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介紹華嚴經翻譯──《六十華嚴》 
近育法師講於2018年6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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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繼續上一個禮拜講的《華嚴經》的

翻譯。 

剛剛聽師父錄音帶，剛好幫我們把上個禮拜

介紹的《華嚴經》做了復習。 

我們現在讀的《華嚴經》，是龍樹菩薩從龍宮

帶回來的下本。 

梵文下本是十萬偈；可是流傳到西域，輾轉到中國，翻譯成華文有三個版本。 

每一年《華嚴經》法會之前，都有信衆會問：「法師，請問你們讀的是《六十華嚴》，

還是《八十華嚴》，還是一百華嚴？」 

我們讀的是《八十華嚴》。但是我們看，這是按照時間翻譯出來的表，先翻譯出來

的是《六十華嚴》，到唐朝才有《八十華嚴》跟《四十華嚴》。 

再來看偈數，龍樹菩薩從龍宮帶下本十萬偈回娑婆世界，但是我們看《八十華嚴》，

也不過是四萬五千偈而已，不到一半啊。 

雖然《八十華嚴》只有一半不到的偈頌，但是清涼國師講它的序分、正宗分跟流通

分都具足了，所以還是完整的一部經典。 

 

我們來看《八十華嚴》是到唐朝，法藏法師晚年的時候才翻譯出來的。 



 

而華嚴宗的祖師，初祖、二祖、三祖都曾替《華嚴經》做疏，就是做解釋。就要請

問大家，初祖的疏是根據《六十華嚴》還是《八十華嚴》做出來的？ 

初祖杜順法師，對《華嚴經》所做的疏，是根據哪一個版本，是《六十華嚴》還是

《八十華嚴》？ 

應該是《六十華嚴》，因為《八十華嚴》在唐朝才翻譯出來。所以一定是根據《六

十華嚴》所做出來的解釋。 

二祖的搜玄記呢？肯定也是《六十華嚴》沒錯。甚至三祖法藏法師他所做的疏，也

是根據《六十華嚴》。 

我們現在就要來看看《六十華嚴》翻譯的經過。 

 



