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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01] 
色蘊。   

照是造色，燒是火大。四十一‧4 
三眼觀四大不同。四十二‧7 
一切色皆是四大四大造。二‧20 又十二‧13 
內外四大無定。四十一‧17 
火不捨自相乃至滅。二‧16 
四大之相。六‧4 
影無觸非身根得，故但虛誑。六‧8 
根無覺知。一‧19 
空中縹色非虛空。六‧3 
火相上炎，水相下潤，風相旁行。火相不皆上行。七‧15、16（大正 25，113c） 
發音之相。六‧4、5 
毘曇說色。六‧7 
色法生必有香味觸等。瓶等二根知故有。六‧8 
極微：至微無實，強為之名。十二‧8 
色等總觀無常無我，不言有微塵。十二‧9 
木中有地分。十二‧9 
四大悉皆捨相，是故空。十五‧8 
色香味觸和合名地。十八‧13 
水月等色中無堅相。十八‧13 
光明二種。七‧20 
火相能上下徧到。七‧20 
四大轉捨其相。三十一‧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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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各各相尅。二十二‧24 
四大和合成色。三十一‧24 
色以四大及香味觸，和合故有色可見。三十一‧24 
四大具四，塵之多少。三十二‧12 
四大，力之大小。三十二‧12（大正 25，299c～300a） 
二種色。四十四‧24 

有為。   
必有依處。四十一‧4 
無常相故，終歸於盡。三十‧21 
出體。三十一‧13 
皆是虛誑。十六‧16 
因緣和合皆是虛妄，從憶想分別顛倒生。三十一‧14 
無漏有為。從有漏有為因緣生。三十一‧20 
為計常者說。三十六‧13 

我無法有之計。四十一‧5；六‧5 
無本。   

四十一‧5 
幻相無根本。六‧2 

破我。   
名異色異離此無餘。四十一‧4 
破即蘊我：一多不相即故，我應生滅失罪福故，從緣和合不自在故。破離蘊我：無相應無我。破無陰別有我：妄分別故。四十二‧

15（大正 25，369a） 
六大成身析不可得。眾界入中無有我故，六識相應所不得故。十二‧9、10；十四‧5、6、7；十九‧10 
神我實性，若常無常，自在不自在，作不作，色非色不可得故。十二‧11、12、13（大正 25，148c） 
我若壞如牛皮墮無常，不壞如虛空墮常，皆無罪福。十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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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生性空中眾生不可得。二十‧18 
約名色破。四十一‧5 
視眴等皆識相，我無相故無；常無常俱無罪福解脫；有我不應無我得涅槃故。二十三‧8（大正 25，231a） 

[D002] 
無礙智慧。   

通達實相，了如幻化，不著諸法。四十一‧10 
達法空，知觀空者亦空，得無礙般若。三十九‧14 
用不見智慧破煩惱，用不見不見智慧破著般若—實相清淨通達無礙—無智智慧中增益六度。四十一‧13 

善惡。隨法性者善，不隨法性者惡。三十七‧18 
諸心心數法。  

虛妄不實顛倒果報意及意識心心法本六識有無分別。四十一‧11 
小：五識無分別。四‧6 
世間繫縛以受為主，以受故生三毒三毒起諸煩惱及業。四十一‧13 
識識相。六‧4 
想憶念。四十一‧13 
一時無二心。八‧5 
布施心所。十一‧14 
外道我即是識。十二‧12 
根境生識三和生觸觸緣生受想思等。四十二‧3 
忍心數。十四‧7 
精進。十六‧1 
覺觀。二十三‧19 
人初生時，身分諸根及其意識未成就。一‧6 
一心而前後起。二十七‧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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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識一念不能分別，先五識識五塵，然後意識識，意識不識現在五塵唯識過未。一‧19 
情塵意和合故耳識生，隨了識即生意識能分別。一‧19 
五識之相（可從反面得之）二十四‧9 
中陰入胎心邪慧相應。四‧14 
欲解念定慧。十七‧13 
喜樂之別。二十‧15 
是心彈頃六十生滅，一心中不住，無力不能分別。四‧20（大正 25，92b） 
六識及相應相共緣境。十二‧10 
無一思種一事。四‧20 
夢心緣法生。六‧7 
三受生三毒，三受生住滅時之苦樂。二十六‧5、6 
攝心則無語，散心則有說，說法從覺觀生，覺觀粗事佛不應有。十‧1 
佛菩薩不以覺觀說法。十七‧22 
煩惱。十一‧15 
善法。十一‧15 
五識不緣屋舍城郭等名。十二‧10（大正 25，148b） 
心不去不住（無來去）能知他心。二十八‧6 
心生有二因緣，有從實而生，有從不實（水月‧龜毛）而生。十二‧8 
心相散動。十七‧2 
十二入和合生六識，三和合名觸，生受想思等心數法。十二‧13 
欲與精進。二十六‧9 
眼識知色，色生滅相似。後心中有念法生，有為法雖滅過去而能知—前眼識滅生後識時，後眼識轉利有力，色雖暫有不住，以念

力利故能知。十二‧14 
懈怠。十五‧14 
欲進不放逸。十五‧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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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惱    
三毒，五下分結，五上分結，四縛四結，四倒。四十一‧12 
依受而起。四十一‧13 
吾我心（我我所執）。四十二‧10 
婬怒癡，纏流縛，結使（結使名總）中，一切煩惱。四十二‧16 
相是煩惱根本，取相生諸結使。四十二‧13 
我慢。四十二‧14 
染瞋癡‧憍慢‧慳貪‧邪見。四十三‧2 
常見斷見。一‧8 
欲恚慢。二‧4 
愛種我所。一‧3 
疑結。一‧5 
貢高、邪慢、嫉妬。一‧5 
七使。二‧10、11 
三漏。三‧12 
愛、見、吾我憍慢。一‧17 
瞋欲慢習。二‧12 
六根本煩惱。三‧14 
大邪見大愛慢大我心。五‧1 
煩惱：結使，流，受，扼，縛，蓋，見，纏。三‧12 
九結。三‧16 
懈怠之失。五‧12 
慳貪之失。三十‧14 
煩惱結使欲縛取纏。五‧14 
欲、憂、渴、愛、眠、畏、疑、含毒戥等、利養名聞、高慢十魔。五‧15（大正 25，99b）；又十五‧3（大正 25，16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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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結使略說三毒。八‧11 
婬欲瞋恚嫉妬慳貪憂愁怖畏欲願。十‧12 
慳、嫉妬、謟曲、掉、悔、不敬、不慚、不愧、愛、瞋、憍慢、無明、邪見、疑。十一‧15（大正 25，141a）；三十‧15 
無明力故身見生。是身見見苦諦苦法智及苦比智則斷。十二‧13（大正 25，149c） 
一切煩惱皆能染著。十七‧26 
五蓋。十七‧10、11、12 
愛不緣無漏。十七‧19 
增上慢、邪見。十七‧23、24 
有見無見廣釋九說。三十七‧6、7 
邪見相。十八‧10 
憂愁、瞋、怖、嫉妬、疑。十九‧14 
瞋為苦因，慈是樂緣。二十‧12 
恚恨怨惱之別二說。二十‧12 
欲愛、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二十三‧3 
愛，我習慢、邪見。二十三‧9 
婬欲、瞋恚、愚痴、慳貪、憍慢、邪見。二十三‧12 
漏。二十五‧8 
有為法緣使無為法緣使。三十一‧15 
無為緣使：疑、邪見、無明之相。三十一‧15 
煩惱—三界九十八使。二十七‧16 
煩惱習—身口業不隨智慧行。二十七‧16（大正 25，260c） 
舉喻。二十七‧16 
貪欲、瞋恚、愚癡是三不善根，欲界繫不善。三十四‧15 
染愛無明，通三界。三十四‧15 
三毒中癡與無明異。三十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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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明等煩惱入一切法中。三十七‧17 
三結與八十八使相攝。四十‧3、4（大正 25，349c） 
婬瞋痴，身見，戒取，疑，婬欲瞋恚，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四縛，四結，四倒。四十一‧15 
三結，五見。四十‧3、4 
三受生三毒起諸煩惱。四十一‧17 
四種愛。四十二‧3 
無明（詳）四十三‧17、18、21 

