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大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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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掘自己生命的金礦

開悟的楞嚴、成佛的法華、富貴的華嚴



藥王—孫思邈 :重德行比吃「仙
丹」有效—阿是穴;夜盲;痢疾;腳氣病預防

•《高僧傳》載：時太宗。
欲讀佛經。問邈何經為
大。邈曰華嚴經。佛所
尊大。帝曰近玄奘三藏
譯大般若六百卷。何不
為大。而六十卷華嚴經
獨得大乎。

•邈答曰：華嚴法界。具
一切門。於一門中。可
演出大千經卷。般若經
乃是華嚴中一門耳。太
宗方悟。乃受持華嚴。

據史傳所載：貞觀年中孫思邈。服流
珠丹雲母粉。年一百五十歲。顏如處
子。至長安。說齊魏閒事。有如目睹。
書寫此經七百五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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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果勸樂
生信分修因契果生

解分







托法進修
成行分

離字有二義：一是指出世間屬於性離
。二是修行成就無有染着屬事離

同塵不染

托法--普
慧菩薩兩
百問



依人證入成
德分

此品強調了求善知識的
重要性，在尋求善知識
的過程中怎樣抉擇善知
識，也就是說善知識應
該具備哪些條件，然而
親近善知識的人又以何
種心態去接受善知識的
訓導？

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清涼大師說這部經是以入法界緣起，
普賢行願為修行宗旨，「法界緣起」
是所入，「普賢行願」是能入。普賢
行願一共十條，這十條是整個《華嚴
經》所講修行方法、理論的總綱領



大方廣佛華嚴經
感應略記

明代四大名僧之一的蓮池大師說：華嚴

見無量門，諸大乘經，猶華嚴無量門中

之一門耳，華嚴、天王也，諸大乘經、

侯封也，諸小乘經，侯封之附庸也。

蓮池大師

發掘自己生命的金礦



• 《華嚴經》自古就被稱為經中之王、經中之海，是釋迦
牟尼佛成道二七日於菩提樹下，為文殊普賢等上位菩薩

所說，乃是諸佛密藏，如來性海，也是佛說的第一部經，

佛陀涅槃後七百年由龍樹菩薩從龍宮取出，歷年來被尊

為至圓至頓之經。

• 釋迦牟尼佛說完了《華嚴經》後，這一部經並沒有留傳
到世上，就是印度也沒有這部經

小乘經典結集 七葉窟,以迦葉尊者為上首,由阿
難誦經,優波離誦戒,富樓那誦論

大乘經典結集 窟外大眾部的結集

秘密經典結集 文殊菩薩和阿難所結集的大乘經
典中就包括《華嚴經》藏在龍宮

上本 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
一四天下微塵數品

中本 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
有一千二百品

下本 十萬偈頌
四十八品

傳到中國的有八十卷，三十九
品，還有九品沒有傳到中國。



盥水濟生
(大方廣佛華嚴
經感應略記)

僧。伽彌多羅。師子國人。證第三果。麟德初來震旦。高
宗甚加敬重。後往清涼敬禮文殊。至西太原寺。時屬諸僧
誦華嚴經。問是何經。答曰華嚴。肅然改容曰。不知此地
亦有是經。合掌贊嘆曰。此大方廣。功德難思。西國相傳。
有讀此經。以水盥掌。水沾蟲蟻。其捨命者。皆得生天

法顯法師中
國第一位接
觸獅子國



• 對於華嚴經的持誦方法，弘一法師曾寫過一文：《華嚴經讀誦研習入門次
第》。他認為，讀誦華嚴經，一般人不能全經讀完，可選讀某一品。他特
別提到讀兩品：1.普賢行願品。 2.淨行品。

