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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55 line 6【五祖戒禪師】五祖寺師戒禪師。「五祖山」，湖北佛教名山

之一。即湖北省黃梅縣東二十餘里的馮茂山。又稱東山。唐‧咸亨年間（670

～674），禪宗五祖弘忍來此布道弘法，創建寺院。上元二年（761），弘忍

示寂，門人神秀等將其遺骸葬此。後師戒、秀禪師、法演等均曾住此。山中

有五祖寺。【師戒】宋代雲門宗僧。嗣雙泉師寬之法，為雲門文偃再傳法子。

住蘄州（湖北）五祖山，龍象海會，大振祖風。～《佛光大辭典》 

【草堂青禪師】《印光大師文鈔》：「草堂，寺名。清，人名。曾魯公，名

公亮，乃草堂清後身，五十七拜相，封魯國公。」《龍舒增廣淨土文》卷 7：

「青草堂後身曾魯公 宋朝有二青草堂。在前者年九十餘。有曾家婦人。甞

為齋供及布施衣物。和尚感其恩乃言。老僧與夫人作兒子。一日此婦人生子。

使人看。草堂已坐化矣。所生子即曾魯公也。」(T47,p.275,a19-23) 

p.256 line 1【四料揀】清僧濟能編《角虎集》一書，謂延壽四料簡之文，

出自《宗鏡錄》。然《宗鏡錄》中，似未載此文。該文究出自延壽之何等著

作？仍待考。～《中華佛教百科全書》《角虎集》為乾隆年間出版。《虛雲和

尚年譜》：惟我平常留心典章，從未見到四料簡載在永明何種著作中；但天

下流傳已久，不敢說它是偽託的。 

p.256 line 4【初果昧於出胎】《大寶積經》卷 57：「有其四種入於母胎。

云何為四？一者有情正念入、正念住、正念出。二者正念入、正念住、不正

念出。三者正念入、不正念住出。四者三皆不正念。誰是正念入住出？如有

一類凡夫有情，性愛持戒、數習善品、樂為勝事、作諸福行、極善防護，恒

思質直不為放逸，有大智慧，臨終無悔即便受生，或是七生預流、或是家家、

或是一來、或是一間。此人由先修善行故，臨命過時雖苦來逼受諸痛惱，心

不散亂正念而終，復還正念入母胎內，了知諸法由業而生，皆從因緣而得生

起，常與諸魔作居止處。……欲出母胎身體青瘀，猶如初腫難可觸著，飢渴

逼迫心懸熱惱，由業因緣被風推出。既出胎已，被外風觸如割塗炭，手衣觸

時皆受極苦。雖受此苦，由上利根故正念不亂。」(T11,p.332,b21-p.333,a10)

「由是中利根故入住正念、不正念出。」(p.333,a19-20)「或是七生預流等…

由是下利根故，入胎時知、住出不知。」(p.333,a24-27)「誰是入住出俱不正

念？如有一類凡夫有情，樂毀淨戒、不修善品、常為惡事、作諸惡行，心不

質直多行放逸，無有智慧，貪財慳悋，手常拳縮不能舒展，濟惠於人恒有希

望，心不調順，見行顛倒，臨終悔恨，諸不善業皆悉現前。當死之時猛利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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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痛惱逼切，其心散亂。由諸苦惱，不自憶識我是何人？從何而來？今何處

去？難陀！是謂三時皆無正念。」(p.333,a29-b7)【家家】二果向、一來向。已

斷欲界三、四品修惑，而於命終後，或於天中三、二家受生，或於人中三二家受生，

方得證第二斯陀含果也。【一間】三果向、不還向。猶餘欲界一品乃至二品修惑未斷，

尚須一度受生於欲界，以修證不還果位。 

p.257 line -3【心作心是】《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卷 4：「今之心觀。

