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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华严十明论叙 

宋宝觉圆明禅师惠洪觉范撰 

显谟阁待制朱公世英。为余言。顷过金陵。谒王文公于钟山。公以彦里闬晚

生有志学道。谓曰。若读史见勾践伍员事乎。勾践保栖会稽。置胆于坐卧则

仰胆。饭食亦尝胆也。伍员去楚櫜载。而去昭关至蒲伏行乞于吴市。二子设

心止欲雪耻复仇。而焦身苦思二十余年。而后遂其欲。盖有志者事竟成也。

然移此心以学无上菩提。其何以御之。世英嘱予记其言。世英殁一年。余还

自海外。筑室筠溪石门寺。夏释此论。追念平时之语曰。嗟乎流转三界未即

弃去。其耻亦大矣。囚缚五阴未能超出。其仇亦深矣。以吴楚之仇耻较之。

其相倍如日劫。而学者亦思掣肘径去。然至诚恻怛勇决力行。较勾践伍员特

太山毫芒耳。岂不惜哉。金刚般若经。须菩提闻世尊言以恒河沙等身命布

施。不如受持四句偈为他人说之福。于是泣下。其心岂不谓学者多以一身味

着懈怠故自为障阂乎。夫杂华具四天下微尘数偈。而其所诠者。如来普光明

大智一法而已。亲近随顺此智者。戒定慧三法而已。以戒定慧观照方便破灭

无明。一切众生弹指实证。故金刚藏菩萨曰。随顺无明起诸有。若不随顺诸

有离。是谓成佛显诀人法要旨。借令三世如来重复宣示深奥。不能加毫末于

此矣。其于利害去取。晓如白黑。其义理昭著。粲如日星。不知。学者于戒

定慧。何疑而不随顺。于无明烦恼。何恋而不弃遗乎。孟轲曰。今有无名之

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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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今之知类

