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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855 

三论游意义 

硕法师撰 

  略有开四重(一明经论游意。二明四论大归。三明中观宗者。四明无方问难也)。 

第一明经论游意者。略明三种。一者明人论菩萨不同。二明诸经论不同。三

者所化缘利钝不同也。此即是佛菩萨因缘。经论因缘。能所因缘也。人即是

释迦作佛行化。若是龙树即是菩萨行化。有佛应有菩萨。有菩萨应有佛。所

次非菩萨。行化有佛即不菩萨。佛行化故。二智方便益物。以菩萨行化故。

二慧被缘。二智益物。故所说名之为经。以二慧被缘故。所说被缘为论。所

说被缘为论。即是破邪显正也。所说名之为经故。即是二谛教门。以二谛教

门。正是被缘故也。所被之缘。便禀二谛教。以教破缘故教是缘教。禀于教

故缘是教缘。教是缘教故。教称于缘。缘是教缘故。缘称于教。教称于缘故

名为应感。缘称于教故名为感应也。感应故说空有二谛。次应感故悟空有二

不二。如是作益当时开悟一道所作已故。方便涅盘是名菩萨佛方便也。次有

菩萨佛方便者。明诸佛去世必有菩萨兴者。圣由日月为成就四生。是故在虽

隐必有月兴也。故诸佛去世便有菩萨。所以远法师云。白日虽没寝光。犹何

系之朗月。所以有龙树兴也。但末世钝根。闻有作有解故。有住于有。不识

有非有。闻无作无解故。无住于无。不识无非无。既住有住无。不不识有非

有无非无。亦不识有无非非有非非无。是故既告不二。亦失于二。既失理故

失于教。如是二不二皆失。故理教皆失。但成断常虚忘故。序云。上圣为之

流滞大士所以栖惶。是龙树出世。破众生断常诸见故。明不断不常即是中

实。既识于中。方了诸佛假名因缘空有二谛也。此之假名二谛。即是不生不

灭乃至无来无去也。是故假名二谛即是八不。所以璎珞经云。二谛者。不生

不灭乃至无来无去也。今龙树。为破断常迷错申空有二谛。还使众生识于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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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谛即是悟不二。如是作益当时同表一道。菩萨出世大意为如此也。问

