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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19 L.5【假名、實法】實法謂法有實體；假名，是在實法的「集合」、「相

續」、「部分」或「相對」上，假立名字而無實體，故云「假名」。例如以「五

蘊」為實法，五蘊和合的「有情」即為假法。《教觀綱宗釋義》卷 1：「但明

人空。不明法空。故云五陰、十二入、十八界皆是實法。依此實法和合。假名

為人。人雖定無。法則實有。名為俗諦。直待修人空觀。斷盡見思。方滅三界

陰入界等俗法。復歸真空。名為真諦也。」(X57,p.503,c24-p.504,a3)但在設定

法之「假」、「實」時，則有多說。依《華嚴五教章》的十宗判之意，小乘「說

一切有部」如上所述，五蘊和合的「人」是假法；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的「七

十五法」是實法。大眾部：「無為法」及「現在世」有為法是實，而過去、未

來法是假法。說假部：五蘊是實，十二處、十八界是假。說出世部：有漏俗諦

因果（苦集二諦）是假，無漏真諦因果（滅道二諦）是實。一說部：諸法但有

假名，並無實體。成實宗：五蘊和合「人」是假，五蘊法本身也是假。俗諦：

承認諸法之存在是假有。第一義諦：此假有之法實皆無。唯識宗：徧計所執，

妄安立故可說為假；無體相故，非假非實。依他起性有實有假，聚集、相續、

分位性故，說為假有。心、心所、色從緣生，故說為實有。若無實法，假法亦

無，假依實因而施設故。圓成實性，唯是實有，不依他緣而施設故。《成唯識

論》說「有為法是緣生法，故為假有；無為真如非依緣而施設，故為真有。」 

P.719 L.7【大論云】《大智度論》卷 2〈序品 1〉：「云何無上？涅槃法無

上。佛自知是涅槃，不從他聞，亦將導眾生令至涅槃。如諸法中，涅槃無上，

眾生中，佛亦無上。」(T25,p.72,b1-4) 

P.719 L.9&-3【三藏有門、空門】《觀音玄義》卷 2：「三藏四門，所謂：阿

毘曇是有門、成實是空門、昆勒亦空亦有門、車匿非空非有門」(T34,p.887c12-14) 

P.719 L.-3【三假浮虛】因成假、相續假及相待假。天台宗以藏、通二教之義

說此三假。藏教係就法之自相差別而說「隨事三假」（隨情三假），通教乃依

當體即空之理而論，謂三假為大乘「隨理三假」。《成實論•假名相品》所立

之三假，即：(一)因成假，一切有為法乃因緣所成，故稱為假。(二)相續假，

眾生心識念念相續，前滅後生，生滅相續，了此相續本無實體，諸法相續不斷，

亦復如是。(三)相待假，一切諸法各有對待，如對長說短、對短說長，有無、

大小、多少、強弱、美醜、高下亦復如是。了此一切對待之法，本無實體，故

稱為假。《觀音玄義記》卷 1：「言三假者，謂因成、相續、相待。名不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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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歸小乘。大觀三假，生即不生，亦復無滅。今觀三假，因緣和合，體性不堅。

大若空華，此如雲靄。由此觀故，會入真空平等之道。」(T34,p.897,b29-c3) 

P.719 L.-1【大品云】《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7〈十無品 25〉：「如我。

諸法亦如是無自性。舍利弗！諸法和合生。故無自性。舍利弗！何等和合生無

自性？舍利弗！色和合生無自性，受想行識和合生無自性。眼和合生無自性，

乃至意和合生無自性。色乃至法，眼界乃至法界，地種乃至識種，眼觸乃至意

觸，眼觸因緣生受乃至意觸因緣生受，和合生無自性。檀那波羅蜜乃至般若波

羅蜜，和合生無自性。四念處乃至十八不共法，和合生無自性。」(T08,p.269,a23-b3) 

P.720 L.2【性地、見地】通教「十地」：三乘共十地，即乾慧地、性地、八

人地、見地、薄地、離欲地、已辦地、辟支佛地、菩薩地、佛地。（下表乃與

藏教位次作對比。八忍：自世第一法入於十六心見道，正斷見惑之八忍位。） 

乾慧 性地 八人 見地 薄地 離欲 已辦 辟支 菩薩 佛地 

三賢 四善根 八忍 初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侵習 
扶習 
潤生 

頓斷 
殘習 

P.720 L.5【二邊】別教位次中，「二邊」的觀修次第如下表： 

位次 十信 十住 十行 十迴向 十地 等覺 妙覺 

修觀 
觀生死 
人法空 

空觀成 假觀（觀出
世人法） 

中觀（觀二邊
皆空） 

中觀 中觀 三 觀 圓
滿成就 

斷惑 伏見思 斷見思 斷塵沙惑 伏無明 
斷 無 明
惑 1品 

斷 無 明
惑 41 品

斷 盡 無
明惑 

居土 同居土 
同居土
方便土 

方便土 方便土 實報土 實報土 寂光土 

P.720 L.-7【大論云】《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5：「《涅槃》云：復有一行，

是如來行，所謂大乘。《大論》云：菩薩從初發心，即觀涅槃行道。若觀涅槃

行道，生相似解，即是一行如來行也。」(T33,p.734a10-13) 

P.720 L.-2【大經云】《大般涅槃經》卷 32〈師子吼菩薩品 11〉：「如彼盲

人各各說象，雖不得實，非不說象。說佛性者，亦復如是，非即六法、不離六

法。善男子！是故我說眾生佛性，非色不離色，乃至非我，不離我。」(T12,p.556, 
b26-29)《大乘玄論》卷 3：「以六法為正因佛性。故經云。不即六法、不離六

法。言六法者。即是五陰及假人也。故知。六法是正因佛性也。」(T45,p.35,b2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