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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掀开经本第二十页，从第四行看起。这下面有一段很长的经
文，总共说了二十一门，都是念佛法门。这些名称都是从作用上立
的名号，我们先将经文念一遍。清凉大师有很详细的注解，我想这
一段经文，我们讲注解就好了，经要念一遍。请看经文：
　　【所谓智光普照差别境界念佛门】
　　这一句是法门的名称，下一句是讲这个法门的作用：
　　【常见诸佛种种国土宫殿庄严悉现前故。】
　　这是第一。第二：
　　【令安住种种增上意乐念佛门】
　　这是法门名称，它的作用：
　　【随诸众生心之所乐皆令见佛得清净故。】
　　第三：
　　【令安住究竟佛力念佛门，令入如来十种力中随顺行故。】
　　第四：
　　【令安住种种如来究竟正法念佛门】
　　它的业用是：
　　【见一切佛演说正法咸听闻故。】
　　第五：
　　【遍照十方无差别藏念佛门】
　　作用是：
　　【普见一切诸世界中等无差别诸佛海故。】
　　第六：
　　【入不可见极微细处念佛门】



　　业用是：
　　『彻见一切微细境中如来神变自在事故。』
　　第七：
　　【住种种劫念佛门，於一切劫常见诸佛施作佛事，咸亲近故。
】
　　第八：
　　【住一切时念佛门，於一切时常得见佛，与佛同住不相离故。
】
　　第九：
　　【住一切刹念佛门，一切刹土咸见佛身超过世间无等比故。】
　　第十：
　　【住一切世念佛门，随於自心所有乐欲，普见三世诸如来故。
】
　　第十一：
　　【住一切境念佛门，普见一切诸境界中诸佛相续咸出兴故。】
　　第十二：
　　【住一切性寂灭念佛门，於念念中见一切刹一切诸佛示涅盘故
。】
　　第十三：
　　【住一切时处念佛门，於一日中见一切佛从其住处而往化故。
】
　　第十四：
　　【住一切境广大念佛门，见一切佛皆结跏趺坐一一佛身满法界
故。】
　　第十五：
　　【住一切法微细念佛门，於一毛孔见不可说诸佛出兴，咸至其



所而承事故。】
　　第十六：
　　【住刹那际庄严念佛门，於一念中见一切刹皆有诸佛成等正觉
现神变故。】
　　第十七：
　　【住一切法念佛门，见一切佛出兴於世以智慧光转法轮故。】
　　第十八：
　　【住自在心念佛门，随其自心所有欲乐，一切如来现其影像咸
得见故。】
　　第十九：
　　【住一切业念佛门，能随法界一切众生所修行业为现其身令觉
悟故。】
　　第二十：
　　【住一切神变念佛门，见一切佛住於广大香水海中坐莲华台普
现神变满十方故。】
　　二十一：
　　【住等虚空界念佛门，观察如来所现身云庄严法界虚空界故。
】
　　这是总共说了二十一种。我们知道念佛这个门无量无边，那里
只二十一种！二十一，诸位仔细去观察一下，还是归纳的。从业用
相似的归纳，二十一大类，这二十一大类要展开来，给诸位说，不
仅是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门，即使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
，所说无量无边法门，通通可以归到念佛法门，没有一个法门不是
念佛法门。你才晓得，念佛法门不可思议！为什么五十三参第一参
，吉祥云比丘提倡念佛法门，原来念佛法门是无量无边法门的总根
本，就是这个道理。



　　这么多法门里面，你看看，吉祥云比丘他所修的这个法门，他
这个法门还不在这个二十一个里面，这二十一个是别说的。他所修
的是直接，就是般舟三昧，直接念阿弥陀佛。所以在念佛法门里面
，又是第一殊胜！我们今天真的缘分不浅！学佛是运气不错，就给
你撞上了；你也不懂得选择，可是他就撞上这个法门了。虽然是误
撞撞上了，可是还是要明白；明白之后，我们对於现前修学的法门
死心塌地，真正能做到「老实念佛」。大势至菩萨所谓的「都摄六
根，净念相继」，这一生才能够圆满成就。我们看到念佛法门有这
么多种，那有那么简单！我们看清凉的注解，他这个注注的很详细
。
　　【所谓下】
　　就是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长文，二十一门，这是别说。
　　【有二十一门。】
　　前面这是总标，这是别列。每一门里面都有两句，刚才我们都
念过了。
　　【各】
　　就是二十一门里头，『各』是每一门，
　　【先标明。】
　　【后释相用。】
　　后头这一句是解释它的作用、它的相状、它的作用。
　　【并从业用以受其名。】
　　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都是它『业用』上建立的。业就是造作
、造修，也就是我们说的事相上的修行，这个叫「业」。你依照这
个方法修行，一定起作用；一般讲，你一定得好处，那个好处就是
「用」。这叫「业用」，从业用立的名称。下面这一句：
　　【准晋经中一一皆有三昧之言，今略无耳。】



