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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 一 節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  

「 禪 觀 」 是 佛 教 修 持 的 實 踐 法 門 之 一 ， 因 隨 著 世 尊 入 道 修 學 的 過

程，禪 觀 的 修 持 也 就 緊 密 的 結 合 在 佛 法 中，成 為 佛 弟 子 修 學 證 道 之 門，

做 為 開 發 智 慧 斷 除 煩 惱 的 方 便 法 門 。 例 如 ： 僧 叡 的 ＜ 關 中 出 禪 經 序 ＞

有 言 ：「 禪 法 者 ， 向 道 之 初 門 ， 泥 洹 之 津 徑 也 」， 1 由 此 而 知 禪 法 乃 是

佛 教 的 解 脫 實 踐 之 行 門 ， 為 菩 提 道 入 門 之 學 ， 取 證 成 佛 之 津 路 ， 在 佛

教 中 立 足 於 核 心 的 角 色 和 地 位 。  

                                                

於 是 論 及 禪 法 在 中 國 的 禪 學 中 ， 有 天 台 智 者 大 師 所 展 開 的 教 觀 之

完 備 的 止 觀 學 說 與 實 踐 之 行 門 ， 為 中 國 禪 學 之 一 。 故 天 台 的 傳 承 乃 以

止 觀 相 傳 ， 禪 觀 的 實 修 在 天 台 中 的 地 位 與 重 要 ， 也 如 元 照 在 ＜ 修 習 止

觀 坐 禪 法 要 序 ＞ 文 中 所 說 ， 天 台 智 者 大 師 親 承 於 南 嶽 慧 思 ， 所 悟 所 修

皆 止 觀 ， 縱 辯 而 說 也 是 止 觀 ， 教 部 雖 繁 ， 不 出 止 觀 ， 若 捨 止 觀 不 足 以

論 議 天 台 。 2 因 此 ， 禪 觀 的 實 修 在 中 國 佛 教 史 上 不 只 是 菩 提 達 磨 所 傳

的 禪 法 ， 還 有 天 台 宗 的 止 觀 學 說 的 教 觀 ， 可 以 說 也 是 中 國 禪 學 中 重 要

學 派 。 只 是 這 二 支 禪 法 在 中 國 佛 教 上 是 某 些 不 同 的 風 格 ， 如 達 磨 所 傳

的 禪 法 為 後 來 所 成 立 的 禪 宗 ， 其 為 泯 絕 思 慮 對 待 分 別 的 心 境 ， 揚 棄 思

惟 語 言 概 念 ， 不 建 立 經 教 言 說 方 式 ， 最 後 演 化 為 直 指 人 心 、 見 性 成 佛

的 中 國 化 的 祖 師 禪 。 而 天 台 的 禪 觀 ， 與 此 有 所 不 同 ， 智 者 大 師 反 而 網

羅 經 教 中 的 大 小 乘 禪 法 ， 加 以 嚴 密 組 織 ， 且 立 於 菩 薩 道 的 菩 提 心 精 神

上 ， 整 合 經 論 中 的 理 論 思 想 ， 並 付 予 細 膩 緊 密 的 詮 釋 學 說 ， 依 序 說 明

三 種 止 觀 ， 即 漸 次 、 不 定 、 圓 頓 止 觀 ， 並 提 昇 為 天 台 圓 教 思 想 ， 做 為

概 括 整 個 大 乘 禪 觀 的 修 習 方 針 。 可 以 說 天 台 的 止 觀 學 是 依 據 傳 統 的 經

教 所 修 持 的 禪 法 ， 是 一 種 與 義 理 結 合 的 禪 觀 ， 尤 其 到 晚 期 的 《 摩 訶 止

觀 》 的 四 種 三 昧 ， 系 統 嚴 密 ， 頗 有 創 見 ， 儼 然 已 形 成 符 合 印 度 禪 學 傳

 
1  僧 佑 《 出 三 藏 記 集 》 卷 九 ， 大 正 五 五 ‧ 65 上 。  
2  釋 元 照 ＜ 修 習 止 觀 坐 禪 法 要 序 文 ＞ 大 正 四 六 ‧ 462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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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而 又 中 國 化 的 禪 觀 特 色 。  

探 究

檢 無 生 門 一 念 不 生 ， 和 修 道 之 果 位 分 判 的 六 即 位 這 些 圓 教

的 思

                                                

要 言 之，天 台 禪 學 是 相 當 宏 偉，而 且 建 立 在 大 乘 菩 薩 道 的 精 神 上，

闡 釋 法 華 圓 教 義 理 ， 甚 至 可 以 說 他 是 融 合 大 乘 佛 學 三 系 （ 中 觀 、 如 來

藏 、 唯 識 ） 思 想 ， 採 取 依 據 《 法 華 經 》 的 中 道 實 相 思 想 而 「 顯 示 法 法

皆 是 中 道 實 相 」 3 的 一 實 相 義 ， 提 出 「 即 空 、 即 假 、 即 中 」 的 三 諦 圓

融 思 想 ， 以 此 做 為 闡 釋 菩 薩 道 的 修 持 ， 而 建 構 出 一 套 具 有 整 體 性 的 大

乘 止 觀 禪 法 。 因 此 ， 天 台 智 者 大 師 的 止 觀 禪 法 的 特 色 ， 思 想 的 理 論 是

融 貫 大 乘 三 系 的 宏 觀 和 精 華 ， 而 修 持 上 的 方 法 在 《 次 第 禪 門 》 上 是 以

「 色 、 心 」 二 門 做 為 止 觀 修 持 法 門 ， 4 而 在 《 覺 意 三 昧 》 和 《 小 止 觀 》

《 摩 訶 止 觀 》 上 則 以 「 天 台 三 觀 」 為 旨 歸 。 故 內 容 上 則 周 全 的 概 括 戒

定 慧 三 學 ， 兼 具 理 論 與 實 踐 之 教 觀 雙 美 的 修 持 法 門 ， 所 建 構 出 來 的 一

套 具 有 整 體 性 的 大 乘 菩 薩 道 之 止 觀 禪 法 。 由 是 到 後 期 《 摩 訶 止 觀 》 展

現 天 台 的 中 心 修 行 根 據 ， 則 是 「 三 觀 、 三 止 、 破 三 惑 、 證 三 智 、 成 三

德 」，故 筆 者 認 為 天 台 禪 學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課 題，實 是 值 得 吾 人 加 以 深 入

。  

至 於 天 台 的 禪 法 主 要 以 「 次 第 、 不 定 、 圓 頓 」 三 種 止 觀 為 開 展 ，

而 筆 者 發 覺 智 者 大 師 在 開 展 這 三 種 禪 法 的 過 程 中 ， 其 中 ， 圓 頓 止 觀 有

其 發 展 的 循 序 漸 進 之 道 ， 而 非 只 端 賴 於 智 者 大 師 於 天 台 華 頂 峰 體 悟 法

華 中 道 實 相 後 ， 所 講 述 的 《 摩 訶 止 觀 》 才 有 此 圓 教 之 思 想 的 說 法 。 其

實，在 隱 棲 前 稍 早 的 時 候，所 闡 釋 的《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 以 下 簡 稱《 覺 意 三 昧 》）這 部 三 昧 法 門，即 已 透 顯 出 對 後 期《 摩 訶 止

觀 》 內 在 開 展 的 一 些 重 要 的 理 論 與 思 想 ， 諸 如 ： 三 觀 義 與 破 法 遍 ， 及

四 句 生 滅 推

想 。  

於 是 ， 本 文 探 尋 《 摩 訶 止 觀 》 之 所 說 的 這 些 理 論 與 之 前 早 期 講 述

的 禪 法《 覺 意 三 昧 》的 理 論 與 內 涵 上，就 二 者 而 觀 呈 顯 極 有 相 通 之 處 。

其 次 ，《 覺 意 三 昧 》的「 覺 意 三 昧 」與《 摩 訶 止 觀 》中 之「 非 行 非 坐 三

 
3  參 見 陳 英 善 ＜ 大 乘 菩 薩 道 與 儒 家 倫 理 ＞ 收 錄 於 《 中 華 佛 學 學 報 》 第 十 二 期 ， 台

北 ， 1999， 頁 326。  
4  智 顗 《 釋 禪 波 羅 蜜 次 第 法 門 》 卷 一 上 ， 大 正 四 六 ‧ 479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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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 」有 共 通 的 特 質 之 密 切 關 連。可 以 說 從 這 些 種 種 因 素 觀 察，《 覺 意 三

昧 》 極 有 可 能 代 表 天 台 智 者 大 師 早 期 圓 教 止 觀 的 思 想 ， 甚 至 比 對 《 覺

意 三 昧 》， 與 慧 思 大 師 的 《 隨 自 意 三 昧 》， 和 智 者 大 師 《 摩 訶 止 觀 》 的

「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 三 部 禪 法 著 作 ， 我 們 從 中 發 覺 這 是 形 成 「 三 部 曲 」

的 意 味 。 如 此，《 覺 意 三 昧 》與《 摩 訶 止 觀 》四 種 三 昧 之「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內 在 所 開 展 的 圓 頓 止 觀 應 存 在 著 密 切 關 係。本 文 基 於 此，試 圖 透

過 探

與 龍 樹 菩 薩 在 《 大 智 度 論 》 所 詮 釋 的

覺 意

和「 六 即 說 」，這 之 中 與 覺 意 三 昧 形 成 如 何 前

後 發

討 而 釐 清 其 內 在 的 共 通 點 與 前 後 進 展 之 關 係 。  

再 者 ， 從 覺 意 三 昧 的 立 場 而 言 ， 覺 意 三 昧 原 是 《 阿 含 經 》 主 述 的

「 七 覺 支 」 法 ， 但 是 隨 著 大 乘 思 想 的 出 現 而 為 《 般 若 經 》 中 所 述 的 百

八 三 昧 之 覺 意 三 昧 。 以 諦 觀 諸 法 ， 覺 諸 法 性 為 內 行 要 素 。 就 這 些 諸 種

意 涵 ， 被 智 者 大 師 逐 一 消 化 後 立 足 於 天 台 的 圓 教 立 場 予 以 重 新 的 闡

釋 ， 而 且 融 合 《 中 觀 》 的 四 句 原 理 ， 以 推 演 四 句 無 生 的 哲 學 邏 輯 ， 而

更 張 新 意 ， 做 為 闡 釋 覺 意 三 昧 覺 觀 一 念 心 之 禪 法 ， 呈 顯 自 家 圓 教 思 想

「 四 句 說 無 生 」 義 的 特 色 ， 展 現

三 昧 的 說 法 也 有 所 不 同 。  

基 於 這 些 課 題 ， 本 文 試 圖 透 過 《 覺 意 三 昧 》 文 本 ， 來 探 索 智 者 大

師 早 期 的 覺 意 三 昧 ， 及 對 後 期 《 摩 訶 止 觀 》 之 發 展 的 影 響 。 約 朝 以 下

三 點 做 為 主 要 探 討 的 動 向 。 首 先 ， 討 論 智 者 大 師 如 何 闡 釋 覺 意 三 昧 ，

展 現 天 台 的 「 法 華 」 實 相 的 思 想 ， 而 且 如 何 使 《 般 若 經 》 所 說 的 百 八

三 昧 ， 這 種 大 乘 菩 薩 禪 法 予 以 適 用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起 修 。 第 二 、 從 覺 意

三 昧 的 立 場 ， 探 討 與 《 摩 訶 止 觀 》 中 ， 所 列 的 四 種 三 昧 之 「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前 後 進 展 的 關 係。第 三、從 覺 意 三 昧 與《 摩 訶 止 觀 》的 關 係 中 ，

進 一 步 的 探 索 圓 頓 止 觀 ， 以 及 從 中 所 發 展 的 出 的 重 要 思 想 ，「 三 諦 圓

融 」、「 天 台 三 觀 破 法 遍 」

展 之 影 響 與 關 連 。  

簡 言 之 ， 本 論 文 並 不 是 限 定 在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之 卷 著 ， 而 是 對 智 者 大 師 「 覺 意 三 昧 」 思 想 全 盤 的 研 究 。 故 本 文 約 擬

以 上 這 三 點 問 題 做 為 主 要 的 討 論 內 容 與 方 向 ， 而 研 究 的 目 的 想 藉 此 探

討 ， 透 過 對 覺 意 三 昧 的 內 容 整 理 與 爬 梳 以 及 背 景 的 考 察 ， 透 顯 智 者 大

師 將 覺 意 三 昧 消 融 在 六 種 七 覺 意 來 闡 釋 ， 呈 顯 智 者 大 師 之 覺 意 三 昧 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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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的 特 色 。 其 次 ， 釐 清 早 期 覺 意 三 昧 對 後 期 《 摩 訶 止 觀 》 所 開 展 的 圓

頓 止 觀 之 影 響 力 ， 以 及 重 新 釐 清 智 者 大 師 所 闡 釋 的 《 覺 意 三 昧 》 的 定

位 暨 其 重 要 性 。  

 

研

究 。

專 題 、 專 人 」三 個 面 向 的 研 究

情 況

亦 有 賴 賢 宗 所 關 注 的 天 台 圓 教 基 本 思 想 結 構，對 天 台 佛 學 的 三 諦、三

                                                

第 二 節  現 代 研 究 概 況  

由 於 智 者 大 師 廣 涉 大 小 諸 經 論 ， 對 天 台 的 理 論 與 實 修 建 構 完

備，體 系 組 織 嚴 密，而 被 譽 為 教 觀 雙 美。也 由 於 智 者 大 師 的 義 學 豐 富，

故 天 台 佛 學 在 中 國 佛 教 中 被 廣 受 研 究。然 而，這 樣 豐 富 的 義 理 哲 學 思

想，雖 引 起 國 內 或 國 外 不 少 學 者 努 力 研 究，並 且 對 各 層 面 均 加 以 研 究

討 論，但 大 體 上 研 究 的 方 向，因 受 日 本 學 風 影 響 較 多，著 重 在 哲 學 思

辯 與 特 色 方 面 。 而 就 天 台 實 踐 方 面 的 禪 法 教 學 ， 較 少 有 人 做 專 題

雖 然 近 來 已 漸 漸 受 到 研 究 者 的 關 注 ， 但 是 仍 然 還 是 不 多 見 。  

就 目 前 學 界 研 究 情 況 ， 本 文 是 無 法 一 一 列 舉 詳 盡 ， 只 能 大 略 從

台 灣 、 大 陸 、 日 本 三 方 面 ， 就「 通 史 、

， 來 概 述 目 前 學 界 研 究 的 情 形 。  

1 台 灣 研 究 情 形 ： 就 目 前 台 灣 研 究 者 ， 通 史 方 面 比 較 少 有 人 研

究，就 所 知 的 除 了 慧 嶽 法 師 的《 天 台 教 學 史 》， 5 及 張 曼 濤 編 集 的《 天

台 宗 之 判 教 與 發 展 》 6 之 外 ， 似 乎 極 少 有 在 通 史 方 面 的 研 究 。 可 以 說

目 前 台 灣 還 是 比 較 著 重 在 思 想 專 題 方 面。如：陳 英 善 的《 天 台 性 具 思

想 》 7  以 及 《 天 台 緣 起 中 道 實 相 論 》 的 哲 學 討 論 。 8 尤 惠 貞 的 《 天 台

宗 性 具 圓 教 之 研 究 》 9 哲 學 思 想 與 《 天 台 哲 學 與 佛 教 實 踐 》 1 0 的 實 踐

哲 學 之 研 究。聖 嚴 法 師 的《 天 台 心 鑰 － 教 觀 綱 宗 貫 註 》 1 1 ，及 李 志 夫

的 天 台 圓 教 思 想 之 研 究 ， 1 2 和 楊 惠 南 的 教 相 、 三 諦 思 想 之 討 論 。 1 3

 
5  釋 慧 嶽 《 天 台 教 學 史 》， 台 北 ： 中 華 佛 教 文 獻 ， 1995。  
6  張 曼 濤 編《 天 台 宗 之 判 教 與 發 展 》，《 現 代 佛 教 學 術 叢 刊 》58， 台 北： 大 乘 文 化 ，

1979。  
7  陳 英 善 《 天 台 性 具 思 想 》， 台 北 ： 東 大 出 版 ， 1997。  
8  陳 英 善 《 天 台 緣 起 中 道 實 相 論 》， 台 北 ： 東 初 出 版 ， 1995。  
9  尤 惠 貞 《 天 台 性 具 圓 教 之 研 究 》， 台 北 ： 文 津 出 版 ， 1993。  
1 0  尤 惠 貞 《 天 台 哲 學 與 佛 教 實 踐 》， 嘉 義 ： 南 華 出 版 ， 1993。  
1 1  釋 聖 嚴 《 天 台 心 鑰 － 教 觀 綱 宗 貫 註 》， 台 北 ： 法 鼓 文 化 ， 2003。  
1 2  李 志 夫 ＜ 智 者 圓 教 義 及 其 形 成 之 探 討 ＞ ， 台 北 ： 中 華 學 報 ， 1999。  
1 3  楊 惠 南 ＜ 智 顗 的 二 諦 思 想 ＞ ， 台 北 ： 佛 學 研 究 中 心 學 報 ，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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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 三 智 、 三 因 佛 性 、 三 軌 、 三 德 的 問 題 進 行 哲 學 詮 釋 1 4 。 郭 朝 順 的

圓 教 思 想 研 究。 1 5 而 天 台 教 觀 研 究 方 面，有 林 志 欽《 智 者 大 師 教 觀 思

想 之 研 究 》。 1 6 要 言 之 ， 從 以 上 所 研 究 的 方 向 而 觀 ， 大 致 上 還 是 朝 向

天 台 教 義 思 想 的 關 懷 比 較 多，屬 於 智 者 大 師 禪 教 方 面 的 止 觀 實 踐 之 專

題 探 討 似 乎 比 較 少，雖 然 近 來 陸 續 稍 有 較 多 的 發 表 文 章。如 法 藏 法 師

的 圓 教 止 觀 方 面 的 實 踐 和 惠 空 法 師 對 天 台《 摩 訶 止 觀 》的 修 道 關 懷 ；

1 7 但 是 ， 仍 然 還 是 不 多 見 ， 尤 其 專 人 方 面 的 研 究 也 是 極 少 。  

 

                                                

至 於 天 台 實 踐 法 門 的 三 昧 禪 觀 ， 如 覺 意 三 昧 、 六 妙 門 及 《 摩 訶

止 觀 》的 四 種 三 昧 常 行 三 昧、常 坐 三 昧、半 行 半 坐 三 昧、非 行 非 坐 三

昧 等 禪 法 則 較 少 有 人 以 專 門 主 題 來 加 以 深 入 討 論。也 有 慧 開 法 師 的 ＜

早 期 天 台 禪 法 的 修 持 ＞ 一 文 的 探 索 四 種 三 昧， 1 8 與 韓 子 峰 的《 天 台 法

華 三 昧 之 研 究 》 博 士 論 文 ， 及 近 來 大 睿 法 師 《 天 台 懺 法 之 研 究 》。 1 9

還 有 賴 賢 宗 所 指 導 的 碩 士 論 文 :  仁 惟 法 師《 天 台 智 顗 法 華 三 昧 懺 儀 之

研 究 》和 2 0 吳 彥 隆 的《 一 行 三 昧 之 研 究 》等 兩 篇 ， 2 1 和 賴 賢 宗 近 來 所

關 注 的 天 台 禪 觀 及 與 禪 宗 的 會 通 外，就 目 前 國 內 而 觀 天 台 實 踐 法 門 這

方 面 的 研 究 還 是 少 有，大 致 上 研 究 的 面 相 以 篇 章 中 的 附 屬 小 單 元 性 質

為 多 ， 而 專 題 深 入 確 實 是 較 少 。

那 麼 ， 以 上 只 是 大 略 的 列 提 。 總 之 ， 就 國 內 而 言 研 究 天 台 學 的

學 者 是 不 少，但 大 多 重 視 智 者 大 師 的 義 理 哲 學 思 辯，或 判 教 思 想，以

及 思 想 特 色 為 著 眼 點 的 討 論，關 於 禪 法 方 面 的 教 學 之 實 踐 做 深 入 研 討

的 目 前 還 是 尚 未 多 見 ， 有 待 國 人 加 以 關 注 研 究 。  

2 大 陸 方 面 研 究 ： 大 陸 的 天 台 學 目 前 也 一 直 陸 續 有 學 者 在 探 討 ，

 
1 4  賴 賢 宗 ＜ 論 吳 汝 鈞 《 天 台 佛 學 與 早 期 中 觀 》 所 論 的 中 觀 學 及 佛 性 取 向 的 詮 釋

＞ ， 台 北 ： 東 吳 學 報 ， 1998。  
賴 賢 宗 ＜ 曹 洞 五 位 與 天 台 三 諦 ＞ ， 東 吳 學 報 ， 2000。  
賴 賢 宗 ＜ 從 如 來 藏 三 義 到 天 台 佛 性 論 ＞ 台 北 ： 華 梵 大 學 ， 2002。  
1 5  郭 朝 順 ＜ 智 者 的 圓 頓 思 想 ＞ ， 台 北 ： 中 華 學 報 ， 1992。  
1 6  林 志 欽 《 智 者 大 師 教 觀 思 想 之 研 究 》 台 北 ： 文 化 哲 研 所 博 士 論 文 ， 1999。  
1 7  見 《 圓 頓 與 次 第 》 第 三 屆 兩 岸 禪 學 研 討 會 論 文 集 ， 2001。  
1 8  釋 慧 開 ＜ 早 期 天 台 禪 法 之 修 持 ＞ ， 收 於 藍 吉 富 編 《 中 印 佛 學 泛 論 》， 台 北 ： 東

大 出 版 ， 1993。  
1 9  釋 大 睿 《 天 台 懺 法 之 研 究 》， 台 北 ： 法 鼓 文 化 ， 2000。  
2 0  釋 仁 惟《 天 台 智 顗 法 華 三 昧 懺 儀 之 研 究 》， 台 北 ： 華 梵 大 學 ， 碩 士 論 文 ， 2001。 
2 1  吳 彥 隆 《 一 行 三 昧 之 研 究 》， 台 北 ： 華 梵 大 學 ， 碩 士 論 文 ，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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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研 究 的 方 向 則 以「 通 史、 專 題、專 人 」進 行 。如 通 史 方 面 有 董 平 的

《 天 台 宗 研 究 》 2 2 和 潘 桂 明 、 吳 忠 偉 的 《 中 國 天 台 宗 通 史 》， 2 3 這 是

對 天 台 宗 做 全 面 性 的 討 論，從 天 台 宗 的 傳 承 創 建，及 智 者 大 師 的 思 想

發 展，到 天 台 宗 在 歷 史 的 流 傳 做 詳 細 的 討 論，以 及 李 四 龍 的 ＜ 智 顗 思

想 與 宗 派 的 興 起 ＞ 之 探 討。 2 4 而 專 題 方 面，有 懷 進 法 師 ＜ 次 第 與 圓 頓

止 觀 法 門 初 棎 ＞、 2 5 也 有 戈 國 龍 對 ＜《 摩 訶 止 觀 》之 圓 頓 義 ＞ 的 研 究，

2 6 及 張 風 雷 的《 智 顗 佛 教 哲 學 述 評 》 2 7 與 ＜ 從 天 台「 六 即 」行 位 之 開

立 看 頓 悟 與 漸 修 的 關 係 ＞ ， 2 8 俞 學 明 的 ＜ 智 顗 觀 論 思 想 述 評 ＞ ， 2 9

及 李 四 龍 ＜ 智 顗 三 諦 思 想 研 究 ＞ 的 分 析 等 等。 3 0 而 以 專 人 立 場 深 入 的

則 有 潘 桂 明 的《 智 顗 評 傳 》一 書 的 探 討， 3 1 是 綜 貫 智 者 大 師 一 生 的 思

想 與 教 觀 ， 屬 於 全 面 性 的 探 討 。  

                                                

雖 然 以 上 有 不 少 篇 章 的 研 究，不 過 大 體 上 還 是 一 樣 朝 思 想 或 哲 學

方 面 研 究 較 多 ， 尤 其 是 圓 頓 的 思 想 ， 也 是 比 較 受 到 大 陸 這 方 面 的 重

視。但 是 同 樣 的 對 於 智 者 大 師 所 開 展 的 圓 頓 止 觀 之 三 昧 禪 觀，如 四 種

三 昧 的「 常 行、常 坐、半 行 半 坐、非 行 非 坐 」及 其 他 的 六 妙 門 等 止 觀

教 學 ， 仍 然 少 有 人 做 深 入 的 專 題 研 究 。  

至 於 香 港 方 面 吳 汝 鈞 近 來 所 關 心 的 天 台 宗 心 靈 哲 學 ， 3 2 雖 然 討 論

到「 觀 心 」之 實 踐 的 核 心 問 題，但 仍 然 侷 限 於 以 哲 學 思 想 為 研 究 對 象。 

3 日 本 方 面 研 究：可 說 研 究 學 風 也 一 直 相 當 熱 絡，但 是 屬 於 天 台 通

 
2 2  董 平 《 天 台 宗 研 究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 新 華 書 房 ， 2002。  
2 3  潘 桂 明 、 吳 忠 偉 《 中 國 天 台 宗 通 史 》， 江 蘇 古 籍 出 版 ， 2001。  
2 4  李 四 龍 ＜ 智 顗 思 想 與 宗 派 的 興 起 ＞，《 中 國 佛 教 學 術 論 典 》4，高 雄：佛 光 文 化 ，

2001。  
2 5  釋 懷 進 ＜ 次 第 與 圓 頓 止 觀 法 門 初 棎 ＞ ，《 圓 頓 與 次 第 》 第 三 屆 兩 岸 禪 學 研 討 會

論 文 集 ， 2001。  
2 6  戈 國 龍 ＜《 摩 訶 止 觀 》之 圓 頓 義 ＞《 中 國 佛 教 學 術 論 典 》4， 高 雄 ： 佛 光 文 化 ，

2001。  
2 7  張 風 雷 的 ＜ 智 顗 佛 教 哲 學 述 評 ＞ ，《 中 國 佛 教 學 術 論 典 》 5， 高 雄 ： 佛 光 文 化 ，

2001。  
2 8  張 風 雷 ＜ 從 天 台 「 六 即 」 行 位 之 開 立 看 頓 悟 與 漸 修 的 關 係 ＞ ，《 圓 頓 與 次 第 》

第 三 屆 兩 岸 禪 學 研 討 會 論 文 集 ， 2001。  
2 9  俞 學 明 ＜ 智 顗 觀 論 思 想 述 評 ＞ ，《 中 國 佛 教 學 術 論 典 》 14， 高 雄 ： 佛 光 文 化 ，

2001。  
3 0  李 四 龍 ＜ 智 顗 三 諦 思 想 研 究 ＞ ，《 中 國 佛 教 學 術 論 典 》 14， 高 雄 ： 佛 光 文 化 ，

2001。  
3 1  潘 桂 明 《 智 顗 評 傳 》， 南 京 大 學 ， 1996。  
3 2  吳 汝 鈞 《 天 台 智 顗 的 心 靈 哲 學 》， 台 北 ： 商 務 出 版 ， 1999。  

 6



史 為 主 的 專 書 著 作 ， 似 乎 也 是 很 少 ， 比 較 上 是 朝 思 想 理 路 成 份 較 濃 ，

目 前 可 知 道 的 是 有 安 藤 俊 雄 的《 天 台 學 － 根 本 思 想 之 展 開 》， 3 3 這 是 對

天 台 根 本 思 想 深 入 研 究 ， 針 對 思 想 發 展 與 延 續 做 為 探 討 ， 其 實 可 以 說

這 是 一 部 天 台 思 想 通 史 。 此 外 ， 大 致 上 還 是 以 智 者 大 師 的 思 想 特 色 為

專 題 研 究 對 象。又 如 安 藤 俊 雄 所 著 作 的《 天 台 性 具 思 想 論 》， 3 4 這 也 是

從 思 想 特 色 為 起 點 ， 論 天 台 實 相 及 緣 起 觀 的 分 析 。 而 玉 城 康 四 郎 的 特

色 則 是 重 視 心 的 問 題，即 著 有《 心 把 捉 之 展 開 － 以 天 台 實 相 觀 為 中 心 》

一 書 ， 3 5 這 是 從 心 靈 的 形 態 開 始 解 析 一 念 心 。 若 比 較 強 調 止 觀 方 面 的

課 題 則 有 關 口 真 大 3 6 、 大 野 榮 人 3 7 、 安 藤 俊 雄 等 人 ， 其 中 ， 關 口 真 大

對 教 相 也 有 做 深 入 的 鑽 研 。 至 於 新 田 雅 章 3 8 、 石 津 照 璽 3 9 則 著 重 對 實

相 問 題 的 探 究 。 而 佐 藤 哲 英 的 《 天 台 大 師 之 研 究 》 一 書 ， 4 0 雖 然 是 從

專 人 的 角 度 切 入 ， 但 是 對 智 顗 大 師 的 著 作 及 思 想 做 全 面 性 而 深 刻 的 探

討。至 於，鹽 入 良 道 的 追 悼 論 文 集《 天 台 思 想 與 東 亞 佛 教 文 化 研 究 》，

4 1 這 是 以 專 題 的 討 論 編 集 成 書 的 篇 章 論 文 式 文 集 。  

                                                

以 上 ， 日 本 方 面 要 屬 安 藤 俊 雄 、 關 口 真 大 、 佐 藤 哲 英 等 人 的 研 究

比 較 深 廣 。 不 過 ， 通 史 和 專 人 的 研 究 ， 相 對 來 說 也 是 比 較 少 ， 大 體 上

都 是 從 天 台 學 的 思 想 哲 學 思 辯 角 度 為 著 眼 點 ， 而 做 深 入 細 膩 比 對 分

析 。 由 此 可 見 ， 以 思 想 做 專 題 的 論 說 還 是 比 較 多 ， 相 對 於 三 昧 禪 觀 ，

實 踐 的 教 學 專 題 深 入 的 仍 然 還 是 較 少 。  

而 針 對 覺 意 三 昧 進 行 研 究 者，雖 有 佐 藤 哲 英 的《 天 台 大 師 之 研 究 》

一 書 中 討 論 到，但 是 內 文 涉 及 是 屬 重 點 式 概 要 探 討，而 不 是 專 題 研 究，

故 於 有 限 篇 幅 中 討 論 得 顯 得 不 過 深 廣 ， 屬 於 周 邊 相 關 的 要 點 尚 未 深

 
3 3  安 藤 俊 雄 《 天 台 學 － 根 本 思 想 とその 展 開 》， 京 都 ： 平 樂 寺 書 店 ， 1982。  
3 4  安 藤 俊 雄 《 天 台 性 具 思 想 論 》， 台 北 ： 天 華 ， 1992。  
3 5  玉 城 康 四 郎 《 心 把 の 展 開 － 天 台 實 相 觀 中 心 として 》， 東 京 ： 山 喜 房 佛 書 林 ，

1988。  
3 6  關 口 真 大 《 天 台 止 觀 の研究 》， 東 京 ： 岩 波 書 店 ， 1985。  
  關 口 真 大 《 天 台 小 止 觀 の研究 》， 東 京 ： 山 喜 房 佛 書 林 ， 1979。  
3 7  大 野 榮 人 《 天 台 止 觀 成 立 史 の研究 》， 京 都 ： 法 藏 館 ， 1994。  
3 8  新 田 雅 章 《 天 台 實 相 論 の研究 》， 京 都 ： 平 樂 寺 書 店 ， 1987。  
3 9  石 津 照 璽《 天 台 實 相 論 の研究－存在の極相を索 》， 東 京 ： 弘 文 堂 書 房 ， 1947。 
4 0  佐 藤 哲 英 《 天 台 大 師 の 研 究 》， 京 都 ： 百 華 苑 刊 ， 1967。  
4 1  鹽 入 良 道 先 生 追 悼 論 文 集《 天 台 思 想 と 東 アジア 文 化 研 究 》東 京 ： 山 喜 房 佛 書

林 ，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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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雖 又 有 新 田 雅 章 從 實 相 的 觀 點 出 發 而 探 討《 覺 意 三 昧 》，所 探 討 的

問 題 雖 然 比 較 上 是 精 要 多 了 ， 但 卻 侷 限 於 實 相 觀 點 ， 著 重 在 天 台 全 面

性 的 實 相 課 題 上 ， 對 於 實 踐 面 的 修 持 顯 得 論 述 較 少 ， 所 以 新 田 雅 章 所

探 討 的 覺 意 三 昧 是 實 相 方 面 的 特 色 ， 同 樣 的 也 不 是 專 題 討 論 。  

總 之 ， 關 於 以 覺 意 三 昧 專 題 探 討 的 尚 屬 不 多 見 ， 目 前 知 道 的 是 有

智 軍 的 ＜ 天 台 覺 意 三 昧 的 特 色 ＞ 。 4 2 不 過 這 還 是 短 篇 的 發 表 性 文 章 ，

只 是 扼 要 的 介 紹 內 容 和 方 法 。 另 外 ， 雖 然 也 有 日 本 學 者 松 居 恭 示 的 ＜

天 台 大 師 智 顗「覺意三昧」佛性說之考察＞ 43 的討論 ， 而 觀 其 內 容 所

討 論 的 範 圍 部 份 是 就 覺 意 三 昧 的 佛 性 思 想 為 考 察 研 究 ， 所 研 究 的 部 份

是 覺 意 三 昧 中 的 「 三 因 佛 性 」， 主 要 是 探 討 「 慧 思 之 如 來 藏 、 佛 性 說 」

和 「 智 顗 之佛性說」 的 佛 性 思 想 問 題 ， 這 還 是 不 離 於 覺 意 三 昧 的 某 一

個 思 想 面 相 研 究 的 路 線 ， 故 屬 於 實 踐 面 的 禪 觀 和 內 在 理 論 而 也 就 尚 未

涉 及。其 次，今 年 亦 有 楊 麗 莉 新 完 成 的 碩 士 論 文《 覺 意 三 昧 》之 研 究 ，

4 4 雖 然 做 了 細 膩 的 分 析 ， 不 過 對 於 覺 意 三 昧 的 後 續 發 展 顯 得 不 夠 深

入，內 在 核 心 思 想 所 進 一 步 的 哲 學 反 思，似 乎 也 並 沒 有 充 分 加 以 展 開，

筆 者 以 為 仍 有 待 進 一 步 探 討 的 可 能 性 。  

總 之 ， 就 以 上 對 於 天 台 方 面 確 實 有 不 少 學 者 研 究 ， 但 大 體 上 著 重

在 思 想 與 哲 學 較 多 。 如 專 書 部 份 的 研 究 ， 仍 然 著 重 注 意 思 想 特 色 與 哲

學 學 說 部 份 ， 即 使 論 文 或 期 刊 方 面 ， 不 管 是 國 內 或 國 外 早 年 來 也 都 是

偏 向 義 理 學 說 的 探 討 較 多 ， 雖 然 近 來 的 趨 勢 已 開 始 轉 向 著 重 智 者 大 師

實 踐 面 的 課 題 ， 但 是 就 禪 法 的 專 題 研 究 目 前 還 未 多 見 ； 因 此 ， 尚 有 值

得 研 究 的 空 間 。  

 

第 三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方 法  

天 台 的 觀 門 ， 向 來 研 究 圓 頓 止 觀 者 ， 大 致 上 是 以 《 摩 訶 止 觀 》 為

                                                 
4 2  智 軍 ＜ 天 台 覺 意 三 昧 的 特 色 ＞ 《 法 光 雜 誌 》， 台 北 ： 第 68 期 ， 1995。  
4 3  松 居 恭 示 ＜ 天 台 大 師 智 顗 の「覺意三昧」に於ける佛性說に關する一考察 ＞ ，

鹽 入 良 道 先 生 追 悼 論 文 集 《 天 台 思 想 と 東 アジア 文 化 研 究 》， 東 京 ： 山 喜 房 佛 書

林 ， 1997。  
4 4  楊 麗 莉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之 研 究 》 嘉 義 ： 南 華 大 學 ， 碩 士 論 文 ，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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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 少 有 人 注 意 到 與 其 相 關 的 「 覺 意 三 昧 」 禪 法 。 然 而 ， 覺 意 三 昧 經

由 筆 者 比 對 慧 思 大 師 的 《 隨 自 意 三 昧 》 與 《 摩 訶 止 觀 》 中 的 「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發 現 這 三 部 存 在 著 前 後 相 續 進 展 的 關 係，如 前 面 所 說。基 於

此 ， 頗 覺 覺 意 三 昧 有 承 先 啟 後 的 關 鍵 性 。  

就「 承 先 ｣的 傳 法 立 場 而 言，覺 意 三 昧 象 徵 慧 思 大 師 與 智 者 大 師 之

間 禪 法 相 傳 的 重 要 代 表 性 ， 意 味 著 他 們 二 者 有 共 通 的 目 標 ， 將 禪 法 活

用 在 日 常 行 事 中 隨 境 觀 照 自 心 而 修 持 ， 以 此 法 門 教 授 學 人 ， 做 為 證 得

生 死 解 脫 之 道 。 如 慧 思 大 師 的 《 隨 自 意 三 昧 》 內 涵 ， 乃 是 反 觀 心 源 ，

觀 察 心 識 的 動 態，由 中 徹 見 諸 法 因 緣 本 空 之 道 理，體 證 一 切 生 滅 法 相。

而 智 者 大 師 的「 覺 意 三 昧 」也 說：「 反 觀 行 心 不 見 住 處，無 有 一 切 生 滅

相 貌，當 知 行 者 畢 竟 空 寂 」。 4 5 可 以 說 這 二 者 同 樣 是 藉 由 日 常 生 活 的 一

切 行 、 住 、 坐 、 臥 而 隨 時 觀 根 、 塵 、 境 ， 從 一 念 心 當 下 息 滅 貪 瞋 癡 煩

惱 ， 而 頓 破 無 明 ， 契 入 法 性 空 寂 。 這 就 是 慧 思 大 師 與 智 者 大 師 同 一 意

趣 重 視 此 一 觀 心 法 門 之 所 在 。  

其 次，從「 啟 後 ｣的 觀 點 而 說，透 過 圓 頓 止 觀 的 思 想 來 考 察 覺 意 三

昧，發 現 覺 意 三 昧 的 修 持 法 門 觀 一 念 心 本 性 空 寂，不 生 不 滅，「 不 得 二

邊 ， 不 取 二 邊 」，「 雙 照 二 諦 」，「 心 心 寂 滅 」 的 思 想 ， 與 圓 頓 止 觀 的 當

體 即 空 、 即 假 、 即 中 的 中 道 實 相 觀 亦 有 相 契 之 處 。  

又，覺 意 三 昧 的 修 持 法 智 者 大 師 乃 立「 反 觀 心 源 ｣ 為 法 要 之 闡 述，

將 經 論 所 詮 釋 不 詳 之 處 加 以 引 申 出 來 外 ， 亦 融 會 天 台 法 華 實 相 思 想 之

特 色 。 可 以 說 覺 意 三 昧 對 後 期 存 有 影 響 性 ， 也 是 天 台 一 門 重 要 的 禪 觀

之 法 門；所 以 基 於 以 上 這 些 課 題，做 為 本 論 文 所 欲 探 討 之 範 圍 與 目 標。 

故 本 論 文 研 究 名 為「 智 者 大 師 覺 意 三 昧 之 研 究 」，擬 以 智 者 大 師 所

註 釋 的 《 覺 意 三 昧 》 為 主 要 討 論 文 本 ， 分 析 覺 意 三 昧 法 門 內 行 具 備 所

修 之 條 件 與 法 要 。 其 次 再 探 討 後 續 發 展 《 摩 訶 止 觀 》 的 相 關 課 題 ， 依

於 這 二 者 為 主 要 研 究 文 本 。 主 要 是 這 二 種 文 本 前 後 關 係 密 切 ， 本 文 就

合 並 參 考 進 行 探 討 ， 以 便 將 覺 意 三 昧 禪 法 前 後 成 立 的 關 係 做 較 為 周 詳

的 討 論，至 於 慧 思 大 師 的《 隨 自 意 三 昧 》吾 人 將 它 列 為 前 驅 部 份 討 論 。 

研 究 的 面 向 大 約 先 溯 源 覺 意 三 昧 此 一 概 念 在 早 期 漢 譯 大 小 乘 經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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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的 解 釋 ， 以 及 與 慧 思 大 師 三 部 著 之 淵 源 。 其 次 ， 探 討 覺 意 三 昧 整 個

修 持 的 梗 概 。 再 來 ， 研 討 覺 意 三 昧 法 門 對 《 摩 訶 止 觀 》 之 後 續 發 展 有

那 些 相 關 重 要 思 想 。 最 後 ， 討 論 與 漸 次 止 觀 、 不 定 止 觀 之 相 通 與 特 色

之 比 較 。 擬 以 上 述 幾 個 面 相 做 為 整 個 本 文 之 進 行 討 論 的 範 圍 。  

而 研 究 的 方 法 則 採 用 四 點 ：  

1、 佛 學 文 獻 考 察 ： 凡《 大 正 藏 》相 關 經 、 論 典 籍 、 傳 記 、 章 疏 等

與 覺 意 三 昧 關 連 之 涉 及 ， 皆 列 為 考 察 。  

2、佛 典 文 獻 比 較：諸 如 參 照 比 對 於 早 期 相 關 的 經 譯 等 及 論 述，比

較 於 早 期 天 台 的 禪 觀 《 次 第 禪 門 》、《 六 妙 門 》 等 ， 做 一 整 理

比 較 。  

3、佛 學 思 想 史 的 研 究：從 早 期 漢 譯 經 典 至 天 台 慧 思 大 師 的 相 關 論

題 ， 到 智 者 大 師 著 作 論 題 討 論 ， 釐 清 《 覺 意 三 昧 》 禪 觀 的 思

想 流 變 ， 其 繼 承 與 發 揮 。  

4、佛 學 義 理 分 析 研 究：包 括 相 關 佛 教 哲 學 詮 釋 研 究，剖 析《 覺 意

三 昧 》 的 內 涵 ， 融 通 參 照 各 釋 ， 重 新 詮 定 其 意 義 。  

 

以 上 這 是 從 原 典 的 文 獻 資 料 中 考 察 思 想 及 背 景 ， 而 義 理 分 析 與 比

對 ， 是 對 禪 法 的 實 踐 內 容 進 行 研 討 ， 希 望 藉 由 此 深 入 智 者 大 師 教 示 此

覺 意 三 昧 禪 觀 的 因 緣 及 思 想 ， 了 解 其 特 質 、 理 念 、 意 涵 與 時 代 意 義 。  

就 於 文 獻 資 料 方 面 ， 是 以 原 始 經 、 論 、 章 疏 、 傳 記 、 及 天 台 重 要 相 關

典 籍 ， 以 及 慧 思 大 師 的 著 作 和 智 者 大 師 的 著 作 與 灌 頂 、 湛 然 章 疏 以 其

他 相 關 的 著 作 做 考 察 比 對 參 考 。 所 以 就 目 前 漢 文 的 典 籍 、 史 料 、 學 界

成 果 ， 以 及 日 本 的 相 關 研 究 和 大 陸 學 者 研 究 三 方 面 進 行 論 述 探 索 ， 藉

以 客 觀 的 方 式 來 考 察 智 者 大 師 的 時 代 背 景 因 緣 和 義 理 學 說 與 觀 行 思

想 ， 亦 即 了 解 止 觀 思 想 與 實 踐 精 神 的 需 求 ， 俾 以 掌 握 覺 意 三 昧 的 禪 觀

的 特 質 與 意 義 。  

其 次，進 行 義 理 分 析 包 含 相 關 佛 教 哲 學 詮 釋，對 其 實 踐 內 容 詮 釋、

推 理 、 探 索 其 內 部 問 題 ， 即 是 依 據 覺 意 三 昧 的 內 部 禪 法 體 系 與 組 織 ，

分 析 理 論 與 實 踐 ， 從 「 所 觀 對 象 － 起 行 － 證 果 」 (境 、 行 、 果 )的 脈 絡

                                                                                                                                               
4 5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頁 624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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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 論 述 。  

以 上 簡 言 之 ， 是 分 二 大 部 份 進 行 ， 即 內 外 二 部 。 外 部 即 考 察 時 代

背 景 ， 思 想 關 涉 ， 周 邊 因 緣 。 內 部 即 對 覺 意 三 昧 整 個 禪 觀 的 組 織 做 說

明 ； 亦 即 從 覺 意 三 昧 的 淵 源 探 討 這 個 禪 法 的 背 景 ， 再 深 入 此 覺 意 三 昧

整 個 主 要 的 核 心 ， 故 擬 以 此 以 縱 橫 方 式 交 集 進 行 探 索 。  

 

第 四 節  全 文 結 構 大 要  

本 文 主 要 是 針 對 智 者 大 師 的 覺 意 三 昧 進 行 研 究 ， 論 文 內 容 結 構 大

要 共 分 為 六 章 ， 除 第 一 章 緒 論 與 第 六 章 結 論 外 ， 正 文 論 述 部 份 共 為 四

章 ， 內 文 概 要 如 下 ：  

第 一 章 ＜ 緒 論 ＞ ， 說 明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 ， 並 簡 介 現 代 學 界 研 究 概

況 ， 及 本 文 研 究 範 圍 與 方 法 和 全 文 的 結 構 大 要 。  

 

第 二 章  ＜ 智 者 大 師 覺 意 三 昧 淵 源 之 考 察 ＞，第 一 節 依 據 歷 史 資 料

先 概 括 的 敘 述 智 者 大 師 的 生 平 事 蹟 ， 南 北 朝 時 代 背 景 的 佛 教 概 況 ， 以

及 生 平 著 作。其 次，第 二 節 從 中 國 早 期 傳 譯 的 小 乘 禪 法 考 察 覺 意 三 昧，

緊 接 著 第 三 節 則 探 討 中 國 早 期 傳 譯 的 大 乘 禪 法 。 這 是 試 圖 透 過 背 景 的

考 察 ， 而 了 解 智 者 大 師 是 參 考 哪 些 相 關 的 文 獻 而 成 立 此 覺 意 三 昧 禪

觀 ？ 又 從 早 期 傳 譯 的 《 安 般 守 意 經 》 和 鳩 摩 羅 什 所 譯 的 幾 種 禪 經 為 線

索 ， 考 察 相 關 經 論 對 覺 意 三 昧 內 涵 的 構 成 。 此 外 ， 除 了 相 關 經 論 的 流

傳 外 ， 進 一 步 的 探 索 智 者 大 師 學 思 背 景 師 承 方 面 的 影 響 。 故 第 四 節 從

師 承 的 角 度 探 索 覺 意 三 昧 禪 法 之 密 切 關 係 ， 由 慧 思 大 師 三 部 著 作 探 察

對 覺 意 三 昧 禪 觀 之 影 響 。  

 

第 三 章 ＜ 《 覺 意 三 昧 》 與 智 者 大 師 其 他 禪 觀 之 關 係 與 比 較 ＞ ， 這

是 比 對 智 者 大 師 其 他 早 期 三 昧 禪 觀 的 著 作 ， 試 圖 釐 清 出 覺 意 三 昧 的 相

關 論 據 與 流 變 ， 藉 此 了 解 智 者 大 師 對 覺 意 三 昧 在 禪 法 上 前 後 進 展 的 足

跡 ， 從 中 得 知 覺 意 三 昧 與 早 期 天 台 其 他 禪 法 的 關 係 。 基 於 此 ， 第 一 節

說 明《 覺 意 三 昧 》與《 釋 禪 波 羅 蜜 法 門 》之 關 係 與 比 較；第 二 節 是《 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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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三 昧 》 與 六 妙 門 之 關 係 與 比 較 ， 第 三 節 則 是 討 論 與 《 小 止 觀 》 的 同

處 點 ， 依 此 三 節 做 為 面 相 加 以 探 究 。  

 

第 四 章  ＜ 智 者 大 師 對《 覺 意 三 昧 》的 新 發 展 ＞，本 章 依 照 智 者 大

師 所 立 的 六 門 脈 絡 一 一 進 行 討 論 ， 呈 顯 出 覺 意 三 昧 整 個 禪 法 的 內 涵 與

思 想 。 故 本 章 的 第 一 節 ， 首 先 釐 清 覺 意 三 昧 的 焦 點 ， 即 理 論 根 據 與 如

何 實 踐 問 題 ， 主 要 是 從 智 者 大 師 所 融 合 大 乘 三 系 思 想 及 如 何 會 通 實

踐 。 繼 之 介 紹 覺 意 三 昧 的 主 旨 ， 故 第 二 節 為 呈 顯 覺 意 三 昧 的 要 旨 ， 乃

依 智 慧 門 覺 觀 本 性 空 寂 ， 故 談 心 體 與 三 昧 之 出 道 要 旨 。 緊 接 著 進 入 正

修 的 部 份 ， 即 修 學 的 內 容 與 方 法 ， 是 本 章 整 個 覺 意 三 昧 的 核 心 ， 由 概

念 的 了 解 到 如 何 實 際 運 作 ； 所 以 ， 第 三 節 是 先 做 名 義 解 釋 ， 之 後 ， 第

四 節 即 覺 意 三 昧 的 方 便 門 ， 說 明 以 六 波 羅 做 為 前 方 便 。 第 五 節 是 心 相

門 ， 論 以 心 為 行 相 之 門 的 修 持 法 。 第 六 節 是 正 觀 門 ， 說 明 如 何 入 觀 起

修 。 第 七 節 是 證 相 門 之 行 位 ， 說 明 修 持 覺 意 三 昧 所 證 得 之 位 次 ， 及 最

終 可 進 趣 之 佛 果 。  

 

第 五 章 ＜ 覺 意 三 昧 在 《 摩 訶 止 觀 》 的 發 展 ＞ ， 這 是 討 論 覺 意 三 昧

的 後 續 發 展 。 首 先 ， 第 一 節 從 《 摩 訶 止 觀 》 之 「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 論 與

覺 意 三 昧 之 相 關 性。如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之「 十 法 界 四 運 」與「 圓 融 三 諦 」

和 「 六 即 思 想 」 與 覺 意 三 昧 之 關 連 。 第 二 節 則 是 依 智 者 大 師 的 脈 絡 分

析 ， 考 察 覺 意 三 昧 所 說 的 三 觀 與 《 摩 訶 止 觀 》 天 台 三 觀 的 關 連 。 順 此

第 三 節 由 次 第 三 觀 破 法 遍 進 一 步 探 討 《 摩 訶 止 觀 》 之 次 第 三 觀 破 法 遍

的 後 續 發 展 之 影 響 。 第 四 節 則 經 由 次 第 三 觀 引 出 覺 意 三 昧 與 《 摩 訶 止

觀 》 之 關 係 ， 同 時 亦 說 明 與 圓 頓 止 觀 之 密 切 關 連 。  

 

第 六 章 ＜ 結 論 ＞ ， 略 要 說 明 本 文 研 究 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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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智者大師覺意三昧淵源之考察  

第 一 節  智 者 大 師 的 生 平 與 著 作  

佛 教 傳 入 中 國 後 ， 在 南 北 朝 形 成 一 種 南 北 佛 教 文 化 相 異 的 現 象 ，

產 生 南 方 偏 重 於 經 論 義 學 研 究 ， 北 方 則 偏 重 於 宗 教 實 踐 的 禪 修 ， 但 是

二 者 相 異 現 象 隨 著 朝 代 政 權 的 嬗 遞 ， 佛 教 學 界 人 事 遷 移 ， 終 究 還 是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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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 朝 交 流 融 合 。 4 6 就 智 者 大 師 而 言 ， 乃 逢 於 此 時 期 的 佛 教 大 師 ， 大 師

早 年 熏 習 於 南 方 義 學 佛 教 ， 後 遇 由 北 方 而 南 遷 的 慧 思 大 師 相 授 禪 法 ，

於 精 勤 中 遂 證 悟 「 法 華 三 昧 」 前 方 便 ， 開 啟 理 論 與 實 踐 會 通 ， 融 合 教

相 與 行 門 ， 為 隋 代 南 北 朝 佛 教 義 學 與 實 修 的 重 要 大 師 。  

基 於 此，教 相 二 門 乃 為 天 台 主 要 的 宗 旨，由 所 講 述 的《 次 第 禪 門 》、

《 方 等 三 昧 行 法 》、《 覺 意 三 昧 》、《 六 妙 法 》、《 法 界 次 第 初 門 》、《 小 止

觀 》 等 等 這 些 禪 法 ， 從 這 些 實 修 的 觀 門 所 知 ， 大 體 上 是 不 出 以 教 相 之

理 論 為 基 礎 的 禪 門 所 開 展 出 的 大 乘 菩 薩 思 想 之 禪 觀 。 因 此 ， 內 容 上 有

完 整 的 修 行 哲 學 體 系 理 論，如：「 一 心 三 觀 」、「 三 諦 圓 融 」及「 中 道 實

相 」 等 豐 富 的 佛 教 義 理 哲 學 ， 可 說 這 些 都 是 融 合 濃 厚 的 大 乘 圓 教 思 想

在 內 。 例 如 ：《 法 華 經 》的 一 實 相 義 ， 及《 中 論 》的 中 道 實 相 和《 涅 槃

經 》 的 佛 性 說 之 如 來 秘 密 藏 義 ， 還 有 般 若 經 系 的 二 諦 說 與 《 瓔 珞 經 》

的 三 觀 思 想 等 等 諸 多 義 理 。 皆 為 智 者 大 師 融 合 運 用 ， 堪 稱 是 理 論 與 實

修 相 結 合 所 構 成 的 哲 學 體 系 ， 成 為 概 括 了 他 的 宗 教 實 踐 學 說 之 理 論 ，

4 7 也 代 表 了 他 整 個 禪 學 思 想 的 學 說 體 系 ， 基 於 此 ， 覺 意 三 昧 也 亦 是 在

這 種 體 系 與 理 念 之 下 所 構 思 的 一 種 禪 觀 。  

                                                

 

一 、 時 代 背 景  

    若 據 中 村 元 對 中 國 佛 教 史 的 區 分 ， 以 劃 分 幾 個 時 期 做 說 明 （ 本 文

取 其 相 關 的 部 份 引 以 說 明 ）。即 第 一 期：從 羅 什 東 來 譯 出 大 乘 經 典 成 為

漢 文 及 普 及 化 開 始，此 謂 傳 承、傳 譯 時 代，或 格 義 佛 教 時 代。第 二 期 ：

指 南 北 朝 時 代 （ 401-573）， 稱 為 研 究 、 學 派 時 代 。 第 三 期 ： 由 隋 朝 統

一 南 北 朝 後 （ 581-750）， 是 建 設 時 代 。 而 隋 之 後 （ 751-1120） 又 分 實

行 時 代、繼 承 時 代（ 隋 至 清 末 ）。 4 8 若 依 照 此 種 說 法，以 智 者 大 師 所 處

的 時 代 是 南 北 朝 ， 即 這 裡 所 說 的 屬 於 研 究 、 學 派 的 時 代 ， 是 經 論 研 究

相 當 盛 行 的 時 期 ， 也 是 各 家 學 派 的 形 成 時 期 ， 可 謂 這 是 佛 教 史 上 具 有

 
4 6  參 見 藍 吉 富 《 隋 代 佛 教 史 述 評 論 》， 台 北 ： 商 務 印 書 館 ， 1993， 頁 149-156。  
4 7  參 見 潘 桂 明 《 智 顗 評 傳 》， 南 京 大 學 出 版 社 ， 1996 年 ， 頁 311。  
4 8  參 見 中 村．元 等 著，余 萬 居 譯《 中 國 佛教發展史 》上 冊，台 北：天 華 出 版，1984，

頁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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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義 的 時 代 。  

以 南 北 朝 年 代 各 所 歷 經 的 朝 政 而 言 ， 南 朝 是 從 420 年 至 588 年 ，

歷 經 宋 、 齊 、 梁 、 陳 朝 代 ， 北 朝 是 420 至 581 年 ， 有 北 魏 、 東 魏 、 西

魏 、 北 齊 、 北 周 諸 代 。 4 9 由 於 南 北 朝 的 國 事 政 治 分 裂 使 得 陸 地 交 通 不

便 ， 佛 教 遂 乃 在 中 國 形 成 兩 地 不 同 的 佛 教 學 派 風 格 ， 5 0 即 是 南 方 重 學

輕 禪 ， 北 方 重 禪 輕 學 的 情 形 。 雖 然 如 此 ， 佛 教 受 到 諸 帝 的 崇 信 ， 亦 形

成 佛 教 自 東 漢 傳 入 後 至 此 發 達 為 全 盛 時 期 。  

而 這 個 時 代 的 佛 教 興 盛 乃 由 於 傳 譯 時 代 的 開 創 而 來 ， 從 東 晉 末 年

時 陸 續 傳 譯 了《 法 華 經 》、《 阿 彌 陀 經 》、《 中 觀 》、《 華 嚴 經 》、《 涅 槃 經 》

等 大 乘 經 論 ， 於 此 奠 定 南 北 朝 研 究 時 代 的 基 礎 。 又 此 時 亦 有 勒 那 摩 提

（ ？ -508）、 菩 提 流 支 （ 508-535）、 佛 陀 扇 多 （ 510-539）， 及 毘 目 智 仙

等 相 繼 到 洛 陽 ， 譯 出 屬 於 如 來 藏 說 和 唯 識 思 想 的 經 典 。 菩 提 流 支 於 如

來 藏 說 方 面 譯 有《 不 增 不 減 經 》、《 究 竟 一 乘 寶 性 論 》，唯 識 方 面 有《 入

楞 伽 經 》、《 解 脫 深 密 經 》、《 唯 識 論 》，又 與 勒 那 摩 提 合 譯 的 有《 十 地 經

論 》。 佛 陀 扇 多 譯 有 《 攝 大 乘 論 》。 而 關 於 世 親 的 著 作 ， 菩 提 流 支 和 毘

目 智 仙 相 繼 譯 有 《 金 剛 般 若 經 論 》、《 無 量 壽 經 論 》、《 成 業 論 》 等 等 。

這 與 之 前 的 鳩 摩 羅 什 傳 譯 的 龍 樹 中 觀 系 的 經 論 ， 5 1 在 大 乘 經 典 方 面 ，

形 成 較 完 整 的 三 系 學 說 。  

另 外，根 據 學 者 研 究 還 有《 勝 鬘 經 》、《 楞 伽 經 》、《 攝 大 乘 論 》、《 十

地 經 論 》、《 無 量 壽 經 論 》 等 。 5 2 及 智 者 大 師 當 時 所 修 持 的 《 觀 普 賢 菩

薩 行 法 經 》 即 於 宋 的 時 代 譯 出 。 5 3 以 上 說 明 「 中 觀 」 和 「 唯 識 」 以 及

「 如 來 藏 」 思 想 的 相 關 經 論 於 此 相 繼 譯 出 而 完 備 ， 帶 給 南 北 朝 佛 教 豐

富 的 資 源 ， 形 成 南 北 朝 時 代 研 究 的 風 氣 ， 尤 其 是 促 成 南 朝 競 相 研 究 的

義 學 學 風 。  

就 南 方 佛 教 情 形 ， 主 要 以 講 學 、 譯 經 和 對 義 理 的 鑽 研 ， 這 樣 的 風

氣 帶 動 許 多 義 學 沙 門 和 居 土，從 事 專 研 弘 傳，分 別 就 有 對「 毗 曇 」、「 成

                                                 
4 9  參 見 黃 懺 華 《 佛 教 史 略 與 宗 派 》， 台 北 ： 木 鐸 出 版 ， 1988， 頁 29-41。  
5 0  參 見 橫 超 慧 日 《 中 國 の佛教 》， 大 藏 出 版 ，  1981， 頁 35。  
5 1  參 見 中 村 ． 元 等 著 ， 余 萬 居 譯 《 中 國 佛教發展史 》 上 冊 ， 頁 172-173。  
5 2  參 見 鎌 田 茂 雄 著 ， 關 世 謙 譯 《 中 國 佛教史－南北朝佛教 》 第 四 卷 ， 台 北 ： 獅 子

吼 雜 誌 ， 1991， 頁 1-27。  
5 3  中 村 元 著 ， 余 萬 居 譯 《 中 國 佛 教 發 展 史 》 上 冊 ， 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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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 諸 律 、「 三 論 」、「 涅 槃 」、「 攝 論 」 等 等 的 這 些 對 經 論 典 籍 做 專 門

研 究 的 學 風 ， 而 奠 下 往 後 隋 唐 時 代 各 宗 學 派 的 成 立 。 尤 其 ， 南 方 佛 教

自 宋 以 來 即 受 到 高 門 貴 族 和 名 流 之 士 的 崇 信 和 重 視 ， 到 梁 武 帝 時 更 是

不 遺 餘 力 的 篤 信 和 擁 護 ， 著 有「《 涅 槃 》、《 大 品 》、《 淨 名 》、《 大 集 》疏

記 及 《 問 答 》 等 數 百 卷 ， 亦 講 說 《 涅 槃 》、《 般 若 》 及 命 僧 編 纂 要 鈔 、

經 律 等 ， 而 且 除 了 極 力 倡 導 涅 槃 等 大 乘 經 典 外 。 還 推 行 因 果 報 應 的 神

不 滅 論 、 禁 斷 肉 食 、 立 懺 悔 法 」 5 4 等 等 極 力 宏 揚 的 推 動 。 使 得 南 方 的

佛 教 事 業 更 活 躍 和 盛 行 ， 而 走 向 快 速 的 成 長 和 傳 揚 。 如 寺 院 僧 尼 比 之

前 的 宋 、 齊 也 遽 增 很 多 ， 經 典 相 繼 的 譯 出 以 及 義 學 沙 門 講 學 風 氣 也 達

到 盛 行 ， 雖 然 經 候 景 之 亂 ， 佛 教 受 到 毀 壞 而 有 趨 於 衰 微 的 現 象 ， 但 這

些 功 不 可 沒 的 事 蹟 ， 勢 力 卻 深 深 的 影 響 陳 代 諸 帝 很 深 而 使 其 效 法 。  

    而 北 朝 所 流 行 的 佛 教 風 氣，比 較 趨 向 戒、定 學 風，尤 其 偏 重 禪 觀 ，

但 也 融 有 義 學 的 學 風 在 內。如 有 小 乘 的《 毗 曇 》、《 成 實 》，大 乘 的 有《 攝

論 》、《 涅 槃 》、《 法 華 》， 及《 地 論 》、《 三 論 》、《 四 分 律 》等 ， 但 主 要 還

是 以 實 修 的 禪 法 和 淨 土 教 為 主 。 5 5 而 北 朝 所 側 重 的 禪 觀 在 流 傳 中 概 括

有 個 二 方 向 ， 一 是 楞 伽 師 所 傳 的 心 要 禪 法 ， 另 一 個 是 毗 曇 禪 數 。 流 傳

中 則 有 後 漢 安 世 高 所 譯 的 有 《 安 般 守 意 經 》、《 陰 持 入 經 》、《 禪 行 法 想

經 》、《 四 諦 經 》 等 ， 及 之 後 有 支 婁 迦 讖 譯 出 《 般 舟 三 昧 經 》、《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等，亦 相 繼 有 鳩 摩 羅 什 編 譯 的《 禪 法 要 解 》、《 坐 禪 三 昧 經 》、

《 思 惟 略 要 經 》 等 以 上 大 小 乘 禪 法 。 5 6 而 至 魏 末 隋 初 ， 禪 法 所 盛 行 的

有 僧 稠（ 480-560）的 涅 槃 四 聖 行 之 四 念 處 法 與 止 觀 、 十 六 特 勝 禪 法 ，

其 中 他 和 僧 實 的 禪 法 影 響 最 大 。 5 7 若 論 天 台 的 慧 文 禪 師 與 慧 思 禪 師 的

禪 法 多 少 也 是 受 這 影 響 之 下 的 禪 觀，所 以 於 當 時 北 方 禪 法 勢 力 亦 不 小。 

    以 上 佛 教 的 豐 富 譯 經 事 業 ， 經 由 義 學 沙 門 對 教 義 的 整 合 分 析 研

究 ， 而 紛 紛 迸 發 出 對 教 義 的 新 意 闡 釋 。 例 如 有 《 涅 槃 經 》 的 佛 性 「 本

有 」 和 「 始 有 」 5 8 說 的 不 同 看 法 ， 和 各 家 判 教 提 出 的 思 想 ， 以 及 「 地

                                                 
5 4  參 見 黃 懺 華 《 中 國 佛 教 》， 上 海 ： 知 識 出 版 ， 1991， 頁 30。  
5 5  參 見 黃 懺 華 《 佛 教 史 略 與 宗 派 》， 台 北 ： 木 鐸 出 版 ， 1988， 頁 32-47。  
5 6  道 宣 《 出 三 藏 記 集 》 大 正 藏 五 五 ‧ 5 中 -11 上 。  
5 7  參 見 湯 鍚 予 《 漢 魏 兩 晉 南 北 朝 佛 教 史 》， 台 北 ： 鼎 文 書 局 1985， 頁 766-794。  
5 8  佛 性 論 的 「 始 有 」「 和 「 本 有 」 的 爭 議 ， 據 呂 澂 所 研 究 的 看 法 ， 道 生 主 張 以 當

果 為 佛 性 ， 而 引 起 當 時 學 者 對 佛 性 究 竟 是 「 始 有 」 還 是 「 本 有 」 加 以 探 討 。 對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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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 」與「 攝 論 」對 心 識 的 不 同 界 定，還 有「 中 論 」的 二 諦 說 等 等 這 些 ，

5 9 可 以 說 都 是 此 時 期 佛 教 義 學 的 產 物 。 總 之 ， 不 管 是 南 方 重 學 或 北 方

重 禪，南 北 二 方 所 形 成 的 不 同 學 風，為 當 時 佛 教 流 傳 中 的 另 一 種 特 色。

這 個 特 色 後 來 在 隋 文 帝 統 一 中 國 後 ， 也 隨 之 融 合 。 然 而 ， 此 融 合 若 從

智 者 大 師 的 教 義 與 實 踐 並 駕 齊 驅 來 觀 ， 即 有 力 圖 將 義 理 與 修 持 緊 密 結

合 而 展 現 融 合 風 格 的 意 味 了 。  

總 而 言 之 ， 南 北 朝 這 個 時 期 雖 然 相 當 動 盪 不 安 ， 但 兩 地 諸 代 帝 王

也 都 相 當 的 擁 護 佛 教 。 另 一 方 面 也 因 為 帝 王 想 藉 助 結 合 宗 教 力 量 的 政

策 而 安 撫 人 心 ， 於 是 佛 教 得 到 蓬 勃 發 展 ； 因 此 快 速 的 膨 脹 使 得 佛 教 隨

著 朝 代 的 遞 嬗 而 有 興 衰 的 局 面 。 雖 然 如 此 ， 綜 觀 南 北 朝 佛 教 ， 不 管 是

佛 教 事 業 或 繹 經 、 講 學 方 面 都 還 是 相 當 興 盛 活 躍 ， 可 謂 經 由 義 學 的 興

盛 探 討 使 得 各 家 彼 此 互 相 激 盪 ， 形 成 融 合 與 分 立 的 局 面 ， 而 激 發 出 不

同 看 法 與 思 想 ， 奠 定 下 往 後 隋 唐 各 宗 派 的 紛 紛 成 立 。 這 是 佛 教 傳 入 中

國 後 ， 在 南 北 朝 時 代 呈 顯 繽 紛 異 彩 ， 也 為 中 國 佛 教 創 造 佛 法 天 地 而 留

下 豐 富 的 貢 獻 。  

 

二 、 生 平 事 蹟  

關 於 智 者 大 師 的 生 平 及 其 行 歷 事 蹟 和 相 關 傳 記 文 獻 史 料 ， 目 前 收

於 《 大 藏 經 》 的 大 約 有 灌 頂 所 撰 的 《 隋 天 台 智 者 大 師 別 傳 》 一 卷 ， 道

宣 著 《 續 高 僧 傳 》 卷 十 七 ＜ 智 顗 傳 ＞ ， 和 《 國 清 百 錄 》、《 佛 祖 統 紀 》

卷 六 ， 以 及 南 宋 的 《 天 台 九 祖 傳 》 一 卷 。 本 節 就 以 上 這 些 文 獻 上 史 料

外，並 且 參 照 相 關 年 代 的 史 表 核 對，以 及 參 考 前 人 的 著 作 等 研 究 資 料，

做 為 敘 述 智 者 大 師 的 生 平 傳 記 ， 並 且 主 要 是 採 取 其 一 生 中 重 要 事 蹟 為

                                                                                                                                               
「 當 果 佛 性 」 只 是 預 設 推 定 將 來 可 能 成 佛 ， 但 就 於 佛 性 本 身 而 言 ， 是 「 始 有 」，

或 是 「 本 有 」， 卻 是 仍 然 存 在 的 的 一 個 問 題 。 以 道 生 而 說 ， 他 是 主 張 歸 結 於 「 始

有 」， 而 其 後 引 起 別 家 出 現 有 「 本 有 」 的 說 法 。 如 此 一 來 ，「 始 有 」 和 「 本 有 」 就

成 為 對 立 了 ， 因 此 ， 成 為 佛 性 議 論 中 一 個 突 出 的 爭 議 問 題 。 呂 澂 《 中 國 佛 學 思 想

概 論 》， 台 北 ： 天 華 出 版 ， 1991， 頁 136。  
5 9  據 周 顒 所 著 的 《 三 宗 論 》， 記 載 了 關 於 二 諦 學 說 有 三 家 主 張 。 三 家 都 是 以 空 為

真 諦 ， 以 假 為 俗 諦 ， 但 是 在 空 假 的 關 係 上 各 家 的 看 法 卻 有 所 不 同 ： 第 一 家 說 「 不

空 假 名 」， 第 二 家 說 「 空 假 名 」， 第 三 家 「 假 名 （ 即 ） 空 」。 周 顒 以 第 三 家 意 見 為

正 確 ， 認 為 前 二 家 是 「 成 實 師 」 的 主 張 。 呂 澂 《 中 國 佛 學 思 想 概 論 》， 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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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點 式 說 明 。 6 0  

智 者 大 師 ， 俗 姓 陳 ， 字 德 安 ， 生 於 荊 州 華 容 縣 ， 6 1 時 值 南 朝 梁 武

帝 大 同 四 年 。 6 2 一 生 所 經 歷 時 代 是 538 年 至 597 年 ， 為 時 六 十 年 ， 屬

於 南 北 朝 到 隋 朝 時 代 。 而 由 於 此 時 期 的 朝 政 相 當 不 安 ， 因 此 ， 短 短 六

十 年 間 共 經 歷 十 帝 朝 政 ， 6 3 雖 然 如 此 ， 仍 然 安 守 道 業 和 致 力 於 佛 教 的

宣 揚 ， 以 下 本 文 就 略 述 其 生 平 ：  

梁 元 帝 承 聖 三 年（ 554），由 於 江 陵 失 守 危 機 四 起，導 致 國 亂 親 亡 ，

時 局 也 隨 之 動 亂 ， 此 時 智 者 大 師 倍 感 世 間 的 無 常 ， 於 是 隔 年 ， 梁 敬 帝

紹 泰 元 年（ 555）十 八 歲，禮 湘 州 果 願 寺 沙 門 法 緒 出 家，之 後 往 北 面 親

近 慧 矌 律 師（ 534-613）。依 據《 續 高 僧 傳 》所 記 載 慧 曠 律 師 除 了 習 律 ，

尚 依 於 真 諦 專 研 經 論，如 云：「 俱 值 真 諦 受 攝 大 乘、唯 識 等 論，金 光 明

等 經 。 俄 而 真 諦 涅 槃 法 朋 彫 徒 ， 乃 共 同 學 僧 宗 俱 栖 匡 岫 ， 分 時 敷 說 法

化 彌 隆 。 」又 云 ：「 曠 既 律 行 嚴 精 ， 義 門 綜 博 」等 言 。 6 4 可 見 慧 矌 律 師

在 義 學 方 面 對 經 論 研 究 也 是 相 當 廣 博 和 致 力 宏 揚 。 另 外 ， 還 精 研 當 時

被 廣 為 研 習 的 「《 成 實 論 》 和 毘 曇 等 三 藏 教 」， 6 5 據 此 而 觀 慧 曠 律 師 精

嚴 習 律 與 博 通 經 論 ， 也 是 一 位 飽 學 之 律 師 。 依 此 而 推 論 智 者 大 師 向 慧

曠 律 師 學 習 《 方 等 經 》 及 求 受 具 足 戒 外 ， 也 學 習 大 小 經 論 ， 此 時 應 是

奠 下 他 的 經 教 基 礎 ， 以 至 後 來 到 大 賢 山 精 勤 讀 誦 《 法 華 經 》、《 無 量 義

經 》、《 普 賢 觀 經 》， 並 進 修 《 方 等 懺 》， 養 成 他 在 實 踐 上 的 大 乘 契 機 ，

和 修 道 上 重 要 的 經 典 依 據 ， 而 且 貫 徹 戒 、 定 、 慧 三 學 總 持 並 進 的 學 習

方 針 。  

爾 後 ， 至 陳 文 帝 天 嘉 元 年 （ 560）， 智 者 大 師 二 十 三 歲 ， 聞 說 慧 思

禪 師 力 行 禪 定 波 羅 密 ， 頗 為 深 入 ， 於 是 轉 往 光 州 大 蘇 山 禮 慧 思 禪 師

（ 515-577）  為 業 師 ， 求 受 教 導 禪 法 ， 慧 思 大 師 即 教 示 普 賢 道 場 ， 受

                                                 
6 0  參 見 藍 吉 富 《 隋 代 佛 教 史 述 論 》， 頁 173。  
6 1  灌 頂 《 隋 天 台 智 者 大 師 別 傳 》 大 正 五 十 ‧ 191 上 。  
6 2  參 閱 慈 怡 《 佛 教 史 年 表 》， 高 雄 ： 佛 光 出 版 ， 1987， 頁 62。  
6 3  所 謂 十 帝 ：「 梁 ． 武 帝 、 簡 文 帝 、 元 帝 、 敬 帝 ， 陳 ． 武 帝 、 文 帝 、 廢 帝 、 宣 帝 、

後 主，隋．文 帝 」。賈 虎 臣 編 著《 中 國 歷 代 帝 王 譜 系 彙 編 》，台 北：正 中 書 局，1994，

頁 160-189。  
6 4  道 宣 《 續 高 僧 傳 》 卷 十 ， 大 正 五 十 ‧ 503 中 。  
6 5  參 見 釋 大 常 ＜ 智 者 大 師 三 藏 教 思 想 形 成 背 景 之 初 探 ＞ 收 錄 於 《 現 代 佛 學 研

究 》， 2001， 第 十 二 屆 佛 學 論 文 發 表 ， 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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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法 華 四 安 樂 行 及 觀 心 法 門 。 至 此 ， 日 夜 精 勤 誦 習 法 華 ， 而 悟 法 華 三

昧 前 方 便 ， 由 此 開 啟 禪 教 之 門 。  

於 是 ， 隔 年 ， 陳 廢 帝 光 大 元 年 （ 567）， 智 者 大 師 三 十 歲 ， 便 承 師

命 至 金 陵 瓦 官 寺 開 講《 法 華 經 》、《 大 智 度 論 》、《 次 第 禪 門 》，而 創 弘 禪

法 ，是 時 為 奠 定 天 台 止 觀 的 初 端 。 6 6 歷 時 八 年，講 說《 大 智 度 論 》，及

禪 法 ， 感 召 當 時 陳 國 朝 政 官 員 和 名 流 之 士 以 及 佛 教 緇 素 皆 熱 中 習 禪 。

後 於 太 建 六 年（ 574）因 北 方 武 帝 滅 佛 事 件，因 感 佛 法 漸 微 而 心 生 退 隱

潛 修 之 志。於 陳 宣 帝 太 建 七 年（ 575）三 十 八 歲，入 天 台 山 棲 隱，於 華

頂 峰 上 ， 親 歷 魔 境 而 體 悟 諸 法 實 相 ， 本 性 空 寂 ， 6 7 於 是 「 證 悟 法 華 圓

頓 中 道 實 相 」。 6 8  

數 年 後 ， 陳 後 主 至 德 三 年 （ 585）， 智 者 大 師 四 十 八 歲 ， 因 至 誠 懇

請，遂 再 次 出 天 台 山 至 金 陵 太 極 殿 開 講《 大 智 度 論 》及《 仁 王 般 若 經 》。

爾 後，亦 至 光 宅 寺 講 述《 仁 王 般 若 經 》、《 法 華 文 句 》，卻 於 禛 明 二 年（ 588

年，五 十 一 歲 ），因 陳 後 主 朝 政 呈 顯 危 機，有 感 於 國 政 世 局 漸 微，金 陵

之 危 機 已 非 久 留 之 地 ， 因 此 退 辭 金 陵 ， 率 眾 棲 住 於 廬 山 。 隔 年 ， 於 禛

明 三 年 ， 北 朝 隋 文 帝 開 皇 九 年 ， 隋 文 帝 統 一 中 國 ， 南 北 朝 代 就 此 終 告

結 束 。 而 隋 文 帝 開 皇 十 一 年 （ 591）， 智 者 大 師 五 十 四 歲 時 ， 受 晉 王 廣

（ 煬 帝 ） 的 迎 請 ， 傳 受 菩 薩 戒 及 供 千 僧 齋 ， 而 被 賜 「 智 者 」 之 號 。 但

又 時 過 兩 年 ， 隋 文 帝 開 皇 十 三 年 （ 593）， 五 十 六 歲 時 感 覺 晚 年 已 近 ，

於 是 便 回 故 鄉 荊 州 一 趟 ， 於 此 地 興 建 玉 泉 寺 ， 並 且 講 述 《 法 華 玄 義 》

和 《 摩 訶 止 觀 》， 至 此 天 台 三 大 部 於 此 講 述 圓 滿 完 成 。  

最 後， 於 隋 文 帝 開 皇 十 六 年（ 596）五 十 九 歲 ， 又 返 回 天 台 山， 並

著 力 撰 寫《 淨 名 疏 》。 隔 年 ， 隋 文 帝 開 皇 十 七 年（ 597），六 十 歲 ，晉 王

（ 楊 廣 ） 再 次 召 請 入 京 ， 行 至 天 台 山 石 城 寺 時 而 圓 寂 入 滅 ， 於 入 滅 前

對 徒 眾 口 授 遺 教 《 觀 心 論 》。  

縱 觀 他 一 生 的 生 涯 雖 然 短 短 六 十 年 ， 但 因 政 權 紛 爭 ， 世 局 更 替 不

迭，歷 經 梁、陳、隋 三 朝 十 帝 之 多（ 梁 紀 四 帝，陳 紀 五 帝，隋 紀 一 帝 ）。

                                                 
6 6  參 見 潘 桂 明 《 智 顗 評 傳 》， 南 京 大 學 出 版 社 ， 1996， 頁 33。  
6 7  志 磐 《 佛 祖 統 紀 》 卷 六 ， 大 正 四 十 九 ‧ 182 上 。  
6 8  釋 大 睿 《 天 台 懺 法 之 研 究 》， 台 北 ： 法 鼓 文 化 ， 2000， 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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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 然 而 ， 雖 時 值 動 盪 不 安 的 世 局 ， 仍 然 致 力 弘 揚 佛 法 不 餘 遺 力 ， 因 此

德 高 望 重 備 受 諸 帝 禮 待 尊 崇 。  

以 上 從 畢 生 所 力 行 的 事 蹟 而 觀 ， 主 要 是 倡 導 解 行 並 重 ， 即 教 義 和

禪 法 的 修 持 並 重 的 思 想 ， 可 以 說 「 其 終 生 弘 法 ， 義 學 與 禪 法 並 重 而 不

偏 廢 」。 7 0 如 他 最 後 所 咐 囑 強 調 的 以 戒 為 師，以 四 種 三 昧 為 明 導 等 言 ，

即 知 ， 智 者 大 師 注 重 實 踐 的 修 持 ， 並 且 以 四 種 三 昧 為 諄 囑 ， 可 見 禪 法

的 修 持 他 視 為 解 脫 道 上 一 個 根 本 的 重 要 課 題 。  

 

三 、 生 平 著 作  

天 台 宗 的 祖 承 依 序 是 龍 樹 、 慧 文 、 慧 思 、 智 顗 ， 但 天 台 宗 的 成 立

首 推 智 者 大 師 ， 於 是 關 於 他 的 教 典 也 就 成 為 天 台 宗 重 要 典 籍 。 而 關 於

他 的 著 作 有 親 撰 和 講 述 二 大 類 ， 目 前 分 別 被 收 錄 在 《 大 正 藏 》 和 《 卍

續 藏 》 內 ， 若 依 據 目 前 現 存 最 早 的 《 大 正 藏 》 第 五 十 冊 所 收 錄 灌 頂 撰

的 《 別 傳 》（ 605） 記 載 ， 統 計 共 有 九 部 八 十 五 卷 ， 這 是 智 者 大 師 圓 寂

後 九 年 ， 灌 頂 才 編 集 完 成 的 著 作 。 7 1 計 有 ：  

 

1《 淨 名 經 疏 》 二 十 八 卷  

2《 覺 意 三 昧 》 一 卷  

3《 六 妙 門 》 一 卷  

4《 法 界 次 第 章 門 》 三 卷  

5《 小 止 觀 》 一 卷  

6《 法 華 三 昧 行 法 》 一 卷  

7《 次 第 禪 門 》 三 十 卷  

8《 法 華 玄 義 》 十 卷  

9《 圓 頓 止 觀 》 十 卷  

 

此 後 ， 至 唐 代 道 宣 律 師 整 理 經 典 目 錄 撰 《 大 唐 內 典 錄 》（ 664） 之 （ 卷

                                                 
6 9  賈 虎 臣 《 中 國 歷 代 帝 王 譜 系 彙 編 》， 台 北 ： 正 中 書 局 ， 1994， 頁 160-189。  
7 0  藍 吉 富 《 隋 代 佛 教 史 述 論 》， 頁 174。  

 20



五 ） 中 ， 則 收 錄 共 有 十 九 部 八 十 七 卷 ， 比 灌 頂 的 《 別 傳 》 增 加 了 十 部

之 多 。 而 到 中 唐 最 澄 《 傳 教 大 師 將 來 台 州 錄 》 的 「 天 台 疏 點 經 目 錄 」

7 2 （ 805）時 ， 又 增 補 到 三 十 一 部 九 十 卷 ， 若 合 併 在《 別 傳 》和《 大 唐

內 典 錄 》 數 目 所 闕 本 的 卷 數 共 有 三 十 一 部 一 百 二 十 三 卷 。 如 下 以 圖 式

比 對 ：  

 
  灌 頂 《 別 傳 》  卷

數  
 道 宣《 大 唐 內 典 錄 》

  
卷 數 最 澄《 傳 教 大 師 將 來 台

州 錄 》  
卷 數

1 《 淨 名 經 疏 》  28 《 維 摩 經 疏 》  30 《 維 摩 經 玄 疏 》  6 
2 《 覺 意 三 昧 》  1 《 覺 意 三 昧 》  1 《 覺 意 三 昧 》  1 
3 《 六 妙 門 》  1 《 六 妙 門 》  1 《 修 禪 六 妙 門 》  1 
4 《 法 界 次 第 章

門 》  
3 《 法 界 次 第 章 門 》  3 《 法 界 次 第 》 6 卷  3 

5 《 小 止 觀 》  1 《 小 止 觀 》  2 《 小 止 觀 》  1 
6 《 法 華 三 昧 行

法 》  
1 《 法 華 三 昧 行 法 》  1 《 法 華 懺 法 》  1 

7 《 次 第 禪 門 》  30 《 禪 波 羅 蜜 門 》  10 《 禪 文 修 證 》  10 
8 《 法 華 玄 義 》  10 《 法 華 玄 義 》  10 《 法 華 玄 義 》  10 
9 《 圓 頓 止 觀 》  10 《 圓 頓 止 觀 》  10 《 摩 訶 止 觀 》  10 
10   《 法 華 疏 》  10 《 法 華 文 句 疏 》  10 
11   《 觀 心 論 》  1 《 觀 心 論 》  1 
12   《 三 觀 義 》  1 《 雜 觀 行 》  1 
13   《 四 教 義 》  1 《 四 教 儀 》  12 
14   《 四 悉 檀 義 》  1 《 口 決 禪 法 》  1 
15   《 如 來 壽 量 義 》  1 《 阿 彌 陀 經 疏 》  1 
16   《 大 方 等 行 法 》  1 《 觀 音 品 義 疏 》  2 
17   《 般 舟 證 相 行 法 經 》 1 《 觀 無 量 壽 經 疏 》  1 
18   《 請 觀 音 行 法 》  1 《 請 觀 音 經 疏 》  1 
19   《 南 岳 思 禪 師 傳 》  1 《 觀 音 品 義 》  1 
20     《 禪 門 章 》  1 
21     《 禪 門 要 略 》  1 
22     《 金 光 明 懺 法 》  1 
23     《 金 光 明 經 玄 義 》   1 
24     《 金 光 明 經 疏 》  3 
25     《 菩 薩 戒 經 義 記 》  2 
26     《 五 方 便 義 》  1 
27     《 圓 教 六 即 義 》  1 
28     《 釋 十 如 是 義 》  1 

