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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6：-10【丁三科判】 正示普因 p.8 結前勝德 行願速成 

 顯經勝德 p.22 正明勸持 獲福無量 

 結勸受持 p.26 重舉勝德 令生離苦 

   得生淨方 

p.26：-8【所有功德除佛，餘無知者】《大般涅槃經》卷 10〈一切大眾所問品 

5〉：「佛告迦葉：「善男子！若有得聞是經名字，所得功德，非諸聲聞辟支

佛等所能宣說，唯佛能知。何以故？不可思議是佛境界。何況受持、讀誦通利、

書寫經卷！」」(T12,p.428,a11-14)《妙法蓮華經》卷 6〈藥王菩薩本事品 23〉：

「汝能於釋迦牟尼佛法中，受持讀誦思惟是經，為他人說，所得福德無量無邊，

火不能燒，水不能漂，汝之功德，千佛共說不能令盡。…善男子！百千諸佛，

以神通力共守護汝，於一切世間天、人之中無如汝者，唯除如來，其諸聲聞、

辟支佛、乃至菩薩，智慧禪定無有與汝等者。」(T09,p.54,c8-16)《金剛般若波羅

蜜經》卷 1：「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

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則狂亂，狐疑不信。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

果報亦不可思議。」(T08,p.751,a4-7)《金剛經講義》卷 3：「狂者，狂妄。指妄

談般若者言也。談何故妄？未解真實義耳。真義不明，自必法說非法，非法說

法，惑亂眾心，不但自心惑亂已也。故曰心則狂亂。何謂狐疑？將信將不信之

意也。此指怕談般若者言，亦由未解真實義，以致驚怖疑畏，不能生起決定信

心，故曰狐疑不信。世尊懸鑒後末世眾生有此二病，故下科叮嚀誥誡之曰：當

知云云也。……利根人往往見事太易。聞具說之功德，便狂妄自負。未證謂證，

未得謂得，惑亂眾心。其鈍根者，又往往著相畏難，既聞一切無住，又聞具說

功德，不敢以為是，又不敢以為非。狐疑莫決，不生信心。世尊之為此言，是

誡聞顯經功者，應於由淺而深之所以然處徹底領會，則不致顢頇真如而心生狂

妄；亦不致莫明經旨而心起狐疑。……意謂：我前來廣說受持此經者所得功德，

意在示勸而已，以後不再多說。恐聞者不明其意，或者著相而求，是狂亂其心

也。或者求不遽得，反狐疑不信也。世尊之為此言，是誡行人當知此事本非言

說所及，惟證方知。必須一切不著，真修實行，久久方能相應，不可狂也。功

到便能自知，不必疑也。」(B07,p.562,a6-p.563,a1)《金剛經》中以佛之智慧肯定

持經功德，非一般眾生能解；而華嚴、法華、涅槃經，也說持經功德唯佛能知，

吾等凡夫便生疑問：如《疏鈔擷》說「殷勤頌德，意在勸持。」如此，僅是佛

之方便說法，以利流通該經？抑或都為真實語？若都為真實，則何經最為第一

功德？答：皆為真實！如《金剛經》云：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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誑語者、不異語者。若能契入，而於該經生起深心信解，便為第一之經。 

