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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诃止观 

第二讲 

天台传承（二）──慧文禅师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讲于台北新店 

二○一五年五月三日 

 

  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 

  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师兄提到说希望能够办禅一、禅三、禅七。

如果都不行的话，半日禅也好。我也很欢喜大家可以参加，一起来精进用功。

可是，如果是超过一日禅的话，譬如说打禅三或者打禅七的话，必须要有住

宿的地方。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然后大家现代人都很忙碌，要凑在一起

等大家都有空的时间，可能也是有点困难。今天我有空，明天你没空，大家

要凑在一起，因为人数多，要凑在一起也不是很容易。 

  而且，标准的打禅七的话，就是每一座下座必须要有经行的地方，那我

们这边又没有办法经行。就是一般都是坐五十分钟，然后经行个十分钟或者

二十分钟，然后再休息十分钟，然后再上座。那就是让我们的筋骨有活络的

机会，气血有通畅的机会。所以打禅七不是坐整天，一定不是这样子，所以

它是坐一座之后，下来一定要经行，然后再上座。 

  所以就是基于种种的理由，所以我们就想到一个办法，就是你一年举办

几次，还不如常常用功，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想在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是增

加练习禅修的机会。我们讲一点理论，然后以实修为目的。因为我们止观一

定是用修的，不是用讲的。要不然四部天台止观讲完，如果证不到的话也是

枉然。所以既然是讲止观，那我们就应该是要有比较多练习的机会。 

  其实我们之前的课程，也都是以禅修为主。我们不管介绍到哪一个天台

的法门，我们都会讲完就立刻就练习。以往我们也是走这样的路线，只是我

们现在因为提的人太多，所以我们要说出理由，为什么很难打禅七的原因在

哪里。所以我们希望在介绍那个天台止观的同时，能够修习止观的法门。也

希望这次我们最后讲摩诃止观，在我们天台止观的课程结束，我们天台止观

也同时成就。这是我们的希望，因为我们一面讲、一面练习。讲到哪里就练

习到哪里，所以我们讲完应该就成就了，是不是？这是首先要交代的一件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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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有人问到说，天台宗的传承到底是什么？我们修天台这么多年了，

你们可以说出来天台宗的传承是什么？天台宗从哪里来？它的传承是什

么？谁知道？（生答：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就他一人？那智者大师又是

从哪里承袭这个止观的法门呢？他的老师是谁？他老师的老师又是谁？老

师的老师的老师又是谁？所以，既然我们已经把三部天台止观都讲完，现在

是第四部摩诃止观，就必须要把天台宗的传承好好地介绍一下。 

  那自古以来，说止观的非常的多，可是都不如天台这部摩诃止观。那为

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只有这部止观，可以称得上教观双美。它不但有深厚的

理论，而且这些理论都是可以实践的，都是可以实证的。所以天台止观绝对

不是用说的。它所有的理论都是可以实证到的。所以我们说它教观双美。那

它的来由呢？为什么说它教观双美？一定有原因，像世间任何的事物我们都

可以追溯到它的来源，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原因，一件事情的发生我们都

会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可见它是有它的缘由。 

  像我们走在山林里面，看到一条小溪，我们就可以溯溯溪，溯着这条小

溪找到它的源头。那我们如果闻到花香的话，也能够找出它是什么花所散发

的香味。像现在那个山野当中很多的野百合，你闻到那个野百合的味道，你

就知道这附近一定有野百合。所以也可以找到这个香味的根本，这个香味是

从哪里发出来的根本。 

  那我们修行也是一样，如果修了半天也不知道它的源头根本，就容易会

有闇证的机会，闇证，或者是伪证，或者是相似证，到底是真的证了？还不

是真的证？一般人也弄不太清楚。这个人说他证果了，那个人说他得定了，

也有人说他开悟了，那是哪一个悟呢？到底是耽误的「误」，还是一头雾水

的「雾」。你没有一个拣择的标准。所以在摩诃止观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什么是伪证、闇证、相似证，什么才是真实证。我们绝对不会有丝毫的错误，

