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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32 L.2【十六心】〔補〕十五心、十六心《金剛經纂要刊定記》卷 4：「忍

即無間道，是正斷惑時。智即解脫道，是斷了時。所謂苦法智忍、苦法智，苦

類智忍、苦類智，乃至道法智忍、道法智，道類智忍、道類智，斷至十五心道

類智忍名初果向，至第十六心道類智時，名證初果。」(T33,p.206c10-15) 

p.732 L.-1【世者有三】「三種世間」，天台、華嚴宗定義不同。 

天台宗 
國土世間(住處世間)

依報國土 

眾生世間(假名世間)

五蘊假合之十界有情

有名無實體 

五陰世間(五眾世間)

依正二報的通體五陰 

華嚴宗 
器世間 

依報，山河大地。 

眾生世間 

正報，九法界有情 

智正覺世間 

正報，佛法界 

天台宗：眾生世間(假名、假人)，五陰世間(五蘊、實法)。世是隔別義，間是

間差義，顯示眾生、國土、五陰三種各各差別。 

華嚴宗：《華嚴經疏》卷三作「生佛對望」解。以器世間為佛的「化境」；眾

生世間為「所化之機」；智正覺世間為「能化的佛」。 

p.733 L.5【皆是因緣生法】《楞嚴經圓通疏》卷 5：「知此十界皆因於心。

隨無明之染緣則出九界。隨教行之淨緣則出佛界。故法華云：佛種從緣起。涅

槃云：亦有因緣。因滅無明。則得熾然三菩提燈。」(X12,p.806a8-11) 

p.733 L.6【大經云】《大般涅槃經》卷 21〈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 10〉：

「爾時世尊問文殊師利言：「文殊師利！何因緣故，是大眾中有此光明？」文

殊師利言：「世尊！如是光明名為智慧，智慧者即是常住，常住之法無有因緣，

云何佛問何因緣故有是光明？是光明者名大涅槃，…是光明者即是如來，…光

明者名大慈大悲，…光明者即是念佛，…光明者即是一切聲聞緣覺不共之道，

聲聞緣覺不共之道即名常住，常住之法不從因緣，云何如來問於因緣？世尊！

亦有因緣，因滅無明，則得熾然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燈。」」(T12,p.488, c28-p.489,a15)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20：「《涅槃》二十一、南經十九〈高貴

德王菩薩品〉。因瑠璃光菩薩欲來放光，佛問文殊，文殊初入第一義，答云：

「世尊！如是光明名為智慧，智慧者即是常住，常住之法無有因緣。云何佛問

何因緣故有是光明？」廣說無因緣竟，末後云：「世尊！亦有因緣。因滅無明，

則得熾然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燈。」」(T36,p.154c1-8) 

p.733 L.7【三諦、中論】《中論》卷 4〈觀四諦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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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因緣生法 我說即是無 亦為是假名 亦是中道義 

未曾有一法 不從因緣生 是故一切法 無不是空者 

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何以故？眾緣具足和合而物生。是物屬眾因緣。

故無自性。無自性故空。空亦復空。但為引導眾生故。以假名說。離有無二邊

故。名為中道。是法無性。故不得言有。亦無空。故不得言無。若法有性相。

則不待眾緣而有。若不待眾緣則無法。是故無有不空法。」(T30,p.33,b11-21) 

《中觀論疏》卷 10〈四諦品 24〉：「因緣所生法。大小乘人同知諸法從因緣

生。我說即是空下。第二明因緣是三是義。小乘有所得人。聞因緣所生法。唯

知是有。不識因緣是於三是。今示因緣生法是於三是。 

因緣生法是畢竟空。所以然者。若有自性。則不從因緣。既從因緣生。即是

無自性。所以是空。亦為是假名者。示第是。明因緣生法。亦是假名。所以

稱假者。前明因緣生法我說是空。然因緣既本不有。今亦不空。非空非有。不

知何以目之。故假名說有。亦假名說空。亦是中道義者。示第是。明因緣生

法。亦是中道。因緣生法無有自性。故空。所以非有。既其非有。亦復非空。

非有非空。故名中道。然小乘之人。不知三是。即有三失。謂失空、失假、失

中。若執諸法自性者。亦不識因緣。故有四失。」(T42,p.152,b9-24) 

是畢竟空＝真諦，是假名＝俗諦，是中道義＝中諦。「因緣生法」＝三諦。 

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一切法當體即是三諦。 

p.733 L.9【華嚴云】《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0〈16 夜摩天宮菩薩說偈品〉：

如來林菩薩「當知一切法，其性亦如是。心如工畫師，畫種種五陰，一切世界

中，無法而不造。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諸佛

悉了知，一切從心轉，若能如是解，彼人見真佛。心亦非是身，身亦非是心，

作一切佛事，自在未曾有。若人欲求知，三世一切佛，應當如是觀，心造諸如

來。」(T09,p.465,c25-p.466,a6) 

p.733 L.-6【三十世間三千性相】世間：三種世間。「十如是」：如是相、性、

體、力、作、因、緣、果、報、本末究竟等。故簡稱「性相」。 

「十法界」各有「三種世間」→三十世間。 

「十法界」中，一一法界各具「十法界」→百法界。 

百界之每一法界各具十如是，故百界共有「千如」，再乘以三世間，則為三千。

「百法界」*「十如是」*「三種世間」→「三千性相」。亦即天台宗所謂三千

諸法；觀此三千法，一念中具足，此即「一念三千」之觀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