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
说
大
乘
无
量
寿
庄
严
清
淨
平
等
觉
经
科
註
参
考
资
料

闡
提

奏399
揍
二
一
四

祖法
華
疏
記诅奏2031

揍一
〇
五
二

腋

六
和
敬夜
奏1968
揍
一
〇
二
四

器
界

奏2032

揍
一
〇
五
二

三
德

奏二揍奏2033

揍一
〇
五
二

廣
額
屠
兒

奏2034

揍
一
〇
五
二

鳥
窠
禪
師

奏2035

揍
一
〇
五
三

吹
毛
示
弟
子奏2206

揍一
一
七
五

何
啻

奏2036

揍
一
〇
五
四

妙
宗
鈔

奏2037

揍
一
〇
五
四

法
界

奏821

揍
四
三
一

奏重
重
誨
勉
第
三
十
六
揍

業
病

奏2038

揍
一
〇
五
五

祖遺
教
經诅
奏1406

揍
七
二
〇

斷
割

奏2039

揍
一
〇
五
六

心
悸

奏2040
揍
一
〇
五
六

三
慧

奏從
聞
而
思
作
從
思
起
修揍

奏1937

揍
一
〇
一
二

耳
根
圓
通

奏2041

揍
一
〇
五
六

聞
思
修

奏1868

揍
九
六
九

五
欲

奏二揍奏2042

揍一
〇
五
七

五
箭

奏2043

揍
一
〇
五
八

四
攝
法

奏1423

揍
七
二
六

奏如
貧
得
寶
第
三
十
七
揍

腋

攝
折夜

奏1479

揍
七
五
四

八
齋
戒

奏1772

揍
九
二
四

文
殊
師
利
授
記
會 九

二



祖科
註
诅
頁
面
索
引

奏2044

揍
一
〇
五
八

祖善
生
經诅
奏2045

揍
一
〇
五
八

五
滓

奏2046
揍
一
〇
五
八

五
時
說
法

奏311
揍
一
六
二

半
字
教座
滿
字
教

奏2047

揍
一
〇
五
九

丘

奏2048

揍
一
〇
六
〇

風
雹

奏2049

揍
一
〇
六
〇

厲

奏2050

揍
一
〇
六
〇

陸
沉

奏2051

揍
一
〇
六
〇

偃
武
修
文

奏2052

揍
一
〇
六
〇

厚
往
薄
來

奏2053

揍
一
〇
六
〇

五
善

奏2054

揍
一
〇
六
一

塵
勞

奏267

揍
一
四
〇

正
法
五
百
年作
像
法
千
歲作
末

法
萬
歲

奏2055

揍
一
〇
六
一

塗
毒
鼓

奏2056

揍
一
〇
六
二

奏禮
佛
見
光
第
三
十
八
揍

烏
托
邦

奏2057
揍
一
〇
六
二

足
指
按
地

奏2058
揍
一
〇
六
二

如
我
按
指作
海
印
發
光

奏2207

揍
一
一
七
五

海
印
三
昧

奏888

揍
四
七
〇

閻
浮
檀
金

奏2059

揍
一
〇
六
三

海
印
三
昧
有
十
義

奏2153

揍
一
一
二
三

五
念
門

奏1833

揍
九
五
一

六
朝

奏2208

揍
一
一
七
五

襄
陽
石
經

奏467

揍
二
四
九

祖七
佛
神
咒
經诅

奏2060

揍
一
〇
六
四

九
三



佛
说
大
乘
无
量
寿
庄
严
清
淨
平
等
觉
经
科
註
参
考
资
料

壞
劫

奏1383
揍
七
一
〇

三
災

奏1384
揍
七
一
〇

水
輪

奏2061
揍
一
〇
六
四

第
二
禪
天

奏2062
揍
一
〇
六
四

腋

文
選夜

奏446

揍
二
三
六

潘
岳

奏2063

揍
一
〇
六
五

昆
明
池

奏2209

揍
一
一
七
六

湯
湯

奏2064

揍
一
〇
六
五

藥
叉

奏2065

揍
一
〇
六
五

苾
芻

奏643

揍
三
四
四

天
龍
八
部

奏605

揍
三
一
六

人
非
人

奏2066

揍
一
〇
六
五

十
山
王

奏2067

揍
一
〇
六
五

四
寶

奏1550

揍
八
〇
一

箜
篌

奏2068

揍
一
〇
六
七

帝
網

奏407

揍
二
一
七

四
悉
檀

奏2069
揍
一
〇
六
七

諸
佛
現
前
三
昧

奏2070

揍
一
〇
六
八

祖佛
說
如
幻
三
摩
地
無
量
印
法
門

經诅
奏2071

揍
一
〇
六
八

十
往
生
經

奏142

揍
七
九

山
海
慧
如
來

奏1155

揍
六
一
六

四
悉
檀

奏2069

揍
一
〇
六
七

目
眚

奏2072

揍
一
〇
六
八

奏慈
氏
述
見
第
三
十
九
揍

腋

八
十
一
品
思
惑夜

奏1625

揍
八
三
七

淨
居
有
五
天奏2073

揍一
〇
六
九

祖俱
舍
頌诅
奏2074

揍
一
〇
七
〇

異
生

奏2075

揍
一
〇
七
〇

九
四



祖科
註
诅
頁
面
索
引

五
智

奏二揍奏2076

揍一
〇
七
一

奏邊
地
疑
城
第
四
十
揍

祖守
護
國
界
主
經诅

奏2077

揍
一
〇
七
一

祖菩
薩
處
胎
經诅

奏2078

揍
一
〇
七
一

四
智

奏2079

揍
一
〇
七
二

本
識

奏2080

揍
一
〇
七
三

離
四
句作
絕
百
非奏186

揍一
〇
二

四
句

奏1660

揍
八
五
四

比
量

奏2081

揍
一
〇
七
三

六
信

奏2082

揍
一
〇
七
四

無
我
我
所

奏2083

揍
一
〇
七
五

心
量

奏350

揍
一
九
二

妙
喜
世
界

奏351

揍
一
九
二

袁
中
郎
宏
道
居
士

奏2084

揍
一
〇
七
五

祖西
方
合
論诅奏2085
揍一
〇
七
七

奏惑
盡
見
佛
第
四
十
一
揍

粗
苦

奏2086

揍
一
〇
七
七

婆
伽
梵

奏2087

揍
一
〇
七
八

祖千
手
經诅
奏2088

揍
一
〇
七
九

二
十
五
