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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6,L.8【以妻彰名】尊者本名「難陀」，因其妻名「孫陀利」，故以孫陀罹

難陀名之。為淨飯王第二子，釋尊之異母弟。身長一丈五尺四寸（佛一是丈六

尺），容姿端正，具三十相，與佛相比唯缺「白毫相」及「耳垂肩相」。佛成

道後度其出家，證阿羅漢果。《妙法蓮華經文句》卷 2〈序品〉：尊者「四月

九日生，短佛四指，容儀挺特，與世殊異，若入眾中，有不識者，謂言佛來。

《彌沙塞律》云：「摩竭有裸形外道，大聰明，國人號為智者、見者，共身子

論議，結舌，善心生，欲於佛法出家。見難陀色貌姝偉，歎云：『短小比丘智

慧難概，況堂堂者乎？』難陀即度出家。婦即孫陀利，極端正，食息不相離。

佛與阿難途行乞食到其門，正共婦在高樓食，即起迎佛，婦言：『須君還乃共

食耳。』白佛言：『轉輪王種云何自辱？』持佛鉢取飯。佛即還尼俱類園，語

阿難：『令難陀送食來。』阿難宣佛旨，令其送飯奉佛。佛令剃頭，握拳語剃

者：『勿持刀臨閻浮提王頂。』佛偪不得止，乃剃頭。明日佛與五百比丘應請，

求住守寺，意欲逃去。佛令關房掃地，關南、北開，掃此、彼污。復懼佛歸，

即逃走歸去。於路值佛，屏身隱樹，樹逈升空，佛見即喚將還。問：『何故去？』

即答：『昨與婦別，待還乃食。憶婦去耳。』佛將遊天堂、地獄(云云)。」故

以婦字標之。」(T34,p.17,b23-c12)楞嚴廿五圓通中表「鼻識」圓通。 

P.56,L.9【從通有俗、有中法喜】通教：事即是理。俗諦幻有，體即是空。別

教：即通教「空」理中，有「不空」俗諦，與「空不空」中諦。 

「空」中有「不空」→空性能現種種幻有故。 

「空」中有「空不空」→空性可同時表達「即二邊」、「非二邊」。 

「空」與「不空」是兩邊。「非二邊」者，幻「有」則「非空」；言「幻」，

則「非不空」、非實有。 

P.56,L.-6【富樓那】其父於滿江禱梵天求子，正值江滿；又夢七寶器，滿中

盛寶，入於母懷，以遂父願，故名滿願。佛弟子中，善解說法，故稱說法第一。

據《佛本行集經》卷三十七〈富樓那出家品〉所載，師為迦毗羅婆蘇人，屬婆

羅門種，與佛陀同日降生，容貌端正，巧智聰慧，明解三韋陀等諸論，長而厭

俗，志求解脫，於悉達太子出城之夜，與三十友人一起出家，入雪山苦行求道，

終得四禪五通。後以天眼觀知佛已成道，且於鹿野苑轉法輪，遂詣佛所要求出

家受戒，後證阿羅漢果。依《雜阿含》卷十載，師常為年少初出家者講說深法，

令得知五蘊無常苦，亦以之化導四眾；《中阿含》卷二〈七車經〉載，師受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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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諸比丘讚揚，復於舍衛國安陀林之經行處為舍利弗說七車之譬喻。此外，《增

