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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寶王如來性起品﹥32 

 

    <寶王如來性起品﹥與<普賢菩薩行品﹥皆屬平等因果周，二品互為因與果關

係，普賢菩薩行品顯「平等因」，此品顯「平等果」。此品在八十卷《華嚴經》

稱<如來出現品﹥(或稱《如來興顯經》、《如來秘密藏經》)，此品內容說佛為

何出現世間？基於何種因緣？需要多少因緣？性起內容為何？ 

    華嚴說無量因緣，無法言說，多舉佛的三業、境界、佛行、菩提、轉法輪、

入涅槃等十法來表示佛正法。此品說佛成正覺具無量因緣，經文內容亦龐大，舉

佛的十種性起正法，每一項各以十法(略說)、十喻(廣說)、十個結勸說明無盡、

無邊佛法，顯現成佛所具之因緣無量，過去、未來諸佛皆同時說此十種性起正法。

此品名稱含意如下1： 

寶：指摩尼寶唯一切寶所依，能出生一切寶，喻如來如此寶王為眾生所依， 

王：諸寶中最殊勝，故為王。 

如：如如不動，從自性住，不來不去，性不改故。 

來：稱如是法而來，如來即性起。 

性：佛所證真如體性。 

起：依體起妙用。 

本品經文旨趣分十段解釋： 

1.分相 

 解釋三種性起： 

    性有三種。謂理、行、果。 

    起亦有三： 

1.謂理性得了因顯現名起。 

2.行性由待聞熏資發生果名起。 

3.果性起者。謂此果性更無別體。即彼理行兼具修生至果位時。合為果性。  

 應機化用名之為起。是故三位各性、各起故云性起。2
   

                                                             

           三種性起：性--理性、行性、果性。 

                     起--理性起、行性起、果性起。 

2.依持 

一.行證理成。即以理為性。行成為起。此約菩薩位。以凡位有性而無起故。 

二.證圓成果。即理、行為性。果成為起。此約佛自德。 

三.理、行圓成之果為性。赴感應機之用為起。 

                                                             
1
《華嚴經探玄記》〈寶王如來性起品 32〉：(CBETA, T35, no. 1733, p. 405, a7) 

2
《華嚴經探玄記》〈寶王如來性起品 32〉：(CBETA, T35, no. 1733, p. 405, a25) 



 2 

是即理、行徹至果用故起。唯性起也。3
 

    

解釋此門有三： 

第一項，有理有行，行證即理成，就菩薩位而言，凡夫位只以理為性，但無起(行)。 

第二項，就佛自德而言﹐佛具理、行為「性」，果位、果德成就為「起」。 

第三項，針對第二項合併理、行、果為「性」，赴感應機之用為「起」，理、行

可通達果用故為性起。 

 

3.融攝 

既行依理起。即行虛性實。虛盡實現。起唯性起。乃至果用唯是真性之用。 

如金作鐶等。鐶虛金實。唯是金起思之可見。4
 

 

此門指行既依理起，此行是虛，性才是實，窮盡了虛，實則顯現，起就是性

起；乃至果用也是真性之用，如同金子可做種種器物，此器物依金之實而能成，

故起唯是金(實)起。 

 

4.性德 

以理性即行性。是故起唯理性起。此與前門何別者。前約以理奪行說。今約 

理本具行說。問理是無為。行是有為。理顯為法身。行滿為報身。法報不同， 

為、無為異。
5
 

 

    理本具足一切，理性就是行性，所以起就是性起，前門以理奪行，此門說理

本具足行，且理是無為，行是有為，理顯則為法身，行滿為報身，法報身不同，

有為、無為有別。此門是從佛身的立場論性起。另外，法藏進一步從如來藏角度

論性起： 

 

解云：此即無為性中具有有為功德法故。《如來藏經》模中像等。及《寶性 

論》真如為種性等皆是此義。是故藉修引至成位(果)名為果性。果性赴感名 

為性起。」6
 

 

無為性中具有有為功德法，如《寶性論》與《如來藏經》都說真如做為佛種

性，修之能成就佛果位，稱為果性，果性能赴感應機則為「性起」。換言之，真

如即是佛種性，成就果位能起應機化用故為「性起」。 

                                                          
5.定義 

                                                             
3
《華嚴經探玄記》〈寶王如來性起品 32〉：(CBETA, T35, no. 1733, p. 405, a28)  

4
《華嚴經探玄記》〈寶王如來性起品 32〉：(CBETA, T35, no. 1733, p. 405, b4-6) 

5
《華嚴經探玄記》〈寶王如來性起品 32〉：(CBETA, T35, no. 1733, p.405, b7-11)                                                

6
《華嚴經探玄記》〈寶王如來性起品 32〉：(CBETA, T35, no. 1733, p. 405, b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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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門針對「性起」一詞的定義，從果海自體、性體、無住、清境真性四點解

