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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卷

P549-P587

講師 湛然
(蔡玉鳳老師)

審除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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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二 除細惑辨性相以開解 分三

辛初 滿慈躡前以起二疑辛初又分四

二 如來次第以除二惑

三 大眾領悟讚善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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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初 讚歎如來妙示

二 泛敘自他疑情

三 確陳二種深疑

四 望佛大慈開示

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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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富樓那彌多羅尼子，在大眾中，即

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

敬，而白佛言：大威德世尊！善為眾生

，敷演如來第一義諦。

此科與上科對映，上科佛為阿難，

先用方便門，分別真妄，令其捨妄從真；

後用平等門，會融真妄，令識萬法唯心。

講義碼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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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七大，一一皆如來藏，妙真如性，

乃說空如來藏，一真本體，令阿難明真

生信，頓獲法身，更求如來審除細惑，

早得親證妙極法身，登無上覺。爾時富

樓那(此云滿是父名)彌多羅尼(此云慈母名尼女也

)子，連父母為名，即滿慈子。在旁觸

動心疑(P.540，第四行)，即從本座而起

。

講義碼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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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

佛言：乃稱讚佛為大威德世尊(P.547，

第八行) ，佛有折伏之嚴，曰大威；有

攝受之慈，曰大德。仗佛大威，阿難銷

除倒想；由佛大德，阿難悟獲法身。

善為眾生，敷演如來第一義諦者。

能為阿難等，小機眾生，循循善誘，

講義碼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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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50

自淺而深，由近而遠，「巧從花下路，

引入洞中天」，令銷億劫麤惑，悟獲法

身真理，是可謂善為也。若對小機說小

法，不足稱之善為。今為敷揚演說，如

來自證第一義諦，向四科七大，直指如

來藏心，使悟自心，圓融周徧，常住不

滅，非佛善說法要，曷尅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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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二 泛敘自他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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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50

世尊常推說法人中，我為第一。今聞

如來微妙法音，猶如聾人，逾百步外

，聆於蚊蚋，本所不見，何況得聞？

滿慈子自述，世尊常時推重，說法

人中，我為第一。《增一阿含》云：善

說諸法，廣別義理，諸弟子中，滿願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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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50

有時云：「種種因緣，譬喻說法，能利

眾生，樓那第一」，故曰常推。滿慈因

曠劫來(P.820)，有大辯才，分得如來四

辯，故能為第一。今聞如來，微妙法音

：通指前三卷，十顯直指真心，四科全

事即理，七大圓融周徧，皆精微奧妙之

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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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如聾耳之人，遠逾百步之外，聆於蚊

蚋之聲；意謂聾人聆蚊蚋，即在近尚不

能聞，況遠逾百步之外乎？又聾人處遠

，即大聲亦不得聞，況蚊納之細聲乎？

彼蚊蚋之形，本所不能見，何況得聞其

音聲耶？

講義碼55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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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合聾人喻二乘人，根小智劣。如

華嚴會上，有耳如聾，不聞圓頓之教；

逾百步外，喻小機與大教，程度隔遠。

蚊蚋微音，喻微妙法音；本所不見，喻

如來藏性之理，本所不見；何況得聞，

則聞如不聞。

講義碼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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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51

佛雖宣明，令我除惑。今猶未詳，

斯義究竟，無疑惑地？

此敘自疑。以小乘法執未亡，平日

迷執萬法心外實有，諸大互相陵奪。佛

雖種種宣明，萬法即心，諸大圓融，令

我除疑，現今依舊未能詳明，此等第一

義諦，究竟而到不疑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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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51

世尊！如阿難輩，雖則開悟，習漏未

除。

此敘阿難。輩字兼諸有學。開悟，

指阿難輩，聞佛妙示，頓悟妙心，周徧

常住；意謂悟則雖悟，恐其非真。何以

故？以阿難雖然頓忘法執分別，而於法

空勝解，得以現前，尚希如來審除細惑

，而我執俱生全在，習漏尚且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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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漏二字分解，漏即我執俱生，台宗曰

：「思惑」。習即生、住、異、滅、分

劑頭數，無明習氣。此二惑絲毫未動，

豈得謂為真悟耶？此滿慈不達，深悟與

淺證，二不相礙之理。

講義碼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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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會中，登無漏者，雖盡諸漏，

今聞如來，所說法音，尚紆疑悔。

此敘他疑。如我等輩，在會之中，

已登四果之人，無欲漏、有漏、無明漏

，已證無漏之位，雖盡諸漏。觀雖字，

所證亦非真實，以我空雖證，法執全在

。今聞如來所說第一義諦，微妙法音，

講義碼552



17

未能領悟，尚紆繞於疑悔之間，對今日

所聞大乘而生疑，對昔日愛念小乘而生

悔。

講義碼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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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三 確陳二種深疑 分二

癸初 疑萬法生續之因

二 疑五大圓融之故

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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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52

世尊！若復世間，一切根塵，陰、處

、界等，皆如來藏，清淨本然，云何

忽生，山河大地，諸有為相？次第遷

流，終而復始？

此於萬法以起疑。前五句牒佛語，

後五句舉疑情。問云：世尊！若復世間

，一切萬法；此總舉，下別列。
講義碼553



20

講義碼553

根塵指十番顯見，根塵對辨。陰、處、

界等，等六入、七大，總括上三卷之文

。顯見不分科中云：「(P.296)此見及緣

，元是菩提，妙淨明體即如來藏。」陰

等四科，科科皆云：「本如來藏。」七

大文中(P.482)，一一皆云：「如來藏，

清淨本然。」因聞如上妙示，遂而起二

疑，此於萬法起生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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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53

世間法是有為，如來藏是無為，既皆無

為，應當無相，云何忽生山河大地諸有

為相？此疑始之忽生。山河大地，屬無

情之世界；諸有為相，屬有情之眾生，

及與業果。意謂既是如來藏，清淨本然

，以清淨故，不應更有染法之相，云何

忽生山河大地等，染法之相耶？



22

講義碼553

次第遷流，終而復始者：此疑終之

相續，次第上，若再加云何二字，其意

更顯。此次第遷流，即上世界、眾生、

業果等三，終而復始，即是相續之意。

世界有成、住、壞、空，空已復成；眾

生有生、老、病、死，死後再生，是謂

終而復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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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既是本然，故不應更有生滅之相，云

