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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1 line 4【心境相應】戒度《觀無量壽經義疏正觀記》卷 2：「經云諦觀

即心。日即是境。是故疏云心境相應。心照於境。境照於心。能所一際。間不

容髮。湛如止水。廓若太虛。故云凝然不動。即此不動。是為定體。釋經堅住

不移之語也。」(X22,p.404,b21-24) 

p.61 line 7【亦令明了無分散意】《菩提道次第廣論》卷 14：奢摩他「由念

正知，令能緣心於所緣境相續安住而不散亂，故心於境能任運住…此由內攝其

心不散所緣即能生起，不要通達諸法真實。」(B10,p.715,b22)卷 15：三摩地「具

二殊勝：一、令心明顯，具明顯分；二、專住所緣，無有分別，具安住分。」

(B10,p.721,b12)B：《大藏經補編》《傳通記》：「所言亦者。對上日觀皆令明了而云

亦也。…斯乃日水二觀俱假觀故。眼見日水。心觀日水。此義同故。」～本會版

p.566 

p.61 line -7【琉璃】又作毗瑠璃、吠瑠璃耶、鞞頭黎等。譯為「青色寶」或

「不遠」。是一種類似玉的寶石。中國、日本常有人誤以為是有色玻璃。此詞

古來多作「流離」，後代在使用時都加上玉偏旁。《慧琳音義》卷一︰「須彌

山南面是此寶也。其寶青色，瑩徹有光，凡物近之皆同一色，帝釋髻珠云是此

寶，天生神物，非是人間鍊石造作，焰火所成瑠璃也。～《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61 line -7【幢】又作脫闍、寶幢、天幢等。旗的一種，即附有種種絲帛，

用以莊嚴佛菩薩及道場的旗幟。幢原用於王者之儀衛，或作為猛將之指揮旗；

由於佛為法王，能降伏一切魔軍，故稱佛說法為建法幢，並視幢為莊嚴具，用

來讚歎佛菩薩及莊嚴道場。～《中華佛教百科全書》「與一般所稱之「幡」、「旛」，

無何區別；然有依形狀作區別，謂圓桶狀者為幢，長片狀者為幡。於密教之莊

嚴具中，一說幢與幡相同。」～《佛光大辭典》 

p.62 line 3-8【問曰】《觀無量壽佛經疏》卷 1：「從見水澄清下。正起觀

行。是為水想下。結觀也。一作水想。二變水成氷。三變氷為瑠璃。四觀瑠璃

以成大地內外映徹。」(T37,p.191,c23-26)《傳通記》：「今釋者以水表可平地。

以氷表映徹地。氷與瑠璃同映徹。…別舉瑠璃以顯彼地極映徹想。故玄義云。

言假者。即日想、水想、氷想等。是其假依。所言等者。等瑠璃也。…映徹之

相是氷所表。故水能表可平相也。」～本會版 p.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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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2 line 8【等行無偏】《傳通記》云：萬行等備，圓滿無偏也。～本會版 p.570

