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普贤十大行愿讲话  
  

丙、结说分   

     讲到这里，十大行愿的正论已讲完。讲时因为要通俗化，又要有点趣味， 不想听众把它当做催眠术，

所以总喜东拉西扯，串插了许多因缘譬喻进去。其 中譬喻得好的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譬喻得牵强附会

的亦在所不免。所幸讲的 宗旨是要大家多理解义趣，多增进信念，其他枝枝节节的问题也顾不了那 多 

了。  

 
一、宜奉十愿为常课 

 

    华严经在中国，素称诸经之王。佛初成道，为度上根之机，先说华严；譬如日出，先照高山。所以

华严的陈义甚高；且竖穷横遍，包罗万象，具有精深博大的哲理。自从东晋佛陀跋陀罗尊者把六十华严

译到汉地来，扩展中国佛学思想上的领域，佛教学者，莫不视同镶宝。经过唐朝实叉难陀的八十译本，

和般若三藏的四十译本相继面世，讲说者多，流通更广；尤其是讲十大愿王的普贤行愿品，和读诵这品

的人，亦非常之多。讲经的法师，每多奉为早晚持诵的常课。因读诵此品，获得灵感，若誉於世的，在

华严灵感记中，亦列有很多事实。根据这种史实，我们学佛的人，如果把行愿品与普门品一样列为常

课，朝晚诵持，久而久之，定可获得许多切身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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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生的灵符 

 

    现在有许多人，想求现生的利益，往往去求神问卜，请鬼画符，花了很多宝贵的金钱与时间，结果

却得不到什 好处，这是多 愚蠢的举动。如果能运 

用智慧，来理解佛法的真理，多研读如华严行愿品等大乘经典，自可消灾灭罪，增福纳祥，便不需要求

神鬼，妄祈尊佑。因佛家的主义，重在忏悔，忏尽罪业，现生便会福至心灵，事事如意。而行愿品的十

愿修习，都离不了忏悔。如第一礼敬诸佛，即忏悔自己多生以来不孝父母，轻慢师保的罪业。第二称赞

如来，即忏悔自己过去毁谤三宝，毁谤一切有德的善人，虽然因毁谤造了很重的口过，但一经忏悔，便

可罪灭福生。如世亲菩萨曾造了五百部小乘论，毁谤大乘佛法，後经其兄无著菩萨的教化，使之听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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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经十地品而感悟，深知前非，欲以刀割其舌，以忏昔年毁谤大乘之罪。无著乃开示他说：「同是此

舌，既可毁佛，毁佛既可得罪，赞佛亦可徼福，何必自苦，割舌自杀」！他听了哥哥的箴言，有所憬

悟，深自忏悔，且造五百部大乘论，来赞扬大乘佛法。结果亦证圣离生，阶登圣位。第三广修供养，是

忏悔自己无始以来悭吝财物，不肯供养三宝，乃至布施一切贫穷众生，犯了「见苦不救」的大戒。第四

忏悔业障，更是广究忏悔的专章。第五随喜功德，是忏悔多生以来的嫉妒习气，见人供养三宝或有德之

人，见人作善欣乐而心生妒忌，暗中加以破坏。第六请转法轮，是忏悔过去障碍他人请法师说法之罪。

第七请佛住世，是忏悔过去见佛法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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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生妒谤，因之堕落，如提婆达多、俱 离，善星比丘、城东老母等是。第 八常随佛学，是忏悔无始

愚昧，背明投暗，舍正从邪之罪。第九`?众生，是 忏悔过去损人利己，恼害众生之罪。第十普皆回向，

是忏悔无始以来自私自利 ，不愍众苦，但贪己乐之罪。所以从忏悔的意义来说，其他九愿，是别别忏罪 

的别愿，第四忏悔业障，是忏罪的总愿。  

    在行愿品中，曾说到有人能现生诵持与奉行，可以得到许多利益：一是「 或复有人以深信心，於此大

愿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一四句偈，速能灭除五无间 罪」。二是「所有世间身心等病，种种苦恼，乃至佛

