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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智十一法总表 

一、道智之支分 

 福称大师 摄授道智因、体性、果三种随一之大悲所摄殊胜功德，是道智支分之性相 

克主丹巴达杰 令圆满道智为差别的菩萨功德，是此中所显明的道智支分的性相。 

界限：从大乘醒觉种姓乃至佛地有之 

分

类 

偈颂：1调伏诸天故，放光令隐暗，2境决定 3普遍，4本性及 5事业。 

1、为断除傲慢之障缘故堪为道智之支分：为了知晓于发心以及产生道智，必须灭除不追求上位殊胜

之骄慢故。（离慢之所依——成办堪能发心之具器） 

2、唤醒大乘进趣之种姓故境决定道智之支分：对精通圆满观修三道之道者，于其之前为了三种姓，

必定需要欲成佛之所依故。（俱有之缘——发心） 

3、顺缘生起菩提心故周遍道智之支分：并非除了菩萨之外其他便不能产生道智，因为所有众生皆为

佛陀种姓所周遍之故。（因——遍及诸种姓） 

4、显明道智自性故本性道支之支分：道智自性较声闻道殊胜，因为不以断除烦恼为首要，而是具有

从事成办利他支分之自性故。 

5、显明道智作用殊胜故事业道智之支分：比起声闻，其作用亦较殊胜；因为不于非时现证真实边（证

住实际），而且是成熟、解脱无量无边众生之事业家故。 

 

二、知声闻道之道智 

性

相 

心要庄严疏 诸凡以三特色为差异之现证无常等（之智），即是为了摄受声闻种姓所应了知之现观。 

福称大师 
住回向发心，从现证空性之三种慧所摄门中，当知为令随摄声闻种姓慧证种类之大

乘圣者智，是知声闻道之道智之性相。 

界限：从大乘见道开始直到佛地为止  

分

类 

偈颂：道相智理中，由诸四圣谛，行相不可得，当知声闻道。
 

总分：大乘见道、修道及无学道 

四

谛

十

六

行

相 

苦谛 
1、因缘生故无常；2、随惑业转故苦； 

3、无别义我故空；4、自性之我不存在故无我 

集谛 

1、贪爱如病为因，成苦之根本故。 

2、如痈疮为集，痛苦再三产生故。 

3、如疼痛为生，产生极大苦楚故。 

4、如罪相为缘，来世之具有缘故。 

苦集 

共通 

7 相 

1、反击，故如他方仇敌；2、能损，故为坏灭之有法之行相本质； 

3、不住于第二时，故为动；4、不观待以后所生之因缘，极度坏灭之行相； 

5、成为损伤处，故畏惧；6、罗刹等得逞，故（如）传染病； 

7、降霹雳等，故为伤害行相。 

灭谛 

 

1、为灭，无我之行相，因是断除烦恼之离系故。 

2、为静，因是寂灭痛苦之离系故。 

3、为妙，因是成为净、乐本质之离系故。 

4、为离：为空无相无愿无加行之诸行相 

道谛 

1、为道，直接行入涅槃之道； 

2、为如，烦恼种子之直接对治； 

3、为行，现证心之实质本性； 

4、为出，是完尽痛苦之道。 

因
（
顺
抉
择
） 

1
圣声闻道中，由色等空故，空无别为暖，

2
由彼无所得。许为至顶位，

3
忍位於色等， 

破住常等理，
4
依於十地等。由广说无住，即名第一法，由佛以现智，不见诸法故。 

1、以义共相方式证得空性之智所摄之第一为暖； 

2、其增长为顶； 

3、为破除耽著常、无常等为实之证得忍所摄，为忍； 

4、于能取十地，证悟所住无实之智慧，（为此智）所摄即世第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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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独觉之道智 

