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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上海佛学书局《能海上师全集第三辑》：之四《普
贤⾏愿品颂解》

　　礼赞  
　　根本总礼 
　　所有⼗⽅世界中 三世⼀切⼈师⼦ 
　　我以清净身语意 ⼀切遍礼尽⽆余

　　初⼆句观⽆限空时，是中⼀切诸佛是所礼之境，普遍平
等性智之⼤观也。后⼆句我以清净三业共⼀切有情平等遍礼
⽆余，是能礼⼈之贤德也。如是⼀颂，总示普贤殊胜法⻔有
三要点：⼀者般若，⽣佛平等观智随时⽣起；⼆者律仪，刻
刻慧⼼照察三业，离过清净；三者趣定，远离慢傲动扰，谦
卑⾃警。此属根本道⾏，亦根本之礼法也。慢、过慢、慢过
慢、我慢、增上慢、上慢、下劣慢、邪慢，是为七慢，礼折
慢幢也。

　　观⼒身礼  
　　普贤⾏愿威神⼒ 普现⼀切如来前 
　　⼀身复现刹尘身 ⼀⼀遍礼刹尘佛

　　此明⼴⼤殊胜增进之礼也。即平等智⼒等显发，乃⾄究
竟⼴⼤清净故。威神⼒⽣起有三：⼀者由前根本修⾏之三要
点所⽣，⼆者由佛菩萨加持所⽣，三者由定果⾊所⽣；乃⾄
能普现⼀切如来前也。后之⼆句，明修⾏之次第也。或观⼀
身⼀佛、三身三佛、七身七佛、三⼗五身三⼗五佛、百身百
佛、千身千佛、乃⾄百千⽆量俱胝刹⼟微尘⽆量数身⽆量数



佛，各各以次增修令其⼴⼤清净，摄⼼缘境，成就深细微妙
之三昧⼒⽽达⼼佛众⽣平等之理故。

　　信解⼼礼  
　　于⼀尘中尘数佛 各处菩萨众会中 
　　⽆尽法界尘亦然 深信诸佛皆充满

　　⼀尺之镜现千⾥影，⼀室千灯光光⽆碍，⼀琉璃盛多芥
⼦，重重⽆尽，各各互⼊，各存⾃体，安⽴恰当，同时相应
在于⼀尘之中，如⼀帝珠海印，复现尘数之佛。各各佛身各
处菩萨众会之中，观增⼴细。第三句法界者，⼼所缘境，从
⼩⽽⼤，从简⽽繁，从略⽽精，⼀尘乃⾄重重⽆尽，往复显
映。深信诸佛充遍⾃⼼法积界，⾃身遍在诸佛⾯前，如镜镜
影，不即不离，依智显现，深信诸佛与⾃⼼平等如空⽽⽆
尽。

　　复次，此⼀颂，应与前颂次第合观增修。此下赞礼，亦
应摄合身礼所明、次第增修。⼜有⼤知识者，科此颂为意
礼。以信解⼼佛等⻬、遍满圆明着⼼智，是⽆上敬礼故。

　　赞叹⼝礼  
　　各以⼀切⾳声海 普出⽆尽妙⾔辞 
　　尽于未来⼀切劫 赞佛甚深功德海

　　从⼀身⼝乃⾄刹尘，刹尘⽆尽，法界充满，各各有情，
⼀切种类，皆以如海⾳声，各出⽆尽妙善⾔辞，尽其时劫，
赞佛甚深功德。德量⽆尽，时劫⽆尽，殷勤赞喜之⾏，亦⽆
尽也。 
　　复次骄慢不礼，身之灾也；⾃赞毁⼈，⼝之⼤患；赞佛
赞⼈，致⼤吉祥。次第成就⽆为功德。

　　供养  
　　资粮成就之供养 
　　以诸最胜妙华鬘，伎乐涂⾹及伞盖， 



　　如是最胜庄严具，我以供养诸如来。 
　　最胜⾐服最胜⾹，末⾹烧⾹与灯烛， 
　　⼀⼀皆如妙⾼聚，我悉供养诸如来。

　　此供养者，有三颂。今初⼆颂，显事供以摄理，后之⼀
颂，明法供养为最胜。事供者，断我所爱，积集胜福资粮
也。妙华鬘者，表种种波罗密内外妙⾏庄严供。伎乐者，表
神通成就供。涂⾹者，别解脱戒、梵⾏成就供。众宝伞盖
者，表⼋正道具⾜供。不为烦恼渴⽇之所犯故。复次，最胜
庄严具者：欢喜乐闻，⽿庄严；妙⾳说法，项庄严；功德名
称，璎珞庄严；妙臂善施，臂上环钏庄严；开合妙义契理、
⽆漏⽆ 失，指节鬘⽹庄严；定⾜如意，⾜之庄严。以如是等
修⾏成就⽽为供养故。

　　复次，最胜⾐者，柔和忍辱⾐；最胜⾹者，杜多功德
⾹；末⾹者，精修别解脱戒⾹，烧⾹者，宏扬戒法之⾹；灯
烛者，般若⾏证之供养。如是等种类复多（如⼤经中⼴说应
知），皆是表示资粮答中、最胜之资粮修⾏成就，为供养
也。如是供养之理，总有⼆义：⼀者断我所爱，消障增福；
⼀者厚积资粮，般若正道稳快进⾏。是故⼴⼤造修此等成⾏
之资粮，⾼显坚固如须弥⼭⽽为供品。过现诸佛、领受洽
⼼，未来诸佛显明⼤⾏次第。

　　愿⾏相资胜解供  
　　所谓⼤乘之⼤以此⼊道开悟 虽观⾏未深⽽不执习⻅ 
　　我以⼴⼤胜解⼼， 深信⼀切三世佛， 
　　⼴胜圆满次第资粮道 
　　悉以普贤⾏愿⼒， 普遍供养诸如来。

　　此最胜之法供也。⼴⼤胜解、上⼤乘⻅道之主点，深信
诸佛、上迅速成道之胜因。普贤⾏者，即是⼴⼤菩提圆满道
愿，亦是修⾏具缘强胜有⼤⼒之修⾏。愿⾏相资，⻅真信



净，乃⼀切诸佛决定成佛之殊胜资粮。我今胜解深信精修⽽
为供养。依此明⼤义，灭我⻅，得次第，蒙加持，资粮道
全。

　　三、忏悔  
　　我昔所造诸恶业，皆由⽆始贪嗔痴， 
　　从身语意之所⽣，⼀切我今皆忏悔。

　　烦恼为因，身语诸⾏为缘，恶业为果，障道受苦为报。
息烦恼，精戒⾏，痛耻恶业，⾃然循道⽆苦，修⾏成就亦⾃
不难。否则赶路杀⼈，漏池⽆⽤。悔过⼼⽆委曲，⾃在如
如。佛⾔忏悔得安乐，安乐乃进道。道者，戒定慧道、乃诸
道品，能得须陀洹、乃⾄阿罗汉等。

　　四、随喜

　　⼗⽅⼀切诸众⽣，⼆乘有学及⽆学，  
　　⼀切如来与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喜。

　　远离⽆欲，好爱功德，是善根之⾸要，必须信念，深忍
乐欲，随喜胜进。功者，功能，亦说作⽤。德者，确能⼆利
不虚。随喜者，凡属能作⾃他有益⽆损之功能作⽤（亦称事
义），莫不相与合顺，内⽣欢喜，远离我慢嫉妒；亦复道眼
⼴圆，若世间知⻅之所为，若根本道知⻅之所为，若殊胜道
知⻅之所为，乃⾄究竟道知⻅之所为，凡属功德事义，普皆
随喜，不嫉不妒；视他⼈善若⼰有之，平等⼤观，离疑昧
苦，晴空朗照，意地光明。