或者是谬证，就是未证言证，或者是没有得定说自己得定。 

  之前我们已经练习过这么长时间的天台止观，相信如果讲到四禅八定应

该每个人都非常的熟悉。因为它不容许有丝毫的好像、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绝对没有这种事情。你证到哪一个禅、哪一个定，一定是清清楚楚。那对于

开悟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根由非常的重要。明白它的根由的话，

也不容易让邪说混充在其中，弄不清楚什么是大乘止观。因为也很多人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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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禅打坐，那弄了半天结果他在练气功，要不然就是开天眼、搞灵通，不

然就是什么气动功。 

  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大乘止观呢？我们上一堂已经非常清楚的、开宗明义

地介绍了什么是大乘止观。大乘另外一个名称就是心性，止观另外一个名称

就是寂照。我们上一堂讲过，寂照是心的体，止观是心的用。所以所谓的大

乘止观它一定是可以开发我们的心性，让我们的寂照能够现前，一定能够明

心见性。除了这个目的之外的，全部都不能够说它是大乘止观。所以那个打

坐很喜欢说感受的，那个绝对不是大乘止观。对不对？ 

  不管你的感受听起来是多么地有境界，那个都不会开悟的。因为你忙的

不是让你的自性现前，这个就不是真正在修大乘止观。或是修气脉的，不是

说气脉不好，气脉不是大乘止观的目的，它是辅助，一种工具。就好像你修

定是工具，开发空性的智能才是目的。所以只要你修习大乘止观能够开发我

们的心性，让我们的寂照能够现前，这个才是真正大乘止观的目的。 

  所以说到天台的教观双美，如果我们知道它的教是来自于《法华经》，

《法华经》是佛金口说的。那说到了观的传承，它是根据《大智度论》、《中

论》，这个是龙树菩萨所作的、撰的。慧文禅师就是在读《大智度论》的时

候，悟到了一心三观，然后在看《中论》的时候，又悟到了一境三谛，在看

《般若经》的时候，明白有所谓的三智。 

  所以他就把这三个融合起来，而创立了天台宗所谓的一心三观。一心三

观是观什么呢？就是观一境三谛，那这样能够得到什么结果呢？就是三智于

一心中得，三种智慧，藉由一心三观，那个观一境三谛就能够得三种智慧。

这个听不懂没关系，因为我们之后就要一个一个练习，我们现在在介绍它的

传承。 

  所以《法华经》是佛金口说的，所以它第一个传承是印度的传承，就是

所谓的金口祖承。因为最早没有文字的记载，有文字记载是公元一世纪以后

的事情，所以最初都是口口相传，所以有所谓的金口祖承这样子的说法。金

口祖承的意思就是如来金色身口业所传，诸祖所承，叫作金口祖承。也就是

世尊把祂内证的境界传给大迦叶之后，就是摩诃迦叶，一直传到师子比丘一

共是二十四代，所以在印度传承有二十四祖。那龙树菩萨是第十三位祖师，

在这个印度传承里面是第十三位，所以《法华经》既然是佛亲口说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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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有印度传承是来自于释迦牟尼佛。 

