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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0：-2【供養願】《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4〈26 十地品〉：「菩薩住此歡

喜地，能成就如是大誓願、如是大勇猛、如是大作用，所謂：『生廣大清淨決

定解，以一切供養之具，恭敬供養一切諸佛，令無有餘；廣大如法界，究竟如

虛空，盡未來際一切劫數無有休息。』」(T10,p.181,c11-15) 

p.31：2【大有六種】《別行疏鈔》：彼經行相及德能中，各有三義，通成六

大。《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34〈26 十地品〉：供養願之行相有三大：一心

大。即經『生廣大清淨決定解』。謂增上敬重。深稱佛境。故云廣大。迴向菩

提決定信。故名清淨決定解。清淨解。言信因果故。此上論意局在初願。若以

義求。通餘九願。皆為菩提。廣大無限無疑淨信而起願故。二以一切供養之具。

即供具大。此是行緣。三恭敬下。福田大。 於中令無有餘是總相。無餘有三：

1.一切佛無餘。即是行境。2.一切供養無餘。3.一切恭敬無餘。此二行體。由

上二義成上敬田。上三皆云一切者。佛即三身。亦兼十身。供養有三：1.衣等

利養。2.香等敬養。3.戒等行供養。恭敬亦三：1.給侍恭敬。2.迎送恭敬。3.

修行恭敬。即敬順佛故。上三各三。豎論一切。若橫論一切。則佛該十方無盡

等。餘二準思。願之德能有三大者：一攝功德大。如經『廣大如法界』。一切

餘善根中勝故。二因大。即『究竟如虛空』。無常愛果無量因故。三時大。即

『盡未來際』。此因得涅槃常果故。(T35,p.762,b5-28) 

淨空和尚：「供養願」中『願常面見諸如來，及諸佛子眾圍遶』，這兩句是見

佛、見菩薩。這是「福田大」，佛、菩薩是最大、最殊勝的福田，我們能辦得到

嗎？在世間，佛弟子天天盼望能遇到一位凡夫善知識，都不容易遇到；有幾個人

能幸運的在一生當中遇到一尊阿羅漢、遇到一尊菩薩的？少有！可是諸位一定要

曉得，如果你真正發心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這兩句不必等到到西方極樂世界，

你這個心一發，諸佛如來、一切菩薩就常圍繞你，這是真的，一點都不假。以真

誠的心，願生淨土、願見彌陀，這心願要真實，十分的真實，就得一切諸佛的感

應，決定不能摻雜一絲毫的虛假。所以這種殊勝功德利益，我們現前確實可以得

到。大勢至菩薩教給我們「淨念相繼」，只要做到這四個字就行了！生到西方極

樂世界之後，更沒有問題了，時時刻刻不離開諸佛菩薩，不離開諸佛海會。『願

持諸佛微妙法』，這一句是法供養，就是依教修行；遵守佛菩薩的教訓，依教奉

行，這就是法供養。「微妙法」就是指淨宗法門。《華嚴經》到末後導歸極樂，

如果不歸極樂，《華嚴經》就不圓滿。『光顯一切菩提行』，「光」是智慧光明，

「顯」是明顯，這是指前面微妙法，持一切諸佛微妙法，這才「光顯一切菩提行」。

身口意三業的行為，都是覺而不迷，就是菩提行。菩提是梵語，「覺悟」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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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悟的思想、覺悟的見解、覺悟的言語、覺悟的造作、覺悟的行為，樣樣都能夠

