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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祖師



中國佛教各宗派

教 天台宗、三論宗、

法相宗、華嚴宗

五大宗 八大宗

禪、

淨、

律、

密、

禪、

淨、

律、

密、



華嚴宗
華嚴宗，又稱賢首宗（因三祖法藏法師受封「賢
首國師」）、法界宗，以《華嚴經》為所依。

在判教上尊《華嚴經》為最高經典，
並從《華嚴經》的思想，發展出法
界緣起、十玄門、四法界、六相圓
融的學說，發揮事事無礙的理論。

此派從盛唐立宗，
至武宗滅佛後，逐漸衰微。



華嚴五祖
華嚴初祖帝心 杜順和尚（558-642）

華嚴二祖雲華 智儼法師（602-668）

華嚴三祖賢首 法藏法師（644-712）

賢首四祖清涼 澄觀國師（739-839）

賢首五祖圭峰 宗密禪師（780-840）



華嚴七祖

華嚴初祖帝心 杜順和尚

華嚴二祖雲華 智儼法師

華嚴三祖賢首 法藏法師

賢首四祖清涼 澄觀國師

賢首五祖圭峰 宗密禪師

龍樹菩薩

馬鳴菩薩



華嚴初祖 帝心杜順
557年－640年，

俗姓杜，法號法順，
人稱杜順。

唐朝高僧。

唐太宗賜號號帝心，
常被尊稱為帝心尊者。



華嚴初祖 帝心杜順和尚

杜順和尚，本名法順，俗姓杜，故世稱杜順。
雍州萬年縣杜陵人（今陝西長安），一說甘肅
敦煌人，又稱為華嚴和尚、帝心尊者、敦煌菩
薩、華嚴宗初祖，生於陳武帝永定二年（公元
557年－640年）。

說法冢：師幼年時，常到家宅後面的墳塚上為
眾人說法，聽者無不信受領悟，故該地被稱為
「說法塚」。



華嚴初祖 帝心杜順和尚
平定賊寇：十五歲時，代兄長統領兵士，前往
平定賊寇。在軍中，他常挑水搬柴，供給眾人
使用，而綽綽有餘。他甚至悄悄地搜取軍中所
有的骯髒衣物，全部清洗乾淨。當軍隊正準備
討伐賊寇，沒想到一切的賊寇都退散無蹤。

地神托盤：十八歲時，依止因聖寺僧珍禪師出
家。珍禪師為其剃髮時，忽感大地震動，地神
恭奉盤子來承接其髮，眾人都驚奇萬分。



出家後，專修禪觀。

珍禪師興建因聖寺時，珍禪師是一位聖僧，
他的聖德感得狗都來幫他銜土造室。這隻
狗居然跟出家人一樣，過午不食。這件靈
異之事，傳遍千里，竟傳到隋文帝的耳中
，帝非常重視，下旨天天賜米三升。當靈
龕建造完成，狗也無疾而終。這是因聖寺
的建造奇蹟，師親見其事。

秉承其師之行事風格，居無定所，在關中
地區四處遊化。所教化的對象主要是民間
的百姓。行蹤所至，每多靈異，時人號為
敦煌菩薩。



杜順和尚治病
驅邪療疾。

能使聾者聽。啞者言。

凡有病之人

天生聾啞

癲狂之人

惡劣難調的畜生

三日不失
師曾經將道屨一雙放在市門，三日不失，有人問他原因，

師說：「我從無量劫來，未曾盜人一錢，自無盜之緣。」



羅漢騰空而去：

師到慶州（甘肅慶陽縣）弘化，有
一齋主請三百位僧眾受供養，忽然
出現五百位貧人跟隨前往，齋主深
深憂慮供不應求。師謂：「但心平
等，無有不辦。」於是，齋主依教
奉行。當受供完畢，五百位貧人竟
然化為阿羅漢的模樣，騰雲駕霧而
飛去。



