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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8 L.5【蚇蠖】蠖（ㄏㄨㄛˋ），蟲名。尺蠖。北方稱步曲，南方稱造

橋蟲。體細長，生長於樹，爬行時一屈一伸。種類很多，為害各種植物。～

《漢語大詞典》《大智度論》卷 18：「汝等愛著智慧故，不得涅槃。譬如尺

蠖，屈安後足，然後進前足；所緣盡，無復進處而還。外道依止初禪，捨下

地欲，乃至依非有想非無想處，捨無所有處；上無所復依，故不能捨非有想

非無想處。以更無依處，恐懼失我，畏墮無所得中故。」(CBETA 2023.Q1, T25, 
no. 1509, p. 192a2-8) 

p.58 L.6【蠶繭】蠶吐絲結成的橢圓形殼。～《漢語大詞典》《入楞伽經》

卷 5〈4 佛心品(五)〉：「不實妄分別，名為相續相；能如實知彼，相續網

則斷。若取聲為實，如蠶繭自[3]纏；自心妄想縛，凡夫不能知。」(CBETA 
2023.Q1, T16, no. 671, p. 545b3-6)[3] 纏【大】，縛【元】【明】  

p.59 L.-2【倚伏相乘】倚伏，語本《老子》：「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

所伏。」倚，依托；伏，隱藏。意謂禍福相因，互相依存，互相轉化。～《漢

語大詞典》性梵法師《往生論註講義》：「有漏因果相依相成，此名相倚。

因現時，其中即伏藏有果；果成時，其中又伏藏有因，此名相伏。凡夫眾生

的惑業苦，互為因果，所謂因因果果，果果因因，此名相乘。乘是運載義，

由因運至果，由果又運至因，如此循環不斷，故名倚伏相乘，循環無際。」 

p.59 L.-1【四倒】【四顛倒】指四種顛倒妄見，略稱「四倒」－常樂我淨。 

p.60 L.2【高揖】雙手抱拳高舉過頭作揖。古代作為辭別時的禮節。～《漢

語大詞典》 

p.60 L.3【續括之權】【括ㄎㄨㄛˋ】：1.通『栝』，箭的末端，與弓弦

交會處。2.謂箭上弦。～《漢語大詞典》性梵法師《往生論註講義》：這是

彎弓射箭的權巧方便。其作用目的在一箭射去，可遠中目標，是任運自然，

不需別人勸他如此的。《大智度論》卷 76〈60 學空不證品〉：「又為明了

故，說善射譬喻：如人善於射術。「弓」是菩薩禪定，「箭」是智慧，「虛

空」是三解脫門，「地」是涅槃。是菩薩以智慧「箭」，射三解脫門「虛空」，

更以方便力故，以後箭射前箭，不令墮涅槃「地」；未具足十力等佛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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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不取證。」(CBETA 2023.Q1, T25, no. 1509, p. 594b2-7) 果濱《往生論註與

