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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說
無
量
壽
經
》  

補
充
講
表  

◎
附
表
十
三
： 

○
第
二
十
一
願
：
三
十
二
大
人
相 

三
十
二
相
：
係
轉
輪
聖
王
及
佛
之
應
化
身
所
具
足
之
三
十
二
種
殊
勝
容
貌
，
與
微
妙
形
相
。
又
作
「
三
十
二
大

人
相
」、「
三
十
二
大
丈
夫
相
」、「
三
十
二
大
士
相
」、「
大
人
三
十
二
相
」。 

簡
稱
大
人
相
、
大
士

相
、
大
丈
夫
相
、
四
八
相
。 

與
八
十
隨
形
好
︵
微
細
隱
密
者
︶
，
合
稱
相
好
；
即
大
相
名
相
，

細
相
名
好
。 

＊
《
大
智
度
論
》
卷
四
云
：
「
一
一
相
，
百
福
德
莊
嚴
。
」 

又
云
：「
復
有
人
言
：
是
福
不
可
量
，
可
以
譬
喻
知
：
如
三
千
大
千
世
界
一
切
眾
生
皆
盲
無
目
，

有
一
人
能
治
令
差
，
是
為
一
福
。
…
…
一
切
人
破
戒
、
正
見
，
一
人
能
教
，
令
得
淨
戒
、

正
見
，
如
是
等
為
一
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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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十
二
願
：
超
出
常
倫
諸
地
之
行 

常
倫
諸
地
：
指
三
賢
十
地
。
三
賢
：
十
住
、
十
行
、
十
迴
向
。 

○
第
二
十
五
願
：
一
切
智 

智
慧
之
淺
深
次
第
，
分
三
種
智
： 

︵
一
︶ 

「
一
切
智
」：
指
能
知
一
切
法
總
相
之
智
慧
。
從
假
入
空
觀
，
見
真
諦
理
；
斷
見
思
惑
，
即
開
一
切

智
。
又
名
如
理
智
、
根
本
智
。 

︵
二
︶
「
道
種
智
」：
能
知
諸
法
別
相
之
智
慧
。
蓋
菩
薩
必
須
度
化
眾
生
，
而
度
化
眾
生
，
必
須
懂
得
諸
佛
道

法(

「
道
」，
包
括
藏
通
別
圓
四
教
，
有
、
空
、
亦
有
亦
空
、
非
有
非
空
門
四
門)

，
和
諸
眾
生
善
根
心
理(

「
種
」

包
括
上
中
下
根)

。
從
空
入
假
觀
，
遍
學
四
教
四
門
，
見
俗
諦
理
，
界
內
外
塵
沙
惑
斷
盡
，
即
能
用
諸
佛
道
法
，

發
起
眾
生
善
根
，
是
為
道
種
智
。
又
名
如
量
智
、
後
得
智
。 

 

︵
三
︶ 

「
一
切
種
智
」：
又
稱
「
一
切
道
種
智
」。
蓋
佛
法
無
量
，
眾
生
無
邊
；
一
般
菩
薩
只
能
知
下
不
能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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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唯
佛
究
盡
，
知
一
切
道
與
一
切
種
。
此
則
修
中
道
觀
，
斷
根
本
無
明
惑
，
見
空
有
不
二
之
中
諦

理
，
是
為
通
達
總
相
別
相
之
佛
智
慧
。 

○
第
二
十
五
願
：
金
剛
那
羅
延
身 

那
羅
延
：
梵
語
，
意
指
佛
、
菩
薩
之
勝
身
。
因
佛
、
菩
薩
之
身
堅
固
勇
猛
，
猶
如
金
剛
之
堅
硬
，
不
為
外

物
所
壞
；
而
其
力
強
，
復
如
那
羅
延
天
之
力
大
無
窮
，
故
稱
之
為
金
剛
那
羅
延
身
。 

○
第
二
十
六
願
：
無
生
法
忍   

 
   

無
生
法
忍
：
略
云
無
生
忍
。
無
生
法
者
，
遠
離
生
滅
之
真
如
實
相
理
體
也
，
即
是
諸
法
不
生
不
滅
的
體
性
。

而
忍
有
二
義
： 

 

一
、 

忍
可
：
悟
到
真
如
。 

二
、
安
忍
：
證
到
真
如
。 

因
此
真
智
安
住
於
此
真
如
理
而
不
動
，
謂
之
無
生
法
忍
。 

＊
《
華
嚴
疏
鈔
》
卷
五
十
二
云
：
「
約
法
，
則
諸
無
起
作
之
理
，
皆
曰
無
生
； 

慧
心
安
此
，
故
名
為
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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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維
摩
詰
所
說
經
》〈
菩
薩
品
〉
云
：「
會
中
有
菩
薩
名
法
自
在
，
說
言
：
諸
仁
者
，
生
滅
為
二
，
法
本
不
生
，
今

則
無
滅
，
得
此
無
生
法
忍
，
是
為
入
不
二
法
門
。
」 

＊
《
論
語
》
云
：
「
逝
者
如
斯
夫
，
不
舍
晝
夜
。
」 

＊
宋 

蘇
軾
：
《
前
赤
壁
賦
》
云
：「
客
亦
知
夫
水
與
月
乎
？
逝
者
如
斯
，
而
未
嘗
往
也
；
盈
虛
者
如
彼
，
而
卒
莫
消

長
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