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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品提要 

◎法會聖眾第一（p.90） 

1.通序、證信序－六種成就。六緣不具，教則不興，必須具六，故云成就。

以證經文，確為佛說，真實可信，故名證信。本經之前二品屬之。 
如是－信成就。 
我聞－聞成就。 
一時－時成就。 
佛－主成就。 
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處成就。 
與大比丘眾萬二千人及菩薩眾－眾成就。 

2.大比丘眾數超餘經，同於《法華》，表佛出世本懷，一代勝會，故十方大

德皆雲集。又普賢最為上首，同於《華嚴經》，亦表本經之同於上之圓

教二經也。 

3.三大士為菩薩眾中上首，則顯三大士淨土緣深，正好影響華嚴海會大眾，

同歸淨土。彌勒與其他賢劫中將來成佛之九百九十五大士皆來集會，聽

佛說法，故知賢劫中未來一切諸佛，皆必同宣此經；亦表此法為成佛一

乘大法。 

p.82 line 5【無量壽】1.佛名由來：《悲華經》卷 3：寶藏如來為無諍念轉

輪王改名為無量清淨菩薩，並授記將來成佛，名：無量壽如來，世界名：安

樂。（T03,p.185,a)2.佛願之一：四十八願之 15（本書 p.254）。3.以此名號攝

受眾生：我若成正覺，立名無量壽；眾生聞此號，俱來我剎中。（本書 p.311） 

p.84 line -2【真實智慧無為法身】『智慧』－《大明三藏法數》卷 15：「梵

語般若。華言智慧。梵語波羅密。華言到彼岸。即慧藏也。謂諸眾生由迷般

若。居生死。名此岸。菩薩由修般若到涅槃。名彼岸。經云。若彼有情樂習

大乘真實智慧。離於我法執著分別。而為彼說般若波羅密多藏。」(P182,p.40, 

b5-10)『無為』－『為』者，造作之義，無因緣造作，曰無為，又無生住異滅

四相之造作曰無為，即真理之異名也，此無為法是為聖智所證之真理；亦曰

涅槃、法性、實相、法界，皆無為之異名也。『法身』－大乘大義章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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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地經論卷七等載，小乘諸部對佛所說之教法及其所詮之菩提分法、佛所得

之無漏功德法等，皆稱為法身。大乘則除此之外，別以佛之自性真如淨法界，

稱為法身，謂法身即無漏無為、無生無滅。 

p.91 line -6+ -5【報恩經】《大方便佛報恩經》卷 6〈8 優波離品〉優波

離尊者問佛：「凡言『如是我聞』者，佛在時言；『我聞』，為是滅後也。

撰法藏者言我聞，佛二十年中說法，阿難不聞，何得言我聞？」答曰：「云：

『諸天語阿難。』又云：『佛入世俗心，令阿難知。』又云：『從諸比丘邊

聞。』又云：『阿難從佛請願：「願佛莫與我故衣，莫令人請我食。我為求

法，恭敬佛故，侍佛所須，不為衣食。諸比丘晨暮二時，得見世尊，莫令我

爾，欲見便見。又，佛二十年中所說法，盡為我說。」』」(T03,p.155,c17-26) 

p.91 line -3【法性覺自在三昧】《阿彌陀經疏鈔演義》卷 2：「得法性覺

自在三昧者。覺了法性。從性起覺也。法性豎徹三際。三際之法無不覺。法

性橫遍十方。十方之法無不覺。于法性海中。普覺一切。得大自在。曰法性

覺自在三昧也。」(X22,p.739,a13-16) 

p.93 line 2【疏鈔】《阿彌陀經疏鈔》卷 2（X22,p.626,a17-23）本會版 p.208 

p.94 line -2+ p.95 line -3【法華論】《妙法蓮華經憂波提舍》卷 1〈1 序

品〉：「如王舍城。勝於一切諸餘城舍。耆闍崛山勝餘諸山。顯此法門最勝

義故。如經婆伽婆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故。」婆藪槃豆（世親）釋；菩提留

支共沙門曇林等譯(T26,p.1,b8-11) 

p.95 line 5【西域記】《大唐西域記》卷 9（T51,p.921,a21-24） 

p.95 line 6～-4【智度論】《大智度論》卷 3（T25,p.78,b24-p.79,b20） 

p.96 line -4【如涅槃說】慧遠《無量壽經義疏》卷 1：「如涅槃說。魔云

何怖。魔性妬弊。忌他勝己。見彼勝己。故懷恐怖。又懼其人多化眾生。同

出生死。空其境界。故生恐怖。」(T37,p.93,c16-19) 

p.97 line 6+ -2【嘉祥師、嘉祥疏】《無量壽經義疏》卷 1(T37,p.117,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