p.26：-2【皆得往生極樂】前明讀誦行願者，自得生報，往生極樂世界（p.25）；

今明讀誦受持行願之菩薩，以所獲無量無邊福聚，拔濟煩惱大苦海中之眾生，

令其出離，皆得往生極樂世界；如此自行、化他二段經文，均指歸西方，吾等

真發大心之凡夫，應深思此義！華嚴圓妙廣大法門，普賢菩薩十大行願無盡妙

行，最後究竟指歸西方淨土，真乃不可思議矣！ 

p.26：-1【修行玄樞。華嚴幽鍵】【玄樞】天樞，北斗第一星。亦泛指北斗星。

「北斗」：表人君之像，號令之主。【幽鍵】深奧的法門。喻佛教經典。～《漢

語大詞典》《釋淨土群疑論探要記》卷 7：「深要為義。幽是深也。鍵猶鑰也。

開AE閇E

ㄅ
ㄧ

ˋ

A門戶莫先於鍵故。」(D44,p.317,a10-11)淨空和尚：這是將這卷經讚歎到了極

處。修行的樞紐，不是普通的樞紐，是非常玄妙的樞紐。《華嚴》是大經，《華

嚴經》的精華、《華嚴經》的關鍵都在這一卷中，所以這一卷就是整個《華嚴》

的濃縮，是全經的精華。當時清涼大師參與譯場之後，因為經太大流通不容易，

所以將這卷經別行流通，特別取出來發行流通，便於大眾修學。 

p.27：3【今唯誦經一行】《別行疏鈔》：九品往生，各各須具多種功德，方

得往生也。又如大藏中，有百餘本或經或論，說修彼因，莫非勤積，方得生彼；

今唯誦經一行，一剎那中，便得往生，蒙佛授記，甚為奇妙也。～本會版p.450 

然應知：經中明文－無疑念，讀誦、受持、書寫、廣為人說；《疏》云「通

十法行」，故知，非僅讀誦(事相)一行而已。又，圓頓教中，一即一切，文雖

僅曰「一念」中成就四種殊勝功德，此「一念」當同《無量壽經》中之「一念

淨信」、「一念淨心」、發「一念心」念無量壽佛。此「一念淨信」、「一念

淨心」即是「一心」。詳見《無量壽經解》〈三輩往生第 24〉。 

p.27：7【普觀十方】《華嚴經探玄記》卷 6〈菩薩說偈品 16〉：「普觀十方

者四意：一地論云。顯無我慢、無偏心故。二顯所說法遍十方故。三十方等化

故。四十方夜摩同有此說。」(T35,p.213,b22-25)此為功德林菩薩在〈夜摩天宮菩

薩說偈品第十六〉中說偈，法藏大師之註《記》；亦可用為此處經文之註。 

p.27：17【人師子】佛、世尊。《大智度論》卷 7〈序品 1〉：「問曰：何以名

「師子座」？為佛化作師子，為實師子來，為金銀木石作師子耶？又師子非善獸

故，佛所不須，亦無因緣故，不應來！答曰：是號名「師子」，非實師子也。佛

為人中師子，佛所坐處，若床若地，皆名「師子座」。譬如今者國王坐處，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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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子座。復次，王呼健人，亦名人師子；人稱國王，亦名人師子。又如師子，四

足獸中，獨步無畏，能伏一切；佛亦如是，於九十六種道中，一切降伏無畏故，

名人師子。」(T25,p.111,a28-b8) 

p.27：-7【初二句頌所禮】《華嚴經行願品疏》卷10：「初二句頌所禮。次一句

能禮。次句明周遍。次句辨遍因。後三句。別顯禮相。謂一一佛所。各有多身。

一一己身。能起多禮。故晉經云。一一如來所。一切剎塵禮。」(X05,p.196,a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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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行疏鈔》：依前二力，故

得於境能見多佛，於自能現多身；應作四句：1一身禮多佛，2多身禮一佛，3一

身禮一佛，4四多身禮多佛，如帝網禮。～本會版p.259 

無盡禮：《準提淨業》卷 2：觀毗盧法身佛如在目前，即作帝網無盡禮敬觀。

想盡虗空遍法界，塵塵剎剎帝網無盡三寶前，各有帝網無盡自身，一一自身遍

禮帝網無盡三寶，一一三寶各受帝網無盡身禮敬。窮未來際，相續不斷。身語

意業，無有疲厭。次念云：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師子。我以清淨身語

意。一切遍禮盡無餘(觀禮一拜)。普賢行願威神力。普現一切如來前。一身復現剎

塵身。一一遍禮剎塵佛(觀禮一拜)。於一塵中塵數佛。各處菩薩眾會中。無盡法界

塵亦然。深信諸佛皆充滿(觀禮一拜)。(X59,p.228,c17-p.229,a3)《禮佛大懺悔文》中亦

以此偈頌作「懺悔」、「迴向」、「發願」；我等若能背誦，受益頗深！ 

淨空和尚：這兩句是《華嚴》重重無盡的境界。如果我們把這個事實真的

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你決定會死心塌地念佛求生淨土，其信心、願心決定不

會動搖。為什麼？原來到西方世界有此好處，這境界在極樂世界統統現前。如

果不到極樂，自己慢慢修，想要修到這個境界，經論裡說至少要修一大阿僧祇

劫，修到初地、證實報土、生華藏世界，結果文殊、普賢菩薩還是勸你念佛往

生極樂世界，才能圓滿成就。這個事實真相一定要搞明白、搞清楚，我們才不

會走冤枉路，這一生才真的有把握。 

p.27：-4【一塵中塵數佛】《別行疏鈔》：依正交徹，義有六句：1.依內現依：

塵含世界。2.正內現正：毛孔中現佛。3.正內現依：毛孔中現剎。4.依內現正：

塵中現佛。5.依內現依正：塵中現佛身及剎。6.正內現依正：毛孔中現全佛身

及剎。五、六二句，具彰相即相入，方成身剎相融相含也。相含者，以稱性故，

隨舉其一，必全收一切也。～本會版 p.54「如理之徧，一入一切；如理之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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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入一。故緣起之法，一一各攝法界無盡。」「由因果法界各全攝故，令普賢

