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2014/05/23 

1 / 4 

p.126 line 2【析空體空】【析空觀】謂分析諸法以入於空之觀法，具稱「析

色入空觀」、「析假入空觀」、「析法入空觀」，或稱析法觀、生滅觀、拙

度觀。乃貶小乘及《成實論》所說空觀之語。即分析人乃由五蘊、十二處、

十八界等要素所構成，分析色法至極微（構成物質的最小單位），或分析心

至一念（六十剎那），而依此分析之結果，觀人、法二空之理，是為小乘之

觀法。以慧分析知人法二空，何者﹖既言五陰和合成人，為色陰是人耶﹖為

受陰是人耶﹖如此推求，都無有人，乃知人空。其法空者，如細色成粗色，

「剎那」成「念」，於是觀察若多細色和合成粗色，即無自體，故空。剎那

成念亦如是，是求六十剎那為一念，故得知法空，所以觀一切法之「因成假」、

「相續假」、「相待假」而得知「法空」。 

【體空觀】即觀色心諸法的當體如幻即空。又稱即空觀、如幻即空觀。由於

一切均由因緣所生，並無實自性，因此色心諸法不待分析，當體如幻、即空。

直觀因緣所生法，本性空寂，如幻如夢。將此體空觀及藏教之析空觀作一對

照，兩者皆從假入空觀，亦均有破界內見思惑之能，但觀法上巧拙不同，體

空觀被稱為巧度觀，析空觀被稱為拙度觀。《摩訶止觀輔行傳弘決》解釋「巧

度」、「拙度」云︰「若用草筏名為拙渡，用方舟者名之為巧。…苦行頭陀，

初中後夜勤心禪觀，苦而行道名為拙度，…觀諸法實無縛無解，心得清淨名

為巧度。」～《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127 line 2【圓教一心三觀】以一心三觀圓治一切事惡、理惡，圓顯一切

法性。以「六即佛」論觀行。 

1.理即佛：唯具佛性者。 

2.名字即：從知識處聞知，或從經卷中見得，了知一切諸法皆是佛法。 

3.觀行即：依教修行而到達理慧相應（境智相當），又稱「外凡五品位」。 

4.相似即：十信位，六根清淨，斷除見思惑，伏無明。（內凡位） 

5.分證即：又稱分真即，初住以上至等覺，破一品無明，證一分中道者，

有四十一品。（聖位） 

6.究竟即佛：妙覺佛果，覺道究竟者。 

此六佛雖因智（悟）情（迷）之深淺，而有六種之別，然其體性不二，

彼此互即，故稱為「即」。～《佛光大辭典》 

p.128 line 1【橫具上三土】淨空和尚：「橫字，這字的用意就很深，意思

是說明，西方極樂世界的四土是在一起的，沒有高低的。十方世界諸佛剎土

裡頭不是橫的，是豎的，豎則是有高低。這裡用橫，在我同一層，平等，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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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下。雖有四土，一即是四，四即是一，同居裡面看到實報土、看到方便

