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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1 line -4【占察經】《占察善惡業報經》卷 2：「漸次作佛者，略說有

四種。何等為四？一者，信滿法故作佛。所謂依種性地，決定信諸法不生不

滅，清淨平等，無可願求故。二者，解滿法故作佛。所謂依解行地，深解法

性，知如來業無造無作，於生死涅槃不起二想，心無所怖故。三者，證滿法

故作佛。所謂依淨心地，以得無分別寂靜法智，及不思議自然之業，無求想

故。四者，一切功德行滿足故作佛。所謂依究竟菩薩地，能除一切諸障，無

明夢盡故。」(T17,p.909,a25-b5) 

p.122 line -2【兩者開合】宋‧志磐（1258）《佛祖統紀》卷 2：「大乘開

住胎。合降魔於成道。小乘開降魔。合住胎於託胎。住胎見起信。降魔見四

教義。此先達之論也。今觀大小。皆有住胎、降魔之文。如華嚴云。菩薩住

母胎已。示現出家成道等相。此大乘住胎也。因果經。菩薩在母胎。行住坐

臥。一日六時。為諸天鬼神說法。此小乘住胎也。花嚴離世間品。菩薩出家

成道降魔轉法輪等。妙樂云。四佛各有四降魔相。此大乘降魔也。因果經。

既降魔已即便入定。明星出時得最正覺。此小乘降魔也。今欲順八相之言。

且用起信四教義二文開合為證。」(T49,p.146,a19-b2) 

p.123 line -6【三世補處皆從兜率天】《大智度論》卷 4〈序品 1〉：「問

曰：菩薩何以生兜率天上，而不在上生、不在下生；是大有福德，應自在生？

答曰：有人言：因緣業熟，應在是中生。復次，下地中結使厚濁，上地中結

使利；兜率天上結使不厚不利，智慧安隱故。…復次，佛常居中道故。兜率

天於六天及梵之中，上三、下三。於彼天下，必生中國，中夜降神，中夜出

迦毘羅婆國，行中道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道為人說法，中夜入無餘涅

槃。好中法故，中天上生。」(T25,p.89,b26-c9) 

p.125 line -5【微妙是菩提】僧肇《注維摩詰經》卷 4〈4 菩薩品〉：「肇

曰。諸法幽遠難測。非有智之所知。以菩提無知故無所不知。無知而無不知

者。微妙之極也。」(T38,p.363,b14-16)智儼《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卷 2：

「微妙是菩提。諸法難知故。何以故？為一切法皆如也。故據此分齊。義當

終教。所有陰入界等一切法數。依此而知。」(T45,p.556,b22-25)湛然《維摩經

略疏》卷 6〈菩薩品 4〉：「微妙是菩提。權理非妙。圓教諸法即是真如。

真如即智斷。諸法皆不思議三德菩提。始是極妙。非諸凡小及方便菩提之所

能知。」(T38,p.641,a17-20) 

p.126 line 5【五十七日不說法】《大智度論》卷 7〈1 序品〉：「釋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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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佛，得道後五十七日寂不說法；自言：「我法甚深，難解難知！一切眾生

縛著世法，無能解者；不如默然入涅槃樂。」」(T25,p.109,b27-c1)《新華嚴經

論》卷 6：「第一如力士經說。佛初成道一七日思惟已。即於鹿園說法。第

二如大品經說。佛初鹿園轉四諦法輪。無量眾生發聲聞心乃至獨覺心大菩提

心等。第三如法華經說。三七日詣鹿園說法。第四如四分律及薩婆多論。六

七日方說法。第五如興起行經及出曜經。七七日方說法。第六如五分律。八

七日方說法。第七如大智度論。五十七日方說法。第八如十二遊行經。一年

不說法。第九依今唐朝藏法師判。如來成道定經一七日後方說華嚴經。第十

(通玄)今依此華嚴法界門。總不依如上所說。…但使令心信解法界無時。即

是如來說法時也。…以無時之時為說法時故也。」(T36,p.759,a3-29) 

p.130 line 8【生起次第】西藏佛學用語。無上瑜伽修持法的二個層次，包

含「生起次第」與「圓滿次第」。生起次第乃生起本尊佛及壇城觀之修法，

同時訓練基本禪定及密乘修持。圓滿次第則是進一步轉變身心之修法。由調

伏業氣及煩惱，使之轉變為五智及光明，包括證取法、報、化三身之修法。

此二次第為無上密乘之根本教法。～《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130 line -5【大手印】印即印契，與法印之「印」同，乃以世間國王印

