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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

終
心

要
》

為
中

唐
天

台
九

祖
 
 
湛

然
大

師
（

7
1
1

~
7
8
2
）

所
撰

的
一

篇
精

要
短

文
，

乃
針

對
天

台
宗

解
行

核
心

所
在

的
「

三
諦

圓
融

」
與

「
一

心
三

觀
」

之
理

，
進

行
綱

要
性

的
說

明
。

本
文

首
先

揭
櫫

真
、

俗
、

中
「

三
諦

」
，

是
法

界
之

中
一

切
情

與
非

情
的

天
然

之
德

，

乃
含

生
本

具
，

非
造

作
所

得
，

所
謂

：
「

真
如

界
內

絕
生

佛
之

假
名

，
平

等
慧

中
無

自
他

之
形

相
」

。
而

雖
說

三
諦

宛
然

，
卻

又
是

舉
一

即

三
、

舉
三

即
一

，
非

前
非

後
，

「
說

之
次

第
，

理
非

次
第

」
。

此
天

台
三

諦
圓

融
之

理
，

不
但

是
 

智
者

大
師

對
「

唯
一

佛
乘

」
之

佛
法

所

做
的

最
根

本
之

定
義

，
同

時
也

是
大

乘
佛

法
中

對
於

宇
宙

人
生

最
終

極
圓

滿
的

見
解

！
以

此
思

想
為

本
，

本
文

乃
開

出
了

修
三

觀
、

破
三

惑

、
證

三
智

，
以

顯
圓

融
三

諦
，

最
後

成
就

三
德

秘
藏

之
究

竟
佛

果
的

天
台

教
觀

之
綱

領
。

全
文

雖
僅

短
短

二
百

八
十

七
字

，
但

已
將

天
台

宗

最
核

心
的

教
、

理
、

智
、

斷
、

行
、

位
、

因
、

果
等

，
大

乘
佛

法
修

因
證

果
的

根
本

重
心

，
綱

舉
目

張
地

開
示

顯
說

了
，

可
以

說
此

《
心

要

》
，

正
是

天
台

宗
的

「
心

經
」

、
「

心
論

」
！

後
人

欲
研

習
天

台
宗

教
、

觀
雙

美
的

教
學

宗
旨

，
此

文
正

是
提

綱
契

領
的

重
要

典
藉

。
 

此
部

論
古

來
的

註
釋

有
：

宋
代

淨
岳

大
師

之
《

科
文

》
、

從
義

大
師

之
《

註
》

，
及

日
僧

慈
等

（
？

）
之

《
姆

訓
》

、
妙

立
（

1
6
3
7
~

1
6
9
0
）

之
《

大
義

》
、

光
謙

（
1

6
5
2
~

1
7
3
8
或

1
7
3
9
）

之
《

異
解

》
、

本
純

（
1
7

0
2
~

1
7
6
9
）

之
《

箋
註

》
等

，
均

各
一

卷
。

惜
今

日
可

見
者

，
僅

存
宋

代
山

外
派

 
 
從

義
大

師
的

《
始

終
心

要
註

》
。

近
人

的
註

解
則

有
民

初
 
 
諦

閑
（

1
8
5

8
~

1
9
3

2
）

大
師

的
《

始
終

心
要

略
解

》

、
《

始
終

心
要

略
解

鈔
》

、
 
 
靜

修
大

師
的

《
始
終

心
要

義
疏

》
及

 
 
倓

虛
（

1
8
7

5
~

1
9
6

3
）

大
師

的
《

始
終

心
要

義
記

》
等

，
皆

是
天

台
大



 2

師
們

的
名

山
之

作
，

具
有

很
高

的
參

考
、

學
習

之
價

值
。

 

二
○

○
六

年
暮

春
，

承

學

人

法
和

尚
，

美
國

紐
約

莊
嚴

寺
退

居
方

丈
 

顯
公

和
尚

之
命

，
往
該

寺
為
當

地
華

人
及
西

方
人
士
介
紹

天
台

教

法
，

於
是

乃
以

二
十
小

時
的

時
間

，
講

解
了
這

部
天

台
宗

的
心

論
。
當

時
為

了
讓
聽

者
有

解
行
並

進
的

經
驗

，
因

此
除

了
每

天
早
晚

各
於

大

佛
殿
講

解
二
小

時
外

，
更

於
前

三
天

的
下
午

，
以
直
念

的
方
式
帶

領
大
眾
禮
拜
〈

法
華

三
昧
懺
〉

，
後
兩

天
下
午

則
於

觀
音
殿

，
另
帶

大
眾

行
香
靜
坐

修
止

觀
。
這
期
間

，
除

了
下
午

的
共

修
外

，
 

顯
公
老

人
以

百
歲

之
高
齡

，
幾
乎
每

一
講

次
皆
蒞
臨
旁
聽

，
老

人
提
攜

、
加
持
弟

子
之
用

心
密
意
溢

於
言
表

，
令

學

人

非
常

地
感
動

與
受
用

！
也

正
因

為
這
樣

，
才
使

學

人

能
在
那
個

莊
嚴

而
清
涼

的
環
境

中
，
身

心
安
穩

地
藉
由

準
備
講

解
的
過
程

，
對

天
台

教
理

有
了
更
深
刻

的
領

解
，
這
應
算

是
此

次
講
座

中

學

人

最
大

的
收
穫

了
。

 

此
次

的
美
東

之
行

，
除

了
藉
由

正
式

的
《

始
終

心
要

》
講
座

對
西

方
人
士
介
紹

天
台

思
想

外
，

二
十
小

時
的
講
座
結
束

後
，
更

以
一

天

四
堂
課

的
內
容

，
針

對
西

方
人
士
再
講

解
天

台
宗
概

要
。

為
了
讓

不
懂
華
語

的
人
士
能

得
到
受
用

，

學

人

很
榮
幸
請
到

 
 
