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方廣佛華嚴經．觀自在菩薩章》

唐賓國三藏沙門般若奉詔譯

壹、前言

《華嚴經》沿革

2014年常住選修經典為〈觀自在菩薩章〉；〈觀自在菩薩章〉出自《大

方廣佛華嚴經》。《華嚴經》是佛陀於菩提樹下成道後所談說的第一

部經，對象是法界中的大菩薩。常住使用的〈觀自在菩薩章〉經本

上寫著「唐賓國三藏沙門般若奉詔譯」；般若是翻譯師的法名，精通

經律論三藏而尊稱為三藏法師或三藏，奉詔表示奉皇帝的詔令而

作此翻譯。由譯者能知，此經本出自《四十華嚴》，因為《八十華嚴》

的翻譯者是武則天時期的實叉難陀大師，而《四十華嚴》的翻譯者

正是唐德宗貞元年間的般若三藏沙門。若懂得如此看經典，就能

知道經典的一些來龍去脈。

《華嚴經》的由來，必須從印度的龍樹菩薩說起，當時的龍樹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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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身術，就跟幾個朋友一起到後宮戲弄宮女；為此，朋友們被射

殺，所幸龍樹逃了出來。深感性命的催逼、淫犯的可怕，於是發願

出家。

龍樹記憶極好、智慧極高，閱讀當時的一些經典之後，覺得篇幅太

少了。有位大龍菩薩帶領他入龍宮見到了《華嚴經》。龍樹在龍宮

所看到的《華嚴經》裝在寶篋裡，數量相當多，是非常大部的經典；

龍樹走到龍宮另一處，見到數量比之前還少一點的《華嚴經》，但

份量還是很多；再到龍宮另一處，此時見到的《華嚴經》比第二處篇

幅更少（《華嚴經》的綱要）。龍樹菩薩就用他超人的記憶力和極高

的智慧力，將這些內容背記下來。這就是現在流通於人間的《華嚴

經》。

龍樹背記的《華嚴經》，據說有印度經典單位十萬偈那麼多。印度

所講的偈不同於我們現在講的偈頌，並不是只有一句一句這樣的

十萬句而已；印度的十萬偈就是十萬個印度計算經典的單位這麼

多，如果用中國四匹馬拖拉的大馬車來載，也要數萬台才載得完，

數量十分可觀。因為當時沒有方便的紙張做文字記載，只能寫在

貝葉上再串起來，每個貝葉上能抄寫的內容並不多。

佛教傳到中國，教史上比較肯定的是在東漢明帝的時候（約西元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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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而佛陀約在西元前544年間入滅，因此佛教傳來中國約在佛

滅度後600年間。外來的經典到了中國被譯成中國字，稱為華譯。

現存最早的《華嚴經》譯本（約西元408年間，由支法領攜胡本，與

佛陀耶舍抵達長安），乃由晉朝（魏晉南北朝）佛陀跋陀羅譯出六十

卷，稱作《六十華嚴》，當時取得的經本有三萬六千偈。到武則天請

實叉難陀大師再去取得的《華嚴經》，則有四萬五千偈，多了近九

千偈，譯為八十卷。

《八十華嚴》有八十卷，第三十九品（從六十卷至八十卷）就是〈入法

界品〉，整個三十九品的內容都是講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直到般若

三藏譯出《四十華嚴》後，才知道《八十華嚴》的〈入法界品〉缺了很

多內容；整個《四十華嚴》只有一品，就是〈入法界品〉，即善財童

子五十三參的部份。近代的弘一大師說，要研讀華嚴，前面一至三

十八品讀《八十華嚴》，第三十九品讀《四十華嚴》，這樣就能研讀

到漢譯最完整的《華嚴經》。

承前啟後

對照《八十華嚴》及《四十華嚴》，會發現很多字句相同；因為古人

翻譯經典並非從頭至後憑空而譯，而是將前人翻譯的做增刪補減

3



，所以很多內容是由前面保留下來的。這正代表著承前啟後的觀

念——承接前面，用以開啟後面。譯經尚且須承前啟後，何況學

佛！修行人須承前啟後，萬萬不可憑空而修，要習得一個原則；把

佛陀的真理學到手，就是原則。佛陀說的、經教寫的，是基礎的根

本，不學基礎，自己憑空變出一套，這一套還是原來的我見。沒有

基礎的學習及陶鍊的過程，不能成事，更遑論成就。

吾等本師釋迦牟尼佛成就佛道後，所講述的第一部經典，即是《華

嚴經》。《大方廣佛華嚴經》即表大乘——沒有侷限、沒有框架，廣

大圓滿，無障礙地講說佛成就佛道的究竟圓滿意境，是要教授菩

薩成就菩薩道、圓證佛果的；走上這一步，便就成就佛道、圓滿果

德。雖說是對大菩薩而說，也是對著想學行菩薩道、行菩薩心行之

法的我們而說；也必定是對想到佛國淨土，與佛相應的眾人而說；

更是對著意欲圓成佛道、走在成佛之道上的佛子而說。

貳、概說

善財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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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尊在逝多林說《華嚴經》，前來參加法會的諸多天、人、護法中，

有一位善財童子；文殊師利菩薩一見善財，就知此人過去善根深

厚，因此讚歎善財能發心已很可貴，且發了心又求菩薩行，更倍見

難得。接著就對善財說：

「善男子！汝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復欲親近諸善知識，問

菩薩行，修菩薩道。善男子！親近供養諸善知識，是具一切智最初

因緣，是故於此勿生疲厭。」

續而言之：

「善男子！若欲成就一切智智，應決定求真善知識。善男子！求善

知識勿生疲懈，見善知識勿生厭足，於善知識所有教誨皆應隨順，

於善知識善巧方便勿見過失。」

最後，文殊師利菩薩又向善財說：善男子！從這裡往南走，有一個

國土名為勝樂，其國有一座妙峯山，山中住著一位德雲比丘，你到

那邊去向他請示——菩薩應該如何學菩薩行，如何修菩薩道，乃

至菩薩應該如何速疾地完成普賢之行。

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由文殊師利菩薩（大智菩薩）開啟善財參善知

識的大門，最終善財參到普賢菩薩（大行菩薩）即成圓滿，其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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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這一切智行，將恆常不斷地延續下去。此正呼應「文殊智、普

賢行」；明示「由正知見得智」為其著手處。不疲懈地參訪善知識，

即能更有正知見、更具智慧；但大乘菩提不只自得其智，還要不

斷、遍處地行於利他。因此，當善財參到第二十七位觀自在菩薩時

，正好是具足自利，以進入利他的一個轉折點。

善財參了五十三位善知識，前面一至二十六位善知識，每位都教

善財一個可以真實得利益（自利）的方法，也就是教善財怎麼斷自

己的見思二惑；參到第二十七位觀自在，其歷程就寫在〈觀自在菩

薩章〉。觀自在菩薩教善財的，是自得利益的純熟，也就是全然斷

掉見思二惑，以再往入利益他人的核心。因此，觀自在菩薩教導善

財從大悲心來快速地成就。

這個轉折點並不代表，二十七參之前全是自利，之後皆是利他。

不論哪一個點，同時都在自利及利他，只是前段偏重自利，同時

利他；後段偏重利他，同時自利。意表，雖由智帶動行，但每一階

段都是智行同時輝映，且相互增長，如此才能恆常擁有源源不絕

的能力，足以自利利他。即使在二十七參以後，善財仍不間斷地

向學善知識，學習新的知見及行化之方；且於行化之間，由正知

見而有的智，才真正開始轉化成般若慧，漸而具足十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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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般若為：共般若、不共般若、世間般若、出世間般若、實相般若、

觀照般若、方便般若、文字般若、境界般若、眷屬般若。般若是在

饒益眾生中產生的。

此十般若總集世尊在各法會所談，雖無次第之別，但就各自的生

成及具足而言，都必定由正知見的建立開始；當續把正知見用於生

活中每一點滴，就逐漸有了知識加上經驗而有的智；至此，若能繼

續發心，將之行於饒益眾生，即能再生般若慧。由此就可明白，建

立正知見後，能於事境中用上正知見，即能得智；有了智，又能發

心，行於利他，在利他中又不斷迴觀返照自己，就能再得般若慧。

真理遍於一切處，這正是佛陀的教方——一切皆由正知見的建立

為始，而後必須進入實際事件中去純熟、磨鍊，才能得真功夫。此

即佛出現於世所要完成的一大事——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

「開示」，令眾生得正知見；「悟」，令眾生得智慧；「入」，令眾生

在進入緣起諸法行化間，有內化的真功夫。「文殊智、普賢行」正

呼應著這一切，理理相通、事事共貫，中道即是實相，實相即為真

理，真理遍於一切處。

佛之正知見為體，文殊智為相（將正知見內化為正思，又有自己實

際用上的經驗，因而顯現出智慧相），而普賢行為用，此為三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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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之關係；在相續發展下，三者又互為彼此之體相用。這就更是一

大擴展，顯出無限，終至全面、遍處，等無差別。

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並非任意、隨性而為，而是有系統性及組織

性的。善財一參一入，已具備現前這位善知識所教授的法門及行

誼，因此教授者可以清楚知道，學習者下一階段該學什麼法門，

會為之指引下一位善知識的參方（參訪方法）。

善財對每一位善知識所教以的道理及方法，都毫無疑惑、即刻進

入，立即聽聞、立即思惟、立即修正。懂得如此，就是精進。佛門裡

所講的精進是屬正精進，依著正道、正念、正觀來精進，如此即能

快速得到善知識的法寶。

善財在聞思修的學習過程中，因為還有現前程度不能理解之處，

也會提出問題，但善財所問，是因為已經進入聽聞之法，並用之

思惟或修行後才產生的；跟眾生以著自己的思考想法來行事作

為、依我見看待事事物物而產生的疑問，其層面是完全不同的；因

為根本還沒有用上佛陀之法。善財極其受教，是以善知識的一切

證境更發教育之功，會依著善財現有的程度，再引導去參訪下一

位善知識，如此一來，對佛陀的教說就能愈修愈覺。不過，在參學

之前，具備好參學者的心境、心態，實屬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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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自在菩薩章〉

〈觀自在菩薩章〉是《大方廣佛華嚴經》的其中一章節。觀自在是觀

世音菩薩的另ㄧ名號——自心自在，因而能濟眾自在；濟眾自在，

因而能身口意表述佛法自在；常說佛的教說自在，因而一心修學佛

道自在；因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所以心得自在，領眾無罣礙

而自在。

佛陀所說經典中，介紹觀世音菩薩的主要有四部（觀音四經）：《華

嚴經》的〈觀自在菩薩章〉介紹觀世音菩薩修行的理路、境界，以及

修為、攝眾的方法，此時觀音菩薩示現七向位；《妙法蓮華經》的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觀世音菩薩攝化眾生的境界，此時觀音

菩薩示現等覺位；《首楞嚴經》的〈耳根圓通章〉，談觀世音修行的法

門——修耳根圓通，此時觀音菩薩示現初住位；另外還有《大悲心

陀羅尼經》，介紹觀世音菩薩跟大悲咒的因緣，法會之先都會誦大

悲咒，緣起就記在《大悲心陀羅尼經》裡。從觀音四經，可認識觀世

音菩薩，了解觀世音菩薩；以著其中的道理、方法修持，容易得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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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加被，開智慧，得解脫。

〈觀自在菩薩章〉剛好在五十三參的中間，善財童子參訪的第二十

七位善知識就是觀自在菩薩；此參在中間，意表著，參到這裡時

，自我修學、內修種種儲備，也就是自利（自得利益）的部份已有

相當程度了。善財童子先發菩提心，然後一一去參學，每個善知識

都教授一個法門，善財悉數全收。這是善財的特點，也正是他能有

所成就的原因。善財從東北方（文殊師利菩薩處）出發，一直往南

走，往正確的方向、往下深度學習，從第一位善知識參到第二十六

位，方法全部到手，自利的功夫飽滿了，現在善財來到觀自在菩薩

的座前。

真實見得觀自在

「爾時觀自在菩薩，遙見善財」，善財已來到觀自在之所，且已見著

觀自在，為何又說「遙見」呢？表示善財尚未參訪觀自在之前，其

修為及心意已貼近觀自在，且常行觀自在，猶如早已跟觀自在菩

薩見面了，此即遙見的意涵。如果現在好好修學佛法，將來不管去

到哪一個佛國，佛陀一見到你，所談的法義跟你以前修學的內容

都一致，那時就是遙見——早已相通、早已打交道了，並不陌生。

也意表善財來參觀自在並非偶然，其心意早已與觀自在相熟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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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哉！善來童子！汝發大乘意，普攝眾生。起正直心，專求佛法。