　　五、请转*轮  
　　⼗⽅所有世间灯，最初成就菩提者， 
　　我今⼀切皆劝请，转于⽆上妙*轮。

　　*轮者，成就多闻之胜缘，多闻者，思修之本⺟也。⽽且*
轮动转相续，发⽣正法光明，世间幽暗⼀时破除，⽆量⼈天
种因获果。⽣起成道修⾏，⽌恶兴善，⽆尽因果功能，⼴⻓
普被，利乐⽆穷，不可以算数譬喻量知也。灯者般若，所有



世间通达戒定般若之善知识，乃⾄从⽆始时⾄今时⼀切如
来，普皆劝请转⼤*轮。⽆上妙*轮胎者，普贤圆满之⼤愿⾏
也。为⾃多闻，他种善根，法光破暗，流演⽆尽，必以此⼊
⻔也。

　　六、请佛住世  
　　诸佛若欲示涅槃，我悉⾄诚⽽劝请， 
　　唯愿久住刹尘劫，利乐⼀切诸众⽣。

　　此之诸佛，并摄⼀切菩萨善知识登，彼⼀期化度事竞，
则现涅槃。佛般涅槃，世间⼤苦，⿊暗⽆光，诸⾏颠倒。是
故劝请久住世间，利益光照，⼤乘发⼼固应如是。若就⾃分
以说，善知识难遇，况佛菩萨。⼀旦幸逢，亲近应久，*轮光
照，⻅闻熏陶，由闻决定，起正思维，次第捷实，善巧不
错，法理法⾏，说修成事，法随法⾏，不随⾃师，有进⽆
退，所作克成。然须久久不离，功德乃⽣。如是等义，是加
⾏道中最要深知勤奋⽽⾏。《菩提道次第论》及《法蕴⾜
论》，⾔之更详细，务必亲近。

　　七、回向  
　　所有礼赞供养福，请佛住世转*轮， 
　　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及佛道。

　　回向者，所有断除骄慢之礼佛，断除⾃赞毁他之赞佛，
断除贪染之供养，断除障道罪⾏之忏悔，乃⾄请住成就亲近
之德，*轮成就多闻之利，随喜他善⾃照⼰失，各各慎微之道
⾏，种种深厚殊妙之功德；如是等再再回观各各所为，是否
有益于众⽣，合理于佛道。佛道者，即是下⽂之三⻔，亦是
普贤圆满愿⾏之⼤次第也。

　　以上依雪⼭传承分七⽀，是修⼀切前道加⾏之总要。总
要者亦可称为普贤，在密部各种主伴仪则之组织，莫不摄⼊
此七⽀之法要，⽆此则不普不贤，不成轨式。⼜此七⽀各有



专修之法，所以消除违障，补充顺缘，理事不缺，正修如愿
成满，⾏者注意。（以上前⾏七⽀竞）

　　复次正宗者分三，所谓常随佛学、恒顺众⽣、回向佛
道。以此⾃义成就，他义成就，回观成就之得失，⽽⽣后来
佛道之断修作⽤故。今初，常随佛学，分三，境、⾏、果
也。

　　境中分三  
　　⼀、学修总道 
　　我随⼀切如来学，修习普贤圆满⾏， 
　　供养⼀切诸如来，及与现在⼗⽅佛。 
　　未来⼀切天⼈师，⼀切意乐皆圆满，

　　此学修之总则：⼀、学佛者，以佛为师表；不取⼀切偏
邪浅陋、⼀事⼀技之⻓为师表。⼆、学佛者，以普贤圆满次
第⾏愿法⻔为修⾏决定之法⻔，⻔⻔深⼊；不执⼀⻔为究
竟，⼀法为圆满。三、学佛者，应礼赞供养承事三世⼀切诸
佛如来，仰祈意乐圆满⽽速获加持究竟。⼜法供养者，感动
诸佛之意乐，⽽起化身化语化境之事、更妙更速，有不可思
议之加护也。

　　⼆、快速⽅便  
　　我愿普随三世学，速得成就⼤菩提。

　　承上诸佛意乐加持，更修⾃⼼钦佛乐法之意、⽽⽣勤奋
勇敢，故能作超劫之快速。更加普聚资粮，尽三世诸佛所学
⽽不让，随普贤圆满次第之胜⾏⽽⽆简⽆缺。是故多闻遍通
三世如来已得成就之成法，三藏九分究竟⽅便⽽⼊道；不苟
简，不偏蔽，不⾃师⼼，不随庸俗；以如是等义，善修意
乐，⽇必六次，别有修⾏仪轨。意乐⽣，学必成，稳速不
退。初学者善知善能，必可速得成就⼤菩提也。

　　最后事义分⼆  
　　⼀、亲近诸佛 



　　所有⼗⽅三世刹，⼴⼤清净妙庄严， 
　　众会围绕诸如来，悉在菩提树王下。

　　此承上随学⽽来，开示求学依⽌之法要。⼀、不局⼀地
⼀处，不井蛙，不蝶性。⼆、必随⼤众和合学习，但众必戒
德清净。三、时常习近不离，⼀次不预*轮，则缺⼀类⽅便善
巧。更须主者妙德庄严、会众庄严、觉树庄严。多闻学习，
亲近为⾸，近师之法，此为全备；乃⾄成就智通，往⼗⽅净
刹、亲近菩萨贤圣究竟⼤觉如来、承事供养，圆竞佛果。但
必从初、次第依⽌实在事义学⾏，否则但⾔说⽿，思之思
之。

　　⼆、教化众⽣  
　　⼗⽅所有诸众⽣，愿离忧患常安乐， 
　　获得甚深正法利，灭除烦恼尽⽆余。

　　普利众⽣⼀亦不舍，贤德教化次第究竟，其义云何？初
则远离世间愁忧灾患恶道诸苦，乃⾄⼈天圣道涅槃常乐，乃
⾄能得⼤乘普贤不思议解脱法⻔。云何不思议解脱法⻔？以
利他⽽⾃获法利，是故亦云甚深。⽆我为正。不说断⾃烦恼
⽽⾃烦恼不能存在起⽤。是普贤⼆利之妙法⻔也。

　　⾏中分三  
　　⼀、愿⾏要点 
　　我为菩提修⾏时，⼀切趣中成宿命， 
　　常得出家修净戒，⽆垢⽆破⽆穿漏。

　　修⾏为证阿罗多罗三藐三菩提故，虽经三⼤阿僧祗劫，
不嫌久远，不以贪易忙乱成事，实则阿僧祗劫同等现前⼀念
也。此第⼀要点。中间⽣死随堕何趣，不舍普贤⼤愿，以此
坚念持⼼，成就宿命种⼦，虽堕不退，必得普贤菩萨救拔。
是第⼆要点。愿得常在⼈中受⽣，出家得戒。⼤般若经说，
南洲⼈有⼗六种殊胜，堪能现⽣证得⼤般若；出家受戒不
犯，亦有⼗六种殊胜之条⽂也。是第三要点。净戒者，别解



脱律仪也，是迅快成佛利他之⼤⽅便也。垢、⽆知⻅闻随喜
之罪，破、已作加⾏之罪，穿漏、犯根本之罪。⽆垢、破、
穿漏中，必当依师学修。僧中⾏持，轻命重戒。⻅持戒⼈，
恭敬赞扬，承事供养；⻅破戒⼈，不作轻视，恶⼼骂责。照
察⼰身功过，实是利他⽆上资粮，⾮但⾃利。是第四要点
也。

　　⼆、说法利⼈  
　　天⻰夜叉鸠槃茶，乃⾄⼈与⾮⼈等， 
　　所有⼀切众⽣语，悉以诸⾳⽽说法。 
　　佛以⼀⾳说法，有情异类等解；化身、化语、化境，皆
可开悟有情。然初学为⼈，则以⼝说为易。要知说法⾮求⾃
显，但欲益他。悲诚⽆染，学修有次，不执⼰⻅，不随⾃
语，慈愿说法，通达异类。⽆法可说，是名说法。何故须
说，为报佛恩，正法久住，胜⼼护教，远济未来故。

