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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六相圓融在法界無盡緣起之探討  

釋見光  

圓光佛學研究所三年級  

摘 要  

  華 嚴 宗 的 六 相 圓 融 思 想 以 總 相 、 別 相 、 同 相 、 異 相 、 成 相 、 壞 相

在 經 文 中 出 現，雖 然 沒 有 再 多 的 陳 述，但 卻 成 為 智 儼 悟 入 華 嚴 的 關 鍵，

貫 穿 整 部 華 嚴 的 中 心 思 想 － 法 界 無 盡 緣 起 。 因 此 ， 六 相 以 何 觀 點 能 與

法 界 無 盡 緣 起 接 上 軌， 並 且 ， 透 過 對 六 相 圓 融 思 想 的 研 究 ， 期 待 能

串 連 十 玄 與 法 界 觀 的 相 關 性，而 以 六 相 十 玄 及 法 界 觀 成 為 法 界 無

盡 緣 起 的 一 體 概 念 。  

  有 鑑 於 此 ， 筆 者 從 學 界 對 華 嚴 研 究 的 主 題 看 來 ， 以 單 章 論 述 六

相 圓 融 的 並 不 多，多 以 單 元 式 的 附 帶 提 出，其 中 在 六 相 思 想 的 研 究 上，

多 以 日 本 學 者 對 這 方 面 的 探 討 較 多 ， 但 在 整 體 上 ， 多 不 否 定 六 相 思 想

在 華 嚴 教 學 上 的 重 要 性 ， 而 其 論 述 的 重 點 多 以 法 藏 的 六 相 思 想 為 探 討

對 象 ， 並 以 六 相 十 玄 為 法 界 無 盡 緣 起 思 想 的 重 要 立 論 ， 但 在 對 六 相 十

玄 思 想 的 關 聯 性 上 ， 並 未 作 深 廣 之 討 論 。 本 文 將 會 在 其 關 連 性 上 再 作

探 究 ， 並 一 併 探 討 六 相 在 相 即 相 入 與 同 體 異 體 的 議 題 上 與 十 玄 、 法 界

三 觀 之 關 係 ， 及 其 與 法 界 無 盡 緣 起 思 想 的 關 連 性 來 作 了 解 。  

  為 逹 此 目 標 ， 本 論 以 智 儼 及 法 藏 為 本 文 探 討 的 範 圍 ， 而 針 對

六 相 在 相 即 相 入 與 同 體 異 體 的 議 題 上 與 十 玄 、 法 界 三 觀 之 關 係 ， 及 其

與 法 界 無 盡 緣 起 思 想 的 關 連 來 進 行 了 解 ， 並 直 接 了 解 法 藏 如 何 以 智

儼 在 因 六 義 說 明 六 相 的 當 下 ， 由 緣 起 必 具 六 相 的 眼 光 ， 將 因 六 義

與 相 即 相 入 及 同 體 異 體 作 一 結 合 ， 運 用 到 六 相 思 想 ， 用 來 解 析 六

相 的 圓 融 義 理 ， 此 圓 融 義 理 導 出 一 多 思 想 ， 歸 納 出 時 間 與 空 間 的

二 個 基 礎 概 念 ， 成 為 十 玄 成 立 的 基 礎 ， 同 樣 ， 此 圓 融 義 理 也 說 明

了 法 界 三 觀 ， 在 事 理 中 ， 是 理 中 有 事 ， 事 中 有 理 ， 以 六 相 對 事 理

的 分 析 ， 更 能 呈 顯 三 觀 在 每 一 觀 中 都 是 在 說 一 乘 的 圓 融 境 界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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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 疏 出 六 相 圓 融 思 想 與 華 嚴 的 法 界 無 盡 緣 起 之 間 的 關 連 性 。  

  本 論 在 內 容 結 構 上 ， 先 針 對 六 相 圓 融 的 相 關 理 則 進 行 了 解 ，

在 從 「 十 重 總 別 」 中 分 析 六 相 三 組 的 性 質 ， 其 中 以 成 壞 一 組 是

最 具 緣 起 性 質 ， 充 分 表 現 出 因 六 義 在 緣 起 力 用 中 之 相 即 相 入 與

同 體 異 體 的 關 係 ， 而 六 相 則 是 從 整 體 與 部 分 及 部 分 間 來 呈 顯 出

其 中 的 圓 融 關 係 。 因 此，由 相 即 相 入 可 見 法 界 的 圓 融，若 再 從 同 體 、

異 體 來 看，則 更 可 顯 出 華 嚴 法 界 的 無 盡 緣 起。再 探 討 在 十 數 喻 中 ， 如

何 將 一 多 思 想 運 用 在 十 玄 中 ， 成 為 十 玄 的 基 礎 ， 並 以 六 相 十 玄 同

成 法 界 緣 起 。 最 後 ， 以 法 界 三 觀 在 體 顯 圓 融 無 礙 的 課 題 上 ， 所 呈

顯 出 來 的 重 點 都 不 同 ， 然 而 ， 六 相 、 三 觀 都 是 陳 述 法 界 緣 起 的 無

礙 圓 融 ， 因 此 ， 由 其 關 連 性 來 論 證 出 法 界 無 盡 緣 起 的 圓 融 無 礙 。 

 

關 鍵 字 ： 六 相 、 法 界 觀 、 十 玄 、 法 界 無 盡 緣 起 、 圓 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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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華 嚴 六 相 是 總 相 、 別 相 、 同 相 、 異 相 、 成 相 、 壞 相 ， 然 而 ，

此 六 相 卻 是 智 儼 悟 入 華 嚴 的 關 鍵 ， 貫 穿 整 部 華 嚴 的 中 心 思 想 ， 智

儼 在 提 出 六 相 之 前 以 因 六 義 為 前 導，目 的 是 要 導 出 六 相 在 因 六 義

中 的 緣 生 關 係 ， 由 緣 生 中 了 解 到 緣 起 作 用 的 變 化 是 相 依 共 同 ，

彼 此 之 間 是 和 合 不 相 妨 礙 而 同 時 具 有 ， 如 此 ， 表 現 在 六 相 中 則

是 總 別 之 整 體 與 部 分 的 相 依 互 存 ， 而 差 別 也 非 絶 對 ， 其 也 顯 出

圓 融 的 本 質 ， 所 以 ， 為 突 顯 差 異 之 間 是 圓 融 的 展 現 ， 此 部 分 則

由 成 壞 來 作 連 結 。  

  華 嚴 宗 六 相 圓 融 思 想 的 提 出 ， 智 儼 是 關 鍵 性 人 物 ， 其 提 出

因 六 義 解 釋 了 六 相 ， 法 藏 則 將 因 六 義 再 度 的 詮 釋 ， 將 因 六 義 中

的「 空、有 」、「 力、無 力 義 」、「 待 不 待 緣 」三 項 原 素 詮 解 為「 相 即 門 」、

「 相 入 門 」 與 「 同 體 、 異 體 門 」， 因 此 ， 六 相 圓 融 思 想 以 相 即 相 入

及 同 體 異 體 的 理 論 打 通 了 十 玄 與 法 界 觀 的 相 關 性，也 與 法 界 無 盡

緣 起 思 想 作 了 結 合 。  

  六 相 十 玄 與 法 界 觀 是 華 嚴 宗 思 想 的 重 要 概 念，而 華 嚴 思 想 又

以 法 界 無 盡 緣 起 思 想 為 中 心 議 題 ， 因 此 ， 本 文 欲 透 過 對 華 嚴 六 相

圓 融 思 想 的 研 究，期 待 能 串 連 六 相 十 玄 及 法 界 觀 成 為 法 界 無 盡 緣

起 的 一 體 概 念 。  

二、六相圓融之基本理論  

  華 嚴 無 盡 的 法 界 緣 起 是 華 嚴 宗 不 共 的 特 色 ， 然 而 ， 此 無 盡 就

是 圓 融 的 表 現 ， 一 一 法 如 何 成 無 盡 ， 總 別 六 相 如 何 表 現 出 法 界 的

圓 融 ， 這 些 議 題 都 關 係 著 以 下 二 個 重 要 的 理 論 基 礎 。  

(一 ) 相即相入  

  智 儼 在 其 現 存 的 著 作 中 ，解 釋 有 關 六 相 的 部 分 並 不 多，但 從 其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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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十 要 問 答 》 中 提 出 因 六 義 ， 並 以 「 更 以 六 法 顯 之 」 說 明 六 相 ， 可

知 六 義 可 由 六 相 表 顥 出 來 ， 而 以 此 六 相 來 解 釋 整 體 與 部 分 及 部 分 之 間

的 緣 起 關 係 。 又 法 藏 在 《 探 玄 記 》 1、《 義 海 百 門 》 2中 ， 也 以 緣 起 必 具

六 相 的 眼 光 來 看 ， 如 此 ， 將 因 六 義 對 緣 起 的 解 說 則 可 會 通 到 六 相 圓 融

的 思 想 。 因 此 ， 智 儼 提 出 總 別 相 即 的 六 相 說 ， 雖 然 沒 有 明 確 提 到 相 即

相 入 ， 但 是 ， 法 藏 將 智 儼 在 因 六 義 中 的「 空 、 有 」、「 力 、 無 力 義 」「 待

不 待 緣 」說 明 為「 相 即 門 」、「 相 入 門 」、「 同 體、異 體 門 」， 3可 以 說「 相

即 相 入 」亦 是 成 為 六 相 圓 融 的 理 論 之 一，並 可 用 來 解 釋 六 相。同 樣 的 ，

同 體 、 異 體 門 亦 是 其 理 論 之 一 ， 而 此 部 分 容 後 再 述 ， 以 下 先 探 討 相 即

相 入 門 。  

  六 相 圓 融 所 表 述 的 是 法 界 無 盡 的 緣 起 ， 亦 即 在 緣 起 的 當

下 ， 融 攝 了 一 切 的 理 事 。 在 《 法 界 圖 記 叢 髓 錄 》 中 記 載 ， 義 湘

在 清 禪 寺 般 若 院 中 問 義 於 智 儼 ， 智 儼 對 義 湘 開 示 「 十 重 總 別 」，

內 容 提 及 依 於 此 總 別 平 法，故 而 有 同 時 具 足 等 十 玄 之 門。 4然 而 ，

由 總 別 平 等 之 法 開 展 到 十 玄 ， 其 間 須 以 總 別 為 主 幹 ， 而 藉 由 六

相 來 作 說 明 ， 以 下 筆 者 以 此 文 來 說 明 總 別 六 相 的 相 關 性 ， 如 下 ： 

總 非 別 ， 別 非 總 ， 成 非 壞 ， 壞 非 成 等 ， 故 云 不 即

不 一 ； 然 而 ， 總 全 別 ， 別 全 總 ， 故 云 不 離 不 異 等

也 ； 後 意 則 不 即 不 離 則 成 、 壞 相 也 ； 不 一 不 異 則

同 、 異 相 也 。 5 

由 上 文 可 知 ， 依 總 別 平 法 的 不 即 不 一 、 不 離 不 異 可 展 開 則 成 六

相 ， 而 六 相 又 可 劃 分 成 三 組 概 念 ， 此 三 組 概 念 都 是 以 總 別 一 組

為 出 發 點 ， 橫 看 是 總 別 一 組 的 「 不 即 不 一 」、「 不 離 不 異 」， 若 依

此 特 性 分 別 豎 看 ， 則 成 同 異 的 「 不 一 不 異 」 與 成 壞 的 「 不 即 不

離 」 二 組 特 性 ， 由 此 可 知 ， 各 組 之 間 非 是 獨 立 毫 不 關 涉 的 。 以

                                                 
1
 《 華 嚴 經 探 玄 記 》 卷 9 〈 2 2  十 地 品 〉， T3 5 ,  n o .  1 7 3 3 ,  p .  2 8 2 ,  b 1 -5。  

2
 《 華 嚴 經 義 海 百 門 》 卷 1 ， T 4 5 ,  n o .  1 8 7 5 ,  p .  6 3 2 ,  b 2 0 - 2 7 。  

3
 《 華 嚴 一 乘 教 義 分 齊 章 》 卷 4：「 由 空 、 有 義 故 ， 有 相 即 門 也 ； 由 有 力 、 無 力 義

故 ， 有 相 入 門 也 ； 由 有 待 緣 、 不 待 緣 義 故 ， 有 同 體 、 異 體 門 也 。 」 T 4 5 ,  n o .  1 8 6 6 ,  

p .  5 0 3 ,  a 1 2 - 14。  
4
 《 法 界 圖 記 叢 髓 錄 》 卷 1， T 4 5 ,  n o .  1 8 8 7 B ,  p .  7 3 7 ,  a 1 6 - b1 7。  

5
《 法 界 圖 記 叢 髓 錄 》 卷 1， T 4 5 ,  n o .  1 8 8 7 B ,  p .  7 3 7 ,  b 15 - c1。   



5 

 

下 融 合 體 、 相 、 用 的 概 念 ， 再 由 圖 表 來 詳 述 之 ：  

  

    總 非 別 、 別 非 總 等         

    總 全 別 、 別 全 總 等                      

      （ 體 ）  

 

 