云。何是经通经别论通论别。答如来始自鹿苑终讫双林。说虽有十二部经八

万八千法藏。推其大归。皆为息众生虚妄颠倒开一道耳。是众经通也。 

所言经别者。如来谓大小二种根缘故。开生灭无生灭二种方便观也。若是大

小之缘。说无生灭生灭方便。若大小之缘。开生灭无生灭方便。此是经别意

也。次言论通别者。佛灭度后。传持法藏有二十三人。并为破于邪见迷开申

正教也。破邪迷即是符提弱丧也。开申正教即是报佛恩故也。众论虽多同为

此意。是论通也。所言论别者。佛既有生灭无生灭二方便。末代之缘薄福钝

根。禀此二教并皆失旨也。闻生灭即住。不知此生灭是无生灭生灭故。虽生

灭即是无生灭也。闻无生灭即住无生灭。不知无生灭是生灭无生灭故。虽无

生灭即是生灭也。是以马鸣龙树即是四依大人。破此二缘故申佛无生灭教。

即是无生灭论。申佛生灭论方便故名生灭。此是论别意也。今且置生灭之经

及生灭论。正明无生灭经。以对无生灭论也。无生灭经虽复无穷。略明般若

涅盘始终二教。明三种义者。一者明二因二果。二者明一因一果。三者明非

因非果。所言二因二果者。大品所明。般若为因。萨婆若为果。涅盘云。佛

性为因。涅盘为果。此即二因二果义也。然般若之因。犹是佛性之因故。虽

二因终是一因。萨婆若果。犹是涅盘果故。虽二果终是一果。此是一因一果

义也。而由因故果。果是因果。所因非果。由果故因。因是果因。所以非

因。是故非因非果。施名正法。在经为正法。在论为中实。中实所发名之为

观。观之所宜名之为论也。然正由于缘缘既非缘正生非正。所以非缘亦复非

正。既非正即非观非中则不经不论非佛非菩萨。泯然无际其道乃平故。开之

弥论法界。卷之则一豪无从也。 

第二重明四论大归。就中凡有二意。明四论意同。二明四论意异也。第一明

四论意同者。略有二种同。一者人同二者法同也。人同者。马鸣龙树提婆天

亲。虽复人世有殊。同是四依菩萨出世行化。是故涅盘云。四人出世。能多

利益。为世四依。当知如佛也。虽同是依。而传持法藏始末为论有二十三人

也。始自摩诃迦叶终讫仰子比丘也。问马鸣付属何人乃至提婆付属何人。答

马鸣去世付属比罗比丘。比罗比丘去世付属龙树。龙树去世付属提婆。提婆

去世付属罗什。如是相承乃至付属师子比丘也。问法胜呵梨乃至旃延达摩付

属何人。答此并是诸论议师异部相承。非传法藏。皆为马鸣龙树之所破也。

次言法同者。略明四种。一明四论虽复名部不同。同是摩诃衍论。无依无得

为圣大宗。二者四论是佛灭后。为正教凌迟迷错失道故。此四论同为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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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申佛大教也。三者明龙树提婆。虽是师弟子有殊。同禀如来二谛教发生二

智故。慈风外扇着此共论也。四者龙树提婆四依之人。同是佛性河中作此行

化。了悟诸法不生不灭乃至无来无去故。能申佛教也。若法胜呵梨。既成断

常生灭。即属生死十二缘河也。今之四论。申明八不破于断常。即是欲使佛

性水生缘河竭义。是故四依出世作此四论。大意同也。 

次明四论虽同而异者。先就三论对释论明异。次明就三论自明异义也。对三

论明释论异者。若是三论名别通论。若是释论名通别论也。三论名别通论

者。三论通申佛一切教。通破一切迷错。所以中论十二门论。破内人一切

迷。申佛一切教。百论破外人迷。亦申佛一切教故。论二十七品横竖破一切

法。始破因缘终破邪见。二十七条生死涅盘凡圣释惑无不洗破也。竖破者。

从因缘讫邪见五句皆除故。有二破无二破。有乃至非有非无非非有非非无皆

悉破也。众病既息。佛大小假名方便二教自然得开。是故别通论也。若是释

论意。乃通申众教。通破众迷。而文的释般若一部。故是通别论。就释论中

开有四句。一者破而不收。二收而不破。三者亦收亦破。四非收非破也。破

而不收者。如迦旃延子及诸论义师。自恃聪明作佛法。谓非但不谓非但不谓

大乘中意。亦失三藏之旨。是故论主意但破不收也。收而不破者。则是佛假

名方便大小教门故。但收取而不破之。三亦收亦破者。为缘迷佛大小教。今

但破迷以所秤破收取佛教。所以名收。四非收非破者。明诸法本性清净故。

实无所破亦无收也。若是三论。但破众迷而收取佛教故。异大论也。问三论

曲破不收。释论亦收亦破。岂非取舍之必。答三论虽破实无所破。释论虽收

而无所收也。 

次就三论自明异者。略开十条。一者三论立名有理教不同。二明三论有谛智

不同。三明三论辨谛有于教不同。四明三论辨智有长短不同。五明三论破缘

有内外不同。六明三论申破有傍正不同。七明三论用假有就对不同。八明三

论有对缘不对缘不同。九明三论所对之缘悟有深浅不同。第十三论师弟出世

久近不同也。 

第一名立不同者。小乘诸论凡有三从。一者从人立名。如舍利弗毘昙是也。

二者从法受名。如成实等也。三者从譬受名。如甘露毘昙及日出论也。今此

四论。受名有通别。所言通者。四论并破断常。皆明中道实。是故四论通得

称中。又四论并为开道令众生反迷悟入。是故四论皆得称秤门。四论皆有偈

数。是故四论并秤曰百论。四论皆释佛意。是故四论通名释四论也。通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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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即有四意。若是中论从理实为名。若是十二门从言教受秤。若是百论从偈

