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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嚴推廣教育班第 22 期《華雨集》選讀（三） 

《方便之道》──《華雨集（二）》 

中編 「大乘佛法」第三章 大乘「念佛」法門 

第一節 信方便的易行道 

釋會常 2011/11/04 

一、根性（p.133） 

（一）修學佛法的根性 

「佛法」，[1]有適應慧強信弱的，[2]有適應信強慧弱的，根性不同，適應的修行方便，

也就多少不同。 

（二）修學大乘佛法的根性 

「大乘佛法」，理想與信仰的成分增多，以信為先的方便，也就越來越重要。 

然「大乘佛法」主流，仍是重慧的甚深廣大的菩薩道。修菩薩行，是「大乘佛法」所

共的，而慧與信的適應，不同而又相通。 

（1）如重慧而以「法」為主的，聞、思、修、證， 

而又有書寫、供養、讀誦功德的方便，如上一章所說。 

（2）重信而以「佛」（菩薩、天）為主的， 

以稱名、懺悔等為方便，然也有念佛實相的深行。 

二、菩薩的修行（p.134～135） 

（一）菩薩的發心 

菩薩的發心：「自未得度先度他，是故我禮初發心」1，先人後己的精神，是希有難得

的！ 

（二）菩薩要修行多久的時間 

菩薩要修行三大阿僧祇劫，這是隨順說一切有部說的， 其實，「佛言無量阿僧祇劫作

功德，欲度眾生，何以故言三阿僧祇劫？三阿僧祇劫有量有限」2。在無量時劫中修行，

「任重道遠」，沒有比菩薩更偉大了！ 

（三）修菩薩行，必頇勝解一切法空 

菩薩的廣大修行，惟有勝解一切法空，才有可能。如《瑜伽師地論》卷36（大正30，

487b）說： 

若能如實了知生死，即無染心流轉生死；若於生死不以無常等行深心厭離，即不速疾

入般涅槃。若於涅槃不深怖畏，即能圓滿涅槃資糧；雖於涅槃見有微妙勝利功德，而

不深願速證涅槃。是諸菩薩於證無上正等菩提有大方便，是大方便依止最勝空性勝解，

是故菩薩修習學道所攝最勝空性勝解，名為能證如來妙智廣大方便。 

※ 佛果究竟圓滿，菩薩的廣大修行，當然不是「急功近利」者所能成辦的。 

                                                 
1
 《大般涅槃經》卷 39（大正 12，509a）。 

2
 《大智度論》卷 4（大正 25，9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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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難行道（p.135～136） 

