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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土約三：（一）約漸教，

娑婆世界為地前、化佛土，安樂世

界為地上、報佛土，乃至賢首剎

土位於十地後不可說處；（二）約

同教，娑婆等為三乘土，漸漸入於

一乘乃至賢首剎土方究竟；（三）

約別教，娑婆世界是蓮華藏，是

見、聞、解、行處，中間諸土唯

解、行，末後佛土通解、行圓滿

並證入。《探玄記‧盧舍那佛品》

明小、三、一乘種類為：（一）小

乘教唯娑婆界，無別淨土；（二）

三乘教分（1）約佛自住處（法性

土、實德土、色相土）、（2）約佛

攝化處（化染、淨身土、變染土、

他受用土）：釋迦佛所處娑婆世界

為化染身土、餘佛為化淨身土；足

趾按地變染土；十八圓滿等謂他受

用土。（三）一乘有二：（1）約

果分，十佛自體國土海當不可說，

寄緣說十、（2）約攝化處有三：

第一類從須彌山界及樹形等已去乃

至一切眾生形世界海、第二類三千

界外別有十世界、第三類十蓮華藏

莊嚴世界海具足主伴如帝網是佛境

界。茲表列法藏淨土、佛身觀及教

判如下表：

表（三）三祖唐．法藏之淨土觀、教判暨佛身觀

三祖

法藏法師

淨土觀 教　判 佛身觀

小乘：娑婆是佛報土始教：釋

迦身為實報終教：釋迦佛報土

在三界外，實報淨土頓教：寄

言說釋迦身即是法身

別教一乘：釋迦身非伽三身亦

即十身

《
華
嚴
一
乘
教
義
分
齊
章
》

一、小乘教
三乘中，釋迦佛化身別教一乘：究

竟十佛身十佛境界所依：一、國土

海圓融自在、二、世界海（蓮華藏

莊嚴世界海、三千界外十重世界

海、無量雜類世界皆遍法界）

二、始教

三、終教

四、頓教

五、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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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玄記》於初地立念佛十

門。「念當得」念他成已為總門，

以「念」他佛成就之歡喜心信己當

如是得。餘別開九門，為：念法、

念佛菩薩、念佛行、念佛淨、念佛

勝、念佛不退之力、念佛教化之

法、念佛能廣利益眾生、念佛所

入善巧智門。法藏並詮釋：初句念

佛，餘雖念別事，依一乘無盡緣起

無礙相成、一緣中攝一切諸緣，迴

九入一，俱名念佛。《探玄記‧入

法界品》，法藏將功德雲比丘之

二十一種念佛法門再分德相、業用

二門：
 

（一）念佛勝德圓備：

（1）得圓滿普照念佛三昧門：具見佛主、伴依、正；

（2）得一切眾生遠離顛倒念佛三昧門：念佛令眾生離倒之德，名

清淨；

（3）得一切力究竟念佛三昧門：念佛是處、非處等十力之德，亦

是大力那羅延等十力；

（4）得諸法中心無顛倒念佛三昧門：念佛於法無倒，能說、能授，

亦是菩薩心於法無倒，能見佛已，聞法受持；

（5）得分別十方一切如來念佛三昧門：以達佛海智分別如來，約

能念智為名；

（6）得不可見、不可入念佛三昧門：念佛微細境，謂一念具八相

等，云自在；下位菩薩總不能見上位菩薩，雖見不能證入；

（7）得諸劫不顛倒念佛三昧門：以念佛常住，云無倒；

（8）得隨時念佛三昧門：念佛應機未曾斷絕，云隨時；

（9）得嚴淨佛剎念佛三昧門：念佛依土現身；

（10）得三世不顛倒念佛三昧門：念窮三際佛。

（二）念佛妙用自在：

（1）得無壞境界念佛三昧門：念佛遍滿一切差別境中；

（2）得寂靜念佛三昧門：念佛涅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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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得離月、離時念佛三昧門：念佛超時不離時；

（4）得廣大念佛三昧門：念佛身滿法界；

（5）得微細念佛三昧門：念佛毛孔重現；

（6）得莊嚴念佛三昧門：念佛於一切處現成正覺；

（7）得清淨事念佛三昧門：念佛光照離染轉淨法輪；

（8）得淨心念佛三昧門：唯心念佛；

（9）得淨業念佛三昧門：由念佛見所作業，由如鏡像，無體有

相，離執著染；

（10）得自在念佛三昧門：念佛修生功德嚴真如法界

（11）得虛空等念佛三昧門：念佛大智等功德遍照法界。

年）學南宗禪法，見慧雲禪師習北

宗玄理。巡禮五臺、峨眉後，還居

京師大華嚴寺，講《華嚴》大經。

澄觀並未直接受教於法藏。法藏圓

寂於唐玄宗先天二年（西元712年）

冬，澄觀出生於玄宗開元二十六

年（西元738年），未有直接師承

關係。法藏與澄觀間之師弟尚有慧

苑及法詵，師承關係應為：法藏、

慧苑、法詵、澄觀。因此《佛祖統

紀》說「法藏滅後百年得澄觀」。

大曆十一年，澄觀遊五臺山、

峨嵋山，後返居五臺山大華嚴寺，

專修方等懺法。德宗貞元十二年

（西元796年）入長安，與般若三藏

共譯四十《華嚴經》。奉詔於終南

華嚴淨土思想暨念佛法門（三）

法藏雖有豐富之思想、著作

留世，依閻朝隱撰「大唐大薦福寺

故大德康藏法師之碑」中述，其辭

世所留詩偈卻是：「西方淨域離俗

塵，千葉蓮華如車輪，不知何時成

佛身？」

四、四祖澄觀五門念佛論

澄觀，越州山陰（浙江紹興）

人，俗姓夏侯，號清涼國師。依

寶林寺霈禪師出家，從法詵法師

習《華嚴經》，從湛然法師（西元

711─782年）習天台止觀，謁牛頭

山慧忠禪師（西元683─769年）、

徑山法欽禪師（西元714─793

年），洛陽無名師（西元722─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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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草堂寺製《貞元新譯華嚴經疏》

