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台學概要
如碩講於中央大學三慧佛學社

「天台」的意義：位於中國浙江省台州市天台縣，三國
吳大帝黃武至黃龍三年（222~231年）之間，從會稽郡章
安縣分置始平縣。西晉武帝太康元年（280年）改名始豐
縣。761年改名唐興，屬台州。五代時屬吳越國，曾名唐
興、天台、始豐、台興，均屬台州；960年又改台興為天
台。

「天台山」：位於浙江省台州市天台縣境內，甬江、曹
娥江和靈江的分水嶺；東北-西南走向，南連仙霞嶺；主
峰華頂山，海拔1,138米，在天台縣城東北 。天台山多
懸崖、峭壁、飛瀑等名勝，有大八景小八景，，著名的
旅遊景點有：國清寺，華頂山72峰，石樑飛瀑，高明寺，
赤城山，寒山湖，龍穿峽以及百丈坑（瓊台仙谷），有
大八景小八景。同時，天台山也是佛教天台宗，道教南
宗的發祥地。



天台山景1



天台山景2



天台山景3─石樑飛瀑



天台山景4─龍穿峽



天台山名稱由來

「天台」：山之名稱。「天」：。頂峰之顛。當天地

初始元氣未分，陰陽二氣混而為一之時，之後兩儀既

判，清而為天，濁而為地。「台」者：星名也，其

地分野。應天而分三台星宿，故以名焉。顛者頂峰之

義。高無上也。元氣未分為太極。清濁已判為兩儀。

所謂氣之輕清。上浮者為天。氣之重濁。下凝者為

地。若根據佛教經論：光潔、自在、神用，是「天」

的名稱。又身勝、樂勝，名天。如三卷天道中釋。星

者。散也。二十八宿，列位布散，各有分屬之野。故

云分野。其地既上應三台之星，故山亦以天台名焉。



三台星宿

天台：山名，在浙江省臨海縣北，西北與四明、金華二山相
接，西南與括蒼、雁蕩二山相接，上應天臺星宿（上臺虛精
星、中台六淳星、下台曲生星）。上臺星名虛精，求之感帝王
之夢及金玉，念名求之，必應。中台星名六淳，求官祿盛興，
念名求之，必得吉遂。下臺星名曲生，求妻妾奴婢，念名求
之，必遂。天台山峰巒眾多，最高峰為華頂山，高一一三八公
尺。群峰爭秀，巉峭多姿，飛瀑流泉，浩白如練，有華頂秀
色、石梁飛瀑、銅壺滴漏、赤城棲霞、瓊台夜月、桃源春曉等
勝景，人稱天台八景。另有斷橋積雪、清溪落雁、經臺觀日等
小八景，景色各異，山川毓秀，岩壑奇麗。



天台宗緣起

為中國佛教中的一個宗派。由於這個宗派是隋朝天台山（今浙

江省天台縣境內）智者大師所開創，後世就稱它為天台宗。這

個宗的教義正依《法華經》、《大般涅槃經》、《大品般若

經》、《大智度論》、《維摩詰所說經》、《中觀論》等經論

匯聚而成。所謂：我祖天台，靈山親承，大蘇妙悟，「一家教

門所用義旨，以法華為宗骨，以智論為指南，以大經為扶疏，

以大品為觀法，引諸經以增信，引諸論以助成，觀心為經，諸

法為緯，織成部帙，不與他同。」 所以，天台宗最初是一個學

習經論、實踐止觀法門禪修的學派，也是中國佛教中，第一個

由印度佛教轉向中國佛教的一個分水嶺指標性的宗派。



天台宗歷代祖師

本宗的學統是龍樹、慧文、慧思、智顗、灌頂、智威、慧威、
玄朗、湛然九祖相承。因為天台宗的教觀要領「三諦圓融」之
說的根源，據他們自稱，出自龍樹論師。據《摩訶止觀》卷一
（上）說，慧文禪師在高齊之世（550～577），在江淮間力闡
禪觀，他的用心一依《釋論》（即《大智度論》），而此論是
龍樹所說︰又據《佛祖統紀》卷六指出，慧文因看到《大智度
論》卷二十九中有「三智（道種智、一切智、一切種智）實在
一心中得」之說，及《中論》卷四「眾因緣生法，我說即是
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一偈，悟入「一心三觀」的觀
行方法，並傳給南嶽慧思，慧思又由《法華經》義旨構成諸法
實相論，於是「一心三觀」和「諸法實相論」遂為此宗的主要
思想。



天台宗歷代祖師

他日間談義理，夜間禪觀思維，對當時北方偏重禪法，南方偏
重義理的學風有所轉變。梁元帝承聖三年（554），慧思入河
南光州大蘇山，陳‧光大二年（568），到湖南的南嶽，一直
住到宣帝太建九年（577），在那裡圓寂。他的諸法實相論，
主要發表在他的《大乘止觀法門》一書中。慧思的弟子很多，
其中智顗（538～597）最為傑出。智顗於陳文帝天嘉元年
（560）往大蘇山跟慧思修法華三昧，所有語解，得到慧思的
讚許。陳‧光大元年（567）智顗到金陵，這時他三十歲。太
建元年（569）受請居瓦官寺開講《法華》經題，並講解《大
智度論》，演說禪法（即現存《釋禪波羅蜜次第法門》），並
著《修習止觀坐禪法要》（簡稱《小止觀》）及《六妙門》
等。他在瓦官寺前後數年，受到陳宣帝和群臣的禮敬。



天台宗歷代祖師

陳‧太建七年（575），他和弟子慧辯等二十餘人入天台山，居住十年。陳
‧至德三年（585）應後主之請，重到金陵。這時，他對於佛教的教義和觀
行構成了自己一家的教法。他以《法華經》為宗要，以《大智度論》為指
針，並參照諸經論，組成他的學說系統。陳後主禎明元年（587），他在金
陵光宅寺開講《法華經文句》，隋文帝開皇十三、十四年（593～594）他
在荊州玉泉寺演說《法華經玄義》和《摩訶止觀》，都是由他口述，由弟
子章安灌頂（561～632）筆錄成書，後世稱這三部書為「天台三大部」。
這裡所說三大部的先後次序，是根據章安從智者聽講筆錄成書說的，如從
智者本人講說而言，他最初是陳‧太建元年（569）於瓦官寺講說《法華玄
義》。此外，又著有《觀音玄義》、《觀音疏》、《金光明玄義》、《金
光明文句》、《觀經疏》等，稱為「天台五小部」。他的學說，除繼承和
發展了慧文、慧思的一心三觀之外，在教義上吸取了南朝盛行的三論、涅
槃二系的思想，兼批判和攝取了「南三北七」的十家判教之長而倡導圓頓
教規。因此，智者實為創立天台宗的宗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