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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的旨趣簡單的來說是，基於事事無礙的法界緣起而說菩薩行。同時華嚴經也強調修行果位，因與果的關係，也
就是即因即果；另外從觀行次第上將之分為三觀；從教理的論述上即是普融無礙的無盡法界緣起(周徧含容觀)；從境
界的開顯上即是普融無礙法界。(p.32)企圖透過遮遺來顯理，並藉行證來契應，認為行由解成，行起解絕，此即是行
境。(p.31)

筆記：
p.81 第九門唯心迴轉善成門：此門是就主體實踐上之心而論，由上述所論述無盡法界緣起諸法相攝相入之教義等十
門，智儼將之稱為如來藏性清淨真心，亦即諸法緣起如此，若就實踐體證而言，此乃修行體證之境界，以果位為因地
心，即稱此理為如來藏性清淨心或言如來藏真實淨心。

p.101 若以阿賴耶識或如來藏作為因義之詮釋...華嚴因義是建立在主伴具足的無盡法界緣起上，有別於以如來藏或阿
賴耶識來建立一切法...而三乘教是以阿賴耶識為因或以如來藏為因，所以無法形成相攝相入之無盡緣起關係。大多數
學者以如來藏性或毘盧遮那性來作為華嚴思想之核心代表，由上述之論述，可得知此說法不僅不足為華嚴思想之代表
，也是有問題的，因為華嚴宗一再批評如來藏緣起說之不足，所以進而提出一乘教的無盡法界緣起論，作為其思想學
說。

從上引述陳英善所談到的部分來看，其實不難發現「心」的課題，一直是佛教所關注的問題之一，然此爭議也一直延
續到華嚴宗本身，甚至現今也是有許多學者專注於此研究，然就陳英善的立場，其實並不認同單從一心(或唯心)或如
來藏來把握華嚴思想，且也不解為何事事無礙無法引起更大的共鳴。吾認為也許一方面易關注於一心的問題上，是由
於受唯識和天台的影響，以及受西方哲學的思維所影響，另外，還也許可從對華嚴之前，對心或識之分析詮釋的昇華
，具體來說，在華嚴之前已經完善的分析詮釋識的作用以及轉化提升為智，就華嚴而言，當然就沒有必要再次重述那
部分，而是進而深入至轉化後的境界(即老師所謂「智」的部分)，而此部分為何關切「心」，吾認為也許是因為要區
別華嚴所關切的是真理(真如)之境界，此處論及「心」是就本性上來談，而此「性」便是關鍵所在，因此，之前玉城
康四郎針對「唯心」的問題作一釐清，實也是在釐清華嚴中所談「心」其「性」為何？若就此回過頭看玉城這篇文章
，便能理解為何他會先引《十地經》來切入。又此「心」(性)的問題，也許可以是顯現識與智的區別關鍵所在。

《華嚴經》本以佛的境界做對象，來發揮佛境原是眾生心地所具的理論。華嚴宗應用「理」、「事」乃至「清淨法界
」作佛境的具體說明，自然是在《莊嚴經論》和《佛地經論》譯出以後，才有可能。那麼，華嚴宗思想的真正來源，
一部分屬於唯識宗，不過以「法界」為一心，又牽涉到「如來藏」的功德本具和隨緣不變，其中受《起信論》一系的
思想影響至深。可能就從這一點上，後來便生出賢首不滿意新譯的說法，因為唯識學曾經批判了《起信論》的思想，
而賢首卻尊重《起信論》，所以反過來不會滿意唯識的新說了。

再者，在陳英善這篇中也談到賢首有時也曾用了十方鏡子的交互反映來說明它們無窮無盡的關係。華嚴宗用十玄解釋
緣起，意在發揮「性起」的理論，以為「此心」本來具足一切功德，不假修成而隨緣顯現，佛和眾生只有迷悟的不同
，因此主伴的各異而已。華嚴宗就從這種論點和天台宗所謂「性具」立異。反觀回陳英善的立場，在上述引p.101中
提到並不認同：「如來藏性或毘盧遮那性來作為華嚴思想之核心代表，也是有問題的，因為華嚴宗一再批評如來藏緣
起說之不足，所以進而提出一乘教的無盡法界緣起論，作為其思想學說。」

然，從賢首用十玄門對法界諸法由性淨而形成平等，乃至等同一體，而得一多相即相入的無盡無礙的概念解釋，其卻
又側重唯心而發生了偏向。雖然最後也避免用「唯心」的名目，但實質上仍以心色來分主伴，這還是顯然有差別的。
因此，他在《華嚴經旨歸》強調無盡緣起十種因仍以唯心無性為本。這和華嚴也許是不盡相符的。對照玉城的文章，
一開始先以《十地經論》來談「心」，就玉城的分析(p.373)較偏向認為世親是採取客觀的態度，了解「三界唯心本
身(依照原來)，即是表現著第一義地」。玉城在頁389提到：「客觀的態度，這是將菩薩三界唯心之思惟內容，作為
觀察之對象，而客觀化之解釋」，認為三界唯心的觀法，實踐主體是開示解脫的程度，態度是只停在說明的立場。在
此其實還想引入陳英善談到無盡法界時的部分，又感覺陳英善比較傾向以緣起的立場來談，而非關注在心(唯心)的部
分，甚至也並不傾向這樣。其「心」的問題，其實還可再延伸至後來的智儼、澄觀、宗密對此的立場釐清，但目前就
先談到這裡，也許可下次再繼續延續。

最後，個人感覺或許陳英善極力要釐清華嚴核心思想的諸多問題，且側重於無盡法界緣起思想的原因，一方面要避免
再「心」的議題上打轉，另一方面又是在表明對「心」這一立場的態度，只是陳英善是先從無盡法界緣起來切入主題
。

                                1 / 2

http://mepopedia.comhttp://mepopedia.com/forum/read.php?7,216,216#msg-216


MEPO Forum / 學門 Academy
Zhixing心得  20081211

Edited 5 time(s). Last edit at 10/09/2009 06:55PM by Zhixing.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2 / 2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