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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宗

上藥草 藏教菩薩
小樹 通教菩薩
大樹 別教菩薩

而攝圓教之菩薩



別即隔別不同之義。謂別前藏、通，別後
圓教，故名別教。
（別前藏、通者，謂此教獨被菩薩，不涉
二乘所修也。別後圓教者，謂此教所談法
門，行相隔歷次第，而不圓融也。）

【明，一如《三藏法數》】



藥草喻 五乘 學校喻

小藥草 人天 小學

中藥草 聲聞緣覺 中學

上藥草 藏教菩薩 高中

小樹 通教菩薩 大學

大樹 別教菩薩 研究所

菩提林 圓教菩薩 出社會歷練



闡明別教與通教
的異同，菩薩得
益增長是同，異
的是別教住靜思
惟，心通達實法



這通教與別教有所不同，不同的地方，同樣是發
大心、立大願，有人根機比較鈍，也就是一步一
步慢慢來，按部就班。佛陀怎麼說的教化，知道
，知道人生苦難偏多，苦的道理從集種種煩惱來
。了解了，知道要滅，滅諸煩惱，也就是這樣一
步一步修行於道。卻是這念心知道不是為自己而
修行，要通達道理，能夠入人群去幫助，去結善
緣，去了解眾生困境苦難。他這樣，不是為自己
，願意為眾生。不過只是比較慢，就是一步一步
來學，學得充足再來入人群，這叫做漸教。



不過，雖然是一步一步，按照佛陀所說的教法，
這樣的過程卻也是智慧堅固。受了法，他的道心
堅固，智慧堅固，他了解通盤的通理。不只是四
諦法，就是十二因緣法也了解，甚至六度，六度
行的法，六度萬行也已經很充足了。他的道心堅
固，是因為已經了達三界如幻。若是聲聞、緣覺
，他們只是知道苦集滅道，知道三界如幻，但是
他欠缺那分發大心，堅固智慧的念。所以這就是
聲聞與菩薩的不同。



通教與別教又有一點差別，通教就是「我既發心，我
道心也堅固，我了解世間一切幻化無常，不只是了解
而已，我也要身體力行。」但是就是比較緩慢。若是
別教，那就是頓，不是鈍，是頓；鈍就是鈍根，慢慢
來。頓就是利根，所以叫做「別教」。「菩薩得益增
長」，他是接受了佛法，了解這些道理之後，馬上心
就定下來，入於靜思惟，得心通達實法。所有的法，
不是「了解，我慢慢來」，他的了解是真實吸收入心
。了解了，不只是了解，他的心已進入了靜思惟修，
就是禪定。我們有一段時間解釋「禪定」，名稱叫做
思惟修，心都已經靜下來了，在腦海中的思維，入於
三昧正定，這叫做「思惟修」。



這個法已經很深，深透入他的內心，所以心安然
不動。他已經通達實法，佛陀所說的法，很快接
受，利的根機又是發大心、立大願，用利的根機
來接受佛法，他的進度是超越過通教菩薩。通教
是「雖然我的心已接受大法，但是我要一步一步
走」。若是別教，「我了解了，通盤接受」，而
且是分明清楚的了解，沒有疑心，徹底的信心，
完全收入在我們的內心。這種靜思惟修，透徹清
淨，心不動搖，完全明朗清淨，發大心，向前前
進，這種通達實法，這叫做別教。



道理了解，卻是很迅速來投入人群，智慧很清楚
，除了智慧堅固，又是心完全靜思修，入清淨無
染，思惟的境界中。所以他能夠來回人間，入人
群不受污染，他通達實法。這就是很睿智、很利
根的人。也就像大樹一樣，雨水、法水一投，他
吸收的量很大，從大樹葉而入枝，透過莖而透到
根而落地，從地慢慢釋放，又從地不斷吸收分量
，來養這棵大樹。



「上求佛道」，這佛法的甘露，他吸收來就往眾
生，就是「下化眾生」，就如法水吸收入地，又
在地面吸收養分。因為造福在人群，智慧收在增
長慧命。根，樹根在地底就是在吸收養分。修行
，我們常常說，付出不只是無所求，還要感恩。
因為有眾生芸芸，眾生煩惱無邊無量，發願，菩
薩發願，誓願度無邊無量的眾生，所以入人群去
造福。



無量無邊的眾生，就要有無量無邊的智慧覺道，
去觀察眾生的根機，對機逗教，所以叫做「師資
」。你要教育他，你自己要先有對機逗教，所以
叫做「師資」。你要教育他，你自己要先有方法
去對治他，自己要進步。所以上求，就是吸收佛
陀甘露法雨，來增長我們的慧命。將所修來的法
，應用於教導眾生，眾生就是成長他的養分，慧
命的養分，就是營養。不論是佛法的教化，教導
我們，其實，離開人間眾生就沒有佛法了。



