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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8：5【海】《華嚴經探玄記》卷 3〈2 盧舍那佛品〉：「海亦二義：一深

廣。二具德。」(T35,p.163,a16-17)智圓《維摩經略疏垂裕記》卷 3〈1佛國品〉：

「海有三義：深廣含眾流。法藥無量。如海之廣也。」(T38,p.744,c18-19)《無量

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註》卷 1：「海者。言佛一切種智。深廣無涯。不宿二乘、

雜善中下死屍。喻之如海。是故言天人不動眾。清淨智海生。」(T40,p.832,b24-26) 

【大海十相】指大海所具有之十種德相；舊華嚴經卷 27 即以此十種德相比喻

十地菩薩修行而得入於佛之智海，即：(一)次第漸深，比喻歡喜地菩薩修行，

入佛智海，漸次而進，能成就大願。(二)不受死尸，比喻離垢地菩薩修行，入

佛智海，獲功德清淨，離諸垢染。(三)餘水入失本名，比喻發光地菩薩修行，

入佛智海，皆獲平等功德，捨離一切假名。(四)普同一味，比喻燄慧地菩薩修

行，入佛智海，獲無差別功德，與佛如來同一體相。(五)無量珍寶，比喻難勝

地菩薩修行，入佛智海，獲廣大無量方便，利益眾生。(六)無能至底，比喻現

前地菩薩修行，入佛智海，獲甚深功德，利益眾生。(七)廣大無量，比喻遠行

地菩薩修行，入佛智海，獲無量功德，以廣大覺慧，觀察諸法，無有窮盡。(八)

大身所居，大身即鯤鯨之類，比喻不動地菩薩，修無功用行，入佛智海，獲住

一切功德，以無量身，現廣大莊嚴。(九)潮不過限，比喻善慧地菩薩修行，入

佛智海，獲護世功德，利於世間，隨機授法。(十)普受大雨，比喻法雲地菩薩

修行，入佛智海，獲護世功德，受如來大法雲雨，而無厭足。 

又舊華嚴經卷四十六記載，海雲比丘觀大海十相，除觀上述(1)(5)(6)(7) 

(8)等五相外，並觀「水量無限、水色有種種不可思議、一切生物住其中、為

大雲所覆、無增減」等五相，合為十相。此外，北本涅槃經卷三十二舉出大海

有八不思議，即除去上述十相中之(三)與(七)，所餘之八種。海八德經亦稱巨

海有八美德，以喻僧伽之德，稱為大海八德。中阿含卷八阿修羅經亦舉出大海

之八未曾有法，其內容亦與上述所舉大致相同。〔南本涅槃經卷三十、新華嚴

經卷三十九、華嚴經疏卷四十四、大般涅槃集解卷六十二〕～《佛光大辭典》 

p.108：5【十方剎海等】「十方」←→「三世」：豎窮橫遍、時空融徹。 

「普盡十方剎」←→「一毛端」：廣狹自在無礙門、微細相容安立門。 

「佛海」←→「國土海」：依正二報、有情無情，圓融無礙、自在容現。 

「我修行經劫海」：『修行』即是轉法輪、教化眾生，故《疏》云：初偈轉

法輪處。『』、『經劫海』，即上述十方三世，相即相入，先後、長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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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普具足修行攝受集聚智慧、功德二種方便，如後所云「能攝方便」。 

p.108：-1【圓音】圓妙之聲音，指佛語。如經：(1)「清淨語」：從般若智所

出故，令眾生煩惱妄想盡故。(2)「一音具眾音」，(3)「隨眾生意」，(4)「無

盡辯才」。如《別行疏鈔》云：(1)一音演暢，隨類解生。(2)隨一方之音，皆

謂世尊同其己語。(3)唯出隨根一音，聞者各聞稱根別法。(4)唯出隨法一音，

聞者各得所聞別法。(5)於最勝功德佛身中，能發清淨梵音聲相。(6)佛無心定

出一音，故能普應一切眾音，其猶谷響，及眾樂器，但有心者，出種種聲。(7)

唯一圓徧之音，都無宮商平上之異，增上緣力，隨感成多；其猶滿月，流影非

一。(8)佛有眾多音聲，一切眾生所有言音，莫非如來法輪聲攝，但以無礙，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故。(9)一音者，乃無音也。由佛無音，乃曰一音。佛若