者。吾特未见耳。岂密行暗证。隐实显玼。世不得而知欤。抑观力麁浮习

重。境强多遇缘而退欤。余切慕。思大智者父子于道能遗虚名收实効。三十

年间决期现证。皆获宿智通。入法华三昧。乳中之酪此其验矣。呜呼安得如

南岳天台两人者。与之增进此道哉。 政和五年六月十日书 

解迷显智成悲十明论 

唐太原李通玄撰 

释十二缘生 

夫十二缘生者。是一切众生逐妄迷真。随生死流转波浪不息之大苦海。其海

广大甚深无际。亦是一切诸佛众圣贤宝庄严大城。亦是文殊普贤常游止之华

林园苑。常有诸佛出现于中。普贤菩萨恒对现色身。在一切众生前教化无有

休息。文殊师利告善财云。不厌生死苦。乃能具足普贤行。一切诸佛功德海

参映。重重充满其中。无有尽极。与一切众生犹如光影。而无障碍。以迷十

二有支名一切众生。悟十二有支即是佛。故众生及以有支皆无自性。若随烦

恼无明行识名色。六根相对。生触受爱取有。成五蕴身。即有生老死。常流

转故。若以戒定慧观照方便力照自身心境。体相皆自性空无内外有。即众生

心全佛智海。如经颂云。欲知诸佛心当观佛智慧。佛智无依处。如空无所

依。众生种种乐及诸方便智。皆依佛智起。如华严经。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

种退失。佛法道应当远离。何等为十。为于善知识生憍慢心。失佛法道。畏

生死苦失佛法道。厌菩萨行失佛法道。厌恶受生失佛法道。乐着三昧失佛法

道。于诸善根起疑惑心失佛法道。诽谤正法失佛法道。断菩萨行失佛法道。

乐求声闻及缘觉乘失佛法道。起嗔恚心失佛法道。若修行者求大菩提心者。

无劳远求。但自净一心。心无即境灭。识散即智明。智自同空。诸缘何立。

以空智慧光明普见法门入十住初心。此如善财童子登妙峯山顶。以明相尽法

门故。欲令其心转更增胜。上入海门国。重观十二有支生死大海。见佛出兴

说普眼经及佛功德海诸波罗蜜海乃至禅波罗蜜。方始一终。又至十地中第六

地作十度。逆顺观察十二有支。成般若波罗蜜门。三空自在智慧现前。以大

慈大悲为首。故不尽诸行。又以空慧入诸行海。长养大慈大悲入生死海。如

莲华处水而无染污。如阿修罗处海纔没半身。像大悲菩萨以空智随流处缠不

没。广如经说。今略叙其十法。令后学者不妄别求。设使自外他求毕竟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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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理。若厌十二缘生别求解脱智海者。如舍氷而求水。逐阳焰以求浆。若以

止观力照之。心境总忘。智日自然明白。如贫女宅中宝藏不作而自明。如穷

子衣中珠无功而自现。十门如下。 

第一明。一切众生十二缘生恶觉生死。从何所生。第二明。十二缘生为是本

有。为是本无。第三明。诸佛解脱智慧。为是本有。为是修生第四明。十二

缘生与智慧谁为先后。第五明。十二缘生及佛智慧有始有终否。第六明。十

二缘生是一心所变。云何受三界苦乐不同。第七明。解脱法中何法有依。何

法无依。第八明。诸佛解脱无有性相体无处所。有无量功德。有一佛剎微尘

身土庄严牙相映彻。为是有常。为是无常。第九明。一切诸佛皆有大愿。云

誓度一切众生尽方自解脱。如今一切众生无数。云何无量诸佛已成现成佛

者。如无量剎尘。岂不违其本自大愿无量力耶。第十明。十二有支是大生死

之源。如何超度使令迷解同佛大智大悲。成大法门一切智海佛功德海。 

第一明十二缘生恶觉生死从何所生者。为一切众生从本已来。无本无末。无

始无终。无性无相。无古无今。真智慧之体是一切众生之本源也。为真智慧

无体性。不能自知无性。故为无性之性不能自知无性故名曰无明。如华严经

第六地。不了第一义故号曰无明。将知以真智慧本无性故不能自了。既不自

了。是以诸佛更须示现出世说法利乐人天。本无众生可度。既先贤得道利乐

世间。明知真智。要得了缘方能现也。若言真智本来自然常不变易者。即有

所依。即有所住处。即坚然形质。十方虚空不可相容纳也。即同外道及二乘

并净土菩萨皆有所依。故众生自众生圣自圣不须教化也。故知有贤圣得道。

会真明知真智无性。不得了缘但迷心境。十二有支随事染着。不能自知有性

无性。妄作我见。随顺无明行。识名色对六根为触。识为种子。意为能缘。

随事和合。触受随生。无明行二事缘眼耳鼻舌身五根。与名色相对。无明行

为所缘。意为能缘。名色是所缘之境。识对诸根随事和合。分别善恶取纳名

受。此一段五根从意及识七法为现行缘。领受贪着不舍。便生爱取有。从爱

取有三缘成来世业因。生老死三缘为来世苦果。此爱取有及生老死。常以生

老死为果。生生无有停息。随自贪欲乘憍慢放逸贪嗔胜劣等业三界受生。苦

乐不同。皆是自心变非由他与。应如是知。是一切众生所生苦海之源。以迷

真智故便有业生。十二有支因此而起。若达无我则无所生处。则一切法自性

无生。是故经云。世间生灭皆由着我。若离于我即无生处。执着我故常求有

无。不正思惟。起于妄行行于邪道。罪行福行不动行。积集增长。于诸行中

植心种子生有漏身。复起后有。生及老死所为诸业为田识为种子。无明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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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爱水为润。我慢溉灌。见网增长。生名色芽。名色增长生五根。诸根相

