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1204《靜思妙蓮華》三智樂說 四無礙法 (第 1559 集) （法華經·

分別功德品第十七） 

 

⊙能詮諸教法無滯，名法無礙智。知諸義理而無滯，名義無礙智。於

諸方言辭通達，名自在無礙智。法義辯才說法，名樂說無礙智。以三

智樂說，四無礙自在法。 

⊙菩薩隨順一切眾生根性所樂聞法，而為說之，圓融無滯，故名樂說

無礙智。 

⊙「於時世尊告彌勒菩薩摩訶薩：阿逸多！我說是如來壽命長遠時，

六百八十萬億那由他恆河沙眾生，得無生法忍。」《法華經 分別功德

品第十七》 

⊙自前壽量品以來，佛已非為聲聞弟子說法，乃為果地菩薩而說，彌

勒菩薩為對機上首故告之。 

⊙「復有千倍菩薩摩訶薩，得聞持陀羅尼門；復有一世界微塵數菩薩

摩訶薩，得樂說無礙辯才。」《法華經 分別功德品第十七》 

⊙復有千倍菩薩摩訶薩，得聞持陀羅尼門：千倍：謂菩薩數倍增前千

倍。陀羅尼，此云總持。隨所聞法，悉能受持，云一切理體諸法：名

總持門。聞持陀羅尼：即發生智光，得大總持法，能入一教海。 

⊙菩薩獲大總持，於種種善法，持令不失；種種惡法，持令不生。聞

持諸法分別悉知，皆不忘失，無所罣礙，是為總持無礙。 

⊙復有一世界微塵數菩薩摩訶薩：以一世界具一日月四天下。微塵，

以一點塵為一菩薩。 

⊙得樂說無礙辯才：得大辯才，樂說諸法，無所滯礙，證此者即得心

法與眾共享法樂。 

 

【證嚴上人開示】 

能詮諸教法無滯，名法無礙智。知諸義理而無滯，名義無礙智。於諸

方言辭通達，名自在無礙智。法義辯才說法，名樂說無礙智。以三智

樂說，四無礙自在法。 

 

能詮諸教法無滯 

名法無礙智 

知諸義理而無滯 



名義無礙智 

於諸方言辭通達 

名自在無礙智 

法義辯才說法 

名樂說無礙智 

以三智樂說 

四無礙自在法 

 

用心多了解！「四無礙智」，分別就是這樣，能夠透徹了解諸法；諸法

就是諦理。我們學佛、聽法，最重要就是，天地萬物那個「理」。這幾

天來，一直在說「真如諦理」，「真如」從我們的心智，與天地之間一

切萬物契合，這個諦理──真諦、道理，不論有形、無形。常常說過

了，無形看不到，也在不知覺中，這樣運轉過去，這是無形；但是，

就是我們的人生最重要，形，有形與無形的道理。 

 

常常拿來比喻，一大早，天未亮，什麼時候天亮了？中午太陽當空，

什麼時候太陽落下與暗了？我們在日常中這樣過，就是不覺知，什麼

時候在過、如何轉，我們不知道，這叫做「無形」。我們的心念在想什

麼事情？是想過去、過去嗎？或者是在當下，現在呢？或者是為未來

在規畫？這都是無形，看不到。這無形的道理，與有形色的道理，這

都包括諦理之中。所有這「諸教法無滯」，這些東西有形、無形，是不

是有列入如何教育呢？有人說，我們有聽，聽了有理解嗎？理解之

後，我們有體會嗎？還能夠再體會之後，能夠再傳達給大家，我們所

知、我們所體會，將這個有形、無形諦理，又再延續下去。 

 

聞法者用心體會，聽來的源頭是這樣，我們了解的法再增加，這就是

無窮盡，諦理無窮盡，綿綿不絕，這叫做「法無礙」。很多很多的道

理，我們全都聽到了、體會了，聞一知十，或者是聞一原理，體悟千

萬道理，這就看我們的真如本性，與諦理的結合有多少，所以是無

礙，所以「知諸義理而無滯」。再者，我們還能夠知道，除了，了解諸

法，有聽到很多，我們還能夠徹悟了解，道理的內容，它的那個義，

要如何去結合那個理，這「無礙」。道理是這樣，要如何將它表達出來

呢？那個內容要如何選擇、如何將它表達？有辦法去將它選擇、表達



出來，無滯、也是無礙，這樣叫做「義無礙」，將這些道理集合，要表

達那個內涵的道理，我們要如何去取得、要如何表達。 

 

