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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01] 
八種定 

得解觀試心已柔軟＃，然後入實觀。二十‧1（大正 25，206a） 
隨機所治別說。二十‧11 
第三背捨、後四勝處、八一切處之異 
一、初行、中行、久行異。二十一‧2（大正 25，215b） 
著不著，廣大異。二十一‧3（大正 25，215c） 
背捨、勝處、一切處、次第定，具依聲聞說。二十一‧8（大正 25，215a） 
八背捨、九次第定等，凡夫所不得。四十四‧24（大正 25，382a） 

四無量心 
觀眾生皆樂、皆苦、皆喜，無瞋愛。二十‧1（大正 25，206a） 
定義、所治。二十‧10 
為欲得大福德者說。二十‧11（大正 25，208c） 
出體。二十‧11 
法門分別。二十‧11 
三種慈。二十‧11 
釋無量法。二十‧11、12、13、14 
三慈誰所行。二十‧13、14 
喜樂何別，十說。二十‧15（大正 25，210a） 
慈取受樂人相，悲取受苦人相，喜取受喜人相，捨取不苦不樂人相。二十‧14 
行捨心何用：不苦不樂安隱故；離貪憂故。二十‧15（大正 25，210a） 
喜樂別說之理。二十‧15（大正 25，210a） 
四事次第。二十‧16（大正 25，210a～b） 
此但憶想，未有實事。二十‧16（大正 25，2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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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心捨眾生為易。二十‧16（大正 25，210b） 
慈等功德。二十‧19、20（大正 25‧211a～b） 
四中慈勝。二十‧20 
悲心功德。二十‧20 
慈以功德難有，悲以能成大事，勝。二十‧20（大正 25，211b）；〔大事＝（大正藏）大業〕 
四無量心果報極處。二十‧20、21 
但聖非凡。二十‧21 
大慈大悲。二十七‧2 
慈能生大福。三十三‧10 
慈體。三十三‧9 
慈法門分別。三十三‧10 
修行畢竟空故名無緣。四十‧7（大正 25，350b） 

八背捨 
初二觀不淨，第三還觀淨。二十‧1 
為有遮道不得通達者說。二十‧11（大正 25，208c） 
舉名、釋名。二十一‧1 
初二背捨、出體。二十一‧1 
對治愛見，初學久學。二十一‧1 
無內，有外色之理。二十一‧2 
無色即觀死相等。二十一‧1（大正 25，215a） 
第三淨背捨身作證為八一切處。二十一‧2 
次第修法（自白骨觀出）。二十一‧2、3 
說不淨入淨，非倒。二十一‧2 
釋名。二十一‧3 
初三背捨，有漏。二十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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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為得解，亦實亦得解。二十一‧3、4（大正 25，215c） 
四無色背捨。二十一‧4 
滅受想背捨。二十一‧4 
無想定非背捨。二十一‧4 
（九想似為初二初門：白骨觀為第三初門。二十一‧2（大正 25，215b），無色定約四至七初門。二十一‧4） 
經文。四十四‧21（大正 25，381b） 

[F002] 
四無色：為厭色者說。二十‧11 

但有漏＃＃（未盡）即背捨攝。二十一‧4（大正 25，215c） 
無色根本不緣下地。二十一‧7（大正 25，216c） 

八勝處：為所緣中不得自在者說。二十‧11 
出相。二十一‧4 
初二勝處。二十一‧4、5 
三、四勝處。二十一‧5 
後四勝處。二十一‧6 
釋名：初二勝。二十一‧5 
三、四勝二義。二十一‧6 
後四勝處與五至八遍處同異。二十一‧6 
此八[勝處]，深入定心者可得。二十一‧5 
背捨、勝處、一切處之法門分別。二十一‧7 

九次第定： 為不能從禪入禪者說。 
釋名義。二十一‧7 
不立未到及中間之理。二十一‧7 
漏無漏分別。二十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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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四十四‧21、22（大正 25，381b） 

[F003] 
九想 十想 

習九想離欲乃得禪。二十一‧8（大正 25，217a） 
淨戒為九想前行。二十一‧5 
九想次第之相。二十一‧9、10 
九想斷婬欲為最勝。二十一‧11（大正 25，217c） 
骨想有二種二：骨人連、散；骨人淨不淨。二十一‧10 
（經：青想在爛想後；論：青想在爛想前，異） 
依九想能斷除三毒。二十一‧12 
十想滅三毒（同九想）。二十一‧11 
九想十想之異：1.遮惑、除惑；2.缚、殺；3.初學、成就；4.相攝；5.因、果；6.外、內。二十一‧11（大正 25，217c～218a）； 
十想略說。二十一‧11 
九想除七染著。二十一‧12 
法門分別。二十一‧13 
三禪中無九想。二十一‧13 
菩薩行不淨觀之相。二十一‧13、14 

無常想。二十二‧1、2、3 
教意。二十三‧2 
分別。二十三‧4 

苦想。二十三‧4、5、6 
無我想。二十三‧7、8 

前三想（無常想、苦想、無我想）與無漏相應。二十三‧11 
無常、苦、無我想之別。二十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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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厭想。二十三‧9、10 
食厭等四想，有漏相應。二十三‧11 
十想配三道。二十三‧11（大正 25，232a） 

一切世間不可樂想。二十三‧11～13 
不可樂想與無常、苦、無我之別。二十三‧13 
分別。二十三‧13 

死想、不淨想。二十三‧13 
斷想、離想、盡想，三無分別。二十三‧12、14（大正 25，232b～c） 

分別。二十三‧14 
十想是求道助涅槃法，通漏無漏。二十三‧21 
九想名。四十四‧20 

三法印 
出體。二十二‧4 
初五眾，次一切法，後二印之果。二十二‧4 
初破我所，次破我，後果。二十二‧4 
初厭世間，次離觀主，後無所住。二十二‧5（大正 25，222b） 
三印即一實印。二十二‧5 
三法印不可壞，諸法性不可壞，是三種法相（法印即法性、法相）。二十二‧7 

[F004] 
八念   十念附 

八念除怖。二十一‧14、15 
念佛： 念佛十號。二十一‧16、17 

念佛身相好功德。二十一‧17、18 
念佛五眾具足。二十一‧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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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乘解脫知見眾。二十九‧3 
念佛一切智乃至十八不共法功德。二十一‧23 
法門分別。二十一‧23 

念死： 念念生滅，常與死俱。二十一‧16 
念法： 巧出。二十二‧1 

得今世果。二十二‧1、2 
無熱惱三說。二十二‧2 
不待時三說。二十二‧3 
能到善處。二十二‧3 
通達無碍。二十二‧4、5 
念法及法義。二十二‧5、6、7 
念法（佛、僧）所指大小不同。二十二‧8 

