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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2 line 2【因緣所生法】《中論》卷 4〈觀四諦品 24〉：「眾因緣生法 

我說即是無 亦為是假名 亦是中道義 未曾有一法 不從因緣生 是故

一切法 無不是空者。」(T30,p.33,b11-14)智圓《維摩經略疏垂裕記》卷 2

〈佛國品 1〉：「六界為俗。二乘為真。菩薩雙照佛界即中。」(T38,p.734,c1-2)

《觀音玄義》卷 2：「若通論，十法界皆是因緣所生法。此因緣即空、即假、

即中。即空是真諦，即假是俗諦，即中是中道第一義諦。若別論，六道界是

因緣生法，二乘界是空，菩薩界是假，佛界是中。」(T34,p.885,a2-5)四土之

果同以「五塵」表示，以「因」不同故感得不同五塵「果」。然雖有橫豎不

同，但真俗圓融，一一悉皆稱性，故云「無非因緣所生法，無不即空假中。」 

p.142 line 7【即中即假之空】 

一空一切空，假、中皆空→非偏空，三觀皆能破相除惑。 

一假一切假，空、中皆假→非偏假，三觀皆能立法，一念心中具足一切。 

一中一切中，空、假皆中→非但中，三觀皆雙遮雙照，絕待圓融。 

p.142 line -5【妙真諦】【偏真、圓真】偏真之理與圓真之理。天台宗所

判藏、通、別、圓四教中，以藏、通二教所入所證之空理，稱為偏真之理；

以別、圓二教所入所證中道之理，稱為圓真之理。《仁王護國般若經疏》卷

1〈序品 1〉：「般若二種：一共二乘人說。二者不共。準此實相亦有二種。

一共。二不共。共者。但見於空。不見不空。不斷無明。但除見思。此偏真

實相。不共者。名中道實相。別教地前次第修。初地方證。圓教一心。從初

住乃至佛果。皆名圓證。」(T33,p.254,c26-p.255,a2)《梵網經合註》卷 1：「妙

真諦。此真即中。亦復即俗。三諦圓融。不可思議。一心一切心。一切心一

心。」(X38,p.623,a9-11) 

p.143 line 2【無盡五塵】分證位故，已破無明惑、已證圓通，故有《首楞

嚴》之四義、四相－卷 4：「唯妙覺明，圓照法界，是故於中，一為無量、

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道場遍十方界，身含十方無盡虛空，

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T19,p.121,a4-7) 

p.144 line 1＆p.145 line 1【真俗圓融、理性莊嚴】《法華經授手》卷 2：

「全俗即真。是理無礙。全真即俗。是事無礙。真俗互融。是理事無礙。真

俗雙超。是事事無礙。」(X32,p.634,c6-7)《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1〈4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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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成就品〉：「理事無礙。謂全同真性而剎相宛然。經云。華藏世界海。法

界無差別。莊嚴悉清淨故。」(T35,p.576,a27-29)《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

卷 1：「問：下三淨土既皆有相。則可論於金寶等事。寂光之淨已全無相。

如何可說金寶華池及以瓊樹？答：經論中言寂光無相。乃是已盡染礙之相。

非如太虛空無一物。良由三惑究竟清淨。則依正色心究竟明顯。故大經云：

因滅是色。獲得常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仁王稱為法性五陰。亦是法華世

間相常。大品色香無非中道。是則名為究竟樂邦、究竟金寶、究竟華池、究

竟瓊樹。」「問：佛無上報是即理之事。可論金等。究竟寂光是即事之理。

豈有金等？若其同有。事理既混。如何分於二土義耶？答：佛無上報是究竟

始覺。上品寂光是究竟本覺。始本既極。豈分二體？應知二土縱分事理。實

非有無。豈真善妙有而非理邪？祕藏之理豈同小空？故此事理二名一體。以

復本故。名無上報事也。以復本故。名上寂光理也。故妙樂云：修得四德。

本有四德。二義齊等。方是遮那身土之相。況淨名疏顯將寂光為佛依報。故

知定執報土有金寶等。寂光定無。斯乃迷名全不知義矣。」(T37,p. 196,a2-25) 

p.145 line 6【經云】《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卷 1：「釋迦牟尼名毘盧

