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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骨肉，達摩魂 

永嘉大師早年學法於天台止觀，然終於曹溪六祖惠能處得法；《證道歌》中以禪宗弟子自

居，然其所著禪觀理論體系之《永嘉集》，又多見有天台止觀之內容。實則從永嘉大師一生學

修過程，可知其既兼通天台、禪宗，必於天台止觀與禪門明心之間，有獨到見解處。本文以

為《永嘉集》思想實以天台為骨肉，而以禪宗為精髓，故以五章解析之。 

 

第一章  永嘉大師學修歷程 

綜觀永嘉大師一生修學，可大分三個過程：第一、遇玄策禪師前，專修天台教觀；第二、

於曹溪見六祖印證，由天台轉入禪宗；第三、離開曹溪後，以禪宗傳人弘揚禪宗。 

第一節  習天台止觀，旁通大乘 

永嘉玄覺大師，俗姓戴氏，漢末燕公九代孫，後渡江為溫州永嘉人。 

永嘉大師髫齡出家，遍探經論，尤精天台圓頓止觀，於日用中常冥禪觀。其天台教觀，

師承於天台七祖天宮大師，與天台八祖佐溪玄朗禪師為同學。可知永嘉大師前期之修學，以

天台為主，旁通《維摩詰經》、《涅槃經》等大乘經典。 

 

第二節  玄策指迷，惠能認可 

《壇經》講到：永嘉大師先因看《維摩詰經》發明心地，後遇六祖門下玄策禪師指引，

至曹溪惠能大師門下參禮。於一席對答之間，得到六祖印證，止宿一夜，號「一宿覺」，為眾

所知。自此後，即由天台師承，轉入禪宗門庭。 

永嘉大師於曹溪一言之下頓悟，所得只是一個「見地」。六祖雖未給予具體禪觀教導，但

不能否定永嘉大師得法於六祖門下的事實。如同印宗法師問六祖：「黃梅有何指授？」六祖惠

能回答：「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1」惠能大師於黃梅五祖處，只一個晚上

聽五祖講《金剛經》，言下大悟，可說也是一宿覺的典範。所以五祖與惠能之間，六祖與永嘉

之間，師徒授受，都只是一晚而已。可知禪門指受，在於見地高下，不在時間長短。 

 

第三節  傾心禪宗，集錄傳世 

一、問道神秀，旁攝牛頭 

永嘉大師離開曹溪後，即游心於禪宗，參尋禪門碩德。《永嘉集》〈慕道志儀〉中，要學

人於入道之初，尋訪善知識，可說是永嘉大師自身奉行之準則。 

                                                       
1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大正藏 48 卷，頁 34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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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北宗神秀大師門風鼎盛，據《宋高僧傳》紀載，永嘉大師之後雖還至神秀門庭問法，

然終歸旨於曹溪。 

至若神秀門庭，遐征問法，然終得心於曹溪耳。2 

當時禪宗有兩個重要法脈，從四祖道信下，分傳五祖弘忍與法融大師。而永嘉大師除於

弘忍門下南北兩宗問法外，也接觸了法融禪師的禪法。〈奢摩他〉是《永嘉集》中正修止觀之

入手，而在〈奢摩他〉中，明顯可見引用法融禪師〈心銘〉及〈答博陵王問〉思想。〈心銘〉

及〈答博陵王問〉兩篇文章，是法融禪師傳世之僅存著述，而在永嘉大師的〈奢摩他〉中同

時含攝有兩部著作的思想，說明法融禪師思想對永嘉大師的重要影響。 

可以說，永嘉大師一宿覺後離開曹溪，即傾心於禪宗，不僅至神秀門庭問法，而且擷取

法融思想做為其著作重要部分。 

二、抉擇禪宗，激勵玄朗 

永嘉大師從天台轉向禪宗的抉擇，也可以在《永嘉集》〈勸友人書〉中看到。永嘉大師昔

日同學，佐溪朗禪師（天台八祖）來信邀約住山，永嘉大師因回一信〈答朗禪師書〉，表述對

於修道的見解。雖是對於修道的表述，其實暗含對佐溪朗禪師不同意見的表達，此意在《宋

高僧傳》中即有明確表示：「念朗之滯見於山，拘情於講，迴書激勸。3」 

從永嘉大師對於天台八祖玄朗禪師的不同修道意見，看出永嘉大師此時對於禪宗之取向，

已非常明確。 

三、教化弟子，著作傳世 

永嘉大師得六祖印可後，回溫州龍興寺，門人輻輳，隆興一時。後於睿宗先天元年端坐

入滅，得年四十九歲。 

永嘉大師有兩本著作傳世，一是《證道歌》，表現對修證圓滿的體認與知見；一是《永嘉

集》，重於教導弟子修行入手的詮釋。 

《永嘉集》是永嘉大師入滅後，由慶州刺史魏靜，集錄永嘉大師修證旨要所成，可視為

永嘉大師對修行體系的次第開展。從永嘉大師〈發願文〉裡表現的悲心，可說《永嘉集》亦

是大師悲心的表現，永嘉大師深感眾生根器不同，須有次第、方便之進入，故以其前半生所

學天台思想，將禪宗修行要旨，做一次第、精要的說明。 

所以《永嘉集》中，揉合永嘉大師一生所學及思想趨向，以天台的骨架、內涵，詮釋禪

門宗旨與修行法門。可以說，永嘉大師是一禪教融合的重要典範。 

 

  

                                                       
2 《宋高僧傳》大正藏 50 卷，頁 758 上 
3 《宋高僧傳》大正藏 50 卷，頁 758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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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永嘉集》與《摩訶止觀》思想結構對比 

《永嘉集》脫胎於《摩訶止觀》，而精煉成菁華內涵，此為明確之事。今欲知永嘉大師如

何汲取《摩訶止觀》內涵而作成《永嘉集》，故將《永嘉集》中思想精髓、心要，和《摩訶止

觀》要義，觀行核心部分，做一對比說明，以了解《永嘉集》與《摩訶止觀》的關係。比對

前，先略敍《摩訶止觀》、《永嘉集》之結構大意。 

第一節  《摩訶止觀》架構 

一、十章 

智者大師分《摩訶止觀》架構成十章，十章中第七章正觀，是整個《摩訶止觀》最主體

部分。 

十章之關係，前六章是解，第七章是行：「第七正修止觀者。前六重，依修多羅以開妙解。

今依妙解，以立正行。4」八、九、十，三章智者大師未講，所以可將《摩訶止觀》分成前、

後兩段，前面解，後面行。以下主論觀行。 

二、十境 

正觀下分成十境，十境從陰入界、煩惱、病患，一直到菩薩、二乘。十境裡面，智者大

師又說：第一陰入境恒常現前，易可為觀境；其餘九種境不恒現前，所以十境中以陰界入，

三科之境，做為修觀的主體性、下手處： 

此十種境，始自凡夫正報，終至聖人方便，陰入一境常自現前，若發不發，恒得為觀。

餘九境，發可為觀，不發何所觀。5 

三、十乘 

觀陰界入境又分成十種觀法，所謂十乘。此十法分成三組： 

第一組是一、二兩法，是所緣之境。第一是所緣境，第二是與所緣境共起之慈悲心。 

第二組是三、四兩法，是正觀之行。巧安止觀為利根，破法偏為鈍根。 

第三組是五到十之六法，為正觀行開展後之對治等相關問題。 

前四法做為觀行主體，後六法是觀行開展以後，後續的對治、通塞、助道法、位次等等，

故就前兩組之四法加以討論： 

第一觀不思議境：現前五蘊身心即真實義，法爾就是一境三諦，一切法即空、即假、即

中的不可思議境。 

第二起慈悲心：發願度眾生，斷煩惱。 

第三巧安止觀和第四破法遍，都是正行三觀理論：巧安止觀從利根上講修觀，破法遍從

                                                       
4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48 下 
5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4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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鈍根上講，此二者即止觀觀行之主體。所以，巧安止觀與破法遍是《摩訶止觀》禪觀主體，

然利根無煩重言，鈍根故須由淺至深，重重解析。故下明破法遍。 

四、破法遍 

破法遍從無生門用次第三觀進入－－由假入空、由空入假、雙照空有。首先，次第三觀

從空觀入手，體空觀，體見思假，每一念生起諸有之見，當體都有三假──因成假、相續假、

相待假，每一假再用龍樹菩薩《中論》的「四門不生」來推觀不生。一切法不生，即無生之

理。 

今將《摩訶止觀》綱要旨趣，表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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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永嘉集》章節 

以下談《永嘉集》十章思想內容，及其繼承、抉擇。 

《永嘉集》十章中，前三章是修行預備工夫。 

第四章〈奢摩他〉論修止，第五章〈毘婆舍那〉論修觀，第六章〈優畢叉〉是止觀雙運。 

第七章〈三乘次第〉明三乘修行差異，法是一，因根性差別，所以修行證悟有淺深。 

第八章〈事理不二〉是止觀和止觀雙運所依、所觀之理。 

第九章〈勸友人書〉講到通達真理後，外境就是吾人真心，所以智慧就是慈悲，慈悲就

智
者
未
說 

三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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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智慧，悲智一體。此是從道體的理事不二，進而成慈悲、智慧一體無二。 

第十章〈發願〉，誓願未成佛前不退轉而度眾生，即是發菩提心。 

 

第三節  《永嘉集》與《摩訶止觀》思想內容相通處 

前已簡介《永嘉集》與《摩訶止觀》章節要義，今再把這兩部著作的思想結構做一個說

明跟對比。從《永嘉集》十章對照於《摩訶止觀》來看： 

前三章，第一〈慕道志儀〉，第二〈戒憍奢意〉，第三〈淨修三業〉，屬《摩訶止觀》十章

中第六章〈方便〉。 

第四章〈奢摩他〉中「忘塵息念」，對應於《摩訶止觀》第七章正觀破法遍中，觀三假時

所用的根塵相待問題。 

第五章〈毘婆舍那〉，相應於十乘中第三觀門，巧安止觀。 

第六章〈優畢叉〉內容較多：○1 觀心十門裡之「法爾」，對應於十乘中第一觀門，不思議

境。○2 「相應」部分，對應於破法遍。 

第七章〈三乘漸次〉，引《涅槃經》思想，用三獸渡河來喻三乘漸次，相應於《摩訶止觀》

第五章偏圓，和第七章正觀中破法遍內容。 

第八章〈事理不二〉分成：①前者談色相即是真空，聲色事法即是真空之理，對應於止

觀正觀中〈巧安止觀〉義涵。②后者講到名體，名體緣生性空，對應於止觀正觀，〈破法遍〉

中所講一念見取實有，即具三假思想。 

第九章〈勸友人書〉，謂觀行乃悲智一體的思想，對應於第七章正觀中，十乘觀法第二起

慈悲心部分。 

第十章〈發願〉，亦屬於十乘中起慈悲心，或第一章大意中發菩提心內涵。 

今將《永嘉集》中精要思想，有相應於《摩訶止觀》止觀之內容者，以表列比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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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集與摩訶止觀內容相通處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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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智者骨肉—《永嘉集》中天台之骨構──分十點 