釋： 

      下文云：非少因緣成等正覺。此乃是緣起。何故唯言「性起」耶？釋云有 

      四義： 

一.以果海自體當不可說、不可說性。機感具緣。約緣明起。起已違緣而

順自性。是故廢緣但名性起。 

二.性體不可說。若說即名起。今就緣說起。起無餘起。還以性為起。 

   故名「性起」不名緣起。 

三.起雖攬緣，緣必無性。無性之理顯於緣處。是故就顯但名性起。如從 

無住本立一切法等。 

四.若此所起似彼緣相。即屬緣起。今明所起唯據淨用，順證真性故屬「性 

起。7                    

 

非少因成佛，也非少因緣示現世間，從果上、體性上皆不可言說，一切皆從

機感、緣起，一法出現是起，起已廢緣順自性，故稱性起。性體不可說，隨緣而

說故名「起」，緣起無性稱性起，以性為起故稱「性起」。起雖覽緣而起必無性，

無性之理於緣處顯現，只顯性起之名稱，此源自《維摩詰經》云：「從無住本立

一切法」。最後一點說緣起之相依緣而起是「緣起」；此性起偏清淨面，是證真

性而起，故稱「性起」。 

 

6.染淨 

  從染淨、留惑淨用立場論述性起： 

      問：一切諸法皆依性立，何故下文性起之法，唯約淨法不取染耶？ 

      答：染淨等法雖同依真。但違順異故。染屬無明。淨歸性起。 

      問：染非性起。應離於真？   

      答：以違真故不得離真。以違真故不屬真用。...以染不離真體，故說眾 

          生即如等也。以不順真用故非此性起攝。若約留惑有淨用。亦入性起 

          收。 

      問：眾生及煩惱皆是性起不？ 

      答：皆是。何以故？是所救故。所斷故。所知故。是故一切無非性起。8 

             

    雖說一切法依性而起，染淨不同，順逆有別；淨歸性起，眾生是染，染屬無明但仍具有

清淨平等真性，只是眾生背離了真性，如人顛倒以靴子為帽子戴，然靴子仍是靴子不具有帽

子功用。眾生即是如，雖染但仍不離清淨真體，由於違真，故不屬性起。若就留惑潤生起淨

用，則可入性起，且眾生及煩惱皆是性起，所救所斷所知一切皆是性起。 

                                                             
7
《華嚴經探玄記》〈寶王如來性起品 32〉：(CBETA, T35, no. 1733, p. 405, b18-28) 

8
《華嚴經探玄記》〈寶王如來性起品 32〉：(CBETA, T35, no. 1733, p. 405, b29-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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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因果 

 

問：菩薩善根亦順性而起。何故下文唯辨佛果？ 

答：以未圓故不辨耳。若約為性起因義及眷屬義皆性起攝。 

如下文，藥樹王生牙時一切樹同生等。若從此義。初發菩提心已去皆性起攝。 

唯除凡小。以二處不生牙故。若據為緣令彼生善。亦性起攝。如日照生盲等。9 

      

    菩薩尚未圓滿成佛；此門是就佛果立場而言，佛如藥王樹能生一切，廣益大

眾。佛慈悲平等教化一切眾生，如光普照不因盲者而不照。 

 

8.通局 

 

問：此性起唯據佛果。何故下文菩薩自知身中有性起菩提。一切眾生心中亦爾。

答：若三乘教眾生心中但有因性無果用相。此圓教中盧舍那果法該眾生界。是故  

   眾生身中亦有果相。若不爾者則但是性而無起義。非此品說。文意不爾。以 

   明性起唯果法故。但以果中具三世間。是故眾生亦此所攝。 

問：既局佛果。何故下文通一切法？ 

答：若三乘教真如之性通情、非情。開覺佛性唯局有情故。涅槃云：非佛性者謂  

草木等。若圓教中佛性及性起皆通依正。如下文辨。是故成佛具三世間，國 

土身等皆是佛身。是故局唯佛果。通遍非情。10
 

       

    此門明性起之通、局，並從各種教法立場，說明性起的差別，三乘教法只有

因性不具果用，圓教果法該攝眾生，令眾生身具果用，若圓教無果用則只能稱性，

無起義，故「性起」偏重於果法作用。三乘教的真如性之「性」通有情、無情，

覺悟的佛性是對有情眾生而言(依《涅槃經》)，就華嚴一乘圓教而言，性起通依

報、正報，故說成佛具三世間，國土身亦是佛身，性起若是「局」則只限於佛果，

若「通」則能通遍情、非情。 

 

9.分齊 

     既此真性融遍一切故。彼所起亦具一切。分圓無際。是故分處皆悉圓滿。 

     無不皆具無盡法界。是故遍一切時、一切處、一切法等。如因陀羅網無不 

     具足。11 

 