十卷，貞元受賜「清涼國師」。開成

四年示寂，世壽百二歲。澄觀身歷

九朝，先後為七帝講經，弟子有宗

密、僧叡、法印、寂光，其他得法者

凡百餘人。著作有：《大方廣佛華

嚴經疏》（以下簡稱《華嚴經疏》）

六十卷、《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

義鈔》（以下簡稱《隨疏演義鈔》）

九十卷、《華嚴經綱要》三卷、《大

華嚴經略策》一卷、《五蘊觀》、

《三聖圓融觀門》等三十多種。

《華嚴經疏》將八十《華嚴

經‧入法界品》善財童子首參德

雲比丘之二十一念佛門，創釋三

身（念法、報、化）、六觀（三身

中各有依、正）：（一）法身依、

正：念法性身土（二）報身依、

正：念華藏等剎為依、十身相海

等為正（三）化身依、正：念餘淨

土，水、鳥、樹林為依，三十二相

等為正。澄觀以「約能念之心」

納歸成五念佛門：（一）緣境念

佛門、（二）攝境唯心念佛門、

（三）心境俱泯念佛門、（四）心

境無礙念佛門、（五）重重無盡念

佛門。此與天台宗隋智顗法師（西

元538─597年）《五方便念佛門》

之「念佛五門：第一稱名往生念佛

三昧門、第二觀相滅罪念佛三昧

門、第三諸境唯心念佛三昧門、第

四心境俱離念佛三昧門、第五性

起圓通念佛三昧門」雷同。澄觀納

「第一稱名、第二觀相滅罪念佛三

昧門」為「緣境念佛門」，改「性

起圓通念佛三昧門」為「重重無盡

念佛門」，成為其念佛五門。

佛身說，澄觀於《行願品疏》

理出六種十身，其中第八地之十

身說與另一著作《大華嚴經略策》

吻合，本文擬採此以為說明。十身

有二：（一）融三世間以為十身：

眾生身、國土身、業報身、聲聞

身、緣覺身、菩薩身、如來身、智

身、法身、虛空身，初三染分、次

六淨分、末一不二分非染淨，三無

礙，緣起故，即遮那佛無礙身雲；

（二）如來身自有十身：菩提身、

願身、化身、力持身、相好莊嚴

身、威勢身、意生身、福德身、法

身、智身。十身即佛十德，具體具

用、有應有真，圓融無二稱圓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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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十德：覺樹道成朗然大悟、願

周法界兜率上昇、化應多端若水

分眾月、力持永久有全身碎身、相

好無邊碎塵難數、威勢映奪如月

映星、感而遂通如意速疾、福德深

厚若海包含、法性真常湛然周遍、

智慧決斷頓覺圓明，不離一身，更

無別佛，不同三身四智體用不同。

至於澄觀之「普遍吉祥無垢光神」

十身、念佛門說，筆者尚未尋出經

證，暫不引用。表列澄觀淨土觀、

教判暨念佛法門如下：

華嚴淨土思想暨念佛法門（三）

四十《華嚴經》云：「唯此願

王不相捨離，於一切時引導其前，

一剎那中即得往生極樂世界。」

因四十《華嚴經》譯於西元796─

798年間，法藏未遇，最早註疏應

是《行願品疏》。《行願品疏》

云：報盡捨命，一切不墮二乘等，

唯普賢願王引生極樂淨土。澄觀

詮此「不生華藏，而生極樂」為彌

陀佛淨土與娑婆眾生之因緣，略

說四意：（一）有緣、（二）欲使

眾生歸憑情一、（三）不離華藏、

（四）即本師故。賢度法師《華嚴

淨土思想與念佛法門》以為：澄

觀以修行玄樞與《華嚴經》幽鍵，

主張「極樂不離華藏，彌陀即本

師」，是異於往昔淨土往生傳統一

貫之見解。

筆者據《法界宗五祖略記‧五

祖圭峯大師傳》：宗密親禮澄觀

時之所印：「毗盧華藏，能從我

游者，舍汝其誰歟？」大膽設定

澄觀必將以「華藏淨土」為依歸

吧！ （待續）

表（四）四祖唐．澄觀之淨土觀、教判暨念佛法門

四祖

澄觀法師

淨土觀 教　判 念佛法門

將二十一種念佛門，寄三身（念
法、報、化）、六觀（三身中各
有依、正）：法身依、正、報身
依、正、化身依、正。

諸佛唯一法身或二或三，圓教
須具說。報身必契法身；離法
無報、離報無化，說為一無障礙
身；一不為一，為破諸數。

《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疏
》

一、小乘教 ◆五門念佛論：緣境念佛門、攝境

唯心念佛門、心境俱泯念佛門、心

境無礙念佛門、重重無盡念佛門。

◆五方便念佛門：稱名往生念佛

門、觀像滅罪念佛門、攝境唯心念

佛門、心境無礙念佛門、緣起圓通

念佛門。

二、始教

三、終教

四、頓教

五、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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