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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4：2+6+8【行體、業用、總說、行相】《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10：「一切

妙行皆成就者。此是總句。謂廣大無量世出世間種種行故。亦行方便。餘句為

別。初句行體。即十波羅蜜。除蔽清淨。第三句是行業。以十度行。淨十種蔽。

助真如觀。淨十障故。後偈行相。」(X05,p.196b18-22)「上之七句。皆是能增長

行。第二句是所增長心。由依此義。此行亦名心增長行。故十地云。令其受行。

心得增長。」(X05,p.196c1-3)《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6：「行方便中，以六相

圓融，令一行具一切行，為方便；經云：攝諸波羅密，淨治諸地總相、別相、

同相、異相、成相、壞相，所有菩薩行，皆如實說，教化一切，令其受行，心

得增長。今云『一切妙行皆成就』者，文含彼意，故指云『行方便』也。」(X05,p.311b8-

12)《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6：「以有如上諸行相資，故增菩提心令不忘失也。

以取地經、地論文勢，故以諸行增長菩提心。若直據此文，亦可由菩提心而增

長諸行，即心是能增長，行是所增長故。」(X05,p.313b17-20) 

p.115：2【成熟眾生願】《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10：「第五句總。餘句為別。

初句離苦。因果皆離。次句得樂。乃至涅槃。第三竪長。第四橫遍。後三句總

結長時所成因果。即十地經。令安住一切智智道。」(X05,p.196c4-7) 

p.116：4【不離一乘】《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6：「《地經》總相標云：『願

與一切菩薩同一志行』，釋云：『同志一乘，同修萬行』，以此經但云『同行』，

故疏引彼文簡之，屬一乘也。一乘之義，佛法大綱，…言一乘者，統收不異謂

之『一』，運載含容謂之『乘』，故名『一乘』，即『一佛乘』。謂教、理、

行、果總名為乘，皆有運載義故。…… 

一、簡二名一：佛乘第一，非同餘二。 

二、廢二名一：如法華經云：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 

三、破二名一：謂破二乘執實之情，為說究竟一乘之法。 

四、會二名一：指小即大故，如云『汝等所行是菩薩道』等；又如大乘為本故。 

五、無二名一：如說香積，彼土無有二乘名字，但有清淨大菩薩眾。 

六、不二名一：不二法門，泯絕無寄；如無言世界，外即無說無示，內即無慮

無思，以為佛事，一相平等，寄理絕言，故亦名一。 

七、不一名一：謂：一切即一，一即一切，一切非一切，一亦非一。一切諸法，

互相涉入，事事無礙，相入相即，無不鎔融，同一法界，皆如幻故；故《大

經》云：一即是多，多即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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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一切法，都是一乘，然此七義，前前淺，後後深，今此所取即第七，稱

經宗故。」(X05,p.314b5-24) 

p.116：-1〜p.117：3【真空絕相觀、理事無礙觀、周徧含容觀】華嚴「法界觀」、

「法界三觀」：(一)真空觀，即觀「理法界」。謂觀諸法之本性即空。然真空

觀之空非斷滅之空，亦非離色之空，乃觀色非實色，而舉體為真空，觀空非斷

空，而舉體是幻色，而達空色無礙之境界。(二)理事無礙觀，即觀「理事無礙

法界」。謂若僅觀於事，則起世俗之心，而執著於享樂之境；若僅觀於理，則

起出世之心，而恐局囿於喜愛無漏小果之境。若理與事並觀，則能達鎔融無礙

之境，心無所偏著，自能悲、智相輔，成就無住行，而證無住處。(三)周遍含

容觀，即觀「事事無礙法界」。謂以事望事，使觀全事之理，隨事而一一可見；

全理之事，隨理而一一可容；然後一多無礙，大小相容，玄妙而莫能測度。〜

《佛光大辭典》 

p.117：-4【廣大供】《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10：「第三句為總。興廣大供故。

大有六種：一心大。無疲厭故。二供具大。財、法正行皆具足故。財供攝在總

句。法正行即第五六句。三福田大。即初二句。四攝功德大。即第七句中。究

竟普賢道。是勝功德故。五因大。即第七句中清淨二字。如空清淨。為無常愛

果及常果之因故。六時大。即第八句。」(X05,p.196c15-21) 

p.119：5【恒演菩提行】淨空和尚：「演」比「說」的意思要大，演裡面包括

說，演是表演、示範。就像這部經前面所講的五十三參，是在日常生活當中做

給我們看，示現大菩薩的修行，在各行各業、男女老少中。『一一剎有難思佛』，

「難思」就是不可思議，一一剎中有無量無邊的佛。『一一佛處眾會中』，每

一尊佛都在那裡說法，在那裡教化眾生，有無量的菩薩海會圍繞。那「一微塵」

裡面真是妙不可言。『我見恆演菩提行』，他見到了，入到這個境界了。「演」

是表演，他也入到這些法會裡面，也示現修普賢行，助佛教化。佛教化眾生，

他到那裡去，也示現幫助佛教化眾生。這是權智方便解脫行，這種境界，給諸

位說，最低限度也是圓教初住以上的菩薩才行。圓初住以上就是我們念佛人念

到「理一心不亂」，這是最低的程度，如果嚴格說起來，這境界應當是八地菩

薩才能真正入這個境界。 

p.119：-5【轉法輪願】《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10：「有三偈。明轉法輪願，亦

