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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1 line -7【琉璃】琉璃︰又作毗瑠璃、吠瑠璃耶、鞞頭黎等。譯為「青

色寶」或「不遠」。是一種類似玉的寶石。中國、日本常有人誤以為是有色

玻璃。此詞古來多作「流離」，後代在使用時都加上玉偏旁。《慧琳音義》

卷一︰「須彌山南面是此寶也。其寶青色，瑩徹有光，凡物近之皆同一色，

帝釋髻珠云是此寶，天生神物，非是人間鍊石造作，焰火所成瑠璃也。～《中

華佛教百科全書》 

p.61 line -7【幢】又作脫闍、寶幢、天幢等。旗的一種，即附有種種絲帛，

用以莊嚴佛菩薩及道場的旗幟。幢原用於王者之儀衛，或作為猛將之指揮

旗；由於佛為法王，能降伏一切魔軍，故稱佛說法為建法幢，並視幢為莊嚴

具，用來讚歎佛菩薩及莊嚴道場。～《中華佛教百科全書》「與一般所稱之「幡」、

「旛」，無何區別；然有依形狀作區別，謂圓桶狀者為幢，長片狀者為幡。

於密教之莊嚴具中，一說幢與幡相同。」～《佛光大辭典》 

p.62 line 8【等行無偏】《傳通記》云：萬行等備，圓滿無偏也。或，「平

等心、中道行」，故云「無偏」。或，「平等大悲心、清淨行」，故能斷盡

煩惱習氣，感得地輪映徹的清淨四大之依報莊嚴。 

p.62 line 9【正習俱亡】正指「正使」，習指「習氣」。『正使』與『習

氣』」對稱，略稱「使」，指現起之煩惱正體（主體）。使，謂煩惱能驅使

眾生流轉於三有。其煩惱之餘習則稱習氣；阿羅漢斷盡正使，但習氣尚存；

佛則是正使、習氣斷盡無餘。～《佛光大辭典》 

p.63 line 1【未須取亦不須妨】《觀經定善義傳通記》卷第一：「亦未須

取亦不須妨者。此是靜心故實。所謂若欲不見。若欲見者。俱障靜心。是故

勿欲不見。亦勿欲見。更無異緣住正念故。漸漸水性湛然。了了見白物也。」 

p.63 line 2【正念、心住】【九住心】修禪定時九種攝心的修習過程。又

稱九種心住。依《大乘莊嚴經論》卷七所載︰(1)安住心，即能將心安住於

某對象。(2)攝住心，即當心念對外在對像起作用時，能令心念速返迴本心。

(3)解住心，當解知（分別理解）之心對外在對像起作用時，能令心速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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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轉住心，即停止解知之心，而樂於安住。(5)伏住心，即久入禪定而生厭

