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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榮獲九十七年度大學院校佛學論文徵文─高登海居士獎學金

念佛法門廣為諸經所述，可

分為專念、普念二種。「專念」

是唯念一尊佛號，如《佛說無量

壽經》云：「一向專念無量壽

佛，願生彼國，臨壽終時即往

生其國。」《華嚴經．如來名號

品》提到歡喜如來世界或名專

念法。「普念」則為普念一切

佛，《華嚴經．十迴向品》云：

「一切世間莫能壞，一切所學

皆成就，常能憶念一切佛，常見

一切世間燈。」〈十無盡藏品〉

云：「念、持、說一佛名號，乃

至不可說不可說佛名號，普入

一切佛法之門。」〈入不思議解

脫境界普賢行願品〉云：「若

有臨至命終時，持戒破戒生安

畏；欲得當來極樂處，應當專意

勤護持。是人臨命終時，唯普

賢大願王不相捨離，引導其往

生極樂世界見阿彌陀佛及文殊

師利菩薩等諸菩薩。」念佛，於

一毛孔見無量佛，開悟一切眾

生心。《華嚴經》具專念、普念

概念，其念佛特色「一多相入、

主伴交融、即自即他、亦普亦

專」。「一多相入」即一佛入多

佛、多佛入一佛；「主伴交融」

即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是主，觀

自在菩薩等是伴，主伴交融，二

而不二；「即自即他」從釋迦佛

自佛言，阿彌陀佛、毘盧遮那佛

是他佛，釋迦佛即毘盧遮那佛，

即阿彌陀佛，念自佛即念他佛；

「亦普亦專」念一佛等於念一

切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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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唐朝華嚴宗諸師之淨土思想

探唐華嚴宗（一稱賢首宗）

諸師之淨土思想前，須先釐清

華嚴宗諸祖說。宗密於《註華

嚴法界觀門》創製：京終南山

釋杜順（西元557─640元）是

《華嚴》新、舊二疏之初祖，

雲華尊者智儼（西元602─668

元）為二祖，法藏為三祖。南

宋志磐（生卒年不詳）之《佛

祖統紀》立「賢首宗教」五祖

說，即初祖法順、二祖智儼、

三祖法藏、四祖澄觀、五祖宗

密。賢首宗以「小乘教、大乘

始教、大乘終教、頓教、圓

教」（簡稱「小、始、終、

頓、圓」）五教判著稱，為法

藏所集大成。「小、始、終、

頓、圓」五教判，法藏集自智

儼，澄觀、宗密續用之。五位

祖師之淨土思想與念佛法門，

筆者擬次第論述之。

一、初祖杜順與念佛法門

杜順，唐代雍州萬年（陝

西臨潼縣北）人，俗姓杜。

十八歲出家，法號法順。師事

因聖寺僧珍禪師。唐太宗正觀

六年，錫號「帝心」。卒於貞

觀十四年，享年八十四歲，僧

臘六十六年。著述為：《華嚴

五教止觀》、《華嚴一乘十玄

門》、《華嚴法界觀門》。綜

理杜順之觀行、教判及淨土行

宜，列表如下：

表一：初祖唐．杜順之觀行法門、教判思想暨淨土法門

華嚴宗祖 觀行法門 教　判 淨土法門

初祖

杜順法師

法

界

三

觀

一真空絕相觀
止

觀

法

門

一、法有我無門(小乘教)

二、生即無生門(大乘始教)

三、事理圓融門(大乘終教)

四、語觀雙絕門(大乘頓教)

五、華嚴三昧門(一乘圓教)

◆《佛祖統紀》：

勸念阿彌陀佛，

著《五悔文》讚詠

淨土。

二事理無礙觀

三周遍含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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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祖杜順一生著重觀行，所

留著作如《華嚴五教止觀》、《法

界觀門》中，未曾看到與念佛法門

有關之言教。且於臨終時所留言

「生來行法，令使承用」，表示一

生皆以讀誦《華嚴經》和實踐普賢

行為主。唐道宣律師（西元596─

667年）《續高僧傳》云「《華

嚴》《攝論》尋常講說」、「貞觀

十四年，都無疾苦，告累門人：

生來行法，令使承用。言訖如常

坐定」。《華嚴經傳記》法藏云：

「神僧杜順禪師，習諸勝行，杜順

即令樊玄智（涇州人）讀誦《華

嚴》為業，勸依此經修普賢行。」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

鈔》指出：「杜順和尚順令誦《華

嚴》為業，勸依此經修普賢行，

每誦經口中頻獲舍利，前後數百

粒。」《佛祖統紀》卷二九說杜順

曾遊歷四方，勸人念阿彌陀佛，著

有讚詠淨土的《五悔文》，但今文

未保留下來。

二、二祖智儼佛身、佛土觀

智儼，趙氏天水人。年十二，

因杜順之謂：「此我兒，可還我

來」，遂於十四歲出家。依法常

法師（西元567─645年）聽《攝大

乘論》。二十歲受具足戒，聽《四

分》、《毘曇》、《成實》、《十

地》、《地持》、《涅槃》等經。

後以法門繁曠，至於經藏前立誓，

取得《華嚴》，依智正法師聽受

《華嚴經》。二十七歲撰《大方廣

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以

下簡稱《搜玄記》）成一宗之規

模。晚年著《華嚴五十要問答》、

《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以

下簡稱《孔目章》），奠定華嚴教

學基礎。「別教一乘」是其思想核

心，開五教形式論述諸教義凸顯

華嚴教義，成熟華嚴判教思想。弟

子有懷齊（又作懷濟）、法藏、元

曉、義湘、薄塵、慧曉、道成等。

其中，法藏傳承其華嚴學說，並加

以發揚光大，實際創立華嚴宗。智

儼著述有：《搜玄記》十卷、《孔

目章》四卷、《華嚴五十要問答》

二卷、《華嚴一乘十玄門》一卷、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略疏》二卷、

《無性攝論疏》四卷等。高宗總章

華嚴淨土思想暨念佛法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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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年，夢清淨寺般若臺傾倒，自覺

