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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21 L.7【節廨】「廨」ㄒ一ㄝˋ，1.官舍；官署。2.

指官府營建的房舍。「節」，斗拱。屋柱上端頂住橫梁的

木結構。在立柱和橫梁交接處。從柱頂探出的弓形肘木叫

「拱」，拱與拱之間的方形墊木叫「斗」。斗拱承重結構，

可使屋檐較大程度外伸，形式優美，為我國傳統建築造型

的一個主要特徵。〜《漢語大詞典》 

P.722 L.4【二惑】理惑與事惑。藏、通二教，以見惑為迷於無常、無我等四

諦之理者，故為理惑。修惑為迷於色聲等之世法事相者，是為事惑。別、圓二

教，總歸一切之妄惑為三，根本無明能覆中道之理，是為理惑。塵沙能障菩提，

覆俗諦之法；見思能障涅槃，覆真諦之法，二者皆為事惑。又依法相宗所立之

煩惱、所知二障，前者迷於涅槃之理，故為理惑；後者迷於俗諦之事相，是為

事惑。〜《佛光大辭典》 

P.722 L.5【三止、三觀】三止：1.體真止，2.方便隨緣止，3.息二邊分別止。

三觀：1.空觀、2.假觀、3.中觀。 

「三止」：對空、假、中三觀所立之三種止行。即：(一)體真止，乃針對空觀

而立。謂體達無明顛倒之妄，即是實相之真者，稱為體真止。以其徹達因緣和

合諸法空無自性，故能止息一切攀緣妄想而證空理；空即是真，故稱為體真止。

若達此境地，則發定、開慧眼，能見第一義，成就真諦三昧。(二)方便隨緣止，

又作方便止、繫緣守境止。乃針對假觀而立。菩薩隨緣歷境，心安於俗諦而不

動，稱為方便隨緣止。蓋菩薩知空非空，故能善巧方便，隨緣分別藥病，以教

化眾生，並安於俗諦，心不為外境所動。此能開法眼，成就俗諦三昧。(三)

息二邊分別止，又作制心止。乃針對中觀而立。指不分別生死與涅槃、有與無

等二邊之相。蓋前述之第一止偏於真，第二止偏於俗，俱不合於中道。既知真

非真，則為空邊寂靜；知俗非俗，則為有邊寂靜，亦即息真俗二邊而止於中諦。

若達此境，則發中道定，開佛眼，成就中道三昧。〜《佛光大辭典》另有《小止觀》

之「三止」：繫緣守境止、制心止、體真止。 

（修三觀） （破三惑） （證三智） （成三德） 

   修空觀―――破見思惑―――證一切智―――成般若德 

   修假觀―――破塵沙惑―――證道種智―――成解脫德 

   修中觀―――破無明惑―――證一切種智――成法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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