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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總要 
 宏智居士 口述 

弟子妙音抄撰 

    華嚴經，講諸佛的神通妙用。諸佛

並不離眾生，諸佛的妙用原本亦是眾生的

妙用；只是在眾生還不能自知的時候，因

有許多障礙，所以無法神通妙用。華嚴經

講的雖是諸佛神通妙用，卻也是比喻眾生

世界裡的所有眾生。但是，佛的世界怎能

比喻成眾生的世界呢？眾生有無邊的罪

業，有的兇惡、有的殘缺不全、非男非女

的，怎能與佛相比？ 

 

    事實上，佛與眾生無二無別。華嚴

經中的佛與眾生，就如天對地一樣，天上

的星星有多少，地上的人就有多少。我們

常說天上的大星殞落，地上便有某個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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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天地本和合，如此，人才能知天地。

佛與眾生本無別，但因有法，而有差別；

一個勝義法（如在天）、一個世俗法（如

在地）。 

 

    世俗之人只執在我、人、我法上，

在我的存在的觀念裡打轉。其實這種存在

只是非常狹隘的存在，並未大方廣用。因

為只執在六根上面，因此私性較重，無法

證得勝義諦。這些人不曉得「我的存在」

也可以通達所有的眾生。所有眾生與自己

相同，當自己有所妙用時，我們還以為只

有自己能起妙用，他人不行；自己聰明，

他人愚蠢。人有執性才會這樣。凡夫的一

切，皆以自我為中心，此為眾生與佛最大

的差別。 

   

一、此經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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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佛悟睹明星，見性成佛後首講華嚴

經，共七處九會；除了第一會、第九會外，

其餘皆在天上所講。 

  

第一會，於菩提道場說「世主妙莊嚴品」

等。第二會，於色界天普光明殿中講「十

信品」等。第三會在忉利天宮講「十住品」

等。第四會在夜摩天宮講「十行品」等。

第五會在兜率天宮講「十迴向品」等。第

六會在他化天宮講「十地品」等。第七會

在普光明殿講「十定品」等。第八會在普

光明殿講「離世間品」。第九會在逝多林

的給孤獨園講「入法界品」。 

 

為何在天上講呢？因為當時的人們是無

法信受的。經過七百年後，龍樹菩薩才入

龍宮，閱覽諸大乘經，傳出了大不思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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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經，而他自己也造大不思議論頌。傳說

這是華嚴經出現之始，也是註釋華嚴經的

開始，後來鳩摩羅什傳來中國的十住毘婆

娑論就是此論的一部分。 

 

過去，菩薩常將佛在天上講的經典，轉

譯為論說，將其轉為人類所能了解的型

式。有些經典也是由華嚴經再轉譯一次出

來的。如思益大梵天王問法決疑經（禪宗

「拈花微笑」的道理即在此經中，華嚴經

的一小部分亦有提到。有些學者因為在佛

經中找不到禪宗的紀錄，因此認為禪宗不

是佛說的，以為是中國人自創的，甚至視

禪宗為不可信。）。 

 

二、釋經題 

 

華嚴經全名為「大方廣佛華嚴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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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大」？所有的東西，看不盡，

用眼耳鼻舌身無法測量，無方所、無盡界

者為大。 

˙何謂「方」？是種方法、法則、規矩。 

˙何謂「廣」？代表視野大、遍十方、

無邊無際。也表示佛的智慧功德無邊際。

對眾生而言，只有具慈悲心、無量心，其

心量才能廣大。 

˙何謂「佛」？心量無量無邊，智慧廣

大。 

˙何謂「華」？嚴飾、裝飾。透過佛的

教化，人也會是個莊嚴道場，否則只是浮

華、華麗而已。那以何裝飾呢？以佛性、

法性、以三十二相、莊嚴柔和相來裝飾。

但因五濁惡世之人常起分別，如果沒有透

過清淨戒律及法性，難有莊嚴相。有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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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並不難，難在自己無法進入那又大又方

又廣的境界。 

 

