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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2 line -6【心相應‧心不相應】與煩惱結使相應的心，稱為相應心，

不與之相應的心則稱不相應心。真諦譯《大乘唯識論》卷 1：「心有二種。

一者相應心。二者不相應心。相應心者。謂無常妄識虛妄分別。與煩惱結使

相應。名相應心。不相應心者。所謂常住第一義諦。古今一相。自性清淨心。

今言破心者。唯破妄識煩惱相應心。不破佛性清淨心。故得言破心也。」(T31, 

p.70,c7-13) 

p.143 line 1【無盡緣起】四種緣起之一，又云法界緣起，具足說應當是「圓

融法界無盡緣起」，是賢首宗基於《華嚴經》的義旨而建立的。一切之法，

互相為緣，互相起法也；緣一法而起萬法，緣萬法而起一法，重重緣起，而

緣起之義無窮，故曰無盡緣起。亦即「四法界」中之「事事無礙法界」，故

云：萬法相即相入，無礙自在。 

【四種緣起】： 

【業感緣起】小乘教，說一切萬法都是由於業力的感應而生起三世因果輪轉。 

【賴耶緣起】大乘始教，說阿賴耶識含藏有漏無漏萬法的種子，一切根身器

界皆由其生起。 

【真如緣起】大乘終教，說由於真如自性清淨，隨染淨緣而生起世出世間（十

法界）一切法。 

【法界緣起】一乘圓教，說遍法界的一切事物，有為無為、色心依正、過現

未來，都盡成一大緣起，一多相即、諸法圓融、事事無礙。 

【四法界】： 

【事法界】「小乘教」和大乘「相始教」。眾生色心等法，一一差別，各有

分齊。 

【理法界】「空始教」、「頓教」。色心諸法雖有差別，而同一體性。 

【理事無礙法界】「終教」。理由事顯，事攬理成，理事互融無礙。 

【事事無礙法界】華嚴「圓教」的根本教理，說「無盡緣起」。一切分齊事

法，稱性融通，一多相即、大小互容、重重無盡。《華嚴經疏》：「一切諸

法，真心所現，如大海水，舉體成波。以一切法無非一心，故大小等相，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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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迴轉，即入無礙。」也就是說法界乃包括一切萬法，迷悟染淨、色心差別

諸法，皆從一心，法界炳然顯現。～《佛學大辭典》、《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143 line 4【法界記】全稱《華嚴遊心法界記》。一卷，唐代法藏撰。收

於大正藏第四十五冊。本書係基於華嚴宗初祖杜順之五教止觀，闡明華嚴宗

之觀門。分為法是我非門、緣生無性門、事理混融門、言盡理顯門、法界無

礙門等五門。即依五門之次第說明小乘教、始教、終教、頓教、圓教之觀門，

並示其淺深之相狀。～《佛光大辭典》書中所引：《華嚴遊心法界記》(T45,p.646,b8-29) 

p.148 line -4【住普賢行】此句唯在唐譯本中有。然於《華嚴經》中多處

有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1〈十迴向品 25〉：「以無著無縛解脫心，

成就普賢自在力，於一切眾生身中，現一切佛自在神通，令一切眾生住普賢

行。」(T10,p.165,c11-13「以無著無縛解脫心，始從此生盡未來際，住普賢行，

常不休息，得一切智，悟不可說不可說真實法，於法究竟，無有迷惑。…住

普賢行，成就身業，令一切眾生見者歡喜，不生誹謗；發菩提心…住普賢行，

立殊勝志，具清淨心，得廣大神通、廣大智慧…住普賢行大迴向心，得色甚

微細智，…如是等一切甚微細，於一念中悉能了知。(T10,p.166,a14-p.167,b17)

