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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6 L.3【胞血為身器】胎胞血肉之身。參考 p.140。【七種不淨】：(1)種

子不淨，煩惱業因之內種，與父母遺體之外種，皆為不淨。(2)受生不淨，

父母交媾赤白和合之不淨。(3)住處不淨，於不淨之女體胎處十月。(4)食噉

不淨，胎中食母血之不淨。(5)初生不淨，十月生時之腥穢狼籍。(6)舉體不

淨，即薄皮之下盡為穢物。(7)究竟不淨，死亡後置於塚間之不淨流溢。～

《佛光大辭典》 

p.76 L.4【槐棘高圻】『AE槐E

ㄏ
ㄨ
ㄞ

ˊ

AAE棘E

ㄐ
ㄧ

ˊ

A』：周代朝廷種三槐、九棘，公卿大夫分坐

其下，以定三公九卿之位。後因以“槐棘”喻指三公九卿之位。『 A E圻E

ㄑ
ㄧ

ˊ

A』：

古稱天子直轄之地。亦指京城所領的地區。『五圻』：古代都城周圍的五類

地域：侯圻、甸圻、男圻、采圻、衛圻。～《漢語大詞典》 

p.76 L.4【猜狂、豎子、卓犖】『猜狂』：凶猛。或猜忌凶暴、狂蕩不羈。

『豎子』：1.童僕。2.對人的鄙稱。猶今言『小子』。『卓AE犖E

ㄌ
ㄨ
ㄛ

ˋ

A』：超絕出眾。

～《漢語大詞典》 

p.76 L.5【懷火抱冰】漢‧趙曄《吳越春秋‧勾踐歸國外傳》：「越王念復

吳讎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目臥則攻之以AE蓼E

ㄌ
ㄧ
ㄠ

ˇ

A，足寒則AE漬E

ㄗ
ˋ

A之以水；

冬常抱冰，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後以『懷火抱冰』

為策勵自強、刻苦自勵的典故。～《漢語大詞典》 

p.76 L.-4【如來淨華眾。正覺華化生】1.蓮花化生，2.如來淨華、正覺華所

化生，3.如來之眷屬，同一念佛，無別道故。《阿彌陀經疏鈔》卷 3：「淨華

聚者。如淨名經七種淨華：一者戒淨。三業淨故。二者心淨。煩惱結漏盡故。

三者見淨。見法真性。不起妄想故。四者度疑淨。見深疑斷故。五者分別道淨。

是道宜行。非道宜捨故。六者行斷知見淨。所行所斷通達故。七者涅槃淨。以

無學故。」(X22,p.654,c17-21)二乘修習無漏之業，以七種淨行為華，而證道果，

故言七淨華也。維摩經云：定水湛然，滿布以七淨華。是也。《注維摩經》曾

舉出羅什與道生的解釋；依羅什之意，所謂「戒淨」，即清淨身口意業，奉持

佛之禁戒。「心淨」即清淨心意，遠離煩惱垢。「見淨」即見法真性不起妄想

顛倒見。「度疑淨」指正見深廣，度脫諸疑網。「分別道淨」指善於分別應當

修習與否的正邪二道。「行斷知見淨」中之「行」，指苦難、苦易、樂難、樂

易四行，「斷」指斷諸結使，明了所行、所斷，知見清淨，是為「行斷知見淨」。

所謂「涅槃淨」，是指依據上列行持而得清淨涅槃。對於經文「八解之浴池，

定水湛然滿，布以七淨華。」道生釋云︰「此七既以淨好為理，而從定水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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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為水中華焉。」依二師之意，七淨華未必為二乘專修，應該也適於地上菩薩。 

智顗在《維摩經玄疏》中指出，所謂「戒淨」是指正語、正業、正命。「心淨」

指正精進、正念、正定。「見淨」指正見、正思惟。「斷疑淨」指見道。「分

別淨」、「行淨」是修道。「涅槃淨」則指無學道。此雖約當前藏、通二教二

乘說，然亦不遮止別、圓二教。總之，淨華的「淨」是不染之義，「華」乃對

果而言，即因中所修之行。謂二乘修習無漏三學，不漏落三界生死，即以七種

淨行為華而證道果。～《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76 L.6【眷屬平等】《無量壽經》：所有眾生，令生我剎，皆具紫磨真金

色身；三十二種大丈夫相；端正淨潔，悉同一類。若形貌差別，有好醜者，不

取正覺。（三、身悉金色願。四、三十二相願。五、身無差別願。） 

p.76 L.6【與奪】1.賜予和剝奪；獎勵和懲罰。2.決定；裁決。3.取捨。4.