德伏龍蟲：

有一僧為毒龍所纏，無人能有救治
之法，杜順法師聞之，乃與之對坐
。毒龍即托此病僧口而說：「禪師
既然，義無久住，極相勞嬈」。於
是一會兒此僧人就告病癒。



耕墾無礙：

又法師帶領眾人前往驪山栖靜，將
要種菜的時候，發現地方有許多蟲
蟻，於是法師就劃定了地域，由此
蟲蟻全部遷移，在耕種時一點也沒
有傷害到蟲蟻。



水為斷流

嘗度黃渠，其水汎溢，
師率眾同涉，而水為斷流，
及登岸，水復流如故。



化解前仇

某日，有齋主請齋，和尚應供。齋主乞和尚加持其
子，消災延壽、如意吉祥。和尚令抱子至河畔，投
於河中，夫婦情不自禁，放聲大哭。
和尚曰：「我為爾等解冤仇。」於是手指嬰兒，忽
變大漢，怒目切齒曰：「汝以前奪我金，害我命，
拋於河中，今來討債，遇和尚慈悲，化解前仇。否
則，絕不善罷甘休，放過汝輩。」齋主明瞭真相，
夫婦終身茹素，拜佛誦經，虔誠懺悔，感應道交，
四十得子，眉清目秀，唇紅齒白，一表人才，後中
進士，光宗耀祖。
（出自《水鏡回天錄》）



帝皇供養
師禀性柔和，操行高潔，為世人所景仰，
無論是平民百姓，亦或是百官宰相，
均對之尊祟有加。
隋文帝甚加敬信，月給薪俸，以為供養。

唐太宗詔請入宮，問以癒疾之法。
師曰：「聖德御宇，微恙何憂？」
太宗從之，旬日果癒。
此後，宮廷内外，禮遇如佛，
帝賜號為“帝心”。



文殊菩薩的化身
杜順和尚偈云：
游子漫波波，巡山禮土坡。
文殊祇這是，何處覓彌陀。
（《宗鏡錄》）

有弟子謁五台，抵山麓見老人。
忽遇一老人云：汝從何處來？
弟子答言：從終南山来。
汝有何意來？
故來禮拜文殊菩薩。
老人云：文殊菩薩不在此間。
弟子問老人曰：在何處？
老人報云：在終南山，杜順禪師
是。
其弟子驚怪報老人曰：是弟子和
尚奉事經三十年。
老人曰：汝雖奉事，由來不識。
汝火急即回夜頭到即見，若隔宿
即不見也。
（《終南山杜順法師緣起》）



著作
華嚴法界觀門

師操行高潔，學無常師。以華嚴為業，住靜終南山；
遂準華嚴經義，作法界觀文。集成已，投烈火之中而
祝曰：「若契合聖心，則一字不燬。」既而果然。
（《華嚴初祖杜順和尚傳》）

在《華嚴法界觀門》中首次出現了法界三觀的思想，
成為華嚴義學以後發展的重要依據。

 真空觀，即是觀理法界無礙。簡情妄以顯理。

 理事無礙觀，即理事無礙法界觀。融理事以顯用。

 周遍含容觀，即事事無礙法界觀。攝事事以顯玄。
使其融萬象之色相，全一真之明性，
然後可以入華嚴之法界矣！



華嚴五教止觀

 法有我無門，為小乘教之止觀。

 生即無生門，乃大乘始教之止觀。

 事理圓融門，即大乘終教之止觀。

 語觀雙絕門，乃大乘頓教之止觀。

 華嚴三昧門，係一乘圓教之止觀。



圓寂

貞觀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於雍州
南郊義善寺，普會善男信女，聲言告
別，復入宮辭謝太宗。陞太階殿，坐
於御座，奄然而化。時年八十四。圓
寂後肉身不壞，肉身塔建在長安的華
嚴寺。

貞觀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坐化於南
郊義善寺。雙烏入房異香留室，塔肉
身於樊川北原。



偈讚
 讚曰：

華嚴大海 汪洋莫擬 若非大智 孰窺其底

開法界門 示還源軌 是知吾師 必曼殊氏

或說偈曰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九日．宣公上人作

文殊化現法順尊 洪水住流鬼神欽

摘星換月平常事 動地翻天談笑間

龍虎皈依德光感 疾病消除道力堅

可憐愚徒竟不識 五台山畔禮土巅

出自《再增訂佛祖道影》



偈讚 讚曰

來去自由 不貪不求 教化眾生 及早回頭

至誠念佛 七寶池遊 上品上生 有樂無憂

又說偈曰

華嚴初祖法和尚 重重無盡化十方

投寄佳音豬老母 再傳信息子青娘

愚徒枉費跋涉苦 智師端坐不動堂

追悔已遲馬後課 仰天長嘆只徜徉

出自《水鏡回天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