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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67 line -1【唐譯十方】《阿彌陀經疏鈔》卷 4：「引諸佛讚者。見此淨

土法門乃千佛萬佛、無量諸佛。異口同音之所讚歎。當諦信勿疑也。唐譯具

有十方。今缺四隅者。文省也。【鈔】十方者。奘師譯有四隅。則成十方。

今止六者。以正攝隅。故文省也。」(X22,p.669,c21-p.670,a2) 

p.268 line 6【阿鞞佛】《維摩詰所說經》卷 3〈12 見阿閦佛品〉：「佛

告舍利弗：「有國名妙喜，佛號無動。是維摩詰於彼國沒，而來生此。」(T14,p. 

555,b5-7)《阿閦佛國經》，後漢支婁迦讖譯，二卷。此經凡有三譯，初譯即

阿閦佛國經。第二譯為東晉支道根所出，題為阿閦佛剎諸菩薩學成品經（二

卷，闕本）。第三譯為唐代菩提流志所譯《大寶積經‧不動如來會》二卷。

此經為現存淨土諸經中最古者，與大般若經、維摩經等有密切之關係，或為

大阿彌陀經等之先驅。據法華經卷三化城喻品載，大通智勝佛未出家時有十

六王子，後皆出家而為沙彌，其第一子名為智積，即阿閦，於東方歡喜國成

佛。悲華經卷四載，阿彌陀佛於過去世為無諍念王時有千子，其第九子蜜蘇

即阿閦，在東方成佛，國號妙樂。～《佛光大辭典》 

p.269 line -5【六十四種梵音】梵者，清淨之義。謂如來之音聲從虛空而

出，具有六十四種清淨殊妙之相。據《如來不思議祕密大乘經》卷七〈如來

語密不思議品〉所舉：「寂慧！如來亦非脣齒舌喉及其面門出諸音聲，有所

聞聽，如來所出音聲從虛空出，但以眾生謂佛如來所有音聲從口門出。寂慧

當知，如來語言具有六十四種殊妙之相。何等名為六十四種？一者流澤…六

十四者，所有一切眾生心心所轉（不能思惟稱量聲）。」(T11,p.719,c4-p.722, 

a19) 

p.269 line -1【不可思議功德之利】《阿彌陀經疏鈔》卷 4：「【疏】承上

不獨我見是利而說此言。亦十方諸佛同見是利而說此言也。讚者。稱讚。歎

者。感歎。不可思議者。上言我見是利。今極言其利非尋常之利也。文有三

轉：一。非無益。故云利。二。非但事福之利。故云功德之利。三。非但功

德之利。故云不可思議功德之利也。以是讚歎。非偶然故。【鈔】…經名不

可思議者。正以阿彌陀佛有此不可思議大功德也。文有三轉者。利中多含。

展轉深廣。初。事福之利者。修事相福。世間因故。是名小利。二。功德之

利者。出世間因故。是名大利。三。不思議功德者。出世間上上因故。是名

大利中大利。蓋功德雖勝事福。於中復分勝劣。有可思議、有不可思議。今

是不可思議之功德也。故大利中復稱大利。」(X22,p.669,a23-b15)「【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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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可思議。如聲王中說。彼安樂世界。所有佛法不可思議。神通現化不可思

議。若能信如是事。當知是人不可思議。所得業報亦不可思議。又依正因果。

四俱不可思議。【鈔】此分為四：一是施法廣大功德。謂無量壽、無量光、

三寶道品種種等。二是神化周徧功德。謂水鳥樹林咸宣妙法。衣食服用。受

用自然。眾生皆具相好神變等。三是信受宿根功德。謂難信之法。能信受者。

宿修無量善根等。四是果報難勝功德。謂即得往生。即得入上善會。即得不

退轉地。畢竟成佛等。皆超越常情。故云不可思議。如金剛般若云：是經義

不可思議。果報亦不可思議。是也。依正因果者。依謂同居即寂光。正謂應

身即法身。因謂七日功成。果謂一生不退。亦復超越常情。故俱不可思議也。」

(X22,p. 669,b16-c6) 