（一）難行道，不是人人能修學 

《般若經》所說：「無量阿僧祇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行菩薩道，……若一

若二住阿惟越致地。」3行菩薩道成佛的法門，廣大甚深，不是簡易的事；說老實話，

這不是人人所能修學的。所以釋尊成佛，一般弟子都是求證阿羅漢而入涅槃的，傳說

僅彌勒一人未來成佛。菩薩道難行苦行，「大乘佛法」也是這樣而出現於印度的。 

（二）易行道的安立 

◎ 不過，究竟圓滿的佛果，廣大甚深的菩薩行，應該是見聞者所有心嚮往的；如此的

深妙大法，也總希望能長住世間，利益眾生，所以適應一般根性，（繼承「佛法」

的「念佛」），有易行道的安立，易行而又能成為難行道的方便。 

◎ 這與智證的正法甚深，而又安立書寫、供養、施他、讀誦功德等方便，意趣可說是

同一的。 

四、以「念佛」為主的易行道（p.136～138） 

現在來說「大乘佛法」中，以「念佛」為主的易行道，  

（一）《十住毘婆沙論》所說的易行道 

◎ 如龍樹《十住毘婆沙論》卷五（大正26，41a~b）說：「諸佛所說，有易行道，疾

得至阿惟越致地方便者，願為說之！汝言阿惟越致地，是法甚難，久乃可得，若有

易行道，疾得至阿惟越致地者，是乃怯弱下劣之言，非是大人志幹之說！汝若必欲

聞此方便，今當說之。 

佛法有無量門，如世間道，有難有易；陸道步行則苦，水道乘船則樂。菩薩道亦如

是，或有勤行精進；或有以信方便易行，疾至阿惟越致」。 

◎ 《十住毘婆沙論》所說的易行道，先說稱念佛（及菩薩）名，憶念，禮拜，進一步

如《論》卷5（大正26，45a） 說：「求阿惟越致地者，[1]非但憶念、稱名、禮敬而

已，[2]復應於諸佛所，懺悔、勸請、隨喜、迴向。」原則的說，易行道是廣義的念

佛法門。 

A、對於佛，[1]稱（佛）名是語業，[2]禮拜是身業，[3]憶念是意業：這是對佛敬信

而起的清淨三業。 

B、在佛前，修懺悔行，勸請行，隨喜行，以回向佛道作結。 

（二）《大智度論》所說的易行道 

◎ 這一念佛法門，在龍樹（西元二、三世紀間）時代，大乘行者，主要是在家的善男

子、善女人，很多是這樣修行的，如《大智度論》卷61（大正25，495b）說：「菩

薩禮佛有三品：一者、悔過品，二者、隨喜回向品，三者、勸請諸佛品。」 

◎ 三品修行的內容，《智度論》作了簡要的介紹：「菩薩法，晝三時，夜三時，常行

三事： 

                                                 
3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9（大正 8，28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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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者、清旦偏袒右肩，合掌禮十方佛言：我某甲，若今世，若過（去）世，無量劫

身、口、意惡業罪，於十方現在佛前懺悔，願令滅除，不復更作。中、暮，

夜三亦如是。 

二者、念十方三世諸佛所行功德，及弟子眾所有功德，隨喜、勸助4。 

三者、勸請現在十方諸佛初轉法輪；及請諸佛久住世間無量劫，度脫一切。菩薩行

此三事，功德無量，轉近得佛。」5
 

日夜六時，菩薩於佛前行此三事，與中國佛教的早、晚課誦相近。 

五、易行道與難行道之比較（p.138～139） 

（一）易行道與難行道，不是截然不同的法門 

◎ 易行道的功德無量，主要能保持大乘信心，不致於退失。 

◎ 然重智（及慈悲）與重信，只是初入門者的偏重，不是截然不同的法門，所以《十

住毘婆沙論》卷6（大正26，49b~c）說：「 

是菩薩以懺悔、勸請、隨喜、迴向故，福力轉增，心調柔軟，於諸佛無量功德清淨

第一，凡夫所不信而能信受；及諸大菩薩清淨大行，希有難事，亦能信受。 

信諸佛菩薩無量甚深清淨第一功德已，愍傷諸眾生無此功德，但以諸邪見，受種種

苦惱，故深生悲心。……以悲心故，為求隨意使得安樂，則名慈心。……隨所能作，

利益眾生，發堅固施心。」 

（二）修易行道成就信心引生慈悲心進修六波羅蜜 

依《論》所說，修易行道而能成就信心的，就能引生慈悲心，能進修施等六波羅蜜。 

這可見菩薩道是一貫的，重信的易行道，重悲智的難行道，並不是對立，而只是入門

有些偏重而已。 

六、各經論所說易行道的內容與支數（p.150～164） 

（一）《舍利弗悔過經》（p.139～140） 

1、《舍利弗悔過經》的內容 

◎《大智度論》所說的「禮佛三品」，是出於漢安世高所譯的《舍利弗悔過經》6。 

◎《舍利弗悔過經》的內容，是在十方如來前，懺悔，隨喜，勸請，回向，與《十住

毘婆沙論》所引的經說相合。 

2、三品，實際有四分 

◎ 這部經，古代每稱之為「三品經」。 

◎ 說到這三品內容的經典很多，可見這是初期大乘盛行的易行道。 

◎「三品」，或作「修行三分，誦三分經」；或作「三支經」。 

                                                 
4
 勸助：鼓勵扶助。（《漢語大詞典(二)》，p.825） 

5《大智度論》卷 7（大正 25，110a）。 
6
 這部經，有（1）梁僧伽婆羅異譯的《菩薩藏經』；（2）隋闍那崛多共達多等譯的《大乘三聚懺悔經』

（西藏譯名《聖大乘滅業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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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晚期的異譯，轉化為「三聚」7或「三蘊」。 

