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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賢首宗



• 杜順和尚的「第二」代「傳」人，「是」三

祖「賢首」。《探玄記》是三祖賢首大師發

揮《華嚴經》玄奧的傑作，所以稱為「世」

上「希有」。

• 【故事】賢首大師(宣講《華嚴經》五十餘遍)

第二傳，是賢首，《探玄記》，世希有。



• 《清涼疏》是清涼國師為《八十華嚴》

作的疏鈔，清涼國師依《華嚴經》舊疏

承繼賢首大師思想，以四分科法演義

「十玄」宗義，完成新疏二十卷，此即

現行的《大方廣佛華嚴經疏》，來解釋

《八十華嚴》(新經，對《六十華嚴》而

言)

《清涼疏》，釋新經，並作鈔，博而精。



• 疏鈔的內容，包括大乘、小乘、性、相、

空、有，各宗的經、論，加上世間學間的

諸子百家，足夠稱「博」；所取的材料內

容，則旁徵博引，皆能切中肯綮(筋肉和骨

頭連結的部分，比喻事理的要點)，所以又

稱之為「精」。

• 【故事】清涼國師(宣講《華嚴經》五十餘

遍)

《清涼疏》，釋新經，並作鈔，博而精。



• 賢首宗的五教包括小、始、終、頓、圓教，比天臺四教，內容豐富得多；

「五教」就較占上風，能傳播得廣而又興盛，所以說「振」。

• 「小」教指聲聞、緣覺的教法而言；「始」教，對第三終教而言，是大

乘佛教的初門，包括空宗、相宗(「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 「終」教，始教的終結，亦名實教，明如來藏心，如楞嚴經、起信論等

皆屬之；「頓」教，别為一類離念利根眾生而設，如禪宗所說：「一念

不生，即名為佛。」《圓覺經》云：「知幻即離，不著方便；離幻即覺，

亦無漸次」。圓教，統該前四，圓滿具足。一位即一切位，如淨土宗。

小與始，終與頓，至於圓，五教振。



• 《華嚴經》解釋四法界、十玄門，以及六

相，足以彰顯「法界緣起」的一緣起網，

是華嚴經的精髓，所以說：「義最純。」

• 換言之，以四法界、十玄門、六相來表

《華嚴經》深奧的妙義，意「義最」為

「純」正的。

四法界，十玄門，暨六相，義最純。



• 《華嚴經注疏》云：「因賅果海」(「初發心時，便成正覺」)，

「果徹因源」源(「智滿不異於初心」)；

• 《華嚴經》將十法界人法、依正、因果、修證，以及國土莊嚴的

萬法，介紹得非常詳細(「攝萬法」)，復「歸」於「一真」法界

性，這是顯示《華嚴經》的妙處，正如清涼國師所說：「無不從

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

因賅果，果徹因，攝萬法，歸一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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