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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16,L.-5【人法最居初】《觀音經玄義記會本》卷 1：「慈悲等九。皆以人

法而為所依。是故品題特標此二故。以凡夫假實為譬。先有攬陰所成眾生。方

可論其種種德行。人法冠九。義豈不然。」(X35,p.30c14-16) 

P.716,L.-2【此據其信】《觀音經玄義記會本》卷 1：「人法據信者。願行之

前。人觀圓法。止且成信。依乎忍樂。立其四弘。若匪行山。莫填願海。行即

福慧。義當六度。」(X35,p.31b3-5)「忍」:勝解。「樂」:樂欲。深忍樂欲為信。 

P.716,L.-1【福慧具足等】《觀音經玄義記會本》卷 1：「若智慧轉明，則契

於法性，法性即實相，名為法身。法身既顯，能從真起應，真顯、應起，只由

福慧開發，故次第四也。……信、願、福、慧，皆在於因，因能尅果，故成真

應。福資於慧，顯出真身；慧導於福，顯出應用。」(X35,p.31b10-15) 

P.717,L.1【藥珠】《觀音經玄義記會本》卷 1：「今明兩身俱能益物，真身

破取相，諭如藥；應身對萬機，類於珠。就兩字明次第者，與慈悲相似也。…

藥即同悲，珠可類慈。彼有四義，定乎先後：言說、本懷，即先慈次悲。從用、

就機，則先拔後與。今之次第，似彼後二。」(X35,p.31b20-c7) 

P.717,L.4【優降不同】《觀音經玄義記會本》卷 1：「巧有優降者，謂智有

高下也。上中下者，以妙覺為上，等覺為中，降此為下。」(X35,p.32a8-9)《法

華玄義釋籤》卷 15：「初住之前，無法身本，故不得論『本高迹下』，仍有

過上；又不得論『本迹俱高』。若『本迹俱高』及『本高迹下』，妙覺唯得此

之二句，妙覺極位，更無過上，故無『本下迹高』及『本迹俱下』。二住已上，

等覺已還，皆具四句。二住迹現為初住，初住是迹，即『本高迹下』…」(T33, 

p.924a18-23) 

P.717,L.7【順論、原其】《觀音經玄義記會本》卷 1：「如上八雙，從微至

著，皆是順論，仍未分配。今挹流尋源，須明性德，而為諸法生起之本。……

今却討種子。則逆推真身、智慧、悲誓、觀智之人，元以性德了因為種。若應

身、福德、慈誓、普門之法，元以性德緣因為種。自行既然，以例化他…」(X35,p.32 

a16-b1)《觀音經玄義記會本》卷 1：「以觀人空，即是了因種子者…人執空，

則智人顯；況觀本空乃顯本智，本智即是性德了因。…觀法空是緣因種者…由

覺智故，法執既亡，五陰清淨，乃以淨陰，而為緣因；況了本空，乃陰本淨，

本淨之陰，名性緣種。」(X35,p.36c24-p.37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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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17,L.9【起自、終則】一、正因佛性(真如)→依之成就法身德。 

二、了因佛性(照了真如理之智慧)→依之成就般若德、菩提大智。 

三、緣因佛性(緣助了因、開發正因之一切善根功德)→依之成就解脫德、涅槃。 

P.717,L.-5【三藏十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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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17,L.-4【作意神通】《阿彌陀經疏鈔演義》卷 2：「以小乘天眼。乃作意

通。作意能見大千。若不作意。不能穿針故。」(X22,p.743,c15-16)《四教儀註彙

補輔宏記》卷 7：「玄文云。藏通等聖。亦得有應。但是作意神通。譬如圖寫。

作意乃成。覈論無本。何者？灰身泯智。無常住本。約何起應是也。」(X57,p.880, 

b10-12)起心作意始有通，依八背捨、八勝處等修得五通。「覈」：查驗；核實。 

P.717,L.-4【四住病】即三界內的見思煩惱。一、見一切住地，是將三界的見

惑，彙集為一地，故名見一切。二、欲愛住地，是欲界的思惑。三、色愛住地，

是色界的思惑。四、有愛住地，是無色界的思惑。〜《佛學常見辭彙》 

P.717,L.-4【一句一偈為了】《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6：「常不輕深得此意，

知一切眾生正因不滅，不敢輕慢。於諸過去佛、現在、若滅後，若有聞一句，

皆得成佛道，即了因不滅；低頭舉手，皆成佛道，即緣因不滅也。一切眾生，

無不具此三德。」(T33,p.757,b6-11)卷 1：「世間相常住，理即也。於諸過去佛，

若有聞一句，名字即也。深信隨喜，觀行即也。六根清淨，相似即也。安住實

智中，分證即也。唯佛與佛究盡實相，究竟即也。」(T33,p.686,a23-27) 

P.717,L.-2【盡無生智】「盡智」：斷盡一切煩惱，所生之自信智，屬無漏智。

「無生智」：滅盡一切煩惱，知一切法無生，遠離生滅變化之究極智慧。 

P.717,L.-2【菩薩頓成】歷劫具修六度，最後至菩提樹下、金剛座上，一念相

應慧，發真無漏智，以八忍、八智、九無礙、九解脫，頓斷見、思、習氣，而

成正覺，故稱「三十四心」斷結成道。此乃三藏教中所成劣應丈六身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