[D003] 
法王與輪王同異。  二十五‧12、13 
知（遍知）。  見無常苦空總相別相。四十一‧13 
般若。   

非空無有斷滅。四十一‧13（大正 25，361b） 
清淨無所有，饒益諸眾生。四十三‧4（大正 25，370c） 
但屬菩薩。四十三‧5（大正 25，371a） 
二乘樂般若不能具足得。四十三‧5（大正 25，371a） 
般若成佛時轉名一切種智。四十三‧5（大正 25，371a） 
是實相。四十三‧3（大正 25，370b） 
分別諸法相，無量實智慧。四‧3（大正 25，85c） 
無比清淨不可壞不可盡智慧。九‧1（大正 25，121c） 
離二邊行中道。四十三‧3、4（大正 25，370a～b） 
無壞相，過言語，無所依。十八‧3（大正 25，190c27） 
般若有二。三十五‧17（大正 25，319a） 
唯大乘實相得名般若。十八‧20（大正 25，195c～196a） 
觀諸法空；空亦復空，滅諸觀，得無礙般若（無礙智慧）。三十四‧21；22（大正 25，3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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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般若觀，不見菩薩及般若。般若為令眾生知實法故出。三十五‧15（大正 25，318b19） 
眾法和合假名般若，雖是假名，能破戲論，自性無故，言不可見。三十五‧15（大正 25，318b） 
攝一切法，譬如大海。三十八‧9（大正 25，338c8～5） 

生。   
體：一切法中憶想分別，諸觀是非隨法而愛。愛等結使雜諸善法。四十一‧15（大正 25，362a）；（大正 25，361b～c） 
名：如宿食生，如生壞瓶。四十一‧15（大正 25，362a） 

位。   
拔一切無常等觀法名位。四十一‧15（大正 25，362a） 
得無生忍。二十七‧21（大正 25，362a～b）＝菩薩位 
般舟三昧。二十七‧21 
具六度，生方便智。二十七‧21 
不墮凡夫數，名得道人，世事所不壞心，閉三惡，生菩薩家，智慧清淨成就。二十七‧21 
住頂不墮。二十七‧21 
具行四法。二十七‧23（大正 25，362c）。四法：1‧發意，2‧修行，3‧大悲，4‧方便具足 

阿鞞跋致性。未得忍，未受記，但福智力信畢竟空，得阿〔鞞〕跋致氣分。四十二‧7 
無生法忍。   

能信受實相智慧火。四十一‧15（大正 25，362a） 
離生滅慧不生不滅名無生法，能信受持故名為持。〔持＝忍（大正藏）〕。四十一‧15（大正 25，362a） 
是助佛道初門。五‧10（大正 25，97c） 
邪見得解脫，空非空悉捨，滅戲論，斷言語，深入佛法，心通無礙，不動不退。五‧9、10（大正 25，97c） 
離生不生四句。五‧9（大正 25，97c） 
得無生忍，捨肉身，得法性生身。十六‧11（大正 25，178a） 
得此法忍，觀一切空，住實相中，不染世間。二十七‧21（大正 25，262a） 

慈悲。達諸法畢竟空，眾生不知而自苦，乃起大悲。三十八‧9 
獅子吼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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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9、10、11 
人師子與獅吼之異。二十五‧11 

[D004] 
二種智慧。 

生滅智慧，離生滅智慧。四十一‧15 
不見智慧，離見不見智慧。四十一‧10 

菩提心。初發心緣無上道我當作佛。四十一‧17 
無等等心。無等者佛，一切我法無與等故，菩提心與佛相似，名無等等。四十一‧18 
大心。是（菩提）心無事不行，不求恩惠，深固決定。四十一‧18 
本淨客塵。   

心常清淨，無明等煩惱客覆。四十一‧18（大正 25‧363a） 
如本清淨。四十一‧18 
法性（又作心）常淨，欲瞋痴慢等覆，羅漢清淨。六‧3 
心相常淨，如虛空，煙雲等覆蔽不淨，心亦爾，常自清淨，無明等諸煩惱客來覆蔽故，以為不淨，除去煩惱如本清淨。四十一‧

23 
無心相（非心性）。畢竟空，諸法無分別是。四十一‧19 
菩薩發心聞法。三種：從佛聞，從佛弟子聞，從經典聞。十八‧17 
金翅鳥王搏龍喻（可通華嚴）。二十七‧24 

[D005] 
六度。   

施得大富，戒生人中，依此能成大事。忍心受苦，勤度眾生，依此現奇特事。禪與悲方便合拔眾生苦，般若滅觀離言不墮斷滅。

四十一‧18 
六度理實互具，隨勝立名。四十三‧4〈出般若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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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鎧，進甲，戒馬，禪弓，慧箭─破內外二賊。二‧14（大正 25，71b） 
小乘六度滿相。四‧8～12（大正 25，87c27）；（大正 25，89b25） 
下中上三種布施。四‧21 
三事心著不淨施。四‧21 
六度及般若，一法無異。八‧5（大正 25，116b）  
一心是功德初門。十‧6（大正 25，129b26） 
施戒忍世間常有，欲得定慧必須精進。十五‧11、12（大正 25，172a～b） 
六度攝為福德智慧二門。十五‧11（大正 25，172b）；二十七‧24（大正 25，262c～263a） 
佛道不但以福德得，要須精進求定慧。十五‧16（大正 25，172b29～c） 
定慧不可以福願求，要以精進得。十五‧12（大正 25，172b） 
佛道不但福德因緣，須智慧得成。三十三‧14 
但行精進不名波羅蜜。十六‧2（大正 25，174c） 
得實智慧，知法實相，以餘度助成以益眾生。十六‧5（大正 25，175c） 
新行菩薩不能一時遍行六度。十六‧15（大正 25，179b25） 
為求滿一度，得捨餘度，乃至息慈憫心。十六‧15、16（大正 25，179b～c） 
五度離般若，但與世間果。十八‧3 
或與二乘果。八‧6 
行五度〈有次第意〉則得般若。十八‧17（大正 25，196a～b） 
五度所遮所得果及與利生之關係。十八‧17（大正 25，196b） 
依相應隨行義，不離五度得般若，依隨時別行義或一或二得般若，復有方便智生般若。十八‧18、19 
六度不為一人說。十八‧19（大正 25，197a） 
是菩薩所應聞。二十四‧1（大正 25，235b） 
五度莊嚴智慧，有方便力，於眾生有悲心，不為邪見所妨。二十八‧14（大正 25，267c） 
禪定智慧最妙，有此，所願皆得。二十九‧5 
在心行不在事之多少。二十九‧6（大正 25，272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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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度般若亦同亦異。二十九‧11 作用各別。二十九‧11〈植功德，除著心〉（大正 25，272c） 
以般若心助成五度＝若離般若，不名波羅蜜，不能有所至，不得增益具足。二十九‧12（大正 25，272c～273a） 
行五度已，則是精進。三十‧17（大正 25，281c） 
應障六蔽之理。三十三‧5、6（大正 25，303c25～304b） 
獨嘆般若，此經是般若經故，般若是佛母故，離般若不成波羅蜜故，以無礙慧起方便力故，五度如盲等故。三十四‧21（大正 25，

