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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聞思修三慧談「解行並重」的實質意義 
 

一、說法因緣：解行分離的修行困境 

二、聞思修三慧之定義 
《成實論》卷 16〈194 三慧品〉：「三慧。聞慧思慧修慧。從修

多羅等十二部經中生名為聞慧。以此能生無漏聖慧。故名為慧。

如經中說。羅睺羅比丘今能成就得解脫慧。雖聞韋陀等世俗經典

以不能生無漏慧故不名聞慧。若能思量諸經中義是名思慧。如說

行者聞法思惟義趣。又說。行者聞法思惟義已。當隨順行。若能

現前知見是名修慧。---又經中說。二因緣故能生正見。從他聞

法自正憶念。從他聞法名聞慧。自正憶念名思慧。能生正見名修

慧。又偈中說。當習近善人聽受正法。樂於獨處調伏其心。是中

習近善人聽受正法是名聞慧。樂於獨處是名思慧。調伏其心是名

修慧。又佛教諸比丘。」 

 

三、慧淺深差別 
《瑜伽師地論》卷 14：「此中由聞慧故。於未了義能正解了。由

思慧故。於未善決定義能善思惟。由修慧故。斷諸煩惱。」 

 

四、「名義」與三慧之關係 
1、《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42：「如是三慧有何差別。答聞所

成慧。於一切時依名了義。彼作是念。素怛纜。毘奈耶。阿毘達

磨所說有何義耶。親教軌範同梵行者所說有何義耶。諸餘論等所

說有何義耶。隨其所念皆能解了。思所成慧。有時依名了義。有

時不依名而了義。修所成慧。於一切時不依名而了義。如有三人

入池洗浴。一未學浮。二學未善。三學已善。未學浮者。於一切

時攀岸草等然後洗浴。聞所成慧應知亦爾。學未善者或攀不攀而

能洗浴。思所成慧應知亦爾。學已善者於一切時無所攀附自在洗

浴。修所成慧應知亦爾」 

 

2、《瑜伽師地論》卷 77：「世尊。若聞所成慧。了知其義。若思

所成慧了知其義。若奢摩他毘鉢舍那修所成慧了知其義。此何差

別。善男子。聞所成慧依止於文。但如其說未善意趣。未現在前

隨順解脫。未能領受成解脫義。思所成慧亦依於文。不唯如說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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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趣。未現在前。轉順解脫。未能領受成解脫義。若諸菩薩修

所成慧。亦依於文亦不依文。亦如其說亦不如說。能善意趣。所

知事同分三摩地所行影像現前。極順解脫已。能領受成解脫義。

善男子。是名三種知義差別。」 

 

五、三慧因果次第 
《瑜伽師地論》卷 20：「涅槃為首。依止無餘依涅槃界。有一法

轉。涅槃為首。謂以聞所成慧為因。於道道果涅槃起三種信解。

一信實有性。二信有功德。三信己有能得樂方便。如是信解生已。

為欲成辦思所成智。身心遠離憒鬧而住。遠離障蓋諸惡尋思。依

止此故便能趣入善決定義思所成智。依止此故又能趣入無間殷重

二修方便。由此次第乃至證得修所成智。依止此故見生死過失發

起勝解。見涅槃功德發起勝解。由串修故入諦現觀。」 

 

六、別說三慧 
(一)如實聞法引生三慧 
1、《瑜伽師地論》卷 19：「 

  多聞能知法  多聞能遠惡 

 多聞捨無義  多聞得涅槃 

---若於增上四聖諦等相應教法。恭敬聽聞。聞已遂能了知其義。

謂一切有生死大苦寂靜涅槃。彼由了知如是法義。若根已熟資糧

已滿便能獲得如是義。識心清淨故。纔聞法已於諸聖諦未現觀者。

能入現觀。已現觀者便得漏盡。若根未熟資糧未滿。即由如是遠

離諸惡。依增上戒起增上心。依增上心發增上慧。由此能捨一切

苦本煩惱無義。證得涅槃。」 

 

2、《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96：「如契經說。諸聖弟子。若以

一心屬耳聽法。能斷五蓋修七覺支速令圓滿。問要在意識修所成

慧能斷煩惱非在五識。生得聞思能斷煩惱。如何乃說若以一心屬

耳聽法能斷五蓋。答依展轉因故作是說。謂善耳識無間引生善意

識。此善意識無間引生聞所成慧。此聞所成慧無間引生思所成慧。

此思所成慧無間引生修所成慧。此修所成慧修習純熟。能斷五蓋

故不違理。問斷五蓋時未能圓滿修七覺支。何故契經作如是說。

能斷五蓋修七覺支速令圓滿。答離欲染時名能斷五蓋。離色染時

名修七覺支離無色染時名速令圓滿故無有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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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先啟後之思慧 
1、思慧之特性―勝解(決定) 

