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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5 L.3【碎身舍利】【二種舍利】全身舍利與碎身舍利。如多寶佛之舍利

屬前者，釋迦佛之舍利屬後者。～《佛光大辭典》前者指埋葬的全身遺體，後者

指火葬的遺骨。此說出自《菩薩處胎經》卷三〈常無常品〉。或謂將遺骨全部納

於一塔者，稱為全身舍利；反之將遺骨分置多處者，稱為碎身舍利（一稱分身舍

利）～《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126 L.2【相似相對】摩尼珠與極樂國土莊嚴功德有何不同，故云相似相對？ 

總－極樂莊嚴：法藏菩薩出世善根大願業力所成、阿彌陀佛法王善住持力所攝。 

摩尼珠：佛碎身舍利轉變而成。（大論云如意珠有無量殊勝功德，如卷59中） 

別－1.求與不求：輪王須發願求←→性德自然滿足成就。 

2.世間、出世間：與世間衣食等←→與出世間無上道。 

3.與一身、無量身願：與眾生一身（須是真輪王）←→與眾生無量身 

（所有極樂國中眾生、盡法界眾生） 

淨空和尚：有了這摩尼寶，你樣樣都不缺，你想什麼，它都會變現，所以稱作「如

意寶」。《論註》曰：「借彼摩尼如意寶性，示安樂佛土不可思議性也。」安樂

佛土就是極樂世界，用如意寶來做比喻，比喻你在極樂世界是事事如意。在極樂

世界，沒有一樁事情不是稱心如意的，你到哪裡去找？十方世界找不到。古人常

講我們這個世間，一個人一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唯獨西方極樂世界，事事如

意，找不到一樁事情是不如意的，稱之為極樂，名實不虛，真的是極樂。不可思

議性也，這個「性」是性德，修德跟性德合而為一了，全是自性性德流露。 

p.127 L.-2【章門、提釋】性梵《往生論註講義》：先舉科目名稱（章門），

然後提示偈文作解釋。 

p.129 L.6【迦羅求羅蟲】又作迦羅咎羅蟲、加羅求羅蟲。意譯作黑木蟲。其

梵文原語不明，如係梵語krkalāsa 之音譯，則為蜥蜴之一種。《大智度論》卷7

〈1 序品〉：「此身光是諸光之本，從本枝流無量無數。譬如迦羅求羅虫，其身

微細，得風轉大，乃至能吞食一切；光明亦如是，得可度眾生轉增無限。」

(T25,p.113,b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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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0 L.2【忍辱得端正】《佛說罪福報應經》卷1：「佛言：夫人作福，譬

如此樹，本種一核，稍稍漸大，所益無限。為人豪貴國王長者，從禮事三寶中來。

為人大富財物無限，從布施中來。為人長壽無有疾病身體強壯，從持戒中來。為

人端正，顏色潔白暉容第一，手體柔軟，口氣香潔，人見姿容無不歡喜，視之無

厭，從忍辱中來。為人精修無有懈怠，樂為福德，從精進中來。為人安詳，言行

審諦，從禪定中來。為人才明達解深法，講暢妙義開悟愚蒙，人聞其言莫不諮受

宣用為珍，從智慧中來。為人音聲清徹，從歌詠三寶中來。為人潔淨無有疾病，

從慈心中來，以其前生不行杖捶故。」(T17,p.562,b23-c5) 

p.130 L.2【我心影響】影響：影子和回聲。多用以形容感應迅捷。《書 大

禹謨》：「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孔傳：「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

應聲，言不虛。」～《漢語大詞典》淨空和尚：極樂世界的物質環境、生活環境、

學習環境，它的形狀、光色、相好，清淨光明，無比的莊嚴，《往生論》「淨光

明滿足，如鏡日月輪故」就是第四「莊嚴形相功德成就」。淨是清淨，清淨就是

福德圓滿，光明是智慧圓滿，清淨光明，福慧圓滿，圓滿的福慧在極樂世界。福

慧可以說把所有的形象完全包括在其中了。 

p.131 L.2+3【光曜事、光曜心】性梵《往生論註講義》：「此妙色功德是

指顯色，也是指清淨無垢的光明說。彼土明淨的光明，非常盛大，隨時隨處都

有。照耀於萬事萬物，能使你明見事物的表裏內外，沒有絲毫隱蔽。如果照耀

到人的心中，以此光明的功德力，使你斷盡一切無明煩惱的垢汙。這種微妙的

光明，能作佛事，利益群生，怎麼可得而思議呢？」 

p.131 L.-4【愛作菩薩】《大寶積經》卷106：「爾時有菩薩名曰愛作，入舍

衛城次第乞食，漸漸遂至一長者家。長者有女名曰德增，住高樓上。彼時女人聞

菩薩聲，尋持食出，向愛作菩薩。女見菩薩，取其形容相好音聲，欲心即起，為

欲所燒，即時命終，骨節解散。愛作菩薩見德增女，亦起惡覺婬欲之心。于時愛

作菩薩即自思惟：「云何彼法？法者為著。云何彼眼？何者此眼？眼性非知，但

是肉團，不愛不知、不思不覺、無所分別、其性本空。耳鼻舌身意，法亦復如是。」

薄皮厚皮、血肉脂肪、髮毛爪齒、骨髓筋脈，從足至頂，如是觀已，若內若外，

無有一法而可愛著、若瞋若癡。於一切法如實觀，即離欲心，得無生忍。得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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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已，其心歡喜，踊躍無量，即昇虛空高一多羅樹，遶舍衛城七匝。」「時德增