p.270 line -4【攝佛功德成自功德】參考本書 p.156+157，p.190+193，

p.201+203，p.209。心、佛、眾生，三無差別。自他不二，生佛不二。他佛

現前時，即是自性開顯；佛慈悲願力攝受加持，不異真如本覺內薰、自體相

熏習。 

p.272 line 2【東方不可盡】《阿彌陀經疏鈔》卷 4，「稱理」論六方恒沙

佛義：東方→自性智慧不可盡。南方→自性光明不可盡。西方→自性清淨不

可盡。北方→自性含攝不可盡。下方→自性測之彌深不可盡。上方→自性仰

之彌高不可盡。 

p.272 line -4【出廣長舌】《阿彌陀經疏鈔》卷 4：「【疏】慈恩云：佛之

舌相。證小。則覆面門以至髮際。今覆大千。證大事也。又云。菩薩得覆面

舌相。故其言無二。悉真實故。則覆面之舌已無妄語。況覆大千乎。」

(X22,p.671,a19-22)窺基《阿彌陀經通贊疏》卷 3：「證小事即覆面門以至髮

際，今證大事故至三千。今說因微果勝，恐眾生疑，此乃拋苦惱之要門、證

常樂之疾路，事既廣大，現瑞非輕，舒舌相而遍覆大千，證西方而真快樂。」

(T37,p.344,b20-24)古德《阿彌陀經疏鈔演義》卷4：「是為大事同法華者。法

華神力品。佛出廣長舌相。上至梵世。贊歎法華。證一大事因緣也。今六方諸

佛。現此舌相。贊歎淨土。豈小因緣也。」(X22,p.784,b15-17)《阿彌陀經疏鈔》

卷4：「【疏】諸佛告語眾生。古有二說：一謂轉引。一謂同時。今兼用之。

【鈔】轉引者。慈恩謂六方諸佛告本國中之語。釋迦轉引以證己言。靈芝謂是

釋迦說此經時。六方諸佛同時讚歎。今兼用者。以此廣大最要法門。諸佛平時

必所常讚。而正當釋迦說此經時。十方諸佛齊讚。亦復何礙。彌顯此經乃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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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門。徧乎法界。一說一切說也。」(X22,p.671,c14-21) 

p.273 line 1【果頭佛】天台宗之語。四教各果上之佛也。《四教儀集註》下

曰：「修因克果，果在於上，故曰果頭。」《四教儀》曰：「鈍則但見偏空，

不見不空，止成當教果頭佛。」【果頭無人】與「有教無人」同義。天台宗判

立之藏、通、別、圓四教中，前三教無實際證得佛果之人，稱為果頭無人。僅

有圓教，才有成就圓滿佛果者。 

p.273 line 1【三大阿僧祇劫】(1)《優婆塞戒經》卷 1〈6 修三十二相業品〉：

「我於往昔寶頂佛所。滿足第一阿僧祇劫。然燈佛所滿足第二阿僧祇劫。迦

葉佛所滿足第三阿僧祇劫。」(T24,p.1039,a18-20)(2)《阿毘達磨大毘婆沙論》

卷 178：「初劫阿僧企耶逢事七萬五千佛。最初名釋迦牟尼最後名寶髻。第

二劫阿僧企耶逢事七萬六千佛。最初即寶髻最後名然燈。第三劫阿僧企耶逢

事七萬七千佛。最初即然燈最後名勝觀。於修相異熟業九十一劫中逢事六

佛。最初即勝觀最後名迦葉波。」(T27,p.892,c5-11)(3)《大智度論》卷四：

初阿僧祇中，心不自知我當作佛；二阿僧祇中，心雖能知我必作佛，而口不

稱我當作佛；三阿僧祇中，心了了自知得作佛，口宣我於來世當作佛而無所

畏。(4)《攝大乘論本》卷下：地前，初阿僧祇，初地至第七地，第二阿僧

祇，八地至十地為第三阿僧祇。～《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273 line 2【釋迦佛先世】《大智度論》卷 3〈1 序品〉：「釋迦文佛先