314a～b）；三十四‧22（大正 25，314a） 
六度攝一切善法：聲聞法，辟支法，菩薩法，佛法。四十‧7（大正 25，351a27～28） 
般若能攝一切善法。四十‧7 
應薩婆若心，觀一切不可得：教它，不起二乘心，忍欲樂，心不捨息，不起二乘心及餘不善心，知法本空，六度。四十四‧6、7
（大正 25，377b～c） 

[D006] 
＃＃大家。    

三十二．19（大正 25，301a） 
各具殊勝。  三十八．14 

無上菩提   
雖是第一，從虛誑生，亦是空不壞不分別。四十一．19（此依實相說） 
諸佛戒定慧能利眾生意。四．43 

佛子 
從佛口生，從見法生，從法化生取法分。四十一．17 

取法分取財分。四十一．19 
法中自信：得四信故。四十一．19 
身得證：得諸神通滅盡定等著身中。四十一．19 
無諍三眛   

觀人心不令人起諍。四十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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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四禪中攝，亦欲界中用。四十一．19 
實相    

即是三乘無餘涅槃。四十一．19 
不生苦無常。四十二．9 
能生智慧（觀）。四十三．4 
實不壞相：心行處滅，言語道斷，不增不減，過諸法，如涅槃相不動。二．14 
有言有 無言無，但說實相。二．22 
即是實智慧。二．22 
以實相釋般若度。四十一．23 
羅漢說實法相。三．15 
諸法實相：自相異相總相別相一相有相無相：如實相。十六．11 
善不善生死涅槃。十七．12 
實相亦空，無受著故。若是有者，應著應著，應是虛誑。三十一．12（大正 25，288b） 
入諸法實相，無所覺知（慧相）。三十一．33 
不可破壞，有佛無佛，常住諸法相法位，非一切所作。四十三．3 

智無有常者。七．11 

[D007] 
涅槃   

三乘皆為無餘精進修行。四十一．19 
不可量，破因緣名相，過言語道，不應論出不出常不常。四．2 
不見見無見，是實名涅槃。一．19 
觀諸法真空是涅槃道因緣。十一．23 
無餘。三十二．17 
諸法中無上。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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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無自性即涅槃。十九．2 
空即涅槃。十九．2 
捨五眾及道法，得常樂涅槃（小）。二十．4（大正 25，206c） 
無餘涅槃是真解脫，有餘涅槃（三解脫？）為作門。二十．4 
有餘、無餘。二十三．14；三十一．12 
涅槃有無，不得言無。破眾生戲論涅槃有無，說涅槃空。破凡夫所著，不破聖人所證，以不取相故。三十一．12 
離縛得脫，即名涅槃，更無有法。不應離五眾更求解脫法。三十一．13 
異名。三十二．7 
無生名涅槃。三十三．2 
一切法中有涅槃性。三十二．8 

無為   
非三世法—是無（無生因）。六．11 
出體。三十一．13；四十四．24 
知有為虛誑，心息無為，欲滅其心，唯以寂滅為樂。十六．16 

三十二相  
小：過三祇種業因，欲種非上二，人道非餘趣，南洲非三洲，男人非女人，佛時非無佛時，緣佛身非緣餘，意業非身口，意識非 

 五識，一思非多思。四．6 
具足三十二非五即佛。四．14 
名相。四．14～16 
菩薩七事勝輪王。四．16（大正 25，91a） 
大：欲色種非無色，人道亦餘趣，三洲除北洲，多思種非一思。四．20（大正 25，92b） 
初種足下安住相。七．15（大正 25，113b） 
丈光相。八．1 
廣長舌相。八．2、3 
三十二相因緣。十一．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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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17、18 
有般若乃能具具足。二十九．14 
小：業因緣。二十九．15、16（名）（大正 25，273a） 
大：有相與無相，五說。二十九．16 
不多不少。二十九．18 
相好之別。二十九．18 
嚴身之意。二十九．19 

法滅不滅  
實相法不滅。三十四．17  
般若集功德，隨本願相續，無有見其滅，要必當滅。三十四．17 

色實心虛 為對治故，佛說心力為大。三十二．12 

[D008] 
意圓言別。二十七．23 
四愛：欲愛不淨，有愛無不淨等  無有愛破有似智慧  法愛愛諸益道善法。四十二．2、3 
法愛   

無方便行諸善法心繫著，於人天為妙，於無生為累。四．15（大正 25，362a） 
愛諸益道善法。四十二．3 

二種不見  
不得故不見，慧少故不見。四十二．3 
法性無量故，緣生無性故。四十一．11（大正 25，360b） 

假名   
和合故有，不生不滅，但以世間名字故說，名字不在內外中間。四十一．2 
諸法不集不散，故字非住非不住，無所有故。四十二．2 
從久遠來，共傳名字，因名識事。四十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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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名與因緣有異。一．8 
名字和合謂之為有，無法名字為誰合。十五．8（大正 25，171a） 
因緣和合但有假名，實相不可得。十六．10 

二種五眾：凡夫五眾，聖（小）人如幻五眾。四十二．4 
離性：法中無法相，虛誑無所有。四十三．5 
離（遠離）  

二種：身離離世事，心離離結使。四十二．5 
二種：諸法離名字，諸法離自相。四十二．5 
相離，性離。四十三．2 

不寂滅：三毒熾然故，無常火然故，不著三毒實相故，三毒各別相故。三十七．8 
寂滅   

二種：淳善寂滅惡事，觀世間如涅槃寂滅。四十二．5 
知法離自相即寂滅如涅槃。四十三．9 
緣生故無性，無性故寂滅，寂滅故為涅槃 

大小智慧之別  
大：以空知一切空，亦不見是空—空不空等一不異。三十五．20 
小：觀諸法空，不能觀世間涅槃為一。三十五．20（大正 25，320a～b） 

不壞法相：意言不分別此彼善惡。三十七．9 

[D009] 
一切法皆憶想分別因緣和合故強名說。三十五．7 
大小差別  

小多說身心二離，大多說離言離相。四十二．5 
小慧無大慈悲不益一切，大慧反此。四十三．4 
生空法空。三十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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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受三昧：小無大用不利不深，小至漏盡時得，小有習氣不淨。四十二．12 
小十智，大十一智。二十七．5 
小方便差別，大正觀平等；小緣相作觀，大觀無所得；小破四倒，大破八倒。一．14、15 
小總相慧離欲，大別相慧離欲；小但超一，大能超九。十七．21、22；三十八．1、2 
聲聞辟支佛知他心不同。二十八．5、6（大正 25，265b） 
大小觀實相不同。十八．16、17 
小慧淺不深入實相故不說世間即涅槃，大則說。十九．2 
小念六欲天，大念三界天。二十二．23 
有量無量，總相知，遍知。二十四．2、3 
敷座不同。三十四．8（大正 25，310b～c） 
聲聞不能細知業，佛悉徧知。二十四．13 
化人化主語默異，在定能否說法異，於法有疑無疑異。二十六．4、5 
有無八十種好。二十六．30 
緣起果（大）觀因觀別。二十七．22 
小多求諸法生見，大但求良葯差病，不戲論。二十七．22 
有無陀羅尼。二十八．19 
大：得忍菩薩，以有漏他心智能知無漏心，何況無漏智。二十七．5 
法空，十方空（大空）。三十一．10 
無方有方。三十一．11 
談空大小有別。三十一．25 
三乘法各說。三十一．36 
小乘得法性而智有量。三十二．5 
諸法實相其實無異，智有優劣。三十二．13 
無根能不能受道。三十五．6 
十六分無數譬喻。三十五．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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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法空別。三十五．20 
小乘不說法身祕奧神力，多說斷結取涅槃。三十八．18 
小：菩薩無滅盡定；大：有。三十九．1 
小：一生菩薩惡口罵佛，大方便。三十八．18 
十不善道為罪，見三業為罪。三十九．10、11 