菩
薩

奏143

揍
八
〇

後
有

奏2089

揍
一
〇
七
九

祖八
難

奏1531

揍
七
八
二

須
菩
提

奏2090

揍
一
〇
七
九

祖破
空
論诅
奏2091

揍
一
〇
八
〇

九
五





















































































































































































































































































































































前

言

九座
瞋
恚
瞋
恚
者作
謂
於
違
情
之
境作
不
順

己
意作
心
生
忿
怒
也坐

十座
邪
見
邪
見
者作
謂
撥
無
因
果作
行
邪
見

道作
心
無
正
信
也坐
奏撥
者作
絕
也坐揍
奏參
見

腋

十
惡
因
果夜

2160
座腋
十
惡
十
善
之
增
上
果夜

2161

揍

79.
最觀
音
罪奏科
註
第
一
四
六
頁
第
八
行揍

祖佛
學
大
辭
典诅
奏菩
薩揍
舊
云
光
世
音作

觀
世
音作
略
稱
觀
音作
新
云
觀
世
自
在作
觀
自

在坐
梵
音Avalokites 鸳vara

作
觀
世
音
者作
觀
世
人

稱
彼
菩
薩
名
之
音
而
垂
救作
故
云
觀
世
音作
觀
世

自
在
者作
觀
世
界
而
自
在
拔
苦
與
樂坐
觀
音
有
六

觀
音作
七
觀
音
乃
至
三
十
三
觀
音作
但
常
稱
之
觀

音作
指
六
觀
音
中
之
聖
觀
音坐
如
法
華
普
門
品
之

觀
音作
觀
無
量
壽
經
之
觀
音
是
也坐
此
為
觀
音
之

總
體坐
是
與
西
方
彌
陀
四
菩
薩
之
最
初
法
菩
薩
同

體坐
顯
教
以
為
阿
彌
陀
之
弟
子作
密
教
以
為
阿
彌

陀
之
化
身作
與
大
勢
至
菩
薩
皆
在
阿
彌
陀
佛
之
左

右

奏觀
音
左
勢
至
右揍作
而
贊
其
教
化坐
故
稱
彌

陀
之
二
脅
士坐
梵
號
禮
懺作
則
阿
彌
陀
佛
之
本
名

為
觀
自
在
王作
觀
依
其
本
師
之
名
而
自
稱
觀
自
在

王作
猶
如
今
之
釋
迦
牟
尼
依
久
遠
本
師
釋
迦
牟

奏疑
漏
一腋

尼夜

字揍坐
而
得
其
稱
也坐

日
本
安
然
之
菩
提
心
義
十
曰腋

尼

奏腋

尼夜

疑

為
贅
字揍
此
佛
亦
名
無
量
壽
佛坐
租中
略足
彼
佛

壽
命
無
量座
光
明
無
量座
眷
屬
無
量座
一
切
皆
無

量作
故
以
立
謚

奏疑
作腋

是夜

揍
號坐
而
本
名
曰
觀

自
在
王
如
來作
眼
如
四
大
海作
遍
觀
法
界
眾
生作

隨
其
機
緣作
拔
苦
與
樂作
故
為
名
也坐夜

四
五







































































佛
说
大
乘
无
量
寿
庄
严
清
淨
平
等
觉
经
科
註
参
考
资
料

服
施
佛
及
僧
二
正
念
以
甘
妙
良
藥
施
一
病
比
丘

及
一
切
三
正
念
不
害
一
生
命作
慈
悲
於
一
切

四
正
念
從
師
所
受
戒
淨
慧作
修
梵
行作
常
懷
歡

喜
五
正
念
孝
順
於
父
母作
敬
奉
於
師
長作
不
起

驕
慢
心
六
正
念
往
詣
於
僧
坊作
恭
敬
於
塔
寺作

聞
法
解
一
義
七
正
念
一
日
一
夜
中
受
持
八
齋

戒作
而
不
破
一
八
正
念
若
能
齋
月座
齋
日
中
遠

離
於
房
舍作
常
詣
於
善
師
九
正
念
常
能
持
淨

戒作
勤
修
於
禪
定作
護
法
不
惡
口
十
正
念
若
於

無
上
道
不
起
誹
謗
心作
精
進
持
淨
戒作
復
教
無
智

者作
流
布
是
經
法作
教
化
無
量
眾
生坐
信
奉
此
經

者作
常
受
二
十
五
位
菩
薩
護
持坐
但

祖大
周
刊
定

眾
經
目
錄诅
及

祖開
元
釋
教
錄诅
視
此
經
為
偽
經坐

143.
最二
十
五
菩
薩
罪奏科
註
第
一
五
八
頁
第
二
行揍

祖佛
學
大
辭
典诅
奏名
數揍
影
護
念
佛
行
者

之
菩
薩
也坐

十
往
生
經
曰腋

若
有
眾
生作
念
阿
彌
陀
佛作

願
往
生
者作
彼
極
樂
世
界
阿
彌
陀
佛作
即
遣
觀
世

音
菩
薩座
大
勢
至
菩
薩座
藥
王
菩
薩座
藥
上
菩

薩座
普
賢
菩
薩座
法
自
在
菩
薩座
師
子
吼
菩
薩座

陀
羅
尼
菩
薩座
虛
空
藏
菩
薩座
德
藏
菩
薩座
寶
藏

菩
薩座
金
藏
菩
薩座
金
剛
藏
菩
薩座
山
海
慧
菩

薩座
光
明
王
菩
薩座
華
嚴
王
菩
薩座
眾
寶
王
菩

薩座
月
光
王
菩
薩座
日
照
王
菩
薩座
三
昧
王
菩

薩座
自
在
王
菩
薩座
大
自
在
王
菩
薩座
白
象
王
菩

薩座
大
威
德
王
菩
薩座
無
邊
身
菩
薩作
是
二
十
五

菩
薩坐
擁
護
行
者坐夜

觀
念
法
門
曰腋

又
如
十
往
生
經
說作
佛
告
山

八
〇



































































































































