                 （ 用 ）   （ 相 ）  

其 中 ， 總 別 一 組 所 顯 現 的 是 「 體 」 性 面 ， 其 在 「 非 」 上 ， 是 不

即 不 一 ； 在 「 全 」 上 ， 是 不 離 不 異 ， 分 別 以 實 線 代 表 「 非 」 及

「 全 」 在 總 別 上 所 顯 示 的 二 組 ； 以 不 即 不 離 為 成 、 壞 相 來 說 ，

所 強 調 的 是「 用 」；以 不 一 不 異 為 同、異 相 來 說，是 強 調 在「 相 」，

此 「 相 」 及 「 用 」 分 別 以 虛 線 劃 分 成 二 組 ， 因 此 ， 總 別 一 組 本

身 除 了 表 現 出 體 性 的 一 面 外 ， 從 上 圖 也 可 看 出 ， 唯 有 總 別 一 組

本 身 亦 同 時 含 括 了 同 異 （ 相 ） 與 成 壞 （ 用 ） 二 組 ， 而 相 、 用 二

組 亦 同 時 與 體 性 面 相 交 關 ， 以 此 共 成 、 相 依 顯 現 法 界 緣 起 之 體 、

相 、 用 的 現 象 。  

  因 六 義 所 表 現 的 是 在 因 果 緣 起 的 無 常 變 化 上 是 「 同 時 更

互 」， 以 六 相 來 說 ， 在 成 壞 一 組 中 ，「 成 」 是 「 因 果 理 事 成 故 」，

而 壞 是 「 壞 諸 義 ， 各 住 自 法 不 移 本 性 故 。 」 6 是 故 ， 法 法 相 入 成

就 果 法 ， 在 因 果 相 成 自 性 不 壞 之 同 時 因 果 法 則 上 ，「 壞 相 」 在 此

主 要 不 在 意 指「 緣 散 果 滅 」，其 所 要 表 逹 的 是 法 法 之 間 的 各 具「 自

性 」。 在 緣 起 相 由 的 十 義 中 ， 其 中 一 義 即 是 「 諸 緣 各 異 義 」， 7 意

即 ， 成 就 緣 起 須 諸 法 各 保 有 其 自 性 ， 即 是 智 儼 在 因 六 義 中 之 性 決

定 ， 如 此 才 有 緣 起 相 由 的 條 件 。 因 此 ， 在 緣 起 作 用 的 相 入 下 ， 以

成 壞 一 組 最 具 代 表 性 ， 而 相 即 是 以 總 別 一 組 最 具 代 表 性 ， 同 體 、

異 體 則 是 指 在 相 即 相 入 的 作 用 下，自 他 之 間 所 形 成 的 無 盡 緣 起 關

係 。 因 此 ， 法 法 之 間 雖 是 各 住 自 性 ， 看 似 不 相 干 的 因 緣 ， 但 在 因

                                                 
6
《 華 嚴 五 十 要 問 答 》 卷 2， T 4 5 ,  n o .  1 8 6 9 ,  p .  5 3 1 ,  c 9 - 1 0。  

7
《 華 嚴 經 探 玄 記 》卷 1：「 一 諸 緣 各 異 義 ， 謂 大 緣 起 中 ， 諸 緣 相 望 要 須 體 用 各 別 。

不 相 和 雜 方 成 緣 起 ， 若 不 爾 者 ， 諸 緣 雜 亂 失 本 緣 法 緣 起 不 成 ， 此 即 諸 緣 各 各 守 自

一 也 。 」 T 3 5 ,  no .  17 3 3 ,  p .  12 4 ,  a 1 7 - 2 0。  

成 壞 相  

不 即  

不 離  

同 異 相  

不 一  

不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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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事 理 的 成 就 上 ， 法 法 之 間 卻 是 相 依 和 合 ， 又 不 壞 自 相 ， 如 此 ，

在 六 相 中，以 別、異、壞 都 是 代 表 諸 法 的 各 住 自 相，但 因 為 如 此 ，

才 有 成 就 果 法 的 因 緣 ， 所 以 ， 此 自 性 亦 是 圓 融 的 本 質 。 是 故 ， 智

儼 在 《 十 玄 門 》 中 提 到 ：「 第 九 逆 順 體 用 者 ， 即 是 成 壞 義 也 。 」，
8亦 即 諸 法 雖 相 入 而 互 成 ， 但 又 能 不 壞 自 體 ， 因 此 ， 以 成 壞 義 在

總 別 義 來 說 ， 則 是 諸 法 自 體 的 相 即 性 ， 如 此 才 能 逆 順 自 在 。  

   六 相 三 組 的 變 化 如 同 法 界 的 三 面 觀 ， 同 時 存 在 。 也 因 為 這 逆

順 自 在 故 能 不 即 不 離 ， 成 就 這 相 即 相 入 的 因 緣 。 以 下 是 法 藏 以 智

儼 在 因 六 義 中 之 緣 起 力 用 說 明 相 即 相 入 ， 進 而 再 說 明 體 、 用 的 涉

入 無 礙 ：  

異體中有二門：一、相即，二、相入。所以有此二門

者，以諸緣起法皆有二義故：一、空、有義，此望自

體。二、力、無力義，此望力用。由初義故得相即，

由後義故得相入。初中，由 自 若 有 時 ， 他 必 無 故 ，

故 他 即 自 。 何 以 故 ？ 由 他 無 性 ， 以 自 作 故 。 二 、

由 自 若 空 時 ， 他 必 自 有 ， 故 自 即 他 。 何 以 故 ？ 由

自 無 性 ， 用 他 作 故 。 以 二 有 、 二 空 各 不 俱 故 ， 無

彼 不 相 即 ， 有 無 、 無 有 無 二 故 ， 是 故 常 相 即 。 9 

明 力 用 中 ， 自 有 全 力 故 ， 所 以 能 攝 他 ； 他 全 無 力

故 ， 所 以 能 入 自 ， 他 有 力 ， 自 無 力  (反 上 可 知 )。

不 據 自 體 故 非 相 即 ， 力 用 交 徹 故 成 相 入 。 又 由 二

有 力、二 無 力 各 不 俱，故 無 彼 不 相 入。有 力 無 力 、

無 力 有 力 無 二 故 ， 是 故 常 相 入 。  

又 以 用 攝 體 更 無 別 體 故 ， 唯 是 相 入 ； 以 體 攝 用 無

別 用 故 ， 唯 是 相 即 。 1 0  

上 述 文 中 ， 相 即 、 相 入 是 事 法 的 兩 面 觀 ， 從 體 性 來 看 ， 無 性 、 有

性 是 指 空 、 有 的 二 面 ， 亦 是 事 物 的 一 體 兩 面 觀 。 因 此 ， 有 性 、 無

性 是 同 時 存 在 事 物 的 二 方 ， 以 攝 時 有 力 言 有 （ 有 性 ）， 以 入 時 無

力 言 空 （ 無 性 ）， 而 成 就 諸 法 ， 又 因 有 自 、 他 的 關 係 ， 故 無 彼 不

                                                 
8
 《 華 嚴 一 乘 十 玄 門 》 卷 1 ， T 4 5 ,  n o .  1 8 6 8 ,  p .  5 1 5 ,  c 1 9 - 2 0 。  

9
 《 華 嚴 一 乘 教 義 分 齊 章 》 卷 4 ， T 4 5 ,  n o .  1 8 6 6 ,  p .  5 0 3 ,  b 1 0 - 1 5 。  

1 0
 《 華 嚴 一 乘 教 義 分 齊 章 》 卷 4 ， T 4 5 ,  n o .  1 8 6 6 ,  p .  5 0 3 ,  b 1 6 -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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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即 ， 是 故 ， 一 方 若 有 ， 他 方 必 無 ， 故 他 即 自 ， 反 之 則 反 ， 然 而 ，

因 為 他 即 自 ， 故 自 、 他 之 間 無 二 ， 所 以 能 常 相 即 。 力 、 無 力 義 也

是 ， 其 同 時 存 在 緣 起 的 雙 方 ， 以 其 作 用 ， 故 無 彼 不 相 入 ， 彼 此 之

間 有 其 自 性 ， 也 因 為 如 此 才 能 力 用 交 徹 ， 以 力 用 交 徹 故 ， 而 能 常

相 入 ， 相 入 無 二 相 ， 而 能 體 性 相 即 。 是 故 ，「 體 」、「 用 」 在 總 別

與 成 壞 來 說 ， 此 又 來 自 於「 全 」與「 非 」的 二 個 概 念 ， 因 為「 非 」，

諸 法 保 有 其 自 性 ， 是 即 諸 緣 各 異 ， 以 有 自 性 ， 故 有 自 他 ， 有 自 他

才 有 相 入 之 因 緣 ， 又 因 此 因 緣 作 用 而 能 成 就 果 法 的 相 即 體 性 ， 所

以 ， 此 作 用 又 不 離 自 「 全 」 之 概 念 ， 如 此 ， 以 相 即 相 入 而 能 體 、

用 攝 入 無 礙 。 上 文 中 ， 以 「 無 彼 不 相 即 」、「 無 彼 不 相 入 」， 在 總

別 中 ， 就 是 以 「 非 」 故 有 「 全 」， 此 「 全 」 亦 是 因 為 自 他 的 相 即

相 入 而 來 。 因 此 ， 空 、 有 與 力 、 無 力 在 華 嚴 思 想 中 ， 並 非 相 對 的

概 念 ， 其 是 體 、 用 的 一 體 呈 現 ， 而 六 相 的 圓 融 就 是 表 現 在 此 。 是

故 ， 以 用 攝 體 ， 體 是 隠 ， 此 時 以 用 為 顯 ， 故 是 相 入 ； 以 體 攝 用 ，

用 是 隠 ， 強 調 在 體 ， 故 是 相 即 。 因 此 ， 在 法 界 一 大 總 相 中 ， 各 各

緣 各 自 都 有 相 互 攝 入 的 力 量 。 所 以 ， 相 即 可 應 用 在 法 法 之 間 的 消

融 ， 相 入 則 可 應 用 在 法 法 之 間 的 攝 入 無 礙 。  

  由 前 可 知 ， 在 六 相 中 ， 總 別 一 組 同 時 可 與 其 他 二 組 相 交 涉 ，

故 相 、 用 在 體 性 上 都 是 相 即 的 ， 如 此 ， 在 體 性 與 作 用 的 相 即 相 入

緣 起 中 ， 也 成 為 自 他 之 間 的 不 即 不 離 關 係 。 因 此 ， 在 緣 起 的 生 成

中 ， 是 由 諸 多 壞 相 因 緣 所 成 ， 正 所 謂 無 彼 不 相 即 ， 一 旦 成 就 則 是

成 相 ， 但 又 與 其 自 性 與 自 相 共 存 ， 故 而 能 成 壞 一 如 。 再 則 ， 法 界

中 ， 若 欲 再 成 就 他 緣 ， 此 成 相 則 成 為 他 緣 之 壞 相 ， 共 相 和 合 而 成

另 一 總 相 ， 如 此 層 層 交 疊 ， 則 成 法 界 無 盡 相 ， 而 這 之 間 則 涉 及 到

同 體 與 異 體 的 交 相 作 用 ， 將 併 在 下 一 單 元 再 論 述 。 是 故 ， 在 總 別

的 相 即 面 ， 所 代 表 的 是 每 一 構 成 果 法 的 因 素 即 是 果 法 本 身 ， 層 層

交 疊 成 一 大 總 相 ， 其 體 性 相 即 ， 是 法 界 的 「 體 」， 由 諸 多 因 緣 所

成 ； 而 成 壞 一 組 在 六 相 中 所 代 表 就 是 法 界 的 「 用 」， 亦 即 在 構 成

果 法 的 各 別 因 緣 中 ， 雖 有 差 異 性 存 在 ， 然 而 ， 卻 能 在 各 住 自 法 ，

不 移 本 性 下 ， 力 用 交 相 互 入 ， 成 就 果 法 的 總 相 本 體 ， 銜 接 整 體 與

部 分 間 的 不 協 調 性 ， 也 統 一 了 部 分 之 間 的 差 異 性 。 因 此 ， 體 用 、

用 體 彼 此 相 即 相 入 ， 主 要 在 表 現 法 界 緣 起 作 用 無 礙 的 圓 融 面 。  

  華 嚴 的 無 盡 緣 起 則 是 建 立 在 這 體 、 用 攝 入 無 礙 的 關 係 上 ，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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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 起 的 攝 入 無 礙 而 到 法 界 之 一 大 總 相 中，法 法 各 個 緣 之 間 亦 能 相