数立名也。问中论何故从理实立名。若从理实立名而秤中者。何故不从理实

立宗以中为宗。答宗是二谛为申佛教。名是理实欲明二谛所表故。二谛所表

不二之理。名之为中。故名理实宗。是二谛此即教理具足。所以宗名互辨

也。十二门论从教立名者。明行人籍言教并得入道。此教能开通道。使行人

悟入。是故从言教立名也。是故中论从理实为名。十二门从教为秤。此即教

理因缘能所义也。百论所以从偈数为名者。大师举喻云。如百健将能破怨敌

使人民安稳国家得全故。叹此人为百健将。提婆亦尔。以此百偈破九十六种

外道怨贼。使众生慧明得开如来正法宣流行世故。叹此百偈有能破之功即名

为百论也。问百论亦得秤中不。答凡有四句。一者两舍而非中。二者中于而

非两舍。三者亦中亦两舍。四者非中非两舍。一言两舍而非中者。即是百

论。虽复罪祸两舍。不作中名也。中而非两舍者。此即经中所辨。一色一香

并皆是中。未必皆须两舍也。亦中亦两舍者。即是中论。双舍断常故名两舍

也。亦强名中实。所以名中也。非中非两舍者。此有二意。一者断常颠倒故

非中非两舍。二者诸法本性清净故非中非两舍也。 

第二明三论宗教不同者。若是中论以二谛为宗。若是百论以二智为宗。十二

门论前后两出。一云同中论以二谛为宗。又云以境智为宗也。中论以二谛为

宗者。诸佛说法常依二谛。但龙树与外人。同学佛二谛有其得失。外人学佛

二谛。成断常生灭来出一异也。龙树了佛二谛不生不灭乃至无来无去。所以

舍初章即牒八不。八不即是二谛。是故以二谛为宗。若是百论面折外道。使

故九十六种理屈辞穷故。叹此二智有闲邪显正之功故。以二智为宗百论宗

也。 

第三明三论辨谛有于教不同者。通明三论辨谛。即有于谛及以教谛。通而致

别。百论即明于谛。中论即明教谛。所以然者。于谛即浅教谛即深。中论明

如来假名空有教门。皆是不生不灭。若是百论。即就二缘而明于两谛也。问

于谛教谛有何异耶。答教谛就佛成谛之言。于谛即约两缘明二实故。于凡为

实也。问经云。一切世谛若于如来即是第一义谛。此何物。于谛。答此谛是

因缘于谛也。同若尔。教谛便不就缘用教。何为于谛。便无言教。那得谛

名。答教谛非不被缘。但缘禀此教。即便悟理故名教谛也。于谛亦禀佛教。

但于恃作解。不能博悟故名于谛也。 



 

