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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天台宗的修学次第 
 

沈 海 燕 

 上海大学社科学院哲学系 
 
 

内容提要：天台智顗庞大严密的佛学体系使得天台宗素来享有“教在天台”之美

誉。然而，智顗的体系并非只停留在理论的说教上，其理论本身是具有可操作性

的，具有宗教救赎的意义。从整体来看，其体系中的教、行、证互相包含，并行不

悖；从修学上来说，三者次第井然，循序渐进。本文即从境、智、行三个层次讨论

了智顗所述的修学次第，俾使学人对天台宗的修学次第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其修学

次第首先是真理之境，其次是契入真理之境的智慧，最后是获得智慧的实践之行。 
 

 

关键词：1.境智行 2.法华玄义  3.实相中道 4.四教义 5.体宗用  
 

一、引言 

在智顗的佛学体系里，成佛解脱之谛理、契入真理之智慧以及个人之具体修

行实践，这三个方面是密不可分的。真理是为体，智慧是为宗，而实践之行是为

用。三者缺一不可。智者大师在《妙法莲华经玄义》（又称《法华玄义》）中将三

者的重要性说得十分清楚，谓智慧靠精进修行而得，而修行靠智慧指引。智圆行满

之时，才能契入真理而达功果圆成之地： 
 

夫行名进趣，非智不前。智解导行，非境不正。智目行足，到清凉

池。而解是行本，行能成智，故行满而智圆。1  
 

这其实简明扼要地道出了天台宗的修学次第。首先是由对真理之境的认识开

始，在佛教的特定语境里，即指佛说中有关宇宙人生的谛理，故“境”为修学之

体。照见了悟此谛理便是智慧，故“智”为修学之宗要。具体落实到依教而起修

行，以获得智慧，悟入谛理，故“行”为实践之用。 

需要强调的是，智顗的佛学体系皆以其藏、通、别、圆“四教义”2理论统

摄之。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智顗对十二因缘境和四谛境的描述。对这两类真理范畴的

理解分别是四种，相应于四教义。因有四种理解故，而有四种十二因缘。“思议生

灭十二因缘”是藏教之境，“思议不生不灭十二因缘”是通教之境，“不思议生灭

十二因缘”是别教之境，“不思议不生不灭十二因缘”是圆教之境。再者，因对四

谛境有四种理解而产生四种四谛境。生灭四谛、无生灭四谛、无量四谛以及无作四

                                                   
1《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15 中。 
2 三藏教指小乘，是佛为声闻、缘觉所说之法。通教包括小乘及其初级大乘的教义，是佛为声闻、 

缘觉以及钝根菩萨三乘人所说之法。别教是佛针对大乘利根菩萨所讲的，故不适合声闻、缘觉二

乘。圆教则是佛为声闻、缘觉以及菩萨而说，故其开权显实，会三归一、理事圆融、中道实相之教

义最适合于大乘最上利根菩萨，也适合于三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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谛一一与藏、通、别、圆对应。3此外，二十种契入各类真理之经的智慧可划分为

四类，分属于四教。4对于实践之行的阐述也是在四教的范畴中进行的。具体而

言，每一教都以约教增数而明行。5四教之不同的实践之行便导致不同的修证果

位，分别属于四教的范畴。6在智顗藏、通、别、圆的四教理论中，以圆教之对真

理的认知最为优越，因此，圆教即呈现了实相的原貌。另一方面，从个人修行渐进

的角度来说，其它藏、通、别、三教虽然对真理的认知相对圆教而言要低下，但仍

然是必要的，因为它们分别代表了对真理的认知的不同阶段。如此，四教的判教体

系不单是评判对真理的不同程度的认知的标准，而且也代表了宗教修行的渐进历

程，揭示了由四教所代表的四种修行果位。以下我们便就智顗的境、智、行的天台

宗修学次第加以论述之。 
 

二、真理之境 

在天台的修学次第中，智顗首先提出了真理之境，并将之总结为六大类（十

如境、十二因缘境、四谛境、二谛境、三谛境、一谛境），每一类真理都有四种不

同的认知程度，与四教相吻合。这是智者用四教义贯穿全体，对真理加以系统化的

努力。对于修习四教的不同的行者来说，他们对佛陀说教的理解也是不同的。而这

些认知的不同正代表了修行的历程，从藏教人对真理的初步认知，逐渐进升为通教

人对真理的认知，再进而为别教人对真理的认知，最终是圆教人对真理的终极认

知。如此，智顗建立了他自己的全面的佛教真理观。通过将六类真理的每一类都划

分为四种，这六个种类的真理都具有了同等重要的意义，皆能令众生获得解脱。 
 
（一）十如是境7 

智顗举出的第一类真理之境为“十如是”8，乃从如是相、性、体、力、作、

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十个方面描写了实相的特色。其十如是的理论与十法

界紧密相关。十法界即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以

及佛。前六法界为六道，后四法界为四圣。每一法界皆具十如是。既然十如是代表

了实相，而十如是又与十法界关联，这就表明实相乃包括上至四圣、下至六道的宇

宙众生。 

由于十如是与十法界相关，又直接描写实相，故智者以为，其定义有通、别之

分。具有普遍性的定义是实相的通义，具有个别性的定义是实相的别义。一方面，

                                                   
3 有关智顗真理之境的阐述，详见沈海燕：“境妙究竟 – 从妙法莲华经玄义中看天台智顗对真理的

论述”, 《觉群·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第 1 期，2001。 
4 有关智顗智慧理论的研究，详见沈海燕：“契入真理之境的智慧”，《觉群·学术论文集》，宗

教文化出版社，第 5 期，2005。 
5 有关智顗实践之行的理论，详见沈海燕：“论天台智者的实践体系”，《觉群·学术论文集》，商

务印书馆，第 2期，2002。 
6 有关智顗修行果位体系的论述，详见沈海燕：“天台智者的果位论”，《戒幢佛学》，岳麓书社，

第 2 期，2002。 
7智顗的十如是（即如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理论是与十法界紧

密相关的。十法界即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以及佛。前六法界为

六道，后四法界为四圣。每一法界皆具十如是。有关智顗对十如是的阐释，见《法华玄义》，《大

正藏》册 33，页 694 上--696 上。 
8 十如是之名取自《法华经》，《大正藏》册 9，页 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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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实相的通义而言，如是相是外在的形态；如是性是内在的本性；如是体是本体；

如是力是功能；如是作是构造；如是因可导致相同的果（称为习因或同类因）；如

是缘是助因；如是果由相同的因而来（称为习果或等流果）；如是报由果而来（称

为报果或异熟果）；如是本末究竟等意为最初的如是相与最后的如是报在终极意义

上来说是平等一如的。9 

另一方面，就实相的别义而言，“十如是”的定义因十法界的不同而有差别。

地狱、饿鬼、畜生及阿修罗这四个法界被智顗界定为四恶趣，“十如是”的定义因

此而与黑业和恶关联。“十如是”的定义在人、天二法界被智顗界定为善，与白业

相关。“十如是”的定义在二乘法界与声闻、缘觉断三界见、思惑10尽而得真无漏

的果位相关。“十如是”的定义在菩萨这一法界有三种不同的定义。第一种定义根

据三藏教中菩萨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而得三十四心11

断结的果位来界定；第二种定义根据通教中菩萨得无漏的果位来界定；第三种定义

根据别教菩萨修中道、行次第观的果位来界定。最后，“十如是”的定义在佛法界

则根据佛所证之无上菩提来界定。12通过将“十如是”联系十法界来论述，智顗得

以确定佛法界“十如是”的崇高地位，确立佛法界乃是实相的具体代表。 
 

（二）十二因缘境13 

智顗论述的第二个种类的真理是十二因缘境。14他认为，因为藏、通、别、圆

四教的行者对这一真理认知程度上的不同，而有四种十二因缘，即思议生灭十二因

缘、思议不生不灭十二因缘、不思议生灭十二因缘以及不思议不生不灭十二因缘。

智者称第一和第二种对十二因缘的理解为“界内法”，15分别适合三藏钝根和通教

利根之人。第三和第四种对十二因缘的理解为“界外法”，分别适合别教钝、利根

之人以及圆教利根之人。三藏人所理解的是界内十二因缘。无明是六道轮回之因，

因此无明而有行、识等诸因缘，诸法缘起而缘生，生而复灭，灭而复生，周而复

始，轮回无尽，故称“思议生灭十二因缘”。16 

通教人所理解的亦是界内十二因缘。十二因缘皆虚幻不实，无明是幻乃至老死

亦是幻。既然诸法皆幻，也就没有所谓的生。诸法即不生，也就没有什么所谓的

灭，故称“思议不生不灭十二因缘”。 

                                                   
9《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694 上。 
10 智者将一切烦恼妄惑归结为三类：见思惑、尘沙惑以及无明惑。见惑指身见、边见等邪分别道理

而起之见。思惑指贪、嗔、痴等对世间事物的颠倒之思。断此见、思惑即离三界，为声闻、缘觉之

涅槃境界。 
11 三十四心包括八忍、八智、九无碍以及九解脱道。八忍、八智是于欲界和上二界（即色、无色

界）四谛之理忍可印证之智也。忍可印证欲界之四谛谓之四法忍。忍可印证色、无色界之四谛谓之

四类忍。以此八忍正断三界之见惑。既断见惑已，而观照明了，则为八智。忍是智之因，智是忍之

果。九无碍、九解脱道指正断三界九地之思惑而得解脱。因每一地分九品断之，每断一品，就有无

碍、解脱道。故每一地有九无碍、九解脱。 
12 参见《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694 上－696 上。 
13 有关智顗对四种十二因缘境的阐述，参见同上，页 698下－700 上。 
14 十二因缘即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以及老死。 
15 界内指欲界、色界及无色界三界之内。 
16 参见《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69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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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教人所理解的是界外十二因缘，即无明之心与行作缘生起诸法，诸法因缘

生，因缘灭，皆源自此无明之心也。不思议生灭具体指二乘人之不可思议变易生

死，有别于凡夫的分段生死。故称“不思议生灭十二因缘”。 

圆教人所理解的界外十二因缘体现了即事显理的思维方式，事理相即相融，浑

然一体。具体的说，十二因缘即是佛性。智者将佛性分为三种：正因佛性、17了因

佛性18以及缘因佛性19。此三因佛性是成佛的依据，而其显现就是成佛之果，为法

身、解脱和菩提三德。第一，无明、爱、取三支为烦恼道。因为无明是过去之因，

爱、取是现在之因，此过去与现在之因导致现在与未来之生，生灭轮回是烦恼。然

而，若即事显理，烦恼即菩提。因为烦恼是行者精进修行的动力，因修行而获得菩

提，因获得菩提而无复烦恼，清净寂然，此境界就是了因佛性。其次，行和有二支

是业道。因为无此二支为缘，亦无业之缘生，故是业道。然而，业道即解脱。这是

因为，业道使众生轮回不休，此永无休止的轮回促使行者要了生脱死，以求得到解

脱，而解脱自在的境界就是缘因佛性。再其次，识、名色、六入、触、受、生、老

死七支是苦道，苦道即法身。这时因为，苦道与法身的区别只是心之产物而已。无

心的分别作用，则无所谓苦道与法身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者相即。而法

身就是无苦无乐，不生不死。此境界为乐为常，是正因佛性的特征。既然圆教所理

解的十二因缘在智者看来“无非佛性，并是常、乐、我、净”，20故名“不思议不

生不灭十二因缘”。 
 

（三）四谛境21 

智者论述的第三个种类的真理是四谛境。22按照智者的判教体系，有四种四

谛，即生灭、无生灭、无量以及无作四谛，分别属于，藏、通、别、圆四教。23 

四教人对四谛的不同理解是由其对真谛和中道的认知方式所致，如下所述。 

对三藏人和通教人来说，他们所追求的是空的真谛，但方式不同。 

1、三藏人入空的方式是“析法”。诸法实有，只有通过拆析诸法直至一无所

有才能得出诸法皆空的结论。智者称之为“迷真重”。其对四谛的理解就是，集谛

（因缘和合导致生死之苦）和道谛（灭苦之道）是因，苦谛（集之果）和灭谛（灭

除生死之苦）是果。故称生灭四谛。 

2、通教人入空的方式是“体法”。 诸法本空，不须灭除以后才空。智者称之

为“迷真轻”。 其对四谛的理解就是，“苦无逼迫相，集无和合相，道不二相，

灭无生相。”24故称无生灭四谛。 

别教人与圆教人认为只看到事物空的一面而忽略了其假有的一面是有偏颇的。

这种即认识到事物的空性又认识到其假有的观点就是中道。 

                                                   
17 指众生本具的实相真理。 
18 指众生本具的获得证悟实相智慧的能力。 
19 指众生潜在的积功累德的能力，能使众生本具的实相真理得到显现，而成就佛果。 
20 《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00 上。 
21 有关智顗对四种四谛境的阐述，参见同上，页 701 上、下。 
22 四谛是佛初转法轮时所说之苦、集、灭、道。 
23 四种四谛义虽然出自《涅槃经·圣行品》（《大正藏》册 12，页 672），但其与四教相关联，则

是智者大师的创造。 
24 《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0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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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智顗认为别教人对中道的认识与圆教人相比仍然是不够的，因为别教人尚

未认识到空和假的相即相融，故是“迷中重”。其对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只看到森罗

万象的一面，而不知相即一体的实相，故其对四谛的理解是，苦、集、灭、道均有

无量相。 

4、圆教人对中道的认知最为究竟，即事而中，诸法一体，故“迷中轻”。25也

就是说，若行者不晓万事万物皆包含了中道实相，那么，“菩提是烦恼，名集谛。

涅槃生死，名苦谛。”26若行者通达中道之理，那么，“烦恼即菩提，名道谛。生

死即涅槃，名灭谛。”27既然圆教行者对四谛的证悟只是观念上的转变，并没有故

意造作，故称无作四谛。 
 

（四）二谛境28  

智顗论述的第四个种类的真理是二谛境。智者解释了七种二谛，每一种二谛说

因众生的根性不同而迥然有异。 

1、第一种是“实有二谛”。世间万事万物皆是实有，实有是俗谛；分析事物

直至实有灭，才通达空谛，故俗灭会空是真谛。智顗认为，这种二谛论是属于藏教

的观点，二谛之义不能成立。因为俗谛与真谛不能并存。俗谛不灭，真谛不能证

得；真谛的证得则必意味着俗谛的泯灭。 

2、第二种是“幻有空二谛”。现实世界只是暂时存在，故是幻有，幻有是俗

谛，诸法既是幻有，这幻有本身就是空，故幻有空是真谛。智顗认为，这种二谛论

属于通教的观点，二谛之义能够成立。因为俗谛之幻有与真谛之幻有空并不矛盾，

两者是相即的。 

3、第三种是“幻有空不空二谛”。俗谛仍然是诸法幻有，但真谛之意则是，

诸法幻有既是空又是不空。因其幻有而论空，因其短暂存在而论不空。这一真谛的

内容包含了三种对于真谛的理解，分别属于通教、别入通以及圆入通。二谛以有漏

和无漏来表达。有漏是有烦恼之法，故用来表达俗谛；无漏是离烦恼之法，故用来

表达真谛。 

（1）其一是通教人对真谛的理解。真谛是非有漏，而非无漏是去除对无漏的

执著。正因为去除了对无漏的执著，行者才得以证得无漏解脱。29 

（2）其二是别入通的行者。因其将别教的中道思想接入了通教，故其对真谛

的认识又进了一步。也就是说，行者认识到非漏（空）和非无漏（有）两种观

                                                   
25 “迷中轻”是说，因为中道之真谛是借助于语言来表达的，而真理是绝言冥会，非语言所能形容

的，故仍然存在着缺陷。 
26 《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01 中。 
27 同上。 
28二谛指真实之理性的真谛之空和世间之世相的俗谛之有。有、无（空）之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

相当激烈的。智顗将不同的二谛理论加以归纳，结合自己的二谛理论，而合为七种二谛。有关大师

的二谛理论，参见同上，页 702 中--703中。 
29 根据牟宗三的研究，这种二谛即是第二种“幻有空二谛”，是佛为通教利根人而说。见《佛性与

般若》下册，页 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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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都有偏颇，中道之理即是真谛。然而，此种中道是超越两边的，非漏和非无

漏并不相即。30 

（3）其三是圆入通的行者。因其将圆教的中道思想接入了通教，故其对真谛

的认识又更进了一步，双重之否定“非漏（空）非无漏（不空）”揭示诸法相

即一体的中道思想。31因此，这三种对真谛的认识上接第二种属于通教的二

谛，中合第三种属于别入通的二谛，下衔第四种属于圆入通的二谛。 

4、第四种是“幻有即空不空，一切法趣空不空二谛”。俗谛是幻有，真谛的

含义是，幻有的世界空而不空。也就是说，幻有虽空，但从假有的角度来看，幻有

亦不空。故幻有同时是空、不空。幻有世界既是由一切法所组成，一切法自然也是

趣空不空。这是属于圆入通的观点。 

5、第五种是“幻有无、不有不无二谛”。在这里，俗谛的含义是，幻有即是

无（空）。真谛则是双重否定形式的不有不无，即诸法非有非无。这种真谛是中道

的观点。故智顗认为，这是属于别教的观点。 

6、第六种二谛是“圆入别”的观点。俗谛的含义与前同，指幻有即空。真谛

的含义是，诸法不有不空，一切法趣不有不空。这里是别教的观点接入了圆教的观

点，“不空”的概念别教与圆教有别。别教的“不空”指入世渐进修行，以无量行

证不空之理。圆教的“不空”则是即任何一法而当即显现全体万法，一即含一切

法。 

7、第七种二谛是“圆教”的观点。俗谛的含义与前同，指幻有即空。真谛的

含义则是总括所有空和有的观点。其定义是“一切法趣有、趣空、趣不有不空”。
32智者指出，这种圆教二谛是不可思议之二谛，因为真俗不二，不异而相对，“真

即是俗，俗即是真。”33 
 
（五）三谛境34 

智顗论述的第五个种类的真理是三谛境。智者大师举出了五种三谛，其形成源

自于七种二谛。第一和第二种二谛不含中道之义，故不在智者所述的三谛的范围之

内。从第三到第七这五种二谛分别形成五种三谛。每一种三谛的中道谛有不同的含

义，智顗以体现大乘菩萨积极入世、普度众生的中道为上，名之为有功用，备诸

法。 

                                                   
30 根据牟宗三的研究，这种二谛即是第三种“幻有空不空二谛”， 是佛为通教利根人而说。在这

里，“不空”指的是妙有。见《佛性与般若》下册，页 663。 
31 根据牟宗三的研究，这种二谛即是第四种“幻有即空不空，一切法趣空不空二谛”。是佛为通教

上上根器的人而说。见《佛性与般若》下册，页 663。在这里，“不空”指的是如来藏。 
32 《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02 中。 
33 有关智顗七种二谛的论述，详见《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02上－704下。 
34 智顗的三谛的概念源自《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大正藏》册 8，页 829 中以及《菩萨璎