大悲深重，救護一切。」因為善財早已以「發大乘意，普攝眾生；起

正直心，專求佛法；大悲深重，救護一切」的心意與觀自在菩薩相

見了，如此即能「住不思議最勝之行，普能拯拔生死輪迴。超過世

間，無有等比。」住，表示不再晃動；善財具足大乘之意、大悲之心

，且已住在其中不再晃動，不挪動位置。反觀自己，遇到境界就一

波一波的晃動，各種言語、表色等等都會讓我們晃動，這樣就不是

「住」。我們應該學習善財童子。

《華嚴經》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中，前二十六參可說是自得利益的完

成——指見思二惑的完全淨化，與世間私圖利欲是全然不同的境

界。第二十七參正是參學的核心，到了觀自在菩薩之所，從這裡，

即將轉向利他；之前須先具備資糧，方得自利利他，所以觀自在

菩薩教導善財「大悲速疾行解脫門」。此法門是從「發大乘意，普攝

眾生。起正直心，專求佛法。大悲深重，救護一切。」終至「住不思

議最勝之行」，而「普能拯拔生死輪迴」。

佛法的薰陶，使我們確切明白生命的價值，要從佛陀教理中得真

實利益，繼而發起大乘菩提，也願眾人得其利益；而在致力奉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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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當中，就能再度啟發般若，猶如〈觀自在菩薩章〉所云：「蒙居士

教，隨順思惟，一心正念，入彼菩薩深信解藏，得彼菩薩能隨念

力。憶彼諸佛出現次第，見彼諸佛成等正覺。持彼諸佛所有名號，

觀彼諸佛所證法門。知彼諸佛具足莊嚴，信彼諸佛所轉法輪。」由

此，循著所發之心、所行之事，具足功德，來到觀自在菩薩所在之

處，才能見得到觀自在，並相應於觀自在菩薩的內智外慧、內修外

弘、自利利他，進而才能見著眾生性質，明了眾生見識，給予眾生

適切的法要。這一切皆因「發大乘意，普攝眾生。起正直心，專求佛

法。大悲深重，救護一切」，且「蒙居士教，隨順思惟」而得的能力。

修學的歷程中雖尚未親證，但仍然能以佛知見來經驗學程；縱然是

凡夫境地，也能遠觀佛陀本懷。因此，不能失忽任何學習正法的

良機，不能阻撓一切熏修道種性的因緣。觀自在菩薩對善財童子

說：「你已自我調伏了身心，並且恭敬尊重地奉行善知識所教，在

自己有了程度後再來與我見面，自然便可見到慈威並攝、悲智雙

運、自利利他、隨緣利物、任運自在的觀自在。」觀自在由其清淨

內修的德養展露了莊嚴的妙色，能於一切處、人、事之中尋聲救

苦。

惟求慈悲佛陀加被，弟子眾等能如善財發起平等心，以致能見觀

自在功德身。而，為了延續正法，眾等應勤於改變自我，以貼近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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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所教育；要從佛法中突破自己原有的傳統觀念，從啟發的正知

見中開擴出更遠大的眼界。佛法何等珍貴！要常作難遭想、珍貴

想，勤種清淨種子以改變自己的環境因緣及人事物，並且深刻明

白：追逐外物不切實際，唯有內修方是正途；要將師長的諄諄法音

，與自己祈求佛陀智慧的願心相互輝映，猶如觀自在菩薩遙見善

財言：「善哉！善來童子！汝發大乘意，普攝眾生。起正直心，專求

佛法。」如果平常早已勤學觀自在，當求覓觀自在時，就必定可見

觀自在。

事，於每一個心境當中，會有不同的看法；人，在每一個階段之間，

也會有不同的成長。學佛以後要常思考：究竟學了佛的慈悲有多

少？究竟安了自己的心有幾分？這是佛弟子應常自省的。誦讀〈觀

自在菩薩章〉，就當思惟此經的法義。經中提到善財童子愛樂尊重

善知識，了解善知識具有與佛類似的功德，清楚善知識能給自己

無盡智慧，深知善知識可為之帶動培植福德種性，明白善知識的

般若慧高深莫測，感覺善知識是多麼難能可貴！由於如此，善財

見著大菩薩，並向大菩薩學習，這是多麼殊特的一遇。惟願各位居

士菩薩也能如善財，盛滿法寶，善作正思；解脫、放下、自在，滿

自所願。感念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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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假次第」的意義

〈觀自在菩薩章〉出自《大方廣佛華嚴經》。觀自在菩薩是善財五十

三參中的第二十七位善知識，正好位於中間，表意了是參訪善知

識學程的核心；前面二十六位表自得利益，佛門裡的自得利益是指

將見思二惑清除乾淨。心靈的清淨才是真實的利益，可是世間人

不知道，還以為圖其欲想、滿足私情欲望才是自得利益，實際上只

是一直加重自己的見思二惑。修身養性是要真實的自得利益，也

就是見思二惑的盡了；「盡了」是究竟圓滿之意，亦可說成「淨了」

——因為時時刻刻都應該去除見思二惑的污穢雜垢，因此，求其

清淨心就叫淨了。觀自在菩薩就是這樣修為的。

善財所參的第一位至第二十六位善知識，都幫善財真實自得利益

，但不一定要從一、二、三……直到二十六；若須依照順序就稱為

次第，但法身慧命的提昇毋須談次第，因為隨處皆可開始；如果

認為得先斷貪，才能斷瞋，就是把次第的觀念套進來學法門，這就

錯了。如果真要講次第，是因為在這階段必須如此學、如此做，這

是階段中的用；而，佛法的修學、法身慧命的提昇大部份是不用談

次第的。

有諸多世間學說或理論，可能需要明白前面的基礎概念，才能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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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下學，如果第一章沒有學起來，後面的第二章、第三章就會愈來

愈看不懂；但是心靈的取向、內心的修為，不須如此，所以不用擔

心中途進來跟不上，也不用慌張，因為法身慧命的提昇不須次第

而修。現前當下教什麼，就吸收進來，先建立思考模式，善財就是

如此參學的，應該隨而習之。如果當下懂得了，回頭再看以前所學

就會全然明朗，一見如故，以前的法寶就如同老朋友一般。所以，

把善知識現前當下所教的學起來，就能思惟前後、貫通彼此，由此

進入〈觀自在菩薩章〉。

叁、正說：經文釋義

一、菩薩因佛陀果

「爾時，善財童子蒙居士教，隨順思惟，一心正念，入彼菩薩深信

解藏，得彼菩薩能隨念力。憶彼諸佛出現次第，見彼諸佛成等正覺

，持彼諸佛所有名號，觀彼諸佛所證法門，知彼諸佛具足莊嚴，信

彼諸佛所轉法輪，思彼諸佛智光照耀，念彼諸佛平等三昧。解彼

15



諸佛自性清淨，修彼諸佛無分別法。契彼諸佛甚深法印，作彼諸

佛不思議業。」

「入彼菩薩深信解藏，得彼菩薩能隨念力」，這是講菩薩之行，也就

是以菩薩心意為因，轉入了佛陀之果——「憶彼諸佛出現次第，見

彼諸佛成等正覺，持彼諸佛所有名號，觀彼諸佛所證法門，知彼諸

佛具足莊嚴，信彼諸佛所轉法輪，思彼諸佛智光照耀，念彼諸佛

平等三昧。解彼諸佛自性清淨，修彼諸佛無分別法。契彼諸佛甚

深法印，作彼諸佛不思議業。」亦即，以行菩薩道為因，而成佛陀

之果。第二十七參是一個轉折，「蒙居士教，隨順思惟，一心正

念」（第二十六參是一位居士），善財隨順善知識所教來思惟，遍

處、遍時都如此思惟，並且一心正念；所謂一心正念，就是對所值

遇的每一人事物，都以學得的法來對待，且同時有自得利益和利

益他人的心懷。如果學了法，是拿來刺人家，或者自視為高，認為

自己學得很不錯、很會講話，這些都不是正念，只是找人麻煩；找

人麻煩的同時，就是極端地找自己麻煩。所以一定要正觀，否則

無法進入菩薩的深信解藏。修學佛法是自他二利，自己得利益（見

思二惑盡了），也幫助眾生得利益，這就叫菩薩——有著慈與悲的

心懷，並且實際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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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一心正念，就能再入菩薩的深信解藏。對於菩薩所談所教，皆

能隨順思惟、一心正念，便能明白菩薩在講什麼，這就是深信解藏

；如果學了佛法佛語，是用來批判人家、表現自己、做大自我，就不

叫正念，當然也無法進入深信解藏。「信」意表著：善知識這樣教，

我在任何時候都這樣思惟、這樣做，並且一心正念著自利利他，不

會又長養自己的見思二惑。若能確實依教而行，就會深信解藏，真

實進入菩薩、善知識所教的法、所談的境界，就能取得更多的寶藏

，而這些法語和法寶必定堪為己用，是我用得起、用得到、用得了

的，此時就能如同善知識的程度與念力。菩薩一心所念可度無量

眾生，關鍵在於眾生是否學到位，能不能拿得起、接受得了；好

比老師有教學生的能力，而學生有沒有全部學下來的功夫？這是

「能隨念力」強調的重點。如果具足了之前學到的法寶，再用於自

利利他，就能與善知識同心同德；善知識的一心正念能度化無量眾

生，我在自己的環境因緣中也能跟上其腳步。

接下來又有一個轉折——能「憶彼諸佛出現次第」。這裡的次第是

指個人的次第，環境因緣的此時此刻中，個己需要什麼法，佛陀就

會現身為之說法。至誠稱念觀自在菩薩時，觀自在就會從現前的

程度教起，這就是個人的次第；如果此人瞋心很重，觀自在就會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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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度瞋心，因為瞋心重會障蔽一切，須先清除障蔽，才能免除災

難、苦難。災難、苦難都由自己的瞋心而起，所以諸佛會現前，依

此人現有的程度及需求，為之化解煩惱，這就是次第。

一開始就如是學、如是依教奉行，從隨順思惟、一心正念、深信解

藏、能隨念力，一直到此，就能得諸佛的教化，而且自己也明白：

是佛來教化我了（觀自在菩薩即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是過去正

法明如來），佛來幫我解了瞋心，心裡是明白的。此即「憶彼諸佛

出現次第，見彼諸佛成等正覺」——會把佛來教我去除瞋心的各種

各類的環境因緣搭起來，並且明了，這是在教我成等正覺的成佛

之道，所以不會作歪邪、偏邪想。

對「次第」的定義要十分明朗及圓融，才能談到「不假次第」；而不假

次第的意思也包含著，「眾生須次第修學時，就要教他次第修」；

有諸多的方法可用，而且任何時刻皆可開始，這才叫不假次第。要

明白不假次第和次第的意義，才不會一遇事情就問「接下來該怎

麼做？」事情的處理及對待並沒有一定的步驟，可能今天須如此

做，明天又不一樣，如果不明白這個理，就會混亂。因為在學習

上完全沒有入法味、入精髓，沒有思考，以致沒有建立起思惟模

式。不明白內涵，所以每件事都得問次第，就算問了，還是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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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次第之意。學習佛法及理解上要能圓融，必須知道，即使是不

假次第，有時也是需要次第的。因此，不能說不假次第就可以沒

有基礎、可以任意開始。經文提到善財蒙居士教、蒙善知識教，這

就是善財的開始。

1、參學者的準備

本師釋迦牟尼佛初證佛道後，就說了《華嚴經》，以教化眾等發菩

提心，希望眾人也能如佛一般，走上成佛之道。在此，必須準備好

親近善知識的心，因為我們需要有人教，而親近善知識可以得到

教化。能自己化解煩惱，同時又能引領別人化解煩惱的人，就稱為

善知識。

在親近善知識、接受善知識的教化前，必須先準備好一個心——

深切明白自己必須親近善知識，以向善知識學習。因此須有學習

的精神、原則及認識，打從心裡準備向善知識學習，如此才不會被

自己慣有的思考想法、行事作為、待人處事所影響，又回到原來的

我執（自我執著）、我見（自我見解）。〈觀自在菩薩章〉即在教導眾

人親近善知識前該有的準備——準備好親近善知識的端心正意，

善知識教授的每一個方法，都要全部學下來，這樣就容易成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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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學生早已準備好全然向老師學習，就能完完整整將老師所教的

學下來；即使在學習的途中發生任何現象，學生仍然只抱持一個

心——全然向老師學。

《華嚴經》中，善財參善知識的經文一開始，先介紹有位童子名叫

善財，善財參了五十三位善知識，前面一至二十六位善知識，每位

都教善財一個可以真實得利益（自利）的方法，教善財怎麼斷自己

的見思二惑；第二十七參就是觀自在，觀自在菩薩教善財全然斷

除見思二惑，是自得利益的純熟，再往入利益他人的核心。觀自

在菩薩教導善財從大悲心中快速得成就。這一段參學的歷程，記

錄在〈觀自在菩薩章〉中。

釋尊在逝多林說《華嚴經》，善財是與會眾之一，文殊師利菩薩一

見，就知此人善根深厚，為之讚歎不已：「善男子！汝已發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心。」菩提即表上求佛道、下化眾生、恆不退轉之心

意；善財已發菩提心，同時還欲行菩薩道，也就是在自得利益和利

益他人之中，願求恆處不變。因此就決斷下功夫，由此開始了參

訪、並學習善知識的歷程。

由於善財發起了菩提心，欲行菩薩道，隨學菩薩行，所以大智文殊

菩薩為之引導，指示善財去參訪第一位善知識——德雲比丘，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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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比丘為善財指引了入菩提行的方法。但開始參學之前，必須先