　　精密证解分⼆  
　　⼀、⼀切波罗蜜妙⾏成就 
　　勤修清净波罗密，恒不忘失菩提⼼， 
　　灭除障垢⽆有余，⼀切妙⾏皆成就。 
　　于法究竟名波罗蜜，说六、说⼗、说百、乃⾄⽆量，佛
⾃在说。⼤乘道圆满⾏之别名也。或说到彼岸，或说度，学
必勤修精进贯通诸波罗蜜也。清净者，即是断修⽆垢之般若
也。（如《⾦刚经》，慧⾏法等说）如沉⽔宝珠，诸波罗蜜
中最为上⾸。复次，有⾏⽆愿，渡海⽆⽅；有愿⽆⾏，数他
家宝；愿⾏相资，决成佛道。⼜菩提⼼不忘失法，如《菩提
道次第论》、及菩萨六次瑜珈等、及余专修仪轨甚多，择宜
⽽修为要。⼜此愿⾏连贯修⾏，亦即是普贤⾏愿之体道也。
如是愿⾏不离，再加妙⾏，克成⼤功更稳更速，是故后之⼆
句必当重视，是诸功德根本之教也。此中⽆余灭除者，障与
垢；⼀切成就者，种种妙⾏。所谓障者总有三，如《瑜珈》



⼆⼗九云：⼀者业障，⼆者烦恼障，三者异熟障。⾔业障
者，谓五⽆间业、及于所有故思造业、诸尤重业，彼异熟果
若成熟时，能障正道令不⽣起，是名业障。烦恼障者，谓猛
利烦恼，⻓时烦恼，由此烦恼，于现法中，以其种种净法所
缘不能令净，是名烦恼障。异熟障者，谓若⽣处，圣道依彼
不⽣不⻓，于是⽣处，异熟果⽣；或有⽣处，圣道依彼虽得
⽣⻓，⽽与其中异熟果⽣，聋⻢+矣愚钝盲聋暗哑，以⼿代
⾔，⽆有能⼒解了善说恶说法义，是名异熟障。垢有三种，
《瑜珈》⼋⼗九云：于弊下境所起贪欲，名为贪垢；于不应
嗔所缘境事所起嗔恚，名为嗔垢，于极显现愚痴众⽣尚能了
事所起愚痴，名为痴垢。复次障者，属惑、业、果、三种所
起，皆名为障。垢者，皆属于烦恼所起。障垢者，修⾏之断
依，能断者是成就道果之胜缘也。复次妙⾏有三：所谓身妙
⾏、语妙⾏、意妙⾏，即是远离⼀切⼗恶⾏故意，名为妙
⾏。⼜可欣赞⾏名为妙⾏。⼜感乐受果⾏名为妙⾏。善巧⽅
便能劝励他名为妙⾏。习近善⼈能住善趣名为妙⾏。⼜善思
所思、善说所说、善作所作、由三因缘名为妙⾏。此依根本
教义所说也。若依殊胜乘所说者，此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
愿，是为圆满⽆上之妙⾏也。然于根本妙⾏若五学⽆修，⽽
于殊胜妙⾏决不成就具⾜，是故⼀切妙⾏皆须学修乃⾄成就
也。 
　　⼆、甚深般若证解 
　　于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 
　　犹如莲华不着⽔，亦如⽇⽉不住空。 
　　惑者，六根烦恼及⼆⼗随、乃⾄⻅修所断、五钝、五
利、⼗使，悉由三惑为主。业者，由三义故说名为业：⼀有
作⽤故，⼆有⾏动故，三有造作故，即是语、身、意三业
也。然此中业者，谓业缚，业障。若由串习诸恶，于诸善法
⼼不能⼊；⼜由诸恶业⽣诸恶趣，⻓夜受苦所系不得⾃在；



或⽣边地⽆三宝四众处所；有发邪愿、⼊邪教、受邪论等，
于佛正法不⽣敬信；如是等，皆名业缚。业障者，谓五⽆间
重罪业障等；虽暂欲出家尚不能得，何况能获沙⻔果证。魔
境者，于五欲境颠倒不明，返复窒碍⽣诸困苦。如是等惑业
魔境，若世间道、若出世道中，并皆不为所困，⾃在解脱。
世间道解脱者，犹如莲花不著⽔；出世道中解脱者，亦如⽇
⽉不住空。 
　　果上真实利他⼴⾏ 
　　悉除⼀切恶道苦，等与⼀切群⽣乐， 
　　如是经于刹尘劫，⼗⽅利益恒⽆尽。 
　　⾃利学成，果上利他。平等悲⼼，真实拔苦与乐，遍空
时⽽⽆尽也。 
　　以上常随佛学之总结，以下发起⼤乘利他五道之⻔，以
恒顺众⽣为主眼。

　　⼤乘接⼈之道有四  
　　⼀、对于有情 
　　我常随顺诸众⽣，尽于未来⼀切劫， 
　　恒修普贤⼴⼤⾏，圆满⽆上⼤菩提。 
　　以平等意志，⽆我具悲，于彼有情慈喜⽆逆，随顺物
机，布施爱语，引导进道。来⽇虽⻓，精进益他⽆厌。此是
⼤乘接引对⼈之总道，亦是成佛始终不易之⼤⽅便也。尤必
⾃身精进，恒修普贤愿⾏诸⽀⽆缺，⽽成彼利⾏同事之功，
令彼增上圆满⽆上菩提。

　　⼆、对于同⾏  
　　所有与我同⾏者，于⼀切处同集会， 
　　身⼝意业皆同等，⼀切⾏愿同修学。 
　　对于同⼀信⾏之佛徒道众，不别远视亲疏，常喜集会共
住，以时以处，有益合聚。如教如仪，增进德⾏。六合相



亲，动⽌依戒。厚⼈薄⼰，⽔乳⽆分。⼀切戒⾏愿志，互相
导引。教授教诫三学，互作增益。⼀切愿⾏同修⽽依普贤⼤
愿次第纲领。六和者，身、⼝、意、戒、⻅、利，六事如戒
不违也。

　　三、对于善知识  
　　所有益我善知识，为我显示普贤⾏， 
　　常愿与我同集会，于我常⽣欢喜⼼。 
　　⾏⼈最⼤利益，即是善知识；最⼤损害，即是恶知识。
此之分别远近，为修⾏上道之第⼀步。初⼀⽇闹错，⽇⽇⽉
⽉年年、乃⾄永远不会不错。亲近之⽅法应当善学。普贤愿
⾏者，是修⾏圆正次第⽀分具⾜之实践究竟可靠之⼤⽅便
也。虽学识⾄⾼，⽽不得随⾏⽅便，终在⻔外，于道⽆关；
以故须要普贤圆正知识，⼝说、身相，显示多⽅，再再磨琢
⽽能普贤。如是⼊道之⾸，导⾏必须，⼤道⻓远，师德必
备，择师之道，经论⼴说，⾏⼈善知。既得好师，和会勿
离，令师欢喜，是依⽌法之总要也。

　　四、对于如来  
　　愿常⾯⻅诸如来，及诸佛⼦众围绕， 
　　于彼皆兴⼴⼤供，尽未来劫⽆疲厌。 
　　殿堂兰若，定中梦境，⾯前观修，他⽅勤⻅，常不离佛
及诸菩萨⼤众。⻅必承事、礼赞、⼴兴供养，成就福德资
粮。求佛教诫，益智除惑，快速成道。如《俱舍颂》云：
「于三⽆数劫，各供养七万。⼜如次供养，五、六、七千
佛。逆次逢胜观，燃灯、宝髻佛，初释迦牟尼。」 
　　以上教观，成佛功德，依亲近礼赞承事供养等、为修⾏
功德之要点也。亲近佛众，犹如染⾊熏⾹，久成深厚利益。
⼜须精进承法，如汲⽔喻。故⾔尽未来劫⽆疲厌也。 
　　以上对⼈法竞，以下作事之⽅云何？