遮那，遍一切處；其佛住處，名常寂光。常波羅蜜所攝成處、我波羅蜜所安

立處、淨波羅蜜滅有相處、樂波羅蜜不住身心相處。」(T09,p.392,c15-19)《觀

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卷 3：「故知此土乃從四德究竟處立。以四彼岸顯於

三德。常我即法身。樂即解脫。淨即般若。三德互具。一一論三。故法身等

各具四德。雖云三四。實非十二。學者知之。如是方名不縱不橫祕密藏也。」

(T37,p.211,c11-15) 

p.145 line -1【初所受、二能受所受】初、極樂世界眾生生處所受用。二、

約六根六塵明無礙受用。 

p.146 line -1【生處】阿彌陀佛之 24願「蓮華化生願」：「十方世界諸眾

生類，生我國者，皆於七寶池蓮華中化生。」又，大經〈寶蓮佛光第二十一〉：

「又眾寶蓮華周滿世界。一一寶華百千億葉。其華光明，無量種色。……一

一華中，出三十六百千億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億佛。身色紫金，相

好殊特。一一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為十方說微妙法。如是諸佛，各各安

立無量眾生於佛正道。」〈泉池功德第十七〉：「講堂左右，泉池交流。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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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深淺，皆各一等…湛然香潔，具八功德。岸邊無數栴檀香樹，吉祥果樹，

華果恆芳，光明照耀。…池飾七寶，地布金沙。優羅華、曇摩華、拘牟

頭華、芬陀利華，雜色光茂，彌覆水上。…其水一一隨眾生意，開神悅體，

淨若無形。寶沙映澈，無深不照。微瀾徐迴，轉相灌注。波揚無量微妙音聲…」 

p.147 line 5【隨拈一法皆是三身四德】「三身」：法、報、化身。「四德」：

常樂我淨。二者皆表圓滿究竟佛果。佛法身遍一切處，故一一法無不是佛之

法身；又，佛三身相即，一即三，三即一；故一一法無不是佛報身、化身。

華嚴云，八地菩薩十身相作，所謂融三世間十身：眾生身、國土身、業報身、

聲聞身、獨覺身、菩薩身、如來身、智身、法身、虛空身。八地菩薩尚且如

此，更遑論如來得十身︰菩提身、願身、化身、力持身、相好莊嚴身、威勢

身、意生身、福德身、法身、智身。一一相用，遍周法界，深廣難測，故有

〈如來十身相海品 34〉，明如來身相普周，總有十蓮華藏世界海微塵數相。

華藏世界毘盧遮那佛如是，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亦如是！故云：極樂世界一切

依正，當體即是阿彌陀佛三身四德。 

p.147 line -4＆-2【㴼、沴】「㴼」：(1)ㄙㄨˋ，【類篇】溼也。(2)ㄔ

ㄨˋ，音珿。義同。等也，齊也。「沴」：ㄌㄧˋ，【說文】水不利也。（水

流不暢）～《康熙字典》「沴」：天地四時之氣不和而生的災害。～《漢語大詞典》 

p.150 line 1【岑樓】高樓。「 A E岑E

ㄘ
ㄣ

ˊ

A」：1.小而高的山。2.山峰，山頂。3.

高銳。4.崖岸。～《漢語大詞典》 

p.150 line 2【樓閣住處、法會處】大經〈堂舍樓觀第十六〉：「無量壽佛

講堂精舍，樓觀欄楯，亦皆七寶自然化成。復有白珠摩尼以為交絡，明妙無

比。諸菩薩眾，所居宮殿，亦復如是。中有在地講經、誦經者；有在地受經、

聽經者；有在地經行者，思道及坐禪者…」43 願「寶香普熏願」：「下從地

際，上至虛空，宮殿樓觀，池流華樹，國土所有一切萬物，皆以無量寶香合

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眾生聞者，皆修佛行。」39 願「莊嚴無盡願」：「國

中萬物，嚴淨、光麗，形色殊特。窮微極妙，無能稱量。其諸眾生，雖具天

眼，不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數及總宣說者。」 

p.152 line 5【經云】《首楞嚴經》卷 2：「佛告文殊及諸大眾：「十方如

來及大菩薩，於其自住三摩地中，見與見緣并所想相，如虛空花本無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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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云何於中有是非是？」(T19,p.112,b18-21)《首

楞嚴義疏注經》卷 2：「此則顯一真法界。離性離相。圓收諸法。無不是如。

云何更說是見、非見。」(T39,p.851,c22-23)《楞嚴經圓通疏》卷 2：「此見

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方是明其性相相即。是亦明其相本無相。故曰如虗

空華本無所有。惟其無相而性相斯即。故曰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相

如空華。雖變滅而元無變滅。性如晴空好眼。雖華翳而本無華翳。情虗理實。

風靜波恬。性相兼美於是乎在。」(X12,p.718,a6-12) 