學如何做一個參學者，也就是參學者需要具備什麼條件，文殊菩

薩就教善財這個法門。文殊菩薩告訴善財：「善男子！若欲成就一

切智智，應決定求真善知識。善男子！求善知識勿生疲懈，見善知

識勿生厭足，於善知識所有教誨皆應隨順，於善知識善巧方便勿

見過失。」有了這份堅持之心，才能踏上參學之路，所參的才能學

得到。因此，文殊菩薩先教善財認識善知識，以及一個參學者應

有的基本條件，由此開始一一往下參學。

從〈觀自在菩薩章〉的經文中，可看到善財如何對待善知識，由此

可得知善財參訪的心境。經中提到，要知道一個參學者能不能得

成就，就看他是怎麼開始的；因為有這個好的開始，才會成功。大

家都是學佛的弟子，對這段經文要極為關注，因為眾人皆想參學

成功、修學佛法有所成就，因此就要學善財，一參就入，一參就

成。

善財向上下左右、東南西北等十方參學，每一參皆向南方前去，表

示愈低下愈能參。「參」是什麼意思？即別人給予的法義，能一直

收進來；若是自滿的人，怎麼收得進來？若有我見，根本識不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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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寶，或連現前明確的法寶都不肯收進來。假若有一些善財參學

的本領，覺性便先生起一大半。善財的本領，是專門參（拿取）所

參的善知識的最高本領。善財知道自己得有基礎才參得進去，因

此先備好自己的心意；於是，善財每向一位善知識參學時皆先表白

：「我已經知道該修菩薩道，該行菩薩法，也已發菩提心，只是不

知該如何行菩薩道？」面對每一位善知識，善財皆如此表白和提

問；也就是，先表現出自己意欲參學的真誠，如此，善知識便不必

再幫善財調御這個部分。倘若一位參學者未能表現出自己參學的

真誠度，善知識還得先費力促發其心意。因此，一個好的參學者

，即是先調理好自己參學的真誠心意。

〈觀自在菩薩章〉經文一開始就講到「善財童子蒙居士教，隨順思惟

，一心正念」，這樣才能得見善知識——觀自在，因而來到了觀自

在菩薩之處所。看經文必須看出內涵，不可等閒視之，看到經文講

觀自在菩薩所居住的地方「泉流縈暎，樹林蓊鬱，香草柔軟」，不能

僅當成是風景優美之處。這樣的處所，是由觀自在菩薩的心行、德

養感召而來，觀自在本身的正報，才能展現出這樣的依報（環境）。

善財也是因為蒙善知識所教，隨順思惟，一心正念，以至深信解藏

，因而得見觀自在菩薩的依報和正報；否則就算善知識觀自在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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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也只覺得是路人或普通人，或者只在乍看時感到剎那的稀

奇，日久就愈來愈怠慢。這就表示沒有同善財一樣的學法心態。

2、參學的態度

善財的學法態度如何呢？「善財見已，歡喜踊躍。於善知識，愛樂

尊重，合掌恭敬，目視不瞬。」善財對善知識是歡喜踴躍、目視不瞬

的。瞬，表瞬間、快速；目視不瞬，從來沒有在一個剎那間，眼光

繞到別處去。意表對善知識所講、所教，每一個角度、每一個轉彎

處，都如是修學、紮實地學。這就是善財對善知識的心懷。因此，

想要參學成功、學法成功，就要像善財一樣，把善知識當作如來。

受教後，心裡可能會認為自己有在聽、已在做，但一遇到境界，習

慣上又轉向我見，極其快速；此即表示尚未真實地依教奉行，若真

是依教奉行，就會有跟善財一樣的果。

在觀自在菩薩教導大悲速疾行解脫門之前，善財童子必須具備一

個參學者的條件——準備向善知識學習的深度殷重心。所以〈觀

自在菩薩章〉初始就說了：「爾時善財童子蒙居士教。」善財所參的

第二十六位善知識，鞞瑟胝羅居士示現為居家修行人（居士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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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修行人）；善財依著居士所教「隨順思惟」，時時想著、行著善

知識的教導；「一心正念」，對善知識所教，完完全全端正其心，無

有偏歪，不會看錯、想錯、做錯善知識的教導。因此才能「入彼菩薩

深信解藏」，進入善知識所教的菩薩行，以得善知識所教的法中之

寶；由於進入則更能深信，因而能再「得彼菩薩能隨念力」。得到善

知識所教的法寶，也會用上法寶，同時能使善知識的一切念力加

被於己，由此轉入佛果之因——因為行菩薩道，將來成就佛、明白

佛、證悟佛、究竟佛，是必然的。經典就是如此一步一腳印地引導

行者，做入、行入菩薩的究竟圓滿。

「爾時善財童子蒙居士教，隨順思惟。」這是極為重要的。前面這位

善知識教他什麼，然後跟他介紹下一位善知識，給他指路；善財就

把前面善知識所教，全部立即進入。這裡面沒有「我」，如果有一

個「我」，仍以自我來學習，不好說在學佛。有時人們內心有一個答

案，然後來請法，師父建議該這樣做，此人又說可不可以那樣做。

只是要師父迎合你內心的答案，學的是自己，怎麼會是佛？學佛，

就是學自己不知道的、還沒進入的境界。既然是自己未曾有過的

經驗，怎麼能說已懂了多少，又怎麼好去評量別人的高低？最後

依然照著自己的見解來說話，這樣子不就是打量好、制定好，要對

方附和自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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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順思惟」就是，依著善知識所教的法做了以後，還要「一心正

念」，時時刻刻都以善知識所教來思考。由此建立另一個概念——

要有所成就，不是一定得須多久的時間，如果能隨順思惟而依教

奉行，要多快成就都有可能。

由蒙善知識所教，隨順思惟，一心正念，就能再「入彼菩薩深信解

藏，得彼菩薩能隨念力」。有時會提不起信心，原因是：一開始就

沒有依如來所教、沒有依善知識所教而奉行，因為「我」很多，所以

很難深信解藏。深入的寶藏是極多、極深、極廣，但一個也撿拾不

到，因為無能進入。如剛才所舉的例子，想要修為，所以來向師父

請法；請法後也沒什麼作為，自己又編了另外一套說法；或者只

叫別人去做，或把它取下來，僅用於言語去指責別人。這樣沒辦

法「入彼菩薩深信解藏，得彼菩薩能隨念力」，因為自己沒有進入。

若能進入菩薩的深信解藏，將菩薩所教的法寶，滿滿拿到手，就能

隨著菩薩的念力而得其念力，就能得到菩薩的想法、修為及加被。

如此之人，就可「憶彼諸佛出現次第」——自己的程度、階段須學

習哪一個法，佛就會現身為我說法。表意在任何階段都能得到佛

的教導，因為我是如此受教、如此依教奉行、如此隨順思惟、如此

一心正念之人，從而深信解藏，能隨念力，以至諸佛出現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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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彼諸佛成等正覺」，在每個人的各個階段，佛陀都會看其因緣、

視其現象、了解因果地給予佛法的教導，最終即能見彼諸佛成等

正覺，因為每一種方法我都被教了，都實際修為、親自體會了。善

財就是如此成就的，將每位善知識所教，悉數全收。這樣的法要

並沒有在每一參出現，因為中國人好簡（簡約），所以捨去相同的

內容，只出現在軸心處，而善財二十七參〈觀自在菩薩章〉就道

出了此一法要。由此一認識，再進入佛所給予的一切教法，就能體

會其中、進入其義；由而見得佛陀教化中的正等正覺，並進而能

「持彼諸佛所有名號，觀彼諸佛所證法門」。到此，只要一句佛號，

就能打開一個法門。

「知彼諸佛具足莊嚴，信彼諸佛所轉法輪」，意指佛陀能具足莊嚴，

乃因轉法輪之故。大菩薩身上都戴有各式各樣的瓔珞，象徵經過

了諸多因緣的修持而得法寶；此即表法，意表我等亦當如是修行，

於各種因緣之下，皆能信、解、行、證而轉法輪，以至能隨佛之念

力。而，佛所轉之法輪為何？佛所轉之法輪即是「四諦法」（四聖

諦）——苦、集、滅、道，故而佛能具足莊嚴。佛陀又如何談說四諦

法呢？用「示相轉」（說明）、「自證轉」（舉說自己的經歷）、「勸修

轉」（勸對方修行）；示相、自證、勸修，此三轉各有苦集滅道，故稱

「三轉十二行法輪」。所以，佛對所值遇的眾生都具勸說作用，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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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歎某一人，也是為了施予教育。

四聖諦首在令眾人了解苦（知苦），倘若不知苦，助人時，也無能知

對方的苦。看得懂對方的苦，要再能看出對方苦的原因（集；見思

二惑），以入滅（助對方斷集），助修道（道：方法；用適切的方法來

斷集）。若不知自己有苦，捉持不到自己的煩惱相（無法理解集），

就不會生起修持的心意。所以，佛陀說法便從「知苦」先談起。因此

，具足莊嚴從轉法輪而來。

「思彼諸佛智光照耀，念彼諸佛平等三昧」，意指智光照耀從平等

三昧而來。三昧，即無漏定；定的境界是一種凝聚力，當定的境界

與無漏相應，稱作「無漏三昧」。佛的凝聚力乃定於對眾生的因緣

果報之徹知，故稱「平等三昧」；因具平等三昧，故能得智光照耀。

「解彼諸佛自性清淨，修彼諸佛無分別法」，意指自性清淨從無分

別而來。無分別在於修「慈」與「悲」；倘若見激怒他人者，依然能以

慈悲相待，不受動擾，才可稱為修持無分別，如此能達自性清淨。

「契彼諸佛甚深法印，作彼諸佛不思議業」，真理即空即中，如何

運用，是其甚深所在。佛能不斷地教導佛法，廣泛地運用，乃因入

不思議業（業：思考想法所帶出來的動作）。不思議，意表不同於世

間的；佛因能出離世間的想法，故稱「不思議」，而能達甚深法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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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財童子是這樣的一位學習者，從隨順思惟，一心正念，深信解藏

，能隨念力，以至明了諸佛所教的一切法門，終見得觀自在。依經

典前至後的理路，就能跟佛陀相應，實際去操持，就會有做了之

後的親身體驗。

3、因果延綿 相續相成

佛經中的因果關係是綿延式的。如果把〈觀自在菩薩章〉中有關善

財向第二十七位善知識的參學，和第二十六位善知識鞞瑟胝羅居

士接連在一起，便可知其中含有因果關係。鞞瑟胝羅居士教導善

財，是為接來給觀自在菩薩教導的因，表示要來參觀自在菩薩的

這一刻，善財已先備好鞞瑟胝羅居士那一方的教導。再把〈觀自在

菩薩章〉接連到第二十八位善知識，依然可看到清楚的因果脈絡，

而善財向每位善知識的參學，皆顯露出因果關係。善財向每一位

善知識說：「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菩薩云何學

菩薩行？云何修菩薩道？我聞聖者善能教誨，願為我說。」善財

參學多位善知識，怎會不知如何修菩薩道？善財不斷地重覆這個

問題，必不是懷著問難之心，而是深切明白——教化他的善知識

是各方的菩薩道行者，因而各有其修處；善財欲拿取個中菁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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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自己正在行菩薩道，也已多方行菩薩行。若未讀過善財童子

五十三參的內容，便難以理解，其所參的善知識，怎有一般人眼中

認定的惡人、惡法者？而善財總能看準此人所帶具菩薩道的那一

面；此位惡心、惡行者，正是大菩薩所變現，而善財這位參學者看

得懂。我們能否如善財，懂得學習善知識的一切呢？

〈觀自在菩薩章〉的經文中，很清明地說出了因與果。經文開首「爾

時善財童子蒙居士教」，「蒙居士教」就是前面的因（第二十六參鞞

瑟胝羅居士）。善財有一種特性，特別能自我陶鍊、自我調治，告訴

自己：「我是來參學的。」所以才能把前一位善知識教授的方法

，全部收受下來，因此才特別需要談參學者的準備。參學是做什

麼？就是學習、做學生，把老師的一切學好。老師教我心性的調治

，就把自己的心性調治好；老師教我慚愧，就把慚愧學好；老師說

懺悔要力求不二過，我就力求不二過；……如是依法去做，自然

就容易達不二過、自然容易法法皆成就。這是參學者基本應有的

心智及心靈的自我提昇。能如此認知，才能說自己是學佛人，是能

把佛學好的那個人。

因與果緊扣相連，每一刻皆在演繹著，此刻的果是下一刻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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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刻的因又會走成下一刻的果，沒有一刻不是因跟果的關係。

〈觀自在菩薩章〉裡，很容易看到因與果的關連。此經開首的一段

經文，先說明善財受前一位居士之教，善財學好了，把這一套功

夫帶來向觀自在參學；就像蹲馬步，能把基本的馬步蹲好，重心

就不會歪斜。而善財仍記取文殊師利菩薩一開始的交代——當善

財向文殊師利菩薩請教：我已發菩提心，想修菩薩行，該怎樣修？

如何學？文殊師利菩薩教導善財：我向你介紹善知識，你可要「隨

順思惟」——善財記取了這四個字，帶著法寶往下參學。這法寶可

好用了，善財一直隨順思惟；「隨順思惟」，分明就是要教導我們

隨時帶好因跟果。這四個字容易記，也不難寫，又容易說得順暢，

就讓「隨順思惟」很順暢地進到我們的行為中。

人家講什麼，為什麼要跟他拗呢？因為這樣才得不好的果。以拗

為因，所以就成了拗的果。不是給自己找麻煩嗎？無法隨順思惟

，所以才順不了、學不下去。人家講一件好事、說一句好話、談一

個道理，能隨順其中順當的道理、好話，把它接下來，再由那處去

開展，這個人聰明得不得了啊！善財是這樣的人，所以常常接得

到功德，完整地承接、接承；常常如此，所以每一參都能接到圓整

的功德力。大菩薩肯教授一個人，必定傾囊全出；只是，大菩薩善

觀根機——學習者現在是什麼根機，我就教到這裡，再多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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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咀嚼不了。善財很聰明，他一直都有這個思惟，讓此位大菩薩

