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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6：-4【萬善同歸集】三卷（或六卷）。宋‧永明延壽著，神宗熙寧五年（1072）

序刊，收於《大正藏》第四十八冊。作者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延壽禪師，為

天台德韶法嗣，法眼宗三祖，學德兼備，著有《宗鏡錄》、《唯心訣》等書。

本書內容，主要係引用經論，以闡述眾善皆歸實相之旨。作者站在禪教一致

的立場，設立頓悟漸習的次第法門，以問答體的形式，將諸宗之教義體系化。

〈卷下〉嘗敘述全書概要云︰「問︰此集所陳，有何名目﹖答︰若問假名，

數乃恒沙，今略而言之，總名萬善同歸。別開十義：一名理事無閡，二名權

實雙行，三名二諦並陳，四名性相融即，五名體用自在，六名空有相成，七

名正助兼修，八名同異一際，九名修性不二，十名因果無差。」(T48,p.992,a11-16)

全書以理事無閡為根本思想，而強調禪淨合行。後世禪淨合一的思想，可說

發端於此。～《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37：-4【省常大師】《廬山蓮宗寶鑑》卷 4：「通大乘起信。習天台止觀法

門。續廬山遠公遺風。宋淳化中住杭州西湖昭慶寺。專修淨業結淨行社。相

國向公、王文正公旦為社首。士大夫預會皆投詩頌。自稱「淨行弟子」。師

乃自刺指血和墨。書華嚴經淨行品。每書一字。三拜三圍遶三稱佛名。刊板

印成千卷分施千人。又以栴檀香雕造毘盧遮那佛。像成而跪地合掌。發誓願

云：我與一千大眾、八十比丘。始從今日發菩提心。窮未來際行菩薩行。願

盡此報身以生安養國。翰林承旨宋白撰碑。翰林學士蘇易簡作淨行品序。狀

元孫何題社客於碑陰。孤山圓法師作師行業記中引蘇公序曰：予當布髮以承

其足。剜身以請其法。猶無嗔恨。況陋文淺學而有悋惜哉。宋公碑曰：師慕

遠公。啟廬山之淨社。易蓮花為淨行之名。遠公當衰季之時。所結者半隱淪

之士。上人屬昇平之世。所交者多有德之賢。方前則名士且多。垂裕則津梁

曷已。因二公之言。想當時之盛。亦可概見矣。」(T47,p.324,b24-c14) 

P.38：-10【阿彌陀經判釋】《阿彌陀經疏鈔》卷 1：【疏】今此經者。圓全

攝此。此分攝圓。得圓少分。分屬圓故。【鈔】今謂分攝乎圓者。以華嚴全

圓。今得少分。略說有十：(一)華嚴器界塵毛。形無形物。皆悉演出妙法言

音。此則水鳥樹林。咸宣根力覺道諸法門故。(二)華嚴一微塵中。具足十方

法界。無盡莊嚴。此則如大本云。於寶樹中。見十方佛剎。猶如鏡像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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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不動寂場。徧周法界。故云體相如本無差別。無等無量悉周徧。此則如

大本云。阿彌陀佛常在西方。而亦徧十方故。(四)華嚴喻藥王樹。若有見者。

眼得清淨。乃至耳鼻六根無不清淨。眾生見佛。亦復如是。以見圓覺佛。聞

普門法。神力乃爾。此則阿彌陀佛道場寶樹。見者聞者。六根清淨故。(五)

華嚴。八難超十地之階。此則地獄鬼畜。但念佛者。悉往生故。(六)華嚴一

即一切故。如來能於一身現不可說佛剎微塵數頭。一一頭出爾所舌。一一舌

出爾所音聲。乃至文字句義。充滿法界。此則如大本云。彼國無量寶華。一

一華中。出三十六億那由他百千光明。一一光明。出三十六億那由他百千佛

普為十方說一切法故。(七)華嚴舍那釋迦。雙垂兩相。此則如觀經云。阿彌

陀佛現六十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由旬之身。而又見丈六之身。於池水上故。(八)

華嚴以盧舍那佛為教主。此則如清涼云。阿彌陀佛即本師盧舍那故。(九)華

嚴名大不思議。淨名諸經名小不思議。此則亦名不可思議功德故。(十)華嚴

為教。即凡夫心。便成諸佛不動智。此則不越稱名。佛現前故。是則齊等淨

名諸經。同為華嚴流類。圓教全攝此經。此經分攝圓教。以少分義。故名分

圓也。」(X22,p.614,a6-b14) 

P.38：-7【不主張閱藏】《雲棲法彙（選錄）》卷 25：「師於三藏十二部。

無不再三披閱。悉詣其微。著戒疏發隱、彌陀疏鈔、禪關策進、緇門崇行錄、

戒殺放生文、竹窗等書。並行於世。師居恆常誡學人曰：蓋淨土一門乃十方

如來之所共贊。而天台永明諸大宗匠咸願往生。有不信者。非吾徒也。又曰：

佛說無量法門皆標月之指。獨是念佛一指。尤為親切。昧者執之為月。而怪

其無照夜之清光。即楞嚴所謂并亡其指者也。悲夫。…有僧問曰：生死事大。

如何得解脫去？師曰：一心念佛。便得解脫。曰：念佛是生死門頭事。如何

一心念佛便得解脫？師曰：即此便非一心。如何解脫！」(J33,p.200,b23-c4)《阿

彌陀經疏鈔》卷 1：「垢心難淨。混若黃河。妄想難收。逸如奔馬。歷恒沙

無數量之劫。輪轉未休。攻三藏十二部之文。覺路彌遠。而能使濁者清、背

者向。一念頓超、片言即證。力用之妙。何可思議。」(X22,p.605,a19-23)張師

誠，取袾宏所說「持名一法是經中之經」的意義，編成《徑中徑又徑》四卷。

《徑中徑又徑》卷 3：「三藏十二部。讓與別人悟。八萬四千門。饒與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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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句南無阿彌陀佛之外。不用一字。」(X62,p.390,a24-b2)〔J〕嘉興藏-新文豐版 