女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轉于女身得成男子，自然處於七寶宮殿，縱廣正等十二

由旬，有萬四千諸天婇女以為侍衛。是德增天子得識宿命，推先業行：「以何業

緣而來生此？」如是思惟已，見舍衛城中作長者女，因見愛作菩薩生婬欲心，欲

心熾盛，即身命終，便轉女身得成男子。「我以是事得無量神力。」爾時德增天

子如是思惟：「因起婬欲得如是報。今我於愛作菩薩心甚清淨，禮敬供養。我今

若住先受五欲，此非我宜。」如是思惟已，當詣如來并欲見於愛作菩薩，禮敬供

養。」(T11,p.597,b23-c24)華嚴經善財童子 53 參之第 25 位善知識「婆須蜜多

女」，表第五迴向位，其中經曰：若有眾生欲意所纏，來詣我所，我為說法，彼

聞法已，則離貪欲，…暫見於我…暫與我語…暫執我手…暫昇我座…暫觀於我…

見我頻伸…見我目瞬…抱持於我…咂我脣吻…親近於我，一切皆得住離貪際，入

菩薩一切智地現前無礙解脫。 

p.132 L.-1【水榖身】中醫：胃為水榖氣血之海。傳燈《維摩經無我疏》卷8：

「如劫初人種，從光音天下，本無生熟二臟，何有水穀二道。既無二道，孰分男

女二根。一自貪食地肥，展轉麤澁，欲去內滓，二道是生。以例西方安養蓮華化

生，不入胞胎，人皆相好，因知分男女相者，順鄙穢眾生以為之教也。若極樂世

界，則破立俱無。」(X19,p.686,c2-7) 

p.133 L.-2～p.134 L.6【隨其所應等】魏譯《佛說無量壽經》卷 1：「波

揚無量自然妙聲，隨其所應莫不聞者，……是故其國名曰極樂。」(T12,p.271, 

b16-25)慧遠《無量壽經義疏》卷 2：「上來明池，下明出聲。於中有四：初演

無量自然妙聲，正明出聲。二隨所應下，善應物種種果聞。於中初總，次別，

後結。三隨順清淨離欲已下，明能起善。隨順清淨離欲寂滅真實之義，順涅槃

也。隨順三寶力無畏等，順菩提也。此前順果；隨順通慧菩薩、聲聞所行之道，

隨順其因。四無三途下，明能生樂。無三途等，明無苦也。但有自等，明有樂

也。是故已下，結嘆顯勝。」(T37,p.106,b7-15)【通慧】：神通與智慧。又諸

神通以慧為體，故云通慧，通即慧也。～《佛學大辭典》 

p.135 L.3【探湯不及】《論語‧季氏》：「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不及」：趕不上，來不及。「探湯」：探試沸水。形容戒懼。～《漢語大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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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5 L.4【寶冠見佛】《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卷 1：大勢至「此菩薩天冠

有五百寶蓮華；一一寶華有五百寶臺。一一臺中，十方諸佛淨妙國土廣長之相，

皆於中現。頂上肉髻如鉢頭摩花。於肉髻上有一寶瓶，盛諸光明，普現佛事。」

(T12,p.344,a25-29) 

p.135 L.4+5【照法性、了達一切法性】《大智度論》卷 9〈1 序品〉：「問

曰：世界名多寶。寶有二種：財寶、法寶；何等寶多名為「多寶世界」？答曰：

二種皆有。又多菩薩照法性等諸寶(言此寶大菩薩所有，以為寶冠；寶冠中皆

見諸佛。又了達一切諸法之性)，多故名為「多寶」。是中有佛名「寶積」。

以無漏根、力、覺、道等法寶集故，名為「寶積」。」(T25,p.124,a29-b5)卷 39
〈4 往生品〉：「聲聞、辟支佛慧眼，雖見諸法實相，因緣少故，慧眼亦少，

不能遍照法性。」(T25,p.348,b6-8)《華嚴經疏鈔》卷 87〈39 入法界品〉：「如

《華手經》說：菩薩有一照法性冠。著此冠時，一切諸法悉現在心，諸事亦爾。」

(T36,p.676,a6-8) 

p.135 L.5【放眉間光】《妙法蓮華經》卷 1〈序品 1〉：「爾時佛放眉間

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靡不周遍，下至阿鼻地獄，上至阿迦尼吒天。

於此世界，盡見彼土六趣眾生，又見彼土現在諸佛，及聞諸佛所說經法。并見

彼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修行得道者。復見諸菩薩摩訶薩，種

種因緣、種種信解、種種相貌，行菩薩道。復見諸佛般涅槃者。復見諸佛般涅

槃後，以佛舍利起七寶塔。」(T09,p.2,b16-24)《法華經會義》卷 1：「今經白

毫放光，正表中道實相。故文殊云：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又光照此土他

土十法界事，正表十法界無非一實相印所印。」(X32,p.27,c15-17)「光照東方，

因光得見他土六瑞。所謂六趣眾生，諸佛說法，三乘修得，涅槃起塔等。如此

十界，若相，若性，若體，若力，若作，若因，若緣，若果，若報，從本至末，

炳然齊現於一光中。橫該無際，豎徹始終。如鏡中像，如水中月。言有不有，

言空不空。光外無土，土外無光。所謂空等，假等，中等。上根利智正可向此

處頓了同體權實，非權非實。為未了者，更作三周巧說耳。有人云：一光東照，

妙體全彰，庶幾得之。」(X32,p.28,a1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