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說明】： 

  迴向偈以「願以此功德」為開頭的原因，在於先有念佛、持咒、誦經或禪修等等之前行

後，由前行之精進，導致漸漸圓滿內在完美之德行，此種功德之衍生可以加此迴向。迴向的

目的不在於圖利自己，而在於促進整個法界或宇宙之福祉，唯有整個法界的苦難都消失了，

自己的痛苦才有可能一絲不染地卸除，否則任何苦難之因素，終將波及自己。純淨快樂之產

生在於「所有種類」痛苦的消除，所有種類包括有情之生物與無情之物理環境。此即為次句

「迴向法界一切苦難」之意義。因此，把自己修行之進步與內心德行之圓滿分享給整個存在，

是修行者為全體存在之和諧所盡的最大努力。這種迴向是絕對的，不受相對世界之人、事、

時、地、物影響。 

  「一切智智」是諸佛的內在智慧，所有的佛陀都有一切智智。「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

是成佛的果位，因此，一切智智為「因」，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為「果」，因為有一切智智，

才能證明成就佛果。迴向一切智智與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說明一個修行者所作的任何努

力，無非是要導向完美智慧──一切智智──的證得，並依此智而隨順成就佛果。當然，一

個徹底了悟空性的行者，於念念中都處於「無所求」與「無所得」的心續，即使他不念此迴

向偈，他的心也會被這整個迴向偈的精神與意義所充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