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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1 line -5【得無生無滅諸三摩地】《大寶積經》卷 17：「得無生無滅

諸三摩地。及得一切陀羅尼門。廣大諸根。辯才決定。於菩薩藏法善能了知。

佛華三昧隨時悟入。具一切種甚深禪定。一切諸佛皆悉見前。於一念中遍遊

佛土。周旋往返不異其時。」(T11,p.92,a28-b3)《佛說無量壽經》卷 1：「亦無

所作、亦無所有，不起、不滅得平等法。具足成就無量總持百千三昧，諸根

智慧，廣普寂定，深入菩薩法藏，得佛華嚴三昧。宣揚演說一切經典，住深

定門，悉覩現在無量諸佛，一念之頃無不周遍。」(T12,p.266,b10-15) 

p.143 line 1【無盡緣起】四種緣起之一，又云法界緣起，具足說應當是「圓

融法界無盡緣起」，是賢首宗基於《華嚴經》的義旨而建立的。一切之法，

互相為緣，互相起法也。緣一法而起萬法，緣萬法而起一法，重重緣起，而

緣起之義無窮，故曰無盡緣起。故云萬法相即相入，無礙自在。四法界中說

「事法界」的是五教中的「小乘教」和大乘「始教」中的「相始教」；說「理

法界」的是「空始教」和「頓教」；說「理事無礙法界」的是「終教」，而

華嚴「圓教」的根本教理，便是說「事事無礙法界」的「無盡緣起」。《華

嚴經疏》：「一切諸法，真心所現，如大海水，舉體成波。以一切法無非一

心，故大小等相，隨心迴轉，即入無礙。」也就是說法界乃包括一切萬法，

迷悟染淨、色心差別諸法，皆從一心，法界炳然顯現。～《佛學大辭典》、《中華

佛教百科全書》 

p.146 line -4【海印三昧】《華嚴經》所依之根本定。為十種三昧之一。

又稱海印定。法藏《妄盡還源觀》云︰「海印者，真如本覺也，妄盡心澄，

萬象齊現，猶如大海因風起浪，若風止息，海水澄清無象不現，（中略）所

以名為海印三昧也。」如同大海，無風之時，澄波萬頃，晴天無雲，列宿星

月炳然印現。無去無來，不一不異，非有非無。如來之智慧海，識浪不生，

澄停清淨，至明至靜，頓現一切眾生之心念，同時亦現三世一切法門，應度

之眾生和應說之法門一時出現，無前無後，如大海之映現列宿星月，故稱海

印三昧。此海印三昧是《華嚴經》〈賢首品〉所說的十種三昧之第一種，亦

為其他九種三昧之根本，也象徵著《華嚴經》的根本理趣。～《中華佛教百科全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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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9 line 2【垓】音ㄍㄞ。3.古數名。萬萬為垓。《太平御覽》卷七五○

引漢應劭《風俗通》：「十萬謂之億，十億謂之兆，十兆謂之經，十經謂之

垓。」4.引申為數量極多。～《漢語大詞典》 

◎大教緣起第三（綱要） 

1.別序、發起序－如來現瑞放光，阿難歡喜請問，世尊正答。 

2.五重深入證信： 

一、世尊放光現瑞證信。 
「爾時世尊」…

「數千百變」。 

二、阿難歡喜啟問。 
「尊者阿難」…

「願為宣說」。 

三、佛讚歎此問功德難思，一切含靈依此得脫故。 
「於是世尊」…

「而得度脫故」。 

四、如來出世本懷，如阿難所問，正合佛意；引出淨土法門故。
「阿難：如來以無盡大

悲」…「多所饒益」。 

五、佛自明境界，以證世間難信之法，真實不虛。 
「阿難當知」…

「分別解說」。 

p.170 line -5【唯說彌陀本願海】為日本親鸞上人所著《教行信證》中，

「第二章顯淨土真實行」之「正信偈」：「如來所以興出世，唯說彌陀本願

海；五濁惡時群生海，應信如來如實言。」如來，指釋迦如來。 

p.174 line -5【十世隔法異成門】為華嚴宗十玄門之一。此門乃就時間而

言，表示時間之圓融無礙，彰顯諸法皆為緣起一體，以破眾生執時間有遷流

相不能於一念具足之疑。過去、現在、未來三世各含過、現、未三際，共為

九世，九世諸法不出當前一念，前九世為別，一念為總，總別相合，故稱十

世；十世區分，不相雜亂，稱為隔法；十世隔法相即相入，不失前後長短等

差別相，稱為異成。時間本無始終，三世相因互攝，故一念即無量劫，無量

劫即一念，如一夕之夢，翱翔百年，相融無礙，乃佛海印定中所表現之無礙

相之一。又如智者大師於閱法華經時，入於法華三昧，於一念頃神遊靈山，

參與千年前釋迦開講之法華盛會，聞佛說法，同時又與千年後之慧思禪師對

語，傳為千古佳話。～《佛光大辭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