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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35 L.-1【首楞嚴法界健相】《大智度論》卷 47〈18 摩訶衍品〉：「首楞

嚴三昧者，秦言健相，分別知諸三昧行相多少深淺，如大將知諸兵力多少。復

次，菩薩得是三昧，諸煩惱魔及魔人，無能壞者，譬如轉輪聖王主兵寶將，所

往至處無不降伏。」(T25,p.398,c27-p.399,a2) 金剛般若智慧（俱福）→拔苦（二

種生死苦）。首楞嚴三昧（定福俱慧）→與樂（涅槃大自在樂） 

p.735 L.-1【三點涅槃】「三點」：法身、般若、解脫。《請觀音經疏闡義鈔》：

大安樂即三德涅槃。《阿彌陀經要解便蒙鈔》卷 2：「涅槃經云。云何名為祕

密之藏？猶如伊字。三點若並。則不成伊。縱亦不成伊。別亦不成伊。如摩醯

首羅天面上三目。乃得成伊。佛亦如是。解脫之法。亦非涅槃。如來之身。亦

非涅槃。摩訶般若。亦非涅槃。三法各異。亦非涅槃。我今安住如是三法。為

眾生故。名入涅槃。如世伊字。」(X22,pp.844c22-845a3) 

p.736 L.2【問、答】《觀音玄義》卷 2：「問：此觀，觀眾生非空、非有，云

何行慈悲？答：如《淨名》中說。問：若觀十法界非空、非假者，即是破一切

因果耶？答：若不明中道，則不識非權、非實，亦無權、無實，則無四番因果。…」

(T34,p.886c11-14)《觀音玄義記》卷 3：「〈觀眾生品〉文殊問維摩言：「云何觀

於眾生？」維摩言：「譬如幻師見所幻人，如智者見水中月，如鏡中見其面像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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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品既是通相，從假入空，徹

見三諦，即是中道無緣與拔。」(T34,p.911b15-21)「初、略示迷中之失。四教四諦

是權實相，皆依中道非權非實而得建立。今既迷此，則一切皆失。」(p.911b23-25)《注

維摩詰經》卷 6〈7 觀眾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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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說真實法。名真慈。」(T38,p.383,c9-
11)「肇曰。眾生本空不能自覺。故為說斯法。令其自悟耳。豈我有彼哉。若能

觀眾生空則心行亦空。以此空心而於空中行慈者。乃名無相真實慈也。若有心

於眾生而為慈者。此虛誑慈耳。何足以稱乎。生曰。必能實濟。非虛念而已矣。」

(T38,p.384,b4-9) 

p.736 L.2【四番因果】【四教四諦】出《摩訶止觀》卷 1：「四諦名相出大經

聖行品。謂生滅、無生滅、無量、無作。」(T46,p.5,b14-15)四教四諦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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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 集 滅 道 

藏生滅 三相遷移 四心流動 滅有還無 對治易奪 

通無生 無逼迫相 無和合相 無生相 不二相 

別無量 有無量相 有無量相 有無量相 有無量相 

圓無作 
陰入皆如。 

無苦可捨 

無明塵勞即是菩

提。無集可斷 

生死即涅槃。 

無滅可證 

邊邪皆中正。 

無道可修 

《觀音玄義記》卷 3：「十種法界忘言之理，名為中道。得此理故，方施權實

之教。十界融即，說者名圓；十界次第，說者名別；六界無生，說者名通；六

界生滅，說者名藏。此之四教各論四諦，若識中道，諸法皆融，故於一心具四

四諦。」(T34,p.911b26-c2) 

p.736 L.5〜13【所以者何】實相慧明中道→權實雙照（有權實二智）→明了

四教四諦（四番因果）→覺了佛法僧自性三寶→理事和合→僧寶（前三教+圓
教，四十二賢聖僧）→於其中，可論智斷二德，喻如月光增減→乃至中道理極，

菩提智滿。無明遣盡，證大涅槃→皆約中道一實相法，一切因果無所破失。→

能如實契機而助眾生離苦得樂（行於慈悲）。 

p.736 L.5+6【佛法僧寶】《觀音玄義記》卷 3：「佛但雙非者，且從略示，遮

必具照，三智圓覺，方名佛寶。以法三諦，顯佛不孤。僧寶中云『理事和』者，

上三諦法，性本圓融，名之為理；隨情差別，名之為事。佛實相慧具於權實，

實慧和理，能說圓法，權慧和事，能說偏法。」(T34,p.911c3-8) 

p.736 L.7【大經】《大般涅槃經》卷20〈梵行品 8〉：阿闍世王「王即問言：「何

等名為月愛三昧？」耆婆答言：「譬如月光，能令一切優鉢羅花開敷鮮明；月愛三

昧亦復如是，能令眾生善心開敷，是故名為月愛三昧。大王！譬如月光能令一切行

路之人心生歡喜；月愛三昧亦復如是，能令修習涅槃道者心生歡喜，是故復名月愛

三昧。大王！譬如月光，從初一日至十五日，形色光明，漸漸增長；月愛三昧亦復

如是，令初發心諸善根本漸漸增長，乃至具足大般涅槃，是故復名月愛三昧。大王！

譬如月光，從十六日至三十日，形色光明漸漸損減；月愛三昧亦復如是，光所照處，

所有煩惱能令漸滅，是故復名月愛三昧。大王！譬如盛熱之時，一切眾生常思月光，

月光既照，欝熱即除；月愛三昧亦復如是，能令眾生除貪惱熱。大王！譬如滿月，

眾星中王、為甘露味，一切眾生之所愛樂；月愛三昧亦復如是，諸善中王為甘露味，

一切眾生之所愛樂，是故復名月愛三昧。」」(T12,p.481,a26-b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