◎ 經名「三品」，而實際有四分：「懺悔」，「隨喜」，「勸請」，「回向」，這

是值得注意的！依個人的意見，三分、四分是次第集成的。 

（二）《大智度論》（p.141） 

1、三品行 

《大智度論》說「禮佛三品」， 

A、以「隨喜回向」為一品，是隨順《般若經》而說的。回向，不只是[隨喜]回向，

修一切行，末後都是要回向的。 

B、懺悔回向，與《般若經》的隨喜回向相結合，成為二品行。 

C、在這二品上，加勸請行，成為三品法門。 

2、三品行與四品行 

至於回向，無論是一行、二行、三行，都是以回向作結，如以回向為一行，那就成為

四分行了。 

（三）《賢劫經》、《思益梵天所問經》（p.142） 

※佛前修懺悔、隨喜、勸請、回向 

在佛前修懺悔、隨喜、勸請、回向，在「初期大乘」時代，非常的流行。如 

◎《賢劫經》說：「念佛法，勤悔過，樂助[隨喜]功德，施眾生因[回向]，勸諸佛」。
8
 

◎《思益梵天所問經》說：「有四法善知方便，何等四？一者、順眾生意；二者、於

他功德貣隨喜心；三者、悔過除罪；四者、勸請諸佛」。9
 

（四）《三曼陀跋陀羅菩薩經》、《文殊悔過經》（p.142～143） 

1、易行方便與《華嚴經》有關 

這一通俗易行的方便，與文殊師利及普賢有關；文殊與普賢二大士，是《華嚴經》中

佛的二大輔弼，所以也與「華嚴」有關。 

2、與「華嚴」有關的二部經 

先提到兩部經： 

（1）晉聶道真所譯的《三曼陀跋陀羅菩薩經》 

A、經的內容是：悔過，禮，願樂助其歡喜[隨喜]，勸請諸佛──轉法輪與住世，施

與[回向]。 

B、末後總結說：「是善男子、善女人，晝夜各三勸樂法行：所當悔者悔之，所當忍

者忍之，所當禮者禮之，所當願樂[隨喜]者願樂之，所當請勸者請勸之，所當施

                                                 
7《大乘集菩薩學論》卷 21〈16 增長勝力品〉：「三聚者，謂懺悔、勸請，隨喜福……等。」(大正 32，130 

b6) 
8《賢劫經》卷 1（大正 14，2b）。 
9《思益梵天所問經》卷 1（大正 15，3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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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施與之」。10
 

C、經文正宗分， 

（A）分「悔過品」，「願樂品」，「請勸品」，與「三品法行」相同。 

（B）但在「願樂品」中，多了禮敬「一切諸佛、一切諸菩薩、諸迦羅蜜[善知識]、

父母、及阿羅漢、辟支佛」，凡是有功德而可敬的，都作禮，這是從隨喜一

切功德而來的。「三品」本是「禮佛三品」，是在佛前禮敬而修行的。 

（2）竺法護譯的《佛說文殊悔過經》 

A、是文殊為如來齊光照燿菩薩說的。 

B、經文不分品，內容是：[1]禮佛，[2]悔過，[3]勸助[隨喜]眾德，[4]勸轉法輪，[5]諸佛

住世，[6]供養諸佛，[7]（回向）我及眾生成佛道。 

C、對於禮佛──五體投地，作了「表法」的解說。經上說：「或問上界悔過之處，

十地，十忍，十分別事，十瑞，十持，十印，十三昧」11，顯然的與「華嚴」內

容相通。 

（3）小結 

這兩部重於懺悔的經，文殊說，或普賢為文殊說，與華嚴法門有關，比起「三品經」

來，雖同樣的是通俗的易行道，而又通於深義了。12
 

（五）《文殊師利發願經》、《普賢行願讚》（p.144～145） 

1、內容都是七分 

《文殊師利發願經》，是日常持誦的誦本，與《普賢行願讚》等，內容都是七分：禮

佛（讚佛），供養佛，懺悔，隨喜，請轉法輪，請佛住世，回向。這是「六十華嚴」、

「八十華嚴」經所沒有的，「四十華嚴」把偈頌編入《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的末了，

