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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敦煌莫高窟現存 492 個石窟繪有壁畫，是研究佛教與佛教發展的珍貴材料。保

存的「華嚴經變」凡 30 鋪，其中繪製「入法界品圖」有 15 鋪，其量居半，凸顯

〈入法界品〉在「華嚴經變」的核心地位。 

據學者研究有關石窟壁畫「入法界品圖」，早在盛唐時已出現善財獨自參訪的

圖像，圖像內容較為完整則要到中唐，然仍依附在華嚴經變中，直至晚唐五代才有

獨立完整的圖像出現。亦即「入法界品圖」至晚唐才趨成熟。現存 15 鋪「入法界

品圖」中，以 85 窟善財參訪的場景較為生動，最受矚目。此窟係晚唐敦煌都僧統

翟法榮營建之功德窟，窟頂北披為華嚴經變，中心繪「七處九會」，兩側繪「入法

界品圖」善財五十三參。按：〈入法界品〉敘述善財得到文殊菩薩教化，生起菩提

大願心，因不屈撓、訪求五十三位善知識，證入法界的歷程，展現華嚴思想的具體

方法，而善財五十三參的形象，更是世人參學修習的典範，在佛教弘傳的過程中自

是石窟藝術表現的主要題材。 

經變畫是以線條、色彩、圖像進行形象化的視覺傳播，既具以圖解經的效用，

又可莊嚴道場，教化信眾。除圖像敘述表達手法外，壁畫的榜題既有提示畫面內容

情節之功能，又有凝聚主題，宣示教理要義之旨趣。 

本文以 85 窟為研究對象，透過圖文互證的研究法，析論此窟榜題與畫面敘事

之關係，探究「入法界品圖」的思想意涵與圖像傳達的弘傳旨趣，論述其特色及其

華嚴信仰的傳播功能與藝術價值。在辨識 31 則現存榜題進行對應經典與畫面析論

的基礎上，獲致以下幾點看法： 

一、確定此經變係依據晚唐敦煌地區盛行《八十華嚴》繪製。 

二、現存畫面計有五十三參中的 19 參，其中以第 32 參普德淨光夜神、第 33 參喜

目觀察眾生夜神著墨較多，內容呈現講授「四禪」、十度法門，正與窟主翟法

榮的修習相契合，傳達當時敦煌僧團兼融華嚴宗與禪學的修行特色。 

三、畫面與榜題精要的呈現善財所修菩薩果位，其中以「十地、等覺」居多，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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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記「十地菩薩 、妙覺功圓」的宗旨外，更彰顯當時敦煌地區偏重華嚴思想

「十地、等覺」修持。 

四、畫面呈現的情節具規律性且富節奏，契合澄觀大師對〈入法界品〉經文所做

「位內六分：依教趣求、見敬諮問、稱讚授法、謙己推勝、指示後友、戀德

禮辭」的架構。 

五、「入法界品圖」的圖像表現，善財已有具體形像，且每幅畫面構圖均以參拜、

說教的行為模式為主要展現。 

關鍵詞：85 窟、華嚴經、入法界品、善財五十三參、翟法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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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入法界品圖」為華嚴經變一部分，經變亦名經變畫，是以線條、色彩、圖像

進行形象化的視覺傳播，既具以圖解經的效用，又可莊嚴道場，教化信眾。除圖像

敘述表達手法外，壁畫的榜題既有提示畫面內容情節之功能，又有凝聚主題，宣示

教理要義之旨趣。《華嚴經》素有「經中之王」的美譽，其卷帙繁多，義理深奧，

如何將《華嚴經》內容轉換成方便民眾閱讀理解的華嚴經變，實屬不易。敦煌地區

遺存不少唐五代時期的華嚴經變，是研究早期華嚴經變發展的珍貴材料。莫高窟現

存 492 個石窟壁畫中保存「華嚴經變」凡 30 鋪，依《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錄》所載

為：盛唐 1 鋪第 44 窟、中唐 5 鋪第 159、231、237、471、472 等窟，晚唐 9 鋪第

9、12、85、127、138、144、156、196、232 等窟，五代 8 鋪第 6、45、53、61、

98、108、146、261 等窟，宋代 6 鋪第 25、55、76、431、449、454，元代 464 等

窟。其中繪有善財求場面有 15 鋪，如繪於華嚴經變七處九會圖兩側有 9 鋪，盛唐

第 44 窟、中唐第 237 窟，晚唐 9 鋪第 9、85、156 窟，五代第 53 窟，宋代第 25、

45、55 窟。另有 6 鋪繪於華嚴經變下方屏風畫，分別為中唐第 159 窟、231 窟，晚

唐第 12、232 窟，宋代第 431 窟、449 窟1，其量居半，凸顯「入法界品圖」在華嚴

經變的核心地位。 

盛唐時期「入法界品圖」早已產生善財獨自參訪的圖像，圖像內容較為完整則

要到中唐，然仍依附在華嚴經變中，直至晚唐五代才有獨立完整的圖像出現2，亦

即「入法界品圖」至晚唐才趨成熟。晚唐五代時期的華嚴經變，呈現出繁複與簡略

兩種樣式：繁複形式「七處九會圖」、「華嚴藏海圖」、「入法界品圖」等三者組合，

如莫高窟第 85 窟；簡略形式則省略「入法界品圖」，保留「七處九會圖」、「華嚴藏

海圖」如 261 窟3。另藏經洞出土絹畫也有二幅，一幅為《華嚴經變－七處九會》，

另一幅為《華嚴經變－十地品》，現藏法國吉美博物館。繪有善財求法圖的 15 鋪

中，尤以第 85 窟場景較為生動，榜題易辨識，最受矚目。85 窟係晚唐敦煌都僧統

翟法榮所營建之功德窟，窟頂北披為華嚴經變，中心繪「七處九會圖」，兩側繪「入

法界品圖」善財五十三參。按：〈入法界品〉敘述善財得到文殊菩薩教化，生起菩

提大願心，因不屈撓、訪求五十三位善知識，證入法界的歷程，展現華嚴思想的具

體方法，而善財五十三參的形象，更是世人參學修習的典範，在佛教弘傳的過程中

自是石窟藝術表現的主要題材。 

有關 85 窟華嚴經變「入法界品」的專門論述，目前僅見殷博〈莫高窟第 85 窟

                                                      
1 殷博，〈莫高窟第 85 窟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初探〉，《敦煌研究》No.2，頁 26。 
2 陳俊吉，〈中唐至五代華嚴經變的「入法界品圖」探究〉，頁 169。 
3 同上註，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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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初探〉一文，曾就榜題與圖像內容進行梳理，但未從圖文互證關

係探究其意涵與特色，甚為可惜。此點引發筆者擬以 85 窟華嚴經變「入法界品」

為研究對象，透過圖文互證的研究法，析論此窟榜題與畫面敘事之關係，探究華嚴

經變「入法界品」的思想意涵與圖像傳達的弘傳旨趣，論述其特色及其華嚴信仰的

傳播功能與藝術價值。 

二、《華嚴經》漢譯傳本 

《大方廣佛華嚴經》相傳為如來成道後第二七日於菩提樹下，為文殊、普賢等

上位菩薩所宣說的內證法門4。法藏《華嚴經傳記》載龍樹菩薩於龍宮中見《華嚴

經》有上、中、下三本，其中上本有十大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四天下微塵數品，

中本有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非一般凡夫之力所能受持，故隱而不傳，

流傳下來為下本，有十萬偈四十八品(或作三十八品)5。今傳世之六十卷《華嚴經》

有三萬六千頌，八十卷《華嚴經》有四萬五千頌，不及十萬偈，法藏歸為略本6。

《華嚴經》傳世有三大漢譯本：一為東晉•佛陀跋陀羅譯，全經本六十卷三十四品，

二為唐•實叉難陀譯八十卷三十九品，三是唐•般若三藏譯《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

行願品》四十卷。《華嚴經傳記》指出全譯本未譯前，中國已有各種華嚴類別行經

的翻譯與流通，如後漢支婁迦讖譯《兜沙經》，而別譯本就有三十五部之多，其中

一部《佛說羅摩伽經》相當於〈入法界品〉單行本。以下就《佛說羅摩伽經》及三

大漢譯本《華嚴經•入法界品》作一簡介。 

(一)《佛說羅摩伽經》 

本經記載善財最先參訪善勝長者，習得「大慈大悲菩薩淨行法門」後，經由善

勝長者推薦，參訪下位善知識師子奮迅比丘尼，一路西行共參訪十二位善知識，較

六十卷《華嚴經》、八十卷《華嚴經》、四十卷《華嚴經》的五十三位善知識少了四

十一位，最後參訪的善知識也非三大漢譯本的普賢菩薩，而是普覆眾生威德夜天，

法藏指出「本經是入法界品不足本」；又善財參訪的方向，也不同於三大漢譯本記

                                                      
4 古德偈頌「華嚴最初三七日，阿含十二方等八，二十二年般若談，法華涅槃共七年。」指佛陀成

道最初之三七日間說華嚴經之時期。 
5《華嚴經傳記》卷 1：「西域傳記說。龍樹菩薩往龍宮。見此華嚴大不思議解脫經。有三本。上本

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四天下微塵數品。中本有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下本有十萬

偈四十八品。其上中二本及普眼等。竝非凡力所持。隱而不傳。下本見流天竺。」(CBETA, T51, no. 

