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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度【《大乘止觀法門》與《摩訶止觀》之比較研究】結案報告 

  本研究計畫（計畫編號：NSC98-2410-H-343-020）主要是針對《大乘止觀法

門》與《摩訶止觀》二種文獻，進行比較研究。近代學者對於《大乘止觀法門》

之探討，主要環繞著《大乘止觀法門》是否為慧思所作之議題上，有相當不同的

見解；同時對於《大乘止觀法門》所彰顯依自性清淨心以修止觀之義涵，與《大

乘起信論》之「一心開二門」的義理架構之相近似性亦有所探討與注意。有關《摩

訶止觀》之研究，則著重於闡釋天臺宗智顗所倡說之圓頓止觀，以及正修止觀時

依十乘以觀十境之具體實踐方法。至於《大乘止觀法門》與《摩訶止觀》之間的

義理思想是否相關涉？乃至如有些學者在論述天台止觀思想時，對於上述兩文本

之間的思想與各自的特質並未具體論述，即由《大乘止觀法門》直接進入《摩訶

止觀》以闡述智顗之止觀修習，針對此等研究成果，實有必要對《大乘止觀法門》

與《摩訶止觀》二文本之間的義理思想是否有所承接作更深入的對比研究。 

  從目前已有之研究以觀，對於《大乘止觀法門》中所透顯之自性清淨心的具

體義涵，以及其所闡釋之禪修止觀，雖已有一些成果；然對於《大乘止觀法門》

所言之止觀與慧思有關禪修之著作，乃至二者對於心意識之詮釋的比較，研究者

亦不多；再者將慧思的禪修觀行與智顗的禪觀思想，尤其是《摩訶止觀》所以形

構之基礎，加以相提並論，乃至進一步探討慧思傳於智顗的一心三觀，是否具體

影響智顗對於一念三千之詮釋，以及圓頓止觀之實踐法門等，亦未見有具體之研

究成果。然而這些議題對於理解《大乘止觀法門》、《摩訶止觀》乃至天臺宗的思

想義理之形構與詮釋等，皆有重大的意義與影響。 

  本研究計畫所以對《大乘止觀法門》與《摩訶止觀》作整體而有系統的比較

研究，主要原因在於二文本所論述者皆是有關大乘之禪修止觀，不論是《大乘止

觀法門》或《摩訶止觀》皆以大乘止觀為核心，對止觀作有系統地闡釋。本研究

計畫具體探討二文本在闡釋止觀義理與修證方法時之整體結構的異同，包含對於

「大乘」、「止觀」之界定與詮釋的比較；對於以何為依止以修止觀、止觀所對之

境界；止觀修證方法；止觀之作用乃至依止觀所證得之具體果位等之闡釋的比

較。經由如此比對研究，一方面可以《大乘止觀法門》為基點，往前與慧思有關



禪修之文獻相對照，同時往後亦可與智顗其他禪修之文獻相對照比較；亦即將《大

乘止觀法門》置於天台禪修止觀的思想脈絡與體系中作確實的比對，經由如此的

比較研究後，有可能獲得更完整而有系統的資料，可作為具體檢討《大乘止觀法

門》是否可作為理解天台教觀思想之代表文獻的研究參考與分判依循。 

  本研究計畫主持人以前之研究較著重於考證《大乘止觀法門》之作者與義理

特色之面向，目前之研究則是具體比對《大乘止觀法門》與《摩訶止觀》二文本，

所以有此研究興趣與轉向，主是多年來從教學與研究中發現，就《大乘止觀法門》

之具體內容而觀，如以自性清淨心為修止觀之依止，此明顯屬如來藏自性清心之

系統；又依分別、依他與真實三自性闡釋修習止觀之境界與體狀，此則是受唯識

三性思想之影響。這些義理詮釋與《摩訶止觀》中強調依十乘觀法（觀不思議境、

真正發菩提心、善巧安心止觀、破法遍、識通塞、品調適、對治助開、知次位、

能安慰與無法愛十種止觀修證方法）以觀照眾生當下一念心，亦即現前之意識心

所起種種境界（所陰界入、煩惱、病患、業相、魔事、禪定、諸見、增上慢、二

乘與菩薩等境）之詮釋方式具體義涵有所差異。然而在一些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

中卻並未清楚簡別與釐清，因此，藉由檢索與比對，希望能具體而詳細地對顯《大

乘止觀法門》與《摩訶止觀》止觀乃至其他相關議題之解釋，確實掌握二文本之

具體內涵，同時對二者之異同或可能之關聯有所釐清，如此一方面可作為研究計

畫主持人多年來所關懷議題之進一步發展或更完整之研究的具體而客觀的論證

依據；另一方面亦可作為未曾詳細論證《大乘止觀法門》究竟能否作為天臺教觀

思想之代表文獻者，提供參考資料。 

  綜攝而言，本研究計畫將《大乘止觀法門》與《摩訶止觀》作比較研究，藉

由確實檢索的方法，將兩個文本仔細爬梳與分析，一方面具體解讀《大乘止觀法

門》之義理內涵，尤其是有關心意識與止觀之闡釋的具體內容，藉此掌握其教相