土。『正指同居淨土』，是我們有能力去的地方，往上三土，我們也許達不

到，但是同居淨土可以說人人有分；只要你真信、真想去，肯念這一句阿彌

陀佛，你就有分，就決定得生。西方淨土的殊勝，就是我們是生到凡聖同居

土，但是方便土、實報土乃至於寂光淨土裡的受用，我們統統享受到、統統

都得到，這是妙極了，這叫真正不可思議！在其他諸佛世界，你必須親證這

境界－見思煩惱斷了，才能享受到方便土的受用；無明破一分，才能得到實

報土的受用。極樂世界，見思煩惱沒斷、無明沒破，是帶業往生的，上三土

的受用卻統統都能享受到。所以這是不可思議、是難信之法！即使是阿羅

漢、辟支佛、菩薩們，他們都難信。」 

p.129 line 1【佛三身】 

三身 單 複 

法身 所證 理性 自性清淨（性德、通因果）離垢妙極（修德、唯屬果）

報身 能證 功德智慧 自受用（智斷二德究竟） 他受用（十地菩薩所見）

化身 所現 相好色像 示生、應現 佛界、隨類 

p.131 line 1【涅槃經】《大般涅槃經》卷 2〈1 壽命品〉：「何等名為祕

密之藏？猶如∴字三點，若並則不成伊，縱亦不成；如摩醯首羅面上三目，

乃得成伊三點，若別亦不得成。我亦如是，解脫之法亦非涅槃，如來之身亦

非涅槃，摩訶般若亦非涅槃，三法各異亦非涅槃。我今安住如是三法，為眾

生故，名入涅槃，如世伊字。」(T12,p.376,c11-17)解脫、法身、般若德 

p.131 line 5【章安釋云】章安灌頂《大般涅槃經疏》卷 6〈3 哀歎品〉：

「如世伊字。外國有舊新兩伊。舊伊橫豎斷絕相離。借此況彼。橫如列火。

豎如點水。各不相續。不橫不同列火。不豎不同點水。……新伊字者。譬今

教三德。法身即照。亦即自在。名一為三。三無別體故是不橫。非前非後故

是非縱。一即三如大點。三即一如細畫。而三而一。而一而三。不可一三說。

不可一三思。故名不可思議。不可思議者。即非三非一。名祕密藏。如世伊

字。」(T38,p.69,b5-17) 

p.131 line -5【四句百非】四句，通常指有、無、亦有亦無、非有非無（一、

異等）四句。《維摩經玄疏》以為四句之說有十種之多。百非，則指百種之

否定，如北本《大般涅槃經》卷二十一所說如來之涅槃乃非有、非無、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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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非無為、非有漏、非無漏，乃至非過去、非未來、非現在等種種之否定。

故知四句百非均為基於一切判斷與論議之立場而設立之假名概念，然佛教之

究極宗旨乃在於超越此等假名概念而達於言亡慮絕之境界，故禪林盛傳「離

四句、絕百非」之名言。～《佛光大辭典》 

p.132 line 6【各隨機見】《阿彌陀經略解圓中鈔》卷 1：「四土，土土各

分九品。隨土感見，三身有異；隨機感見，四土不同。」(X22,p.574,a11-13)

淨空和尚：「報土裡面見報身佛，常寂光土裡面見法身佛。隨機感見，隨眾

生知見；是故若於同居但見同居本土者，則說法之佛只是示生化身佛。若於

同居能見實報土，就見到報身佛。若能見常寂光，那就見到法身。「佛之三

身，譬如摩尼寶珠，珠體、珠光、珠影。」珠體比喻法身，珠的光比喻作報

身，珠的影比喻作應化身，「三者不相捨離」，一即是三，三即是一。真正

明瞭，其真誠恭敬的心自然就生起來，心沒有分別、沒有執著，用真心，你

就見到實相，從一身見三身，圓滿三身，從一土見四土，圓滿的四土。」 

p.133 line 4【華嚴合論】《新華嚴經論》卷 6：「阿彌陀經淨土者。此為

一分取相凡夫。未信法空實理。以專憶念。念想不移。以專誠故。其心分淨

得生淨土。是權非實。」(T36,p.759,b20-22)《阿彌陀經疏鈔演義》卷 2：「棗

柏所分十種權實者。華嚴合論云。第一阿彌陀經淨土。第二觀無量壽經淨土。

此二是權非實。第三維摩經淨土。第四梵網經淨土。皆是實未廣。第五摩醯

首羅天淨土。第六涅槃經淨土。第七法華經淨土。皆是權未實。第八靈山會

所指淨土。是實非權。第九唯心淨土。是實淨土。第十毗盧所居淨土。是實

淨土。」(X22,p.748,b16-21)《阿彌陀經疏鈔》卷 2：「棗柏所分十種權實。

雖極樂是權非實。然是且據權實對待分別言耳。若論隨機。權實無定。所以

者何。彼云彌陀佛土。為一分取相凡夫。未信法空實理。以專憶念。其心分

淨。得生淨土。是權非實。則知就取相者。非就入理者。若理一心。即權即

實。故云無定。」(X22,p.634,b9-14) 