[目录]    5 

第四明三论用智长短者。若是中论明实智方便。百论即明实智与权智故。权

智即短实智长也。问何故龙树用实方便智。百论用实与权智。答提婆面折外

道。一时权巧功用故。权智即短也。中论匡正佛法。整里家国非时用。是故

二智则长。例如大品净名二经辨智有长短。大品即明实方便智故其用则长。

净名则明权实二智其用则短也。问二经长短三智与三论长短智云何。答二经

明智通于破立故。如大品破有所得。而广明因果法门。净名破但大但小。而

广明菩萨不思议用也。若是三论。但破洗诸法不明立也。问佛法大海无量宝

聚。三论何但用一破一。而言是佛法通方论耶。将旧医用乳田父食盐。答一

切众生未观波若以来。并皆依着禀教成病。是故三论。广破依着。广破众生

病。众生病若消如来正教自开也。是故不须别立。 

第五明三论破缘有内外不同者。若是中论与十二门即破内学。若是百论即破

外学。所以然者。龙树出时正法始灭像法始兴。此中有内病兴世故。大论

云。佛灭后五百岁后有五百部出兴于世。皆执自见为是。他见为非。不知佛

意。为于解脱故闻毕竟空法。开邪覆正。是故菩萨破邪显正。所以秤为破内

学也。问龙树破内学不但除迷教之病。通收取佛教者。提婆破外学亦有收取

义不。答亦有收义。如大经文字品云。一切经书呪术皆是佛说法。非外道

说。是故亦有收归内。又大经云。轮王出世还收取诸牛。亦是其事也。问百

论破外而有收外义者。中论破内亦有收内义不。答亦有此义。故大论云。诸

论义师自作此说。尚不得三藏中意。况大乘此破不收也。 

第六明三论申破傍正不同凡有二种。一者就破明傍正。二者就申明傍正也。

就破明傍正者。中论正破内傍破外道。百论正破外迷傍破内执也。所以然

者。若外执同内执者。中论傍破。若内执同外执者。百论即破也。就申明傍

正者。中论正申佛教傍破外道。百论正破外道傍申佛教。所以然者。中论初

发始即牒八不二谛。后方破外故。正申傍破也。若是百论初发始即归三宝

故。正破傍申也。十二门论与中论云何。答大师有时云。两诸义无有异。有

时云。十二门申义为强破义为弱。故初发即云说曰。今当略解摩诃衍义也。

若是中论初牒八不破外人。故论文云。诸法无量。何故但以此八事破。故

知。中论正破傍申也。 

第七明三论用假不同者。假者四种。一者因缘假。如空有二谛。二者随缘

假。如云世者说有我我亦说世智说无我。又百论云。佛随众生意故下中上施

戒智。三者就缘假。如众生执有就求有无从。众生执无就求无不得。此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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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假也。四者对缘假。如说常为对治无常说无常为对治常也。若是经中及以

