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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75 line 6【三藏教】《教觀綱宗》卷 1：「此教具三乘法。聲聞觀四諦。

以苦諦為初門。最利者三生。最鈍者六十劫。得證四果。辟支觀十二因緣。

以集諦為初門。最利者四生。最鈍者百劫。不立分果。出有佛世名緣覺。出

無佛世名獨覺。菩薩弘誓六度。以道諦為初門。伏惑利生。必經三大阿僧祇

劫。頓悟成佛。然此三人。修行證果雖則不同。而同斷見思。同出三界。同

證偏真。只行三百由旬。入化城耳。」(T46,p.939,b6-14) 

p.175～p.176【四教四諦】出《摩訶止觀》卷 1：「四諦名相出大經‧聖行

品。謂生滅、無生滅、無量、無作。」(T46,p.5,b14-15) 

 苦 集 滅 道 

藏教生滅 三相遷移 四心流動 滅有還無 對治易奪 

通教無生 無逼迫相 無和合相 無生相 不二相 

別教無量 十界果報不同相 五住煩惱不同相 恒沙佛法不同相 諸波羅蜜不同相

圓教無作 
陰入皆如。 

無苦可捨 

無明塵勞即是菩

提。無集可斷 

生死即涅槃。 

無滅可證 

邊邪皆中正。 

無道可修 

p.176 line -6【無作】《華嚴經疏鈔》卷 29〈四聖諦品 8〉：無作四諦…

非唯但空者。揀上無生。但顯空義。便為真實。正是所宗。…陰入皆如者。

前云即空。今云即如。理已別矣。又言無苦可捨。非是空故。無有可捨。今

體即如。如外無苦。何所捨耶。」(T36,p.218,a6-11)真如體，隨緣起為眾生

相，相不離體。體即真如門，相即生滅門。二門相攝，不相捨離故云無礙。

真如門是染淨通相，生滅門別顯染淨；通別雖殊，不出一心。故云：無有可

捨。 

p.177 line 3【獨菩薩法】《天台四教儀集註》卷 8：「獨被菩薩故別前。

隔歷次第故別後。」(P189,p.204,b7-8)《四教儀註彙補輔宏記》卷 1：「獨菩

薩法。別前藏通。次第修證。別後圓教。故名別教。」(X57,p.688,b8-9) 

p.178 line -6【十力】佛所具足的十種智力： 

(1)處非處智力︰處，指道理。善因善果、惡因惡果之理稱為是處，反之稱

為非處。如來如實了知此等合理、非合理的一切道理，稱為處非處智力。 

(2)業異熟智力︰如來如實知悉眾生過去、現在、未來三世業報因果關係。 

(3)靜慮解脫等持等至智力︰如來如實知悉一切靜慮、解脫、等持及等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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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定的次第淺深。 

