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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8：-2【含識】梵語 sattva，音譯薩埵。意譯有情、眾生。即指含有心識

之有情眾生。指一切生物。又作含靈、含生、含類、含情、稟識。以一切眾生

皆有心識，故稱含識；此總攝六道之有情眾生。〜《佛光大辭典》《四分律行事鈔

資持記》卷 1：「心依色中，名為含識，總攝六道有情之眾。」(T40,p.235,b14-15)

「眾生」與「有情」之異同：「眾生」，一般而言，係指具無明煩惱，流轉生

死之迷界凡夫；然若就廣義而言，則亦含攝悟界的佛、菩薩等。諸經論對「眾

生」、「有情」二語的範圍亦有異論。或謂有情係指一切有情識的生物，而山

川、草木、大地等乃屬非情（又稱『無情』），眾生則兼攝有情、非情二者。

或謂有情與眾生為同體異名。〜《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139：-3【重顯讀誦一行勝益】參考 p.101，勝德：1.一念中，所有行願成就。

2.獲福無量。3.令煩惱眾生出離苦海。4.皆得生極樂淨土。此處勝益：1.果報

無盡，唯佛能知。2.決成無上菩提。3.一念中，行願圓滿成就。4.成就眾生出

世清淨願。兩處皆有「一念」，故知如前所釋「一念淨心」、「一念淨信」，

或如前「普賢行願力故，起深信解現前知見」，用「十玄門」起觀行故。 
會性《講錄》：「若人虔誦十大願，舉少分善根說，就在一念中，圓成一

切功德。仗此一念，將來能成就自利利他的清淨大願。願王雖十，不出上求下

化，以一念敬心讀誦，度眾之清淨誓願，悉皆圓滿。」 

淨空和尚：在這個地方，特別要注意到的，那就是「一念」，這兩個字是

關鍵字眼，整個佛法的修學都是在『一』，二念就不行，一念就成就。千經萬

論，無量法門，教我們修什麼？統統都是修『一念』的。《彌陀經》裡面給我

們講的「一心不亂」、「心不顛倒」，這就是一念。《普門品》，我講這品經

是依《法華大成》而說的，受持觀世音菩薩聖號，功夫也是分三個層次，就是

功夫成片、事一心不亂、理一心不亂。修學成功與否，確確實實就在我們的功

夫是不是『純一』？反省反省自己，學佛這麼多年，好多法門搞在一起，心不

專，所以心是散亂的，始終不能得到一心；此地講的一念，我們要特別的留意

到。要修一念功夫就圓滿成就，功夫一成，就利益就太大、太大了。 

天台云：「一念三千」，意指一念妄心，當體即是中道實相，圓具三千諸

法性相，與淨土的「一念」有同有異。華嚴云：「十世隔法異成門」、「諸法

相即自在門」等十玄門，十門同一緣起，無礙圓融。隨其一門，即具一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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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與三世一如，故念劫圓融，隨一世中現三際之境，智入三世，了法空寂，與

如冥契，故一念之中無所不見。隨有『一』處，即有『一切』；無礙圓融，無

盡自在。於一念中，則有一切時劫、一切處、一切佛，乃至一切益皆通，帝網

重重顯示。時雖無量，攝在「一念」、「一剎那」，故知一念行即無量劫行；

約時已然，餘處等亦然。一乘妙義，唯在此意。淨土的「一念淨心」即同此意。 

p.139：-1【結成回向】參考本書 p.128〜129「壬三結歸迴向」：「我普賢以所

有善根迴向，為得諸佛圓滿果之普賢圓滿殊勝行也。」今將此殊勝行迴向眾生

往生極樂。淨空和尚《普賢大士行願的啟示》：「普賢菩薩所修之大行，念念

都是這樣為我們迴向，普賢菩薩願六道所有一切眾生趕快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兩位大師所說皆是！普賢菩薩如是迴向，吾等亦應效法普賢，如是迴向。前乃

