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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45,L.-7【一切世間多怨難信】《法華經演義》卷 4：「何以唯有此經難信

難解？故出其意云：此經是諸佛秘要之藏等也。久默斯要。不務速說。最為淵

微。故稱為秘。諸有所作。常為一事。乃是宗要。故稱為要。三千性相。百界

千如。無不含攝。故稱為藏。唯其是十方三世及我釋迦。一切諸佛。秘要之藏。

如來為欲利益一切世間。故而說之。固欲分布。固欲授與。但不可妄為分布。

妄為授與。以由此經。既其難信難解。則有智者聞之。自然生乎信解。若無智

之人聞之。則未必能信。而生疑起謗。以致墮苦者有之。此則不唯無益。而且

有損矣。故不可妄為分布授與也。」(X33,p.186,c6-16) 

P.545,L.-7【先所未說而今說之】《法華經知音》卷 5：「謂有此多怨難信故。

四十年前不說。今四十年後。佛涅槃時至。眾又清淨。故佛不暇顧怨。亦直得

說之也。……此經名字。先不可得聞見。有愈於王珠。而今得見聞受持讀誦。

又有勝於王之賞大功也。是以為諸佛第一之說。然有四種第一：此明甚深第一。

故引喻而結。如王髻珠。深居九重之內也。故曰如彼強力等。二祕密第一。如

王髻珠。唯王自知。一切內外小大臣工。皆不得而知。故曰。文殊師利此法華

經。諸佛如來秘密之藏。於諸下。三最上第一。如王髻珠。唯置於王之頂上也。

長夜下。四不妄說而說第一。如王髻珠。日夜自護。自非功蓋天下。可以繼紹

寶位者不賞。故佛一向不妄宣說。而今始說。以法會應成佛之時至也。」(X31,p.436,a4-17) 

P.545,L.-4【小乘破界內四魔】道暹《法華經文句輔正記》卷 3：「降魔相者。

三藏菩薩，因時但伏四魔，坐道場，破煩惱魔；得菩提，證法性身，破陰死二

魔；於樹下得不動三昧，破天子魔。通教，八人、見地，破煩惱魔；六地，破

陰死二魔；八地得不動三昧，破天子魔。（《摩訶止觀》云：兩處聲聞，止破

三魔。）別教，十住破界內四魔；登地，分破界外四魔。圓教，初住俱破內外

八魔。（《摩訶止觀》又云：得菩提道，破煩惱魔；乃至妙覺，八魔究竟永盡。）」

(X28,p.678,c2-7)「八魔」＝四魔+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前四為凡夫之魔，

後四為二乘之魔。 

P.545,L.-3【降伏天魔】《大方等大集經》卷 9〈海慧菩薩品第五之二〉：「若

知苦者，能壞陰魔；若遠離集，破煩惱魔；若證滅者，則壞死魔；若修道者，

則壞天魔。」(T13,p.53,b3-4)《法華文句記》卷 9〈釋安樂行品〉：「《大集》

云：「知苦壞陰魔，斷集離煩惱魔，證滅離死魔，修道壞天子魔。」今不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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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魔者，以小乘多斷三魔、未壞天子魔故，然有壞義。《經》云『有大』等者，

如來見此小乘賢聖已除界內因果，名「與陰戰」，至般若後名「大功勳」，故

三毒等且在小中。爾後時長通云歡喜。」(T34,p.322,c21-27)《法華經文句輔正記》

卷 8：「然有壞義者。意云發心即壞天子魔故也。爾後時長者。在方等時。被

彈不退故歡喜。在般若時。被加故歡喜。故云通也。」(X28,p.778,c17)《法華經

科註》卷 5：「三毒。不出見思二惑。如來見諸賢聖已斷見思。出三界外。不

為魔網所罩。不久必當破無明之惑。出變易生死之苦。故通云歡喜也。」

(X31,p.284,a9-12)《法華經文句記箋難》卷 4：「以未有中道不動三昧。故為天

子魔所動也。如魔惑阿難時。廣說諸法等。若菩薩破四魔者。釋論中云。約得

菩薩道。破煩惱魔。約得法身。破死魔并陰魔。約得不動三昧。破天子魔。」

(X29,p.558,c19-22) 