大论具足四假。若是三论唯有二假。一者就缘二者对缘。若中论正因缘假强

对缘假故弱故。龙树就外人觅生灭断常皆不可得。若百论对缘假强就缘假弱

故。外道执一借异。对破外道执异借一对破也。 

第八明三论有对缘不对缘不同者。若是百论。提婆菩萨。广集九十六种外道

邪师故。八方论士。皆集四衢各建其宗也。初立无方论者。提婆对面折外

道。辨屈邪师也。若中论。龙树菩萨。潜惟着笔。玄收迷情。以为折破。故

不面对外人。异提婆也。问何故如此。答龙树出世如第三佛。是故传云。智

慧日以颓斯人再辉世。昏寝以久闇此人悟令觉。又云。明即白月争辉。智即

圣人并照故。外道小乘闻名立伏。不敢论义。所以龙树面不破也。但着论破

也。提婆不尔。初但隐迹。为婆罗门故。外道诸师不畏弹之。故与此交论

也。问提婆面对外道。亦有着论以不。答提婆九十日中。与外道论义。后还

闲林。撰当时之言。着此百论也。 

第九明三论所破之缘根有利钝不同者。以众生根生不同。今约中百二论。略

开三论种不同。有一种根缘。百论始舍罪福终破空有。当此言下即悟无生

也。第二有一种众生。即是外道。经闻提婆当时所破之理。屈申未悟。后出

家禀受佛经。方始得悟。是中根人也。第三下根人。外道闻百论所破。虽复

言理俱屈。而不得悟。后禀佛经。亦不得悟。非但不悟学于佛经。更复须迷

执邪。后为中论所破方得悟也。问亦有内道之人虽闻中论所破不悟。闻百论

破方始悟不。答亦有此义故。中论深闻不解。百论就情玄略故。便得悟也。 

第十明三论师弟不同者。叡公云。天竺有十六大国方八十里。三百五十年。

有马鸣菩萨出世。令大乘之化。重启阎浮提。后五百三十年。有龙树菩萨出

世。扇无相之道。三启末俗也。八百余年。有婆罗门种名曰提婆。是龙树上

足弟子。其人皆与玄师并照德。与皆机净行故。令佛法兴隆邪道隐塞也。问

中论既得秤中。百论亦得秤中不。答二论俱得秤中。问若俱得秤中更有何

异。答若是中论即对偏辨中。若是中论即对邪辨中。所以然者。中论迷教之

缘。学佛二谛不悟二不二。故成偏执。所以今破此偏二故。明不二之中也。

若是百论不学佛教故。一向邪错。破此邪错以明中故。是破邪中也。 

次第三约释论中论宗百论明秤中观论。今作离合两释也。前则离解三字。次

则合释三字也。然虽复离释非是异义。虽复合释非是一义。所以然者。正为

学人若闻合释即作一解。若闻离释则作异解。为此人故。所以言虽复离释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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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异义。虽复合释非是一义。例如人闻波若如佛性法界涅盘便作异解。若闻

波若即佛性法界即是涅盘便作一解。对此人故。明波若佛性法界涅盘虽复合

非一。虽复离非是异也。 

所言中者。以实为义。亦以五为义也。以实为义者。开中叡师云。以中为名

者。然其实也。以正为义者。肇公正观论云。中即是正也。若以实为中义

者。即名为实相实际。若以正为中义。即名正法正性也。问云何中以实为

义。答正为失道之人。明学皆是虚妄。对此虚妄故名中实也。问何者是失道

人。答通而为论。未见佛性。未观波若以来。并是虚妄也。断常中行故是失

道人也。别而为言。有三种人。第一是失佛教人。言世谛是有真谛是无生死

定断佛果定常。如此人等。即是虚妄也。第二自树之人。即是九十六种外道

所行所学皆是也。邪错之是虚妄也。第三即是任运颠倒不学佛教。亦不自树

邪候。直是随逐世乐。任运失道故。如此三种人。皆虚妄也。问今辨中实正

对何人。答通而为论。并对三人。别而为言。正对第一失佛教人也。问此失

佛教人是何时失。答正法之末像法之始。禀佛教人。成断常虚妄。以成断常

故失中道。是虚妄故。便失实相成邪见故。即失正法也。问何故失教人为虚

妄耶。答彼云。有生有灭有有有无。是故龙树责外云。汝若实有生灭实有有

无者。就汝救之。便应可得。今就汝生灭无从实有无不得。故知。汝之所见

是无而谓有。故是虚妄。是以对此虚妄偏邪故。明不断不常不生不灭则是中

道。以中实故名为正法。故净名云。观身实相观佛亦然。如此观者名为正

观。以他观者名为邪观。故知。中则是实实即是中也。所言中解不同。一者

外道明中。二者毘昙人明中。三者成论人明中。四者中假人明中也。外道明

中者。僧佉人言。埿团非瓶非非瓶即是中也。次卫世师言。声不名大不名小

为中。勤娑婆言。光非明非闇为中。三师并明中也。次毘昙人明中者。彼有

事理。事中者。如国中满大王。不在欲界复离非想。相离此二边居在中道

也。理中苦集之理不断不常即是中道也。次成论人明中者。彼有三种中。一

世谛中道即是不断不常等也。二真谛中道即非有非无等也。三□谛中道即非

真非俗也。次中假人明中者。如非有非无为中。而有而无为假。如此等解。

别须广破付在论文也。今明中略有三种。一对偏中。二因缘中。三绝待中

也。所言对偏中者。学佛教人。既失其旨故。成断常偏执。对此偏执的申故

言对偏中也。次言因缘中者。如假有不得言有。不得言不有。此有即是中

也。次言绝待中者。本对偏故。所以有中在。偏既去中亦不立。故非偏非中

强名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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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言观者。论有广略二文。若是广文则云中观论也。若是略文但言中也。关

