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介紹華嚴經翻譯──《八十華嚴》 
近育法師講於2018年7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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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繼續講《華嚴經》的翻譯，上個禮拜我們講了第一版本翻譯《六十華嚴》，

今天我們來講《八十華嚴》。 

講《八十華嚴》，一定要提到賢首法師，他是華嚴宗的三祖--法藏法師，也叫作賢

首法師。 

 



 

賢首法師是西域康居國的人，西域當時的佛法非常的興盛，他從小耳濡目染懂，因

此深明佛理，同時也懂得梵文。 

他從小就非常的聰明，十六歲時，有一天前去禮拜阿育王塔，他看到阿育王塔裏面

的佛像莊嚴深受感動，可身上又沒有帶什麼東西可以供養，所以當下決定燃指來供

養佛。 

他父母親一看不得了，深怕他出家去，所以就把他關在家裏，一年不准他出去。 

隔年他到了太白山，因為祖父已經遷居到長安，所以他就到太白山去求法。 

講他的故事之前，跟大家講個事情；就是出家人，現在都是跟著釋迦牟尼佛的姓，

是姓釋，對吧？ 

 

但是道安法師之前，出家人是姓俗家的姓，或者就跟著師父的姓為姓。假設你拜的

師父，他姓陳，你就跟著他姓陳；如果姓鐘，你就跟著他姓鐘。 



當時就有一些僧人是從西域、從印度來的，他們也就入境隨俗，知道中國人以姓稱

謂，所以他們也就拿他們所居住的國家名來作為他的姓。比如我們看到安息國，安

息國的法師來到中國之後，拿「安」作為姓。如安世高法師，你知道安世高他一定

住哪個國家？安息。 

如果從康居國來的，他就會姓什麼？ 

對了，從康居國來的，就姓康。我們大家都認識康僧會法師，康僧會法師是在三國

東吳的時候來到中國，那時候他也是想要將佛法弘揚，所以就到中國來。 

那出家人穿的衣服跟一般俗人穿的不一樣，就有人向皇帝報告僧人穿著奇裝異服，

一定是做壞勾當的，對我們國家不利。因此倡議應該把他們趕回去。 

這時孫權想到，在漢明帝的時候，漢明帝曾經作過一個夢，夢見大神，那時候不知

道佛嘛，醒來詢問欽天監，知道西天有神人，便派遣人去西域求法。所以他想這可

能是佛弟子，因此就把康僧會法師一群人找來。康僧會法師就說，佛怎麼樣的不可

思議，佛法可以幫助安定社會國家等等。 

孫權要康僧會法師證明佛法的不可思議。康僧會法師說：「這兒有佛的舍利，我們

如果誠心求的話，舍利就會持續的長出來。」孫權就說：「好，就給你一個禮拜的

時間，屆時看看能不能生出舍利子。」 

於是康僧會法師率領弟子們求舍利。一個禮拜到了，舍利沒有出來。他再跟皇帝請

求：「佛法真的不可思議，你再給我一個禮拜的時間。」 

康僧會法師跟他的弟子日以繼夜地禮拜，一天，也沒有；兩天，也沒有，到第六天

都沒有。 

他就跟弟子們講：「今天晚上我們再誠心的拜，如果真的沒有求到舍利子，那就表

示我們的誠心不夠，不要等皇帝來砍我們頭，我們自己就手牽手跳海去。」 

最後一天，舍利出來了。皇帝很開心，把舍利倒在銅盤上。你知道啊，一倒下去，

銅盤都碎了。舍利這麼堅硬啊！ 

此後皇帝相信佛法，於是佛法在皇室的推動下就很容易弘揚興盛起來。 

上一個禮拜我們講《六十華嚴》是支法領法師從于闐国帶回來的，所以推測支法領

法師是跟著他的師父姓，果真如此的話，他師父是哪一國人呢？應該就是大月支的

人，所以他姓的是支。 

現在請問大家，第一位來中國翻譯經典、弘揚佛法的竺法蘭法師，他應該是哪一國

人？（有人回答：天竺。）天竺國。 

 



回來講法藏法師。法藏法師去太白山求法，當時他就想受菩薩戒，所以就找一個法

師求受菩薩戒。你知道那位法師怎麼說？說：「你整部《華嚴經》都會背，你早就

得戒了。」整部《華嚴經》他都背得出來！ 

那時候法藏法師還沒能出家，當時出家是要經過朝廷同意，要考試通過的，不是你

想要出家就可以出家的。 

他出家的因緣是有點波折，他十七歲的時候就聽說，二祖智儼法師開講《華嚴經》

，於是就去拜師。 

可是一直等到二祖往生，朝廷都沒有下召可以剃度，可以出家，也因此法藏法師一

直都沒機緣出家。 

一直等到他二十八歲，武則天的母親往生了，為了要給她祈福，所以就下召剃度出

家人，他在智儼法師弟子的推薦下才有機緣出家。當時武則天請了京城的十個高僧

替他受具足戒，又命他開講《華嚴經》，並且給他賢首名號。所以法藏法師又叫作

賢首國師，就是這麼來的。 

當法藏法師讀誦《華嚴經》，研究《華嚴經》，就發現《六十華嚴》中意義有一些地

方不連貫；最主要是〈入法界品〉，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可是《六十華嚴》少了十

位，他聽說在于闐國有梵本的《華嚴經》，所以就請武則天派人去請。武則天那時

候已經當皇帝了。 

 

