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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5：-2【能禮因】《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3：「『以普賢行願』至『如對

目前』者，謂以普賢願力，見一切境皆是諸佛，而為所緣，名為『法力』。以

深信解之智，決定印可，攝持如上佛境令現在前，名為『自力』。是則於所見

境，不取生滅、一多等定相之境，則融通佛境。於能見心，依智不依識，心則

見佛之心；故《大經》云：『一切法無生，一切法無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

現前。』然心佛、境智雖亦融通，為約因緣親疎，故分法力、自力；法即緣也，

自即因也。若以緣奪因，即法力故融通普徧；若以因奪緣，則自力故融通普徧；

今以因緣雙明，故齊舉法力、自力也。」(X05,p.268,b6-16)、本會版 p.220 

緣、法力、普賢願力→見一切境皆是諸佛，而為所緣，融通佛境(一即一切) 
因、自力、深信勝解→決定印可，依智不依識，攝持佛境令現前(如對目前) 

p.37：1【能禮相】一總明：清淨三業、遍常無間修。二別顯：多身禮多佛。《華

嚴經行願品疏》卷 10：「辨能禮相。於中二：先總明。謂三業皆遍常無間故。

後一一佛所下。別顯。謂一佛之前。頓現多身。一身之禮。等剎塵數。是周遍

相。」(X05,p.193b3-5) 

p.37：-5【多身禮一佛四句】《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3：「據其義理，身佛齊

等。經文欲明一多無礙，故於身佛互舉一多，若令相對義足，應作四句：一一

身禮多佛，即經後句；二多身禮一佛，即經前句；三一身禮一佛，如前十重禮

中第三禮；四多身禮多佛，如前第十帝網禮也。第一第三句，諸宗容有，第二

第四句，唯此華嚴所明。」(X05,p.268c14-19) 

p.38：-2【以虛空例眾生三法】《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10：「虗空界盡下。總

結無盡。於中二：先顯無盡。後彰無間。前中。准十地經有十無盡界。今此有

二。證虗空、眾生。於眾生中開出業、惑。故成其四。眾生無邊。一一眾生有

多業惑。彌顯無盡。文中二：先別明虗空。後總例餘三。今初。先反顯。後以

虗空界不可盡故下。順釋。後如是乃至眾生界下。總例餘三。二念念相續下。

彰無間斷。」(X05,p.193b5-11)《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3：「十盡者，窮盡彼無

盡之願，令無有餘，故云盡也。……釋云：彼是成就大作用之願，故以無窮化

生十盡句而結無盡也。論釋十界云：初一是總，皆為化生故；餘九是別，是別

集成度生義故。此經所說二種，是觀能趣入行願，故略餘八，但明眾生及虛空

界。又以觀行是對治門故，故眾生開出業及煩惱也。」(X05,p.269a24-p.269b9) 

p.39：3【普賢代眾生禮拜】《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3：「若不以普賢觀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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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如何得念念不斷？願智者審思此文，無以生滅之心、取相之禮而為禮。例

下九門，亦無以生滅取相之讚歎、供養，乃至回向等，而為普賢行願也。」

(X05,p.269b21-24)即是前述之「自力」、「法力」，故可一即一切、自他不二。 

p.40：5【文有隱略】如前所引《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3：「橫竪普周者。經

中微細周徧及眾會圍繞。具如第二稱讚、第三供養門中文相備足。請互用之。

下諸門中。兼有海會菩薩及聲聞眾等。」(X05,p.268a20-23)十門中皆應是如此。

《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3：「所讚境中，三重無盡。疏『所讚境』者，觀此

及供養中經文，明多多之佛微細所在，兼及眾會無不皆徧具足，於前禮敬之中，

文應影略也。」(X05,p.269c13-15) 

p.40：-4【如理智、如量智】如理智是照第一義諦真理的智慧，而如量智是照

俗諦森羅差別的智慧。《十八空論》提出此二智的異稱而云︰「如理智者即無

分別智，如量智即是無分別後智。又如理智是一切種智，如量智即是一切智。…

即空即真義，而取名如理智，亦名一切種智。若俗義有義，取名如量智，亦名

如一切智故。」(T31,p.864b19-24)《佛性論》卷三說二智之相，以見眾生界的自

性清淨為如理智之相，能通觀無量無邊界為如量智之相。〜《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40：-1【辯才天女】略稱辯天，俗稱辯財天。為主掌學問辯才、音樂與福德