                                                                                                                                               
7 1  參 見 潘 桂 明 《 智 顗 評 傳 》， 1996， 頁 60。  
7 2  最 澄 《 傳 教 大 師 將 來 台 州 錄 》 大 正 藏 五 五 ‧ 1055 中 -1057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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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釋 一 切 經 玄 義 》  1 
30     《 七 學 人 義 》  1 
31     《 七 方 便 義 》  1 
 計：九 部 八 十 五

卷  
 計：十 九 部 八 十 七 卷   計 ： 三 十 一 部 九 十 卷  

 

從 以 上 圖 式 所 列 智 者 大 師 的 著 作 ， 可 知 因 為 後 人 陸 續 編 集 不 少 而

增 加 許 多 部 卷。從 最 初 灌 頂 的《 別 傳 》）記 載 僅 有 九 部 八 十 五 卷 數，經

初 唐 道 宣 律 師 撰 《 大 唐 內 典 錄 》 增 加 到 十 九 部 十 七 卷 ， 7 3 到 中 唐 日 本

最 澄 的《 傳 教 大 師 將 來 台 州 錄 》，請 回 的 點 經 錄 三 十 一 部 九 十 卷 7 4（ 合

闕 本 卷 數 應 是 一 百 二 十 三 卷 ），將 這 些 撰 作 比 對 而 觀，在 部 卷 上 明 顯 的

增 加 了 很 多 ， 乃 至 到 更 後 期 的 南 宋 ‧ 志 磐 的 《 佛 祖 統 紀 》 7 5 卷 二 十 五

（ 1269）， 依 據 遵 式 《 山 家 教 典 志 》（ 1029） 所 述 ， 遵 式 於 北 宋 天 聖 二

年 ， 將 智 者 大 師 的 著 作 奏 請 入 藏 的 有 二 十 三 部 七 十 六 卷 ， 未 入 藏 的 有

六 部 三 十 三 卷 ， 闕 本 的 有 十 七 部 四 十 一 卷 ， 合 計 有 四 十 六 部 一 百 四 十

卷 。 7 6 從 以 上 初 唐 、 中 唐 陸 續 增 進 不 少 ， 乃 至 到 宋 代 的 數 字 則 更 是 增

加 許 多 ， 以 致 有 些 著 作 被 存 疑 真 偽 之 說 ， 但 至 今 有 些 亦 難 分 判 真 偽 。  

但 是 若 依 據 目 前 所 編 入 在《 大 正 藏 》和《 卍 續 藏 》（ 新 文 豐 版 ）的

卷 數 事 實 上 計 有 三 十 五 部 一 百 三 十 六 卷 ， 如 下 圖 表 說 明 ：  

 
 現 存 收 錄 《 大 正 藏 》 本  

 
卷 數 冊 數 現 存 收 錄 《 卍 續 藏 》 本  卷 數  冊 數

1 《 仁 王 護 國 般 若 經 疏 》  
                   說  

5 33 《 維 摩 經 玄 疏 》    撰  6 27 

2 《 金 剛 般 若 經 疏 》    說  1 33 《 維 摩 經 文 疏 》    撰  28 27 
3 《 妙 法 蓮 華 經 玄 義 疏 》  

                   說  
10 33 《 四 教 義 》 收 藏 本 末 尾 佚

失  
 99 

4 《 妙 法 蓮 華 經 文 句 》  說  10 34 《 六 妙 法 門 》    略 出  1 99 
5 《 觀 音 玄 義 》        說  2 34 《 禪 門 章 》        說  1 99 
6 《 觀 音 義 疏 》        說  1 34 《 禪 門 要 略 》      出  1 99 
7 《 觀 無 量 壽 佛 經 疏 》  說  1 37 《 三 觀 義 》        撰  2 99 
8 《 阿 彌 陀 經 義 記 》    說  1 37 《 觀 心 論 》        述  1 99 

                                                 
7 3  道 宣 《 大 唐 內 典 錄 》 卷 六 ， 大 正 藏 五 十 五 ‧ 284。  
7 4  最 澄 《 傳 教 大 師 將 來 台 州 錄 》 大 正 藏 五 十 五 ‧ 1055-1057。  
7 5  志 盤 《 佛 祖 統 記 》 卷 二 十 五 ， 大 正 藏 四 十 九 ‧ 258 上 、 下 。  
7 6  參 見 潘 桂 明 《 智 顗 評 傳 》， 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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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金 光 明 經 玄 義 》    說  2 39 《 觀 心 食 法 》      述  1 99 
10 《 金 光 明 經 文 句 》    說  6 39 《 觀 心 誦 經 法 》 智 顗 說  

                 湛 然 述  
1 99 

11 《 請 觀 音 經 玄 疏 》    說  1  《 天 台 智 者 大 師 發 願

文 》               撰  
1 99 

12 《 菩 薩 戒 經 義 記 》    說  2 40 《 普 賢 菩 薩 發 願 文 》  
                 撰  

1 99 

13 《 摩 訶 止 觀 》 說  10 46                    計 ：    44  
14 《 修 習 止 觀 坐 禪 法 要 》 述  1 46    
15 《 釋 禪 波 羅 蜜 門 次

第 法 》  
                   說  

10 46    

16 《 六 妙 法 門 》        說  1 46    
17 《 四 念 處 》          說  4 46    
18 《 天 台 智 者 大 師 禪 門 口

訣 》                說  
1 46    

19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撰  
1 46    

20 《 觀 心 論 》          述  1 46    
21 《 法 界 次 第 初 門 》    撰  6 46    
22 《 四 教 義 》          撰  12 46    
23 《 方 等 三 昧 行 法 》    說  1 46    
24 《 法 華 三 昧 懺 儀 》    撰  1 46    
25 《 淨 土 十 疑 論 》      說  1 47    
26 《 五 方 便 念 佛 門 》    說  1 47    
                  計 ：  93     
          刪 除 《 六 妙 門 》 重 覆 ， 合 計 ： 三 十 五 部 一 百 三 十 六 卷 。  

 

以 上 這 是 編 入 藏 中 現 存 的 三 十 五 部 著 作，其 中《 四 念 處 》在 最 澄 的《 傳

教 大 師 將 來 台 州 錄 》點 經 錄 中 是 記 載 為 灌 頂 撰，《 觀 心 誦 經 法 》為 湛 然

撰 作，而《 發 願 文 》是 慧 思 禪 師 講 說 的。這 些 收 入 在 目 前 的《 大 正 藏 》

和《 卍 續 藏 》中 則 是 智 者 大 師 所 著 作，以 致 產 生 真 偽 的 問 題 難 以 斷 定 。 

    而 屬 於 智 者 大 師 真 正 親 撰 的 事 實 上 只 有 六 種 ， 但 是 依 據 日 本 學 者

佐 藤 哲 英 對 著 作 的 看 法 分 為 三 種 說 明，即「 親 撰、真 說、假 托 」三 種 ，

認 為 親 撰 和 真 說 的 講 述 是 等 同 權 威 的 地 位 ， 同 視 為 智 者 大 師 所 出 的 著

作 ， 唯 有 後 人 擬 作 的 偽 作 是 有 待 商 確 檢 討 。 7 7 親 撰 部 份 有 以 下 六 種 ：  

 

                                                 
7 7  佐 藤 哲 英 《 天 台 大 師 の 研 究 》， 京 都 ： 百 華 苑 ， 1961， 頁 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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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 華 三 昧 行 法 》  

2《 小 止 觀 》  

3《 六 妙 門 》  

4《 覺 意 三 昧 》  

5《 法 界 次 第 禪 門 》  

6《 維 摩 經 疏 》  

 

另 外 ， 門 人 灌 頂 記 說 整 理 的 有 《 法 華 文 句 》、《 法 華 玄 義 》、《 摩 訶

止 觀 》，此 三 部 是 智 大 師 講 述 灌 頂 記 錄。就《 次 第 禪 門 》是 法 慎 依 智 者

大 師 講 述 記 錄 三 十 卷 ， 經 灌 頂 修 治 改 為 十 卷 ， 而 口 授 的 《 觀 心 論 》 是

門 人 筆 記 。 7 8 此 外 ， 有 些 著 作 皆 被 質 疑 是 後 人 編 撰 的 偽 作 ， 但 其 實 至

今 亦 很 難 定 論 。 不 過 以 上 依 佐 藤 哲 英 的 看 法 ， 覺 意 三 昧 是 被 視 為 智 者

大 師 親 撰 的 。  

而 關 於 著 作 的 問 題 ， 新 田 雅 章 參 考 佐 藤 哲 英 對 智 者 大 師 一 生 以 六

期 分 法 的 看 法 ， 其 中 將 幼 年 期 和 修 學 期 刪 去 ， 這 是 和 著 作 比 較 不 相 關

部 份 ， 而 採 取 與 著 作 相 關 年 代 的 瓦 官 寺 弘 法 期 開 始 到 晚 年 期 分 成 為 四

期 分 法 來 歸 類 其 一 生 的 著 作 。 7 9 這 個 區 分 是 依 據 智 者 一 生 的 著 作 時 間

而 歸 納 分 析 ， 也 就 是 說 依 其 一 生 的 著 作 年 代 而 類 分 ， 由 此 而 斷 定 著 作

的 歸 屬 時 期 ， 來 說 明 其 一 生 所 著 作 的 正 確 時 段 。 以 下 本 文 參 考 這 種 看

法 ， 依 據 此 說 法 而 列 出 著 作 的 時 期 ， 有 助 於 讀 者 之 了 解 。  

 

著 述 時 代 之 四 期 分 法 ：  

1 瓦 官 寺 時 代 ：（ 568-575）（ 31-38 歲 ） 是 經 論 講 說 和 禪 法 指 導 時 期 。

有《 次 第 禪 門 》、《 方 等 三 昧 行 法 》、《 法 華 三 時 懺 儀 》，此 三 部 完 成，後

陸 續 有 《 六 妙 門 》、《 禪 門 口 訣 》、《 方 等 懺 法 》、《 覺 意 三 昧 》 等 （ 天 台

隱 棲 前 期 時 代 ）。  

2 而 天 台 隱 棲 中：（ 575-585）（ 38-48 歲 ）著 有《 法 界 次 第 初 門 》和《 小

止 觀 》 等 ， 此 於 華 頂 峰 上 修 頭 陀 行 禪 應 是 屬 於 「 圓 熟 蘊 育 期 」。  

                                                 
7 8  參 見 潘 桂 明 《 智 顗 評 傳 》 頁 74。  
7 9  釋 惟 仁《 天 台 智 顗 法 華 三 昧 懺 儀 之 研 究 》，東 方 人 文 研 究 所 碩 士 論 文，頁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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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 大 部 講 說 圓 熟 時 代：此 一 時 期（ 585-595）（ 48-57 歲 ），金 陵 復 出 ，

講 說 法 華 文 句 等，亦 於 此 一 時 期 完 成《 法 華 文 句 》，後 往 荊 州，建 玉 泉

寺 ， 講 說 《 法 華 玄 義 》、《 摩 訶 止 觀 》， 法 華 三 大 部 於 此 宣 告 完 成 。  

4 晚 年 時 代 ：（ 595-597）（ 58-60 歲 ） 受 晉 王 懇 請 撰 維 摩 經 疏 ， 成 《 維

摩 經 玄 疏 》、一 書，另 有 傳 為 智 者 大 師 所 作 的《 維 摩 經 文 疏 》、《 三 觀 義 》、

《 四 教 義 》 等 ， 以 及 口 述 《 觀 心 論 》 等 。  

另 外，日 比 宣 正 參 考 佐 藤 哲 英 的 看 法，認 為 前 期 亦 著 作《 證 心 論 》、《 請

觀 世 音 懺 法 》、《 金 光 明 懺 》 等 。 8 0  

以 上 依 於 四 期 所 斷 出 的 年 代 時 間 ，《 覺 意 三 昧 》 是 屬 前 期 瓦 官 寺

時 代（ 568-575）所 出 的 作 品，但 亦 有 認 為 是 接 近 於 隱 棲 前 的 著 作 比 較

確 實 。  

 

第 二 節  從 中 國 早 期 傳 譯 小 乘 禪 經 考 察 覺 意 三 昧  

就 吾 人 所 知 智 者 大 師 的 禪 法 是 融 會 了 大 小 禪 經 而 來 ， 由 於 如 此 ，

覺 意 三 昧 的 成 立 ， 也 不 是 單 純 的 就 某 一 個 面 相 所 組 成 的 ， 尤 其 從 智 者

大 師 所 倡 說 的 教 觀 雙 美 的 豐 富 學 思 背 景 觀 察 ， 顯 示 他 所 講 述 的 佛 法 與

修 行 的 法 門 都 是 融 貫 了 深 厚 的 佛 理 在 內 。 基 於 此 ， 所 講 述 的 覺 意 三 昧

內 在 結 構 也 是 一 個 融 會 大 小 乘 的 思 想 和 義 理 在 內 的 產 物 。 於 是 ， 我 們

試 圖 從 中 國 早 期 傳 譯 的 安 世 高 小 乘 禪 數 與 鳩 摩 羅 什 所 流 傳 的 大 乘 禪 經

二 個 面 相 ， 來 考 察 覺 意 三 昧 內 在 的 背 景 之 思 想 淵 源 ， 希 望 透 過 這 些 早

期 所 傳 譯 的 大 小 乘 禪 經 ， 能 探 索 出 一 些 相 關 的 線 索 ， 找 出 一 些 可 能 性

的 相 關 背 景 ， 以 期 對 智 者 大 師 的 覺 意 三 昧 能 做 更 詳 細 的 了 解 。  

首 先 ， 論 及 中 國 的 禪 法 ， 始 自 漢 末 年 間 ， 由 相 繼 所 傳 譯 出 的 大 小

乘 禪 經 開 始， 即 有 安 世 高（ 147-170）在 華 活 動 期 間 所 譯 的《 安 般 守 意

經 》、《 陰 持 入 經 》、《 四 諦 經 》、《 禪 行 法 想 經 》 等 ， 8 1 為 早 期 小 乘 禪 法

流 傳 開 始 之 說。而 大 乘 禪 經 則 有 支 讖（ 178-189）譯 出 的《 般 若 道 行 品

                                                 
8 0  參 見 新 田 雅 章 《 天 台 實 相 論 の研究 》， 京 都 ： 平 樂 寺 書 店 ， 1981， 頁 14。  
8 1  僧 祐 《 出 三 藏 記 集 》 卷 第 二 ， 大 正 五 五 ‧ 5 中 -6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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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 首 楞 嚴 經 》、《 般 舟 三 昧 經 》等。 8 2  之 後， 姚 秦 鳩 摩 羅 什 入 華 於

長 安 年 間（ 401），於 禪 法 方 面 也 編 譯《 禪 法 要 解 》、《 禪 要 》（《 坐 禪 三

昧 經 》）、《 思 惟 要 略 經 》， 及 譯 出 《 大 智 度 論 ‧ 禪 波 羅 蜜 》 等 。  

而 安 世 高 的 禪 數 之 學 ， 到 晉 代 道 安（ 382）時 ， 引 入 般 若 思 想 而 加

以 註 解 。 由 於 道 安 對 般 若 思 想 相 當 肯 定 以 及 致 力 研 究 與 傳 播 ， 因 此 ，

在 宗 教 的 實 踐 體 驗 上，也 將 這 般 若 思 想 合 流 在 禪 學 之 內。如 呂 澂 說：「 以

止 觀 貫 通 諸 行，又 以 諸 行 連 繫 般 若 」，這 即 是 說 明 禪 數 與 智 慧 結 合 的 意

思 。 可 見 ， 道 安 認 為 智 慧 是 道 行 之 本 ， 以 智 慧 觀 透 一 切 萬 物 現 象 ， 達

到 般 若 的 空 觀 之 境 ， 遊 心 於 束 縛 而 超 脫 的 禪 定 ， 解 脫 自 在 。 8 3 這 便 是

以 般 若 思 想 的 「 慧 」 結 合 禪 定 的 修 持 ， 而 產 生 以 般 若 思 想 注 解 《 安 般

守 意 經 》， 將 禪 數 與 禪 智 結 合 的 看 法 。 8 4  

其 次 ， 在 漢 譯 中 與 小 乘 禪 經 習 習 相 關 的 《 阿 含 經 》 也 是 一 部 重 要

的 參 考 典 籍，加 上 覺 意 三 昧 雖 出 自《 般 若 經 》，卻 與 七 覺 意 相 關，因 此，

以 下 將 從 這 個 二 面 相 來 考 察 ， 先 從 《 阿 含 經 》 的 七 覺 意 探 索 ， 再 進 一

步 研 探 《 安 般 守 意 經 》， 以 便 能 做 更 深 入 的 了 解 。  

 

一 、 從 早 期 《 阿 含 經 》 考 察 覺 意 三 昧  

其 實 在 早 期 所 傳 譯 的 小 乘 經 典 中 ， 似 乎 難 以 找 到 「 覺 意 三 昧 」 這

個 語 詞 的 概 念 ， 尤 其 《 阿 含 經 》 似 乎 也 沒 有 「 覺 意 三 昧 」 這 個 概 念 。

但 以《 阿 含 經 》所 說 的 三 十 七 菩 提 分 之 七 覺 意：「 念 覺 意、法 覺 意、精

進 覺 意 、 喜 覺 意 、 猗 覺 意 、 定 覺 意 、 護 覺 意 」 8 5 之 七 覺 意 法 ， 則 又 簡

稱 為「 覺 意 」。 準 此 而 知 ，「 覺 意 」一 詞 是《 阿 含 經 》所 說 的「 七 覺 意 」

的 簡 稱 ， 乃 是 三 十 七 菩 提 分 法 中 重 要 的 一 個 修 持 階 位 的 概 念 。  

例 如 ：《 普 曜 經 》 有 云 ：  

 

示現聖慧永無闇敞，道業純淑，意止意斷，神足根力，覺意道

                                                 
8 2  僧 祐 《 出 三 藏 記 集 》 卷 第 二 ， 大 正 五 五 ‧ 6 中 。  
8 3  參 見 呂 澂 《 中 國 佛 學 思 想 概 論 》， 台 北 ： 天 華 出 版 ， 1991， 頁 66。  
8 4  參 見 賴 鵬 舉 ＜ 關 河 的 禪 法 － 中 國 大 乘 禪 法 的 肇 始 ＞ ， 台 北 ： 國 立 藝 術 研 究 中

心 ， 1996， 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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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寂然止觀，普備一切諸佛道品，達致本際，功勳福祚不可

限量。……諸佛國土，無所罣礙，拔諸窮厄，蕩滌垢穢，脫門

一心覺意清涼，曉了聖明，禪思清涼以開化之。（大正三‧484

上、中） 

 

以 上 引 文 所 說「 意 止、意 斷，神 足、根、力，覺 意、道 業，寂 然 止 觀 ，

普 備 一 切 諸 佛 道 品 」 之 言 ， 這 是 指 三 十 七 菩 提 分 法 的 「 四 正 勤 、 四 正

斷 、 四 神 足 、 五 根 、 五 力 、 七 覺 支 、 八 正 道 」 的 意 思 。 據 此 而 知 ， 此

「 覺 意 道 業 ， 寂 然 止 觀 」 的 「 覺 意 」 即 是 指 七 覺 意 的 意 思 。  

又 此 處 所 謂「 脫 門 一 心 覺 意 清 涼，曉 了 聖 明，禪 思 清 涼 以 開 化 之 」，

無 疑 也 是 說 明 解 脫 之 門 由 此 一 心 ， 而 此 覺 意 法 門 令 心 清 淨 化 開 迷 情 ，

通 達 聖 道。這 就 是 說 明 修 覺 意 之 法，能 息 滅 諸 業 煩 惱，而 得 寂 然 止 觀 。 

所 以 就 《 普 曜 經 》 說 的 「 覺 意 道 業 ， 寂 然 止 觀 」 之 意 而 觀 ， 這 就 是 覺

意 三 昧 之 意 。 雖 然 《 阿 含 經 》 中 沒 有 「 覺 意 三 昧 」 這 個 概 念 ， 但 是 從

以 上 的 七 覺 意 和 《 普 曜 經 》 的 推 究 而 知 ，「 覺 意 」 原 自 此 而 出 。  

其 次， 所 謂「 覺 意 」， 乃 是 以 覺 為 性 ， 覺 悟 一 切 諸 法 真 實 相 ， 故 稱

為 覺 了 的 意 思 。 如 《 普 曜 經 ‧ 說 法 門 品 》 謂 ：「 解 真 諦 法 ， 覺 意 法 門 」

8 6 ， 這 就 是 謂 解 真 實 諦 理 覺 諸 法 相 之 覺 意 之 意 ， 緣 此 而 作 觀 為 覺 意 法

門 。 例 如《 本 緣 部 》的《 悲 華 經 ‧ 檀 波 羅 蜜 品 》所 謂 ：「 有 覺 三 昧 ， 入

是 三 昧 即 能 覺 悟 一 切 諸 法 」。 8 7 及《 大 乘 悲 分 陀 利 經 》卷 第 七 所 說：「 覺

分 三 昧 ， 能 覺 諸 法 」 8 8 由 此 而 知 ， 此 二 經 之 解 釋 亦 說 明 覺 悟 諸 法 相 。

準 此 而 知 ，「 覺 意 」 的 義 涵 就 是 覺 一 切 諸 法 的 意 思 。  

再 者 ，《 般 若 經 ‧ 問 乘 品 》 第 十 八 說 ：「 云 何 名 覺 意 三 昧 ， 住 是 三

昧 ，諸 三 昧 中 得 七 覺 分 ，是 名 覺 意 三 昧 」。 8 9 依《 般 若 經 》這 個 簡 略 的

解 釋 而 言 ， 亦 即 說 明 覺 意 三 昧 就 是 以 覺 覺 意 而 諦 觀 諸 法 實 性 ， 寂 然 修

習 止 觀 而 安 住 在 三 昧 中 ， 令 成 覺 意 三 昧 力 ， 再 依 此 三 昧 力 修 習 諸 種 三

                                                                                                                                               
8 5  瞿 曇 僧 伽 提 婆 《 增 壹 阿 含 經 》 卷 三 三 ， 大 正 二 ‧ 731 上 。  
8 6  竺 法 護 《 佛 說 普 曜 經 》 大 正 三 ‧ 487 中 。  
8 7  曇 無 讖 《 悲 華 經 》 大 正 三 ‧ 221 下 。  
8 8  失 譯 《 大 乘 悲 分 陀 利 經 》 大 正 三 ‧ 278 下 。  
8 9  鳩 摩 羅 什 《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 大 正 八 ‧ 252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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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 而 成 就 七 覺 支 功 德 ，這 就 是 覺 意 三 昧 。 9 0 要 言 之，以 覺「 覺 意 」，諦

觀 法 性 寂 然 於 止 觀 上 ， 令 成 三 昧 力 量 ， 而 成 就 修 習 七 覺 分 ， 這 就 是 覺

意 三 昧 。  

以 上 所 述 歸 納 而 言 ， 七 覺 意 以 覺 意 為 體 性 ， 覺 意 乃 是 覺 悟 諸 法 實 性 之

意 ， 由 此 之 說 ， 七 覺 意 亦 即 覺 意 法 之 一 種 數 法 。 質 言 之 ， 這 個 概 念 經

由 《 阿 含 經 》 之 七 覺 意 進 展 而 出 ， 亦 隨 著 大 乘 思 想 的 出 現 ， 覺 意 的 內

涵 也 就 隨 著 被 深 化 呈 顯 出 來 而 確 立 成 覺 意 三 昧 的 用 詞 ， 為 菩 薩 所 行 百

八 三 昧 之 一 種 三 昧。（ 請 參 考【 附 錄 】各 經 論 對 覺 意 三 昧 文 獻 出 處 之 總

表 ）  

另 外 ， 依 據《 光 讚 經 》所 說 ：「 菩 薩 摩 訶 薩 ， 欲 了 覺 意 三 昧 正 受 ，

當 學 般 若 波 羅 蜜 」。9 1 這 是 立 於 般 若 波 羅 蜜 的 意 涵 進 一 層 的 詮 釋 而 指 出

覺 意 三 昧 的 內 涵 ， 將 甚 深 般 若 空 性 的 智 慧 做 為 覺 意 三 昧 的 正 受 ， 亦 即

以 空 性 智 慧 為 內 涵 之 受 持。由 此 而 知，《 光 讚 經 》的 解 釋 就 更 新 了 覺 意

三 昧 的 意 涵 了 ， 這 樣 與《 普 曜 經 》的「 解 真 諦 法 ， 覺 意 法 門 」， 和《 大

乘 悲 分 陀 利 經 》 的 「 覺 分 三 昧 ， 能 覺 諸 法 」 的 解 釋 合 併 而 觀 ， 也 就 成

為 以 空 性 的 智 慧 覺 觀 諸 法 實 相，可 謂 與 智 者 大 師 的「 智 慧 照 於 心 性 」，

「 達 諸 法 相，因 此 入 覺 意 海 」， 9 2 及「 行 者 云 何 觀 察 此 心，通 達 實 相 圓

照，分 明 諸 三 昧 具 七 覺 意 」， 9 3 是 有 共 通 的 特 質，在 這 一 點 上 也 是 值 得

注 意 的 。  

以 上 簡 單 的 說 ， 覺 意 三 昧 從 早 期 《 阿 含 經 》 的 七 覺 意 法 到 《 普 曜

經 》， 和《 大 乘 悲 分 陀 利 經 》到《 般 若 經 》的 覺 意 三 昧 ， 所 透 顯 的 是 一

個 梗 概 。 由 中 而 知 《 普 曜 經 》 和 《 大 乘 悲 分 陀 利 經 》 的 解 釋 ， 所 傾 向

的 是 諦 觀 諸 法 的 意 思 ， 和 《 光 讚 經 》 的 以 甚 深 空 性 的 智 慧 而 行 ， 在 這

一 點 是 比 較 接 近 智 者 大 師 的 對 覺 意 三 昧 解 釋 的 思 想 ， 但 這 ， 對 於 智 者

大 師 所 闡 釋 的 覺 意 三 昧 ， 與 所 立 足 於 「 反 觀 心 源 」 的 意 義 上 ， 似 乎 還

有 一 段 距 離 ， 因 此 還 是 未 能 由 此 而 完 全 解 讀 智 者 大 師 的 覺 意 三 昧 所 說

的 「 覺 照 心 源 」 諦 觀 一 念 心 的 說 法 。 於 是 ， 本 文 擴 其 範 疇 ， 再 從 中 國

                                                 
9 0 參 見 智 軍 ＜ 天 台 覺 意 三 昧 的 特 色 ＞ 《 法 光 雜 誌 》， 68 期 ， 第 3 版 。  
9 1  竺 法 護 《 光 讚 經 》 卷 第 三 ， 大 正 八 ‧ 165 上 。  
9 2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1 上 。  
9 3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3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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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期 傳 譯 的 《 安 般 守 意 》 禪 法 ， 所 說 的 七 覺 意 法 來 考 察 智 者 大 師 的 覺

意 三 昧 ， 看 是 否 具 有 某 些 可 能 性 之 影 響 。 主 要 是 除 了 從 智 者 大 師 曾 在

《 次 第 禪 門 》 中 提 到 這 部 禪 經 立 場 外 ， 亦 即 從 其 學 思 歷 程 中 所 曾 學 習

於 慧 曠 律 師 的 毗 曇 數 這 一 個 觀 點 上 ， 而 試 圖 對 此 一 問 題 再 做 進 一 步 詳

細 的 探 討 。  

 

二 、 從 《 安 般 守 意 經 》 考 察 七 覺 意  

（ 一 ） 安 般 守 意 與 覺 意 三 昧 覺 觀 心 意 之 同 處 點  

《 安 般 守 意 經 》禪 法，為 中 國 早 期 安 世 高 傳 譯，又 稱「 安 那 般 那 」、

「 安 般 念 」。安 般 念（ 梵 anapanasmr t i），ana（ 安 那 ）是 入 息，指 吸 氣 。

apana（ 般 那 ）指 出 息 ， 謂 呼 氣 ， smr t i謂 念 ， 合 和 指 稱 持 念 、 息 念 觀 、

數 息 觀 等 意 。 依 據《 俱 舍 論 》卷 二 十 三 云 ：「 慧 由 念 力 ， 觀 此 為 境 ， 故

名 阿 那 波 那 念 。 以 慧 為 性 ， 而 說 為 念 者 。 」 9 4 依 此 所 說 ， 此 觀 息 法 以

「 慧 」 為 性 ， 由 念 力 觀 出 入 息 為 境 ， 而 修 止 觀 ， 是 為 安 般 念 。 如 《 安

般 守 意 經 》云：「 出 息 入 息 自 覺，出 息 入 息 自 知。當 時 為 覺，以 後 為 知 。

覺 者 ， 謂 覺 息 長 短 ； 知 者 ， 謂 知 其 生 滅 粗 細 遲 疾 也 ！ 」 9 5 故 安 般 守 意

禪 法 ， 以 觀 出 入 息 為 法 （ 又 稱 數 息 法 ）， 而 稱 其 名 。  

據 《 安 般 守 意 經 》 云 ：「 安 般 守 意 有 十詌 9 6 ， 謂 數 、 息 、 止 、 觀 、

還、淨、四 諦，是 為 十詌成 ，謂 合 三 十 七 品 經 為 行 成 也 」， 9 7 這 是 說 明

安 般 守 意 的 禪 法 主 要 是 以 數 、 息 、 止 、 觀 、 還 、 淨 六 事 ， 再 加 上 四 諦

法 的 身 、 受 、 心 、 法 四 種 ， 共 合 和 為 十 種 的 修 行 法 目 ， 然 後 再 配 合 三

十 七 道 品 而 一 起 運 作 修 行 ， 這 就 是 修 習 安 般 守 意 的 方 法 。  

而 安 般 守 意 的 整 個 方 法 是 端 賴 於 專 注 ， 觀 出 入 息 為 所 緣 境 ， 然 後

                                                 
9 4  玄 奘 《 阿 毗 達 磨 俱 舍 論 》 卷 二 二 ， 大 正 二 九 ‧ 118 上 。  
9 5  安 世 高 《 安 般 守 意 經 》 卷 下 ， 大 正 十 五 ‧ 168 中 。  
9 6  所 謂 「 詌 」 有 二 義 ： 一 、 堅 義 ， 據 王 筠 句 讀 所 解 ， 古 籍 用 黠 字 ， 袛 有 堅 義 也 ；

二、聰 慧、機 靈，依《 方 言 》卷 一 解 釋：「 虔、儇、慧 也 」；《 廣 韻‧黠 韻 》：謂「 黠 」，

黠 慧 也 。 此 即 是 說 明 黠 有 堅 義 和 聰 慧 的 二 種 意 思 。《 漢 語 大 字 典 》 七 冊 ， 湖 北 ‧

四 川 ： 辭 書 出 版 社 ， 1990， 武 漢 ， 頁 4748。  
9 7 安 世 高 《 安 般 守 意 經 》 卷 上 ， 大 正 十 五 ‧ 164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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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 住「 意 」念 於 不 散 亂，這 就 是 修 習 安 般 守 意。如《 安 般 守 意 經 》言 ： 

 

安為清，般為淨，守為無，意名為，是清淨無為也！無者謂活，

為者謂生，不復得苦故為活也！安為未，般為起，已未起便為

守意，若已意起便為守意，若已起意便走為不守意當還，故佛

說安般守意也！安為受五陰，般為除五陰，守為覺因緣，不隨

身口意也！守意者，無所著為守意。何以故？意起復滅故，意

不復起為道，是為守意。守意莫令意生，生因有死為不守意。

莫令意死，有死因有生意亦不死，是為道也！（大正十五‧164

上） 

 

以 上 引 文 中 即 是 說 明 所 謂 「 安 般 守 意 」 的 意 思 ， 大 約 分 別 有 以 下

的 解 釋。即 清 淨 無 為，於 念 頭 未 起 或 已 起 中「 守 意 莫 令 意 生 」，這 就 是

安 般 守 意 ； 莫 隨 著 意 念 生 諸 妄 想 而 失 去 正 念 ， 這 也 就 是 守 意 ； 又 於 五

陰 之 中 觀 諸 因 緣 而 除 治 五 陰 之 造 業 ， 這 也 是 安 般 守 意 ； 假 如 讓 意 念 有

生 有 死，這 就 不 名 為 守 意；又「 守 意 莫 令 意 生 」並 不 是 抑 制 意 念 不 生 ，

而 是 觀 住 意 念，不 隨 身 口 意 而 造 諸 業，是 無 為 而 做 到 所 謂 的「 活 生 」，

這 才 是 正 確 安 般 守 意 的 方 法 。  

若 是 依 照 這 裡 所 解 釋 的 安 般 守 意 ， 應 是 以 守 住 意 念 為 禪 法 ， 清 淨

無 為 而 生 的 覺 察 觀 照 ， 亦 即 守 住 意 念 ， 制 心 一 處 的 意 思 ， 這 就 是 守 意

法 。 如 所 云 「 安 般 守 意 得 自 在 慈 念 意 ， 還 行 安 般 守 意 已 ， 復 收 意 行 念

也 ！ 安 為 身，般 為 息，守 意 為 道 」。 9 8 又 此 守 意 法 約 意 相 觀 有 二 種，乃

從 觀 身 心 二 法 為 意 意 相 觀 之 守 意 法。如 同 文《 安 般 守 意 經 》，中 所 說 ： 

 

意相觀者有兩因緣，在內斷惡念道，一者謂五樂、六衰當斷制

之。觀者自觀身，身不知粗細，以得乃覺是為意意相觀。意意

相觀，息亦是意，數亦是意，數時觀息為意意相觀也！（大正

十五‧16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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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意 意 相 觀 者 ， 以 觀 自 身 非 粗 細 ， 覺 知 明 了 為 意 意 相 觀 。 此 意

意 相 觀 約 觀 身 心 二 法 ， 都 是 約 意 作 觀 ， 亦 即 用 意 作 觀 觀 察 自 身 色 心 二

法 ， 又 始 終 守 意 不 失 ， 此 為 意 意 相 觀 。 由 此 而 知 ， 安 般 守 意 就 是 一 種

觀 意 念 的 禪 法 ， 於 數 息 當 中 覺 觀 意 念 所 起 的 樂 、 衰 行 相 ， 然 後 當 下 斷

然 制 服 ， 對 境 無 心 ， 覺 知 意 念 ， 亦 即 於 數 息 中 皆 觀 住 意 念 。 易 言 之 ，

攝 身 心 二 法 於 意 念 中 ， 用 意 念 觀 意 所 緣 之 相 當 下 覺 知 ， 這 就 是 意 意 相

觀，亦 為 安 般 守 意 法。又 復 如《 安 般 守 意 經 》所 說：「 道 人 行 道 當 念 本 ，

何 等 為 本，謂 心 意 識 是 為 本，是 三 事 皆 不 見，已 生 便 滅，本 意 不 復 生 ，

得 是 意 為 道 」， 9 9 依 此 所 說 而 知，從 三 事 為 生 死 之 根 本 而 觀，意 識 妄 想

不 生，由 此 得 自 在 意，便 是 可 以 入 道，這 也 就 是 緊 緊 攝 住 意 念 為 要 法 。 

以 上 所 述 而 知 ， 此 「 安 般 守 意 」 所 說 的 觀 息 守 意 ， 亦 即 《 覺 意 三

昧 》 的 覺 觀 心 源 ， 反 照 意 識 的 「 行 者 諸 心 心 數 起 時 ， 反 照 觀 察 不 見 動

轉 」 有 相 似 的 意 味 。 從 《 覺 意 三 昧 》 所 說 的 於 意 念 中 「 以 無 有 住 著 之

心，反 照 觀 察 未 念、欲 念、念、念 已 之 相 」， 1 0 0「 諦 觀 心 時 不 見 住 止 ，

及 生 滅 一 切 法 相，若 心 無 住 處 生 滅 諸 相，當 知 此 心 則 不 可 得 」 1 0 1 之 推

檢 一 念 四 運 心 畢 意 無 生 的 意 思 ， 與 此 「 安 般 守 意 」 雖 然 不 完 全 等 同 ，

但 二 者 有 著 異 曲 同 工 之 妙 的 意 味 。 亦 即 《 安 般 守 意 經 》 所 說 的 於 意 念

未 起 已 起 之 間 ， 從 出 息 入 息 中 覺 知 意 念 清 淨 無 為 之 生 ， 在 這 一 點 上 與

覺 意 三 昧 的 覺 觀 心 源 ， 反 照 觀 察 ， 推 檢 一 念「 未 念 、 欲 念 、 念 、 念 已 」

四 運 之 心 相 畢 竟 清 淨 無 生 ， 一 切 諸 心 皆 不 可 得 有 相 似 之 意 味 。 可 謂 二

者 皆 約 說 於 覺 觀 心 意 之 去 來 ， 從 中 諦 觀 五 陰 和 合 ， 制 心 意 於 不 散 亂 ，

令 心 清 淨 不 生 ， 止 息 諸 業 煩 惱 這 一 點 上 ， 在 說 法 上 頗 有 相 通 之 處 ， 這

是 值 得 注 意 所 可 能 性 之 處 。 只 不 過 智 者 大 師 的 覺 意 三 昧 是 約 在 天 台 學

理 中 之 思 考 模 式 下 的 闡 述 ， 對 於 所 說 的 覺 觀 意 念 ， 諸 法 畢 竟 無 生 ， 一

切 皆 不 可 得 之 層 次 是 有 更 超 越 於 《 安 般 守 意 經 》 所 說 的 意 涵 。  

 

                                                                                                                                               
9 8  安 世 高 《 安 般 守 意 經 》 卷 上 ， 大 正 十 五 ‧ 163 下 。  
9 9  安 世 高 《 安 般 守 意 經 》 卷 上 ， 大 正 十 五 ‧ 166 中 。  
1 0 0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3， 下 。  
1 0 1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1-626，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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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安 般 守 意 之 七 覺 意 法  

其 次 ， 從 《 安 般 守 意 經 》 所 說 的 以 「 數 息 為 四 意 止 ， 相 隨 為 四 意

斷，止 為 四 神 足，觀 為 五 根、五 力，還 為 七 覺 意，淨 為 八 行 也 」的「 數 、

隨 、 止 、 觀 、 還 、 淨 」 六 潔 意 所 貫 穿 的 「 四 如 意 、 四 正 斷 、 四 神 足 、

五 根 、 五 力 、 七 覺 支 、 八 正 道 」 三 十 七 道 品 所 修 的 止 觀 而 言 ， 此 中 所

說 的 七 覺 意 法 ， 是 屬 於 六 潔 意 的 還 門 。 而 七 覺 意 法 依 《 安 般 守 意 經 》

所 說 ：  

 

從諦念諦是名為覺意，得道意。從諦觀諦是名為法識覺意，得

生死意。從諦身意持是名力覺意，持道不失為力。從諦足喜諦

是名愛覺意，貪道，法行道，行道法。從諦意得休息，是名息

意覺，已息安隱。從諦一念意，是名定覺意，自知意已安定。

從諦自在意在所行從觀，是名守意覺。從四諦觀意，是名七覺

意。（大正十五‧170 下） 

 

這 是 《 安 般 守 意 經 》 所 說 的 「得道意、生死意、力覺意、愛覺意、息

意覺、定覺意、守意覺」 之 七 覺 意 法 ， 說 明 七 種 內 行 的 「念諦覺意、

法識覺意、意持、喜諦、意得休息、一念意、自在意」等 七 覺 觀 之 法 ，

所 呈 顯 的 守 「 意 念 」 之 修 習 方 法 。 這 與 《 增 壹 阿 含 經 》 所 解 釋 的 七 覺

意：「 念 覺 意、法 覺 意、精 進 覺 意、喜 覺 意、猗（ 輕 安 ）覺 意、定 覺 意 、

護 覺 意 」 1 0 2 的 解 釋 著 重 在 「 念 、 法 、 精 進 、 喜 、 輕 安 、 定 、 護 」 等 七

種 步 驟 ， 所 強 調 突 顯 的 重 點 有 所 不 同 。 可 以 說 《 安 般 守 意 經 》 所 說 的

七 覺 意 ， 從 念 諦 進 行 觀 心 識 到 息 念 乃 至 一 念 意 及 最 後 所 說 的 守 意 覺 ，

在 突 顯 強 化 「 意 」 這 個 重 要 的 觀 點 。 這 就 與 《 阿 含 經 》 所 解 釋 的 七 覺

意 所 呈 顯 的 另 一 種 重 點 表 達 方 式 ， 有 某 種 初 略 轉 化 的 形 態 。 是 不 是 也

對 智 者 大 師 的 覺 意 三 昧 所 著 重 在 意 念 的 觀 點 上 而 發 揮 ， 帶 有 影 響 力 ，

雖 然 我 們 不 能 十 分 的 肯 定 ， 但 是 卻 也 是 值 得 深 思 和 懷 疑 的 可 能 性 。  

就 以 上 所 提 出 的《 阿 含 經 》與《 安 般 守 意 經 》，二 者 對 七 覺 意 不 同

                                                 
1 0 2 瞿 曇 僧 伽 提 婆 《 增 壹 阿 含 經 》 卷 三 三 ， 大 正 二 ‧ 731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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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解 釋 而 觀 ， 雖 然 在 文 面 上 的 解 釋 確 實 是 略 有 不 同 ， 不 過 就 內 在 意 涵

而 言 ， 阿 含 中 所 解 釋 的 七 覺 意 法 ， 從 念 覺 意 乃 至 捨 覺 意 的 七 覺 意 法 ，

其 實 這 也 在 是 闡 述 作 意 修 觀 。 而 《 安 般 守 意 經 》 可 以 說 正 是 指 出 這 一

內 在 層 面 的 義 涵 ， 直 接 從 守 住 意 念 來 說 明 修 持 七 覺 意 的 止 觀 法 。 可 見

七 覺 意 在《 安 般 守 意 經 》的 詮 釋 中，已 和《 阿 含 經 》的 解 釋 略 具 不 同 ，

有 趨 向 進 一 步 往 內 在 的 意 識 問 題 之 詮 釋 與 探 討 ， 可 以 說 這 是 佛 法 在 流

傳 中 ， 被 加 以 嚴 密 組 織 和 進 一 步 闡 釋 的 明 朗 化 傾 向 ， 使 七 覺 意 的 內 在

意 義 有 所 進 一 步 的 轉 化 與 呈 顯 。  

其 次，《 放 光 般 若 經 》亦 提 到 與 安 般 守 意 法 相 關 性 之 說 法 。 如 云 ： 

 

已知諸相，當念佛，志法、志比丘僧、志在施戒、志在安般守

意、志在無常苦空無我人想……豫知一切眾生之意，是謂為

慧，便得覺意三昧。（大正八‧2 下） 

 

由 《 放 光 般 若 經 》 所 說 的 這 一 段 念 佛 、 習 法 、 習 僧 、 習 施 戒 、 習 安 般

守 意 、 習 無 常 苦 空 無 我 人 想 等 等 這 些 習 法 的 內 容 而 觀 ， 乃 說 明 了 透 過

這 些 修 習，能 預 知 所 起 之 意 念，而 這 些 預 知 這 就 是 覺 照，覺 了 的 意 思 。

亦 即 覺 了 一 切 眾 生 之 意 ， 這 種 覺 了 也 就 是 慧 知 ， 能 覺 觀 心 意 ， 故 為 覺

意 三 昧 。 可 見 ， 此 《 放 光 般 若 經 》 所 記 載 的 修 習 此 安 般 守 意 禪 法 ， 也

是 可 以 得 到 覺 意 三 昧 ， 這 就 更 呈 顯 安 般 守 意 對 覺 意 三 昧 法 門 的 助 行 。  

以 上 ， 舉 出 《 安 般 守 意 經 》 所 說 的 二 點 ， 及 《 放 光 般 若 經 》 所 說

的 修 習 安 般 法 可 得 覺 意 三 昧 之 說 法 ， 依 據 此 三 點 來 考 察 覺 意 三 昧 ， 筆

者 認 為 智 者 大 師 極 有 可 能 多 少 是 有 參 考 安 世 高 所 譯 的 這《 安 般 守 意 經 》

的 禪 法 ， 而 對 覺 意 三 昧 的 說 法 予 以 重 新 的 解 釋 和 轉 化 的 可 能 性 。  

總 之 ， 從 二 個 方 面 來 比 較 智 者 大 師 覺 意 三 昧 和 《 安 般 守 意 經 》 的

七 覺 意 之 相 似 點。即 一、《 安 般 守 意 經 》從 數 隨 出 入 息 中，攝 住 念 意 ，

令 其 一 心 ， 諦 觀 無 生 。 而 智 者 大 師 覺 意 三 昧 亦 是 從 一 念 心 的 流 動 中 ，

智 觀 因 緣 生 滅 ， 知 其 畢 竟 無 生 ， 而 不 起 諸 念 ， 令 心 一 境 性 ， 二 者 有 同

一 意 趣。二、《 安 般 守 意 經 》的 七 覺 意，導 向 意 念 修 觀，而 智 者 大 師 覺

意 三 昧 的 行 法 ， 亦 以 觀 察 心 意 識 為 主 體 的 修 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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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以 上 這 二 點 來 說 明 智 者 大 師 覺 意 三 昧 和 《 安 般 守 意 經 》 的 七 覺

意 二 者 之 間 的 相 似 性 ， 由 中 觀 察 《 安 般 守 意 經 》 對 覺 意 三 昧 之 影 響 。  

 

第 三 節  從 中 國 早 期 傳 譯 大 乘 禪 經 考 察 覺 意 三 昧  

以 上 是 約 就 小 乘 的 禪 經 來 討 論 ， 而 這 一 節 則 從 早 期 大 乘 禪 法 方 面

來 考 察 。 由 於 覺 意 三 昧 的 禪 法 ， 還 是 立 足 於 大 乘 的 思 想 上 所 成 立 的 禪

觀 ， 尤 其 鳩 摩 羅 什 所 譯 的 大 乘 方 面 的 經 論 對 天 台 的 學 理 存 有 不 可 忽 視

的 影 響 力 。 所 以 ， 除 了 上 一 節 從 小 乘 禪 經 的 立 場 ， 探 討 由 《 阿 含 經 》

七 覺 意 概 念 ， 所 開 展 出 的 相 關 性 之 討 論 外 ， 緊 接 著 從 覺 意 三 昧 的 內 在

所 闡 發 的 實 相 義 理 做 一 進 步 的 考 察 ， 以 便 能 夠 更 詳 盡 了 解 智 者 大 師 覺

意 三 昧 整 個 內 在 結 構 組 成 的 背 景 淵 源 。  

 

一 、 從 鳩 摩 羅 什 傳 譯 的 大 乘 禪 法 「 實 相 禪 觀 」 而 考 察  

鳩 摩 羅 什 來 華，不 僅 是 帶 進 中 觀 思 想，也 導 正 了 當 時 中 國 的 佛 法 ，

而 且 在 禪 法 方 面 也 帶 進 了 大 乘 的 思 想 ， 尤 其 譯 出 的 一 系 列 禪 經 ， 是 致

力 在 「 實 相 」 的 意 涵 上 而 發 揮 的 禪 法 ， 可 以 說 是 鳩 摩 羅 什 大 乘 禪 法 的

核 心 本 意 ， 主 要 也 是 透 過 般 若 的 智 慧 ， 諦 觀 諸 法 實 相 ， 然 後 以 此 慧 觀

融 合 在 禪 的 內 涵 中 ， 成 為 一 種 實 相 禪 觀 ， 而 此 實 相 禪 觀 對 天 台 的 禪 學

佔 有 很 大 的 影 響 力 。  

其 中 鳩 摩 羅 什 所 譯 的《 思 惟 略 要 法 》，裡 面 所 談 的 禪 法，即 分 有「 四

無 量 觀 法、不 淨 觀 法、白 骨 觀 法、觀 佛 三 昧 法、生 身 觀 法、法 身 觀 法 、

十 方 諸 佛 觀 法 、 觀 無 量 壽 佛 法 、 諸 法 實 相 觀 法 、 法 華 三 昧 觀 法 」 1 0 3

等 這 幾 種 禪 要 的 修 持 法 門 。 如 果 從 這 些 所 說 的 禪 法 來 對 應 天 台 的 禪

觀，則 是 相 似 於《 摩 訶 止 觀 》「 四 種 三 昧 」及《 漸 次 止 觀 》的「 五 門 禪

觀 」 的 雛 型 。 所 以 ， 本 文 以 下 將 鳩 摩 羅 什 所 譯 的 以 《 思 惟 略 要 法 》 比

對 《 摩 訶 止 觀 》 四 種 三 昧 做 說 明 ：  

                                                 
1 0 3  鳩 摩 羅 什 《 思 惟 略 要 法 》 大 正 十 五 ‧ 297 下 -300，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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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十 方 諸 佛 觀 法 」， 這 個 禪 法 依 據 《 思 惟 略 要 法 》 所 言 ， 是 端

坐 總 觀 十 方 諸 佛 ， 念 十 方 諸 佛 名 ， 然 後 繫 念 在 佛 不 令 他 緣 ， 這 與 《 摩

訶 止 觀 》的 四 種 三 昧 之「 一 行 三 昧 」，當 專 稱 一 佛 名 字，慚 愧 懺 悔，以

命 自 歸 與 十 方 佛 名 功 德 正 等 ， 一 念 法 界 ， 專 繫 緣 於 法 界 ， 一 相 無 相 ，

無 相 實 相 而 同 證 十 方 法 界 的 意 旨 ， 可 說 這 二 者 是 很 相 似 的 禪 觀 ， 同 樣

以 觀 十 方 諸 佛 為 法 門 。  

二 、「 觀 無 量 壽 佛 法 」， 是 於 光 中 觀 無 量 壽 佛 的 身 像 姝 大 光 明 ， 然

後 面 向 西 方 端 坐 ， 於 相 相 中 諦 取 ， 之 後 總 觀 佛 身 結 跏 趺 坐 ， 顏 容 魏 魏

如 紫 金 山 ， 繫 念 在 佛 不 令 他 緣 。 這 種 觀 法 與 《 摩 訶 止 觀 》「 常 行 三 昧 」

的 繫 念 阿 彌 陀 佛 ， 觀 阿 彌 陀 佛 相 好 光 明 ， 於 九 十 日 之 中 口 常 唱 ， 心 常

念 阿 彌 陀 佛 無 有 休 息 也 是 很 相 似 的 觀 法 。  

三 、「 法 華 三 昧 觀 」， 於 三 七 日 中 一 心 精 進 修 行 ， 正 憶 念 法 華 經 ，

觀 無 生 滅 ， 畢 竟 空 相 ， 恭 敬 普 賢 菩 薩 等 。 這 也 和 《 摩 訶 止 觀 》 的 「 半

行 半 坐 三 昧 」 受 持 方 等 與 法 華 ， 思 惟 讀 誦 ， 觀 中 道 實 相 正 空 ， 禮 懺 普

賢 菩 薩 ， 修 有 相 懺 和 無 相 懺 ， 以 修 法 華 行 為 主 ， 可 以 說 這 二 者 的 修 法

相 當 接 近 。  

四 、「 諸 法 實 相 觀 法 」， 觀 諸 法 從 因 緣 生 ， 有 假 無 實 ， 心 識 處 滅 ，

言 說 亦 盡 ， 觀 婬 怒 癡 法 即 是 實 相 ，法不在內外，觀眾生無初無後，無

斷常二邊，一 切 諸 法 畢 竟 空 相， 1 0 4 這 是《 思 惟 略 要 法 》所 說 的 實 相 觀 。

而 智 者 大 師 的 《 摩 訶 止 觀 》 的 「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 也 說 「 反 觀 覺 心 不 外

來，不 內 出，不 中 間，不 常 自 有，無 行 無 行 者 畢 竟 空 寂 」， 1 0 5 又 說：「 行

者 如 是 觀 未 念 欲 念 時 ， 若 不 得 二 邊 則 不 取 二 邊 ， 若 不 取 二 邊 則 不 執 二

邊 起 諸 結 業 ， 若 無 二 邊 結 業 障 覆 ， 正 觀 之 心 猶 如 虛 空 湛 然 清 淨 」 的 實

相 禪 觀 1 0 6。從 以 上 二 者 對 照 而 觀，也 有 相 似 之 處，是 十 分 值 得 注 意 的。

不 能 不 說 智 者 大 師 的 天 台 禪 觀 系 統 不 是 受 此 直 接 或 間 接 的 影 響 ， 而 再

加 以 進 一 步 發 展 。  

而 其 他 「 四 無 量 觀 法 、 不 淨 觀 法 、 白 骨 觀 法 、 觀 佛 三 昧 法 、 生 身

                                                 
1 0 4  鳩 摩 羅 什 《 思 惟 略 要 法 》 大 正 十 五 ‧ 300 上 。  
1 0 5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二 ， 大 正 四 六 ‧ 16 中 。  
1 0 6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4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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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法 、 法 身 觀 法 」 則 也 是 類 似 於 智 者 大 師 的 《 漸 次 止 觀 》 中 的 「 五 門

禪 觀 」之 內 容 的 意 涵 ， 即 ：「 一 阿 那 波 那 門 、 二 不 淨 觀 門 、 三 慈 心 門 、

四 因 緣 門、五 念 佛 三 昧 門 」。以 上 是 就《 思 惟 略 要 法 》的 這 些 禪 觀 法 門

比 對 《 摩 訶 止 觀 》 四 種 三 昧 ， 發 覺 到 鳩 摩 羅 什 所 翻 譯 的 大 乘 禪 經 確 實

是 對 天 台 的 禪 法 影 響 很 大 。 如 上 面 所 說 ， 鳩 摩 羅 什 的 大 乘 禪 觀 核 心 在

於 實 相 禪 觀 ， 此 實 相 禪 觀 亦 影 響 天 台 禪 法 頗 深 。  

 

二 、 從 《 大 智 度 論 》 考 察 覺 意 三 昧  

在 鳩 摩 羅 什 所 翻 譯 的 大 乘 論 典 中 ， 還 有 《 大 智 度 論 》 這 一 部 傳 為

龍 樹 菩 薩 所 寫 的 釋 論 ， 這 部 論 書 是 天 台 思 想 中 重 要 的 一 部 根 據 論 典 ，

對 於 天 台 實 相 禪 觀 的 思 想 啟 發 和 影 響 不 小。由 於 龍 樹 菩 薩 是 立 足 在《 般

若 經 》 的 空 性 思 想 上 所 加 以 闡 發 的 性 質 ， 故 在 思 想 上 完 全 呈 顯 大 乘 空

觀 的 中 道 實 相 意 涵 。 基 於 此 ， 這 部 是 龍 樹 菩 薩 對 《 般 若 經 》 的 釋 論 ，

所 以 對 大 乘 菩 薩 道 思 想 及 宗 教 的 修 證 是 有 著 積 極 性 的 立 場 ， 因 此 內 容

上 彙 集 大 小 乘 經 的 論 義 與 精 要，做 為 闡 述 六 波 羅 蜜 或 十 波 羅 蜜 的 論 典。 

由 於 如 此，就 智 者 大 師 所 闡 釋 的《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的 定 位 來 觀 ， 是 不 能 說 沒 有 參 照 龍 樹 菩 薩 的 《 大 智 度 論 》 的 內 容 。 於

是 ， 本 文 即 從 此 部 《 大 智 度 論 》 所 詮 釋 的 覺 意 三 昧 與 七 覺 支 法 ， 探 索

智 者 大 師 《 覺 意 三 昧 》 所 闡 述 的 覺 意 三 昧 法 門 之 可 能 所 引 用 之 處 ， 從

中 而 釐 出 其 相 關 性 。  

覺 意 三 昧 經 由 龍 樹 菩 薩 在《 大 智 度 論 》中 詮 釋 之 後，比《 般 若 經 》

對 覺 意 三 昧 的 簡 略 解 釋 較 為 明 朗 化 些 。 以 下 就 將 《 大 智 度 論 》 相 關 的

部 份 摘 錄 出 來 ， 再 透 過 解 讀 而 從 中 理 解 智 者 大 師 闡 釋 的 覺 意 三 昧 的 之

結 構 ， 如 下 列 舉 《 大 智 度 論 ‧ 釋 摩 訶 洐 品 》 所 云 ：  

 

覺意三昧者，得是三昧令諸三昧變成無漏與七覺相應，譬如石

汁一斤能變千銅為金。（大正二五‧401 上） 

 

又如人觀五眾無常苦空等，得七覺意三昧，能生八聖道四沙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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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大正二五‧402 下） 

 

從 以 上 二 段 引 文 而 觀 ， 龍 樹 菩 薩 在 《 大 智 度 論 》 中 對 覺 意 三 昧 的

解 釋，是 比《 般 若 經 》進 一 步 的 指 出 覺 意 三 昧 的 功 能，如 此 處 所 說：「 得

是 三 昧 令 諸 三 昧 變 成 無 漏 與 七 覺 相 應，譬 如 石 汁 一 斤 能 變 千 銅 為 金 」，

這 就 指 出 覺 意 三 昧 的 功 能 ， 能 令 一 切 三 昧 轉 成 無 漏 法 ， 相 應 修 習 七 覺

分 滿 足 ， 這 就 是 說 明 覺 意 三 昧 可 轉 有 漏 成 無 漏 的 功 能 。 可 見 龍 樹 菩 薩

以 無 漏 法 指 出 覺 意 三 昧 的 內 涵 ， 而 做 進 一 步 的 解 釋 。 另 外 ， 在 同 文 中

龍 樹 菩 薩 又 說：「 如 人 觀 五 眾 無 常 苦 空 等，得 七 覺 意 三 昧，能 生 八 聖 道

四 沙 門 果 」，這 是 從 由 觀 苦、空、無 常、無 我 的 立 場 解 釋 覺 意 三 昧 所 證

得 的 殊 勝 的 出 世 功 德 。 這 個 立 埸 是 將 七 覺 意 強 調 出 來 ， 雖 然 在 說 法 上

形 成 覺 意 三 昧 與 七 覺 意 三 昧 之 說 法 而 分 際 不 一 ， 層 次 之 深 淺 。 但 是 其

實 是 如 前 面 所 述 ， 七 覺 意 以 覺 意 為 體 性 ， 而 七 覺 意 是 表 達 數 法 ， 因 此

覺 意 三 昧 與 七 覺 意 三 昧 二 者 也 就 成 為 總 別 之 分 。 昜 言 之 ， 覺 意 三 昧 成

就 即 可 以 滿 足 七 覺 意 而 成 無 漏 法 之 出 世 功 德，而 由 修 習 苦、空、無 常 、

無 我 ， 從 中 得 七 覺 意 之 功 德 法 ， 可 謂 二 者 都 是 說 明 得 七 覺 意 之 功 德 ，

這 是 龍 樹 菩 薩 解 釋 覺 意 三 昧 初 略 的 詮 釋 。  

然 而 ， 這 樣 的 解 釋 雖 然 比 《 般 若 經 》 明 朗 化 些 ， 但 是 還 不 足 以 闡

釋 覺 意 三 昧 整 個 實 際 的 內 涵 。 所 以 ， 欲 做 進 一 步 的 探 察 ， 須 再 從 七 覺

分 去 做 更 一 步 的 了 解 。 因 此 ， 關 於 七 覺 分 的 說 法 ， 龍 樹 菩 薩 在 《 大 智

度 論 ‧ 釋 三 十 七 品 義 》 卷 十 九 云 ：   

 

七覺分者：菩薩於一切法不憶不念，是名念覺分；一切法中求

索善法不善法無記法不可得，是名擇法覺分；不入三界破壞諸

界相，是名精進覺分；於一切作法不生著樂，憂喜相壞故，是

名喜覺分；於一切法中，除心緣不可得故，是名除覺分；知一

切法常定相不亂不定，是名定覺分；於一切法不著不依止，亦

不見，是捨心是名捨覺分，菩薩觀七覺分空如是。（大正二五‧

20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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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這 是 龍 樹 菩 薩 對 七 覺 分 的 解 釋，可 以 說 這 是 立 足 於《 阿 含 經 》

對 七 覺 意 的 解 釋 而 向 上 提 昇 到 大 乘 菩 薩 的 實 踐 意 涵 上 ， 以 般 若 的 空 性

思 想 為 出 發 點 之 解 釋 ， 亦 即 將 七 覺 分 的 內 涵 轉 向 般 若 的 空 性 。 如 引 文

中 所 說 的「 菩 薩 觀 七 覺 分 空 如 是 」，以 無 所 得 而 修 七 覺 分。準 此 而 知 ，

七 覺 分 在 龍 樹 菩 薩 的 詮 釋 之 下 而 呈 顯 為 大 乘 菩 薩 行 之 佛 法 。  

接 者 ， 七 覺 分 被 轉 向 大 乘 佛 法 的 解 脫 涅 槃 之 行 法 後 ， 成 為 菩 薩 所

修 持 的 聖 道 。 並 且 被 龍 樹 菩 薩 緊 密 的 結 合 在 般 若 波 羅 蜜 行 上 ， 轉 向 為

一 心 的 修 持 法 。  

如 《 大 智 度 論 ‧ 一 心 具 萬 行 品 》 第 七 十 六 中 云 ：  

 

云何菩薩摩訶薩行般若波羅蜜時，一念中具足行六波羅蜜、四

禪、無量心、四無色定、四念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

五力、七覺分、八聖道分、三解脫門？……云何菩薩摩訶薩不

遠離般若波羅蜜故，一念中具足行六波羅蜜，乃至八十隨形

好？佛言：菩薩行般若波羅蜜時，所有布施不遠離般若波羅蜜

不二相，持戒時亦不二相，修忍辱、勤精進入禪定亦不二相。

（大正二五‧671 上） 107 

 

由 此 引 文 ＜ 一 心 具 萬 行 品 ＞ 所 說 的 一 念 中 具 足 行 波 羅 蜜 ， 亦 可 一 念 中

行 一 切 諸 聖 道 法，包 括 七 覺 意 行。可 見 龍 樹 菩 薩 在 闡 釋 般 若 波 羅 蜜 時，

認 為 甚 深 的 般 若 波 羅 蜜 行 ， 可 以 一 念 中 具 足 六 波 羅 蜜 行 外 ， 亦 可 包 括

三 十 七 菩 提 分 法 及 三 解 脫 門 ， 都 可 以 於 一 念 心 中 具 足 所 行 一 切 聖 道 ；

因 此 ， 也 說 明 了 七 覺 分 在 般 若 波 羅 蜜 行 中 是 可 以 一 念 具 足 而 行 持 ， 這

就 完 全 呈 顯 大 乘 化 的 菩 薩 道 精 神 。就此而知，窮究諸法實相，觀一念

心不可得，能於一念心中具足成就一切聖道。  

再 者 ， 七 覺 分 被 此 處 所 說 的 一 念 心 消 化 了 ， 將 一 切 諸 法 消 解 在 一

念 心 中 ， 這 就 是 有 待 說 明 「 觀 心 念 處 」 的 課 題 。 依 據 《 大 智 度 論 ‧ 三

十 七 品 義 》 卷 十 九 所 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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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云何觀心念處？菩薩觀內心，是內心有三相，生、住、滅。

作是念是心無所從來，滅亦無所至。但從內外因緣和合生，是

心無有定實相，亦無實生住滅，亦不在過去未來現在世中。是

心不在內，不在外，不在中間。是心亦無性無相，亦無生者，

無使生者。外有種種雜六塵因緣，內有顛倒心相，生滅相續故

強名為心。如是心中實心相不可得，是心性不生不滅常是淨

相，客煩惱相著故，名為不淨心。心不自知何以故？是心心相

空故，是心本末無有實法，是心與諸法無合無散，亦無前際後

際中際，無色無形無對，但顛倒虛誑生，是心空無我，無我所

無常無實，是名隨順心觀。知心相無生，入無生法中，何以故？

是心無生無性無相，智者能知，智者雖觀是心生滅相，亦不得

實生滅法，不分別垢淨，而得心清淨，以是心清淨故，不為客

煩惱所染，如是等觀內心觀外心，觀內外心亦如是。（大正二

五‧203 下-204 上） 

 

菩 薩 如 何 觀 一 念 心，即 觀 內 心 的 三 相 生、住、滅，非 內 非 外，非 中 間 ，

亦 非 過 去 、 未 來 三 世 中 ， 一 切 無 方 所 ， 因 緣 和 合 而 生 。 於 一 念 心 中 作

觀 ，知心相無生，入無生法中，不來不去，不合不散，是因緣合和，

故實無有性相生滅，求心了不可得，這就是龍 樹 菩 薩 的 觀 心 無 心 之觀

心釋。  

以上這是循著龍 樹 菩 薩 在 《 大 智 度 論 》 所 詮 釋 的 覺 意 三 昧 及 七 覺

分 與 觀 心 法 的 關 係 ， 我 們 發 覺 這 與 智 者 大 師 所 闡 釋 的 覺 意 三 昧 習 習 相

關 。 如 智 者 大 師 的 覺 意 三 眛 也 消 化 在 一 念 心 之 觀 心 法 上 ， 以 「 反 觀 心

源 」 推 檢 一 念 不 生 ， 觀 內 外 之 心 雖 有 生 滅 相 ， 而 實 無 生 滅 法 ， 知 心 無

心 ， 畢 竟 清 淨 的 實 相 觀 之 思 想 ， 這 就 是 立 足 於 一 念 心 闡 釋 覺 意 三 昧 ，

與 此 處 龍 樹 菩 薩 在 《 大 智 度 論 》 所 詮 釋 的 七 覺 分 及 觀 心 法 十 分 類 似 。

本 文 推 究 智 者 大 師 依 循 此 《 大 智 度 論 》 的 解 釋 ， 以 般 若 的 性 空 道 理 做

為 覺 意 三 昧 之 根 柱 ， 將 龍 樹 菩 薩 所 詮 釋 的 覺 意 三 昧 及 其 七 覺 分 法 的 解

釋 ， 吸 收 消 化 後 ， 而 更 有 組 織 性 的 將 它 展 開 。 更 可 以 說 ， 龍 樹 菩 薩 闡

                                                                                                                                               
1 0 7  鳩 摩 羅 什 《 大 智 度 論 》 卷 八 七 ， 二 五 ‧ 671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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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的 觀 心 法 也 成 為 覺 意 三 昧 內 涵 上 一 個 重 要 的 思 想 來 源 ； 所 以 由 以 上

所 說 ， 我 們 不 難 理 解 《 大 智 度 論 》 與 《 覺 意 三 昧 》 的 關 係 是 緊 密 的 。  

 

三 、 從 《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 探 討 其 關 係  

在 鳩 摩 羅 什 所 譯 的 大 乘 禪 經 中 ， 還 有 這 一 部《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 對

天 台 的 禪 法 也 具 有 很 大 的 影 響 力 。 這 部 禪 經 對 慧 思 禪 師 的 《 隨 自 意 三

昧 》 有 啟 發 後 續 進 展 的 關 係 ， 也 間 接 著 對 覺 意 三 昧 存 在 不 可 或 缺 的 關

連 。 而 《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 最 先 由 後 漢 支 讖 譯 出 之 後 ， 相 繼 陸 續 共 有 九

種 譯 本 ， 目 前 唯 存 後 秦 所 譯 的 《 佛 說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 1 0 8  

「 首 楞 嚴 三 昧 」 之 梵 文 為 Wurajgamamaha samadhi， Wura是 「 勇 健

者 」的 意 思 。 依 據《 大 智 度 論 》的 解 釋 ， Wurajgamamaha譯 「 健 相 」。

另 外 的 漢 譯 將 Wurajgamamaha samadhi也 譯 為「 勇 伏 三 昧 」或「 健 相 三

昧 」。 1 0 9 意 謂 若 菩 薩 得 此 三 昧 行 法 功 德，一 切 諸 煩 惱 魔 及 魔 無 能 壞 者 。

如《 大 智 度 論 》所 釋「 譬 如 轉 輪 聖 王 主 兵 寶 將，所 往 住 處 無 不 降 伏 」。

並 且 能 知 道 一 切 諸 三 昧 行 相 深 淺 多 少 ， 亦 能 含 攝 一 切 諸 三 昧 的 功 德 。

依《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云 ：「 首 楞 嚴 三 昧 ， 非 初 地 、 二 地 、 三 地 、 四 地 、

五 地 、 六 地 、 七 地 、 八 地 、 九 地 菩 薩 之 所 能 得 ， 唯 有 住 在 十 地 菩 薩 ，

乃 能 得 是 首 楞 嚴 三 昧 」， 1 1 0 要 言 之 ， 首 楞 嚴 三 昧 是 說 明 十 地 菩 薩 之 三

昧 行 。  

若 據 日 本 學 者 鹽 入 良 道 在 ＜ 中 國 初 期 禪 觀 思 想 における 首 楞 嚴

三 昧につて＞ 一 文 的 研 究 中，認 為《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的 思 想 與《 般 若

經 》、《 十 地 經 》、《 維 摩 詰 經 》有 密 切 的 關 係 ， 此 外《 法 華 經 》、《 涅 槃

經 》 也 有 受 到 影 響 ， 具 有 積 極 實 踐 空 觀 的 思 想 。 1 1 1 另 外 ， 仙 石 景 章

的 ＜ 天 台 三 大 部の引用書目について－「摩訶止觀」と「首楞嚴三昧

                                                 
1 0 8  仙 石 景 章 ＜ 天 台 三 大 部 の引用書目について－「摩訶止觀」と「首楞嚴三昧

經」 ＞ 《 印 佛 研 》 30： 1， 頁 344-346。  
1 0 9  參 見 鹽 入 法 道 ＜ 中 國 初 期 禪 觀 思 想 における 首 楞 嚴 三 昧 につて ＞ 《 印 佛 研 》

38： 2， 頁 209。  
1 1 0  鳩 摩 羅 什 《 佛 說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 十 五 ， 頁 631 上 。  
1 1 1  參 見 鹽 入 法 道 ＜ 中 國 初 期 禪 觀 思 想 における 首 楞 嚴 三 昧 につて ＞ 《 印 佛 研 》

38： 2， 頁 209。  

 40



經」＞ 文 中 ， 也 指 出 在 天 台「 三 大 部 」中 ， 所 引 用 的 經 典 亦 有《 般 舟

三 昧 經 》、《 普 超 三 昧 經 》、《 觀 佛 三 昧 經 》、《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 月 燈 三

昧 經 》 等 諸 三 昧 經 典 。 其 中 ，《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 在 《 摩 訶 止 觀 》 中 被

提 到 之 處 相 當 多 ， 例 如 提 到「 首 楞 嚴 定 大 涅 槃 ， 不 可 思 議 解 脫 」， 1 1 2

及 首 楞 嚴 的 射 喻 ， 云 ：「 首 楞 嚴 中 射 的 喻 ， 是 名 觀 行 菩 提 ， 亦 名 觀 行

止 觀 」， 1 1 3 都 被 智 者 大 師 消 化 在 他 的 止 觀 體 系 之 中 。 1 1 4 如 智 者 大 師

《 次 第 禪 門 》 卷 第 一 上 云 ：  

                                                

 

言禪波羅蜜者，一切皆攝，是四禪中有八背捨、八勝處、十一

切處、四無量心、五神通、練禪自在定、十四變化心、無諍三

昧、願智頂禪、首楞嚴等諸三昧。 

又云： 

九種大禪及首楞嚴等，並具四法，亦名禪亦名定亦名三昧， 

即是波羅蜜。若用首楞嚴心入前三法中，一切皆名波羅蜜。 

 

亦言： 

如涅槃中說：言佛性者，有五種名：亦名首楞嚴、亦名般若、

亦名中道、亦名金剛三昧大涅槃、亦云禪波羅蜜，即是佛性。

115 

 

以 上 這 是 略 舉《 次 第 止 觀 》中 提 到 首 楞 嚴 三 昧 的 部 份，此 外 在《 法

界 次 第 禪 門 》 中 也 有 提 到 首 楞 嚴 三 昧 的 名 稱 ， 而 如 果 就 《 摩 訶 止 觀 》

而 言，當 然 更 是 不 少（ 本 文 在 此 略 過 不 提 ）。所 以，就《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

在 天 台 的 禪 學 中 所 受 到 的 重 視 ， 也 應 具 有 某 種 影 響 ， 為 吾 人 所 不 可 忽

視 ， 於 是 本 文 循 此 也 列 入 研 討 之 一 。  

 

 
1 1 2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大 正 四 六 ， 21 中 。  
1 1 3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大 正 四 六 ， 10 下 。  
1 1 4  仙 石 景 章 ＜ 天 台 三 大 部 の引用書目について－「摩訶止觀」と「首楞嚴三昧

經」 ＞ 《 印 佛 研 》 30： 1， 頁 344-345。  
1 1 5  以 上 三 條 見 智 顗 《 釋 禪 波 羅 蜜 次 第 法 門 》 大 正 四 六 ‧ 478 中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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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 與 《 隨 自 意 三 昧 》 的 關 係  

若 論 及 與 覺 意 三 昧 的 關 係，首 先 從 慧 思 禪 師 的《 隨 自 意 三 昧 》來

考 察，依 慧 思 禪 師 在《 隨 自 意 三 昧 》中 的 所 說 指 出，其 實《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 和 《 隨 自 意 三 昧 》 有 密 不 可 分 的 關 係 。 如 本 文 《 隨 自 意 三 昧 》

中 所 說 ：  

 

凡是一切新發心菩薩，欲學六波羅蜜及一切禪定，欲行三十七

道品，若欲說法教化眾生，學大慈悲，起六神通，欲得疾入菩

薩位，得佛智慧，先當具足念佛三昧、般舟三昧及學法華三昧。

是諸菩薩最初應先學隨自意三昧，此三昧若成就得首楞嚴定。

（卍續九八‧687 下） 

 

可 見 隨 意 三 昧 修 持 成 就，即 是 得 到 首 楞 嚴 定 的 禪 修 功 德。這 是 慧

思 大 師 所 強 調 的 關 鍵，故 慧 思 大 師 的 隨 自 意 三 昧 亦 是 對 首 楞 嚴 三 昧 加

以 闡 釋 的 著 作 。  

按 陳 英 善 的 看 法 ， 1 1 6 也 肯 定 的 認 為 《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 對 慧 思 禪

師 的 整 個 禪 觀 思 想 有 密 切 的 關 係，主 要 是 認 為 首 楞 嚴 三 昧 是 屬 於 實 相

禪 觀，而 慧 思 禪 師 的 禪 觀 主 要 也 是 立 足 於 實 相 的 基 準 上 而 開 展 出 來 的

觀 法。加 上 依 慧 思 大 師 自 已 所 說 若 學 習 此 隨 自 意 三 昧，成 就 時 就 名 為

首 嚴 定，於 未 舉 足 或 欲 舉 足 時，未 生 念、欲 生 念 都 隨 時 觀 照 心 性，於

心 性 中 無 生 滅 相 貌 ， 無 空 、 無 假 、 不 斷 、 不 常 、 無 所 得 ， 名 為 心 性 ，

又 名 自 性 清 淨 心 ， 亦 名 為 涅 槃 。 1 1 7 由 之 而 觀 ， 二 者 之 間 自 有 其 不 可

忽 視 的 密 切 關 連。總 之，慧 思 大 師 視 隨 自 意 三 昧 是 等 同 修 首 楞 嚴 定 三

昧，又 首 楞 嚴 三 昧 具 有 勇 健 的 意 涵，能 降 伏 一 切 魔 障，到 達 十 地 菩 薩

之 健 士 的 等 持，而 為 慧 思 大 師 所 重 視 而 具 有 積 極 性 的 標 的 之 推 崇；所

以 ， 隨 自 意 三 昧 與 首 楞 嚴 三 昧 實 質 上 是 存 有 不 可 分 割 的 密 切 關 係 。  

 

                                                 
1 1 6  陳 英 善 ＜ 慧 思 的 禪 觀 思 想 與 首 楞 嚴 三 昧 ＞ 收 錄 於 《 佛 學 研 究 中 心 學 報 》 第 3 
期 ， 1998， 頁 151-185。  
1 1 7  慧 思 《 隨 自 意 三 昧 》 卍 續 九 八 ‧ 688 下 -689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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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 與 覺 意 三 昧 的 關 係  

而 就 智 者 大 師 的 覺 意 三 昧 而 言，因《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與《 隨 自 意

三 昧 》二 者 有 密 切 關 連，也 構 成 是 對《 覺 意 三 昧 》的 一 個 間 接 性 的 影

響 力 與 關 連。而 且 智 者 大 師 在 內 文 上 確 實 也 有 引 用 到《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

所 說 實 相 的 經 意 ， 如《 覺 意 三 昧 》文 內 ， 即 引 用《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中

的 不 污 菩 薩 的 典 故 的 說 法，而 做 為 解 釋 天 台 三 觀 所 斷 的 煩 惱 及 所 覺 魔

事 ， 如 下 《 覺 意 三 昧 》 引 文 所 云 ：   

 

楞嚴經云：魔界如即是佛界如，魔界如佛界如，一如無二如，

如是故不出魔界佛界。當知觀空即是度化天子魔，菩薩行三空

正觀，即時不復恐怖四魔，亦不得四魔而能度四魔。故釋論云：

除諸法實相，其餘一切皆名魔事，若能善修實相即無魔事，是

故行者善觀此意修行三昧。（大正四六‧626 中） 

 

這 就 是 《 覺 意 三 昧 》 引 自 《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 談 到 覺 魔 事 的 部 份 ， 闡

述 修 實 相 禪 觀 的 通 利 所 在。說 明 修 此 三 空 正 觀 實 相 禪 能 除 魔 障，終 無

魔 佛 二 事 的「 一 如 無 二 如 」的 實 相 禪 觀。而 這 個 部 份 的 也 就 是《 覺 意

三 昧 》與《 首 楞 嚴 三 昧 》比 較 相 關 的 之 處，雖 然 不 是 完 全 如《 隨 自 意

三 昧 》那 樣 具 有 很 密 切 的 關 連，但 卻 也 是《 覺 意 三 昧 》思 想 的 一 個 重

要 中 介。所 以 基 於 這 二 點 而 觀，從 間 接 性 的 關 連 和 內 文 所 引 用 之 處 的

地 方 而 觀 ，亦 可 將《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列 為《 覺 意 三 昧 》之 參 考 思 想 的

淵 源 。 因 此 ， 基 於 這 樣 的 角 度 和 立 場 ， 本 文 也 就 將 《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

一 併 列 為 考 察 的 對 象 ， 做 為 一 種 《 覺 意 三 昧 》 之 溯 源 研 究 的 對 象 。  

以 上 就《 覺 意 三 昧 》的 實 相 觀 而 言，其 背 後 思 想 是 複 雜 交 集 所 成，

除 了 天 台 本 宗 的《 法 華 經 》的 思 想 外，還 有 般 若 的 思 想 及《 大 智 度 論 》

和《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的 思 想 皆 被 會 通 在 其 中，主 要 是 這 一 系 列 的 經 典

的 立 場 皆 是 以 實 相 思 想 為 主 旨，自 然 也 就 有 相 通 之 處。如 湛 然 的《 觀

心 論 疏 》亦 說：「 若 能 問 觀 心 修 三 昧，即 是 首 楞 嚴 三 昧 也 」，又 說：「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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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非 無 ， 非 寂 非 照 名 為 中 道 ， 即 首 楞 嚴 三 昧 也 」。 1 1 8  

簡 單 而 言，首 楞 嚴 三 昧 是 十 地 菩 薩 境 界，以 菩 薩 之 道 而 言，進 入

十 地 是 開 始 入 菩 薩 道 之 行，可 見 首 楞 嚴 三 昧 在 天 台 的 禪 觀 思 想 中，是

被 界 定 為 修 習 止 觀 所 取 證 的 入 道 行 之 三 昧 的 高 標，也 就 是 隨 自 意 三 昧

與 覺 意 三 昧 所 欲 達 成 的 三 昧 力，於 是 在 天 台 的 止 觀 禪 學 之 中 是 有 不 可

忽 視 的 地 位 與 身 份 。  

 

第 四 節  從 慧 思 三 部 著 作 考 察  

   《 隨 自 意 三 昧 》、《 諸 法 無 諍 三 昧 法 門 》、《 法 華 經 安 樂 行 義 》是 慧 思

禪 師 整 個 思 想 的 教 學 中 心，又 被 稱 為「 慧 思 三 部 作 」。此 三 部 作 大 約 是

他 三 十 歲 到 五 十 歲 左 右 的 著 作 ， 也 是 正 逢 智 者 大 師 於 蘇 山 參 學 的 時

期 ， 1 1 9 對 智 者 大 師 的 止 觀 學 說 有 莫 大 的 影 響 。  

     而 慧 思 三 部 作 成 立 次 序 ， 據 佐 藤 哲 英 的 研 究 ， 分 別 是 ：  

1《 隨 自 意 三 昧 》是 慧 思 的 第 二 期 河 南 時 代 的 作 品，是 作 於 三 十 四 歲 到

三 十 九 歲 之 間 。  

2《 諸 法 無 諍 三 昧 法 門 》是 第 三 期 光 州 教 化 的 前 期，作 於 四 十 歲 到 四 十

三 左 右 。  

3《 法 華 經 安 樂 行 義 》則 是 第 三 期 光 州 教 化 的 中 後 期，是 作 於 四 十 四 歲

到 五 十 三 歲 的 著 作 。 1 2 0  

以 上 是 慧 思 大 師 重 要 的 三 部 作 之 成 立 年 代 ， 慧 思 大 師 的 禪 觀 之 教

學 對 智 者 大 師 的 止 觀 學 說 亦 具 有 實 質 上 的 影 響 力 ， 故 經 吾 人 探 察 此 三

部 作 的 修 持 方 法 內 容 ， 發 現 對 智 者 大 師 的 覺 意 三 昧 存 在 直 接 影 響 關

係 。 基 於 此 ， 本 文 依 據 前 後 成 立 次 序 ， 分 別 做 以 下 的 探 討 。  

 

（ 一 ） 覺 意 三 昧 與 《 隨 自 意 三 昧 》 的 關 係  

首 先 ， 就 《 摩 訶 止 觀 》「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 所 說 的 ：「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1 1 8  湛 然 《 觀 心 論 疏 》 卷 一 ， 大 正 四 六 ‧ 590 下 。  
1 1 9  參 見 佐 藤 哲 英 《 續 ． 天 台 大 師 　 研 究 》， 京 都 ： 百 華 苑 ， 1981， 頁 1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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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實 通 行 坐 及 一 切 事 ， 而 南 岳 呼 師 為 隨 自 意 ， 意 起 即 修 三 昧 ， 大

品 稱 覺 意 三 昧 」， 1 2 1 由 這 幾 句 的 說 明 中 得 知 「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 隨 自

意 三 昧 」、「 覺 意 三 昧 」 三 者 是 同 一 種 三 昧 。 也 透 顯 智 者 大 師 的 《 覺 意

三 昧 》 和 慧 思 禪 師 的《 隨 自 意 三 昧 》二 者 關 係 的 密 切，是 不 可 置 疑 的。 

基 於 此 ， 就 二 種 禪 法 的 內 容 來 觀 察 ， 慧 思 大 師 的 隨 自 意 三 昧 所 說

的 修 習 方 法 ， 是 從 日 常 的 「 行 、 住 、 坐 、 臥 、 食 、 語 」 六 威 儀 中 ， 隨

時 觀 照 自 心 一 念 ， 觀 「 根 、 塵 、 境 」 十 二 處 、 十 八 界 ， 緣 生 如 幻 如 空

不 可 得 ， 由 此 作 觀 知 一 念 心 當 體 即 空 。 如 《 隨 自 意 三 昧 》 云 ：  

 

以聖慧根覺知六根空無有主，覺知六塵無色，覺知六識無名、

無相，如是三六無滅無取……了知諸法自性清淨，畢竟寂然。

（卍續九八‧697 上） 

 

觀 六 根 無 主 、 六 塵 無 色 、 六 識 無 名 無 相 ， 這 即 是 三 六 無 滅 無 取 ，

然 後 於 一 念 之 中 了 不 可 得 ， 這 就 是 在 心 中 觀 無 生 、 滅 、 斷 、 常 ， 亦 無

有 無 明 可 得。如 此，一 念 無 諸 行 可 言，亦 不 可 得，明 與 無 明 其 性 無 二 ，

念 念 之 中 畢 竟 不 生 ， 而 得 自 性 清 淨 ， 這 就 是 《 隨 自 意 三 昧 》 的 修 法 。  

再 者 ， 從 一 念 中 的 「 未 念 、 欲 念 」 中 ， 而 以 「 以 聖 慧 根 覺 知 空 無

有 主 」 之 作 觀 ， 這 是 於 一 念 中 未 起 、 欲 起 中 將 意 根 轉 為 聖 慧 根 而 覺 知

一 切 因 緣 皆 空 實 無 有 主，這 是 慧 思 大 師《 隨 自 意 三 昧 》觀 心 門 的 主 旨 ， 

即 所 說 的 「 若 能 反 流 觀 無 明 源 及 心 性 空 ， 思 愛 亦 空 ， 無 業 無 行 即 無 諸

法 生，無 緣 合 故，一 切 諸 法 本 因 緣 空 」。 1 2 2 觀 一 切 如 空，無 思、無 愛 、

無 業 、 無 行 、 無 有 諸 法 ， 這 就 是 說 明 於 一 念 中 所 分 張 的 心 意 識 的 十 二

處 、 十 八 界 的 根 、 塵 、 境 中 ， 覺 觀 因 緣 和 合 如 空 ， 即 是《 隨 自 意 三 昧 》

主 要 的 修 持 內 涵 。 而 這 個 修 持 內 涵 之 後 被 智 者 大 師 運 用 在 《 覺 意 三

昧 》，也 做 為 闡 釋 覺 意 法 門 所 說 的 於 一 切 日 常 的 行 住 中 覺 觀 一 念 心，諦

觀 一 心 中 無 有 一 切 生 滅 法 相 ， 畢 竟 空 寂 。  

再 如 《 覺 意 三 昧 》 所 云 ：  
                                                                                                                                               
1 2 0  參 見 佐 藤 哲 英 《 續 ． 天 台 大 師 　 研 究 》， 頁 ， 160。  
1 2 1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二 上 ， 大 正 四 六 ‧ 14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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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行住坐臥四威儀中，亂想不起，假令失念尋即覺知，故妄波