　　⼤乘应事之⽅有⼆  
　　⼀、住持正法修习法藏 
　　愿持诸佛微妙法，光显⼀切菩提⾏， 
　　究竟清净普贤道，尽未来劫常修习。 
　　永永持佛教法，宏宣菩提正道，圆满普贤⽆垢⼤⾏，⽽
复常勤精进修习，随时劫以⽆穷。谓依善⼠、闻法正思、随
法⾏道。于断惑证真中间修⾏应知之法相、义相、证相，各
各次第善巧，恒常精进摄持有⽅；以此劝励教导，显说正
法，光扬觉道，引⼈趣⼊菩萨诸⾏次第。施教、⾃修，悉能
究竟，深⼊⽆我清净普贤之道，尽未来劫常恒如是。是⼤菩
萨之所应作也。

　　⼆、于苦海中成功德藏  
　　我于⼀切诸有中，所修福智恒⽆尽， 
　　定慧⽅便及解脱，获诸⽆尽功德藏。 
　　诸有者，三有九有等，所谓欲、⾊、⽆⾊等类差别；有
者，惑、业、苦、存在之⼒也；令诸世间⽣死相续，流转集
⾏者也；⼜称身⻅事、颠倒事、随眠事、爱事、贪嗔痴安⾜
处；有垢、有毒、有所摄、堕苦集者，皆名有。我愿于此三
界九有之中，修习利他福智，⽽复成就⾃分功德。修福者，
初之四愿；修智者，常随佛学，内⼼随喜功德，外缘请佛住
世、请转*轮，如是恒久精进不息。然能次第成就⽆上功德之
藏者，必籍⼀⼼禅定，所以⽣起⼀切通智之根本。般若者，
断惑成佛之⺟，以此为因，出⽣利他⽅便，⾃他解脱，乃⾄
⽆尽功德法藏，莫不皆依般若得成。问：何必于诸苦海中集
积福智获功德藏耶？取其策发精进成就迅速也。⽆尽功德藏
者⼗：信、戒、施、闻、惭、愧、智、念、持、辩等。《华
严经》中说。此⼗⽆尽藏是真正⾃利坚固之道也。⾮此亦不
能成其利他之正⾏。




　　⼤乘⻅道  
　　明⻅佛道⼤事因缘 
　　⼀尘中有尘数刹，⼀⼀刹有难思佛， 
　　⼀⼀佛处众会中，我⻅恒演菩提⾏。 
　　⼤乘⻅道略分三： 
　　⻅缘起性空，性空缘起。所谓⻅诸法实相也。 
　　⻅利他功德，我私过患。⻅平等⾏，⽆我正知也。 
　　⻅⼴⼤佛刹⽆量诸佛，莫不恒演⽆上菩提道⾏。了佛⼤
事因缘也。 
　　初句⼀尘者，表⼀事、⼀理、⼀物、⼀有情也。随举⼀
事⼀理⼀物有情体上、各各各各次第普观，⼀⼀含摄尽法界
乃⾄尘刹法界之事理⽽⽆余。次句⼀⼀刹有难思佛者，各各
俗谛事上、各各普具⽆量觉（佛）法，难可思议其数。第三
句，如是各各觉体之上，复有⽆量眷属含摄之觉体。第四
句，如是主伴重重之境上，⼀切皆作有⾔⽆⾔之教，同时相
应具⾜显现，开示悟⼊佛之知⻅，成就修⾏⽆上菩提正真之
道，所谓⼤事因缘亲⻅也

　　⼤乘修道有四  
　　⼀、成就多闻及⼴辩 
　　普尽⼗⽅诸刹海，⼀⼀⽑端三世海， 
　　佛海及与国⼟海，我遍修⾏经劫海。 
　　此叹修道深⼴汪洋，横遍⼗⽅诸刹如海，修速疾⼒故，
竖通三世时劫如海，修普⻔遍⼊⼒故；修⾏亲近师佛如海，
普修智⾏⼒故；经历往来国⼟⼤众如海，修威神普覆⼒故；
在如是各各如海境界之中，精进修⾏复经劫海，修⾏殊胜庄
严⽆边福德⼒故。此⻅修道中修⾏成就之渊深博⼤，⾮常⼈
⼼量可测。以此观思忻慕深励殷勤，发⼤愿，⽴坚誓，作修
⾏之钩，成道之炬，亦为成就究竟之总相，⾮空谈也。




　　明四辩成就  
　　⼀切如来语清净，⼀⾔具众⾳声海， 
　　随诸众⽣意乐⾳，⼀⼀流佛辩才海。 
　　此随上⽂，以⽆尽时⽅国⼟亲近刹海诸佛，所证所得，
依佛四⽆碍辩*轮为上⾸，成就⼀切利⽣之⼤⽤。四句各次分
别四辩： 
　　⼀、⼀切如来五语（真、实、如、不诳、不异）清净，
亦法⽆碍辩也。谓于诸法谛理所属、名诠、⾃性、体相、功
能、作⽤、因、缘、果、等，如是总别同异，数类如实，五
语⾃在，分合⽆差，洁⽩⽆垢，不坏不杂，圆满寂静，义妙
词妙，初善中善后善，闻法者如彼亲⻅导师，得调伏之⾃在
加持。

　　释何故修⾏⼀⾔之义辩  
　　⼆、⼀⾔具⾜众义。海藏奇珍杂宝，随潮⾳⽽示现种
种。旨趣因由、及旨趣中旨趣、因由之因由，明法理之所以
然，教实⾏之究竟⽅便。如云何估修⾏？因度众⽣，度⽣必
⾃⼤觉，欲⾃⼤觉必籍闻思修⾏亲证，闻思修必依戒定慧
⼊，由三学道品⽽得亲证解脱，远离众苦，究竟常乐我净。
复依⾃证解脱经历、如教不差之知⻅，⽽令众⽣得⼤解脱。
诸佛⼤事因缘出现世间，悉亦如是。于是法理、中间、先、
后、教也说也、学也修也、⻅也⾏也、解也证也、若事若理、
若显若微、分合同异、初中后道、⼊住出证、境⾏果等，皆
是如来亲修⾃证，⽆病⽆杂，⽆难易⾏，成就必定，世出世
间，⻅闻得利。是超世间之妙说*轮，亦名义⽆碍辩。 
　　随诸众⽣意乐，显宗示道，施设⾔词，三⽀五⽐，（三
⽀者宗、因、喻。五⽐者体、相、法、业、因果。）⾃意乐
为，折伏骄狂；不知令知，难⾏使⾏，重三再四，乐说⽆
尽，慈⼼施教，利他欢喜；名辞⽆碍辩（多分开示随⾏之
道）。喻如⼀法之上开示初中后道。（设如答解受戒之法）



举例如下： 
　　说明此事此法本体如何。（出离⼼及授受） 
　　何故须要如此作为。（取得坚实⽆表，后⽇⽣起修⾏成
就之作⽤故。） 
　　应具备何种因缘条件。（律⽆遮难，顺缘具⾜。） 
　　应从何⽅、何处、道程次第成就。（如离俗、寻得处
所、师承、亲近、出家、求戒。） 
　　求请何处、何类、何⼈、如何授与。（某寺、某宗、某
⼤德、授予⽐丘或沙弥等戒。 
　　必须了解所依之决定，时间、事、物、⼈、法等。（何
时得戒、和尚、阿阇黎、⾐具、钵等。） 
　　如实过去、现在、及与将来、种种是处、⾮处、总说、
如何快易、不错、⽆难、究竟所依之道。（得戒后，⾸先学
习、依⽌、亲近、五夏、⼗年、⼆⼗⼀种五法、次第登。） 
　　依上法式，随机施教，使彼闻者，明悉前后所作，有利
⽆利，具⻅勤勇，乐道欢忻，成就出离殊胜因果，名辞⽆碍
辩。 
　　四·相应⽆碍辩者，随彼法、义、⾔辞，流出各各闻说相
应称⼼之辩。分别有三：⼀与圣意相应；⼆与正法相应；三
与闻者意乐相应。⼀⼀相应，流出同佛辩才，*轮运⽤，⼴⼤
⽆边，如海⽆涯。此中妙辩，分之⼜七。 
　　⼀者应辩。上同佛法，深⼊⼈⼼。 
　　⼆者捷辩。语⾔迅捷，直达⼊⾐⾥，法义深渊，反思⽆
尽。 
　　三者峻辩。⾔词锐利，⾼显精微笑，转声轻妙，世智莫
测。 
　　四者⽆谬辩。三⽀如量，⽆过具理，宗有九过，因有⼗
四，喻有⼗过·三⼗三离。 



