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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觀（七三八–八三九），為後人推尊為華嚴宗第四祖，

生於唐代中葉，是時天台、禪、三論、律、密諸宗，或是復

興，或是初興。澄觀面對這些宗派，亦融攝亦排拒，並在其

著作中反映出來。因此，要了解唐以後佛教諸宗融合的情

況，澄觀其人及其著作為重要的研究對象。本文從澄觀與各

宗的關係的角度，敘述其生平，並考察其著作大略，作為進

一步研究澄觀思想的準備。 

 (1)

有關澄觀生平記載的文獻很多，下依朝代劃分列出： 

唐代 

(1)《大元華嚴寺重修大唐華嚴新舊兩經疏主翻經大教授充上

都僧統清涼國師妙覺塔記》（下簡稱《妙覺塔記》） 

《妙覺塔記》是在澄觀死後，唐文宗（李昂；八○九–八四

○，八二七–八四○在位）命裴休（約七八七–約八六○）所

撰寫。(2)裴休與澄觀可說是同時代人，而且據唐史所述，裴

                                                       
1 澄觀的生平，日人鎌田茂雄論述甚詳，本文參考甚多，不另注出。參見鎌田

茂雄著：《中國華嚴思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65 年），頁

151-190、221-233。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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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休對佛教有很深了解(3)。所以，《妙覺塔記》記述很值得相

信，為研究澄觀生平的 重要材料。日人鎌田茂雄《中國華

嚴思想史の研究》把這塔記校刊，頗便閱讀。(4)此外，裴休

另撰有《清涼大師碑銘》，但當中只是一些歌頌的言辭，缺

乏史料價值。(5) 

(2)《澄觀論》 

神清（唐元和〔八○六–八二○〕年間卒）撰，已佚。(6)如

單從書名來看，應該與澄觀有關。不過神清比澄觀 少早死

二十年，又《宋高僧傳》沒有述及他嘗習華嚴教學，而且在

記及其著述時說：「《識心論》、《澄觀論》、《俱舍義鈔》數

卷……」(7)7，當中把《澄觀論》跟其他義理作品並列，因此

《澄觀論》中的「澄觀」極可能不是人名，而或者是一種止

觀方式。 

宋代 

                                                       
2 參見《妙覺塔記》，同上注，頁 158。又宋祖琇《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 25

有「仍號清涼國師妙覺之塔，相國裴休奉敕撰碑」二語。（《續藏經》卷 133，

頁 355 後下）。 
3 《舊唐書》卷 177＜裴休傳＞記他「與義學僧求佛理，中年後不食葷血」等

（《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 年〕第 5 冊，頁 4030
第 2 欄）。此外，他與宗密（七八○–八四一）甚友好（參閱冉雲華：《宗密》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8 年〕，頁 34-35）。 
4 據鎌氏所述，《妙覺塔記》拓本乃結城令聞到長安華嚴寺時，果安法師贈予。

參見鎌田茂雄：《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頁 157-158。 
5 銘文見《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卷 744，第八冊，頁 7696 上。 
67 參見《大正藏》卷 50，頁 741 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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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高僧傳．澄觀傳》(8) 

贊寧（九一九–一○○一）撰。其內容與《妙覺塔記》略有

出入。元代普瑞《華嚴懸談會玄記》卷一曾評述這記載有甚

多錯謬，惜普瑞並無指出這些錯謬何在： 

又《大宋高僧傳》中，有贊寧僧統所述之傳，事多錯謬，

不須繁引。(9) 

(4)《廣清涼傳》卷下，延一編。(10) 

(5)《隆興佛教編年通論》卷十八、十九、廿、廿五，祖琇

撰。(11) 

(6)《釋門正統》卷八，宗鑑集。(12) 

(7)《佛祖統紀》卷廿五、四十一、四十二，志磐撰。(13) 

(8)《華嚴清涼國師禮讚文》一卷，智肱述。(14)。 

元代 

                                                       
8 同上注，頁 737 上-下。據「進高僧傳表」所載，《宋高僧傳》自太平興國七

年（九七八）始造，至端拱元年(988)上呈皇帝（參見《宋高僧傳》卷 1，《大

正藏》卷 50，頁 709 上）。 
9 《續藏經》卷 12，頁 5 前上。 

10 《續藏經》卷 150，頁 239 前下-後下。宋嘉祐紀號龍集庚子（一○六○）序。 
11 《續藏經》卷 133，頁 303 前上-後下、311 前下-後上、355 後下-366 前下。