　　这是清凉大师将新旧两种译本比较上来看，旧经就是《六十华
严》，晋朝时候翻译的，我们称它作「晋作」，『晋经』就是《六
十华严》。《六十华严》这一段经文里头，都有三昧；可是新译的
八十卷《华严》里面，把这一句省略掉了。所以诸位如果看《六十
华严》，看到这一段，就是省略，意思都圆满，意思没有两样。
　　【古德分二】
　　这是讲从前古大德，多半是指晋经，像《华严探玄记》，贤首
国师所作的，这在清凉之前，他们将这一段经文分为两大段，这二
十一句，前面十句，后面十句。
　　【前十念佛胜德圆备。后十念佛妙用自在。】
　　这是将这二十一门分成两大段，分的也很有意思。可是清凉没
有用这种分法。
　　【今释有异。略为三门。】
　　这是清凉大师他把它分为三门解释。
　　【一明所念差别。二者会释经文。三以能念收束。】
　　他这个注解里面，就分成这三大段，用这三段来解释二十一个
念佛门。我们先看第一段：
　　【今初。谓十身三身，为观不同，略为十种。】
　　《华严经》都是用十这个数字来代表圆满，所以说佛有十身。
但是世尊通常在大乘经论里面，跟我们所讲的，没有像这么多，讲
的比较简单，都讲三身。三身，我想每个同修都能够记得；讲十身
，恐怕你说不出来了。三身就是法身、报身、应化身，这个好懂！
可是说十身，也没有离开三身，不过把三身细说，再分开来讲，分
成十身。由此可知，十身跟三身实际上讲，没有差别。『为观不同
，略为十种。』
　　【前八三身。】



　　这是讲二十一门，前面八门你仔细观察，都是法身、报身、应
身，你是念那一种身？
　　【后二束上以成十身。】
　　『后二』就是第九句跟第十句。
　　【谓念三身佛则为三观。各分依正】
　　有依报跟正报。
　　【便为六门。就报化中】
　　报佛跟化佛。
　　【分为内外，以成其八。】
　　这是讲前面八门都离不开三身。
　　【九谓性相无碍。十谓融摄重重。】
　　所以这两句就把《华严经》上讲的十身都包括尽了。
　　【言十种者】
　　这个里面有许多地方，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一若作是观，佛以法为身，清净如虚空，无念念者。则念真
如。是念法身。】
　　这第一句很重要—『若作是观』，这一句是枢纽，是关键的所
在。「观」前面跟诸位讲过，就是观念，我们怎样把这个观念转过
来。说实在话，我们凡夫的观念都是错误的。无论你观察的宇宙人
生，你所观察的世法、佛法，都有很深、很广、很严重的错误。所
以三界六道，我们很难出离，道理在此地。佛祖在此地教给我们，
你把那个观念转过来，转过来诸佛菩萨的观念，诸佛菩萨他怎么个
看法？他的看法正确的，一丝毫差误都没有。我们凡夫以这个肉体
为身，这是我的身；诸佛菩萨不以这个肉体为身，他以什么为身呢
？以一切诸法为身，这叫法身。什么是法？尽虚空、遍法界就是法
。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内凡、外凡的十



