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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2764B [cf. No. 375] 

大涅盘经义记卷第四 

性若三世摄是无常也。第四从若断善根有佛性者已下。执定有定无为问。从

为众生故有四种答已下。先明昔日四答所以明者。一为明由昔显今。二为明

今异于昔也。从如来十力无畏已下。讫六少见名分别答。此将答第一问。先

举缘正于前。如汝先问者。此称第一问而答。答意断善根人实当有彼如来后

身二种佛性。但现在邪见隔障因缘是以无也。如来佛性非过去已下。答第三

问明正因是常非三世也。后身佛性现在未来已下。答第二问。就中恒兼答第

三问。向所以在前。答第三问者为明正因非三世。后身二世九住以前三世增

一明义故也。后身二世者。取初能见之心以为现在。自后见心束作谛。未来

未得菩提时。佛性因故三世摄者。初住以前有漏位中。是不善五阴佛性因故

三世所摄果则不尔。有三世非三世者。初地以上讫于十地。此善五阴。是不

善五阴果体无常故三世所摄。佛果五阴是善五阴。果体常住故非三世摄。十

地已下讫于六住明佛因故。过去现在未来果亦如是者义亦同然。五住至初住

□□□□□□□故。过去现在未来果亦如是耳。以义同前故□□□□□□□

□性六种七种。此□□中明上缘正阐提当有也。若□□□□□□□第四问

也。我亦不说者。亦不偏说置而不说名置答也。亦有说置妄计名为置答也。

云何名因。过去现在未来者。将欲配属于人。是故发问。又云上来广明因果

三世非三世。今问意因所以三世果所以有三世非三世也。答意因是不善五阴

是以三世摄。果有不善五阴果有善五阴果是以有三世有三世也。自下广明三

世非三世缘之别。一切无明已下凡有三段。广释缘因为世摄正因不为世摄。

初一段直就道理广明缘因为三世摄。正因不为世摄□□□□于已下。第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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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经明于缘正摄以不摄。须陀恒人已下。第三就人以明缘正摄以不摄。声

闻如乳者。上如来为成增一明义故。是以从佛向下而明。此中为成前微后

着。是以从下向上而明也。十住下品为辟支。上品为菩萨。五六七种未来有

者。复明何义。上来但明缘正二种佛性明生善。自下始明生善义也。未来业

未业生终不生果者。为明未来佛性必有。是以能生现在之善不同未来业也。

又云此未来业以未有故。不能生果。现有下品因未来必生中品之业。未来有

时必得生果故。名为有佛性。亦以未有故不名现有。以毕有故名为当有。由

当有故感生现善也。因上未来之业。以未生故终不生果。即执作难未来佛性

实时未有。云何生善下。以二喻喻有生义也。若言五阴是佛性者。此下还复

宗广明佛性。非有非无中道之理。重答上第四问。明非定有非定无也。自下

将明生善。先执或以明中道。以是生善之本故也。执现有阴为性。而问但执

举一执耳。其实广发众疑也。执缘为正故言失意众生不解。即是中道者明不

解故。现无佛性。是非有或时有解明佛性非是都无非有非无为中道也。我为

众生得开解者。执内外有无皆不开解。下明非内非外虚空兔角以下。就六种

喻明非有非无。令得生解为开解也。热病服乳者。解云。外国乳冷酪热是以

服乳除其热病。但服之太过故生冷病。服酪能除冷病。但服之太过反生热

病。若顺此方乳热酪冷者。而言热病服乳者此当以热治热。下病服酪者以冷

治。冷乳生冷病者。此明其乳非直能治热病生则亦能治冷病也。下言酪生热

病者义亦如之。若言五味先有待缘而发。如内大先有待外大增者义不得然。

何故不然。五味前后次第说故。不从多方使。但从二缘乳中得酪生苏。乃至

醍醐。一切诸法皆不如是。但从二缘得也。非方便得者非正。从二方便能

得。乃从五缘得也。能增□内外四大者亦复如是者。皆是本无从缘生也。又

云取计而破外人计乳因之中。先有酪果不由方便。始得生酪。佛性亦尔。身

中先有。不由缘得者。是妄计耳。就我正义生苏等皆不如是者。皆不先有非

方便得明其本无从方便得也。四大佛性皆亦如是要侍缘也。如我所说十二部

经已下至一向作解。此明偏执为病。劝信中道而生善也。又复为明昔经随自

意语说无常法。犹可从之生解。况今随自意语解说佛性何得不生解。乃至阐

提佛性有无亦如是者。明阐提当成佛时佛性有无同如现佛有无一不异也。亦

云阐提现在有恶名有无善为无也。昔共弥勒论于性空。望今是世谛但空理幽

玄故。身子等不能生解。而所以须菩提等能为诸大士说者如来加感故也。于

性空世谛犹尚不解。况佛性第一。而乃率已一向取解不随佛语也。又云。舍

利弗乃是大权之人。非为不解为取现迹所同实声闻也。如恒河中有七众生已

下。此品大段第三引喻喻上生断之义明。若当于上四句义中不能解者。作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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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若能解者次第相续作。后五人微妙河者。上品中以烦恼为河。生死为