何次第遷流，終而復始耶？此問乃求佛

為說，始生終續之詳，非直怪問其不當

生也。滿慈但執空如來藏，不變之體；

不達不空如來藏，隨緣之用。故佛後分

始生終續，說不空藏以答之。

講義碼553

講義碼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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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二 疑五大圓融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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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54

又如來說：地、水、火、風，本性圓

融，周徧法界，湛然常住。

此於五大以起疑。先牒佛語，空大

文云：「若此虛空，性圓周徧，本不動

搖，當知現前地、水、火、風，均名五

大。」蓋此之本性圓融，乃圓教實，即

前之性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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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周徧法界，乃通徧實，即前之

周徧；此之湛然常住，乃常真實，即前

之本不動搖。既均名五大，則地、水、

火、風，亦應具此三教實，何以現見，

地水相陵，水火相剋，地空相礙也？

講義碼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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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54

世尊！若地性徧，云何容水？水性周

徧，火則不生，復云何明，水火二性

，俱徧虛空，不相陵滅？世尊！地性

障礙，空性虛通，云何二俱，周徧法

界？而我不知，是義攸往。

此述疑情。牒中惟四大，此加空

大，互相影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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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54

總疑五大，而不疑見大、識大者，以其

無相則無礙，故不疑也。首二句，疑地

水相容，乃問：設若地性周徧，地是質

礙，水是流動，云何地能容水？中六句

，疑水火相容，乃問：設若水性周徧，

火大則應當不生，以水火相剋之故，復

云何佛又發明，水火二性，俱徧虛空，

彼此不相陵滅耶？

講義碼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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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四句疑地空相容。世尊！地性屬有形

，乃障礙之義，空性屬無形，為虛通之

相，一通一礙，性不相循，云何地空二

者，俱能周徧法界？而我淺智，不知是

萬法生續，五大圓融之義所歸；攸往即

所歸也。

講義碼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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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四 望佛大慈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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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55

惟願如來，宣流大慈，開我迷雲，

及諸大眾。作是語已，五體投地，

欽渴如來，無上慈誨。

此求佛釋疑。惟願如來發宣流布大

慈風，掃開我等之迷雲，令得慧日圓明

，照澈本性圓融，周徧法界，湛然常住

之義，而到究竟無疑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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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55

作如是請法之語已，五體投拜於地，欽

承渴仰如來，無上慈悲之教誨。初滿慈

躡前以起二疑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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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二 如來次第以除二惑 分二

壬初 令益許說

二 正為宣說

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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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55

講義碼556

爾時世尊，告富樓那，及諸會中漏盡

無學，諸阿羅漢：

此標為滿慈，一類之機。

如來今日，普為此會，宣勝義中，真

勝義性。令汝會中，定性聲聞，及諸

一切未得二空，回向上乘。阿羅漢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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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明所為之機有三：一定性，二

回心，三眾等。如來自言普為者，即是

以平等大慈，而說殊勝了義，不獨為滿

慈一人而說也。勝義中真勝義性者。法

相宗，勝義諦有四種：

一、世間勝義：謂蘊、處、界等；

二、道理勝義：謂苦、集、滅、道四諦

；

講義碼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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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證得勝義：謂二空真如；

四、勝義勝義：謂一真法界。

此經所云：「如來藏，清淨本然。」即

一真法界，不變之理體；能起隨緣之事

用。前阿難執和合、因緣，是執權疑實

，迷藏性不變之體；今滿慈執清淨本然

，是執實難權，昧藏性隨緣之用。

講義碼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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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56

故佛為說後二藏，以窮生妄之深源，成

礙之幽本，答萬法生續，不離性本二覺

，答五大圓融，歸極三藏一心，為勝義

中，真勝義性。

令汝會中，定性聲聞下，示所被

之機。定性聲聞，指沉空滯寂，得少為

足，鈍根阿羅漢。聲聞是阿羅漢之別名

，以聞四諦聲，入涅槃道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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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肯回小向大，涉俗利生，故名定性。

及諸一切，未得二空，回向上乘阿羅漢

者：未得二空，是但證我空，未曾兼得

法空。然雖未得法空，已能回小乘之心

，向大乘之道，不甘永閉化城，願趨寶

所，是為回向最上一乘，大阿羅漢。等

者等在會辟支，以及有學之眾。

講義碼557



39

皆獲一乘，寂滅場地，真阿練若，

正修行處。汝今諦聽，當為汝說。

富樓那等，欽佛法音，默然承聽。

佛先許說真勝義，此許得殊勝益。

一乘即上乘，乃最上一佛乘也；即法華

經之大白牛車。令在會皆獲者，佛慈平

等普益也。

講義碼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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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57

寂滅場地：即不生不滅之因地心，亦即如

來密因。佛說奢摩他，令悟妙心本具圓理

，十方如來，皆依此因心，而成果覺，入

大寂滅海，即涅槃果海。上二句切勿作果

地解，連三、四兩句皆是因心。真阿練若

：有云阿蘭若，譯為無諠雜，即寂靜處，

無有喧譁雜鬧，寂靜可脩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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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57

若但境靜，非真寂滅場地，非真阿練若

，必以本來不生滅不動搖之真心，方是

寂滅場地，真阿練若，與境無干。此心

即首楞嚴之定體，乃為十方婆伽梵，一

路涅槃門，故曰正修行處；下文所說，

三如來藏心是也。若悟此心，是為開圓

解，始可起圓脩，得圓證矣。

講義碼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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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今諦聽，當為汝說者：佛囑以諦實而

聽，望其勿再執理迷事。藏心體雖不變

，用能隨緣，隨染緣則三種相續，五大

相陵；隨淨緣，則滅塵合覺，故發真如

，妙覺明性。此科先說隨染之用。富樓

那等，欽仰佛之法音，默然承聽。

講義碼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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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二正為宣說 分二

癸初正答滿慈

二兼示阿難 癸初分二

子初先說不空藏以示生續之由

子初又二

二說空不空藏以示圓融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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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初正答初問丑初又五

二兼釋轉難 寅初牒定所疑

二舉真勘問

三審得其惑

四正明生續

五雙關結答

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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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言富樓那：如汝所言，清淨本然，

