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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严经纶贯》讲解 1 

（根据史文老师讲课录音整理，仅供参考） 

《华严经纶贯》
1
是用简练的语言，把《华严经》全经贯穿

起来，就经文的前后逻辑关系和一致性等方面，做出一个整体介

绍。 

其实读经，对于大多数人来讲，都很难把握经文本身的内在

整体性。零零散散的，可能对这品这句有感觉，或者对那品那句

有感觉，而且往往一百句中可能只有两句有感觉，但是我们已经

很兴奋了。《纶贯》可以使人对经文有整体的、贯通的理解，可

以说是过去人的一种智慧。如果想要读经，想要进入任何一部经

典，我们就看古人论述的前面一部分，就是悬论、汇释部分，这

部分实际上代表了他的根本智慧，而且古人往往会把经文放到整

个佛法体系里来加以诠释，探讨整部经和其他经的相互关系。 

比如讲《华严经》的时候他会讲到五时八教，整个对比着来

讲；讲《法华经》的时候，会把《法华经》和《华严经》、《法华

经》和《楞伽经》，和《解深密经》等不同层面的经典比较，所

以智者大师有五时八教的判教。古代大德解经的前面部分，其实

代表了他对整部经本身的理解，对经的独特性，以及这部经和其

他经相互关系的理解。我们如果对这些内容加以理解后，再去读

经可能就会不一样。 

佛灭度后六百年。有龙树菩萨世间文字一时读尽。发心入龙
 

1《华严经纶贯》著者：复庵圆照(1206～1283)，山西上党人，俗姓李氏，字寂然，自号复庵。圆照向万松

学曹洞宗禅法三年，即蒙印可。有颂曰：“曹洞正宗，方圆静照。” 被称为少林寺第四代住持、法王寺第九

代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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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看藏。见华严有三本，上本、中本、下本。上本，有十三千大

千世界微尘数偈，一四天下微尘数品；中本，有四十九万八千八

百偈，一千二百品；下本，有十万偈，四十八品。遂记得下本，

回归西土，自西土传到此方者，乃八十卷经三十九品。品分为七

处九会。七处九会者。初菩提场，说经六品十一卷；二普光明殿，

说经六品四卷；三忉利天，说经六品三卷；四夜摩天，说经四品

三卷；五兜率天，说经三品十二卷；六他化天，说经一品六卷；

七重会普光明殿，说经十一品十三卷；八三会普光明殿，说经一

品七卷；九逝多林，说经一品二十一卷。此乃下本前分三万六千

偈。尚有六万四千偈。九品在西土。经虽未足。而序正流通意已

备。何以知之。清凉国师，判五卷经为序分。五十五半卷经为正

宗分，十九卷半经为流通分。行愿品为别行。 

首先讲《华严经》的来历，讲龙树菩萨和《华严经》的关系，

据说玄奘大师见过龙树菩萨。龙树菩萨是八宗共尊，像密法是由

他从南天塔传出
2
、还有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

唯识宗、三论宗等都共尊龙树为祖师。如果按照太虚大师讲，在

印度实际上只有两个宗，性宗和相宗，相宗就是弥勒一系，性宗

就是龙树一系。根本上讲龙树属于文殊系，就是般若系，就是性

宗。性宗讲般若，相宗讲法相唯识这一类。所以龙树的《大智度

论》就是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天台宗祖师慧文大师，正

是看到《大智度论》里“三智实从一心中得”，从中得到启发，
 

2 太虚大师《龙猛受南天铁塔金刚萨缍灌顶为密宗开祖之推论》：密法由龙猛菩萨从南天竺铁塔传出，与华

严之由彼自龙宫诵出，同为佛史上相传之一不思议事。但龙宫虽莫可稽考，而所谓南天铁塔，则依日本梅

尾祥云教授之理趣经研究，已可推测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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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天台宗的本质也是般若。但是也不能完全这样讲，因为天台