宣
化
長
老

的
高
徒
恆

實
法

師
擔
任
翻
譯

。
法

師
學
養
俱
佳

，
為

人
熱

情
謙
遜

、
忍
苦
卓

絕
，
曾

於
一

九
七

七
年

，
三
步

一
拜
由
洛
杉
磯
至
萬

佛
聖
城

，
全
長

八
百

英
里

，
寒
暑

無
間

、
病
苦

無
懼

地
歷

時
二

年
九
月
完

成
。

師
華
語

造
詣
甚
深

，
即
席
翻
譯
英
語
信
達
雅

具
足

，
令
聽

者
皆
能

得
法
受
用
深
獲

法
喜

。
 

要
再
附
帶

一
提

的
是

，
此

次
講
座

對

學

人

而
言
意

義
誠
屬

重
大

，
因

為
除

了
說

法
以
報
四
恩

之
外

，
更

以
此

次
來

美
講

說
天

台
教

法
，

而

促
成

了
稍

後
（

同
年

十
一
月

）
在
華
盛
頓
特
區
禪

學
講
堂
接

 
 
顯

公
和

尚
天

台
法
嗣

的
因
緣

。
學

人

以
大

學
時

代
參
加
水
里
蓮

因
寺
齋
戒

學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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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親

近
 
 
顯

公
和

尚
，
至

今
已

二
十
餘

年
，
老

人
家

正
是

學

人

天
台

教
理

的
啟
蒙

師
父

。
當

年
親

承
座
下

，
除
聽
聞

天
台

教
法
並
充
任
侍

者
外

，
課
餘

之
暇
亦
常
常
跟
著
老

和
尚

，
童
言

無
忌

地
請

示
許
多
關

於
天

台
宗

的
教

理
、

修
行

、
教

學
規
矩

及
 
 
老

和
尚

年
輕

時
代

的
教
育
養

成

情
況

，
亦
兼
問

及
民

國
初

年
佛

教
界

的
一
些
實
況

。
出
家
多

年
以

來
，
這
些
當

時
可
能

是
無

心
的
問
答

，
竟

一
直
深
深

的
影
響
著

自
己

的
僧

格
、

行
事

方
式

與
對

天
台

宗
的
堅

定
信
仰
態
度

。
可

以
說

，
老

人
家

對
於

學

人

的
影
響

，
早

已
超

出
了
單

純
的

佛
法

義
理

之
授
受

。
這
樣

的
感

覺
，
甚
至
亦
隨
著

出
家
愈
久

而
愈

形
深
刻

！
所

以
，

此
次

美
東

的
接

法
，

在
旁

人
來
看

或
許
只

是
一
個
傳
統

的
儀
式

，
在

自
己

來
看
固

然
是

學
修

不
足
受

之
有
愧

、
任

重
道
遠
履
薄
臨
淵

，
但
更

重
要

的
是

，
它

對

學

人

而
言

有
著

一
種

法
門
尋

根
與
繼

承
的

義
涵

！
能
親

自
從

 
 
老

和
尚

的
手

中
接
下

法
卷

，
在
某
個
意

義
上

，
代
表
著
多

年
來
親

近
老

人
家

修
學

佛
法

所
得

的
一
個
授

記
與
囑
附

，
有
著

一
種
遊
子
返
家

的
深
刻
安

穩
、
感
恩

與
感
動

，
也

代
表
著

今
後

在
漢
傳

佛
教

中
，

自
己

所
應
該
負
擔

的
角
色

與
責
任

。
因

此
，
既
使
任

重
道
遠

，
卻

是
責

無
旁
貸
；

雖

然
學

修
甚
寡

，
惟

 
 
法

和
尚

的
囑
付

乃
是

一
生

的
鼓
勵

，
日

後
自
當
戮
力

以
赴

！
 

由
於

回
台

之
後

，
屢

有
好

樂
天

台
教

理
之

同
道

，
頻
頻

詢
問
講
座

光
碟

流
通

之
事
宜

，
復

以
佛

教
傳

佈
協
會
亦

欲
以

此
為

衛
星
電

視
台

曉
光

空
中

佛
學

院
之
課
程

，
今
課
程
講

義
出

版
在

即
，

乃
略
述

本
論

要
義

，
並

記
講

解
因
緣

如
上

，
願

見
者
聞

者
同
發
道

心
焉

。
 

時
維

 

佛
曆

二
五
五

一
年
仲

春
 
 
 
 
 

 
 
 

 
 
 

 
 
 

 
 
 
 
 

 
 
 

 
 
 

 
 
 

 
 
 

 
 
 
 
 

 
 
 

 
 
 

 
 
 

 
 
 

 
 
 
 
 

 
 
 

 
 
 

 
 
 

 
 
 

 
 
 
 
 

 
 
 

 
 
 

 
 
 

 
 
 

 
 
 
 
 

 
 
 

 
 
 

 
 
 

 
 
 

 
 
 
 

 
 
 

 
 
 

 
 
 

 
 
 

 
 
 
 
 

 
 
 

 
 
 

 
 
 

 
 
 

 
 
 
 
 

 
 
 

 
 
 

 
 
 

 
 
 

 
 
 
 
 

 
 
 

 
 
 

 
 
 

 
 
 

 
 
 
 
 

 
 
 

 
 
 

 
 
 

 
 
 

 
 
 
 
 

 
 
 

 
沙

門
 

法
藏

謹
識

 

 
 
 
 

 
 
 

 
 
 

 
 
 

 
 
 

 
 
 
 
 

 
 
 

 
 
 