方
便
力
用

祖佛
學
大
辭
典诅
奏術
語揍
即
塵
點
劫
也坐

楞
嚴
經
一
曰腋

縱
經
塵
劫作
終
不
能
得坐夜

塵
點
劫

奏術
語揍
有
二
種
一作
三
千
塵

點
劫坐
一作
五
百
塵
點
劫坐

三
千
塵
點
劫

奏術
語揍
磨
一
三
千
大
千
世

界
所
有
之
物
而
為
墨作
每
經
一
三
千
大
千
世
界作

下
一
點作
竟
盡
其
墨作
而
其
所
經
過
之
世
界作
悉

碎
為
微
塵作
謂
其
一
塵
為
一
劫坐
是
顯
大
通
智
勝

佛
出
世
久
遠
之
比
喻
也坐
見
法
華
經
化
城
喻
品坐

五
百
塵
點
劫

奏術
語揍
抹
五
百
千
萬
億
那

由
他
阿
僧
祇
之
三
千
世
界
而
為
微
塵作
每
經
五
百

千
萬
億
那
由
他
阿
僧
祇
之
國
下
一
塵作
竟
盡
其

塵作
而
其
所
經
之
世
界作
悉
碎
為
微
塵作
以
其
一

塵
為
一
劫坐
是
顯
釋
迦
如
來
成
佛
久
遠
之
比
喻

也坐
見
法
華
經
壽
量
品坐

307.
最任
運
罪奏科
註
第
二
〇
〇
頁
第
二
行揍

祖佛
學
大
辭
典诅
奏術
語揍
猶
言
自
然作
任

法
之
自
運
動作
而
不
加
人
之
造
作
之
義
也坐

行
事
鈔
上
二
之
一
曰腋

人
所
至
處
任
運
界

起作
故
曰
自
然
也坐夜

同
資
持
記
曰腋

不
假
造

作
故
曰
任
運坐夜

止
觀
五
曰腋

一
念
具
十
法
界作
為
作
念
具作

為
任
運
具坐夜

308.
最祖大
經
合
贊
诅罪奏科
註
第
二
〇
〇
頁
第
六
行揍

夏
蓮
居
居
士
著

奏見
祖
科
註
诅
奏
下
冊
揍
之
附
錄

三揍坐
此
之腋

大
經夜

作
即
指

祖佛
說
大
乘
無
量
壽

莊
嚴
清
淨
平
等
覺
經诅坐

一
六
一





























































































































































































































































































































































































































 



 



































































































































德
遵
普
賢
第
二

826.
最祖嘉
祥
法
華
疏
诅罪奏科
註
第
三
二
三
頁
倒
數
第
四
行揍

即

祖法
華
義
疏诅坐奏參
見腋

祖
法
華
義
疏
诅夜

849

揍

827.
最祖止
觀
诅罪奏科
註
第
三
二
三
頁
倒
數
第
四
行揍

祖
中
華
佛
教
百
科
全
書诅腋

摩
訶
止
觀夜

條

奏
節
錄
揍
十
卷

奏或
二
十
卷揍坐
隋窑
智
顗
說作

灌
頂
記坐
又
稱

祖天
台
摩
訶
止
觀诅坐
收
在

祖大

正
藏诅
第
四
十
六
冊坐
是
天
台
宗
詳
述
圓
頓
止
觀

法
門
的
主
要
著
述作
為
天
台
三
大
部
之
一坐
即
天

台
宗
開
祖
智
顗
大
師作
於
隋
文
帝
開
皇
十
四
年

奏五
九
四揍
四
月
二
十
六
日
起作
在
荊
州
玉
泉
寺作

一
夏
九
旬
間
朝
暮
二
時
講
出作
弟
子
章
安
灌
頂
筆

錄
成
書坐
原
來
題
名

祖圓
頓
止
觀诅作
後
來
改
稱

祖摩
訶
止
觀诅作
前
後
有
三
本作
現
行
本
是
第
二
本

奏通
稱
廣
本揍
的
再
治
本坐

祖摩
訶
止
觀诅
全
書
分
作
序
分座
正
說
分
兩
部

份
︰
序
分
是
記
錄
者
灌
頂
略
說
本
書
的
緣
起作
正

說
分
是
智
顗
講
說
圓
頓
止
觀
法
門
的
記
錄坐
略
說

緣
起
中作
先
敍
述
本
書
的
說
主座
說
時座
說
處
及

其
概
況作
次
敍
述
關
於
圓
頓
止
觀
法
門
的
師
資
傳

承作
其
中
又
分
作
金
口座
今
師
兩
種坐
金
口
相
承

指
遠
從
佛
世
尊
經
過
迦
葉座
阿
難座
商
那
和
修
乃

至
馬
鳴座
龍
樹座
提
婆
等
脈
脈
相
傳作
到
第
二
十

四
世
師
子
遇
害
而
法
統
絕坐
今
師
相
承
是
指
北
齊

時
代

奏五
五茵

昨
五
七
七揍
的
慧
文
禪
師作
依
龍

樹

祖
大
智
度
論诅
及

祖
中
論诅
的
偈
文作
悟
入

空座
假座
中
三
諦
圓
融
之
理作
由
此
構
成
一
心
三

觀
的
禪
法坐
後
來
把
這
個
法
門
傳
授
南
岳
慧
思作

慧
思
把
它
和

祖法
華
經诅
相
結
合
而
構
成
他
的
實

四
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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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證
極
果
第
二
十
二

 

