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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信息】大正藏第 85 册 No. 2764A  

涅盘经义记 1 卷 

   

No. 2764A [cf. No. 375] 

涅盘经义记 

便能处物也。舍是空惠众或斯除。以是义故者。以是对治四品或故。名四无

量。非一者非第五一通第二一。非二者非第四二。三者非第三三通第一三。

如汝所言以下。第三先答初难。恚有二种者。一上二中。夺命苦麁而是重。

鞭挞苦轻而是微。修慈断夺命者。慈心是微能断夺命麁或。悲断鞭挞者。悲

心是胜能断微品之或。是以下智断上烦恼。慈是下下智。断夺命上上或。悲

是上上智。断鞭挞下下之或。下有五。复次广解。修慈断上。修悲断中也。

伴侣者答第二所为应一难。伴侣相对有四者。慈悲喜有中三行资成其舍舍本

导成前。三者相资相导边名伴侣。分别为四。不从汝上难一非四也。复以器

者答第三难。贫穷众生是慈心家器。大苦众生是悲心家器。嫉妬众生是喜心

家器。存相人是舍心家器。大士与前人乐时。无后三行。拔前人苦时。无前

一亦无后二。喜心庆前人时。亦无前二。舍心亡相时。复无前三。以是故正

应四。不从汝上难应三悲四也。以行分别以下答第四难。见行人多起大瞋。

瞋有上中。慈断上悲断于中。受行人多起贪爱亦有上中。喜断于上舍断于中

故。言以行分别。故得有四。汝云何言应二非四也。以无量故亦得名四者。

答第五望声难。慈中无量无量心与乐。悲心中无量无量拔苦。憙心中无量无

量心庆物。舍心中无量无量心中亡相。以无量故。故得名四。不从上难正有

一不应有四也。夫无量则有四种以下何以来。上来广答难竟。明知有四无

量。下欲料简凡夫得无量名。而无量无量习种性人。虽有无量非是毕竟。就

第三二乘人正得□□□圭名无量诸佛菩萨得作无量无量。颇有菩萨得慈悲不

以下。第二明修因法用文次相生。若为上文中四种都举来及。下料简中但言

二乘圭名佛菩萨名无量无量习种性人更不解释也。时人生疑意。谓初十心人

与佛同为无量无量。将欲使佛拂去此或。是故先问二解意性地及佛云何得无

量无量习种性人何以不得无量无量。欲使如来释其所以故先发问也。若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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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三品分别以下解一亲人二中三怨。就亲中复分为三品。中人亦作三品。怨

中亦作三品。三三有九品。一法慈心修习前众生亲中同与增上乐。上怨者杀

人父母是上怨违我处多与微品乐。中怨者杀人兄弟等是中怨所可处少得与中

品乐。下怨最微同与上乐品转。复修习者。或径劫数行道慈心往修前人时上

怨违我处重正得与中品乐。中怨所达处少慈心余胜与增上乐转。修习亦可一

劫二劫行因慈心弥厚上怨同心与上乐。第三幡上方得九品皆均犹故不得名大

慈悲也。菩萨住初地者。应当住初依之地毕竟亡相。是大悲阐提极恶。初依

菩萨于阐提上不见其过用以为上福田。是故名大悲也。除无利益者无利益是

苦。除无利益苦应名大悲。所以名慈者。拔苦尽原始彰我与乐义备名大慈

也。与众生无量利乐名大悲者。与乐应名慈。所以名悲者。使众生得无量乐

方显我拔苦义。是始名大悲也。见人得乐生大欢喜名大喜。施其怨亲名舍。

不见己身一切平等。名大舍者。此是空舍。舍己乐施众生者。此是有中舍。

唯四无量以下。上来宜明慈悲等实未明发生万行。自此以下明四无量。是实

所生六度诸行也。先得世间四无量者。是习种性中无量。然后乃发菩提者。

性种解行。是发心菩提。方得出世者。解心增满发生初住名出世间也。因世

无量者。因习种中四无量发生出世无量。以是故者。以是因世间积因远故名

大无量也。迦叶白佛除无利益以下。第三证慈悲。是实由上除无利益名大

慈。与无量乐名大悲。是故发问也。若慈悲是实所生万行与万善作根本者。

我难如来慈悲是其虚不所与万善作根本。何以然知。慈悲不实者。譬如比丘

观所著衣悉是皮相而实非皮。观所食作虫想其实非虫。此是虚观四无量亦如

是。是其虚妄不能真实利益。虽□与众主乐而实不得乐。岂非虚妄也。世尊

以下第二难。若非虚妄实与乐者。何故不以佛菩萨威力一切人等受至乐现见

众生受苦非一。明知慈悲虚妄不真实也。若真实不得乐者。第三返难。于昔

现在人不得乐。以知慈悲是虚妄。佛往昔修一慈善得梵天生光音天者。言得

者其实不得。若便一慈已得人天果报。是实云何与今日慈悲不实义相应也。

善哉以下说偈明慈是实未是答问。若于一众生不起瞋恚。恒慈心与乐名慈善

也。种种布施所得果报不如一慈分作十六分中一分。故知慈悲是实超于世

福。夫修慈者谛是真实以下答第一问。二乘局志假观成就不能兼物可是不

实。欲明诸佛菩萨内解其常外兼群品转变。随心卑故利益证慈悲。是实能与

万善作根本观大地为金银海水为苏酪。能使前人必固得用。明知慈悲真实。

断贪欲以下。断除四品或。故知慈悲是实也。复次四无量所为一切诸善根本

者。答第三问。慈心功德岂唯得人天果报。四无量心所生万善终得常住果要

由慈行。岂是虚妄。自下广明四等发生六度诸行广明檀行。譬如有人者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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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来。上来明四无量心能生六度诸行。诸行中广辨檀行。自此以下欲明是

非相形故兴此文。譬如有人者。始行菩萨。身被毒箭者。分别福田悋惜不

施。败其檀行悭贪复害惠命。喻之毒箭。眷属者诸佛菩萨是也。欲令安隐

者。观行檀施清升彼坪名安隐除毒也。即命良医者。由有感化之机名命。总

喻受者。财物时节因缘。是时良医拔箭者。因缘既具。观行檀施除内悭心名

拔箭。此文以前名内悭心为毒箭。从我观如是毒箭。从何方来以下名前田乞

者以为毒箭。当体非毒所生。内心悭毒故名毒箭也。何方来者观被前田。从

何方来谁所射者何谁遣。若佛菩萨遣来者。义同剎利婆罗门之所射也。若外

道六师遣来者义同毘舍首陀之所射也。竹耶柳耶者观前人持戒破戒依性体坚

喻持戒坚固名为竹耶。柳性软弱喻破戒人。内无清禁踪情六尘广生邪或名为

柳也。其鐎铁者。观前人有惠无惠。何治所出者。经教为治。若从佛经生其

惠解必能摧或其犹刚也。若从外道四围陀经。而生邪惠增长邪或名之为柔

也。修不观有定无定大意观前乞者内秉三藏便欲布施。若无三藏不旨布施。

其毛羽者观其徒众威仪等式好眼便欲布施客服不好便不布。施。所有毒者结

上羽相威仪。从作生者明有正见即是上有戒有惠自然而有是其邪见即是上无

上戒无上惠。一尺六寸者。身一相有四寸四四名尺六也。一切声闻菩萨诸佛

因中万善慈为根本。慈即如来以下果中万善慈为根本。故知慈是真实也。慈

既无常。即声闻慈以下以虚形实。慈若有无非有悲无以下。以实形虚菩萨住

大涅盘。修是大慈交现有益便得卧寤觉安天护人爱。迦叶白佛。菩萨所有思

惟悉是真实。乃说实不得乐。迦叶此中还举前第二问使佛答。佛言以下至极

爱以来。前第二问欲明如来慈悲拔物毕竟所使离苦获安。但自众生受苦必

定。于此人慈无利益。若受苦不定者。于此人慈有利益。是实果报。慈有无

量门以下所以兴。上来宜明慈悲实益竟未知得益是谁。自此以下明九种众生

于中获益。故知慈是实而不虚也。菩萨修慈悲喜以下。第四明三无量家果

报。上来明慈悲喜以为因。得位爱一子之地以为果。云何名极爱。云何名一

子下有五喻。前一明极爱。后四喻明一子。在手捉头去喻前定伏或。右手挑

出者后惠断也。迦叶白佛言其言秘密以下作二难。初一难因。后一难果。就

初因中有三子句。若菩萨住一子地者。如来昔作化誉国王行菩萨时。若视众

生如一子者。云何断绝尔许婆罗门命云何名慈也。二若得一子地则应护命以

断五百人命明不得。三若不得者。若不得一子地断婆罗门命。复何因缘不堕

地狱也。若使等视以下。第三难果。若视众生如一子者。如来何故骂提婆痴

人食于涕唾。使生瞋恨出佛身血如来复记堕地狱。云何与人作烦恼因缘也。

世尊以下引须菩提证成上难须菩提是小乘人。尚自观众生心不与人作烦恼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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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如来云何与提婆达多作烦恼因缘。假使蜜[口*(隹/乃)]以下何以来。上来