2073, p. 153, a28-b4)。 
6《華嚴經探玄記》卷 1：「六略本者。即此土所傳六十卷本。是彼十萬頌中前分三萬六千頌要略所

出也。近於大慈恩寺塔上見梵本華嚴有三部。略勘竝與此漢本大同。頌數亦相似。」(CBETA, T35, 

no. 1733, p. 122, b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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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一路往南參訪，而是先從東方界後轉南方再至西方7。 

 (二)《六十華嚴》 

六十卷《華嚴經》（以下簡稱《六十華嚴》）共六十卷三十四品，《華嚴經探玄

記》「今此三萬六千偈經有七處八會，謂人中三處天上四處為七，重會普光為八會
8。」此七處八會為第一寂滅道場會，是佛陀在菩提樹下為五百眾菩薩、聲聞、天

王等宣說成佛境界；第二普光法堂會，以文殊菩薩為會首宣說十信法門；第三忉利

天宮會，此會由人間移至天上，以法慧菩薩為會首宣說十住法門；第四夜摩天宮會，

以功德林菩薩為會首解說十行法門；第五兜率天宮會，以金剛幢菩薩為會首宣說十

迴向；第六他化天宮會，以金剛藏菩薩為會首廣說十地。第七重會普光法堂，由他

化天宮回到人間寂滅道場普光法堂，以普賢菩薩為會首；第七逝多林會收〈入法界

品〉一品(卷四十四至卷六十)，此品為善財接受文殊菩薩指示南行尋訪善知識，展

開五十三回的參學之旅。 

（三）《八十華嚴》 

唐武則天崇奉三寶，大力弘揚大乘佛法，當時有感《六十華嚴》未能完備，聞

西域于闐國藏有華嚴全經梵本，乃遣使者至于闐求經，並請實叉難陀至洛陽大遍空

寺進行譯經，直到聖歷二年（699 年）完譯。八十卷《大方廣佛華嚴經》（以下簡

稱《八十華嚴》）受到武則天的重視，並親臨法座題寫經名、品名，與序文，此經

文筆流暢在中國受到廣泛流傳9。《六十華嚴》與《八十華嚴》在經文有部分相似，

但在結構上卻有差異，《六十華嚴》關於佛說法的部分，在經典中的佈局結構分為

「七處八會」，《八十華嚴》則是「七處九會」10，第一初會菩提道場以普賢菩薩為

會主，第二普光明殿以文殊菩薩為會主，第三忉利天宮會以法慧菩薩為會首，第四

夜摩天宮會以功德林菩薩為會首，第五兜率天宮會以金剛幢菩薩為會首，第六他化

自在天宮以金剛藏菩薩為會首，第七再會普光明殿如來及普賢菩薩為會主，第八三

會普光明殿以普賢菩薩為會首，第九逝多林會以如來及善知識為會首，收〈入法界

品〉一品(卷六十至卷八十)。《八十華嚴》較《六十華嚴》多分出一會，此外《八十

華嚴》其內容有所增補，其中增加最多為〈入法界品〉，後來發展出《四十華嚴》。 

                                                      
7《佛說羅摩伽經》卷 1：「爾時善財童子，從東方界求善知識，漸漸遊行至南方界，轉至西方，」

(CBETA, T10, no. 294, p. 853, a29-b1) 
8《華嚴經探玄記》卷 2 (CBETA, T35, no. 1733, p. 125, a18-20) 
9《華嚴經傳記》卷 1：「天后親臨法座。煥發序文。自運仙毫。首題名品。」(CBETA, T51, no. 2073, 

p. 155, a16-17) 
10 依據華嚴四祖澄觀國師《新譯華嚴經七處九會頌釋章》卷一：「此經八十卷，四萬五千偈，七處

九會說，三十九品章，人中有三處，道場普獨園，天上有四處，忉夜兜他化，初會菩提場，二會普

光殿，三會忉利天，四會夜摩天，五會兜率天，六會他化天，七八重普光，九會給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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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十華嚴》 

唐德宗時天竺烏荼國王親書《大方廣佛華嚴經，百千偈中所說，善財童子親近

承事佛剎極微塵數善知識行中，五十五聖者善知識，入不思議解脫境界普賢行願品》

遣使入唐進貢11，德宗下詔于闐國三藏法師般若主譯，於貞元十四年（西元 798 年）

翻譯完畢，共譯出四十卷，稱為《大方廣佛華嚴經入不思議解脫境界普賢行願品》，

簡稱《普賢行願品》，因在唐貞元年間譯出又稱《貞元經》（以下簡稱《四十華嚴》）。

《四十華嚴》是《六十華嚴》、《八十華嚴》中〈入法界品〉之別譯本，雖非全譯本

但在〈入法界品〉單一品的文字上卻大為廣增，如新增普賢十大行願和普賢廣大願

王清淨偈，是《六十華嚴》和《八十華嚴》所沒有。 

三、莫高窟 85 窟華嚴經變「入法界品」分析 

莫高窟第 85 窟（圖一）位於南區中段第一層為晚唐大佛窟，是張氏歸義軍時

期第二任都僧統翟法榮所修建之功德窟。王惠民《敦煌佛教與石窟營建》描述說：

「85 窟為中心佛壇窟無背屏，主室東西進深 11 米、南北寬 10 米，為著名的都僧

統翟法榮功德窟。」12此窟建於唐代咸通三年至咸通八年（西元 862-867 年），屬

中心佛壇窟，壇上塑釋迦牟尼佛與弟子像，佛床東面壺門畫天王，窟頂為獅子蓮花

藻井，四披和四壁繪法華經變、楞伽經變、華嚴經變、彌勒經變、報恩經變、阿彌

陀經變、金剛經變、勞度叉鬥聖經變、思益經變、藥師經變、密嚴經變、金光明經

變、維摩詰經變、賢愚經變等共 14 鋪經變畫，成為莫高窟容納經變畫最多的洞窟

之一13。 

  

                                                      
11《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南天竺烏茶國深信最勝善逝法者

修行最勝大乘行者吉祥自在作清淨師子王，上獻摩訶支那大唐國大吉祥天子，大自在師子中大王手

自書寫《大方廣佛華嚴經》百千偈中所說善財童子親近承事佛剎極微塵數善知識行中，五十五聖者

善知識〈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謹奉進上。」(CBETA, T10, no. 293, p. 848, b25-c2)。 
12 王惠民著，《敦煌佛教與石窟營建》，頁 374。 
13 陳菊霞著，《敦煌翟氏研究》，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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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敦煌莫高窟第 85 窟一景 

（一）華嚴經變 

7 世紀末，中原洛陽皇家寺院敬愛寺已有華嚴經變，而敦煌華嚴經變則較中原

地區晚些14。華嚴經變在敦煌石窟的呈現位置，中唐時期為垂直壁面式，其特色以

屏風畫表現「入法界品圖」，如第 159 窟、231 窟、237 窟北披；晚唐時期華嚴經變

除了在垂直壁面表現外，也開始出現在窟頂部分，並在窟頂的「七處九會」兩側或

下方繪有「入法界品圖」，如第 9、85、156 窟15。 

華嚴經變因譯本不同有「七處八會」與「七處九會」二種說法形式，莫高窟華

嚴經變壁畫，及藏經洞發現的華嚴經變相絹畫，皆依《八十華嚴》繪製，其說法圖

以「七處九會」為主16。王惠民指出「中唐（番占時期）開始，華嚴經變形成固定

構圖形式，主說法會是由 9 鋪說法圖構成的「七處九會」，最下面是大海中一朵大

蓮花，花有無數房屋，這是表示『蓮花藏世界』，畫面周圍或者下方屏風繪善財童

子五十三參。」17從圖二「85 窟華嚴經變」明顯看出有「七處九會」的說法圖，兩

側為「入法界品圖」也就是「善財五十三參」，佛會的下方為「華嚴藏海」18。 

從上述前賢的研究，讓我們對 85 窟華嚴經變的形式結構有整體性的認識，但

對於華嚴經變「入法界品」即「善財五十三參」榜題圖像的呈現，除殷博外尚未見

有較詳細的分析19。是故筆者擬在殷博〈莫高窟第 85 窟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初探〉