覺而不迷。「究竟清淨普賢道」，這一句裡頭有「因大」，也包括「功德大」，

因為究竟普賢道是最殊勝的功德。佛法的修學修什麼？清淨心而已。清淨心就是

一心不亂。讚歎你，不生歡喜心，如如不動；毀謗你，你也如如不動，所謂八風

吹不動，你不為境界所轉，你心清淨了。心清淨，身就清淨；身心清淨，外面境

界沒有不清淨的，所謂「心淨則土淨」，就是淨土。但是清淨心相當不容易，清

淨心要認真的去修學。誠敬心之外要平等心，心不平等，就決定不會清淨。所謂

平等，要沒有分別、沒有執著，就平等了。同時要修平等慈悲心，慈悲心就是考

驗你的清淨與平等，在接觸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裡面修你的清淨心、你的平

等心，這叫歷事鍊心。果然都能清淨，那就功夫成就了；到究竟清淨，把一念生

相無明也差不多快捨掉了，那就是普賢菩薩，這是究竟清淨。這是我們修行的一

個終極的目標，也就是無上正等正覺。 

p.31：5【常無常果之因】《別行疏鈔》：疏「如虛空清淨為無常愛果及常果

之因故」者，即《十地經》「六決定」中第四「因善決定」也。經云：「究竟

如虛空，盡未來際。」論云：是因善決定，此有二種：一、成無常愛果因，如

虛空，依是生諸色，色不盡故；二、常果因，得涅槃道故，故經云「盡未來際」。

上皆論文。彼疏釋云：「今明此智有其二能：一、寂而常用，故為無常果因；

用雖虧盈，智無起滅，如所依空，非無常故，經明此智究竟如虛空。二、用而

常寂，故為常果因；雖涅槃永寂，而智體不無，若不爾，將何窮未來際？若會

三身者，即用為化身，寂為法身，智為報身，非無常矣。…智為了因，亦雙了

菩提涅槃故。」…論云「無常愛果」者，用適機故。～本會版p.487【六決定】地

上菩薩依聖智證真順理有六種善決定︰(1)觀相善決定︰謂菩薩之正智決定觀

照真如之理，契同一味無雜之相。(2)真實善決定︰謂菩薩之實智出世間，決

定離倒惑之過，證理不虛。(3)勝善決定︰謂菩薩之行，廣大如法界，為一切

佛之根本，決定具足勝德。(4)因善決定︰謂菩薩之行因決定有成果之功能。

(5)大善決定︰謂菩薩利他之行決定普覆一切眾生，無有局限。(6)不怯弱善決

定︰謂菩薩證果德，入一切諸佛智地，決定無怯懼。～《中華佛教百科全書》、《十地經論》 

p.31：6【利益願】《大方廣佛華嚴經》卷34〈26 十地品〉：「又發大願：『願

乘不退輪，行菩薩行，身、語、意業悉不唐捐，若暫見者，則必定佛法，暫聞音

聲，則得實智慧，纔生淨信，則永斷煩惱，得如大藥王樹身，得如如意寶身，修

行一切菩薩行；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盡未來際一切劫數無有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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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0,p.182,a22-27)【大藥王樹身、如意寶身】【藥珠二身】佛陀所化現之藥樹王身

與如意珠王身。藥，即藥樹，能治癒疾病；珠，即如意珠，能出眾寶。佛陀為拔

除眾生之苦，而化現藥樹王身；為給予眾生安樂，而化現如意珠王身。～《佛光大

辭典》《華嚴經》卷 51〈37 如來出現品〉：如來心第七相：雪山頂有藥王樹，

名：無盡根。彼樹若生根生莖時，令閻浮提一切樹根生、莖生；枝、葉、華、

果悉皆如是。佛子！如來智慧大藥王樹亦復如是，以過去所發成就一切智慧善

法、普覆一切諸眾生界、除滅一切諸惡道苦；廣大悲願而為其根，於一切如來

真實智慧種性中生…如來智慧大藥王樹，其根生時，令一切菩薩生不捨眾生大

慈悲根；其莖生時，令一切菩薩增長堅固精進深心莖；其枝生時，令一切菩薩

增長一切諸波羅蜜枝；其葉生時，令一切菩薩生長淨戒頭陀功德少欲知足葉；

其華生時，令一切菩薩具諸善根相好莊嚴華；其果生時，令一切菩薩得無生忍，

乃至一切佛灌頂忍果。佛子！如來智慧大藥王樹唯於二處不能為作生長利益，

所謂：二乘墮於無為廣大深阬及壞善根非器眾生溺大邪見貪愛之水；然亦於彼

曾無厭捨。」(T10,p.272,a9-b10) 

p.31：7【定慧方便及解脫】慈舟《親聞記》：「方便照事權智，慧照理實智，

皆不離定。解脫者，終日度眾生而無能度所度之相也。」或，定者，首楞嚴等；

慧者，實智慧；方便者，權智善巧；權實二智，令物得解脫。能修此因故，能

獲無盡功德藏。 

p.31：9【無空過】《華嚴經疏》卷 34〈26 十地品〉：「有二不空：一作業必

定不空。三業能安樂故。謂U見身行行U。知佛法真實，故云必定。U聞口說法U，能

生智慧。U念意實德U，諸惑不生。此從增勝故。說三業成益不同。實則互有。二

得如大藥下。利益不空。二喻皆喻拔苦故。一切眾生有二種苦：一種種諸苦。

謂逼迫等。藥樹王身以為能治。二貧窮苦。如意寶身以為能拔。種種義兼身心

若麁若細。貧窮通於世財法財。論主對前安樂。此為利益。故作此釋。實則前

喻喻三業捨惡離苦。後喻喻三業進善得樂也。」(T35,p.764,a20-b7) 

p.31：10【求能益法利眾生】《別行疏鈔》：《十地經》云：『願乘不退輪，

修菩薩行』；令見諸佛演菩提行，即乘教誡輪，修菩薩行故。【三輪】如來身

口意三業之勝用。1.神通輪(神變輪)－佛之身業，顯現神通，變化勝異之境，

而令眾生發心入信。2.教誡輪(正教輪)－口業，演說教法，令眾生反邪入正而

發心入信。3.記心輪－意業；記心者，識別他之心也。佛說法時，先以意輪鑑

知眾生根器利鈍，隨宜演說，無有差謬。～《佛光大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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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空和尚：『我見恆演菩提行』，「演」比「說」的意思要多，演裡面包括說，

