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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心王菩薩問阿僧祇品 25 
     
 
    稱「心王菩薩」指能問之人；以心王問，佛自說，前之＜十忍品＞說大果之

因，非證果者不能辨其邊際故由佛說。且法依心成，由心王菩薩提問，又為顯互

為因果；可數之法是藉知事通果故亦由佛說，意指如來等正覺佛智之義。1 

「心王」也指我們的心，「阿僧祇」（asāṃkhya）指數量與所問之法，表示數法

依心而能知其數。菩薩都能明達自在，知阿僧祇數之法，故稱為「王」(心王)。 

     

    前面＜十明品＞說修行之妙用，＜十忍品＞說修行上所依之體也就是智；此

＜心王菩薩問阿僧祇品＞是顯行德，有能數之數量與所數之德，也就是指佛功德

如因陀羅網不可說、不可說，故方便以阿僧祇數量表示之。 

 

    「阿僧祇」指極大、不可計算之數2，是佛教的數字詞，在古代指 10104，現

代為 1056。佛教對數量有不同之算法，如： 

小乘教： 

依《俱舍論》：「數至六十重，名一阿僧祇。」實際上為五十一重的數，  

列爲小乘的説法，如果用數字表示，阿僧衹即 1051。 

 

始教： 

    而在《大智度論》3卷九中，則有十重為阿僧祇的説法，此謂始教的説法。《大

智度論》關於數字進位方式表述比較複雜，既有倍數，如「一一名二，二二名四」；

也有自身的乘數，如「三三名九，十十名百」；還有十的乘數，如「十百名千，

十千名万」；以及千的乘數，如「千萬名億」；千萬的乘數，如「千萬億名那由他，

千萬那由他名頻婆，千萬頻婆名迦他」。4再往下，超過迦他就是阿僧祇。按此計

算 1 億=10,000,000=107，1 那由他=1014，1 頻婆=1021，1 迦他=1028，1 阿僧祇

=1 迦他+n（n＞0）=1028+n（n＞0）5，即大於「迦他」的數即為阿僧祇。可知，

這個阿僧祇數比《俱舍論》的要小很多。 

 

                                                      
1
《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阿僧祇品〉(CBETA, T35, no. 1732, p. 75, b22-26)  

2
 無論是《華嚴經》的算法，還是《俱舍論》中的數目，除了前面的數字我們會用到外，其他正

如東初法師所說：「佛教經典中所舉洛叉、俱胝、那廋多、阿僧企耶等，其數量計算位，更超過

人間所用之數位，純屬地上菩薩及佛之心思所及之境界」。對應現代的數字為：

1070988433612780846483815379501056（或 10
7×2x103

） 
3
《大智度論》：「問曰：幾時名「阿僧祇」？答曰：天人中能知算數者，極數不復能知，是名一

阿僧祇。如：一一名二，二二名四，三三名九，十十名百，十百名千，十千名萬，千萬名億，千

萬億名那由他，千萬那 由他名頻婆，千萬頻婆名迦他，過迦他名阿僧祇。如是數三阿僧祇：若

行一阿僧祇滿，行第二阿僧祇；第二阿僧祇滿，行第三阿僧祇。譬如算數法，算一乃至算百，百

算竟，還至一。如是菩薩一阿僧祇過，還從一起。 
4
 《大正藏》T25，p.86c-87a。 

5
邱高興，＜《華嚴經〈阿僧祗品〉》中的數量觀念及其闡釋＞，2015 年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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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教： 

《大智度論》第九有「阿僧祇」的説法： 

如《不可思議經》中，漚舍那優婆夷語須達那菩薩言： 

諸菩薩摩訶薩輩，不為度一人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亦非為二、三乃至十人故，非百、非千、非萬、非十萬、非百萬， 

非一億十百千萬乃至億億。 

非為阿由他億眾生故發心，非那由他億，非阿耶陀眾生故，非頻婆羅…，  

非阿僧祇，非阿僧祇阿僧祇，非無量，非無量無量，非無邊，非無邊無邊， 

非無等，非無等無等，非無數，非無數無數， 

非不可計，非不可計不可計，非不可思議，非不可思議不可思議，非不可 

說，非不可說不可說。6 

 