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正脈》云：此科說不空藏，以示

生續之由。此對上空藏，彼約心真如門

，會妄歸真，以顯藏心不變之體；此約

心生滅門，從真起妄，以顯藏心隨緣之

用。

講義碼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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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58

然用應有二：一、隨染緣起六凡用。二

、隨淨緣起四聖用。今為開迷成悟，故

單取染用為言，而全用更在下空不空藏

中。此牒定所疑科，乃是略牒。於滿慈

所述中，略去一切根、塵、陰、處、界

等，皆如來藏，但牒清淨本然一句，於

所問中，但牒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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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59

略去諸有為相，次第遷流，終而復始三

句。所牒之語雖略，意必具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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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二舉真勘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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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常不聞：如來宣說，性覺妙明，

本覺明妙。富樓那言：唯然世尊，

我常聞佛，宣說斯義。

空藏說真如門，不空藏說生滅門

。生滅門中，有覺不覺二義，覺義是

真，不覺是妄。性覺本覺，即生滅門

所依之真。

講義碼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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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59

《起信論》云：依本覺而有不覺，復由

無明不覺，生起三細六麤，乃有世界、

眾生、業果三種，忽生相續。今佛舉所

依真覺，勘驗滿慈，是否錯認？性覺妙

明，本覺明妙：是佛常與諸菩薩，宣說

其義，滿慈在座，自是常聞。故舉以問

云：汝常時豈不聞如來(佛自稱)宣說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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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覺本覺，原一真覺。性約一真理體之謂

性，本表天然原具之謂本，不涉事用，不

論修為，即萬法之真源。妙明明妙：乃寂

而常照，照而常寂。妙是不變之體曰寂；

明是隨緣之用曰照，此明亦祗是理具之照

用，非事造也。佛舉此二語，具有深意：

一顯無明萬法，離此無依；二顯寂照本具

，豈假妄明？

講義碼559

講義碼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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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樓那答言：唯然世尊。唯然應諾

之詞，猶言是也。我常聞佛，宣說斯義

：即性覺妙明，本覺明妙之義。滿慈聞

雖常聞，但屬聞言，並非聞義，觀下自

知。交師云：此問全似初問阿難，見何

發心，是皆借舊見聞，以發開示之端。

講義碼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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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三審得其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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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60

佛言：汝稱覺明，為復性明，稱名為

覺？為覺不明，稱為明覺？

滿慈說法第一，既已常聞斯義，定

必常說。佛乃問言：汝稱說覺明之時，

究竟意中，如何解說？覺即性覺本覺，

明即妙明明妙。為復下雙舉真妄，以審

看滿慈還是識真耶？還是認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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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云：汝為復以性本自明，稱名為覺，即

本具靈明，不必加明耶？為是覺本不明，

必須加明於覺，方稱有明之覺耶？此中本

具靈明，乃為真覺真明；必須加明，即是

妄覺妄明。雙舉審問，以驗取捨，全似徵

問阿難，心在何處？以何為心？皆欲逼出

生平所誤認者，而斥破之也。

講義碼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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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61

富樓那言：若此不明，名為覺者，則

無所明？

此滿慈竟取於妄，答言：若此覺

體不更加明，名為覺者，則單名為覺

，實無所明矣！觀此詞中，反排真覺

，細察意中，深取妄覺，即屬聞名昧

義。首句不明二字，與上段不明不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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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61

上是假說覺本不明，此乃承言不更加明

，字同義異也。《正脈》云：此答全似

，阿難與佛諍言：「若此發明不是心者

，我乃無心，同諸土木。」皆被佛徵出

，素所迷執，而不覺其非者也。但阿難

所執，六識妄心，滿慈所執，根本無明

，麤、細、淺、深、迴然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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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言：若無所明，則無明覺。有所非

覺，無所非明。無明又非覺湛明性。

首二句牒定滿慈之言，下則施破。

佛言如汝所說：若無所加明於覺，則無

有明，單有覺者，在汝之意，必定有所

加明於覺，方可雙稱明覺也。汝竟不知

，一有加明，則覺明二義，皆雙失矣！

講義碼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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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故？體外加明，則非本有之明，時生

時滅。

有所非覺，無所非明二句，即說一有

加明，則覺明二義雙失之故，若起心有所

加明時，則非本明之真覺，若失憶無所加

明時，則此覺又非有明矣。以滿慈未悟真

覺，本具妙明，故必欲加明於覺，

講義碼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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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62

不知一經加明，則時有時無，不得常住

矣！無明又非覺湛明性者：以滿慈必欲

加明於覺，以致覺明二義雙失，全墮無

明。無明又非真覺即性本二覺湛然，妙

明之性；妙明則常寂常照，豈時有時無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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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有所非覺，無所非明，其意稍難領

會，今以喻明之；真覺本具妙明，如摩

尼寶珠，本具光明照用，珠光不相捨離

，即珠即光，不必更加明而明之；妄覺

性本不明，如電燈泡，狀若摩尼，必加

電氣以明之。

講義碼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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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非覺句，有所加明，則非真覺，如

電燈泡，必加開關一開則明，明雖已明

。非真摩尼珠；無所非明句，無所加明

時，則非有明，如電燈泡，開關不開時

，則無有明。此二句即覺明二義雙失，

咎在加明也。

講義碼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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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覺必明，妄為明覺。

此結成妄本。必明即是無明，無明

乃為結妄根本。此必明二字，諸家多作

必具真明解。今按上文，佛舉真妄二覺

，雙審滿慈，滿慈以必須加明於覺，方

可稱為明覺，佛即直斥，加明之非。此

二句則結歸。

講義碼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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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62

講義碼563

性覺必明，妄為明覺者：性覺即性本二

覺，本具妙明明妙，並不假明而明之。

汝意必定要加明於覺，方稱明覺；此必

定加明之一念，即是妄為，乃不當為而

為也。遂將妙明轉為無明，真覺變成妄

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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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必明必字，即下文知見立知立字，自

心本具真知真見，無庸更立知見，故佛

告云：「知見立知，即無明本。」此必

明亦即無明本也。

《正脈疏》云：「無明親依真心本

覺，獨居九相(三細六麤)之先，別名獨頭

生相，根本不覺，曰癡、曰迷。

講義碼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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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無住本，皆目此也。有二功能：一、