教出他最高的境界，自己則「隨順思惟，一心正念」，一直參下去，

自然就「入彼菩薩深信解藏」。

「入彼菩薩深信解藏，得彼菩薩能隨念力。憶彼諸佛出現次第，見

彼諸佛成等正覺。……」前面兩個說菩薩，後面就轉入佛，這是說

菩薩為因，後面談佛的果。從菩薩進入佛，才能「憶彼諸佛出現次

第」，說明了菩薩因與佛陀果的關係；此即〈觀自在菩薩章〉首先要

教導的——善觀因果。每一部經典都有其因果關係，前文談因，後

文再說明能產生的果。善加記取〈觀自在菩薩章〉中談菩薩因、佛

陀果的經文，以此番理解，把經典好好學起來，就容易進得了佛陀

說經的精髓。

4、漸次前行 入寶山

把握能聽聞〈觀自在菩薩章〉義理的每一個機緣，好將觀自在的法

門掌握到手，隨順思惟，一心正念，深信解藏，能隨念力，而後就

能如同善財，「漸次前行，至於彼山，處處求覓此大菩薩。見其西

面巖谷之中，泉流縈暎，樹林蓊鬱，香草柔輭，右旋布地；種種名華

，周徧嚴飾。觀自在菩薩，於清淨金剛寶葉石上，結跏趺坐。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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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皆坐寶石，恭敬圍繞，而為宣說智慧光明大慈悲法，令其攝受

一切眾生。」

「漸次前行」的用意，乃在於將前面具足的因，圓成至果；如同經

文前二句談的是菩薩因（入彼菩薩深信解藏，得彼菩薩能隨念力）

，後面接著談的都是佛果（憶彼諸佛出現次第，見彼諸佛成等正覺

，持彼諸佛所有名號，觀彼諸佛所證法門，知彼諸佛具足莊嚴，信

彼諸佛所轉法輪，思彼諸佛智光照耀，念彼諸佛平等三昧。解彼諸

佛自性清淨，修彼諸佛無分別法。契彼諸佛甚深法印，作彼諸佛不

思議業）。「漸次前行」不是慢慢走，慢慢走就走不到觀自在菩薩

面前了；其真正的意思乃是循序進入，但不要又被次第框住，這

裡的「循序」並非次第之意。

「至於彼山」，山有許多表意，即使在遠處也能看到山，如同觀自在

的功德；代表須由下往上爬，亦表巍峨不動；是故常以「山」來表

示一個修行人的心懷。如功德巍峨，表示不會因環境因緣，生見思

二惑的八風（利、衰、毀、譽、稱，譏、苦、樂）而動搖。善財就是以

如此堅定的心志參學，以此為因，以此為果，明其因果，從因入

果。

「處處求覓此大菩薩」，繼續尋找善知識；一邊學，一邊明白自己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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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需要再學習，這就是求覓的意思。也因如此，才能「見其西面巖

谷之中，泉流縈暎，樹林蓊鬱，香草柔輭，右旋布地」，得見觀自在

菩薩所居住的清淨莊嚴之所。最後善財終於看到，「觀自在菩薩於

金剛寶葉石上，結跏趺坐。無量菩薩皆坐寶石，恭敬圍繞，而為宣

說智慧光明大慈悲法，令其攝受一切眾生。」不能只照字面解釋經

文，否則只能談到環境的配置，完全失去法味、也沒有精神內涵；

須以法入經文，才能明白這段經文正意表著，善財從「蒙居士教，

隨順思惟，一心正念」，以至能從菩薩之因而入佛陀之果。也就是

，以這樣的思惟漸序前行，才能見得觀自在，而且此時見到的觀

自在不只是莊嚴的相貌而已；莊嚴的相貌來自內心的展露，內在本

質莊嚴了，外貌也必然莊嚴。同時，還能看懂觀自在如何在緣起諸

法中度眾生。觀世音三十三遊化方便，手中有諸多的法寶（千手千

眼）。

二、於善知識愛樂尊重

「善財見已，歡喜踊躍。於善知識，愛樂尊重，合掌恭敬，目視不

瞬。作如是念：善知識者，即是如來。善知識者，一切法雲。善知識

者，諸功德藏。善知識者，難可值遇。善知識者，十力寶因。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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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無盡智炬。善知識者，福德根芽。善知識者，一切智門。善知識

者，智海導師。善知識者，集一切智助道之具。作是念已，即便往

詣大菩薩所。」

「善財見已，歡喜踊躍。於善知識，愛樂尊重，合掌恭敬，目視不

瞬。」這是講善財的學法態度，善財見到善知識是歡喜踴躍、愛樂

尊重、目視不瞬的。「愛樂尊重」，此「樂」乃是意欲求法之樂，三十

七道品中之四如意足的「欲如意」，具主動想要進入的學習之心；善

財主動生起的是求法之樂，此樂會令參學者對善知識生起尊重之

心，學習清淨法。「目視不瞬」，意指善財從未捨離欲向觀自在求法

之樂，不斷緊跟著，目光未有一刻繞開。

「善知識者無盡智炬」，善知識的光明無量無邊，值遇善知識，會覺

得自己的人生愈來愈透出光明；即使遭逢煩惱的事，也能依正見

轉念，導正自己的思考。因此，「善知識者，難可值遇」，要視善知

識為寶，感到珍貴自慶，並把握良機。

「善知識者，福德根芽」，善知識帶領我們進入福德，讓福德種子

發芽、出苗。而且「善知識者，一切智門。善知識者，智海導師。善

知識者，集一切智助道之具。」善知識所教的皆能供我所用，就像

集一切智的助道工具一般。這表示由善知識身上學的是根本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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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再經發揮而有後得智。

「善知識者，即是如來。善知識者，一切法雲。善知識者，諸功德

藏。」如來為「體」，從未被任何事絆倒，時時清心自在，又能利益他

人；法雲為「相」，形容如來給人的感覺像雲，隨處祥和，清澈透光，

能令人感到隨時被護顧；功德藏為「用」，意指善知識可引領我們含

蘊一切功德。哪些功德呢？經文中以比喻的方式點出善知識的諸

功德。

1. 十力寶因：將善知識比喻為「寶」，因具十力。

2. 無盡智炬：將善知識比喻為「炬」（即火把），因具智慧。

3. 福德根芽：將善知識比喻為「根芽」（可不斷滋長），因具福德。

4. 一切智門：將善知識比喻為「門」（可通往入），因具一切智。

5. 智海導師：將善知識比喻為「導師」，因具猶如內含眾寶的海之

智。

6. 集一切智助道之具：將善知識比喻為「具」，因可集一切智，令助

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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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念已，即便往詣大菩薩所」，由於作是念已，善財就看到了觀

自在、見到了大菩薩。佛的法身充塞法界，遍滿一切處所，可是凡

夫有很多障難、障根，總是見不到；常以自己的根塵識，來解釋世

間的一切環境，使染上塵垢，因此就更見不到佛。假使能見到佛，

看經文時便會猶如佛陀在跟自己說經一樣；到此與佛相應的境界，

便會愈來愈自在、愈來愈放下、愈來愈生般若、愈來愈有慈悲心懷

，眼界也會愈來愈寬大。這些皆可用以自我勘驗，是否已請到佛

陀親臨，光降法筵來為眾人說法。

三、大悲堅固猶若金剛

「爾時觀自在菩薩，遙見善財，告言：善哉！善來童子！汝發大乘

意，普攝眾生。起正直心，專求佛法。大悲深重，救護一切。住不思

議最勝之行，普能拯拔生死輪迴。超過世間，無有等比。普賢妙行

，相續現前。大願深心，圓滿清淨。勤求佛法，悉能領受。積集善根

，恆無厭足。順善知識，不違其教。從文殊師利功德智慧大海所生

，其心成熟得佛威力，已獲廣大三昧光明。專意希求甚深妙法，常

見諸佛生大歡喜。智慧清淨猶如虛空，既自明了復為他說。安住

如來智慧光明，受持修行一切佛法。福智寶藏自然而至，一切智道

速得現前。普觀眾生心無懈倦，大悲堅固猶若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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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觀自在菩薩，遙見善財。」尚未參訪觀自在之前，善財的修為

及心意已貼近觀自在，且常行觀自在，所以能「遙見」。「善哉！

善來童子」，觀自在讚善財頗具善根，其善根為「發大乘意，普攝眾

生」。普，沒有侷限，沒有人是善財不想度化的，表示「發大乘意」

為因，必能「普攝眾生」為果。「起正直心，專求佛法」，這是上求

佛道，屬自利；「大悲深重，救護一切」，這是下化眾生，屬利他。

此處之自利，乃前段經文所言的「一切智」，出離世間染著，以達

空境之智慧，即空慧；「道種智」是菩薩的智慧，指菩薩有諸多度眾

的方法；「一切種智」即是佛的智慧。若以「一切智」為根本智，那麼

，具多類度眾方法的「道種智」與「一切種智」的完成就是後得智。

因為善財起正直心，專求佛法，因此來到觀自在菩薩之所。善財早

就以「發大乘意，普攝眾生，起正直心，專求佛法，大悲深重，救

護一切」的心意與觀自在菩薩相見。如此即能「住不思議最勝之行

，普能拯拔生死輪迴。超過世間，無有等比。」不思議（出離眾生所

想），意指自得利益之體，「普能拯拔生死輪迴」，意指利他之體；

「超過世間，無有等比」，意指自得利益之相，「普賢妙行，相續現

前」，意指利他之相。而，自得利益的用有四個：1大願深心，圓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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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2勤求佛法，悉能領受；3積集善根，恒無厭足；4順善知識，不違

其教。

觀自在菩薩表揚善財所具備的心意，以及堅定的行為；並向善財

說：因為你有這樣的心意，才能接續到此，因此，也一定會懂得

我要教的大悲速疾行解脫門。觀自在菩薩向善財講，「普賢妙行，

相續現前」，一切普賢行都是法界性的。法界性就是——從我現

前當下的此處，到別處的環境因緣，都是帶著真理，恆不挪動、顛

簸搖晃，有這種心意之行，方能稱為普賢行、才能稱為大行。行的

意義即在此。

由於善財皆以目視不瞬的心懷，來觀每一位善知識之德，而且又

住於不可思議之妙行中（善妙之行），由此帶進了普賢妙行的相續

現前。來到這裡，依然以著觀善知識之德的眼光來看待觀自在。所

以，一直相續現前，又再相續而下，來到了「大願深心，圓滿清淨」

；也必須是相續地來到這裡，才能再由此修大願深心圓滿清淨。

「大願深心，圓滿清淨」，並非說善財已成佛，而是指善財應該這

樣修——從普賢行，相續現前來，漸續而下，就能再得觀自在菩薩

要教善財的法門。看〈觀自在菩薩章〉，即可明白一位參學者該當

具備什麼條件。清清楚楚、明明朗朗地修好這門課，再來聽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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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刻間皆如沐法雨，恆處於法雨普潤的清涼地。

善財童子的參學，先具備於善知識愛樂尊重、目視不瞬的心懷，來

到觀自在的教化所，觀自在讚歎善財「大願深心，圓滿清淨。勤求

佛法，悉能領受。積集善根，恆無厭足。順善知識，不違其教。」從

智慧大海中，生起如此殷重、願向善知識參學的堅固心意，由此

而成熟其心，以至能得佛威力。這正教育著佛弟子，若能專意希求

甚深妙法，必可常見諸佛之妙法深意，能得領悟、能自體會、能得

貫通；從這樣的經驗中更生般若——泛如虛空，無有框限、無所不

包，何有不納？

當自利已達佛功德的程度時，便能1從文殊師利功德智慧大海所生

，如文殊師利菩薩之智慧，無窮無盡；2其心成熟得佛威力，穩重如

泰山，無所畏懼，可震懾眾生；可得3廣大三昧光明，攝化所有禪

定。而，在三昧中可①專意希求甚深妙法，②常見諸佛生大歡喜，③

智慧清淨猶如虛空——三昧之三種用。

「既自明了」，至此，自利已完成；接續便可「復為他說」，即利

他。「安住如來智慧光明，受持修行一切佛法」，到此程度，即能

達到「既自明了，復為他說」的境界。只有一個心意——安住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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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光明之中，別無他想、不生旁妄，自然能受持修行一切佛法。