攝 相 入 ， 總 相 、 別 相 、 成 相 、 壞 相 ， 共 構 成 法 界 無 盡 緣 起 的 多 態

樣 貌 ， 此 亦 即 是 同 、 異 相 ， 而 此 同 異 也 非 僅 是 表 相 的 分 別 而 已 ，

正 如 法 藏 所 說「同相者，多義不相違，同成一總故。異相者，多義相

望，各各異故。」此 也 是 體 、 相 之 間 的 不 一 不 異 關 係 。 因 此 ， 六 相 雖

說 有 六 ， 但 在 相 即 相 入 的 當 下 ， 表 相 也 含 攝 了 緣 起 的 力 用 在 其

間 ， 所 展 現 出 來 的 是 部 分 與 部 分 之 間 及 部 分 與 整 體 之 間 ， 皆 是 相

依 和 合 而 無 礙 圓 融 。 若 要 簡 略 的 說 ， 總 別 的 相 即 性 就 可 代 表 整 個

的 圓 融 概 念 ； 其 廣 說 有 六 ， 實 則 是 以 體 、 相 、 用 的 無 礙 顯 現 來 說

明 六 相。所 以，智 儼 對 義 湘 不 說 六 相，而 僅 對 其 說 明「 十 重 總 別 」，

利 根 者 以 此 則 能 悟 入 圓 融 道 理 ， 而 此 圓 融 來 自 於 法 界 緣 起 中 ， 諸

緣 能 相 即 相 入 ， 故 智 儼 說 「 淺 智 者 著 諸 法 ， 見 一 以 為 一 也 」， 1 1因

此 ， 若 還 不 能 悟 入 ， 則 再 廣 說 六 相 ， 從 三 方 面 （ 六 相 三 組 ） 來 盡

談 法 界 的 圓 融 。  

  然 而 ， 在 無 盡 上 ， 此 相 即 相 入 還 未 完 全 的 呈 現 出 來 ， 因 此 ，

以 下 再 探 討 同 體 、 異 體 在 六 相 圓 融 上 所 具 的 意 義 ， 更 由 此 同 體 、

異 體 的 存 在 ， 而 令 法 界 緣 起 成 其 無 盡 復 無 盡 ， 因 此 ， 六 相 圓 融 的

義 理 若 再 藉 由 同 體、異 體 的 說 明，則 更 能 顯 發 出 法 界 緣 起 的 無 盡。 

(二 )  同 體 、 異 體  

  相 即 相 入 在 法 界 緣 起 中 ， 是 緣 起 體 性 與 作 用 的 一 體 兩 面 。 而

同 體 、 異 體 門 是 表 現 在 待 不 待 緣 的 緣 起 意 義 上 ， 法 藏 對 此 的 解 釋

如 下 ：  

以 諸 緣 起 門 內 有 二 義 故 ： 一 、 不 相 由 義 ， 謂 自 具

德 故 ， 如 因 中 不 待 緣 等 是 也 。 二 、 相 由 義 ， 如 待

緣 等 是 也 。 初 即 同 體 ， 後 即 異 體 。 1 2  

緣 起 不 相 由 是 同 體 門 ， 其 在 因 中 不 待 緣 而 自 具 德 ， 異 體 門 是 緣 起

相 由 ， 在 因 中 須 依 待 他 緣 。 然 而 ， 如 前 所 述 ， 在 法 界 無 盡 相 中 ，

                                                 
1 1

《 華 嚴 一 乘 十 玄 門 》 卷 1 ， T 4 5 ,  n o .  1 8 6 8 ,  p .  5 1 4 ,  c 1 6 - 1 7 。  
1 2

 《 華 嚴 一 乘 教 義 分 齊 章 》 卷 4 ， T 4 5 ,  n o .  1 8 6 6 ,  p .  5 0 3 ,  b 3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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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 觀 世 間 一 切 諸 法 ， 沒 有 一 法 是 固 定 不 變 的 。 上 文 雖 說 「 自 具 德

故 」， 是 指 每 一 法 之 有 其 自 性 （ 同 體 ）， 但 此 自 性 在 緣 起 法 中 ， 亦

可 與 他 法 成 另 一 總 相 （ 異 體 ）， 此 時 則 又 須 待 他 緣 而 成 ， 因 此 ，

諸 法 在 待 不 待 緣 上 並 不 是 固 定 不 變 ， 故 而 同 體 、 異 體 在 緣 成 上 也

常 互 換。如 因 陀 羅 網，珠 珠 之 間 雖 是 相 即 相 入，而 成 此 網，然 而 ，

一 珠 本 身 也 是 眾 緣 所 成 ， 才 能 成 就 此 網 之 珠 ， 只 是 在 論 此 網 時 ，

此 一 珠 是 此 網 的 最 小 單 位 ， 故 言 不 待 外 緣 ， 並 對 此 珠 來 說 ， 此 珠

有 其 自 性 ， 故 能 有 攝 、 入 之 功 能 ， 能 自 變 化 、 自 具 德 故 ， 而 說 為

同 體 門 ； 相 對 此 網 而 言 ， 珠 珠 之 間 亦 有 攝 、 入 之 作 用 ， 力 用 交 徹

故 ， 而 說 是 異 體 門 。 所 以 ， 法 藏 亦 云 ：  

相即相入，此二各有二：謂同體、異體。此二復有二

義，得成即入：一、約緣起門，二、約真性門。  初中

亦二義，一、約體，有空、有義，故得相即，二、約

用，有有力、無力義，故得相入。約緣，有待、不待

義，故有同、異二門也。  約「性」亦二義：一、不壞

緣，故相入，二、緣相盡，故相即，並圓融無礙自在

之義。 1 3 

上 文 指 出 同 體 異 體 門 從 緣 起 門 來 說 有 相 即 相 入，而 以 待 不 待 緣 說

為 同 體 異 體 ； 若 從 真 性 門 來 看 待 ， 則 是 諸 法 相 入 而 不 壞 自 相 ， 然

而 ， 相 入 無 二 相 ， 故 緣 相 盡 而 相 即 。 此 理 法 藏 在 「 法 性 融 通 門 」

中 是 「 謂 事 隨 理 以 融 通 故 ， 得 相 即 相 入 故 也 。 」， 1 4法 藏 將 相 即 相

入 運 用 在 理 、 事 法 界 來 作 說 明 ， 關 於 此 ， 其 與 法 界 三 觀 相 關 ， 將

併 在 下 一 節 再 討 論 。 因 此 ， 相 即 相 入 非 僅 指 異 體 ， 亦 包 含 同 體 ，

亦 即 在 緣 起 當 下 ， 若 論 此 一 緣 之 功 能 是 同 體 ， 在 成 就 果 法 的 當 下

諸 緣 作 用 則 是 異 體 。 同 體 與 異 體 只 是 角 度 的 不 同 而 已 ， 以 異 體 正

因 為 有 同 體 攝 、 入 之 功 用 ， 才 能 成 就 果 法 ， 此 果 亦 可 成 另 一 緣 起

之 諸 緣 ， 如 此 ， 法 法 交 相 作 用 而 成 無 盡 ， 故 而 ， 若 無 同 體 此 異 體

之 作 用 不 成 ， 因 此 ， 從 緣 成 的 角 度 來 看 ， 六 相 中 的「 體 」、「 用 」，

在 緣 起 門 中 ， 包 含 同 體 與 異 體 的 功 能 與 作 用 ， 此 同 、 異 體 是 一 體

二 面 同 時 存 在 ， 而「 相 」也 在 其 間 現 起 。 另 外 ， 關 於 同 體 、 異 體 ，

                                                 
1 3

 《 華 嚴 經 探 玄 記 》卷 5〈 1 3  初 發 心 菩 薩 功 德 品 〉， T 3 5 ,  n o .  1 7 33 ,  p .  2 0 3 ,  c 1 9 - 2 5 。 
1 4

 《 華 嚴 經 探 玄 記 》 卷 1 6 〈 3 2  寶 王 如 來 性 起 品 〉， T 3 5 ,  n o .  1 7 3 3 ,  p .  4 1 4 ,  

a 5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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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 光 朋 也 在 《 華 嚴 宗 法 界 緣 起 思 想 之 研 究 》 中 也 說 道 ：  

同 體 、 異 體 皆 是 就 緣 起 事 法 說 。 依 理 而 言 ， 同 體

之 特 性 乃 不 待 緣 … 此 同 體 作 為 事 法 言 ， 它 仍 然 是

緣 起 法 ， 必 須 待 緣 而 成 ， 說 其 不 待 緣 乃 就 其 事 體

之 當 身 自 己 而 說 而 已 。 1 5 

在 緣 起 的 當 下 ， 同 、 異 體 是 相 待 的 概 念 ， 皆 是 就 緣 起 事 法 而 說 ，

在 事 法 上 ， 承 上 所 言 ， 同 體 、 異 體 皆 是 緣 起 法 ， 都 須 待 緣 ， 說 其

相 由，則 是 從 異 體 的 角 度 看；說 其 不 相 由，則 是 從 同 體 的 角 度 看 。 

  因 此 ， 法 界 緣 起 雖 是 由 諸 多 壞 相 因 緣 所 構 成 ， 但 是 ， 在 緣 起

作 用 中 ， 總 是 因 別 而 總 ， 別 是 因 總 而 別 ， 故 能 總 別 相 即 ， 相 即 故

相 入 ， 故 緣 起 無 障 礙 ， 而 能 成 壞 一 如 ， 同 相 、 異 相 也 因 緣 成 而 無

別 。 這 些 壞 相 因 緣 本 身 雖 具 自 性 ， 自 性 的 當 體 不 待 因 緣 ， 但 論 其

本 身 ， 在 事 法 上 也 是 由 眾 多 因 緣 所 成 ， 所 成 的 壞 相 即 是 總 相 的 因

緣 － 別 相 ， 說 其 不 待 緣 ， 乃 是 指 事 體 當 身 自 己 ， 自 己 即 是 同 體 ，

自 、 他 之 間 則 是 異 體 ， 是 故 ， 在 成 就 果 法 的 當 下 ， 每 一 諸 緣 本 身

也 是 由 眾 多 因 緣 所 成 ， 所 以 功 德 具 足 ， 具 有 攝 入 之 功 能 ， 但 在 法

法 的 作 用 上 ， 則 又 是 異 體 ， 故 同 體 、 異 體 之 間 互 為 能 緣 起 ， 互 為

所 緣 起 ， 才 能 成 就 法 界 的 無 盡 緣 起 。 楊 政 河 在 其 書 中 提 到 ， 除 了

異 體 門 外 ， 為 何 還 須 同 體 門 時 說 道 ：  

凡 是 一 切 諸 法 都 各 自 有 其 自 性 ， 一 法 中 具 有 無 量

性 德 ， 如 果 沒 有 具 備 這 些 性 德 的 話 ， 那 麼 無 論 遭

遇 到 何 種 因 緣 ，「 無 」 畢 竟 不 會 生 出 「 有 」 來 。 1 6 

無 中 生 有 畢 竟 不 可 能 ， 因 為 有 同 體 與 異 體 的 功 能 與 作 用 ， 才 有 相

即 相 入 的 因 緣，如 此，在 法 界 中，小 至 極 微，大 至 宇 宙 不 可 限 量 ，

均 能 以 一 法 成 一 切 法 ， 以 一 切 法 緣 一 法 。 此 一 法 涉 它 一 切 法 為

緣 ， 它 一 切 法 涉 此 一 法 亦 悉 為 緣 ， 都 是 一 法 疊 一 法 ， 法 法 交 涉 ，

總 為 一 團 萬 法 ， 故 而 萬 法 即 一 ， 一 即 萬 法 ， 一 多 相 即 ， 而 能 層 層

交 疊 相 即 相 入 ， 所 以 ， 在 法 界 中 沒 有 單 獨 存 在 的 法 ， 雖 說 其 各 具

自 性 ， 但 每 一 法 也 都 是 眾 緣 所 成 ， 其 本 身 具 有 無 量 性 德 ， 同 樣 具

有 攝 入 之 功 能 ， 而 能 再 與 其 他 諸 法 成 就 更 多 的 法 。 因 此 ， 從 此 觀

                                                 
1 5

 賴 光 朋 著 ，《 華 嚴 宗 法 界 緣 起 思 想 之 研 究 》， 頁 6 1。  
1 6

 楊 政 河 著 ，《 華 嚴 哲 學 研 究 》， 頁 4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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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看 ， 同 體 與 異 體 共 同 造 就 了 緣 起 的 無 盡 。  