水。此中以涅盘教为河。四种佛性为水。上劝修道见性以取现果。此中劝解

佛性成后五人。上明不能修道沉没生死。即亦迷没涅盘之法。此中迷没涅盘

理教即亦迷没生死河中。今且各举一边互明其义也。七人亦尔。今列二种七

人。上品不列者。亦是互明耳。如上三人者不修善等三种人也。复有常没非

一阐提者。此是乐三有人没在三有也。大望就常没中自有是阐提自有是系珠

人没之。三有而非阐提。暂出还没亦尔。亦有常没非一阐提。下引善星等

者。此人若能读诵十二修诸禅定名乐三有是第二人。若断善根即为第一人

也。从有漏戒生无漏戒故言戒。戒是人未克为不具也。能牵果报名为作戒。

不感生死为无作戒。随道之戒背于生死名为舍戒也。所以不列习种性为住人

者。以于中宽漫有退不退故不列也。列第三人住竟更不列后五人者。以斯自

此以后无非住人可知故也。智不具足。凡有五事。自前已就舍利弗等明。今

经住人。此下广明住人。昔时之行故后成也。作不净观伏贪慈悲等观各伏。

所患思觉多人作数息观通伏十使着我多者。分析界入。此等诸人皆求禅支中

作如此观情现离恶近求禅本远求期生空。是人闻已者。总上诸人闻斯善反说

观法。已既得根本作生空观。初正缘五阴坏苦坏无常。兼知众生无性为观不

已。正观生空兼知众生为五所成文。言如法修行者。生空观成也。次得念处

者别入四空也。初正观色身作坏苦坏无常兼知身无性为观不已。正观身空兼

知身。是名用变坏苦无常身观既然后三亦尔。此是思惠之始。若钝人者次作

正懃后作如意之观。然后方能总四念处为一法之境。作行苦行无常兼知无性

以入于煗。大望闻思位中趣空之始。要必先作坏苦坏无常兼知无性入斯空观

向现见之。初讫至罗汉要作行苦行无常兼知无性以入空也。文□次第作十二

因缘者。此当是声闻缘觉。乃是利根中乘之人作此观也。然中乘之人直观因

缘。兼因缘无性以入于空不同小乘苦观于前也。但就中有斯三根。今此中从

念处后作十二因缘者。是利中下根也。然生空念处利钝通作。是以利中下根

亦作此观。但自不作坏苦观也。若中上二人不作生空念处之观。直作三世因

缘之观。以入法空出法空。已知众生亦空。斯犹下根。始入生空出知众虚。

入则无难。利中下根出念处观。后逆观十二别观因缘。兼作坏无常。亦兼因

缘无性。或正作坏无处常兼作因缘。及因缘无性入因缘之空。此犹是思惠不

现之解。从此观复总观三世作□因缘。正作因缘。兼作行无常。亦兼因缘无

性。或正作行无常兼作因缘。亦兼因缘无性。入因缘空成彼煗顶现见之解。

若作四十四智观者是利之中根。作七十七智观者是利之上根。而此二人离想

三世因缘之观法用如前。而复有异。即向离观之解有始末两品。下品为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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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上品为思惠。总观入煗讫于尽智以为修惠。下根之人生空之解。是其闻

惠。是以不同。外道于十六行中。唯有集四苦二之六行故故无煗也。又云唯

观六行者。厌下三行无常苦不净欣上三行常乐清净。是以无煗。我弟子具足

十六者。以其外人煗顶忍中用彼等智。始终具作十六行观。若论正义煗等四

心。亦有斯行故不非也。煗心报得色界五阴者。若作上生解者。由前煗心伏

离欲结出观心后起初禅爱受色地报也。若作不上生解者。由煗为因。藉四禅

定发其胜煗。然此观即是彼地第五行阴。若四空发煗其义亦尔。今且论报得

色界五阴耳。煗是有法者。若作前解由煗次第起初禅爱受生色有名有法也。

次煗起结为有漏所为名有为也。还能破坏有为有漏者。虽出观起爱受报色地

而由前观解作因生。后胜观故能破坏也。若作后解煗法为因生彼色地第五行

煗故言有法也。有为如前。若尔从前有漏之煗生。后有漏煗法相续不绝。能

生无漏破坏有漏有为之行下答可知。亦爱亦策者。出观存阴故。爱入观鉴空

名策。得煗法人七十三种者。上明煗法。今明行法之人。就欲界烦恼分为九

品。若伏一品作一人伏九品尽作九人。都未伏者。复作一人合成十人。从初

释至无所有处地。地之中分结为九。从伏而立各有九人。如是七九六十三通

向欲界十人成七十三人也。所以不论非想地者。外人假上断下非想以后更无

禅地。以外道不能伏非想结。是故不论也。明此等人皆外凡时修禅伏结来入

内凡作十六行观而入于煗也。是人二种者是向五事。不具者一人五虽不具值

遇善友教令观行。次第入煗成彼住人终获圣果。一人五事不具。复遇恶友起

彼重恶沈沦四趣为还没也。大意广引。昔日五人者。一与今教作基。二远明

昔日五人皆有佛性。但昔不得说耳。顶法虽复性。是五阴而亦能作历别四谛

观故。言亦缘四谛性。是五根者此字是误。理亦应言性是五阴。所以然者。

以此第一法次第能得色地果报。即体复是有漏五阴。是以不应言性是五阴根

也。亦缘四谛者。昔在凡地未见五阴生灭之时。存法性有定有是常则不由因

生此迷苦谛。亦迷集谛。性有是常则不可灭。即迷灭谛。道于性有无用即迷

道谛。是则四谛俱迷。今修行得在现忍以上则见五阴生灭因缘体非自性则

达。从因有苦道能灭累故言亦缘四帝也。所以名为苦法忍者。解云凡天下断

结有其三种。一者从厌伏断不从理除外道是也。二从厌从理二乘是也。三者

从理不从厌。菩萨是也。以菩萨人但从理故。故从理作名名无生法忍。声闻

之人从厌苦入空。是以通苦作名名苦法忍也。此苦法忍在无相行中。见四谛

平等故言忍性。是惠缘于一谛。此三重者与余或作本故言重也。文言亦摄一

切所断结者。略解重义。我见与边见作本戒取与见取为本疑与邪见为本。成

实中言。此三胜者根本中□也。余使成在于后。此三起通前后为常所起大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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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心虽不起我见。然小邪见人乃无出世涅盘情。犹执有非想涅盘故。自侠我