P.546,L.1【第一之說】《妙法蓮華經文句》卷 9〈釋安樂行品〉：「能令至

於一切智，智即果名，是行一也。第一之說者，是教一。祕藏是理一，兼得人

一也。」(T34,p.123,c12-14)《法華經演義》卷 5：「此乃證明嘆經之勝也。具明

教行理三。皆一皆妙。然文雖三。義亦有四。初至一切智為行一。眾生二字是

能行。豈非是人一乎。初約行一以嘆此經之勝。…次約教一。以嘆此經之勝。…

既於諸說之中。最為甚深。則其教乃一而妙也。…三約理一。以嘆此經之勝。…

是秘密之藏。在於三乘眾經之上。則其理乃一而妙也。」(X33,p.224,a13-b21) 

P.546,L.-6【乃能演說佛所讚經】戒環《法華經要解》卷 5：「惡世說經，多

怨難信，當以忍辱哀愍為本。」(X30,p.332,b18)一松《法華經演義》卷 5：「初

心之者，必柔和善順而常行忍辱，運大慈悲而哀憫一切，慈悲具足，乃能於後

末世，演說此佛所讚之經也。此是超頌結成。」(X33,p.224,c20-22)「總明行成」：

參考 p.540：-7 

P.546,L.-3【後末世時、家出家及非菩薩】參考 p.538：-2＆p.539：1 

P.547,L.4【總頌兩譬】《法華經授手》卷 7：「此頌譬喻。前十二句頌喻權

智。末四句頌喻實智。真俗雙超。曰勇徤。擔荷大法。曰難事。」(X32,p.755,c20-21)

《法華經大成》卷 7：「力能趣實。故云勇健。依理起精進之行。故云能為難

事。今佛解權賜實。如王解髻賜珠也。」(X32,p.491,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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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47,L.-3【如來亦爾…如法化世】《法華經演義》卷 5：「此大力者。即忍

辱著衣也。能住忍辱之地。而外忍諸緣之障。內忍三惑之惱。乃名忍辱之大力

也。智慧寶藏者。即法空坐座也。智慧二字是法。寶藏二字是喻。如來能以微

妙智慧。觀一切法。悉皆空寂。而此之空。乃是真空。全體具足諸法。所具之

諸法。亦復全體真空。若假喻發明。如寶藏具藏一切諸物。而所具者。悉皆是

寶也。以大慈悲者。即慈悲入室也。如來能以無緣大慈大悲。徧與法界眾生之

樂。徧拔法界眾生之苦。故言大慈悲也。是則如來之所以為如來。亦無別所有。

唯以此三軌而得為如來也。如法化世者。即以自所證之三軌法。而化於眾生。

亦令其行此之三軌法也。又如來之所以得為如來。以其因中能修於三軌。果上

能證於三軌。果後能起於三軌故也。此中明於三軌。而言如法化世。即果後所

起之三軌也。然果後三軌。全由修證而能起。故修此三軌。即是成於般若之妙

宗。證此三軌。即是顯於法身之妙體。起此三軌。即是發於解脫之妙用。是則

修此三軌之時。全真性、資成而為觀照。證此三軌之時。全觀照、資成而為真

性。起此三軌之時。全觀照、真性而為資成。非一二三。而一二三。非修證起

而修證起。乃所謂如來不思議之三軌也。如法化世者。起此三軌之用。而化眾

生。亦令得修此、證此。還能起此也。」(X33,p.225,a12-b10) 

