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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98：5【長行校量本行】《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10：「此中唯說本行供養。

不頌校量法供養勝。豈得唯舉劣供養耶？明知長行校量本行。」(X05,p.196,a8-10)

《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10：「准今經文。以前本行供養校量法供養。然法供

養勝財供養。諸經論中無不此說。文殊章中已廣解釋法供養勝。但今文意。將

前本行觀想供養為財供養。校量於法。則抑其本行。何者？如淨名等。先明法

供養。後以財供養校量顯勝。理則照然。今先明本行。後以法供抑前供養。本

說劣行為何所益？下偈之中更無校量。但舉本行為勝供養。明知校量欲顯本行

供養為勝故。梵本云：復次善男子。彼彼一切最勝供養及法供養。修行供養。

乃至不離菩提心供養。一念中以彼彼供養如來。已得最勝善根。增長積集過去

供養善根。百分不及一等。此中意云。上來觀行名最勝供養及法供養。此上二

類。一念善根是所校量。過去供養為能校量。以未修普賢行願供養。不及今修

普賢觀行供故。」(X05,p.193,b23-c12) 

p.99：1【正申懺悔】「逆順十心」：《摩訶止觀》卷 4：「此二十心通為諸懺

之本。」(T46,p.39,c25-26)卷 7：「先知逆順十心而繫緣實相。是第一懺。常懺悔

無不懺時。」(T46,p.98,a14-15)《四明尊者教行錄》卷 2：「初修懺悔者。所謂發

露眾罪也。何故爾耶？如草木之根。露之則枯。覆之則茂。故善根宜覆。則眾

善皆生。罪根宜露。則眾罪皆滅。今對三寶。真實知見。照我善惡之際。窮我

本末之邊。故原始要終。從微至著。悉皆發露。更不覆藏。所謂逆順十心。通

於迷悟兩派。故迷真造惡則有十心。逆涅槃流。順生死海。始從無始無明、起

愛起見。終至作一闡提、撥因撥果。所以沈淪生死。無解脫期。今遇三寶勝緣。

能生一念正信。先人後己。改往修來。故起十心。逆生死流。順涅槃道。始則

深信因果不忘。終則圓悟心性本寂。一一翻破上之十心。不明前之十心。則不

識造罪之相。若非後之十心。則不知修懺之法。故欲行五悔。先運十心。」

(T46,p.869,a11-25)一妄計我人。起於身見。二內具煩惱。外遇惡緣。我心增盛。

三內外既具。滅善心事。不喜他善。四縱恣三業。無惡不為。五事雖不廣。惡

心徧布。六惡心相續。晝夜不斷。七覆諱過失。不欲人知。八虜扈抵突。不畏

惡道。九無慚無愧。不畏聖賢故。十撥無因果。作一闡提。（一無明昏闇。二外加

惡友。三善不隨喜。四三業造罪。～《三藏法數》）從無始來。若自及他。無不皆爾。次起

逆生死心。從後翻破。一明信因果。二自愧克責(生大慚愧)。三怖畏惡道。翻

抵突也。四不覆瑕疵。翻覆藏也。五斷相續心(不可吐已還食)。六發菩提心。

等虗空。翻前惡徧。七修功補過。翻前縱惡。八守護正法。翻前滅善。九念十

方佛。翻惡緣也。十觀罪性空。見無我也。（二生重慚愧。三生大怖畏。四發露懺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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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惡脩善。～《三藏法數》） 

p.99：5【所有功德皆隨喜】《四教儀註彙補輔宏記》卷 9：「問：隨喜有何功

德？大論云：譬如妙香。一賣一買。傍人在邊。亦得香氣。於香無損。二主無

失。止觀云：能化、受化及隨喜者。三善均等。觀眾生惑。甚可悲傷。觀眾生

善。應大恭敬。此中隨喜是慶彼。止觀云：法華隨喜法。大品隨喜人。人法互

舉耳。」(X57,p.930,a4-8)何故隨喜？(1)有正見故，確信福德因果，隨而歡喜。(2)