非直於陰觀本性佛。乃託他佛顯乎本性。故先明應佛入我想心。次明佛身全

是本覺。故應佛顯。知本性明。託外義成唯心觀立。二釋相假。是今觀門。

故感應釋闕之不可。…初約能感、能成釋『作』。作有二義：一淨心能感他

方應佛。故名是心作佛。…眾生淨心依於業識。熏佛法身。故見勝應妙色相

也。二三昧能成己之果佛。…復名是心作佛。初作他佛。次作己佛。…約即

應、即果釋『是』。是亦二義：一心即應佛。故名是心是佛。…故言心是應

佛。心外無佛。二心即果佛。故名是心是佛。」(T37,p.220,a27-b13) 

p.258 line -2【專重自佛】若偏言「一切唯心」，則反問：(1)此「心」為

真心？為妄心？真心已見否？(2)若是真心，吾人凡夫現量有你我彼此，卻

是唯誰之心現乎？唯一心或異心現？(3)難道釋迦佛亦唯心幻影乎？無此實

事耶？若是真心，為何不許釋迦、彌陀佛海印炳現？(4)吾等你我有病痛時，

唯心幻影乎？故知，《鈔》云：專重自佛卻又成我見顛倒，我法二執皆不明

了，自然無法轉識成智矣！ 

p.259 line 5【成就慧身，不由他悟】《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7〈梵行品 16〉：

「了知境界如幻如夢，如影如響，亦如變化。若諸菩薩能與如是觀行相應，

於諸法中不生二解，一切佛法疾得現前，初發心時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T10,p.88,c28-p.89,a3)《大

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3〈世主妙嚴品 1〉：「泯同平等者。為未了者令了自心。

若知觸物皆心。方了心性故。梵行品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則成就慧身。不

由他悟。然今學法之者。多棄內而外求。習禪之者。好亡緣而內照。並為偏執。

俱滯二邊。既心境如如。則平等無礙。余曾瑩兩面鏡。鑑一盞燈。置一尊容。

而重重交光。佛佛無盡。見夫心境互照。本智雙入。心中悟無盡之境。境上了

難思之心。心境重重。智照斯在。又即心了境界之佛。即境見唯心如來。心佛

重重而本覺性一。皆取之不可得。則心境兩亡。照之不可窮。則理智交徹。心

境既爾。境境相望。心心互研。萬化紛綸。皆一致也。」(T35,p.526,b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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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62 line -1【文句】智旭《楞嚴經文句》卷 5：「依此六根而修念佛三昧。

復有三種不同：一者惟念自佛。二者惟念他佛。三者自他俱念。若惟念自佛。

則與二十四種圓通是同。惟須一重能所。所謂以六根為所觀。以妙觀察智相

應心品為能觀。…此則該攝一切諸教、一切禪宗直指法門。罄無不盡也。若

惟念他佛。則與二十四種圓通有別。須知兩重能所。所謂妙觀察智為能觀。

六根為所觀。六根為能念。諸佛果德為所念。由第六識夾持六根。專注佛境。

俾眼所見無非佛色。耳所聞無非佛聲。鼻所嗅無非佛香。舌所宣無非佛號。

身所對無非佛境。意所緣無非佛法。此則該攝彌陀、藥師、上生等經。及蓮

社事想法門。罄無不盡也。若自他俱念。則與二十四聖圓通同而復別。先須

開圓頓解。了知心佛眾生三無差別。自他本自不二。乃托他佛以顯本性。故

應佛顯知本性明。托外義成。唯心觀立。此則開圓解處與諸聖同。托他佛處

與諸聖異。十六觀經所謂勝異方便。今文所謂不假方便。自得心開。由其方

便最為勝異故。更不假餘方便也。」(X13,p.309,b22-c18) 

p.261 line 4【楞伽云】《大乘入楞伽經》卷 6〈10 偈頌品〉：「大慧汝應

知，善逝涅槃後，未來世當有，持於我法者。南天竺國中，大名德比丘；厥

號為龍樹，能破有無宗。世間中顯我，無上大乘法；得初歡喜地，往生安樂

國。」(T16,p.627,c17-23) 

