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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1 七『部類差別』：《華嚴疏鈔》『十門釋經』之第七為『部類品會』，

部即諸部，類即流類。謂從此經部內，流出別行之經也。蓋此經教海難思，

無窮無盡，從狹至廣，略顯十類。一略本經。即今所傳之經，一部，三十九

品，八十卷文，四萬五千偈。其餘九類部品會數，廣略各不同也。（十類經

者，略本經、下本經、中本經、上本經、普眼經、同說經、異說經、主伴經、

眷屬經、圓滿經也。） 

p.64 八『譯會校釋』：《華嚴疏鈔》『十門釋經』之第八為『傳譯感通』。 

p.80 【釋經題】 

一、佛：（1）三覺圓滿。（2）十號之一。（3）教主釋尊。 
二、說：眾生機熟，堪受淨土大法，究竟解脫。故今樂說，以暢佛度生本懷。 
三、大乘：（1）大者所乘，所乘者大。（2）「大」義。（3）喻淨宗第一

義諦：「是心是佛，是心作佛」。 
四、無量壽：（1）極樂世界教主阿彌陀佛之聖號。（2）妙德無量，德號無

量。（3）以此三字，統攝一經所說。是法身常住之體。 
五、莊嚴：（1）依正三種莊嚴、廿九種莊嚴。（2）以如實安住真實之際之

因行，成就莊嚴佛土之殊勝願行，而感得圓明具德之事事無礙法界。 
六、清淨：（1）離一切惡行煩惱垢染。（2）清淨心－真實智慧無為法身。

（3）實際理體。 
七、平等覺：（1）平等普覺一切眾生，普令一切眾生平等成佛之法。（2）

以平等法覺悟眾生。（3）如來之正覺。（4）專就本經，即極樂教主之

聖號。 
八、經：（1）契經－契理、契機。（2）具貫、攝、常、法四義。 
本經經題具備人法喻、教理行、體相用等；齊顯於一名之中。 
人：佛、無量壽。法：莊嚴清淨平等覺。喻：大乘。 
教：佛說大乘。理：無量壽。行：莊嚴清淨平等覺。 

體：無量壽。相：莊嚴清淨。用：平等覺。 
本覺：無量壽佛。始覺：發菩提心，一向專念，以莊嚴自心。究竟覺：清

淨平等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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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0 line 6【佛地經】《佛說佛地經》卷 1：「是薄伽梵最清淨覺。不二現

行趣無相法。住於佛住。逮得一切佛平等性到無障處。不可轉法所行無礙。

其所成立不可思議。遊於三世平等法性。其身流布一切世界。於一切法智無

疑滯。於一切行成就大覺。於諸法智無有疑惑。凡所現身不可分別。一切菩

薩正所求智。得佛無二住勝彼岸不相間雜。如來解脫妙智究竟證無中邊。佛

地平等極於法界。盡虛空性窮未來際。」(T16,p.720,c7-16) 

p.81 line 3【十二門論】《十二門論》卷 1(T30,p.159,c14-22) 

p.81 line -4【涅槃經】《大般涅槃經》卷 3〈3 名字功德品〉：「所言大

者。名之為常。如八大河悉歸大海。」(T12,no.374,p.385,a7-8)《大般涅槃經》

卷 5〈4 如來性品〉：「所言大者。其性廣博。猶如有人壽命無量。名大丈

夫。」(T12, no.374,p.391,b29-c1) 

p.85 line 2【入佛境界經】《如來莊嚴智慧光明入一切佛境界經》卷 2：「菩

提者名為平等。平等者名為真如。」「所言義識智平等者。即是入不二法門

智。」(T12,p.244,c13-14＋p.245,a7-8) 

p.87 line 5【教行理】一、教經，即聖人對機所說一切言教也。二、行經，

即依教修行，亦進趣之義也。眾生依種種教門修行入涅槃理。三、理經，理

即一切言教所詮之義理也，理則不二，名字非一，或言實相，或言法界等。 

p.87 line -1【三大】眾生一心之本體、相狀、作用廣大無限，故稱體大、

相大、用大。係《大乘起信論》所說：(一)體大，真如之理，體性平等，常

恆不變，遍其一切法，體性不增不減。(二)相大，相即德相，真如體上具足

大智慧光明等無量功德。依如來藏之義，功德之相如恆沙無量，故稱相大。

(三)用大，真如之體，能生一切世間、出世間之善因果。～《佛光大辭典》、《三藏法

數》 

p.87 line -1【本覺、始覺、究竟覺】《大乘起信論》描述眾生在修行過程

中之覺悟現象的用語。「本覺」是指眾生本來具有的覺性。自無始以來，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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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性即為無明妄想所障覆，猶如能照物之鏡，為塵垢所覆蓋而使鏡面之照物

功能暫失，此謂之「不覺」。若經過不斷的修持，祛除無始以來之迷昧無知，

將覺性陸續顯露，此猶如將障覆鏡面之塵垢陸續清除，則能逐漸顯出其照物

之功能。此即為「始覺」。「究竟覺」為始覺中之究竟位。即菩薩覺證妄心

之本源，始覺之智與本覺之理相契合之覺悟。蓋證得佛果者，能覺了染心之

源，遠離微細妄念，故得徹見心性，其心常住，故稱其覺為究竟覺。又以此

覺位乃斷盡無明之惑，通達諸法之實相，至最上至極之位，故稱究竟位，即

佛果位。～《中華佛教百科全書》、《佛光大辭典》 

p.88 line 5【圓中鈔】《阿彌陀經略解圓中鈔》卷 1：「【疏】理即法身。

行即般若。教即解脫。三一圓融。不可思議。名秘密藏。【鈔】今家凡是經

題。皆約通別釋者。正欲明各各具三經也。各具三經者。又正欲明具秘密藏

也。如一題阿彌陀三字。即我行者法身本性也。佛之一字。即全性起修之般

若智慧也。說之一字。即智與法身。所得之解脫也。又理即全苦道即法身。

正因佛性也。行即全惑道即般若。了因佛性也。教即業道即解脫。緣因佛性

也。如是三德。如世伊三點。天王三目。不縱不橫。不並不別。乃不可思議。

秘密之藏。經題義理。微妙若此。講者聽者。安可忽諸。△五結成功德。【疏】

故聞首題名字。獲無量功德也。【鈔】如金光明。及諸大乘。多作此說。」

(X22,p.565,a15-b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