珞本业经》，《大正藏》册 8，页 1019 中，页 1018 中、下。智顗举出了五种三谛，其形成源自于

七种二谛。第一和第二种二谛不含中道之义，故不在智顗所述的三谛的范围之内。从第三到第七这

五种二谛分别形成五种三谛。每一种三谛的中道谛有不同的含义，智者以体现大乘菩萨积极入世、

普度众生的中道为上，名之为有功用，备诸法。有关大师对五种三谛的论述，参见《法华玄义》，

《大正藏》册 33，页 704 上－705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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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别入通三谛”是从第三种二谛引申而来的。“有漏”是俗谛，“无漏”

是真谛，“非有漏非无漏”之双重否定是中道。根据智者的意见，这种中道只是为

了去除对空的执著，其本身并不具有菩萨入世度众的功用，亦不是对人世间的肯

定。因为承认假有的存在是菩萨入世化他的原动力。若只是追求证悟空境，那不过

是自度而已，所谓“当教论中，但异空而已；中无功用，不备诸法”。35 

2、“圆入通三谛”是从第四种二谛引申而来的。真、俗二谛与前同，但对中

道的理解进了一步。因是将圆教的教义应用到通教里来认知中道，故此中道“具一

切法”，是“不空”的同义词。用不空的观点来看现实世界反映了大乘菩萨在人世

间教化众生的实践精神。 

3、“别三谛”是从第五种二谛引申而来的。真、俗二谛源自于对假有的认

识。把假有看成即是有又是空乃俗谛，非有非空是真谛。这种真谛包含了中道思

想，是为了去除对空边或有边的执著，因为空、有二边皆非中道。然而，此种中道

只是作为观念上的理而已，不具入世的功用，“对真为中。中，理而已。”36在智

者看来，只在理念上下工夫的中道显然是有缺陷的。 

4、“圆入别三谛” 是从第六种二谛引申而来的。真、俗与前同。俗谛是即有

又空，真谛是非有非空。因为这里将圆教的教义引入了别教，故此中道与前一种中

道借否认空、有二边以达到超越不同。在这里，中道是对空、有二边的肯定，“点

真中道，具足诸法也”。37亦就是说，中道不单属于理念的范畴，更重要的是体现

了菩萨济世度人的本怀，具有实践的功用和现实的意义。 

5、“圆三谛”是从第七种二谛引申而来的。按照智顗的说法，此三谛是最为

圆融的，因为“非但中道具足佛法，真、俗亦然。”38也就是说，无论是真谛、俗

谛，或是中道皆具足济世救人的现实功用，皆是不离世间的宗教实践，无论是对空

无、或是对假有、或是对中道皆是从整体上来把握，毫不偏废。真谛中包含俗谛和

中道；俗谛中包含真谛和中道；中道里包含真谛和俗谛。故从总体来看，三者是一

个圆融的整体，而此整体则由三谛组成。“三谛圆融，一三三一。”39 
 

（六）一谛境40 

智顗论述的第六个种类的真理是一谛境。41此一谛境即一实相。一谛是智顗对

现实世界真实相状的认知，是三谛的逻辑推衍。究其根本，三谛所表达的不过是一

圆融的实相整体。从非二分法的一谛境来说，二谛仍然是方便权说。智者引《涅槃

经》的话，将前者譬喻为醉人，后者为醒人，“如醉未吐，见日月转，谓有转日及

不转日。醒人但见不转，不见于转。”42联系到四教的情况，智顗强调说，“三藏

                                                   
35 《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04 下。这种异空的中道指的是龙树中观派的观点。吴汝钧

在其 T’ien-t’ai Buddhism and Early Madhyamika 一书中（页 29--38，Honolulu，1993）对此有详尽的

分析。 
36 《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05 上。 
37 同上。 
38 同上。 
39 同上。 
40 有关大师一谛境的论述，参见同上。 
41 同上。 
42 《涅槃经》，《大正藏》册 12，页 616 上。 

Generated by Foxit PDF Creator © Foxit Software
http://www.foxitsoftware.com   For evaluation only.



 8

全是转二，同彼醉人。诸大乘经带转二，说不转一。今经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

道。不转一实，是故为妙。”43这就是说，其它三教或唯粗，全是转二，如三藏

教。或即粗且妙，带方便而说实，如通教和别教。只有《法华经》所代表的圆教才

不带方便，但说一实相。所以，根据智者的观点，对实相的认知与个人所处的状态

有关，醉酒的状态导致错误观念的产生，因此而不能正确地认知实相。这是声闻的

境界。大乘人处于清醒的状态，故能正确地认知实相乃一圆融的整体。然而，从语

言本身具有致命的缺陷，真理非言语所能表达来说，智顗更进一步指出，真理是不

可言说的，故无谛说其实更能确切地说明实相真理寂然清净的特性。“诸谛不可说

者，诸法从本来, 常自寂灭相，那得诸谛纷纭相碍? 一谛尚无, 诸谛安有? 一一皆不

可说，可说为粗，不可说为妙。不可说亦不可说是妙，是妙亦妙，言语道断故。”
44 

通过提出四种对真理的认知，智者的真理体系成为修行历程的指南，各教之对

真理的认知程度以及得果的高低都一目了然。经过了上述由藏教之最基础的对真理

的认知，逐级升华而达至圆教的实相真理观，行者便具备了修学的第一步——对佛

教真理完整的认知过程，是为修行成佛之因，此因同时包含成佛之果，最终能令行

者获得成佛的果位。故此修学之第一步同时也是修学的终极境界。 
 

三、契入真理的智慧 

联系真理之境的天台宗修学第二步便是与真理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的智慧观。

在智顗看来，智慧所关照的对象就是实相真理，故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要契入真

理，唯有靠智慧。因为智慧所指之处即是真理之所在。另一方面，唯有真理显现，

智慧方称为妙。根据四教义的体系，智顗分门别类地举出了下列契入真理的二十种

智慧。 

（一）二十种智慧 

从第一类到第六类再加上第十四类这七智属于三藏教；从第七类到第十类再加

上第十五类这七智属于通教；从第十一类到第十三类再加上第十六类这四智属于别

教；从第十七类到第二十类这最后四智属于圆教。通过这四组智的相互比较，智顗

将不同种类的智慧之间逐级递升的关系展现了出来。每组智慧中最高的无疑就是佛

智。然而，唯有最后一组圆教智慧能至于无上正等正觉。 

1．第一类称为“世智”。因此类智慧与修道成佛无关，只是世间的俗智，其

特点是将世间假有执为实有。人们掌握世智的目的是为了世俗的利益，离不开名利

地位，满足一己之欲望。故智顗将其归为一类。 

2．第二类称为“五停心、45四念处智”。46这类智慧为初步获得成果的声闻行

者所拥有，是声闻乘七贤位中的前三位，智顗称之为“外凡”。外凡即指修行五停

心、四念处（四念处分为总相念处及别相念处）。47智者解释了行者应如何以智慧

                                                   
43 《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05 上。 
44 同上。 
45 五停心指修五法以止五种过失之心。一为修不净观以止贪著之心。二为修慈悲观以止嗔心。三为 

修数息观以止散乱之心。四为修因缘观以破愚痴之心。五为修念佛观以治障重。 
46 四念处指修四观以除四倒，即观身不净以治由色而起之净倒；观受是苦以治由受而起之乐倒；观 

心无常以治由想、行所起之我倒；观法无我以治由识而起之常倒。 
47 别相念处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以及观法无我。总相念处是将此观法扩展到所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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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五停心、四念处。五停心智是关于止观的修行，止住妄念使其不生，由定而生

慧。这是修行初级阶段之声闻人所修之五停心、四念处智。五停心智旨在断障除

惑。另外，四念处智旨在纠正行者之颠倒妄想，以令其最终能获得正确的四谛观。

因此智只是为行者获得四谛观做准备，故仍属外凡智。 

3．第三类为四善根智。这类智慧为进一步证得之声闻行者所有，是声闻乘七

贤位中的后四位，智顗名之为“内凡”，为声闻人修行的第二阶段。四善根指煗

法、顶法、忍法以及世第一法。48并详细地解释了煗、顶、忍以及世第一法这四个

名称所代表的对于四谛的认识及四个阶段逐层递进的特征。 

（1）其一，煗法是一个积累的阶段，是为後面三个阶段的基础。其特征是修

习十六特胜观法，49以智慧火，烧烦恼薪。智顗解释说：“求解脱智火煗在

初，如火以烟在初为相。无漏智火亦以煗法在先为相。如日明相在初为相。是

故名煗。”50   

（2）其二，顶法是建立在煗法的基础之上的。行者观行转明，如登山顶，观

瞩四方。这是一个过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行者可能退失而至初始阶段，称

为顶退。如果行者能真正忍可苦、集、灭、道之理，进而升至第三阶段的修

行，则称为顶住。 

（3）其三，忍法有三类。第一类下忍，乃忍可欲界、色、无色界之四谛十六

行相。第二类中忍，渐次省略所观之行相，最后仅留欲界苦谛一行相。第三类

上忍，则能于一刹那间经由观欲界之苦谛行相而解四谛。 

（4）其四，世第一法即上忍一刹那，是凡夫所得之最胜善根。行者观修苦谛

之一行相，可于一刹那入见道位而称为圣者，为进入七圣位之转戾点。   

4．第四类为四果智。此指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以及阿罗汉之智慧。因四

果同见真谛，故智顗将之并为一类。四果智包括：八忍、八智、51九无碍以及九解

脱。52八忍和八智是行人从理念上对四谛的体悟，因此而得以断除三界内之见惑。

而九无碍和九解脱则是进一步从实际的修观上断除三界内之思惑，因此而证得解脱

                                                                                                                                                       
现象，即诸有皆不净、苦、无常以及无我。 
48 四善根指见道以前，因修四谛观而获得的发无漏智之根本，属有漏智。煗、顶二法为动善。忍法

和世第一法为不动善。煗法指经过总、别相念处后，专观四谛十六行相之智（四谛之每一谛皆有四

种差别，合为十六种相状）。谓将发见道之无漏智，先生相似之解，如火之将发，先有煗相。顶法

是动善中之最极，犹如人之顶也。忍法指于四谛之理忍可决定而不动之智。世第一法是为有漏智之

最极，世俗法中之第一。 
49 十六特胜包括：知息入、知息出、知息长短、知息遍身、除诸身行、受喜、受乐、受诸心行、心 

作喜、心作摄、心作解脱、观无常、观出散、观离欲、观灭以及观弃舍。 
50 《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07 下。 
51八忍由四法忍和四类忍组成。前四法忍（即苦法忍、集法忍、灭法忍、道法忍）印证欲界之四

谛，后四类忍（即苦类忍、集类忍、灭类忍、道类忍）印证色、无色界之四谛。此八忍断除三界内

之见惑。见惑既断，四谛观照分明，则为八智，是为解脱道。八智指苦法智、集法智、灭法智、道

法智、苦类智、集类智、灭类智、道类智。  
52 九无碍指念念修观，断惑不为惑所碍也。所断之惑乃三界九地（欲界为一地；色界初禅、二禅、

三禅、四禅为四地；无色界空处、识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为四地，合共九地）每地各有之

九品思惑也，于一一地修此无碍道以断之。 九解脱指三界九地之每地各有的九品思惑既已了断，

即证解脱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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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以上三类声闻智皆以析法入空为特色，代表了三藏教之智。以下两类智虽是支

佛及菩萨智，但其入空的方法也是析法。 

5．第五类为支佛智。智顗认为，辟支佛所修行的是别相观，即观十二因缘过

去、现在、未来之三世因果。无明与行两支为过去之因，导致现在的识、名色、六

入、触、受这五支的存在。而这五支即为现在之果，从此而产生爱、取、有三支。

此三支为现在之因，因此而有生、老死这两支未来之果。辟支佛因修此别相观，而

得以除去断三界见、思惑之后所残留下来的习气。 

辟支佛智有总相和别相之分。总相智指对十二因缘之共通于一切有为法的领

悟，如无常、无我等相。别相智指辟支佛人因分别十二支缘起（缘无明有行，缘行

有识，缘识有名色，缘名色有六入，缘六入有触，缘触有受，缘受有爱，缘爱有

取，缘取有有，缘有有生，缘生有老死）而对十二因缘个别特性的领悟。 

6．第六类为六度智。这是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行之

菩萨所有的智慧。智顗认为，行六度的菩萨侧重于实际的修行：“六度缘理智弱，

缘事智强”，故其对真理的认知是从事上入手。所谓缘事就是体认到苦是实有的：

苦有其因，苦有其果。若要从苦因、苦果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就必须行六度万行。

另外，智顗所说的缘理是指从理上入手来体认真理。即进一步认识到苦的实质是空

的：苦无因，亦无果。显然，六度菩萨还未能把握诸法当体即空之理，尚未彻底断

惑。53   

7．第七类为体法声闻智，乃是通教声闻人所有的观空智慧。其对空的观察是

体认到诸法之本性实空，这与三藏教声闻人对空的观察方法有别，因后者是认为诸

法实有，只有在将之拆散分析之后才归于空无。54智顗称前一种方法是“体法”，

后一种方法为“析法”。由于藏教之智以“析法”为特色，而通教之智则以“体

法”为其特色，故通教三乘皆能体法入空。尽管如此，三乘人之体法仍有高下之区

别。既然“体法”不属于声闻之智，对通教声闻乘来说，这就只能算是方便法门罢

了。然而，因其对空的认识较“析法”进了一步，故通教声闻人的“体法”智仍然

要胜于内凡、外凡之声闻智。这一类智的特色表现在， 通教声闻人着重观苦谛

（果）及集谛（因），以通达空之真谛。这是从事上入手，从世界万象中去把握真

谛，故是达俗即真也。 

8．第八类为体法支佛智，为通教辟支佛智。就象藏教以声闻乘为代表一样，

通教则以缘觉乘为代表，故体法智乃属辟支佛所具之智。因体法入空属于此支佛

智，故相较通教声闻乘而言，要略胜一酬。通教辟支佛不但通达诸法无常、无我之

总相，犹如声闻，而且更进一步由十二因缘而明了生死缘起之别相。由因缘和合而

生之一切理法的总相、别相而达俗即真。 

9．第九类为体法菩萨入真方便智，这是通教菩萨之智。如上所说，体法入空

为辟支佛智，故对于通教菩萨来说，这只是方便智而已。因为菩萨解空的目的是为

了了达诸法不空的一面，以此为济世救人的动力。而非如声闻、缘觉那样，以证得

空性真谛为究竟之解脱。此通教菩薩智的特色是能於四种悟入佛教真理的门径（即

                                                   
53 在这里，六度菩萨特指佛陀前生经历三大阿僧祗劫及其菩萨行事。此菩萨坚信因果实有，而舍身 

命财，无所遗顾，以灭尽烦恼业因以及生死果报，达到寂灭解脱。 
54 吴汝钧在其著作中对此两种入空的方法有详细的讨论。参见 Ng Yu-Kwan, T'ien-t'ai Buddhism and 

Early Madhyamika, 页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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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门、空门、亦有亦空门、非有非空门）而了达诸法之總相、別相，俗達即真。这

类通教智乃接入了别教的教义，是别入通。 

10．第十类为体法菩萨出假智，为菩萨之智。智顗将此类智定义为智正缘俗，

意为菩萨用体法的方法来证悟真空之理，而其证空的目的是为了入世济人，故其智

是正，而其缘是俗，因其因缘乃在人间之故。这类通教菩薩智的特色表现在，菩萨

不但能于四门悟入真谛，并能以此四門为四种教化眾生的法门，对乐空之众生说空

门，对乐有之众生说有门等等，依此类推。显然，此通教智已与圆教教义相衔接，

是为圆入通。 

11．第十一类为别教十信智。这是别教菩萨五十二阶位55中最初的十个阶位之

智，乃初步获得中道之智。十信菩萨所修是从假入空观，56伏界内见、思惑。57故

此类中道智体现在以空观来破除凡夫的有观，但又不执著于空。在智顗看来，中道

之智既看到空，又看到假，比只是证空之智为圆融。故空智是声闻、缘觉人证悟的

境界，不空智则是通教菩萨的境界，此不空乃含有中道之理。而直接以中道之智契

入诸法则是别教菩萨更进一步的证得。 

12．第十二类为三十心智，58为三组十个阶位的菩萨所有，分别悟入空、假、

中三谛。 

（1）十住菩萨的特征是由从假入空观而证悟了空谛，因此而断三界内之见、

思惑及尘沙惑，并伏三界外之尘沙惑。此类中道智的特色是以空谛破凡夫之执

著于有。 

（2）十行菩萨的特征表现在修从空入假观，因此而断三界外之尘沙惑。此类

中道智的特色是以假观来破除二乘人的执著于空谛。 

                                                   
55 菩萨五十二阶位由五组十个阶位以及最后两个阶位组成，即十信、十行、十回向、十住、十地、 

等觉和妙觉。十信指信心、念心、精进心、慧心、定心、不退心、护法心、回向心、戒心以及愿

心。 
56 空、假、中三观为天台观修体系。分别而言，空观属藏、通二教，假观属别教，中观属圆教。但

别教之假观所显乃非空非假之中道理，是离边之中。从所追求之真理而言，别教与圆教同证中道之

境。然从空、假之存在状态来说，别教所观之空与假是隔历而互不相即的，故其三观法乃是次第证

之。即先修从假入空观，即知凡夫所执之有非真有，诸法无自性故，假有破而证入空谛，破见思

惑，成一切智。次修从空入假观，即知二乘人所执之空非空，空而不空（假有）故。由此而破但空

之执著，证入假谛，破尘沙惑，成道种智。因别教人之空、假隔离，故其中道第一义谛观，乃于空

观时用空，假观时用假。以此隔历之空、假观得入中道，破无明惑，成一切种智。别教人不能观诸

法是即空即假之双照与非空非假之双遮不二，故空、假、中三观不能互相融通，其三观只是次第三

观。另外，智者佛学体系中总结诸惑为三惑：谓见思惑、尘沙惑和无明惑。见思惑指因分别、贪染

所起之诸邪见、诸妄想，是三界内之通惑，须以空观破之。尘沙惑通于界内、界外，须以假观破

之。意为众生见、思惑之数，多如尘如沙。菩萨必须能以无量无尽之方便法门度众。若令众生能断

见、思之惑，于菩萨即是断尘沙惑。无明惑为障覆中道之根本无明，为一切生死烦恼之根本，乃界

外别惑，须以中观破之。 
57 在这里，十信菩萨初修从假入空观，还未证得空谛，故只是伏而尚未破属于三界内的见思惑。 
58 三十心即指十住、十行、十回向。十住是菩萨五十二阶位中第二组的十个阶位，包括发心住、治 