作难竟。蜜[口*(隹/乃)]以下至毒蛇来有七句。总答上二问。从毒蛇以下至不

作烦恼因缘以来有三句。第二诫勅也。如汝所言以下第三提文。别答中先答

第一难中。初子句汝言杀婆罗门菩萨尚不故杀者。欲明蚁子果报处卑尚无利

路不故杀。况婆罗门者。此人果报处胜。岂况无利而杀。但自根性中感我断

命然后大益。是故为之不名为杀。行檀波罗密以下。广明昔时行六度以施众

生无量命。云何而复断命也。向所问得是地不者称第二问来答。我尔时已得

以下答爱念者。我以大慈悲心中愍像众生故断其命有益故为悲恶心也。要当

为之者。众生根性不一。自有一人感我鞭挞治之。后方受道自有一人感我断

命。然后受化他人根性感我正自如此。我有善达根性方便要当为之。即有三

念者。良由我善识根性。十二年中供养与作益缘。善根将发感我断命。断命

之后覩地狱苦发生三念善根。乘此三念善根因缘即生甘露鼓。十劫寿命次第

成圣有此大益。云何言不护念也。杀文竟人多料简生阿鼻狱。有三念者人解

不同。今解意此人现在命终将生地狱言生犹未入中。是故菩萨为缘覩地狱苦

惧苦情深发生三念。以命终者非地狱形。尔时以离人间复来入地狱。至地狱

边依贪欲住此身谢生甘露时名命终也。掘地刈草以下答第三问。以何因缘不

堕地狱者。木石无心死尸无命。斫罚鞭挞有恶心故。所以得罪堕地狱。欲明

如来本无恶心所以无罪不堕地狱也。迦叶白佛以下。领解佛本无恶心不堕地

狱所以者。何所以乃至蚁子怜愍利益心故。正应护念物命。所以断五百婆罗

门命者何善知因缘者。善知婆罗门根性因缘。正宜断命有益。诸方便者善契

于常化物方便。我以方便心中断命令种信常诸善也。杀蚁子满十车以下。明

外道义人计罪福开境不关于心。蚁子虎狼乃至恶鬼杀得福无罪。若杀恶人有

少罪境胜故有罪欲灭恶之来服风三日断食。是忏悔罪之方也。若杀和上阿阇

梨。此境最胜得其大罪。女人者能生一切人民。是人根本。若杀女人即断天

下人种其罪最大。及牛者牛本耕田种殖养活人民。若杀牛天下人都饿死尽亦

得大罪。杀此四人堕阿鼻地狱永无出期。知杀有三者。凡有二意故别来。一

佛法义罪福不但关境。亦由于心皆得地狱异外道也。二上来杀阐提不堕。此

三种杀中是故兴也。始从蚁子上至龙鸟十恶果报是其下杀亦堕地狱也。中者

从凡夫上至那含以为中杀亦堕地狱也。父母生人身思养处重师僧训诲义厚。

罗汉辟支习种中得一分理解以上皆名决定菩萨。此五品人是上福田以杀因缘

具受上苦。杀阐提者断善永尽。纵使杀害无有违善之罪。杀畜生由有违善之

罪。是故不堕。三种杀中破树及以死尸都无违善之罪。一阐提更无善根。如

似木石故言亦如是。若使余人杀阐提非不有恶心边得罪。杀阐提无果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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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如来本知机故为毕竟利益名无罪报也。汝先所言何故骂提婆达者。举第二

欲使佛答。凡所发言不思议者。欲明如来发言有益非下情所侧名不思议。或

有实语言不合理超非时于众无益。佛路不说。或有麁语言不当时我亦不说。

若有语言不顺人情名麁穬。闻虽不悦非不籍。此入道因缘要须说之。何以然

众生悟道不同。罗睺罗濡言悟道欲明提婆达刚穬之人。必假刚穬之言于中悟

道定故言痴人食唾也。旷野以下广明如来既刚强伏物非唯一也。迦叶白佛以

下领解也。甘遮数数煎煮得多种味。我从佛闻上来说多得法味能出生死名出

味。断除三界之或名离欲味。会常住寂灭理名寂灭味。常理通人名道味也。

迦叶白佛言若修慈悲喜得住一子地修舍心时复得何地也者。上来一段明三行

家果一子地是舍心为因复得何地。善哉以下答也。人解不同。七地以还三地

家果八住以上舍心家果。有复一解。一子地是性地解行之心。此十一空夜是

初住之心。善知时者知我。今说十一空时。知我欲说汝咨问者。我上明三行

家果竟。次第应说舍心果。汝则咨问高合我意也。为云我将说十一空下十恒

河沙人闻法悟解增其道位。汝豫见此机则便咨问其适我心故叹善哉也。迦叶

白佛言云何名空者。合为三问。一问空头数右机。二问去何物法名空。三问

一向就生死法中明。亦就常住真帝上明空以不也。内空以下说于大空答第一

头数右十一也。无父母阴入界时答第二问也。始未十空世帝中辨第十一空。

据真谛上明答第三问也。内空者从始婚识上至金刚有情类者名为内空。山河

树木无情之类伴为外法空。空中无父母怨亲也。常我净者悉横计常我净也。

内空解时除此十六神我也。如来法僧体是真常内法现见无常举来鸢却财物是

外法。亦鸢却性非内非外者。非已在身中名非内。非已有在当名非外。所以

非内外者何。佛性常住故不在内法也。外空者亦复如是。向明内法体空鸢却

外法。今明外空亦鸢却内法一种亦如是。二向明内法名用故有实义故空。此

明外法山何名用故有实义故空亦如内法空无有内法也。若语空拔本无内外。

就内外法上明名内外空。内外空亦如是者。第三始观则难内外有为别为观不

已勘为合观。是故第三明内外空。有一师解。内外空别可无佛性法僧合时直

有。时人意如此。解云别时既无踪假合亦无故云内外空亦如是。如来佛性体

是常住不在空者亦不在第三二空合中也。四法不名空者。佛等四法常而妙有

不名空也。内外俱空者。内外俱空无佛性法僧也。有为空者。第四收前三空

所空之法正是一。有为求体叵得皆悉是空。谓内空外空内外空门来。常我净

者。出所空之法。常我乃至寿命是妄计法本来体空。如来法僧是当常法亦空

却也。第一义空者。亦可名此法僧作第一义空。又云。有为法性实不可得名

第一义空。是中佛性者。是有为法中当常佛姓体是常住无为非有为法。是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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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常故。有为空中无佛性名有为空结句也。观无为空者。第五无为法悉皆空