宗讲的般若是实相，是圆教，一切都包含在里边。 

我们看龙树和《华严经》的关系，“有龙树菩萨世间文字一

时读尽”，已经把世间的学问读尽了。就像僧肇，原本是学习老

庄思想，包括神光，在见到达摩祖师以前，也已经是当时著名的

世间学问的学者，儒学、道学都很精通。但是后来他们觉得内心

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像僧肇在通达般若以后，心才真正能够放

下来，因为契合了最根本的“那个东西”，神光也一样，他就是

禅宗的二祖慧可大师。这里讲龙树菩萨也是学问非常高的一个人，

穷尽世间法后，“发心入龙宫看藏”，据说在龙宫里看到《华严经》

有上、中、下三种版本。  

“上本，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偈，一四天下微尘数品”，

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的偈颂，也就是无穷无尽的经文。其实

这句话我们如果用《华严经》的理来讲，就是法界，就是每一尘

中都是无量。《华严经》讲破一微尘，出大经卷，此大经卷包含

无量世界的信息。
3
我们可以把微尘理解为我们的刹那一念心。

所以天台宗讲一念三千，百界千如。如果通达《华严经》、华严

宗以后，也就脱离了《华严经》本身，它就是整个法界。尘尘刹

刹，念念都是法界，道教也是华严，现代科技也是华严，量子力

 
3 唐·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五十一》如来出现品第三十七之二：佛子！譬如有大经卷，量等三

千大千世界，书写三千大千世界中事，一切皆尽。所谓：书写大铁围山中事，量等大铁围山；书写大地中

事，量等大地；书写中千世界中事，量等中千世界；书写小千世界中事，量等小千世界；如是，若四天下，

若大海，若须弥山，若地天宫殿，若欲界空居天宫殿，若色界宫殿，若无色界宫殿，一一书写，其量悉等。

此大经卷虽复量等大千世界，而全住在一微尘中；如一微尘，一切微尘皆亦如是。时，有一人智慧明达，

具足成就清净天眼，见此经卷在微尘内，于诸众生无少利益，即作是念：『我当以精进力，破彼微尘，出此

经卷，令得饶益一切众生。』作是念已，即起方便，破彼微尘，出此大经，令诸众生普得饶益。如于一尘，

一切微尘应知悉然。 



4 
 

学也是华严。华严的境界就是整个法界，整个法界的生灭、不生

灭都包含在里边。 

法界，在澄观大师来解释，就是说它是一切众生身心之本体，

也叫本际；就是我们的本源，我们的本来，禅宗讲的本地风光、

本来面目这些。你以为你是一颗微尘，其实你就是无量世界。也

有的人认为他是无量世界，但是其实他本来就是一颗微尘。我们

以为一颗微尘很小，但是芥子纳须弥，一多无碍，念劫圆融，就

是一念和一劫、无量劫，它是圆融的。所以《华严经》的修法一

般人真的没法修，不契合华严或没有基本悟入华严之理没法修。

如《华严经》讲“一念普观无量劫”，
 4
怎么观？而这无量劫是无

去、无来、无动转。一个人如果这样观三世，就是以一念观无穷

法界没有去、来、动转相，那就是观法界、一真法界的实相；但

是又是以一念观无量无边的法界。也就是说一念之间顿显无穷无

尽的境界，但是同时又现观它的本质，无去、无来、无动转。如

果这样观三世的话，那就不需要再用何种有为法，所谓不假方便

而成就佛的十力、四无所畏、八十随形好等等功德，就是成就佛

果。这叫大心菩萨，这个心广大到无量无边。所以为什么要学华

严呢？学习以后我们的攀缘心会停下来，因为过去、现在、未来、

自他，都是不二。《华严经》的境界在《维摩诘经》里也有，就

是“芥子纳须弥”。
5
 

 
4唐·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十三·光明觉品第九》：尔时，一切处文殊师利菩萨，各于佛所，

同时发声，说此颂言：“一念普观无量劫，无去无来亦无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诸方便成十力。” 
5《维摩诘所说经·不思议品第六》：维摩诘言：唯，舍利弗！诸佛菩萨，有解脱名不可思议。若菩萨住是

解脱者，以须弥之高广内芥子中无所增减，须弥山王本相如故，而四天王、忉利诸天不觉不知己之所入，

唯应度者乃见须弥入芥子中，是名住不思议解脱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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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本，有四十九万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下本，有十