得失。～《漢語大詞典》 

p.76 L.-2【饛饒】『 A E饛E

ㄇ
ㄥ

ˊ

A』：食物裝滿器皿貌。『饒』1.富裕；豐足。2.飽

滿。～《漢語大詞典》 

p.77 L.1【懸沙指帒】『懸沙』：《楞嚴經指掌疏事義》卷 1：「懸沙止饑 

律中四食章。古師義門手鈔云。思食者。如饑饉之歲。小兒從母求食。啼而

不止。母遂懸囊誑云。此是飯。兒七日諦視其囊。將為是食。其母七日後。

解下視之。其兒見是沙絕望。因此命終。見宗鏡錄七十三卷。」(X16,p.364, 

a1-5)『AE帒E

ㄉ
ㄞ

ˋ

A』：【說文】囊也。～《康熙字典》性梵《往生論註講義》：「指

帒與指AE囷E

ㄐ
ㄩ
ㄣ

A同，是朋友相資助的意思。典故出自三國志魯肅傳。」《三國志‧

吳志‧魯肅傳》：「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並求資糧。肅家有

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周瑜。」後以『指囷』喻慷慨資助。『囷』：

圓形穀倉。～《漢語大詞典》 

p.77 L.3【日月燈明佛】《妙法蓮華經》卷 1〈1 序品〉：「日月燈明佛從

三昧起，因妙光菩薩、說大乘經，名妙法蓮華，教菩薩法，佛所護念，六十

小劫不起于座。時會聽者亦坐一處，六十小劫身心不動，聽佛所說，謂如食

頃。是時眾中，無有一人若身若心而生懈惓。」(T09,p.4,a23-28) 

p.77.6【禪定為食】謂修行之人，以禪法資其心神，而得禪定之樂，即能增

長善根，資益慧命，猶世間之食，能養諸根，支持其命，故名禪悅食。～《三

藏法數》《妙法蓮華經》卷 4〈8 五百弟子受記品〉：「富樓那亦於七佛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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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而得第一，今於我所說法人中亦為第一，於賢劫中當來諸佛，說法人中

亦復第一，而皆護持助宣佛法。…過無量阿僧祇劫，當於此土，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號曰法明如來…一切眾生，皆以化生，無有婬欲。得大神通，

身出光明，飛行自在，志念堅固，精進智慧，普皆金色三十二相而自莊嚴。

其國眾生，常以二食：一者、法喜食，二者、禪悅食。」(T09,p.27,c12-29)

《法華經大成》卷 6：「禪食者。以禪定自資。不假段食。」(X32,p.465,c20-21)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10〈3 分別世品〉：「如是段食唯在欲界。離段食貪。

生上界故。唯欲界繫。香味觸三。一切皆為段食自體。可成段別而飲噉。故

謂以口鼻分分受之。」(T29,p.55,a13-16) 

p.77 L.-2【其事在經】《無量壽經》〈受用具足第 19〉：「若欲食時，七

寶鉢器自然在前，百味飲食自然盈滿。雖有此食，實無食者。但見色聞香，以

意為食。色力增長而無便穢。身心柔軟，無所味著。事已化去，時至復現。」

因彼土眾生蓮花化生，清虛之身，無極之體，本無饑渴之苦，故無食者，但為

意樂而食也。竊謂：既本無饑渴之苦，何來「須食時」？娑婆欲界習氣故。 

p.78.2【無諸難】無有「六難」、「七難」、「八難」等。「六難」：一佛世

難遇。二正法難聞。三善心難生。四中國難生。五人身難得。六諸根難具。「七

難」：一火難，二水難，三羅剎難，四王難，五鬼難，六枷鎖難，七怨賊難。

「八難」：又名八無暇，謂無閑暇修道業也。一地獄；二餓鬼；三畜生；四鬱

單越（北拘盧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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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世智辯聰；八佛前佛後。～《佛學大辭典》 

p.78 L.3【袞、蓬藜、方丈】『AE袞E

ㄍ
ㄨ
ㄣ

ˇ

A』：1.古代帝王及上公穿的繪有卷龍的禮

服。2.賜以袞衣。謂褒嘉。『蓬藜』：窮人所住的草屋。『方丈』：1.寺院

長老、住持的居室。2.傳說中海上神山名。《史記‧秦始皇本紀》：「齊人

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漢語大詞典》 

p.78 L.4【鳴笳道出】「鳴笳」：吹奏笳笛。古代貴官出行，前導鳴笳以啟路。

亦作進軍之號。～《漢語大詞典》 

p.78 L.-4【受樂常無間】《阿彌陀經》「無有眾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

《阿彌陀經疏鈔》卷 2：「慈雲懺主。開此土彼土難易十種。今以苦樂對之。

一者此土有不常值佛苦。彼土無之。而但有華開見佛。常得親近之樂。二者

此土有不聞說法苦。彼土無之。而但有水鳥樹林皆宣妙法之樂。三者無惡友

牽纏苦。而有諸上善人俱會一處之樂。四者無羣魔惱亂苦。而有諸佛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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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魔事之樂。五者無輪迴不息苦。而有橫截生死。永脫輪迴之樂。六者無

