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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偈 誦 科 判  

 

 

一 、 禮 敬 支  

1 、 三 門 總 禮  

所 有 十 方 世 界 中     三 世 一 切 人 師 子  

我 以 清 淨 身 語 意     一 切 遍 禮 盡 無 餘  

 

 

2 、 身 敬 禮  

普 賢 行 願 威 神 力     普 現 一 切 如 來 前  

一 身 復 現 刹 塵 身     一 一 遍 禮 刹 塵 佛  

 

 

3 、 意 敬 禮  

於 一 塵 中 塵 數 佛     各 處 菩 薩 眾 會 中  

無 盡 法 界 塵 亦 然     深 信 諸 佛 皆 充 滿  

 

 

4 、 語 敬 禮  

各 以 一 切 音 聲 海     普 出 無 盡 妙 言 辭  

盡 於 未 來 一 切 劫     讚 佛 甚 深 功 德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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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供 養 支  

1 、 上 供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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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皆 如 妙 高 聚     我 悉 供 養 諸 如 來  

 

2 、 無 上 供 養  

我 以 廣 大 勝 解 心     深 信 一 切 三 世 佛  

悉 以 普 賢 行 願 力     普 遍 供 養 諸 如 來  

 

 

 

三 、 悔 罪 支  

我 昔 所 造 諸 惡 業     皆 由 無 始 貪 瞋 癡  

從 身 語 意 之 所 生     一 切 我 今 皆 懺 悔  

 

 

 

四 、 隨 喜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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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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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請 轉 法 輪 支  

十 方 所 有 世 間 燈     最 初 成 就 菩 提 者  

我 今 一 切 皆 勸 請     轉 於 無 上 妙 法 輪  

 

 

 

六 、 請 佛 住 世 支  

諸 佛 若 欲 示 涅 槃     我 悉 至 誠 而 勸 請  

唯 願 久 住 刹 塵 劫     利 樂 一 切 諸 眾 生  

 

 

 

七 、 回 向 支  

所 有 禮 讚 供 養 福     請 佛 住 世 轉 法 輪  

隨 喜 懺 悔 諸 善 根     回 向 眾 生 及 佛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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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願 差 別  

１ 、 修 煉 意 樂 清 淨  

① 常 隨 佛 學 意 樂  

我 隨 一 切 如 來 學     修 習 普 賢 圓 滿 行      

供 養 過 去 諸 如 來     及 與 現 在 十 方 佛      

未 來 一 切 天 人 師     一 切 意 樂 皆 圓 滿  

我 願 普 隨 三 世 學     速 得 成 就 大 菩 提  

② 熟 土 意 樂                                        

所 有 十 方 一 切 刹     廣 大 清 淨 妙 莊 嚴  

眾 會 圍 繞 諸 如 來     悉 在 菩 提 樹 王 下  

③ 嚴 生 意 樂                                        

十 方 所 有 諸 眾 生     願 離 憂 患 常 安 樂  

獲 得 甚 深 正 法 利     滅 除 煩 惱 盡 無 餘  

 

２ 、 不 忘 菩 提 心 之 道  

① 回 憶 宿 世 常 得 出 家 持 淨 戒 願                               
我 為 菩 提 修 行 時     一 切 趣 中 成 宿 命  

常 得 出 家 修 淨 戒     無 垢 無 破 無 穿 漏  

② 以 各 種 語 言 宣 說 佛 法 願                               
天 龍 夜 叉 鳩 槃 荼      乃 至 人 與 非 人 等                                                    

kumbhāṇḍa 

所 有 一 切 眾 生 語     悉 以 諸 音 而 說 法  

③ 勤 修 菩 提 滅 除 罪 障 願  
勤 修 清 淨 波 羅 蜜     恆 不 忘 失 菩 提 心  

滅 除 障 垢 無 有 餘     一 切 妙 行 皆 成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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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自 在 無 礙 行  

於 諸 惑 業 及 魔 境     世 間 道 中 得 解 脫  

猶 如 蓮 華 不 著 水     亦 如 日 月 不 住 空  

 

4 、 利 益 有 情  

悉 除 一 切 惡 道 苦     等 與 一 切 群 生 樂  

如 是 經 於 刹 塵 劫     十 方 利 益 恆 無 盡  

 

5 、 披 精 進 甲  

我 常 隨 順 諸 眾 生     盡 於 未 來 一 切 劫  

恆 修 普 賢 廣 大 行     圓 滿 無 上 大 菩 提  

 