  六 相 三 組 本 身 即 是 圓 融，亦 是 行 布，此 二 無 別。以 總 別 來 說 ，

總 相 本 身 是 由 諸 多 別 相 所 成 ， 而 在 法 界 中 ， 每 一 法 都 是 法 界 本

身 ， 故 在 成 壞 一 組 中 ， 其 所 代 表 的 意 義 ， 則 是 壞 相 雖 各 住 自 法 ，

能 持 自 性 ， 但 是 在 法 界 中 ， 也 是 成 就 諸 法 緣 起 的 因 緣 ， 在 總 相 的

成 就 上，成 壞 一 如，所 強 調 的 是 法 界 的 用，在 體 性 上，總 別 相 即 ，

故 能 體 用 無 礙 現 起 ； 由 此 二 組 可 再 延 申 出 同 、 異 一 組 ， 而 此 同 、

異 ， 末 綱 恕 一 認 為 「 同 體 、 異 體 的 同 、 異 ， 其 實 和 六 相 圓 融 的 同 相 、

異 相 有 一 樣 的 意 思 」， 1 7在 這 方 面 ， 雖 織 田 顯 佑 也 持 有 相 同 看 法 。 1 8但

是，關 於 此，從 六 相 來 看，如 上 所 言，同 體、異 體 是 在 成 壞 一 組 的「 用 」

上 來 說 無 盡 ； 若 以 一 中 十 為 例 ， 對 同 體 、 異 體 門 之 一 中 多 的 分 別 ， 智

儼 以 異 體 門 以 望 後 九 故 名 一 中 十 ； 而 同 體 門 內 具 ， 故 一 中 有 九 來 區 別

同、異 體 。 1 9是 故， 以 同 相 、 異 相 來 說 ， 同 相 主 要 是 指 諸 緣 共 成 一 總 ，

而 諸 緣 卻 彼 此 各 具 自 性 為 異 相 ， 因 此 ， 在 諸 緣 共 成 一 總 的 當 下 ， 其 緣

起 本 身 含 有 同 體 與 異 體 的 交 相 作 用，其 含 有 同、異 體 的 功 能、作 用 面 ；

而 異 相 雖 是 指 在 相 上 的 差 異 性 ， 這 在 緣 起 中 ， 本 身 以 諸 緣 亦 都 各 自 保

有 其 自 性 而 言 ， 若 從 其 中 一 緣 來 看 是 同 體 ， 若 從 各 個 緣 交 相 作 用 的 角

度 來 看 則 是 異 體 。 因 此 ， 同 相 、 異 相 從 不 同 角 度 都 各 自 有 其 同 體 與 異

體 ， 並 以 同 體 、 異 體 彼 此 相 入 相 依 共 成 一 總 ， 層 層 交 疊 而 成 無 盡 相 ，

這 在 同 體 、 異 體 門 來 說 是 功 能 與 作 用 的 交 相 互 入 變 化 而 成 。 而 異 相 中

有 同 相 ， 同 相 中 有 異 相 ， 同 相 、 異 相 是 絶 待 而 圓 融 ， 如 此 ， 同 相 、 異

相 在 緣 成 角 度 上 並 將 同 體 、 異 體 帶 入 到 無 盡 的 意 涵 ， 與 末 綱 恕 一 認 為

同 體 、 異 體 與 同 相 、 異 相 具 有 相 同 意 思 ， 應 是 有 差 異 的 ， 原 因 在 於 ，

六 相 是 圓 融 的 教 法 ， 在 同 相 中 ， 諸 緣 相 即 相 入 同 成 一 總 ， 因 此 ， 同 相

中 有 同 、 異 體 ， 異 相 中 亦 有 同 、 異 體 ， 相 即 相 入 故 而 才 能 重 重 無 盡 ，

末 綱 恕 一 雖 指 出 同 體 、 異 體 與 同 相 、 異 相 有 其 相 同 性 質 ， 但 卻 未 將 同

相 、 異 相 的 圓 融 面 包 攝 在 其 中 。  

  六 相 呈 顯 出 法 界 的 體 、 相 、 用 ， 從 「 體 」 說 明 法 界 的 相 即 無

別 ， 總 為 一 團 萬 法 ， 澄 觀 說 為 一 真 法 界 ； 從 「 用 」 來 說 明 力 用 的

交 徹 ， 故 為 相 入 ， 而 同 相 、 異 相 是 基 於 相 即 相 入 下 而 言 「 相 」 上

                                                 
1 7

 末 綱 恕 一 ，《 華 厳 経 の 世 界 》， 頁 1 3 3 ~1 3 4。  
1 8

 織 田 顯 佑 ，《 地 論 思 想 の 形 成 と 変 容 》， 頁 3 54。  
1 9

《 華 嚴 一 乘 十 玄 門 》 卷 1， T 4 5 ,  n o .  1 8 6 8 ,  p .  5 1 5 ,  a 2 0 - 22。  



12 

 

的 差 別，並 非 單 指 事 物 的 表 相 而 已，基 於 此 概 念，慧 遠 已 洞 悉 到 ，

所 以 ， 慧 遠 才 指 出 「 為 約 同 異 ， 成 前 二 門 。 故 有 六 也 」， 這 意 指

成 壞 是 為 了 更 明 確 同 異 中 含 有 力 用 交 徹 的 因 素 ， 因 此 ， 從 同 異 中

析 出 成 壞 ， 而 代 表 法 界 的 「 用 」 來 說 明 六 相 。 是 故 ， 從 一 法 而 論

說 為 同 體 ， 若 從 諸 法 而 論 則 為 異 體 ， 在 成 就 諸 緣 起 法 上 ， 一 法 亦

由 諸 法 而 成 ， 故 一 法 疊 一 法 ， 法 法 相 即 相 入 無 盡 復 無 盡 ， 總 為 一

團 萬 法 ， 而 又 滙 歸 到 體 性 上 ， 所 以 ， 法 藏 在 五 教 章 對 六 相 一 開 始

即 指 出 ， 六 相 是 為 顯 一 乘 圓 教 法 界 緣 起 無 盡 的 教 說 。 2 0因 此 ， 六

相 看 似 六 相 ， 其 實 是 一 體 的 呈 現 ， 於 中 蘊 含 了 法 界 力 用 交 徹 的 相

入 ， 及 體 性 的 相 即 ， 這 是 圓 融 的 本 質 ， 並 也 呈 顯 出 萬 法 之 間 ， 同

體 、 異 體 的 無 盡 意 涵 。  

三、「六相圓融」與「十玄門」法界無盡緣起之

關係 

  綜 合 以 上 的 觀 念 ， 進 而 能 說 明 「 十 玄 門 」， 十 玄 的 提 出 者 是

智 儼 承 杜 順 所 說 。 智 儼 是 華 嚴 思 想 的 啟 蒙 者 ， 在 解 釋 華 嚴 義 理 時

常 從 事 的 解 析 中 來 說 明 理 體 的 圓 融 無 礙 ， 法 藏 在 此 基 礎 下 ， 為 直

顯 事 事 無 礙 的 圓 教 思 想 ， 在 《 探 玄 記 》 中 對 十 玄 部 分 名 稱 稍 作 修

改 ， 並 也 融 合 同 體 、 異 體 與 相 即 、 相 入 的 概 念 ， 進 而 詮 釋 智 儼 的

《 十 門 玄 》， 但 在 義 理 上 並 無 改 變 。  

(一 ) 六相十玄的關涉  

  六 相 十 玄 在 學 界 常 被 相 提 並 論 ， 以 呂 澂 析 華 嚴 的 六 相 十 玄 來

說 ， 認 為 此 二 門 均 是 華 嚴 的 一 種 觀 法 ， 而 依 理 論 的 次 序 ， 應 是 六

相 在 十 玄 之 前 ， 關 於 此 作 者 也 說 道 ：  

                                                 
2 0

《 華 嚴 一 乘 教 義 分 齊 章 》 卷 4， T 4 5 ,  no .  18 6 6 ,  p .  5 0 7 ,  c1 0 - 15。  



13 

 

華 嚴 宗 主 張 的 觀 法 ， 要 隨 順 著 普 賢 的 境 界 ， 也 就 是

緣 起 因 的 部 分 ， 至 於 諸 佛 自 境 就 屬 於 性 果 海 的 部

分 ， 離 卻 言 語 心 思 而 不 能 解 說 攀 緣 。 2 1 

文 中 的 「 離 卻 言 語 心 思 」， 在 真 空 觀 中 即 是 最 後 一 觀 「 心 行 處 滅 」

的 境 界 ， 是 符 合 諸 佛 自 境 不 可 說 的 部 分 。 而 華 嚴 的 觀 法 － 六 相 與

十 玄 ， 是 隨 順 著 普 賢 的 境 界 ， 顯 現 法 界 緣 起 樣 貌 是 無 盡 的 圓 融 ，

因 為，若 從 佛 境 來 說 則 是 無 法 言 語，然 而，若 從 緣 起 的 因 分 來 說 ，

六 相 、 十 玄 就 是 在 詮 顯 這 不 可 說 的 果 分 部 分 ， 因 此 ， 智 儼 又 立 腳

在 《 中 論 》 的 「 以 有 空 義 故 一 切 法 得 成 也 」， 2 2來 成 立 六 相 十 玄 的

無 盡 、 圓 融 義 理 。 但 是 ， 六 相 、 十 玄 二 者 究 竟 是 否 有 相 關 ？ 關 於

此 問 題，吾 人 可 先 從 智 儼《 十 玄 門 》中 之 十 玄 來 作 一 解 析，如 下 ： 

 十 玄  約 法  會 理 解 析  

1  同 時 具 足 相

應 門  

約 相 應 無 先

後 而 說  

此 在 時 間 上 即 是 同 時 ， 舉 一 即

多 ， 在 空 間 上 是 具 成 ， 因 為 一

是 多 一 ， 多 是 一 多 ， 故 說 第 一

門 是 總 門 。  

2  因 陀 羅 網 境

界 門  

約 譬 成 其 無

盡 復 無 盡  

其 是 以 因 陀 羅 網 為 譬 喻 ， 在 空

間 上 說 其 重 重 影 現 ， 因 此 ， 世

間 不 迫 迮 ， 然 而 ， 在 時 間 上 亦

不 失 因 果 先 後 次 第 ， 所 以 體 無

增 減 。  

3  秘 密 隱 顯 俱

成 門  

約 緣 來 說 隱

顯 同 時 俱 成  

以 月 性 實 無 盈 虧 ， 故 此 方 見

半 ， 他 方 見 滿 ， 此 隱 顯 體 無 前

後 ， 此 也 不 離 時 空 上 的 一 時 具

成 。  

                                                 
2 1

 呂 徵 著 ，《 呂 徵 佛 學 論 著 選 集 》 卷 五 ， 頁 2 9 63。  
2 2

 《 華 嚴 一 乘 十 玄 門 》 卷 1 ， T 4 5 ,  n o .  1 8 6 8 ,  p .  5 1 4 ,  c 2 - 3 。  



14 

 

4  微 細 相 容 安

立 門  

此 約 相 上 而

說 須 彌 納 芥

子 將 為 難 事

哉  

在 時 間 上 是 一 時 ， 在 空 間 上 說

具 顯 ， 以 大 入 小 ， 在 「 相 」 上

仍 不 相 妨 礙 ， 故 云 微 細 相 容 。  

5  十 世 隔 法 異

成 門  

此 約 三 世 而

說  

合 三 世 為 十 世 總 為 一 念，以「 十

世相入復相即 ，而不失先後短

長之相，故云隔法異成；教義

理事等十門相即相入，而不失

先後差別之相，故名異成 」  

6  諸 藏 純 雜 具

德 門  

此 約 行 行 而

言  

以 諸 度 萬 行 為 雜 ， 在 空 間 上 ，

萬 行 皆 為 一 行 為 純 ， 在 時 間

上 ， 以 萬 行 具 在 一 念 中 ， 此 是

從 行 來 說 具 顯 ， 具 顯 在 一 念 一

行 中 ， 此 亦 是 多 即 一 。  

7  一 多 相 容 不

同 門  

此 門 約 理 來

談 一 入 多，多

入 一 而 相 容  

體 無 先 後 ， 故 不 失 一 多 之 相 。

微 細 相 融 主 要 在 說 把 大 相 攝 入

一 個 小 相 當 中 ； 一 多 則 是 雙 相

通 說 ， 亦 是 從 空 間 來 說 相 容 ，

強 調 在 「 理 」 上 的 攝 入 無 礙 。  

8  諸 法 相 即 自

在 門  

此 約 用 來 說

三 種 世 間 無

礙 自 在  

一 即 攝 一 切 ， 無 盡 復 無 盡 ， 相

即 復 相 入 ， 然 而 ， 先 後 因 果 不

失 ， 雖 不 失 先 後 而 先 後 相 即 復

相 入 。 其 本 身 不 強 調 在 一 時 具

成 的 概 念 ， 但 以 一 地 即 攝 諸 地

功 德 ， 故 初 發 心 時 便 成 正 覺 ，

一 即 一 切 而 言 ， 本 身 即 具 有 具

成 的 概 念 ， 其 是 從 「 用 」 來 說



15 

 

相 即 相 入，但 先 後 不 失，於 時 、

空 上 亦 同 時 具 足 。  

9  唯 心 廻 轉 善

成 門  

此 約 心 來 講  若 善 若 惡 同 時 具 足 ， 但 唯 心 廻

轉 ， 故 三 界 虛 妄 ， 唯 一 心 作 ，

不 可 說 淨 與 不 淨 。 此 門 與 隱 顯

門 差 別 在 此 門 強 調 在 心 ， 雖 同

時 具 足 ， 但 以 心 能 是 善 是 惡 、

是 淨 與 不 淨，強 調 心 造 諸 如 來。 

1 0  託 事 顯 法 生

解 門  

此 約 智  託 智 以 顯 法 ， 以 事 即 法 ， 隨 舉

一 事 而 攝 法，事、法 同 時 具 足 。

由 事 與 法 來 顯 同 時 。  

智 儼 在 《 搜 玄 記 》 以 因 六 義 說 明 因 果 「 同 時 更 互 」， 到 了 《 十 玄

門 》 的 十 數 喻 中 ， 發 展 出 以 一 多 思 想 之 「 中 」 和 「 即 」 的 理 論 ，

來 作 為 《 十 玄 門 》 的 論 理 基 礎 。 所 以 ， 在 「 即 」 來 說 ， 強 調 於 果

法 （ 總 ） 中 ， 以 果 法 的 成 就 同 時 成 立 各 要 素 （ 別 ）， 如 「 有 舍 復

有 柱 」， 此 時 柱 即 舍 ， 這 在 智 儼 的 《 搜 玄 記 》 也 以 總 別 相 即 來 論

六 相 ， 而 在 《 十 玄 門 》 中 ， 此 總 別 的 相 即 關 係 ， 則 是 運 用 在 十 數

喻 中 。 例 如 ： 十 是 由 一 、 二 到 九 而 成 ， 每 一 數 亦 同 此 理 ， 一 時 具

成 ， 故 是 緣 成 十 ， 非 情 謂 十 ， 故 十 與 其 他 數 才 可 相 即 ， 而 在 法 藏

時 ， 以 相 即 門 來 表 示 ， 不 僅 指 出 了 時 間 上 的 同 時 ， 也 不 否 定 其 先

後 、 一 多 之 相 。 而 在 「 中 」 的 思 想 中 ， 所 強 調 的 在 一 中 含 有 其 他

九 個 的 原 素 ， 其 他 數 亦 同 此 理 ， 而 表 現 出 緣 起 力 用 的 關 係 ， 帶 出

了 「 相 入 」 的 原 理 ， 亦 即 ， 由 一 攝 收 其 他 九 個 原 素 ， 每 一 個 原 素

都 彼 此 相 攝 相 入 而 成 ， 但 一 非 其 他 九 個 原 素 ， 不 妨 一 多 之 相 。 所

以 ， 以 「 一 中 多 ， 多 中 一 」 故 ， 而 可 以 說 「 一 即 多 ， 多 即 一 」，

此 原 理 同 樣 來 自 法 藏 對 智 儼 因 六 義 的 解 釋 而 推 演 出 來 。 因 此 ， 由

上 表 可 知 ， 智 儼 在 論 十 玄 時 ， 其 從 時 、 空 說 到 唯 心 ， 再 由 事 來 顯 法 ，

以 重 重 無 盡，而 能 無 盡 緣 起，於 中 也 運 用 到 了「 中 」和「 即 」的 思 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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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能 隨 舉 一 事 而 攝 法 ， 如 此 可 知 ， 十 玄 實 是 從 十 個 角 度 或 十 種 理 解 的

