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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供花的功德

《佛為首迦長者說業報差別經》卷一：「若有眾生奉施香華，得十種功德：

一者，處世如花；二者，身無臭穢；三者，福香戒香，遍諸方所；

四者，隨所生處，鼻根不壞；五者，超勝世間，為眾歸仰；六者，身常香潔；

七者，愛樂正法，受持讀誦；八者，具大福報；九者，命終生天；十者，速證涅槃。

是名奉施香花得十種功德。」

如何準備供佛的花

　　供花要準備的有：

1. 花一包(以下所購之花為「石斛蘭」)。(如圖 1)

2. 花剪一把。(如圖 1)

3. 潤滑油(車針油) 一小罐。(如圖 1)

4. 衛生紙或紙抹布一二張。(如圖 1)

 圖 1

5. 裝花的小水桶 (高度要夠，但不要太寬大。此例的桶子，其直徑約 25cm，高度約

27cm)。(如圖 2)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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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先將包裝好的花，用剪刀從袋子的開口中間剪開。為何不要將花直接從袋子的

開口倒出來呢? 因為這樣子容易將花朵弄傷，因此只好將袋子剪開。請參考圖 3。

圖 3

接下來，將裡面的花，一枝一枝地處

理。先將每一枝花的下段，離最下面

一朵花約 7 公分處，以花剪斜斜地剪

斷。如圖 4 所示。

圖 4

經過斜切後的切口，如圖 5 所示。

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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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剛才斜切的花枝放入桶子中。並將桶子裝水約

3cm 高，目的是要至少淹過切口，才能使花枝繼

續吸水，維持花朵的新鮮。

然後，再將花枝頂端尚未開花的花苞折掉，最頂

端的較軟的枝條也折掉。這樣的目的也是為了使

花枝及花朵延長新鮮度。

如圖 6 所示。

圖 6

其他的花枝也同樣地處理。

然後再將所有的花枝在桶中擺好，使其盡可能不要

在桶中傾斜，這樣子比較不會將最下面的花浸泡在

水中 (花浸泡在水中久了會爛掉)。

完成後就會像圖 7 所示。

圖 7

全部完成後，將花剪用衛生紙或紙抹布擦乾淨。再將花剪的刀鋒滴上油。再用乾燥的

衛生紙或紙抹布將油均勻塗抹刀鋒，並將多餘的油擦掉。這樣子便可以維持刀剪的鋒利並使

其不易生鏽。

佛前供養香華

通常花是與香一起供養的。供養前要先將花準備好。最好可以準備一個小的白色的瓷

器的碟子。這裡我們準備的是直徑 10 公分的小的瓷碟。

將桶子內的花摘下。通常先從花枝的最下面的花開始摘，或是先摘可能會較早爛壞的

花朵(這需要一些經驗來判斷)。如果在摘的時候，有發現有爛壞的花，一定要除去，否則其

他的花也會跟著很快爛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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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碟子上可以擺一朵、三朵、五朵等不同，隨自己情況而定。因為花通常可以保持約

兩週不壞。所以如果每次供太少的花，最後就會留下很多爛壞的花無法供佛。但如果勤修供

養，則每次如果供養太多，那麼就很快常常需要去買花。因此也需要經驗來決定。

圖 8     圖 9

關於花朵在碟子中的擺法，我們僅以三朵及五朵來作例子。三朵的擺法可參考圖 8。

五朵的擺法可參考圖 9。

圖 10

供佛時，通常是配合供養的偈文「隨文起觀」。供養偈在歷代祖師所作之懺本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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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這裡我們以大悲懺為例。當念誦至偈中需要拿花供佛時，供花碟的拿法，如圖 10 所

示。將花碟平舉至自己額前。其餘的只要隨文起觀即可。(通常要先上香。此處我們略去)

名相解釋

【華嚴宗三觀】 (佛學大辭典(丁福保))

　（術語）初祖杜順依華嚴經而立。謂之法界三觀。法界者所觀之境，三觀者能觀之心也。

一、真空觀，窮盡法界之事相，無一有自爾之別性，皆歸於平等之空性，以空為性也。空者

非頑無之空，真如之理性超然而離諸相，故名為空觀。吾人所見之森羅萬象，悉為妄情之偏

計，猶如空華之實性為虛空，於口泯亡妄情所見之事相，顯真空之妙體，名為真空觀。真空

即四法界中之理法界也。

二、理事無礙觀，今顯實空，泯情所見之事相，以顯真如之空性。然共此真如，非凝然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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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頑體，具不變、隨緣之二義，雖以不變之故，常往無作，然以隨緣之故變造一切諸法。然

則吾人所見之萬象皆為真如之隨緣，隨緣之萬象即真如也。猶如水即為波，波即為水。所謂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也。如是觀真如性起萬法，萬法一一以真如為性，名為事理無礙觀。此

四法界中事理無礙法界也。

三、週徧含容觀，既知法界一一之事相為真如之隨緣性起矣。而其起也。非分取真如之性，

性為一味平等，不可分取。一微一塵，悉完具真如之全體也。故完具理之一一事相，如其理

性之法界融通，一一事相亦遍含容一切法界而重重無盡也。此名週徧法界性。是為四法界中

之事事無礙法界，隨緣觀之至極也。

詳見華嚴法界觀。

【四法界】 (三藏法數(明·一如等 撰))

　　法界者，一切眾生身心之本體也。法，軌則也，界有性、分二義。若約事說，界即是分

義，謂隨事分別故也；若約理說，界即是性義，謂諸法性不能變易故也。以此性、分互相交

絡，則成理事無礙法界。以理融事，一一融通，則成事事無礙法界也。

〔一、事法界〕，謂諸眾生色心等法，一一差別，各有分齊，故名事法界。

(分齊者，限量也。)

〔二、理法界〕，謂諸眾生色心等法，雖有差別，而同一體性，故名理法界。

〔三、理事無礙法界〕，謂理由事顯，事攬理成，理事互融，故名理事無礙法界。

〔四、事事無礙法界〕，謂一切分齊事法，稱性融通，一多相即，大小互容，重重無盡，

故名事事無礙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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