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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879b   

华严关脉义记 

无碍势。四问答取文势。 

第一展转无尽者。复有二门。一为多。二类结来本。初者展最清净法界。为

理智两门。即分菩提涅盘之异也。又理开体用。智分因果。即题中大方广佛

华严是也。总以前后连合巧成诠表。即题中经之字是也。然即该括始终。撮

其机要。为七字。以统收一部文义。为题目也。又展此题目为第一会。于中

初明十海等是理。即大方广也。十智等是智。即华严也。广说莲华藏世界海

等。即十智所成之果也。略辨威光童子等修行。即依果所起之圆用也。总辨

理智因果不同。所以展成一会也。即所信之果会也。展此一会为后七会。于

前因中。别开修行愿等及会修行并会别行等不同。所以展为七会也。即能证

之因会也。以一一会皆有所信果。是故通前有八会也。以十住等行皆托境而

生非自起故。又行融因满必证入法界。是故有通后九会也。言别开住等及会

修行不同者。即初说第二会。终尽第六会。通辨住等诸位。即明因行造修历

位差别也。第七第八别两行融摄无二为一。普贤无障碍行也。此等行因必入

法界方乃究竟。所以一部经中广明斯法。升降不同。总有九个会也。又于所

证之中。自分为五十五会。即初从觉城终至普门会等是也。以证契于事深法

界德差别故。是故通前本会。总有六十四会也。即此寄人明法显别教。依人

异余教故。又展一一知识会为无尽重重会。以一切融无碍故。如仙人执手。

令善财见不可说不可说佛剎一一佛剎有微尘数等诸佛会是也。亦即下文。向

普门国。见三千大千世界微尘等诸善知识会。此等即为无尽重重会也。广如

经辨谁知之。既于一知识所。有如是重重会。余亦谁亦。又展如是等不可说

不可说无尽重重会。遍诸异类同类世界及微尘毛道一切世界海等。主伴重重

总过本末重重无尽等会。故有无尽重重(满十)会也。准经结通等文思之。第二

类结来本者。今案此下文势及诸传记。略而言之。有其五本。一总结前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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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以下本。以五千五会等皆是第九会摄故。有十万偈三十九品也。二总结

前无尽重重会以为中本。以一一各尽同类异类等世界及尽一一世界等十方法

界各尽同类世界微尘中剎一一重重(满十)及尽主伴重重(满十)故。有四十九万八

千八百偈一千四百也。三又结前不可说不可说无尽重重会以为上本。以一一

各尽一切同类异类世界等一切世界各尽一切同类异类世界等一切十方。各尽

一切同类异类世界等微尘中剎。各尽一切同类异类世界尽重重(满十)及一切主

伴等及尘中剎重重(满十)各尽同类异类世界中重重(满十)本门内一切重重(满十)