念僧： 念五眾具足。二十二‧8、9 
應受供養恭敬禮事，世間無上福田。二十二‧9 
四雙八輩。二十二‧10 
念僧是良伴。二十二‧10（大正 25，224a） 
念僧德難量。二十二‧11～16 

念戒： 初念三戒，後念無漏。二十二‧16 
念戒如藥忌。二十二‧16（大正 25，225c） 
念戒功德。二十二‧17 

念捨： 念財捨。二十二‧19、20 
念法捨。二十二‧20～22 
念捨煩惱。二十二‧22 
念捨除增上慢。二十二‧22 

念天  念六欲天。二十二‧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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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三界天。二十二‧23 
念淨天、淨生天。二十二‧23（大正 25，227c） 

念安那般那：二十二‧24 
念死： 念二死。二十二‧24、25 

八念次第。二十二‧25、26 
大乘八念：為一切生，集一切德，無所得空。二十二‧27 
念佛：大小共念。念佛身亦念法身（功德）。二十三‧4、5 
十念：善念。四十四‧23（大正 25，381c） 

身念。四十四‧23（大正 25，381c） 

[F005] 
十方佛國 

壽命無量。二十九‧10 

[F006] 
十一智 

出體。二十三‧14 
十智法門分別。二十三‧15、16、17 
十智異說（通大）。二十三‧17、18 
如實智與十智。二十三‧18、19 
十智入如實智中，都為一智，謂無漏智。二十七‧5 
十智為菩提，如實智為薩婆若。三十七‧4（大正 25，330c） 

隨喜 
釋義。二十九‧1 
菩薩隨喜勝二乘施戒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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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迴向無上道，為度一切生故，為得無量佛法故，二功德故勝。二十九‧1 
此實相慧隨喜故，以隨喜功德迴向諸佛故，和合無量諸功德故。二十九‧2 

隨喜功德乃至法滅不盡。二十九‧2 

[F007] 
          凡夫聲聞行──自調自利，空念眾生 
                        在家作輪王，多所饒益 
          菩薩行 ──自教教它  
行四無量心之別                出家行禪，令生清淨界     
 
                  現在──令無量眾生入涅槃 
           佛行── 
                  滅後──舍利餘法度眾生 

二十‧16；17（大正 25，210b） 
 
         第一義中──實無眾生可度 
眾生能不度盡   
         世俗法中──說有可度，實無可度，故言不盡 

二十‧17（大正 25，210b～c） 
 
 
 
 
 
               不淨──初二背捨    （前）四勝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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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捨、勝處、遍處之別 
               淨觀──第三背捨    （後）四勝處    （前）八一切處 
 
                   初行或著    中行能不隨所緣    久行能廣大 

二十一‧2；3（大正 25，215b） 
 
十想(大正 25，229a)                 九相（大正 25，217a） 
(6)死想                           (1)脹                  (A)一說不淨想攝 
(1)無常想                         (2)壞 
(2)苦想                           (3)血塗                                      (B)一說三想攝 
(3)無我想 (7)不淨想                (4)膿爛                
(5)不可樂 (4)食不淨                (5)青                   
(8)斷想                           (6)噉 
(9)離欲想                         (7)散                    
(10)盡想                          (8)骨                  (C)一一想攝十想 
                                 (9)燒 

二十一‧11（大正 25，217c～218a） 
 
 
 
 
 
 

[F008] 

（7）不淨想（4）食不

淨想（5）世間不可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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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色        死想 
        容色        脹、壞、噉、散 
        表色                             
九想除七染著  言語        血塗、青瘀、膿爛     
        細滑        骨、燒 
        共五相       九想 
        人相        偏勝─噉、散、骨 

二十一‧12（大正 25，218a） 
九想開  身念處門   三念處門   三十七道品門   開涅槃門  入涅槃常樂   

二十一‧13（大正 25，218b） 
 
      集一切佛法 
菩薩  度一切眾生    不疾入涅槃 
      憫一切眾生 

二十一‧13（大正 25，218b） 
 

           憫眾生苦 
菩薩觀不淨不入滅      念佛法未具 
           知不淨性空    
           知亦有淨相 

二十一‧13、14（大正 25，218b～c） 
 
 
              1.佛語皆實、2.亦深亦淺、3.重語無失、4.四處莊嚴、5.四答故不可壞、6.遮聽不定     

7.無戲論而破有無論、8.順第一義說世間無咎、9.於淨人為美於不淨人為惡、10.於美語苦語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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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隨善法不著善法、12.訶讚而無所依、13.無增減而有略廣、14.初善久久研求亦善    
佛說甚奇      15.語多而義不薄、16.語雜而義不亂、17.引人心不令人著、18.高顯而人不難      

19.遍而小人不解、20.令人汗出毛豎、21.令天心厭、22.令捨久所著而樂所不著 
23.惡人聞憂怖，善人聞如甘露味、24.一音普被同聞異解、25.處有遠近，聲無增減     
26.應度者聞，不度者不聞 

二十二‧6、7（大正 25，222c～223a） 

[F009] 
初向                  信行 
初果                  法行 
二向                  家家 
二果                  一種 
三向                  身證 
三果                  五阿那含 
四向                  信解 
四果                  見得 

九種羅漢 
須陀洹 
斯陀含 
阿那含 
須陀洹向 
斯陀含向 
阿那含向 
阿羅漢向 

二十二‧10（大正 25，22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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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法二施之比較 財   有量、欲界報、施則物少、舊法、救飢渴等 
         法   無量、三界報或出、施則法增、新法、除結使 

二十二‧21（大正 25，227a） 
 
               為淫重說不淨觀、為瞋重說慈心、為癡重說因緣、二雜三雜可知   
觀眾生心性惑多少利鈍而說法  著眾生相說無我、著無我說五眾相續不令斷滅、求富說施、欲生天說持戒 
               人中貧乏說天上事、患居家說出家法、著財居家說五戒法、不樂世間為說三法印 

二十二‧22（大正 25，227b） 

[F010] 
             凡夫        無常故苦 
       有為有漏            苦微少 
             聖人身 
諸行無常                   但身苦 
       有為無漏            非苦 

二十三‧4、5、6（大正 25，229c～230a） 
 
        無常想：1、無常行相應；2、不令入三界；3、生厭；4、五受眾是；5、示五受眾盡滅相；6、斷愛；7、遮常； 
            8、所著常是 
一事三想分別   苦想：苦行相應、令知三界過、生畏、無常是、示如箭入心、斷我習慢、遮現樂、所著樂是 
        無我想：無我行相應、捨世間、令脫、苦是、示捨離、斷邪見、遮著處、所著我牢固是 

二十三‧9（大正 25，231b） 
 
        示見道      無常、苦、無我 
十想與三道   示修道      食不淨、一切世間不可樂、死、不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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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無學道     斷、離欲、盡想 
二十三‧11（大正 25，232b～c） 