與觀法之特質與思想定位；另一方面亦仔細解讀《摩訶止觀》之思想特色，尤其

是有關心意識、一念三千與一心三觀之闡釋的具體內容，藉此以掌握其教相與觀

法之特質與思想定位。 

  具體而言，本研究計畫在原有之研究現況與成果的基礎之上，進行較全面性

的文本爬梳、彙整、解讀與義理探討，研究成果或可提供關於上述二文本的義理



理解，進而對歷來文本解讀與詮釋的過程中所可能產生的問題與諍議作一釐清，

如此或能為有關天臺教觀思想形構的諸多研究提供可能的參考。 

關於上述二文之相互對照比本研究計畫所採取的研究方法，首先為利用

Cbeta 電子佛典檢索《大乘止觀法門》與《摩訶止觀》二文本有關止觀之界定與

詮釋，其次則是彚整並具體比較二文本對於止觀之界定、詮釋乃至止觀之依止與

所證之果位等之異同。具體之探討包含對於二文本在闡釋止觀義理與修證方法時

之整體結構的比較；對於「大乘」、「止觀」之界定與詮釋的比較；對於以何為依

止以修止觀、止觀所對之境界；止觀修證方法；止觀之作用乃至依止觀所證得之

具體果位等之闡釋的比較。整體而言，本研究計畫具體比對《大乘止觀法門》與

《摩訶止觀》對於止觀之詮釋，從中掌握二文本對於止觀之界定與闡釋，乃至修

止觀之具體方法與所證得之果位與境界等之同異，如此一方面可以《大乘止觀法

門》為基點，往前與慧思禪師有關禪修之文獻相對照，同時亦可與智顗其他禪修

之文獻相對照比較。 

例如《大乘止觀法門》對於「大乘止觀」之界定為：「所言止者，謂知一切

諸法從本已來，自非有，不生不滅，但以虛妄因緣故，非有而有。然彼有法，有

即非有，唯是一心，體無分別，作是觀，能令妄念不流，故名為止。所言觀者，

雖知本不生今不滅，而以心性緣起，無虛妄世用，猶如幻夢，非有而有，故名為

觀。」（《大正藏》46，642 上。）而《摩訶止觀》則是依「相待」、「絕待」、「會

異」與「通三德」四義來闡釋止觀。智顗所說的相待止觀，乃是依息義、停義、

對不止止義闡釋止之三義，依貫穿義、觀達義、對不觀觀義闡釋觀之三義，而如

此詮釋之止觀即是所的三止（體真止、方便止、息二邊分別止）與三觀（從假入

空二諦觀、從空入假平等觀、中道第一義諦觀）。而此三止三觀並非智顗所欲闡

釋之圓頓止觀，因為他所詮釋的圓頓止觀乃是「絕諸相待」，其具體之實踐義涵

乃：「以止緣於諦，則一諦而三諦；以諦繫於止，則一止而三止。…以觀觀於境，

則一境而三境；以境發於觀，則一觀而三觀。」（《大正藏》46，25 中。）透過

檢索，可將兩文本大致相關之內容以圖表之方式對列呈現，如此方便進一步的對

照比較。 

至於檢索資料之分類方式，原則上先依《大乘止觀法》有關止觀的五種分類



結構（即止觀依止、止觀境界、止觀體狀、止觀斷得與止觀作用五方面），將檢

索《摩訶止觀》所得之相關資料，大致分析與歸類；其次再依《摩訶止觀》之結

構與內容，具體整理出《大乘止觀法門》可與之相比對之內容，例如有關依一念

三千以闡釋觀不思議境，乃至依十乘以觀十境等之具體內容與詮釋，究竟可與《大

乘止觀法門》那些內容相對照。經由分類而詳細的爬梳與彚整，再具體而相應地

進行分析、比對。如此的檢索彚整與分析比對，對二文本之同異的分判的確有所

助益。 

  實際進行相互比對的研究過程中，當面對龐大的《摩訶止觀》及《大乘止觀

法門》時，要分析出本研究計畫所需要的資訊，需要長期的規劃及實作。雖說目

前已進入電子化時代，但亦無法全然依賴電子佛典，因為電腦僅能搜尋出關鍵

字，對於關鍵字詞或概念的解讀與義理方面的詮釋，仍需投注大量的人工揀別與

深入的探究。有關分類檢索的步驟說明簡化臚列如下： 

１、閱讀二文本及釐清文本之觀點 

２、訂定需要檢索之類別 

３、搜索大乘止觀法門含有「止」、「觀」二字之文句、段落 

４、搜索摩訶止觀含有「止」、「觀」二字之文句、段落 

５、將搜索出的文句重整，剔除無相關者 

６、依內容或上下文義的異同作歸類存檔 

  首先，將二文本的紙本與電子版對照並儘速閱讀過，整理出文本的主旨、觀

點所在，再者，針對本研究有關「止觀」的研究內容及方向，大致上訂立五種類

別──「義理詮譯」、「體用」、「行門」、「境界」、「果位」等。《大乘止觀法門》

及《摩訶止觀》二文中，有關慧思與智顗師徒對禪修法門的教義教解釋，即歸屬

於「義理詮譯」之類別；二文本中論及體用或心性之言與應世方便者，筆者麤歸

於「體用」；法門實際施作之方法，則納為「行門」；禪修所達到的層次及過程闡

釋為隸屬於「境界」；透過止觀所證得果位，即置入「果位」類別。 

  其次，利用電子佛典檢索功能，搜索出二文本所有與「止觀」相關文句處，