者。三无为悉皆性空一。虚空对质像以辩无不为有之所为名无为。无常苦乃

至内外法体是三涂报。伏断三涂报不起处名非数缘无为。初住以上永断之处

名数缘无为。此三无为相待故有实义。而望本来无此三无为。就三无为辨空

名无为空。佛等四法非有为者。体是妙有不同生死有为。非无为者佛等四法

本有而常不同。三无为待有为尽处方名无为也。佛性体是其善无为法是非善

故。言佛性是善故非无为。性体古今常住名非有为。名无为空者。空无佛等

四法也。无始空者。第六欲明众生无始以来计有常我。菩萨观无始以来有众

生皆空。常我等者横计常我无始来皆悉空也。三宝佛性乃可属无始众生本来

身中亦空无佛性。无为法者。无始来亦无数缘无为。非数缘无为。是故鸢却

不得无虚空无为。众生体中恒有虚空界也。亦可此正解无始空不明三无为。

是故及三无为亦鸢却性空者。第七众生多执性实去执性名性空。又复一解。

上来明六空。时人谓去事明空执为事空。今释上六空本来求性叵得名性空非

事空也。阴入界乃至我无我众生妄执谓为性实。菩萨观本来性实不可得名性

空也。无所有空者。第八是总也。广明内空外空。人情执山河树木及以众生

皆是我之所有法。云何一向空如来解汝之计。所有法本来无求所有不可得名

无所有空。更有一释如来上明七空。多就境界上明此第八。从空剬名无所有

者。正是空名莫问有为无为皆是无所有故名总。大士观无所有时。万法荡然

如贫穷人。言一切空也。第一义空者。第九上明无所有空绝于假诳。时人执

有一。今空法是有而不同柱有为圣心之所嘱念。今直遣计情名空病亦空应名

空空。贤下第十空空。是故名第一义空。先明实法后明假名。是眼生时无从

来者。无有一个眼。从未来至现在。此明未来空。及去无所至者无其实眼入

于过去。此明过去空缘未会名本无缘会故名今有。此释未来空现缘会故名已

有缘离故无名还无此释。过去空权实性无眼无主名现在空眼界上三世皆空余

界同然也。有业有报者。假名有不见作者明假名空观行之来。从麁至细。何

以先明实法后明假名者。解云。此说时非行时也。第十空空者是常住真谛乃

是二乘迷双□之处。是有者是常住妙道。是无者是常住妙无。名空空者结。

何物法相名空空时人闻道。谓同生死之有闻无谓同金刚以还性空之无执有执

无皆不会理名空空。是是者上是是生死之有句。下是是性空之无句。非是是

性空之无句。非是是者双非也。常住涅盘体是妙有。非是生死之有。体是妙

无。非是生空之无。绝其有无是名空空也。又师释。是有是无者。故是妙有

妙无绝于缘假有。体绝性空无故名空空。是是者双举来下欲双非也。一是称

前妙有来。一是称前妙无来。人闻有作定有意往取闻。无作定无意往取。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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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是者。不同如此有不同如此无作。定有往取亦不得作。定无往取亦不得

体。是妙有妙无何曾同世。心中所执有无绝。于执定有无名空空也。空空三

昧者。不同二乘境智俱空空也。十空是前境。此明内观心。心为三相所成实

义而望体是其空。此观心照于二谛万有荡然。与虚空齐等名大空也。十大恒

以下。上明十一空。此出得益也 亦见亦知以下。此文何以来。上明菩萨空

中得十一空解。时人生疑意。谓空中得十一空解。有中更无所知。如来下解

大士。不但空中得十一空解。有中更得八知见觉。更有一师解欲明大士。空

中得十一空解。空解既分明。必能照有明了善达于空。兼识于有识空达有勘

可化人。是故十一空。后明八知见觉也。自此以下泛明八种知见。第一就答

行缘总明知见。第二从自饿以下知行邪因见得其乐果。第三见诸众生始行邪

因知其终正也。第四就常无常法药以明知见。第五从知是众生信心以就逆顺

流以明知见。第六从见诸众生修身或心惠以下。就转业以明知见。第七知诸

众生皆有佛性以下。就佛性明知见。就中有三。初明九住知而不见。次明十

住知而少见。三明如来亦知亦见。第八从所谓世间文字以下。就空有二谛以

明知见。作发后果名行。助报为缘。内有不改名性。外有表彰名相。无而辩

有为因疏故名缘。若众生者。善不善无记三种心能生于有名根。禅定者知正

定邪定。运载名乘。善知识者菩萨是善知识。二乘非真善知识。止恶故名

戒。若所施者知存相施。于生死知亡相施感涅盘。第八知见何由生上十空中

言无知无见。时人生疑意。谓十一空体是有甚深故同如。佛性深故不可见。

将去或情明佛性妙有。是甚深故九地以还一向不见。前十一空中体是无故不

见。非是深故名无知见。是故有第八文生。如似薗林车乘名用故有亦知亦

见。实义往望无有薗林车乘空故明无知无见。复有知所惠施。第九一复次所

以生上明薗林车乘。是名用有亦知亦见。时众复生疑执定有法生人知见还生

或心。是世谛中有惠有施有定者是名用有非实有也。真谛中无施闻惠名还成

前第八也。菩萨知有八种。即如来五眼所知者与佛同解结句也。 

四无碍以下大段第三。所以十一空八知见后明者。上辨四无量心以为因。此

四辩为果。论果千万所言四辩者。但论万行中要者。上直明善识于空兼识于

有。卑勘化物善化人之束要具四辨。是以迦叶问言。菩萨如是知十一空八知

见。后更得何利。佛言以下答。知见后得四无碍化人之利也。就四无碍中凡

有六潘来释。初一就一切法以明四无碍。第二从菩萨遍知声闻缘觉以下就三

乘以明四无碍也。第三从无着以下就义以明四无碍。第四从菩萨善知字持以

下就譬喻以明四无碍。第五从无量阿僧祇劫以下明大士殖因来久具四无碍。

脱二乘人无四无碍。第六迦叶言云何舍利弗知惠第一以下会通四无碍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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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碍天下不出非色非心有轨用名法。于法不著名法无碍。常无常理性空万法

所以名义。于中不着名义无碍。辞者能清商苑功善闻他方名辞。于中不著名

辞无碍。乐说者心有慕崇名乐 为前人释散名说。于中不著名乐说无碍也。

知一切法及法名字者。常无常十二部经。及以山何柱梁一切皆有轨用名法。

于中不著名法无碍。知一切法者。知万法有所以如似柱着用为义。万法同然

随法立名名义也。辞者随字况义随音中取义。乃至世辩此四论中多有好言音

大士是中学得辞无碍也。乐说者。菩萨凡所为人演说经无量劫。无有病厌心

名乐也。复次法无碍以下第二遍知二乘法是小乘也。菩萨及佛是大乘皆有轨

用名法也。义者知乘有三理处归一无三差别名义也。辞者菩萨于一法中作无

量名字不留不尽无有穷竭。名辞无碍也。二乘行局无此辞也。乐说者。大士

恒沙劫为众生说上法义辞情无厌足名乐说也。不取着以下第三知万法而不取

著名法无碍。迦叶言者何以来。时人闻上知法不著者知前法。便是着善不知

着应无知。是故执或情作难故与此文也。若不取着不知法者心不到名不知

也。若知法则取著者。若心到前法中住则是取着也。若知者玄心知前法便住

前法中。即是着不取。著者心竟不了法相竟无所解则无所知也。云何言知法

不取著者。是结难也。佛言以下答上难。夫取著者是碍法不名无碍也。无著

者望相会理绝于存执名无碍也。若菩萨于法存著者。则无四无碍不名菩萨

也。取著者是凡夫自取着六尘。是故无四无碍。于色不生贪者。欲明菩萨积

因旷劫明识有无。于六尘中不生执染着。是故具四无碍也。复次善知字持以

下。第四文所答理故言字持如地如山。乃至如母知名字边名法无碍。义无碍

者。菩萨虽知万法名字不知。义者但知法边非是义也。知诸法所以得名义无

碍。地持者莫问色心非色非心。由地普持使不倾没名地持也。山持者大地安

固。所以不倾动者。由山持故。尔眼持者眼能持光照前五尘亦可名识为光名

眼持也。云持者云能持水也。人持者人能持常法。非法者谓烦恼也。由人故

此法住之名人持也。母持者母所持子合得生长名每持也。辞者大士以种种辞

正说一义。亦无义者辞浅故无义。亦可但知辞边不论义也。犹如男女众生等

名。但有名字而无定性义议论。是菩萨诸佛境界者。诸论义是深。要圣人方

契辞。是凡夫境界者论辞也。大士恒从他方凡夫上得名。以知义得辞无碍

者。深达其义方能善同他方名得辞也。乐说者欲明大士无量劫中演说上三情

无已已名乐说也。菩萨于无量阿僧祇以下。第五明大士积因来。亦有四无

碍。二乘行近夺无四无碍。初一总夺。二乘大士为化度众生修四无碍。二乘

局行不能化物无四无碍也。缘觉人者。第二别夺缘觉。明此人导修寂灭志崇

独处少欲化人但现神通默无言说。是故缘觉无四无碍也。不能度人得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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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罗汉来亦得得少言不得也。从菩萨苦至发菩提心来。此一向不得无九部经