修：宗、般若德、觀照軌（破迷情，顯真理之智慧作用。） 

證：體、法身德、真性軌（無偽不變之真理性，即真如實相。） 

起：用、解脫德、資成軌（助成智慧觀照智用之萬行。） 

P.548,L.3【得其力已】《法華經演義》卷 5：「得其力者。即三乘之人各得

其力。聲聞則知苦斷集。修道證滅。得四諦之力。緣覺則順觀生起。逆觀還滅。

得因緣之力。菩薩則能除於六蔽。而得六度之力也。說是法華等者。既得其力。

則小機已得成就。而不久大機即發。故為其說是法華。開其權而顯其實。若假

喻發明。如輪王解髻中之明珠。而與諸將也。珠則向在髻中而不見。若解其髻。

珠即見矣。如實向為權之所覆而不顯。今開其權。實即顯矣。猶如解髻而見珠

也。此經下。重嘆。不妄等者。四十年前。不妄開示者。由機未熟而時未至。

故不開方便門。不示真實相。今既機熟。則是其時矣。故為汝等說之。以開其

權。以顯其實也。又既知二句。是頌合有大功。即心大歡喜也。末後下。頌合

與珠。亦是正嘆經勝。初二句頌行一。即上『此法華經』至『而今說之』也。

如王二句。是頌教一。即上『此法華經』至『今乃與之』也。此經下六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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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理一。即『此法華經』至『而敷演之』也。」(X33, p.225,b22-c13) 

P.548,L.7【己三總明行成之相】參考 p.512：1+3 

P.548,L.-6【如是四法】《法華經授手》卷 7：「此總結行成。以明感徵之相

勸修行也。四法。即四種安樂行法。」(X32,p.756,a10-11)《法華經指掌疏》卷 5：

「親近者。時時相依。不使有須臾之或離也。」(X33,p.635,b23)或如前 p.512：6

親近處＝助行，行處＝正行；然此文應兼正、助行，且義含三軌。 

P.548,L.-5【三障清淨】《妙法蓮華經文句》卷 9〈釋安樂行品〉：「三障淨，

轉現、生、後世惡業盡，即得現、生、後勝報也。」(T34,p.123,c29-p.124,a1)現報：

報障轉。生報：業障轉。後報：煩惱障轉。《四分律隨機羯磨疏正源記》卷 6：

「報有三種。若此身造業。即此身受。名現報。雖此世造業。來世受。是名生

報。此世造業。過次世受。是名後報。」(X40,p.862,a12-14)《慈悲水懺法》卷 1：

「此三種法能障聖道及以人天勝妙好事。是故經中目為三障。所以諸佛菩薩教

作方便懺悔。除滅此三障者。則六根十惡乃至八萬四千諸塵勞門皆悉清淨。……

欲滅三障者。當用何等心可令此障滅除？先當興七種心以為方便。然後此障乃

可得滅。何等為七？一者慚愧。二者恐怖。三者厭離。四者發菩提心。五者怨

親平等。六者念報佛恩。七者觀罪性空。」(T45,p.969,a24-b4)貪瞋癡等。是煩惱

障。身口六根等所作罪。是業障。六道四生等。是報障。 

P.548,L.-3【轉現報之心、色】現報：先轉心，次轉色。《妙法蓮華經文句》

卷 9〈釋安樂行品〉：「今初『讀是經』一行，滅現世憂惱，即除苦受之報，

此轉現報心；無病痛等，即轉報色也。『不生貧窮』下，第二，半行，轉惡業

也。惡業因應感惡果，經力轉惡因得好果，即轉生報也。不生即無惡生業，現

在持經，不作貧窮業，來世不生卑賤也。」(T34,p.124,a4-10)智旭《梵網經合註》

卷 3：「轉三障義。除惡生善。即是先轉業障。因業障轉。能令報障亦轉。兼

能進轉煩惱。葢業繇惑造。報繇業感。不了業因。復從報法起惑。繇業現行。

亦熏煩惱種子。故三法展轉不離。如惡叉聚。今先斷其業。不復熏於惑種。又

既令後報不起。亦令先報漸薄。」(X38,p.650,a3-8)《法華經演義》卷 5：「讀誦

解說等，乃法華之力，自得心無憂惱。以其所明唯佛之知見耳。又自然四大調

和而無病，以其所悟是諸法實相耳。既無憂惱，又無病痛，自得顏色鮮白也。」

(X33,p.226,a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