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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贤行愿品简介 
 
隆莲 
 
  《普贤行愿品》一卷，唐般若译，它的全名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

原是般若所译四十卷《华严经》的标题，《普贤行愿品别行疏钞》乃以为品名，专指《四十华严》的最

后一卷。唐时流入日本的梵本很多，据日本各家请来目录，如空海、圆仁、惠运、圆珍诸录，都有梵本

《普贤行愿赞》，圆行、圆仁二录有梵汉对译《普贤行愿赞》。１７６７年日本高僧慈云曾依古写本加

以校讐，１９０２年日本渡边海旭又依慈云手写本并尼泊尔写本及西藏刻本对校刊行。 
 
  《普贤行愿品》的偈颂，异译很多。西晋聂道真译的《三曼陀跋陀罗菩萨经》，就大体概括了它的

内容，似乎是它的异译；不过因为翻译的不甚善巧，译文只有简略的长行，看来与本经的文字外形不一

致。 
 
  本经正式的异译本，最初是东晋佛驮跋陀罗译的《文殊师利发愿经》，它的梵本是由支法领从于阗

请来，元熙二年（４２０）佛驮跋陀罗于道场寺译出（《出三藏记集》卷二）。 
 
  其次是敦煌出土的《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和《大方广佛华严经菩萨行愿王品》（《大正藏》第八十

五卷）。《普贤菩萨行愿王经》在北京图书馆中藏有敦煌出土写本六本，此芥字五十六号四纸一百零三

行的一本最为完整。据陈垣《敦煌劫余录》说是唐译。此二本比另外二种唐译本（般若译和不空译）都

少第六十一、六十二两颂，勘藏文译的五种释论中，也只有释迦亲友释论所依的经文才有这两颂，较早

的龙树等释论等都缺这两颂。由此可见两种敦煌本所据的梵本传来似属较早。就译文的朴拙的情形看，

这两本的译出也似在中唐以前。 
 
  其次是唐不空译的《普贤菩萨行愿赞》。其梵本系不空本人于天宝五年（７４６）从师子国带来，

天宝十二年（７５３）至武威，住开元寺译出。据《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别行疏钞》说，《普贤菩萨行愿

赞》和《文殊师利发愿经》，从前的人说都是贤吉祥菩萨造，但《疏钞》根据贞元译本肯定它们都是佛

经。 
 
  最后译出的就是这作为四十卷《华严经》最后一卷的《普贤行愿品》。据经后记，此经梵本是乌荼

国（今印度奥里萨地方）王于贞元十一年（７９５）所献。其献经愿文云："南天竺乌荼国深信最胜善

逝法者修行最胜大乘行者吉祥自在作清净师子王，上献摩诃支那大唐国大吉祥天子大自在师子中大王手

自书写《大方广佛华严经》百千偈中所说善财童子亲近承事佛刹极微尘数善知识行中五十五圣者善知识

《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谨奉进上，伏愿"云云。据此可知四十卷《华严经》即《华严》十

万偈的一部分，《普贤行愿品》则更是其中的一部分。 
 
  本经的译者般若（一作般刺若，或译智慧，７３４～？），姓乔答摩，北印度迦毕试国（今阿富汗

国北部喀布尔地方）人，曾游那烂陀等寺，亲近过诸大论师，广学大小乘诸论，后又往南度乌荼王寺，

师事达摩耶舍学五部密法。因慕五台文殊胜地，携梵筴乘舶于唐德宗建中二年（７８１）来广州，次年

到长安。贞元二年（７８６）起，译出《大乘理趣六波罗蜜》等经，六年敕号般若三藏。贞元十一年

（７９５）乌荼国王进《华严经》梵本，十二年六月奉诏于长安崇福寺翻译，般若自选梵文，广济译语，

圆照笔受，智柔、智通回缀，道弘、鉴虚润文，道章校勘证义，大通证禅义，澄观、虚邃详定，右街功

德使霍仙鸣，左街功德使窦文场任专知官。德宗每日亲到译场，如有故不能到，必命人说欲（告假）。

于贞元十四年（７９８）译毕进上。五月诏澄观造疏，澄观乃述疏十卷，又述《行愿品别行疏》一卷，

从此时起本品就别行了。 
 
  本经的注释，藏译中有印度诸论师的著作五种：一、《贤行愿王大会疏》，龙树著，特勒繃巴共罗

登喜饶译，十九页。二、《普贤行愿义摄》，陈那著，失译，二十页。三、《贤行愿王广注》，释迦亲

友著，释迦信诃共吉祥积译，三十三页。四、书名同上，庄严贤著，若那嘎瓦共吉祥积译，十八页。五、

《贤行愿注》，世亲著，阿难陀共跋陀罗波罗译，十六页（以上五种见德格板丹珠尔函一百六十三ｂ至

二百六十九ａ页）。汉文注疏有：一、《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别行疏钞》六卷，唐澄观疏，宗密钞。二、

