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8 由【真空觀】至【十玄門】的關係圖 
             疏鈔三/四冊，三、義理分齊之「攝歸真實」，卷五 p7~9 參考資料  

葉苾芬 整理 2023/09/15               

清涼:『華嚴法界玄鏡』: 

    第一真空觀法。於中略作四句十門。          

 

            1 泯除知見情執，彰顯緣起無自性                (①~~⑨，為閱讀順序) 

① 目的   2 起解、起行，解行如一，平等自在，而入② 二、『理事』無礙觀 no315    

                                ⑨                  (任一法均具備)                  

第一真空觀法。於中略作四句十門。                法性融通、理事之平等           

1、會色歸空觀。(無增益謗)         ( 相遍、相即、相成、相奪、相非 )  

   (無四謗百非)  2、明空即色觀。(無損減謗)                      

              3、空色無礙觀。(無相違謗)                                    入 

              4、泯絕無寄觀。(無戲論謗)       ⑧ ③ 三、周遍含容觀 no319      

                                              (一法 vs 他法;    一法 vs 一切法) 

                                                諸法間普融無礙，            

互遍相容而不壞自體 

                                                                           

                 交                                                    入 

互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④ 四、事事無礙之『十玄門』NO310    

                 迴                                                              (展開)  

                 還 

                性     (教義理事等十義)--⑤  任舉一法即 華嚴無盡圓融法界『緣起』 

                                                                       (特色) 

                   互                (諸法間的差別與相互影響)--⑥-緣起相由  

                     融                                              (內容) 

互    (互遍相資，同體異體間的相即相入、有力無力等) 

                             攝                              (由何而有) 

                                           ⑦ 因門六義   

【理事無礙觀】no309 第二。 即理事無礙法界也。 

但理事鎔融，存 9、10 亡
7、8

逆
5、6

 順
3、4

，通有十門。 

(解)本就前色空觀中。亦即事理不得此名者。有四義故。一雖有色事為成空理。色空無礙為真空

故。二理但明空。未顯真如之妙有故。三泯絕無寄。亡事理故。四不廣顯無礙之相。無為而為無相

而相。諸事與理炳現無礙雙融相故。為上四義故。不得名至此獨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