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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說
阿
彌
陀
經
要
解
》  

補
充
講
表 

◎
附
表
二
十
三
：
糅
合
︽
阿
彌
陀
經
要
解
講
義
》
、
︽
阿
彌
陀
經
要
解
親
聞
記
》 

○
當
知
字
字
皆
海
印
三
昧
，
大
圓
鏡
智
之
靈
文
也
。 

※
當
知
二
字
，
乃
要
即
事
以
明
理
。
海
印
三
昧
，
與
大
圓
鏡
智
，
皆
心
性
之
異
名
。
心
性
具
足
一
切
法

界
，
名
海
印
三
昧
。
心
性
圓
現
一
切
依
正
，
名
大
圓
鏡
智
。 

※
海
印
三
昧
：
華
嚴
家
以
此
三
昧
為
華
嚴
大
經
所
依
之
總
定
。
海
印
者
，
約
喻
以
立
名
，
即
以
大
海
風

止
波
靜
，
水
澄
清
時
，
天
邊
萬
象
巨
細
無
不
印
現
海
面
；
譬
喻
佛
陀
之
心
中
，
識
浪
不
生
，

湛
然
澄
清
，
至
明
至
靜
，
森
羅
萬
象
一
時
印
現
，
三
世
一
切
之
法
皆
悉
炳
然
無
不
現
。 

○
唯
念
至
一
心
不
亂
，
則
如
健
人
突
圍
而
出
，
非
復
三
軍
能
制
耳
。
︵
三
軍
：
指
軍
隊
。
匹
夫
：
百
姓
。
︶ 

※
︽
論
語
》
‧
子
罕
：「
子
曰
：『
三
軍
可
奪
帥
也
，
匹
夫
不
可
奪
志
也
。
』」
奪
：
改
變
也
。 

※
健
人
：
喻
至
心
念
佛
之
人
，
念
至
一
心
不
亂
。
三
軍
：
喻
見
思
、
塵
沙
、
無
明
三
惑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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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
所
持
之
名
號
，
真
實
不
可
思
議
。
能
持
之
心
性
，
…
聲
聲
皆
不
可
思
議
也
。 

※
︽
華
嚴
經
》
卷
十
八
云
：「
寧
受
無
量
苦
，
得
聞
佛
音
聲
，
不
受
一
切
樂
，
而
不
聞
佛
名
。 

所
以
無
量
劫
，
受
此
眾
苦
惱
，
流
轉
生
死
中
，
不
聞
佛
名
故
。
」 

○
復
次
是
利
，
約
命
終
時
，
心
不
顛
倒
而
言
。
蓋
穢
土
自
力
修
行
，
生
死
關
頭
，
最
難
得
力
。 

※
謂
之
生
死
關
頭
，
最
難
作
主
。
︽
宗
鏡
錄
》
云
：「
此
位
名
亂
心
位
，
第
六
意
識
不
行
。
」
八
識
中
習

氣
亂
發
，
故
最
難
得
力
也
。
以
下
即
指
此
「
亂
心
位
」 

※
︽
楞
嚴
經
》
卷
八
云
：「
一
切
世
間
生
死
相
續
，
生
從
順
習
，
死
從
變
流
。
臨
命
終
時
，
未
舍
暖
觸
，

一
生
善
惡
，
俱
時
頓
現
，
死
逆
生
順
，
二
習
相
交
。
」 

※
︽
楞
嚴
文
句
》
卷
八
云
：「
生
從
順
習
者
，
因
惑
起
業
，
各
順
其
習
氣
也
。
死
從
變
流
者
，
隨
業
受

報
，
總
不
能
自
主
也
。
死
逆
生
順
二
習
相
交
者
，
人
當
臨
命
終
時
，
則
死
從
變
流
之
境
，

與
生
從
順
習
之
事
。
如
此
二
習
，
當
下
交
現
，
隨
其
善
惡
業
力
牽
生
，
毫
髮
不
爽
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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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論
頑
修
狂
慧
，
懡
羅
無
功
。
即
悟
門
深
遠
，
操
履
潛
確
之
人
。
儻
分
毫
習
氣
未
除
，
未
免
隨
強
偏
墜
。 

※
頑
修
，
指
暗
證
盲
修
之
參
禪
人
。
狂
慧
，
指
有
說
無
行
之
習
教
人
。
懡
羅
：
稀
少
。 

※
祖
師
道
：「
毫
釐
繫
念
，
三
途
業
因
；
瞥
爾
情
生
，
萬
劫
羈
︵
ㄐ
ㄧ
︶
鎖
。
」 

○
陰
境
若
現
前
，
瞥
爾
隨
他
去
。 

※
陰
境
者
，
中
陰
身
境
，
即
中
有
身
也
。
隨
他
去
者
，
自
己
毫
無
主
宰
，
隨
其
善
惡
業
力
牽
生
。 

○
此
之
法
門
，
全
在
了
他
即
自
。
若
諱
言
他
佛
，
則
是
他
見
未
忘
。
若
偏
重
自
佛
，
卻
成
我
見
顛
倒
。 

※
此
念
佛
是
圓
頓
法
門
，
同
︽
華
嚴
經
》
所
云
：「
心
佛
及
眾
生
，
是
三
無
差
別
」。
故
曰
：
全
在
了
他

即
自
。
了
知
他
佛
，
即
是
自
心
之
佛
。 

○
儻
不
從
世
界
深
發
慶
信 

※
慶
即
「
慶
聞
佛
說
，
慶
遇
良
緣
」，
得
歡
喜
益
。 

○
唯
即
事
持
達
理
持
，
所
以
彌
陀
聖
眾
現
前
，
即
是
本
性
明
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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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
乘
止
觀
述
記
》
云
：「
夫
天
然
本
具
之
謂
性
，
熏
發
顯
現
之
謂
修
。
以
性
體
寂
照
，
雖
是
本
具
；

然
為
無
明
覆
障
，
非
久
久
熏
修
，
本
具
之
性
德
，
何
能
自
顯
！
且
修
屬

事
造
，
既
在
事
邊
，
必
有
能
所
對
待
。
若
無
能
所
，
云
何
修
耶
？ 

所
謂

能
所
者
，
略
開
六
重
：
即
是 

一
、
意
識
為
能
知
，
心
外
無
法
為
所
知
。
︵
意
識
指
第
六
識
。
︶ 

二
、
意
識
為
能
依
，
淨
心
為
所
依
。 

三
、
意
識
為
能
修
，
止
觀
︵
持
名
念
佛
︶
為
所
修
。 

四
、
意
識
修
止
觀
︵
持
名
念
佛
︶
為
能
熏
，
阿
賴
耶
為
所
熏
。 

五
、
意
識
修
止
觀
︵
持
名
念
佛
︶
為
能
轉
，
無
塵
智
為
所
轉
。  

   

即
轉
識
成
智
。 

六
、
無
塵
智
等
為
能
斷
，
無
明
為
所
斷
也
。
」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