万偈，四十八品。”以前有人讲，他说龙树当时很自满，觉得自

己可以当教主了，觉得自己已经空前绝后了。后来到龙宫一看，

才真正知道什么是大乘佛教，才把自己那一点点知见慢慢消除掉

了。真正见过世面的人，他就没有自我了。“遂记得下本”，龙树

在龙宫记下了下本，大本即使记下来也没法给人讲。“回归西土，

自西土传到此方者，乃八十卷经三十九品。”把下本传回天竺，

就是印度，然后从印度传到我们汉地，这就是八十卷的《华严经》，

共有三十九品。“品分为七处九会”，整部《华严经》分七个地方

讲法，有九场法会。 

所谓的“七处九会”，第一个地方是在菩提场，说经六品十

一卷；第二是在普光明殿，说经六品四卷；第三是在忉利天，说

经六品三卷；第四在夜摩天，说经四品三卷；第五在兜率天，说

经三品十二卷；第六在他化天，说经一品六卷；第七重新回到普

光明殿，说经十一品十三卷；第八三会普光明殿，说经一品七卷；

第九在逝多林，说经一品二十一卷。“此乃下本前分三万六千偈，

尚有六万四千偈、九品在西土。”龙树菩萨看到的上中下三本中

的下本，有十万偈、四十八品，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八十华严》

只有三万六千偈，只是下本的十分之三左右，还有六万四千偈、

九品，在印度没有传过来。 

“经虽未足。而序正流通意已备。”《八十华严》虽然并不完

整，但是序分、正宗分、流通分的框架已经具备。一般传统上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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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分为序分、正宗分和流通分，《八十华严》虽然不全，但是基

本规模已经完备，可以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为什么这样说呢？

“清凉国师，判五卷经为序分。”清凉澄观大师是华严宗最集大

成的一位祖师，华严宗祖师最早是杜顺，后面有智俨、贤首法藏、

清凉澄观和他的弟子圭峰宗密等。清凉澄观大师是七帝国师，在

华严宗的地位类似于智者大师在天台宗，都是学识渊博的集大成

者，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澄观大师和李通玄同处盛唐时期。传

统上比较正宗的说法，古人讲学习《华严经》以“清凉(澄观)

为正, 方山(李通玄)为助”。就是要完整的理解华严的话，应该

以清凉国师的著作为主，以李通玄的为辅助。 

李通玄又叫李长者，著有《新华严经论》《华严修行次第决

疑论》《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卷卷大意略序》，李通玄还传下来佛教

的易学——方山易，近代四川的本光法师，就是方山易学的传人。

方山非常接近于禅宗，如果说从心性、从实际修行的角度来讲，

李通玄讲得更直接，包括经和经的判别，比如《华严经》和《法

华经》《净土经》《楞伽经》《解深密经》《维摩诘经》的关系，它

们哪个地方一样，哪个地方不一样，通过比较就把《华严经》的

殊胜讲出来了。所以《新华严经论》我们有时间也可以学习前面

的八卷。 

“清凉国师，判五卷经为序分。五十五半卷经为正宗分，十

九卷半经为流通分。行愿品为别行。”《纶贯》介绍了澄观大师的

科判，科判就是给经文分段、加标题等。澄观大师把五卷经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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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分，五十五半卷经判为正宗分，十九半卷经判为流通分，这样

整个八十卷《华严经》就分成了序、正、流通分三部分。澄观大

师把《行愿品》列为别行，即单独流通的一部分。实际上《行愿

品》代表了无穷的法界流通，可以说是浓缩的《华严经》。《行愿

品》里包含因和果，从道后、从果地普贤来讲的话，普贤行愿是

无穷法界无边的妙用，果地普贤实际上是毗卢遮那佛的功德的妙

用。毗卢遮那佛他的体是文殊智慧，他的用就是普贤行愿，就是

说他是体和用的关系，是根本智慧和后得差别智的关系，所以叫

弥纶法界，整个遍法界都是果地的用。因为华严就是讲果地功德，

众生看到这样的果地展示就会知道华严的境界无与伦比，众生可

以由果德而产生信心。 

《普贤行愿品》是单独的流通别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它实际上也是一部完整的《华严经》，或者说整部《华严

经》就浓缩成这样一个因果不二的普贤行愿。比如说我们诵读《华

严经》的时候，我们的因地也在启发，也契合于普贤的因地，内

心的这个自性普贤的因缘就启动；同时我们也会受到那个自他不

二的果地普贤的加持。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果彻因源，因赅果海，

就是因果不二，就是金刚种子。这个人就是王种，如同降生在帝

王之家的太子，一出生就和普通人不一样。所以如果对华严产生

信心，那就是佛种，就是真正的圆教的佛的种子，就不会去成仙，

也不会稀罕那点小功能，包括世间帝王将相对他来讲也是过眼烟

云。对一个真正的修行人来讲，事实上富豪权贵、名人明星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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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过眼云烟。但是他会很珍视人身上的闪光点，因为人性实