《瑜伽師地論》卷 95：「由三行相。任持聖諦。何等為三。一由

聞慧任持其文。二由思慧任持其義。三由修慧任持其證。此中聞

慧如其所聞能正任持是苦聖諦。乃至廣說。又由思慧任持其義。

謂諸聖者。知其是諦故。名聖諦。當知此中由二緣故。得名為諦。

一法性故。由真實義。說名為諦。二勝解故。由即於此真實義中

起諦勝解。說名為諦。一切愚夫。但由法性得名為諦。非勝解故。

若諸聖者。俱由二種得名為諦故。偏說此名為聖諦。又由修慧於

諸諦中獲得內證現量諦智。亦得證淨。由是因緣。於諸諦實遠離

疑惑。諦智證淨更互相依。若處有一必有第二。」 

 

2、思慧之培養―為人宣說 

《雜阿含經》卷 8：「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

園。爾時，尊者羅睺羅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

「善哉！世尊！為我說法，我聞法已，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

放逸住；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已，如是思惟：『所以

族姓子剃除鬚髮，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修持梵行，見法自知作

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爾時，世尊觀察羅睺羅心解脫慧未熟，未堪任受增上法。問羅睺

羅言：「汝以授人五受陰未？」 

羅睺羅白佛：「未也。世尊！」 

佛告羅睺羅：「汝當為人演說五受陰。」 

爾時，羅睺羅受佛教已，於異時為人演說五受陰，說已，還詣佛

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已為人說五受陰，

唯願世尊為我說法，我聞法已，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

乃至自知不受後有。」 

爾時，世尊復觀察羅睺羅心解脫智未熟，不堪任受增上法，問羅

睺羅言：「汝為人說六入處未？」--- 

問羅睺羅言：「汝已為人說尼陀那法未？」--- 

爾時，世尊復觀察羅睺羅心解脫智未熟……廣說乃至告羅睺羅言：

「汝當於上所說諸法，獨於一靜處，專精思惟，觀察其義。」 

爾時，羅睺羅受佛教勅，如上所聞法、所說法思惟稱量，觀察其

義，作是念：「此諸法一切皆順趣涅槃、流注涅槃、後住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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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羅睺羅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

我已於如上所聞法、所說法獨一靜處，思惟稱量，觀察其義，知

此諸法皆順趣涅槃、流注涅槃、後住涅槃。」 

爾時，世尊觀察羅睺羅心解脫智熟，堪任受增上法，告羅睺羅言：

「羅睺羅！一切無常。何等法無常？謂眼無常，若色、眼識、眼

觸……」如上無常廣說---羅睺羅受佛教已，獨一靜處，專精思

惟---乃至見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

知不受後有。』」成阿羅漢，心善解脫。」 

 

(三)修慧―總前二慧功德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42：「復次教力起者。名聞所成慧。

義力起者。名思所成慧。定力起者。名修所成慧---聞所成慧現

在前時。唯修聞慧。思所成慧現在前時。唯修思慧。修所成慧現

在前時能修三慧。」 

 

七、聞思與禪定之關係 
1、《瑜伽師地論》卷 63：「問何因緣故說諸靜慮名為住耶。答繫

心於內所緣境界。於外所緣不流散故。問何因緣故說諸靜慮名三

摩地。答於所知事同分所緣一切影像。平等平等住持心故。問何

因緣故說諸靜慮名奢摩他。答為欲寂靜一切煩惱正安止故。問何

因緣故說諸靜慮名心一境性。答略有二種所緣境界。一不定地所

緣境界。二者定地所緣境界。此中一境。所謂定地所緣境界。非

第二境繫心於此一所緣境。是故說名心一境性。」 

 

2、《瑜伽師地論》卷 26：「云何有分別影像。謂如有一或聽聞正

法。或教授教誡為所依止。或見或聞或分別故。於所知事同分影

像。由三摩呬多地毘鉢舍那行。觀察簡擇極簡擇遍尋思遍伺察。

所知事者。謂或不淨。或慈愍。或緣性緣起。或界差別。或阿那

波那念。或蘊善巧。或界善巧。或處善巧。或緣起善巧。或處非

處善巧。或下地麁性上地靜性。或苦諦集諦。滅諦道諦。是名所

知事。此所知事或依教授教誡。或聽聞正法為所依止。令三摩呬

多地作意現前。即於彼法而起勝解。即於彼所知事而起勝解。彼

於爾時。於所知事。如現領受勝解而轉。雖彼所知事非現領受和

合現前。亦非所餘彼種類物。然由三摩呬多地勝解領受相似作意

領受。彼所知事相似顯現。由此道理名所知事同分影像。修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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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推求此故。於彼本性所知事中。觀察審定功德過失。是名有