    上述經文説明數量時都使用了「非」字，「非」字後是數量單位。從「那由

他」到「阿僧祇」，正好一百個，符合法藏所說的百數，屬終教說法。文中沒有

説明其數量進位的規則，特別是那由他之後的數量，是按什麽遞進的並無解釋。

但如果依照文中從一至億的進位法則看，似乎都是以「十」的乘數作爲進位的規

則，「一那由他」=1014，1 阿僧祇=10113。7 

  

圓教： 

    與上述小、始、終各教對於數量的認識相比，法藏認爲《華嚴經》關於數目

的看法是圓教說法。因爲即使終教的「阿僧祇」是一個比較大的數目，但在《華

嚴經》中「始是初數」，直到「不可說轉轉等，方為數極」；「是故前教數極乃是

此中(指華嚴)初數，故知此門極廣，約圓教辨也」。8 

     

    這樣的算數，在《華嚴經》中又被稱為「菩薩算法」，是人類智慧無法計數

的領域，如善財所參見的自在主童子就說：「善男子！我以此菩薩算法，算無量

由旬廣大沙聚，悉知其內顆粒多少；亦能算知東方所有一切世界種種差別次第安

住，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亦能算知十方所有一切世界廣狹大小及以名

字，其中所有一切劫名、一切佛名、一切法名、一切眾生名、一切業名、一切菩

薩名、一切諦名，皆悉了知。」9 

     

    無論這些數目如何龐大，時空如何周廣，即使「諸明算者莫能辨」的數目，

對佛菩薩來說，把握和認知都不成問題，都能在佛的境界中呈現，「如是一切不

可說，一一明瞭可分別」。有五種人能知佛功德數量： 

                                                      
6
《大正藏》T25，p.94b。 

7
邱高興，＜《華嚴經〈阿僧祗品〉》中的數量觀念及其闡釋＞，2015 年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頁 202。 
8
 《華嚴經探玄記》〈阿僧祇品〉 (CBETA, T35, no. 1733, p. 389, b16) 

9
 華嚴經，T10，頁 35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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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人中數法最下」。 

2.天：「諸天數法過於人」，天人能知之數，超過人類所能知之數。天人能知之數 

      亦有差別，如自在天王能「一念數知大千雨渧等」。 

3. 小乘：舍利弗善知數法過於人天。 

4. 菩薩：菩薩中知數亦有別，如下釋天(主)、童子算沙數法10，「非二乘能知。 

亦如文殊、普賢知剎塵數等，非下位所知」。菩薩能知數的差別也有不同，如釋

天主、童子能算盡一切沙數，非二乘能了知；但是相比於文殊與普賢二大菩薩能

知之數遍一切微塵剎土，更不是下位或二乘凡夫所能相比的。 

5.佛自知：佛自所知最極自在。一切餘位總不能知。《智論》第九云：佛在祇洹

外，林中樹下坐。…能遍知林中一切樹葉量，喻佛能知無極之數，同時亦說明佛

智境界甚深，及佛果德與普賢因德廣博，如因陀羅網無窮盡。 

 

    上述解釋品名、佛法對數量的算計單位。而經文則分長行與偈頌二部分；長

行以問、答形式表現，由心王菩薩向佛請問：佛之功德、境界深廣有多少？ 

      爾時，心王菩薩白佛言：「世尊！所謂：阿僧祇、不可量、無分齊、無周 

      遍、不可數、不可稱量、不可思議… 

佛告心王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饒益眾生故，乃能問此如來、

應供、等正覺，佛智境界甚深之義。 

善男子！汝今諦聽，我當說之。」 

百千百千名一拘梨； 

拘梨拘梨名一不變； 

不變不變名一那由他； 

那由他那由他名一鞞婆邏； 

鞞婆邏鞞婆邏名一作； 

作作名一來； 

來來名一勝； 

勝勝名一復次； 

復次復次名一阿婆邏… 

不可思議轉不可思議轉名一不可量； 

不可量不可量名一不可量轉； 

不可量轉不可量轉名一不可說； 

不可說不可說名一不可說轉； 

不可說轉不可說轉名一不可說轉轉。」11 

 

                                                      
10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善財見釋天主與一萬童子弄沙嬉戲…復次，善男子！我亦

了知菩薩算數之法，所謂：百千為一羅叉、百千羅叉為一拘利、百千拘利為一那由他、廣說如阿

僧祇品。善男子！若有無量百千由旬等大沙聚，我悉分別算知其數。善男子！如算法能知沙聚，

算知東方一切世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CBETA, T09, no. 278, p. 704, c10-16) 
11
《大方廣佛華嚴經》〈心王菩薩問阿僧祇品〉(CBETA, T09, no. 278, p. 586, a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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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出現數量之計算單位，以數倍加乘的方式計算，其數量之龐大無法計數，

