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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8,L.1【幻人執幻鏡】《圓覺經大疏》卷 1〈十隨文解釋〉：「幻者謂世有

幻法，依草木等，幻作人畜，宛似往來動作之相，須臾法謝，還成草木。…今

依古師解《華嚴》如幻之文，法喻各開五法。喻中五者，如結一巾，幻作一馬：

一所依巾，二幻師術法，三所幻馬，四馬有即無，五癡執為馬。法中五者：一

真性，二心識，三依佗起法，四我法即空，五迷執我法。下諸幻喻，皆倣此知。」

(X09,p.352c1-8) 

P.48,L.8【次第用】先析體觀智→次恆沙佛法→後實相智慧。 

斷四住令見思不生→斷塵沙煩惱令無知不生→斷無明令根本煩惱不生。 

若無四住→分段不生。若無無知→方便不生。若無無明→實報不生。 

P.48,L.-7【觀鏡團圓】《妙法蓮華經文句》卷 1〈序品〉：「約圓教觀無生

智者，觀鏡團圓，不觀背面、不觀形像，非背非闇、非面非明，不取種種形容、

不取種種檠(鏡？)像，但觀團圓，無際畔、無始終、無明闇、無一異差別者，

譬於圓觀，不取十法界相貌，無善惡、無邪正、無小大等，一切皆泯，但緣諸

法實相，法性、佛法，若色、若香無非實相，觀煩惱業，生即無生，無生不生，

故曰無生。」(T34,p.9b23-c2)《法華文句記》卷 1〈釋序品〉：「喻中言『觀鏡』

者，一法界也。『團圓』者，理境智也。觀即是智，團圓是境。次『不觀』下。

明觀相。『背』即無明，『面』即智明。『鏡』十界因，『形』十界緣，『像』

十界果。又鏡明性十界，像生修十界，故形像、修性皆具十界，並不出於法性

理鏡。見明形像，修性本如，鏡內外一，離於三教分別情想，總以不二無分別

智，依理通泯心境明暗，故云不觀。觀境不殊，理無明暗，故云『非背』等。

約修得說故云『不取』等。」(T34,p.171,b8-16)觀是能觀智，鏡是所觀境（法界、

理境）。觀此鏡（境）圓團：非背非面（非暗非明，非無明非智明），不取形

像，但見明像（性修）一如不二。 

P.48,L.-5【檠】ㄑㄧㄥˊ或ㄐㄧㄥˋ。1.有腳的盤碟。2.燭臺；燈臺。3.燈。

4.量詞。用於燈，猶「盞」。～《漢語大詞典》 

P.48,L.-3【但緣諸法實相】《法華文句記》卷 1〈釋序品〉：「『但緣』下，

泯前心境。以法性、實相，即是三諦三觀，一切佛法之大都。若泯若照，無非

法性；法性之體，離泯照故，全泯照是。『觀煩惱』下，明觀體。秖觀三道，

生即苦道，三道即是三德。於中初總明立觀，從『陰入界即法身』去，教用觀

法。本觀理是，不觀染除；染體自虛，本虛名滅。故妙體滅，不立除名；障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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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德，不待轉除，故云生即無生。」(T34,p.171,b23-c2) 

陰入界苦→即是法身，非顯現名為法身。障即法身。 

貪恚癡→即是般若，非能明為般若。無所可照，性自明了，是為般若。 

業行繫縛→即是解脫，非斷縛得脫。無體可繫，亦無能繫，故稱解脫。 

法身→苦不生，般若→煩惱不生，解脫→業不生。 

三不生（三德）←→一不生（無生法性、一真） 

三即一、一即三、非三非一、即三即一。 

P.49,L.3【十乘】《天台四教儀》十乘觀法：一觀不思議境。二真正發菩提心。

三善巧安心止觀。四破法遍。五識通塞。六道品調適。七對治助開。八知位次。

九能安忍。十離法愛。(T46,p.780c2-21) 

P.49,L.3【十境】天台宗十乘觀法所觀之境。又作止觀十境、十種觀境。即：

(1)陰界入境，(2)煩惱境，(3)病患境，(4)業相境，(5)魔事境，(6)禪定境，

(7)諸見境，(8)增上慢境，(9)二乘境，(10)菩薩境。以空、假、中觀，次第

觀此十境，觀其真俗中之理，遂生圓教實相之智解。～《佛光大辭典》 

P.49,L.3【全指止觀一部文】《法華文句記》卷 1〈釋序品〉：「若於『阿若』

權實、始終不迷，欲以圓觀，消今經中五佛三周、本迹流通，無非無生之大體

也，則能兼識一代觀境，故於名下略指方隅。秖如世人為子立號，尚有所表，

況諸聖者豈應徒然？若不然者，則唐設無生之名，永無無生之旨，大小混濫、

權實杳冥，此一既然，餘例準此。」(T34,p.171,c14-20)【五佛】〈方便品〉：四

佛章+釋迦章。四佛－總明諸佛+三世佛。（參考本書 p.164） 

P.49,L.5【聞阿字門則解一切義】《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5：「經云：『若聞

阿字門，則解一切義，所謂諸法初不生故。』此豈非圓教初住，初得無生法忍。」

(T33,p.735,a16-18)《摩訶止觀》卷 5：「故大品云。若聞阿字門則解一切義。」

(T46,p.61,c10)《四念處》卷 4：「若圓意。一地一切諸地。故大品云：若聞阿字

門。即解一切義。過茶無字可說。初阿具足四十一字。後茶亦具四十一字。」

(T46,p.574,a24-27)《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5〈廣乘品 19〉：「菩薩摩訶薩摩訶

衍，所謂字等、語等。諸字入門。何等為字等語等諸字入門？阿字門，一切法

初不生故。」(T08,p.256,a6-9)《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5〈19 廣乘品〉：「菩

薩摩訶薩摩訶衍，所謂字等語等諸字入門。何等為字等語等諸字入門？阿字

門，一切法初不生故。」(T08,p.256a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