永嘉大師在六祖惠能座下一宿頓悟，然《永嘉集》中內容，除奢摩他禪觀契入理事不二，

其餘都是天台特有或與禪宗共有的思想、見地。可謂永嘉大師實以天台智者思想為骨肉，建

立禪宗修道思想體系。今試將《永嘉集》承繼天台思想者做一對比，分為十條： 

第一節  修道前預備功夫 

《永嘉集》前三章〈慕道志儀〉、〈戒憍奢意〉、〈淨修三業〉，其實是修道前的預備工夫。

修道前預備工夫在天台宗的禪觀理論中，謂二十五前方便，天台宗《童蒙止觀》、《漸次止觀》

都如此，《摩訶止觀》中二十五前方便，非常完備豐富，而且非常清晰。永嘉大師這三章修道

預備工夫雖講得比較簡單，但亦是相應於天台預備工夫的思想。 

第一章〈慕道志儀〉講到求訪依學於善知識，用十三節內容來說明對善知識恭敬尊重，

誠侍隨從學習的態度。 

第二章〈戒憍奢意〉講到對衣食的節簡淡薄。 

第三章〈淨修三業〉主要相應於二十五前方便中，持戒、呵五欲、去五蓋部分。  

此道前準備中，永嘉大師沒有提到具五緣中息諸緣務、閑居靜處這兩條；也沒有講到調

五事，這是因為永嘉大師在四種三昧中，取用隨自意三昧，故無前諸行事。 

慕道志儀第一：夫欲修道，先須立志，及事師儀則，彰乎軌訓，故標第一，慕道儀式。

戒憍奢意第二：初雖立志修道，善識軌儀，若三業憍奢，妄心擾動，何能得定？故次

第二明戒憍奢意也。淨修三業第三：前戒憍奢，略標綱要，今子細檢責，令麁過不生，

故次第三明淨修三業，戒乎身口意也。6 

先觀三界，生厭離故。○1 次親善友，求出路故。○2 次朝晡問訊，存禮數故。○3 次審乖

適如何，明侍養故。○4 次問何所作，為明親承事故。○5 次瞻仰無怠，生殷重故。○6 次

數決心要，為正修故。○7 次隨解呈簡，為識邪正故。○8 次驗氣力，知生熟故。○9 次見

病生疑，堪進妙藥故。○10委的審思，求諦當故。○11日夜精勤，恐緣差故。○12專心一行，

為成業故。⑬亡身為法，為知恩故。7 

貪、瞋、邪見--意業；妄言、綺語、兩舌、惡口--口業；殺、盜、婬--身業。夫欲志求

大道者，必先淨修三業，然後於四威儀中，漸次入道。8 

 

第二節  發願文──慈悲心 

A、永嘉 

永嘉大師在〈發願文〉裡講到發總願跟發別願，發總願是因為眾生沈淪苦海，所以禮讚

                                                       
6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87 下 
7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88 上 
8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88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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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寶力，願自己發心修道，從今生乃至成佛之間，普濟眾生，令恒沙眾生成正覺，決定不退

轉修行。具體詳細別願，始從色身、肉身的修道開始，願身無橫病，壽不中夭，正命盡時，

不見惡相，不生顛倒，一切雜形，皆悉不受，凡是可惡，畢竟不生，凡諸難事，一切不受，

所生之處，值遇佛法，所有功德，悉與眾生共。所以，祈願能夠在無量劫修道過程，乃至成

佛前，能夠一直超入，沒有障礙違緣的干擾。 

(利他)我今稽首歸三寶，普為眾生發道心，群生沈淪苦海中，願因諸佛法僧力。慈悲

方便拔諸苦，不捨弘願濟含靈，化力自在度無窮，恒沙眾生成正覺。 

說此偈已，我復稽首歸依，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法、僧前，承三寶力。 

(自行)志心發願，修無上菩提。契從今生，至成正覺，中間決定，勤求不退。9 

 

B、智者 

在智者大師《童蒙止觀》中有發總願，謂學坐禪行人，發大誓願，度一切眾生，求無上

佛道，心堅固如金剛，成就一切法，終不退轉。此和《永嘉集》中總願相同。 

夫行者初學坐禪，欲修十方三世佛法者，應當先發大誓願，度脫一切眾生，願求無上

佛道。其心堅固，猶如金剛，精進勇猛，不惜身命。若成就一切佛法，終不退轉。10 

另《摩訶止觀》謂，因眾生在無縛無脫中，被縛求解脫，所以興起拔苦與樂四弘誓，謂

發願度無邊眾生，斷無數煩惱。此即是發菩提心之意。 

思惟彼我，鯁痛自他，即起大悲，興兩誓願：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數誓願斷。11 

眾生於此不思議不縛法中，而思想作縛；於無脫法中，而求於脫。是故起大慈悲，興

四弘誓，拔兩苦，與兩樂，故名非縛非脫，發真正菩提心。12 

 

第三節  緣生無體與三假 

A、永嘉 

《永嘉集》〈理事不二〉中有二個主題：前者講色即是空，事即是理；後者說明為何諸事

法就是空理。諸事就是內根外塵，聲色諸相。 

《永嘉集》〈理事不二〉中謂，萬法從緣，法體是因緣所生，無體性空之義，譬如〈毘婆

舍那〉章講到，一切諸法都是假因緣而有，因為因緣所生，所以無自性。一法如此，萬法都

如此。 

復次一切諸法，悉假因緣，因緣所生，皆無自性。一法既爾，萬法皆然，境智相從，

                                                       
9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94 下 
10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大正藏 46 卷，頁 465 中  
11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56 上  
12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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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何不寂。13 

在〈理事不二〉後段講到法體不自然而有，是假因緣眾合而成，既然法體是因緣聚集和

合而成，所以法體無有。此段說法表現因成假。 

法體是由緣成，緣又從何而來？緣也是靠法體而有。因為有法體，所以眾緣成為體之緣。

緣跟體二者之間相待而有，這是從相待假論諸法無體。 

夫體不我形，假緣會而成體；緣非我會，因會體而成緣。若體之未形，則緣何所會？

若緣之未會，則體何所形？ 

體形則緣會而形，緣會則體形而會。體形而會，則明形無別會；形無別會，則會本無

也。緣會而形，則明會無別形；會無別形，則形本無也。 

是以萬法從緣，無自體耳。體而無自，故名性空。14 

在這段裡，永嘉大師用相待假與因成假兩假意涵，詮釋一切法緣生無自體，所以名為性

空。 

B、智者 

《摩訶止觀》也講，觀一切法不真實，任何一法體當下即是三假。舉《大智度論》亦有

三假之名；《淨名經》、《大品經》、《大涅槃經》也有三假的思想；《中論》所觀察的就是三假。

又舉《瓔珞經》有三假的文字：因成假，「諸法緣成，假法無我」；相待假，「有法相待，一切

相虛」；相續假，「相續名一，空不可得」。所以三假為智者大師採用，做為觀察一切法不實的

主要思想。 

諸法緣成，假法無我。有法相待，一切相虛。相續名一，空不可得。15 

大品云：有緣思生，無緣思不生。即因成意。 

大經云：如讀誦法，雖念念滅，亦能從一阿含至一阿含。猶如飲食，雖念念滅，亦能

初飢後飽。相續意也。 

淨名云：說法不相待，一念不住故。 

當知三假之名大小通用，非但小乘名生死法以為見為假。如前說，大乘亦名生死為見

為假。16 

以上說明諸經論中有三假之義，而此義為智者用來觀法之空性。智者大師認為，三假之

名，大乘、小乘都有這種觀點，不但小乘將一切生死輪轉法的實有見為虛假，大乘也是以一

切生死之法實有為虛假。以下從《摩訶止觀》中，○1 一念具三假，○2 根塵相待生三假，○3 大

乘法體具三假三種說明。  

1、《摩訶止觀》說，一念心起之中即具三假。 

                                                       
13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91 上 
14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93 下 
15 《菩薩瓔珞本業經》大正藏 24 卷，頁 1019 下 
16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6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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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一念心起，即具三假。17 

若一念心起，於單四見中，必是一見。見即三假，虛妄無實。18 

2、《摩訶止觀》從根、塵相對，說一念心起即因成假，因為根、塵相對的因緣，心念分

別起，所以是因成假。前念、後念相續不斷，所以叫相續假。此心與彼心相待，因有他心知

有此心，所以叫相待假。 

法塵對意根生，一念心起，即因成假。前念後念次第不斷，即相續假。待餘無心知有

此心，即相待假。19 

3、《摩訶止觀》用心念、根塵論三假，也從大乘體空的立場說三假。智者大師謂大乘三

假是從無明幻化而有，例鏡中的柱子，常人、柱體是由四大假合而成，可是鏡中的四大四微

都不可得，那有微可成幻柱，所以因成假不可得。柱子都沒有，那有柱子從昨天到今天，今

天到明天，明天到未來。所以沒有三世，沒有相續。柱子有長有短，有高有下，其實柱子本

身就是幻化，那有長短高下相待呢？所以，用大乘的體空，以無明的幻化來表顯三假不真實。 

大乘亦名三假，附無明起，如幻如化。但有名字，實不可得。鏡中能成之四微尚不可

得，況所成之幻柱。柱尚不可得，況歷時節相續，以幻化長短相待，寧復可得。舉易

況難而明十喻，即色是空，非色滅空，即此義也。20 

智者大師用經論的三假思想來彰顯法體的不真實性，永嘉大師也很善巧的在〈理事不二〉

中說明為什麼事法，一切根、塵，乃至外在的有情色身、山河大地都是空性之理。無體成空，

也是用三假的意涵來詮釋緣起無體性空不可得。 

 

第四節  理事不二與般若無邊 

A、永嘉 

任何禪法皆有其所依理，《永嘉集》詮釋止觀所依之理是「理事不二」。 

章初即謂，萬法根源，本來是實相，無邊的恒河沙煩惱、生死輪轉，本來就是如來藏真

心。所以森羅萬象，一切宇宙萬物，色身依報，物像無邊，當體即是無邊般若，為什麼？因

為法性本來真實，只要照了通達，色相轉成智覺。「物像無邊，般若無際」這就是《大般若經》

的思想，天台智者大師也常常引用做為解釋「空」的理論。 

萬法本源，由來實相；塵沙惑趣，原是真宗。故物像無邊，般若無際者，以其法性本

真，了達成智故也。
21
 

                                                       
17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63 下 
18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63 下 
19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63 上 
20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63 上 
21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93 上 

 