不起，心常寂然。……若行者了知心如虛空，六識所緣內外諸

法，皆無所有，畢竟空寂。善用無所得心破諸顛倒，不得一切

法，不著一切法，了達一切法，是時名修正智慧心。（大正四

六‧622 下） 

 

由 此 而 知 ， 覺 意 三 昧 乃 不 離 於 四 威 儀 中 ， 隨 時 正 念 覺 知 ， 妄 想 不 起 ，

於 一 切 諸 法 不 得 不 著 ， 通 達 實 相 ， 以 正 智 慧 之 心 覺 知 諸 法 。 這 就 與 慧

思 大 師 的 《 隨 自 意 三 昧 》 所 說 的 以 聖 慧 根 覺 知 空 無 有 主 之 意 ， 可 謂 二

者 所 闡 釋 的 覺 觀 心 源 是 同 一 意 趣。由 之 而 觀，智 者 大 師 的《 覺 意 三 昧 》

是 參 照 此 一 內 涵 而 加 以 發 揮 ， 不 過 對 於 一 念 心 ， 則 再 發 揮 成 為 一 念 四

行 相「 未 念 、 欲 念 、 念 、 念 已 」， 而 表 達 更 深 入 解 說 的 一 念 心 的 狀 態 ，

其 實 這 就 是 立 於 《 隨 自 意 三 昧 》 的 立 場 再 進 一 步 發 揮 出 來 的 看 法 。 所

以，從《 隨 自 意 三 昧 》的 觀 心 念 處 的 特 色 考 察《 覺 意 三 昧 》，於 此 而 呈

顯 二 者 的 關 係 。  

 

（ 二 ） 覺 意 三 昧 與 《 諸 法 無 諍 三 昧 法 門 》 的 關 係  

覺 意 三 昧 這 個 概 念，其 實 在 慧 思 禪 師 所 撰 的《 諸 法 無 諍 三 昧 法 門 》

的 下 卷 最 後 文，就 有 一 個 小 節 叫 做 ＜ 坐 禪 修 覺 意 ＞， 1 2 3 這 是 緊 接 在 其

所 說 的 ＜ 法 處 品 ＞ 之 後 所 說 的 一 個 小 節 。 可 見 覺 意 三 昧 在 慧 思 大 師 的

《 諸 法 無 諍 三 昧 法 門 》 中 就 曾 經 被 提 到 過 ， 也 大 約 的 闡 述 過 覺 意 這 個

法 門 。 基 於 此 ， 智 者 大 師 的 《 覺 意 三 昧 》 應 與 慧 思 大 師 的 《 諸 法 無 諍

三 昧 法 門 》 之 間 存 有 相 關 性 之 關 係 。 於 是 ， 這 一 節 由 《 諸 法 無 諍 三 昧

法 門 》 來 探 尋 智 者 智 大 師 的 《 覺 意 三 昧 》 二 者 之 間 是 否 存 有 密 切 的 關

係 。  

首 先 ， 就 ＜ 坐 禪 修 覺 意 ＞ 所 說 的 修 持 方 法 來 說 ， 依 慧 思 大 師 的 詮

                                                                                                                                               
1 2 2  慧 思 《 隨 自 意 三 昧 》 卍 續 九 八 ‧ 691 下 。  
1 2 3  慧 思 《 諸 法 無 諍 三 昧 法 門 》 卷 下 ， 大 正 四 六 ‧ 640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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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 修 覺 意 法 的 方 法 乃 是 依 法 念 處 法 而 修 習 ， 即 是 須 要 勤 於 坐 禪 ， 然

後 經 過 久 久 修 習，如 此 而 修 可 得 到 一 切 定 解 脫 三 昧，如 意 神 通。此 外 ，

修 此 法 門 時 須 發 願 誓 度 一 切 度 生 ， 然 後 觀 機 逗 教 ， 並 且 認 為 此 覺 意 法

修 成 即 成 就 三 十 七 道 聖 法 ， 這 就 是 慧 思 大 師 所 說 的 坐 禪 修 覺 意 法 的 大

意 。  

而 就 修 持 的 要 旨 若 按 照 此 ＜ 法 念 處 品 ＞ ， 開 宗 明 意 所 言 的 「 初 學

坐 禪 觀 法 念 處 者 ， 善 法 、 不 善 法 、 無 記 法 」 1 2 4 的 善 、 惡 、 無 記 心 此 三

心 這 一 點 上 而 觀 ， 與 智 者 大 師 《 摩 訶 止 觀 》 中 的 「 非 行 非 行 坐 三 昧 」

實 有 很 大 的 關 係 。 就 《 摩 訶 止 觀 》 的 「 非 行 非 行 坐 三 昧 」 其 開 宗 明 義

也 是 說 ：  

 

若觀意者則攝心識、一切法亦爾。若破意，無明則壞，餘使皆

去。故諸法雖多，但舉意以明三昧。觀則調直，故言覺意三昧

也。隨自意、非行非坐準此可解。就此為四，一約諸經、二約

諸善、三約諸惡、四約諸惡。（大正四六‧14 下） 

 

由 以 上 這 一 段 引 文 而 觀，《 諸 法 無 諍 三 昧 法 門 》的 ＜ 法 念 處 品 ＞ 所

說 的 善 法 、 不 善 法 、 無 記 法 與 《 摩 訶 止 觀 》 的 「 非 行 非 行 坐 三 昧 」 的

善 、 惡 、 無 記 心 ， 這 二 者 在 開 宗 明 義 上 的 主 旨 是 一 樣 的 。 由 此 而 觀 ，

智 者 大 師 在 闡 述 「 非 行 非 行 坐 三 昧 」 時 ， 亦 將 此 慧 思 大 師 所 說 的 修 覺

意 法 的 要 旨 ， 表 達 在 「 非 行 非 行 坐 三 昧 」 上 。 質 言 之 ， 乃 是 參 照 慧 思

大 師 所 說 坐 禪 修 覺 意 之 法 的 ＜ 法 念 處 品 ＞ 而 來 ， 因 為 慧 思 大 師 是 以 此

＜ 法 念 處 品 ＞ 做 為 是 修 覺 意 禪 法 的 行 法 ， 故 智 者 大 師 依 循 此 教 學 的 內

涵，延 續 進 展 此 修 覺 意 禪 法，而 再 加 以 闡 述 得 更 充 實。所 以，「 非 行 非

行 坐 三 昧 」 中 智 者 大 師 說 ， 此 就 是 覺 意 三 昧 ， 亦 是 隨 自 意 三 昧 法 門 。  

其 次 ， 就 內 容 上 而 說 ， 慧 思 大 師 所 說 的 法 念 處 ， 所 修 習 的 方 法 是

觀 三 性 ：「 一 者 心 性 、 二 者 眼 性 、 三 者 意 性 」， 1 2 5 此 三 性 是 謂 指 觀 心 、

意 、 識 三 者 的 意 思 。 約 就 內 外 二 法 而 說 ， 以 此 做 為 解 釋 修 習 法 念 處 。

                                                 
1 2 4  慧 思 《 諸 法 無 諍 三 昧 法 門 》 卷 下 ， 大 正 四 六 ‧ 640 中 。  
1 2 5  慧 思 《 諸 法 無 諍 三 昧 法 門 》 大 正 四 六 ‧ 639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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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 諸 法 無 諍 三 昧 法 門 》 ＜ 法 念 處 品 ＞ 說 ：  

 

復次，法念處：內法，外法，內外法。內法者，是六情；外法

者，是六塵，名為六境；內外法者，名為六識，亦名為六神，

名為十八界、三毒、四大、五陰、十二入、十二因緣，悉是其

中。（大正四六‧639 上） 

 

這 是 法 念 處 所 修 的 內 外 二 法 ， 主 要 是 於 六 根 、 六 塵 、 六 境 之 十 二 處 、

十 八 界 中 作 觀 ， 而 且 於 「 一 念 心 中 ， 悉 皆 具 足 」 明 了 。 因 此 ， 所 謂 作

觀，即 是 說：「 如 是 觀 時， 不 見 眼 始 來 處，無 始 法，亦 無 求 無 始 法，不

可 得 故，名 曰 無 始 空 無 」又 說：「 若 斷 有 始 和 合 無 明，是 名 無 生。若 知

無 始 無 明 ， 能 斷 能 知 ， 無 所 斷 故 ， 是 名 無 生 法 ， 名 之 為 慧 」。 1 2 6 此 處

所 說 觀 一 切 六 情 根 識 空 無 所 有 ， 無 始 無 空 ， 而 名 為 無 生 法 ， 這 就 是 慧

觀 。 可 見 ， 若 依 照 慧 思 大 師 此 處 所 說 的 法 念 處 觀 法 ， 這 是 觀 六 情 、 六

識 、 六 根 空 無 所 有 ， 諸 法 畢 竟 空 ， 這 是 覺 觀 心 性 ， 無 生 無 滅 。 這 種 作

觀 的 情 形 與 內 容 亦 與 智 者 大 師 的 「 覺 意 三 昧 」 所 說 的 作 觀 要 旨 ， 觀 一

念 心 無 生 無 滅 ， 當 下 體 悟 一 切 諸 法 本 性 空 寂 ， 諸 法 無 生 的 觀 心 的 立 埸

出 發 是 無 差 的 。  

簡 言 之 ， 智 者 大 師 所 闡 釋 的 《 覺 意 三 昧 》 有 延 續 並 重 新 做 更 充 實

解 釋 的 意 思 ， 更 可 以 說 智 者 大 師 是 承 續 此 慧 思 大 師 的 修 覺 意 法 門 而 再

加 以 開 展 的《 覺 意 三 昧 》，也 或 許 有 感 於《 覺 意 三 昧 》是 在 菩 提 道 上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禪 法，故 智 者 大 師 更 有 意 將 它 推 廣 展 開，使 得《 覺 意 三 昧 》

後 後 勝 於 前 前 ， 比 慧 思 大 師 ＜ 坐 禪 修 覺 意 ＞ 在 思 想 上 更 有 深 度 ， 其 禪

法 的 組 織 也 更 加 嚴 密 許 多 。  

    以 上 就 慧 思 大 師 的 《 諸 法 無 諍 三 昧 法 門 》 禪 法 而 觀 ， 可 以 找 到 智

者 大 師《 覺 意 三 昧 》和《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內 容 上 的 相 同 點。準 此 而 知 ，

吾 人 可 以 說 智 者 大 師 受 到 慧 思 禪 修 教 法 傳 承 莫 大 的 影 響 。  

 

                                                 
1 2 6  慧 思 《 諸 法 無 諍 三 昧 法 門 》 卷 下 ， 大 正 四 六 ‧ 63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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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覺 意 三 昧 與 《 法 華 經 安 樂 行 義 》 的 關 係  

《 法 華 經 安 樂 行 義 》 是 慧 思 禪 師 依 照 《 法 華 經 》 中 的 ＜ 安 樂 行 品

＞ 而 解 釋 的 一 部 著 作 ， 而 這 一 品 是 《 法 華 經 》 陳 述 比 較 有 具 體 性 的 實

踐 方 法 之 一 品 ， 也 是 修 法 華 三 昧 的 依 據 。  

此 《 法 華 經 安 樂 行 義 》 內 文 中 ， 最 重 要 的 是 以 二 大 重 點 陳 述 ， 即

「 有 相 行 」 和 「 無 相 行 」 二 種 。 其 中 「 無 相 行 」 謂 ：  

 

無相四安樂，甚深妙禪定，觀察六情根，諸法本來淨。眾生性

無垢，無本亦無淨。不修對治行，自然超眾聖。無師自然覺，

不由次第行。（大正四六‧698 上） 

 

所 謂 無 相 行 ， 即 如 上 文 所 說 ：「 觀 察 六 情 根 ， 諸 法 本 來 淨 」， 這 是 於 一

切 法 中 住 深 妙 禪 中 ， 觀 察 眼 、 耳 、 鼻 、 舌 、 身 、 意 六 情 根 是 六 自 在 王

性 清 淨 ， 雖 是 父 母 所 生 本 來 常 淨 無 污 染 ， 亦 如 《 法 華 安 樂 行 義 》 文 中

云 ：  

  

故龍樹菩薩言，當知人身六種相妙。人身即是眾生身，眾生身

即是如來身。眾生之身同一法身不變異故，是故華嚴經歡喜地

中言：其性從本以來寂然無生滅，從本以來無諸煩惱，覺了諸

法爾，超勝成佛道。（大正四六‧699 中） 

 

可 見 六 自 在 王 性 清 淨 的 意 思 是 說 明 眾 生 身 同 如 來 法 身 性 清 淨 ， 亦

即 於 清 淨 的 本 位 來 說 ， 六 根 性 本 自 清 淨 ， 無 生 無 滅 ， 於 一 切 塵 境 中 本

自 不 生 不 滅。所 以 說：「 於 一 切 諸 法 中 心 相 寂 滅 畢 竟 不 生，故 名 為 無 相

行。常 在 一 切 深 妙 禪 定，行 住 坐 臥 飲 食 語 言，一 切 威 儀 心 常 定 故 」， 1 2 7

這 就 是 慧 思 大 師 《 安 樂 行 義 品 》 所 談 的 於 一 切 四 威 儀 ， 心 常 在 深 妙 的

禪 定 中 的 無 相 行 之 要 意 。 由 此 所 說 的 文 意 而 觀 察 ， 這 乃 是 不 離 於 四 威

                                                 
1 2 7  慧 思 《 法 華 經 安 樂 行 義 》 大 正 四 六 ‧ 700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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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 中 起 六 根 的 修 習 ， 於 六 根 處 作 空 觀 無 相 行 之 禪 修 。  

簡 而 言 之，此 無 相 行 觀 六 情 根 本 自 清 淨，這 與 覺 意 三 昧 於 十 二 處、

十 八 界 作 觀 的 修 習 立 場 ， 於 一 切 日 常 中 觀 察 心 意 識 而 修 三 昧 之 禪 法 是

有 共 通 之 處 。 質 言 之 ， 這 是 慧 思 大 師 《 隨 自 意 三 昧 》、《 諸 法 無 諍 三 昧

法 門 》、《 安 樂 行 義 品 》 三 部 著 中 ， 一 個 共 同 的 特 色 和 所 強 調 的 方 法 之

入 門 要 旨 ， 智 者 大 師 的 《 覺 意 三 昧 》 也 就 與 此 形 成 共 通 的 修 持 要 法 。

因 此 ， 必 然 也 就 存 有 內 在 關 連 ， 這 也 就 是 法 法 相 通 的 意 涵 。  

要 言 之 ， 慧 思 大 師 的 三 部 禪 觀 對 智 者 大 師 的 覺 意 三 昧 具 有 實 質 上

的 影 響，不 管 是 禪 法 和 教 義 的 大 乘 實 相 觀，還 是 圓 融 大 小 兼 容 的 思 想，

對 智 者 大 師 的 止 觀 學 說 都 有 很 大 的 影 響 。 可 以 說 智 者 大 師 的 覺 意 三

昧 ， 是 繼 承 師 承 的 教 法 消 解 之 後 的 發 揮 ， 並 於 義 學 方 面 ， 加 以 深 入 的

探 討 和 融 會 後 ， 再 予 以 重 新 組 合 架 構 和 創 造 ， 而 展 現 更 新 的 思 想 與 風

格 ， 從 而 建 構 出 自 已 一 套 圓 融 的 理 論 架 構 ， 使 得 他 的 止 觀 學 說 達 到 完

備 的 建 立 。  

 

第 五   結 語  

綜 上 得 知 ， 覺 意 三 昧 這 個 概 念 在 《 阿 含 經 》 的 最 初 形 態 是 七 覺 意

之 修 習 法 ， 但 是 隨 著 大 乘 思 想 的 出 現 ， 這 個 七 覺 意 的 內 在 意 涵 ， 以 覺

意 為 體 性 的 法 性 被 加 以 闡 發 出 來 ， 做 為 覺 意 法 門 。 以 覺 知 為 法 性 ， 諦

觀 一 切 諸 法 真 實 相 為 菩 薩 所 行 之 三 昧 。 如 在 《 華 嚴 經 》 的 ＜ 最 勝 問 菩

薩 十 住 除 垢 斷 結 經 ＞ 卷 第 五 中 ， 即 有 此 覺 意 三 昧 明 文 的 相 關 闡 釋 ：  

 

我等善利快蒙斯福，乃能遇此覺意三昧，使三千大千世界獲其所

願。如是世尊快得善利，復以香花別供養最勝菩薩。今蒙仁恩得

遭值此覺意三昧，使我等身咸蒙慶會。其有眾生得聞覺意三昧不

篤信者，當知此人乃前世時，不遭此三昧之所致也。是時世尊告

來會者：吾昔無數阿僧祇劫行此三昧，使我今日得成阿惟三佛。

過去無數恒沙諸佛及當來者，皆當修此覺意三昧。三昧威德不可

稱量，其聞名者悉皆啟發菩薩大心不可復計。……爾時世尊，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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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其像放覺意三昧光明照彼國土，使四億人得見彼土如來世尊及

化生菩薩，其國廣博純金銀琉璃眾寶雜廁，無三惡道八難之苦，

見彼國已，此四億人隨其形壽，皆得同時生彼國土而得修此覺意

三昧，斯由本誓發願所致，覺意三昧之所感動其德如是。（大正十‧

999 中、下）  

 

據 以 上 《 華 嚴 經 》 所 說 而 知 ， 世 尊 讚 嘆 此 覺 意 三 昧 以 為 「 過 去

無 數 恒 沙 諸 佛 及 當 來 者，皆 當 修 此 覺 意 三 昧。三 昧 威 德 不 可 稱 量 」，從

這 幾 句 話 而 觀 ， 覺 意 三 昧 為 世 尊 所 推 崇 ， 其 功 德 殊 勝 無 比 ， 是 諸 佛 菩

薩 所 行 的 三 昧 法 門 。 故 修 此 覺 意 三 昧 ， 可 以 成 就 十 地 菩 薩 之 健 士 等 持

的 首 楞 嚴 三 昧 ， 所 以 諸 菩 薩 皆 行 此 覺 意 三 昧 ， 而 能 圓 滿 佛 果 。 又 覺 意

三 昧 是 通 於 阿 含 與 般 若 的 禪 法 ， 其 包 容 力 至 為 廣 大 ， 所 以 其 功 德 不 可

思 議 。  

因 而 由 此 推 究 ， 智 者 大 師 可 能 有 感 於 覺 意 三 昧 的 重 要 ， 加 上 慧

思 大 師 亦 在 《 諸 法 無 諍 三 昧 法 門 》 也 有 講 述 ， 而 有 意 將 它 弘 揚 出 來 ，

於 是 ， 將 慧 思 大 師 所 說 的 ＜ 坐 禪 修 覺 意 ＞ 和 龍 樹 菩 薩 的 《 大 智 度 論 》

所 闡 釋 的 《 般 若 經 》 的 覺 意 三 昧 的 相 關 文 意 ， 一 併 融 合 會 整 ， 再 旁 攝

經 典 中 所 知 的 相 關 資 料 一 併 融 貫 闡 釋 ， 使 得 覺 意 三 昧 呈 顯 豐 富 又 多 樣

性 的 思 想 內 涵 。  

要 言 之 ， 本 文 經 由 以 上 的 考 察 ， 大 略 可 以 窺 豹 出 智 者 大 師 闡 述 覺

意 三 昧 法 門 的 背 後 淵 源 之 梗 概 ， 乃 從 多 方 面 的 相 關 資 料 中 ， 將 內 涵 加

以 整 合 的 更 具 組 織 和 清 楚 ， 以 便 能 令 後 學 學 習 。  

 

 

 

 

 

 

第三章天台早期禪觀與《覺意三昧》之關係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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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說 智 者 大 師 的 一 生 講 述 和 著 作 主 要 是 以 禪 學 做 為 學 說 課

題，例 如 有：《 釋 禪 波 羅 蜜 法 門 》、《 六 妙 門 》、《 法 華 三 昧 懺 儀 》、《 方 等

三 昧 行 法 》、《 禪 門 口 訣 》、《 覺 意 三 昧 》、《 小 止 觀 》、《 法 界 次 第 初 門 》、

《 摩 訶 止 觀 》 等 等 ， 都 是 以 止 觀 學 說 為 主 流 而 構 成 天 台 禪 學 體 系 。  

就 天 台 整 個 止 觀 學 若 依 慧 嶽 法 師 的 看 法 ， 認 為 實 質 上 只 有 三 種 止

觀，就 是「 漸 次 止 觀，不 定 止 觀，圓 頓 止 觀 」。主 要 是 認 為 三 種 止 觀 裡

面 廣 攝 了 天 台 智 者 大 師 的 四 種 三 昧 、 二 十 五 方 便 、 十 乘 觀 法 、 十 境 、

百 法 成 乘 等 ， 可 以 說 三 種 止 觀 已 經 涵 蓋 盡 天 台 整 個 止 觀 的 內 容 。 1 2 8

又《 摩 訶 止 觀 》序 文 也 說，智 者 大 師 傳 承 南 岳 慧 思 大 師 的 三 種 止 觀「 漸

次 、 不 定 、 圓 頓 ， 皆 是 大 乘 」， 1 2 9 可 見 這 三 種 止 觀 正 是 代 表 天 台 的 所

宗 ， 而 且 也 以 大 乘 的 止 觀 法 門 為 出 發 點 。  

在 三 種 止 觀 之 中 ， 所 謂 漸 次 止 觀 是 指 「 次 第 禪 門 」， 這 是 由 低 而

高，由 淺 入 深 次 第 增 上 的 止 觀 行 門。不 定 止 觀 是 指「 六 妙 門 」，則 是 收

攝 漸 頓 ， 互 前 更 後 ， 以 自 已 的 根 機 為 契 應 。 而 「 圓 頓 止 觀 」 則 是 隨 意

自 在 而 修 ， 以 「 實 踐 觀 心 」 的 思 想 為 主 ， 是 三 種 止 觀 中 最 為 深 廣 ， 法

門 最 活 用 ， 能 在 初 階 即 修 最 高 法 的 一 種 頓 修 法 門 。 1 3 0  

此 中 ， 漸 次 止 觀 《 次 第 禪 門 》 成 立 最 早 ， 常 被 列 為 考 察 其 學 說 中

最 早 成 立 的 作 品。若 據 佐 藤 哲 英 的 研 究，《 次 第 禪 門 》是 前 期 的 諸 著 作

「 六 妙 門 、 法 華 三 昧 懺 儀 、 覺 意 三 昧 、 法 界 次 第 初 門 、 小 止 觀 等 等 」

的 主 體，對 後 來 所 宣 述 的 禪 學 具 有 影 響 的 關 係， 1 3 1 可 謂 是 前 期 天 台 諸

禪 法 的 主 幹 。  

其 次 ， 不 定 止 觀 的 成 立 其 實 也 是 不 太 晚 ， 據 安 藤 俊 雄 的 認 為 ， 除

了 承 繼 《 次 第 禪 門 》 外 ， 與 圓 頓 止 觀 的 實 相 論 也 有 承 先 啟 後 的 關 連 ，

也 就 是 說 《 次 第 禪 門 》 與 《 六 妙 門 》 的 實 相 論 ， 這 二 者 內 在 的 因 素 已

是 構 成 初 期「 漸 次 、 不 定 、 圓 頓 」三 種 止 觀 的 形 成 。 1 3 2 假 如 我 們 立 於

這 一 點 來 看 ， 考 察 《 六 妙 門 》 與 《 覺 意 三 昧 》 的 關 係 ， 筆 者 則 是 認 為

                                                 
1 2 8  釋 慧 嶽 《 天 台 教 學 史 》， 頁 122。  
1 2 9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一 上 ， 大 正 四 六 ‧ 1。  
1 3 0  參 見 關 口 真 大 《 天 台 止 觀 の 研 究 》 頁 4。  
1 3 1  參 見 佐 藤 哲 英 《 天 台 大 師 の 研 究 》 頁 124。  
1 3 2  參 見 安 藤 俊 雄 《 天 台 學 － 根 本 思 想 とその 展 開 》 頁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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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 妙 門 》 的 第 十 「 證 相 六 妙 門 」 也 是 心 門 的 實 相 論 ， 這 一 點 與 覺 意

三 昧 是 相 通 的 。 又 覺 意 三 昧 經 由 前 一 章 的 考 察 ， 發 覺 是 後 期 成 立 圓 頓

止 觀 的 初 期 代 表 ， 依 據 這 些 關 係 與 因 素 ， 與 其 說 《 次 第 禪 門 》 與 《 六

妙 門 》 這 二 者 是 三 種 止 觀 的 初 期 的 形 成 ， 不 如 說 《 次 第 禪 門 》、《 六 妙

門 》、《 覺 意 三 昧 》 這 三 者 是 代 表 初 期 的 三 種 止 觀 的 開 展 ， 因 此 筆 者 以

為 由 這 三 者 來 說 比 較 具 體 化 ， 也 貼 切 多 了 。  

基 於 以 上 這 些 看 法 ， 本 章 就 針 對 這 些 方 面 來 探 討 覺 意 三 昧 與 初 期

諸 禪 法 的 關 係 與 比 較 ， 希 望 透 過 分 析 探 索 能 給 覺 意 三 昧 一 個 更 明 了 的

呈 現 。  

 

第 一 節《 覺 意 三 昧 》與《 釋 禪 波 羅 蜜 法 門 》之 關 係

與 比 較  

一 、 漸 次 止 觀  

「 漸 次 止 觀 」 謂 《 釋 禪 波 羅 蜜 次 第 法 門 》， 簡 名 《 次 第 禪 門 》， 共

十 卷 ， 是 智 者 大 師 早 期 在 瓦 官 寺 所 講 。 這 部 著 作 網 羅 經 論 中 所 談 的 坐

禪 方 法 ， 再 按 其 深 淺 做 嚴 密 組 織 的 整 理 編 排 並 加 以 闡 釋 ， 展 現 集 大 成

的 風 貌。共 分 科 十 章：「 大 意、釋 名、明 門、詮 次、心 法、方 便、修 證 、

果 報 、 起 教 、 歸 趣 」等 十 章 。 1 3 3 而 且 智 者 大 師 省 略 後 三 章 不 說 ， 實 質

只 有 講 到 前 七 章 ， 這 是 從 「 世 間 禪 」 建 構 到 「 非 世 間 非 出 世 間 禪 」 的

整 個 修 道 的 理 趣 。 如 《 次 第 禪 門 》 說 ：  
 

文則略收諸佛教法之紿終。理則遠通如來之秘藏一切圓妙法

界，若教若行，若事若理，始從凡夫，終至極聖，所有因果行

位，悉在其中。（大正 46‧475 下） 

 

由 此 而 知 次 第 禪 門 整 個 實 踐 在 教 法 上 是 依 循 諸 佛 的 教 示 ， 而 理 上 實 通

如 來 圓 妙 之 果 ， 也 就 是 說 次 第 禪 門 循 序 漸 進 ， 從 因 至 果 ， 由 凡 至 聖 皆

在 此 中 涵 蓋 怠 盡。如 在 第 一 卷 大 意 章 所 說：「 理 教 既 已 圓 備，法 相 同 歸

                                                 
1 3 3  智 顗 《 釋 禪 波 羅 蜜 次 第 法 門 》 卷 一 上 ， 大 正 四 六 ‧ 475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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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等 一 實 之 道 」。故 說：「 所 有 勝 妙 功 德 悉 在 其 禪 中，說 禪 攝 一 切 」， 1 3 4

說 明 這 一 部 禪 學 攝 盡 一 切 大 小 禪 法 ， 歸 於 一 實 相 之 道 ， 故 名 為 禪 波 羅

蜜 。 1 3 5  

又 這 部 《 次 第 禪 門 》 內 容 相 當 豐 富 完 備 ， 同 時 有 《 六 妙 門 》、《 覺

意 三 昧 》、《 法 界 次 第 禪 門 》、《 小 止 觀 》 等 禪 法 的 大 部 份 雛 型 ， 可 以 說

也 是 代 表 智 者 大 師 早 期 止 觀 禪 學 的 學 說 。 另 外 ， 這 部 《 次 第 禪 門 》 的

主 旨 是 取 自 於《 大 品 經 》的「 菩 薩 次 第 行、次 第 學、次 第 道 」的 意 思 ，

1 3 6 由 解 起 行，由 淺 入 深 的 從 根 本 初 禪 修 至 超 越 禪，而 進 得 阿 羅 漢 果 的

一 種 次 第 增 上 止 觀 學 ， 1 3 7 這 是 漸 次 止 觀 的 內 在 理 路 。 如 《 摩 訶 止 觀 》

云 ：  
 

先修歸戒，止火血刀達三善道。次修禪定，止欲散網，達色無

色定道。次修無漏，止三嶽界，達涅槃道。次修慈悲，止於自

證，達菩薩道。後修實相，止二邊偏，達常住道。」 138 

 

可 知 由 初 淺 至 後 深，漸 次 而 上 修 持，進 而 次 第 增 上，「 四 無 量 心、四 無

色、六 妙 門、十 六 特 勝、通 明、九 想、八 念、十 想、八 背 捨、八 勝 處 、

十 一 切 處、九 次 第 定、師 子 奮 迅 三 昧、超 越 三 昧 等 」，由 世 間 禪 的 四 禪

修 到 出 世 間 禪 ， 所 以 說 是 從 的 凡 夫 修 至 聲 聞 到 菩 薩 ， 最 後 入 圓 教 中 道

實 相 。 1 3 9  

 

二 、 與 覺 意 三 昧 的 關 連 性 及 其 特 色  

由 於 次 第 禪 門 成 立 相 當 早 ， 況 且 涵 蓋 大 小 禪 法 ， 於 是 經 後 人 的 考

察 發 覺 到 與 後 者 成 立 的 禪 法 有 些 關 係 ， 如 上 面 所 說 以 佐 藤 哲 英 的 看

法 ， 認 為 這 部 是 智 者 大 師 止 觀 思 想 的 主 流 ， 對 後 者 陸 續 成 立 的 禪 法 是

有 關 連 的 ， 而 且 在 禪 法 上 也 與 覺 意 三 昧 形 成 不 同 的 特 色 。 於 是 ， 本 文

                                                 
1 3 4  智 顗 《 釋 禪 波 羅 蜜 次 第 法 門 》 卷 一 上 ， 大 正 四 六 ‧ 476 上 。  
1 3 5  智 顗 《 釋 禪 波 羅 蜜 次 第 法 門 》 卷 一 上 ， 大 正 四 六 ‧ 475 下 。  
1 3 6  智 顗 《 釋 禪 波 羅 蜜 次 第 法 門 》 卷 一 下 ， 大 正 四 六 ‧ 481 上  
1 3 7  智 顗 《 釋 禪 波 羅 蜜 次 第 法 門 》 卷 一 下 ， 大 正 四 六 ‧ 481 上  
1 3 8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一 上 ， 大 正 四 六 ‧ 1 下 。  
1 3 9  釋 慧 嶽 《 天 台 教 學 史 》， 頁 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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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這 一 點 ， 探 索 這 部 次 第 禪 門 對 覺 意 三 昧 的 關 係 與 比 較 。  

《 次 第 禪 門 》 是 建 構 在 基 礎 到 進 階 的 理 念 上 ， 以 次 第 增 上 而 修 的

一 部 禪 法 ， 這 與 覺 意 三 昧 的 超 次 第 而 活 用 在 日 常 的 一 切 行 事 當 中 ， 隨

時 觀 照 心 念 ， 二 者 確 實 是 有 所 差 異 ， 也 形 成 不 同 的 特 色 。 另 一 方 面 ，

就 相 通 之 處 而 言 。 依 《 次 第 禪 門 》 的 大 意 章 所 說 ， 也 有 提 到 與 覺 意 三

昧 相 通 之 處 的 觀 心 門 概 念 與 議 題 。  

首 先 ， 就 第 一 卷 的 大 意 章 所 說 的 三 門 禪 法 ， 一 色 二 心 的 息 、 色 、

心 三 門 禪 法 。 這 三 門 禪 法 一 者 以 息 為 禪 門 ， 即 阿 那 般 那 門 ； 二 者 以 色

為 門 ， 即 不 淨 觀 門 ； 三 者 以 心 為 門 ， 即 反 觀 心 性 門 。 此 三 門 中 ， 以 所

說 的 心 門，反 觀 心 性 為 修 出 世 間 上 上 禪 為 門 路。如《 第 次 禪 門 》所 云 ： 
 

以心為禪門者，若用智慧反觀心性，則能通行於心，至法華、

念佛、般舟、覺意、首楞嚴諸大三昧，及自性禪，乃至清淨禪

等，是出世間上上禪門。（大正 46‧479 中） 

 

以 心 為 禪 門 者 ， 是 以 智 慧 來 反 觀 自 心 ， 有 法 華 三 昧 、 念 佛 三 昧 、

般 舟 三 昧 、 覺 意 三 昧 、 首 楞 嚴 諸 大 三 昧 等 ， 皆 以 心 為 禪 門 ， 此 外 ， 自

性 禪 乃 至 清 淨 禪 或 是 出 世 間 上 上 禪 亦 皆 以 心 為 禪 門 而 修 。 於 此 可 知 覺

意 三 昧 所 修 的 主 要 禪 法 就 是 以 心 為 門 。 可 見 心 門 是 這 三 門 之 中 涵 蓋 最

廣 的 禪 法 。 由 此 而 知 ， 次 第 禪 門 透 露 了 覺 意 三 昧 之 禪 法 的 屬 性 。 而 且

次 第 禪 門 這 裡 所 談 到 法 華 、 般 舟 、 念 佛 、 覺 意 等 等 三 昧 ， 也 是 後 來 形

成《 摩 訶 止 觀 》所 說 的 常 坐、常 行、半 行 半 坐、非 行 非 坐 的 四 種 三 昧 。

而 這 些 禪 法 其 實 這 在 《 續 高 僧 傳 》 卷 十 七 慧 思 傳 記 中 ， 記 載 慧 思 大 師

對 學 人 就 曾 過 「 若 有 十 人 不 惜 身 命 常 修 法 華 、 般 舟 、 念 佛 三 昧 、 方 等

懺 悔 ， 常 坐 苦 行 者 ， 隨 有 所 須 ， 吾 自 供 給 必 相 利 益 。 」， 1 4 0 可 見 這 幾

種 三 昧 法 在 慧 思 大 師 時 就 已 經 相 當 注 重 了 ， 可 以 說 是 已 經 有 了 大 概 的

端 倪 。  

其 次 ， 覺 意 三 昧 在 次 第 禪 門 中 的 相 關 之 處 ， 其 實 早 就 有 了 初 端 的

介 紹 和 簡 單 的 說 明 ， 如 在 《 次 第 禪 門 》 說 的 心 門 ， 就 已 經 說 到 ：  
 

                                                 
1 4 0  道 安 《 續 高 僧 傳 》 卷 十 七 ， 大 正 五 一 ‧ 563 下 。  

 55



如心門中或止或觀或覺或了，或覺了諸心入於非心，覺了非

心，出無量心，或覺了非心非不心，能知一切心非心，如是緣

心不同，至處亦復非一，故說三門攝一切禪門。（大正 46‧479

下） 

 
如 這 裡 所 說 的 心 門 是 覺 、 或 觀 、 或 了 的 覺 觀 非 心 非 不 心 的 意 涵 ， 這 與

《 覺 意 三 昧 》 的 覺 觀 諸 心 無 心 的 說 法 ， 是 相 通 之 性 的 說 明 。 可 見 這 對

稍 後 的 覺 意 三 昧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發 展 觀 點 。  

又 《 次 第 禪 門 》 第 二 卷 裡 面 所 說 的 懺 悔 罪 源 ， 觀 心 無 心 的 部 份 時

也 有 相 關 的 一 段 ， 如 下 文 ：  
 

夫行人欲行大懺悔者，應當起大悲心憐愍一切，深達罪源，所

以者何？一切諸法本來空寂。……皆從一念不了心生，若欲除

滅，但當反觀如此心者何處？起若在過去，過去已滅，已滅之

法則無所有，無所有法，不名為心。若在未來，未來未至，未

至之法即是不有，不有之法，亦無此心。若在現在，現在之中，

剎那不住，無住相中，心不可得。……如是觀之，不見相貌，

不在方所，當知此心畢竟空寂。（大正四六‧486 上） 

 
這 裡 所 談 的 反 觀 一 念 心 不 了 心 生 ， 過 去 、 未 來 、 現 在 三 心 無 所 有 ， 這

也 是 觀 一 念 心 無 心 ， 從 三 心 的 推 求 中 徹 見 一 念 心 是 剎 那 不 住 ， 無 形 無

相 ， 了 不 可 得 ， 畢 竟 空 寂 。 可 以 說 觀 一 念 心 體 證 非 生 非 滅 空 寂 性 的 妙

理 ， 在 後 來 闡 釋 覺 意 三 昧 法 門 時 也 立 此 為 中 心 思 想 來 闡 述 。 例 如 《 覺

意 三 昧 》 云 ：  
 

汝云何觀心？若觀過去心，過去心已過；若觀未來心，未來心

未至；若觀現在心，現在心不住，若離三世則無有別心，更觀

何等心。（大正四六‧623 中） 

 

由 此 而 知，《 覺 意 三 昧 》這 裡 所 說 的 觀 心，與《 次 第 禪 門 》所 說 的 觀 心

門，同 樣 解 構 三 心 不 可 得，從 三 心 中 觀 一 切 來 去，是 一 念 心 畢 竟 空 寂 。

只 是 ， 覺 意 三 昧 的 文 理 與 言 教 詮 釋 的 比 較 深 入 也 比 較 周 延 性 ， 並 且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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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的 解 讀 也 已 經 運 用 到「 反 照 觀 察 未 念、欲 念、念、念 已 」，四 運 心 相

來 詮 釋 不 可 得 之 以 無 所 著 心 。 這 可 謂 是 從 觀 一 念 三 心 的 基 礎 上 ， 帶 有

發 揮 一 念 四 運 心 的 意 象 是 值 得 考 慮 的 。  

至 於 前 章 所 說 的 四 運 心 ， 湛 然 認 為 是 採 取 了 傅 大 士 的 看 法 ， 這 個

其 實 還 是 難 以 定 論 ， 所 以 姑 且 不 論 。 不 過 ， 我 們 若 從 《 次 第 禪 門 》 這

裡 所 說 的 觀 心 門 來 看 ， 從 初 期 瓦 官 寺 所 講 的 觀 心 門 而 言 ， 尚 未 有 提 到

四 運 心 相 的 說 法 ， 我 們 可 以 從 這 樣 的 推 究 中 來 理 解 ， 智 者 大 師 對 觀 心

門 到 爾 後 成 立 的 覺 意 三 昧 ， 是 已 有 更 超 前 的 詮 釋 和 更 新 的 研 究 成 果 。  

以 上 是 約 心 門 而 說 ， 若 是 就 「 觀 」 的 意 涵 這 個 角 度 而 言 ， 與 覺 意

三 昧 的 推 檢 觀 也 有 相 通 之 處 。 如 《 次 第 禪 門 》 第 三 卷 中 說 ：  
 

以智慧觀察者，觀所發法，推檢根源，不見生處，深知空寂，

心不住著，邪當自滅，正當自顯。（大正四六‧498 中） 

 

這 就 說 明 了 依 於 智 慧 觀 察 心 所 起 的 一 切 諸 法 ， 進 而 推 求 檢 視 所 起 之 根

源 不 見 生 處 ， 知 其 畢 竟 空 寂 。 這 無 疑 就 是 覺 意 三 昧 的 反 觀 心 源 ， 推 檢

一 念 無 生 ， 知 緣 起 生 滅 ， 本 無 來 無 去 ， 一 切 是 畢 竟 空 寂 。 然 而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次 第 禪 門 這 裡 已 經 提 出 了「 推 檢 根 源 」，反 觀 心 性 本 處 動 態

這 種 覺 觀 心 源 的 說 法 ， 只 是 《 次 第 禪 門 》 還 未 有 進 一 步 的 說 明 。 而 相

對 於 覺 意 三 昧 則 展 現 詳 細 的 分 析 。 亦 如 《 覺 意 三 昧 》 云  ：  
 

若謂未念心是滅者……為欲念心亦生亦不生，未念心滅。如是

還反約欲念中四句推求未念心滅，畢竟不可得。（大正四六‧

624 中） 

 

可 見 這 個 推 檢 在 次 第 禪 門 談 到 觀 察 諸 心 時 ， 就 已 經 有 這 個 概 念 的 說

法 ， 可 以 說 由 這 些 在 在 顯 示 中 ， 透 顯 與 覺 意 三 昧 貼 切 的 關 連 。 其 實 我

們 從 《 次 第 禪 門 》 所 說 的 觀 心 門 ， 來 考 察 《 覺 意 三 昧 》 的 觀 心 禪 法 ，

我 們 推 說 《 次 第 禪 門 》 是 對 後 者 闡 述 的 《 覺 意 三 昧 》 與 《 摩 訶 止 觀 》

是 不 能 否 認 其 關 係 與 影 響 。  

另 外，從 比 較 的 立 場 來 說 明，色、息、心 三 門 禪 法。息 門 有 二 便 ：

「 一 疾 得 禪 定、二 易 悟 無 常 」，這 個 息 門 的 二 便 禪 法 能 修「 四 禪、四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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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四 無 量 心、十 六 特 勝、通 明 等 禪 」的 世 間 禪 門。色 門 也 有 二 便：「 一

能 斷 貪 欲、二 易 了 虛 假 」，修 此 二 便 能 達 到「 九 想、八 念、十 想、背 捨 、

勝 處 、 一 切 處 、 次 第 定 、 師 子 奮 迅 、 超 越 三 昧 等 處 」 的 出 世 間 禪 門 。

而 心 門 亦 有 二 便 ：「 一 能 降 一 切 煩 惱 、 二 易 悟 空 理 」， 以 「 觀 心 性 名 為

上 定 」，約 有「 法 華、念 佛、般 舟、覺 意、首 楞 嚴 諸 大 三 昧，及 自 性 禪 、

乃 至 清 淨 淨 禪 」 等 ， 這 些 都 是 屬 於 出 世 間 上 上 禪 法 。 1 4 1  

以 上 就 三 者 來 分 判 覺 意 三 昧 ， 就 是 這 裡 所 說 的 是 屬 於 上 定 的 出 世

間 上 上 禪 。 又 以 「 觀 、 鍊 、 薰 、 修 、 」 四 個 層 （ 四 意 ） 次 來 說 ， 這 是

觀 禪 的 部 份。如《 次 第 禪 門 》卷 十 中 說：「 諸 有 覺 有 觀 禪 各 發 大 乘 諸 三

昧 者 ， 如 觀 佛 三 昧 ， 二 十 五 三 昧 ， 般 舟 三 昧 ， 首 楞 嚴 等 菩 薩 三 昧 ， 百

則 有 八 ， 諸 佛 三 昧 不 動 等 」， 1 4 2 這 些 都 是 屬 於 有 覺 有 觀 禪 。  

以 上 而 言 ， 說 明 二 者 的 禪 法 所 會 通 之 處 ， 又 呈 顯 同 異 之 區 別 。 不

過 實 質 上 ，「 法 門 無 高 下 ， 唯 嫌 揀 擇 」， 依 不 同 禪 法 所 修 得 的 階 位 各 有

高 低 深 淺 。 如 就 《 次 第 禪 門 》 之 所 整 理 的 禪 法 系 統 而 言 ， 雖 然 是 涵 蓋

大 小 乘 禪 法 ， 次 第 而 增 上 ， 但 是 實 際 上 還 是 在 一 般 所 說 的 息 門 ， 這 頂

多 只 能 達 到 世 間 禪 而 已 。 若 要 論 達 到 滅 法 攝 心 的 出 世 間 禪 的 二 乘 禪

門 ， 以 及 出 世 間 上 上 乘 禪 ， 在 這 一 點 上 ， 覺 意 三 昧 的 出 世 間 禪 比 較 殊

勝 。  

 

第 二 節 《 覺 意 三 昧 》 與 《 六 妙 門 》 之 關 係 與 比 較  

一 、 不 定 止 觀  

「 不 定 止 觀 」就 是《 六 妙 門 》， 這 部 的 成 立 因 緣 ， 是 受 陳 朝 尚 書 －

毛 喜 恭 請 而 著 立。據 佐 藤 哲 英 依《 國 清 百 綠 》，和 與 毛 喜 的 書 信 陳 跡 ，

及 背 景 而 考 察 ， 認 為 出 現 的 時 期 ， 大 致 上 是 比 較 被 肯 定 在 《 法 界 第 次

初 門 》，或 小 止 觀 前 後 左 右，而 不 是 瓦 官 時 期。又 新 田 雅 章 用 四 期 分 法

來 分 判 ， 則 認 為 《 覺 意 三 昧 》 和 《 六 妙 門 是 》 是 隱 棲 前 。 而 慧 嶽 的 智

                                                 
1 4 1  智 顗 《 釋 禪 波 羅 蜜 次 第 法 門 》 卷 一 上 ， 大 正 四 六 ‧ 479 上 -下 。  
1 4 2  智 顗 《 釋 禪 波 羅 蜜 次 第 法 門 》 卷 十 ， 大 正 四 六 ‧ 547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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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大 師 年 表，則 認 為 是 在 天 台 隱 棲 中 所 撰。換 言 之，《 六 妙 門 》與《 覺

意 三 昧 》 孰 先 孰 後 ， 尚 難 定 論 ； 不 過 從 《 覺 意 三 昧 》 的 內 容 而 觀 ， 應

是 較 早 期 所 出 ， 也 與 《 六 妙 門 》 應 是 前 後 關 係 而 已 。  

依 智 者 大 師 對 六 妙 門 所 說 的 序 言「 內 行 之 根 本，三 乘 得 道 之 要 逕 」

而 言 ， 這 是 指 謂 佛 陀 初 成 道 時 所 修 的 內 思 安 般 法 。 1 4 3 即 數 、 隨 、 止 、

觀 、 還 、 淨 六 門 ， 故 智 者 大 師 的 六 妙 門 ， 可 以 說 是 立 此 安 般 法 所 開 展

出 的 一 部 禪 法 。  

首 先 ， 就 所 謂 的 六 妙 門 的 「 六 」 意 ， 這 是 約 數 法 而 標 章 ，「 妙 」 是

涅 槃，如《 六 妙 門 》中 說：「 滅 諦 涅 槃，故 滅 四 行 中。 1 4 4 言 滅 止 妙 離 ，

1 4 5 涅 槃 非 斷 非 常 ， 有 而 難 契 ， 無 而 易 得 ， 故 言 妙 」。 1 4 6 這 是 指 六 妙 門

是 滅 諦 法 ，能 達 到 滅 諦 的 四 行 相 的「 盡、滅 、 妙、離 」，而 此 四 個 層 次

輾 轉 增 上 的 一 種 出 離 生 死 的 淨 法 ， 能 斷 煩 惱 而 得 到 解 脫 的 涅 槃 妙 法 ，

又 此 六 法 都 可 相 通 至 涅 槃 門 ， 故 稱 六 妙 門 。  

所 謂 六 法 ， 是 指 「 數 、 隨 、 止 、 觀 、 還 、 淨 」 六 門 ， 這 是 智 者 大

師 所 依 據 的 基 本 法 數，由 此 而 開 演 十 種 六 妙 門。即：「 歷 別 對 諸 禪、次

第 相 生 、 隨 便 宜 、 隨 對 治 、 相 攝 、 通 別 、 旋 轉 、 觀 心 、 圓 妙 證 相 六 妙

門 」等 ， 1 4 7 由 此 而 構 成 這 部 六 妙 法 門 ， 為 不 定 相 之 修 習 方 式 ， 故 言 不

定 止 觀 。  

其 次 ， 所 謂 的 不 定 相 的 修 習 ， 如 《 摩 訶 止 觀 》 所 云 ：  
 

無別階位，約前漸後頓，更前更後，互淺互深，或事或理，或

指世界為第一義，或指第一義為為人對治，或息觀為止，或照

止為觀，故名不定止觀。（大正四六‧1 下） 

 

這 是 說 明 六 妙 門 的 特 色 是 沒 有 固 定 或 次 序 性 的 修 習 方 式 ， 完 全 打 破 界

限 ， 以 一 種 交 錯 的 方 式 進 行 修 禪 ， 可 隨 自 已 的 根 機 選 擇 契 入 ， 前 後 互

                                                 
1 4 3  智 顗 《 六 妙 門 》 大 正 四 六 ‧ 549 上 。  
1 4 4  智 顗 ：「 滅 諦 下 四 行 ： 一 盡 、 二 滅 、 三 妙 、 四 離 」《 法 界 次 第 初 門 》 卷 四 ， 大

正 四 六 ‧ 680 下 。  
1 4 5  湛 然 ：「 滅 下 四 行 者 ： 謂 盡 滅 妙 離 ， 一 切 苦 盡 故 名 為 盡 ， 諸 煩 惱 滅 故 名 為 滅 ，

一 切 第 一 故 名 為 妙 ， 超 過 生 死 故 名 為 離 。 道 下 四 行 者 ： 謂 道 正 跡 乘 ， 能 至 涅 槃 故

名 為 道 。 」 湛 然 《 止 觀 輔 行 傳 弘 決 》 卷 十 三 ， 大 正 四 六 ‧ 241 中 。  
1 4 6  智 顗 《 六 妙 門 》 大 正 四 六 ‧ 549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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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 的 修 持 ， 隨 機 而 修 ， 隨 教 利 喜 。 譬 如 跟 這 個 法 不 相 應 ， 但 是 跟 其 法

門 相 應 ， 就 可 以 循 這 個 法 去 修 持 ， 而 不 必 局 限 一 定 要 在 那 一 個 法 義 上

修 ， 這 就 是 不 定 教 。 是 第 一 義 諦 法 門 ， 也 是 人 為 對 治 法 門 。  

再 者 ， 這 六 法 前 三 門 是 屬 定 門 ， 後 三 門 是 屬 於 慧 門 ， 以 定 慧 合 資

為 六 種 禪 觀 。 所 謂 ： 一 、 隨 數 門 ： 是 攝 心 在 息 ， 從 一 數 至 十 ， 名 之 為

數。可 使 心 神 停 住，然 後 調 心 入 定，是 修 無 漏 真 法 的 入 定 之 要 法。二 、

隨 息 門 ： 放 數 修 隨 ， 心 安 明 淨 而 細 心 知 出 入 息 ， 此 門 可 以 引 發 禪 定 ，

能 生 十 六 特 勝 功 德 法； 1 4 8 三、止 門：捨 隨 修 止，止 心 一 處 而 凝 心 寂 慮 ，

心 中 毫 無 波 動 ， 依 此 而 修 可 以 次 第 自 發 五 輪 禪 ； 1 4 9 四 、 觀 門 ， 由 於 前

三 門 是 引 發 禪 定，此 時 由 定 門 轉 向 慧 門，啟 發 慧 觀，觀 照 五 陰 之 虛 妄 ，

破 種 種 顛 倒 妄 見 ， 並 推 尋 檢 析 自 已 所 證 的 禪 定 ， 而 開 發 無 漏 禪 之 方 便

智 。 五 、 還 門 ， 收 心 還 照 。 即 轉 心 反 照 能 觀 之 心 也 是 虛 妄 不 實 ， 則 我

執 自 泯 ， 中 道 正 觀 無 漏 方 便 智 自 然 朗 現 。 六 、 淨 門 ， 體 識 一 切 諸 法 性

本 清 淨 ， 心 不 住 不 著 ， 泯 然 清 淨 ， 則 真 明 之 無 漏 智 因 此 而 開 發 ， 自 然

斷 三 界 結 惑 而 證 三 乘 真 道。 1 5 0 以 上 略 說 依 於 此 六 門 之 定 慧 修 習 可 獲 得

清 淨 菩 提 。  

然 而 ， 若 是 從 《 安 般 守 意 經 》 所 說 的 六 潔 意 來 考 察 智 者 大 師 的 六

妙 門，會 發 覺 到《 安 般 守 意 經 》所 說 的 六 潔 意：「 佛 有 六 潔 意，為 數 息 、

相 隨 、 止 、 觀 、 還 、 淨 是 六 事 ， 能 治 無 形 也 」 1 5 1 。 如 《 安 般 守 意 經 》

言 ：  
 
 數息斷外，相隨斷內，止為止罪，行觀去意，不受世間為還， 

                                                                                                                                               
1 4 7  智 顗 《 六 妙 門 》 大 正 四 六 ‧ 549 上 、 中 。  
1 4 8  十 六 特 勝 謂 ：「 即 能 出 生 十 六 特 勝 ， 所 謂 一 知 息 入 、 二 知 息 出 、 三 知 息 長 短 、

四 知 息 遍 身 、 五 除 諸 身 行 、 六 心 爰 喜 、 七 心 受 樂 、 八 受 諸 心 行 、 九 心 作 喜 、 十 心

作 攝 、 十 一 心 作 解 脫 、 十 二 觀 無 常 、 十 三 觀 出 散 、 十 四 觀 離 欲 、 十 五 觀 滅 、 十 六

觀 棄 捨 。 」 智 顗 《 六 妙 門 》 大 正 四 六 ‧ 549 上 。  
1 4 9  五 輪 禪 ：「 一 者 地 輪 三 昧 ， 即 未 到 地 。 二 者 水 輪 三 昧 ， 即 是 種 種 諸 禪 定 善 根 發

也 。 三 者 虛 空 輪 三 昧 ， 即 五 方 便 人 覺 因 緣 無 性 如 虛 空 。 四 者 金 沙 輪 三 昧 ， 即 是 見

思 解 脫，無 著 正 惠 如 金 沙 也。五 者 金 剛 輪 三 昧，即 是 第 九 無 礙 道，能 斷 三 界 結 使 ，

永 盡 無 餘 ， 證 盡 智 無 生 智 入 涅 槃 。 止 為 妙 門 ， 意 在 此 也 。 」 智 顗 《 六 妙 門 》 大 正

四 六 ‧ 549 中 。  
1 5 0  智 顗 《 六 妙 門 》 大 正 四 六 ‧ 549 下 。  
  智 顗 《 法 界 次 第 初 門 》 卷 上 之 一 ， 大 正 四 六 ‧ 673 中 。  
1 5 1  安 世 高 《 安 般 守 意 經 》 卷 上 ， 大 正 十 五 ‧ 166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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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念斷為淨也。意斷當數息，意定當相隨，意斷當行止，得道意 

 相觀，不向五陰當還，無所有當為淨也。（大正十五‧164 中） 

 
按 照 上 面 的 經 意 所 說 ， 這 六 事 修 習 也 是 存 在 循 序 漸 進 的 步 驟 ， 也

可 以 有 不 同 的 時 段 修 法， 1 5 2 這 與 智 者 大 師 對 六 法 的 詮 釋 與 建 構，在 基

本 上 對 於 文 意 的 解 釋 是 無 差 別 的 ， 而 是 有 一 致 性 的 相 同 之 意 。 但 是 ，

所 不 同 的 是 智 者 大 師 以 周 延 性 的 性 格 將 六 法 門 配 置 在 十 種 周 廣 的 修 法

上，成 為 周 圓 性 的 十 種 六 妙 門 的 不 定 的 修 法。這 除 了 可 以 法 法 皆 入 外，

還 主 張 互 相 圓 觀 ， 並 附 予 極 濃 厚 的 菩 薩 觀 的 圓 教 思 想 。 這 就 與 《 安 般

守 意 經 》 單 純 六 潔 意 的 修 法 ， 就 形 成 不 同 的 意 味 。  

以 上 說 明 智 者 大 師 的 六 妙 門，與《 安 般 守 意 經 》的 六 潔 意 之 關 連 ，

如 前 文 所 說 ：「 故 釋 迦 初 詣 道 樹 ， 跏 趺 坐 草 ， 內 思 安 般 ， 一 數 、 二 隨 、

三 止 、 四 觀 、 五 還 、 六 淨 」， 1 5 3 一 文 可 知 ， 此 乃 引 自 佛 說 的 安 般 法 。

換 言 之 ， 可 以 思 考 這 六 妙 門 是 他 立 於 《 安 般 守 意 經 》 的 六 潔 意 的 基 礎

上 再 加 以 發 揮 出 來 的 一 部 天 台 六 妙 法 門 的 禪 法 ， 這 是 值 得 吾 人 加 以 探

討 。  

 

二 、 與 覺 意 三 昧 的 關 連 性 及 其 比 較  

  （ 一 ） 六 妙 門 與 次 第 禪 門 的 關 連  

談 到 關 連 性 的 問 題 ， 以 六 妙 門 而 言 ， 其 實 早 在 《 次 第 禪 門 》 中 即

已 經 說 出 ， 只 是 這 個 法 門 當 時 智 者 大 師 在 宣 講 次 第 禪 門 時 ， 還 是 點 到

為 止 的 性 質 而 已 ， 並 沒 有 特 別 加 以 闡 述 ， 可 能 當 時 智 者 大 師 在 講 述 次

第 禪 門 時 候 ， 主 要 的 著 重 點 是 以 建 構 一 部 次 第 修 行 法 門 ， 以 世 出 世 間

禪 法 的 方 向 為 主 ， 以 致 對 於 所 旁 攝 到 的 乃 至 引 申 出 來 的 觀 法 沒 有 詳 細

展 開 。 也 可 能 因 此 之 故 ， 智 者 大 師 覺 得 六 妙 門 這 個 觀 法 可 以 另 外 成 立

為 一 部 ， 即 小 型 又 簡 便 容 易 的 修 行 法 門 ， 提 供 給 後 人 做 為 一 種 較 為 上

                                                 
1 5 2  參 見 涂 豔 秋 ， ＜ 從 禪 數 到 禪 智 ＞ ， 發 表 於 第 四 屆 魏 晉 南 北 朝 文 學 與 思 想 學 術

研 討 會 ， 2001， 頁 3。  
1 5 3  智 顗 《 六 妙 門 》 大 正 四 六 ‧ 549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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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 禪 法 的 修 持 方 法 ， 如 這 部 六 妙 門 所 知 的 就 是 受 陳 尚 書 毛 喜 的 禮 請 為

其 所 說 。  

六 妙 門 既 然 在 《 次 第 禪 門 》 裡 面 已 有 提 到 說 明 ， 當 然 也 顯 示 二 者

有 所 關 係 。 首 先 ， 再 從 《 次 第 禪 門 》 來 探 討 ， 發 覺 到 在 這 部 禪 門 裡 面

確 已 提 到 了 六 妙 門 之 說 ， 如 所 說 ：  
 

復次，觀眾生空故名為觀，觀實法空故名為還，觀平等空故名

為淨。復次，空三昧相應故名為觀，無相三昧相應故名為還，

無作三昧相應故名為淨。……復次，菩薩從假入空觀故名觀，

從空入假觀故名為還，空假一心觀故名為淨，若能如是修者，

當知六妙門即是摩訶洐。復次，三世諸佛入道之初，先以六妙

門為本。如釋迦初詣道樹即內思安般，一數、二隨、三止、四

觀、五還、六淨，遊止三四出生十二；因此證一切法門降魔成

道，當知菩薩善入六妙門，即能具一切佛法故，六妙門即是菩

薩摩訶洐。（大正四六‧525 中） 

 

以 上 乃 是 《 次 第 禪 門 》 中 所 說 六 妙 門 ， 顯 然 早 就 提 到 六 妙 門 之 後

三 門 的「 觀 門、還 門、淨 門 」之 三 三 昧 與 一 心 空 假 二 觀 的 思 想 之 闡 述 ，

並 且 認 為 依 此 六 妙 門 而 修 習 乃 是 一 切 諸 佛 菩 薩 入 道 之 初 門 ， 做 為 成 就

一 切 佛 法 之 基 本 。 可 見 這 就 是 六 妙 門 從 《 次 第 禪 門 》 再 發 揮 出 來 的 根

據 ， 與 重 要 之 關 連 處 。  

其 次 ， 要 說 明 的 是 六 妙 門 的 後 三 門 「 觀 門 、 還 門 、 淨 門 」 這 三 慧

門 的 部 份 ， 也 有 三 三 昧 和 三 觀 之 思 想 。 如 上 面 引 文 所 說 「 觀 眾 生 空 故

名 為 觀 」這 是 觀 門，「 觀 實 法 空 故 名 為 還 」這 是 還 門，觀「 平 等 空 故 名

為 淨 」 這 是 淨 門 。 這 就 是 觀 三 空 思 想 的 生 空 、 法 空 、 平 等 空 。 依 《 菩

薩 瓔 珞 本 業 經 》所 說 的 三 空 是：「 所 謂 三 空：一 切 因 空 故 無 作，一 切 果

空 故 無 相 ， 因 空 果 空 復 空 故 空 空 ， 如 是 法 如 虛 空 故 。 」 1 5 4 這 是 以 不 造

作 諸 業 煩 惱 生 死 之 因 ， 名 為 無 作 ， 觀 一 切 所 得 之 果 皆 空 名 為 無 相 ， 觀

因 果 皆 空 名 為 空 空 ， 這 就 是 觀 三 境 為 三 昧 的 無 作 、 無 相 、 空 三 三 昧 ，

                                                 
1 5 4  竺 佛 念 《 菩 薩 瓔 珞 本 業 經 》 卷 上 ， 大 正 二 四 ‧ 1013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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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即 先 觀 人 空 ， 再 返 觀 法 空 ， 最 後 觀 二 空 皆 空 的 次 第 三 觀 的 思 想 。  

所 以 緊 接 著 又 說 ：「 復 次 ， 菩 薩 從 假 入 空 觀 故 名 觀 ， 從 空 入 假 觀 故

名 為 還 ， 空 假 一 心 觀 故 名 為 淨 ， 當 知 六 妙 門 即 是 摩 訶 洐 。 」 這 都 是 以

《 瓔 珞 經 》 的 三 空 三 觀 思 想 詮 釋 六 妙 門 的 「 觀 門 、 還 門 、 淨 門 」 的 修

習 之 法 要 。 我 們 可 以 說 在 《 次 第 禪 門 》 這 裡 所 解 釋 的 六 妙 門 已 透 顯 出

三 觀 的 思 想 萌 芽 ， 成 為 稍 後 所 成 立 的 《 六 妙 門 》 中 的 一 個 重 要 的 理 論

依 據 和 修 持 的 方 法 。 如 《 六 妙 門 》 的 第 二 「 次 第 相 生 六 妙 門 」 云 ：  
 

復次，觀眾生空故名為觀；觀實法空故名為還；觀平等空故名

為淨。復次，空三昧相應，故名為觀；無相三昧相應，故名為

還；無作三昧相應，故名為淨。（大正四六‧550 中） 

及 《 六 妙 門 》 的 第 七 「 旋 轉 六 妙 門 」：  

所以者何！前第六通別妙門觀中說：名從假入空觀，得惠眼一

切智，慧眼一切智是二乘菩薩共法。今明從空出假旋轉六妙

門，即是法眼道種智，法眼道種智不與聲聞辟支佛共。云何菩

薩於數息道中，修從空出假觀，起旋轉出一切諸行功德相。（同

上 552 下） 

 

從 以 上 《 六 妙 門 》 的 「 次 第 相 生 」 和 「 旋 轉 」 六 妙 門 的 三 觀 三 三 昧 的

思 想 ， 這 個 三 觀 的 思 想 是 智 者 大 師 在 《 次 第 禪 門 》 中 引 自 《 瓔 珞 經 》

的 詮 釋 後 ， 結 合 在 「 數 、 隨 、 止 、 觀 、 還 、 淨 」 的 六 妙 法 門 中 ， 後 來

亦 發 展 成 為 《 覺 意 三 昧 》 的 三 觀 之 三 三 昧 的 重 要 禪 法 思 想 ， 也 構 成 後

來 在《 摩 訶 止 觀 》所 說 的《 瓔 珞 經 》的 次 第 三 觀：「 前 觀 假 空 是 空 生 死 ，

後 觀 空 空 是 空 涅 槃，雙 遮 二 邊，是 名 二 空 觀 為 方 便 道 得 會 中 道 」，可 謂

三 觀 思 想 到 《 摩 訶 止 觀 》 之 圓 頓 止 觀 中 大 放 異 彩 。  

  （ 二 ） 覺 意 三 昧 與 六 妙 門 的 關 連 與 特 色  

從 上 面 所 討 論 的 《 瓔 珞 經 》 的 三 觀 思 想 在 天 台 智 者 大 師 的 禪 學 中

得 到 發 展 ， 由 最 初 的 《 次 第 禪 門 》、《 覺 意 三 昧 》、《 六 妙 門 》 乃 至 《 摩

訶 止 觀 》 這 之 間 貫 穿 在 天 台 的 止 觀 禪 學 中 ， 成 為 一 個 重 要 的 角 色 ， 三

觀 思 想 也 形 成 《 覺 意 三 昧 》 和 《 六 妙 門 》 相 通 的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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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此 之 外 ， 六 妙 門 的 「 數 、 隨 、 止 、 觀 、 還 、 淨 」 六 法 中 的 「 觀 」

門 ， 多 少 亦 可 釐 出 與 覺 意 三 昧 一 些 相 通 的 關 係 。 其 實 這 個 「 觀 」 門 的

意 義 也 是 融 通 了 次 第 禪 門 所 說 的 觀 心 門 的 觀 照 義 ， 假 如 立 足 於 觀 的 意

義 上 探 尋 覺 意 三 昧 與 早 期 天 台 禪 法 的 關 連 性 ， 這 一 點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  

首 先 ， 從 「 次 第 相 生 六 妙 門 」 這 裡 所 說 的 還 門 解 釋 來 說 ：  
 

覺念流動非真實道，爾時應當捨觀修還。還亦有二：一者修還，

二者證還。修還者，既知觀從心生，若從折境，此即不會本源，

應當反觀觀心 。此觀心者，從何而生，為從觀心生，為從非

觀心生，若從觀心生，即已有觀。今實不爾，所以者何？數隨

止等三法中，未有即觀故。若從不觀心生，不觀心為滅生，為

不滅生。若不滅生即二心並，若滅法生，滅法已謝，不能生觀。

若言亦滅亦不滅生，乃至非滅非不滅生，皆不可得。當知觀心

本自不生，不生故不有，不有故即空，空故無觀心。若無觀心，

豈有觀境，境智雙亡，還源之要也！（大正四六‧550 上、中） 

 
這 是《 六 妙 門 》的「 次 第 相 生 六 妙 門 」所 說 的 還 門，若 依 照 上 面 而 觀 ，

這 裡 的 還 門 即 是 還 觀 的 意 思，是 由 正 面 的 修 觀 之 後 進 一 步 對 心 再 做 反

推 的 還 觀 工 作。觀 能 觀 之 心 之 亦 非 實 有，能 所 二 心 並 泯，從 還 觀 中 了

知 一 切 諸 心 皆 不 可 得 ， 這 就 是 還 門 之 觀 。  

若 以 這 個 還 觀 的 推 求 之 理 對 照 覺 意 三 昧 的 相 關 點 ， 無 疑 是 覺 意

三 昧 中 的 四 句 轉 觀 ， 即 《 覺 意 三 昧 》 云 ：  
 

觀欲念心生不可得，已即當還約欲念心生四句轉觀，觀未念心

滅不可得。云何為觀？若謂未念心是滅者，為欲念心生未念心

滅，為欲念心不生未念心滅。……四句推求未念心滅，畢竟不

可得。（大正四六‧624 中） 

 

這 是 覺 意 三 昧 的 四 句 轉 觀 ， 這 四 句 轉 觀 是 從 還 觀 的 角 度 來 進 行 推 求 四

運 心 相 不 可 得 。 這 與 六 妙 門 的 還 觀 二 者 之 間 是 否 有 必 然 性 的 關 連 ？ 我

們 認 為 六 妙 門 的 「 還 門 」 與 覺 意 三 昧 的 「 轉 觀 」 二 者 的 語 意 與 內 容 的

指 涉 應 是 差 異 不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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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次 ， 還 有 一 點 的 是《 六 妙 門 》的「 第 九 圓 觀 六 妙 門 」， 及「 第 十

證 相 六 妙 門 」 的 圓 頓 證 ， 這 後 二 門 皆 是 約 就 圓 意 而 說 的 ， 所 謂 圓 觀 ，

是 說「 觀 一 心 ， 見 一 切 心 及 一 切 法 ， 觀 一 法 見 一 切 法 及 一 切 心 」 1 5 5 。

這 是 於 一 心 中 通 達 十 方 法 界 ， 於 「 數 、 隨 、 止 、 觀 、 還 、 淨 」 六 門 中

一 一 皆 圓 觀 不 可 思 議 。 而 證 相 六 妙 門 的 最 後 第 四 證 圓 頓 證 的 究 竟 證 ，

是「 能 一 念 心 中，覺 了 一 切 法 相，具 足 種 種 觀 智 惠，故 名 觀 門 」，這 是

於 一 念 心 中 已 能 具 足 一 切 智 觀 的 究 竟 證 。 而 此 《 六 妙 門 》 第 十 究 竟 圓

證 即 是 ：  
 

得一念相應惠，妙覺現前，窮照法界，於六種法門究竟通達。

功用普備無所缺減，即是究竟圓滿六妙門也！（大正四六‧555

中） 

 
六 妙 門 最 後 的 這 二 門 ， 都 是 約 就 在 一 念 心 之 圓 意 的 意 境 來 詮 釋 ，

以 一 念 心 當 下 能 圓 觀 十 方 法 界 ， 一 念 圓 頓 為 取 證 最 高 的 修 行 境 地 。 可

謂 《 六 妙 門 》 這 裡 的 圓 觀 和 圓 證 的 說 法 ， 也 呈 顯 了 天 台 圓 意 的 圓 頓 思

想 。 如 安 藤 俊 雄 所 說 這 是 圓 頓 止 觀 的 初 構 形 成 ， 而 這 個 初 構 的 思 想 其

實 也 是 《 覺 意 三 昧 》 的 第 六 圓 極 七 覺 之 說 。 如 云 ：  
 

第六覺極七覺者，若菩薩摩訶薩住金剛三昧清淨禪中，朗然大

悟，得一念相應慧，寂然圓照一切了了分明，是名圓極七覺，

亦名無上妙覺，亦名無學七覺。（大正四六‧622 中） 

 
《 覺 意 三 昧 》的 圓 極 七 覺 顯 然 是 與 六 妙 門 的 圓 觀 和 圓 證 的 思 想，構 成

二 者 同 一 特 色 的 禪 義，最 後 都 是 導 向 圓 融 究 竟 的 中 道 思 想 意 涵。究 竟

這 二 者 是 否 意 味 前 後 直 接 進 展 的 關 係 之 發 展，其 到 底 是 覺 意 三 昧 完 全

摒 棄 六 妙 門 的 其 他 五 門 而 只 扱 取 觀 門 發 揮，亦 或 是 六 妙 門 立 於 此 處 而

結 合 其 五 門 法 發 揮，我 們 不 敢 十 分 斷 定。但 是，我 們 可 以 說 天 台 圓 頓

意 的 思 想 在 覺 意 三 昧 和 六 妙 門 中 均 被 呈 顯 出 來，只 是 覺 意 三 昧 的 禪 法

立 於 觀 門 上 出 發，比 較 一 向 專 注 智 觀 的 一 門 深 入 之 禪 法，而 構 成 初 步

                                                 
1 5 5  智 顗 《 六 妙 門 》 大 正 四 六 ‧ 540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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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次 第 三 觀 和 一 心 三 觀 的 模 型，故 到 後 期《 摩 訶 止 觀 》中 則 完 全 被 加

以 展 開 論 述，成 為 一 部 精 闢 的 圓 頓 止 觀 法。而 六 妙 門 所 談 的 圓 意 是 結

合 在 六 門 的「 數 、 隨 、 止 、 觀 、 還 、 淨 」止 觀 六 門 上 而 闡 述 ， 這 就 與

覺 意 三 昧 各 呈 現 不 同 的 特 色 ， 而 展 現 的 比 較 周 廣 。  

以 上 我 們 可 以 說 天 台 這 種 精 華 的 圓 頓 意 思 想 ， 從 智 者 大 師 師 承 之

後 ， 經 由 早 期 以 來 的 一 部 一 部 禪 法 的 著 作 與 講 述 的 心 得 與 研 究 中 ， 經

過 一 段 漫 長 的 累 積 而 慢 慢 展 現 ， 加 上 在 宗 教 的 體 驗 上 也 不 斷 自 我 提

昇 ， 於 是 到 後 期 時 就 完 全 的 展 開 出 這 種 成 熟 圓 融 的 思 想 。  

總 之 ， 覺 意 三 昧 禪 法 主 要 是 以 智 觀 諸 法 本 源 為 入 法 門 ， 從 反 照 觀

察 中 不 斷 的 反 覆 推 檢 諸 心 的 來 去 生 滅，這 即 是 以 觀 門 為 法 之 修 持，乃

為 覺 意 三 昧 禪 法 之 重 點 與 特 色 ， 故 覺 意 三 昧 所 立 足 的 莫 過 於 覺 「 觀 」

一 門 。 如 《 摩 訶 止 觀 》 所 說 ：  

 

七覺中有擇覺分，八正中有正見，六度中有般若，於法門中為

主為導，乃至成佛正覺大遍覺，皆是觀慧異名，當知觀慧最為

尊妙，如是廣讚。是為隨樂欲以觀安心，若勤修觀，能生信、

戒、定、慧、解脫知見。（大正四六‧58 中） 

 

可 見 ， 以 觀 門 之 修 習 的 禪 法 是 最 為 尊 妙 之 法 門 ， 如 上 引 文 列 舉 說 明 的

七 覺 分 中 以 擇 覺 分 是 觀 慧 ， 八 正 道 中 以 正 見 為 觀 慧 ， 六 度 則 以 般 若 度

為 觀 慧 ， 這 個 就 是 說 明 諸 法 門 中 主 要 以 慧 觀 為 主 導 ， 所 以 智 者 大 師 說

「 觀 心 處 者 ， 諦 理 是 也 」。 1 5 6 因 此 ， 這 個 觀 門 成 為 禪 法 不 可 忽 略 之 習

門 ， 也 是 成 為 覺 意 三 昧 與 次 第 禪 門 和 六 妙 門 一 個 相 通 關 係 之 所 在 和 各

別 展 現 不 同 之 特 色 的 地 方 。  

 

第 三 節  《 覺 意 三 昧 》 與 《 小 止 觀 》 之 同 趣  

一 、 小 止 觀  

                                                 
1 5 6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四 下 ， 大 正 四 六 ‧ 42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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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止 觀 》 又 名 「 修 習 止 觀 坐 禪 法 要 」 亦 名 「 童 蒙 止 觀 」， 共 有 上

述 三 種 名 義（ 以 下 簡 稱《 小 止 觀 》）。這 部 止 觀，乃 是 太 建 十 年（ 578），

智 者 大 師 四 十 一 歲 之 時，為 其 兄 陳 鍼 所 出，如《 佛 祖 統 紀 》所 記：「 為

兄 陳 鍼 述 小 止 觀 ,，咨 受 修 習 」等 言 即 是，這 就 是 說 明 小 止 觀 所 出 的 因

由。 1 5 7 而 關 於 這 個 所 出 的 大 概 年 代 情 況，若 按 新 田 雅 章 對 智 者 大 師 的

著 作 做 四 期 歸 納 而 觀，則 是 屬 於 天 台 隱 棲 中 的 時 期， 1 5 8 這 個 時 期 相 較

於 覺 意 三 昧 所 出 的 時 間 ， 相 距 的 年 代 應 是 不 會 太 久 。  

至 於 ， 小 止 觀 的 真 偽 問 題 ， 據 關 口 真 大 《 天 台 小 止 觀の研 究 》 一

書 中 指 出 ， 認 為 小 止 觀 可 能 不 是 智 者 大 師 親 撰 ， 而 是 智 者 大 師 講 述 ，

由 門 人 淨 辨 筆 錄。 1 5 9 關 於 這 個 真 偽 之 說，關 口 真 大 主 要 是 根 據 早 期 及

日 本「 晃 版 、 成 版 」 1 6 0 及 文 獻 上 一 些 資 料 而 加 以 研 究 考 察 ， 發 現《 小

止 觀 》 不 是 智 者 大 師 親 自 撰 寫 ， 判 定 非 為 智 者 大 師 所 親 撰 。 但 是 ， 如

果 依 照 佐 藤 哲 英 所 提 出 的 「 親 撰 、 真 說 、 假 託 」 的 三 種 說 法 ， 其 認 為

親 撰 和 真 說 是 皆 有 其 權 威 的 地 位 ， 同 樣 被 視 為 智 者 大 師 所 出 的 作 品 的

看 法 而 言 ， 關 口 真 大 的 真 偽 之 說 ， 自 又 可 另 當 別 論 。 若 就 此 而 觀 ， 本

文 認 為 佐 藤 哲 英 的 看 法 是 比 較 客 觀 性 ， 因 為 縱 使 是 由 門 人 所 記 錄 ， 但

是 可 以 說 仍 然 還 是 出 自 智 者 大 師 的 口 述 ， 其 所 保 存 的 大 部 份 內 容 應 是

不 會 失 真 太 多 。  

以 上 這 是 就 智 者 大 師 《 小 止 觀 》 一 書 的 考 證 問 題 ， 略 為 說 明 日 本

學 者 在 這 一 方 面 所 提 出 的 研 究 看 法。而 筆 者 本 文 主 要 是 著 重 在《 小 止

觀 》 與 《 覺 意 三 昧 》， 比 較 相 關 性 的 地 方 做 為 關 注 點 。 所 以 ， 以 下 將

從 這 方 面 來 探 究 二 者 的 關 涉 點，而 做 進 一 步 的 了 解 小 止 觀 的 禪 法 與 覺

意 三 昧 的 三 昧 法 門 之 同 處 點，從 中 窺 見 智 者 大 師 天 台 止 觀 法 門 的 伸 展

情 形 。  

按 湛 然 的 《 止 觀 大 意 》 所 說 ， 天 台 止 觀 有 四 種 ， 就 是 圓 頓 止 觀 、

漸 次 止 觀 、 不 定 止 觀 、 小 止 觀 等 四 種 ， 如 云 ：  

 

                                                 
1 5 7  志 磐 《 佛 祖 統 紀 》 卷 三 七 ， 大 正 四 九 ‧ 353 上 、 中 。  
1 5 8  參 見 新 田 雅 章 《 天 台 實 相 論 の 研 究 》， 頁 14。  
1 5 9  參 見 關 口 真 大 《 天 台 小 止 觀 の研究 》， 山 喜 房 佛 書 林 ， 頁 623-74。  
1 6 0  參 見 關 口 真 大 《 天 台 小 止 觀 の研究 》， 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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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止觀有四本：一曰圓頓止觀，大師於荊州玉泉寺說，章安

記為十卷。二曰漸次止觀，在瓦官寺說，弟子法慎記，本三十

卷，章安治定為十卷，今禪波羅蜜是。三曰不定止觀，即陳尚

書令毛喜請大師出，有一卷，今六妙門是。四曰小止觀，即今

文是，大師為俗兄陳鍼出，寔大部之梗概，入道之樞機。曰止

觀、曰定慧、曰寂照、曰明靜，皆同出而異名也！若夫窮萬法

之源底，考諸佛之修證，莫若止觀。（大正四六‧462 上） 

 

就 湛 然 此 處 所 說 ， 小 止 觀 是 《 次 第 禪 門 》 一 部 精 要 的 梗 概 ， 為 修

禪 者 入 道 之 樞 機 。 可 呼 做 止 觀 ， 或 定 慧 、 寂 照 、 明 靜 等 同 義 而 異 名 之

說 法 。 1 6 1 這 個 說 法 ， 誠 如 智 者 大 師 的 《 小 止 觀 》 中 所 云 ：「 止 乃 伏 結

之 初 門 ， 觀 是 斷 惑 之 正 要 ； 止 則 愛 養 心 識 之 善 資 ， 觀 則 策 發 神 解 之 妙

術 ； 止 是 禪 定 之 勝 因 ， 觀 是 智 慧 之 由 藉 。 若 人 成 就 定 慧 二 法 ， 斯 乃 自

利 利 人 法 皆 具 足 。 」 1 6 2 由 此 所 說 而 知 ， 止 觀 就 是 定 慧 之 修 習 ， 故 又 稱

為 定 慧 二 法 ， 能 夠 自 利 利 他 二 法 具 足 。 所 以 ， 湛 然 此 說 指 出 止 觀 的 重

要 ， 說 明 止 觀 是 一 切 出 離 生 死 解 脫 之 道 ， 也 是 諸 佛 修 證 之 法 要 ， 而 順

應 了 智 者 大 師 所 說 的 「 若 夫 泥 洹 之 法 ， 入 乃 多 途 論 其 急 要 ， 不 出 止 觀

二 法 。 」 1 6 3 的 止 觀 重 要 主 旨 之 說 明 。 故 止 觀 的 利 益 與 重 要 性 ， 又 如 所

說 的「 止 觀 豈 非 泥 洹 大 果 之 要 門，行 人 修 行 之 勝 路，眾 德 圓 滿 之 指 歸 ，

無 上 極 果 之 正 體 也 ！ 」。 1 6 4  

其 次 ， 這 一 部 《 小 止 觀 》 坐 禪 法 要 的 流 傳 ， 內 容 之 紮 實 和 周 全 也

是 對 後 代 具 有 深 遠 的 影 響 。 例 如 ， 關 口 真 大 的 《 天 台 小 止 觀の研 究 》

中 說 ， 天 台 小 止 觀 對 後 代 諸 師 影 響 甚 為 深 廣 ， 據 其 研 究 ， 有 華 嚴 宗 的

《 起 信 論 疏 筆 削 記 》、圭 峰 宗 密 修 證 儀、禪 宗 諸 種 坐 禪 儀 類 等，皆 是 間

接 或 直 接 的 引 用 天 台 《 小 止 觀 》 的 禪 要 ， 所 以 天 台 小 止 觀 頗 受 到 後 代

的 重 視。 1 6 5 如 安 藤 俊 雄 也 說：「 故 一 向 深 受 當 時 教 內 人 士 普 遍 的 重 視 ，

                                                 
1 6 1  湛 然 《 止 觀 大 意 》 大 正 四 六 ‧ 462 上 。  
1 6 2  智 顗 《 修 習 止 觀 坐 禪 法 要 》 大 正 四 六 ‧ 462 中 。  
1 6 3  智 顗 《 修 習 止 觀 坐 禪 法 要 》 大 正 四 六 ‧ 462 中 。  
1 6 4  智 顗 《 修 習 止 觀 坐 禪 法 要 》 大 正 四 六 ‧ 462 中 。  
1 6 5  參 見 關 口 真 大 《 天 台 小 止 觀 の研究 》， 頁 97-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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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由 智 顗 納 入 其 所 著 止 觀 的 體 系 」， 1 6 6 由 此 而 知 ， 這 部 小 止 觀 所 濃 縮

的 禪 門 之 大 部 梗 概 ， 內 容 之 精 簡 與 實 用 ， 立 足 於 重 要 之 地 位 。  

再 者，就 這 部 小 止 觀 的 內 容 而 言，智 者 大 師「 略 明 十 意 」，主 要 是

為 初 心 修 習 止 觀 的 學 人 ， 能 登 入 解 脫 正 道 之 階 梯 ， 入 涅 槃 之 等 級 的 說

示。而 所 謂 十 意，就 是「 具 緣 第 一、訶 欲 第 二、棄 蓋 第 三、調 和 第 四 、

方 便 第 五 、 正 修 第 六 、 善 發 第 七 、 覺 魔 第 八 、 治 病 第 九 、 證 果 第 十 」。

1 6 7 這 十 意，依 智 者 大 師 所 說，乃 做 為 初 心 學 人 一 種 坐 禪 急 要，如 果 行

者 能 善 取 其 意 ， 好 好 修 習 ， 可 以 安 心 免 於 災 難 ， 而 發 定 慧 解 ， 證 於 無

漏 之 聖 果 。  

此 十 意 ， 又 謂 十 章 ， 前 五 章 又 各 分 科 五 法 ， 成 為 二 十 五 前 方 便 。

如 圖 下 ：  

 
 五 意                二 十 五 前 方 便  
具 緣 第 一  持 戒 清 淨 、 衣 食 具 足 、 閑 居 靜 處 、 息 諸 緣 務 、 近 善 知 識 。

訶 欲 第 二  色 欲 、 聲 欲 、 香 欲 、 味 欲 、 觸 欲 。  
棄 蓋 第 三  貪 欲 蓋 、 瞋 恚 蓋 、 睡 眠 蓋 、 掉 舉 蓋 、 疑 蓋 。  
調 和 第 四  調 食 、 調 睡 眠 、 調 身 、 調 息 、 調 心 。  
方 便 第 五  欲 、 精 進 、 念 、 巧 慧 、 一 心 。  