  那中国的传承呢？就是说到慧文禅师，他是因为我们刚刚说了，看到了

《大智度论》还有《中论》，而悟得天台止观的这个实相禅法，是根据这边

来的。所以那龙树菩萨又是印度传承的第十三位祖师，那慧文禅师就远推龙

树菩萨为天台宗的初祖。所以天台宗的初祖是龙树菩萨，二祖是慧文禅师，

三祖是慧思禅师，四祖是智者大师。这样一脉相承，这就是所谓中国的传承。

所以它不但有印度的传承，还有中国的传承。那智者大师在见到慧思禅师的

时候，慧思禅师说了一句话，说：「你我共同在灵山会上听佛说《法华经》」，

所以又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直授传承，直接传授。 

  那不管是《大智度论》、《中论》、甚至是《般若经》等等，都是鸠摩罗

什所翻译的。那天台宗，无论是理论或者是实相禅法，都是根据鸠摩罗什所

翻译的经论比较多，所以又有另外一个称为译主传承，翻译的「译」，就是

由鸠摩罗什所翻译的译主传承。所以从刚才讲到现在，我们说了四个传承，

这就把天台宗的传承交代的很清楚了。那我们明白了这个源头根本了之后，

就对这个天台止观，还有现在讲的摩诃止观充满了无限的信心，因为信心很

重要，知道它是真正有传承。 

  那我们说到慧文禅师，他是北齐时代的人，就是南北朝时候的北齐时代。

那在南北朝之前，佛教是分南方跟北方，南方注重义学，北方注重禅修。北

方人喜欢打坐，可是当时所翻译的只有《安般守意经》，就是属于声闻乘的

禅法，小乘的禅法，所以当时北方是以小乘的禅法为主。那南方是以阿毗达

摩，就是声闻的论典、毗昙学为主。那等到南北朝的时候，因为慢慢地鸠摩

罗什把《般若经》翻译出来了，所以有关于般若的论典，让大众明白所谓的

大乘空观。 

  之前小乘的禅观都是观因缘法，五蕴的自性是空的，就是都是观所谓的

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等等的，就是在我们的身心上做因缘的观察。

知道只要是因缘所生法，自性都是空的，因此能够去除对我的执着。可是等

这个大乘的般若经论被翻译出来之后，大家知道有所谓大乘的空观，因此就

跟小乘的禅法做一个结合之后，我们称为菩萨禅。 

  可是慢慢又藉由鸠摩罗什所翻译出来的有《法华经》、《维摩经》、刚才

说到的那个《般若经》、还有大乘禅法的《坐禅三昧经》、《思惟略要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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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是属于大乘的禅法，也渐渐的被翻译出来。所以就影响当时的佛教，从观

因缘法的小乘的这种思惟方式，再加入那个般若空观的部分，就是开始不是

只是观因缘法，希望能够回到我们的那个返本还源，反观心源这样的一个大

乘禅法。这就是刚刚开始萌芽。 

  所以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它就是有三股佛教的力量：第一股就是从之前

所延续下来的，以小乘禅法为主的这个僧稠的传承。那另外一个就是达摩祖

师带了《楞伽经》到中国，所宣扬的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

性成佛。就是完全就不谈经论了，不立文字，直接就来修禅。所以对当时有

很清楚的那个家法的传承，然后有很清楚的修行的次第，那个僧稠他的系统

来说，是一点都不能够得到回响，就是曲高和寡。所以这个禅法，禅宗的禅

法当时也是没有办法开展出来。真正的禅宗是六祖慧能之后才开始流行的。

那个达摩祖师来的时候是一点都没有办法接受，在当时。 

  那另外一股力量，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慧文禅师。慧文禅师就把当时的南

方的义学，跟北方的禅学，把它结合在一起的第一人，就南北把它结合。然

后用什么结合呢？用大乘禅法来结合。那既然有般若的系统，讲到了诸法实

相。那这个诸法实相是应该可以去实证到的，所以你要证得大乘的空观或者

是诸法的实相，必须要有实相禅，大乘的实相禅来跟它呼应。 

  所以就基于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慧文禅师就提出来，就是我们刚才说

的一心三观、一境三谛、还有三智，把它融合在一起的天台止观的学说，在

当时来讲，影响非常的大。那再经过慧思禅师、智者大师，这样一路，这三

个人的努力，就是终于把这个大乘实相禅，做了一个完整的建立。这就是天

台止观，它的来由是这样来的。 

  那慧文禅师他是先看到《般若经》，提到三种智慧，哪三种智慧呢？你

们要不要讲一讲？三智？三种智慧是什么？一切智、道种智跟一切种智。慧

文禅师看到这三种智慧的内容，他就觉得说这个绝对不是把它分成三个部

分。一般来说，我们都是说，那个声闻小乘是先证到一切智，然后再从空出

假，然后才有大乘所谓的道种智，那一直到佛，才成就圆满的一切种智。看

起来好像它是三个没有关系的，是先证到了那个一切智，然后才有道种智，

然后才有一切种智。 

  可是慧文禅师他的想法不一样，他认为说这三个不可能分割的，它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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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一心中就同时具足这三种智慧。那这三种智慧要怎么证得呢？就是