法界依正庄严，都是法，他以这个为身，这个正确没有错误。
　　我这个讲法，恐怕诸位还听不懂，我们再举个比喻来讲。我想
大概每位同修都有作梦的经验，你们都作过梦，作梦的时候，你要
晓得梦从那里来的？梦是我们的心变现出来的，心能变，梦境所变
；能所不二，能变跟所变是一不是二。聪明人知道，什么是我？整
个梦境是我，他这个观念就没错！整个梦境是我自性变的，心外无
法，法外无心。如果承认整个梦境是自己，那就恭喜了，你就证得
清净法身。如果在梦中认为，梦中有个自己身，这是我，我身以为
都不是我自己，那你是迷惑颠倒！你是凡夫，你不晓得所有的境界
，都是你自性变现出来的！《华严经》上佛讲：「唯心所现」，一
真法界、十法界、无量无边的法界依正庄严，「唯心所现，唯识所
变」。因为有这两句话，所以法相宗也把《华严经》看作是它的根
本经教；法相宗有六经十一论，六经里头有《华严经》，就是因为
有这一句。
　　我们几个人知道？怎么晓得这一切依正庄严，是自己变现的？
我们在变现境界里头，分自分他，分好分丑，自己跟自己打架，自
己跟自己过不去，就干这些事情！所以佛菩萨看的很清楚，叫「可
怜悯者」，你怎么可怜呢？自己跟自己过不去！除了自性之外，的
确别无一法。所以佛与大菩萨，此地所讲的圆教初住菩萨，就以法
为身；他们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圆初住的菩萨就『以法为身
』，不以这个为身，这就叫法身。法身『清净如虚空』，念佛念法
身佛怎么念呢？『无念念者。则念真如。』清净心中无念，无念给
诸位说，无念是无妄念，不是没有正念。没有正念，那就变成石头
、砖头瓦块，变成木头人了，那个没有念。没有妄念，他有正念，
所以正念也叫无念，无妄念，这很难懂！
　　什么叫正念？什么叫无念？我们睁开眼睛能见，你们大家睁开



眼睛都能见，都见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当你见到这些色相的时
候，你没有起分别心，你没有生执著心，你也没有妄想心，你不能
说你看不清楚，你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清楚，只要你这个时候没有
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著，这就叫正念。你要起一个动的念头，
这是花，这个花很好看，那是蜡烛红的，妄念！那就叫妄念。所以
无念就是无妄想、无分别、无执著，眼看的清楚，耳听的清楚，六
根接触外面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叫正念。可是你才起心
动念，坏了，就是妄念，就不是正念。
　　「无念念者」，那个念是正念，无念是无妄念，底下那个念就
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六根对六尘境界。你要晓得，诸佛菩萨跟
我们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就在此地。他也见，我们也见；他也听，我
们也听；我们吃饭，他也吃饭，没有两样！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
，有妄想、分别、执著；他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没有妄想、分别
、执著，因为他没有执著，就没有六道；没有分别，他就没有十法
界；没有妄想，连一真法界也没有，一真法界是个假名而已！《金
刚经》上讲：「一真法界者，即非一真，是名一真。」你要懂得这
个意思，它不是真的有个一真，真的要有个一真，不就又打妄想，
又有分别了！这是没有办法，为了说法方便起见，假立名相，所以
你会听。就是马鸣在《起信论》里面所讲的，会听经的人，「离名
字相，离言说相，离心缘相」。我们听经要不要用这些东西？要用
！怎么离呢？不要执著，不要分别，不要去打妄想，那你就真的会
听，你真的就听进去了。只要你在听经里，还有分别，还有执著，
你没听进去！那个东西叫业障，把佛法障碍住了，你没听进去。
　　你能够离心意识，离心意识实在讲，就是离言说相、离名字相
、离心缘相，就是离心意识，你才能真正听到自性，这就回归到自
性。这个方法在念佛法门里面，叫念法身佛。那么诸位想想，禅宗



