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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92 L.-3【無分別、無功用】任運自然、不刻意造作、不加上意志的決定，

謂之「無功用」，為「有功用」之對稱。陳譯《攝大乘論釋》卷 14〈10 釋智

差別勝相品〉云︰「作意名功用，緣三世起，謂我已作、正作、當作，離如此

作意名無功用；但由本願力，所欲作事，自然皆成。」又云︰「由修因及本願

成熟。所作佛事皆自然成。無惓無難，故言無功用。」(T31,p.262,a-c)皆將離

作意而自然得成佛事稱為無功用。《佛性論》卷四舉出八地無功用之說，謂八

地以前之菩薩，於真如之境未得自在；但八地以上之菩薩則完全無漏、任運續

起，故名為「無功用道」。在菩薩十地中，七地以前的菩薩雖修無相觀，然尚

須藉方便加行，故稱有功用，八地以上則稱無功用。即《成唯識論》卷九所云︰

「第七地中，純無相觀雖恆相續，而有加行。由無相中有加行，故未能任運現

相及土。如是加行障八地中無功用道。故若得入第八地時，便能永斷。」然若

就佛果而言，八地以上亦屬有功用，唯有佛果是無功用。即《成唯識論述記》

卷七（本）所言︰「十地菩薩…於後得智中為他說法，必須假藉尋、伺二法，

與佛稍別，佛無功用說故。八地已去，雖無功用，果未滿故，有任運功用，故

不同佛。」又，天台宗以別教初地、圓教初住以前為有功用。另據《成唯識論

述記》卷七（本）之意，功用又分為自利、利他二種。七地以前二用並有，八

地無自利用任運入地，於利他則非亦無功用，佛則二用皆無，故說法時不假功

用。～《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93 L.1【根性不同】有三乘、五乘、三聚等等不同。三乘：聲聞、緣覺、菩

薩。五乘：人、天、三乘。三聚：正定聚、邪定聚、不定聚。 

p.93 L.4+5【海不宿死屍】《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9〈十地品 26〉：「譬如

大海，以十種相，得大海名，不可移奪。何等為十？一、次第漸深；二、不受

死屍；三、餘水入中皆失本名；四、普同一味；五、無量珍寶；六、無能至底；

七、廣大無量；八、大身所居；九、潮不過限；十、普受大雨，無有盈溢。菩

薩行亦復如是，以十相故，名菩薩行，不可移奪。」(T10,p.209,a25-b2)《大般

涅槃經》卷 32〈師子吼菩薩品 11〉：「譬如大海，有八不思議。何等為八？

一者漸漸轉深、二者深難得底、三者同一醎味、四者潮不過限、五者有種種寶

藏、六者大身眾生在中居住、七者不宿死尸、八者一切萬流大雨投之不增不減。」

(T12,p.558,c23-27)《思益梵天所問經》卷 4〈授不退轉天子記品 15〉：「又如

大海，不宿死屍；此諸菩薩亦復如是，不宿聲聞、辟支佛心，亦不宿慳貪、毀

戒、瞋恚、懈怠、亂念、愚癡之心，亦不宿我、人、眾生之見。」(T15,p.58,a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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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合論》卷 2：「此經猶如大海。不宿死屍。此經亦爾。若有見聞信樂而

能悟入。永離凡夫、權學、闡提死屍。直同如來法身智海。」(X04,p.24,a13-15) 