当他看到《大智度论》的一心三观的时候，他就找到答案了。三观是哪三观？

空、假、中三观。那空、假、中三观在慧文禅师他的理解，是也可以不用分

别来修。也不用先修空观，然后再修假观，再修中观，然后你才成就三种智

慧。它可以在一心三观，就是你的一心，当下这个一念心，同时起三观，你

就可以同时成就这三种智慧。在一心当中，这一念的当下全部可以圆满具足。

所以能观的是一心三观，那所观的境界是什么呢？就是三谛。 

  那三谛从哪里来呢？就是慧文禅师在看到《中论》的时候，它有〈观四

谛品〉谈到了「三是偈」，就是大家很会背的：「因缘所生法(众因缘生法)，

我说即是空」，一个「是」了。「亦为是假名」，两个「是」了。「亦是中道义」，

三个「是」，叫做三是偈，偈颂的「偈」。所以这个就是一境三谛的来源，就

是这四句偈，因缘所生法是所观境，就是你观一切的因缘所生，你就可以知

道它当下是空的，然后也是假的，也是中的。 

  所以一境三谛，这个三谛就是真谛、俗谛、跟中谛。能观的心是一心三

观，所观的境是一境三谛。一个境，所观境具足三个谛，同时具足这三个谛。

所以你用一心三观，观一境三谛，你就能够得三智。所以三智于一心中得，

这个脉络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上上根的看到这个内容的话，他当下就能够起

一心三观，同时这一念心具足空、假、中三观。然后观什么呢？就是刚才讲

的那个三是偈，真谛、俗谛、中谛是它的所观境。 

  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你如果观空谛就能三观。能观的心如果是空

观的话，那就是相对真谛来说，你所得的智慧就是一切智，这样可以连接。

那你如果是假观的话，你的所观境是俗谛，那你成就的智慧就是道种智。如

果中观的话，就是观中道谛，所成就的智慧就是一切种智。他是这样子来成

就的。所以各位是上上根的，还是……。如果上上根的，我们现在就可以这

样子来练习，如果听明白的话。 

  那如果说这样子有困难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分开来观，就第一个我们

观因缘所生法，它的自性是空的，这个就是空观。我们也可以分开来练习，

我们先修空观，然后你观法成熟、成就了之后，你就能够成就一切智。那一

切智它有什么利益呢？就是能够破除见思惑，证到声闻的果位。所以声闻乘

他就是明白一切法，一切因缘所生法自性是空的道理，就是所谓的空观。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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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要练习哪一个？要次第三止、三观？还是，马上就观一心三观？一心三观！

好，那就开始了。 

  听明白了吗？你观的是什么？就一切因缘所生法，这个是三观的总观的

那个题目，就是说你的空、假、中三观，都是根据因缘所生法这一句来的，

所以这一句是总观。只要是因缘所生法，自性一定是空的，对不对？但是这

个空又不是没有任何作用的空，所以你在这个空中，又能够生起无量的缘起，

这个是假观。可是这个假观，它又没有落入红尘，以为一切真实有的那个过

失。所以你能够同时去掉空的过失，因为声闻乘就是入涅盘了，所以他没有

从空出假，他不能在空性当中，然后生起了无量的慈悲跟智慧，来利益一切

的众生。 

  所以假观是你具足了这个空观之后，在空中能够生起无穷的妙用来利益

众生。所以这个假观是菩萨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必须具备的这个功夫。所以

他这个真谛里面有俗谛，俗谛里面有真谛，然后又不落入这两边的过失，空

跟有的过失。那个就可以进入中谛了。好，这样有一点明白，我们先来练习

看看好了。 

  （座中练习） 

  好，我们练习到这里。稍微按摩一下，身体动一动，稍微按摩一下。坐

得怎么样，可以吗？可以观因缘所生法，当下即空、即假、即中吗？可以吗？

发起人可以吗？都没有困难？可以？当下可以具足三观，同时？在一念当中

同时具足空、假、中。O.K.？没办法？没办法持久？其它同学可以吗？不可

以！可以吗？因为我们内容还没讲，我们只是提了一个名称而已，详细内容

还没有介绍。所以不要有挫折感，或者是觉得说：唉呀！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开始讲，只是有师兄说可以练习看看。 