是佛、菩薩心思所及之境界，不是我們凡夫日常生活中所能接觸到的數目。偈頌

則以「一念、一一微塵、不可說、不可盡」，描述菩薩因位圓滿，佛的依、正二

報德、三業勤勇、願智自在，果德深廣無礙，遍十方修十波羅蜜、以法應機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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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壽命品＞26 

 

    ＜壽命品＞的另一譯本為《顯無邊佛土經》(玄奘譯･一卷)12。所稱之「壽命」

智儼指「壽者命根，亦可命壽無二，依大乘即陰相續。」13智儼認為「命壽無二」

壽與命二者由根身之眼耳鼻舌身意之相續任持而有，故壽命不二。法藏云：「往

業所引報果名壽，任持色心不斷名命。」14，是由過往業力所引生之果報稱壽，

加上由色心之任持不斷而有命。智儼解釋「壽命」二者是依色身的立場；而法藏

則是從業力引生之果報與五蘊身心二者組合而言壽命。故法藏論「命」有三類： 

1.報命：「煖識不捨不退，眾同分15故不相應行為性。」16 

2.戒命：「經中名淨命，由不破戒，故不失比丘法，以淨戒為性。」17由不破戒，  

        以淨戒為性，稱戒命、亦可稱淨命。 

3.慧命：「由不放逸，故不退正法名為惠(慧)命。正惠(慧)為性。」18，由精進、不 

        放逸、不退，以慧為性而成就，稱「慧命」。 

 

諸佛壽、命亦有三義： 

1.約德：「謂具足如前三種命故，其報命是無盡，善根所生故也。」就佛實德具 

        前三類壽命－報命、戒命、慧命，佛由善根所生，其報命無盡。 

2.就實：命根無盡，盡於未來故。 

3.就權：隨機所感，現修短故。 

 

顯次第者亦有三義 

1.漸教：「謂娑婆等局為地前為化佛土故，安樂等通為地上為報佛土故，乃至賢

首剎當十地後不可說處也。」娑婆為登地前化身佛的佛土；而娑婆之頂

為安樂土19(極樂世界)是登地的報身佛之佛土，十地後之賢首剎土為不可

說處。 

2.同教：「娑婆等為三乘土。漸漸向細。入於一乘乃至賢首剎等方為究竟。何以

故？以就別教娑婆則是蓮花藏故。」娑婆世界三乘土，漸修漸入殊勝，

乃至入一乘賢首剎土為究竟處，就一乘別教而言，娑婆世界即是蓮華藏

世界，蓮華藏世界海遍法界。 

                                                      
12
《華嚴經探玄記》 (CBETA, T35, no. 1733, p. 123, a3) 

13
《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壽命品〉：(CBETA, T35, no. 1732, p. 76, a3-4)  

14
《華嚴經探玄記》〈壽命品〉：(CBETA, T35, no. 1733, p. 390, b11-12) 

15
 梵語 nikāya-sabhāga。略稱同分（梵 sabhāga）。俱舍七十五法之一，唯識百法之一。唯識、

俱舍宗以其為心不相應行法之一。指眾生的共性或共因。即眾多有情具有同類之性，或使有情眾

生得同等類似果報之因。分，即因之義。 
16
《華嚴經探玄記》〈壽命品〉：(CBETA, T35, no. 1733, p. 390, b22-23) 

17
 同上註 13。 

18
 同上註 13。 

19
《大智度論》〈序品〉：「如阿彌陀佛安樂世界」(CBETA, T25, no. 1509, p. 134, b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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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別教：「娑婆是見聞解行處。中間諸土唯解行處。末後佛土通解行滿及證入故。

是故信滿位處亦名賢首故也。」娑婆世界是見、聞、解、行之處所，未

登佛前屬解行處，登入佛土是解行圓滿便能證入，故十信位圓滿之際即

得賢首之名。 

               「壽、命」約義不同具三類 

「命」三類 佛壽命 顯次第 

報命 約德 漸教 

戒命 就實 同教 

慧命 就權 別教 

 今此文(壽命品)中

具斯三義。 

 

 