受生。是为我见。通余四见故得名为常所起也。能生余或因义理隐为微难

识。又云。常所起者。身见疑戒取似道名微难识未麁易除本细难遣故难可断

也。是三对治者且名中相对耳。理实十使通覆三藏也。名有二种者。凡夫之

时有顺流名称为旧名后成须陀。始得逆流名以为客名。以先得故者。须陀覆

复得称旧名。以后得故者。斯陀含名在后立故名客也。流有二种。一者解脱

是无漏观解。二者涅盘是灭结无为。所以论者为明一切圣人皆具此二得立同

名也。从须陀洹者亦名菩萨以下。前明上名得同于下。自此已下复明下名得

同于上也。缘有名共鉴空为不共。亦云苦集与凡共灭道名不共也。十六行

者。苦下有四。所谓苦无常空无我。乃至道下四行。四四合有十六也。经言

向果十六者。总而言之故有十六。若就人义分苦乃入道者。不为无常等。以

无常入道者。不为苦等人情所乐随观何也。苦下既然。三谛类尔通束而言故

有十六别而言之。见谛道中正有四谛观无十二行也。而言无漏十六行者。无

相行中不为十六。但总观十六境空故言十六行也。果中十六类行中可知也。

遍观已行者。明斯陀含人进修胜观断三微品结以取上果名遍观已行也。而有

二种。一者食三果结令尽。二者修食。无漏令惠命相续也。断三微结成那含

果住在上界故名为住。凡有二种者。总束那含判为二相。现般为一相。自余

上生总为一相。中阴虽非色界。以向色界故尽属色界也。一者现在得那含进

修得罗汉者。此句是总。就中自有从那含果心入观即成无着自有出入观空而

成罗汉。下言加现在涅盘者。此是从果心入观即成者也。即亦为彰五人不同

现般也。加无界涅盘者。广果中生。命终以后越于五天生无色。而般即是乐

定人也。亦应言加五天中般涅盘者。乐惠之人以界同故略而不明也。下文自

当释出二人行涅盘。复有二种者。此是举行以明上流耳。非谓释前行般。行

般后文自当别释。今所以举行明上流者。以上言加无界般涅盘。今明无色界

者。乃在上流位耳。不作上流唯取色地二身四身者也。论中乃不别立上流之

人。今此中作五门说法而立之也。四身中受二者利。受三者中。受四者钝。

受一即是生中三人。是故但言受二乃至受四为上流也。因定自在发于理观名

自在定也。作业者明那含乃有凡时无明取缘造作此业也。无受生业者无有染

着。色界生处起其妄爱润业受报。以其欲生中阴不乐上生故也。然此中阴报

业是凡夫时造此人具有生后二业都得受也。二心在罗汉始终通束故有四心。

且就中般上生之始明四心耳。自余那含皆得明也。今此中但明中阴以后上生

之人故不明转世亦可略而不明也。身证信得此之三人义通余人故不论也。受

身涅盘已下。释上生中三人故。是就一生明利钝三人与论经同也。受身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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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业者。受初禅生报业也。此业故未成圣果。凡时所造前中阴中言无受生业

者明那含身中不造。言无今言受生业者。用凡时所造生报之业。初禅受生业

家报各据一边也。其实受生。即能厌苦入观断或道成罗汉证有余涅盘。今言

尽其寿命入涅盘者入无余也。论云生般者就证有余为语。此据无余而言今昔

不同故致问也。下答意受身已断三界烦恼道成罗汉证有余涅盘不乖论经也。

行涅盘中明能断烦恼入涅盘者证有余也。无行其实利于行般与证论经同。今

云寿尽入涅盘者入无余也。上流涅盘者已下。正是章门中次第而释。兼辨厌

乐之异退生或时终不越生初禅之爱。要先起四禅。次生三禅。后生二禅方起

初禅。今言生初禅爱者。就齐诣处作语耳。毘昙言不烦此言少广彼言色究竟

此云无小彼从下顺明。此中从上逆明也。所以复明修熏禅者。上言修第四禅

有五阶差。今明修之方法。乃是熏修之修不同毘昙别有熏法也。而乐惠之人

志欲修禅发惠为论义之本故。修熏禅乐定之人不欲发惠论义。直任业受生故

不熏修无色定也。此之二人在他上流位中故。就上流章门中辨于二人故。下

明二人。既竟还结上流也。乐惠之人不用生彼故。呵啧无色定也。若欲入无

色乐定之人。亦应呵责。五净居中略不明也。欲界烦恼因缘有二者。一者内

意三烦恼。二者外身口七恶也。上界唯有意三烦恼无身口七过故言无外也。

又复上界于内己身起结。是多外他身上生患是少故也。未离欲界者。禀寿齐

人故言未离。此是利根也。始离未至者。寿命据中是中根也。至色界者寿命

长远。与色报相似故言至边。此是钝根也。得食已住者。自下凡有六种明得

食已住义。一明处在三界名住。即复是食受身二界相续受命故名食也。二明

不受欲界五道之身。可谓食尽五道之身。更不复受故名为为住。已断无量烦

恼者。第三明食断七禅地结尽。唯非想未除住在不起细中故名住也。四明食

却共凡夫牵生善不善业尽住不造作中故言住也。五者能能自他生死因果住在

不作二畏之中故名为住。六者食离二爱贪瞋永尽住在永离故名为住也。不离

佛性水者。总结二种七人不离正因水也。是七众生已下总结二种七人不离缘

因水也。若有因则有果。所以问者。因上五不善五阴与善五阴作因。五阴与

佛果作因故生此问。问意有因必无常涅盘是常则必无因。无因故亦无果。若

无涅盘果亦无正因。性若尔那得上言不离正因水也。下答虽不从生因生从了

因见是常住果。果既常住有正因水故不离也。方便果者。现在人功作事方便

而得名方便果。果由过去善业而得名业行果亦云现在人功作业行也。下言是

方便果者是略明者耳。亦应言是名业行果也。子能恩养名报恩果。由父母过

去善业名为近也。由孝子之身而施恩养之事以为远也。余残果者。一不杀戒

相续始末分为二品。即为二报。正因正报。得彼现生之果。第三之身受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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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总别二果尽名余残果。大判善业。余残总报不得三涂中受别报得受不善业