方 式 互 相 總 持 ， 其 在 時 、 空 上 雖 不 特 定 由 此 開 出 ， 但 是 在 時 、 空 上 卻

具 有 如 下 二 種 特 性 ：  

１ 在 時 間 上 ， 以 一 多 相 即 ， 故 是 一 時 具 顯 ， 但 又 不 妨 礙 其 先 後 次

序 。  

２ 在 空 間 上 ， 雖 是 相 入 ， 但 又 不 妨 一 多 之 相 。  

在 相 即 相 入 的 義 理 下 也 同 時 引 攝 出 在 時 空 上 的 這 二 個 概 念 ， 此 二 個 概

念 被 廣 泛 運 用 在 十 玄 ， 因 此 ， 十 玄 約 法 雖 有 十 個 不 同 角 度 ， 但 是 ， 在

關 於 時 間 空 間 的 範 圍 上 ， 卻 具 有 這 二 種 特 性 ， 這 是 聖 者 打 破 眾 生 對 時

間 、 空 間 的 刻 板 印 象 ， 所 呈 現 出 來 的 圓 融 無 礙 。 而 六 相 十 玄 在 思 想 上

的 關 聯 性 ， 在 學 界 中 也 有 多 位 學 者 提 出 看 法 ， 如 末 綱 恕 一 也 認 為

「 六 相 圓融的道理成就十玄緣起」，2 3而 石 井 教 道 舉 出 壽 靈 將 六 相 解

釋 為 能 立 ， 十 玄 為 所 立 及 通 路 記 第 二 七 提 到「 有 六 相 故 十 玄 」 2 4，

最 後 ， 方 立 夫 也 指 明 十 玄 說 是 在 六 相 說 的 基 礎 上 所 提 出 的 2 5。 如

此 ， 智 儼 在 《 搜 玄 記 》 的 因 六 義 中 ， 闡 明 緣 起 力 用 的 空 有 無 礙 ， 目 的

應 是 在 以 此 無 礙 來 作 為 六 相 的 基 礎 說 明 六 相 的 圓 融，到 了《 十 玄 門 》，

此 緣 起 力 用 以 十 數 為 喻 ， 發 展 成 一 多 的 時 間 與 空 間 概 念 ， 成 為 十 玄 思

想 的 部 分 。 並 且 ， 在 一 多 的 思 想 中 ， 織 田 顯 佑 也 明 白 指 出 「 一即多」

就是全體和部分的邏輯關係，所以，相當於六相中的總別；「一中多」

含有生滅變化，所以相當於成壞 」， 2 6如 此 ， 相 即 相 入 的 理 論 則 成 了 六

相 圓 融 的 教 說 ， 而 同 異 是 伴 隨 總 別 而 開 出 成 壞 ， 所 以 ， 六 相 作 為 十 玄

門 的 背 景 ， 其 與 十 玄 在 原 理 上 是 同 出 一 脈 ， 但 在 時 間 上 ， 是 先 有 六 相

圓 融 思 想 再 進 而 發 展 出 十 玄 的 法 界 思 想 ， 而 重 重 無 盡 的 緣 起 則 在 從 六

相 的 解 析 中 ， 由 十 玄 表 露 出 來 。  

 

                                                 
2 3

 湯 次 了 榮 ，《 華 嚴 大 系 》， 頁 5 1 3。  
2 4

 石 井 教 道 ，《 華 嚴 教 學 成 立 史 》， 頁 4 0 6。  
2 5

 方 立 夫 ，《 法 藏 》， 東 大 圖 書 ， 頁 1 3 4。  
2 6

 織 田 顯 佑 ，《 地 論 思 想 の 形 成 と 変 容 》， 頁 3 54 ~3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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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六相十玄同成法界緣起  

  承 上 可 知 ， 十 玄 在 發 展 上 以 六 相 圓 融 的 理 論 為 基 礎 ， 其 中 ，

十 玄 是 在 闡 明 此 無 盡 之 現 象 ， 六 相 是 在 說 明 無 盡 的 關 係 ， 其 所 關

注 的 焦 點 雖 都 各 有 所 不 同 ， 但 都 同 樣 在 成 就 法 界 無 盡 緣 起 ， 這 也

是 華 嚴 有 別 諸 教 的 一 乘 思 想 。 以 下 是 法 藏 在 《 華 嚴 經 指 歸 》 中 ，

融 合 以 上 六 相 的 相 關 原 理 對 十 玄 的 陳 述 ， 如 下 ：  

此二復有二義：一異體相望故，有微細、隱顯，謂異

體相容，具微細義；異體相是，具隱顯義。  二同體

內具故，得有一多、廣狹，謂同體相入故，有一多無

礙；同體相即故，有廣狹無礙；  又由異體攝同故，

有帝網無礙義；  現於時中故，得有十世義。緣起無

性故，得有性、相無礙義；相關互攝故，得有主伴無

礙義。是故此一緣起門即具前十義。 2 7  

上 文 關 於 十 玄 之 名 如 前 所 述 有 別 於 智 儼 ， 但 在 法 義 上 並 無 不 同 。

並 且 ， 由 上 也 可 看 出 智 儼 對 十 玄 主 要 以 十 數 法 的 原 理 來 論 述 ， 而

此 原 理 不 離 相 即 相 入 與 同 體 異 體 ， 這 是 也 十 玄 理 論 的 原 型 ， 因

此 ， 法 藏 在 十 玄 的 論 述 中 ， 可 看 出 其 亦 以 同 體 、 異 體 等 思 想 來 思

考 。 如 上 文 ， 在 微 細 門 中 ， 法 藏 解 釋 為「 異 門 攝 同 體 中 相 入 義 」，

智 儼 則 以「 一 時 具 顯 不 相 妨 礙 」2 8此 是 由 異 體 相 望 而 言 異 體 相 容 ；

同 樣 ， 在 隱 顯 義 中 ， 以 「 一 攝 多 時 為 顯 ， 令 一 入 多 為 隱 」， 2 9而 在

智 儼 來 解 釋 則 是 「 如 似 十 數 ， 一 即 十 ， 一 即 是 顯 ， 二 三 四 至 十 即

為 隱 」， 3 0而 說 明 異 體 相 是 ， 於 中 是 以 相 即 義 來 詮 釋 隱 顯 ， 也 可 看

出 法 藏 將 智 儼 一 多 思 想 由 相 即 相 入 等 的 思 惟 中 來 詮 解 十 玄。在 同

                                                 
2 7

《 華 嚴 經 旨 歸 》 卷 1 ， T 4 5 ,  n o .  1 8 71 ,  p .  5 95 ,  b 4 - 11。  

2 8
《 華 嚴 一 乘 十 玄 門 》 卷 1， T 4 5 ,  n o .  1 8 6 8 ,  p .  5 1 7 ,  a 6 。  

2 9
《 華 嚴 經 探 玄 記 》 卷 1 ， T 3 5 ,  n o .  1 73 3 ,  p .  1 25 ,  a 2 - 3。  

3 0
《 華 嚴 一 乘 十 玄 門 》 卷 1， T 4 5 ,  n o .  1 8 6 8 ,  p .  5 1 6 ,  c 1 7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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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內 具 中 ， 以 一 多 門 來 說 ， 一 入 多 ， 多 入 一 ， 不 失 一 多 之 相 ， 此

是 同 體 相 入 ； 廣 狹 無 礙 （ 諸 藏 純 雜 具 德 ） 在 智 儼 是 「 … 九 、 十 等

皆 是 一 ， 是 故 名 為 純 。 而 一 內 即 具 九 、 十 等 ， 是 故 復 名 雜 。 」， 3 1

在 法 藏 則 說 「 住 一 遍 應 故 」， 3 2由 一 包 攝 故 ， 是 名 同 體 相 即 。 而 帝

網 是 由 眾 珠 相 攝 相 入 而 成 ， 由 前 對 無 盡 及 圓 融 的 論 證 中 得 知 ， 此

無 礙 則 是 由 異 體 攝 同 體 相 入 而 成 。 再 由 其 相 即 相 入 故 ， 有 十 世

義 ； 而 此 相 即 相 入 是 智 儼 以 中 論 的 空 義 推 演 而 來 ， 故 在 「 性 」 相

即 ， 在 「 相 」 相 入 而 成 一 切 法 ； 最 後 主 伴 無 礙 ， 即 是 唯 心 廻 轉 善

成 ， 在 智 儼 則 「 若 善 若 惡 隨 心 所 轉 ， 故 云 廻 轉 善 成 」， 3 3法 藏 解 釋

為 「 隨 一 門 必 具 一 切 」， 3 4亦 即 心 若 善 或 若 惡 ， 其 所 作 亦 都 為 善 或

為 惡 ， 主 伴 無 礙 ， 以 相 關 互 攝 故 。 因 此 ， 此 一 緣 起 門 同 時 具 前 十

義 ， 故 為 同 時 具 足 相 應 門 。 並 且 ， 法 藏 說 到 「 就 體 就 用 ， 故 有 相

即 相 入 也 」， 此 體 、 用 說 明 六 相 圓 融 也 說 明 了 十 玄 無 礙 。 因 此 ，

法 藏 在 論 述 十 玄 時 提 到 「 然 此 十 門 ， 隨 一 門 中 即 攝 餘 門 無 不 皆

盡 ， 應 以 六 相 方 便 而 會 通 之 」 3 5， 此 中 除 了 表 示 隨 一 門 都 具 有 其

他 九 門 之 性 質 是 六 相 的 表 現 外，也 可 以 六 相 中 的 相 即 相 入 原 理 來

會 通 此 十 玄 義 理 ， 關 於 這 點 ， 織 田 顯 佑 則 指 出 「《 一乘十玄門》將

不一（異體門）不異（同體門）為基盤，然後，組織總別（一即多）

和成壞（一中多），再組織《十地經論》的六相說 」， 3 6石 井 公 成 也 提

到 法 藏 有 將 相 即 相 入 視 為 十 玄 門 基 礎 理 論 之 看 法 。 3 7由 此 可 呼 應

出 ， 智 儼 在 因 六 義 的 緣 起 力 用 ， 其 整 體 上 是 由 六 相 來 顯 現 ， 而 將

其 原 理 融 入 到 一 多 思 想 中 ， 由 《 十 玄 門 》 來 呈 顯 出 華 嚴 之 不 可 思

議 境 界 ， 而 法 藏 由 智 儼 在 《 十 玄 門 》 中 之 一 多 思 想 ， 進 而 以 相 即

相 入 及 同 體 異 體 來 回 應 十 玄 。  

                                                 
3 1

《 華 嚴 一 乘 十 玄 門 》 卷 1， T 4 5 ,  n o .  1 8 6 8 ,  p .  5 1 7 ,  b 9 - 1 1。  
3 2

《 華 嚴 經 探 玄 記 》 卷 1 ， T 3 5 ,  n o .  1 73 3 ,  p .  1 24 ,  c 26 。  
3 3

《 華 嚴 一 乘 十 玄 門 》 卷 1， T 4 5 ,  n o .  1 8 6 8 ,  p .  5 1 8 ,  b 18 - 2 0。  
3 4

《 華 嚴 經 探 玄 記 》 卷 1 ， T 3 5 ,  n o .  1 73 3 ,  p .  1 25 ,  a 8 ) 。  
3 5

《 華 嚴 一 乘 教 義 分 齊 章 》 卷 4 ： T 4 5 ,  n o .  1 8 6 6 ,  p .  5 0 7 ,  a 2 9 - b 2 。  
3 6