                                                      
14 王惠民，《敦煌佛教與石窟營建》，頁 358。 
15 陳俊吉，《唐五代善財童子造像研究》，頁 273。 
16 同上註，頁 215。 
17 同上註，頁 359。 
18 對於此窟華嚴經變「七處九會」的表現位置，陳俊吉因未能親自踏勘石窟，只能據公布的圖檔所

以指出：「敦煌研究院公布的圖檔資料，僅知中央的佛會為第三會，佛會正下方為第一會，其餘佛

會無法明確判斷。」 
19 見殷博，〈莫高窟第 85 窟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初探〉。 

華

嚴

經

變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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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的研究基礎上，就榜題圖像逐一分析，透過圖文互證的研究法，析論此窟榜題

與畫面敘事之關係，探究 85 窟華嚴經變「入法界品」的思想意涵與圖像傳達的弘

傳旨趣。礙於筆者無法親臨 85 窟實地考察，本文撰寫時以《敦煌石窟藝術：莫高

窟第八五窟附一九六窟（晚唐）》20刊載「華嚴經變圖」為依據，輔以殷博所錄榜題

文字及圖像描述21進行析論。 

圖二、85 窟華嚴經變 

 

圖三、85 窟華嚴經變榜題圖示 

  

                                                      
20 段文杰主編，《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第八五窟附一九六窟（晚唐）》，頁 53。 
21 殷博，〈莫高窟第 85 窟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初探〉，《敦煌研究》No.2，頁 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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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榜題分析 

陳俊吉指出「敦煌莫高窟華嚴經變壁畫，及藏經洞發現的華嚴經變相，皆依《八

十華嚴》所繪製」，筆者為求準確仍就榜題內容逐一檢索《CBETA 電子佛典》收錄

之《T0278 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T0279 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T0293

大方廣佛華嚴經(四十卷)》等三大漢譯本，詳為對照發現可辨識的 31 則榜題22文字

確實出自《八十華嚴•入法界品》經文，表一為筆者就榜題內容分析經文卷次、參

訪善知識，及引用澄觀大師《華嚴經疏》分列參訪善知識之位內次第。  

表一、85 窟「入法界品圖」榜題引用經文分析（依經文卷次排序） 

榜題

編號 
榜題文字 《八十華嚴•入法界品》經文 卷次 

參訪回次- 

善知識 

澄觀-位內

六分23 

26 

爾時善財童子□順

思惟菩薩正教隨順

□□菩□□生增長□薩

福力心生明 

 爾時，善財童子隨順思惟菩

薩正教，隨順思惟菩薩淨

行，生增長菩薩福力心，生

明見一切諸佛心，…，生摧

伏一切眾魔心。24 

64 
7-休捨優

婆夷 

依教趣求-

依前修證 

15 

善財依具足優婆夷

教辭往南方至 /興

城見明智居士坐大

雲台善財童 /子禮

謁問法時 

漸次而行，至大興城，周遍

推求明智居士。於善知識心

生渴仰，...增長如來十力光

明。25 

65 

13-具足優

婆夷 

14-明智居

士 

1.戀德禮

辭 

2.依教趣

求-趣求後

友 

30 

爾時善財童子于明

智居士聞此解脫□

遊彼福/海… 

爾時，善財童子於明智居士

所，聞此解脫已，游彼福德

海，...增彼福德勢。26 
66 

14-明智居

士 

依教趣求-

依前修證 

22 無□□□說其妙法時 ？ ？ ？ ？ 

                                                      
22 王惠民，《敦煌佛教與石窟營建》：「敦煌畫中有一些尊像畫、經變畫等有提示文字，一般稱榜

題。」 
23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6〈入法界品 39〉：「一依教趣求。二見敬諮問。三稱讚授法。四謙

己推勝。五指示後友六戀德禮辭。而諸文多具其有增減。至文科判。今初發心住文具斯六。」(CBETA, 

T35, no. 1735, p. 922, c23-26) 
24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4〈入法界品 39〉： (CBETA, T10, no. 279, p. 345, a21-26)。 
25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5〈入法界品 39〉： (CBETA, T10, no. 279, p. 352, b20-21)。 
26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6〈入法界品 39〉： (CBETA, T10, no. 279, p. 353, c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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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題

編號 
榜題文字 《八十華嚴•入法界品》經文 卷次 

參訪回次- 

善知識 

澄觀-位內

六分23 

35 

時大光王諸所住處

時善財童子歡喜湧

耀 作 如 是 念 我

善……今必當/親□

奮見聞諸菩 …… 

處 

漸次遊行..：「妙光城者，今

此城是，是大光王之所住

處。」27 

時，善財童子歡喜踊躍，作

如是念：「我善知識在此城

中，我今必當親得奉見，聞

諸菩薩所行之行，...聞諸菩薩

不思議境界廣大清淨。」28 

66 18-大光王 
依教趣求-

趣求後友 

38 

閻浮提內復有無量

百千萬億法羅刹王

諸夜叉王鳩盤荼王

毗舍闍梨王或住大

海 /或居陸地飲肉

啖血殘害眾生皆起

慈心 

閻浮提內復有無量百千萬億

諸羅剎王、諸夜叉王、鳩槃

荼王、毘舍闍王，或住大

海，或居陸地，飲血噉肉，

殘害眾生；皆起慈心，願行

利益，明識後世...所有一切毒

惡眾生悉亦如是。29 

66 18-大光王 

授己法界

（稱讚授

法） 

17 

不動優婆夷身是童

女在其家內 /無母

守護以自眷屬無量

人眾演說 /妙法善

財聞已其心歡喜 

時，善財童子…「不動優婆

夷身是童女，在其家內，父

母守護，與自親屬無量人眾

演說妙法。」善財童子聞是

語已，其心歡喜。30 

66 
19-不動優

婆夷 

依教趣求-

趣求後友 

18 

如見父母即詣不動

優婆夷舍 /入其宅

內見彼金色光明普

皆照入曜 /遇斯光

音身意清涼 

如見父母，即詣不動優婆夷

舍。入其宅內，見彼堂宇，

金色光明普皆照耀，遇斯光

者身意清涼。31 

66 
19-不動優

婆夷 

見敬諮問-

見 

                                                      
27《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6〈入法界品 39〉： (CBETA, T10, no. 279, p. 356, a23-24)。 
28《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6〈入法界品 39〉： (CBETA, T10, no. 279, p. 356, a24-26)。 
29《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6〈入法界品 39〉： (CBETA, T10, no. 279, p. 357, c10-13)。 
30《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6〈入法界品 39〉： (CBETA, T10, no. 279, p. 358, b8-11)。 
31《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6〈入法界品 39〉： (CBETA, T10, no. 279, p. 358, b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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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題

編號 
榜題文字 《八十華嚴•入法界品》經文 卷次 

參訪回次- 

善知識 

澄觀-位內

六分23 

27 

善財童子求一切

□□□□力求佛/辨才

求佛光□□□□身求

佛相好 /求佛眾會

求佛國土 

「善男子！我於彼佛所聞如

是法，求一切智，求佛十

力，求佛辯才，求佛光明，

求佛色身，求佛相好，求佛

眾會，求佛國土…32。 

66 
19-不動優

婆夷 

稱讚授法-

授法界 

24 

城東有山名曰善德

財善童子 /于中夜

時見此山頂草樹嚴

嵌 /光明照耀而日

初出生大歡喜 

城東有山，名曰：善德。善

財童子於中夜時，見此山頂

草樹巖巘，光明照耀如日初

出；見此事已，生大歡喜，

作是念言：「我必於此見善

知識。」33 

67 
20-遍行外

道 

見敬諮問-

見 

21 
為善商主說妙法得

解脫時 
？ ？ ？ ？ 

9 
善財往師子頻申比

丘所問法/要時 

「善男子！於此南方，有一

國土，名曰：輸那；其國有

城，名：迦陵迦林；有比丘

尼，名：師子頻申。汝詣彼

問：菩薩云何學菩薩行、修

菩薩道？」。34 

67 
24-師子頻

申比丘尼 

依教趣求-

趣求後友 

8 

善財往師子比丘尼

遍坐 /樹下所問法

時 

爾時，善財見師子頻申比丘

尼遍坐一切諸寶樹下大師子

座，身相端嚴，威儀寂靜，

諸根調順，如大象王...能長一

切眾善根芽，如良沃田。35 

67 
24-師子頻

申比丘尼 

見敬諮問-

問 

                                                      
3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6〈入法界品 39〉： (CBETA, T10, no. 279, p. 359, a15-17)。 
33《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7〈入法界品 39〉： (CBETA, T10, no. 279, p. 360, a10-12)。 
3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7〈入法界品 39〉：(CBETA, T10, no. 279, p. 363, a12-14)。 
35《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7〈入法界品 39〉：(CBETA, T10, no. 279, p. 363, c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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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題