不生不滅  
二種不生：未來無為法  諸法實無生相。四十二．5 
三種不滅：不智緣滅，非智緣滅、無常滅。四十二．5 
不生不滅即空無所有。六．16 
不作法無因緣，故非無常。二十二．4 
不作法不生心著故非無常。二十二．4 
無生（生實不可得故）無滅無垢無淨。三十五．17 
即法性，法性即般若。三十七．23 
不生不滅：有生滅則墮斷滅中。三十六．18 
不垢不淨：有垢淨則無縛解。三十六．18 

二乘修道之差別 聲聞：苦行頭陀，勤心坐禪，觀苦得道。菩薩：觀諸法相無縛無解，心得清淨。六．5 
世事。三十七．12 
慧方便。三十二．21 
境無心不有。三十一．24 
平等   

諸法平等是為真實，平等法中無所求索。十六．17（大正 25，180a） 
身精進平等故得心平等，心平等故得諸法平等。十六．17 

[D010] 
不可說：一一法中不可說，和合法中亦不可說。四十二．5 



《大智度論》筆記 

253 

凡聖虛實  
遮凡愚說聖智，無凡即無聖，凡夫法性即聖法故。三十一．33 
凡夫取著為虛妄，聖法不取為真實，不取則無定相。三十一．33 
於凡夫地著相分別是凡是聖，於聖賢地則無所分別，為化眾生言虛實＃。三十一．34（大正 25，294c） 

五眼   
肉眼天眼慧眼觀色不同。四十二．7 
天眼能見人煩惱已否斷盡。二．4 
天眼見眾生死此生彼，隨業受果五趣不同。一．8 
佛眼日夜三時觀眾生。二十六．3 

罪非罪，麤罪細罪  
三十九．11、12 
如何除：不假三業相，不生二乘心。三十九．12 

十一切入    
一切入觀。四十二．7 
外道能觀地即是我。十二．10 

不厭世間不樂涅槃：通達世間即為涅槃（實相）故。十九．2 
環境能改內心：共住人，便身具，能令心悅或忿。八．10（大正 25，117b） 

[D011] 
佛觀一切眾生所作已辦（成佛） 二十六．4 
唯心故空  

境隨觀轉，知法無實。四十二．7 
法無定相隨心為異，皆是虛誑。四十三．8、9 
境隨觀轉故，一境四心故空。十二．8、9 

無相三昧：不取法相，不入滅定。四十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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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想智：初中後異。二十三．1 
行    

聽聞誦讀乃至後心取覺皆名為行。四十二．8（大正 25，366b） 
總名修行，小小別異立異名。二十七．23 

觀：初行如初見物。四十二．8（大正 25，366b） 
習    

日日漸學。四十二．8（大正 25，366b） 
隨般若修習行觀不休息。三十六．16 

合：與般若相應可。四十二．8（大正 25，366b） 
相應   

隨順般若。四十二．8（大正 25，366b） 
不違。三十六．16 

入：通徹般若。四十二．8（大正 25，366b） 
念：分別取相有是事。四十二．8（大正 25，366b） 
學：常行不息令相似。四十二．8（大正 25，366c） 
思惟：學已巧觀知其得失。四十二．8（大正 25，366c） 
修：定心和合共行。四十二．9（大正 25，366c） 
住：得而不失。四十二．9（大正 25，366c） 
不離   

常行。四十三．5 
常行不息。四十三．10 

[D012] 
人心得緣便起，菩薩無緣不滅 四十二．9 
字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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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一字即入諸法實相。四十二．9；二十八．15 
四十二字。二十八．15 
一字二字三字。四十二．12 
四十二字攝一切語言。二十八．15 
眾字和合成語，眾語和合成句。四十四．18 

五眾  
有罪不應取，何勞強破為？為人觀無常等著法生見，分別為空。四十二．12 
粗重常惱故名擔。三．15 

不見行不見不行  五義。三十五．16（大正 25，318c） 
不受三昧 四十三．12 
無受三昧  

小果能得，唯佛遍知，菩薩能得勝于小乘（三義）。四十二．12 
觀法性空，次不取諸法心無行處是名。四十二．11 

生死連繫及解脫  
一、煩惱覆心作生因緣業，死時次第相續五陰生，譬如一灯更然一灯。有身有漏業有結使三事故後身生。身業因緣不可斷破，但

結使可斷，結使斷時，雖有殘身殘業可得解脫。無明故縛，智慧故解。十二．14 
二、名色和合假名為人。是人為結使所繫，得無漏慧解此結，名人得解脫。如繩結繩解，繩即是結，結無異法，世界中說結繩

解繩。名色亦爾，結使與名色不異，但名色結名色解。雖無一法為人，空名色故受罪福而人得名。十二．14 

[D013] 
二乘證果  

諸法不受故得漏盡。四十二．12 
或聞一諦或聞乃至四諦得道。十八．19（大正 25，197a） 

薩婆若   
或譯一切智或譯一切種智。四十二．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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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實（非虛妄）法。三十七．5 
非生滅相。三十七．1 
是菩薩所歸趣。三十七．2 
十方三世真實智慧。三十七．1 
過三界出三世，畢竟清淨相；佛，薩婆若，菩提相即。三十七．5 
得薩婆若名佛，佛所有故名薩婆若。三十七．5 
十智為菩提，如實智為薩婆若。三十七．5 

小乘不說即空。三十一．8 
小乘有法空   

四十二．14；十八．8 
大空。三十一．10 
三藏處處說法空，七經。三十一．36（大正 25，295c） 

小乘有性空   
四十二．13 
性空通眾生空及法空（小）。三十一．25 
性自爾，未來本無，過去亦無故。三十一．25 
性常空，假來相續似不空（小）。三十一．25 

小乘有無相方便。四十三．10 
小乘聞婬欲即道証果。六．17 
小乘不得般若。八．5 
小乘得實相乎  

雖有四諦以無常苦空無我觀實相，雖有實慧不能求諸法實相。十八．16 
得實相離三界。二十九．5 
須陀洹初觀。三十二．17（大正 25，301a） 
見而不照法性。三十九．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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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14] 
二空 

本來常自無我，無我故法無所屬如幻虛誑。四十二．15 
方便說，了了說。二十六．24 
二空。十八．8、9、10 
無我，無我所。二十五．24 
無眾生已，法無所屬。三十．17 
為鈍小說生空，我我所無則不著餘法。但破吾我因緣，不生煩惱，離諸法愛，急出生死，不了了推求實相。三十一．8、9（大正

25，287b） 
為利大說法空，知世間常空如涅槃。斷結使及習氣，了一切法本末，通達無礙，破散諸法，等同涅槃，成佛。三十一．8、9（大

正 25，287c） 
大乘法空觀。三十一．9 
無我我所自然得法空—我我所尚不著，何況餘法。三十一．25 
我不以五情得，但憶想分別生我想，易解。色等諸法現眼所見，難見。三十五．15；又三十五．18 
觀外法皆空無所有，次觀能知空者亦空—法空我空。三十五．18 
生空故法空，法空故生空。三十五．19 
住二空。漸得不可得空（實相）。三十九．13 
得二空—住無礙般若中。三十九．14 

智、得：智名得道方便，得名得道聖果。四十二．16 
內、外：自身、他身；內入、外入；能觀、所觀。四十二．15 
無常等觀  

緣生非實觀。四十二．16 
離無常等不能得道。四十二．16 
著者邪見不著得道。四十二．16 



《大智度論》筆記 

258 

諸觀有過：緣生非實，待境方成。四十二．15 
不取不捨  

諸法皆有助道力故不捨，諸法實相畢竟空故不受。四十二．10 
煩惱妄倒故不捨，實相無相無憶念故不受。四十二．10 
諸法空故，不捨五蓋，不取禪定。十七．24（大正 25，189b） 