对生触。触相对生受。受生已复希求生爱。爱增长生取。取增长生有。有生

已于诸趣中起五蕴身名生。生已衰变为老。老已劣造业成病。病已业尽为

死。死时生诸热恼。故忧悲愁叹众苦皆集。此因缘果故集。无有集者此明。

经意为名第一义。故妄生苦缘。实可悲愍。为迷心境枉流生死。众苦悲恼飘

转何休。但净意根空慧现前。十二有支都无所有。及名色识触受等五法。皆

为根本智之法界自在缘生诸法门大海及诸波罗蜜诸功德海。以明迷者。即诸

烦恼海一切心境总为苦海。若觉悟者。即是诸法门及波罗蜜海。正觉悟时无

明不见灭。智慧不见生。是故经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若能如是解

诸佛常现前。此明迷解。是故一切众生于第一义根本无作智中妄起作业。爱

取有生。是故十二有支迷真智慧生。十二有支以为生源。以此三乘教法诸般

若中。为中下种人但说五蕴十二缘空。空亦空有为无为及毕竟空。乃至十八

空等。皆未明达十二缘生烦恼苦海。便为智海正觉海诸法门海诸波罗蜜海菩

萨万行诸功德海。文殊普贤毘卢遮那三法皆悉圆满。一一尘中十方诸佛及一

切众生同住无碍海。法如是故非是权乘神通所作。一切大小皆无边方。参映

重重重重无碍。如经广明。 

第二明十二缘生为是本有为是本无者。此中有二义。一妄。二真。一如世情

妄见。随三世古今为心计其万事实有。又计生死等以为无常。此乃如世情心

想所计。言无常并是妄心妄想裁接无有穷尽。言常无常并是虚妄无有定法。

皆不可依也。言真如理智常不变易亦是虚妄。是故净名经云。无以生灭心行

说实相法。以此十二有支是一切众生自心自诳情计变生。今言十二有支常。

以是虚妄。若言无常法。又以灭而取证。或厌而往生者。皆且得变化生死。

非真解脱。是故常与无常同第一义智。不可以情知也。经云。不了第一义。

故号曰无明。又世谛即第一义谛云何。十二有支定说为常及与无常。又如正

会第一义谛时。不见身心及境界若生若灭常与无常。是故十二有支无决定

性。不可说言常与无常。同第一胜义谛故。 

第三明诸佛解脱智慧。为是本有为是修生者。此一段须知四谤。言法本有增

益谤。言法本无损减谤。亦有亦无戏论谤。非有非无相违谤。若言诸佛解脱

智慧本有增益谤。若言本无要假修生损减谤。此之一段非情意思量言所及

也。情亡神会想尽智圆。何以情论于有无。谈其无功之智也。言其本有即体

性如同虚空。本来无迹。言其本无因修而得者。亡情虑而始会一乘。若以灭

识亡情亦非是。当一切众生以情想恒存者。常迷不知存。修即却败。放逸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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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乖。若言本有修生皆为过失。何以然者。言本有一切众生元来是佛。何因