此書成於隆興（一一六三–一一六四）年間。 
12 《續藏經》卷 130，頁 456 前上-後上。宋嘉熙改元（一二三七）序。 
13 《大正藏》卷 49，頁 293 上-下、380 上、381 上、385 下。宋咸熙五年（一

二六九）序。 
14 《續藏經》卷 95，頁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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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佛祖歷代通載》卷十六，念常（一二八二–？）集。(15) 

(10)《六學僧傳》卷六，曇噩（一二八五–一三七三）述。(16) 

(11)《釋氏稽古略》卷三，覺岸編。(17) 

(12)《華嚴懸談會玄記》卷一，普瑞集。(18) 

明代 

(13)《華嚴經感應略記》，祩宏（一五三五–一六一五）輯。

(19) 

(14)《清涼山志》卷三，鎮澄編。(20) 

(15)《指月錄》卷二，瞿汝稷集。(21) 

(16)《神僧傳》卷八，佚名。(22) 

清代 

(17)《華嚴經感應緣起傳》，弘璧（一五九八–一六六一）輯。

(23) 

(18)《法界宗五祖略記》，續法輯。(24) 

                                                       
15 《大正藏》卷 49，頁 609 下。元至正元年（一三四一）序。 
16 《續藏經》卷 133，頁 261 前下-後下。元至正丙五(1366)序。 
17 《大正藏》卷 49，頁 833 中-下。元至正十四年(1354)序。 
18 《續藏經》卷 12，頁 4 前上-5 後下。 
19 《續藏經》卷 134，頁 286 前下。 
20 參氏編：《清涼山志》上冊（1934 年重刻），頁 5 前-8 前。明萬曆丙申(1596)

序。 
21 《續藏經》卷 143，頁 28 後上-29 前上。 
22 《大正藏》卷 50，頁 1004 中-下。明永樂十五年 (1417)序。 
23 《續藏經》卷 134，頁 294 前下-後上。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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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24 

(19)《法界義鏡》卷下，日僧凝然（一二四○–一三二一）

撰。(25) 

(20)《香象清涼傳》一卷，已佚。書名見《高山寺聖教目錄》。

(26) 

上述資料，以《妙覺塔記》和《宋高僧傳》 重要，其他後

出的材料內容出入不大。現主要據這兩種資料，略述澄觀的生

平。 

 

一、生平與出家 

澄觀(27)，生於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俗姓夏侯，

字大休(28)。越州會稽人(29)。家世不詳。童年生活也不可詳

考。只有普瑞《華嚴懸談會玄記》引用《妙覺塔記》說： 

                                                       
24 同上，頁 275 前下-277 前上。 
25 收入《大日本佛教全書》卷 13。 
26 《昭和法寶目錄》卷 3，頁 917 上。 
27 「澄觀」二字的意思，普瑞釋曰：「澄者定也，觀者慧也，表和尚定慧雙

修。」 
28 野勝年、日比野丈夫在所著的《五台山》（東京：座右寶刊行會，1942 年）

一書的頁三十九，謂澄觀有另一俗姓為「戴」，惜其無注明出處。普瑞《華嚴

懸談會玄記》卷 1 引《妙覺塔記》記澄觀字「大體」（《續藏經》卷 12，頁 4
前上）。其他《法界五祖略記》、《隆興佛教編年通論》、《釋門正統》、《清涼山

志》、和《華嚴經感應略記》等都記澄觀字「大休」。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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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歲趨庭29，厥考授與《六月》之詩，即曰：可畏而敬。每

童戲聚沙建塔，或誡之：汝聚沙安避塵垢染？即鞠躬對曰：

沙無自性，攬真而成真，豈染矣！(30) 

從這段引文，可見澄觀小時，其父已教他《詩經》一類的儒

學典籍，而且開始接觸佛教，並有相當了解。又《妙覺塔記》

說： 

年九歲，禮本州寶林寺禪德體真大師為師，甫越一期，解

通三藏。(31) 