 
      斷想：1、斷結；2、斷三毒；3、無漏道斷結使；4、有餘涅槃 
三想之別  離想：離結、斷（離）愛、加行道遠煩惱、涅槃方便 
      盡想：盡結、盡苦不生、入涅槃滅五受眾、無餘涅槃 

二十三‧13、14（大正 25，232c） 
 
     善覺──出要、無瞋、無惱 
九種覺  粗覺──欲、瞋、惱       
     細覺──親里、國土、不死     障三昧 

二十三‧（大正 25，234b） 

[F011] 
            六波羅密（菩薩所應用） 
       應具足               
勸學之別                   是聲聞法，為化它、過它而學 
            三十七品至三無漏根 
                       是菩薩法，不捨眾，與空智合故 
        應學 -----------十力以上 -----------------是佛法（是佛菩薩法） 

二十四‧2（大正 25，235b～c） 
 
 
        通       凡夫 
宿命通明力   明       二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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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       佛 
二十四（大正 25，240a～b） 

 
           初無畏     初後力 
           二 
十力與四無畏相攝 
           三        中八力 
           四無畏 

二十五‧7（大正 25，243b） 
 
            1、於一字一語一法中說一切字一切法一切語無不真實無不利益。 
            2、隨機為說十二部經 
            3、隨機為各各說諸善根 
菩薩樂說無礙智     4、隨機說八萬四千法治八萬四千煩惱 
            5、莊嚴說法不壞法相 
            6、或隱身不現，用毛孔說法 
            7、外書無不盡知 

二十五‧19、20、21（大正 25，246c～247b） 

 

 

[F012] 
           1、定乃能見實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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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於實相中定不退故 
           3、出定住欲界定故 
佛無不定       4、一切法中常不疑故 
           5、智滿故 
           6、於實相中無不定故 
           7、佛最不可思議故 

二十六‧4、5（大正 25，248a～c） 
 

                 出定常在欲界定故 
如來定中能說法   佛異聲聞定能說故 
                 無覺觀粗心，有不思議智故 

二十六‧5（大正 25，248b～c） 
 
                  與則能，不與則不能食 
佛食它人能食不   
                  未食則不能，殘餘則能 

二十六‧21（大正 25，253b） 
 
 
 
 
 
         1、應置答故 
         2、無所益故 
         3、三種法已總攝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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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不答十四難  
         4、外道常滅無是事故 
         5、顯現諸法如實有無故 
         6、如問石女兒為黑為白故 

二十六‧22（大正 25，253b～c） 
 
        我 ----------------------------------- 
                                             二邊 
我無我         取著無我相-------------- 
        無我 
            不取著無我，此無我是中道 

二十六‧23（大正 25，255c） 

 

 

 

 

 

[F013] 
             ┌ 難：過去已滅，未來未生，現在不住，云何能知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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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答：若無過未但現在，佛亦不得成就無量功德。（如一心中無十力） 
三世有無之討論 ─────┤ 
             │    ┌ 過去法有，應非無常。 
             │ 難： ┼ 三世皆有，如人從房入房，應是常。 
             │    └ 常非無常，應無罪福、縛解。 
             │    ┌ 遣難：三世各有相，不應作是難。 
             └ 答： │        ┌ 現在惡心中，應無律儀。 
                  ┼ 反責無過未： ┼ 聖人世俗心，應是凡夫。 
                  │        └ 業入過去，應無罪福。 
                  └ 申明正義：過未能生心、心數法，說之為有，不如現在。 

二十五‧26、27、28（大正 25，254c～255a）[導師原作卷二十五，但今大正藏為卷二十六] 
 
         ┌示：過未所生心，現在相續能知法。 
         │      
通達三世義 ───┤   ┌ 難：經說三世一相，云何通達三世難。 
         └通難：┤ 
             │   ┌ 分別諸法，非說空事。 
             └ 答：┼ 破邪見說三世空，非遮佛智慧。 
                 └ 福德智慧二道異故。 

二十五‧28、29（大正 25，255a～b）[導師原作卷二十五，但今大正藏為卷二十六] 
 
 
               ┌迦旃延尼子：重數十力等………責非不共。 
          ┌ 異說：┤ 
          │    └餘論師：  別說………………責非三藏說，亦非餘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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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不共法 ────┤ 
          └ 正義：大乘 

二十五‧29～32（大正 25，255b～256a）[導師原作卷二十五，但今大正藏為卷二十六] 
 
       ┌（凡夫）：執眾生相，取眾生相生。 
生慈悲  ──┤小乘：求眾生相不得，取眾生相生。 
       └佛：求眾生相不得，不取眾生相生。 

二十七‧5（大正 25，257a） 

 

 

 

 

 

 

 

[F014] 
          一道 — 不放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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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善道、惡道；2、世間、出世間道；3、定道、慧道；4、有漏、無漏道；5、見道、修道； 
          二道  6、學、無學道；7、信行、法行道；8、向道、果道；9、無礙道、解脫道；10、信解、見得道； 
              11、慧解脫、俱解脫道 
              1、地獄、畜生、餓鬼道；2、熱、寒、黑闇地獄道；3、地行、水行、空行畜生道；  
              4、餓、食不淨、神鬼道；5、人、天、涅槃道；6、作福、作惡、求涅槃人；  
          三道  7、受欲行惡、受欲行善、不受欲行善人；8、欲天、色天、無色天；9、聲聞、辟支、佛道； 
              10、學、無學、非學非無學道；11、波羅蜜、方便、淨世界道； 
              12、初發意、行諸善、成就眾生道；13、戒、定、慧道 
              1、凡夫、聲聞、辟支、佛道；2、聲聞、辟支、菩薩、佛道；3、苦、集、滅、道道； 
種種道       四道  4、四沙門果道；5、四念處道；6、四正斷道；7、四如意足道； 

       8、四聖種道；9、苦、樂、難、易道；10、為今世樂、生死智、漏盡、分別慧修道； 
              11、四禪道；12、天、梵、聖、佛道 
              1、地獄、畜生、餓鬼、人、天道；2、五無學眾道；3、五淨居天道；4、五欲天道； 
          五道  5、五如法語道；6、五非法語道；7、凡夫、聲聞、辟支、菩薩、佛道； 
              8、分別色、心、心數、心不相應行、分別無為法道；9、苦、集、滅、道、修所斷道 
              1、地獄、畜生、餓鬼、阿修羅、人、天道；2、捨六塵道；3、六和合道； 
          六道  4、六神通道；5、六種阿羅漢道；6、六地修道；7、六定道；8、六波羅蜜道 

 
二十七‧6、7、8 

 
 
 