所以，菩薩是從佛受教，了解道理，是從眾生去
體會苦、集、滅、道這道理。這就是增長他的智
慧，這是相輔相成。學法我們應該要時時用心，
不只是有「我就是一直聽法，我就是做佛法的研
究，這樣我就是一個學者，我有文憑，我有名。
」不是喔，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要身體力行。肚
子餓，光只知道什麼是營養的成分，辦一桌菜，
別人吃，我們沒去用。其實，只是光知道營養的
分量，我們自己沒吸收到營養的分量。所以說，
我們必定要了解法，也要身體力行。



「上求佛道」，法水吸收入地
「下化眾生」，在地面吸收養分。
造福在人群，智慧收在增長慧命。

樹根在地底就是在吸收養分

眾生就是成長的
養分，慧命的養
分，就是營養。





人間無常，把握短暫時間的無常，要好好堅固我
們的道心。我們能讓天下平安，讓我們佛法堅固
入心，這樣我們才有踏實感。否則一切是虛幻，
什麼時間發生什麼事情，沒有人知道。我們的頭
腦要很清淨，靜思惟，思惟修，要有正念三昧在
我們內心，不受世間很多的困擾來擾亂我們的心
，一心受法。

















一、總持不忘，說法無畏；
二、盡知法樂，和知道眾生根欲心性，
說法無畏；
三、善能問答，說法無畏；
四、能斷物疑，說法無畏。

以上是「菩薩四無畏」，解釋如下。另
外還有「佛四無畏」。解釋如後。



菩薩四無畏
菩薩之四無畏（名數）智度論五說菩薩之四無畏。大乘義章十一
依之而釋四無畏：
一總持不忘說法無畏。菩薩能聞持教法憶持眾義而不忘，故於大
眾中說法不畏也。
二盡知法藥及知眾生根欲性心說法無畏。藥有二種，為世間法出
世間法，眾生之根欲性有種種，菩薩能了知之，故於大眾中說法
不畏也。
三善能問答，說法無畏。一切異見皆能摧破，一切正法悉能成立
，無量眾生一時雖來問難，而菩薩悉能於一時酬對，故對大眾中
說法不畏也。
四能斷物疑，說法無畏。眾生問難，隨意解說法，如法能巧斷眾
生之疑，是曰能斷疑。以有此能之故，於大眾中說法不畏也。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佛四無畏
（名數）智度論四十八明佛之四無畏。法界次第下依智
度論釋之：
一一切智無所畏，謂世尊於大眾中師子吼，我為一切正
智之人，無些怖心也。
二漏盡無所畏，謂世尊於大眾中師子吼，我斷盡一切煩
惱，無些怖心也。
三說障道無所畏，謂世尊於大眾中師子吼，障害佛道之
法無些怖心也。
四說盡苦道無所畏，謂世尊於大眾中師子吼，盡苦道無
些怖心也。
俱舍論二十七曰：「佛四無畏，如經廣說。一正等覺無
畏，二漏永盡無畏，三說障法無畏，四說出道無畏。」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四無礙智

法無礙
義無礙
辭無礙
樂說無礙









十地 證悟過程

1 歡喜地 於大菩提，善得通達，覺通如來，盡佛境界。

2 離垢地 異性入同，同性亦滅。

3 發光地 淨極明生。

4 燄慧地 明極覺滿。

5 難勝地 一切同異所不能至。

6 現前地 無為真如性淨明露。

7 遠行地 盡真如際。

8 不動地 一真如心。

9 善慧地 發真如用。

10 法雲地
是諸菩薩，從此已往，修習畢功，功德圓滿。亦
自此地名修習位。慈陰妙雲，覆涅槃海。

《楞嚴經》之五十二修證位－十地、佛果



二佛果位 證悟過程

1 等覺 如來逆流，如是菩薩順行而至，覺際入交。

2 妙覺
阿難！從乾慧心至等覺已，是覺始獲金剛
心中初乾慧地，如是重重單複十二，方盡
妙覺，成無上道。

是種種地，皆以金剛觀察如幻十種深喻。奢摩他中，用
諸如來毗婆舍那，清淨修證，漸次深入。
阿難！如是皆以三增進故，善能成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

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

《楞嚴經》之五十二修證位－十地、佛果







別教
(一)為天台宗所立藏、通、別、圓等化法四教之一。宣說華嚴等
諸大乘經中不共二乘之旨。此教別為菩薩說恆沙俗諦之理，用道
種智斷塵沙及界外之見思、無明三惑，修諸波羅蜜自行化他之行
，立三賢十聖之位，以無礙道金剛喻定為因，解脫道涅槃四德為
果，不利益聲聞緣覺二乘，只利益菩薩，故稱別教。又以不共二
乘，故稱不共教。化法四教中，別教為界外之事教，故雖明實相
中道，而「但中」之理不圓融相即，須次第修空假中三觀，次第
照三諦之理，次第經歷五十二位階次，次第破見思、塵沙、無明
三惑，次第得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等三智。〔觀音玄義卷
下、法華經玄義卷一下、卷二下至卷五、四念處卷三、卷四、四
教義卷二、卷三、天台四教儀集註卷下、天台八教大意、止觀輔
行傳弘決卷六之四〕（參閱「化法四教」1325）
佛光大辭典 (慈怡法師主編)