　　五者⽆尽辩。⼀字万年，⽆间⽆息，理相百千，有科有
次，开合同异，三时并显，性空缘起，三观 ⼗⽞，穷劫莫
尽，因⾔遣⾔。 
　　六者义味丰厚辩。义声如雷，清彻远近，闻之易解，有
数有事，莫不信服，次第不雷，亲切乐听。 
　　七者最上妙辩。超世间论，随世间理，群机众疑，简⾔
道破，开智深⼊，归趣菩提。欲成就者，定⼒是依，念持为
缘，慧为根本，正信必具。 
　　*轮四辩者，如来家⻛，诸圣诸佛成就利⽣悲智之⼤⽤
也。应当悲⼼具愿，多闻善学，不愧佛⼦。初辩之学，重在
名数诸法性相等。次则解了旨趣因由，究竟所归，是在义
辩。三者随⾏⽅便，要从具⼒实修中出，勿但谈空据理，必
能多⽅演出俗谛法义事相，⼈情物理，五明并⽤。后则⼤机
⼤⽤，轮⼑⼊阵，捉斩⾃由，与夺随意，相应功成，名相应
辩。必待定、念、持法、般若为主，信乃具⼒，成就愿志。

　　证深智⼒转妙*轮  
　　三世⼀切诸如来，于彼⽆尽语⾔海， 
　　恒转理趣妙*轮，我深智⼒普能⼊。

　　前之四辩属⼴般若，此显⾃修甚深般若。以此为因，能
成如来妙辩内藏功德，得深理趣⽆尽⾔海。理者法辩，趣者
义辩，妙*轮者，后⼆辩。我以⽅便⼒、菩提⼒、成就甚深智
⼒，普能趣⼊⼀切如来妙辩，恒转⼤海*轮。

　　⼆、成就解脱及威⼒有⼆  
　　⼀、时劫⾃在 
　　我能深⼊于未来，尽⼀切劫为⼀念， 
　　三世所有⼀切劫，为⼀念际我皆⼊。 
　　前颂遍⼊刹⼟佛众，显⼴⼤极多⽽⽆碍。此摄⻓劫为短



时，⼗世⼀念，以表⽆尽深远⽽⾃在。证得如是深⼴圆通之
念智⽽作佛事，亦解三阿僧祗劫修⾏之怖畏也。

　　⼆、成就如幻解脱威⼒  
　　我于⼀念⻅三世，所有⼀切⼈师⼦， 
　　亦常⼊佛境界中，如幻解脱及威⼒。 
　　我以成就三世⼗时为⼀念之智，证通⼀切诸佛念智。亦
常⼊佛境界之中。佛境云何？即如幻缘起，与如空解脱，如
⼤般若七⼋两会⼴明。由如幻⼗喻三昧及如空三三昧⽽⼊所
证⼆谛真如，以此出⽣种种神变威⼒（⼗⼋变等），内证真
如，外通神变，助成*轮度⽣⾃在之⽤。总明说法⼈必当趋重
成就内证，为说法利⽣之要。不只事半⽽功倍焉。

　　三、严净诸佛国⼟  
　　于⼀⽑端极微中，出现三世庄严刹， 
　　⼗⽅尘刹诸⽑端，我皆深⼊⽽严净。 
　　依以上多闻⼴辩及如幻解脱威⼒之深修德⽤，⽽为佛地
之清净庄严。谓于三宝*轮事理之上，极深细乃⾄极⼴⼤，复
遍于⼗⽅三世之中各各事理之深细⼜深细、⼴⼤复⼴⼤；如
是⼀⼀事理之上，⽽能各各相应分别、重重显示、清净其间
之倒失、表明其间只功德、指其是处⾮处，如沉⽔珠能清浊
⽔，显明佛⼟尘刹理教*轮之种种庄严，是⽈庄严佛⼟。若初
修业者，成就⼤⼩道场、经堂兰若、奉佛安僧、著⾐持钵、
身作法幢、报恩成⼈、孤身苦修、住持宏宣、光扬佛教、如
是等类，皆名严净佛刹。是学修果道之致⽤，亦初业⼈由此
进道之殊胜利资粮也。

　　四、亲近⼀切如来  
　　所有未来照世灯，成道转法悟群有， 
　　究竟佛事示涅槃，我皆往诣⽽亲近。 
　　从今以后乃⾄未来世中，凡以般若智灯照世间者，次第



所作，出家、苦⾏、降魔、成道、转⼤*轮、究竟涅槃、觉悟
群⽣之知识如来，我皆往诣彼处、亲近修学、助道转法，是
降伏⾃内隐微之我慢、随喜他⽅⼴胜之功德、增益⼰所不
能、学习彼⼈之⽅便善巧，是修道中最极重要就之⼤⻔也。 
　　⼤乘⽆学道有⼆ 
　　内体⼤⾏⼗⼆⼒具⾜ 
　　初⾃在果⼒⼋种 
　　速疾周遍神通⼒，普⻔遍⼊⼤乘⼒， 
　　智⾏普修功德⼒，威神普覆⼤慈⼒。 
　　遍净庄严胜福⼒，⽆著⽆依智慧⼒， 
　　定慧⽅便威神⼒，普能积集菩提⼒， 
　　速疾周遍神通⼒者，事业之通⼒⾃在故。普⻔遍⼊⼤乘
⼒者，种种身语教化⾃在⼒故。智⾏普修功德⼒者，⽅便智
⾃在故。威神普覆⼤慈⼒者，波罗密⾏随欲⾃在故。遍净庄
严胜福⼒者，严净佛⼟事功⾃在故。⽆著⽆依智慧⼒者，根
本智⾃在故。定慧⽅便威神⼒者，发起之根本⾃在故。普能
积集菩提⼒者，总⼀切功德⾃在故。 
　　此⽆学道菩萨在修⾏道中、所成就之⼋⼤⾃在⼒。或称
为菩萨⼗⼒。⼗⼒者，开定慧⽅便为三。如是⼋⼤⾃在⼒
者，必依下颂四⼒为因素故。

　　次因道四种亦称为体  
　　清净⼀切善业⼒，摧灭⼀切烦恼⼒， 
　　降服⼀切诸魔⼒，圆满普贤诸⾏⼒。 
　　⼀切善业有三：世间⼗善业，出世⽆漏戒定慧三学，利
他六度四摄。如上⼀切，皆是菩萨⼆利世出世间⾄善应作之
业。但此善业之上，勿令⼩有我法执著之垢，依⾦刚般若法
⻔、慧⾏⽅便等，涤除清净之。 
　　复次，善业上所依附之我法习⽓、清净之⽅便者，在时



时觉观，慧照贪嗔邪⻅等诸烦恼之相；若能识相，则能依法
择灭，是慧⾏⼊道之根本法则也。 
　　复次，烦恼之⽣，多由外魔境界之⼒；若能降伏魔境，
则惑业冰消，举体清净。降伏之法有⼆：⼀者觉观，识破则
⽆；⼆者明理，⾊空不⼆，当体是空。⼜须道品⽅便分别次
第⾏之，乃堪得理应事。 
　　复次，普贤诸⾏⼒者，圣道圆满次第之⼤⽅便也。由彼
智⻅，改观境界，故名不思议解脱。改观境界云何？谓转⼈
为我，利⼈即利我，损⼈即损我；依此理论事修，转依有
⼒，深⼊忘我，成平等⼤观，起⼤圆智照，消伏外境魔事不
依常法；由此于理于事，各各妙观⽆碍，所作利⽣成物、⾃
在具⼒，⼗⼒次第现起。然必根据此四⼒为因、为体，尤重
普贤次第之⻔为⽅便⼊处，所谓⻅⾏相资、胜进⽆难。故称
为⼊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愿也。