  那各位练习的结果是怎么样？告诉我，要不然我们就这样 pass 过去。

你们要详细讲吗？要嘛，对不对？所以不用担心，如果刚才就是观得很空、

很空洞，不晓得要抓空、还是抓有、还是要抓中那样子，空、假、中不知道

哪一个？好像空观也观不起来，然后假观也不踏实，中观就是看不到踪影，

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始练习。只是说我们今天讲到天台的传承，

它最精华的部分就是这个部分。 

  我们了解这个部分，然后我们就是，如果说要修得很踏实得话，我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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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堂开始就先修空观，然后再修假观，然后再空假不二的中观。分开练习

之后，我们再把它合在一起，这样应该会比较踏实一点。所以刚刚如果不知

道在干什么，都是属于正常的。因为我那个理论也还没有详细讲，因为它也

是有很深的理论在里面。因为你要观得起来，你必须要把那个理论先弄清楚，

你才有一个观的内容，如果理论都不是很清楚，你这样子观空啊、假的、中，

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三智于一心中得，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已经成就佛

的智慧了。 

  所以从下一堂开始，我们可以先修空观。那就是可以先观不管是那个色

身，就因缘所生法，只要是一切因缘所生的，它一定是怎样？一定是生灭的，

只要是有生有灭，就一定是无常的。那无常的就不能永恒存在，它就一定没

有自性可得，所以就一定是无我的，这个就是所谓的空观。只要是因缘法，

你都可以来观，你可以观我们这个色身，它是生灭法、是无常的，所以这个

色身不是真实的我。 

  我们也可以观我们的感受，我们每天有千奇百怪的感受，任何感受生起

的时候，那个也是因缘所生，你要当下把它观破。看你的苦受、乐受、不苦

不乐受会不会生起，感受生起的当下，它也是因缘所生法。感受是生灭、是

无常，它也是没有它真实的自性。所以不要紧紧地抓着那个感受不放，那个

就受蕴不得解脱，被受蕴困住了。那想蕴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想法，每一

个念头生起来就灭，生起来就灭，表示它也是生灭、无常的。所以也不要紧

紧抓住我任何一个观念、我的想法，认为它是真实的，一定要跟人家辩到面

红耳赤。 

  所以我们就做任何的观境都可以，只要是因缘生法，其实一切有为法都

是因缘所生的。所以我们每天就针对这样的一个观境，让我们的功夫纯熟，

观到当下我们就知道它是生灭无常、无自性、是空的，自性是空的。无非就

是因缘生、因缘灭这样而已。有没有真实的那个法存在？没有，就是生灭的

一个展现而已。你说有，就是因缘聚的时候有；你说没有，就是因缘散了之

后就没有，所以它就是聚散的差别，其实也没有真实的生灭。我们在讲《心

经》的时候讲过，没有真实的生灭，只是因缘的聚散而已。 

  那我们回去就可以先练习这个空观，任何的有为法都可以做这样的观。

就会发觉说：其实我越来越不执着我的身体，因为它是生灭无常的；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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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执着我的感受，感受生起也是就灭了。你为什么会苦受？也是因缘和合就

有苦受，它也是不能够恒常，我不可能一直苦下去；我不觉得它苦的时候它

就不苦了，因为苦受它是生灭法，它不可能一直苦下去。乐受也是一样，当

我感觉欢喜或者是快乐的时候，我也是当下就把它观破，不会产生我们的贪

爱、执着。 

  每个想法也不要紧紧地抓住，那个都没有离开五不正见，懂吗？从萨迦

耶见开始、边见、见取见、戒禁取见、邪见。除非你证初果了，才没有这五

见，要不然凡夫都没有离开五不正见。所以没有什么好紧紧抓住你的想法、

看法，都是邪见。也要当下观我们的每个念头，它是生灭的，这样子来练习，

应该是很快就能够打破对这个因缘法的执着。 

  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