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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26 L.-1【二諦】佛教最基本的理論原則。通達二諦的道理才可以通達佛教；

反之，不了解二諦的道理則無法了解佛教。 

佛教主要目的是教人破除我執、法執而

體認真實。唯有從事物的兩個對立方面互

成互破，才能掃盡一切執著而顯現真實，

因此「中觀宗」特別重視二諦的應用。 

天台宗，智者大師顗於法華玄義卷二

下，就化法四教及三種被接，判立「七種

二諦」之說： 

(1)藏教之二諦，又稱生滅二諦。 

(2)通教之二諦，又稱無生二諦。 

(3)別接通之二諦，見但中之理，接入別

教，又稱含中二諦、單俗複真二諦。 

(4)圓接通之二諦，與別接通二諦同稱含

中二諦，見不但中之理，接入圓教。 

(5)別教之二諦，又稱複俗單中二諦、無

量二諦。 

(6)圓接別之二諦，與別教二諦同稱複俗

單中二諦，合但中、不但中為真諦。 

(7)圓教之二諦，以「幻有、幻有即空」為俗諦，以「諸法趣入有、趣入空、

趣入不有不空」為真諦。亦即有空之外，別立中道，有、空、中三諦隔歷，是

為俗諦；不偏有空中，三諦相即，圓融無礙，是為真諦。此即天台圓教之二諦，

又稱無作二諦、和合二諦、不可思議二諦。其真俗二諦，互為一體，圓融不二，

其體為中道，此乃歷來各家所未論及者。～《佛光大辭典》 

p.727 L.-6【大經云憂畢叉】《大般涅槃經》卷 30〈11 師子吼菩薩品〉：「憂

畢叉者，名曰平等、亦名不諍、又名不觀、亦名不行，是名為捨。」(T12,p.547, a24-26)

《摩訶止觀》卷 3：「若用兩字共通三德者。止即是斷。斷通解脫。觀即是智。

智通般若。止觀等者名為捨相。捨相即是通於法身。又止即奢摩他。觀即毘婆

舍那。他、那等故即憂畢叉。通三德如前。」(T46,p.22,c12-16)《禪宗永嘉集》卷

1：「優畢叉頌第六……雙奪故優畢叉。雙與故毘婆、奢摩。以奢摩他故，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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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而常照。以毘婆舍那故，雖照而常寂。以優畢叉故，非照而非寂。照而常寂故，

說俗而即真。寂而常照故，說真而即俗。非寂非照，故杜口於毘耶。」(T48,p.391,b6-10) 

p.727 L.-6【義但有三】《觀音玄義記》卷 2：「四無量心，捨無別體。奢摩

他觀，體既是定，定能與樂；毘婆舍那觀，體既是慧，慧能拔苦。二觀不二即

憂畢叉，亦名平等捨，故不二而二則立慈悲，二而不二即是於捨。今既明於不

二慈悲，則已含捨，故不別立。」(T34,p.903c3-8) 

p.728 L.2【六度菩薩修般若】三藏教菩薩、修「事六度」。《止觀輔行傳弘

決》卷 9：「六度菩薩雖云般若。猶在伏惑。」(T46,p.426,c18-19)《四教儀集解》

卷 2：「尸毗王代鴿。檀滿。普明王捨國。尸滿。羼提仙人為歌利王割截無恨。。

忍滿。大施太子杼海。并七日翹足讚弗沙佛。進滿。尚闍棃鵲巢頂上。禪滿。

劬嬪大臣分閻浮提七分。息諍。智滿。望初聲聞位。是下忍位。」(X57,p.579, a9-12)

《四教儀註彙補輔宏記》卷 7：「長阿含五云。釋迦夙為慈悲王。有大臣之子。

名大典尊。次補父相。時王有六剎利王。典尊分閻浮提水土等作七分。封六剎

利及大王為七大國。有師言。此取世智為滿相。故大論破云。初地菩薩尚不知

其邊涯。十地乃能知之。云何言分大地作七分為般若滿相。」(X57,p.866, c3-8) 

p.728 L.6【取相惑】據《天台四教儀》載，集諦即見思惑，又稱見修、四住、

染污無知、取相惑等，故以見思惑為主，取執六道生死之相，乃稱取相惑。又

塵沙惑取執涅槃之相，無明惑取執二邊之相，亦稱取相惑。蓋「取相」一語，

出自大智度論。《大智度論》卷 46：「若著心修善，破者則易；若著空生悔，

還失是道！譬如火起草中，得水則滅；若水中生火，則無物能滅。初習行著心

取相菩薩，修福德，如草生火，易可得滅；若體得實相菩薩，以大悲心行眾行，

難可得破，如水中生火，無能滅者。以是故，雖用無所得心行眾行，心亦不弱，

不生疑悔。」(T25,pp.395c27-396a4) 

p.728 L.8+9【大論云】《大智度論》卷 18〈1 序品〉：「般若波羅蜜，實法

不顛倒，念想觀已除，言語法亦滅。無量眾罪除，清淨心常一，如是尊妙人，

則能見般若。如虛空無染，無戲無文字，若能如是觀，是即為見佛。」(T25,p.190, 

b20-25)卷 47〈18 摩訶衍品〉：「首楞嚴三昧者，秦言健相，分別知諸三昧行相

多少深淺，如大將知諸兵力多少。復次，菩薩得是三昧，諸煩惱魔及魔人，無

能壞者，譬如轉輪聖王主兵寶將，所往至處無不降伏。」(T25,p.398,c27-p.399,a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