　　⼆、外⾏⽤海⼋⼤成就  
　　普能严净诸刹海，解脱⼀切众⽣海。 
　　善能分别诸法海，能甚深⼊智慧海。 
　　普能清净诸⾏海，圆满⼀切诸愿海， 
　　亲近供养诸佛海，修⾏⽆倦经劫海。 
　　内成⾃在之⼒，外现⼋⼤作⽤，作⽤深⼴难测，故喻如
海。以此事业功能之⼒，清净庄严诸佛刹界。接引解脱⼀切
众⽣，为众分别演畅诸法性相，引⼊修⾏证得甚深之道，清
净⼀切⾃证利他⾏上微细之垢，圆满从初⾄后、依宿命随念
智通，如现了知前后所发⼆利胜愿、各各悉皆成就。佛以佛
为师，最后⼤觉之际，⼀刹那得受⼗⽅诸佛⼀时灌顶加持，
成就佛佛功德智能具⾜⽆缺。以报恩故，时作亲近供养刹海
诸佛，如是从初⾄后，各各精进深修胜⾏，虽经劫海，⽆厌
不疲，亦⽆中⽌。此最后⼀句，更宜善忆，具⾜随⾏。 



　　总结 
　　因果不⼆究竟之道 
　　三世⼀切诸如来，最胜菩提诸⾏愿， 
　　我皆供养圆满修，以普贤⾏悟菩提。 
　　如是总结修道之法。以诸佛各各差别最胜菩提之愿，为
⾃修之愿道，愿道成满，则佛道究竟，因果⼀如故。⼜诸佛
各各差别愿道，此普贤⼤愿莫不并摄；是故修此普贤⾏愿、
即同诸佛愿道，所证菩提、等同诸佛菩提。故称佛佛道同，
三世如来悉以普贤⾏愿成⼤觉故。故必以此义为修道之总
归。

　　现前回向有三  
　　⼀、尊⾼智⾏ 
　　⼀切如来有⻓⼦，彼名号⽈普贤尊， 
　　我今回向诸善根，愿诸智⾏悉同彼。 
　　能代⽗⺟之劳，承⽗⺟之业，称为⻓⼦。普贤⾏愿菩萨
宏宣正法、严净佛⼟、救拔摄引万类有情、上体佛⼼、下⾏
教化、代佛宣劳，亦称⻓⼦。对于⼈⼈慈悲、事事善巧，故
称普贤。前后学修之善能功德，皆当归宿于此，并令滋⻓成
就深厚。此之成就，慎愿、健⾏。慎愿者，殷重尊敬普贤愿
道、励⼒学习、以此发⽣圆妙之次第、⽽成后得胜智之⽤。
健⾏者，精进稳快⽆失，成就有义，⽽速获修⾏之愿果。是
皆表显诸佛之智⾏，以⼈表德，以德成⼈。谁能依此修⾏利
他，即是如来⻓⼦，引导后来，所以勉仁奋志，不⾃轻⼩之
意也。

　　⼆、⾃他清洁⽆染  
　　愿身⼝意恒清净，诸⾏刹⼟亦复然， 
　　如是智慧号普贤，愿我与彼皆同等。 
　　前示尊⾼之智⾏，此显清洁之体事。尊⾼不洁·则成憍慢



狂荡放逸之⾏，⾮智⾏也。智⾏者，必三业恒净，万⾏洁
⽩，住处清净；如是亦⽈⾃体三业戒⻅清净，乃⾄威仪养命
之⼀切⾏为清净；远离五家，⾮处不⼊，刹⼟清净。如是普
贤智慧，悉是属于律范。并⾮希奇巧妙，真是希奇巧妙，故
称普贤，亦称为智慧。应当时刻回⾸照顾。

　　三、观摩证⼊之师表  
　　我为遍净普贤⾏，⽂殊师利诸⼤愿， 
　　满彼事业尽⽆余，未来际劫恒⽆倦。 
　　尊⾼济⼈，⾃体动静清⽩⽆垢，是为普贤慧⾏。成就⼀
切上下诸根有情，发起⽆上菩提胜⼼者，是⽂殊师利之愿。
⽂殊愿多，然皆摄归⽆上菩提。⾃修菩提，导引未来悉发菩
提，是⽂殊众愿之总相。（《千钵⼤教王经》中，有⽂殊⼗
⼤愿⽂，正恰合现在修⾏之⽤。）此⾏此愿在于经论，及他
远近随机教化，示现化身、化语、化境，有⽆量嘉⾔、胜
事、奇观，⾜以感发吾⼈身⼼，陶镕习⽓，愤志勤勇，制伏
懈怠放逸。应各随意摄持观摩对治，为⼈演说事像导⼊，称
为像教，⽌恶兴善，⼼领⽆⾔。是故造塔、供佛、拜赞、庄
严、称名、念德、皆同此意。 
　　后时回向有四 
　　⼀、修往⽣资粮回向 
　　戒定慧不息也 
　　⼀我所修⾏⽆有量 ⼆获得⽆量诸功德 
　　三安住⽆量诸⾏中 四了达⼀切神通⼒ 
　　五⽂殊师利勇猛智 六普贤慧⾏亦复然 
　　我今回向诸善根 随彼⼀切常修学 
　　往⽣不难，难在不具资粮。若备资粮，随愿定⽣。此中
分别，照颂⽂次第： 
　　⼀、 依戒定慧修修⾏，成就⽆量解脱⼤⼒，则不为⽣死



烦恼⽽⽣往⽣障阻。 
　　⼆、 依实⾏六度⽆量利他功德之⼤威⼒，则不为⼀切业
障所障。 
　　三、 安住⽆量诸⾏中者、定⼒也。不具定⼒，则临时发
起挂碍、希望、恐怖、⽽⽣障阻。 
　　四、 具神通⼒，则能预知时⾄，且能谴除⾮天、⾮⼈、
倒引、罗刹等害。 
　　五、 ⽂殊勇猛智者，菩提⼼引⼒也。是往⽣之正因 。⼒
弱则不⾄，偏差则⼊他途。必勇必智，善修久修。 
　　六、 普贤⾏者，往⽣之弹射升举⼒也。⽆此⼒必堕落。
⼒弱则不⾄，动转则易途，亦同前说。 
　　如是六⼤往⽣资粮，随其各各种种，皆是缺⼀不可，亦
⾮临时可以急办购买，请⼈帮忙亦要⾃⼰多分有⼒，不能⼀
味靠⼈。是故最后⼀⾔说「随彼⼀切常修学」者，精进⽆尽
之意也。

　　⼆、解脱死有成熟法身  
　　先说法身 
　　三世诸佛所称叹 如是最胜诸⼤愿 
　　我今回向诸善根 为得普贤殊胜⾏ 
　　法身者，法界清净功德之体也。于中分别有⼆：⼀者清
净⾃体，有情本具。⼆者依法显证，法⾏为体。法云何？
戒、定、慧、解脱、解脱知⻅。⾏云何？即此五分法随⾏解
脱之⼒也。是称根本之教。别有殊胜不可思议解脱境界之法
者，即此普贤⾏愿之⻔也。然此法⻔亦并摄⼀切根本教义，
是三世诸佛成佛共同游履之道，是故三世诸佛莫不称叹如是
法⻔。如是根本殊胜之法，能证清净真如⽆我本体。法即是
身，依法成身，通⽈法身。如是应当回向⼀切修⾏之善根
⼒，⽽令成就普贤胜⾏，即是成就本体法身，解脱死有。