地住、修行住、生贵住、方便具足住、正心住、不退住、童真住、法王子住和灌顶住。十行是菩萨

五十二阶位中第三组的十个阶位，包括：欢喜，饶益，无违逆，无屈饶，无痴乱，善现，无著，难

得，善法以及真实。十回向是五十二阶位中第四组的十个阶位，包括: 救一切众生离众生相，不

坏，等一切佛，至一切处，无尽功德藏，入一切平等善根，随顺一切众生，真如相，无缚无著解脱

以及入法界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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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十回向菩萨的特征是进一步由修中道观而伏根本无明惑。此类中道智乃

别教菩萨正智，其特色是离边之中，非空非假而超越两边之中道也。智顗称这

类证得三十心智的菩萨之成就与声闻之内凡阶位相等，故合为一类。 

13．第十三类为十地智，59为十地菩萨所有智，其特征是已证得中道，断根本

无明惑。此类智的特色是，十地菩萨不但证得了中道之理，且力行实践，以入世化

道为己任。故此类中道智已接入了圆教的教义，是圆入别。 

14．第十四类为三藏佛智。根据智顗的判教理论，藏、通、别、圆四教各有教

主，皆指释迦牟尼佛，但各教之应化身因其教义的不同而有异，成四教四佛。三藏

佛指佛陀在三大阿僧祗劫中精行六度，直至这一世在菩提树下成佛，并为藏教人转

生灭四谛法轮，住世八十年，最后入无余涅槃，灰身灭智。三藏佛是佛之应身中的

劣应身，60乃是对十地以前之凡夫与二乘所应化示现之佛身，住于凡圣同居土。61 

15．第十五类为通教佛智。通教佛的果位较三藏佛为优。在智顗的佛学体系

中，藏、通、别、圆四教代表了依次渐进的修行果位，故通教佛智胜于三藏佛智，

体现在断惑照机上相对略胜一筹。即指在七宝菩提树下，以一念相应之慧顿断残习

而成道，为通教之人转无生四谛法轮，其机缘尽而入无余涅槃。通教佛是经过十地

而证悟成佛，是佛身中的带劣胜应身，是对十地以上菩萨所示现之报身，乃丈六之

佛，具神通变现自在，住于方便有余土。 

16．第十六类为别教佛智。别教佛的果位又胜于通教佛，因别教佛智在断惑照

机上又胜于通教佛智故。别教佛是经过菩萨五十二阶位而成佛的。指在七宝菩提树

下，以大宝莲花台为座，以断十二品无明而成道，现圆满报身（即尊崇奇特之报

身，略称尊特身），而为别教人转无量四谛法轮，住于实报无障碍土。 

17．第十七类为圆教五品弟子智。这类智属于圆教五品弟子所有，是圆教中的

初级阶位，相当于三藏中七贤位的外凡位，通教位的乾慧地以及别教位的十信位。

圆教智虽然在名位上来说，与其他三教有相通之处，但圆教的修行起点高，皆以圆

融无碍之中道实相为观修根本，能直接契入事物的真实相貌，故圆教智是诸教中最

圆满的智慧，智顗以之代表佛智。故五品弟子智虽只属圆教初阶，但其断惑证真并

不需要经过如藏、通、别三教那样渐进隔历式的，必须先从断见、思惑起步，渐进

至伏、断界内、界外尘沙惑，再进一步伏、破无明惑。其修行伊始，即断伏见思、

尘沙惑，并同时伏根本无明惑。故虽同具烦恼性，而能知如来秘密之藏也。62 

                                                   
59 十地是五十二阶位中第五组的十个阶位，包括：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焰慧地，难胜地，现 

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慧地以及法云地。 
60 根据智顗的理论，佛具三身：法身、报身、应身。法身指理聚方圆，证显诸法实相而常住湛然之

身。报身指智聚方圆，显现相好庄严之智慧微妙之身，由智契理，报得此身。应身谓功德法聚方

圆，能随机应现，说种种法，度诸众生。 
61 智顗在其佛学体系中立有四个等级的佛土：（1）凡圣同居土。此乃人天之凡夫与声闻缘觉之圣

者同居之国土。（2）方便有余土。此乃断见思烦恼，出离三界生死之人之生处也。是修小乘之方

便道，断见思惑者生处，故谓之方便。尘沙无明惑未尽，故谓之有余。（3）实报无障碍土。此乃

方便土证空理者果报之土，此上更证一分中道之理者之果报土。行真实之法，感得胜报，色心可无

相妨，谓之实报无障碍土。此土纯为菩萨所居，无凡夫二乘。如别教之十地已上，圆教之十住已上

之菩萨是也。（4）常寂光土。常、即法身，为本在常住之体。寂、解脱也，一切诸相永寂。光、

般若也，照诸相之智慧。此三德不纵不横，名秘密藏，是诸佛如来之所依所居，故名常寂光土。 
62参见《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0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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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在论及位妙时，解释了这五品的修行内容。在初品的“随喜品位”，行人

起圆信解，一心中具十法界。因修圆行，一行一切行，而知此心常寂常照。用此寂

照心，破立一切法，了知万法无非即空、即假、即中。故其心念念悉与诸波罗蜜相

应。在第二品的“读诵品位”，行人为了将养其初生的圆信，内修中道理观，外则

受持读颂大乘经典，因听闻大乘佛法有助于其修一心三观。由此内、外之修，行人

圆信转明，十信心坚固。在第三品的“说法品位”，行人在能圆解三谛的基础上，

起誓愿欲众生皆得了知佛法，因此开始说法利生。在第四品的“兼行六度”，行人

仍然以修观为主，但亦开始兼顾到修行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

般若）。在第五品的“正行六度”，行人圆观稍熟，理事将融，不相妨碍，了知世

间万物皆与实相不相违背，故以实修六度为主。63  

18．第十八类为六根清净智。即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之清净无染之

智，其相应之位乃圆教铁轮十信位。此位行者已断除界内见、思惑，又破界外尘沙

无知惑，并伏无明住地之惑，获相似中道智。相当于三藏七贤位中的内凡位，别教

之三十心（即十住、十行、十迴向）。根据智者的解释，行人因修圆行，得入圆

位。具体而言，善修平等法界入信心，善修慈愍入念心，善修寂照入进心，善修破

法入慧心，善修通塞入定心，64善修道品65入不退心，善修正、助入迴向心，善修

凡、圣位入护法心，善修不动入戒心，善修无著入愿心。66 

19．第十九类为初住至等觉智。这类智之相应之位是圆教七阶位中从第二至第

六阶位，即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以及等觉菩萨所获之智。67初住至等觉之所

以合为一组，是因为其“同破无明，故为一。”68在破无明方面，圆教与别教的区

别在于，别教须到十地的阶位方才断无明，十地至妙觉，共断十二品无明。而圆教

从十住起就开始断无明，从初住至十地等四十阶位各破一品无明，共破四十品根本

无明，乃至等觉地而破最后一品无明。故从初住直到妙觉地，共计断四十二品无

明。圆教智之断破无明显然比别教智彻底，故智顗强调此智乃是佛之实智。 

20、第二十类是妙觉智，乃是无上正等正觉之圆满佛智。此智相应于圆教妙觉

地。圆教佛以虚空为座，无明断尽，入妙觉位，法、报、应三佛具足无缺减，相即

无异，不须现尊特身佛，而为圆教人转无作四谛之法轮。因法华会上，小机纯熟，

                                                   
63有关圆教五品弟子位的论述，参见同上，页 733 中。《法华经》只解释了五品弟子位中的第一品

（见《大正藏》册 9，页 45 中、下）以及六根清净（见同上，页 51 上）。在灌顶所写的智者大师

传记里记载着大师称自己证得的果位即此五品弟子位(见《大正藏》册 46，页 1 中)。尽管此五品弟

子位只是圆教之初位，但大师一再强调圆教各位在断惑、破伏无明的功用上乃处于平等的地位。这

就是说，五品弟子位已经能圆伏见、思惑及无明。有关圆教五品弟子位的研究，参见牟宗三，《佛

性与般若》，册下，页 911--1023。 
64“通”指通向涅槃之道，断除致苦之因、除因果之慧，六度之行，以及修空、假、中一心三观。

“塞”指苦、集、十二因缘、六敝（即悭贪、恶业、嗔恚、懈怠、乱意、愚痴）、无量惑以及根本

无明。 
65 道品指三十七道品，为追求智慧、进入涅槃境界之三十七种修行方法，包括四念处、四正勤、四

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八正道。 
66有关圆教十信位的论述，见《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33 下。有关圆教十信位的研

究，参见牟宗三《佛性与般若》下册，页 935--949。 
67有关这几个阶位的论述，见《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34 上、下。关于圆教十行、十

迴向、十地、等觉、妙觉之研究，参见牟宗三，《佛性与般若》下册，页 959--968。 
68 《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0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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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只面对佛之丈六三十二相之应身，却能直接感见尊特身。此佛住于常寂光土。兹

表解二十智如下：  

 二十智           四教 
  世智   

 | 五停心四念处智            | 

 | 四善根智               | 

     | 四果智               | 藏教智  

      | 支佛智  |                   

      | 六度智  |                   

       三藏佛智                    
                           
      通教方便(体法)声闻智                   

      | 通教(体法)支佛智        |                   

      | 通教菩萨入真方便智   |通教智 

      | 通教出假菩萨智           |                   

       通教佛智                      
                           
       别教十信智                     

      | 别教三十心智               |                   

      | 十地智  | 别教智 

       别教佛智       
          
       圆教五品弟子智           

      | 六根清净智              |  

      | 初住至等觉智              | 圆教智   

  妙觉佛智      

 

（二）二十智之间逐级递进的关系 

由上表可知，智顗亦将这二十种智慧划分为了四个层次，分别属于藏、通、

别、圆四教。既然每种真理亦是由四个层次的认知来呈现的，那么，这些代表四教

义的四个层次的智慧就可以用来与六个种类的真理相应了。联系声闻、缘觉、菩

萨、佛四乘分别来说，四教智各代表不同的乘，其对真理的把握程度不同，其修行

的侧重点各个有异，导致其证果的境界迥异其趣。然而，就作为修行成佛的完整过

程而言，四教的智慧即是逐级递进的关系，最终凸显属于圆教至高无上的智慧。故

在四教四佛中，圆教佛是为最圆满的佛身。 

（1）三藏智代表声闻乘。观诸法为实有，只有通过析法方能入空。此即灭

有而得空的方法。分析诸法因缘合和而成，终至无一物可得。这是从总的方面来看

三藏智对真理的把握程度。因藏教乃三乘人共修之教（包括声闻、缘觉以及钝根菩

萨），故各乘修行的侧重点有异。声闻乘主修五停心、四念处，观修四谛，体认世

间之苦，以达到个人的解脱。缘觉乘修观十二因缘，进一步体认造成轮回之苦的原

因，以获得觉悟。菩萨乘则侧重修六度万行，以自度兼及度他为己任。 

（2）通教智以缘觉乘为代表。其修行的目标亦是入空，然其方法则比三藏

智为优越，乃体法入空。即世界万象当体即空，并不需要经过析法方才显出其空的

本质。通教亦是三乘人共修之教（声闻、缘觉以及中根菩萨），但通教三乘人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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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胜于藏教三乘人之智。声闻乘之真理虽然仍是四谛，但行者能体认苦及苦因

（集）当体即空的本性。缘觉乘之真理虽也是十二因缘，但行者则能体认每一支因

缘各为过去、现在、未来因果之当体即空的本性。如果说，通教前二乘是以体法入

空为究竟解脱的话，那么，通教菩萨乘则以体法入空为方便，修观此空乃不空，欲

以出假利生来体现大乘精神。 

（3）别教智代表菩萨乘，是利根菩萨之智，修习五十二阶位之菩萨道。别

教和圆教皆修中道观，但契入中道的方法别教为劣，圆教为优。别教人为避免凡夫

之执著于假有和二乘人之执著于真空，以双遮否定的方法来超越两边，体认诸法非

空非假，而显中道之理。因其中道观乃是用否定两边的方式获得的，故隔离了法与

法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能看到诸法一体之实相，一色一香无非中道的本性。故从实

践的方面来说，诸法即具无量相。菩萨要自度度他，就必须穷尽所有的法门，行无

量行，一一断除烦恼，次第渐进而获至佛果。 

（4）圆教智代表佛乘，是上上根器菩萨的智慧，乃是圆融之佛智。其中道

观远胜于别教中道。乃是以双照肯定的方式为契机，空即是假，假即是空，诸法即

空即假，无二无别，即是中道。诸法即空、即假、即中，此即是圆教之三谛圆融

观。圆教菩萨以此中道观而证入诸法实相，深知现实的对立乃主观心念之产物。若

体认诸法相即一体的本质，那么，实无烦恼与菩提的区分，无生死与涅槃的区分，

亦无所谓的离苦而得乐。因为烦恼即菩提，一切作为皆是虚妄。了解客观的对立乃

主观作用的结果，即可达无分无别、无作无为的自然境界，而开显众生本有之佛

性，圆顿成就佛果。 
 

（三）二十种智照了六种真理之境（“智照境”） 

智顗举出二十种智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真理之境乃由智慧而得以显现，而智

慧的内容即是其所照之境。因大师将真理之境分为六种（即十如境、十二因缘境、

四谛境、二谛境、三谛境、一谛境），故此二十智亦分别照了此六种境。无论是论

述境或智，大师都以藏、通、别、圆四教义判释之，因而形成一契入真理之体系，

何智能达何境，而此境所产生为何等果位，都由此体系清楚地呈现了出来。 

1．首先，二十智照十如境。 

（1）世智非关了生脱死之真理，故其所照亦只能是属于六道轮回之十如

境。 

（2）五停心智以下等七智（即五停心四念处智、四善根智、四果智、支佛

智、体法声闻智、体法支佛智以及体法菩萨入真方便智）乃藏教之智及通教

部分之智，皆属二乘之智，故其所照为二乘十如境。 

（3）藏教之六度智及通教出假菩萨智关乎自求证果、亦以化他为目的，故

其所照为两种十如境：上求佛果即是照菩萨十如，下化众生则是照六道十

如。 

（4）别教菩萨之四十心智（十信、十住、十行以及十回向）亦两属。十

信、十住、十行等智所照是菩萨十如，而十回向智体现了菩萨力行之度生事

业，关乎六道众生，故其智所照也是六道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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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别教十地智已近佛智，若是按照其所属次第为别教的话，则其所照是

菩萨十如；倘若是从其断无明之功用已近佛智来衡量的话，则其智所照即是

佛界十如。 

（6）圆教四类智从五品至妙觉，皆是关乎中道实相，并伏或破根本无明

惑，故其所照为佛界十如无疑。 

兹表解如下：  
二十智         十如境 

  世智   照六道十如 
 | 
 | 五停心四念处智        

 | 四善根智           | 

 | 四果智           | 

 | 支佛智           | 照二乘十如 

 | 体法声闻智           | 

 | 体法支佛智           | 

 |体法菩萨入真方便智 
 | 
 | 六度智         

 |          |   上求：照菩萨十如 

 | 通教出假菩萨智      |  | 

 | (体法菩萨出假智)   |   下化：照六道十如 

 | 四十心智  

 |     次第照: 照菩萨十如 

 | 十地智 | 

 |                 不次第照: 照佛十如 
 | 
 | 圆教五品弟子智      

 | 六根清净智         | 

 | 初住至等觉智         |照佛界十如 

  妙觉智 

  

2．其次，二十智照四种十二因缘境。 

（1）三藏人所理解的是界内十二因缘。无明是六道轮回之因，因此无明而

有行、识等诸因缘，诸法缘起而缘生，生而复灭，灭而复生，周而复始，轮

回无尽。此“思议生灭十二因缘”境为世智至三藏佛等七智所照。 

（2）通教人将十二因缘理解为虚幻不实，无明是幻乃至老死亦是幻。既然

诸法皆幻即空，也就没有所谓的生。诸法既然不生，也就没有什么所谓的

灭。此“思议不生不灭十二因缘”境为通教三乘入真方便智乃至通教佛智等

五智所照。 

（3）别教人所理解的十二因缘为无明之心与行支作缘生起诸法，诸法因缘

生，因缘灭，皆源自此无明之心也。此“不思议生灭十二因缘”境为別教十

信至别教佛智等四智所照。 

（4）圆教人所理解的界外十二因缘体现了即事显理的思维方式，事理相即

相融，浑然一体。此“不思议不生不灭十二因缘”境与圆教智对应，为五品

弟子智至妙觉佛智等四智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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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表解如下： 
二十智           四种十二因缘境 