中影叡两师。具广略释二义也。影师云。寂此诸道故名为中。问答折征故秤

为论也。又云。观者直以观达于心故名观。论宣于口也。叡师云。以中为名

照其实也。以论为秤者尽其言也。但释中论不明观也。今依广本明观义也。

所言观者观照为义。龙树正观。照了诸法不断不常不生不灭故名为观。有二

种。一生灭观。二无生灭观也。生灭观者。有惑可灭。有解可生。有圣可

取。有凡可舍故。生灭取舍之观也。无生灭观者。知惑本自不生。今何所

灭。故了悟诸法不生不灭故名无生灭观也。就此二观各有三种。一名字观。

二义相观。三心行观也。名字观者。知一切诸法但名字不内不外亦非中间不

住亦非不住故。不名悟名字即是解脱故言名字观也。义相观者。既有其名。

必应有义。如真俗是名非真非俗。是义亦得真俗。是名真以实为义。俗浮虚

为义。了达此义名义相观也。心如此行名心行观也。 

所言论者。论有二种。一者小乘二者大乘。小乘论亦有二种。一通论二别论

也。大乘论亦有二种。一通二别也。小乘通论者。即是成实毘昙等二论。通

释佛三藏教意故。成论云。我欲正论三藏中实义也。小乘别论者。释论云。

有胁比丘造四阿含论也。此上无也。大乘通论者。中百等三论。通明佛大乘

经意也。大乘别论者。即是释论地论波若论别释经故也。问论是何义。答直

名论交言曰论。又云。宾主往复为论也。今依关中序云。论者欲以穷其源尽

其理也。又言论者。尽其言也。他问。尽言为论者。为当用言为论为当。用

无言为论若用言为论。言那得导尽言。若用无言为论者。复何秤尽言耶。答

导尽言为论。那得用言为论。若无言何得尽。是故宾主。交言为欲尽言以为

论也。若不交言。言何由尽也。问云。交言为欲尽言。答论主之难拟无不

摧。外人无不屈。外人若不屈。即断常不尽拟。若不摧戏论不消。戏论不息

则中不生。断常不尽观则不发中。若不生则佛性不现。波若不显。今断常

息。所以中生观发。中生观发故佛性现波□显。是故以尽言为论也。问但尽

邪言为尽。为尽正言□尽耶。答一往为论。但尽邪言。二往为论。邪言既尽

正言亦息。问论主既言那得尽言。答论主为论尽言。是故言也。如大论云。

执事比丘举手唱言众皆寂静。此是以声遮声。非求声也。今以言尽言。非立

言也。 

次合释三字者。以为二意。以中对观。即是境智之名。以观对中。即是智境

观。即是境智。以境是中实故生观。便是正观。以观正故。所以境即是中。

故中发于观观发于中也。所言中发观者。由诸法不生不灭无来无去。是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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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菩萨正观。故理乘云。十二因缘。不生不灭非因非果故能生观者。犹如胡