者。无大乘九部非无小乘也。是故无辞无乐说二无碍也。虽智法者小乘法

也。无法者无大乘法无碍。云何声闻以下。第三别夺声闻也。声闻无三种语

化人令受暖故无四无碍也。复次以下。第四还总夺二乘无自在智亦无四无碍

也。迦叶白佛以下。第六答二乘无四无碍者云何。昔言[牛*句]絺罗四无碍第

一者。昔日道有上文中一句道二乘无古今教违故求佛会通也。佛赞以下我意

明义将竟正欲会通。汝今复请善合我心故言善哉也。下答河海之水虽同无量

然有多少无碍名同其实有降。昔为凡夫说二乘有四无碍合据理谈。是故上来

说二乘无也。或有得一得二分中少得彰不具足边作一二之名也。若同大士具

足四者无有是处也。迦叶白佛言如佛先说梵行品中者。人闻上十一空后得八

知见四无碍利或者意谓空中得十一空解。复有中不应得八知见四无碍。如其

有中得八知见者。复无中不应得十一空解。是以执或情作问。善哉以下答谓

汝十一空解不应有中得八知见者义不然。性空道中得十一空解不复有中得八

知见四无碍利也。论名用道中得八知见不后无中得十一空解。真谛中得十一

空解返成有中得八知见。答世谛中得八知见者。始资无中得十一空解。空有

相成理无乖违也。答情存于有者无得理余辽余远下举十对无来遣时众得着之

怀方会无得之理也。汝所问亦无得者。汝之所问无听无问。我说亦得者。我

之所说无示无答存有问答者是天魔也。此问答中修无得也。无量人断有相心

者。如来上因迦叶问广明无得之义。无量众生断有相心亡相之解。玄会无得

之理为佛弟子。是故为上一问也。迦叶所以引偈者为成上无得之义。广明无

得。遣其利根已解中下未悟。问上十对明无得。时人意谓犹如太虚行万善因

都无所得毕竟如虚空。若会本有今无即是所得体无三世相名无得。是故兴此

偈。本有者一切众生本当有。今无者十地行未备名今无。此据众生也。本无

者释迦自道我本无十地行故本时无。今有者缘因既备今时现有。汝之未得。

我便现得亦有得亦无得。云何一向同虚空也。三世有法者。我本叵有三世无

有是处者名无所得也。为化度众生以下迷向者。双林中为纯陀遍语。不但直

为纯陀一人。为一切众生语本有今无。偈亦为二乘人说也。文殊将欲问我

者。上疑心乎。文殊本自欲胜鸟已疑而问观望大众根性不感于我感在纯陀。

是故文殊轨心噵纯陀有疑而问。我知其心而为说者。即上说本有今无偈。文

殊与纯陀疑同相与俱解也。文殊等讵有几人者。上来略说本有今无偈。上根

文殊等少解。中下未悟。为未解者请如来更广分别。说本有今无义也。谛听

以下将说故。先勅听下广引八潘成偈。中义六潘据未成佛时事。最下二潘据

成佛时事也。本有有无量烦恼故。现在无大涅盘。本无般若万善功德。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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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烦恼结有沙门以下。返解本在因地可言有生死相。今现成佛竟故。有诸

沙门等说。有三世相者。无有是处。必竟无三世相者无有是处。必竟无三世

相者无所得也。下句类尔。言本有者。初成菩提为钝根声闻不得说。一乘本

无者。无利根大菩萨故。方便说于三乘。若有沙门者返解昔日可言我说三

乘。于今□双林说大涅盘时。诸沙门等故噵我说。昔三乘法无有是处。我体

毕竟无三乘相名无所得也。虽知诸法说不知。所以兴者人解不同人问上十一

空解或情。谓准空更无知见。后闻八知见执定有知见。我虽知说不知。虽见

说不见。汝云何执定有知见也。复一师解言。上会本有故。今有即是所得体

绝三世称无所得。亦有得亦无得。汝云何问有得执定有闻无得执同虚空。我

虽知说不知。虽见说不见。我今是佛自在说法也。有相之法者。佛有常乐等

相。说无相者为众生故。说佛身无常苦无常乐等相也。无相之法者。众生未

有常乐等相也。说有相者。说众生中当有佛性相也。有无常者。众生体实无

常。说有常者。说有当常也。有常者佛体是常。言无常等者为断横常故。佛

先说体是无常三乘说一乘者根熟因缘破三归一。一乘说法。三乘者五浊因缘

隐一说三也。略相说广者。三乘甚侠名略。说三为一名广。广说略者。一乘

理广。略说为三也。四重说偷兰者。男人摩触女膝上肘后正犯偷兰也。说四

重者至尼众中说四重也。犯非犯者望别剬边非犯也。非犯说犯者。望总剬边

说犯也。何以故者。何以上来虽知见说不知见犯说非犯故明见人根。如此称

根而说上有得无得亦然。一切世谛者。何以故兴远。从八知见生上闻空执定

无闻有知见。是以上来广遣明亦知亦见。云何有定性知见。我虽知见说说不

知不见者。时人闻不知不见。时众奔然寄心无地下情生晓欲寄怀无处。是故

举二谛以安其意故兴也。一切世谛者。如来自说已无常苦名世谛也。于如来

即第一者。于佛体是真常第一义。说世谛者。为众生始终得第一故。说已为

世谛。欲断众生横计常乐亦令众生在双林中得常乐第一义也。若使众生始终

不得真常第一义谛。如来终不昔日说无常世谛也。有时说性空是世谛众生谓

佛毕竟既第一义谛也。后时说第一义众生谓佛说世谛者。后时在虽摩中说法

身无为不在诸数是真谛。时人意谓说无常世谛也。 

亦名为道菩提以下助四。此文何以兴。为欲成上生下。若会道以菩提涅盘

者。成上本有今无偈。生下者生下知见觉解过世间。就此文中凡有五段经

文。第一会菩提等果中三法是知见觉解过世间。第二就八法以明见觉解过世

间。第三就戒定惠因中三法以明知见觉解过世间。第四会六念生解亦解过世

间。第五无上佛法久近住以下。解经兴发由人不闻于理是觉知。菩萨亦解过

世间。常住第一义谛。体能通人称之为道亦名菩提者。是无上大道。体备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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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号曰涅盘。答有人言。得道菩提涅盘。即无常者。人解不同。亦有作难

者。且就一师作领解。解道菩提涅盘体其常理绝众相。正是无得。答有人

言。得道菩提涅盘者即是无常。何以故者何以说得道。菩提便是无常者。此

三法若常则不可得。犹如虚空叵有可得。道者非长非短众相永绝。云何有得

见有二种。一者相根见。二者了了见者。明上相见非取相也。初无见相者。

欲明上相之解不存我知见相。以是因缘者。以是菩萨终日会道菩萨。初无见

相因缘。往昔告舍利弗世间不知不觉佛性。唯有如来及以菩萨悉知见觉佛

性。迦叶言义云何者。自下第二就八法以明知见如来。上言世间知者。菩萨

亦知世间不知。菩萨亦知者是何物法菩萨亦知。世间不知者是何物法大士亦

知故。问言其义方何。善男子以下答。汝向问世间不知大士悉知者何物法

也。所谓佛性十二部经乃至大涅盘经。来此八法世所不知。菩萨能知故得解

过世间。云何世间知见觉者。汝向问世间所智大士亦知何物法是者。所谓梵

天断常二见乃至非想。此八法是世人所知名世间也。菩萨大士亦知不名世间

菩萨也。若人言无道菩提涅盘者。断灭善根成一阐提为谤法人。此人不名世

间者。不名世间修五戒十善人非世间者非是出世修无相行。正是世间一阐提

断善根人。大慈愍众生者。此偈所以兴众生执有之患。如来说有十一空遣复

着空。第二说八知见四无碍除。时人闻得四无碍利情存有得着之怀。第三以

十对无来遣存得之怀。时人闻十无意。谓行万善都无所得与虚空莫异。是故

第四举本有今无偈来明有其得体无三世相名无所碍。以是上来四周说法生解

除病义故。故兴此文也。初二偈直叹如来。第三偈喻说。第四一偈合喻。如

来大慈平等。与众生乐故。令我等一切人归依如来称根说法。永断十使名善

拔毒箭。世医治病难暂伏差后必还生。如来以常无常药治众生生一毒等病永

除毕竟不发也 白佛言以下。第三欲使如来就戒定惠明知见觉。先作世间不

知见者。若菩萨知见者不言世间不知大士悉知。若尔此菩萨与世间菩萨行因

为何异相也。佛言以下还答。汝言何异者。若有物闻常终始生信者。是世间

菩萨亦同世人不知佛性也。而是菩萨得知见觉者。修治净戒无相行因。是知

见觉菩萨解过世间。以是因缘者。是亡相治净戒因缘在在生处常净亡相持

戒。戒已清净终见佛性名清净也。解法身常住终不说佛入灭涅盘也。次修定

者戒本防非。妙戒之后次修胜定也。静是理心正定俱心断除邪念故。言正念

不忘。理静心中恒说众生悉有佛性也。藉定为因。得十一空者是真惠也。次

修惠者。以妙定之后次发理中正观。以修惠者理中之解毕有所所除除是何十

六神我也。身中有我者身大我小等灯米豆是也。我中有身者我大身便不遍神

我遍一切处也。是我者即阴计我也。非身非我者离阴计我也。此出所除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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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悔恨以下六相持戒。次修胜定万行相资。终见佛性明不存相也。后复一

