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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7 line -2【十大願王vs禮拜供養五悔】五悔，天台家以之為修法華行之助

行，名「別方便行」。自初五品位至等覺位，位位皆須勤行此方便，以助開觀

門。知禮大師之《修懺要旨》云，U其所以悉名為悔，以皆能滅罪故U。勸請能滅

波旬請佛入滅之罪，隨喜能滅嫉他修善之愆，迴向能滅倒求三界之心，發願能

滅修行退志之過。 四懺悔業障→1懺悔。 

 五隨喜功德→3隨喜。 

一禮敬諸佛  禮 六請轉法輪、七請佛住世→2勸請。 

二稱讚如來  拜 八常隨佛學、九恆順眾生→5發願。 

三廣修供養→供養。 十普皆回向→4回向。 

p.68 line 3【十六觀經云】文在「上品上生」。善導《觀無量壽佛經疏》卷

4：「此明眾生性習不同，執法各異。前第一人但用修慈持戒為能，次第二人

唯將讀誦大乘為是。然戒即能持五乘三佛之機，法即薰成三賢十地萬行之智

慧。若以德用來比校者，各有一能。」(T37,p.273,c3-7) 

p.69 line 3【獨為勝妙】具此三妙：事妙、理妙、圓妙。 

事妙：收機廣、下手易。→三根普攝，行易效顯。 

理妙：以念念即佛故，不落三乘諸行、不落漸次、顯了第一義諦→圓頓妙理。 

圓妙：圓融收攝種種行門－三觀十乘、道品、六度等無量法門→一句佛號中。 

p.69 line -5＆-1【一乘因果】天台《法華玄義》以『一乘因果』為經宗。一

乘，又稱「一佛乘」，係與「三乘」相對的教法。三乘，有聲聞、緣覺、菩薩

等三種差別，而一乘教法則謂聲聞、緣覺、菩薩乘只是一種權巧方便，並不是

佛陀的本懷。佛陀為一大事因緣出世的目的，是在引導一切眾生終皆成佛。以

成佛為最終歸趣的一乘教法才是佛陀弘法的真正意趣所在。一乘，即實相；謂

修實相之行為因，證實相之理為果，故稱一乘因果為宗。另，真如、實相是一

乘理體，一乘因果是依理之事。～《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淨土法門之「一乘因果」： 

一乘真因－一念心中具足『六信』，及究竟取捨之『願』，即是「發菩提心」

（含世俗、勝義兩種）；一向專念之『持名』妙行，即是「福慧雙修」之菩

薩道。故云「真因」。 

一乘妙果－宋譯《無量壽經》卷 2：「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當生，

是人決定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T12,p.323,a22-24)故云「一乘妙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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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9 line -3【梵網玄義】智旭《佛說梵網經菩薩心地品玄義》一卷(X38,p.606,c)

其中「四土」乙段在(X38,p.608,c23-p.609,c12)。 

p.70 line -1【三界九地、廿五有】九地者：欲界→五趣雜居地。 

色界→初禪離生喜樂地 二禪定生喜樂地 三禪離喜妙樂地 四禪捨念清淨地 

無色界→空無邊處地 識無邊處地 無所有處地 非想非非想處地 

欲界：十四有（四惡趣、四洲、六欲天）。色界：七有（四禪天、大梵天、淨

居天、無想天）。無色界：四有（四空處）。通三界而有二十五之果報，名二

十五有。～《佛學大辭典》 

p.71 line -2【華嚴法界安立海】慧苑《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卷 3〈如來現

相品第二〉：「法界安立海。即是一切世界海之都名。」(X03,p.616,c5)《大方

廣佛華嚴經疏》卷 9〈如來現相品 2〉：「一世界海者。是化用處。如華藏品。

二眾生海。是所化機。即剎中所持。三準答及頌。名法界安立海。如世界成就

品。通明法界所安立海。起具因緣等故。」(T35,p.564,a27-b1)《大方廣佛華嚴

經隨疏演義鈔》卷 23〈現相品 2〉：「世界海。唯約果說。法界安立海。通

因通果。由起具因緣。能安立法界故。」(T36,p.179,c14-16) 

p.72 line 4【實報寂光以無明分九品】《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卷 3：「前

三在事。故從居人修斷因果而立土名。此土屬理。故從本體三德為名。問：分

證寂光。三障未盡。何得一向就理立名？答：障未盡邊。自屬實報。今就因果

分忘之處。名為中下常寂光土。」(T37,p.211,c1-5) 

p.73 line 4+7【名字、觀行、相似】 

功夫成片：有三昧禪定，未破見思。

名字位無定，觀行位略有定慧。 

事一心不亂:圓教七信以上，斷見思。

初信至六信則思惑未盡。有定慧。 

理一心不亂:圓教初住以上，破無明。 

參考本書 p.235-237。 

「功夫成片」為淨空和尚所訂，蕅 

益大師則僅有二不亂。 

p.73 line 6+8【任運先落無意斷惑】《觀音玄義》卷 2：別教「譬如燒金，

塵垢先去，然後鎔金。次第斷結，亦復如是。」(T34,p.886,b6-7)《觀音玄義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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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3：「圓譬冶鐵作器。別喻燒金作器。冶謂鎔鑄。淳樸頓融。任運麁垢先落。