能隱真覺之體，二、能發萬有之相，下

文自見。問：「生相無明，等覺未了，

今言加明於覺，意何淺近？」答：「此

惑在三細之前，本非菩薩所知，惟佛現

量親見，如來有勝方便，能令初心，比

量而知。借言加明於覺，即是其相。

講義碼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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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此方便，則如啞人見賊，叫喚不出矣

！法王自在，豈如是耶？」問：「借言

非真，寧不誤人？」答：「豈止不誤，

仍有大益。如來親見等覺菩薩，諸念皆

盡，惟餘此念，佛法不得現前，此念若

盡，便入妙覺果海，故令頓根眾生，但

了法空心淨，一念不生，遙契如來涅槃

妙心，自具照體，不用重起照察，

講義碼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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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照便同此中，加明於覺。永嘉云：『

倘顧還成能所。』顧字便是明字，能所

者，本惟一真本覺，妄成能明之明，所

明之覺，而能所俱非真矣！佛祖一揆，

若合符節，希頓入者，宜究心焉！」

講義碼563

講義碼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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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四正明生續 分二

卯初初之忽生

二後之相續 卯初分二

辰初無明不覺生三細

二境界為緣長六麤

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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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非所明，因明立所；所既妄立，

生汝妄能。

此明依真起妄。無明為妄本，此乃

生起三細前二細惑，下即細境。首句論

真，二句起妄，覺即性本二覺，是所依

之真，真覺非所明之境，以本具妙明，

不落能所也。

講義碼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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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因必欲加明之故，遂轉妙明而成能明

之無明，將真覺而立所明之妄覺。因明

明字，即屬無明；立所所字，即屬業相

，不可作境界解。境界在此四句之後。

交師順解三細，得佛意矣！此如《起信

論》云：「以依本覺，故有不覺，以依

不覺故心動，說名為業。」此文較論文

更有發明。

講義碼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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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言心動，未明何故心動？此則說出，

因加明於本覺，而引此心動也。所既妄

立，生汝妄能者：上句即立所之業相，

下句即轉相。因業相之所，既已妄立，

復由無明力，轉本有之智光，生汝能見

之妄見。即以業相為所見，妄能即能見

相。即《論》云：「以依動故能見。」

講義碼5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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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即業相，業者起動義也。與下第五麤

不同，此亦較論文更有發明。論中未明

依動，何以即成能見？此中說出，業相

之妄所既立，引起妄能耳。下文謂所妄

既立，明理不踰是也。

講義碼565

P.577，第七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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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同異中，熾然成異；異彼所異，

因異立同；同異發明，因此復立，

無同無異。

此三細中後一，乃屬細境。無同異

中：即第八識業相之中。以最初一念無

明妄動，將整個如來藏真空，變成晦昧

空境。

講義碼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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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是同相，界是異相，世界之異相未成，

虛空之同相莫顯，以因異方可顯同，今既

無異，所以無同。熾然成異者：此成異之

原因，乃在妄能，妄能即第二細，轉相見

分。既有能見，而諸法未成，無有所見，

即以業相為所見，業相但一晦昧之空，無

有一物可見，見分定欲見之，見之既久，

現出境界相。

講義碼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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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顯見不失科中云：「晦昧為空，空

晦暗中，結暗為色。」又即後文偈云：

「迷妄有虛空，依空立世界」是也。如

人瞪目觀空，瞪久發勞，則見空華。熾

然，火光盛貌，既結暗而成四大之色，

如火光起於夜暗之中，熾然顯著。

講義碼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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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境雖顯，尚在本識之中，有人見此熾

然，不敢定為細境，乃指六麤者，非是

。論文釋此現識(即現相又曰相分境界相)，則

云：「所謂能現一切境界，猶如明鏡，

現於色像。」又曰：「隨其五塵對至即

現。」何異熾然之說。

講義碼565

講義碼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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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彼所異，因異立同：第一異字是

活字，不同也；下異字皆實字，即異相

之境。謂異於彼熾然所成之異相境界，

因對異相之界，而立同相之空。即論云

：以依能見故，境界妄現(境界兼色與空)。

講義碼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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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異發明，因此復立，無同無異：此三

句當指眾生，承上虛空之同相，與世界

之異相，一同一異，形顯發明，因此復

立，無同無異眾生之境。眾生形貌各異

，故曰「無同」。知覺本同，故曰「無

異」。

講義碼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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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此中虛空、世界、眾生，指為細

境，與麤境何別？」

答：「此惟在本識中，結暗所為之色，

即三類性境，根身、器界、種子，與麤

境作胚胎耳。」此三細，如前二卷所云

：「晦昧為空，空晦暗中，結暗為色；

色雜妄想，想相為身。」

講義碼566

P.239

P.240



81

又如下文偈云：「迷妄有虛空，依空立

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眾生。」皆

從眾起妄，妄有空、界、眾生。

《正脈疏》問：「通上順釋三相，

甚生次第，但釋因明立所，則曰，因妄

為能明，引起所明，以立業相，此雖經

無能字，推意補之，亦通。

講義碼56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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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經明言，因所生能，予即釋為業生轉

相，似亦自然之序。但妄明既以業相為

所明，轉相亦以業相為所見，此何別乎

？又轉相何不以境界為所見乎？」答：

「汝言妄明，以業相為所明，此言非是

。蓋妄明最初依本覺起，妄以本覺為所

明，本不期於業相，

講義碼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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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奈本覺，元非可明之境，由是本覺，卒

不可明，而徒以帶出業相為所明耳！故佛

言：「覺非所明，因明立所」其旨顯然。

」「汝次又言：轉相以業相為所見，斯言

不差。蓋轉相依業相起，妄以業相為所見

，本不期於境界，其奈業相，元非可見之

相，由是業相卒不可見，而徒以帶出境界

為所見耳！

講義碼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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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佛言：『所既妄立，生汝妄能，無同異

中，熾然成異」等，其意更顯』。是故經

文，所之一字，上下連帶二能，而上隱下

顯，且上為生所之能，下是所生之能，如

祖與孫，何言無別？能之一字，上下連帶

二所，而上顯下隱，且上為生能之所，下

是能生之所，亦如祖孫，豈得混同。

講義碼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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辰二 境界為緣長六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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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68

如是擾亂，相待生勞。勞久發塵，

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勞煩惱。

如是指法之詞，即指境界相，從無

而有，因異立同，由是空、界忽生；復

因同異發明，而無同異之眾生，亦相繼

而生；如是藏識海中，境風擾動也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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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待者：互相對待，由妄境引起妄心，則