還有「於諸方言辭通達」。「諸方」就是不同的國家，不同國家的語

系，不會受到不同的國家語系障礙。真正的真理，即使不同的國家語

系，只要它是真理，自然它能夠翻譯，道理，同樣入人心。就像各種

宗教，宗教它有道理，所以有不同國家的文字翻譯。文字能夠翻譯，

語言也是一樣翻譯。所以這種「諸方言辭通達」，除了說話、文字，總

是能夠通達無礙，這叫做自在。不論要在哪一個國家，去將這個道理

表達出來，總是是要有人翻譯。 

 

就像泰國，光是我們在那裡，這幾年來，承擔著聯合國難民署的委

託，在那個地方辦義診，幾年了。每一次辦的義診，一個月一次至二

次，每一次義診，都要用不同的語言，方言；不論它哪一個國家來的

難民，他的地方語言。所以在那個地方在義診，經常都是這樣要有人

翻譯，才有辦法醫生與病人才能溝通，有辦法診斷才能夠對症下藥。

所以要讓病人與醫生能夠通達，語言就是一個，通達、溝通的工具。

所以，「諸方言辭通達」，這是很重要。 

 

就像有一群從墨西哥的，種子志工來到臺灣，他們的語言，我們不

通，哪怕是美國的慈濟人，在墨西哥，我們在救災的過程中，很長的

時間在那個地方，與他們在一起，不同的語言，卻是能夠感情很深。

因為本來我們與他們不相識，因為他們的，地震災難(2017 年)，所以

我們去到那裡。語言不熟悉要怎麼辦？就要拜託了解他們語言、同語

系國家的慈濟人來幫忙。西班牙語，這就是又不同的國家語言，就是

在南美洲的系統，才有辦法通，我們就要再請南美洲的菩薩來。還

有，總共十三個國家，慈濟人共同在那個地方，所以建立了很深這個

慈濟情。 

 

他們很感動，一直要來了解，我們這個團體是如何來組織，才能夠不

論幾個國家的，慈濟人到達，肢體語言，大家的行儀、大家的動作、

大家的表達，都是這麼整齊、這麼一致。人人共同一個心念──感

恩、尊重、愛。那分尊重的愛去付出，讓他們感受到；付出同時，還



對他們說，「感恩哦！」他們很不可思議。看到這批十三個國家，慈濟

人誠意都一樣，態度也都一樣，所以他們感動，他們(2018 年)這樣專

程來了。有美國的慈濟人回來陪伴，我們臺灣宗教處同仁也去陪伴，

一路這樣走下來，從臺北，醫療、人文(志業)，這樣一直接觸，每一

站，他們都是非常的感動；感動，就是有語言的解說。語言，我們要

用過幾種的語言呢？我們現在普遍社會用的是華語，華語，他們聽不

懂，我們就要用英文與他們互動，現在英文也比較普遍了。英文，他

們有的人又是聽不懂，我們就要透過，認識、有讀過西班牙語，又再

次翻譯，臺語、華語、英語，現在要再透過西班牙語，這種種，很多

的語言。這要翻譯過，他們聽得懂、看到，這樣才是真正入心、真正

體會了。 

 

所以，「法」與「義」，這個法、道理入心了，人就要表達出來，身體

力行，這叫做「法」。我們接受到法，慈濟有慈濟的儀軌，慈濟有慈濟

的章程、組織，所以慈濟人不論是哪一個國家，他們見習、他們培

訓，要經過這個行程。而且他們投入慈濟，就是入人群，我們的歡

喜、法喜，從這個法喜不斷延伸，所以綿綿不斷，自然我們的儀軌、

我們的制度、我們的愛的組織，自然不論任何一個國家，形態都一

樣，不同的語言能夠去發揮。所以這個形態就是落實做，接受到相同

的法，落實著同樣的目標──「菩薩所緣，緣苦眾生」，這道理是做出

來的，這叫做法。 

 