說不包括演，演是表演、示範。這部經所講的五十三參，都是大菩薩的修行，是

在日常生活當中做給我們看。這些大菩薩示現在各行各業、男女老少，在邪正、

染淨的境界裡，都不染著，永遠住在一真法界，心地如如不動；在一切境界當中，

絕對沒有起心動念、沒有分別執著。所以，生活就是定慧等學，有方便、有解脫

的覺悟（菩提）之行。 

p.31：11【轉法輪願】《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4：「又發大願：『願一切世界

佛興于世，從兜率天宮沒、入胎、住胎、初生、出家、成道說法、示現涅槃，皆

悉往詣，親近供養，為眾上首，受行正法，於一切處一時而轉；廣大如法界，究

竟如虛空，盡未來際一切劫數無有休息。』」(T10,p.181c18-23)《華嚴經疏》

卷34〈26 十地品〉：第三轉法輪願。亦名攝法上首願。先攝後轉故。行相中四：

一轉法處。即一切世界佛應處故。二轉法時。謂現八相時。…三攝法方便。於中

初集功德方便。後為眾上首下，集智慧方便。以此二種助菩提法。故云方便。四

轉法頓周。」(T35,p.762,c12-19) 

p.31：12【十方剎海等】《華嚴經探玄記》卷 3〈2 盧舍那佛品〉：「海亦二

義：一深廣。二具德。」(T35,p.163,a16-17)智圓《維摩經略疏垂裕記》卷 3〈1佛國品〉：

「海有三義：深廣含眾流。法藥無量。如海之廣也。」(T38,p.744,c18-19)《無量

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註》卷 1：「海者。言佛一切種智。深廣無涯。不宿二乘、

雜善中下死屍。喻之如海。是故言天人不動眾。清淨智海生。」(T40,p.832,b24-26)

「十方」←→「三世」：豎窮橫遍、時空融徹。 

「普盡十方剎」←→「一毛端」：廣狹自在無礙門、微細相容安立門。 

「佛海」←→「國土海」：依正二報、有情無情，圓融無礙、自在容現。 

「我徧修行經劫海」：『修行』即是轉法輪、教化眾生，故《疏》云：初

偈轉法輪處。『徧』、『經劫海』，即上述十方三世，相即相入，先後、長短，

於中普徧具足修行攝受集聚智慧、功德二種方便，如後所云「深智力普能入」

=「能攝方便」。 

p.31：15【能轉圓音】圓妙之聲音，指佛語。如經：(1)「語清淨」：從般若智

所出故，令眾生煩惱妄想盡故。(2)「一言具眾音」，(3)「隨眾生意」，(4)「無

盡辯才」。如《別行疏鈔》云：(1)一音演暢，隨類解生。(2)隨一方之音，皆

謂世尊同其己語。(3)唯出隨根一音，聞者各聞稱根別法。(4)唯出隨法一音，

聞者各得所聞別法。(5)於最勝功德佛身中，能發清淨梵音聲相。(6)佛無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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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音，故能普應一切眾音，其猶谷響，及眾樂器，但有心者，出種種聲。(7)

唯一圓徧之音，都無宮商平上之異，增上緣力，隨感成多；其猶滿月，流影非

一。(8)佛有眾多音聲，一切眾生所有言音，莫非如來法輪聲攝，但以無礙，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故。(9)一音者，乃無音也。由佛無音，乃曰一音。佛若