家余残亦尔。人中不得受总唯正得受别。今言如因不杀者。偏论善业余残果

耳。近是过去三业净十善之因远是资身外如仙药等为延年也。果报果者。此

现在中品三业之善。过去下品因家果报。此中品善。能生上品之善。即指此

上品善为果报家果也。此中品善述于往因故言果也。然过去之因欲使来报无

穷。今此中品善复能生上品之果。酬往善因无穷之义故言报也。近因现在身

口净者。现在三业中品之善。望现上品是近故为近因。过去下品三业之善。

望现上品是远为远因也。三解脱为一切烦恼作不生生因者。能断烦恼使永不

起为不生。下言生者能令后解相续而起故名为生。即有能了出涅盘之用故称

因也。沙门名八正道者。是其了因。因中道也。何缘故名沙门那者。广解因

沙门那了因义也。若有烦恼乏无惠道名烦恼为乏。又复烦恼不能运人远到佛

果名之为乏。从所断作名名沙门也。阿罗汉已下。复流明第七人。罗汉等四

人俱为第七。皆不离佛性水。其中有解不解有得不得。未知所以。自下料简

广释明二乘当有佛性故言不离。但偏学不解佛及菩萨能得解故。故不迷没涅

盘理教也。下明罗汉得五分法身。及以四智道出三界名到彼岸耳。不同佛菩

萨究竟之地。言四智照已生或业果报尽处名我生。已尽智涅盘名梵。阿罗汉

果初空观真解道出三界名梵行已立。出尽智后生心缘此梵行已立名梵行已

立。智当道作讫名所作已辨。生心缘当所作已辨道名所作辨智当未生或毕竟

更不复受后有之果。生心缘彼不受后有名不受后有智。初后二智缘于灭谛。

中间二智缘于道谛。就昔教中二乘四智涅盘形凡夫三果名为究竟具足无余。

就今经而论。唯佛得彰究竟具足无余之称耳。二乘四智涅盘不名究竟具足无

余。然二乘四智真解之体永无。或秽不夺清净之名也。是七众生不修身戒心

惠已下所以来者。上恒河譬。总喻生断明。若不解我所说中道之理四种佛性

者作前二人。若能解者成后五人说喻拟人结合已竟。今还总举而劝修也。明

若不修身戒心惠者。则常沉没作二人。若能者其必次第成后五人也。若有说

言一阐提已下明中道佛性非有非无。若作定有定无执者皆谤三宝也。若不舍

阐提之心即得菩提者。是名染着。若言毕竟不得乖必当得名妄语也。是七种

人已下。还成前二执乖理是失也。一人具七者。明阐提发心修善次第相续。

径后五人终得作佛。成后不得名虚妄也。七人各一故。阐提之人守在初一非

后六人未是得佛成前即得菩提是染着也。虚空现有通生之用佛性未是现有而

用故。言非有如虚空也。当常佛性可修善而见不同兔角毕竟是无故。言非无

如兔角也。不名一法乃至万法者。明佛性真体绝于万相。不可以其数量注论

也。金刚已还下至阐提善以不善无记五阴等缘性无边。亦不可以数量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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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得菩提已下。释斯缘性兆是数量也。众生佛性犹如虚空已下。此品大

段第四明佛性与虚空有同有异也。所以发问者。经初已来每明佛性犹如虚

空。次前后言佛性非有如虚空。前后相违不得不会故。迦叶致问为彰同异

也。以是因缘者。以是虚空非三世摄。非内非外无有罣碍三因缘故。故名佛

性如虚空也。无非虚空者。明世间无有一法。是有如四大非是虚空而为虚空

之所对治。是故虚空无有对治破物之功。是以得知虚空是无非是有也。故言

无非虚空对于虚空也。涅盘之法破诸烦恼万行家果。是故名有也。或者执有

实是大故。迦叶执或情而问。世间亦无非四大法。如虚空等□对四大。而是

四大得为实有虚空无对。何为不有也。是有可见已下。明涅盘具此十三法

故。得名为有虚空无。此故无也。汝意谓若离涅盘十三法外更有法者。正四

大是有者。必三世摄非实有也。虚空若同四大是实有者。是三世摄也。下有

二人计。虚空一人计。虚空与有并合一而有异。如计结眼着一匹绯。第二人

计虚空在物中下自广破。已合共合者。因中计果家计万物未生之时已有。与

虚空合性生时后与空合故。言已合共合也。若使虚空体是其有。而离虚豁虚

空在有中住者。有物亦应离虚豁虚空在余有中住。汝以两有相碍不得相住

者。虚空是有后是无碍亦不得住有。如今虚空遍一切处。故知是无也。风依

虚空空无常故风亦无常者。若是有与风作因应是无常如前。地水是有与他作

因是无常也。而虚空是常故。知是无也。我终不与世间共诤已下。此品大段

第五明二谛也。此即广上三解脱门三十七品为诸烦恼作不生生因下明三漏。

广上烦恼修道广上三十七品。亦云广前为破烦恼非涅盘故名为涅盘。此下广

明修道破除三漏烦恼之法。终得涅盘故得广之接。次经文由上如来明随自意

语说于佛性意。谓如来不与物同故。次云不与世诤。亦云因上外人计虚空为

明如来。广破明虚空。是似与世诤明如来除物横计。为同其旨内实无诤。次

云不与世诤。又复上明佛性妙有常住不同三世异于虚空理应修善了之故。下

正明修道断累显性之义也。云何为色从烦恼生者。上言凡夫色从烦恼生。是

以无常苦无我不净。今欲使行者识根除本故。发问言色从云何许烦恼而生。

下答从三漏烦恼生也。自下大意明凡夫从三漏生故无常。当法身不从三漏。

是故常乐也。从烦恼三种已下。第一段略明三漏。就中凡有五段明义。第一

从初已下。此明观三漏过患。第二当观一切有漏烦恼已下。此明观三漏因。

第三从次观果报已下。此明观三漏果报。第四从观果报已已下。此明观三漏

轻重。作轻重观者。为欲修道灭除之也。第五从是人尔时精进修道已下。明

修道断烦恼也。从云何名为欲漏有漏无明漏已下。第二广明三漏。就中亦有

五文。还广上五。第一从初已下。此还广上三漏过患。云何名为欲漏有漏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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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漏者。问意得知。凡色从三漏者。问意得知凡色。从三漏生故。无常苦未