[卄/爪]能发热病是中发于观义也。观发中者。以观正故。能了达诸法皆无生

灭。是观发于中也。以观对论为行说者。观论即是如行而说。论观即是如说

而行。如行而说。即是说我所行。如说而行。即是行我所说。说我所行故名

为中论也。行我所说故名中观也。问此中观论三字通别云何。答通而为论。

三字皆中皆观皆论也。所言三字皆中者。中既不生不灭。观亦不生不灭。故

即是中。中即所行不生不灭。观即能行不生不灭。中即所照不生不灭。观即

能照不生不灭。论即是能论不生不灭。所论不生不灭。既是中能论不生不

灭。亦是中也。三字皆观者。中即是义相观。观即是心行观。论即是名字观

□故三字名观也。三字皆论者。论则是能论故。能论既是所论。中观亦是

也。 

第四无方问答也。 

问经中二谛论中二谛。经中中道论中中道同异云何。答通而为论更无异也。

论中二谛既即论中二谛也。经中二谛亦即是经中二谛也。通而致别。经中所

辨。则前假后中。论中所辨。即前中后假也。所以然者。经中前明二谛教

门。说此二谛为表不二。如说空有为俗有空为真。空有为俗。有不自有。有

即是假。有空为真。空不自空。空即是假。故此空有既是假名。因此空有之

假。表非空非有不二中。是经中前假后中。故因假得中。因教悟理也。若是

论中则前中后假。将执教之缘闻有即住有。闻无即住无。此有无即成性实

故。龙树破此性实明诸法非有非无。即破性有故云非有。破性无故云非无。

非有非无即是双去。不知何以名强为中。是前明中义。因此中悟假。由非有

非无中故。得生而有而无之假。是前中后假也。 

问经中明中实与论中辨中实同异云何。答若是经中明二谛教实。若是论中已

辨中实即理实也。 

问中教实云何理实云何。答教实者。即是诸佛二谛教门成谛之言以为实。若

是理实。则是明诸法不空不有实相为实也。复有于缘实义。有于凡是实空。

于圣是实。此二缘故秤两实也。问答未尽。付入中文辨也。又成实论师云。

三论师不得破成论。三论师云得破也。成论师言不得破。意以有八义故。何

等是八。一者破异同。二者明二谛同。三明中道同。四明波若同。五明人

同。六明异出世故。七明破小大同。八明破而有立故也。第一破异同者可辨

也。第二明二谛同者。成论十号品云。不说世谛为第一义谛。说第一义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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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谛也。又论文品云。有我为世谛。无我为第一义谛故。不得破也。三明中