性

相 

庄严疏 诸凡以三特色为差异之现证所取外境空之智，即是为了摄受独觉种姓所应了知之现观 

福称大师 
住回向发心、从现证空性之三种慧所摄门中，当知为令随摄独觉种姓慧证种类之大乘圣

者智，是知独觉道之道智性相。 

界限：从大乘见位到佛地 

分类 大乘见道、修道、无学道三种 

因
（
顺
抉
择
） 

1
开阐假法性，无违相为暖，

2
顶由达色等，无减等所显， 

3
忍由内空等，不执色等故，

4
色等无生等，相为第一法。 

1、虽证悟无外境，但与假名安立之法性不相违地宣说色等之行相成为暖。 

2、阐明色等外境无减损等是为顶。 

3、以通达内空等，不耽色等外境。故为忍。 

4、色等外境义不生等相，为世第一法 

四、大乘见道 

性

相 

心要庄严疏 
此（今世）与他（后世）之功德大利益，是为大乘见道之性相——能灭除有寂二边之

谛现观。 

福称大师 大乘之谛现观是大乘见道之性相。 

 智尊大师 自相续具此之补特伽罗相续中之性空现证慧所摄之大乘谛现观。 

界限：仅在大乘见道位 

分

类 

1
真如与诸智，无互能所依，故不许差别，

2
广大

3
无能量，

4
无量

5
无二边，

6
住彼於色等，执为佛自性，

7
无取无舍等，

8
慈等及

9
空性，

10
证得佛陀性，

11
遍摄诸净法，

12
除遣诸苦病，

13
灭除涅槃执， 

14
诸佛守护等，

1
5不杀害生等，一切相智理，自住立有情，

16
所修布施等，廻向大菩提，是道智刹那。

 

大乘见道根本位与后得位二种（或：大乘见道定中慧和后得慧、非此二之大乘见道共三个） 

见

道

十

六

刹

那 

苦 

1、苦法忍：以胜义理，于真如与诸佛无所依能依之实有法；故不承许彼等互相以差别而安住。

2、苦法智：因色等法界本性，故广大。 

3、苦类忍：彼等无量。          4、苦类智：以虚空无量故言彼等无量。 

集 

1、集法忍：色等无自性故无常断边等。 

2、集法智：安住于般若波罗蜜多，以法界自性于色等到确实持取如来性。 

3、集类忍：如是住于彼观修一切法无取舍等。 

4、集类智：观修信受无自性为前行之四无量。 

灭 
1、灭法忍：色等自性本来唯以自性空。2、灭法智：获得等同法界之诸善根果报-如来性。 

3、灭类忍：般若波罗蜜多含摄诸对治一切行相。4、灭类智：以彼平息内外伤损。 

道 

1、道法忍：藉由唯观修无自性，止息耽着色等、涅槃。 

2、道法智：趣入智慧与善巧方便，为诸佛保卫、守护、掩护。 

3、道类忍：欲求成佛，故于自我断除杀生等一切相智，安住然后安住他人于彼。 

4、道类智：以愿无穷尽造作布施回向正等觉。 

五、大乘修行作用 

性

相 

心要庄严疏 以观修彼之力所获得之利益。 

福称大师 已得证大乘修道之补特伽罗相续中的大乘修道所修之力而获得之功德。 

界限：大乘修道至佛地 

分

类 

1
遍息

2
敬一切，

3
能胜诸烦恼，

4
怨敌不能害，

5
菩提

6
供养依。 

1、调柔功德：随时随地心得自在，心得调柔而生上道心（道增长近取因故）。 

2、敬礼功德：灭除一切我慢骄恣故恭敬善知识等所有士夫。（俱有缘） 

3、远内违缘：不随烦恼转，制伏贪欲等，而远离内违缘之烦恼。 

4、远外违缘：非他方完成施加伤害之对境，即他方所施毒、兵器、咒语等不能侵害。 

（上四种为士用果） 

5、得无上果：以自力而成办正等觉。（此为等流果） 

6、成供养境：任一修行所居之所依之处成为供养境。（此为增上果） 



道智十一法总表-3 

六、有漏胜解修道 

性

相 

心要庄严疏 相信佛母为三利根源之随现观。 

福称大师 能作信许三佛母义生处之有漏大乘随现观，是胜解修道之性相 

界限：唯大乘修道中有 

分

类 

胜解谓自利，俱利及利他，当知此三种，各有下中上， 

别别为三品，又以下下等，复各分为三，共二十七种。 

自利胜解修道，利他胜解修道，及二利胜解修道共有三种；各分上、中、下三品，即成 27 种。 

 

