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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49 L.-6【杻械】腳鐐手銬，泛指刑具。杻：ㄔㄡˇ，刑具，即手銬。械：

ㄒーㄝˋ，枷杻、鐐銬之類的刑具。～《漢語大詞典》 

p.749 L.-4【有罪無罪】《法華義疏》卷 12〈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25〉：「三

世往論皆悉有罪，而言無罪者，就現前不作故言無耳。經云「大橫有九」，亦

就現在不作故言橫耳。若無罪而受苦者，是無因有果，是事不然。」(T34,p.627,a12-

15)《觀音義疏》卷 1：「上臨當被害，此定入死目，此明有罪、無罪，或是推

檢未定、或可判入徒流，若判、未判，俱被禁節，明聖心平等本救其囚執，不

論有罪、無罪也。」(T34,p.927c20-23) 

p.749 L.-3【果報、惡業枷鎖】《觀音義疏》卷 1：「地獄體是囹圄，鬼及

畜生亦有籠繫，修羅亦被五縛，北方及天上自在，應無此難，降是已還，無免

幽厄；若能稱名，皆得斷壞也。次明修因，惡業即名枷鎖也。諸業雖有力，不

逐不作者；若有造業，果終不失，故云『不失法如券』。若人修習諸善，被惡

業覆，如大山映覆於心，使善敗壞，更增惡業，惡業即招果縛，無由可解。若

欲脫此業者，因時可救，急稱觀音，能令三惡業壞。」(T34,p.928,a4-12) 

p.749 L.-3【煩惱枷鎖】《觀音義疏》卷 1：「權實上惑名『杻』、定慧上惑

名『械』、中道上惑名『枷』、法身上惑名『鎖』，如是等，束縛行人不能得

脫，稱名繫念必蒙靈應。若發定慧是械斷、若發權實是杻斷、若破無明是枷斷、

法身顯現是鎖斷、入無餘涅槃是縛斷、免三相是離檢、出三界是出獄，此復有

通別意。次明支佛六度行通別圓，若論枷鎖猶是地質礙。別圓本觀所起慈悲，

遍應之義不異於前。」(T34,p.928a17-25)通惑→藏通。別惑→別圓。 

《觀音義疏》卷 1：「若三千大千以表『空種』，王、賊、鬼等以表『識

種』，論其十番普應，此亦如前。論其本觀，今當說。菩薩見眾生以空識成果

報身，還為空識所惱；修諸善時，空識之業亦能壞善；觀空識有三諦之障、有

三諦之理；如是節節皆起慈悲，悲欲拔眾生苦，慈欲與眾生樂。故《淨名》云：

「菩薩觀四大種、空種、識種皆空。空故無四大、無空、無識，是為入不二法

門。成王三昧，能遍十法界垂應，以事中慈悲救果報空識難、以修善慈悲救惡

業空識難、以三觀慈悲救煩惱空識難，故知觀音於空識法門而得自在。《華嚴》

三十九：善住比丘於虛空中大作佛事。若作圓觀，觀空種因緣性相本末究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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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一切十法界悉趣空門；識亦如是。起無緣慈悲，熏諸眾生，十法界有機，即

能一切一時而得解脫。」(T34,p.928a25-b11) 

p.749 L.-1【齎】ㄐㄧ，1.遣送；送。2.托付。3.攜帶。4.懷着；抱着。用於

思想、情感等。～《漢語大詞典》 

p.749 L.-1【經過險路其中一人】《法華經指掌疏》卷 7：「大成云。或曠絕

幽隘之處。或怨賊衝出之徑。皆名險路。其中一人者。素奉佛法之人。素奉佛

法。知有能救。故唱言：勿得恐怖。教以稱名者。令其知歸。能以無畏等。示

以堪救。聞言即稱者。懼難迫邇。傾誠弗遑。稱故得脫者。威懾怨賊。慈回惡

念。蓋以感應道交。捷如影響。故云即也。楞嚴云。八者。滅音圓聞。徧生慈

力。能令眾生。經過險路。賊不能劫。釋義。則滅音者。聲塵不隔。圓聞者。

根性常徧。常徧故。尋聲所在。徧生慈力。慈力故。隨處護生。應緣化暴。故

能令諸眾生。遇賊不劫。」(X33,p.679,a5-14) 
《觀音義疏》卷 1：「所以安慰者，止其恐怖也；所以勸稱名者，設其上

策也；所以歎德者，獎令定膽也。若不安慰則怖遽慞惶，雖安慰止怖，若不設

計，唐慰何益？故勸稱名。雖勸稱名，若不歎德設計，則心不定，膽亦不勇，

所以歎德。故知此菩薩決定能施無畏，決果依憑，三義既足，俱時稱唱，機應

即得解脫也。南無云歸命，亦稱為救我。」(T34,p.928b27-c5) 

p.750 L.7【勝解、善慧】「勝解」：即淨心信順教法。《瑜伽師地論》卷三十

八云︰「於其八種勝解依處，具足成就淨信為先，決定喜樂。」(T30,p.500b18-20)

依諸經論所載，行者欲修習法或通達法，首先須對「法」具有勝解。八種「勝

解」：三寶功德、佛菩薩威力、真實義、無顛倒因緣、無顛倒果、無上正等菩

提所應得義、一切菩薩學道能得方便、善言善語善說勝解依處（一切所知、所

應行處），於此八種，具足成就淨信為先，決定喜樂。《觀音義疏記》卷 2：

「修善治惡。若惡多善少。惡即怨賊。若善多惡少。惡為僕從。氷炭之勢。多

能滅少。繫念成機。惡銷善立。……言四行者。一戒法受持。二聽習教理。三

研修正觀。四正助合行。出世行人要先稟戒。隨境護持。持心習教。憑教顯理。

稱理修觀。以正導助。若非此四。入聖何期。」(T34,p.43,c7-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