編號 
榜題文字 《八十華嚴•入法界品》經文 卷次 

參訪回次- 

善知識 

澄觀-位內

六分23 

10 

善財于大天王教至

摩竭國安住 /地神

與百萬神力同時放

光嚴戒無 /慰後為

善根有情以足指地

時 

時，善財童子禮大天足，遶

無數匝，辭退而去。爾時，

善財童子漸次遊行，趣摩竭

提國菩提場內安住神所，百

萬地神同，…必當普為一切

眾生作所依處。36 

68 

29-大天神 

30-安住地

神 

1.戀德禮

辭  

2.依教趣

求-趣求後

友 

5 

入菩薩地 所修菩

薩行 所修出離道/

一切智光海  普救

眾生心  普遍大悲

雲/于一切佛刹 盡

未來際 常能出生 

爾時，善財童子了知彼婆珊

婆演底夜神初發菩提心…所

入菩薩地、所修菩薩行、所

行出離道、一切智光海、普

救眾生心、普遍大悲雲、於

一切佛剎盡未來際常能出生

普賢行願。37 

69 
31-婆珊婆

演底夜神 

依教趣求-

依前修證 

31 

復次善財童子我修

解脫時令諸 /眾生

不生非法貪不起邪

分別 /不作諸罪業

若以作者令皆止息 

「復次，善男子！我修解脫

時，令諸眾生，不生非法

貪，不起邪分別，不作諸罪

業。若已作者，皆令止

息；...乃至令成一切智。38 

69 
32-普德淨

光夜神 

稱讚授法-

正授法門 

1 

於菩提場在一夜神

名喜目觀察眾生 / 

汝詣彼往問  菩薩

雲何學菩薩行 /修

菩薩道  爾時普德

淨光夜神 欲重/宣

此解脫義而說頌曰 

「善男子！去此不遠，於菩

提場右邊，有一夜神，名：

喜目觀察眾生。汝詣彼問：

菩薩云何學菩薩行、修菩薩

道？」爾時，普德淨光夜

神，欲重宣此解脫義，為善

財童子而說頌曰。39 

69 

32-普德淨

光夜神 

33-喜目觀

察眾生夜

神 

謙己推勝 

                                                      
36《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8〈入法界品 39〉：(CBETA, T10, no. 279, p. 368, b27-28)。 
37《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9〈入法界品 39〉：(CBETA, T10, no. 279, p. 372, a12-14)。 
38《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9〈入法界品 39〉： (CBETA, T10, no. 279, p. 372, c5-7)。 
39《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9〈入法界品 39〉： (CBETA, T10, no. 279, p. 372, c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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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題

編號 
榜題文字 《八十華嚴•入法界品》經文 卷次 

參訪回次- 

善知識 

澄觀-位內

六分23 

2 

如來知法性  寂滅

無有二  清淨相嚴

身/遍示諸世間 佛

身不思議 普現一

切刹 /一切無不見 

轉於淨法輪 

爾時，普德淨光夜神…頌

曰：「若有信解心，…轉於

淨法輪。如來知法性，寂滅

無有二，清淨相嚴身，遍示

諸世間。佛身不思議，法界

悉充滿，普現一切剎，一切

無不見。佛身常光明，一切

剎塵等，種種清淨色，念念

遍法界。如來一毛孔，放不

思議光，…。佛昔修諸行，

已曾攝受我，故得見如來，

普現一切剎。諸佛出世間，

量等眾生數，種種解脫境，

非我所能知。一切諸菩薩，

入佛一毛孔，如是妙解脫，

非我所能知。此近有夜神，

名喜目觀察，汝應往詣彼，

問修菩薩行。」40 

69 
32-普德淨

光夜神 

稱讚授法-

偈頌 

11 

清淨相嚴身遍示諸

世間佛身不思議 /

法界悉充滿普現一

切刹一切無不見 /

佛身常光明一切刹

塵等種種清靜色 /

念念遍法界如來一

毛孔放不思議光 

69 
32-普德淨

光夜神 

4 

佛昔修諸行  已曾

攝受我  故得見如

來 /普觀一切刹諸

佛出世間 量等眾

生數 /種種解脫境 

非我所能知 

69 
32-普德淨

光夜神 

3 

一切諸菩薩  入佛

一毛孔  如是妙解

脫/非我所能知 此

近有夜神 名喜目

觀察 /汝于往詣彼 

聞修菩薩行 

69 
32-普德淨

光夜神 

34 

爾時善財童子敬善

知識作如是念 /善

知識者難見難遇見

/善知識令心不散

亂見善知識 

爾時，善財童子敬善知識

教，行善知識語，作如是

念：「善知識者，難見難

遇；見善知識，令心不散

亂；見善知識，破障礙山；

69 
32-普德淨

光夜神 

依教趣求-

念前有

教，求後

友加持 

                                                      
40《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9〈入法界品 39〉： (CBETA, T10, no. 279, p. 372, c28-p. 373, a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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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題

編號 
榜題文字 《八十華嚴•入法界品》經文 卷次 

參訪回次- 

善知識 

澄觀-位內

六分23 

33 

善財童子破障礙山

見善知識入大 /悲

（海）救護眾（生） 

善知識得智慧 /光

普照法界 

見善知識，入大悲海救護眾

生；見善知識，得智慧光普

照法界作是念已，發意欲詣

喜目觀察眾生夜神所。41 
69 

32-普德淨

光夜神 

14 

諸佛境界持如來戒 

如是演說種種戒·/

行戒香普熏令諸眾

生忍受一切眾苦 /

所謂割截捶楚訶罵

欺辱其心泰然不動 

又出等眾生數無量化身

雲，…住諸佛境持如來戒。

如是演說種種戒行，戒香普

熏，令諸眾生悉得成熟。又

出等眾生數種種身雲，說能

忍受一切眾苦，所謂：割

截、捶楚、訶罵、欺辱，其

心泰然，不動不亂…成熟眾

生。42 

69 

33-喜目觀

察眾生夜

神 

示己法界-

演說修行 

36 

供養一切諸佛如來

不生疲厭  □猛精

進受持一切諸佛法

輪□猛精進壞散一

切諸障礙山 

又出等眾生界種種身雲…供

養一切諸佛如來不生疲厭；

勇猛精進，受持一切諸佛法

輪；勇猛精進，壞散一切諸

障礙山。43 

69 

33-喜目觀

察眾生夜

神 

7 

夜叉王夜叉子夜叉

女及□人□/□□雲出

諸人主及其子女 /

諸天人恭敬供養 

復於一一諸毛孔中，出無量

種眾生身雲...出毘沙門夜叉

王、夜叉子、夜叉女相似身

雲，…出諸人王及其子、其

女相似身雲，充滿法界。44 

69 

33-喜目觀

察眾生夜

神 

                                                      
41《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9〈入法界品 39〉： (CBETA, T10, no. 279, p. 373, a22-27)。 
4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9〈入法界品 39〉： (CBETA, T10, no. 279, p. 373, c6-8)。 
43《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9〈入法界品 39〉： (CBETA, T10, no. 279, p. 373, c21-23)。 
4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9〈入法界品 39〉： (CBETA, T10, no. 279, p. 374, c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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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題

編號 
榜題文字 《八十華嚴•入法界品》經文 卷次 

參訪回次- 

善知識 

澄觀-位內

六分23 

25 

善男子于意云何 

十方主能紹隆佛種

者 /豈異人乎文殊

利童子是也爾時覺

/悟我者普賢菩薩

之所化二我于爾時

/為王寶女蒙彼覺

悟 

「善男子！於汝意云何，彼

時轉輪聖王，名：十方主，

能紹隆佛種者，豈異人乎？

文殊師利童子是也！爾時夜

神覺悟我者，普賢菩薩之所

化耳！我於爾時為王寶女，

蒙彼夜神覺悟於我。45 

69 

33-喜目觀

察眾生夜

神 

授己法界-

出所因 

12 

善財受妙德圓神往

迦毗羅城內至菩 /

薩集會普門法界光

明講堂善財隨 /至

堂階悉共散花聞其

法要 

爾時，善財童子向迦毘羅

城，思惟修習受生解脫，增

長廣大，憶念不捨。漸次遊

行，至菩薩集會普現法界光

明講堂。46 

75 
39-妙德圓

滿神 
依教趣求 

13 

善財童子受主光教

往詣辭遍童子 /所

童女說其妙□法善

財童子受遍友 /童

子師教辭詣問法時 

「善男子！迦毘羅城有童子

師，名曰：遍友。汝詣彼

問：菩薩云何學菩薩行、修

菩薩道？」時，善財童子以

聞法故，歡喜踊躍，不思議

善根自然增廣；頂禮其足，

遶無數匝，辭退而去。從天

宮下，漸向彼城。至遍友

所。47 

76 

42-天主光

天女 

43-遍友童

子 

1.指示後

友 

2.戀德禮

辭 

  