難免三塗苦。而有惡道永離。名且不聞之樂。七者無塵緣障道苦。而有受用

自然。不俟經營之樂。八者無壽命短促苦。而有壽與佛同。更無限量之樂。

九者無修行退失苦。而有入正定聚。永無退轉之樂。十者無塵劫難成苦。而

有一生行滿。所作得辦之樂。」(X22,p.637,a1-13) 

p.79 L.4【分一說三】《妙法蓮華經》卷 1〈2 方便品〉：「十方世界中，

尚無二乘，何況有三。舍利弗！諸佛出於五濁惡世，…劫濁亂時，眾生垢重，

慳貪嫉妬，成就諸不善根故，諸佛以方便力，於一佛乘分別說三。舍利弗！

若我弟子，自謂阿羅漢、辟支佛者，不聞不知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事，此非

佛弟子，非阿羅漢，非辟支佛。」(T09,p.7,b22-29)《添品妙法蓮華經》卷 1

〈方便品 2〉：「是諸佛但教化菩薩，欲以佛之知見示眾生故，欲以佛之知

見悟眾生故，欲令眾生入佛知見道故。舍利弗！我今亦復如是，知諸眾生有

種種欲深心所著，隨其本性，以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方便力故而為說法。

舍利弗！如此皆為得一佛乘一切種智故。舍利弗！十方世界中尚無二乘，何

況有三。」(T09,p.140,b7-14) 

p.79 L.4【拓眉致 A E誚E

ㄑ
ㄧ
ㄠ

ˋ

A、指語招譏】性梵《往生論註講義》：「拓眉致誚，

是謂佛陀由實開權，把本來平等一味的大乘法，而開為二乘(如二眉)，或三

乘五乘的差別法，難免受諸佛的責備。指而相告，謂之指語。佛陀先由一乘

開為三乘，對三乘根性的弟子，指明有三乘差別法，而相告教化之。後來到

了法華會上，又開權顯實，說唯此一佛乘，無二亦無三，前後指語矛盾，是

會被人譏嫌的。」 

p.79 L.5【一味】《妙法蓮華經》卷 3〈藥草喻品 5〉：「如來說法，一相

一味。所謂：解脫相、離相、滅相，究竟至於一切種智。」「一相一味之法，

所謂：解脫相、離相、滅相，究竟涅槃常寂滅相，終歸於空。」(T09,p.19,b23-c5)

「我為世尊，無能及者，安隱眾生，故現於世。為大眾說，甘露淨法，其法

一味，解脫涅槃。」(T09,p.20,a9-11)《法華經會義》卷 3：一相者。眾生心

性同一真如為相。一味者。一乘之法同詮一理。解脫相者。業即解脫。本無

二邊業縛相也。離相者。惑即般若。本離通別二惑相也。滅相者。苦即法身。

二種生死本寂滅也。眾生心性。即是性德解脫相離相滅相。即一而三。即三

而一之相。如來一音。說此即一而三。即三而一之法。則為即一味而三味。

即三味而一味之教。…佛於一實相法。方便開為三…眾生秉教修行。各獲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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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誰能知者。唯佛能知。究竟終歸一相一味耳。」(X32,p.99,a5-18) 

p.79 L.5【根敗種子】《摩訶止觀》卷 8：「二乘怖畏生死。如為怨逐。…

焦種不生。根敗無用。」(T46,p.103,b22-25)《維摩經略疏》卷 9〈佛道品 8〉：

「若見無為入正位者。不能復發菩提心也。猶如根敗。」(T38,p.683,c16-18) 

p.79 L.-3【無量壽經】十六、聲聞無數願：我作佛時，壽命無量，國中聲

聞天人無數，壽命亦皆無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眾生，悉成緣覺，於百千劫，

悉共計校，若能知其量數者，不取正覺。〈壽眾無量第 13〉：「無量壽佛壽

命長久，不可稱計。又有無數聲聞之眾，神智洞達，威力自在，能於掌中持

一切世界。…彼佛壽量，及諸菩薩、聲聞、天人壽量亦爾，非以算計譬喻之

所能知。」 

p.80 L.1【阿彌陀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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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彼國土者，無我無我所，不生彼此心，是故稽首禮。超出三界獄，