刹极微尘数一切恶业，皆 得消除」。又云：「往昔由无智慧力，所造极恶五无间，诵此普贤大愿王，一 

念速疾皆消灭」。三是「一切魔军，夜叉罗刹，若鸠盘荼等，饮血啖肉，诸恶 鬼神，皆悉远离；或时发

心。亲近守护」。四是「若人诵此愿者，行於世间， 无有障碍，如空中月，出於云翳」。五是「诸佛菩

萨之所称赞，一切人天皆应 礼敬，一切众生悉应供养」。若能至诚读诵，这些利益都可以现生获得的，

都 可以自己经验到的。真如石琦禅师所说：「把手牵君行不得，为人自肯乃方亲 」。佛法要自己经验到

才可贵，他人说得多可贵，与自己还是毫无相干的！  

(2)临终的伴侣 

 

    佛法教人最重要的一著，是在人生临终最後这一阶段，神志清醒，去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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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去得自在。平时种种的修养，都是为了临终最後这一著。现在行愿品中说 ：「又复是人临命终时，

最後刹那 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 一切威势悉皆退失，辅相大臣，宫城内外，象马车

乘，珍宝伏藏，如是一切无 复相随；唯此愿王不相舍离，於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

世 界。到已即见阿弥陀佛，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自在菩萨，弥勒菩萨」 。这就是所谓「十大愿

王，导归极乐」。一个人到临终时候，眼睛一闭，四脚 伸直，什 东西都带不走，唯有此十大愿王，因

你平时和他亲近惯了的关系， 到这时候，他们很亲切地追随你，护持你，陪伴你到极乐世界，亲见阿弥



陀佛 ，及诸大菩萨。平常求生净土的人，都知道要念阿弥陀佛，临终时才能往生极 乐净土。现在大家听

到这行愿品後，就知道只要念十大愿王，依十大愿王来做 ，临终亦一样地可以往生极乐世界的。可见佛

的法门是圆通无碍的，拘执之徒 ，永远站立在佛门之外，终难以登堂入室的。  

    现生可以做灵符，临终可以为伴侣，这是指你对十大愿王能诚信与实践， 便可以获得现生或死後的好

处。如果因种种世事牵缠的关系，对於这十大愿王 ，未能死心塌地去实践，就是听到十大愿王的名字，

能信心清净，亦可得到很 大的福报。如颂云：「十方所有无边刹，庄严众宝供如来，最胜安乐施人天， 

经一切处微尘劫；若人於此胜愿王，一经於耳能生信，求胜菩提心渴仰，获胜 功德过於彼」。这是显财

利与法利不同的意义，因财物布施无论怎样多，都是 有限量有边际的，唯有所起胜心法利的功德是无穷

无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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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贤愿力的加被 

 

    上节说读诵普贤行愿品，可做现生的灵符，临终的伴侣，这不是口头的理论，而是有许多史实可以

证明的。在旧版华严经後附有读经灵验记，证明古今以来读这部经得益的人，真不知有多少。这原因当

然是华严经的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法力所致，同时亦是普贤菩萨的大悲愿力加被，才能易得成就。这是

有经典可以佐证的。 

    在楞严经二十五圆通中，说到普贤菩萨所得「耳识圆通」。其文云：「普贤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

足而白佛言：我已曾与?如来为法王子，十方如来教其弟子菩萨根者，修普贤行，从我立名。世尊！我用

心闻，分别众生所有知见，若於他方?界外，有一众生心中发明普贤行者，我於尔时乘六牙象，分身百

千，皆至其处，纵彼障深，未得见我，我与其人暗中摩顶，拥护安慰，令其成就。佛问圆通，我说本

因，心闻发明，分别自在，斯为第一」。由此证明十方众生，读华严经，修普贤行者，纵使障重慧浅，

皆得菩萨冥中加护，得以成就的。 

    在浙江四明天童寺的史乘上，记载天童寺有过一位祖师，那时做寺中的方丈，早课时要礼四圣（韦

驮、伽蓝、祖堂、斋堂），总是口中念念有词。回寮後侍者请问他念的是什 ？他说：「念的是华严

经」。侍者又问：「是华严经那一品呢」？他说「老僧礼毕四圣，诵完一部华严经」。侍者大为惊疑，

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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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经有八十卷之多，普通人读诵一遍，要费好多天时间，如何能在礼四圣的半 小时中就可谓毕这一大部