原來澄觀九歲時，已拜越州（今浙江省紹興縣）體真大師為

師，經過一年的修習，遍讀三藏。至於澄觀出家與得度的年

紀，資料間的記載互有出入。《妙覺塔記》說：「十有一歲蒙

恩得度」，(32)《宋高僧傳》則說： 

年甫十一依寶林寺（自注：今應天山）霈禪師出家，誦《法

華經》。十四遇恩得度，使隸此寺。(33) 

無論如何，澄觀在青少年時期已遁入空門。《宋高僧傳》謂

                                                       
29 《宋高僧傳》記澄觀為越州山陰人（參見《大正藏》卷 50，頁 737 上）。查

會稽為「隋析山陰堂，與山陰同為揚州會稽郡治，唐為江南道越州治……今

浙江紹興縣治」（參見鄚梁生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台北：三通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1984 年〕第 2 冊，頁 856 第 1 欄），而山陰為「隋平陳，省入

會稽，唐復置，為江南道越州治。……今併入會稽，改為紹興」（同前第 1 冊，

頁 573 第 1 欄）。因此會稽與山陰是同一地方。 
30 《續藏經》卷 12，頁 4 前上。 
3132 鎌田茂雄：《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頁 157。 
32 

33 《大正藏》卷 50，頁 73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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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觀依寶林寺霈禪師出家(34)，得度後便留在寶林寺修學。鎌

田茂雄以為「應天山」位於今四川省雙流縣南八里(35)，當與

事實不符。因為澄觀的故鄉在今浙江省，跟四川省相距極

遠，年幼的澄觀很難而且無必要翻山越嶺到四川出家。查《宋

高僧傳》有「唐越州應天山希圓傳」，內提及「會稽寶林山

寺」(36)，可知應天山與寶林寺俱在越州境內。 

後澄觀努力研讀經籍，《宋高僧傳》說他「遍尋名山，旁

求祕藏」(37)，對此《妙覺塔記》說得甚為具體： 

乃講《般若》、《涅槃》、《淨名》、《圓覺》等一十四經，《起

信》、《瑜伽》、《因明》、《唯識》九論。其他長安《四絕論》、

生公《十四科》、終南《法界觀》、天台《止觀》、康藏《還源

觀》，耽玩不捨。(38) 

據此，澄觀對佛教的重要經論，無不閱覽，醉心於僧肇（三

八四–四一四）的《肇論》（僧肇曾久居長安(39)，故長安《四

絕論》極可能是指《般若無知論》、《不真空論》、《物不遷

論》和《涅槃無名論》）、竺道生（？–四三四）的《十二科

元贊義記》、法順（五五七–六四○）的《法界觀門》、智顗

的《摩訶止觀》與法藏（六四三–七一二）的《妄盡還源觀》

                                                       
34 寶林寺霈禪師極可能是律師玄儼（六七五–七四二）的弟子「寶林洪霈」。參

見《宋高僧傳》卷 14，《大正藏》卷 50，頁 795 下。 
35 參見《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頁 159。 
3637 《大正藏》卷 50，頁 745 下。 
37 

38 參見《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頁 159。 
39 參閱李潤生：《僧肇》（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9 年），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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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奠下他廣博的佛學基礎。又澄觀雖然好讀華觀宗人法

順、法藏的作品，但他同時亦究心其他宗派的典籍，特別是

僧肇、竺道生及智顗的作品，怪不得澄觀的作品不時引用他

們的文字。 

二、泛覽諸宗 

從唐肅宗乾元（七五八–七六○）年間至唐代宗大曆十一

年（七七六），澄觀四出訪求各宗名師學佛，這段期間是澄

觀修學 活躍的年代。他涉獵的範圍包括： 

〈一〉律宗 

澄觀依潤州（今河北省臨榆縣西）棲霞寺醴律師學相部

律，(40)又依越州曇一（六九二–七七一）習南山律。事實上，

曇一也是相部律的傳人。(41)又澄觀於大曆（七六六–七七九）

中為釋志鴻的律學作品《搜玄錄》寫序(42)，可見那時他於律

學界已有一定名聲。 

〈二〉三論宗 

《宋高僧傳》記澄觀習三論宗的經過說： 

詣金陵玄璧法師，傳關河三論，三論之盛於江表，觀之力

也。……七年往剡溪，從成都慧量法師，覆尋三論。(43) 
                                                       

