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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96 L.6【菩薩四種莊嚴】1.不動本處遍至十方應化如實修行常作佛事，2.
一念一時放光普照佛會利益群生，3.一切世界供養恭敬讚嘆諸佛，4.無三寶處

住持莊嚴三寶。或《往生論註講義》：1.不動應化德。2.同時遍至德。3.無餘供

讚德。4.遍示三寶德。 

p.96 L.-2【翼贊】1.輔佐。2.指帝王的輔弼之臣。～《漢語大詞典》 

p.97 L.5【誰愛功德】《大智度論》卷 26〈序品 1〉：「欲無減者，佛知善

法恩故，常欲集諸善法故，欲無減。修習諸善法，心無厭足故，欲無減。譬如

一長老比丘目闇，自縫僧伽梨，針絍脫；語諸人言：「誰樂欲福德者，為我絍

針？」爾時，佛現其前語言：「我是樂欲福德無厭足人，持汝針來。」是比丘

斐亹�
�
ˇ見佛光明，又識佛音聲，白佛言：「佛無量功德海，皆盡其邊底，云何

無厭足？」佛告比丘：「功德果報甚深，無有如我知恩分者；我雖復盡其邊底，

我本以欲心無厭足故得佛，是故今猶不息；雖更無功德可得，我欲心亦不休！」

諸天世人驚悟，佛於功德尚無厭足，何況餘人！佛為比丘說法，是時肉眼即明，

慧眼成就。」(T25,p.249,b5-19)【絍】ㄖㄣˋ，以線穿針。～《漢語大詞典》

【斐亹】文彩絢麗貌。 

p.98 L.-2【善治堤塘】《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卷 1：「汝等比丘，若攝

心者心則在定，心在定故能知世間生滅法相，是故汝等，常當精勤修集諸定，

若得定者心則不亂，譬如惜水之家善治堤塘。行者亦爾，為智慧水故，善修禪

定令不漏失。是名為定。」(T12,p.1111,c26-p.1112,a1)《遺教經解》卷 1：「心

既在定，則如杲日當空，明炤萬象，故即能知世間生滅法相。言精勤者，對治

三種懈怠：一精勤修習節量食臥，調出入息，對治不安隱懈怠。二精勤修習覺

知諸定有通慧功德，能盡苦源，及能成就大希有事，對治無味懈怠。三精勤修

習觀察生老病死苦，及四惡趣苦，我未能離，對治不知恐怖懈怠。繇修習此三

對治已，心則不散。無所對治，便能發無漏慧，斷惑證果也。」(X37,p.644,b10-18) 

p.99 L.2【如實修行】後文 p.161：「真如是諸法正體。體如而行，則是不

行。不行而行，名如實修行。」如實相而行，初地以上之菩薩，證得真如之理

而起行。《大乘起信論義記》卷 1：「地上大菩薩僧，謂證理起行，名如實修。

下文云，依法力熏習是地前行，如實修行是地上行。」(T44,p.248,a4-6)卷 2：

「因中依法力熏習者，謂真如內熏之力，及所流教法外緣熏力，此在地前。依

此熏力修習資糧加行善根，登地已上，行契證如，故云如實修行。十地行終，

故云滿足方便，此在金剛因位極也。」(T44,p.259,c27-p.260,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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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99 L.2+3【常轉無垢輪・如須彌住持】參考後文 p.161～162。性梵《往