  世智  

 | 五停心四念处智           | 

 | 四善根智              | 

      藏--| 四果智  |照思议生灭十二因缘境  

     | | 支佛智  |                   

     | | 六度智  |                   

     |  三藏佛智                    
     |                      
     |  通教方便声闻智                           
     | | 通教支佛智             |                   

     | 通--| 通教菩萨入真方便智  |照思议不生不灭十二因缘境 

     | | 通教出假菩萨智          |                   

     |  通教佛智                    
     |                      
     |  别教十信智                   

     | 别--| 别教三十心智             |                   

     | | 十地智             | 照不思议生灭十二因缘境 

     |  别教佛智         
     |     
     |  圆教五品弟子智        

     圆--| 六根清净智           |  

      | 初住至等觉智           | 照不思议不生不灭十二因缘境   

  妙觉佛智   

 

3．二十智照四种四谛境。 

（1）三藏人析法入空。其对四谛的理解是“生灭四谛”。诸法实有，唯有

分析诸法直至一无所有方为空。此境为三藏等七智所照。 

（2）通教人体法入空。其对四谛的理解是“无生灭四谛”。诸法幻有本

空，不须待灭除以后才空。此境为通教五智所照。 

（3）别教人开始运用中道观来观察诸法，其对四谛的理解是，苦、集、

灭、道均有无量相。此“无量四谛”境为别教四智所照。 

（4）圆教人对中道的认知最为究竟，即事而中，诸法一体，无须造作。故

其证入的四谛为“无作四谛”。此境为圆教四智所照。 

兹表解如下： 

二十智         四种四谛境 
  世智  

 | 五停心四念处智           | 

 | 四善根智              | 

      藏--| 四果智              |照生灭四谛境  

     | | 支佛智              |                   

     | | 六度智              |                   

     |  三藏佛智                    
     |                      
     |  通教方便声闻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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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通教支佛智             |                   

     | 通--| 通教菩萨入真方便智 |照无生灭四谛境 

     | | 通教出假菩萨智          |                   

     |  通教佛智                     
     |                      
     |  别教十信智                   

     | 别--| 别教三十心智             |                   

     | | 十地智             | 照无量四谛境 

     |  别教佛智         
     |     
     |  圆教五品弟子智        

     圆--| 六根清净智           |  

      | 初住至等觉智           | 照无作四谛境   

  妙觉佛智   

 

4．二十智照二谛境。二谛境是智者所论述的第四个种类的真理。 

（1）第一种“实有二谛”是藏教人通过析空的方法对二谛的认识。即世间

万事万物皆是实有，实有是俗谛；分析事物直至实有灭，才通达空谛，故俗

灭会空是真谛。此“析空之二谛”为三藏七智所照。 

（2）第二种“幻有空二谛”是通教人用体空的方法所契入的二谛之境。所

谓现实世界只是暂时存在，故是幻有，幻有是俗谛，诸法既是幻有，这幻有

本身就是空，故幻有空是真谛。此“体空之二谛”为通教五智所照。 

（3）第三种至第七种二谛境所显示的是中道之理，为别教和圆教智所照，

皆为“照显中之二谛”智。别、圆二类智的区别在于，别教智的特色是“离

边之中”，远离空有二边而达中道。圆教智的特色则为“即边之中”，其中

道观同时包括空和有而达双遮双照。这其中，唯有第七种二谛境纯粹反映了

圆教的观点，是不可思议二谛。故圆教二谛境纯为圆教智所照。 

兹表解如下： 

二十智    二谛 
  世智  

 | 五停心四念处智           | 

 | 四善根智              | 

      藏--| 四果智              |照析空之二谛  

     | | 支佛智              |                   

     | | 六度智              |                   

     |  三藏佛智                    
     |                      
     |  通教方便声闻智                           

     | | 通教支佛智             |                   

     | 通--| 通教菩萨入真方便智  |照体空之二谛 

     | | 通教出假菩萨智          |                   

     |  通教佛智                    
     |                      
     |  别教十信智                      

     | 别--| 别教三十心智            |离边之中 

     | | 十地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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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别教佛智     

     |    |照显中之二谛 

     |  圆教五品弟子智        | 

     圆--| 六根清净智            |  

      | 初住至等觉智            |即边之中 

  妙觉佛智    

 

 5．二十智照三谛境。三谛境是智顗论述的第五个种类的真理，乃是从上述

二谛演化而来的，以行者对中道的不同认识而区别之。大师分别界定了四教人对二

谛的认识，用以说明不同的三谛之境，并引用了龙树《中论·观四谛品》中的“三

是偈”：“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69来揭示真俗二

谛以及中道谛的属性，并将三谛中的其中一谛来归类四教之智。 

（1）从以上所述之二谛境可知，第一和第二种二谛所证只是空之真谛，70

完全不含中道之义，故只能为藏教七智所照，而不能照三谛境，智顗称之为

“无中之二谛”。藏教智的属性可用“众因缘生法”来说明，因其“析法入

空”故，是为俗谛。 

（2）通教智所照二谛已经含有中道之义，故为“含中之二谛”。此中道只

是以空来去除对空的执著，异空而已，故可用“我说即是空”一句来概括，

在三谛中归属于真谛。 

（3）别教智所照二谛显示了中道之理，故为“显中之二谛”。此中道以

“不空”的观点来看娑婆世界，反映了大乘菩萨积极入世的精神。显然，此

“不空”是在了悟空性的基础上对事物假有一面的认肯，所以，“不空”也

就是中道。智顗用“即是假名，亦是中道”来说明之，在三谛中即属于中道

谛也。 

（4）圆教智所照二谛亦是“显中之二谛”。然圆教中道与别教中道相比，

略胜一筹。别教中道仍然还未达至空、有不二双照的圆融境界。而圆教中道

最能揭示三谛圆融的实相之境。也就是说，无论是真谛、俗谛，或是中道皆

具足济世救人的现实功用，皆是不离世间的宗教实践，无论是对真空、或是

对假有、或是对中道皆是从整体上来把握，毫不偏废。举真谛即包含俗谛和

中道；举俗谛即包含真谛和中道；举中道即包含真谛和俗谛。故从总体来

看，三者是一个圆融的整体，而此整体则由三谛组成。 “三谛圆融，一三

三一。”71  

二十智     三谛 
  世智 

 | 五停心四念处智          | 

 | 四善根智             | 

      藏--| 四果智             |照无中之二谛  因缘所生法  俗谛   

     | | 支佛智             |                          | 

                                                   
69 《中论》，《大正藏》册 30，页 33 中。 
70 智者大师称此空之真谛属因缘所生法。这是根据《中论》“三是偈”（“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

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来揭示空、假、中三谛。吴汝钧在其 T’ien-t’ai Buddhism and 

Early Madhyamika一书中（页 29--38）对此“三是偈”作了详尽的分析。 
71 《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07 中。 

Generated by Foxit PDF Creator © Foxit Software
http://www.foxitsoftware.com   For evaluation only.



 20

     | | 六度智             |                                    | 

     |  三藏佛智                       | 
     |                          | 
     |  通教方便声闻智                               | 

     | | 通教支佛智             |                       |  

     | 通--| 通教菩萨入真方便智  |  照含中之二谛 我说即是空真谛| 

     | | 通教出假菩萨智          |                        | 

     |  通教佛智           | 
     |                           | 
     |  别教十信智                        | 

     | 别--| 别教三十心智             |                        | 

     | | 十地智             |  照显中之二谛即是假名亦是中道 中道谛   

     |  别教佛智        |  
     |      | 
     |  圆教五品弟子智         | 

     圆--| 六根清净智           |   | 

      | 初住至等觉智           |     

  妙觉佛智   

 
6．二十智照一谛境。一谛境是智顗论述的第六个种类的真理。此一谛境即

一实相，是智者对现实世界真实相状的认知，是三谛的逻辑推衍。72对智者来说，

因四种四谛境最能代表四教义的特性，故智者将此一实谛联系四种四谛来阐述，而

有生灭之实、无生灭之实、无量之实及无作之实。分别配藏、通、别、圆四组智。

如下表所示：  

二十智        一实谛 
  世智 

 | 五停心四念处智          | 

 | 四善根智             | 

      藏--| 四果智             |照生灭之实  

     | | 支佛智             |                   

     | | 六度智             |                   

     |  三藏佛智                   
     |                      
     |  通教方便声闻智                          

     | | 通教支佛智            |                   

     | 通--| 通教菩萨入真方便智 |照无生灭之实 

     | | 通教出假菩萨智         |                   

                                                   
72究其根本，三谛所表达的不过是一圆融的实相整体。从非二分法的一谛境来说，二谛仍然是方便

权说。智者引《大般涅槃经》的话，将前者譬喻为醉人，后者为醒人，“如醉未吐，见日月转，谓

有转日及不转日。醒人但见不转，不见于转。” 《大般涅槃经》，《大正藏》册 12，页 616 上。

联系到四教的情况，智者强调说，“三藏全是转二，同彼醉人。诸大乘经带转二，说不转一。今经

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不转一实，是故为妙。” 《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05

上。这就是说，其它三教或唯粗，全是转二，如三藏教。或即粗且妙，带方便而说实，如通教和别

教。只有《法华经》所代表的圆教才不带方便，但说一实相。所以，根据智者大师的观点，对实相

的认知与个人所处的状态有关，醉酒的状态导致错误观念的产生，因此而不能正确地认知实相。这

是声闻的境界。大乘人处于清醒的状态，故能正确地认知实相乃一圆融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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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教佛智                    
     |                      
     |  别教十信智                       
    | 别--| 别教三十心智             |                   

     | | 十地智             | 照无量之实 

     |  别教佛智         
     |     
     |  圆教五品弟子智        

     圆--| 六根清净智           |  

      | 初住至等觉智           | 照无作之实   

  妙觉佛智   

 

7．最后，智顗阐明了二十智无谛、无照。所谓无谛，指语言本身具有致命

的缺陷，而真理又非言语所能表达。故智者在推出一实谛后，又进一步指出，从最

究极的意义上来说，真理是不可言说的，“无谛“一词其实更能确切地说明实相真

理寂然清净的特性。“诸谛不可说者，诸法从本来, 常自寂灭相，那得诸谛纷纭相

碍? 一谛尚无, 诸谛安有? 一一皆不可说，可说为粗，不可说为妙。不可说亦不可说

是妙，是妙亦妙，言语道断故。”73此无谛境亦联系四种四谛，而有生灭之无谛、

无生灭之无谛、无量之无谛以及无作之无谛。无谛既有不可说的特性，故智者将之

与四不可说74相配，用以说明四种不可说的具体内容，分别对应藏、通、别、圆四

教，而揭显如来说教不可思议之妙。从因缘生法、世界万有皆具相对的意义上来

说，四教有粗、妙之别，如藏、通、别三教之权教为粗，圆教之实是妙。各教之智

                                                   
73 《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05 上。 
74 四不可说源自《大般涅槃经》，《大正藏》册 12，页 733 下，谓生生不可说、生不生不可说、不

生生不可说、不生不生不可说。按照《中论》<观因缘品>（见《大正藏》册 30，页 1 下）之论

辩，此四种有关生或不生之说皆不合情理，故是不可说。显然，其所谓“不可说”是从批判的角度

来说的。（1）所謂“生生不可说”，生指能生之生。若两个生皆指能生之生，则成无限之循环，

于理不合。若后一个生是从前一个能生之生而来，那么，前者之生又是从何而来？显然亦无法自圆

其说。故不可说。（2）“生不生不可说”意为，前一个能生之生，却产生后一个不能生，这种矛

盾显然说不清道不明的，故是不可说。（3）“不生生不可说”指，宇宙之始既然并无能生之生

（即不生），那么，又何来后者之生呢，这显然亦是不可解释的。（4）“不生不生不可说”意

为，宇宙既然不生，那么，再来一个不生就毫无意义了，显然是多余的重复。另外，不生不生也可

以理解为，宇宙既然没有能生之始，那么，世界万象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故也是不可说了。有关四

不可说的解释，亦请参看李志夫先生的《妙法莲花经玄义研究》，上册，页 251。在智者大师的

《摩诃止观》（《大正藏》册 46，页 60 上--62 上），大师也对此四句从多角度做了诠释。其中，

智顗说明了十因缘（即十二因缘中除生、老死属于未来的二支外，而将过去至现在之十支因缘称为

十因缘）是如何形成四教的。（1）十因缘的每一支皆是生起后一支之因，其因缘生法说明六道轮

回生生不息之理，而此生生终无自性，而归于空，故不可說。由此而有以生灭之谛为教义的三藏

教。（2）通教人体法入空，了知因缘生法，诸法当体即空。十因緣法中虽然每一支都能生起后一

支，而其生起之因皆无有自性，生而其实不生，故不可說。由此形成通教无生灭之谛的教义。

（3）別教人明了空谛之理，诸法本不生也。然而，诸法不但有空的一面，也同时有次第生起之假

有的一面，是為不生生十因緣法，不可说也。由此而成立别教之无量之谛的教义。（4）圓教人顿

见诸法实相，清净寂然，因缘和合之生起乃假相，不生是为实相。而众生本具佛性，即无明达于

明，十因缘各支并非烦恼之因，直待各支灭除，方能得到解脱。各支当体即是般若实相。既然般若

是众生本具的实相，并非人为的造作，故亦是不生，是为不生不生不可說十因緣法。因此而有圆教

无作之谛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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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有高下之分，对真理认识程度有深浅之分，其果位亦有高下之别。但从缘起缘

灭、诸法本空的绝对意义上来说，则求一法尚不可得，何况诸教义。真如实相原是

绝言冥会而不可说的。 

三藏七智照生灭之无谛，乃生生不可说故。通教五智照无生灭之无谛，生不

生不可说故。别教四智照无量之无谛，不生生不可说故。圆教四智照无作之无谛，

不生不生不可说故。75 

二十智           无谛 
  世智 

 | 五停心四念处智          | 

 | 四善根智             | 

     藏--| 四果智                           |照生灭之无谛 （生生不可说故）  

     | | 支佛智             |                   

     | | 六度智             |                   

     |  三藏佛智                   
     |                      
     |  通教方便声闻智                           

     | | 通教支佛智             |                   

     | 通--| 通教菩萨入真方便智  |照无生灭之无谛 (生不生不可说故) 

     | | 通教出假菩萨智          |                   

     |  通教佛智                    
     |                      
     |  别教十信智                       

     | 别--| 别教三十心智             |                   

     | | 十地智             | 照无量之无谛 (不生生不可说故) 

     |  别教佛智         
     |     
     |  圆教五品弟子智          

     圆-- | 六根清净智             |  

      | 初住至等觉智             | 照无作之无谛 (不生不生不可说故) 

  妙觉佛智     

 

以上所论之智照境，乃是为了揭显二十类智慧对应诸真理之境的功能。如果

我们将真理之境看作是一种沉默的语言符号，那么，智慧的功能就是将此种语言明

白地显示出来，让人们能够通过各类智慧所具之名而使各类真理成为可以解读的符

号，并通过智慧而契入其深不可测之境。 

另外，真理之境是如何由智慧显示出来的呢？这是通过二十智对应每一种真

理之境来完成的，即二十智分别照十如境、十二因缘境、四谛境、二谛境、三谛

境、一谛境以及无谛无说。（1）就十如境来说，二十智分别照六道十如、二乘十

如、菩萨十如以及佛界十如。（2）就十二因缘境来说，二十智分别照藏教之思议

生灭、通教之思议不生不灭、别教之不思议生灭以及圆教之不思议不生不灭十二因

缘境。（3）就四谛来说，二十智分别照藏教之生灭、通教之不生灭、别教之无量

以及圆教之无作四谛境。（4）就二谛来说，二十智分别照藏教之析空二谛、通教

之体空二谛、别教之离边之中以及圆教之即边之中。（5）就三谛来说，二十智分

                                                   
75 参见《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0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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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照藏教之无中二谛、通教之含中二谛、别、圆教之显中二谛。（6）就一实谛而

言，二十智分别照藏教之生灭、通教之无生灭、别教之无量以及圆教之无作一实

谛。至于无谛无说，二十智分别照藏教生灭无谛、通教无生灭之无谛、别教无量之

无谛以及圆教无作之无谛。如此之智境一一对应照了，就使得各教之智因其所契入

之境而有了具体而丰富的内容。同时，其作用随着其所照境之不同而有了不同的界

定。如行者欲契入二谛境，那么，就须以“析空”的方法而证得藏教之二谛，进一

步则用“体空”的方法来证得通教之二谛，用“离边之中”的方法证入别教二谛，

直至用“即边之中”的方法证悟圆教不可思议二谛。如此等等，行者可依此类推。

其所具有的指导性、实践性和宗教救赎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四）显发五境的四教智慧（“对境明智”）76 

上述二十智各照每一种真理之境，说明了四教之智与四教之境一一的对应关

系。以其所照境的不同，各类智的功用也得到了澄清。在这里的“对境明智”部

分，智顗更进一步通过对五境来阐述各教的真理之境必须以相应之智才得以显现出

来。智乃不离于境，境智实为一体。因境智之组合而形成新的五个种类的智慧，并

直接以智所显之境为名，使四教各智与各境的一体关系更清晰明朗化。例如，生灭

四谛境必是由生灭四谛智所显，才是相应。由此三藏七智就可总括为生灭四谛智

了。由于此智与境实为一体，行者只要获得了此类智慧，由智所显，就一定契入相

应的真理之境。这旨在说明真理之境虽由智慧得以显现，而智乃非境不融的两者相

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一体关系。 

 1、对四种十二因缘境明智。这是说明四种不同的智（下智、中智、上智和

上上智）是造成对十二因缘有四种理解的原因。另外，此四种智亦是四种观修，由

不同的观修而导致四种不同的修行果位。各由声闻、缘觉、菩萨以及佛四种菩提作

代表。 

 （1）所谓三藏下智观，以声闻人为代表，其对十二因缘的理解是析法入

空，谓从无明始的每一支皆是生起后一支的实有之因，并皆以无常、苦、空析之，

以便逐一灭除每一支之因而达空境，由此下智观十二因缘生灭属于可思议三界内之

事，得声闻菩提。 

（2）所谓通教中智观，以缘觉为代表，其对十二因缘的理解是体法入空，

比声闻为胜，但又不及菩萨，故是中智。即体认每一支因缘合和即空的本质，皆由

前一支作缘故。谓老死缘生，生缘有，有缘取，如此等等，倒推至缘起之根本无明

支，体认无明乃由一念痴心而起。既然心是因缘合和的产物，故只有名字而无有自

性。依心而起之无明亦只是空幻而已。诸支因缘既不生，也就无所谓灭。由此中智

观十二因缘无生灭属于可思议三界内之理，得缘觉菩提。 

（3）别教上智观指别教佛与菩萨所观之十二因缘，以菩萨之智为代表，其

智胜于声闻、缘觉二智。谓十二因缘不过是轮回三道（苦道、业道、烦恼道）。

“无明即痴一念心，由心痴而派生烦恼。由烦恼派出诸业。由业派出诸苦。”因此

三道之无明，而障覆涅槃所具之三种德相（即法身、般若、解脱）。只有破除三

道，方显三德。由于三道之障有无量相，破除障碍之法门亦复无量。此上智观十二

                                                   
76 五境指四种十二因缘境、四种四谛境、七种二谛境、五种三谛境以及一谛境。有关智顗“对五境

明智”的论述，参见《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10 下－71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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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缘生灭之无量相乃关乎菩萨大悲度生的事业，属不思议生灭界外之事，得菩萨菩