识三漏。复云何得生。下答内外因缘故得生也。无明即一切诸漏根本者。九

使前八品无明。能使生九使诸漏之体名为根本。何以故已下。偏明我见。前

无明能生我见成前句根本之义。即亦通类诸使前无明能生诸使为根本之义。

所以但就我见释者。以是诸见之原故也。于阴界入谓有众生因是次第生我见

前无明也。想倒者妄情分别。谓实众生受心起时亦妄缘实生见倒者。行心之

中我见前无明也。以是因缘已下。向就我见释竟。今还总结九使。前无明生

其九使一切漏也。下引经作证说。无明者通举九使。前八品无明也。贪瞋痴

因者。贪瞋前无明与上品贪瞋作因痴通七使。今言痴因者。七使前无明与上

品七使作因。何以得知。痴通七使。论经三不善中问。何故不说慢等。答言

以痴摄故。故得知也。然三不善中增微合说。今三毒明义。但取上品不通无

明。若就十恶十使明义。准取上品贪瞋邪见也。今言与贪等作因者。作习因

也。若隔行而生为增上缘生。若过去无生因者。现起中上容与摄行中上为生

因而生因义难下不能与中上为生因。要同类摄行相望及上品生中下品中品生

下品有生因义也。行心之始八品之前未成使者。微贪瞋痴名不善思惟作次第

习因生于无明名为因也。无明生不善思惟者。作其生因生后行之初不善思惟

也。生烦恼因缘者。外缘五尘也。亲近名无明者。此据内心无明作语不善思

惟。习生中近如子生外五尘远发如四大也。是内无明者。九使前八实通内外

境上而生。今言内者经文略也。此无明使即亦是漏。生诸漏者。生诸漏者生

九使体。然九使内外境成由前无明而生名内外因也。无明名内倒者。通举九

使。前无明此是轻倒。不识无常等者。此文是略。亦不识常乐等。此以到成

其漏义也。第二从世尊如佛所说有智之人已下。此明观烦恼因也。造作何行

生烦恼者。明多瞋人。若作不净观行必更生瞋为生此烦恼也。憍慢时不宜修

智心没不宜修定必生烦恼故。言时中时生烦恼也。恶知识等即是谁也。共同

止住必生烦恼也。转下作中乃至中业作上。此犹明生烦恼义耳。但为明烦恼

三品增长生三品业。举业为成烦恼增长故小异也。众生一身云何能起种种烦

恼者。此为欲明现在烦恼皆由过去烦恼为因。是以今现遇缘而生得生也。第

三从世尊智者云何观于果报已下。此次明观三漏果报也。依上略门中。第四

明烦恼轻重。此中略而不释也。从智者观已为断。如是烦恼果报已下。讫至

迦叶白佛云何名为清净梵行以来。此还广上略门第五修道断烦恼也。众生皆

从烦恼而得果者。迦叶因上无始终无明相生复说其断即执无始终相生明无穷

故。不可得断无修道义也。众生观受已下。却推漏因大意欲明受想触欲是烦

恼因。又多过患故须修道而断除也。又复为遣众疑。是以自下广就受想乃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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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苦离释以明有修道义。就观受中亦有五种观门。第一从初已下明观其受体

为一切爱。作近因者。前总明三受生于诸。此下但明乐受近生其爱。以是受

生义强过患处多。是以偏观生其厌离也。明万境上爱皆由受生。名与一切作

近因也。亦云五识五意识第六意识后所起爱者。皆由受生名一切与而作近因

也。余二受与瞋痴为近因也。第二从既观受已下。此明观其受因。其实受由

想生。言不从想生者。不从神我士夫神我想生也。第三从智者。观因已次观

果报已下。明观受果报。唯是其苦故。能深厌除断受因。何等受能作爱者。

乐受生爱名为作爱。何等爱能作受者。现受远从过去爱生也。第四从若能如

是深观爱因已下。此明断受也。深观爱因者。受是爱因。受因者过爱与现受

为因。亦云爱因者指爱是受因也。受因者指受是爱因也。然断之有方。要由

理观。是以第五知从八正即便修集已下。明其修道成向断义由起乐受动发身

心广为其恶名为增长。余二受亦尔。又云由乐受故。身心调畅。由苦受故损

于身心。由舍受故身心调和。皆名增长。亦可三受在心身拔外彰为增长耳。

想从无明生复生后或名无明触。从前解生复生后解名为明触。从善无记生复

生善无记名非明非无明触。解云。明触者生空真观以上讫尽无生出观心。后

识缘五尘生想缘假不著名用之解名为明也。文言即八正道者。由空观八正导

想不着故言即也。二触增长者。次第增长也。下明想门欲门业苦等门。皆有

五义。同上受中寻文可知也。及观受时亦不生贪者。欲明意地贪不从五识后

受生。亦云此贪何由而生。皆由前适想故起为彰想过故言受下生贪也。就门

中明大小无量者。皆是外人所计神我。所以皆作想名说者。由想执实后计于

我。是故名我为想。又云外人贵想故名我为想也。三想灭名解脱也。智者观

欲已下次明欲也。上明受想是其漏因。今明欲者。是明漏体。又云此明欲者

故是上爱更无别法。所以复明者。为明爱是受生之本有多过患故。作异名重

彰之也。又复所以更举来者。为下生业故也。就欲门中明欲体欲因并列合明

无有别文也。十种想者。当是十恶也。烦恼能发生于业名为生业。业是正业

名为受业烦恼非正名为不作也。与业共行者共行一境亦云俱能感果共行生死

也。则有二种者。一作生业者发业生也。二作受业者润业受生也。业因即无

明触者。由前想触及行中无明并行九使次第发生于业名为因耳 非生因也。

阎浮善业是劣。为强烦恼作缘而发故。言上上因缘生阎浮也。北方善业是

胜。为微烦恼之所发润故。即下下因缘生欝单曰东西二方升降可知也。次观

是是所得果报以下。次明观苦。就中明观三世十二因缘展转生苦也。从智者

复观已下。此明观过去烦恼因缘生现众苦。从苦因缘故生于烦恼已下。此明

现在业及烦恼生未来苦。从有因缘生有已下。此明未来业以烦恼复生来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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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穷畔。其犹预还也。从智者若能下此以明。若能作向三世十二因缘。总观

