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介紹華嚴經翻譯──龍樹菩薩 

近育法師講於2018年6月22日中午．金佛聖寺五觀堂 

 

諸佛菩薩，師父上人，各位法師，各位善知識：大家阿彌陀佛！ 

 

祖師大德都提醒我們應該要讀三大部經，為什麼要誦《法華經》呢？所謂「成佛的

法華」；《法華經》，告訴我們如來出世的一大因緣，就是要救度眾生。 

 

 

 

又說「開智慧的楞嚴」，不讀楞嚴就不知道修行的迷悟關鍵，在微細的地方，如果

沒有釐清的話，往往自己走岔路了也不知道。 

 

我們說「富貴的華嚴」，《華嚴經》把菩薩怎麼樣發心，怎麼樣修行，怎麼樣證果，

這一個過程都明明白白地說出來。 

 

所以憨山大師說：「不讀《楞嚴》，不知修心迷悟之關鍵；不讀《法華》，不知如來

救世之苦心；不讀《華嚴》，不知佛家之富貴。」 

 

唐太宗，因為當皇帝日理萬機，每天很忙，但是他到晚年的時候也就想修行，有一

天他問孫思邈：「哪一部經最好？最大？」 

 

孫思邈是個修道的人，他當時一百二十歲了。一百二十歲，應該頭髮都白了。他沒

有，都是黑的。他一生抄寫《華嚴經》，送給人家研讀，共有七百多部。 

 

孫思邈就跟太宗講：「讀《華嚴經》。」 

 

唐太宗就有所疑問了：「玄奘大師去印度取經回來翻譯經典，最大的一部經是《大



般若經》有六百卷。那是最大的一部經，你為什麼建議我來讀誦《華嚴經》呢？」 

 

請問，《華嚴經》有幾卷啊？有四十，也有八十，也有六十的華嚴，那我們是讀哪

一個版本？《八十華嚴》。華嚴經八十卷，顯然的《大般若經》六百卷，是比《華

嚴經》還要多，對不對？他為什麼是建議讀《華嚴經》，而不是讀《大般若經》？ 

 

孫思邈說：「《華嚴經》具備了所有的法門，《般若經》只是華嚴經眾多門裏面的一

個法門而已。」所謂「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 

 

我們今天早上念完第幾卷啦？二十卷。好，我們陸續會念〈忉利天宮品〉、〈夜摩天

宮品〉等等，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一個一個法門就出來了。所以念

經的時候稍微注意一下，會發現《華嚴經》真是富貴，具備了各種的法門。如果我

們圓滿這部《華嚴經》，相信我們身上也就有點貴氣。 

 

蓮池大師也說，《華嚴經》就好像一國之君，其他的大乘經典呢，比如《金剛經》

、《四十二章經》等等，就像文武百官；其他的小乘經典，就只是侯封之附庸罷了

。由此可知《華嚴經》的重要性了。 

 

一提到各個宗派，一定要講龍樹菩薩。因為他是八宗之祖，華嚴經也不例外。 

 

這幾天錄音帶裡，師父也跟我們講龍樹菩薩的故事。 

 

 

 

看看龍樹菩薩的長相很特別，他小時候就非常的聰明，長大更是上知天文，下知地

理，遍學大小乘經典，甚至都有神通--隱身術。那世間上的書他全部都看盡了，他

還有五百個龍弟子。這麼一來就覺得自己挺了不起的，又有智慧學問，又有神通。 

 



有一天大龍菩薩來點撥點撥他，跟他說：「你看過的書，只不過是九牛一毛而已。

龍宮裏頭的書，比你看過的書還要多好多倍。你不信，我帶你去龍宮看看。」大龍

菩薩帶著他就到龍宮的圖書館去。 

 

有一個傳說，說大龍菩薩一到了龍宮，就給他一匹馬騎，龍樹菩薩騎上馬，就這麼

在龍宮的圖書館走了，九十天，光看一本書一本書的經名，九十天都看不完。 

 

這像是神話，我們看鳩摩羅什法師寫的《龍樹菩薩傳》，這個有證有據；大龍菩薩

帶龍樹菩薩到龍宮裏頭，然後他開了七寶函，讓他看大乘經。因為龍樹菩薩有過目

不忘的能力，所以九十天看了很多的經典，已經超過閻浮提所有經典的十倍，即便

這樣也沒有辦法看完龍宮圖書館裏頭的書。這下子他高傲的心就一點一點熄下來了

。緊接著大龍菩薩跟他講，忉利天圖書館的書比我們龍宮圖書館的書，多得不曉得

千萬倍啊。龍樹菩薩一聽就完全被降伏了。現在龍樹菩薩他要回到人間，他請求大

龍菩薩，他可不可以拿一本書來作紀念品。你說他請了哪一本書？ 

 

 

 

龍樹菩薩他看了《華嚴經》的上本，上本有多少個偈呢？有十個三千大千世界微塵

這麼多的偈。他一看，覺得人世間的人沒有智力、沒有能力可以學習《華嚴經》的

上本，也就沒有請上本，所以還是留在龍宮。 

 

《華嚴經》有上本、下本跟中本，龍樹菩薩他帶回來的是這個下本；下本有十萬偈

，四十八品。 

 

《華嚴經》在中國有三個版本，六十華嚴、八十華嚴、四十華嚴。最多的就是八十

華嚴，總共有幾萬偈呢？四萬五千。是不是把下本全部都集中起來了？沒有，只有

四萬五千。 

 

 



