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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觀綱宗講義 (七)                                     

(一)《雜阿含》：於四聖諦、不如實知、非沙門數 
              於四聖諦、如實知、是沙門數   

(二) 三轉四諦十二行 

      ①示轉：此是苦、此是集、此是滅、此是道‧(見道) 

②勸轉：此是苦、汝應知；此是集、汝應斷；此是滅、汝應証；此是道、汝應修‧(修道) 

③作証轉：此是苦、吾已知、不復更知；此是集、吾已斷、不復更斷； 

          此是滅、吾已証、不復更証；此是道、吾已修、不復更修‧(証道) 

                  無明           惑                        

                  行             業                         

                  識                                       

                  名色                                     

                  六入           苦           果 (現在)           

                  觸                                                      

                  受                             

                  愛                         

                  取                                         

                  有             業       

                  生                                        

                  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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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二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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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阿含》：若見緣起、便見法；若見法、便見緣起。 

   《稻芉經》：見十二因緣、即見法、即是見佛。                  

 

(五) 十二緣起、甚深甚深、難見難了、難可通達。 

 

※ 密宗上師有道：『孟子教人求放心、吾今解放不須尋 

可憐最是王婆苦、昨夜尋雞罵到今』 

 

※ 太虛大師讚敬安大師 (八指頭陀) 

                 『夢蘭而生、睹桃而悟、伴梅而終、以花為因緣、以花為覺悟、 

以花為寄託、以花為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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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觀綱宗講義 (八)                                     

               五停心觀：破五障  

(一) 資糧位     別相念：唯觀欲界苦諦；修四念處            

               總相念：唯觀欲界苦諦；修四念處       

             ①煖位：唯觀欲界四諦；修十六門                       

             ②頂位：唯觀欲界四諦；修十六門                       

                       下忍：通觀上、下二界八諦；共三十二行                           

             ③忍位    中忍：減緣減行                         

                       上忍：一剎那              

                                              

             ④世第一位：一剎那                       

          ①內有色相、外觀色            (四)八勝處①內有色相、外觀色少                             

②內無色相、外觀色                     ②內有色相、外觀色多                           

          ③淨背捨、身作證、具足住               ③內無色相、外觀色少                               

          ④空無邊處定                           ④內無色相、外觀色多                            

          ⑤識無邊處定                           ⑤青勝處                       

          ⑥無所有處定                           ⑥黃勝處                              

          ⑦非想非非想處定                       ⑦赤勝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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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行位 

(三) 八背捨 

⑧滅受想定 ⑧白勝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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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願我沒有冤仇                      

        願我沒有瞋恚                          

        願我沒有痛苦                                  

        願我平安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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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觀綱宗講義 (九)                                     

                 ⑴理  即      偏真法性。                  

                 ⑵名字即      初聞經教。               

                 ⑶觀行即      ①五停心  ②別相念  ③總相念       外凡資糧位。                           

                 ⑷相似即      ①煖   ②頂   ③忍   ④世第一      內凡加行位。        

                           ①須陀洹果     見道位         

                 ⑸分證即  ②斯陀含果                

                           ③阿那含果                        

                           ①小乘阿羅漢果                

                 ⑹究竟即  ②中乘辟支佛果  證道位                 三乘無學位。            

                           ③大  乘  佛  果       

(二) 二甘露門：不淨觀：『愛不重不生娑婆                                       

              數息觀： 念不一不生淨土』                                        

(三)《大念處經》：諸比丘、此是使眾生清淨、超越愁悲、滅除苦憂、成就正道、體證涅槃之 

唯一道路。                                   

    ※ 蕅益大師云：『 不修念處慧、徒誦木叉篇 』                                     

(四) 佛將入涅槃、阿難請問、佛去世後、比丘依何修道？佛答：『 比丘當依四念處行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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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藏教】六即 

修道位 

三果有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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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觀綱宗講義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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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法忍（無間道）：破惑           

                苦法智（解脫道）：見真             

                苦類忍             

                苦類智              

                                           

                                            

           任斷：經生斷惑                              

           次斷：斷惑損生（家家一種子）                             

           三生家家     天家家                         

           二生家家     人家家                            

           不等家家                                              

           平等家家（純天、純人）                                         

           ①現般                       本斷超                

           ②中般                       小  超                                   

           ③生般                       大  超                        

           ④有行般                     大大超                                    

           ⑤無行般   全超                                                         

           ⑥上流般   半超                                              

           ⑦無色般   徧沒                             

(一)十六心見道 

※ 集滅道亦然 

(二)次斷 

(三)家家 

(四)般那含 

(五)超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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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觀綱宗講義 (十一)                                     

(一) 見道：研真斷惑                                                  

    修道：重慮研真                            

  無學道：惑盡真窮                                                     

(二) 阿羅漢：殺賊│破惡 ；  應供│乞士 ； 無生│怖魔                                                            

             時解脫：信行根鈍、緣具入道。                                                       

           不時解脫：法行利根、不待緣具。                                                                   

            慧解脫：緣空直入、但證無學、正道斷結。                                                                   

   三種    具解脫：帶事兼修、定慧圓明、具八解脫。            

          無疑解脫：緣佛三藏及世間文字、所緣甚廣。                                         

    六種 ： 退     思     護     住     進     不動                                            

◎ 金剛三昧                    重空三昧                                                                 

(三) 辟支佛：緣覺                                                    

            獨覺                                                 

◎ 有因有緣集世間                                                 

   有因有緣世間集                                                                

   有因有緣滅世間                                    

   有因有緣世間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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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六同十異                                                          

    ⑴ 同出三界：梵行已立（道諦智）                  

    ⑵ 同證無生：我生已盡（集諦智）                  

    ⑶ 同斷正使：所作已辦（滅諦智）               

    ⑷ 同證涅槃：不受後有（苦諦智）              

    ⑸ 同得一切智：                 

    ⑹ 同名小乘：                 

 

    ①行因久遠                                                

    ②根性利鈍                           

    ③從師獨悟                            

    ④如羊如鹿                 

    ⑤有相無相                    

    ⑥修觀廣略            

    ⑦（不）能說法            

    ⑧（非）佛世               

    ⑨頓證漸證                      

    ⑩（不）現通入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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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觀綱宗講義 (十二)                                     

         小劫（一增一減）    

(一) 劫   中劫（二十小劫）        

         大劫（四個中劫） 

(二) 初阿僧祇劫：古釋迦                            尸棄佛（外凡）        

    次阿僧祇劫：尸棄佛                            燃燈佛（煖） 

  第三阿僧祇劫：燃燈佛                            毘婆尸佛（頂） 

(三) 過去莊嚴劫      最後三尊佛（毘婆尸佛、尸棄佛、毗舍浮佛） 

    現在賢劫        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牟尼佛 

    未來星宿劫      日光佛                   須彌相佛  

(四) 三轉法輪     

                   四諦           示轉          勸轉          作證轉 

                苦：逼迫義       此是苦，      汝應知       吾已知、不復更知     

                集：招聚義       此是集，      汝應斷       吾已斷、不復更斷             

                滅：寂滅義       此是滅，      汝應證       吾已證、不復更證        

                道：能修義       此是道，      汝應修       吾已修、不復更修  

    十二行：三轉一一各得眼、智、明、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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