提到武則天，有一個傳說。聽說在釋迦牟尼佛的時候，有一天，佛陀他出去托鉢乞

食，路上有一群小孩子在玩；其中有一個小女生看到佛陀來了，隨手就把地上的沙

子放到佛陀的鉢裏面去供養佛陀。 

佛陀非常歡喜的接受了這個小女孩的供養。可是弟子們就覺得這個小女生真是不禮

貌，怎麼拿沙來供養佛陀。世尊就說：「這個小女生以後會變成一國之君，如果我



現在沒有接受她的供養，她將來會毀壞佛法；我現在歡喜接受她的供養，她將來會

幫忙弘揚佛法。」 

看武則天的長相，真的是很有福德。唐朝的國教是道教，有出家人集會的時候，通

常都是道教的僧尼會排在佛教的僧尼的前面；但是因為武則天她非常的信奉佛法，

以後的佛教的僧尼就在道教之先。 

 

她也竭盡所能的支持翻譯工作，她每天都到翻譯場去供養這些個高僧大德，當時譯

場都是上千人的，不僅如此，我們每天在誦經之前的〈開經偈〉，就是她作的。 

諦閑法師曾經說：「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

來真實義。是〈開經偈〉，係唐武后所作。開《華嚴經》之偈，成千古不泯之妙嚴

。善哉善哉！」 

這個〈開經偈〉，千古以來沒有一個人可以改動它，沒有人可以做的比它更好，可

見這個〈開經偈〉是妙不可言。 

武則天派人去于闐國請華嚴經，也請來了實叉難陀法師，實叉難陀法師中文翻譯叫

喜學；他帶著《華嚴經》的梵本來，就在中國開始從事翻譯的工作。 

實叉難陀法師，在《高僧傳》裏面說，他不僅僅大小乘的經典都通達，而且連外道

的典籍也都通曉，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學問非常好。 

他在中國翻譯《華嚴經》以外，你還知道實叉難陀法師他還翻譯了哪部經典？《地

藏經》，《地藏經》也是他翻譯的。我們就可以知道，他翻譯的文采非常的流暢。 

實叉難陀法師後來往生了，皇帝就下令用國葬荼毘。薪盡火滅，其舌頭尚存不壞，

他的舌頭沒有燒掉。 



我們來看看，這個真是不可思議。《八十華嚴》七處九會，佛沒有開口說一句話，

全部是放光說法。 

你會說，真的、假的，放光說法？我們一般的人、凡夫說：只有聲音可以讓我們明

白義理。在《華嚴經》裏面除了聲音可以說法，放光可以說法，你還想到什麼可以

說法？味道能不能說法？香積世界。 

 

大家看莫高窟的這個絲卷，這個就是《華嚴經》裏面的七處九會的故事。每一會佛

都是放光說法。你想佛放光說法，他是一會一會說，還是同時整個七處九會一起就

說法了？ 

 

 



一會就具足了九會。由此我們不難理解在〈阿僧祇品〉會念到「不可說，不可說；

此不可說，又不可說，」因為不是我們凡夫的思量可以想得出來的。所以《華嚴經

》常常講，佛教常常講：「這個佛經怎麼樣？」四個字答：「不可思議！」 

我們再花兩分鐘的時間，來看《八十華嚴》跟《六十華嚴》翻譯的這個一點點的不

同。 

 

 

信為道元功德母  長養一切諸善法 

斷除疑網出愛流 開示涅槃無上道 

這個是從《八十華嚴．賢首品》第十二品出來的。 

六十華嚴的翻法則是 :  

信為道元功德母  增長一切諸善法 

除滅一切諸疑惑  示現開發無上道 

第三句跟第四句，我們可以看到翻譯的手法就有點不太一樣。你看《八十華嚴》顯

然就比較優美，《六十華嚴》就比較樸素，就比較容易懂。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就是這兩個版本各有他的優點。依照法藏法師的講法，就是《

六十華嚴》義理不夠完整，有一些地方翻的不夠精準，當然就翻譯的角度是第二個

版本，第三個版本《四十華嚴》會比較好一點。 

 

 



 

最後這個是《華嚴經．如來現相品》的一個偈： 

毘盧遮那佛  願力周法界 

一切國土中  恒轉無上輪 

明朝四大高僧之一紫柏老人說，這二十個字總括整個《華嚴》，是整個《華嚴》的

精要。 

毘盧遮那佛，他的光是遍照十方法界的，完全就是看我們的心是以什麼為華嚴。所

謂《華嚴經》的華嚴，是因地所種，必然結出相應的果。所以地獄的衆生，他就是

以五逆十惡為他的華嚴。如果是人呢？人，就守五戒是我們的華嚴。我們要成就哪

一個法界，完全是靠我們的心怎麼樣去造作。所以就問問我們自己，要怎麼樣準備

自己去投到哪一個法界。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裏。明天我們會講《四十華嚴．入法界品》。今天早上，我們開

始念第六十卷〈入法界品〉；〈入法界品〉是整個《八十華嚴》的大濃縮，所以大家

花一點心思，專心的品味品味〈入法界品〉。 

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