慧遠大師的弟子，有一個叫作支法領的，這位法師他非常的好樂經典；當他在研究

律藏的時候，他覺得律藏有很多地方的解釋義理並不圓融。 

《四分律序》的序文曾經有這麼樣一段話：支法領他想要到西天（印度）去取經，

希望能夠幫經律找到根源。所以他長途跋涉，途經于闐，就是相當於現在的新疆。

他遇到了一位印度來的法師，叫作佛陀耶舍，這位法師通達大小乘的經典。他非常

開心，在和法師切磋佛理之餘，就在于闐收集了中土所沒有的經典。 

佛陀耶舍是誰呢？是鳩摩羅什法師的律學的老師。 

先來講一下佛陀耶舍，佛陀耶舍家世世代代是信奉印度教的，是一個婆羅門的家庭。

他很小的時候，有一天有一個出家人到他們家托缽乞食。他爸爸對出家人甚是反感，

就出手打那個出家人。他爸爸這麼一暴打出家人以後，手腳就痙攣了，不能走了。

於是去問他們婆羅門的巫師。巫師跟他講，說是他不恭敬沙門，打出家人的關係，

所以就叫他要去懺悔。於是乎佛陀耶舍的父親就去跟沙門懺悔，懺悔之後他的癱病

也就好了；這件事使得他對佛教產生非常大的信心，於是就叫他的兒子去跟這位法

師出家去。 

佛陀耶舍很聰明也很用功，十九歲就已經通達大小乘經典，後來他輾轉到了于闐。

于闐這個地方，你看，剛好是界在印度跟中國中間，所以是中國取得佛經非常重要

的一個據點。 

慧遠大師的弟子支法領他遇到佛陀耶舍，也搜集了很多的經典之後，他又聽說在于

闐國的東南方，有一個叫遮拘槃國的，國王的王宮裏珍藏了《華嚴經》跟《般若》

等等的經典。所以他就去跟這個國王拜求《華嚴經》。 

支法領帶《華嚴經》回到中國以後啊，也進行翻譯，可能沒有通達梵文跟華文的人。

支法領帶回《華嚴經》是公元四百零八年，十幾年之後，有一位智嚴法師，他去罽

賓國。罽賓國就在印度的東北邊。他一直想去禮請高僧到中國來弘揚佛法，於是乎

就問大家。大家一致推薦誰呢？大家一致推薦覺賢法師。 

覺賢法師佛陀跋陀羅，他跟釋迦牟尼佛同樣是王族，同樣是釋迦族的。釋迦牟尼佛

他的父親是什麼王？是凈飯王，他是甘露王的後代。雖然是王族的後代，可是命運

不好。怎樣命運不好？他出生下來三歲，爸爸就死了。媽媽就撫養他，五歲，媽媽

又死了。可是這個小孩子很奇怪，也不哭也不鬧，他的外祖父就聽說這個孩子很特

別，也很聰明，所以就把他帶過去照顧。他外祖父想：這麼聰明，出家最好了，所

以就讓他出家。 

他想法跟我們不一樣，我們一般人如果小孩子很聰明，又很好的話，就培養以後當

醫生、當律師來賺錢。他沒有。就送他去出家。 

他的師父發現，一群小沙彌，要念一個月才念得懂的經典，他一天就會了。他覺得



這個小孩子真是不可思議。 

覺賢法師他有一個很好的同參住一起，有一次這個同參他打坐，他把門給鎖起來，

就在裏面打坐。不一會時間，他就看到了覺賢法師走了過來，他很是奇怪，說：「哎，

你來這裏幹什麼？我的門鎖起來，你怎麼能進來？」 

覺賢法師就跟他說：「我剛才去了兜率內院，去跟彌勒菩薩請安問好才回來。」這

麼一說這位同參就知道，他這個同學了不得，所以默默地觀察他。有一天他非常禮

貌的問：「我覺得你修行好像有一些境界。」這時覺賢法師就跟他說：「我已經證得

了不還果。」就是三果阿羅漢了。雖然覺賢法師年紀輕輕的，十七歲，但修行就已

經非常的了得了。覺賢法師跟他的同參說：「我的心不是在這個地方，我希望能夠

到處去弘揚佛法。」同參就說：「那我跟你一起去。」所以他們就從舍衛城到了罽

賓國來。剛剛說中國的智嚴法師，就是在罽賓國碰到覺賢法師的。 

大家一齊推薦覺賢法師給智嚴法師，於是乎智嚴法師就去拜見覺賢法師。覺賢法師

剛開始不答應，後來被他的誠心感動，所以他就答應到中國來弘揚佛法。 

他們出發走了三年，才走到現在的越南。真是跋山涉水，艱苦異常，所以我們每一

次讀誦經典的時候，真的是要對這些翻譯家，這一些去求法的法師或者是修行人，

生出很大的感恩、恭敬心，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走到越南以後，就改搭船。開船不久，覺賢法師就跟船東說：「現在就走到那座山，

就不要再走了。」船東那能聽他的：現在正好碰到順風，在海上能夠節省時間就節

省時間，怎麼叫我不要走就停在山邊呢。他不聽，加足馬力開船走。沒想到沒走幾

百里，就真的就遇到了颳大風，就把船吹回到原來那座山的地方。於是乎大家都知

道這位法師有神通，等風停了以後，大家又開始準備開船。覺賢法師說：「不要現

在開船。」但有些人不聽，因為急著要到目的地嘛；有一些就走了，有一些相信他

的就還是停在那個地方。結果出船的，統統都翻船了。 

這麼經過幾天，有一天晚上，覺賢法師說：「現在趕快走。」船東說：「現在是晚上

啊。」法師堅持說：「現在趕快走。」有些人聽他的，有些人不聽；聽的就把船繩

解下來，開始擺船走了。結果沒有聽他的人，碰到了土匪，把他們身上金銀財寶全

部就給搶光了。 

弟子跟這些同行的人，越來越對覺賢法師有信心。船一路從越南就走到了中國的山

東。下船之後，鳩摩羅法師當時在長安主持譯場，所以就應邀到長安一起去做翻譯。

鳩摩羅什法師碰到不懂的地方，就會去問覺賢法師。當時是因為皇帝支持的翻譯場，

每天皇帝供養三千多個人；因為皇帝非常敬重鳩摩羅什法師，同時也敬重出家人，

因此出家人就非常自由的出入王宮。 

覺賢法師跟他的弟子不喜歡這種攀緣的作風，就跟其他人不一樣，時間久了，就有

一些蜚言流語，所以覺賢法師就往南走，到廬山。廬山就是慧遠大師的駐錫地。剛



剛不是說，慧遠大師的弟子支法領法師不是請回來的《華嚴經》嘛，所以他就在那

個地方做翻譯。翻譯成的時候是四百二十年， 

這個就是《六十華嚴》的翻譯者。我在上一個禮拜五曾經提到，在印度，不是一整

部的《華嚴經》，是單行本，就是〈十地品〉、〈離世間品〉、〈淨行品〉，是一品一品

的單行本；然後傳到了西域，輾轉再傳到中國來，這期間做了整合。 

 

我們看看《六十華嚴》，它是第一個版本，它做出《華嚴經》的信、解、行、證的

架構組織，我覺得這是非常大的一個貢獻。大約三百年之後的唐朝，《八十華嚴》

有一些增加，但是主要的架構還是信、解、行、證。 

 

