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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觀綱宗講義 (一)                                       

              六十                       四十四 ∫ 六十 (  卷) 

(一) 華嚴      八十                         六十 ∫ 八十 (  卷) 

              四十                                      (  卷) 

◎普賢行願品 

清涼國師：今此一經即彼四十卷中第四十也、而為華嚴關鍵。修行樞機、文約義豐、功高德廣、 

能簡能易、惟遠惟深、可讚可傳、可行可寶。 

故西域相傳云：﹁普賢行願讚、為略華嚴經、大方廣佛華嚴經為廣普賢行願讚。﹂ 

             說三世、為發修福心   

(二)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不說十方、為妨怠慢 

                       說十方有佛、倍生歡喜 ( 多生歡喜、多佛供養、多種善根、三多具足、 

故具說十方三世佛也 ) 

◎說與不說皆為眾生 

(三) 彈偏斥小、嘆大褒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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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道行般若：後漢Ι支婁迦讖譯 

           ② 放光般若：西晉Ι無羅叉譯 

    ③ 金剛般若：鳩摩羅什譯 

           ④ 大般若經：玄奘法師譯 

 

 

                                           

 

(四)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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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觀綱宗講義 (二)                                       

(一) 法華敍品：以慈修身、善入佛慧、通達大智、到於彼岸‧ 

              說法一周：（上根） ↓方便品 

              譬喻一周：（中根） ↓七喻 

              因緣一周：（下根）  

            佛法：三德（法身、般若、解脫）     

(二) 妙法    心法：三因（正因、了因、緣因）           

            眾生法：三障（惑、業、苦）          

               十法界（四聖、六凡）      

(三) 百界千如   百法界          

               十如是（性、相、體、力、作、因、緣、果、報、本末究竟）  

◎ 一念三千（五蘊、眾生、國土） 

(四) 跡門十妙：境、智、行、位、三法、感應、神通、說法、眷屬、利益‧ 

    本門十妙：本因、本果、本國、本感應、本神通、本說法、本眷屬、本涅槃、本壽命、 

              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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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蓮華 （出水、開敷、同時） 

      ⑴為蓮故華（為實施權、從本垂迹）佛以方便力、示以三乘教、眾生處處着、引之令得出‧  

      ⑵華開蓮現（開權顯實、開迹顯本）開方便門、示真實相‧ 

      ⑶華落蓮成（廢權立實、廢迹立本）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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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觀綱宗講義 (三)                                       

(一) 五味半滿：                          

        乳 (華嚴) ：唯滿不半 (頓滿)         

酪 (阿含) ：唯半不滿 (客作)           

生酥 (方等) ：半滿相對 (彈呵)                  

熟酥 (般若) ：帶半論滿 (領教) 

醍醐 (法華涅槃) ：廢半明滿 (付財) 

(二) 七階五時：⑴人天 

        ⑵聲聞、緣覺、大乘 

              ⑶般若、維摩、思益 

              ⑷法華 

              ⑸涅槃 

(三) 阿含十二方等八、二十二年般若談      ※   猶恨緣淺、不再不三、諮詢無地、如犢思乳       

    法華涅槃共八年、華嚴最初三七日 

                    ∣∣∣宋、孤山智圓禪師 (五時說法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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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無礙法界           

(四) 法界(緣起)    事無礙法界           

                 理事無礙法界          

                 事事無礙法界             

          (五) 五周四分： 

        ⑴所信因果周：舉果勸樂生信分 

        ⑵差別因果周：修因契果生解分 

        ⑶平等因果周：修因契果生解分 

        ⑷成行因果周：託法進行成行分(離世間品) 

        ⑸証入因果周：依人証入成德分(入法界品)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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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觀綱宗講義 (四)                                       

(一) 【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 

                                    龍樹菩薩《中論》觀四諦品、空假中偈 

(二) 諸佛依止法、以法為師、法者即是般若波羅密 

                                    《大智度論》 

(三) 文字般若 

    觀照般若 

    實相般若 

(四) 《大般涅槃經卷六》曰：﹁於戒緩者不名為緩、於乘緩者乃名為緩。﹂ 

                    ⑴乘急戒緩                              

                    ⑵戒急乘緩                              菩薩            

⑶乘戒俱急                              緣覺  

                    ⑷乘戒俱緩                  (五) 種性    聲聞                        

                                                            不定                       

                                                            闡提             

∴▲ 有佛住世龍天喜、無僧說法鬼神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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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戒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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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華信解品 