苦乐流转不停。若言修生还成败坏。有为之法皆是无常故。须除此二障方可

相应。乃故颂曰。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此

乃禅定观行方便。以为了缘迷解自明。不可以情虑计度。云修生本有。此果

体无以斟酌知。无以思量得。当以止观力功熟方乃证知。急亦不成。缓亦不

得。但知不休。必不虚弃。如乳有酪。皆须待缘。缘缘之中无作者。故其酪

成已亦无来处。亦非本有。如来智慧以戒定慧众善方便而以照之。而缘缘之

中无作者。无成坏故。然于一切智一切种智。于中而得朗然。于诸法中无能

作所作者。故亦非本有。亦非本无。以第一义中无本无末。无始无终。无成

无坏。无三世古今。亦不可作本有及以修生。成就世间断常诸见及诸诤论。

应如是知。如经中颂云。一切法不生。无有常见。一切法不灭。无有断见。

若能如是解诸佛常现前。以无断常故。即是成佛义也。是故不可作修生本有

卜度之妄想也。重栽妄想不可相应。当须于一切法无心。道自现也。无心道

现正智方明。正智现前方觉心境诸缘自皆无性。心境无性智日同空。境何。

能立智空境寂识浪无生。所有现行都无能所。如空谷响。应物成音。空谷无

心智。亦如是应物。分别都无所生。于此是他同于幻住。所有心境皆如。不

见一法有生住异灭成坏等相。名法界缘起自在无生门。如善财至德生童子有

德童女所。得空幻智幻生幻住法门。一切处受生皆同幻住。 

第四明十二缘生与佛智慧谁为先后者。如世情识妄业所见者。即十二缘生生

死在前。若以道现智明。古今元来不变。无动转故。已是无量劫中所作善恶

业果报德。道现智明悉能见之。如弥勒楼阁中善财入已弥勒三世古今业行悉

于中现者是也。以自净智业圆明。十方诸佛及一切众生。三世古今业行无不

普现。以无明总尽一切智成。自合如是。但净自心不可希望。如世间初心。

但且息心净念者。亦得少分外边生死境界所现。故求大道者不取也。不可以

荧光滞于大智之明。此是摄乱息心所见也。亦有邪鬼入身。亦见少分皆不可

取也。善决择之。如十地菩萨得百万阿僧祇三昧。世无不明。坐大宝莲华之

上。量等百万三千大千世界。授如来职。其身充满大莲华之上。此大莲华四

边次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莲华。以为眷属。诸菩萨皆坐其上。尚犹于普

贤行犹为障碍。欲见普贤菩萨不能得见。当舍五障方见普贤。略释中已明。

善财欲入大悲位。但见摩耶夫人处宝眼天。具明五障之数。何况世间息念少

分净心。怕怖生死畏惧攀缘之心而少分可见。亦为障道。未作须作。已作须

过。勿滞其中。一依善财童子所有十住十行五位行样不错也。如是根本大智

之海。不可更求前后之见。皆从迷十二缘生之法。于心境上意识魔王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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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惑其心。至无始沈沦。由迷不觉存前存后。见古见今。第一义中都无此

