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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7 L.-5【解脫長者】《大方廣佛華嚴經》卷63〈之四〉：「爾時，解脫長

者從三昧起，告善財童子言：善男子！我已入出如來無礙莊嚴解脫門。善男子！

我入出此解脫門時，即見東方閻浮檀金光明世界⋯⋯又見上方佛次第出現無盡世

界⋯⋯又見下方佛光明世界⋯⋯善男子！我見如是等十方各十佛剎微塵數如

來。彼諸如來不來至此，我不往彼。我若欲見安樂世界阿彌陀如來，隨意即見；

我若欲見栴檀世界金剛光明如來⋯⋯寶師子莊嚴世界毘盧遮那如來，如是一切，

悉皆即見。然彼如來不來至此，我身亦不往詣於彼。知一切佛及與我心，悉皆如

夢；知一切佛，猶如影像，自心如水；知一切佛所有色相及以自心，悉皆如幻；

知一切佛及以己心，悉皆如響。我如是知，如是憶念：所見諸佛，皆由自心。」

(CBETA 2023.Q3, T10, no. 279, pp. 339b22-340a3) 

p.19 L.-2【憶佛念佛為宗】(1)有謂：「憶佛」、「念佛」不同行持方法。(2)

有謂：兩者同是「憶念」。(3)有謂：兩者同是「持名」（稱名）念佛。一者，

通理法師《楞嚴經指掌疏》卷 5：「憶佛者，繫心佛境，如觀像、觀想之類。念

佛者，事理一心，如持名、實相之類。又憶念雖各分二種，四者亦互用無礙。」

(X16,p.181,b24-c2)第二者，天如法師《淨土或問》卷 1：「或緣相好，或持名

號，皆名憶念。而有理有事。」(T47,p.295,c26-27)第三者，如本疏（見 p.5：

9+p.6：-7）及傳燈大師《阿彌陀經略解圓中鈔》卷2：「前釋事中一念，乃約憶

念彼佛相好光明而說，似濫觀經觀佛為念；用心雖同，揀境則異。今則的指執持

名號，而為所緣之境，故曰一稱嘉號，萬德齊彰。」(X22,p.587,c22-p.588,a1) 

p.19 L.-2【心境圓通】心境之間有五門－（1）心境相對：有能、有所，能所

對立。（2）攝境歸心：唯心、唯識。（3）心境無礙：理事無礙、心境相即。（4）

心境俱離：離相離性、事理雙泯。（5）心境圓通：雙融俱離、無盡緣起、舉一

全收。順次第可與賢首五教相配：小、始、終、頓、圓。 

p.20 L.4【教義】《阿彌陀經疏鈔》卷 1：「言崇尚此念佛往生之教，其意云

何？正欲曉會經中所說阿彌陀佛正報依報清淨莊嚴，信之願之，則生彼國。教中

有如是義，是其趣也，不徒為語言文字而已。」(X22,p.618,a6-9) 

p.20 L.5【事理】《阿彌陀經疏鈔演義》卷 1：「顯發事中所具至理有二義：

一是隨文入觀，即一一消歸自己。一是依事造修，往生彼國，發明自性唯心之理。」

(X22,p.729,c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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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 L.6【境智】《阿彌陀經疏鈔》卷 1：「以境為宗，令起行為趣。境即是

所觀之理，對能觀之智，故名為境。言崇尚此理，其意云何？既知彌陀自性、淨

土唯心，正欲即此以為真境而起觀行，執持名號，一心不亂，是其趣也，不徒為

曉達此理而已。」(X22,p.618,a14-18) 

p.20 L.7【圓融三身】《華嚴念佛三昧論》卷 1：「如是念佛，名字即法身，

名字性不可得故。法身即名字，法身徧一切故。乃至報化不異名字，名字不異報

化。亦復如是。」(X58,p.716,a7-9)《阿彌陀經疏鈔演義》卷 1：「當知此字，

即自性唯心，即所觀之理；即阿彌陀佛四字名號，離我心性，別無名號；離此名

號，別無心性。全體法界為真境也。」(X22,p.730,a5-7) 

p.20 L.8【行位】 

依淨土三資糧整理 

三資糧 配界心人 配化報法 起信論疏 十地論師 

信 
信淨在離三界 

位不退 

信化佛教，超凡外道 

信不退 

信行未滿，處無退緣 

信不退 

住是證不退 

行是位不退 

願 
願見佛念佛心 

念不退 

願報佛果，超二乘境 

念不退 

信滿已去，入十住位 

住不退 
地是念不退 

行 
行淨業攝佛人 

行不退 

行法佛理，超權修證 

行不退 

三賢位滿，入初地去 

地不退 
向是行不退 

依菩薩之階位整理 

 十信 十住 十行 十迴向 十地 

起信論疏 

蓮華未開 

處無退緣 

信不退 

華開見佛 

住正定聚 

住不退 

  