 

這 二 十 五 前 方 便 ， 乃 是 初 心 學 人 欲 實 修 止 觀 的 前 方 便 之 法 ， 為 一 種 入

門 之 道。如 依 據《 大 智 度 論 》卷 十 七 ＜ 禪 波 羅 蜜 ＞ 云：「 問 曰：行 何 方

便 得 禪 波 羅 蜜 ？ 答 曰 ： 卻 五 事 （ 五 塵 ）， 除 五 法 （ 五 蓋 ）， 行 五 行 。 」

1 6 8 又 云 ：「 若 能 訶 五 欲 ， 除 五 蓋 ， 行 五 法 ： 欲 、 精 進 、 念 、 巧 慧 、 一

心 ， 行 此 五 法 ， 成 就 初 禪 。 」， 1 6 9 由 《 大 智 度 論 》 這 裡 所 說 可 知 ， 欲

修 習 禪 波 羅 蜜 ， 修 習 此 「 五 欲 、 五 蓋 、 五 法 」 方 便 行 ， 可 得 初 禪 支 ，

這 就 是 智 者 大 師 所 謂 方 便 之 說 的 委 由 。  

                                                

又 按 智 者 大 師 的 《 次 第 禪 門 》 中 說 ：  

 

 
1 6 6 安 藤 俊 雄 著‧蘇 榮 焜 譯《 天 台 學 － 根 本 思 想 及 其 開 展 》，台 北：慧 炬 出 版，1998，

頁 253。  
1 6 7 智 顗 《 修 習 止 觀 坐 禪 法 要 》 大 正 四 六 ‧ 462 中 。  
1 6 8  鳩 摩 羅 什 《 大 智 度 論 》 大 正 二 五 ‧ 181 上 。  
1 6 9  鳩 摩 羅 什 《 大 智 度 論 》 大 正 二 五 ‧ 185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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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欲安心學習，必須善知方便。今明修禪方便，大開為二：一

者外方便即是定外用心之法；二者內方便即是定內用心之法。

此二通言方便，善巧修習之異名。（大正四六‧483 下-484 上） 

 

所 謂 「 方 便 」 就 是 善 巧 修 習 ， 而 名 為 方 便 之 意 。 依 智 者 大 師 所 說 ， 方

便 若 加 以 細 論 分 別，外 方 便 是 通 定 內 之 用，而 內 方 便 亦 是 得 定 外 之 用，

而 所 說 明 的 外 方 便 就 是 此 五 意 二 十 五 方 便 法。如《 次 第 禪 門 》中 謂：「 就

明 外 方 便 自 有 五 種 ， 第 一 具 五 緣 、 第 二 訶 五 欲 、 第 三 棄 五 蓋 、 第 四 調

五 法 、 第 五 行 五 法 ， 此 五 五 凡 有 二 十 五 法 ， 並 是 未 得 禪 時 ， 初 修 心 方

便 之 相 。 」 1 7 0 由 知 此 二 十 五 方 便 法 是 初 修 禪 支 的 方 便 之 相 。 而《 次 第

禪 門 》的 內 方 便 之 五 通「 止 門 、 驗 善 根 、 安 心 法 、 治 病 患 、 覺 魔 事 」，

1 7 1 也 就 是《 小 止 觀 》 的「 第 七 章 善 根 發 」和「 覺 知 魔 事 第 八 」及「 治

病 第 九 」此 三 章 部 份 ， 而《 小 止 觀 》「 證 果 第 十 」 1 7 2 也 是《 次 第 禪 門 》

的 修 證 章 ；所 以 ， 由 此 而 觀 ，《 小 止 觀 》向 來 被 喻 為《 次 第 禪 門 》大 部

之 梗 概 即 是 如 此 。  

另 外 ， 據 學 者 的 看 法 ，《 小 止 觀 》 亦 是 《 摩 訶 止 觀 》 的 刪 節 本 ， 而

本 文 比 較 二 書 的 目 錄 與 內 容，亦 發 覺 小 止 觀 的 二 十 五 前 方 便，《 摩 訶 止

觀 》 卷 四 ， 第 六 明 方 便 者 的 方 便 善 巧 中 亦 有 說 二 十 五 方 便 行 。 這 是 就

小 止 觀 的 方 便 行 法 而 繼 續 說 明 的 地 方，所 以 至 晚 年 所 說 的《 摩 訶 止 觀 》

時 ， 所 涉 及 到 方 便 法 之 說 ， 如 有 說 「 善 巧 修 行 ， 以 微 少 善 根 ， 能 令 無

量 成 解 ， 發 入 菩 薩 位 」 等 言 。 這 就 是 在 《 摩 訶 止 觀 》 中 做 為 圓 頓 止 觀

五 品 之 前 的 假 名 位 ， 所 說 的 「 遠 方 便 」 之 說 。 如 《 摩 訶 止 觀 》 中 云 ：  

 

圓教以假名五品觀行等位去真猶遙，名遠方便。六根清淨相似

鄰真，名近方便。今就五品之前假名位中，復論遠近。二十五

法為遠方便，十種境界為近方便，橫豎該羅十觀具足。成觀行

位能發真似，名近方便。今釋遠方便略為五：一具五緣，二呵

                                                 
1 7 0  智 顗 《 釋 禪 波 羅 蜜 次 第 法 門 》 卷 二 ， 大 正 四 六 ‧ 484 上 。  
1 7 1  智 顗 《 釋 禪 波 羅 蜜 次 第 法 門 》 卷 二 ， 大 正 四 六 ‧ 491 下 。  
1 7 2  智 顗 《 修 習 止 觀 坐 禪 法 要 》 大 正 四 六 ‧ 462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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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欲，三棄五蓋，四調五事，五行五法。（大正四六‧35 下） 

 

這 二 十 五 方 便 ， 顯 然 在 天 台 智 者 大 師 的 止 觀 學 說 體 系 中 ， 立 足 於

不 可 忽 視 的 地 位，乃 至 最 後 都 被 收 攝 在 圓 頓 止 觀 中，做 為 遠 方 便 之 善

巧 的 修 習 法 門，也 就 是 做 為 五 品 位 前 之 假 名 位 的 修 習 之 遠 方 便 法，並

且 與「 十 境 」分 判 為 遠 、 近 方 便 之 說 ， 形 成 與《 次 第 禪 門 》所 細 論 的

內 外 方 便 ， 有 同 趣 之 味 ， 而 且 也 略 顯 進 一 步 的 詮 釋 之 意 味 。  

而 小 止 觀 的 正 修 第 六 中 的「 坐 中 修 」、「 歷 緣 對 境 修 」，《 摩 訶 止 觀 》

中 亦 有 談 「 端 坐 觀 陰 入 如 上 說 ， 歷 緣 對 境 觀 陰 界 者 。 緣 謂 六 作 境 謂 六

塵 ， 大 論 云 ： 於 緣 生 作 者 ， 於 塵 生 受 者 ， 隨 自 意 中 說 」， 1 7 3 在 《 摩 訶

止 觀 》這 裡 亦 有 談 這 二 者 修 法 的 要 旨。其 次，小 止 觀 善 根 發 第 七，《 摩

訶 止 觀 》 亦 說 「 觀 業 相 境 」。 小 止 觀 覺 知 魔 事 第 八 ， 也 是 《 摩 訶 止 觀 》

正 修 章 中 十 境 觀 的「 觀 魔 事 境 觀 」。小 止 觀 治 病 第 九 亦 雷 同《 摩 訶 止 觀 》

所 說 的「 觀 病 患 境 」。而 小 止 觀 證 果 第 十 所 說 的 三 觀「 體 真 止 的 從 假 前

空 觀 、 方 便 隨 緣 止 的 從 空 入 假 觀 、 息 二 邊 分 別 止 的 中 道 正 觀 」 的 三 止

三 觀， 1 7 4 乃 至 所 旨 歸 的「 一 念 中 具 足 一 切 佛 法，息 二 邊 分 別 止 的 中 道

正 觀 」 的 正 修 一 心 三 觀 的 中 道 正 觀 ， 這 是 小 止 觀 所 提 到 的 次 第 三 觀 與

一 心 三 觀 的 思 想。但 是 可 以 看 出 小 止 觀 這 裡 並 沒 有 開 展 出 來，而 到《 摩

訶 止 觀 》才 看 到 開 展 出 三 止 三 觀， 1 7 5 和 圓 融 一 心 三 觀 的 圓 頓 止 觀 義 。

所 以 以 上 從 目 錄 和 內 容 對 比 來 觀 察，小 止 觀 亦 是《 摩 訶 止 觀 》的 縮 影 。 

以 上 所 述 ， 是 從 小 止 觀 的 二 十 五 方 便 略 做 觀 察 的 說 明 ， 可 以 說 這

前 五 章 「 具 緣 第 一 、 訶 欲 第 二 、 棄 蓋 第 三 、 調 和 第 四 、 方 便 第 五 」 等

五 意 的 二 十 五 法 ， 是 初 心 修 禪 支 的 前 方 便 法 ， 也 就 是 次 第 禪 門 中 所 說

的 修 禪 波 羅 蜜 之 前 的 方 便 行，可 以 說 這 麼 說，這 乃 是 延 取《 次 第 禪 門 》

的 ＜ 分 別 禪 波 羅 蜜 前 方 便 第 六 之 一 ＞ 的 內 外 方 便 之 內 容 而 來 。 而 且 也

是 來 自《 大 智 度 論 》卷 十 七 ＜ 禪 波 羅 蜜 ＞ 品 ， 1 7 6 由 於 我 們 從 對 照 中 ，

發 覺 這 是 智 者 大 師 參 照 此 《 大 智 度 論 》 禪 波 羅 蜜 品 之 要 素 ， 並 且 直 接

                                                 
1 7 3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七 下 ， 大 正 四 六 ‧ 100 中 。  
1 7 4  智 顗 《 修 習 止 觀 坐 禪 法 要 》 大 正 四 六 ‧ 472 中 、 下 。  
1 7 5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七 下 ， 大 正 四 六 ‧ 24 上 -。  
1 7 6  鳩 摩 羅 什 《 大 智 度 論 》 大 正 二 五 ‧ 180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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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材 自 此 品 中 的 註 解 之 引 用 而 來 ， 做 為 天 台 一 個 重 要 的 基 礎 定 學 入 門

之 學 習 ， 乃 至 到 最 後 也 做 為 《 摩 訶 止 觀 》 中 所 說 的 修 圓 頓 止 觀 之 遠 方

便 行 。 我 們 可 以 說 這 二 十 五 方 便 在 智 者 大 師 的 止 觀 學 說 體 系 中 ， 展 現

為 重 要 的 地 位 與 天 台 實 修 的 特 色 。 也 可 以 看 出 《 小 止 觀 》 是 《 次 第 禪

門 》 的 梗 概 ， 亦 為 《 摩 訶 止 觀 》 的 刪 節 本 之 說 。  

 

二、《 小 止 觀 》之「 正 修 」章 與 覺 意 三 昧 之「 觀 門 」的 同

趣 點  

《 小 止 觀 》 與 早 期 天 台 的 禪 門 ， 內 容 上 有 其 密 切 的 關 係 。 如 上 面

所 述 的《 小 止 觀 》之 前 五 章 ， 在 早 期 的《 次 第 禪 門 》和 晚 期 的《 摩 訶

止 觀 》中 ，居 其 止 觀 學 說 中 不 可 忽 視 的 一 環。 而《 小 止 觀 》的 第 六 正

修 章 ， 是 本 書 的 中 心 眼 目 ， 主 要 說 明 二 個 課 題 的 部 份 ， 就 是「 止 」和

「 觀 」二 修 的 形 態，分 為「 一 者 坐 中 修 止 觀 」，「 二 者 歷 緣 對 境 修 止 觀 」。

而 這 二 個 部 份 的 修 持 也 與《 覺 意 三 昧 》的 入 觀 門 形 成 同 趣 之 所 在。由

之 ， 本 文 繼 續 討 論 小 止 觀 與 覺 意 三 昧 之 關 聯 性 。  

 

（ 一 ） 坐 中 修 之 法 要  

「 坐 中 修 止 觀 」 是 這 部 《 小 止 觀 》 所 談 的 實 踐 部 份 ， 主 要 是 針 對

於 初 心 學 人，尚 未 能 於 動 中 修 止 觀，而 必 先 以 坐 禪 的 方 式 入 手 而 修 習

之。如 本 文 中 說「 一、於 坐 中 修 止 觀 者，於 四 威 儀 中 亦 乃 皆 得， 然 學

道 者 坐 為 勝 故 ， 先 約 坐 以 明 止 觀 」。 1 7 7 準 此 而 知 ， 這 是 以 坐 禪 方 式 而

修 止 觀 法。而 這 個 部 份 共 分 有 五 點 做 說 明，即「 一、對 治 初 心 麤 亂 修

止 觀 ， 二 、 對 治 心 沉 浮 病 修 止 觀 ， 三 、 隨 便 宜 修 止 觀 ， 四 、 對 治 定 中

細 心 修 止 觀 ， 五 、 為 均 齊 定 慧 修 止 觀 」， 1 7 8 依 這 五 點 而 觀 ， 有 循 序 漸

進 的 由 麤 入 細 的 增 上 修 習 之 進 程 的 意 味，依 此 而 說 明 坐 中 修 止 觀，以

下 進 行 小 止 觀 的 坐 中 修 法 要 的 內 容 說 明 。  

                                                 
1 7 7  智 顗 《 修 習 止 觀 坐 禪 法 要 》 大 正 四 六 ‧ 466 下 -467 上 。  
1 7 8  智 顗 《 修 習 止 觀 坐 禪 法 要 》 大 正 四 六 ‧ 467 上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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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對 治 初 心 麤 亂 修 止 觀 ， 這 是 先 從 麤 亂 心 調 治 而 起 ， 即 以 止 制

心，再 則 以 觀 破 除，做 為 初 學 之 入 法，而 說 有 三 止：一 者 繫 緣 守 境 止 、

二 者 制 心 止 、 三 者 體 真 止 。 1 7 9 此 三 止 是 屬 對 治 初 心 麤 亂 而 修 止 觀 之

用 ， 偏 向「 止 」的 修 習 法 。 如 繫 緣 守 境 止 ， 是 繫 心 鼻 端 ， 令 心 不 散 。

制 心 止 是 隨 心 所 起，便 要 當 下 隨 即 制 止 不 散 亂，為 制 心 一 處 之 止 的 修

習，而 體 真 止 亦 從 止 息 一 切 妄 念，而 息 心 達 本 源。用 此 三 止 之 修 習 若

妄 念 仍 不 息，則 須 配 合「 觀 」的 修 持 ，以 成 止 觀 雙 運 成 就。亦 即 覺 觀

三 心 了 不 可 得，觀 心 無 住，任 運 覺 知。觀 內 六 根 與 外 六 塵，根 塵 識 本

無 生。觀 生 滅 亦 然 ，但 有 名 字，假 名 安 立，生 滅 心 寂 滅 了 無 所 得 ，如

此 修 觀， 久 久 修 習 必 可 成 就 。而 此 修 觀，亦 有 二 種 修 法 ，分 為「 對 治

觀 」 與 「 正 觀 」。 即 一 者 對 治 觀 有 「 不 淨 觀 對 治 貪 欲 ； 慈 心 觀 對 治 瞋

恚 ； 界 分 別 觀 對 治 著 我 ； 數 息 觀 對 治 多 尋 思 等 」。 二 者 正 觀 ， 即 因 緣

觀，觀 諸 法 無 相 因 緣 所 生，因 緣 無 性，了 然 實 相，故 所 觀 一 切 諸 境 皆

空 ， 了 然 不 起 。 1 8 0  

二 、 對 治 心 沉 浮 病 修 止 觀 ， 這 是 行 者 在 坐 禪 時 ， 其 心 闇 塞 無 記 ，

或 多 昏 昧 沉 睡，此 時 覺 照 修 觀 對 治。再 若 禪 坐 中，其 心 多 浮 動 不 安 ，

此 時 則 修 止 而 對 治 之。這 就 是 對 治 沉 浮 之 病 而 修 止 觀 法，應 病 與 藥 而

對 用 之 。  

三 、 隨 便 宜 修 止 觀 ， 這 是 如 上 所 述 ， 以 止 觀 對 治 沉 浮 之 病 後 ， 若

覺 得 心 沉 以 觀 對 治，而 無 法 得 到 法 利 時，此 時 改 以 修 止 安 心。而 心 浮

動 時 以 止 對 治，若 覺 得 亦 無 法 令 心 安 住，此 時 則 改 觀 對 治 之。亦 即 隨

自 已 根 性 隨 時 調 適 習 ， 以 得 安 心 法 利 為 要 ， 此 即 隨 便 宜 修 止 觀 法 。  

四 、 對 治 定 中 細 心 修 止 觀 ， 此 是 對 治 執 著 定 見 ， 摧 滅 愛 見 煩 惱 ，

以 破 除 定 見 微 細 的 過 失。因 亂 心 息 滅，已 能 入 定，但 卻 由 此 定 心 細 故，

而 覺 身 空 寂，受 於 快 樂。或 發 細 心 能 取 於 偏 邪 之 理，而 不 知 定 心 止 息

之 虛 誑，而 生 起 貪 著 之 心。故 此 時 應 再 向 上 前 進，以 修 止 觀 對 治 破 除。 

五 、 為 均 齊 定 慧 修 止 觀 ， 由 於 行 者 於 坐 禪 中 ， 或 因 修 止 修 觀 ， 而

入 禪 定，但 是 偏 於 定 多 慧 少，不 能 發 起 真 慧 斷 諸 煩 惱 趣 入 諸 法 門，如

                                                 
1 7 9  智 顗 《 修 習 止 觀 坐 禪 法 要 》 大 正 四 六 ‧ 467 上 。  
1 8 0  智 顗 《 修 習 止 觀 坐 禪 法 要 》 大 正 四 六 ‧ 467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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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中 燈 照 物 不 了。故 此 時 應 修 觀 破 析，以 定 慧 均 齊 二 法 而 修 止 觀，如

密 室 中 燈 能 破 暗 照 物 分 明 。  

以 上 所 述 ， 是 坐 中 修 止 觀 法 要 ， 也 是 對 治 初 心 麤 亂 修 止 觀 ， 可 以

說 是 著 重 在 初 學 入 門 法 要 的 說 明，主 要 是 針 對 如 上 所 言 的「 然 學 道 者

坐 為 勝 故，先 約 坐 以 明 止 觀 」」，故 以 坐 禪 為 入 道 之 勝 法。我 們 由 此 考

察 這 個 坐 禪 止 觀 法，與 覺 意 三 昧 所 言 的 坐 中 修，即「 若 行 人 未 有 大 方

便 力，不 能 一 切 處 中 觀 察 實 相，故 當 先 於 坐 中 照 了 心 意，是 則 名 為 總

觀 心 意 」 1 8 1 的 說 法 上 ， 呈 顯 這 二 者 在 意 涵 上 與 所 攝 之 法 要 ， 性 質 頗

為 隱 合 。 此 外 ， 此 處《 小 止 觀 》的 五 種 止 觀 說 法 亦 與《 覺 意 三 昧 》的

三 種 觀 心「 觀 亂 心 、 觀 定 心 、 觀 於 觀 心 」說 法 也 有 同 趣 之 嫌 ， 如《 覺

意 三 昧 》 所 云 ：  

 

行者初學未了諸法，於是境界悉有亂起，一心諦觀不見心相，

則無有亂，其心安隱行住坐臥，身心寂泊，澹然不動，即是定

心。於是定心若不觀察，多生染著，和淨名菩薩言，貪著禪定

是菩薩縛。是故當觀定心不可得，尚無有心定在何處，當知此

定從顛倒生，如是觀時不見於定及與非定，不生貪著得脫定

縛。（大正四六‧626 上） 

 

從 以 上 引 文 所 說 而 觀 ， 此 處 覺 意 三 昧 的 觀 亂 心 、 觀 定 心 及 觀 於 觀

心，這 三 者 的 進 階 修 觀 之 法 要，由 觀 亂 心 入 手 至 破 除 定 心 觀，與 以 上

所 述 的《 小 止 觀 》五 種 止 觀 修 法，頗 有 同 趣 之 說，我 們 覺 得 這 恐 怕 也

是 隱 伏 了 覺 意 三 昧 這 種 內 在 覺 觀 止 觀 的 一 個 同 趣 之 意。又 上 面 所 言 的

小 止 觀，其 所 謂 修 治 觀 心 之 法，當 任 運 覺 知 念 起，觀 根 塵 識 之 相 對 無

生 了 無 所 得，這 與 覺 意 三 昧 的 入 觀 門 的 覺 觀，亦 有 相 當 之 處。由 之 ，

我 們 可 以 從 中 的 看 出《 小 止 觀 》除 了 與 次 第 禪 門 相 關 外，為 次 第 禪 門

的 大 部 的 梗 概 外， 亦 呈 顯《 小 止 觀 》與《 覺 意 三 昧 》之 相 通 之 處 的 梗

概 之 一 二 。 但 是《 小 止 觀 》所 說 的 坐 中 修 ， 比《 覺 意 三 昧 》的 闡 釋 還

分 析 的 更 加 細 膩 有 條 理，而 比 較 清 楚 明 白。從 中 可 以 發 覺 到 這 是 智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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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師 對 止 觀 的 內 觀 修 持 ， 也 漸 有 更 深 一 層 的 體 會 和 闡 釋 。  

 

（ 二 ） 歷 緣 對 境 修 之 法 要  

《 小 止 觀 》的 歷 緣 對 境 修 止 觀 這 部 份 的 修 法 ， 其 形 態 是 屬 於 動 中

修 止 觀 的 法 要 ， 是 相 對 於 靜 態 的 坐 中 修 止 觀 而 說 的 ， 1 8 2 主 要 是 說 明

離 於 坐 中 修 之 外 的 一 切 時 中，也 能 常 修 定 慧 方 便，亦 即 隨 緣 對 境 而 修

習 止 觀 所 說 的 法 要。依 智 者 大 師 解 釋，這 歷 緣 修 止 觀 是 約 就 六 種 緣 而

修 持 的 。 如 《 小 止 觀 》 言 ：  

                                                                                                                                              

 

云何名歷緣修止觀？所言緣者，謂六種緣：一行、二住、三坐、

四臥、五作作、六言語。云何名對境修止觀，所言境者謂六塵

境：一眼對色、二耳對聲、三鼻對香、四舌對味、五身對觸、

六意對法，行者約此十二事中，修止觀故名為歷緣對境修止觀

也。（大正四六‧467 下） 

 

以 上 這 是 智 者 大 師 在 小 止 觀 中 所 說 明 的 歷 緣 對 境 修 止 觀 的 意

思 ， 這 裡 所 謂 的 「 六 緣 」， 就 是 指 行 、 住 、 坐 、 臥 、 作 作 、 言 語 等 六

種，而「 境 」謂 指 六 根 六 塵 之 十 二 事。亦 即 於 一 切 日 常 的 行、住、坐 、

臥、作 作 、言 語 中 ，所 對 之 塵 境，隨 時 都 緊 緊 觀 照 心 念 ，方 便 修 定 慧

止 觀 。 例 如 ： 本 文 《 小 止 觀 》 於 行 中 修 止 作 觀 ， 則 有 云 ：  

 

云何行中修止？若於行時即知因於行故，則有一切煩惱善惡等

法，了知行心及行中一切法皆不可得，則妄念心息，是名修止。

云何行中修觀？應作是念，由心動身，故有進趣，名之為行；

因此行故，則有一切煩惱善惡等法，即當反觀行心不見相貌，

當知行者及行中，一切法畢竟空寂，是名修觀。（大正四六‧

468 上） 

 
1 8 1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4 下 。  
1 8 2  參 見 關 口 真 大 《 天 台 小 止 觀 の研究 》， 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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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引 文 是 約 從 六 種 緣 中 所 說 的 「 行 」 法 ， 來 說 明 方 便 修 習 定 慧 止

觀。如 引 文 中 指 出 行 者 於 行 中 修 此 止 觀 時，對 於 修 止，能 了 知 所 行 的

心 及 所 行 的 一 切 諸 法 都 是 不 可 得，然 後 止 息 諸 妄 念，是 為 修「 行 」的

止 法。而 修 其 觀 法，就 是 反 觀 行 心 不 見 相 貌，知 一 切 畢 竟 空 寂，是 為

作 觀 ， 這 就 是 修 習 止 觀 二 法 。 依 此 類 推 ， 一 切 住 、 坐 、 臥 、 作 作 、 言

語 等 ， 皆 如 此 一 一 作 觀 ， 以 達 到 方 便 修 習 慧 觀 。  

其 次 ， 六 根 十 二 事 修 習 止 觀 ， 也 是 如 這 六 義 修 習 止 觀 法 一 樣 。 例

如：眼 見 色 時，見 順 情 不 起 貪 愛，見 違 情 之 色 不 起 瞋 惱，不 起 無 明 及

諸 亂 想，而 名 為 修 止。而 如 果 修 觀，則 作 覺 觀 所 見 悉 皆 空 寂，因 緣 和

合 而 有 諸 相，雖 有 一 切 善 惡 煩 惱 分 別，而 反 觀 念 色 之 心，不 見 相 貌 ，

無 有 實 性，如 實 了 知 見 者 及 一 切 法，畢 竟 空 寂，是 為 修 其 觀 法。其 餘

五 根 之 耳 、 鼻 、 舌 、 身 、 意 之 對 境 亦 如 此 一 一 修 止 作 觀 ，覺 知 根 塵 和

合 所 生 之 識，所 作 之 諸 業， 心 相 空 寂 ，不 見 相 貌，畢 竟 無 生 空 寂 。以

上 歷 緣 對 境 修 止 觀 的 法 要，主 要 是 說 明 於 行 住 坐 臥 間，對 所 歷 境 的 諸

緣 中，或 於 身 累 事 務 中，皆 能 止 息 諸 念，妄 惑 不 起，觀 照 心 念， 而 不

見 相 貌 ， 心 相 空 寂 ， 知 一 切 法 畢 竟 空 寂 ， 這 就 是 修 習 止 觀 法 要 。  

而 關 於 這 個 歷 緣 對 境 觀 的 十 二 事 觀 法 的 修 習 ， 與 《 覺 意 三 昧 》 的

歷 緣 對 境 觀 所 講 述 的 六 內 受、外 六 受 的 十 二 事 觀 法，大 體 上 有 一 致 性

的 說 法 。 如 《 覺 意 三 昧 》 中 云 ：  

 

觀於作者凡有六事觀，於受者亦有六種，內外俱觀有十二種，

是三昧境能生三昧，行者應當隨所起處而觀察之。外作六者，

所謂：一行、二住、三坐、四臥、五作作、六言談。內受六者，

所謂：一眼受色二耳受聲，三鼻受香，四舌受味，五身受觸，

六意緣法是為十二觀境，是三昧門第一。若於行時即應觀行

中，未行、欲行、行、行已，心相通達皆不可得，雙照分明如

前所說。復作是念，如是行動由心運役故有去來，反觀行心不

見住處。無有生滅一切相貌，當知行者畢竟空寂。（大正四六‧

62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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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云 ：  

云何觀察第一行者眼見色時，即應諦觀，未見色、欲見色、見

色、見色已，四運之相皆不可得，雙照分明廣說如上。復作是

念，如是見者。即無見相，所以者何！於彼根塵空明之中。各

各無見亦無分別，和合因緣出生眼識，眼識因緣出生意識，意

識出時，即能分別種種諸色。亦依於意識則有眼識，眼識因緣

能見於色，而生貪著，是故即當反觀念色之心，如是觀時不見

此心從外來入，而生領納。亦復不見心從內出而生分別，所以

者何！外來於我無事，若自有不待因緣，當知受者畢竟空寂。

（大正四六‧625 中） 

 

以 上 從 這 二 段 引 文 來 觀 察，我 們 發 覺 覺 意 三 昧 的 歷 緣 對 境 觀 十 二 事 與

六 緣，和 小 止 觀 這 裡 所 說 的 歷 緣 對 境 修 止 觀，大 致 上 說 法 差 別 不 大 ，

對 於 止 觀 的 修 習，同 樣 說 明 在 根 塵 和 合 中，透 過 觀 照，反 觀 心 念，知

無 有 生 滅 一 切 相 貌，不 見 來 處，亦 無 分 別 而 畢 竟 空 寂。關 於 這 一 點 在

說 法 上 的 意 涵，是 有 同 一 歸 趣 與 宗 旨。而 略 有 出 入 的 是，《 覺 意 三 昧 》

的 作 觀 是 立 足「 未 念 、 欲 念 、 念 、 念 已 」四 運 心 的 立 場 給 予 詮 釋 ， 這

一 點 則 是《 小 止 觀 》裡 所 沒 有 直 接 提 到 的。但 是《 小 止 觀 》卻 有 更 細

的 分 別，在 歷 緣 對 境 中 又 細 分 修「 止 」和 作「 觀 」的 詮 釋，這 是 在《 覺

意 三 昧 》 中 所 較 為 粗 略 ， 而 沒 進 一 步 去 深 化 它 的 地 方 。《 小 止 觀 》 的

歷 緣 修 止 觀 於 六 種 緣  (一 行、二 住、三 坐、四 臥、五 作 作、六 言 語 ) 皆

是 如 此 分 為 修 「 止 」 和 作 「 觀 」， 而 於 一 切 意 念 與 情 境 之 中 來 修 持 證

真 的 止 觀，與《 覺 意 三 昧 》中 的 較 為 粗 略 的 說 法 是 有 所 不 同 的。例 如

《 小 止 觀 》說「 若 於 作 時，即 當 了 知，因 於 作 故，則 有 一 切 善 惡 等 法 ，

而 無 一 法 可 得，則 妄 念 不 起，是 名 修 止 」， 1 8 3「 作 」(行 動 )  是 出 於「 念 」

(動 機 )， 今 《 小 止 觀 》 於 「 作 」 中 修 體 真 止 ， 體 會 「 因 於 作 故 ， 則 有

一 切 善 惡 等 法 ， 而 無 一 法 可 得 」， 體 會 念 中 的 一 切 善 惡 等 法 實 由 妄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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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作 而 得 ， 這 是 由「 體 真 止 」來 說 明「 覺 意 三 昧 」的 內 涵 ， 為《 覺 意

三 昧 》時 所 忽 略。進 而，《 小 止 觀 》說「 云 何 名 作 時 修 觀，應 作 是 念 ，

由 心 運 身 手，造 作 諸 事，由 此 則 有 一 切 善 惡 等 法，故 名 為 作。反 觀 作

心 ， 不 見 相 貌 ， 當 知 ， 作 者 及 一 切 法 ， 畢 竟 空 寂 ， 是 名 修 觀 」， 1 8 4

或 者 如 在「 語 」的 部 份 說「 云 何 語 中 修 止 ， 若 於 語 時 即 知 因 此 語 故 ，

則 有 一 切 煩 惱 善 惡 等 法。了 知 語 心 及 語 中 一 切 煩 惱，善 不 善 法 皆 不 可

得，則 妄 念 心 息，是 名 修 止 」， 1 8 5 而 語 觀 的 部 份 則 說「 云 何 語 中 修 觀 ，

應 作 是 念，由 心 覺 觀 鼓 動 氣 息，衝 於 咽 喉 唇 舌 齒 齶 故 出 音 聲 語 言，因

此 語 故 則 有 一 切 善 惡 等 法 ,， 故 名 為 語 。 反 觀 語 心 不 見 相 貌 ,， 當 知 語

者 及 語 中 ， 一 切 法 畢 竟 空 寂 ， 是 名 修 觀 」。 此 中 雖 然 沒 有 對 《 覺 意 三

昧 》之 立 足「 未 念 、 欲 念 、 念 、 念 已 」的 四 運 心 明 白 進 行 說 明 ， 但 是

細 品 其 文 意 ， 卻 也 隱 含 於 其 中 ， 而 《 小 止 觀 》  在 此 中 較 為 殊 勝 的 是

細 分 修「 止 」和 作「 觀 」來 加 以 詮 釋 ， 使 其 修 行 次 第 更 為 清 楚 ； 而 分

為 六 種 緣  (一 行 、 二 住 、 三 坐 、 四 臥 、 五 作 作 、 六 言 語 ) 和 「 色 聲 香

味 觸 法 」來 說 明 在 意 上 覺 悟 的 止 觀 禪 修，也 較 為 具 體 和 具 有 系 統。本

來 ， 止 觀 禪 修 必 須 落 實 在「 身 語 意 」來 修 持 ， 而「 身 」與「 語 」又 脫

離 不 了「 意 」，「 意 」也 脫 離 不 了「 身 」與「 語 」，《 覺 意 三 昧 》是 就「 意 」

來 說 明 止 觀 禪 修，《 小 止 觀 》的 歷 緣 對 境 修 止 觀 則 是 就「 身 」與「 語 」

的 各 種 狀 況 來 展 開 ， 所 以《 覺 意 三 昧 》和《 小 止 觀 》的 止 觀 禪 修 雖 然

修 持 的 說 明 重 點 有 所 不 同 ， 但 是 其 本 質 卻 是 彼 此 相 輔 相 成 的 。  

要 言 之 ，《 小 止 觀 》 的 歷 緣 對 境 修 止 觀 ， 與 《 覺 意 三 昧 》 的 觀 門

在 意 涵 上 有 實 質 上 的 關 聯。但 以《 小 止 觀 》這 方 面 而 言，是 細 分 為 止

和 觀 的 定 慧 說 明，而《 覺 意 三 昧 》則 是 立 足 於 四 運 心 上 顯 觀 伏 止 的 定

慧 的 闡 釋。若 依《 佛 祖 統 紀 》卷 三 十 七 記 載，此 書 是 於 太 建 十 年（ 578）

所 出 ， 則 是 在 《 六 妙 門 》 太 建 九 年 （ 577） 之 後 。 又 按 新 田 雅 章 的 分

類 ， 則 認 為 《 覺 意 三 昧 》 在 前 ， 小 止 觀 在 後 的 看 法 。 1 8 6 及 筆 者 將 此

二 者 參 照 比 對，即 小 止 觀 第 六 ＜ 正 修 ＞ 章 部 份，及 第 八 ＜ 覺 知 魔 事 ＞

                                                                                                                                               
1 8 3  智 顗 《 修 習 止 觀 坐 禪 法 要 》 大 正 四 六 ‧ 468 中 。  
1 8 4  智 顗 《 修 習 止 觀 坐 禪 法 要 》 大 正 四 六 ‧ 468 中 。  
1 8 5  智 顗 《 修 習 止 觀 坐 禪 法 要 》 大 正 四 六 ‧ 468 中 。  
1 8 6  參 見 新 田 雅 章 《 天 台 實 相 論 の 研 究 》， 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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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魔 界 如 佛 界 如 ， 一 如 無 二 如 」 的 筆 法 ， 1 8 7 和 第 十 ＜ 證 果 ＞ 章 的

「 圓 照 二 諦 」的 旨 趣 和 說 法 ， 比 對《 覺 意 三 昧 》而 做 觀 察 ， 亦 推 測 覺

意 三 昧 在 前 ，《 小 止 觀 》 在 後 所 出 的 可 能 性 偏 高 。 假 如 果 爾 如 是 ， 而

推 究 為 小 止 觀 不 只 是 《 次 第 禪 門 》 之 梗 概 ， 也 是 隱 伏 了 《 覺 意 三 昧 》

梗 概 之 一 二 。  

                                                

 

 

 

 

 

 

 

 

 

 

 

 

 

 

 

 

 

 

 

 

 

 

 

 
 

1 8 7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6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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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智者大師對覺意三昧之新發展  

關 於「 覺 意 三 昧 」如 前 章 已 說，這 是《 般 若 經 》的 百 八 三 昧 之 一，，

以 七 覺 意 （ 又 稱 七 覺 支 ） 的 體 性 做 為 基 本 修 持 ， 而 七 覺 意 乃 屬 於 「 法

念 處 」 項 目 之 下 所 說 的 法 數 ， 如 慧 思 大 師 的 ＜ 坐 禪 修 覺 意 ＞ 就 是 約 在

法 念 處 的 法 目 下 來 詮 釋 的 。  

然 而 ， 覺 意 三 昧 向 來 在 中 國 佛 教 的 流 傳 中 ， 一 直 未 受 到 特 別 的 重

視 ， 或 被 加 以 關 注 及 詮 釋 ， 以 致 在 天 台 之 前 的 中 國 佛 教 的 典 藉 中 未 曾

留 下 進 一 步 加 以 研 究 的 參 考 文 獻 ， 即 使 覺 意 三 昧 這 個 語 詞 的 概 念 ， 在

慧 思 大 師 的 《 諸 法 無 諍 三 昧 法 門 》 中 雖 已 提 及 ， 卻 只 是 聊 聊 數 語 ， 並

以 ＜ 法 念 處 品 ＞ 做 為 介 紹 之 說 而 已 ， 而 未 以 此 為 課 題 做 進 一 步 說 明 和

詮 釋 。 1 8 8 至 於 ，《 隨 自 意 三 昧 》 雖 被 考 察 而 列 為 它 的 前 驅 ， 但 是 所 使

用 的 概 念 卻 是 以 「 隨 自 意 三 昧 」 著 稱 ， 而 不 是 真 正 使 用 覺 意 三 昧 。 可

以 說 在 這 之 前 對 於 這 個 語 詞 都 未 有 見 著 加 以 詮 釋 ， 直 到 智 者 大 師 時 才

受 到 重 視 。 不 過 智 者 大 師 卻 本 著 自 宗 教 觀 並 行 的 思 想 ， 為 覺 意 三 昧 加

以 詮 釋 改 造 ， 使 得 這 個 原 以 單 純 性 的 覺 意 法 ， 就 有 了 更 新 的 發 展 。 這

個 發 展 在 言 教 的 理 論 上 本 著 「 實 相 」 為 主 軸 核 心 ， 其 次 再 引 《 中 觀 》

的 哲 學 思 辯 論 證 ， 並 且 加 入 天 臺 觀 心 的 修 持 法 而 予 以 強 化 。 可 以 說 這

完 全 是 改 造 了 原 本 單 純 化 的 覺 意 修 法 ， 而 帶 有 天 台 止 觀 的 思 想 特 色 。  

其 次 ， 若 據 智 軍 的 看 法 ， 從 慧 思 大 師 的 《 隨 自 意 三 昧 》 到 智 者 大

師 的《 覺 意 三 昧 》以 及《 摩 訶 止 觀 》的「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 這 是「 覺 意

三 昧 的 三 部 曲 」。 1 8 9 但 是 從 另 一 方 面 來 說，《 覺 意 三 昧 》也 同 時 代 表 著

是 圓 頓 止 觀 早 期 的 形 態 。 因 此 ， 整 個 覺 意 三 昧 從 理 論 、 實 踐 到 證 相 ，

以 六 門 要 素 組 織 而 進 行 敘 述。如 分 為：「 辯 法 相 第 一 」、「 釋 覺 意 三 昧 名

第 二 」、「 釋 覺 意 三 昧 方 便 行 第 三 」、「 釋 覺 意 三 昧 名 心 相 第 四 」、「 釋 覺

意 三 昧 入 觀 門 第 五 」、「 釋 覺 意 三 昧 證 相 門 第 六 」 等 等 ， 依 此 六 門 做 為

                                                 
1 8 8  慧 思 《 諸 法 無 諍 三 昧 法 門 》 卷 下 ， 大 正 四 六 ‧ 640 中 。  
1 8 9  智 軍 ＜ 天 台 覺 意 三 昧 的 特 色 ＞ 《 法 光 雜 誌 》 第 68‧ 1995， 第 3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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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 意 三 昧 的 修 法 。 可 以 說 內 容 上 整 合 了 慧 思 大 師 的 《 隨 自 意 三 昧 》 之

「 行 、 住 、 坐 、 臥 、 眠 、 食 、 語 威 儀 品 」 1 9 0 等 六 品 之 理 論 與 實 踐 ， 而

將 它 歸 納 得 更 具 組 織 化 ， 做 為 呈 顯 天 台 觀 心 法 門 。  

 

第 一 節  覺 意 三 昧 的 理 論 與 實 踐  

一 、 覺 意 三 昧 實 相 觀 之 理 論  

天 台 是 宗 於 「 法 華 」 一 實 相 之 原 理 ， 而 這 個 實 相 的 原 理 乃 與 般 若

的 實 相 亦 有 相 互 會 通 ， 如 天 台 所 引 用 的 經 論 包 括 有 《 般 若 經 》 的 性 空

及 《 大 智 度 論 》 和 《 中 論 》 的 實 相 之 論 理 ， 可 謂 天 台 對 這 些 所 引 據 的

經 論 ， 加 以 會 通 ， 做 為 在 實 踐 上 的 教 詮 。 於 是 ， 我 們 可 以 說 覺 意 三 昧

整 個 禪 法 的 教 理 ， 是 在 智 者 大 師 的 思 考 模 式 和 建 構 的 學 說 中 進 行 。  

基 於 如 此 ， 覺 意 三 昧 是 本 著 「 實 相 」 為 理 論 的 ， 而 所 論 述 的 理 論

與 哲 學 思 辯，大 致 上 所 根 據 的 經 論 也 以 大 乘 思 想 經 典 居 多。如 依 據《 覺

意 三 昧 》本 文 所 指 出 的 經 名 就 有《 般 若 經 》、《 大 智 度 論 》、《 淨 名 經 》、

《 思 益 經 》、《 楞 嚴 經 》、《 大 集 經 》等 ， 1 9 1 及 在《 摩 訶 止 觀 》之「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 的 《 法 華 經 》。 1 9 2 若 我 們 從 所 引 用 的 這 些 經 論 而 觀 ， 明 顯

上 的 是 取 向 於 大 乘 經 典 的 思 想 居 多。再 者，也「 兼 容 並 蓄 」吸 收 了「 中

觀 、 唯 識 、 如 來 藏 」 等 大 乘 三 系 思 想 在 內 。  

而 就 「 中 觀 」 的 部 份 而 言 ， 在 論 說 上 是 分 別 引 用 《 中 論 》 的 「 二

諦 」 說 ， 及 「 八 不 」 的 辯 證 哲 學 ， 崇 尚 揚 棄 有 無 二 邊 ， 直 顯 中 道 第 一

義 諦 的 思 想 。 並 依 據 《 般 若 經 》 諸 法 空 性 和 般 若 智 慧 的 立 埸 ， 及 《 大

智 度 論 》 所 立 足 的 諸 法 實 相 義 ， 和 積 極 性 的 大 乘 菩 薩 思 想 與 六 波 羅 蜜

等 宗 教 之 實 踐 ， 來 豐 富 覺 意 三 昧 法 門 之 教 詮 與 實 踐 之 立 埸 ， 最 後 再 以

《 法 華 經 》 包 含 的 圓 教 思 想 所 闡 述 的 圓 照 妙 果 為 根 本 核 心 。 如 《 覺 意

三 昧 》 的 「 入 法 門 七 覺 者 」 所 說 的 實 踐 論 ， 即 是 透 過 這 種 立 場 觀 察 真

俗 二 諦 ， 然 後 得 入 於 中 道 ， 於 心 無 所 住 著 ， 依 此 而 圓 證 妙 果 的 「 圓 極

                                                 
1 9 0  慧 思 《 隨 自 意 三 昧 》 卍 續 九 八 ‧ 687。  
1 9 1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6 上 -下 。  
1 9 2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二 ， 大 正 四 六 ‧ 17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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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覺 」 證 相 論 之 說 。 可 謂 《 覺 意 三 昧 》 立 於 此 中 道 實 相 的 意 涵 上 而 闡

述 。 如 「 行 者 了 知 心 及 一 切 諸 法 ， 皆 無 所 有 不 生 不 滅 ， 寂 然 清 淨 ， 而

能 善 用 六 度 方 便 ， 以 自 調 伏 虛 妄 之 心 ， 妄 心 既 息 三 昧 自 發 」， 1 9 3 這 就

是 以 中 道 立 場 觀 一 切 心 及 諸 法 ， 無 有 生 滅 諸 相 ， 然 後 再 以 寂 然 清 淨 而

運 行 度 生 之 方 便 的 思 想 ， 由 此 顯 發 三 昧 做 為 《 覺 意 三 昧 》 內 容 所 說 的

從 入 諸 法 實 相 的 禪 觀，而 得 入 圓 照 妙 果 的「 實 相 圓 照 」，故 以 實 相 圓 照

七 覺 的 覺 意 三 昧 之 後 證 。  

再 者 ， 依 據《 摩 訶 止 觀 》之「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文 中 所 說 ：「 觀 入 定

四 運 尚 不 見 心，何 處 有 定，即 達 禪 實 相 」， 1 9 4 又 說：「 善 順 實 相 名 為 道 ，

背 實 相 名 非 道，若 達 諸 惡 非 惡 皆 是 實 相 」。1 9 5 依 此 而 觀，覺 意 三 昧  (「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 )  從 觀 照 中 而 透 顯 諸 法 實 相 ， 最 後 求 心 了 不 可 得 之 空 性

義。可 謂 這 是 依 於 實 相 義 而 入 妙 圓 之 果。所 以，覺 意 三 昧 的 根 本 論 理 ，

即 是 依 循 自 家 本 宗 所 倡 導 的 中 道 實 相 之 義 涵 的 立 場 而 做 為 此 禪 觀 核 心

法 門 的 理 論 。  

其 次，從 覺 意 三 昧 的 內 文 而 觀，也 融 有 當 時 已 流 傳 進 來 的「 中 觀 、

唯 識、如 來 藏 」三 大 系 的 思 想。這 三 系 經 典 在 南 北 朝 時 即 已 相 繼 譯 出 ，

可 謂 當 時 大 乘 思 想 已 漸 在 流 行 中 ， 也 由 研 究 而 走 向 成 熟 化 的 階 段 ， 並

且 也 彼 此 爭 議 激 盪 ， 走 向 各 主 一 方 的 情 勢 。 不 過 這 三 系 的 大 乘 思 想 此

後 皆 被 智 者 大 師 吸 收 消 化 ， 均 被 統 合 融 會 貫 通 做 為 自 家 學 理 之 注 腳 。

因 此 之 故，統 合「 空 」、「 有 」這 種 思 想 在 覺 意 三 昧 中 也 有 這 樣 的 傾 向 ，

例 如 ： 以 空 的 立 場 來 破 除 一 念 心 之 非 實 有 性 ， 摒 棄 對 諸 法 的 執 著 ， 透

過 「 八 不 」 及 「 四 門 不 生 」 的 辯 證 思 考 ， 辯 明 諸 法 無 生 的 道 理 ， 從 而

了 達 一 切 諸 法 實 相 ， 進 而 引 發 般 若 慧 觀 。 如 《 覺 意 三 昧 》 中 云 ：  

 

有欲念心生者，欲念何處生。若生無處生，即是無因生。若是

無因生是則為非生，非生而說生者是事不然。以墮無因過，如

說石女子黃門之兒。當知離未念不滅，有欲念心生不可得。行

                                                 
1 9 3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2 下 。  
1 9 4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二 ， 大 正 四 六 ‧ 17 中 。  
1 9 5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二 ， 大 正 四 六 ‧ 17 中 、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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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如是，若即若離中，觀未念不滅，欲念心生，畢竟不可得。

（大正四六‧624 上） 

 

這 就 是 引 用 《 中 論 》 無 因 生 過 的 哲 理 思 辯 的 說 法 ， 詮 釋 一 念 不 生

之 義 。 由 此 而 知 智 者 大 師 確 實 是 循 此 「 中 觀 」 的 佛 教 哲 理 來 辯 證 諸 法

無 自 性 空 ， 說 明 一 念 之 生 滅 心 ， 畢 竟 不 可 得 的 哲 理 。 其 實 這 無 疑 是 立

於 空 的 立 場 辯 證 求 諸 心 不 可 得 ， 而 正 觀 諸 法 實 相 的 意 思 。 可 以 說 這 實

際 上 是 會 通 中 觀 的 思 想 ， 辯 證 諸 法 實 相 ， 進 而 辯 明 諸 心 非 生 非 滅 ， 求

心 了 不 可 得 的 意 涵 。  

據 上 而 知，諸 法 緣 起 性 空，求 心 了 不 可 得，這 是 一 個 理 法。但 是 ，

以 此 法 則 落 實 在 現 實 界 ， 如 何 實 踐 修 一 念 心 不 可 得 的 問 題 時 ， 就 必 須

回 到 實 際 的 立 場 依 教 起 修 ， 這 就 不 得 不 會 通 到 唯 識 的 心 識 說 之 「 根 、

塵 、 識 」 的 道 理 ， 來 架 構 覺 意 三 昧 的 正 觀 行 。 從 根 本 「 眼 、 耳 、 鼻 、

舌 、 身 、 意 ， 色 、 聲 、 香 、 味 、 觸 、 法 」 十 二 處 ， 及 「 眼 識 、 耳 識 、

鼻 識 、 舌 識 、 身 識 、 意 識 」之 十 八 界 等 做 為 基 礎 入 門 。 1 9 6 所 以 ， 智 者

大 師 從 日 常 中 的 「 坐 中 修 」 或 「 歷 緣 對 境 」 來 進 行 修 習 觀 法 ， 這 就 是

運 用 唯 識 學 的 看 法 來 談 如 何 修 心 的 問 題 ， 這 也 就 不 能 否 認 是 融 會 唯 識

學 理 在 內 了 。  

其 實 ， 如 果 從 智 者 大 師 在 覺 意 三 昧 中 對 「 心 、 意 、 識 」 的 解 說 ，

這 多 少 是 傾 向 於 唯 識 的 心 意 識 的 看 法 ， 而 立 足 於 「 中 觀 」 的 中 道 實 相

的 哲 理 來 詮 釋 ， 由 此 可 以 看 出 他 是 揉 和 了 唯 心 思 想 的 傾 向 。 要 言 之 ，

以 一 念 心 的 內 在 形 態 ， 架 構 這 一 整 個 觀 行 的 內 涵 而 做 為 詮 述 點 ， 概 括

歸 納 約 為 四 項 說 明。即：「 一 約 諸 經、二 約 諸 善、三 約 諸 惡、四 約 諸 無

記 」 此 四 點 說 明 。 而 此 第 一 約 諸 經 ， 這 是 懺 法 的 部 份 ， 只 為 配 合 修 這

個 法 門 的 前 方 便 行 而 納 入 ， 姑 且 不 說 。 而 後 三 點  (二 約 諸 善 、 三 約 諸

惡 、 四 約 諸 無 記 )， 我 認 為 這 是 參 照 唯 識 家 的 學 理「 善 、 惡 、 無 記 」三

性 的 概 念，做 為 行 文 的 主 軸，然 後 再 會 通 般 若 實 相 的 相 關 意 涵 來 說 明。

例 如《 摩 訶 止 觀 》「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這 一 段 文 中 的 ＜ 歷 諸 善 ＞ 中 所 說 ： 

 

                                                 
1 9 6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4 上 -625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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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心識無形不可見，約四相分別，謂未念欲念念念已。未念名

心未起，欲念名心欲起，念名正緣境住，念已名緣境謝，若能

了達此四，即入一相無相。……於佛法中無正觀眼，空無所獲。

行者既知心有四相，隨心所起善惡諸念，以無所住著，智反照

觀察也。（大正四六‧15 中、下） 

 
由 此 說 明 從 心 識 生 起 「 正 緣 境 住 」 到 謝 落 當 中 ， 於 一 念 心 中 覺 觀 諸 心

無 心 ， 諸 法 實 相 ， 智 觀 一 切 善 惡 諸 念 ， 於 中 不 住 於 一 切 意 想 分 別 ， 這

是 傾 向 會 通 「 中 觀 」 的 「 空 」 和 「 唯 識 」 的 「 有 」 的 思 想 ， 將 這 二 者

的 學 理 統 合 在 內 。 雖 然 如 此 ， 不 過 實 際 上 他 還 是 偏 向 「 中 觀 」 的 中 道

實 相 的 思 想 ， 在 般 若 的 不 可 得 空 性 下 闡 述 的 性 質 比 較 偏 高 。  

至 於，如 來 藏 的 佛 性 思 想，智 者 大 師 也 吸 收 當 時 流 傳 的《 涅 槃 經 》，

可 謂 對 天 台 實 有 莫 大 的 影 響 。 若 單 就 覺 意 三 昧 而 說 ， 不 乏 也 含 有 如 來

藏 的 「 三 因 佛 性 」 的 思 想 ， 如 本 文 中 就 有 以 「 正 、 了 」 二 因 詮 釋 覺 照

心 源 的 意 涵。如 所 云：「 識 之 實 際 即 是 正 因 佛 性，反 照 心 源 即 了 因 也。」

1 9 7 這 就 是 以 心 識 為 正 因 佛 性，覺 照 為 了 因 佛 性 說。以 心 識 為 諸 佛 實 相

之 理 體，是 成 佛 的 正 因。而 用 智 慧 照 了 自 心，覺 心 識 之 理 體 乃 是 實 相 ，

而 開 顯 內 在 本 身 之 正 因 佛 性 ， 這 是 了 因 佛 性 。 其 實 這 是 引 「 涅 槃 」 的

二 因 佛 性 思 想 來 詮 釋 這 個 法 門 ， 說 明 一 念 心 生 起 時 直 接 當 下 觀 照 ， 徹

見 諸 法 本 源 非 生 非 滅 ， 破 諸 迷 惑 的 種 種 顛 倒 妄 想 ， 而 見 自 本 心 之 實 際

的 真 實 相 貌，當 下 承 擔，直 接 照 破，這 個 覺 照 就 是 了 因 佛 性 說。因 此 ，

直 接 經 由 推 檢 觀 照 一 念 自 心 ， 就 能 直 入 諸 佛 本 懷 ， 顯 發 內 在 的 佛 性 。

正 是 說 明 這 個 法 門 本 身 就 直 接 的 以 正 因 佛 性 為 緣 法 ， 故 不 須 別 立 緣 因

佛 性 ， 這 也 就 是 於 「 三 因 佛 性 」 中 只 立 「 了 因 佛 性 」 與 「 正 因 佛 性 」

的 意 思 。 從 以 上 所 說 ， 這 裡 我 們 看 到 了 智 者 大 師 吸 收 如 來 藏 佛 性 思 想

後 ， 也 消 化 在 覺 意 三 昧 中 。  

另 外 ， 覺 意 三 昧 也 包 含 著 《 隨 自 意 三 昧 》 的 整 合 與 改 造 的 成 份 ，

而 繼 承 慧 思 大 師 的 根 本 核 心 「 實 相 」 觀 之 理 論 。 而 承 此 「 實 相 」 的 教

法 為 基 準 做 發 揮 ， 並 且 將 大 乘 三 系 的 思 想 揉 合 在 內 ， 使 得 覺 意 三 昧 呈

                                                 
1 9 7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1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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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 「 中 觀 、 唯 識 、 如 來 藏 」 三 系 的 思 想 。 雖 然 如 此 ， 但 是 主 要 的 仍 是

歸 宗 於 天 台 的 核 心 《 法 華 經 》 的 圓 教 「 實 相 」 思 考 ， 做 為 整 個 禪 法 的

發 展 與 目 的 。  

總 而 言 之 ， 覺 意 三 昧 是 立 足 於 「 實 相 」 的 理 論 ， 融 貫 了 大 乘 三 系

的 思 想 ， 再 引 諸 經 論 做 為 論 據 ， 而 闡 述 這 個 觀 法 的 真 實 意 義 。  

 

二 、 覺 意 三 昧 的 實 踐  

理 論 與 實 踐 ， 二 者 合 併 為 天 台 教 觀 雙 運 是 天 台 主 要 的 宗 旨 。 由 教

法 引 導 實 踐 ， 再 經 由 實 踐 證 成 理 論 ， 這 二 者 也 就 構 成 相 輔 相 成 而 開 展

整 個 天 台 的 體 系 與 學 說 。 準 此 而 知 ， 就 覺 意 三 昧 而 說 ， 從 理 論 、 實 踐

到 證 相，智 者 大 師 組 織 六 門 要 素 做 為 論 述 的 要 點，即「 辯 法 相、釋 名 、

方 便 行 、 明 心 相 、 入 觀 門 、 證 相 」 等 六 門 ， 這 六 門 之 中 ， 以 前 者 為 理

論 而 後 者 為 實 踐 部 份 。  

理 論 的 部 份 ， 就 是 表 詮 諸 法 真 實 樣 貌 ， 而 透 顯 出 諸 心 無 心 的 實 相

義 涵 ， 可 以 說 這 是 經 由 佛 教 的 論 理 來 啟 教 修 行 ， 如 上 所 述 ， 諸 大 乘 經

論 皆 是 其 依 據 對 象 ， 這 都 是 覺 意 三 昧 所 依 據 的 佛 教 論 理 。  

而 實 踐 的 部 份 ， 就 是 落 實 於 實 際 上 的 修 持 履 踐 ， 則 分 為 二 種 形 式

進 程，即「 總 觀 」和「 歷 別 觀 」二 種 修 持 進 程。 1 9 8 總 觀 又 言「 坐 中 修 」，

屬 於 靜 態 式 的 方 法 ， 即 是 尋 覓 一 靜 處 ， 端 身 正 坐 ， 然 後 觀 照 自 心 之 意

念 ， 這 就 是 屬 於 坐 中 修 。 而 「 歷 別 觀 」 則 是 於 一 切 日 常 時 中 隨 時 觀 照

起 心 動 念 ， 隨 時 檢 視 一 念 心 ， 這 就 是 屬 於 動 態 修 行 ， 為 動 中 修 。 這 二

者 的 實 踐 形 式 雖 然 不 同 ， 但 是 實 踐 的 方 法 主 要 都 是 針 對 觀 照 自 心 ， 即

是 「 正 念 觀 察 心 意 識 等 」 的 方 法 進 行 的 修 持 。 從 觀 察 心 意 識 之 實 相 理

體 ， 由 五 陰 、 十 二 處 、 十 八 界 中 ， 觀 此 一 念 自 心 中 所 起 諸 法 本 是 不 生

不 滅 ， 不 見 有 所 執 的 實 體 ， 於 此 而 「 如 是 知 心 意 識 不 見 不 得 」， 1 9 9 一

切 皆 是 生 滅 亦 非 生 滅 的 緣 起 性 空 之 理 ， 由 此 而 徹 觀 諸 法 實 相 豁 然 覺

了 ， 解 開 迷 情 而 證 入 大 涅 槃 海 ， 這 就 是 覺 意 三 昧 主 要 的 實 踐 門 。 要 言

                                                 
1 9 8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4 下 。  
1 9 9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4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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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 覺 意 三 昧 的 實 踐 門 ， 就 是 覺 觀 一 念 心 ， 反 照 心 源 ， 觀 心 無 心 ， 諸

法 無 法 。 而 實 踐 的 方 式 就 是 落 實 在 一 切 日 常 生 活 當 中 ， 隨 時 起 修 的 方

法 ， 這 就 是 不 假 方 便 而 直 入 實 相 的 一 種 禪 法 。  

 

第 二 節  覺 意 三 昧 的 要 旨   

以 上 大 略 的 簡 明 覺 意 三 昧 的 理 論 與 實 修 ， 若 是 對 於 覺 意 三 昧 的 整

個 修 行 方 法 ， 則 必 須 從 智 者 大 師 《 覺 意 三 昧 》 所 立 的 六 品 來 探 索 方 能

清 楚 。  

首 先 ， 智 者 大 師 在 《 覺 意 三 昧 》 開 章 明 意 中 ， 以 第 一 首 列 ＜ 辯 法

相 第 一 ＞ 為 辯 明 一 切 諸 法 的 真 實 樣 貌 ， 倘 若 以 「 五 重 玄 義 」 而 說 ， 這

就 是 第 一 辯 體 的 部 份 。 而 這 可 分 為 二 點 來 解 說 ， 即 第 一 、 旨 說 心 源 本

性 空 寂 ， 一 切 諸 法 究 竟 體 性 亦 是 畢 竟 空 寂 。 第 二 、 以 正 、 了 二 因 詮 解

心 識 是 正 因 佛 性 ， 反 照 心 源 為 了 因 佛 性 ， 指 出 修 行 解 脫 的 要 因 。 以 上

這 二 點 旨 在 解 說 覺 照 心 源 回 歸 清 淨 本 性 ， 當 下 徹 見 諸 法 無 生 ， 而 了 斷

生 死 煩 惱 契 入 涅 槃 大 海 。  

 

一 、 覺 照 心 源 為 正 、 了 二 因 佛 性  

依 如 上 所 述 ， 智 者 大 師 以 《 涅 槃 經 》 的 佛 性 思 想 來 詮 釋 「 反 照 心

源 」 就 是 正 、 了 二 因 佛 性 。 而 這 正 了 二 因 佛 性 ， 主 要 還 是 不 出 於 內 在

本 質 「 心 性 」 中 之 「 佛 心 」、「 佛 性 」 這 個 課 題 ， 也 就 是 所 謂 的 「 心 」

這 個 重 要 的 關 鍵 性。如《 華 嚴 經‧夜 摩 天 宮 說 偈 品 》云：「 心 為 工 畫 師 ，

能 畫 種 種 五 陰 。 一 切 世 界 中 ， 無 法 而 不 造 。 」， 2 0 0 又 如 灌 頂 《 觀 心 論

疏 》亦 云 ：「 三 界 無 別 法 ， 唯 是 一 心 作 」， 2 0 1 可 知 一 切 諸 法 唯 此 一 心 所

作 。 故 灌 頂 《 觀 心 論 疏 》 進 一 步 說 明 ：  

 

一切世間中，無不從心造。故知心是二河之本，萬物之源。而

                                                 
2 0 0  佛 馱 跋 陀 羅 《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 大 正 九 ‧ 465 下 。  
2 0 1  灌 頂 《 觀 心 論 疏 》 卷 二 ， 大 正 四 六 ‧ 597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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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只為一切禪慧，學者不知問觀心除煩惱病本，如欲伐樹除枝

不淨其根生終不住。（大正四六‧597 上） 

 

這 就 是 說 明 以 心 為 其 本 的 意 思 ， 心 為 一 切 生 死 流 轉 的 主 要 因 素 ，

亦 即 一 切 生 死 莫 不 是 由 此 一 「 心 」 而 造 作 ， 一 切 聖 道 解 脫 亦 莫 不 是 由

此 心 而 所 修 。 這 就 是 說 明 心 識 是 一 切 萬 法 之 本 源 ， 也 是 生 死 煩 惱 與 涅

槃 的 根 本 。 如 果 能 由 此 覺 察 觀 照 流 轉 的 心 識 ， 返 源 歸 真 ， 必 能 入 聖 道

之 流。如 湛 然 註 解 的《 止 觀 輔 行 傳 弘 決 》中 云：「 無 始 流 轉 不 出 三 道 ，

流 轉 由 識 ， 識 內 具 性 ， 照 性 由 智 ， 智 滿 成 道 ， 道 由 乘 至 。 」 2 0 2 這 即 是

說 明 三 道 流 轉 莫 不 是 由 此 心 識 ， 也 說 明 了 此 心 識 中 含 具 清 淨 本 性 ， 若

能 覺 照 心 識 中 的 清 淨 本 性 ， 必 能 轉 凡 成 聖 ， 這 就 是 覺 知 一 切 生 死 的 流

轉 不 出 於 心 識 所 造 的 意 思 。 因 此 ， 從 中 啟 發 心 性 中 所 含 具 的 智 慧 ， 深

切 體 悟 一 心 中 具「 空 、 假 、 中 」， 由 之 證 得 三 智「 一 切 智 、 道 種 智 、 一

切 種 智 」 三 智 圓 滿 的 佛 道 。  

而 談 到 觀 心 ， 這 便 是 覺 意 三 昧 禪 法 主 要 的 內 涵 。 由 覺 觀 一 念 心 之

實 相 ， 實 相 中 本 無 動 轉 ， 諸 心 起 時 亦 不 生 滅 ， 這 就 是 覺 意 三 昧 的 「 覺

觀 自 心 」之 觀 法 。 亦 如《 觀 心 論 》中 云 ：「 欲 修 四 三 昧 ， 不 知 問 觀 心 ，

困 惑 無 所 獲 。 」 又 說 「 諸 來 求 法 者 ， 修 三 昧 得 定 。 不 知 問 觀 心 ， 盲 禪

無 所 見 。 」 2 0 3 可 見 ，「 覺 觀 自 心 」 不 只 是 修 四 種 三 昧 的 主 旨 ， 也 是 欲

修 一 切 三 昧 禪 法 的 主 要 關 鍵 ， 也 是 智 者 大 師 整 個 覺 意 三 昧 禪 觀 的 核 心

重 點 。  

                                                

又 所 謂 「 觀 心 」， 誠 如 灌 頂 所 說 ：「 行 者 觀 一 念 自 生 心 善 修 行 ， 以

微 少 善 根 ， 能 令 無 量 行 成 解 ， 發 入 菩 薩 位 。 」 2 0 4 可 見 於 一 念 心 生 滅 當

下 之 處 而 作 觀 ， 必 能 成 就 無 量 行 門 ， 趣 入 諸 佛 功 德 ， 這 就 是 說 明 一 念

心 作 觀 之 重 要 ， 直 觀 心 鑰 的 法 門 思 考 。 易 言 之 ， 覺 意 三 昧 就 是 一 種 觀

心 法 門，亦 如 文 本 所 說：「 一 名 觀 心 相，亦 名 反 照 識 」即 是 如 此 之 意 。

2 0 5 如 灌 頂 的 《 觀 心 論 疏 》 說 ：「 行 者 觀 一 念 自 生 心 ， 心 數 起 時 反 照 觀

 
2 0 2  湛 然 《 止 觀 輔 行 傳 弘 決 》 卷 第 三 之 一 ， 大 正 四 六 ‧ 221 下 。  
2 0 3  灌 頂 《 觀 心 論 》 大 正 四 六 ‧ 584 上 。  
2 0 4  灌 頂 《 觀 心 論 疏 》 卷 第 三 ， 大 正 四 六 ‧ 603 下 。  
2 0 5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2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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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 不 見 動 轉 根 源 終 末 ， 來 處 去 處 ， 故 名 覺 意 三 昧 也 ！ 隨 自 意 非 行 非

坐 ， 准 此 可 解 」。 2 0 6 這 就 更 明 確 的 說 明 覺 意 三 昧 是 一 種 觀 心 法 。  

然 而 ， 所 謂 觀 心 法 ， 據 智 者 大 師 的 詮 釋 ， 乃 指 一 念 心 而 言 。 一 念

心 即 指 說 「 心 、 意 、 識 」 三 者 的 意 思 ， 廣 泛 的 說 ， 就 是 所 謂 的 一 念 三

千 法 界 心 的 意 思 。 如 《 摩 訶 止 觀 》 所 說 「 一 念 三 千 」 諸 法 之 意 涵 ， 即

是 此 意 。 因 此 ， 所 謂 的 觀 心 ， 即 是 以 直 觀 心 源 為 主 要 的 修 持 法 ， 這 就

是 覺 照 心 源 「 對 意 用 覺 」 而 修 觀 之 意 。  

再 者 ， 所 言 心 源 ， 乃 指 心 識 之 主 體 ， 謂 一 切 有 情 眾 生 輪 迴 與 解 脫

的 主 體 之 因 。 故 《 覺 意 三 昧 》 的 ＜ 辯 法 相 第 一 ＞ 所 言 ：  

 

夫行人欲度生死大海，登涅槃彼岸者。必須了達妄惑之本，善

知至道出要。妄惑之本，是即意之實際。至道出要，所謂反照

心源。識之實際即是正因佛性，反照心源即了因也！而此二

因，攝一切法罄無不盡。（大正四六‧621 上） 

 

由 此 而 觀，智 者 大 師 將 意 識 看 待 為 生 死 流 轉 之 因，以 意 識 為 妄 惑 之 本，

而 認 為 想 越 度 生 死 洪 流 大 海 ， 到 達 解 脫 的 涅 槃 ， 則 必 須 先 了 解 起 惑 造

業 的 根 本 之 因 。 因 此 若 能 覺 知 此 一 切 諸 惑 之 無 明 意 識 ， 即 能 止 息 一 切

煩 惱 結 使，這 也 就 是 了 因 佛 性。而「 正 因 佛 性 」，乃 是 就 心 的 本 質 所 具

之 如 來 法 性 ， 為 成 佛 的 正 因 ， 而 說 是 正 因 佛 性 。  

以 上 是 二 因 佛 性 說 的 課 題 ， 將 「 反 照 心 源 」 說 為 是 了 因 佛 性 ， 這

是 從 正 因 佛 性 中 發 起 智 慧 迴 轉 觀 察 ， 覺 照 貪 、 瞋 、 癡 之 虛 妄 ， 從 中 而

顯 發 自 性 清 淨 心 的 意 思。如《 覺 意 三 昧 》中 云：「 反 觀 心 性 空，則 一 切

世 間 諸 法，及 一 切 出 世 間 法 朗 然 圓 顯。以 是 義 故，說 智 慧 照 於 心 性 空。」

2 0 7 所 以 解 脫 的 根 本 乃 是 回 歸 於 心 處 的 觀 察 ， 這 就 是 智 者 大 師 以 心 為

「 正 因 佛 性 」，「 反 照 」（ 覺 知 ）心 源 為「 了 因 佛 性 」之 說。亦 即 反 照 自

心 如 來 佛 性，以 此 自 心 佛 性 為 正 因 返 樸 歸 真，出 離 生 死 入 於 聖 流 之 道。 

因 此 ， 對 於「 反 照 心 源 」， 智 者 大 師 認 為「 心 性 」是 譬 如「 清 淨 虛

                                                 
2 0 6  灌 頂 《 觀 心 論 疏 》 卷 第 三 ， 大 正 四 六 ‧ 603 中 。  
2 0 7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1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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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而 智 慧 是 譬 如「 圓 滿 日 光 湛 然 而 照 」。如《 覺 意 三 昧 》文 中 說：「 而

此 虛 空 性 雖 清 淨 ， 若 無 日 光 則 有 暗 起 。 非 以 虛 空 空 故 自 能 除 暗 ， 暗 若

除 者 必 假 日 光 」，這 即 是 將 智 慧 比 喻 為 日 光，以 日 光 能 除 黑 暗，亦 即 代

表 智 慧 能 除 無 明。故 說 以「 滅 暗 顯 空 」，而 彰 顯「 智 慧 」照 了「 心 性 空 」

的 意 思 。  

所 以 「 心 性 空 」 是 說 明 心 體 本 來 是 畢 竟 空 寂 的 意 思 ， 但 因 妄 惑 障

蔽 ， 所 以 才 必 須 假 藉 智 慧 力 來 滅 除 妄 惑 ， 而 顯 發 心 體 的 寂 然 空 性 。 譬

如 虛 空 本 然 清 淨 ， 但 被 烏 雲 所 遮 蓋 ， 必 須 假 於 日 光 的 照 耀 才 能 除 去 暗

晦 ， 如「 日 光 湛 然 而 照 」則 世 間 將「 暗 蔽 永 除 」， 這 就 是 覺 照 的 意 思 。

這 就 是 智 者 大 師 配 以（ 正 因、了 因 佛 性 ）二 因，詮 釋 覺 照 為 了 因 佛 性 ，

修 心 識 為 正 因 佛 性 的 二 因 佛 性 說 的 「 反 照 心 源 」 之 意 。 亦 即 以 三 因 佛

性 之「 正 因 佛 性 」與「 了 因 佛 性 」之 原 理 詮 釋，呈 顯 覺 意 三 昧 之 禪 法 ，

乃 是 不 失 為 一 種 照 見 本 然 佛 性 反 源 歸 真 ， 覺 悟 佛 性 之 法 門 。  

另 外 ， 關 於 智 者 大 師 二 因 佛 性 說 的 看 法 ， 湛 然 在 《 止 觀 輔 行 傳 弘

決 》卷 第 三 之 一 中，亦 做 了 深 入 的 看 法，如 說：「 但 以 三 識 體 性 對 於 三

德 三 因 ， 於 理 即 足 」。 2 0 8 可 見 湛 然 進 一 步 就 三 識 體 性 與 三 德 三 因 的 搭

配 ， 來 發 揮 智 者 大 師 心 意 識 之 理 ， 如 湛 然 《 止 觀 輔 行 傳 弘 決 》 說 ：  

 

言三識者。真諦三藏云：阿陀那七識。此即惑性體之緣因，阿

賴耶八識，此名藏識。以能盛持智種不失，體是無沒無明，無

明之性是了因。菴摩羅九識名清淨識即是正因。唐三藏不許此

釋云，第九乃第八異名。故新譯攝論不存第九，地論文中亦無

第九。但以第八對於正因，第七對於了因，第六以對緣因。今

依真諦仍合六七共為緣因，以第六中是事善惡亦是惑性，委釋

義非今所論，但以三識體性對於三德三因，於理即足。（大正

四六‧221 下） 

 

以 上 是 湛 然 就 三 因 佛 性 提 出 真 諦 與 玄 奘 的 看 法 ， 指 出 真 諦 以 第

七 、 八 、 九 識 配 置 三 因 佛 性 ， 玄 奘 以 第 六 、 七 、 八 識 配 置 三 因 佛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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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為 就 三 識 的 體 性 而 言 ， 是 堪 說 具 足 三 德 三 因 的 。 果 真 如 湛 然 此 說 ，

心 識 中 含 具「 正 因 佛 性 」，無 疑 也 是 指 心 識 所 含 具 的 清 淨 理 體 為 成 佛 的

正 因。要 言 之，這 是 依 據 智 者 大 師 所 說 的「 顯 發 心 實 相 」，說 心 性 之 理

體 實 相 乃 是 清 淨 常 寂 然，不 生 不 滅 畢 竟 空 寂 的 思 想，故 將 之 闡 述 為「 正

因 佛 性 」。湛 然 此 說 無 疑 是 立 於 八 識 的 體 性 是 清 淨 性 之 法，而 呈 顯 智 者

大 師 這 種 心 體 中 具 足 「 正 因 佛 性 」 的 看 法 ； 所 以 認 為 三 識 是 可 以 配 合

「 三 因 佛 性 」 而 談 。  

其 次 ， 湛 然 批 評 地 論 和 新 論 唯 識 論 師 雖 然 曉 得 「 轉 識 成 智 」 的 重

要 ， 但 是 卻 無 法 體 證 「 即 照 三 識 一 心 」 的 圓 頓 止 觀 ， 從 而 把 握 不 到 轉

識 成 智 的 真 正 精 髓 ， 湛 然 說 ：  

 

論家雖云翻識為智，而不即照三識一心，即此一心三智具足。

三般若者，實相正因，觀照了因，文字緣因，對德可知。三大

乘者，理乘法身，隨乘般若，得乘解脫。言三身者，如旨歸中。

三涅般者，性淨即法身，圓淨即般若，方便淨解脫。（大正四

六‧221 下） 

 

湛 然 認 為 ， 體 證 「 即 照 三 識 一 心 」 的 圓 頓 止 觀 ， 即 能 體 現 一 念 心

當 下 的 心 意 識，圓 具 三 智 與 三 種 佛 性，在 這 樣 的 一 念 心 的 圓 觀 之 中 ，

三 般 若、三 乘、三 身、涅 槃 三 德 是 圓 具 於 圓 融 止 觀 之 中，如 上 文 所 說

的 「 如 旨 歸 中 」， 指 的 就 是 湛 然 的 ＜ 始 終 心 要 ＞ 所 說 的 ：  

 

由是立乎三觀，破乎三惑，證乎三智，成乎三德。空觀者，破

見思惑，證一切智，成般若德。假觀者，破塵沙惑，證道種智，

成解脫德。中觀者，破無明惑，證一切種智，成法身德。然茲

三惑、三觀、三智、三德非各別也，非異時也，天然之理具諸

法故。（大正四六‧473 中） 

 

這 就 是 於 一 念 心 說 明 現 觀 圓 教 教 理 ， 我 們 估 且 推 究 為 智 者 大 師 所 未 詮

                                                                                                                                               
2 0 8  湛 然 《 止 觀 輔 行 傳 弘 決 》 卷 第 三 之 一 ， 大 正 四 六 ‧ 221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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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的 覺 意 三 昧 之 「 圓 極 七 覺 」 之 隱 意 。  

 

二 、 心 性 與 智 慧 性 修 不 二  

就 上 面 所 討 論 的 「 覺 意 三 昧 」 之 覺 照 心 源 ， 這 是 建 立 在 慧 觀 的 智

行 上 面 而 說 的 ， 也 就 是 說 這 是 以 慧 為 行 的 一 種 三 昧 禪 法 ， 亦 即 以 慧 為

主 導 的 戒 定 慧 一 體 的 修 行。誠 如 經 云：「 非 智 不 禪，非 禪 不 智。定 慧 相

資 二 輪 方 能 遠 ， 運 無 慧 之 禪 ， 豈 能 度 生 死 海 也 。 」 2 0 9 這 便 是 以 慧 而 修

禪 ， 用 智 慧 照 破 煩 惱 無 明 ， 觀 察 「 心 」 的 實 相 ， 從 而 不 造 作 諸 業 ， 進

而 止 息 煩 惱 生 死 的 輪 迴 而 得 入 解 脫 ， 這 就 是 說 明 以 智 慧 為 主 導 的 三 昧

觀 行 。  

而 此 覺 意 三 昧 所 著 重 的 慧 觀 ， 智 者 大 師 於 《 漸 次 止 觀 》 中 ， 亦 說

「 以 智 慧 觀 察 者 ， 觀 所 發 法 ， 推 檢 根 源 ， 不 見 生 處 ， 深 知 空 寂 ， 心 不

住 著 ， 邪 當 自 滅 ， 正 當 自 顯 」。 2 1 0 由 智 照 見 諸 法 真 相 ， 於 心 不 住 一 切

諸 法 ， 即 由 理 解 「 實 相 觀 」 相 應 到 「 實 踐 觀 」 上 的 說 法 ， 而 將 智 慧 運

用 在 三 昧 的 禪 法 上 的 修 持 。 可 以 說 這 就 是 透 過 智 慧 的 方 法 ， 以 智 慧 為

先 行 的 三 昧 觀 門 。 故 以 「 智 慧 」 來 覺 照 無 明 之 心 ， 即 是 性 修 之 說 明 。

例 如 ：《 覺 意 三 昧 》 ＜ 辯 法 相 第 一 ＞ 所 云 ：  

                                                

 

日之體相亦不生滅，但有日照空，則乾坤洞曉。以智慧日照心

性空，亦復如是。如日非即空，亦不離虛空。若日即是空，虛

空何能照；若日離於空，則不應依空而有照。慧日亦如是，非

即心性空，非離心性空；若即心性空，則不應修而有照。若離

心性空修亦不能照，如日非住空亦非不住空……慧日亦如是，

深觀心性空，不住心性空，能照一切空，非不住空故。雖照一

切空慧心無動退，如日能破暗，顯出虛空相。慧日亦如是，能

破無明暗，顯發心實相，如日雖滅暗顯於虛空相，而空無損益。

慧日亦如是，能除無明暗顯發實相，而於心性空不增亦不減，

如日不損空，亦復不益空……解惑亦如是，假名說破惑，惑性

 
2 0 9  灌 頂 《 觀 心 論 疏 》 卷 一 ， 大 正 四 六 ‧ 590 下 。  
2 1 0  智 顗 《 釋 禪 波 羅 蜜 次 第 法 門 》 卷 三 下 ， 大 正 四 六 ‧ 498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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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有，不來亦不去亦無所破。智慧雖普照，其性常寂然，不

生亦不滅畢竟無所照。（大正四六‧621 上、中） 

 

這 就 是 進 一 步 的 說 明 智 慧 與 心 體 二 者 是 性 修 不 二 的 關 係 ， 二 者 是

非 即 非 離 ， 以 智 慧 住 於 心 性 空 ， 亦 非 住 於 心 性 空 ， 說 明 智 慧 與 心 體 二

者 是 不 即 不 離 。 亦 即 智 慧 從 心 體 中 顯 發 出 來 ， 但 是 實 質 上 它 是 不 生 不

滅 、 不 增 不 減 、 不 來 不 去 的 屬 性 ， 而 為 性 修 不 二 之 說 。  

再 者，此 性 修 不 二，智 者 大 師 以 虛 空 和 日 光 為 十 喻 表 顯 體 相，即 ：

「 照 空 、 非 即 空 非 離 空 、 非 住 空 亦 非 不 住 空 、 滅 暗 顯 空 、 空 無 損 益 、

不 增 不 減 、 無 空 無 光 、 不 來 不 去 、 不 生 不 滅 、 其 性 常 寂 然 」 之 說 明 ，

亦 即 以 此 十 喻 表 顯 心 性 空 與 智 慧 二 者 是 「 非 即 非 離 ， 非 住 非 不 住 」 而

達 諸 法 相 。
2 1 1 如 所 言 「 若 即 心 性 空 ， 則 不 應 修 而 有 照 。 若 離 心 性 空 修

亦 不 能 照 ， 如 日 非 住 空 亦 非 不 住 空 」， 這 就 是 說 心 體 與 智 慧 是 性 修 不

二 。 以 智 慧 不 離 心 性 空 而 能 覺 照 觀 察 ， 如 虛 空 不 能 自 已 照 破 黑 暗 ， 必

須 假 藉 日 光，是 為「 非 離 」。而 智 慧 與 心 性 空 又 非 一，所 以 它「 非 即 」，

這 也 就 是 非 即 非 離 性 修 不 二 的 意 思 。 可 謂 這 種 非 即 、 非 離 ， 無 二 無 別

帶 有 中 道 思 想 而 詮 顯 實 相 義 涵 。  

綜 上 所 言，「 覺 意 三 昧 」是 立 於 智 行 上 所 說 的 禪 法，如 灌 頂 的《 觀

心 論 疏 》所 解：「 智 照 於 境 無 境 不 明，即 智 攝 於 境，境 發 於 智，無 智 不

發 」 2 1 2 ，故 以 智 慧 照 見 本 性，其 性 常 寂 然，畢 竟 無 所 有。這 正 呈 顯「 了

因 佛 性 」 不 離 於 「 正 因 佛 性 」 之 說 ， 因 此 ， 由 觀 心 體 的 本 然 寂 滅 空 性

「 入 覺 意 海 」， 其 實 這 是 性 修 不 二 的 意 思 。  

 

第 三 節   覺 意 三 昧 的 名 義 與 修 學 要 法  

   一 、 覺 意 三 昧 的 名 義  

如 上 一 章 所 述 ， 覺 意 三 昧 這 個 語 詞 始 至 《 般 若 經 》 的 百 八 三 昧 才

被 確 立，而 且 就《 般 若 經 》所 言，也 只 是 存 在 一 種 概 念 化 的 名 相 而 已 。

                                                 
2 1 1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1 中 。  
2 1 2  灌 頂 《 觀 心 論 疏 》 卷 一 ， 大 正 四 六 ‧ 589 上 。  

 92



爾 後 ， 雖 然 有 龍 樹 菩 薩 加 以 詮 釋 ， 但 是 其 實 對 於 覺 意 三 昧 整 個 法 門 的

修 持 內 涵 也 並 未 有 深 入 和 詳 細 的 詮 釋 。 於 是 ， 智 者 大 師 便 依 據 《 大 智

度 論 》 中 龍 樹 簡 略 的 解 釋 。 取 其 概 念 而 再 賦 予 新 意 ， 而 形 成 覺 意 三 昧

在 天 台 禪 觀 中 另 外 開 展 出 不 同 的 新 意 。 基 於 此 ， 以 下 將 討 論 覺 意 三 昧

這 個 概 念 在 經 論 和 在 天 台 的 詮 釋 意 義 。  

 

（ 一 ）、 覺 意 三 昧 在 經 論 中 的 詮 釋  

關 於 覺 意 三 昧 早 期 在 經 論 中 的 詮 釋 意 涵 ， 雖 然 上 一 章 已 略 有 研

討 ， 不 過 那 只 是 對 概 念 略 說 而 已 ， 本 文 此 處 亦 再 進 一 步 對 覺 意 三 昧 的

概 念 加 以 說 明 。  

「 覺 意 三 昧 」之 梵 文 為 bodhy-samadhi。「 覺 意 」 這 個 概 念 的 意 涵 ，

在《 阿 含 經 》裡 被 通 稱 七 覺 分 的 意 思，如《 增 壹 阿 含 經 》卷 三 十 三 云 ： 

「 七 覺 意 者：何 等 為 七 ？ 所 謂 念 覺 意 如 來 之 所 說，法 覺 意、精 進 覺 意 、

喜 覺 意 、 猗 覺 意 、 定 覺 意 、 護 覺 意 。 是 謂 ： 世 尊 ， 有 此 七 覺 意 者 ， 正

謂 此 耳 」 2 1 3 這 是 屬 於 三 十 七 菩 提 分 法 之 一 的 七 覺 支 法，因 而 又 稱「 道

心、覺 心、菩 提 心 」，依 此，相 應 於 覺 分 所 修 的 三 摩 提 而 稱 謂「 覺 意 三

昧 」。 由 此 而 知 ， 在《 阿 含 經 》中 沒 有「 覺 意 三 昧 」這 個 語 詞 概 念 ， 乃

是 出 現 於《 大 品 般 若 經 》的 百 八 三 昧 之 中。依 據《 大 品 經 》所 云 ：「 云

何 名 覺 意 三 昧 ， 住 是 三 昧 諸 三 昧 中 得 七 覺 分 ， 是 名 覺 意 三 昧 。 」 2 1 4

準 此 而 知 ， 覺 意 三 昧 意 指 於 諸 三 昧 中 修 得 七 覺 分 的 功 德 ， 即 名 為 覺 意

三 昧 。 這 即 是 說 覺 意 三 昧 是 以 覺 支 為 體 性 ， 其 所 修 習 能 令 行 者 在 諸 三

昧 中 得 證 七 覺 分 。  

                                                

