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佛弟子「既」已經將戒「律」弄

「明」白，那麼還必「須研」究經、 

論中的「教」理。佛陀講經說法，

有「權」教，有「實」教；有「大」

乘，有「小」乘。

既明律，須研教，辨權實，判大小。



• 佛弟子一定要將教理研究清楚，然後才

能分「辨」什麼經是「權」，什麼經是

「實」，什麼經屬於大乘，什麼經屬於

小乘。

• 權、實、大、小分別清楚，然後可以選

擇適合自己修行的路線，也可以因應眾

生的根基，而引導大眾學佛。

既明律，須研教，辨權實，判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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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龍樹，立三觀，空假中，歸一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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