    如民初的慧明法師，到外參學三年

回來後，大家看他外相和從前似乎有些不

同（已有莊嚴相），便請方丈出來。方丈

試探地問他，如何是大方廣？慧明言，若

講廣中廣，那要一輩子；廣中量、量中廣

也要一年半載⋯⋯最後，講量中量，足足

講了三個多鐘頭。為何講華嚴經可以講那

麼久？因為華嚴經講諸佛世界與眾生的

妙莊嚴，講二者智慧的差異；因為諸佛世

界無量無邊，因為佛的智慧無量無邊，眾

生也無量無邊，所以可以講那麼久。 

 

˙何謂「嚴」？是律儀、規矩、行持法

則、非動盪不安的。代表著一種不動性。

如佛的相貌莊嚴、舉止威儀，行住坐臥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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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他嚴謹的地方，不會像一般人動盪不

安。辟支佛也能化成佛的相，也可以變化

成三十二相，但是就是沒有佛的穩定莊

嚴，眼睛仍會動來動去，因為心識還沒有

完全正的緣故。 

 

˙何謂「經」？凡是經藏，皆名經故。 

 

    有人說華嚴經是經王，也有人說法

華經（妙法蓮華經）是經王，究竟何者為

是？其實各有不同。華嚴經好比人的頭，

而法華經則是人的全身上下。全身重要還

是頭重要？二者都很重要。華嚴經比喻成

頭，代表具莊嚴相；人與人的第一印象，

第一眼都是看頭，然後才往下看。在佛經

中也是，經王代表頭，而其他般若部如金

剛經、心經也算是，因為在華嚴經中，都

可找到與其相通的經句。法華經是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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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當然也包含頭，因此也算經王，但四

十二章經，佛遺教經則不能算是經王。 

 

三、判五教 

 

隋朝的杜順初祖和天台智者大師一樣，

智慧很高。當他接觸華嚴經時，將佛說的

經典一一分類科判，經智儼、到賢首大師

時，確立五教為：小乘教、大乘始教、大

乘終教、大乘頓教、一乘圓教。 

 

1. 小乘教：指阿含經、佛說頻婆娑

羅王經、俱舍論等。唯知「人空」之理，

尚不知「法空」之義，是二乘人所受之法。 

 

2. 大乘始教：大乘開始的時候，屬

漸教。其中尚分為「空始教」和「相始教」。

「空始教」：指般若部的一部份及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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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言緣生之法，各自無性，徹底唯空，執

空的一面。「相始教」：指解深密經、瑜伽

部、唯識等。分析宇宙萬有皆為識變。執

識有，但其性相隔閡，不知真如隨緣。又

主張五性各別，不許一切眾生皆可成佛，

因此還不究竟。 

 

 

3. 大乘終教：是大乘漸教中的終

極，是對根機成熟者所施之教法，教導大

乘菩薩如何六度萬行而不入涅槃性。如大

佛頂首楞嚴經、大乘起信論。 

 

4. 大乘頓教：把佛與眾生拉近，讓

眾生很快便可悟入佛之知見。針對根性猛

利，可超脫名相、離言求證之大根器者。

直指當人現前一念，妄念不生，直下承擔

此心是佛，不經次第位階。如維摩詰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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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即是。 

5. 一乘圓教：如華嚴經、法華經、

涅槃經等。教理行果，圓滿周備，事事無

礙，重重無盡，主伴圓明具足，為究竟成

佛、最高圓滿之門。 

 

    華嚴宗祖師為何判教？為的是讓眾

生較易了解佛之知見、較易了解華嚴體

性，否則不容易了解。這五教的發展過程

也類似於修行人的經過。例如：修行人要

悟入佛的體性，其實都是由小乘教、清淨

道進入的。因為修行人很難在一接觸佛法

時就完全清淨，一開始都是想斷煩惱、求

解脫、才開始數呼吸、念佛號。這些現象，

都屬小教階段。 

    大乘始教階段，當一個人慢慢具足

法性，也具足無明性時，當無明一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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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法的關係，開始更強烈地感覺到自我的

存在、並開始起分別。進入法性無明，也

會有類似「我執」、「人我相」出來。 

 

