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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9,L.3～6【觀心：王舍城】心為「王」，造五陰「舍」，涅槃為「城」。

觀五陰舍是空，證得涅槃城。藏教「析空觀」、通教「體空觀」，證有餘無餘

涅槃。別教「次第三觀」，滅無常、苦、空、無我之五陰(舍)，證得常樂我淨

四德大涅槃(城)。圓教「一心三觀」，五陰即是法性，眾生即是涅槃，王、舍、

城三，不即不離，皆畢竟空寂。 

P.39,L.5【五陰即法性、法性無五蘊】《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卷 1〈2 

觀如來品〉：「經：以諸法性即真實故，無來無去、無生無滅，同真際、等法

性，無二無別，猶如虛空。解曰：言諸法者，即前五蘊。法性空寂即真實故。

無來無去、無生無滅者，釋法四倒。依蘊妄執計常樂等，心為彼薰，識浪流動，

故有來、有去、有生、有滅。若了彼倒，妄體即空，本無來去無生滅故。」(T33,p.453 

c6-12)《首楞嚴經》卷 4：「如來藏本妙圓心，非心非空；非地非水非風非火；…

以是俱非世出世故。即如來藏元明心妙，即心即空；即地即水即風即火；…即

常、即樂、即我、即淨，以是即俱世出世故。即如來藏妙明心元，離即離非，

是即非即。」(T19,p.121,a8-26)《楞嚴經文句》卷 6：「如來藏妙真如性。本自俱

非世出世間。所以俱即世出世間。由眾生迷悶。背覺合塵。妄為五濁之所覆障。

是故凡夫以世間自囿。聖人以出世自局。…佛以如來藏性不變隨緣。為俱即世

出世間。隨緣不變。為俱非世出世間。」(X13,p.313,c1-p.314,a2)《楞嚴經正脈疏》

卷 4：離即離非。雙遮二藏。以顯此之一心圓神不滯之體。…是即是非者。雙

照二藏。以顯此之一心隨宜自在之用。全非而即。全即而非。所謂能即能非也。

故曰是即非即。」(X12,p.296,b20-c2) 

P.39,L.5【一切眾生即是涅槃】《摩訶止觀》卷 10：「一切眾生即是菩提不

可復得。即圓淨解脫。五陰即是涅槃不可復滅。即方便淨解脫。眾生如即佛如。

是性淨解脫。佛解脫者。即是色解脫等五種涅槃。空見心即是污穢五陰。五陰

即有眾生，眾生即有五陰，名色、眾生更互相縛，不得相離。觀此五陰即是涅

槃，不可復滅；本無繫縛，即是解脫。」(T46,p.140,b7-13)性淨→法身德，圓淨

→般若德，方便淨→解脫德。五種涅槃：色、受、想、行、識解脫。 

P.39,L.-6【分有體無體之殊】善月《法華經文句格言》卷 1：「中道有體無

體者，其義出此。謂大教言中，有體中也。阿含離斷常中，無體中也。抑有體

中，分但不但；離邊之中，但中也；即邊而中，不但中也，其絕待妙中之謂也。

或者於法法必取中者，此知但中而已，夫豈識所謂絕待者乎。」(X29,p.581,a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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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禮《金光明經文句記會本》卷 4〈金光明經空品第五〉：「中道之名，大略

有二：一、離斷常，稱為中道，有名無體，屬前二教；二者、佛性稱為中道，

此有實體，屬後二教。今論雙非斷常二見，得中道名，其實全非妙色妙心，故

無中體。故情想不忘，保偏取證。此以沙礫謂瑠璃珠也。」(X20,p.217b19-23) 

P.39,L.-4【乙二】參考本書 p.32科判。甲初通敘迹本兩門二：乙初聞法時處

(p.32)。乙二聞持之伴二：丙初列眾。丙二總結眾集(p.75)。初列眾三：丁初

聲聞眾。丁二菩薩眾(p.61)。丁三襍雜眾(p.68)。 

P.39,L.-2【檢節】檢點節制。智雲《妙經文句私志記》卷 4〈從經王城終皆

是阿羅漢釋位義〉：「菩薩非二。居中之義。菩薩普現色身。或出或處。故形

不檢節。隨方適化。迮近迮遠。故迹無定處。以此體用無方。故形迹之事為非

遠非近。即於證信之義為非賖非切。以故不同於俗。亦異於道。以此不同異故。

正在前後賖切之間。故列以於中也。即是菩薩形迹之事、證信之義。並皆中適。

故於中列以表之也。」(X29,p.222b13-18) 

P.39,L.-1【居中】《阿彌陀經要解》：「聲聞最居初者，一、是出世相故；

二、是常隨從故；三、佛法賴僧傳故。菩薩眾居中者，一、以相不定故；二、

以不常隨故；三、表中道義故。天、人眾列後者，一、是世間相故；二、凡聖

品雜故；三、明外護侍從法應爾故。」(T37,p.365c12-16)《阿彌陀經要解便蒙鈔》

卷 1：「此明列眾所以也。問：聲聞乃小乘。何意先列？菩薩乃大乘。何意在

次？故云聲聞居首者。云云也。出世相故者。謂剃除鬚髮。圓頂方袍。表出世

間賢聖幢相故也。常隨從者。此一千二百先得道者。常隨於佛。表師德故。佛

法賴僧傳者。將來佛法二寶。賴僧寶以弘傳故。菩薩居中相不定者。菩薩有出

家菩薩。有在家菩薩。有此土受生菩薩。有他方應來菩薩。故相不定也。不常

隨者。菩薩以利生為務。此方有益則隨。此處無益則不隨。表中道者。聲聞欣

涅槃。天人樂生死。菩薩不偏。故表中道也。天人列後表世間相者。聲聞表出

世相。今即表世間相。品雜者。其中天龍八部。多是菩薩應世也。外護職者。

聲聞為內護。天人為外護也。」(X22,pp.836c17-837a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