這些道理已經做出來了，要如何來將它，編輯成語言、文字來說話，

這叫做「法義」；也能夠變成文字，也能夠用我們的語言來敘述，也還

是用同樣的法來表達，這全都是，含在「法義」。表達的方法，就是編

輯之後，語言的邏輯如何編，編好，要如何來表達，這「辯才說法」。

同樣這些道理，是要如何表達出來呢？同樣，大家這樣做，要用什麼

方式，取哪一段落來與他們互動呢？這全都是要通達。說出去的法，

他們感受得到、他們還用得到，這才是真正說法的辯才。所以說人聽

懂的話，會很歡喜，「我這樣說，他清楚了，不只是清楚，他又能身體

力行，這個是我度出來的」，這法樂，很歡喜，這叫做「樂說」。「既然

我這樣說，對他很有效，我能夠從這樣的道理，再說給其他的人聽」，

這「樂說」，很歡喜，說了很順暢，自己就有信心，就會很歡喜說，這



叫做「樂說無礙智」。 

 

「以三智樂說」。「三智」是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這叫做「三

智」。「一切智」了解天下的事，「道種智」能夠分別，分別事與理，

「一切道種智」是能夠身體力行。「三智」，這全都感受到，世間一

切、一切的形態，諦理通達，這樣說法，自然道理會通、人會接受，

就很歡喜說，所以叫做「樂說無礙」。這以上四種，叫做「四無礙

智」；「四無礙智」是要從「三智」會合。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

智，這一層一層深入的道理，表達出在語言上，文辭、文字的表達，

這就是「四無礙智」。所以，「四無礙自在法」，也能夠說「三智樂說，

四無礙自在法」，也能夠這樣說。 

 

菩薩隨順 

一切眾生根性 

所樂聞法 

而為說之 

圓融無滯 

故名樂說無礙智 

 

這就是「菩薩隨順，一切眾生根性，所樂聞法」。這是菩薩隨順，一切

眾生的根性所樂聞，什麼樣的根性，要聽什麼樣的法，就像佛陀隨機

逗教，菩薩入人群中也是一樣，看眾生要聽什麼法，他就隨眾生的根

性、要聽的法，菩薩就為他們這樣說法。能夠說得「圓融無滯」，無滯

就是無障礙。佛陀能夠隨機逗教，菩薩能夠隨眾生，所想要聽的去

說，沒有障礙，「故名樂說無礙智」。這就是我們要很清楚去了解的。 

 

前面的經文，前面的經文就是這樣說：「於時世尊告彌勒菩薩摩訶薩：

阿逸多！我說是如來壽命長遠時，六百八十萬億那由他恆河沙眾生，

得無生法忍。」 

 

於時世尊 

告彌勒菩薩摩訶薩 

阿逸多 



我說是如來壽命 

長遠時 

六百八十萬億 

那由他恆河沙眾生 

得無生法忍 

《法華經 分別功德品第十七》 

 

這是前面所說的經文。大家應該要記得，「六百八十萬億」，「六百」還

記得嗎？譬喻「六根」；「八十」還記得嗎？是譬喻「八識」。六根所緣

外境，千千萬萬，所以譬喻作「六百」，很多；「八十」，就是從那麼多

的境界，去造作之後的結果，成為種子，入八識田中，讓我們「萬般

帶不去，唯有業隨身」，來來回回，就是我們所造作的種子。所以，我

們這個時候要修行，不斷、不斷結好眾生緣。菩薩緣苦眾生，不斷、

不斷地，我們的心就是緣在這樣，為利益眾生，願意付出，這種的菩

薩緣眾生、利益眾生。這個習性，我們要訓練讓它在，起心動念，這

就是念念無不都是，利益眾生法，自然我們的煩惱都一直減少，沒有

那個時間、空間，再去想，一些雜念就沒有了。所以善念增長，雜念

就減少，一直減到雜念，根本都不會來染近我們的心，因為我們的心

已經沒有空間，再有雜念進來，這是我們要修行。 

 

念念，前念、後念，念念就是要有這分，緣在六塵境裡，念念無不都

是利益眾生。這個意識，能夠到達清淨了，自然我們若「六度萬行」，

完成了布施、持戒、忍辱、精進，持戒也都清淨了，若還再忍辱、精

進、無間斷，自然這個八識就能到達九識，那就是真如，真如會諦

理，那就是到要成佛的境界了。 

 

