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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者禮敬諸佛： 

1.「禮敬」：由心恭恭敬敬，運於 

  身口，而遍行禮拜。反之為慢拜 

2.身拜跪，口雖持名，心則重重妄 

  想，實則功德微少。 

3.依普賢行願能除慢障，必起敬意， 

  統領身語意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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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身業敬者，為顯佛有天眼通故 

  以語業敬者，顯佛有天耳通故 

  以意業敬者，顯佛有他心通故 

常修禮敬，一心不亂，能深入法性 

5.經云：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 

定見佛。『心中憶佛，名為修慧 

          身跪口念，名為修福 

福慧雙修，則禮敬之事畢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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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普賢如是禮敬，即為普賢行願 

  普賢不在外求，而在各人心中求   

  普賢乃眾生心中之普賢 

  眾生乃普賢心中之眾生 

二者稱讚如來 

1.十方三世一切諸佛，皆具 

  三身(法身、報身、應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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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禮敬之中，以身業禮，以口業讚， 

  以意業敬，是則名為三業供養。 

  法身如來如遮那 

  報身如來如彌陀 

  應身如來如釋迦 

  稱揚讚歎如來聖德，或唱或念 

  其功德都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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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者廣修供養  
1.法華經云：以身口意三業恭敬供
養，即禮拜讚歎供養，是為豎供養；
若出門隨時隨處供養，為橫供養也。
有財若不施，是名慳貪，為生死根。 

2.修行者，具大慈悲心故，隨緣施 
  捨供養；即一香一華，亦稱理成 
  就。偈曰：願此香華雲，遍滿十 
  方界，一一諸佛土，無量香莊嚴， 
  具足菩薩道，成就如來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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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廣修供養者，對於財法二施，均
由小至大；先勸一家，由一家及
他家，從一方及十方。其實普賢
緣性起修，一字一句，周遍法界 

四者懺悔業障 

1.惡業何來？皆從心造。心能止惡， 

心能修善。此三業正，則能修善止 

惡；此三業不謹，則惡事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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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云：「念佛一聲，能滅八十億
劫生死重罪。」又云：「拔一切業
障根本，得生淨土陀羅尼。」故，
若能念佛持咒，則業障自除，事理
自然明了。 

五者隨喜功德 
1.功德分二種說： 
(1)世間法：有漏功德。如慈善業，
造橋修路，慶悅讚嘆，不生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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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出世間法：無漏功德。發 

        出離心，廣修六度是。 

3. 以世間一切之因隨喜而修，回向 

   無上菩提，亦可轉有漏為無漏矣 

4.是故遇一切公益之事，有力則助 

  力，無力則讚歎。 

5. 《法華經》云：一念隨喜，則招 

    無邊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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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華經‧隨喜功德品》云： 

於得聞經典乃至一偈，隨喜為他說， 

展轉乃至50人，其功德：如大施主 

給予眾生金銀、琉璃等寶布施滿八 

十年；再為其八十老耆宣說佛法、 

示教利喜。一時得至阿羅漢、大解 

脫。然其功德不及聞法華經隨喜功 

德之百分千分百千萬億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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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者請轉法輪 
1.說法如轉輪，不信佛法，心無主宰， 

  胡思亂想，曷能去惡向善，轉凡成  

  聖作隨喜功德哉？ 

2.佛陀說法，一字一句，皆從心中露 

  出；大眾當深信無上清淨心，在聞
法時聞法為來日隨喜而生功德。，一
句一句入身，皆轉入心中，而成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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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者請佛住世  

1.請佛住世，即請自己佛 

2.是心作佛，即心即佛也。 

 「眾生心淨，見佛常住」 

 「眾生心垢，見佛捨命」 

→佛之常住與否，與眾生心之淨染
相應。若念念在佛，即時時請佛住
世。淨念相繼，佛則當然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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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者常隨佛學 

1.佛廣說法華，普度眾生，是先覺； 

  眾生聞法，廣修佛事，以了生死， 

  是後覺。 

2.自利然後能利他，常誠心學佛， 

  從因至果，始終不變， 

  即常隨佛學之大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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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者恒順眾生 
1.佛以利他修行，發大悲心，下菩 

  提種，以饒益利樂有情，當從恒 

  順兩字下著手工夫 

2.以佛心廣修佛行，無一非恒順之 

  心情。遇乞丐也，體其挨寒受餓， 

  即量力施財；遇臨殺之畜生也， 

  悲其戀命怕死，即實行施放。 

→佛心即大悲心也，為菩提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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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心不悲，則度生不切。 
4.應視一切眾生是我福田，宜恒順 

十者普皆回向 
1.回向可分三種： 
(1)回自向他：凡作一切事，悉當回 
  向盡虛空遍法界一切眾生 
(2)回因向果：將自己日日所念佛， 
  為眾生回向極樂淨土。 
(3)回事向理：所作事，應行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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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以普賢行願，為我行願；即
以禮敬諸佛回向，以稱讚如來回向
以廣修供養回向，以懺悔業障回向
以隨喜功德回向，以請轉法輪回向
以請佛住世回向，以常隨佛學回向
以恒順眾生回向，即為普皆回向。 

3.回向是一件極緊要事，所作功德 
無論巨細，乃至一毫之善，一塵之 
福，皆可回向西方，莊嚴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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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譬如投少水於大海之中，量即同海 

  因為一己所積功德，其功有限 

◎若回向於法界眾生，則功德即無 

  邊際，此為回自向他。 

◎若將所作功德，如念佛、持咒、 

  禮拜、誦經及一切慈善功德，均 

  可回向西方，與一切眾生，同成 

  佛道，即是回因向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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