[F015] 
            1、七覺意道；2、七地無漏道；3、七想定道；4、七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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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道 
            5、七善人道；6、七財富道；7、七法福道；8、七助定道  
        八道 —1、八正道；2、八解脫道；3、八背捨道 
        九道 —1、九次第道；2、九地無漏道；3、九見斷道；4、九阿羅漢道；5、九菩薩道（有說） 
        十道 —1、十無學道；2、十想道；3、十智道；4、十一切處道；5、十不善道；6、十善道 
        一百六十二道 

（大正 25，257c21～258b18） 
 
                 得無生忍者早已常得報通不失 
           假說     
成佛時得三明六通         方便示現人身，如說此＃ 
           實說————先雖得而未具足，今所得者約佛究竟者說 

二十八‧5（大正 25，265b2） 
 
      知二法—1、解、縛；2、流轉、來還；3、生、滅；4、味、患；5、逆、順；6、此岸、彼岸；7、世間、出世間  
聲聞智   知三法—1、集、散、出；2、味、患、離；3、空、無相、無作 
      知四法—1、身、受、心、法；2、法智、比智、他心智、世智；3、苦、集、滅、道智；4、不淨、無常、苦、無我， 
          5、無常、苦、空、無我；6、法智、比智、盡智、無生智  

（大正 25，266b13～26） 
 
 

[F016] 
 戒定慧 — 近門 

六波羅是佛道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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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忍進 — 遠門。 
二十八‧18（大正 25，269a） 

 
  便壞善根沒煩惱中 

未入法住菩薩遠離諸佛       利他 
少益眾生而反自墮 

 
不聞佛法，則錯入餘道 
設少聞者，未知行法多少   自行 

常欲見佛 聞見得心淨 
聞法心則樂  有大利益 
隨行得解脫  

二十九‧22（大正 25，275c） 
 

大乘 
 令行大乘法。              可通華嚴  辟支。三十‧18（大正 25，281b～c） 

不堪，與二乘法       聲聞 
菩薩利生            無色定 

不能，與十善四梵行  令修褔   色定  
不能，與飲食等       十善 

除此更不能，當以慈悲心利益。 
三十‧5（大正 25，277c） 
 

十地尚無邊利益，何況於佛 
釋尊何故不能滿人所願       真身佛能悉與世出世間之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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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尊能滿而不欲滿，但與涅槃樂，不與雜毒食 
釋尊已滿眾生願，眾生自不得。 

三十‧6、7（大正 25，278a～b） 

[F017] 
四緣、六因附 
釋名。三十二‧1 
出體。三十二‧1 
破四緣。三十二‧2 
        佛說四緣，少智執著，故說空。 
破不破四緣                   
        般若無所捨破。 

三十二‧2 
觀四緣如幻化，幻化有種種，智者知無實：凡夫法從顛倒虛妄生，聖法從有漏因生，故不實。 

眾生著因緣生法，故名可破；實但破可取，不破可見。 
諸法雖虛誑無定性，要從各各因緣有，不從餘緣生。 

三十二‧4 
彈毘曇四緣，久學成邪見，一無窮，二無因。三十二‧4（大正 25，297b） 
但除邪見，不破四緣。三十二‧5（大正 25，297b） 
述如幻四緣（五因在內）。三十二‧3 
分別諸法從幾緣生。三十二‧3（大正 25，296b～297b） 

[F018] 
十八空 

列名：三十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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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空，內六入無我，無我所，無六入。三十一‧1 
外空─外六入。三十一‧1 
內外空─十二入。三十一‧1 

不增減：得其中故，不應問故，有定數故。三十一‧1（大正 25，285a） 
般若空與十八空同異： 

異：般若名實相滅觀法，十八空是觀法 
一：俱是空，捨離，無所著 

前三後三並總破一切。三十一‧3～6（大正 25，285c） 
內空、外空、內外空： 

小乘義：修四念處十二種觀。三十一‧3～7 或言三昧力故空。三十一‧6 
大義：內外無定互因待故，緣空無性，緣亦無故。三十一‧7 
小說眾生空，大說法空，皆是實。三十一‧8～9 
破散諸法之觀。三十一‧9（大正 25，287c） 

空空： 
1 破上三空，2 空三昧觀五眾空，得有餘，欲入無餘生空空三昧。三十一‧10 
空與空空異，空破五眾，空空破空，空破一切而存空，應捨空故說空空，空緣一切，空空緣空三十一‧10（大正 25，288a） 

大空： 
小法空。三十一‧10（大正 25，288a） 
大十方空。三十一‧10 
釋大：無邊故，一切處有故，徧一切色故，常有故，益世間故，令眾生不迷故。三十一‧10 
破惡時大邪見故。三十一‧11～12（大正 25，288b） 
方非因緣作法，細微故。三十一‧11（大正 25，288b） 

第一義空： 
亦是大空。三十一‧11 
實相空、涅槃空。三十一‧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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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無常無我為第一義空。三十一‧34（大正 25，288c） 
有為空無為空： 

有為：1 我我所及常相空故，2 有為法相空故（二說）。三十一‧13 
有為常相空無得。三十一‧13（大正 25，288c） 
觀為無為法實相，因緣和合皆是虛妄，從憶想分別生，不在三處，凡夫見實，智者知但假名心無所著。三十一‧13、14 
觀有為空，心無所著得道果故。三十一‧14 
有為實相即無為，無為非相滅緣故。三十一‧14 
二法不相離故。三十一‧14 
無為空：1 不離有為故；2 為著無為說彼空故；若著無為即有為故。三十一‧15 

畢竟空： 
以上七空破法無遺。三十一‧15 
三世諸法，從本以來因緣無有定實。三十一‧16 
一切畢竟空，空亦復空。破一切法無遺餘，少有遺餘非畢竟。三十一‧17（大正 25，290a） 

無始空： 
我法無始，破是無始法，為無始空。三十一‧20 
破無始不墮有始。三十一‧21 
無始─應無窮，應無一切智人。三十一‧21 
說無始令厭無邊生死斷結得道，非實有無始。三十一‧21、22（大正 25，291a） 

散空： 
以五眾散我。三十一‧23 
以微塵，以四大和合散色眾。三十一‧24 
以三相，境，根境散四眾。三十一‧24 
以名假析諸法。三十一‧24、25 

[F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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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空： 
小：二種性空，十二入中無我我所，十二入相自空。三十一‧25 
自性空，緣生無自性故。四十一‧23 
大：我我所無故空，以十二入性無故。三十一‧25 
無我我所自然得法空。三十一‧25（生空法空終歸一性空） 
有為緣生無自性故。三十一‧26 
總性空。三十一‧26、27 
別性空。三十一‧2728 
性空與畢竟空同異，三說。三十一‧26 
諸法本來空。聖人智慧亦空。三十一‧28 
諸法性本來常自空。三十六‧17 

