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 （標） 

復有四種意趣，四種秘密，一切佛言應隨決了。 

2. 別釋四種 

 

2.1. 四意趣者: 

一、平等意趣。謂如說言:我昔曾於彼時彼分， 即名勝觀（毗婆尸如來）正等覺

者。 

二、別時意趣。謂如說言:若誦多寶如來名者， 便於無上正等菩提已得決定。又

如說言:由唯發願，便得往生極樂世界。 

三、別義意趣。謂如說言:若已逢事爾所殑（ ㄑㄧㄥˊ）伽河（恒河，Ganges 

River）沙等佛，於大乘法方能解義。 

四、補特伽羅意樂意趣。謂如為一補特伽羅先讚布施，後還毀訾; 

如於布施，如是尸羅及一分修，當知亦爾。 

如是名為四種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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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李）攝大乘論[T069H]：四意趣者（比較重在對人的根機來說） 

一、平等意趣：因上說 

平等(自他平等)意趣，自他平等，我們在念阿彌陀佛的時候就是自他平 

等，你自己與阿彌陀佛平等自他不二，自即是他、他即是自，你懂這道理的

話你就會常常提醒自己，假如你就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就是我自他平等、

自他不二，那為什麼我現在會這付德性?就會恨不得有個地洞鑽進去，自己要

常常想一想，自他平等的意思就是所有的人都是不離法性的都是法性身，就

像我們前文的偈頌:後後所依止，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

性涅槃，你的本性(法性)就是如此，「生命原是法性身」，所以你要「念念反

聞本寂體」，你念阿彌陀佛的時候每一念每一念「念念反聞本寂體」，阿彌

陀佛的總陀羅尼就是要你「念念反聞本寂體」。「平等意趣，謂如說言:我昔

曾於彼時彼分，即名勝觀正等覺者」， 此言佛佛道同入同一法性，而我們却

因障垢蓋住了我們的法性，這叫作平等意趣，在因上我們與佛平等，也就是

說自性清淨。 

2.1.2. （李）攝大乘論[T069H]： 

二、別時意趣：果上說 

別時(意在異熟)意趣指異熟，異熟第一個意思就是異時而熟，你與佛的不二是

在因位上說，但事實上你要與佛平等必須是異熟的果位， 「謂如說言:若誦多

寶如來名者，便於無上正等菩提，已得決定。又 如說言:由唯發願，便得往生

極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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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此由無大志願者，若不告以佛果易得，令彼驟聞菩薩難行諸事，生退

縮故。） 

三、別義意趣：行證上說 

別義意趣指要有別的境界，別的境界就是要依教奉行，生此境(聞熏習、如理

思惟)清淨、得此道(修證)清淨，別義意趣就是指聞思修，也就是行證。「謂

如說言:若已逢事爾所殑伽河沙等佛，於大乘法方能解義」。 

四、補特伽羅意樂意趣：昇進上說 

自己生起意樂，且意樂不斷的昇進，不因小小的意樂而滿足，隨著聽聞的佛

法越來越多，你的意樂就會越來越增大，但你的法越來越廣越來越深也是一

個陷阱，不是要你一直去聽不同的法，一定是要同一個法一門深入。謂如為

一補特伽羅先讚布施，後還毀訾，後再說明其實布施並非佛法，只是增加一

點福報，要從布施訓練出放下慳吝的心去除執著不捨。 

2.1.3. （玅境長老 1996）： 

「一分修」就是世間的禪，世間的禪他也能夠令人離欲，令你心清淨，這叫

「一分修」 

3. 釋四秘密 

 

3.1. 四秘密者: 

一、令入秘密。謂聲聞乘中或大乘中，依世俗諦理說有補特伽羅及有諸法自性

差別。 

二、相秘密。謂於是處說諸法相顯三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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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治秘密。謂於是處說行對治八萬四千。 

四、轉變秘密。謂於是處以其別義，諸言諸字即顯別義。 

        如有頌言: 

            覺不堅為堅 善住於顛倒 

            極煩惱所惱 得最上菩提 

 

3.1.1. （李）攝大乘論[T069H]：四秘密者（比較偏重於法） 

一、令入秘密 

「令入祕密」，假如小乘人希望他入大乘，假如自利也希望他能利他 

成就二利的菩薩道，假如你都是學的世俗諦希望令你入第一義諦，假如你講

的都是凡夫的人天法希望令你入佛道，於聲聞乘中，或大乘中， 依世俗諦理

(十二緣起、四聖諦、五蘊法...)說有補特伽羅，及有諸法的自性差別義。 

二、相秘密 

相就是一切的法相，一切的法相就是三相:依他起、遍計執、圓成實，這一切

的法相從道理來講一切法相都是依他起，遍計執、圓成實也還是依他起。遍

計執就是在依他起上面的名言狀態(名言安立的法相)，你緣名為境(摸象之解)

然後逐以為實—無明;圓成實就是在依他起上面的離言狀態(法性)，還他一個

本來面目，其實名言一點錯都没有，是你把 名言執以為實，你的執才是錯

的，你要用聖言量，不要用你自己那一 套第六識所起錯的名言，你自己所起

的名言一定是帶著我痴、我見、 我愛、我慢，你要用聖言量來以楔出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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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李）攝大乘論[T069H]： 

三、對治秘密 

對治祕密就是對治你的執有，只要執取不有就是如，假如你的執取根本没有

生就不必對治了。「謂於是處說行對治八萬四千」，一切所 說的都是用來對

治你的病的藥，是故說了八萬四千的對治法門，我們會輪迴的病就是執取。 

四、轉變秘密 

轉變祕密就是令你從無明轉成明，就是轉識成智;「謂於是處以其別義」，就

是在是處有其反顯的意義，別義就是反顯的意義，「諸言諸字即顯別義」，

諸言諸字有其反顯的意義而不在諸言諸字上面，如跟你說「有」 的時候，他

要反顯的是那個「非有」是什麼;跟你說「相」的時候， 他要反顯的是那個

「性」是什麼;跟你說「果」的時候，他要反顯的是那個重點在「因」，菩薩

畏因眾生畏果。 

3.1.3. （性）： 

「覺不堅為堅」者:剛強、流散，說名為堅; 非此堅故，說名不堅。即是調柔

無散亂定，即於此中起堅固慧，覺彼為堅。「善住於顛倒」者: 謂於四顛倒，

善能安住，知是顛倒決定無動。 「極煩惱所惱」者:為化有情精進劬勞所疲倦

故。如有頌言『處生死久惱，但由於大悲』如是等。「得最上菩提」者:是得

諸佛三菩提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