13 
 

在〈事理不二〉裡，接著說，如果凡夫不知道一切萬法性空緣起之相，所以迷惑了有，

也迷惑了無，執著實有實無。實在是不知：聲色之有相，有非有相，聲色銷散歸無，無非無

相。 

從禪觀的立場說，現前色像繽紛，當去觀察時，就發覺相是空的，是虛幻的，音聲嘯吼，

雷震如天，或聲細如流水，透過靜默觀想，照察窮究，就知道，色無相，聲也無言，重點在

於迷悟，迷則執著有形聲，悟則了知緣起空寂。所以，真空之理就是事法，事法本來真實；

般若妙智就是分別了知之心，了知之心本即般若妙智。 

以其不知有有非有之相，無有非無之實故也。今之色相紛紜，窮之則非相；音聲吼喚，

究之則無言。迷之則謂有形聲，悟之則知其閴寂。如是則真諦不乖於事理，即事理之

體元真；妙智不異於了知，即了知之性元智。22 

另外在〈淨修三業〉講到，什麼是正觀？正觀者就是觀察色心不二，彼我無差，觀察菩

提即是煩惱，煩惱即是菩提，生死即是涅槃，涅槃即是生死。生死、涅槃、菩提、煩惱平等

無別，這就是正觀。 

云何正觀？彼我無差，色心不二，菩提煩惱，本性非殊，生死涅槃，平等一照。故經

云：離我我所，觀於平等。我及涅槃，此二皆空。23 

永嘉大師把〈理事不二〉做為修觀所觀之境跟所依之理。 

B、智者 

《摩訶止觀》主體一心三觀是依一心三諦，不可思議境，做為止觀所緣境，所以智者大

師所觀之境是不可思議境，是一境三諦，和永嘉大師的〈理事不二〉有所差別。〈理事不二〉

道理在智者大師思想裡有，可是在《摩訶止觀》裡強調一心三觀，雖有般若空之思想，但沒

有「理事不二」這個名字。智者大師色即是空的般若思想，在其他著疏中亦可見，如《仁王

護國般若經疏》、《法華玄義》、《金光明經玄義》都講到，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之思想： 

若觀諸法，空即是色。色無邊故，般若等法亦復無邊。雖復無邊，而與心不相妨礙，

如函大蓋大。24 

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受想行識無邊故，般若亦無邊。是則理長。25 

色大故般若大，色無邊故般若無邊。此是法性廣大，般若亦廣大。26 

由上可知，《永嘉集》中所採用理事不二般若思想，在天台思想體系中亦是非常普遍，可

是在止觀抉擇時，永嘉大師的《永嘉集》與智者大師的《摩訶止觀》卻有所不同。 

 

                                                       
22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93 中 
23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89 中 
24 《仁王護國般若經疏》大正藏 33 卷，頁 253 下 
25 《法華玄義》大正藏 33 卷，頁 692 上 
26 《金光明經玄義》大正藏 39 卷，頁 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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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一境三諦 (一心三觀) 

A、永嘉 

《永嘉集》中止觀之行依奢摩他、毘婆舍那、優畢叉三個層次次第開展，實脫胎於《摩

訶止觀》。《摩訶止觀》雖主一心三觀，但在表述說明中，也是從空、假、中三觀次第而開展，

次第入觀之止觀運心，為永嘉大師所採用，特殊的意涵上來說，永嘉大師的思想其實就是次

第三觀思想，永嘉大師禪觀的奢摩他、毘婆舍那、優畢叉，就是次第三觀的趣向。一心三觀

才是《摩訶止觀》的主體，永嘉大師卻捨掉一心三觀，而從次第三觀來彰顯禪的思想。 

1、心體 

在《永嘉集》裡，雖然有空、假、中的思想，沒有「一心三觀」這個詞，表示永嘉大師

不使用一心三觀思想，而使用次第三觀。譬如，在優畢叉觀心十法，「觀體」中說，一念即是

空，即是假，即是中。這心體作用，就是一念心中的空、假、中，可是他不講一心三觀，而

是說，在有情一念心中具有這種與三諦相應的智慧。 

觀體者，祇知一念即空、不空、非空非不空。27 

2、入觀 

在〈毘婆舍那〉章講到，雖通達一切法空性，可是不住著空；雖照了一切萬法，而卻不

執取為實有，性空、妙有二者境界同時雙照，就是中觀之心明明白白。 

達性空而非縛，雖緣假而無著。有無之境雙照，中觀之心歷落。28 

所以，永嘉大師是從心體或次第修觀的立場，說明空、假、中的思想。 

3、理性 

永嘉大師接著從法性本然的立場來表顯空、假、中三觀與三諦、三智的關係。在〈優畢

叉〉觀心十門中，「法爾」，即一切法本然如是的道理，此「法爾如是」即等於智者大師的「不

可思議境」。「法爾」中從真如心性立場，說明一切萬法生滅流轉，心識的能緣、所緣，一切

宇宙萬有對待之法，從本心真如上而言，都是平等無二的。世人對一切萬法執為實有，妄執

紛馳，可是推究起來則一向空寂，靈知覺了的心性無相無體，卻能如大圓鏡一樣照了一切森

羅萬象。萬象千差無別，菩薩的法眼就能夠通達；一切法空性無相，沒有差別，二乘的慧眼

就能夠照了；最後空、假雙消，理量雙消，所以佛眼圓被。他把佛眼、法眼、慧眼三諦圓融

以後，歸入到三諦一境，乃至三智一心，境智冥合，最後歸入圓满，感應解脫。 

第一言其法爾者，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莫二；真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惑見紛馳，

窮之則唯一寂；靈源不狀，鑒之則以千差。 

千差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號斯存；理量雙消，佛眼之功圓著。是

以三諦一境，法身之理恒清；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境智冥合，解脫之應隨機。

非縱非橫，圓伊之道玄會。 

                                                       
27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91 中 
28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9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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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知三德妙性，宛爾無乖。一心深廣難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即心為道者，可謂尋

流而得源矣。29 

○1 此一念中自具空、假、中之理，如一剎那有三相。 

○2 一念具空、假、中→即是一境三諦→亦即一心三智。 

B、智者 

前《永嘉集》中此二論點，亦皆具足遍在智者大師諸著作中，如： 

1、一心中具空假中 

《摩訶止觀》講，總觀無明一念心，此心具此三諦，通達一觀以後，一觀也具三觀。又

引用《中論》思想謂：三諦具足在一心裡，即空、即假、即中，就像一剎那心中有生、住、

滅三相，一心中具足空、假、中三觀亦如是。 

總者，秖約無明一念心，此心具三諦。體達一觀，此觀具三觀。30  

三諦具足秖在一心，分別相貌如次第說。若論道理秖在一心，即空、即假、即中。如

一剎那而有三相，三相不同，生住滅異。一心三觀亦如是。31 

2、一境三諦、一心三觀與五眼 

《摩訶止觀》卷 6 說，無生門入觀次第，層層重沓，其實只是從無明所生的一念心。這

一念心就是眾因緣所成，即空、即假、即中，這就是不可思議的三諦、一心三觀、成就一切

種智、佛眼。 

若無生門千萬重疊，秖是無明一念因緣所生法，即空即假即中，不思議三諦、一心三

觀、一切種智、佛眼等法耳。32 

3、《摩訶止觀》外一境三諦思想 

在天台《摩訶止觀》裡，一境三諦與一心三觀隨處都是，除了《摩訶止觀》，智者大師其

他著作也多有一心三觀思想。如，《觀無量壽佛經疏》謂，一心三觀出自《大智度論》，三智

實在一心得，一觀而三觀同時具足。觀一境界真理而三諦同時照了，所以叫一心三觀。此如

同一心中有生、住、滅三相，三相在一心中成立，因三觀成智，就證得一心三智。 

一心三觀者，此出釋論。論云：三智實在一心中，得秖一觀而三觀，觀於一諦而三諦，

故名一心三觀。類如一心而有生住滅，如此三相在一心中。此觀成時，證一心三智。33   

《維摩經玄疏》從所觀境、能觀心跟修證成就三方面論： 

○1 所觀境：就是不可思議觀境。 

                                                       
29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91 中 
30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84 下 
31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84 下-頁 85 上 
32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84 中-下 
33 《觀無量壽佛經疏》大正藏 37 卷，頁 18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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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一念無明心，放開來就是因緣所生的十法界，此是止觀所觀、所緣的境界。而能觀

心，觀此一念無明之心，非空非假，一切法也是非空非假，知道心的空、假，即照一切法是

空、是假，這就是一心三觀圓照三諦的說法。《維摩經玄疏》講得很好，從觀現前一念而推到

觀一切諸法，現前一念是即空、假、中，所以一切萬法也是即空、假、中。 

○3 證成，如果證一心三觀，就是一心三智，佛的五眼成就。 

今明此一心三觀亦為三意：一明所觀不思議之境；二明能觀三觀；三明證成。34  

 

第六節  三乘次第：三獸渡河 

《永嘉集》裡有三乘次第，在說明修行是從三乘次第開展，此思想在《摩訶止觀》裡也

有，在天台其他教典也很多。從根本上言，三乘漸次是從《法華經》而來，天台的本質就是

《法華》三乘歸於一乘的思想。而《摩訶止觀》做為以一心三觀為主體的觀法，所強調的跟

三乘次第思想有所差別。對此，永嘉大師選取了三乘次第，而不妨礙會三歸一思想的開展，

所以《永嘉集》中有三乘次第這一章。這是永嘉大師跟《摩訶止觀》在抉擇修行的次第上的

不同處。 

A、永嘉 

〈三乘漸次〉第七章裡，除說理外，亦以三獸渡河喻說來表現。三獸渡河本是《涅槃經》、

《普曜經》的思想。在〈三乘漸次〉講到，河是一，獸是三，三獸在一河中，河不會因獸而

成為三流。三獸代表三乘，三獸共渡一河，也不會因此而變成一獸。河代表空性、法理，獸

代表三乘的根性，其最後結論是：眾生（獸）根器不一樣，獸非一，腳有長短，說明根器有

遲鈍的差異，所以說「足有短長，類智有明昧」，「水無深淺，譬法之無差」。法性、真理沒有

差別，所以「法本無三，而人自三耳」。最後結論是真理無二，因眾生根器分出了三乘的差別。 

一河獨包三獸，而河未曾三；三獸共履一河，而獸未嘗一。獸之非一，明其足有短長；

河之不三，知其水無深淺。水無深淺，譬法之無差；足有短長，類智之有明昧。如是

則法本無三，而人自三耳。35 

進一步解釋，真理好像是河，三乘根性有情眾生像是獸，聲聞最差，跟兔子同類，雖渡

過真理的長河，然而無法窮達真理。但不是所有有情觀察真理，都像聲聞之見淺而足不觸底，

如果根性大，智慧深，就像大象一樣，能夠踩到河底，窮達深理，成為大乘。 

是知諦似於河，人之若獸。聲聞最劣，與兔為儔，雖復奔波，寧窮浪底！未能知其深

極，位自居卑。 

何必觀諦之流，一概同其成小？如其智照高明，量齊香象者，則可以窮源盡際，煥然

成大矣。36 

                                                       
34 《維摩經玄疏》大正藏 38 卷，頁 528 上 
35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92 中 
36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9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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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大師最後講，根有淺深，在觀察真理時，就分出了高下。最後的結論是，三人同觀