自相空： 
二種相空。三十一‧28 
性相同異。三十一‧28、29 
總相別相盡觀空，心則遠離。三十六‧17（大正 25，327b） 

自相空與相空之異： 
相空不能說法體。三十一‧30 

一切法空： 
種種法門中空。三十一‧31、32（大正 25，293c） 
廣答它疑。三十一‧34、35 
諸法空。三十六‧17 
著法生結使，則是無明因緣，故知是空。三十一‧35（大正 25，295b） 
為求諸法相，不厭老病死，著種種法相，故說法空。三十一‧36 詳 

不可得空： 
三說。三十一‧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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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無故不可得，非以智少。三十一‧37（大正 25，295c） 
性空故有相，相空故皆空，皆空故不可得。三十六‧17 
不可得空與畢竟空，自相之別。三十一‧37 
是諸法實相。三十九‧13 
不可得─不得雜煩惱─行不可得,得小乘道果及大乘道果。三十一‧37（大正 25，295c） 
得一切而一切趣不可得：1 無受著故，2 無為法故，3 聖諦故，4 第一義諦故，5 趣入無餘故。三十一‧38（大正 25，296a） 
凡夫以為大得，聖人雖有所得而不以為得。三十一‧38 

無法空有法空有法無法空： 
已滅空，緣生空。1 取無法有法相空，2 觀無法有法空，3 觀生滅滅無有。三十一‧38（大正 25，296a） 
一切法生住滅時空，一切法滅時空，生滅一時空。三十一‧38 
展轉為用。三十六‧17 
過未法空，觀法無為法空，是二俱空。三十一‧38 
無為空，有為空，是二俱空。三十一‧39 
得眾生空法空，破諸法無所有，無所有亦無所有，是名無法有法空。 
廣說十八，略說七空。三十二‧17 

[F020] 
菩薩根性 

有初發心來，不生惡心，世世報得五通，身體似佛。二十九‧13 
慈心多為眾生，多集功德（法身仍有差別）。三十八‧21、22 
三種發心，三種利根菩薩。三十八‧22…24 
或發意，或行度或大悲，或方便，得不退。二十七（大正 25，263c～264a） 
鈍根無量阿僧衹劫得。三十九‧3（大正 25，342c） 

[F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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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說滿世間願 
菩薩滿眾生一切願 

且說應可得者，菩薩心及福德無量，但眾生罪障有得不得。 
三十‧5、8（大正 25，277b～278c） 

 
生滅不住，則不可取。 

大乘空觀----因無常道轉入空門  生滅一異（時）不可得故。 
後無知初亦無。 

三十一‧9（大正 25，287c） 
 

一、我心顛倒，計我為常 
有為常相空之常相 二、色無常而心常 

三、五眾變化而不滅。 
三十一‧13（大正 25，288c～289a） 

 
畢竟空  問：一切畢竟空，依止何法捨涅槃？ 

答：涅槃繫著斷，云何求捨離 
三十一（大正 25，289c） 

 
 
 

問：若無一法實，不應有虛妄？ 
答： 畢竟空中空亦空，無有虛實相待相。 

一切無餘名畢竟，不應計別有相待。 
三十一（大正 25，289c～29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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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層遣有見，可知其計有無思想：（大正 25，292a） 

三十一‧16～20 
 

問：所生法可空，因緣不應空？ 
答：    因果無定相，待前因亦果。三十一（大正 25，289c～290c） 

最後因緣不可得故。 
 

問：必應有根本，如所化空化主不空？三十一（大正 25，290a） 
答：化主亦從所化生，不應化主空不空。 

 
問：不牢固可空，牢固不應空？三十一（大正 25，290a） 
答：堅不堅固無定故。 

 
問：聖人所得及如、法性、實際不應空。 
答： 是亦從緣生，今有後無不應著，云何不空？有為無漏從有漏緣生，故空。三十一（大正 25，290a～c） 

如法性實際（無為），即是有實相故空。 
 
有見者於此＃身透露生死根本難拔、難脫！三十一（大正 25，293a） 
1. 凡空、聖不空 
2. 俗空、真不空 
3. 有為空、無為不空 
4. 果空、因不空 
5. 脆空、堅不空 
6. 無實不應有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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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無實不應有所空 

[F022] 
問：無始若是空，經中何故宣說生死無始？ 
答： 一、正答 無始雖是邊，為令心厭說無始，非謂無始是實有，喻如無常。 

遣難 難：無始非實法，云何以度人？ 
答：實法無可說，言說皆虛誑，佛以方便力，無著心為說，聞者心無著，則得心厭離。 

有始無始之抉擇  二、宿命緣生死，能起無始見，眾生多計始，故以無始除。如無常雖不實，眾生多著常，故以無常破。 
問：有始亦邪見，何但破無始？ 
答： 有始大邪見，先來久已捨，或起無始見，故說無始空。 

無始破有始，空復破有始。〔空復破有始＝空復破無始（大正藏）〕 
問：始與無始互相破，何不以始破無始？ 
答：  是二雖邪見，是亦有差別，如常無常，如善與惡。 

有始︰起諸煩惱邪見因緣   取相生著是邪見。 
表 

無始：起慈悲正見因緣   不著即是助道善法故。 
三十一‧22（大正 25，291a～c） 

 
 
 
 

一、破我 別離五眾，人不可得，如車。 
散空       約微塵析之  和合微塵假名色故。 
  二、破法 散色眾      四大和合生，如風動而水起沫。 
        約粗色相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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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香味觸及四大，彼此相離，俱不可得。 
三相別別異（過去已滅不住故）。 

散四眾  心隨所緣有緣無心不生故。 
隨所依緣而得名，離之不可得故。 

總散  法集假立名，隨名生染著故。 
三十一‧23、24（大正 25，291c～292a） 

[F023] 
諸法各各捨自相而轉異故 

一切法不可得，相不定故  三世相雜，相不住故 
有為亦有無有為相故。 

三十一；三十三（大正 25，294b～c） 
 
 

問：依實捨虛妄，聖知真實不應空。 
答  破凡妄說聖實，無凡亦無聖性故。 

聖人不取相，勿以凡夫著法難。 
若不空不應說離戲論，不受不著為法。 

答它法不空難  問：聲聞何故少說空 
答： 厭離則不生結使，不生結使何用說空 

為戲論諸法者多說空義 
問：何以說有業有業果 
答：為著斷滅見者故說。 

三十一；三十三；三十五（大正 25，294c～29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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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以來不見三事 
壞諸煩惱 

慧方便  於眾生中起悲心 
以一切福德迴向佛道 
於一切功德隨喜迴向佛道。 

三十二；二十一（大正 25，302a～b） 
 

定力 見過去未來三昧 
見過未佛世界   不滅除三昧 
    慧力 比知 

般若觀達 
三十三；四（大正 25，306c） 
三十四；二（大正 25，308c） 
 

[F024] 
獨與菩薩說 

二乘所不聞經 至十方一乘世界世說 
與諸天說（小）。 

三十三‧20（大正 25，308b） 
 

真實──無量顯現    救無量眾生故 
佛壽      應無量  持不殺生戒故 

隱藏──為眾生故    有實相智慧故 
般若和合戒等功德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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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13（大正 25，311c～312a） 
 