40 相部律為律宗一派，由法礪（五六九–六三五）所開創。 
41 《宋高僧傳》卷 14＜釋滿意傳＞記法礪的傳法系統為：法礪–滿意–大亮–

曇。參見《大正藏》卷 50，頁 795 上。 
42 參見《大正藏》卷 50，頁 801 下。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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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觀先得金陵43（今江蘇省南京巿）玄璧法師(44)傳授鳩摩羅什、

僧朗以來的三論教學，(45)令三論學大盛於長江以南的地區，

想澄觀必定致力於「三論」的講習。其後於大曆七年，他又

到剡溪（位於越州境內）從慧量法師再次修學「三論」。 

〈三〉天台宗 

澄觀早歲已精研天台止觀，大曆十年（七七五）到蘇州，

隨天台宗中興大師湛然（七七一–七八二）「習天台《止觀》、

《法華》、《維摩》等經疏」(46)，而且學有所成。湛然有入室

弟子元浩（？–八一七）(47)，《宋高僧傳．吳浩傳》記道： 

浩與上都云華嚴澄觀法師，若孔門之游夏。(48) 

這裏將湛然比作孔子，將澄觀、元浩比作孔門十大弟子之二

的子游和子夏，可見澄觀深得湛然教學之深要。 

〈四〉禪宗 

澄觀出生地越州本就是禪宗各派活躍的地區(49)，澄觀習禪

                                                       
43 《大正藏》卷 50，頁 737 上。 
44 凝然《三國佛法傳通緣起》述唐代三論宗的人物，中有玄璧一人。參見《中

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頁 175。 
45 引文中「關河三論」中所謂「關」，指羅什及其門下的三論學；「河」指河西

道朗的三論學。 
46 《大正藏》卷 50，頁 737 上。 
47 《宋高僧傳．湛然傳》只列元浩為湛然的弟子，並稱「入室弟子吳門元浩，

可謂邇其人近其室矣」，可見吳浩頗得湛然真傳。參見《大正藏》卷 50，頁

739 下。 
48 參見《大正藏》卷 50，頁 740 中。 
49 參見鈴木哲雄：《唐五代禪宗史》（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85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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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不主一家一派。《宋高僧傳》說： 

謁牛頭山忠師、徑山欽師、洛陽無名師，咨決南宗禪法，

復見慧雲禪師，了北宗玄理。(50) 

在澄觀禪宗的老師中，慧忠（六八三–七六九）是牛頭宗六

祖，法欽（七一四–七九二）是此宗五祖智威（六四六–七二

二）的再傳弟子；無名（七二二–七九三）是南派大師神會

（六七○–七六二）的弟子(51)，慧云生平不詳，不過傳謂澄

觀見慧雲「了北宗玄理」，那麼慧雲極可能是禪宗北派的傳

人。由此可見澄觀接觸過不同禪派的義理。《妙覺塔記》又

另有記載： 

參無名大師，印可融宗，宗說兼通，理之必至，審觀稱性，

無越華嚴。(52) 

澄觀到無名大師處印證融會各宗派的看法，發現禪家所講的

禪觀和真性，不能超過華嚴教學，看來澄觀在這段時期，已

歸宗華嚴。 

〈五〉華嚴宗 

澄觀在其著《華嚴經疏》和《華嚴經疏鈔》雖處處稱述法藏

                                                       
年），頁 128、145-148。 

50 《大正藏》卷 50，頁 737 上。 
51 《宋高僧傳．無名傳》說「得會師傳授心印」。參見卷 17，《大正藏》卷 50，

頁 817 上。 
52 參見《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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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華嚴教學，不過兩人無直接的傳承關係；又澄觀是提出「華