解。所受戒牢固不动以下。上来一周明住下菩提万行相资终见佛性断世间

也。自此以下明住上菩萨净戒为因。理发其定。定后自然发惠。十地行备。

明见佛性得大涅盘。是出世间菩萨也。迦叶言云何修持净戒者。问意世间菩

萨云何许法用修戒不能资发万行。出世大士云何许法用修戒资发众行得见佛

性。二问意世间菩萨修戒始终相资毕竟佛性。云何蜀噵出世大士也。善男子

以下答意世间戒者期三为果报增长生死。是故不能万行相资不见佛性。是名

世间戒。汝向问云何法用修戒终见佛性者。欲明大士亡相持戒不期三有果报

万行相资终见佛性也。戒非戒故者名用道中持戒防非名戒。性空道中万法荡

然。无戒所修名非戒故可为相戒。得无相戒时断除取相戒名戒非戒。非有为

者不期三有持戒名非有为也。无相解心名毕竟故。持此净戒施与众生名为生

也。是名菩萨清净戒者结句也。菩萨于净戒后不作意亡生不悔恨。但自亡相

持为因。不悔恨心自然而生。十地金刚心谢明见佛性得大涅盘。非世间人。

如人执镜者。与持戒作喻。如人执镜不其见面面像自现。燃灯不其灭闇闇自

然灭。初住不作意我生二住。但使为初地故二住自然生。下十地同然也。端

正人自见面像以下。与持戒破戒人作喻。牧牛二女人者。大涅盘二万五千偈

以为牛也。持戒破戒人名二女。一持浆瓶者。浆喻持戒。一持酪瓶者。酪喻

破戒也。俱至城者。俱至大涅盘城也。而欲卖者。修因买果名卖。于路者八

圣道名路也。脚跌者过去业尽名脚跌也。二瓶俱破者。二人阴身谢也。一则

欢喜者喻浆瓶本畜酪时为欲得苏以择。得苏者后瓶虽破所为浆泽不足可惜喻

持戒为发生真解。此云身谢未足可惜故言喜也。愁者本畜酪时为欲求得苏未

得。中间瓶怀无所克获可惜之甚喻有相之戒。不能发生圣果。此身已谢界戚

三涂名愁也。持戒破戒亦如是者令喻也。喜乐有何差别者迦叶问此二数使别

也。端坐不作恶时名喜。持净戒必清界涅盘名之为乐。第二观生无生□□名

喜。见大涅盘会证时名乐也。第三句下名喜上名乐。第四离生死共法名喜。

得十八不共法时名乐。第五持戒故断除十恶名喜。明见佛性澄解脱时名乐

也。非世间者结句也。五法作身者信惭愧善知识宗敬戒。此五法咨发涅盘名

依助也。离五盖者会诸法实解断除五阴名离也。五疑者三宝中生疑为有为无

四疑戒五疑不放逸应是初住也。闻常生解断向五疑也。得五根者此信能发生

涅盘名根下四之然。五种涅盘者断五阴取着烦恼尽处名五种涅盘。非世间戒

也。若我弟子读诵涅盘至宁不受不持来明其无戒。若我弟子慎莫调戏以下。

至非我弟子以来。明其无定。受持是经莫非时说以下。至是魔眷属以来。即

其无惠如是不应流布也。若我弟子受持经时。毁犯禁戒令经无威力。使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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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诽谤不信。二令经无威力。三不得使人正写正画。四令人堕地狱。五令

人不得人天果报。是故不应受持我经。若我弟子受持是经持禁戒者。一令经

有威力。二令受持得正写正画。三令不诽谤。四令人不堕地狱。五令人近得

人天果报远得常乐。如此三人受持我法也。欲受持时。要正念在心不得轻躁

也。说法适时生人正见。若说不当时便生人邪见。是故言莫非时说莫非图

者。他国中信小乘受亦不得说常经若说生他人邪见也。不请说者要殷懃三

请。然后为说非时不得独为人说。何以然。生前薄狭令经无威力也。下句亦

尔。若欲说经时说佛性时。要持净戒心身口等名身净。二修定除其轻躁。三

时胜惠除其邪见。若说为一句一偈令人发无上菩提心。若尔此是真善知识是

我弟子也。复次善男子一切世间不知觉以下。第四会六念生解名知见觉也。

念佛佉僧第一义无此四是果中事戒施是因中行也。云何如来以下为三潘来

解。过去佛说十二部经化众生。如来亦尔。说十二部经。如佛所说名如来

也。二佛本乘六波罗蜜十一空到大涅盘故名如来也。三有过去佛开有三乘以

济物。其寿无量。如来亦尔。如过去佛三乘益物实寿无量名如来也。云何为

应者。凡五潘来解。世间不言法悉怨家佛应害故与八假理相应名应也。二四

魔本牢乱行人。是菩萨怒佛因地时应破四魔故名应也。三菩萨时应断离一切

烦恼故名应也。四菩萨因地时无量劫中应为人受苦身心常乐故名应也。五佛

今现在应受人花香饮食名应也。前据真处解。后一就应佛上解也。云何正遍

知者凡为四潘来解。正者是常住理无其邪到名正。遍知者于常乐苦无常等不

颠倒中无不遍达名正遍知也。二正名苦行者水道焉苟等戒也。遍知苦行得三

涂果报遍知苦行因果也。三正名世间中道理也。知者知修集中道解毕得无上

菩提果也。四正者金刚以还正自可数可量。遍知者知金刚以后不可数不可量

名正遍知也。若语二乘于界入中亦遍知知理不尽不与遍知也。云何名明行足

者。凡有五潘解。明者果中三明。行者名因乘戒惠是会于果名行足。后明行

足是如来体行足者满足行名明行足也。三明者就果解。一菩萨明者。是果中

大道心非下地也。二诸佛明者。佛明达三世也。无明明者。无法无明名无明

明也。善逝者凡有三潘解。逝者言者乘大涅盘化众生者。二解乘善心入涅盘

者。答至涅盘宾无下地名相为化物故说有名相也。世间解者凡有五潘解。善

达世间善恶因果解世间名世间也。无上者凡有五潘解。人天是上士。一佛是

无上士更无过者。是故号佛名无上士。三世诸佛体是最上更无过者名无上

士。调御丈夫者凡有三潘解。如来自己丈夫复调御丈夫也。天人师者凡有三

潘解。师有训噵之恩弟子有仰咨之义。能化备人天故名人天师。佛与畜生饿

鬼作师。但人天受道处独且语人天也。佛者自觉觉人故名佛也。破烦恼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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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伽婆也。若男若女以下。上来明佛竟自下劝信也。于无量劫以下此文何以