我們現在用一點點時間，來比較一下《六十華嚴》跟《八十華嚴》，他們的翻譯有

哪一點的不同。 



首先剛剛師父在錄音帶也提到，《華嚴經》的教主，如果你去看《六十華嚴》，你會

發現跟我們現在念的《八十華嚴》的教主，翻譯不一樣。 

《六十華嚴》把佛翻譯作盧舍那佛，可是《八十華嚴》翻成毗盧遮那佛。 

在晉朝，各個宗派對佛的三身有不同的說法，三身其實是來自同一個體，覺賢法師

他在翻譯的時候，一樣是光明遍照的意思，可是他就把他翻作盧舍那佛；但是實叉

難陀法師---翻譯《八十華嚴》的，就把他翻譯作毗盧遮那佛。 

 

來看看〈夜摩宮中偈讚品〉，我們常常念的一個偈頌：「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

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對吧？要請問大家的是，第四句這「一切唯心造」的

「一切」指的是什麼？是一切法還是一切佛、如來？到底「一切」指的是什麼？ 

在想的時候，我先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在唐朝初年，有一個出家人叫王明幹，這個出家人也不守戒，也不修善，有一天他

生病就死了。死了，就被黑白無常給帶到地獄門前。到地獄門前準沒有好事，就準

備受苦了。 

這時他碰到一個和尚，那個和尚就教他一首偈頌，跟他說：「你如果能背得這個偈

頌的話，等一下閻羅王就不會為難你。」 

他碰到的那個和尚是誰？你猜猜。地藏王菩薩。對了。地藏王菩薩就叫他讀「若人

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當如是觀，心造諸如來。」 

馬上要去見閻羅王了，所以王明幹他就非常的專心，也很誠心，就這麼來來回回就

把它背起來了。 

到閻王殿的時候，閻羅王一看王明幹頭上放光，所以就問他：「你在陽間的時候，



你做一些什麼？」王明幹說：「我生前沒做什麼功德，我只會一個四句偈。」閻羅

王說：「你念給我聽一聽。」這個王明幹就大聲的把這四句偈就給念出來。 

王明幹一念，只要聲音所到的地方，所有的衆生都得到解脫。閻羅王很開心，就放

他回陽，說：「你回去就把這個偈頌好好的去弘揚給大家知道。」 

這王明幹死了三天就復活了，以後，他就跑去空觀寺去問法師，「若人欲了知，三

世一切佛，應當如是觀，心造諸如來。」這個四句偈到底出自於哪一本經典。 

知道是出自《華嚴經》，他一想：念一個偈頌，四句偈而已，功德都這麼大；如果

念整部的《華嚴經》，那可真是不可思議。 

好，我們來看看剛剛的問題。這個「一切唯心造」，「一切」指的是什麼？對照《六

十華嚴》「心造諸如來」，所以這「一切」指的是什麼就不言而喻了 

師父把偈頌改了，我覺得很到位；「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人」，所以你有份，我有

份，大家都有份，「應觀法界性，心造諸如來」，所以完全是看我們這個心，要怎麼

造十法界裏的任何一界。 

我們再來看看另外一個例子，是在《八十華嚴》的〈問明品〉，《六十華嚴》的〈明

難品〉。 

 

《八十華嚴》的，「如人數他寶，自無半分錢。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雖然

聽聞很多佛法，如果不修行，就好像我們那個銀行的行員，天天去幫人家數錢，那

個錢是不是自己的？不是自己的。 

看到《六十華嚴》的翻法就是這樣子，「譬如貧窮人，日夜數他寶。」所以《六十

華嚴》的翻譯比較質樸，比較直接；《八十華嚴》翻法比較優美。 



我的意思說，當你如果看到《八十華嚴》，有一些你看不懂的時候，你可以去參考

《六十華嚴》，《六十華嚴》的翻法會比較直接一點。 

 

來看另外一個例子，一樣是在〈問明品〉。「如盲繢衆像」，如盲，這個盲就是瞎眼

的人，對不對？繢衆像，他要去畫畫；「示彼不自見」，他去給人看，可是他自己看

不見。「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如果我們常常聽聞佛法，可是不依法修行的時

候，跟這個是一樣的。看起來不太容易懂，對不對？好，再來看《六十華嚴》。 

來看《六十華嚴》說，「譬如盲瞽人」，就好像一個瞎眼的人，可是他怎麼樣呢？「

本習故能畫」，沒有瞎眼之前，他已經很會畫畫。「示彼不自見」，現在他瞎眼了，

對嗎？他把他的那個畫給人家看，他自己看得見，看不見？「多聞亦如是」，所以

多習經典，不確實實際去修的話，也是這樣子。 

所以《六十華嚴》的翻法，也有它的長處在。 

好，我們今天就把六十華嚴介紹到這個地方，那我們下一個禮拜再介紹《八十華嚴

》跟《四十華嚴》。 

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