也。一切处文殊师利同声说偈云。一念普观。无量劫无去无来亦无住。如是

了知三世事。超诸方便成十力。又以大智体中同三世事。以过去世入现在未

来世。以未来世入现在过去世。以现在世入未来过去世。以根本智无三世

性。妄执三世。智现自圆无古无今。一世通为十世。以三世中一世上三世为

九世。通平等世为十世。如圆珠上求方。环轮上求始末。虚空中求大小中

边。前际后际终不可得。应如是知如是见。即于大小前后诸见无所惑乱也。

如是见尽。三世都忘名初发心时便成正觉。然后成普贤之行矣。 

第五明十二缘生及佛智慧有始有终者。如有人于少时间梦见无量劫。忽然睡

觉。所有梦中时量劫数并不可得。亦如是见无明及佛智慧亦不可得。为无明

等十二有支及佛智慧皆虚妄也。经云。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

老死尽。为真妄总同一虚空性故。不可于空中求其生灭等相。不见无明灭。

不见智慧生。以无生灭故。一切法亦如是。无生无灭。无始无终也。 

第六明十二缘生是一心所变云何受三界苦乐不同者。金刚藏菩萨云。于第一

义谛不了。故名曰无明。所作事是行。行依止初心是识。识共生四取蕴为名

色。无明行识名色为四。名色增长六处。六根是也。根境识三事和合是触。

触生受。于受染着是爱。爱增长是取。以从此爱取中。不顺贪嗔忿恨各随执

业深浅轻重种种不同。因此恶道人天诸业各各差别。修行者大须观察净治识

种。以现智门。而于心境即得自在。余意下当更明。 

第七明解脱法中何法有依何法无依者。声闻独觉皆厌生死。依寂灭涅盘净

土。菩萨厌生死所依净土。般若中菩萨破有归空。成空智慧。应生净土。留

惑润生。教化众生。如涅盘中。依一切众生有自性清净。亦具普贤行。俱是

三乘中诸教菩萨等法门。国土皆有大小广狭所依分量可得。皆有所依故。为

众生根品量度未圆。所有修行心量各依自分所得。唯一乘佛果。毘卢遮那文

殊普贤理智大悲圆满。皆遍至六道众生及三乘菩萨二乘声闻缘觉一切所依皆

恒遍故。十方充满犹如虚空。皆无所依。非大小限量度狭所依住也。亦非情

想计度所穷任。无功无作大智之所印也。以达十二缘生法中迷解。智现故。

无厌除心。无自他境。不出不没。智印十方。无去无来。恒对现色身普遍一

切众生前。无去无来故。亦无神通变化之心。以无所作之智法尔能随物应感

现其身。宜应所化也。如空谷响普应。诸声皆无所依。一切众生及诸贤圣皆



 

[目录]    7 

无所依。但以自情妄见也。但智明迷解。道自如是。非是情所作得也。故名

不可思议。更有余意。后当更明。 

第八明诸佛解脱皆无体相本无处所所有功德身土庄严为是有常为是无常者。

如来报身及国土三界净土菩萨所知见故。乃至十地菩萨受职位。但见如来出

世。三昧涅盘解脱身土功德微妙境界犹不能见。成佛果德已后恒行普贤行。

常处世间。十方六道无休息行。亦不能见也。如十地道满。欲见普贤行。以

十地中三昧力三度倍倍入无量三昧。毕竟不见普贤身及所有境界。况如来果

后恒行普贤行。十方国土悉遍于中功德如何见也。如华严经世界成就品。如

许杂类世界如来行普贤行之遍处。如华严。即是文殊师利化入人间觉城东大

塔庙处。转说此经。号普照法界修多罗经。于大海中有无量百千亿诸龙。而

来其所闻此法已深厌龙趣。正于佛道咸舍龙身。生天人中。一万诸龙发大菩

提心得不退转。有无量无数众生。于三乘各得调伏。移城人间。文殊师利童

子在庄严幢娑罗林中大塔庙处。无量大众从城而出来诣其所。略举优婆塞优

婆夷童子童女。各言五百入法之众。以是义故但以文殊师利转教人间。若如

来报身及国土。诸天十地菩萨及净土诸菩萨所不能见。何况二乘及凡夫得

见。此出过眼耳鼻舌身情识之境界。不可云常无常生灭。比量如来身及国土

妙相。不可以形质罣碍所分剂知。一一毛孔皆无有边际。所得一切功德身。

不可以世间情所卜度言。常及无常皆无决定之体。不属生灭性故不可以妄

知。 

第九明一切诸佛皆以大愿度众生令尽。若一众生不尽者。我不取正觉。如今

现有无量众生在。以有无量诸佛已成现成佛者。岂不违其本愿力也。如十方

世界。不见一佛已成现成佛者。常行普贤行。处十方世界度脱众生。无古无

今。不出不没。但以众生宜应所见成佛及以涅盘。无作菩提何得。何证。何

成。何坏。但以普贤行物常然。恒利众生而无利者。但以无作之智性自遍周

应现。解迷本无成坏也。正迷解时不见迷。已不见智慧。如善财入慈氏之

门。入已还合。以诸法中实无一法有成坏故。若于诸法中见有佛成佛者。是

无常义。如涅盘经。自具明文。勿生疑滞。 

第十明十二有支是大生死之源如何超度使令迷解同佛大智大悲成大法门一切

智海佛功德海者。如华严经第二会。普光明殿中说十信门。如来足下轮中十

度放光。其光从如来眉间毫相中出。照耀十方世界已来入佛足下轮中。以明

佛果光。以佛果光用成信位。其光名一切菩萨智焰照耀十方藏。其状犹如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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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灯云。以此光明从足轮中出。初照三千大千世界。令修行者随光心作光明

