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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4：-7【現前一念之心】「現前」，非過去、非未來，指當下一念；能信佛、

能念佛的這一念心；但以「心性」為自，非緣影妄想的第六意識心，乃自他相

即、自他不二之心；也是心境相即、圓融不二之真心。吾等凡夫雖只會用「妄

心」，但須知：「依真起妄」、「妄不離真」；此第六意識心之「心性」即是

真如。海水，因風波動，水相、風相，不相捨離，而水非動性；眾生自性清淨

心，因無明風動，心與無明俱無形相，不相捨離，而心非動性。故後「信理」

中云「現前介爾一念心」者，「介爾」，意為極微弱小，即使是凡夫的「介爾

一念心」，亦是依真（心性）而起。此心如同佛心，理具事造兩重三千，同居

一念心中；由心全體而現極樂莊嚴境界，亦現盡虛空遍法界一切諸佛菩薩。舉

例：攝影機之一小小鏡頭，可含攝十里內之山川人物；更如太空望遠鏡，攝入

宇宙中極遠、極大之星座；再透過網路傳播，於一念頃，遍至整個地球上數億

人的手機中！物質世界中，已有此科學技術，更何況精神世界，超越欲界的禪

定境界，乃至不可思議解脫境界的華嚴世界、事事無礙法界。 

P.28【三輩九品之同異】  ※三輩＝九品 

(1)慧遠《無量壽經義疏》：上品三人合為上輩，中品三人合為中輩，下品

三人合為下輩。 

(2)曇鸞《略論安樂淨土義》：一品又分為上、中、下，三三而九，合為九品。 

(3)憬興《無量壽經連義述文贊》。 

(4)智顗《觀無量壽佛經疏》：上三品，習種性至解行菩薩（別教三賢）。

中三品，十信已下。下三品，悠悠凡夫。 

(5)吉藏《觀無量壽經義疏》。 

(6)龍興法師。(7)法位法師。 

※三輩≠九品 

(1)吉藏《無量壽經義疏》－上中品人為上輩，中上、中中品人為中輩，下

下品人為下輩。 

(2)元照《觀無量壽經義疏》：無量壽經三輩＝觀經上三品所攝。 

(3)孤山智圓：三輩＝觀經上中六品。 

(4)戒度《觀無量壽經義疏正觀記》。(5)義寂（新羅人）。 

※善導《觀經四帖疏》－三輩九品皆是凡夫往生，不干大小聖。 

「五乘齊入報土」：問：報土高妙，小聖難階，何況垢障凡夫云何得入？答：

若論垢障眾生，實難趣入，正由託佛願以作強緣，致使五乘齊入。問：若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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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夫、小聖得生者，何故《往生論》云：『女人及根缺、二乘種不生』？今

彼國中，現有二乘，如何解釋？答：凡夫往生，華開之時，觀音菩薩先為說

大乘，即發無上道心，即名大乘種生，亦名大乘心生。下三品人，俱在彼土

聞法而發心，不聞小乘故，所以二乘種不生。女人及根缺義者，彼土無故，

可知。又十方修小乘戒行眾生發願往生者，一無妨礙，悉得往生；但到彼先

證小果，證已即轉向大。一轉向大以去，更不退生二乘之心，故名二乘種不

生。前解，就不定之始；後解，就小果之終也。～《觀經四帖疏》 

【邊地、疑城】元曉《遊心安樂道》－邊地胎生別為一類，非九品所攝。 

憬興《無量壽經連義述文贊》－邊地胎生乃中下、下上二品人所攝。 

P.29：9【難行道、易行道】龍樹《十住毘婆沙論‧易行品第九》卷 5：「行

大乘者。佛如是說。發願求佛道。重於舉三千大千世界。汝言阿惟越致地。是

法甚難。久乃可得。若有易行道。疾得至阿惟越致地者。是乃怯弱下劣之言。

非是大人志幹之說。汝若必欲聞此方便。今當說之。佛法有無量門。如世間道

有難有易。陸道步行則苦。水道乘船則樂。菩薩道亦如是。或有勤行精進。或

有以信方便。易行疾至阿惟越致者。如偈說：東方善德佛 南栴檀德佛 西無

量明佛 北方相德佛 東南無憂德 西南寶施佛 西北華德佛 東北三行佛 

下方明德佛 上方廣眾德 如是諸世尊 今現在十方 若人疾欲至 不退轉

地者 應以恭敬心 執持稱名號。若菩薩欲於此身得至阿惟越致地。成就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應當念是十方諸佛。稱其名號。…問曰：但聞是十佛名號

執持在心。便得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更有餘佛餘菩薩名。得至阿惟越

致耶？答曰：阿彌陀等佛 及諸大菩薩 稱名一心念 亦得不退轉。更有阿彌

陀等諸佛。亦應恭敬禮拜稱其名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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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6,p.41,a27-p.43,a12) 