知空不滅：功德未具慈悲願力。四十二．16 
色常心無常：梵天王說。三十一．13 

[D015] 
空則法成，不空則失。二十五．15 
中邊  

常斷離二；苦樂離二；空實離二；我無我離二；色無色離二；可見不可見離二；有對無對離二。四十三．3 
有為無為離二；有漏無漏離二；世出世間離二；十二緣起滅盡離二；有無離二；菩薩六度離二。四十三．3 
佛菩提離二；內六情外六塵離二；是般若非般若離二；離有離無離非有無。四十三．3 
佛常居中道。四．13 
緣起性空，非有非無，非有無，語亦不受名中道。六．9 
緣生性空，假名說中道。六．15 
常無常等（十四難）觀察無礙，不失中道。十五．5 
菩薩（十力之一）除二邊隨十二因緣行。二十五．16 
見有為世間有漏，墮有見，見無為出世間無漏墮無見中—不戲論慧行於中道。三十九．20 

無所有不可得  
空故無所有，無常等觀求無定相故不可得。四十三．3 
十八空故。四十三．3 

不可得    
十八空故。四十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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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取不可受不可著故。四十三．3 
觀無定相故。四十三．3 

無所得    
實相中決定相不可得名無所得。十八．20 
無所得中福慧善報增益。十八．20 

不可得空   
非可得著，無所罣礙。十八．16 
不可得空不礙諸法，因此空故，說一切法，隨機分別不可取相。二十五．15 
無相即無邊，不可說難。無相取相非無相，名不可得空。是中空，無相都不可得。二十六．29 

大乘法空   
法性自空不以智慧方便故空。十八．10 
諸法真空不破不壞。十八．10 
若無眾生則無所依，無常無住無住則不可得知。三十一．13 
非以十八空令空，法自空。四十四．10 

不行功德而欲得空是為邪見。十八．12 

[D016] 
二：是虛誑相。二十六‧5 
入不二法門： 

不分別因果、緣智、內外、此彼，一相、無相。四十三‧4（此是現證實覺時相也） 
等觀一切法。四‧3 
不二入法門是實相門，二是虛誑相。二十六‧4 
不思議智，無量悲心力能入。四‧3 
不著內六情，不受外六塵，不作內外分別，二相不可得故，一相故，因緣性空故，法相淨故，如真際法法性相故，入不二故，不

著一。十五‧1；參十七‧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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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知諸法相不生滅淨垢，無作行，不分別是智非智，知法一等，清淨如空，無染無著，無量無邊。二十六‧12 
自性空故，菩薩住無障礙法中不動，以不二入法門故。四十四‧25 

波羅蜜：   
出體。四十三‧4 

第一義： 
無我、無我所相，諸法但空，因緣和合相續生。四十三‧5 
非無常非不失。十八‧9 

一諦：一切法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來不去等。三十六‧2 
二諦： 

因緣和合，無則世俗語言都滅。世諦無故，第一義亦無。二諦無故，諸法錯亂。四十二‧4 
第一義無我，世諦說般若屬菩薩。四十三‧5 

色空四句： 
三十五‧15、16 
五句。四十二‧9 

色即四句： 
四十四‧2 

定實有法： 
十七‧12 
不見定實有一法，如藥。四十四‧10（大正 25，378a） 

[D017] 
法性生身： 

破虛誑取相之法乃得。化生。四十三‧6 
供養諸佛無厭故，本願淨土熟情未滿故，二緣不取涅槃，不離諸佛。四十三‧6 

初學久學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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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相為初學，無相為修行。四十三‧8 
初學觀相續斷無常，久學觀念念生滅無常。四十三‧9（大正 25，372b） 
種種道，一道（實相）。二十七‧8 
初入是慧是癡，深入癡慧無異。三十五‧24 
為鈍根入佛法之初門說有為相生住滅，無為相者不生不滅。三十一‧14 

大乘性空： 
十二入性無故，無我自然得法空。三十一‧25 
生空法空，終歸性空。三十一‧25 

破二不著一，破一不著二： 
不一。十五‧1 
不異。十五‧5 

穀墮雹消： 
四十三‧8 

[D018] 
頗梨珠喻： 

隨前色變，自無定色。法無定相，隨心為異。四十三‧5（大正 25，372b） 
境隨心轉： 

或瞋或貪或慢或敬，皆是妄取。四十三‧9 
無復空相： 

無所破故。四十三‧9 
常： 

二種：久時住，常不壞。四十三‧9 
小三種常。十五‧7 
破：常即無罪福，縛解，無殺傷，施命，無修行，世間則是涅槃。十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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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則無生滅罪福，世間應如涅槃。三十七‧7 
不得一念住，住應常。十九‧9 
外計法滅則隱，待緣還出。三十六‧13 

無常： 
二種：念念滅，相續壞。四十三‧9 
常倒眾生不知諸法相似相續，令觀無常。一‧9 
破：是斷滅，無罪福，無增損功業，失因緣果報。十五‧7 
無常破常，勿以無常為是。三十七‧8 
處處說無常，處處亦說不滅，法若生滅無常，云何言功德熏心。破常故說無常非第一義（邪見）。十八‧9 
念念不住故，一切屬因緣故。先無今有，有已還無故。無常相隨逐故，無有增積故，互相侵剋故。十九‧9（大正 25，200b） 
三界皆有為生滅，先無今有，今有後無，念念生滅，相續相似生故，可得見知，如流水燈燄長風。二十二‧4 
觀有為法念念生滅，如風塵、水流、火燄，無牢，不可取著，如幻——得入空門＝空中無常亦無。二十三‧2 
破常說無常，非有實無常。二十三‧3 
不著無常，知是苦，苦即無我，無我即是空。依無常觀入法空，是實，入真諦中。 

內外常無常之別： 
外取相而內但為治用。二十六‧22 

[D019] 
釋疑： 

1、小果宣說大教疑。四十一‧3（大正 25，357c～358a） 
2、佛與善吉異說疑。四十一‧4（大正 25，358a） 
3、般若屬菩薩，三乘云何等學疑。四十一‧19（大正 25，363c） 
4、無緣云何不滅疑。四十二‧9；三十五‧17（大正 25，319a～b）；（大正 25，366c） 
5、五眾何為強破疑。四十二‧12 
6、法身何貪不滅疑。四十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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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取捨行道云何無相疑。四十三‧8 
8、五眾云何寂滅疑。四十二‧12 
9、本無自相，云何墮相疑。四十三‧9 
10、諸法皆空，云何說無我疑。十一‧18 
11、羅漢已辦，何用聽法難。三‧17、18 
12、聽說般若，聲聞何少疑。三‧22 
13、後身菩薩，何為定生兜率疑。四‧13 
14、隨業得果，豈復待願疑。十‧12 
15、佛德難思，不應受於九罪疑。九‧23 
16、如來常定，不應說法疑。十‧1；二十‧4、5 
17、斷結何用行般若疑。十一‧10 
18、無我，云何不於他身計我疑。十二‧10 
19、無我云何行度疑。十二‧9 
20、法相不可破壞，云何破壞我法疑。十二‧14、15 
21、五戒能出離，何用出家戒疑。十三‧21、22 
22、諸法本空，應是惡邪疑。十三‧10（大正 25，171c） 
23、精進有為，云何與無為相應疑。十六‧3（大正 25，174c） 
24、求法不應無厭疑。十六‧14（大正 25，179a） 
25、菩薩不應獨善閑居坐禪疑。十七‧1（大正 25，180b） 
26、菩薩智慧應非波羅蜜疑。十八‧1（大正 25，190a） 
27、菩薩慧眼未淨，不應得法實相疑。十八‧1（大正 25，190a） 
28、世間無常應非邪見疑。十八‧9（大正 25，193a） 
29、無漏妙樂應生貪著疑。十九‧10 
30、法空應無罪福疑。二十‧6 
31、眾生苦樂異，慈悲無量不成疑。二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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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菩薩觀不淨，云何不取二乘疑。二十一‧13、14 
33、度生欲不息，云何卻入涅槃疑。二十六‧9 
34、佛食餘人能食疑。二十六‧22（大正 25，253b） 
35、云何住一道分別說諸道。二十七‧8、9 
36、實相無眾生，云何度生疑。二十七‧24 
37、菩薩度眾生，何用值佛疑。二十九‧22 
38、佛世有飢荒，菩薩云何滿願疑。三十‧6、7、8 
39、佛聲常徧，今何不聞疑。三十‧27 
40、出觀見有，諸法應非常空疑。三十五‧15 
41、不見人法功德，云何行施疑。三十七‧24 