经？当时侍者请示祖师，可否将这读诵无碍的三昧境 界，明示大众，以决所疑，而启信心？祖师答应。

http://www.mba.net.my/NewsEvents/FaHaiYunJi/zhumo/zhumo-b7/zhumo-b7-03.htm�
http://www.mba.net.my/NewsEvents/FaHaiYunJi/zhumo/zhumo-b7/zhumo-b7-03.htm�
http://www.mba.net.my/NewsEvents/FaHaiYunJi/zhumo/zhumo-b7/zhumo-b7-03.htm�
http://www.mba.net.my/NewsEvents/FaHaiYunJi/zhumo/zhumo-b7/zhumo-b7-03.htm�
http://www.mba.net.my/NewsEvents/FaHaiYunJi/zhumo/zhumo-b7/zhumo-b7-03.htm�
http://www.mba.net.my/NewsEvents/FaHaiYunJi/zhumo/zhumo-b7/zhumo-b7-03.htm�
http://www.mba.net.my/NewsEvents/FaHaiYunJi/zhumo/zhumo-b7/zhumo-b7-03.htm�
http://www.mba.net.my/NewsEvents/FaHaiYunJi/zhumo/zhumo-b7/zhumo-b7-03.htm�
http://www.mba.net.my/NewsEvents/FaHaiYunJi/zhumo/zhumo-b7/zhumo-b7-03.htm�
http://www.mba.net.my/NewsEvents/FaHaiYunJi/zhumo/zhumo-b7/zhumo-b7-03.htm�
http://www.mba.net.my/NewsEvents/FaHaiYunJi/zhumo/zhumo-b7/zhumo-b7-03.htm�
http://www.mba.net.my/NewsEvents/FaHaiYunJi/zhumo/zhumo-b7/zhumo-b7-03.htm�
http://www.mba.net.my/NewsEvents/FaHaiYunJi/zhumo/zhumo-b7/zhumo-b7-03.htm�
http://www.mba.net.my/NewsEvents/FaHaiYunJi/zhumo/zhumo-b7/zhumo-b7-03.htm�
http://www.mba.net.my/NewsEvents/FaHaiYunJi/zhumo/zhumo-b7/zhumo-b7-03.htm�
http://www.mba.net.my/NewsEvents/FaHaiYunJi/zhumo/zhumo-b7/zhumo-b7-03.htm�
http://www.mba.net.my/NewsEvents/FaHaiYunJi/zhumo/zhumo-b7/zhumo-b7-03.htm�
http://www.mba.net.my/NewsEvents/FaHaiYunJi/zhumo/zhumo-b7/zhumo-b7-03.htm�
http://www.mba.net.my/NewsEvents/FaHaiYunJi/zhumo/zhumo-b7/zhumo-b7-03.htm�
http://www.mba.net.my/NewsEvents/FaHaiYunJi/zhumo/zhumo-b7/zhumo-b7-03.htm�
http://www.mba.net.my/NewsEvents/FaHaiYunJi/zhumo/zhumo-b7/zhumo-b7-03.htm�


次日升座诵经，命取全部八 十华严，每人各执一卷，祖师在座诵一卷时，座下七十九个人，各执不同的

一 卷，但每人听到祖师所诵的，就是他自己手中的那一卷。祖师诵一卷毕，即是 等於诵了全部八十卷，

大家始信服祖师的境界不可思议，已得了「旋陀尼」的 三昧，做到「一音说法，随类各解」的程度。这

也证明了诵华严经所起的不可 思议的作用。这作用是法力，也是愿力，是自己的愿力和普贤菩萨的愿力

起了 交互的作用，而且更多成分，是普贤菩萨的愿力加被，因普贤菩萨有「心闻」 的工夫，「分别众生

所有知见」，只要你读诵华严经，发愿修习普贤行，他 是「分身百千，皆至其处」，「拥护安慰」，令

其随愿所求，都得成就的。  

三、读诵本品的信念 

 