的女神。原本是印度人所信仰的河神，後來輾轉成為佛教的護法神之一。有關

辯才天護持佛法之事蹟，載在《金光明最勝王經》中。依該經所載，凡是宣講

《金光明經》者，都能得到她的護持而增進智慧、具足言說辯才。凡忘失經文

句義者，也可得到她的幫助而憶持開悟。一般眾生如果聽到該經，則因為受到

她的加持而能得到不可思議的捷利辯才，與無盡的大智慧，甚至於善解眾論及

諸技術；能出生死，速趣無上正等菩提。至於在現世生活中，則可以增益壽命，

使資身之物悉皆圓滿具足。雖然有些書上以為辯才天是男性天神，但大多數佛

典仍然以之為女神。其圖形通常是盤坐像，左手持琵琶，右手作彈奏狀。也有

作彈「箜篌」狀的。〜《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41：2【出過】《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3：「彼雖至極，更無超越之者，此

是普賢方便，令修行者起最勝意樂，作其觀想，生不足之心，故言『出過』，

理亦無爽；或彼有佛辯，佛辯即合法界，法界即是無盡，不可超也。…有似辯

才如彼天女所有舌根，出妙音聲，但合眾樂；今以勝解力故，所出音聲，徧合

法界，故言出過也。」(X05,p.270a21-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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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1：-4【善學華嚴者收三世間為一心】「三世間」：(1)器世間，指有情所依

之器世界。(2)眾生世間，除正報中之佛外，餘一切眾生皆屬之。如所化之同生

眾、異生眾等。(3)智正覺世間，指能化之三身十佛。〜《佛光大辭典》《華嚴普賢

行願修證儀》〈端坐思惟第十〉：「毗盧法界。謂華嚴經所說一真無礙法界。

或名一心。於中本具三世間、四法界、一切染淨諸法。未有一法出此法界。此

是一切凡夫人根本之真心也。」(X74,p.368c9-12) 

p.45：4【華雲等】《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3：「供具皆云『天』者，表法界

中，法爾自然有如是不思議德用也。『天』者，自然義。皆言『雲』者，是隨

緣義；表由行願力故，法如是故也。…為緣起者，謂此供具色相顯然，智鑒無

性，從法性空、無生法起。能現所現（能現即行願，所現即供具）迥無所依，

應用而來，來無所從；用謝而去，去無所至；而能含悲潤，注法雨，益濟萬物，

重重無盡，故有雲像焉。」……「菩薩修行如是供養之時，不礙上供養諸佛，

熾然下濟含識。先作是念：無邊有情，漂淪六趣，由自心虛妄，感種種果報，

內懷佛性，而不自知，實可愍傷，云何當救？即作是念：由我獻華鬘，得佛殊

勝相，願回此功德，成妙覺華台，舒光徧照觸，警覺人天耽著欲境，報盡壽終，

眾苦纏逼，願彼諸天，菩提心敷榮，獲普賢常樂。供鬘得寶冠，由獻音樂得佛

法音，獻蓋得覆陰，供衣得佛衣；願以此等福，令一切安樂，是為菩薩修供養

行也。」(X05,p.271a20-b15) 

p.45：-3【八種音樂】「八音」：1.我國古代對樂器的統稱，通常為金、石、

絲、竹、匏、土、革、木八種不同質材所製。2.泛指音樂。3.八風之音。《呂氏

春秋•孝行》高誘注：八音，八卦之音。陰陽家以八風分屬八卦，故謂八卦之

音。〜《漢語大詞典》《佛說觀無量壽佛經》：「於臺兩邊，各有百億花幢，無量樂

器以為莊嚴。八種清風從光明出，鼓此樂器，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

(T12,p.342a16-19)智者大師《觀無量壽佛經疏》：「彼處實無時節，若寄此八，

謂除上下，餘四方四維，故云八。亦可用對八卦也。」(T37,pp.191c29-192a2) 

p.46：6【常為供養】《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3：「菩薩凡所施設，乃至一香、