及本门中重量(满十)故。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偈四天下微尘数品也。四又

结尽一切一切重重(满十)世界海等尽一切一切(满十)重重(满十)法界尽一切一切

(满十)重重(满十)十方。尽一切一切(满十)重重(满十)世界微尘等剎。尽一切一切

(满十)同类异类等世界。尽一切一切(满十)微尘毛道尽一切一切重大门等重重

(满十)及本门等主伴一一(满十)一切转一切转说故。以为喻一切转一切转说本

也。故下文云。以大海量等墨须弥山聚笔。书写此经一一品乃至一一句中义

味。犹不能尽。又六十二云。此普眼法门一一品中一一门一一法一一义等句

不得少分。何况能尽。广如经说。此不可定其偈数及品目多少也。一品一门

等既尔。余品余门及主伴等既尔。一切门及主伴等亦然。一切品一切门及一

切主伴等既尔。余一切一切(满十)重重(满十)品一切一切(满十)重重(满十)门及一

切一切(满十)重重(满十)主伴然。既一一(满十)重重(满十)品品一切一切(满十)门一

切一切(满十)重重(满十)主伴等既尔。一一文句味重重(满十)及主伴等亦然。一

一文句味及主伴等重重(满十)既尔。即所依之剎等重重(满十)及主伴等重重(满

十)既尔。即剎中尘内剎等重重(满十)亦然。此即不可知其分齐。非言说笔墨之

所能显也。此即是尽无尽无尽(满十)十方法界微尘毛道一一重重(满十)及一切一

切(满十)重重(满十)等本也。准经文知之。此即第五现说者本也。如是展转一切

互现重重(满十)无尽无尽(满十)等。准经知之。故经云。事说劫犹可尽说。不可

说不可尽。又云。若欲具足演说一切法。于阿僧祇劫不可尽等。思之。是即

十佛所说圆融之本也。然此等尽无尽之极说者。从清净法界流。即无差别之

差别也。故论云。无不从此法身流等。思之。上来具据一势。就事结集及事

显说者有如是本。更有余多势及余多本等。不显其分齐。偈数品类者。准此

知之。广如经说。 

第二卷摄于无势者。复有三门。一摄广就略。二摄末归本。三以义圆收。第

一摄广就略有者。即总卷现说者说以为一切无尽重重(满十)之极说也。以于现

说之者说等。假以显示。知余不可说不可说非笔墨等所能说之。如经云。我

之所演畅。如海一微滴等。又卷无尽重重(满十)圆融无极之说。以为喻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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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一文句。复皆结通重重(满十)无尽无尽(满十)一切一切(满十)说故也。又卷

喻说本。以为上本。以文句皆结通尽一切同类异类重重(满十)世界及重重(满十)

等主伴眷属一切重重(满十)无尽无尽故。又卷上本为中本。以会会品品文文句

句。复皆通遍周法界及一切世界尘道毛端等一切一切(满十)重重(满十)等。普该

收故。又卷中本。以为下本。以普结通尽会实等一一重重(满十)故。又卷下本

为其一会。然随其一会。皆悉重重(满十)具一切一切(满十)无尽无尽(满十)重重

(满十)等故。所言具者。一一会中皆说十数表无尽也。又总卷一会。为人法两

门。即前法分。后人会是也。又卷为心境圆证。后人会中。初从文殊会至后

普贤会是也。又卷以为七字。即题中能证所证理。皆因果悉具足故。如前

辨。又卷为三字。亦是以融人等。从彼法故。又卷三为二字。亦是以摄归体

故。卷二为。亦是以摄证理从故。卷一非一。亦是以性合万德。无事不无尽

故。第二以义圆收者。今取文势义言。通明一切会等。总有四字。亦文义具

足。何者为四。一教。谓文虽浩汗。唯一教字所收。即题中经字是也。二

义。义门无量。俱一缘起义所摄。即题中方广是也。三成。谓解行因果德用

等。虽各缘起不同。据其即成立。唯一成字所摄。即题中佛华严是也。四

处。谓一切一切(满十)重重(满十)无尽无尽(满十)同类异类等重重(满十)会处唯一

处。唯一处字所同。即会所依一切一切(满十)重重(满十)会处是也。总卷而言。

然义唯一性。教唯一文。成唯一念。处唯一尘。何以故。一即一切故。一切

即一故。经云。知一即多多即一。义味清净悉具足等。又云。一中解无量。

无量中解一等故。统法师云。一言无不略尽。殊说更无异盈。此之谓也。第

三摄末归本者。今案前题目。然则大之一字是一部通名。所证果海。方广二

字是果海德能。通明一部缘起作用。佛之一字能证之智。通明一说之人。华

严二字能严之因。通明一部修行圆契。又摄用归体唯理也。摄因归果唯佛

也。又以法成人。人无性则真性也。性无自性即非性也。总以缝缀连合诠表

此义为教教即非教也。何以故。文字性离即解脱故。果海离言不可说故。是

即差别之无差别也。论云。无不还证此法身。斯之谓也。 

第三展卷无碍者。先明展后明卷。初展者。开用异体。即体用有殊。缘性差

别。法门不同。即大方广是也。开因异果。即解行不同。修证差别。师弟子

有殊。即佛华严是也。即经缕缀诠示有殊。即一切无尽无尽(满十)重重(满十)之

说。即经字是也。广如别辨。准知之。二卷者。复有五门。一以位统收。二

摄会从人。三以人明法。四境智圆融。五泯因果海。初者。然此经文误落颠

倒。总有三节。无不略收。所谓解行证也。就解之中。自为二境。即第一会

中。举佛依正等果。劝生信乐。即案此文。名为举果劝乐生信分也。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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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从第二会终尽第六会。于中广明住等四位次第生解之相。案此文。名为修