有音，有音已定，何能應一切音耶？良為無音，故能隨感出種種音，如鐘聲等，

隨擊大小，佛音自一，聽者聞多，隨類各各自心現故，自心還取自心，唯心義

故。以此無音之音普應，皆一聲功能。(10)一音即一切音，一切音即一音。若

非「一即一切」者，佛演一音，眾生不能各各領解。又若非「一切即一」者，

如來一音即不能普備也。良以一多相即，故佛演一音即普備也，一切眾生皆有

領解。 

p.109：1【所轉法輪】『理趣』妙法輪－《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0〈3 普

賢三昧品〉：「深密經說理趣有六：一者真義理趣。謂二障淨智所行真實。二

證得理趣。謂於真義得如實知。三教導理趣。謂自證已。開示眾生。此三為本。

後三解釋。四離二邊理趣。謂有問言：云何名為真義理趣？應答彼言：非有非

無。非常非斷。五不思議理趣。謂有問言：云何證得？應答彼言：謂不思議。

若於諸法遠離戲論。爾時證得真勝義性。故知言說皆非真義。六隨眾生所樂理

趣。謂有問言：云何教導？應答彼言：隨諸眾生意樂各異。順彼所欲。方便開

示。……無著菩薩說「四意趣」釋一切經。亦理趣也。」(T35,p.572,a1-13) 

淨空和尚：「理」是真理，宇宙人生的真相；「趣」是方向，為一切眾生指出

一條光明的方向，指出一條破迷開悟、離苦得樂的大道，這是「趣」；「妙法」

是巧妙的方法。什麼樣的方法才能夠達到？就是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導歸極樂，

這就是他的妙法輪。「三世一切諸如來」，我們現前所看的一切眾生，統統是

未來佛。如果把三世分成三個段落來看，你不能得一心，不能入這個境界。三

世一如，三世不二；明瞭一即是三，三即是一，你的心就清淨了，因為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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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分別了；三世一切諸如來，就在我們現前。「於彼無盡語言海」，如果會

聽，現前所聽到的無盡言語，就跟普賢菩薩一樣，都是「恆轉理趣妙法輪」，

他都在給你說法。說什麼法？教你心地清淨。所有一切眾生，統統都在那裡說

華嚴經。一天到晚所聽的，都是諸佛講華嚴經，都是跟我講禮敬諸佛、稱讚如

來、廣修供養、乃至普皆回向，誠敬、清淨、平等、慈悲。你要是會了，就真

正得到其中理趣妙法輪。「我深智力普能入」：要深智慧，才能入這個境界。 

p.109：1【能攝方便】《別行疏鈔》云：疏「能攝方便」者，彼經第三節也。

彼於八相文次後云：「皆悉往詣親近供養，為眾上首，受行正法。」釋曰：「供

養，則集功德方便；上首下，則集智慧方便：此二助菩提法，故云方便也。」

今云『我深智力普能入』，正同彼也。「普入」，即皆悉往詣也；若不以深智，

即不能悉往普入，故云「深智力也」。慧遠《十地經論義記》卷 3：「隨彼生

供養佛者。隨眾生故。自供養佛令他學已。故云方便。以如來說攝方便者。以

是為也。為使如來有所說故。啟請攝法。請法利生。故曰方便。集功德者。是

供養也。集智慧者。是攝法也。所集福智。總名助法。」(X45,p.96,c18-22) 

p.109：2【淨土願】《華嚴經》卷 34〈26 十地品〉：「又發大願：『願一切

國土入一國土，一國土入一切國土，無量佛土普皆清淨，光明眾具以為莊嚴，

離一切煩惱，成就清淨道，無量智慧眾生充滿其中，普入廣大諸佛境界，隨眾

生心而為示現，皆令歡喜；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盡未來際一切劫數無有

休息。』」(T10,p.182,a9-15)《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10：「八有二偈。明淨土願。