6 、 會 遇 同 分 菩 薩  

所 有 與 我 同 行 者     於 一 切 處 同 集 會  

身 口 意 業 皆 同 等     一 切 行 願 同 修 學  

 

７ 、 令 善 知 識 歡 喜  

所 有 益 我 善 知 識     為 我 顯 示 普 賢 行  

常 願 與 我 同 集 會     於 我 常 生 歡 喜 心  

 

8 、 常 見 如 來 常 興 供 養  

願 常 面 見 諸 如 來     及 諸 佛 子 眾 圍 繞  

於 彼 皆 興 廣 大 供     盡 未 來 劫 無 疲 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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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攝 持 正 法  

願 持 諸 佛 微 妙 法     光 顯 一 切 菩 提 行  

究 竟 清 淨 普 賢 道     盡 未 來 劫 常 修 習  

 

 

10 、 得 無 盡 藏                                   
（ 令 一 切 眾 生 獲 利 益 安 樂 ， 無 盡 的 共 不 共 功 德 寶 ）  

我 於 一 切 諸 有 中     所 修 福 智 恆 無 盡  

定 慧 方 便 及 解 脫     獲 諸 無 盡 功 德 藏  

 

 

 

（ 以 下 是 修 習 聖 者 地 的 大 願 ）  

11 、 趣 入  

① 觀 見 一 微 塵 中 即 十 方 極 微 塵 數 清 淨 安 住 的 刹 界             
（ 初 地 證 入 ）  

一 塵 中 有 塵 數 刹     一 一 刹 有 難 思 佛  

一 一 佛 處 眾 會 中     我 見 恆 演 菩 提 行  

        ② 十 方 一 切 刹 中 ， 亦 如 是 見  

普 盡 十 方 諸 刹 海     一 一 毛 端 三 世 海  

佛 海 及 與 國 土 海     我 徧 修 行 經 劫 海  

        ③ 佛 語 （ 願 我 具 足 如 此 功 德 的 佛 語 ）  

一 切 如 來 語 清 淨     一 言 具 眾 音 聲 海  

隨 諸 眾 生 意 樂 音     一 一 流 佛 辯 才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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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轉 法 輪 （ 入 佛 法 願 ）  

三 世 一 切 諸 如 來     於 彼 無 盡 語 言 海  

恆 轉 理 趣 妙 法 輪     我 深 智 力 普 能 入  

        ⑤ 一 念 入 諸 劫  

我 能 深 入 於 未 來     盡 一 切 劫 為 一 念  

三 世 所 有 一 切 劫     為 一 念 際 我 皆 入  

        ⑥ 觀 見 如 來 （ 見 佛 入 佛 境 界 願 ）  

我 於 一 念 見 三 世     所 有 一 切 人 師 子  

亦 常 入 佛 境 界 中     如 幻 解 脫 及 威 力  

        ⑦ 佛 刹 修 行 （ 入 淨 刹 願 ）  

於 一 毛 端 極 微 中     出 現 三 世 莊 嚴 刹  

十 方 塵 刹 諸 毛 端     我 皆 深 入 而 嚴 淨  

        ⑧ 往 詣 如 來 前 （ 承 事 諸 佛 願 ）  

所 有 未 來 照 世 燈     成 道 轉 法 悟 群 有  

究 竟 佛 事 示 涅 槃     我 皆 往 詣 而 親 近  

 

 

 

12 、 力                                            
（ 願 得 八 地 菩 薩 的 十 種 廣 大 能 力 ）  

速 疾 周 徧 神 通 力     普 門 徧 入 大 乘 力  

智 行 普 修 功 德 力     威 神 普 覆 大 慈 力  

徧 淨 莊 嚴 勝 福 力     無 著 無 依 智 慧 力  

定 慧 方 便 威 神 力     普 能 積 集 菩 提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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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修 習 對 治  

清 淨 一 切 善 業 力     摧 滅 一 切 煩 惱 力  

降 伏 一 切 諸 魔 力     圓 滿 普 賢 諸 行 力  

 

 

14 、 菩 薩 諸 業                                      
（ 發 願 獲 得 菩 薩 的 八 種 廣 大 事 業 ）  

普 能 嚴 淨 諸 刹 海     解 脫 一 切 眾 生 海  

善 能 分 別 諸 法 海     能 甚 深 入 智 慧 海  

普 能 清 淨 諸 行 海     圓 滿 一 切 諸 願 海  

親 近 供 養 諸 佛 海     修 行 無 倦 經 劫 海  

 