一一視文句的段落斷句摘錄至新文件，力求文義不斷章，且保留經冊、經號、頁



碼等以便檢視利用。《摩訶止觀》初步檢索共有 335 處，《大乘止觀法門》則有

81 筆，但其中包含經名、序名等與內文無關的部分，故此，筆者仍須逐一剔除，

重新整理出二文本中有關「止觀」段落部分之資料；再依上述所訂之五種類別，

將二文本各別建立五個新檔，分別將二文本所整理的稿件一一參照文句上下之

意，將文句複製至所歸屬類別的文件中，而此工作之難處正是在於對文本論點之

掌握度、段落斷句之清晰度，若某一段落有二種或二種以上的含意，筆者則貼至

該檔中，並改以紅色字為記，底下標上置於其它何檔之中，方便查核文句內容類

別，至此建立檢索工作暫告完成。 

  本研究在進行過程中，具體帶引研究助理，藉由分類檢索、整理、分析、解

讀以至於詮釋與推論等研究過程，確實面對相關文獻、諸多不同的研究觀點與成

果，進而對天臺教觀思想、以及其所依文獻進行客觀的理解。經由相互比對、詳

細對照乃至具體分析與判釋等研究所得之具體資料，如此的研究成果之意義與作

用，一方面可作為《大乘止觀法門》往前與慧思有關禪修之文獻相對照，往後則

與智顗其他禪修之文獻相對照比較之具體參考；亦即將《大乘止觀法門》置於天

台禪修止觀的思想脈絡與體系中作確實的比對，經由如此的比較研究後，的確獲

得更完整而有系統的資料，可作為具體檢討《大乘止觀法門》是否可作為理解天

台教觀思想之代表文獻的研究參考與分判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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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及其他協助產業技
術發展之具體效益事
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
列。) 

 

1.將《大乘止觀法門》與《摩訶止觀》二文本有關「止觀」之檢索與彚整資料，

進行對照比較與研究。 

2.定期舉行專題研究畫讀書會，針對所整理之資料進行解讀與討論。 

 成果項目 量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量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路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計畫成果推廣之參與（閱聽）人數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說明，以 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說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等情形： 

論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利：□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字為限） 

本研究計畫所以對《大乘止觀法門》與《摩訶止觀》作整體而有系統的比較研究，主要原

因在於二文本所論述者皆是有關大乘之禪修止觀，不論是《大乘止觀法門》或《摩訶止觀》

皆以大乘止觀為核心，對止觀作有系統地闡釋。本研究計畫藉由確實檢索的方法，將兩個

文本仔細爬梳與分析，一方面具體解讀《大乘止觀法門》之義理內涵，尤其是有關心意識

與止觀之闡釋的具體內容，藉此掌握其教相與觀法之特質與思想定位；另一方面亦仔細解

讀《摩訶止觀》之思想特色，尤其是有關心意識、一念三千與一心三觀之闡釋的具體內容，

藉此以掌握其教相與觀法之特質與思想定位。經由相互比對、詳細對照乃至具體分析與判

釋等研究所得之具體資料，如此的研究成果之意義與作用，一方面可作為《大乘止觀法門》

往前與慧思有關禪修之文獻相對照，往後則與智顗其他禪修之文獻相對照比較之具體參

考；亦即將《大乘止觀法門》置於天台禪修止觀的思想脈絡與體系中作確實的比對，經由

如此的比較研究後，的確獲得更完整而有系統的資料，可作為具體檢討《大乘止觀法門》

是否可作為理解天台教觀思想之代表文獻的研究參考與分判依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