提。 

（4）圆教上上智观指圆教佛与菩萨所观之十二因缘，乃俱观界外之理，为

不思议不生不灭十二因缘，以佛智为代表，最胜无上，故称上上智。圆教智与别教

智必先破除三道方显三德的不同之点在于，圆教人直接契入诸法实相，深悟三道即

是三德，二者一体，岂有所谓的破前者求后者之说。智者大师以为，这种情况犹如

断三德而更求三德，这是不合逻辑的。那么，三道是如何与三德相即的呢？ 

首先，烦恼道即般若。在智者大师看来，世人总是将烦恼定义为黑暗，而般

若则能照破黑暗。其实，这只是一种概念的区分，以黑暗与光明相对，并将两者分

别与烦恼和般若联系起来。这显然带有主观性，是人为的一种联系。当我们了知客

观实相无分无别，根本没有所谓的烦恼是暗、般若是明这类的概念定义时，我们就

不再被主观思想所束缚了。也就是说，当烦恼不再有“暗”的含义时，般若即烦

恼，又何须断烦恼而求般若？当般若不再有“明”的含义时，烦恼即般若，又何来

藉般若以破烦恼？从摆脱了概念束缚这个意义上来说，烦恼道即般若德也。 

其次，业道即是解脱。业道在人们的概念中是束缚身心的罪魁祸首，而解脱

即意味着得大自在。然而，智者认为，若人们深识诸法一体之理，业道和解脱的对

立不过是心识的作用。既然心识能将其区分开来，也能将其合为一体。只要不再将

业视为缚，就无所谓求得解脱。若不再视解脱为自在，那又有什么可得呢？所以

说，业道即是解脱。 

再其次，苦道即法身。智者曰，当苦与生死、法身与乐联系起来时，两者就

是对立的事物了。只要不再将一体之现实一分为二，吾人就知道，苦非生死，何所

所可忧？法身非乐，又何所可喜？实相犹如虚空，无得亦无失。故苦道与法身相

即。智者强调三道之所以与三德不异，乃在于三道具足成佛之因，而三德则是成佛

之果。有因才有果，果从因来，故因果相即一体。是名上上智观十二因缘得佛菩

提。77 

2．对四种四谛境明智。智顗强调，佛所说的四谛境虽然只是一种真理，但

由于众生根缘利钝的关系，而有四种不同的理解，分别属于三界（欲界、色界、无

色界）内、界外之事和理。三藏声闻人根钝，只从三界内之事相上来理解四谛：知

有苦谛而思维集谛，观修之道谛能灭苦因，而证得之灭谛为苦灭之果。故是生灭四

谛智。通教缘觉根利，从界内之理契入四谛之境：先体认集谛之苦因当体是空幻的

本质，既然苦因是幻即无，苦就不存在。苦既不生，亦无苦灭。是为无生四谛智。

别教菩萨之中道智浅，故只见四谛有无量相。此种对四谛的认识属三界外之事，即

无量四谛智。圆教佛中道智深，契入界外之理，深知诸法实相，如虚空之不增不

减，所谓苦、集，实无苦、集，所谓灭、道，实无灭、道。如此体认四谛之理乃为

非苦、非集、非滅、非道，即无作四谛智也。 

3．对二谛境明智。智者大师将契入俗谛和真谛的智慧归类为权、实二智。

照俗谛之智是权，照真谛之智是实。相应于七种二谛境，而成七番二智（析法二

智、体法二智、体法含中二智、体法显中二智、别二智、别含圆二智、圆二智）。

                                                   
77 参见同上，页 71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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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智顗七番二智的理论，使契入七种二谛境的方法得以明朗化了。另外，七种二谛

中的通教与别、圆教的交叉关系、别教与圆教的交互关系亦得以具体化了。也就是

说，通教之俗谛所体现的仍然是通教之法，但有一类真谛接入了别教的教义，而有

一类则接入了圆教的教义。别教之俗谛所体现的则是别教之法，但有一类别教真谛

则接入了圆教的教义。 

(1) “析法权实二智”契入三藏教之“实有二谛”。权智即分析世间森罗万

象，而契入俗谛；实智则将万法之差别归于空，而契入真谛。 

（2）“体法二智”契入通教之“幻有空二谛”。权智即体认诸法之有虚

幻，契入俗谛；实智指解幻有即空，契入真谛。 

（3）“体法含中二智”契入通教接别教教义之“幻有空不空二谛”。权智

之俗谛即是体解诸法幻有；实智之真谛指诸法幻有既是空又是不空：因其幻

有而论空，因其短暂存在而论不空。此种对空与不空的认知显然含有别教中

道的思想。 

（4）“体法显中二智”契入通教接圆教教义之“幻有即空不空，一切法趣

空不空二谛”。权智之俗谛亦是解诸法幻有；实智之真谛的含义是，幻有的

世界同时是空和不空。扩而大之，一切法皆趣空不空。这里，通教人已经能

自觉地用空不空的中道观去看待一切法了，故是显中二智。 

（5）“别二智”契入“幻有无、不有不无二谛”。权智之俗谛解诸法幻有

即是空无；实智之真谛即诸法非有非无。此种中道观乃属别教的观点。

（6）“别含圆二智”契入圆入别二谛。权智之俗谛亦指诸法幻有即空；实

智之真谛加入了圆教的中道观，既看到幻有之存在同时是空和不空，更进一

步将此不落两边的中道思想扩展为一切法之实相。 

（7）“圆二智”契入圆教二谛。权智之俗谛亦指诸法幻有即空；实智之真

谛则能圆融地观诸法实相，俱见一切法同时是趣有、趣空、趣不有不空。 

七番二智与二谛的关系如下表所示：  
     七番二智    七种二谛 

1. 析法权实二智 藏教二谛  

2. 体法二智 通教二谛 

3. 体法含中二智 别入通二谛 

4. 体法显中二智 圆入通二谛 

5. 别二智 别教二谛 

6. 别含圆二智 圆入通二谛 

7. 圆二智 圆教二谛 

                                                   
78 按照大师的理论，此权实二智共有三种，皆是佛陀为适应众生的不同根器而运用的智慧，所谓化

他权实、自行化他权实、自行权实。而说此七种二谛则有三种方法：随情、随情智、随智。这三种

方法正是三种权实二智的注脚。（1）“化他二智”是随情之说，只为适应众生之性情，种种善巧

方便，而佛陀教化之真实意图未显，故可归结为权智。（2）“自行二智”是随智之说，乃是佛陀

直接宣说自证之一佛乘境，故可判为实智。（3）“自行化他二智”是随情智之说，是随顺众生的

情性与宣说如来自悟之谛理两者的结合。如来说教的三种方法和三种权实二智两者合而为一，正可

用来判释七种二谛，为七种二谛皆是佛说建立了合理性。细分起来，每一种二谛皆有三种情况，合

成二十一种二谛。相应的，每一种二谛亦皆具三种权实二智，合而成二十一种权实二智。有关七种

权实二智的进一步的讨论，参见牟宗三：《佛性与般若》下册，页 665--671。 

Generated by Foxit PDF Creator © Foxit Software
http://www.foxitsoftware.com   For evaluation only.



 26

4．对三谛境明智。智顗对此三谛境以有漏、无漏、非有漏非无漏来表达。

有漏是有烦恼之法，用来表达俗谛之有；无漏是离烦恼之法，用来表达真谛之空；

非有漏非无漏之双重否定则代表中道。三法相入而成五境，相应的就有五种三智的

建立。在这里，三智分别由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来代表。在智顗的体系里，

声闻、缘觉二乘人修空观即得一切智，别教菩萨修假观即得道种智，圆教菩萨修中

道观即得一切种智。在这里，智者揭示了每一种三智中各智的含义以及围绕着中道

智所展开的三智间的相互关系。这使得五种三智中的中道智之优劣在四教义的体系

下得到了判释。  

（1）第一种“别入通”三谛境指非漏非无漏入无漏，对漏、无漏为三法，

由别入通三智契入此境。具体指中道智入空智，對道种智為三。此种中道智

但异空而已，是针对声闻人执著于空来说的。也就是说，空谛本身亦是空，

必须去除对空的执著。通教人原以空智为指导，但由于加入了别教的中道

观，而能破除执著空谛的边见。 

（2）第二种“圆入通”三谛境指一切法入无漏，对漏、无漏为三法，由圆

入通三智契入。具体指如來藏智入空智，對道种智為三。这里的中道智指的

是假有之不空，如來藏智即代表不空。由于通教中加入了圆教之中道观，体

现了菩萨积极入世的精神，这使通教菩萨见空，更见假有之不空，故智者称

此中道具一切法。 

（3）第三种“别教”三谛境指漏、无漏、非漏非无漏为三法，为别教三智

所照。即由中智对空和假两智而成三智。此中道智与中道之理相关，也就是

以双重否定的思维方式来破除或执著于空或执著于有的偏颇，观诸法非空非

假。由非空非假而了达的中道理乃是为了破一切法，挣脱空或有的偏见束

缚，超越两边，非关菩萨入世济众的情怀，故智者判之为，但理而已，不具

诸法。 

（4）第四种“圆入别”三谛境是一切法趣非漏非无漏，对漏、无漏为三

法，乃为圆入别三智所照。具体指如来藏智入中道智，对空和假两智为三

智。显然，此中道智是建立在对现实世界加以肯定的思维模式上的，为的是

建立一切法。观诸法即空即假，以空观为根本，以假观为入世的动力，俾使

菩萨在救度众生的同时，不至于被假有迷惑。故此中道智的根本主旨乃在于

以如来藏的不空智而实践菩萨道，欲令众生皆得解脱。智者称扬此中道智具

足佛法。 

（5）第五种“圆教”三谛境指一切法趣漏、趣無漏、趣非漏非無漏為三

法，是圆教三智契入之境。所谓圆三智，指三智中的任何一智都能圆融地含

摄空、假、中三谛境。如用假智契入有漏之境（有漏之有指因緣合和所生万

法），既然是因缘所生，故空，既然是暂时存在，故假，即空即假观，此便

是中道观。故有漏法即空即假即中，具足佛法。若用空智契入無漏境，空谛

亦空，即是假。亦空亦假，即是中。故无漏法同时亦是即假即中，具足佛

法。若用中道智契入非漏非無漏境，则诸法实相即空即假。非漏非無漏法即

空即假，具足佛法。智者强调圆三智的特性是，每一法即包含三法，而三法

其实只是一实相。相应的，每一智即包含三智，而三智即是一如实智。 

由漏、无漏、非漏非无漏三法相入所形成的五种三谛境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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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谛  真谛      中谛 

1. 别入通三谛境 漏  无漏     非漏非无漏入无漏   

2. 圆入通三谛境 漏  无漏     一切法入无漏  

3. 别教三谛境 漏  无漏     非漏非无漏  

4. 圆入别三谛境 漏  无漏    一切法趣非漏非无漏  

5. 圆教三谛境一切法趣漏   一切法趣无漏  一切法趣非漏非无漏 
                 

 相应于这五种三谛境的五种三智之表解如下： 
空智 (声闻智)  假智 (菩萨智)  中智 (佛智) 

1. 别入通三智： 一切智           道种智    一切种智 -- 中智入空智（但异空而已） 

2. 圆入通三智： 一切智           道种智    一切种智 -- 如来藏智入空智（不空，具一切法） 

3. 别三智        ： 一切智           道种智   一切种智 -- 中智对空智、道种智（非空非假，但理而已） 

4. 圆入别三智： 一切智           道种智   一切种智 -- 如来藏智入中智（即空即假，具足佛法） 

5. 圆三智       ：   空智  假智            中智 

                                    
即假即中        即空即假即中    即空即假 

            具足佛法            具足佛法     具足佛法 

 

5．最后，大师指出，对一谛境明智乃指一实谛境为如实智所照。智者云，

如实智纯照一实相境，故为最究竟圆满之智，总摄一切智也。 

 如果说，通过“智照境”的论述，划分为四组的二十智被赋予了具体的内

容，分别与四教相应，那么，大师又通过上述的“对境明智”，进一步将四组智分

别赋予了与其所照境相符的名字，使各智之名实相符，见各智之名而知其所契之

境，这使境与智之间不可分离的逻辑关系得到了彰显。也就是说， 

（1）契入四种十二因缘境的智慧分别是思议生灭十二因缘智、思议不生灭

十二因缘智、不思议生灭十二因缘智以及不思议不生不灭十二因缘智。 

（2）契入四种四谛境的智慧一定是生灭四谛智、无生灭四谛智、无量四谛

智以及无作四谛智。 

（3）契入七种二谛境的智慧必是析法权实二智（藏教二谛境）、体法二智

（通教二谛境）、体法含中二智（别入通二谛境）、体法显中二智（圆入通

二谛境）、别二智（别教二谛境）、别含圆二智（圆入通二谛境）以及圆二

智（圆教二谛境）。 

（4）契入五种三谛境的必然是别入通三智、圆入通三智、别三智、圆入别

三智以及圆三智。 

（5）契入一实谛境的则必是如实智无疑。 

概而言之，智顗首先举出二十类智慧，代表着对真理不同程度的认知，这些

种类的智慧乃是由不同的实践导致的，故其所彰显的真理之境亦有深浅。显然，智

慧介于真理与实践之间，起到了桥梁的作用。真理和智慧的关系是，真理非智慧不

显，智慧非真理不融。智慧和实践的关系在于，实践之行必靠智慧指导，智慧由实

践获得。作为宗教修行的一个环节，智慧之重要性以及其与真理、实践之不可或离

的关系也就显而易见了。此二十类智可划分为四组，分别代表藏、通、别、圆四教

契入真理的四种智慧。世智、五停心四念处智、四善根智、四果智、支佛智、六度

智以及三藏佛智等七智为藏教智。通教方便(体法)声闻智、通教(体法)支佛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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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菩萨入真方便智、通教出假菩萨智以及通教佛智等五智属通教智。别教十信智、

别教三十心智、十地智以及别教佛智等四智是别教智。圆教五品弟子智、六根清净

智、初住至等觉智以及妙觉佛智等四智乃属圆教智。 

从这个归属体系里，智者大师的判教体系又得到了进一步的阐明。（1）就

三藏教而言，其智的特色是析法入空。尽管三乘人共秉一种教法，但从七种智中仍

可看到各乘之智的不同。除了世智乃人天乘智，执著假有为实有外，五停心四念处

智、四善根智和四果智乃是声闻乘之智，通过修四谛观去析法入空。支佛智是缘觉

乘之智，通过修十二因缘观去析法入空。而六度智则是菩萨乘之智，通过修六度万

行去析法入空。（2）就通教而言，其智的特色是体法入空。通教方便(体法)声闻

智属声闻乘，通教(体法)支佛智属缘觉乘，通教菩萨入真方便智和通教出假菩萨智

则属菩萨乘。通教三乘智的区别体现在，体法入空对声闻乘来说是方便智，对缘觉

乘来说是正智，而对菩萨乘来说亦是方便智。然而，在属于菩萨乘之智中，又有不

同。通教菩萨入真方便智是在通教中加入了别教的教义，在证空的基础上观不空。

通教出假菩萨智则接入了圆教之法，以不空观为出假利生的契机。（3）就别教而

言，别教智的特色是修历别之中道观，分别破除对有和空的执著。别教十信智属别

教的初级入门法，修从假入空观而初获中道智，即以空观破除凡夫之假有。在别教

三十心智中，十住智修从假入空而证空谛，此中道智以空破有。十行智修从空入假

观，此中道智以不空观破对空谛之执著。十回向智修中道观，证诸法非空非假之中

道理，此类中道智超越两边，以破除对空或有的执著，纯属别教教法。十地智则是

圆入别之智，能将中道之理付诸济世利生的实践。此中道智乃在十地的每一个阶位

上各断一品无明。（4）圆教智则是最上之智，居高临下，非其它三教之智所可比

拟，其特色为中道之圆融三谛观。别教和圆教虽都以中道为教义，但别教中道空、

假、中三谛隔历，行者须逐级修观，始达中道之理。圆教的优越性表现在其三谛三

观之圆融。五品弟子智虽属圆教初阶，但已能一心而观诸法即空、即假、即中，并

开始自利利他。六根清净智则不仅圆解三谛，力修圆行，且证入圆位。也就是说，

六根清净即是圆教铁轮十信位，其果位相当于别教三十心：十住、十行、十回向。

而初住至等觉智则在四十个阶位上以中道智各破一品无明。其断无明的程度显然要

比别教智更为彻底。 

所以，在智顗的判教体系里，属于藏、通、别三教所证的真理之境为权为

粗，而圆教之境则是实是妙。相应的，前三教之智亦相对是权，圆教佛智最胜无

上。这从四教佛智之代表四教四佛就已见端倪，从三藏佛智至圆教佛智是一个逐级

递升的关系，故四佛所现之身亦逐渐优胜，其所居之佛土亦渐至完美。三藏佛所现

乃佛之劣应身，住四佛土中的最初一级“凡圣同居土”。通教佛示现带劣胜应身，

住于四佛土中的第二级“方便有余土”。别教佛所示现的乃圆满报身，住于四佛土

中的第三级“实报无障碍土”。圆教佛示现了最圆满之法身，住于最优胜之佛土

“常寂光土”。79为了使智顗这一逐级递升的智慧体系一目了然，兹总表解如下： 
 

                                                   
79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中曾详述十法界众生所居之不同国土，谓“十种所居通称国土世间者。

地狱依赤铁住。畜生依地水空住。修罗依海畔海底住。人依地住。天依宫殿住。六度菩萨同人依地

住。通教菩萨惑未尽同人天依住。断惑尽者依方便土住。别圆菩萨惑未尽者。同人天方便等住。断

惑尽者依实报土住。如来依常寂光土住。”见《摩诃止观》，《大正藏》册 46，页 53上。 

Generated by Foxit PDF Creator © Foxit Software
http://www.foxitsoftware.com   For evaluation only.



