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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60 L.2【偈頌】《妙法蓮華經》鳩摩羅什大師的譯本，原是七卷二十七品，

且其〈普門品〉中無重誦偈。後人將南齊•法獻共達摩摩提譯的《妙法蓮華經》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和北周•闍那崛多譯的《普門品偈》收入什譯，構成七

卷二十八品。其後又將玄奘譯的《藥王菩薩咒》編入，而成了現行流通本的內

容。～《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760 L.3【慈雲師】遵式（964～1032），北宋天台宗僧。字知白，台州（浙

江省）寧海人。俗姓葉。又稱天竺懺主、慈雲懺主、慈雲尊者、靈應尊者。雍

熙元年（984），師事四明寶雲寺義通，與同門的知禮（四明知禮）結為至交，

同為山家派的代表人物。及義通入寂後，繼掌寶雲寺，宣講《法華》、《維摩》、

《涅槃》、《金光明》諸經。師又結交道俗，專修淨土之業。並撰《往生淨土

懺願儀》、《請觀音消伏毒害懺儀》等書。其後，歷住天台山、東掖山、杭州

昭慶寺、蘇州開元寺、天竺寺、壽昌寺等，大設法席，講經修懺。登門從學者

逾千人。天聖二年（1024），奏請天台教文編入《大藏經》內。並撰《教藏隨

函目錄》，略述諸部大義。仁宗明道元年示寂，世壽六十九。其著述頗多，除

上述有關淨土念佛懺儀之著作外，另有《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一卷、《大

乘止觀釋要》四卷、《天竺別集》三卷、《金園集》三卷等，及《采遺》、《靈

苑》二詩集。以師所撰懺儀甚多，故世稱百本懺主。～《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760 L.4【慈雲師所分之科】《觀音經普門品重頌》：「釋普門品重頌 宋

天竺寺沙門 遵式述△第二重頌是隋煬大業中，智者滅後，笈多所譯，方入大

部，故疏闕。釋靈感傳，天人語南山云:什師八地菩薩，譯法華，闕觀音重頌。

既涉冥報，信有此文。今扶上二番問答，隨文略釋，固難盡理。講者但令不失

上文大途梗槩，何必騁異。此頌二十六行為二。初一偈雙問二章。次二十五偈

雙答二問。初問中一句歎德。三句正問。」(X35,p.163c6-15) 

p.760 L.6【世尊妙相具】《觀音義疏記》卷 4：「世尊具相。誠由萬德之所莊

嚴。是故歎相即是美德。」(T34,p.955,c13-14)遵式《觀音經普門品重頌》卷 1：

「相妙而具。妙是歎辭。具謂三十二滿足。又可妙即是好。以八十種好嚴其相。

令妙好也。復次。名實俱歎法身。名是妙名。相為妙相。」(X35,p.163,c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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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60 L.7【雙含二問】《觀音義疏記》卷 4：「長行先問得名因緣。次問三業

遊化之相。今既重頌。豈闕後問。故知句中問彼兩字。兼含次問也。」(T34,p.955, 

c15-17) 

p.760 L.-5【汝聽、生三慧】「聽」：1.聽從，接受；2.審察；斷決。～《漢語

大詞典》聽從「觀音行」的一心三觀，接受此教法，學習自利利他之菩薩行，於

此審察、抉擇而生智慧，故云「聞慧、思慧、修慧」。 

p.760 L.-3【弘誓深如海】《觀音經普門品重頌》卷 1：「次一偈却尋本觀慈

誓。顯今『智斷』十番利益。本依別、圓。無量、無作四諦。起於願行。由誓

境深廣。故弘誓如海。弘即廣也。歷劫。顯時久遠。一一劫中侍多千億。顯值

復多。一一佛所復發別願。如四十八等。一一願含法界故。復云大也。歷劫約

豎。侍多約橫。一一豎中有橫。一一橫中有所歷之時。廣說(云云)。將此總中

本誓。歷下別答。一一難及。普門後。廣作可知。」(X35,p.164,a13-20) 

