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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佛之道》五乘共法︰善惡－苦樂︰五趣（六道）流轉 

1. 隨業報善惡，五趣常流轉，流轉五趣中，身心多苦迫 

〔三不善︰悉由三不善 惡行之所感 

(1)大地獄極熱，近邊遍遊歷，八寒及孤獨，是諸苦中極 

(2)旁生種種異，吞噉驅使苦 

(3)餓鬼常饑渴，不淨以為食 

(4)人中苦樂雜，升沈之樞紐，人本誤鬼本，習俗謬相沿 

(5)天趣初欲界，色及無色界，身勝壽亦勝，樂勝定亦勝 

〔善惡－苦樂〕︰諸苦由惡業，樂由善業集 

 

 



二、《性空學探源》空義之次第禪定化︰三界 

 



三、《永嘉證道歌》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 

《永嘉證道歌》卷 1： 
「君不見。絕學無為閒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 
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 
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 
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 
證實相，無人法，剎那滅却阿鼻業。 
若將妄語誑眾生，自招拔舌塵沙劫。 
頓覺了如來禪，六度萬行體中圓。 
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 
無罪福，無損益，寂滅性中莫問覓。 
比來塵鏡未曾磨，今日分明須剖析。 
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 
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早晚成。 
放四大，莫把捉。寂滅性中隨飲啄。 
諸行無常一切空。即是如來大圓覺。 
決定說，表真僧。有人不肯任情徵。 
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 
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 
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不色。 
淨五眼，得五力。唯證乃知難可測。 
鏡裡看形見不難。水中捉月爭拈得……. 

四、《摩訶止觀》︰一念三千、百界千如 

「夫一心具十法界，一法界又具十法界、百法界；一界具三十種世間，百

法界即具三千種世間。此三千在一念心，若無心而已，介爾有心，即具三

千。亦不言一心在前，一切法在後；亦不言一切法在前，一心在後。」(CBETA, 



T46, no. 1911, p. 54, a5-10) 
1. 十法界為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人、天、聲聞、緣覺、菩薩、佛； 
2. 十界互具成百界。 
3. 三世間：五陰世間、眾生世間、國土世間。 
4. 十如是：如是相、性、體、力、作、因、緣、果報、本末究竟等。 
5. 百界一一有三十，總為三千諸法。 

五、「華嚴宗」法界緣起︰重重無盡 

《成佛之道》：「法性所流身，念念現一切，佛事菩薩事，二乘眾生事，三世盡十

方，依正悉無礙，於一現一切，一切入於一」( Y 12pb17 ) 
「佛事菩薩事，二乘眾生事」︰十法界凡、聖的事。 
「三世事、盡十方」︰前生，今生，後生；一念，無量劫、十方的無量無數，不

可說不可說世界，或大或小，或正或側，或苦或樂；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等。 
「依」報──器世界；「正」報──眾生與佛，在念念中顯現，都是「無礙」的。 
因為，法性所流身，遍一切處，無處不在；也就無一法而不在法性所流身中。 
法性所流身是無差別的，盡虛空，遍法界，等真如的，所以不離法性所流身的一

切，也展轉無礙而無二無別。隨舉「一」點，都是顯「現一切」，那「一切」也就是

「入於一」了。古代天臺與賢首宗師，都曾擬出了重重無盡的境界。這如《華嚴經》

廣說。」 

六、科學時代的佛教世界觀 

1. 宇宙（萬有）－地球－生命的世界觀  
2. 我是誰？who am I ?身心－腦－基因、生命週期(life cycle) 
3. 社會、文化、信仰、溝通、藝術、民族的世界觀︰ 
4. 人類的未來？ 
5. 地球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