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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68 L.2【經家述益】《法華經指掌疏》卷 7：「既聞如來所說。又聞持地稱

揚。羨觀音最勝最上之行。發菩薩最勝最上之心。見賢思齊。資善成善。」(X33,p.685, 

b22-24)《法華經要解》卷 7：「此如來最上德也。觀音體此以成普門行。隨類應

化與物為等。故聞其風者皆能發如是心。此所謂以圓行成最上之德。」(X30,p.355, 

b23-c1)《法華經科拾》卷 7：「由聞最上教。悟最上理。故發最上心。效行此最

上行。而證最上果法。此種妙心。自無有法與之相等。而能等者。是為終實悟

真理。發菩提心人。而入初住者。」(X33,p.428,a1-4) 

p.768 L.5+6+9【橫收、豎談、雙非】橫收：一切歸一，一含一切。「圓」融

故，以「一實」收世出世間、三千性相；故云「約開顯之圓理」也。豎談：初

發心時即成正覺，所證實相，體無有異故；因地心與果地覺，無二無別，始終

不相離也。前以「橫」、「豎」明「實相」之「理」、「體」；後再以「雙遮

雙照」中道說「雙非、雙即」：非心非理、即心即理。以能明了此「實相」理

體及雙遮雙照「中道」，故發起「無等等」菩提心，由「名字」進「觀行」，

由「觀行」進「相似」，乃至「分證」，皆是聽聞、讀誦、受持《普門品》故

有如此不可思議功德也！ 

p.768 L.-7【發心有三】《觀音義疏》卷 2：「發心有三：一名字發。即五品

弟子。二相似發。是六根清淨。三分真發。即初住已上此。發心是真發心也」

(T34,p.935,c28-p.936,a1)《觀音義疏記》卷 4：「名字發者。於能詮名。豁然開發三種

菩提願行之心。對違順境。此心彌熾。圓伏三惑名觀行成。若名字即。縱能勤

修八法成乘。以未開悟。不名為發。今發觀行稱名字者。蓋此五品。非真非似。

但是信解詮妙名字。於妙三諦決無疑滯。能伏無明。不為境動。是故稱為名字

發也（依《會義》解，疑應是觀行發）。相似發者。因觀加功。故三菩提倍前開發。似於

本性。六根互用。稍類分真。如鍮比金。猶火先暖。故名相似發菩提心。真心

發者。一發一切發。發一切方便。發一切觀照。發一切真性。此三菩提圓融通

達。不前不後。亦不一時。分證三德。分同果佛。故華嚴云。初發心時便成正

覺。所有慧身不由他悟。微妙淨法身。湛然應一切。始從初住。終至等覺。皆

有此發。位位轉深。前之二發。相顯故來。經文結益正在真發。」(T34,p.958,b9-24) 

靈耀法師《膚說》在此一段結語，可說是道出天台諸祖未說之處，更顯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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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之圓頓教益，及理事圓融無礙功德，就在聽聞、讀誦《普門品》之中矣！ 

《觀音經普門品膚說》卷 1：「持地結益。似較本尊稱歎更深一層。夫以大師

之口。讚述弟子與拔慈悲至矣!盡矣!誰敢贅辭。而持地忽然起座白佛。有何智

過於師。能資師不足。以呈露乎？持地謂必眾生稱觀音名而後拔苦。心念然後

滅毒。禮拜然後遂求。供養然後現身與樂等。則世之不能稱念禮供者。大士皆

不度矣。豈大士之無緣慈悲哉？須知即不稱念禮供。但能聞今日說菩薩普門神

力之經。當知是人功德即不少矣。但聞此經功尚不少。何況持名心念乎。又何

況禮拜恭敬乎。又何況盡力供養乎。請問為得何等利益。乃為不少聻（ㄋㄧˇ）？

若出三途生三善道，功德則少。若離六凡而證二乘，功德亦少。若棄小乘而入

菩薩，功德亦少。畢竟聞經得何巨利。方為不少？如今現在法會。聞佛說是普

門品時。眾中有八萬四千眾生。皆發無等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直至成佛。

方為不少耳。聞普門經者。尚以名字開解。發無上道心。何況持念禮供之五品、

相似、究竟。得無上正覺哉。此持地以聞經之淺淺。況持禮之深深。初似推開

佛所稱歎曰。多不必得。多不必得。只須聞此經名。功至無上。綽有超師之見。

次則以聞經淺益。形出持禮深功。則又有資師之功。豈徒泛泛贅辭比也。」

(X35,p.174, b12-c9) 

此《普門品》講座，從 2023/4/11 啟講，至今 2024/3/19 圓滿，共計有 47

堂課，將近一年，可謂繁瑣、難懂；因摘錄《觀音玄義、記》及《觀音義疏、

記》，故須費此時日；若直接講授此二疏（天台五小部之二），恐需更多堂課。

但觀上述《膚說》解釋，相信大眾應能生起更清淨信心，所謂「福不唐捐」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