時，能速令摺伏。(6)息住心，即內心動念時，能速令止息。(7)滅住心，當

貪愛心起時，能速予滅除。(8)性住心，當諸多妄念停止作用時，暸知心之

本性本來明淨，而自然安住。(9)持住心，纍積禪定功夫之結果，自能安住

禪定，自然行善止惡。～《佛光大辭典》 

《瑜伽師地論》卷三十稱此九住心為「九種心住」。指內住、等住（又稱續

住）、安住、近住、調順、寂靜、最極寂靜、專注一趣、等持。印順《成佛

之道》〈大乘不共法章〉釋之云︰「從初學的攝心，到成就正定，有九住心，

也就是住心的修習過程，可分為九個階段︰ 

(1)內住︰一般人，一向是心向外散；儒者稱為放心，如雞犬的放失而不知

歸家一樣。修止，就是要收攝此外散的心，使心住到內心所緣上來，不讓它

向外跑。(2)續住︰起初攝心時，心是粗動不息的，如惡馬的騰躍一樣，不

肯就範。修習久了，動心也多少息下來了，才能心住內境，相續而住，不再

流散了。(3)安住︰雖說相續而住，但還不是沒有失念而流散的時候。但修

習到這，能做到妄念一起，心一外散，就立即覺了，攝心還住於所緣中。到

這階段，心才可說安定了。(4)近住︰這是功夫更進了！已能做到不起妄念，

不向外散失。因為妄念將起，就能預先覺了，先為制伏。這樣，心能安定住

於所緣，不會遠散出去，所以叫近住。(5)調順︰色聲香味觸─五欲；貪瞋

癡─三毒；加男女為十相，這是能使心流散的。現在心已安住了，深知定的

功德，也就能了知『欲』的過失。所以以靜制欲，內心柔和調順，不會因這

些相的誘惑而散亂。(6)寂靜︰十相是重於外境的誘惑，還有內心發出的『不

善』法，如不正尋思─國土尋思、親里尋思、不死尋思、欲尋思、恚尋思、

害尋思等。五蓋─貪欲、瞋恚、惛沈睡眠、掉舉惡作、疑。對這些，也能以

內心的安定功德而克制他，免受他的擾亂。到這，內心是寂靜了。寂靜，如

中夜的寂無聲息一樣，並非是涅槃的寂靜。(7)最極寂靜︰上面的寂靜，還

是以靜而制伏尋思等煩惱，還不是沒有現起。現在能進步到︰尋思等一起，

就立即除遣，立刻除滅。前四住心，是安住所緣的過程。但修止成定，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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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離欲惡不善法，所以定力一強，從(5)到(7)，就是降伏煩惱的過程。

心靜而又淨，這才趣向正定了。(8)專注一趣︰心已安住，不受內外不良因

素所動亂，臨到了平等正直持心的階段。就此努力使心能專注於同一境，能

不斷的、任運的（自然而然的）相續而住。(9)等持︰這是專注一趣的更進

步，功夫純熟，不要再加功用，無作行而任運自在的，無散亂的相續而住。

修習止而到達這一階段，就是要得定了（初禪）。～《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63 line -6【怕】同「泊」，音「ㄅㄛˊ」。1.棲止、停留。如「漂泊」。

2.恬靜、淡默。如「淡泊」。《觀經定善義傳通記》卷第一：「內外恬怕者。

能緣為內。所緣為外。能所不動寂靜，名為恬怕。」 

p.64 line 1【天親讚云】往生論偈頌。《觀經定善義傳通記》卷第一：「上

兩句是清淨功德。通後十六。下二句是量功德也。別局地量。引此二文以合

地量。設雖量廣。非清淨者不足為德。故引證之。」《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

生偈註》卷 1：「佛本所以起此莊嚴清淨功德者。見三界是虛偽相、是輪轉

相、是無窮相。如蚇蠖循環。如蠶繭自縛。哀哉眾生。締此三界。顛倒不淨。

欲置眾生於不虛偽處、於不輪轉處、於不無窮處。得畢竟安樂大清淨處。是

故起此清淨莊嚴功德也。成就者。言此清淨不可破壞。不可污染。非如三界

是污染相、是破壞相也。…彼安樂世界清淨相也。」(T40,p.828,a6-16) 

p.64 line 6【新往者】《觀經定善義傳通記》卷第一：「新往者覩之卒難

周悉者。問：經文只云不可具見，不分新舊。答：舊生可知。道理必然。」 

p.64 line 7【讚云】善導《往生禮讚偈》卷 1：「南無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

陀佛。 地下莊嚴七寶幢，無量無邊無數億；八方八面百寶成，見彼無生自

然悟。無生寶國永為常，一一寶流無數光；行者傾心常對目，騰神踊躍入西

方。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T47,p.445,c8-13) 

p.64 line -5【讚云】唐.智昇《集諸經禮懺儀》卷 1：「歸去來。魔鄉不可

停。曠劫來流轉。六道盡皆經。到處無餘事。唯聞生死聲。為此生平後。入

彼涅槃城。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T47,p.462,a28-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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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4 line -3【依持圓淨】《觀經定善義傳通記》卷第一：「十八圓淨中第

十八是也。謂攝大乘、佛地論。明他受用有十八功德。」又名「十八圓滿」，

是報身佛之依持圓淨也。一色相圓淨，光明遍照無明世界，色相周遍也。二

形貌圓淨，妙飾界處各各形貌殊勝也。三量圓淨，大城無邊不可量也。四處

圓淨，出過三界所行處也。五因圓淨，世出世之善根自功德而生也。六果圓

淨，清淨自在唯識之相也。七主圓淨，如來所鎮，恆居於中也。八助圓淨，

菩薩安樂所住處也。九眷屬圓淨，無量八部眾等所行處也。十持圓淨，大法

味喜樂所持，長養法身也。十一業圓淨，作一切利益之事也。十二利益圓淨，

離一切煩惱之災橫也。十三無怖畏圓淨，非諸魔所行處也。十四住處圓淨，

一切莊嚴所依處也。十五路圓淨，大法與念與慧與行之出離也。十六乘圓淨，

以止觀定慧為所乘也。十七門圓淨，以三解脫門為入處也。十八依止圓淨，

以大蓮華為依止也。出於《攝大乘論》。～《佛學大辭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