出惡世似短 
生惡世故 

遣佛壽可短之疑     生淨土即長      如日影水，隨水大小 
 

神通力能速度故──一日亦可何假百歲。 
三十四‧15（大正 25，312a～b） 

 
約法性生身佛說 
約聞名得道之眾生說 

聞佛名得度  約聞名漸次得道說 
約福熟結薄應得度者說 
約佛威力說。 

三十四‧19、20（大正 25，313a～314a） 

[F025] 
三福處 

福體二說。三十三‧6（大正 25‧304b） 
布施：出體：一、捨；二、捨相應思。三十三‧7 
戒：五戒是 
定：經說慈。三十三‧9（大正 25‧305a） 

亦說有漏禪定能生果報者。三十三‧9（大正 25‧305a） 
名親愛，名無量，名梵行。三十三‧10（大正 25，305b） 
慈於四無量中福大。三十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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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心有五利。三十三‧10（大正 25，305b） 

[F026] 
如、法性、實際 
三教立心，顯然於此，天衣無縫也。 
如： 

二種如。三十二‧5 
法性： 

空有差別名為如，同為一空為法性。三十二‧5（大正 25，297c） 
二種法性：（1）無著心分別諸法各自有性；（2）無量法。三十二‧5（大正 25，297c） 
法性名本分種。三十二‧8（大正 25，298b） 

實際： 
法性為實證故為際。三十二‧5（大正 25，297c） 

 
三者同異： 
         實相異名：如法本相觀，不見常樂我淨實，是名無常苦無我不淨空；捨倒不著正。（大正 25，297c） 
    第一說  得如已，入法性中，滅諸觀不生異信，性自爾故。（大正 25，298a） 
         善入法性為實際。（大正 25，298a） 

三十二‧6（似用小義） 
              觀諸法生滅相為如 
         小乘    
              滅一切諸觀，得諸法實相 
 
         三世平等無異（無始無後無住）名為如。（大正 25，298b） 
    第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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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是如已，＃下入無量法性（涅槃分）。又智慧分別入如中，從如入自性，如本未生滅諸戲論，一切令歸一法性，

是名法性。（大正 25，298b） 
         法性名實，入處名為際。（大正 25，298c） 
         （大義）三十二‧8、9 

 
         一一法中九相，知此法有體為下如，終歸無常為中如，非有無非〔生〕滅，滅諸觀法清淨為上如。（大正 25，298c） 
    第三說 
         或言法名如，性為法性，得果為實際。（大正 25，298c） 

三十二‧9 
 
         實相常不動。無明等與煩惱覆，轉異邪曲。破無明令還得實性，如本不異為如。（大正 25，298c） 
    第四說  得其真性，是名法性清淨。（大正 25，298c） 
         入法性中，知法性無量無邊，心則滿足為實際。（大正 25，298c～299a） 

三十二‧9、10 
         知實相中無常樂我淨，捨是觀法，實相如涅槃不生滅如本不生名為如。（大正 25，299a） 
    第五說  如實常住，諸法性自爾一得涅槃種種方便法，亦名法性。（大正 25，299a） 
         得證時，如法性則是實際。（大正 25，299a） 
         法性無量無邊，非心所量，妙極於此名真際。（大正 25，299a） 

三十二‧10 
如： 
    世間如，三世各異。出世間如，三世為一。（大正 25，303a） 
法相：即法性（大正 25，302c），且說世間法相。（大正 25，303a） 
無生際： 
    即實際，推尋諸法入無生法中，更無過是。三十二‧1、2（大正 25，303a） 

無生通三世：三世一相即無生相；一切法即涅槃故。三十三‧2（大正 25，30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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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27] 

無方便 
離一切智心，觀有法所得〔觀法有所得？〕。四十四‧10（大正 25，379a） 

[F028] 
如、法性、實際 

法性： 
    諸法實相是。三十七‧17（大正 25，334a） 
    除心中無明結使，以清淨實觀得諸法本性，名為法性，性名真實。三十七‧17（大正 25，334a） 
    無相，無久近遲速，非得相。三十七‧17（大正 25，334a） 
    無一法出法性外： 
      無明等與煩惱入一切法中，故失諸法自性，自性失故，皆邪曲不正。 
      聖人除却無明等，諸法實性還得明顯，如除陰雲虛空清淨性現。 
      若有法無明不入者，是則出於法性。 

三十七‧17（大正 25，334a） 
    得是法性，滅無明等諸煩惱，破（入）諸法實相者，然後心清淨。智慧明了，知諸法實。三十七‧18（大正 25，334b） 
行八聖道分，得諸法實相，所謂涅槃，名得法性。三十七‧18（大正 25，334b） 
性名諸法實相。三十七‧18（大正 25，334b） 
法性與空： 
    行空得法性，緣法性得空＝是二畢竟空。三十七‧18（大正 25，334b） 
法性中眾生變為法性。三十七‧23（大正 25，335c） 
如、法性、法相、法位、實際。四十二‧13（大正 25，365b） 
如、法性、法相、法住、法位、實際。四十三‧1（大正 25，36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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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29] 
十二部經 

修多羅。三十三‧15 
衹夜。三十三‧15、16 
受記經。三十三‧15、16 
伽陀。三十三‧16 
優陀那。三十三‧16、17（佛無問自說，後世弟子集眾妙事）（大正 25，307b） 
尼陀那。三十三‧17 
阿波陀那。三十三‧17 
如是語經。 一結句。三十三 

二目多迦、一目多迦（出因緣。三十三‧17、15） 
本生經。三十三‧15、19 
廣經（大乘）。三十三‧19 
鞞佛略。三十三‧17 
論議經。佛說，有弟子（後世）說。三十三‧20（大正 25，308a） 

[F030] 
五眼 

肉眼： 
見近不見遠，見前不見後，見外不見內，見晝不見夜，見上不見下。三十三‧11 
不過三千，般若力故無礙。三十三‧12（大正 25，306a）〔厚觀案：此項應屬天眼〕 
不隱沒無記，離欲人得，修神通得色界四大造色眼四邊得徧明相。三十三‧12、13（大正 25，306a～b） 

〔厚觀案：此項應屬天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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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眼：遠近等無礙，見緣生物不見實相。三十三‧11（大正 25，305c） 
慧眼： 