p.135 line 7【與法華同味】法華教相＝醍醐味、純一無雜圓教；「唯有一

乘法，無二亦無三」、「無有餘乘，唯一佛乘」。 

p.135 line -3【慧行、行行】知禮《金光明經文句記》卷 5：「【文句】緣

空直入，名為慧行，帶事兼脩，名為行行；亦名正道、助道。空觀順理，名

為正道；不淨破貪名為助道。【記】行行者，慧行之上加脩事行，故名行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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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道者，以不淨想破事中貪，資於正觀，破障理惑，故名助道。」(X20,p.221,b1-6)

《圓覺經道場修證儀》卷 18：「大集經云。行有二種。一者行行。二者慧行。

如是等皆是事理二觀之異名。云何名事？如不淨觀治婬欲。慈心觀治瞋恚。

如是等五門對治觀。故名事觀。二理觀者。即是無生觀。亦名真空觀。觀法

實相智慧。」(X74,p.504,b13-17) 

p.135 line -3【全由信願之有無】參考本書 p.231+p.233－234＆p.253 

《徹悟禪師語錄》卷 1：「淨土門中。以願為最。凡有願者。終必能滿。……

是以真能發願。則信在其中。信願既真。行不期起而自起。是故信願行三種

資糧。唯一願字盡之矣。」(X62,p.334,c20-p.335,b10) 

p.136 line -1【眾生】一般而言，係指具無明煩惱、流轉生死之迷界凡夫；

然若就廣義而言，則亦含攝悟界的佛、菩薩等。關於眾生的語義，有多種說

法，茲分述如下︰(1)「受眾多生死」︰如《舍利弗阿毘曇論》卷 11〈非問

分〉：「云何眾生世？眾生謂五道中生。地獄畜生餓鬼人天中。是名眾生世。」

(T28,p.603,a14-16)《往生論註》卷 1：「有論師汎解眾生名義。以其輪轉三

有。受眾多生死。故名眾生。」(T40,p.831,b17-18)(2)「眾緣和合而生」︰

如《大智度論》卷 31〈1 序品〉：「但五眾和合故，強名為眾生。」(T25,p.286, 

c24-25)《大乘同性經》卷 1：「眾生者，眾緣和合名曰眾生，所謂地水火風

空識名色六入因緣生。」(T16,p.642,b2-3)(3)「法身為煩惱所纏，往來生死」︰

如《佛說不增不減經》卷 1：「即此法身，過於恒沙無邊煩惱所纏，從無始

世來隨順世間，波浪漂流，往來生死，名為眾生。」(T16,p.467,b6-8)(4) 或

謂「有情」與眾生為同體異名；或謂眾生則兼攝有情、無情二者。～《中華

佛教百科全書》 

p.140 line 2【持名善根福德同佛】淨空和尚《阿彌陀經要解研習報告》：

「持名時，『心同佛心，願同佛願，解同佛解，行同佛行』；身口意三業都

能與佛相應，一念相應一念佛，念念相應念念佛。」《阿彌陀經疏鈔》卷 3：

「今持名。乃善中之善。福中之福。正所謂發菩提心。而為生彼國之大因緣

也。」「今經持名。正迴向無上菩提之善根也。以阿彌陀佛即無上菩提故。

是則善中之善。名多善也。福中福者。亦有二義：一者彌陀乃萬德名號。一

名纔舉。萬德齊圓。不期於福。福已備故。二者以持念力。自然諸惡不作。

眾善奉行。以之修福。福易集故。是則福中之福。名多福也。」(X22,p.657,b10-c22)

又，唯心、唯佛、絕待圓融故；自他不二，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