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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43 L.1【大經云】《大般涅槃經》卷 2〈3 哀歎品〉：「汝諸比丘，勿以下

心而生知足，汝等今者雖得出家，於此大乘不生貪慕。汝諸比丘，身雖得服袈

裟染衣，心猶未染大乘淨法。汝諸比丘，雖行乞食經歷多處，初未曾求大乘法

食。汝諸比丘雖除鬚髮，未為正法，除諸結使。汝諸比丘！今當真實教勅汝等。

我今現在，大眾和合，如來法性真實不倒。是故，汝等應當精進攝心，勇猛摧

諸結使。」(T12,p.616,a26-b5) 

p.743 L.2【順道法愛】未證真實，而愛著相似之法，謂之「法愛」。修行之

人，修（十乘觀法）前九種觀法，已過內外二障，應入初住，而不入者；由住

六根清淨之位，愛著中道相似之法，所以不能進入也。此相似位，無內外障，

唯有法愛。法愛若斷，即得發真中道，入於初住，故第十名「離法愛」也。〜

《三藏法數》《圓覺經大疏》卷 3〈十隨文解釋〉：「法愛者。憎生死愛涅槃也。」

(X09,p.405b22-23) 

p.743 L.4【徧知對治苦集之道滅】《觀音玄義記》卷 4：「『遍知對』下，道

普，二：初、遍知偏道不普。……二、『圓教』下，知圓教中道普。三千皆中，

即名實相。不動而運，方曰大乘。以此為因，故稱普道。」(T34,p.917a28-b4) 

人、天→戒善禪定、不動不出。藏、通→諦緣、二種涅槃。別教→歷別諦

觀、常住真性。圓教→中道、實相。「不動不出」者，《觀音玄義記》卷 4：

「人天例立道滅之名，道不動惑、滅不出界，有名無義。三教道滅，雖能動出，

普義不成。」(T34,p.917a29-b2) 

p.743 L.5【一道有無量道】參考本書 p.16:9《法華經綸貫》：「約『如』明

空，一空一切空。點『如』明相，一假一切假。就『是』論中，一中一切中。

非一二三而一二三，不縱不橫，名為實相。」(X32,p.4b2-4)「一含一切、一切含

一」，「一入一切、一切入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p.743 L.6【普賢觀云】《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卷 1：「有無數分身諸佛坐

寶樹下師子座上，結加趺坐。是諸世尊，一切皆入普現色身三昧，皆作是讚言：

『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讀誦大乘經典，汝所誦者是佛境界。』說是語已，

普賢菩薩復更為說懺悔之法：『汝於前世無量劫中，以貪香故，分別諸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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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貪著，墮落生死。汝今應當觀大乘因。大乘因者，諸法實相是。』聞是語已，

五體投地復更懺悔。」(T09,p.392,a24-b3)《仁王護國般若經疏》卷 1〈序分．1 序

品〉：「一切不出法性，正指實相為體。《普賢觀》云「大乘因者諸法實相，

大乘果者亦諸法實相。」實相即法性，依此法性因得法性果，故知此經以實相

為體。」(T33,p.254c23-26) 

p.743 L.7【圓因、普道】《觀音玄義記》卷 4：「圓教下，知圓教中道普。三

千皆中，即名實相；不動而運，方曰大乘。以此為因，故稱普道。」(T34,p.917b2-

4)《妙法蓮華經》卷 2〈3 譬喻品〉：「乘此寶乘，直至道場。以是因緣，十方

諦求，更無餘乘，除佛方便。」〜本書 p.280 

p.743 L.8【圓果、普滅】《觀音玄義記》卷 4：「三千實相究竟顯處，名為圓

滅。劫火譬中智，遺燼喻無明。」(T34,p.917b4-6) 

p.743 L.-7【一心五行】《涅槃經》論述五行為聖行、梵行、天行、嬰兒行、

病行，另有一行是如來行，智顗於《法華玄義》將其分述為別五行及圓五行。

(一)聖行，修戒定慧三正行，為初地以前菩薩之自行。(二)梵行，以清淨心而

運慈悲，為眾生拔苦與樂，為初地以前菩薩之化他。(三)天行，天為第一義天，

即天然之理；菩薩由天然之理而成妙行，為初地以前菩薩之內證。(四)嬰兒行，

嬰行譬人天小乘；菩薩以慈悲心示現人天、小乘小善之行，為初地以上菩薩隨

應善之現化。(五)病行，菩薩以大慈悲和於一切眾生，同有煩惱，同有病苦，

初地以上菩薩隨應惡之現化。上記五種前後隔歷，互不融即，稱為次第五行。

圓教以《法華經》所謂之如來莊嚴為圓聖行，如來室為圓梵行，如來座為圓天

行，如來衣有二種，其中之柔和為圓嬰兒行，忍辱為圓病行。然此五行在一心

中，圓具無缺，修性不二，因果融即，為一實相行，一即是五，五即是一，不

即不離而不可思議，故稱為不次第五行、如來行、一心五行、圓五行、一五行。

此外，據《法華經玄義》卷四下載，一心五行即是三諦三昧，聖行即是真諦三

昧，梵行、嬰兒行、病行即是俗諦三昧，天行即是中道王三昧。〜《佛光大辭典》 

另一說法，《觀音玄義記》：聖行、梵行→地前因行。天行→初地已上，

證第一義天。嬰兒行→示同三乘七方便人所修之行。病行→示為九道之身，現

有三障之相。此二皆是從果起應之行。(T34,p.917b2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