分別影像。云何無分別影像。謂修觀行者。受取如是影像相已。

不復觀察簡擇極簡擇遍尋思遍伺察。然即於此所緣影像。以奢摩

他行寂靜其心。即是九種行相令心安住。謂令心內住等住。安住

近住。調伏寂靜。最極寂靜。一趣等持。彼於爾時成無分別影像

所緣。即於如是所緣影像。一向一趣安住其念。不復觀察簡擇極

簡擇遍尋思遍伺察。是名無分別影像。即此影像亦名影像。亦名

三摩地相。亦名三摩地所行境界。亦名三摩地口。亦名三摩地門。

亦名作意處。亦名內分別體。亦名光影。如是等類當知名為所知

事同分影像諸名差別。」 

 

八、聞思修慧之功德力 
1、《大智度論》卷 79〈66 囑累品〉：「釋提桓因雖非一切智人，

常從佛聞，誦讀力強，是故所說有理，佛便印可。佛說有三種慧：

聞慧、思慧、修慧。有人聞慧、思慧明了故，能與修慧人問難。

譬如乘船隨流，不自用力而疾於陸行；如阿難雖未離欲，未得甚

深禪定，而能與佛、漏盡阿羅漢等論議，隨法無違。」 

 

2、《瑜伽師地論》卷 85：「又修行者於彼諸行正觀察時。先以聞

所成慧如阿笈摩。了知諸行體是無常。無常故苦。苦故空及無我。

彼隨聖教如是勝解如是通達。既通達已復以推度相應思惟所成微

細作意。即於彼境如實了知。即由如是通達了知增上力故。於彼

相應煩惱現行現法。當來所有過患如實觀察。由思擇力為依止故。

設復生起而不實著。即能捨離。彼由如是通達了知及思擇力多修

習故。能入正性離生。既入正性離生已。由修道力漸離諸欲。彼

由思擇見道二種力故。隨其所應斷諸煩惱。謂不現行斷故。及一

分斷故。由修道力究竟離欲。如是由前二種漸離欲貪。由修道力

心得解脫。」 

 

3、《成實論》卷 14〈184 後五定具品〉：「如瞿尼沙經中說。具

解脫處者。謂五解脫處。一者若佛及尊勝比丘。為之說法。隨其

所聞則能通達語言義趣。以通達故心生歡喜。歡喜則身猗。身猗

則受樂。受樂則心攝。是初解脫處。行者住此解脫處。故憶念堅

強心則攝定。諸漏盡滅必得泥洹。二者善諷誦經。三者為他說法。

四者獨處思量諸法。五者善取定相。謂九相等。皆如上說。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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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及尊勝比丘。何故為此行者說法。答曰。以堪受法能獲大利。

是故為說。又此比丘因佛出家。諸根純熟故為說法。尊勝比丘以

同所業故為說法。又此行者必須聞法。是故為說。又此人有淨戒

等功德成熟。猶如完器堪任受盛。故為說法。此名三慧。通達語

言是多聞慧。通達義趣是思惟慧。從此二慧能生心喜。乃至攝心

生如實智。是名修慧。此三慧有三種果。謂厭離解脫。又聞法讀

誦為人說法。是多聞慧。思量諸法名思惟慧。善取定相是名修慧。」 

 

九、聞思修與法隨法行 
1、《瑜伽師地論》卷 38〈8力種姓品〉：「云何菩薩於法正思。謂

諸菩薩獨居閑靜。隨所聞法樂欲思惟。樂欲稱量樂欲觀察。先當

遠離不思議處思惟彼法。恒常思惟無間加行殷重加行而無慢緩。

是諸菩薩勇猛精進思惟法時。於其少分以理觀察而隨悟入。於其

少分但深信解。凡所思惟但依其義不依其文。如實了知黑說大說。

正能悟入最初思惟。既悟入已數數作意令得堅固。是諸菩薩由能

遠離不應思議而思惟故。其心不墮迷悶錯亂。由能恒常無間殷重

加行無緩而思惟故。先未知義得正了知得正決了。先已知義得無

失壞得不忘失。由於少分以理觀察隨悟入故。於隨正理觀察法中

不由他緣。由於少分但信解故。於極甚深自少覺慧不能達法。仰

推如來言如是法是佛所行非我境界。如是於法不生誹謗不自損害。

遠離衰患無諸過罪。由諸菩薩思惟法時但依其義不依文故。於佛

世尊一切所說密意語言。能隨悟入。由諸菩薩普於一切黑說大說

得善巧故。於真實義無物無法能傾能動。是諸菩薩正能悟入初思

惟故。能得先來所未得忍。是諸菩薩由即於此已所得忍數數作意

令堅牢故。能於其修隨順趣入。菩薩由是八種相故。能正修行正

思所攝法隨法行。」 

 

2、《瑜伽師地論》卷 28：「住循身觀略有三種。謂依身增上聞思

修慧。由此慧故於一切身一切相。正觀察正推求。隨觀隨覺念。

謂依身增上受持正法。思惟法義修習作證。於文於義修作證中心

無忘失。若審思惟。我於正法為正受持為不爾耶。於彼彼義慧善

了達為不爾耶。善能觸證彼彼解脫為不爾耶。如是審諦安住其念。

名為念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