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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智 

於小乘立十智，以攝一切之智。就有漏智及無漏智之性分為十種。 

(一)世俗智，多取世俗境之智，即有漏慧之總稱。 

(二)法智，緣欲界四諦之理，斷欲界煩惱之無漏智。 

(三)類智，隨法智而生之無漏智，緣色、無色界四諦之理斷其煩惱。 

(四)苦智，(五)集智，(六)滅智，(七)道智，此四智乃各斷四諦所屬煩惱之智。 

(八)他心智，了知欲界與色界現在心、心所法，及無漏心、心所法之智。 

(九)盡智，(十)無生智，後二智皆於無學位所起之智慧；盡智為無學位之聖者，

遍知我已知苦、我已斷集、我已證滅、我已修道，係與漏盡之「得」俱生之無

漏智。無生智於無學位遍知我已知苦，復更無知；我已斷集，復更無斷；我已

證滅，復更無證；我已修道，復更無修，係與非擇滅之「得」俱生之無漏智。 

又《大般若經》卷四八九，舉出前十智外，更加如說智，共為十一智。若智以

無所得而為方便，知一切法如說之相，即是如來一切相智，稱為如說智。〔俱

舍論卷二十六〕～《佛光大辭典》 

正果《佛教基本知識》：「智有十種：一、世俗智，即世間普通人的智慧，多取

瓶衣等事物為所緣境。二、法智，以欲界四諦真理為所緣境，作十六行相，即

斷迷欲界四諦真理所起的煩惱之智。三、類智，緣上二界的四諦真理，亦作十

六行相，即斷迷上二界四諦真理所起的煩惱之智。四、苦智，五、集智、六、

滅智，七、道智。此四智由緣四諦境有差別故，分為四智，各對諦作四種行相，

如其次第，斷四諦下所起的煩惱。八、他心智，此智由前世俗智、法智、類智

及道智四種而成立，能知他心，故名他心智。若知他有情的無漏心，以法、類、

道、他心智去了知，這是屬於無漏性質的他心智。若知他有情的有漏心，以世

俗、他心智去了知，這是屬於有漏性質的他心智。故他心智由四智所成。九、

盡智，十、無生智。此二智都是無學位的聖者所起。即無學位，若正自知：我

已知苦，我已斷集，我已證滅，我已修道；有此盡行相之智，是名盡智。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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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知；我已知苦，不復更知；我已斷集，不復更斷；我已證滅，不復更證：我

已修道，不復更修；於四諦知、斷、證、修的作用，得了非擇滅名無生，觀此

無生之智，是名無生智。此盡智與無生智，即以前法智、類智、苦智、集智、

滅智、道智六種智為體。阿羅漢中的鈍根羅漢，由於有退墮故，不能生無生智。

利根的不動阿羅漢，無退墮故，能生無生智。上說十智，總分為有漏無漏兩類：

一有漏智，即第一種世俗智，遍緣一切有為無為之法為所緣境，是與煩惱雜染

俱生的智慧，不能斷迷理的惑障，故是有漏智，二無漏智，即法智等九種，是

遠離了煩惱過失的清淨無垢的智慧，故是無漏智。 

從凡夫到聖者，誰成就幾智呢？依《俱舍論‧分別智品》說的差別是：一、

從凡夫位至聖見道十五心中的第一念苦法智忍位，此諸凡夫及初念聖者，皆定

成就一智，即世俗智。初念聖人，雖然已經成就無漏慧的苦法忍，但尚未決斷，

是忍非智，故於十智中，只成一智。 

二、入見道至第二念苦法智位的聖者，定成三智：世俗智、法智、苦智。 

三、入見道至第四念苦類智位的聖者，於前三智之上，增加類智，總成四智。 

四、入見道至第六念集法智位，於前四智之上，又增集智，總成五智。 

五、入見道至第十念滅法智位，於前五智之上，又增滅智，總成六智。 

六、入見道至第十四念道法智位，於前五智之上，更增道智，總成七智。由上

所說可以知道，見道位人總成七智。 

七、至修道位的聖者，若尚未全離欲界修惑，亦定成七智，與見道位相同。 

八、若已離欲位，成前七智之外，更增他心智，總成八智。若在凡夫位時已離

欲界修惑者，及見道位乃至修道位，則一一位中皆增一他心智。 

九、無學鈍根聖者，定成九智，即時解脫阿羅漢，於十智中除去無生智，成就

餘九智（盡智）。 

十、無學利根的不時解脫阿羅漢，定成十智（無生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