用的方法，禅宗是不是念佛呢？我们拿这个标准，「原来它也是念
佛法门！」不过他口里头不念阿弥陀佛，他也不想阿弥陀佛，他真
的是念佛，他是念法身佛。那么他能不能入这个境界，那就是另外
一桩事情，那要看他的功夫，是不是真正把妄想、分别、执著放下
，如果放下了，他得禅定，从禅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就是念
法身佛。虽然念法身佛，诸位要晓得，前面跟大家讲过，圆教三贤
位都用这个方法修，我们讲宗门都用这个方法修，他修到十住、十
行、十回向，等他到了初地了，他念头转过来，他念阿弥陀佛，求
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华严》说：「十地菩萨皆念佛故」，那是
念阿弥陀佛，不是念法身佛，念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给诸
位说，这里头二十一种法门全部包括在其中，一个都不漏。念这一
声阿弥陀佛还得了！不得了！所以你不读《华严》，不知道念佛法
门的广大，真正是无比！所以这是『念真如』。直心正念真如，念
真如就是念法身，这是讲十种身，念法身，这个里头有正报、有依
报。
　　【二华藏世界海，法界无差别，依真而住，不依国土，是念性
土。】
　　这个意思我们也要明了。也许诸位看经论，或者看古来大德的
这些著书，常常有说到：「自性弥陀，唯心净土」。这个地方告诉
你什么叫「唯心净土」，唯心净土叫作法性土，这是『华藏世界海
』。极乐世界也在华藏世界里面，没有离开华藏；我们娑婆世界还
是在华藏里面。而且世尊在这经上告诉我们，华藏世界海有二十层
，就好像二十层的大楼一样，娑婆跟极乐都在第十三层，都在十三
层，你才知道华藏之大！你看看，都在十三层，娑婆世界到西方极
乐世界当中，十万亿个佛国土，华藏之大没有法子说，无法形容。
而世尊告诉我们，在尽虚空、遍法界，像华藏世界这样的世界，不



晓得有多少？无量无边！但是诸位要晓得，无量无边的世界海，都
是你自性变现出来的，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心性不可思议！所
以从这个大世界里面来看，那法界就没有差别了。
　　『依真而住』，真是真如、真性，这是佛与大菩萨，我们这里
讲的大菩萨，就是《华严》里讲的法身大士，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跟
诸佛如来，他们是依真而住。『不依国土』，国土是变化；换一句
话说，依真而住，他们住在「能变」，不住「所变」。因为十方世
界是所变，真如本性是能变，所以他住能变不住所变，就得大自在
。我们今天恰好颠倒，我们把能变的忘掉了，都住在所变上，所以
这就糟糕了！处处都是障碍了！他住在能变上，不住所变上，所以
他得四种无碍—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就是这么
个道理。这一大类，这个大原则底下，许许多多无量法门里面，这
个叫念法性土，这一类叫念法性土。所以这二十一门包括一切法门
，一切法门皆是念佛法门。
　　【三十莲华藏微尘数相，此等皆是念报身相。】
　　我们现在念佛，常常念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所示现的。我
们世间人以为这是贵相、好相，相书上讲的那个好相，释迦牟尼佛
样样具足，一条也没有欠缺，劣应身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劣应
身在应化身里，不是怎么高明的。如果现好的、殊胜的应化身，我
们凡夫见了受不了，不能接受，看到这个相太好了，吓跑了！不敢
亲近了！所以世尊为了接引众生示现的相，跟我们差不多，稍微好
一点，我们可以接受，还愿意亲近，这不能现的太好，叫劣应身。
　　而经上跟我们说的，像阿弥陀佛，这是净土三经里面，我们念
的很多。佛告诉我们，报身佛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这个地方
讲：『十莲华藏微尘数相』。我们讲华藏世界，华藏世界多大？刚



才讲了，娑婆跟极乐都在第十三层，把华藏世界捻成微尘，一粒微
尘算一个相好，十个华藏世界的微尘数相好，你去算，这是谁能算
得出来！通常我们讲恒河沙数，恒河沙你都算不出来了，恒河沙算
什么！十个华藏世界的微尘数，我们没法子想像。这是说毗卢遮那
如来，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如来的报身。这个报身的相，经上跟
我们讲的「实报庄严土」，不是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
余土，你所见的佛相，没有这么庄严。你要是见到实报庄严土的阿
弥陀佛相，那就是这么庄严。凡是这一类念佛的，这一类念佛很显
然，《十六观经》就是这类念佛，就是观佛的相好，观西方极乐世
界的依正庄严，那就是属於念报身相，属於这一类的。
　　【四有无尽德，一一难思。念报内德。】
　　这个『报』就是报身，前面第三句是讲念报身外面的相好，这
一句是讲念报身之德，念他的内德，有无尽的智慧、德能，自性本
具。一一德能都不可思议，这个是念报身的内德。给诸位说，经上
所说的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自性本来具足，要懂得这个意思。不是
说毗卢遮那、阿弥陀佛有，我们没有，我们跟他一样，没有两样。
这读了之后生惭愧心，我们这样的智慧、德能完全丧失掉了，今天
搞的这么可怜，搞的这么凄惨！我们今天很幸运遇到佛法了，遇到
世尊给我们宣说这个法门，目的何在呢？无非教我们恢复自性。明
白这个道理，体会佛的用意，我们才真正能接受佛的教诲，而在这
一生当中，能够圆满性德，这是佛出现为我们讲经说法的意义。这
底下，大师引前面经里面的一段话来作证明。
　　【故上经云】
　　『上』是前面，前面经里面说：
　　【一切威仪中，常念佛功德，昼夜无暂断，如是业应作。】
　　作这个业好，作这个业是修德，教我们一切威仪，行住坐卧，