               捨父逃逝 

    ① 窮子見父、有大力勢、即懷恐怖、疾走而去… 

               即遣旁人、急追將還 

       窮子驚愕、稱怨大喚、我不相犯、何為見捉 

               悶絕躃地 

    ② 密遣二人………顧汝除糞(見思惑) 

               脫瓔着弊 

③ 心相体信、入出無難………然其所止、猶在本處 

     

    ④ 受教領知眾物而無希取一餐之意 

 

    ⑤ 此是我子、我實其父 

               聞父此言、即大歡喜 

∴▲   四依四不依法   ▼∵ 

依法不依人，依意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不依不了義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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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觀綱宗講義 (五)                                       

▲    教                  

            頓教部：華嚴 (別、圓)             

            頓教相：華嚴 、方等、般若      局：圓                                  

         通：藏、通、別 

                   初    阿含          

          漸教部   中    方等              (具四種化法)   

(二) 漸             後    般若                       

          漸教相：華嚴、阿含、方等、般若    局：藏、通、別        

                                            通：圓               

            秘密教：前四時                                                                           

             秘密咒：五時俱有                             ① 世界悉檀：歡喜益                          

             不定教：前四時                               ② 為人悉檀：生善益                          

             不定益：前四時                               ③ 對治悉檀：破惡益                          

            頓觀：圓人，摩訶止觀                          ④ 第一義悉檀：入理益                              

▲    觀    漸觀：圓人，釋禪波羅密次第法門                                                  

            不定觀：圓人，六妙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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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頓 

 

(三) 秘密 

(四) 不定 

(乙
) 

(甲
) 

※【四悉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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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觀綱宗講義 (六)                                       

(一) 十法界 (四聖、六凡)                                                        

             欲界：五趣雜居地：人、天、畜生、餓鬼、地獄                                      

                   離生喜樂地(初禪)                           見一切住地(三界)      

                    定生喜樂地(二禪)                           欲愛住地                  

                    離喜妙樂地(三禪)   凡夫天                  色愛住地                    

                    捨念清淨地(四禪)   外道天                  無色愛住地                 

                                      五不還天                            

                      空無邊處地                    ◎ 同除四住、此處為齊                        

                      識無邊處地                       若伏無明、三藏則劣                                     

                      無所有處地                                            

                      非想非非想處地                                    

                                                                                  

(三) 見惑 (   使 )：意根對法塵所起諸邪見 (五利使) 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                             

    思惑 (   品 )：五根對五塵所起諸迷情 (五鈍使) 貪瞋痴慢疑                                   

(四) 六欲天上現五衰、三禪尚且有風災                                                             

    若君修到非非想、不如西方歸去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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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界九地 

色界 

 

無色界 

 

※ 四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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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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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惑思惑思惑思惑    

欲界          五趣雜居地 ↓(貪、瞋、癡、慢)      上上品        ◎《俱舍論》云：   

            初禪：離生喜樂地 ↓(貪、●、癡、慢)      上中品               

            二禪：定生喜樂地 ↓(貪、●、癡、慢)      上下品              苦下具一切、集滅各除三 

            三禪：離喜妙樂地 ↓(貪、●、癡、慢)      中上品              道除於二見、上二不行瞋                              

            四禪：捨念清淨地 ↓(貪、●、癡、慢)      中中品      

                  空無邊處地 ↓(貪、●、癡、慢)      中下品             

                  識無邊處地 ↓(貪、●、癡、慢)      下上品   

                  無所有處地 ↓(貪、●、癡、慢)      下中品   

                  非非想處地 ↓(貪、●、癡、慢)      下下品   

                     

 

 

 

見惑見惑見惑見惑                                                                        

無色界 

 

色界 

 

欲界 

道諦： 

滅諦： 

集諦： 

苦諦： 

道諦： 

滅諦： 

集諦： 

苦諦： 

●  ●、邪、見、戒 

●  ●、邪、見  ● 

●  ●、邪、見  ● 

身、邊、邪、見、戒 

●  ●、邪、見、戒 

●  ●、邪、見  ● 

●  ●、邪、見  ● 

身、邊、邪、見、戒 

貪、●、癡、慢、疑 

貪、●、癡、慢、疑 

貪、●、癡、慢、疑 

貪、●、癡、慢、疑 

貪、瞋、癡、慢、疑 

貪、瞋、癡、慢、疑 

貪、瞋、癡、慢、疑 

貪、瞋、癡、慢、疑 

               和色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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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地              ⅹ          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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