勝
鬘
寶
窟
上
末
曰腋

安
立
者作
始
建
曰
安作

終
成
為
立坐夜

因
決
證
極
果
第
二
十
二

1677.
最極
果
罪奏科
註
第
七
一
一
頁
倒
數
第
一
行揍

祖佛
學
大
辭
典诅
奏術
語揍
至
極
之
證
果坐

謂
佛
之
正
覺
也坐
是
為
因
位
修
行
之
結
果坐

光
明
文
句
七
曰腋

菩
提
極
果
積
行
方
剋坐夜

大
乘
義
章
八
曰腋

無
漏
極
果作
所
謂
盡
智
及

無
生
智坐夜

法
華
文
句
四
上
曰腋

妙
因
斯
滿作
極
果
頓

圓坐夜1678.
最精
光
罪奏
科
註
第
七
一
三
頁
第
一
行揍

祖漢
語
大
詞
典诅
光
輝坐

1679.
最五
無
間
業
罪奏科
註
第
七
一
五
頁
第
七
行揍

祖佛
學
大
辭
典诅
奏名
數揍
感
無
間
地
獄
苦

果
之
五
種
惡
業作
即
五
逆
罪
也坐
奏參
見腋

五
逆夜

2188

揍
1680.
最祖釋
摩
訶
衍
論
诅罪
奏科
註
第
七
一
五
頁
倒
數
第
五

行揍祖佛
學
大
辭
典诅奏節
錄揍
奏書
名揍
十
卷作

龍
樹
菩
薩
造作
筏
提
摩
多
譯坐
釋
起
信
論
者坐
常

略
云
釋
論坐

1681.
最三
賢
罪奏科
註
第
七
一
五
頁
倒
數
第
四
行揍

祖
三
藏
法
數诅
租
出
仁
王
護
國
經
疏足
十

住座
十
行座
十
回
向
諸
位
菩
薩
皆
稱
賢
者作
此
就

別
教
而
論作
蓋
諸
位
菩
薩作
但
斷
見座
思
惑
盡作

尚
有
無
明
惑
在作
未
入
聖
位作
故
名
賢
也坐

八
六
三



 



 



















 



























三
輩
往
生
第
二
十
四

乃
云
如
諸
菩
薩
普
入
一
切
眾
生
種
種
想
海
等
功

德作
我
今
云
何
能
知
能
說坐
復
令
參
解
脫
長
者坐

奏梵
語
達
里
鼻
荼作
華
言
消
融坐
梵
語
陀
羅
尼作
華

言
總
持坐揍

五
參
善
財
承
教作
漸
次
遊
行作
十
有
二
年作

至
住
林
城作
參
解
脫
長
者坐
為
說
如
來
無
礙
莊
嚴

解
脫
門
已坐
乃
云
如
諸
菩
薩
得
無
礙
智作
乃
至

而
於
己
身
及
諸
世
界作
不
生
二
想坐
如
是
妙
行作

而
我
云
何
能
知
能
說坐
復
令
參
海
幢
比
丘坐

六
參
善
財
承
教作
至
閻
浮
提
畔
利
伽
羅
國作

參
海
幢
比
丘坐
為
說
般
若
波
羅
蜜
三
昧
光
明
已坐

乃
云
如
諸
菩
薩
入
智
慧
海作
淨
法
界
境
等作
而

我
云
何
能
知
其
妙
行作
辯
其
功
德坐
復
令
參
休
捨

優
婆
夷坐
奏梵
語
閻
浮
提作
華
言
勝
金
洲坐
梵
語

般
若作
華
言
智
慧坐
梵
語
波
羅
蜜作
華
言
到
彼

岸坐
梵
語
優
婆
夷作
華
言
清
淨
女坐揍

七
參
善
財
承
教作
至
海
潮
處作
普
莊
嚴
國作

參
休
捨
優
婆
夷坐
為
說
離
憂
安
隱
幢
解
脫
門
已坐

乃
云
如
諸
菩
薩作
其
心
如
海作
悉
能
容
受
一
切

佛
法
等作
而
我
云
何
能
知
能
說坐
復
令
參
毘
目
瞿

沙
仙
人坐
奏毘
目
瞿
沙作
梵
語
具
云
毘
多
羅
涅
瞿

沙作
華
言
最
上
無
恐
怖
聲坐揍

八
參
善
財
承
教作
向
那
羅
素
國作
參
毘
目
瞿

沙
仙
人坐
為
說
菩
薩
無
勝
幢
解
脫
已坐
乃
云
如

諸
菩
薩作
成
就
一
切
殊
勝
三
昧
等
法作
而
我
云
何

能
知
能
說坐
復
令
參
勝
熱
婆
羅
門坐
奏梵
語
那
羅

素作
華
言
不
懶
惰坐
梵
語
婆
羅
門作
華
言
淨
行坐揍

九
參
善
財
承
教作
至
伊
沙
那
聚
落作
參
勝
熱

八
八
七

























































































































 

















 





















 



 