名攝法上首。謂佛轉法輪。願皆攝取而轉受故。文中。初偈轉法輪處。…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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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能轉圓音。次二句轉法輪時。第十一句所轉法輪。末後一句。即能攝方便。」

(X05,p.197a6-11) 

p.120：-2【轉理趣妙法輪】「理趣」即道理旨趣之意。唐代不空大師譯《理趣

經》，全稱《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麼耶經》，又稱「般若理趣經」。收於大正

藏第八冊，相當於《般若經․理趣分》，即般若十六會中之第十會，《大般若

經》第五七八卷。乃「智法身」之大日如來為金剛薩埵所說之般若理趣清淨之

理，內容共有十七章，說明密教之極意。智法身，為「理法身」之對語，即窮

盡始覺之智，契合清淨本覺之理，而顯示身心一如之智。金剛薩埵表示大日如

來之因位、眾生本具佛性之始發，即以初發菩提心之眾生，悉稱金剛薩埵。本

經於密教諸經軌中，特被尊重，不僅於迴向、諸願成就、例行法會中常讀誦，

金剛界曼荼羅中並設理趣會。〜《佛光大辭典》 

p.121：-5【以顯淨佛國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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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05,p.197a12-15)「七種淨義」：一同體淨，

二自在淨，三相淨，四受用淨，五住處眾生淨，六因淨，七果淨。〜《大方廣

佛華嚴經疏》卷 34〈26 十地品〉：(1)同體淨，以同法性，故令一多互相即入。

(2)自在淨，無量佛土普皆清淨，如摩尼珠，美惡斯現、淨穢圓通，故云普皆

清淨。(3)相淨，光明眾具以為莊嚴，即莊嚴淨。(4)受用淨，謂受用此土，離

過成德，成斷德、行德，如受用香飯，身諸惑滅，入正位等。(5)住處眾生淨，

謂具德人居。(6)因淨，有二：一者生因，謂施戒等，如《淨名》說。二者依

因，此復有二：一鏡智淨識為土所依：二後智通慧為依，如初第十地入佛國土

體性三昧、現淨土等。此二皆是諸佛境界。(7)果淨，因既有二，果亦二種：一

所生果，即前相淨；二所示現果，即臨機示現。上七淨中，前四當相明土，次

一就人顯勝，後二舉因顯果。就前四中，初二土體、第三土相、後一土用。就

土體中，初彰體同、後明體淨，故有七淨，淨土義周。(T35,p.763c15-p.764a4) 

p.121：-2【淨土有三類】法性土、受用土、變化土︰此三者依次相當於法身土、

報身土、應身土，為法相宗的三土說，其他各宗亦多依用此稱。唯識論卷十，

以佛有四身：自性身、自受用身、他受用身、變化身，故佛土亦有四：一法性

土、二自受用土、三他受用土、四變化土。此中法性土，為無色無相之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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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受用土，為實佛自託之報土；他受用土，為對於初地已上菩薩示現之淨土；

變化土，為示現於地前菩薩及二乘凡夫之佛土，此土有淨土、穢土（法苑義林

章佛土章）。天台宗立四種佛土：常寂光、實報莊嚴、方便有餘、凡聖同居土。

〜《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123：7【佛如幻解脫及威力】《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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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有『眷屬』字。即是住處眾生淨。人寶為嚴故。」(X05,p.197a21-

b7) 

如幻→果淨（所生果＝相淨） 同體淨、自在淨 

解脫、威力→受用淨 相淨、受用淨 

眷屬→住處眾生淨 住處眾生淨、因淨、果淨 

p.124：1【真實義相】《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10：「有二偈明承事願。願往諸

佛土。常見諸佛。恒時敬事。聽受法故。第八句為總。餘皆是別。初之一偈。

即承事處。初二句通是『真實義相』。互相涉入。如帝網故。就中。三世莊嚴

剎。即『一切相』。淨土體相有差別故。第三句即『無量相』。謂前二相遍十

方故。其第四句。辨能知見故。…深入有二：一智深入。二身深入。入彼莊嚴

剎中。承事如來。非嚴淨彼。…第五一句。所承事佛。所有佛故。六七二句。

即承事時。八相時故。」(X05,p.197b5-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