 29

世智 五停心四念处智 四善根智 四果智  支佛智  六度智 
  
  
 
 (凡夫所执著之有智) (三藏声闻乘析法入空智)(三藏缘觉乘析法入空智) (三藏菩萨乘析法入空智) 
  
  

三藏佛智  
         

                       三藏佛 (现劣应身，住凡圣同居土) 

 
通教方便(体法)声闻智        通教(体法)支佛智      通教菩萨入真方便智        通教出假菩萨智      
                           
       
 
通教声闻、缘觉二乘体法入空智                 通接别之不空智            通接圆之不空出假智 
 
 
 
 
                通教佛智 
      
 
     通教佛（现带劣胜应身，住方便有余土） 

 
 
别教十信智    别教三十心智     十地智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从假入空观   从假入空而证空谛（破有执）从空入假观（破空执）中道观非空非假 中道智 

                        (离两边证中道理)      (破无明) 
 
 
 

别教佛智 
                      
        
             别教佛 (现圆满报身，住实报无障碍土) 
       
 
 
圆教五品弟子智          六根清净智   初住至等觉智           
 
 
 
修一心三观之圆融中道  实践中道，证入圆位  中道智，破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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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觉佛智 
 
 
 

    圆教佛（现圆满法身，住常寂光土） 

 

为了要证明智慧的作用是彰显真理之境，大师在总结出了佛教修行证果的二

十类智慧后，又进一步从“智照境”的角度来具体阐明二十类智慧是如何照了诸境

的。这就使各类智慧有了具体的内容。基于此，大师更“对境明智”，说明四教之

不同的境界是由于众生四种不同的智慧所致。若联系四种四谛来说，下根器者所具

之智为生灭四谛智，故证入三藏生灭四谛境。中根器者具无生灭四谛智，其所证入

之境即为通教之无生灭四谛。上根器者具无量四谛智，而其所证乃是别教之无量四

谛境。上上根器者所具为无作四谛智，故其证入的境界即为圆教的无作四谛境。通

过如此之对境论智，各类智慧即被赋予了与其所证入之境相符的名字，何智证入何

境一目了然。计有四种十二因缘智、四种四谛智、七番二智、五种三智以及一实

智。如此融会贯通的智慧体系，实乃智者大师对一代佛教精心领会，从整体上加以

把握，全盘消化吸收的结果，是大师对来自印度的佛教创造性的发展。 

四、获得智慧的实践之行 

在论述了真理之境和智慧之妙后，智顗又进一步讨论了修学体系的第三步—

—实践之行。因为行人只有力行实践，才能获得智慧，从而证入真理。同时，如其

是用教判体系藏、通、别、圆四教来统贯其真理及智慧理论那样，智顗的实践体系

亦是由四教来统摄的。也就是说，佛教实践可分为四个层次，分别由四教来代表。 
 
（一）佛教修行的四个层次 

1、第一，智顗认为，三藏教之实践是由下智来导行的，可以由三种行来概

括之。 

（1）一行是摄万念于一心而获至涅槃。智顗界定“一行”为：“以不放逸

心历一切法，谓三界六尘皆不放逸，得至涅槃。” 80 

（2）二行指修止和修观。智者解释说，修止能休息诸恶，而使戒律不失，

成诸功德。修观则能如实知晓苦、集、灭、道四谛之义，因而断除轮回之

苦。 

（3）三行即指戒、定、慧三学。智者谓此三学是出世梯蹬，佛法仪轨，其

解和行两个方面乃尽摄一切佛法。 

2、第二，智者总结通教之实践属中智导行，是观一切法皆如梦如幻，以空

幻不实观来破除对有的执著，更进一步破除对空的执著。故云：“一切法皆一相，

此以一相破异相，复以无相破一相，无相亦自灭。”81 

                                                   
80 《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15 下。 
81 同上，页 71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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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别教之实践是以囊括无量法门为其特色。具体来说，每一行皆是

各自独立的，其中任何一种法门皆能破除无明，得证一定的果位，属上智导行：

“是一一行皆破无明，入深境界。”82虽然如此，别教所修之各个法门互不相关，

不能含摄其它的法门，故不能臻于圆满的境界。 

 4、第四，智顗阐述圆教之实践特色为每一行即代表无量行。行者只要掌握

一种法门，就是掌握一切法门。这是由于圆教之教义本身是圆融无碍的。法法相

通，相即相融，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此属上上智导行。智者将圆教的实践法门总

结出十种。 

（1）一行即是修一行三昧，心常寂静，而令无明颠倒，永不生起：“系缘法

界，一念法界，一切无明颠倒，永寂如空。”83 

（2）二行指的是修止和修观。 

（3）三行即指闻、思、修之修行，亦即教、行、证。三行亦可指戒、定、

慧。 

（4）四行则指四念处之修行。84 

（5）五行是指无常、苦、空、无我、寂灭等五义的五门禅。 

（6）六行即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等六度万行。 

（7）七行是指时节善、义善、语善、独一善、圆满善、清净调柔善、无缘

慈善等圆顿大乘所具足之七善。 

（8）八行指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等八

正道。 

（9）九行指的是自性禅、一切禅、难禅、一切门禅、善人禅、一切行禅、

除烦恼禅、此世他世乐禅、清净净禅等九种大禅。85 

（10）十行则是指阴入境、烦恼境、病患境、业相境、魔事境、禅定境、诸

见境、慢境、二乘境、菩萨境等十境，或谓十乘观法。86 

兹表解四教之诸行如下： 

        1. 一行不放逸心 

三藏增数行| 2. 增二数 修止、修观 

      3. 增三数 戒、定、慧 

通教增数行 一切法皆一相 

别教增数行 一一行皆破无明 

       1. 一行三昧 

      | 2. 止、观 

      | 3. 闻、思、修 (戒、定、慧) 

      | 4. 四念处 

      | 5. 五门禅 

                                                   
82 同上，页 716 中。 
83 同上。 
84四念处指修四观以除四倒，即观身不净以治由色而起之净倒；观受是苦以治由受而起之乐倒；观 

心无常以治由想、行所起之我倒；观法无我以治由识而起之常倒。 
85 有关九种大禅的解释，请详见智顗《法界次第初门》，《大正藏》册 46，页 688 中--689 中。 
86 有关十乘观法，详见《摩诃止观》，《大正藏》册 46，页 51 下－14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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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教增数行 | 6. 六波罗蜜 

      | 7. 七善法 

      | 8. 八正道 

      | 9. 九种大禅 

                 10. 十境 (十乘观法) 
 

在阐明了诸教之行后，智顗所要着重陈述的是别教五行和圆教五行，尤其以

别教五行为重点，以其颇具代表性，乃能涵盖整个佛教实践体系故。 
 

（二）别教之五行 

 智者所列之别教五行包括：圣行、梵行、天行、婴儿行以及病行。87 
 

A、圣行 

别教圣行指的是戒圣行、定圣行和慧圣行。 其表解如下： 
    戒圣行自行五戒、护他十戒 

A. 圣行      定圣行世间禅、出世间禅、出世间上上禅 

    慧圣行四种四谛慧 生灭四谛慧 

       无生灭四谛慧 

       无量四谛慧 

        无作四谛慧：二十五三昧破二十五有 

B. 梵行    

C. 天行    

D. 婴儿行 

E. 病行   

1．戒圣行88 

                                                   
87 此五行之名源于《大般涅槃经·圣行品》，见《大正藏》册 12，页 673 中。 
88公认的汉文菩萨戒经计有六种：《菩萨璎珞本业经》，《梵网经》菩萨戒本，《瑜伽师地论》菩

萨地、戒品，《菩萨地持经》戒本，《菩萨善戒经》戒本以及《优婆塞戒经》戒本。有关菩萨戒的

研究，请参见释圣严：《菩萨戒指要》，台北东初出版社，1996。有关中国戒律学的研究，请参见

释圣严：《戒律学纲要》，台北东初出版社，1996，第十二版；劳政武：《佛教戒律学》，北京宗

教文化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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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智顗根据《大般涅槃经》中提到的戒律之名，将戒圣行分为两组，谓自

行五戒和护他十戒。并解释这两组纪律如下： 

（1）自行五戒是行者为自度所守的戒律，是智顗对佛教戒律所做的总结和规

范，包括了大、小乘修行之戒法。89 

i.具足根本业清净戒。智者解释此戒为：“根本者，十善性戒，戒众根本。为无

漏心持，故言清静。”90 

ii.前後眷属余清净戒。“前眷属”指的是行者所受之戒，如“偷兰遮”一类的

戒。“後眷属”是行者自己在受戒后修行所得之戒。91“余戒”指的是不包括

在《律藏》中的载于《大方等陀罗尼经》中的菩萨二十四戒。92 

iii.非诸恶觉觉清净戒即指定共戒，是行者修定时所得之戒。当行者入定时，自

然能够收伏身心，欲念不起，无复诸恶也。故智者云：“定是静摄。入定之时

自然调善，防止诸恶也。”93 

iv.护持正念念清净戒。这指的是道共戒，是修习四念处所得之戒。因其发真

（即发起自己本有之真性）后防非止恶，自然不会再犯戒。故智者曰：“道是

能通，发真以后自无毁犯。初果耕地，虫离四寸，道共力也。”94智者强调，

定共戒和道共戒皆是根本摄善法戒，因其不从师授，从道心中发得此戒，可以

不复起恶，永无罪恶。 

v．回向具足无上道戒。智者称此戒为大乘戒，因其具四弘誓愿95以及六度万

行。菩萨修行非只为自度，更为了度众生离苦得乐，起大菩提心故耳。如智者

所说：“菩萨于诸戒中，具四弘、六度，发愿要心，回向菩提，故名大乘

戒。”96 

以上第一、第二种戒律是为戒律仪，主要是为了防止行者造身、口之恶也。正

如智者说：“律是遮止，仪是形仪，能止形上诸恶。故称戒。”97故此二种戒可谓

已经包含了诸小乘戒。第三种戒为修定所得。第四种戒为修观而得正理念的结果。

第五种则是具大乘根器的菩萨所持之戒，由行四弘誓愿和六度万行而成此戒。以上

五戒可说遍摄了佛教中各个种类的戒，并由此自行五支而引申出以下的护他十戒。 

（2）护他十戒是为利他人所守之戒。98也就是说，菩萨在修了自行五戒后,又

更发愿，愿一切众生得此十戒，为防护众生故也。99智者解释云：“从根本、眷属

                                                   
89智顗对戒律的具体论述可详见《菩萨戒义疏》，《大正藏》册 40，页 563 上－580上。有关智者

著作中戒体论的研究，可参见陈英善：“天台智者的戒体论与《菩萨戒义疏》”，《佛学研究中心

学报第五期》，2000，页 113－133。 
90 《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16 下。 
91 见同上，页 717 上。 
92 见《大正藏》册 21，页 645下－646 中。 
93 见《菩萨戒义疏》，《大正藏》册 40，页 563 中。 
94 同上。 
95四弘誓愿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四弘誓愿

亦可是：未度者令度，未解者令解，未安者令安，未得涅槃者令得涅槃。 
96见《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17 上。 
97 见《菩萨戒义疏》，《大正藏》册 40，页 563 中。 
98智顗所列之十戒应是从《大智度论》（见《大正藏》册 25，页 225 下－226 上）和《大般涅槃

经》（见《大正藏》册 12，页 675 上）而来。 
99 见《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1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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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支出禁戒、清净戒、善戒。……从非恶觉觉清净戒开出不缺戒。……从护持正念

念清净戒，开出不析戒。……从回向具足无上道戒，开出大乘、不退、随顺、毕

竟、具足波罗蜜戒。”100 

①护持禁戒是行者在授戒仪式中所受之戒。 

②清净戒指严格持守禁戒而不再造恶，故名清净。因是消极制止恶业之善， 

故曰止善。 

③善戒则指积极修行善业之善，故曰行善。 

④不缺戒指的是菩萨进一步得甚深禅定后即能于事行无缺，101又能于性行102 

无缺，故名不缺戒。 

⑤不析戒即道共戒。因菩萨是体认诸法本空而证入空性，而非通过拆析诸法 

因缘和合而成而达空境，故称不析。不析亦可释为戒品牢固，不可破析也。 

⑥大乘戒是菩萨之戒，因菩萨即自度，亦度人。即严持性重戒，103又严持息 

世讥嫌戒。104智者解释说，因菩萨具持两种戒，故名大乘戒。 

⑦不退戒亦是菩萨之戒。菩萨善巧方便，即使于非法之处，亦可度人，而 

于禁戒之持守，无有退失。故名不退戒。 

⑧随顺戒指菩萨能随顺众生不同的根基而以方便法门度众：“随顺机宜，随顺

道理，故名随顺戒。”105 

⑨毕竟戒指的是菩萨之契入究竟实相真理：“竖究竟无上之法。”106 

⑩具足诸波罗蜜戒指的是菩萨之修行圆满无碍，遍十法界而无有缺失：“横一

切圆满，无法不备。”107 

此两组戒的表解如下： 

                    1. 具足根本业清静戒 

     自      |  2. 前后眷属余清静戒 

   戒     |  行 |      |  3. 非诸恶觉觉清静戒 

   圣   |       ||  五 |  |  4. 护持正念念清静戒 

        |     |       |     戒       5. 回向具足无上道戒  
        |     |       |  
        | |       |               1. 护持禁戒               

        |     | 圣  |   护   |  2. 清静戒  |藏教 

        |     |       |     |         | |  3. 善戒  | 

                                                   
100 见同上。 
101事行指菩萨有四种事行，能令菩萨修得陀罗尼法（即一种记忆术）：一、身常恭谨；二、言常至

诚；三、意常柔顺；四、善权方便。 
102性行指菩萨有四种性行。一、自性行。诸菩萨本性贤良质直，敬爱父母师长，行种种善。二、愿

性行。诸菩萨如是发愿，我于何时当得作佛，而十号具足。三、顺性行。诸菩萨随顺行六波罗蜜。

四、转性行。谓诸菩萨应如释尊供养燃灯佛。以此因缘而得读颂经典，转凡成圣。 
103性重戒即四重禁戒，是为自求佛道所持之戒。《大般涅槃经》中提到性重戒（见《大正藏》册

12，页 674 中）。 
104 息世讥嫌戒是为化众生所持之戒。《大般涅槃经》中提到息世讥嫌戒（见同上）。 
105 《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17中。 
106 同上。 
107 同上。 

Generated by Foxit PDF Creator © Foxit Software
http://www.foxitsoftware.com   For evaluation only.