而 論 及 覺 意 三 昧 的 功 德，如 龍 樹 菩 薩 的《 大 智 度 論 》中 說：「 覺 意

三 昧 者 ， 得 是 三 昧 令 諸 三 昧 變 成 無 漏 與 七 覺 相 應 ， 譬 如 石 汁 一 斤 能 變

千 斤 銅 為 金 無 量 」， 2 1 5 這 便 是 說 明 覺 意 三 昧 具 有 無 量 功 德 力 之 所 在 。

如 智 者 大 師 謂 此 七 覺 分 ： 一 擇 覺 、 二 精 進 覺 、 三 喜 覺 、 四 除 覺 、 五 捨

 
2 1 3  瞿 曇 僧 伽 提 婆 《 增 壹 阿 含 經 》 卷 三 三 ， 大 正 二 ‧ 731 上 。  
2 1 4  鳩 摩 羅 什 《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 卷 五 ， 大 正 八 ‧ 252 下 。  
2 1 5  龍 樹 《 大 智 度 論 》 卷 四 七 ， 大 正 二 十 五 ‧ 401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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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 、 六 定 覺 、 七 念 覺 ， 此 七 覺 意 法 。 2 1 6 是 修 道 位 所 修 的 道 品 ， 如《 摩

訶 止 觀 》云 ：「 七 覺 是 修 道 ， 法 華 云 ： 無 漏 根 力 覺 道 之 財 」。 2 1 7 可 見 這

是 「 道 品 中 重 要 的 一 類 ， 為 引 發 正 覺 的 因 素 」。 2 1 8 故 菩 薩 能 修 此 七 覺

分 ， 則 能 成 就 諸 法 三 昧 無 量 的 功 德 。  

再 者 ， 關 於 覺 意 三 昧 相 關 的 詞 意 概 念 ， 除 了 上 一 章 提 到 的 有 《 悲

華 經 》， 及 《 大 乘 悲 分 陀 利 經 》 的 「 有 覺 三 昧 」， 和 「 覺 分 三 昧 」 的 意

譯 外，還 有 無 羅 叉 譯 的《 放 光 般 若 經 》云：「 復 有 主 覺 三 昧，住 是 三 昧

者 於 諸 三 昧 有 七 覺 意 」的 譯 名。 2 1 9 此 中《 放 光 般 若 經 》所 譯 的「 主 覺 」

亦 即 表 此 「 覺 意 」 的 意 思 。 要 之 ， 覺 意 三 昧 有 以 上 同 義 而 異 譯 的 「 覺

意 」、「 有 覺 」、「 覺 分 」、「 主 覺 」 等 不 同 譯 名 ， 以 上 這 是 覺 意 三 昧 在 經

論 中 被 詮 釋 的 大 略 情 形 。  

 

（ 二 ）、 智 者 大 師 的 詮 釋  

由 上 面 經 論 所 說 的 解 釋 ， 可 知 在 早 期 經 論 中 這 個 覺 意 三 昧 是 通 於

修 習 七 覺 分 的 意 思 。 而 就 智 者 大 師 的 覺 意 三 昧 註 釋 我 們 從 這 部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而 觀 ， 可 以 看 出 智 者 大 師 的 詮 釋 與 經 論 中

的 簡 單 說 明 有 其 不 同 之 特 殊 。 主 要 是 智 者 大 師 除 了 承 續 慧 思 大 師 的 隨

自 意 三 昧 的 說 法 外 ， 同 時 也 融 入 自 已 在 佛 學 上 深 厚 的 獨 家 見 解 ， 從 眾

多 的 經 論 中 抉 擇 出 法 義 ， 來 詮 釋 這 個 覺 意 三 昧 的 概 念 ， 使 這 個 概 念 有

不 同 於 《 大 品 般 若 經 》 的 解 釋 ， 而 注 入 另 一 番 新 意 的 詮 釋 ， 不 得 不 說

這 正 是 呈 顯 擁 有 自 家 的 看 法 和 風 格 。  

首 先 ， 從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的 文 本 來 觀 ， 智 者 大

師 以 什 麼 來 詮 釋 此 一 語 詞 的 界 定 ， 依 文 本 所 說 是 ：   

    

問曰：云何名覺意三昧？何等是意。菩薩覺是意故，即得具足三 

摩提耶，且復諸法無量。何以但對意用覺以明三昧？答曰：覺 

                                                 
2 1 6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2 上 。  
2 1 7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七 上 ， 大 正 四 六 ‧ 88 上 。  
2 1 8  參 見 印 順 法 師 《 成 佛 之 道 》 增 注 本 ， 台 北 ： 正 聞 出 版 ， 1994， 頁 231-233。  
2 1 9  無 羅 叉 《 放 光 般 若 經 》 卷 四 ， 大 正 八 ‧ 24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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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照了，意名諸心心數，三昧名調直定。行者諸心心數起時， 

反照觀察不見動轉，以是義故，名為覺意三昧。（大正四六‧

621 中、下） 

 

從 這 個 答 問 中 ， 已 相 當 明 確 的 說 明 智 者 大 師 對 覺 意 三 昧 的 解 釋 ， 是 從

「 覺 照 意 念 」這 個 觀 點 來 詮 釋 它 的。 說「 覺 」是 照 了，「 意 」是 指 諸 心

數 ，「 三 昧 」 為 「 調 直 定 」， 以 此 界 定 覺 意 三 昧 這 個 詞 意 的 概 念 。  

所 謂 「 調 直 定 」 是 調 整 散 亂 心 使 之 正 直 ， 於 修 持 禪 定 中 能 息 慮 凝

心 而 不 散 亂 ， 心 定 於 一 處 ， 依 此 而 稱 為 調 直 定 。 這 是 指 行 者 在 諸 心 心

數 生 起 時 ， 不 斷 的 反 照 觀 察 諸 意 念 的 生 滅 ， 從 中 覺 知 緣 起 性 空 ， 本 無

動 轉 ， 將 心 與 心 所 ， 能 觀 心 與 所 觀 境 俱 泯 ， 然 後 心 中 寂 然 不 動 ， 而 得

到 「 具 足 三 摩 提 」， 這 就 是 覺 意 三 昧 。 而 「 三 摩 提 」， 梵 文 samadhi 之

意 譯 為 調 整 、 決 定 。 漢 譯 為 三 昧 、 正 定 、 等 持 之 意 思 。 這 是 謂 心 一 性

境 ， 指 禪 定 的 境 界 已 達 到 止 的 功 德 。 亦 即 經 由 調 心 的 方 法 而 得 到 心 一

境 性，於 此 具 足「 三 摩 提 」，攝 持 一 切 無 量 諸 法 使 之 無 礙 成 就 的 意 思 。 

依 於 此 ， 若 從 定 慧 二 法 來 說 ， 雖 然 覺 意 三 昧 是 著 重 對 心 的 慧 力 直

觀 ， 屬 於 慧 學 ， 但 是 個 慧 學 終 究 還 是 導 入 禪 定 的 。 基 於 此 ， 可 以 說 這

是 慧 禪。又 從 覺 意 三 昧 這 個 語 詞 來 觀，「 三 昧 」是 定，覺 是 慧 觀，由 此

而 說 覺 意 三 昧 亦 是 不 離 定 慧 相 資 的 禪 觀 。  

此 外 ， 試 著 從 另 外 一 個 層 面 加 以 分 析 ， 說 明 覺 意 三 昧 的 觀 一 念 心

與 七 覺 支 法 的 功 德 之 相 通 處 。 首 先 ， 七 覺 支 所 說 的 「 念 覺 、 擇 覺 、 精

進 擇 、 喜 覺 、 除 覺 、 捨 覺 、 定 覺 」之 七 支 法（ 七 覺 意 ）， 是 以 覺 意 為 體

性 ， 乃 法 念 處 所 攝 ， 其 性 質 可 以 說 是 「 增 上 意 學 」 的 法 行 。 如 就 「 覺

意 」 的 詞 義 而 言 ， 所 指 的 不 外 就 是 意 念 法 的 意 思 。 例 如 楊 郁 文 的 《 阿

含 要 略 》 目 錄 ， 所 分 類 的 「 增 上 善 學 、 增 上 信 學 、 增 上 戒 學 、 增 上 意

學 、 增 上 慧 學 、 正 解 脫 學 」 2 2 0 之 分 類 法 ， 其 中 ， 七 覺 支 法 就 是 編 集 在

增 上 意 學 的 項 目 之 中 ， 而 標 顯 七 覺 支 是 增 上 意 學 之 法 行 。 又 按 《 阿 含

要 略 》 書 中 ， 楊 氏 在 行 文 的 篇 章 中 ， 將 意 學 增 上 的 部 份 又 另 外 標 稱 為

「 增 上 定 學 」 之 用 語 來 代 稱 。 形 成 二 種 概 念 的 使 用 ， 我 們 依 據 楊 氏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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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的 這 二 種 概 念 而 加 以 澄 清 和 推 究 ， 顯 示 了 七 覺 支 法 是 增 上 意 學 ，

也 是 增 上 定 學 之 法 行 ， 本 文 認 為 楊 氏 這 種 分 類 和 解 釋 是 相 的 當 合 理

性。其 次，楊 氏 又 依 據《 阿 含 經 》之 經 意，指 出 七 覺 支 是「 漸 次 而 起 ，

修 習 滿 足 」的 漸 次 增 上 法。 2 2 1 如 經 云：「 此 七 覺 分 漸 次 起，漸 次 起 已 ，

修 習 滿 足 。 」 2 2 2 由 此 而 觀 ， 七 覺 支 的 七 分 行 法 是 漸 次 增 上 的 法 行 ， 於

意 念 中 一 一 漸 起 作 觀 修 習 滿 足 ， 而 稱 為 增 上 意 學 或 增 上 定 學 之 法 。  

然 而 ， 就 此 觀 察 智 者 大 師 的 覺 意 三 昧 ， 覺 觀 一 念 心 ， 當 體 覺 照 緣

起 性 空 ， 諦 觀 諸 法 實 相 而 斷 除 貪 瞋 癡 之 造 作 ， 止 息 煩 惱 ， 這 種 意 念 處

作 觀 的 修 習 法，其 實 這 是 有 超 越 七 覺 支 的 一 一 分 位 的 漸 次 修 法。因 此，

智 者 大 師 的 覺 意 三 昧 之 覺 觀 一 念 心 ， 是 簡 化 和 超 越 了 《 阿 含 經 》 的 七

覺 支 的 分 位 漸 次 修 法 的 解 釋 ， 而 表 達 了 於 一 念 心 中 亦 可 修 習 七 覺 意 法

之 滿 足 分 的 意 味 ， 可 以 說 這 相 通 於 《 大 智 度 論 》 所 說 的 一 念 當 中 可 修

習 七 覺 支 的 說 法 。  

以 上 說 明 智 者 大 師 的 覺 意 三 昧 以 覺 觀 心 源 闡 釋 七 覺 意 法 ， 而 透 顯

覺 意 法 門 的 內 涵 ， 誠 如 所 說 「 菩 薩 從 初 發 心 ， 所 有 觀 行 ， 終 至 極 果 通

名 七 覺 意 ， 亦 名 觀 心 相 ， 亦 名 反 照 識 」。 2 2 3 由 此 而 知 ， 七 覺 意 乃 是 一

種 觀 心 門 ， 故 智 者 大 師 認 為 覺 意 三 昧 的 覺 觀 心 源 這 種 觀 心 相 門 就 是 通

七 覺 意 法 之 行 門 。  

 

二 、 覺 意 三 昧 在 天 台 宗 的 概 念  

覺 意 三 昧 在 天 台 宗 啟 自 慧 思 大 師 的 開 始 ， 由 《 隨 自 意 三 昧 》 到 智

者 大 師 的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乃 至 後 期 的 《 摩 訶 止 觀 》

之「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這 三 者 之 間 遂 在 天 台 宗 的 止 觀 教 學 中，形 成 一 個

演 化 的 過 程 ， 使 得 這 個 概 念 在 天 台 宗 另 有 不 同 的 說 法 。 以 下 將 進 行 說

明 在 天 台 宗 一 個 流 變 的 情 形 。  

                                                                                                                                               
2 2 0  楊 郁 文 《 阿 含 要 略 》 目 錄 ， 台 北 ： 東 初 出 版 ， 1994 年 。 頁 01-013。  
2 2 1  參 見 楊 郁 文 《 阿 含 要 略 》 頁 240。  
2 2 2  求 那 跋 陀 羅 《 雜 阿 含 經 》 卷 二 七 ， 大 正 二 ‧ 196 下 。  
2 2 3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2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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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隨 自 意 、 覺 意 、 非 行 非 坐 之 三 名  

覺 意 三 昧 的 相 關 概 念 ， 在 天 台 宗 可 以 說 有 三 種 共 通 之 義 。 就 是 慧

思 大 師 的 《 隨 自 意 三 昧 》 一 卷 ， 及 智 者 大 師 所 註 釋 的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一 卷 ， 和 《 摩 訶 止 觀 》 中 的 四 種 三 昧 之 「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 這 三 種 三 昧 觀 法 形 成 覺 意 三 昧 一 個 特 殊 的 「 三 部 曲 」。  

除 了 從 禪 法 的 內 涵 及 說 法 的 形 式 和 目 的 相 同 外 ， 主 要 也 是 根 據 智

者 大 師 在 《 摩 訶 止 觀 》 中 的 四 種 三 昧 之 「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 中 所 說 的 ：  

  

非行非坐三昧者，上一向用行坐，此即異上，為成四句故名非 

行非坐。實通行坐及一切事，而南岳師呼為隨自意，意起即修 

三昧，大品稱覺意三昧，意之趣向的皆覺識明了，雖復三名實 

是一法。（大正四六‧14 中、下） 

 

根 據 這 個 說 法 不 管 是「 隨 自 意 三 昧 」、「 覺 意 三 昧 」或「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

「 雖 復 三 名 實 是 一 法 」，由 這 句 話 而 知 這 三 者 是 被 視 為 同 一 種 三 昧 的 概

念 來 看 待 的 ， 依 此 我 們 界 定 它 形 成 一 個 演 變 的 過 程 。 又 湛 然 在 《 止 觀

輔 行 弘 傳 》中 也 說：「 雖 有 非 行 非 坐 等 三 名 不 同，袛 是 四 儀 修 觀 之 法 」。

又 說 ：「 隨 自 下 二 名 既 是 覺 意 異 名 ， 其 名 雖 殊 義 同 覺 意 」。 2 2 4  可 見 湛

然 也 認 為 「 隨 自 意 三 昧 」， 或 「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 二 者 雖 名 字 不 同 ， 但

實 質 上 都 是 列 稱 「 覺 意 」 三 昧 的 意 思 。  

其 次 ， 依 智 者 大 師 在 《 覺 意 三 昧 》 中 所 說 ：  

 

所有觀行法門，終至極果通名七覺意，亦名觀心相，亦名反照

識。如是等種種名字無量三昧者，秦言調直心，亦名常寂定。

如明鏡不動，靜水無波，若對眾境影像，皆現心亦如是。性雖

明淨以念動故，則無所照，了因上修習，即得念無動轉，普現

法門，對此定已心無邪曲，名為三昧，故云覺意三昧。（大正

四六‧622 中） 

                                                 
2 2 4  湛 然 《 止 觀 輔 行 傳 弘 決 》 卷 二 之 二 ， 大 正 四 六 ‧ 193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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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是 說 覺 意 三 昧 的 七 覺 意 是 通 行 一 切 諸 法 門 ， 亦 即 涵 攝 一 切 法 門 的 終

究 極 果 之 禪 門 ， 也 是 說 明 覺 意 三 昧 是 一 種 觀 心 法 門 。 而 這 種 觀 心 門 是

以 觀 照 心 源 本 處 的 一 種 禪 法 ， 故 名 觀 心 相 ， 亦 名 反 照 識 。 基 於 此 ， 這

是 涵 攝 一 切 諸 三 昧 門 ， 當 然 亦 可 相 通 於 「 隨 自 意 三 昧 」 和 「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 了 。  

   其 實，從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亦 即 是 覺 意 三 昧 這 一 層 關 係 來 談，非 行 非 坐

三 昧 是 可 以 被 說 為 是 覺 意 三 昧 的 後 續 發 展 。 而 名 謂 上 之 不 同 ， 乃 是 為

了 配 合 《 摩 訶 止 觀 》 中 所 謂 的 四 種 三 昧 （ 常 行 、 常 坐 、 半 行 半 坐 ） 的

性 質 而 說 的 ， 才 命 名 為 「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 之 名 。  

而 「 隨 自 意 三 昧 」 是 南 岳 慧 思 大 師 所 著 作 的 禪 觀 ， 湛 然 謂 這 是 約

以「 四 威 儀 食 語 默 等 」所 修 的 行 法，乃 是 出 自《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也 就

是 說 南 岳 慧 思 大 師 的《 隨 自 意 三 昧 》，是 對《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另 外 再 解

釋 的 著 作 。 2 2 5 《 隨 自 意 三 昧 》其 中 的 要 點 ， 主 要 是 針 對 菩 薩 利 他 六 波

羅 蜜 行 這 個 重 要 觀 點，另 外 再 加 以 解 釋。至 於，所 稱 的《 隨 自 意 三 昧 》

之 名 ， 應 是 慧 思 大 師 依 於 論 中 所 言 的 《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 佛 告 等 行 ，

一 切 諸 法 皆 空 如 幻 ， 從 和 合 而 有 ， 無 有 作 者 ， 皆 從 憶 想 分 別 而 起 ， 無

有 主 故 隨 意 而 出 」 2 2 6 之 意 而 所 立 名 的 。  

再 者 ， 依 《 隨 自 意 三 昧 》 所 云 ：  

 

菩薩行時身心無定無亂，亦能覺了一切眾事，覺其所覺俱不可

得，無有諸大陰界入，眾魔群盜不得入，是故名為首楞嚴定。

從初發心終至極果，一切聖行皆如隨自意三昧。（卍續九八‧

691 上） 

 

由 此 所 說 而 觀 ， 慧 思 大 師 由 覺 觀 的 立 場 點 出 「 首 楞 嚴 三 昧 」 及 「 隨 自

意 三 昧 」，二 者 在 內 涵 上 密 切 的 關 係。其 實 吾 人 若 進 一 步 推 敲，這 多 少

已 隱 含 「 覺 意 三 昧 」、「 首 楞 嚴 三 昧 」 及 「 隨 自 意 三 昧 」 三 者 之 間 的 三

                                                 
2 2 5  湛 然 《 止 觀 輔 行 傳 弘 決 》 卷 二 之 二 ， 大 正 四 六 ‧ 193 上 。  
2 2 6  鳩 摩 羅 什 《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 卷 上 ， 大 正 十 五 ‧ 630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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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 行 法 之 內 在 相 通 之 關 係 的 解 釋 。  

總 之 ， 這 三 者  (《 隨 自 意 三 昧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覺 意 三 昧 》

和 《 摩 訶 止 觀 》 中 的 四 種 三 昧 之 「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 )  的 關 係 是 相 當 密

切 ， 形 成 一 個 流 變 的 發 展 ， 也 是 具 有 自 家 風 格 的 一 種 禪 觀 。  

 

（ 二 ） 隨 自 意 、 覺 意 、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之 別 同  

上 面 所 說 ， 三 者 在 天 台 宗 形 成 一 個 密 切 的 流 變 關 係 ， 誠 如 《 摩 訶

止 觀 》的「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相 關 文 中 所 說 的 這 三 者「 復 三 名 實 是 一 法 」。

雖 然 如 此 ， 在 這 「 一 法 」 流 變 的 形 態 中 ， 仍 不 乏 有 它 所 不 同 的 立 足 點

之 處 。 關 於 這 一 點 ， 本 文 從 名 義 這 方 面 來 說 明 。  

就 一 法 三 名 而 言 ， 實 際 上 這 三 名 都 是 名 異 而 義 同 的 一 種 觀 心 法 門

的 詮 釋 。 只 是 「 隨 自 意 三 昧 」 注 重 於 隨 取 意 念 ， 而 「 覺 意 三 昧 」 則 是

比 較 強 調 覺 觀 ； 而 「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 是 以 一 切 行 、 住 、 坐 、 臥 為 取 向

的 ， 因 此 這 三 者 在 觀 修 的 切 入 點 的 立 場 有 所 不 同 。  

其 次，「 隨 自 意 」是 慧 思 大 師 依 據《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的 內 涵 再 加 以

別 註 的 。 雖 然 《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 所 談 的 六 波 羅 蜜 菩 薩 行 ， 也 是 不 出 於

般 若 的 實 相 空， 2 2 7 但 以 另 一 方 面 也 是 本 著 重 於 心、意、識 的 思 想。 2 2 8

這 與 智 者 大 師 所 註 釋 的「 覺 意 三 昧 」，立 足 於 心、意、識 上 覺 觀 緣 起 性

空 的 中 道 實 相 思 想 差 別 性 不 大。關 於 這 一 點，「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就 更 在

這 上 面 展 現 ， 而 且 結 合 懺 法 ， 使 得 較 前 二 者 更 具 有 豐 富 和 圓 融 細 膩 的

思 考 風 格 。  

總 之 ， 三 者 的 內 容 解 釋 大 致 各 有 特 色 ， 於 異 同 中 彼 此 相 通 。 這

不 能 不 說 正 是 智 者 大 師 整 合 了 他 自 已 的 義 理 哲 學 和 師 承 的 一 種 圓 融

性 的 創 見 ， 也 是 對 這 一 語 詞 的 概 念 意 義 再 予 以 深 化 的 詮 釋 ， 形 成 覺

意 三 昧 一 個 進 展 的 風 貌 。  

 

                                                 
2 2 7  參 見 石 景 仙 章 ＜ 天 台 三 大 部 の引用書目について－「摩訶止觀」と「首楞嚴

三昧經」 ＞ ，《 印 佛 研 》 30-1， 1981， 頁 344-346。  
2 2 8  鳩 摩 羅 什 《 佛 說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 卷 上 ， 大 正 十 五 ‧ 629-645 上 。  

 99



三 、 覺 意 三 昧 的 修 學 要 法  

（ 一 ） 明 一 念 心 、 意 、 識  

覺 意 三 昧 的 法 門 主 要 是 談 觀 心 之 修 持 方 法，而 觀 心，謂 指 一 念 心，

故 智 者 大 師 首 先 解 釋 何 謂 一 念 心 之 心 意 識 。 對 於 心 意 識 除 了 解 釋 外 ，

另 一 方 面 也 帶 有 反 駁 當 時 其 他 學 說 的 看 法，本 節 也 循 此 課 題 略 為 論 述。 

覺 意 三 昧 的 修 學 之 要 以 觀 一 念 心 為 入 門 之 道，一 念 心 謂 指 心、意、

識 三 者 ， 此 三 者 就 智 者 大 師 的 看 法 ， 認 為 是 同 一 體 性 的 ， 這 看 法 除 了

本 自 立 足 於 中 道 實 相 的 思 想 外 ， 另 一 方 面 也 反 思 對 立 性 之 分 別 的 思 考

模 式 。 如 所 主 張 的 心 、 意 、 識 三 位 一 體 性 的 看 法 ， 這 多 少 是 不 苟 同 於

唯 識 學 派 的 說 法 ， 而 且 帶 有 反 思 的 意 味 。  

依 照 唯 識 家 所 說 的 ，心、意 、識（ 梵 文 cit ta-mano-vijbana），第 八

阿 賴 耶 識 集 起 （ 種 子 ） 名 為 心 ， 第 七 末 那 恒 審 思 量 名 意 ， 前 六 識 了 境

名 識 ， 這 就 是 心 、 意 、 識 三 者 ， 此 三 者 分 別 說 明 有 情 眾 生 精 神 層 面 的

三 個 要 素 。 若 依 智 者 大 師 這 種 反 唯 識 家 詮 釋 的 看 法 ， 他 認 為 這 三 者 同

一 心 體 ， 在 一 心 中 彼 此 是 互 為 因 緣 ， 不 須 要 如 唯 識 所 說 的 對 境 約 心 ，

了 別 約 識 ， 分 別 約 意 的 這 種 分 別 的 說 法 。 如 在 《 覺 意 三 昧 》 中 言 ：  
 

若初對境覺知，異乎木石名為心，次籌量分別名曰意，了了識

達名曰識，是為心意識之別。如是取者，即墮心顛倒、想顛倒、

見顛倒中，若能了知心非有意亦不非有意。則心中非有識非不

有識，若意中非有心非不有心，則意中非有識，亦非不有識。

若識中非有意亦非不有意，則識中非有心亦非不有心。……是

故心意識不斷不常，若不見斷常終不見一異，是故說為意，即

攝於心識義，一切法亦然。（大正四六‧621 下） 

 

智 者 大 師 認 為 心 、 意 、 識 三 者 彼 此 的 關 係 ， 是 非 有 非 不 有 ， 非 一

非 三，非 一 非 異 的。何 必 於 法 相 上 強 做 嚴 格 的 區 分，如 果 還 要 特 別 強

調 以 覺 受 叫 做 心，計 度 分 別 叫 做 意，了 別 叫 做 識，依 於 這 種 分 別 去 認

識 它，那 麼 他 認 為 這 是 錯 誤 顛 倒 的 看 法。其 實，智 者 大 師 這 種 看 法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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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是 在 打 破 對 立 性 的 說 法，崇 尚「 中 觀 」開 顯 諸 法 的 實 相 義，評 破 空 、

有 二 執 之 說。認 為 不 知 法 的 相 性 本 末 究 竟 者 是 為 不「 覺 」，而 所 謂「 覺 」

者 是 能 清 楚 正 觀 法 的 體 性，所 以 要 覺 知 諸 法 實 相。透 見 心、意、識 三

者 和 合 不 離 於 緣 起 性 空 中 道 實 相，於 此 中 道 實 相 之 中，心、意、識 三

者 是 非 有 非 不 有 ， 非 一 非 三 ， 非 一 非 異 的 意 涵 。  

又 「 覺 」 者 ， 據 湛 然 的 《 止 觀 輔 行 傳 弘 決 》 卷 第 一 之 一 中 說 ：  

 

識心性，故名為覺者。覺者亦無名，無覺者。對境名覺，內了

名知，知覺體一義意不異，無有分別內外宰主，名無分別者。

又云，識五逆性名為覺者，照了菩提名為知者。知此二法名分

別者。（大正四六‧184 中）  

 

這 乃 是 湛 然 對 「 覺 知 」 一 義 加 以 說 明 之 處 ， 以 覺 觀 諸 境 ， 了 知 法 性 名

為 覺 知。知 此 二 者 亦 是 無 分 別，名 為 真 覺 知。以「 執 為 常 等 不 名 為 覺 ，

覺 了 此 倒 非 一 異 相，唯 觀 法 性 方 名 為 覺 」，2 2 9 可 以 說 湛 然 是 試 圖 從「 覺 」

與 「 不 覺 」 中 呈 顯 中 道 實 相 。  

因 此 ， 覺 知 心 、 意 、 識 三 者 的 真 實 法 性 是 「 非 一 」、「 非 三 」，「 非

有 」、「 非 不 」 的 。 簡 而 言 之 ， 如 果 就 修 行 的 角 度 而 言 ， 在 法 相 上 執 意

區 分 對 修 行 上 沒 有 質 實 上 的 意 義 。 基 於 此 ， 所 應 注 重 的 是 如 何 導 引 修

行 ， 捨 去 妄 想 分 別 ， 入 實 相 門 而 趣 向 生 死 解 脫 是 比 較 重 要 的 ； 所 以 ，

對 於 這 心 、 意 、 識 的 說 法 ， 其 實 ， 智 者 大 師 是 有 意 重 新 反 思 而 給 予 實

質 上 的 界 定 和 說 明 的 。  

另 外，這 種 反 思 也 是 存 有 對 當 時 學 派 地 論 師 與 攝 論 師 不 同 的 爭 議

性 之 說 法。由 於 當 時 南 北 二 道 的 攝 論 師 和 地 論 師，為 阿 賴 緣 起 和 真 如

緣 起 的 染 淨 成 佛 依 持 的 定 位 問 題，而 產 生 莫 大 分 岐 與 爭 議。這 二 派 的

見 解 各 持 不 同 的 看 法，乃 是 因 為 針 對 佛 性 的「 始 有 」和「 本 有 」各 持

已 見，而 引 起 相 當 白 熱 化 的 爭 議。智 者 大 師 居 於 此 教 內 的 熱 潮，對 於

心 意 識 說 也 難 免 表 達 了 自 家 的 看 法 。  

而 關 於 心 意 識 說 這 個 問 題 ， 據 陳 英 善 的 研 究 ， 在 所 其 著 作 的 《 慧

                                                 
2 2 9  湛 然 《 止 觀 輔 行 傳 弘 決 》 卷 二 之 二 ， 大 正 四 六 ‧ 193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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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與 智 者 心 意 說 之 探 討 》一 文 中，據 探 討 則 說 心 意 識 說 是 個 複 雜 的 課

題 ， 其 「 歸 納 約 有 三 種 看 法 ： 染 、 淨 、 染 淨 合 和 識 」。 而 這 個 極 為 複

雜 的 課 題，慧 思 大 師 和 智 者 大 師 也 適 時 反 應 出 不 同 的 立 論。認 為 慧 思

大 師 是 立 足 於 禪 觀 修 證 上，原 則 上 並 沒 有 反 應 出 批 判 和 區 別 的 態 度 ，

只 是 看 待 為 第 七 識 為 金 剛 智。而 相 對 於 智 者 大 師，則 提 出 了 反 應 的 批

判 態 度 ， 將 心 意 識 做 即 「 一 三 ， 三 一 」 的 非 三 非 一 的 思 考 。 2 3 0  

果 真 此 說，這 種 一 即 三，三 即 一 的 意 思，無 疑 也 是 出 自 於 自 宗 的

圓 融 思 想 模 式 底 下 的 批 判 ， 立 於 三 法 圓 融 上 的 全 盤 性 思 考 所 做 的 詮

釋 。 如 在 《 覺 意 三 昧 》 中 云 ：  

 

心意識非一，故立三名；非三故說一性。若知名非名，則性亦

非性。非名故不三；非性故不一。非三故不合；非一故不散。

非合故不有；非散故不空。非有故不常；非空故不斷。若不見

常斷，終不見一異。是故說意者，即攝於心識，一切法亦然！。

（大正四六‧621 下） 

 

從 以 上 所 說 的 心 意 識 三 者 是 「 非 一 故 立 三 名 ； 非 三 故 說 一 性 」 的 說 法

而 觀 ， 這 是 不 離 於 一 即 三 ， 三 即 一 的 圓 融 性 思 考 之 立 埸 ， 也 是 在 試 圖

融 合 「 空 」、「 有 」 的 課 題 ， 故 說 心 意 識 三 者 是 不 空 不 有 、 不 斷 不 常 、

不 一 不 異 。  

總 而 言 之 ， 不 管 是 立 足 於 什 麼 樣 的 批 判 態 度 ， 這 裡 所 思 考 的 「 心

意 識 非 一 故 立 三 名 ， 非 三 故 說 一 性 」 的 立 論 。 主 要 的 是 說 明 一 即 三 ，

三 即 一 的 思 想 。 其 所 要 導 引 出 的 意 思 即 是 三 法 同 一 心 體 ， 在 同 一 心 體

中 的 實 踐 下，從 意 法 切 入，亦 可 令 三 法 同 修 圓 證，所 以 說「 若 觀 意 者 ，

即 攝 於 心 識 ， 一 切 法 亦 然 」。  

    

（ 二 ） 覺 觀 意 念 為 要 法  

                                                 
2 3 0  參 見 陳 英 善 ＜ 慧 思 與 智 者 心 意 識 說 之 探 討 ＞ 《 中 華 佛 學 學 報 》 第 十 一 期 ， 頁

155-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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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台 宗 的 禪 觀 自 慧 文 大 師 的「 一 心 三 觀 」，乃 至 慧 思 大 師「 隨 自 意

三 昧 」 以 來 都 是 以 「 心 」 為 禪 觀 的 主 修 法 ， 如 「 隨 自 意 三 昧 」 便 是 以

覺 觀 意 識 為 修 法 。 就 此 而 知 ， 天 台 的 止 觀 一 直 是 注 重 「 觀 心 」 這 個 課

題 ， 以 說 明 心 為 一 切 諸 法 之 本 源 ， 這 就 是 以 心 為 其 本 ， 必 能 「 本 立 而

道 生 」。  

如 覺 意 三 昧 中 所 說 的 「 反 照 心 源 」，「 一 切 諸 法 雖 復 無 量 ， 然 窮 其

本 源 莫 不 皆 從 心 意 識 造 」， 2 3 1 這 就 是 以 心 為 其 本 的 看 法。故 說：「 若 能

深 心 觀 察 ， 破 意 無 明 ， 則 愚 癡 使 亦 皆 隨 滅 。 是 諸 法 雖 復 眾 多 ， 但 舉 意

以 明 三 昧 」。可 見 意 念 止 息 了，諸 煩 惱 無 明 業 亦 隨 之 消 滅，這 即 是 破 意

無 明 ， 無 明 若 破 ， 一 切 煩 惱 結 使 隨 之 滅 除 清 淨 。 要 言 之 ， 雖 有 八 萬 四

千 無 量 諸 法 門 ， 總 說「 對 意 用 覺 」為 至 道 ，「 意 」為 入 門 之 修 法 ， 這 便

是 覺 意 三 昧 主 要 的 修 習 法 門 。  

所 謂 「 意 」 念 之 無 明 ， 乃 是 因 為 意 念 之 妄 能 起 無 明 之 惑 ， 造 諸 業

煩 惱 而 生 死 輪 迴 ， 故 意 念 為 妄 識 。 關 於 這 個 問 題 慧 思 大 師 在 《 隨 自 意

三 昧 》 ＜ 坐 威 品 ＞ 第 三 中 ， 就 有 進 一 步 探 討 到 所 謂 「 意 識 」 原 是 思 量

之 意 ， 謂 意 識 乃 是 分 別 的 有 漏 心 法 ， 屬 妄 識 能 造 諸 業 煩 惱 之 因 。 因 此

之 故 ， 如 何 以 妄 識 為 入 道 之 門 ？ 如 他 在 《 隨 自 意 三 昧 》 文 中 做 了 以 下

的 討 論 ：  

 

問曰：眾生六識是生死識不是智慧，涅槃經云：依智不依識，

今此意識是何等識而能如是種種巧用智慧無差。答曰：一切眾

生用智有異不得一等，愚癡凡夫用六情識，初心菩薩用二種

識。一者轉識，名為覺慧，覺了諸法，慧解無方。二者名為藏

識，湛然不變。（卍續九八‧701） 

 

以 上 所 討 論 的 「 意 」 識 是 無 明 業 識 ， 它 如 何 被 善 巧 的 使 用 ？ 據 慧

思 大 師 的 看 法 認 為 眾 生 與 菩 薩 不 同 ， 眾 生 的 智 用 不 一 ， 眾 生 以 六 情 識

為 用 ； 但 初 心 菩 薩 不 同 ， 是 以 二 種 識 為 用 ， 即 以 轉 識 和 藏 識 為 用 。 初

心 菩 薩 的「 轉 識 」又 名 為「 覺 慧 」，此 轉 識 能 覺 知 諸 法 慧 解 圓 明。換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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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菩 薩 於 所 緣 境 的 當 體 中，能 覺 知 諸 法 本 性 空 寂，觀 諸 法 緣 起 性 空 ，

破 諸 無 明，轉 煩 惱 為 菩 提 的 由 染 成 淨，故 稱 轉 識 為 覺 慧。而 關 於 此「 覺

慧 」 之 內 容 ， 慧 思 大 師 《 隨 自 意 三 昧 》 進 一 步 的 說 ：  

 

新學菩薩用第七識剛利智，觀察五陰、十八界等，無有集散虛

妄不實，無名無字無生滅，是時意根名為聖慧根者。從得信根

乃至慧根……發言可信實不虛謬，名為信慧，善轉眾生住七覺

慧，故名聖慧根。聖名無著，亦名清淨，能度眾生立照為聖。

無著者，以聖慧根覺知六根空無有主，覺知六塵無色，覺知六

識無名無相。（卍續九八‧696 下-697 上） 

 

慧 思 大 師 認 為 第 七 識 是 剛 利 智 ， 能 觀 察 五 陰 「 色 、 受 、 想 、 行 、

識 」，及 六 根 六 塵 六 識 合 和 之 十 八 界 虛 妄 心，認 為 以 妙 觀 察 智 轉 意 根 為

聖 慧 根，再 以 此 聖 慧 根 覺 知 六 根、六 識、  六 塵 一 切 皆 無 所 有，這 就 是

覺 慧 的 意 思 。  

其 次 ， 慧 思 大 師 的《 大 乘 止 觀 法 門 》卷 第 三 ， 亦 謂 ：「 真 心 是 體 ，

本 識 是 相 ， 六 七 等 識 是 用 」 2 3 2 （ 這 裡 的 本 識 是 指 第 八 識 阿 賴 耶 識 ）。

而 六 、 七 二 識 ， 謂 意 識 與 末 那 識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這 裡 指 意 識 是 用 ，

能 熏 轉 為 覺 慧 性 力 ， 亦 如 下 引 文 《 大 乘 止 觀 法 門 》 卷 第 三 所 說 ：  

                                                                                                                                              

 

謂以意識能知名義故，聞說一切諸法自性寂靜本來無相，但以虛  

妄因緣故有諸法。然虛妄法有即非有，唯一真心亦無別真相可取， 

聞說此已，方便修習知法本寂唯是一心。然此意識如此解時，念 

念熏於本識增益解性之力，解性增已更起意識，轉復明利知法如 

實久久熏心，故解性圓明照已體，本唯真寂意識即息。爾時本識 

轉成無分別智，亦名證智，以是因緣故，以意識依止真心修止行 

也。（大正四六‧653 中、下） 

 

 
2 3 1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1 下 。  
2 3 2  慧 思 《 大 乘 止 觀 法 門 》 卷 三 ， 大 正 四 六 ‧ 653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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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此 所 說 ， 由 於 「 意 識 」 能 聞 知 法 義 ， 熏 聞 諸 善 法 之 淨 業 。 具 有 「 知

法 本 寂 」念 念 熏 增 本 識 阿 賴 耶 識，增 加 其 慧 解 之 性 力，對「 阿 賴 耶 識 」

有 熏 轉 功 能 。 換 言 之 ， 意 識 能 聞 知 一 切 還 滅 涅 槃 的 清 淨 法 義 ， 令 阿 賴

耶 識 增 長 勝 解 慧 力 ， 再 還 轉 明 利 熏 習 增 上 ， 如 此 使 得 解 性 圓 明 ， 令 本

識 阿 賴 耶 識 顯 出 真 如 寂 然 清 淨 ， 如 此 阿 賴 耶 識 真 如 一 顯 ， 意 識 染 法 隨

即 息 滅 ， 此 時 阿 賴 耶 識 轉 成 無 分 別 智 ， 意 識 亦 能 依 隨 於 無 分 別 之 真 心

成 妙 觀 察 智 而 修 習 止 觀 ， 這 就 是 以 意 識 做 為 修 習 止 觀 之 妙 用 。  

以 上 是 慧 思 大 師 在 《 隨 自 意 三 昧 》 與 《 大 乘 止 觀 法 門 》 進 一 步 就

第 六、七、八 識 來 討 論 意 識 及 心、意、識 的 問 題，並 對 以 意 識 為 觀 門 ，

做 為 覺 慧 而 能 幫 助 修 習 之 作 用 加 以 說 明 。 可 以 說 這 是 比 較 偏 向 唯 識 思

想 的 轉 染 成 淨 的 說 法 ， 與 智 者 大 師 所 說 的 覺 意 三 昧 ， 是 從 「 觀 」 察 諸

法 的 立 場 出 發 ， 偏 向 「 中 觀 」 的 辯 證 哲 思 ， 以 破 我 法 二 執 、 能 所 二 空

為 著 眼 點 和 唯 識 思 想 是 略 有 不 同 的 意 趣 。 智 者 大 師 的 切 入 點 比 較 不 是

唯 識 思 想 的 轉 染 成 淨 的 看 法 ， 而 是 當 下 觀 照 諸 法 不 生 ， 一 念 不 起 ， 立

於 般 若 的 中 觀 思 想 立 場 為 出 發 點 。   

綜 上 所 言 ， 就 智 者 大 師 所 說 從 身 、 口 、 意 三 者 的 修 持 中 ， 以 觀 意

門 為 至 道 之 法 ， 這 便 是 覺 意 三 昧 的 入 道 之 門 。 於 二 六 時 中 ， 日 常 動 靜

隨 觀 隨 處 起 修 ， 可 說 這 種 觀 心 法 門 並 沒 有 一 特 定 的 儀 軌 去 規 範 去 運

做 ， 是 對 境 觀 心 的 禪 法 ， 完 全 是 靠 自 已 的 覺 照 力 ， 於 寂 然 狀 態 而 諦 觀

諸 法 皆 空 的 中 道 實 相 禪 法 ， 依 此 成 就 具 足 禪 波 羅 蜜 諸 法 三 昧 。 另 一 方

面 ， 慧 思 大 師 亦 言 隨 自 意 三 昧 成 就 即 是 成 就 首 楞 嚴 三 昧 ， 首 楞 嚴 三 昧

的 大 定 能 攝 持 一 切 諸 三 昧 功 德，故 等 於 成 就 諸 三 昧。2 3 3 正 如 所 說 的「 云

何 名 覺 意 三 昧 ， 於 諸 三 昧 中 ， 得 七 覺 意 故 名 覺 意 三 昧 」， 2 3 4 這 就 說 明

覺 意 三 昧 之 殊 勝 ， 所 以 又 名 為 最 上 上 禪 。  

因 此 ， 覺 觀 意 念 即 是 一 個 相 當 重 要 的 觀 心 門 。 如 晚 年 所 說 的 《 摩

訶 止 觀 》之 四 種 三 昧（ 常 坐 、常 行 、 半 行 半 坐 、非 行 非 三 昧 ）， 雖 然 是

對 身 口 意 三 者 各 羅 列 方 法 ， 但 是 總 攝 於 觀 心 一 法 。  

 

                                                 
2 3 3  慧 思 《 隨 自 意 三 昧 》 卍 續 九 八 ‧ 687 下 。  
2 3 4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1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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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七 覺 支 所 轉 化 的 六 種 七 覺 意 法  

關 於 覺 意 三 昧 的 修 持 要 素 ， 如 上 面 已 說 ， 是 依 覺 支 做 為 這 個 行 法

的 修 持 要 素 ， 此 亦 即 共 通 於 七 覺 支 法 ， 故 智 者 大 師 認 為 七 種 覺 支 「 一

擇 覺 、 二 精 進 覺 、 三 喜 覺 、 四 除 覺 、 五 捨 覺 、 六 定 覺 、 七 念 覺 」 2 3 5

的 意 涵，不 出 於 這 六 種 七 覺 義 法，亦 即 智 者 大 師 所 開 展 的：「 一 者 因 聞

覺 意 、 二 者 修 行 七 覺 、 三 者 會 理 七 覺 、 四 者 起 方 便 七 覺 、 五 者 入 法 門

七 覺 、 六 者 圓 極 七 覺 」此 七 種 義 法 。 2 3 6 依 其 所 說 ， 這 是 涵 概 七 覺 支 的

內 涵 。 以 是 之 故 ， 用 此 七 義 法 試 圖 重 新 詮 釋 覺 意 三 昧 ， 可 說 這 是 一 種

具 有 轉 化 與 開 展 的 意 義 。  

                                                

 

1、 何 謂 七 覺 支  

七 覺 支 （ 梵 satta bojjhavga）， 又 可 稱 做 七 覺 分 、 七 覺 支 法 、 七 覺

意 法 或 七 菩 提 分 法 等 意 涵 ， 這 是 屬 於 三 十 七 道 品 「 四 正 勤 、 五 根 、 五

力 、 七 覺 分 、 八 正 道 」 中 的 一 部 份 。 所 謂 「 七 」 是 指 由 七 支 分 法 的 項

目 所 集 成 的 菩 提 行 法，「 覺 」則 是 意 謂 覺 察 觀 照 的 智 慧，和 合 為 七 覺 支

法 的 意 思 。  

七 覺 支 的 修 習 如《 雜 阿 含 經 》云 ：「 若 比 丘 修 念 覺 分， 依 遠 離、 依

無 欲 、 依 滅 、 向 於 捨 ； 如 是 ， 修 擇 法 、 精 進 、 喜 、 猗 、 定 、 捨 覺 分 」。

2 3 7 這 是 七 覺 支 的 修 習 項 目 ， 主 要 是 依 於 「 遠 離 、 無 欲 、 滅 、 向 於 捨 」

為 出 發 點 的 修 持 法 。 從 棄 捨 利 樂 ， 離 於 諸 欲 ， 滅 除 貪 瞋 癡 ， 最 後 趣 入

捨 離 諸 欲 煩 惱，如 果 能 依 照 此 七 支 而 完 成 修 習，即 謂 滿 足 修 習。如《 雜

阿 含 》 七 三 七 經 中 謂 ：  

 

佛告諸比丘、比丘尼：七覺分者，謂七道品法。諸比丘！此七

覺分漸次起，漸次起已，修習滿足。諸比丘白佛：云何七覺分

漸次起，漸次起已，修習滿足？若比丘身，身觀念住；彼身，

 
2 3 5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2 上 。  
2 3 6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2 上 。  
2 3 7  求 那 跋 陀 羅 《 雜 阿 含 經 》 卷 二 七 ， 大 正 二 ‧ 196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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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觀念住已，專心繫念不忘；當於爾時方便修念覺分，方便修

念覺分已，修習滿足。謂於修念覺分已，於法選擇；當於爾時

修擇法覺分，方便修擇法覺分，方便已，修習滿足。如是精進、

喜、猗、定、捨覺分，亦如是說。（大正二‧196 下－197 上） 

 

依 上 面 經 文 記 載 所 知 ， 七 覺 分 的 過 程 是 循 序 漸 進 的 修 習 ， 是 漸 次

而 起 的 修 法，依 序 為 念 覺 分、擇 法 覺 分、精 進 覺 分、喜 覺 分、猗 覺 分 、

定 覺 分、捨 覺 分，共 有 七 支 法，也 就 是 念、擇 法、精 進、喜、猗、定 、

捨 的 七 個 修 行 步 驟 。 這 七 支 法 在 禪 觀 的 修 習 上 ， 是 屬 於 意 學 的 增 上 ，

其 修 程 是 必 須 先 由 四 念 處 開 始 進 修 ， 如 經 中 所 云 ：「 若 比 丘 身 （ 內 ），

身 觀 住 ； 彼 身 （ 內 ）， 身 觀 住 已 ， 專 心 繫 念 不 忘 」， 由 此 四 念 處 修 習 成

就，然 後 再 進 入 七 覺 分 之 菩 提 行 法 的 修 習，這 個 過 程 也 就 是《 般 若 經 》

所 說 的 覺 意 三 昧 修 持 法 目 之 內 容 。 而 智 者 大 師 則 發 展 出 六 種 七 覺 ， 會

通 上 述 七 項 之 義 法 。 總 之 ， 經 由 智 者 大 師 的 法 義 會 通 後 ， 略 出 為 六 種

七 覺 ， 以 此 六 種 七 覺 詮 釋 覺 意 三 昧 。  

2、 六 種 七 覺 意 法  

如 上 所 述 ， 六 種 七 覺 這 是 智 者 大 師 從 七 覺 意 的 意 涵 中 加 以 分 析 整

理 而 出 的 六 項 法 要 ， 依 於 這 六 種 而 詮 釋 覺 意 三 昧 ， 可 謂 這 是 全 然 付 予

新 的 詮 釋，而 發 展 出 一 套 新 的 架 構 組 織 要 素。所 謂 六 種 七 覺，即 是：「 一

者 因 聞 覺 意 、 二 者 修 行 七 覺 、 三 者 會 理 七 覺 、 四 者 起 方 便 七 覺 、 五 者

入 法 門 七 覺、六 者 圓 極 七 覺 」，智 者 大 師 依 於 此 六 種 法 要，大 大 的 發 展

七 覺 分 的 深 刻 意 涵 。  

而 智 者 大 師 這 六 種 七 覺 的 大 略 內 涵 是 ：  

第 一 、 因 聞 七 覺 者 ， 乃 是 說 明 初 聞 法 要 。 指 若 有 眾 生 因 得 聞 諸 佛

菩 薩 ， 或 善 知 識 說 一 切 諸 法 實 相 ， 本 來 空 寂 ， 而 「 了 達 心 及 諸 法 一 切

三 摩 提，畢 竟 清 淨，空 無 所 有 」，依 此 而 得 到 七 覺 意 法 的 理 解，這 就 是

因 聞 七 覺 意 。  

第 二 、 修 行 七 覺 者 ， 是 聞 法 後 進 行 修 心 ， 然 後 有 所 覺 知 ， 就 是 聞

諸 法 空 相 ， 通 達 無 有 生 滅 。 雖 然 如 此 ， 心 中 仍 然 有 顛 倒 妄 想 。 此 時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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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所 起 念 處，時 常 以 七 覺 意 法 修 心，反 照 觀 察，依 此 便 可 逐 漸 覺 了「 心

及 諸 法 和 三 摩 提 」 和 逐 步 體 會 從 無 始 以 來 本 是 不 生 不 滅 的 大 涅 槃 。  

第 三、會 理 七 覺， 是 契 入 真 如 之 理。 以 若 能「 信 法 二 行 因 緣 」， 而

悟 入 「 心 及 諸 法 和 三 摩 提 」 在 理 上 是 同 一 真 如 ， 知 真 如 亦 非 所 謂 的 真

如，乃 至 覺 悟 中 道 實 相 的 真 如，依 於 此 理 具 七 覺 意，故 行 者 不 住 真 如 ，

而 實 際 作 證 。  

第 四 、 起 方 便 七 覺 者 ， 就 是 以 利 他 思 想 發 菩 提 心 修 行 止 觀 。 以 無

住 的 善 巧 方 便 ， 於 如 空 中 水 月 之 道 場 ， 修 一 切 自 利 利 他 之 三 昧 行 。  

第 五 、 入 法 門 七 覺 ， 以 菩 薩 行 行 持 真 俗 二 諦 ， 具 足 二 空 之 觀 ， 入

於 中 道 ， 隨 心 所 念 雙 照 二 諦 ， 得 生 一 切 諸 三 昧 ， 又 於 所 得 諸 三 昧 之 智

慧 功 德 ， 心 無 住 著 ， 即 是 菩 薩 七 覺 ， 分 分 圓 顯 。 又 名 開 佛 知 見 ， 此 即

「 法 華 」中 道 思 想 的「 開 佛 知 見 ， 悟 入 佛 性 」。 依 此 ， 得 入「 十 住 、 十

行 、 十 迴 向 、 十 地 及 等 覺 清 淨 禪 中 」。  

第 六 、 圓 極 七 覺 ， 是 說 明 菩 薩 住 金 剛 不 動 三 昧 清 淨 禪 ， 於 一 念 相

應 慧 ， 寂 然 不 生 ， 圓 照 一 切 了 了 分 明 ， 故 又 名 妙 覺 ， 或 名 無 學 七 覺 ，

這 是 屬 圓 極 七 覺 的 證 位 。  

以 上 六 種 皆 通 達 七 覺 之 義，據 智 者 大 師 的 說 法，所 有 的 觀 行 法 門，

修 證 至 佛 果 位 ， 皆 通 名 七 覺 意 。 要 言 之 ， 從 七 覺 意 又 稱 觀 心 相 ， 或 反

照 識 的 意 義 上 來 說 ， 這 是 通 攝 一 切 諸 心 的 意 思 ， 也 就 是 一 切 修 行 的 必

要 重 點 ； 於 此 ， 也 就 意 味 著 必 然 通 攝 一 切 止 觀 行 了 。  

其 次 ， 智 者 大 師 是 立 於 天 台 圓 教 思 想 來 詮 釋 此 覺 意 三 昧 ， 呈 顯 這

是 一 種 修 大 行 的 法 門 。 其 實 ， 也 是 為 凡 夫 中 初 聞 佛 法 者 建 立 一 套 完 整

的 理 論 與 實 踐 的 菩 薩 道 階 位 構 想。這 套 理 論 與 實 踐 的 構 想 到 晚 年 的《 摩

訶 止 觀 》 中 ， 被 加 以 開 展 ， 更 臻 圓 熟 。 尤 其 是 圓 極 七 覺 的 一 念 相 應 慧

的 說 法，就 是 後 期《 摩 訶 止 觀 》所 說 的「 圓 頓 止 觀 」，一 念 頓 覺 意 的 圓

修 三 諦 三 觀 旨 意 。 以 是 之 故 ， 覺 意 三 昧 其 實 是 隱 含 了 三 諦 三 觀 的 思 想

在 內 。 如 新 田 雅 章 在 《 天 台 實 相 論の研 究 》 一 書 中 指 出 ， 覺 意 三 昧 的

「 證 相 門 」 部 份 ， 其 所 說 的 「 能 知 空 故 ， 過 凡 夫 地 。 知 不 空 故 ， 過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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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 地 。 若 不 住 空 ， 不 住 不 空 ， 名 為 中 道 」， 2 3 8 這 三 者 「『 空 』『 不 空 』

『 不 住 不 空 』實 際 上 就 是 三 諦 三 觀 基 本 的 依 據 」，亦 即 為 實 相 論 最 初 的

形 式 。 2 3 9  

                                                

總 之 ， 以 上 的 六 種 七 覺 ， 是 覺 意 三 昧 整 個 組 織 的 開 展 形 式 。 行 文

中 主 要 也 是 不 離 於 這 理 論 和 實 踐 的 搭 配 ， 由 前 者 之 理 論 和 後 者 之 實 踐

組 織 為 修 行 的 法 門 。 這 無 疑 是 為 在 凡 夫 地 修 證 菩 薩 位 乃 至 佛 果 位 ， 而

所 建 立 出 的 一 條 修 行 法 門 。  

 

第 四 節 、 覺 意 三 昧 的 方 便 行  

天 台 的 禪 法 在 智 者 大 師 的 嚴 密 思 考 下 架 構 出 一 套 完 整 性 的 修 行 次

第 方 法 ， 以 便 提 供 後 人 循 序 漸 進 而 修 。 而 且 還 有 一 點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天

台 的 禪 法 吸 收 了 經 論 的 嚴 密 思 考 外 ， 也 建 立 在 圓 教 大 乘 菩 薩 精 神 的 思

想 上 。 關 於 這 點 ， 若 要 論 及 菩 薩 思 想 ， 其 實 自 慧 思 大 師 時 已 流 露 出 濃

厚 的 精 神 ， 只 是 智 者 大 師 特 別 受 到 重 視 和 強 調 。 正 如 綜 觀 早 期 講 述 的

《 漸 次 止 觀 》，其 大 意 章 中 便 是 如 此 的 先 聲 明 以 發 菩 提 心 為 修 禪 的 重 要

動 機 ， 這 個 聲 明 即 使 到 晚 期 的 《 摩 訶 止 觀 》 也 同 樣 在 首 章 中 重 申 此 發

菩 提 心 之 為 要 。 可 以 說 菩 提 心 這 種 思 想 一 直 貫 徹 在 天 台 的 實 踐 門 中 ，

使 得 天 台 的 禪 法 立 於 菩 薩 的 智 慧 與 行 願 上 ， 更 具 大 乘 圓 教 的 思 想 。  

基 於 此 ， 覺 意 三 昧 的 實 踐 開 端 ， 也 便 是 先 以 菩 提 心 為 引 導 ， 再 趣

入 六 波 羅 蜜 行 持。這 便 是《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所 說 的「 釋

覺 意 三 昧 方 便 行 第 三 」， 如 下 文 ：  

 

行者行何方便得此三昧，於諸三昧得七覺意，入深法性，到大

涅槃，獲常樂我淨，為一切眾生作無上洲渚。答曰：行者為成

就大悲度眾生，故求無上菩提至真之道，先當立大誓願。（大

正四六‧622 中） 

 

 
2 3 8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7 上 。  
2 3 9  參 見 新 田 雅 章 《 天 台 實 相 論 の 研 究 》， 京 都 ： 平 樂 寺 ， 1987， 頁 26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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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上 所 述 ， 先 發 大 誓 願 力 ， 這 就 是 發 菩 提 心 ， 以 此 做 為 覺 意 三 昧

的 前 行，再 依 於 這 個 前 行 成 就 覺 意 三 昧，自 利 利 他。又 如 文 內 亦 說：「 菩

薩 於 六 波 羅 蜜 中 求 」，這 便 是 已 說 明 當 以 大 悲 心 為 出 發 點，行 持 六 波 羅

蜜。從 利 他 中 也 完 成 自 利。如：「 行 者 先 以 大 誓 莊 嚴，善 修 如 上 六 度 法

門 ， 以 調 和 其 心 。 」 就 是 透 過 發 六 度 誓 願 來 捨 離 自 我 ， 調 和 自 心 的 虛

妄 ， 趨 使 妄 心 息 滅 ， 捨 已 利 他 三 輪 體 空 而 除 滅 我 執 ， 以 便 進 入 畢 竟 空

寂 無 所 得 而 成 就 三 昧 功 德 。 可 見 這 便 是 不 同 於 獨 善 其 身 的 生 死 解 脫 之

禪 觀 ， 而 是 菩 薩 道 品 的 禪 法 。  

基 於 上 述 ， 欲 修 覺 意 三 昧 首 先 則 必 須 發 菩 提 心 ， 以 菩 薩 慈 悲 的 行

法 為 圭 臬 ， 並 且 以 「 心 如 金 剛 決 定 信 ， 知 諸 法 畢 竟 空 寂 」 的 意 志 ， 於

一 切 所 修 所 行「 常 自 覺 了 」，迴 凡 夫 心 向 菩 薩 六 度 行，這 便 是 六 波 羅 蜜

行。六 波 羅 蜜 的 立 場 是《 般 若 經 》的 空 觀 思 想，以 一 切 無 所 得 為 空 行 ，

如 建 水 月 之 道 場 ， 見 空 中 之 花 ， 於 無 我 中 而 發 一 切 萬 行 ， 無 所 罣 礙 ，

而 成 就 菩 薩 六 度 ， 這 就 是 以 六 波 羅 蜜 為 行 持 的 目 的 。 以 是 之 故 ， 六 波

羅 蜜 行 是 見 一 切 諸 法 如 虛 幻 ， 以 畢 竟 空 寂 ， 不 生 不 滅 的 清 淨 心 而 發 一

切 行 萬 行 。  

至 於 ， 如 何 修 此 六 度 禪 法 ， 本 文 《 覺 意 三 昧 》 中 有 說 ：  

 

故修諸行，云何而修。若行者了知心及一切諸法，皆無所有，

不生不滅，寂然清淨，而能善用六度方便，以自調伏虛妄之心，

妄心即息三昧自發。何等為六，若行者知心及物如夢。……常

自覺識不令慳著想起，亦當迴此清淨捨心，遍施眾生，是時名

修淨施之心，因是心故，則能趣向檀波羅蜜。若行者知心如

幻……雖對眾境常自覺了，不令惡心生……則能趣向尸波羅

蜜。若行者知心如焰……常自覺了，不生愛恚…：則能趣向羼

提波羅蜜。若行者知心如化……常自覺了，觀行相續……則能

趣向毗梨耶波羅蜜。若行者知心如鏡中像……於行住坐臥四威

儀中，亂想不起假令失念尋即覺知……則能趣向禪波羅蜜……

若行了知心如虛空，六識所緣，內外諸法，皆無所有，畢竟空

寂，善用無所得心，破諸顛倒，不得一切法，不著一切法，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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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一切法，是時名修正智慧心，因是心故，則能趣向般若波羅

蜜。（大正四六‧622 下） 

 

由 此 引 文 得 知 修 此 六 波 羅 蜜 當 於 日 常 生 活 起 心 動 念 處 ， 隨 時 於 一 念 中

覺 察 觀 照 自 心，知 心 如 夢、幻、焰、化、鏡、虛 空 等。又 須 常 自 覺 了 ，

觀 諸 法 畢 竟 空 寂 ， 如 此 迴 小 向 大 ， 即 是 修 覺 意 三 昧 之 初 方 便 行 。 如 同

文 中 又 謂 ：  

 

行者若不修如上六種向道，清淨之心則不堪修甚深三昧，是故

欲修覺意三昧者，應須善學如上六度方便。此六方便攝一切方

便，若能善用調伏六蔽出麤心令意柔軟，然後審諦細心觀察入

正慧門，是名學習甚深三昧初心方便。（大正四六‧622 下-623

上） 

 

依 此 便 知 想 修 覺 意 三 昧 須 先 修 此 六 度 行 ， 此 六 度 行 的 畢 竟 清 淨 空 寂

心 ， 是 學 習 甚 深 三 昧 的 初 心 方 便 行 ， 這 是 從 調 伏 剛 強 六 蔽 心 ， 轉 化 為

柔 軟 意 念，然 後 再 細 心 觀 察 自 心，最 後 導 入 智 慧 門，觀 一 切 諸 法 實 相 。

亦 即 由 六 度 中 觀 察 自 心 ， 於 一 念 中 行 六 度 的 意 思 。  

以 上 所 述 ， 此 覺 意 三 昧 依 於 六 度 行 為 前 方 便 者 ， 在 一 念 心 中 隨 時

調 伏 眼 、 耳 、 鼻 、 舌 、 身 、 意 等 ， 亦 如 湛 然 在 《 止 觀 輔 行 傳 弘 決 》 卷

第 二 之 四 中 所 指 出 的：「 大 論 十 九 釋 云：一 念 心 具 足 六 度，及 一 切 法 ，

及 六 度 相 攝 等 」， 2 4 0 準 此 以 觀 ， 覺 意 三 昧 從 一 念 中 修 六 度 行 的 思 想 ，

可 見 是 受 到 龍 樹 菩 薩 的 《 大 智 度 論 》 的 菩 薩 論 思 想 以 及 慧 思 的 《 隨 自

三 昧 》 強 調 六 度 行 的 深 入 影 響 。 因 此 ， 以 發 菩 提 心 為 前 導 而 更 修 六 度

萬 行 的 覺 意 三 昧 ， 不 但 能 令 修 此 禪 法 超 越 諸 種 境 界 ， 趣 入 清 淨 禪 法 ，

也 因 此 之 故 ， 成 為 一 種 大 乘 的 自 利 利 他 的 智 慧 禪 法 。  

                                                

 

第 五 節  覺 意 三 昧 的 心 相 門  
 

2 4 0  湛 然 述 《 止 觀 輔 行 傳 弘 決 》 卷 第 二 之 四 ， 大 正 四 六 ‧ 203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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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先 ， 說 明 經 論 中 如 何 詮 釋 一 念 心 的 生 滅 ， 其 次 ， 再 解 讀 智 者 大

師 對 一 念 四 相 的 詮 釋 。  

關 於 一 念 心 相 的 生 滅 這 個 課 題 ， 智 者 大 師 分 析 為 四 相 進 行 詮 釋 。

而 心 相 門 ， 顧 名 思 義 主 要 是 談 心 相 的 議 題 。 依 據 經 論 所 言 一 念 心 是 剎

那 生 滅 的 狀 態 。 如 《 仁 王 般 若 經 》 說 ：「 一 剎 那 經 九 百 生 滅 」； 又 《 往

生 論 》 說 ：「 百 一 生 滅 名 一 剎 那 ， 六 十 剎 那 名 為 一 念 」。 就 此 而 知 ， 一

念 之 中 是 有 百 一 剎 那 的 生 滅 現 狀 。 然 而 ， 於 極 微 短 促 的 生 滅 行 相 之 中

實 在 不 昜 掌 握 ， 故 如 何 以 它 來 做 為 所 緣 境 而 觀 察 ？ 如 何 以 它 來 做 為 觀

境 的 修 習 對 象 ？  

關 於 這 個 課 題 ， 是 值 得 注 意 和 思 考 的 問 題 ， 也 是 覺 意 三 昧 作 觀 的

主 要 方 法 入 門。故 智 者 大 師 所 言：「 行 者 欲 入 此 三 昧，當 對 幾 心 相 而 觀

察 之 」。 2 4 1 依 智 者 大 師 的 看 法 ， 乃 將 一 念 心 分 解 成 四 心 相 來 作 觀 ， 即

從 中 對 法 相 進 一 步 觀 察 ， 以 四 個 層 次 「 未 念 、 欲 念 、 念 、 念 已 」 之 四

行 相 來 做 為 內 行 的 觀 察 ， 於 此 而 方 便 適 應 具 縳 凡 夫 能 契 入 修 行 ， 這 便

是 四 行 相 心 又 稱 做 四 運 心 相 。  

。  

                                                

所 謂 「 運 」 這 個 字 義 ， 據 《 止 觀 輔 行 傳 弘 決 》 湛 然 所 說 ：「 運 者 ，

動 也。從 未 至 欲，從 欲 至 正，從 正 至 已，故 通 云 動 也
2 4 2 」。此「 動 也 」，

《 摩 訶 止 觀 述 記 》 解 說 為 「 循 環 轉 動 ， 剎 那 不 住 也 」， 2 4 3 謂 「 乃 心 識

之 運 轉 與 進 展 」。
2 4 4 易 言 之，從 未 生 到 欲 生 乃 至 已 生 至 滅，此 四 心「 未

念 、 欲 念 、 念 、 念 已 」 之 一 念 心 識 ， 是 剎 那 相 續 遷 流 不 停 的 轉 動 ， 故

又 稱 做 四 運 心 相

又 所 謂 未 念 、 欲 念 、 念 、 念 已 四 相 ， 是 指 「 未 念 名 心 未 起 緣 境 ，

欲 念 名 心 欲 起 緣 境 ， 念 名 正 緣 境 心 住 滿 ， 念 已 名 緣 境 心 滿 足 已 謝 滅 」

2 4 5 的 念 頭 從 未 生 起 到 已 生 起 正 住 到 念 已 消 失 是 四 運 心 相 整 個 生 滅 活

動 情 形。至 於，「 心 相 眾 多，何 以 但 舉 此 四 運 心 相。答 曰：此 四 運 心 相

 
2 4 1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3 上 。  
2 4 2  所 謂：「 運 者 動 也，從 未 至 欲，從 欲 至 正，從 正 至 已，故 通 云 動 也。又 國 語 云 ：

陸 載 曰 ： 運 ， 水 載 曰 ： 漕 。 漕 字 常 為 九 界 四 心 所 載 ， 故 名 為 運 。 今 攝 九 運 令 入 佛

運 ， 仍 觀 佛 運 不 出 九 運 ， 佛 運 之 體 ， 體 性 本 無 ， 是 故 應 須 分 別 四 運 。 」《 止 觀 輔

行 傳 弘 決 》 卷 第 二 之 三 ， 大 正 四 六 ‧ 197 上 、 中 。  
2 4 3  參 見 寶 靜 講 ， 顯 明 補 述 《 摩 訶 止 觀 述 記 》 上 冊 ， 台 北 ： 止 觀 弘 法 印 經 處 。  
2 4 4  慧 岳《 天 台 教 學 史 》， 台 北 ： 中 華 佛 教 文 獻 編 撰 社 ， 1995， 頁 136。 增 訂 六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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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 一 切 心 」，這 就 是 智 者 大 師 為 何 提 出 四 運 心 相 的 說 法，主 要 是 此 四 運

心 能 攝 盡 一 切 心 法 。 例 如 ： 若 緣 惡 法 ， 就 有 未 念 惡 法 ， 欲 念 惡 法 ， 念

惡 法 ， 念 惡 法 已 ； 如 緣 善 法 ， 亦 有 未 念 善 ， 欲 念 善 ， 念 善 念 善 已 緣 諸

六 塵 及 三 毒 等 ， 及 一 切 煩 惱 乃 至 行 住 坐 臥 ， 言 語 飲 食 ， 所 作 施 為 一 切

諸 事。乃 至 緣 一 切 世 間 法，一 切 的 善 惡，煩 惱 或 是 一 切 善 施 都 有 未 念 、

欲 念 、 正 念 、 已 念 這 四 相 之 心 2 4 6 。 這 也 就 是 說 凡 一 切 心 識 由 生 起 到 謝

落 ， 無 不 是 有 這 四 行 相 的 活 動 狀 態 ， 這 就 是 智 者 大 師 舉 一 念 四 行 相 心

的 用

行 相 才 能 了 知 心 識 的

狀 態 ， 進 而 觀 察 它 。 如 《 覺 意 三 昧 》 文 中 說 ：  

 

，即入一相平

等。（大正四六‧623 上） 

於 一 念 心 之 上 的 作 觀 ， 而 這 最 後 要 達 成 的 也 是 一

                                                                                                                                              

意 。  

再 者 ， 依 智 者 大 師 的 說 法 ， 唯 有 透 過 心 的 四

問曰：何為相？答曰：攬而可別名為相。心識之法既無形質，

若不約此四運之念，分別則難可了知。若不可了知，則不可觀

察。故須先以四相分別，若觀分明了達此相非相

 

據 此 引 文 所 知 心 識 本 來 是 無 形 無 象 的 ， 如 果 不 約 此 四 心 相 去 作 觀 ， 恐

怕 就 很 難 觀 察 。 於 是 從 一 念 心 的 生 滅 現 象 ， 內 在 的 活 動 去 如 實 了 知 ，

從 念 頭 未 生 到 已 生 已 滅 這 之 間 ， 如 實 作 觀 ， 觀 一 切 諸 法 和 合 ， 因 緣 所

生 非 實 非 不 實 。 要 言 之 ， 從 觀 一 念 心 之 四 相 ， 未 起 、 欲 起 、 正 住 到 已

謝 這 四 種 心 相 的 遷 流 中，透 過 無 住 心 反 照 觀 察、推 檢，最 後 體 悟 過 去 、

現 在 、 未 來 三 世 心 不 可 得 ， 一 切 皆 是 緣 起 生 滅 ， 而 體 證 諸 法 無 生 ， 從

而「 了 達 此 四 相 非 相，即 入 一 相 無 相 」的 平 等 空 性 中。正 如 灌 頂 在《 觀

心 論 疏 》說 ：「 一 念 心 ， 即 是 因 緣 所 生 ， 即 空 、 即 假 、 即 中 」之 意 。 2 4 7

可 見 一 念 心 生 起 之 因 緣 所 生 法 中 ， 即 能 同 時 照 見 空 、 假 、 中 。 由 此 而

知 ， 一 念 之 中 可 以 頓 見 諸 法 實 相 。 總 之 ， 觀 察 四 運 心 之 推 檢 無 生 的 道

理 ， 智 者 大 師 是 立 足

 
2 4 5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3 上 。  
2 4 6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3 上 。  
2 4 7  灌 頂 《 觀 心 論 疏 》 卷 二 ， 大 正 四 六 ‧ 597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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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 本

行 相 ， 從 意 識 中 窮

究 心

「 無 生 」 之 意 涵 ， 故 稱 為

四 運

外 ， 也 融

不 生 的 觀 法 。  

又 論 及 此 一 念 心 之 四 相 行 ， 若 依 照 新 田 雅 章 的 看 法 ， 這 主 要 還 是

從 過 去 、 現 在 、 未 來 時 間 的 指 標 中 抽 出 心 的 四 種 樣 態 ， 也 就 是 從 時 間

的 流 動 中 整 理 出 心 的 動 態 ， 而 將 它 依 前 後 類 別 取 出 加 以 解 釋 ， 依 於 此

而 做 為 觀 察 四 運 心 的 基 本 方 法 之 修 持 的 實 踐 行 門 。 2 4 8 例 如 湛 然 《 止 觀

輔 行 傳 弘 決 》卷 二 之 四 就 有 說：「 今 四 運 推 檢 ，恣 其 意 地，制 其 身 口 ，

以 觀 推 窮 」， 2 4 9 這 就 是 說 明 了 以 觀 法 推 檢 運 四 心 之

源 ， 最 後 知 心 非 心 ， 一 切 皆 緣 起 性 空 的 道 理 。  

簡 而 言 之 ， 智 者 大 師 立 一 念 心 四 運 心 相 ， 做 為 修 持 覺 意 三 昧 基 本

的 行 法，這 就 是 以 心 為 萬 法 之 本 源 的 立 場 出 發 的 考 慮。亦 如 所 謂 的「 一

念 心 起 ， 亦 八 萬 四 千 法 藏 」的 看 法 。 2 5 0 可 以 這 麼 說 ， 這 是 立 於 一 心 中

含 具 萬 法 的 立 場 ， 說 明 心 的 重 要 性 ， 從 一 念 心 之 根 源 進 行 推 檢 諸 法 不

生 ， 透 徹 諸 法 本 源 「 皆 不 定 實 」 之 原 理 ， 從 觀 破 我 法 二 執 ， 於 未 來 、

現 在、過 去 三 世 的 時 間 中，求 諸 心 不 可 得。即 如《 摩 訶 止 觀 》所 言：「 三

世 推 檢 橫 豎 搜 求 ， 善 惡 諸 業 俱 不 可 得 ， 畢 竟 清 淨 」， 2 5 1 這 即 是 依 四 運

心 推 量 考 察 一 念 心 之 生 起 、 泯 諸 妄 想 ， 推 檢

推 檢 觀 、 四 性 推 檢 、 四 性 觀 等 等 名 稱 。  

另 外 ， 關 於 智 者 大 師 所 說 的 一 念 四 行 相 心 的 （ 四 運 心 ） 的 說 法 ，

湛 然 認 為 這 與 傅 翕 極 有 關 係，如 在《 止 觀 輔 行 傳 弘 決 》卷 二 之 三 中 說 ：

「 故 傅 大 士 ＜ 獨 自 詩 ＞ 云 ： 作 問 我 心 中 何 所 著 ， 巡 檢 四 運 併 無 生 ， 千

端 萬 緒 何 能 縳 。 當 知 無 垢 大 士 亦 以 四 運 而 為 心 要 」， 2 5 2 湛 然 認 為 傅 大

士 早 就 已 經 提 出 四 運 心 的 說 法 。 這 也 就 受 到 藤 井 教 公 的 注 意 ， 也 依 據

湛 然 的 看 法，認 為 這 個 四 運 心 相 不 是 智 者 大 師 的 獨 創，並 舉 現 存 的《 善

慧 大 師 語 錄 》 的 ＜ 獨 自 詩 ＞ 的 「 推 檢 一 念 心 和 三 心 一 觀 」 的 語 句 資 料

來 看 ， 應 是 傅 翕 大 士 所 提 出 的 見 解 ， 認 為 雖 然 僅 僅 出 現 過 一 次 ， 但 還

是 推 究 為 傅 大 士 是 始 創 者 。 而 智 者 大 師 極 有 可 能 是 除 了 參 考

                                                 
2 4 8  參 見 新 田 雅 章《 天 台 實 相 論 の研究 》， 京 都 ： 平 樂 寺 書 店 ， 1981， 頁 230-231。 

中 。  2 4 9  湛 然 《 止 觀 輔 行 傳 弘 決 》 卷 二 ， 大 正 四 六 ‧ 206
2 5 0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一 上 ， 大 正 四 六 ‧ 9 上 。  
2 5 1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八 下 ， 大 正 四 六 ‧ 114 中 。  
2 5 2  湛 然 《 止 觀 輔 行 傳 弘 決 》 卷 二 之 三 ， 大 正 四 六 ‧ 197 中 、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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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自

後 ， 揉 入 在 智 者 大 師 自 家 的

圓 教 思 想 觀 行 ， 成 為 天 台 心 鑰 之 法 門 。  

 

觀 與 事 觀 舖 述 覺 意 三 昧 的 教 與 行 ， 呈 顯 理 事

兼 備 教 觀 雙 美 的 風 格 。  

 

一 、 以 生 滅 四 句 推 檢 一 念 四 運 心 相  

修 之 前 先 以 理 導 入 ， 由 教 啟 行 ， 而 修 得 清 淨

                                                

已 的 圓 教 思 想 ， 才 成 為 天 台 止 觀 的 一 個 重 要 法 門 。 2 5 3  

基 於 此 ， 對 於 智 者 大 師 而 言 ，「 一 念 四 行 相 心 」 已 不 是 獨 創 。 若

依 此 而 推 論 ， 極 可 能 智 者 大 師 亦 認 為 慧 思 大 師 所 說 的 「 念 、 念 已 」 的

看 法 失 之 簡 單 ， 而 參 照 傅 翕 四 運 心 的 見 解

第 六 節  覺 意 三 昧 的 入 觀 門  

繼 上 面 的 名 義 解 釋 及 種 種 說 明 之 後 ， 緊 接 著 就 是 談 實 修 部 份 的 入

觀 門 ， 說 明 如 何 由 一 念 心 來 起 修 作 觀 實 際 運 作 之 方 法 ， 以 正 觀 諸 法 實

相，修 覺 意 三 昧 法 門。若 按 智 者 大 師 的 方 式，是 以 理 事 二 觀 進 行 闡 釋 。

而 至 於 如 何 正 觀 、 如 實 觀 照 ， 實 際 作 證 ， 在 「 入 觀 門 」 這 一 項 目 中 ，

他 運 用 了 理 教 二 行，做 嚴 密 的 分 析 和 詳 細 的 解 說。教 理 上 主 要 是 以《 中

觀 》 哲 理 思 辯 來 推 求 一 念 四 心 ， 包 涵 了 有 生 滅 四 句 推 檢 的 論 證 法 ， 由

此 而 顯 出 中 道 正 觀 之 意 涵 ， 這 就 是 屬 於 理 觀 的 部 份 之 介 紹 。 而 事 修 上

則 落 實 在 行 、 住 、 坐 、 臥 的 十 二 事 ， 即 「 眼 、 耳 、 鼻 、 舌 、 身 、 意 ，

色 、 聲 、 香 、 味 、 觸 、 法 」 的 日 常 行 持 中 之 一 一 做 觀 察 的 推 檢 ， 這 是

藉 由 理 說 與 事 修 ， 亦 即 理

（ 一 ） 依 生 滅 四 句 推 檢 四 運 心  

如 上 所 說 ， 覺 意 三 昧 內 容 不 乏 是 以 教 觀 並 行 ， 理 事 二 修 運 作 ， 而

關 於 理 觀 的 部 份 ， 智 者 大 師 以 中 觀 哲 理 思 辯 進 行 理 說 ， 以 推 檢 四 句 無

生 道 理 做 為 理 觀 而 引 導 事 修 ， 以 達 到 事 半 功 倍 之 效 。 亦 即 先 破 除 對 諸

法 的 諸 種 妄 取 之 錯 誤 的 顛 倒 之 見 ， 掃 除 妄 見 淨 盡 後 ， 再 談 事 修 ， 以 達

到 修 持 的 功 效 ， 這 就 是 事

 
2 5 3  參 見 藤 井 教 公 ＜ 天 台 智 顗 教 學 － 四 運 心 中 心 ＞，《 印 佛 研 》35-2，1987，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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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 滿 的 三 昧 行 之 原 由 。  

然 而 ， 如 何 進 行 推 檢 ， 諦 觀 諸 法 實 相 ？ 依 智 者 的 看 法 ， 認 為 由 心

生 滅 現 象 推 檢 作 觀 ， 實 際 作 證 。 如 《 覺 意 三 昧 》 所 說 ：  
 

不滅，欲念心生。

念心為非滅非不滅，欲念心生。如此於未念四句中，觀欲念

心生皆不可得。（大正四六‧623 中、下） 

顯 是 生 非 生，是 滅 非 滅 的 中 道 實 相 之 義 理。

如 所 說 的 「 若 不 得 欲 念 心 生 ， 亦 不 得 不 生 ， 即 於 心 性 而 得 解 脫 」， 2 5 4

這 就

                                                

行者云何觀察此心？通達實相圓照，分明諸三昧具七覺意。

答……信知諸法畢竟空寂。……以無所住著之心，反照觀察未

念、欲念、念、念已之相。爾時諦觀未念心為滅，欲念心生。

未念心為不滅，欲念心生。未念心為亦滅亦

未

 

以 上 這 就 是 說 明 如 何 觀 察 一 念 心 ， 然 後 通 達 實 相 ， 圓 照 一 切 諸 法

實 相 ， 令 一 切 所 有 三 昧 具 足 七 覺 意 法 。 若 依 照 上 面 引 文 所 說 的 意 思 是

必 須 以 無 所 住 心 反 照 心 源 ， 推 檢 一 念 四 運 心 。 也 就 是 諦 觀 一 念 四 心 未

念 、 欲 念 、 念 、 念 已 ， 以 「 滅 、 不 滅 、 亦 滅 亦 不 滅 、 非 滅 非 不 滅 」 四

句 道 理 推 檢 一 念 四 運 心 不 可 得 。 亦 即 舉 此 未 念 心 滅 ， 欲 念 心 生 ， 或 不

滅 ， 亦 滅 亦 不 滅 、 非 滅 非 不 滅 四 種 方 法 進 行 推 論 ， 這 就 是 透 過 此 生 滅

之 理 論 推 檢 四 運 心 相 ， 求 一 切 諸 心 了 不 可 得 ， 畢 竟 空 寂 。 這 乃 是 由 此

生 滅 四 句 推 檢 四 心 相，而 透

是 推 檢 四 運 心 的 目 的 。  

（ 二 ） 破 四 因 生 之 過  

其 實 ， 智 者 大 師 建 立 四 句 推 檢 乃 是 為 了 說 明 一 念 無 生 的 意 思 ， 其

間 ， 又 為 了 證 成 所 建 立 的 四 句 法 是 中 道 之 義 涵 ， 故 進 一 步 的 提 出 四 因

做 為 透 顯 中 道 之 真 理 。 因 此 ， 立 四 因 生 之 過 失 ， 進 一 步 評 破 而 強 調 不

墮 二 邊 ， 來 證 成 所 立 的 生 滅 四 句 推 檢 。 亦 即 恐 怕 行 者 不 會 此 義 而 墮 入

此「 滅、不 滅、亦 滅 亦 不 滅、非 滅 非 不 滅 」的 四 句 邊 執 之 過 失，所 以 ，

以 若 即 若 離 中 的 中 道 立 場 加 以 辯 證 評 破 盡 淨 ， 以 此 做 為 覺 觀 諸 法 畢 竟

 
2 5 4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4 中 。  

 116



不 可 得 的 真 義，而 證 成 中 道 正 觀。於 是 此 處 借 以 問 答 提 出 四 因：「 相 違

因 、 無 因 生 、 不 定 因 、 俱 有 因 」 之 辯 證 法 。 簡 單 而 言 ， 這 是 為 了 避 免

者 在 觀 一 念 心 時 墮 入 邊 執 的 過 失 ， 而 再 次 以 辯 證 的 立 場 進 行 推 檢 ，

的 還 是 在 證 明 一 切 心 畢 竟 無 生 。 故 本 文 以 圖 簡 示 說 明 ：  
 

 

   

     未念心非滅非不滅 －欲念心生－（俱有因）相違過 

    

欲 念 心 生 」 之 意 涵 ， 以 此 來 推 論 一 念 諸 法 是 畢 竟 無 生 。 如 灌 頂 的 《 觀

行

目

 
 

以初句未念心到欲念心生做為例句說明： 

    未念心滅      即－欲念心生－相違過 

四                 離－欲念心生－無因過 

句  未念心不滅     即－欲念心生－無窮過 

推                 離－欲念心生－無因過 

檢  未念心亦滅亦不滅    體一－欲念心生－相違過 

                           體異－欲念心生－不定過 

      有

                       無－欲念心生－（俱非二因）無因過 

 

以上圖式是以未念心而做四句推檢的說明，依此類推欲念、念、

念已四運心，皆如此類推，即可明白。首先，就圖式中引 自 初 句 未 念

心 來 說 明 智 者 大 師 立 此 推 檢 此 四 運 心 法 之 用 意 。 主 要 是 說 明 如 果 認 為

先 有「 未 念 心 滅 」才 有「 欲 念 心 生 」，這 樣 的 看 法 是 相 違 因 之 過，於 理

是 不 能 成 立 的 ， 而 且 是 互 相 矛 盾 的 說 法 ， 這 是 不 能 做 為 有 效 性 的 推 檢

觀 法 。 換 句 話 說 ， 不 能 說 等 到 未 念 心 滅 了 ， 再 觀 有 個 欲 念 心 之 生 起 ，

如 此 而 作 觀 就 是 墮 入 相 違 因 的 過 失。亦 即 以「 滅、不 滅、亦 滅 亦 不 滅 、

非 滅 非 不 滅 」 的 即 、 離 、 體 一 、 體 異 、 有 無 ， 推 檢 四 運 心 皆 會 產 生 無

窮 過 、 無 因 過 、 不 定 過 等 諸 種 過 失 中 。 因 此 評 破 凡 是 以 「 即 、 離 、 體

一 、體異、有、無」之見進行推檢四句，都是墮入四因的邊執過失，

必須從中抽離。所以，此 中 所 要 呈 顯 的 是 觀 四 運 心 相 了 無 自 性 ， 亦 即

從 若 即 若 離 中 觀 一 切 諸 心 畢 竟 不 可 得 ， 以 非 滅 之 心 正 觀 「 未 念 心 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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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論 疏 》 云 ：「 當 知 一 切 萬 法 皆 無 生 也 ！ 眾 生 因 此 四 句 檢 責 求 生 不 可