际上也是佛性的展现。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包括人生轨迹也不

一样了。《普贤行愿品》非常重要，清凉国师有一本书专门讲解

《行愿品》，叫《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疏》；宗密也讲过。近代的谛

闲大师也讲过，讲得很好，他是用华严宗来讲的。 

小结：这段主要讲解《华严经》的来历、三种不同版本和分

判；同时介绍传播过来的八十卷《华严经》的内容结构：正、序、

流通分，行愿品为别行，这是基本的背景介绍。 

大方广佛华严经者。 

下面解释经题“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涵义。有人讲，其实“大

方广佛华严经”这个名字就是整部经。我们说皈依佛，皈依法，

皈依僧，南无华严会上佛菩萨，或者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

时候人就是经，经就是人，我们的心和经慢慢联动起来。到一定

程度，你的言行、心行就是佛经，佛经在你的一念之中，你的一

念也在佛经、坲境之中。所以澄观大师讲，诸佛心中的众生，新

新作佛；众生心中的佛，念念证真。
6
心佛众生，自他不二，这

叫“即凡心而见佛心”。
7
 

大以当体得名，常遍为义。常则竖穷三际，遍则横遍十方。

方以就法得名，轨持为义。轨则轨生物解，持则任持自性。广以

从用得名，包博为义。包则广容，博则普遍。佛以就人得名，觉

照为义。觉则悟大夜之重昏，照则朗万法之幽邃。华以从喻得名，
 

6 澄观大师·《华严经行愿品疏序》：诸佛心内众生，新新作佛；众生心中诸佛，念念证真。 
7 澄观大师·《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卷一》：真妄交彻，即凡心而见佛心；事理双修，依本智而求佛智。理随事

变，则一多缘起之无边；事得理融，则千差涉入而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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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果严身为义。感果则万行圆成，如桃李华，先华后果。严身则

众德备体，如金玉华，但有严身义，而无结果义。严以功用得名，

资庄为义。资则资广大之体用，庄则庄真应之佛身。经以能诠得

名，摄持为义。摄则摄众生之无边，持则持性相之无尽。故名大

方广佛华严经。 

“大”的意思是“以当体得名”，体，指的是实相之体，真

如之体，法界的本体，一真法界的本体。实际上大也是小，大和

小是一个道理，小可以无限大，大可以无限小，小大圆融。大包

含了生死，包含了佛界，包含了魔界，包含了时间上的无始无终、

空间上的无穷无尽。但是这个无穷无尽、无始无终，实际上就是

一念，就是没有来、没有去。对于众生来讲，流转中会无穷无尽，

你会一眼看不到头，就像走到高山之巅，山外还有山，就像海市

蜃楼一样永远看不完，但对他来讲本身就是“一个东西”。所以

说时间、空间都是一刹那的金刚不动的“那个东西”，这才是真

正的大，也是坚固不移的。 

“大”的功用，是体大、相大、用大。《大乘起信论》讲体

大相大用大。什么是用大？所谓众生的生死是用大，佛度化众生

也是用大，都是阿赖耶识、如来藏的妙用；相大就是众生心，他

可以是神、是仙、是鬼、是魔，也可以是佛，是菩萨，这是他的

相，无边的相用。体大呢？如如不动，真如之体。所以为什么说

圆教？因为已经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超越它了，所有的东西都包

含在里边，这个是法住法位，这就是圆教。如果学圆教的人，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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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心没有停掉，心行没有停掉，还去寻找更玄妙、更殊胜的东西，