長行為了滿足「十」數，加上「恒順眾生」與「常隨佛學」，這是偈頌所沒有的。 

2、易行方便道與往生極樂淨土 

A、《三曼陀跋陀羅菩薩經》說：「持是功德，令一切（眾生）與某[自己名字]，……

生有佛處，有菩薩處，皆令生須呵摩提阿彌陀佛剎」。13這一法門，是易行道，淨

土方便道，發願往生，是不限於某一淨土的，但經文卻提到了須呵摩提阿彌陀佛

剎。須呵摩提是極樂或安樂的音譯。 

B、《文殊師利發願經》說：「願我命終時，滅除諸障礙，面見阿彌陀，往生安樂剎」14。

易行方便與往生極樂，有了更密切的關係。 

（六）《華嚴經》（p.145～146） 

※三品法門與文殊、普賢、華嚴法門有關 

1、在佛前懺悔、隨喜、勸請，本是為初學者開示的通俗易行法門。 

                                                 
10《三曼陀跋陀羅菩薩經》（大正 14，668c）。 
11

 《佛說文殊悔過經》（大正 14，442a～b）。 
12

 以上參閱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 13 章，p.1134～1135。 
13《三曼陀跋陀羅菩薩經》（大正 14，668a）。 
14《文殊師利發願經》（大正 10，87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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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殊與勸發菩提心有關，「為一切師」，如《濡首菩薩清淨分衛經》等說。文殊

又與懺罪有關，如《阿闍世王經》、《如幻三昧經》說。 

 悔過等三品法門，終於與文殊，因文殊而與普賢有關了，也就與華嚴法門有關，

如《十住毘婆沙論》，將《十地經》所沒有說的稱名、憶念、禮拜、懺悔、隨喜、

勸請，附入初地中。 

3、通俗易行而又與深義相通，到「四十華嚴」而充分明了出來。這是重信的、易行

的廣義念佛法門。15
 

（七）《文殊師利發願頌》（p.146） 

1、三支而其實有六支 

三支法門，名為三支而其實有六支：三支是禮敬現在十方佛（「禮敬諸佛」而後

修的）；懺悔；勸請中有「請佛說法」、「請佛住世」； 隨喜； 末後又有迴向。 

2、加入「供養」成為七支 

或加入「供養」（供養也本是對佛的禮敬），如《文殊師利發願頌》所說。 

（八）《菩提道次第廣論》（p.146） 

※依《華嚴經》頌說七支 

宗喀巴所造《菩提道次第廣論》，也依《華嚴經》頌而說七支，作為積集順道資糧，

淨治業障逆緣的加行。16
 

（九）《離垢慧菩薩所問禮佛法經》（p.146） 

※內容為七支 

遲一些譯出的，還有唐那提譯《離垢慧菩薩所問禮佛法經》，內容為七支：[1]禮敬，
[2]歸依，[3]懺悔，[4]勸請（轉正法輪，不般涅槃），[5]隨喜，[6]迴向，[7]發願。17

 

（十）《金光明最勝王經》（p.146） 

※與「三品經」相合 

唐義淨譯《金光明最勝王經》（五）「滅業障品」，以「四種對治業障」：於十方

世界一切如來前，「說一切罪」（懺悔）；勸請（說法及久住世間）；隨喜；迴向。

與「三品經」相合。18
 

（十一）《佛說法集名數經》（p.146） 

※七種最上供養 

趙宋施護譯《佛說法集名數經》，說「七種最上供養」，內容為：禮拜，供養，懺

悔，隨喜，勸請，發願，迴向。19
 

（十二）附表（p.146） 

先後的開合、增減，總列而比對如下：（請見附表一）

                                                 
15

 以上參閱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一三章 p.1136～1138。 
16《菩提道次第廣論》卷 2（漢藏教理院刊本‧p.23～24）。 
17《離垢慧菩薩所問禮佛法經》（大正 14，699b～700a）。 
18《金光明最勝王經》卷 3（大正 16，414c～416a）。《合部金光明經》卷 2（大正 16，369b～370c）。 
19《佛說法集名數經》（大正 17，66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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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易行道支略說 