 
 
 

 
 
 

 
 
 
 
 

 
 
 

 
 
 

 
 
 

 
 
 

 
 
 
 
 

 
 
 

 
 
 

 
 
 

 
 
 

 
 
 
 
 

 
 
 

 
 
 

 
 
 

 
 
 

 
 
 
 
 

 
 
 

 
於

楠
西

 
萬

佛
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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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終

 
心

 
要

 
講

 
義

 

始
終

心
要

本
文

 
 

 
 

 
 

 
 

 
 

 
 

 
 

 
 

 
 

 
 

 
 

 
 

 
 

 
 

 
 

 
 

 
 
荊

谿
尊

者
述

 

甲

一

、

乙

一

、

 

 

 

 

 

 

 

 

 

 

 

 

 

 

 

 

 

乙

二

、

 

 

 

 

 

 

 

 

 

 

 

 

 

 

 

 

 

 

 

 

 

 

 

 

 

 

 

 

 

 

 

 

 

 

 

 

 

 

 

 

 

 

 

 

 

 

乙

三

、

 

夫
三

諦
者

。
天

然
之

性
德

也
。

中
諦

者
。

統
一

切
法

。
真

諦
者

。
泯

一
切

法
。

俗
諦

者
。

立
一

切
法

。
舉

一
即

三
非

前
後

也
。

含
生

本
 

甲

二

、

乙

一

、

 

 

 

 

 

 

 

 

 

 

 

 

 

 

 

 

 

 

 

 

 

 

 

 

 

 

 

 

乙

二

、

 

 

 

 

 

 

 

 

 

 

 

 

 

 

 

 

 

 

 

 

 

 

 

 

 

 

 

 

 

 

 

 

 

 

 

 

 

 

 

 

 

 

 

 

 

 

 

 

乙

三

、

丙

一

、 
具

。
非

造
作

之
所

得
也

。
悲

夫
。

祕
藏

不
顯

蓋
三

惑
之

所
覆

也
。

故
無

明
翳

乎
法

性
。

塵
沙

障
乎

化
導

。
見

思
阻

乎
空

寂
。

然
茲

三
惑
 

丙

二

、

丁

一

、

 

 

 

 

 

 

 

 

 

 

 

 

 

 

 

 

 

 

 

丁

二

、

 

 

 

 

 

 

 

 

 

 

 

 

 

 

 

 

 

 

 

 

 

 

 

 

 

 

 

 

 

 

 

 

 

 

 

 

 

 

 

 

 

 

 

 

 

 

 

 

 

 

 

丁

三

、 
乃

體
上

之
虛

妄
也

。
於

是
大

覺
慈

尊
喟

然
歎

曰
。

真
如

界
內

絕
生

佛
之

假
名

。
平

等
慧

中
無

自
他

之
形

相
。

但
以

眾
生

妄
想

不
自

證
得
 

甲

三

、

乙

一

、

 

 

 

 

 

 

 

 

 

 

乙

二

、

 

 

 

 

 

 

 

 

 

 

 

 

 

 

 

 

 

 

 

 

 

 

 

 

 

 

 

 

 

 

 

 

 

乙

三

、 
。

莫
之

能
返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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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乙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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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四

、

乙

一

、

 

 

 

 

 

 

 

 

 

 

 

 

 

 

 

乙

二

、

 

 

 

 

 

 

 

 

 

 

 

 

 

 

 

 

 

 

 

 

 

 

 

 

 

 

 

 

 

 

 

 

 

 

 

 

 

 

 

 

 

 

 

 

 

 

 

 

 

 

 

 

 

 

 

 

 

 

 

 

 

  
也

。
天

然
之

理
具

諸
法

故
。

然
此

三
諦

性
之

自
爾

。
迷

茲
三

諦
轉

成
三

惑
。

惑
破

藉
乎

三
觀

。
觀

成
證

乎
三

智
。

智
成

成
乎

三
德

。
從
 

乙

三

、

丙

一

、

 

 

 

 

 

 

 

 

 

 

 

 

 

 

 

 

 

 

 

 

 

 

 

 

 

 

 

 

 

 

 

 

 

 

 

 

 

丙

二

、

 

 

 

 

 

 

 

 

 

 

 

 

 

 

 

 

 

 

 

 

甲

五

、 
因

至
果

非
漸

修
也

。
說

之
次

第
。

理
非

次
第

。
大

綱
如

此
。

綱
目

可
尋

矣
。

 

壹
、

講
說

緣
起

分

五

 

甲
一

、
老

人
指

示
 

甲
二

、
報

三
寶

恩
 

甲
三

、
自

利
增

上
 

甲
四

、
弘

揚
漢

傳
 

甲
五

、
受

授
相

資

分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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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一

、
求

法
若

渴
 

乙
二

、
恭

敬
至

誠
 

乙
三

、
真

為
生

死
 

乙
四

、
生

難
遇

想
 

乙
五

、
即

是
修

行
 

乙
六

、
不

圖
名

利
 

乙
七

、
非

關
知

識
 

貳
、

五
重

玄
義

分

五

 

甲
一

、
釋

 
 
名

：
由

初
始

發
心

終
至

成
就

圓
滿

一
乘

佛
果

位
的

修
心

法
要

。
 

甲
二

、
辨

 
 
體

：
以

介
爾

一
念

法
界

圓
融

不
思

議
心

為
體

。
 

甲
三

、
明

 
 
宗

：
以

一
心

三
觀

作
修

心
法

要
為

宗
。

 

甲
四

、
論

 
 
用

：
證

三
諦

圓
融

，
智

成
三

德
為

用
。

 

甲
五

、
判

教
相

：
以

圓
頓

大
乘

為
教

相
。

 

