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著作：大乘止观法门之研究  
  

第一章 《大乘止观法门》的组织及其内容  

   
第一节 本书的组织  

《大乘止观法门》，略称为《大乘止观》（以下简称本书），是以阐述大乘止观 之法为主的一

部论书(注一)。本书是以如来藏缘起思想为基础，除了以论述心意识论中的真妄和合的本识为其

中心体系之外，另外刻意说到以染净二性为中心的 一个体系。并且以此两个体系，互为表里，

而在后者之中，常常表露出性恶思想 的倾向。最后以三性及三无性思想之展开，达到「除妄成

真」与「全真起妄」的 目的。 

 

说到本书的组织，共分三大科目，即是略标大纲、广作分别、历事指点。这 与一般经论之以序

分、正宗分、流通分的形式，大致相同。所以本书的中心内 容，在於广作分别一科。其中又分

作「五番建立」，以说明大乘止观法门。 

 

所谓五番建立，便是：止观依止、止观境界、止观体状、止观断得、止观作用。现在逐条说明

如下： 

 

第一，止观依止者，即是说，若修止观法门，便先依止「一心」。本书所举一心的别名有好

多，例如自性清净心、真如、佛性、如来藏、法界、法性等都是，这也正 是所谓「真常唯心

论」的基本立场了(注二)。在本书之中，特别又将佛性分解为「如如佛」及「智慧佛」，用以说

明「迷真起妄」及「返妄归真」之「觉」与「不 觉」的道理。这种理论观点，大致是受了《大

乘起信论》（以下简称《起信论》）所说三细六 之要义的影响而来。 

 

其次，止观依止的「净心」体状，又有三种差别：一谓此心是第一义谛的真如心，从本以来，

即离一切名相，一切能缘能说的诸分别法。二谓此心虽离一切分别及境 界之相，而与彼之诸相

法不一不异。三举空与不空二种如来藏义，以广辨「真如」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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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空如来藏」，即是此一心性，虽能缘起生死、涅盘及违、顺等法之建立，而复同时心体

平等，妙绝染净之相，心性既寂，故名「空如来藏」，但此并不是说心 体之空无所有，所以其

次又说到「不空如来藏」。乃以此心具有染净二法，故名不空。所谓净法，是指具足无漏性功

德法以及出障离尘的净法；所谓染法， 是指出障圣人为能方便度化众生，故具染性，众生未出

生死，乃具染事。复以如来藏体之一异而辨其实有，其中又举出圆融无碍及差别、因果法身之

名别、在障出障 之义殊、事用相摄之相状、治惑受报之不同、共相识与不共相识之相异等六种

理由，来证明如来藏体之实有。 

 

如果加以考察，此一理论的根据，无非是以《起信论》的立场为立场的。所以本书也经常引用

《起信论》作为其立论的注脚(注三)。在说明不空如来藏的项目之 中，本书有如下的一段文

字：「如来之藏，从本已来，俱时具有染净二性，以具染性故，能现一切众生等染事，故以此

藏为在障本住法身，亦名佛性。复具净性故， 能现一切诸佛等净德。故以此藏为出障法身，亦

名性净法身，亦名性净涅盘也。」(注四) 

 

此中所说「如来之藏，从本已来，俱时具有染净二性」的论点，乃是由来所谓「性恶论」问题

上的最足注目之处，因为这是佛教史上最初出现的性恶论思想。因此推 定，天台智 的性具思

想，也是受了此一性染说的启示而成立 (注五)。 

 

再说，何以要依止「一心」而修大乘止观？因为此心既是一切世出世法的根本，若舍此根本，

即无从修习。至於修习大乘止观的下手处，又得从一心分别出 现的意识上用工夫。 

 

第二，止观境界者，即以真实性、依他性及分别性，作为大乘止观的所观境。其中以出障真如

及佛之净德，名为真实性；在障之真如与染和合而成的阿梨耶识，名为 依他性；六七二识的妄

想分别，名为分别性。又因本书所说的三自性，各各具有清净及染浊的两面作用，故与唯识论

所说的三自性，略有不同，本书的三性既具染净 两面的功能，所以泛通十法界，唯识论的三性

则唯局凡夫。同时，本书的立场，是基於一个清净心或真如心，从而说明三自性的内容，因

此，也与唯识论的立场不尽 相同了。例如本书卷三说：「无垢真实性者，体显离障为义，即是

体也。清净依他性者，能随熏力，净德差别，起现为事，即是相也。清净分别性者，对缘施设

为 能，即是用也。」(注六) 

 

这种论点，一看可知，是引用了《起信论》中所说体、相、用三大的各相 (注七)。但是，若将

本书和唯识论对此三性所明之定义，作一比较，便可明白两者之间，并不完全相同，因为我们

发现本书卷三，对此观点，有如下的申论：「所 言一切凡圣唯以一心为体者，此心就体相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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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其二种：一者真如平等心，此是体也，即是一切凡圣平等共相法身。二者阿梨耶识，即