世作瓦師，名大光明。爾時有佛名釋迦文，弟子名舍利弗、目乾連、阿難，

佛與弟子俱到瓦師舍一宿。爾時，瓦師布施草坐、燈明、石蜜漿，三事供養

佛及比丘僧，便發願言：「我於當來老、病、死、惱五惡之世作佛，如今佛

名釋迦文；我佛弟子名，亦如今佛弟子名。」(T25,p.83,b15-21) 

p.274 line -2【三題】 

阿彌陀經（稱讚阿彌陀佛不可思議功德‧一切諸佛所護念經） 

稱讚不可思議功德‧一切諸佛所護念經 

稱讚淨土 佛攝受經（稱讚不可思議佛土功德‧一切諸佛攝受法門） 

p.277 line -1【同名無量】《阿彌陀經疏鈔》卷 4：「【鈔】二說者。靈芝

謂諸佛同名甚多。決非法藏所成之佛。以是本佛不應自讚故。慈恩謂設若自

讚。理亦無妨。以導引眾生令生勝意故。今雙取二說。謂據大本。過無邊佛

剎。同名釋迦牟尼者不可勝數。又觀音師觀音如來等。則無量壽之名。何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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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百千萬億不可窮盡。若據佛分邊事。焉得以凡常例之。將無自讚毀他。

犯菩薩十重戒耶？我為法王。於法自在。縱橫予奪。權實雙彰。苟有利於眾

生。亦何施而不可。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可得云自讚否？前之一說。恐人不

知諸佛數如微塵。拘執一偏故。後之一說。恐人泥於不應自讚。昧佛神用故。

二說兼成。理固無礙。」(X22,p.672,c4-15) 

p.279 line 1【梵網經】《梵網經》卷 2：「時佛觀諸大梵天王網羅幢，因

為說無量世界猶如網孔，一一世界各各不同，別異無量，佛教門亦復如是。

吾今來此世界八千返，為此娑婆世界坐金剛花光王座，乃至摩醯首羅天王

宮，為是中一切大眾略開心地法門品竟。復從天王宮下至閻浮提菩提樹下，

為此地上一切眾生凡夫癡闇之人，說我本盧舍那佛心地中初發心中常所誦一

戒光明。」(T24,p.1003,c14-22) 

p.280 line 2【水輪、金輪】《阿毘達磨大毘婆沙論》卷 121：「依風輪安

立水輪。復依水輪安立金輪。復依金輪安立大地。」(T27,p.630,b18-19)《阿

毘達磨俱舍論》卷 11〈3 分別世品〉：「有情業力感別風起。搏擊此水上結

成金。如熟乳停上凝成膜。故水輪減唯厚八洛叉。餘轉成金。」(T29,p.57, 

a25-27) 

p.282 line 5【偏讚西方】《淨土十疑論》卷 1：「問：十方諸佛，一切淨

土，法性平等，功德亦等，行者普念一切功德，生一切淨土。今乃偏求一佛

淨土，與平等性乖，云何生淨土？答：一切諸佛土，實皆平等。但眾生根鈍，

濁亂者多，若不專繫一心一境，三昧難成。專念阿彌陀佛，即是一相三昧，

以心專至，得生彼國。如《隨願往生經》云：『普廣菩薩問佛：十方悉有淨

土，世尊何故偏讚西方彌陀淨土，專遣往生？佛告普廣：閻浮提眾生，心多

濁亂，為此偏讚西方一佛淨土，使諸眾生，專心一境，即易得往生。』若總

念一切佛者，念佛境寬，則心散漫，三昧難成，故不得往生。又求一佛功德

與一切佛功德無異，以同一佛法性故。為此念阿彌陀佛即念一切佛；生一淨

土即生一切淨土。故《華嚴經》云：『一切諸佛身，即是一佛身，一心一智

慧，力、無畏亦然。』」(T47,p.78,b4-19)窺基《阿彌陀經疏》亦同此說。 

p.282 line -3【緣法界】《文殊師利所說摩訶般若波羅蜜經》卷 2：「佛言：

「法界一相，繫緣法界，是名一行三昧。…善男子、善女人，欲入一行三昧，

應處空閑，捨諸亂意，不取相貌，繫心一佛，專稱名字。隨佛方所，端身正向，

能於一佛念念相續，即是念中，能見過去、未來、現在諸佛。」(T08,p. 731,a26-b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