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台傳南岳三種止觀：(續) 

漸與不定，置而不論。今依經更明圓頓，如了達甚深妙德。

賢首曰：菩薩於生死最初發心時，一向求菩提堅固不可動。

彼一念功德，深廣無崖際。如來分別說，窮劫不能盡。此菩

薩聞圓法、起圓信、立圓行、住圓位。 

以圓功德，而自莊嚴。 

以圓力用，建立眾生。 

云何聞圓法：聞生死即法身。煩惱即般若。結業即解脫。

雖有三名，而無三體。雖是一體，而立三名。是三即一相，

其實無有異。法身究竟，般若解脫亦究竟。般若清淨，餘

亦清淨。解脫自在，餘亦自在。聞一切法亦如是，皆具佛

法無所減少，是名聞圓法。 

云何圓信：信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無一二三而一二三。

無一二三是遮一二三。而一二三是照一二三。無遮無照皆

究竟清淨自在。聞深不怖，聞廣不疑。聞非深非廣，意而

有勇，是名圓信。 

云何圓行：一向專求無上菩提，即邊而中，不餘趣向。三

諦圓修，不為無邊所寂，有邊所動。不動不寂直入中道，

是名圓行。 

云何入圓位：入初住時，一住一切住。一切究竟，一切清

淨，一切自在，是名圓位。 

云何圓自在莊嚴：彼經廣說自在相。或於此根入正受，或

於彼根起出說。或於一根雙入出，或於一根不入出，餘一



一根亦如是。 

或於此塵入正受，或於彼塵起出說。或於一塵雙入出，或

於一塵不入出。餘一一塵亦如是。 

或於此方入正受，或於彼方起出說。或於一方雙入出，或

於一方不入出。或於一物入正受，或於一物起出說。或於

一物雙入出，或於一物不入出。若委說者：秖於一根一塵

即入即出，即雙入出，即不入出。於正報中，一一自在。

於依報中亦如是，是名圓自在莊嚴。 

譬如日光周四天下。一方中，一方旦，一方夕，一方夜半。

輪迴不同，秖是一日而四處見異。菩薩自在，亦如是。 

云何圓建立眾生：或放一光，能令眾生得即空即假即中益。

得入出、雙入出、不入出益。歷行住坐臥，語默作作亦如

是。有緣者見，如目覩光。無緣不覺，盲瞽常闇。故舉龍

王為譬。豎遍六天，橫亘四域。興種種雲，震種種雷，耀

種種電，降種種雨。龍於本宮不動不搖，而於一切施設不

同。菩薩亦如是，內自通達，即空即假即中不動法性，而

令獲種種益，得種種用。是名圓力用建立眾生。 

初心尚爾，況中後心。如來殷勤稱歎此法，聞者歡喜。常啼

東請，善財南求，藥王燒手，普明刎頭，一日三捨恒河沙身，

尚不能報一句之力，況兩肩荷負百千萬劫，寧報佛法之恩。

一經一說如此，餘經亦然。 

  



三觀 

三藏教行者-從假入空觀的析空觀 

三乘行人，同以析空觀為觀。 

所謂析空觀：析假入實，化果為因，明果的不實，但只有名。

以現象界為相(果)，破果為眾因，對相作分析，明果不實，

得到相是由眾小相所構成，故知相有假名不實，名是眾因的

代名詞，以眾因合和而有，故名假有。世間一切法亦如是。 

佛教析空觀的空不同外道空： 

外道空有斷常的問題： 

斷見者：撥無因果成斷滅邪見。 

常見者：極微自生見。 

藏教析空觀： 

以眾因緣所生法，破常見自性生（一因生）。 

又諸法雖空，但因果不昧，破斷見空無因果。 

又外道說空，一向與己煩惱相應行。 

通教行者-從假入空觀的體空觀 

前藏教析空觀，析假入實，析事入理，行人根鈍，須滅盡一

切法，方能入空，故此又名壞色空。滅色方空，稱拙度。 

通教行人根利，作體空觀。體即是理(因緣法)，依理入實，

當體即空，又名理空觀，觀理不觀事相，且不廢事相，故不

須滅色方空，稱即色空。此不壞色空，稱巧度。 



通教聲聞稟不生滅四諦      藏  教        

苦：無逼迫相                  義 

集：無合和相                  義 

道：不二相                    義 

滅：無生相                    義 

苦無逼迫相 

所謂不生滅：就是無生。既然初本不生，今又何來滅？故曰：

無生。 

通教無生四諦，觀一切法，眾因緣所生，當體無生，現象界，

如幻如化。 

前藏教三界二十五有，依正二報，逼惱身心，是苦諦。 

今通教明三界二十五有，依正二報，眾因緣所生，當體即空，

非是實有，猶如幻化。既是夢中境、水中月、鏡中像，當然

就不能逼腦身心。此生死是空，涅槃亦空，故生死如涅槃，

苦無逼迫相。 

集無合和相 

前藏教，見思二惑，能起善惡諸業，惑業合和，能招感生死。 

今通教觀真（滅）諦理，一切法既是眾因緣所成，故無自性，

以無自性故，當體即空。見思二惑，善惡之業，一切法亦無

一不是眾因緣所生成，故當體即空，全體是空。 

今見思煩惱，惑業合和，空與空合和，故亦是空。以煩惱不

實，惑業不實，其性本空無生，故無煩惱。菩提如幻亦無，

故說煩惱即菩提。 



但通教的究竟終極，在入法（理）空，無生實相之理，不說

空的有。 

若說空中起用，是屬利根行人，為後別圓所接，不是現今大

小乘，所要共明的。 

通教：是屬界內實相論觀。 

圓教：是屬界外實相論觀，又稱法界觀、圓融觀或一心三觀。 

二教差異甚大不同。 

道不二相 

前藏教道品，在對治煩惱。 

今通教道品無生，煩惱本無，不以空對治空，但觀一空無生

而已。以無生法，觀（格）一切法，一切法皆入無生，以觀

因果不異，行果因，証果果，故說道不二相。 

滅無生相 

前藏教：滅去生死，滅盡煩惱，達到取証不生。 

今通教：煩惱本無生，初本無生，今又何來滅？ 

初既無生，今故不滅，無生即無滅。 

然無生非斷滅，生滅之間的生： 

今生：是無生的生。 

今滅：是無生的滅。 

生滅皆是無生，一切法本自無生，無生故無滅，故滅是無生

相，滅（涅槃）亦是無生。 

 



通教菩薩，事行菩薩道六度，形同藏教，但二教的差

異有二： 

1事理不同 

通教以理攝事，般若前導，攝五度行，地地斷惑。 

藏教是伏惑不斷事行，最後一念相應慧，導入理。 

換句話說，藏教六度，事行不融，到最後般若才融。通教以

般若為前導，以理攝事，故事行五度皆般若。 

2煩惱斷除不同 

藏教菩薩：伏惑行因。 

通教菩薩：地地斷惑。 

通教智者 -- 無生智 

通教利根，以因緣所生法，理觀為觀，一切法無生，初既不

生，今又何滅。 

若生，是無生的生。 

若滅，亦是無生的滅。 

生滅都是無生。以體空觀，去格一切法，一一法皆入無生 

行人觀滅諦入道，以空觀，遍行一切法，一切法皆無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