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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15,L.8【還歸本土。所經諸國等】《法華經大成》卷 9：「所經國土等。

於彼發來所經亦爾(ref. p.710)。示來往經行。不離是道。」(X32,p.526a11-12)《法

華經授手》卷 9：「以還歸本土。表一切色身神智變現。皆藏於淨法界身之藏

海故（國名淨光莊嚴故）。問：妙音既彼此二土及十方恒河沙世界。皆同時徧

在。又奚重煩來往？答：菩薩本具三身。應化身則隨十法界現。有大有小。報

應身則見有往來。法身則遍一切處。而無往無不往。無來無不來也。妙音於諸

土隨類現者。應化身也。彼此往來者。報身也。」(X32,p.804a14-20)無來往中，

現來往相；佛菩薩世間現相所必需耳。 

P.715,L.-5【白佛言】《法華經指掌疏》卷 7：「來既稟命。歸當覆旨也。亦

令下。述所成益。妙音事畢還國竟。」(X33,p.676c6-7)《法華經授手》卷 9：「此

雖敘復命之辭。其實示第十五不共三昧。以復命之辭。不敘共二乘人得益故。

所以然者。一則二乘人皆已受大乘記。無非菩薩也。一則明妙音來往。智慧神

通。皆是化菩薩法。不與一切二乘人共也。經文其深玄哉。妙音作此舉止。其

二利功德甚深。到本國者。即究竟還歸也。八萬四千圍繞者。乃體用兼到也。

下敘白本師得利益。謂我到娑婆使無量眾生得三昧總持。證不思議定慧。可謂

饒益無量也。見釋迦即始覺顯露。於多寶而言見塔。乃本覺無相。但言禮拜供

養而已。見文殊即得大智。見藥王即得大行。如此行智。非勤精進力。不能作

大勇施。由此智行進勇。一切具足。故八萬四千妙用法門。無不備彰。使化功

歸己。無不圓滿。如此運為。豈徒然哉。」(X32,p.804a22-b11) 

P.716,L.1【得無生忍、法華三昧】《法華經大成》卷 9：「無生法忍。得妙

法之體也。法華三昧。得實相之用也。」(X32,p.526a15-16)《法華經授手》卷 9：

「問：前已敘得益。此奚復敘?答：前敘兩土菩薩。是深位有益也。今敘天子

及當機。則知見聞之益亦廣矣。三昧之名亦異矣。」(X32,p.804b20-23)《法華經

指掌疏》卷 7：「四萬二千天子。目見其來。目見其去。瞪矇瞻視。一念不生。

繼而并來去相亦不可得。不生滅性。朗然現前。是為得無生法忍。華德菩薩。

見其來無所粘。去無所滯。無粘無滯。故不可謂之有。而來而去。故不可謂之

無。不可謂之無。無無相也。不可謂之有。無有相也。二相俱無。妙證實相。

是為得法華三昧。」(X33,p.676c9-14) 

「瞪矒」：睜眼楞視貌。「瞪瞢瞻望」，出自《楞嚴經》卷 2：「如來之

身名正遍知，汝等之身號性顛倒，隨汝諦觀汝身佛身，稱顛倒者名字何處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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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倒？」于時，阿難與諸大眾，瞪矒瞻佛，目睛不瞬，不知身心顛倒所在。」

(T19,p.110c16-20)今四萬二千天子若也「瞪矒瞻視」，如何能證「無生法忍」？

須是「一念不生」，及於來往相中，了知「來去相不可得」，相即無生，如《法

華經演義》卷 7：「天子得無生法忍者。以其聞此品時。能達諸法實相。而不

見有少法生。亦不見有少法滅。以此無生之理。忍可於心。故能得無生忍。此

得於圓教初住也。華德菩薩得法華三昧者。以其聞此品時。能了達實相之理。

而知法法皆真。相相俱實。實相之外。更無有相。法界之外。更無有法。故能得於法華

三昧。即是一清淨一切清淨。一自在一切自在。一究竟一切究竟也。」(X33, p.287a8-15) 
【無生法忍】印順《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講記》：不退轉的菩薩，得

無生法忍。忍是一種智慧，與「忍辱」的意思是不同的。此處，可以將這『忍』

字解釋為透徹的「認」知，即能夠將事物在內心中認得清清楚楚，能夠透徹地

了解它，這便是忍；所以忍是智慧的別名。能夠證悟一切法不生不滅的智慧，

即稱之為「無生法忍」。所以，忍所通達的、所緣境界是「無生」，一切法不

生不滅的真理。 

對「一切法不生不滅」之理，能夠確切地掌握之謂。此處之「忍」，是「確

認」、「確知」之意。依《大智度論》卷八十六，聲聞入見道見四諦理，以及

菩薩入初地，諦忍諸法無生無滅之理，住不退轉地，是為無生法忍。《瑜伽師

地論》卷七十四，謂不退轉地菩薩，觀「遍計所執」體性都無，而忍本性無生，

得「本性無生忍」又名「本來無生忍」。觀依他諸法因緣生，而忍自然無生，

謂「自然無生忍」。觀諸法實性真如法性無為安住，不相應一切雜染，而忍本

來寂靜，證「煩惱苦垢無生忍」又名「惑苦無生忍」。此意即謂忍知三無性之

理，名無生忍。舊譯《華嚴經》卷二十五〈十地品〉謂菩薩住第七地，得無生

法忍。《仁王般若波羅蜜經》，五忍中第四無生忍，分三品配七、八、九地。 

懷感《釋淨土群疑論》卷六更舉諸經異說，其文云：「無生忍有六位：一

聞慧，在十信前。二生勝解，在十信後。三思慧，在十住後。四修慧，在𤏙後。

五證得，在初地。六相續，在八地。此在因中，佛果圓滿。」(T47,p.67c14-18)
〜《中華佛教百科全書》信前→十信→十住(三賢)→四加行→初地→八地→佛 

「妙證實相」：《四教儀註彙補輔宏記》卷 9：「以無緣智，緣無相境。以無

相境，相無緣智。境智冥一，而言境智。輔行釋云：實相無相，無相亦無。實智無

緣，無緣亦絕。何者？境雖無相，常為智緣；智雖無緣，常為境發。智雖緣境，稱

境無相；境雖發智，令智無緣。無緣而緣，照境無間，故云以「無緣智」緣「無相

境」。無相而相，發智宛然，故云以「無相境」相「無緣智」。」(X57,p.920b1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