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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5：-2+ p.27：2【結前廣偈】《40 華嚴經》卷 39 末，《大方廣佛華嚴經》

卷 39〈入不思議解脫境界普賢行願品〉：「爾時，普賢菩薩圓滿種種功德，

智慧莊嚴，身心猶如蓮華，不著三界一切塵垢，告諸菩薩言：「汝等皆當一心

諦聽，我今欲說佛功德海一滴之相。」即說偈言：「佛智廣大同虛空，普遍一

切眾生心，了世妄想皆非有，不起種種異分別。……剎塵心念可數知，大海中

水可飲盡，虛空可量風可繫，無人能說佛功德。若有聞斯功德海，能生歡喜信

樂心，如所稱揚悉當得，慎勿於此生疑念。」(T10,no.293,p.842,a22-p.844,b12)

共 94 偈(＝376 句＝2632 字) 

p.25：-1【通名菩薩】《華嚴經行願品疏鈔》卷 3：「凡是修行菩提行者總名

菩薩，有五： 
一、所求所度解：謂常求菩提度有情故，即因談果，得菩提名；以他同己，彰

薩埵號。 

二、內有悲智解：又，『菩』謂菩提，顯有深智，一切皆以智為前導故；『薩』

謂薩埵，顯有大悲，所化皆以大悲為首故。 

三、勇進上求解：又，『菩提』名智，『薩埵』云勇。是人為求菩提智故，發

生大勇猛心，即求菩提之薩埵故。 

四、愚智對待解：又，『薩埵』云有情，總有三種：一愚，二智，三金剛；是

智非愚，故名菩提薩埵。 

五、丈夫十號解：〈離世間品〉中明十種薩埵：1.菩提薩埵，智所生故。2.

摩訶薩埵，安住大乘故。3.第一薩埵，證第一法故。4.名勝薩埵，

覺悟勝法故。5.最勝薩埵，智慧最勝故。6.上薩埵，起上精進故。

7.無上薩埵，開示無上法故。8.力薩埵，廣知十力故。9.無等薩埵，

世間無比故。10.不思議薩埵，一念成佛故：是為十也。 

『摩訶薩』者，《大般若》三十六云：菩薩於大有情眾中，定為上首，名

摩訶薩。地上菩薩皆得此名，況今普賢是得果不捨因門菩薩也。～本會版p.205 

p.25：4【普賢有三位】一位前。二當位。三位後。參考〈參考講義 20150529〉：

當位普賢：即十地菩薩及等、妙覺位。 

p.27：3【說盡】《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9〈入不思議解脫境界普賢行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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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能說佛功德」(T10,no.293,p.844,b10)《龍藏》同。《大方廣佛華嚴經》

