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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5 line -5【微妙是菩提】僧肇《注維摩詰經》卷 4〈4 菩薩品〉：「微

妙是菩提。諸法難知故。 肇曰。諸法幽遠難測。非有智之所知。以菩提無

知故無所不知。無知而無不知者。微妙之極也。」(T38,p.363,b14-16) 

p.126 line 5【五十七日不說法】《大智度論》卷 7〈1 序品〉：「釋迦文

尼佛，得道後五十七日寂不說法；自言：「我法甚深，難解難知！一切眾生

縛著世法，無能解者；不如默然入涅槃樂。」」(T25,p.109,b27-c1)《新華嚴經

論》卷 6：「第一如力士經說。佛初成道一七日思惟已。即於鹿園說法。第

二如大品經說。佛初鹿園轉四諦法輪。無量眾生發聲聞心乃至獨覺心大菩提

心等。第三如法華經說。三七日詣鹿園說法。第四如四分律及薩婆多論。六

七日方說法。第五如興起行經及出曜經。七七日方說法。第六如五分律。八

七日方說法。第七如大智度論。五十七日方說法。第八如十二遊行經。一年

不說法。第九依今唐朝藏法師判。如來成道定經一七日後方說華嚴經。第十

(通玄)今依此華嚴法界門。總不依如上所說。」(T36,p.759,a3-16) 

p.138 line 7【三三昧】空、無相、無願三昧。通於有漏、無漏。其無漏者，

為入涅槃解脫之門，故稱三解脫門；有漏者即三三昧。諸經論對此三三昧頗

有異說，其次第亦有不同說法，《大乘義章》卷二約三義以分別其次第之不

同。即︰(1)約修入之次第︰先說無願令厭生死，次說無相令求涅槃，後說空

門令其契證。(2)依終成本末之次第︰空為眾德之本，菩薩先觀之，故先明空；

由見空故，不見生死可以貪求，故次說無願；由證空義不見生死，便與涅槃

無相相應，故第三宣說無相。(3)依所空之體相用等明其次第︰先說空門，空

諸法體；次說無相，空諸法相；再說無作，空諸法用。另，【無願三昧】指

於一切生死法中，離願求造作之禪定，即對一切諸法無所願求，為與苦諦之

苦、無常二行相，集諦之因、集、生、緣四行相相應之三昧。又作無作三昧、

無作解脫門。～《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141 line 7【得無生無滅諸三摩地】慧遠《無量壽經義疏》卷 1：「自利

功德。……有四。一所證平等。二具足下。所成眾多。三廣普下。所證深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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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得佛下。所成殊勝。…所證…得平等法。…所成…具足成就無量總持。得

陀羅尼。行德多也。…所證深廣…深入法藏。所證深也。於真法藏能深入矣。

所成勝中。得佛如來華嚴三昧。故德勝也。華嚴三昧。如華嚴說。彼一三昧。

統攝法界。一切佛法悉入其中。」(T37,p.98,c10-25) 

p.146 line 4【一念】《俱舍論》卷十二云︰「如壯士一疾彈指頃，六十五

剎那。」又云︰「剎那百二十為一怛剎那，六十怛剎那為一臘縛，三十臘縛

為一牟呼栗多，三十牟呼栗多為一晝夜。」(T29,p.62,a22+b17)故一剎那相當於

一秒的七十五分之一（＝0.01333 秒，即以 120*60*30*30 除一晝夜二十四小

時）。1 彈指＝65 剎那＝0.867 秒～《中華佛教百科全書》但目前科學界的定義：

一秒=銫原子同位素（Cs133）在零磁場下，能階躍遷 9,192,631,770 個週期

所經歷的時間。銫，金屬元素，符號 Cs，銀白色，質軟，有延展性。在已

知金屬中性質最活潑，能分解。與水作用發生爆炸，產生的幅射頻率具有長

時間的穩定性，可製準確度極高的原子鐘。在光的作用下易放出電子，可製

光電管。另外，也是很有發展前途的宇宙飛行器燃料。～《漢語大詞典》 

p.156 line -1【清信士】受三歸五戒並具有清淨信心的男子，梵語叫做優

婆塞。另譯近事男、近善男、近宿男、善宿男。有親近三寶、奉事如來之義。 

p.157 line 2【獨見漢譯】《佛說無量清淨平等覺經》卷 1：「佛在王舍國

靈鷲山中，與大弟子眾千二百五十人、菩薩七十二那術（與『那由他』同，億）、

比丘尼五百人、清信士七千人、清信女五百人、欲天子八十萬、色天子七十

萬、遍淨天子六十那術、梵天一億，皆隨佛住。」(T12,p.279,b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