菩
薩
修
持
第
三
十

三座
喜
覺
分
喜作
即
懽
喜坐
謂
心
契
悟
真

法作
得
懽
喜
時作
善
能
覺
了
此
喜
不
從
顛
倒
法

生作
住
真
法
喜作
故
名
喜
覺
分坐

四座
除
覺
分
除作
即
斷
除坐
謂
斷
除
諸
見
煩

惱
之
時作
善
能
覺
了作
除
去
虛
偽
之
法作
增
長
真

正
善
根作
故
名
除
覺
分坐

五座
捨
覺
分
捨作
即
捨
離坐
謂
捨
離
所
見
念

著
之
境作
善
能
覺
了
虛
偽
不
實作
永
不
追
憶作
故

名
捨
覺
分坐

六座
定
覺
分
定作
即
禪
定坐
謂
發
禪
定
之

時作
善
能
覺
了
諸
禪作
不
生
煩
惱
妄
想作
是
名
定

覺
分坐七座

念
覺
分
念作
即
思
念坐
謂
修
諸
道
法
之

時作
善
能
覺
了作
常
使
定
慧
均
平坐
若
心
昏
沉
之

時作
當
念
用
擇
法
精
進
喜
三
覺
分作
觀
察
諸
法作

令
不
昏
沉
若
心
浮
動
之
時作
當
念
用
除
覺
分
除

身
口
之
過
非作
用
捨
覺
分
捨
於
觀
智
用
定
覺
分

入
正
禪
定作
攝
其
散
心作
令
不
浮
動作
是
名
念
覺

分坐1877.
最簡
擇
罪奏科
註
第
八
四
四
頁
倒
數
第
二
行揍

祖漢
語
大
詞
典诅
選
擇坐

祖法
相
辭
典诅
奏節
錄揍
簡
擇
者
謂
審
定

解
了坐

1878.
最粗
重
罪奏科
註
第
八
四
四
頁
倒
數
第
一
行揍

祖佛
教
大
辭
典诅
教
義
名
詞坐腋

粗夜

指
不

細
滑座
不
光
潔作
聚
集座
強
直
等腋

重夜

指
負

擔
沉
重座
笨
拙
等坐

一座
意
謂
身
心
無
堪
任
性作
難
以
接
受
正
法坐

九
七
七









































































 



佛
说
大
乘
无
量
寿
庄
严
清
淨
平
等
觉
经
科
註
参
考
资
料

 