私謂：「平等心、中道行」，故云「無偏」。或「平等大悲心、清淨行」，故

能斷盡煩惱習氣，感得地輪映徹的清淨四大之依報莊嚴。濁惡業故感娑婆質礙

四大依報；清淨業則感極樂映徹之瑠璃、七寶等莊嚴境界。 

p.62 line 9【正習俱亡】正指「正使」，習指「習氣」，『正使』與『習氣』

對稱。略稱「使」，指現起之煩惱正體（主體），能驅使眾生流轉於三有。其

煩惱之餘習則稱習氣；阿羅漢斷盡正使，但習氣尚存；佛則是正使、習氣斷盡

無餘。～《佛光大辭典》 

p.63 line 1【未須取亦不須妨】《傳通記》：「亦未須取亦不須妨者。此是

靜心故實。所謂若欲不見、若欲見者。俱障靜心。是故勿欲不見、亦勿欲見。

更無異緣住正念故。漸漸水性湛然。了了見白物也。」～本會版 p.571 

p.63 line 2【正念、心住】【九住心】修禪定時九種攝心的修習過程。又稱

九種心住。《瑜伽師地論》卷三十稱此九住心為「九種心住」。指內住、等住

（又稱續住）、安住、近住、調順、寂靜、最極寂靜、專注一趣、等持。印順《成佛

之道》〈大乘不共法章〉釋之云︰「從初學的攝心，到成就正定，有九住心，

也就是住心的修習過程，可分為九個階段︰ 

(1) U內住 U︰一般人，一向是心向外散；儒者稱為放心，如雞犬的放失而不知歸

家一樣。修止，就是要收攝此外散的心，使心住到內心所緣上來，不讓它向

外跑。 

(2) U續住 U︰起初攝心時，心是粗動不息的，如惡馬的騰躍一樣，不肯就範。修

習久了，動心也多少息下來了，才能心住內境，相續而住，不再流散了。 

(3) U安住 U︰雖說相續而住，但還不是沒有失正念而流散的時候。但修習到這，

能做到妄念一起，心一外散，就立即覺了，攝心還住於所緣中。到這階段，

心才可說安定了。 

(4)U近住U︰這是功夫更進了！已能做到不起妄念，不向外散失。因為妄念將起，

就能U預先覺了U，先為制伏。這樣，心能安定住於所緣，不會遠散出去，所以

叫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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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U調順 U︰色聲香味觸─五欲；貪瞋癡─三毒；加男女為十相，這是能使心流

散的。現在心已安住了，深知定的功德，也就能了知『欲』的過失。所以以

靜制欲，內心柔和調順，不會因這些相的誘惑而散亂。 

(6) U寂靜 U︰十相是重於外境的誘惑，還有內心發出的『不善』法，如不正尋思

─國土尋思、親里尋思、不死尋思、欲尋思、恚尋思、害尋思等。五蓋─貪

欲、瞋恚、惛沈睡眠、掉舉惡作、疑。對這些，也能以內心的安定功德而克

制他，免受他的擾亂。到這，內心是寂靜了。寂靜，如中夜的寂無聲息一樣，

並非是涅槃的寂靜。 

(7) U最極寂靜 U︰上面的寂靜，還是以靜而制伏尋思等煩惱，還不是沒有現起。

現在能進步到︰尋思等一起，就立即除遣，立刻除滅。U前四住心，是安住所

緣的過程 U。但修止成定，主要是為了離欲惡不善法，所以定力一強， U從(5)

到(7)，就是降伏煩惱的過程U。心靜而又淨，這才趣向正定了。 

(8) U專注一趣 U︰心已安住，不受內外不良因素所動亂，臨到了平等正直持心的

階段。就此努力使心能專注於同一境，能不斷的、任運的（自然而然的）相

續而住。 

(9) U等持 U︰這是專注一趣的更進步，功夫純熟，不要再加功用，無作行而任運

自在的，無散亂的相續而住。修習止而到達這一階段，就是將要得定了（初

禪）。～《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63 line 7【椀水】《傳通記》：問：椀水作法出何經論？答：未見其證。

自修作法而喻自心。即知動靜也。彼《止觀》中更用象、魚、風之三喻。以況

內、外、並起三障。今用行者作法以況自心動靜也。～本會版 p.573《摩訶止觀》

卷 1：「或先起非心。或先起是心。或是非並起。譬象、魚、風。並濁池水。

象譬外。魚譬內。風譬並起。又象譬諸非。自外而起。魚譬內觀羸弱。為二邊

所動。風譬內外合雜。穢濁混和。」(T46,p.4,b23-27) 

p.63 line -6【恬怕】『怕』同「泊」，音「ㄅㄛˊ」。1.棲止、停留。如「漂

泊」。2.恬靜、淡默。如「淡泊」。～《漢語大詞典》《傳通記》：「內外恬怕者。

能緣為內。所緣為外。能所不動寂靜，名為恬怕。」～本會版 p.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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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3 line -4【細想粗想】《傳通記》：「細想粗想者。內心動轉也。細塵粗