[D020] 
四有： 

後有。一‧3 
中陰入胎。四‧14 
四禪中陰相現。十七‧24 
死時捨此生陰入中陰中，是時，今世身滅，受中陰身，此無前後，滅時即生。譬如蠟印印泥，泥中受印，印即時壞，成壞一時，

亦無前後。是時受中陰、中有，捨此中陰，受生陰有。十二‧13 
中陰身無出無入，譬如然燈生滅相續，不常不斷。十二‧13 

六通： 
佛常用神通自念宿命。一‧7 
通明之別。二‧14 

二句三句四句五句： 
二十七‧13 

觀無常是真涅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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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3 
數量： 

小。四．5、6；大。五‧2、3 
人法： 

坐臥行住，言談語默。一‧6 
嬉戲術藝，服御五欲。一‧7 

四威儀： 
行住坐臥。一‧6 

生死肉身： 
結使業所牽，不得自在。一‧6 

結生相續： 
常人與菩薩續有之相。四‧13、14；十九‧15 
一切受生皆由愛，相續故有。二十七‧1 
前後相續之喻。三十一‧35 

六大為人： 
十二‧9；二十‧2 

胎中分位： 
四‧14。 
入胎得身命二根，未具諸根。二十三‧21 

[D021] 
實有： 

四種：四悉檀中，各有實有。一‧8 
二種：四悉各各實，第一義究竟實。一‧11 

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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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待有，但名無實。假名有，有不同因緣法，無不如兔角等。法有，如極微等。十二‧8 
因緣有： 

若我若法，皆因緣有。一‧8 
常斷： 

不信後世罪福作惡墮斷，計有我墮常。一‧8 
五停心： 

不淨觀身過失。慈心觀於眾生求好事觀功德。一‧9（大正 25，60a） 
不淨治貪欲。慈心治瞋恚。因緣治邪見。一‧9；二十四‧15 

性欲： 
從性生欲，習欲成性；性名染心為事，欲名隨緣起。二十四‧15 

三明： 
名字，通明之別。二‧14 
三乘聖果三明不同。二‧14、15 

淨不淨： 
破淨觀不淨，空中無不淨。二十一‧14 
色中有淨不淨。二十一‧14 

三獸脫圍： 
三十一‧36 

[D022] 
相、力、因緣、果報、性、得、失。二十七‧14 
體、法、力、因、緣、果、性，限礙，開通方便（九法）。三十二‧9 
法業、所作力、因緣、果報。三十三‧2 
不相應行： 

立三相，破三相。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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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法名字有。一‧21 
方時離合一異長短等名字，出凡人。一‧22 
數時等法實無。陰入界所不攝。一‧19 
眾生觀生住起有見，觀老壞起無見。十五‧8 
見陰界入生滅，假名為時無別時。一‧22 
三相同時。十九‧9 
二種老死。十九‧9 
三相一心有初中後別。二十七‧15 

阿羅漢： 
大力阿羅漢。一‧13 
得三明、六神通、共解脫，作大力羅漢。二‧8 
一切法中，心無所著。二‧8 
羅漢得六神通，得共解脫，無疑解脫，悉得三明，禪定自在，能逆順行諸三昧，皆悉無礙。二‧4（大正 25，67c13～15）〔無疑解

脫＝無礙解脫（大正藏）〕 
斷結使，猶有餘氣。二‧13 
滅後不墮眾生數。四‧2 
有習不生，無悲願故，已作證故。二十七‧1 
破賊，應供，不生。三‧12 
出定慧海，起慈悲雲，現變化光，說實法相雨。三‧15 
二乘無漏心，不取相。出無漏道時，六情隨俗分別，取諸法相（不見法空）。三十二‧12、13 

可釋唯心： 
一‧17、18 

受戒： 
諸天、北洲，無受戒。十‧7 

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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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節。二‧5 
四神足： 

好修可住壽一劫若減一劫。二‧6 
盡理之說： 

四無量非但緣欲界，通無色界。二十‧21 
念佛法僧所緣與旃延異。二十二‧8 
三昧可有覺觀。二十三‧19 
別有十八不共法。二十六‧30、31 
持過去法之理，非常無常故。二十八‧20（大正 25，269b） 
大慈大悲是無漏不繫。佛無漏智能遍緣。二十七‧4、5 
得無生忍斷煩惱，成佛斷習。二十七‧18、19、20 
欲界有定，以有二十二道品故。二十八‧16 
三十二相，過三衹種，非三藏說。二十九‧13 
有假名方。三十一‧11（大正 25，288a） 
應有六道，善惡各有上中下故，此說果報，非涅槃故。三十‧13 

[D023] 
世相常住即緣起經。三十二‧9 
初轉法輪： 

憍陳如見道，八萬諸天得道跡。 
毘曇： 

發智、婆沙。二‧10 
六分之作者。二‧10 
舍利弗毘曇；蜫勒。二‧10 
三種阿毘曇。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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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智： 
列名。二‧11 

 九智知法。十五‧4；三十一‧30 
三智： 

道種慧 
種種道盡知。種種道皆入一道。二十七‧7、8、9（大正 25，257c～258b） 

道種智 
即六度等。二十七‧11 
發心至成佛一切善法名道智。二十七‧11 
小乘不名道智之義。二十七‧11（大正 25，259b） 
道智名金剛三昧。二十七‧15 
是菩薩事。二十七‧11 

一切智與一切種智差別。二十七‧10 
約大小分別。二十七‧10、11 
一切法無礙智慧盡遍知。二十七‧13 
一切相智（＝一切種智）。二十七‧14 
成道時以道智具足一切智一切種智，實非次第。二十七‧15 
作次第說，令生信故。二十七‧15 
一心中得一切智一切種智。二十七‧15 
實一切智一時得。二十七‧15 
一心中得亦有初中後次第。二十七‧15 
一切智即一切種智。佛初發心即是一切智一切種智。二十七‧15 

三智—三乘別。二十七‧10 
法門分別： 

五戒。七使。十智。二‧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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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羅尼。二‧5 
布施。十一‧14；三十三‧7 
忍。十四‧7 
精進。十六‧1 
四念處。十九‧11、12、13 
根力。十九‧16 
七覺。十九‧16 
八正道分。十九‧17 
不殺戒。十三‧6、7 
三解脫門。二十‧4、5 
四禪。二十‧8、9 
四無量心。二十‧11 
四無色。二十‧23…27 
背捨、勝處、一切處。二十一‧7 
九想。二十一‧13 
無常想。二十三‧4 
世間不可樂想。二十三‧13 
十智。二十三‧15、16、17 
三無漏根。二十三‧21 
四無礙智。二十五‧18 
十八不共法。二十六‧32 
大慈悲。二十七‧4、5 
殺戒。三十三‧9 
慈。三十三‧10 