參
、

入
文

科
判

分

五

 

甲
一

、
舉

三
諦

明
心

要

分

三

（
諦

：
審

實
無

虛
）

 

乙
一

、
標

歎
諦

德
 

乙
二

、
別

釋
諦

相
 
 

乙
三

、
總

舉
融

妙
 

甲
二

、
示

三
惑

明
覆

障

分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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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一

、
總

標
不

顯
 

乙
二

、
別

釋
惑

相
 

乙
三

、
明

惑
非

真

分

二

 

丙
一

、
總

明
三

惑
體

妄
 

丙
二

、
引

聖
言

明
妄

想

分

三

 

丁
一

、
標

聖
歎

 

丁
二

、
明

三
諦

離
名

相
 

丁
三

、
結

示
生

妄
莫

返
 

甲
三

、
立

三
觀

以
修

顯

分

四

 

乙
一

、
舉

三
觀

名
 

乙
二

、
略

示
其

用
 

乙
三

、
別

釋
觀

相
 

乙
四

、
結

示
性

具
 

甲
四

、
結

歸
圓

頓
秘

藏

分

三

 

乙
一

、
重

歎
諦

性
 

乙
二

、
示

迷
悟

相
 

乙
三

、
結

示
圓

頓

分

二

 

丙
一

、
事

非
漸

造
（

因
賅

果
海

，
果

徹
因

源
，

因
果

同
時

。
一

心
三

觀
為

因
，

破
如

幻
三

惑
為

緣
，

見
一

境
三

諦
，

證
一

心
三

智
，

成
一

心
三

德
為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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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二

、
理

非
次

第
 

 
 
甲

五
、

結
指

綱
目

 

肆
、

補
充

資
料

 

◎
衛

教
致

身
無

明
翳

本
性

 

 
觀

心
念

佛
蓮

蕊
棲

清
神

 
 
 

◎
晉

陵
荊

溪
尊

者
簡

介
：

 

 
 

湛
然

：
（

7
1
1

~
7
8

2
）

中
唐

僧
，

玄
宗

開
元

天
寶

年
間

，
俗

姓
戚

，
常

州
晉

陵
荊

溪
（

江
蘇

宜
興

縣
）

中
興

第
九

祖
，

家
世

儒
，

幼
習

儒
學

。

17歲
游

浙
東

諸
地

，
尋

師
訪

道
。

十
七

歲
從

金
華

方
（

芳
）

巖
，

受
天

台
止

觀
。

開
元

十
八

年
（

7
3

0
）

二
十

歲
入

（
八

祖
）

左
溪

玄
朗

門
下

，
專

習
天

台
教

旨
，

盡
得

其
學

。
三

十
八

歲
（

天
寶

七
年

）
父

歿
，

方
投

宜
興

淨
樂

寺
出

家
，

至
越

州
（

會
稽

）

開
元

寺
從

名
僧

曇
一

學
《

四
分

律
》

，
又

於
吳

郡
開

元
寺

講
《
摩
訶

止
觀

》
。

天
寶

十
三

年
玄

朗
大

師
寂

，
乃

游
化

東
南

，
著
述
宣

講

，
大

開
法
筵
盛

弘
台

宗
，

以
中

興
天

台
為
己
任

。
當

時
禪

、
華
嚴

、
法

相
諸

宗
名

僧
輩

出
，

師
嚐
謂

：
「
今

之
人

或
蕩

於
空
、
或

膠
於

有
，

自
病
病

他
，
道
用

不
振

，
將

欲
取
正
，

捨
予

誰
歸

？
」

從
而

顯
揚

天
台

宗
義

，
對
抗
他

家
。

尊
者

一
生
遠

離
名

利
，

天
寶

、
大
曆

年
間

（
7

4
2

~
7
7
9
）

，
玄

、
肅

、
代

三
宗
前
後
徵
召

，
師
皆
托
病
不

出
。

 

 
 

師
初
住
蘭

陵
（
今

江
蘇
武
進

）
，
歷
住

妙
樂

（
常

州
，

講
法

華
，

成
《

法
華
文
句
記

》
又
稱

《
妙

樂
記

》
）

、
清
涼

諸
剎

，
晚

歸

天
台
國

清
寺

。
衣
著
儉
樸

，
嚴

以
律
己

，
以

身
誨

人
，
所

至
之
處

，
四
眾
景

從
，
隨

學
者
日
眾
，
當
兵
災
饑
饉
之
際
，

學
徒
來
集

的
更

多
，

師
仍
廣
接
來
者

，
不
捨

一
僧

。
教
導
來

學
，
耆

年
不
倦

，
德
譽
廣
被
，

為
一
切

僧
俗
所

敬
仰

。
 

 
 
ㄧ

生
著

作
等

身
，
主

要
著

作
有

天
台

三
大
部
之
注

釋
（

《
法

華
玄
義

釋
籤

》

20卷
、

《
法

華
文
句
記
》

30卷
、

《
輔

行
傳

弘
決

》

40卷
）

上
述

三
大
部
系
闡

釋
智

者
大

師
的

教
觀
深

旨
。

又
著

《
金
剛
錍

》
1卷

、
《

止
觀
義
例

》

2卷
、

《
法

華
五
百
問
論

》

3

卷
，
闡

發
天

台
教

的
深

理
。
此
外
更
著
有
《
摩
訶

止
觀
輔

行
搜

要
記

》
、

《
維
摩
經
略
疏

》
各

10卷
、

以
及

《
維
摩
經
疏
記

》
、

《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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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
經
骨