由此，可生力（量）：「福智寶藏自然而至」，「一切智道速得現前」，

修任何法門皆能成就，法法融通、事事無礙，福智寶藏自然而至，

無須爭取，不必造作，智道速得現前。「普觀眾生心無懈倦」，慈忍

看待眾生，無有懈倦，最終可達「大悲堅固猶若金剛」，統攝了自利

與利人。

「大悲堅固猶若金剛」，大，表示無量、無盡；悲，是拔苦。大悲，即

為眾生拔苦的無量慈悲心。堅固，指堅定不移；猶若，好像、好比；

金剛，即金剛鑽，其硬度及價值是物質中最高的，代表堅固及珍

貴。「大悲堅固猶若金剛」的合意即：為眾生拔苦的無量慈悲心堅定

不移，好比金剛般堅固且珍貴。觀自在（觀世音）菩薩是「大悲」的

代表，如果空暇的時間短暫，就把「大悲堅固猶若金剛」背記起來，

當作佛的名號來稱念；愈稱念就會愈產生親切感。

平常誦經典、持咒念佛、禮拜佛陀，就是跟佛打招呼，進而熟悉、

生起親切感。如果從未聽過，或對此人不熟，就不會想到他；熟悉

而倍感親切的，最容易憶起。相同的道理，以「常念他」先達到我

與佛之間有個親切感，以助日後容易憶佛。

善財來向觀自在菩薩參學，二人見面以後談些什麼呢？這是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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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要點。別以為那是善財的事，與己無關，非也，這是我們每

個人的事，跟每一個人都有極大的關係；因為佛大慈大悲度一切

眾生，且是有能力、有效果的在度一切眾生。所以，就把自己當成

善財，經典中的善財，就是你與我；善財帶具了什麼心意跟觀自在

菩薩參學、請教，善財如何與觀自在菩薩對話、這句話又表意著

什麼……，我們也就要帶著這樣的心情來認識，來向觀自在菩薩

參學。

接著，還必須了解，善財以這樣的心意參學，得到什麼成果？如此

就能知道：原來就是這樣的心意，帶動善財去參學觀自在，所以

善財總能問到真切的那一點；當問得答案了，又必然用上，這就是

善財的參學態度及學習力。善財童子原本就不違善知識之教，不

會違背善知識教導的一切，意表著善財學習的心意，是任何一刻

都不可能違逆善知識的，因此可以全然吸收善知識所教。

善財首先受文殊師利菩薩的指引而開始參學，而善財對善知識從

來不違其教，因此，引導善財去參訪善知識的文殊師利菩薩，他所

教給善財的一切，善財就有辦法立即收受，等同收進了文殊師利

菩薩全部的功力及功德，這是一個多麼聰明的學習者！當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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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還須自己進入情境中修練。如果善財沒有在第一時間就拿下文

殊師利菩薩的一切功夫，那接下來怎麼修也無所成就；又，如果只

拿一分，那麼最多也只能得文殊師利菩薩的其中一分；如果拿下

十分，就是準備要成就文殊師利菩薩的全功德者了。這就是因與

果的關係。

文殊師利菩薩有智慧海，而善財很聰明，一開始就懂得把文殊師

利菩薩的智慧全部拿到手，又一路跟著佛及大菩薩參學，所以終

能養出「大悲堅固猶若金剛」。

四、大悲速疾行解脫門

「爾時善財童子，詣菩薩所，禮菩薩足，繞無數帀，合掌而住。白言

：聖者！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菩薩云何學菩薩

行？云何修菩薩道？我聞聖者善能教誨，願為我說。爾時觀自在

菩薩摩訶薩，放閻浮檀金妙色光明，起無量色寶燄網雲，及龍自在

妙莊嚴雲，以照善財。即舒右手，摩善財頂。告善財言：善哉善哉！

善男子！汝已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已成就菩

薩大悲速疾行解脫門。善男子！我以此菩薩大悲行門，平等教化

一切眾生。攝受調伏相續不斷。善男子！我恆住此大悲行門，常在

一切諸如來所，普現一切諸眾生前，隨所應化而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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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善財童子，詣菩薩所，禮菩薩足，繞無數帀，合掌而住。」善

財童子剛開始跟文殊師利菩薩學，現在已來到第二十七參——觀

自在菩薩之所，先向觀自在菩薩頂禮。

「白言：聖者！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財向觀自在菩

薩說：「我已經發了無上正等正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

心。」也就是發心決定成佛、決定走上佛道。善財在「大悲堅固猶

若金剛」的程度下講這句話，由此可知——原來，發菩提心要到

「大悲堅固猶若金剛」才算接近。善財由於發菩提心發到大悲堅固

猶若金剛，才能到得了觀自在菩薩之所；此大悲堅固猶若金剛又從

何而來？即是跟進每位善知識的十分功德方能有的。

觀音菩薩為何向善財介紹大悲速疾行解脫門？正因為善財對大悲

心已有概念，而且已到達「大悲堅固猶若金剛」的程度，所以為之

教導大悲速疾行解脫門，善財肯定再跨一步就能進入。

「而未知菩薩云何學菩薩行？云何修菩薩道？」善財又說：「但不知

如何學菩薩行、如何修菩薩道。」實際上善財早已修學菩薩行、也

在行菩薩道了，而善財愈學愈進、愈修愈入，現在是來進階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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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都沒有概念，就不會達「大悲堅固猶若金剛」的程度了。

「我聞聖者善能教誨，願為我說。」現在要從「大悲堅固猶若金剛」

再進一階，「聽說觀自在菩薩尋聲救苦，很會教人，所以我來參

學。」善財向觀自在菩薩這樣說。想想，觀自在菩薩和善財二人見

面是說這番話，您來到道場中，跟人們講了什麼話呢？等一下回

家，又會跟家人說些什麼？可以用契機的方式，把聽得的法義說

給身邊人聽，可以把佛法說得淺白，讓對方聽得懂。方法是在經

常訓練中學來的。

「爾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放閻浮檀金妙色光明。」菩薩摩訶薩即

大菩薩之意。善財向觀自在菩薩提問，觀自在菩薩回答之前先起

了光明雲。佛經裡面提到「雲」，表示整片、均衡、遍佈。「閻

浮」是我們居住的地方，稱為閻浮提、南瞻部洲。觀自在菩薩放出

的光明是「閻浮檀金妙色光明」，這是很珍貴的，意表著眾人熟悉

的環境因緣裡的最莊嚴相、最殊勝處。觀自在菩薩所現的妙色光

明並非稀奇少有，或與眾人不相干，而是閻浮提當中，人人都能

懂得的殊勝光明。

觀自在菩薩說話前先放出這種光明，讓相顯現出來，表示善財知

道這種光明。所以我們也必須習說眾生懂得的佛法，如同觀自在

44



菩薩從善財的程度來現出殊勝光明一樣。

「起無量色寶燄網雲，及龍自在妙莊嚴雲，以照善財。」無量，指沒

有侷限；色，意表一切緣起諸法的眾生，都在寶燄網雲中。燄，

極熾盛的光亮；網，交錯縱橫，不只一條線，也不只一方，東西南

北、上下左右，六方、十方，這種交叉縱橫的現象就會成為網，網

的現象又會形成網雲，表示這種因緣的影響力像網絡一樣，其交

錯縱橫的廣度和深度，遍一切處。觀自在先以善財目前懂得的殊

勝相，回答善財的問題；再運用深度和廣度產生「龍自在妙莊嚴

雲」，一切行誼皆回到自在。

所以，「閻浮檀金妙色光明」表示「空」，「無量色寶燄網雲」表示

「假」，「龍自在妙莊嚴雲」表示「中」；也就是空假中三觀。觀自在菩

薩還沒講話，就先以「相」表意空假中三觀。

善財究竟能不能懂觀自在菩薩現出來的相？善財未到觀自在菩薩

的境界，當然懂不了觀自在菩薩的最高境界；不過，以善財的程度

，應該懂得相上的空假中，所以觀自在菩薩就現這個相，先點出

空假中之法，適切地度化善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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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對方是不懂得相的人，又該怎麼辦？問題不在對方懂不懂，

而是自己要懂；如果自己懂得，即使對方不懂，也會由你的懂而

慢慢懂得。「相」是佛的三身之一，稱作報身，是給人的感覺；法

身、報身、化身為佛之三身。這段經文說明，觀自在菩薩先示現報

身，顯現感覺。

善財從遙見觀自在菩薩，至「詣菩薩所」確實面見觀自在，觀自在

給善財的見面禮就是「現相」，讓善財先有感覺。我等皆是有心

向佛學習的佛弟子，欲向別人宣說佛法時，亦當如同觀自在菩薩，

先釋出感覺，進一步再接續說話。「感覺」是報身的立足點及用途；

因為所現之相，不須透過言語即可直接讓人感覺到，以先建立第

一層的關係。

觀自在菩薩首先現的是閻浮檀金妙色光明相，閻浮檀是我們居住

的地方，所以觀自在菩薩對善財所現的閻浮檀金妙色光明雲，與

眾人息息相關，而非稀有難見的。接著，觀自在菩薩又起無量色寶

燄網雲；善財經歷過「無量」，所以觀自在示現無量色寶雲，是善財

可以明白的。又顯現了善財可以懂得的龍自在妙莊嚴雲。觀自在

菩薩所現之種種相，善財雖可明了，但並非已到如是程度。

因此，若欲攝化對方，也須學習佛菩薩給人的感覺；感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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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不用言語說明，藉由平時身、口、意的修為，呈現於事境中，

先引人進入氣氛，是二者之間直接的關係。例如，常住的課堂令人

感到祥和、寧靜、平定，是佛法的「相」；若到動亂的場所，就會感到

不安定。此乃相的意義所在。觀自在菩薩為何要現相予善財？因

其中含空、假、中之內涵，以呼應善財的提問：「未知菩薩云何學菩

薩行？云何修菩薩道？」表示善財已知，成佛之道須學菩薩行，所

以請問觀自在如何修學菩薩道；學生先報告自己的程度，再向老師

說明想要進一步學習的部份。從觀自在與善財二人的互動中，可

以學到：若身為一位教學者，應如何現相（給人什麼感覺）？此相已

開始為對方上課；若是一位修學者，該如何向老師報告自己的程

度？

善財向觀自在菩薩報告，自己的程度是「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心」，即無上正等正覺。廣義地說，阿羅漢是有「正覺」的因子的，

否則無能證空慧；而阿羅漢若欲成就無上正等正覺（圓滿菩提），還

須再進階修行，方可進入佛菩提——究竟圓滿覺。以智慧的層次

來說，分為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一切智為根本智，道種智和

一切種智則為後得智。

善財告訴觀自在菩薩：我決心要成佛，但不知如何修菩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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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佛」和「菩薩行」有何關連？可見善財已知：成佛一定要修

菩薩行。善財問觀自在：「如何學菩薩行？如何修菩薩道？」菩薩

行是「解」，菩薩道是「行」。從提問可知，善財已預見未來修學的問

題，所以一併提出，是個有心準備「智道之具」的參學者。

「即舒右手，摩善財頂。」右手表示順著、正確的意思，摩善財頂表

示將最高的法門授予善財，為之灌頂。灌頂於某人，表示此人正

要承接法（尚未證法），而接法者本身須先有修為。善財問：云何學

菩薩行？觀自在菩薩先為其灌頂，令其接法，這是解門。承接了法

，便得以在情境中實際琢磨；所以善財再問：云何修菩薩道？這是

行門。善財先問解門，再問行門，爾後至緣起諸法中運用，乃解行

並用，自我修練；若不先入解門，便直接於事境中行事，則易生顛

倒妄想。

前段經文中，善財對觀自在說：「聖者，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本段經文觀自在對善財說：「善男子，我已成就菩

薩大悲速疾行解脫門。」二人以肯定句相互對話，表示善財的來

意很明確，觀自在也予以肯定的回應。倘若修學者不如善財這般

明確，抱著懷疑善知識的態度，即使善知識意欲給予肯定的應對，

恐怕也無成效。

48



觀自在菩薩給予善財「境界中的肯定」，因為觀自在明了善財的真

實程度。倘若老師錯看了學生的程度，而對學生說自己的成就，學

生因為境界不到那裡，恐會生疑惑心，認為老師自吹自擂。如此

便無法亦步亦趨跟隨於師長，也不能說師徒二人機鋒相對、一拍

即合了。

「告善財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心。善男子！我已成就菩薩大悲速疾行解脫門。」善男子，指能依

平等觀、精進修入莊嚴處的行者，並非表示男子或女人。觀自在菩

薩前一句說：「善男子，你已發正等正覺的心。」接著又說：「我已

經成就菩薩大悲速疾行解脫門。」一個是因，一個是果——因為你

已發無上正等正覺的菩提心，所以現在我來教你大悲速疾行解脫

門。換句話說，要想成就大悲速疾行解脫門，就必須先發無上正等

正覺的心，決定向佛的堅定心意，亦即覺性。二者的關連處是因

果關係。

「善男子！我以此菩薩大悲行門，平等教化一切眾生。」平等教化

一切眾生，是令眾生知曉「因果相連」之平等理——如此造作

（因），就有相對應的果；相上或許會不同，但造其因而成其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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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之間的關係及法則是相同的。一定要懂得，平等是指因果連結