一切时、一切处所，常常念佛的功德不要间断。我们怎么念法？最
方便的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里，具足了万德万
能，无尽的功德。吉祥云比丘修般舟三昧，就是昼夜无间断。
　　【五观华藏刹】
　　这教我们观毗卢遮那佛的佛刹。
　　【无量宝严，量周法界。是念报土。】
　　报土就是实报庄严土，念实报庄严土。《华严经》在八十华严
，展开经卷从第一卷，到第十二卷的上半部，总共有十一卷半的经
文，是讲华藏世界的依正庄严，毗卢遮那佛的依正庄严，经文很长
，比《观无量寿经》讲的详细太多太多了，《观无量寿经》跟它一
比，那是略说，详细在《华严》这一段。这个是念实报庄严土。
　　【六或观佛相具三十二，若总若别，若逆若顺，丈六千尺。此
等皆是念化身相。】
　　这就是你观三十二相，观八十种好，常常想这个，常常念这个
，或者想佛丈六金身，或者你有能力想佛身很高大，千尺，（千尺
是一百丈），这么大的身，都是属於化身。千尺的大身是殊胜的化
身，丈六的是劣应身，所以佛在十方世界随类化身，随众生心，应
所知量。譬如我们这个世间人不高，天人比我们高，欲界有六层天
，一层比一层相好，个子也高。佛要是在天上示现为天人讲经说法
，那现的化身比我们就殊胜多了，千尺化身。不像我们这个丈六身
，丈六身要到天人那里去，天人一看佛个子很小，像小孩一样，讲
经说法，他怎么瞧得起他呢？所以随类化身，如果在我们这个世界
，佛一下现千尺身，我们抬头看不到他也不行，我们也没有办法接
近，也觉得这个人太奇怪，不敢亲近，所以示现的与我们差不多，
比我们高大一点就是，这是能够接受的。这一类的都是属於念化身
，念应化身，化身相。



　　【七十力无畏，十八不共。此等皆是念化身德。】
　　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法，在这里不能细说；细说，两个
小时也讲不完。过去都曾经讲过，诸位要忘掉了，《佛学字典》上
有，《教乘法数》里头也有，自己可以参考。十力是十种能力，十
种能力非常殊胜，不但我们凡夫没有，菩萨虽有，也比不上佛那么
样的圆满。四种无畏、十八种不共法，是跟菩萨完全不一样。十力
无畏菩萨有，但是能力比不上佛，没有佛那么圆满；那么十八不共
法那是菩萨完全没有，是如来果地上独特的德能。念这些都是念化
身德，前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念化身相，这是念化身德。
　　【八余方净土，水鸟树林。此等皆是念化身依。】
　　应化身的依报，『余方净土』是指非华藏、非极乐，一切诸佛
也都有净土，释迦牟尼佛也有四土，娑婆世界有净土，也有水鸟树
林，《弥陀经》上所说的，《无量寿经》上所说的，我们念这些都
是念化身的依报。
　　【九前二是性。】
　　我们讲了八种了，八种都不外法身、报身、化身、正报、依报
，都不外这些。
　　【九前二是性。后六是相。】
　　这是讲前面八种，前面第一个是法身、法性身，第二个是法性
土，那都是性。『后六是相』，无论是实报土、是应化土，都是相
，内德也是相，外面是相，内德还是相。
　　【相外无性，性外无相，性相交彻，真佛真土。是念第九性相
无碍。】
　　这第九种。第九、第十这二条非常重要，能破除我们无量劫以
来的妄想、分别、执著，我们就是因为不明这个道理，才打妄想，
才起分别、执著；如果真正晓得这个道理，你的心就清净了，你不