目
》

、
《

法
華
經

大
意

》
、
《

十
不

二
門

》
、
《

始
終

心
要

》
等

。
特

別
是

以
《

金
剛
錍
》
、
《

止
觀
義
例

》
、
《

法
華

五
百
問
》

破
賢

首
、

法
相
及
禪

宗
而
獨

尊
天

台
教

，
使

得
天

台
宗

於
中

唐
時
期

，
沛

然
有

中
興
之
勢
。

 

 
 
師
除
繼
承
發
揚
天
台
宗
的
傳
統
思
想
外
，
又
提
出
「
無
情
有
性
」
論
。
在
《
金
剛
錍
》
、
《
止
觀
義
例
》
及
其
他
著
作
中
，
按
「
依

正
不
二
」
、
「
凡
聖
一
如
」
、
「
色
心
一
如
」
之
理
，
說
佛
性
即
法
界
，
不
隔
有
情
無
情
，
一
草
一
木
、
一
礫
一
塵
，
皆
有
佛
性
。
但
此
處

所
說
佛
性
，
乃
是
三
因
（
正
因
、
了
因
、
緣
因
）
佛
性
中
的
「
正
因
」
佛
性
，
即
是
法
性
，
又
即
真
如
之
理
。
尊
者
主
張
佛
性
不
分
有

情
、
無
情
，
一
草
一
木
，
皆
有
佛
性
。
乃
是
將
「
無
情
有
性
」
與
馬
鳴
菩
薩
的
《
大
乘
起
信
論
》
所
闡
發
的
「
真
如
隨
緣
說
」
相
結
合
。

 

 
 
德
宗
建
中
三
年
（

7
8

2
）
，
師
圓
寂
於
佛
隴
，
天
台
宗
尊
為
第
九
祖
。
一
般
稱
荊
溪
尊
者
、
妙
樂
大
師
，
又
稱
記
主
法
師
。
北
宋
開

寶
年
中
，
吳
越
王
錢
氏
更
追
諡
「
圓
通
尊
者
」
之
號
。
嗣
法
弟
子
有
道
邃
、
行
滿
、
元
浩
（
皜
）
等

39人
，
其
中
吳
門
元
浩
（
﹖

~
8

1
7

）
於
《
法
華
》
、
《
止
觀
》
之
學
深
有
所
得
，
為
湛
然
囑
累
弟
子
。
從
其
受
學
者
還
有
華
嚴
宗
僧
人
澄
觀
（
大
曆
十
年

7
7

5
，
華
嚴
四
祖

，
紹
興
人
，

7
3
7

~
8
3

8
）
，
早
年
亦
嘗
受
學
《
止
觀
》
及
《
法
華
》
、
《
維
摩
》
等
疏
，
復
有
當
時
名
士
梁
肅
（
官
僚
、
能
文
，
著
有
止
觀

一
類
的
書
，
與
中
國
的
傳
統
思
想
相
調
和
，
提
出
返
本
之
說
等
等
，
已
不
同
於
天
台
教
義
）
、
李
華
等
數
十
人
。
道
邃
、
行
滿
二
弟
子

更
傳
教
觀
於
日
僧
最
澄
（

7
6
7

~
8
2

2
）
，
最
澄
盡
寫
此
宗
的
教
籍
以
歸
，
從
而
創
立
日
本
天
台
宗
。

 

◎
自
然
外
道
：

 

 
認
為
：
一
切
世
間
相
皆
無
因
果
、
非
因
緣
而
有
，
說
一
切
苦
樂
輪
迴
等
，
皆
是
自
然
存
在
的
。

 

◎
《
瓔
珞
》
卷
下
〈
佛
母
品
〉
第
五
（

T
5

, p
1
0
1

8
b
）
：
「
佛
言
：
所
謂
有
諦
、
無
諦
、
中
道
第
一
義
諦
，
是
一
切
諸
佛
菩
薩
智
母
。
」

 

 
又
〈
因
果
品
〉
第
六
（

p
1
0

1
9
b
）
：
「
慧
有
三
緣
：
一
照
有
諦
、
二
無
諦
、
三
中
道
第
一
義
諦
。
」

 

◎
《
仁
王
般
若
》
卷
二
（

T
8

, p
8
3

3
b
）
〈
受
持
品
〉
第
七
：
「
世
諦
三
昧
、
真
諦
三
昧
、
第
一
義
諦
三
昧
，
此
三
諦
三
昧
，
是
一
切
三
昧

王
三
昧
。

 

◎
天
台
宗
所
依
經
典
，
主
要
是
：
法
華
、
涅
槃
、
金
光
明
經
、
大
論
、
大
品
（
什
譯
）
、
菩
薩
瓔
珞
經
、
中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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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惑
：

 

見
惑
（
理
惑
）
│
見
解
、
知
見

上
的

謬
誤
，

指
意

根
對
法
塵
（
思
想

概
念
）
所
起
之

邪
見
，
分

利
鈍

兩
類

共
有
十

使
：

身
（

妄
計
五

陰
、
界
、

入
為
「

我
」
）
、
見

取
、

戒
禁

取
、

邪
見
（

撥
無
因
果
）
此
為
五

利
使
。

 

另
有

貪
、

瞋
、

癡
、

慢
、

疑
，
為
五

鈍
使
。

 

三
界

共
有

八
十

八
使
見
惑
。
見
道

位
（

初
果
）
所

斷
。

 

思
惑
（

事
惑
）
│
思

惟
、
情

感
上
所

生
之

貪
染

執
著
（
五

根
對
五
塵
而
起
）
與

倒
想

邪
求
，
又
名

修
惑
。
思

惟
道
（

修
道
）

位
上
所

斷
。
三
界

共
九

地
（

欲
、
四

禪
、
四

定
）

各
有

上
上

至
下
下
皆
九
品
，

故
有

八
十
一
品
（

貪
、

瞋
、

癡
、

慢
，

上

八
地
無

瞋
）
。

 