的平等，造此因得此果，造彼因而得彼果；不能把平等講成：相

貌好的跟相貌壞的都一樣。眾生都要各自承受自己的因與果，這

個道理是完全平等的。

觀自在菩薩說，此大悲行門能平等教化一切眾生，此人對大悲心

的認識到哪裡，我就教授大悲門到那個程度。「教」就是要帶領

學生跨出來，不能只在其現前程度打轉。如果學生已懂得第一題，

而老師還一直講第一題，不講第二題，這樣就沒有教的層面；如果

學生會走一步，老師就永遠只讓他走一步，沒有走第二步，這樣就

不成教育。教的意思就是讓對方從現有的程度跨出來；要能跨出

來，當然就得從此人現在的點開始帶，但一定會有跨出的層面。

觀自在菩薩說，此人理解大悲門到哪裡，我就從他的程度教起，而

再令之往前跨進；就如善財的程度是已發正等正覺的心（因），所以

觀自在菩薩就教善財大悲速疾行解脫門（果）。一樣都教授大悲門

，但對善財是從大悲堅固猶若金剛的程度中開始說起的，這就是

「平等教化」。

「平等教化一切眾生，攝受調伏相續不斷」，這是大悲行門裡的兩

句話。佛教導眾人自利與利他，我們的諸所念頭即是「一切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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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欲對眾生相續攝受調伏，就得先不斷地攝受調伏自己的諸

所念頭，如此才有局面談「平等教化」。

「攝受調伏相續不斷」，攝受門好比慈悲門，調伏門好比威德門，

通常威德門用於難調難伏的眾生；攝受調伏、慈威二門一直相續

不斷，表示觀自在菩薩的大悲心不會截斷，恆願一切眾生能離諸

惡怖、得救護，深知眾生恐懼之處、為眾生帶離諸恐怖；又願眾生

不論得見觀自在菩薩之身或聞其聖名，就能離開怖畏。而今果真

如此，人們念其名、視其相，心就得安定，不再害怕恐懼。觀自在

菩薩剛開始由如此心意，相續不斷地修成，終得以尋聲救苦。

「善男子！我恆住此大悲行門，常在一切諸如來所。」觀自在菩薩

的心，恆住在大悲行門裡，從來沒有退怯過，觀自在菩薩的心意、

能力，都在如來之所，有如來的功德——佛功德。「普現一切諸眾

生前」，如此修學而成就普遍性地度化眾生；「隨所應化而為利益」

，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這就是觀自在的法門，平

等教化一切眾生。

「常在一切諸如來所」為「體」，「普現一切諸眾生前」為「相」，「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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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化而為利益」為「用」，且是「大用」，每一個現前當下皆可用。

善財來到觀自在菩薩之所，即表自得利益已有一個程度，從這裡

要開始轉入利他之行，所以觀自在菩薩是善財童子參學的核心，

表示自得利益的完成，正要轉而利益他人。由此可知，要發菩提

心、要利益眾生、要修學佛法，乃至要到佛國淨土，種種的願求都

須有自得利益為根基，即是自己見思二惑的清理淨化。

觀自在菩薩教善財大悲速疾行解脫門，意表善財的自得利益（見思

二惑的清理和淨化）已到一個程度，現在轉向利益眾生。而能利益

眾生的，是清理、淨化自己見思二惑的實際經驗；也就是說，要利

益眾生，必須先清理、淨化自己的見思二惑，然後再把這套經驗教

予眾生，這就是利益他人。發了菩提心，就必須先清理、淨化自己

的見思二惑，並且要著實努力地下功夫，這就是〈觀自在菩薩章〉

所教「大悲速疾行解脫門」的基礎，「大悲」二字方能由此啟露。由

一佛乘的指導來進入，必然可快速成就解脫門。

慈悲偉大的觀自在菩薩，教善財童子如此清晰明朗的法門，要隨

學的人也必須清晰明朗，不僅不能造濁業，更要行事清明、思惟

清晰；須以清晰明朗的身口意三業，全然學入佛法、行作佛事，做

為學習大悲速疾行解脫門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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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自在菩薩能觀眾生的苦處，尋聲救苦，從不會聽錯眾生的心裡

話，錯解或曲解眾生心意。如此的一番能力，是先從救護一切眾生

的心意發起的；又希望眾生離開憂怖、恐懼，再進一步了解眾生究

竟害怕什麼；一點一滴在心法當中都相當準確。佛法就是心地之法

——摸透自己的心、明白自己的情意，在任何時刻，都會以此發心

去行事作為、待人接物。如此之人，自然就是大悲門的行者。

大悲門是觀自在菩薩的法門，能令人速疾成就；成就什麼呢？就

是解脫掉自我的框架，所以稱作「大悲速疾行解脫門」。例如原本

愛講人是非，現在拆掉愛講是非的框，就是解脫；原本很多事情看

不慣，現能把看不慣的框拆了，就叫解脫；原本怎麼想都是妄想，

現在把那只會妄想的框拆了，端正思考，這就是解脫；……每一

處都自求解脫，再將其全部匯聚，就成了全面的自我解脫。在每

一情境下都能自我解脫，就會產生觀察一切事物的能力，而且必

然準確，又有大悲心為上首，此即觀自在菩薩的「大悲心行門」。

大悲心行門能令人速疾解脫，因此稱為「大悲速疾行解脫門」，願

眾等皆是大悲速疾行解脫門的學子，一起向觀自在菩薩學入，以

大悲心為上首的速疾解脫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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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四攝法帶引入門

「或以布施攝取眾生，或以愛語攝取眾生，或以利行攝取眾生，或

以同事攝取眾生。」

觀自在菩薩能尋聲救苦，因為觀自在菩薩有一個攝受門——先用1

布施予以攝受，送一個好的東西（好的言語、好的臉色、好的心情、

好的氣氛）令人歡喜，結一個善緣；或者以2愛語攝受，用言語給人

歡喜，這都是為了攝受對方、利益對方；但要令其能攝受，所談的

就一定是對方能懂的部份，如果聽不懂，就無法產生攝受力（有時

為了利益對方，也會用其不懂的折伏之法來度化）。為了攝受，有

時也必須跟對方做相同的事，這就是四攝法之3同事，但前提一樣

必須讓對方懂得。另一個則為4利行。

四攝法（布施、愛語、同事、利行）表示令人生歡喜，以建立起二人

彼此之關係，但得要對方懂你的心意；如果所用的方法，對方一開

始就不懂，那彼此間的關係就建立不起來。而建立關係只是剛開

始時才需要，如果原本就是師生的關係，並不是剛認識，那就不

需再用攝受門，有時可能還需要用威德折伏門。先用攝受法來接

迎大家，說著人們懂得的好話、做著人們懂得的好事、存著人們懂

得的好心意，以建立彼此友好的關係。這是學習尋聲救苦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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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如果這一門沒打開，眾生進不來，就到不了第二門。折服

四攝門的功用是讓人們可以有所感受，因此必須學下來，但學習

四攝門必須要能掌握其主軸——以對方懂得的前提來行布施、愛

語、同事、利行，攝受對方，然後須再進一步做利益對方的事，引

之進入法門的深度及內涵。

四攝法是接引門，接引進來就要開始修學了，不能只站在門口觀

望，或只在第一門停滯不前。關於這點，教、學雙方都須極清楚明

了，才不會只說好話，或只跟人同做一件事，甚或淪為同流合污。

如果沒抓穩軸心，在行法、修行之中就會顛簸，認為修行就是一直

向人說好話、一直跟對方同做一件事、一直給對方好的感覺。這樣

顯然與世間的俗念相合，而非相應出世間的勝善清淨念。

觀自在菩薩能與眾生廣結善緣，就是以四攝法令眾生歡喜攝受，

先建立起第一層的關係，然後再循此攝受法門，帶領眾生進入後

面的深度學習，這是修學佛法的人所當知。〈觀自在菩薩章〉裡有

諸多法義，四攝法是其中之一，因為四攝法是建立友好關係的第

一門，所以先做介紹。然而，建立友好關係的動機，實際上是觀自

在菩薩早已擁有的，也就是接引眾生進入佛法的深度學習，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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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即有說明。

「或現種種微妙色身攝取眾生，或現種種不思議色淨光明網攝取眾

生。或以音聲善巧言辭，或以威儀勝妙方便，或為說法，或現神變

，令其開悟而得成熟。或為化現種種色相，種種族姓，種種生處，

同類之形，與其共居而成熟之。」

攝受是較柔和的方式，調伏是現嚴肅的相貌，故言慈悲攝受，威

德調伏，「慈攝威伏」。以四種相顯現：❶或現種種微妙色身攝取

眾生——將布施、愛語、利行、同事，以顯現的方式表示出來；❷或

現種種不思議色淨光明網攝取眾生——將布施、愛語、利行、同事

以影現交錯、錯落有秩的方式表現出來。這前兩種是慈悲攝受之

相。❸或以音聲善巧言辭，❹或以威儀勝妙方便；後兩種是威德調伏

之相。

「或為說法，或現神變」，神，異於一般。例如一般人皆有煩惱，而

某人幾近無煩惱，可稱為具有神通；大部份人皆不自在，但此人時

時自在，可稱具有神通。變，指依眾生所需而現其神通（異於常人）

之相。

「或以音聲善巧言辭，或以威儀勝妙方便，或為說法，或現神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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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法指口業，神變指身業。以音聲善巧言辭為之說法，以威儀勝

妙方便為現神變；亦可以音聲善巧言辭說法而現神變，或以威儀勝

妙方便現神變為之說法。意表，須透過音聲善巧言辭表現於口業

與身業中，也可透過威儀勝妙方便表現於口業與身業中，都是為

了「令其開悟而得成熟」。

「或為化現種種色相，種種族姓，種種生處，同類之形，與其共居而

成熟之。」藉由慈攝與威伏二門縱橫交錯使用，以達平等教化、攝

受調伏，相續不斷。

因此，觀自在菩薩所教善財之「大悲速疾行解脫門」，即是——能

善用慈悲攝受、威德調伏，依平等教化之心來完成，並且相續不斷

，便能從現前的程度速疾解脫，能力再增長，以自利利他。

六、「大悲行門」因緣

大悲行門因緣，旨在進一步說明「大悲速疾行解脫門」及其由來。

「大」是無量意，「悲」是拔苦，「行」即修行實踐，「門」指門道、法門；

意表「大悲行門」是發心為無量眾生拔苦的實踐修行法門。進一步

說，「大」指的是至高圓滿的果地；觀自在菩薩所教的大悲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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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一切諸如來所，普現一切諸眾生前，隨所應化而為利益」；

表示此門與如來的境界是相等的，因此稱作「大」。「大悲」指的是

平等教化——即使與我無緣的眾生，依然要與之結慈悲的佛緣；如

此，無緣與有緣、同體與不同體，都在一念之中遍應佛之大悲，這

種心意名為「大悲」。「行門」是指作法，攝受調伏。行大悲可以速

疾解脫——可自我速疾解脫，亦可速疾利益他人解脫（化解煩惱、

解開框限）。因為相續不斷，因而能速疾（快速）地相應佛的大悲。

「因緣」則是，觀自在菩薩自己談大悲行門的由來。

觀自在菩薩所教的大悲行門，統攝自利與利他，是快速能得成就

的修行法門，故又稱「大悲速疾行解脫門」。「因」是顯示體性的，為

主要的因素；「緣」是明作用的，是一般的因素。此處，「因」指大悲

因，即發了為眾生拔苦之大悲心意；「緣」指眾生緣，即各類所緣之

受苦眾生。觀自在菩薩以大悲心為因，每每皆能發揮最勝力，照護

苦難眾生得以受拔，使之開展並成就「大悲行門」——發心為無量

眾生拔苦的實踐修行法門。

「善男子！我修習此大悲行門，願常救護一切眾生，令離諸怖。所

謂：願一切眾生離險道怖，離熱惱怖，離迷惑怖，離繫縛怖，離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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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離王官怖，離貧窮怖，離不活怖，離惡名怖，離於死怖，離諸病

怖，離懈怠怖，離黑暗怖，離遷移怖，離愛別怖，離怨會怖，離逼迫

身怖，離逼迫心怖，離憂悲愁歎怖，離所求不得怖，離大眾威德怖

，離流轉惡趣怖。復作是願：願諸眾生，若念於我，若稱我名，若見

我身，皆得免離一切恐怖，滅除障難，正念現前。善男子！我以如

是種種方便，令諸眾生離諸怖畏，住於正念。復教令發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心，至不退轉。」

此段經文主要談離怖畏之事。怖畏，即害怕，眾生就是會怕，而害

怕必有其原由；向來，佛就是要引領眾人解除害怕的原由。觀自在

菩薩云：若念於我，若稱我名，若見我身者，必加被之；如果憶

念、口稱觀自在的聖名，或禮拜觀自在的形像，必能得觀自在菩

薩加被，免離一切恐怖，滅除障難。由此可知，觀自在菩薩必然加

被眾生害怕的點，此亦觀自在菩薩要教善財之處。善財向觀自在

菩薩請教如何學菩薩行、修菩薩道，觀自在菩薩以大悲行門之法

來回答善財——願常救護一切眾生，令離諸怖畏。

諸怖畏是總名。觀自在欲解除我等之憂惱，必是化解所害怕的那

一點。每個人害怕的點不同，且層次有別、深度有差，有的人怕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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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有的人怕得較厲害；有的人怕的不是事件，而是怕失去身邊的

