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子有三義： 

一、正因佛子— 

性德 

謂一切眾生，皆有三種性德：佛性，即是佛子。故云：「其中眾

生悉是吾子也。」 

二，緣因佛子— 

修德 

曾聞一句一偈，稟說修行，所生微解，即了因性；所修微行，即

緣因性；正性為本，束此三性，總名緣因。以能資發一實解故。

故云：「長者諸子若十二，十乃至三十，先因遊戲入火宅也。」 

三、了因佛子— 

果德 

聞法悟道，三因開發。正因理心發，即法身德；了因慧心發，即

般若德；緣因善心發，即解脫德。束此三性，總名了因。以能了

達中道義故，故云：「從佛口生，從法化身，得佛法分，真是佛

子也。若了因子，常得見父，父不遠行。若緣因子，機尚未熟，

父即遠行，得有飲他毐藥之義。今云：「多諸子息」，正是普收正

因子也。 

三因佛性 

係天台大師智顗據北本大般涅槃經卷二十八之說所立者，謂一切眾生無不具此三因

佛性，此因若顯，即成三德妙果。 

正因佛性 正即中正，中必雙照，離於邊邪，照空照假，非空非假，三諦具足，為正

因佛性。亦即諸法實相之理體是成佛之正因。 

了因佛性 了即照了，由前正因，發此照了之智，智與理相應，是為了因佛性。 

緣因佛性 緣即緣助，一切功德善根，資助了因，開發正因之性，是為緣因佛性。 

三佛性、三軌、三道、三涅槃、三德 

三道 三德 三菩提 三般若 三佛性 三身 三種涅槃 三軌 

苦道 法身德 
真性菩提(法

佛菩提) 
實相般若 正因佛性 法身 性淨涅槃 真性 

煩惱（惑）

道 
般若德 

實智菩提(報

佛菩提) 
觀照般若 了因性性 報身 圓淨涅槃 觀照 

業道 解脫德 
方便菩提(應

化佛菩提) 
方便般若 緣因佛性 化身 方便淨涅槃 資成 

(一)三菩提： 

就佛之三身，別為以下三種。1.應化佛菩提，又作方便菩提，此菩提以自在之善巧

弘化之用。2.報佛菩提，又作實智菩提，此菩提以稱理之智慧為道。3.法佛菩提，又作

實相菩提，此菩提以實相之理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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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道： 

天台宗就分段、方便、實報等三報而各說三道之別，即以見思之惑為煩惱道，煩惱

潤業名為業道，招感界內之生為苦道，此係分段三道；以塵沙惑為煩惱道，無漏之業名

為業道，變易生死為苦道，此係方便三道；以無明惑為煩惱道，非漏非無漏之業為業道，

彼土變易為苦道，此係實報三道。 

另據天台圓教之說，三道與法身、般若、解脫等三德，及真性、觀照、資成等三軌，

彼此融通，圓妙自在，而共成三千三諦圓具之妙法。 

(七)三佛性： 

1.智顗依佛性所具因之義而立如下三因佛性：(1)正因佛性，正乃中正之義，為遠離

偏邪，是眾生本具之理性。(2)了因佛性，了即照了之義，為顯發法身之照了覺智。(3)

緣因佛性，緣即資助之義，為資助覺智之功德善根。〔北本大般涅槃經卷二十八、金光明

經玄義卷上、法華經玄義卷五下〕 

（八）三種涅槃： 

天台宗就體、相、用三方面，用以彰顯不生不滅之義所立之三種涅槃。即：(1)性淨

涅槃，諸法實相不可染不可淨，不可染即不生，不可淨即不滅，不生不滅即性淨涅槃。

(2)圓淨涅槃，智極為圓，惑盡為淨，智若契理，惑畢竟不生，智畢竟不滅，不生不滅即

圓淨涅槃。(3)方便淨涅槃，智能契理，即照群機。照必垂應，機感即生，此生非生，機

緣既盡，應身即滅。此滅非滅，不生不滅即方便淨涅槃。以上，依序以三大中之體大、

相大、用大，為三身中之法身、報身、應身。〔金光明經玄義卷上、法華玄義卷五下、十

地經論義記卷一末、止觀輔行傳弘決卷三之一〕 

（九）三道 

又天台宗就分段、方便、實報等三報而各說三道之別，即以見思之惑為煩惱道，煩

惱潤業名為業道，招感界內之生為苦道，此係分段三道；以塵沙惑為煩惱道，無漏之業

名為業道，變易生死為苦道，此係方便三道；以無明惑為煩惱道，非漏非無漏之業為業

道，彼土變易為苦道，此係實報三道。 

另據天台圓教之說，三道與法身、般若、解脫等三德，及真性、觀照、資成等三軌，

彼此融通，圓妙自在，而共成三千三諦圓具之妙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