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涼國師說：行願一品為華嚴關鍵，修行樞機，文約為吾人學佛所不可少，如經

中所說： 

若欲成就此功德門，應修十種廣大行願。何種為十？ 

一者禮敬諸佛，二者稱讚如來，三者廣修供養，四者懺悔業障，五者隨喜功德，

六者請轉法輪，七者請佛住世，八者常隨佛學，九者恆順眾生，十者普皆迴向。 

 

第一大願 禮敬諸佛 

普賢菩薩告善財言：善男子！言禮敬諸佛者，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

佛剎極微塵數諸佛世尊，我以普賢行願力故，深心信解，如對目前，悉以清淨身、

語、意業常修禮敬。 

一一佛所，皆現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身，一一身徧禮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

微塵數佛，虛空界盡，我禮乃盡，以虛空界不可盡故，我此禮敬無有窮盡。 

如是乃至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禮乃盡，而眾生界乃至煩惱無有

盡故，我此禮敬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禮就是身體上的禮拜，敬是發自內心的真誠恭敬。諸佛是包含所有盡虛空、徧法

界，剎剎塵塵、重重無盡的三世一切諸佛，也都要從內心裏面生起恭敬，而運於

身、口、意三業皆徧禮，恭敬而達到清淨。 

對於禮敬程度的不同，又可分為十種： 

⑴我慢禮：如碓上下，外雖禮拜而內則馳蕩，並無敬意。這種點頭式的禮拜，為

色身所障，自恃高貴，根本就沒有恭敬心。 

⑵唱和禮：高聲喧雜，辭句渾亂，彼唱我和，自己無主見，為意業不敬，人禮而

我禮，缺乏至誠懇切的意念。以上兩者是不合禮敬的儀式。 

⑶恭敬禮：五輪（體）投地，運心觀想，捧足殷重，三業相應，虔誠恭敬，為契

合佛法標準的禮儀。 

⑷無相禮：這是深入法性，離自他相，觀自本性，令心佛相互為用，則能所相熏，

而了知心佛一體，當體即空，自然能遠離能禮所禮的相。 

⑸起用禮：雖然沒有能禮所禮的相，但是還能普運身心，徧入法界體，發廣大心，

如普賢一身現多身，徧禮剎塵數諸佛，如影隨形普徧，為稱體起用，

理事無礙。此禮是不可以有形的禮來限度它的。 

⑹內觀禮：心外無佛，佛外無心，以吾心中眾生，禮我自性中佛，身相空處即法

性身。 



⑺實相禮：實相無相，不論是內外諸禮，內觀自佛，外觀他佛，性皆空寂，體用

不二，即能所無能所，則自他雙泯，證入法性，悟無生法忍，都是同

一實相的法身體性。 

⑻大悲禮：觀大地一切苦惱眾生，皆在我的心中，故隨順任每一個能禮所禮，都

能普代眾生懺悔、消災、祈福、受無量苦，這種發心廣大，由大悲心

攝受一切眾生，自然能激發自心而砥礪。 

⑼總攝禮：這是總攝三至八門，統和為觀照禮。 

⑽無盡禮：這是進到重重帝網的境界之中，不論敬佛與禮佛，都是相互攝入，重

重無盡。是為普賢菩薩的禮，以稱性智，禮稱性佛，依正轉成光明法

藏，故能禮所禮，俱無窮盡。 

 

佛菩薩都經過多生多劫的修行，具足很多殊勝功德。佛弟子應該要效法佛菩薩的

德行，藉著禮敬之心，而激發希賢希聖的行願，廣行聖道。另一方面，我們也可

以藉著禮拜外在的佛像，而擴大我們的心胸；是以盡法界、虛空界為禮拜的對象，

不僅可以引發自己內心的本自佛性，而且所禮的可以全於法界諸佛。 

 

倘若我們能徹底了解此身緣起如幻，當下即是空無自性，便能在無身中普現一切

色身而禮敬諸佛。如此心中又無絲毫雜念，就能與佛發生感應道交的作用，自然

能得到禮敬諸佛的法益，如經上所說：「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

疲厭」，那樣真誠懇切精勤勇猛，必須持之以恒的禮佛，才算是真正的禮佛。 

 

  



第二大願 稱讚如來 

復次，善男子！言稱讚如來者，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剎土，所有極

微一一塵中，皆有一切世間極微塵數佛，一一佛所皆有菩薩海會圍繞。 

 

我當悉以甚深勝解現前知見，各以出過辯才天女微妙舌根，一一舌根，出無盡音

聲海，一一音聲，出一切言辭海，稱揚讚歎一切如來諸功德海，窮未來際，相續

不斷，盡於法界無不周徧。 

稱讚就是稱揚讚歎的意思。如來是佛陀十大名號之一，過去諸佛都是「乘如實道，

來成正覺」，就像過去諸佛所走過的路而來，所以稱為「如來」。因為諸佛如來具

足有無量功德，才能圓滿成就佛道，如經上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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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一般眾生卻不曉得，所以我們

不但首先要稱揚讚歎如來所具有的無量無邊的功德，讓眾生皆能知曉，引發見賢

思齊之心，然後依教奉行，入佛知見，這樣便可達成弘揚佛法的效果。或稱讚佛

的十個名號，或唱唸南無十方一切如來常護。而且稱讚如來時，是偏向口業方 

面，從修口業的善因，才能種下福果。 

 

從稱讚如來的功德，進而擴展到稱讚一切有德有學的人，譬如唱讚、念誦、說微

妙法，都是稱讚如來，普徧令眾生獲得利益，然後依法修行，永出輪迴，離苦得

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