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別智品(說明不同種種智)

I. 忍、智、見

II. 十智

III.十智行相

IV.諸智果德
I. 不共功德
II. 共功德



一見、忍、智

• 三者体性皆為慧心所，但以用有所不同

1. 見：慧心所而有推度之功用
• 見道以前之有漏慧皆名為「見」，包括四善根之忍

2. 忍：推度後而深切的認可者
• 見道即八忍八智之忍，有正斷煩惱之用

3. 智：認可後而能決斷者
• 無漏慧名智，煩惱不再生起



二、十智

有漏

1. 世俗智
無漏

2. 法智
3. 類智
4. 苦智
5. 集智

6.滅智
7.道智
8.盡智
9.無生智
10.他心智



1. 世俗智
• 一般世間有漏之智

• 生得慧、聞、思、修

2. 法智
• 証真理之智，緣欲界四諦，使欲界見惑不再起

3. 類智
• 類似於法智，緣上二界四諦，使其見惑不再起

4. 苦集滅道
• 法智和類智之下再分苦、集、滅、道之四智



8. 盡智
• 一切煩惱滅盡之智，証涅槃之智

• 斷有頂第九品修惑之知

• 為阿羅漢才有，不通前三果

9. 無生智
• 一切煩惱斷後不再生起之智

10. 他心智
• 依前法智、類智和道智而起的無漏他心智

• 無漏他心智知他無漏心

• 有漏他心智知他有漏心



三、十智行相

1. 世俗智
• 緣有漏之一切法之自相共相

• 於五停心觀、別相、總相念住觀諸法之自相共相

• 於暖、頂、忍緣四諦十六行相

• 於上忍和世第一法唯緣苦諦下之一行相

2. 法智：緣欲界之四諦作十六行相觀

3. 類智：緣上二界之四諦作十六行相觀

4. 苦智：無常、苦、空、無我



5. 集智：因、集、生、緣

6. 滅智：滅、盡、妙、離

7. 道智：道、如、行、出

8. 盡智，9.無生智：以空、無我以外的十四為行相。因有假我之故。

10. 無漏他心智：唯以道諦之道、如、行、出為行相。

有漏他心智以所緣的心心所自相為行相



四、諸智功德

(一) 不共功德(十八不共法)：

(1) 十力：

1. 處非處智力：佛能知一切事的合理不合理因果道理。以十智為体。

2. 業異熟智力：佛能智業因和異熟報之間的關系，知哪種業能感哪
種報。除滅和道智以外的八智為体。

3. 靜慮解脫等持等至智力：知道種種定之力用的智慧，在定品中細
講。滅智以外。



4. 根上下智力：了解眾生的根機(信進念定慧)有高低之分的智力。
滅智以外之九智為体。

5. 種種勝解智力：了解眾生的種種不同好要喜樂的智力。以上九智
為体。

6. 種種界智力：若如實知諸有情類，前際無始數習所成，志性隨
眠及諸法性種種差別無罣礙智，名種種界智力。



7. 遍趣行智力：如實知生死因果(六道)，及知盡道無罣礙智(解脫)。

8. 宿住隨念智力:謂如實知自他過去宿住差別無罣礙智。

9. 死生智力：若如實知諸有情類於未來世諸有續生無罣礙智。如是
二力皆俗智性。

10. 漏盡智力：漏盡即擇滅涅槃理，為所緣境，緣此漏盡之智名漏盡
智力。



(2) 四無畏

1. 正等覺無畏：佛覺悟諸法，並宣說其正等覺無有畏惧。十智為体。

2. 漏永盡無畏：佛永斷諸漏，並宣說通釋無畏。以十智為体。

3. 說障法無畏：佛說染法必能障道，宣說通釋無畏。以八智為体。
除滅、道二智，以八智為体。

4. 說出道無畏：說出世之解脫道無畏。十智為体。



(3)三念住

1. 緣順境不生喜：諸弟子眾一向恭敬能正受行。如來緣之不生歡喜。
捨而安住正念正知。

2. 緣逆境不生憂：諸弟子眾[1]唯不恭敬不正受行。如來緣之不生憂慼。
捨而安住正念正知。

3. 緣順逆不生憂：諸弟子眾一類恭敬能正受行。一類不敬不正受行。
如來緣之不生欣慼。捨而安住正念正知。(以念慧為体)

• 諸斷煩聲聞也有此能力，但唯佛於此并習斷故，稱佛不共功德。



(4) 大悲

以世俗智為体，以三界一切有情為所緣，此有五大義：

1. 資糧大：經三大阿僧祇劫渡無量眾生所積的大智慧福德所成資量。

2. 行相大：於三苦(苦苦、壞苦、行苦)之境作為拔苦之行相。

3. 所緣大：以三界有情為所緣

4. 平等大：怨親平等，普為利樂有情

5. 上品大：最上品的悲



大悲與悲有八不同

1. 自性不同：大悲以無癡(慧)為体，悲以無瞋為体

2. 行相異：大悲以三苦為行相，悲以苦苦為行相。

3. 所緣異：大悲通三界，悲為緣欲界

4. 依地異：大悲依第四禪，悲通依四種禪

5. 依身異：大悲依佛身，悲依二乘及凡夫身。

6. 証得異：大悲離三界惑而証，悲離欲界而証得

7. 救渡異：大悲已成滿救度事業，悲唯希願

8. 哀愍異：大悲哀愍平等，悲唯拔欲界有情苦



(二) 共功德

•共聖功德
1. 無諍行

2. 願智

3. 四無礙解

•共凡共德
1. 六通

2. 定功德 (定品中解)



共聖功德

•無諍行：

•体：以世俗智，慧心所為体
•相：阿羅漢依第四禪而起的觀智
• 用：能使有情緣已身而不生煩惱
•所緣：以人中為主
•修：謂阿羅漢觀有情苦由煩惱生，自知己
身福田中勝，恐他煩惱復緣己生。故思引
發如是相智，由此方便令他有情不緣己身
生貪瞋等修惑。



願智

• 体：以世俗智，慧心所為体
•相：阿羅漢依第四禪而起的觀智
•用：能知之前發願想知之事(過、現、未)
•所緣：一切法
•修：阿羅漢先發誠願求知彼境，便入「邊
際」、「第四靜慮」以為加行。從此無間
隨所入定勢力勝劣，如先願力引正智起。
於所求境皆如實知。



四無礙解

法、義、詞、辯：

1. 法(無礙解)：緣能詮之名(單字)、句(句子)、文(字母)而決斷無礙(世
俗智為体)

2. 義：緣所詮之義而決斷無礙。語言所詮釋的內容(以十智為体)。

3. 詞：各種方言決斷無礙(世俗智為体)

4. 辯：緣契正理的無礙之說。



共凡功德：六神通

•神境、天眼、天耳、他心、宿住、漏盡通。

•前五通共異生，第六唯聖有，總相說為共凡。

•慧為自性，依色界四禪起，止觀平等故

1. 神境通：能自在變化，或剎那行至遠處
2. 天眼：能見極遠方物或極細色(見未來)。
3. 天耳：能聽見遠極和細聲。
4. 他心：知他人之心思
5. 宿住：知自他過去之因果



佛的三種示導

• 示現引導眾生入於正法：

1. 神變示導：以神境通為体。
2. 記心示導：以他心通為体。
3. 教誡示導：以漏盡通為体。

• 教誡示導最尊勝：

1) 教誡示導不通其他世間方法，其餘二種
通世間咒術、仙藥等等。

2) 教誡示導能引現前利益和勝果，其餘二
種唯能降伏、引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