P.39：3【蕅益大師】【智旭】（1599～1655）明代僧。字蕅益，俗姓鍾，江

蘇省吳縣木瀆鎮人。十二歲讀儒書，闢釋老。十七歲閱袾宏《自知錄》及《竹

窗隨筆》，始不謗佛。二十三歲聽講《楞嚴經》有疑，決意出家體究此一問

題。二十四歲三次夢見憨山德清，當時德清住在曹溪，路遠不能往，因從德

清的弟子雪嶺剃度，命名智旭。二十七歲起，徧閱律藏，見當時禪宗流弊，

決意弘律。三十二歲開始研究天台教理。三十三歲秋始入靈峰（浙江孝豐

縣），造西湖寺。此後歷遊江浙閩皖諸省，均不斷從事閱藏、講述和著作。

五十歲冬，自金陵歸靈峰，仍繼續著述。清‧順治十二年（1655）正月示寂，

壽五十七歲。兩年後，門弟子將其遺體火化，起塔於靈峰大殿右。生平的著

述，經其弟子U成時U編次，分為宗論和釋論二類。宗論即《靈峰宗論》，共十

卷；釋論包含釋經論和宗經論及其他著述共六十餘種一六四卷。大師的學說

是綜合禪教律而會歸淨土，同時又融會儒釋。於三十二歲註《梵網經》，才

開始研究天台教義。常以《起信論》解釋天台宗旨，又用唯識解《起信論》，

乃至用唯識解天台教義。他雖深究台宗，但因不滿台宗末流的門戶之爭，所

以一再聲明自己「究心台部不肯為台家子孫」，「私淑台宗，不敢冒認法脈」。

他在理論上融會性相，在實踐上調和禪淨，而主張禪教律三學統一。他說︰

「禪者佛心，教者佛語，律者佛行，…不於心外別覓禪教律，又豈於禪教律

外別覓自心，如此則終日參禪、看教、學律，皆與大事大心正法眼藏相應於

一念間。」（～《宗論》）三學攝歸一念，以念佛總攝釋迦一代時教，為智旭思

想一大總結。師示寂後，弟子成時私諡「始日大師」之號；世稱靈峰蕅益大

師，後人奉為淨土宗第九祖。與憨山、紫柏、蓮池並稱為明代四大高僧。著

作頗多，今人輯為蕅益大師全集行世。～《中華佛教百科全書》《靈峰蕅益大師

宗論》卷 1：「五十六歲甲午……臘月初三，有病閒偶成一律。中有『名字

位中真佛眼，未知畢竟付何人』之句。是日口授遺囑，…命闍維後，磨骨和

粉麵，分作二分，一分施鳥獸，一分施鱗介，普結法喜，同生西方。…乙未

元旦有偈二首。二十日病復發，二十一日晨起病止。午刻，趺坐繩床角，向

西舉手而逝。時生年五十七歲，法臘三十四。…丁酉冬，門人如法茶毗，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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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覆耳，面貌如生，趺坐巍然，牙齒俱不壞，因不敢從粉骴遺囑，奉骨塔於

靈峰之大殿右。」(J36,p.254,a7-20) 

29 歲，「關中大病，乃以參禪工夫，求生淨土。」「予初志宗乘，苦參力究

者數年，雖不敢起增上慢自謂到家，而下手工夫得力，便謂淨土可以不生，

逮一病濱死，平日得力處，分毫俱用不著，方乃一意西歸。」38歲，大病幾

絕，歸臥九華。「一病五百日，形神並已枯。」「九死一生，半體酸楚，已

經十有餘年。三日惡瘧，更纏三年之外。」47歲，「今夏感兩番奇疾，求死

不得。平日慧解雖了了，實不曾得大受用。」55～57歲，多病大病。「仲冬

一病更甚，七晝夜不能坐臥，不能飲食，不可療治，無術分解，唯痛哭稱佛

菩薩名字，求生淨土而已。」「夜長似小劫，痛烈如刀山。」依聖嚴法師《明

末中國佛教之研究》：大師在此世間只有 55年 8個月 18天，瀕死的大病多

達 11 次，但其著作多達 77 種，拜大乘懺儀(大悲、金光明、占察、往生淨

土、梵網、水懺)25次，持咒數百萬。 

P.40：13【截流大師】【行策】（1628～1682）清代僧。江蘇宜興人，俗姓蔣。

字截流。其父全昌精通儒佛，與憨山德清有親交。德清示寂後三年，全昌夢

其杖錫入室，於是生行策。長而父母相繼逝世，年二十三投於武林理安寺AE箬E

ㄖ
ㄨ
ㄛ

ˋ

A菴通問門下，五載不橫臥，徹達法要；住報恩寺，受息庵瑛之勸，而修淨土，

並就錢塘樵石研習天台學，共修法華三昧，研習教義。清康熙二年（1663），

於杭州法華山之西溪河渚間結庵（蓮 A E柝E

ㄊ
ㄨ
ㄛ

ˋ

A庵），專修淨業。康熙九年，住虞

山普仁院，復興蓮社，學者 A E翕E

ㄒ
ㄧ

ˋ

A然風從。康熙二十一年示寂，世壽五十五。

著有《金剛經疏記會編》十卷（乃宗密「金剛經疏」與子璿「金剛經纂要刊

定記」之會本，成於康熙三年）、勸發真信文、起一心精進念佛七期規式、

寶鏡三昧本義、楞嚴經勢至圓通章等。～《佛光大辭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