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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0,L.8〜12【證因緣、證觀心等】證，引證也。【證因緣】〈方便品〉，參

考本書 p166-168。【證約教】〈方便品〉，參考本書 p200。【證本迹】〈壽量

品〉，參考本書 p585-586。〈五百受記品〉，參考本書 p420。【證觀心】〈譬

喻品〉，參考本書 p283。 

P.30,L.-2【約三段示因緣相】「三段」者，「種、熟、脫」：下種、調熟、解

脫之略稱。為佛化益眾生之三階段。下種，謂將成佛之種子播於眾生心中。調

熟，謂傳播教法。解脫，謂從苦中脫離。天台宗認為自佛最初將成佛之種子播

於眾生心中，以迄最後之開悟，可分為此三階段。又此三者皆是從佛處蒙受利

益，故亦稱三益。以種熟脫配於《法華經‧化城喻品》之內容，即謂聲聞、菩

薩等大眾，往昔在大通智勝佛之會下聽聞法華經得信受領解，稱為下種；於大

通智勝佛以後，漸志樂小法而深著五欲，如來深知眾生此性，遂設種種方便誘

導之，稱為調熟；及至靈山會上更聞法華經而得當來成佛之記別，稱為解脫。

〜《佛光大辭典》 

種：久遠劫前，佛令種佛道因緣。（此下為四節之初）（本因果種） 

熟：中間與佛相值，佛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而成熟之。（果後方熟） 

脫：今日王舍城靈鷲山法華會上，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王城乃脫） 

《法華文句記》卷 1〈釋序品〉：「此文四節，良有以也。故四節中，唯

初二節，名本眷屬。初第一節，雖脫在現，具騰本種，故名『本眷屬』。今（法

華會上）不云是本者，以同在今始脫故也。本種近脫者，以彌勒不識發疑故來，

偏得本名；然現脫者，若未得佛智，猶未能知種，今出其意耳。……初文即是

四節示相，初之一節，本因果種，果後方熟，王城乃脫。」(T34,p.156c24-p.157a5)

《法華經文句輔正記》卷 1〈釋序品第一〉：「本因果種者，此即如來行菩薩

道時，為化下種；證果之時，復為下種，故名本因果種。果後方熟者，成果已，

第一番施化，名為果後。」(X28,p.640a23-b1) 

P.30,L.-1【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參考本書 p259：「我有無量無邊智慧、力、

無畏等諸佛法藏。是諸眾生皆是我子，等與大乘，不令有人獨得滅度，皆以如

來滅度而滅度之。是諸眾生脫三界者，悉與諸佛禪定解脫等娛樂之具，皆是一

相一種，聖所稱歎，能生淨妙第一之樂。」 

P.31,L.1【地湧等是】「地湧」，〈從地涌出品 15〉：無量千萬億菩薩摩訶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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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從地涌出。此節三段因緣：種-久遠為種，熟-過去為熟，脫-近世為脫。

《法華文句記》卷 1〈釋序品〉：「復次下，本因果種，果後近熟，適近世脫。

指地踊者，故知地踊云『本眷屬』者，乃是本種，近世始脫；既彌勒不識，非

極近也。」(T34,p.157a5-8) 

P.31,L.1【中間為種等】即佛今世之五時化儀。種：若在大通佛時十六王子，

宏經結緣，皆是中間所作，非本因也，故云中間為種。熟：今世四味，為五時

之前四時。脫：今王舍城靈鷲山法華會。下表為《文句記》所說「四節」： 

種 本因果種 本因果種 中間種 今日種 

熟 果後方熟 果後近熟 昔教熟 未來熟 

脫 王城乃脫 適近世脫 今日脫 未來脫 

化眾 今法華會始脫 地湧菩薩 今開示悟入者 未來得度者 

P.31,L.2【三世九世】《止觀輔行傳弘決》卷 1：「華嚴三十一云。佛子。有

十種三世。謂過去說過去。過去說未來。過去說現在。未來說過去。未來說現

在。未來說無盡。現在說過去。現在說未來。說現在平等。現在說三世平等。

能說此十。則能說於一切三世。彼華嚴經為成十句。故於九外更加平等。故大

瓔珞俱翼天子問佛：三世皆有諸佛不？佛言：汝為問何等三世？過去耶？現在

耶？未來耶？此亦九世意也。」(T46,p.156a14-22) 

P.31,L.3【顒】ㄩㄥˊ。1.大頭。引申為大貌。2.肅敬貌。3.仰慕。「顒顒」：

1.肅敬貌。2.仰慕貌。4.期待盼望貌。〜《漢語大詞典》 

P.31,L.2〜5【序分、正說分、流通分】《法華文句記》卷 1〈釋序品〉：「此

文且從今部大判。如今釋迦說此經時，通五、別五，無非因緣，即證信之因緣、

發起之因緣。又通五和合之因緣，別五次第之因緣。故從序至正，於得脫者，

故云開示悟入。降此之外，餘皆種、熟，故未脫者，益在流通，故云遠霑妙道，

並是此經之感應。」(T34,p.157b3-9) 

《教觀綱宗》〈通別五時論〉：「五味、半滿論別。別有齊限。論通，通

於初後。」(T46,p.937b8-9)《法華經三大部讀教記》卷 7〈玅玄(七)．通別五時〉：

「不明別五時，則不見化儀次第。不明通五時，則不見隨宜赴物。」(X28,p.46a4-

5)《楞嚴經疏解蒙鈔》卷 1〈七教迹前後．今初約判時〉：「天台五時，論通、

論別。非別無以見說法次第，非通無以見教法融通。」(X13,p.519c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