佛經論典之研究》：（極樂世界能讓眾生）續括ㄎㄨㄛˋ之權，不待勸而彎

弓。（「括」古通「括ㄎㄨㄛˋ」或「筈ㄎㄨㄛˋ」。指箭的末端，與弓弦

交會處。「續括」是指以「後箭」射「前箭之筈」的方式，讓「箭括的末端」

發生「自動相續不間斷」之一種權變方式。原本是需「彎弓」才能射箭，現

在改成另一種權變方式，即不需待「勸發」用力的「彎弓」射箭，直接以「後

箭」射「前箭之筈」的方式，即能達「箭箭相續」的一種自動模式。此喻在

極樂世界已不必等待他人的「勸發」，你自然就能發心「自動」起修，甚至

能達「無功用道、無功用心」的修行。） 

p.60 L.3【勞謙善讓】果濱《往生論註與佛經論典之研究》：「（極樂世

界能讓眾生）勞謙（勤勞修行，但卻謙恭）善讓（雖造作諸善，但卻禮讓），

齊普賢而同德（很快就成就與普賢菩薩同等的功德，此是彌陀本願「第二十

二願」中所說「現前修習普賢之德」的成就）。」 

p.60 L.4【勝過三界】《大智度論》卷 38〈4 往生品〉：「他方佛國，雜

惡不淨者，則名欲界。若清淨者，則無三惡道、三毒，乃至無三毒之名，亦

無二乘之名，亦無女人。一切人皆有三十二相，無量光明，常照世間；一念

之頃，作無量身，到無量如恒河沙等世界，度無量阿僧祇眾生，還來本處。

如是世界在地上，故不名色界；無欲故，不名欲界；有形色故，不名無色界。

諸大菩薩福德清淨業因緣故，別得清淨世界，出於三界。」(T25,p.340,a12-21) 

p.60 L.4【抑是近言】【近言】：淺近之言；常人之語。一般而言，小乘

涅槃已超出三界，即可「勝過三界」；然「安樂淨土」，如《佛說阿彌陀經》

云：「眾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已發願、今發願、當發願，欲生阿彌

陀佛國者；是諸人等，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極樂世界

之殊勝，非涅槃化城所能比較，故云「勝過三界，抑是近言」。 

p.60 L.-4~-2【墮陘陪陼】「墮」ㄏㄨㄟ ：荒廢；損毀。「墮」ㄉㄨㄛˋ：

猶“垜”，牆或某些建築物的突出部位。「陘」ㄒㄧㄥˊ：山脈中斷的地方。

山坡、斜坡。「陪」ㄆㄟˊ：重疊的土堆。「陼」ㄓㄨˇ：同「渚」。水中小

塊陸地。「迮」ㄗㄜˊ：壓迫。「隘」ㄞˋ：狹窄。～《漢語大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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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0 line -2【志求路促】性梵法師《往生論註講義》：或想有平直廣長

的大道（志求），可是只見到彎曲短促的小路。 

p.61 L.-5【維摩方丈】《維摩詰所說經》卷 2〈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

「文殊師利既入其舍，見其室空，無諸所有，獨寢一床。」〈不思議品第六〉：

爾時舍利弗見此室中無有床座，作是念：斯諸菩薩、大弟子眾，當於何坐？

長者維摩詰知其意，語舍利弗言：云何仁者！為法來耶？求床座耶？舍利弗

言：我為法來，非為床座。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何等佛土有好上妙功德成就

師子之座？文殊師利言：東方度三十六恒河沙國，有世界名須彌相，其佛號

須彌燈王，今現在。彼佛身長八萬四千由旬，其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嚴

飾第一。於是長者維摩詰現神通力，即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座，高廣嚴淨，

來入維摩詰室。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昔所未見。其室廣博，

悉皆包容三萬二千師子座，無所妨礙。於毘耶離城及閻浮提四天下，亦不迫

迮，悉見如故。」(T14,p.544,b11-p.546,b10)《維摩經文疏》卷 22〈不思議品

第六〉：「如此大座，入于小室，了無迫窄；毗耶等處，本相無毀。此是不

思議希有，昔所未覩，故稱歎也。」(X18,p.640,b10-12)《淨名玄論》卷 3：
凡有二文：一云其室廣博，二云本相如故。既云其室廣博，寧得本相如故？

若云本相如故，何名廣博？今明室有內外。自內而觀，故其室廣博；自外而

觀，則本相如故。若爾者，何名不思議耶？答：唯是一室。內觀則廣，外觀

如故，即是不思議。內廣而不令外增，故是不思議。 

p.61 L.-3【畦、畹】『畦ㄑㄧˊ』：古代土地面積單位，通常為50畝。 

『畹ㄨㄢˇ』：30畝。各朝代訂一畝大小不同，今1畝≒202坪（6.6667 公畝）。

～《漢語大詞典》、《國語辭典》 

p.61 L.-2【覈論】1.深刻的言論。2.深刻評議。「覈ㄏㄜˊ」，確實。查

驗；核實。深刻。～《漢語大詞典》 

p.61 L.-2、-1【在狹而廣。在廣而廣】「在狹而廣」，是菩薩依理圓融

而變現無礙相，故「狹不礙廣」。「在廣而廣」，阿彌陀佛已證得「事事無

礙法界」，其報土「究竟如虛空」，任運自在而出現「廣大無邊際」之清淨

莊嚴相，故云「覈論果報，在廣而廣」，豈是菩薩所能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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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導《觀無量壽佛經疏》卷 1：「問曰：『彌陀淨國為當是報、是化也？』