為緣之意，以境界之相，為生七轉識之像

。生勞：即引起第七識，創起慧心所，對

境分別染淨，執為心外實有，不了自心妄

現，起智分別智即慧心所，轉生勞慮，故

曰「生勞」。即第一麤智相，屬俱生法執

。論云：依於境界，分別愛與不愛是也。

講義碼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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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68

問：「前轉識緣境界相，智相，亦緣此

境，二者有何差別？」答：「轉相緣境

，是第八識見分，精明之體，但如明鏡

現像，不起分別；智相緣境，不了唯心

所現，執有定性，分別染淨，即屬分別

事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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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68

勞久：即第七識，恆審思量，相續不斷，

勞慮經久，故曰「勞久」。即第二麤相續

相，屬分別法執。論云：「依於智故，生

其苦樂覺心，起念相應不斷故」是也。發

塵：即第六識，周徧計度，取著轉深，計

我、我所，發生染著塵念，故曰「發塵」

，即第三麤執取相，屬我執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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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69

論云「心起著故」，起著與發塵義同。

自相渾濁者：即第六識，依前顛倒所執

相上，更立假名言相，循名執相，顛倒

特甚，以致心水渾濁不清，故曰：「自

相渾濁」。即第四麤，計名字相，我執

分別。論云：「依於妄執，分別假名言

相」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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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引起，塵勞煩惱者：由是是字，遠

指無明三細四麤，從迷入迷，妄上加妄

，近指計名字相，由此引起諸業，即第

五麤，起業相。論云：「依於名字，循

名取著，造種種業」是也。塵勞即是煩

惱，煩惱有染污、擾動二義，喻之如塵

如勞。

講義碼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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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八萬四千，約未起身口屬惑，已起

身口屬業，今由惑引起身口，造一切業

，業因既成，業果隨至，無可倖免也。

問：「麤境未成，安得遽有身口？」答

：「語雖約從初起次第而談，理實無始

，豈真未成麤境之前，而絕無身口哉？

講義碼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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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境中既有根身，當有身口，且論亦約

從初起，亦須於第六中，方成身口。疏

釋起業，明用身口，若必執第六方有身

口，則前相憑何起業？而執取等，憑何

計我我所哉？語雖有序，而意須圓活，

不宜泥也。」

講義碼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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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為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為同，世界

為異，彼無同異，真有為法。

此確答滿慈所問。前四句，答云何忽生

山河大地？後二句，答諸有為相即眾生

業果。從性覺必明起，乃展轉敘其來源

耳。

講義碼569-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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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依性覺，妄起無明，因此無明，發生

三細，復緣境界，而起塵勞，惑業妄因

已成，依、正苦果斯現。故云：

起成有相處，則山河大地，而為世界；

靜而無相處，則空廓虛通，而為虛空。

空不動搖，是故曰靜，此依報之世界，

本不離前之細境。

講義碼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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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此虛空，即為前同相所發之現行；

此世界，即為前異相所發之現行。汝問

：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即由是而生也。

彼無同異，真有為法者：此答諸有為相

，亦明不離前之細境，與上四句，文法

不同。

講義碼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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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指後即前，此是取前顯後，取彼細境

中，同異互相形顯，所發明無同無異之相

。以成此眾生業果，真有為法。此正報眾

生業果，亦前細相所發之現行，即第六麤

業繫苦相。《論》云：「以依業受報，不

自在故。」為業繫縛，而墮五陰三界二獄

之中，無由出離，不得自在。

講義碼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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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問：云何忽生諸有為相？即由是而生

也。交光法師云：「但約萬法初成一周

，而說忽生矣！又約修時逆斷，顯此次

第。權說初成次第，令觀順生之次第，

易於開悟，而不至迷悶。了逆斷之次第

，易於修證，不至僭亂也。

講義碼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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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當知經自無明，以至麤境，多用能所

，上下連持者，令知能所，乃生萬有之

端，行人於真妄分明之後，一念頓絕能

所，可以把定萬有，坐還清淨本然，所

謂：『但離妄緣，即如如佛』矣。初初

之忽生竟」。

講義碼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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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二後之相續 分三

辰初世界相續辰初又分三

二眾生相續

三業果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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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初生能成四大

二生所成四居

三結成種相續

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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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輪，

執持世界。

上依真覺，妄起無明，而成輾轉虛

妄之十相；此由無明妄力熏變，而成地

、水火、風之四大。世界雖由眾生業感

，推究根源，亦由無明妄心而起，四大

依無明而有，世界由四大所成，故交師

科為能成四大。此風大。

講義碼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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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明空昧者：乃由真覺之體，已起妄明

，遂將真空變成頑空晦昧之相。相待成

搖：即明昧相待，互為傾奪，而成搖動

之風。世間諸風，不出妄心蕩動所感，

可見風大之種，乃是無明妄心，一念之

動相耳！

講義碼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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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蕩不已，積而成輪，故有風輪，

執持世界。而世界最下，全依風輪，而

得住故。風力極大，而有執持之功能，

如海上輪船，重而不沉者，因有風鼓之

力所持故。《俱舍論》云：「謂諸有情

，業增上力，世界最下，依虛空，空輪

之上，有風輪」是也。

講義碼571

講義碼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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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72

因空生搖，堅明立礙，彼金寶者，

明覺立堅，故有金輪，保持國土。

此地大。孤山法師曰：土與金皆堅性，俱

屬地大。因空生搖者：因空昧覺明，明昧

相傾，巳生搖動之風，此牒風大。堅明立

礙：乃屬地大；此大由堅固執心所成，堅

執妄明，欲明晦昧之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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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奈空體，卒不可明，由執心故，遂乃

結暗為色，而立地大堅礙之相。世間地

大，不出妄心，堅執所感，可見地大之

種，乃是無明妄心，一念之堅相耳！

彼金寶者，又為地大之精，地性堅

礙，莫過於金。

講義碼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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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覺立堅者：即指依無明妄覺，所立

堅礙之相，如癡情化石之類。堅執不

休，積而成輪，故有金輪，保持國土

。而世界一切國土，皆依金剛輪，而

得住故。如密部所說：「地大最下，

有金剛際」是也。

講義碼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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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金相摩，

