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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47 L.5【受諸苦惱】《觀音義疏》卷 1：「今言受苦惱者，正是現遭苦厄也。

此苦由於結業，果多故因亦多。此即總答，文略而意廣，遍該十界，不止人道

而已；後別答中，文廣而意狹，別舉人間七難而已，故此處總答也。」(T34,p.922b29-

c4) 

p.747 L.7【遭苦、聞名】《觀音義疏》卷 1：「上明遭苦，次明生善。善惡合

為機，此即明文」(T34,p.922c4-5)《觀音義疏記》卷 1：「遭苦聞名共作機。由過

現惡，故遭諸苦；復由二世之善，而得聞名。《妙玄》云：從闡提起改悔心，

上至等覺，皆有善惡相帶為機。」(T34,p.937c13-16) 

p.747 L.8【應之速、普】《觀音義疏》卷 1：「三教之應，應不一時；圓教觀

音，一時圓應眾機，厄急應速。一時聞即稱，是機速，稱即應，是應速。皆得

解脫者，即是蒙應利益也。皆者，非但顯於多機眾益，亦是顯於圓遍之應也，

或時為機速、應速、平等利益速。」(T34,p.922c19-24) 

機速：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受諸苦惱。聞即一心稱名 

應速：菩薩即時觀其音聲 

平等利益速：皆得解脫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卷 1：「阿彌陀佛神通如意，於十方國變現自在。」

(T12,p.344,c1)善導《觀無量壽佛經疏》卷 3：「言如意者，有二種：一者如眾生

意，隨彼心念皆應度之。二者如彌陀之意，五眼圓照、六通自在。觀機可度者，

一念之中，無前無後，身心等赴，三輪開悟，各益不同也。」(T37,p.269,c29-p.270,a4) 

p.747 L.9【一心稱名即思修二慧】《觀音義疏》卷 1：「若能如是通達四種聞

義即聞慧，心無所依、無住、無著即是思慧，一心稱名即修慧。此文雖窄，三

慧意顯。」(T34,p.922c6-8)〔唯識家所說〕關於三慧的相應識，聞慧是在第六意

識，兼通前五識。思慧在第六意識。修慧若是因位，在第六意識；若是果位則

通諸識。若將此三慧配列菩薩位地，則五位中，「資糧位」通聞、思、修，「加

行位」的四善根以上是修慧，若四善根為欲界之身，則出觀時，起聞、思慧。

以上為有漏的三慧。此外，十地中，七地以前定散心雜，皆可起三慧，但八地

以上純無漏相續，皆無散心，故不起聞、思二慧，只起修慧。〜《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747 L.-5【事、理一心】《觀音義疏》卷 1：「一心歸憑，更無二意，故名

事一心也。……南無者，歸命之辭，皆是事一心稱名也。理一心者，達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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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他、共、無因不可得，無心、無念，空慧相應，此乃無『一』亦無『心』。

知聲相空，呼響不實，能稱、所稱皆不可得，是名無稱，是為理一心稱名也。」

(T34, p.922c12-18)《觀音義疏記》卷 1：「既達心空，從心所生，一切皆空，故

令聲響能稱所稱，皆非生滅，故曰理稱。事未必理，理必具事。以此為因，安

不感聖？」(T34,p.938a3-6) 

「達此心」四因不可得，「此心」者，正在持念名號之心；「四因」皆不

可得，則「此心」從何而生？故云『無心無念』、『無稱』。既無心無念，此

當下念佛者誰？所念為何？故蕅祖云：「能稱所稱，體是法界」。如鏡現像，

鏡中像者，像非自生（不能自生），非他生（非鏡、物能生），非共生（非自

他共而實有生），亦非無因而有。又，此「鏡」乃因緣具足而假有，藉「鏡中

像」故稱鏡；如念佛，藉有「佛號」故稱「念佛心」，則知此「心」不實有。

能念、所念雖皆不可得，緣具足故，卻念念相續不間斷；故於念相續中，體達

能所皆法界體，故云『理必具事』。 

p.747 L.-5【啐啄同時】【啐啄】比喻禪林師家與學人二者之機宜相應投合。

學人請求禪師啟發，譬之如啐；禪師啟發學人，譬之如啄。據《禪林寶訓音義》

載，啐啄，如雞抱卵，小雞欲出，以嘴吮聲，名為「啐」；母雞欲小雞出，以

嘴嚙殼，名為「啄」。故禪林師徒之間機緣相投，多以「啐啄」一詞喻稱之。

若修行者、師家機鋒相應投合，毫無間隙，稱為「啐啄同時」；而與禪者機鋒

相應之機法，則稱為「啐啄機」。〜《佛光大辭典》 

p.747 L.-2【別答三】口業－免七難。意業－離三毒。身業－應二求。 

p.747 L.-1【七難】各經所說之七難：（一）《仁王經》：日月失度、星宿失

度、災火、雨水、惡風、亢陽、惡賊難。（二）《藥師經》：人眾疾疫、他國

侵逼、自界叛逆、星宿變怪、日月薄蝕、非時風雨、過時不雨難。（三）《陀

羅尼集經》：王難、賊難、水難、火難、羅剎難、茶枳儞鬼難、毒藥難。（四）

《觀音義疏》：1火難 2水難（天然災害）3羅剎難 4鬼難（鬼神傷害）5王難

6枷鎖難 7怨賊難（人為災難）。 

p.748 L.2【果報火】《觀音義疏記》卷 1：「約事火而為果報，只至初禪。輪迴

之因以為業火，故至有頂。三觀所破，方名煩惱，故通三乘。」(T34,p.939, a1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