 織 田 顯 佑 著 ，《 地 論 思 想 の 形 成 と 変 容 》， 頁 3 5 5。  
3 7

 石 井 公 成 ，《 華 嚴 思 想 の 研 究 》， 頁 3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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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相 同 時 具 足 、 圓 融 無 礙 ， 在 體 、 用 的 交 互 作 用 中 ， 同 相 、

異 相 亦 是 圓 融 的 展 現 ， 以 同 相 是 在 異 相 中 同 成 一 總 相 故 ， 因 此 ，

在 相 即 相 入 中 亦 有 同 體 、 異 體 不 同 角 度 的 攝 入 。 在 同 體 的 功 能 與

異 體 的 作 用 下 有 多 重 組 合 ， 其 主 要 在 闡 明 緣 起 諸 法 之 重 重 無 盡 ，

此 無 盡 成 就 了 諸 多 的 緣 起 總 相 ， 而 為 法 界 一 大 總 相 ， 是 為 華 嚴 法

界 無 盡 緣 起 。 故 而 六 相 能 無 盡 圓 融 ， 此 圓 融 的 現 象 ， 可 歸 納 為 十

玄 門 ， 因 此 ， 湯 次 了 榮 說 為 「 六 相 圓 融 的 道 理 成 就 十 玄 緣 起 ， 而 後

能 夠 討 論 法 界 緣 起 無 盡 之 法 」， 3 8 如 此 而 能 以 六 相 十 玄 同 成 法 界 無 盡

緣 起 。  

四、六相圓融與法界三觀  

  六 相 圓 融 是 法 界 無 盡 緣 起 之 理 ， 以 本 身 包 含 事 法 在 內 ， 故 本

單 元 再 論 六 相 圓 融 與 法 界 三 觀 的 關 係 。 但 在 本 單 元 中 ， 主 要 著 重

在 從 理 與 事 的 分 析 中 來 論 六 相 圓 融 ， 最 後 與 法 界 無 盡 緣 起 作 一 連

結 。 因 此 ， 由 於 此 三 觀 在 體 顯 圓 融 無 礙 的 課 題 上 ， 所 呈 顯 出 來 的

重 點 都 不 同 ， 故 本 文 則 先 一 一 的 介 紹 六 相 圓 融 與 法 界 三 觀 。  

(一 ) 法界三觀的考察  

  法 界 觀 的 起 源 究 竟 是 誰 提 出 ？ 筆 者 考 察 法 界 觀 的 內 容 ， 最 早

則 是 見 於 法 藏 的 《 華 嚴 發 菩 提 心 章 》 之 一 部 分 ， 然 而 ， 在 澄 觀 之

《 華 嚴 法 界 玄 鏡 》 中 雖 有 此 觀 文 ， 但 卻 將 其 歸 於 杜 順 大 師 ， 並 在

玄 鏡 中 將 其 分 為 觀 曰 與 釋 曰 ， 以 解 釋 此 觀 文 ， 而 宗 密 在 《 註 華 嚴

法 界 觀 門 》中，也 直 接 表 明 此 觀 門 是 為 杜 順 作 註，關 於 這 些 現 象 ，

在 現 代 學 者 的 考 察 中 ， 魏 道 儒 以 為 此 觀 與 法 藏 在 此 章 之 後 二 部 分

相 應 ， 且 ， 從 華 嚴 發 展 史 來 考 察 ， 認 為 其 思 想 不 可 能 出 現 在 智 儼

                                                 
3 8

 湯 次 了 榮 ，《 華 嚴 大 系 》， 頁 5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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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前 ， 3 9  李 治 華 在 《 智 儼 思 想 研 究 》 中 ， 更 針 對 《 法 界 觀 門 》 的

諸 多 疑 點，考 察 了 智 儼 在 現 存 著 作 中 與《 法 界 觀 門 》的 相 關 訊 息 ，

並 從 吉 羅 美 在 藏 經 的 版 本 比 對 及 綱 目 形 式 而 作 了 更 進 一 步 的 考

察 ， 仍 無 法 對 《 法 界 觀 門 》 的 著 作 做 一 確 認 ， 雖 然 如 此 ， 在 其 於

「 杜 順 對 智 儼 思 想 的 可 能 影 響 」 之 分 析 中 ， 也 無 法 排 除 杜 順 曾 經

直 接 或 間 接 的 傳 授 。 4 0另 外 ， 關 於 四 法 界 說 ， 法 藏 雖 在 此 章 中 只 談

法 界 三 觀，但 在《 義 海 百 門 》中，說 到 事 法 界 是「 不 礙 事 相 宛 然 」、

4 1 《 華 嚴 經 旨 歸 》 中 說 到 一 切 法 是 事 法 界 ， 而 澄 觀 與 宗 密 也 認 為

原 有 四 法 界 ， 而 以 事 法 界 歷 別 難 以 具 陳 ， 4 2 故 略 而 不 明 或 以 非 觀

智 之 境 ， 而 只 談 法 界 三 觀 ， 4 3 木 村 清 孝 以 為 四 法 界 是 澄 觀 從 法 藏

中 所 得 到 的 啟 發 。 4 4 但 總 上 所 說 ， 一 般 說 四 法 界 或 法 界 三 觀 ， 其

差 別 在 事 法 界 。 可 知 ， 古 來 並 不 排 除 有 事 法 界 ， 只 是 在 論 華 嚴 法

界 觀 時 ， 多 是 以 法 界 三 觀 為 主 ， 以 此 三 觀 來 破 除 凡 夫 知 見 ， 而 顯

華 嚴 的 圓 融 無 礙 。 但 此 觀 是 杜 順 先 提 出 或 法 藏 ， 在 學 界 則 有 諸 多

舛 測 ， 但 盡 觀 其 理 則 無 有 分 別 。 故 而 ， 本 單 元 以 六 相 圓 融 為 論 述

重 點 ， 關 於 此 方 面 則 不 再 多 作 論 辯 ， 而 針 對 此 三 觀 ， 融 合 了 所 須

破 除 的 事，來 盡 談 華 嚴 的 圓 融 無 礙，此 圓 融 不 離 華 嚴 的 六 相 圓 融 。 

(二 ) 理與事的六相圓融  

  法 界 三 觀 一 般 分 為 真 空 觀 、 理 事 無 礙 觀 、 周 遍 含 容 觀 （ 事 事

無 礙 觀 ）。 在 第 一 觀 中 ， 法 界 要 逹 到 無 礙 圓 融 ， 其 主 要 是 針 對 色 、

空 的 執 著 ， 在 色 ， 此 色 是 無 自 性 、 無 有 實 體 ， 說 有 ， 是 緣 起 幻 有 ，

故 色 即 空 ； 在 空 ， 此 空 非 斷 滅 空 、 但 也 非 實 在 有 、 非 質 礙 有 ， 而

是 緣 起 幻 有 ， 故 非 無 ， 所 以 空 即 色 ； 空 非 色 ， 此 色 是 有 實 體 ， 或

                                                 
3 9

 魏 道 儒 著 ，《 中 國 華 嚴 宗 通 史 》， 頁 9 8。  
4 0

 李 治 華 著，《 智 儼 思 想 研 究 － 以 初 期 華 嚴 宗 哲 學 的 創 立 過 程 為 主 軸 》，頁 4 8 ~5 0。 
4 1

《 華 嚴 經 義 海 百 門 》 卷 1， T 4 5 ,  n o .  1 8 7 5 ,  p .  6 2 7 ,  b 24 - 2 5。  
4 2

《 華 嚴 法 界 玄 鏡 》 卷 1 ， T 4 5 ,  n o .  1 88 3 ,  p .  6 72 ,  c 14 - 1 8。  
4 3

《 註 華 嚴 法 界 觀 門 》 卷 1， T 4 5 ,  n o .  1 8 8 4 ,  p .  6 8 4 ,  c 4 - 7。  
4 4

 木 村 清 孝 ，《 中 國 華 嚴 思 想 史 》， 頁 1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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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青 黃 赤 白 之 相 ， 所 以 ， 在 真 空 觀 之 四 句 十 門 中 ， 前 二 句 是 在 揀

情 以 顯 解 ， 透 過 反 覆 的 論 證 ， 以 破 除 了 對 空 、 色 的 執 著 後 ， 於 空

於 色 都 能 自 在 ， 才 能 解 終 趣 行 ， 此 是 第 三 句 的 空 色 無 礙 觀 。 最 後

一 句 是 正 成 行 體 ， 不 可 說 色 或 空 ， 此 是 心 行 處 滅 ， 非 言 語 所 能 及

之 泯 絶 無 寄 觀 ， 此 是 理 觀 ， 是 佛 果 的 不 可 說 境 ， 六 相 在 此 無 法 呈

顯 出 華 嚴 一 乘 圓 融 的 教 義 ， 須 藉 由 事 法 來 表 顯 出 來 ， 所 以 ， 智 儼

又 言 「 順 事 義 增 」， 4 5此 事 是 即 理 之 事 。  

  經 過 真 空 觀 的 洗 練 後 ， 則 能 脫 去 眾 生 的 凡 情 ， 由 此 空 理 再 來

融 合 事 ， 則 是 進 入 第 二 觀 之 理 事 無 礙 觀 ， 此 觀 是 從 因 地 來 說 佛 的

果 德 ， 主 要 是 呈 顯 理 事 的 相 依 共 成 而 談 圓 融 無 礙 。 以 下 是 澄 觀 對

此 觀 的 描 述 ， 如 下 ：  

謂 一 真 之 理，全 成 有 相 之 事，即 十 法 界 聖 凡 依 正 因 果

等 事，由 事 攬 理 成，故 理 不 礙 事；理 能 隨 緣，故 事 即

理。如 全 波 即 水，全 水 即 波，不 相 妨 礙，故 為 理 事 無

礙 法 界 。 4 6 

在 第 一 觀 中 所 談 的 盡 是 理 觀 ， 但 ， 一 真 之 理 全 成 有 相 之 事 ， 以 在

第 一 觀 中 ， 色 是 無 自 性 故 空 ， 空 、 色 之 間 是 無 自 性 緣 成 。 若 表 現

在 事，則 是 第 二 觀 理 事 無 礙 觀，以 無 自 性 緣 成 之 理 成 就 事 法，理 、

事 雖 不 同 ， 但 若 從 事 法 看 則 是 事 能 顯 理 ， 依 理 成 事 ， 故 能 不 相 妨

礙 ， 而 真 理 非 事 外 ， 故 能 隨 緣 相 即 。 而 理 、 事 之 間 如 全 波 即 水 ，

全 水 即 波 。 在 此 觀 中 ， 所 談 的 盡 是 理 與 事 的 關 係 ， 而 法 藏 在 《 華

嚴 經 旨 歸 》 中 也 說 到 法 相 圓 融 之 所 因 ， 略 辨 有 十 重 ， 其 中 俱 談 理

事 關 係 的 則 是 法 性 融 通 力 ， 以 「 理 事 融 通 ， 具 斯 無 礙 。 謂 不 異 理

之 事 ， 具 攝 理 性 時 ， 令 彼 不 異 理 之 多 事 ， 隨 彼 所 依 理 ， 皆 於 一 中

現 」4 7貫 通 此 力，其 以 一 中 多 來 表 現 出 事 法 雖 具 自 性，然 而，在 理 、

事 上 卻 是 相 攝 相 入 ， 若 約 事 或 約 理 都 不 可 則 入 ， 並 且 ， 在 法 性 融

                                                 
4 5

 《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搜 玄 分 齊 通 智 方 軌 》 卷 3〈 2 2  十 地 品 〉， T 3 5 ,  n o .  1 73 2 ,  p .  66 ,  

b 10 - 1 8。  
4 6

 《 華 嚴 綱 要 》 卷 6 0 ， X 0 9 ,  n o .  2 4 0 ,  p .  1 2 7 ,  b 1 5 - 1 8 。  
4 7

《 華 嚴 經 旨 歸 》 卷 1， T4 5 ,  n o .  1 8 7 1 ,  p .  5 9 5 ,  b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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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力 上 ， 此 空 理 可 顯 現 事 相 的 有 ， 有 因 理 而 有 ， 事 中 有 理 ， 理 中