p.761 L.4【不空過】《觀音經普門品重頌》卷 1：「不空者。縱使稱名都無顯

驗。冥益不虗。」(X35,p.164,b11-12)此如前文：「福不唐捐」。然若要接續下句：

「能滅諸有苦」，則須身口意三業精勤，「念念勿生疑」（聞名注念、見形禮

拜，一心繫念，未嘗空過），功夫有力，方能滅苦。《法華經演義》卷 7：「或

有聞其名而受持者。或有見其身而禮拜供養者。或有常念恭敬而心不空過者。

則其機已誠。必感於應。即二十五有之苦。或處七難。或遭三毒。或在二求。

以聞名見身及心念者。感應相交。皆得除滅隨願也。」(X33,p.292,b13-18) 

p.761 L.-4【能所宛然、能所斯絕】眾生、觀音，彼此能所，無非法界，既不

離一心而論感應道交，故無能所對立（能所斯絕，雙遮）；亦是因為眾生明瞭

此「無能、所」之理，隨順此理而稱念、禮拜菩薩，方可真正感得菩薩應化，

故云「能所宛然」(雙照)。所謂「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故我等「常應心念」。 

p.761 L.-6【火坑變成池】《法華經授手》卷 10：「火坑。瞋所變起。人以瞋

害。聖以慈忍。故念聖力。火坑而化為池。此以性火真空而救之也。」(X32,p.813, 

a8-10)【性火真空】《首楞嚴經》卷 3：「如來藏中，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清

淨本然，周遍法界；隨眾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T19,p.117,c26-27)



2024/2/20 

3 / 3 

以「一心稱念」菩薩聖號，得感應故，將凡夫「實火」轉化為「性火」，既皆

是如來藏性，此火豈能危害性中四大、五蘊（身心），可謂「化諸熱惱為清涼

池」。如前長行 p.748，須約果報、惡業、煩惱釋之，下之諸難亦如是。 

p.761 L.-1【龍魚諸鬼難】《觀音義疏記》卷 4：「上得淺處。即能免難。若

加龍鬼。淺亦可畏故。值死緣多重於上文。彌彰聖應爾。」(T34,p.959,b12-13) 

p.762 L.2【或在須彌峰】《觀音經普門品重頌》卷 1：「如日住空。顯聖力難

思。然但是假設。何人能到。復被推等。設有此事。聖無不為。」(X35,p.164, c12-13) 

p.762 L.2+4【如日虛空住、諸佛住無所住】「如日」，本書以日作喻，觀音三

智三德如同晴空中之皓日，住於虛空中。諸佛所住為何？如下經云。《佛說一

切如來金剛三業最上祕密大教王經》卷 5〈15 一切心真實金剛出生三昧分〉：

「是時諸佛及諸菩薩復作是言：「一切如來當於何住？從何出生？」毘盧遮那

佛言：「諸大士！一切如來於自身、語、心住，從自身、語、心出生。」諸佛

又問：「心於何住？」答曰：「如虛空住。」又問：「虛空何住？」答曰：「虛

空無所住。」」(T18,p.497b9-14)太虛《第十八編 講演》卷 3：「如金剛經云：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則欲發心修行，不可不先將所謂『無所住』者悟得。

從外觀之，人物依地輪住，地輪依水氣輪住，水氣輪依風輪住，風輪依虛空住，

虛空無所依，故無所住。從內究之，五蘊幻體，從煩惱業緣生，煩惱業緣從無

明妄想生，無明妄想從覺心轉動生，而本覺真心無所從生，故無所依住。徹悟

本心之無所依住，淨除諸念，猶如虛空。虛空無依無住，亦無虛空可為餘法依

住，亦無少法能依虛空而住，則風輪亦以無所依故無所住，風輪且無所住，況

水氣輪、地輪、人物之輾轉依風輪而住者乎？由是，一切諸法皆無所依住，以

無所依住故，無住生心，生心無住；所謂一切法不生而般若生，般若生而一切

法不生也。」(TX27,p.b012a2-10) 

p.762 L.1+5【加頌】參考本書 p.763：-1。「正頌七難」，如長行七難，次序

如下：火→水→羅剎(風)→刀杖→鬼→枷鎖→怨賊。「加頌有五」：丑三、四、

八、十、十一、十二。應是「加頌有六」，條數雖較多，但少長行中之「風難」，

故須以義來判難「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