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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40 L.-2【觀十法界眾生假名】眾生世間，又作「假名世間」。指五蘊所成

之假名眾生各各差別。《觀音玄義記》卷 4：「對下『法緣』畢竟空真，故今

眾生是難思『俗』，『真』實『俗』假，故曰假名，非獨人我稱為假名。十界

性一，舉一即十，故成百界，各有相、性、體、力、作、因、緣、果、報、本

末究竟等，故有千種。豈唯己千，生佛各千，皆冥在性。…凡夫一心具而不識，

圓聖法眼，一念遍知。」(T34,p.915b4-10) 

p.741 L.2【知此千種】《觀音玄義記》卷 4：「知此下，起慈悲。圓聞名字，

學佛慈悲，即於一念，觀百界生善惡因緣、苦樂本末，而起慈悲與拔之想也。…

若分苦樂者，應以四趣為苦、人天等為樂，或六凡為苦、四聖為樂，或九界為

苦、佛界為樂。」(T34,p.915b10-16) 

p.741 L.5【泠然】「泠」，音ㄌ一ㄥˊ。瞭解，覺悟。「泠然」：1.輕妙貌。

2.寒涼貌；清涼貌。3.形容清越激揚的聲音。「冷」，音ㄌㄥˇ或ㄌ一ㄥˊ。

「冷然」：1.形容涼爽；寒涼。2.形容超脫、冷淡的神情。〜《漢語大詞典》 

p.741 L.5【照修得善惡】「得」，通「德」。菩薩能「深觀」百界千如，具在

一心，即是遠照性德之善惡。能對性德如此瞭解、覺悟，何況對修德之善惡呢？

《觀音玄義記》卷 4：「菩薩修慈，只於一念，遍觀十界『修得』善惡，皆即

性具，以性照修，盡善惡際。」(T34,p.916a9-11) 

p.741 L.7【豈非眾生緣慈悲普耶】《觀音玄義記》卷 4：「問：性德善惡及以

苦樂，皆是法門不生不滅，今何與拔？答：斯之妙談，不可輕議。以三菩薩觀

於苦樂但謂修成，故存與拔之功，莫運無緣之力，是故慈悲俱不名普。今知所

生苦樂及以能生因緣皆是性德，故拔一切苦不損毫釐，與一切樂不增微末，方

得慈悲廣普、塵劫忘勞。此眾生緣，與其無緣無二無別。」(T34,p.916a15-22)「三

菩薩」：藏通別三教菩薩。 

p.741 L.8【三念】《觀音玄義記》卷 4：「仙豫大王欲化外道。十二年中供養

五百婆羅門眾。後令歸信大乘方等。其不歸信。乃謗言無。仙豫聞謗。乃殺五

百。五百墮獄。即生三念：一念此是何處？乃知地獄。二念從何處來？乃知人

道。三念何因墮獄？知謗方等。因茲悔過。便生佛國。終獲佛身。此乃仙像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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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獄人有佛性故。殺之令墮。三念中發。」「以第三念憶知先罪，必有悔心。

大聖承機，現身說法，或密警發，令起善心，即樂因也。」(T34,p.915,c5-p.916a26)

【仙豫】為釋迦佛於過去世為國王時之名。昔釋迦如來為仙豫王時，愛念敬重

大乘經典。一日聞有五百婆羅門誹謗方等經，乃即時殺五百婆羅門。婆羅門命

終後墮於地獄，遂悔過而發大乘之信，即生於甘露鼓如來世界。〜《佛光大辭典》 

p.741 L.9【大悲代受苦】《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呪經》：「大悲大

名稱，吉祥安樂人，恒說吉祥句，救濟極苦者。眾生若聞名，離苦得解脫，亦

遊戲地獄，大悲代受苦。或處畜生中，化作畜生形，教以大智慧，令發無上心。」

(T20,p.36b14-19) 

p.741 L.-7【法緣慈悲普】分科如下 

 明觀境三 深觀性空三  觀千法空（十法界性相善惡，百界千如） 

  舉喻本空(幻化) 觀三千空（假名五蘊國土，三世間） 

法緣慈二  引證圓空(常寂) 觀二取空（我我所） 

  正示慈悲二  明所與拔相（計為實，為苦為惱） 

 起慈悲三 引證真實(淨名云) 明能與拔法（起大悲、大慈） 

  結成圓普(緣十法界法)   

《觀音玄義記》卷 4：於境而觀空。二乘空俗。菩薩空真。佛空二諦。既約百

界。即一空一切空。名畢竟空。具足言之。三千即空。初明觀境三：一、深觀

性空三：1.觀千法空。十界必百。性相有千。觀此皆空。畢竟無相。2.觀三千

空。上之千法。於假於實及於依報。即成三千。3.觀二取空。無能觀我。無我

所觀。無智無得。離二取相。二、舉喻本空。不但俗幻。真中亦幻。方是圓家

法緣之喻。三、引證圓空。三千蕩相。即是今教『終歸於空』。二起慈悲三：

一、正示慈悲二：1.明所與拔相。生死涅槃本無二相。以不覺故。唯苦無樂。

2.明能與拔法。即以三諦如幻慈悲。拔與十界如幻苦樂。二、引證真實。說三

諦空。慈即真實。三、「若緣」下，結成圓普。(T34,p.916,b4-20) 

p.741 L.-5【終歸於空】參考本書 p.345:5「究竟涅槃常寂滅相，終歸於空。」 

p.741 L.-4【故淨名云】《維摩詰所說經》卷 2〈觀眾生品 7〉：「如空中鳥

跡，如石女兒，如化人起煩惱，如夢所見已寤，如滅度者受身，如無烟之火，

菩薩觀眾生為若此。」文殊師利言：「若菩薩作是觀者，云何行慈？」維摩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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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菩薩作是觀已，自念：『我當為眾生說如斯法。』是即真實慈也。」(T14, 

p.547,b10-15) 

p.741 L.-3【無緣慈悲普】《觀音玄義記》卷 4：「三、無緣慈者，中觀之別

名也。中則絕待，有緣非中。問：慈悲須對眾生苦樂，若其無緣，何能與拔？

答：大乘所說同體慈悲，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圓名字位，學即心佛慈，度

即心眾生。眾生既同體，苦樂元性具，故無能緣所緣，亦無可拔可與。如此慈

悲，盡未來際，拔一切苦、與究竟樂。圓談，不獨無緣若此，生法亦然。何者？

生緣假名，三諦俱假；法緣空寂，三諦俱空；無緣即中，三諦絕待。三慈皆照

圓融三諦，豈可二慈非同體邪？但隨宜樂，故立三門。宜取門者，故說生緣；

宜捨門者，故說法緣；宜不取不捨門者，故說無緣。」(T34,p.916b19-c2) 

   無緣慈、即中諦         絕待、不取不捨門 

  眾生緣   法緣慈      取門   捨門 

  即俗諦   即真諦      假名   空寂 

p.741 L.-2〜p.742 L.1【非假、非空、不緣、任運雙照】《觀音經玄義記會

本》卷 4：「初約雙遮明觀法。若緣六界假名。此假定假。即有所緣。既緣十

界假不定假。故緣即不緣。若緣六界如幻。此空定空。即有所緣。既緣十界空

不定空。緣即無緣。故云不緣十界性相。不緣十界之真。即邊是中。故遮二邊。

既是即邊。復何中道。中邊絕迹。不可思議。強謂無緣。二、如是下，約雙照

辯慈悲，心無所寄。自在雙照。無拔徧拔。拔一切苦。不與徧與。與究竟樂。」

(T34,p.916c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