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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6 line 7＆-1【中觀、假觀】 

空觀 破見思惑 證一切智 位不退 
藏初果、通見地、別初住、

圓初信 

若未破見思， 

還生同居土 

假觀 破塵沙惑 證道種智 行不退 通菩薩、別十向、圓十信 
若未破無明， 

還生方便土 

中觀 破無明惑 證一切種智 念不退 別初地、圓初住以上 
破無明1分， 

則生實報土 

功夫成片：有三昧禪定，未破見思。(只斷見未斷思，依空和尚意亦在此中) 

事一心不亂:圓教七信以上，斷見思。(若依大師意，乃至未斷但能伏，亦可) 

理一心不亂:圓教初住以上，破無明一分乃至斷盡成佛。 

p.79 line 6【上善俱會乃橫生四土義】若依豎義論，若未斷見思，則不得

與阿羅漢同處；若未斷無明，則不得與登地菩薩同處。現今橫論，一往生同

居土，雖未斷見思，竟能與一生補處菩薩乃至佛俱會一處，故云「橫生四土」。

同理推知，若同居穢土凡夫眾生，絕無如實報土菩薩之清淨莊嚴、不可思議

的依報、正報，乃至不可思議的五神通妙用；今西方同居淨土眾生，依正二

報及五神通，皆如彌陀本願所說：「所有眾生生我國者」皆是平等受用；故

云「生同居，即已橫生四土」。 

p.81 line 3【住世百年】《佛說無量壽經》卷 2：「當來之世，經道滅盡，

我以慈悲哀愍，特留此經止住百歲，其有眾生值斯經者，隨意所願皆可得度。」

(T12,p.279,a11-13)《阿彌陀經疏鈔》卷 4：「【鈔】大本云。當來之世。經

道滅盡。我以慈悲。特留此經百歲。眾生得遇。無不得度。若有眾生。於此

經典。書寫供養。受持讀誦。為人演說。臨命終時。佛與聖眾。現其人前。

經須臾間。即生彼剎。法滅經云。爾時首楞嚴經先滅。以次諸經。悉皆滅盡。

獨留無量壽經。度諸眾生。…問：獨留此經。此經蓋指大本。答：前不云乎。

文有繁簡。義無勝劣。詳言之則大本。略言之則今經耳。非有二也。」(X22,p.683, 

a21-b8) 

p.81 line -4【觀經疏玄義】智者大師《觀無量壽佛經疏》卷 1：「教相者。

此是大乘方等教攝。…二藏明義。菩薩藏收。漸頓悟入。此即頓教。正為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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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希及諸侍女。並是凡夫未證小果。故知是頓。不從漸入。」(T37,p.188,c13-21)

《觀無量壽佛經疏妙宗鈔》卷 3：「三約漸頓。若約化儀論漸頓者。華嚴屬

頓。三時皆漸。經在方等。非化儀頓。今經頓者。乃於化法以圓為頓。故就

韋提即身得忍。判教為頓。且無生忍位。別在初地。圓在初住。別教凡夫經

無數劫。方至此位。唯有圓教。即生可入。若將結益判教偏圓最為明顯。是

故今文就其當機證位定之。是頓非漸。」(T37,p.212,b25-c2) 

p.82 line 5【絕待圓融】《徹悟禪師語錄》卷 1：「以絕待圓融為宗。於十

界萬法。隨拈一法。無非即心全體。具心大用。橫徧十方。豎窮三際。離於

四句。絕於百非。獨體全真。更無有外。彌滿清淨。中不容他。一法既爾。

萬法皆然。各約諸法當體。絕待無外。是為絕待。又以十界萬法。各各互徧。

各各互含。一一交羅。一一該徹。彼彼無障無礙。各各無壞無雜。如當壹古

鏡。影現重重。如帝網千珠。回環交攝。此約諸法迭互相望。是為圓融。今

合絕待圓融為一宗。正絕待時即圓融。正圓融時便絕待。非離絕待別有圓融。

絕待。絕待其圓融。非離圓融別有絕待。圓融。圓融其絕待。絕待圓融。各

皆不可思議。今共合為一宗。則不思議中不思議也。」(X62,p.338,c10-21) 

p.83 line 2～5【法華經三分】 序：第 1品 

 序 分：第 1品 迹門 正：2～9品(授學無學人記) 

   流通：10(法師)～14 品(安樂行) 

全經 正宗分：第 2品～17 品中  序：第 15 品前半 

 (方便)(分別功德) 本門 正：第 15 品後半～17 品 

 流通分：第 17 品中～28 品  流通：第 18～28 品 

p.86 line 6～-1【佛頂文句】智旭《楞嚴經文句》卷 1：「如是者。指法之

辭。通指下文十卷文義而言。亦是信順之義。大凡信者。則謂是事如是。不

信者則謂是事不如是。今言如是。即顯信順也。…本是祇陀太子之園。梵語

祇陀。此云戰勝。精舍者。給孤獨居士為佛及僧所構。精修梵行之處也。」

(X13,p.220,c11-23) 

p.87 line 3【一時標機感】淨空：「「機」是眾生的根機，「感」是感應

道交，眾生有感，佛菩薩有應，感應道交，這個時候叫「一時」。」《阿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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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經疏鈔》卷 2：「一時者。時成就也。師資相合。當時說聽事畢。即名一