塵者。外境粗細也。細境若現。細想微動。粗境若現。粗想轉動。米譬細塵。

棗譬粗塵。豆通譬粗細。」～本會版 p.574 

p.64 line 1【天親讚云】《往生論》之偈頌。《傳通記》：「上兩句是清淨

功德。通後十六。下二句是量功德也。別局地量。引此二文以合地量。設雖量

廣。非清淨者不足為德。故引證之。」～本會版 p.574「勝過三界道」，《攝大乘

論》卷 3〈智差別勝相品 10〉：「諸佛如來淨土清淨其相云何？…出過三界

行處。出出世善法功能所生。最清淨自在唯識為相。」(T31,p.131,c4-9)《攝大乘

論釋》卷 15〈釋智差別勝相品 10〉：「釋曰。三界集諦為行。三界苦諦為處。

淨土非三界苦集所攝。故言出過三界行處。此句明處圓淨。若非苦集諦攝。以

何因得生？以何法為體？…二乘善名出世。從八地已上乃至佛地。名出出世。

出世法為世法對治。出出世法為出世法對治。功能以四緣為相。從出出世善法

功能。生起此淨土故。不以集諦為因。此句明因圓淨。何者為出出世善法？無

分別智。無分別後智所生善根。名出出世善法。…菩薩及如來唯識智。無相無

功用故言清淨。離一切障、無退失故言自在。此唯識智為淨土體故。不以苦諦

為體。此句明果圓淨。」(T31,p.263,b3-17) 

p.64 line 4【無漏金剛】《傳通記》：金剛之言顯無漏義。金剛堅固。以譬

寶幢。故下文云：言金剛者。即是無漏之體也(p.73：-6)。戒度記云。金剛即是

幢體。不可破壞。故名為剛。」～本會版 p.577 

p.64 line 4【量出塵沙】《傳通記》：此明寶幢數量。讚云。地下莊嚴七寶

幢。無量無邊無數億。問：經文不說寶幢數多？答：彼國寶地廣闊無邊。擎地

寶幢何但一耶。但經無文者。幢數出言談。故不云數。如云眾寶國土一一界上

不云界數。況乎今師證者。具見彼土。豈迷幢數。～本會版 p.577-78 

p.64 line 5【光周無邊】問：經文不說光周無邊及以色照他方利益？經文正

述：寶出千光，光多異色。光明徹照十方，乃是彌陀本願：「一切萬物嚴淨光

麗，形色殊特，窮微極妙，無能稱量。」「國土清淨，皆悉照見十方一切無量

無數不可思議諸佛世界。」「無量壽佛光明顯赫，照曜十方諸佛國土。」「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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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無量不可思議諸佛世界眾生之類，蒙我光明觸其身者，身心柔軟超過人天。」 

p.64 line 7【八方八面】經文：「八方八楞」，『楞』，通『棱』：物體的

棱角。《傳通記》：百寶莊嚴，專在方面，故不標楞，面在八方。 

p.64 line 7-9【見彼無生。無生寶國。寂靜無為】如《往生論》云：彼土體

是一法句故，清淨故、真實智慧、無為法身故。 

p.64 line 9【畢竟逍遙離有無】《傳通記》：依正莊嚴，快樂無窮，名為畢

竟逍遙。～本會版 p.580「離有無」，《中論》卷 4〈觀四諦品 24〉：「眾因緣生

法，我說即是空。何以故？眾緣具足和合而物生，是物屬眾因緣，故無自性。

無自性故空，空亦復空，但為引導眾生故，以假名說。離有無二邊，故名為中

道。是法無性，故不得言有，亦無空，故不得言無。」(T30,p.33,b15-19) 