来。上来十号之果。何由而得。良由无量劫中供养父母明四无量心为因故。

得上来十号之果。出世间心者。此五十心何以来。良由因地时行五十心为

因。是故上来得十号之果界。知心者知常无常界别也。生界知者生心在常无

常中也。住界知心者。心常止在常无常界知中也。自在界知心者。任放之观

名自在也。是故者是上来供养父母修四无量五十心故。令得十力四无所畏三

念处果也。三念者一心听法不以为喜。若不听法不以为忧。二人[仁-二+助]来

常行舍行。此三境生我念处名三念处也。念法者是常住法。能令众生得现果

者。念法因缘现在得名闻果亦可得行地界也。无有时节者。以常法化人无有

时节也。亦可常法无于时节也。常法者以法眼所见非肉眼见也。非本无令有

名不生。非已有还无名不出。常法无有住灭也。无舍宅者常法无生无舍宅。

为作舍宅者。常法能彰行人无常霜露而名舍宅。与人作常住师依众生无其明

解。能与人天作大明之解也。令人到常住彼岸也。与人常住无碍香断诸乐

者。断三受中乐受也。其体常家名安隐。体绝四趣名彼岸。非色者非下地

色。断下地色尽。而是色者其体显现。是其妙色正得言非业非结不得言。而

亦业结者业结本是下地法也。非物者非生死物。断物者断下地物。而是者常

住物也。非界者非下地生死界。入断界者断下地诸界。而是界者是法界也。

余句类然。非教者理处绝言名非教。应形在世非是不教。是师者能成于圣名

师也。非止者体绝下地名非止。非不止者。为物故现同下地止而断下地一切

止。而是止者而是果中妙定也。云何念僧者。体是常住不可受椅能生物福

田。虽为福田者。虽生众生内心福而体绝相名无受取也。体绝众累名清净无

秽理处绝于思量名广无边也。云何念戒者。思惟有戒不破。是大乘戒体。非

色碍名无别。既能止物恶名可护持也。行此戒能得涅盘名因戒。能使行人出

生无海名船舫。庄严行人名璎珞。使人得佛名大性。润益于物名大海。能去

人烦恼垢名灰汁。有遮霜露名舍宅也。能割烦恼名刀剑。能使行人度生无何

名桥梁也。治烦恼病名良医。能使行人藉此远至大果名脚足。除人闇障生人

惠明之解名眼目。除烦恼热名荫凉。能使人登涅盘名梯橙。若住此戒者是小

乘戒。若住小乘戒亦得声闻四果。然我不用要持大乘戒毕望得涅盘也。云何

念施者。大士亡相行施毕得菩提果。若不行施毕不得佛。云何未来庄严四部

众也。正以亡相行施未来成佛能庄严四部众也。若我弟子者。上来离而言

之。便是六念。总而言之。正一法念。若修小乘十二部经。与今大涅盘等无

差别者。是义不然。噵是语时作何意为欲障经甚深昔经不如。今经是胜也。

甚奇甚持以下叹经也。佛法众僧不可思议者。总叹三宝也。菩萨无有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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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经中自发菩提心名不可思议。下句可解也。住凡夫菩萨未阶初性种不动

地。而能于经生信不退度化前人名不思议。有身远离非口者。此文何以与

闻。上来菩萨何由能作不思议化者。切由三业不为恶故。能作不思议化也。

身远离者断杀盗邪法也。口远离者断妄语恶口两舌无语。非身非口者。断意

地三毒也。菩萨不见一法。是身是业者。性空道中不见身不见业。可以远

离。而云有离者假名道中而有十恶可离名不思议也。实有此惠。然不能令菩

萨远离者。假名道中惠众日断惑。实法道中无有一豪断切故。咲不可思议。

实法道中惠不破结。何以故。何以实法道中惠不破结故。有为法异生异灭。

念念实中有惠时无结。有结时无惠。是故惠不破结也。实中地不能持贪。不

能贪者本贪于不贪。贪起时不贪以灭故言贪不能贪。余句亦然。我今始知菩

萨常住三宝不可思议以下领解也。世尊无上佛法当久亦住以下第五文。若解

经废兴者。是觉知菩萨解过世间问意。上来有大涅盘法。于中修行便得。上

来不思议化无上佛法几昧而灭者。若无大涅盘法既无法念处无法何修。云何

得成知见。觉人既不成知见觉云何能作。上来不思议道。若大涅盘乃至有是

五行以下。答上向问无常住法念处可修。云何成知见觉者义不然。答我弟子

未来世具足五行流通常住大涅盘经。修此五行时我佛法不灭。若我弟子多犯

禁戒。不修五行懈怠废亡不能流通。当尔之时佛法则灭。若此经兴事在于

人。此经若灭亦在于人。若语兴纸素经兴。若语灭者此纸素经灭。兴废由

人。都不关前理。若语常理有佛无佛古今有之。未始不无有此法念处。是菩

萨于中修行得成知见觉。人便能作。上来不思议化有能受持以下。讫至具足

流布未有人行五行故。当知纸素经兴。若我弟子多犯禁戒至然后灭尽来人不

行故。明纸素经灭。若语理古今是常未曾有数也。迦叶白佛言以下。为未解

者作难。先列过佛。我亲从佛受如是义者。受如是盲灭义。问如来迦叶佛时

有是经不者。如其有不应言灭。如其无者。迦叶佛若无大涅盘经云何言诸佛

等有秘密藏。若迦叶一佛有知诸佛同有不但诸佛同有释迦亦有。我今难迦叶

一佛既无。明知诸佛亦无不但诸佛亦无类。今释迦亦无。此是类难。我先说

言。唯有文殊以下答中凡有三答。一以人来答。二以理来答。三提文来答。

一唯有文殊方解是义者何处说。上本有今无下说本有者本有佛性本无者众生

缘因未备现在无佛性本有今无。唯有文殊大士方能玄会有知理有不无也。第

二有二种法者世法可灭者。金刚以还是世法无常故可灭。第一义法则不可灭

者。佛性第一义谛古今常住则不可灭。复有二种者。金刚以还体是无我故可

灭。涅盘住常乐我净则不可灭也。二乘所持理之及教则有坏灭。大士所持常

乐极理则不可灭。一外二内者。十二部经言。经名外则有坏灭。所诠之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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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则不坏灭。一为二无为者。降佛以还为三相所为则有灭也。法身常住不为

三相所为则不可灭。一者人中。二者天中。十地等伴人中则可坏灭。第一义

天理无坏灭。十一部经是无常法则可坏灭。指佛性理正曰方苞含称广。此方

广经则不可灭。汝向所问者。第三提文而答汝向问。迦叶佛有是经不者。汝

难一佛已无诸佛亦无类。今释迦亦无者义不然。此大涅盘经是一切诸佛秘密

藏者。明迦叶一佛已有。明知诸佛同有不但诸佛同有类难。今还类答。何以

故者。何以名秘密藏故一切诸佛虽等有。此法十一部所说佛性故名藏。如人

七宝不出不用名藏。问长者宝何以不出不用。为未来谷贵贼来侵国。乃至道

路忽难 尔时方出七宝用如来亦尔。所以不说者。亦为未来四事因缘故。令

方出用谷贵者人解不同。且就一师解。正指苦无常无我以乞之为谷何时贼。

今言贵者初始鹿野为说苦无常用。此法断三界或尽道成无着于己有用称之为

贱。后时以苦无常曼加佛地于己无用称贵也。贼来侵国者。声闻二乘是贼。

常住涅盘是国。欲明二乘谤无涅盘名贼。侵国恶王者二乘人是也。为欲赎命

者。欲明二乘说佛无常似。若断他法身命如来今在双林说法身常住授与声

闻。既闻常住断佛上无常。于法身上不作无常见。如来可还自申已常名赎命

也。道路涩难者。苦无常有通人义名道路。何时中滑。今道涩者。昔日苦无

常法通其行人出于三界名滑二乘。今者以此无常类着佛地成其颠倒名涩也。

如来今日谓苦无常在于金刚以还常乐在今。佛地还使二乘得八修之解。除其

到或财难得者总结。前谷贵贼来侵国遇恶王道路忽难。如此因缘名财难。得

时当出用者。在双林中显大涅盘常乐我净名出用也。畜不净物者合上谷贵

也。为四众说如来毕竟入无灭涅盘。合上二喻。贼来侵国遇恶王为赎命也。

读诵世典以下合第四道终涩难。世典者修遍执无常为是也。不敬佛经者。谤

常住涅盘名不敬也。人流行文字经有其隐没大涅盘常不变易。云何难言迦叶

佛有是经不也。所有众生贪欲微薄以下。解迦叶佛诸兴废所以。欲明迦叶佛

时贪欲微薄知惠滋多。佛灭后七日假四依说。过七日后不假言教相与□理在

心。是以得理以亡恰不假言说如是名灭。此时灭非要也。今世众生智慧微少

烦恼梁厚愚痴多法人不能信。尔时法不流行名之为灭。若语常理古今湛然理

无灭也。自下度引事来诫勅明常法不灭也。若佛初出以下。讫至虽复涅盘当

正法久住以来。泛明一切佛有其兴废也。我法灭时以下。明释迦诸有其兴

废。或说神空欲明众生广起到或名法灭。此是恶灭也。尔时王会城阿阇世王

者何以来。凡有六意也。一上来一改直明知见觉行。此明知见觉人。上来明

四等益物竟。未知得益人是谁。自下出世王是得益人也。三昔经何以不来。

今经方来者。昔经理教不如不能灭人五逆重罪欲障今经理教具备。必灭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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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重罪也。四经初何以不来。此中方来者。欲明初其病未增道根未熟。是故