不見眾生，滅一異相，離諸著，不受一切，智慧自內滅。不能度眾生，無所分別故。三十三‧12（大正 25，305c） 
徧求不見，乃至不見細微一法。三十五‧17 

法眼：令是人行是法得是道，知各各方便門；不能徧知。三十三‧12 
佛眼：無不知見，一切常照。三十三‧12（大正 25，306a） 

[F031] 
可通三教 

         或初有妻，受欲，後捨離出家－－離欲──── 肉身菩薩 
菩薩學佛須斷欲不   或初發意斷淫欲，修童真梵行－－共 
                   或方便力受五欲，次出家得菩提─不共──── 法身菩薩。 

三十五‧11（大正 25，317b） 
 
 
 
 
                         入觀則見空 

    世俗法說 
諸法常空乎               出觀則見有－（實未嘗不空也） 
              入般若中，諸觀戲論滅無出入。 

三十五‧15（大正 25，318b～c） 
 
                        Χ行空般若故 （菩薩但行空般若，故說不見不行） 

 不見行         其智甚少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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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般若時                  離憍慢心取相，及懈怠心憂悴故  
           不見不行       離有見無見故  
                          止諸戲論及懈怠心故。 

三十五‧16（大正 25，318c） 
 
    不著行－－－人法不可得故 
    不著不行－－凡不能觀實相云何言不行 
    不著行不行－二俱過故 

三十七‧八（大正 25，331c） 
                              性相違故 

             空中無色－－法空中無一毫法可得故。     自相不可得故 
離色無空－－破色乃有空故。（非色異空，非空異色，）故空不破五眾。 

色空四句      
             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三十五‧13～16（大正 25，319a）；三十六‧19（大正 25，327c～328a） 

[F032] 
一、以知空，空復空，空與不空一等無異；二、以此智度一切生。 
一、大悲；二、般若。 

    （論義）             一、般舟三昧；二、方便。 
菩薩勝小乘智慧（二緣）：  一、常住禪定；二、能達法性。 

一、代眾生受苦；二、自捨一切樂。 
                         一、慈心；二、一切功德不著。 

三十五‧20（大正 25，3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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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以不可得空度一切眾生故。（同第一） 
 菩薩智慧勝小乘：  欲以一切種智度一切眾生故。 
                   欲行一切功德，成圓滿覺，度一切眾生故。 

三十五‧20～28 
 
                                      皆是諸法實相慧。 
                                      皆是四諦及道品慧。 
  舍利弗約三乘智慧無生性空無別作難：  皆是出三界、入三脫〔門〕，成三乘果慧。 
                                      皆以無漏智滅結得果。 
                                      皆用二種解脫果。 
                                      皆能入涅槃故。                                                                             
  佛以三乘用心別作答 

三十五‧23～28（大正 25，320c～321c） 
 
 
問：智慧何故無生性空？ 
答：一、緣無生性空（滅諦）故 
    二、無生約緣滅諦，性空約緣三諦         小解 

三、慧從緣生無自性故。               大解 
三十五‧23～28（大正 25，321a） 

 
                                                 皆空如幻，汝莫生著 

為著心菩薩：說不為六度十八空十力等 
說異                                             行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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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著菩薩：說為六度十八空十力等 

三十七‧9（大正 25，332a） 

[F033] 
或 業因緣身   諸善法 

變化身    世界法、王法、世俗法 
菩薩世法教化       出家法、在家法 

敗壞菩薩    種類（生育）法、居家法 
憐愍眾生，護持世界。 

三十六‧4（大正 25，323b29～c6） 
 
 
 
 
 

欲以小道度眾生故 
行二乘道（三七品等）   雖行小道而不取證 

新學菩薩聞憶念故 
菩薩云何 

自於十力等中行，聞佛德念我有分 
行佛功德（十力等） 

修佛德成佛乃成其名。 
三十六‧21、22（大正 25，328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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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度等     約善有雜染說（有著心） 
Χ  約菩薩漏未盡說 

薩婆若不與眾德合 道品等     約空說（行義） 
約二乘法說 

十力等     約菩薩未得說。 
三十七‧4（大正 25，330c） 
 

愛敬於佛故 
常值諸佛             愛實相般若故 

修念佛三昧故 

何故                         願見諸佛故 
不失菩薩心故 

終不離佛             作不離佛願故 
願生在佛世故 
種見佛因緣相續故 

三十七‧15（大正 25，333b17～27） 
生慈悲心故。三十八‧9 

[F034] 
                  諸佛大天擁護故 
                   魔不得便   行自相空一切無所著故 
                              於佛不著於魔不瞋故 
                              入忍波羅蜜及慈三昧故 
                               
                              久集無量福慧因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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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事得隨意  一切法中心不著，結薄善根生故 
                              諸天龍鬼敬念助成故                    般若力 
                              諸佛所護念故 
                               
                              菩薩智慧功德大故 
行般若得五功德    諸佛護念    菩薩得佛智慧分故 
（普慈加眾生故行）            不欲令墮二乘地故 
                                                                  
                              不欲令其失所行故 
                   諸天擁護 
                              知其尊貴故 
                                                                    慈力 
                              得實智慧，佛種中生故 
                   重罪輕受  
                              行般若智慧心虛故 

三十七‧12、13（大正 25，332b～333a） 
   得受記者－－－－－得無生忍 

三種菩薩    如受記者（利）  
近受記者（鈍）     未得故。 

三十七‧22（大正 25，335b～c） 

[F035] 
                不墮二地 
                能淨佛土 
空行相應之勝利  成就眾生 

化眾生行善法則佛土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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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得菩提─無障礙故 
                能生大慈大悲 
                不生六蔽 
 三十七‧20（大正 25，334c～335a） 
 
          不見有法出法性 
空行相應  不見有法行般若及授記等 
          不見眾生等 
 三十七‧20（大正 25，335a） 
 

離苦 
二種利益 
          與樂 
 三十七‧22（大正 25，335c） 
 
 

滅眾生身苦 
二種利益 

滅眾生心苦 
 三十七‧22（大正 25，335c） 
 

天樂 
三種樂  人樂 
        涅槃樂 
 三十七‧23（大正 25，33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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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三界 

二種樂 
入三乘 

 三十七‧23（大正 25，335c） 

[F036]               
從他方佛國來生      利－法身 

來蹤   從兜率天上來（一生補處） 
般若相應菩薩        從人道中來 阿鞞跋致菩薩     肉身 

      鈍 
去跡----從一佛國至佛國終不離佛 

三十八‧1～5（大正 25，336c～337b） 
 
 
 
   若身滅便無  眾生生即有愛喜生即知貪色  比知先世曾習因緣 
       同一父母生，愚智好醜貧富異 
       此非肉眼所見：天眼所見故可見       現知  
證有後世     煩惱不盡，行業因緣相續故可知 
       有知宿命者故 
   若不見重生  一切經書皆說有故     比知及聖教量知 
       三業定有善不善故 
       信聖人所說故 

三十八‧7、8（大正 25，338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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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相應者，從一國至一國，常值佛不離佛 