所以，「六百八十萬億」，大家不要只是當成數字看，那是諦理，要用

心。所以表達這麼多的眾生，全都已經有接觸到法，大家全都得「無

生法忍」，表示佛陀已經，六根、八識很乾淨。生生世世，時間很長

久，所教育的眾生也是這樣；時間長久，自然接觸的人多，生生世世

這個緣，就是結這麼多，數字無量，所以要長時間。發心容易，但是

恆心更要再維持下去。不是發心很快，有句話說「恆心難」，我們就要

化難為不難；很快就發心，我們要恆久，維持我們這一念心──利益



眾生心。 

 

所以，「自前」，前面那一品叫做〈壽量品〉，他「以來」，從講〈壽量

品〉之後，「佛已非為聲聞弟子說法」。 

 

自前壽量品 

以來 

佛已非為聲聞弟子 

說法 

乃為果地菩薩而說 

彌勒菩薩 

為對機上首 

故告之 

 

佛已經開始進入很深奧的法，現在開始就是開、示、悟、入眾生，佛

知、佛見；前面是開、示，現在要悟、入了，悟入佛的知見。所以就

很深了。過去，隨機說法，現在，已經「非為聲聞弟子說法」，已經不

是隨機說法了，現在是講真實法。是為什麼樣的人講呢？「乃為果地

菩薩而說」。「果地菩薩」就是已成就的，佛法，佛陀所講的法，全都

聽過了，對道理也有所體悟，而且也已經在領眾的菩薩。 

 

我們在〈涌出品〉，湧出很多、很多菩薩，這些菩薩也是在領眾的菩

薩，現在就是這些菩薩在現場，大家對佛陀，怎麼會度這麼多人呢？

娑婆世界的眾生不能了解，娑婆的修行者，看到那麼多不可思議的境

界，不能了解。所以彌勒代表，一次一次再問佛，佛陀是一次一次

答，已經到現在。所以，彌勒就是為此啟問佛陀，為何這些菩薩是從

哪裡來？都是如何受教化？佛陀用〈壽量品〉：「長時間的教化。」這

樣的過程，大家了解，真如諦理，智慧、慧命長久，這大家已經了解

了。 

 

所以既然了解、徹悟了，佛陀進入了〈分別功德品〉，這一品就是很深

入，對機是「果地」菩薩。就是全都了解了，已成就的菩薩。所以，

以「彌勒菩薩為對機」。這品還是一樣又再稱呼彌勒；彌勒菩薩摩訶



薩，就是大菩薩。過去是舍利弗、阿難，聲聞弟子為對機，現在是菩

薩。看，「彌勒菩薩為對機上首」，這個對機的上首，佛陀要對他說。

因為佛將取入滅了，彌勒菩薩就是將來娑婆成佛，所以佛陀現在，法

就是要傳承給他，所以就叫著彌勒菩薩的名，果地菩薩、對機者，他

是上首的菩薩，在娑婆世界是上首菩薩。 

 

再接下來這段經文，就又這樣說：「復有千倍菩薩摩訶薩，得聞持陀羅

尼門；復有一世界微塵數菩薩摩訶薩，得樂說無礙辯才。」 

 

復有千倍 

菩薩摩訶薩 

得聞持陀羅尼門 

復有一世界 

微塵數菩薩摩訶薩 

得樂說無礙辯才 

《法華經分別功德品第十七》 

 

告訴他，叫彌勒菩薩：「知道嗎？有這麼多、這麼多的菩薩，過去有那

麼多，六百八十萬億，那由他恆河沙的眾生，都聞法有成就了。還

有，還有已經也將成就的大菩薩。」將要成就的大菩薩，有多少？

「復有千倍菩薩摩訶薩」，還有，未來還有這麼多，「復有」就是還

有。還有比前面說過的數字，千倍，有幾千倍的菩薩，所以「得聞持

陀羅尼門」。那些人也是一樣聽到法，也得到「總持門」；「總持門」就

是「陀羅尼門」，得這個門能夠進入。 

 

「復有一世界，微塵數菩薩摩訶薩」。還有一個世界的微塵數，一個世

界的微塵，大家知道，一直在說微塵。沙土抓一把起來，就讓你無法

算了，何況一世界的微塵！這麼多的菩薩，「得樂說無礙辯才」，就是

「三智四法」。四無礙法，也是四無礙辯；還「三智」，得到三智──

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發揮了四種的方法解說──法無礙、義

無礙、辭無礙、樂說無礙。這就是將要成就的菩薩，有很多能夠得到

這樣無礙辯才，有這麼多人將來能夠說法。所以，「千倍」。這個「千

倍」，就是菩薩數已經比過去所說，「六百八十萬億，那由他恆河沙」



更多，多出了千倍出來。 

 