 
 
 
 

 
 
 

 
（
見
、
思
惑
，
乃

迷
三
界

內
之

事
、
理
，

故
稱
為
「
界

內
惑
」
，
又
為
三
乘
所
通

斷
，

故
又
名
「
通
惑
」
，
以

空
觀

斷
之
。
）

 

塵
沙
惑
│

執
於

空
觀
，

迷
於
界

內
、
外
之
塵

沙
數
法
，
能

障
出

假
以

利
生
。

指
能

障
礙

俗
諦
的

事
智
，

令
菩
薩

化
道
不
得
自
在
的
無

數
不

染
污
無
知
。
界

內
通
二
乘
有
，
以
見
思
為

體
；
界
外

獨
菩
薩
有
，
以
無
明
為

體
，
此
時
又
名
「

別
惑
」
。

 

無
明
惑
│
不
了
中
道

實
相
，
是

根
本
無
明
，
能

招
界
外

變
異

生
死
，
名
界
外
惑
。
又
見
思
惑
為

枝
未
無
明
，
為
界

內
惑
。

 

◎
三
觀
出
處
：
《
菩
薩
瓔
珞
本

業
》
卷

上
〈

賢
聖
學
觀
品
〉
第
三
：
「
其
正
觀
者
，

初
地
已

上
有
三
觀
心

入
一
切

地
。
三
觀
者
，
從

假
名

入
空
二
諦
觀
，
從

空
入

假
名

平
等
觀
。
是
二
觀

方
便
道
，
因
是
二

空
觀
，
得

入
中
道
第
一
義
諦
觀
。
」
（

T
2
4

 p
1

0
1
4

b
）

 

◎
三
智
出
處
：
《
摩

訶
般
若

波
羅

蜜
經
》
（
大
品
）
卷
二
十
一
〈
三
慧
品
〉
（

T
8
）
：

須
菩
提
言
：
佛
說
一
切
智
、
說
道

種
智
、
說
一
切

種

智
。
是
三

種
智
有

何
差

別
﹖
佛

告
須
菩
提
：
薩

婆
若
是
一
切

聲
聞
、

辟
支
佛
智
。
道

種
智
是
菩
薩
摩

訶
薩
智
，
一
切

種
智
是
諸
佛
智

。
一
切
智
：
了
知
一
切
法

總
相
（

空
相
）

；
道

種
智
：
了
知
一
切
法

別
相
，
菩
薩
為
教

化
眾

生
，
說
世
間
、
出
世
間
、
有

漏
、
無

漏

諸
道
的
智
慧
（

假
智
）
；
一
切

種
智
：
通

達
一
切

總
相
與

別
相
之
智
（
中
道
智
）
。
依

次
第
三
觀
（

別
教
）

證
別
相
三
智
，
三
智

歷
別

不
融

；
依
一
心
三
觀
（
圓
教
）

證
一

境
三
諦
，
三
智
於
一
心
中
得
，

則
三
智
即
一
智
、
一
智
即
三
智
，

互
融
無

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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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智

度
論
》
卷

27：
「

總
相
是
一
切
智
，

別
相
是
一
切

種
智

；
因
是
一
切
智
，
果
是
一
切

種
智

；
略
說
一
切
智
，

廣
說
一
切

種
智

。
一
切
智
者
，

總
破
一
切
法
中
無
明

闇
；
一
切

種
智
者
，
觀

種
種
法
門

破
諸
無
明
。
」
（

T
2

5
 p

2
5
9

a ）
。
卷

27「
（

略
）
佛
自
說
一
切

智
是

聲
聞
、

辟
支
佛

事
，
道
（

種
）
智
是
諸
菩
薩

事
，
一
切

種
智
是
佛

事
；

聲
聞

辟
支
佛
但
有

總
一
切
智
，
無
有
一
切

種
智
。
」
（

T
2

5
 p

2
5
8

c ）
 

◎
三
德
非

前
後
，
一
而
三
，
三
而
一

 
 

 
 

 

般
若
德

—
離
情

鑒
照
之

用
。
智
能

鑑
照
，

轉
煩

惱
惑

成
般
若
德
。

覺
了
三
諦
法
。
（
在
因
為
「
了
因
」
佛
性
）

↓
智

至
果
滿
。

 

 
 

 
 
（

離
情
明
照
理

體
）
。
（
觀
照

軌
）

 

解
脫
德

—
離
一
切

繫
縛
。
自

體
無
累
，
能

免
他

繫
縛
。

轉
繫

縛
業
因

成
解

脫
德
。
於
諸
法
無

染
無

住
。
（
在
因
為
「
緣
因
」
佛
性
）

↓
福

至
果
滿
。

 

 
 

 
 
（

應
物
而
自
在

度
眾

生
）
。
（

資
成

軌
）

 

法
身
德

—
轉

迷
界

眾
生
的
苦
果
所
得
之
果

體
。

顯
本
法
性
以

成
身
，
以
一
切
諸

功
德
法
為

身
。

轉
苦

報
身

成
法

身
德
。
「
法
」
為
諸

佛
軌

則
，
「

身
」
者

聚
也
，
一
一
法
皆

具
常
、
樂
、

我
、

淨
謂
之
「
德
」
。
一
法

具
一
切
法
，
無
有

缺
減
名

身
。
（
在
因
為

「
正
因
」
佛
性
）

↓
報

至
果
滿
。

 

 
 

 
 
（
法

身
融
即
，
一
法

攝
一
切
法
）
。
（
真
性

軌
）

 

◎
涅
槃
四
德
：

 