那说明他没有真正体会《华严经》《法华经》一乘圆教的妙法。

因为它是佛乘，不是三乘，佛乘就是直接从佛而来。《八十华严·如

来出现品》里面有一位菩萨叫如来性起妙德菩萨，所谓性起就不

是缘起，性起是从真如、法界中来，从佛自证的果地境界中流露

出来。所以这是大富长者的境界。 

“大以当体得名”，法界也是一切众生身心之本体，其实我

们的身心就是法界，就在法界之中，也即是法界。从这个本体来

讲的话，就是“常遍为义”。常，常恒；遍，遍一切处，遍一切

时，遍一切众生的心识，即是不二。即使我们在烦恼生死中，它

也在我们这里边，这叫如来藏。所以我们要看到它。如果有人说

我一刹那契合到什么，然后找别人来印证自己是不是见道，那他

没有见道。当然也不能否定寻求善知识的印证。但是必须知道，

如果这样悟后迷，找人问开悟与否，那肯定没有悟。因为古人印

证并不是说自己怎么样，祖师也不会说，你这是开悟，你这是没

有开悟，他洗耳朵。
8
学人心里清楚，有时候祖师的否定就是肯

定。比如临济说三圣：谁知吾正法眼藏，向这瞎驴边灭却。祖师

知道他，他也知道祖师话中的意思。并不是像我们现在的人，领

一个证书来证明自己毕业了。现在有的师父和学生就是会寻找这

样的印证，这实际上不对。因为正说、反说都可以印证“一个东

西”，学人自己心里也清楚。 
 

8 《高士传·许由》载：“尧让天下于许由……由不欲闻之，洗其耳于颖水滨时，其友巢父牵犊欲饮之，见

由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犊

上流饮之。”真正开悟的人，若是被肯定，他就会“洗耳朵”。怕这个肯定污染了无执清净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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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涉及到一个禅宗的问题，就是说你心中显现的智慧其实

不是真如本体。智慧现前的时候，知道“这个本体”；智慧不现

前的时候，不知不见“这个本体”，人就在生死流转之中。而且

用知道真如的这个智慧，你就知道烦恼也是真如，这是智慧的作

用。但是智慧本身不是真如本体，
9
在人为佛性，它和悟的法性

是一样的，和众生的佛性是一样的。实际上，悟和不悟、智慧和

愚痴都是“这个本体”，是它本身的不同作用，它本身无迷无悟，

但一念可以知道。一旦刹那开悟或者开了圆解以后，一念可以知

道，甚至可以相应，用它来消除烦恼，开发功德，这是另外一种

修行，是圆教的修行。 

“大以当体得名”，大讲的是体，“以常遍为义”。这个大、

这个本体，一真法界之体和众生身心之本体，有常和遍两个意思。

“常则竖穷三际”，三际是过去、现在、未来。如三际脱空、前

后际断，就是时间上这个念念流转刹一下断掉的境界。古人讲横

竖，竖一般指的是时间的流转。如过去、未来、现在是三世，过

去、未来、现在三世又各具三世，合为九世。再加上当下一念的

刹那无记心，这叫十世。所以李通玄讲“十世古今，始终不离于

当念；无边刹境，始终不离于毫端。”十世古今，始终不离于这

一念；重重无量、无边无际的世界，实际上你和它的距离就是一

根毫毛，比这一根毫毛还要短。这句形容我们心性大小无碍的这

样一种境界。所谓芥子纳须弥，也就是这个意思。 

 
9 此处智慧不是真如本体，意在破执，如“五法三自性俱遣，八识二无我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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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则横遍十方”，十方指上、下、东、西、南、北、东南、

西南、东北、西北。所以我们一般说，祈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这就是大乘的信心，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都可以到。有一个问

题，如果现在这一刹那，我祈请未来佛，那跟我现在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因为他界定了你将来走的方向。你祈求善因缘，祈求现

在没有发生的事情，在心里导向以后，你将来就能碰到善知识、

善因缘。我们的心念本身是穿越时间和空间的。在我们现在看来，

将来人穿越到现代，或者跟我们现在发生作用是不可能的。但实

际上从佛经来看，这是很自然的。社会的发展也是未来导向，比

如我们往往会预想将来会出现什么，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我们

现在有这个水平，虽然是预想，但是这个想法就界定了现在要走

的方向。当然，这是从世俗的角度来解释。从本质上来讲，它没

有来和去，只是一心之变现。人类社会、国家民族的发展，都是

按照众生的心来变化。 

“大’，指时间上的无穷无尽，空间上的无边无际。这个无

穷无尽和无边无际不只是讲大的东西，实际上也讲非常非常小的

东西，包括空间上无限小的一刹那和时间上无限短的一刹那。所

以它是一种融通无碍的境界，用这个去看《华严经》讲的菩萨的

用心，你也可以用这种用心，讲的是菩萨境界，也是我们人的，

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也是这种境界。我们心里要确信这点，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里讲法，我们在网上听。那可能无量世界重