人……。觀自在菩薩是大慈大智者，必能帶領眾人離開自己害怕

的點。

一切眾生不是只有人道，尚包含他道眾生，但此處特別指人道眾

生，因為「人」特別能感知修行一事。天界中的天人太過快樂安逸，

所以不易修行；三途眾生太過煎熬苦迫，也難以修行；人道苦樂參

半，容易修行。人於苦難中，能警惕自己快速修行；於樂受時，感無

常將至，也能知平時即該修行。因此，佛主要向「人」說法，以令

「人」向眾生弘法。人有諸多念頭，透過修行，將雜沓的思緒統一

起來，以救護一切眾生。此外，救護某人時，不能因遇到困難便有

所揀擇；有心度眾，需包含那人的一切，方能達到令離諸怖。因此，

大悲行門以「願常救護一切眾生」為因，「令離諸怖」為果。

由此得知，觀自在菩薩修大悲行門為因，由而生大悲力，故得令眾

生離諸怖畏的果相。試問，當我們自稱修觀音門，如何面對觀自在

菩薩所教予的一切，身口意又如何呢？倘若真正進入觀自在菩薩

的大悲行門，便會以修學為因，並將可能招致的果來自我檢視；即

使無能一下子到位，仍會持續進行。行作中若遇到困難，又如何面

對？是跨過、略過、跳過、帶著過、覆藏著過，亦或坦然且勇敢地

面對，準備紮紮實實地過？諸此種種，都關乎能否產生大悲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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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大悲力得以令眾生遠離經文中所列之二十二種怖畏（統指諸怖

畏）。第一個是「險道怖」。觀自在菩薩在救護一個眾生時，會先為

之排除險難；雖說修行重在心地調伏，但明知那人將跌入險道，此

時就得先現慈悲攝化相，為其去除熱惱；接續，再令使化解迷惑。

從觀自在菩薩對眾生的救護，看到了大慈大悲，也明白了大悲行

門之因緣。學到這點，準備如何作為？如何過自己的人生來相應

大悲行門？看到眾生的苦難，也許惻隱之心偶爾來之，但是否能

令對方離開怖畏？還是只能陪著哭泣（或許能稍有消緩，但無能根

本解決）？修學了大悲行門，能否施展大悲力，救護受苦之人？自

己的心止於何處，關乎利他的果相。因此，必須精進辦道，勤勉修

學，方可達成利他之果。

本段經文最末提到「離流轉惡趣怖」。惡趣，指惡難、恐怖，若不再

流轉於惡趣，最終即出離三界。仍處於三界中時，尚不明白三界有

何不好，就在三界中輪轉不止。如果進入觀自在菩薩度眾的大慈

大悲，至少先能對自己慈悲而受益，不敢再放逸、晃盪，這即是大

悲行門之因，而相續不斷為其緣；在大悲行門的型態裡，能使生命

更加美好、良善。用上大悲行門的因與緣來修行，便會先離憂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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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不必再流轉於苦塗了。

時常希望能幫助身邊人離開憂怖，但事情發生時，要怎麼做呢？

平時若未儲備一些可以助人的資糧和方法，如何能化解困境？別

以為自己已在稱念觀自在聖號，困難就不會找上門。佛是在教我

們面對事情，不是令苦難別發生；如果總抱著逃避的心理，困難如

何迎刃而解？大悲行門一開始即教導：「願常救護一切眾生，令離

諸怖」，也就是要承擔困難，如同觀自在菩薩尋聲救苦，隨時準備

迎向眾生的苦楚。

這段經文給予眾等無比的智慧和力量，並驅動行者努力不懈。

「爾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欲重明此解脫門義，為善財童子而說偈

言：

善來調伏身心者，稽首讚我而右旋，

我常居此寶山中，住大慈悲恆自在。

我此所住金剛窟，莊嚴妙色眾摩尼，

常以勇猛自在心，坐此寶石蓮華座。

天龍及以修羅眾，緊那羅王羅剎等，

如是眷屬恆圍繞，我為演說大悲門。

汝能發起無等心，為見我故而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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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樂至求功德海，禮我雙足功德身，

欲於我法學修行，願得普賢真妙行。……」

「善來調伏身心者」、「欲於我法學修行，願得普賢真妙行」，指的

是，觀自在菩薩先現相，而「大悲行門」的莊嚴果相包括1居所莊嚴：

觀自在菩薩居寶山中，大悲自在，坐蓮華座；2法眷莊嚴：眷屬恭敬

圍繞，善財頂禮求法；3度眾莊嚴：能以大悲願心，遊化方便，普度

眾生。雖說是三種莊嚴，實則是一切莊嚴。居所莊嚴及法眷莊嚴便

是生活上的一切莊嚴；度眾莊嚴指的則是自己的心與行。

觀自在菩薩先加被令眾人離開險難，也教我們如是做。與其一直

求觀自在菩薩加被，不如把觀自在的內涵學透，令自己的志氣更

高漲、志向更遠大，好與觀自在相應。因為觀自在菩薩真正要帶領

大家的是——進入「大悲行門」。

「或遭牢獄所禁繫，杻械囚執遇怨家，

若能至心稱我名，一切諸苦皆銷滅。

……

或有眾生臨命終，死相現前諸惡色，

見彼種種色相已，令心惶怖無所依；

63



若能至誠稱我名，彼諸惡相皆銷滅，

由我大悲觀自在，令生天人善道中。」

本段經文在談觀自在菩薩令眾生出離的十九種苦難。事實上，觀

自在菩薩有令眾生離一切怖畏的心意，並且不斷地尋聲救苦，從

未斷絶。

「此皆我昔所修行，願度無量群生眾，

勇猛精勤無退轉，令其所作皆成就。

若有如應觀我身，令其應念咸皆見，

或有樂聞我說法，令聞妙法量無邊。

一切世界諸群生，心行差別無央數，

我以種種方便力，令其聞見皆調伏。

我得大悲解脫門，諸佛證我已修學，

其餘無量功德海，非我智慧所能知。

善財汝於十方界，普事一切善知識，

專意修行無懈心，聽受佛法無厭足。

若能聞法無厭足，則能普見一切佛，

云何見佛志無厭，由聽妙法無厭足。」

「此皆我昔所修行」，指觀自在菩薩有遊化方便、救度各類眾生令

離憂怖的能力，是往昔所修練的。接著，觀自在菩薩說明這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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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修來的，這便是我等修學「大悲行門」的著手處。其修法為：

「願度無量群生眾，勇猛精勤無退轉，令其所作皆成就」，觀自在菩

薩先發心「願度無量群生眾」，而在實際修練的過程中「勇猛精勤無

退轉」。

「若有如觀我身，令其念咸皆見。」觀自在菩薩說：我已教予大悲行

門，你須勇猛精勤無退轉，如此，只要念頭一起，便與我相應——

此為觀音心。

「或有聞我說法，令聞妙法量無邊。」觀自在菩薩再說：除了歡喜聽

聞我說法（為因）之外，更須勇猛精勤、無退轉地去執行（為緣），我

便令聞妙法量無邊（為果）。時時覺受得到觀自在菩薩在說法，讓

我有方法去救度眾生，不必愁著如何離開憂怖，終得大智慧——

此為觀音行。

「一切世界諸群生，心行差別無央數，我以種種方便力，令其聞見

皆調伏。」觀自在菩薩以大悲行門接引眾生，以教我等修學大悲

門。如何善修呢？

❶普事一切善知識

❷專意修行無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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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聽受佛法無厭足

❹則能普見一切佛

指能具覺察力解決自己的困頓，因觀自在菩薩會於一旁不時提

供方法。

❺云何見佛志無厭

如何做得到呢？就因「聽法無厭足」。

七、文殊智、普賢行、觀音慈

一尊大菩薩要度化眾生，也得視眾生適切什麼階位的樣貌，以此

程度才度化得了，而觀自在菩薩必有這般能力；觀世音菩薩在〈觀

自在菩薩章〉對善財所示現的是七向位，表示善財會因此而得度。

此即觀自在菩薩能遊化方便的原由——識得眾生的根機，知道眾

生的程度。

一個課堂中，通常聚集了不同因緣的學員，本應視該環境因緣中

的內緣來講說上課的內容，例如，觀自在菩薩只須教導善財、對

善財一人說話即可；若教學者面對的是一個班級，就須視欲引領

的方向，來決定該班級上課的內容。若教育目標是普遍性的帶動

，就說說一般性的話語；若團隊中有人能帶領，施教者就會說些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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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話語，甚至直接引入究竟義。而身為學習者，即使現前當下

尚不能明了法義，但仍安守本份地上課，亦有「聽法無厭足」的莫

大收穫。

進入本段主題「文殊智、普賢行、觀音慈」之前，當再回溯一下觀世

音菩薩的能力是如何具足的，何以能尋聲救苦？何以能辨識眾生

的根機？此乃立題的緣由，即「智」與「行」。為何又說文殊智、普賢

行呢？乃為了說明，人可經修為達到聖人之境；文殊菩薩和普賢

菩薩皆經修行達到聖者之位，包括觀音菩薩之「慈」，亦經修練智

與行而得。

「文殊智」非一般之智。經典云：文殊示現為法王子，只與佛一步之

遙；從「示現」二字更可表——文殊名為法王子，實際上已超越法王

子的能力，並達能「示現」的程度；對眾生根機全然了解，方能現適

切的樣貌、說適切的法。然，菩薩的示現，不一定受到現前此一眾

生的認可，因其心意在於提昇，而非迎合，這才是尋聲救苦的決定

性用意。因為聖者的眼光在於智、行、慈與大願，並非養眾生的

一切垢病，致使弊壞。

觀音菩薩的大慈大悲因具這些觀念而有智，而大智的代表正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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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菩薩；再配合普賢菩薩的行——不可思議的行。不可思議，意

指超乎現前的眼目，非一般想得到的。文殊智和普賢行的內涵皆

懷有勇猛心，即相續不斷地努力、跨前、正精進。故，觀音慈悲的

成因在於「文殊智」和「普賢行」的相續不斷。

「爾時觀自在菩薩，說此偈已，告善財言：善男子！我唯得此菩薩

大悲速疾行解脫門，如諸菩薩摩訶薩已淨普賢一切願，已住普賢

一切行。常行一切諸善法，常入一切諸三昧，常住一切無邊劫，常

詣一切無邊剎，常觀一切諸如來，常聞一切三世法，常息一切眾生

惡，常長一切眾生善，常絶眾生生死流，常入如來正法流。而我云

何能知能說彼功德行。」

「已淨普賢一切願」，意表全然清淨，不含雜穢，俱足普賢菩薩的

心與行。經文中並未談及文殊菩薩，何來文殊智呢？因為，善財參

訪諸多善知識，是受了文殊師利菩薩的指導。因此，須常懷普賢

菩薩、文殊菩薩的心與行，以「常行一切諸善法」；常，恆常之意；

善，指朝向佛面。佛所教授的是全然的覺，得令眾生清除我見，轉

迷生悟。「常住一切無邊劫，常詣一切無邊剎」，劫，指時間，剎

，指空間；無邊劫、無邊剎，指的是一切的時空中。「常觀一切諸

如來」，之所以懂得如來（佛），乃因已淨普賢一切願，已住普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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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行；一位懂得如來、能引領眾等朝向成佛之道者，是為善知

識。「能聞一切三世法」，三世，指過去、現在、未來，故三世法乃

指一切法。受善知識教導時，要學習善財參學的態度，使善知識的

法音宣流進入心田。因聽聞正法、全然受教，方能為自己及眾生息

惡長善，否則仍住於意識心中。

因為息惡長善，而能絶生死流，不再受生死的流轉，方能「常入如

來正法流」，與佛同等輩。流，等輩，亦表示正法。一旦口說正法、

身行正法，功德有多深多高呢？觀自在菩薩說：其功德不可說盡。

「爾時善財童子，聞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說此大悲清淨偈已，歡喜

踊躍，充徧其身。生愛敬心，增信樂心，發清淨心。從坐而起，偏袒

右肩，右膝著地，禮菩薩足，長跪合掌。於菩薩前，瞻仰一心，以偈

讚曰。」

善財聽了觀自在前述的偈，便將其識別為「大悲清淨偈」，表示

聽法者（善財）能懂得善知識所要表意的，因此，歡喜踴躍之心充

徧全身，受觀自在菩薩的大悲清淨加持和灌頂注入。若能聽懂善

知識所要表意的莊嚴、清淨，歡喜踴躍之心也會充徧己身，法喜

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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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財因能懂得善知識，被善知識的大悲清淨加持，因而有了程度

得以偈讚頌觀自在：

「天人大眾阿脩羅，及與一切諸菩薩，

以妙言音共稱讚，大聖智慧深如海。

能於一切眾生中，平等大悲同一味，

一智同緣普救護，種種苦難皆銷滅。

菩薩最勝神通力，反覆大地不為難，

又能乾竭於大海，令大山王咸震動。

聖者菩薩大名聞，號曰大悲觀自在，

云何我以微劣智，於仁勝德能稱讚？

我聞聖者諸功德，無斷無盡大悲門，

因是發起清淨心，生我智慧辯才力。

我今處於大眾會，以大勇猛而觀察，

稱揚讚歎妙莊嚴，恭敬至誠無懈倦。」

善財讚觀自在「能於一切眾生中，平等大悲同一味（體），一智同緣

普救護（相），種種苦難皆銷滅（用）」。一味，表觀自在菩薩的主體，

其主體是大悲，而且不會更變，因而能依不同眾生的緣，示現不

同的樣貌，以普護眾生，使眾生的種種苦難皆得以消滅。這三句經

文呈現出體、相、用，即——以大悲為因，普施於眾生為緣，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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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的苦難為果，種種苦難皆得消滅為報（果的總合稱為「報」）。