迴向中發願願生極樂，此乃迴向眾生速往佛剎，亦可釋為自覺覺他、自利利他。

其中，還是強調：應理解何故普賢菩薩一定要迴向眾生速往「西方極樂」，而

非他佛國土？深思！深思！ 

p.140：-2【義取】《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10：「爾時普賢菩薩下。結說讚善。

乃是義生。此會入定。未有佛說。古德共立。佛令頓證。」(X05,p.198,b5-6)《別

行疏鈔》：「此會入定，未有佛說」者，會初，世尊入師子頻申三昧，便令逝

多林忽然廣博，現種種莊嚴之事；普賢開發，文殊讚述，大眾頓證後，文殊出

至福城東，教示善財，展轉求道，乃至品末，佛無自說之處，故此云「如來讚

言」者，乃是義生也。〜本會版 p.545 

p.141：4【文殊有本會、末會】華嚴經有「七處九會」，《別行疏鈔》：初會、

普賢為主（寂滅道場會）。二、文殊為主，主十信故，足下放光（普光法堂會）。

三、法慧為主，十住是解位，足指放光（忉利天宮會）。四、功德林為主，十

行森聳如林，故足趺放光（夜摩天宮會）。五、金剛幢為主，回向高出，故兩

膝放光（兜率天宮會）。六、金剛藏為主，入地能生無盡之功德，故眉間放光

（他化天宮會）。七、普賢為主，位滿還同法界故，於一會中，隨品別有所表，

故有餘菩薩等說者也（重會普光法會）。八、普慧普賢等為主，託法進修，慧

能引行故，普賢主行故(三會普光法會)。九、逝多園林會，方是佛自為主。逝

多林會即〈入法界品〉之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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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6：「九，至此會初，

方是佛自為主，表證入因果；若不冥合佛心，無

由證入，故此云佛為會主也。則諸善友，皆佛十

身中餘類身，故以總該別，縱前八會說主，亦佛

十身中菩薩身也。故一一會初皆先標佛。」

(X05,p.325c8-12)「第一會初是菩提場證道，佛既不

離菩提樹而在逝多林，文殊從佛會而出，乃至福

城東，開發善財，是從本起末；善財求友，展轉

南行，並是末也。從寄登地已後，多不指方；最

後見普賢時，在菩提場內，是攝末歸本也。故云：

以本該末，竝為佛說也。」(X05,p.326a14-19) 

p.141：-5【菩薩眾四】(1)文殊師利菩薩、諸大菩

薩、六千比丘。(2)彌勒菩薩、賢劫諸大菩薩。(3)
普賢菩薩、一生補處住灌頂位諸大菩薩。(4)十方

種種世界普來集會、一切剎海極微塵數諸菩薩摩

訶薩眾。《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10：「文有四類：

前之二類。多在此會。第三普賢。義通常隨。則

遍該九會。第四『種種世界普來集會』。迹通二

義：一是前來遠集新眾。二通九會。集有遠近。

而梵本無文。」(X05,p.198,b14-17)【前來遠集新眾】

《別行疏鈔》：即此會列五百菩薩及聲聞眾，世

尊入定現相，然後有十方菩薩雲集，故云「新眾」

也。〜本會版 p.556 

依法藏《華嚴探玄記》卷十八的解釋，善財遍

歷知識有五相，即︰ 
(1)寄位修行相︰謂文殊以下四十一人，表顯十

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及十地諸位。 
(2)會緣入實相︰謂摩耶夫人以下十一人，會諸位差別相入平等實相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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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攝德成因相︰謂彌勒一人，攝前二門之德，定堪成佛，成一生補處。 
(4)智照無二相︰謂文殊一人，究竟前之因法，成唯一圓智，絕境智等諸二相。 
(5)顯因廣大相︰謂普賢一人，始本冥合，圓覺現前，堪成佛廣大之因。 
前後「文殊」都算，應有 55 位。若「文殊」不計，則有 53 參（善知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