燒謂鍛鍊。物體猶堅。特要麁塵先去。然後融金以除細垢。圓觀頓窮法界。無

意先觀二諦。二惑任運先落。別觀次第顯中。有意先觀二諦。故使二惑先除。」

(T34,p.910,c27-p.911,a3) 

p.74 line -3【四不退】依《彌陀要解》 

1.念不退：破無明惑→實報土，分證寂光土。（證理一心不亂而往生者） 

2.行不退：破見思、塵沙惑→方便土。（證事一心不亂而往生者） 

3.位不退：帶業往生→同居土。永離退緣。（功夫成片而往生者，有淺有深分

九品。大師特別指判此位。） 

4.畢竟不退：彌陀、六方佛名經耳熏種，千萬劫後，畢竟度脫。（未往生，僅

種善根） 

另有蓮池大師《阿彌陀經疏鈔》卷三所說，即：(一)願不退，即未斷除煩

惱而生於凡聖同居之淨土者。(二)行不退，即已斷除見惑、思惑而生於方便有

餘土者。(三)智不退，即斷除一部分無明煩惱而居於實報無障礙土者。(四)位

不退，即破盡三惑而居於常寂光土者。尚有窺基《法華玄贊》、迦才《淨土論》

所立四不退，需者往檢。 

p.74 line -2【佛界緣起功德】《徹悟禪師語錄》卷 1：「古德謂眾生知見。

須以佛知見治之。佛知見者。即現前離念靈知也。然此靈知。不能孑然自立。

必隨緣起。不隨佛界之緣。便隨九界緣起。離十界外。無別緣起故。欲隨佛界

緣起。無如以信願心持佛名號。但信貴深。願貴切。持名貴專勤。果以深切專

勤之心。信願持名。即是以佛知見而為知見。亦即是念念中以佛知見治眾生知

見也。熾然十使心中。但置一信願持名之心。即轉生界緣起。為佛界緣起。此

於修道門中。乃點鐵成金極妙之法。只須赤體擔當。久久勿替。管取金臺可以

坐待。寶蓮不日來迎。是為從此同居。生彼同居。橫出三界。較之豎出者。不

亦省力也哉。」(X62,p.341,a23-b10) 

p.75 line 5【同生性】《楞嚴經寶鏡疏》卷8：「登初地。真見聖道。親證真如。

與佛同體。名同生性。」(X16,p.586,b6-7)《占察善惡業報經義疏》卷1：「若已證

同生性者。則與諸佛分同無漏。若猶在異生性者。則與眾生同屬有漏。應取圓

住、別地已上。名同生性。若圓十信、別三賢、通八人以上。藏四果、辟支。

望偏真理。得名同生。望此一實。仍名為異生也。」(X21,p.422,c16-20)參考本書p.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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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5 line 7【三心圓發】《大乘起信論裂網疏》卷 5：「正直心。即正因理

心發。成法身德。深重心。即了因慧心發。成般若德。大悲心。即緣因善心發。

成解脫德。三心圓發。不縱橫。不並別。不可思議。故曰。初發心時。便成正

覺。所有慧身。不由他悟。清淨妙法身。湛然應一切也。」(T44,p.453,c9-14) 

p.75 line -4【塗毒鼓】塗有毒料，使人聞其聲即死之鼓。禪宗以此比喻師家

令學人喪心或滅盡貪、瞋、癡之一言一句之機言。景德傳燈錄卷十六，全豁禪

師：「吾教意猶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T51,p.326,b25-26)《大

般涅槃經》卷 9〈如來性品 4〉：「譬如有人，以雜毒藥用塗大鼓，於大眾中

擊之發聲，雖無心欲聞，聞之皆死，唯除一人不橫死者。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

復如是，在在處處諸行眾中有聞聲者，所有貪欲、瞋恚愚癡，悉皆滅盡；其中

雖有無心思念，是大涅槃因緣力故，能滅煩惱，而結自滅，犯四重禁及五無間，

聞是經已，亦作無上菩提因緣，漸斷煩惱，除不橫死一闡提也。」(T12,p.420, 

a8-15) 

p.77 line -4【張鍾馗】《佛祖統紀》卷 28：「(唐)長安張鍾AE馗E

ㄎ
ㄨ
ㄟ

ˊ

A。殺雞為業。

命終見 AE緋E

ㄈ
ㄟ

A衣人驅群雞至。唱言啄啄。即四向上啄兩目。血流痛不堪忍。有沙

門弘道。見之為設像。勸令念佛。忽覺香氣滿室。群雞散去。即端坐化。」(T49,p. 

288,c15-19) 

p.78 line 6【圓證三不退、橫生四土】帶業往生者（凡夫）， 

生「同居淨土」→與一生補處(上善)俱會一處(依正受用同)→橫生上三土。 

證「位不退」→皆一生必補佛位(唯念不退大士方能爾) →圓證三不退。 

p.79 line 4【溈山、頓悟正因】《緇門警訓》卷 1〈溈山大圓禪師警策〉：

「若欲參禪學道。頓超方便之門。心契玄津。研幾精妙。決擇深奧。啟悟真源。

博問先知。親近善友。此宗難得其妙。切須子細用心。可中頓悟正因。便是出

塵階漸。此則破三界二十五有。內外諸法盡知不實。從心變起悉是假名。不用

將心湊泊。但情不附物。物豈礙人。任他法性周流莫斷莫續。聞聲見色蓋是尋

常。遮邊那邊應用不闕。如斯行止。實不枉披法服。亦乃酬報四恩。拔濟三有。

生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往來三界之賓。出沒為他作。則此之一學最妙

最玄。但辦肯心必不相賺。」(T48,p.1043,a23-b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