三苦者。必新故两已不受生死。此是劝观结句也。从有智之人已下。别观苦

苦。从作是观已复观人天已下。此别观坏苦。其中亦有苦苦。从智者深观已

下。讫尽为苦所坏亦复如是。此是别观行苦。亦可总观三苦也。从智者若能

观苦八种尽下能断众苦。此总举结劝也。苦果报者。苦是果报文文六名取者

是取因果报也。又云苦果名取者。类下文者。应改苦字为爱字。应言爱果名

取也。下文更明爱果名取者。重举为明断也。爱因缘取者。思前八品第九爱

名取。取因缘爱者。思复爱也。云何名为清净梵行已下。此品大段第六广明

道体梵行为宗。上来通明有漏善行以为梵行名众生中有妙药王。此下将欲简

却有漏善行。唯取初住以上真无漏观以为梵行也。就此段中凡有二段。第一

从初已下。正明真无漏体以为梵行。第二从十想已下。明住前观行得无漏之

由。就前段中凡有四段。第一从初已下。此总明初住以上无边行法以为梵

行。第二从如我先说此经虽摄一切诸法已下。明三十七品以为梵行。第三从

若有菩萨于三十七品知根知因已下。就九法以为梵行。第四从世劣根本因增

已下。就三法以明梵行所以。初总后别始广终略者。当是根有利钝。宜悟不

同故也。济生死贫苦名宝。收理斯尽摄藏。从大海已下譬藏猛风已下譬宝。

从毕竟者即是涅盘已下讫至下偈。第二就十想之观以为梵行所以。明十想

者。明上十地中行三十七品无漏真解。何由而成。藉此十想始时之观故得故

次明也。解云。此十想观正是住前理观之智作想名而说耳。如上二十五三

昧。其实是智作三昧名说也。作十想观故能成万行。终得向者毕竟涅盘故应

修也。具上六想故能生下七种之心。由六生七故言即七想。因此七种心犹成

六想也。能呵三界。即是第七多过罪想故须呵也。远离者是第八因果通离

也。灭除者是第九想。唯举十使诸烦恼也。于三界中不生爱着。即是第十无

爱想偏明一爱也。尔时迦叶即于佛前已下讫偈。此品大段第七明迦叶现同始

悟领解欢喜说偈叹佛也。就偈中初二偈赞叹如来常住真体。次下四偈赞叹如

来因时所行。自下竟偈赞叹如来能垂大悲救拔物苦令其永离也。 

憍陈如品 

龙记 

凡经有三分序正流通。从纯陀品已来讫向迦叶品。明经之正体以常住因果以

为宗致。然经必流通旷被一切。是以自此已下讫经。明摧天魔制外道明法轮

下无有异见异学。既已大法得行。即是大段第三流通文。解云上大众问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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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现常师子迦叶。此之二品明斯常当今此一品总结二常。经文接次上明道行