三十八‧5（大正 25，337b）；（大正 25，338c） 
 
           無方便  味著生天  
          起不善心生欲界  
菩薩行禪（七人）   起悲心，捨禪味生欲界（結業身）三大家（2） 
          生有佛處----（賢劫中當得）  
           有方便  生六欲天成就眾生淨佛世界（3） 
          作梵天王，尋佛請轉法輪  （4） 
          生兜率壽終百千萬億〔諸天〕圍繞來此成佛 （1） 

三十八‧6～20（大正 25，337b～342a） 

 
 
 

[F037] 
                   供養恭敬尊重讚嘆諸佛 
                 遊諸佛國  彼國無二乘名     智增，樂多集諸佛功德  
菩薩（法身）得六神通不生三界（四人）    彼國其壽無量 
                    遊諸世界— 無三寶處讚嘆三寶      悲增，樂多為眾生 

三十八‧21（大正 25，342a～b） 
 
           得四禪等，不生三界，常生有益眾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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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六度，入菩薩位，得不退    即時得 
菩薩初發意時（四人）          小住後得（論義） 
              便得無上菩提，轉法輪，大利眾生 
           般若相應（得六神通，論義）與諸菩薩，遊諸佛國淨佛世界 

三十八‧22～24（大正 25，342b～343a） 
 
   乘羊— 初心好而後雜惡著我—久久無量阿僧衹劫或至或不至（罪多福少） 
       先世福德因緣薄，鈍根           鈍根 
三種發心 乘馬— 發心行六度————若三乃至百阿僧衹劫得無上覺（罪少福多） 
            發心即得菩薩道 

乘神通—先集無量福德、利根、心堅 發心即成佛    （清淨福德） 
         發心得六神通，觀諸淨土 

三十八‧22～24（大正 25，342c） 
 
 
 

       入超越定 
不小果取證——是不退菩薩 

（菩薩）  淨兜率天道——是賢劫菩薩 
       未證四諦———是一生補處 
       久劫修證———鈍根 

三十九‧1～3（大正 25，343a～c） 

[F038] 
菩薩常精進（二人） 不說無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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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眾生三惡道  
三十九‧4（大正 25，343～c344a） 

 
菩薩           以財施人  

三十九‧4（大正 25，344a） 
 
          以法施三惡道  
        變身如佛  以法施眾生，供佛、聞法、嚴土   
相好（四人）  相好嚴身諸根明利，以三乘度眾生   
        諸根淨利，不自高下他   

  三十九‧4、5、6（大正 25，344a～c） 
 
 
 
 
 
           乃至阿鞞跋致地 終不墮惡道  

住檀尸     常不捨十善   
              立眾生於十善，以財物施眾生   
菩薩（五人）     作輪王 常值遇多佛供養敬讚   
 
           住般若（聞思），常以法照明眾生亦自照   

三十九‧7、8、9（大正 25，344c～346a） 
 

淨佛道           一切法不可得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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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度 
無能壞           不念一切法故 

菩薩住般若（五人） 具智慧——此慧能具足一切法，亦不得一切法   
                 淨五眼   

得六通   
三十九‧12；四十‧14（大正 25，346a～352b） 

 

 

 

 

 

[F039] 
一、八道中正見——見五眾實相故 

   二、緣涅槃慧——所緣不可壞故，是真實非虛誑 
   三、三脫相應慧——能開涅槃門故 
   四、智慧能觀實際，了了深入悉知 
慧眼體十說 五、能達法性直過無礙 
   六、定心知諸法相如 
   七、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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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不可得空，法空亦不得 
   九、十八空 
   十、痴慧不二，世出世不二，諸觀滅，心行息，言語滅，世間法相如涅槃 

三十九‧19（大正 25，348a～b） 
 
     小乘見總相（無常等），大乘以總相別相慧觀諸法 
大小慧眼之別，三說 小乘見實相而少，大乘慧眼照諸法實性盡其邊際 
     小乘若同大乘，久劫修行何用 

三十九‧20（大正 25，348b） 
 
     肉眼 
     天眼 
五眼誑不誑淨不淨 慧眼 
     法眼  

    佛眼 ––––––– 清淨 
三十九‧21（大正 25，348b～c） 

[F040] 
隨信行          行三解脫門 
隨法行          得  五  根 

小乘行位（聲聞）    無相行（十五心）   得無間三昧 
得 解 脫 智  

須陀洹     斷三結    知集法是滅 ——— 成辟支佛 
    斯陀含——思惟道，薄婬怒痴 

阿那含——斷婬恚痴 

虛誑 

有習故不淨 
如實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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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羅漢——斷五上分結 
四十‧1～3（大正 25，349a～b） 

 
      身見  
   身見  邊見 

    邪見 
初果斷三結 戒取  見取      見所斷十結 

戒取 
   疑   疑 
       貪瞋痴慢（未拔根本故不說） 

四十‧4（大正 25，349b～c） 
 
  退 
菩薩 不退 未受記 
    已受記 

四十‧4（大正 25，349c） 
      有用 
    有得者 有不用 
菩薩得神通    新發意故 

  未離欲故 
有未得 懈怠心故 
  行餘法故 

四十‧5（大正 25，349c） 

[F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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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先自成 
菩薩成就眾生 
                有先成他 

四十‧5（大正 25，349c～350a） 
 
菩薩應行般若時別住六度：六人 

四十‧14、15（大正 25，352b～353a） 
 
 
 
 
 
 
 
 
 
                                                     大慈悲故 
                                 於眾生中生等心      發度眾生心故 
                          自行                       學諸佛故 

         現行                               一切法中自性空故 
於一切諸法等 

菩薩行般若五相             
化他－令一切眾生於法等中 

                          現在   十方佛念 
                  果報           賢聖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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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隨所生處、六塵常妙 
四十‧16、17（大正 25，353a～b） 
 

               欲著    為說無常等，觀無常等破著得解脫 
二著二解脫 
               見著    復著法生愛，為生法空，乃離著得脫 

四十二‧15（大正 25，367c） 
 

大心（堅不可壞）： 
當於無量生死中莊嚴 
當捨一切所有 
當等心一切眾生 
當以三乘度人 
當度而實無所度 
當解諸法不生相 

[F042] 
魔罪魔事 

作佛像教；作辟支佛像；作和尚阿闍黎身；作父母形；比丘。四十四‧11（大正 25，378b～c） 
用修六度為。四十四‧11 
為說小乘十二部經。四十四‧11 
汝非真菩薩心不能成佛。四十四‧11 
一切皆空何用成佛。四十四‧12 
十方皆空無佛菩薩及聲聞。四十四‧12 
教離菩薩道，入三解脫取聲聞證。四十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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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為小果勤精進，勿為大覺。四十四‧12（大正 25，379a） 
一切法可得。四十四‧12、13 

[F043] 
惡知識 

教離六度不為說魔罪魔事。四十四‧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