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1/23 

1 / 4 

p.755 L.-1【居士】梵語原義有家長、家主、長者之義。指印度四姓中吠捨種

（四姓之一）之富豪，或在家有道之士。經、律典籍中，常稱吠捨種之富豪為

居士，如中阿含卷一水喻經、長阿含卷二十二世本緣品、大品般若經卷一、放

光般若經卷一等所載。大智度論卷九十八等，則稱居家有道之士為居士。佛教

中之居士常與古來所稱之長者混同，如慧遠之維摩義記卷一末：「居士有二，

一廣積資產，居財之士名為居士；二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為居士。」後者即

為佛教中之居士。在我國，居士一詞原出自《禮記》〈玉藻篇〉；《韓非子》

一書記載周時有居士任矞、華仕兄弟二人。可知在家不求仕宧，而怡然自得

於道藝者，即稱為居士；故我國、日本等地，皆稱有道之處士為居士。至近代，

則泛稱一般在家佛教徒為居士。〜《佛光大辭典》、《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756 L.6【執金剛神】另稱密迹金剛、金剛密迹、金剛力士、持金剛、金剛

手菩薩。是一位具有大威力的鬼神，本來是印度毗紐天的侍衛，後來轉變成佛

教中勇猛的護法神祇。由於手持金剛杵，所以又稱為執金剛神，又因為其身口

意速疾、隱祕難知，因此又名密迹金剛。相傳久遠劫前，勇郡轉輪王在世之時，

有「法念」與「法意」二兄弟，同時發出誓言：法念誓願在賢劫之如來出世時

成為梵天，俾得經常勸請世尊轉大法輪。法意則誓願成為親近佛陀、捍衛佛法

的金剛力士。後世所傳的金剛力士，就是秉承這位法意的誓願而來世間的護法

神。依《金光明經》所載，金剛力士是大鬼神王，與其眷屬五百徒眾皆是大菩

薩，皆擁護《金光明經》的聽講者。此一力士經常以激烈行動來捍衛佛法、保

護佛陀。但是他也有至情至性的一面。在釋尊入滅時，平素隨侍釋尊的他，幾

乎悲痛欲絕。他「五內抽割，心膂磨碎，躄踊悶絕，久乃醒悟。即起而坐，涕

泣哽噎。」昏迷過後，他還悲不自勝地說︰「云何世尊捨棄於我，獨入涅槃﹖

咄哉大苦，此金剛杵當用護誰﹖即便擲棄！」從經典所載的這些語句，頗可以

看出金剛力士對佛陀的耿耿赤忱。〜《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757 L.1【示隨五味展轉調伏不同】隨五時而輾轉調伏成熟善根者。《觀音

經義疏記會本》卷 3：「今通約十身。四句料簡。自有一界身度一界。自有十

界身度十界。自有一界身度十界。自有十界身度一界也。」(X35,p.146,c14-16)「用

此四句。歷五味五時。現身皆如此。【記】若就根性為能感機。就所證體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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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應。則乳唯得一界度二界。醍醐唯得一界度一界。若就形相為感應者。則味

味中各有四句。既云應以何身得度。知正約形為感應也。學者應知約土約味。

別對句者。欲易解故。若見一多四句相已。一切時處應自在作。」(X35,p.147, b14-

20)「乳」一界度二界：佛度圓、別菩薩。「醍醐」一界度一界：佛度菩薩。 

p.757 L.2【自在、大自在】《法華經授手》卷 10：自在「此云他化自在。假

他所作。以成己樂。即魔王也。」「樓炭經名阿迦尼吒。華嚴稱色究竟。釋論

云。摩醯首羅。稱大自在。騎白牛。八臂三眼。乃諸天之將。未知與此同名耶。

為即指此天耶。」(X32,p.810,b14-23)《法華經科註》卷 10：「自在天者是欲界

頂。…大自在者即色界頂。」(X30,p.835,c14、18) 

p.757 L.-6【不局娑婆】《觀音義疏》卷 2：「問：經但言遊於娑婆。不言實

報方便等國？答：總答中云『遊諸國土』。諸是不一。豈止獨娑婆耶！又如大

本文云：若能深觀。見我在耆闍崛山。共聲聞菩薩僧。此即娑婆而是方便也。

又云。即見我純諸菩薩。無聲聞緣覺者。即此是實報也。故約二土明義無咎。」

(T34,p.934,a8-13)《妙法蓮華經》卷 5〈17 分別功德品〉：「若善男子、善女人，

聞我說壽命長遠，深心信解，則為見佛常在耆闍崛山，共大菩薩、諸聲聞眾圍

繞說法。又見此娑婆世界，其地琉璃，坦然平正，閻浮檀金以界八道，寶樹行

列，諸臺樓觀皆悉寶成，其菩薩眾咸處其中。若有能如是觀者，當知是為深信

解相。」(T09,p.45,b16-22)本書 p.629《法華經授手》卷 10〈普門品〉：「橫則周

徧十方。竪則冠通三土。隨緣變現。何止三十二身。託化逐緣。豈局娑婆世界。

以種種形。總明示現身廣。遊諸國土。明所化處廣。度脫眾生。明所得益廣。

言雖略於上。義則廣於前也。」(X32,p.811b8-12) 