P.30：7【天台教判】「五重玄義」：天台宗為解釋經典內容之深義，所立之

五種義解法。(1)釋名︰解釋一經之名稱；(2)辨體︰辨一經之指歸；(3)明宗︰

明一經所主之修行；(4)論用︰論一經之勝能；(5)判教︰詳稱教相判釋，即判

釋一經之教相及價值。此「五玄」，類似現代用語：全書之「概說」、「提要」、

「綱要」。智者大師判《淨土三經》為大乘菩薩藏、方等時、頓教（化法之圓

頓）。蕅益大師判《阿彌陀經》為圓教。 

【化儀四教】頓、漸、秘密、不定。佛陀教導眾生之方式，與「化法四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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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天台八教」；八教與「五時」即為天台宗判教之名。(1)頓教︰佛對大

機者直施以佛自證之法，不另藉誘引、方便之法，故名頓教。佛初成道時所說

的《華嚴經》即此教。(2)漸教︰佛對不堪直聞佛自證之法者，另施以由淺漸

深之教法，故名漸教。此教分初、中、後三時，即「五時」中的阿含（鹿苑）、

方等、般若三時之教，故此三時之教又稱三漸。(3)祕密教︰佛應眾生根機之

不同，施以隱密之各別教化，即佛以一音，令同座聽法眾之所聞各異，彼不知

此所聞之法，此不知彼所聞之法，故名祕密教。(4)不定教︰根機不同之眾生，

同座聽法，隨各自根機領解佛說，或得頓之益，或得漸之益，或證大乘，或證

小乘，其所得之法並不一定，故名不定教。～《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化法四教】藏、通、別、圓。佛陀所說教法之內容。(1)藏教︰全稱三藏教，

為三乘（聲聞、緣覺、菩薩）說經、律、論三藏，故稱三藏教。闡述諸法乃因

緣所成（析空），但見於空，不見不空，故又云「但空」。(2)通教︰為大乘

之初門。闡述事物的本質為空無自性（體空），非但見空，兼見不空。有利鈍

二根，鈍者通前藏教，利者通後別圓。(3)別教︰說「但中」之理（即明三諦

隔歷，於空假之外別立中道一理），乃獨被菩薩，不涉二乘，有別於前者之藏、

通二教。又依之修次第三觀（空假中），有別於後者之圓教修一心三觀，故稱

別教。(4)圓教︰說「不但中」之理（一含一切、一即一切），依之修圓融三

觀（即三觀圓融，即空、即假、即中，觀一境三諦：真俗中），斷盡四十二品

無明，得至佛果。此乃圓融、圓滿之教，故稱圓教。～《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五時】華嚴時、阿含時、方等時、般若時、法華涅槃時。天台宗判定釋尊一

生之說法為五個階段。 

P.30：8【大乘方等教】又作大方廣、大方等。指大乘經典，即廣說廣大甚深

之義者。於大乘佛教中，主要作為指大乘經典之用語，方等不僅意味其量之廣

大，主要乃指在內容上說廣大平等之理趣者。《觀無量壽經》曰：「讀誦大乘

方等經典。」【方等時】指佛陀宣說方等經之時期。乃天台宗所判「五時」中

之第三時，廣說維摩經、金光明經等諸方等經典之時期。～《佛光大辭典》 

P.30：13【無問自說】十二部經(依其敘述形式與內容分成之十二種類)之一。

音譯「優陀那」，佛陀未待他人問法，而自行開示教說。～《佛光大辭典》 

P.30：15【阿伽陀藥】意為健康、長生不死、無病、普去、無價，後轉用作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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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名稱，尤指解毒藥而言。阿伽陀藥又稱不死藥、丸藥。此藥靈奇，價值無量，

服之能普去眾疾。於《陀羅尼集經》卷八詳載其製法。～《佛光大辭典》 

P.30：-3【五方便念佛門】又稱《五方便門》、《五方便念佛觀門》，收在《大

正藏》第四十七冊。首先揭示行者念佛時的五種由淺至深之禪，其次敘述念佛

五門及其方便次第，卷末依《大寶積經》回答有關一行三昧法及依畫像觀禮法，

並約化法四教說明念佛之義，而以無佛無念為大乘念佛。～《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31：13【五種能念心】華嚴【五教】華嚴三祖賢首所立，稱為「賢首五教」。

即：(1)小乘教，(2)大乘始教，(3)大乘終教，(4)頓教，(5)圓教。〔華嚴五教

章卷一、華嚴經探玄記〕 

(1)小乘教︰又稱愚法小乘教。此教以隨機故，單說人空，不 U明法 U空，但依六

識三毒，建立染淨根本，未盡法源，唯論小乘，故名小乘教，如《阿含經》。 

(2)大乘始教︰又稱權教、分教。此教廣說法相，少說法性，未盡大乘法理，

是大乘之初，故名始教；又有空始教，如《般若經》；相始教，如《唯識論》。 

(3)大乘終教︰又稱實教。此教多說法性，雖說法相，亦會歸性，是大乘之終

極，故名終教，如《楞伽經》。 

(4)頓教︰此教明一念不生，即名為佛，不依地位漸次而說，故名頓教，如《維

摩經》。 

(5)圓教︰又稱一乘圓教。此教所法，唯是無盡法界，性海圓融，緣起無礙，

相即相入，故名圓教。如《法華經》、《華嚴經》。～《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