    大乘終教階段，知道煩惱是由自己

不自知地製造出來的。無明由此出，智慧

亦是從此流出。知道眾生因起了分別，造

成只知名相而不知妙用；因此不起分別，

不將自己的缺陷不足看那麼重，才不會只

看到缺陷，而沒有看到那些沒有缺陷的地

方，如此才能妙用。 

 

    大乘頓教階段，當剎那間確實知曉

這一切的事物法則時，即為頓教階段。 

 

    一乘圓教階段，知曉正確的道理法

則後，能確實地去行、去作用，到圓滿，

即是「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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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相」圓融 

 

    為講法界緣起圓融無礙，一即一

切，一切即一，事無礙、理無礙、理事無

礙、事事無礙；為講法界一大緣起之全體

性，而談六相（總、別、同、異、成、壞）。

此即華嚴經「十地品」中的「六相說」。 

   

1. 總相：人、事、物的全體是總相。

如佛與眾生總相是同，都具足人身，只是

佛相貌莊嚴、三十二相、八十形隨好，與

眾生不同。 

2. 別相：全體中的個別部分是別相。

因業識、緣起條件不同，因此個別的業也

不同。如人的形體總相雖同，可是因業識

不同，所以每一個人個別的五官都長的不

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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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相：人、事、物「整體之個別部

分」皆由緣起，相同的緣起為同相。例如：

諸佛的「海印三昧」與「地上菩薩」的普

賢行願是相同的，其慈悲行願是相同的。 

4. 異相：因時間空間的不同而產生的

變異性。例如：在同一個空間中，人、事、

物可能只因其置放的位置不同，其依報環

境便不同，其意識也會不同。 

5. 成相：各部分匯合而成此事物，則

此事物成。 

6. 壞相：各部分若不匯合，而只是各

部分，則此事物便壞。 

 

    從華嚴經中，我們可知華嚴甚深如

來種，即阿賴耶識的種性，放諸山河大

地，放諸人、事、物，皆是同的。例如：

在華嚴經「成就品」中提及華藏世界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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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須彌山，旁邊四大部洲。中間周圍是一

個海，海下面有一朵蓮花，因此，整個世

界是由一朵很大的蓮花托著。而我們說人

體世界中，也可找到人的須彌山、海、洲

及蓮花；因為人身與三千大千世界是同

的。為何能同？同在哪裡？能同是因為諸

佛世界的成立，已包含有這三千大千世界

種種成立的因。諸佛世界、三千大千世

界、人體世界都有著相同的緣起。因此，

佛與眾生同在「總相」，同在「緣起皆是

性空」的同相。 

 

    因此，華嚴世界有這六相圓融，人

亦有這六相圓融，而且兩個體系相通相

連。例如人的生滅短短五十年，人的物體

壞了，真壞了嗎？沒有！你轉而進入了華

嚴世界的總、別、同裡，如果沒有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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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甚深法要，則是轉入華嚴的成、壞

中，那也沒有消失、消滅掉啊！只是不在

總、別、同裡，諸佛智慧就無法升起，無

成就力，在世俗上還是浮浮沈沈。 

 

    人的生滅看來好像可憐，看見親人

生老病死，好似世上少了一個人似的。其

實這是不可能的。我們這個人身並不只是

物質的組合，而是我們的意識，進入了

「人」這個法則，因此長成人身。例如釋

迦牟尼佛進入悉達多太子這個法則，而後

成就。悉達多太子只是一個過境、導體而

已，過後就不存在了。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人身，也不是

真的。「真的」是存在於法性裡面，沒有

失去。物性材料會壞會死，但你不會就此

滅掉，沒有滅當然就沒有生了。諸佛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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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用是在「不生滅中的生滅」，而凡夫卻

在生滅中又執生滅，因此落在十二因緣中

取捨，怨憎會、愛別離⋯⋯這些業識又將

成為構成凡夫的材料。 

 

    前面既說不生不滅，那有什麼好修

的？原來就清淨呀﹗但是你現在阿賴耶

識的法性上有染垢、有雜質，所以你還在

迷失的狀態中。聞法後才了解到這種凡夫

的生滅過程，只是一種物性作用罷了，這

種物性作用是不究竟的。就如身上的繭、

死皮，掉了就掉了，你不會去追查這些細

胞的來龍去脈。其實他們也沒有憑空消

失，而是轉變為地上的養分養料，又被其

他的世界所吸收。 

 