身中，佛佛無盡；佛毛孔內，菩薩重重。」「由因果法界差別之法，無不恆攝

法界無遺，故隨一一門、一一行位，各攝重重。故廣剎、大身，輕塵、毛孔，

皆無有盡。」～本會版p.170-171 

p.27：-4【深信】淨空和尚：這兩個字要緊了，小註裡頭也是這麼說法的，為

什麼？不是我們的境界。可是我們憑什麼相信？何況能深信不疑？憑釋迦牟尼

佛的人格。佛不妄語！這個境界是佛的現量境界，我們今天信就是信聖言量，

我們相信這是聖人之言，絕不欺騙我們。不是我們的現量境界，也不是我們推

理能夠推算得出來的，這些都做不到的。一切的推理都是有限的，邏輯辯證法

的推理都是有限度的，都有其極限。所以這種境界是完全超越一切的數學、理

哲學、邏輯辯證法，統統用不上。這樁事情在過去，我們在中國佛教會辦大專

講座，方東美老師還在，我曾經一度到他家裡去，想請他給我們同學講「因明

學」。方老師就告訴我，沒有用處。他那時候正在讀《華嚴》，他說對於初級

的佛法能幫得上一點忙，有用處，但高級的佛法就完全用不著。真的，在《華

嚴》裡面，統統用不上。所以我們相信，佛絕對不妄語，我們要深信，真正的

境界就是這樣的。這就是《金剛經》裡面常說的「諸法實相」，誰講《金剛經》

能夠把實相講得這麼清楚？唯佛與大菩薩親證。 

p.27：-3【普出無盡妙言辭】淨空和尚：無量無邊的讚歎，就是釋迦牟尼佛為

我們講這一部《大方廣佛華嚴經》。諸佛如來的功德是讚歎不盡的，不但我們

凡夫讚歎不盡，就是佛與大菩薩們也讚歎不盡，也就是說明我們自性本具的功

德實在是無量無邊。無量功德歸納起來，歸納成一句，就是「南無阿彌陀佛」！

這一句是總讚。古德將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講的一切經作比較，《華嚴》最

圓滿，稱《華嚴》為根本法輪，其他一切經是《華嚴》眷屬。《華嚴》與《無

量壽經》作比較，《華嚴》之圓滿歸宿在極樂，《無量壽經》是《華嚴經》的

總結。《無量壽經》四十八品，哪一品第一？當然就是第六品、四十八願。四

十八願哪一願是第一？祖師大德們公認的，第十八願，十念必生願，就是一向

專念，這是名號第一。換句話說，名號是一切諸佛如來所說一切經教的總綱領，

它是根源，一切法都不離名號。 

p.27：-7＆-3，p.28：6【徧因、能讚因、能供因】即是「H法HH界H三觀」、「華嚴

法界觀」也。第一，真空觀。第二，理事無礙觀。第三，周遍含容觀。能觀：

法界三觀。所觀：四法界。澄觀《華嚴法界玄鏡》卷 1：「事法界，歷別難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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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事相，皆可成觀，故略不明。總為三觀所依體。」(T45,p.672,c14-15)《華嚴

經疏鈔玄談》卷 1：「其為旨也。冥真體於萬化之域。顯德相於重玄之門。用

繁興以恒如。智周鑒而常靜。」(X05,p.695,b21-22)體相用三（一心三大），不相

捨離，皆是所證、所觀。《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0：「德相、業用雖異。

不妨同一十玄。無不該攝。」(T36,p.76,a12-13)《宗鏡錄》卷 28：「問：如何是

十玄門安立所以？答：本是一心真如妙性。無盡之理。因體用卷舒。性相即入。

理事包遍。緣性依持。義分多種。略即六相。廣乃十玄。乃是諸佛菩薩德相業

用。一行一法。皆具十玄。」(T48,p.579,c5-9) 