受是方便，一切佛語皆得通：三十八‧20（大正 25，34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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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藏與本生相乖處：二十七‧19、20；三十八‧17…21 

[D024] 
世救。二十四‧4 
世尊。二十四‧5 
具足解脫。二十四‧5 
大慈悲人。二十四‧4 
如風如地如水如火。二十四‧4 
一切知見無礙人。二十四‧4 
大功德海。二十四‧4 
一切見人。二十四‧4 
人師子。二十四‧4 
一切智人。二十四‧4 
堅誓。二十四‧4 
婆伽婆： 

有德，巧分別，有名聲，能破。二‧11、12、13 
得九故名。二十一‧17 
一切所願具足。二十四‧4 

多陀阿伽陀： 
如法相解。如法相說。如諸佛來。二‧3 
如說，如來，如去。二十一‧16 
如實道來。二十四‧4 
如來，如解，如去，如實說。十‧16 

阿羅訶： 
殺賊，不生，應供。二‧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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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供。二十一‧16 
應受世間供養。二十四‧4 
破賊，應供。十‧16 

三藐三佛陀： 
正遍知：四諦相，實不壞相，眾生名字（世界名號）結使（心行）行業（果報）善根出要相。二‧14 
實知四諦實相。十‧16 
諸佛等故，名為等覺。十‧2 
正（諸法不動不壞）遍（一切悉知）知。二十一‧16 
成不顛倒智慧。二十四‧4 
能遍知。二十五‧7 

鞞侈遮羅那： 
明（三）行（身口業）足。二‧14、15（大正 25，71c） 
智慧、持戒具足。二十一‧16 
戒、定、智慧成就。二十四‧4 
三明清淨行具。十‧16 

修伽陀： 
好說。好去。二‧15 
善去。二十一‧17 
不復還。二十四‧4 
妙道去。安隱說。十‧6 

路迦憊： 
知世間：四諦相、無常苦無我相。離二邊相不著，清淨常不壞相如虛空。二‧15 
知世間四諦。十‧16；二十一‧17 
知世間總相別相。二十四‧4 

阿耨多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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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上：佛如涅槃故無上，功德化生莫及。二‧16（大正 25，72b） 
三學無上。十‧16 
無上答。二‧16 

富樓沙曇藐婆羅提： 
可化丈夫調御師。二‧16 
無上調御師。二十一‧17 
善說出世安隱道。二十四‧4 
大悲度生，輭善教調御。十‧16 

舍多提婆魔鯧舍喃： 
天人教師。二‧16、17 
以三道滅三毒，令行三乘道。二十一‧17 
三種教法度眾生。二十四‧4 
智慧無煩惱，得最上解脫。十‧16（大正 25，133a） 

佛陀： 
知者。二‧17 
三世盡不盡、動不動法，悉知。十‧16；二十一‧17 
自覺（煩惱睡）覺它。二十四‧4 
小：得盡、無生智故，具十力等德故，總別相知諸法故。四‧15 
眾法寶成。四‧15 

菩提薩埵： 
大心眾生欲得諸佛道心自利利他，度一切生。知法實性，行無上道，賢聖所讚故。為脫眾生生死索佛道。四‧3、4 
小乘六解。四‧5 
為無上智慧出大心。四十四‧19 
願令眾生行無上道。四十四‧19 

摩訶薩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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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能為大事，不退大勇心故。於多眾生最上首故。多眾生中，起大慈悲。成立大乘，能行大道。得最大處故。大人相成就故。

說法能破自他大煩惱故。大心欲度一切眾生故。生大願，欲得大事，欲至大處故。五‧1～4 
菩薩十力四無所畏。二十五‧16、17 
必定眾中為上首故。四十五‧1 

波羅蜜： 
到彼岸，事成辦。十二‧1 
到彼岸。十六‧2 

呵五欲：十七‧3～10；十七‧13；三十五‧12 
呵女欲：十四‧10、11、12、13；十七‧3、4；十九‧8；三十五‧10 
男女：男尊女卑。女從男故。男為事業主。二‧16 

[D025] 
轉輪聖王： 

九事劣佛。二‧11 
珠寶照四邊常一由旬。七‧15 
菩薩不必皆作輪王。或有願作，或無願得報。三十九‧8 

習氣： 
三毒餘氣，如香去而餘氣尚在。二‧12 
如人被鎖初脫行猶不便。二‧12 

種子熏習： 
心種子。二‧14 
熏心不失。十八‧9 

小乘行位： 
見諦道十五心中，時少疾故，二乘不知（斷結）。二‧15 
四加行名。十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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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乘道一用有異。十八‧3 
學人，數法人。三‧18 
二種辟支佛，行因得果等。十八‧4 
九種阿羅漢。十八‧4 
辟支能達總相別相。十八‧4 
二十七賢聖。二十二‧10 
三根配三道。二十三‧20 
入正位，或用信根，或用慧根。二十四‧14 
斷證之相。二十四‧20 
極多六十劫。二十六‧2 

[D026] 
功德無盡： 

生滅相續，果報不失故。植良福田，法滅不盡故。入法實相，如涅槃故（實有盡）。三十‧21、22 
行： 

身業、口業。二‧15 
一切有為法；三行；緣起中行；行眾中行。三十六‧11 

十二因緣： 
有佛無佛，是法常定住。二‧22 

無相與有相： 
二諦。福慧二道。生法二身。福慧因緣。知假名，著名字。二十九‧16 
無漏法     十六行，三三昧相應。空無相無作印故，皆入如法性實際，無相。二十九‧17 

令眾生解故分別說；為見色發心者現三十二相。現三十二相，不破無相。二十九‧17 
無相，為破常淨樂相、男女、生死等相。二十九‧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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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法： 
信戒定捨慧進解脫。三‧15 
六根清淨，善欲，內心清淨，信，忍，柔輭，喜樂，一心，實智慧。十一‧15 
世間善。出世間善。世間善果。出世間善果（因菩薩有）。三十六‧3、4 

如涅槃相： 
知布施不生滅，無漏無為，如涅槃相。十二‧2 
知所施物畢竟空，如涅槃相。十二‧3 
言語道過，心行處滅，常不生滅，如涅槃相。十五‧7（大正 25，170b） 
知諸法實相，如涅槃不盡；福德入實相亦不盡。三十‧21 
畢竟空，無決定相可取著；第一實法滅諸戲論涅槃相。十八‧17 
和合生無自性，無性故空，空故不可取，不可取相是涅槃。十九‧2 
於法相下。二十三‧22（大正 25，235a） 
我法本不生滅，常清淨如涅槃。二十六‧4 
喻如涅槃，非即涅槃。三十‧22 
痴慧、世出世，不一不異，諸觀滅，諸心行轉還無所去，滅言語，世間法相如涅槃。三十九‧19（大正 25，348a） 
錯：無罪福果報，世間如涅槃不壞相（常過）。三十七‧7 

[D027] 
七佛： 

釋尊釋族國土。三‧3 
出家年歲。三‧13 
家庭弟兄。三‧27 
三祇滿值佛。四‧6 
佛壽七百阿僧祇。二十六‧9 
初轉法輪度人。三十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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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二百五十為僧。三十四‧12（大正 25，311b） 
無菩薩僧，菩薩入聲聞眾中坐。三十四‧12 
壽命。三十四‧13 
常光。三十四‧13（大正 25‧312b） 
法住千歲。三十四‧17 
彌勒： 

