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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啟蒙  賢護

        (一)證悟起信    

    華嚴經是佛證悟後所說的經典，是果地境界，非一般凡夫能領解，但能一聞佛的自證，已是

法喜無量，不枉此生。佛證悟後首句感嘆：「奇哉！奇哉！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由於妄

想執著而不能証得。」亦可見眾生本具佛性，決定成佛。因此有「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念

念清淨念念佛，」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佛的感嘆亦是眾生的感嘆，世界本來清淨，眾生本來是佛，何以弄至如斯田地，何以世界如

斯繁雜，障礙重重。如果能夠不愚痴迷惑，當下便可直了成佛，這是佛石破天驚之說，亦是飽經

苦難眾生的曙光。

    佛證悟的是什麼？佛眼中的世界是什麼？佛教導的解脫方法是什麼？皆是我們深切關注的。

華嚴經內俱是聖言量，因此有經中之王稱。既是聖言量，已非我們凡夫的思辨所能測度，進入佛

之境界，非起信不為功。因此有：「信為道元功德母，增長一切諸善法，除滅一切諸疑惑，示現

開發無上道。」淨信成就，即有廣大無邊之功德，「信滿成佛」，信心具足即成佛。

    除了信，更要有善知識開導，才能進入華嚴經教。何謂善知識？智者大師在摩訶止觀指教導

知識的老師是教授善知識；同學同修的法友是同行善知識；護持道塲修行人是外護善知識。瑜伽

師地論說善知識需具有調伏、寂靜、惑除、德增、有勇、經富、覺直、善說、悲深、離退等十種

功德。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俱是一等的大善知識，他們皆能做到無私，無覆藏的相授，更指引往

別處向更高修學。善知識不是應酬，風花雪月之士，甚或親眷，愛樂之人，他是指引向上，向解

脫，且有能力帶引出離煩惱之士。「善知識者，則是趣向一切智門，令我得入真實道故。」「若

能遠離惡知識，則能親近善知識；若得親近善知識，則修無量諸功德。」「佛法無人說，雖慧莫

能了。」

        (二)華嚴世界

    佛陀在菩提樹下証悟，於「成道未久第二七日」宣說華嚴經。因此，華嚴經為佛陀最初說法

，顯示佛陀廣大圓滿，無盡無礙的內證法門，華嚴宗判為本教，即直暢本懷，說佛陀自證境界，

沒有方便施設，對機善巧的機用。亦判為別教，以大機菩薩為對象，闡述圓滿之教，展示法界緣

起的無盡境界，乃「一乘純粹之教」，也是佛陀真正的法身。

    華嚴經亦稱「百千經」、「雜華經」、「不思議解脫經」。

    佛陀証悟後見到的是什麼？証悟的內容是什麼？是每一眾生極關注極想知道的！

    佛陀的証悟，可從事與理兩方面來形容。從事相上，佛陀見到的是無量無數不可思議的世界

海、眾生海、法界業海、眾生根欲海、一切三世海。知一切世界成壞、一切眾生業，一一世界海

有世界海微塵數所依住，或依一切莊嚴住，或依虛空住，或依一切寶光明住，或依一切佛光明住

，或依一切寶色光明住，或依一切佛音聲住，或依如幻業生大力阿修羅形金剛手住，或依一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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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身住，或依一切菩薩身住，或依普賢菩薩願所生一切差別莊嚴海住。世界海有種種差別形相，

或圓或方，或非圓方，無量差別，更有世界海微塵數佛出現差別，所謂或現小身，或現大身，或

現短壽，或現長壽，或唯嚴淨一佛國土，或有嚴淨無量佛土，或唯顯示一乘法輪，或有顯示不可

思議諸乘法輪，或現調伏少分眾生，或示調伏無邊眾生。

    於此，我們可以知道世界的形成可歸納為三1.如來的神力2.眾生行業的因緣3.菩薩修行

塲所。

    而佛的世界即華藏莊嚴世界海，是毗盧遮那如來往昔於世界海微塵數劫修菩薩行時，一一劫

中親近世界海微塵數佛，一一佛所淨修世界海微塵數大願之所嚴淨。此華藏莊嚴世界海有須彌山

、風輪、大輪圍山。大地以金剛所成，平坦無有高下。此世界海大地中，有不可說佛剎微塵數香

水海，一切妙寶莊嚴其底，妙香摩尼莊嚴其岸。一一香水海，各有四天下微塵數香水河，右旋圍

遶，一一河各有世界海微塵數莊嚴。諸佛世尊世界海，莊嚴不可思議。何以故？此華藏莊嚴世界

海一切境界，一一皆以世界海微塵數清淨功德之所莊嚴。

    此不可說佛剎微塵數香水海中，有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種安住。一一世界種。復有不可說

