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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1 line -3【宗門云】《龐居士語錄》卷 3：「但自無心於萬物 何妨萬

物常圍遶 鐵牛不怕師子吼 恰似木人見花鳥 木人本體自無情 花鳥逢

人亦不驚 心境如如祇箇是 何慮菩提道不成。」(X69,p.142,c18-21) 

p.155 line -2【從果向因】即從三身圓明之果位返向發心修行之因地。乃

「從因向果」之對稱。例如果位上之佛為化導眾生之故，乃方便示現菩薩身、

聲聞身；另如念佛行者已往生淨土後，再返迴娑婆之苦界，行還相迴向之攝

化，皆是「從果向因」。日本天台宗之祖最澄，依六即位之說更創新義，謂

以理即等前五即為因位，以第六之究竟即為果位，順著「始覺」之次第而向

上進修，稱為「從因至果」；就教義法門而言，稱為「始覺法門」。反之，

若基於「佛凡一體」之理，以理即為圓滿之佛果位，以名字即乃至究竟即等

後五即，為化他之行的因位，如此由究竟即向理即逆向修行，則實為順著「本

覺」之次第，由果向下轉修，稱為「從果向因」；就教義法門而言，稱為「本

覺法門」。～《佛光大辭典》 

p.157 line 1【獨見漢譯】《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卷 1：「佛在王舍國

靈鷲山中，與大弟子眾千二百五十人、菩薩七十二那術、比丘尼五百人、清

信士七千人、清信女五百人、欲天子八十萬、色天子七十萬、遍淨天子六十

那術、梵天一億，皆隨佛住。」(T12,p.279,b6-10) 

p.159 line -5【如融金聚】《方廣大莊嚴經》卷 7〈頻婆娑羅王勸受俗利品 

16〉：「身如融金聚，相好以莊嚴。」(T03,p.579,a25-26)《大方廣佛華嚴經》

卷 26〈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身諸毛孔咸放光明，如燈、如日、

如融金聚，普照三千大千世界，無所障礙。」(T10,no.293,p.780,c10-11)《合部

金光明經》卷 4〈讚歎品 7〉：「身色微妙，如鎔金聚；面貌清淨，如月盛

滿；佛身明曜，如日初出。」(T16,p.378,b29-c2)卷 8〈讚佛品 23〉：「如融真

金。光明赫奕，通徹諸山，悉能遠照，無量佛土。」(T16,p.400,b4-5)《金光明

經照解》卷 1：「如融金聚下。讚佛品云。如融真金。合部竝作『鎔』字。

今謂融字。會也、明也、朗也。亦有其意。終不如鎔鑄真金。其色晃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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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佛身金色之勝。如四十二章經後序云。金在鎔而光愈爛。是也。況此經亦

有「如鑄金鋌、如鍊真金」之言。以證此文。須作『鎔』字。」(X20,p.482,c16-20) 

p.160 line 4+ p.162 line 3【寶鏡映現十方】《甄解》：「心器清凈，光

影通徹，如鏡清淨。威容顯赫，如鏡明耀。故用明（容顏）淨（心淨）鏡為

其譬也。…《會疏》引《華嚴經》曰：「譬如明淨發光金玻瓈鏡，與十方世

界等，於彼鏡中見無量剎，一切山川、一切眾生，若好若醜，形類若干，悉

於中現。」今明淨鏡者，即是指明淨發光金玻黎鏡，略云「明淨鏡」而已。…，

明徹無盡之佛色相，則喻以珠寶鏡影暢表裏，不亦宜乎！況《莊嚴經》說面

色圓滿，寶剎莊嚴，則光顏巍巍中影現寶剎莊嚴相，其猶珠寶鏡中能現森羅

萬象乎！」既現十方莊嚴寶剎，豈漏西方極樂乎？但大眾不識，故由阿難啟

（代）問耳！ 

p.164【住奇特法】《華嚴經》「一切眾生身中有正覺智」→甚奇。《法華

經》「八歲龍女立即成佛」→極特殊。淨宗一法，最奇、最特。非依非正、

依正不二；非因非果、非主非伴、非一非多；一多相即相入、主伴圓明具德

等十玄門（華嚴）。又「彌陀弘願一乘」，能運載眾生至大菩提、令一切眾

生皆能成佛之真實法，乃最奇特之法。 

p.170 line 7【唯說彌陀本願海】為日本親鸞上人所著《教行信證》中，「第

二章顯淨土真實行」之「正信偈」：「如來所以興出世，唯說彌陀本願海；

五濁惡時群生海，應信如來如實言。」如來，指釋迦如來。 

p.170 line -4【真實五願】1.定成正覺願 12（住正定聚願 11）。2.光明無

量願 13（12）。3.壽命無量願 15（13）。4.諸佛稱嘆願（17）。5.十念必生

願（18）。 

p.171 line 5【第二十願】「繫念定生願」：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聞我名號，

繫念我國，植諸德本，至心回向，欲生我國，不果遂者，不取正覺。（《會

集本》：21 悔過得生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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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74 line 7【十世隔法異成門】為華嚴宗『十玄門』之一。此門乃就時間

而言，表示時間之圓融無礙，彰顯諸法皆為緣起一體，以破眾生執時間有遷

流相，不能於一念具足之疑。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各含過、現、未三際，

共為九世，九世諸法不出當前一念，前九世為別，一念為總，總別相合，故

稱十世；十世區分，不相雜亂，稱為隔法；十世隔法相即相入，不失前後長

短等差別相，稱為異成。時間本無始終，三世相因互攝，故一念即無量劫，

無量劫即一念，如一夕之夢，翱翔百年，相融無礙，乃佛海印定中所表現之

無礙相之一。又如智者大師於閱法華經時，入於法華三昧，於一念頃神遊靈

山，參與千年前釋迦開講之法華盛會，聞佛說法，同時又與千年後之慧思禪

師對語，傳為千古佳話。～《佛光大辭典》念劫融即之理，乃自「時間原無體性」

推衍而來。以百千大劫由本一念方成大劫，既相成立，俱無體性。由一念無

體，即通大劫；大劫無體，即該一念。由念劫無體，長短之相自融（然亦不

壞長短之相，故云：念包九世，延促同時。）；乃至遠近世界、佛及眾生、

三世一切事物，莫不皆於一念中現。何以故﹖一切事法依心而現，念既無礙，

法亦隨融，是故一念即見三世一切事物顯然。經云︰或一念即百千劫，百千

劫即一念。～《中華佛教百科全書》〈離世間品〉云。如人睡夢中，造作種種事，雖

經億千歲，一夜未終盡。故莊生夢蝴蝶，假寐百年。事類廣矣。 

p.175 line 2【華嚴十自在】《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5〈離世間品 38〉：

「菩薩摩訶薩有十種自在。何等為十？所謂：命自在，於不可說劫住壽命故；

心自在，智慧能入阿僧祇諸三昧故；資具自在，能以無量莊嚴莊嚴一切世界

故；業自在，隨時受報故；受生自在，於一切世界示現受生故；解自在，於

一切世界見佛充滿故；願自在，隨欲隨時於諸剎中成正覺故；神力自在，示

現一切大神變故；法自在，示現無邊諸法門故；智自在，於念念中示現如來

十力、無畏、成正覺故。是為十。若諸菩薩安住此法，則得圓滿一切諸佛諸

波羅蜜智慧神力菩提自在。」(T10,p.293,b21-c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