七、胜解修道功德 

性

相 

心要庄严疏 
对于诸信解经、道、果般若波罗蜜多为三利根源之分际，承许赞美、承事、称扬；

因为经中以三种九聚而赞美、承事、称扬之故。 

福称大师 
速疾获得胜解修道补特伽罗相续上之胜解修道，由修习力获得之功德，是胜解修道

功德之性相 

界限：从大乘修道至佛地之间有 

分

类 

偈颂：般若波罗蜜，於诸胜解位，由三种九聚，赞事及称扬。 

二十七种 

八、有漏回向修道 

性

相 

心要庄严疏 将自他善根转换成圆满之菩提支分之有漏大乘随现观。 

福称大师 能转自他善根，成圆满菩提之有漏大乘随现观，是回向修道之性相。 

智尊大师 自他随一善根转化为圆满菩提支分的，具有声义可混合的分别智的大乘随现观。 

界限：唯大乘修道中有 

分

类 

1殊胜徧廻向，其作用最胜，2无所得行相，3不颠倒体性， 
4远离佛福品，5自性念行境，6有方便 7无相，8诸佛所随喜， 
9不系於三界，10下 11中及 12上品，是余三廻向，生大福为性。 

 

1）胜解具殊胜名称的回向修道：回向无上菩提故。 

2）不可得相为名称的回向修道：于戒蕴等观缘胜义不可得故。 

3）无颠倒行相为名称的回向修道：于作回向之心观缘胜义不可得故。 

4）不存为名称的回向修道：回向者具有我等之实有法故。 

5）忆念如来福德体性为名称的回向修道：三世佛陀之善业为胜义不可得之智所摄故。 

6）具善巧方便为名称的回向修道：于布施等六度善法破除耽著善恶故。 

7）无性相为名称的回向修道：于所有回向破除三轮谛实故。 

8）佛所随喜为名称的回向修道：回向佛地故。 

9）不含三界为名称的回向修道：不回向轮回因故。 

10）下回向为名称的回向修道：十善业道等令转成菩提支分故。 

11）中回向为名称的回向修道：安置于预流等果故。 

12）上回向为名称的回向修道：安置于无上菩提故。 

九、有漏随喜修道 

性

相 

心要庄严疏 对自他之善行极度欢喜之有漏大乘随现观。 

福称大师 于自他善根修欢喜之有漏大乘随现观，是随喜修道之性相 

界限：唯大乘修道中有（一地至十地） 

分类 

由方便无得，随喜诸善根，是此中所说，修随喜作意。 

1、对自己的善行极度欢喜； 

2、对他人的善行极度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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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无漏引发（成就）修道 

性

相 

心要庄严疏 凡能建立彻底究竟证德成就之无漏大乘随现观 

福称大师 能安立为大乘无漏修道，及究竟证分之迹印，是引发修道之性相。 

界限：第一地至第十地 

分类 此
1
自性

2
殊胜，

3
一切无作行，

4
立法不可得，

5
是大义利性。 

 

1、自性之修道（自性），2、作殊胜果之修道（果差异）， 

3、不作行一切作业之修道（作用）， 

4、缘分位专注于无谛实之修道（分际之功德）， 

5、作究竟果佛位之修道（究竟功德与成果） 

 

十一、无漏清净修道 

性

相 

心要庄严疏 凡能建立究竟断德成就（之无漏大乘随现观） 

福称大师 能安立为大乘无漏修道，及究竟断分之迹印，是清净修道之性相。 

界限：第一地至第十地 

分

类 

因差别 

善摄所有

顺缘 

1
依佛及

2
施等，

3
善巧诸方便，此是胜解因， 

1、近佛：外缘亲近佛陀；2、施等：内缘是布施等； 

3、善巧方便：止观双运之善巧方便所有一切 

抛舍所有

违缘 

诸法衰损因，谓
1
魔所魅著，

2
不信解深法，

3
执著五蕴等，

4
恶友所摄持。 

1、魔所魅著：魔作损害；2、不信甚深法：不信解甚深法； 

3、耽着诸蕴等：执取实有法；4、恶友所摄持：与不善友交往。 

境差别 
果法清净性，即色等清净，以彼二无异，不可分故净。 

由前执色为实有而变观缘起如幻 

果差别 

惑所知三道，断故为
1
弟子，

2
麟喻

3
佛子净，

4
佛一切最净。 

1、声闻清净：远离贪等烦恼障。 

2、独觉清净：远离烦恼障及耽着色等外境之所知障一分。 

3、菩萨清净：菩萨则断除三道各种障碍之种子。 

4、佛清净：最极清净，是究竟清净故。 

自性差

别 

是否最极清净之差别 

对治九地中，上上等诸垢，谓由下下等，诸道能清净。 

九地：欲界、色界之四静虑、无色界之四等至。 

上上品之染污，其对治为大乘修道之下下品。 

证成佛陀之最极清净 
由断诤门中，道能量所量，由是平等性，遍对治三界。 

能量、所量皆非谛实故说等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