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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44 L.7【二諦收得一切方便】《觀音玄義記》卷 4：「二諦為方便者。圓人

雖乃三諦頓觀。中須是實。二諦為權。故二名方便。……是故真則三諦俱破。

俗則三諦俱立。既破既立。方便義成。收得一切方便者。此之破、立何所不收。

若人、若天。若小、若大。所有智慧為俱破攝。人等福善為俱立收。以此破立。

資發中三。不破不立。故一念圓觀具性具修。含權含實。思議不絕。莫造其門。

入中道已雙照等者。道前自行。既以二諦資發於中。道後利他亦復如是。照真

則以真身益物。照俗則以應身赴機。故神變二字。有通有別。通則二身皆有神

變。別則真運神靈。拔三障若。應能變現。與三德樂。皆以三千而為神變。故

云遍十法界。雙照用增。雙遮體顯。於其法身何損之有。圓人始末方便既然。

故皆名普。」(T34,p.918,a16-b3) 

p.744 L.10【修羅琴】指阿修羅道之琴。阿修羅因福德使然，雖欲聽聞曲調而

無彈者，琴亦能隨意出聲。大智度論以此比喻法身之菩薩，心無所分別，而自

然應眾生之根機，得於種種說法教化。～《佛光大辭典》《大智度論》卷 17〈1 序

品〉：「法身菩薩離生死身，知一切諸法常住，如禪定相，不見有亂；法身菩

薩變化無量身為眾生說法，而菩薩心無所分別。如阿修羅琴，常自出聲，隨意

而作，無人彈者；此亦無散心、亦無攝心，是福德報生故，隨人意出聲。法身

菩薩亦如是，無所分別，亦無散心，亦無說法相。是無量福德、禪定、智慧因

緣故，是法身菩薩，種種法音隨應而出。慳貪心多，聞說布施之聲；破戒、瞋

恚、懈怠、亂心、愚癡之人，各各聞說持戒、忍辱、禪定、智慧之聲。聞是法

已，各各思惟，漸以三乘而得度脫。」(T25,p.188,c16-27) 

p.744 L.-6【華嚴云】《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4〈39 入法界品〉：善財童子、

休捨優婆夷（表七住）：不為供養一如來故發菩提心，……乃至不為供養不可

說不可說轉佛剎微塵數世界中次第興世諸如來故發菩提心……欲承事供養一

切諸佛悉無餘故發菩提心……菩薩行普入一切法皆證得故，普入一切剎悉嚴淨

故。是故，善男子！嚴淨一切世界盡，我願乃盡；拔一切眾生煩惱習氣盡，我

願乃滿。(T10,p.344,b2-p.345,a2) 

p.744 L.-5【不起滅定】《維摩詰所說經》卷 1〈3 弟子品〉：「維摩詰來謂

我言：『唯，舍利弗！不必是坐，為宴坐也。夫宴坐者，不於三界現身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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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宴坐；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為宴坐；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是為宴坐；

心不住內亦不在外，是為宴坐；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為宴坐；不

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為宴坐。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時我，世尊！聞說

是語，默然而止，不能加報！」(T14,p.539,c19-27) 

p.744 L.-4【安禪合掌】《妙法蓮華經》卷 1〈1 序品〉(T09,p.3,a21-24)本書 P.97:8 

p.744 L.-4【如普賢願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所有盡法界、虛空界

十方三世一切佛剎極微塵中，一一各有一切世界極微塵數佛，一一佛所種種菩

薩海會圍遶，我以普賢行願力故，起深信解，現前知見，悉以上妙諸供養具而

為供養。」(T10,p.844c24-28)【能禮因】《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3：「『以普

賢行願』至『如對目前』者，謂以普賢願力，見一切境皆是諸佛，而為所緣，

名為『法力』。以深信解之智，決定印可，攝持如上佛境令現在前，名為『自

力』。是則於所見境，不取生滅、一多等定相之境，則融通佛境。於能見心，

依智不依識，心則見佛之心；……心佛、境智雖亦融通，為約因緣親疎，故分

法力、自力；法即緣也，自即因也。若以緣奪因，即法力故融通普徧；若以因

奪緣，則自力故融通普徧；今以因緣雙明，故齊舉法力、自力也。」(X05,p.268,b6-16) 

緣、法力、普賢願力→見一切境皆是諸佛，而為所緣，融通佛境(一即一切) 

因、自力、深信勝解→決定印可，依智不依識，攝持佛境令現前(如對目前) 

p.744 L.-3【熏修此智】《觀音玄義》卷 2：「萬行功德熏修此智，此智名一

切，修功德資供此智，即是供養一切智。」(T34,p.890b19-22)《觀音玄義記》卷

4：「萬行熏智，名為供佛。智具三故，名為一切。此智即是十方三世諸佛正

體，復名一切。」(T34,p.918b11-13)諸佛悉皆成就「三智」:一切智、道種智、一

切種智。空觀→真諦→一切智。假觀→俗諦→道種智。中觀→中諦→一切種智 

p.744 L.-1【成就眾生普】《法華經文句纂要》卷 7〈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