p.93 L.6【不動眾】大乘善根不可傾動→正定聚。極樂淨土實無天人之存在，

然以順應他方世界之故，存天人之名(超世希有第十八品)。其大眾實乃一生補處

菩薩，為證得涅槃之妙理者，成就大乘根性，絕無傾動退墮，故稱不動。～《佛

光大辭典》十二、定成正覺願：所有眾生，生我國者，遠離分別，諸根寂靜。若

不決定成等正覺，證大涅槃者，不取正覺。二十九、住正定聚願：所有眾生，生

我國者，皆同一心，住於定聚。三十五、一生補處願：所有眾生，生我國者，究

竟必至一生補處。四十八、現證不退願：於諸佛法，現證不退轉。～《無量壽經會

集本》 

p.93 L.5【清淨智海生】元曉《阿彌陀經疏》卷 1：「大眾功德者，眾生生者

皆是阿鞞跋致故，乃至十念功德生彼國者，入正定聚永無退故。論言，何者莊

嚴大眾功德成就？偈言「人天不動眾，清淨智海生故。」案云：皆依如來智海

含潤，入正定聚，無動轉故。」(T37,p.349,c16-21)《阿彌陀經疏鈔》卷 3：「良

繇念佛之力。得依如來智海。含潤而生。有進無退故。」(X22,p.655,a15-16)（以

能具微塵沙數修多羅教，故言含潤）淨空和尚：「清淨智海」是彌陀的智慧、

功德成就的，所以是阿彌陀佛無量劫所修積的功德智慧加持的，我們得到阿彌

陀佛本願威神加持，西方極樂世界人人都得平等三業。「天人不動眾」是指凡

聖同居土，眾生都證得念佛三昧，能於一切法不分別、不執著。性梵《往生論

註講義》：「清淨智海，即心真如門；天人不動眾，即心生滅門。由真如而有

生滅，雖生滅而不離真如。一心二門，生佛平等具足，常別常同，法爾如是。」 

p.93 L.-2【上首功德】【上首】(1)大眾之中位居最上者。後於禪林裡，間以

「首座」代稱上首，而其推重之意不變。(2)諸法門中最上之法。【上首功德】

指勝妙無過之功德。彼淨土之上首，以阿彌陀佛為最尊，其勝妙拔群，無有超

過者。～《佛光大辭典》但另有解釋，如太虛《往生淨土論講要》：「上首莊嚴。

謂與阿彌陀佛相伴之上首，皆如須彌山王之勝妙而無有能過之者。」「此中上

首莊嚴，即指大乘不退轉之大菩薩，猶如須彌為山之王，無能過者。大菩薩亦

復如是，眾中之王，無能勝者。」淨空和尚：西方極樂世界上首就是本師阿彌

陀佛，這兩句讚歎是阿彌陀佛。協助佛陀教化眾生的，還有大菩薩；但有正面

的，也有負面的，皆是菩薩化身。觀音、地藏、文殊、普賢，皆是釋迦佛的上

首，聲聞弟子當中是舍利弗、目犍連；還有提婆達多，是世尊兄弟，智慧、神



Date：2019/3/23 

3 / 6 

通、相好跟佛也差不多，他來表演的是負面的。正面、負面我們都看到了，讓

我們在這裡面瞭解善惡果報。菩薩示現身教，不是凡人！無非是讓一般大眾對

佛的教化能生起深信而不疑。在西方極樂世界，我們所遇的緣都無比的殊勝，

全是幫助我們成就道業；身在阿彌陀佛講堂聽經聞法，接受教誨，同時也能夠

分身無量無邊，到十方世界去參訪，去供佛修福，聽經開智慧。而文殊、普賢

菩薩，帶著華嚴會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到極樂世界去參學，向阿彌陀佛學習。 

p.94 L.1【請佛廢忘】佛嘗受阿耆達王之請，至彼國結夏安居，遇災荒，穀米

昂貴，受販馬人供養，與五百比丘共食馬麥三月，為佛十難之一。～《佛光大

辭典》 

p.94 L.3【唯一法王】《注維摩詰經》卷 1〈1 佛國品〉：「法王法力超群生。

常以法財施一切。肇曰。俗王以俗力勝民。故能澤及一國。法王以法力超眾。

故能道濟無疆。」(T38,p.332,c14-16)《維摩經義疏》卷 2〈1 佛國品〉：「俗

王則自在於民。法王則自在於法。以法無定相。隨物辨之。而普順理應機。故

稱自在。又即上說俗不動真。談真不乖俗。即是自在也。」(T38,p.925,a30-b3)

