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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25 L.-4【有體之斷】《觀音玄義記》卷 2：「證有體斷，見受業報全體，

即是性惡法門。如富豪人七寶家業，凡夫生盲，轉動罣礙，為寶所傷；二乘熱

病，見是鬼虎，避走遠去。圓人之眼，不盲不病，明見是寶，自在用與，非獨

不被損傷恐怖，而能以此自給、惠他。於此證理名為自給，以此利物即是惠他，

今之斷德正在惠他。此等皆由體達『修惡即是性惡』，今明究竟體達位也。」

(T34,p.902b23-c1) 

p.725 L.-2【淨名云】《維摩詰所說經》卷 1：舍利弗「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

是為宴坐；心不住內亦不在外，是為宴坐；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

為宴坐；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為宴坐。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

(T14,p.539c22-26)須菩提「不斷婬、怒、癡，亦不與俱；不壞於身，而隨一相；不

滅癡愛，起於明脫；以五逆相而得解脫，亦不解不縛；」(p.540b23-26)卷 2：「仁

所問：『何無侍者？』一切眾魔及諸外道皆吾侍也。所以者何？眾魔者樂生死，

菩薩於生死而不捨；外道者樂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p.544c7-10)「當知

一切煩惱為如來種。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

不能得一切智寶。」(p.549b12-15) 

p.726 L.2【三佛性義圓】 

正因佛性 非因，名為正因 非果，名為法身 
非因非果，名為佛性
法身滿足，正因滿足

了因佛性 是因非果，名為佛性
此據性德 

是果非因，名為佛性
此據修得滿 

般若德、大菩提果 

緣因佛性 解脫德、大涅槃果果

p.726 L.3【隱名如來藏】《佛性論》卷 2〈如來藏品 3〉：「如來自隱不現。

故名為藏。言如來者。有二義：一者現如不顛倒義。由妄想故。名為顛倒。不

妄想故。名之為如。二者現常住義。此如性從住自性性來至至得。如體不變異

故是常義。如來性住道前時。為煩惱隱覆。眾生不見故名為藏。」(T31,p.796, a19-25) 

p.726 L.7【三因三德不縱不橫】簡言之，此為圓教因果對應別教的「因縱果

橫」。別教，本有法身為惑所覆，須緣真、俗、中三諦，以次第三觀別修空、

假緣了，或中邊緣了，種種二因。或初緣次了，或初了次緣，次第翻破一切迷

法，顯於法身本覺之性。良由此教性具三法而不相收，故使三身橫顯。（先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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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假→後中），為修時縱也；法報應三身，果中齊顯，為證時橫也。圓教則

以「一心三觀」同時觀「一境三諦」，《觀音經玄義記》卷 2：「言佛性非因

非果。良以正因不即我陰，故曰非因。緣了不離我陰，故曰是因。不即，故一

點在上；不離，故二點在下，是故性三不縱不橫。又正因不即智斷，故曰非果。

緣了不離智斷，故曰是果。不即故一點在上，不離故二點在下，是故果三不縱

不橫。故知，妙三貫通因果，方得名修性不二。」(X35,p.46a14-19) 

p.726 L.7【普賢觀云】《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卷 1：「普賢菩薩復更為

說懺悔之法：『汝於前世無量劫中，以貪香故，分別諸識，處處貪著，墮落生

死。汝今應當觀大乘因。大乘因者，諸法實相是。』聞是語已，五體投地，復

更懺悔。」(T09,p.392,a28-b3)《妙法蓮華經文句》卷 8〈釋法師品〉：「《普賢觀》

云「大乘因者即是實相，大乘果者亦是實相。」《釋論》云「初觀實相名因，

觀竟名果。」就理而論，真如實相無當因果，亦非前後，若約眾生修行，則有

前後及以因果也。」(T34,p.110,c19-23) 

p.726 L.-6【方等、普門法王子】《大方等陀羅尼經》卷 2：「復應稱言南無

釋迦牟尼佛。南無文殊師利法王子。虛空藏法王子。觀世音法王子。毘沙門法

王子。虛空法王子。破闇法王子。普聞法王子。妙形法王子。大空法王子。真

如法王子。如是菩薩摩訶薩應念其名。如是諸王必往其所。擁護是人。令此人

等。身得安樂。無諸苦惱。是諸比丘若值諸難。應如是念諸王名字。」(T21,p.650,b8-16) 

(龍藏 43 冊，p.729)《觀音玄義記》卷 2：「彼經具明十法王子。觀世音法王子外。

自有普門法王子。既以普門而名於人。今釋普門那定屬法。」(T34,p.903,a24-26) 

p.726 L.-1【二諦、中道】 

華嚴：次第：地前觀行人≠實相法。 不次第：人法不二。 

三藏：有門：有法無人。 空門－人法兩異、俗有真無(二諦)。 

方等：對小明大：藏、通－二諦。 別圓－同華嚴。 

般若：鈍：但空，同前二諦。 利：同前別、圓二種。 

涅槃：四教俱知常，初心用觀不無差別。藏通－順二諦。別－人未即圓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