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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36 L.9【諸法不生般若生】《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1〈40 照明品〉：

「舍利弗言：「世尊！云何色不生故，般若波羅蜜生？乃至一切諸法不生故，

般若波羅蜜應生？」佛言：「色不起不生、不得不失故。乃至一切諸法不起不

生、不得不失故，般若波羅蜜生。」」(T08,p.302c24-28)《金剛般若經疏》：「《大

品》云「色不生故，般若波蜜生」，若解色無生，即是無生觀智起，故般若生

也。」(T33,p.80a4-5) 

p.736 L.-6【不生不生名大涅槃】《大般涅槃經》卷 21〈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

薩品 10〉：「善男子！是大涅槃無有生相，是名不生不生。云何生不生？善

男子！世諦死時是名生不生。云何生生？善男子！一切凡夫是名生生。何以

故？生生不斷故。一切有漏念念生故，是名生生。四住菩薩名生不生。何以故？

生自在故，是名生不生。」(T12,p.490,b3-8)慧遠《大般涅槃經義記》卷 7〈德王

菩薩品〉：「云何不生不生。問第二句。是大涅槃無生相者。涅槃體寂是一不

生。而復不為生相所生。是二不生。」(T37,p.788,a21-23)智顗《維摩經玄疏》卷

2：「若觀無明因緣。入不二法門。住不思議解脫也。故此經明入不二法門。即

是中道雙照二諦。自然流入薩婆若海。此是觀因緣即一實諦不生不生。證無作

四實諦。亦名一切種智。亦名佛眼。即是入初地。見佛性。住大涅槃也。」(T38, 

p.528,c15-20) 

p.736 L.-5【不滅不滅名大涅槃】《觀音玄義》卷 2：「此喻無明已遣、邪倒

永除，無惑可斷，故云不滅，不滅名大涅槃。」(T34,p.887a2-4)《文殊師利問經》

卷 1〈5 涅槃品〉：「文殊師利！當知諸法空，若不滅則不生，若不斷則不滅，

若不常則不生。無煩惱可斷故，是故不滅；無煩惱處故，是故不生。」佛復告

文殊師利：「無障礙故不滅，不滅故無障礙。生善、不善、無記，故不障礙。

文殊師利！是說涅槃。」(T14,p.495,a16-21)《四教儀註彙補輔宏記》卷 9：「大

經云。安置諸子秘密之藏。我亦於此秘藏而般涅槃。此究竟涅槃名不生不生。

般若畢竟不生不生。不滅不滅，更無惑可滅也。今以諸法般若譬境智名大涅槃者。

四念處云。能觀之智。照而常寂。所觀之境。寂而常照。境寂智亦寂。智照境亦

照。一相無相。即是實相。所謂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也。」(X57,p.946a9-15) 

不生不生：妙覺理體、智德，二俱圓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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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滅不滅：妙覺獨頭、相應，二（無明）皆究盡。 

p.736 L.-4【破四諦破三寶】計斷常邪見→破生滅四諦藏教三寶。 
但說生滅四諦→破無生四諦通教三寶。 
但說無生四諦→破無量四諦別教三寶。 
但說次第中道→破無作四諦圓教三寶。 

p.737 L.7【大悲經】《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

卷 1：「善男子！此觀世音菩薩，不可思議威神之力，…專稱名號，得無量福，

滅無量罪，命終往生阿彌陀佛國。」(T20,p.110,a10-17) 

p.737 L.8【觀音三昧經】《千光眼觀自在菩薩祕密法經》卷 1：「我念往昔時。

觀自在菩薩於我前成佛。號曰正法明。十號具足。我於彼時為彼佛下。作苦行

弟子。蒙其教化。今得成佛。十方如來皆由觀自在教化之力故。於妙國土得無

上道。轉妙法輪。是故汝等勿生疑惑。常應供養。但常稱名號。等供養六十二

億恒河沙數如來功德。何況至誠供養。其福無量。」(T20,p.121,a13-20) 

p.737 L.9【悲華經云】《悲華經》卷 3〈4 諸菩薩本授記品〉(T03,p.186,a8-c25) 

