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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大師的生平 
1.生於梁武帝大同四年 

2.主要生活於陳、隋年間。 

3.智顗十八歲投湘洲果願寺法緒 

  出家 

4.二十三歲拜慧思為師，修習禪法， 

  證得法華三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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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師慧思大師，曾持此經到塚間讀
誦，深受佛陀講說此經，方便度化眾
生的慈悲感動，而涕泣不已。 

當晚，即夢見普賢菩薩為其摩頂而去
自此智慧大開，持續十年的時間，每
日誦持《法華經》，就在放身倚向牆
壁作觀的一剎那間，竟豁然開悟 

證悟《法華三昧》的大乘法門 

並將此傳授於智者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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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參謁慧思法師，慧思為示普賢道場，
講說四安樂行，師遂居止之。一日，
誦法華經藥王品，豁然開悟。既而代
其師開講筵，更受其付囑弘傳禪法。
於瓦官寺開演法華經，樹立新宗義，
判釋經教，奠定了天台宗教觀之基礎  
7.智顗大師於陳、隋兩朝深受帝王禮
遇，隋開皇十一年，師鑑其誠，乃至
揚州為授菩薩戒，王敕賜「智者」之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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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智者大師是皇帝給他的封號，另有
「東土釋迦智者大師」之稱，他深入
經藏，智慧如海，而且禪定功深。 

9.有關智者大師和佛門的護法伽藍菩
薩，有這麼一段典故： 

★伽藍菩薩刻的就是關公的相。 

三國時代的關雲長、關聖帝君怎會成
為佛門護法呢？典故就是從智者大師
來的 



台北人間大學『經典導讀《法華經》講義』 

★智者大師有一天在荊州玉泉山打 

  坐入定，定中看到一位將軍騎白 

  馬、拿著大刀在喊著：還我頭來 

★當年關公是遭人陷害，被砍掉首 

  級。他一生光明正大、行為磊落   

  可是卻被人謀殺，所以他氣憤在 

  心，雖然死了也要討回他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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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大師在定中就為他開導，大意
是說：這個能喊還我頭來的人，豈不
是本身就有頭嗎？何必頭上安頭！而
且你過五關斬六將殺了這麼多人，誰
來還他們的頭呢？ 

★關公一聽此言，當下就領悟，皈依
智者大師，發願要護持佛門，作為佛
教的護法。這是關公成為佛教護法的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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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大師的九旬談妙 
1.智者大師，他純粹以佛教哲學的立
場來解釋《法華經》。 

據傳記載︰大師在金陵瓦官寺，從四
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的三個月時間
內，每天講解《法華經》之「妙」字，
以發揮其圓融不可思議之論理，故遂
成為後人稱頌「九旬談妙」之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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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九旬談「妙」一字，何謂妙呢？ 
《法華宗要》序言︰「唯一無上，故聲
稱妙法」。頌曰︰「是乘微妙，清淨第
一，於諸世間，最無有上。夫妙不可
明。」→說明…………… 
(1)此經以一佛乘的平等大慧，清淨第
一，不管微小的一善或至佛果的極慧，
雖有高底深淺之差別，但全部都是同一
佛果必經之路，是絕對的平等， 
此經之妙，難以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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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妙：心法妙、眾生法妙、佛法妙 
★十法界是從我們現前的一念心所造成 
  故言心法妙。 
若心法不妙→眾生法不妙→佛法不妙 
若心法妙→眾生法妙→佛法妙 
★十法界皆未超出「現前的一念心」 
★華嚴經：「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 
  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此法界性是奇妙不可思議的境界 
  可謂是一切萬事萬物 
      由心生成、唯心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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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眾生法、佛法、心法三者的 

  關係，智者大師清楚的指出三者 

  以「觀心」為易，其云： 

 『廣釋心法者，前所明法豈得異心 

 但眾生法太廣，佛法太高，於初學 

 為難。然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 

 但自觀己心則為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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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所述...... 

․眾生只要如實觀照當下的一念心  

  修攝其心，於安住不動，乃至 

  觀一切法皆無所有，徹底明白 

  一乘理教因果，自能照見諸法實 

  相，而諸法實相應不離眾生身心 
․《四念處》云：『如心諸佛然， 

    如佛眾生然，三無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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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佛解脫，當於一切眾生心中求  

  眾生心亦當於諸佛解脫中求。』 
․約「因」可言觀眾生當下一念心   

  約「果」觀諸佛境界，果由因成 

→約「因」以明觀心，由此可見... 

→眾生一念心為修善與修惡的關鍵
․就「六即」中的理即佛而言， 

  眾生心與佛心是無二無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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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因眾生不明一真法界、諸法實相   
 於平等性中妄計妄執。所以.....  
 智者大師才會如此強調觀心法門 
→希冀透過一念心的如實觀照， 
→明白當下一念心與一切善惡法的 
  關係，由之依教修觀，證悟佛果 
→觀照自心乃是超凡入聖、 
  達「理即」即「究竟即」的樞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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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溪大師亦云： 
「一期縱橫不出一念，三千世間即
空即假即中，理境乃至利益咸爾」 
→不管眾生或佛，皆於一念中即具
十法界三千法，故言「一期縱橫不
出一念...理境乃至利益咸爾」 
→ 「心佛及眾生，三無差別」， 
若就眾生而言是依理而說，眾生的
一念心乃為修善與修惡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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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使每一念皆能如實觀照，念念  

  分明，則當下「三道即三德」，  

  因此........ 

《四念處》云： 

  一念無明心，有煩惱法， 

  有智慧法；煩惱是惡塵、善塵、 

  無記塵。開出法身、般若、 

  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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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一念迷，相應於煩惱法， 
  則法性即無明； 
  一念觀照，則無明即法性， 
  相應於一切如實如實的智慧法，  
→由此可知天台所說： 
  觀一念心即具十法界法，是說明 
  「不斷」客觀的一切善惡法， 
  即於一切法當體觀其即空即假   
  即中而斷除主觀對一切法的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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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能於一切法開出法身、般若
、解脫（三德），即：眾生本具的 

  性德三千。 

→若能明了此理，而且如理實踐， 

  「心佛與眾生，是三無差別」 

  就不再是遙不可及的理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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