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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宗⼤大曆三年年（768），師三⼗十
⼆二歲時，奉詔幫助不空三藏法師
譯經，擔任潤⽂文⼤大德。在⼤大興善
寺，⾄至⼤大曆六年年。
共譯經七⼗十七部，⼀一百⼆二⼗十卷。



¢唐代宗問師佛法⼤大旨。
師解答詳明，條然有緒，⼜又分析透徹。帝
於⾔言下豁悟。遂事以師禮。尊其為國師，
恩遇隆隆重。
此後，歷德宗、順宗、憲宗、穆宗、
敬宗、⽂文宗，每入宮說法，開悟帝⼼心。

先後賜封為教授和尚、鎮國⼤大師、天下⼤大僧
錄、僧統、清涼國師。
所謂「⾝身歷九朝，為七帝⾨門師」，實在是備
極尊榮。



¢及出譯場。即開闡華嚴。

東北方有處，名清涼山，從昔已來，諸菩薩眾於
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與其眷屬、諸
菩薩眾一萬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法。
-菩薩住處品-
¢⼤大曆⼗十⼀一年年，師發願遊五台，巡禮⽂文
殊菩薩道場。
後往峨嵋，參參訪普賢菩薩道場，登險
峻上⾼高嶺，禮拜聖跡。
最後，返回五台⼭山，居於⼤大華嚴寺，
專⼼心修⽅方等懺法。



舊疏文繁義簡
¢「⽂文殊主智，普賢主理理，⼆二聖合為毗盧遮那
，萬⾏行行兼通，即《華嚴經》的妙義。我已遊
普賢之境，⼜又到⽂文殊的道場，如果不為毗盧
遮那作疏，實在辜負⽂文殊和普賢⼆二聖。」
於是，發願為《華嚴經》作新疏，廣利利眾⽣生
。

¢唐德宗建中四年年（783年年），
師四⼗十五歲，發⼼心著《華嚴經疏鈔》。



吞光
¢清涼國師在沒有寫這部《華嚴經疏鈔》
之前，他就求華嚴海會佛菩薩來加被
他，給他靈瑞的預兆。他在佛前拜佛，
懇切至誠地求；他夢見一尊金色的佛
像，佛像放大光明，普照法界。

¢師兩手捧著光，將其吞了。



¢歷時四年，完成了《華嚴經疏》
的著作。

¢新疏初成，便設齋供養千僧，以
慶賀此書的問世。

¢後代尊稱為華嚴疏主。



趺坐入滅

¢唐⽂文宗開成⼆二年年（839）三⽉月六⽇日，師召集弟⼦子
們，囑付說：「．．．當取信於佛，無取信於⼈人
。真界⽞玄微，非⾔言說所顯，要以深⼼心體解，朗然
現前，對境無⼼心，逢緣不動，則不孤我矣！」

¢說畢，便便趺坐⽽而圓寂，世壽⼀一○⼆二歲，僧臘八⼗十
三年年。



華嚴菩薩
¢圓寂之後，有一位阿羅漢，在中國和印度的交界
處，見到有兩位很青衣童子，在虛空裏走。這個
阿羅漢就用神通止住他們，然後問：你們到中國
幹什麼去啊？
答說：我們是北印度⽂文殊堂神，到中國五臺山去
請華嚴菩薩的牙齒，回到我們的國土裏去供養。

¢這位羅漢以後也到五臺山了，就對人說他見到的
這個境界。有人就把清涼國師的棺打開來，一看
，果然他的兩個牙齒沒有了。這兩個牙齒，就是
被請去供養了。

所以說，澄觀法師是華嚴菩薩的化身。



¢師得法弟⼦子有百餘⼈人，其中宗密、僧睿、法印、寂光，號稱
⾨門下四哲，主要繼承法統的是宗密。
[弟⼦子為⼈人師者，三⼗十有八，海海岸、寂光為⾸首。稟受學徒⼀一千
，唯東京僧睿、宗密獨得其奧。]

¢師⼀一⽣生講述《華嚴經》達五⼗十遍。

¢著作現存的有《⼤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六⼗十卷、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九⼗十卷、
《華嚴經⾏行行願品疏》⼗十卷、
《⼤大華嚴經略略策》⼀一卷、
《新譯華嚴經七處九會頌釋章》⼀一卷、
《華嚴經入法界品⼗十八問答》⼀一卷、
《三聖圓融觀⾨門》⼀一卷、
《華嚴法界⽞玄鏡》⼆二卷、
《五蘊觀》⼀一卷、
《華嚴⼼心要法⾨門》⼀一卷、
《華嚴經綱要》三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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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9i4SxAcWWWE



守護⼼城
法界唯⼼



¢師常思惟《華嚴經疏》的託付與教授之事
，有⼀一天夢見自己變一條龍，頭枕在南臺
，尾巴就纏到北臺上，等一等又變了千百
萬億這麼多條龍，飛到天上去，然後就沒
有了。

¢醒了之後，知道這是《華嚴經》和《華嚴
經疏》，要流通到盡虛空遍法界，廣為流
傳的徵兆。

¢開五眼的人，可以看見盡虛空遍法界都有
《華嚴經》，也都有清涼國師所寫的《華
嚴經疏鈔》。（上人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