五、華嚴在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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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其實強調的是人的華嚴性，而不

只是佛的華嚴。前面說華嚴如人的頭，人

最重要的即腦意識，是人的王，能淨則是

王；不淨，則是賊。所謂賊，是會到處流

竄不定，不斷吸取外在人、事、物，並滅

了自己的自性者為賊。意是最難控制的，

但意也是最直接、最能接收所有外塵、外

相，包括出世、入世，包括接收華嚴體性

者。例如：如果心識穩定時，即使眼睛閉

起來，還是可以感覺到他人的體型、相

貌，甚至心事。 

  

所以，修行後發六種神通，其實這都是

在意上引發出的。當意專注達到忘我的境

界時，這些意便開始啟發，能知外在事物

的聲音、色法。因此，常有特異功能者以

舌辨字、以耳辨字，其實不是舌頭耳朵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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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而是意知道，只是他經由舌頭、耳朵

起作用罷了。如果我們能入甚深禪定，我

們便能感知所有眾生的無明念頭。能知所

有眾生的無明，也就能了解自己的無明以

及事物的緣起。如此，在自己的法界性

上，就不會有太多的煩惱性。意專一，直

心能通法界。一時，便能讓諸毛孔所有的

細胞，將諸佛的體性完全顯現。 

 

我們一再強調，華嚴經雖講諸佛神通妙

用，其實這些神通妙用在人的身上是相同

的。因此，每個修行人都「應該」能有像

華嚴世界的諸佛神通妙用一樣。所以，修

行人應清楚地知道這一時，自己的五臟六

腑、自己的意念正開始發生什麼樣的妙

用？人身中，哪裡是所謂的華嚴海？華嚴

經中蓮花托著華藏世界，你的蓮花是在哪



19 

裡？這裡不知道的話，便很難通達諸佛的

神通妙用了。 

 

六、人的輪迴 

 

輪迴與否在於知與不知，不知法必定是

輪迴的。如果連輪迴的因果都能清楚地知

道，怎會走輪迴路呢？輪迴並非是宿命，

只是沒有大智慧的話，一定會輪迴。 

 

人在此世間短短幾十年，生滅之後，並

不是就不存在了。只是，在華嚴世界中你

個人的變異，實在是太渺小、太渺小的一

個因了。如果不能按照智慧以一乘法悟

入，如果不能承擔自己就是佛的話，那生

滅之後，只會變成華嚴世界中的一個細

胞，而且有可能還是別人的細胞。人在無

明當中，根本無法有什麼智慧；人沒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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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沒有特別的價值，只是大體系中的一個

小細胞而已，影響力很小。無明、有障礙

的細胞恰似手足上的繭、死皮罷了，你不

會憐惜它。如果是手指、手足能發揮整個

體系功用的，那你就會很珍惜了。 

 

當你修行開始有法性時，雖未證悟，卻

已和佛脫離不了關係了。佛已把你視為他

的一部份。例如羅漢，佛雖斥其為焦芽敗

種，卻也一直對他說法，講阿含、方

廣⋯⋯，一直不斷地想提升他，讓其證得

無生法忍。 

 

華嚴世界裡，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人

體亦同。你的一個細胞也等於你的一個全

體；你全體的煩惱性，也等於你眾生（細

胞）的一個體性。如果你已了解諸佛智慧

法性、體性智時，你所有的細胞才可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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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任何經王，都會談即此，到最

後都是圓教，都是一，都和佛等同。 

 

一個修行人，修行到智慧具足的程度

時，此時，你這個單體細胞一發揮功能，

一延伸出來時，就能有佛的智慧。華嚴經

中有所謂十種佛：正覺佛（無住見）、願

佛（出身見）、業報佛（深信見）、住持佛

（隨順見）、涅槃佛（深入見）、法界佛（普

至見）、心佛（安住見）、三昧佛（無量無

依見）、本性佛（明瞭見）、隨樂佛（普受

見）。這些不是個別的名號，而是指心性

體，當智慧轉變之後，這十佛即成。也就

是說，當你成就之後（所有細胞全都具佛

的智慧時），你的這些細胞，才不會落入

輪迴裡面。要不輪迴，必須你所有細胞體

系的阿賴耶識全部聚合為一，否則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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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輪迴。 

