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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L.3～7【此下有五品流通】參考本書 p.441，詳見全經科判表。迹門流通。

此段文出自湛然《法華經大意》卷 1(X27,p.538,c3-9)「法師寶塔兩品」：皆明宏

經功深福重。利益廣大。〈法師品〉中，佛告藥王菩薩，關於受持、讀、誦、

解說、書寫《法華經》的五種法師種種功德，以及說明佛滅度後弘揚《法華經》

者，所應遵守的三種軌範，即「忍辱衣」、「法空座」與「慈悲室」；又稱「弘

經三軌」。〈見寶塔品〉，多寶如來之七寶塔從地湧出，讚嘆釋迦世尊說《法

華經》：「如所說者，皆是真實。」塔內，多寶如來坐師子座，全身不散，如

入禪定，並分半座與釋尊。「多寶示滅，全身舍利儼然不散。又聞其言，則是

滅而不滅，可表法身。釋尊入塔，二身相稱，如智稱境，可表報身。分身雲集，

可表應身。三佛三身而不一異，令四眾覩，故言見寶塔品。」參考本書 p.461。 

P.20,L.3【功深福重】《法華經文句輔正記》卷 8：「法師寶塔至福重者。一

約現、未。二約自行、化他因果。以勸流通。故云深重也。」(X28,pp.761c24-762a1)

參考本書 p.441。 

P.20,L.3【達多一品】參考本書 p.479〈提婆達多品第十二〉。提婆達多蒙佛

授記，文殊宣揚《法華》，龍女獻珠成佛。本書 p.480：此品「來意。引古宏

經。傳益非謬。明今宣化。事驗不虛。舉往勸今。使流通也。」 

P.20,L.4【八萬大士】應該是「二萬菩薩奉命宏經」、「八十萬億那由他宏經」，

參考本書 p.498：-6。「八萬大士」是在〈法師品〉初。然《妙法蓮華經文句》

卷 8〈釋法師品〉：「〈持品〉八萬大士忍力成者，此土弘經，新得記者他土

弘經；」(T34,p.108c6-7) 

P.20,L.5【安樂行品】本書 p.511：「此品來意者，若諸大菩薩受命宏經，深

識權實，廣知漸頓；又達機緣，神力自在，非復濁世惱亂所能障阻，不俟更示

方法。若初依始心，欲修圓行，入濁宏經，為濁所惱；自行不立，亦無化功，

為是人故，須示安樂行也。」佛告文殊，欲說《法華》，應當安住四法：即身

（離權勢等十事）、口（離說輕慢讚毀等語）、意（離嫉諂等過，修養自心）、

誓願（發願令人住是法中，修攝自行）四安樂行。～《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20,L.5【聲聞畏憚、菩薩擯辱】參考本書 p.499+50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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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L.8+10【五種通經、五種法師】參考本書 p.438-439。 

P.20,L.11～14【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參考本書 p.454-455。 

 法身德 般若德 解脫德 

慈悲室 同體大悲 令眾解會同體本具 慈被眾生 

忍辱衣 如來法身為陰所覆 寂滅忍能覆莊嚴身 和光利物 

法空座 所坐 能坐 身座冥稱 

P.20,L.-2【菩薩常觀涅槃】《摩訶止觀》卷 3：「諸法無量，何故獨對三德？

《大論》云：「菩薩從初發心，常觀涅槃行道。」《大經》云：「佛及眾生，

皆悉安置祕密藏中。」祕密即是涅槃，涅槃即是三德，三德即是止觀。自、他，

初、後，皆得修入，故用對之耳。」(T46,p.22c8-12) 

P.21,L.1【集佛開塔】參考本書 p.466-472。「開塔表開權。見佛表顯實。即

是證前。又將開後。故以如卻關鑰表卻障。開大城門密表開迹也。」本書 p.472 

P.21,L.3【示同病行】菩薩「五行」之末。菩薩自行化他的五種行法︰聖行、

梵行、天行、嬰兒行、病行。出自《大般涅槃經》卷十一〈聖行品〉。病行︰

病乃喻煩惱業苦。謂菩薩以平等心運無緣大悲，俯同眾生，現煩惱病苦之相，

化他利生，故名病行。就天台別教言，聖行是地前之自行，梵行是地前之化他，

天行是地前之內證，嬰兒行是地上應善之外用，病行是地上應惡之外用。～《中

華佛教百科全書》 

P.21,L.4【受持、勸持】參考本書 p.498：-5 

P.21,L.5【依事釋】參考本書 p.508，「一依事釋。二附文釋。三法門釋。各

有略廣。略明依事釋者。…略明附文釋者。先附上品文。…又附此品文。…略

明法門釋者…」 

P.21,L.-7【文中凡有四段】參考本書 p.511，四安樂行者：一是止觀慈悲導身

業（如來衣法身行）。二是止觀慈悲導口業（如來室解脫行）。三是止觀慈悲

導意業（如來座般若行）。四是止觀慈悲導誓願也。以三業配宏經三軌、因三

法；今文則以止、觀、慈悲三行導身業，成就三軌、三德（斷德、智德、恩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