二谛观解三十七品十想等行。是斯了因。今出果显常住五阴所了之果。又解

复常住果现由当性正因。即亦通如常住当性常住五阴可谓即是总结二常故次

明也。此中所以对憍陈如者。为显如来有斯始终可为大人。又后十仙悟机时

至缘在陈如故。对斯人辩常五阴。欲使领会始终二教。然后得以十仙而付之

也。憍陈如色是无常已下。解云。此下大望依今经四谛而辩之也。从初已下

对苦谛以明常住五阴。从色是无明已下。此对集谛而明常住五阴。明色能缘

生集谛之体故名集也。从色非归依已下。讫尽获得涅盘寂静之色。此明常乐

第一义谛寂灭万相为真灭谛归依处也。灭道同体不更别明也。此明四谛者。

为彰凡夫起彼三漏造作集因。是以体是苦空无常无我不净如来三漏久除尘习

永亡故。得真体常乐我净。一切外道虚假诈称。所以乃唱此等语者。明诸外

道机发时至故作是说。令怀忿而来论义生解也。于此大众之中作师子吼。至

汝亦作师子吼。凡师子吼法有斯二义。一者欲令同类安隐。二者欲悟长眠之

者。汝若能如是。则久始心增解佛法安隐。又解能使彼长迷得反。是故汝当

宣说常无常义。令斯闻者得不遍之解。下所以先降伏十仙及诸魔者。恐如来

灭后怀乱佛法故也。共往阿阇世所者。解云。外国论义之法。要先白王听许

则论。不听便止。汝若梦见者。诸外道等明欲论义。今夕乞梦梦曰。塔地斯

久致朦梦已遂心故。说此意未足可信也。大三月可增减等者。明现可验实不

应轻梦也。瞿昙直自过有施福现因呪力故。能如是实无智慧。我等有智不应

见轻也。三意诸仁者已下。明往事难信。且验以今实玄知有益。是以听许

也。从性生大者。若依百论而说者。此中应意从性生觉。今云大者。即是诸

计觉谛也。从大生慢者。是即所计我心谛。从慢生十六法。所谓地水等者。

好作次第。应言从慢生五微尘。从五微尘而生五大。从五大生诸根。若如是

布文乃是次第耳。心平等根者。其人意谓心是色法平等。为彼四大而成因不

偏故。故能遍取色等五尘也。是十六法从五法生者。此文可谓是次第也。下

言尘字应是麁字。瞋麁动故耳。依百论者。应有第四对自在。此中略也。是

二十五法皆因性生者。正应言二十四法因性生文中小长也。如是二语无有二

者。昔说无常为表性空。今辨常住表无万相妙无真空来空无差为无二也。若

人各一我遍一切处者。是为一身中多我聚集是义不然。又复我若遍者。一人

我遍余人之我无安置处不同。假法光影同室故不得遍也。上六城中难者。遍

则杂合。今难先尼遍应同造故得异也。下答遍而不造。何故而然。天德我遍

到佛德所造善中时。天德我睡眠闷故神势不发故不造善。佛德我亦尔。非业

作者。法与非法非是我所作业也。是灯光明亦炷边者。自下凡作二破计我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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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作不遍而破明光在炷边炷中则无我在法非法边法非法中则无我无故不遍

也。汝意若谓已下。第二作不异而破向引明异于炷。今明炷增则明盛。炷枯

则明灭。故知明不异炷炷不异明法非法我三事即为一也。意在理中不一不异

而破。但以先尼执异故。今且作不异而破也。是事不吉者。先尼执其自性。

谓已不吉佛亦不吉。何故复说也。如来向者。难其炷明正是一体。于先尼不

得成喻似若成用在佛故发此言佛亦不吉也。我所引喻已下乃讫今还教汝。此

明如来凡所说法无有定。是故我实无执。以汝执异我为说一以明不异。若执

定一故。我说异以彰不一教。汝离执我自无执。汝意若谓若我不吉汝亦不吉

已下。此则自作。谓吉于已非吉吉在他也。富那执六十二见作□常无常。就

现在五阴。一阴有四句通为二十见边无边。就未来五阴亦作二十如去不如

去。就过去五阴复作二十身异命异复作二见。此二就众生上计并为六十二

见。亦云执十六见常无常为四见边无边为四见。身异命异为四见。如去不如

去为四见。通十六见也。三界为大村诸贤圣为娑罗林。如来为一树行在物前

为先林也。假名行者。喻如林主亦可通胜定光佛等为林主也。随时修治者。

譬自行外化广修缘因万行修满也。众累永亡妙果常存。譬陈朽脱落唯真实在

也。故名无明者 断过二因除现五因。新名取有者。断现三因未来生死也。

犊子梵志凡作三意问于如来。一者为识同异。二者为欲恼乱。三为知解。是

故问也。如来以斯为恼乱故。是以默然故。梵志即念不为恼乱为知故问。如

来见意即劝问也。纳衣梵志计万法自性凡作八句。初问之中凡有三意。一作

烦恼及身各独在先理无因缘将欲立已自性。是故先难如来因缘之义。何意而

然。若因缘不破自性不立为成已义故先难也。二作身及烦恼一时亦无因缘。

三先后一时已下。明先后一时俱非因缘结为自性也。此人所以不断善根者。

乃可计乎。自性不无善恶故也。下所以先就大五明自性者。以斯五大是万法

之主善。若五大性实不从因缘一切万法亦同五大自性而有也。如汝所言如五

大诸法应如是义。不然者上纳衣持立自性先难因缘。今如来亦然。得有因

缘。先破自恼性也。云何说喻者。经如引如炎等。皆明诸无常流动。即体空

寂故非自性也。汝意身为在先已下答初问。答意若我当说身在先汝可难意

者。我若说身及烦恼各独在先者。汝可作身先烦恼先难。汝亦同我身不在先

者。汝纳衣亦同。我身不在先。何因缘故。作身先之难也。身及烦恼俱无先

后者。答初问中。第二意明身及烦恼。虽复俱时。得意烦恼成身而有因果。

岂是自性也。汝意若谓身不在先已下。答初问中第三意。明理是因非自性

也。若以身先无因缘故。名为无者。名为自性。无因缘者。汝不应说现在事

中以蒲为席从缕出布。从埿出瓶等。一切法有因缘也。若意身先因缘我不见



 

