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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35 L.7【如鏡中像、水中月】《觀音玄義》卷 2：「圓教者，此正顯中道，

遮於二邊，非空、非假，非內、非外。」(T34,p.886b10-11)《觀音經玄義記會本》

卷 3：「說一切法皆是中道。一色一心。一染一淨。皆具三千。悉非空假。非

內即非性。全性成修故。非外即非修。全修在性故。既其空假雙亡。修性俱泯。

則中道之義顯矣。…教所詮法。令生妙解。今依妙解而修妙觀。十界眾生。所

觀境也。鏡、水譬性德三千。像、月喻修起三千。內外有無。皆無實性。而三

千三諦。終自宛然。」(X35,p.64a15-b2) 

p.735 L.9【觀智既爾。諦理亦然】「能觀」智→「所觀」諦、理。《觀音經玄

義記會本》卷 3：「此無緣觀。照無相諦。以無相諦。發無緣觀。諦觀名別。

其體本同。是故能所。二即非二。」(X35,p.64b5-6)《摩訶止觀》卷 1：「常境無

相。常智無緣。以無緣智緣無相境。『無相之境』相『無緣之智』。智境冥一。

而言境智。故名無作也。」(T46,p.9,c2-5)《天台八教大意》卷 1：「知真即空觀。

知俗即假觀。知中即中觀。常境無相、常智無緣。無緣而緣。無非三觀。無相

而相。三諦宛然。」(T46,p.772,b2-4)境智冥一。境智雙忘：《四教儀註彙補輔宏

記》卷 9：「真常不生滅之境。本來無相。所謂靈源無狀。千差斯泯也。真常

不生滅之智。本無所緣。若有所緣。即有能所。有能所則凡聖角立。乃生死之

本。今言常智無緣者。是忘能所。離待對。所謂靈光獨露。一道清虗也。又無

相者。無生死相、無涅槃相。無相亦無。當體即是實相。稱此真常之境。發無

生滅之智。境既無相。智亦無緣。即境即智。緣即無緣。斯稱冥一也。」(X57,p.920, 

a24-b7) 

p.735 L.-7【具觀三諦】《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卷 2：「是大乘，知心作

佛、佛即是心，其觀未成，為塵所動。始自圓聞，觀佛妙境，至識次位、勤行

五悔。若未發品，此等行人皆屬名字，故知名字其位甚長。今明對塵即成佛觀，

其中念念覺知之心，名觀行佛。…是名字昇進之位，不獨解名，能修觀故；但

未入品，非觀行位……由此行人已圓聞故，知色唯心、知心唯色。五根所對，

尚體唯心，況想成色，豈在心外？此色非色，非色非非色，而能雙照色與非色。

既離情想，故名妙色。非由三觀莫見妙色、非由妙色莫成三觀，境觀相資，塵

念靡間，方能得入觀行位也。」(T37,pp.201c27-202a20) 

p.735 L.-6【長別三界苦輪】《佛說仁王般若波羅蜜經》卷 1〈3 菩薩教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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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善菩薩發大心，長別三界苦輪海，中下品善粟散王，上品十善鐵輪王，習

種銅輪二天下，銀輪三天性種性，道種堅德轉輪王，七寶金光四天下。伏忍聖

胎三十人，十信十止十堅心，三世諸佛於中行，無不由此伏忍生。」(T08,p.827,b14-

20)《摩訶止觀》卷 7：「如此次第。念、進、慧、定、陀羅尼、戒、護、迴向、

願等十信具足。名六根清淨相似之位。四住已盡。仁王般若云。十善菩薩發大

心。長別三界苦輪海。即此意也。」(T46,p.99,a22-26) 

「四住」：生起三界一切見思煩惱之根本依處，故稱四住地。即：(1)見一切

住地，指三界之一切見惑。(2)欲愛住地，指欲界之一切思惑；思惑之中，尤

以貪愛為重。(3)色愛住地，指色界之一切思惑。(4)有愛住地，指無色界之一

切思惑。若再加上無明住地，則稱為五住地。《天台四教儀》卷 1：「此之四

住。三藏佛與六根清淨人同斷。故言同除四住也。」(T46,p.779,c2-3) 

p.735 L.-5【湛然應一切】《華嚴經疏鈔》卷 27〈6 毘盧遮那品〉：「三德開

顯前後圓融者。即別教一乘圓融義也。不同餘義。言三德開者。即發心功德品。

初發心時。得如來一身無量身。則法身開顯。得究竟智慧。得一切智慧光明。

則般若開顯。不於諸法少有所得。即以心離妄取。寂照雙流故。解脫開顯故。

此心中無德不攝。因該果海並在初心。從初發心時便成正覺。」(T36,p.207,b8-16)

《觀無量壽佛經疏》卷 1：「發心住。一發一切發。發一切功德。發一切智慧。

發一切境界。不前不後。亦不一時。三智一心中得。得如來妙色身。湛然應一

切。開祕密藏。以不住法即住其中。以普現色身作眾色像。一音隨類報答諸聲。

不動真際。群情等悅。應以三輪度者。能八相成道。具佛威儀。以佛音聲方便而度

脫之。況九法界三輪耶。初住尚爾。況等覺耶。是名分證佛也。」(T37, p.187,b4-11) 

p.735 L.-1【無缺寶藏金剛般若】《止觀輔行傳弘決》卷 7：「不可壞故名為

金剛。具足諸法名為寶藏。具足者釋寶藏也。無缺者釋金剛也。如此妙乘豈同

惡空。」(T46,p.387b13-15) 

p.736 L.2【云何行於慈悲】《觀音玄義記》卷 3：「文殊言：「若菩薩作是觀

者，云何行慈？」維摩言：「菩薩作是觀已，自念：我當為眾生說如斯法。是

即真實慈也。」」(T34,p.911b17-20)僧肇《注維摩詰經》卷 6〈7 觀眾生品(六)〉：
「真實慈觀諸法空，則是真實慧，真實慧中生無緣慈，名為真慈。亦以慈為本，

為人說實法，名真慈。」(T38,p.383c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