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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38 L.-4【愛、見】愛，謂對事物之染著；見，謂對義理之推度、執著。引

申為對事、理所起之煩惱。《大智度論》卷 21 謂，眾生有二分行，謂愛行、

見行。愛多者，著樂；見多者，著身見等行。《中論》卷三〈觀法品〉則謂，

戲論有「愛論」與「見論」之別。吉藏《中論疏》卷一釋云︰「一者愛論，謂

於一切法有取相心；二者見論，於一切法作決定解。」即以有所得之心染著事

物，稱為愛論；執著於錯誤的見解，稱為見論。～《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觀音玄義記》卷 3：「示諸門。外唯世間，故至惑苦。惑即集也。愛著三界，

常樂我淨，故言四倒。見惑雖多，不出『有無』及以『一異』，各執四句。二

『善惡』下，束歸生死。二『若就』下，佛法門。」(T34,p.913b4-8) 
【四顛倒】凡夫－有為－常、樂、我、淨。 

二乘－無為－無常、無樂、無我、不淨。 

p.738 L.-2【近通、遠通】《觀音玄義記》卷 3：「通真含中，鈍入化城，見

空真也。利達常住，見中真也。」(T34,p.913b8-9) 

p.738 L.-1【教門、觀門】《觀音玄義記》卷 3：「《大本玄》云『若於一教

以四句詮理，即是四門，四四合為十六門。若以行為門者，稟教修觀、因思得

入，即以行為門。藉教發真，則以教為門。若初聞教，如快馬見鞭影，即入正

路者，不須修觀，如依電光即得見道，不更須教，並是往昔善根習熟。今於教

門得道名信行，於觀門得道名法行。』」(T34,p.913b10-16) 

p.738 L.-1【示門相】天台四教四門： 

四教＼四門 有門 空門 亦有亦空門 非有非空門 

藏 阿毘曇 成實論 昆勒 車匿 

通 如幻之有 如幻之空 亦有亦空 非有非空 

別 佛性如闇室瓶盆 佛性如空 佛性如石中金 佛性離二邊 

圓 名不異別。但一即三。三即一。不一不四。無歷別之殊。圓融不四之四。

p.739 L.1【阿毘曇有門】因緣生滅諸法為有，但要破除外道知見，發起真無

漏智，以了見「偏真之理」。觀生死有為法，非冥諦、微塵、父母所作，是無

明因緣法，出生諸行，惑、業、苦，三道悉皆是有。知一切有為法，是無常、

苦、空、無我，志求無餘涅槃，發解脫心，不要名利，出離見愛；發真無漏因，

用真修道（道諦亦是有），能發得煗、頂、世第一法，子果既斷，得有餘、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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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涅槃。～《佛光大辭典》、《法華玄義》 

p.739 L.1【成實空門】析生死因緣，無明老死，苦集二諦，三假浮虛，破假

實，悉入空平等，發真無漏，因空見真，空即第一義之門，觀生滅無常入空，

因空得道，見佛法身。～《法華玄義》 

p.739 L.1【昆勒亦空亦有門】《昆勒論》所說，為迦旃延入道之門。明正因

緣生滅，亦有亦空。若稟此教，能破偏執「有無」之見，見因緣「有空」，發

真無漏，因「有無」見真，「有無」即是第一義之門也。～《法華玄義》 

p.739 L.1【車匿非空非有門】明正因緣生滅「非有非無」之理。若稟此教，

能破有無邊邪執見，見因緣非有非無，發真無漏；因「非有非無」見真，「非

有非無」即第一義之門也。上記之中，昆勒論、車匿所用論並未傳於我國。～

《法華玄義》 

p.739 L.2【通教四門】(1)有門︰又作實門；觀「若業、若果、善惡等法，乃

至涅槃皆幻化」，藉他緣而起之法，皆假有如幻，如鏡中像。 

(2)空門︰又作不實門；觀「諸法既如幻化，幻化本自無實，無實故空」，以即

有之空入道。如求鏡中之像，了不可得。 

(3)亦有亦空門︰又作亦實亦不實門，觀諸法如幻假「有」，既是假有，又即

是「空」。即空觀有，即有觀空；如鏡中像，幻「有」故可見；體不可得，

故「空」。 

(4)非有非空門︰又作非實非不實門，觀假有本來非有、真空也非空，而入偏

真之理。幻有即空，知空、知有，二不懸心。幻有，不可得故非有，但亦非

空。幻空，不可得故非空，但既是空則非有。有無二邊，皆是非有非空。 

p.739 L.3【佛性如闇室瓶盆】《如來藏經》中舉九種譬喻，解說如來藏之義，

以明示如來法身雖為煩惱所覆，然自性清淨毫不為彼煩惱所染。《大方等如來

藏經》卷 1：「譬如貧家有珍寶藏，寶不能言：『我在於此。』既不自知又無

語者，不能開發此珍寶藏，一切眾生亦復如是。如來知見力無所畏，大法寶藏

在其身內，不聞不知，耽惑五欲，輪轉生死，受苦無量。是故諸佛出興于世，

為開身內如來法藏，彼即信受淨一切智，普為眾生開如來藏，無礙辯才為大施

主。如是善男子！我以佛眼觀諸眾生有如來藏，故為諸菩薩而說此法。」

(T16,p.458,b1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