 

15 、 隨 學 諸 佛 菩 薩 的 回 向                                  
（ 1 ） 隨 學 如 來 的 回 向  

三 世 一 切 諸 如 來     最 勝 菩 提 諸 行 願  

我 皆 供 養 圓 滿 修     以 普 賢 行 悟 菩 提  

（ 2 ） 隨 學 菩 薩 的 回 向                                  

        ① 願 等 普 賢  

一 切 如 來 有 長 子     彼 名 號 曰 普 賢 尊  

我 今 回 向 諸 善 根     願 諸 智 行 悉 同 彼  

願 身 口 意 恆 清 淨     諸 行 刹 土 亦 復 然  

如 是 智 慧 號 普 賢     願 我 與 彼 皆 同 等  

 



9 
 

        ② 願 等 二 聖  

我 為 徧 淨 普 賢 行     文 殊 師 利 諸 大 願  

滿 彼 事 業 盡 無 餘     未 來 際 劫 恆 無 倦  

我 所 修 行 無 有 量     獲 得 無 量 諸 功 德  

安 住 無 量 諸 行 中     了 達 一 切 神 通 力  

文 殊 師 利 勇 猛 智     普 賢 慧 行 亦 復 然  

我 今 回 向 諸 善 根     隨 彼 一 切 常 修 學  

三 世 諸 佛 所 稱 歎     如 是 最 勝 諸 大 願  

我 今 回 向 諸 善 根     為 得 普 賢 殊 勝 行  

 

 

 

16 、 淨 土 願  

願 我 臨 欲 命 終 時     盡 除 一 切 諸 障 礙  

面 見 彼 佛 阿 彌 陀     即 得 往 生 安 樂 刹  

我 既 往 生 彼 國 已     現 前 成 就 此 大 願  

一 切 圓 滿 盡 無 餘     利 樂 一 切 眾 生 界  

彼 佛 眾 會 咸 清 淨     我 時 於 勝 蓮 華 生  

親 睹 如 來 無 量 光     現 前 授 我 菩 提 記  

蒙 彼 如 來 授 記 已     化 身 無 數 百 俱 胝  

智 力 廣 大 徧 十 方     普 利 一 切 眾 生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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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願 邊 際  

乃 至 虛 空 世 界 盡     眾 生 及 業 煩 惱 盡  

如 是 一 切 無 盡 時     我 願 究 竟 恆 無 盡  

 

 

十 、 願 利 益  

1 、 校 量 聞 經 利 益  

十 方 所 有 無 邊 刹     莊 嚴 眾 寶 供 如 來  

最 勝 安 樂 施 天 人     經 一 切 刹 微 塵 劫  

若 人 於 此 勝 願 王     一 經 於 耳 能 生 信  

求 勝 菩 提 心 渴 仰     獲 勝 功 德 過 於 彼  

 

2 、 顯 示 眾 行 利 益  

        ① 增 上 果  

即 常 遠 離 惡 知 識     永 離 一 切 諸 惡 道  

速 見 如 來 無 量 光     具 此 普 賢 最 勝 願  

        ② 等 流 果  

此 人 善 得 勝 壽 命     此 人 善 來 人 中 生  

此 人 不 久 當 成 就     如 彼 普 賢 菩 薩 行  

        ③ 離 繫 果  

往 昔 由 無 智 慧 力     所 造 極 惡 五 無 間  

誦 此 普 賢 大 願 王     一 念 速 疾 皆 消 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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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異 熟 果  

族 姓 種 類 及 容 色     相 好 智 慧 咸 圓 滿  

        ⑤ 士 用 果  

諸 魔 外 道 不 能 摧     堪 為 三 界 所 應 供  

        ⑥ 究 竟 果  

速 詣 菩 提 大 樹 王     坐 已 降 伏 諸 魔 眾  

成 等 正 覺 轉 法 輪     普 利 一 切 諸 含 識  

 

 

 

十 一 、 勸 受 持  

若 人 於 此 普 賢 願     讀 誦 受 持 及 演 說  

果 報 唯 佛 能 證 知     決 定 獲 勝 菩 提 道  

若 人 誦 持 普 賢 願     我 說 少 分 之 善 根  

一 念 一 切 悉 皆 圓     成 就 眾 生 清 淨 願  

 

 

十 二 、 總 回 向  

我 此 普 賢 殊 勝 行     無 邊 勝 福 皆 回 向  

普 願 沉 溺 諸 眾 生     速 往 無 量 光 佛 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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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充  講  義  