得 ，

生 ， 畢 竟 不 可 得 」， 也 就 是 《 摩 訶 止 觀 》 

所 說 的 「 四 句 觀 無 生 」 意 。  

 

生 、 非 生 非 不 生 」 四 句 推 檢 四 心 相

畢 竟 無 生 。 如 《 覺 意 三 昧 》 說 ：  

  

，四句推求未

念心滅，畢竟不可得。（大正四六‧624 中） 

                                                

始 悟 解 一 切 法 無 生 ， 即 得 返 本 還 源 ， 歸 真 本 淨 」。 2 5 5  

所 以，智 者 大 師 以 四 因 證 成 四 句 生 滅 透 顯 中 道 意 涵，即 以 (「 未 念

心 滅 ， 欲 念 心 生 」句 )， 作 為「 相 違 因 」證「 滅 」句 義 ； 第 二 句 以 (「 未

念 心 不 滅，欲 念 心 生 」句 )之「 無 因 生 」證「 不 滅 」句 義；第 三 句 以 (「 未

念 心 亦 滅 亦 不 滅 ， 欲 念 心 生 」 )之「 不 定 因 」證 「 亦 滅 亦 不 滅 」句 義 ；

第 四 句 以 (「 未 念 心 非 滅 非 不 滅 ， 欲 念 心 生 」 )之 「 俱 有 因 」 證 「 非 滅

非 不 滅 」 句 義 。 以 此 四 因 過 證 成 四 句 生 滅 ， 透 顯 若 即 若 離 的 中 道 思 想

而 觀 察 此 一 念 心 生 畢 竟 無 生 ， 亦 即 智 者 大 師 文 中 所 說 的 「 行 者 如 是 若

即 若 離 中 ， 觀 未 念 心 滅 欲 念 心

（ 三 ） 四 句 轉 觀  

以 上 是 破 四 因 生 之 詰 難 過 失 ， 即 從 未 念 心 的 立 場 論 述 欲 念 心 ， 由

上 句 觀 下 句 的 意 思 。 現 在 是 轉 觀 ， 亦 即 還 觀 推 檢 。 約 欲 念 心 生 做 四 句

轉 觀 ， 亦 即 由 下 句 立 場 反 逆 上 作 觀 ， 也 就 是 逆 推 還 觀 ， 故 稱 為 四 句 轉

觀 。 這 是 用 「 生 、 不 生 、 亦 生 亦 不

云何為觀？若謂未念心是滅者，為欲念心生。未念心滅，為欲

念心不生。未念心滅，為欲念心亦生亦不生。未念心滅，為欲

念心非生非不滅。未念心滅，如是還反約欲念中

 

以 上 舉 未 念 心 滅 為 例 ， 說 明 還 觀 的 意 思 ， 由 下 逆 推 而 上 作 觀 ， 即

反 還 觀 法。易 言 之，若 欲 念 心 是 生，未 念 心 是 滅。如 果 欲 念 心 不 生 了 ，

未 念 心 也 是 滅 的 ， 以 此 類 推 而 作 觀 。 總 之 ， 不 管 是 欲 念 心 是 「 生 、 不

 
2 5 5  灌 頂 《 觀 心 論 疏 》 卷 二 ， 大 正 四 六 ‧ 596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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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 亦 生 亦 不 生 、 非 生 非 不 生 」， 一 切 都 是 畢 竟 無 生  。 這 即 是 透 過 無

生 的 觀 察 ， 推 檢 一 念 四 運 心 。 從 一 念 心 在 「 未 念 、 欲 念 、 念 、 念 已 」

的 時 間 流 動 中 說 明 「 不 生 不 滅 」 的 道 理 ， 以 此 而 破 眾 生 所 執 著 的 生 滅

之 相 的 顛 倒 妄 見，引 以 契 入 於 緣 起 性 空 義。如 灌 頂 的《 觀 心 論 疏 》說 ：

「 示 眾 生 諸 法 之 本 源 ， 清 淨 無 生 無 滅 ， 令 其 返 本 還 源 ， 故 說 諸 法 不 生

等 」 2 5 6 。 又 ：《 觀 心 論 》 亦 云 ：「 若 觀 一 念 心 ， 能 答 此 問 者 ， 當 知 心 眼

開 ， 得 入 清 涼 池 」， 2 5 7 可 見 觀 諸 法 實 相 本 是 「 法 爾 如 是 」， 知 法 入 法 而

得 入 解 脫。誠 如 所 言：「 若 不 得 欲 念 心 生，亦 不 得 不 生，即 於 心 性 而 得

解 脫

得 而 推 論 出 無 生 的 道 理 ， 從 而 如 實 的

覺 知 諸 法 實 相 ， 畢 竟 不 可 得 。  

 

由 此 朗 然 顯 現 ， 而 得 真 俗 二 諦 究 竟 諸 法 實 相 。 如

《 覺 意 三 昧 》 言 ：  

                                                

」。  

以 上 所 述 ， 所 討 論 的 正 觀 、 轉 觀 是 以 「 正 觀 」 立 埸 說 明 「 滅 」 法

四 句 推 檢 。 緊 接 著 「 轉 觀 」 的 立 埸 是 以 「 生 」 法 四 句 推 檢 ， 二 者 合 併

為 觀 生 滅 四 句 義 的 推 論 ， 以 四 運 心 （ 未 念 、 欲 念 、 念 、 已 ） 配 置 四 句

義 （ 滅 、 不 滅 、 亦 滅 亦 不 滅 、 非 滅 非 不 滅 ） 之 四 四 十 六 觀 法 ， 為 四 運

十 六 推 檢 義 ， 以 正 觀 十 六 （ 滅 法 觀 ）， 反 觀 十 六 （ 生 法 觀 ）， 共 為 三 十

二 句 義 推 檢 法（ 生 滅 二 法 觀 ）。總 而 言 之，此 生 滅 各 四 句 推 檢 四 運 心 相

法 ， 即 是 透 過 觀 察 生 滅 相 之 不 可

（ 四 ） 入 中 道 正 慧  

以 上 所 舉 的 生 滅 四 句 推 檢 義 ， 也 是 就 一 切 世 間 諸 法 假 名 安 立 的 觀

察 ， 就 這 些 種 種 名 言 ， 其 實 皆 是 虛 誑 不 實 ， 一 切 皆 不 在 內 、 外 、 二 中

間 ， 也 非 假 非 空 、 非 真 非 俗 ， 故 立 此 推 檢 義 而 推 論 一 切 諸 法 名 言 究 竟

非 實 ， 只 不 過 是 假 名 安 立 而 已 。 所 以 執 著 有 或 無 ， 這 都 是 墮 入 取 見 ，

尚 未 能 真 正 見 到 諸 法 空 寂 性 的 真 相 。 因 此 ， 若 能 觀 未 念 欲 念 ， 非 空 非

有 ， 不 取 著 二 邊 ， 則 能 於 二 邊 不 起 諸 業 煩 惱 ， 則 能 觀 之 心 如 虛 空 湛 然

清 淨 ， 中 道 智 慧 自 然

 
2 5 6  灌 頂 《 觀 心 論 疏 》 卷 一 ， 大 正 四 六 ‧ 595 中 。  
2 5 7  智 顗 《 觀 心 論 》 大 正 四 六 ‧ 585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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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者如是觀未念欲念時，若不得二邊，則不取二邊。若不取二

邊，則不執二邊起諸結業。若無二邊結業障覆，正觀之心猶如

虛空湛然清淨。因是中道正慧，朗然開發雙照二諦，心心寂滅，

自然流入大涅槃海。（大正四六‧624 中） 

 

這 即 是 由 不 執 取 二 邊 過 失 而 入 中 道 正 慧 ， 然 後 照 見 真 俗 二 諦 ， 於

此 而 流 入 自 然 薩 婆 若 海 。 這 個 意 涵 實 質 上 也 就 是 顯 示 觀 一 念 心 無 生 而

生 ， 生 而 無 生 的 不 生 不 滅 之 實 相 義 ， 亦 即 透 過 觀 察 諸 法 的 生 起 現 象 當

中 ， 而 抉 擇 出 它 的 實 質 意 涵 ， 做 為 詮 釋 心 的 形 態 生 滅 和 實 相 觀 ， 即 如

上 面 所 說 的 以 四 句 推 檢 無 生 ， 這 就 是 覺 意 三 昧 訴 求 於 推 檢 之 意 涵 ， 以

趣 入 中 道 正 慧 的 結 論 。  

總 之 ， 以 上 是 約 就 理 論 上 談 諸 法 實 相 義 ， 從 觀 不 生 不 滅 之 空 性 而

離 諸 分 別 妄 想 執 著 ， 亦 即 觀 實 相 真 如 之 體 ， 而 入 諸 三 昧 成 就 諸 三 昧 的

功 德 ， 所 以 又 可 以 稱 為 是 一 種 真 如 觀 。 也 就 是 「 會 理 七 覺 」 的 「 悟 心

及 諸 法 ， 一 切 三 摩 提 ， 理 同 一 真 如 ， 知 真 如 亦 非 真 如 」 的 覺 悟 真 如 ，

這 即 是「 理 具 七 覺 」。這 主 要 目 的 也 是 為 了 導 向 正 確 的 觀 念，掃 盪 妄 執，

滌 淨 心 念 ， 所 以 在 事 修 上 配 以 理 觀 ， 以 教 導 行 ， 即 教 觀 雙 運 定 慧 相 資

而 修 持 ， 然 後 取 證 一 切 三 摩 提 。  

 

二 、 正 觀 一 念 心 修 十 二 事  

上 節 所 說 的 是 約 理 論 方 面 ， 緊 接 著 討 論 的 是 實 踐 上 之 事 修 ， 亦 即

落 實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實 際 運 作 修 持 。 按 照 智 者 大 師 的 闡 釋 ， 對 此 修 持 法

門 列 分 為 二 種 ， 即 總 觀 與 歷 別 觀 二 類 。 這 二 類 分 別 是 說 明 坐 中 修 與 歷

別 修 二 種 ， 除 了 分 別 為 攝 持 不 同 的 根 機 而 開 設 的 修 法 外 ， 也 是 一 種 漸

序 修 上 的 簡 要 說 明 。 以 便 能 於 日 常 的 一 切 行 住 坐 臥 中 ， 起 修 觀 照 ， 故

稱 為 事 修 。 而 此 事 修 一 一 諦 觀 內 外 之 心 ， 然 後 再 歸 攝 到 實 相 之 理 上 ，

這 就 是 所 謂 「 攝 事 歸 理 」，「 理 事 合 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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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總 觀 － 坐 中 修  

這 是 談 覺 意 三 昧 正 修 的 部 份 ， 共 分 為 有 二 種 進 修 方 法 ： 一 者 「 總

觀 」， 二 者 「 歷 別 觀 」。「 總 觀 」 又 名 「 坐 中 修 止 觀 」， 是 屬 於 有 一 類 眾

生 根 機 道 力 未 夠 成 穩，還 不 能 夠 於 一 切 時 中 隨 處 起 觀 修 持，覺 知 意 念，

觀 察 實 相 。 亦 即 未 能 隨 遇 作 觀 ， 於 一 切 行 事 中 隨 緣 方 便 安 住 修 行 此 覺

意 三 昧 ， 而 必 須 尋 覓 一 靜 室 ， 然 後 正 身 端 坐 觀 察 自 心 的 起 心 動 念 ， 亦

即 隨 念 觀 察 四 運 之 心 ， 這 就 是 名 為 總 觀 心 意 ， 也 是 「 歷 別 觀 」 的 預 行

準 備 基 礎。如《 覺 意 三 昧 》中 云：「 若 行 人 未 有 大 方 便 力，不 能 一 切 處

中 觀 察 實 相 ， 故 當 先 於 坐 中 照 了 心 意 ， 是 則 名 為 總 心 意 」， 2 5 8 這 就 是

總 觀 。 乃 於 行 、 住 、 坐 、 臥 四 威 儀 中 ， 採 取 坐 修 的 方 式 ， 從 坐 中 修 中

覺 觀 自 心，這 就 是 坐 中 修 觀 故 又 稱 為 坐 禪，亦 即 坐 中 修 行 三 昧 的 意 思。

如 《 覺 意 三 昧 》 云 ：  
 

故經云：端坐念實相，是名第一懺。是故行者，當先於閑房靜

室而修三昧。云何為修行者？應當善自調和身心等。……行者

既能善自調和，是時當於坐中，正念觀察心意識等四運之義悉

不可得，觀行破析悉如上說，是時名於坐禪中修行三昧。（大

正四六‧624 下） 

 

因 此 ， 依 照 此 處 所 言 ， 於 坐 中 正 念 觀 察 心 意 識 之 「 未 念 、 欲 念 、

念 、 念 已 」 四 運 心 悉 不 可 得 ， 這 就 是 坐 中 修 覺 意 三 昧 觀 法 。 此 外 ， 坐

中 觀 察 諸 法 實 相 ， 這 也 就 是 第 一 懺 悔 法 的 端 坐 念 實 相 。 至 於 ， 如 何 破

除 諸 妄 之 心 ， 知 其 畢 竟 空 故 。 則 於 六 根 六 塵 六 識 中 ， 任 運 覺 知 一 切 諸

心 本 自 不 生 ， 從 四 運 心 中 一 一 推 檢 無 生 ， 於 過 去 、 現 在 、 未 來 三 心 悉

不 可 得 。 簡 言 之 ， 因 為 端 坐 能 令 身 心 安 穩 ， 不 沉 不 浮 ， 比 較 不 容 易 攀

諸 外 緣 ， 所 以 比 較 能 專 心 諦 觀 自 心 而 成 就 一 切 三 摩 提 。  

其 次 ， 如 何 反 觀 自 心 ， 依 照 《 小 止 觀 》 中 所 說 ：  

 

當反觀所起之心，過去已滅，現在不住，未來未至，三際窮之

了不可得，不可得法則無有心，若無有心則一切法皆無。行者

                                                 
2 5 8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4 下  

 121



雖觀心不住皆無所有，而非無剎那，任運覺知念起。又觀此心

念以內六根外有六塵，根塵相對故有識生，根塵未對識本無

生，觀生如是觀滅亦然，生滅名字但是假立，生滅心滅，寂滅

現前了無所得，是所謂涅槃空寂之理，其心即止。（大正四六‧

467 上） 

 

以 上 的 詮 釋 說 明 觀 察 所 起 之 心，三 世 皆 不 可 得，任 運 覺 知 念 起 之 去 來，

六 根 六 塵 六 識 所 起 之 生 滅 本 自 無 生 ， 生 滅 亦 是 假 名 安 立 ， 一 切 了 無 所

得 。 所 以 這 裡 所 說 的 坐 中 修 三 昧 行 ， 依 《 小 止 觀 》 所 說 推 窮 三 際 了 不

可 得 ， 這 是 由 慧 觀 之 力 而 止 息 諸 業 ， 入 於 涅 槃 空 寂 之 中 ， 這 就 是 由 慧

生 定。依 此 詮 解 覺 意 三 昧 的 觀 四 運 心 法 亦 是 慧 定 相 資。例 如 所 說 的「 觀

生 如 是 觀 滅 亦 然，生 滅 名 字 但 是 假 立，生 滅 心 滅，寂 滅 現 前 了 無 所 得 ，

是 所 謂 涅 槃 空 寂 之 理，其 心 即 止 」，由 此 而 知，此 坐 中 修 觀，觀 一 切 諸

法 生 滅 皆 是 因 緣 和 合 ， 即 使 生 滅 之 名 言 也 是 假 名 安 立 ， 進 而 止 息 一 切

諸 念 想 ， 而 入 寂 靜 之 中 ， 即「 所 謂 涅 槃 空 寂 之 理 ， 其 心 即 止 」。 可 見 ，

依 觀 起 修 ， 若 觀 行 成 就 ， 即 達 到 涅 槃 空 寂 之 理 時 ， 止 的 功 德 也 隨 之 成

就 了 ， 這 就 是 定 慧 雙 功 德 圓 滿 。 所 以 由 《 小 止 觀 》 的 說 明 中 來 詮 解 覺

意 三 昧 所 說 的 覺 觀 ， 即 可 知 道 這 是 定 慧 止 觀 雙 運 。 雖 然 文 字 上 沒 有 提

到 止 的 字 句 ， 但 是 據 這 裡 所 說 的 觀 行 成 就 ， 止 的 功 德 也 就 隨 之 成 就 而

觀 ， 覺 意 三 昧 的 觀 法 正 是 定 慧 相 資 的 止 觀 。  

 

（ 二 ）、 別 觀 － 歷 別 修 止 觀  

別 觀 ， 即 歷 緣 修 止 觀 之 義 ， 這 是 因 為 根 機 已 經 成 熟 安 穩 ， 比 較 能

方 便 善 巧 ， 於 一 切 時 處 中 隨 事 用 心 作 觀 者 所 開 設 的 觀 法 ， 故 稱 為 「 歷

別 觀 照 心 意 」。  

首 先 ， 按 智 者 大 師 的 說 法 ， 修 此 歷 別 觀 是 必 須 先 經 過 上 面 所 說 的

坐 中 修 止 觀 的 基 礎 ， 於 閑 房 靜 室 中 修 習 三 昧 ， 先 善 自 調 和 身 心 ， 令 心

已 能 自 心 覺 照 ， 此 時 才 可 以 進 一 步 的 修 歷 別 觀 。 亦 即 若 已 完 成 以 上 的

基 礎 工 夫 後 ， 便 能 進 行 諦 觀 心 念 及 諸 法 性 ， 於 二 六 時 中 隨 事 行 運 修 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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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覺 意 三 昧 禪 法 ， 這 就 是 歷 別 修 止 觀 。  

而 所 謂「 隨 有 所 作 」，即 是 指 十 二 事 中 皆 能 一 一 諦 觀 內、外 心。所

謂 外 心 是 名 「 作 者 」， 內 心 是 名 「 受 者 」， 內 外 心 之 作 者 與 受 者 ， 此 各

分 有 六 種 行 事 ， 即 外 心 六 作 事 謂 ：「 行 、 住 、 坐 、 臥 、 作 作 、 言 語 」，

屬 於 六 根 之 所 作 為 。 而 內 六 受 心 是 「 眼 、 耳 、 鼻 、 舌 、 身 、 意 ， 色 、

聲 、 香 、 味 、 觸 、 法 」 的 六 根 所 領 受 六 塵 之 境 ， 這 就 是 區 別 內 外 之 名

稱 。 而 若 能 內 外 俱 觀 合 稱 為 十 二 事 ， 是 修 習 覺 意 三 昧 觀 法 之 隨 處 起 修

的 所 緣 境 。  

而 如 何 檢 視 觀 照 一 念 四 運 心 ， 於 一 切 日 常 十 二 事 中 修 止 觀 ， 如 下

以 二 圖 式 簡 明 ， 圖 一 為 總 圖 ， 圖 二 為 內 容 細 說 ：  

 

圖 一 ：   

           （ 一 念 心 ）  

         未 、 欲 、 念 、 已  

   

      外 六 作                    內 六 受  

 行  住  坐  臥  作 作  言 語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 六 根 ）  

                           ↓  ↓  ↓  ↓  ↓   ↓  

                           色  聲  香  味  觸  法 （ 六 塵 ）  

 

                  

                （ 十 二 事 ）  

                    ↓  

      （  四 相 皆 不 可 得 ， 無 一 切 相 貌 ， 畢 竟 空 寂 。 ）  

諦 觀 此 一 念 心 中 在 運 作 十 二 事 時 ， 於 未 念 、 欲 念 、 念 、 念 已 四 心 相 中

觀 一 切 皆 不 可 得 ， 畢 竟 空 寂 。  

 

圖 二 ： 略 明 諦 觀 四 運 心 修 習 十 二 事 之 觀 法 2 5 9 。  
外 六 作  諦 觀 四 心     正 觀         檢 視     反 觀  

                                                 
2 5 9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4 下 -626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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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  未 行、欲 行 、 
行 、 行 已  

心 相 通 達 ， 皆 不 可

得 ， 雙 照 分 明 。  
如 是 行 動 ， 由 心 運 役 ， 故

有 去 來 。  
反 觀 行 心 不 見

住 處 ， 無 有 生 滅

一 切 相 貌 ， 當 知

行 者 畢 竟 空 寂 。

 住  未 住、欲 住 、

住 、 住 已  
      〃  如 此 住 者 ， 由 心 制 御 ， 豎

身 安 立 ， 故 名 為 住 。  
反 觀 住 心 不 見

處 所 ～ 當 知 住

者 畢 竟 空 寂 。  
 坐  未 坐、欲 坐 、

坐 、 坐 已  
      〃  如 此 坐 者 ， 由 心 迴 轉 ， 屈

腳 安 身 ， 故 名 為 坐 。  
反 觀 坐 心 不 見

生 滅 ， 亦 非 內 外

當 知 坐 者 畢 竟

空 寂 。  
 臥  未 臥、欲 臥 、

臥 、 臥 已  
      〃  如 是 眠 者 ， 由 心 勞 乏 ， 即

便 放 任 六 分 委 臥 ， 故 名 為

眠 。  

反 觀 眠 心 不 見

相 貌 ， 當 知 眠 者

畢 竟 空 寂 。  
作 作  未 作、欲 作 、

作 、 作 已  
      〃  今 運 身 手 ， 作 諸 事 業 ， 故

名 為 作 。  
反 觀 作 心 不 見

動 轉 ， 當 知 作 者

畢 竟 空 寂 。  
言 談  未 語、欲 語 、

語 、 語 已  
      〃  如 是 音 聲 ， 有 所 言 吐 ， 由

心 覺 觀 ， 鼓 動 氣 息 ， 衝 於

六 處 ， 咽 喉 脣 舌 ， 齒 齶

等 ， 故 有 言 談 。  

反 觀 語 心 不 見

蹤 跡 ， 音 聲 住

空 ， 當 知 語 者 畢

竟 空 寂 。  
內 六 受      
眼 見 色  未 見 色、欲 見

色、見 色、見

色 已  

四 運 之 心 皆 不 可

得 ， 雙 照 分 明 。  
彼 根 塵 空 明 之 中 ， 各 各 無

見 ， 亦 無 分 別 ， 和 合 出 生

眼 、 意 識 分 別 種 種 諸

色 … … 因 緣 能 見 色 而 生

貪 著 。  

反 觀 念 色 之

心 ， 無 外 來 之 領

納 ， 非 內 出 而 分

別 ， 當 知 受 者 畢

竟 空 寂 。  
耳 聞 聲  未 聞 聲、欲 聞

聲、聞 聲、聞

聲 已  

      〃  如 是 聞 聲 ， 無 有 自 性 ， 從

根 塵 和 合 而 生 ， 意 識 想 分

別 ， 故 所 聞 生 諸 煩 惱 惡

業 。  

反 觀 緣 聲 心

識 ， 不 見 體 性 ，

當 知 聞 者 畢 竟

空 寂 。  
鼻 嗅 香  未 嗅 香、欲 嗅

香、嗅 香、嗅

香 已  

       〃  如 是 香 者 是 無 知 法 ， 有 所

鼻 根 本 亦 無 知 ， 和 合 生

識 ， 假 名 說 知 。 虛 妄 意 識

得 所 領 納 ， 而 生 分 別 起 諸

煩 惱 業 行 。  

反 觀 意 識 不 見

根 源 及 與 相

貌 ， 當 知 領 受 者

畢 竟 空 寂 。  

舌 受 味  未 受 味、欲 受

味、受 味、受

味 已  

       〃  如 是 受 味 實 無 自 性 ， 外 六

味 六 味 無 分 別 ， 內 舌 根 本

無 知 。 和 合 因 緣 而 生 舌

識 ， 此 識 亦 不 在 內 外 兩 中

間 ， 是 中 心 意 強 取 味 相 ，

生 著 分 別 ， 故 有 一 切 諸 使

煩 惱 。  

反 觀 著 味 心 意

識 等 不 見 住

處 ， 況 有 生 滅 一

切 相 貌 ， 當 知 分

別 味 者 ， 畢 竟 清

淨 故 。  

身 覺 觸  未 覺 觸、欲 覺

觸、覺 觸、覺

觸 已  

       〃  冷 暖 軟 滑 等 ， 悉 非 外 來 ，

離 冷 暖 軟 等 亦 無 別 法 ， 故

身 頭 等 六 分 非 是 生 法 ， 離

身 頭 等 六 分 亦 無 生 法 ， 二

和 合 生 識 名 為 覺 。 此 識 不

反 觀 著 味 心 意

識 等 不 見 住

處 ， 況 有 生 滅 一

切 相 貌 ， 當 知 覺

觸 者 ， 畢 竟 清 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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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內 外 ， 無 所 依 倚 。 但 以

心 意 強 作 分 別 ， 謂 證 諸

觸 ， 生 苦 樂 想 ， 故 有 愛 恚

一 切 煩 惱 。  

故 。  

意 緣 法  未 念 法、欲 念

法、念 法、念

法 已  

       〃  如 是 意 識 ， 攀 緣 諸 法 悉 是

虛 誑 ， 無 有 實 事 。 法 如 幻

化 性 無 實 故 ， 心 如 陽 燄 無

暫 停 故 ， 法 無 定 性 不 可 緣

故 。 心 無 住 處 誰 是 能 緣 ，

若 離 能 緣 所 緣 更 無 別

緣 。 但 以 虛 妄 憶 想 ， 強 起

分 別 是 法 ， 而 生 諸 一 切 煩

惱 生 死 業 行 ， 相 續 不 斷 。  

反 觀 心 意 識 根

源 ， 諦 觀 心 時 不

見 住 止 ， 及 與 生

滅 一 切 法 相 ， 若

心 無 住 處 生 滅

諸 相 ， 當 知 此 則

不 可 得 。 一 切 法

亦 如 是 ， 無 住 無

壞 ， 行 者 如 是 觀

心 意 時 ， 不 得 一

切 法 ， 當 知 所 攀

緣 法 ， 畢 竟 空

寂 。  

 

以 上 這 是 以 正 反 二 觀 推 檢 四 運 心 之 六 作 六 受 十 二 行 事 之 梗 概 ， 是

智 者 大 師 對 整 個 覺 意 三 昧 的 修 持 法 要 做 詳 細 的 說 明 ， 本 文 以 圖 示 化 繁

為 簡 ， 以 便 提 供 吾 人 一 目 瞭 然 。 而 如 何 一 一 如 實 的 覺 觀 心 意 識 ， 於 正

觀 中 雙 照 二 諦 分 明 ？ 例 如 觀 六 作 中 之「 行 」觀，於 一 切 行 事 運 作 之 中 ，

隨 動 作 起 觀，觀「 未 行、欲 行、行、行 已 」這 四 運 心 相，一 一 諦 觀「 如

是 行 動 ， 由 心 運 役 ， 故 有 去 來 」。 易 言 之 ， 於 一 切 行 動 之 時 ， 知 一 切 皆

是 由 心 所 造 作，方 有 來 去 之 行 動。於 是，此 時 應 當 正 觀 雙 照 二 諦 分 明 ，

了 了 分 明 真 俗 二 諦 ， 非 真 非 俗 ， 即 真 即 俗 的 如 實 觀 照 分 明 。 即 如 實 觀

察 這 個 行 的 心 ， 觀 其 非 空 ， 由 於 非 空 故 有 去 來 ， 亦 因 非 假 故 無 有 一 切

生 滅 相 貌。以 是 清 清 楚 楚 的 雙 照 真 俗 二 諦 分 明，由 空 入 假，由 假 入 空 。

由 俗 顯 真 ， 由 真 顯 俗 。 即 假 即 空 ， 即 俗 即 真 。 此 即 是 於 十 二 事 中 雙 照

二 諦 分 明 。 然 後 再 迴 觀 ， 即 反 觀 逆 推 還 觀 ， 反 過 來 諦 觀 自 心 ， 加 以 推

檢 觀 察 能 觀 與 所 觀 之 心 ， 即 是 求 此 一 切 所 行 之 心 ， 無 有 能 觀 ， 亦 無 有

住 處 ， 亦 無 有 生 滅 相 貌 ， 畢 竟 空 寂 ， 如 上 圖 所 謂「 反 觀 行 心 不 見 住 處 ，

無 有 生 滅 一 切 相 貌 ， 當 知 行 者 畢 竟 空 寂 」，即 是 此 意。 由 此 而 知 ，求 一 切

諸 心 皆 不 可 得 ， 皆 是 因 緣 和 合 造 作 ， 本 無 自 性 ， 畢 竟 空 寂 無 生 。  

   接 著，內 六 受 的 觀 察 一 樣 依 照 如 此 而 作 觀，謂 於「 眼、耳、鼻、舌 、

身 、 意 ， 見 、 聞 、 嗅 、 嚐 、 覺 、 思 十 二 觀 境 」 中 ， 隨 所 起 處 一 一 諦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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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緣 所 生 ， 性 相 皆 空 。 例 如 行 者 觀 眼 根 見 色 塵 時 ， 此 時 亦 當 正 觀 「 未

見 、 欲 見 、 見 、 見 已 」 四 運 心 ， 皆 了 了 雙 照 二 諦 分 明 ， 檢 視 根 塵 境 和

合 皆 由 此 心 、 意 、 識 因 緣 和 合 而 生 ， 而 有 眼 見 色 之 貪 著 。 此 時 又 當 以

反 觀 念 色 心 之 見 相 ， 內 外 之 心 皆 無 ， 亦 無 納 受 之 者 ， 觀 色 心 二 法 無 有

自 性 ， 這 就 是 觀 內 受 者 。 若 是 觀 意 法 ， 也 是 如 此 依 類 而 推 ， 觀 此 「 如

是 意 識 ， 攀 緣 諸 法 悉 是 虛 誑 ， 無 有 實 事 ， 所 以 者 何 ！ 法 如 幻 化 性 無 實

故 ， 心 如 陽 炎 無 暫 停 故 ， 法 無 定 性 不 可 攀 緣 故 。 」 2 6 0 這 就 是 觀 色 心 二

法 本 無 自 性，不 於 諸 法 上 強 做 分 別，行 者 若 能 了 了 分 明，「 反 觀 心 識 根

源 」 於 一 切 生 滅 法 相 中 ， 知 其 生 滅 無 所 住 處 ， 了 達 心 、 法 不 可 得 。 如

經 所 云 ：「 我 心 自 空 ， 罪 福 無 主 」， 即 是 如 此 。 了 解 一 切 諸 心 ， 正 觀 一

切 諸 法 幻 相 無 自 性 亦 無 他 性「 本 自 不 然，今 則 無 滅 」，則 能 畢 竟 空 寂 。

又 如 ：《 觀 心 論 》 云 ：「 若 觀 一 念 心 ， 能 答 此 問 者 ， 當 知 心 眼 開 ， 得 入

清 涼 池 」， 2 6 1 所 以 ， 觀 心 無 心 ， 一 切 畢 竟 空 寂 性 ， 正 是 此 意 。  

以 上 六 內 受 、 外 六 受 十 二 事 依 此 類 推 皆 如 此 作 觀 ， 這 就 是 身 心 二

方 面 所 觀 之 事 修 ， 亦 即 從 最 貼 切 的 一 切 行 事 日 常 生 活 中 深 心 的 觀 察 此

心 意 識 ， 於 能 所 二 緣 的 根 塵 境 上 一 一 諦 觀 檢 視 它 的 生 滅 相 ， 這 就 是 覺

意 三 昧 正 修 之 法 要 。  

 

三 、 觀 治 三 種 心  

以 上 是 說 明 修 持 理 事 二 觀 的 方 法 ， 緊 接 著 智 者 大 師 深 恐 初 學 的 行

者 ， 仍 然 未 能 徹 底 觀 諸 法 實 相 ， 唯 恐 在 禪 修 中 還 不 能 突 破 一 些 現 起 的

禪 障 ， 於 是 繼 事 修 之 後 緊 接 著 再 說 明 如 何 觀 治 三 種 心 ， 亦 即 了 解 由 心

現 起 之 三 種 現 象 的 禪 境 ， 以 便 能 幫 助 行 者 再 繼 續 向 前 超 越 而 繼 續 作 觀

對 治 破 除 。  

所 謂 三 種 心，即 是：「 一 者 觀 亂 心，二 者 觀 定 心，三 者 觀 於 觀 心 」。 

首 先，第 一「 觀 亂 心 」，這 是 對 治 心 浮 沉 之 病，因 初 學 者 在 禪 修 中，心

力 道 力 尚 未 堅 固 ， 內 心 還 昏 闇 塞 閉 ， 心 較 亦 躁 動 不 安 ， 無 法 安 住 ， 在

                                                 
2 6 0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5 下 。  
2 6 1  智 顗 《 觀 心 論 》 大 正 四 六 ‧ 585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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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 修 上 比 較 會 有 種 種 的 亂 心 現 起 ， 此 時 應 當 修 觀 照 ， 好 好 一 心 諦 觀 ，

不 見 心 相，求 心 無 心，那 麼 其 心 則 不 亂，而 且 能 安 穩 在 行 住 坐 臥 當 中 ，

使 身 心 寂 然 ， 泊 澹 不 動 而 生 定 心 。  

第 二「 觀 定 心 」， 這 是 修 治 亂 心 之 後 ， 心 已 能 穩 定， 不 再 紛 亂， 於

是 定 心 已 能 增 強 。 但 是 此 時 雖 心 能 明 淨 卻 無 法 利 ， 容 昜 令 禪 者 貪 著 禪

味 ， 而 沉 空 滯 寂 ， 陷 於 禪 縳 而 生 染 著 ， 此 時 仍 必 須 繼 續 觀 察 定 心 不 可

得 ， 亦 觀 沒 有 一 個 定 心 在 何 處 ， 亦 不 見 有 定 心 與 非 定 心 ， 於 是 此 時 不

生 貪 著，方 得 解 脫 定 縳，此 即 稱 為 於 定 心 中 而 能 觀 定 心，如《 淨 名 經 》

云  ：「 以 方 便 生 是 菩 薩 解 ， 是 名 觀 相 觀 」。 2 6 2  

第 三「 觀 於 觀 心 」，這 是 指 定 中 修 觀 的 意 思，觀 能 所 二 觀 之 心。即

如 上 面 所 說 ， 行 者 已 能 觀 定 心 ， 但 是 尚 未 悟 入 實 相 之 理 ， 或 是 自 認 為

已 經 能 除 諸 亂 相 ， 自 喜 為 得 到 最 殊 勝 妙 慧 ， 也 就 是 自 視 其 高 已 得 到 觀

慧 ， 乃 別 人 所 不 及 。 如 果 行 者 起 如 此 之 心 念 時 ， 即 名 為 智 障 ， 亦 等 同

於 外 道。 如《 釋 論 》說：「 是 諸 外 道 愛 著 觀 空 智 慧，不 得 解 脫。 行 者 既

知 計 有 觀 者，是 大 障 礙 不 會 泥 洹 」，因 此，應 當 反 觀 能 觀 所 觀 之 心 皆 空，

本 無 住 處 ， 亦 無 起 滅 ， 知 其 觀 者 與 非 觀 者 畢 竟 無 有 ， 如 此 之 觀 ， 即 能

滅 除 無 量 眾 罪 ， 獲 得 清 淨 心 。 如 此 便 是 尊 妙 人 ， 能 見 到 般 若 ， 名 為 觀

於 心 性 。  

以 上 是 觀 治 三 種 心 ， 都 是 約 就 觀 法 所 對 治 禪 修 中 可 能 現 起 的 三 種

禪 境 而 簡 介 說 明 ， 藉 由 反 觀 自 心 而 突 破 某 些 障 礙 ， 而 對 治 的 方 法 是 觀

照 實 相 ， 引 發 真 慧 而 斷 諸 煩 惱 結 使 ， 入 諸 三 昧 法 門 ， 這 就 是 定 慧 相 資

成 就 的 三 昧 行 法 。  

 

四 、 修 三 觀 證 三 三 昧  

行 者 除 了 知 道 以 上 所 略 說 的 三 種 心 外 ， 再 進 一 步 的 說 明 是 修 「 三

觀 」，此 三 觀 即 空 觀、假 觀、中 觀。修 此 三 觀 可 得 證 空 三 昧、無 相 三 昧 、

無 作 三 昧 ， 此 三 昧 亦 稱 三 解 脫 門 。 然 而 此 三 解 脫 門 就 利 根 者 而 言 ， 是

不 須 假 求 方 便 之 道 就 能 直 接 契 入 而 證 得 。 但 是 相 對 於 鈍 根 者 而 說 ， 因

                                                 
2 6 2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6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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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煩 惱 遮 重 ， 就 必 須 先 以 觀 心 為 入 道 之 法 而 對 治 破 除 遮 障 ， 才 能 安 隱

入 三 解 脫 門 。 2 6 3 因 此 ， 智 者 大 師 以 此 以 三 觀 做 為 入 道 之 法 要 。  

如 《 覺 意 三 昧 》 云 ：  
 

初觀中，能破一切種種有相，不見內外，即空三昧也！第二觀

中，能壞空相，是則無相三昧。第三觀中，不見作者，此即名

曰無作三昧。（大正四六‧626 中） 

 

此 初 觀 、 第 二 觀 、 第 三 觀 又 簡 稱 初 、 中 、 後 三 觀 ， 說 明 修 初 觀 方

能 破 除 一 切 諸 法 假 有 之 相，於 內 外 不 見 法 有，觀 諸 法 皆 空 而 證 空 三 昧。

修 第 二 觀 者 ， 乃 由 諸 法 空 相 而 轉 入 諸 法 無 相 觀 ， 知 空 無 空 而 證 無 相 三

昧。修 第 三 觀 者，不 見 作 者，乃 因 雖 知 空 無 空 卻 猶 計 著 有 此 能 觀 之 智 ，

故 須 觀 無 有 能 作 所 作 ， 既 無 人 作 也 就 無 所 願 求 ， 故 又 名 無 願 門 而 證 無

作 三 昧 。 以 上 得 知 此 三 觀 是 先 破 法 有 ， 再 破 法 空 。 最 後 ， 二 法 皆 空 ，

入 中 道 實 相 。 所 以 ， 行 者 若 能 修 此 三 觀 可 證 得 「 空 三 昧 、 無 相 三 昧 、

無 作 三 昧 」 之 三 解 脫 門 的 三 三 昧 。  

以 上 這 是 就 三 觀 各 別 所 證 之 三 三 昧 （ 三 解 門 ） 的 略 說 ， 如 果 就 總

要 的 說 ， 據 智 者 大 師 所 說 修 此 三 觀 能 「 破 壞 三 倒 、 三 毒 、 心 意 識 相 及

三 有 流，亦 能 降 伏 四 種 魔 怨 」，也 就 是 說 這 三 觀 能 滅 除 種 種 顛 倒 妄 念 分

別 ， 及 貪 瞋 癡 三 界 生 死 輪 迴 ， 亦 能 降 伏 四 種 魔 怨 。 由 於 煩 惱 之 亂 惑 能

障 一 切 生 死 之 迴 輪 ， 若 能 用 空 觀 觀 一 切 法 性 ， 即 能 降 伏 四 魔 怨 轉 煩 惱

為 菩 提 。 也 就 是 說 以 空 觀 觀 煩 惱 相 空 ， 轉 煩 惱 為 菩 提 ， 這 就 是 度 煩 惱

魔 ； 而 觀 陰 界 入 皆 空 ， 即 度 陰 魔 ； 觀 生 死 即 涅 槃 ， 即 度 生 死 魔 ； 觀 魔

界 如 即 佛 界 如 ， 一 如 無 二 如 ， 即 度 他 化 天 子 魔 ， 這 就 是 行 三 空 正 觀 而

降 伏 四 魔 。 若 能 修 習 三 觀 三 昧 終 無 魔 事 ， 而 且 能 破 一 切 法 心 無 所 執 著

得 證 生 法 二 空 。 於 眾 生 空 相 中 常 起 大 慈 悲 心 ， 不 捨 離 於 一 切 眾 生 。 於

六 度 中 起 方 便 行 而 修 一 切 諸 善 功 德 ， 這 就 是 由 三 觀 證 成 三 三 昧 。  

再 者 ， 論 及 這 三 觀 「 初 觀 、 次 觀 、 後 觀 」 這 就 是 所 謂 的 「 次 第 三

觀 」說 。 據《 瓔 珞 經 》云 三 觀 者：「 從 假 入 空 名 二 諦 觀 ，從 空 入 假 名 平

                                                 
2 6 3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七 ， 大 正 四 六 ‧ 91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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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觀 ， 二 觀 為 方 便 得 入 中 道 第 一 義 諦 觀 」， 2 6 4 這 是 智 者 大 師 所 根 據 之

原 由 而 談 的 次 第 三 觀 ， 說 明 修 此 三 觀 能 得 證 三 三 昧 之 功 德 力 。  

                                                

所 謂 ： 初 觀 破「 有 相 」， 是 指「 俗 諦 」， 可 謂 是「 從 假 入 空 觀 」， 故

證 「 空 相 」。 第 二 觀 壞 「 空 相 」 是 「 真 諦 」 亦 即 是 「 從 空 入 假 觀 」， 故

證「 無 相 三 昧 」，第 三 觀 不 見 作 者，雙 照 二 諦 為 方 便 入 於「 中 道 第 一 義

諦 觀 」，為 無 作 三 昧。這 是 說 明 初 觀 及 二 觀 照 見 空、有，真 俗 二 諦，第

三 觀 入 於 「 無 作 者 相 」 是 為 中 道 的 實 相 。 如 《 摩 訶 止 觀 》 說 ：  

 

前觀假空是空生死，後觀空空是空涅槃，雙遮二邊，是名二空

觀為方便道得會中道；故言心心寂滅流入薩婆若海。又初觀用

空後觀用假，是為雙存方便，入中道時能雙照二諦。（大正四

六‧24 下） 

 

這 是 說 明 以「 前 觀 」空 生 死 ， 即 是 破 有 相 的 俗 諦 ，「 後 觀 」空 涅 槃

是 壞 空 相 的 真 諦 ， 雙 遮 二 邊 即 不 見 空 有 二 相 ， 真 俗 二 諦 。 以 「 初 觀 用

空，後 觀 用 假 」，而 修 第 三 觀 之 中 道 雙 照 二 諦，照 見 一 念 即 空 即 假 中 之

實 相 。 即 如 六 種 七 覺 所 說 的 「 第 五 入 法 門 七 覺 者 ， 菩 薩 若 真 若 俗 ， 即

是 具 足 二 空 之 觀 ， 得 入 中 道 ， 雙 照 二 諦 隨 心 所 念 」 之 意 。 於 此 成 就 ，

而 「 自 然 出 生 一 切 種 性 諸 三 昧 相 ， 又 不 得 諸 三 昧 相 。 準 此 而 知 ， 由 次

第 三 觀 而 流 入 一 心 三 觀 ， 這 便 是 於 一 念 中 照 見 三 諦 之 三 觀 ， 也 就 是 天

台 智 者 大 師 一 再 強 調 的 觀 照 一 念 之 深 意。如《 摩 訶 止 觀 》云：「 若 圓 教

觀 實 相 理 雙 遮 雙 照，非 空 故 不 沈 非 假 故 不 浮，發 如 是 心 名 為 調 相 」。故

調 心 於 觀 實 相 之 理 ， 雙 遮 雙 照 也 。 都 只 在 於 一 念 心 之 調 觀 ， 故 總 觀 一

念 心 而 已 。  

再 者 ， 又 如 湛 然 《 法 華 玄 義 釋 籤 》 云 ：  

 

若以眾生及佛而為觀者，則似如不逮。若以心性觀彼界如，界

如皆空常具諸法。非空非具而空而具，雙遮雙照非遮非照，亦

秖是一念心性而已，如斯之定豈不尚耶。（大正三三‧844 上） 

 
2 6 4 竺 佛 念 《 菩 薩 瓔 珞 本 業 經 》 卷 二  ， 大 正 24‧ 1014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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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此 所 說 以 心 性 而 觀 是 非 空 非 具 ， 這 就 非 空 非 假 ， 即 空 即 假 之 意 ， 亦

即 所 說 雙 遮 雙 照 ， 非 遮 非 照 的 意 思 ， 這 皆 總 推 究 為 一 念 心 之 觀 而 已 。

故 說 一 念 心 是 最 好 的 定 觀 法，如 湛 然 據《 涅 槃 經 》言：「 一 切 眾 生 具 足

三 定 者 ， 謂 上 、 中 、 下 ， 上 定 者 ， 謂 佛 性 即 心 法 本 妙 」； 2 6 5 因 此 ， 觀

一 念 心 法 本 妙 ， 即 名 佛 性 觀 即 亦 上 定 觀 。  

                                                

以 上 要 言 之 ， 智 者 大 師 以 修 三 觀 而 證 三 三 昧 ， 為 覺 意 三 昧 三 觀 之

修 法 。 而 此 所 說 之 三 觀 乃 是 本 自 《 瓔 珞 經 》 之 次 第 三 觀 說 之 意 ， 依 此

次 第 三 觀 做 為 證 三 三 昧 入 道 之 法 ， 也 是 做 為 一 心 三 觀 圓 頓 止 觀 之 入 道

的 前 方 便 法 要 ， 由 此 開 啟 菩 薩 諸 波 羅 蜜 行 ， 及 長 養 一 切 諸 善 功 德 。 如

灌 頂 有 說 「 觀 一 念 自 生 之 心 ， 修 別 三 觀 之 理 ， 志 求 大 乘 之 佛 果 」。 2 6 6  

 

五 、 三 觀 之 圓 教 義  

其 次，三 觀 之 圓 教 義，是 智 者 大 師 據 以 表 達 天 台 中 道 實 相 之 思 想，

以 不 壞 法 界，住 三 德 之 涅 槃 為 圓 教 之 意，即「 三 觀 圓 觀 一 念 生 死 之 心 ，

即 中 道 涅 槃 」。 2 6 7 而 這 裡 三 觀 之 圓 教 義 乃 是 說 明 次 第 三 觀 與 圓 頓 止 觀

之 教 法 的 相 關 性 。 首 先 ， 略 為 說 明 何 謂 圓 頓 止 觀 。 所 謂 圓 頓 ， 即 是 以

於 一 念 中 即 假、即 空、即 中 的 一 時 圓 照 之 不 思 議 觀，這 就 是 所 謂 的「 一

心 三 觀 」， 如 《 摩 訶 止 觀 》 云 ：  

 

圓頓止觀相者：以止緣於諦則一諦而三諦，以諦繫於止則一止

而三止。譬如三相在一念心，雖一念心而有三相，止諦亦如是，

所止之法雖一而三，能止之心雖三而一也！以觀觀於境則一境

而三境，以境發於觀則一觀而三觀。如摩醯首羅面上三目，雖

是三目而是一面。觀境亦如是，觀三即一發一即三不可思議，

不權、不實、不優、不劣、不前、不後、不並、不別、不大、

不小，故中論云：因緣所生法即空即假即中。（大正四六‧25

 
2 6 5  湛 然 《 法 華 玄 義 釋 籤 》 卷 四 ， 大 正 三 三 ‧ 844 上 。  
2 6 6  灌 頂 《 觀 心 論 疏 》 卷 二 ， 大 正 四 六 ‧ 599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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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這 就 是 圓 頓 之 一 心 三 觀 緣 三 諦 之 空、假、中 在 一 念 心 中，是 即 一 即 三 ，

即 三 即 一 的 一 心 三 觀 之 一 時 圓 證 。 以 無 前 後 分 別 ， 而 稱 為 圓 頓 止 觀 ，

最 代 表 天 台 圓 教 的 思 想 。  

其 次 ， 次 第 三 觀 非 為 一 時 圓 證 ， 乃 漸 次 而 觀 ， 這 二 者 的 相 關 性 何

在 ？ 關 於 這 問 題 ， 據 灌 頂 的 《 觀 心 論 疏 》 的 說 法 是 ：  
 

今正明次第三觀，云何圓融不二？是則與圓觀何殊？答次第三

觀若入中道與圓則不異，故如是說也。今更約三法檢破，何者

一觀無明，二觀法性，三觀真緣。（大正四六‧615 上） 

 

如 果 據 上 面 引 文 所 說 ， 灌 頂 是 認 為 次 第 三 觀 若 入 中 道 ， 雙 照 二 諦 ， 其

實 也 是 與 圓 頓 觀 是 不 二 的 。 就 三 觀 而 言 ， 三 觀 從 觀 無 明 、 法 性 乃 至 真

緣 觀，無 疑 也 是 入 於 圓 觀 之 義。又 如 湛 然 的《 止 觀 輔 行 傳 弘 決 》也 說 ：

「 此 三 觀 用 昔 教 中 相 待 名 義 ， 以 為 總 詮 。 次 第 教 相 以 為 能 顯 ， 次 第 三

諦 以 為 所 顯 ， 為 是 義 故 非 圓 頓 相 ， 雖 非 圓 頓 本 為 顯 圓 」， 2 6 8 若 據 此 處

所 說 次 第 三 觀 雖 然 不 是 圓 頓 止 觀 ， 但 是 就 圓 頓 教 法 而 言 ， 次 第 三 觀 的

教 法 和 所 觀 的 三 諦 無 非 就 是 呈 顯 圓 頓 止 觀 ， 這 就 是 湛 然 所 說 「 雖 非 圓

頓 本 為 顯 圓 」 的 意 思 。 亦 如 潘 桂 明 在 《 智 顗 評 傳 》 一 書 中 ， 也 說 明 智

者 大 師 的 止 觀 學 說 分 為 二 個 層 次，即「 次 第 三 觀 」和「 一 心 三 觀 」。次

第 三 觀 是 「 可 思 議 」 的 一 種 方 便 的 權 說 ， 而 一 心 三 觀 是 「 不 可 思 議 」

的 圓 頓 法 之 實 說 。 雖 然 分 有 此 二 種 ， 但 實 質 上 這 二 者 並 無 區 別 的 ， 只

是 所 表 現 的 方 式 不 同 。 可 說 次 第 三 觀 是 表 現 「 逗 機 」 接 引 次 根 者 ； 而

一 心 三 觀 是 「 應 機 」 接 引 利 根 者 。 2 6 9  

又 就 教 義 而 說 ， 圓 頓 教 義 之 一 心 三 觀 是 「 空 假 中 」 圓 修 ， 次 第 三

觀 也 是 以 「 空 假 中 」 做 為 進 程 。 只 是 圓 頓 止 觀 ， 是 不 假 方 便 ， 但 求 無

上 道 ， 於 一 念 中 觀 一 色 一 香 無 非 是 中 道 ， 即 空 即 假 即 中 ， 而 當 下 圓 照

煩 惱 即 菩 提 。 故 次 第 三 觀 這 種 權 巧 方 便 ， 也 是 歸 入 薩 婆 若 海 。 所 以 ，

                                                                                                                                               
2 6 7  灌 頂 《 觀 心 論 疏 》 卷 二 ， 大 正 四 六 ‧ 599 中 。  
2 6 8  湛 然 《 觀 輔 行 傳 弘 決 》 卷 四 ， 大 正 三 三 ‧ 227 下 。  
2 6 9  潘 桂 明 《 智 顗 評 傳 》， 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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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第 三 觀 與 圓 頓 的 一 心 三 觀 又 如 《 般 若 心 經 略 疏 連 珠 記 》 卷 二 云 ：   

 

依瓔珞經者，智者云：有次第三觀、一心中三觀。從假入空觀

亦名二諦觀，從空入假觀亦名平等觀，二空觀為方便得入第一

義諦觀。此名出瓔珞經，彼釋意云：假是虛妄俗諦，空是審實

真諦。今欲去假歸真，故言從假入空觀，假是入空之詮，先須

觀假，知假虛妄而得會真，故言二諦觀。從空入假觀者，若住

於空與二乘何異，不成佛法不益眾生。是故觀空不住於空，而

入於假知病識藥應病授藥，令得服行故，名從空入假觀。而言

平等者，望前稱平等前破假用空，今破空用假，破用既均故言

平等觀。二空為方便者，初觀空生死，次觀空涅槃，此之二空

為雙遮之方便，初觀用空，次觀用假，此之二用為雙照之方便，

心心趣歸薩婆若海，雙照二諦也。是為次第三觀，一心三觀者。

此出釋論，論云：三智實在一心中得，只一觀而三觀，觀於一

諦而三諦故，名一心三觀。乃至此觀成時證一心三智。（大正

三三‧564 下） 

 

可 見，次 第 三 觀 與 一 心 三 觀 之 別，一 心 三 觀 是 於 一 念 中 即 空 即 假 即 中，

一 時 圓 證 ， 而 次 第 三 觀 是 前 後 心 之 關 係 。 亦 即 一 心 圓 觀 及 三 心 的 次 第

觀 ， 不 過 這 二 者 都 還 是 約 就 一 念 心 而 說 。 所 以 次 第 三 觀 可 以 說 是 圓 頓

的 一 心 三 觀 之 次 機 者 的 前 方 便 入 門 方 法 ， 也 就 是 次 第 三 觀 是 圓 頓 止 觀

之 入 法 之 門 。  

以 上 就 次 第 三 觀 和 一 心 三 觀 探 討 覺 意 三 昧 ， 若 就 「 入 法 門 」 看 待 覺 意

三 昧 的 一 念 推 檢 ， 顯 然 還 不 是 這 裡 所 說 的 一 時 圓 證 的 圓 頓 止 觀 。 但 是

依 於 以 上 的 次 第 三 觀 和 一 心 三 觀 的 差 別 性 和 相 關 性 而 言 ， 覺 意 三 昧 的

覺 觀 一 念 心 的 觀 門 ， 雖 然 尚 未 達 到 圓 頓 止 觀 的 一 時 圓 證 之 說 ， 但 是 卻

可 以 說 是 其 究 竟 旨 歸 於 圓 頓 止 觀 。  

所 以 ， 就 智 者 大 師 的 整 個 大 體 上 的 止 觀 禪 學 而 言 ， 以 所 謂 的 三 種

止 觀，即 漸 次 止 觀、不 定 止 觀、圓 頓 止 觀 三 種 止 觀，來 定 位 覺 意 三 昧 ，

則 覺 意 三 昧 的 覺 觀 一 念 心 的 觀 法 ， 可 以 說 是 其 究 竟 旨 歸 於 圓 頓 止 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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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種 三 昧 法 門 。  

 

第 七 節 、 覺 意 三 昧 的 證 相 門 （ 行 位 論 ）  

一 、 證 外 凡 位  

    覺 意 三 昧 的 行 位 論 就 是 「 證 相 門 」， 這 是 說 明 修 持 覺 意 三 昧 的 果

證 ， 是 智 者 大 師 為 修 持 此 覺 意 三 昧 法 門 的 結 果 做 一 個 明 確 的 取 證 定 位

說 明 。 而 此 覺 意 三 昧 所 趣 入 的 果 位 ， 首 先 是 決 定 入 外 凡 位 ， 亦 可 因 此

得 入 內 凡 初 發 心 住 ， 乃 至 循 序 漸 進 ， 最 後 取 證 等 覺 、 妙 覺 的 佛 果 ， 這

就 是 修 此 覺 意 三 昧 的 殊 勝 行 位 。  

   而 所 謂 外 凡 位 又 名「 鐵 輪 菩 薩 」位，此 位 是 伏 忍 位 尚 有 煩 惱 性 在 ，

雖 然 如 此 ， 但 是 已 能 知 道 如 來 秘 密 之 藏 ， 因 此 又 稱 外 凡 十 住 。 即 ： 一

信 心 、 二 念 心 、 三 精 進 心 、 四 慧 心 、 五 定 心 、 六 不 退 心 、 七 迴 向 心 、

八 護 心 、 九 戒 心 、 十 願 心 ， 那 麼 ， 本 文 以 下 就 用 表 格 方 式 ， 摘 錄 十 信

心 以 茲 參 考 。  

 

十 住 ：  

一 、 信 心  善 修 三 種 觀，自 覺 身 心 豁 然，空 寂 如 影 不 實。外 視 諸 法，

如 浮 雲、 如 幻 化 ， 生 方 便 慧 解。知 諸 法 不 生 不 滅，生 死

涅 槃 無 二 際。聞 十 二 部 經，自 開 解 慧。自 知 身 中 秘 密 之

藏，一 體 三 寶 與 佛 無 異。巧 說 三 乘 法 要，言 語 無 盡。雖

未 證 真 ， 相 似 慧 力 了 了 。  

二 、 念 心  知 法 實 相 是 第 一 義，萬 行 之 本，眾 靈 之 源。一 切 時 常 念

無 生，破 壞 種 種 邪 見 妄 執，成 就 正 念，安 心 一 相 如 如 之

理 ， 無 所 取 捨 ， 名 念 心 成 就 。  

三 、 精 進 心  勤 行 三 慧 ， 進 趣 菩 提 無 有 懈 怠 。  

四 、 慧 心  獲 得 正 智 慧 眼，覺 一 切 法 其 心 轉 明，入 實 相 慧 無 所 著 。

五 、 定 心  智 慧 力 故 破 諸 亂 惑 ， 安 心 理 性 入 深 三 昧 。  

六 、 不 退  禪 定 因 緣 扶 同 正 慧 即 得 堅 固 ， 亦 能 長 養 大 慈 善 根 。  

七 、 迴 向 心  心 力 勇 進，能 遍 了 諸 法。悉 入 無 生。所 作 事 業 並 趣 菩 提，

莊 嚴 萬 德 ， 普 施 眾 生 。  

八 、 護 心  妙 善 開 敷 勤 心 長 養 ， 不 令 諸 過 得 入 損 於 善 根 。  

九 、 戒 心  嚴 防 外 惡 故 修 二 種 戒 ， 謂 性 重 息 世 譏 嫌 微 細 不 犯 。  

十 、 願 心  為 虛 妄 眾 生 起 大 誓 願 增 菩 提 心，作 是 願 言：願 得 無 生 忍

時，知 眾 生 空 及 與 不 空，乃 至 菩 提 佛 道 亦 復 如 是。以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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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故 發 大 誓 願 而 成 就 之 ， 住 是 地 中 。 能 知 空 故 過 凡 夫

地，知 不 空 故 過 聲 聞 地，若 不 住 空，不 住 不 空 名 為 中 道，

行 於 中 道 ， 名 真 正 願 ， 故 名 願 心 。  

 

以 上 這 個 表 格 是 略 為 說 明 覺 意 三 昧 所 取 證 的 外 凡 「 十 心 」 整 個 梗 概 ，

依 《 四 教 義 》 解 釋 ： 此 種 十 名 通 稱 信 心 者 。 所 謂 ：「 信 心 者 」， 以 順 從

為 義 ， 如 「 若 聽 聞 別 教 的 因 緣 假 名 無 量 四 諦 ， 佛 性 之 理 ， 常 住 三 寶 ，

心 順 不 疑 名 為 信 心 」 2 7 0 這 就 是 信 心 者 。 又 信 心 具 有 二 意 ：「 一 者 發 菩

提 心 ， 二 者 行 菩 薩 道 」， 如 《 法 華 玄 義 》 中 智 者 大 師 謂： 

                                                

 

信教立行，得出三界，無明未破，未有所證，故不見真，但乘

教乘來至此耳。我圓教中其誰是耶！謂五品弟子，能善發大

心，長別三界苦輪海，即其人也。教乘即息，證乘未及。以似

解慧進修眾行，則以行為乘，從方便三界中出，到初住薩婆若

中住。（大正‧740 下-741 上） 

 

若 據 此 所 說 十 信 心 未 能 證 乘 ， 但 已 是 從 教 出 行 ， 以 行 為 乘 ， 越 凡

夫 地 到 一 切 種 智，以 能 進 求 中 道 正 觀 的 菩 提 心 為 佛 道。如 第 十「 願 心 」

的 「 住 是 地 中 ， 能 知 空 故 過 凡 夫 地 ， 知 不 空 故 過 聲 聞 地 ， 若 不 住 空 ，

不 住 不 空 名 為 中 道，行 於 中 道 」，這 即 是 已 能 從 教 出 行，以 行 為 乘 了 。 

再 者 ， 如 此 處 所 說 的 「 空 、 不 空 、 不 住 不 空 」 這 即 是 「 空 、 假 、

中 」 的 三 諦 思 想 ， 此 雖 未 能 具 行 三 諦 於 中 道 第 一 義 諦 ， 但 是 由 善 修 三

種 觀 法 「 從 假 入 空 、 從 空 入 假 、 中 道 第 一 義 諦 」 開 始 修 十 心 ， 雖 未 得

斷 惑 證 真 ， 但 得 相 似 慧 力 了 了 ， 得 出 三 界 輪 迴 ， 由 此 轉 進 六 根 清 淨 相

而 入 初 住 銅 輪 位 ， 然 後 斷 惑 顯 真 。 亦 如 《 摩 訶 止 觀 》 謂 ：  

 

第五品轉入六根清淨，名相似位。故法華云：雖未得無漏，而

其意根清淨若此。從相似位進入銅輪，破無明得無生忍」。（大

正四六‧85 上） 

又 《 法 華 玄 義 》：  

 
2 7 0  智 顗 《 四 教 義 》 卷 九 ， 大 正 四 六 ‧ 753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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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圓教中其誰是耶！謂十信心六根清淨者，即其人也！初住乃

至等覺更道損生者，此以證為乘」。（大正三三‧740 下-741 上） 

 

據 此 而 知 六 根 清 淨 相 是 屬 於 相 似 位 ， 依 此 推 究 而 下 的 外 凡 五 品 位 ， 也

就 是 位 居 於 觀 行 位 ， 故 由 觀 行 位 轉 進 的 是 六 根 清 淨 相 的 相 似 位 。 而 所

謂 觀 行 位，按 智 者 大 師 晚 年 時 在《 摩 訶 止 觀 》的 講 述 中 所 解 釋 的 是 說 ：

「 觀 諸 惡 不 可 思 議 理 也 ， 常 修 觀 慧 與 蔽 理 相 應 ， 譬 如 形 影 ， 是 名 觀 行

位 」， 2 7 1 依 據 此 說 這 是 個 觀 行 位 ， 亦 即 是 圓 伏 五 住 煩 惱 ， 兼 、 正 行 六

度 。  

    其 次 ， 這 是 智 者 大 師 依 《 瓔 珞 經 》 五 十 二 階 位 的 判 釋 ， 此 外 凡 十

住 即 是 十 信 之 位。 這 是 從 初 心「 信 心 」乃 至「 願 心 」， 十 心 成 就 ，名 為

鐵 輪 外 凡 乾 慧 伏 忍。如《 法 華 玄 義 》謂：「初 十 信 心 即 是 外 凡，亦 是 別

教 乾 慧 地 ， 亦 名 伏 忍 位 也 。 十 住 即 是 習 種 性 」， 272 又 云  ：「 鐵 輪 位 於

通 義 ， 即 是 乾 慧 地 伏 忍 也 」。 273 就 此 而 觀 ， 覺 意 三 昧 所 證 之 鐵 輪 外 凡

十 信 位 ， 就 別 教 而 說 是 乾 慧 地 ， 亦 稱 伏 忍 位 ， 為 圓 教 五 品 位 ， 若 以 天

台 的

證 位 ， 從 觀 行 位 進 相 似 位 而 入 分 證 位 的 道 次 ， 最 後 得

佛 果 之 位 。  

 

                                                

六 即 說 則 是 觀 行 即 。  

以 上 說 明 ， 此 發 心 住 從 十 信 位 的 相 似 觀 力 而 進 入 銅 輪 位 ， 破 無 明

惑 ， 開 佛 知 見 ， 最 後 可 取 證 佛 果 ， 這 即 是 「 從 觀 行 入 相 似 ， 進 破 無 明

開 示 入 佛 之 知 見，凡 四 十 二 位 」，
2 7 4 亦 即 智 者 大 師 所 說 的 修 此 觀 行，「 必

定 當 入 外 凡 位，因 是 位 故 得 入 內 凡 發 心 住 」，這 就 是 覺 意 三 昧 觀 行 從 外

凡 十 信 心 之 鐵 輪 位 ， 再 由 十 信 位 的 相 似 中 道 智 慧 前 進 ， 住 自 性 禪 而 修

十 心 ， 而 豁 然 心 開 意 解 ， 見 如 來 藏 ， 悟 一 切 諸 法 本 然 空 寂 性 ， 獲 無 生

法 忍 。 至 此 ， 即 是 進 入 內 凡 十 住 的 銅 輪 位 之 發 心 住 。 這 就 是 修 覺 意 三

昧 所 必 定 得 入 的

入

 
2 7 1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二 下 ， 大 正 四 六 ‧ 18 中 。  
2 7 2  智 顗 《 妙 法 蓮 華 經 玄 義 》 卷 四 ， 大 正 三 三 ‧ 732 上 。  
2 7 3  智 顗 《 妙 法 蓮 華 經 玄 義 》 卷 四 ， 大 正 三 三 ‧ 730 下 。  
2 7 4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三 下 ， 大 正 四 六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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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進 趣 內 凡 位 及 圓 極 之 果  

     ─ － 六 即 、 五 十 二 位 思 想 之 初 貌  

十 信 鐵 輪 位 如 前 面 所 說，這 是 五 品 位，再 向 前 轉 進 是 六 根 清 淨 相 。

這 個 階 段 還 只 是 相 似 道 慧 ， 只 能 圓 伏 無 明 而 已 ， 尚 未 能 斷 惑 證 真 。 雖

然 如 此，因 這 個 相 似 位 的 六 根 清 淨 相 的 觀 力，而 進 入 分 真 即 的 銅 輪 位，

若 能 由 此 破 無 明 見 本 然 佛 性 ， 開 顯 真 如 的 自 性 如 來 藏 ， 此 即 名 為 發 心

住 ， 亦 即 由 此 開 始 流 入 等 覺 、 妙 覺 之 道 位 ， 所 以 名 為 發 心 住 。 如 《 摩

訶 止 觀

 

，開寶藏顯真如，名發心住，

 

生 。 準 此 而 知 ， 依 智 者 大 師 的 看

法 ，

塵 沙 ， 唯 得 相 似 道 ， 尚 未 能 真 正 的 斷 惑 證 真 ， 如 《 法 華 玄 義 》 云 ：  

名斷道，見佛性常住第一義理，名圓教無生忍。（大正三三‧

36 上） 

 

                                                

》 云 ：  

六根清淨中說，伏無明名止，似中道慧名觀。分真即者，因相

似觀力入銅輪位，初破無明見佛性

乃至等覺。（大正四六‧10 中） 

此 外 ， 按《 瓔 珞 經 》亦 云 ：「 發 心 住 者 ， 發 謂 開 發 ， 是 使 得 住 名 為

安 止 處 ， 是 始 得 開 發 如 來 藏 理 ， 得 無 生 安 止 之 處 」，
2 7 5 可 見 只 要 一 進

入 發 心 住 便 能 能 斷 惑 顯 真 得 入 諸 法 無

修 此 覺 意 三 昧 是 必 定 可 流 入 此 位 。  

接 著 ， 進 入 了 十 住 的 發 心 住 後 ， 才 能 真 正 與 理 相 應 生 般 若 智 ， 如

此 相 較 於 五 品 位 或 六 根 清 淨 相 而 言 ， 十 信 只 能 破 界 內 外 見 及 界 外 無 知

 

十信之位道伏轉強，發得似解，破界內見思界內界外無知塵沙，如經

文云：得三陀羅尼，但名似道，未是真道。旋陀尼是旋假入真，百千

旋陀羅尼是旋真入俗，法音方便正是伏道，未得入中。如瓔珞從假入

空觀，雖斷見思，但離虛妄名為解脫。其實未得一切解脫，當知六根

雖淨，圓教煖頂忍四善根，柔順伏道位耳，若入初住得真旋陀羅尼。

正破無明始

7

 
2 7 5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經 蜜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7 上 、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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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上 所 說 ， 就 三 種 陀 羅 尼 而 言 ， 十 信 的 五 品 位 的 旋 陀 羅 尼 未 是 真

道 和 入 中 。 但 是 進 入 了 十 住 正 破 無 明 ， 得 真 法 音 陀 羅 尼 ， 以 此 見 佛 性

得 無 生 忍。又 如《 摩 訶 止 觀 》言：「 若 入 初 住 破 無 明 見 佛 性，雙 照 二 諦 ，

方 稱 為 智 。 亦 具 三 諦 ， 但 束 為 中 道 第 一 義 諦 」。 2 7 6 這 也 就 是 說 轉 入 了

初 住

、 生 中 道 似 解 ， 住 第

一 義

開 示 悟 入 佛 知 見 」，以 四 十

一 位 階 位 加 以 區 分 ， 如 《 法 華 玄 義 》 云 ：  

 

一切種

智。皆言佛見者，悉得佛眼。（大正三三‧735 中） 

釋 為 開 佛 知 見 的 階 段 ， 可 說 意 味 著 十

「 一 切 禪 」 與 「 難 禪 」 二 種 ， 此 二 種 禪 又 各 具 有

表 ：  

三 種 一 切 禪

之 後 才 是 真 的 破 惑 顯 真 ， 具 足 三 諦 ，  

再 者 ， 十 住 謂 ：「 一 發 心 住 、 二 持 地 住 、 三 修 行 住 、 四 生 貴 住 、 五

方 便 具 足 住 、 六 正 心 住 、 七 不 退 住 、 八 童 真 住 、 九 法 王 子 住 、 十 灌 頂

住 此 十 通 名 住 者 」。依《 四 教 義 》所 解 這 是 修 會 理 之 心，即《 仁 王 般 若

經 》 云 ：「 入 理 般 若 名 為 住 」。 能 體 假 入 空 觀 ， 而 發 真 無 漏 ， 斷 見 思 惑

八 十 八 使 ， 是 名 為 發 心 住 。 但 依 智 者 大 師 所 說 ， 菩 薩 住 此 位 時 發 心 住

則 有 二 義 解 ： 一 、 發 真 解 ， 住 偏 真 法 性 之 理 。 二

佛 性 之 理 ， 見 地 智 斷 ， 齊 生 中 道 似 解 。 2 7 7  

其 次，慧 思 大 師 將《 法 華 經 》所 說 的「

南岳解云：開佛知見是十住位，示佛知見是十行位，悟佛知見

是十迴向位，入佛知見是十地等覺位，皆言佛知者，得

 

以 上 可 知 慧 思 大 師 將 此 十 住 位 解

住 的 階 段 是 進 入 成 佛 的 初 端 。  

    另 外 ， 十 住 具 有

三 種 禪 ， 如 圖

  

一 、 樂 法 樂 住 禪  初 位 能 斷 一 切 三 界 煩 惱 ， 永 盡 無 餘 ， 故

於 諸 法 無 愛 著 ， 所 有 禪 定 不 生 愛 見 ， 無

為 自 在 。  

二 、 出 生 三 昧 禪  入 初 住 位，能 生 無 量 十 力 種 性 諸 三 昧 等。 

三 、 利 益 眾 生 禪  

，以 利 眾 生，或 得 同 事 度 脫 。 

入 是 位 中 或 面 見 十 方 三 世 諸 佛 ， 具 大 總

持 辯 才 無 礙

                                                 
2 7 6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三 上 ， 大 正 四 六 ‧ 27 上 。  
2 7 7  智 顗 《 四 教 義 》 卷 九 ， 大 正 四 六 ‧ 754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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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種 難 禪   

一 、 入 是 位 中  捨 此 身 時 雖 無 死 結 業 ， 而 能 起 法 性 生

身 ， 遍 現 二 十 五 有 種 種 身 。  

二 、 入 是 位 中  必 定 越 過 三 乘 所 證 ， 一 切 法 門 。  

三 、 入 是 位 時  於 念 念 中 所 有 功 德 悉 趣 菩 提 。  

 

以 上 二 種 各 有 三 種 禪 ， 進 入 此 發 心 住 ， 就 具 有 這 二 類 禪 。 所 謂 「 一 切

，「 難 禪 」是 深 妙 菩 提 難 行 能 行，這

     此 二 種 禪 門 是 智 者 大 師 引 自《 菩 薩 地 持 經‧方 便 處 禪 品 》菩 薩 九

種 禪 波 羅 蜜 法 中 所 列 的 「 一 切 禪 」 和 「 難 禪 」 的 菩 薩 禪 法 ， 並 且 被

切 門 禪 ， 五 、 善 人 禪 ， 六 、 一 切 行 禪 ， 七 、 除 惱 禪 ， 八 、 此 世 他 世 樂

禪 ， 九 、 清 淨 淨 禪 」， 2 8 0 這 九 種 大 禪 是 屬 於 「 出 世 間 上 上 禪 」 為 菩 薩

所 修 之 禪 法 。  

正 入 了 初 住 的「 入 理 賢 人 」，可 說 是 住 進 了 聖 胎 的 無 生 法 忍，並 且 已 能

知 道 上 地 法 門。至 此，菩 薩 已 能「 於 一 心 中 具 足 萬 行 」，修 持 無 量 功 德，

成 就 涅 槃 大 海 。  

行 隨 即 轉 進 六 根 清 淨 相 似 位 ， 依 此 所 修 的 功 德 道 力 得 入 內 凡 的 初 發 心

住 ， 一 但 進 入 此 發 心 住 的 「 分 證 即 」 之 後 ， 就 能 分 分 增 證 ， 亦 即 由 此

觀 法 一 成 就 就 能 直 入 外 凡 位 了 ，

                                                

義 禪 」意 為 能 得 自 行 化 他 一 切 功 德

是 菩 薩 的 不 共 禪 法 。  

2 7 8

引 用 在 《 釋 禪 波 羅 蜜 次 第 法 門 》 的 第 一 卷 中 ，
2 7 9 列 為 菩 薩 所 修 的 九 種

不 共 次 第 禪 法 ， 即 ：「 一 、 自 性 禪 ， 二 、 一 切 義 禪 ， 三 、 難 禪 ， 四 、 一

以 上 ， 據 智 者 大 師 所 說 ， 菩 薩 若 具 足 此 自 性 禪 和 一 切 義 禪 ， 是 真

綜 上 所 言 ， 修 覺 意 三 昧 法 是 必 定 取 證 外 凡 位 ， 由 外 凡 的 五 品 位 觀

開 始 進 入 了 成 佛 聖 果 之 流 。 也 就 是 說 修 此 覺 意 三 昧 禪 法 ， 必 定 是 可 由

具 縳 凡 夫 而 證 涅 槃 的 薩 婆 若 海 ， 而 且

不 受 迂 迴 ， 直 趨 解 脫 涅 槃 。  

 
2 7 8  曇 無 讖 《 菩 薩 地 持 經 》 ＜ 方 便 處 禪 品 第 十 三 ＞ 卷 六 ， 大 正 三 十 ‧ 921 下 。  
2 7 9  智 顗 《 釋 禪 波 羅 蜜 次 第 法 門 》 卷 一 ， 大 正 四 六 ‧ 480 下 。  
2 8 0  所 謂 九 種 禪 ： 一 、 自 性 禪 ， 修 觀 心 之 實 相 ， 不 向 外 求 。 二 、 一 切 義 禪 ， 能 得

一 切 自 行 化 他 一 切 功 德 。 三 、 難 禪 ， 深 妙 菩 提 難 修 之 禪 。 四 、 一 切 門 禪 ， 菩 薩 修

習 種 種 諸 禪 法 。 五 、 善 人 禪 ， 菩 薩 所 修 慈 悲 喜 捨 四 無 量 之 禪 法 。 六 、 一 切 行 禪 ，

十 三 種 一 切 自 他 所 用 之 菩 薩 禪 法 。 七 、 除 惱 禪 ， 饒 益 眾 生 一 切 禪 法 。 八 、 此 世 他

世 樂 禪 ， 以 禪 調 伏 攝 取 眾 生 此 世 他 世 之 樂 禪 。 八 、 清 淨 淨 禪 ， 十 種 世 出 世 間 一 切

無 上 殊 勝 禪 。 曇 無 讖《 菩 薩 地 持 經 》＜ 方 便 處 禪 品 第 十 三 ＞ 卷 六 ， 大 正 三 十 ‧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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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覺意三昧在《摩訶止觀》的開展  

                                                                                                                               

《 覺 意 三 昧 》雖 然 是 屬 於 早 期 智 者 大 師 對《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百 八

三 昧 中 的「 覺 意 三 昧 」所 做 的 註 釋，但 是 這 個 禪 法 如 前 章 已 說，與「 隨

自 意 三 昧 」 及 「 非 行 非 行 坐 三 昧 」， 三 者 並 構 成 三 部 進 展 的 形 態 ， 形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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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一 個 相 當 特 殊 的 演 變 過 程，尤 其 經 由 智 者 大 師 加 以 註 釋 並 賦 予 新 的

詮 釋

期 以 來 的 教 理 學

說 與

」 之 四 種 ， 是 智 者

大 師

， 但 是 卻 以 總 攝 觀 心 一 法 為

心 鑰

起 心 動 念 處 來 追 尋 它 的 本 來

面 目

意 義 後 ， 在《 摩 訶 止 觀 》所 呈 顯 的「 覺 意 三 昧 」於 內 容 上 展 現 了

天 台 圓 教 的 風 貌 。  

若 論 及 智 者 大 師 在 宗 教 的 實 修 體 驗 上 的 代 表 著 作 或 講 述 的 禪

法，要 屬 這 部《 摩 訶 止 觀 》最 為 精 華 之 冠。如 果 將 它 相 較 於 早 期 講 述

的「 釋 禪 波 羅 蜜 」、「 六 妙 門 」、「 覺 意 三 昧 」、「 小 止 觀 」等 禪 法 來 看 ，

這 一 部 更 呈 顯 了 他 晚 年 時 在 宗 教 實 修 方 面 的 體 證 之 深 入 與 佛 學 的 博

聞 造 詣 。 又 從《 法 華 玄 義 》、《 法 華 文 句 》、《 摩 訶 止 觀 》三 大 部 來 觀 ，

這 之 中 唯《 摩 訶 止 觀 》的 結 構 最 為 完 整，除 了 整 合 早

實 踐 禪 觀 外，也 具 備 了 晚 年 的 圓 熟 思 想。可 以 這 麼 說：這 是 薈 萃

了 他 一 生 的 精 華 ， 也 表 現 了 天 台 教 觀 雙 美 的 宗 旨 。  

然 而，《 摩 訶 止 觀 》的 結 構 ， 主 要 是 以「 五 略 十 廣 」開 展 。 五 略 就

是 指 發 大 心 、 修 大 行 、 感 大 果 、 裂 大 網 、 歸 大 處 等 五 個 部 份 ； 十 廣 ，

是 指 大 意 、 釋 名 、 體 相 、 攝 法 、 偏 圓 、 方 便 、 正 觀 、 果 報 、 起 教 、 旨

歸 等 十 章 ； 二 者 並 稱 五 略 十 廣 。 其 中 ， 修 大 行 的 部 份 是 《 摩 訶 止 觀 》

的 主 體 ， 這 個 主 體 是 以 四 種 三 昧 為 主 ， 四 種 三 昧 如 前 面 所 說 這 是 「 常

坐 三 昧 、 常 行 三 昧 、 半 行 半 坐 三 昧 、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將 諸 多 的 相 關 禪 門 法 要 ， 依 所 修 習 的 內 容 與 形 式 歸 類 為 四 種 ， 再

藉 此 四 種 行 法 ， 為 學 人 做 一 個 解 脫 之 道 的 指 南 。  

其 中，四 種 三 昧 中 的「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闡 釋 覺 意 三 昧 的 禪 法，而

構 成 了 覺 意 三 昧 在 《 摩 訶 止 觀 》 中 有 了 後 續 發 展 的 因 緣 。 其 次 ， 就 四

種 三 昧 而 觀 ， 雖 然 總 括 身 、 口 、 意 的 修 持

； 因 此 ， 以 觀 心 為 主 旨 所 進 行 修 持 的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 也 就 在 《 摩

訶 止 觀 》 中 形 成 四 種 三 昧 的 主 角 地 位 。  

再 者 ， 觀 心 一 法 ， 是 《 摩 訶 止 觀 》 的 主 題 ， 也 是 構 成 一 心 三 觀 和

次 第 三 觀 的 精 彩 論 述 ， 依 此 而 開 展 圓 頓 止 觀 的 大 法 。 故 談 到 觀 心 ， 自

然 是 不 離 一 念 心 之 作 觀 ， 如 何 作 觀 ？ 智 者 大 師 提 出 檢 視 的 方 案 ， 推 檢

一 念 心 之 來 去 的 根 源 ， 這 就 是 從 一 念 心 的

， 進 而 試 圖 掌 握 一 念 心 ， 清 清 楚 楚 的 明 白 它 的 真 實 相 貌 。 這 就 與

覺 意 三 昧 又 形 成 一 個 習 習 相 關 的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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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簡 單 而 說，《 摩 訶 止 觀 》除 了 智 者 大 師 親 證 法 華 圓 頓 實 相 外 ，

也 是 整 合 了 早 期 的 禪 法 ， 從 融 會 貫 通 中 再 抉 出 新 樣 貌 。 而 經 過 筆 者 從

中 考 察 這 些 禪 義 ， 覺 得 《 摩 訶 止 觀 》 的 觀 心 一 法 ， 與 《 覺 意 三 昧 》 一

書 所 論 之 「 入 法 門 七 覺 」 和 「 圓 極 七 覺 」 習 習 相 關 ， 極 有 可 能 《 覺 意

三 昧 》 之 所 說 在 《 摩 訶 止 觀 》 中 被 加 以 開 展 ， 成 為 後 續 成 立 的 「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關 於 此，以 下 本 文 就 覺 意 三 昧 在《 摩 訶 止 觀 》中 之 非 行 非

行 三 昧 的 後 續 發 展 做 一 討 論 。  

 

述 的 一 部 精 闢 的 宗 教 實 修 的 體 驗 止 觀 大

法，二

說 而 來 ， 其 他 三 種 三 昧 都 是 就 行

中 修

                                                

第 一 節  覺 意 三 昧 的 後 續 發 展 ： 論 《 摩 訶 止 觀 》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 釋 摩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是 智 者 大 師 早 期 在 瓦 官 寺 時 代 隱

棲 前 之 間（ 568-575）所 講 述 的 禪 法 ， 而《 摩 訶 止 觀 》則 是 於 隋 代 開 皇

十 四 年 （ 594） 晚 年 時 代 才 講

者 相 距 將 近 二 十 年，甚 至 二 十 多 年，形 成 了 早 期 與 晚 期 的 分 界 ，

也 形 成 了 前 後 發 展 的 關 係 。  

首 先 ， 就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而 說 ， 可 以 說 這 是 覺 意 三 昧 禪 法 的 延 續 發

揮 ， 何 以 說 ？ 除 了 由 整 個 行 文 來 觀 察 以 外 ， 在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的 本 文 中

也 有 說：「 南 岳 師 呼 為 隨 自 意，意 起 即 修 三 昧。大 品 稱 覺 意 三 昧，意 之

趣 向 皆 覺 識 明 了 ， 雖 復 三 名 ， 實 是 一 法 」， 2 8 1 這 就 明 確 的 指 說 了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就 是 覺 意 三 昧 ， 二 者 是 同 一 禪 法 。 由 此 而 知 ， 二 者 的 相 關 性

是 不 可 置 疑 的 。 只 是 為 何 智 者 大 師 沒 有 直 接 延 用 覺 意 三 昧 的 名 稱 ， 而

改 稱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 依 其 解 釋 是 說 ：「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者 ， 上 一 向 用 行

坐 ， 此 既 異 上 ， 為 成 四 句 ， 故 名 非 行 非 坐 ， 實 通 行 坐 及 一 切 事 」， 2 8 2

若 按 照 這 個 解 釋 的 說 明 ， 我 們 知 道 「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 這 個 名 稱 是 為 了

配 上 其 他 三 種 三 昧 而 成 立 四 種 三 昧 之

或 坐 中 修 的 禪 法 ， 但 唯 此 禪 法 是 通 於 一 切 日 常 生 活 之 行 坐 及 一 切

事 所 修 ， 故 再 別 名 為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  

 
2 8 1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二 上 ， 大 正 四 六 ‧ 14 中 。  
2 8 2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二 上 ， 大 正 四 六 ‧ 14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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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者 ， 就 內 容 而 觀 ， 覺 意 三 昧 是 以 六 品 為 架 構 ， 但 是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卻 以 四 項 進 行 說 明。即：「 一 約 諸 經、二 約 諸 善、三 約 諸 惡、四 約 無

記 」。 其 中 ，「 約 諸 經 」 這 是 另 外 再 加 入 的 懺 法 ， 做 為 這 個 禪 觀 的 前 方

便 的 一 種 助 行 。 也 就 是 預 行 之 前 方 便 ， 主 要 是 滌 淨 身 心 ， 滅 除 罪 障 以

便 助 於 禪 修 之 障 礙 。 所 以 ， 可 說 這 是 助 行 法 。 而 其 他 三 項 則 是 約 就 一

心 之 善、惡、無 記 而 分 別 進 行 推 論，於 一 念 心 生 起 時，不 管 是 面 對 善 、

惡 無 記 那 一 種 心 時 ， 皆 了 了 分 明 覺 照 觀 察 。 因 此 ，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雖 然