有 事 ， 故 相 入 ， 彼 此 相 依 互 成 。 同 理 ， 在 理 事 無 礙 觀 中 將 其 分 為

五 對 十 門 ， 4 8此 五 對 十 門 在 緣 起 相 上 ， 仍 不 離 法 界 之 用 ， 以 此 用 故

令 諸 法 得 相 即 相 入 ， 顯 現 事 法 上 的 理 。 因 此 ， 法 藏 在 《 探 玄 記 》

中 提 到 相 即 相 入 有 「 緣 起 相 由 門 」 與 「 法 性 融 通 門 」 兩 門 ， 4 9其 中

「 法 性 融 通 門 」 法 藏 在 《 華 嚴 經 旨 歸 》 中 ， 專 以 理 事 來 論 圓 融 ，

其 將 相 即 相 入 的 原 理 帶 入 到 事 法 上 ， 顯 現 出 理 體 上 的 無 礙 圓 融 ，

澄 觀 稱 此 為 理 事 無 礙 法 界 。  

  六 相 表 現 在 緣 起 相 上 ， 以 諸 法 在 事 相 能 顯 現 出 理 體 的 有 ， 如

上 所 說 ， 以 一 真 之 理 體 ， 全 成 有 相 之 事 ， 在 理 體 上 諸 法 （ 別 相 ）

攝 入 無 礙 ， 在 事 相 上 是 「 隨 彼 所 依 理 ， 皆 於 一 中 現 （ 總 相 ）」， 諸

法 雖 異 （ 異 相 ）， 同 成 一 總 （ 同 相 ）， 而 力 用 交 徹 成 一 總 相 是 為 成

壞 相 所 呈 現 ， 所 以 ， 以 六 相 來 分 析 事 相 中 ， 整 體 與 部 分 及 部 分 間

體 用 的 攝 入 無 礙 ， 此 關 係 呈 顯 出 理 體 上 的 圓 融 。 如 法 藏 所 說 「 以

用 攝 體 ， 更 無 別 體 ， 故 唯 是 相 入 ； 以 體 攝 用 ， 無 別 用 故 ， 唯 是 相

即 」， 5 0將 此 相 即 相 入 運 用 在 理 、 事 上 ， 即 是 表 逹 出 理 、 事 的 不 二 ，

由 此 不 二 才 能 理 由 事 顯 ， 事 由 理 成 ， 彼 此 是 能 依 與 所 依 不 同 ， 但

又 能 同 時 頓 起 。 若 以 智 儼 的 理 事 無 礙 六 相 作 說 明 ， 即 是 「 順 事 義

增 」， 由 理 即 事 故 ， 則 更 能 顯 發 圓 融 之 理 ； 若 事 法 違 於 理 ， 亦 即 ，

若 執 著 在 事 相 上 ， 看 不 到 諸 法 的 作 用 ， 則 理 「 隱 」， 即 是 「 順 事 義

微 」， 所 以 世 親 以 「 除 事 」 來 說 明 六 相 。 然 而 ， 智 儼 卻 以 事 法 上 的

攝 入 無 礙 來 說 明 六 相 ， 故 能 自 在 圓 融 。 因 此 ， 理 事 相 依 互 成 ， 故

理 中 有 事 ， 事 中 有 理 ， 相 即 相 入 而 能 圓 融 無 礙 ， 自 性 緣 成 ， 此 是

事 理 的 一 體 兩 面 。 因 此 ， 理 事 無 礙 法 界 亦 是 六 相 圓 融 的 展 現 ， 此

是 約 三 乘 來 談 別 教 一 乘 的 圓 融 無 礙 。  

  此 觀 在 真 空 觀 之 後 ， 陳 英 善 指 出 這 是 「 作 為 理 與 事 相 連 接 之

                                                 
4 8

《 註 華 嚴 法 界 觀 門 》 卷 1 ， T 4 5 ,  n o .  1 8 8 4 ,  p .  6 8 7 ,  b 5 - p .  6 8 9 , c 2 2 。  
4 9

《 華 嚴 經 探 玄 記 》 卷 4 〈 5  如 來 光 明 覺 品 〉， T3 5 ,  n o .  1 7 3 3 ,  p .  1 7 3 ,  c 5 -9。  
5 0

《 華 嚴 一 乘 教 義 分 齊 章 》 卷 4 ， T 4 5 ,  n o .  1 8 6 6 ,  p .  5 0 3 ,  b 2 1 -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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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 樑 」，
5 1

可 分 為 五 對 十 門 ， 針 對 理 、 事 的 存 、 亡 、 逆 、 順 來 說 鎔

融 ， 故 澄 觀 在 《 華 嚴 法 界 玄 鏡 》 中 曰 ：「 一 是 總 相，後 八 依 此 相 遍

而 得 成 故 」， 5 2是 以 第 一 對 相 遍 門 總 說 理 、 事 的 相 遍 性 ， 為 總 相 ，

此 門 總 說 理 、 事 的 相 即 與 鎔 融 ， 依 此 在 諸 法 間 有 成 、 壞 、 即 、 離

及 隠 、 顯 、 一 、 異 之 其 他 四 對 ， 此 四 對 具 有 存 、 亡 、 逆 、 順 之 特

性 ， 即 是 諸 法 之 別 相 ， 彼 此 都 具 有 其 矛 盾 性 ， 但 由 此 相 遍 性 ， 故

諸 法 雖 別 卻 同 成 一 總 ， 具 有 六 相 十 句 排 法 的 圓 融 特 質 。 如 此 ， 在

相 遍 性 的 當 下，諸 法 攝 入 無 礙，故 理 與 事 是 無 有 先 後，同 時 頓 起 ，

亦 如 六 相 的 同 時 具 起 。 另 外 ， 在 澄 觀 所 引 述 的 法 界 觀 門 中 有 一 段

曰 ：  

約理望事，則有成、有壞、有即、有離；事望於理，有

隱、有顯、有一、有異，逆順自在，無障無礙，同時頓

起，深思令觀明現，以成理事圓融無礙觀也。 5 3  

此 中 的 成 壞 、 隱 顯 等 八 門 ， 是 一 體 的 概 念 ， 不 相 妨 礙 ， 如 六 相 三

組 ， 彼 此 非 是 對 立 性 而 是 絶 待 性 。 上 文 從 二 個 角 度 來 分 析 理 事 ：

其 一 若 從 理 來 看 事 ， 所 講 的 是 無 自 性 之 理 以 成 事 ， 而 所 成 之 事 是

事 攬 理 成 ， 故 以 理 攝 事 ， 事 相 盡 ， 則 又 言 「 壞 」， 此 壞 是 壞 事 相 而

顯 理 ， 亦 即 要 破 除 真 空 觀 中 的 「 情 謂 一 」 之 概 念 ， 非 六 相 所 指 之

壞 相 。 而 理 不 礙 「 事 」， 事 相 宛 然 ， 此 事 就 是 六 相 在 壞 相 中 ， 諸 法

各 具 自 性 的 概 念 ， 然 而 ， 此 事 可 由 前 所 提 到 之 法 性 融 通 力 來 融 通

事 與 理 ， 因 此 ， 以 真 理 非 事 外 ， 舉 體 皆 事 ， 故 理 事 相 即 ， 而 理 非

事 ， 事 非 理 ， 能 依 、 所 依 不 同 ， 卻 能 無 障 無 礙 ， 同 時 頓 起 ； 反 之 ，

若 由 事 望 理 ， 則 理 由 事 顯 ， 亦 是 相 即 無 礙 ， 但 又 舉 體 全 理 而 事 相

宛 然 。 因 此 ， 理 事 、 事 理 其 能 逆 順 自 在 ， 而 成 理 事 圓 融 無 礙 觀 。

所 以 ， 六 相 在 理 、 事 之 間 ， 以 成 壞 即 離 及 隠 顯 一 異 中 ， 也 表 露 出

六 相 的 無 礙 與 圓 融 。  

                                                 
5 1

 陳 英 善 ，《 華 嚴 無 盡 法 界 緣 起 論 》， 頁 3 4。  
5 2

《 華 嚴 法 界 玄 鏡 》 卷 2 ， T 4 5 ,  n o .  1 88 3 ,  p .  6 79 ,  c 16 - 1 7。  
5 3

《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疏 》 卷 2 〈 1  世 主 妙 嚴 品 〉， T 3 5 ,  n o .  1 7 3 5 ,  p .  5 1 5 ,  a1 4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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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 觀 最 後 也 以 前 四 對 為 理 事 不 離 ， 後 一 對 為 理 事 不 即 ， 說 明

理 事 之 間 的 緣 起 相 ， 並 在 文 後 提 到 理 事 之 間 的 相 作 、 相 違 及 不 相

礙 三 義 ， 此 三 義 環 環 相 扣 ， 同 時 頓 起 ， 缺 一 不 可 ， 且 ， 由 相 遍 門

故 四 對 皆 成 。 而 在 《 華 嚴 經 疏 》 中 則 以 七 、 八 二 門 為 事 理 非 異 ，

九 、 十 之 二 門 為 事 理 非 一 ， 十 門 同 一 緣 起 ， 故 為 無 礙 。 5 4如 此 ， 理

事 無 礙 觀 雖 說 理 事 ， 但 此 事 與 理 都 是 在 說 明 一 乘 的 圓 融 義 理 。 然

而 ， 在 論 述 上 還 有 理 和 事 的 分 別 ， 所 以 還 不 究 竟 ， 為 了 泯 除 事 與

理 的 分 別 ， 故 而 再 談 事 事 無 礙 ， 也 就 是 接 下 來 所 要 談 之 第 三 觀 －

周 遍 含 容 觀 。  

(三 ) 事事無礙的六相圓融  

  上 來 雖 逹 理 事 的 無 礙 ， 但 ， 由 真 空 觀 到 理 事 無 礙 觀 ， 也 都 還

在 理 與 事 而 談 圓 融 ， 未 能 直 陳 華 嚴 的 無 礙 圓 融 ， 因 此 ， 在 三 觀 之

中 ， 雖 觀 觀 都 在 盡 談 圓 融 ， 但 以 最 後 一 觀 不 破 空 有 、 不 顯 理 事 ，

而 直 接 具 陳 華 嚴 一 乘 圓 融 之 理 ， 法 藏 稱 此 為 周 遍 含 容 觀 ， 也 就 是

事 事 無 礙 觀。此 觀 只 談 圓 融，也 就 是 事 事 即 圓 融 無 礙 之 理 的 展 現 ，

以 下 是 法 藏 和 澄 觀 在 第 三 觀 中 ， 分 別 以 不 同 的 觀 點 而 論 周 遍 含 容

觀 ：   

 《華嚴發菩提心章》 5 5 《華嚴法界玄鏡》 5 6 

1 . 理 如 事 門  

相 即  

 總 成 諸

門 事 理

相 如，故

有 純 雜

門 。  

2 . 事 如 理 門   

3 . 事 含 理 事 門  一 中 多 ； 多 中 一  微 細 門  

                                                 
5 4

《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疏 》 卷 2 〈 1  世 主 妙 嚴 品 〉， T 3 5 ,  n o .  1 7 3 5 ,  p .  5 1 5 ,  a9 - 1 3。  
5 5

《 華 嚴 發 菩 提 心 章 》 卷 1， T 4 5 ,  n o .  1 8 7 8 ,  p .  6 5 3 ,  c 1 7 - p .  6 54 ,  a 2 6 。  
5 6

《 華 嚴 法 界 玄 鏡 》 卷 2 ， T 4 5 ,  n o .  1 88 3 ,  p .  6 82 ,  c 26 - p .  6 8 3 ,  a1 2 。  



25 

 

4 . 通 局 無 礙 門  全 遍 十 方 而 不 動 一 位  遍 有 相 即 門  

5 . 廣 狹 無 礙 門  不 壞 一 塵 而 容  廣 狹 門  

6 . 遍 容 無 礙 門  

遍 在 一 切 中 時 即 復 還

攝 彼 一 切 法，全 住 自 一

中 … 此 一 塵 自 遍 他

時 ， 即 他 遍 自 ， 能 容 、

能 入 同 時 ， 遍 、 攝 無

礙 。  

具 相 即 、 廣 狹 二 門  

7 . 攝 入 無 礙 門  

一 切 全 入 一 中 之 時，即

令 彼 一 還 復 在 自 一 切

之 內，同 時 無 礙 … 一 法

全 在 一 切 中 時，還 令 一

切 恒 在 一 內 ， 同 時 無

礙 。  

相 即 相 入 門  

8 . 交 涉 無 礙 門  

一 攝 一 切 、 一 入 一 切 ；

一 切 攝 一 、 一 切 入 一 ；

一 攝 一 法 、 一 入 一 法 ；

一 切 攝 一 切、一 切 入 一

切 。 同 時 交 、 參 無 礙 。 

隱 顯 門  

9 . 相 在 無 礙 門  

攝 一 入 一 ； 攝 一 切 入

一；攝 一 入 一 切；攝 一

切 入 一 切 。 同 時 交 、

參 ， 無 障 、 無 礙 。  

因 陀 羅 網 境 界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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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普 融 無 礙 門  