《华严经普贤行愿赞别行疏钞科文》一卷，唐宗密述，宋遵式治定。三、《华严经行愿品》（即四十卷

《华严经》）疏第十卷下半卷，唐澄观疏。四、《华严经普贤行愿修证仪》一卷，宋净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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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经的内容，从广义来说，就是《华严经》的内容。《别行疏》说："西域相传，《普贤行愿赞》

为略《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为《广普贤行愿赞》。"又说：本经以"入法界缘起普贤行愿"为
宗。"入"是"悟、解、证、得"；"法界缘起"是《华严经》的宇宙观；"普贤行愿"，广义指三世诸佛同

有的因位行愿，要义就是本经所列举的十大行愿。说明法界缘起要由修十大行愿才能证入，是本经的主

要内容。本经的文字有长行、偈颂两部份。长行的文势，承《华严经》第三十九卷普贤菩萨赞佛功德偈

而来。善财童子历参五十三善知识，最后见普贤菩萨为说"佛功德海一滴之相"，接着在本经开始，普

贤菩萨就告诸菩萨及善财童子，要成就佛的功德应修十种广大行愿：一、礼敬诸佛，二、称赞如来，三、

广修供养，四、忏除业障，五、随喜功德，六、请转法轮，七、请佛住世，八、常随佛学，九、恒顺众

生，十、普皆回向。长行有十大段，说明这十种行愿的内容。每一行愿都以华严法界遍于十方三世，无

穷尽，无间断。并以虚空界、众生界、众生业、众生烦恼四法为喻，说明无尽。最后说明受持此经殊胜

功德。 
 
  本经的偈颂，经中称为"普贤广大愿王清净偈"，共有六十二颂，每颂七言四句，共一千七百三十

六字。异译各本中，晋译只有四十四颂八百八十字，敦煌逸经二种各有六十颂一千六百八十字，不空译

本除与本经相当的六十二颂外，还有八大菩萨赞十颂（每颂五言四句共二千字）和速疾满普贤行愿陀罗

尼。 
 
  《别行疏》将本经偈颂分科如下： 
 
  普贤行愿颂三 
 
  甲一、正示普因二 
 
  乙一、别颂十门八 
 
  丙一、礼敬诸佛二颂 
 
  丙二、称赞如来二颂 
 
  丙三、广修供养三颂 
 
  丙四、忏除业障一颂 
 
  丙五、随喜功德一颂 
 
  丙六、请转法轮一颂 
 
  丙七、请佛住世一颂 
 
  丙八、颂后三门二 
 
  丁一、合颂三门二 
 
  戊一、总标回向一颂 
 
  戊二、别颂三门三 
 
  己一、常随佛学二颂 
 
  己二、恒顺众生二颂 
 
  己三、普皆回向二 
 
  庚一、别发大愿十 
 
  辛一、受持愿（护法愿）二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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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二、修行二利愿二颂 
 
  辛三、成熟众生愿二颂 
 
  辛四、不离愿（心行愿、愿不离善友及不离一乘）二颂 
 
  辛五、供养愿二颂 
 
  辛六、利益愿（三业不空愿、愿以三业利益众生不令空过）二颂 
 
  辛七、转法轮愿（摄法上首愿、愿为佛上首弟子摄取一切佛法转授众生）三颂 
 
  辛八、净土愿二颂 
 
  辛九、承事愿二颂 
 
  辛十、成正觉愿三颂（这十愿就是《华严经十地品》初地菩萨所发供养、受持、转法轮、修行二利、

成熟众生、承事、净土、不离、利益、成正觉等十愿，但次第不同） 
 
  庚二、总结大愿二 
 
  辛一、总结十愿三颂 
 
  辛二、结归文殊普贤三 
 
  壬一、偏同普贤二颂 
 
  壬二、双同二圣三颂 
 
  壬三、结归回向一颂 
 
  丁二、愿生净土四颂 
 
  乙二、总颂十门一颂甲二、显经功德二 
 
  乙一、校量闻经益二颂 
 
  乙二、显众行益五颂 
 
甲三、结劝受持三颂本经的"乃至虚空世界尽"以下九颂，晋译没有这一段文，其余三种异译，这九颂

都在"文殊师利勇猛智"句的前面。藏译五种释论所依的经文也如此，它们对于颂文的分科，因此也与

澄观疏不同。藏译五家释论的分科大体都是一致的，其科分如下： 
 
  普贤行愿颂二 
 
  甲一、十义十 
 
  乙一、礼敬（摄称赞）四颂 
 
  乙二、供养三颂 
 
  乙三、忏悔一颂 
 
  乙四、随喜一颂 
 
  乙五、请转法轮一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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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六、请佛住世一颂 
 