想。遍照三千大千世界。作此想。成已其光明照于东方十三千大千世界。四

维上下亦复如是。次第一周一一方所想成。十方过此。是初观第二次第。乃

至第十倍倍增广。量度想念皆尽虚空。令其自心亦尽虚空。心同处空。其心

自定朗然安乐。方从定还起。十方观四维上下周遍推求自心。内外都无所

得。方始了知空慧现前。名忆念一切诸佛智慧光明普见法门。在此位中定乱

俱忘名初发心住。以此空慧观察世间一切众生及以国土。皆如幻化无有体

相。同佛空慧解脱法门。入佛知见已。以此名念佛门。以无念正慧相应故入

十方境界念佛门。空慧自性普周遍故及一切佛成正觉。转法轮。三世劫在一

时。无时分延促之相可安立故。如经广明。入此十种广大如虚空量念佛门。

方入海门国。第二治地住法门。方广达十二缘生海成普眼经及成十波罗蜜行

海佛功德海入清净无染大悲莲华无垢大智普光明海。如经云。善财童子问

言。欲入一切无上智海。而未知菩萨行。云何能舍世俗家生如来家。如是十

问具如经说。海云比丘十种赞慰劝发之后方云。我住此海门国十有二年。常

以大海为其境界。所谓思惟大海广大无量。思惟大海甚深难测。总劝十种。

观察十二缘生生死大海。便见大海之下有大莲华。忽然出现。以观心圆净生

死无染业。成十无尽宝庄严。十王供养恭敬。明十智波罗蜜功德。不出生死

之海。于生死大海之中利乐众生。无染自在。以王表之。阿修罗王云百万

者。檀波罗蜜中行满也。手执持其茎。明不离根本智处生死而不没。以阿修

罗王表之。已下思之。表法如是。余可准知。设有其事亦为表法众也。莲华

有佛。出现说普眼经者。观达十二缘生根本普光明智。起差别智。普现一切

名色。色声香味触法虚空等。随一切众生欲皆说为经。众生无尽心想无尽。

对彼根欲以世间万事应所宜说之为教。有何尽耶。经云。以大海量墨须弥聚

笔。书写此普眼经法一品中一门一门中一法一法中一义一义中一句。不得少

分。何况能尽知。我于此佛所千二百岁受持如是普眼法门。以十陀罗尼门为

诸人天龙神等。广宣流布。以十二缘中一缘之上有百烦恼。十二缘中以为法

门。故云千二百岁。但是一切贤圣所说不离四谛。一切世间不离苦集。一切

解脱不离灭道。一切苦集不离无明。乃至一切诸缘行等十方随事各各不同。

如华严四圣谛品。是诸修行者一一依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及普贤等觉位

自明。若不遍学不遍知。住一法中莫知进路。一乘之教即以普光明根本智。

以为信解胜进之门。以智无三世古今之体还以不移剎那际成大菩提。依智成

教不立古今。智圆三世多劫不离一念。以智无延促无有去来。智体同空。本

无广狭。不可以分剂知。不可以增损见。虽有胜进功高时节不移毫分。三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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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教以立三僧祇劫佛果在十地之终。圣智依根立教。如是乐之者。即作勿疑