四諦，證果有所差別。 

故知下智觀者，得聲聞果；中智觀者，得緣覺果；上智觀者，得菩薩果。明宗皎然，

豈容圖度者矣。是以聲聞見苦而斷集；緣覺悟集散而觀離；菩薩了達真源，知集本無

和合。三人同觀四諦，證果之所差殊。良由觀有淺深，對照明其高下耳。37 

以上是永嘉大師三獸渡河的說明。 

B、智者 

《法華玄義》的說法跟《永嘉集》很像，都同引《涅槃經》的思想，也是說：兔馬雖能

到彼岸，可是涉不深又不到底；大象能到彼岸，既到彼岸，又能渡河到底。水喻為空，底喻

不空，菩薩智深喻如大象，所以能渡水，也能徹底通達空與不空。所以說，河底喻實相，菩

薩能徹到河底，比喻菩薩深智者能見到空與不空的真理。 

譬三獸渡河，同入於水。三獸有強弱，河水有底岸。兔馬力弱，雖濟彼岸，浮淺不深，

又不到底。大象力強，俱得底岸。三獸喻三人，水喻即空，底喻不空。二乘智少，不

能深求，喻如兔馬。菩薩智深，喻如大象。水軟喻空，同見於空，不見不空。底喻實

相菩薩獨到，智者見空及與不空。38 

《維摩經玄疏》引了不同的比喻：聲聞智慧力弱，如小火燒木，雖然燒了，還有木質的

黑炭存在。緣覺智慧力殊勝一點，像大火燒木，木燒盡了以後，還有灰。諸佛智慧像劫燒火，

炭灰俱盡。此亦類同三獸渡河的比喻。所以《維摩經玄疏》用小火、大火、劫火，燒木頭成

炭、灰、燼來比喻，也在表現三獸渡河的思想。 

智度論云：聲聞智慧力弱，如小火燒木，雖然猶有炭在。緣覺智慧力勝，如大火燒木，

木然炭盡，餘有灰在。諸佛智慧力大，如劫燒火，炭灰俱盡。亦如兔、馬、象，三獸

渡河之諭也。
39
 

《摩訶止觀》也有講到三獸渡河的思想。但智者大師認為，三獸渡河的思想是通教，是

般若的，是三乘共同共證的通教空性，非《摩訶止觀》的主張。 

中論云：諸法實相三人共得。大品名為三乘之人，同以無言說道，斷煩惱見第一義，

亦名共般若。涅槃名為三獸度河。皆是通教四門觀意，亦非今所用也。40 

三獸渡河雖為般若通教，但智者大師在對通教的詮釋謂：通者能通上下，下通藏教，上

通別圓，所以，通教裡也含攝了假、中的思想。不過在選取、表現思想的時候，永嘉大師採

用了三獸渡河，三乘差別的思想，來彰顯其禪觀思想理論。 

除三獸渡河，《摩訶止觀》〈偏圓〉一章中引涅槃五味之說，喻凡夫與三乘共法，此亦三

乘漸次之理論。 

                                                       
37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92 下 
38 《妙法蓮華經玄義》大正藏 33 卷，頁 781 下 
39 《維摩經玄疏》大正藏 38 卷，頁 537 下 
40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74 下 



18 
 

 

第七節  止觀相應 

A、永嘉 

〈優畢叉〉止觀雙運後有「相應」一節，所謂相應者：謂奢摩他、毘婆舍那、止觀雙運，

入觀、修觀運心不止，就能與真理相應。相應是有所證得的意思，證得什麼？永嘉大師把修

觀證得的悟境或所證得的空性，用心、身、依報來說明證得的三個層次。有情生命最直接關

心、最緊密的主體，就是有情的心、色身，還有外在的山河大地依報，故以此來說明修證三

觀時所產生的變化，所看到通達、證明真理的境界。用心、身、依報三個有情生命現實境界，

隨入觀而證得三個深淺不同的空性，就是空觀、假觀、中觀。心、身、依報與空、假、中三

觀交互重疊，所以有九個層次。 

修行證得的空性超過凡夫境界，很難用文字表現，所以只能說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因

超過了凡夫心量。所以，各宗各派祖師講到修行境界時，少有很明確表現出修行的境界。更

難談到，清晰而具空有淺深不同層次的境界。永嘉大師在討論到證悟處，表現得非常具體明

確，依佛法理論而開展。 

如此能提供各宗各家一客觀清晰標準，做為禪師檢測修行工夫是否有真實，或工夫淺深

層次，這種說法在中國佛教禪觀理論裡是很獨特而了不起，非常珍貴價值，可說是永嘉大師

獨特的創見。 

相應者：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

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

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枯木，外現威儀。依報與空不空相應，則永絕貪求，資財給

濟。心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明，開佛知見。身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

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

化生。41 

B、智者 

《摩訶止觀》中有對於心、身、依報止觀所緣事境的觀察，也有從空、假、中止觀所緣

理境的觀察，可是卻沒有明確將心、身、依報事境，與空、假、中理境作結合。可以說，「相

應」這個思想是脫胎於天台思想，可是卻有所創新、改進於天台之外。《摩訶止觀》講到心、

身、依報時，主要闡明心、身、依報都具三假的理論： 

一約心明：法塵與意根相對，一念心起即因成假；前念後念相續不斷，即相續假；待無

心而知有此心，即相待假。 

二約色身論：前世善惡業力牽引，借父母因緣，生有此身，即因成假；此身彼身，人我

相待是為相待假；出胎嬰兒，乃至白髮是為相續假。 

三約依報論：四微成柱是因成假；時節改變，相續不斷，是相續假；此柱待不柱，長短、

                                                       
41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91 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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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等相待，是相待假。 

法塵對意根生，一念心起即因成假。前念後念次第不斷，即相續假。待餘無心，知有

此心，即相待假。……此就心明三假也。 

又約色明三假。先世行業，託生父母，得有此身，即因成假。從胎相續，迄乎皓首，

即相續假。以身待不身，即相待假。 

又約依報，亦具三假。如四微成柱，時節改變，相續不斷。此柱待不柱、長短大小等

也。42 

除了心、身、依報以外，《摩訶止觀》對於三種世間－－眾生世間、有情世間、國土世間

也多有著墨，此也類似於心、身、依報的關係。空、假、中三觀思想在《摩訶止觀》隨處都

有，不另再引。 

 

第八節  悲智一體 

A、永嘉 

前面發願文與菩提心比對中，講到要度一切眾生，但發願文中尚未表現出悲智一體思想。  

發願文是教凡夫發願，是煩惱、業報、肉身修行之願，而悲智一體則是菩薩功行深處之表顯，

是接近法身之深智菩薩行願。悲智一體的思想在佛經裡處處都是，如《金剛經》：度盡一切眾

生而無眾生可度者，「我不作是言，我當能度眾生」，若須菩提作是言：「我當度眾生，則不名

菩薩」。所以，度盡一切眾生，度到涅槃，而卻沒有能度的眾生，這就是悲智一體的思想。 

悲即是智，智即是悲，離智無悲，離悲無智，《永嘉集》中也具有這種思想。〈勸友人書〉

中從道體論，色不異空，空有不二，空有一體的立場來說明：觀照的智慧不離萬法而有空性，

也可以說是不離有情而起空智，所以聲色即是真理，即是聖道。故云：「道性冲虛，萬物本非

其累；真慈平等，聲色何非道乎！」道體智慧即有情慈悲之處，道體就是空性，緣起性空與

有情萬靈沒有隔礙，真實、慈悲平等，所以一切聲色、有情都是與空性真理相應的，只因迷

惑故有流轉的差別。是故，度眾生必須從有情含靈而開展悲心，也必須要從心念境界而生起

智慧。 

道性冲虛，萬物本非其累；真慈平等，聲色何非道乎！特因見倒惑生，遂成輪轉耳。 

若能了境非有，觸目無非道場。知了本無，所以不緣而照。圓融法界，解、惑何殊？ 

以含靈而辨悲，即想念而明智，智生則法應圓照，離境何以觀悲？悲智理合通收，乖

生何以能度？度盡生而悲大，照窮境以智圓。智圓則喧寂同觀，悲大則怨親普救。如

是則何假長居山谷。
43
 

依有情而發起悲心，就凡夫分別識心上而轉換成智慧，有智才能照了一切，離開這一切

境界，有情五蘊身心，又如何生起悲心？悲智是相通無礙，所以度無量眾生而使悲心廣大，

通達無邊境界而使智慧圓明；智慧圓明才能使動靜平等，悲心廣大才能願心普救。從這裡可

                                                       
42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63 上 
43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9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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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到，永嘉大師也認為悲心是在通達一切，情與無情平等的立場，也就是因為通達一切法

的智慧，了達一切法的空性，才能對有情產生無邊悲心，悲智平等一體。 

B、智者 

智者大師在《摩訶止觀》裡直接講到：慈悲就是智慧，智慧就是慈悲，無緣的大慈大悲

才能普覆救度一切，任運的拔苦與樂。這種慈悲智慧平等，和偏空、著空不見眾生可度不同，

也不同於偏見有所眾生可度而墮愛見大悲。 

慈悲即智慧，智慧即慈悲，無緣無念，普覆一切。任運拔苦，自然與樂。不同毒害，

不同但空，不同愛見，是名真正發心菩提義，自悲己、悲眾生義。44 

若但拔苦因不拔苦果，此誓雜毒，故須觀空。若偏觀空則不見眾生可度，是名著空者，

諸佛所不化；若遍見眾生可度，即墮愛見大悲，非解脫道。45 

智者大師又說，眾生無量無邊，非常的多，可是眾生如空，也如佛；煩惱無量無邊，可

是煩惱無所有，煩惱即是實相。所以度眾生，斷煩惱，而煩惱跟眾生的本質，其實就是真如

實相，就是佛性，這就是《摩訶止觀》眾生即慈悲，悲智一體的理論。 

  眾生→甚多→ 如空 →如佛如 

    煩惱→甚多→無所有→如實相 

眾生雖如虛空，誓度如空之眾生；雖知煩惱無所有，誓斷無所有之煩惱；雖知眾生數

甚多，而度甚多之眾生；雖知煩惱無邊底，而斷無[邊]底之煩惱；雖知眾生如，如佛

如，而度如佛如之眾生；雖知煩惱如實相，而斷如實相之煩惱。46  

 