大乘菩薩道的修行階位。大地能生長萬物，故佛典中常以
“地”來形容能生長功德的菩薩行。“十地”即指十個菩
薩行的重要階位。在佛典中，不同的經論，往往對十地的
內容有不同的描述。茲依法相宗教義試釋華嚴十地如次：

(1)歡喜地：菩薩至此位捨離無始以來的異生性，初得聖
性，具證人法二空理，能利益自他而生大喜，故名。
(2)離垢地：菩薩至此位圓具凈戒，遠離煩惱垢，故名。
(3)發光地：菩薩至此位成就勝定、大法、總持，發無邊
妙慧光，故名。



(4)焰慧地：菩薩至此位安住最勝菩提分法，燒煩惱薪，
增智慧焰，故名。
(5)難勝地：菩薩至此位，能令行相互違之真俗二智互合
相應，故名。
(6)現前地：菩薩至此位，住緣起智，進而引發染凈無分
別的最勝智現前，故名。
(7)遠行地：菩薩至此位，修行進入無相行，遠離世間及
二乘的有相有功用，故名。
(8)不動地：菩薩至此位，無分別智相續任運，不被相、
用、煩惱等所動，故名。
(9)善慧地：菩薩至此位，成就微妙四無礙辯，普遍十方
，善說法門，故名。



(10)法雲地：菩薩至此位，大法智雲含眾德水，如虛空覆
隱無邊二障，使無量功德充滿法身，故名。

又，十地的滿心，名金剛喻定。因此位的定力能破一切煩
惱，猶如金剛之能摧一切物，故名金剛喻定，又稱為金剛
三昧或金剛心。若由此再開出一等覺位，則成四十二位。
等覺為斷惑的最後位，是因位的最上位，與果上的妙覺僅
差一等，次生即可補前佛處而作教主，故亦云補助位。但
是，《瓔珞經》則稱為無垢地，以雖有煩惱餘習，然隻如
微煙，有等于無，故名無垢地。





所以他「放無數光，度諸眾生」。光，表示智慧
，用智慧攝眾生，用我們的智慧來度眾生，所以
「名為放光」，發揮我們的智慧來度眾生。我們
已經上求，我們要下化，所以我們一定要用智慧
來廣度眾生。所以「智慧攝生」，攝度眾生的方
法。所以「名為放光，智明不一，名為無數」。
智慧，就是表達不只是一項，是無量無數的智慧
，所以「名為大樹，而得增長」。



「上求佛道」，法水吸收入地
「下化眾生」，在地面吸收養分。
造福在人群，智慧收在增長慧命。

樹根在地底就是在吸收養分

眾生就是成長的
養分，慧命的養
分，就是營養。

我們一定
要用智慧
廣度眾生



這就是譬喻頓教的菩薩，頓教大菩薩，所謂「光
照大千，六種動地」。因為菩薩全都體會、了解
了，「光照大千」，六種動起來，「六種動地」
。對啊，這幾天都在地震，不曉得菩薩的心，大
家有沒有發出菩薩心？這已經是菩薩的智慧，光
照大地，六種動地，已經「現身殊形，六道化身
，分應十方」。



菩薩的心地都已經動了，知道、了解，法原來是
這樣，所以這種法，六種動地，「六度萬行」都
已經入心來了。所以「五通示現，三輪施化，乃
至八相成道」，這就是佛陀修行的過程。「八相
成道」來人間，「度諸眾生，此名大樹得益增長
」。所以我們要好好用心，「放無數光，度諸眾
生」。佛陀在〈序品〉中就已經眉間放光，萬八
千土，也是六種震動，期待能震動人人的心地，
來接受佛陀的教法。所以我們要把握著人間佛法
，我們要好好地時時多用心。



https://www.neptune-it.com/

奈普敦智慧平台



【三賢十聖】為《仁王經》提到的大乘修證階次中居于十信位與妙覺位
之間者。三賢指雖得相似之解而未脫凡夫之性的住、行、向三位。十聖
指已發大智而舍凡夫之性的十地菩薩。《仁王經·菩薩教化品》：“三
賢十聖忍中行，唯佛一人能盡原。”《仁王經·菩薩教化品》：“三賢
十聖住果報，唯佛一人居浄土。”
三賢十聖
《華嚴》“明十住、十行、十回向為賢，十地為聖，妙覺為佛。十聖者
即十地聖人。一歡喜；二離垢；三發光；四焰慧；五難勝；六見前；七
遠行；八不動；九善慧；十法雲。”《涅槃經》云“菩薩位階十地，尚
不能了了知見佛性，何況聲聞、緣覺之人，能得見邪？譬如醉人欲涉遠
路，蒙籠見道。十地菩薩于如來知見少分，亦復如是。”
（名數）大乘所立。仁王經上曰：“三賢十聖，忍中行，唯佛一人能盡
源。”又曰：“三賢十聖住果報，唯佛一人居凈土。”十住，十行，十
回向之三位為三賢。初地以上，乃至第十地之菩薩為十聖。至初地而初
會于理，故得聖之名。俱舍論寶疏二十二曰：“依仁王經，地前為賢，
地上名聖。經雲三聖十聖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