答曰：『是報非化。云何得知？如《大乘同性經》說：『西方安樂阿彌陀佛

是報佛、報土。』又《無量壽經》云：『法藏比丘在世饒王佛所行菩薩道時，

發四十八願。』一一願言：『若我得佛，十方眾生稱我名號，願生我國，下

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今既成佛，即是酬因之身也。又《觀經》中，

上輩三人臨命終時，皆言阿彌陀佛及與化佛來迎此人。然報身兼化共來授

手，故名為與。以此文證故知是報。…今彼彌陀現是報也。」(T37,p.250,b11-27)

『五乘齊入報土』 

p.62 L.3【攀厭禪定】「攀厭」＝「欣厭」。《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1：

「厭下苦、麤、障。欣上淨、妙、離。修四禪八定不動業。」(X05,p.223,a11-12) 

三界分為九地，比較上地與下地，下地為苦、粗、障，故觀而厭之；上地為

靜、妙、離，故觀而欣之。 

p.62 L.5【無上正見道】如後云：「平等大道名為正道」，「平等大慈悲是

佛道正因」。《大方廣佛華嚴經》卷33〈31 普賢菩薩行品〉：「除滅惡邪見，

成就於正見，平等觀諸法，不著我我所。」(T09,no.278,p.610,b14-16)《佛說大

乘菩薩藏正法經》卷 37〈11 勝慧波羅蜜多品〉：「云何正見？謂於是見超諸

世間，不從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之所發生，亦不從常見斷見、有見無

見、善不善見，乃至涅槃見之所發生，是名正見。」(T11,p.877,c21-24) 

p.62 L.6【性是本義等】論『性』有四義：(1)本義(2)積習成性(3)聖種性(4)

必然義、不改義。(1)本義：本具性。法性本具清淨性，法爾如是無漏清淨。

〈華嚴經 寶王如來性起品〉，60 華嚴經第 32 品＝80 華嚴經第 37 品〈如

來出現品〉。《華嚴經探玄記》卷 16〈32 寶王如來性起品〉：「真理名如、

名性。顯用名起、名來。即如來為性起。」(T35,p.405,a12-13)《大方廣佛華

嚴經疏》卷 49〈37 如來出現品〉：「若依法身如來者，即諸法如義。如理

常現，名為出現。故文云：普現一切而無所現。」(T35,p.871,c27-29) 

(2)積習成性：熏習性。集諸波羅蜜，積習所成；《大乘起信論》卷 1：「所

謂以真如法故能熏習無明，以熏習因緣力故，則令妄心厭生死苦、樂求涅槃。

以此妄心有厭求因緣故，即熏習真如。自信己性，知心妄動，無前境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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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法，以如實知無前境界故，種種方便，起隨順行，不取不念，乃至久遠

熏習力故。」(T32,p.578,b7-12)《大乘止觀法門》卷 1：「此心體雖為無量染

法所覆。即復具足過恒河沙數無漏性功德法。為無量淨業所熏。故此等淨性

即能攝持熏習之氣。復能依熏顯現諸淨功德之用。即此恒沙性淨功德及能

持、能現二種功能。并所持、所現二種淨用。皆依此一心而立。與心不一不

異。故名此心為法身也。」(T46,p.644,b7-14) 