    宗教的生命，寓於虔诚热忱的情绪。一个诚实的宗教徒，必先要培养自己的宗教情绪。唯有在丰富

热忱的宗教情绪中，才会产生虔诚真切的宗教信仰。佛教本是一个理智与信仰并重的宗教，但是人的性

情思想变迁亦是很奇特的，有些人偏倾於佛法理智研究，信仰的情绪却很淡薄；有些人信仰的情绪非常

浓厚，而理智研究的工夫却又非常欠缺。因此在同一信仰的集团中，常常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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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协调的情形，如果每个教徒，都能把理智与信仰统一起来，那就是佛教的一 大幸事。  

    在我个人方面来讲，理智的体会既不够深刻，信仰的情绪亦不浓厚，说起 来真是非常惭愧。不过过去

有一个时期，曾经专诵普门品与大悲咒见到观音大 士，获得灵验而病愈；诵地藏经得到感应，亲见地藏

大士妙相庄严，消除许多 宿业。因此，除在信仰上打定了坚固的基础，别的都不足道。至於读诵这行愿 

品，也曾经验到一件灵验的事。在民国卅七年的秋天，我在病後精神尚未复原 ，一天由香港统一码头搭

船渡海，花二角钱在渡轮码头买票上船，在上船时精 神恍惚，竟把握在手中的船票丢入海里。当放手丢

弃时才想到尚未查票，如何 把票丢了？自己不禁哑然失笑，顿时生起一个念头：这样一个健忘的人，似

已 死了一半，留在世上还有什 用处？这时消极厌世的心情不觉涌上胸膛，悲不 自禁，几乎下泪。後来

在船中，有两个查票员来查票，他们的态度很认真，向 乘客逐个的检查，无一幸免。坐在我前三排人丛

中的两个出家人，亦受到很严格 的检查。这时我的心情有点紧张起来，心想：如果查到我，说我不买票

上船， 给他随便呵责几句，自己难为情倒不在乎，还要损害了港澳的检查员向来敬重 佛教徒的那种诚

意。这时我冷静地想到行愿品中有「若人诵此愿者，行於世间 无有障碍，如空中月出於云翳」的话，又

想到自己过去勤读此品，曾有诚意， 看看此番能否获得灵验，觉得这也是我对佛法信仰面临考验的时候

了。我至诚 默念普贤菩萨的感应，使我对佛法增加信念，不然以後对弘法的志愿恐又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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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了。说也奇怪，不久查票员查到我坐的这一排，共有八九人，我坐在第四 位，他们查了前头的三



个，到我面前竟似故意跳过去，好像没有看到我这个人 似的，一句话也不问，就轮到第五个，仍然很认

真地验票查询。这时我心中好 像放下一块大石，而把信念填入这个空虚，感到无比的喜悦。这不过是一

件小 小的事。但一个人的信念往往就因这些小事的堆积而坚固起来的。  

    佛法的确是不可思议的，只要自己能做到一点，就可获得一点的证实。许 多说法，看起来好像神话，

或近乎招谣撞骗，而一经自己修持经验的证实，就 知道这不是神话，也不是说谎。普贤大士就是一个实

践证验佛法的人物，所以 他对佛法能全盘信受，并发此十大行愿，要把佛法从实际上表现出来，不特自 

己作实际表现，也希望一切的人类都能和他站在一线，做同样的实际表现。他 发愿说：  

    我常随顺诸众生，尽於未来一切劫，  

    ??普贤广大行，圆满无上大菩提！  

    所有与我同行者，於一切处同集会，  

    身口意业皆同等，一切行愿同修学！  

    所有益我善知识，为我显示普贤行，  

    常愿与我同集会，於我常生欢喜心！  

    这是普贤菩萨於己於人无间的愿行。我们每个学佛的人，如果都能照菩萨 所指示的来做，那 大家沐

浴在慈光中，过著清净和乐的生活，这人间也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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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净土之林，圣者之域了。  