不来。今时其病已增道根已熟。是故此中来也。五前圣行品中何以不来。梵

行中方来者。前明圣者是自正之行。不兼氷化故不明也。欲障此品氷化之行

本自济物。是故此中来。六此品初何以不来品未方来者。欲明品初慈悲之始

未能灭人五逆重罪故品初不来。此中如来入月爱三昧慈悲志极。能灭重罪故

品未来也。自此以下凡有八段经文。第一从初以下。明其王心生悔热遍体生

疮由害父故尔。第二从大臣名月称以下。此之一段明六臣劝王诣六师治病

也。第三从耆婆以下问王得安隐眠不者。劝王向佛重罪毕除也。尔时世尊在

双林问以下。第四凡有二意。初明应身为王住世说法令王性悟除罪发心。二

说法身常住令得悟也。月爱三昧以下。第五除王身患。耆婆答王以下。第六

譬如曷人速赴清泉劝王求佛。上来处处劝王诣佛向王自惟罪深无有去意。是

以此中耆婆重劝。即命一臣名吉祥已下。第七明王受劝严驾车乘国人民向佛

去也。佛告大王谛听谛听已下。第八为王待从说二谛除王心中病也。欲明世

王为化物故现同凡夫起其逆罪。语其内德实是知见觉人。何以知昨六臣劝王

诣六师除病世王以知六臣非是知见觉始知。其六师非是知见觉。终不灭人罪

逆故。不从六臣之劝也。若论耆婆是知见觉始。若论如来是知见觉终。是故

世王从耆婆之劝诣如来所。故知世王见觉人也。其性弊恶至其心识灭来内有

害父之心。口有刑戮之过也。见在者唯见现贪国重位五欲等乐故害父也。不

见未来等现唯现为五逆为因。未来毕得阿鼻地狱为果故。言不见未来也。纯

以恶人为眷属者。与提婆为等侣也。父王无辜者。辜之言罪。欲明父王于我

实无有罪。因害父说不可附近以来明逆害。父已见受花报体生其创晃秽位增

也。若尔地狱果报受无疑也。明其母子心重以种种药附王疮也。王白母言如

是从内心生。不从四大起世间药草不能治也。以远彰出世良医方能治也。又

臣名月称已下。第二六臣来问病也。就六臣中问之以答各有五句。一性至王

所。二问病原由。三答由害父王。四明无医疗治。五者尉愈王也。大臣各说

有已皆有五句。一说名字。二叹师德。三明住处。四者劝王诣师。五者王许

往治。六师所计各不同也。第一师起断灭见。第二师计身有七分细者。是常

不可杀。麁者无常是可杀也。三计万法。皆从自在天生。第六计莫问有罪无

罪不须修道八万劫后自然得解脱。是大外道也 尔时大医已下。第三所以问

王。得安隐眠不者。欲明耆婆大医。明知世王逆父罪重不得安眠。所以问

者。凡欲省病要问原由。欲使自说病拔故发问耳。下王以偈来答。初四偈明

佛得安隐眠不。心无取着已下有偈半明大士断除十恶尽乃得安隐眠。正应明

不安眠所以道余人等世王意。先明诸佛菩萨得安眠时为彰已。是人不得安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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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谁得安眠一偈释前四偈佛得安眠 谁得安眠所谓慈悲等释前五偈半也。

众生无冥已下三偈。世王自道已害父重罪。具十恶业不得安眠 若食过节度

已下三偈。泛明世间心有疑。未获者不得安眠也。耆婆我今病重。逆害父

王。世无良医治我身心。汝云何问我得安眠也 如麁在强者已下。与已作喻

我害父王罪重必感地狱。有无良医治我身心。云何得安隐眠也 答言善哉已

下凡有七事来劝王。王答言罪重不可除罪者。一心生重悔。二渐三愧四便发

露向之。五便识知因果。王有五种善根非一阐提。云何不向佛也。一事竟第

二汝向言世无良医者。加毘城王子悉达多是大良医。云何无也 女噵无妙药

者答自作自受已下。第三出妙药 释提洹因已。第四广引同类以劝世王。假

使一月常以布施下。第五举足一步必备重罪也。尔时天王答耆婆已下。第六

臣劝。尔时空中出声已下。第七必王空中劝子也。一念善心彼百种德者。王

有五种善根。云何言罪重不向佛也。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大良医光明应也。

若色非色已下解真身。若色者应同其色非色不同世间色。非非色者法身常住

不可名色。不可说非色。非非色都无。下句亦作自作者。金刚已还后受报名

他受也。造因名自作自受者。始终一行者名自受也。自作他受者金刚已还名

自作。金刚已后受报名他受也。无作无受者。常住第一义谛名无作无受 第

四释提洹因诸佛常除五衰没相。王今诸佛而不除逆也已下。十三种得益人来

广劝王也。阿逸多具三逆罪。昔经亦除。何以上言昔经不除世王逆罪今经除

者。欲明阿逸多虽具逆过因强为缘弱发昔强因故言昔经亦除三逆也。欲明世

王过因是弱昔缘复弱故言不除王逆罪 要今经理胜与作强缘。便能发过去弱

因灭其重逆故言今经除也。若信臣语速往佛所信臣上悉多是大良医无作无受

是妙药。若信此语诣佛重罪必除。若不见信者上有良医妙药除人重逆罪。愿

善思之者愿王思上十三种人诸佛蒙益。王今诣佛亦同得益。诸佛大悲普覆不

限一人。此文何以来者。上来诸人诣佛悔过疑如来心不平等。余人虽可除罪

我一人佛何必不除我罪何以然。佛心不必平等。是故兴此文也。我上来言语

一切有罪诣佛都得除罪。岂可限王一人。假使一月者。第五噵世王害父以来

畏坚地狱种种布施[泳-永+(炙-火+立)]得勉之。是故劝王。假使一月常以衣食

种种等物供养。一切人所得功德分作十六分。不如举足向佛一步。若尔今还

速诣佛所也。王答耆婆者。第六臣劝虽知如来其心平等不限一人。我自审罪

重不敢去者。所以然欲明如来永断生死故。言其性调争所有眷属亦是清净。

我今罪重非是如来听众系属地狱。何由向佛也。吾今深自悼无去心者。我虽

杀父罪重备为一国之主。我若诣佛佛。若接叙共我言说我意故可设使我者恐

不接叙语言我更重加着耻故言都无去心也。空中出声者。第七父王所以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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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见世王臣劝不肯去。是以父王劝也。就中有三。一明佛灭不久。二说地

狱来怖。三明父子无绝。噵佛法将灭法船欲沈。汝今日不向于佛必受地狱

也。王闻是以闷绝辟地者。我逆其父父不以为恶空中劝我。感父慈恩悔本恶

人闻父欲去罪无人救。是以悔心踰怨名闷绝也。二意所为诸人道根未熟。兼

闻佛去悲心将发名闷绝也。当为是王住世至无量劫者。第四文别凡有二意故

也。一从上愿善思之中来上意佛心不必平等。何必除我罪。此义不然。王今

速往佛在双林之中以为王住。至无量劫王可不知定除逆罪也。二意王上臣劝

自审罪重不肯去。父王空中出声噵佛必灭汝后时灭罪无处。是以自投于地谓

佛实灭。是故如来在双林之中自为王住。至无量劫。我今一日之中为王说

法。使王生解除罪。如似我无量劫为住不。不异二应身住世为说常住故。今

不逸如似无量劫住不异也。下六复次前四为不解。如来常住者。应身住世令

其得解。后二复次为说佛性常法也。迦叶白佛言。如来为一切众不入涅盘无

有实灭。所以不噵余人也。为世王等谓佛永灭自投于地。是故彰应灭非实灭

也。我言为者。一切具缚凡夫为说名用除其空执。阿耆世普及一切造五逆

者。我言为为一切逆罪众生普感。世王现造逆者为此人说法也。后复为者。

为执有为众生久住于世。不为无为者。达解常住不待我住也。后为者即不见

佛性众生我要住世为说使解佛性也。若解佛性者不假我住名不为也。后复为

者是阿难迦叶二众云何言独为世王也。阿耆世王者即是王后宫娣女也。后复

名佛性者我为要使生佛性也。阿耆世者名恐。正以不生佛性故。广起烦恼怨

生也。如来密语已下叹三宝不可思议也。大悲导师已下第五文句何以而来。

二意故兴也。由上文中世无良医。治我身心者。汝今在家未去。如来以入月

爱三昧放神光注照王身。除王刑苦。王若诣佛重逆必除。是故兴此文也。二

意上言为王住至无量劫者。但有为言未有为事。上为王住世之言未必是实。

是故如来放月爱三昧除王刑苦出其为士成上为王住世之言实人不虚也。所以

先言大悲者。为成慈深极王除王重逆也。曾闻人说劫尽三月普并现者。欲使

耆婆广解光之所以。是故现疑而问答。言此非劫尽宝珠等光者。重答非世间

光也。又问言此非三月并照者非世间光。是何谁能放此光也。天王当知。是

天中天者答汝问。何谁放光者是如来也。是光无根。无边量者欲明是光从无

相智惠心中来。不可以根量往寻也。非青非黄等者。从非青非黄处来也。亦

见念者自审罪重。谓佛不在意如向来言。如来慈光照身除苦者。故言亦见念

体下以七子来答。从初住至六地以来。是其六子住前凡夫。复是一子名七子

也。王所为人是其凡夫。广造逆者如来大悲于苦众生生其上心遍重也。譬如

月光能令一切已下。上来一段广释月光来之所以。体相自已下明其有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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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六。初三明生善。后二喻明灭恶。最后一喻剬月爱名字也。我闻如来不

