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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台宗



•「北齊」的朝代有一位「慧文」禪師，

因讀《中論》而恍然大悟，得其精髓。

北齊朝，有慧文，讀《中論》，得其精。

【故事】天台二祖慧文禪師



•慧文禪師所立的「空、假、中」三觀，是「祖」述「龍樹」而作。

「因緣所生法」為對象(境)，用能觀之心，時時觀察。觀察的結

果，皆是空無自性。所以說：「我說即是空」(空觀)；然而因緣

所生之法，雖說是空無自性，但正當因緣結合時候，我們不能否

認幻相的存在(「亦名為假名」，假觀)。

祖龍樹，立三觀，空假中，歸一貫。



• 可是假名幻相的存在，同時即是空無自性；雖說是空無自性，同時不

礙假名幻相的存在；這就是中道第一義諦，所以說：「亦名中道義」

(中觀)，也就是「空、假、中，歸一貫」的意思。

• (按：「一心三觀」：照了一境三諦，境智一如，能所雙忘，頓證實相

般若，真心本體徹底現前，稱為「行深」般若。)

• 一念心中，三觀具足(觀此心若虛空名空觀，證一切智；觀境歷歷分明

名假觀，證道種智；雖歷歷分明，而性常自空，而觀境歷然名中觀，

證一切種智)。

祖龍樹，立三觀，空假中，歸一貫。



• 慧文禪師傳授「一心三觀」的要旨給弟子南嶽

慧思法師，慧思大師因為要將「止觀」的修行

方法，利益天下與後世眾生，所以著作《大乘

止觀法門》。

• 吾人要想在今生超越生死輪迴、成佛作祖，唯

有止觀法門，才是一條大路。《大乘起信論》

云：「若止觀不具，則無能入菩提之道」。所

以止觀是「萬世」修行人的「師」父。

傳弟子，南嶽思，止觀法，萬世師。



•第三代祖師是智者大師，將佛四十九年所說

的法加以整理（「演」)，分別判為五時(華

嚴時、阿含時、方等時、般若時、法華涅槃

時)、八「教」(化儀四教和化法四教)，然後

再以三「觀」(空、假、中)來配合，同時

「判」別一代時教(佛之一生，因時施教)之

「高下」、次第、淺深等。

第三世，有智者，演教觀，判高下。

智者大師肉身舍利寶塔



•藏、通、別、圓四教，乃是智者大師拿來分判佛教經、論當

中教理之淺深、高下，體系最為完整，故流傳至今。

藏與通，別與圓，此四教，至今傳。



• 天台宗主張性具法門，謂自性本具善惡等法，方能造十界因果，亦即眾生心

中本來具有六凡法界之「惡」和四聖法界之「善」。

• 一心具足十法界，一一界中又各具十法界，這就成了「百界」；每一界中各

具十如(「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

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是為「千如」；由於五陰為一

千、眾生一千、國土一千，就成為「三千」世間；以此為能觀，以此為所觀，

則成三千妙境。(按：其實百界千如都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心是「豎窮三際，

橫遍十方」，甚至「心包太虛，量周沙界」啊！)

談性具，善惡兼，百界如，有三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