卷 80〈39 入法界品〉：「無能盡說佛功德」(T10,no.279,p.444,c27)《龍藏》同。 

p.27：-2【善財】淨空和尚：我們如果真正明白、真正懂，菩提道中，只有我

一個人是凡夫；就像善財表演的一樣，除我一個人之外，所有一切眾生，全是

佛菩薩示現來教我的、幫助我的、成就我的；善財的五十三參善知識是什麼？

就是每天所接觸到的一切人事物，所看到、接觸到的男女老少、各行各業。你

細心去讀五十三參，善財童子真的是『參』，他虛心在看、在聽、在學，從來

沒有批評、沒有意見，都是讚歎、都是感恩；讚歎，是他看到了真理，感恩，

是自己提升境界了。這都是我們要學的。善知識在我面前所作的示現，有正面

的、有反面的，都是教我的。正面的是善行，我要向他學習；反面的，所示現

的是惡行，他也是我的善知識，提醒我，自己有沒有這個惡行？有則改之，無

則嘉勉。所以善人是佛，惡人也是佛；善人是老師，惡人也是老師；都是來教

我的、成就我的。所以，一定要懂得善財的表法意思，千萬不要誤會真有善財

這個人，你到哪去找去？《華嚴》表法，人人都是善財，他是一個真正修學大

乘人的榜樣。你發菩提心修學大乘，你就是善財。善是善根，財是福德，你已

經具足善根、福德；而稱之為「童子」，是講天真爛漫，沒有一絲毫污染，沒

有污染、沒有分別，故稱之為童子。 

p.27：-1+ p.28：1【七寶、五百寶器】《華嚴經合論纂要》卷 3〈入法界品第

三十九〉：「以法身信種為胎。以七覺華具於信中。為七伏藏生七寶牙。信中

十波羅蜜為處胎十月。以五位五百行門總於信中頓印。為五百寶器寶物盈滿。

以報非無因。故文殊觀此童子。知其入胎及產感生眾寶得善財名。以欲令其信

自性清淨覺本不動智。直下無生無滅、無脩無證。令成信位菩提。」(X05,p.35, 

b12-17)【七覺華】喻七覺支為華，八正道為果。【五位】資糧位、加行位、通達位、

修習位、究竟位。【五百行門】一住具十波羅蜜。十住具百。各自主伴圓融。五位

例然。通有五百。 

p.28：4【福城東】清涼《華嚴經入法界品十八問答》卷 1：「問：善財何以最

初福城東遇文殊耶？答：表福德分善故，故在福城。東為群方之首，故在東；

表初起智明故，信心創立故。」(X03,p.554,c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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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8：4【古佛廟】《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入不思議解脫境界普賢行願品〉：

「爾時，文殊師利菩薩勸諸比丘發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心已，漸次南行，經歷

人間城邑、聚落、至福生城。於其城東，住莊嚴幢娑羅林中，往昔諸佛曾所止

住，教化成熟一切眾生大塔廟處；亦是世尊毘盧遮那於往昔時行菩薩行，能捨

無量難捨之處。是故，此林名稱普聞無量佛剎，此處常為天、龍、夜叉、乾闥

婆、阿脩羅、迦樓羅、緊那羅、摩睺羅伽、人、非人等，恭敬供養。」(T10,p.677,a9-17) 

p.28：5【顯因廣大相】《華嚴經入法界品十八問答》卷 1：「云何五相也？一、

初四十一人。明寄位修行相。寄於五位顯修行故。二、摩耶下十一人。名會緣

入實相。會差別緣入幻智故。三、彌勒一人。名攝德成因相。攝上二義為補處

因。當得成佛故。四、文殊一人。名智照無二相。般若照極。反照初心。無二

相故。五、普賢一人。名顯因廣大相。證入法界。一一行門皆稱法界無邊涯故。」

(X03,p.554,b24-c6) 

p.28：6【經明】《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5〈30 阿僧祇品〉：「佛言：「善男

子！一百洛叉為一俱胝，俱胝俱胝為一阿庾多，阿庾多阿庾多為一那由

他………不可量不可量為一不可量轉，不可量轉不可量轉為一不可說，不可說

不可說為一不可說轉，不可說轉不可說轉為一不可說不可說，此又不可說不可

說為一不可說不可說轉。」(T10,p.237,b15-p.238,b6) 

十萬＝洛叉(億)＝10
5
，俱胝＝10

7
，阿庾多＝10

14
，那由他＝10

28
，不可說＝不

可量
4
，不可說不可說＝不可說

4
。 

p.28：-1【劫】《疏鈔》：「梵云『劫波』，此云『分別時分』，有其多種。…

一增一減亦名為劫(小劫)。二十增減亦名為劫(中劫)。又，成、住、壞、空各

二十數亦名為劫(合 4中＝大劫)，此為火災劫。又，七火一水亦名為劫。又，

至七水亦名為劫，謂風災劫。又，菩薩修行三大僧祇，亦名為劫。…今舉大數，

但是多時，亦不定其是何等劫，設經大劫，亦不可盡，意取世界無竟期故，可

知。」～本會版 p.207 

【七火一水】住劫中，各個減劫之終有刀兵、疾疫、饑饉三災；七大劫間各個壞劫

之終有火災（又稱劫火），其後大劫有水災（又稱劫水），如此反復八回後，有風

災代水災而起。即每六十四大劫有一風災，故稱此一周為火水劫或風劫。其中，中



Date：2015/06/19 

4 / 4 

劫所起之三災稱為小三災，大劫所起者稱為大三災。而一增一減係每百年人壽有一

歲的增減，如此從八萬歲減至十歲時約八百萬年，亦即一小劫有一千六百萬年。此

外，一說四中劫為一大劫，二十小劫為一中劫。各大劫皆有一特有的名稱，依過現

未三世來分，現在稱為賢劫，過去稱為莊嚴劫，未來稱為星宿劫。～《中華佛教百

科全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