会再打妄想。知道什么？自他不二，利他就是自利，损人原来是损
己，你就明了了！明了之后你的大慈悲心自然就生起，同体大悲，
无缘大慈，对一切众生关怀、爱护，没有任何条件，为什么呢？都
是自性变现的，都是自己！怎么是自己呢？我们用一个身来作比喻
，胳膊是自己，手指也是自己，指甲也是自己，汗毛也是自己，不
就是这些东西吗？十法界庄严就像这个状况一样，那个不是自己呢
？一一毛孔都是自己！然后才晓得古人所讲的：「山河大地同现化
王身」，那就是看穿了、明白了，见到法身了，承认了、肯定了一
切法是自己。所以法身不是五种，法身没有生灭。化身、应身有生
灭，法身没有生灭，法身是真正的自己，真正的无量寿。所以末后
这个理很重要。
　　【十以性融相，相随性融，令前九门，合为一揆。】
　　前面九种就是一，一就是九，正是经里面，佛所说的：「一即
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
　　【故德德无尽，相相无穷，尘尘刹满，犹如帝网。】
　　『帝网』是比喻，帝是帝释天，我们中国人叫玉皇大帝，大概
外面宗教里面所讲的上帝，就是指忉利天主、帝释天王。忉利天，
佛说了，忉利天宫有罗网，罗网非常庄严，罗网网与网孔之中系的
有宝珠—摩尼宝珠，放光，光光相映美不胜收，『犹如帝网』，常
常用这个来作比喻。罗网现在比较少见，在台湾我们没有见到，中
国大陆我没有留意，应当有，但是在日本可以见到。日本许多大的
寺院，梁柱都有铜丝编的罗网保护著。罗网的作用，因为建筑都是
高度的艺术品，雕梁化栋，怕鸟到里头蓄窝，把艺术品破坏了，所
以把铜丝编的网保护著。你能看得很清楚，但是鸟飞不进去，这是
罗网的作用。也是庄严具，也是庄严、也是装饰品一样，不但可以
有保护的作用，它也有装饰美观的作用。



　　【是第十念重重融摄。得后二门，前皆真实。】
　　后面两条的意思，你要是体会得了，前面八条，无论你是念性
、你是念相，通通是真实，都是真的。如果后面这两条不懂，你所
念的都是皮毛，不痛不痒，没有感应。你真懂得这两条，就「一念
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理重要！理要通达明了。怎么相应
呢？明白这个之后，你心清净了，你看《无量寿经》上清净、平等
、觉，你一定得到，只可以说清净、平等、觉的程度，有浅深不同
，浅的你一定会得到。得清净、平等、觉，你就是法身大士，你就
不是普通人，所以它叫相应，跟法性相应，跟法相也相应，跟诸佛
相应了，跟众生也相应，无有一法不相应。
　　【经随别说，义必该融。】
　　佛说经随便说那一方面，你要晓得，他的意思是圆满的。你能
体会到这一点，你读佛经也好，你讲解佛经也好，意思就会圆，所
谓「圆人说法，无法不圆」，道理就在此地。你说不圆，就是你没
有得到后两门，你没有得到，所以你处处都有障碍，不但是在经教
上有障碍，修行上有障碍，生活上有障碍，工作上有障碍，处事待
人接物样样都有障碍。诸位要能懂得这点意思，你才晓得《华严》
之妙。你要真明白了，懂得几分了，在生活上受用就圆融，我们今
天讲幸福圆满，处人、处事都能圆融。这个里面没有冲突，没有磨
擦，心地清凉自在，常生智慧，才晓得念佛的殊胜！这是先把这十
种说出来。下面：
　　【第二会释经文者。】
　　这是解释经文。请看清凉的开示：
　　【今念十身，是后二门。】
　　我们念十身佛，《华严》讲十身，念十身是后二门。
　　【故二十一门，前二十门各以二门念於一佛，以成十身为十见