　　次解法身之解脱  
　　愿我临欲命终时 尽除⼀切诸障碍 
　　⾯⻅彼佛阿弥陀 即得往⽣安乐刹 
　　若欲命终之时尽除⼀切怖畏迷途、倒引颠堕、各种习⽓
魔业、死时障碍者，必当注重前说资粮之⼒、及佛胜愿拨取
之⼒。 
　　阿弥陀者，此云⽆量光、⽆量寿。亦是⽆量诸佛相同，
各各之清净空性法身之本体也，遍空时⽽⽆尽。普贤⾏⾏⼈
修证之法身本体：与佛光明光光相照，称为⾯⻅如来；光光
互⼊，称为往⽣安乐刹⼟。云何⽽能互照互⼊耶？由佛慈悲
⼤愿之⼒，⾏者普贤信⾏之⼒，有不思议之加持摄引，亦同
体法尔相应故。问：未得法身诸中下品，云何可以往⽣耶？
此是阿弥陀如来⼤慈，悲愍群⼩⽆上⽅便普摄之⻔。若稍具
信⾏之⼈，佛亦拨济不舍。问：往⽣随时皆可，何故必待死
时？往⽣者，亦名光明摄引救度。必须⼆种光相应。佛光遍
在⼀切时处（如⺟忆⼦），⽆时不应；若⽆应者（⼦不念
⺟），摄照⽆功。必须⾃证真如（法界体亦法身也），或善
死舍受，或⼀时⼼⼀境性，清净光明乃现。其时若具信知，
则此刹那光显，必得相应钩合，⼗念为多。信者信佛，知者
不迷、决定，是为法身超死有之要义也。别则密教中⼴示光
明往⽣法多，闻者要得灌顶，故今且⽌。⼜诸四部《阿
含》、及别解脱戒律藏、定道禅经、释迦本师教诸弟⼦种种
⽅便，令修光明观证之法颇多。⾏者善体佛教，⼤⼼寻求，
摄修尽善。

　　三、解脱中有成熟报身  
　　我既往⽣彼国已 现前成就此⼤愿 
　　⼀切圆满尽⽆余 利乐⼀切众⽣界 
　　中有身者，死后⽣前中间所有之五蕴也。⽣前习⽓剩余
之作⽤故，由彼内身外境，随习⽓发动之⼒，变化不定。彼



所缘境，除特殊习业所现不同外，总略为⼆：⼀者⽆⻅⽆
闻；或在⻩沙暗云⻛涛震吼之中，求依著⽽不得，恐怖漂流
不息。⼆者随习⽓⼒⻅诸爱、嗔、境界如⽣，然不畅意，彼
⽅不相应合故。复多⾃种外现各种可怖有情，倒引⻤神，擎
捉打杀，压冲吞⻝，追逐⽆边旷野⻓河⼴池之中，如⼈魇
梦，变相万千，刹那多状，应接困疲，不得安息，恐怖万
状。若善修习普贤等⾏诸修⾏⼈，由习⽓⼒故，所现多是⾃
他⼆利之事，决⽆上说恐怖障碍之事。⽽复本具光明，得佛
接引，⻅彼净佛国⼟庄严，发起⾃⼼胜信爱乐，普贤⼤愿。
乘此信乐之中，胜⼼愿⼒⼀时得成，胜境亲⻅，欢喜⽆疑
故；乃⾄悲⼼⼴发，利乐众⽣之类，⼀切功德圆满⽆余。

　　报身成就  
　　彼佛众会咸清净 我时于胜莲花⽣ 
　　亲睹如来⽆量光 现前授我菩提记 
　　复次，⻅彼佛国⼤众咸皆清净盛德庄严。以此忻慕感动
功能修⾏习惯，⾃⼼内发净洁庄严之想。复赖弥陀愿⼒加
持，乃⾄⾃体变⽣殊胜⼤莲花中，形貌或同⼤众，或似先修
之本尊清净形体，威光庄严，报身成就。⾯⻅弥陀，礼赞同
样，亲近承事，闻佛说法，开圆只⻅。佛光加佑，陶镕细
习，洁⽩圆满⼀切功德。现前得佛授记，必定得阿耨多罗三
藐三菩提。

　　四、解脱⽣有成熟化身  
　　蒙彼如来授记已 化身（相明）⽆数百俱胝 
　　智⼒（⼒明）⼴⼤遍⼗⽅ 普利⼀切众⽣界 
　　⽣有者，谓彼中有有漏习⽓流浪漂沉，逢缘受⽣，同声
相应，同⽓相求。⼈类⽣有，颠倒⼊胎，胎狱受苦，出胎恐
怖，忘失先路，由迷积迷，辗转增苦。如是⽣有身者，是从
颠倒趣⼊轮回。化身道者，以利他⼒⽽显化身化语。悲⼼起
⽤，⾮从业⼒。此中分别有⼆：⼀者相明身，所化身形⽆



数，作利益于他之相。⼀这⼒明身，所化智⼒⼴⼤，教化摄
他，成就有情利益之事。引经以明义： 
　　《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切佛语⼼品之三》

　　尔时世尊。告⼤慧菩萨摩诃萨⾔。意⽣身分别通相。我
今当说。谛听谛听善思念之。⼤慧⽩佛⾔。善哉世尊。唯然
受教。佛告⼤慧。有三种意⽣身。云何为三。所谓三昧乐正
受意⽣身。觉法⾃性性意⽣身。种类俱⽣⽆⾏作意⽣身。修
⾏者了知初地上增进相。得三种身。⼤慧。云何三昧乐正受
意⽣身。谓第三第四第五地三昧乐正受故。种种⾃⼼寂静。
安住⼼海。起浪识相不⽣。知⾃⼼现境界性⾮性。是名三昧
乐正受意⽣身。⼤慧。云何觉法⾃性性意⽣身。谓第⼋地观
察觉 了如幻等法悉⽆所有。身⼼转变。得如幻三昧及余三昧
⻔⽆量相⼒⾃在明。如妙华庄严。迅疾如意。犹如幻梦⽔⽉
镜像。⾮造⾮所造如造所造。⼀切⾊种种⽀分具⾜庄严。随
⼊⼀切佛刹⼤众。通达⾃性法故。是名觉法⾃性性意⽣身。
⼤慧。云何种类俱⽣⽆⾏作意⽣身。所谓觉⼀切佛法缘⾃得
乐相。是名种类俱⽣⽆⾏作意⽣身。⼤慧。于彼三种身相。
观察觉了应当修学。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说偈⾔  
　　⾮我乘⼤乘 ⾮说亦⾮字  
　　⾮谛⾮解脱 ⾮⽆有境界  
　　然乘摩诃衍 三摩提⾃在  
　　种种意⽣身 ⾃在华庄严

　　此显佛寿⽆量之因  
　　乃⾄虚空世界尽，众⽣及业烦恼尽， 
　　如是⼀切⽆尽时，我愿究竟恒⽆尽。 
　　此是总摄前后化度之愿⽆尽，亦显寿命⽆量之因也。

　　功德有九  
　　⼀、功德殊胜较量 



　　⼗⽅所有⽆边刹，庄严众宝供如来， 
　　最胜安乐施天⼈，经⼀切刹微尘劫。 
　　若⼈于此胜愿王，⼀经于⽿能⽣信， 
　　求胜菩提⼼渴仰，获胜功德过于彼。 
　　此之⼆颂，初显⽆边供养之⼤功德。次则较量如是功
德、不若闻此殊胜愿王功德之⼀念之信⼼，及⼀念渴仰菩提
之功德。何以故？此普贤⾏愿者，是⼤乘法⻔之家教，是佛
佛共同成佛要诀，通达不思议解脱⼤华严经⼀切三昧⻔、⼀
切陀罗尼⻔、前后次第、诸道⽅便，乃⾄俗谛善法，⽆不并
示。若谁闻此殊胜妙⾏，信⼼渴仰，依法起⾏，决定成佛。
但极难闻、难信、难⾏。此显⻅闻信仰发⼼之益也。

