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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46 L.7【爾時】《觀音義疏》卷 1：「爾時者，爾言即也，即是說東方妙音

弘經已訖，次說西方觀音弘經之時，故言爾時。或可大眾已聞妙音弘經，歡喜

已竟，宜聞觀音發心生善之時，故言爾時。或可時眾疑於妙音，若為利益，上

來說法破眾疑情已竟，時眾有疑觀音之德，正破此疑之時，故言爾時。或可時

眾機在妙音，聞即得道，如二土菩薩得道已竟，八萬四千悟理之時，須聞觀音，

故言爾時。諸佛如來不空說法，有四悉檀因緣，爾乃為說，正是敷演四悉檀時，

故言爾時也。」(T34,p.921b8-18)「二土菩薩」，參考前品末,p.715。 

p.746 L.-5【無盡者境也】與「意者智也」相對。「無盡意」，表「一心三智」

通達「一境三諦」。《義疏》作：「圓空、假、中無盡」釋三諦無盡，皆約中

道之理，以名無盡。通達空假中三諦之法不可盡，故名無盡「意」，亦名無盡

「心」、「智」，識色受想行等義，不可說不可說，不能具載。《觀音義疏記》

卷 1云：「能達之意，從所達法，得無盡名。學者須了，意即三諦，無別所達，

能達亦無，若其不然，非無盡意。心、智、五陰及一切法，既即三諦，故皆得

立無盡之名。」(T34,p.936c27-p.937a2) 

p.746 L.-6【大品經明空則無盡】《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20〈無盡品 67〉：

「爾時須菩提作是念：「是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甚深。我當問佛。」作是

念已，白佛言：「世尊！是般若波羅蜜不可盡。」佛言：「虛空不可盡故，般

若波羅蜜不可盡。」「世尊！云何應生般若波羅蜜。」佛言：「色不可盡故，

般若波羅蜜應生；受想行識不可盡故，般若波羅蜜應生。檀那波羅蜜不可盡故，

般若波羅蜜應生；尸羅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禪那波羅蜜、般

若波羅蜜不可盡故，般若波羅蜜應生。乃至一切種智不可盡故，般若波羅蜜應

生。」(T08,p.364,a29-b10)《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卷 3：「三界因果諸法。悉皆

空寂。如大品經中說。即色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離色無空。離空無色。受想行識等一切諸法。亦皆如是。」(T46,p.492,c17-21)《注

維摩詰經》卷 8〈9 入不二法門品(八)〉：「肇曰：色即是空，不待色滅然後為

空。是以見色異於空者，則二於法相也。」(T38,p.398a17-19) 

p.746 L.-6【大集八十無盡門】《大方等大集經》卷 27-30：「爾時，舍利弗

語無盡意菩薩摩訶薩言：「唯，善男子！頗復更有無盡法不？」無盡意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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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修行檀波羅蜜不可窮盡。何以故？菩薩摩訶薩行施無量…菩薩戒聚六十七

事清淨修治亦不可盡。…修行忍辱亦不可盡。…修行精進而不可盡…修行禪定

而無有盡…無盡般若波羅蜜…慈悲喜捨…諸通…四攝……名菩薩修行方便亦

不可盡。舍利弗！是名菩薩摩訶薩八十無盡。是八十無盡悉能含受一切佛法。」

無盡意菩薩摩訶薩說是法門品時，六十七百千眾生未發心者即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五百二千菩薩摩訶薩得無生法忍。」(T13,p.189a-p.211,b17) 

p.746 L.-6【華嚴十種不可盡】《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1〈十無盡藏品 22〉：

「此慧無盡藏有十種不可盡故，說為無盡。何等為十？所謂：多聞善巧不可盡

故，親近善知識不可盡故，善分別句義不可盡故，入深法界不可盡故，以一味

智莊嚴不可盡故，集一切福德心無疲倦不可盡故，入一切陀羅尼門不可盡故，

能分別一切眾生語言音聲不可盡故，能斷一切眾生疑惑不可盡故，為一切眾生

現一切佛神力教化調伏令修行不斷不可盡故；是為十。是為菩薩摩訶薩第七慧

藏。住此藏者，得無盡智慧，普能開悟一切眾生。」(T10,p.114,a7-17) 

p.746 L.-5【淨名云】《維摩詰所說經》卷 3〈11 菩薩行品〉：「爾時眾香世

界菩薩來者，合掌白佛言：「世尊！我等初見此土，生下劣想，今自悔責，捨

離是心。所以者何？諸佛方便，不可思議！為度眾生故，隨其所應，現佛國異。

唯然世尊！願賜少法，還於彼土，當念如來。」佛告諸菩薩：「有盡無盡解脫

法門，汝等當學。何謂為盡？謂有為法；何謂無盡？謂無為法。如菩薩者，不

盡有為，不住無為。何謂不盡有為？謂不離大慈，不捨大悲；深發一切智心，

而不忽忘；教化眾生，終不厭倦；於四攝法，常念順行；護持正法，不惜軀命；

種諸善根，無有疲厭。志常安住，方便迴向……以大乘教，成菩薩僧；心無放

逸，不失眾善。行如此法，是名菩薩不盡有為。」(T14,p.554,a28-c3)「何謂菩薩不

住無為？謂修學空，不以空為證；修學無相、無作，不以無相、無作為證；修學無

起，不以無起為證。觀於無常，而不厭善本；觀世間苦，而不惡生死；觀於無我，

而誨人不倦；…觀諸法虛妄，無牢無人、無主無相，本願未滿，而不虛福德、禪定、

智慧。修如此法，是名菩薩不住無為。」「又具福德故，不住無為；具智慧故，不

盡有為。大慈悲故，不住無為；滿本願故，不盡有為。集法藥故，不住無為；隨授

藥故，不盡有為。知眾生病故，不住無為；滅眾生病故，不盡有為。諸正士菩薩以

修此法，不盡有為、不住無為，是名盡無盡解脫法門，汝等當學。」(T14,p.554,c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