出世時節；身量大小；三會度生；扣開鷲山。三‧8、9 
三會僧。三十四‧12 
常光。三十四‧13 

鞞婆尸： 
出時。九‧10 
壽命。三十四‧13 

尸棄： 
出時。九‧10 

鞞恕婆附： 
出時。九‧10 

迦羅鳩飡陀： 
壽命。三十四‧13（大正 25，125a） 

迦那伽牟尼： 
壽命。三十四‧13 

迦葉： 
壽命。三十四‧13 
法住七日。三十四‧17（大正 25，3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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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28] 
共： 

一處，一時，一心，一戒，一見，一道，一解脫，名共。三‧10 
摩訶： 

大，多，勝。三‧10 
大。五‧1 

比丘： 
乞士，破煩惱，能怖，自言類名。三‧11（大正 25，80a） 

阿羅漢： 
破賊，應供，不生。三‧12 

住： 
二住，三住，四住。三‧1 

八正道： 
有八正道，有道有果。三‧13 

三十七品等之大小： 
是小行，菩薩化它過它而亦學，以不可得故不證。二十四‧1（大正 25，235b） 
是大行，以有不捨眾生具足一切佛法，以不可得空智故。二十四‧1 

三意止： 
相別。四‧18 

非我非無我： 
無外道實我，有假名我。八‧12 

無礙解脫： 
佛有。菩薩有相似。能知他心心數法。二十八‧6；三十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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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29] 
顯密： 

顯法：三乘聖果斷盡煩惱，是福田。秘密：無生忍菩薩，煩惱斷，具六通，利眾生。四‧15 
陀羅尼： 

歸命救護陀羅尼。四‧8 
一切智： 

從慈悲生。四‧10 
佛所行處： 

佛心不住有為無為中，不依止三世，知所緣虛誑，故無緣。二十‧14 
唯佛盡行不誑法。二十七‧5（大正 25，257b） 
觀諸法，出生滅四句，過諸語言，心行處滅，不可壞破，不可愛著，諸聖行處，淨如涅槃。三十‧24（大正 25，283b） 

[D030] 
菩薩種種法入佛道，如〈往生品〉。三十九‧8 
有但分別諸經讀誦憶念思惟分別諸法以求佛道。三十九‧9 
有先世來，愛樂智慧學一切經，觀察思惟，自以智力推求一切法中實相，得法實相。三十九‧14 
有偏悲門，有偏智勤（有而用一）。四十‧6 
菩薩： 

顯則煩惱未盡；密則盡斷煩惱，得忍利生。四‧1 
能現佛身，有三種菩薩。二十九‧14 
常行三事：懺悔、隨喜、勸請。七‧5 
發心有佛慧，即勝二乘。三十三‧23 
菩薩供養法，身入禪定，其身直進，從其身邊出無量身，化諸供物滿諸佛世界。十‧9（大正 25，130b～c） 
七住菩薩未得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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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力士密迹菩薩中勝。十‧23 
二種：慈悲直入，敗壞亦有悲心利國利民。三十六‧4 
以悲為本，從悲而出。十四‧15 
斷結墮羅漢道。十五‧3 
未得法身，心則隨身，已得法身，心不隨身。身不累心。十六‧12（大正 25，178b） 
無礙說法之相。二十五‧19、20、21 
初發心：在結使中，為佛所貴，勝羅漢果。在無明殼說法音聲勝二乘外道。二十八‧11 
十住菩薩，具足佛法，住世度生，不取涅槃，化佛說法，然有限量，所作佛身，不遍十方。二十九‧14 
七住地菩薩，得無生忍，法性生身，五通變化如佛教化眾生。二十九‧14 
在畜生畜生中尊。在人中，好世作輪王，惡世作大王。出家值佛為大度師，無佛為外道大師。三十三‧2、3 
佛道是二乘根本，佛道因菩薩有。三十六‧3（大正 25，303b） 

虛空： 
非可見法，性常清淨，無初中後。六‧3 
有名無實。六‧4 
無所染著。六‧10 
無法故不可量。十一‧8 
眼見縹色，謂是虛空。六‧3（大正 25，102b） 
無染。無戲論。無文字。十八‧2 

一切眾生皆可成佛： 
佛法藏從因緣得，眾生痴冥，不知求索。七‧12 
我既成佛眾生亦得。七‧13 
眾生皆可得。 

聖實可依凡惑宜棄： 
十九‧6；十八‧19 
般若見實可信，出則不可信。三十五‧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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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力： 
生身力、神通力。九‧2 

[D031] 
超劫： 

釋尊超九劫。4、8 
假名不礙實相： 

七‧14 
慈悲： 

是佛道根本。以慈悲故，發菩提心，於生死中，心不厭沒，不取涅槃，捨清淨樂而入塵度生。二十七‧2 
空行能生慈悲。三十七‧21 

生： 
緣合無常，不自在，從緣則有老病死相。十五‧7 

諸佛父母： 
般舟三昧為父，能持亂心，令智慧成，不能觀實相。般若為母，能遍觀諸法無常，不達不成。三十四‧21（大正 25，314a） 

眾生見佛，觀感不同： 
或疑最勝身，見常身，信是佛真身。九‧4 
或見佛身徧大千而信，或見佛在前說法而信。九‧7（大正 25，123c） 

[D032] 
                    教化眾生，淨佛世界。 
淨佛道者，住阿毘跋致中     
                    除三麤業，滅諸法中從來所失事。三十六‧2 

（大正 25，3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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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身： 
法性身：滿十方虛空，無量無邊，色像端正，相好莊嚴，無量光明音聲，聽眾滿虛空，常出種種身，種種名，種種生處，種種方

便度生。常度無須臾息，能度十方眾生。九‧2 （大正 25，122a） 
二身佛座不同。三十四‧8 
生身佛。次第如人法。九‧2 
見者愛樂，忘世五欲。二十一‧18 
二種神力，眾生見佛身異。九‧7 
佛身色光明雖有勝劣，智慧神力俱等無異。十‧11 
法性生身之聽眾是法性身。九‧2 
念佛功德應參攷。二十一‧16…23 
真身：身滿虛空，光明說法聲遍滿十方，說法不息，隨聞得悟，三乘人不能受持，十住菩薩不可思議方便智力，悉能聽受，有見

法性身佛，三毒眾苦悉滅。三十‧6（大正 25，278a） 
化身現受人法，內心智慧神德，真佛正覺無異。三十‧7  （大正 25，278b） 
二佛身之威儀。三十四‧6、7 
佛所坐座，草、天衣、寶座。三十四‧5（大正 25，310b） 
寶座功德。三十四‧9 
佛壽長短之抉擇。三十四‧13、14、15 
佛身放無量光，光光有華，華華有佛，佛佛說法以度眾生。三十四‧20 

辟支佛： 
有相辟支不能說法，變化度人。十一‧24 
因緣覺、獨覺—獨覺又二。十八‧14 
有相（多三十二少一），能於深法總別相入。十八‧14 （大正 25，191b） 
小辟支或不如舍利弗等。十八‧14 
時：佛不在世，亦無佛法。根：利根。智：法相是同，智慧深入。福：有一相乃至三十一相。二十八‧10 
先佛法中得聖法，法滅成羅漢，名無相辟支。二十八‧10（大正 25，26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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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聞、辟支佛，同在聲聞地。二十九‧2 
疾者四世，久者百劫。二十八‧10 
騰空說一偈，導生植善根。三十三‧11 

卵有生命： 
十七‧21 

罪福： 
從惱他，益他生，非自供身自殺身故有罪福。十二‧11 
罪福之相。十八‧13 
殺眾生無記心便無罪，慈念眾生無所與得大福。十五‧2 

以樂捨樂： 
見妙光心愛，心漸離欲。七‧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