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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二、事遍於理門】【三、依理成事門】之疏鈔對讀   (ref:no309)                     

三/四冊，三義理分齊之理事無礙觀 卷五 P.11～18      

『疏』:  (卷五 p9) 

第三、【彰其無礙】︰然上十對(所依體事), 皆悉無礙。今且約事理以顯無礙．亦有十門 

一、理遍於事門(NO309)．二、事遍於理門(P1~3)．  三、依理成事門．(p4)… 

 

二、事遍於理門。           (①~④等，為閱讀順序) 

       疏文                鈔解 

1  謂有分之事。 

全同無分之理。 

故一小塵即遍法界 

(鈔: ) 

③今明由事與理，有非一非

異義故．以非異故全同 

(第一門不會同教義理分齊) 

           

(以下: 會一性) 

2 由上二義 

互該徹故皆同一性 

故出現品云:  

如來成正覺時． 

於其身中普見一切眾生成

正覺．乃至普見一切眾生入

涅槃．皆同一性．所謂無性 

 

(以下明成佛不成佛義) 

3 理遍事故，一成一切成．

事遍同理故，說都無所成 

 

經云:  

「譬如虛空．無成無壞」。 

 

 

1①所以要全同者，以事無別體還如理故． 

若不全同則不如理．色不異空義不極成。然相遍二門, 超情難

見．何者．謂事既有分，理即無分，如何得遍． 

②若塵遍法界，塵應非小．理遍同事，應如小塵． 

．以非一故不壞分別， 

④則事理兩分．如海之波． 

一波全遍大海，以同海故．大海全在小波， 

以海無二故．全在一波，亦全在諸波，同一海故。 

 

 

2 謂事有分限，理無分限．五性約事．一性約理。 

① 今 理遍於事，則一性之理，全在五性之中． 

②    事遍於理，五性即是一性．故云【互該徹故皆同一性】。 

 

文釋通二義．一、正是事事無礙義．以眾生及佛皆是事故． 

⚫ 今取釋文，皆同一性之義， 

故證事理無礙．由理遍事，故眾生隨理而在佛中。 

 

3 ①謂理無二實，故 該多事而皆成也． 

理如虛空，故 事同理而無成 

 

亦出現品成正覺中義，引之耳． 

文云「佛子．譬如虛空．一切世界若成若壞．常無增減． 

何以故．虛空無生故。諸佛菩提亦復如是． 

若成正覺不成正覺亦無增減． 

何以故．菩提無相無非相．無一無種種故」． 

即無所成義 

 

②由上二義，欲成則念念常成．欲不成則十方三際無成佛者．

故成與不成自在無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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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明無性即佛性) 

4 一性無性即是佛性． 

故涅槃云: 

佛性名第一義空． 

第一義空名為智慧。 

  (鈔:) 

②然此經二十七師子吼品，

問於佛性，總有六問︰ 

一、云何為佛性(問體性)．

二、以何義故名佛性(性名義) 

三、何故復名常樂我淨(性德

四、若一切眾生有佛性者，      

何故不見一切眾生所有佛性 

            (問不見所以) 

五、十住菩薩住何等法不了

了見．佛住何等法而了

了見 (問住法差別)． 

六、十住菩薩以何等眼不了

了見，佛以何眼而了了

見   (用眼不同)。 

答︰第一問．經云; 「 

佛性者名第一義空． 

第一義空名為智慧。 
1所言空者，不見空與不空
2智者見空及與不空、 

常與無常、苦之與樂、 

我與無我． 
3空者一切生死．不空者謂

大涅槃．乃至云無我者即

是生死．我者謂大涅槃．

見一切空，不見不空，不

名中道．乃至見一切無

我，不見我者，不名中

道。中道者名為佛性．以

是義故佛性常恆，無有變

異．無明覆故，令諸眾生

不能得見」。 

 

4 

① 以第一義空即佛性故．大意秖爾．欲窮法源，故復略引． 

 

                  (本頁為薦福之解) 

③薦福釋云︰然佛性有二︰一、性得．二、修得。 

「佛性名第一義空．第一義空名為智慧」者︰ 

即 性得 中道智慧覺性。 

 

如密嚴云 (即厚嚴經) 

「如來清淨藏．亦名無垢智．常住無始終．離四句言說」． 

 

亦如華嚴經云 

「無相智、無礙智．具足在於眾生身中等」． 

 

非是從緣智慧，名智慧也． 

 

有自性遍照法界光明義故，名智慧也。 

 

 

 

 

 

 

 

從「1 所言空」下，明修得性︰ 

修得覺性，觀第一義空，不見空與不空．離有無相故。 

 

從「2 智者見空」下，明見中道之人。智者即佛及菩薩也。 

 

從「3 空者」下，明空有等法也︰ 

空即遍計依他．不空即圓成實性。下文云: 

「一切諸法皆是虛假，隨其滅處，即是第一義空等」． 

故知第一義空，是不空如來藏，非空如來藏。 

諸佛菩薩真俗雙觀、有無齊照，故名中道。 

又準下文云: 