璽，喻法王佛陀親許的佛法宗要。藏譯於大印加一「手」者，表示佛祖親手

印定。此印為至極無上之佛法心髓，故名為大。藏密所言大手印，主要屬無

上瑜伽部法，指本元心地之心傳口授，略當於漢傳佛教的實相印、佛祖心印。

大手印是藏傳噶舉派（白教）等所傳法的心髓，它直承印度晚期瑜伽成就諸

師之傳，以簡易明了的訣要，總攝一乘佛法之見、修、行、果，猶如點石成

金的仙丹，畫龍點睛的妙筆，指示如來之涅槃妙心，堪稱藏傳一系之正法眼

藏。藏傳大手印法門顯密兼賅，頓漸俱備，系統精密，三根普被，與禪宗心

地法門甚為相近，而更多攝引初學的方便。～《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132 line 4【相應諸行】【瑜伽】，梵語 yoga，意譯「相應」。即依調息

等方法而攝心，使與正理等相應之狀態。此語古時見用於《吠陀》及奧義書

時代，依調息等觀行法而觀「梵我一如」之理，以與梵結合，此即稱為瑜伽。

其後佛教亦採用此法，以為總攝修心、修慧之法門；而在佛教各派中，以印

度瑜伽行派及我國唯識宗較常使用此詞。依《解深密經》所述，以止觀為主

之一切觀行，即稱為瑜伽。《成唯識論述記》卷二（本）說「相應」有五義︰

(1)與境相應︰謂不違一切法之自性故。(2)與行相應︰謂與定慧等行相應。(3)

與理相應︰謂安立、非安立等二諦之理。(4)與果相應︰謂能得無上菩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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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與機相應︰謂得果既圓，利生救物，赴機應感，藥病相應。此說亦是承襲

上述《瑜伽師地論釋》之說。～《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134 line 6【通諸法性。達眾生相】慧遠《無量壽經義疏》卷 1：「通諸

法性。是智正覺自在行也。謂能通達二諦法性。達眾生相。眾生世間自在行

也。眾生多死。故曰眾生。眾法成生。亦名眾生。若形若體。種種相狀。一

切悉知。」(T37,p.97,c11-15) 

p.136 line -1【十纏四縛】纏縛就是煩惱的別名，因煩惱能纏縛眾生的身

心，使不得出生死和證涅槃。「十纏」：無慚、無愧、嫉、慳、悔、睡眠、

掉舉、昏沉、忿、覆。「四縛」：1.欲縛，欲界諸惑中除無明與見惑者。2.

有縛，上二界一切惑，除無明與見惑者。3.無明縛，三界之無明也。4.見縛，

三界之惡見也。～《佛學大辭典》 

p.138 line 7【空、無相、無願】空、無相、無願三昧。通於有漏、無漏。

其無漏者，為入涅槃解脫之門，故稱三解脫門；有漏者即三三昧。《法界次

第》中云，若以「有覺有觀、無覺有觀、無覺無觀三昧」釋者，即是有漏三

三昧。若無漏三解脫門，諸經論對此三次第頗有異說，《大乘義章》卷二，

約三義以分別其次第之不同。即︰(1)約修入之次第︰先說無願令厭生死，次

說無相令求涅槃，後說空門令其契證。(2)依終成本末之次第︰空為眾德之

本，菩薩先觀之，故先明空；由見空故，不見生死可以貪求，故次說無願；

由證空義不見生死，便與涅槃無相相應，故第三宣說無相。(3)依所空之體相

用等明其次第︰先說空門，空諸法體；次說無相，空諸法相；再說無作，空

諸法用。另，【無願三昧】指於一切生死法中，離願求造作之禪定，即對一

切諸法無所願求，又作無作三昧、無作解脫門。～《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139 line 5【善立方便】《無量壽經義疏》卷 1：「善立方便是化他智。