第九節  巧安止觀與理事不二 

A、永嘉 

智者之巧安止觀與永嘉大師〈毘婆舍那〉相應。〈奢摩他〉了達一切心念當下是空，進入

到空觀，進而轉到一切境也空，境由心空智而後境空，空智亦由境空而生起，境跟智之間相

依而存。境空要由智去照了，智空要依空境而生起空智，所以境跟智是相依相待而有，也相

依而無。永嘉大師說：「智生而了，了無所了；了境而生，生無能生。」智去照了境，因為境

空，所以沒有境；因為照了境，依空境因而生起空智，故智也無生。所以無境無智，有無雙

照，境智相泯。 

在智境相生、相融，乃至冥一的止觀過程中，有一極為重要的止觀轉輾開展之歷程。此

止觀增長在明心見道之過程，永嘉大師用了薪火喻來說明：「如火得薪，彌加熾盛。」境是生

起智的泉源，境越大智越高，薪火喻說明由境轉智，智轉深大的過程。 

                                                       
44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56 中 
45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56 上 
46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5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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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非智而不了，智非境而不生。智生則了境而生，境了則智生而了。智生而了，了無

所了；了境而生，生無能生。 

生無能生，雖智而非有；了無所了，雖境而非無。無即不無，有即非有，有無雙照，

妙悟蕭然。如火得薪，彌加熾盛。薪喻發智之多境，火比了境之妙智。47 

毘婆舍那觀中，令境轉智，其背後的理論是理事不二。理事不二謂色即是空，因為塵境

就是空智，所以云：「云何正觀？彼、我無差；色、心不二；菩提、煩惱，本性非殊；生死、

涅槃，平等一照。」〈理事不二〉也講到「物像無邊，般若無際」一切法，一切森羅萬象的本

質，就是法性。 

云何正觀？彼、我無差；色、心不二；菩提、煩惱，本性非殊；生死、涅槃，平等一

照。故經云：離我、我所，觀於平等。我及涅槃，此二皆空。48 

萬法本源，由來實相，塵沙惑趣，原是真宗。故物像無邊，般若無際者，以其法性本

真，了達成智故也。49 

再就現前眼見耳聞而論，「色相紛紜，窮之則非相」，一切的色法外境當觀智了達後，三

科事相轉成了般若智慧，這是理事不二開展出的毘婆舍那，薪多火旺理論，此即永嘉大師〈毘

婆舍那〉止觀所依止的理論。 

以其不知有有非有之相，無有非無之實故也。今之色相紛紜，窮之則非相；音聲吼喚，

究之則無言。迷之則謂有形聲，悟之則知其閴寂。如是則真諦不乖於事理，即事理之

體元真；妙智不異於了知，即了知之性元智。50 

B、智者 

智者大師〈巧安止觀〉裡，以如來藏思想為張本，說明如來藏清淨的法性為無明風所動，

所以似成唯識宗之阿賴耶，無明力故生起種種世間萬法，然後起我執造業受輪轉。打比喻說，

無明就像寒凍，冬天的寒冷把清淨的法性之水變成冰，寒冰堅硬喻世間種種實法。又喻無明

好像睡眠力量，使得日常明白之心昏眠，變成夢中種種的境界。事實上，現前的一切善不善

法，一切世間之法本來就是法性，也就是前面所謂〈理事不二〉之「般若無邊，色相無際」

道理。色相本來就是般若，體即是般若，不一不異。故要體達空性，就要去觀察體達一切顛

倒執著實有五蘊身心，當下就是般若空性。般若與色塵不一不異，把當下的五蘊身心、十八

界、種種煩惱轉成覺性，轉成性空。 

無明癡惑本是法性，以癡迷故，法性變作無明，起諸顛倒善不善等。 

如寒來結水，變作堅水。又如眠來變心，有種種夢。 

今當體諸顛倒即是法性，不一不異。 

雖顛倒起滅，如旋火輪。 

不信顛倒起滅，唯信此心但是法性。起是法性起，滅是法性滅。體其實不起滅，妄謂

                                                       
47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90 下 
48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89 中 
49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93 上 
50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9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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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滅，秖指妄想悉是法性。51 

所以這裡面有兩個道理： 

1、諸法的本質就是實性，一切身心境界當下就是無邊的般若，這就是理事不二。 

2、透過理事不二的理，去體達、照了真理，就是把顛倒執著的色聲香味觸法的執著，轉

化成法性、空性般若之體。此即毘婆舍那照了境界，境界轉成空性，能照的觀心也轉成般若

之智。這是境界跟觀慧互起轉換的道理。所以《摩訶止觀》講，觀照無明之心與法性平等，

此一切善惡妄想、無明之心，也等於法性。 

觀者，觀察無明之心，上等於法性，本來皆空；下等一切妄想善惡，皆如虛空，無二

無別。52 

再者，隨現前起一個心念，能念所念，即體是空。 

介爾念起，所念念者，無不即空，空亦不可得。 

如前火木，能使薪然，亦復自然。 

法界洞朗，咸皆大明，名之為觀。53 

智者大師在〈巧安止觀〉裡，又舉一比喻來說明智境轉換：飛揚的火苗依火炎，火炎依

虛空，空都無所依，空尚無空，何況有飄揚的火苗。所以必須知道，法性就是無明，無明就

是法性，二者本來不一不異。 

應當體達颺依炎，炎依空，空無所依。空尚無空，何處復有若炎若颺？又如眠夢，百

千憂喜，本末雙寂，畢竟清淨，是名為止。又觀無明即法性，不二不異。法性本來清

淨，不起不滅。無明惑心亦復清淨，誰起誰滅？54 

進而又說：「薪熾於火，風益求羅耳」，「薪熾於火」就是永嘉大師講的「薪多火旺」的道

理，薪越多，火越熾盛。風越大，求羅蟲的體積就變得越大。 

如猪揩金山，眾流入海。薪熾於火，風益求羅耳。55 

《止觀輔行傳弘決》對「薪熾於火，風益求羅耳」的解釋就是「觀照於闇，闇增於明」

所以，「以薪風而譬於暗，復以蟲火而譬於明」，薪越多，火相愈盛，風愈大而蟲身愈大。這

是《止觀輔行傳弘決》對這一段「薪熾於火，風益求羅耳」的說明，他說，「昏暗彌盛，倍益

觀明。」昏暗是指無明，乃至所有身心、五蘊的障蔽，觀照五蘊、煩惱、無明體，五蘊、煩

惱、無明體就在止觀中分分轉換，觀愈多的無明，就好像薪愈多，火就愈大，觀智就愈加的

明朗。也可以說，永嘉大師的〈毘婆舍那〉思想脫胎於《摩訶止觀》〈巧安止觀〉，用「薪多

火旺」的比喻，來闡明毘婆舍那觀慧開展。 

觀照於闇，闇增於明。故以薪風而譬於暗，復以蟲火而譬於明。所以薪唯多，而火相

                                                       
51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56 中 
52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56 中 
53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56 下 
54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63 下 
55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4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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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盛；風唯猛，而蟲身越大。56 

動散倍增，彌益止寂。昏暗彌盛，倍益觀明。57 

《法華玄義》引《大智度論》謂：無明與明無二，無明亦無可得。此實〈巧安止觀〉與

〈毘婆舍那〉之理論深處。 

釋論云：處處說破無明三昧，是教用長。是事不知，名為無明。佛一切種智，知一切

法明無明無二。若知無明不可得，亦無無明，是為入不二法門。是則行長。58 

 

第十節  根塵相待 

A、永嘉 

忘塵息念是〈奢摩他〉章中重要的入觀下手處。永嘉大師在〈忘塵息念〉運心入觀裡，

用塵與念相依托、相依待的立場，說明：塵待念而有，念待塵而生，塵念本來體空，以相待

而言不生、體空，說明現前這一念本是寂靜無相無體。當然在〈奢摩他〉運心過程中，忘塵

息念只是一個起點，之後還有所謂「先寂寂後惺惺」；「惺惺為主、寂寂為輔」，「但知而已」

等探討。就忘塵息念而言，永嘉大師用了念跟塵這兩法來說明現前這一念的轉換、寂靜，乃

至到惺惺寂寂這一觀慧、般若定心、寂知之心，逐漸開敞顯現。塵跟念就像烏雲，惺惺寂寂

就像明月。塵、念被止觀心所吹散，惺惺寂寂的明月就自然顯現。遮蔽惺惺寂寂覺觀心性的，

就是塵跟念。 

夫念非忘塵而不息，塵非息念而不忘。塵忘則息念而忘，念息則忘塵而息。忘塵而息，

息無能息；息念而忘，忘無所忘。忘無所忘，塵遺非對；息無能息，念滅非知。知滅

對遺，一向冥寂，閴爾無寄，妙性天然。如火得空，火則自滅。空喻妙性之非相，火

比妄念之不生。59 

B、智者 

相對於塵念關係，智者大師有相似的用法－－根、塵。智者大師在《摩訶止觀》很多地

方都講到，心的生起就是根塵相待，所謂「心不孤生，必託緣起。意根是因，法塵是緣，所

起之心是所生法。」根與塵、能與所，相依托生起心識流，乍起乍滅，實則湍急奔流。一切

境界都依托在這根塵相生之上。  

心不孤生，必託緣起。意根是因，法塵是緣，所起之心是所生法。此根塵能所三相遷

動，竊起竊謝，新新生滅，念念不住。睒爍如電耀，遄疾若奔流，色泡、受沫、想炎、

行域、識幻，所有依報國土、田宅、妻子、財產，一念喪失，倏有忽無。60 

《摩訶止觀》中，謂根塵相對時，一念心起，都是性空的，心體即空。智者大師並用○1 四

                                                       
56 《止觀輔行傳弘決》大正藏 46 卷，頁 278 下 
57 《止觀輔行傳弘決》大正藏 46 卷，頁 278 中 
58 《妙法蓮華經玄義》大正藏 33 卷，頁 692 上 
59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89 中 
60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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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不生，○2 不向四方去滅，○3 不在內、外、中三世，來觀察一念心起實不可得。 

秖觀根塵相對，一念心起，能生所生，無不即空。妄謂心起，起無自性、無他性、無

共性、無無因性。起時不從自他共離來，去時不向東西南北去，此心不在內外兩中間，

亦不常自有，但有名字，名之為心。是字不住，亦不不住，不可得故。生即無生，亦

無無生，有無俱寂。61 

智者大師講，根塵一念心起，除了用般若、中觀之即空、即假、即中，道理解析其理，

並用法界、如來藏來說明此一念根塵之理。 

根塵相對，一念心起，即空即假即中者，若根若塵並是法界，並是畢竟空，並是如來

藏，並是中道。62 

《摩訶止觀》卷 2 也講到，觀塵非塵相，故能於塵無受；觀根無根相，故可於己身無著。

塵、根不在則人叵得，塵、根、人三事皆空。所以智者大師也是從根塵相待而空立場來觀察，

這就是永嘉大師在講忘塵息念的依據。 

觀塵非塵，於塵無受。觀根非根，於己無著。觀人叵得，亦無受者。三事皆空，名檀

波羅蜜。63 

  