一、「念佛」為主的易行道，名稱不一 

「念佛」為主的易行道，是以信為方便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名稱也就不一。如： 

1.《思益梵天所問經》 名善知「方便」。 

2.《離垢慧菩薩所問禮佛法經》 以「禮佛」為名，也就是禮佛與佛前的修行。 

3.《金光明最勝王經》 集為「滅業障品」，這如智者大師集為「五悔法」了。 

4.《佛說法集名數經》 稱為最上「供養」。 

5.《華嚴經》〈普賢行願品〉 名為十大願。 

6.《文殊師利發願經》 也是名為「發願」的。 

7.《大寶積經》〈善臂菩薩會〉 菩薩於三時中，掃塔（禮佛），勸請，懺悔，念善根 

[隨喜]，願得無上菩提[迴向]，都是「戒波羅蜜」所攝。 

二、易行道的內容 

易行道的內容，或多或少，到《普賢行願品》的十大願，雖多少超越了這一原則，但不

失為集易行道的大成。以下，一一的略加解說： 

（一）[1] 禮敬諸佛、[2] 稱讚如來（p.151～152） 

1、禮敬諸佛 

佛在世時，弟子們見了佛，一定是虔誠敬禮。 

2、稱讚如來 

A、在《雜阿含經》（「祇夜」）中，鵬耆舍就已作偈讚佛了。 

B、大乘佛教盛行讚歎如來，如《佛一百八名讚》，《一百五十讚佛頌》等。 

3、大乘禮佛，通於身語意 

在大乘法中，禮佛是禮十方佛，通於身語意三業， 如《普賢行願品》說：「我以清

淨身語意，一切遍禮盡無餘」20。這就是《十住毘婆沙論》的「稱名、憶念、禮拜」。 

A、稱名是語業的禮敬，如說「南無佛」，「南無釋迦牟尼佛」，「南無阿彌陀佛」。 

B、憶念是意業的禮敬。 

C、禮拜是身業的禮敬，如合掌，稽首佛足，五體投地。 

4、三業禮敬是念佛 

三業的禮敬，以內心的憶念為主，依內心敬念而表現於身業、語業。如內心沒有誠信

憶念，那稱名如鸚鵡學語，禮拜要被禪者譏笑為如碓21上下了。所以三業禮敬，主要

是虔誠的「念佛」。 本來「稱名、憶念、禮拜」就可以了，為了適應佛教界的讚佛

                                                 
20《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大正 10，847a）。 
21

 碓（ㄉㄨㄟˋ）：1.舂米的工具。（《漢語大詞典(七)》，p.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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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普賢行願品》別立「稱讚如來」一門。 

（二）[3] 廣修供養（p.152～154） 

1、對佛的供養 

※ 這是對於佛的供養。 

A、佛在世時，衣、食、住、藥等，一切是信眾恭敬供養的。 

B、佛涅槃以後，佛舍利（遺體）建塔，漸漸莊嚴起來。對於佛塔，也就以：「華、

香、瓔珞、伎樂、幢、幡、燈油」；「花鬘、燈明、幢、幡、傘、蓋供養」。22
 

2、出家眾如何修供養 

一般重視的，是財物的供養，出家眾又怎樣供養呢？佛在世時，如阿難為佛侍者，為

佛服務，就是供養。 

3、最上的供養，法供養 

A、最上的供養，是弟子依佛所說的，精進修行，得到究竟解脫的阿羅漢，能滿足佛

為弟子說法的最大願望，就是對佛最上的供養。 

B、重法的大乘經，也說到法供養，如《維摩詰所說經》說：「若善男子、善女人，

受持、讀、誦、供養是經者，即為供養去來今佛」；「若聞如是等經，信解、受

持、讀、誦，以方便力，為諸眾生分別、解說、顯示、分明，守護法故，是名法

之供養」；「又於諸法如說修行，隨順十二因緣，離諸邪見，得無生忍，……是

名最上法之供養」。23
 

C、從信解受持，到得無生忍，如法供養，是通於淺深的。 

4、易行道的財供養 

重信的易行道，《文殊悔過經》才提到財物的供養諸佛：「十方世界無所係屬」的無

主物，「持以貢上諸世光耀佛天中天」。 

5、非易行道的財供養 

《普賢行願品》說：「以諸最勝妙華鬘，伎樂、塗香及傘、蓋，如是最勝莊嚴具，我

以供養諸如來。最勝衣服、最勝香，末香、燒香與燈、燭。……我以廣大勝解心，……

普遍供養諸如來」24。這樣的廣大供養，是由於廣大的勝解心。勝解是假想觀，依定

所起的假想觀（或以假想觀而得定），觀成廣大供品來供佛，這不是一般人所能的。

《普賢行願品》所說，本是「大願」，發願能這樣供佛，如修行深了，能以勝解所成

作廣大供養，那已不是易行道了。 

6、供養實只是禮敬的一部分 

供養實只是禮敬的一部分25，所以初期的「三品經」，是沒有說供養的。 

                                                 
22《四分律》卷 52（大正 22，957a）。《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 12（大正 24，53b）。 
23《維摩詰所說經》卷下（大正 14，556a～b）。 
2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大正 10，847a）。 
25