修福造善之人，必定能得安樂，與自己行善本意一致，故而歡喜。(3)眾生行

善，與我相似，是我菩提行、菩薩道之同伴，是故隨喜。又，了知三世十方眾

生皆本如來藏、妙真如性，我之心性徧能含育一切眾生，一切眾生心性亦復如

是；互含互育、相融相入。以此平等廣大心，周遍含容一切；故能隨喜心性中

三世佛所行之福德、功德，善心、善行，此善義不出心性，如十玄門之主伴圓

明具德門，故果報能除嫉妒障、得大眷屬。又長行文云(p.54：-3)：隨喜六趣功

德，地獄有何功德而可喜？慈舟《親聞記》云：雖無修德而有性德；雖極惡之

人，不無微小之善，皆當隨喜。 

p.99：-5【請轉法輪】《四教儀註彙補輔宏記》卷 9：「【註】問：諸佛之法。

法應說法。何須勸請？又若諸佛現見在前。請佛可爾。今乃不見。云何可請？

答：佛雖必說而不待請。請者得福。何得不請！復次佛法應須待請為說。又眾

生雖不面見諸佛。諸佛何嘗不見其心。聞其所請。假令諸佛不聞不見。請亦得

福。何況聞見而無益耶！【記】此引大論料簡問意而有二也。初問諸佛法爾說

法。何必待請？二問眾生不見諸佛。請之何為？答中亦二。先答初問。復二：

一為請者得福。猶如大王。雖多美膳。若有請者。必得恩福。錄其心故。是故

有益故當請。二為佛法待請方說故當請。次答二問。亦復有二：一為諸佛能聞

其請故當請。二為佛縱不見。請亦得福。故當請也。」(X57,p.929,c2-14)宗密《圓

覺經大疏釋義鈔》卷 13：「如來隨一切眾生心行欲樂無量。出若干音聲。而

轉法輪。釋曰：既隨眾生之心。即知願請轉法輪。須令自心稱法。心若不稱。

請亦不聞故。……由一切諸佛唯智唯德。菩薩即以窮法界之智。而請佛說法。

是故一切諸佛無不雨大法雨。然菩薩唯願唯行。諸佛即以甚深願力。而加所請。

是故菩薩無不獲於大益。當知菩薩常請。諸佛常說。未曾失時也。」(X09,p.744,b23-c6) 

p.99：-4＆-3【世間燈、無上妙法輪】書玉《大懺悔文略解》卷 2：「世間燈

者。以喻十方一切佛也。古云。如來不出世。萬古如長夜。今十方三世一切佛

剎。極微塵數諸佛如來。各以智照之明破滅癡暗。故云世間燈也。」(J30,p.931,b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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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空和尚：「無上妙法輪」是指一切經典裡面的了義經，「四依法」中的「依

