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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說
阿
彌
陀
經
要
解
》  

補
充
講
表 

◎
附
表
十
六
：
糅
合
︽
彌
陀
經
要
解
講
義
》
、
︽
彌
陀
經
要
解
親
聞
記
》
、
︽
阿
彌
陀
經
要
釋
》 

○
八
聖
道
分 

※
︽
大
毘
婆
娑
論
》
云
：「
由
正
見
故
，
起
正
思
惟
；
由
正
思
惟
故
，
得
正
語
；
由
正
語
故
，
復
得
正 

業
；
由
正
業
故
，
復
得
正
命
；
由
正
命
故
，
發
起
正
勤
；
由
正
勤
故
，
便

起
正
念
；
由
正
念
故
，
能
起
正
定
。
」 

※
︽
勝
鬘
經
》
云
：「
非
顛
倒
見
，
是
名
正
見
」。
※
︽
華
嚴
經
》
云
：「
正
見
牢
固
，
離
諸
妄
見
」。 

 

正
語
、
正
業
、
正
命
…
即
是
戒
學
； 

 
  

※
八
正
道   

正
精
進
、
正
念
、
正
定
…
即
是
定
學
； 

 

正
見
、
正
思
惟
…
即
是
慧
學
； 

○
以
無
漏
慧
，
除
四
邪
命
。
攝
諸
口
業
，
住
一
切
正
語
中
，
名
正
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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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邪
命
者
：
一
、
方
口
食
：
謂
曲
媚
豪
勢
，
通
使
四
方
。
二
、
維
口
食
：
謂
種
種
咒
術
，
卜
算
吉
凶
。

三
、
仰
口
食
：
謂
仰
觀
星
宿
，
以
自
活
命
。
四
、
下
口
食
。
謂
種
植
田
園
，
和
合
湯
藥
。

以
上
四
種
，
邪
心
求
利
，
以
活
身
命
，
多
有
口
業
。 

※
攝
諸
口
業
者
：
即
不
妄
言
，
不
綺
語
，
不
惡
口
，
不
兩
舌
，
住
一
切
正
語
中
，
名
正
語
。 

○
以
無
漏
慧
相
應
，
念
正
道
及
助
道
法
，
名
正
念
。 

※
︽
大
乘
起
信
論
》
云
：「
於
真
如
法
中
，
深
解
現
前
，
所
修
離
相
。
以
知
法
性
體
無
慳
貪
故
，
隨
順

修
行
檀
波
羅
密
。
以
知
法
性
無
染
，
離
五
欲
過
故
，
隨
順
修
行
尸
波
羅
密
。
以

知
法
性
無
苦
，
離
瞋
惱
故
，
隨
順
修
行
羼
提
波
羅
密
。
以
知
法
性
無
身
心
相
，

離
懈
怠
故
，
隨
順
修
行
毗
黎
耶
波
羅
密
。
以
知
法
性
常
定
，
體
無
亂
故
，
隨
順

修
行
禪
波
羅
密
。
以
知
法
性
體
明
，
離
無
明
故
，
隨
順
修
行
般
若
波
羅
密
。
」 

○
此
等
道
品
，
依
生
滅
四
諦
而
修
，
即
藏
教
道
品
。
…
依
無
作
四
諦
而
修
，
即
圓
教
道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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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等
道
品
者
，
總
指
前
文
七
科
道
品
也
。
道
品
者
，
修
道
之
品
，
即
四
諦
中
，
道
諦
也
。 

頓         

華
嚴
兼 

五       

初     

阿
含
但                    

藏 

時   

漸  

中     
方
等
對                          

真 

八       

後     

般
若
帶                    

通               

權 

教   

秘
密 

權   

不
定                                 

別 

實   

非
頓                                        

中 

總   

非
漸         

法
華 

︵
純
︶             
圓               

實 

圖   

顯
露         

涅
槃
︵
追
說
、
追
泯
︶ 

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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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台
宗
智
者
大
師
，
將
如
來
一
代
時
教
，
判
為
五
時
八
教
。
化
儀
四
教
：
為
頓
、
漸
、
祕
密
、
不
定
。