 

《普賢行願品》的 重 要 性 ：  

唐代般若法師翻譯，全名為《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原是般若所譯四十卷《華嚴經》的標題，《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乃以為品名，專

指《四十華嚴》的最後一卷。此經在傳來以前已在西域廣泛流行。《開元釋教錄》

卷 3 註：「經後記云，外國四部眾禮佛時，多誦此經，以發願求佛道。」此經和密宗

的關係也非常密切，密教的共同祖師金剛薩埵也是普賢菩薩的另一示現，密宗

的一切儀軌，大多以普賢七支的結構來組織，最後迴向往生，阿彌陀佛淨土。

《往生論》五念門：禮拜、讚歎、作願、觀察、回向，亦略攝十大願。故淨土宗也

將此經列為淨土宗重要的的五部經中，依此經修行能增上品生，是淨土的增上

因緣：【因果相賅的解釋】                                       

我作佛時，生我國者善根無量。皆得金剛那羅延身堅固之力，身頂皆有光明照耀。        

「金剛薩埵」象徵「堅固不壞菩提心」與「煩惱即菩提」之深意。淨土宗的古大德所詮釋

「清虛之身，無極之體」這一願，整個合起來看，金剛不壞身是怎麼成就的  ? 

一、『善根無量』，  

凡是往生的人，都是善心堅固，不懷疑、不夾雜，無論在什麼環境之下 (特別是遭遇

挫折 )，遇到大的苦難決定不退心、念佛求生的心反而愈來愈堅固，這是第一善心。  

一切善心中，求生西方是為第一【這個心決定成佛，之後普度眾生】。這個主因才

得金剛不壞身報。  

 

二、金剛薩埵是密宗創教的教主。  

龍樹菩薩開鐵塔見到金剛薩埵菩薩，把密教法門傳授給龍樹，龍樹傳到人間，密宗

從這裡開始。金剛薩埵就是普賢菩薩的化身。因為『堅固之力』是身體起用，殊勝

【緣起法】修行的因  ~ 要與淨土的善相應 (普賢行 )，成就大圓滿法身。  

 

在那裡能究竟圓滿  ？  到西方極樂世界圓滿 ! 

淨土行者在何時修  ？  現在就要積集眾資糧 ! 

以 善 養 身           以 法 安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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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 師 大 德 的 推 崇 勸 持 ：                                                                    

清涼國師認為華嚴經的精華是普賢行願品，其言：此為華嚴關鍵，修行樞機，

文約義豐，功高德廣。能簡能易，椎遠惟深，可讚可傳，可行可寶。修善的男

子，所有受持、讀誦普賢行願品的眾生，受之於心，持之於身，為人講說十大

願王，其所有的功德，諸佛世尊能知，但切記勿生疑惑心，所謂 

修道之人心莫疑，疑心若起便途迷。 

信心為本，除障顯真，以構成上求佛道、下化眾生之主體。 

行，依佛陀的教法，於菩提道或菩薩行的實踐。願，是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悲智。 

此信、行、願，即是諸佛菩薩於因地修行時，所發之大菩提心也。 

將普賢菩薩十大願文之要點，羅列如下： 

一、禮敬諸佛   二、稱讚如來   三、廣修供養   四、懺悔業障   五、隨喜功德 

六、請轉法輪   七、請佛住世   八、常隨佛學   九、恆順眾生   十、普皆迴向。 

此中總集了三世一切諸佛菩薩的所有大願，是一切願海中的最勝願，故稱為 

  大願王，諸大菩薩依此發廣大誓願。 

應眾生根機，說教之緣起，即普賢菩薩之法門。普賢菩薩乃等覺菩薩，象徵      

理、定、行，為諸佛之本源，亦為一切諸法之本性。一切諸佛之行願，不出普賢菩薩

之十大願。華嚴經云：若人能以深信之心，受持此大願，可得無量功德。 

印光大師簡明強調說： 

「信願行三，為淨土綱要；都攝六根，為念佛祕訣」； 

「以信願為先導，念佛為正行」； 

「有行無信願，不能往生；有信願無行，亦不能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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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佛 
各以一切音聲海，普出無盡妙言辭，盡於未來一切劫，讚佛甚深功德海。 

成佛 
一切如來語清淨，一言具眾音聲海，隨諸眾生意樂音，一一流佛辯才海。 

 
本自具足，清淨法身。 

勤修清淨波羅蜜，恆不忘失菩提心 

 

