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2022/04/23 

1 / 3 

p.166：7【平等常住法身】唐譯《大寶積經》卷 17：「得無生無滅諸三摩地，

及得一切陀羅尼門」(T11,p.92a28-29)魏譯《佛說無量壽經》卷 1：「亦無所作、

亦無所有，不起、不滅，得平等法。」(T12,p.266b10-11)《無量壽經義疏》卷 1：

「『所證等』中，『亦無所作』，無因可作。『亦無所有』，無果可有。言『不

起』者，無淨可起。言『無滅』者，無染可滅。此舉道理。『得平等法』，約

理辨證。名前無作、無所有等，為平等法，證會名得。」(T37,p.98c13-16) 

p.166：9～p.167：7【智度論】見《大智度論》卷 5＆卷 28〈序品 1〉(T25,p.95,c10- 

p.96,b＋p.269,a-b)「得陀羅尼菩薩，一切所聞法，以念力故，能持不失。…菩薩

得陀羅尼力故，一切魔王、魔民、魔人無能動、無能破、無能勝；譬如須彌山，

凡人口吹不能令動。」 

p.168：8【佛華嚴】唐譯《大寶積經》卷 17：「佛華三昧隨時悟入」(T11,p.92b1-2)

《仁王般若經疏》卷 3：「得佛華三昧者，此是華嚴三昧，第十地得之。」(T33,p.347 

c20-21)「隨時悟入」者，表無入出三昧相，所謂「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

即同「首楞嚴定」之圓定、妙定。 

p.169：-6【智度論】見《大智度論》卷 28(T25,p.268a29-c17) 

p.170:-1【般舟經】《般舟三昧經》：「是菩薩不持天眼徹視，不持天耳徹聽，

不持神足到其佛剎，不於此間終生彼間，便於此坐見之。…佛言：「菩薩於此

間國土念阿彌陀佛，專念故得見之。即問：『持何法得生此國？』阿彌陀佛報

言：『欲來生者當念我名，莫有休息，則得來生。』」(T13,p.899a18-b1) 

p.171：6【一念】《仁王經》：一念＝90剎那＝90*900生滅（81,000） 

《往生論註》：一念＝60剎那＝60*101生滅（6,060）。《菩薩處胎經》：

「彌勒言：拍手彈指之頃，三十二億百千念，念念成形。」(T12,p.1024,b21-22)1

彈指＝3,200,000,000*100*1,000=320,000,000,000,000＝3.2*10
14
三百二十兆 

《俱舍論》卷十二云︰「如壯士一疾彈指頃，六十五剎那。」又云︰「剎

那百二十為一怛剎那，六十怛剎那為一臘縛，三十臘縛為一牟呼栗多，三十牟

呼栗多為一晝夜。」(T29,p.62,a22+b17)故一剎那相當於一秒的 75分之 1（即一

晝夜 24時*60分*60秒／120*60*30*30＝1/75＝0.01333秒）。1彈指＝65剎

那＝0.867秒～《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但目前科學界的定義：一秒=銫原子同位素（Cs133）在零磁場下，能階躍

遷 9,192,631,770個週期所經歷的時間。銫，金屬元素，符號 Cs，銀白色，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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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有延展性。在已知金屬中，性質最活潑，能分解。與水作用發生爆炸，產

生長時間穩定性頻率的幅射，可製準確度極高的原子鐘。在光的作用下易放出

電子，可製光電管。也是很有發展前途的宇宙飛行器燃料。～《漢語大詞典》 

p.172：1【海印三昧】相對【華嚴三昧】而言，海印三昧是約果立名，華嚴三

昧是從因立名。但因果本來無別，故此二者係一體兩用。即《妄盡還源觀》所

謂自性清淨圓明之體有二用：一是海印森羅常住用，此即海印三昧；二是法界

圓明自在用，此即華嚴三昧。～《中華佛教百科全書》「延促同時」→突破時間限制。

「廣狹自在」→突破空間限制。亦有：大小相融、一多相即、念劫圓融→法界

圓融無礙大解脫門。 

p.173：4+8【淨影疏】《無量壽經義疏》卷 1：「『得諸如來辯才之智』，起

說之得，謂得如來四無礙智，解了諸法。…辯實名真，言巧稱妙。言能辯了，

語能才巧，故曰辯才。」(T37,p.99a10-p.100b7) 