極樂世界唯有法王，更無俗王，所有國土眾生皆是不動眾、正定聚故；又皆恭敬瞻仰阿

彌陀如來。 

p.94 L.6【莊嚴主功德成就】參考 p.75：4，二名皆同，意義不同。前者，極

樂淨土之依報莊嚴，皆係阿彌陀佛之善住持所致，彰顯所住持之功德，故屬依

報之國土功德。後者，極樂世界之主阿彌陀佛，受大眾所恭敬之功德莊嚴；以

天人之恭敬為主功德，故屬正報之佛功德；以大眾之「恭敬」彰顯佛德之最勝，

及表示主德之絕倫。～《佛光大辭典》太虛《往生淨土論講要》：「前從主中顯

眾，眾中顯上首，此復從上首中顯主。即以主顯伴，以伴顯主，主伴互顯之義。

以從伴中顯主，故說是天人丈夫眾恭敬圍繞瞻仰之主。主能為天人等眾恭敬圍

繞瞻仰者，則其主之功德不言可知。」 

p.94 L.-3【十四難】又名十四不可記、十四無記。指十四個超越經驗認知層

次的問題，無法加以敘述或說明，因此佛陀捨置不答。(1)世間常，(2)世間無

常，(3)世間常亦無常，(4)世間非常非無常，(5)世間有邊，(6)世間無邊，(7)

世間亦有邊亦無邊，(8)世間非有邊非無邊，(9)如來死後有，(10)如來死後無，

(11)如來死後亦有亦非有，(1)2如來死後非有非非有，(13)命身一，(14)命身異。

這十四種問題是外道由於斷常、一異等妄見而產生的邪執。其中前十二項是就

有無等四句而言，後二項是就一異而言。依《雜阿含經》卷三十四所述，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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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道以顛倒之見問難的十四個問題，皆不置可否，不予明確的答覆。～《中

華佛教百科全書》《大智度論》卷 2〈1 序品〉：「若佛一切智人，此十四難何

以不答？答曰：此事無實故不答。諸法有常，無此理；諸法斷，亦無此理；以

是故，佛不答。譬如人問搆牛角得幾升乳，是為非問，不應答。」「十四難中

若答，有過罪。若人問：「石女、黃門兒，長短好醜何類？」此不應答，以無

兒故。復次，此十四難，是邪見非真實，佛常以真實，以是故，置不答。復次，

置不答，是為答。有四種答：一、決了答，如佛第一涅槃安隱；二、解義答；

三、反問答；四、置答。此中佛以置答。」(T25,p.74,c15-p.75,a19) 

p.94 L.-2【居迦離】或作俱伽離、瞿迦離、俱迦利。《大智度論》卷 13〈1 序

品〉：「提婆達多弟子俱伽離，常求舍利弗、目揵連過失。是時，二人夏安居竟，

遊行諸國，值天大雨，到陶作家，宿盛陶器舍。此舍中先有一女人在闇中宿，二

人不知。此女人其夜夢失不淨，晨朝趣水澡洗。是時，俱伽離偶行見之。…時，

二人從屋中出，俱伽離見已，又以相驗之，意謂二人必為不淨。先懷嫉妬，既見

此事，遍諸城邑聚落告之；次到祇洹唱此惡聲。…佛告俱伽離：「舍利弗、目揵

連心淨柔軟，汝莫謗之而長夜受苦！」俱伽離白佛言：「我於佛語不敢不信，但

自目見了了，定知二人實行不淨。」佛如是三呵，俱伽離亦三不受，即從坐起而

去。還其房中，舉身生瘡—始如芥子，漸大如豆、如棗、如㮈，轉大如AE苽E

ㄍ
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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ㄒ
ㄧ

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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爛壞，如大火燒，叫喚嘷哭，其夜即死，入大蓮華地獄。」(T25,p.157,b5-c13) 

p.95 L.-4【住持】「住持」之語義為「安住之、維持之」。原意指代佛傳法、

續佛慧命之人，後乃被用來指稱各寺院之主持者，或長老。相傳「住持」一職為

唐代百丈山懷海所創。據《敕修百丈清規》卷上〈住持章〉所載，其中包括：(1)

