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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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忍品者表普賢菩薩告諸菩薩摩訶薩。十種忍者。若得此忍。則得到
於一切菩薩無礙忍地。一切佛法無礙無盡。

• 宣化上人---忍也不能忍，讓也不能讓，就向無明路上跑，越跑離真理
越遠，因此智慧就不會現前。

• 等覺位之經文有六品為：〈十定品〉、〈十通品〉、〈十忍品〉、
〈阿僧祇品〉、〈壽量品〉、〈菩薩住處品〉，而〈十忍品〉與前二
品的關係為何？澄觀《華嚴經疏》中說：「前二品明業用廣大，後一
品明智慧深玄」，〈十定品〉、〈十通品〉明深定妙用神通廣大，而
〈十忍品〉主要顯示智慧深奧，如澄觀以：「智行深奧為宗，為得佛
果無礙無盡為趣

十忍品—等覺 三祖法藏法師—忍者，智照觀
達..忍受真理情安不動故名也



十忍品—等覺 澄觀的《華嚴經疏鈔》說十忍：「約位即等覺後心，為斷
微細無明。若約圓融，實通五位。」又說：「寄終極說，

體即是智。不同餘宗，忍因智果。」忍=智 …….

安忍—畢竟忍

韓信胯下之辱(對治忍)

情意上的忍耐



1.音聲忍--凡是屬於一切音聲，都要忍受，甚至令你
受不了，也要忍。忍不了才要忍
聞諸佛所說之法，不驚不怖不畏，深信悟解，愛樂趣
向，專心憶念，修習安住

2.順忍--也就是逆忍。無論是順或是逆？都要忍受。
於諸法思惟觀察，平等無違，隨順了知，
令心清淨，正住修習，趣入成就

3.無生法忍--不見有少法生，也不見有少法
滅，忍可於心。也就是斷常二見雙遣，我法
二執不生的境界。

4.如幻忍--知境界是虛幻不實，所以不要執
著。如不執著，一切放下，便得解脫。
知一切法皆悉如幻，從因緣起

5.如焰忍--世間一切的事物，好像陽燄一樣，
雖有形但無實體，不要把它認真，否則，自
求苦惱。

6.如夢忍---知道人生如夢，若能忍受，則無
煩惱。

7.如響忍---因為響是沒有實體。我們把世間
一切事，如響之理而忍受，自然便得到自在。

8.如電忍，又作如影忍。菩薩照見一切法，
如電光照諸色像，無有分別

9.如化忍---世間的一切，皆是變化而有，本
來沒有，忽然而有，這是變化的現象。好像
幻術師一樣，無中變有，有中化無。皆如是
觀，則無煩惱。

10.如虛空忍---一切皆空，無有實體。在金
剛經上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
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這樣來觀察，便
能空忍。

事理圓融

前三忍=三法忍



• 此品經所說的「如來出現」旨在闡揚「成等正覺」的意義，由毗盧遮那如來展現成佛
的果德，示諸菩薩大眾。「毗盧遮那」梵文vairocana，意為「光明遍照」，引申當證
得真理、成就佛果時，所具足的智慧功德，就如同太陽的光明一樣，遍一切處、普照
十方無邊世界，以此比喻如來的廣大德用。

如來出現品—妙覺

普賢行
品

因
如來出現
品

“修因契果
生解分”的
最終成就

果

甚麼是如來???
宣化上人--「如」如無方所，没有一個特定的
地方。「來」來感而現，等「來」感應道交了，
而現出來，這叫“如來”。宣化上人---何謂如
來？就是乘如實道，來成正覺。在金剛經上說：
「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無所從來，就是不生，無所從來，就是不滅。
也可以說煩惱不生，覺悟不滅。
出現就是如來出興於世的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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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來出現品—妙覺

如來出現因緣---度化眾生
(用118個譬喻說明發菩提心所生的
功德)