佛。】
　　这二十一门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么来的。前面每两门，这十种
身里的一种，每两门是一种，所以这就是二十门。后面这一门融成
第十门。我们继续看底下的文：
　　【谓初二门即是愿佛，亦名愿身。论释愿身愿生兜率。】
　　现在学佛的人很多，都希望将来能生兜率天，亲近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当来下生作佛，他们发愿作佛的弟子，像世尊这一千二百
五十五人一样，亲近佛陀。发这个愿很难得，愿心是很好，你要懂
得怎么个修法；如果不懂得修法，你未必能生兜率天，这个道理要
懂。实在说，生兜率天的条件，比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困难很多。弥
勒现在是菩萨，还没有成佛，他的限制很严格，没有阿弥陀佛那么
圆融，所以吉祥云比丘念阿弥陀佛不念弥勒菩萨，第一句就给我们
点出来。这两门，第一就是经文里头的第一句：
　　【初门宫殿即天宫等。】
　　经文里面诸位看到第一句：「所谓智光普照差别境界念佛门」
，这是法门名称，它的业用：「常见诸佛种种国土宫殿庄严悉现前
故。」这个里面讲的宫殿就是天宫，实在讲，就是指弥勒菩萨兜率
内院的天宫。他真正能够修成的时候，这个境界现前。
　　我们在虚云老和尚的《年谱》里面看到，虚云老和尚发愿往生
兜率内院，他修成功了。《年谱》里面有记载，他在入定的时候，
兜率内院天宫的形相现前，他走进去，还看到有几个熟人，已经往
生到那个地方。见到弥勒菩萨，也听了一座经，弥勒菩萨叫他回去
，「你还有事情还没有完」，他真的现前了，并不假。
　　【后门意乐正是愿体。】
　　后面是第二句，就是「令安住种种增上意乐念佛门」，它的业
用是「随诸众生心之所乐皆令见佛得清净故」，解释这一句，这是



后门，那是愿之体。
　　【故梵本中名上升门。理实如来愿周法界，随乐令见，是出生
义。故十见佛，名出生见。】
　　这是与梵本，就是《华严经》的原本，原本里头的意思是上升
门。下面为我们解释：
　　【理实如来愿周法界】
　　『理』是理体，也就是性体；『实』是真实，我们讲事实真相
，如来就是自性。你看一切大乘经，《金刚经》里面就讲的很多，
如果讲诸佛，从相上讲；讲如来，从性上讲的，所以如来就是自性
佛。『愿周法界』，不仅仅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周法界，一切诸
佛菩萨所发之愿都是周遍法界。为什么呢？他从真心里面发的，我
们凡夫这个愿，为什么不能够周遍？是从妄心里头发的，不是真心
，凡夫用妄心、用心意识；换一句话，凡夫用什么作心呢？妄想、
分别、执著，以为这是心。所以你发愿，你发的什么愿？叫打妄想
！那个妄想是时断时续，断的时候多，续的时候少，所以它不起作
用。才发了一个愿，一转头就忘掉了。
　　你们作早晚课，面对著佛菩萨发愿了，「众生无边誓愿度」；
早课作完了，看看这个人讨厌他，不度他了，马上就没有了，可见
得是口是心非。诸佛菩萨发的愿为什么周遍法界？他从真性里面发
出来的，他不是用心意识，不是用妄想、分别、执著，他不用这个
，他从清净心里面发出来的，那当然不一样。所以『随乐令见』这
一句，就是《楞严经》里面讲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佛在十
方法界叫诸佛菩萨，诸佛菩萨没有一定的形象。法界无量无边，那
个地方有众生想见佛、想见菩萨，他立刻就现身，应以什么身得度
，他就现什么身。并不是他有念头—「我想现什么身」，不是的，
完全是无意的，要有意就变成凡夫了，就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个