一 切 及 一 ， 普 皆 同 時 ，

更 互 相 望，一 一 具 前 兩

重 四 句。普 融 無 礙，準

前 思 之 。 令 圓 明 顯 現 ，

稱 行 境 界 ， 無 障 、 無

礙 。  

同 時 具 足 相 應 門  

隨 十 為 首 ， 有 主 伴 門 ， 於 時 中 有 十 世 門 。  

上 表 法 藏 從 十 門 不 同 的 角 度 涉 入 ， 每 一 門 都 是 圓 融 門 ， 或 從 相 即

面 、 或 從 含 攝 面 、 或 從 相 入 ， 都 從 同 體 、 異 體 間 遍 攝 相 入 無 礙 、

或 從 空 間 說 其 無 礙 ， 或 從 時 間 說 其 具 顯 或 以 一 望 一 、 或 以 一 切 望

一 、 或 攝 一 入 一 切 等 等 ， 其 所 描 述 的 都 是 法 法 之 間 的 緣 起 無 礙 與

重 重 無 盡 之 現 象 ， 此 原 理 就 是 第 二 觀 中 所 論 述 的 「 用 」， 此 「 用 」

在 第 三 觀 中 泯 除 了 理 、 事 ， 而 則 直 接 具 顯 出 體 、 相 、 用 一 如 的 相

即 自 在 。 在 澄 觀 時 ， 則 從 十 玄 的 角 度 說 明 此 十 門 無 礙 ， 並 以 此 十

無 礙 門 搭 配 十 玄 ， 而 認 為 十 玄 亦 自 此 出 ， 5 7 並 於 普 融 無 礙 門 中 ，

以 一 一 皆 融 攝 了 前 九 門 ， 作 為 華 嚴 事 事 無 礙 境 界 的 整 體 顯 現 。 因

此 ， 由 相 即 相 入 的 理 論 開 展 可 成 此 十 無 礙 之 理 ， 並 以 此 理 論 翱 遊

於 事 事 無 礙 法 界 之 中，而 由 十 個 角 度 詮 顯 出 來。另 外，澄 觀 又 云 ： 

事 事 無 礙 法 界 者 ， 謂 具 顯 圓 融 ， 以 理 所 成 之 事 ， 即

事 事 皆 理 ， 故 理 既 徧 ， 而 事 亦 徧 。 是 以 一 塵 一 毛 能

含 無 盡 之 事 ， 由 事 事 即 理 ， 故 一 一 事 法 ， 隨 理 而 融

通 。 是 以 一 塵 一 毛 ， 不 但 能 含 ， 亦 能 隨 理 而 徧 。 故

一 一 塵 毛，由 此 含 徧 之 力，故 一 塵 一 毛 一 一 皆 能 含、

能 徧 、 能 攝 、 能 容 ， 故 重 重 重 重 無 障 無 礙 。 以 六 相

圓 融 ， 具 顯 十 重 玄 門 。 5 8 

                                                 
5 7

《 華 嚴 法 界 玄 鏡 》 卷 2 ， T 4 5 ,  n o .  1 88 3 ,  p .  6 82 ,  c 21 - p .  6 8 3 ,  a1 2 。  

5 8
《 華 嚴 綱 要 》 卷 6 0 ， X 0 9 ,  n o .  2 4 0 ,  p .  1 2 7 ,  b 1 8 - c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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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事 之 間 盡 含 理 ， 理 無 不 事 ， 所 以 ， 一 塵 一 毛 都 有 無 盡 的 事 ， 而

事 隨 理 融 ， 亦 隨 理 而 徧 ， 重 重 無 障 礙 ， 其 在 在 都 在 呈 顯 出 圓 融 的

景 象 ， 故 而 沒 有 所 謂 的 理 或 事 ， 說 事 即 理 ， 說 理 即 事 ， 而 法 界 遍

融 ， 再 以 六 相 圓 融 具 顯 十 重 玄 門 ， 不 僅 能 含 ， 亦 能 隨 理 而 徧 。 湯

次 了 榮 以 為 法 藏 以 十 玄 在 六 相 之 後 ， 是 因 為 十 玄 所 呈 顯 出 來 的 事

事 無 礙 狀 態 ， 讓 無 法 體 悟 事 事 無 礙 而 誤 解 的 世 人 ， 能 在 六 相 的 立

論 中 進 入 正 見 ， 5 9 這 也 乎 應 了 如 上 澄 觀 所 說 之 「 六 相 圓 融 具 顯 十

重 玄 門 」這 句 話 ， 而 伊 藤 也 認 為「 事 事 無 礙 是 從 全 體 方 面 來 說 緣 起 ，

而 六 相 圓 融 是 從 一 個 個 的 關 聯 來 說 緣 起 」， 6 0因 此 ， 藉 由 在 第 三 觀 中

對 理 事 的 泯 除 ， 而 能 一 一 事 法 皆 如 理 融 通 ， 再 由 十 玄 呈 現 出 事 事 無

礙 的 狀 態 ， 如 此 ， 藉 由 六 相 的 立 論 來 令 世 人 體 逹 事 事 無 礙 的 境 界 ， 也

具 顯 出 十 重 玄 門 的 不 思 議 境 ， 所 以 ， 在 第 三 觀 中 只 談 圓 融 。  

    再 則 ， 若 要 事 事 無 礙 ， 就 要 理 事 圓 融 ， 要 理 事 圓 融 ， 就

要 具 有 空 觀 的 智 慧 ， 如 此 ， 華 嚴 的 法 界 三 觀 ， 從 真 空 觀 的 破 執 到

法 界 的 重 重 無 盡 ， 三 觀 在 破 執 上 卻 都 各 有 所 偏 重 ， 並 由 「 相 」 到

「 體 」 也 有 其 次 第 性 ， 但 都 在 顯 法 界 的 圓 融 無 礙 。 以 第 一 觀 在 破

執 上 ， 針 對 於 事 相 不 能 透 析 的 眾 生 ， 故 而 說 明 真 空 觀 ， 若 能 觀 到

真 空 者 ， 其 必 也 不 落 入 空 、 色 之 相 執 中 ， 此 觀 從 相 入 圓 融 ， 是 在

理 觀 中 。 第 二 觀 則 從 用 而 談 圓 融 ， 由 對 空 、 色 的 自 在 ， 故 能 在 事

相 中 ， 了 解 法 法 之 間 相 即 相 入 的 無 礙 圓 融 ， 故 事 中 有 理 ， 理 中 有

事 ， 如 此 ， 理 與 事 之 間 雖 能 相 成 、 相 害 、 相 即 、 相 非 ， 但 都 攝 收

在 第 一 門 之 相 徧 門 中 。 第 三 觀 則 在 理 事 的 泯 除 上 盡 說 圓 融 ， 而 於

事 於 理 都 能 自 在 ， 所 以 能 含 、 能 徧 、 能 攝 、 能 容 而 無 障 礙 ， 一 體

含 括 相、用，六 相 圓 融 無 礙 的 顯 現。 以 下 是 六 相 三 觀 之 對 照 整 理 ： 

 

 

                                                 
5 9

 湯 次 了 榮 著 ，《 華 嚴 大 系 》， 頁 5 2 6。  
6 0

 伊 藤 瑞 叡 ，《 華 嚴 菩 薩 道 の 基 礎 研 究 》， 頁 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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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 空 觀  理 事 無 礙 觀  周 遍 含 容 觀  

特 色  破 空 、 有  談 理 事  圓 融  

偏 重  相  用  體  

六 相 圓 融  同 異  成 壞  總 別  

在 此 圖 表 中 可 看 出 ， 六 相 雖 同 時 具 足 ， 但 從 全 體 與 部 分 及 部 分 與

部 分 來 分 析 ， 其 中 同 異 一 組 所 代 表 的 是「 相 」， 此 相 是 眾 生 凡 聖 的

分 別 ， 有 相 則 有 所 執 、 有 所 分 別 ， 因 此 ， 佛 為 說 空 ， 說 空 又 入 空

相 中 ， 故 而 有 真 空 觀 。 成 壞 的 一 組 所 代 表 的 是 「 用 」， 一 法 的 成 就

必 來 自 於 各 別 的 諸 法 ， 此 是 由 事 法 在 緣 起 力 用 上 來 顯 現 理 體 的 圓

融 無 礙 ， 此 一 理 亦 是 由 萬 法 所 成 ， 所 以 理 由 事 顯 ， 事 由 理 成 ， 相

攝 相 入 ， 彼 此 相 依 互 成 ， 是 為 理 事 無 礙 觀 。 總 別 的 一 組 所 代 表 的

是「 體 」，由 攝 入 無 礙 故 體 性 無 別，舉 一 即 多，多 即 一，事 理 相 即 ，

故 而 能 圓 融 不 相 妨 礙 。 因 此 ， 最 後 由 「 體 」 來 收 攝 「 相 」、「 用 」，

如 此 ， 三 觀 則 同 時 具 有 次 第 與 圓 融 的 特 質 ， 而 以 事 事 無 礙 觀 為 整

體 的 表 現 ， 呈 顯 出 普 融 無 礙 的 境 界 ， 也 具 顯 出 十 重 玄 門 。  

五  結論  

  智 儼 以 總 別 平 法 在 對 義 湘 的 開 示 中 與 十 玄 作 一 連 接 ， 然 而 ，

於 中 的 說 明 卻 須 籍 由 六 相 來 作 一 個 整 體 的 論 述 ， 因 此 ， 以 總 別 為

主 幹 推 論 出 唯 有 總 別 一 組 本 身 可 同 時 含 括 了 同 異 （ 相 ） 與 成 壞

（ 用 ） 二 組 ， 亦 即 相 、 用 二 組 同 時 都 與 體 性 面 相 交 關 ， 這 說 明

六 相 是 一 體 的 概 念 ， 分 別 以 體 、 相 、 用 來 詮 解 法 界 的 無 盡 緣 起 。

然 而 ， 這 之 間 的 銜 接 關 鍵 在 於 法 藏 對 因 六 義 的 詮 釋 ， 由 相 即 相 入

與 同 體、異 體 中，揭 開 了 六 相 圓 融 與 無 盡 的 特 質。以 無 彼 不 相 入 、

無 彼 不 相 即 ， 故 在 緣 起 作 用 的 相 入 下 ， 成 壞 一 組 最 具 代 表 性 ， 而

相 即 是 以 總 別 一 組 最 具 代 表 性 ， 同 體 、 異 體 則 是 指 在 相 即 相 入 的

作 用 下 ， 自 他 之 間 所 形 成 的 無 盡 緣 起 關 係 ， 這 都 說 明 了 差 別 也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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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 融 的 本 質 。  

  在 力 用 的 相 入 下 ， 故 能 體 性 相 即 ， 所 以 ， 這 空 、 有 與 力 、 無

力 在 華 嚴 思 想 中 ， 並 非 相 對 的 概 念 ， 其 是 體 、 用 的 一 體 呈 現 ， 而

六 相 的 圓 融 就 是 在 此 開 展 出 來 。 然 而 ， 同 相 、 異 相 在 此 也 非 僅 是

表 相 的 分 別 而 已 ， 其 也 含 攝 了 緣 起 的 力 用 在 其 間 ， 所 表 現 出 來 的

是 部 分 與 部 分 之 間 及 部 分 與 整 體 之 間 ， 皆 是 相 依 和 合 而 無 礙 圓

融 。 而 同 異 相 與 同 異 體 在 學 界 上 的 混 淆 ， 這 之 間 的 區 別 在 同 相 、

異 相 在 緣 起 中 ， 分 別 包 含 了 同 體 、 異 體 的 功 能 與 作 用 ， 如 此 才 能

成 就 法 界 的 一 大 總 相 ， 其 非 僅 是 表 相 分 別 而 已 。 並 且 ， 賴 光 朋 也

指 出 同 體 異 體 皆 是 緣 起 法 ， 皆 須 待 緣 ， 以 法 界 沒 有 單 獨 存 在 的

法 ， 故 從 不 同 的 角 度 來 說 ， 論 其 相 由 ， 則 是 從 諸 法 來 看 異 體 ； 論

其 不 相 由 ， 則 是 從 一 法 來 看 同 體 ， 彼 此 是 互 為 能 緣 、 所 緣 而 成 無

盡 。  

  六 相 在 無 盡 緣 起 中 ， 是 以 六 相 作 為 十 玄 的 背 景 ， 其 從 時 、 空 說 到

唯 心 ， 再 由 事 來 顯 法 ， 以 重 重 無 盡 ， 而 能 無 盡 緣 起 ， 都 由 相 即 相 入 及

同 體 異 體 的 理 論 導 入 到 一 多 的 思 想 ， 於 中 導 出 在 時 、 空 上 的 二 個 重 要

概 念 ， 此 二 個 概 念 都 是 智 儼 從 十 個 角 度 或 十 種 理 解 方 式 來 論 述 ， 其 雖

不 定 從 時 空 上 而 開 出 ， 但 其 在 時 空 上 卻 具 有 圓 融 無 礙 的 特 質 ， 此 特 質

也 成 為 十 玄 思 想 的 特 色 ， 因 此 ， 在 學 理 上 六 相 十 玄 具 有 承 接 性 ， 但 透

過 六 相 圓 融 的 解 析 ， 而 由 十 玄 表 露 出 重 重 無 盡 的 緣 起 法 界 ， 並 藉 由 相

即 相 入 與 同 體 異 體 的 理 論 而 共 成 法 界 的 無 盡 緣 起 。  

  因 眾 生 根 器 的 不 同 ， 行 者 可 透 過 三 觀 ， 在 破 除 眾 生 於 色 空 的

相 執 後 ， 了 解 到 諸 法 在 體 性 與 作 用 上 的 相 即 相 入 ， 法 法 之 間 是 相

依 和 合，以 法 界 之 一 大 總 相 而 言，在 相 上 是 不 一 不 異，同 異 共 存 ；

在 用 上 不 即 不 離 ， 成 壞 與 共 而 相 即 相 入 。 如 此 ， 藉 由 六 相 的 立 論 來

令 世 人 體 逹 事 事 無 礙 的 境 界，也 具 顯 出 十 重 玄 門 的 不 思 議 境， 體 現 出

法 界 的 重 重 無 礙 緣 起 ， 因 此 ， 六 相 在 法 界 三 觀 中 ， 由 相 到 體 有 其

次 第 性，亦 即 由 對 空 有 的 破 執 而 盡 談 圓 融，透 過 在 第 三 觀 的 能 含 、

能 徧 、 能 攝 、 能 容 ， 故 而 能 一 體 含 括 相 、 用 ， 同 時 具 有 次 第 與 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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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 的 特 質，而 六 相 圓 融 就 是 在 詮 解 出 此 法 界 緣 起 的 無 盡 圓 融 境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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