十玄門 

法藏大師於《華嚴經探玄記》卷一所立，「新十玄」。名稱如下：(一)

同時具足相應門，(二)廣狹自在無礙門，(三)一多相容不同門，(四)諸法相即

自在門，(五)隱密顯了俱成門，(六)微細相容安立門，(七)因陀羅網法界門，

(八)託事顯法生解門，(九)十世隔法異成門，(十)主伴圓明具德門。然此十門

同一緣起。無礙圓融。隨有一門。即具一切。(T35,p.123,a28-b5) 

(1)同時具足相應門︰所有染淨、迷悟、情非情等，十方三世一切諸法，無有

前後、始終等別，同時互相具足圓滿，彼此照應，成一大緣起，順逆無礙，

參而不雜，無前無後，無欠無闕，互為緣起，故云「同時具足相應」。此

一門是十玄的總說，也就是事事無礙法界的總相，其餘九門是此門的別

義。相當於「普融無礙」。其意是︰在時間、空間上，無限諸法相互之間

有相即、相入之關係。宇宙萬有之間，無非是「一」依其他而立，其他依

「一」而建之關係上，一法具足一切法，一切法中具有此一法，而成為重

重無盡的大組織，乃為法界緣起。如海之一滴。具百川味。阿彌陀佛 29

種依正莊嚴功德。念佛便周。 

(2)廣狹自在無礙門︰是說一切諸法廣(大)狹(小)自在無礙。至大之身剎，置

毛端而不窄，狹不礙廣；極小之塵毛，含太虛而有餘，廣不礙狹。毛端現

剎，不壞毛相，即狹而廣；剎入毛端，不壞剎相，即廣而狹。任運俱現，

彼此各不相妨。現塵現界。不相留礙。如一尺之鏡。現千里影。一句佛號。

現丈六八尺身。或大身滿虛空中。 

(3)一多相容不同門︰是說一法與多法互為緣起，力用交徹，遞相涉入，故曰

相容。如一遍於多時，多能容一；多遍於一時，一能容多。但雖遞互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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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多歷然可別，不壞其相，故曰不同。一中容多，多中攝一，相容無礙，

猶如「一室千燈，光光涉入」，而各燈光線，不失其用，同時力用交徹，

相容相入而無礙，這是相入的世界。《華嚴經》：能於一一三昧中，普入

無數諸三昧；無量無邊諸國土，悉令共入一塵中。同中現異。異中現同。

一根念佛。六根都攝。 

(4)諸法相即自在門︰一切諸法，其「用」相入無礙，其「體」空有相即。一

法，廢己同他，舉體全是彼一切法；若攝他同己，彼一切法全是己體。一

法即一切法，一切法即一法，互融互即，不相障礙，和融一如，如水波相

收。萬法的相即，猶如金與金色，不相捨離。廢己同他，一即一切，故「體」

同而不壞差別相；一切即一，故不壞差別相而體一。這是中道實相的真理

中所看到的法界本性。如何能相即呢﹖答︰萬法無自性故，一切皆空故。

念佛三昧名為三昧中王。普攝一切三昧故。 

(5)隱密顯了俱成門：一切諸法，互攝無礙。此全攝彼，此顯而彼隱；反之則

彼顯而此隱。一攝一切，一法顯而一切法隱；反之則一切法顯而一法隱。

隱顯同時，並存無礙。隱顯同時，猶如「片月澄空，晦明相並」。正念佛

時。唯見佛光明耀顯赫。不見餘相。 

(6)微細相容安立門︰諸法相即相入，重重無盡，然而千差萬別的諸法，各住

自位，於一法中，炳然同時，齊頭顯現，「如琉璃瓶盛多芥子」，琉璃瓶

透露出所盛許多的芥子。如此一能含多，法法都是這樣，一多的法相不壞

不雜，相容安立。細如微塵，都能互相融入。萬法的相容，所含之多，不

改「多」之面目，所含之大，不壞大相，自相宛然，同時齊顯，猶如各各

芥子，曠然安立，不失其各自之絕對性。一念念佛。具足三心、五念、四

十八大願等門。 

(7)因陀羅網法界門︰一切諸法相即相入，體相自在，隱顯互現，重重無盡，

如帝釋天因陀羅網，懸掛無數明珠，一一珠中各現其他一切珠影，了了分

明。一珠能容他多珠影，又遍入於他珠中，於影現中互相影現；如此三重、

四重、五重乃至重重珠影映現，無盡無窮。一切諸法，亦復如是，互相交

參，重重無盡。此喻頗能道破重重無盡關係，若以實際事情說明，於室中

四方牆壁及上下都安裝玻璃，中間安放一物，六方皆能映現此物，又能看

到互相映發，無限交涉相入之狀態。兩鏡互照。傳耀相寫。五種念佛。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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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重重。(1 持念佛名，2 攝名歸心，3 心名雙融，4 心名俱絕，5 圓通無