涅
槃

超
越
時

空
，

恆
常
不

變
而
無

生
滅
（
無
有
二
十
五
有

生
死
，
即
三
界
有
情

異
熟
果

體
之

生
死
）
，
隨
緣

化
用

常
不

絕
謂
之
「

常
」

；
永

絕
生

死
逼

迫
之

患
累
，
無
為

安
穩
，
寂

滅
永

安
（
不
受
二
十
五
有

報
）
，

運
用
自
在
，
所
為

適
心
謂
之
「
樂
」
；

離
妄

執
之

我
，

得
八
大
自
在

我
（

示
一

身
多

身
、

示
一
塵

身
滿
大

千
界
、
大

身
輕

舉
遠

到
、

現
無

常
類

常
居
、
諸

根
互

用
、
得
一
切
法
無
得
想
、
說

一
偈
義
經
無

量
劫
、

身
遍
諸
處

猶
如

虛
空
。
）
，
是

實
是
真
、
是
主
是
依
（

破
二
十
五
有

業
）
，
性
不

變
易
謂
之
「

我
」

；
解

脫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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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惑

業
垢

染
（

破
二
十
五
有

煩
惱
）
，
湛
然

清
淨
，
隨

化
處
緣
而
不

污
謂
之
「

淨
」
。

【
見
《
大
涅
槃
經
》
卷
二

T
1
2

 p
3
7
7

b
，
北

本
《
涅
槃
經
》
卷
二
十
三
、
三
、
七
，
及
《
佛
性
論
》
卷
二

】
 

伍
、

聽
者

所
提

問
題

參
考

 

問

1：
四
時

八
教
，
其
中
四
時
是

講
佛
說
法
不
同
的
時
間
，

或
者
是
因

個
人

根
基
，
學

習
的

次
第
時
間
而
分

成
四

個
不
同
學

習
時
間
而

說
不
同
之
法
﹖
 

問

2：
八
教
是
不
是
祖
師

把
佛
所
說
的
法
，
分
門

別
類
而
分

成
八
教
﹖
 

問

3：
一
諦
三
觀
，
以
心
、
佛
、

眾
生
，
主
要

用
力
是

〝
心

〞
，
心
緣

眾
生
知
是

幻
，

並
眾

生
自
性
是
佛
，
佛
與

眾
生
本
無

差
別
，
最

後
觀
心
本
無
，

可
有
類

似
﹖

 

問

5：
六
妙
門
，
隨

息
法
門
，

重
點
是

否
以
心
依

息
，
是
要

注
意

到
心
的
存
在
，

息
只
不

過
是
一

個
工

具
而
已
﹖
 

問

6：
念
佛

！
來

修
心
、

口
誦
佛
號
，

入
於

耳
，

繫
於

耳
根
（
心

住
於

耳
）
以

安
其
心
，

稍
有

定
性
，

反
聞

聞
自
性
，
觀
心
是
佛
。

這

方
法
以
佛
為
所
緣

境
，
以

耳
根
為

控
馬

索
，

令
心
馬
不

狂
亂
，

進
而
觀
心
是
佛
，
如
是
以
佛

念
佛

；
心

亂
時
，
心

繫
不

動
之

耳

根
，

定
時
起
諦
觀
即
心
是
佛
，

這
可
是
合
理
的

念
佛

方
法
﹖
 

問

7：
 

①
 天
台
行
門
為

何
﹖
在
中
國
佛
教
中
之

地
位
﹖

 

②
 平

常
日

用
如

何
修
天
台
﹖
 

③
 天
台
行
門

包
含

全
或

部
份
的
法
華
經
﹖
若

部
份
為

何
﹖

 

④
 智
者
大
師

對
天
台
宗
的

影
響
如

何
﹖

 

⑤
 修

淨
土
與
天
台
宗
有

衝
突

嗎
﹖

 

⑥
 請
法
師
為
說
三
歸
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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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8：

天
台
宗
以

〝
一
心
三
觀

〞
為
主
要

修
行

方
法
，

請
問

 
師

父
此
法
與

禪
宗
主
張
之
明
心
見
性
，
及

密
教
之

紅
教
的
大
圓
滿
和

白

教
的
大

手
印
，
在

修
行

方
法

上
有

何
不
同
，
所

證
果

位
差

別
如

何
﹖

 

問

9：
法
師

慈
悲
：

 

如
果

對
拜
佛
、

拜
懺
、

誦
念
無
法
馬

上
攝
心
，
與
佛
相

應
，
有

沒
有
更

直
接
、

方
便
的

方
法

來
練

習
佛
法

修
行
，
（
在
有

限
的

時
間
和

空
間
）
的

環
境
中
，
作
有

效
的
佛
法
認
知
和

身
心
的

轉
化
﹖

 

問

10：
尊

敬
的
法

藏
法
師

 

我
是
一
名

男
居
士

33歲
，

病
重
，

拜
萬
佛

懺

7遍
，
想

跟
你

簡
短

談
談

你
一

些
指

點
。

6
4

6
-7

6
3

-5
0

8
5

 
劉
皓
□

 

問

11：
如

何
安
慰
臨
終
的

病
人
，
和
解
除
他
的
恐
懼
﹖

 

問

12：
請

問
生
相
無
明
之
義
﹖

 

問

13：

您
認
為
，

對
於
一
般
美
國
大

眾
而
言
，
（

並
無
任

何
佛
教
背
景

或
傾
向
）
，
如

何
啟
蒙
較
有

效
 


我
教
授
一

些
美
國
養
老
院
的
老
人
坐

禪
，
希
望
能
就
一

些
具

體
問
題
向
您
單

獨
請
教
一
二
，

可
否
﹖
（

我
今
晚
宿
於
莊
嚴
寺

。
）
謝
謝

！
 
 
 
李

永
□

 