 《大智度論》說：「供養者，若見若聞諸佛功德，心敬尊重，迎逆侍送，旋遶禮拜，曲貤合手（掌）

而住。避坐安處，勸進飲食，華、香、珍寶等，種種稱讚持戒、禪定、智慧諸功德。有所說法，信受

教誨。如是善身口意業，是為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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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 懺悔業障（p.154～155） 

1、懺悔能使三業的清淨 

懺悔能達成佛弟子三業的清淨，在出家僧團中，是時常舉行的。人非大聖，不可能沒

有過失，有過失就要知過能改，如有罪過而隱藏在內心，會影響內心，障礙聖道的進

修，不得解脫。 

2、懺悔一切罪業，業障與三障 

A、「大乘佛法」的懺悔，是在十方一切佛前，懺悔無始以來的一切罪業。 

B、《普賢行願品》所說，還只是懺悔業障， 但有的卻擴大為懺悔三障──煩惱障，

業障，報障等。在「大乘佛法」中，懺悔有了不尋常的意義，而懺悔的方法更多，

這留在下面作專章來敘說。 

（四）[5] 隨喜功德（p.155～157） 

1、「隨喜」是通於善惡的 

隨喜，是對於他人的所作所為，內心隨順歡喜，認可為行得好，合於自己的意思，所

以「隨喜」是通於善惡的。 

2、四類善、惡行 

對任何一種離惡行善的善行，可分四類： 

一、「自行」，自己去做； 

二、「勸他行」，還要勸別人去做； 

三、「隨喜行」，知道別人做了，起認可歡喜心； 

四、「讚歎行」，讚歎這一善行，讚揚行此善行的人，以激勵大眾。大家都向於離惡

行善，才是佛教的理想。 

※ 善行如此，惡行也有「自行」、「勸他行」、「隨喜行」、「讚歎行」；如惡行

而具足四行，那可是惡性深重了。26
 

3、隨喜功德──對一切功德，都心生歡喜 

A、這裏，約隨喜功德說。一切善行，不外乎 

◎ 一般人的人、天福德； 

◎ 聲聞與緣覺乘──有學、無學功德； 

◎ 菩薩發大心，廣修福慧，自利利他的功德； 

◎ 如來圓滿大菩提，現成佛、說法、入涅槃等最勝功德。 

B、對於這一切功德，都「心生歡喜」， 

◎ 如《普賢行願品》說：「十方一切諸眾生，二乘有學及無學，一切如來與菩薩，

所有功德皆隨喜」。27
 

                                                 
26《雜阿含經》（1059 經）卷 37（大正 2，275c）。《增支部》〈十集〉（南傳 22 下‧279～271）。 
27《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大正 10，84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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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經》「隨喜品」也是這樣，不過與般若相應，無相無著（是難行道）而