上堂，在法堂對大眾說法。(2)晚參，晚上在法堂對大眾說法垂示。(3)小參。(4)

普說。(5)入室。(6)告香，對新掛單僧說法開示。(7)念誦。(8)巡寮。(9)肅眾，

即監督大眾。(10)訓童行。(11)對行者之訓示。(12)受法衣。(13)迎待尊宿。(14)

施主請陞座齋僧。(15)受嗣法者之茶點接待。(16)嗣法師遺書至。另於《禪林象

器箋》卷六所載住持之職責，則概括為說法、安眾、修造等三大項。～《中華佛

教百科全書》、《佛光大辭典》 

p.96 L.2【速疾滿足無上大寶】依後文 p.154，「不虛作住持功德成就者，是

阿彌陀如來本願力…願以成力。力以就願。願不徒然。力不虛設。力願相符。

畢竟不差。故曰成就。」「速疾滿足無上大寶」：如「一生補處願」：所有眾

生，究竟必至一生補處。「定成正覺願」：決定成等正覺，證大涅槃。以及後



Date：2019/3/23 

5 / 6 

文 p.155：若得見彼佛，「未證淨心菩薩，畢竟得證平等法身，與淨心菩薩、

與上地諸菩薩，畢竟同得寂滅平等故。」平等法身，八地已上法性生身菩薩所

證寂滅平等之法。此菩薩得報生三昧，以三昧神力，能一處一念一時，遍十方

世界，種種供養一切諸佛及諸佛大會眾海，能於無量世界無佛法僧處，種種示

現、種種教化、度脫一切眾生，常作佛事。 

p.96 L.6【菩薩四種莊嚴】1.不動本處遍至十方應化如實修行常作佛事，2.一

念一時放光普照佛會利益群生，3.一切世界供養恭敬讚嘆諸佛，4.無三寶處住

持莊嚴三寶。或《往生論註講義》：1.不動應化德。2.同時遍至德。3.無餘供讚德。

4.遍示三寶德。 

p.96 L.-2【翼贊】1.輔佐。2.指帝王的輔弼之臣。～《漢語大詞典》 

p.97 L.5【誰愛功德】《大智度論》卷 26〈序品 1〉：「欲無減者，佛知善法

恩故，常欲集諸善法故，欲無減。修習諸善法，心無厭足故，欲無減。譬如一

長老比丘目闇，自縫僧伽梨，針絍脫；語諸人言：「誰樂欲福德者，為我絍針？」

爾時，佛現其前語言：「我是樂欲福德無厭足人，持汝針來。」是比丘斐AE亹E

ㄨ
ㄟ

ˇ

A見

佛光明，又識佛音聲，白佛言：「佛無量功德海，皆盡其邊底，云何無厭足？」

佛告比丘：「功德果報甚深，無有如我知恩分者；我雖復盡其邊底，我本以欲

心無厭足故得佛，是故今猶不息；雖更無功德可得，我欲心亦不休！」諸天世

人驚悟，佛於功德尚無厭足，何況餘人！佛為比丘說法，是時肉眼即明，慧眼

成就。」(T25,p.249,b5-19)【絍】ㄖㄣˊ。絍＝袵【宋】【元】【明】【宮】。

【袵】ㄖㄣˋ，【篇海】同衽。衣衿也。～《康熙字典》【斐亹】文彩絢麗貌。 

p.98 L.-2【善治隄塘】《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卷 1：「汝等比丘，若攝心