 35

   行  |       |     |  他   | |  4. 不缺戒                 

  |       |     |         | |  5. 不析戒  通教 

  |       |     |         | |  6. 大乘戒   

 行       |  十   | |  7. 不退戒  别教兼通教 

    |         | |  8. 随顺戒    

     戒   |  9. 毕竟戒   |圆教 

               10. 具足诸波罗蜜戒  

 概而言之，大乘菩萨戒的总纲可由“三聚净戒”涵摄之。“三聚净戒”指的

是：摄律仪戒、摄善法戒以及饶益有情戒。108而智顗的“自行五戒”和“护他十

戒”的内容正是循着这三大纲领而铺展的。“自行五戒”中的第一、二戒“具足根

本业清静戒”和“前后眷属余清静戒”以防非止恶为目的，故属摄律仪戒，第三、

四戒“非诸恶觉觉清静戒”和“护持正念念清静戒”为道、定共，是止恶后而生

善，故属摄善法戒。第五戒“回向具足无上道戒”以利益他人为宗旨，应属饶益有

情戒。由此可以推出“护他十戒”中各戒的属性。“护持禁戒”、“清静戒”以及

“善戒”属摄律仪戒，“不缺戒”和“不析戒”属摄善法戒，“大乘戒”、“不退

戒”、“随顺戒”、“毕竟戒”以及“具足诸波罗蜜戒”属饶益有情戒。 

智者认为上述十戒有深浅之分，故因判其粗妙。第一至第四戒属三藏摄，第

五戒属通教摄，第六至第七戒属别教摄，但亦兼于通教。因通教中亦有出假（认识

到诸法假有的一面而入世度众）菩萨，以度人为己任。最后三种戒则属圆教摄。就

随顺戒而言，智者曰：“不起灭定，现诸威仪，不舍道法，现凡夫事，故名随

顺。”109就毕竟戒而言，智者强调：“唯佛一人具净戒，余人皆名污戒者，故名毕

竟戒。”110就具足诸波罗蜜戒而言，智者指出：“戒是法界，具一切佛法、众生

法，到尸彼岸，故名具足波罗蜜戒。”111根据智者的判教体系，属于藏、通、别三

教之戒为粗，而属于圆教之戒则为妙。 

 
2、定圣行 

第二种别教圣行指的是定圣行，包括世间禅，出世间禅，和出世间上上禅。

智者对此三禅作了如下之详细的论述。 

（1）世间禅包括了两组禅，谓根本味禅：隐没、有垢、无记及根本净禅：

不隐没、无垢、有记。 

i.关于根本味禅：隐没、有垢、无记，智者解释道，根本味禅属初发禅，行

者对每一地的禅定觉受都会起贪著心。所谓“根本”，即是“世、出世法之

根本也。”112禅定为修行成就的根本方法。“隐没”意为行者尚未证得，有

定而无慧。故智者称此种禅定为暗证无观慧。“有垢”意为行者在每一地皆

生喜乐不舍之情，所谓“地地生爱味”也。“无记”指此禅定所现之境暧昧

                                                   
108

详见释圣严：《菩萨戒指要》，页 37，及其“从三聚净戒论菩萨戒的时空效应”，中华佛学学

报，第 6 期, 1993, 页 1－30。 
109《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17 下。 
110 同上。 
111 同上。 
112 同上，页 71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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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根本味禅”指的是十二门禅113，而十二门禅有三组禅定。其一为四

禅，114其二为四等，115其三为四空定。116 

ii．根本净禅：不隐没、无垢、有记是世间禅中的第二组禅。“根本净禅”

与上述“根本味禅”相反。“不隐没”意为行者有所证得。“无垢”意为行

者对每一地禅定之体验无所恋著。“有记”指禅定之境清晰。“根本净禅”

包括三组禅定。其一是六妙门，117其二是十六特胜，118其三是通明禅。119 

其一，就六妙门而言，智者解释说，六妙门是为慧性多的行人而设，“涅槃

是妙，此六能通，故言六妙门。”既然每一门皆能互融互入，故于欲界即能

断三界生死之苦果：“此一一门，于欲界中即能发无漏。”120“数”门指的

是修数息法，行人数息以摄心，不令驰散。“随”门是对治数粗，随息出入

而不加功力。“止”门修习止念。“观”门修习观慧以破颠倒见。智顗分观

慧为三种。一曰，以慧观观真。真者，谓一切诸法皆无自性。二曰，假想

观。谓诸法假有。三曰，实观。谓诸法之真实相貌为即空即假。“还”门意

为，当行者善于破析诸法之无自性后，反本还源，更观四谛、十二因缘以及

中道正观，以慧观而入涅槃。“净”门是行人对诸法实相的证悟，体识一切

诸法本性清净。121 

其二是十六特胜，智者称此是佛为定性多的行人而设，与四念处紧密相关。

从“身念处”而有知息入、知息出、知息长短以及知息遍身。从“受念处”

而有除诸身行、受喜、受乐以及受诸心行。由“心念处”而有心作喜、心作

摄、心作解脱以及观无常。从“法念处”而有观出散、观离欲、观灭以及观

弃舍。 

其三是通明禅，乃是为具定慧性之人而设。此禅观慧深细，故行人于十地中

任何一地皆能发无漏。122通明禅有两个方面的修行：一曰修相，二曰修证。

                                                   
113 十二门禅是在《菩萨璎珞本业经》中提到的。见《大正藏》册 24，页 1015上。 
114四禅属色界定。初禅指舍离欲界之恶不善法，而感受到脱离欲界之喜乐，但仍有寻、伺的粗、细

分别之心理活动，尚须加以对治。到二禅时，寻、伺已断灭，形成信根，称为内等净，由此所得之

喜乐，乃对此禅定之感受，故称定生喜乐。三禅舍去二禅之喜乐，住于非苦非乐之“行舍”境地，

以正念、正知继续修习而产生离喜妙乐。四禅舍三禅之妙乐，称为舍清净，唯念修养功德，称为念

清净，由此得非苦非乐之感受。《佛光大辞典》第 1846 页。 
115 四等指四无量心慈、悲、喜、舍的修行。 
116 四空定指无色界的四种禅定，包括空无边处、识无边处、无所有处以及非想非非想处。 
117智者大师的止观体系包括不定止观、渐次止观、圆顿止观。六妙门系不定止观。有关六妙法门，

详见《大正藏》册 46，页 549－555。 
118十六特胜是数息观中最为殊胜之十六种观法，计有：知息入、知息出、知息长短、知息遍身、、

除诸身行、受喜、受乐、受诸心行、心作喜、心作摄、心作解脱、观无常、观出散、观离欲、观

灭、观弃舍。详细的解释，参见《法界次第初门》，《大正藏》册 46，页 673 下－674 下。 
119通明禅指阿罗汉等圣者于修四禅定、四无色定、灭尽定等九次第定时，观息、色、心三事之禅

法。又作通明观禅、通明观。修此禅定时，必通观息、色、心三事而彻见无碍，故称通明。又能得

六通、三明，故称通明。其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空处定、识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有想非无

想处、灭尽定等皆有修证之相。有关通明禅的进一步解释，详见《法界次第初门》，《大正藏》册

46，页 674 下－675中。 
120 《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18下。 
121 参见《六妙门》，《大正藏》册 46，页 549－555。 
122参见《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1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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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相即是谛观出入息无有自性，继而观此息所依赖之身亦无有自性。观身由

地、水、火、风四大组成，而身之所倚由心，心亦空无自性，心由缘起，生

灭迅速故。至于修证，智者认为行人能内证空谛，亦能于身、色、息了了分

明，了知世间天文地理与身相应，并能具三界禅定，破惑发真，得三乘涅

槃。123 

（2）第二组是出世间禅，包括四组禅：观、练、熏、修。智者之具体论述

如下： 

i.观禅即是用九想、八背舍、八胜处以及十一切处等观法，观于不净境也。 

智者指出，九想观法能除世间贪爱，破六种欲。死想破威仪、言语两欲。胀

想、坏想、啖想破形貌欲。血涂想、青瘀想、、脓烂想破色欲。骨想、烧想

破细滑欲。124所谓八背舍，125智者解释背舍曰：“背净洁五欲，舍离著心，

故名背舍。”126至于八胜处127，比之前两种观法，更深更细。智者言，“初

两胜处位在初禅；三、四两胜处位在二禅；后四胜处位在四禅。”128十一切

处观法更进一步观现象世界的十种要素，谓八色两心。八色指青、黄、赤、

白、地、水、火、风。两心指空和识。129 

ii.练禅指用九次第定130来顺次锻炼，不令出入禅定中间杂有异念。   

iii.熏禅指用狮子奋迅三昧131使禅定熏熟自在，因前九次第定但能次第无间

入，而未得次第无间出。故更修狮子奋迅，方得次第无间出，得顺逆自在出

入。132    

iv.至于修禅，智者言此禅超越三昧，不但得次第无间出入，更得远近超越

自在出入。“是禅功德最深，故名顶禅，于诸法门，自在出入云云。”133 

                                                   
123 参见同上，页 719 中。 
124参见同上。九想最初是在《大智度论》中提到的（见《大正藏》册 25，页 218 上、下。智者大师

在《法界次第初门》中亦有详细的解释（见《大正藏》册 46，页 675 中、下）。 
125八背舍又称八解脱，谓依八种定力而舍却对色与无色之贪欲，即：内有色相外观色，内无色相外

观色，净背舍身作证，空无边处解脱，识无边处解脱，无所有处解脱，非想非非想处解脱，灭受想

定身作证具足住或是灭尽定。有关八解脱的解释，详见《法界次第初门》，《大正藏》册 46，页

676 下－677 中。 
126 见《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19 中。 
127八胜处即观欲界之色与相，制伏之而去除贪心之八阶段。即：内有色想外观色少、内有色想外观

色多、内无色想外观色少、内无色相外观色多、青胜处、黄胜处、赤胜处、白胜处。有关八胜处的

解释，详见《法界次第初门》，《大正藏》册 46，页 677 中、下。 
128《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19 下。 
129有关十一切处的解释，详见《法界次第初门》，《大正藏》册 46，页 677下－678 上。 
130九次第定意为次第无间所修之九种定。以不杂他心，依次自一定入于他定，故称次第定。有初禅

次第定、二禅次第定、三禅次第定、四禅次第定、空处次第定、识处次第定、无所有处次第定、非

想非非想处次第定、灭受想次第定。有关九次第定之解释，详见《法界次第初门》，《大正藏》册

46，页 678 下－679上。 
131狮子奋迅三昧指行者能迅捷无间地出入三昧，并速除无明之惑。详见《法界次第初门》，《大正

藏》册 46，页 679 中、下。 
132 见《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19 下－720上。 
133 见同上，页 72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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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组为出世间上上禅。即九种大禅，是菩萨所修之九种禅定，其所

证之境最高。134智者云：“此九大禅皆是法界。一切趣禅，造境即真，一色一香，

无非中道。”135 

 兹表解定圣行如下：           
                              

                                           四禅 

定                         1. 根本味禅隐没、有垢、无记  十二门禅| 四等  

     |        1.世间禅 |                 四空定 

     |   |             2. 根本净禅不隐没、无垢、有记  六妙门 

     |   |                                          | 十六特胜 

圣 |    |                        1. 九想                             通明 

     |       |                          1. 观 --    | 2. 八背舍 

     |       | 2.出世间禅--  |                 | 3. 八胜处 

     |  |                 |             4. 十一切处 

行  |                 | 2. 练  九次第定 

  |                 | 3. 熏  狮子奋迅三昧 

  |                  4. 修  顶禅 

  3.出世间上上禅--九种大禅 
 

3．慧圣行 

第三种菩萨圣行为慧圣行，具体而言，即指四种四谛慧：生灭四谛慧、无生

灭四谛慧、无量四谛慧以及无作四谛慧。一一谛与四教相应。根据智者的判教体

系，此四谛慧是四教人对四谛不同的理解所至。生灭四谛慧属三藏教义，无生灭四

谛是通教教义，无量四谛慧是别教教义，而无作四谛慧则属圆教教义。分而言之，

四种四谛慧分属四教；总而言之，别教菩萨之无量行其实是遍历这四种四谛慧行

的。 

（1）就生灭四谛慧而言，苦谛慧是观诸有苦相，集谛慧是深观世间因果，

不净过患，只求善因，不造恶业。道谛慧即指通过观慧而破除世间颠倒之见。观诸

有不净、诸受是苦、诸行和合、诸心生灭而破净颠倒、乐颠倒、我颠倒、常颠倒。

灭谛慧指的是破诸颠倒见后即是寂灭相。智者曰：“倒不起则业不起；业不起即因

不起；因不起故果不起，是名寂灭相。”136 

（2）就无生灭四谛慧而言，苦谛慧即是观色（物质）性自空，非色灭后方

空。因诸有皆如幻如化，“色性自空，非色灭空。如镜中像，无有真实。”137了知

苦本身亦虚幻不实，此乃苦之真谛也。集谛慧即是知苦之因本身由心而起，有心故

生一切爱见等，而心如幻化，故一切爱见亦与虚空等。道谛慧是说，既然苦及苦因

                                                   
134 九种大禅指自性禅、一切禅、难禅、一切门禅、善人禅、一切行禅、除烦恼禅、此世他世乐禅

以及清净净禅。 
135 《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20中、下。 
136 同上，页 720 下。 
137 同上，页 72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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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如幻化，那么，断惑证真之修行亦如幻化，是名道谛慧。灭谛慧是说，法之生灭

即虚幻不实，故法本不生，亦无所谓灭。此无生灭之慧即是灭谛慧。 

（3）就无量四谛慧而言，智者指出，此是菩萨出假之慧。菩萨虽已证悟了

空性，但为度众生故，而分别诸法之差别，观苦、集、灭、道四谛有无量相。菩萨

知十法界有假、实的差别，假故苦，实为乐，名苦谛慧。“遍知五住烦恼138不同，

名集谛慧；遍解半、满、正、助139等行，名道谛慧；解半、满（正、助）十六门，

诸灭门不同，是灭谛慧。”140智者认为，菩萨之智慧所以有各种法门，种种差别，

是因为“菩萨作大医王，须解诊种种脉，识种种病，精种种药，得种种差。约此起

种种慈悲，行种种行，诸度道品，成种种众生，净种种佛土。”141 

（4）无作四谛慧是圆教人对四谛的理解，体认诸法自性实无差别，诸法实

相，一色一香无非中道。智者曰，以此慧解四谛，道、灭即苦、集；苦、集即道、

灭。四谛之差别源于误将菩提当成烦恼，涅槃当成轮回。是众生之无明造成了苦

因。因为有苦，才有追求离苦得乐之行。若行人了知烦恼即菩提，轮回即涅槃，那

么，亦无需乎道、灭二谛，以离苦得乐为目的，也无所谓苦、集二谛为苦及苦因

了。四谛实无四也。智者如是强调：“四既非四，无量亦非无量。无量既非无量，

则假非假，假非假故，则空非空。何但即空非空，亦即假非假。”142也就是说，无

作四谛慧能令人契入如如无分别的诸法实相。所谓四，乃是分别所致，故四实非

四。智者由此推出无量四谛亦非无量相，一如实谛故。无量四谛相源于菩萨虽观诸

法本空，但更看到其假有的一面。根据智者的理论，客观现实是即空即假，亦是非

空非假之中道实相，在此一如实相的前提下，无量之相不能成立，用空或假的观点

来阐述真理都是有所偏颇的。也就是说，任何言语都不能完全表达事物的真实属

性。诸法之真如实性即不生亦不灭，非言语和思想所能企及的。 

智顗指出，修此无作四谛慧，即得住于无所畏地，即菩萨十地中之初地“欢

喜地”，可自度度人。他更进一步强调说：“得入此地，具二十五三昧，破二十五

有，显二十五有我性。143我性即实性，实性即佛性。144这就是说，菩萨住于初地

时，能于二十五三昧中，破二十五有，即自利，同时也利他，以使自身佛性以及众

生佛行皆得显现。智者认为，佛性之显现的特征即是常、乐、我、净，因此曰：

“破二十五有，则无烦恼，是净德；破二十五有，果故无苦，是常德；得二十五三

昧是乐；见二十五我性是我，四德宛然矣。”145下面便是智者对这一菩萨行的具

体描述。 

                                                   
138 五住烦恼指见一处住地、欲爱住地、色爱住地、有爱住地以及无明住地。 
139“半”指藏、通、别教之教义，因其不是直接揭示中道实相故。“满”指圆教之教义，因其将佛

普度众生、皆令成佛之本怀揭示无余。“正”指就藏、通、别、圆各别而言，各自都为正。“助”

指就修行逐级递进的层次而言，藏教有助于通教，通教有助于别教，别教又有助于圆教。参见李志

夫编著《妙法莲花经玄义研究》，上册，页 471。 
140《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21 上。 
141 同上。 
142 同上，页 721 中。 
143二十五三昧之名及二十五三昧破二十五有源自《涅槃经》，见《大正藏》册 12，页 448 中、下。 
144 《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21下。 
145 同上，页 72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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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顗看来，二十五三昧是菩萨获证空、假、中三谛的途径。故二十五三昧

的成就是与空、假、中三谛紧密相连的。在智者佛学体系里，三谛是实相的代表，

诸法即空、即假、即中。所以，二十五三昧就被认为超越了其它种类的三昧，而被

称为王三昧。而其摧毁二十五有的功用更显示了其优越性。   

智顗解释二十五三昧含有四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超越诸有过患。因诸

有中各有见思、尘沙、无明三惑146及业相过幻，故十分有必要通过二十五三昧来破

除二十五有。其二，明本法功德。菩萨为破自身及他人等过幻，故发心修别教五

行，而成本法功德。其三，结行成三昧。菩萨即破三惑、业相而证于三谛，故其三

昧之修行圆满。其四，慈悲破有。菩萨自证后，又以其誓愿慈悲而令有缘者亦得

证，破诸有之患，而臻自度度他之宗旨。147此四项意义具体显现在以下智顗对每一

种三昧的解释上。148 

i.无垢三昧破地狱有。根据智者的解释，菩萨先见地狱积垢报重，谓恶业垢、

见思垢、尘沙垢以及无明垢。为破诸垢，而修圣行，因此而得无垢三昧。具体

而言，修戒圣行可破恶业垢，修定圣行可伏见思垢，修生灭、无生灭慧可破见

思垢，修无量慧可破尘沙垢，修无作慧可破无明垢。因破诸垢故，菩萨证得三

谛。菩萨在为自己破除了地狱诸垢的同时，又因其慈悲誓愿，随机应现，令他

人亦得无垢。智者曰：“若有善机，以持戒中，慈悲应之，令离苦得乐；有入

空机，以生、无生慧等，慈悲应之，令得真谛；有入假之机，以无量慧，慈悲

应之，令得俗谛；有入中机，以无作慧，慈悲应之，令得王三昧。”149 

ii.不退三昧破畜生有。智者解释畜生有的特点是退失善道，因其无惭愧心，有

恶业、见思、尘沙、无明故退。菩萨为破诸退，而修圣行，因此而得不退三

昧。修戒破恶业退，修禅定伏见思退，修生、无生慧破见思退，修无量慧破尘

沙退，修无作慧破无明退。菩萨破诸退而得诸不退，所谓得位不退、行不退以

及念不退，成真谛、俗谛、中道王三昧。与此同时，智者阐述到，菩萨以其慈

悲誓愿，非但自己得不退三昧，且冥熏法界，于彼畜生中，以三昧之力，应机

显化，令其亦能出苦得乐，证成三谛，而至不退也。 

iii.心乐三昧破饿鬼有。智者指出，饿鬼有的特征是饱受恶业苦、见思烦恼苦、

客尘暗障苦、无明根本苦。菩萨为破诸苦，修戒、定、慧圣行，而成无为心乐

三昧、多闻分别乐三昧以及常乐三昧。菩萨自身得乐的同时，又以本行慈悲，

冥熏法界，普施香乳，令畜生道众生得以饱满。并随缘度化，以四种四谛力，

令其亦能到无为彼岸，令游戏于五道，150令净于贪、嗔、痴三毒根，而成佛道

无疑。151  

                                                   
146智者将烦恼分为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见惑指迷于三世之道理，思惑指迷于现在之事象。见

