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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7：2【寶積經】《大寶積經》卷 71〈菩薩見實會第十六之十一淨居天子

讚偈品第二十三之二〉：「爾時學幻天子說偈讚曰：「如幻師作幻，自於幻不

迷，以知幻虛故，佛觀世亦然。」」(T11,p.405a14-16) 

p.157：7【通諸法性。達眾生相】慧遠《無量壽經義疏》卷 1：「通諸法性，

是智正覺自在行也，謂能通達二諦法性。達眾生相，眾生世間自在行也。眾生

多死，故曰眾生。眾法成生，亦名眾生。若形若體，種種相狀，一切悉知。」

(T37,p.97,c11-15) 

p.158：8＆-1【供養諸佛、化現其身】《無量壽經義疏》卷 1：「自利中，『供

養諸佛，化現其身猶如電光』，明修福行。供養諸佛，興福廣也。化身如電，

起行疾也，一念之間，化身遍至，供養諸佛矣。」(T37,p.97c24-27) 

p.158：-1【唯識論十】《成唯識論》卷 10：「無上覺者，神力難思，故能化

現無形質法。若不爾者，云何如來現貪瞋等？久已斷故。」(T31,p.58b8-10) 

p.159：-3＆-1【止觀五、十】《摩訶止觀》卷 5：「一切凡夫未階聖道。介

爾起計，悉皆是見。」(T46,p.69a7-8)卷 10：「邪解稱見。又解知是見義。推理

不當，而偏見分明，作決定解，名之為見。」(pp.131c28-132a1) 

p.160：8【十纏四縛】「十纏」：無慚、無愧、嫉、慳、悔、眠、掉舉、惛沈、

忿、覆。「四縛」：(1)欲愛身縛，又作貪慾身縛、貪身繫。謂欲界眾生對於

五欲順情等境，心生貪愛，起諸惑業，束縛於身而不得解脫。(2)瞋恚身縛，

又作瞋身縛。謂欲界眾生對於五欲違情等境，起瞋恚煩惱而不得解脫。(3)戒

盜身縛，又作戒取身繫。謂計非因為因，持守雞戒、狗戒等邪戒，而增長惑業，

束縛於身。(4)我見身縛，又作實執取身繫。我見，即我執，於非我之法妄計

為我。由此我見而增長諸惑業，束縛於身。～《佛光大辭典》(1)欲縛，欲界諸惑中

除無明與見惑者。(2)有縛，上二界一切惑，除無明與見惑者。(3)無明縛，三

界之無明也。(4)見縛，三界之惡見也。～《佛學大辭典》 

p.162：5【空、無相、無願】空、無相、無願三昧。通於有漏、無漏。其無漏

者，為入涅槃解脫之門，故稱三解脫門；有漏者即三三昧。《法界次第》中云，

若以「有覺有觀、無覺有觀、無覺無觀三昧」釋者，即是有漏三三昧。若無漏

三解脫門，諸經論對此三次第頗有異說，《大乘義章》卷二，約三義以分別其

次第之不同。即︰(1)約修入之次第︰先說無願令厭生死，次說無相令求涅槃，

後說空門令其契證。(2)依終成本末之次第︰空為眾德之本，菩薩先觀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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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明空；由見空故，不見生死可以貪求，故次說無願；由證空義不見生死，便

與涅槃無相相應，故第三宣說無相。(3)依所空之體相用等明其次第︰先說空

門，空諸法體；次說無相，空諸法相；再說無作，空諸法用。另，【無願三昧】

指於一切生死法中，離願求造作之禪定，即對一切諸法無所願求，又作無作三

昧、無作解脫門。～《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163：8【大集經】《大方等大集經》卷 11：「云何名為清淨智慧、清淨方

便？」…「善男子！若能不為一切煩惱之所污染，是名為慧。能調眾生悉令趣

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方便。」(T13,p.68b17-26) 

p.163：-6【會疏曰涅槃經】《維摩詰所說經》卷 2：「智度菩薩母，方便以

為父，一切眾導師，無不由是生。」(T14,p.549c2-4) 

p.164：4【法華文句】《妙法蓮華經文句》卷 3：「方便者，門也；門名能通，

通於所通。方便權略，皆是哢引，為真實作門，真實得顯，功由方便；從能顯

得名，故以門釋方便，如經：「開方便門，示真實相」」(T34,p.36b8-11)《無量

壽經義疏》卷 1：「善立方便，是化他智。方便之義，汎論有四：一進趣方便。

如見道前七方便等，進趣向果，故名方便。二施造方便。如十波羅蜜中方便波

羅蜜，巧修諸行，故曰方便。三權巧方便。如二智中方便智等，權巧攝物，故

名方便。四集成方便。諸法同體，巧相集成，故曰方便。故《地論》云「此法

巧成，名為方便。」又他經中說六相門以為方便，此亦是其集成方便。今此所

論，權巧方便。」(T37,p.98b19-27) 

p.164：-1【心經略疏】法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略疏》：「涅槃，此云圜寂，

謂德無不備稱圜，障無不盡稱寂。簡異小乘化城權立，今則一得永常，故云『究

竟』。」(T33,p.554b25-27) 

p.165:-1【三昧】梵語 samādhi 之音譯，修行者之心，定於一處而不散亂之

狀態。又作三摩地、三摩提、三摩帝。意譯為定、等持、正受、調直定、正心

行處、息慮凝心等。三昧即心定於一處，故稱『定』；遠離惛沈、掉舉而保持

平等的心，故稱『等持』；正受所觀之法，故稱『正受』；調整散亂的心使正

直，故稱『調直定』；正心之行動，使合於法的依處，故稱『正心行處』；息

止緣慮，凝結心念，故言『息慮凝心』。～《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166：1【智度論】《大智度論》卷 23：「一切禪定攝心，皆名為三摩提，

秦言正心行處。是心從無始世界來，常曲不端；得是正心行處，心則端直。譬
如蛇行常曲，入竹筒中則直。」(T25,p.234a1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