故有火光，為變化性。

此火大，依前風、金之所轉生。堅

覺寶成者：堅執妄覺，所立之金寶既成

；此句牒前地大。搖明風出者：搖動妄

明，所感之風大復出；此句牒前風大。

風金二大，即為生起火大之因。

講義碼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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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金相摩者：風性屬動，金性屬堅，一

動一堅，相摩相盪，故有火光之功能，

而為變化之性質。變起世間，一切萬有

，世間諸火，不離妄心，摩盪所成。可

見火大之種，乃是無明妄心，一念之熱

相耳！火無持含之輪用，但有變化之功

能。

講義碼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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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後所成四居，功方顯著，與前後三輪

，相待轉生，俱帶無明妄心之相。應按

本宗發明，勿取外教所說，反晦經旨。

講義碼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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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73

寶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水輪，

含十方界。

此水大，依前金、火之所轉生。文雖不

帶心相，義亦無明妄力所致。寶明生潤

者：金寶之體明淨，明能生潤，如五金

之屬，遇熱氣而出水也。火光上蒸者：

即火大之光，上蒸於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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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以成氣，氣以成水。如南風之天，萬

物多蒸而出水也。以寶明映以火光，蒸

潤為水。世間諸水，不離氣積所感。可

見水大之種，乃是無明妄心中，金、火

二妄，蒸潤所成耳。蒸潤不息，積而成

輪，故有水輪，含十方界。如華嚴經所

明，諸世界剎種，皆依香水海住是也。

講義碼574

講義碼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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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經，世界地大依水輪，水輪依

金輪，金輪下有火輪，火輪下有風輪，

風輪下有空輪。空輪依無明妄心，晦昧

所成；無明依本覺，無明是不覺之相，

究竟不離本覺之性。足見世界始於真妄

和合之心，而識藏不離如來藏，若離如

來藏，悉無自體故。

講義碼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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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74

前會四科，融七大，一一無非如來藏

性，此四大，即為能成世界，萬法之

本，無明又為能成四大之本也。
P.571倒數第六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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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二生所成四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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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騰水降。交發立堅，溼為巨海，

乾為洲潬。

上文依無明而成四大，此科依四大

而成四居。四大之性，雖各相違，實則

相濟，如火性本屬上騰，水性本屬下降

，一騰一降交互發生，立諸堅礙，而成

器界。

講義碼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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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濕之處，積水而為巨(大也)海；乾燥之

處，環水而為洲潬。蓋海非獨目於水，

以注水之巨坎，為水居眾生所依處。《

灌頂》云：「浮土可棲曰洲，聚沙堪住

曰潬。」即四大部洲，為陸居眾生所依

處。

講義碼574

講義碼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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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75

以是義故，彼大海中，火光常起，

彼洲潬中，江河常注。

首句以水陸二居，是水火交互發生

之故，可以驗其氣分。彼大海本注水之

處，不應有火，以不忘火之氣分，故火

光常起；彼洲潬本質礙之地，不應有水

，以不忘水之氣分，故江河常注(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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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勢劣火，結為高山，是故山石，

擊則成燄，融則成水。

此山居處。山亦水火交發之堅相。

水勢若劣於火勢，火勢若勝於水勢，則

水隨火之力，結之而為高山，如熬水為

鹽，堆積如山，足證水亦可結。是高山

亦水火所成之故，下亦驗其氣分，

講義碼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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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山石，擊之則成火燄，不亡火之氣

分；融之則成為水，不忘水之氣分。如

煉五金之礦，悉皆成汁。

講義碼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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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勢劣水，抽為草木，是故林藪，

遇燒成土，因絞成水。

此林居處。林藪亦水土交互所成。土

勢劣於水，土隨水而成潤，抽拔而為草木

。以是草木不忘水土氣分故，林藪遇燒，

便成灰土，因絞則成汁水。此即不忘水土

氣分之明證也。木多為林，草多曰藪。

講義碼575

講義碼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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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三結成種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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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妄發生，遞相為種，以是因緣，

世界相續。

此結成相續。交是交互，妄即妄心

、妄境。以心、境互妄，輾轉相生。初

以妄明，而成空昧，明昧相傾，搖動而

生風大；次以堅執妄明，而生地大；次

以風金相摩，而生火大；

講義碼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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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金火相蒸，而生水大。故有能成

四大，乃交妄發生也。遞相為種者：

指所成四居，以水火既滿，而為洲海

之種；更降水勢以從火，結為高山，

而水火復為山石之種；復降土勢以從

水，抽為草木，而水土乃為草木之種

。故有所成四居，乃遞相為種也。

講義碼576



125

以是因緣者：即以是四大，交妄發

生，遞相為種之因緣，則有依報世界，

成、住、壞、空，終而復始，相續不斷

。此之相續，即相續初之忽生，起為世

界，靜成虛空之麤境耳。一自忽生之後

，輾轉相續，若不破迷成悟，返妄歸真

，永無清淨之日也。初世界相續竟。

講義碼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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辰二眾生相續 分三

已初六妄成就

二四生感應

三結成相續

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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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次富樓那，明妄非他，覺明為咎。

此先標妄本。於已說世界相續之後

，重復次第告滿慈云：欲明眾生，亦從

妄起，並非他物，此妄亦是性覺必明，

以為過咎耳。因此妄覺妄明，乃為真妄

根本，前之世界，後之業果，均由此忽

生，由此相續也。

講義碼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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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妄既立，明理不踰；以是因緣，

聽不出聲，見不超色。

首句承上，因有覺明之無明，遂立

業相之妄所，同前因明立所。所妄既立

，明理不踰，同前生汝妄能；明即轉相

能見分，理猶體也，即業相之本體。

講義碼577

P.565，第二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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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見分欲明業相本體，業相本不可見，

見分定欲見之，終不能超越業相之範圍

。此二句俱屬妄心，以見分所見，但是

業相晦昧空，尚未涉境。以是因緣：是

業相為因，轉相為緣，以此因緣，自心

取自心，非幻成幻法，遂結暗為色。所

聽不出聲塵，所見不超色塵，

講義碼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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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句即現相，隨其五塵，對至即現；

見聽屬心該覺知，即轉相；聲色屬境該

香等，即屬現相。不出不超，俱是心被

境局之相。此之聲色，唯是惑現，尚非

業招，猶是本識中境界相也。

講義碼577

講義碼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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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香、味、觸，六妄成就，由是分

