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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說
無
量
壽
經
》  

補
充
講
表 

◎
附
表
八
： 

※
二
智
：
糅
合
︽
唯
識
名
詞
白
話
辭
典
》 

一
、
根
本
智
：
又
作
根
本
無
分
別
智
。
相
對
於
後
得
智
，
乃
諸
智
之
根
本
，
以
其
能
契
證
真
如
之
妙
理
，

平
等
如
實
，
無
有
差
別
，
故
亦
稱
無
分
別
智
。
又
叫
實
智
、
如
理
智
。 

二
、
後
得
智
：
依
根
本
智
而
契
悟
真
理
，
悟
後
所
得
的
濟
度
眾
生
的
智
慧
，
稱
後
得
智
。
又
叫
權
智
、

方
便
智
、
如
量
智
。  

「
佛
所
住
者
，
皆
已
得
住
。
」
「
通
諸
法
性
。
」
…
根
本
智 

「
大
聖
所
立
，
而
皆
已
立
。
如
來
道
化
，
各
能
宣
布
。
為
諸
菩
薩
，
而
作
大
師
。
以
甚
深
禪
慧
，
開
導

眾
生
。
」
「
達
眾
生
相
，
明
了
諸
國
。
」
…
後
得
智 

○
具
足
成
就
無
量
總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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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持
：
乃
陀
羅
尼
也
。
即
總
一
切
法
，
持
一
切
義
； 

而
且
持
善
法
不
使
散
，
遮
惡
法
不
使
起
。 

 
  

有
四
種
陀
羅
尼
： 

一
、
法
陀
羅
尼
：
於
佛
教
法
，
聞
持
而
不
忘
。 
  
  

兩
者
均
以
念
慧
為
體
。 

二
、
義
陀
羅
尼
：
於
諸
法
之
義
，
總
持
而
不
忘
。 

三
、
忍
陀
羅
尼
：
於
法
之
實
相
，
安
住
不
動
，
謂
之
忍
。
以
無
分
別
智
為
體
。 

四
、
咒
陀
羅
尼
：
依
禪
定
發
秘
密
語
，
能
消
除
眾
生
之
災
厄
，
以
定
為
體
。 

○
佛
華
嚴
三
昧 

一
、
含
義
：
佛
華
嚴
三
昧
又
稱
為
「
華
嚴
三
昧
」，
亦
為
華
嚴
定
。
以
下
糅
合
︽
華
嚴
遊
心
法
界
記
》 

華
者
：
菩
薩
萬
行
也
。
何
者
？
以
華
有
生
實
之
用
，
行
有
成
果
之
能
，
雖
復
內
外
兩
殊
，
生
威
力
有
相

似
。
今
即
以
法
託
事
，
故
名
華
也
。 

嚴
者
：
行
成
果
滿
契
合
相
應
，
垢
障
永
消
，
證
理
圓
潔
，
隨
用
讚
德
，
故
稱
曰
嚴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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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昧
者
：
理
智
無
二
，
交
徹
鎔
融
，
彼
此
俱
亡
，
能
所
斯
絕
，
故
云
三
昧
也
。 