嚴宗」這個稱呼的第一人(53)，但無述及華嚴宗的傳承系譜和

自身的地位。後來澄觀的弟子宗密（七八○–八四一）《註

法界觀門》舉出杜順─智儼─法藏三祖說(54)，沒有澄觀的份

兒。(55)所以澄觀華嚴學的師承值得一論。 

有關澄觀華嚴學的師承，《妙覺塔記》有這麼的一段話： 

依東京大詵和尚，聽受玄旨，一歷耳根，再周能演。詵曰：

「法界盡在汝矣。」(56) 

《宋高僧傳》亦說「卻復天竺詵法師門，溫習《華嚴》大經」，

(57)很明顯，澄觀是跟隨「詵法師」習華嚴。《宋高僧傳》卷

五有「唐錢塘天竺寺法詵傳」，內文末段說： 

詵初講天竺寺，盛闡《華嚴》，時越僧澄觀，就席決疑，深

得幽趣。(58) 

原來「詵法師」即是法詵（七一八–七七八）。但法詵的師

承卻不甚清楚，其本傳說： 

故地恩貞大師囑之以《華嚴經》、菩薩戒、《起信論》。(59) 

                                                       
53 參見《大正藏》卷 35，頁 529 中；卷 36，頁 51 下。 
54 參見《大正藏》卷 45，頁 684 下。 
55 澄觀被納入華嚴宗的傳承系統，為第四祖的說法，在唐代已出現。參見凝然：

《五教章通路記》卷 1，《大正藏》卷 72，頁 297 上。 
56 參見《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頁 157。 
57 《大正藏》卷 50，頁 737 上。 
58 同上注，頁 736 中。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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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 59「故地恩貞大師」，不知是何許人。五百年後日人凝然

的《華嚴法界義鏡》道： 

第四清涼山澄觀大師……乃依東都法詵大師，習學《華

嚴》，詵是慧苑門人。(60) 

日本學者坂本幸男據此推斷恩貞大師極可能是法藏的門下

慧苑（約六七三-約七四三），而澄觀就是慧苑的再傳弟子。

(61)境野黃洋、高峰了州與鎌田茂雄都有類似的看法。(62)有趣

的是，後來澄觀大力批評慧苑的《續華嚴經刊定記》，而以

直接上承法藏的教學自居。 

此外，《宋高僧傳》說澄觀「於淮南法藏受海東《起信義

疏》」(63)，「淮南法藏」不知何許人，而「海東《起信義疏》」

即是新羅元曉（六一七–六八六）的《起信論疏》(64)，可見

澄觀對朝鮮的華嚴學也有心得。 

在這二十年間，澄觀不但奠下了廣博而雄厚的學問基礎，

並且確立了後來專注華嚴教學的道路。這時澄觀名聲漸噪，

大曆三年（七六八），唐代宗詔澄觀與不空（七○七–七七

四）於大興寺譯經，命澄觀為「潤文大德」(65)，可見澄觀已

                                                       
59 同上注，頁 736 上。 
6061 參見坂本幸男：《華嚴教學の研究》，頁 52。 
61 

62 參見《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頁 183-184。 
63 《大正藏》卷 50，頁 737 上。 
64 《大正藏》卷 44，頁 202 上。 
65 《法界宗五祖略記》，《續藏經》卷 134，頁 27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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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得皇室的注意。 

三、遊五台山、著華嚴疏 

大曆十一年（七七六），澄觀結束他的修學生涯，走到五

台山（位於今山西省）。為何澄觀有這樣的舉動呢？《華嚴

經•諸菩薩住處品》有言： 

東北方有處，名清涼山……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與其

眷屬，諸菩薩眾，一萬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法。(66) 

中國佛教徒相信五台山是文殊菩薩的住處(67)，澄觀也不例

外，遂「誓遊五台」。(68)澄觀注釋這品時說： 

余幼尋茲典，每至斯文，皆掩卷長歎，遂不遠萬里，委命

棲託聖境，相誘十載于茲，其感應昭著，蓋于耳目。(69) 

接著澄觀又到峨眉山（位於今四川省）求見普賢，普賢是《華

嚴經》主角之一，由此可見澄觀之篤信《華嚴經》。 

回到五台山後，澄觀住於大華嚴寺，他在那裏主要做了兩

件事。第一、研習中、印文化。《妙覺塔記》說： 

迺覽儒家經子史傳，道家莊老寓言，東震詞翰，西乾梵書，

悉皆游刃。(70) 
                                                       