                                                       
61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8 上-中 
62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8 下 
63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16 上 



25 
 

第四章、達摩魂──《永嘉集》中禪宗之要素 

從上章「智者骨肉」中可見，《永嘉集》中十章重要思想皆吸收了天台智者大師思想，尤

其是天台《摩訶止觀》之要義，但為何又言「達摩魂」而指為禪宗之典籍？蓋《永嘉集》中

確有禪宗獨特之思想，故謂達摩魂。今試以三點分述如下：（一）禪宗特有之禪觀思想；(二)

禪宗與天台共同特質；(三)永嘉於天台之抉擇。 

何以謂此三點即表現出達摩魂耶？今以喻知：如鴻海、富士康工廠出產之手機，依蘋果

品牌創意、造型即是「蘋果手機」。 

第一節  禪宗特有之禪觀思想 

《永嘉集》禪觀思想中，有不同於《摩訶止觀》之獨特處，此即屬於禪宗之特質。下以

法融大師思想，及般若理事不二思想，兩點說明之： 

一、法融大師思想 

六祖惠能大師在五祖弘忍處只聽了《金剛經》，言下見性，承繼為禪宗六祖，所以六祖亦

但論見性而已。永嘉大師只到曹溪一次，一宿覺，可以說，在永嘉大師時代，能接觸到的禪

宗理論是有限的。 

《永嘉集》中很特別的是吸收了法融禪師的思想。法融禪師現存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是

《心銘》，及《景燈傳燈錄》裡法融傳中〈答博陵王〉的十三個問答，此十三個問答的討論主

題，都是修行運心法則。法融禪師這二個著作，都被永嘉大師繼承採用在〈奢摩他〉裡，試

說明如下： 

(一)恰恰用心偈 

最重要的證據，是在〈奢摩他〉一開始的偈子：「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

常用恰恰無。
64
」，這首偈子說明〈奢摩他〉的圓滿，在於能以無心而出入一切境，這是〈奢

摩他〉最圓滿狀態。而這首偈子正是法融禪師答博陵王問的內容，回答博陵王如何在日常生

活中用功，契達心空的狀態： 

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譚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

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65 

(二)但知而已 

恰恰用心偈外，〈答博陵王問〉還有幾段對於心境相續生滅之討論，亦被永嘉大師擷取為

〈奢摩他〉「忘塵息念」之理論依據。博陵王問，如果以後知而知前知，則前知滅，滅處轉為

知境，而為後知所覺，如此生滅相續，還是落入生滅輪迴，無法達到空性。法融禪師回答：

所謂知，不須知前知之境，乃無緣、無知之知。 

問曰：境發無處所，緣覺了知生。境謝覺還轉，覺乃變為境。若以心曳心，還為覺所

                                                       
64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89 中 
65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 卷，頁 22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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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從之隨隨去，不離生滅際。師曰：色心前後中，實無緣起境，一念自凝忘，誰能

計動靜。此知自無知，知知緣不會，當自檢本形，何須求域外。前境不變謝，後念不

來今。66 

〈奢摩他〉「忘塵息念」之達成，就在於前後相續心念中，體達塵念當體即空，前念後念

不接續，故「不須知知，但知而已」。此「但知而已」亦是〈答博陵王問〉「知自無知」的思

想繼承。 

但得前知滅，滅處為知境，能所俱非真。前則滅，滅引知；後則知，知續滅，生滅相

續，自是輪迴之道。今言知者，不須知知，但知而已。則前不接滅，後不引起，前後

斷續，中間自孤，當體不顧，應時消滅。67 

〈奢摩他〉中論運心之時，除了「但知而已」，尚標舉著寂知──即是惺寂主體。此中惺

惺為觀慧主體，就是所謂靈知之性。可知《永嘉集》中承繼法融思想，而定知為初心會空之

般若無知。 

忘緣之後寂寂。靈知之性歷歷。無記昏昧昭昭。契真本空的的。68 

知體既已滅，豁然如托空，寂爾少時間，唯覺無所得。即覺無覺，無覺之覺，異乎木

石，此是初心處。69 

冥然絕慮，乍同死人，能所頓忘，纖緣盡淨，閴爾虛寂，似覺無知。無知之性，異乎

木石，此是初心處。70 

(三)惺惺寂寂 

《永嘉集》〈奢摩他〉裡，用「知」跟「寂」，或「惺」跟「寂」來說明禪觀主體，「惺」

就是「知」，就是「覺」的意思。此「知寂」或「惺寂」的思想，常見於法融禪師《心銘》及

〈答博陵王問〉中，相對於智者大師用止、觀，而沒有用「知」跟「寂」，可知永嘉大師在此

乃取法融「知寂」，而不取智者「止觀」。 

尤其做為〈奢摩他〉主體思想之「惺惺寂寂」，即是出自《心銘》：「惺惺了知，見網轉彌，

寂寂無見，暗室不移。惺惺無妄，寂寂明亮。71」《永嘉集》中以「惺惺寂寂」做為〈奢摩他〉

「忘塵息念」之結果，並詳加以「六料簡」，說明這是〈奢摩他〉中最重要、核心的主體，而

其完全繼承了《心銘》思想，看出法融禪師對永嘉大師之影響： 

其辭曰：忘緣之後寂寂，靈知之性歷歷，無記昏昧昭昭，契真本空的的。惺惺寂寂是，

無記寂寂非，寂寂惺惺是，亂想惺惺非。72 

小結：上述三段論證，第一「恰恰用心」偈；第二「但知而已」；第三「惺惺寂寂」，這

                                                       
66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 卷，頁 227 中-下 
67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89 下 
68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89 中 
69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89 下 
70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89 下 
71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 卷，頁 457 下 
72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89 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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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可以看出，《永嘉集》中奢摩他思想，確實承繼了法融禪師禪觀思想。 

二、般若理事不二思想 

(一)般若思想在禪宗之地位 

達摩從南印度來到中土傳禪宗，號為教外別傳。所謂教外，是指佛陀經典以外，另外由

佛陀在靈山會上傳西天二十八祖，再由達摩傳中土慧可以至六祖惠能；是羅什、玄奘、真諦

等三藏另外的一支佛陀真諦，叫教外別傳。所以達摩來中土以心印心並無經典依據，但達摩

又吩付慧可以四卷《楞伽經》印心。以《楞伽經》印心，也叫「以教明心」，「藉教悟宗」。 

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種：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謂藉教悟宗，深

信含生同一真性，俱為客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若也捨妄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

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於文教，此即與理冥符，無有分別，寂然無為，名

之理入。73 

故知以教照心，以心明教，諸佛所說，悉是自心。74 

禪宗是以心印心，「內傳心印，外付法衣」，所以沒有用經典來教導弟子。即使六祖以

後，也只是傳一個《壇經》，隨《壇經》傳宗，依壇經教導後學修證禪宗。 

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于今抄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授。度

諸群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
75
 

除了《楞伽經》外，在禪宗的弘傳中，般若《金剛經》佔一很重要地位，因為五祖弘忍

在東山道場弘揚《金剛經》，五祖弘忍大師也以《金剛經》教惠能，惠能也因五祖弘忍講及

《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而開悟。在《壇經》裡，六祖也要弟子常誦《金剛經》，

說此經可以明心見性。四祖以前，禪宗以《楞伽經》印心，五祖、六祖以後，則以《金剛經》

做為禪宗印心傳法的重點依據。般若金剛的思想，可說是禪宗獨特思想。 

(二)永嘉集中之般若思想 

永嘉集十章中，〈奢摩他〉、〈毘婆舍那〉、〈優畢叉〉是正觀主要的三章。此三章中，〈毘

婆舍那〉禪觀，可說是永嘉集禪觀真正主體部分，因為〈奢摩他〉只是初步進入心空，整個

般若智慧彰顯是因〈毘婆舍那〉而開展出來。〈理事不二〉章做為禪觀理論的依據，這兩章可

以說在《永嘉集》中佔有主要的、核心價值地位。在這兩章裡面，所表現就是《般若經》的

思想。《永嘉集》中。〈毘婆舍那〉章跟〈理事不二〉章表現了般若理事不二的思想，下面從

理跟智兩個角度來看： 

所謂理，就是一切法爾如是，客觀存在的真理。 

所謂智，就是有情禪修，由有情心生起與真理相應的智慧。 

                                                       
73 《少室六門》大正藏 48 卷，頁 369 下 
74 《宗鏡錄》大正藏 48 卷，頁 620 下 
75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大正藏 48 卷，頁 36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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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二者，可說是整個禪觀核心部分，因為理境與空智冥合，方能證得般若法身。以

下舉理、智兩個角度，說明永嘉大師在《永嘉集》中，以般若思想為修禪觀的核心價值。 

1、理 

般若之理，色即是空，一切的色受想行識即是空性，一切諸法就是指著色受想行識，色

受想行識為什麼空？如一色法，假因緣故空。一切諸法，如色受想行識五蘊等亦如是，假因

緣故，所以空。 

因緣本性空，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本性空；從緣所生諸法本性空。76 

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菩薩摩訶薩，與因緣空相應故，當言與般若波羅蜜多相應；與等無

間緣、所緣緣、增上緣及從諸緣所生諸法空相應故，當言與般若波羅蜜多相應。77 

前舉《大般若經》中說明一切諸法假因緣而生，故空。《永嘉集》中亦明法假因緣，故空。

如〈毘婆舍那〉章說：「一切諸法，悉假因緣，因緣所生，皆無自性。78」又云：「法無定相，

隨緣搆集，緣非我有，故曰性空。79」也是從緣生性空，因緣不自主，所以說空。 

〈理事不二〉章講：「是以萬法從緣，無自體耳。體而無自，故名性空。80」也是從因緣

無自體立場，說一切法是性空。 

以上舉三段，《永嘉集》中從萬法緣生故性空的道理，從理上說明般若的思想、般若空的

理論。 

2、智 

《般若經》常用「色大，般若亦大」的思想，說明色當下就是般若的智慧。從智上說，

萬法繽紛，通達者知道，當下一切法就是覺性、真理，無邊的色像，悟者則無非般若之智，

這是從萬法即是般若智邊論。 

是故經云：佛種從緣起。是以萬機叢湊，達之者，則無非道場；色像無邊，悟之者則

無非般若。故經云：色無邊故，當知般若亦無邊。81 

〈毘婆舍那〉章又講到，所照之境空故，能照之智亦無，般若之智，生無能生，則內智

寂寂。智照於外境，外在所照的境亦空，境空則智照了無所了，所以外境如如。外在境界空

寂如如，內在的空智寂靜，平等無二。所以境智冥一，妙旨存焉。永嘉大師用「般若無知，

無所不知」來詮釋空的智慧。 

生無能生，則內智寂寂。了無所了，則外境如如。如寂無差，境智冥一。萬累都泯，

妙旨存焉。故經云：般若無知，無所不知。如是則妙旨非知，不知而知矣。
82

 