(4)根上下智力︰如來如實知悉眾生根機的勝劣差別。 

(5)種種勝解智力︰如來如實知悉眾生的樂欲勝解。 

(6)種種界智力︰如來如實知悉眾生之種姓及其行為等。 

(7)遍趣行智力︰如來了知到達人天諸趣之道行因果。 

(8)宿住隨念智力︰如來憶念知悉過去世種種事。 

(9)死生智力︰如來以天眼而知眾生死生時及未來生的善惡趣，乃至善惡業

的成就等。 

(10)漏盡智力︰如來知悉自己諸漏悉盡，不受後有，又如實了知他人斷除煩

惱與否。 

p.179 line 7【三心、三惑】「三心」：《起信論》－直心、深心、大悲心。

「三惑」：見思、塵沙、無明。「圓發、圓斷」：一發一切發，一斷一切斷；

即一論三，即三論一，三一互具。若論修，則一心三觀，若論證，則一心三

智、涅槃三德。淨空和尚云：直心為真誠心、平等心，深心是清淨心；以直

心為基礎，清淨心是自受用，大悲心是他受用，一體兩用。所以，菩提心是

一心，不是三心，三心圓發，實際上就是淨土宗所說的一心不亂。 

p.179 line -2【灼見】1.洞察，看清楚。2.明白透徹的見解。例「真知灼

見」。～《漢語大詞典》 

p.179 line -2【念三寶】《阿彌陀經疏鈔》卷 3：「【疏】聞音無益。則同

世音。祇取娛樂。今念三寶。正明益也。三寶者。略有三相：一住持相。二

別相。三同相。可尊貴故。名之曰寶。聞念三寶。自有四義：一者鳥音之中。

讚三寶故。二者說法有方。善入人故。三者晝夜無間。熟耳根故。四者鳥尚

解說。激勝心故。」(X22,p.648,b21-23)「【鈔】尊貴者。佛兩足尊。法離欲

尊。僧眾中尊。依之修行。則出三界。世間珍重。無與為伍。故名為寶。通

書亦云。至尊者道。至貴者德。況三寶道德之極。豈不稱寶。…讚三寶者。

雖上根力覺道。種種諸法。為品不同。約而言之。皆三寶攝。演暢此法時。

或明含靈本具覺性。眾生聞者。得自本心。乃知有佛。或明性具種種諸相。

眾生聞者。解入深義。乃知有法。或明性相和合不二。眾生聞者。事理無礙。

乃知有僧。故念三寶。善入人者。雖談妙法。不善為辭。聞則扞格。今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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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之音。優柔調適。理義悅心。聽者生喜。故念三寶。熟耳根者。雖善說法。

一暴十寒。心則懈廢。今唯六時相續。習聽AE飫E

ㄩ
ˋ

A聞。AE浹E

ㄐ
ㄧ
ㄚ

ˊ

A髓淪肌。熏陶成性。

故念三寶。激勝心者。鳥能說法。人胡不如。慚恥一生。精進自發。故念三

寶。」(X22,p.648,c11-p.649,a4) 

p.180～p.181【別相、一體三寶】依諸論所說，三寶之類別有多種，通常有

三種之別，即：(一)別相三寶，又稱階梯三寶、別體三寶。即佛、法、僧各

各相別不同，佛初於菩提樹下成道，但示丈六之身，及說華嚴經時，特現為

盧舍那佛之身，故稱佛寶。佛於五時所說之大乘、小乘等經律，稱為法寶。

於稟佛之教法，修因得果之聲聞、緣覺、菩薩等，稱為僧寶。(二)一體三寶，

又稱同體三寶、同相三寶。就其意義與本質而言，佛、法、僧三寶，名雖有

三，但體性為一。例如，佛從覺者之立場而言，為性體靈覺，照了諸法，非

空非有，故稱佛寶；但佛德足以軌範一切，亦即法性寂滅，而恆沙性德，皆

可軌持，故亦稱法寶；又如佛為完全無諍之和合狀態，僧團之特質為和合無

諍，故亦稱僧寶。如此則一佛寶而具足三寶。(三)住持三寶，指流傳、維持

佛教於後世之三寶，即佛像、經卷、出家比丘等三寶。大乘認為八相成道為

住持佛，益世之一切教法為住持法，被教化而成立之三乘眾為住持僧，此三

者並稱住持三寶。～《佛光大辭典》 

 佛－法報應化－（覺）－湛然智照。靈明覺了 

三寶：別相 法－教理智斷－（正）－實相理體。清淨圓妙 一體 

 僧－三乘賢聖－（淨）－理智不二。和合無違 

真諦 俗諦、次第三諦 中諦、一心三諦 

藏通二教（權） 別教（權） 圓教（實） 

p.183 line 1【AE蛣E

ㄐ
ㄧ
ㄝ

ˊ

A蜣】即「AE蜣E

ㄑ
ㄧ
ㄤ

A蜋」，亦作「蜣螂」，昆蟲。全體黑色，背

有堅甲，胸部和腳有黑褐色的長毛，會飛，吃糞屎和動物的屍體，常把糞滾

成球形，產卵其中。俗稱屎殼郎、坌屎蟲。～《漢語大詞典》 

p.183 line 2【名字法界】《靈峰蕅益大師宗論》卷 4：「名字性空，緣生

幻有。一名字性，即一切名字性，名字即法界。中道實相，舉一全收，無一

法在名字外。」(J36,p.322,b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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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84 line 3【當體即是】《阿彌陀經疏鈔》卷 3：「佛欲法音普周無間。

故不獨以人說法。使彼鳥音皆說妙法。無處無時而不聞聽。此則大神通力之

所變化。豈同愚暗為因而感報畜生之真鳥耶。然此變化自有二義：一者如佛

遣化人。說種種法。二者性具諸法。依性起修。果上自能色心互融。依正不

二。皆悉說法。是則鳥音演暢。法爾自然。非佛有心。特為變作也。」(X22,p.649, 

b11-18)《阿彌陀經疏鈔演義》卷 3：「依性起修時。一修一切修。一證一切

證。故因窮果證時。依正色心。法法相即。一說一切說也。」(X22,p.762,b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