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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98,L.1【明闇不相除】明不到暗，暗不到明，明暗不相到，如何相除？《靈

峰蕅益大師宗論》卷 4：「非煩惱滅而智慧生。以無智慧時，煩惱決不滅故。

亦非智慧生而煩惱滅，以有智慧時，煩惱已先謝故。暗時無明，明時無暗；暗

不障明，明不破暗。二法從不相到，以明暗無體，同以虛空為其體故；如是智

慧、煩惱無體，同以心性為其體故。」(J36,p.324a27-b2) 

P.598,L.-2【一如無二如】《維摩詰所說經》卷 1：「一切眾生皆如也，一切

法亦如也，眾聖賢亦如也，至於彌勒亦如也。若彌勒得受記者，一切眾生亦應

受記。所以者何？夫如者，不二不異，若彌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一切

眾生皆亦應得。」(T14,p.542b12-16)《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6：「理性眷屬者，

眾生如、佛如，一如無二如，理性相關，任運是子。」(T33,p.755c5-6)《摩訶止

觀》卷 5：「魔事為法界者。首楞嚴云：魔界如、佛界如。一如無二如。實際

中尚不見佛。況見有魔耶。」(T46,p.50a4-6) 

P.601,L.-2【空見外道】古代印度外道中，有否定因果者，認為吾人死後一切

斷滅，全無靈魂、意識之存在，此類外道總稱空見外道，又稱空見論者。如六

師外道之一的富蘭那迦葉。彼等所執著之妄見與斷見外道、無因外道等相同。

瑜伽師地論卷七：「空見論者，謂如有一若沙門、若婆羅門，起如是見，立如

是論：無有施與、無有愛養、無有祠祀，廣說乃至世間無有真阿羅漢。復起如

是見，立如是論：無有一切諸法體相。」(T30,p.311a17-21)此類外道眼見行布施、

慈愛等善行者竟招致惡果，行惡事者反招善果等現象，遂無視於善惡業報之

理，生起諸法無體相，或一切皆空無之妄執。～《佛光大辭典》 

P.601,L.-1【苦行外道】印度古代以苦行求取未來樂果之外道。依彼等之說，

謂於人世必受苦、樂二種，其因概由過去所定，則在現世早受其苦，死後終享

其樂；即宿作外道之部類。尼乾子苦行外道為眾所皆知，其教祖勒沙婆又稱苦

行仙。然強調苦行者，小乘涅槃論載有四種，即裸形外道論師、苦行論師、行

苦行論師、尼犍子論師。苦行之方法亦甚多，摘出下列六種：(一)自餓外道，

執此苦行以為得果之因。(二)投淵外道，彼等入寒深淵，忍受凍苦。(三)赴火

外道，彼等身常炙熱，及熏鼻等，甘受熱惱。(四)自坐外道，彼等常自裸形，

不拘寒暑，坐於露地。(五)寂默外道，彼等以尸林塚間為住處，寂默不語。(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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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狗外道，彼等自謂由前世牛狗中而來，故持牛狗戒，齕草噉污，唯望生天。

～《佛光大辭典》 

P.602,L.2+9【修定斷結外道】小乘俱舍家說有二惑為：迷理惑、迷事惑，即

見惑是迷於理的煩惱，修惑是迷於事相的煩惱。俱舍家說「疑」與「身見」等

五見是見惑，其他通於二惑。疑與五見是親緣之惑（直接迷於諦理），係惑於

理而起。「貪」、「瞋」、「慢」三種是迷於事之惑，且是重緣之惑，係緣於

疑、五見等而起，故通於見、修二惑。「癡」與親緣、重緣兩惑相應，又親迷

於理而起，故亦通於二惑。故知：修定而伏貪、瞋、慢等迷事惑，但迷理惑（見

惑）還在，如《法華文句記》卷 10：「雖斷事惑，還墮三途，具如『本劫』等

見，各計四禪等，斷惑不同故。」(T34,p.339a17-19)「本劫」等見者，「六十二

見」也。《長阿含經》卷十四〈梵動經〉：有十類六十二見之說，而對外道所

執之諸論大別為『本劫本見』、『末劫末見』二種。『本劫本見』：即依過去

前際而起分別見，凡有五類十八見，包括「常論」四種、「亦常亦無常論」四

種、「邊無邊論」四種、「種種論」四種、「無因而有論」二種。『末劫末見』：

即依未來後際而起分別見，凡有五類四十四見，包括「有想論」十六種、「無

想論」八種、「非有想非無想論」八種、「斷滅論」七種、「現在泥洹論」五

種，總計十類六十二見。～《佛光大辭典》、《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