等。恶人同止者。何以生上来光照身止于麁苦。将欲诣佛去思量如来经中言

语似不除我罪故兴此文。佛家经中明大海不宿死尸。释提洹因不与鬼住。我

今罪重。云何往见于佛。设往见佛者。身将不陷入地狱。我今不去故得少时

住也。何以然下王自释。我观如来意宁近师子猛火终不近恶。我等恶人佛家

经中言说是实。是故我不去也。耆婆答王已下。大段第六重劝王也。明六事

来劝王。何等为六。一譬如人渴速起清众。二饥夫求食。三怖者求救。四病

求良医。五热求荫凉。六寒者求火。王今罪重。求佛亦应如是。云何不去

也。常为阐提者。何以向来由王上来言大海不宿死尸。释提桓因不与鬼住者

王谬引也。今日涅盘经是无余说。尚为阐提说法。岂况非阐提而不蒙慈悲救

济故。举阐提来劝世。王言我闻。阐提不信因果不得义理。如来岂可为说怨

畏不实。是故重审脱。答若有实我云亦除我逆也。耆婆已下广明阐提行中凡

有三段文。从初至已病增故以来。明阐提相。遣使命医已下。第二难可疗治

以来。明感圣圣观根性有具不具也。尔时即入病人舍宅已下。明佛为说法。

譬如有人者阐提人也。过重病者。世间重病将死不久。欲明此人将成阐提名

重病也。夜梦者苦体见心成名觉未成阐提以来见心未明名夜。一住殿者。本

有其四柱任持即强。三柱既无。唯有一柱崩倒。不久内合时明欲界为九品善

以断八品尽。唯一微品善在不能不作阐提升持处弱名一柱也。服苏油脂者。

服邪见苏油使信心孔合外善不入也。卧灰者身倚因果理名卧灰。食者以邪断

资神名食也。举枯树者心无因果树树名必成阐提也。与猕猴坐卧者。明内无

正定驰骋诸尘也。忱在邪见来没在五欲埿也。堕楼殿者谤无菩萨乘高树木谤

无缘觉乘。马牛羊者。谤无声闻乘。青黄赤白色衣者。表阐提贼人作相也。

喜咲等者邪观适心也。乌鹫等者。远况阐提食善法都尽也。齿发落者。谤无

实惠方便智也。裸形等断惭愧二善名无衣服。枕狗者心没无因果中也。卧粪

秽者身具十使也。复与亡者行住者。与已成阐提为等侣也。携手者表不二之

意。明与阐提同见也。毒蛇满路者而从中过者。断常诸见名毒驰。十恶通入

至于三有名路。从五逆十恶过至何量狱中也。与被发女人相抱持者。喻起八

倒交横也。树叶为衣服者。以断常身覆身也。乘车正南行挺者。此是指南

车。此人谤无因果。君臣父母谓为指南之解也。是人梦以者。上来一段明一

阐提相作梦喻。自下明已成阐提作觉喻。心生愁恼者。断九品善尽已成阐提

应名欢喜义言愁恼也。诸家已下第二文句。诸家者遇善为因名亲属也。过去

因义不亡仰感于圣名命也。过虽有因善旨微细弱名缺短。不能资现具足生善

名根不具足。此之微善在中名头蒙尘也。被断之善彰物处微名坏衣也。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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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运物处少过去微善资发处微名坏车也。感机彰圣名语医也。速自上车者。

感道时促名速上车也 即自思惟已下将为说法先观其相也。其机是弱名见使

相根不吉也。现在必作一阐提名难可治。占日者上来使虽不吉观其根四日六

日等。此俱双日得病难治。观此人有不善根无善根也。占星者第二观性。此

一阐提性好作恶都不好善也。占时者第三欲观秋时乃至夜半时。此时定得病

难治。观阐提心中。正欲作作恶不欲作善也。或定不定者。断上品次断中

品。从中下从着至微必断善根定作阐提微品之生。从中生上从微至着必生善

根名不定也。若有福德者。过过去供养千佛万佛名福德可疗治也。若无福德

者。若过去供养一佛二佛以来冀无福德。虽吉何益。与使俱者乘感而应名与

使者俱在路复念将来故噵来犹未来也。长寿者过去善感生现在善现在善复感

生未来。如此名长寿可疗治也。短寿者过去有因不感于现善善不感未来善不

相续。名短寿不可疗治也。二小儿者。断常二见是也。又云善恶为二小儿。

善恶竞兴名相辜也。善恶相违名鬪诤。善弱恶强。断善不生名捉头拔发也。

见人持大大本明性喻佛宝阐提无佛宝名自灭也。斫树木者谤无法宝也。手曳

皮革者谤僧宝也。道路遗落物者。多是恶佛欲明谤无因果。唯佛法之所遗弃

也。执持空器器空无物者。欲明阐提广造诸恶空无善法也。独行无侣者。均

恶人为侣无善人善侣无善也。我若不往非良师者。世间师本如前人必死为现

在父母妻子故要往。虽往必不可治。如来亦尔。若不往则不名佛有大慈悲。

虽不能救现在不作阐提。为生后世善故要为说法也。南方非鸟闻者。南方是

离地欲明阐提与善法永离也。即入病人舍者。第三经文一往为说生下品中品

微善去离远名入舍也。数塞数热者。初闻法生信。后还起谤断常诸见也。咽

喉结痛者断塞善路也。舌上破裂谤无中道也。身卒肥大红赤异常者。起大瞋

大贪也。问瞻病者指过去为因名为瞻病者。药对其机名说法。后为当修善为

当起恶故言意志云何。答言大师已下理中语也。本敬信三宝。今敬信情息

者。本未作阐提时。于三宝所生敬信心。今谤三宝名敬信情息也。本性弊恶

者。本修善罚恶名弊也。今则和善者顺境起恶也。本于父母所生慈孝等善。

今谤无父母名无恭敬心。即前嗅之者。第二周为说□为生下品中一品善臭香

不定必作阐提。即前触身者。第三周为说法生下品。中上品可名触身。当闻

法时暂生其信。后还诽谤名香嗅不定也。或[革*卬]如石者起我见也。或冷如

氷者起大痴也。或热如火等起大贪也。或忽如沙等起断见也。必死不疑现在

必成阐提也。然不言是人当死者。现三周说法作因未来必生。于吾今据豫明

当更来者。世医知病者必死噵来必不来也。内合时务本一日之末喻如来说法

之终名据务道未必不来也。后云现为说法尔名据务也。明更来者后更有胜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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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时更来为说也。灭应归本名还家。亦可摄化不设名还家也。明日使到者。

未来世中更有善感也。事未讫者。余方施化名未讫也。未合药者。所感冀微

未来未勘闻法名未合药。大王世尊亦尔者已下合喻也。上列喻甚多合中极

少。世尊亦尔者。合上良医喻。根性者合上占星略不合占时也。而为说法

者。合上入舍臭香触身三周说法也。若不为一阐提说法凡夫。谓佛无大慈悲

息凡夫情故为其□法。大王如来常施诸病者医药。 

 
【经文信息】大正藏第 85 册 No. 2764A 涅盘经义记 

【版本记录】CBETA 电子佛典 Rev. 1.10 (Big5)，完成日期：2009/07/01 

【编辑说明】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依大正藏所编辑 

【原始数据】萧镇国大德提供，蔡宁君大德输入，北美某大德提供 

【其他事项】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详细内容请参阅【中华电子佛典协

会数据库版权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