圣旨。致有沈吟。恐作空过。以十信之住六品经文还于普光明根本智殿中说

还以十个智佛以为十信云觉首目首。通文殊师利。以为所信之行首也。金色

世界及一切处金色世界及下九个世界总通为十。是所信之法十个世界皆名为

色。所谓金色世界妙色世界等以十信之心是生灭心生信解故还。如渐卦鸿渐

于干盘等类是也。略且如是。不可具言十二缘生十住中第二住亦观成普眼经

也六地菩萨亦观十二缘生生起因缘成无障碍智慧光明。令后学者观之。论主

颂曰。 

 凡夫无智慧  执着生于我 

 常求于有无  不能正思惟 

 妄行于邪道  罪行及福行 

 乃至不动行  常于诸行中 

 植心之种子  生诸有漏业 

 成于后有身  生死恒流转 

 诸业以为田  识心为种子 

 无明以为覆  爱水以为润 

 我慢为溉灌  诸见生名色 

 名色既增长  五根由是生 

 诸根对名色  识种随受触 

 触受既增长  爱取生诸有 

 有生五蕴身  生已有衰变 

 老坏皆归死  死时生热恼 

 忧愁众苦集  以此常流转 

 生于六趣身  此中无一物 

 虚妄故如是  能以禅悦心 

 心念无虚妄  方能起空慧 

 普照于十方  是中无一物 

 能于无物中  方现如来智 

 既得智光已  复照诸众生 

 常于十方剎  具足普贤行 

 以化众生故  而于佛果门 

 安立信住地  十行十回向 

 十地等觉位  使令修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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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不失错  十信是生灭 

 十地入佛位  以此佛位中 

 饶益众生故  解脱智无染 

 名之为十行  以此解脱行 

 回入生死中  周遍十方界 

 广利诸群生  名之为回向 

 常于生死中  长养大慈悲 

 名之为十地  仍于生死海 

 乐着解脱心  涅盘三昧乐 

 以除五种障  安立等觉位 

 成就普贤道  如于十住中 

 初住第二住  乃至第三住 

 而于佛果海  观察十二缘 

 多求出世心  三比丘表之 

 四住五住中  便以解脱心 

 返照世间境  及以十二缘 

 一切众尘劳  无不恒清净 

 身心无内外  十方悉无碍 

 一切皆禅林  与诸如来等 

 (以明返照世间是解脱。以弥伽解脱二俗士表之。有国名住林。十二年行方至以表。十

二缘生观达一终) 

 第六住位中  出世及世间 

 如是二解脱  皆悉总圆满 

 寂灭大神通  无功神慧满 

 (以海幢比丘表之。离出入息无复思觉。神用无方皆悉自在也) 

 第七方便住  广度诸众生 

 长养大悲行(以满愿优婆夷表之)  第八无功智 

 毘目瞿沙仙  能随邪见流 

 以同诸佛众  令入清净智 

 住处与前同  俱名为海岸 

 以表智悲同  第九婆罗门 

 号名为胜热  明九波罗蜜 

 能同邪见林  五热及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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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空而投火  摧伏诸苦行 

 悉令入正见  第十灌顶住 

 于智波罗蜜  以明十住满 

 以智行慈悲  师子幢王女 

 如此十住中  以十波罗蜜 

 和会智慈行  各各皆不同 

 胜进故如是  乃至十行中 

 十向十地中  及以等觉位 

 一一诸位中  波罗蜜行别 

 互参各不同  不离初发心 

右已上法门皆如来普光明智为体。差别智为用。使令智慧充满。以为法界。

大乘经云。十二有支皆依一心而立。随事贪欲与心共生。心是行(名色是生)。

于行迷惑生识。行识共生名色。名色增长六处。三分合为触(名色识三六根为

分)。触共生是受。受无厌生爱。爱摄不舍是取。彼诸有支生是有。有所起名

生。生熟为老。老坏为死(以下经云。十二有支皆有种业。如经自具明也)。于十二

有支为三苦。一无明及行六根是行苦。触受是苦苦。余是坏苦(爱取有生老死是

也)。以无明灭三苦总灭。即得三空三昧。空三昧无相三昧无愿三昧。于一心

境无有愿求。唯以大悲为首。教化一切众生故。二乘观十二有支。空烦恼。

总灭智慧。大慈大悲亦灭。菩萨观之。诸缘由性空。无生无灭。无受命者。

教化众生不灭诸行。乃至十空三昧现前。常恒不舍一切众生。广如经说。十

二缘生法虽一法一切贤圣皆于中作观。各各获利不同。十波罗蜜一法。五位

菩萨胜进各各名目德用不同。不可一向准之。 

解迷显智成悲十明论(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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