意是什么？意是凡夫，凡夫动一个心念叫凡夫有感，佛是自然而应
，感应道交。这个感应的道理也不好懂，所以古德用磬作比喻，我
们敲磬是感，磬一敲它就响，响它就应。我们敲是有心的，它应是
无心的，用这个比喻来形容佛应十法界的众生，没有念头，没有起
心动念，自自然然，法尔如是，他是这么感应道交的，绝没有起心
动念。所以这是「随乐令见」，随众生的欢喜，随众生心应所知量
，这是出生的意思。
　　【故十见佛，名出生见。】
　　十种不见得你十种都见，十种里面任何一种，那这一切众生都
有份，凡夫也有份。我们今天造的佛像，造的阿弥陀佛的佛像，我
们每天看他，每天恭敬礼拜观想，把这个佛像印到自己阿赖耶识里
头，观像念佛，这念的是应化身的佛像。十种身我们凡夫都有份，
所以这个叫出生见，也就是你在意识心里面生起佛的依正庄严，起
了这个念头。下面说：
　　【三四二门即本性佛，名为智身。佛以智慧为本性故。】
　　这是经文的第三句跟第四句，也就是第三门跟第四门，前门就
是第三—十力智，后门就是第四—无碍智。
　　【智则明了为见。】
　　由此可知，这个地方所说的见，不限是肉眼，你心里面明白了
、明了了、通达了，都是见的意思，所以说一个见，六根的作用都
叫见，就如《楞严经》上观世音菩萨修行的方法，「返闻闻自性，
性成无上道」。他那个闻虽然是用耳根作代表，六根起作用都叫闻
，都叫返闻，那个味道才圆满。这个地方见也是这个意思，用眼根
来作六根的代表。从这一段开示里面我们体会到，本性佛是智身，
说十种佛十种身，我们才晓得般若智慧重要！没有般若智慧，你不
能见性。明心见性，你的智慧成就了，智身给诸位说就是报身，报



身是以智慧为身，般若就太重要了。
　　智慧从那里来呢？智慧从禅定里面生的，不是研究经教就能开
智慧，没那回事情，你千万不要搞错了。你以为研究经教，花几十
年的功夫你就智慧开了，你所得到的，如果从经教上下功夫，你下
了几十年，你得到的是什么？清凉大师讲的好，「增长邪见！」佛
在经教上说的这些，都变成你的邪知邪见，你说冤枉不冤枉！这是
清凉大师讲的：「有解无行，增长邪见。」行是什么呢？行是修行
，修什么行？把妄想、分别、执著给修掉；修掉之后，你的清净心
现前了，清净心就是禅定。因定开慧，那才叫生真智慧。
　　换一句话说，我们研教，研教要不能得清净心，天天在研究、
在分别、在执著，这就全错了。把佛法当作世间法，一切经教没有
一部经教是佛法，全是世间法。假如你懂得这个道理，你能够反过
来不分别、不执著，你去看世间这些法，给诸位说，全是佛法，没
有一法不是佛法。你说为什么呢？世间不说别的，你天天看报纸，
报纸是不是《华严经》呢？你要是会看的就是《华严经》，为什么
呢？你去看不分别、不执著、不打妄想，看如不看，不看而看，你
不是得定了吗？定就开智慧！就这么个道理。所以佛说法，说而无
说，无说而说；你们会听的人，听而无听，无听而听，开慧了！
　　在这个地方一个半钟点干什么？一个半钟点戒定慧三学同时完
成。戒是如法，坐在这里规规矩矩端端正正的；定是清净心，没有
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著；慧是你在这里听讲经，字字句句听进
去，了了分明，你不糊涂，这里面生智慧。听了之后，悟入了，不
是在文字上，不是在言说上；著在言说、文字上，你决定不能悟入
。所以马鸣菩萨讲的是真好，你怎么样去听教？怎么样去读经、去
听教？离言说相，离名字相，名词、术语不要去执著它；离心缘相
是什么？不能想！「这什么意思？想一想！」完了，一想掉在意识



里头去了。想都不要想，一听就明了，那是慧。不要去想一想，想
一想你就不会明了了，愈想愈糟糕，愈想愈错了，这不想是真明白
了。
　　这是说明诸佛菩萨跟我们用功的方法不一样，而这个方法用在
听经是这样的，用在生活上也是这样的，用在工作上也是这样的，
用在应酬上也是这样的，那你就得大自在了！你不会用，听经勉勉
强强用一点点，离开佛堂都忘记了，还是老样子，那你就不得受用
了。听经在这里学会了，要用在生活上，用在你日常工作当中，你
就真正生智慧了，所以智慧重要。不仅是《大般若经》讲智慧，一
切经都讲智慧，所以希望在经教里面，细心体会甚深般若，那就趣
味无穷了。这一句的意思没讲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明天接著再
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