重叠叠重叠的其他地方，也有这种人。一般任何事情都不会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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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往往是两个，这个很有意思。还有，比如你现在想到一个东

西，可能有另外一个人跟你想的差不多，或者说有很多人跟你想

的差不多。你不要以为自己想得到，别人想不到。就像科学发展

史上，牛顿和莱布尼茨几乎同一时间创立了微积分；达尔文和华

莱士几乎同时发表了生物进化“自然选择”学说。所以，因缘是

很奇妙的东西。但是从佛教来讲，它是无量因缘。佛经里讲，佛

讲法时，无量世界也在讲，化为同样一个名字，同样一场法会，

甚至都到这儿来听；他过去曾经讲过，现在也曾经讲过。 

所以我们要形成《华严经》圆融无碍的世界观，这样就会很

容易破除对我的执着、法的执着，就会很欢喜。这是从体、从大

来讲，“常则竖穷三际，遍则横遍十方。”但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到，

其实这个东西也是我们的心的本心，我们的本来心也就是这样。

也就是说，我们人的真正的我其实就是圆融法界，这个圆融法界

不能理解为清净，实际上清净和不清净是一个东西。 

“方以就法得名，轨持为义。”前面解释了“大方广佛华严

经”的“大”，那“方”是什么意思呢？方是就法得名，方讲的

是法，大讲的是体，方讲的是佛法、世间法、众生法等一切法。

其实从佛法来看，一切法都是佛法。《华严经》讲，不能够以一

种声音、一种形象来看待佛，一切声音都是佛音，一切语言都是

陀罗尼，一切色相、一切众生都是佛身，都是佛的化身，无量无

边，这才是整体观，这才是真正的“那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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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持为义”,轨持，规矩、作用。法本身的意思就是轨持，

就是以一定的规范来维持，或者支撑一个事物。方是法，法要轨

持，那轨呢？“轨则轨生物解”，轨是轨生物解，是万物各行其

道的规律和道路，即是因果的道理和法性的道理。人走人的轨道，

鬼走鬼的轨道，天走天的轨道。就像地铁走地铁的轨道，火车走

火车的轨道，飞机走飞机的轨道。“持则任持自性”，持，任持延

续法的道路和作用。实际上法就是森罗万象，法指的就是道，道

指的是万物之道。 

所以说“森罗及万象，一法之所印”，一法是什么？其实就

是你的心念。森罗万象都是一心之所印，所以叫海印三昧。法藏

大师《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里面讲到两种三昧，
10
一种叫海

印三昧，另外一种叫华严三昧。华严三昧倾向于普贤行愿，倾向

于动态。海印三昧倾向于静相，因为大海可以鉴照万物，天地万

物都可以在海中影现。但是马祖道一在讲海印三昧时，他是这样

讲的，他说：“前念后念中念，念念不相待，念念寂灭，唤作海

印三昧。”念念寂灭，念念不相到，这叫海印三昧。 

 

 
10 法藏·《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自下依体起二用者，谓依前净体起于二用。一者、海印森罗常住用。

言海印者，真如本觉也。妄尽心澄万象齐现，犹如大海因风起浪，若风止息，海水澄清无象不现。《起信论》

云：“无量功德藏，法性真如海。”所以名为海印三昧也。《经》云：“森罗及万象，一法之所印。”言一法者，

所谓一心也，是心即摄一切世间出世间法，即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唯依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妄念唯一

真如，故言海印三昧也。《华严经》云：“或现童男童女形，天龙及以阿修罗，乃至摩睺罗伽等，随其所乐

悉令见，众生形相各不同，行业音声亦无量，如是一切皆能现，海印三昧威神力。”依此义故，名海印三昧

也。二者、法界圆明自在用，是华严三昧也，谓广修万行称理成德，普周法界而证菩提。言华严者，华有

结实之用，行有感果之能。今则托事表彰，所以举华为喻。严者，行成果满契理称真，性相两亡、能所俱

绝，显焕炳着，故名严也。良以非真流之行无以契真，何有饰真之行不从真起！此则真该妄末，行无不修，

妄彻真源相无不寂，故曰法界圆明自在用也。《华严经》云：“严净不可思议剎，供养一切诸如来，放大光

明无有边，度脱众生亦无限，施戒忍进及禅定，智慧方便神通等，如是一切皆自在，以佛华严三昧力。”依

此义故，名华严三昧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