已 另 改 形 態 進 行 說 明，但 內 容 上 大 致 是 承 續 了 覺 意 三 昧 的 而 來。不 過，

在 闡 述 上 已 有 更 超 前 一 步 的 發 展 。 以 下 ， 本 節 比 對 由 覺 意 三 昧 再 做 後

續 發 展 的 地 方 將 它 提 出 來 討 論 。  

 

切 皆 不 可 得 。 這 就 以 心 識

                                                

一 、 觀 善 、 惡 、 無 記 心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繼 覺 意 三 昧 之 後，在 心 識 方 面 發 揮「 善、惡、無 記 」

心 的 看 法 ， 這 一 點 是 《 覺 意 三 昧 》 中 所 未 被 加 以 強 化 的 地 方 。 也 因 這

一 點 的 突 顯 ， 將 覺 意 三 昧 由 實 相 般 若 的 立 場 轉 向 慧 思 大 師 隨 自 意 三 昧

的 偏 重 心 識 說 的 形 態 ， 形 成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即 是 覺 意 三 昧 ， 也 是 隨 自 意

三 昧 的 角 色 ， 構 成 一 即 三 ， 三 即 一 的 天 台 思 想 的 特 色 與 風 格 。 也 因 此

形 成《 覺 意 三 昧 》的 內 容 是 以 六 品 為 架 構，而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是 以「 善 、

惡 、 無 記 」 三 心 為 架 構 。 雖 然 這 二 者 組 織 不 同 ， 但 實 質 上 內 容 還 是 大

致 一 樣 ， 只 是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朝 向 突 顯 一 念 心 之 心 識 方 面 的 三 性 之 特

性 。 但 是 關 於 心 識 這 方 面 的 強 調 ， 其 實 二 者 的 差 異 性 不 大 。 如 在 《 覺

意 三 昧 》 的 「 入 法 門 」 品 所 闡 述 的 一 念 心 ， 就 是 約 從 六 作 、 六 受 中 覺

觀 心、意、識 的 六 根、十 二 處、十 八 界 來 起 修 觀 照。例 如：「 觀 於 作 者 ，

凡 有 六 事 觀，於 受 者 亦 有 六 種，內 外 俱 觀 有 十 二 種，是 三 昧 能 生 三 昧 」，

2 8 3 這 是 作 觀 的 主 要 內 容，以 十 二 事 為 俱 觀，亦 即 指 心 識 的 觀 察，這 就

是 推 檢 一 念 心 的 意 思 ， 是 從 一 念 四 運 心 之 「 未 念 、 欲 念 、 念 、 念 已 」

於 日 常 生 活 中 由 心 意 、 識 所 起 的 根 、 塵 、 境 十 二 事 中 ， 一 一 推 檢 它 的

真 相 ， 經 由 從 中 作 觀 了 達 皆 無 有 所 作 者 ， 一

 
2 8 3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4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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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關

念 心 之 善 惡 心 作 觀 ， 這 就 更 說 明 於 一 切 處 時 ， 於 一 切 心 中 皆

可 如 內 容 上 的 論 述 為

要 。  

其 次 ， 在 善 心 中 作 觀 ， 即 「 二 、 歷 眾 善 」 云 ：  
 

歷善事，善事眾多，且約六度。若有諸塵，須捨六受，若無

財物須運六作，捨運共論十二事。（大正四六‧15 下） 

諸 心 。 以 上 ， 依 此 推 究 ， 非 行 非 坐 的 善 心 觀

                                                

鍵 而 作 觀 ， 也 是 為 後 來 的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強 調 的 一 點 ， 由 此 可 知 這

亦 與 覺 意 三 昧 的 觀 察 心 源 其 實 是 同 一 的 。  

以 上 是 說 明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之 善 、 惡 、 無 記 心 與 覺 意 三 昧 之 相 同 說

法，首 先，就 惡 心 部 份 而 說，在 覺 意 三 昧 中 所 談 惡 念 作 觀 時 如 有 說：「 眼

識 因 緣 能 見 於 色，而 生 貪 著，是 故 即 當 反 觀 念 色 之 心 」，或「 是 意 識 想

分 別，故 於 所 聞，生 諸 煩 惱 及 於 惡 業，即 當 反 觀 緣 聲 心 識，不 見 體 性 」，

2 8 4 這 就 是 約 惡 說 ， 約 從 意 念 對 境 所 生 的 煩 惱 惡 業 中 說 明 不 見 實 有 體

性 ， 而 呈 顯 惡 心 作 觀 。 依 此 而 觀 ， 可 見 在 覺 意 三 昧 中 早 已 有 說 到 煩 惱

中 作 觀 ， 只 是 並 未 加 以 強 調 ， 而 到 《 摩 訶 止 觀 》 的 「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

時 ， 又 更 說 明 求 心 識 實 無 有 體 性 一 切 皆 不 可 得 ， 可 以 說 在 心 識 這 方 面

更 強 化 一

實 作 觀 。 基 於 此 ， 以 善 、 惡 、 無 記 三 個 單 元 做 為

題

次

 

這 是 從 眾 善 中 約 就 六 度 來 說 明 ， 又 從 六 度 中 舉 捨 度 為 內 六 受 之 作 觀

法 ， 亦 即 捨 離 一 切 法 塵 之 心 。 例 如 ： 眼 見 色 ， 當 觀 此 「 未 見 、 欲 見 、

見 、 見 已 」 四 運 之 心 皆 不 可 得 。 又 反 觀 此 覺 色 之 心 亦 不 可 得 ， 即 是 觀

一 切 皆 空 ，非 內 、 非 外、亦 無 中 間，「 觀 塵 非 塵 ， 於 塵 無 受 。 觀 根 非 根

於 已 無 著 ， 觀 人 叵 得 ， 亦 無 受 者 ， 三 事 皆 空 名 檀 波 羅 蜜 。 」 2 8 5 這 就 是

以 捨 度 來 說 明 如 何 觀 察 自 心 最 後 入 於 無 相 中 。 可 說 這 是 以 無 相 檀 波 羅

蜜 成 就 一 切 法 行，以「 三 輪 體 空 」觀 察 自 心，於 日 常 十 二 事 中 行 六 度 ，

故 又 說 ：「 為 慈 悲 捨 六 塵 運 六 作 ， 方 便 去 來 舉 足 下 足 皆 如 幻 化 」。 2 8 6

這 就 是 約 歷 諸 善 中 說 明 觀 四 運 心 一 切 皆 不 可 得 ， 亦 即 從 善 行 中 觀 所 行

的 一 切 皆 不 可 得 推 檢 一 切

 
2 8 4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5 中 。  
2 8 5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二 下 ， 大 正 四 六 ‧ 16 上 。  
2 8 6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二 下 ， 大 正 四 六 ‧ 16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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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即

諸 惡 事 」說：「 夫 善

無 定 ， 如 諸 蔽 為 惡 事 度 為 善 … … 若 達 諸 惡 非 惡 ， 皆 是 實 相 」， 2 8 7 這

就 是 觀 惡 相 的 部 份 ， 也 有 進 一 步 的 解 釋 ， 如 說 ：  
 

觀貪欲，有四種相。未貪欲，欲貪欲，正貪欲，貪欲已…… 

諦觀貪欲蔽畢竟空寂，雙照分明。（大正四六‧18 上） 

非 行

 

，既 然 非 善 非 惡 是 否 有 必 要 作 觀 ？

依 此

理 中 ， 觀 照 一 念 四 運 心 當 下 ， 觀 一 切 皆 非 實 有 ， 而 轉 向 生

死 解 脫 之 道 ， 我 們 可 以 說 在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中 呈 顯 某 種 整 合 性 與 更 周 延

的 發 揮 。  

                                                

由《 覺 意 三 昧 》於 十 二 事 加 以 說 明 之 法 要，及 方 便 門 的 六 度 說 法 ，

進 而 加 以 發 揮 的 強 化 。  

其 次，對 於 惡 心 的 作 觀 法， 如「 三 、 隨 自 意 歷

惡

諦

 

這 裡 的 諦 觀 貪 欲 ， 是 從 惡 相 中 觀 察 自 心 ， 以 四 句 非 生 非 滅 來 推 檢 一 念

之 惡 心 亦 非 實 有 。 這 個 說 法 和 觀 點 ， 在 《 覺 意 三 昧 》 中 ， 同 樣 早 就 已

經 有 提 到 的 說 法 ， 只 是 都 未 有 進 一 步 的 說 明 ， 但 是 在 《 摩 訶 止 觀 》 的

非 坐 三 昧 中 就 將 它 透 明 出 來 卻 立 為 觀 惡 相 的 單 元 ， 以 此 我 們 推 究

這 意 味 著 在 早 期《 覺 意 三 昧 》所 沒 有 詳 論 的 地 方，在 此 也 被 發 揮 出 來 。

而 非 善 非 惡 之 無 記 ， 如 「 四 、 觀 非 善 非 惡 」 說 ：「 即 是 無 記舷瞢 之

法 ， 所 以 須 觀 此 者 ， 有 人 根 性 不 作 善 不 作 惡 」。 2 8 8 從 這 個 無 記 單 元 所

說 的「 不 作 善，不 作 惡 」的 意 思 來 看

處 的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所 說 ， 面 對 無 記 心 仍 然 以 四 運 推 檢 的 方 式 ， 觀

其 無 生 ， 一 切 皆 非 實 有 。  

以 上 所 說 的 《 摩 訶 止 觀 》 之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所 引 伸 的 善 、 惡 、 無 記

三 心 的 說 法 ， 在 《 覺 意 三 昧 》 文 中 雖 沒 特 別 加 以 強 調 ； 但 在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中 這 些 都 被 加 以 發 揮 ， 說 明 一 切 諸 心 皆 非 實 有 ， 求 心 不 可 得 。 這

是 從 推 究 窮

二 、 十 法 界 四 運 心  

四 運 心 在 智 者 大 師 所 闡 釋 的 《 覺 意 三 昧 》 中 ， 還 是 相 當 單 純 的 一

念 心 四 運 心 相 ， 可 說 四 運 心 還 只 是 約 在 解 釋 現 世 間 的 行 者 而 說 ， 主 要

 
2 8 7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二 上 ， 大 正 四 六 ‧ 15 中 。  
2 8 8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二 下 ， 大 正 四 六 ‧ 18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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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侷 限 在 於 說 明 行 者 如 何 諦 觀 一 念 心 相 方 面 的 解 釋 。 不 過 ， 在 《 摩 訶

止 觀 》的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中 這 四 運 心 就 發 揮 出 十 法 界 的 意 涵，也 就 是「 十

法 界 四 運 心 」。換 句 話 說，從 十 二 事 中 觀 一 念 心 再 加 以 伸 展 到 觀 十 法 界

之 心 ， 觀 一 心 不 出 十 法 界 ， 十 法 界 亦 在 祇 此 一 心 ， 一 心 具 十 法 ， 十 法

亦 是 一 心 的 意 思 。 這 個 也 就 是 伸 展 到 法 界 觀 的 問 題 ， 以 及 從 因 感 果 的

關 懷 。 而 這 裡 所 謂 的 十 法 界 是 ：「 一 、 地 獄 四 運 ， 二 、 鬼 道 四 運 ， 三 、

畜 生 四 運 ， 四 、 修 羅 四 運 ， 五 、 人 道 四 運 ， 六 、 天 道 四 運 ， 七 、 二 乘

運 、 八 、 菩 薩 四 運 、 九 、 佛 法 四 運 、 十 、 假 名 四 運 」。 2 8 9 此 十 法 界

將 它 概 略 摘 錄 做 成 圖 表 說 明 ， 如 下 圖 式 ：  

四

四 運 心 相 。 本 文 就

 

十 法 界 四 運 心 ：  

   十 法 界     四 運 心  
一 、 地 獄 四 運  貪 染 於 色 ， 毀 所 受 戒 。  
二 、 鬼 道 四 運  意 實 愛 色 ， 覆 諱 言 不 。  
三 、 畜 生 四 運  於 色 生 著 而 計 我 我 所 。  
四 、 修 羅 四 運  我 色 他 色 ， 我 勝 他 劣 。  
五 、 人 道 四 運  色 上 起 仁 讓，貞 信 明 等 五

六 、 天 道 四 運  
他 惠 我 色 不 與 不 取，於 此

戒 十 善 。  
七 、 二 乘 四 運  心 三 受 ， 心 心觀 四 運 心 ， 心 相 生 滅 ， 心 心 不 住 ， 心

不 自 在 ， 心 心 屬 因 緣 。  
八 、 菩 薩 四 運  六 度 ， 觀 塵 非 塵 ， 觀觀 自 他 四 運 過 患 ， 即 起 慈 悲 行

相 非 相 ， 住 無 相 佈 施 ， 到 達 彼 岸 。  
九 、 佛 法 四 運  等 即 常，不 受 四 運 即 樂，不 為 四 運 起

業 即 我 ， 四 運 不 能 染 即 淨 。  
觀 四 運 與 虛 空

十 、 假 名 四 運  四 運 雖 空，空 中 具 見 種 種 四 運，乃 至 遍 見 恒 沙 佛 法

成 摩 訶 衍 。  

 

這 十 法 界 四 運 說 明 一 心 具 十 法 ， 十 法 亦 在 一 心 中 ， 一 即 十 ， 十 即

一 。 依 照 智 者 大 師 的 看 法 ， 諦 觀 「 非 一 非 十 ， 雙 照 一 十 ， 一 念 心 中 具

足 三 諦 」， 2 9 0 就 是 觀 十 法 界 四 運 心 。 由 此 而 透 顯 一 念 中 即 空 、 即 假 、

中 ， 一 即 十 ， 十 即 一 ， 的 一 運 心 具 足 十 法 之 觀 法 ， 這 也 是 呈 顯 一 心

三 觀 的 圓 融 三 諦 觀 法 之 思 想 。 故 說 ：  
 

                                                

即

 
2 8 9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二 上 ， 大 正 四 六 ‧ 16 上 。  
2 9 0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二 下 ， 大 正 四 六 ‧ 16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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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空不應具十法界，法界從因緣生。體復非有，非有故空，非

空故有，不得空有，雙照空有，三諦宛然，備佛知見，於四運

足明了。觀聲香味觸法五受四運心，圓覺三諦不可思議，亦

此

四 運 此 ， 這 就 是 圓 覺 三 諦 觀 ， 又

為 不 思 議 。 可 見 圓 融 三 諦 觀 ， 已 被 明 朗 化 的 指 出 和 呈 顯 出 來 。  

另 外 ， 十 界 四 運 據 湛 然 的 解 釋 是 ：  
 

乃名反照。又善惡者，示善惡事皆須觀察。

故下文即以善惡歷於作受而為觀境，故歷十界以顯無住。（大

正四六‧198 上） 

分 為 善 惡 之 心 是 通 六 道 ， 一 切 諸 念 是 通 六 凡 四 聖 。 而

若 能

十 界 之 中，如 所 謂：「 言 一 相 無 相

者 ，

貌 ， 一 切 皆 是 不 可 得 ， 不 可 住 。  

此 外 ， 湛 然 的 《 止 觀 輔 行 傳 弘 決 》 中 亦 說 ： 依 《 占 察 經 》 云 ：  
 

唯心。

今文云：能了此四即入無相，若也次第觀十四運，名思議境，

能達九界即佛法界，名不思議。（大正四六‧197 中） 

                                                

具

復如是。（大正四六‧16 上） 

 

以 空 、 假 、 中 觀 十 法 界 非 空 非 有 ， 即 空 即 有 ， 雙 照 空 有 。 同 樣 的 觀

心 所 起 之 聲 、 香 、 味 、 觸 、 法 也 是 如

名

既知心有十界四運，隨起而觀。善惡即是六趣，諸念通於四聖，

不住九界，卻觀九界

是

 

此 中 湛 然 認 為 凡 夫 心，忽 善 忽 惡 故 有 十 界 四 運，所 以 應 當 隨 念 而 作 觀。

就 十 法 界 心 ， 可

不 住 九 界 ， 可 反 觀 九 界 之 心 ， 名 為 反 照 。 也 就 是 觀 察 從 所 行 的 一

切 善 惡 之 心 。  

其 次，雖 然 有 十 界 之 相，而 不 住

九 界 四 相 皆 不 可 得 」， 2 9 1 這 是 不 住 十 界 的 意 思 ， 說 明 十 法 界 亦 無

相

觀有二種：一者唯識，謂一切唯心。二者實觀，謂觀真如。唯

識歷事，真如觀理。今文觀於十界四運，義當占察一切

故

 

依 湛 然 的 看 法 ， 十 界 四 運 是 應 屬 於 唯 識 觀 的 看 法 。 但 是 若 能 在 唯 識 歷

 
2 9 1  湛 然 《 止 觀 輔 行 傳 弘 決 》 卷 二 之 三 ， 大 正 四 六 ‧ 197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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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的 觀 心 上 ， 觀 此 四 運 心 入 於 無 相 ， 這 就 成 為 真 如 理 觀 。 又 以 次 第 方

式 觀

》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中 ， 他 從 早 期 所 闡 釋 的 《 覺 意 三

昧 》 之 四 運 心 ， 展 現 對 佛 法 更 深 一 層 的 體 會 與 闡 釋 ， 而 做 了 更 進 一 步

後 續 發 展 的 工 作 。  

 

方 便 ， 但 說 無 上 道 」 的 證 頓 。

即 所

， 也 就 是 三 諦 三 觀 的 意 思 。  

而 三 諦 的 思 想 原 是 智 者 大 師 引 自《 瓔 珞 經 》而 來 的，如《 四 教 義 》

中 說 ：  
 

第一義諦。所言有諦者，二十五有世間眾生，妄情所見名之

為有，如彼情見審實不虛名之為諦。（大正四六‧727 下） 

                                                

十 界 四 運 ， 是 名 為 思 議 觀 。 如 果 能 觀 九 界 如 虛 空 ， 常 、 樂 、 我 、

淨 ， 這 即 是 通 達 佛 法 界 ， 此 名 為 不 思 議 觀 。  

再 者 ， 關 於 十 界 四 運 ， 湛 然 認 為 智 者 大 師 所 說 的 十 界 四 運 觀 心 一

法，早 在 傅 大 士 早 時 就 已 經 提 到 說：「 巡 檢 四 運 併 無 生，千 端 萬 緒 何 能

縛 」的 說 法， 2 9 2 並 且 認 為 這「 千 端 萬 緒 何 能 縛 」指 的 就 是 十 界 的 意 思 。

也 就 是 說 傅 大 士 早 已 注 意 到 了 四 運 無 生 之 觀 法 。 本 文 認 為 不 管 智 者 大

師 的 四 運 十 界 是 參 照 傅 大 士 的 說 法 ， 或 是 自 已 對 佛 法 深 一 層 的 體 驗 。

總 之 ， 在 《 摩 訶 止 觀

三 、 三 諦 圓 融 思 想  

三 諦 圓 融 的 思 想 可 以 說 是 天 台 一 個 頂 端 的 產 物 ， 象 徵 智 者 大 師 一

個 縝 密 周 圓 的 佛 學 思 考，亦 為 天 台 佛 學 理 論 之 核 心，也 是《 摩 訶 止 觀 》

實 踐 論 的 圓 頓 止 觀 重 要 的 論 據 。 但 是 若 就 天 台 「 漸 次 、 不 定 、 圓 頓 」

三 種 止 觀 而 言，《 摩 訶 止 觀 》是 代 表 圓 頓 止 觀。而 圓 頓 止 觀 的 意 涵，除

了 以 六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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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六 圓 意 涵 外， 2 9 3 圓 頓 最 大 的 意 涵，即 是 一 念 頓

觀 的 意 思 。 即 「 法 華 」 所 說 的 「 正 直 捨

謂 一 念 頓 觀 ， 一 念 具 足 「 即 空 、 即 假 、 即 中 」 三 諦 一 心 中 得 的 圓

融 三 諦 觀

三諦名義具出瓔珞、仁王二經。一者有諦，二者無諦，三者中

道

 
2 9 2  湛 然 《 止 觀 輔 行 傳 弘 決 》 卷 二 之 三 ， 大 正 四 六 ‧ 197 中 -下 。  
2 9 3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一 上 ， 大 正 四 六 ‧ 2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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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謂 三 諦，空、有、中 謂 之「 三 」，審 實 不 虛 名 為「 諦 」，而 稱 為 三 諦 ，

稱 真 諦 、 俗 諦 、 第 一 義 諦 。 其 實 這 三 諦 也 不 是 完 全 到 後 期 《 摩 訶 止

觀 》中 才

 
菩薩若能如是不依心及諸法三摩提，若真若俗即是具足二空之

觀，得入中道，雙照二諦隨心所念，則一自然出生一切十力種

性諸三昧等。（大正四六‧622 中） 

又 ：  

行者如是觀未念欲念時，若不得二邊，則不取二邊。若不取二

邊，則不執二邊。起諸結業，若無二邊結業障覆，正觀之心猶

如虛空湛然清淨。因是中道正慧，朗然開發雙照二諦，心心寂

滅，自然流入大涅槃海。（大正四六‧624 中） 

 

「 具 足 二 空 之 觀，得 入 中 道，雙 照 二 諦 隨 心 所 念 」，這 是 指 觀 即 空 即 假

二 觀 而 入 中 道 正 觀，這 就 是 三 觀 的 思 想。又「 雙 照 二 諦，心 心 寂 滅 」，

也 是 即 空 即 假 的 三 諦 宛 然 之 意 ， 所 以 從 以 上 二 段 文 意 而 言 ， 這 是 明 顯

指 說 三 諦 的 意 思 。  

又 《

 
故經云：前二觀為方便道，因是二空觀，得入中道第一義觀，

照二諦，心心寂滅，自為流入，薩婆若海。（大正四六‧472

可 見 三 諦 觀 在 早 期 的 《 覺 意 三 昧 》 與 《 小 止 觀 》 即 已 相 繼 提 出 ， 只 是

「 三 諦 」這 個 名 稱 的 指 涉，是 到 智 者 大 師 後 期 思 想 才 被 加 以 發 揮 出 來。 

如 在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中 解 釋 十 法 界 四 運 心 時 ， 這 個 三 諦 的 名 詞 就 被 透 明

呈 顯 出 來。如 上 面 已 說 過 的：「 不 得 空 有，雙 照 空 有，三 諦 宛 然，備 佛

知 見 ， 於 四 運 心 具 足 明 了 。 觀 、 聲 、 香 、 味 、 觸 、 法 五 受 四 運 心 ， 圓

覺 三 諦 不 可 思 議 。 」 準 此 而 知 ， 三 諦 的 名 稱 在 這 裡 完 整 被 指 出 ， 呈 顯

進 一 步 發 揮 的 意 向 。  

要 言 之 ，《 覺 意 三 昧 》中 的「 圓 極 七 覺 」的「 一 念 相 應 慧 ， 寂 然 圓

或

有 的 產 物，在《 覺 意 三 昧 》的「 入 法 門 」也 有 此 思 想，如 云 ： 

的

小 止 觀 》 的 「 證 果 章 」 亦 提 到 三 諦 的 相 關 內 涵 ：  

雙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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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一 切 了 了 分 明 」，是 講 三 諦 的 意 思，也 拱 托 出 圓 覺 三 諦 之 思 想。如 一

念 相 應 慧 ， 寂 然 圓 照 ， 其 實 這 就 是 一 念 頓 觀 的 意 思 ， 於 一 念 中 圓 照 分

明 即 空、 即 假、即 中 的 圓 頓 意。所 以 在《 覺 意 三 昧 》中 的「 圓 極 七 覺 」

之 說 法 ， 其 實 就 是 一 念 圓 融 三 諦 的 意 思 。 故 在 《 摩 訶 止 觀 》 的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中 所 解 釋 的 十 法 界 四 運 時 ， 說 「 非 一 非 十 ， 雙 照 一 十 ， 一 念 心

中 具 足 三 諦 」，這 個 圓 融 三 諦 思 想 就 更 顯 得 清 楚。乃 至《 摩 訶 止 觀 》就

朗 化「 即 空、即 假 、即 中 」的 一 心 具 足 三 諦 的 圓 頓 思 想 。即 所 謂 ：「 圓

頓 止

時 ， 完 全 將 三 諦 的 思 想 加 以 展 開 ， 發 展 三 止 三 觀 三

諦 的 圓 融 思 想 。  

 

四

判

位 ，

                                                

觀 相 者 ， 以 止 緣 於 諦 則 一 諦 而 三 」 的 圓 融 三 諦 思 想 。 2 9 4  

以 上 ， 簡 單 而 言 ， 從 早 期 所 闡 釋 的 《 覺 意 三 昧 》 和 《 小 止 觀 》 考

察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的 三 諦 思 想 ， 可 以 說 是 從 覺 意 三 昧 所 蘊 含 的 三 諦 觀 而

開 展，形 成 在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中 有 了 後 續 的 開 發。以 致，在《 摩 訶 止 觀 》

正 修 章 中 論 述 觀 行

、 六 即 思 想  

覺 意 三 昧 在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中，還 有 一 重 要 的 後 續 發 展，就 是 六 即

思 想。六 即 是 智 者 大 師 取 自《 瓔 珞 經 》的 五 十 二 階 位，從 凡 夫 到 聖 位

做 一 個 修 道 的 行 位 論，分 為 六 個 階 段，也 是 為 修 行 的 階 段 成 果 做 一 個

位 次 的 介 紹 。 而 六 即 的 思 想 ， 在《 法 華 玄 義 》和《 摩 訶 止 觀 》中 論 述

最 多 ， 主 要 也 是 就 天 台 圓 教 做 一 個 定 位 ， 如 《 摩 訶 止 觀 》 說 ：「 何 意

約 圓 說 六 即。答：圓 觀 諸 法 皆 云 六 即，故 以 圓 意 約 一 切 法 悉 用 六 即

餘 不 爾 故 不 用 之 」， 2 9 5 可 見 這 正 是 為 自 家 圓 教 做 一 個 判 位 。  

依 據《 摩 訶 止 觀 》所 謂 六 即：「 即 理 即、名 字 即、觀 行 即、相 似 即 、

分 證 即、究 竟 即 」。「 理 即 」，就 是 了 知 一 心 中 具 如 來 藏 理，知 三 智 一 心

中 具 不 可 思 議 ， 一 色 一 香 無 非 是 佛 法 ， 本 具 圓 融 三 諦 ， 中 道 實 相 的 妙

理 。「 名 字 即 」， 即 於 名 字 中 通 達 解 了 ， 知 一 切 法 皆 是 佛 法 ， 是 為 名 字

即 菩 提 ， 亦 是 名 字 止 觀 。「 觀 行 即 」， 則 雖 未 契 理 ， 觀 心 不 息 ， 但 從 教

 
2 9 4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三 上 ， 大 正 四 六 ‧ 25 中 。  
2 9 5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一 下 ， 大 正 四 六 ‧ 11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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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行 ， 修 習 止 觀 ， 及 兼 行 六 度 。「 相 似 即 」， 進 入 菩 薩 位 ， 止 觀 漸 進 ，

斷 見 思 、 塵 沙 惑 ， 伏 無 明 ， 又 名 相 似 觀 慧 。「 分 真 即 」， 乃 因 相 似 觀 力

入 銅 輪 位 ， 而 初 破 無 明 ， 見 佛 性 ， 開 寶 藏 顯 真 如 ， 亦 斷 一 分 無 明 ， 證

一 分 法 性 。 又 名 分 真 菩 提 、 分 真 止 觀 、 分 真 智 斷 。「 究 竟 即 」， 以 金 剛

智 斷 破 四 十 二 品 無 明 ， 證 究 竟 諸 法 實 相 ， 由 等 覺 入 於 妙 覺 位 ， 智 慧 光

明 圓

的 關

何 在 ？ 首 先 ， 從 《 摩 訶 止 觀 》 的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中 所 提 到 的 ：  
 

實位。乃至諸佛盡蔽源底名究竟位。（大正四六‧18 中） 

意 三 昧 》「 證 相 門 」的 部 份， 隱 含 習 習 相 關，如《 覺 意

昧 》 中 云 ：  
 

行、十金剛、十地、等覺、妙覺。（大正四六 626 下-627 中） 

 

                                                

滿 ， 證 大 涅 槃 佛 極 位 。 2 9 6  

以 上 是 六 即 的 行 位 ， 本 文 從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來 考 察 與 覺 意 三 昧

係

即觀諸惡不可思議理也，常修觀慧與蔽理相應。譬如形影是名

觀行位，能於一切惡法世間產業皆與實觀不相違背，是相似

位。進入銅輪破根本，本謂無明，本傾枝折顯出佛性，是分證

真

 

由 這 一 段 所 說 的 證 位 來 觀 ， 這 裡 所 說 的 「 觀 行 即 、 相 似 即 、 分 證 即 、

究 竟 即 」四 即 位 而 言，是 已 分 明 的 表 達 六 即 的 思 想。又 以《 摩 訶 止 觀 》

中 所 列 述 的 四 種 三 昧 而 觀 察 ， 唯 有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談 及 證 位 的 說 法 ， 其

他 三 種 三 昧 都 沒 有 。 由 此 而 探 尋 六 即 的 思 想 在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與 覺 意 三

昧，發 覺 到《 覺

三

行者如是行時，必定當入外凡位中。因是位故得入內凡初發心

住，云何名外凡位，外凡是鐵輪菩薩。……菩薩住是十心名鐵

輪位，名外凡位。是人具煩惱能知如來秘密之藏，得相似中道

智慧。……住此位中即入內凡，名銅輪位。……其餘九住及十

以 上 是 覺 意 三 昧 所 說 的 外 凡 位 ， 內 凡 發 心 住 、 十 行 、 十 金 剛 、 十

地 、 等 覺 、 妙 覺 五 十 二 等 階 位 ， 這 是 三 昧 觀 行 的 修 道 位 次 及 證 相 的 定

位 說 明 。 從 這 個 扼 要 的 略 說 中 ， 窺 見 《 覺 意 三 昧 》 中 所 蘊 含 的 六 即 意

 
2 9 6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一 下 ， 大 正 四 六 ‧ 10 中 、 下 。  

 150



涵 ， 已 有 某 些 透 顯 。 只 是 雖 然 未 全 盤 的 朗 化 六 即 的 名 相 ， 但 是 就 內 、

外 凡 之 說 及 相 似 中 道 與 五 十 二 階 位 的 表 達 中 ， 已 帶 有 六 即 的 概 念 與 思

想 的 雛 型 的 模 式，我 們 推 究 為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的 六 即 說，由 此 加 以 開 展，

可 謂

意 ， 我

們 將 二 者 做 一 比 對 ， 覺 得 這 個 說 法 也 是 極 有 能 ， 如 下 圖 ： 2 9 7  

， 這 個 六 即 思 想 的 發 端 與 覺 意 三 昧 是 有 關 的 。  

其 次 ， 對 於 覺 意 三 昧 與 六 即 說 的 關 係 ， 依 據 佐 藤 哲 英 的 研 究 ， 他

認 為 六 即 的 先 驅 思 想 乃 是 來 自 《 覺 意 三 昧 》 的 六 種 七 覺 說 ， 而 進 一 步

發 展 為 智 者 大 師 的 後 期 思 想 ， 富 有 濃 厚 的 圓 教 色 彩 。 這 個 看 法 主 要 是

覺 得 難 以 確 立 六 即 的 成 立 過 程 ， 而 從 考 察 《 覺 意 三 昧 》 的 六 種 七 覺 說

的 意 涵 中 ， 發 覺 它 是 後 來 六 即 思 想 的 先 驅 ， 這 種 看 法 是 值 得 注

 
六 種 七 覺        內 容  六 即        內 容  
3 會 理 七 覺  

 

1 理 即  悟 心 及 諸 法 一 切 三 摩

提 ， 理 同 真 如 ， 亦 非 真

如 ， 覺 悟 真 如 。

了 知 一 心 中 具 如 來 藏

理，知 三 智 一 心 中 具 不

可 思 議 ， 本 具 圓 融 三

諦 ， 中 道 實 相 的 妙 理 。

1 因 聞 七 覺  
提 ， 畢 竟 清 淨 空 無 所 有 。

2 名 字 即了 達 心 及 諸 法 一 切 三 摩 於 名 字 中 通 達 解 了，知

一 切 法 皆 是 佛 法，是 為

名 字 即 菩 提，亦 是 名 字

止 觀 。  
2 修 行 七 覺  照

 
3 觀 行 即常 以 七 覺 調 適 修 心，反

觀 察 ， 以 觀 行 調 適 。

觀 心 不 息 ， 從 教 起 行 ，

修 習 止 觀 ， 及 兼 行 六

度 。  
4 起 方 便 七 覺  

 

4 相 似 即憐 愍 眾 生 興 心 萬 行，知 無

住 無 行，以 七 覺 善 巧 修 一

切 自 利 利 他 三 摩 提 。

進 入 菩 薩 位 ， 止 觀 漸

進 ， 斷 見 思 、 塵 沙 惑 ，

伏 無 明 ， 又 名 相 似 觀

慧 。  
5 入 法 門 七 覺  5 分 真 即

 

若 真 若 俗 ， 具 足 二 空 之

觀 ， 得 入 中 道 ， 雙 照 二

諦，隨 心 所 念 … … 於 一 切

陀 羅 尼 三 昧 智 慧 功 德

是 則 菩 薩中，心 無 住 著，

七 覺 分 分 圓 顯 。  

初 破 無 明，見 佛 性，開

寶 藏 顯 真 如。亦 斷 一 分

無 明，證 一 分 法 性。又

名 分 真 菩 提 、 分 真 止

觀 、 分 真 智 斷

6 圓 極 七 覺  

寂 然 圓 照 一 切 了 了 分 明 。

6 究 竟 即

滿 ， 證 大 涅 槃 佛 極 位 。

住 金 剛 三 昧 清 淨 禪 中，朗

然 大 悟 ， 得 一 念 相 應 慧 ，

以 金 剛 智 斷 破 四 十 二

品 無 明 ， 智 慧 光 明 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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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從 佐 藤 哲 英 的 二 者 比 對 中 ， 我 們 發 覺 二 者 的 關 係 是 密 切 的 。

也 就 是 《 覺 意 三 昧 》 的 「 六 種 七 覺 」 極 有 可 能 是 六 即 的 前 驅 思 想 。 假

如 我 們 更 動 覺 意 三 昧 的 前 三 項 之 次 序 來 搭 配 六 即 ， 就 會 呈 顯 極 隱 含 的

成 份

反 應 出 與 覺 意 三 昧

的 關 係 ， 以 致 到 後 期 時 得 到 全 然 的 改 造 與 發 展 。  

 

 第 二 節  覺 意 三 昧 》之 三 觀 在《 摩 訶 止 觀 》的 開

觀 》 對 此 加 以 開 展 論 述 ， 使 得 這

三 觀

如 何 詮 釋 與 建 構 ， 由 此 揭 櫫 三 觀

義 在 《 摩 訶 止 觀 》 中 之 開 展 因 由 。  

 

。  

總 之 ， 從 以 上 二 點 的 比 對 考 察 ， 覺 意 三 昧 與 六 即 思 想 的 關 係 ， 是

值 得 注 意 。 其 實 從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的 六 即 來 觀 察 ， 已

論《

展  

覺 意 三 昧 有 一 個 重 要 的 實 踐 門 ， 就 是 入 門 修 的 三 觀 義 ， 三 觀 義 如

前 章 第 三 章 已 討 論 過 ， 這 三 觀 也 就 是 所 謂 的 次 第 三 觀 ， 分 為 初 觀 、 二

觀、三 觀 的 次 第 觀 法，這 都 是 約 於 一 念 心 的 前 一 剎 那 與 後 一 剎 而 言 的。

三 觀 如 前 所 說 的 「 若 真 若 俗 ， 即 具 足 二 空 之 觀 ， 得 入 中 道 ， 雙 照 二 諦

隨 心 所 念 」，這 是 三 觀 三 諦 的 思 想，這 個 思 想 在 覺 意 三 昧 中 實 在 未 有 發

揮 ， 但 是 到 智 者 大 師 後 期 的 《 摩 訶 止

三 諦 的 思 想 受 到 後 人 的 重 視 。  

基 於 此 ， 本 節 就 針 對 這 一 點 來 做 討 論 ， 說 明 《 覺 意 三 昧 》 之 三 觀

在 《 摩 訶 止 觀 》 中 的 後 續 開 展 。 那 麼 以 下 ， 就 依 智 者 大 師 在 止 觀 一 義

的 脈 絡 下 逐 步 探 索 。 首 先 ， 說 明 止 觀 的 詞 義 在 經 論 的 詮 釋 。 進 而 探 討

智 者 大 師 對 印 度 禪 學 的 消 化 與 改 造 ，

一 、 止 觀 的 概 念 與 詞 義  

「 止 」 梵 文 samatha,  音 譯 奢 摩 他 。 漢 譯 靜 、 寂 、 滅 、 定 、 息 念 、

止 寂 。「 觀 」 梵 文 vipawyana譯 為 毘 婆 舍 那 。  vi識 別 、 觀 察 、 明 明 白 白

                                                                                                                                               
2 9 7 參 考 佐 藤 哲 英 《 天 台 大 師 の研究 》， 頁 18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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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見 、 知 、 能 了 等 。 √ paw縳 （ 煩 惱 ）。 2 9 8  vipawya和 合 為 正 見 了 知 煩

惱 。 依 此 而 說 「 止 觀 」 一 詞 合 和 為 寂 照 ， 正 見 煩 惱 ， 或 觀 察 煩 惱 ， 或

如 實 觀 察 煩 惱 的 意 思 。 由 止 息 一 切 外 境 與 妄 想 分 別 中 ， 如 實 的 於 境 上

生 起

處 修 習 止 和 觀 二 法 ，

於 此 而 得 解 脫 。 如 ：《 增 一 阿 含 經 》 卷 十 一 云 ：  

 

，行此二法。

如是，諸比丘，當作是學。（大正二‧600 中） 

是 諸 佛 教 」 的 意 思 。 換 言 之 ， 即 是 止

                                                

正 智 觀 察 ， 依 此 慧 力 而 斷 除 煩 惱 ， 亦 即 定 慧 二 法 。  

「 止 觀 」 是 一 門 解 脫 道 ， 這 個 解 脫 道 如 「 八 正 道 」 一 樣 具 有 舉 足

輕 重 的 地 位 ， 為 諸 佛 菩 薩 所 共 修 之 路 ， 也 是 世 尊 教 導 弟 子 降 伏 煩 惱 的

解 脫 法 門 。 例 如 世 尊 時 常 告 訴 諸 比 丘 ， 當 於 寂 靜

爾時，世尊告諸比丘：阿練比丘當修行二法。云何二法？所謂

止與觀也。若阿練比丘得休息止，則戒律成就，不失威儀，不

犯禁行，作諸功德。若復阿練比丘得觀已，便觀此苦，如實知

之。觀苦習，觀苦盡，觀苦出要，如實知之。彼如是觀已，欲

漏心解脫，有漏心、無明漏心得解脫，便得解脫智。生死已盡，

梵行已立，所作已辦，更亦不復受有。如實知之過去諸多薩阿

竭、阿羅訶、三耶三佛皆由此二法而得成就。 所以然者，猶

如菩薩坐樹王下時，先思惟此法止與觀也。若菩薩摩訶薩得止

已，便能降伏魔怨。若復菩薩得觀已，尋成三達智，成無上至

真、等正覺。是故，諸比丘，阿練比丘當求方便

 

世 尊 告 訴 諸 比 丘 勤 修 止 觀 二 法 ， 必 可 降 伏 煩 惱 ， 滅 除 諸 苦 而 到 解

脫 的 無 上 涅 槃 。 關 於 這 一 點 ， 就 止 的 定 義 而 言 ， 是 息 滅 一 切 諸 煩 惱 的

意 思 。 可 透 過 止 的 修 習 ， 而 止 息 煩 惱 諸 業 ， 得 到 戒 律 清 淨 不 失 威 儀 ，

不 犯 禁 行，而 作 諸 功 德，這 就 是 止 的 意 涵 與 功 德，也 可 以 說 所 謂 的「 諸

惡 莫 作 ， 眾 善 奉 行 ， 自 淨 其 意 ，

 
2 9 8  以 上「 止 觀 」一 語 詞 義 的 拆 解，是 參 照《 梵 和 大 辭 典 》的 解 說。「 止 」梵 文 samatha
奢 摩 他 ， 頁 1410。「 觀 」 梵 文 vipa wyana 毘 婆 舍 那 ， 頁 1227。 vi 識 別 、 知 等 ， 頁

768。 √ pa w 縳 頁 768。 又 「 現 在 分 詞 」 sajpa wyat 漢 譯 觀 見 、 觀 察 、 正 觀 等 意 思 ，

此 說 出 自 《 瑜 伽 師 地 論 ‧ 本 地 分 菩 薩 地 》， 或 《 梵 漢 對 照 佛 教 辭 典 》， 頁 768。《 梵

和 大 辭 典 》， 東 京 ： 株 式 會 社 ，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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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諸 妄 念 ， 而 得 「 自 淨 其 意 」。  

而 就 觀 的 意 義 而 言 ， 即 有 所 謂 觀 苦 諦 。 苦 諦 如 佛 所 說 「 知 苦 、 斷

集 、 證 滅 、 修 道 」 的 四 諦 三 轉 十 二 行 相 ， 這 是 由 知 苦 而 出 離 於 苦 。 亦

如《 遺 教 經 》說 ：「 佛 說 苦 諦 ， 真 實 是 苦 ， 不 可 令 樂 。 集 真 是 因 ， 更 無

異 因 。 苦 若 滅 者 ， 即 是 因 滅 ， 因 滅 故 果 滅 。 滅 苦 之 道 ， 實 是 真 道 ， 更

無 餘 道 」， 2 9 9 這 就 是 透 過 苦 諦 的 觀 察 ， 知 苦 、 滅 集 、 修 道 。 要 言 之 ，

從 止

， 然 後 再 進 行 觀 察 所 緣 的 對 象 。 這 便 是 從 止 的 基 礎 上 ， 再

做 觀

分 一 境 隨 行 」， 3 0 1 這 裡 所 謂 的 「 一 向 念 住 」 是 指 奢 摩 他 ， 意 謂

是「

二 法 的 定 義 與 功 能 ， 便 是 收 攝 意

念 ， 觀 照 自 心 的 一 種 定 慧 雙 修 的 禪 法 ， 從 「 止 作 意 」 中 的 修 習 得 到 心

善 解 脫 ， 這 就 是 止 觀 一 詞 的 定 義 。  

 

以 研 究 ， 我 們 可 從 《 摩 訶 止 觀 》 的 詮 釋 中 ， 發 現 到 他 對 止 觀 的 吸 收

                                                

觀 二 法 中 斷 諸 生 死 ， 達 到 「 涅 槃 的 寂 滅 性 」 的 有 漏 心 、 無 明 漏 心

的 解 脫 ， 而 得 到 寂 靜 涅 槃 。  

然 而，止 觀 二 法 的 修 習 又 如《 雜 阿 含 》卷 二 十 一 云：「 若 比 丘、比

丘 尼 坐 作 如 是 住 心 。 善 住 心 、 局 住 心 、 調 伏 心 止 觀 。 一 心 等 受 分 別 ，

於 法 量 度 ， 修 習 多 修 習 ， 已 得 斷 諸 使 」， 3 0 0 止 觀 的 修 習 是 正 坐 思 惟 ，

收 攝 念 頭 將 心 安 住 、 牽 制 、 調 伏 ， 令 心 住 於 止 ， 趨 使 「 住 心 於 內 」 不

分 散 注 意 力

的 思 惟 ， 也 就 是 止 觀 二 法 運 作 ， 從 而 勤 加 修 習 中 必 可 得 到 斷 諸 煩

惱 結 使 。  

又 如 ，《 瑜 伽 師 地 論 》 謂 ：「 一 向 念 住 為 所 依 止 ， 精 勤 修 習 毘 缽 舍

那 ， 堅 守 正 念 ， 遠 離 掉 舉 隨 煩 惱 故 ， 無 有 愚 癡 。 已 入 止 觀 雙 運 轉 道 ，

即 此 二

止 」意。勤 修 於 毘 缽 舍 那 是「 觀 」，這 也 就 是 止 觀 雙 運 令 心 住 一 境

性 。  

由 以 上 經 論 所 說 ， 即 知 「 止 觀 」

二 、 智 者 大 師 的 吸 收 與 改 造  

如 果 將 智 者 大 師 的 《 小 止 觀 》 與 《 摩 訶 止 觀 》 二 者 對 止 觀 的 詮 釋

加

 
2 9 9  鳩 摩 羅 什 《 佛 垂 般 涅 槃 略 說 教 誡 經 》 大 正 十 二 ‧ 1112 上 。  
3 0 0  求 那 跋 陀 羅 《 雜 阿 含 經 》 卷 二 一 ， 大 正 2‧ 146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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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改

 
若泥洹之法，入乃多途，論其急要，不出止觀二法。所以然者，止

乃伏結之初門，觀是斷惑之正要；止則愛養心識之善資，觀則策發

神解之妙術。止是禪定之勝因，觀是智慧之由籍。若人能成就定慧

二

從 以 上 所 言 ， 智 者 大 師 對 止 觀 二 法 的 定 義 仍 是 依 循 印 度 禪 法 的 解

釋 ， 對 止 觀 的 界 定 ， 尚 未 改 造 或 重 創 的 看 法 。 但 是 到 了 《 摩 訶 止 觀 》

就 有 了 更 深 意 的 解 釋 ， 從 而 以 「 相 待 ， 絕 待 ， 會 異 ， 通 三 德 」 之 四 義

來 詮 釋 止 觀 二 法 ， 進 而 再 提 出 三 種 止 觀 「 巧 度 止 觀 、 次 第 三 觀 、 一 心

三 觀 」 之 說 法 。 最 後 否 定 巧 度 止 觀 、 次 第 三 觀 ， 而 旨 歸 於 一 心 三 觀 之

圓 頓 止 觀 做 為 最 究 竟 止 觀 。  

以 下 就 略 說 智 者 大 師 對 止 觀 的 詮 釋 ， 即 「 止 」、「 觀 」 二 法 在 《 摩

訶 止 觀 》的 四 種 意 涵：「 一 相 待，二 絕 待，三 會 異，四 通 三 德 」。首 先 ，

說 明 「 相 待 止 觀 」 的 「 止 」 和 「 觀 」 各 列 有 三 層 意 義 。 所 謂 息 義 、 停

義 、 對

 
止觀各三義：息義，停義，對不止止義。息義者：即息滅諸惡

覺觀，妄念思想，皆悉寂然休息。……此就所破得名，是止息

義。停義者：緣心諦理，繫念現前，停住不動。……此就止得

名，即停止義。對不止止義：語雖通上，意則永殊。（大正四

以 上 就 止 而 說 有 息 義 、 停 義 、 對 不 止 明 止 義 等 三 種 意 涵 ， 這 是 約

所 破 所 止 而 說 的。而 息 義、停 義 二 止 是 對 生 死 流 動 做 說 明 的，所 謂「 流

動 」，據 湛 然 的 說 法，是 念 念 中 有 四 分 煩 惱，四 分 為 三 相（ 生、住、滅 ）

所 遷 ， 故 說 為 流 動 ， 流 動 即 是 生 滅 的 意 思 。 故 止 息 是 約 所 破 ， 以 息

諸 煩 惱 妄 想 ， 覺 觀 諸 惡 為 斷 德 。 又 停 義 約 說 所 止 ， 緣 心 諦 理 ， 繫 念 現

前 ， 這 是 就 智 德 ， 此 智 斷 二 德 相 待 而 說 明 止 義 。  

                                                                                                                                              

造 表 現 出 不 同 於 印 度 禪 法 的 看 法。如《 修 習 止 觀 坐 禪 法 要 》中 說 ： 

法，乃斯自利利人之法皆具足（大正四六‧462 中）。 

 

不 止 止 義 ， 依 此 三 義 說 明 止 觀 的 意 義 。 如 下 文 ：  

六‧21 中） 

 

3 0 2

 
3 0 1  印 順 法 師 《 雜 阿 含 會 編 》 中 冊 ， 台 北 ： 正 聞 出 版 ， 1987， 頁 259。  
3 0 2  湛 然 《 止 觀 轉 行 傳 弘 決 》 卷 一 之 三 ， 大 正 四 六 ‧ 165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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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外 ， 若 別 約 諦 理 性 德 論 相 待 ， 即 不 止 而 明 止 義 。 無 明 即 法 性 ，

法 性 即 無 明 ， 無 明 與 法 性 是 不 二 ， 非 止 非 不 止 。 但 無 明 妄 動 為 不 止 ，

法 性 止 。 此 是 相 待 而 論 不 止 明 止

義 ， ， 以 上 是 說 明 三 止 的 概 要 。 3 0 3  

次 說 明 「 觀 」 義 的 意 含 ， 亦 有 三 義 ：  
 

義者：觀智

通達，契會真如。此就能觀得名，故立觀達義。……對不觀觀

義：語雖通上，意則永殊。（大正四六‧21 下） 

三 心 ， 三 心 一 心 」 故 非 觀 非 不 觀 。 而 就 差 別 而 說 ，

無 明 止 觀

從 三 義 得 名 。  

第 二 、 絕 待 止 觀 ， 以 三 義 約 四 句 無 生 而 明 止 觀 意 涵 ， 謂 ：  
 

句思，故非言說，道非心識境，既無明相，

結惑不生則無生死，則不可破壞，滅絕絕滅故名絕待止。（大

正四六‧22 上） 

                                                

非 生 非 滅 ， 非 垢 非 淨 ， 寂 然 不 動 而 為

「 為 智 斷 二 德 是 不 二 法 性 之 德 」

觀亦三義：貫穿義，觀達義，對不觀觀義。貫穿義者：智慧利

用穿滅煩惱。……此就所破得名，立貫穿義。觀達

 
此 三 觀 義 ， 是 約 所 破 能 觀 而 言 。 上 二 觀 的 貫 穿 義 與 觀 達 義 ， 也 是 通 於

對 生 死 彌 密 而 論 ， 貫 穿 義 是 所 破 ， 謂 以 妙 用 智 慧 而 貫 穿 滅 除 煩 惱 ， 亦

約 斷 德 而 言 。 觀 達 義 是 能 觀 ， 以 能 觀 之 心 ， 故 惡 覺 不 起 ， 如 理 觀 照 自

心，即 觀 眾 生 一 念 無 明 心，謂 通 達 智 觀 以 契 會 真 如，這 也 就 智 德 而 論 ，

以 上 智 斷 二 德 說 明 止 觀 二 義 。 而 若 別 約 諦 理 ， 是 對 不 觀 觀 義 而 言 ， 這

是 就 不 觀 而 明 觀 義 ， 亦 同 上 面 所 說 約 無 差 別 ， 無 明 即 法 性 ， 法 性 即 無

明。無 明 與 法 性 不 二，因 為 一 念 無 明 心 即 法 性 ，「 為 因 緣 所 生 ， 即 空 、

即 假 、 即 中 ， 一 心

為 不 觀 ， 法 性 為 觀 ， 以 此 相 待 而 論 ， 以 觀 明 不 觀 義 ， 以 上 是

各

今言絕待止觀者，絕橫豎之待，絕諸思議，絕諸煩惱諸對之果，

絕諸教觀證等，悉皆不生故名為止。止亦不可得，觀冥如境，

境即寂滅清淨。尚無清淨何得有觀，止觀尚無，何得於不止觀

說於止觀。……以四

 

 
3 0 3  釋 見 聞 《 天 台 教 學 綱 要 》， 台 北 ： 世 樺 出 版 ， 2002， 頁 42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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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絕 待 止 觀 以 四 句 不 生 破 上 面 所 說 的 相 待 止 觀 的 待 與 不 待 三 義 ， 主 要

是 立 於 所 破 的 角 度 ， 就 相 待 止 觀 而 說 ， 還 是 不 出 於 世 間 言 詮 的 可 思 議

的 範 軸 。 基 於 此 ， 智 者 大 師 認 為 有 所 相 待 即 有 所 思 議 ， 這 非 究 竟 之 佛

法 ，

之 道，非 心 識 之 境，滅 絕 絕 滅 故 言 絕 待 止 觀 。

智 者

的 真 義 。  

三 、 會 異 者 ， 明 止 觀 有 多 種 意 義 解 釋 ， 即 多 名 異 的 意 思 ， 如 本

卷 中 所 謂 ：  

棄捨等，如是一切皆是止的異名。……餘處或名知見，明識眼覺 

智慧照了鑒達等，如是一切皆是觀之異名。（大正四六‧22 中）  

如 經 論

亦 說

如「 般

若 」

未 是 止 觀 的 真 義 ； 於 是 ， 他 提 出 絕 思 言 慮 ， 從 相 待 止 觀 中 向 上 提

昇 泯 絕 思 慮 對 待 言 說 ， 這 就 是 絕 待 止 觀 。  

以 絕 諸 妄 想 顛 倒 與 種 種 思 慮 凡 情 推 量 及 分 別 諸 法 相 。 所 謂 絕 諸 有

待 ， 不 說 悟 與 不 悟 ， 也 不 說 思 議 與 不 思 議 等 種 種 妄 想 緣 理 分 別 。 這 就

是 絕 待 ， 倘 若 墮 此 意 想 分 別 則 是 名 為 待 。 從 相 待 中 趣 入 絕 待 ， 唯 有 真

慧 開 發 方 可 絕 此 諸 待 ， 這 即 是 「 無 可 對 待 ， 獨 一 法 界 ， 故 名 絕 待 止 觀

也 」。 又 如 《 淨 名 經 》 云 ：「諸法不相待，乃至一念不住故。」從 一 念

不 生 中 絕 諸 法 相 ， 這 又 稱 做 不 思 議 止 觀 、 無 生 止 觀 、 一 大 事 止 觀 。 要

言 之，此 絕 待 止 觀 非 言 語

大 師 立 此 絕 待 義 乃 是 超 脫 能 所 相 待 ， 主 客 分 別 ， 從 中 體 證 諸 法 無

生 和 不 生 不 滅

第

 
如此絕待止觀，亦名不可思議，亦名為大。大經云：大名不可思 

議也，諸餘經論或名遠離，或名不住不著無為寂滅，不分別禪定 

 
絕 待 止 觀 雖 然 稱 做 不 可 思 議 止 觀 或 一 大 事 止 觀 等 等 多 種 名 義 ，

「 止 」 有 時 解 釋 遠 離 、 寂 滅 等 ， 使 用 上 亦 有 時 稱 做 禪 定 或 棄 捨 等

名 字 。 就 名 字 的 用 詞 並 沒 有 嚴 格 區 別 ， 都 可 稱 做 止 的 意 思 。  

「 觀 」 義 也 是 一 樣 ， 在 於 其 他 的 地 方 有 時 解 釋 為 覺 、 智 慧 、 照 了

等 等 ， 這 些 都 是 觀 的 異 名 同 義 ， 也 就 是 說 不 管 是 稱 「 觀 」 或 「 覺 」 等

名，都 是 不 可 思 議。換 言 之，一 切 言 詮 名 字 是 具 有 會 通 之 意，例

一 法 ， 佛 也 用 種 種 名 義 去 解 釋 它 。 對 於 諸 多 名 字 而 言 ， 其 實 就 像

如 虛 空 無 所 有 ， 一 切 皆 不 可 得 ， 它 的 性 質 是 不 動 、 無 礙 的 。  

簡 單 而 說 ， 止 和 觀 彼 此 是 可 互 通 其 義 的 ， 止 也 可 稱 做 觀 ， 觀 亦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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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為

止 觀 三 義 攝 通 三 德 。 就 是 解 脫 德 、 般

若 德 、 法 身 德 三 種 ， 以 此 三 德 說 明 止 觀 最 後 乃 旨 歸 於 大 涅 槃 之 三 德 秘

密 藏 為 究 竟 之 處 。 如 下 所 云 ：  

也，貫穿觀是止善定門攝，即通解脫，觀達

觀是行善觀門攝，即通般若。非觀觀理攝，即通法身。（大正

四六‧22 下） 

為 此 三 義 。 」 3 0 4 這 就 是 止 觀 旨 歸 三 德 之 義 ， 以「 若 不 思 議 一

心 止

                                                

止，如 所 言「 止 觀 自 相 會 者 」。這 也 就 說 明 止 和 觀 彼 此 相 輔 相 成 ，

從 止 得 觀 ， 從 觀 得 止 ； 所 以 ， 絕 待 止 觀 亦 可 稱 不 思 議 止 觀 或 大 止 觀 。  

第 四 、 旨 歸 三 德 ， 這 是 總 結

 

若眾經異名皆是止觀者，名則無量，義亦無量。何故但以三義

釋止觀耶！為對三德做此釋耳。……大論云：菩薩從初發心常

觀涅槃行道。大經云：佛及眾生皆悉安置秘密藏中，秘密即是

涅槃，涅槃即是三德，三德即是止觀。……復次，止觀各通三

德者：止中有觀觀中有止，如止息，止是止善屬定門攝，即通

解脫。停止止是行善屬觀門攝，即通般若。非止止屬理攝，即

通法身。其義可見

 
止 觀 一 語 三 義 能 攝 通 涅 槃 之 三 德 ， 三 德 所 明 為 究 竟 果 德 的 意 思 。

這 就 是 從 止 觀 的 修 習 趣 入 寂 靜 涅 槃，以「 涅 槃 為 果 」；因 此，止 觀 之 三

義 通 於 涅 槃 之 三 德 ， 乃 是 就 息 滅 生 死 煩 惱 ， 止 諸 惡 趣 不 起 之 止 門 ， 是

屬 定 門 攝 ， 而 言 斷 斷 ， 故 通 解 脫 德 。 由 是 而 觀 了 然 洞 澈 覺 了 ， 以 能 觀

之 心 覺 惡 不 起 ， 覺 是 智 ， 屬 觀 門 攝 ， 稱 為 智 智 ， 故 通 般 若 德 。 止 觀 等

持 者 名 為 捨 相 ， 捨 相 是 通 法 身 德 。 如 湛 然 《 止 觀 輔 行 傳 弘 決 》 卷 第 三

之 一 釋 云：「 又 止 觀 並 有 三 德 義，故 止 觀 通 德。三 德 亦 有 止 觀 義，故 德

通 止 觀 ，

觀，則 能 通 於 一 心 三 德 」，亦 即 止 觀 是 絕 大 不 可 思 議，亦 名 涅 槃 秘

密 藏 。  

如 上 引 文 所 言：「 佛 及 眾 生 皆 悉 安 置 秘 密 藏 中，秘 密 即 是 涅 槃，涅

槃 即 是 三 德，三 德 即 是 止 觀 」，此 即 說 明 止 觀 共 通 三 德 秘 密 藏，秘 密 即

是 涅 槃 ， 涅 槃 即 是 三 德 。 此 即 是 說 明 止 觀 具 足 槃 涅 秘 密 藏 之 三 德 ， 亦

 
3 0 4  湛 然 《 止 觀 輔 行 傳 弘 決 》 卷 三 之 一 ， 大 正 四 六 ‧ 221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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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明 止 觀 通 般 若 ， 法 身 ， 解 脫 三 德 之 義 。 要 言 之 ， 止 觀 具 足 大 涅 槃 之

三 德

攝 ， 亦 可 任 一

者 涵

教 的 思 想 ， 從 圓 教 的 立

場 ， 推 崇 大 乘 菩 薩 精 神 ， 故 智 者 大 師 的 宗 教 實 踐 皆 以 大 乘 的 思 想 來 闡

發 ， 而 旨 歸 於 佛 的 大 涅 槃 的 三 德 秘 密 藏 中 。  

 

止 觀 二 法 的 意 涵。繼 之，智 者 大 師 便 提 出 三 種 止 觀，「 巧 度

止 觀

首 先，明 巧 度 止 觀 之 三 種 止：「 一 體 真 止、二 方 便 隨 緣 止、三 息 二

邊 分 別 止 」 以 此 三 止 說 為 巧 度 止 觀 。 據 《 摩 訶 止 觀 》 所 謂 三 止 ：  
 

                                                

， 由 此 止 觀 趣 入 諸 佛 法 身 具 足 三 德 ， 這 便 是 止 觀 最 後 要 旨 歸 的 三

德 秘 密 藏 。  

其 次 ， 止 觀 含 有 總 持 遍 收 諸 法 之 功 用 ， 因 為 止 能 寂 諸 法 ， 如 針 灸

砭 病 處 ， 一 針 見 血 ， 藥 到 病 除 。 又 觀 能 照 理 ， 宛 如 人 得 到 珠 王 ， 眾 寶

皆 獲，故 智 者 大 師 依 六 意 而 說 明 止 觀 的 大 用。止 觀 六 意 是 謂：「 一 切 理、

惑 、 智 、 行 、 位 、 教 」 六 種 意 涵 ， 3 0 5 這 六 意 可 以 次 第 而

攝 其 他，即 以 一 法 攝 一 切 法 者，一 即 一 切，一 切 即 一 的 相 攝 互 融 ，

以 此 明 六 意 涵 概 止 觀 攝 盡 一 切 所 有 諸 行 功 德 的 意 思 。  

綜 上 所 言 ， 止 、 觀 是 修 持 佛 道 與 戒 定 慧 三 學 的 重 要 行 門 ， 經 由 智

者 大 師 透 視 止 觀 的 功 德 和 大 用 ， 以 止 觀 三 義 通 攝 三 德 ， 貫 穿 止 觀 的 行

教 與 理 趣 ， 在 斷 惑 證 真 的 意 涵 上 ， 最 後 歸 入 圓 教 的 妙 理 。 雖 然 說 是 止

觀 是 初 機 之 教 ， 但 實 際 上 也 是 以 取 證 諸 佛 菩 薩 之 果 位 的 實 踐 ， 這 就 與

上 一 節 所 談 早 期 的 《 阿 含 經 》 中 那 種 樸 素 的 修 行 ， 顯 然 智 者 大 師 已 經

在 吸 收 改 造 中 已 建 立 融 通 的 性 格 。 並 且 發 揮 圓

三 、 巧 度 止 觀  

以 上 是 智 者 大 師 以 四 種 意 涵 詮 釋 止 觀 二 法 ， 可 以 說 以 圓 教 思 想 大

大 的 發 揮 了

」、「 次 第 三 觀 」、「 一 心 三 觀 」 之 說 明 ， 以 「 一 心 三 觀 」 為 圓 頓 究

竟 止 觀 。  

一體真止者，……知因緣假合幻化性虛，故名為體。攀緣妄想

得空即息，空即真，故言體真止。二方便隨緣止，……知空非

 
3 0 5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三 下 ， 大 正 四 六 ‧ 29 下 -32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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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故言方便，分別藥病故言隨緣，心安俗諦故名為止。三息二

分別止者，……今知俗非俗，俗邊寂然，亦不得非俗空邊寂

然，名息二邊止。（大正四六‧24 上） 

止 ，

未 能 稱 為 是 究 竟 止 觀 ； 因 此 ，

智 者 大 師 認 為 巧 度 止 觀 還 是 不 夠 ， 而 相 對 於 這 個 止 義 ， 就 有 次 第 三 觀

之 觀 法 ， 已 下 就 接 著 討 論 次 第 三 觀 。  

 

」

是 謂

「 中 道 第 一 義 諦 觀 」。 3 0 6  

論 及 智 者 大 師 的 圓 融 三 觀 ， 原 則 上 是 緣 三 諦 的 妙 理 ， 於 一 念 心

中 而 作 觀 ， 即 《 摩 訶 止 觀 》 中 所 謂 的 ：  
 

三諦之理，三惑保不解脫。若見三諦，三惑

                                                

邊

 

這 三 種 止 亦 貫 穿 前 面 所 說 「 止 息 義 、 停 止 義 、 不 止 止 義 」 三 種 ， 體 真

止 即 是 止 息 義 ， 方 便 隨 緣 止 是 停 止 義 ， 了 達 此 二 止 的 實 相 之 理 是 止 不

稱 為 不 止 止 義 。 此 外 ， 體 真 止 、 方 便 隨 止 、 息 二 邊 分 別 止 也 分 別

各 圓 具 止 息 義 等 三 止 的 意 涵 ， 這 就 是 巧 度 止 觀 ， 只 約 就 止 義 而 解 釋 。  

從 這 個 巧 度 止 觀 所 說 的 三 止 而 觀 ， 可 以 說 這 只 約 於 止 義 。 在 此 三

種 止 觀 中 這 是 屬 止 法 之 止 觀，故 智 者 大 師 說「 亦 非 今 所 用 」。也 就 是 說

以 止 觀 二 義 而 說，巧 度 止 觀 只 是 偏 取 止 相 義 一 法 而 談，以 止 法 為 主 修，

而 不 是 止 觀 二 法 等 重 ， 故 偏 取 一 邊 而 尚

四 、 天 台 三 觀 的 開 展  

次 第 三 觀 相 對 於 巧 度 止 觀 而 言 ， 是 約 就 觀 的 意 義 而 說 的 ， 這 如 前

所 述 ， 以 三 觀 「 從 假 入 空 觀 名 二 諦 觀 、 從 空 入 假 名 平 等 觀 、 二 觀 為 方

便 得 入 中 道 」之 三 觀 為 意 義。這 三 觀 主 要 的 內 涵 是「 前 觀 假 空 空 生 死 ，

後 觀 空 空 是 空 涅 槃，雙 遮 二 邊 是 名 二 空 觀，為 方 便 道 得 會 中 道 」的「 二

諦 觀 」、「 平 等 觀 」、「 中 道 第 一 義 諦 觀 」 之 三 觀 義 。 所 謂 從 假 入 空 ， 名

「 二 諦 觀 」 是 指 「 真 諦 」 和 「 俗 諦 」 二 觀 ； 從 空 入 假 名 為 「 平 等 觀

「 空 假 平 等 」，而 以 前 二 觀 為 方 便 道，「 雙 照 雙 遮 」，入 於 中 道 第 一

義 諦 ， 得 入 薩 婆 若 海 的 一 切 種 智 法 海 ， 為

若

觀心亦爾，若不觀

 
3 0 6  參 閱 寶 靜 法 師 主 講 ‧ 顯 明 法 師 補 述 《 摩 訶 止 觀 述 記 》 上 冊 ， 台 北 ： 止 觀 弘 法

印 經 處 ， 頁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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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脫。如此解脫遍法界解脫，非止解脫三途及出生死而已。（大

正四六‧37 下） 

從 觀

不 動 ， 雙 照 二 諦 ， 現 諸 威 儀 ， 隨 如 是 定 無 不 具 足 ，

如 是

種

惑 業

將 三 止 配

                                                

 

可 見 觀 三 諦 之 理 是 智 者 大 師 整 個 「 觀 心 」 法 門 中 重 要 的 一 環 ， 也

是 所 述 的 解 脫 道 一 個 重 要 的 哲 理 和 行 門 。 如 所 說 的 「 三 觀 之 名 ， 詮 三

諦 理 。（ 中 略 ） 知 名 非 名 研 心 諦 理 ， 觀 法 相 續 ， 常 自 現 前 ， 不 生 妄 念 」

3 0 7 ， 又 說 ：「 觀 心 處 者 ， 諦 理 是 也 」， 這 就 是 以 三 觀 緣 三 諦 理 而 作 觀 ，

一 念 心 畢 竟 寂 滅 ， 而 達 於 實 相 ， 入 一 切 種 智 薩 婆 若 法 海 中 。 可 以

說 建 構 三 諦 做 為 教 觀 的 重 心 ， 乃 為 說 明 緣 三 諦 理 以 契 證 真 如 之 意 。  

而 三 觀 如 何 正 觀 ， 以 1、「 空 觀 」是 從 假 入 空 ， 觀 一 念 心 善 惡 業 因

緣 所 生 心 即 是 空 ， 罪 性 不 在 內 、 外 、 兩 中 間 ， 即 是 觀 一 念 空 ， 故 一 切

空 ， 此 「 無 假 無 中 而 不 空 」 即 為 空 觀 。 2、「 假 觀 」 觀 因 緣 所 生 之 心 即

是 假，知 心 非 心、法 亦 非 法，一 切 假 名 安 立 如 虛 空 相，「 不 生 愛 著，惑

相 不 拘 」，即 一 念 假 一 切 假，「 無 空 無 中 而 不 假 」。3、「 中 觀 」泯 絕 二 邊 ，

觀 因 緣 生 心 即 中，心 性 畢 竟 寂 滅，觀 一 念 心，本 非 空 非 假，即 空 即 假 ，

如 「 首 楞 嚴 ： 本 寂

觀 心 妨 止 二 邊 無 明 諸 惡 ， 善 順 中 道 一 實 之 理 」 的 「 無 空 無 假 而 不

中 」 之 義 理 。 3 0 8  

以 上 是 三 觀 的 大 概 情 形 ， 而 就 「 觀 心 」 而 言 ， 又 具 有 二 層 意 義 。

一 是「 防 止 義 」， 遍 諸 法 界 。 二 是「 滅 」義 ， 能 滅 三 惑 。 所 謂 蕩 除 三

， 以 「 空 觀 」 滅 除 見 思 二 惑 ；「 假 觀 」 滅 除 塵 沙 之 惑 ；「 中 觀 」 滅

無 明 惑 ， 3 0 9 依 這 些 而 說 三 觀 即 滅 「 惑 、 業 、 苦 」 及 諸 生 死 煩 惱 。  

其 次 ， 智 者 大 師 說 明 於 一 念 心 中 除 了 緣 三 諦 三 觀 外 ， 亦

 
3 0 7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四 上 ， 大 正 四 六 ‧ 37 下 。  
3 0 8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四 上 ， 大 正 四 六 ‧ 37 上 、 中 。  
3 0 9  就 天 台 宗 所 謂 的 三 惑 ： 1「 見 惑 」 是 指 意 根 對 法 塵 而 所 起 的 諸 種 邪 見 ， 迷 於 三

世 之 理 的 煩 惱 ；「 思 惑 」 是 迷 於 五 根 （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 對 五 塵 （ 色 聲 香 味 觸 法 ）

的 現 事 之 染 著 煩 惱 。 見 思 二 惑 是 三 乘 共 斷 的 三 界 生 死 之 通 惑 ， 屬 於 界 內 之 惑 業 ，

故 以 空 觀 對 治 之 。 2「 塵 沙 惑 」 迷 於 對 界 內 外 恒 沙 塵 數 法 所 起 之 惑 障 ， 菩 薩 斷 見

思 二 惑 後 ， 著 於 空 觀 ， 未 知 眾 生 之 塵 沙 惑 及 教 化 對 治 之 方 法 ， 未 能 出 假 利 生 ， 故

此 惑 為 菩 薩 所 斷 ， 通 於 界 內 外 ， 又 稱 為 別 惑 ， 故 以 假 觀 破 之 。 3「 無 明 惑 」 指 對

於 一 切 法 無 所 明 了 ， 迷 於 中 道 第 一 義 諦 之 煩 惱 ， 對 於 業 識 之 種 子 、 煩 惱 之 根 本 ，

二 乘 人 不 知 ， 屬 界 外 之 惑 ， 此 乃 唯 菩 薩 ， 定 慧 雙 修 ， 萬 行 具 足 ， 方 斷 此 惑 ， 亦 稱

別 惑 ， 故 以 中 觀 破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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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在 內

觀 達 義

 
從假入空破四住磐石，此豈非貫穿義，所入之空，空即理，智

能顯理，即觀達義，此之空即是非觀觀義，如此三義共成入空

觀相也。從空入假亦具三義，何以故，識假名法破無明知障，

即貫穿義，照假名理分別無謬，即觀達義，假理常然即不觀觀

也，此三義共成假觀相。中道之觀亦具三義，空於二邊即貫

三 觀 的 觀 相 義 ， 若 與 巧 通 止 觀 合 ， 乃 為 三 止 三 觀 義 。 如 果 就 藏 、 通 、

別 、 圓 而 說 ， 二 乘 及 通 教 菩 薩 也 有 初 觀 分 ， 但 屬 於 定 多 慧 少 ， 不 能 見

佛 性 。 若 別 教 菩 薩 有 第 二 觀 分 ， 但 屬 慧 多 定 少 ， 亦 不 能 見 佛 性 。 唯 圓

教 此 三 觀 從 假 入 空 ， 從 空 入 假 ， 依 此 二 觀 為 方 便 道 得 入 第 三 觀 ， 得 見

佛 性 ； 因 此 ， 三 觀 現 前 得 入 三 諦 妙 理 ， 名 為 初 住 ， 亦 稱 慧 眼 耳 。 簡 言

之，修 此 次 第 觀 能「 心 心 寂 滅，自 然 流 入 薩 婆 若 海 」，而 生 種 種 諸 三 昧

功 德 力 。  

又 次 第 三 觀 ， 是 前 後 次 第 關 係 ， 尚 非 一 念 圓 具 ， 就 智 者 大 師 的 看

法 認 為 這 也 是 同 巧 度 止 觀 一 樣 不 是 究 竟 止 觀 ， 乃 偏 重 觀 門 一 方 ， 亦 畢

竟 非 其 所 用。 所 以，智 者 大 師 進 而 提 出 圓 頓 止 觀，以 圓 頓 止 觀 一 念

心 具 足 三 觀 三 諦 之 理 ， 即 是 一 念 心 之 圓 融 三 觀 做 為 究 竟 止 觀 之 大 用 。

因 此，天 台 以 圓 頓 止 觀 為 代 表，為 究 竟 所 修 之 止 觀。按 照 湛 然 的 看 法 ，

推 檢 就 是 次 第 而 入 ， 不 是 一 心 圓 觀 ， 這 是 說 圓 頓 止 觀 是 一 心 三 觀 的 圓

頓 ， 不 是 次 第 三 觀 之 推 檢 。  

但 是 一 心 三 觀 之 圓 頓 大 法 不 是 人 人 可 修 ， 唯 有 利 根 的 人 才 能 契

，於 是，次 機 者 之 根 就 修 次 第 三 觀。也 就 是 說，有 一 類 眾 生 對 於「 圓

頓 止 觀

法 之 門

 

                                                

成 為 三 諦 三 觀 三 止 圓 修 的 看 法。然 而 三 觀 的 觀 相，有「 貫 穿 義 、

、 不 觀 觀 義 」 三 種 觀 的 意 涵 。 如 《 摩 訶 止 觀 》 云 ：  

義

穿義，正入中道即觀達義，中道法性即不觀觀義，如此三義共

成中道觀相。（大正四六‧25 上、中） 

 

3 1 0

入

」 的 大 法 暫 時 未 能 契 理 而 入 ， 所 以 他 必 須 先 修 次 第 三 觀 做 為 入

， 才 能 契 入 圓 頓 止 觀 。 如 《 摩 訶 止 觀 》 中 有 云 ：  

 
3 1 0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三 上 ， 大 正 四 六 ‧ 25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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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發心時便成正覺，所有慧身不由他悟，彼是利根也！法華唯

一意，正直捨方便，但說無上道。今欲借別顯總舉次而論不次，

先 以 三 義 解 釋 也 ！ 從 假 入 空 觀 破 法 遍 … … 從 空 入 假 破 法

遍……中道止觀破法遍。（大正四六‧62 中-80 中） 

遍 」 中 開 展 而 出 。 準 此 而 知 ， 一 心 三 觀 和 次 第

三 觀

說 的 權 實 而 界 分 其 定 位 ， 次 第 三 觀 是 權 巧 方 便

說 ， 而 一 心 三 觀 是 實 際 圓 入 ， 這 二 者 也 就 形 成 權 實 之 別 的 分 際 。 又

如 《 摩 訶 止 觀 》 云 ：  
 

元為圓頓一實止觀，而施三權止觀也！權非本意，意亦不在權

觀 也 就 成 為 圓 頓 止 觀 的 權 巧 方 便 之 道 ，

所 談

覺 意 三 昧 》 的 入 法 門 修 的 三 觀 和 所 要 修 證 的 圓 極 之 果 ， 在 《 摩

訶 止 觀 》 中 被 列 為 加 以 開 展 的 主 角 ， 而 形 成 次 第 三 觀 和 一 心 三 觀 的 思

想 。

第

故

 

因 此 ， 欲 顯 發 圓 頓 一 心 三 觀 藉 次 第 三 觀 而 論 ， 這 次 第 三 觀 也 就 在

《 摩 訶 止 觀 》 的 「 破 法

都 是 屬 於 接 引 圓 頓 止 觀 的 根 機 者 。 總 歸 而 言 ， 次 第 三 觀 也 是 圓 頓

止 觀 法 所 攝 的 範 軸 ，  

而 若 以 「 法 華 」 所

之

外。衹開三權止觀而顯圓頓一實止觀也！（大正四六‧34 上） 

 

可 見 開 權 只 為 了 顯 實 ， 次 第 三

的 前 行 之 道 ； 所 以 次 第 三 觀 的 階 段 乃 是 圓 頓 止 觀 的 前 方 便 之 助

行 ， 為 鈍 根 者 的 入 門 之 學 。  

綜 上 所 知，《 小 止 觀 》的 三 止 與《 覺 意 三 昧 》的 三 觀，在 此 被 整 合 ，

但 以 《

 

 

三 節 論 《 摩 訶 止 觀 》「 次 第 三 觀 破 法 遍 」 與 覺 意 三

昧 之 關 係  

以 上 大 略 的 說 明 圓 頓 止 觀 的 大 意 ， 對 於 圓 頓 法 大 概 已 經 知 道 是 一

念 頓 觀 法 門 ， 在 一 念 之 中 以 「 即 假 、 即 空 、 即 中 」 三 法 圓 融 的 現 觀 之

下 契 入 諸 佛 法 性 。 由 此 而 知 ， 圓 頓 法 不 是 初 淺 的 行 者 所 能 契 入 ， 乃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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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 根 的 行 者 所 修 。 基 於 此 ， 智 者 大 師 開 設 次 第 三 觀 引 導 ， 指 出 入 門 之

路 ，

推 檢 方

式 呈 顯「 無 生 門 破 法 遍 」，而 發 揮 三 觀 破 法 遍，以 便 達 到 幫 助 行 者 修 得

無 上 的 究 竟 止 觀 大 法 ， 契 入 諸 佛 法 性 ， 證 入 寂 靜 涅 槃 大 海 。  

 

修 圓 頓 止 觀 為 目 的

的 實

通 止

為 次 機 者 做 一 個 入 門 的 指 南 ， 這 就 是 在 《 摩 訶 止 觀 》 開 展 次 第 三

觀 再 導 入 圓 頓 止 觀 的 意 旨 。  

三 觀 既 然 是 入 法 門 修 ， 那 它 的 方 法 與 實 踐 的 內 容 是 如 何 ？ 這 就 是

三 觀 的 重 要 性 了 。 以 下 本 文 就 探 討 覺 意 三 昧 的 三 觀 到 智 者 大 師 晚 年

時 ， 經 由 更 深 的 體 驗 而 在 《 摩 訶 止 觀 》 展 現 重 新 的 架 構 ， 運 用

一 、 天 台 三 觀 破 法 遍  

「 破 法 遍 」 的 成 立 主 要 是 建 構 在 三 觀 之 下 的 實 際 訴 求 與 內 涵 ， 以

初 觀 破 假 諦 入 二 諦 觀 ， 二 觀 破 空 諦 入 平 等 觀 ， 三 觀 中 道 破 無 明 ， 構 成

三 觀 三 破 的 理 論 ， 稱 為 三 觀 之 破 法 遍 。 這 主 要 是 以

踐 門，因 此 被 列 在《 摩 訶 止 觀 》的 正 修 章 的 觀「 十 境 」，第 一 項 目

「 觀 陰 界 入 」 的 「 十 乘 觀 法 」 之 第 四 項 目 中 。 3 1 1  

其 實 ， 就 最 上 利 根 者 而 說 ， 觀 一 念 三 千 ， 悟 入 當 體 無 生 ， 無 生 無

不 生 ， 就 能 契 證 三 諦 圓 融 ， 而 十 乘 觀 法 具 足 。 但 對 於 次 根 機 的 行 者 而

言 ， 雖 然 依 於 三 諦 能 心 住 於 理 法 界 ， 卻 未 能 當 體 圓 融 即 空 、 即 假 、 即

中， 3 1 2 於 法 執 上 未 能 盡 破，於 是 須 要 依 四 門 不 生 的 道 理 來 推 檢 諸 心 ，

才 能 遍 破 對 一 切 諸 法 的 執 著 。 換 句 話 說 ， 以 「 三 諦 」 的 教 理 （ 假 諦 、

空 諦、中 道 第 一 義 諦 ），做 為 三 觀「 從 假 入 空、從 空 入 假、中 道 第 一 義 」，

論 說 「 無 生 門 」 遍 破 一 切 諸 法 的 執 著 ， 而 契 證 「 三 諦 三 觀 」 的 真 義 。

如 文 本 中 所 說：「 上 約 無 生 一 門，豎 修 三 觀 徹 照 三 諦 破 法 遍 」， 3 1 3 這 就

是 透 過 破 法 遍 呈 顯 無 生 門 。 無 生 門 也 是 諸 菩 薩 入 門 之 首 ， 主 要 是 「 能

觀 到 因 到 果 … … 止 觀 是 行，無 生 門 是 教。依 教 修 行 通 至 無 生 法 忍，

                                                 
3 1 1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五 上 ， 大 正 四 六 ‧ 52 中 。  
3 1 2  參 閱 張 聖 慧 ＜ 法 華 三 昧 之 檢 討 及 修 學 之 經 過 ＞ ， 收 錄 於 ＜ 現 代 佛 教 學 術 叢 刊

＞ 58 冊 ，《 天 台 典 藉 研 究 》， 張 曼 濤 主 編 ， 台 北 ： 大 乘 文 化 出 版 ， 68 年 6 月 初 版 ，

頁 261。  
3 1 3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六 下 ， 大 正 四 六 ‧ 83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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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位 具 足 」， 3 1 4 這 就 是 說 明 依 於 無 生 門 教 法 修 止 觀 行，能 得 無 生 法 忍 。 

而 智 者 大 師 的 圓 教 無 生 門 是 透 過《 涅 槃 經 》的 四 不 生：「 不 生 生 、

不 生 不 生 、 生 不 生 、 生 生 」 的 四 句 教 法 來 論 說 諸 法 本 無 生 無 滅 之 無 生

門 的 道 理 ， 以 便 使 行 者 能 經 由 教 相 門 的 理 解 ， 而 趣 入 實 踐 門 的 觀 行 ，

「 攝 自 行 因 果 ， 化 他 能 所 」為 目 的 ， 3 1 5 這 便 是「 破 法 遍 」論 無 生 門

的 理

又 所 謂 「 破 法 遍 」， 據 智 者 大 師 《 摩 訶 止 觀 》 的 解 釋 是 ：  
 

，心行處滅，非破

不破。何故言破，但眾生多顛倒，少不顛倒，破顛倒令不顛

倒，故言破法遍也。（大正四六‧59 中） 

為 門。如 說：「 依 教 門 通 觀，依 觀

門 通 智 ， 依 智 門 通 理 ， 理 門 通 何 處 ， 教 觀 智 等 諸 門 悉 依 於 理 」， 3 1 6 這

是 說 明 「 破 法 遍 」 以 教 理 為 門 。  

其 次 ， 破 法 遍 有 三 種 ：  
 

入假破法遍，三、兩觀

方便得入中道第一義破法遍。如此三觀實在一心，法妙難解

寄三以顯一耳。（大正四六‧62 上） 

                                                

以

趣 。  

 

破法遍者，法性清淨，不合不散，言語道斷

非

 

諸 法 法 性 在 緣 起 性 空 中 本 來 是 清 淨 的，非 一 切 言 語 思 議 所 能 及；因 此，

並 沒 有 所 謂 破 和 不 破 的 問 題 可 說 ， 但 是 為 了 指 正 眾 生 ， 對 諸 法 在 緣 起

生 滅 中 ， 生 起 諸 種 顛 倒 謬 妄 ， 錯 誤 認 知 的 看 法 ， 而 設 立 「 破 法 遍 」 之

無 生 教 相 門 ， 這 便 是 建 立 「 破 法 遍 」 的 目 的 和 主 旨 。 也 就 是 說 破 法 遍

是 以 教 門 為 入，這 個 教 門 便 是 以 無 生

就

破法遍者為三，一、無生門從始至終，盡其源底豎破法遍。二、

歷諸法門當從始至終，盡其源底橫破法遍。三、橫豎不二從始

至終，盡其源底非橫非豎破法遍。……無生門破法遍者，又為

三：一、從假入空觀破法遍，二、從空

為

 

 
3 1 4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五 下 ， 大 正 四 六 ‧ 59 下 。  
3 1 5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五 下 ， 大 正 四 六 ‧ 60 上 。  
3 1 6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五 下 ， 大 正 四 六 ‧ 59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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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之 破 法 遍，觀 一 心 之 本 體 實 相 為 意 趣。而 三 觀 所 破 的 情 形 是：「 從 假 入

空 」的「 空 觀 」滅 除 見 思 二 惑，「 從 空 入 假 」的「 假 觀 」滅 除 塵 沙 之 惑 ，

「 中 道 第 一 義 」 的 「 中 觀 」 滅 無 明 惑 ， 這 就 是 三 觀 斷 三 惑 的 情 形 。  

三 假 虛 妄 無 實 」 體 達 法 性

本 空 二

不 異 本 來 清 淨，能 觀 所 觀 畢 竟 清 淨 就 是「 從 假 入 空 觀 」，這 就 是 一 念 心

起 ， 以 止 觀 雙 運 而 入 於 空 觀 ， 這 就 是 破 假 觀 。  

另 外 ， 一 念 心 起 ， 也 可 以 用 龍 樹 的 四 性 推 檢 破 三 假 ， 即 是 ：  

 