    真性遍融一切，所起也是具一切，不分整體與部分都具無窮盡，即使是少分

仍是圓滿具足無盡法界，如因陀羅網遍一切時處、一切法，故吾人亦具足一切，

                                                             
9
《華嚴經探玄記》〈寶王如來性起品 32〉：(CBETA, T35, no. 1733, p. 405, c11-17) 

10
《華嚴經探玄記》〈寶王如來性起品 32〉：(CBETA, T35, no. 1733, p. 405, c18-p. 406, a1) 

11
《華嚴經探玄記》〈寶王如來性起品 32〉：(CBETA, T35, no. 1733, p. 406, 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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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迷失而不自知。 

10.建立 

    問：法門無涯。何故下文唯辨十種。 

答：顯無盡故。何等為十？ 

一.總辨多緣以成正覺。二.正覺身。三.語業。四.智。五.境。六.行。七.

菩提。八.轉法輪。九.入涅槃。十.見聞恭敬供養得益。 

此十略收佛果業用故不增減。此十義通前九位。12
 

 

最後之建立門，主要說明性起正法之內容，包含，佛性起正覺，出現世間之

無量因緣、佛之正覺身、語業、智(意)三業、境、行、菩提、轉法輪、入涅槃到

見聞供養等無量法門，收攝佛果業用亦無增減。經文分「十」門表無盡義為此品

之宗旨。 

 

此品經文旨趣分七部分： 

1.加分 

加分有二，先是佛以眉間白毫放光，顯佛證道離二邊，此性起為諸教之本，

光名「如來法」表說佛性起法，光遍照法界、一切世界六種震動、顯如來菩提、

入如來性起妙德菩薩頂，加持如來性起妙德普薩。其次，如來口中放大光明，名

「無礙無畏」入普賢普薩口，以口入口表說法、傳道，由普賢菩薩以辯才無礙之

口，等同佛說如來性起正法，令普賢菩薩說佛法。 

 

2.本分 

    由普賢普薩回答性起妙德菩薩，過去諸佛、現在佛放大光明顯自在力，必說

如來性起正法，同時一切大地六種震動13、出無量光。 

 

3.請分 

    有長行與偈頌，長行有無數諸大菩薩來集，由性起妙德菩薩問普賢菩薩如何

能知：「如來應供等正覺性起正法？」。偈頌則是性起妙德菩薩正請法，有十門

「性起正法(總)」，別(九門)則包含佛之性起身、口、意、境界、所行、菩提、

轉法輪、入涅槃，到見聞敬養善根九門。 

 

4.說分 

回答前「性起正法」十問分十段以長行、偈頌表現從緣顯性，性從緣起。長

                                                             
12
《華嚴經探玄記》〈寶王如來性起品 32〉：(CBETA, T35, no. 1733, p. 406, a5-10)                                                             

13
《大方廣佛華嚴經》〈世間淨眼品〉：「佛神力故，蓮華藏莊嚴世界海，六種十八相[1]震動。

所謂：動、遍動、等遍動；起、遍起、等遍起；覺、遍覺、等遍覺；震、遍震、等遍震；吼、遍

吼、等遍吼；[2]涌、遍涌、等遍涌。」(CBETA, T09, no. 278, p. 405, a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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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由普賢菩薩告性起妙德菩薩與大眾，說性起正法不可思議，非少因緣成等正覺，

是由十種無量阿僧祇因緣成正覺出現於世。並以十個譬喻說佛「性起正法(總)」，

從佛之性起身、口、意、境界(所知境)、所行(依境所成之行)、菩提、轉法輪、

入涅槃，到見聞敬養善根九門為別，呈現無量之性起因緣甚深難思。其次，65

偈頌以十個譬喻重頌性起正法之深廣難量。 

別說九門性起正法，先說佛「性起身業」依次從粗到細說，含攝佛之三業、

境界、所行(無邊勝行)、菩提、轉法輪、入涅槃等，性起見聞敬養善根九門，顯

佛性起正法之所依。(48:50) 

 

5.受持分 

    與會諸菩薩問普賢菩薩：何名此經？云何奉持？且云「性起正法是法體」，

又說「此經名為一切諸佛微密法藏，一切世間不能思議」，之後普賢菩薩以偈頌

再次重頌見聞此經(品)之益。 

 

6.瑞、證成分 

    此段「瑞」指瑞相，有世界六種十八相震動，雨眾華雲，表法真實結通十方，

顯一說一切說，皆「順根成益」令諸菩薩皆大歡喜。「證」指佛果，先舉身證，

遍法界虛空等世界，有爾許菩薩與眾生獲益。普賢是能成因，諸佛所示之十門性

起正法為真實法，顯一說一切說，一證一切證。 

 

7.偈頌總攝 

    重頌前面十門性起正法，顯此品佛勝人之殊聖寶藏，以此寶藏廣被菩薩令大

眾歡喜，諸菩薩緣此勝法，出生普賢無漏聖道，勸大眾奉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