有音，有音已定，何能應一切音耶？良為無音，故能隨感出種種音，如鐘聲等，

隨擊大小，佛音自一，聽者聞多，隨類各各自心現故，自心還取自心，唯心義

故。以此無音之音普應，皆一聲功能。(10)一音即一切音，一切音即一音。若

非「一即一切」者，佛演一音，眾生不能各各領解。又若非「一切即一」者，

如來一音即不能普備也。良以一多相即，故佛演一音即普備也，一切眾生皆有

領解。 

p.31：15【所轉法輪】恆轉『理趣』妙法輪－《解深密經》卷 5：「理趣者，

當知六種：一者、真義理趣；二者、證得理趣；三者、教導理趣；四者、遠離

二邊理趣；五者、不可思議理趣；六者、意趣理趣。」(T16,p.709b7-10)《顯揚聖

教論》卷 6：「此中前三理趣由後三理趣隨釋應知。謂由離二邊理趣隨釋真義

理趣，由不思議理趣隨釋證得理趣，由意樂理趣隨釋教導理趣。此中真義即是

理趣，故名真義理趣。乃至意樂即是理趣，故名意樂理趣。於彼彼處無顛倒性，

是理趣義。」(T31,p.509b24-29)《注大乘入楞伽經》卷 1：「一真義理趣。謂二障

淨智所行真實。二證得理趣。謂於真義得如實知。三教導理趣。謂自證已開示

眾生。此三為本。後三解釋。四離二邊理趣。謂有問言。云何名為真義理趣？

應答彼言：非有非無。非常非斷。五不思議理趣。謂有問言。云何證得？應答

彼言：謂不思議。若於諸法遠離戲論。爾時證得真勝義性。故知言說皆非真實。

六隨眾生所樂理趣。謂有問言。云何教導？應答彼言：隨諸眾生意樂各異。順

彼所欲。方便開示。」(T39,p.440b18-28)【恆轉】淨空和尚：「於彼無盡語言海」，

如果會聽，現前所聽到的無盡言語，就跟普賢菩薩一樣，都是「恆轉理趣妙法

輪」，他都在給你說法。說什麼法？教你心地清淨。所有一切眾生，統統都在

那裡說華嚴經。一天到晚所聽的，都是諸佛講華嚴經，都是跟我講禮敬諸佛、

稱讚如來、廣修供養、乃至普皆回向，誠敬、清淨、平等、慈悲。你要是會了，

就真正得到其中「理趣妙法輪」。「我深智力普能入」：要深智慧，才能入這

個境界。 

p.31：-8【淨土願】《華嚴經》卷 34〈26 十地品〉：「又發大願：『願一切

國土入一國土，一國土入一切國土，無量佛土普皆清淨，光明眾具以為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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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一切煩惱，成就清淨道，無量智慧眾生充滿其中，普入廣大諸佛境界，隨眾

生心而為示現，皆令歡喜；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盡未來際一切劫數無有

休息。』」(T10,p.182,a9-15)《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10：「八有二偈。明淨土願。

願清淨自土。安立正法及能修行諸眾生故。略無淨土之言。以影在後段故。而

具淨土七種淨義。初偈即同體淨。以同法性故。令一多互相即入。今文雖辨念

劫圓融。意取時中圓融之剎。二有半偈。明自在淨。如摩尼珠。美惡斯現。自

在圓通。是故文云『於一念見』。舉其佛者。顯是佛土。三亦常入佛境界中者。

即是因淨。因有二種：一者生因。謂六度等。如淨名說。二者依因。此復有二：

一鏡智淨識為土所依。二後智通慧為土所依。此二皆是諸佛境界。又境界者。

即是相淨。謂七珍等。第八一句。攝於三淨。謂四以如幻二字即是果淨。果亦

有二：一所生果。即是相淨。略在境界。廣則影在後承事中。二示現果。臨機

示現。故云如幻。五解脫威力。即受用淨。謂受用淨土。離過成德。如用香飯

得三昧等。今解脫煩惱。即是離過。道力之能。即是成德。故地經云。成就清

淨道。六梵本此句無「及威力」字。有眷屬字。即是住處眾生淨。人寶為嚴故。

七者相淨。已如前說。」(X05,p.197,a12-b4) 

p.31：-5【清淨自土】《別行疏鈔》：疏言「清淨自土」者，即自受用土，如

《淨名》云：「欲得淨土，當淨其心」等也。「安立」下，即他受用土，如《淨

名》云：「直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不諂眾生來生其國」等也。～本會版

p.499湛然《維摩經略疏》卷 1：「別教初地入此世界。有七種淨義。一同體淨。

如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二自在淨。一切國土平等清淨。三莊嚴淨。一切佛土神

通莊嚴。四受用淨。離一切惑成清淨道。五住處淨。大智眾生悉滿其處。六因

淨。入佛土妙平等境界。七果淨。隨物所宜而為示現。前五是體滿。有體相用。

六是因圓。七是果滿。初住生彼。悉成就此七淨義。問：出何經論？答：仁王

云：三賢十聖住果報。當知即是果報為土也。法華云：娑婆世界坦然平正。其

諸菩薩咸處其中。大論云：法性身佛為法身菩薩說法。其國無聲聞支佛之名。

華嚴明因陀羅網世界。攝大乘明華王世界。皆明果報土無障礙相。」(T38,p.564,c20- 

p.565a4)《維摩詰所說經》卷 1〈1 佛國品〉：寶積長者子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心，願聞得佛國土清淨，唯願世尊說諸菩薩淨土之行！…佛言：「寶積！眾生之類是

菩薩佛土。菩薩隨所化眾生而取佛土，隨所調伏眾生而取佛土，隨諸眾生應以何國入

佛智慧而取佛土，隨諸眾生應以何國起菩薩根而取佛土。所以者何？菩薩取於淨國，

皆為饒益諸眾生故。為成就眾生故，願取佛國。」(T14,p.538,a1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