「佛性云何 為空︰第一義空故．  云何非空︰以其常故． 

云何 非空非非空︰能與善法作種子故」。 

準此經文，第一義空不是空如來藏。上即薦福意，亦有深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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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頁為清涼之解) 

答︰第一問．經云; 「 

佛性者名第一義空． 

第一義空名為智慧。 
 

 

1所言空者，不見空與不空 
                   (空有雙絕) 
 

2智「者」「見」 

空及與不空、 

 

常與無常、苦之與樂、 

我與無我． 
 

3空者一切生死． 

不空者謂大涅槃． 

 

乃至云無我者即是生死．

我者謂大涅槃． 

 

見一切空，不見不空 

，不名中道． 

乃至見一切無我， 

不見我者，不名中道。 

 

中道者名為佛性． 

以是義故佛性常恆， 

 

無有變異．無明覆故， 

令諸眾生不能得見」。 

 

 

 

5 又出現云: 

「無一眾生不具如來智慧」 

無不有者，即一乘義也。 

⚫ 今正釋者，與上少異︰初云 

【佛性者，名第一義空，第一義空名為智慧】者，即雙標空智︰

以第一義空該通心境，故明即是智慧，揀異瓦礫非情。 

 

(以下約性德佛性) 

從「1 所言空者」下，經自雙釋二義。 

所言空者，即是牒上第一義空．以空有雙絕方名第一義空， 

故云不見空與不空。 

 

「2 智者見空及與不空」下，釋上智慧．經文稍略． 

①若具應云「所言智慧者，能見於空及與不空」． 

故此中者字，非是人也。秖是牒辭。 

此中言見，非約修見，但明性見． 

② 本有智性，能了空義及不空故． 

若無本智，誰知空不空耶．我無我等亦爾。 

 

(以下約修得佛性) 

約修見者，自在下經佛答第五六問中．及無明覆下，方論見不見耳  

⚫ 結:今以: 

  即智明空，故名第一義空．  即空之智，方是常 恆 智性． 

不生故常．    不滅故恆。 

 

⚫ 古德引下經空等二門，證成第一義空非空如來藏． 

今觀所引，正證是空如來藏義． 

 

(上文之「佛性云何 為空︰第一義空故． 

云何非空︰以其常故．云何 非空非非空︰ 

能與善法作種子故」。) 

「云何非空」已下，方證名為智慧之義．空智相成，方為真佛性

義．則知二藏亦不相離．以其佛性妄法不染故名為空．具恆沙妙德

故名不空．要空諸妄方顯不空之德，故不相離。思之。又言第一義

空者，第一義諦上論空故．明知空性智性無二性也．故初言即是第

一義空。又云「見一切空，不見不空，不名中道．中道者名為佛

性」．若爾．雙見方有佛性．不雙見時應無佛性．故知一切空不空

等言含於能所．約其所見，空與不空即是中道佛性．約其能見即是

智慧．若不雙見不識佛性．若見中道名見佛性。餘如彼經及疏。 

 

5（二）會一乘︰【無不有】者，釋成一乘義． 

若有一人無智慧性，即有二乘三乘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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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理成事門   

      疏文                鈔解 

1 謂事無別體， 

要因理成．如攬水成波故 

 

2 於中有二︰ 
1 明[ 具分唯識變] 故 
2 明[ 真如隨緣成] 故 

 
1 明「具分唯識變」故者 

覺林菩薩偈云: 

「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

間．五陰悉從生．無法而

不造」．此明唯心義也。 

 

何以得知是具分耶? 

次頌云 

「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

然．應知佛與心．體性皆

無盡」．既是即佛之心．明

非獨妄心而已。 

 
2 明真如隨緣成故︰ 

問明品文殊難云: 

「心性是一．云何見有種

種差別」．即緣性相違難。 

  覺首答云 : 

「法性本無生．示現而有

生」．即真如隨緣答。 

又云「諸法無作用．亦無

有體性」． 

明隨緣不失自性。 

即同勝鬘「依如來藏有生

死，依如來藏有涅槃等」。 

1 要因理成 者︰ 

以諸緣起皆無自性故，由無性理，事方成故． 

故中論云: 

「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 又離真心無別體故.  

 

2 由前「離真心無別體」故，成初「具分唯識」． 

由前「無性理成」故，成「真如隨緣」之義。 

 

【具分】者︰ 

①以不生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 

名阿賴耶識．即是具分．以具有生滅不生滅故。 

不生滅即如來藏．即會前唯心真妄別中通真心也． 

③ 若不全依真心，事不依理故，唯約生滅，便非具分。 

④ 有云: 影外有質為[ 半頭唯識] 、 

⑤      質影俱影為具分者．此乃唯識宗中之具分耳。 

 

【覺林偈】，引證︰即夜摩宮中偈讚品．先有喻云 

「譬如工畫師．分布諸彩色．虛妄取異色．大種無差別等 

 

疏所引偈即合上半︰初句合譬如工畫師． 

下三句皆合分布諸彩色。 

次引證具分偈，亦合分布諸彩色． 

並如夜摩偈讚品釋。 

 

 

2 此即會前「真如隨緣凝然別」中「隨緣」義也。 

緣從真起, 故依理成． 

離如來藏一切諸法不可得故． 

如問明品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