願清淨自土。安立正法及能修行諸眾生故。略無淨土之言。以影在後段故。而

具淨土七種淨義。初偈即同體淨。以同法性故。令一多互相即入。今文雖辨念

劫圓融。意取時中圓融之剎。二有半偈。明自在淨。如摩尼珠。美惡斯現。自

在圓通。是故文云『於一念見』。舉其佛者。顯是佛土。三亦常入佛境界中者。

即是因淨。因有二種：一者生因。謂六度等。如淨名說。二者依因。此復有二：

一鏡智淨識為土所依。二後智通慧為土所依。此二皆是諸佛境界。又境界者。

即是相淨。謂七珍等。第八一句。攝於三淨。謂四以如幻二字即是果淨。果亦

有二：一所生果。即是相淨。略在境界。廣則影在後承事中。二示現果。臨機

示現。故云如幻。五解脫威力。即受用淨。謂受用淨土。離過成德。如用香飯

得三昧等。今解脫煩惱。即是離過。道力之能。即是成德。故地經云。成就清

淨道。六梵本此句無「及威力」字。有眷屬字。即是住處眾生淨。人寶為嚴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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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者相淨。已如前說。」(X05,p.197,a12-b4) 

【淨土】《無量壽經》卷 1：法藏菩薩「唯願世尊廣為敷演諸佛如來淨土之行。

我聞此已，當如說修行成滿所願。」(T12,p.267,b25-27)《維摩詰所說經》卷 1〈1 佛

國品〉：寶積長者子「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願聞得佛國土清淨，唯願

世尊說諸菩薩淨土之行！…佛言：「寶積！眾生之類是菩薩佛土。所以者何？

菩薩隨所化眾生而取佛土，隨所調伏眾生而取佛土，隨諸眾生應以何國入佛智

慧而取佛土，隨諸眾生應以何國起菩薩根而取佛土。所以者何？菩薩取於淨

國，皆為饒益諸眾生故。譬如有人，欲於空地，造立宮室，隨意無礙；若於虛

空，終不能成！菩薩如是，為成就眾生故，願取佛國，願取佛國者，非於空也。」

(T14,p.538,a16-29)《維摩經玄疏》卷 6：「願聞得佛國土清淨。即問果。唯願世尊

說諸菩薩淨土之行。即是問因。佛答云。直心是菩薩淨土。即是答因。不諂眾

生來生其國。即是答果。」(T38,p.559,c8-11)《注維摩詰經》卷 1〈1 佛國品〉：

「什曰。…淨土因緣有三事：一菩薩功德。二眾生。三眾生功德。三因既淨。

則得淨土。今言眾生則是者。因中說果。下釋義中具三因緣也。肇曰。…夫以

群生萬端。業行不同。殊化異被。致令報應不一。是以淨者應之以寶玉。穢者

應之以沙礫。美惡自彼。於我無定。無定之土乃曰真土。然則土之淨穢繫于眾

生。故曰眾生之類是菩薩佛土也。…如來所修淨土以無方為體。故令雜行眾生

同視異見。異見故淨穢所以生。無方故真土所以形。若夫取其淨穢。眾生之報

也。本其無方。佛土之真也。豈曰殊域異處凡聖二土。然後辨其淨穢哉。」

(T38,p.334,b11-28) 

「淨土」：(1)無有四趣、五濁等穢惡之土。(2)清淨的「佛土」－有二種、三

種、四種、五種等說。（參考《淨宗概論》p.5~7） 

《別行疏鈔》：體離障染名「淨」，依止義邊名「土」。言差別者，通論淨土，

有其三種：一常寂光土。二常受用土。三常變化土。(1)常寂光土＝法性土，

法身佛所依土也。身、土體無差別，約義強分，覺照義，實相之『相』，屬佛

之處即名法身；塵沙萬德為依止義，『法性』之處，名為佛土。(2)常受用土，

有二：1 自受用，2 他受用。自受用者，謂大圓鏡智、淨識所現，周圓無際，

眾寶莊嚴，自受用身常依而住，名自受用土。他受用土者，由平等性智，起大

悲心，為他所變，起十重他受用身土；亦須由菩薩善業力，感佛現身，如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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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增上緣，變起身土，令十地菩薩受用而住。(3)變化土，由成事智，大悲願