是相也，就此阿梨耶识中， 复有二种，一者清净分依他性，亦名清净和合识，即是一切圣人体

也；二 者染浊分依他性，亦名染浊和合识，即是一切众生体也。此二种依他性，虽有用别，而

体融一味，唯是一真如平等心也。」(注八) 

 

这种说法，大致是根据大乘论学者们所说阿梨耶识分有解性及染污之两面功能而来。不仅如

此，其他如本书所揭的种子说及三性说的理论，均系受了《摄大乘论》的 影响而来(注九)。因

此，本书的目的，在於指导行者如何修持大乘止观法门，以及说明大乘止观法门的伟大作用，

在断惑证真，本书的理论基础，则在运用了《起 信论》的如来藏缘起或真如缘起，以及《摄大

乘论》的三自性三无性说。本来，《起信论》属於唯心系统的重要论书，《摄大乘论》属唯识

系统的重要论书，两者并 不能够结合，但以本书着述者的智慧运用，却把唯心系统《起信论》

的真如缘起作为修行大乘止观法门的依止心，藉此强固的唯一清净心为所依止，起修大乘止观

法 门；同时再引用《摄大乘论》的三自性观法，作为修习大乘止观法门的手段，至於唯心、唯

识的问题，不是本书所要推敲的焦点，所以不致发生矛盾及不调和的现 象。 

 

第三，止观体状者，即是修习大乘止观法门的入门步骤。其分二门：一约染浊的三性而说，二

约清净的三性作释。在此二门之中，又各各分为分别性、依他性、真实 性，一一详述由观入

止，及从止起观的过程。此与前番「止观境界」的 内容所不同者，「止观境界」项中，是以三

性来表现出「唯一真如心」的存在。此番的「止观体状」项中，是说明如何由三性而入三无性

的方法，也就是转「分别 性」成「无相性」，转「依他性」为「无生性」，转「真实性」作

「无性性」。入於三无性时，即是止行成就，安住常寂之境，再由止起观，即於定中，兴起三

业大 用，救济世间，化现十方。 

 

第四，止观断得者，即是说明修习大乘止观法门之后，逐步断除惑障，逐步获得实益。此也依

据三性次第，首先约分别性，次约依他性，后约真实性的止观修习，而 得各各层次中的断惑证

真的成果。事实上，能够灭除惑障，当下便得法乐之益，所以本书也就详於断障的分析，而略

於得益的说明。 

 

第五，止观作用者，即是说明大乘止观法门修到有成就时，所产生的功用。假如止行成就，即

能体证净心的理融无二之实相法性，与一切众生，圆同一相之身。三宝 於是混尔无三，二谛自

此莽然不二，用无用相，动无动相，因为一切法本来平等，法尔如是。若得观行成就，即因净

心体显，而使法界无碍之三业大用，自然出生， 一切染净之大能，即得兴起，作大供养，满无

边刹土，奉献三宝，惠施四生，及以吸风藏火，放光动地，引短促长，五通示现，三轮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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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凡能依据本书所示 方便，依教奉行，即能一口吸尽法海之水。 

 

最后的「历事指点」即是将吾人的日常生活，礼佛、吃饭、饮水，乃至大小便利等的活动，全

部纳入修行大乘止观法门的轨迹之中，各各分为止观二门，劝令奉行， 此也正是后来中国禅宗

所说，担柴搬水、吃喝拉撒，无不是禅的思想源流之一。 

 

因此，《大乘止观》一书，既是天台教学以及性具思想的滥觞，也是禅宗思想的先锋。所以这

是出自中国人之手的最早一部综合性的佛学钜着。可惜在我国佛教史上，重视这部钜着的人，

并不太多。 
 

注解: 

注 一、 益大师的《大乘止观释要》卷四说：「但达依止一心而修，即名大乘止观；不达依止

一心而修，乃成小乘止观。」（《 续藏》九八．四六八页 D）  

注 二、印顺法师的《印度之佛教》第十五章参考。拙着《印度佛教史》第九章第三节。 

注 三、在《大乘止观》一书之中，已经判明确定了的，引用《起信论》作为论证的，达八次

之多，而在「不空如来藏」的一节之内，即引了三次。  

注 四、本书卷二，《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四六．六四七页下。  

注 五、安藤俊雄氏的《天台学根本思想 展开》一六九－一七零页。《望月佛教大辞典》三二

七零页中。 

注 六、《大正》四六．六五六页中。  

注 七、《大正》三二．五七五页下。  

注 八、《大正》四六．六五二页中。《望月佛教大辞典》三二七零页中－下。 

注 九、《望月佛教大辞典》三二七零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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