[目录]    14 

故。不说从埿出瓶等。现见事故我说为因缘者。汝今现见瓶。从埿因缘身先

因缘亦尔。何不类解。汝上以五大类万法皆是自性。今何不以瓶类于身先亦

从因缘也。若意一切法悉有自性无因缘者。何因缘说五大者。汝何缘说大持

名地大浸润名水火烧名火大吹名风。若说大持等名地水等者。即是因缘也。

五大因缘虽复如是者。次正义示之。五大虽后辩复五大名为生因缘生。色心

及以无作耳。亦不应说心及无作诸法皆同五大作生因因缘生也。又云若意诸

法悉是自性者。本是自性。何须以彼五大自性而类诸法故。意何因缘说于五

大也。五大即因缘者。即以五大类诸法故。即亦是因缘也。亦可汝以五大自

性类诸法是自性。今以诸法因缘缘类五大因是缘也。既难五大是因缘竟。五

大虽复已下解正义。目前苏腊胡胶于汝为地者。外人计此为香。香是地之求

那故也。白腊等于我为火者。外人计白腊等有斯明色。色是火之求那故也。

汝以非大水不冻冻时犹漯故名大者。若尔汝亦以非风不动水波。动时应名

风。汝以虽后波动湿多名水。若尔冻时坚多应名地也 弘广乃是大权菩萨晦

迹。下愚为引无智故之托近念以扣大圣。欲令如来显斯权道八正道已下。如

来远其意也。若问世边无边常尔不答者。陈如宣如来意若有断或尽苦要明八

圣。此论解佛意也。有感为说令所明道灭苦名为可放。机感未动不得设教令

明道灭苦名为可遮。世尊知已者。一知阿难此土有缘有持经之德。二知阿难

不能独为诸魔作发心之缘要假文殊。三知阿难于须跋有缘故问所在也。然陈

如尚能对佛彰于阿难不来之由。故知阿难善识魔说。岂为娆乱。而所以不来

者。示益故也。然为魔所娆可有二意。一明此诸魔等应以此缘作发心之由。

二明今日常住圆教必降异学。莫不摧伏故也。原魔娆乱之意。闻佛后夜入于

涅盘。阿难不到经无所付颓灭佛法。是故娆乱不令诣佛也。变身异说者。魔

知阿难姓好多闻故。变身异唱或乱其心令不速到也。解云。魔作此意者。此

乃如来玄见诸魔发心时至故。以神力今生此意使发心有缘也。欲起欲语不从

意者明此众魔。要假阿难及以文殊乃发大志。文殊未至。阿难不能独为作发

心之缘。欲发起大心之于说法二皆不称故言不从意也。为魔机感大心未发感

事未发故言入羂。阿难独自不能使前人发心为受大苦。虽念如来令遣文殊为

发心之缘耳。文殊未来无能救者。文殊白佛此大众中已下。此之问者欲彰阿

难有时经之德远使人生其深信。是以发问也。从谛听以下。乃讫我今阿难亦

复如是具足八法 此是如来显明阿难有持经之德。以答文殊发问之意。此中

言目连入定见如来心在于阿难。贤愚经云。阿那律入定见如来心心在阿难。

各据一人也。是诸菩萨皆有重任讫下不能宣通十二部经。明菩萨大士随宜化

物不得专修经教。即是重任。此复寄菩萨重彰阿难有持经之德。或时能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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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受者。大明菩萨随缘应接或侧迹下愚以接不逮而覩。形不及道者。未必

信受。是以文言人不信受也。此下大意凡有二事不付菩萨。一以随宜津导不

得专持十二部经。二以降迹下愚人不信受。凡有二事应付阿难。一是吾弟人

必信敬。二能专修十二部经持无漏失故。问其人欲合受持也。文殊亦到众魔

发心感机事发故。言即放阿难也。未舍憍慢者。此是增上慢。自所得非想之

定。生涅盘想恃此涅盘增上之法而生慢也。其人爱心习犹未尽者。解云。须

跋得八禅定伏离欲界七地烦恼。阿难过去作须跋子。亦见来命。即从上次第

起乱还起欲界贪习爱子之结失禅定也。自下须跋有凡三计。一计报从过业不

由现缘。二计现在苦行能破过业。三计非想以为涅盘。自下广破依文可知

耳。若有沙门等作如是言。众生苦乐皆由往业者。此是慢人不欲受屈已实怀

疑而乃假称他人之说以问。如来明失则在他。是欲自揽其人起意如是故托他

人也。其所计意。若有能于现在持戒受五热等。苦懃行苦行偿遇业尽不受苦

报名为解脱。若不能苦行怀过业尽者。来身复续曾不生信。未来苦乐由现善

恶乃言怀过业不尽。更受来苦可谓邪见也。佛言以下如来顺其意故。亦不欲

即相指片。是故复寄他人而生怜愍。而如来意其实正自怜愍须跋也。所以然

者。以其须跋不识因果。又迷解脱故可怜愍。此渐摧须跋憍慢之心也。实作

如是说不者。惧假他又恐谬传故问以定故也。波若见答已下乃讫。皆由往曰

本业因缘。此是假彼所执而答也。即是说其须跋所计也。我当复问实见过业

不。若见过去应见现在。如其不见不应妄说。此明须跋愚之极也。若有是业

为多少者。汝须跋若当实见过去业者。杀业有几溢淫业等各有其几。何者多

何者少故言多少耶。能知是业已尽不尽者。现在苦行偿往杀业溢淫等业为尽

不尽耶。偿杀等既尽。余妄语诸业一切尽耶。此之问意明过去之业不可得。

以苦行偿尽也。彼若见答我实不知者。此明过业深隐唯佛乃穷。如是问时。

须跋愦然莫识过去业多少尽以不尽故言我实不知也。譬如有人身被毒箭者。

此复引喻以明。若不知过业多少尽以不尽不应说言现在苦行能坏过业也。毒

箭喻过业医药者。喻现苦行身得安乐喻得解脱。汝若能识箭以医药知拔方法

者。可名为知耳。汝既不识过业多少。对治方法云何。乃言现在苦行能坏过

业得解脱耶。若过去有苦苦本偿业业中之苦即偿业尽。云何得受。今日之身

苦现在苦行复以何破者。现在苦行即是其业。复以何苦而破也。能令现生报

作无报不者。作不定报不。次下二句。皆就不定报名无无报也。是故先当调

伏其心明。若受五热等苦自饿之行乃是调身耳。若能修道断除烦恼。是其调

心也。心多喻林色阴唯一故喻于树。从心生怖应先调心也。汝云何调伏心

耶。若能明见真空无我永断烦恼。又复能观金刚已还是苦无常佛地是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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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乃可名为调伏心耳。汝今虽能暂伏麁想不能伏细非真调心。汝师不能断

非想处受于恶身。况其余者况复汝也。此句为证非想之处非是涅盘破其所计

也。云何能断一切诸有者。明涅盘无为无有诸有闻上已师犹受恶身知不断有

非是涅盘。然外道兴厌要假上伏下。而非想以上更无可假。是故问言。云何

能断一切有也。佛言已下。教作真空之观。以其外道假上伏结缘有不观空。

是以劝观也。言实想者。是观空之惠。所以云惠者。以外人贵想故。作想名

说其惠也。鉴空之惠体非是想。以惠为想故名为想。故言无想之想。观空实

而生为实想也。无自相他已下。广明空境也。随所灭处名真实想者。此结空

惠也。一切诸法皆是假者。明金刚已还有是虚假假体即空。可谓假空故言一

切皆是虚假。随其灭处者。此明真谛常住真谛寂灭。下地有之。以无故言灭

处也。是名为实者。结常住真谛也。是名实想者。结缘常真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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