                                                

我 們 知 道 破 法 遍 有 三 種 ， 但 是 本 文 只 討 論 無 生 門 破 法 遍 ， 主 要 是

無 生 門 破 法 遍 是 以 天 台 三 觀 來 進 行 推 檢 ， 這 與 覺 意 三 昧 比 較 有 關 係 ，

於 此 ， 做 為 本 文 所 討 論 的 對 象 。  

由 於 無 生 門 至 始 至 終 能 究 竟 豎 破 一 切 諸 法 ， 因 而 立 無 生 門 做 三 觀

 

(一 )、 從 假 入 空 破 法 遍  

如 上 所 說 從 假 入 空 破 見、思 二 惑 二 種，這 是 以「 見 假 入 空 」和「 思

假 入 空 」 的 空 觀 來 破 見 思 二 惑 。  

1、 見 假 入 空 破 法 遍 ， 這 是 指 破「 見 惑 」。 見 惑 是 指 從 意 根 對 法 塵 所

起 的 諸 種 邪 見 ， 對 於 法 性 的 認 知 ， 產 生 種 種 錯 誤 的 見 解 ， 亦 迷 於 對 真

理 的 錯 誤 認 識 而 稱 為 見 惑 。 而 所 謂 假 ， 依 佛 法 所 說 有 十 六 假 ， 但 每 一

假 中 各 具 基 本 的 三 假 ， 即 「 因 成 假 、 相 續 假 、 相 待 假 」 三 種 ， 此 三 種

都 是 約 就「 見 假 」而 說。依 智 者 大 師 所 言，一 念 心 生 起 即 是「 因 成 假 」，

這 是 約 外 塵 內 根 而 說；而 前 念 後 念 次 第 相 續 不 斷 是「 相 續 假 」，是 約 從

內 根 而 說 ； 待 餘 無 心 知 有 此 心 ， 這 是 相 待 假 ， 以 上 這 就 是 三 假 之 說 。

3 1 7 按 智 者 大 師 的 看 法 ， 如 果 一 念 心 起 而 有 所 見 ， 即 構 成 八 十 八 使 六 十

二 見 百 八 煩 惱 。 3 1 8 而 若 能 觀 一 念 心 起 「 見 即

，「 本 末 雙 寂 畢 竟 清 淨 」即 是 止。倘 若 又 能 觀 無 明 即 是 法 性，不

當觀此一念，為從心自生心，為對塵生心，為根塵共生心，為

根塵離生心。若心自生者，前念為根，後念為識。為從根生心，

 
3 1 7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五 下 ， 大 正 四 六 ‧ 63 上 。  
3 1 8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五 下 ， 大 正 四 六 ‧ 62 中 、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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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從識生心。若根能生識，根為有識故生識，根為識故生識，

根若有識，根識則並。又無能生所生。根若無識而能生識，諸

無識物不能生識，根既無識，何能生識。根雖無識而有識性，

故能生識者。此之識性是有是無，有已是識並在於根。……如

是推求知心畢竟不從離生。中論云：諸法不自生，亦不從他生，

不共不無因，是故說無生，即此意也！若推因成假四句求生不

得。（大正四六‧63 下-64 中） 

是 自 生 ， 不 是 根 識 生 心 ， 也 不 是 無 識 生 心 ， 亦 非 是 識

性 生

續

假 」、

思 惟 惑 」。 3 1 9 這 是 以 「 貪 、 瞋 、 癡 、 慢 」 之

鈍 使

香 、 味 、 觸 、 法 」 的 現 事 所 起 的 染 著

煩 惱 ， 而 被 稱 為 思 惑 。  

此 思 惑 亦 同 樣 訴 諸 三 假 ， 然 後 再 以 四 句 推 檢 它 的 自 性 ， 是 求 生 不

可 得 。 例 如 《 摩 訶 止 觀 》 言 ：  
 

                                                

 

這 是 以 四 性 推 檢 一 念 心 ， 檢 別 非 自 生 、 他 生 、 共 生 、 無 因 生 之 四 生 。

亦 即 觀 一 念 心 不

心 。 總 之 ， 從 《 中 論 》 的 四 門 不 生 一 一 推 檢 一 念 心 的 根 、 塵 、 識

性，皆 求 心 了 不 可 得，由 此 而 一 一 觀 入 菩 薩 十 八 空，「 是 為 十 八 種 從 假

入 空 觀 也 ！ 」。  

以 上 破 因 成 假 如 果 行 者 還 是 未 能 開 悟 ， 那 麼 得 轉 向 以 下 的 「 相

「 相 待 假 」，再 繼 續 一 一 進 行 四 句 推 檢，求「 生 」了 不 可 得 之 空 義 。

其 次 ， 依 智 者 大 師 的 看 法 三 假 若 除 ， 一 切 見 惑 也 就 無 不 是 清 淨 ， 正 智

自 然 就 會 現 前 ， 這 便 是 「 無 生 門 通 於 止 觀 ， 也 是 止 觀 成 無 生 門 」。  

2、 體 思 假 入 法 空 破 法 遍 ， 是 指 破 「 思 惑 」 的 意 思 。「 思 惑 」 是 指

內 心 的 思 惟 層 面 ， 又 名 「

歷 於 三 界 中 八 十 一 品 而 說 的 。 主 要 是 因 迷 於 五 根 「 眼 、 耳 、 鼻 、

舌 、 身 、 意 」 對 五 塵 「 色 、 聲 、

若取此相，塵動意根起欲心者即因成假，念起相續不斷致行事

念即相續假，以有欲心相異無欲心即相待假。假虛不實，終不

計之以為道理。觀此欲心，為從根生，為從塵生，為共為離。

若從根生，未對塵時心自起，若從塵生塵既是他，與我何干預。

 
3 1 9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六 上 ， 大 正 四 六 ‧ 70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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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共生者應起兩心，若無因生，無因不可。四句推欲，欲無來

處，既無來處亦無去處，無欲無句無來無去，畢竟空寂。利根

之人如此觀時，思假一品去一分真明顯。（大正四六‧70 中） 

 

以 上 體 思 假 也 是 說 明 「 一 念 心 起 」 即 具 因 成 假 、 相 續 假 、 相 待 假 ， 這

同 樣 的 以 四 句 無 生 門 ， 推 求 這 三 假 所 起 的 一 念 心 之 根 塵 ， 非 「 自 生 、

他 生、共 生、無 因 生 」，是 虛 假 不 實 ，無 來 無 去，畢 竟 空 寂，以 此 而 求

生 了 不 可 得 ； 因 此 ， 若 是 利 根 的 人 能 以 此 而 觀 ， 則 能 破 一 分 思 假 ， 顯

一 分 法 性 。 同 樣 的 ， 若 觀 因 成 假 暫 時 無 法 相 應 ， 則 繼 續 觀 相 續 假 、 相

待 假 ， 便 能 進 而 成 就 因 成 假 。  

假 ， 再 重 慮 斷 心 思 而 體 假 入 空 ， 然 後 破

思 惑 顯 真 如 。 這 就 是 依 於 無 生 門 而 破 見 思 二 惑 就 是 空 門 。  

 

從 空 入 假 破 法 遍 ， 這 是 對 於 菩 薩 已 能 入 於 空 觀 ， 但 是 未 能 夠 從 空

入 假 利 他 ， 即 所 謂 的 「 若 論 自 行 入 空 有 分 ， 若 論 化 物 出 假 則 無 」。 3 2 0

這 是 說 明 雖 能 證 入 諸 法 實 相 空 性 ， 但 這 是 二 乘 人 所 共 證 的 ， 卻 不 能 入

假 利 他 成 為 菩 薩 ， 而 只 能 停 滯 在 空 性 中 而 不 能 利 益 於 眾 生 ； 所 以 若 要

論 及 利 他 化 物 有 情 ， 而 成 就 佛 果 ， 那 麼 菩 薩 是 必 須 從 空 入 假 。  

而 菩 薩 如 何 立 足 於 入 世 情 操 實 踐 入 假 利 生 ？ 首 先 ， 要 志 存 利 他 的

心 ， 然 後 具 足 五 種 因 緣 ， 即 ：「 一 、 慈 悲 心 、 二 、 憶 本 誓 願 、 三 、 智 慧

猛 利、四、善 巧 方 便、五、大 精 進 力 」。 這 是 指 要 有 一、「 無 緣 大 慈 、

同 體 大 悲 」 的 大 悲 心 ， 二 、 還 要 能 不 忘 本 懷 拔 苦 與 樂 的 願 心 ， 三 、 善

知 佛 法 運 用 自 如 ， 四 、 善 觀 因 緣 根 機 適 時 調 教 ， 五 、 不 畏 佛 道 日 遠 ，

勇 猛 精 進 不 懈 。 這 就 是 說 明 菩 薩 具 此 五 緣 再 入 假 觀 「 知 病 、 識 藥 、 授

藥 」 的 行 假 利 他 。 總 之 ， 以 上 這 些 是 入 假 的 條 件 因 緣 。  

其 次 ， 說 明 入 假 位 ， 有 三 個 要 點 ： 一 、 判 位 ， 二 、 利 益 ， 三 、 破

                                                

要 言 之 ， 是 先 以 析 智 斷 見

(二 )從 空 入 假 破 法 遍  

3 2 1

3 2 2

 
3 2 0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六 上 ， 大 正 四 六 ‧ 75 下 。  
3 2 1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六 上 ， 大 正 四 六 ‧ 75 下 。  
3 2 2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六 上 ， 大 正 四 六 ‧ 76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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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遍 。  

一 、 入 假 位 ， 就 圓 教 所 說 的 菩 薩 入 假 ， 不 必 等 待 一 定 要 十 信 五 品

弟 子 位 ， 或 六 根 清 淨 位 才 能 入 假 度 生 ， 而 是 初 發 心 菩 薩 就 能 「 知 如 來

秘 密 之 藏 ， 圓 觀 三 諦 」 即 空 、 即 假 、 即 中 。 這 就 是 說 明 初 發 心 菩 薩 已

能 即 中、當 然 亦 能 即 假、入 假。又 如《 大 品 般 若 經 》所 云：「 初 坐 道 場 ，

尚 便 成 正 覺，轉 法 轉 度 眾 生 」，故 圓 教 菩 薩 一 發 心 便 能 入 假 度 生。二 、

入 假 利 益，菩 薩 為 利 益 眾 生 而 修 法，又 為 利 眾 生 而 隨 機 應 變。基 於 此 ，

以 藏 、 通 、 別 、 圓 四 教 而 論 是 有 深 淺 不 一 ， 但 以 圓 教 而 說 ， 圓 教 初 住

就 能 入 假 ， 真 實 利 益 眾 生 ， 乃 至 等 覺 妙 覺 。 三 、 入 假 破 法 遍 ， 破 法 遍

同 前 面 所 說，見 思 破 盡 即 名 為 破 法 遍，而 入 假 菩 薩 是 能 觀 無 明 即 法 性，

法 性 即 無 明。又 見 思 觀 破 即 無 明 破，無 明 一 破 即 見 法 性 而 入 真 實 相 空，

這 就

「 從 空 入 假 破 法

遍 」

諦 道 觀 雙 流 ， 有 異 於 聲 聞 菩 薩 弟

子 ，

次 第 二 觀 之 兩 破 ， 一 是 先 破 假 相 開

慧 眼

是 從 空 入 假 破 法 遍 。  

 

（ 三 ） 中 道 止 觀 破 法 遍  

若 以《 涅 般 經 》的 四 不 生 義「 不 生 生 、不 生 不 生、生 不 生、生 生 」

論 「 自 行 因 果 、 化 他 能 所 」 的 話 ， 那 麼 ， 以 前 面 所 說 的 「 從 假 入 空 破

法 遍 」 的 假 觀 是 生 不 生 止 觀 破 法 遍 ， 屬 自 行 因 果 。 以

的 空 觀 是 不 生 生 止 觀 破 法 遍 ， 此 屬 於 化 他 能 所 。 而 「 中 道 止 觀 破

法 遍 」 是 不 生 不 生 止 觀 破 法 遍 ， 這 是 雙 非 自 行 因 果 ， 化 他 能 所 ， 又 是

雙 照 自 行 因 果 ， 化 他 能 所 的 雙 遮 雙 照 之 中 道 止 觀 。  

首 先 ， 第 一 破 以 「 取 相 得 慧 眼 見 空 」 為 初 要 。 按 照 智 者 大 師 所 說

真 俗 二 諦 ， 空 假 二 觀 是 已 經 涵 蓋 一 切 諸 法 ， 則 不 必 另 設 第 三 中 道 觀 ？

但 是 為 了 表 明 唯 有 佛 才 能 俱 照 真 俗 二

才 設 第 三 觀 ， 其 實 這 是 無 其 他 用 意 。 另 外 ， 雖 然 沒 有 其 他 用 意 ，

但 是 仍 有 如 幻 如 化 ， 不 生 不 滅 的 中 道 名 稱 。 基 於 此 ， 以 種 種 原 因 故 立

第 三 觀 而 先 破 取 相 ， 得 慧 眼 見 空 。  

第 二 次 破「 無 知 法 眼 見 假 」，進 修 中 道 止 觀，是 破 一 分 無 明，開 一

分 佛 眼 ， 見 一 分 中 道 佛 性 。 以 上 這

見 真 諦 ， 為 空 觀 。 其 次 是 破 無 明 開 法 眼 見 俗 諦 ， 為 假 觀 。 若 就 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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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初 心 則 是 直 接 就 三 觀 圓 修 即 空 、 即 假 、 即 中 ， 所 以 不 必 等 待 要 先 次

第 修

：「 一 觀 無 明 、 二 觀 法 性 、

觀 真 緣 」。 底 下 逐 一 討 論 之 。  

一 、「 觀 無 明 」， 此 約 破 無 明 智 障 。 由 於 空 、 假 二 觀 觀 成 為 二 智 ，

此 二 智 與 心 相 應 亦 稱 無 明 之 智 障 ， 故 曰 ：  

 

此二智為從法性生，為從無明生，為從法性無明合生，為從

離生，為從法性，法性無生，若無無明不實，亦不關中道，若

合共生則有二過，若從離生則無因緣。（大正四六‧82 上） 

之 智，名 為 金 剛 智。

而 以 此 金 剛 觀 破 智 障 是 名 為 貫 穿 義，若 安 住 此 理 觀，是 名「 觀 達 義 」，

言 之 ， 以 上 第 一 破 ， 即 正 破 空 、 假 二 觀 之 智 障 。  

 
二 、「 觀
續 破 計

 

因。（大正四六‧82 中） 

 

 

三、「 觀
橫 待 即
現 在 是 樣 是 推 求 這 二 種「 智 」與「 非 智 」，於 中 求 智 了 不 可

。 如 云 ：  

 

是無常，云何生常？若是真修，真不應修。（大正四六‧

 

假 二 觀 ， 才 修 第 三 中 道 觀 。  

第 三「 正 破 無 明 」修 中 觀 ， 此 中 有 三 觀

三

觀

 

以《 中 觀 》四 句 自 生、他 生 、無 因 生 、共 生 一 一 推 檢，「 體 達 智 障 無 明

無 自 他 性，亦 共 無 因，畢 竟 不 可 得 」；所 以 觀 此 二 觀

又 觀 此 理 是 不 可 思 議 名 第 一 義 空 ， 即 不 觀 觀 義 ， 名 為 三 觀 義 成 就 。 要

法 性 」， 此 約 法 性 破 無 明 。 即 是 繼 續 上 面 的 二 智 障 破 後 ， 再 繼
著 無 明 之 心 ， 也 就 是 對 法 性 的 誤 解 ， 故 應 當 觀 ：  

移當觀觀於法性，為當無明心滅法性心生，為當不滅法性心
生，為當亦滅亦不滅法性心生，為當非滅非不滅法性心生，若
無明滅而法性心生者，滅何能生，不滅生者明無明並共生者即
有二過，離則不可，不自不他不共不無

這 也 是 同 上 面 一 樣 以 自 生 、 他 生 、 無 因 生 、 共 生 四 句 一 一 推 求 無 明 與

法 性 皆 了 不 可 得 ， 此 即 中 道 觀 智 能 破 無 明 。  

真 緣 」，約 真 緣 破 無 明。此 是 破 橫 待 與 豎 待 之「 智 」與「 非 智 」。
是 謂 諸 佛 是 智 ， 我 等 是 無 智 ， 豎 待 是 謂 我 將 來 除 無 明 闇 是 智 ，
無 智。也 一

得

如是智明為是緣修，為是真修，真緣合修，離真離緣，若緣修
者緣
8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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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亦 同 上 面 所 說 的 以 《 中 觀 》 四 句 一 一 推 求 ， 而 求 智 與 非 智 了

不 可 得 。  

另 外，中 道「 入 假 位 」，這 裡 是 說 明 修 此 中 觀 所 證 入 的 位 次。經 過

體 真 止 和 隨 緣 止 的 雙 遮 ， 如 上 所 述 二 觀 之 雙 照 ， 此 雙 遮 雙 照 後 ， 道 觀

雙 流 得 入 中 道 。 而 所 謂 入 中 道 ， 如 果 就 天 台 圓 教 而 說 ， 五 品 位 之 初 雖

是 外 凡 位，但 是 已 能 修 此 圓 觀 三 諦 而 得 入 於 中 道 了，依 此 轉 進 相 似 位，

入 六 根 清 淨 位 。 這 是 說 明 雖 然 圓 教 五 品 位 之 初 的 外 凡 ， 即 已 能 修 圓 觀

三 諦

念 ， 確 實 詳 盡 和

複 雜 多 了 。 從 破 法 遍 的 論 證 中 所 使 用 的 推 檢 方 式 ， 與 《 覺 意 三 昧 》 的

入 門 修 的 推 檢 一 念 心 是 如 出 一 轍，依 於 此 可 推 究，《 覺 意 三 昧 》入 門 修

七 覺 的 方 法 在 《 摩 訶 止 觀 》 中 亦 有 了 延 續 的 開 展 。  

關 係 ， 從 上 面 已 討 論 過 的 次 第 三 觀 來 看 ， 大

略 的

後 期 才 有 的 新 名 詞 的 概 念 。 但 是 ， 我 們 經 由 天 台 的 諸 禪 法 中

比 對

， 入 於 內 凡 位 ， 再 轉 進 相 似 位 ， 乃 至 分 真 即 ， 最 後 ， 等 覺 妙 覺 取

證 佛 果 。 此 處 也 就 是 說 修 天 台 的 圓 觀 三 諦 比 藏 、 通 、 別 其 三 教 來 得 殊

勝 和 捷 快 。  

其 次 ， 這 裡 所 談 的 入 位 其 實 也 就 是 覺 意 三 昧 中 「 圓 極 七 覺 」 所 說

的 證 相 門 。 由 此 我 們 更 確 切 的 說 覺 意 三 昧 在 《 摩 訶 止 觀 》 中 有 更 臻 至

的 後 續 發 展 的 說 明 。  

綜 上 而 知 ， 天 台 三 觀 經 由 破 法 遍 的 論 證 詮 釋 得 相 當 深 入 ， 可 以 這

麼 說 ， 在 《 摩 訶 止 觀 》 中 被 智 者 大 師 加 以 開 展 後 論 述 得 更 詳 盡 周 全 ，

組 織 也 很 嚴 密 。 比 起 在 《 覺 意 三 昧 》 中 那 種 簡 單 的 概

 

二 、 破 法 遍 與 覺 意 三 昧 之 關 係  

破 法 遍 與 覺 意 三 昧 的

已 呈 顯 出 破 法 遍 是 透 過 推 論 事 理 ， 檢 察 心 性 的 程 序 ， 達 到 觀 破 妄

執 之 心，而 徹 見 本 源 之 真 相，進 而 非 假 非 空 入 中 道 佛 性，而 圓 觀 三 諦 ，

契 證 寂 靜 涅 槃 之 境 地 。  

首 先 ， 就 破 法 遍 這 個 概 念 而 言 ， 在 天 台 的 止 觀 學 說 中 ， 是 屬 後 期

《 摩 訶 止 觀 》中 才 出 現 的 名 詞，在 之 前 的 天 台 諸 禪 中 似 乎 尚 未 使 用 過，

可 以 說 是

考 察 ， 從 中 發 現 到 它 的 內 涵 與 方 法 以 及 目 的 ， 實 在 與 覺 意 三 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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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 法 相 通 。 促 使 本 文 想 對 覺 意 三 昧 做 一 個 完 整 性 的 探 索 ， 以 利 後 人 的

了 解 。  

破 法 遍 遣 執 論 說， 是 在 正 修 章 中 的「 觀 十 境 」， 其「 觀 陰 界 入 」這

個 部 份 ， 所 談 的 破 執 顯 真 的 推 論 。 而 「 觀 陰 界 入 」 是 以 闡 述 觀 五 陰 、

十 二 入 、 十 八 界 。 五 陰 是 色 、 受 、 想 、 行 、 識 ； 十 二 入 是 、 眼 、 耳 、

鼻 、 舌 、 身 、 意 六 根 ， 色 、 聲 、 香 、 味 、 觸 、 法 六 境 ； 此 六 根 、 六 境

加 上 六 識 ： 眼 識 、 耳 識 、 鼻 識 、 舌 識 、 身 識 、 意 識 合 為 十 八 界 ， 是 我

人 身 心 基 本 之 要 素 ， 亦 是 一 切 善 惡 之 根 源 ， 故 以 此 做 為 所 要 觀 察 的 入

門 之 處 。 而 這 個 所 觀 的 陰 界 入 其 實 也 是 《 覺 意 三 昧 》 心 、 意 、 識 之 主

要 的 入

形 ， 如

不可得。觀行破析悉如上說，

時名於坐禪中修行三昧。行者如是知心意識不見不得。復當

欲 念、念 、

念 已

取 二 邊 而 入 中 道 正 慧 ， 然 後 「 朗 然 開 發 雙 照 二 諦 ， 心 心 寂 滅 自 然 流 入

法 門 ， 如 本 文 在 第 三 章 所 討 論 過 的 覺 意 三 昧 的 整 個 觀 法 的 情

下 亦 引 本 文 來 略 作 說 明 ：  

 

正念觀察心意識等，四運之義，悉

是

隨所作，一一諦觀內外心。……內觀俱觀十二種，是三昧境能

生三昧。（大正四六‧624 下） 

 

這 是 說 明 觀 察 心、意、識，於 一 一 中 諦 觀 內 外 諸 心，也 就 是 五 陰 、

十 二 入 、 十 八 界 等 ， 這 個 觀 法 與 觀 陰 界 入 應 是 同 一 意 思 。 所 以 ， 從 觀

陰 界 入 再 進 一 層 的 「 十 乘 觀 法 」 裡 面 所 談 的 破 法 遍 以 破 諸 妄 心 ， 來 徹

見 諸 法 本 源 ， 這 個 與 覺 意 三 昧 的 四 運 心 推 檢 ， 從 一 念 心 之 「 未 念 、 欲

念 、 念 、 念 已 」 的 觀 心 一 法 是 差 別 不 大 的 。 我 們 試 圖 以 此 來 考 察 覺 意

三 昧 ， 會 發 覺 到 雖 然 《 覺 意 三 昧 》 沒 有 提 到 破 法 遍 這 個 概 念 ； 但 是 ，

以 四 句 轉 觀 與 還 觀 的 推 檢 ， 其 實 正 是 天 台 三 觀 破 法 遍 中 的 四 句 推 論 。

又 覺 意 三 昧 的 「 略 說 正 觀 相 」，「 觀 未 念 心 非 滅 非 不 滅 ， 欲 念 心 畢 竟 不

可 得 」等，四 句 推 檢 也 是 入 無 生 之 道 理。又 云：「 而 我 為 無 明 覆 未 能 覺

了，必 須 勤 修 正 觀 行 到。… … 以 無 所 住 心，反 照 觀 察 未 念、

之 相 」， 3 2 3 以 調 其 心 ， 信 知 諸 法 畢 竟 空 寂 ， 最 後 以 不 得 二 邊 ， 不

 172



大 涅 槃 海 」， 3 2 4 這 也 正 是 天 台 三 觀 破 法 遍 所 說 的 正 觀 相 。  

可 以 說 這 二 者 的 觀 相 實 質 上 是 沒 有 什 麼 差 別 的 ， 不 管 是 從 以 上 方

法 或 目 的 以 及 證 相 都 是 雷 同 的 。 只 是 天 台 三 觀 破 法 遍 論 述 了 入 空 、 入

假 、 入 中 的 內 在 具 體 意 涵 ， 所 說 的 內 容 之 詳 細 是 遠 超 過 覺 意 三 昧 的 簡

化。從 這 一 點 來 觀，可 以 說 正 是「 後 後 勝 於 前 前 」，也 更 呈 顯 出《 摩 訶

止 觀 》 的 精 湛 。 以 上 從 二 者 的 對 比 中 可 以 說 覺 意 三 昧 的 正 觀 法 在 《 摩

訶 止 觀 》 中 呈 現 了 前 後 進 展 的 關 係 。  

 

觀 的 範 軸 ， 而 《 摩 訶 止 觀 》 是 代 表 著 圓 頓 止 觀 。 如

果 將

照

所 進 行 的 方 式 而 觀 ， 這 是 較 多 是 屬 於 次 第 三 觀 方 式 ， 這 就 與 圓 頓 止 觀

形 成 有 所 不 同 的 方 式 。 那 麼 ， 這 關 係 在 何 處 ?本 文 底 下 繼 續 說 明 。  

 

                                                                                                                                              

第 四 節  圓 頓 止 觀 與 覺 意 三 昧 的 關 係  

以 智 者 大 師 所 講 述 或 著 作 過 的 止 觀 學 說 而 言 ， 總 不 出 「 漸 次 、 不

定 、 圓 頓 」 三 種 止

《 摩 訶 止 觀 》 和 覺 意 三 昧 一 起 來 考 察 ， 那 更 是 說 明 了 「 後 後 勝 於

前 前 」 的 意 涵 。  

圓 頓 止 觀 主 要 是 以「 圓 觀 正 直 捨 方 便 ， 但 說 無 上 道 」， 直 接 契 入 中

道 實 相 為 本 懷 的 思 想 ， 完 全 以 一 心 三 觀 圓 證 ， 不 假 求 方 便 的 法 門 ， 而

摒 棄 有 次 第 性 的 修 法 。 而 覺 意 三 昧 的 觀 法 是 以 推 檢 的 程 序 進 行 ， 依

一 、 何 謂 圓 頓 止 觀  

「 圓 頓 止 觀 」 是 三 種 止 觀 中 ， 最 能 代 表 智 者 大 師 的 圓 融 思 想 ， 具

有 既 圓 且 頓 的 意 涵 。 如 上 面 已 略 為 說 過 ， 是 以 「 正 直 捨 方 便 ， 但 說 無

上 道 」 的 一 念 頓 觀 為 要 旨 。 據 《 摩 訶 止 觀 》 解 釋 ， 若 依 經 教 顯 發 其 意

涵，是 可 以 總 歸 六 意 以 說 明 圓 頓 意。即 所 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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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謂 一、圓 法

者，是 穿 透 生 死 即 法 身，煩 惱 即 般 若，結 業 即 解 脫。雖 有 三 名 無 三 體 ，

 

3 2 4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4 中 。  

3 2 3  智 顗 《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大 正 四 六 ‧ 623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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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一 體 立 三 名 ， 聞 此 妙 法 身 心 已 能 自 在 無 懼 ； 二 、 何 謂 圓 信 ， 信 一 切

法 即 空 、 即 假 、 即 中 ， 一 即 三 ， 三 即 一 ， 無 遮 無 照 ， 究 竟 解 脫 自 在 ；

三 、 云 何 圓 行 ， 一 向 專 求 無 上 菩 提 大 道 ， 三 諦 圓 修 ， 泯 然 有 無 二 邊 ，

不 動

要 言 之 ， 圓 頓 止 觀 是 消 解 前 後 次 第 性 ， 而 談 一 念 中 即 空 、

即 假

智 旭《 教 觀 綱 宗 》註 解 有 二

： 一 、 頓 教 部 ， 唯 是 華 嚴 ， 謂 佛 初 成 道 時 為 大 根 人 頓 說 ， 即 直 說 界

外 大 法。

修 不 二

發 心 觀

 

塵勞即是菩提，無集可斷，邊邪皆中正，無

可修，生死即涅槃，無滅可證，無苦無集故無世間，無道無

                                                

不 寂 直 入 中 道 ； 四 、 云 何 入 圓 位 ， 一 住 一 切 住 ， 一 切 究 竟 清 淨 自

在 ； 五 、 以 圓 功 德 而 自 莊 嚴 ， 於 一 一 塵 中 ， 一 切 所 行 出 入 自 在 ， 於 正

報 中 一 一 自 在 ； 六 、 以 圓 力 用 建 立 眾 生 ， 是 菩 薩 內 自 通 達 圓 融 三 諦 ，

於 一 切 所 行 施 設 ， 皆 能 令 眾 生 獲 種 種 利 益 ， 如 此 種 種 力 用 之 說 。 3 2 5  

以 上 六 意 是 說 明 圓 頓 意 ， 從 凡 夫 發 心 時 即 能 於 生 命 的 實 踐 歷 程 中

一 向 求 菩 提 ， 堅 固 不 可 動 ， 依 此 六 階 段 趣 入 圓 頓 教 ， 這 也 就 是 圓 修 中

道 實 相 行 。

、 即 中 之 圓 融 三 諦 ， 在 觀 心 的 意 義 上 是 觀 諸 法 實 相 ， 當 體 即 空 ，

非 生 非 滅 的 中 道 實 相 。 亦 即 觀 一 念 心 即 三 千 不 思 議 境 ， 無 明 與 法 性 不

二 ， 也 就 是 當 體 一 念 不 生 ， 頓 入 清 淨 境 地 的 實 相 觀 ， 這 就 是 稱 為 頓 教

的 意 思 。  

所 謂「 頓 」意，「 若 善 惡 俱 明 隨 自 意，即 是 頓 意 」，「 若 人 善 用 止 觀

觀 心 ， 則 內 慧 明 了 ， 通 達 漸 頓 之 教 ， 如 破 微 塵 出 大 千 經 卷 ， 恒 沙 佛 法

一 心 中 曉 。 」 3 2 6 這 即 是 圓 觀 心 法 。 又 ， 依

義

二、頓 教 相，約 於 方 等 般 若 諸 經，「 初 發 心 時 便 成 正 覺，及 性

生 佛 體 同 等 義 」這 就 是 頓 教 說。 3 2 7 但 就 天 台 圓 教 而 言，謂 從 初

諸 法 實 相 。 如 《 摩 訶 止 觀 》 說 ：  

圓頓者，初緣實相，造境即中，無不真實，繫緣法界，一念法

界，一色一香，無非中道。已界、佛界、眾生界亦然，陰入皆

如無苦可捨，無明

道

滅故無出世間，純一實相，實相外更無別法。法性寂然名止，

 
3 2 5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一 上 ， 大 正 四 六 ‧ 2 上 -下 。  
3 2 6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二 下 ， 大 正 四 六 ‧ 20 中 。  
3 2 7  澫 益 智 旭 《 教 觀 綱 宗 》 大 正 四 六 ‧ 938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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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而常照名觀，雖言初後無二無別，是名圓頓止觀。（大正四

六‧1 下-2 上） 

 

從 以

虛 空 湛 然 清 淨 即 是 觀 。

消 解 一 切 捨 、 斷 、 修 、 證 的 分 別 ， 了 知 「 一 色 一 香 ， 無 非 中 道 」，「 純

一 實 相，實 相 外 更 無 別 法 」，這 就 是 一 念 中 修 止 觀，頓 見 一 念 當 體 中 寂

滅 不 生 即 圓 頓 意 ， 也 是 天 台 圓 教 立 場 所 主 張 的 中 道 實 相 之 究 竟 意 義 ，

「 以 諸 法 實 相 為 經 體 」 的 圓 頓 止 觀 思 想 。  

如 《 四 教 義 》 卷 第 二 云 ：  

法華教詮一實諦，無覆不即方便，但詮一切即一實諦也。故法

華經說：二萬日月燈明佛，皆云諸法實相義，諸佛法久後要當

說真實，正直捨方便，但說無上道。（大正四六‧728 下） 

三 止。止 諦 也 是 如 此，「 所

止 之

                                                

上 引 文 所 說 我 們 可 以 知 道 圓 頓 止 觀 強 調 體 悟 當 體 即 中 ， 無 生 無

滅 ， 生 死 即 涅 槃 的 無 二 無 別 的 中 道 義 ， 於 當 體 一 念 中 圓 觀 諸 法 實 相 ，

以 正 觀 諸 法 的 寂 滅 性 ， 於 心 心 寂 滅 中 ， 自 然 流 入 大 涅 槃 海 ， 而 為 圓 頓

之 意 。  

於 是 從 繫 緣 法 界 ， 一 念 法 界 中 正 觀 諸 法 ， 了 解 法 性 寂 然 名 為 止 ，

寂 而 常 照 名 為 觀 ， 此 息 諸 法 性 分 別 而 觀 照 ， 即 是 修 止 觀 。 又 知 無 明 即

是 明 ， 從 本 以 來 不 復 流 動 即 是 名 為 止 ， 朗 朗 如

3 2 8

 

 

這 也 就 是 天 台 所 依 的 「 法 華 」 實 相 義 之 說 。 而 圓 頓 止 觀 相 者 ， 是 以 止

緣 於 諦 而 作 觀。止 謂「 體 真 止、方 便 隨 緣 止、息 二 邊 方 別 止 」三 止。「 三

諦 」， 即 空 諦 、 假 諦 、 中 諦 。「 空 諦 」 是 指 「 諸 法 空 無 性 ， 體 不 可 得 」

的 寂 滅 相。「 假 諦 」則 謂 一 切 諸 法 的 顯 現 是「 宛 然 而 有，假 名 安 立 」。「 中

諦 」 是 即 空 即 假 ， 雙 照 二 邊 互 融 無 礙 ， 絕 待 不 可 思 議 。 此 處 所 說 以 止

於 諦 上 相 繫 而 成 觀 ， 這 便 是 三 諦 三 觀 三 止 。 若 觀 一 諦 而 三 諦 「 即 空 、

即 假、假 中 」，是 以 諦 繫 於 止，則 成 為 一 止 而

法 雖 一 而 三，能 止 之 心 雖 三 而 一 也 」，即 能 所 一 如。以 此 而 觀 觀 於

境 ，「 則 一 境 而 三 境 ， 以 境 發 於 觀 ， 則 一 觀 而 三 觀 」。 3 2 9 這 就 是 一 心 三

 
3 2 8  黃 懺 華 《 中 國 佛 教 》， 上 海 ： 知 識 出 版 ， 1991， 頁 276 
3 2 9  智 顗 《 摩 訶 止 觀 》 卷 三 上 ， 大 正 四 六 ‧ 25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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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 依 此 三 諦 的 真 理 為 作 觀 ， 說 明 一 心 中 具 足 三 諦 即 空 、 即 假 、 即 中

的 三 諦 圓 融 無 礙 ， 故 其 體 絕 待 不 可 思 議 。  

以 上 這 就 是 即 智 者 大 師 所 言「 三 諦 具 足，秖 在 一 心 」，這 便 是 一 心

三 觀

覺 意 三 昧 》與 圓 頓 止 觀 的 關 係，可 由 觀 相 和 證 相 來 探 察。首 先 ，

從 《 覺 意 三 昧 》 的 六 品 來 觀 ， 由 最 先 的 辯 法 相 到 第 六 的 證 相 門 ， 這 前

五 品 是 談 因 行 的 部 份 ， 而 第 六 品 的 證 相 門 是 談 果 位 ， 乃 覺 意 三 昧 所 歸

趣 六 種 七 覺 的「 圓 極 七 覺 」。如《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云 ： 
 

昧清淨禪中，朗然

悟得一念相應慧，寂然圓照一切了了分明，是名圓極七覺，

亦名無上妙慧，亦名無學七覺。以如是等諸七覺義故，菩薩從

初發心，所有觀行法門，終至極果通名七覺意，亦名觀心相，

亦名反照識。（大正四六‧622 上、中） 

寂然

圓極七覺的一念相應慧之圓照，智者大師認

為這

 

。 這 個 配 置 可 以 說 是 體 相 用 具 足 ， 於 一 念 心 中 而 相 應 作 觀 ， 即 所

謂 止 觀 雙 運 ， 定 慧 相 資 的 圓 頓 止 觀 。  

二 、 圓 頓 止 觀 與 《 覺 意 三 昧 》 之 關 係  

《

第六圓極七覺者，若菩薩摩訶薩，住金剛三

大

 

此 圓 極 七 覺 所 說 的「住金剛三昧清淨禪中，朗然大悟得一念相應慧，

圓照一切了了分明」，這是由 前 品 入 觀 門 所 說 的 觀 若 真 若 俗 具 足 二

空 之 觀 後 所 證 得 的 金 剛 定 之 中 道 的 清 淨 三 昧 禪 ， 以 此 金 剛 智 破 二 觀 智

障 後 ， 悟 得「一念相應慧，寂然圓照一切了了分明」，《 覺 意 三 昧 》 這

裡 所 說 的 圓 極 七 覺 就 是 一 念 即 假 、 即 空 、 即 中 的 一 時 圓 觀 法 的 意 涵 。  

由 此 而 知 ， 第 五 品 的 入 觀 門 通 至 第 六 品 的 圓 極 七 覺 的 內 涵 ， 就 是

以 前 方 便 次 第 三 觀 而 入 的 一 心 三 觀 意 ，故說「寂然圓照一切了了分

明」。可見，圓極七覺透顯圓頓止觀的意思，也就是說明了覺意三昧歸

趣於圓頓止觀。換言之，

就是一念中圓滿頓修七覺意法，於是名為圓極七覺。而從覺意三

昧的諦觀心相之反照心源的觀行而言，即如上引文中所說此即是「亦

名觀心相」之七覺意法。而所有觀行法門皆通至此圓極七覺意，這就

顯出覺意三昧的歸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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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者 ， 圓 頓 止 觀 之 「 三 諦 具 足 秖 在 一 心 」，「 三 諦 不 同 而 祇 一 念 ，

如 生 、 住 、 異 、 滅 袛 一 剎 那 」， 於 三 毒 心 起 時「 即 空 、 即 假 、 即 中 ， 隨

心 起 念 止 觀 具 足 」。 3 3 0 此 所 謂 的 觀 名 為 佛 知 ， 止 名 為 佛 見 。 這 就 是 念

念 中 止 觀 現 前 ， 即 眾 生 開 佛 知 見 之 意 。 此 「 開 佛 知 見 」 依 於 慧 思 大 師

所 解

摩 訶

著，是名為菩薩七覺分分圓顯，故名入法門七覺。亦名開 

知見，若能開佛知見，則心心寂滅，自然流入，十住十行十迴 

向十地等覺清淨禪中，是故得名入法門七覺也。（大正四六‧622 

中） 

， 這 與 《 摩 訶 止 觀 》 所 說 的 先

由 「

要 言 之 ， 覺 意 三 昧 與 圓 頓 止 觀 二 者 存 有 密 切 關 係 ， 也 就 是 說 智 者

師 晚 年 所 著 的《 摩 訶 止 觀 》的 圓 頓 止 觀，極 有 可 能 是 由《 覺 意 三 昧 》

展 出 來 的 ， 換 言 之 《 覺 意 三 昧 》 是 圓 頓 止 觀 的 雛 型 。  

                                              

釋 ， 謂 這 是 屬 於 十 住 位 。 由 此 而 知 ， 圓 頓 止 觀 所 說 證 相 ， 乃 《 釋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 所 云 ：  

 

雙照二諦，隨心所念，則自然生出一切十力種性諸三昧等。…… 

心無住

佛

 

即 此 《 覺 意 三 昧 》 所 說 的 證 位 ， 這 與 圓 頓 止 觀 二 者 所 談 的 證 相 實 是 無

差 ， 亦 即 由 此 觀 法 的 自 行 因 果 中 ， 窺 見 二 者 所 存 在 的 關 係 。 更 可 以 推

究 為 《 摩 訶 止 觀 》 所 發 展 的 圓 頓 止 觀 是 承 續 了 《 覺 意 三 昧 》 所 說 的 行

位 論 ， 由 此 部 份 加 以 述 說 ， 構 成 從 初 基 止 觀 到 圓 證 止 觀 一 套 完 整 的 實

踐 學 說 。 因 此 ， 如 從 六 種 七 覺 看 來 ， 包 含 了 從 「 隨 所 起 念 」 之 漸 修 ，

到 頓 證 寂 然 ， 圓 照 一 切 了 了 分 明 之 圓 果

破 法 遍 」 隨 方 而 修 ， 最 後 趣 求 圓 頓 意 之 圓 行 的 「 一 向 專 求 無 上 菩

提 大 道， 三 諦 圓 修 」，與 圓 信 的「 信 一 切 法 即 空、即 假 、即 中 」之 頓 證

圓 融 之 不 思 議 妙 境 是 同 一 論 述 觀 點 。  

大

發

 

 

 

 

   
3 3 0  智 頓 《 摩 訶 止 觀 》 卷 六 下 ， 大 正 四 六 ‧ 85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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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續 研 究 之 方 針。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百 八 三 昧

時 才

論 》對 智 者 大 師 的 覺 意 三 昧 內 涵 之 充 實 亦 有 相 關 之 影 響。可

謂 參

第六章  結論  

底 下 本 論 文 將 各 章 分 析 與 考 察 所 得 之 結 論 ， 歸 納 其 重 點 ， 於 此 再

述 一 次，並 且 指 出 本 論 所 研 究 不 足 之 處，以 作 未 來 繼

 

本 論 文 題 為 「 智 者 大 師 覺 意 三 昧 之 研 究 」。 第 一 章 ＜ 緒 論 ＞ 說 明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及 目 前 學 界 的 研 究 概 況，和 研 究 範 圍 與 方 法，以 及

論 文 組 織 結 構 與 內 容 大 要 ， 做 為 論 文 之 一 般 引 論 。

第 二 章 ＜ 智 者 大 師 覺 意 三 昧 淵 源 之 考 察 ＞，本 章 的 重 點 及 得 出 的

結 論，如 下 說 明。首 先，考 察 分 析 智 者 大 師 的 時 代 背 景、生 平 事 蹟 及

著 作 略 做 梗 概 的 說 明 ， 以 俾 讀 者 大 略 性 的 了 解 。  

其 次 ， 透 過 早 期 傳 譯 的 經 典 文 獻 記 載 考 察 「 覺 意 三 昧 」 這 個 詞 義

的 相 關 淵 源，發 現 乃 原 自 於 早 期《 阿 含 經 》所 指 謂 的 七 覺 意 之 說 的 流

變 而 來，之 後 隨 著 大 乘 思 想 的 出 現，闡 述 菩 薩 所 行 之 百 八 三 昧 而 方 有

此 覺 意 法 門，但 是 以 鳩 摩 羅 什 所 譯 的《 摩 訶

將 它 譯 為 覺 意 三 昧 這 個 概 念。再 者，由《 阿 含 經 》的 七 覺 意 法 再

考 察 安 世 高 譯 的 《 安 般 守 意 經 》， 也 發 現 到 此 中 所 譯 的 七 覺 意 法 頗 有

影 響 智 者 大 師 的 覺 意 三 昧 之 可 能 性。而 且 在《 放 光 般 若 經 》也 有 記 載

修 安 般 法 守 意 法 可 得 到 覺 意 三 昧 的 說 法 。  

其 二 ， 考 察 早 期 傳 譯 的 大 乘 經 典 ， 亦 發 覺 鳩 摩 羅 什 所 譯 的 禪 經 與

《 大 智 度

照 於《 般 若 經 》的 相 關 文 獻 ， 與 鳩 摩 羅 什 的 實 相 禪 觀 ， 和《 大 智

度 論 》 所 解 釋 的 覺 意 三 昧 ， 及 七 覺 意 法 的 註 釋 而 充 實 覺 意 三 昧 的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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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另 外，也 參 照 了《 首 楞 嚴 三 昧 經 》所 說 的 眾 生 與 佛 一 如 無 二 如 的

思 想 。  

其 三 ， 透 過 慧 思 大 師 三 部 著 的 考 察 ， 也 發 現 智 者 大 師 的 覺 意 三 昧

禪 法 與《 隨 自 意 三 昧 》是 前 驅 之 作 的 習 習 相 關，亦 與《 諸 法 無 諍 三 昧

法 門 》所 說 的 ＜ 坐 禪 修 覺 意 法 ＞ 也 有 師 承 的 密 切 關 連。此 外，與《 法

經 》 ＜ 安 樂 行 義 品 ＞ 的 「 無 相 行 」， 之 六 根 清 淨 的 思 想 多 少 也 有 相

關。

觀 與 《 覺 意 三 昧 》 之 關 係 比 較 ＞ ， 天 台 的 整

個 止

本 的 對 照 後 ， 從 中 得 出 漸 次 止 觀 的 所 說 的 心

門 ，

三 空 思 想 後 ， 遂 在 《 六 妙 門 》 的 不

定 止

華

總 之，智 者 以 大 師 參 照 許 多 相 關 的 經 典 文 獻 資 料，融 合 大 小 禪 經

的 內 涵 而 再 加 以 闡 述，使 得 覺 意 三 昧 內 容 上 相 當 充 實 豐 富。以 上 這 是

關 於 第 二 章 在 背 景 與 淵 源 方 面 所 論 述 的 主 要 結 論 。  

 

第 三 章 ＜ 天 台 早 期 禪

觀 以「 漸 次 止 觀、不 定 止 觀、圓 頓 止 觀 」三 種 止 觀 為 代 表 性 說 明 ，

而 圓 頓 止 觀 已 於 第 四 章 討 論 過，故 本 論 文 於 最 後 第 五 章，討 論 漸 次 止

觀 與 不 定 止 觀 及 小 止 觀 和 覺 三 昧 的 關 係，做 為 對 天 台 三 種 止 觀 與 覺 意

三 昧 一 個 梗 概 的 了 解 。  

漸 次 止 觀 是 早 期 所 出 的 禪 門 ， 而 不 定 止 觀 也 與 覺 意 三 昧 相 距 前 後

關 係 而 已 。 本 文 由 此 溯 源 的 立 場 來 考 察 覺 意 三 昧 ， 發 覺 漸 次 止 觀 所 談

的 「 色 、 息 、 心 」 三 門 禪 法 之 中 所 談 的 心 門 ， 以 智 慧 反 觀 心 性 ， 覺 諸

心 入 於 非 心，以 及 觀 過 去、現 在、未 來 三 心 一 念 不 了 心 生 的 無 住 無 相 ，

三 心 了 不 可 得 的 不 見 相 貌 畢 竟 空 寂 性 的 說 法 ， 與 覺 意 三 昧 的 觀 三 心 推

檢 一 念 四 運 心 相 不 可 得 的 畢 竟 清 淨 空 寂 的 闡 釋 亦 存 有 不 可 忽 視 的 關

連 。 由 之 推 究 ， 及 根 據 文

後 來 在 覺 意 三 昧 做 了 進 展 。 質 言 之 ， 智 者 大 師 將 覺 意 三 昧 法 門 立

足 於 此 心 門 而 加 以 開 展 闡 釋 ， 這 也 與 《 大 智 度 論 》 的 一 念 心 修 七 覺 之

般 若 波 羅 蜜 行 之 空 觀 交 集 融 合 ， 而 構 成 所 闡 釋 的 覺 意 三 昧 法 門 是 一 個

極 複 雜 又 豐 富 的 內 涵 。  

其 次 ， 本 文 再 從 漸 次 止 觀 中 所 說 的 不 定 止 觀 之 六 門 的 「 觀 門 、 還

門 、 淨 門 」 來 論 述 ， 得 知 此 中 觀 門 所 說 的 生 空 、 實 法 空 、 平 等 空 三 空

思 想 ， 引 自 《 菩 薩 瓔 珞 本 業 經 》 的

觀 與 覺 意 三 昧 中 成 為 一 個 重 要 的 思 想 依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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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次 第 相 生 六 妙 門 」與「 旋 轉 六 妙 門 」亦 有 三 觀 三 三 昧 的 中

道 第 一 義 思 想 ， 乃 至 「 圓 證 六 妙 門 」 所 說 的 圓 頓 止 觀 ， 這 些 都 與 覺 意

三 昧

進

大 智 度 論 》 所 闡 釋 的 一 念

心 修 覺 意 三 昧 呈 顯 在 觀 門 的 意 義 上。於

是，本 章 經 由 分 析 的 探 索 後，認 為 從 定 慧 二 法 而 言，覺 意 三 昧 的 實 踐

與 特 色，乃 是 一 種 慧 觀 的 禪 法。而 且 是 隨 情 所 修 習 之 法 門，亦 帶 有 傳

承 的 意 味 ， 所 以 我 們 獲 得 以 下 三 點 結 論 ：  

言 ， 覺 意 三 昧 是 以 觀 照 之 慧 力 ， 當 體 照 見 根 、 塵 、 識 之 緣 生

法，

形 成 一 個 思 想 的 進 展 關 係 。  

再 者 ， 則 討 論 小 止 觀 與 覺 意 三 昧 之 同 趣 之 所 在 ， 藉 由 此 研 討 做 更

一 步 的 了 解 。  

 

第 四 章 ＜ 智 者 大 師 對 覺 意 三 昧 之 新 發 展 ＞ ， 此 章 經 過 對《 釋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覺 意 三 昧 》文 本 的 討 論，從 中 得 知 智 者 大 師 以 六 門 為 架

構，重 新 闡 述 覺 意 三 昧 法 門 ，並 藉 助「 中 觀 」理 則 破 執 顯 真，諦 觀 諸

法 實 相，推 檢 一 念 無 生 的 道 理，以 做 為 助 道 之 行，成 為 修 習 覺 意 三 昧

一 個 重 要 的 主 軸。 換 言 之， 覺 意 三 昧 的 法 門， 從《 阿 含 經 》的 七 覺 意

法 ，《 般 若 經 》 的 無 漏 相 應 七 覺 之 說 ， 到 《

七 覺 的 詮 釋，智 者 大 師 將 整 個

一 、 覺 意 三 昧 是 慧 觀 之 法 門  

覺 意 三 昧 經 由 智 者 大 師 重 新 改 造 加 以 闡 釋 後 ， 成 為 另 一 種 的 觀 心

之 禪 法，直 接 從 一 念 心 中 當 體 照 見 諸 法 無 生，並 由 四 句 檢 擇 四 運 心 相，

求 一 切 皆 不 可 得 ， 亦 即 以 般 若 的 空 性 智 慧 觀 照 一 念 當 體 即 空 ， 覺 知 諸

法 本 源 之 一 心 乃 非 生 非 滅 ， 反 本 還 源 ， 然 後 歸 真 本 淨 。 可 以 說 就 定 、

慧 二 法 而

而 入 諸 法 自 性 空，這 是 側 重 以 慧 觀 為 入 法 之 門。故 在《 覺 意 三 昧 》

行 文 中 ， 智 者 大 師 並 沒 有 談 及 修 習 定 法 的 特 別 說 法 ， 而 是 直 接 以 慧 為

門 ， 也 就 是 說 不 須 透 過 定 法 而 生 慧 ， 是 直 契 心 要 ， 直 觀 心 性 的 智 慧 之

禪 門 。  

因 此 ， 這 是 不 須 假 藉 其 他 前 方 便 之 方 法 來 進 入 ， 唯 從 觀 照 自 心 而

修 ， 是 一 種 運 慧 力 照 見 諸 法 實 相 ， 而 斷 除 生 死 煩 惱 的 法 門 。 亦 是 屬 於

慧 根 之 上 機 者 所 修 之 法 門 。 雖 然 在 《 摩 訶 止 觀 》 中 有 說 這 種 經 由 推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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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方 式 是 屬 於 接 應 鈍 根 機 者 ， 不 過 這 主 要 是 對 於 圓 頓 觀 的 立 場 而 說 為

鈍 根

三 昧 之 七 覺 意 修 法 顯 出 迥 然 不 同 的 修 習 方 式 與 內 涵 。  

要

多

定

諦 觀 一 切 諸 法 和 合 生 滅，畢 竟 無 生，本 自 空 寂，而 心 相

通 達

入 相 似 即、分 證 即，最 後 等 覺、妙

覺 之

由 此 可 知 ， 智 者 大 師 將 覺 意 三 昧 禪 法 表 現 在 天 台 的 圓 教 思 想 上 ，

闡 述 大 乘 實 踐 法。亦 設 立 於 隨 情 可 修 之 法 門 的 意 義 上，以 方 便 後 學 學

人 隨 情 所 修 ， 其 用 心 良 意 之 甚 。  

三 昧 三 者 的 比 對 ， 及 「 三

者 同

者 修 ， 若 相 對 於 其 他 法 門 而 言 ， 這 還 是 應 屬 於 利 機 者 的 修 法 ， 而

且 還 是 屬 於 日 常 中 一 種 自 化 利 他 之 法 門 ， 這 種 禪 法 相 對 於 一 般 所 說 的

修 禪 的 次 序 由 定 生 發 慧 的 步 驟，《 般 若 經 》及《 大 智 度 論 》所 云 的 覺 意

言 之 ， 定 慧 二 法 是 禪 觀 的 運 作 要 素 與 本 質 ， 只 是 禪 觀 有 的 是 定

慧 少 ， 有 的 禪 觀 是 慧 多 定 少 。 而 覺 意 三 昧 是 以 慧 觀 為 主 ， 應 是 慧 多

少 的 禪 法 。 所 以 ， 筆 者 認 為 覺 意 三 昧 是 慧 觀 之 禪 法 ， 以 慧 為 門 。  

二 、 隨 情 所 修 之 法 門  

覺 意 三 昧 可 隨 根 性 於 坐 中 修 或 歷 別 對 境 修 皆 可，不 須 假 藉 任 何 形

式 儀 軌， 直 接 隨 日 常 的 行、 住、坐、 臥 四 威 儀 作 息 中， 隨 時 隨 地 觀 照

自 心 一 念 而 修，於 十 二 事 的 六 內 受 與 外 六 受 的 根、塵、境 合 和 當 中 ，

攝 心 於 一 處，

， 雙 照 分 明 ， 亦 即 修「 空 、 假 、 中 」三 觀 體 證「 空 三 昧 、 無 相 三

昧、無 作 三 昧 」之 三 三 昧，而 證 得 外 凡 五 品 弟 子 位。可 以 說 修 習 覺 意

三 昧 的 觀 行 即 成 就 後，則 可 依 序 進

果 位 。  

三 、 覺 意 三 昧 意 味 承 先 啟 後 師 傳 之 關 係 與 地 位  

經 由 覺 意 三 昧 與 隨 自 意 三 昧 和 非 行 非 坐

一 行 法 」 這 句 話 來 推 究 ， 這 是 呈 顯 隨 自 意 三 昧 與 覺 意 三 昧 二 者 已

構 成 直 接 性 的 關 係 。 雖 然 在 覺 意 三 昧 中 並 沒 有 這 一 層 的 說 法 ， 智 者 大

師 也 沒 有 明 言 的 說 出 ， 但 是 我 們 從 以 下 二 點 要 素 來 推 究 與 探 討 ， 就 會

發 覺 三 者 彼 此 之 間 存 有 此 一 可 能 之 關 係 。  

首 先 ， 就 內 涵 上 之 關 連 而 言 ， 本 文 在 第 三 章 中 對 覺 意 三 昧 與 隨 自

意 三 昧 和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三 者 之 間 的 關 連 ， 已 做 大 概 性 的 討 論 ， 大 略 得

知 三 者 有 同 工 異 曲 之 妙 ， 同 樣 覺 觀 十 二 處 十 八 界 之 心 識 為 主 修 法 的 禪

 181



觀 ， 形 成 前 後 相 續 的 三 部 曲 。 即 由 覺 意 三 昧 之 修 持 主 述 於 一 切 日 常 行

住 坐 臥 中 ， 隨 處 起 修 ， 隨 時 覺 照 意 源 ， 能 常 修 觀 慧 ， 修 攝 其 心 觀 一 切

法 ， 及 隨 心 以 四 運 心 推 檢 諸 法 無 生 ， 求 一 切 心 皆 了 不 可 得 。 這 與 慧 思

大 師 的 隨 自 意 三 昧 的 於 行 住 坐 臥 食 、 言 語 之 間 運 用 覺 慧 ， 覺 觀 本 心 ，

以 般 若 性 空 智 慧 覺 觀 諸 心 ， 徹 見 妄 念 ， 回 歸 真 如 本 性 ， 非 生 非 滅 ， 顯

發 如 來 藏 之 理 ， 二 者 在 內 涵 與 論 點 上 是 同 一 模 式 。 以 日 本 鹽 入 良 道 的

看 法 ， 更 認 為 《 摩 訶 止 觀 》 的 十 乘 觀 法 、 一 心 三 觀 是 由 慧 思 的 《 隨 自

意 三 昧 》和 智 者 大 師 早 期 的《 覺 意 三 昧 》所 展 開 的 思 想 ， 3 3 1 從 這 些 考

察 的 結 局 而 知，《 覺 意 三 昧 》存 有 對 慧 思 大 師 的 隨 自 意 三 昧 承 續 之 作 的

意 味 。 只 是 在 闡 述 上 所 立 足 的 觀 點 略 有 不 盡 完 全 一 致 之 處 ， 不 過 這 正

是 智

的 佛 教

師 到 晚 年 時

或 許 亦 有 此 意，想 表 達 延 續 師 傳 之 慧 命 與 傳 燈 之 意，這 是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為

                                                

者 大 師 呈 顯 於 師 傳 之 後 ， 對 於 各 人 在 佛 法 上 的 見 解 有 力 求 突 破 性

的 意 義 ， 也 表 現 了 對 於 這 個 行 門 想 進 一 步 的 以 天 台 圓 教 的 法 華 三 昧 的

意 涵 與 思 想 來 發 揮 的 意 思 ， 故 《 摩 訶 止 觀 》 中 就 完 全 的 呈 顯 這 樣 開 展

的 形 態 。  

其 次 ， 從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中 的 所 言 的 稱 謂 推 究 其 關 係 ， 即 智 者 大 師

在 《 摩 訶 止 觀 》 的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中 ， 於 前 文 的 開 頭 先 界 定 這 三 者 的 關

係 之 後 ， 隨 即 在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的 整 個 行 文 中 都 稱 呼 此 三 昧 觀 行 為 隨 自

意 。 換 言 之 ， 智 者 大 師 在 三 者 之 中 採 取 了 慧 思 大 師 的 隨 自 意 三 昧 之 名

稱 為 代 表 性 之 說 明 。 從 這 一 點 上 ， 我 們 試 圖 揣 摸 智 者 大 師 的 用 意 ， 極

有 可 能 是 意 味 著 代 表 傳 師 及 尊 師 之 禪 法 的 意 思 。 如 果 我 們 就 中 國 早 期

背 景 來 思 考 加 以 推 究 ， 在 早 期 的 佛 教 背 景 中 弘 傳 自 家 門 派 的 教

法 這 種 傳 法 的 思 想 是 極 為 濃 厚 的 。 簡 言 之 ， 延 續 自 家 門 派 的 師 法 ， 在

佛 門 中 是 所 重 視 的 倫 常 規 距 。 因 此 ， 由 此 而 推 究 ， 智 者 大

總 之 ， 從 以 上 二 點 來 說 ， 不 管 是 從 三 昧 修 持 的 內 涵 、 方 法 ， 或

名 字 的 稱 呼 上 ， 這 是 略 帶 有 宏 揚 智 者 師 父 慧 思 傳 法 的 意 味 ， 筆 者 認

這 是 值 得 再 加 以 研 究 ， 也 認 為 這 是 極 有 可 能 的 跡 象 。  

 

 
3 3 1  鹽 入 良 道 ＜ 慧 思‧智 顗 における 隨 自 意 三 昧 につで ＞，《 印 佛 研 》36-2，1988，

頁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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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 覺 意 三 昧 在 《 摩 訶 止 觀 》 的 開 展 ＞ ， 這 一 章 是 從 《 摩 訶

止 觀 發 展 梗 概，由《 摩 訶 止 觀 》所 開

展 出 的 圓 教 思 想 之 圓 頓 止 觀 及 六 即 思 想 的 展 現，而 做 進 一 步 的 研 究 ，

發 覺 與 覺 意 三 昧 呈 顯 前 後 進 展 之 關 係。故 本 論 文 在 這 一 章 的 研 討 中 ，

從 論 述 中 獲 得 以 下 的 看 法 ， 將 它 歸 納 二 點 做 為 主 要 的 結 論 。  

即 思 想 的 前 驅  

正 修 觀 行 而 言 ， 已 表 明 就 是 六 即 位 中

的 觀

相 門 所 提

到 的

然 六 即 說 的 概 念 在 《 法 華 文 句 》 與 《 法 華 玄 義 》 已 有 充 份 的 說

法 ，

》的 立 場 來 探 索 覺 意 三 昧 後 續 的

一 、 覺 意 三 昧 是 六

本 論 文 有 一 個 重 點 的 考 察 ， 就 是 關 於 天 台 智 者 大 師 後 期 的 六 即 說

的 思 想 。 這 個 六 即 思 想 的 學 說 也 是 智 者 大 師 一 個 重 要 的 思 想 ， 據 智 者

大 師 所 言 圓 教 是 以 六 即 為 位 次 ， 故 智 者 大 師 即 以 此 六 即 位 思 想 判 釋 自

家 天 台 圓 教 的 定 位 。  

本 文 透 過 覺 意 三 昧 的 六 種 七 覺 與 證 相 門 所 說 的 五 十 二 位 ， 試 圖 從

中 考 察 《 摩 訶 止 觀 》 的 六 即 說 ， 亦 即 發 覺 《 摩 訶 止 觀 》 的 六 即 說 與 覺

意 三 昧 實 有 絕 對 的 密 切 關 係 。 雖 然 在 覺 意 三 昧 中 沒 有 很 明 確 的 說 到 六

即 的 概 念 ， 但 是 若 依 覺 意 三 昧 的

行 即。從 觀 介 爾 一 念 之 心 非 善 非 惡，煩 惱 即 菩 提，即「 普 賢 觀 云 ：

我 心 自 空 罪 福 無 主，觀 心 無 心 法 不 住 法 」之 意 而 觀，就 是《 摩 訶 止 觀 》

所 說 的 觀 一 色 一 香 無 非 中 道 的 實 相 佛 性 ， 這 也 就 是 立 足 於 觀 照 此 介 爾

一 念 心 而 名 為 觀 行 即 的 意 思 。  

再 者 ， 從 覺 意 三 昧 所 說 的 此 觀 行 成 就 名 為 外 凡 位 ， 及 證

十 心 、 十 住 、 十 行 、 十 金 剛 、 十 地 、 等 覺 、 妙 覺 五 十 二 位 之 說 ，

在 《 摩 訶 止 觀 》 的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中 就 進 一 步 的 得 到 觀 行 即 、 相 似 即 、

分 證 即 、 究 竟 即 之 概 念 化 了 ， 而 且 在 《 摩 訶 止 觀 》 的 大 意 章 中 就 完 全

充 份 的 被 表 現 出 六 即 說 的 思 想 ， 於 此 而 知 這 之 間 的 關 連 。  

雖

但 這 還 是 與 《 摩 訶 止 觀 》 都 是 屬 於 同 一 時 期 ， 是 後 期 的 產 物 ， 難

以 看 待 為 前 驅 之 思 想 。 因 此 ， 唯 從 往 上 推 究 論 其 萌 芽 ， 亦 即 考 察 早 期

所 講 述 及 著 作 的 禪 觀 書 籍 中 ， 發 覺 在 覺 意 三 昧 中 比 較 呈 顯 六 即 說 的 跡

象 。  

另 外 ， 在 第 四 章 中 考 察 佐 藤 哲 英 的 六 種 七 覺 意 的 看 法 ， 經 比 對 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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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七 覺 意 的 文 義 後 ， 亦 認 為 佐 藤 哲 英 所 說 的 覺 意 三 昧 之 六 種 七 覺 意 是

六 即 思 想 的 萌 芽 ， 筆 者 認 為 這 是 極 有 可 能 ， 二 者 的 在 文 義 的 理 念 上 是

具 有 相 切 關 連

中 ， 這 也 是 值 得 注 意 的 一 點 。 總 而 言 之 ， 透 過 以 上 這 些 方 面 的 考 察 與

分 析 ， 本 文 認 為 覺 意 三 昧 與 六 即 說 的 關 係 是 相 當 密 切 ， 質 言 之 ， 覺 意

三 昧 極 有 可 能 就 是 六 即 思 想 的 前 驅 。  

細 靡 遺 的 詳 述 圓 頓 止 觀 的 內 在 意 涵 ， 詳

細 表

共 同 所 聲 明 的 整 個 禪 法 的 內 涵 與 要 素 ， 這 次 第 三

觀 和

當 吻 合 的 說 法 。 又 從 覺 意 三 昧 與 《 摩 訶 止 觀 》 的 諸 多 密

二 、 覺 意 三 昧 是 《 摩 訶 止 觀 》 之 圓 頓 止 觀 所 發 展 的 焦 點  

其 次 ， 透 過 對 覺 意 三 昧 文 本 和 《 摩 訶 止 觀 》 的 研 究 後 ， 亦 即 經 由

第 三 章 和 第 四 章 多 方 面 的 角 度 分 析 討 論 後 ， 發 覺 智 者 大 師 闡 釋 《 覺 意

三 昧 》，可 以 說 其 實 就 是 已 經 帶 有 圓 頓 止 觀 之 意 味 的 早 期 止 觀。只 是 就

大 體 上 可 以 說 在 內 涵 和 語 意 上 都 還 不 是 那 麼 明 確 ， 唯 到 後 來 的 《 摩 訶

止 觀 》 才 更 具 體 將 這 裡 面 的 內 涵 開 展 出 來 ， 並 且 經 由 實 際 體 證 法 華 三

昧 的 中 道 實 相 後 ， 才 更 確 切 鉅

述 如 何 由 前 方 便 之 修 習 而 入 門 ， 到 實 際 能 一 念 圓 具 、 體 證 三 諦 三

觀 三 止 之 法 要 ， 從 中 契 入 天 台 佛 教 中 道 佛 性 當 中 。 由 此 而 知 ， 這 除 了

做 更 進 一 步 的 發 揮 外 ， 也 整 合 基 礎 之 禪 學 ， 成 為 富 有 融 合 性 又 完 備 的

天 台 最 高 體 證 修 持 之 禪 法 。  

因 此 ， 從 《 覺 意 三 昧 》 所 說 的 第 六 「 入 法 門 七 覺 」 及 第 七 「 圓 證

七 覺 」 來 看 待 圓 頓 止 觀 ， 其 實 已 有 如 此 內 在 意 涵 ， 也 就 是 說 「 入 法 門

七 覺 」是 包 涵 次 第 三 觀 之 意，而「 圓 證 七 覺 」是 包 涵 圓 頓 之 意。再 者 ，

智 者 大 師 從 入 法 門 的 三 觀 之 三 三 昧 引 申 到 《 摩 訶 止 觀 》 之 次 第 三 觀 破

法 遍 的 一 念 推 檢 無 生 ， 這 個 深 意 便 被 呈 顯 出 來 。 雖 然 圓 頓 止 觀 的 界 定

是 以 一 心 三 觀 之 即 空 、 即 假 、 即 中 之 一 時 圓 證 三 諦 三 觀 而 言 ， 但 是 在

《 摩 訶 止 觀 》 中 亦 聲 明 ， 次 第 三 觀 一 念 無 生 之 推 檢 主 要 也 是 為 攝 持 圓

頓 法 門 為 前 行。總 之，由 推 檢 一 念 之 無 生 到 圓 具 一 心，是《 覺 意 三 昧 》

與 《 摩 訶 止 觀 》 二 者

一 心 三 觀 便 是 習 習 相 關 。 如 依 據 智 者 大 師 在 《 摩 訶 止 觀 》 對 次 第

三 觀 之 意 而 言 ， 亦 說 此 是 乃 為 圓 頓 止 觀 前 方 便 助 道 之 行 所 立 ， 目 的 是

在 攝 持 較 為 鈍 根 之 機 者 ， 使 行 者 能 進 修 證 此 圓 頓 大 法 ， 故 先 以 推 檢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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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檢 擇 一 念 無 生 。  

所 以，準 此 而 知，從 圓 證 七 覺 和 證 相 門 而 觀，《 覺 意 三 昧 》的 修 持

是 取 意 於 證 入 圓 頓 法 。 又 從 入 法 門 而 言 ， 這 就 是 《 摩 訶 止 觀 》 所 說 的

破 法 遍 之 前 方 便 門 ， 以 觀 一 心 之 修 持 為 法 門 。 基 於 此 ， 本 文 認 為 覺 意

三 昧 最 後 要 達 到 的 禪 法 是 契 入 圓 頓 止 觀 法 門 ， 也 就 是 說 覺 意 三 昧 的 最

後 歸 趨 是 圓 頓 止 觀 。 如 智 軍 在 ＜ 天 台 覺 意 三 昧 的 特 色 ＞ 一 文 中 亦 說 ：

「 在 天 台 圓 頓 止 觀 中 ， 覺 意 三 昧 是 最 主 要 的 代 表 性 ， 因 此 覺 意 三 昧 的

修 法 也 成 為 圓 頓 止 觀 中 的 焦 點 」，並 且 認 為 智 者 大 師 有 意 將 覺 意 三 昧 普

遍 化

以 上 所 言，從《 覺 意 三 昧 》與《 摩 訶 止 觀 》所 存 在 習 習 關 係 而 言 ，

《 覺

觀

天

單

的 企 圖。又 如 宋 代 四 明 知 禮 的《 千 手 眼 大 悲 心 咒 行 法 》中 也 說：「 今

之 行 者，既 顯 圓 頓 止 觀 覺 意 三 昧，故 立 願 起 行，須 順 法 華 三 昧 之 意 」，

3 3 2 就 此 而 知，知 禮 亦 有 此 說 法。所 以，本 文 可 以 確 切 的 說 明 覺 意 三 昧

就 是 《 摩 訶 止 觀 》 之 圓 頓 止 觀 的 前 驅 。  

意 三 昧 》 對 《 摩 訶 止 觀 》 所 開 展 的 圓 頓 止 觀 有 內 在 的 影 響 力 ， 也

從 《 摩 訶 止 觀 》 的 立 場 反 射 出 覺 意 三 昧 是 圓 頓 止 觀 法 門 ， 可 以 說 在 天

台 智 者 大 師 的 諸 禪 法 中 立 足 於 不 可 忽 視 的 地 位 和 角 色 。  

 

綜 上 所 言，就 覺 意 三 昧 立 於 推 檢 無 生 的 角 度 而 說，即 是 運 用 了「 中

」 的 哲 理 思 辯 ， 推 檢 一 念 四 運 無 生 道 理 之 形 態 ， 這 是 覺 意 三 昧 富 饒

台 教 論 ， 具 備 了 智 者 大 師 教 觀 二 門 之 理 念 的 特 色 ， 使 得 覺 意 三 昧 從

純 的 七 覺 意 法 轉 化 為 富 有 天 台 圓 教 思 想 的 非 行 非 坐 三 昧 禪 法 。  

再 者 ， 從 早 期 的 《 次 第 止 觀 》 到 晚 年 的 《 摩 訶 止 觀 》， 隱 含 了 從

漸 次 修 習 轉 向 圓 頓 修 習 的 方 向，這 是「 後 後 勝 於 前 前 」的 走 向 使 得 後

來 者 更 具 圓 熟 的 特 質。正 如 覺 意 三 昧 的 一 念 推 檢 及 三 觀 之 三 三 昧，最

後 旨 歸 於《 摩 訶 止 觀 》圓 融 三 諦、一 心 三 觀 之 圓 教 思 想，直 趨 觀 自 生

心 之 上 乘 圓 頓 法。可 以 說 這 是 整 合 之 前 的 次 第 止 觀 禪 法 之 法 要 而 邁 向

更 為 精 要 的 直 趨 一 心 的 圓 具 之 修 行。換 言 之，覺 意 三 昧 之 一 念 推 檢 無

生 的 意 涵 ， 及 三 觀 的 思 想 在 《 摩 訶 止 觀 》 中 開 展 為 「 破 法 遍 」。 由 此

破 法 遍 之 所 取 意 的 一 念 無 生 頓 觀 諸 法 實 相，直 入「 法 華 」中 道 實 相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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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直 捨 方 便 ， 但 說 無 上 道 」 的 「 即 空 、 即 假 、 即 中 」， 是 一 心 三 諦

之 圓

門 到 《 摩 訶 止 觀 》 的 一 心 三 觀 之 圓 頓

觀 的 發 展 過 程 之 中 ， 覺 意 三 昧 是 立 足 於 前 驅 的 過 渡 關 係 。 也 就 是 說

來 ， 而 且 以 一 心 三 觀 做 為

闡 述

第

 
 

資 滿 足 之 後 的 空 虛，人 們 開 始 漸 漸 的 感 覺 到 精 神 層

面 的

， 為 僧 伽 的 戒 定 慧 三 學 中 的 定 學 和 慧 學 所 攝 。 然 而 ， 解

脫 的

觀 的 最 上 乘 圓 頓 觀 法。因 此 之 故，次 第 三 觀 禪 法 便 成 為 一 心 三 觀

之 助 道 行 法 的 前 方 便 法 門。亦 即 由《 摩 訶 止 觀 》的 立 場 來 看 待 覺 意 三

昧，此 禪 法 也 就 為 其 前 方 便 之 行 門，二 者 之 間 也 就 構 成 前 後 進 展 的 關

係 。  

要 言 之 ， 覺 意 三 昧 的 觀 心 法

止

圓 頓 止 觀 到 了 《 摩 訶 止 觀 》 才 真 正 的 發 展 出

圓 頓 上 乘 修 法 之 要 ， 這 也 就 呈 顯 了 《 覺 意 三 昧 》 是 一 心 三 觀 和 次

三 觀 的 結 合 之 蘊 育 轉 型 期 。  

   覺 意 三 昧 的 動 中 禪 修 在 時 代 中 的 意 義  

在 日 新 月 異 科 技 文 明 的 進 步 下 ， 造 就 競 爭 的 時 代 ， 也 推 動 人 們 的

腳 步 越 來 越 縮 緊，愈 求 快 速 的 成 果 見 彰，於 是 速 食 麵 的 口 號 衝 急 人 們

的 思 考，使 人 們 追 求 對 諸 事 立 即 的 效 彰 反 應。另 一 方 面，對 物 慾 的 追

求 與 響 往，也 隨 著 時 代 的 進 步 而 日 增 無 減，促 使 新 世 代 的 觀 念 中，以

為 物 資 充 足 的 享 受 就 是 精 神 的 慰 籍，孰 不 知 人 性 在 物 慾 之 後，那 一 份

空 虛 的 心 靈，是 無 所 適 從 的。因 此，不 論 是 在 紛 擾 的 世 局 裡，在 緊 張

的 生 活 中，或 是 物

問 題 ， 禪 修 也 就 開 始 慢 慢 的 受 到 注 意 ， 以 禪 修 來 舒 緩 精 神 的 緊

繃，療 治 心 靈 的 痛 苦，擺 脫 束 縛，追 尋 心 靈 的 解 放 與 自 在，這 就 是 禪

修 在 時 代 中 的 具 體 意 義 表 現，以 及 禪 修 在 現 世 中 對 人 類 心 靈 療 治 所 擔

任 的 重 要 一 角 。  

禪 修 不 論 是 在 印 度 佛 教 ， 或 是 在 中 國 佛 教 中 ， 始 終 一 直 是 緊 密 的

結 合 在 僧 團 中

大 法 ， 經 由 佛 陀 為 應 化 根 機 ， 而 開 演 出 不 少 法 門 ， 禪 修 的 定 學 於

焉 而 成 立 許 多 禪 門 ， 加 上 禪 法 傳 入 中 國 後 ， 再 經 由 祖 師 們 的 實 際 體 驗

修 持 ， 更 有 百 花 齊 放 之 勢 ， 成 為 所 謂 的 ：「 方 便 有 多 途 ， 歸 元 無 二 路 」

的 多 元 化 。  

                                                                                                                                               
3 3 2  974  知 禮 《 千 手 眼 大 悲 心 咒 行 法 》 大 正 四 六 ‧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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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 ， 不 論 是 世 俗 的 ， 或 是 出 世 的 ， 在 時 代 的 轉 變 與 趨 勢 中 ， 不

得 不 跟 時 代 的 巨 輪 前 進 邁 動 ， 人 們 不 離 於 事 務 繁 忙 。 在 事 務 忙 中 ， 如

何 有 能 另 一 面 配 合 修 禪 ， 筆 者 認 為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課 題 。 而 禪 修 的 法 門

經 由 祖 師 大 德 的 多 方 考 量 ， 也 適 時 為 因 應 所 需 而 加 以 設 計 釋 放 許 多 門

路 。 如 覺 意 三 昧 法 門 ， 經 由 天 台 智 者 大 師 的 闡 釋 後 ， 它 一 方 面 也 扮 演

動 中 禪 修 的 活 用 性 質，做 為 方 便 禪 修 之 入 門，以 生 活 中 的 一 切 行、住 、

坐 臥 、 作 作 、 言 談 之 中 ， 隨 時 作 觀 ， 攝 住 心 念 ， 觀 照 自 已 的 起 心 動 念

處 ， 隨 所 行 的 一 切 行 事 當 中 ， 以 般 若 的 空 性 智 慧 徹 見 諸 法 本 源 ， 透 見

自 心 本 源 ， 了 知 緣 起 性 空 之 義 ， 當 下 得 入 解 脫 自 在 的 清 淨 佛 性 。 若 以

世 俗 而 言 ， 可 以 做 為 生 活 上 的 一 種 療 治 身 心 之 法 ， 使 人 生 苦 惱 之 心 靈

解 放 。 筆 者 認 為 這 個 法 門 ， 不 論 是 於 出 世 的 或 是 世 俗 的 人 而 言 ， 它 具

有 這 個 時 代 中 一 個 重 要 的 意 義 。 換 言 之 ， 這 種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 隨 所 行

事 的 一 種 活 用 的 動 中 禪 修 ， 可 以 做 為 因 應 這 個 繁 忙 時 代 的 人 來 修 持 ，

不 管 是 何 時 何 地 都 可 以 修 持 ， 而 不 必 侷 限 在 某 一 種 儀 軌 ， 或 須 要 一 個

離 塵 囂 之 處 才 能 修 持 的 法 門 。 而 且 這 個 法 門 一 方 面 也 結 合 六 波 羅 蜜

的 方

所 出 的 禪 法 。 其 次 ， 由 覺 意 三 昧 四 句 推 檢 無 生 義

後 續 開 展 的 《 摩 訶 止 觀 》 之 圓 教 無 生 義 ， 由 於 能 力 所 及 ， 亦 未 進 一 步

討 論 ， 以 及 「 陰 界 入 」 的 部 份 也 未 及 論 述 。 還 有 與 智 者 其 他 止 觀 禪 門

一 一 加 以 羅 括 。 以 上 這 問 題 ， 本 論 文 實 未 能 照 顧 所 及 ，

不 及 未 竟 之 處 ， 筆 者 祈 待 有 因 緣

遠

便 行 而 修 ， 可 以 說 這 種 法 門 ， 即 適 合 出 世 解 脫 法 或 出 家 菩 薩 行 所

修 ， 也 適 合 在 家 居 士 的 療 治 身 心 的 需 要 ， 適 合 在 家 菩 薩 慈 善 行 者 ， 是

兩 相 俱 宜 的 法 門 。 所 以 ， 筆 者 以 為 覺 意 三 昧 在 此 一 時 代 中 ， 具 有 其 重

大 意 義 。  

 

最 後 說 明 ， 本 論 文 限 於 時 間 關 係 與 筆 者 目 前 能 力 所 及 ， 尚 有 許 多

不 足 之 處，如 未 能 參 考 歐 美 方 面 的 學 界 英 文 資 料，只 能 就 台 灣、大 陸 、

日 本 三 方 面 之 學 界 研 究 成 果 參 考 資 料 ， 以 及 未 能 一 一 深 入 研 究 之 處 。

諸 如 覺 意 三 昧 的 成 立 年 代 時 期 ， 究 竟 出 於 何 時 ？ 由 於 灌 頂 的 傳 記 沒 有

詳 載 ， 加 上 文 獻 資 料 不 足 ， 本 文 未 加 以 深 入 研 究 ， 只 能 依 據 學 界 的 研

究 成 果 ， 推 論 為 早 期

著 作 ， 也 未 能

卻 可 以 再 加 以 探 討 的 地 方 ， 對 於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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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繼 續 努 力 完 成 。

 

   附 錄  

各 經 論 對 覺 意 三 昧 文 獻 出 處 之 總 表

經 名  稱 譯  

 

 

 

相 關 內 容  
《 阿 含 經 》  七 覺 意  念 覺 意 、 法 覺 意 、 精 進 覺 意 、 喜 覺 意 、 猗

覺 意 、 定 覺 意 、 護 覺 意  
《 安 般 守 意 經 》  七 覺 意  。從 諦 觀 諦

。從 諦 身 意 持

貪 道 ， 道 ， 行 道 法 。 從

， 已 息 安 隱 。 從

從 諦 自 在 意 在 所 行 從 觀 名 守 意 覺 。從
3 3

從 諦 念 諦 是 名 為 覺 意 ， 意得 道

是 名 為 法 識 覺 意，得 生 死 意

是 名 力 覺 意，持 道 不 失 為 力 。從 諦 足 喜 諦

是 名 愛 覺 意 ， 法 行

諦 意 得 休 息 ， 是 名 息 意 覺

諦 一 念 意 ， 是 名 定 覺 意 ， 自 知 意 已 安 定 。

，是

四 諦 觀 意 ， 是 名 七 覺 意 。 3

《 普 曜 經 》  覺 意 法 門  覺 意 道 業 ， 寂 然 止 觀 。 3 3 4  
脫 門 一 心 覺 意 清 涼 曉 了 聖 明，禪 思 清 涼

以 開 化 之 。  
解 真 諦 法 ， 覺 意 法 門

，

3 3 5

《 悲 華 經 》  有 覺 三 昧  有 覺 三 昧 ， 入 是 三 昧 即 能 覺 悟 一 切 諸 法 。
3 3 6

《 大 乘 悲 分 陀 利 經 》  覺 分 三 昧  覺 分 三 昧 ， 能 覺 諸 法 。 3 3 7

《 放 光 般 若 經 》  主 覺 三 昧  復 有 主 覺 三 昧 者，於 諸 三 昧 有 七 覺 意。 3 3 8

《 光 讚 經 》  覺 意 三 昧  有 三 昧 名 覺 意 句 。  
菩 薩 摩 訶 薩 ，欲 了 覺 意 三 昧 正 受 ，當 學 般

若 波 羅 蜜 。 3 3 9

《 摩 訶 般 若 波 蜜 多 經 》

鳩 摩 羅 什 譯  
覺 意 三 昧  昧，住 是 三 昧 ，諸 三 昧 中 得

七 覺 分 ， 是 名 覺 意 三 昧 。 3 4 0
云 何 名 覺 意 三

《 摩 訶 般 若 波 蜜 多 經 》

玄 奘 譯  
具 覺 支 三 摩 地  云 何 具 覺 支 三 摩 地 ，善 現，謂 若 住 此 三 摩

地 時，令 一 切 定 於 七 覺 支 速 得 圓 滿，是 故

名 為 具 覺 支 三 摩 地 。 3 4 1

《 大 智 度 論 》  覺 意 三 昧  覺 意 三 昧 者，得 是 三 昧 令 諸 三 昧 變 成 無 漏

                                                 
3 3 3  安 世 高 《 安 般 守 意 經 》 大 正 十 五 ‧ 頁 170 下 。  

7 中 。  

 

295 中 、 下 。  

3 3 4  竺 法 護 《 佛 說 普 曜 經 》 大 正 三 ‧ 頁 484 上 。  
3 3 5  竺 法 護 《 佛 說 普 曜 經 》 大 正 三 ‧ 頁 48
3 3 6  曇 無 讖 《 悲 華 經 》 大 正 三 ‧ 221 下 。  
3 3 7  失 譯 《 大 乘 悲 分 陀 利 經 》 大 正 三 ‧ 278 下 。  
3 3 8  無 羅 叉 《 放 光 般 若 經 》 卷 四 ， 大 正 八 ‧ 24 中 。
3 3 9  竺 法 護 《 光 讚 經 》 卷 三 ， 大 正 ‧ 八 165 上 。  
3 4 0  鳩 摩 羅 什 《 摩 訶 般 若 波 羅 蜜 經 》 大 正 八 ‧ 252 下 。  
3 4 1  玄 奘 《 大 般 若 波 羅 蜜 多 經 》 卷 二 五 ， 大 正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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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七 覺 相 應，譬 如 石 汁 一 斤 能 變 千 斤 銅 為

金 無 量 。 3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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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2  鳩 摩 羅 什 《 大 智 度 論 》 大 正 二 五 ‧ 401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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