 

 

印度有沒有完整的《華嚴經》呢？沒有。佛學研究家認為，在早期印度應該流行的

是單行本。什麼單行本呢？譬如〈十地品〉，〈離世間品〉等等。唐朝法藏法師曾經

做過統計，大概有三十六個單行本，後來輾轉流傳到西域，到震旦--中國才把它集

合成大本的《華嚴經》。 

 

我們昨天念過了〈淨行品〉，對不對？弘一大師說：「學佛的修行人如果每天能把〈

淨行品〉讀一遍的話，可以長養我們的慈悲心，可以增長我們的智慧。」〈淨行品

〉裏，文殊菩薩舉了一百四十一個境緣，學佛人若能善用其心，借境練心，則能成

就一切功德而證果。 

 

例如： 

菩薩在家，當願眾生；知家性空，免其逼迫。 

著袈裟時，當願眾生；心無所染，具大仙道。 

諷誦經時，當願眾生；順佛所說，總持不忘。 



 

我們現在講《華嚴經》的翻譯，有《六十華嚴》跟《八十華嚴》。《六十華嚴》是在

晉朝時候完成翻譯的，經過了大概三百年之後才有唐朝的《八十華嚴》，所以《八

十華嚴》是比較大部，也比較晚翻譯出來的。 

 

我們現在三皈依，念的是：「自皈依佛，當願眾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是《六

十華嚴》還是《八十華嚴》的偈頌？ 

 

昨天我們誦的〈淨行品〉，是「自歸於佛，當願眾生，紹隆佛種，發無上意」。「自

歸於法，當願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受學戒時，當願眾生，善學於戒，不

作惡業」。還記得嗎？所以這個是《八十華嚴》的。我們現在做的三皈依，實際上

是來自《六十華嚴》。 

 

至於《六十華嚴》跟《八十華嚴》的翻譯，我們下禮拜五再跟大家詳細介紹。 

 

最後，要跟大家講一個非常有趣的有關龍樹菩薩的故事。 

 



龍樹菩薩很有智慧，學問很高，所以有很多的國王、王后、哲學家都是他的學生。

有一個王后非常的仰慕他，就養供養他缽。龍樹菩薩是個開悟的人，身上一絲不掛

，唯一的家當就是個缽。那王后供養他的缽是黃金打造的，上面鑲滿鑽石。出家人

只能有一個缽嘛，所以龍樹菩薩就把自己的缽給皇后，他接受了皇后給的缽就回到

他住的那個破廟。 

 

有一個賊看到，一個全身赤裸又極為優美、莊嚴的人，托著一個金光閃閃的缽。就

尾隨在他後面，準備下手偷他那個缽。 

 

跟著他走到破廟，發現也沒屋頂，牆也倒了，就只剩一扇小窗戶。這個賊知道出家

人只吃一餐，吃完了以後他一定會休息，於是就打算趁他休息的時候，把那黃金缽

給偷走。可他萬萬沒想到，龍樹菩薩一吃完飯就把缽給丟出來，剛好就丟在他面前

，驚嚇之餘，就向前問：「我可以進來跟你講話嗎？你這個人真奇怪，你到底知不

知道這個是黃金的碗，很貴重啊？」 

 

龍樹菩薩他說：「我覺悟之後，所有的東西對我來講都一文不值，這個就送給你，

當禮物。你從皇宮一直跟著我，天氣這麼熱，你應該要接受這個禮物；不要客氣，

你就拿去好了。」 

 

賊也很聰明，他一想：哎呦，世上有東西比黃金鑽石還貴重的，他要求比黃金缽還

要貴重的東西，所以他請求龍樹菩薩教他什麼是覺悟。 

 

他先自我介紹：「我是賊。」 

 

沒有想到龍樹菩薩回答：「誰不是賊啊？每一個人來的時候都光溜溜的，也沒有帶

任何的東西；來到這個世間你拿這個，我拿那個，誰不是賊呀！所以呢我才赤裸裸

的過日子。」 

 

這個賊一聽如釋重負，請求龍樹菩薩教他怎麼開悟。 

 

龍樹菩薩就說：「很簡單，我跟你講，你在偷東西的時候要保持覺知、警覺、觀照

，你要知道你在做什麼。」這個賊想：就這麼簡單啊，OK。 

 

兩個禮拜之後賊回來了，很生氣，他跟龍樹菩薩講：「你打亂了我的生活，從你告

訴我保持覺知的時候開始，我一旦保持覺知，要偷東西就偷不下去了，所以我到現

在都兩手空空。」 

 

龍樹菩薩就說：「好啦，那對不起，你就放棄這個練習好了。」 

 

你知道這個賊怎麼說？他說：「不，保持覺知的時候，我就沒有偷東西的欲望了，



我當下的心很平靜、很自在，我覺得我比國王都還要來得好。」 

 

於是賊就請求龍樹菩薩收他當弟子。你知道龍樹菩薩怎麼講？ 

 

龍樹菩薩說：「自從你偷偷跟在我後面的時候，我就已經收你當弟子了；我把缽丟

出去窗口，就是要引誘你進來跟我講話了。你從皇宮尾隨我，是準備要偷我的缽，

我從那時候就準備要偷你的心，我們兩個是不謀而合。」 

 

今天就用「龍樹菩薩偷心的故事」供養大家；這個賊他可以練習兩個禮拜觀照自己

的心，可以得到自在。我們如果也可以時時有一個觀照的心，對自己的心性會很有

幫助。 

 

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