p.757 L.-3【施無畏者】《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咒經》卷 1：「以是

因緣。此觀世音菩薩所說神呪。名施一切眾生甘露妙藥。得無病畏、不橫死畏、

不被繫縛畏、貪欲嗔恚愚癡三毒等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號觀世音菩薩為施無

畏者。」(T20,p.35,b25-c1)《首楞嚴經》卷 6：「四不思議無作妙德」「二者，由

我聞思脫出六塵，如聲度垣，不能為礙，故我妙能現一一形，誦一一呪，其形

其呪能以無畏施諸眾生，是故十方微塵國土皆名我為施無畏者。」(T19,p.129, c15-

19)前有「十四無畏」，福備眾生。依《正脈疏》科：八難（苦惱、火燒、水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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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害、刀兵、鬼見、枷鎖、賊盜）、三毒、二求、持名。 

「是故應當一心供養」，《法華經授手》卷 10〈普門品〉：「是故者。指

前兩翻問答之故。前答問中。先總後別。以難是眾生苦境。意恐菩薩應不普被。

故先總曰『受諸苦惱一心稱名皆得解脫』。是明菩薩悲心無極。而下合眾生也。

前重『一心稱名』。以菩薩真身冥應。無可尋求。只可稱名而巳。後答問中。

先別後總。以現身是眾生樂緣。意恐菩薩既普現十法界身雲。其妙應不過此耳。

故後總云『以種種形遊諸國土』。是明菩薩慈心無盡。而上同諸佛也。今此復

勸『一心供養』者。由菩薩於一切眾生前。現身說法。則見種種色。聞種種聲。

既聞見分明。所以當一心供養也。前曰一心稱名。是知有菩薩可供。後曰一心

供養。是見有菩薩可敬。如是一心。如是恭敬。久而不退。則可以入佛知見矣。」

(X32,p.811b20-c8) 

p.758 L.6【常捨行】《觀音玄義記》卷 2：「常捨行者。畢竟空智。無所受著。

故屬智德。」(T34,p.903,a20-21)本會版 p.80《摩訶止觀》卷 7：「知眼空不受眼。

色空不受色。根塵空故。名常捨行。乃至意空不受意。法空不受法。名常捨行。

即合道品除捨覺分。是名檀度調伏諸根。」(T46,p.95,a4-8) 

p.758 L.7【大集云】《大方等大集經》卷 1：「菩薩有四瓔珞莊嚴：一者、戒

瓔珞莊嚴；二者、三昧瓔珞莊嚴；三者、智慧瓔珞莊嚴；四者、陀羅尼瓔珞莊

嚴。…四莊嚴瓔珞，能端嚴大乘，所謂戒定慧，無上陀羅尼…」「戒瓔珞莊嚴

有一種，謂於眾生無有害心。菩薩若無惡害之心，一切眾生常所樂見。」(乃

至十種)三昧瓔珞莊嚴有一種，所謂為諸眾生修集慈心。(乃至十種)智慧瓔珞

莊嚴有一種，所謂心無疑網。(乃至十種)陀羅尼瓔珞莊嚴有一種，所謂念心。

(乃至十種)」(T13,p.5,c28-p.7,a27) 

p.758 L.9【財施即是法施】《維摩詰所說經》卷 1〈4 菩薩品〉：「法施會者，

無前無後，一時供養一切眾生，是名法施之會。」(T14,p.543c8-9)《維摩經文疏》

卷 18：「問曰：法施之會。為當說法為法施之會？為當財中具足一切法。以財

施時即是法施之會？答曰：備有兩義。若諸經論。一往多明財物為財施。說法

為法施。此是通途四教所明。此二施之別也。今明不思議圓通之道。非但說法

名為法施。財中具足一切佛法以施眾生者。財施即是法施也。如無盡意菩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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頸眾寶珠瓔珞。施觀世音菩薩。即云。當受此法施珍寶瓔珞。不為觀世音菩薩

說法。但施瓔珞而言法施者。當是瓔珞中具足一切佛法。施瓔珞即法施也。今

淨名說法施會。云無前無後一時供養一切眾生。是名法施之會。」(X18,p.604,c5-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