三賢位滿 

證遍滿法身 

念不退 

十地論師  證不退 位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依極樂之四土整理 

 娑婆世界 凡聖同居土 方便有餘土 實報莊嚴土 常寂光土 

慈照宗主 

四土圖說 
 

以未斷煩惱 
生同居土 
為願不退 

破見思惑 

生方便土 

為行不退 

破塵沙・分破無明 

生實報土 

為智不退 

破三惑盡 

生極光土 

為位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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蕅益大師 

彌陀要解 

究竟不退 

得度因緣 

事一心 理一心 

位不退 

不退墜凡夫地 

進斷見思惑 

別教七住以前 

圓教七信以前 

行不退 

不退墜二乘地 

進斷塵沙惑 

別教八住以上 

圓教八信以上 

念不退 

證入如來地 

進斷無明 

別教初地以上 

圓教初住以上 

p.21 L.1【因果】 

因果 第一重 第二重 第三重 

因 憶念彼佛 念見近佛 念心入忍 

果 現當見佛 心開香嚴 攝人歸土 

p.21 L.-7【略釋題名・有四對義】 

《楞嚴經勢至念佛圓通章》：「楞嚴經」、「勢至念佛」、「圓通章」。 

勢至（人） （因） （義） （別） 

念佛（法） 圓通（果） 章（教） 楞嚴經（總） 

p.21 L.-5【果因】 
因 勢至念佛 智 俗 事 修 行 

果 圓通 境 真 理 性 寂 

p.21 L.-4【人法】 

五教 小 始 終 頓 圓 

人 
勢至 

得應化佛力 得功德佛力 得智慧佛力 
得如如佛力 
(法佛) 

得無盡佛力 
(十佛) 

法 
念佛 

念變化。 
非受用佛。 
(化身) 

念亦變化 
亦受用佛。 
(他報身) 

念受用。 
非變化佛。 
(自報身) 

念非受用 
非變化佛。 
(法身) 

念圓通 
無障礙佛。 
(十身) 

p.24 L.-5【聲氣相應】《易經》：乾卦九五，「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

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

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易 繫辭上》：「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

心之言，其臭如蘭。」孔穎達疏：「謂二人同齊其心，吐發言語，氤氳臭氣，

香馥如蘭也。」後因以「蘭味」、「蘭臭」喻意氣相投、情投意合。～《漢語

大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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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4 L.-4【八十四同】《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3〈之十四〉：「爾時，善

財童子往大願精進力救護一切眾生夜神所，見彼夜神在大眾中，坐普現一切宮

殿摩尼王藏師子之座⋯⋯一心頂禮，舉體投地，良久乃起，合掌瞻仰，於善知

識生十種心⋯⋯發是心已，得彼夜神與諸菩薩佛剎微塵數同行。所謂：同念，

心常憶念十方三世一切佛故；同慧，分別決了一切法海差別門故；同趣，能轉

一切諸佛如來妙法輪故；同覺，以等空智普入一切三世間故；同根，成就菩薩

清淨光明智慧根故；同心，善能修習無礙功德，莊嚴一切菩薩道故；同境，普

照諸佛所行境故；同證，得一切智照實相海淨光明故；同義，能以智慧了一切

法真實性故；同勇猛，能壞一切障礙山故；同色身，隨眾生心示現身故⋯⋯同

甚深法，解一切法如虛空故；同光明，普照一切諸世界故；同欣樂，隨眾生心

而為開示令歡喜故；同震動，為諸眾生現神通力普動十方一切剎故；同不虛，

見聞憶念皆悉令其心調伏故；同出離，滿足一切諸大願海，成就如來十力智故。」

(CBETA 2023.Q3, T10, no. 279, pp. 396b13-397b19) 

p.24 L.-3【五十二位】《鈔》：則知超凡入聖，唯有念佛為妙矣。 

十信 十住 十行 十向 十地 等覺 妙覺 

信佛是心 

信心作佛 

住在三昧 

觀佛實相 

行念佛行 

度念佛人 

回念佛心 

向佛心住 

心地觀佛 

地如佛地 

憶佛念佛 

去佛不遠 

心想佛時 

是心即佛 

【十信】篤信中道圓妙之理，常住平等。信「是心作佛、是心是佛」。 

【十住】信心既立，能住佛地；心安住於真諦之理。修空觀斷見思惑。 

【十行】十住滿足自利已，再廣行饒益眾生，能行進趣向佛果。修假觀斷塵沙惑。 

【十迴向】以大悲心救護一切眾生，迴轉十行之善，向於三處。修中觀。 

【十地】能生成一切佛智慧；能為種種功德依持，住持不動；能以無緣大悲，

荷負一切眾生。 

【等覺】位鄰佛果，殆與之齊等，比佛略遜一籌；又稱等正覺（意為與正覺相

等之覺）、有上士（相對於妙覺佛陀稱為無上士）、一生補處（意謂次一生將

成佛）、金剛心（如金剛堅固之心，能摧破煩惱）、鄰極。 

【妙覺】覺行圓滿的究竟佛果。可斷盡一切煩惱，智慧圓滿，悟得絕妙的涅槃

之理。照達一切事理，一念一時，知一切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