道同。论有无品云。方便说有。方便说无。若决定有即堕常边。若决定无即

堕断边。离有无二边名为中道也。四明波若同者可解也。五明人同者。增一

阿含云。是故比丘当成四谛故也。六明异出世者。龙树七百余年造论。呵梨

跋摩亦八百余年造论。如此有前后。前不得破后也。七明破大小故不及者。

放广道人破故也。八明破而有立者。亦可知也。彼虽如此云。而三论家皆得

破也。破方可解也。至理非有非无非因非果。而涅盘以无所有为宗。大品以

有所无为宗故。依涅盘经辨不有有十种。无亦然。不有十种者。一就体明不

有有。二就侧明不有有。三就假有明不有有。四就举用结体明不有有。五就

万法明不有有。六对病明不有有。七竖明不有有。八就有无明不有有。九者

对无名有明不有有。十者还以诸用结明不有有也。一就体明不有有者。大经

云正法宝城善有。此有是不有有也。此妄作何者。不二正法非有非无而强名

善有故。此有是不有有也。二就侧有明不有有者。直从体起有。此有是不有

有。何者空有故言不有有。所以者侧者。置无边言有边故也。三就假有明不

者者。此假有是不有有。以假有非真有故。言不有有也。四举用结体明不有

者。此用有如体。是不有故言不有有也。五就万法明不有者。此万法是不有

有。以其空有故。故言万法是不有有也。六对病明不有者。拨无阐提言一切

无故。此无病明不有有故。言不有有也。七竖明不有者。有非有非非有。是

不有有故言不有有也。八对无名有明不有者。以对无故言此有。是不有有

也。九就有无明不有者。此有无非真有无故。言不有有也。十明不有还以诸

用结体故。言不有有也。又能所四句义者。一经能经所。论能论所。合为一

句也二经能为论所。经所为论能。论能为经所。论所为经能。合为一句。三

经能所皆是经能。论能所皆是论能。合为一句。四非能非所为无句义也。经

能者即是佛能说二智。经所者即是所说经教者。论能者即是菩萨二慧也。论

所者即菩萨造论也。 

问何故二智与佛二慧与菩萨。即答通而为论。皆得相通。别而为言。于佛二

智菩萨二慧者。依大品经云。于佛种智一切种智。于菩萨道慧道种慧也。智

是决断义。慧是解知也。异句可知也。内道有四悉檀。一者世谛悉檀。二第

一义悉檀。三对治悉檀。四各各为人为人悉檀也。外道亦有四悉檀。一平等

悉檀。二不平等悉檀。三依止悉檀。四自证悉檀。又之可解也。 

三论家对何人明三种中道耶。山止观法师云。正对成实论明也。山师常读诵

大品经故。依之而说也。彼经云。言说是俗谛。无言说是真谛。作中相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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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而后师等。依中论文不生不灭等不转依生灭明之也。用小顿悟师有六家

也。一肇师。二支道林师。三真安埵师。四邪通师。五理山远师。六道安师

也。此师等云。七地以上悟无生忍也。合年天子竺道师。用大顿悟义也。小

缘天子。金刚以还皆是大梦。金刚以后乃是大觉也。又用五时教师不同也。

白衣刘虬云。用七时。一树王成道为瞽聋说三归等为世俗教也。二为说三乘

别教则是三教并四时也。五大品维摩思益楞伽法鼓等是也。六者法华也。七

者涅盘也。又用五时师慧观开善等。如常闻也。而慧观师云。从第二大品为

常教。何以知之。仁王经云。超度世谛第一义谛湛然常住。又偈云。一转妙

觉常湛然也。开善云。前四时皆是无常教也。用四时者慧观师也。大经云五

味相生解师不同也。刘虬云。从佛出十二部经者。即是世谛。及三乘别教从

十二部出修多罗者。大品经也。从修多罗出方等经者。即维摩思益等经也。

从方等经出波若波罗蜜者。即法华经也。从波若波罗蜜出大涅盘等经也。即

第五常住教也。开善慧观师说。如常闻也。今三论家云。佛出十二部经者世

谛俗半教也。从十二部经出修多罗者初半教也。从修多罗出方等者维摩思益

等也。从方等出波若波罗蜜者大品般若经也。从波若波罗蜜出大般涅盘者即

是涅盘也。所以然者。波若为因涅盘为果故也。若尔波若能生一切法。应是

法本也。何故初教为法本耶。答理应波若是法本。所以初教为法本者。此家

不须五时次第。但以满半故也。以半为因开满教故也。问何故成论师等。从

方等出波若波罗蜜者。为第四法华教不常经名耶。答见多宝塔品云。善哉释

迦牟尼佛。能以平等大会教菩萨法也。平等慧者即是般若也。又涅盘为本有

三种。一者双卷泥洹即支谦法师翻。云胡音般泥洹。二者释道安法师抄作双

卷。云胡本般泥洹。三者佛陀拔提作双卷。云方等泥洹。智炎法师作十卷泥

洹。又法显法师自天竺将六卷泥洹。初双卷后六卷也。此二部多行世也。双

卷者但说涅盘第一第二卷也。六卷者唯说第一至第一卷也。涅盘四十卷者。

智炎法师于武威郡孤臧县翻也。又昙无谶法师。自中天竺将来诸巨牟儞国翻

为四十卷。后东安寺慧严师道场寺慧观师。谢令郡作三十六卷。其来所以如

传云也。又竺道生师。涅盘未至汉地时。看六卷泥洹一阐提成佛。尔时国中

诸大德云。泥洹无言阐提成佛故。而生师独言阐提成佛。是故诸大德。摈生

师虎山五百里也。晋末初宋元嘉七年涅盘至阳州。尔时里山慧观师。令唤生

法师讲此经也。又涅盘或云二万五千偈。或云三万五千偈。外国以三十二字

为一偈。而大品有二万千偈。以此而当涅盘有三万五千偈也。 

略三论游意义(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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