66 《大正藏》卷 10，頁 241 中。 
67 此外，《文殊師利寶藏陀羅尼經》也與這種信仰有關係。參閱小野勝年、日比

野丈夫：《五台山》，頁 4。 
68 《大正藏》卷 50，頁 737 上。 
69 《大正藏》卷 35，頁 859 下。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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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澄觀對於中國儒道二家、詩詞墨翰，以及印度梵70

語，皆有相當造詣。怪不得他的《華嚴經疏》和《華嚴經疏

鈔》廣泛引用中國典籍來解釋佛理，並對儒道作出批評。第

二、造《華嚴經疏》。澄觀造疏的緣由，《妙覺塔記》說： 

一乘別教詿何容易，但以斯教，賢首頗得其門，後學未窺

其奧，每恨人亡法障，未備全書，承襲有人，逢蒙見解，吾

於此寺，不可默矣。(71) 

澄觀有感自法藏之後，華嚴教學未被充分了解，因此自覺有

責任詳加闡釋。據《妙覺塔記》所載，《華嚴經疏》的寫作始

於德宗興元元年（七八四），成書於貞元三年（七八七），共

歷三年的時間。當然，一部長達六十卷的巨著，難以一揮即

至，《華嚴經疏鈔》曾記說：「一十五年作疏」(72)，由此可推

知這部書雖只用了三年時間已作成，但之前 少化了十二年

的準備功夫。 

四、聲名遠播、皇室器重 

澄觀造疏後，聲名大噪，各方均邀往講新疏。貞元四年

（七八八）春五台山大華嚴寺主持賢林請講新疏；越三年，

河東節度使李自良請講於長安崇福寺。澄觀講疏頻頻，又因

                                                       
70 《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頁 157。《宋高僧傳》謂澄觀在入山之前曾學習

這些中、印文化，參見《大正藏》卷 50，頁 737 上。 
71 《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頁 157。 
72 《大正藏》卷 36，頁 60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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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理深，疏文義廣」(73)，遂與僧睿、智愷等僧人合造《華

嚴經疏鈔》四十卷和《隨文手鏡》一百卷，二書皆是對《華

嚴經疏》的進一步解釋。 

唐德宗（李適，七四二–八○五；七七九–八○五在位）

聞澄觀盛名，於貞元十一年（七九五）詔澄觀入內，問佛法

大意。同年，南天竺烏荼國王呈進四十卷《華嚴經》。翌年，

德宗詔罽賓三藏般若等於崇福寺翻譯，澄觀任「詳定」一職

(74)，德宗又賜予澄觀紫方袍，足見皇室對他的重視。貞元十

四年（七九八），《華嚴經》譯畢，德宗詔澄觀開示新經大旨，

大為歎服，賜名「教授和尚」(75)，又命他造新譯經的疏解，

澄觀遂於終南山草堂寺（位於今陝西省西安府）寫成《貞元

華嚴經疏》十卷和《行願品別行疏》一卷。往後，澄觀備受

朝廷推崇，《佛祖歷代通載》貞元十五年（七九九）條言： 

十五年，清涼受鎮國大師號，進加天下大僧錄，四月帝誕

節，敕有司備儀贊迎教授和上澄觀，入內殿闡揚《華嚴》宗

旨。(76) 

澄觀除受了「鎮國大師」這雅號外，還被委為大僧錄。僧錄

是中央僧尼關係事務主管(77)，慈覺《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有

                                                       
73 《中國華嚴思想史研究》，頁 157。 
74 參見《宋高僧傳》卷 3＜蓮華精進傳＞，《大正藏》卷 50，頁 721 上。 
75 此據《法界宗五祖略記》，參見《續藏經》卷 134，頁 276 前上。《佛祖統記》

卷 41 則記澄觀於貞元十一年（七九五）已受此名號。參見《大正藏》卷 49，

頁 380 上。 
76 《大正藏》卷 49，頁 609 下。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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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僧錄統領天下諸寺，整理佛法」(78)，可見澄觀至少名77