p.174：5【住普賢行】此句唯在唐譯本中有。然於《華嚴經》中多處有之。《大

方廣佛華嚴經》卷 31〈十迴向品 25〉：「以無著無縛解脫心，成就普賢自在

力，於一切眾生身中，現一切佛自在神通，令一切眾生住普賢行。」(T10,p.165, 

c11-13「以無著無縛解脫心，始從此生盡未來際，住普賢行，常不休息，得一

切智，悟不可說不可說真實法，於法究竟，無有迷惑。…住普賢行，成就身業，

令一切眾生見者歡喜，不生誹謗；發菩提心…住普賢行，立殊勝志，具清淨心，

得廣大神通、廣大智慧…住普賢行大迴向心，得色甚微細智，…如是等一切甚

微細，於一念中悉能了知。(T10,p.166,a14-p.167,b17)《無量壽經科註》科為「妙

行顯實」：「妙行」者，得佛四無礙智，住普賢行故。「顯實」者，善能分別

眾生語言，開化顯示真實之際；由有此妙智、大行，故能開化顯示真實；故云

「妙行顯實」也。 

p.176：-3【真實】全經經文有「真實」語者：1.「開化顯示真實之際」p.172。

2.「惠以真實之利」p.198。 3.「住真實慧」p.388。 4.「真實功德第三十一」

p.695。 5.「真實功德，悉皆如是」p.710。前三者即是「三德」：法身德、解

脫德、般若德。具此三德，故曰「真實功德」。 

p.177：8【行世間不捨】《大乘義章》卷 10：「佛如來得大涅槃，不捨世間。

得涅槃故，不住生死有為法中。不捨世故，不住寂滅無為法中。故名不住。」

(T44,p.672c15-18)《宗鏡錄》卷 89：「不住道。即是悲智。不住生死。不住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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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菩薩示行。現同其事。為欲同惡止惡。同善進善。若其疎異。教化即難。

故須行非而度脫之。皆令悟入同體真心耳。」(T48,p.902a13-17) 

p.177：-2【無住處涅槃】四種涅槃之一。法相宗所立【四種涅槃】：1.本來

自性清淨涅槃：謂一切法相真如理，與一切法不一不異，離一切相無有分別。

2.有餘依涅槃：真如出煩惱障，雖有微苦，所依未滅，而障永寂；故名涅槃。

3.無餘依涅槃：真如出生死苦，煩惱既盡，餘依亦滅，眾苦永寂；故名涅槃。

4.無住處涅槃：真如出所知障，大悲、般若常所輔翼。由斯不住生死涅槃，利

樂有情，窮未來際，用而常寂；故名涅槃。一切有情皆有初一，二乘無學容有

前三，唯我世尊可言具四。出《成唯識論》卷十。～《法相辭典》 

p.178：5【宗門云】《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21：「龐居士有言：但自無心

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遶。鐵牛不怕師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木人本禮自無

情。花鳥逢人亦不驚。心境如如只這是。何慮菩提道不成。在世俗塵勞中。能

不忘生死事。雖未即打破漆桶。然亦種得般若種智之深。異世出頭來。亦省心

力。亦不至流落惡趣中。」(T47,p.900a3-9) 

p.178：-2【涅槃偈】《大般涅槃經》卷 38：「發心畢竟二不別，如是二心先

心難，自未得度先度他，是故我禮初發心。初發已為人天師，勝出聲聞及緣覺，

如是發心過三界，是故得名最無上。世救要求然後得，如來無請而為歸，佛隨

世間如犢子，是故得名大悲牛。」(T12,p.590a21-27) 

p.179：1【真友不待請】吉藏《維摩經略疏》卷 1：「眾人不請友而安之者。

然大經云：莫熾燃說。莫非時說。莫不請說。今何故云不請說？解云：彼經歎

請說。此經歎不請說。請不請各有所以。不可一向非解。今云不請說者。肇云：

真友不待請。如慈母之赴嬰兒。慈母不待子請乳。母方與乳。今菩薩亦爾。不

俟眾生請說方說。有所宜。即而安之。宜人天。即人天安。宜三乘。即三乘安。

故友而安之也。…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菩薩與眾生同志求佛道。故稱友。又

菩薩前悟為兄。後悟為弟。不取年高下。但論前悟後悟以判兄弟。故云友而安

之也。」(X19,p.158,c12-p.159,a4) 

p.179：-1【佛種四義】第四：「煩惱即佛種」。《維摩經義疏》卷 5：「問：

何故偏取煩惱為佛種耶？答：二乘斷於煩惱，不能發心作佛，故非佛種。今偏

作之，故說有煩惱人名為佛種。」(T38,p.971c20-22)《維摩義記》卷 3：「有煩

惱者能厭生死、求大菩提，故名佛種。」(T38,p.488a2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