(3)聖種性：十地菩薩由修中道妙觀，破無明惑，悟無生忍，證入聖地，故名

聖種性（或有說七地證無生法忍）。法藏菩薩，依此法性而發 48 大願，依

此法性修因證果，因與果性，其性不二，故云「果中說因」。 

(4)必然、不改義：必然性。諸往生者，必然得清淨色、心，畢竟皆得清淨平

等、無為法身，與極樂國土清淨性同一味。如善導大師謂「五乘齊入報土」

－諸機雖異，齊乘佛願，同生報土。 

性梵法師《往生論註講義》：安樂國土的寂光土，是由本具性所成就；實報

土與方便土，是由熏習成性與聖種性所成就；凡聖同居土，是由必然性與不

改性所成就。 

p.63 L.-3【平等是諸法體相】法性、法體平等可知，云何法相亦平等？

若諸法相不是平等，則何謂「性相不二」？故知，順俗諦而言，似有差別；

然如《大乘起信論》卷 1 云：「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妄念則無

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

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以一切言說假名無實，

但隨妄念不可得故。」「三界虛偽，唯心所作，離心則無六塵境界。此義云

何？以一切法皆從心起妄念而生」(T32,p.576,a9-14；p.577,b16-18) 

p.63 L.-2【道等故大慈悲等】《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8：「平

等性智證平等性者，論云：謂此心品觀一切法自他有情皆悉平等，大慈悲等

恒共相應。」(T36,p.137,b4-6)元照《觀無量壽佛經義疏》卷 3：「『佛心者，

大慈悲是，以無緣慈攝諸眾生。』」見佛心者，身為心相，故佛無一切心，

唯有大慈悲。慈者與樂，悲即拔苦。眾生無盡，佛大慈悲亦無有盡。智論云：

『慈有三種：一眾生緣慈，無心攀緣一切眾生而於眾生自然現益。二法緣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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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心觀法而於諸法自然對治。三無緣慈，無心觀理而於平等第一義中自然安

住。』後一據理體，前二約事用。今舉無緣義收三種。謂諸佛心不住有無，

不依三世。平等大慧，常照法界。以此攝生，生無不攝。不由緣起，故云無

緣。即前所謂『念佛眾生攝取不捨』是也。」(T37,p.297,a22-b3) 《大般涅槃

經》卷 15〈8 梵行品〉：「眾生緣者，緣於五陰願與其樂，是名眾生緣。法

緣者，緣諸眾生所須之物而施與之，是名法緣。無緣者，緣於如來，是名無

緣。慈者多緣貧窮眾生，如來大師永離貧窮，受第一樂，若緣眾生，則不緣

佛，法亦如是。以是義故，緣如來者，名曰無緣。世尊！慈之所緣一切眾生，

如緣父母、妻子親屬，以是義故，名曰眾生緣。法緣者，不見父母、妻子親

屬，見一切法皆從緣生，是名法緣。無緣者，不住法相及眾生相，是名無緣。」

(CBETA 2023.Q1, T12, no. 374, p. 452c4-14) 

p.64 L.6【形相功德成就】本書卷下(p.130)，又謂此一莊嚴之德用不可思

議，凡往生極樂淨土之人、天，必得平等妙絕之色像，皆為彌陀淨光之力用

所致。蓋極樂淨土光明充塞周遍，猶如鏡與日月之通明，眾生一旦入於此土，

則由此光明之德而得萬機平等之妙絕色相，如是之莊嚴即稱形相功德。～《佛

光大辭典》 

p.64 L.-4【四域】四周界限。指四方之內。～《漢語大詞典》性梵法師《往

生論註講義》：四天下。日月所照唯四天下＝須彌山東南西北之四大洲。 

p.64 L.-4【燎ㄌㄧㄠˊ】火炬。～《漢語大詞典》 

p.64 L.-3【仞】七尺為一仞，一說是八尺(33.33*7＝233cm or 33.33*8＝
267cm)。～《漢語大詞典》十仞＝23.3 公尺或 26.7 公尺。 

p.64 L.-1【淨光明滿足】《佛說無量壽經》卷 1（第三十一願）：「設我

得佛，國土清淨，皆悉照見十方一切無量無數不可思議諸佛世界，猶如明鏡

覩其面像；若不爾者，不取正覺。」(CBETA 2023.Q1, T12, no. 360, p. 268c7-9) 
《佛說無量壽經》卷 1（第四十願）：「設我得佛，國中菩薩隨意欲見十方

無量嚴淨佛土，應時如願，於寶樹中皆悉照見，猶如明鏡覩其面像；若不爾

者，不取正覺。」(CBETA 2023.Q1, T12, no. 360, p. 269a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