將遷神，即告門人曰：「當暫往淨

方，後遊蓮華藏世界。汝等隨我，

亦同此志。」十月二十九日夜右脇

臥，示寂，世壽六十七。

智儼於《搜玄記》云：「佛，

覺者，通十佛及三身佛。」《華嚴

五十要問答》依《華嚴經》立十

佛說。《孔目章》依小乘義，無別

淨土；依三乘義，有別淨土四：化

淨土（化現諸方所有淨土）、事淨

土（諸方淨土眾寶所成）、實報淨

土（諸理行等所成，三空為門，諸

度等為出入路）、法性淨土（真如

依無住本，立一切法）。一乘淨土

為此娑婆世界中諸四天下教化一

切，有行境十佛、解境十佛二種

十佛。一乘淨土，一即是多多即

是一，準有十淨土：種種身、名、

處所、形色及長短、壽命、諸得及

諸入、諸根、生處、業、果報。依

《華嚴經》有十佛不同，盧舍那及

化釋迦是十佛化用。表列智儼之

淨土、佛身觀如下：

三、三祖法藏佛身、佛土說

法藏法師（西元643─712

年），姓康，祖先康居國人，祖父

舉族遷至中土居於長安。早年師

事智儼，聽講《華嚴》深入其玄

旨。智儼示寂後，年二十八依薄

塵出家，以殿隅金獅子為喻為則

天武后（西元624─705年）講華嚴

十玄緣起深義，後撰成《金師子

章》。法藏一生宣講晉譯《華嚴》

三十餘遍，著新譯《華嚴經疏》未

竟，先天元年十一月十四日示寂于

大薦福寺，壽七十。一生致力於華

嚴教學，為華嚴宗的實際創始人。

表（二）二祖唐．智儼之淨土觀、教判暨佛身觀

二祖

智儼法師

淨土觀 教　判 佛身觀

小乘：無有淨土三

乘淨土：法性土、

事淨土、實報土

《
孔
目
章
》

一、小乘教
一行境十佛、二

解境十佛。

◆《孔目章》：

若依

二、初教（初迴心教）

三、終教（熟教）

四、頓教

五、一乘教（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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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教學說是法藏的重要立論，亦

是創宗標誌。具體內容包括五教

（小、始、終、頓、圓教）、十宗

（一我法俱有宗、二法有我無宗、

三法無去來宗、四現通假實宗、

五俗妄真實宗、六諸法但名宗、

七一切法皆空宗、八真德不空宗、

九相想俱絕宗、十圓明具德宗）、

同別二教（一乘有二：一同教一

乘，同頓同實；二別教一乘，唯圓

融具德；以別該同皆圓教攝）和本

末（稱法本教、逐機末教）二教。

明憨山德清法師（西元1546─1623

年）侍者福善日錄之《憨山老人夢

遊集•賢首法師贊》云：「大法界

網，聖、凡羅列，獨有一綱，惟師

能挈。引萬派流，同歸性海，五教

齊收，終古不改。」

法藏以十身佛為觀「歸依大

智海，十身盧舍那；充滿諸法界，

無上大慈尊」。《探玄記》云：「此

舍那佛非僅及報身，實通眾生世

間、國土世間（器世間）、五蘊世

間，具十身。」華嚴宗之「十」表

示「重重無盡」義。法藏認為小乘

教，釋迦佛是生身及化身佛，聲聞

弟子為伴。三乘教為三身佛，聲聞

菩薩舍利弗等為伴。一乘教盧舍那

十身佛，普賢等菩薩為伴，如帝網

重重。如來身中自有十身：菩提身

（示成正覺）、願身（願生兜率）、

化身（所有佛應化）、住持身（自

身舍利住持）、相好嚴身（所有實

報身福業所生）、勢力身（所有光

明攝伏眾生）、如意身（於出世間

自在解脫故能現同，與世間自在

解脫能示不同）、福德身（大福廣

現無量身財等相廣攝眾生）、智

身（所有無障礙智作一切彼差別

事）、法身（所有如來無漏界，諸

佛斷德名無流界，即十佛中名涅槃

佛，內證法身）。「佛境」依《五

教章》所指有二：國土海圓融自

在、世界海（蓮華藏莊嚴世界海、

三千界外十重世界海、無量雜類

世界皆遍法界）。《探玄記》指出

佛境通二：（一）真、俗所證境、

（二）分齊境：小乘教過三十四心

為佛境；三乘教十地滿後是佛境

屬果位佛；一乘教十信滿後即為

佛境，初發心住成等正覺，因果同

時亦是普賢境界）。 （待續）

華嚴淨土思想暨念佛法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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