    說此＜壽命品＞的用意，首先，是回答第二會普光法堂「十頂」20之問，也

是說明佛壽命長遠。其次，前＜阿僧祇品＞是顯「佛菩薩實德平等，超過數量」，

此＜壽命品＞別辨佛德因眾生之機緣而示現壽命長短差別，後之＜住處品＞則別

答菩薩依法起妙用，就機緣而現住處差別。 

 

＜阿僧祇品＞ ＜壽命品＞ ＜住處品＞ 

顯佛菩薩實德平等，

超過數量 

別辨佛德， 

就機示有脩短。 

別辨菩薩法用， 

約機明住處差別 

 

    上述就＜壽命品＞之定義、宗旨的說明。此品經文僅有318字算是非常短少，

如下 

    爾時，心王菩薩摩訶薩告諸菩薩言： 

「佛子！如此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剎一劫，於安樂世界阿彌陀佛剎為一日一夜； 

安樂世界一劫，於聖服幢世界金剛佛剎為一日一夜； 

聖服幢世界一劫，於不退轉音聲輪世界善樂光明清淨開敷佛剎為一日一夜； 

不退轉音聲輪世界一劫，於離垢世界法幢佛剎為一日一夜； 

離垢世界一劫，於善燈世界師子佛剎為一日一夜； 

善燈世界一劫，於善光明世界盧舍那藏佛剎為一日一夜； 

善光明世界一劫，於超出世界法光明清淨開敷蓮華佛剎為一日一夜； 

超出世界一劫，於莊嚴慧世界一切明光明佛剎為一日一夜； 

莊嚴慧世界一劫，於鏡光明世界覺月佛剎為一日一夜。 

佛子！如是次第，乃至百萬阿僧祇世界，最後世界一劫，於勝蓮華世界賢首佛剎

                                                      
20

 「頂」有終極之意，如「安樂界為娑婆頂」。《華嚴經探玄記》〈名號品〉：「壽命品中十重佛土

上至窮終。賢首佛剎最極際故稱為頂。然有十重故云十頂。亦得無傷。」(CBETA, T35, no. 1733, p. 

169, a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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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日一夜，普賢菩薩等諸大菩薩充滿其中。」21 

 

    經文意指心王菩薩，向諸菩薩述說佛在十方世界、剎土的時間長短。亦即心

王菩薩自說命處(指壽命)長短不定是隨心念而有差別，若就因位而言有種種涵義。

智儼云： 

 

      心王自說者，為命處不定隨心成故也。亦可唯因位有種種義自在也，「即

壽於無壽」也。此中何故舉果土。此為舉處。取能修行人故。下云。普賢充滿其

中也。此文有三。初總告。二舉所依土。三普賢下辨能修入因行也。 

 

說「即壽於無壽」(眾生/佛)，之「無壽」經論有種種述說。22「壽」是就因

緣合和而生如眾生；「無壽」就覺悟、解脫者佛智慧清淨，證無人、無我之境，

不受五蘊影響故無我。稱「壽命」就果位，舉佛果剎土處所為例，壽命長短隨心

念為因位，唯有眾生修行能從心念入手，由心念的轉化，最終便能證入蓮華藏世

界與普賢菩薩齊等。 

法藏解釋佛壽長短是因應於眾而現盈虧差別不同；吉藏曾云：「以萬行為因、

得壽量為果」23認為行萬善為因，得壽量為果，從因果立場說壽命。 

 

 

 

 

 

 

 

 

 

 

 

 

 

 

                                                      
21
《大方廣佛華嚴經》〈壽命品〉(CBETA, T09, no. 278, p. 589, c2)  

22
 《悲華經》〈諸菩薩本授記品〉：「復有四清淨法，菩薩成就。何等四？持戒清淨以無我故；三

昧清淨無眾生故；智慧清淨無壽命故；解脫知見清淨以無人故。是為四清淨法」(CBETA, T03, no. 

157, p. 201, b13-16) 《普曜經》〈商人奉糗品〉：「如是法忍；無我、無人，亦無壽命。」(CBETA, T03, 

no. 186, p. 528, a13-14) 《大方廣佛華嚴經》〈十地品〉：「於五陰歸處不能動發，增苦惱聚，是中

無我、無我所、無眾生、無人、無知者、無壽命者，後際亦如是；如是無所有…」(CBETA, T09, no. 

278, p. 556, a11-13) 《唯識論》：「無我、無眾生、無壽者。唯因緣和合有諸法生。」(CBETA, T31, 

no. 1588, p. 66, c3-4) 
23

 《法華遊意》(CBETA, T34, no. 1722, p. 637, a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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