者心則在定，心在定故能知世間生滅法相，是故汝等，常當精勤修集諸定，若

得定者心則不亂，譬如惜水之家善治堤塘。行者亦爾，為智慧水故，善修禪定

令不漏失。是名為定。」(T12,p.1111,c26-p.1112,a1)《遺教經解》卷 1：「心既

在定。則如杲日當空。明炤萬象。故即能知世間生滅法相。言精勤者。對治三

種懈怠：一精勤修習節量食臥。調出入息。對治不安隱懈怠。二精勤修習覺知

諸定有通慧功德。能盡苦源。及能成就大希有事。對治無味懈怠。三精勤修習

觀察生老病死苦。及四惡趣苦。我未能離。對治不知恐怖懈怠。繇修習此三對

治已。心則不散。無所對治。便能發無漏慧。斷惑證果也。」(X37,p.644,b10-18) 

p.99 L.2【如實修行】後文 p.161：「真如是諸法正體。體如而行。則是不行。

不行而行。名如實修行。」如實相而行，初地以上之菩薩，證得真如之理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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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大乘起信論義記》卷 1：「地上大菩薩僧。謂證理起行。名如實修。下

文云。依法力熏習是地前行。如實修行是地上行。」(T44,p.248,a4-6)卷 2：「因

中依法力熏習者。謂真如內熏之力。及所流教法外緣熏力。此在地前。依此熏

力修習資糧加行善根。登地已上。行契證如。故云如實修行。十地行終。故云

滿足方便。此在金剛因位極也。」(T44,p.259,c27-p.260,a2) 

p.99 L.2+3【無垢輪、如須彌住持】參考後文 p.161～162。性梵《往生論註

講義》：「若依本論的後面長行文解釋，尙有『開諸衆生淤泥華故』一句。這

是說，彼國諸大菩薩，皆如觀音、勢至、文殊、普賢、彌勒、地藏同等，都能

隨類現身，應化作佛，或作菩薩，同時在十方無量世界，去普度衆生。菩薩就

好比在天上的日光普照，衆生就有如在臭汚泥中的蓮華，得日光一照，乃可出

淤泥而開放華果。所以彼國諸大菩薩，報身仍在安樂國，如須彌山常住不動；

而化身則示現十方，應機敎化，度一切衆生，同生安樂國，同得蓮華化生，同

覲彌陀，同得受記，同成佛道，又同度衆生。如是輾轉化度無盡，燈燈相續，

有這種不可思議的力用與利益。是故偈言：安樂國凊凈，常轉無垢輪（清凈大

法輪），化佛菩薩日，如須彌住持。」 

p.100 L.5【無前無後】《阿彌陀經疏鈔演義》卷 3：「維摩經善德長者言：

憶念我昔。自於父舍。設大施會。供養一切。期滿七日。維摩詰來入會中。謂

我言：長者子。夫大施會。不當如汝所設。當為法施之會。何用財施會為！我

言居士：何為法施之會？詰言：法施會者。無前無後。一時供養。釋曰。夫以

方會人。不可以一息期。以財濟物。不可以一時周。是以會通無隅者。彌綸而

不漏。法澤冥被者。不易時而同覆。故能即無疆為一會。而道無不潤也。」(X22, 

p.757,a21-b4)《諸法無諍三昧法門》卷 1：「深大慈悲憐憫眾生。上作十方一

切佛身。緣覺聲聞一切色形。下作六趣眾生之身。如是一切佛身。一切眾生身。

一念心中一時行。無前無後無中間。一時說法度眾生。爾時禪定及神通波羅蜜。

轉名一切種智。亦名佛眼。」(T46,p.630,c16-21) 

p.101 L.-1【如來名為等覺】【平等覺】又作「平等正覺」，指佛之正覺，轉

用為佛之別號。佛能覺證諸法平等、無有高下淺深差別之理，而住於身、語、

意三業空寂之大覺中，故稱平等覺。～《佛光大辭典》《持心梵天所問經》卷 3

〈力行品 9〉：「問：「梵天！云何如來成平等覺？」答曰：「溥首！如來曉

了一切諸法悉為本淨，自然無本，逮平等覺，以故因號平等正覺。」」(T15,p.22, 

a7-9)【AE溥E

ㄆ
ㄨ

ˇ

A首】文殊師利，一譯溥首，又譯普首。～《佛學大辭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