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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L.6【上根獲悟】舍利弗於佛前受記，接著佛為宣說火宅、四車譬喻，進

一步說明三乘方便、一乘真實之旨。「獲悟」：參考本書 p.221：-4「我定當

作佛」。佛為之授記，參考本書 p.223～226。 

P.19,L.7【借火宅喻等三】「世間父子、出世師弟」，參考本書 p.233～237+253。

「三界火宅」參考本書 p.253～256。「三車一車」參考本書 p.257～260。 

P.19,L.8【中根】「四大弟子」：須菩提、迦旃延、摩訶迦葉、目犍連。參考

本書 p.290。 

P.19,L.9【窮子之喻】參考本書 p.293：-3。 

P.19,L.9【領上法譬二周之旨】參考本書 p.290：-4。「近領火宅。遠領方便」 

P.19,L.9【藥草喻品】佛說「三草二木」，以喻眾生根機有別，隨其所堪而為

說法。參考本書 p.330+331+336。「三草是藏教。小樹是通教。大樹是別教。

地雨是圓教。昔未開顯。則權實迥異。今既開顯。則三草二木同是一地所生。

一雨所潤。」「道前道後真如之理。等皆是地。地體無別。然皆能生。故知眾

生道前心地。奚嘗不有能生性耶。」「一雨所潤者。譬一音所宣一乘法門。開

發道中五乘善根。終是一音平等之教。而諸草木各有差別者。譬五乘善根蒙佛

法雨。隨分增長。而不自知五種之因。皆依一佛性。亦不自知五乘之教。皆是

一大乘。亦不自知同歸佛慧。唯有如來能知也。」 

P.19,L.-6【述成】參考本書 p.161：5。「初法說。二領解。三如來述成。四

佛與授記。五四眾歡喜。」「三周說法」中，明此三周反覆有四：正說（佛說）、

領解（表明弟子之領解）、述成（佛對弟子之領解加以認可）、授記（佛對弟

子成佛作預言）四階段。循此以度化上、中、下三根，可謂周備完足。參考本

書 p.331：5& p.333：1。「藥草喻品。如來述成為二。庚初略述成。庚二廣述

成。」「既廣明三草二木差無差等。皆是迦葉領所不及。仍接引之。故結歎云。

汝等甚為希有。能知如來隨宜說法。能信能受。良以退進橫豎等。雖領不及。

而舉其大意。不出權實故也。」故此處云：「述成而推廣之」。 

P.19,L.-4【授中根四人成佛記】參考本書 p.357～369。四位尊者得授記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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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訶迦葉（光明如來）、須菩提（名相如來）、迦旃延（閻浮那提金光如來）、

目犍連（多摩羅跋栴檀香如來）。 

P.19,L.-3【化城喻】法華經七喻之一。「化城」謂變化出來的城邑。在《法華

經》中，指某一群人在取寶途中的暫時休憩之所，它是由領隊的導師所化現出

來的，因此謂為「化城」。《法華經》用此化城以比喻小乘的涅槃果位。 

P.19,L.-3【防非禦敵】《四教儀註彙補輔宏記》卷 2：「此明化城譬法。如經

云：如彼導師為止息故。化作大城（p.403）。是為『無而忽有』名化也。淨名疏

云：佛法如城。能為行人防非禦敵也。真諦涅槃者。非第一義諦大涅槃。以大

涅槃。非化作故。不專禦敵。理性即故。具眾德故。且此真諦涅槃。但離虗妄

見思。名為解脫。其實未得究竟解脫（p.282）。故以化城譬之也。」(X57,p.720, 

c18-23)「非」、「敵」，譬見思惑。見惑，近逼急，親礙故以「敵」作喻。思

惑，遠寬緩，不障故以「非」作喻。 

「見惑」的內容包括「五利使」、「五鈍使」。身、邊、邪、見取、戒禁取的

五見，名為「五利使」。貪、瞋、癡、慢、疑的五種煩惱，名為「五鈍使」。

「思惑」的內容包括迷於五根五境的煩惱，以貪、瞋、癡、慢的「四惑」為體。

「五利使」：「身」是對身心五蘊「有我」的執著。「邊」是對生命轉世中有

錯誤的「常見」和「斷見」。「邪」是邪見，不明、不信因果，不信緣起真理。

「見取」是執取自己錯誤的想法以為即是真理。「戒禁取」是設立種種禁忌和

無理的苦行為戒，以為由此可得清淨涅槃。「見惑」：由邪師、邪教、邪思惟

而起之我見、邊見等理惑，謂之分別起煩惱障。「思惑」：依無始以來之熏習

力，不假前分別所起，與身俱來之貪瞋等，對境自然而起之事惑，為俱生起煩

惱障。 

P.19,L.-1【入而還出】《法華文句記》卷 8：「三藏菩薩，全未發足，是故不

論。通教菩薩，雖同至城，入而能出，不同小故。元出界故，一脚入城。以大

悲故，不證有餘故，一脚不入。」(T34,p.296c22-25) 

P.19,L.-1【從城門徑過】《妙法蓮華經文句》卷 7：「別教不道城如化，用城

防險，從城門徑過，將城作方便，斷見思惑，不道此為極也。」(T34,p.98a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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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文句記》卷 8：「通教以二乘為惡道，別教以生死為險阻，至涅槃而不

入，故名『徑過』。不極之言，對小以說。」(T34,p.296c26-28) 

P.20,L.1【知無賊病】《遺教經解》：「當知世皆無常。會必有離。勿懷憂惱。

世相如是。當勤精進。早求解脫。以智慧明。滅諸癡暗。世實危脆。無堅牢者。

我今得滅。如除惡病。此是應捨之身。罪惡之物。假名為身。沒在老病生死大

海。何有智者。得除滅之。如殺怨賊而不歡喜。 

文有二意。從初至無堅牢者。正明無常觀門。以勸勤修。從我今得滅以下。

是引己作證也。佛妙色身。等真法性。無量功德莊嚴顯現。而云是罪惡物。喻

以惡病、怨賊者。示同凡夫。令警省耳。」(X37,p.646b11-19)《大智度論》卷 5：

「除諸法實相，餘殘一切法，盡名為魔。」(T25,p.99b19-20)《宗鏡錄》卷 83：「法

華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凡經論大意。並是顯宗破執。獨標心性。

若通達者。一切諸法即心自性。心外無法。性無不包。猶若虛空遍一切處。則

一切諸法無非實相。」(T48,p.872b11-15)故此云：圓教知無賊病。 

P.20,L.1【五百弟子受記品】參考本書 p.413：5＆p.422「此品具記千二百。

而但標五百者。五百得記名同。五百口陳領解故也。」授記富樓那尊者（法明

如來），授記憍陳如尊者、五百阿羅漢（普明如來）。p.425：-4「其不在此會。

汝當為宣說。」 

P.20,L.2【授學無學人記品】參考本書 p.433：2。「阿難迹為學人。羅睺羅迹

為無學。而本地不可思議。以例餘二千人。亦應各有本迹。」授記阿難尊者（山

海慧自在通王如來），羅睺羅尊者（蹈七寶華如來），學無學二千人（寶相如

來）。參考本書 p.434、436、4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