    学佛的成功，在於诚信愿行，有诚信愿行的人，虽然愚钝，亦可成功。在 广清凉传卷中，载有僧牛

云，雁门人，俗姓赵。儿时甚愚蠢，父母送他读书， 毫无兴趣；独见僧尼，则变作敬跪礼，於是就送他

入华严寺拜师为僧。师以其 愚，日惟派他拾薪汲水事务，人皆讥其鲁钝，他亦自恨痴迷。後来到了三十

六 岁，忽然发愿求见文殊，以祈聪明。但不知文殊在五台山那一台？时方雪寒， 赤足而登东台，见一老

人，燃火而坐。牛云问道：「如此雪寒，你从何来」？ 老人说：「我从山下来」。雪问：「为何路上全

无脚迹」？老人答：「我在下 雪以前上来」。老人反问牛云：「师有何心愿，如此苦寒，亦脚上来」？

云答 ：「我虽为僧，自嗟愚钝，不能诵经，因求见文殊，惟乞聪明」。老人称叹。 复问云道：「此处不

见文殊，将复如何」？云曰：「再去北台」。老人道：「 我亦欲去北台」。云曰：「同去得否」？老人

道：「请师先行」。云乃遍游台 顶，为老人作礼，向西先行，至暮方至北台，又见老人燃火而坐。牛云

惊疑问 老人道：「适从东台告别先行，为何先我而坐」？老人曰：「师不知要路，所 以来迟」。云虽承

认其语，心里却想：这个老人，恐怕便是文殊，乃竭诚礼拜 。老人曰：「我是俗人，汝不应作里」！云

只顾拜，更不迟疑。良久，老人曰 ：「俟我入定，观汝前生，作何行业，如此 钝」？老人才似闭目，

遽即语曰 ：「汝前生做牛，因载寺中藏经，今生得以为僧。从牛中来，所以 钝。汝去 堂边取一 来，

与汝砍却心头淤肉，即可明决」。云照其言，走向堂边，果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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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递与老人。老人接 说：「汝但闭目，等我叫汝，才可开目」。云依教 闭目，似觉心头被砍一

刀，但身无痛苦，心乃豁然，如暗室忽遇明灯，似昏夜 得照日月。这时老人叫他开眼，见老人已变成文

殊菩萨，并对他说：「汝从今 已去，诵念经法，一历耳目，便不忘失；但在华严寺涧东院，与汝有大因

缘， 汝须精进，无得退转」！云乃不胜悲恋，伏地而礼，未举头顷，已失菩萨所在 。牛云下山，只觉肢

体轻便如飞。自此读诵经典，眼见耳闻无不总持。可见佛 法本无难事，只要自己专诚恳切，便可随愿所

求，皆得果遂。  

    文殊师利菩萨，在华严经中是代表大智慧的，与代表大行愿的普贤菩萨， 同称释迦佛法中的两大胁

士。现在讲这个掌故，又是华严寺僧，真是恰到好处 。记得我在开讲这十大行愿之初，就赞叹到华严经

的崇高哲理，是博大精微， 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故引了「不读华严经，不知佛富贵」的话。同时又提

到 涅盘经，是佛对门下弟子的教诫，也是最诚挚的，最中肯的一部不可不读的经典 。现在要把这意思集

成一偈，作为讲听功德圆满的回向：  

    不读华严经，不知佛富贵；不读涅盘经，不知佛教诲。  

    若能如是信，与法不相违；自行与化他，同期华藏会！   

佛历二五 

二（西元一九五八）年四月佛诞节 

於美国夏威夷檀华寺讲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