一阿含經》卷三〈弟子品〉謂︰「能廣說法，分別義理，所謂滿願子比丘是。」

《分別功德論》卷四謂師於說法時，先以辯才使眾人歡喜，次以苦楚之言切責

其心，末以明慧教導空無，以令聞者解脫，其由證果至涅槃間，共度九萬九千

人，故稱說法第一。由此可知，師擅長辯才，常從事弘法。《雜阿含經》卷十

三、《摩訶僧祇律》卷二十三、《有部毗奈耶藥事》卷三等記載，師聞西方輸

盧那國人兇惡暴戾、好嘲罵，乃於佛陀允許後，前往該國，為五百優婆塞說法，

建立五百僧伽藍。一夏安居具足三明，後於該地入無餘涅槃。《法華經》卷四

〈五百弟子受記品〉記載（本書 p.416-418），師未來也將成佛，號為法明如

來。楞嚴廿五圓通中表「舌識」圓通。 

P.56,L.-5【願滿】願滿：藏教→析空觀，斷滅煩惱，所作已辦。通教→體空

觀，證空性。別教→具足法眼，見色心麁細因緣假名，俗諦諸法。圓教→住祕

密藏，法身、般若、解脫三德不一不異為祕密藏。《楞嚴圓通疏》中以三如來

藏配三德，空如來藏→般若德。不空如來藏→解脫德。空不空如來藏→法身德。 

P.56,L.-3【止觀中人行理等善知識觀】《摩訶止觀》卷 4：「觀心知識者。

大品云。佛菩薩羅漢是善知識。六波羅蜜、三十七品是善知識。法性實際是善

知識。若佛菩薩等，威光覆育即外護也。六度道品是入道之門。即同行也。法

性實際即是諦理。諸佛所師。境能發智。即教授也。」(T46,p.43,b6-11)三種善知

識：(1)外護，指從外護育，使能安穩修道。(2)同行，指行動與共，相互策勵。

(3)教授，指善巧說法。～《佛光大辭典》 

P.56,L.-2【須菩提】佛陀十大弟子之一。由於他在佛弟子中「恆樂安定、善

解空義、志在空寂」。所以有「解空第一」的稱號。也是大乘諸部般若經（如

《金剛經》）中，佛陀在解說空義時的當機者。關於須菩提的身世及信佛因緣，

頗有不同傳說。其中一說，謂須菩提出身於舍衛國婆羅門家。自幼智慧聰明出

眾，但是性情倔強好嗔，因此使親友對他常感到厭煩。後來離家入山，在山林

中他甚至見到鳥獸或風吹草動，都生嗔恚，終無喜心。當時由於山神的導引得

見佛陀，即生歡喜，佛為說嗔恚果報之苦，當時悔悟前非，求得皈依入道，經

過精進修習，終獲證得阿羅漢果。須菩提不只善解空義，而且將空義應用在常

修行生活之中。有一次，他在羅閱城耆闍崛山中縫衣服。當時他聽說佛陀將到

該地，本來想立刻動身出門去禮佛。在他即將動身時，隨即思維不該以色身形

相去衡量佛陀，因為一切法的本性「悉皆空寂，無造無作。」而且佛陀也曾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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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禮佛者，當視於空法。」因此，他立刻悟到真正的禮佛，不應著住在佛

陀的色身，而是要明了諸法性空，徹見如來法身。所謂︰「能禮所禮性空寂」。

這件事例，說明了他所以能獲得「解空第一」美譽的緣由。由於須菩提的善解

空義，因此對一切現象乃能透徹地體悟其實相，而不致被差別相所轉，對外境

的或逆或順，皆能夠不起著住，不起諍訟。所以他在佛弟子中，也擁有「無諍

三昧，最為第一」的美譽。依《大毗婆沙論》所載，由於他常常沈浸在「無諍

三昧」的境界中，所以，有一次，有人問他是誰，他曾回答說︰「我是被世間

人假立名稱為『須菩提』的那個人。」～《中華佛教百科全書》《楞嚴經觀心定解》

卷 1：「須菩提翻空生，生時，倉庫器皿一切皆空，占者言吉，因空而生，字

曰空生。若供養者，得現果報，故名善吉。佛忉利下，率土輻輳，爭前頂禮。

尊者端坐石室，念諸法空，色非佛，乃至識非佛，眼非佛乃至意非佛，豁然悟

道。佛告蓮華比丘尼：非汝前禮，汝禮色身。須菩提巖中晏坐，前見法身。」

(X15,p.605a23-b5)《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

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

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實無所

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T08,p.749c10-15)《曆代法寶記》：「是時蓮