目如蓮華葉，聲聞眾無量，是故稽首禮。」(T26,p.43,a10-b6) 

p.80 L.2【摩訶衍論】湛然《維摩經略疏》卷 2〈佛國品 1〉：「大論釋般

若勸學中明。自有佛土純是聲聞為僧。自有佛土純支佛為僧。自有佛土純菩

薩為僧。」(T38,p.591,b7-9)《大智度論》卷 34〈序品 1〉：「諸佛多以聲聞

為僧，無別菩薩僧；如彌勒菩薩、文殊師利菩薩等，以釋迦文佛無別菩薩僧，

故入聲聞僧中次第坐。有佛為一乘說法，純以菩薩為僧。有佛聲聞、菩薩雜

以為僧；如阿彌陀佛國，菩薩僧多，聲聞僧少。」(T25,p.311,c9-14) 

p.81 L.1【法華經】《妙法蓮華經》卷 2〈3 譬喻品〉：「為滅諦故，修行

於道，離諸苦縛，名得解脫。是人於何，而得解脫？但離虛妄，名為解脫；

其實未得，一切解脫。佛說是人，未實滅度。斯人未得，無上道故。」(T09,p.15, 

a29-b5)《法華經會義》卷 2：「但離虗妄者。離見思也。一切解脫者。如來

大涅槃也。未實滅度者。變易生死尚在也。」(X32,p.82,c4-6) 

p.81 L.5【言聲聞者】《阿彌陀經要解便蒙鈔》卷 1：「二方便有餘者。若

約此土。出三界外三乘聖眾修方便道之所遊居。但離分段。未免變易。但盡

見思。未除別惑。故名有餘。有九人生於此土：謂藏二乘。通三乘。別三賢。

圓十信。若約淨土。則但出娑婆三界。不出極樂同居。圓離二死。圓斷五住。

九人之中。純是菩薩。雖有聲聞。而非定性。但斷同惑。名曰聲聞。由其別

惑未盡。且名方便有餘土耳。」(X22,p.831,c1-8)卷 2：「【觧】他方定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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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不得生彼。若先習小行。臨終回向菩提。發大誓願者。生彼國已。佛順

機說法。令斷見思。故名羅漢。如別教七住斷見思之類。非實聲聞也。蓋藏

通二淨。不聞他方佛名。今聞彌陀名號。信願往生。總屬別圓二教所攝機矣。 

【鈔】文二。初明非實聲聞。二明實是菩薩也。…定性。謂已斷見思。

決定趣向無餘涅槃。故不得生也。若先習小乘道品。而未斷見思。臨終纔聞

淨土法門。功德殊勝。即回小向大。發願求生。發願求生。即大誓願也。生

彼國已。佛順先習小機。說藏通道品。令斷見思。與羅漢位齊。假名羅漢也。

如別教斷見思之類。實是菩薩。非實聲聞也。」(X22,p.861,a15-b3) 

p.81 L.-1【江北、河洛】【江北】1.指長江下游以北的地區。古代一般用指

唐淮南道、宋淮南路地，境域較廣；近代多專指江蘇、安徽兩省中位於長江

北岸的地區。2.泛指長江以北。【河洛】1.指黃河與洛水兩水之間的地區。

2.河南洛陽。3.泛指中原。～《漢語大詞典》 

p.82 L.1【隴西、架桁】【隴西】甘肅省的別稱。【桁架】房屋、橋梁等的

架空的骨架式承重結構。『桁』，音ㄏㄤˋ，1.衣架。2.指曬衣竿、竹竿。

～《漢語大詞典》 

p.82 L.6+8【儜、�】『儜』：ㄋㄧㄥˊ，怯弱。『�』：謇本字，或作『�』，

音ㄐㄧㄢˇ，極吃也。～《康熙字典》 

p.83 L.2【以實際為證】《大智度論》卷 32〈1 序品〉：「實際者，以法性

為實證，故為際。如阿羅漢，名為住於實際。」(T25,p.297,c12-14)《大方廣

佛華嚴經疏》卷 54〈39 入法界品〉：「聲聞。安住自乘證實際故。」(T35,p.915, 

a25-26)《華嚴綱要》卷 60：「聲聞安住自乘。絕無成就眾生淨佛國土之念。

以未有如佛菩薩之因。故今不見如來菩薩勝妙境界耳。」(X09,p.136,a9-11) 

p.83 L.4【犀牛觸之】《楞嚴經指掌疏事義》卷 1：「廣誌云。鴆毒者。大

如 A E鷂E

ㄧ
ㄠ

ˋ

A子。頸長八寸。毛紫綠色。徧身是毒。以蚖蛇蝮蝎為食。雄名暈。雌

名陰。諧其毛。酒浸殺人。沾唇即死。用犀牛角解之。昔王莽酒鴆平王是也。」

(X16,p.364,a11-14) 

p.83 L.5【五不思議】亦作「五不可思議」。不能以心慮量，亦不能以言語

說之。《大智度論》卷 30〈1 序品〉：「《經》說：「五事不可思議」，所

謂眾生多少，業果報，坐禪人力，諸龍力，諸佛力。於五不可思議中，佛力

最不可思議！」(T25,p.283,c17-20)參考本論註 p.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