十五〉：「一切世間及出世間所有事業。皆菩薩所為。鑿井、造舟。神農、嘗

藥。雲蔭、日照。利益眾生乃至利益一切賢聖。示教利喜。令入三菩提。是名

成就眾生普。」(X29,p.772b20-23) 

p.745 L.2【三草二木】參考本書 p.331：1。以天台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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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草：人、天。 中草：藏教二乘(聲聞、緣覺)。 大草：藏教菩薩。 

小樹：通教菩薩。 大樹：別教菩薩。 

p.745 L.6【無記化化通】《梵網經合註》卷 2：「乘此平等大慧之用。任運教

化。無有方隅。所有神通變化。非關作意。惟是理性所起。名為理化神通。即

所謂無記化化通也。」(X38,p.634,a13-16)「九種大禪」為菩薩所修之大乘禪，不

共外道與二乘。其中第六種為「一切行禪」，乃含攝大乘一切行法之禪定；此

又細別為十三種，其第二「無記化化禪」即，為一種任運自如、無窮變化而又

自在無礙之禪定。依此禪定所起之神變，即是「無記化化通」。～《佛光大辭典》 

p.745 L.-4【曇摩羅讖】＝「曇無讖」（385～433）。大約在北涼•玄始十年

（421），河西王沮渠蒙遜佔領了敦煌地方，迎接他到姑臧（這也是根據〈涅

槃經序〉及《記》之說）。十月間，河西王就請他翻譯《大涅槃經》。後來北

魏主拓跋燾聽到曇無讖會種種技術，派人到北涼迎索曇無讖。蒙遜既怕魏國

強大不能拒絕，又怕讖去魏國之後，對他不利，陰謀除讖。恰恰讖當時有再去

西域求《涅槃》後分之意。他贊助讖出發，暗中派刺客在路上殺害了他。時為

義和三年，讖年四十九歲。～《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745 L.-2【靈智合法身為體】《觀音玄義》卷 2：「第二釋體者。以靈智合

法身為體。若餘經明三身者。則單以法身為體。此品但有二身義。故用理智合

為體也。只此智即實相理。何以故？若無靈智。實相隱。名如來藏。今知權實

相與理不二。如左右之名爾。」(T34,p.890,c17-22)《觀音玄義記》卷 4：「此品

但有二身義者。名觀世音即真身義。普門示現即應身義。真是內證之智。應是

外化之身。若比諸經即當宗用。雖無體文而有體義。以智不孤立必合法身。豈

有蓋無函、有光無鑑。是則諸經三身故。可別以法身為體。此品二身即須法報

合而為體。前云靈智合法身者。非二物合。只此靈智體是法身。以本覺不覺是

故在纏。名如來藏。本覺自覺是故出纏。名大法身。今既出纏。驗智即理。」

(T34,p.918,c23-p.919,a4) 

p.745 L.-2【感應為宗】《觀音玄義》卷 2：「十界之機。扣寂照之知。致有

前後感應之益。益文雖廣。直將感應往收。如牽綱目動。所以用感應為宗。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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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或用因果為宗。今品不爾者。因果語通。從凡乃至上地。各有因果。能感所

感既皆有因果。但經文意似不至此。機家雖有因果。但以感為名。聖雖無因果。

但以應為名。則扶文義便也。」(T34,p.890,c23-29) 

p.745 L.-2【慈悲利物為用】《觀音玄義》卷 2：「譬如種植。或假外日風雨。

內有土氣煖潤。而萬物得增冥顯兩益。亦復如是。此中應用王三昧十番破二十

五有。以辯慈悲益物之用。具在大本玄中。」(T34,p.891,b25-28) 

p.745 L.-2【流通醍醐味】《觀音玄義》卷 2：「夫觀音經部黨甚多。或請觀

世音、觀音受記、觀音三昧、觀音懺悔、大悲雄猛觀世音等不同。今所傳者即

是一千五百三十言（如下所示）法華之一品。而別傳者。乃是曇摩羅讖法師。

亦號伊波勒菩薩。遊化葱嶺。來至河西。河西王沮渠蒙遜歸命正法。兼有疾患。

以告法師。師云。觀世音與此土有緣。乃令誦念。患苦即除。因是別傳一品流

通部外也。此品是法華流通分。既通於開權顯實之教。令冥顯兩益被於將來。

以十法界身圓應一切。使得解脫。圓人秉於圓法。流通此圓教故。即是流通圓

教相也。五味為論。即是流通醍醐味也。」(T34,p.891,c11-23) 

長行不含偈頌：1543 字（含有「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13 字。） 

偈頌：531 字（含有「爾時無盡意菩薩以偈問曰」） 

長行+偈頌＝2074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