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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出世因緣】 

《華嚴經探玄記》卷 1：「夫大教之興因緣無量。故智論之初。廣辨般若教起因緣。

如須彌山不以無事及小因緣而能令動佛。亦如是。大因緣故而有所說。所謂般若波羅蜜。

流行世間廣益群品故也。法華亦云。如來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于世。所謂開示悟入佛知

見等。此經下云。如來應供等正覺性起正法不可思議。所以者何。非少因緣成等正覺出

興于世。以十種無量無數百千阿僧祇因緣。成等正覺出興于世。何等為十。一者發無量

菩提之心不捨一切眾生。如是等乃至廣說應知。 

次別顯者。略提十義以明無盡。何者為十？謂由法爾故、願力故、機感故、為本故、

顯德故、顯位故、開發故、見聞故、成行故、得果故。 

初、法爾故者： 

一切諸佛法爾皆於無盡世界。常轉如此無盡法輪如大王路法爾常規。無停無息盡窮

未來際。是故下文不思議品云。一切法界虛空等世界。悉以毛端周遍度量。一一毛端處

於念念中。化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等身。乃至盡未來際劫。…此亦不待因緣。諸佛法

爾。此經下文所說皆爾。問若爾何故。處唯八會時局二七耶。答[舍]遮那品云。一一微

塵中佛國海安住。佛雲遍護念彌綸覆一切。又云。一毛孔中無量佛剎莊嚴清淨曠然安住。

彼一切處盧遮那佛於眾海中演說正法。解云。況八會處而不該攝十方法界。又發心品云。

知無量劫即一念一念即是無量劫。解云。況二七日時不攝無量劫海。不思議品云。一切

諸佛於一微塵中普現三世一切佛剎。於一微塵中普現三世諸佛自在神力。於一微塵中普

現三世一切眾生。於一微塵中普現三世一切諸佛佛事。解云。此中塵內三世通括一切前

後際劫。是謂諸佛法爾常說故也。---一切諸佛法爾皆於無盡世界轉無盡法輪，非待因

緣而說。 

二、願力故者： 

謂是如來本願力故。令此教法稱機顯現。是故盧遮那品云。十方國土中一切世界海。

佛願力自在普現轉法輪。又云。盧遮那佛神力故一切剎中轉法輪。普賢菩薩願音聲。遍

滿一切世界海。解云。即是此經該於十方。虛空法界等一切世界及諸塵內諸剎土中。同

時說此經者。皆是本師願力所致。是故下諸會初皆云盧遮那佛本願力故。又雲集品頌云。

無量無數劫此法甚難值。若有得聞者當知本願力。解云。此即由佛願力令眾得聞。又云。

如來不出世亦無有涅槃。以本大願力顯現自在法。 

三、機感故者： 

如來平等無有改易。隨應眾生現身說法。此有三義。一以佛果色聲清淨功德為增上

緣。應彼機感以成攝化。雲集偈云。有眼有日光能見微細色。最勝神力故淨心見諸佛(此

現身也)。又法界品云。佛於過去行得一微妙音。無心於彼此而能應一切。(此說法也)

二佛果無有色聲麁相。但以平等理智增上願力。機感相應有形言現。雲集偈云。三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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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佛法身悉清淨。隨其所應化普現妙色身。又云。一切諸如來無有說佛法。隨其所應化

而為演說法。三通上二義有無無礙。以稱法界無障礙故舍那品云。佛身充滿諸法界。普

現一切眾生前。應受化器悉充滿佛。故處此菩提樹。一切佛剎微塵等爾所佛。坐一毛孔

皆有無量菩薩眾。各為具說普賢行。解云。正是此經所說分齊。 

四、為本故者： 

謂將欲逐機漸施末教故。宜最初先示本法。明後依此方起末故。是故最初說此經法。

然後方於鹿園等處漸說枝末小乘等法。又下性起品云。猶如日出先照高山等。如下立教

中引說。 

五、顯德故者： 

謂顯佛果殊勝之德。令諸菩薩信向證得。此有二種。一依果謂蓮華藏莊嚴世界海。

二正果謂如來十身通三世間等。竝如下文說。此二無礙有四句。一依內現依。如塵內現

剎海。二正內現正。如毛孔現佛等。三正內現依。如毛孔現剎等。四依內現正。如塵內

現佛等。是故隨舉一門即攝一切。無不皆盡。竝如下說。為顯此果德故說是經。 

六、顯位故者： 

為顯菩薩修行佛因。一道至果具五位故。此亦二種。一次第行布門。謂十信十解十

行十迴向十地滿後。方至佛地。從微至著階位漸次。二圓融相攝門。謂一位中即攝一切

前後諸位。是故一一位滿皆至佛地。此二無礙廣如下文諸會所說。 

七、開發故者： 

為欲開發眾生心中如來之藏性起功德。令諸菩薩依此修學破無明[2]㲉顯性德故。

此亦有二種。一以言說顯示。令知有故。二教其修行得顯現故。如下文破微塵出經卷等。

具如彼說。 

八、見聞故者： 

示此無盡自在法門。唯是極位大菩薩境。而令下位諸眾生等於此見聞。而得成彼金

剛種子不毀不盡。要當令其至究竟位故也。亦如性起品說。 

九、成行故者： 

謂為示此普法令諸菩薩成普賢行。一行即一切行。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具足慧身不

由他悟。又云。菩薩受持此法。少作方便。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等。此亦二種。一

頓成多行。二遍成普行。竝如下說。 

十、得果故者： 

令得佛地智斷果故。亦有二種。一斷果謂除障故。即普賢品明一障一切障小相品明

一斷一切斷。廣如下說二智果謂成德故。具足十身盡三世間。逆順自在依正無礙。如不

思議品等說。此上略由顯示如是十義令此經教興起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