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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6 L.5【上衍極致】性梵《往生論註講義》：「向上衍行邁進，而無有層

級，不可窮止的意思。」『衍』:《漢語大詞典》：「佛教語。梵文“摩訶

衍”的省稱。即所謂“乘”。」《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4〈32 寶王如來性

起品〉：「或學聲聞、辟支佛乘，或學無上摩訶衍乘。」(T09,p.619,b24-25)

宗密《註華嚴法界觀門》卷 1：真空觀－當八部般若無相大乘之極致。理事

無礙觀－當大乘同教之極致。周遍含容觀－別教一乘，逈異諸教。(T45,p.687, 

a-b) 

p.46 line -4【在王舍城、舍衛國】王舍城－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舍衛

國－阿彌陀經。 

p.46 line -2【服膺】『AE膺E

ㄧ
ㄥ

A』：1.心間；胸臆。2. 承受；接受。『服膺』：

銘記在心；衷心信奉。～《漢語大詞典》 

p.47 line 2【經】對典範著作及宗教典籍的尊稱。劉勰《文心雕龍‧論說》：

「聖哲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儒家的十三部經書，即《易》、《書》、

《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

《春秋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漢語大詞典》 

p.48 L.-3【如來淨華中生】參考本書 p.76+140。國土莊嚴十七種之第 13。

往生極樂淨土為彌陀眷屬之諸聖眾，皆由彌陀之正覺華化生，一味平等，無

優劣不同；具有此等之國土功德莊嚴，稱為『眷屬功德』。 

p.49 L.1【付法藏經】【付法藏因緣傳】六卷。元魏吉迦夜、曇曜共譯。又

稱付法藏因緣經、付法藏傳、付法傳。收於大正藏第五十冊。乃敘述釋尊入

滅後，迦葉、阿難等二十三位印度祖師嫡嫡付法相傳之事蹟與傳法世系。其

最後一祖U師子尊者U，為罽賓國王彌羅掘殺害，付法遂至此斷絕。古來天台宗、

禪宗均重視本傳，以此為付法相承之規準。智顗《摩訶止觀》所述西天二十

四祖即根據本書（加上旁系之U摩田提U），道原《景德傳燈錄》亦採用本書二

十三祖之傳承，另加上U婆須蜜U、U婆舍斯多U、U不如密多U、U般若多羅U、U菩提達磨

U等五人，而成禪門付法西天二十八祖。…宋代明教大師U契嵩U根據禪經與《寶

林傳》之說，謂本書乃曇曜之偽作，並另撰《傳法正宗記》九卷、《傳法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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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定祖圖》一卷，重定西天之付法二十八祖，且宣稱《付法藏》一書已可付

之一炬。～《佛光大辭典》 

p.50 L.-4【智斷】謂智德與斷德。照了真理，稱為智德，即指菩提；斷盡

煩惱，稱為斷德，即指涅槃。觀音玄義云：二德者，在眾生因心所具，則名

緣了二因。在諸佛果上所顯，則成智斷二德。蓋了因顯則成智德，緣因顯則

成斷德故也。一、智德，謂智慧照了一切諸法，通達無礙，隨眾生機緣大小，

各各為其演說，無有差謬，是名智德。二、斷德，謂斷除惑業淨盡，隨所調

伏眾生之處，惡不能染，縱任自在，無有累縛，是名斷德。～《佛光大辭典》、

《佛學次第統編》 

p.51 L.-4【我有三根本】《大智度論》卷 1〈1 序品〉：「世界法中說我，

非第一實義中說。以是故，諸法空無我，世界法故，雖說我，無咎。復次，

世界語言有三根本：一者、邪見，二者、慢，三者、名字。是中二種不淨，

一種淨。一切凡人三種語：邪、慢、名字；見道學人二種語：慢、名字；諸

聖人一種語：名字。內心雖不違實法，而隨世界人故共傳是語，除世界邪見，

故隨俗無諍。以是故，除二種不淨語，本隨世故用一種語。佛弟子隨俗故說

我，無有咎。」(T25,p.64,a26-b6) 

p.52 L.1【龍樹造】《十住毘婆沙論》卷 5：「阿彌陀佛本願如是。若人念

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常應憶念以偈稱讚： 

無量光明慧 身如真金山 我今身口意 合掌稽首禮 

隨物增其色 是故稽首禮 若人命終時 得生彼國者 

即具無量德 是故我歸命」「十方現在佛 以種種因緣 

歎彼佛功德 我今歸命禮」(T26,p.43,a10-15、b20-22) 

p.52 L.5【歸命】《起信論疏記會閱》卷 2：「【疏】歸三寶者。略有六意

一。荷恩德故。二。請加護故。三。令生信故。四。為儀式故。五。表尊勝

故。六。顯益物故。」「佛大慈悲。故垂之以教。教不自闡。傳之以僧。使

我於苦不至。於樂有得。即知三寶於我大有恩德。為感荷故而歸命之。」「儀

式者。夫臣子之道。欲有所作。必先告於君父。今遺法弟子。將造論文。必

先歸命三寶。為後代儀式也。」【疏】歸命二字。顯能歸至誠也。歸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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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投、趣向義。命者。總御諸根。一身之要。人之所重莫不為先。舉此無二