因契果生解分也。二亦二。一依位行。二异位行。初第七会中。会前别解以

成依位。普贤之行总融成一实。普贤行故。所以二重会也。是故普光法有两

重会者。意存此也。即案此文。名为托法进成行分也。何以知者。以在普光

重会即其事也。若不尔者。何不重会第三等会耶。以第二会是说解等之始。

今会解等成行。理宜从始为首。是故重会普贤之行。所以不此所亦可显诸会

同第二七日。顿普演说无前后故。何以。单说重说皆同第二七日故。三证。

第九会中。复说五位依人入证门前所举之果者。初既悕乐前果。以生信解。

既会解成行。即证得前果。是故后分会。而别证论耶。今据文即是前会也。

若不尔者。举前果生其信解。既会解成行。而别证得前果耶。今据文义相

生。所以得知未会即初会也。是故总为三节。极顺经文。准思可解。第二摄

会从人者。复总融为一会。唯第九一会也。何者。以第一会是前解等所依之

位。其后解满即会前差别之解。成一圆融行德。证入前法。究竟亡言。是故

第九寄人明证入法界。为显斯深意。所以第九会中。明依人入证也。言寄人

明者。即此第九会中。如来自入师子奋迅三昧。令诸菩萨证入法界。是前所

举果劝令忻乐。即当第一会也。以如来自入奋迅三昧欲令菩萨悉证入故。又

始从文殊终至瞿姨。是前修因契果生解之相。即当前七会也。以善财询问诸

人。别求信解广遍知故。后至摩耶弥勒两人。是前托法进修行成无二。当第

七会。第八会中俱明普贤大行无碍圆融自在究竟故。至文殊据其璎珞。以明

福智二严万德俱备故。又摩耶是一切诸佛之母。以表行成能生佛。故普贤居

后。当缘起法界。以表行成。得证入故。故当第九会。是依人入证成分也。

以见微尘数善知识及普贤菩萨。更不推后故。第三摄人从位者。谓知识会

中。又始从文殊终至瞿姨。总有四十一人。名为寄位修行相。即寄前住等四

法。依人求解。渐次修行也。第二初从摩耶终至德生童子等。总有十一人。

名为会缘入实相。即会前住等。成普别两行。契法界也。第三弥勒一人名为

摄德成因相。即会前依位普门。总为证入之因也。第四后文殊一人为智照无

二相。即融究竟朗悟在怀。照前行等。唯一实圆智。更无前后明昧等也。第

五普贤一人名为显因广大相。即始觉同本。大智现前遍周法界。无处不至。

普包容也。第四境智圆融者。复就前人中。总束为二。一文殊。是能证智。

即前解行等。二普贤。是所证之法界。即是所信所入也。何者。以文殊当波

若位。普贤当法界门。所以知者。师云。三藏者。有经作如是说。又案此经

中意义文势。深有此理。又古尊德既判后文殊名为智照无二相。故知前诸人

总是后文殊一人也。故下文云。善财还径百一十城。复合谐文殊者。是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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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又文殊师利教我于数笔等法。又下文云。文殊师利忆念力故等。又下文

