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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3,L.-5【得真似兩益】參考本書經文：p.614〜p.616。《法華經文句記箋

難》卷 4〈分別功德品第十七〉：「得真似兩益。無生忍至一生真益也。其餘

似益。」(X29,p.566a24)真益：分真即以上。似益：相似即。 

P.24,L.1【內禁】1.宮禁。用指朝政機要。2.佛教徒的戒律。〜《漢語大詞典》

參考本書 p.769：3＆-6。「於上法中又分三品。各有行儀。各有觀法。各有嚴

禁。而通以無上菩提心為主。」「惡世宏經。每多惱難。故以真言護之。使道

流通也。」「聯翩」：形容連續不斷。 

P.24,L.3【普賢請正說、流通】參考本書 p.787：-4。《妙法蓮華經文句》卷

10〈釋普賢菩薩勸發品〉：「問者，遙聞經竟，戀法無已，遠來之志，志在勸

發，是故更請正說，勸發自行。更請流通，勸發化他。如來若許，二途再演，

光光無極，是故雙請也。佛答，先總、次別、三結。」(T34,p.148b12-16)《法華

文句記》卷 10〈釋普賢品〉：「此文既在流通之末，故願聞之言，雙請正宗及

流通也。」(T34,p.359 b5-6) 

P.24,L.5【何者】參考本書 p.788。 

P.24,L.4【四法雙答】答正說者，此四與開權顯實無二無別。從本開示悟入，

故有迹中之開示悟入。開迹即顯本，本迹無二無別。答流通者，流通之要，唯

三（三軌）、唯四（四安樂行）。 

四法 諸佛護念 植眾德本 入正定聚 發救一切眾生之心 

三德 法身 般若 解脫 

開示悟入 開佛知見 示佛知見 入佛知見 悟佛知見 

弘經三軌 著如來衣 坐如來座 著如來衣 入如來室 

四安樂行 身安樂行 口安樂行 意安樂行 誓願安樂行 

P.24,L.6【植眾德本】《法華經句解》卷 8〈妙莊嚴王本事品第二十七〉：「植

眾德本。大菩提心、四弘、六度。是諸菩薩植德之本。」(X30,p.627c1-2)《大般

若波羅蜜多經》卷 541：「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亦復如是，為眾德本，能滅無量

惡不善法，隨所在處，令諸有情身心苦惱皆悉除滅，人非人等不能為害。世尊！

如來所得一切智智及餘無量無邊功德，皆由般若波羅蜜多大神呪王之所引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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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德深廣，無量無邊。」(T07,p.782b20-25) 

P.24,L.-2【沾神】《靈峰蕅益大師宗論》卷 7：「如來一切經典，法華稱王。

行人一切供養，血書為最。蓋五時八教，至法華而理無不盡，機無不收。所以

一句沾神，一言作種，必至成佛，矧全經功德乎。」(J36,p.372c12-14)「沾」：1.

受益，沾光。2.熏陶；感化。〜《漢語大詞典》 

P.25,L.4【黃鶴樓、崔顥】唐崔顥《黃鶴樓》詩：「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

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崔顥：(?〜754)汴州(今河

南開封)人。玄宗開元年間登進士第。開元後期曾出使河東軍幕﹐天寶時歷任

太僕寺卿﹑司勛員外郎等職。他最有名的詩篇是七律《黃鶴樓》﹐傳說李白（詩

人。字太白﹐號青蓮）讀了後大為佩服﹐說是「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

上頭」(《唐詩紀事》)。宋嚴羽《滄浪詩話》說:「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顥

《黃鶴樓》為第一。」〜《中國大百科全書智慧藏》 

P.25,L.5【光宅】（467〜529）南朝僧。義興陽羨（江蘇宜興）人。七歲出家，

法號法雲。與僧旻、智藏被譽為梁代三大法師。嘗住持光宅寺（江蘇），故世

稱光宅。師善說法華經，所撰之法華經義記（又稱法華經義疏），又稱為光宅

疏。〜《佛光大辭典》智顗（538〜597）。光宅尚破？只能說《光宅疏》與《玄

義》、《文句》有不同意見。 

《靈峰蕅益大師宗論》卷 1：「四十一歲。住溫陵。述大佛頂玄義文句。四十

二歲，住漳州，述金剛破空論、蕅益三頌、齋經科註。四十四歲，住湖州，述

大乘止觀釋要。四十六歲，住靈峰，述四十二章經、遺教經、八大人覺解。四

十七歲，住石城，述周易禪解。是秋住祖堂。越二年，述唯識心要、相宗八要

直解、彌陀要解、四書蕅益解。五十一歲冬返靈峰述法華會義。」(J36,p.253c5-

11)卷 6〈台宗會義自序〉：「方予寓溫陵述綸貫也，欲誘天下學人，無不究心

三大部也。屈指十餘年矣。」(J36,p.366a7-9) 

卷 7：「〈法華綸貫自跋〉李白登黃鶴樓，見崔灝詩，遂閣筆，知不可勝也。智者

大師，親證法華三昧，光宅尚破，餘家可知。後人紛紛置喙，未具青蓮學識耳。諸

友請余解法華，堅以此意辭之。適達際督梓梵文，欲撮全經大旨，以便初學。敬依

玄文，節取大綱，名為綸貫。庶述古而不妄作云。」(J36,p.373a2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