 

                                                      
45《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9〈入法界品 39〉： (CBETA, T10, no. 279, p. 377, c23-26)。 
46《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5〈入法界品 39〉： (CBETA, T10, no. 279, p. 405, c6-7)。 
47《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6〈入法界品 39〉： (CBETA, T10, no. 279, p. 417, c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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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題

編號 
榜題文字 《八十華嚴•入法界品》經文 卷次 

參訪回次- 

善知識 

澄觀-位內

六分23 

29 

□□□ 善 □□□□ 見童

子所說 /□□城賢勝

□□□□何菩薩行/□□

為□無依處道而解

脫已 

向聚落城，至賢勝所，禮足

圍遶，合掌恭敬，於一面

立，白言：「聖者！我已先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而未知菩薩云何學菩薩行？

云何修菩薩道？我聞聖者善

能誘誨，願為我說！」 

「善男子！我得菩薩解脫，

名：無依處道場48；既自開

解，復為人說。 

76 
45-賢勝優

婆夷 

1.見敬諮

問 

2.授己法

界  

20 

無勝軍天王為善財

童子說 /無盡解脫

法問時 

善男子！於此南方，有城

名：出生；彼有長者，名：

無勝軍。汝詣彼問：菩薩云

何學菩薩行、修菩薩道？」49 

76 
48-無勝軍

長者 
授己法界 

16 

善財童子最勝寂靜

婆羅門教 /詣辭南

方如意花門城禮足

問法 

漸次南行，詣彼聚落，見最

寂靜，禮足圍遶，合掌恭

敬，於一面立，白言：「聖

者！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而未知菩薩云何

學菩薩行？云何修菩薩道？

我聞聖者善能誘誨，願為我

說！」50 

76 
49-最寂靜

婆羅門 

1.依教趣

求 

2.見敬諮

問  

40 釋梵天王迎佛來時 ？ ？ ？ ？ 

19 

文殊師利菩薩申手

過由旬摩 /善財童

子頂說法勸請 

是時，文殊師利遙伸右手，

過一百一十由旬，按善財

頂，作如是言：51 
80 

52-文殊師

利菩薩 

見聞證入-

摩頂攝授 

                                                      
48《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6〈入法界品 39〉： (CBETA, T10, no. 279, p. 418, c23)。 
49《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6〈入法界品 39〉： (CBETA, T10, no. 279, p. 419, b5-6)。 
50《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6〈入法界品 39〉： (CBETA, T10, no. 279, p. 419, b20-21)。 
51《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80〈入法界品 39〉： (CBETA, T10, no. 279, p. 439, b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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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題

編號 
榜題文字 《八十華嚴•入法界品》經文 卷次 

參訪回次- 

善知識 

澄觀-位內

六分23 

39 
文殊師利摩頂授記

諸佛 
？ ？ ？ ？ 

6 題榜不清 X X X 

23 文字不清 X X X 

28 畫面與榜題均脫落 X X X 

32 題榜不清 X X X 

37 文字不清 X X X 

1.粗斜體字＋底線表榜題文字出自《八十華嚴》經文。 

2.「?」表查無相符經文。 

3「X」表榜題脫落，文字不清，無法辨識。 

就《八十華嚴》中有關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經文，比對莫高窟第 85 窟華

嚴經變「入法界品圖」發現，31 則榜題文字引用五十三參的回次有 7、13、14、

18、19、20、24、29、30、31、32、33、39、42、43、45、48、49、52 等計 19 參，

未達五十三參回次的一半，這樣的情形反映何種現象與問題，筆者將在下一章節論

述｡ 

(三)圖像分析 

「入法界品圖」分布於「七處九會」說法圖兩側計 40 幅，本文圖像編號同榜

題，文中所錄圖像取自《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第八五窟附一九六窟》之華嚴經變

圖，圖像描述則參考殷博所述52。本分析以圖像學理論關切畫面所呈現的主題，探

討畫面所呈現的人物、事情、背景、風格…等意義，先作第一階段透過感官掌握畫

家所表現的圖像意義，再進行第二階段配合榜題文字掌握作品的內在涵意，第三階

段再就經文文本還原宗教思想意涵。 

  

                                                      
52 本欄圖像描述參考殷博，〈莫高窟第 85 窟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初探〉，頁 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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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85 窟華嚴經變「入法界品」圖像分析 

編

號 

顏

色 
圖像 圖像描述 榜題大意 圖像解讀 

善知識/ 

菩薩 

位階 

1 灰 

 

榜題右側畫一

脖戴枷鎖跪於

地上人物，其前

上方有一菩薩。 

普德淨光夜神

指示善財參訪

下位善知識，喜

目觀察眾生夜

神，以偈頌說

「解脫」意。 

畫中菩薩為

普德淨光夜

神，為被煩惱

繫縛的眾生

說法，使眾生

解脫。 

1.普德淨

光夜神 

2.十地 

2 
土

黃 

 

榜題右側畫一

蓮花座菩薩，有

頭光似講話。其

前跪一位著交

領寬袖長袍，雙

手合十聽法。 

以偈頌重述普

德淨光夜神法

門殊勝。 

善財向普德

淨光夜神，請

益法門。 

1.普德淨

光夜神 

2.十地 

3 白 

 

榜題右側畫綠

樹下一蓮花座

菩薩，前面跪一

昂頭仰視狀的

小菩薩。 

榜題 2,3,4,11 引

自同一偈頌，在

文意上有接續

性，筆者認為可

以 將 榜 題

2,3,4,11 等整合

解讀，其大意為

普德淨光夜神

以偈頌重申法

門殊勝。 

1.圖像 2 為善

財向普德淨

光夜神請益

法門，圖像 3

為 1對 1的菩

薩說法圖，圖

像 4 說法菩

薩頂上有華

蓋，身旁有 6

位小菩薩隨

側聽法。圖像

11 與圖像 4

大同小異，相

異處是聽法

1.普德淨

光夜神 

2.十地 

4 
土

黃 

 

榜題右側畫一

坐蓮座、頭上方

有華蓋的大菩

薩，其後側繪二

菩薩，前繪四菩

薩，均席地而

跪，仰視大菩

薩。 

1.普德淨

光夜神 

2.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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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顏

色 
圖像 圖像描述 榜題大意 圖像解讀 

善知識/ 

菩薩 

位階 

11 白 

 

榜題左側畫一

坐蓮座、頭上方

有華蓋的大菩

薩，其後側繪四

菩薩，前繪三菩

薩。 

菩薩增加至 7

位。 

2.此 4 幅圖像

繪畫表現，從

說法菩薩的

形象（頭光→

華蓋）、聽法

菩薩的人數

(1→6→7)、構

圖位置（漸次

位移至中心

點）等，表現

聽聞佛法勝

會法界之提

升。 

1.普德淨

光夜神 

2.十地 

5 紅 

 

榜題右側畫水 

池中有三頭馬

溺水，馬頭均朝

向池邊。一菩薩

位於池邊，似伸

手救馬。 

婆珊婆演底夜

神以偈頌重申

法門殊勝 

此參經文婆

珊婆演底夜

神「為海難

者…馬王，止

惡風雨，引其

道路，示其洲

岸53」，圖像

補充說明經

文情節。 

1.婆珊婆

演底夜

神 

2.十地 

                                                      
53 「為海難者，示作船師、魚王、馬王、龜王、象王、阿脩羅王及以海神；為彼眾生，止惡風雨，

息大波浪，引其道路，示其洲岸，令免怖畏，悉得安隱。復作是念：『以此善根，迴施眾生，願令

捨離一切諸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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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顏

色 
圖像 圖像描述 榜題大意 圖像解讀 

善知識/ 

菩薩 

位階 

6 綠 

 

畫一座蓮花座 ,

頂部有華蓋佛

菩薩 ,前面跪四

菩薩 

榜題不清 

 
？ ？ 

7 
土

黃 

 

榜題右側畫岩

石坐四位裸上

身、戴項圈、有

胸飾、著短褲有

光頭人物。其上

方有一戴頭飾、

項圈胸飾、著長

裙的女性乘祥

雲而來。 

喜目觀察眾生

夜神演說十度

波羅密，天人、

夜叉王、諸王等

皆來聽法。 

圖中戴項圈、

有胸飾、著短

褲的光頭行

者，應為榜題

陳述之天人、

夜叉王、諸

王，而那位乘

祥雲女者為

喜目觀察眾

生夜神。 

1.喜目觀

察眾生

夜神 

2.十地 

8 白 

 

榜題下方畫二

人相對坐于方

形敷陳物上。 

善財向師子比

丘尼問法 

圖繪有二位

似修行者相

對而坐，因圖

像不清晰，不

易判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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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顏