方便之義。汎論有四：一進趣方便。如見道前七方便等。進趣向果。故名方

便。二施造方便。如十波羅蜜中。方便波羅蜜。巧修諸行。故曰方便。三權

巧方便。如二智中。方便智等。權巧攝物。故名方便。四集成方便。諸法同

體。巧相集成。故曰方便。故地論云：此法巧成名為方便。…今此所論。權

巧方便。U於權巧中。方便有三U：一身業方便。權形異現。如觀世音。方便之

力。其事云何。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為說法。如是一切。二口業方

便。隨化眾生。種種異說。名為方便。如無二乘。權以說之。如是一切。三

意業方便。謂方便智。隨化眾生。種種異解。今此所論。是其權中意業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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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立三業。巧便度物。故曰方便。顯示三下。是化他行。顯示三乘。說三乘

因。就大分小。名示三乘。」(T37,p.98,b19-c6) 

p.141 line 7【得無生無滅諸三摩地】慧遠《無量壽經義疏》卷 1：「自利

功德。…有四：一所證平等。二具足下。所成眾多。三廣普下。所證深廣。

四得佛下。所成殊勝。所證等中。亦無所作。無因可作。亦無所有。無果可

有。言不起者。無淨可起。言無滅者。無染可滅。此舉道理。得平等法。約

理辨證。…所成勝中。得佛如來華嚴三昧。故德勝也。華嚴三昧。如華嚴說。

彼一三昧。統攝法界。一切佛法悉入其中。」(T37, p.98,c10-25) 

p.142 line 3～-1【智度論】見《大智度論》卷 5＆卷 28〈序品 1〉(T25,p.95,c10- 

p.96,b＋p.269,a-b)「得陀羅尼菩薩，一切所聞法，以念力故，能持不失。…菩

薩得陀羅尼力故，一切魔王、魔民、魔人無能動、無能破、無能勝；譬如須

彌山，凡人口吹不能令動。」 

p.144 line 6【秘藏記】（書名）二卷，日本弘法大師在唐之記也。日本真

言宗之開祖，名U空海U，謚U弘法U。～《佛學大辭典》 

p.146 line 4【一念】《仁王經》：一念＝90剎那＝90*900生滅（81,000） 

《往生論註》：一念＝60剎那＝60*110生滅（6,600）。《菩薩處胎經》：

「彌勒言：拍手彈指之頃，三十二億百千念，念念成形。」(T12,p.1024,b21-22)1

彈指＝3,200,000,000*100*1,000=320,000,000,000,000＝3.2*10
14

三百二十兆 

《俱舍論》卷十二云︰「如壯士一疾彈指頃，六十五剎那。」又云︰「剎那

百二十為一怛剎那，六十怛剎那為一臘縛，三十臘縛為一牟呼栗多，三十牟

呼栗多為一晝夜。」(T29,p.62,a22+b17)故一剎那相當於一秒的七十五分之一（即

一晝夜 24時*60分*60秒／120*60*30*30＝1/75＝0.01333秒）。1彈指＝65

剎那＝0.867秒～《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但目前科學界的定義：一秒=銫原子同位素（Cs133）在零磁場下，能階

躍遷 9,192,631,770個週期所經歷的時間。銫，金屬元素，符號 Cs，銀白色，

質軟，有延展性。在已知金屬中，性質最活潑，能分解。與水作用發生爆炸，

產生長時間穩定性頻率的幅射，可製準確度極高的原子鐘。在光的作用下易

放出電子，可製光電管。也是很有發展前途的宇宙飛行器燃料。～《漢語大詞典》 

p.146 line -4【海印三昧】相對【華嚴三昧】而言，海印三昧是約果立名，

華嚴三昧是從因立名。但因果本來無別，故此二者係一體兩用。即《妄盡還

源觀》所謂自性清淨圓明之體有二用：一是海印森羅常住用，此即海印三昧；

二是法界圓明自在用，此即華嚴三昧。～《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