義上是朝廷命官，而且為天下僧人的領袖。後德宗又賜他「清

涼」這國師之號。在澄觀逗留長安期間，太子李誦（七八一

–八○六）經常向他問學，澄觀為他寫了《心義》一卷、《了

義》一卷與《食肉得罪因緣》一文，從 末那部作品的名稱

來看，可見澄觀也關注到普及佛教的信仰。 

憲宗元和二年（八○七），南康王韋皋（七四五–八○五）、

相國武元衡（七五八–八一五）請著《法界觀玄鏡》一卷。

元和五年（八一○），憲宗召澄觀入內講述法界要義，憲宗

聽罷，「廓然自得」，敕有司鑄金印，封澄觀為大統清涼國師，

後穆宗、敬宗都尊澄觀為師，封他為大照國師。文宗大和五

年（八三一），從澄觀受心戒，誓不食蛤；開成元年（八三

六），澄觀百歲，文宗加封為大統國師。 

五、圓寂 

據《妙覺塔記》所載，開成四年（八三九）三月六日早上，

澄觀召弟子海岸等作 後的囑咐接著就圓寂了，享壽一○二

歲。(79)後來，唐文宗更為他親自寫了一篇讚文。(80) 

六、澄觀的弟子 
                                                       

77 參見山崎宏：《支那中世佛教の展開》（京都：法藏館，1971 年），頁 637。 
78 同上，頁 638。 
79 又《宋高僧傳》謂澄觀於元和（八○六–八二○）年卒，春秋七十餘。 
80 現收於《圓宗文類》卷 22，《續藏經》卷 103，頁 419 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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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觀生前威名遠播，多次講述《華嚴經》，擁有眾多弟子，

《妙覺塔記》載其「出家弟子為人師者三十有八」、「稟授學

徒逮千人數」(81)；《宋高僧傳》記其「弟子傳法者一百許人，

餘堪講者千數」(82)，足見澄觀門下之隆盛。 

可是，他的弟子現在可考者郤甚少。 著名的首推宗密。

宗密在八一○年於襄陽恢覺寺披閱澄觀的《華嚴經疏》和《華

嚴疏鈔》，茅塞頓開，遂寫《遙稟清涼國師書》予澄觀，自

稱為澄觀的門下，澄觀回信，稱宗密為「法子」，建立了二

人的師徒名份，後來宗密更到長安，親炙澄觀之教。《宋高

僧傳．宗密傳》說： 

末見上都華嚴觀，觀曰：毗盧華嚴，能隨我者，莫唯汝乎？

(83) 

可見澄觀視宗密為唯一的傳人。《妙覺塔記》載澄觀弟子之

首為海岸和虛寂，其中海是澄觀遺言的囑咐者。《宋高僧傳》

亦記澄觀有一門人名清沔，此人曾記澄觀平時行狀。此外，

宗密《遙稟清涼國師書》記他在恢覺寺遇到一僧人名靈峰（？

–八一○），為澄觀「門下一哲人」。(84) 

                                                       
81 《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頁 155。 
82 《大正藏》卷 50，頁 737 下。 
83 卷 6，《大正藏》卷 50，頁 741 下-742 上。 
84 《大正藏》卷 39，頁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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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觀是一位多產的學僧，《妙覺塔記》記其流傳著述達四

百餘卷。(85)現主要根據鎌田茂雄所述，列舉澄觀的現存著作

如下：(86) 

一、有關華嚴教學的著作 

1.《華嚴經疏》六十卷（《續藏經》卷35） 

2.《華嚴經疏科文》十卷（《續藏經》卷8） 

3.《華嚴經隨疏演義鈔》九十卷（《大正藏》卷36） 

4.《貞元華嚴經疏》十卷（《續藏經》卷7） 

5.《行願品別行疏》一卷（《續藏經》卷7） 

6.《華嚴經綱要》三卷（《金澤文庫》存） 

7.《華嚴經略策》一卷（《續藏經》卷4） 

8.《華嚴入法界十八問答》一卷（《續藏經》卷4） 

9.《華嚴經七處九會頌釋章》（《大正藏》卷36） 

二、有關華嚴教學的著作 

10.《法界玄鏡》一卷（《大正藏》卷45） 

11.《三界圓融觀》一卷（《大正藏》卷45） 

12.《答順宗心要法門》（《續藏經》卷103） 

                                                       
85 參閱《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頁 158。 
86 同上，頁 19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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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與德宗講華嚴奧旨》(87) 

