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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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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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信心满速證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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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

信

信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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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来出现。法喻多門。十身含纳而融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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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覺

妙
覺



感通玄悟 1

北齊太和中。第三王子。於清涼山求文殊師利

菩薩。焚身供養。隨侍中官劉謙之。覩焚身之

事。奏乞入山修道。遂齎此經。晝夜精勤。禮

懺讀誦。心祈妙悟。絕粒飲水。垂三七日。形

氣雖微。丹懇彌勁。忽感髯髭盡生。復丈夫相。

神彩通悟。洞曉幽旨。造此經論共六百卷

大方廣佛華嚴經感應略記

淨宗第十二祖徹悟大師開示道：行之所以
不猛，由願不切。願之所以不切，由信不
真。總之，生真信難。信果真矣，願自能
切。願果切矣，行自能猛。真切信願，加
以勇猛力行，決定得生凈土，決定得見彌
陀，決定證三不退，決定一生補佛。”

問自己:真信佛嗎? 弘一法師選華
嚴9卷經,十信占三卷.足見真信難啟



唐 法藏法師

玄通感應 2

又後魏靈辨者。宿植勝善。

及見華嚴。偏加鑽仰。乃

頂戴此經。入清涼山。乞

文殊潛護。凡歷一歲。足

破血流。肉盡骨穿。忽聞

空中謂曰。汝止之。但思

惟此經。於是披卷。豁然

大悟。造華嚴演義釋文一

百卷。

大方廣佛華嚴經感應略記



宣化上人 : 什麼叫問？就是問法和問難，也就是問「問題」。菩薩有不明白法的道理，要
請問其他的菩薩，求其解答。或者已經明白這種道理，故意問難；這不是找麻煩，而是研
究或辯論，令不明白的菩薩，也能瞭解真正的道理。好像這一品中文殊師利菩薩，他對一
切法，已經通達無礙，可以說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可是他還要問。為什麼？因為他代表
一切眾生來問。他問覺首菩薩：「心性既然是一個，為什麼有種種分別？」又問財首菩薩：
「既然眾生是空的，為什麼佛現身教化調伏？」又問寶首菩薩：「一切眾生既無我無我所，
為什麼有受苦有受樂？」又問德首菩薩：「佛所悟一種法，為什麼說多種法？」又問目首
菩薩：「佛修福田是平等的，為什麼眾生所得的果報不同？」又問勤首菩薩：「佛說教法
是一個，眾生同時聽法，為什麼有些能出三界，有些不能出三界？」又問法首菩薩：「佛
曾經說過，凡受持正法者，可斷煩惱，可破無明，為什麼還有受持正法而不斷破呢？」又
問智首菩薩：「佛的教法，以智慧為第一，為什麼還讚歎六度和四無量心？」又問賢首菩
薩：「諸佛用一乘法出離三界，為什麼一切佛土，所有一切事，有種種不同？」文殊菩薩
向以上九位大菩薩發問九個問題。

此會針對凡夫位說法，故佛不入定。以文殊菩薩為會主而. 說出六品經文
前三品如來名號品,四聖諦品,光明覺品詮釋信之對象（佛身、語、意三淨業）
後三品菩薩問明品，淨行品,賢首品,則分別從信的解、行、德（證），闡明發起

菩薩問明品--信



第一問(文殊菩薩問覺首菩薩):「佛子！心性是一，云何見有種種差別？
所謂往善趣、惡趣，諸根滿缺，受生同異，端正醜陃，苦樂不同」

譬如流
水



•文殊師利菩薩又問目首菩薩：

「佛修福田是平等的，為什麼眾

生所得的果報不同？」

又如水一味 因器有差別
佛福田亦然 眾生心故異

譬如大地一 隨種各生芽
於彼無怨親 佛福田亦然眾生心念殊異



•文殊師利菩薩又問勤首菩
薩：「佛說教法是一個，
眾生同時聽法，為什麼有
些能出三界，有些不能出
三界？」

如鑽燧求火
未出而數息
火勢隨止滅
懈怠者亦然

譬如赫日照
孩稚閉其目
怪言何不覩

懈怠者
亦然

媽咪,我
為甚麼
看不見
太陽?

若欲求除滅 無量諸過惡
當於佛法中 勇猛常精進



文殊菩薩又問法首菩薩：「佛曾經說過，凡受持正法者，可斷煩
惱，可破無明，為什麼還有受持正法而不斷破呢？」

如人數他寶 自無半錢分
於法不修行 多聞亦如是

如人設美饍 自餓而不食
於法不修行 多聞亦如是

法貴在行 如藥行服



•爾時，諸菩薩謂文殊師利菩薩言。佛子。我等所解，各自說已。唯願仁者，
以妙辯才，演暢如來所有境界。

《華嚴經》著重於如來的果德因行，因為果地純屬是圓證境界，非文字上可
詳說，然而果地覺卻是因地心所成，果位是離不開因位。〈菩薩問明品〉於
華嚴經中隸屬的因分，且是因分中的首品，這是一品以「正解理觀」來引導
海眾的經文，可說是修因之肇基。若以菩薩修行位階來說，信位為初端，所
謂「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若無正信則行不深、行不遠，正
確的信解是一切修學的基本

菩薩問明品

如來深境界 所有勝妙因
億劫常宣說 亦復不能盡

澄觀指出若先明〈菩薩問明品〉的來意主旨是「明解」，明「入
理觀行」 ; 而〈淨行品〉的來意即是「辨行」，明辨「隨事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