思惑能招三界生死之果报，须用空观断除之。尘沙惑指迷于界内外恒沙尘法所起之惑障。因菩萨断

除见思惑后，易著于空观，而未能进一步了知众生之尘沙惑及对治之方法，故此惑能妨碍菩萨出假

利生，化度众生。此惑为菩萨所独有，须以假观破之。无明惑指于一切法无所明了，是迷于中道第

一义谛之烦恼，障覆中道之根本无明，为一切生死烦恼之根本，须用中道观除之。 
147见《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22 上。 
148有关智者对二十五三昧的详细解释，参见同上，页 722上－724 上。 
149见同上，页 722上、中。 
150 五道当指地狱、畜生、饿鬼、阿修罗以及人。 
151见《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2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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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欢喜三昧破阿修罗有。对于用欢喜三昧来破阿修罗有者，智者云：“修罗多

猜疑怖畏，故有恶业疑怖、见思疑怖、尘沙疑怖、无明疑怖。菩萨为破是诸疑

怖，而修诸行。” 152因破诸疑怖而自证成一切众生喜见三昧、空法喜三昧、喜王

三昧。另外，菩萨更以本诸行慈悲誓愿，冥熏法界，令应机者得以离诸疑怖。

此是以欢喜三昧对治疑怖也。 

v.日光三昧破弗婆提有。153因弗婆提位于东方，故与日光联系起来。智者将日光

用来譬喻智慧之光，能照除迷惑。智者描绘此弗婆提有的特征是有恶业暗、见

思暗、尘沙暗以及无明暗。菩萨为照此诸暗而修戒光、禅定流光、一切智光、

道种智光、一切种智光，154因此而成就一切智日光三昧，道种智日光三昧、一

切种智日光三昧。菩萨不但自破诸暗，还以本行誓愿，冥熏法界，应机示现说

法，令众生亦能破诸暗也。  

vi.月光三昧破衢耶尼有。因衢耶尼位于西方，故与月光相关。智者云，菩萨此

行与前日光三昧同。 

vii.热焰三昧破欝单越有。根据智者的解释，欝单越位于北方，北方冰结难销，

故非以热焰赫照，终不能治。热焰即喻为智慧之火焰，可化北天下人之冰执无

我，因其所谓的无我犹有自性人我、法我、真如我。菩萨为破诸我，修四种四

谛慧，而得人空、法空、真如空，并成真谛智焰、俗谛智焰、中道智焰。菩萨

非但自度，还以本慈悲，冥熏法界，随缘度化。令此北方众生亦免除妄计无

我、性我、法我以及真如我。 

viii.如幻三昧破阎浮提有。智者指出，阎浮提位于南方，其特征是善恶果报交

杂，寿命长短不定，犹如幻化。此则从心幻出业、见思、无知、无明。菩萨为

破诸幻，以幻治幻。从于持戒，幻出无作；从于禅定，幻出八背舍；从生、无

生慧，幻出无漏；155从无量慧，幻出有漏；156从无作慧，幻出非漏非无漏。157

诸幻即破，而成真谛幻、俗谛幻、无明幻以及中道幻。菩萨即自破诸幻，亦以

慈悲誓愿，令他人亦得以幻破幻。 

ix.不动三昧破四天王天有。据智者言，此天守护国土，游行世界，故有由动而

起的果报、见思、尘沙、无明等动。菩萨为破诸动，修诸行，而成三昧。又以

慈悲誓愿，令他人亦破四动，证成三谛之不动。 

x.难伏三昧破三十三天有。158三十三天位于须弥山顶，特征是果报难伏、见思、

尘沙、无明等难伏。智者称，菩萨修诸行，超出其上，破诸难伏，自成三昧。

同时亦以本慈悲令他得证。   

                                                   
152见同上，页 722下。 
153须弥山有四大洲，为弗婆提（东胜身洲）、衢耶尼（西牛货洲）、欝单越（北俱卢洲）、阎浮提

（南瞻部洲）。  
154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分别是声闻、缘觉、菩萨及佛的智慧。一切智即了知一切诸法总相

（空）之智，属声闻、缘觉之智。道种智即了知一切诸法别相（假）种种差别之道法，乃菩萨之

智。一切种智即通达总相（空）和别相（假）的中道佛智。 
155 无漏意为出离生死，属证得空性的阿罗汉之慧。 
156 有漏原为烦恼之异名。智者大师在这里指的是超越空智的出假之智，为菩萨入世度众之慧。 
157 非漏非无漏是超越空、有两边的属于圆教人所证的中道之慧。 
158三十三天即指忉利天，位居欲界第二天之须弥山顶。中央宫殿为帝释天所住，四方各有八城，加

中央一城，合为三十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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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悦意三昧破焰摩天有。智者阐述道，尽管此天处空，无刀杖战斗，以之为

悦，但仍脱离不了果报，乃是果报中悦，而没有不动业悦，亦没有无漏、道种

智、中智等悦。既然无诸悦，那便是不悦。故菩萨为破诸不悦而修诸行，自成

空、假、中三谛悦意三昧。又以本慈悲，令他人亦获诸意悦。 

xii.青色三昧破兜率天有。此天之特点是一切皆是青色。智者指出，菩萨为破诸

青，修第一义。智者给第一义的定义是，即不执著与无，亦不执著于有。针对

此天的特点，即是非青、黄、赤、白，而见青、黄、赤、白；非戒、定、慧而

戒、定、慧。也就是说，诸法虽空，但不妨见有，是为方便法门，而达破除执

著的目的。智者云，持戒可破果报青。生、无生四谛慧可破见思青等等障碍，

乃成三谛三青三昧。菩萨非但自成，亦令他人成此三昧。 

xiii.黄色三昧破化乐天有。菩萨在此天之行与青色三昧相仿。 

xiv.赤色三昧破他化自在天有。菩萨在此天之行亦与青色三昧相仿。 

xv.白色三昧破初禅天有。智者解释此天的特点是，离五欲为白，但因未离觉观

故是黑。有见思、尘沙、无明等黑。菩萨为破诸黑，而修与白色相关的诸行。

自成白色三昧，也成他人之白色三昧。 

xvi.种种三昧破梵王有。智者总结此天的特色是种类繁多，因梵王主领大千世界

故，即如果报种种等，但未见种种空、种种假、种种中。菩萨为破此种种而修

种种行。非但自成种种三昧，也成他人之种种。 

xvii.双三昧破二禅天有。智者总结说，此天未见双空、双假、双中。湛然在

《妙法莲华经玄义释签》中解释说，双空指见、思俱空。双假指证入见假、思

假。双中指见、思同入法界，又以中道双照双亡，故名双中。159菩萨为破此双

双，而修与双有关之诸行，自证双三昧，亦令他人得证。 

xviii.雷音三昧破三禅天有。智者云，此禅乐最深，执著诸乐。菩萨为警醒其

乐，而修雷音之行，自证雷音三昧，亦令他人得证。 

xix.注雨三昧破四禅天有。智者解释曰，四禅如大地，具种种种子，然必得雨方

能生长发芽。故菩萨修与雨有关之诸行，即自生注雨三昧，亦令他人生成。 

xx.如虚空三昧破无想天有。智者云，无想天是外道妄计涅槃，以为果报非空，

三谛皆非虚无。为此，菩萨修诸空净之行，自成如虚空三昧，亦令他成就。 

xxi.照镜三昧破阿那含天有。智者解释曰，此天是圣无漏天，虽得净色，但只是

属于果报的净色，还未达色空。用照境三昧就能了知色空、色假、色中了。 

xxii.无碍三昧破空无边处有。空无边处是无色界的第一禅。智者云，此定虽然

超出了色界，不再有报净色，即果报无碍，但还不是空、假、中三谛无碍。即

不得无碍，即是有碍。故菩萨修诸行来破此诸有碍，自证无碍三昧，亦令他人

得证。 

xxiii.常三昧破识无边处有。识无边处是无色界的第二禅。智者指出，识无边处

只解识相续不断为常，却不了寂灭是常，由寂而起用为常，常乐是常。即不知

常，即是无常。故菩萨修诸行来破此诸无常，而自证常三昧，亦令他人得证。 

                                                   
159见《妙法莲华经玄义释签》，《大正藏》册 33，页 880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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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v.乐三昧破无所有处。无所有处是无色界的第三禅。智者云，此处如痴，痴

故是苦，乃至无明苦。所以，菩萨修诸行来破此苦有，而自证乐三昧，也令他

人得证。 

xxv.我三昧破非想非非想处。非想非非想处是无色界的第四禅，是无色界之最高

境界，故误以为是涅槃果报。智者说，此处犹有细烦恼不自在，乃至无明不自

在。菩萨修行破诸不自在，而得真我、随俗我、常乐我。 

现将二十五三昧破二十五有表解如下： 
     二十五有       二十五三昧 

    四      1. 地狱有  无垢三昧 

恶  |    | 2.  畜生有  不退三昧 

趣     | 3. 饿鬼有   心乐三昧 

     4. 阿修罗有   欢喜三昧 
 

                 5.弗婆提有(东)  日光三昧 

四      | 6. 衢耶尼 (西) 月光三昧 

               (人界)  | | 7. 欝单越 (北) 热焰三昧 

洲       8. 阎浮提 (南) 如幻三昧 
 

      9. 四天王天   不动三昧  

      | 10. 三十三天  难伏三昧 

欲     | 11. 焰摩天   悦意三昧 

           |  | 12. 兜率天  青色三昧 

界     | 13. 化乐天黄色三昧 

      14. 化乐自在天赤色三昧 
   
     15. 初禅天 白色三昧 

     | 16. 梵王 种种三昧 

色    | 17. 二禅天 双三昧 

          | | 18. 三禅天 雷音三昧 

界    | 19. 四禅天 注雨三昧 

     | 20. 无想天 如虚空三昧 

     21. 阿那含天  照镜三昧 
 

                无    22. 空无边处  无碍三昧 

色 | | 23. 识无边处  常三昧 

界     | 24. 无所有处  乐三昧 

     25. 非想非非想处  我三昧 

 

以上是菩萨以二十五三昧破二十五有。二十五三昧之证成是菩萨修诸行的结

果，为别教五行中的第一行“圣行”作了一个圆满的总结。 
 

B．梵  行 

别教五行中的第二行是梵行。根据智者大师的理论，“梵”意为净，此净指离二

边有和无之见。当菩萨以此净法救度众生，就是无缘慈、悲、喜、舍了。160  
 

                                                   
160见《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2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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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天行 

别教五行中的第三行是天行。所谓天行，依智者的解释，就是由理成行，此即

智慧庄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上求佛道，故有圣行、天行；下化众生，故有梵

行、病行、婴儿行。161 
 

D．婴儿行 

别教五行中的第四行是婴儿行。智者云，此行是菩萨从慈心与乐而起，为度众

生，化现不同根基的众生，示现不同的修行，或修五戒、十善的人、天之行，或修

声闻、缘觉之四谛、十二因缘，或修通教之无生灭四谛之行，或修别教之次第渐进

之行。示现不同修行的目的无非是将众生皆引入佛慧耳。162 
 

E．病行 

病行为别教五行中的最后一行。根据智者的解释，所谓病行，即是从无缘大悲

起，将众生之病，当成我病。菩萨为对治众生之病，游戏六道，或作畜生之形，或

化身作饿鬼等等。以此等同众生恶业病的方便法门来冥熏度化六道众生。163 

以上是智顗所述别教五行之概貌。接下来，智者又描述了圆教五行的特色。 
 

（三）圆教五行 

智顗认为圆教的修行比别教之行优越。虽然这两类五行的名目相同，但是唯

前者乃属于真正之大乘而可名之为“如来一行”。这是因为，圆教之行能圆融无碍

地出入十法界，一行即是一切行，一一行皆能包容十法界，互融互具无有间隔。而

不是如别教之行，菩萨须一一经历六度万行方为成佛之道。正如智者所说：“圆行

者，圆具十法界，一运一切运，乃名大乘。即是乘于佛乘，故名如来行。164 

 智者大师称，《妙法莲华经》中的“安乐行品”就是对“如来一行”最好的

阐释，因为“安乐名涅槃，即是圆果；行即圆因，与涅槃义同，故称如来行。入

室、著衣、坐座，悉称如来者，此就人为语；涅槃就法为语。”165所以智者认为

《大般涅槃经》所说之“如来一行”与《法华经》所标之“安乐行”都在强调圆教

之行所包含的圆融之意义，而后者更将此圆意呈现了出来。所以，智者摘引《法华

经》之文166来解释圆教五行。“如来庄严而自庄严”即“圆圣行”；“如来室”即

“圆梵行”；“如来座”即“圆天行”；“如来衣”之柔和的一面即“圆婴儿

行”，忍辱之一面即“圆病行”。 

1、圆圣行 

智者大师将圆圣行与如来庄严联系起来，称圆圣行是佛所修之戒、定、慧。佛

所修戒即是深达实相，罪即是福，福即是罪，无二无别，故称圆戒。佛之定、慧指

“佛自住大乘，如其所得法，定慧力庄严。”167此圆圣行即真谛三昧，乃佛因应可

                                                   
161见同上。 
162见同上。  
163见同上，页 724下。  
164同上，页 725 中。 
165见同上。  
166 见《法华经》，《大正藏》册 9，页 31 下。 
167 同上，页 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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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空谛众生之行。168 

2、圆梵行 

智者将圆梵行与如来室联系起来，称佛之无缘慈悲，能为法界依止。且佛如磁

石普吸，令众生莫不归趣。佛更以四弘誓愿、神通、智慧引领众生住如是之实相佛

法中，所以“如来室”就被用来譬喻圆教之梵行。此梵行亦即俗谛三昧，乃佛应可

入假谛众生之行。169 

3、圆天行 

智者将圆天行与如来座联系起来，曰，实相妙理为一切如来同所栖息，故如来

座即圆教之天行。此天行亦即中道王三昧，乃是佛应可入中谛众生之行。170 

4、圆婴儿行 

智者将圆婴儿行与如来衣之柔和的特色联系起来，乃是佛应可生善众生之行，

所照是众生善性、相，故称婴儿行。171 

5、圆病行 

圆病行亦与如来衣相关，然如来衣所代表的是忍辱的特色，所照是众生之恶

性、相，故称病行。圆病行即俗谛三昧，乃是佛对治六道众生无明烦恼之行也。172 

以上是智顗对佛教实践体系的阐述，其体系可用藏、通、别、圆四教概括之。

分属于四教的实践体系有其各自不同的特点。（1）藏教的实践是下智所导之行。

以修习止、观及戒、定、慧为其特色，目的在于制心一处，而终至涅槃。（2）通

教的实践是中智所导之行。其特色是观一切法无相，因大千世界所谓的种种相皆如

幻如化耳。由此而臻空境。（3）别教的实践是上智所导之行。其特点是修习无量

法门，于一一法门中渐破无明，入甚深境界。圆教的实践是上上智所导之行。也就

是说，圆教之行无需经历一一无量法门，因一法即一切法，一切法即一法，法法相

通。故从一法即可契入万法，顿除无明，而不是如别教之行那样必须循序渐进地契

入真理，一分一分地破除无明。智者由此推论出藏、通、别三教之行是粗，而圆教

之行则是妙。   

 在通论了四教之行的特色后，智顗接着阐述的是别教和圆教的实践，尤其是

别教之行可谓最具代表性，其无量法门理所当然地包涵了诸教的法门，可说是佛教

实修的楷模了，亦是菩萨入世自度度人所必不可少的方法。别教五行中的圣行是智

者大师论述的重点。圣行包括戒圣行、定圣行以及慧圣行。“戒圣行”具体指自行

十戒和护他十戒。“定圣行”则指世间禅、出世间禅以及出世间上上禅。“慧圣

行”指的是四种四谛慧之行，即生灭四谛慧、无生灭四谛慧、无量四谛慧以及无作

四谛慧。而别教菩萨修行所达的最高深的境界则是无作四谛慧行，修成二十五三

昧，破除二十五有，而成就自度度他之佛道。简而言之，无垢三昧成而地狱有破；

不退三昧成而畜生有破；心乐三昧成而饿鬼有破；欢喜三昧成而阿修罗有破；日光

三昧成而弗婆提有破；月光三昧成而衢耶尼有破；热焰三昧成而欝单越有破；如幻

三昧成而阎浮提有破；不动三昧成而四天王天有破；难伏三昧成而三十三天有破；

                                                   
168 见《法华玄义》，《大正藏》册 33，页 725 中。 
169 见同上。 
170 见同上。 
171 同上，页 725 下。 
172 见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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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意三昧成而焰摩天有破；青色三昧成而兜率天有破；黄色三昧成而化乐天有破；

赤色三昧成而化乐自在天有破；白色三昧成而初禅天有破；种种三昧成而梵王有

破；双三昧成而二禅天破；雷音三昧成而三禅天破；注雨三昧成而四禅天破；如虚

空三昧成而无想天破；照镜三昧成而阿那含天破；无碍三昧成而空无边处破；常三

昧成而识无边处破；乐三昧成而无所有处破；我三昧成而非想非非想处破。  

别教五行除了圣行外，还有梵行、天行、婴儿行和病行。这五行皆与菩萨上

求佛道，下化众生紧密相关。因上求佛道，而有圣行和天行；因下化众生，而有梵

行、婴儿行和病行。 

智顗最后表述的是圆教五行。圆教五行虽与别教五行名同，但其义有别。前

者是如来行，一行一切行，一心具万行，每一行即能圆摄十法界，而后者是菩萨

行，一一行不能互融，需经无量之行方能圆满成就。显然，在智者的判教体系中，

圆教五行远较别教五行优越，是最究竟圆满的成佛之道。 
 

五、结论 

综上所述，智顗在《法华玄义》里详尽地论述了天台宗的修学次第，是为

境、智以及行。其所表述的宗教实践观与其真理观及智慧观密不可分。论行离不开

境和智，论智离不开境和行，论境离不开智和行，因“智解导行，非境不正。智目

行足，到清凉池。而解是行本，行能成智，故行满而智圆。智能显理，理穷则智

息。”173从更究竟的意义上来说，境、智、行三者根本就是一而论三，本是涅槃之

一体，而显示成佛之三德：所谓境是法身；智是般若；行是解脱。174所以，智者大

师同时推出境、智、行三者，旨在表明，只有三者一体的修学次第，方可为圆满的

成佛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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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见同上，页 715 中。 
174 参见《妙法莲华经玄义释签》，《大正藏》册 33，页 86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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