                                                       
76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大正藏 6 卷，頁 1000 下 
77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大正藏 5 卷，頁 21 上 
78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91 上 
79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91 上 
80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93 下 
81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91 上 
82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9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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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集》〈理事不二〉講到，一切宇宙萬物，無邊的山河大地，其實當下就是無邊的般

若智慧，為什麼？因為一切法的本然就是真理，只要能夠通達，就知道當下一切就是般若的

智慧。 

萬法本源，由來實相；塵沙惑趣，原是真宗。故物像無邊，般若無際者，以其法性本

真，了達成智故也。83 

以上三段可以看到，永嘉大師用般若的智慧，般若無知或是般若無邊的智慧來詮釋般若

的思想。 

以上可以知道，永嘉大師的《永嘉集》中，〈毘婆舍那〉、〈理事不二〉兩章充分表現出《永

嘉集》的核心思想，就是般若思想。所以《永嘉集》在〈毘婆舍那〉及〈理事不二〉所表現

的般若思想，可以說，與禪宗五祖、六祖所弘化的《金剛經》、《般若經》思想一致。 

 

第二節  禪宗與天台共同特質 

各宗禪法都是佛法一味，在佛教理論乃至修行證得內涵上，許多基本理論是不可以截然

劃分的，很多法門在理論、在觀行過程，以及證悟的內涵，都有共通相同之處。故《永嘉集》

之禪觀思想，雖說有天台宗之特質，其實也是共同於禪宗之內涵。試以三點說明如下： 

一、心為一切萬法根源 

○1 心為萬法本體，諸宗共許； 

○2 觀行之要在觀心，假觀心而明心，因為心具一切萬法，也具一切法門； 

○3 修行要觀心，觀心即是觀現前這一念心，這一念心就可以通到法性的根源。 

此三觀點是天台宗跟禪宗共有的部分。 

禪宗立宗以一心為宗，自心自性顯發一切，永嘉大師亦有一心生萬法，「心是萬法根本」

的觀點。《六祖壇經》講到，心具、心生萬法，這一觀點在《壇經》中非常強調。 

惠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啟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

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

悟本性。84 

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

著，心如虛空，名之為大，故曰摩訶。
85
 

一念悟時眾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86 

                                                       
83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93 上 
84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大正藏 48 卷，頁 349 上 
85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大正藏 48 卷，頁 350 中 
86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大正藏 48 卷，頁 35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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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大師說：「故經云：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當知心是萬法之根本也。87」從心跟

萬法的關係，心為一切法根源的立場，此與《壇經》心生萬法概念完全吻合。 

心既是一切法本源，故以心為修道下手處，即是找到修道的入口。故永嘉大師云： 

一心深廣難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即心為道者，可謂尋流而得源矣。88 

所以，修行必須要觀心，因為心含攝一切，所以尋心而入道。因為一念之中，具足一切

法門，所以必須要觀心，不觀心就無法明心。  

如是則一念之中，何法門而不具。89 

修心必須入觀，非觀無以明心。心尚未明，相應何日！思之勿自恃也。90 

《壇經》中亦有觀心旨，謂：「各自觀心，自見本性。91」、「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92」 

同樣的，《摩訶止觀》也講三界內外，一切陰入界都由心起，引經說：「一法攝一切法，

所謂心是。」又因心是一切根源，所以修觀行時，就要觀察心。修觀有如砍樹伐根，炙病得

穴，要「去丈就尺，去尺就寸」，抓到核心關鍵處，把色受想行放掉，獨觀識陰。識陰就是指

著現前之心。 

界內外，一切陰入，皆由心起。佛告比丘：一法攝一切法，所謂心是。論云：一切世

間中，但有名與色，若欲如實觀，但當觀名色。心是惑本，其義如是。若欲觀察，須

伐其根，如炙病得穴。今當去丈就尺，去尺就寸，置色等四陰，但觀識陰。識陰者心

是也。93 

又謂：不可思議境乃至一切境，一切萬法都趣於一心。一念心起，即具三假，破心故，

一切皆破。 

今不思議一境一切境，一心一切心，橫竪諸法悉趣於心。破心故，一切皆破。94 

一念心起，即具三假。95 

《摩訶止觀》講到覺意三昧時，說明為何要觀意？因為觀意，攝一切心數，一切法相，

將心意念破掉，無明則壞，一切都破，所以叫覺意三昧。 

大品稱覺意三昧，意之趣向，皆覺識明了。雖復三名實是一法。今依經釋名。覺者照

了也；意者心數也；三昧如前釋。行者心數起時，反照觀察，不見動轉根原終末，來

處去處，故名覺意。諸數無量，何故對意論覺？窮諸法源，皆由意造，故以意為言端。

                                                       
87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89 上-中 
88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91 中 
89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93 上 
90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91 下 
91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大正藏 48 卷，頁 351 上 
92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大正藏 48 卷，頁 351 上 
93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52 上-中 
94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59 下 
95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6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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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二、從根塵下手 

從根塵下手這部分，在第三章第十節中，已舉《永嘉集》〈奢摩他〉中「忘塵息念」，和

《摩訶止觀》從根塵契入部分，今但將禪宗部分提出說明，試以《壇經》內容為例： 

《壇經》中，六祖以無念為宗，什麼叫無念？於諸境上心不染著叫無念。諸境指著色聲

香味觸法的塵境，心不染著就是無念。此無念非是枯本死灰之無念，而是對境有心、有知而

無分別取相為無念，此即與《金剛經》無住生心意同，即永嘉之忘塵息念，「但知」初心義。 

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97 

惠能大師又云：「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六識」就是我們的心，「六門」

就是六根，這是從根塵和合生識的角度，說明心識在六根與六塵觸對中無雜無染。從惠能大

師的講法，可以看到禪宗也非常清楚強調，修行入手處也要從根塵和合下手。 

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用即遍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

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自

在解脫，名無念行。98  

此根、塵為大乘禪觀下手處，非但天台、永嘉、六祖如是，即如佛於大、小乘經中處處

說十二緣起，亦是此旨。十二緣起中第六支觸支，即是宇宙萬有生起處，是有情身心外境執

取處，亦即是大乘空觀下手處，亦《金剛經》「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生其心」之意，亦如《楞

嚴經》二十五圓通，六解一亡之旨。可知此塵、念或根、塵和合處，即禪宗所依諸經之禪觀

入觀處也。 

三、法性與無明一體 

永嘉大師《證道歌》中謂：「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
99
」此即《永嘉集》中

理事不二之旨，諸大乘經處處說此無明即明，明與無明不二之意。 

法性與無明一體，故禪觀只是轉無明為法性。大乘禪觀觀十二緣起，十二緣起即是以無

明為本、為體，所開展有情生死流轉之境界，其中第六支觸支即是三科陰界入，第七支受即

是我執，第八支愛則是三毒。 

三科、我執、三毒其體即是無明，禪觀觀無明即是觀陰界入與三毒，故色像無邊，般若

無際，陰界入三科與三毒體即般若，此即為大乘共旨。  

所以《壇經》講，變三毒為戒定慧，《摩訶止觀》謂無明癡惑本是法性。 

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為戒定慧。100 

                                                       
96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14 中-下 
97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大正藏 48 卷，頁 353 上 
98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大正藏 48 卷，頁 351 上-中 
99 《永嘉證道歌》大正藏 48 卷，頁 395 下 
100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大正藏 48 卷，頁 350 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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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明癡惑本是法性，以癡迷故，法性變作無明，起諸顛倒善不善等。如寒來結水，變

作堅水；又如眠來變心，有種種夢。今當體諸顛倒即是法性，不一不異。101 

以上○1 一心立宗，○2 修行從塵念相生入手，○3 法性與無明一體，這三點，可說是大乘禪

觀最核心價值。由此看出，天台宗跟禪宗有很大共通處，也標幟著佛法一味之本質。 

 

第三節  永嘉於天台之抉擇 

前文第三章說《永嘉集》脫胎於天台止觀，基本上都取材於天台《摩訶止觀》思想，可

是於取材中，永嘉大師還是有所抉擇於天台思想，不是完全一味陳襲。試舉以下四點說明： 

一、能觀止觀 

智者大師在《摩訶止觀》裡雖有次第三觀的開展，如〈破法遍〉就是從次第三觀進入，

但智者大師仍將《摩訶止觀》的主體，定位在一心三觀，做為整個《摩訶止觀》的歸趣。所

以，次第三觀不是《摩訶止觀》所主張的內容，只不過是為了彰顯一心三觀，所以用次第三

觀來說明： 

若論三觀，則有權實淺深。若論三智，則有優劣前後。若論三人，則有諸位大小。此

則次第分張，非今所用也。102 

智者又用旅人遠行之工具，走路、騎馬、飛行三種方式，喻空觀、假觀、中觀，但皆非

一心三觀，故非所用。 

初觀喻步，次觀喻馬，後觀喻飛。三義分張，亦非今所用也。103 

智者大師又謂：通教、別教亦非今所用，都不屬於《摩訶止觀》主體。 

皆是通教四門觀意，亦非今所用也。
104
 

翻過來講，《永嘉集》中沒有「一心三觀」這個詞，雖有空、假、中之理，有中觀之說，

但修觀主體就是〈奢摩他〉、〈毘婆舍那〉、〈優畢叉〉，是以次第觀法為禪觀主體。可說雖有一

心具空、假、中之理而通向一境三諦、一心三智之說，但終取次第三觀般若通教為觀體。 

二、所觀理境 

所謂理境，是從事法，五蘊、十二入、現前色聲香味觸法入觀，觀其為實相之理。在《摩

訶止觀》正觀陰入界境之十乘觀法中，以觀不可思議境為入觀之理。不可思議境就是一心三

諦，一心三觀的道理。 

而永嘉大師所觀之理為理事不二，理事不二就是通教般若思想，所以永嘉大師在詮釋理

事不二時，引用很多《般若經》思想。雖然理事不二是通教，可是智者大師定名通教之意，

                                                       
101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56 中 
102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25 中 
103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87 中 
104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7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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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明般若思想，下通藏教，上通別圓。所以通教裡，仍可入假、通中，達成一境三諦之