云。善男子文殊师利是汝善知识。能令汝得生如来家。长养善根积功德聚。

乃至满足大愿。净诸法门。皆由文殊师利威神力等者。既圆满得证法界。所

所因满。普贤居后故。下文云。我于一一毛孔中现佛之境界。谛观察等。又

云。汝具观我清净法身等。解云。既令观清净法身。故知善财见普贤。即是

证法界也。又束为一。谓境智一如无有差别。是故后文殊更无身想。教即何

故如是。以初见文殊。即明善财信以之始。至后不见即见善财智满足之经。

中间诸人皆是善财修行次第。以善财障尽惑除。未必动念。是故反照唯是初

心更无异也。后不见者。有斯意也。故经云。从文殊师利智慧所起等。亦是

论中始觉同本觉。无始觉之异。此之谓也。第五泯同果海者。谓因行圆满没

果海中。朗始朗终圆融具德。亡言绝虑唯证相应也。如是随说为门。意无前

后也。是故卷展为斯无碍难申述。取者如文思之。故下文云。如是真佛子。

甚深微妙之义。众生欲思量。迷乱心发狂。此之谓也。 

第四问答取文势者亦二。一问答会前。二结劝修学。第一问答会前者。问前

既言摩耶会。前诸缘为其一实。何得会已修有十人不同耶。答会已而有十人

者。此显缘起无尽。托十显之。何者。以不离摩耶。并是摩耶之实德也。即

寄前五三世同修。至于究竟出生佛也。经云。我是一切诸佛母。一切诸佛皆

从我生等。亦可表亦诸位即异镕融卷舒无碍。是故一一位即辨成佛者。意存

此也。问摩耶无体。俱会诸位成。余人亦复如然。何不悉皆具十耶。答摩耶

中具此十人者。即是前一一人所皆具之也。何以故。摩耶即会前诸人。总以

为一身故。以一一人即是摩耶。摩耶即是一一人故。令独摩耶中具十人者。

有斯意也。问摩耶即是前诸人。即言此具余亦具者。亦可诸人即是后摩耶。

何不前具后不具。答摩耶是总。余是别。俱使总具别。何者。别未究竟。总

不究竟也。智未究竟。别无可别。何得具耶。是故摩耶中具者。即余人亦具

也。问八会之中。何故升天四会皆云不起菩提树而升天等。云何人中三会不

言不起此而升彼耶。答此有二意。一据解。二约行。初解中复三。一近二远

三总。初近者。以人中地接相去不遥。法尔通收不待言示。所以不言不起此

而升彼也。远者。以人天类体复极隔不同相摄难知。所以带前而起后也。此

乃显缘起无碍互镕融也。三总者。以总摄别。别在总中。升降不同。皆云不

离觉树而升彼也。此以更融遍门自有殊。虽去彼中。而恒在此。为欲表生物

解故。举后而带前生也。二约行者复二。一申义。二释妨。初者。然升天等

会据解据处为言。解满即行证无差别。所以后二不论也。不类天者。有斯意

也。二者以信自正位。是故二处不言也。问上言善财不见文殊。即言表其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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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唯是初心无异者。何以经说善财历诸位耶。答经说历诸位者有二种。一

者约教行而言教有次位。节级不同。善财历位据此而说。二者约义圆融言以

夫大缘起法界同时具足无有次位前后等差别。善财一生案此而说。今以两义

令辨。然历位不离初心。一生未初多经劫所修而具斯意也。故佛地经云。一

念即无量劫。无量劫即一念等。今为以教义而言。是即名为同教一乘。若以

义摄教而言。是即名为别教一乘也。然善财历在不离初心者。据斯说也。问

何故末后知识更无指后及结说等耶。答结会文殊即善财因已究竟。至后普贤

菩萨即辨善财得证相应。所以一见即意一俱圆。是故更指后无故等也。故下

文云。善财于普贤菩萨相好交节诸毛孔中。见不可说不可说世界海诸佛充

满。二如来不可说不可说。大菩萨以为眷属等是也。如前辨。第二结劝修学

者。上来序经中少言。如管窥天。余势多端。莫知涯际。尽穷来劫。誓毕修

行。唯愿舍身受身常生此念。若有信归修学。速然证菩提。所以见闻必成坚

种。当复发大欢喜自庆又希逢也。故经云。善财汝应发大欢喜。不久得大果

报故。无量菩萨于无量劫修。汝今一生皆悉具德。乃至具有欲得如是法者。

定如善财之所修学等。又云。过去诸佛专求菩提修习此行。于无量劫诸有为

中受无量苦。犹不值遇。乃至云。得大善利。成满大愿。亲近诸佛。为佛真

子。必成佛道(云云)。广如经辨。准之。 

华严关脉义记一卷 

写本云。永仁五年(丁酉)暮春三月五日。于东大寺戒坛院。为实圆比丘书写

之。 

华严宗沙门 凝然 春秋五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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