已。 

◎《法華經》「隨喜功德品」，聽聞隨喜而轉化他人。 

◎《大智度論》說：「隨喜福德者，不勞身口業作諸功德，但以心方便，見他修

福，隨而歡喜」。這不是說，不需要身語的實際善行，是說見他修福而心生隨

喜，是有很大功德的。 

4、一切功德，都是發菩提心者所隨喜 

隨喜是「禮佛三品」之一，是在佛前修的，佛菩薩的功德，當然是隨喜的主要內容，

但如來化導眾生，不棄人、天、聲聞、緣覺功德，所以一切功德，都是發菩提心者所

隨喜的。 

（五）[6] 請轉法輪、[7] 請佛住世（p.157～158） 

1、二者是合為「勸請品」 

在「三品法門」中，這二者是合為「勸請品」的。這二者，出於各部派的共同傳說。 

2、部派中「請轉法輪」、「請佛住世」合為「勸請品」的二項傳說 

（1）第一項傳說 

釋尊成佛以後，感到了佛法甚深，眾生不容易教化，曾有「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

槃」的意境。梵天知道了，特來請佛說法，這才受請而大轉法輪。28
 

梵天是印度的最高神，自稱是宇宙、人類、萬物的創造者。梵天來懇請說法，表示

了神教的無能為力，有待佛法的救濟。 

※ 佛轉法輪，是世間出現了新的希望，如昏暗中的明燈一樣，那是多難得呀！ 

（2）第二項傳說 

佛曾三次對阿難說：「佛四神足已多修習行，專念不忘，在意所欲，如來可止一劫

有餘，為世除冥，多所饒益，天人獲安」。阿難聽了，當時沒有說什麼，釋尊這才

答應了魔的請求，三月後入涅槃。29這表示了： 

◎ 雖然說佛涅槃後，「自依止，法依止」，如法修行，與佛在世一樣。 

◎ 實際上，佛涅槃後，雖然佛法在開展，教區在擴大，而佛法的真意義──究竟解

脫的，卻大大的低落了。這所以有「正法」與「像法」（後來又有「末法」）的

分別，不免想到了佛法從世間滅失的悲哀。 

（3）二項傳說的小結 

這二項傳說，在部派佛教中，沒有引起什麼問題。 

A、初期大乘的「勸請」，含有「請轉法輪」、「請佛住世」 

「初期大乘」興起，「勸請」成為「禮佛三品」之一。晝夜六時，對十方佛[1]

初成佛道的「請轉法輪」；[2]佛要入涅槃的「請佛住世」。 

                                                 
28

 《相應部》（六）「梵天相應」（南傳 12，234～237）。經律都有記載。 
29

 《長阿含經》（二）〈遊行經〉（大正 1，15b～c）。《長部》（一六）《大般涅槃經》（南傳 7‧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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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願望佛法的出現世間，佛法永遠存在於世間，為苦難眾生作依怙：這是真

誠的護法心。 

B、「請轉法輪」、「請佛住世」，激發佛弟子為法的熱忱！ 

西元前後，印度的政局，非常混亂；佛法在傳布中，不免要受到破壞、障礙。

聖弟子面對當前的佛教，從內心激發護法的熱心；而將「請轉法輪」、「請佛

住世」，作為禮佛要行，時時憶念，以激發佛弟子為法的熱忱！ 

（六）[8] 普皆回向（p.158～160） 

1、回向與迴向功德 

A、回向是迴轉趣向； 

B、迴向功德，是將所有功德，轉向於某一目的。 

2、〈普賢行願品〉的迴向 

《普賢行願品》的迴向，是：「所有禮讚、供養福，請佛住世、轉法輪，隨喜、懺悔

諸善根，迴向眾生及佛道」。30
 

◎ 依偈說，回向是將上來所說的「禮敬功德」、「讚歎功德」、「供養功德」、「懺

悔功德」、「隨喜功德」、「勸請功德」：一切回向於眾生，與眾生同成佛道。 

◎ 依偈文，可見重佛、重信的易行道（「三品經」也如此），本沒有「恒順眾生」、

與「常隨佛學」的。 

3、功德回向眾生及佛道 

A、回向眾生及佛道， 

（A）如《舍利弗悔過經》說：「學道以來所得（一切）福德，皆集聚合會，以持好

心施與[回向]天下十方人民、父母、蜎飛蠕動之類，皆令得其福；有餘少所，

令某得之，令某等作佛道」。31
 

（B）異譯《菩薩藏經》說得更明白：「一切和合迴施與一切眾生，……一切和合迴

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此善根，願令一切眾生亦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32

 

B、菩薩修易行道所得的功德，回向眾生，就是將自己的功德，轉而布施給眾生，使

眾生離苦得樂，發心修行成佛。 

4、自力與他力 

菩薩的功德，真能施與眾生，使眾生受福樂嗎？這裏面含有重大問題，也就是「自力」

與「他力」。一般神教都是重「他力」的，佛法說善惡因果，修因證果，一向是「自

力」的。 

5、自己的福德而可以迴施眾生 

                                                 
30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大正 10，847a）。《文殊師利發願經》（大正 10，879a）。《普賢菩薩行願讚》

（大正 10，880b）。 
31

 《佛說舍利弗悔過經》（大正 24，1091a）。 
32

 《菩薩藏經》（大正 24，10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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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佛法」的「回向功德」，不違反佛法的特質嗎？ 