 

 

 

 

尋因推果： 
頓塞、不清、不楚……口不能言；若能言說不能明了、人不在意、為人輕賤。 

 
粗分惡因 

謗三寶、毀聖賢、誣良善、說人長短、論他好惡 
論人：帶三分渾厚，留人掩蓋之路； 
觸人：觀悔悟之機，養人體面之餘。 

 
微細煩惱 

處事，不留餘地 
責善，盡言一切 

 
 

（作意）責善，要看其人何如？ 
（持戒）當盡長善、救失之道： 

勿指摘其所忌、勿盡數其所失、勿對人、勿峭直、勿常言、勿累言 
犯上六戒，雖忠告～亦非善道矣。 

 
（同理）勸人，不可遽指其過！ 
（善巧）善化人者，先美其長， 

蓋人喜則言易入 / 心誠、色溫、氣和、詞婉 

滅
除
障
垢
．
．
．
無
有
餘 

離
妄
語     

【
誠
實
語
】 

 

離
兩
舌     

【
和
諍
語
】 

 

離
惡
口     
【
愛
軟
語
】 

 

離
綺
語     

【
質
直
語
】 

一
切
妙
行
．
．
．
皆
成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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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曰：云何名檀波羅蜜滿？     

答曰：  

      一、釋「檀」 檀義。 

檀是梵語；檀翻為施，例如 : 佛以四法遍施眾生，故言悉檀也。【悉：遍義】 

      二、釋「波羅蜜」  
到彼岸 波羅（秦言彼岸）蜜（秦言到），是名渡布施河得到彼岸。  
復次，於事成辦，亦名到彼岸（天竺俗法，凡造事成辦皆言到彼岸）。  

       
※ 釋「此岸、彼岸、中流」 : 
1、慳貪名此岸，佛道名彼岸，檀為中流。  

   復次，此岸名慳貪，檀名河中，彼岸名佛道。  

2、有無見名此岸，破有無見智慧名彼岸，布施為中流。 

3、三礙是此岸，三種清淨是彼岸，慳貪等煩惱為中流。 
 

復次，檀有二種：一者、魔檀，二者、佛檀。  

若為結使賊所奪，憂惱怖畏，是為魔檀，名曰此岸。 

若有清淨布施，無結使賊，無所怖畏，得至佛道，是為佛檀， 

名曰到彼岸，是為波羅蜜。菩薩法中亦如是，若施有三礙： 

我與，彼受，所施者財.. ..是為墮魔境界，未離眾難。 

 

如菩薩布施，三種清淨，無此三礙得到彼岸，為諸佛所讚，是名檀波羅蜜。以是故名

到彼岸。此六波羅蜜，能令人渡慳貪等煩惱染著大海，到於彼岸，以是故名波羅蜜。  

       
※ 因論生論：二乘布施何以不名波羅蜜 ? 
問曰： 

阿羅漢、辟支佛亦能到彼岸，何以不名波羅蜜？  

答曰： 

阿羅漢、辟支佛施：不以一切物施，無大悲心，不為一切眾生施…… 

阿羅漢、辟支佛渡彼岸，與佛渡彼岸，名同而實異。 

彼以生死為此岸，涅槃為彼岸，而不能渡檀之彼岸。所以者何？  

不能以一切物、一切時、一切種布施；設能布施，亦無大心； 

或以無記心，或有漏善心，或無漏心施；無大悲心；不能為一切眾生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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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施：三事清淨，為佛法、為一切眾生，一切盡以布施： 

（1） 知布施不生滅如涅槃相，為一切眾生施菩薩施者，知布施不生不滅， 

     無漏無為，如涅槃相，為一切眾生故施，是名檀波羅蜜。  

 

（2）不求果報，一切盡施：一切物、一切種內外物，盡以布施，不求果報。  

 

（3）不可盡故，名檀波羅蜜。所以者何？布施合實相不可盡知所施物畢竟空，  

     如涅槃相；以是心施眾生，是故施報不可盡，名檀波羅蜜。  

 
 
