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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71,L.3【忍善】參考前文 p.381：-2「諸惡道減少。忍善者增益。」《法

華經授手》卷 5：「忍善者，即七方便人。得諸法忍，善道增長，必至惡法減

損矣。」(X32,p.707,c11-13)《法華經指掌疏》卷 3：「忍善者，別明人乘獲益。

忍，信也。謂信及作善，則不失人乘也。」(X33,p.591,a14-15)卷 7：「汝今騰疑

啟請。便知有本門大事可證。故出於二乘信力之上。住於菩薩忍善之中。堪當

此法。故我今安慰於汝。慎勿懷疑生懼也。」(X32,p.762,a10-13)「印順定」：唯

識家於四善根位之「忍位」中，發下品之如實智，觀所取之境為空無，而決定

印持之；由此印持而觀能取之識，亦如境般之為空，而順樂忍可之，如此印前

順後之定，稱為「印順定」。其修行之次第如下：即先於下忍發如實智，觀所

取之境為空而印持之（印忍）；次於中忍觀能取之識為空而忍可之（樂順）；

後於上忍，則對能取之空加以印持之（印順）。後，印二取空，立「世第一法」。

前上忍唯印能取空，「世第一法」雙印二空。 

P.571,L.7【丁二正說】科分 

戊初 正開近顯遠（p.571～613）  己初 略開顯，動執生疑。（此品完） 

戊二 總授法身記（p.614～618）  己二 廣開顯，斷疑生信。（壽量品 16） 

戊三 總申領解（p.619～621） 

P.571,L.-6【答所師、答來處】《法華經授手》卷 7：「向問是誰所化？今答

是我。問從誰發心？答是我調伏，令發道意。向問從何所來？今答云此界虗空

中住。此界者。是不離當處也。虗空者。即第一義空也。」(X32,p.762,b1-5) 

P.572,L.3【界下空中】《會義》：「略如前釋。」參考 p.557。但《文句》

中有詳釋。《妙法蓮華經文句》卷 9〈釋從地踊出品〉：「釋下方空中住者，

《釋論》明有底散三昧，應作四說：有者，三有也；底者，非想非非想也，以

深勝故為底。又有者，名相也；底者，空也，以空寂故為底。又有者，二邊俗

也；底者，邊際智滿故為底。今經以下方空為底，不是上界、不是下界，表中

道為底，此是約教分別(云云)。」(T34,p.126,b14-20)《大智度論》卷 47〈摩訶衍

品 18〉：「云何名達一切有底散三昧？住是三昧，入一切有、一切三昧，智

慧通達，亦無所達，是名『達一切有底散三昧』。」(T25,p.398,b9-11)《法華文

句記》卷 9〈釋踊出品〉：「『底』者下也，『散』者空也，此但消名；若出

體狀，即約教釋者是也。文初云四，後云約教，即四教足。非想是有漏底，空

是真諦底，邊際智是俗諦底，皆以極釋也。是則初一是藏，次一是通，次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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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今經是圓。以中為底。於四釋中，但云釋底，不云散者，底即散故，不復

別釋。『云云』者，應簡真、中教門各二，故底不同，今是開顯圓中道底。」

(T34,p.326,c28-p.327,a7) 

P.572,L.3【於諸經典等】《妙法蓮華經文句》卷 9〈釋從地踊出品〉：「於

諸經典下，釋也。師知弟子備智、斷兩德，初是雙修智斷，次雙證智斷。於經

典分別是修智，正憶念是修斷；不樂在眾是證斷，勤行精進是證智。」(T34,p. 

126,b20-23) 

P.572,L.-5【心心流注、薩婆若】《教觀綱宗釋義》卷 1：「若頓了此現前一

念，全具百界千如、三千性相。無自性、無他性、無共性、無無因性，無性亦

無性，則能頓證三德秘藏…則已徧破三惑…則為登于菩薩正位、則為永超十魔

八魔、則已心心流注薩婆若海。是謂上上根人。」(X57,p.507,a23-b6)《菩薩瓔珞

本業經》卷 1〈賢聖學觀品 3〉：「心心寂滅，法流水中，自然流入薩婆若海。」

(T24,p.1014,c26-27)《摩訶止觀》卷 9：「從此已去，心心寂滅，自然流入薩婆若

海，無量無明自然而破。」(T46,p.129,b18-19) 

P.572,L.-6【五陰。名之為眾】《止觀輔行傳弘決》卷 3：「總攬五陰，假名

眾生。生是假名，陰是實法。」(T46,p.246,b11-12) 

P.572,L.-4【人表有邊。天表空邊】《妙法蓮華經文句》卷 9〈釋從地踊出品〉：

「『不依止人天而住』，是釋處也。人天是二邊，不住不著也。『深智無礙』

者，依不思議智也。『樂於佛法』者，樂不思議境也。境、智甚微，非近行菩

薩也。」(T34,p.126,b24-27)《法華文句記》卷 9〈釋踊出品〉：「言『人天是二

邊』者，約所表釋。人多滯著，表有邊；天住淨福，表空邊。居此空中，以表

中道。」(T34,p.327,a9-11) 

《法華經大成》卷 7：「正憶念者，推窮尋逐，惟念實相也。性分之學，

貴於自得，不貴人知，故『不樂在眾』。貴得於心，不貴於辭佞，故『不樂多

說』。貴乎內全，不貴於外為，故『常樂靜處』。所謂真知生於恬靜，妄惑起

於世務。欲修正智，要須靜處以宅身也。造道之要，不容玩怠，故云『勤行精

進』。廢寢忘食，不知其勞，故云『未曾休息』。『亦不』下，釋住下方空中

之意。人多滯著，天住淨福。不依人天，表住中道義空也。『常樂』下，志求

佛智。法乃教道，慧乃證道；教為證因，證乃教果；二者相資，故須並舉耳。」

(X32,p.495,b22-c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