 

羅漢把自己所有的細胞固定不動，暫時

不受後有，卻非永不輪迴。他只是如一粒

冰凍起來的種子，所以說他焦芽敗種。他

若要得無生法忍，還需要佛的智慧才能開

發，變成大的種子—菩薩種。 

 

我們的細胞亦如一個種子，當我們固執

己見時，什麼也聽不進去了。分別念重便

會一意孤行，無法圓融，正如羅漢般固

執。你若說他固執，他也不承認，因為他

不知道自己固執在自己的一個觀念上。當

你固執時，雖然是腦意識在固執，你的細

胞卻也會跟著固執起來。即便你在睡覺，

你腦意識所排斥的人如果來拍你，或光只

是走過來，你全身的細胞還是會不自覺地

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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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醒時，很多事情自以為並不在意，

自以為沒有關係；但在忘我或睡眠時，境

卻不斷地出現。現什麼樣的境，就表示你

有什麼樣的執著。就像黃梁一夢般，你的

夢境就是你身上所有細胞的物性反應。如

果一個人的業識為你所欣賞的話，閉上眼

睛，你的身也可以感覺這是好的。另一個

人的業力與你不合，你的身體也會自動地

排斥，此所謂「感應道交」。 

 

華嚴經中有所謂「重重帝網」，所有諸佛

就如透明珠珠般串連，牽一髮動全身，所

有的珠珠都會顫動、都亮起來。若是人的

業識，則是一動念，意識立即反射到某一

個不好的珠，並產生質波，整個帝網動了

起來。雖然只是意念動，卻造成每個可以

接受此質波的人、事、物將此質波接收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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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出去，造成波動不已。重重帝網正如

人的心識現象般，此帝網也就是人身上的

細胞。 

 

過去法師在講華嚴經時，忽有穿青衣的

童子獻上蓮花，隨即消失。此即說法震動

到了天宮。因華嚴經已談及三千大千世

界，當眾生能共同信受時，會產生六種震

動。震動也表示原本無明的人，已接收、

了解這個訊息了。講華嚴經，將此種好的

妙音傳送出去，會產生好的質波出去，也

會有好的質波回來。因此這些看似神通靈

異的現象，其實是很自然的法則。其他如

菩薩應化度眾、天龍八部、人非人等變現

也是一樣，沒有什麼不可思議的地方。 

 

如果你自己也能有這種法性的話，那福

德因緣必然也具足。因為你的心識是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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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受、且具足平穩，那福德是必然產生

的。如果你具備的不是慈悲喜捨，而是意

念分別，那就無法具足福德，只會慢慢破

壞自己福報，減損自己的慧命。因此佛與

眾生就差在眾生會在這一念上分別。 

 

前面提到修行人開始有法性時，雖未成

就卻已在成就裡面。可是你卻會被自己所

障礙住。例如浪花將塵沙堆積在海岸邊，

而深海中的水卻是乾淨不混濁的。人的六

根就如岸邊，被不好的浮塵識所堆積。識

本是智慧本，它永不生滅，但若太執著於

六根上，識則會與六根配合，六識會納六

塵進來，那就不具足清淨法則了，因此說

它是扶塵。識不明、遇境時惑便生；識不

清明、混濁，智慧當然也就無從顯現，無

法神通妙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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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修行便是要讓物我合一，「色法」、

「心法」合一。如此便能了解「法性」與

「人輪迴的物性」是和合的，同時一起發

生的。這樣你才不會一直執在六根及這個

小我上面，如此便不會覺得有所缺失，你

的「利他」也才能通達無礙，如菩薩般逐

「地」上升。華嚴經中的「十地」，講的

是菩薩的法位因，讓心安住在這十種次第

地上，才能智慧無邊，將行願持續下去。

「住」是依法性而住，這些住是種子、是

將來成佛的因。眾生有阿賴耶識的緣起，

有了這些因，才能與諸佛智慧連在一起，

與華嚴世界共相和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