之命。以奉無上之尊。又歸者。是還源義。眾生六根。從一心起而背自源。

馳趣六塵。今舉命根。總攝六情。還歸一心。一心即一體三寶。然能歸之體。

必具三業。欲顯佛有天眼、天耳、他心故。又圓滿三業善故。成就三輪因故。

或見不聞處、聞不見處、不見不聞處。則身語意如次歸依。在見聞處。則三

業皆歸。今云歸命是意。意業最重矣。」(X45,p.571,b13-c19) 

p.53 L.6【礙屬眾生】《阿彌陀經要解便蒙鈔》卷 2：「【觧】當知無障礙。

約人民言。由眾生與佛緣深。故佛光到處。一切世間無不圓見也。【鈔】佛

光在佛分上原無礙不礙。所言礙無礙者。皆在眾生分上論也。若眾生不念佛。

故與佛緣淺。緣淺故障深、故礙。今由念佛眾生與佛緣深。緣深故障淺。故

佛光到處。一切世間無不圓見三身光明也。」(X22,p.859,a13-19) 

p.54 L.-3【因緣生即是不生】《中觀論疏》卷 1〈1 因緣品〉：「外道具有

二迷：一迷大乘本自無生。二迷小乘因緣生義。…復有二迷。一迷第一義諦本

自無生。二迷世諦因緣假生。」(T42,p.14,b12-15)「以了真諦故。知因緣生即

無生。於一切假生不復生心動念。」(T42,p.24,c22-23)《大智度論》卷 63〈42 歎

淨品〉：「我從和合因緣假名生，於無我中有我顛倒，是故說「我虛妄無所有」。」

(T25,p.508,b16-17) 

p.54 L.-1【實眾生、實生死】《安樂集》卷 1：「又問曰：夫生為有本，乃

是眾累之元。若知此過，捨生求無生者，可有脫期。今既勸生淨土，即是棄

生求生，生何可盡？答曰：然彼淨土乃是阿彌陀如來清淨本願，無生之生。

非如三有眾生愛染，虛妄執著生也。何以故？夫法性清淨畢竟無生，而言生

者，得生者之情耳。又問曰：如上所言：『知生無生，當上品生者。』若爾，

下品生人乘十念往生者，豈非取實生也？若實生者，即墮二疑：一、恐不得

往生；二、謂此相善，不能與無生為因也。答曰：釋有三番：一、譬如淨摩

尼珠置之濁水，以珠威力水即澄清。若人雖有無量生死罪濁，若聞阿彌陀如

來至極無生清淨寶珠名號，投之濁心，念念之中，罪滅心淨，即便往生。二、

如淨摩尼珠，以玄黃帛裹，投之於水，水即玄黃，一如物色。彼清淨佛土有

阿彌陀如來，無上寶珠名號，以無量功德成就帛裹，投之所往生者心水之中，



Date：2019/2/09 

4 / 6 

豈不能轉生為無生智乎？三、亦如氷上然火，火猛則氷液，氷液則火滅。彼

下品往生人雖不知法性無生，但以稱佛名力作往生意，願生彼土，既至無生

界時，見生之火自然而滅也。」(T47,p.11,c8- p.12,a2) 

p.55 L.4【一異門論】性梵《往生論註講義》：「何以故以下，是曇公依龍

樹菩薩所著的十二門論中第六〈觀一異門〉的含意。」《十二門論》卷 1〈觀

一異門第六〉：「如是種種因緣，相、可相，一不可得、異不可得，更無第三

法成相可相，是故相、可相俱空。是二空故，一切法皆空。」(T30,p.164,b21-23) 

