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楞嚴經及無量壽佛經的放光】----華嚴講義 

《楞嚴經》卷 1：「于時，世尊頂放百寶無畏光明，光中出生千葉寶蓮，有佛化身結

跏趺坐，宣說神呪，勅文殊師利將呪往護，惡呪銷滅，提獎阿難及摩登伽歸來佛所。」 

《楞嚴經》卷 1：「爾時，世尊從其面門放種種光，其光晃耀如百千日，普佛世界六

種震動，如是十方微塵國土一時開現；佛之威神令諸世界合成一界，其世界中所有

一切諸大菩薩，皆住本國合掌承聽」 

《佛說無量壽經》卷 2：「彼佛國中諸聲聞眾身光一尋，菩薩光明照百由旬。有二菩

薩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 

《佛說無量壽經》卷 1：「佛告阿難：「無量壽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諸佛光明所不

能及。或有佛光照百佛世界、或千佛世界，取要言之，乃照東方恒沙佛剎，南、西、

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或有佛光照于七尺，或照一由旬，二、三、四、五由

旬，如是轉倍乃至照一佛剎。是故，無量壽佛號無量光佛、無邊光佛、無礙光佛、

無對光佛、炎王光佛、清淨光佛、歡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斷光佛、難思光佛、無

稱光佛、超日月光佛。」 

《佛說無量壽經》卷 1：「無量壽佛號無量光佛、無邊光佛、無礙光佛、無對光佛、

炎王光佛、清淨光佛、歡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斷光佛、難思光佛、無稱光佛、超

日月光佛。 

「其有眾生遇斯光者，三垢(無量壽經謂三毐，華嚴謂現行、種子、習氣。天台謂見

思、塵沙、無明)消滅，身意柔軟，歡喜踊躍，善心生焉。若在三塗勤苦之處，見此

光明，皆得休息，無復苦惱；壽終之後皆蒙解脫。 

「無量壽佛光明顯赫照曜十方諸佛國土，莫不聞知。不但我今稱其光明，一切諸佛、

聲聞、緣覺、諸菩薩眾咸共歎譽，亦復如是。若有眾生聞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稱

說至心不斷，隨意所願得生其國，為諸菩薩、聲聞大眾所共歎譽稱其功德；至其然

後得佛道時，普為十方諸佛菩薩歎其光明亦如今也。」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卷 1：「爾時世尊放眉間光，其光金色，遍照十方無量世界；

還住佛頂，化為金臺，如須彌山。十方諸佛淨妙國土，皆於中現。或有國土七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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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復有國土純是蓮花；復有國土如自在天宮；…十方國土皆於中現。有如是等無

量諸佛國土嚴顯可觀，令韋提希見。 

時韋提希白佛言：「世尊！是諸佛土，雖復清淨，皆有光明；我今樂生極樂世界阿彌

陀佛所。唯願世尊，教我思惟，教我正受。」 

爾時世尊即便微笑，有五色光，從佛口出，一一光照頻婆娑羅王頂。爾時大王雖在

幽閉，心眼無障，遙見世尊，頭面作禮；自然增進，成阿那含。」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卷 1：「諸佛如來是法界身，遍入一切眾生心想中；是故汝等

心想佛時，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諸佛正遍知海，

從心想生，是故應當一心繫念，諦觀彼佛…。想彼佛者，先當想像。閉目開目，見

一寶像，如閻浮檀金色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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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坐彼華上。[見]像坐已，心眼得開，了了分明，見極樂國

七寶莊嚴，寶地、寶池、寶樹行列，諸天寶縵彌覆樹上，眾寶羅網滿虛空中。見如

此事，極令明了，如觀掌中。見此事已，復當更作一大蓮華在佛左邊，如前蓮華等

無有異。復作一大蓮華在佛右邊，想一觀世音菩薩像坐左華座，亦放金光如前無異。

想一大勢至菩薩像坐右華座。此想成時，佛菩薩像皆放妙光；其光金色，照諸寶樹。

一一樹下亦有三蓮華，諸蓮華上各有一佛二菩薩像，遍滿彼國。此想成時，行者當

聞水流、光明及諸寶樹、鳧鴈、鴛鴦皆說妙法。出定、入定恒聞妙法。行者所聞，

出定之時憶持不捨，令與修多羅合。若不合者，名為妄想，若與合者，名為麁想見

極樂世界。是為想像，名第八觀。作是觀者，除無量億劫生死之罪，於現身中得念

佛三昧。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卷 1：「復有讚歎諸佛相好者。從如意珠王踊出金色微妙光明，

其光化為百寶色鳥，和鳴哀雅，常讚念佛、念法、念僧，是為八功德[＊]水想，名

第五觀。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 

 

1
 意謂流經閻浮樹間之河流（檀）所產之沙金。此金色澤赤黃帶有紫焰氣，為金中之最高貴者。又稱勝金。於香醉山

與雪山之間，有流經閻浮樹林之河流，從此河流採出之金即稱閻浮檀金。在印度神話中，閻浮河為恆河七支流之一，

似非本有此河之存在，故閻浮檀金可能與閻浮大樹王同是附和須彌四洲之說而為想像之物。有關閻浮檀金之記載，

屢見於諸經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