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相宗三時教判 

 初時有教 第二時空教 第三時中道教 

宗義 我空法有 萬法皆空 唯識中道 

說法處 鹿苑等 靈鷲山等 蓮華藏等 

所被機 凡夫外道二乘之機 二乘趣向大乘之機 赴五乘之機 

所說法 
四諦、五蘊、十二處、

十八界 

諸法無自性，無生無滅、本

來寂靜、自性涅槃。 

三性、三無性、百法、二空、十

地因果行位 

得益人 憍陳如等證得二乘果 須菩摜等迴心信解於大乘 勝義生等信解修學 

結集經 四阿含等 大般若經等 深密、華嚴經等 

古人有以「年月」與「義理」而定論者。 

宗義：指佛陀教法之三時期。依釋尊說法時代之不同與經典內容之深淺，而將佛陀

教法分類為三時期。即： 

<一>法相宗之說，係窺基根據解深密經無自性相品之三時說而立。依大乘法苑義林

章卷一本、成唯識論述記卷一之說： 

(一)第一時教，釋尊於初時為發趨聲聞乘者宣說四諦之理，稱為第一時有教。指阿

含經等所說「我空法有」之旨，謂一切存在均由因緣所生滅，故無實體，然實

有構成存在之要素，故稱有教，指小乘。 

(二)第二時教，釋尊為發趨大乘者講說「諸法皆空」之理，如般若經等之說，謂一

切萬法本來即為空，此係否定之教法，稱為空教，指大乘空宗。 

(三)第三時教，釋尊普為發趨一切乘者講說中道之義，如華嚴經、解深密經等，以

三性三無性之說，談空之真意，肯定非有非無之中道，故稱中道教，指唯識宗。

又此教係從小乘教進入大乘之大乘教，故又稱真大乘教。 

此三時教中之初時有教與第二時空教稱為方便未了義教（方便權巧而未圓滿之

教法，攝機、教理各有互缺），對前二者，則第三時中道教稱為真實了義教（完全、

真實之說教，攝機教理具圓）。三時教判原係印度戒賢論師所立，法相宗對三時亦有

不同解釋：有以根據佛陀實際說法之前後時期為別之年月三時說，有以根據教法意

義、內容之深淺而別之義類三時說，以及折衷前兩者之年月、義類兼帶三時說。 

 遍計所執性 ---- 體相都無 --- 非有 

三性對望中道 依他起性 ------ 如幻假有  

 圓成實性 ------ 真空妙有 

中道 

非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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