「我聞聖者諸功德，無斷無盡大悲門，因是發起清淨心，生我智慧

辯才力。」至此，善財已有智慧辯才力，因善財懂得觀自在的大悲

清淨，自己也發起了清淨心，並對善知識恭敬至誠無懈倦。真是一

位依教奉行、尊師重道之人啊！

「如大梵王居梵眾，暎蔽一切諸梵天，

菩薩吉祥妙色身，處於眾會無倫匹。

菩薩顧視同牛王，妙色融朗如金聚，

具足廣大菩提願，普利一切諸天人。

種種華鬘以嚴飾，頂上真金妙寶冠，

光明淨妙過諸天，威德尊嚴超世王。

圓光狀彼流虹繞，外相明如淨月輪，

頂相豐起若須彌，端嚴正坐如初日。

腰繫金絛色微妙，現殊勝相放光明，

伊尼鹿皮作下裙，能令見者生歡喜。

妙身種種莊嚴相，眾寶所集如山王，

腰垂上妙清淨衣，如雲普現無邊色。

真珠三道為交絡，猶如世主妙嚴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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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放淨光普照明，亦如朗日遊空界。

身色淨妙若金山，又如瞻博迦華聚，

以白瓔珞為嚴飾，如白龍王環繞身。

世主手執妙蓮華，色如上妙真金聚，

毗琉璃寶以為莖，大慈威力令開發。

出過天人之所有，普放光明猶日輪，

顯現如在妙高山，香氣普熏於一切。」

本段偈文表示菩薩的莊嚴相，上述形容也都是眾生能懂得的。形

容觀自在菩薩的莊嚴相，同時也是一種表法，並有其內涵，不只是

看其髮飾、衣著、配件而已。例如，大梵王表意的內涵為吉祥；金聚

，要表意的是其大菩提願；華鬘、金冠，要表意觀自在的威德尊嚴

超世……。表法即在說明體、相、用。

「於諸惡鬼部多等，黑蛇醉象及師子，

癡火毒害蔽慈心，及餘種種諸危難；

重苦繫縛所傷迫，一切恐怖無依怙，

世主一味大悲心，平等救彼眾生類。

妙寶葉石為勝座，無等蓮華之所持，

百千妙福之所成，眾妙蓮華所圍繞。

極妙身光清淨色，從真勝義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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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天種種上妙供，咸共讚歎仁功德。

於尊能發清淨意，速離一切憂怖心，

眷屬快樂共歡娛，一切妙果皆圓滿。

大海龍王住自宮，及餘居處諸龍眾，

常懼妙翅大鳥王，搏撮傷殘受諸苦。

或有眾生入大海，遇風鼓浪如雪山，

若遭摩竭欲來吞，恐怖驚惶無所救；

或遇醉象而奔逐，種種厄難之所纏，

至心憶念大悲尊，如是一切無憂怖。

大石山王有洞窟，其窟幽深極可畏，

有犯王法鎖其身，種種繫縛投於彼；

彼諸苦惱眾生等，至心憶念大悲尊，

枷鎖解脫苦銷除，一切無憂安隱樂。

仁以大悲清淨手，攝取憶念諸眾生，

令於一切厄難中，獲得無憂安隱樂。」

「世主一味大悲心」，世主是指觀自在菩薩，表為世間中的領導者，

其大悲心總為一味，從不五味雜陳，能了解眾生的因緣果報，故可

平等救彼眾生類。「極妙身光清淨色，從真勝義而成就」，善財於此

大悲心的加持中，自己亦能「於尊能發清淨意，……一切妙果皆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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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一切憂惱皆可解除，獲安穩樂。

「我今讚歎人天主，最勝威德大仙王，

三毒翳障盡銷除，福智無涯如大海。

調伏眾生無懈倦，利樂平等無怨親，

願於菩薩妙金山，一切勝福皆成就。

普於十方諸世界，息滅眾生邪見心，

速獲如來無尚身，普願眾生咸證得。」

本段偈文談觀自在的調伏和慈化（利樂），即慈威並攝。觀自在對

眾生一向威德降伏無懈倦，慈悲度化無怨親。善財說出了觀自在

菩薩的慈威二門。

「文殊智、普賢行、觀音慈」之主題，說明觀音菩薩能力的由來在於

智與行，此智為文殊之智，此行為普賢之行，由此智行，圓滿了大

慈大悲、救護眾生離諸障難及憂苦的大能力。惟願各位隨著身邊

的善知識，一同學入觀音門。

八、正性無異行

「爾時，有一菩薩名正性無異行，從於東方上虛空中，來至此世界

輪圍山頂，以足按地，時此世界六種震動，變成無數雜寶莊嚴。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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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身放大光明，暎蔽一切。釋梵護世，天龍八部，日月星電，所

有光明皆如聚墨。其光普照地獄餓鬼畜生閻羅王界，及餘一切苦

惱眾生，罪垢消除，身心清淨。又於一切諸佛剎土，普興一切諸供

養雲，普雨一切華香瓔珞衣服幢蓋。如是所有諸莊嚴具，供養於

佛。復以神力，隨諸眾生心之所樂，普於一切諸宮殿中而現其身。

令其見者，皆悉歡喜，然後來詣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所。

時觀自在菩薩，告善財言：善男子！汝見正性無異行菩薩，來此大

會道場中否？善財答言：唯然已見。告言：善男子！汝可往問菩薩

，云何學菩薩行，修菩薩道？

爾時善財童子，於觀自在菩薩所，得甚深智，入大悲門。以甚深心

，隨順觀察，心無疲厭。一心頂禮觀自在菩薩足，繞無數帀，敬承

其教，辭退而行。」

觀自在菩薩教完善財功夫後，祝勉善財說：你來這裡參學，所學的

是「大悲速疾行解脫門」，能從內心修為、展露大悲的人就能無所

不辦，大悲速疾行可以快速解脫。觀自在菩薩已將方法教予善財

，並囑咐善財去參下一位善知識——正性無異行菩薩。

祝福、勉勵，即表示需要繼續修，從前面的方法接續再進修；所

以正性無異行菩薩的法門，須以「大悲速疾行解脫門」的認識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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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來進入，這是一個進階。不要擔憂自己以前沒學那麼多，突然聽

到大悲速疾行解脫門，不知是否可以從大悲速疾行解脫門學起。

佛陀教我們「要開始」，任何一刻都可當作起點，只怕不開始；但別

祈求、冀望每一刻都從零開始，否則修行之路將走得很辛苦。

「爾時，有一菩薩名正性無異行，從於東方上虛空中，來至此世界

輪圍山頂，以足按地，時此世界六種震動。」「正性無異行」是這位

菩薩的名號，正性即指佛性，無異行表一切皆依正性（佛性）而行，

不違背正法；「菩薩」是菩提薩埵的簡稱，菩提即覺，薩埵為有情，

合起來即是「覺有情」。由此可知，正性無異行菩薩是一位上求

佛道、下化眾生的大乘行者，「堅定行持正性無異行」為其特色。

善財向五十三位善知識參學，觀自在菩薩是第二十七位，正好一

半，表示善財的自得利益已經完成，接下來就要利益眾生；所以

利益眾生之前必須自得利益，但二者是同步進行的，只是不能忘

卻自得利益的概念。佛門講自得利益，是指在佛法中執行佛陀的

教理而得益處。一個人貪、瞋、癡發起時，身旁的人說什麼話、做

什麼事、給什麼臉色，會對此人接下來的心念及行為表現，產生

很大影響。如果加油添醋，其怒火就會燃燒不止；如果給善言良

語、巧智佛法，不但能澆熄一個人的瞋火，還能入莊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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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中說，正性無異行菩薩「從於東方上虛空中，來至此世界輪圍

山頂」，可知，正性無異行菩薩從東方來此，善財參觀自在菩薩

之處。前面二十七位善知識，都是善財前往參學，而第二十八位

善知識正性無異行菩薩，親自來到觀自在所；表示前面二十七參

，善財已完成其「大悲堅固猶若金剛」。因善財已學習到法義的根

柢，所以善知識主動前來教導。

善知識主動前來教導正欲參學的善財，這是什麼樣的情境？我們

禮佛、拜佛，希望佛能來為自己摩頂加被、攝持感化。如果能招感

佛主動來為自己說法，對經典之義便很容易通達，誦經的程度也

將提昇到容易慧解經義；若行大悲速疾行解脫門，善知識就會主動

前來教化。也可以說，因為已完成「大悲速疾行解脫門」，悲心一直

展露，從來沒有停歇，所以不會有任何慢心、疑惑，不會再有任何

貪、瞋、癡；因此，善知識會主動前來教化，而且隨教隨入。

正性無異行菩薩教善財什麼法門？〈觀自在菩薩章〉的經文並未

提及，因為那是第二十八參的參學門。正性無異行菩薩到來後，

「以足按地，時此世界六種震動」，復「放大光明，暎蔽一切」，

暎蔽就是照攝、普覆、輝映。「釋梵護世，天龍八部」，「釋」指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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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支天（忉利天）的天主釋提桓因，梵是梵天；經典常提到梵王

與欲界第二支天，因其與佛法的護持有大關係。

「日月星電，所有光明皆如聚墨。其光普照地獄餓鬼畜生閻羅王界

，及餘一切苦惱眾生，罪垢消除，身心清淨。」聚墨，凝聚成一點，

把所放的一切光明凝聚於一處。表示從第一參學門至二十七參

「大悲速疾行解脫門」，點點滴滴的修為全部凝合起來，其功德力

可照徹地獄、餓鬼、畜生三途，以及一切苦惱的眾生，令其罪垢消

除，身心清淨。作用在此。常住（明淨寺）圓燈法會的用意是，於

一年之末，將自己這一年來的一切功德凝合成一點——所有光明

皆如聚墨，以照自家的三途。有時起心動念不是那麼莊嚴清淨，自

己可以照破黑暗，而展露出一切光明，所有障蔽盡皆消滅。

「普興一切諸供養雲」，雲表法普照、普覆之意；「普雨一切華香瓔

珞衣服幢蓋。如是所有諸莊嚴具，供養於佛。復以神力，隨諸眾生

心之所樂，普於一切諸宮殿中而現其身。令其見者，皆悉歡喜。」前

面所修為的種種光明，於此全皆自在而得其用，所以這些都是

「用」。

「時觀自在菩薩，告善財言：善男子！汝見正性無異行菩薩，來此

大會道場中否？」觀自在菩薩問善財：「你看到正性無異行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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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大法會中了嗎？」善財點頭稱是，「唯然已見」，我看見正性

無異行菩薩了。善財知道正性無異行菩薩是來教他的，正性無異

行菩薩也知道善財已完成大悲速疾行解脫門，準備來教善財。表

示彼此心照不宣、已相互了解。

「告言：善男子！汝可往問菩薩，云何學菩薩行，修菩薩道？」善財

從第一位參到最後一位善知識，都帶著此一問；現在要從觀自在菩

薩之所，再往下參第二十八位善知識正性無異行菩薩，也是問相

同的問題。

「爾時善財童子，於觀自在菩薩所，得甚深智，入大悲門。以甚深心

，隨順觀察，心無疲厭。」彼時善財童子在觀自在菩薩所，已得甚

深智，入大悲門。這都是因為善財能隨順善知識所教，學習無厭

足啊！

九、圓滿祝勉

結言就是經典最末，圓滿的時分，有祝勉之謂，祝福、勉勵，含

著期勉行者開始作修之意。善財是如何開始的？就從現有程度開

始修，就從得甚深智、入大悲門這個程度開始修。從一到二十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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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學，每一刻都有每一刻的修為，來到觀自在菩薩之所，光明

猶如聚墨，得甚深智，入大悲門；以甚深心，隨順觀察；從來不會感

到厭足，有極端的至誠、恭敬、卑下心。善財從開始參第一位善知

識就是如此，所以隨參隨入，階階昇晉。

「一心頂禮觀自在菩薩足」，善財向觀自在菩薩頂禮後，續往觀自

在菩薩所指示的正性無異行菩薩那裡去參學。「敬承其教」，善財

敬承觀自在菩薩所教，依觀自在菩薩的教說繼續往下參學，也就

是把觀自在菩薩的「大悲速疾行解脫門」往下開展。

肆、結語

〈觀自在菩薩章〉字字妙寶，經文中敍述了善財童子前往參究觀自

在菩薩時，先具備了一位參學者的基本條件——「順善知識，不違

其教」，因而受觀自在菩薩教授「大悲速疾行解脫門」。由於善財對

善知識愛樂尊重，因而能得善知識的無盡智慧光明；當觀自在菩薩

以自己所修學的「大悲行門」教導善財時，善財即刻能與觀自在

同步成就「常救護一切眾生」之願；於此同時，自利利人，離諸怖畏

，住於正念，「常入如來正法流」。終至，能得甚深智、入大悲門，以

甚深心隨順觀察，心無疲厭，而招感了正性無異行菩薩前來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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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階的菩薩行法。

當知，修學佛陀之法的途中，若自始至終皆參學無厭足，一旦境界

現前，善知識必定前來加被，予以安慰並開喻，促發進展，直至究

竟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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