即

祖後
漢
書
卷
六
十
一窑
左
雄
傳诅坐

1944.
最客
塵
罪奏科
註
第
八
八
六
頁
倒
數
第
三
行揍

祖佛
學
大
辭
典诅奏節
錄揍
奏術
語揍
形
容
煩
惱

者坐
煩
惱
非
心
性
固
有
之
物作
為
迷
理
而
起
者作

故
名
之
為
客坐
為
污
心
性
者作
故
名
之
為
塵坐

1945.
最聖
言
量
罪奏科
註
第
八
八
七
頁
倒
數
第
一
行揍

祖中
華
佛
教
百
科
全
書诅腋
聖
教
量夜

條奏節

錄揍
又
作
正
教
量座
至
教
量

奏佟pta-佟gama

作
意

指
從
可
信
仰
者
所
受
之
傳
統
之
教揍座
聲
量

奏s 鸳abda

作
又
譯
聖
言
量揍坐
佛
教
一
般
用佟gama

一
詞作
意
謂
一
切
可
信
仰
者
之
教
示

奏佟pta-nirde
s 鸳a

揍坐腋

可
信
仰
者夜

即
指
佛座
菩
薩座
諸
聖

賢
以
聖
者
所
說
之
教
示
正
確
無
誤作
依
之
可
以

量
知
種
種
義
趣作
故
稱
聖
教
量坐

1946.
最靈
光
罪奏科
註
第
八
八
八
頁
第
七
行揍

祖佛
學
大
辭
典诅
奏術
語揍
人
人
固
有
之
佛

性作
靈
靈
照
照作
而
放
光
明
者坐

百
丈
禪
師
上
堂
曰腋

靈
光
獨
耀作ji侬ng
迥

傩匍馘蒴
奏音

炯
作
逺
也
揍
脫
根
塵坐
體
露
真
常作
不
拘
文
字坐
心

性
無
染作
本
自
圓
成坐
但
離
妄
緣作
即
如
如
佛坐夜

見
五
燈
會
元
三
百
丈
章坐

1947.
最三
業
罪奏科
註
第
八
九
〇
頁
第
五
行揍

祖佛
光
大
辭
典诅
奏節
錄揍
又
作
三
時
業座

三
報
業坐
就
現座
次座
後
等
三
生
之
報作
分
業
為

順
現
法
受
業座
順
次
生
受
業座
順
後
次
受
業坐
又

作
現
報
業座
生
報
業座
後
報
業坐

奏
一揍
順
現
法
受
業

奏
梵dr窑 s窑 t窑 a-dharma-

vedan侃ya-karma

揍作
即
此
生
所
造作
於
此
生
成

熟
之
業坐

一〇

一
四



壽
樂
無
極
第
三
十
二

奏二揍
順
次
生
受
業
奏
梵upapadya-vedan侃ya

-karma
揍作
即
此
生
所
造作
於
第
二
生
成
熟
之

業坐奏
三揍
順
後
次
受
業

奏
梵apara-pary佟ya-

vedan侃ya-karma
揍作
即
此
生
所
造作
於
第
三
生

以
後
次
第
成
熟
之
業坐
租俱
舍
論
卷
十
五座
瑜
伽

師
地
論
卷
九
十足

1948.
最百
丈
罪奏科
註
第
八
九
一
頁
第
四
行揍

祖佛
學
大
辭
典诅
奏人
名揍
唐
洪
州
百
丈
山

之
大
智
禪
師
懷
海作
馬
祖
道
一
禪
師
之
法
嗣
也坐

師
始
創
禪
門
之
規
式作
所
謂
百
丈
清
規
是
也坐
見

傳
燈
錄
六作
會
元
三坐

祖釋
氏
稽
古
略诅
百
丈
山
懷
海
禪
師

奏七
二

〇
昨
八
一
四揍坐
百
丈
山坐
江
西
隆
興
路

奏古
洪
州

也揍
禪
師
名
懷
海坐
福
州
長
樂
王
氏
子gu伽n
丱

偻勹兮蒗
奏音

慣
坐
古
時
兒
童
束
髮
成
兩
角
的
樣
子
作
指
幼
年
時
期揍
歲

離
塵坐
三
學
該
練坐
屬
馬
祖
闡
化
江
西坐
乃
傾
心

依
附坐
與
西
堂
智
藏座
南
泉
普
願
同
號
入
室坐
時

三
大
士
化
門
為
角
立
焉坐
師
上
堂
曰坐
靈
光
獨
耀

迥
脫
根
塵坐
體
露
真
常
不
拘
文
字坐
心
性
無
染
本

自
圓
成坐
但
離
妄
緣
即
如
如
佛坐
師chu伽ng
刱

僭勹黉蒗
奏同
創
坐

開
創揍
立
叢
林
儀
軌坐
名
曰
清
規坐
至
是
元
和
九

年
正
月
十
三
日
歸
寂坐
壽
九
十
五
歲坐
敕
諡
大
智

禪
師坐
塔
曰
大
寶
勝
輪坐
師
嗣
馬
祖

奏傳
燈揍坐

清
規坐
百
丈
山
大
智
海
禪
師
創
立
也坐
猶
佛
之

律
條坐
動
靜
云
為
折
旋
俯
仰
莫
可
犯
也坐
叢
林
尊

行
之坐
又
有
日
用
小
清
規坐
永
明
壽
禪
師
所
作
也坐

1949.
最祖寶
鏡
三
昧
诅罪奏科
註
第
八
九
一
頁
第
六
行揍

祖中
華
佛
教
百
科
全
書诅
書
名坐
又
稱

祖寶

一〇

一
五

















































濁
世
惡
苦
第
三
十
五

祖漢
語
大
詞
典诅
腳
鐐
手
銬坐
泛
指
刑
具坐

奏杻
作
手
銬
坐
械
作
鐐
銬揍

1998.
最阿
賴
耶
罪
奏科
註
第
九
四
一
頁
第
四
行揍

祖三
藏
法
數诅腋
阿
賴
耶
識夜

條
梵
語
阿
賴

耶作
華
言
藏
識坐
此
識
染
淨
同
源作
生
滅
和
合作

而
具
有
四
分坐
如
摩
尼
珠作
體
本
清
淨
又
如
明

鏡作
能
含
萬
像坐
若
以
染
分
言
之作
無
明
依
之
而

起作
結
業
由
此
而
生作
具
足
煩
惱
塵
勞作
變
現
根

身
世
界作
即
前
七
種
識
境
皆
是
也坐
若
以
淨
體
言

之作
即
本
覺
心
源作
離
念
清
淨作
等
虛
空
界作
即

後
之
菴
摩
羅
識
是
也坐
無
法
不
含作
無
事
不
攝作

是
名
藏
識坐
若
轉
此
識作
即
成
佛
果坐
奏
四
分

者作
一
相
分作
相
即
形
相作
謂
此
識
能
變
現
根
身

世
界
及
諸
法
名
義
相
狀作
皆
由
第
八
識
此
分
而

生
如
鏡
中
所
現
之
影
像
也坐

二
見
分作
見
即
照
了
之
義坐
謂
此
識
能
照
燭
一

切
諸
法作
及
解
了
諸
法
義
理
如
鏡
中
之
明作
能

照
萬
像
也坐

三
自
證
分作
自
證
取
具
之
法作
謂
此
識
能
持
見

分
相
分作
親
證
無
礙作
如
鏡
之
圓
體作
能
持
其

明作
能
含
眾
像
也坐

四
證
自
證
分作
證
即
能
證
之
體作
自
證
即
所
具

之
法坐
能
持
前
自
證
分作
見
分
相
分
皆
不
離
此

分作
是
第
八
識
本
體作
如
鏡
之
背
也坐
租梵
語
摩

尼作
華
言
離
垢坐
根
身
者作
眼
等
諸
根
色
身
也坐足揍

阿
賴
耶
二
義
租
出
宗
鏡
錄足
梵
語
阿
賴

耶作
華
言
藏坐
謂
第
八
識
能
含
藏
諸
法
種
故坐

一座
能
攝
一
切
法
攝
謂
攝
持作
即
含
藏
之

一
〇
三
九





































重
重
誨
勉
第
三
十
六

在作
成
就
菩
提作
斯
為
第
一坐
奏聞座
思座
修作

即
三
慧
也坐
梵
語
三
摩
提作
即
三
摩
地
也坐

入
流
亡
所
者作
不
隨
聲
塵作
頓
入
法
流作
而
亡

其
所
入
也坐

三
十
二
應
者作
佛
應座
獨
覺
應座
緣
覺
應座
聲

聞
應座
梵
王
應座
帝
釋
應座
自
在
天
應座
大
自
在

天
應座
天
大
將
軍
應座
天
王
應座
四
天
王
太
子

應座
人
王
應座
長
者
應座
居
士
應座
宰
官
應座
婆

羅
門
應座
比
丘
應座
比
丘
尼
應座
優
婆
塞
應座
優

婆
夷
應座
女
主
應座
童
男
應座
童
女
應座
諸
天

應座
龍
應座
藥
叉
應座
乾
闥
婆
應座
阿
修
羅
應座

緊
那
羅
應座
摩
呼
羅
伽
應座
人
應座
非
人
應
也坐

十
四
無
畏
者作
一座
不
自
觀
音
以
觀
觀
者

二座
知
見
旋
復
三座
觀
聽
旋
復
四座
斷
滅
妄

想作
心
無
殺
害
五座
熏
聞
成
聞作
六
根
消
復作

同
於
聲
聽
六座
聞
熏
精
明作
明
徧
法
界
七座

音
性
圓
消作
觀
聽
返
入
八座
滅
音
圓
聞作
徧
生

慈
力
九座
熏
聞
離
塵作
色
不
能
劫
十座
純
音

無
塵作
根
境
圓
融
十
一座
消
塵
旋
明
十
二座

融
形
復
聞
十
三座
六
根
圓
通作
明
照
無
二
十

四座
我
一
名
與
六
十
二
恒
河
沙
名作
等
無
有
異

也坐揍
奏參
見腋

聞
思
修夜

1868

揍

2042.
最五
欲

奏二揍罪奏科
註
第
九
七
七
頁
第
七
行揍

祖三
藏
法
數诅
租出
天
台
四
教
儀
集
註足
止

觀
云
五
塵
非
欲作
而
其
中
有
味作
能
起
行
人
須

欲
之
心作
故
言
五
欲
常
能
牽
人作
入
諸
魔
境
故

也坐
奏五
塵
者作
色
塵座
聲
塵座
香
塵座
味
塵座

觸
塵
也坐揍

一
〇
五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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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
色
欲
謂
男
女
形
貌
端
莊作
及
世
間
寶
物

