下。釋代苦意。問：自作自受。云何菩薩能得代邪？答：此中菩薩代眾

生苦。通論有六義。」(T35,p.245,c6-9)（無下列七意之第二。）《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10：「發心代苦。苦由業生。何能代之？略有七意：一起悲意樂。自超凡境。

事未必能。（由於地前起此悲願。斷惡趣業。即入初地。於彼有情未必實代。）二修諸苦行。

後能與物為增上緣。即名代苦。三留惑潤生。受有苦身。為物說法。令不造惡。

因亡果喪。即名為代。四若見眾生造無間業。當受大苦。無異方便。要須斷命。

自墮地獄。令彼脫苦。即名為代。五由初發心。常處惡趣。乃至飢世。身為大

魚。即名為代。（如地藏菩薩等）六大願與苦。皆同真性。今以即真大願。潛至即

真之苦。（菩薩此願契同真如。彼眾生苦亦緣成無性。即是真如。以同如之願還潛至即真之苦。依此

融通。亦名代也。此約同體願力。）七法界為身。自他無異。眾生受苦。即是菩薩。（普

賢以法界為身。一切眾生皆是法界。即眾生受苦。常是普賢。故名代。）上七義中。初唯意樂。

次二為緣。次二實代。後二理觀。然約有緣方能代耳。」(X05,p.195,b5-15)諦閑《輯

要疏》：1.起悲，2.修行,3.留惑,4.捨命,5.由初,6.同真,7.指體。 

又「定業不可代」：故知不定業方可代。何故？《探玄記》云：「不定報

由二緣力。是亦可轉。一由因力：謂彼眾生增上作意力。二由緣力：謂由外緣

增勝境力。今菩薩於不定報所為勝緣力。及令彼發增上作意。故令彼報有輕有

脫。」(T35,p.246,a20-24) 

p.22：14【起悲意樂】《別行疏鈔》：《瑜伽》四十九云：菩薩於世間，修習哀

愍意樂及悲意樂，為利惡趣有情，誓處惡道，如己舍宅，願身代受，令彼惡業永不

現行。由此悲願力故，一切惡趣諸煩惱品所有麤重，於自所依，皆得除遣，入初地

故等。「第一回向」，經云：「佛子！菩薩摩訶薩見諸眾生造作惡業，受諸重苦，

以是障故，不見佛，不聞法，不識僧，便作是念：我當於彼諸惡道中，代諸眾生受

種種苦，令其解脫。菩薩如是受苦毒時，轉更精勤，不捨不避，不驚不怖，不退不

怯，無有疲厭，何以故？如其所願，決欲荷負一切眾生令解脫故。」～本會版p.4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