了義，不依不了義」。在一切經裡面，一乘法是無上的妙法，一乘法是成佛的

方法。佛在《法華經》說：「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二乘、

三乘是佛的方便說，不是無上妙法，無上妙法是一乘法。我們曉得，《華嚴》

是一乘法，從《華嚴經》當中，我們得到一個很大的啟示，《華嚴》末後如果

沒有普賢菩薩導歸極樂，《華嚴》就不圓滿，就不究竟。由此可知，凡是勸一

切眾生念佛往生極樂世界的這個法門就是無上妙法輪。 

p.100：4【請佛住世】1.所請－諸佛：如前 p.59～60 經文所示－如來、菩薩、

聲聞、緣覺、有學、無學，乃至一切諸善知識，皆悉勸請莫入涅槃。2.勸請意：

為欲利樂一切眾生。3.《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2〈37 如來出現品〉：「諸佛

如來為令眾生生欣樂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生戀慕故，示現涅槃；而實如來

無有出世，亦無涅槃。何以故？如來常住清淨法界，隨眾生心示現涅槃。佛子！

譬如日出，普照世間，於一切淨水器中影無不現，普遍眾處而無來往，或一器

破便不現影。佛子！於汝意云何，彼影不現為日咎不？」答言：「不也。但由

器壞，非日有咎。」「佛子！如來智日亦復如是，普現法界無前無後，一切眾

生淨心器中佛無不現，心器常淨，常見佛身，若心濁器破則不得見。佛子！若

有眾生應以涅槃而得度者，如來則為示現涅槃，而實如來無生、無歿、無有滅

度。」(T10,p.276,b16-28)《別行疏鈔》：「非是佛身潛隱而不出現，或無智者則

云佛不出世，當知未曾有世間而佛不現者。此現與不現，由有智與無智，非佛

行藏而有出沒；但常照一真法界，則一切諸佛常現在前。故知請佛當淨其心也。」 

十玄門 

※ 同時具足相應門：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 1：「初門中有十義具足：一教

義具足。二理事。三境智。四行位。五因果。六依正。七體用。八人法。九

逆順。十應感具足。謂眾生機感如來應赴。下云。一切眾生所樂示現雲。然

此十對同時相應為一緣起。隨一各具餘一切義。如初門既爾。餘廣狹等九門

皆各具前十對。但隨門異耳。是故一一門中各有十百千等。思之可見。」

(T35,p.123,b5-13)表員《華嚴經文義要決問答》卷 2：「具足此上十法。同時相

應成一緣起。無有前後始終等別。隨一各具餘一切義。參而不雜。成緣起際。

慧苑師云。此門為總。後九是別。」(X08,p.423,c8-11) 

※ 法藏《華嚴經旨歸》卷 1：「所顯理趣者。巧辯自在。勢變多端。亦舉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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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現無礙：一、性相無礙。二、廣狹無礙。三、一多無礙。四、相入無礙。

五、相是(即)無礙。六、隱顯無礙。七、微細無礙。八、帝網無礙。九、十

世無礙。十、主伴無礙。於前所說十對法中。一一皆有此十無礙。是故即有

百門千門等准思之。」(T45,p.594,a25-b2) 

※ 智儼《華嚴一乘十玄門》卷 1：「微細相容安立門(此約相說)。一多相容不

同門(此約理說)。」「問：此微細相容門與前因陀羅網門有何別耶？答：諸

門隱映。互相顯發。重重復重重成其無盡者。即是因陀羅網門中攝。若諸門

一時具顯。不相妨礙。即是相容門中攝。」(T45,p.515,b21－p.517,a7)《法界圖記

叢髓錄》卷2：「微細相容、一多相容。二門何別耶？相容雖同而義別也。謂何

者？相容，故有一多相容門。相容之貌如何？故有微細相容門也。」(T45,p.763,b23-26) 

※ 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4：「唯心迴轉善成門。此上諸義。唯是一

如來藏自性清淨心轉也。但性起具德故。異三乘耳。然一心亦具足十種德。

如性起品中說十心義等者。即其事也。…此上諸義門悉是此心自在作用。更

無餘物。名唯心轉等。」(T45,p.507,a8-15)智儼《華嚴一乘十玄門》卷 1：「所

言唯心迴轉者。前諸義教門等。竝是如來藏性清淨真心之所建立。若善若惡

隨心所轉。故云迴轉善成。心外無別境。故言唯心。若順轉即名涅槃。故經

云：心造諸如來。若逆轉即是生死。故云：三界虛妄唯一心作。生死涅槃皆

不出心。是故不得定說性是淨及與不淨。故涅槃云。佛性非淨亦非不淨。淨

與不淨皆唯心。故離心更無別法。故楞伽經云。心外無境界。無塵虛妄見。」

(T45,p.518,b16-25)澄觀《華嚴經疏鈔玄談》卷 6：「十、由法法皆然。故隨舉

其一。則便為主。連帶緣起。便有伴生。」(X05,p.782,b17-18)普瑞《華嚴懸談

會玄記》卷 29：「十、由上諸法皆融。故隨舉其一有力為緣者。名主。連

帶無力者為起。名伴。」(X08,p.313,a1-3)《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卷 2：「念一佛功德無量無邊，亦與無量諸佛功德無二。」(T08,p.731,b5-6)《觀

無量壽佛經疏》卷 1：「此經心觀為宗。實相為體。所言佛說觀無量壽佛者。

佛是所觀勝境。舉正報以收依果。述化主以包徒眾。觀雖十六。言佛便周。」

(T37,p.186,c13-15)大佑《淨土指歸集》卷 1：「即心觀佛。想彼西方依正主伴。

唯心本具。當處皆空。全體即假。二邊叵得。中道不存。三諦圓融。一心具

足。故經云：諸佛如來是法界身。乃至云：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此是如來

親示唯心三昧。圓常觀體。了彼淨土依正色心。悉我自心性具功德。即境為

觀。心外無佛。性外無土。」(X61,p.377,b1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