色 
圖像 圖像描述 榜題大意 圖像解讀 

善知識/ 

菩薩 

位階 

9 紅 

 

榜題旁畫一光

頭人物，側臥在

敷陳物上，草庵

內坐一僧人，草

庵口站一武士

裝人物，上舉右

手持刀，面對一

隻鹿。鹿上方有

一人，著長袍雙

手合十而立。 

善財至師子頻

申比丘尼處，見

其為不同的眾

生演說不同法

門，有為淨居天

眾、梵天眾、諸

夜叉、無量百千

男子女人說殊

勝法門，令其發

起悲愍心。 

畫中那位著

長袍、雙手合

十站立者應

為善財，屋內

僧人應為師

子頻申比丘

尼，而善財所

看到的殺戮

畫面，可能是

頻申比丘尼

示現救護眾

生的解脫法

門。 

1.師子頻

申比丘

尼 

2.十迴向 

10 紅 

 

榜題右側畫兩

層樓閣，上下層

屋內各坐一有

頭光，張開兩臂

修行者，善財跪

樓閣前合十恭

禮。 

描述善財接受

大天神指引參

訪安住地神，安

住地神以足按

地，大地湧出無

盡寶藏。 

此圖像有二

位善知識，與

榜題僅有一

位大天神善

知識不符。 

？ 

12 
土

黃 

 

榜題畫一座有

圍牆院落，院內

屋內坐一俗裝

女者，房前跪二

人。一人匍匐於

地，微微抬頭，

似在聆聽女子

說教；另一人雙

手合十而跪。善

財雙手合十恭

禮。 

妙德圓神來到

迦毗羅城普門

法界光明講堂

說法，善財隨之

來到歡喜聽法。 

畫中壯觀的

城門、院落，

應是榜題所

述迦毗羅城

的光明講堂，

院內那位說

法的女子應

為妙德圓神。 

1.妙德圓

神 

2.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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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顏

色 
圖像 圖像描述 榜題大意 圖像解讀 

善知識/ 

菩薩 

位階 

13 白 

 

榜題右側畫一

佛結跏趺坐于

蓮花高座上，身

後有兩棵樹，樹

上方有三朵祥

雲，雲上有護法

神。善財跪蓮花

座前對尊者合

十恭禮。 

善財受天主光

天女指示，參訪

遍友童子。 

 

1. 畫中菩薩

的圖像非常

特殊，不是一

般常見有著

華蓋的菩薩，

而是頭上乘

祥雲的護法

神。依榜題菩

薩應為天主

光天女，對面

虔誠禮拜者

應為善財。 

2. 經文記載

善財至三十

三天見到天

主光天女。天

女告知善財：

其過去劫曾

供養諸佛菩

薩得解脫法

門 。 

1.天主光

天女 

2.妙覺 

14 紅 

 

榜題右側畫一

菩薩坐蓮花座

上，伸出左腳踩

住身旁著紅袍

者的腿， 該人

物雙手用力按

壓菩薩的左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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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顏

色 
圖像 圖像描述 榜題大意 圖像解讀 

善知識/ 

菩薩 

位階 

15 
白 

 

 

榜題右側繪房

內坐一女者，推

開兩手臂呈講

話狀，善財於屋

外合十作禮。 

具足優婆夷為

善財宣說教法。 

 

屋內女者應

為具足優婆

夷，屋外聽聞

教法者為善

財。 

 

1.具足優

婆夷 

2.十行 

 

16 紅 

 

榜題左側繪二

人，一人著短褲

裸上身，佩頂

飾、胸飾，盤腿

坐於圓形座墊

上，雙手呈講話

姿態；另一人為

善財，雙手合十

跪其對面。二人

周圍有五堆火

焰。 

善財向最寂靜

婆羅門問法 

最寂靜婆羅

門一參未有

火焰場景，經

文卷 64 勝熱

婆羅門一參

有「四面火聚

猶如大山，中

有刀山高𡺲

無極，登彼山

上 投 身 入

火。」54的場

景，筆者認為

此圖可能為

第 9 參勝熱

婆羅門。 

1.勝熱婆

羅門 

2.十住 

                                                      
5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4〈入法界品 39〉： (CBETA, T10, no. 279, p. 346, b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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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顏

色 
圖像 圖像描述 榜題大意 圖像解讀 

善知識/ 

菩薩 

位階 

17 白 

 

榜題左側畫兩

位雙手合十相

對而跪的人。右

邊為男者，著紅

色長袍，腰束玉

帶；左邊為女

者，身著藍色短

襦，肩披白色長

巾下穿長裙，兩

人的頭飾均漫

漶不清。 

不動優婆夷向

善財演說法門 

 

依榜題女者

應為不動優

婆夷，著長袍

男者可能為

善財 

 

1.不動優

婆夷 

2.十行 

18 紅 

 

榜題左側繪一

武士樣有頭光

坐於岩石，張開

兩手，左腳伸向

跪其面前恭禮

的善財。 

善財至不動優

婆夷處所，見其

依報殊勝。 

榜題不動優

婆夷為一女

者，然畫中為

一武士，與榜

題不符。 

圖像與

榜題未

能對

應，難

以判讀 

19 白 

 

榜題下方畫善

財席地而跪，合

掌恭禮。在其前

上方，祥雲中伸

出一隻白色手

臂，摩觸善財頭

頂。善財服飾如

前述。 

文殊師利菩薩

伸出右手，為善

財摩頂攝受。 

此畫為文殊

師利菩薩為

善財摩頂攝

受。 

等覺 

 

20 
土

黃 

 

榜題右側畫一

位似善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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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顏

色 
圖像 圖像描述 榜題大意 圖像解讀 

善知識/ 

菩薩 

位階 

21 
土

黃 

 

榜題畫一頭著

駝貨物的毛驢

上山，後有二人

一人拉著毛驢

尾巴，右手上舉

像趕毛驢，另一

人似背負旗幟

的將軍，前有著

長袍頭戴帽，雙

手合十者。 

為善商主說妙

法得解脫時。 

 

1.經文卷 67

①婆師羅船

師②無上勝

長者都有為

商人解說法

門。2.依畫中

人物推測此

圖可能是描

述善財參訪

婆師羅船師

的情節，經文

中寫到船師

用上好的船

載商人去採

寶，為商人說

法，滿載而

歸。畫中那位

似將軍人物

可能是婆師

羅船師，毛驢

駝的貨物應

是採收的寶

物，而跪地合

十的人物可

能是隨行採

寶的商人，或

是善財。 

1.婆師羅

船師 

2.十迴向 

22 
白

地 

 

一僧人裝束坐

方墊上，前跪著

長袍頭戴帽雙

手合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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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顏

色 
圖像 圖像描述 榜題大意 圖像解讀 

善知識/ 

菩薩 

位階 

23 綠 

 

榜題左側畫一

大菩薩半跏坐

於蓮花座上， 

前面跪著三菩

薩,綠地榜題。 

榜題不清 ？ ？ 

24 紅 

 

左上方畫一飛

天 ,下方脫落不

清 

善財禮辭不動

優婆夷，心生歡

喜前往參訪遍

行外道 

？ ？ 

25 白 

 

榜題左側畫一

大菩薩結跏趺

坐於蓮花座上， 

其前上方有四

個乘祥雲而來

的人， 均有頭

光。 

喜目觀察眾生夜

神在過去劫中

曾為轉輪聖王

女兒，夢見不可

思議佛果妙境，

無數夜神讚嘆

如來功德。 

依榜題大菩

薩可能為喜

目觀察眾生

夜神正在說

法，眾夜神乘

祥雲聽法。 

1.喜目觀

察眾生

夜神 

2.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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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顏

色 
圖像 圖像描述 榜題大意 圖像解讀 

善知識/ 

菩薩 

位階 

26 紅 

 

榜題左側草庵

內坐一僧人，外

跪身著長袍、束

腰帶、頭戴帽、

雙手合十者，善

財背對草庵雙

手合十而立。 

善財禮辭休捨優

婆夷，思惟其正

教淨行。 

 

休捨優婆夷

為在家女居

士，與草屋中

之僧人不符。

筆者認為此

圖可能描述

下一位參善

知識毘目瞿

沙仙人，理

由：①榜題情

節為善財禮

辭休捨優婆

夷，前往下一

位善知識毘

目瞿沙仙人

處所②仙人

與僧人形象

相近。 

1.毘目瞿

沙仙人 

2.十住 

 

27 紅 

 

榜題左側畫舍

利塔上下兩層，

每層一坐佛塔

旁善財合掌恭

禮，上方有二佛

乘祥雲而至。 

不動優婆夷為

善財示現所修

圓滿佛德。 

 