修證。 

永嘉大師除了用般若、理事不二思想，他並提出三乘次第，喻如三獸渡河。此三獸渡河

在智者大師判釋，是通教共空之意，非別教、圓教。 

非別非圓，乃是三獸渡河共空之意耳！105 

永嘉大師在〈三乘次第〉乃至〈理事不二〉裡，都表明所使用的思想是般若思想，而五

祖跟六祖所使用的《金剛經》思想，就是般若思想。永嘉大師捨棄一心三觀思想，抉取了般

若思想，正是永嘉大師對天台與禪宗之重要取捨。 

三、止觀作用差別 

智者大師說離開一境三諦，沒有所依的對象；離開了止觀，沒有能觀的作用，所以止觀

是做為超凡入聖的工具、作用。 

凡途而論，所有經論、法門、止觀、禪修之法，在運心中，一定於一心中兼具止觀二力，

若止觀二力不均，此心非沈則悼，不成止觀。但為何仍有法門倡導「觀」或標舉「止」？蓋

是運心於定慧淺深，或止觀有所側重之故也。 

《摩訶止觀》中，智者大師，止跟觀的作用是相等的，依根性可以先止或先觀，單止或

單觀，兩者作用平等。智者以止觀均等，故批評有禪師，但止或但觀不宜。 

譬如①養生或飲或食，適身立命。養法身亦爾，以止為飲，以觀為食。②藥法亦兩，

或丸或散，以除冷熱。治無明病，以止為丸，以觀為散。③如陰陽法，陽則風日，陰

則雲雨，雨多則爛，日多則焦。陰如定，陽如慧。慧、定偏者，皆不見佛性。……一

種禪師不許作觀，唯專用止。……又一禪師不許作止，專在於觀。……兩師各從一門

而入，以己益教他，學者則不見意。106 

永嘉大師的禪觀裡，對止、觀之作用，則與智者大師有不同意見： 

①法門上，先奢摩他止，再毘婆舍那觀，止觀有先后。 

②止觀作用有主輔的差別，以觀惺惺為主，寂寂止為輔。 

③觀行運心，須先止後觀，先寂寂而後惺惺。 

④在〈毘婆舍那〉時，也是單論觀，而沒有論止。雖然到了〈優畢叉〉時，提出止觀雙

運，可是在修行入觀分程中，永嘉大師仍對《摩訶止觀》止觀的作用做一些抉擇。 

若依《圓覺經》而論，〈辯音〉章二十五輪中亦有先奢摩他止，中毘婆舍那觀，後方止觀

雙運，依章旨，《永嘉集》則相應於《圓覺經》三觀先后之旨。 

若諸菩薩以寂靜慧，復現幻力種種變化度諸眾生，後斷煩惱而入寂滅；此菩薩者，名

                                                       
105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7 中 
106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5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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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奢摩他，中修三摩鉢提，後修禪那。107 

四、對三乘的作用、地位 

對聲聞、緣覺二乘，智者大師在《摩訶止觀》貶抑而不論，智者大師很多地方講到，聲

聞、緣覺禪觀只出不論。 

可是，永嘉大師在〈三乘漸次〉中講到：雖然聲聞乘望上三藏佛，斷惑有差；可是望下

對凡夫而言，迷悟有別，聲聞已離三界生死，怎麼可以貶抑不學呢？聲聞與凡夫既有迷悟差

別，有出離生死的差別，故不可排斥或眨抑聲聞地位。這一觀點跟智者大師《摩訶止觀》有

很大差別。 

望上斷伏雖殊，於下悟迷有隔。如是則二乘何咎，而欲不修者哉？108 

可以看出，《永嘉集》是從凡夫立場漸次進入空性，而且是以通教般若的理事不二思想做

為禪觀所依理境，逐漸次第進入、通到實相的禪法。這是永嘉大師對於天台《摩訶止觀》一

不同層次，不同立場的抉擇。 

永嘉大師吸收了《摩訶止觀》許多禪修理論，也抉擇了其中思想，此中做為抉擇要取要

捨的尺寸，可說即是永嘉大師對禪宗的見解。 

以下將永嘉大師對於天台思想抉擇四點，表列對照如下： 

  智者 永嘉 

1 能觀止觀 雖開展次第三觀，強調一心

三觀為主為用(圓教觀行) 

雖有中觀之說，但於理於、心上論，

入行之用，仍以次第三觀為切入 (通

教、別教觀行) 

2 所觀境界 十乘觀法中，以觀不思議境

為第一入觀處 

雖從理境上說一境三諦(言其法爾)，

但仍以理事不二、色即是空為所觀理 

3 止觀作用差別 止觀作用相等，隨根性可先

止或先觀，或單止、單觀 

止觀作用有主輔差別，觀行時，定先

止後觀 

4 對三乘的作

用、地位 

聲聞二乘貶抑不論 聲聞二乘次第亦學 

 

  

                                                       
107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大正藏 17 卷，頁 918 中 
108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頁 39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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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智者骨肉，達摩魂 

第一節  天台止觀之入徑 

永嘉禪法可說是禪宗與天台止觀的最好融合，學天台禪觀可從永嘉而入，學禪宗參禪也

可從永嘉而入。為什麼？永嘉大師精通天台止觀，又得六祖惠能印可，並遍參禪宗大德，可

謂將天台與禪宗二宗禪觀體系，做一最好、最精簡、最有力的抉擇，使永嘉禪法成為兼融宗

門、教下的極佳修行入手法門。 

智者大師的《摩訶止觀》，禪觀架構龐大縝密，可說包羅了所有佛法禪法思想。然天台止

觀的困難處，正在此理論體系太龐大，陳義太高，初學很難從這龐大體系，高遠目標中，抉

擇出天台禪觀的切入點到底在哪！智者自己亦明說，謂「迴轉無窮，言煩難見」。 

如上所說，橫竪深廣破一切邪執，申一切經論，修一切觀行，逗一切根緣，迴轉無窮，

言煩難見。109 

永嘉大師則抉擇了智者思想要義，僅以簡單之奢摩他、毘婆舍那、優畢叉含括之，可謂

要簡切中。如《摩訶止觀》正觀中，雖有三觀、破見惑、破思惑、四教、四門不生、三假等，

重重層層理論，但於從假入空觀申述完畢後，智者大師總結三觀要義謂，止觀束總而言，不

出破有、破無二者。可知破有、破無，即可入天台止觀大海。 

入空之觀破見及思，束而言之，秖是破有。次觀（假觀）所破，秖是破無。中觀所破，

雙非二邊，正顯中道。110 

相對於《摩訶止觀》之言煩難見，永嘉大師擷取其中部分思想，去繁就簡，並和禪宗相

應結合。《永嘉集》既保有天台之止觀思想，而又實際可行，即為天台行者走出一條《摩訶止

觀》易行可行，行而有效，行能有成之止觀大路。 

 

第二節  禪宗思想理論之先驅 

永嘉大師時當南禪肇始，惠能大師不識字，五祖亦只授《金剛經》與六祖惠能。惠能弟

子出世未多，未能開展整體禪觀體系。現今流傳之達摩《二入四行》，三祖《信心銘》，乃至

法融禪師之《心銘》〈答博陵王問〉，及弘忍之《最上乘論》，都嘗試著建立禪宗思想及禪觀理

論，但時節因緣及至《永嘉集》，方可謂一有思想體系、有修行次第、有下手用功處之禪典。 

惠能之際，時當盛唐初始，乃至五代、北宋，近四百五十年間五宗競華，此禪宗盛興之

際，頓教風彌，直下承擔，現前即是，隨處點撥，不假多言，故理論文字不須多用，但仍有

惠能大師《壇經》、宗密大師禪宗理論鉅作。殆及南宋，業感根遲，故參話頭及默照出興，祖

師語錄論及禪法下手用功及修行歷程漸漸浸多，但仍未有系統理論之禪典。 

時至今日，資訊發達，教育普及，業風丕變，故佛弟子於次第系統之理論，尤其渴望。

故今日觀之，永嘉大師之《永嘉集》實為千年前，禪宗理論之先驅。 

                                                       
109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84 中 
110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頁 6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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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禪教融合之典範 

智者大師依大品般若、法華、華嚴、三論、智論、《涅槃經》、《淨名經》、《瓔珞經》等諸

大乘經論而開展天台思想，可說是教下禪觀之集大成代表者。前第三章中，分十段說明《永

嘉集》中十個重要思想都是天台止觀理論，雖然如此，《永嘉集》中此天台思想仍可為禪宗所

用，何以故？舉例說明：達摩祖師以《楞伽經》印心，故《楞伽經》成為禪宗思想。《金剛經》

是般若思想的經典，五祖弘忍為六祖講《金剛經》、惠能用《金剛經》般若思想來教導弟子，

《金剛經》的思想就變成禪宗思想的一部分，道理一樣。很多祖師引用《華嚴經》經句來說

明修行境界，或以《楞嚴經》、《圓覺經》、《起信論》等思想來詮釋禪宗思想時，這些經典就

變成禪宗的思想，其道理一樣。 

佛法本是一味，隨根用而淺深不同，所以思想非定何宗，能用者即是，如水非形，泉入

潭，潭入溪，溪入江。佛法一味，如般若火，用之於煤成煤火，用之於油成油火，用之於木

成木火。火是佛法一味，但發用處有不同，火有強弱差別，喻如宗派法門皆可用佛法，但起

用處不同。 

六祖傳宗，唯論見性；神秀觀心漸修；法融之禪雖主無為放心，亦談運心；天台智者集

教下大乘之大成。永嘉綜合宗門、教下諸宗師之菁華加以抉擇，並融入於眾生之方便悲心，

而形成今日流傳之《永嘉集》。 

第四節  大乘禪觀寶典 

永嘉大師時代，禪宗未為大家所遍知、了解。六祖自懷讓、行思以下至五宗，皆傳頓教；

永嘉大師受六祖印可，若論《永嘉集》則可謂漸教，實則近於北宗神秀觀心之旨。又《永嘉

集》中乃有大量法融禪師之運心空觀理論，再加以天台思想體系，兼含永嘉大師之抉擇，就

佛教禪觀而視，實為中國大乘禪觀之寶典。其最有價值、實用之處，厥為〈奢摩他〉章之運

心理論。 

何以故？蓋觀心實為諸宗所共許，為修行之唯一入門。然而如何觀心？其運心之法則，

或不全、或簡、或隱澀難解、或華而不實，較諸《永嘉集》〈奢摩他〉之次第完整，明析實用，

可說是一大藏經中第一代表。試觀下列諸法則，誠非虛言： 

一、從塵、念相依而體空，切入運心之始，此較智者大師從六根、六塵又細緻，此即禪

宗無心是道，六祖無念為宗。 

二、承繼法融禪師惺惺寂寂、「但知」，相應於神會、宗密大師之靈知之性，為奢摩他觀

心之體。 

三、以惺惺為主，寂寂為輔，確立觀慧為明心之主體。 

四、六料簡說明運用惺寂防治沈掉之法。 

五、以境智相依、薪多火旺開展觀慧理論，符合諸佛經之旨。遙相應於禪宗「大疑大悟，

小疑小悟」、「泥多佛大」之禪觀增進旨趣。 

此諸法則可說為大乘禪觀最核心之價值，而放諸一大藏經之禪典，可謂絕無僅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