佛剎微塵數世界。彼諸世界種，於世界海中，各各依住，各各形狀，各各體性，各各方所，各各

趣入，各各莊嚴，各各分齊，各各行列，各各無差別，各各力加持、

    此不可說佛剎微塵數香水海，在華藏莊嚴世界海中，如天帝網分布而住，最中央香水海，各

「無邊妙華光」，以現一切菩薩形摩尼王幢為底，出大蓮華，名一切香摩尼王莊嚴，有世界種而

住其上，名普照十方熾然寶光明，以一切莊嚴具為體，有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於中布列。

    佛的世界，即悟的世界，蓮花藏莊嚴世界，出污泥不染，本願為體，蓮華有三義：1.開敷

-遍覆一切。2.出三乘之水-蓮花能出三乘之水，最後歸於一乘。3.不染-花色潔白，不

受污染。世界沒有不與佛心有關之處，故我們到處可見佛，聞佛。

    修行能使世界清淨，修行非僅個人之完成，亦是世界之完成。

    「心如工畫師」，世界是由眾生心之所造。而佛國土，一方面由盧舍那佛之清淨所成，一方

面由眾生心造，如幻之化現。清淨佛國土，為佛所造；污染之國土，為眾生所造。

    猶如工幻師，能現種種業

    如是諸佛剎，一切皆如化。

 (三)華嚴哲理

    華嚴經的世界是無量無數，不可思議的，可是每一尊佛的佛身，都是遍滿一切十方世界，充

滿虛空界。

    由於十方世界重重無盡，因此可以有十方成佛的思想，即大家一時成佛，也可以相容得下，

打破傳統一佛一世界的思想。



 

 

 

 

 
 

 

 

 

 

 

 

  
  

 

 

    諸法互相影現，重重無盡，如大海倒影，這是華嚴所依之定，-海印三眛。海印者，真

如本覺也，妄盡心澄，萬象齊現。猶如大海，由風起浪，若風止息，海水澄清，無象不現。

    不可思議的華嚴境界，從理上來形容：縱橫於三世十方的一切時空，皆事事無礙、相即相

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因中即已有果，果上亦不離因的。這是圓融無礙的最高境界，屬

圓教。

    佛證悟的一真法界，含容重重無礙的四法界觀：即事法界、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

無礙法界。能看到事與理、事與事無礙的華嚴世界，即達圓融之境。1.事法界，即世間森羅萬

象的事物與現象。2.理法界，即真如本體，超越思慮與言詮，不可思議。3.理事無礙法界，即

本體與現象相即相入的法界。理事就如水和波，亦如空與色，空為色的體，色為空的相。現象

實際就是本體，本體實際就是現象。是一物的兩面。4.事事無礙法界，萬象既是同一體性，同

一法性的理體所顯現，大家應該是融通無礙的，水與波無礙，那麼水與水，波與波也該無礙才

對。所以說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相即相入，重重無盡，沒有人我、是非、善惡、好壞、美醜

的分別，一切都是圓滿平等的。

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

      苦工

    這天，年青師父走進書店裏，看到老

頭子店員忙於整理店務，卻不停自言自語

，諸般埋怨，不覺有點厭煩，忍不住道：

「你能參予世間最有意義的工作，該歡喜

受持才對，為何不懂珍惜，埋怨不滿？」

    「這裏落伍殘舊，資源短缺，完全不

像廿一世紀的東西，仿似回到古老世代，

陳舊腐朽。職員不多，卻要面對繁重的工

作，加上兼顧工作範圍外的活動及輔導等

，更要將不夠經營的資金，左調右冚，實

在叫人吃不消。」老頭子遇到傾訴的機會

，停下手中的工作道。

    「你只是受僱工作，盡力而為便可。

公司經營好壞，與你無關，何必掛礙，工

作再多，你仍是準時下班，拿取應得的薪

金，毫無損失。」師父安慰道。

    「唉！同事各顧各，沒有團隊精神，

看到我辛苦也不會來幫忙開解，且不時將

工作推到我身上。上司不但沒有噓寒問暖

，連應有的支援也欠缺，指令朝令夕改，

吩咐混亂不清晰，叫人摸不著頭腦，無所

適從。要命的是孤寒刻薄，沒有好日子過

。」老頭子不需思索，暢所欲言。

    「你生活不會有問題吧？兩餐一宿可

有欠缺？你嗜好的茶樓飲早茶有間斷嗎？

假期可有少於規定？薪金足夠應付生活所

需嗎？同事好與不好管他呢，又不是你的

親友！」師父分析道。

    「這裏的顧客很麻煩，常詢問一些我

不懂的東西，有些甚至說不出他們想要什

麼！更有一些談了老半天，竟沒有一分錢

的光顧；有些叫你找半天的貨，卻諸多挑

剔，不是嫌書本太大，就是嫌字體太小；

或要倉裏另一本，不肯要書架上陳列的，

還諸多打壓價錢，務求叫你沒有好日子過

。最要命的是拿他們一知半解的佛學知識

來高談闊論，叫我不知應付繁忙的工作，

還是忍受他們的謬論好。」老頭子憤慨地

滔滔不絕，手上的工作早已放下。

    「如果能夠忍受，可跟他們週旋，否

則可以敷衍過去。別忘主動權操在你手上

，何必煩惱。」師父耐心安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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