生論註講義》：「若依本論的後面長行文解釋，尙有『開諸衆生淤泥華故』一

句。這是說，彼國諸大菩薩，皆如觀音、勢至、文殊、普賢、彌勒、地藏同等，

都能隨類現身，應化作佛，或作菩薩，同時在十方無量世界，去普度衆生。菩

薩就好比在天上的日光普照，衆生就有如在臭汚泥中的蓮華，得日光一照，乃

可出淤泥而開放華果。所以彼國諸大菩薩，報身仍在安樂國，如須彌山常住不

動；而化身則示現十方，應機敎化，度一切衆生，同生安樂國，同得蓮華化生，

同覲彌陀，同得受記，同成佛道，又同度衆生。如是輾轉化度無盡，燈燈相續，

有這種不可思議的力用與利益。是故偈言：安樂國凊凈，常轉無垢輪（清凈大

法輪），化佛菩薩日，如須彌住持。」 

p.99 L.5【無垢莊嚴光】淨空和尚：「無垢」是清淨，「莊嚴」是美好，「光」

是智慧。沒有見思、塵沙、無明煩惱的污染，自性莊嚴的智慧光明顯露出來。

『一念及一時』，就是講同時，同時能夠以無量無邊的應化身，就像《梵網經》

上所講的，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因為世界無量無邊，諸佛無量無邊，眾生

更是無量無邊，極樂菩薩有能力，一時、一念都能夠分身到達各處，『普照諸

佛會，利益諸群生。』「一切時不前不後，一心一念」，『一心一念』，這裡

面還有很深的意思，空間沒有了、時間沒有了，就在當下，感應道交就在當下。

如《楞嚴經》上所說的：「當處出生，隨處滅盡」。一心一念，放大光明，悉

能遍至十方三世，十方世界同時到達，就是遍至，一念就到達。如此，能親近

一切諸佛，供佛是修福，聞法是修慧，福慧雙修，福慧圓滿；又能夠遍至十方

世界教化眾生，滅除一切眾生苦。 

p.100 L.5【不動而至・容有前後】性梵《往生論註講義》：如黃金隨匠成

眾金器。若明鏡現眾像，同時炳現，無前後。約位說，初地－不動應化德；八

地以上－同時遍至德。（然而本書 p.161：-3 云『八地已上菩薩』，故應以德

之差異而論一、二之不同，不應約位論德。） 

p.100 L.5【無前無後】《阿彌陀經疏鈔演義》卷 3：「維摩經善德長者言：

憶念我昔，自於父舍，設大施會，供養一切。期滿七日，維摩詰來入會中，謂

我言：長者子，夫大施會，不當如汝所設。當為法施之會，何用財施會為！我

言居士：何為法施之會？詰言：法施會者，無前無後，一時供養。釋曰：夫以

方會人，不可以一息期。以財濟物，不可以一時周。是以會通無隅者，彌綸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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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漏。法澤冥被者，不易時而同覆。故能即無疆為一會，而道無不潤也。」(X22, 

p.757,a21-b4)《諸法無諍三昧法門》卷 1：「深大慈悲，憐憫眾生。上作十方

一切佛身，緣覺聲聞一切色形，下作六趣眾生之身。如是一切佛身，一切眾生

身，一念心中一時行。無前無後無中間，一時說法度眾生。爾時禪定及神通波

羅蜜，轉名一切種智，亦名佛眼。」(T46,p.630,c16-21) 

p.101 L.-4【供養讚歎諸佛】三十七、衣食自至願。三十八、應念受供願。：

我作佛時，生我國者，所須飲食、衣服、種種供具，隨意即至，無不滿願。十方

諸佛，應念受其供養。若不爾者，不取正覺。〈歌嘆佛德第27〉：「彼國菩薩，

承佛威神，於一食頃，復往十方無邊淨剎，供養諸佛。華香幢幡，供養之具，應

念即至，皆現手中。珍妙殊特，非世所有。以奉諸佛，及菩薩眾。」 

p.101 L.-4【大慈謙忍】如本師釋迦牟尼佛。《維摩詰所說經》卷 3〈10 香
積佛品〉：眾香佛國、香積如來之諸菩薩，聞維摩詰說，此土眾生剛強難化，

故佛為說剛強之語以調伏之。皆曰：「未曾有也！如世尊釋迦牟尼佛，隱其無

量自在之力，乃以貧所樂法，度脫眾生；斯諸菩薩亦能勞謙，以無量大悲，生

是佛土。」(T14,p.553,a16-19) 