筆者認為舍

利塔、乘祥雲

二佛代表不

動優婆夷示

現的圓滿妙

境。 

1.不動優

婆夷 

2.十行 

28 ？ X 畫面脫落 榜題脫落 ？ ？ 



E-28 2017 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論文集 

編

號 

顏

色 
圖像 圖像描述 榜題大意 圖像解讀 

善知識/ 

菩薩 

位階 

29 白 

 

榜題畫一精緻

院落，有土坯圍

牆，牆上有數個

豎木條窗戶。院

中建築物內坐

三位俗裝女子，

建築物前善財

合十恭禮。 

賢勝優婆夷向

善財宣說法門。 

 

1. 善財參訪

賢勝優婆夷

情節中無三

位女子。 

2. 筆者推測

此參可能為

參訪具足優

婆夷的情節，

描述具足優

婆夷居精緻

院落、身旁圍

繞許多仙女。 

1.具足優

婆夷 

2.十行 

30 
土

黃 

 

榜題右側畫一

菩薩向善財說

法。 

善財至明智居

士處所請法，福

德大增。 

 

畫中菩薩應

為明智居士，

跪地者為善

財。 

1.明智居

士 

2.十行 

31 白 

 

榜題右側畫一

有華蓋佛、結跏

趺座，兩側各一

蓮花座菩薩，善

財雙手合十跪

於佛前。 

普德淨光夜神

向善財宣說從

解脫法門。 

依榜題畫中

佛菩薩為普

德淨光夜神

向善財演說

法門。 

1.普德淨

光夜神 

2.十地 

32 
土

黃 

 

綠樹下一著唐

服女子與一頭

戴官帽身著紅

色官服腰束玉

帶雙手何時的

男子對面而座 

榜題不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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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顏

色 
圖像 圖像描述 榜題大意 圖像解讀 

善知識/ 

菩薩 

位階 

34 紅 

 

榜題左側綠樹

下菩薩結跏趺

坐蓮花座上，善

財童子跪其前

合十恭禮。 
普德淨光夜為

善財宣說法門。 

善財思惟普德

淨光夜神教法

殊勝。 

？ 

結跏趺菩薩

為普德淨光

夜神，跪地合

十恭禮者為

善財。 

榜題 33-34皆

為陳述善財

參訪普德淨

光夜神情節，

但圖像卻不

同，聽法者除

善財外較圖

像 34 多出 2

位。 

1.普德淨

光夜神 

2.十地 

33 白 

 

榜題左側畫綠

樹下有結跏趺

坐菩薩，左側跪

一著紅袍的雙

手合十者， 右

側跪善財與另

一俗裝人。 

1.普德淨

光夜神 

2.十地 

35 白 

 

榜題左側畫一

武士樣有頭光，

善財合掌恭敬

跪其面前。 

善財來到妙光

城，聽大光王示

說教法。 

 

畫中武士形

象應為大光王，

合掌恭敬跪地

者為善財。 

1.大光王 

2.十行 

36 白 

 

榜題下方畫綠

樹下，一佛結跏

趺坐蓮花高座

上 

喜目觀察眾生

夜神說精進波

羅密法門。 

 

圖中那位說

法菩薩可能

為喜目觀察

眾生夜神。 

1.喜目觀

察眾生

夜神 

2.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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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顏

色 
圖像 圖像描述 榜題大意 圖像解讀 

善知識/ 

菩薩 

位階 

37 
土

黃 

 

榜題右側綠樹

下 ,一佛結珈趺

坐蓮花座上 ,善

財合掌恭敬跪

於其前 

榜題不清 ？ ？ 

38 紅 

 

榜題綠樹下側

有四個半裸，著

短褲人物，口中

噴血渾身血跡，

善財雙手合十。 

善財看到大光

王示現正報，使

閻浮提無量毒

惡眾生，生起慈

悲心。 

 

大光王為善

財說法，使渾

身血跡的惡

趣眾生，生起

慈悲心。 

1.大光王 

2.十行 

39 白 

 

榜題下側 ,畫雲

中一只長臂伸

向夏方祥雲上

的六個佛頭頂 

？ ？ ？ 

40 白 

 

榜題下方站著

二位雙手合十

的光頭俗裝  

？ ？ ？ 

表二圖像分析除編號 24、28 因畫面脫落，5 則因榜題文字脫落無法判讀外，

筆者發現在人物方面有 23 則圖像描繪與榜題陳述相符，共同述及十三位善知識（詳

表三）。圖像與榜題陳述無法相符的編號為 10、16、18、26 等，其中榜題 16 繪善

財與善知識二人面對五堆火焰，與卷 64 勝熱婆羅門一參「四面火聚猶如大山，中

有刀山高𡺲無極，登彼山上投身入火。」55較相符，筆者認為可能為圖像與榜題誤

                                                      
55《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4〈入法界品 39〉： (CBETA, T10, no. 279, p. 346, b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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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另編號 21 榜題文字「為商主說妙法得解脫」查無完全相符經文，筆者從圖像

中的人事物特徵，對照經文內容發現可能為善財參訪婆師羅船師之情節。有關圖像

特色探討，將於下一章節與榜題一併討論。 

表三、 圖像與榜題相符 

編號 善知識 編號 善知識 

1 

普德淨光夜神 

15 具足優婆夷 

2 17 不動優婆夷 

3 19 文殊師利菩薩 

4 27 不動優婆夷 

11 29 賢勝優婆夷 

31 30 明智居士 

33 35 
大光王 

34 38 

5 婆珊婆底演夜神 7 

喜目觀察眾生夜神 
9 師子頻申比丘尼 25 

12 妙德圓神 36 

13 天主光天女  

表四、圖像與榜題待釐清 

編號 榜題 圖像 說明 

10 安住地神 二位善知識 
善財除第 50 參一回參 2 位善知識外（德生

童子有得童女），其他一回一參一位善知識 

16 最寂靜婆羅門 勝熱婆羅門 五堆火焰符合勝熱婆羅門參訪內容 

18 不動優婆夷 武士 優婆夷與武士形象不符 

26 休捨優婆夷 僧人 優婆夷與僧人形象不符 

四、莫高窟 85 窟「入法界品圖」思想意涵與特色 

85 窟「入法界品圖」計有 40 則榜題，除 5 則榜題（編號 6、23、28、32、37）

因文字脫落無法辨識，4 則榜題（編號 21、22、39、40）存疑外，計有 31 則榜題

（編號 1-5、7-20、24-27、29-31、33-36、38 等）引自《八十華嚴》經文，但在引

用上非完全與經文相對應，誠如白化文所言：「漢化佛教石窟和寺院中某種『經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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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畫內容，是不一定與經文有百分百之對應，由文字變成圖畫多少總有些變化。56」

以下為筆者就榜題與圖像的敘事關係，進行圖文互證研究分析，獲致有關「入法界

品圖」之思想意涵與特色如下： 

（一）強調「四禪」、「十度波羅蜜」修行 

由表五「榜題引用經文卷次分析」發現 21 卷的〈入法界品〉僅引用 9 卷，為

第 64、65、66、67、68、69、75、76、80 等未達一半，此 9 卷又以第 69 卷被引用

次數較多。筆者再就善財參訪善知識的回次分析，得知以 32 參著墨較多計有 9 個

榜題，其次為 33 參有 5 則榜題。32 參為善財參訪普德淨光夜神，夜神為善財示現

法樂，講授如何修習「四禪」證得「菩薩寂靜禪定樂普遊步解脫法門」。33 參為喜

目觀察眾生夜神，為善財演說「十度-施、戒、忍、進、定、慧、方便、願、力、

智」，證得「大勢力普喜幢解脫」法門，此二參的修行法門「四禪」、「十度波羅蜜」

都著重在「戒、定、慧」三學，但為何此窟著墨較多呢？可從翟法榮的宗教信仰探

端倪，陳菊霞在〈試析翟法榮的佛教信仰〉文中指出「翟法榮作為佛門弟子亦非常

重視戒、定、慧三學的修煉，P. 4660 《河西都僧統翟和尚邈真贊》曰『戒定慧學，

鼎足無傷。』」57  《河西都僧統翟和尚邈真贊》首題記載，翟法榮任「三學教授」
58督促指導其弟子修習三學，由此可以看出翟法榮的宗教修學重視「戒、定、慧」。

又翟法榮還信奉禪宗，P. 4660 《河西都僧統翟和尚邈真贊》曰：「南能入室，北秀

升堂」59「南能」指禪宗的慧能，「北秀」指禪宗的神秀，禪宗以修習禪定得名。從

這些文獻記載，得知翟法榮精通禪宗，又重視「戒、定、慧」，而本窟為翟法榮的

個人功德窟，所以「四禪」、「十度波羅蜜」才會著墨較多，是受窟主的宗教信仰影

響，可說是本窟之特色，而此點也傳達當時敦煌僧團兼融華嚴思想與禪學的修行特

色。  

表五、榜題引用經文卷次分析 

榜題編號 卷次 參訪回次 榜題數 

26 64 7 1 

15 65 13 1 

30,35,38,17,18,27 66 14,18,19 6 

24,9,8 67 20,24 3 

10 68 29,30 1 

                                                      
56 中國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編纂，《敦煌語言文學研究》，頁 113。 
57 陳菊霞，〈試析翟法榮的佛教信仰〉，《敦煌學輯刊》2012 年第 2 期，頁 103。 
58 同上註。 
59 上海古籍出版社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 33 冊，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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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題編號 卷次 參訪回次 榜題數 

5 

69 

31 

13 1,2,3,4,11,31,33,34 32 

1,7,14,25,36 33 

12 75 39 1 

13,29,20,16 76 
42,43,45,48,

49 
4 

19 80 52 1 

小計 9 卷 19 回 31 榜題 

（二）十地菩薩，妙覺功圓 

由表一得知善財共參訪了 19 位善知識，筆者依《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科文表解》
60將善財參訪此 19 位善知識所證得的菩薩位次整理如下：1.休捨優婆夷-不退住 2.