一華、一衣、一蓋、一供養具，無不稱於真理，等虛空界。即以全法之身遊詣

佛剎，稱真之物供養於佛；是故菩薩不虛行於所修，常值諸佛，恆不失時，一

切供具，常稱理而成就。何以故？法施於佛，稱真理故。釋曰：準此云『一香

一華』等，又云『常稱理而成就』者，即知經中所列，皆以稱理，即一之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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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修行者，但安心觀行，物物自多，皆徧佛也。」(X05,p.271c15-22) 

p.46：-4 & p.47：2【總指、別明】總：法供養，別：「如說修行」等七。然前

種種財供養，若是「以普賢行願力」「深心信解」「現前知見」而修財供，豈

非「法供養」乎？如圭峰大師《疏鈔》云：「普賢深妙觀行固得名為法供養也，

豈可唯此七行不兼前耶？」「此七種法行，但是所標之心。經言『如說修行』

者，即如前所說觀行，如是而行，名『如說修行』也。言『利益眾生』等者，

即修觀行之時，一一與此利益等心相應，是則名為『真法供養』也。」(X05,p.273b15-

c3)本書慈舟大師亦云：普賢菩薩財供即是法供…切勿以文害義，謂普賢財供非

法供。 

p.47：4【勤修善根供養】《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6〈26 十地品〉：「此菩薩

摩訶薩以如是智慧觀察所修善根，皆為救護一切眾生，利益一切眾生，安樂一

切眾生，哀愍一切眾生，成就一切眾生，解脫一切眾生，攝受一切眾生；令一

切眾生離諸苦惱，令一切眾生普得清淨，令一切眾生悉皆調伏，令一切眾生入

般涅槃。」(T10,p.192a6-11)《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8〈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

願品〉：「諸佛出世，本為利樂諸眾生故；為以慈悲攝眾生故；隨順利樂而為

力故。善男子！若不勤修一切善法，亦不利樂一切眾生；若捨菩薩所修事業，

是亦不能利樂眾生；…」(T10,p.838,a5-9) 

p.47：4【不離菩提心供養】《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8：「菩薩為欲利樂諸眾

生故，勤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無眾生，一切菩薩不成正覺。善男子！汝

應如是解法供養，則得成就供養如來；非以世間財寶、飲食名為供養。」

(T10,no.293,p.838a13-16)此文顯了「菩提心」：利樂眾生、勤求菩提。《大方廣佛

華嚴經》卷 58〈38 離世間品〉：菩薩摩訶薩有十種魔所攝持。何等為十？所

謂：懈怠心、志樂狹劣、於少行生足、受一非餘、不發大願、樂處寂滅，斷除

煩惱、永斷生死、捨菩薩行、不化眾生、疑謗正法，魔所攝持。是為十。若諸

菩薩能棄捨此魔所攝持，則得十種佛所攝持。何等為十？所謂：初始能發菩提

之心，佛所攝持；於生生中持菩提心不令忘失，佛所攝持…」(T10,p.309a14-23) 

p.48：4【俱胝那由他】「俱胝」：「千萬」或「億」。圓測之《解深密經疏》

卷六：「俱胝，傳釋有三，一者十萬，二者百萬，三者千萬。」「那由他」：

千億，通常以此為佛教所說那由多之數量。但就印度一般數法而言，那由多為

百萬。〜《佛光大辭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