盡。)正念佛時。西方依正在我心中。我今身心亦在西方七寶池蓮花中。

阿彌陀佛光明遍照攝取不捨。 

(8)託事顯法生解門︰一切事法既互為緣起，如因陀羅網，影現重重，不須遍

觀諸法，但隨託一事而觀，便顯一切無盡之法，能生事事無礙的勝解，一

花、一果、一枝、一葉即是甚深微妙的法門，並非現前的事相之外更有所

顯。立像豎臂，觸目皆道。具體的一一現象、日常的一一行動，皆具相即

相入、緣起無盡的妙理。具慧覺悟知人，即可見「事」而解「理」。如經：

種種現前。咸是第一波羅蜜多。見彼菩提樹故。獲三種忍。得念佛三昧時，

即見十方一切諸佛。得此三昧，出定、入定、行、住、坐、臥，恒得覩見

一切諸佛以妙色身現其人前，所以名為「諸佛現前三昧」。 

(9)十世隔法異成門︰一至八門，乃就空間橫說，諸法相即相入，圓融無礙。

此門就時間縱說，過去、現在、未來三世中，又各有過去、現在、未來三

世，合稱九世。九世迭相即入，攝為一念，九世為別，一念為總，合稱十

世。諸法遍在十世中，前後相隔而相即相入，自他互具顯現，相即相入而

不失前後長短等差別相。時間的差別相，來自內心的分別執著，本是相即

相入，相融自在的。「一夕之夢，翱翔百年」。現在念佛之心，即是未來

受生心，十世古今不離當念故，心心清淨，念念解脫，根根塵塵週徧法界，

皆成莊嚴淨土。 

(10)主伴圓明具德門︰諸法相即相入，成一大緣起，故隨舉一法即可為主，餘

一切法悉可為伴，一法圓滿一切法之功德，故曰圓明具德。諸法雖互有主

伴之別，而不壞差別之相，相依相成，一體無礙。彼此隱顯，主伴交輝；

一多攝入，連帶緣起。北辰所居。眾星拱之。念佛一法圓滿具足無盡法門

功德，一一皆是清淨無漏；一句佛號，舉體是華嚴玄門圓明具德之義。 

是故《華嚴念佛三昧論》云：念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圓滿普賢大願。「於此

願王受持讀誦。臨命終時。即得往生極樂世界。是經專顯毗盧境界。云何必以

極樂為歸？蓋阿彌陀一名無量光。而毗盧遮那。此翻光明徧照。同一體故。非

去來故。于一體中。要亦不礙去來故。……此經一念普觀。豎窮三世。橫亘十

虗。初發心時。即超數量。所有淨因。最為殊勝。由阿彌陀佛以四十八願徧攝

眾生。與此願王體合虗空。絲毫不隔。是故。不移時、不易處。任運往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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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本得。…下文云。其人自見生蓮華中。蒙佛授記。得授記已。經于無數百千

萬億那由他劫。以智慧力。隨眾生心而為利益。不久當坐菩提道場。降伏魔軍。

成等正覺。轉妙法輪。能令佛剎極微塵數眾生發菩提心。隨其根性。教化成熟。

乃至盡于未來劫海。廣能利益一切眾生。全部華嚴。于此結果。諸有智人。決

宜信入。一念因循。輪回無盡。嗚呼苦哉。」(X58,p.716,c13-p.717,a2-22)黃念祖《無

量壽經解》云：《華嚴》之獨勝，端在十玄；今本經亦具，足證本經不異《華

嚴》。《華嚴》末後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今本經全顯淨宗，導引凡聖同歸極

樂，故稱本經為中本《華嚴》誠有據也。又據《要解》判小本曰：「華嚴奧藏，

法華秘髓，一切諸佛之心要，菩薩萬行之司南，皆不出於此矣。」且極樂不離

華藏世界，彌陀即是毘盧遮那，故判 本經為圓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