具足優婆夷-無偉逆行 3.明智居士-無屈撓行 4.大光王-難得行 5.不動優婆夷-善法行

6.遍行外道-真實行7.師子頻申比丘尼-一切處回向8.大天王神-無縛無著解脫回向9.

安住地神-法界無量回向 10.婆珊婆底演夜神-歡喜地 11.普德淨光夜神-離垢地 12.喜

目觀察眾生夜神-發光地 13.妙德圓滿神-普慧地 14.天主光天女-等覺位 15.遍友童子

-等覺位 16.賢勝優婆夷-等覺位 17.無勝軍長者-等覺位 18.最寂靜婆羅門-等覺位 19.

文殊師利菩薩-妙覺位。雖然，此經變圖未將善財證得的五十二菩薩位階全部表現

出來，卻也精要地將「五十三參」修證的菩薩果位「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

等覺、妙覺」等擇要呈現，可見其構圖上的用心設計。再就圖四「善財證得之菩薩

品位圖」發現以「十地、等覺」居多，呼應本窟發願文 P.4640 翟家碑提到壁畫內

容「十地菩薩，妙覺功圓」61之宗旨，更彰顯當時敦煌地區偏重華嚴思想「十地、

等覺」修持。 

                                                      
60 李圓淨編，《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科文表解》，頁 72-80。 
61 P.4640 翟家碑「若乃釋迦輪足，化緣而已周；彌勒垂踪，顯當來之次補；十地菩薩，妙覺功圓，

八輩聲聞…蓮花藏界，觀行澄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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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善財證得之菩薩品位圖 

三、情節契合「澄觀－位內六分」 

  從表一「榜題引用經文分析」中之『澄觀-位內六分』一欄，可看出善財參訪

情節中以「依教趣求」出現最頻繁，次為「稱讚授法(授己法界)」。澄觀將「依教趣

求」細分為(1)依前修證(2)趣求後友，筆者認為「依教趣求」是開啟善財參訪故事

的第一幕，更是前往下一位善知識的連結點，充分表現榜題在經變圖中的提示作用。

另發現 31 則榜題情節，採澄觀大師的「位內六分」歸屬，可綜整出一則有規律性

的參訪情節圖（詳圖五），呼應澄觀大師的位內六分62。 

  

                                                      
62 澄觀將善財參訪善知識每一參依位內六分為：1.依教趣求 2.見敬諮問 3.稱讚授法 4.謙己推勝 5.指

示後友 6.戀德禮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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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85 窟善財參訪情節圖 

（四）以「…時」、「爾時」提示套語連結榜題與圖像 

白化文言「在變文卷子中和榜題中，往往以「…時」，「時…時」等形式標示，

在變文中，它是由講轉入唱的明顯標誌，並帶有指是聽眾看畫面的意味。63」本經

變圖也不例外善用了此提示套語，計有 11 則榜題句型為「…時」，如榜題 8「善財

往師子比丘尼遍坐/樹下所問法時」、榜題 25「善財依具足優婆夷教…子禮謁問法

時」，指引觀眾閱讀榜題文字後，轉入觀看圖像。另榜題常見「爾時…」寫法，「爾

時」雖抄錄經文，卻巧妙運用此一語詞，強調時間的關鍵性，將讀者的注意力由榜

題移轉至圖像，達到提示指引的效果。 

（五）善財與故事圖像的表現特徵 

在圖像方面，善財的表現手法從編號 2、9、21、22 圖像描述「身著長袍（或

交領.戴帽）雙手合十或跪地聽法」，梳理出如下特徵：1.著長袍（或交領）2.戴帽 3.

雙手合十 4.跪地。另每幅畫面構圖有如下特點：(一)善財或跪或坐或站姿態，向善

知識請法。(二)善知識為高大的說法形象，有菩薩樣、僧人貌、天神形、或世俗男

女。(三)善財參訪的場景不一，有山川草木、閣樓亭台，表現參訪地點的多樣性。

(四)人物互動以參拜、說教的行為模式呈現。這些具體的形象與構圖模式有助於晚

唐敦煌地區「入法界品圖」之辨識。 

  

                                                      
63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編纂，《敦煌語言文學研究》，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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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錄》所錄華嚴經變，最早繪製於盛唐第 44 窟，歷中唐、

晚唐至宋代，而善財最早於第 44 窟華嚴經變第九會逝多林會現身，中唐時期的華

嚴經變就有「入法界品圖」的出現如第 159 窟、231 窟、237 窟，至晚唐五代依陳

俊吉整理華嚴經變已呈現「七處九會」、「華嚴藏海」、「入法界品」三者結合並駕齊

驅的方式，本文所探討的第 85 窟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石窟建置時期的歸屬上，

王惠民將 85 窟納入歸義軍時期64。敦煌研究院藏《臘八燃燈分配窟龕名數》中稱

「翟家窟」65。鄭怡楠〈翟法榮與莫高窟第 85 窟營建的歷史背景〉指出「翟法榮修

建第 85 窟是接張議潮紀念收復河西，榮升司空的功德窟第 156 窟之後，作為僧團

紀念他榮升都僧統的功德窟66。」可見 85 窟是僧團的傑作，而翟法榮在營建 85 窟

可說是耗盡家產67，工程前後歷經六年，終將翟家窟建成莫高窟晚唐石窟中一個指

標性的石窟。85 窟無論在開鑿規模、繪畫塑像水準，都代表了當時敦煌地區的最

高水準，對以後敦煌石窟的營建產生很大的影響。 

據《華嚴經》產生的華嚴造像藝術，因有唐時期華嚴思想的盛行，相當活躍於

宗教舞台，敦煌石窟壁畫所保存的華嚴經變就是最好的例證。經由本文針對莫高窟

85 窟「入法界品圖」的分析研究獲得以下觀點：一、確定此經變係依據晚唐敦煌

地區盛行《八十華嚴》繪製。二、現存畫面計有五十三參中的 19 參，其中以第 32

參普德淨光夜神、第 33 參喜目觀察眾生夜神著墨較多，內容呈現講授「四禪」、

「十度」法門，正與窟主翟法榮的修習相契合，傳達當時敦煌僧團兼融華嚴思想與

禪學的修行特色。三、畫面與榜題精要的呈現善財所修菩薩果位，其中以「十地、

等覺」居多，呼應題記「十地菩薩、妙覺功圓」的宗旨外，更彰顯當時敦煌地區偏

重華嚴思想「十地、等覺」修持。四、畫面呈現的情節具規律性且富節奏，契合澄

觀大師對〈入法界品〉善財參訪善知識所作「位內次第六分」的架構。五、「入法

界品圖」的圖像表現，善財已有具體形像，且每幅畫面構圖均以參拜、說教的行為

模式為主要展現。85 窟「入法界品圖」生動活潑，所傳達的意涵與特色，凸顯其

弘傳華嚴思想的旨趣與教化功能，也為宋代「善財五十三參圖」奠立基石，確立其

在華嚴經變造像之藝術價值。 

                                                      
64 王惠民，《敦煌佛教與石窟營建》指出「一般把 848 年張議潮到 1036 年西夏佔領敦煌近 200 年

間稱為歸義軍時期，期間跨越了晚唐、五代、宋等王朝。」，頁 364。 
65 王惠民，《敦煌佛教與石窟營建》，頁 375。 
66 鄭怡楠，〈翟法榮與莫高窟第 85 窟營建的歷史背景〉，《敦煌學輯刊》2014 年第 2 卷，頁 99。 
67 P．4640《翟家碑》記載：「名馳帝闕，譽播秦京。敕賜紫衣，陛階出眾。……遂罄舍房資，貿

工興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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