玄
黃
朱
紫
種
種
妙
色作
能
令
眾
生
樂
著
無
厭作
故

名
色
欲坐

二座
聲
欲
謂
絲
竹
環
珮
之
聲作
及
男
女
歌
詠

等
聲作
能
令
眾
生
樂
著
無
厭作
故
名
聲
欲坐

三座
香
欲
謂
男
女
身
香作
及
世
間
一
切
諸

香作
能
令
眾
生
樂
著
無
厭作
故
名
香
欲坐

四座
味
欲
謂
種
種
飲
食
肴
膳奏飯
菜
也
坐
肴
作
音

搖揍等
美
味作
能
令
眾
生
樂
著
無
厭作
故
名
味
欲坐

五座
觸
欲
謂
男
女
身
分
柔
軟
細
滑作
寒
時
體

溫作
熱
時
體
涼作
及
衣
服
等
種
種
好
觸作
能
令
眾

生
樂
著
無
厭作
是
名
觸
欲坐

2043.
最五
箭
罪奏科
註
第
九
七
七
頁
第
七
行揍

祖佛
學
大
辭
典诅奏譬
喻揍譬
五
欲
之
害
身坐

俱
舍
論
一
曰腋

趣
求
諸
欲
人作
常
起
於
希

望坐
諸
欲
若
不
遂作
惱
壞
如
箭
中坐夜

因
如
貧
得
寶
第
三
十
七

2044.
最文
殊
師
利
授
記
會
罪奏科
註
第
九
八
〇
頁
第
一
行揍

祖大
寶
積
經诅
第
十
五
會作
卷
五
八
至
六
〇坐

2045.
最祖善
生
經
诅罪奏科
註
第
九
八
〇
頁
第
八
行揍

係
善
生
長
者
為
大
乘
在
家
信
者
說
三
皈
五
戒

等坐
又
稱
優
婆
塞
戒
本坐
奏參
見腋

祖優
婆
塞
戒
經
诅夜

1940

揍
2046.
最五z佾
滓僮蒴
奏音
子揍罪奏科
註
第
九
八
〇
頁
倒
數
第
四
行揍

祖佛
學
大
辭
典诅
奏雜
語揍
與
五
濁
同坐

一〇

五
八



如
貧
得
寶
第
三
十
七

行
事
鈔
資
持
記
上
一
之
三
曰腋

滓作
沮
史

反作
濁
也坐夜

奏參
見腋

五
濁夜

22

揍

2047.
最半
字
教
座
滿
字
教
罪
奏科
註
第
九
八
二
頁
倒
數
第

一
行揍祖佛

學
大
辭
典诅腋
半
滿
教夜

條
奏術
語揍

涅
槃
經
以
梵
書
之
悉
曇
章
阿座
阿奏引揍
奏腋

引夜

字
表
發
長
音揍
等
半
體
字
譬
小
乘
經作
毘
伽
羅
論
之

成
字
譬
大
乘
之
經
典
奏悉
曇
章
作
列
次
梵
字
之
元
始
及

其
生
字
作
為
兒
童
最
初
之
科
本
作
以
母
音
座
子
音
各
別
作

未
成
全
字
作
義
未
具
足
作
故
稱
半
字

毘
伽
羅
論
即
文
法

書
作
母
音
子
音
相
合
而
成
全
字作
義
理
具
足作
故
稱
滿
字揍坐

曇
無
讖
三
藏
依
之
判
一
代
教
立
半
滿
之
二
教坐

謂
小
乘
為
半
字
教作
大
乘
為
滿
字
教
也坐

大
乘
義
章
一
曰腋

此
二
亦
名
大
乘
小
乘
半
滿

教
也坐
聲
聞
藏
法
狹
劣
名
小作
未
窮
名
半坐
菩
薩

藏
法
寬
廣
名
大作
圓
極
名
滿坐夜

華
嚴
玄
談
四
曰腋

曇
無
讖
三
藏
立
半
滿
教作

隋
遠
法
師
亦
同
此
立坐夜

止
觀
三
曰腋

明
半
滿作
半
者
明
九
部
法
也作

滿
者
明
十
二
部
法
也坐
租中
略足
半
滿
之
語
直
是

扶
成
大
小坐夜

同
輔
行
曰腋

半
唯
在
小作
永
隔

於
大坐
方
等
則
具
存
半
滿作
般
若
法
華
涅
槃
華
嚴

唯
滿
不
半作
鹿
苑
唯
半
不
滿坐夜

祖三
藏
法
數诅腋

曇
讖
二
教夜

條
租出
華
嚴

經
疏足
曇ch侉n
讖僭巽蒗

奏音
趁揍
二
教
者作
西
秦
曇
牟
讖
三

藏
立
此
二
教
也坐
奏西
秦
作
東
晉
十
六
國
之
一
坐
曇
牟

讖
作
又
作
曇
無
讖
作
中
印
度
人
作
翻
北
本

祖
涅
槃
經
诅

者
坐揍

一〇

五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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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
之
別
教
一
乘
是
也坐

