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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心要今說 (十六) 

授課教師: 見額法師 

地點: 佛陀教育基金會 

日期: 1/14/2022 

正文  

然茲三惑、三觀、三智、三德，非各別也1，非異時也2。天然之理，具

諸法故。 

1、《妙法蓮華經玄義》卷二：「圓三諦者，非但中道具足佛法，真、俗

亦然。三諦圓融，一三、三一，如《止觀》中說。」 

2、見思、塵沙、無明三惑，於一心中破；空觀、假觀、中觀三觀，於一

心中運；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三智，於一心中證；般若德、解脫

德、法身德三德於一心中成；真諦、俗諦、中諦三諦於一心中照。 

3、天然之理，具諸法故：三惑、三觀、三智、三德，理上皆是天然的性

德，因此具一切法。又，隨舉三惑、三觀、三智、三德當中的任何一法，

皆具足其他一切法，所以非次第、非異時。 

 

然3此三諦，性之自爾4; 迷茲三諦，轉成三惑。 

1、雖說三諦之性本天然，若對三諦不清楚明了，三諦就變成三惑了。

又，迷的是眾生的心，不是三諦本身在迷。 

2、煩惱即菩提，三惑即三智，如此是圓頓之理。文首所言「祕藏不顯，

蓋三惑之所覆也。」是方便說，有所覆則有所破。究竟而言，實則智諦不

被惑所覆，智惑一如，諦惑即一。 

 

 

1 非各自獨立、不同、不融。 

2 非存在不同的時間，非前後出現。 

3 雖說如此。 

4 三諦之性自本以來如是，三諦之性自然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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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破藉乎三觀，觀成證乎三智，智成成乎三德。 

1、能觀者，一心三觀；所觀者，一心三惑、一境三諦；證成者，一心三

智、一心三德。 

 

從因至果，非漸修也；說之次第5，理非次第。 

1、語言文字的表達有時間先後，因此有次第；但所詮述的義理從始至終

都是圓頓一如的。 

2、次第:  

1) 人的次第，如：不同的根性，不同的得度因緣，不同的內在俢行境

界，不同的最終果成。 

2) 法的次第，如：三皈、五戒、八戒、沙彌戒、比丘戒、菩薩戒。 

3、現前一念心中圓具一切，因此非次第修證。如：一心三諦、一心三

觀、一心三惑、一心三智、一心三德。 

4、始終心要：從開始修行到最終證道，其所貫穿的就是我們的心，亦即

本具的菩提心、覺性。此心從始至終不變、無二。始即終，終即始，始終

不二。 

 

大綱如此，網目6可尋矣。 

1、《大智度論》卷 28:「佛諸三昧無量無數，如虛空無邊，菩薩云何盡

得？菩薩聞是，心則退沒，以是故，佛說三昧門，入一門中攝無量三昧。

如牽衣一角，舉衣皆得；7亦如得蜜蜂王，餘蜂盡攝。」 

 

5 解說必須有次第，以免混濫，才能令聽眾清楚明白，有效地導引眾生。 

6 有些版本是「綱目」，正確應是「網目」，如: 綱舉目張、提綱挈領。 

7 《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1:「如提綱維，無目而不動；牽衣一角，無縷而

不來，故言宗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