問

14：
打
坐
時
是

否
應
放

空
（
即
什
麼
都
不
想
）
﹖

 

問

15：
我
有

個
朋
友
據
說
開
了
天

耳
通
，

耳
朵
都
是
鬼
道

眾
生

來
找
他
評
理
，
吵
得
他
痛
苦

萬
分
，
晚

上
也
睡
不
著
，
外
人
看

來
他
是

被
附

身
了
，
該
怎
辦
﹖

 

問

16：
怎
樣

入
一
心
（
行
門

上
有

何
方

便
法
門
）
﹖

 

問

17：
日

常
生
活
中
觀
照

念
頭
，
是
屬
於
四
散
中
哪
一
散
﹖
怎
麼

入
一
心
﹖
一
心
中
如

何
觀

念
頭
﹖

 

問

18：
念
佛
號
與
背

誦
經
文
，
能
夠
自
然
流

轉
體
會

到
如
如
不

動
的
佛
號
與
經
文
，
此
時
做
摩

訶
衍
四

念
處
觀
，
是

否
有

何
方
法
能

證
入
中
道

實
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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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19：

《
法
華
三
昧

懺
儀
輔
行
集
註
》
p11，

天
台

懺
法
在

事
懺

後
更

修
三
止
三
觀
，
為
此
類

懺
法
之

重
心
與
特
色
。
三
止
如

何
修
持
﹖

三
止
三
觀
與

實
相

差
別
為

何
﹖

 

問

20：
 Q

u
estio

n


 

If C
h
in

a w
as ab

le to
 p

u
rsu

e th
e u

n
d

erstan
d

in
g

 o
f B

u
d

d
h

ism
 far 5

0
0

 y
ears at th

e b
eg

in
n
in

g
 o

f th
eir ex

p
erien

ce. W
h
at h

as 

h
ap

p
en

ed
 n

o
w

? 

W
h

en
 to

d
ay

 T
ib

etan
 w

ay
 o

f liv
in

g
 is b

ein
g
 erased

, an
d

 m
illio

n
s o

f C
h
in

ese are fin
d
in

g
 an

 an
sw

er in
 falu

n
 g

o
n

e an
d

 also
 

th
ere seem

s to
 b

e a v
acu

u
m

 o
f u

n
d
erstan

d
in

g
 th

at en
co

u
rag

es. S
u

ch
 a rap

id
 g

ro
w

th
 o

f u
n
d

erg
ro

u
n
d

 C
h
ristian

 ch
u

rch
es. 

Q
u
estio

n


 
 

W
h

at d
o
es T

ien
 T

ai say
 ab

o
u

t th
e m

eth
o
d

 o
f b

reath
 aw

aren
ess? 

問

21：
P

lease ex
p
lain

 m
o

re ab
o

u
t em

p
tin

ess, falsev
ers o

f m
id

d
le-w

ay. 

問

22：
W

h
at is T

ien
 T

ai? 
 

H
o
w

 to
 p

ractice? 

問

23：
Y

o
u

 h
av

e m
en

tio
n
ed

 C
h

’an
 a n

u
m

b
er o

f tim
es, an

d
 n

o
ted

 o
f ev

ery
 
 

stag
e th

e 4
th

 p
atriarch

 en
g

ag
ecl  
□

 
C

h
’an

. H
o
w

 d
o

es C
h
’an

 as a 
 

sch
o
o

l relate to
 T

ien
 T

ai? 

問

24：
 
S

o
 m

an
y

 p
eo

p
le su

ffer in
 o

u
r U

ib
an

 areas-th
ro

u
g
h

 th
eir o

w
n

 ad
d

ictio
n
s an

d
 th

e ad
d
ictio

n
s o

f o
u

r so
ciety. I n

o
tice th

e 

m
o
n

astery
 is in

 th
e co

u
n
try, an

d
 th

at th
e tem

p
le o

f en
lig

h
ten

m
en

t is th
e B

io
n
x

 is ju
st a sm

all resid
en

ce fo
r n

u
n
s. 

 
 
 
 

 
 
H

o
w

 can
 w

e h
elp

 th
o
se w

h
o

 are liv
in

g
 in

 th
is d

istracted
 en

v
iro

n
m

en
t b

y
 o

fferin
g

 th
e D

h
arm

a to
 th

o
se w

h
o

 d
o

 n
o
t k

n
o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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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f it an

d
 creatin

g
 a su

p
p
o

rtiv
e san

g
h

a fo
r all o

f u
s th

at co
u

ld
 h

elp
 fo

cu
sin

g
 o

n
 p

ractice? 

問
25：


、

T
o

 p
ractice T

ien
 T

ai ．
S

h
o

u
ld

 w
e start w

ith
“

fiv
e m
ind

 –
 
 
 

cessatio
n

 
 
co

n
tem

p
latio

n
 
”
﹖

 
H

o
w

 
﹖

 


、

H
o
w

 to
 m

ak
e u

se o
f “

o
n
e m
ind 3

 co
n
tem

p
latio

n
”

 
 

〈
en

co
m

p
assin

g
 3

 co
n

tem
p
latio

n
 in

 o
n

e sin
g
le th

o
u

g
h

t ”
 

to
 p

ractice 
 
fiv

e m
ind

 –
 cessatio

n
 co

n
tem

p
latio

n
 
﹖

 


、
C
an w
e take a group photo at the end﹖

 

（
rig

h
t in

 th
e g

reat B
u

d
d
h

a H
all ）

 

問

26：
H

o
w

 to
 p

ractice “
E

n
co

m
p
assin

g
 3

 co
n
tem

p
latio

n
 in

 a sin
g

le 
 

th
o
u

g
h

t ”
﹖

【
如

何
修

〝
一
心
三
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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