※ 清淨法： 
云何垢清淨十相？ 

一、遠離懈怠垢而行惠施。謂或內或外。或近或遠。或身疲倦或不疲倦。 

    或身羸劣或不羸劣。而常惠施。 

二、遠離貪垢而行惠施。謂於財物。 

三、遠離瞋垢而行惠施。謂於求者。 

四、遠離癡垢而行惠施。謂於因果。 

五、遠離障垢而行惠施。言障垢者。謂四種障【1】。 

六、善分布而行惠施。此即遠離非道理垢。謂貧乏者於自僕從。若中財者 

    即於彼所及貧苦所。若大財者即於彼所。亦於其餘來求者所。 

七、由圓滿而行惠施。此即遠離諸減少垢。謂事圓滿。意樂圓滿【2】。 

八、由清淨而行惠施 此即遠離不清淨垢。謂由十種清淨。即無著無取等如本地分廣說。 

九、善觀察而行惠施。此即遠離惡慧垢。謂： 

    觀察施物【3】。觀察意樂【4】。觀察其田【5】。 

十、具方便德而行惠施。此即遠離無方便過失垢。 

    此中方便者，謂串習施。不顧身命。悲愍有情。 

    真實義智，無上菩提勝解教導，強力逼迫。處任恩報。生及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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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漏世間法： 
一、隨至施──隨近己至，方能施 與； 

二、怖畏施──遇到救災厄，欲其靜息而行布施； 

三、報恩施──昔得彼施，再還施彼；         

四、求報施──先施與人，再求返報； 

五、習先施──習於家族先人的家法而行惠施； 

六、希天施──希求生於彼天而行施；         

七、要名施──希美名而行布施。 

八、為莊嚴心施──為資助禪定瑜伽，為得涅槃上義而行布施。順向無漏出世法 

 
註【1】《瑜伽師地論·攝抉擇分》略有四種： 

    1.未串習         2.匮乏           3.耽著          4.未見大果 

 

註【2】事圓滿者。復有七相：一施資產事。二施國土事。三施有情事。四施莊嚴事。 

                          五施舍宅事。六施居處事。七施內身事。 

      意樂圓滿者。謂於內身及外財寶。獲得自性無著意樂。 

 

註【3】觀察施物者。謂觀察受用勝於積聚。觀察惠施勝於受用。何以故。 

      若唯積聚不能自益、不能益他。非現法利、非後法利。 

      若諸菩薩唯自受用名自饒益、非饒益他。名現法利、非後法利。 

      若諸菩薩能行利。唯自受用名自饒益、非饒益他。名現法利、非後法利。 

若諸菩薩能行惠施。便自發生廣大歡喜。名自饒益名饒益他。名現法利、名後法利。 

 

註【4】觀察意樂者。當知意樂略有四種。 

      一、於因中無倒意樂。      二、於果中無著意樂。       

      三、於有情悲愍意樂。      四、於一切智智圓滿意樂。                                          

由如是等諸意樂故，而行惠施。 

 

註【5】觀察田者。當知略由五相： 

一、於是處乞求可得。 

二、於是處已有乞求復加貧匱。 

三、於是處已有貧匱復無依怙。 

四、於是處有無依怙復行惡行。是名為田。 

五、於是處雖無此等。而有修行善行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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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七種相當知非田： 

一、乞求者極大暴惡曾為怨害。歸依怨害而有所求。 

二、勸為善事終不能得。 

三、心懷染污為染污事而有乞求。 

四、為損惱而有乞求。 

五、乞求者或自是魔或魔所魅非處乞求。 

六、乞求父母。或復隨一非所施物。 

七、能為無義。由此等相當知是名觀察非田。 

 

 

 

隨：隨 順。  隨事、隨理；隨權、隨實。  

喜：喜 慶。  慶因、慶果；歡喜、無嗔。 

法界本性，不出現前一念心：  

現 前 一 念 心 ， 隨 法 界 的 功 德 ， 所 以 說 隨 喜 功 德 。  

 

《大般涅槃經》云：                                                              
於諸眾生心生歡喜，是名大喜。 

《六祖壇經》云：                                                                     
自性迷即是眾生，自性覺即是佛。 

慈悲即觀音，喜捨名勢至，能淨即釋迦，平直即彌陀。 

人我是須彌，貪欲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 

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鱉。貪瞋是地獄，愚癡是畜生。 

 

慈，對一切眾生保持親切，猶如自己親人。 

悲，又稱拔苦，希望能幫助眾生解脫痛苦。 

喜，又稱禪悅，一種平靜而且快樂的心態。 

捨，離自我為是的慣習。斷我見我所我執。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5%88_(%E4%BD%9B%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2%B2_(%E4%BD%9B%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6%9C_(%E4%BD%9B%E6%95%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D%A8_(%E4%BD%9B%E6%95%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