《無量壽經科註》科為「妙行顯實」：「妙行」者，得佛四無礙智，住普賢

行故。「顯實」者，善能分別眾生語言，開化顯示真實之際；由有此妙智、

大行，故能開化顯示真實；故云「妙行顯實」也。 

p.149 line 2【垓】音ㄍㄞ。3.古數名。萬萬為垓。《太平御覽》卷七五○

引漢應劭《風俗通》：「十萬謂之億，十億謂之兆，十兆謂之經，十經謂之

垓。」4.引申為數量極多。～《漢語大詞典》 

p.150 line -4【真實】全經有「真實」語者：1.「開化顯示真實之際」p.147。

2.「惠以真實之利」p.169。3.「住真實慧」p.331。4.「真實功德第三十一」

p.598。5.「真實功德，悉皆如是」p.611。首三者即是「三德」：法身德、解

脫德、般若德。 

p.151 line 5【行世間不捨】《維摩詰所說經》卷 2〈佛道品 8〉：維摩詰



Date：2017/03/18 

3 / 4 

問：「何等為如來種？」文殊菩薩答：「一切煩惱皆是佛種。」「若見無為

入正位者，不能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

濕淤泥乃生此華；如是見無為法入正位者，終不復能生於佛法；煩惱泥中，

乃有眾生起佛法耳！又如殖種於空，終不得生！糞壤之地，乃能滋茂。如是

入無為正位者，不生佛法；起於我見如須彌山，猶能發于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心，生佛法矣！是故當知，一切煩惱為如來種。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

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T14,p.549,b4-15) 

p.151 line -6【無住處涅槃】四種涅槃之一。法相宗所立【四種涅槃】：

1.本來自性清淨涅槃：謂一切法相真如理，與一切法不一不異，離一切相無

有分別。2.有餘依涅槃：真如出煩惱障，雖有微苦，所依未滅，而障永寂；

故名涅槃。3.無餘依涅槃：真如出生死苦，煩惱既盡，餘依亦滅，眾苦永寂；

故名涅槃。4.無住處涅槃：真如出所知障，大悲、般若常所輔翼。由斯不住

生死涅槃，利樂有情，窮未來際，用而常寂；故名涅槃。一切有情皆有初一，

二乘無學容有前三，唯我世尊可言具四。出《成唯識論》卷十。～《法相辭典》 

p.151 line -6【心常諦住度世之道。於一切萬物隨意自在】鄭AE燮E

ㄒ
ㄧ
ㄝ

ˋ

A（鄭板橋）

之〈題竹石〉：「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

爾東西南北風。」《宏智禪師廣錄》〈風鈴〉：「通身是口掛虛空，不管東

西南北風，一等與渠談般若，滴丁東了滴丁東。」 

p.152 line 7【眾人不請友而安之】吉藏《維摩經略疏》卷 1：「眾人不請

友而安之者。然大經云：莫熾燃說。莫非時說。莫不請說。今何故云不請說？

解云：彼經歎請說。此經歎不請說。請不請各有所以。不可一向非解。今云

不請說者。肇云：真友不待請。如慈母之赴嬰兒。慈母不待子請乳。母方與

乳。今菩薩亦爾。不俟眾生請說方說。有所宜。即而安之。宜人天。即人天

安。宜三乘。即三乘安。故友而安之也。…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菩薩與眾

生同志求佛道。故稱友。又菩薩前悟為兄。後悟為弟。不取年高下。但論前

悟後悟以判兄弟。故云友而安之也。」(X19,p.158,c12-p.159,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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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4【興大悲，愍有情。演慈辯，授法眼。杜惡趣，開善門】生起同體大

悲、無緣大慈心，依慈起說種種教法，教導眾生生正解、得正見，如以法眼

授與眾生；教人離惡，則閉塞通往惡趣之道；令修福善，開菩提涅槃之門，

乃至往生無量清淨阿彌陀佛國，通往成佛大道也。 

◎大教緣起第三（綱要） 

1.別序、發起序－如來現瑞放光，阿難歡喜請問，世尊正答。 

2.五重深入證信： 

一、世尊放光現瑞證信。 
「爾時世尊」…

「數千百變」。P.158 

二、阿難歡喜啟問。 
「尊者阿難」…

「願為宣說」。P.158 

三、佛讚歎此問功德難思，一切含靈依此得脫故。 
「於是世尊」…

「而得度脫故」。P.167 

四、如阿難所問，正合如來出世本懷；引出淨土法門故。
「阿難：如來以無盡大

悲」…「多所饒益」。P.169 

五、佛自明境界，以證世間難信之法，真實不虛。 
「阿難當知」…

「分別解說」。P.1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