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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藏頌云」：華藏啊，這個頌這樣說，說「華藏世界所有塵呢」：有這

個微塵呢，在這華藏世界裏邊所有塵，「一一塵中見法界」：在這個華藏

世界所有的微塵，每一粒微塵裏邊，又啊，具足圓滿這個法界，在這一粒

微塵裏邊。啊，那麼一粒微塵能周徧法界，這個法界也沒有出去一粒微塵。 

  

「一塵尚具，況一葉耶」：這一粒微塵尚且具足華藏世界，啊，華藏世界

海，況且蓮華葉呢！那個蓮華葉啊，更具足這個華藏世界海這種的境界

了！所以說啊，即彼華葉，就是用那一個蓮華葉。「普周法界」：前邊不

說況一葉耶，那一粒微塵就可以周徧法界。那麼這一個蓮華葉呢，也是周

徧法界的，前邊說況一葉耶。 

  

「而不壞本位」：這一個蓮華葉本來呀，它是很小的，不會周徧法界，那

麼現在說它周徧法界了。這怎麼「周」法呢？普周法界，是不是把這個蓮

華葉放大了它！啊，好像我們照相，一個小相片可以放一個很大的相片，

照這相，這是大的。那麼把這個蓮華葉放到法界這麼大，是不是這樣子呢？

不是的。 

  

這個普周法界，不是把這蓮華葉放大，就是在這個你看的很小的一個蓮華

葉，就是周徧普周法界了，不用放大；若放大，那還又用很多功夫，要用

這個化學的水來沖洗，很麻煩。這個不用那樣子，就是「不壞本位」，不

要把它那個本來那個蓮華葉破壞了它；說那個小的把它弄大了它，不用

的，這叫啊，而不壞本位。不要說這個蓮華葉，不要壞本位就會普周法界；

就是那一粒微塵也是這樣子，也是不要把那個微塵放大了，啊，或者用個

顯微鏡一看它是大了，不是的；啊，不壞本位。 

  

為什麼呢？「以分即無分」：因為啊，雖然說普周法界了，可沒有分開它；

就是在這個華葉，就是普周法界了。啊，說這個道理太不合理了，沒有這

麼一個道理！不單你說不合理，我也覺得不合理；可是啊，理它是不合，

那麼道它是合了；不合理，合道；這個道理，這個道就是這樣！ 

  

你證得這個法界觀的時候，一粒微塵也不小，盡虛空徧法界也並不大！現

在你覺得這一粒微塵是小，法界是大；就因為啊，你沒有證得這個法界觀，

沒有得到啊，這個無礙的境界，所以呀，就有這麼多的執著。這個道理說

出來也不相信，就說沒有這麼一回事。以分即無分。 

  



「無分即分」：雖然沒有分，它還是分了；這就是啊，不壞本位它可周徧

法界了，雖然周徧法界又不壞本位。為什麼呢？這就叫大而無外，小而無

內；「無大無小無內外，自休自了自安排」，那麼這個對聯說的就是這個

境界，無大無小無內外，自休自了自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