p.64 line 7+9+11【讚云】出自善導《往生禮讚偈》、《淨土法事讚》等。 

p.64 line -3【依持圓淨】《傳通記》：「十八圓淨中第十八是也。謂攝大乘、

佛地論。明他受用有十八功德。」～本會版p.582 又名「十八圓滿」，是報身佛之

依持圓淨也。一U色相圓淨U，光明遍照無量世界，色相周遍也。二U形貌圓淨U，無

量妙飾，界處各各成立，形貌殊勝也。三U量圓淨U，大城邊際不可度量也。四U處

圓淨U，出過三界所行處也。五U因圓淨U，出出世善法功德而生也。六U果圓淨U，最

清淨自在唯識之相也。七U主圓淨U，如來所鎮，恆居於中也。八U助圓淨U，菩薩安

樂所住處也。九U眷屬圓淨U，無量八部眾等所行處也。十U持圓淨U，大法味喜樂所

持，長養法身也。十一U業圓淨U，作一切利益眾生之事也。十二U利益圓淨U，離一

切煩惱之災橫也。十三U無怖畏圓淨U，非諸魔所行處也。十四U住處圓淨U，一切莊

嚴所依處也。十五U路圓淨U，大乘正法與念、慧、行之出離也。十六U乘圓淨U，以

止觀定慧為所乘也。十七U門圓淨U，以大乘三解脫門為入處也。十八U依止圓淨U，

以無量功德聚所莊嚴之大蓮華為依止也。。～《攝大乘論》、《佛學大辭典》 

p.65 line 2【帶惑疑生華未發、喻處胎、內受法樂】帶惑疑者往生，比喻胎

生。「法樂」，彼中清淨，無諸穢惡，飲食快樂，如忉利天。詳見《無量壽經

會集本》第卅九、四十、四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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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5 line 3【菩薩徐徐授寶衣】《傳通記》：「問：生彼國者由本願故。應

法妙服自然在身。何授寶衣？又菩薩者。何菩薩乎？答：自然衣上令著上服。

此賞新生菩薩故也。言菩薩者。《法事讚》云。法侶將衣競來著。《禮讚》云。

觀音勢至與衣被。明知菩薩法侶是二菩薩也。」～本會版 p.588 

p.65 line 4【光觸體得成三忍】佛光照身，令得三忍：一音響忍、二柔順忍、

三者無生法忍。如大經〈菩提道場第十五〉及第四十七願：「聞名得忍」願。 

p.66 line 2【八種清風】智顗《觀無量壽佛經疏》卷 1：「八種清風者。彼

處實無時節。若寄此八。謂除上下。餘四方、四維。故云八。」(T37,p.191,c29-p.192,a2)

《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卷 3：「疏。實無時節等者。大本云。彼無四時。

不寒不熱及無日月。常有光明。寄於此土四方、四維有八種風。故亦順此。對

有八風。然彼八風不同此土。令物生長及以衰落。但鼓自然之樂。演乎玅法之

音耳。」(X22,p.306,b7-10) 

p.66 line 3【四倒四真】【四倒】四種顛倒之妄見也。此有二種：一於生死

之無常無樂無我無淨，而執常樂我淨，為凡夫四倒。一於涅槃之常樂我淨，而

執無常無樂無我無淨，為二乘四倒。初云有為之四倒，後云無為之四倒。斷有

為之四倒為二乘，斷有無為之八倒為菩薩。見大乘義章五末。【四真諦】又云

四聖諦。苦集滅道之四諦也。其理真正，故云真諦，為聖者之所見，故云聖諦。

涅槃經十五曰：「我昔與汝等，不見四真諦，是故又流轉生死大苦海。若能見

四諦，則得斷生死。」～《佛學大辭典》 

p.66 line 4【讚云】《往生禮讚偈》卷 1：「南無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

安樂國清淨，常轉無垢輪；一念及一時，利益諸群生。願共諸眾生，生安樂國。

南無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讚佛諸功德，無有分別心；能令速滿足，功德

大寶海。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T47,p.443,c28-p.444,a6) 

菩薩之四種莊嚴者：(一)不動本處遍至十方供養化生莊嚴，(二)一念一時遍至

佛會利益群生莊嚴，(三)一切世界讚嘆諸佛莊嚴，(四)無三寶處示法莊嚴也。

～《佛學大辭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