復有千倍 

菩薩摩訶薩 

得聞持陀羅尼門： 

千倍 

謂菩薩數 

倍增前千倍 

陀羅尼 

此云總持 

隨所聞法 

悉能受持 

云一切理體諸法 

名總持門 

聞持陀羅尼： 

即發生智光 

得大總持法 

能入一教海 

 

這些菩薩會得到的，那就是「總持門」，那就是「陀羅尼門」。所以

「總持」，大家應該要記得。常常告訴大家，聽法要有記憶，所以「隨

所聞法，悉能受持」。像這些菩薩現在聽法，聽了就是聽進去，聽進去

就是記憶住；不只是記憶住，是身體力行者，這就是將來，將要成就

千倍菩薩，有這麼的多。所以，「云一切理體諸法」。一切理體，諦

理，理體就是諦理。這個一切的諦理，「名總持門」。所有、所有的

法，開頭就說過了，有形、無形無不是法，這些法，理體、諦理，都

是法，完全都是菩薩聽法之後，收納進去，聞一知十、聞一知千百的

道理，隨著菩薩的感受，他入總持門。不是僅僅知道而已，就是萬行

俱全，就是這樣，那些法是過來人，他們修過的、身體力行過的、曾

有過入苦眾生的因緣。 

 

就像我們剛才在說墨西哥，走過的人，回來要說墨西哥，那個時候的

地震，他們很快，墨西哥那個境界，在他們的腦海中，他們這樣侃侃



而談，因為境界入他們的心，因為他們的身體力行，在那個地方。 

 

就像我們在(2018 年) ，二月六日的地震，有人投入進去，去入戶安

心；大家有走進去了與人接觸，那個境界很快就進入腦海中。叫你與

大家分享，很多話可說，可去敘說，同樣的道理；這就是「門」，叫做

「入戶安心」（安心家訪）。你進到人的家中，去安撫人的心，同樣的

道理，這也叫做「陀羅尼門」，這也是法，菩薩緣苦眾生，這也就是

法。所以，佛法就是要身體力行；記憶，這個記憶就能夠很堅固。 

 

所以，若能夠這樣，「即發生智光」。因為這個法入你的心了，也是你

開始這樣接觸到的。現在腦神經科，探討那個腦部用到哪裡，有用到

的那個地方，會發亮、會發光，那個細胞會發光，不同了。真真正正

有在利用它，在那個很微細去探討它，這個人身體的構造，腦部裡也

有這樣的作用。你在腦的哪一部分在用，那個地方，它會有特別的功

能，好像在發亮一樣，這就是「智光」，就是「發生智光」，在腦部開

始發生作用。 

 

所以，「得大總持法」。因為這樣，他有心得，心腦互用，他有心得，

就很多可與大家分享，所以侃侃，不斷、不斷說，那就是「樂說辯

才」。同樣的道理，這也就是辯才的總持門，也可以道理，全都歷歷在

我們的腦海中。所以「能入一切教海」，就有辦法入一切的教海了。所

以我們菩薩，菩薩是所緣，緣苦眾生，我們要很用心要去體會，法的

道理一定要入心、要有記憶。所以，「菩薩獲大總持，於種種善法，持

令不失」。很多、很多的善法，我們全都堅持著。 

 

菩薩獲大總持 

於種種善法 

持令不失 

種種惡法 

持令不生 

聞持諸法分別悉知 

皆不忘失 

無所罣礙 



是為總持無礙 

 

剛才有說過了，這「識」，我們要不斷在人群中結好緣，不斷我們要利

益人群，這個習性要不斷培養好，若這樣就是「持令不失」。我們的八

識，那個識，我們就堅持，不論是六根、六塵、六識，緣的外境，經

過了內心的思考，造作出來，結果再回歸在八識。所以，這個八識，

成為我們的習慣，所以「萬般帶不去，唯有業隨身」，就是帶這個識。

我們能夠「令持不失」，不要忘掉了，我們要不斷練習。 

 