p.261 line 5【永明】《龍舒增廣淨土文》卷5：「禪師名延壽。本丹陽人。

後遷餘杭。少誦法華經。初為縣衙校。多折官錢。勘之。止是買放生命。罪當

死。引赴市曹。錢王使人探之。若顏色變即斬之。不變來奏。臨斬。顏色不變。

乃貸命。遂為僧。於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乃獲觀音辯才。下筆盈卷。

著《萬善同歸集》、《宗鏡錄》等共數百卷。住持雪竇永明。日課一百八事。

精進以修西方。既坐化。焚畢為一塔。有僧每日遶塔禮拜。人問其故。僧云。

我撫州僧也。因病至陰府。命未盡放還。見殿角有僧畫像一軸。閻羅王自來頂

拜。我問：此僧何人？主吏云：此杭州永明寺壽禪師也。凡人死者皆經此處。

唯此一人不經此處。已於西方極樂世界上品上生。王敬其人。故畫像供養。我

聞之故。特發心來此遶塔作拜。以此見。精修西方者為陰府所重。」(T47,p.268, 

b20-c6) 

p.261 line -4【潛通佛智】淨空和尚：潛通佛智，佛智是什麼？根本智。根

本智是心裡乾乾淨淨，一念不生，除了一句阿彌陀佛，什麼念頭都沒有。最後

念到什麼程度？念而無念。他真念，南無阿彌陀佛，字字清楚，了了分明，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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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分別執著？沒有，這就是理念，就是潛通佛智、暗合道妙。《無量壽經

解》：「即此妄心，持佛名號，念一佛名，換除百千萬億妄想雜念。念得純熟，

乃忘能所。心無所住，佛號分明。暗合道妙，便契《金剛般若經》無住生心之

妙諦。…今此淨土法門，教眾生持名念佛，令眾生即念離念，潛通佛智，暗合

道妙，巧入無念，即凡成聖。」《阿彌陀經疏鈔》卷1：「的指即有念心得入

無念者。心本無念。念起即乖。而眾生無始以來。妄想慣習。未易卒遣。今教

念佛。是乃以毒攻毒。用兵止兵。病愈寇平。則捨病體更無自身。即寇盜原吾

赤子。……既居凡地。未能絕慮忘緣。何不即緣慮而作修進。故以念還攻於念。

念一佛名。換彼百千萬億之雜念也。而妄從真起。波逐水生。即念即空。居然

本體。非於念外別得菩提。故云萬法虗偽。唯是一心。了悟自心。觸目菩提矣。

喻如病體瘳時。便名健體。亂民定後。即是良民。去念而求心。是醫必滅身而

療病。將必屠國而安民也。豈理也哉。」(X22,p.611,c2-19)《靈峰蕅益大師宗

論》卷4：「所持之名，無論解與不解，當體無非一境三諦。能持之心，無論

達與不達，當體無非一心三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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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念境諦既爾，

能念觀智，例此可知。復次束此境三，總名妙假，舉正報該依報，舉化主該徒

眾，舉假名該實法，一句名號，三千歷然故。復次束此觀三，總名為空，以覓

心無朕故。復次名若是心，復何為名？名若非心，心何持名？心若是名，復何

為心？心若非名，名何預心？於其中閒，無是非是，豈非即中！虎谿云：境為

妙假觀為空，境觀雙亡即是中，亡照何嘗有先後，一心圓絕了無蹤。此之謂也。

悟此理而持名，則一稱一念，頓圓無上菩提；縱未悟而捻珠記數，矻矻窮年，

未嘗不暗合道妙，全在妙境妙觀之中；久久熏習，性德漸顯。如染香人，身有

香氣，不假方便，自得心開。此蓮宗諸祖所以極力弘揚也。誰有智者，捨此別

求歧徑哉。」(J36,p.322,b4-27) 

p.262 line 4【別人流通】「判在佛說此經已者」：蓮池大師《彌陀疏鈔》。

「判在六方佛後」：傳燈《圓中鈔》。判在六方佛前：智圓《阿彌陀經疏》、

《要解》。《阿彌陀經疏鈔》卷4：「三流通分二：初重舉聽眾。二明悉奉行。

(p.282：5)佛說此經已。舍利弗。及諸比丘。一切世間天人阿脩羅等。」

(X22,p.682,a7-10)《阿彌陀經略解圓中鈔》卷 2：「三流通分二：初佛勸信受。

是故舍利弗。汝等皆當信受我語。及諸佛所說。(p.304：-2)」(X22,p.595,a6-8) 

p.262 line -1【流通分科判】如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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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方佛之表法」：淨空和尚《彌陀要解研習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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