若
經
五
教
而
論
之作
則
總
有
五
種
之
一
乘坐

一
別
教
一
乘作
如
華
嚴
是坐

二
同
教
一
乘作
如
法
華
是坐

三
絕
想
一
乘作
如
楞
伽
是坐
是
為
頓
教坐
所
謂

絕
想
亡
言
之
邊作
名
為
一
乘坐

四
佛
性
平
等
一
乘作
是
為
終
教坐
一
性
皆
成
之

邊作
名
為
一
乘坐

五
密
意
一
乘作
即
為
始
教坐
如
攝
論
之
十
義
意

趣
是坐祖

法
相
辭
典诅
顯
揚
二
十
卷
十
一
頁
云

問
何
故
如
來
宣
說
一
乘
答
由
六
因
故坐

一座
即
彼
諸
法作
約
無
差
別
相
說
故坐

二座
約
無
分
別
行
相
說
故坐

三座
眾
生
無
我
及
法
無
我作
平
等
故坐

四座
解
脫
平
等
故坐
謂
差
別
求
者作
有
事座
虛

妄
分
別
煩
惱作
對
治
所
緣
法
性
不
相
違
故坐
奏事

煩
惱
即
思
惑

虛
妄
分
別
煩
惱
即
見
惑
坐揍

五座
善
能
變
化
住
故坐
六座
行
究
竟
故坐

2157.
最中
品
上
生
是
小
乘
三
果
罪
奏科
註
第
二
〇
三
頁

第
一
行揍祖

觀
無
量
壽
經
義
疏诅
奏
隋
淨
影
寺
釋
慧
遠

撰揍腋

小
乘
人
中
前
三
果
人
說
為
中
上坐
生
彼

即
得
阿
羅
漢
故坐夜

祖觀
無
量
壽
佛
經诅腋

未
舉
頭
頃
即
得
往
生

極
樂
世
界坐
蓮
花
尋
開坐
當
華
敷
時坐
聞
眾
音
聲

讚
歎
四
諦坐
應
時
即
得
阿
羅
漢
道坐
三
明
六
通
具

八
解
脫坐
是
名
中
品
上
生
者坐夜 一

一
二
八

































 

 

 

 

 

 

 

 

 

 

 

 

 

 

 

 

 

 

 

 

 

 

 

 

 

 

 

 

 

 

 

 

 

 

 

 

 

 

 

 

 

 

 

 

 

 

 

 

 

 

 

 

 

 

 



 

 

 

 

 

 

 

 

 

 

 

 

 

 

 

 

 

 

 

 

 

 

 

 

 

 

 

 

 

 

 

 

 

 

 

 

 

 

 

 

 

 

 

 

 

 

 

 

 

 

 

 

 

 

 

 

 

 

 

 

 

 

 

 

 

 

 

 

 

 

 

 

 













































































































































































依原典校正記錄 

   各辭書羅列援引經論時，偶爾會出現錯字。遇到

此種情況，本書會依據所引原經論之正確用字直接加

以更正。為避免將來繼續編輯本書者重蹈覆轍，或再

校時，因依辭書校對而改回辭書的用字，使辭書的錯

字得不到更正而影響讀者的理解，現將依原典校正的

記錄整理列出，以作提示。盼此記錄能得到重視留意，

避免錯誤的重生。 

 

頁碼 行數 原辭書錯字 本書更正後 

一〇 上三 輔行二之一 輔行一之二 

一〇 上十四 輔行二之一 輔行一之二 

一〇 下二 體非漸教 體非漸成 

六八 上十四 隨喜功能 隨喜功德 

八〇 下七 佛藏菩薩 德藏菩薩 

菩藏菩薩 寶藏菩薩 

下十一 定自在王菩薩 自在王菩薩 

八六 上四 總不明相離念 總不明無相離念 

九三 上十一 非遍今也 非適今也 

一一八 下八 示涅槃經 示涅槃徑 

一二三 下六 意越 意趣 

附
錄
四

依
原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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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四三 上四 眾生無始 眾生無頭 

一五一 上十一 如相迴向 真如相迴向 

一六七 下十 由旬 恒河沙由旬 

一七一 下九 不邪婬 不婬 

二四八 上九 耆闍崛出 耆闍崛山 

二七〇 下十三 無蓋大悲 無盡大悲 

三四二 下四 罔攝 罔措 

三八〇 下十一 如來設機， 

隨教所宜。 

如來設教， 

隨機所宜。 

四〇七 下三 在滅劫 在減劫 

下十三 勝上中下逆次能

王，領一二三四洲。 

勝上中下。逆次能

王領一二三四洲。 

四二〇 上五 巳未 己未 

四六四 下十二 擊縛心身 繫縛心身 

五〇二 上八 三千大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 

五一七 下八 入義有之 入義有三 

五六九 下十二 

 

俱舍論十二 

十三肘半 

俱舍論十一 

三肘半 

六〇五 下六 

下八 

驚覺 

驚覺 

警覺 

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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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九 驚心 警心 

六〇六 下七 不便我今 不但我今 

六〇八 上十三 人作人 人非人 

六一五 下九 獨一解說 獨一解脫 

六二七 上十三 法謗闡提 謗法闡提 

六三八 下八 名為無有 名為死有 

六四〇 下四 日則別方分 日則有方分 

六四一 下二 傅學多聞 博學多聞 

六七一 上五 摩伽衍論 摩訶衍論 

六七五 下八 起自勝利 起自勝林 

六八〇 上二 功周無功用 功用無功用 

六八三 下四 法性法身 法性生身 

六八九 上三 十萬薄伽梵 十方薄伽梵 

六九六 上十一 法眼開出智眼，

自佛眼開出光明眼 

法眼開出智眼，慧

眼開出出生死眼，

自佛眼開出光明眼 

七三八 上三 

上四 

離非食時 

離非食時 

離非時食 

離非時食 

八四七 上四 譯華嚴 釋華嚴 

八六〇 上十二 亦廢勿有 亦勿有廢 

附
錄
四

依
原
典
校
正
記
錄

五
七



九一九 上十二 定慧心、戒心、

迴向心、護法捨

心、願心。 

慧心、定心、不退

心、迴向心、護心、

戒心、願心。 

九二一 上十 其雄根為寂定 其離根為寂定 

九三四 上十四 枝葉實一切皆香 枝華實一切皆香 

九七一 上三 門覺開通無滯 門是開通無滯 

一〇三七 下七 

下九 

菩薩處胎經二曰 

七寶轉圍床 

菩薩處胎經三曰 

七寶轉關床 

一〇八二 上九 如火旋輪 如旋火輪 

一〇九〇 下十 親自辨果 親辦自果 

一一〇三 下三 能於末世 能施末世 

一一六一 下十三 俱含論 俱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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