化
法
四
教
：
為
藏
、
通
、
別
、
圓
。
四
教
各
有
四
諦
，
故
道
品
須
約
四
教
料
簡
。
極
樂
世
界
，
十
方

往
生
者
眾
，
機
當
不
一
。
若
約
夙
種
而
論
，
當
有
四
教
道
品
修
法
之
差
別
。
請
見
「
四
諦
表
解
」 

一
、
藏
教
：
藏
教
全
名
為
三
藏
教
，
簡
稱
藏
教
。
為
何
稱
為
三
藏
教
呢
？
即
專
指
小
乘
經
律
論
三
藏
。

約
事
立
名
。
後
三
教
大
乘
，
約
理
立
名
。 

二
、
通
教
：
為
大
乘
初
門
。
鈍
根
人
通
前
藏
教
，
利
根
人
通
後
別
圓
，
故
名
通
教
，
詮
無
生
四
諦
。 

三
、
別
教
：
獨
菩
薩
法
。
別
前
藏
通
，
別
後
圓
教
，
故
名
別
教
，
詮
無
量
四
諦
。 

四
、
圓
教
：
三
諦
圓
融
，
圓
修
圓
證
，
故
名
圓
教
，
詮
無
作
四
諦
。 

○
如
是
等
法
者
：
等
前
念
處
、
正
勤
、
如
意
足
，
等
餘
四
攝
、
…
發
菩
提
心
，
伏
滅
煩
惱
也
。 

※
四
攝
者
：
一
、
布
施
：
眾
生
無
緣
不
能
度
，
先
以
布
施
，
結
眾
生
之
緣
。
二
、
愛
語
：
以
柔
軟
語
， 

令
眾
生
樂
聞
，
易
於
受
度
。
三
、
利
行
：
行
種
種
饒
益
行
，
以
利
眾
生
。
四
、
同
事
：
和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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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塵
，
欲
施
教
化
，
先
以
欲
鉤
牽
，
後
令
入
佛
智
。
以
此
四
法
，
攝
取
眾
生
，
故
名
四
攝
法
。 

※
十
力
者
：
如
來
十
種
智
力
也
。︵
一
︶
是
處
非
處
力
，
知
諸
眾
生
，
因
緣
果
報
。
如
作
善
業
，
能
得

樂
報
，
名
是
處
。
若
以
惡
業
，
望
於
樂
報
，
則
名
非
處
。︵
二
︶
業
智
力
，
知
眾
生
無
量

諸
業
。︵
三
︶
定
智
力
，
知
諸
眾
生
，
諸
禪
三
昧
。︵
四
︶
根
智
力
，
知
諸
眾
生
，
根
性
上

下
。︵
五
︶
欲
智
力
，
知
諸
眾
生
，
種
種
欲
樂
。︵
六
︶
界
智
力
，
知
世
間
眾
生
，
種
種
界

分
。︵
七
︶
至
處
智
力
，
知
一
切
道
所
證
至
處
相
。︵
八
︶
宿
命
智
力
，
知
千
萬
生
，
姓
名

苦
樂
壽
夭
等
。︵
九
︶
天
眼
智
力
，
見
眾
生
往
來
生
死
，
及
其
處
所
，
并
色
相
，
洞
然
分

明
。︵
十
︶
漏
盡
智
力
，
自
知
我
身
已
盡
，
不
受
後
生
，
亦
知
他
人
漏
盡
不
盡
。 

※
四
無
畏
者
：︵
一
︶
一
切
智
無
畏
：
謂
於
一
切
諸
法
，
盡
知
盡
見
。︵
二
︶
漏
盡
無
畏
：
謂
佛
五
住
究

竟
，
二
死
永
亡
。︵
三
︶
說
障
道
無
畏
：
謂
於
障
道
之
法
，
能
知
能
說
。︵
四
︶
說
苦
盡
道

無
畏
：
謂
於
盡
苦
之
道
。
能
知
能
說
。
諸
佛
具
此
四
種
大
無
畏
精
神
，
故
於
眾
說
法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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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恐
懼
。
故
佛
說
法
，
名
無
所
畏
也
。 

○
灼
見
慈
威
不
可
思
議
，
故
念
佛
。
法
喜
入
心
法
味
充
足
，
故
念
法
。
同
聞
共
稟
，
一
心
修
證
，
故
念
僧
。 

※
灼
見
者
，
往
生
淨
土
，
親
見
彌
陀
三
身
也
。
慈
威
者
，
佛
之
折
攝
二
門
也
。
眾
生
剛
強
難
化
者
，
則 

用
威
德
折
伏
之
。
眾
生
根
性
柔
和
者
，
則
以
慈
愛
攝
受
之
。 

○
能
念
即
三
觀
。
所
念
三
寶
，
有
別
相
、
一
體
，
及
四
教
意
義
，
三
諦
權
實
之
不
同
… 

應
知
。 

※
能
念
即
三
觀
者
：
謂
能
念
之
心
，
體
本
空
寂
，
即
空
觀
。
用
則
圓
照
，
即
假
觀
。
正
空
寂
時
，
寂
而 

常
照
；
正
圓
照
時
，
照
而
常
寂
，
即
中
觀
。   

※
別
相
三
寶
：
大
、
小
乘
所
立
三
寶
亦
各
有
別
， 

大
乘
以
諸
佛
之
三
身
為
佛
寶
，
六
度
為
法
寶
，
十
聖
為
僧
寶
；
小
乘
則
以
丈
六
之
化
身
為
佛
寶
，
四 

諦
、
十
二
因
緣
為
法
寶
，
四
果
、
緣
覺
為
僧
寶
。  

※
一
體
三
寶
：
如
如
之
理
，
名
為
法
寶
；
如
如 

之
智
，
名
為
佛
寶
；
理
智
不
二
，
名
為
僧
寶
。   
※
藏
通
二
教
，
為
真
諦
三
寶
。
別
教
次
第
三
諦 

三
寶
，
次
第
隔
歷
，
又
名
俗
諦
三
寶
。
圓
教
乃
一
心
三
諦
三
寶
，
一
心
圓
融
，
又
名
中
諦
三
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