開，見、覺、聞、知。

色、香、味、觸，該攝聲法，六種

妄塵，成就麤境，不同上二句，聲、色

之細境也。由是麤境已成，即法生故，

種種心生，遂於一精明之體，分開見、

覺、聞、知(該嘗齅二精)六用。

講義碼578



132

如下文所云：「由明暗等，二種妄塵，

黏湛發見。見精映色，結色成根(眼根)」

，乃至第六，由生滅等，二種妄塵，黏

湛發知，知精映法、攬法成根(意根)，故

曰分開。元依一精明，分成六和合也。

講義碼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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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二四生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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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相纏，合離成化。

此總標。由上根塵既具，引起四生

繫縛。溫陵戒環法師曰：同業即胎卵類

，因父母已三者業同，故相纏縛而有生

，合離即濕化類，不因父母，但由己業

，或合濕而成形，即蠢蝡也。或離舊而

託化，如天獄等。成對合言，化對離說

。

講義碼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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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79

見明色發，明見想成。異見成憎，

同想成愛，流愛為種，納想為胎，

交遘發生，吸引同業，故有因緣，

生羯羅藍，遏蒲曇等。

此於四生中，獨詳示胎生之人道者

，欲令人知所從來也。又眾生受生，而

胎生欲愛偏顯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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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79

前六句舉親因，中二句明助緣，後三句

結成胎。見明色發，明見想成者：合轍

云：中陰身投胎時，其無緣處，大地如

墨，惟於父母有緣處，見有一點明色發

現，以妄心見妄境，故曰：「見明色發

。」中陰身乘光趨赴，明見妄境，遂起

妄惑，而欲想便成，故「明見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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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79

異見成憎，同想成愛者：男見父，

女見母，皆為異見，則成憎：男見母，

女見父，皆是同想，則成愛。流愛為種

，納想成胎者：流注此想愛，於父精母

血之中，為受生種子，納受此想愛，於

赤白二滯之內，得成為胎，上屬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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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遘(合也)發生，吸引同業：父母交合，

乃為助緣，因緣和合，所以發生。吸引同

業者：以父母之緣，吸引過去同業而入胎

，如磁吸鐵相似。交光法師云：「上以己

纏父母為同業，此以父母吸己為同業。」

故有因緣者：由投胎想愛為親因，父母交

遘為助緣之故，生羯羅藍，遏蒲曇等，遂

有胎相，前後差別。

講義碼579-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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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80

《俱舍》云：胎中凡有五位：「一七名

羯剌藍，此云凝滑(父精母血，凝聚滑澤)。二

七名頞部曇，此云皰(猶如瘡之形，未生肉故)

；三七名閉尸，此云輭肉(凝結猶如輭肉之形

)；四七名羯南，此云硬肉(肉漸堅硬)；五

七名缽羅奢佉，此云形位，亦云肢節(生

諸根形，四肢骨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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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舉二而略餘三。《大集經》更有：六

七名髮毛爪齒，謂四種漸生。七七名具

根位，謂諸根具足故。

講義碼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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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卵、溼、化，隨其所應。卵惟想

生，胎因情有，溼以合感，化以離應

。

此例示四生。首二句舉果由因。胎、卵

、溼、化，皆所感之業果，情、想、合

、離，皆能感之業因，故胎卵溼化四生

，各隨其能感之業因，應之以業果。

講義碼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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卵生惟以亂思不定之想，感而有生

；胎生乃因親愛迷戀之情，所以成有；

溼生乃以聞香貪味，附合不離而感；化

生即以厭故喜新，離此託彼而應。四生

具緣，有多寡之不同，卵生具足四緣，

父緣、母緣、自己業緣、再加暖緣。

講義碼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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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生具父、母、己業三緣。溼生但業

、暖二緣。必假日光暖氣之緣也。化

生惟業緣矣。

講義碼580-581



144

巳三 結成相續



145

情想合離更相變易。所有受業，逐其

飛沉，以是因緣，眾生相續。

情想合離：有情皆具，各從多分，

而先受報，皆依業因感召，而應之以四

生也。更相變易者：更字平聲，或情變

為想；或想變為情；或合易而為離；或

離易而為合，互相更改，彼此變易，種

種不定。

講義碼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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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受業，逐其飛沉者：論四生所

受業報，並非另有主宰。逐即隨義，其

指業因，皆隨業因，所以應之業果，若

善業則飛升，惡業則沉墜。情想合離，

皆有善惡之分，是以升沉之果，必隨善

惡之因。

講義碼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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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二句因緣有遠近，

遠則無明為因，業識為緣：近則情想合

離為因，父母己業，暖、溼為緣。

四生轉換，三界昇沉，生死長縛，輪轉

不休，故有眾生相續。二眾生相續竟。

講義碼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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辰三業果相續 分三

已初業果指本

二業債酬償

三結成相續

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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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樓那，想愛同結，愛不能離，則諸

世間，父母子孫，相生不斷。是等則

以，欲貪為本。

此明業果，本於自心之貪。貪惑

為煩惱領袖，亦即諸業根本，貪之範圍

雖廣，以貪欲為最。吳興曰：欲貪通乎

四生，今正約胎生言之。

講義碼581-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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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582

又胎生復通，今多就人倫辨之，以其易

見故也。想愛同結，愛不能離者：謂同

想成愛，乃為結縛之因。何以故？由想

愛既深，如膠似漆，不能捨離，所以深

結生緣；則諸世間，父母子孫，遞代相

生不斷，是等皆以欲貪為本。



151

欲貪即指受生時之想愛；因同想則成愛

，因愛則生欲，因欲則受身也。舉世之

人皆然。

貪愛同滋，貪不能止，則諸世間，卵

、化、溼、胎，隨力強弱，遞相吞食

，是等則以，殺貪為本。

講義碼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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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有貪愛，必有身命；既有身命，必同

滋養。彼此皆欲滋養身命，所以貪不能

止，但知滋養，不顧殘忍，勢必殺害生

靈，食彼身肉。則諸世間四生之類，隨

其力量，以強欺弱，弱肉則為強食，大

鳥喫小鳥，大獸喫小獸，大魚喫小魚，

大蟲喫小蟲。

講義碼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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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相吞食者，如夏天蛇喫老鼠，冬天老