p.153 line 2【能嚴所嚴】大願(智慧)大行(福德)能嚴  淨土(所嚴)。 

袁宏道《西方合論》於第六〈稱性門〉中，作「五種行」：一、信心行。二、

止觀行。三、六度行。四、悲願行。五、稱法行。大乘諸行，總入一行。 

一、信心行：初心菩薩無不依是信力而成就者。是故蓮宗全仗此信為根本：

一者信阿彌陀佛不動智、根本智，與己無異。二者信阿彌陀佛從發願來，

那由他劫內，一切難行難忍種種修習之事，我亦能行。三者信阿彌陀佛無

量智慧、無量神通及成就無量願力等事，我亦當得。四者信阿彌陀佛不去

不來，我亦不去不來；西方此土，不隔毫端，欲見即見。五者信阿彌陀佛

修行歷劫，直至證果，不移剎那，我今亦不移剎那，位齊諸佛。如是信解，

是謂入道初心，信一切諸佛淨土之行。 

二、止觀行：純以念佛一聲，入三觀門。如一聲佛，了此能念體空，所念無

相，即念存空觀；雖能念體空，所念無相，不妨能念分明，所念顯然，即

念存假觀；正當能念所念空時，即能念所念顯然；正當能念所念顯時，即

是能念所念寂然，空假互存，乃念存中觀。即念佛因，究竟三諦，淨彼四

土，如拈一微塵變大地作黃金，是謂法界圓融，不可思議觀門。 

三、六度行：不越一行具此六義：一者、捨諸雜念，是行於施；又則繫佛，

不住捨念，是性施故。二者、念念中淨，是行于戒；又則繫佛，不求滅念，

是性戒故。三者、世念盡弱，是行於忍；又則繫佛，非關摧念，是性忍故。

四者、畢念不退，是行精進；又則一念即是，不著苦行，是性精進故。五

者、得念三昧，是行于定；又則念念是佛，不貪禪味，是大定故。六者、

了念佛因，即念而佛，是行于智；又則念本非有，佛本非無，不落斷常，

是一切種智故。是故念佛一門，能該諸行。何以故？念佛是一心法門，心

外無諸行故，然亦不廢諸行，若廢諸行即是廢心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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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悲願行：諸佛菩薩，性海無盡，供養無盡，戒施無盡，乃至饒益無盡。

如普賢發十大願：虛空界眾生界，無有盡時，而我此願亦無有盡，身語意

業無有疲厭，名為願王。一切諸佛無不成就如是願王，證涅槃果。故天親

菩薩淨土五念門，以禮拜、讚歎、作願、觀察前四種，為成就入功德門；

回向一切煩惱眾生，拔世間苦，為成就出功德門。菩薩修五念門，速得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五、稱法行：法界海中無量無邊，菩薩行海亦無量無邊；虛空著彩，粉墨徒

勞；法界無方，轍跡安用。是故菩薩自性行者，非有非無、非行非不行，

唯是稱法自在之行。1.度一切眾生究竟無餘涅槃，而眾生界不減。2.行五

無間而無惱恚；至于地獄無諸罪垢；至於畜生無有無明憍慢等過。3.自身

入定，他身起定；一身入定，多身起定；從有情身入定，從無情身起足。

4.於一小眾生身中轉大法輪，魔宮摧毀，大地震動，度無量無邊眾生，而

此小眾生不覺不知。5.欲久住世，即以念頃衍作無量無數百千億那由他

劫；欲少住世，即以無量無數百千億那由他劫，縮為念頃。如是不思議行

者，一念之中，三世諸佛淨土攝入無餘，是謂菩薩莊嚴淨土之行。以無思

智照之可見，非是情量所能猜度。何以故？以自性超一切量故。(T47,p.404, 

c6-p.406,b5) 

p.153【莊嚴淨土、普攝眾生】－約佛釋莊嚴、普攝： 

1.藏教願行→莊嚴同居土。通教→方便。別教→實報。圓教→寂光淨土。 

2.前三教→莊嚴次第。圓教→莊嚴圓融四土。 

3.同居→普攝藏教凡聖。方便→普攝通教。實報→普攝別教。寂光→普攝圓教。 

4.同居→普攝四教凡。方便→藏通聖、別圓凡。實報→別圓聖。寂光→圓聖。 

5.次第四土→普攝次第凡聖。圓融四土→普攝一切專稱名號之圓融凡聖。 

p.154 line 3【念念成就如是功德】佛有大願之因+大行之緣→成就無上佛

果功德，與眾生四種淨土；又以此願行莊嚴成就一句洪名。眾生信願持佛名

號時，即是以法界圓融體，作我念佛心，故我一念心，全體是『法界』→生

佛不二、自他圓融；自心本具、性修不二。是故，全攝佛四土成我四土，全

攝佛願行成我願行；而阿彌陀佛十劫以來早已成就此功德，故信解相應者，

當下承擔，即刻便得→念念之中圓淨四土、圓證三身、圓證三不退、一生成

佛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