p.101 L.-1【如來名為等覺】【平等覺】又作「平等正覺」，指佛之正覺，

轉用為佛之別號。佛能覺證諸法平等、無有高下淺深差別之理，而住於身、語、

意三業空寂之大覺中，故稱平等覺。～《佛光大辭典》《持心梵天所問經》卷

3〈力行品 9〉：「問：「梵天！云何如來成平等覺？」答曰：「溥首！如來

曉了一切諸法悉為本淨，自然無本，逮平等覺，以故因號平等正覺。」」(T15,p.22, 

a7-9)【溥ㄆㄨˇ首】文殊師利，一譯溥首，又譯普首。～《佛學大辭典》 

p.102 L.1【法供養】《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

願品〉：「諸供養中，法供養最。所謂：如說修行供養、利益眾生供養、攝受

眾生供養、代眾生苦供養、勤修善根供養、不捨菩薩業供養、不離菩提心供養。」

(T10,p.845,a4-8)《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10：「依觀供養，正是修行。故《法華》

中，喜見燒身，名法供養。淨名，教於善德行施，無前無後，一時等施，名法

供養。是則財施，若能稱法皆法供養，況於深觀非法供養。」(X05,p.193,c13-16) 

p.102 L.5【軟心菩薩】此「軟心」，非慈悲柔軟心，指無堅固志願、無堅

固慈悲心之十信位，亦稱「輕毛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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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2 L.-3【佛種】有多種說法，略說四種︰(1)指眾生本具的佛性︰《法華

經》卷一〈方便品〉云︰「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法華文句》釋為︰

「中道無性即是佛種。迷此理者，由無明為緣，則有眾生起。解此理者，由教

行為緣，則有正覺起。欲起佛種，須一乘教。」(2)指煩惱為佛種︰就「煩惱

即菩提」的見地而說的。《維摩詰所說經》卷 2〈8 佛道品〉：「若見無為入

正位者，不能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

泥乃生此華；如是見無為法入正位者，終不復能生於佛法；煩惱泥中，乃有眾

生起佛法耳！又如殖種於空，終不得生！糞壤之地，乃能滋茂。如是入無為正

位者，不生佛法；起於我見如須彌山，猶能發于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生佛

法矣！是故當知，一切煩惱，為如來種。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珠。如

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T14,p.549,b4-15)《注維摩詰經》僧肇

註云︰「塵勞眾生即成佛道，更無異人，夫成佛故是佛種也。…凡夫沈淪五趣，

為煩惱所蔽，進無無為之歡，退有生死之畏；兼我心自高，唯勝是慕，故能發

迹塵勞，標心無上。樹根生死而敷正覺之華，自非凡夫沒命洄淵、遊盤塵海者，

何能致斯無上之寶乎？是以凡夫有反覆之名，二乘有根敗之恥也。」(T38,p. 

392,b28-c5)《維摩經義疏》卷 5〈8 佛道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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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c20-22)(3)以菩提心為佛種︰如《華手經》卷二〈發心品〉

所載︰「譬如無牛則無醍醐，如是若無菩薩發心則無佛種。…如是若有菩薩發

心，則佛種不斷。」(4)以稱名為佛種︰如《寶雲經》云︰「譬如種樹，有其

種子離於腐敗、具足生牙因緣，當言為生、為不生耶？菩薩白佛言：世尊！是

名為生。蓮華眼佛答言：善男子！聞佛名者得其種子，具足因緣便得受記。」

(T16,p.210,a22-26)此外，《菩薩念佛三昧經》謂，佛種是一切諸佛的體性，舊

譯《華嚴經》卷十謂︰「下佛種子於眾生田，生正覺芽。」《華嚴經探玄記》

卷十一釋云︰「菩薩所行，名為佛種。」以上四種之中，前一種是約性德而說

佛之本質為佛種，後三種是約修起而說，是指產生佛果的種性。但是，守護此

佛種而不令絕，是菩薩所應努力去做的。《無量壽經》卷上︰「受持如來甚深

法藏，護佛種性，常使不絕。」《思益梵天所問經》卷一〈四法品〉︰「菩薩

有四法不斷佛種，何等四﹖一者不退本願，二者言必施行，三者大欲精進，四

者深心行於佛道。」～《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