華色比丘尼擬除惡名。即欲在前見佛。諸大國王龍神八部闔匝圍遶。無有路入。

化身作大轉輪王。千子圍遶。龍神國王悉皆開路。蓮華色比丘尼還作本身。圍

遶世尊已。合掌說偈。我初見佛。我初禮佛。說偈已作禮而立。爾時世尊告比

丘尼。於此會中。汝最在後。比丘尼白世尊。於此會中。無有阿羅漢。云何言

我在後。世尊告比丘尼。須菩提在石室中。常在三昧。所以得見吾法身。汝縱

來見色身。所以在後。」(T51,p.186c18-28)「阿蘭那」=無諍。 

P.56,L.-2【約教】藏教空生→析空觀，滅色生空智。通教空生→體空觀，體

色生空智。別教空生→次第三觀而生智。從有入空（空觀）→從空智生俗智（假

觀）→從俗智生中智（中觀）。圓教空生→一心三觀。即有、即俗、即中，三

智一心中得。「有」智→即俗、即中；「俗」智→即有、即中；「中」智→即

俗、即有。 

P.57,L.3【阿難，佛之堂弟】《妙法蓮華經文句》卷 2〈序品〉：「淨飯王冀

太子為金輪，霸其宗社，忽棄國捐王，憂惱殆絕，魔來誑之：「汝子已死。」

王哭云：「阿夷（阿私陀仙）語既虛，瑞相亦無驗。」復有天來云：「汝子成佛。」

王疑未決，須臾信報：「昨夜天地大動，太子成佛。」王大歡喜。白飯王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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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兒。」舉國欣欣，因名歡喜，是為父母作字。阿難端正，人見皆悅，佛使

著覆肩衣。有一女人將兒詣井，見阿難，目視不眴，不覺以綆（繩索）繫其兒頸

（此事錯引，誤會尊者，如下所引出曜經）。《中阿含》云：「四眾若聞阿難所說，若

多若少，無不歡喜，欲發問時，先為謦咳，大眾皆歡喜。四眾若觀其默，行住

坐臥、指撝（同「指揮」）處分、進止動轉，皆歡喜。」阿難四月八日佛成道日

生，侍佛得二十五年，推此，佛年五十五，阿難年二十五。佛時求侍，五百請

為如前說，眾勸阿難，阿難順從，五百皆歡喜。目連騰阿難三願（不著佛新故衣，

不食別請佛食，願不非時見佛），佛言：「預知譏嫌，求不受故衣、食，欲自利益，

求出入無時。」佛印而許。佛言：「阿難勝過去侍，過去侍聞說乃解，今佛未

發言，阿難已解如來意，須是、不須是皆悉能知。」故以法付阿難，如來歡喜。

四天王各奉佛鉢，佛累而按之合成一鉢，四緣宛然而此鉢大重，阿難歡喜，荷

持無倦。《中阿含》第七云：「阿難侍佛二十五年，所聞八十千揵度皆誦不遺，

不重問一句。」念力歡喜。阿難隨佛入天人龍宮，見天人龍女，心無染著，雖

未盡殘思而能不染，一切天人龍神無不歡喜。佛滅度後，在師子床，迦葉大眾

讚曰：「面如淨滿月，眼若青蓮華，佛法大海水，流入阿難心。」自誓坐入涅

槃，住恐離車（中印度毘捨離城之剎帝利種族）有怨，進恐闍王有怨。於恒河中，入

風奮迅三昧，分身為四分：一與天，一與龍，一毘舍離，一阿闍世。阿育王禮

阿難塔，奉千(十)萬兩金，偈歎白：「能攝持法身，法燈故法住，念盛佛智海，

故設上供養，念持多所聞，口出微妙語，世尊所讚歎，天人之所愛。」《增一》

云：「知時明物，所至無疑，所憶不忘，多聞廣達，堪任奉持，阿難第一。」」

(T34,p.18,b1-c8) 

《大智度論》卷 3〈1 序品〉：「阿難端正清淨，如好明鏡，老少好醜，

容貌顏狀，皆於身中現。其身明淨，女人見之，欲心即動，是故佛聽阿難著覆

肩衣。是阿難能令他人見者心眼歡喜，故名阿難。」(T25,p.84a13-17) 

《出曜經》卷 4〈2 欲品〉：「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并

將侍者阿難，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中，乞食已周還出城外。有一婦女，抱兒持瓶，

詣井汲水，有一男子顏貌端正，坐井右邊，彈瑟自娛。時彼女人欲意偏多，躭

著彼人，彼人亦復欲意熾盛，躭著女人，女人欲意迷荒，以索繫小兒頸，懸於

井中，尋還挽出，小兒即死，愁憂傷結，呼天墮淚，而說頌曰：「欲我知汝本，

意以思想生；我不思想汝，則汝而不有。」爾時世尊告阿難曰：「向所聞偈，過去

恒沙諸佛所說，汝善誦習。日晡集眾，在眾人中宣暢此偈。」」(T04,pp.626c29- 627a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