所以「種種惡法，持令不生」。我們若能夠堅持在善法，自然惡法它就

不會靠近。剛才也說過了，我們時間、空間，都用在利益眾生，自然

這些雜念、壞的念頭、壞的動作，自然慢慢就會遠離我們。我們在一

個很不好的組織裡面，過去我們以為這樣很好，跟隨它走，但是發覺

到，我應該這樣做才對，就慢慢脫離了那個組織，自然就會過來這

分，覺得很理想、是利益人群；過來，所以淡出了那個地方，用心在

這個地方。同樣的道理，黑的，慢慢脫離了；白的，慢慢在我們的周

圍，叫做「反黑歸白」。我們的識，我們的意識就慢慢歸向善法。種種

的惡法，我們堅持不要讓它進來，我們的心不生一念惡法。 

 

所以，「聞持諸法分別悉知」。我們自己就能夠知道，我們念念在善法

中，堅持不會讓它損失掉，我們要很時時警惕，惡法不可在我們的心

中生出來。這就需要我們聽法之後，就是要持、要堅持。「諸法分

別」，世間種種的這些法與出世間法，我們清楚、分別，「皆不忘失」，

我們很清楚，沒有讓它忘失掉。不要「失憶症」，對的事情，我們要堅

持到底，不要忘掉了。所以我們若能這樣，我們在人間生活、在入人

群中，自然「無所罣礙」。我們的心很泰然、很自在，在善法中，這樣

循環不斷，「是為總持無礙」，就是無掛礙。再接下去說：「復有一世界

微塵數菩薩摩訶薩。」就是經文裡，就是說，還有一個世界微塵數的

菩薩。 

 

復有一世界 

微塵數菩薩摩訶薩： 

以一世界 



具一日月四天下 

微塵 

以一點塵為一菩薩 

 

「以一世界具一日月四天下」，一個世界，就是一月、一日；一個月、

一個日，這就是一個世界。就像我們地球，地球這個世界它就是一個

月、一個日，日月輪轉。「四天下」，有東、西、南、北；我們在佛法

說，東勝神州、西牛賀州（、南贍部洲、北俱盧洲）等等，就是方向

不同，東、西、南、北。佛法以須彌山為中心，這地球的上面，他用

須彌山為中心，四周圍有東、西、南、北，一日、一月，這樣叫做一

個世界。以一點一塵為一菩薩，就是一點一塵都是叫做菩薩。你想，

這些微塵，都將它算做菩薩，菩薩多或少？很多。所以，人人無不都

是菩薩，這就是我們所要成就的，就是我們所要淨化的。所以，「得樂

說無礙辯才」。 

 

得樂說無礙辯才： 

得大辯才 

樂說諸法 

無所滯礙 

證此者即得心法 

與眾共享法樂 

 

希望人人都會說，人人聽法都聽得到、都很清楚，再認識世間法、行

世間事，所緣緣苦眾生，人人能夠做。所以，「得大辯才」，這些菩薩

因為了解法，所以他得大辯才，「樂說諸法，無所滯礙，證此者，即得

心法與眾生，共享法樂」。若這樣，這些法全都了解，沒有障礙，自然

我們的心，自己也很自我肯定，還很有自信心，所以有心得。這個心

得；佛法的心得與世間法的心得，和我們身體力行的心得，我們能夠

與眾生，來互相共聚分享，所以「共享法樂」。說的人也很歡喜，自己

做過來；聽的人很感動，所以這就是我們要努力。我們現在是開始入

佛知見，聽法真的要時時多用心！ 

～證嚴法師講述於 2018 年 2 月 28 日～ 

 



【註一】〔四無礙解〕 

又云四無礙智，四無礙辯。是為諸菩薩說法之智辯，故約於意業而謂

為解，謂為智，約於口業而謂為辯。一法無礙，名句文能詮之教法名

為法，於教法無滯，名為法無礙。二義無礙，知教法所詮之義理而無

滯，名為義無礙。三辭無礙，又云詞無礙。於諸方言辭通達自在，名

為辭無礙。四樂說無礙，又云辯說無礙。以前三種之智為眾生樂說自

在，名為樂說無礙。又契於正理起無滯之言說，名為辯無礙。無滯之

言說即辯也。（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註二】〔三智〕智度論所說： 

一、一切智，聲聞緣覺之智也。知一切法之總相者。總相即空相也。 

二、道種智，菩薩之智也。知一切種種差別之道法者。 

三、一切種智，佛智也。佛智圓明，通達總相別相化道斷惑一切種之 

法者。（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