　　⼆、现⽣及临终往⽣之功德  
　　（亲近善知识） 
　　即常远离恶知识，永离⼀切诸恶道， 
　　速⻅如来⽆量光，具此普贤最胜愿。 
　　前较信闻之功德，此显具愿修⾏之功德。分三：⼀者远
离恶知识者，是断善根之利器。恶道之引导⼈，近之则必远
善亲恶，⻅恶⾏恶⽽不觉知。如是亲近善知识，以普贤圆镜
照察，择不受其颠倒，是⼈⽣⼤幸也。⼆者既离恶友，亲近
善友，真实加修，愿中最重三业净⾏、正教正⻅、现前不⼊
邪途犯戒，死时⽆畏，死后亦永离恶道之险也。三者临终正
愿，愿与愿合，感应不虚，如前三身中⼴说，⾃然善⽣成
就。

　　三、他⽣胜报之功德  
　　（附有胜⽣功德颂） （附有⼗六殊胜福德） 
　　此⼈善得胜寿命，此⼈善来⼈中⽣， 
　　此⼈不久当成就，如彼普贤菩萨⾏。 
　　此接前⽂⾔，具修普贤⾏⼈，未即往⽣者，现⽣健康身



强，福缘善具，寿命延⻓。死后乘愿再来，⽣严浮提⼈中，
续⾏普贤⼤愿不久必成。何以故？严浮提⼈具速成佛之殊胜
种⾏故。如《⼤般若经》中说，严浮提⼈有⼗六种殊胜福德
因缘，能于现⽣证⼤般若各种功德故。 
　　附 胜⽣（寿命）功德颂（出律藏中） 
　　「⼊胎⼀、住胎⼆、与出胎三、三时正知不颠倒，⺟爱
四、⽗德五、福享全六，具戒七出家多亲属皆良善⼋。身全
寿康九、正⻅具⼗，身⼼调柔⼗⼀、⼼安定⼗⼆，众中贤表
⼗三、毅⼒雄⼗四，⾊身庄严⼗五、解脱易⼗六。」 
　　附 南严浮提⼠夫特殊福德⼗六种（出般若中） 
　　特能殊胜亲近供养如来等。 
　　特于般若波罗密、能起作意（⽣趣味）。 
　　于⽆⽣法忍、能得。 
　　于所应（能）作之菩提、及能作菩提诸法，能⽆所缘。 
　　⼗善等、及⽆⾊之修习悟⼊，易作易得，特别超胜。 
　　邻次诸天。 
　　⾃能镇伏诸魔势⼒。 
　　与导师及相同之⼠夫共⼀处住。

　　学处悉皆清净，⼀切事相具⾜⽅便善巧。  
　　具⾜成就如来种性（悲⼼，菩提⼼）。 
　　能得佛果之因相具⾜（诸波罗密等）。 
　　与波罗密反背（⾃利）⽅⾯、⼼意不⽣。 
　　⾊等及俱有之观察⼼⾮炽然⽣。 
　　波罗密法普摄能正知。 
　　⼀切圆满成就能得。 
　　正等圆满菩提，相近转成。

　　四、消灭罪障之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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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显消灭业障之功德殊胜也。佛说若⼈成就五⽆间⼤罪
者，闻法修⾏，障重⽆功。是义云何？谓⽆间⼤罪成就，是
能妨害⼀切有情多分善根增上，随增成办众罪恶⾏多类恶
业。以罪境罪⾏作⽤流传⼴遍故，故称⽆间。如他之有情以
此因缘辗转造⾏恶业不息，皆由⾃身造因恶⾏⽽⽣。彼之罪
⾏⼜令他⼈辗转⽣罪，如是⾃分罪⼒亦随之增⻓⽆穷，⽆间
⽆息，头绪纷萦，⽆从拔济，⽆⽅遮⽌，横遍竖通，随时空
⽽⽆尽也。是故必以遍空时⽆尽之有情上，发⽆尽⼤⾏⼤愿
⽽对治之。问云：如是⼤罪⼀念速能消灭耶？由彼造因是由
⽆始⼀念⽆明故，今亦由⼀念觉明之愿⼒，故成对治。譬如
千载暗室，⼀灯刹那⽽除彼暗，明破⽆明顿然显照故。

　　五、胜⽣出家成道之功德  
　　族姓种类及容⾊，相好智慧咸圆满， 
　　诸魔外道不能摧，堪为三界所应供。 
　　初显胜⽣功德同上所说。次明成佛三⽆数⼤劫，最后之
百劫修相好，相好圆满，坐菩提座。此中因相，多摄律中威
仪功德感发，亦说为别解脱微细果德圆满具⾜。次明智慧圆
满者，总摄三智。初⼀切根本体智；次⼀切道种智，或称道
相智；三⼀切种种智，或称相智。三智圆觉，称为⼤觉。内
降诸魔，定道具⾜故；外治外道，慧⼒具⾜故。不为魔外所
治，堪受三界⼈天供养。亦是戒定慧三学真正圆满具⾜功德
也。

　　六、究竟成佛功德  
　　速诣菩提⼤树王，坐已降服诸魔众， 
　　成等正觉转*轮，普利⼀切诸含识。 
　　接上所述，以悲愍众⽣苦痛故，速诣道场⽽证菩提。以
胜静虑降伏魔众，以如实平等⽆上正觉转⼤*轮，所谓证得⼀



切有情皆具如来智慧德⾏、⽽不⾃证。本⽆众苦，悉由贪嗔
我慢⽽⽣苦痛。四⼗九年开晓愚昧，⽆说⽽说；乃⾄分身万
类，普利⼀切含识之伦，成佛究竟。

　　七、凡情难思之⼗法⾏功德  
　　若⼈于此普贤愿，读诵受持及演说， 
　　果报唯佛能证知，决定获胜菩提道。 
　　上说闻信渴仰、现⽣临死、他⽣胜报，乃⾄胜⽣出家、
降魔成道、*轮⽆尽、普利含识、⼀串相续之功德，如实辗转
轮次效⽤发⽣之理。今则更显⼊⻔之到。⼗法⾏中，随取⼀
⻔以为⼊处，皆得成就⼤愿。若并⼗法⾏⽽⾏之者，其功德
果报唯佛亲证难⾔。此⼈决定获得⽆上菩提之道，成佛⽆
疑。⼗法⾏者：⼀书写、⼆供养、三施他、四听闻、五披读、
六受持、七开演、⼋讽诵、九思维、⼗修习。 
　　⼋、念诵之特别功德 
　　若⼈诵持普贤愿，我说少分之善根， 
　　⼀念⼀切悉皆圆，成就众⽣清净愿。 
　　此显⼗法⾏中读诵功德，最易亦圆。若能⼀转成就愿中
所有成佛善根始终功德，⽽且⽆间常诵，余九法⾏亦能随缘
次第⽽兴，乃⾄⼀切具⾜。若以此念诵功德回向世间，⾃他
灭罪增福，修⾏资缘成办。在家增⻓财禄寿考，⽆病身轻、
安祥⾃在、眷属如意、硕德庄严，凡是世间好愿⼀切皆成。

　　九、回向三有往⽣净⼟  
　　我此普贤殊胜⾏，⽆边胜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速往⽆量光佛刹。 
　　此总回向。以此胜⾏⽆边胜福，⾃分不享，回施诸道沉
溺五欲造业受苦之⼀切有情，消灭众苦，速得往⽣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成就种种功德庄严。 
　　吉祥圆满




　　此颂⽂解释者，  
　　释迦如来教下⽐丘弟⼦法名能海，于⼰丑年在峨眉⼭砖
殿普贤愿王装藏开光法会中讲演，随⾏作释未竞，会毕下
⼭，⽆暇续笔，乃于⾟卯年⼋⽉、在北京德胜⻔外⻩寺资福
院圆成之。维愿⾃他，依教⾏持，次第不错，精进不怠，直
⾄成佛，永⽆退转。作者⾃识发愿如是。

　　上海佛学书局《能海上师全集第三辑》：之四《普贤⾏
愿品颂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