A、《大智度論》 

《大智度論》卷61（大正25，487c~488a）說：「共一切眾生者，是福德不可得與

一切眾生，而果報可與。菩薩既得福德果報，衣服、飲食等世間樂具，以利益眾生。

菩薩以福德清淨，（所有）身口，人所信受；為眾生說法，令得十善，……末後成

佛。……是果報可與一切眾生，以果中說因，故言福德與眾生共。若福德可以與人

者，諸佛從初發心所集福德，盡可與人」！ 

◎ 經上說福德回向施與眾生，這是果中說因，是不了義說。菩薩的福德，是不能

轉施與別人的。但菩薩發願化度眾生，所以依此福德善根，未來福慧具足，就

能以財物、佛法施與眾生；使眾生得財物，能依法修行，成就佛道。 

◎ 如自己的福德而可以迴施眾生，那是違反「自力」原則的。佛菩薩的功德無量，

如可以迴施眾生，那世間應該沒有苦惱眾生，都是佛菩薩那樣，也不用佛菩薩

來化度了！ 

B、《十住毘婆沙論》 

《十住毘婆沙論》這樣說：「我所有福德，一切皆和合，為諸眾生故，正迴向佛

道」33。菩薩發菩提心，求成佛道，主要是為了救度一切眾生。所以「迴向眾生

及佛道」，是說「為諸眾生故」，以一切功德，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並非

以福德善根施與眾生。 

C、《普賢菩薩行願讚》 

《普賢菩薩行願讚》但說「悉皆迴向於菩提」，沒有說迴向眾生，也許是為了避

免讀者的誤解吧！ 

（七）小結──易行道的主體（p.161） 

1、「大乘佛法」的易行道， 

A、主要是懺悔、隨喜、勸請──三品。這是在十方佛前進行的，所以從「禮佛」

而分出：禮敬、讚歎、供養──三事。 

B、修行終了，這一切功德，為一切眾生而回向於佛道。所以易行道的主體，到此

為止。 

2、大乘行者， 

A、對佛禮敬、供養，堅定了清淨的大乘信心； 

B、懺悔，使內心沒有疑悔，不礙修行； 

C、隨喜佛菩薩等的功德，養成樂人為善的無私心， 

D、勸請能激發護持佛法的熱忱； 

E、並以一切功德，為眾生而迴向佛道（不為一切眾生，就會趣入涅槃）。 

※易行道是以佛為中心的進修，能成就這樣的菩薩心行，也就能不退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了！ 

                                                 
33

 《十住毘婆沙論》卷 5（大正 26，4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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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8] 常隨佛學、[9]
 恒順眾生（p.161～162） 

1、滿足「十」數 

為了符合《華嚴經》的體裁，滿足「十」數，《普賢行願品》長行，才加入此二願。 

2、常隨佛學 

在修學過程中，生生世世見佛聞法，是向上不退的最佳保證！到底應該怎樣修學？

也只有學習諸佛那樣的（因中）修學，才能圓成佛道。 

3、恒順眾生  

「恒順眾生」，是於眾生「隨順而轉」：尊重眾生，救助眾生，利益眾生。 

《思益梵天所問經》說：「菩薩有四法善知方便」，在隨喜、懺悔、勸請外，「順

眾生意」，也確是方便之一。34
 

三、結說 

上來的解說，是依易行道的十支，作一般的解說，並非專依《普賢行願品》說的。 

 

※ 附表（一） 

        

            支數內容 

 

    經論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禮
敬
諸
佛 

稱
讚
如
來 

廣
修
供
養 

懺
悔
業
障 

隨
喜
功
德 

請
轉
法
輪 

請
佛
住
世 

常
隨
佛
學 

恒
順
眾
生 

普
皆
迴
向 

發
廣
大
願 

歸
依
三
寶 

1.舍利佛悔過經金光

明最勝王經 
4    1 2 3   4   

2.思益梵天所問經 4    3 2 4  1    

3.離垢慧菩薩所問禮

佛法經 
7 1   3 5 4   6 7 2 

4.法集名數經 7 1 2 3 4 5    7 6  

5.三曼跋陀羅菩薩經 6 1   2 3 4 5   6   

6.文殊悔過經 6 1 6 2 3 4 5      

7.文殊師利發願經35
 8 1 2 3 4 5 6 7   8   

8.華嚴經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9.菩提道次第廣論 7 1  2 3 4 5 6   7   

10.大智度論 3    1 2 3   （4）   

◎《大智度論》三品：一、悔過品。二、隨喜迴向品。三、勸請諸佛。 

                                                 
34《思益梵天所問經》卷 1（大正 15，35c）。 
35

 文中說七分，此處則為八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