  乙七、善根回向一颂（以上称普贤行愿品支） 
 
  乙八、彼（七支）广开十六 
 
  丙一、意乐（供养诸佛、净佛刹土、与有情乐）四颂 
 
  丙二、不忘失善提心三颂 
 
  丙三、无染妙行一颂 
 
  丙四、利益有情一颂 
 
  丙五、甲胄（披誓愿甲）一颂 
 
  丙六、菩萨为助伴一颂 
 
  丙七、善知识欢喜一颂 
 
  丙八、现见诸佛一颂 
 
  丙九、普持正法一颂 
 
  丙十、得无尽藏一颂 
 
  丙十一、八种趣入七 
 
  丁一、趣入见佛及刹土二颂 
 
  丁二、趣入佛语一颂 
 
  丁三、趣入转法轮一颂 
 
  丁四、趣入住劫一颂 
 
  丁五、趣入佛行境一颂 
 
  丁六、趣入佛刹庄严一颂 
 
  丁七、趣入往诣佛前一颂 
 
  丙十二、十种力二颂 
 
  丙十三、对治一颂 
 
  丙十四、八种事业二颂 
 
  丙十五、回向普皆随学四颂 
 
  丙十六、总摄一颂 
 
  乙九、彼究竟一颂 
 
  乙十、彼功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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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一、现法功德五颂 
 
  丙二、后世功德二颂甲二、总结二 
 
  乙一、总结全经一颂 
 
  乙二、诵已普回向六颂（释迦亲友所依经文更有以读诵功德回向二颂） 
 
  总之，此经以十大行愿为所诠，以证入华严法界为旨趣，以利益有情广大意乐为入门，以往生净土

为方便。《入法界品》是《华严经》的终极，总摄华严入证因果，此经又是《入法界品》的终极。法藏

《华严经文义纲目说》说：以前《华严经》无流通分，是经文传来未尽。本经既有流通分，又与《入法

界品》文势联贯，因而后人也有把它续于《华严经》八十卷之后作为《华严经》末卷的。 
 
  此经在传来以前已在西域广泛流行。《开元释教录》卷三附注："经后记云，外国四部众礼佛时，

多诵此经，以发愿求佛道。"《行愿品疏》卷十说此十大行愿即是常行礼忏，但诸经论开合不同。例如

《离垢慧菩萨所问礼佛法经》有供养、赞德、礼佛、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发愿等八种，其余或礼、

赞合一为其，或更略去供养为六，或更将发愿、回向合一为五（如《十住毗婆沙》），或除礼、赞为四，

或更除回向为三（如《大智度论》），或惟忏悔、回向为二（如《善戒经》）。 
 
  此经和密宗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密宗的仪轨几乎没有不据十大行愿来组成的。西藏密宗的一切仪轨，

都以普贤七支的结构来组织。胎藏界大法的九方便--作礼、出罪、归依、施身（即供养）、菩提心

（摄常随佛学、恒顺众生）、随喜（摄称赞）、劝请（转法轮）、奉请（住世）、回向--即摄十愿

（《三密抄料简》卷上）。金刚界大法的五悔--礼敬、忏悔、随喜、劝请、回向--亦说明普贤行愿。

可见此经在所有佛教密部中的影响极普遍。 
 
  本经最后回向往生阿弥陀佛净土，又为华严宗转入净土宗的枢纽。往生论说五念门--礼拜、赞叹、

作愿、观察、回向--亦略摄十大行愿。宋沙门义和因"普贤行愿独指弥陀"，于乾道元年（１１６５）

集《华严经》和各种疏记中有关念佛法门文字录为《华严念佛三昧无尽灯》（《乐邦文类》卷二）。

《普贤行愿品》后世成为净土宗要籍，与《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并行，称净

土四经。此外，汉文的一切忏仪也普遍应用普贤十愿。 
 
  普贤十愿的诵持，现在仍然是中国一般佛教寺院的常课。《别行疏》说本经"为华严关键，修行枢

机，文约义丰，功高益广，能简能易，唯远唯深"，这可以说明本经在佛教中广泛应用的原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