鼠喫蛇之類。是等則以殺貪，為其根本

。

以人食羊，羊死為人，人死為羊。如

是乃至十生之類，死死生生，互來相

噉，惡業俱生，窮未來際。是等則以

盜貪為本。

講義碼582

講義碼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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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陵曰：「不與而取，及陰取皆盜。」

故以人食羊，不與取也；羊死為人，互

來相噉，陰取也，皆為盜貪。吳興謂：

「殺貪未論酬償先債，盜貪約過去於身

命財，非理而取，故互來相噉，以責其

盜也。」以人食羊：承上貪求滋養，則

以人食羊。羊豈甘心，為人食乎？

講義碼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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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宿業既畢，則死而為人，食羊之人，

人豈世世得為人乎？而惡業既成，則死

而為羊，而人羊轉換，徵償舊債，互來

相食。所謂喫他八兩，還他半觔。何獨

人之與羊如是，乃至十生之類，死而復

死，生而又生，展轉報復，互來相噉。

講義碼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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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斯惡業，與生俱生，冤對相值，窮未

來際，報復不已，是等則以盜貪為本。

正脈問：「世教論殺，惟以忿爭

殺人為重；論盜，惟劫竊財命為重，而

食肉不與焉，似得輕重之宜；今經何獨

論其輕，而反遺所重乎？

講義碼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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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答：「此有二義：一以輕況重義：蓋

此方世教，急於止亂，且圖養民，故惟

斷現亂，而不禁食肉；今經欲絕生死，

須斷生緣，故極至食肉，皆併斷焉。若

悟輕者尚為生死之緣，則重者不言可知

，非反遺於重也。

講義碼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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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真慈平等，均為奪命，有何輕重，且

約現生食肉，似不為禍亂，若約隔生酬

債，則禍亂亦均，更待下義詳之。

二者絕本止末義：蓋凡一切殺盜，

究其深本，多起於食肉，如八萬釋種，

遭瑠璃之殺，世人但知近緣罵詈，不知

遠因，起於食魚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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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方不長太平，緣太平恣意食噉，人

之享福者，福終禍起；畜之酬報者，報

盡為人，皆帶殺冤，遂成亂世，乃至殺

人無量。故佛斷食肉，乃聖智深遠，拔

本塞源之意。經云：「世間欲免刀兵劫

，須是眾生不食肉。」外教君子，未能

信達者，勿輕非毀矣！

講義碼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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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二業債償酬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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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負我命，我還汝債，以是因緣，

經百千劫，常在生死。

上科明業果之本，此科論相續之因。首句

約殺貪說，負者欠也。應有四句：汝欠我

命，汝還我命；我欠汝命，我還汝命。二

句約盜貪說，亦有四句：我欠汝債，我還

汝債；汝欠我債，汝還我債。

講義碼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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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命債，惑業為因，現行為緣，雖經

百千劫，怨對相遇，酬償不已，由此相

續，常在生死苦海，不能出離。

汝愛我心，我憐汝色，以是因緣，

經百千劫，常在纏縛。

此約欲貪說。首二句影略，亦應有

八句：

講義碼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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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愛我心，我愛汝心；汝憐我色，我憐

汝色；憐亦愛也。上二彼此心好，下二

彼此色美，更有四句，心好色美合論：

汝愛我心，我憐汝色；我愛汝心，汝憐

我色。以是愛憐，惑業為因，現行為緣

，經百千劫，想愛同結，誓不分離，由

此相續，常在愛欲纏縛，不得解脫。

講義碼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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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三結成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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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殺、盜、婬，、三為根本，以是因

緣，業果相續。

此承上，負還不休，常在生死；愛憐不

捨，常在纏縛；並無他故，惟是殺、盜

、婬三種貪習種子，以為根本。以是因

緣：即種子為因，現行為緣，因緣相資

，故有業果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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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眾生聞此，力除貪習，則根本既盡，

枝末自枯，有何業果之可言哉？《指掌

》問：「業果相續，與眾生相續，有何

差別？」答：「業果相續，即依眾生開

出，但眾生相續，惟約受生一念；業果

相續，統約歷劫積習，積習既深，而輪

轉莫停，一念之差，而變易無定，

講義碼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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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果能頓絕一念，漸治積習，則變易可

定，輪轉可停矣！要知眾生不離業果，

業果不離眾生，為成兩益，故各言之。

」合前眾生相續，即是詳明真有為法。

三業果相續竟，併前四正明生續竟。

講義碼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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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五雙關結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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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樓那，如是三種，顛倒相續，皆是覺明

，明了知性，因了發相，從妄見生，山河

大地，諸有為相，次第遷流，因此虛妄，

終而復始、

此文躡前三種相續，結答相續無別法，即續

彼三種忽生；又躡前三種忽生，結答忽生無

別法，即生此三種相續，意乃雙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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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忽生中，先生虛空，次世界，後眾生

，未曾明言業果，乃合業果於眾生中，

具足三種。相續中明言世界、眾生、業

果，未曾明言虛空，乃合虛空於世界中

，亦全無缺漏也。無論忽生相續，皆不

出世界、眾生、業果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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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二句牒上相續，次四句推究妄因

。山河等五句，以明忽生相續之現行。

佛呼滿慈告言：如是前來所說，世界、

眾生、業果三種相續，乃是顛倒之相，

從真起妄而有。故曰：「皆是覺明」。

即於真覺而起妄明；明了知性：指妄明

之無明，了知性即妄有了知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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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妄了之無明，發生業轉現之三相，

此明了知性二句，即無明不覺生三細是

也。

從妄見生者：乃從細向麤，而成麤

惑麤境，妄見即麤惑，山河下即麤境。

生字雙連上下，連上乃麤惑生，惑即事

識見分；連下由惑生則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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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問山河大地，諸有為相，云何發生？

即由是而生也。次第遷流者：世界則成

、住、壞空，眾生則更相變易，業果則

彼此酬償，亦皆因此虛妄，妄有相續，

終而復始，循環往復，無有止息。因此

虛妄：此字乃指覺明明了知性，意謂不

獨三種忽生，由是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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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汝問云何次第遷流，終而復始，亦因

此虛妄，而得相續也。初正答初問竟。

楞嚴經講義第九卷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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