＊
簡
言
之
，
佛
華
嚴
：
即
是
以
萬
行
之
因
華
，
來
莊
嚴
佛
陀
法
身
的
一
乘
果
德
。 

三
昧
：
︵
新
譯
︶
三
摩
地
，
即
等
持
之
意
。
等
：
平
等
，
明
靜
不
動
； 

持
：
心
一
境
性
。 

二
、
緣
起
：
這
是
指
在
︽
華
嚴
經
》
中
的
第
八
會
會
主
普
賢
菩
薩
所
入
之
定
。 

︽
華
嚴
經
．
離
世
間
品
》
云
：
「
普
賢
菩
薩
正
受
三
昧
，
其
三
昧
名
佛
華
嚴
，
入
三
昧
已
，
十
方
一
切

世
界
六
種
十
八
相
震
動
，
出
微
妙
音
，
一
切
世
界
無
不
聞
者
。
」  

＊
佛
華
嚴
三
昧
不
但
意
指
普
賢
菩
薩
所
入
的
禪
定
境
界
，
更
藉
由
普
賢
菩
薩
的
因
行
，
來
表
顯
佛
的
萬

行
果
德
，
故
名
佛
華
嚴
。 

三
、
作
用 

＊
華
嚴
三
昧
是
一
乘
圓
教
的
止
觀
，
主
要
是
以
闡
發
法
界
緣
起
為
主
，
從
見
緣
起
法
中
入
法
界
緣
起
，

並
由
此
來
彰
顯
華
嚴
圓
融
無
礙
的
內
涵
及
華
嚴
觀
法
的
特
色
所
在
。 



4 
 

︽
華
嚴
經
．
離
世
間
品
》
云
： 

嚴
淨
不
可
思
議
剎
，
供
養
一
切
諸
如
來
。
放
大
光
明
無
有
邊
，
度
脫
眾
生
亦
無
限
。 

智
慧
自
在
不
思
議
，
說
法
言
辭
無
有
礙
。
施
戒
忍
進
及
禪
定
，
智
慧
方
便
神
通
等
。 

如
是
一
切
皆
自
在
，
以
佛
華
嚴
三
昧
力
。 

○
劇
難
：
即
八 

難        

謂
見
佛
聞
法
有
障
難
八
處
也
，
又
名
八
無
暇
。
謂
修
道
業
無
閑
暇
也
。
一
、
地
獄
；
二
、
餓
鬼
；
三
、

畜
生
；
四
、
北
俱
盧
洲
，
以
樂
報
殊
勝
，
而
總
無
苦
故
也
；
五
、
長
壽
天
，
色
界
、
無
色
界
長
壽
安
穩

之
處
；
六
、
聾
盲
瘖
啞
；
七
、
世
智
辨
聰
；
八
、
佛
前
佛
後
，
二
佛
中
間
無
佛
法
之
處
。 

○
入
眾
言
音
，
開
化
一
切 

︽
維
摩
詰
經
》
佛
國
品
云
：
「
佛
以
一
音
演
說
法
，
眾
生
隨
類
各
得
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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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
賢
行
願
品
》
云
：
「
一
切
如
來
語
清
淨
，
一
言
具
眾
音
聲
海
，
隨
諸
眾
生
意
樂
音
，
一
一
流
佛
辯

才
海
。
」 

○
護
佛
種
性
，
常
使
不
絕 

清
涼
國
師
於
︽
華
嚴
疏
鈔
》
卷
十
九
云
：
「
成
菩
薩
行
，
具
悲
智
也
。
具
此
悲
智
，
何
所
為
耶
？
令
佛 

種
不
斷
。
佛
種
不
斷
，
有
何
相
耶
？
謂
成
三
德
︰
救
護
眾
生

成
就
恩
德
，
永
斷
煩
惱
成
於
斷
德
，
了
知
諸
行
成
於
智
德
。
」  

  

又
云
：
「
云
何
救
護
？
演
說
諸
法
。
云
何
永
斷
？
淨
諸
雜
染
，
永
斷
煩
惱
，
種
現
雙
亡
；
除
諸
雜
染
，

謂
唯
現
惑
。
云
何
成
智
？
謂
永
斷
疑
網
。
智
成
何
益
？
斷
諸
希
望
。
惑
除
何
益
？
滅
諸
愛
著
。

一
切
著
者
，
著
有
著
空
，
著
行
著
果
。
不
著
諸
法
，
正
智
現
前
。
悲
救
眾
生
，
佛
種
不
斷
，

是
菩
薩
之
要
也
，
諸
佛
之
本
意
也
。
」 

○
智
慧
聖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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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
肇
大
師
著
有
︽
般
若
無
知
論
》
，
憨
山
大
師
於
︽
肇
論
略
注
》
云
：
「
般
若
者
，
此
云
智
慧
；
乃
諸

佛
妙
契
法
身
之
實
智
也
。
經
云
：
諸
佛
智
慧
，
甚
深
無
量
。
即
此
名
為
根
本
智
。
法
界
幽
玄
，

非
此
莫
鑒
，
故
稱
本
智
。
然
三
乘
同
乘
此
智
為
因
，
但
心
有
大
小
不
同
，
故
唯
佛
為
極
。
…
…

中
道
妙
理
，
唯
聖
乃
證
，
故
曰
自
非
聖
明
有
獨
達
之
智
，
何
能
契
悟
於
二
而
不
二
之
間
哉
。
」 

＊
五
般
若
：
法
性
宗
但
講
文
字
、
觀
照
、
實
相
三
般
若
。
玄
奘
大
師
添
為
文
字
、
觀
照
、
境
界
、
實
相
、

眷
屬
五
般
若
。 

一
、
文
字
般
若
：
佛
教
三
藏
之
經
律
論
與
祖
師
法
語
如
︽
靈
峰
宗
論
》
。 

二
、
觀
照
般
若
：
即
依
文
字
般
若
起
觀
照
。
如
無
常
觀
、
四
念
處
觀
、
空
觀
、
假
觀
等
。 

三
、
境
界
般
若
：
境
界
即
即
因
緣
所
生
法
之
俗
諦
，
如
六
塵
或
內
心
的
起
心
動
念
，
乃
至
十
法
界
依
正

二
報
。
並
且
了
知
因
緣
所
生
法
體
性
不
可
得
，
即
觀
因
緣
性
空
之
真
諦
。 

四
、
實
相
般
若
：
觀
真
俗
二
諦
，
不
離
我
們
這
一
念
心
性
，
即
中
道
第
一
義
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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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眷
屬
般
若
：
乃
六
度
萬
行
，
即
是
依
體
︵
實
相
般
若
︶
起
用
︵
六
度
萬
行
︶
。 

︽
成
唯
識
論
觀
心
法
要
》
卷
八
云
：
「
一
切
大
乘
法
門
，
皆
令
眾
生
即
於
現
前
諸
法
，
強
觀
無
實
。 

既

知
無
實
，
便
解
如
幻
； 

既
解
如
幻
，
便
悟
實
性
； 

既
悟
實
性
，
方
能
從
體
起
用
。 

夫

強
觀
無
實
者
，
觀
徧
計
也
； 

解
如
幻
者
，
觀
依
他
也
； 

悟
實
性
者
，
根
本
智
也
；
從
體

起
用
者
，
後
得
智
也
。 
 

譬
如
以
麻
作
繩
，
愚
小
無
知
，
妄
計
為
蛇
。 

若
不
即
從
所
計

之
蛇
，
如
實
觀
察
，
何
由
得
知
蛇
本
非
有
，
故
須
蛇
計
既
息
，
然
後
知
繩
即
麻
。 

知
即

麻
者
，
喻
根
本
智
； 
知
麻
可
作
種
種
大
小
諸
繩
，
皆
無
實
性
，
隨
意
所
作
，
喻
後
得
智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