時。以說聽無定故。不言其年月日者。十方時分不一。兩土正朔不同故。約

當宗。則即說聽頃。心境泯。凡聖會。依正融。一多等。此諸二法。皆一之

時。名一時也。」(X22,p.626,a12-16)《菩提道次第略論》卷 1：「初、於己

須如病者想。二、於說法者須如醫師想。三、於教法生起藥物想。四、於修

行生起療病想。五、於如來須作正士想。六、於正法眼生起久住想。」 

p.88 line 1【像法決疑經】《像法決疑經》卷 1：「善男子。今日座中無央

數眾各見不同。或見如來入般涅槃。或見如來住世一劫。或見如來住無量劫。

或見如來丈六之身。或見小身。或見大身。或見報身坐蓮華藏世界海。為千

百億釋迦牟尼佛說心地法門。或見法身同於虛空無有分別。無相無礙遍周法

界。或見此處沙羅林地。悉是土沙草木石壁。或見此處金銀七寶清淨莊嚴。

或見此處乃是三世諸佛所行之處。或見此處即是不可思議諸佛境界真實法

體。」(T85,p.1337,a5-15) 

p.88 line 5【阿難有三人】又作阿難三名。謂佛陀十大弟子之一的阿難，

在佛典中之名稱有三種。(一)據《法華文句》卷一上載：(1)阿難陀，譯作歡

喜，受持小乘藏。(2)阿難跋陀，又作阿難陀跋陀羅，譯作歡喜賢，受持雜藏。

(3)阿難娑伽，譯作歡喜海，受持佛藏。又引用阿含經，舉出「典藏阿難」之

名，而謂有四種阿難。(二)《華嚴玄談》卷八引用集法經，舉出阿難、阿難

跋陀、阿難迦羅等三種。(三)《華嚴經探玄記》卷二則引用阿闍世王懺悔經，

舉出阿難陀、阿難跋陀、阿難娑伽羅等三種，分別受持下、中、上三乘。另

據《翻譯名義集》卷一之十大弟子篇第八所載，阿難能持三種不同之法藏，

隨其功德而受稱，故有三名。即：(一)阿難，譯作慶喜，以能傳持聲聞藏而

得此名。(二)阿難跋陀，譯作喜賢，以能傳持緣覺藏而得此名。(三)阿難迦

羅，譯作喜海，以能傳持菩薩藏而得此名。又據圓覺經略疏之解釋，阿難善

能受持、弘傳佛陀一代大小之法藏，世人由所傳之法而讚歎其德，故有阿難

三名之說，非謂阿難有三人、四人之別。～《佛光大辭典》 

p.88 line -5【大論云】《妙法蓮華經文句》卷 1〈序品〉：「又「如是」

者，三世佛經初皆安「如是」，諸佛道同，不與世諍，世界悉檀也；《大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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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舉時方令人生信者」，為人悉檀也；又對破外道阿歐二字不如、不是，

對治悉檀也；又如是者，信順之辭，信則所聞之理會，順則師資之道成，即

第一義悉檀也。」(T34,p.3,a25-b2) 

p.89 line 1【如是】蓮池大師《阿彌陀經疏鈔》卷 2：「實相之理。始終不

異名如。如理而說名是。…約當宗。則一心不亂曰如。唯此無非曰是。…此

經宗乎一心。良繇執持名號。一心不亂。一心則非生非滅。無去無來。湛然

常住。故名曰如。又此一心。四過離。百非絕。故名曰是。異此所明。不得

稱是。」(X22,p.625,a10-b2) 

p.90 line 5【三種我】《妙法蓮華經文句》卷 1〈序品〉：「約教解釋者，

《釋論》云：「凡夫三種我，謂見、慢、名字，學人二種，無學一種。」阿

難是學人，無邪我、能伏慢我，隨世名字稱我無咎，此用三藏意釋我也。」

(T34,p.4,a10-14)《法華文句記》卷 1〈釋序品〉：「「凡夫三種我」者，見

我即利使中我。「慢我」者，雖通一切利鈍凡夫，然諸凡夫皆於己身以立宰

主，雖非外計，並屬見思。若學人所伏，唯屬鈍使，雖無見我，思惟未盡，

故云二種。「世名我」者，世流布一，凡聖共有，但聖無前二。」(T34,p.161,b8-13) 

p.91 line 2【三更夢】《演淨科儀》：「南柯一夢屬黃粱 堪嘆人生不久

長 有生有死皆有命 無貧無富亦無常。」唐沈既濟《枕中記》載：盧生在

邯鄲旅店遇道士呂翁，生自嘆窮困，翁探囊中枕授之曰：枕此當令子榮適如

意。時主人正蒸黃粱，生夢入枕中，享盡富貴榮華。及醒，黃粱尚未熟，怪

曰：『豈其夢寐耶？』翁笑曰：『人世之事亦猶是矣。』後因以『一枕黃粱』、

『黃粱一夢』比喻虛幻的夢想。～《中華佛教百科全書》、《漢語大詞典》 

p.91 line 7【四住】大智度論卷三所說之四種住處，即：(一)天住，即布

施、持戒、善心等三事；此三事為六欲天所住，故稱天住。(二)梵住，即慈、

悲、喜、捨等四無量心；此四無量心為色界、無色界諸天所住，而色界、無

色界即指梵眾、梵輔等以上之諸天，故四無量心又稱梵住。(三)聖住，即空、

無相、無作等三種三昧；此三種三昧為三乘聖者所住，故稱聖住。(四)佛住，

即首楞嚴等無量三昧；此等無量三昧為一切諸佛所住，故稱佛住。～《佛光

大辭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