如來出現目的—初會如來出現乃毗盧
遮那佛始成正覺,此品菩薩圓滿行解
功德而出現

大雨難知喻—沒人知雨滴之數,唯世界主
「摩醯首羅」以善根力得知,意指佛果難思

勝處先成喻---如來心平等普化一切眾生,最
先得到聞法利益因緣的是大根機的菩薩

一雨隨別喻--如來所說的教法是只有一法，
以平等無我，故說一味。法如水，平等無
我，但隨器方圓而已。

虛空喻 --虛空界無邊際故，如來行亦如是.
譬如虛空為一切物所依，而虛空無所依。
如來智慧亦復如是

雲雨喻--以雲比喻如來現相，說法則以雨
合之，兩者正有因果相續的連結。如來說
法令眾生得解脫，猶如雨水普遍而降，滋
養草木令得生長一般

大藥王樹喻--眾生由病故輪迴顛倒，如來
知見如良藥能除眾病

耆婆的藥王樹



•善財從文殊菩
薩初發菩提心

•菩薩教令參訪
善知識

文殊菩薩

• 行願品當機
眾

• 第五十三參

善財童子 • 一真法界
諸法實相

• 菩薩修十大
願契入法界

普賢菩薩

菩賢身表佛境界，含融一真法界的十玄門。
即清涼國師所說，「一即一切曰普，一切
即一曰賢」，謂任何一法，融攝一切法。
一切法必定也融一法，一法也融一切法，
這是《華嚴經》上所講事事無礙的法界。
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成佛都要修普賢行。同
時他也是法界本體，體含眾相，重重無盡。

《華嚴經》有經中之王的美譽。其中的
《普賢行願品》是《華嚴經》的精華，它
義理深廣，境界微妙，是整部華嚴導歸極
樂最終的歸宿。而《普賢行願品》的綱要，
正是這十大願。也就是説，我們了解了十
大願，就了解了整部《華嚴經》。因此，
這十大願又被稱為願中之王。

普賢行願品



一者：禮敬諸佛 二者：稱讚如來

三者：廣修供養 四者：懺悔業障

五者：隨喜功德 六者：請轉法輪

七者：請佛住世 八者：常隨佛學

九者：恆順眾生 十者：普皆迴向

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而十大願王，無有窮盡。
延命普賢菩薩像，

現藏於巴黎吉美博物館

普賢菩薩告諸菩薩及善財言：
「若欲成就，如來無量，殊勝功德，
應修十種，廣大行願」。

拾得



• 導歸極樂—雪廬老人「《華嚴》是大本《彌陀經》，《彌陀》是小本《華嚴經》」

• 又復是人臨命終時，最後剎那，一切諸根悉皆散壞，一切親屬悉皆捨離，一切威勢
悉皆退失。輔相大臣，宮城內外，象馬車乘，珍寶伏藏，如是一切無復相隨。唯此
願王，不相捨離，於一切時，引導其前。一剎那中，即得往生極樂世界。

峨眉山金顶十方普賢像

1.增上果

2.等流果

3.異熟果4.士用果

5.離繫果

1. 是故若人誦此願者，行於
世間，無有障礙。如空中
月，出于雲翳。諸佛菩薩
之所稱讚，一切人天皆應
禮敬，一切眾生悉應供養。

2. 此善男子善得人身，圓滿
普賢所有功德，不久當如
普賢菩薩，速得成就微妙
色身，具三十二大丈夫相。

3. 若生人天，所在之處常居
勝族。

4. 悉能破壞一切惡趣，悉能
遠離一切惡友，悉能制伏
一切外道。

5. 悉能解脱一切煩惱。如師
子王，摧伏群獸。堪受一
切眾生供養。



《大方廣佛華嚴經感應傳》

•永徽年中。禪定寺有兩僧。名道祥惠悟。咸隱太白山中。祥即持
誦涅槃。悟即持誦華嚴。服餌松禾。六時禮懺。晝夜誦持。積有
年歲。

涅槃經

兩人隱居
太白山

道祥
華嚴經

今日良時得好報。
財利樂事一切集。
踴躍歡喜心悅樂。
信心踴發念十力。
如似今日後常然

惠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