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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7,L.1+2+3【緣因、了因、正因】《宗鏡錄》卷 90〈2 問答章〉：「觀心三

佛性者。一正因佛性。佛名為覺。性名不覺。即是非常非無常。如土內金藏。

天魔外道所不能壞。二了因佛性。覺智非常非無常。智與理相應。如人善知金

藏。此智不可破壞。三緣因佛性。一切非常非無常。功德善根資助覺知。開顯

正性。如耘除草穢。掘出金藏。觀心即中。是正因佛性。即空。是了因佛性。

即假。是緣因佛性。復次。佛是覺智也。性者。理極也。能以覺智照其理極。

智境相稱。合而言之。名為佛性。今觀五陰心。稱五陰實相。名正因佛性。觀

假名實相。名了因佛性。觀諸心數。稱心數實相。名緣因佛性。」(T48,p.907b18-

29) 

P.17,L.3+4【如是力、如是作】「力」︰功能為力，即主體所具的力用功能，

也就是潛在勢力。「作」︰構造為作，即力量顯現能起作業，也就是顯現動作。

〜《中華佛教百科全書》《摩訶止觀》卷 5：「如是力者，堪任力用也。如王力士，

千萬技能，病故謂無，病差有用。心亦如是，具有諸力，煩惱病故，不能運動，

如實觀之，具一切力。如是作者，運為建立名『作』。若離心者，更無所作。

故知心具一切作也。」(T46,p.53b15-19)  

P.17,L.9【本末究竟等】《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2：「初相為本，後報為末，

所歸趣處，為究竟等。」即是貫通前九法的原理。「本」指開始之相，「末」

指最末之報，「等」指平等；即以上之如是相乃至如是報，皆歸趣於同一實相

而究竟平等，故說本末究竟等。〜《佛光大辭典》即實而「權」，故有「本」、「末」

差別；即權而「實」，故言「平等」不二。 

P.17,L.-4【開合自在】《妙法蓮華經文句》卷 3〈釋方便品〉：「隨他則開，

隨自則合，橫豎周照，開合自在；雖開無量，無量而一；雖合為一，一而無量。

雖無量一，而非一、非無量；雖非一、非無量，而一而無量，唯佛與佛乃能究

盡，凡夫則誹謗不信，二乘則迷悶不受，菩薩則塵杌未明，為此義故，止止絕

言(云云)。」(T34,p.43b21-27) 

P.17,L.-3【約位釋】 

如是相 一切眾生皆有實相。本自有之 如來藏之相(解脫德) 

如是性 性德智慧 第一義空(般若德) 

如是體 中道法性之理 法性(法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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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力 研此三德入十信位（觀行位去，研此

性境，有除麁惑之力及有似行之作。） 

初三唯理，位定在凡； 

如是作 力在五品，作在六根。 

如是因 研此三德入四十一位（若入分真，

對彼性三合名為正，乃以真助名為因緣）

因緣即是初住已上， 

如是緣 修得緣了。 

如是果 研三德至佛地（雖分對始末，乃是一

佛法界因果之位） 

果報即是極果－菩提、涅槃 

如是報 菩提－果。涅槃－報。 

如是本末 

究竟等 

初三名本。後三名末。初後同是
三德。名究竟等。 

約惑解等，約人解等，約教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