p.737 L.-5【首楞嚴經云】《首楞嚴經》卷 6(T19,p.128b-c) 

p.737 L.-2【十四無畏】依《正脈疏》分四：(一)八難無畏：1苦惱難 2火燒

難 3 水溺難 4 鬼害難 5 刀兵難 6 鬼見難 7 枷鎻難 8 賊盜難。(二)三毒無畏：1

貪毒 2瞋毒 3痴毒。(三)二求無畏：1求男 2求女。(四)持名無畏。 

p.737 L.-2【四不思議無作妙德】依《正脈疏》分四：1.同體形呪不思議。2. 
異體形呪不思議。3.破慳感求不思議。4.供養佛生不思議。 

p.737 L.1【受記經】《觀世音菩薩授記經》卷 1：「阿彌陀佛壽命無量百千億

劫，當有終極。善男子！當來廣遠不可計劫，阿彌陀佛當般涅槃。般涅槃後，

正法住世等佛壽命。在世滅後，所度眾生悉皆同等。佛涅槃後，或有眾生不見

佛者，有諸菩薩得念佛三昧，常見阿彌陀佛。復次，善男子！彼佛滅後，一切

寶物浴池蓮花眾寶行樹，常演法音與佛無異。善男子！阿彌陀佛正法滅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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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夜分明相出時，觀世音菩薩於七寶菩提樹下，結加趺坐，成等正覺，號普光

功德山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

天人師、佛、世尊。其佛國土自然七寶，眾妙合成莊嚴之事。諸佛世尊，於恒

沙劫說不能盡。」(T12,p.357,a5-18) 

p.738 L.4【一境三諦】天台宗實相論體系中的重要思想。謂任一現象，都是

真、俗、中三諦相即。又稱「圓融三諦」或「不思議三諦」，為「隔歷三諦」

的對稱。「隔歷三諦」是真、俗、中不相即，其體各別；真諦是不與俗諦相即

的空，俗諦也不與真空相即，中是不與真、俗相即的中。「一境三諦」則與此

相反，是三諦相即的，謂法由因緣所生故無自性，所以是空。因緣所生而有法，

所以是假。即空即假，所以是中。《摩訶止觀》卷 5：「遍歷一切皆是不可思

議境。若法性無明合，有一切法陰界入等，即是俗諦。一切界入是一法界，即

是真諦。非一非一切，即是中道第一義諦。如是遍歷一切法，無非不思議三諦。」

(T46,p.55b8-12)是故微妙莊嚴的佛身，是天然三諦的妙相；猙獰可怖的獄卒，亦

是法性三諦的妙相。至於風行雲走、山高水長、鳶飛魚躍、柳綠花紅，也都是

三諦圓融的微妙相，盡是法性常住相。隨便取一法為對境，其「實相」皆不可

得，超絕凡慮，是為真空；但空非斷無，空的當相，即是法性常住的妙相，是

為俗假；空為遮情門，假為表德門，遮情、表德原屬一體的兩面觀，遮照不二，

真即俗，俗即真，故不可偏真，亦不可偏俗。非真非俗，亦真亦俗，是為絕對、

不可思不可議，即名為中。於是，說真、說俗、說中，皆是法爾自然的妙諦，

天然的性德，宇宙萬有的實相。隨舉一物為對境，無非圓融三諦，故名一境三

諦。〜《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由此妙境(一境三諦)成就妙觀(一心三觀) 

p.738 L.5【境智不二】《法華文句記》卷 10〈釋藥王品〉：「境智不二，能

所斯亡，以不二觀觀不二境，成不二行，會不二空，作是觀時，苦為法界。」

(T34,p.354c3-5)以如如之智。照如如之境。既境智一如。境智不二。則寂而常照，

照而常寂。寂而常照，則不觀而觀。照而常寂，則相即無相。《首楞嚴義疏注

經》卷 2：「由無相境發無緣智，以無緣智緣無相境，境智冥合，如水投水，

不可分別說名為『見』。《唯識》云「若時於所緣，智都無所得，爾時住唯識，

離二取相故。」」(T39,p.854a14-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