相是因，可相是果。《中觀論疏》卷 8〈18 法品〉：「因緣因果離於斷常。因

果一即是常。異即是斷。」(T42,p.128,a18-19)《宗鏡錄》卷 77：「云何不斷？

從種、芽、根、莖。次第相續。故不斷。云何非常？芽、莖、華、果各自別。

故非常。亦不種滅而後芽生。亦非不滅而芽便生。而因緣法。芽起種謝。次第

生。故非常。種芽各各相異。故不此至彼。」(T48,p.840,c27-p.841,a2)若「種」

滅則如何生「芽」？若「種」不滅則常住，又如何生「芽」？若「種」與「芽」一，

何故不同名？若「種」與「芽」異，為何云兩者相續？且「種」與「芽」可同時存在。

以上故知：「種」與「芽」不可一、不可異；非常、非斷。 

p.56 L.3【三依】何所依：依修多羅。何故依：以如來即真實功德相故。云

何依：修五念門相應故。故知所依修行法門為「五念門」，於中必要依經義、

依如來而修，此義須知：阿彌陀如來即是真實功德相。真實功德相者，如論

註後文所示。淨空和尚：「修五念門相應故」，這句非常重要。佛說大經，

阿彌陀佛發四十八願，其目的就是接引一切眾生往生淨土。菩薩造論，依據

佛在經典上所講的道理、所講的原則，把它總歸納出修行的要領，這就是五

念門，是天親菩薩從經典裡面歸納出來的。依照此修行要領去做，你一定能

夠滿願，求生的願望你一定可以達到，決定不會落空，這是與佛教導的相應。 

p.56 L.6【四阿含三藏】天台《四教儀註彙補輔宏記》卷 3：「三藏教者。一。

修多羅藏。四阿含等經。二。阿毗曇藏。俱舍、婆沙等論。三。毗尼藏。五部

律。」(X57,p.735,b1-2) 

p.57 L.2【真實功德】《彌勒菩薩所問經論》卷 1：「菩薩摩訶薩有四種真

實功德。何等為四？一者、能信解空亦信因果；二者、知一切法無有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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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於眾生起大悲心；三者、深樂涅槃而遊生死；四者、所作施行皆為眾生，

不求果報。」(T26,p.237,a11-15)。又如《無量壽經》〈真實功德第三十一〉 

真實功德－ 不顛倒：依法性、順二諦故；清淨智慧起菩薩業，莊嚴佛事。 

(往生論註) 不虛偽：攝眾生入畢竟淨故；依法性入清淨相。 

何故云「順二諦」？順真諦－空觀、無我、無分別、離相不著相。順俗

諦－假觀、真誠心、方便隨緣。依法性則空假不二、真俗不二；畢竟清淨－

中道第一義諦。 

p.57 L.-2【二別】(一)觀察器世間莊嚴成就：觀察彼佛國土莊嚴功德（有

17）。(二)觀察眾生世間莊嚴成就：(1)阿彌陀佛莊嚴功德（有 8）。(2)彼

諸菩薩莊嚴功德（有 4）。 

p.58 L.2【器世間莊嚴（17）】1清淨莊嚴、2 量莊嚴、3 性莊嚴、4形相莊

嚴、5 種種事莊嚴、6妙色莊嚴、7觸莊嚴、8 三種莊嚴、9雨莊嚴、10光明

莊嚴、11妙聲莊嚴、12主莊嚴、13 眷屬莊嚴、14 受用莊嚴、15 無諸難莊嚴、

16 大義門莊嚴、17 一切所求滿足莊嚴。～《佛光大辭典》詳如本書 p.192～195 

p.58 L.5【蚇蠖】蟲名。尺蠖。北方稱步曲，南方稱造橋蟲。體細長，生長

於樹，爬行時一屈一伸。種類很多，為害各種植物。～《漢語大詞典》 

p.59 L.-2【倚伏相乘】倚伏，語本《老子》：「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

所伏。」倚，依托；伏，隱藏。意謂禍福相因，互相依存，互相轉化。～《漢

語大詞典》性梵《往生論註講義》：「有漏因果相因相成，此名相倚。因現

時，其中即伏藏有果；果成時，其中又伏藏有因，此明相伏。…乘是運載義，

由因運至果，由果又運至因，如此循環不斷，故名倚伏相乘，循環無際。」 

p.59 L.-1【四倒】【四顛倒】指四種顛倒妄見，略稱四倒－常樂我淨。 

p.60 L.2【高揖】雙手抱拳高舉過頭作揖。古代作為辭別時的禮節。～《漢

語大詞典》 

p.60 L.3【續括】【括】：1.通『栝』，箭的末端，與弓弦交會處。2.謂箭

上弦。～《漢語大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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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0 L.3【齊普賢而同德】如《無量壽經》〈德遵普賢第二〉：「咸共遵修

普賢大士之德，具足無量行願，安住一切功德法中。」 

p.60 L.4【勝過三界】《大智度論》卷 38〈4 往生品〉：「他方佛國，雜惡

不淨者，則名欲界。若清淨者，則無三惡道、三毒，乃至無三毒之名，亦無

二乘之名，亦無女人。一切人皆有三十二相，無量光明，常照世間；一念之

頃，作無量身，到無量如恒河沙等世界，度無量阿僧祇眾生，還來本處。如

是世界在地上，故不名色界；無欲故，不名欲界；有形色故，不名無色界。

諸大菩薩福德清淨業因緣故，別得清淨世界，出於三界。」(T25,p.340,a12-21) 

p.60 L.4【抑是近言】【近言】：淺近之言；常人之語。一般而言，小乘涅

槃已超出三界，即可「勝過三界」；然「安樂淨土」，如《佛說阿彌陀經》

云：「眾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已發願、今發願、當發願，欲生阿彌

陀佛國者；是諸人等，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極樂世界

之殊勝，非涅槃化城所能比較，故云「勝過三界抑是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