• 若好樂簡略者，宜讀唐貞元譯《華嚴經普賢行願品》末卷。唐清涼國
師曰：今此一經，即彼《四十卷》中第四十也。而為《華嚴》關鍵，修行
樞機。文約義豐，功高德廣。能簡能易，唯遠唯深。可贊可傳，可行可
寶。”或兼讀唐譯《華嚴經·淨行品》。清徐文霨居士曰：當以《淨行》一
品為入手，以《行願》末卷為歸宿。又曰：《淨行》一品，念念不捨眾生。
夫至念念不捨眾生，則我執不破而自破。縱未能真實利益眾生，而是人心
量則已超出同類之上。勝異方便，無以逾此。

• 若欲讀他品者，如下所記數品之中，或一或多，隨力讀之：《菩薩問
明品》、《賢首品》、《初發心功德品》、《十行品》、《十回向品·初回
向章》、《十忍品》、《如來出現品》(以上皆唐譯)。

• 若欲讀全經者，宜讀唐譯(八十華嚴)。



菩薩問明品第十 文殊與九首菩薩。問明十種甚深。皆顯性相融通。破一切眾生疑執。
問明品的目的,就是要由信起解,由解起行,由行要發願--十門

淨行品第十一 淨行起無邊大願。文殊令善用其心---141大願(一在家時十一願、二出
家受戒時十五願、三坐禪觀七願、四起坐著衣時六願、五盥水時七願、
六乞食時五十五願)菩薩以大悲為首, 不做罪,不思罪,不怖罪

賢首品第十二 賢首彰德行。顯信有無涯大用。依十信法門，發心進修，所證功德與
佛同等，無作性用，出入自在，心境皆無差别。十信心滿速證初位，
生如来家，住法王法

初發心功德品第
十七

發心現功德無涯。初念便成正覺。天帝釋來問，法慧菩薩向他宣說菩
薩初發菩提心所得的種種無量功德，發心便能和佛平等，也無所得

十行品第二十一 修道人，要能依佛智來修行，這是能依。十行是所依——所依照的十
種行門來修行。十行就是十度。菩薩應該修行十度（波羅蜜法門），
到功德圓滿時，才證入三賢位（十住、十行、十廻向），然後證入十
聖位（十地）。何謂十行？①歡喜行（布施）②饒益行（持戒）③無
違逆行（忍辱）④無屈撓行（精進）⑤離癡亂行（禪定）⑥善現行
（般若）⑦無著行（方便）⑧難得行（願）⑨善法行（力）⑩真實行
（智）。這十行品，是教修道人如何修行，如何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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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回向品
第二十五

十回向之初。顯菩薩悲智無涯。長劫救眾生苦。
堅心不壞等。諸佛之法門。行願彌綸。回善逝於時處。
迴前解行以向真證，廣益自他令行彌綸，無不周故。以少善根引無量果者，
謂迴向心。迴者，轉也，向者，趣也︰轉自萬行，趣向三處，謂眾生、菩提
及以實際。迴向三處就是上求佛道、下化眾生，誓證菩提。

十忍品第
二十九

神通法喻。雙明陳十忍之相。
宣化上人---在前邊講十定和十通，現在要講十忍。有了定力，才有神通。要想
有神通，必須要忍。能忍才有定力。這是連鎖作用，如鼎三足，缺一不立。

如來出現
品第三十
七

如来出現。法喻多門。十身含納而融通。一理濟平而映徹。
宣化上人---如來到娑婆世界來為眾生演說妙法，教化眾生，令其覺悟，出離三
界，直達彼岸。

普賢行願
品

宣化上人---「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意思是到達這種不可思議，沒有法子想像
的解脫境界。本來解脫是沒有境界，有境界就不是解脫。那為什麼又說解脫境
界呢？這個境界是一個譬喻，根本就沒有這種境界，因為到了解脫時，就什麼
都沒有了，這就叫解脫。「普賢行願品」：普賢，所謂「道遍宇宙曰普，德鄰
極聖曰賢」，意思是他的道遍滿宇宙，他的德行和最高尚的聖人是一樣的，和
最高尚的聖人作鄰居了。行願品，「行」是他修行的大行；「願」是他所發的
願。普賢菩薩修行發的行願是最大的，所以叫大行普賢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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