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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50 L.6【商主、第六識、諸商人】《宗鏡錄》卷 57〈1 標宗章〉：「問：

八識之中。約因位初地已去。幾識成無漏？答：古德釋云。唯六、七二識成無

漏。六即第六識。初地門中二十二心所成妙觀察智。七即第七識。二十二心所

成平等性智。此二智品相應俱離障染。故名無漏。」(T48,p.743b8-12)卷 36〈1 標

宗章〉：「今明能觀心。但唯善性第六識。其相應心所。隨心王說。定中心所

唯二十一。謂遍行五、別境五、善十一。或尋伺中隨取一法。即二十二。尋麁

伺細。不俱起故。淺深推度。思慧為體。若與散位心王相應。即二十法。於前

善中除『輕安』故。輕安一法是定引故。有定資身方得調暢有輕安義。或二十

一。於尋伺中隨取一故。」(T48,p.624a7-14)《觀音經義疏記會本》卷 2：「或心

王是商主。心數是商人。正觀之智是重寶。覺觀為怨賊。或般若是商主。五度

萬行是商人。法性實相是重寶。六蔽是怨賊。…或心下。修觀中。心王若正。

心數亦正。王數同求正智之寶。三毒覺觀能劫此寶。最為怨賊。或般下。正助

中。正觀般若。導五助行。共顯理寶。般若如知金藏。五度如用功掘出。六蔽

之賊。害此二因。還令藏隱。是名怨賊。」(X35,p.132c2-4&c16-21) 

p.751 L.1【巍巍】《觀音義疏》卷 1：「今言觀音勢力既大。加護亦曠。豈止

七難而已。當知遍法界皆能救護。故言巍巍！巍巍者。重明高累之辭也。明觀

音之力。出於分段之外。豎應二土。故言重明。載沐神應。故言高累。以是義

故。故言巍巍如是也。」(T34,p.928,c6-10)「二土」：方便、實報土。故《會義》

云：功超九界、名彰三土。「巍巍」：《論語•泰伯》：「大哉，堯之為君

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朱熹《集注》：

「巍巍，高大之貌；蕩蕩，廣遠之稱也。」後以「巍巍蕩蕩」形容道德崇高，

恩澤博大。「載」：增益，積纍。～《漢語大詞典》 

p.751 L.5【事欲、恚，局在欲界】欲界：有男女飲食欲，境順則生『貪』，境

逆則生『瞋』。上二界無此欲，故云局在欲界。癡＝無明惑、見思惑，故云「事

癡通三界」。 

p.751 L.5【多欲恚癡、常念恭敬】吉藏《法華義疏》卷 12〈25 觀世音菩薩普

門品〉：「問：釋三名有何次第？答：七難苦重故在初，三毒惱心為次，無男

無女奢緩故居後。問：七難何故稱名；三毒常念；無男無女供養禮拜？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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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時短急，不暇禮拜供養，亦不暇斂心靜攝，但得稱名；三毒時長難斷，必須

治道故常念；無男無女異上二種，故禮拜供養。」「問：念觀音云何得離三毒？

答：以常念故三毒不起，及常念觀音，實相法身即生，如實觀故三毒滅也。又

此即是念佛三昧，念佛三昧能遍治一切障故。又常念故，觀音現身為其說法，

令三毒不起。又常念故，觀音能轉前境。」(T34,p.627,b4-22) 

《觀音義疏》卷 2：「問：離煩惱須智慧。但念豈得離耶？答：經稱常念。

即是正念。體達煩惱性無所有。住貪欲際即是實際。絕四句。無能無所。念性

清淨。如此正念非是智慧。更何處覓智慧？此慧不離煩惱。其誰能離耶？若如

所難。必須別用智慧破煩惱者。此則有惑可斷。有智能斷。非唯惑不可斷。慧

還成惑。豈得名斷惑之慧耶？今此正念。不以色念，不以非色念，如是四句。

亦以色念，亦以非色念，如是四句。或次第論非念，或不次第論非念。或不次

第論念，或次第論念。或次第論離，或不次第論離。」(T34,p.929,b16-26)《觀音

義疏記》卷 2：「不以色念。忘俗也。以色例於一切諸法。不以非色念。忘真

也。合云。不以非色、非非色念。忘雙遮中也。不以亦色亦非色念。忘雙照中

也。」「亦以色念。照俗也。亦以非色念。照真也。亦以非色、非非色念。照

雙遮中也。亦以亦色、亦非色念。照雙照中也。」「次第非念。忘四句也。次

第論念。照四句也。忘照本求離於三毒。故次第離亦有四句。」(T34,p.944,c10-

24) 

p.751 L.6【理三毒】： 

 貪欲 瞋恚 愚癡 

二乘 耽真(空) 畏俗(有) 不了(生死、涅槃)如幻 

出假菩薩(通教) 遊戲神通 訶厭二乘 不達中道 

地前菩薩(別教) 中道似愛 雙捨二邊 無明未破 

p.751 L.9【大悲菩薩】圓教大悲菩薩，觀此貪瞋癡等煩惱皆是因緣生法。一

一即空、假、中，故能離凡夫、二乘、菩薩三毒。 
即空故，離凡夫三毒 無貪：大貪 
即假故，離二乘三毒 →成就不可思議三種善根 無瞋：大瞋 
即中故，離菩薩三毒 無癡：大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