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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賢首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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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相別

相、同相異相、成相壞相，闡明宇宙法界

緣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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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八十華嚴》在普賢菩薩為善財童子深讚如來的功德，提到：「剎塵

心念可數知，大海中水可飲盡，虛空可量風可繫，無能盡說佛功德」的一偈

後，便戛(ㄐㄧㄚˊ)然而止。)

因賅果，果徹因，攝萬法，歸一真。



•華嚴宗五祖是「圭峰」宗「密」禪師。宗密為

報《圓覺經》幫助開悟的恩，撰寫《圓覺經大

疏》三卷、大鈔十三卷。

•隨後，又出略疏、小鈔兩卷。大鈔解疏，小鈔

補大鈔之不足。因此說：「大鈔詳，小鈔略」。

圭峰密，疏《圓覺》，
《大鈔》詳，《小鈔》略。



•由初祖杜順到五祖圭峰，這幾位華嚴宗派

的中心人物和主要的著述，都已經介紹過，

而「此一」支「派」，便是「賢首宗」。

《華嚴經》強調：「行布不礙圓融，圓融

不礙行布。」

此一派，賢首宗，亦行布，亦圓融。



•行布是次地，從初信到等覺五十一個位次，確實有階梯，但它是

圓融的；例如，行布是「教相施設」的「相」，「相」是即性之

差別相故，因此「行布不礙圓融」；圓融是「理性無礙」之

「性」，「性」是即相之性，故「圓融不礙行布」。

二者如車之二輪，不可偏廢。

此一派，賢首宗，亦行布，亦圓融。



七、法相宗



•玄奘大師到西域，所「學」

的《瑜伽師地論》，出自於

彌勒菩薩所說，故稱為「祖

彌勒」。

唐玄奘，遊西域，學瑜伽，祖彌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