14.《答憲宗問法界要義》(88) 

其它 

15.《五蘊觀》一卷（《續藏經》卷103） 

16.《十二因緣觀》一卷（《金澤文庫》存） 

17.《清涼大師十願》（見於《宋高僧傳．澄觀傳》及普瑞《

華嚴懸談會玄記》卷1引《妙覺塔記》）(89) 

18.《四分律鈔搜玄錄序》（《續藏經》卷95） 

19.《清涼國師海答》 

20.《華嚴剎海變相圖》 

21.《真妄偈》 

22.《證道偈》（上四部見於《圓宗文類》卷22）(90) 

23.「與海岸遺言」(91) 

以下列述澄觀已散佚和情況不明的作品，並略介紹： 

1.《華嚴經三品別行疏》 

2.《華嚴經三品別疏演義鈔》五卷 

3.《華嚴經三品別行疏科文》一卷。以上所謂「華嚴經三品」，

據《義天錄》的注文，是指＜問明＞、＜淨行＞和＜賢首＞

                                                       
87 參見《隆興編年通論》，《續藏經》卷 130，頁 307 後上-下。 
88 參見《清涼山志》卷 3，頁 7 前。 
89 兩者的記載不同，兩者的對照參閱《中國華嚴思想史研究》，頁 161。 
90 參見《續藏經》卷 103，頁 418 後下、419 後下-420 前上、421 前上。 
91 參見《佛祖歷代通載》卷 16，《大正藏》卷 49，頁 63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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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 

4.《華嚴經了義》一卷。宗密《圓覺經略疏註》卷上之一引

用了部分文字。(92) 

5.《華嚴經了義備要》三卷。此書可能是《華嚴經了義》的

引伸。 

6.《隨手文鏡》一百卷。《妙覺塔記》記澄觀造《華嚴經疏》

後，再加剖釋，遂製《演義鈔》和《隨手文鏡》(93)，故《隨

手文鏡》可能是《華嚴經疏》的解釋書。 

7.《正要》一卷。 

8.《華藏世界圖》。現存劉禹錫（七七二–八四二）對此圖

的讚文。(94) 

9.《心鏡說文》十卷 

10.《鏡燈說文》。鎌田茂雄據此書名中「鏡」和「燈」二字，

推想此書為華嚴法界重重無盡義的說示。(95) 

11.《受菩提心戒》一卷 

12.《食肉得罪因緣》 

13.《澄觀疏主獻相眾書》 

14.《宋高僧傳．澄觀傳》有「《華嚴》、《法華》、《楞伽》、

《中觀論》等別行小鈔疏共三十卷」等語(96)；《妙覺塔記》的

                                                       
92 參見《大正藏》卷 39，頁 528 上。 
93 參閱《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頁 157。 
94 參見《續藏經》卷 103，頁 418 後下-419 前上。 
95 參閱《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頁 210。 
96

《大正藏》卷 50，頁 73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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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較簡：「製經律論關脈三十餘部」(97)；《法界宗五祖略

記》又記說：「製《華嚴》、《圓覺》、《四分》、《中觀》

等經律論關脈三十餘部」。(98)總之，澄觀除了注釋《華嚴經》

外，還有替《法華經》、《楞伽經》、《圓覺經》、《四分

律》、《中論》等佛典作注疏。 

15.據朱潔軒編的《棲霞山志》所記，棲霞寺有「律大師碑」，

為澄觀所作(99)，但此碑的現狀，筆者並不知悉。 

16.據《妙覺塔記》所述，澄觀曾對唐文宗說法，表奏「八十

餘卷」，但這八十餘卷是甚麼，不可得知。 

                                                       
97 《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頁 158。 
98 《續藏經》卷 134，頁 276 後下。 
99 參見朱潔軒；《棲霞山志》（香港：鹿野苑，缺出版年份），頁 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