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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論宗所依據的經典是《中論》、《百論》、

《十二門論》等三部論，最早傳到中國。

• 此三部論是由前秦或苻秦時的鳩摩羅什

法師所翻譯出來的。

• (按：其他譯著尚有《金剛經》

• 、《維摩詰經》、《大智度論》、

• 《妙法蓮華經》、《佛說阿彌陀經》等。)

• 【故事】羅什吞針

三論宗，傳最古，秦羅什，來茲土。

羅什舍利塔 克孜爾千佛洞前的鳩摩羅什像



• 非偽為「真」，離相曰「空」。萬有緣生非實，此為虛妄之空；

萬有當體即真，此為「第一」義空；羅什大師來到中國後，盡譯

三論，弟子事之者稱三千人。

• 以道融、道生、僧叡、僧肇，尤為著名，並稱為「關中四傑」，

皆聰明博學之士，大家都「競」相親近羅什大師，由大師「傳」

法學「習」三論。

真空義，為第一，群弟子，競傳習。



• 三論宗的「三論」：《中論》、

《百論》、《十二門論》，是宗

《般若經》的要義而造的。

• (按：《中論》、《十二門論》、

《大智度論》，都是龍樹菩薩造

的。至於《百論》即是天親菩薩

造的。)

曰《中論》，曰《百論》，
《十二門》，為三論。



• 唐嘉祥吉藏大師是三論義學的集大成者，並為《中論》

作疏文十卷、《百論》疏三卷、《十二門論》疏三卷，

此《三論疏》對了解三論有極大幫助，故云「施大功」。

• 由於高麗國在隋唐時期，不斷地有比丘來中國求法。而

高麗在中國東三省之東，一海之隔，所以《三論疏》就

「傳」到「海東」了。

• 【故事】三論宗嘉祥吉藏大師

唐吉藏，施大功，《三論疏》，傳海東。



• 「法藏」賢首大師曾作《宗致》義

「記」，以解「釋」「十二門」論。

《宗致義記》這部書，「至今」還收

「存」在藏經中。

法藏釋，十二門，《宗致記》，至今存。



(九). 密宗
以手結密印，口誦真言、心專觀想，身、口、意三業相
應，名「三密」加持，可以即身成佛。這種不思議力用，
唯有佛才能盡其底源，所以名「密」宗。



曼荼羅(安於八葉蓮
花臺，五佛、四菩
薩，安於臺葉中)

分別為寶幢如來、
普賢菩薩、開敷華
王如來、文殊菩薩、
阿彌陀如來、彌勒
菩薩、天鼓雷音如
來、觀音菩薩，中
央為大日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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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傳密宗

上方開始順時針方
向起，分別為寶幢
如來、普賢菩薩、
開敷華王如來、文
殊菩薩、阿彌陀如
來、彌勒菩薩、天
鼓雷音如來、觀音
菩薩，中央為大日
如來。



• 善無畏，中印度人，事那爛陀寺之達摩掬多尊

者為師，通達密教，受灌頂法。於唐朝玄宗開

元四年來到「長安」。

• 唐一行禪師(一目十行，過目不忘)親近善無畏

三藏大師，在譯《大日經》時，「一行」筆受，

且為之作疏，盡得善無畏傳「授」的「真傳」。

• (按：因為深入「一行三昧」，故法名一行。)

善無畏，至長安，唐一行，授真傳。

天台山國清寺一行禪師塔



• 一行禪師為了解釋《大日經》，「作疏」二十卷，

又為疏文作「釋」文十四卷；

• 密宗的教義與修法，從此「始得」傳流下來。

• (按：由於密藏中多的是咒。咒的文句，大都是如

來的密言、密語。即使有顯了言句在其中，經過

大日如來之祕密加持，也都變為「真言祕密藏」。

同時，也是如來三密中的語密，所以叫「真言宗」

(以之傳授他人，稱「真言教」也)。

作疏釋，《大日經》，真言教，始得明。

一行禪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