力，為未登地菩薩、二乘、異生所變，或淨或穢，大小不同，三類化身(大化千

丈、小化丈六、隨類化)依之而住。問：何故化土有淨穢耶？答：此有二說：一由佛

本願，二由生感變。～本會版p.417~419。 

智圓《維摩經略疏垂裕記》卷 4〈1 佛國品〉：「三土四土者。荊溪云。於四

土中合於方便及以同居。皆應土故。故云三也。」(T38,p.754,b1-3) 

p.109：-5【清淨自土】《別行疏鈔》：疏言「清淨自土」者，即自受用土，

如《淨名》云：「欲得淨土，當淨其心」等也。「安立」下，即他受用土，如

《淨名》云：「直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不諂眾生來生其國」等也。～

本會版p.419湛然《維摩經略疏》卷 1〈1 佛國品〉：「果報土者。即因陀羅網是。

華藏世界。純諸法身菩薩所居。以其觀一實諦。破無明、顯法性。得真實果報。

而無明未盡。潤無漏業。受法性報身。報身所居依報淨國。名果報國也。以觀

實相發真無漏所得果報。故名為實。修因無定。色心無礙。亦名實報無障礙土。

言無障礙者。謂一世界攝一切世界。一切世界亦如是。此名世界海。亦名世界

無盡藏。別教初地入此世界。有七種淨義。」(T38,p.564,c12-21) 

p.109：-4【七種淨義】《維摩經略疏》卷 1〈1 佛國品〉：「一同體淨。如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二自在淨。一切國土平等清淨。三莊嚴淨。一切佛土神通

莊嚴。四受用淨。離一切惑成清淨道。五住處淨。大智眾生悉滿其處。六因淨。

入佛土妙平等境界。七果淨。隨物所宜而為示現。前五是體滿。有體相用。六

是因圓。七是果滿。初住生彼。悉成就此七淨義。」(T38,p.564,c21-27) 

p.109：-3【同體淨】《別行疏鈔》：彼經云：「願一切國土入一國土，一國

土入一切國土」，彼釋全是此疏文也。既同法性，性則融之，故使一多相即相

入。「相即」者，約體以明，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則「諸法相即自在門」也；

「相入」者，約用以明，一入一切，一切入一，則「一多相容不同門」也。疏

「即入」二字，以攝〈十玄門〉之一門也。…十表無盡，一一造玄，隨舉一法，

即具斯十。…十無前後，舉一全收，斯為《華嚴》不共玄旨。～本會版p.420~421 

「相即」之義，係就「法體」之空、有立論；「相入」之義，係就「用」

之「有力、無力」立論。《華嚴經疏》卷 2〈1 世主妙嚴品〉：「謂諸緣相望。

全體形奪。有有體、無體義。緣起方成。」(T35,p.516,b26-27)卷 16〈12 賢首品〉：

「良以諸緣相望略有二義：一約用。由相待故。有有力、無力義。是故得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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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入也。二約體。由相作故。有有體、無體義。是故得相即及相入是也。」

(T35,p.618,c11-14)能生是有體、有力；所生是無體、無力。 

p.109：-2【自在淨】《別行疏鈔》：彼經云：「無量佛土普皆清淨」，彼釋

全同此疏，但加淨穢圓通故云「普皆」。疏「舉其佛」者，人師子即佛也。～

本會版 p.422 慈舟《親聞記》云：舉正報以攝依報。經文「於一念見三世所有人

師子」，圓通自在故，於一念中，普見十方三世所有佛及所有佛土，徧見淨土

與穢土，故云「淨穢圓通」。如摩尼下。喻自在相。隨機現故。如身子螺髻各

見不同。而言普皆清淨者。就佛言之。無不淨也。 

p.109：-1【因淨】依前《疏》文：(1)菩薩修六度等「生因」故，(2)有二「依

因」故，能「常入佛境界中」。二「依因」者：1.根本智－轉八識成大圓鏡智，

無漏清淨識。2.後得智－神通智慧。《別行疏鈔》：此通說三土所依，雖身土

種子在第八識中，而現身現土要假諸智為能擊發。自受用土，鏡智後得；他受

用土，平等後得；變化土者，即成所作，此唯後得；各由後智擊發鏡智淨識內

種子，發生現行故也。即依此神通智慧現身現土，故以此為身土所依。此二皆

是諸佛境界，故云「入佛境界中」。 

p.110：1【攝三淨】果淨、受用淨、住處眾生淨。「如幻即是果淨」，二果中

的「示現果」，臨機示現，故云如幻。「解脫威力即受用淨」，如《疏》云：

受用淨土，離過成德」，斷德－離過、解脫煩惱；行德－成就清淨道，而有威

力。引淨名經證，如受用香飯，滅諸惑而入正位、得無生忍等。住處眾生淨：

梵本此句無「及威力」字。有眷屬字。人寶為嚴故。《別行疏鈔》：此句應云

「如幻解脫眷屬力」，故判為住處眾生淨也。《十地經》云：無量智慧眾生充

滿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