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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力 

佛的十種智力。唯如來具足之十種智力，如來證得實相之智，了達一切，無能壞，

無能勝，故稱為力。 

1. 處非處智力。處，是道理義或建立義。善因得善果、惡因得惡果名為處；

善因得惡果、不善因得善果名非處。佛於一切因緣果報審實能知。 

2. 業異熟智力，如來於一切眾生過去未來現在三世業緣果報生處，皆悉自業

所得自果。 

3. 靜慮、解脫等持等至智力，謂如來於諸禪定自在無礙，其淺深次第如實遍

知。或說，一類有情不能修出世善法，佛教以世間禪定，令他得增上生。 

4. 根上下智力，又作知諸根勝劣智力。如來於諸眾生過去栽培的根性勝劣、

得果大小皆實遍知。即過去生所栽培的信進念定慧諸根 

5. 種種勝解智力，如來於諸眾生於現生中種種欲樂善惡不同，如實遍知。 

6. 種種界智力。謂如來於世間眾生種種界（煩惱種子）分不同，如實遍知。 

7. 遍趣行智力。謂如來於六道有漏行所至處、涅槃無漏行所至處如實遍知。 

《妙法蓮華經玄贊》卷 3〈方便品〉：「若即如是諸趣門中，隨順正行。如

貪行者修不淨觀等名遍趣行」(CBETA, T34, no. 1723, p. 700, c21-23) 

8. 宿住隨念智力。即如實了知過去世種種事之力；如來於種種宿命，一世乃

至百千萬世，一劫乃至百千萬劫，死此生彼，死彼生此，姓名、飲食、苦

樂、壽命，如實遍知。 

9. 死生智力，又作天眼力。謂如來藉天眼如實了知眾生死生之時與未來生之

善惡趣，乃至美醜貧富等善惡業緣。 

10. 漏盡智力。謂如來於一切惑餘習氣分永斷不生，如實遍知。 

 

四無所畏 

1. 諸法現等覺無畏：又作一切智無所畏、正等覺無畏、等覺無畏。謂對於諸

法皆覺知，住於正見無所屈伏，具無所怖畏之自信。 

2. 一切漏盡智無畏，謂斷盡一切煩惱而無外難怖畏。 

3. 障法不虛決定授記無畏，作說障法無畏、說障道無所畏。 

4. 為證一切具足出道如性無畏，又作說出道無畏、說盡苦道無所畏、出苦道

無畏。即宣說出離之道而無所怖畏。 

四無所畏中，前二者顯示佛自利之圓德，一為智德，二為斷德；後二者顯示佛利

他之圓德，一為修斷德，二為修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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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不共佛法 

1. 諸佛身無失，佛自無量劫來，持戒清淨，以此功德滿足之故，一切煩惱皆

盡，故於身無失。 

佛於無量阿僧祇劫以來習戒，一切身、口業隨智慧行，故無失；聲聞極久

六十劫習戒而有失。 

2. 口無失，佛具無量之智慧辯才，所說之法隨眾機宜而使皆得證悟之謂。 

《大智度論》卷26：「舍利弗、目揵連將五百比丘還時，高聲大聲故，

佛驅遣令出。是為口失。」 

3. 念無失，佛修諸甚深禪定，心不散亂，心於諸法無所著，得第一義之安穩。 

4. 無異想，佛於一切眾生平等普度，心無簡擇。 

如尼提比丘、德護居士火坑毒飯欲以害佛，即以其日除其三毒滅邪見火。 

5. 無不定心，佛之行住坐臥常不離甚深之勝定，攝心住善法中，於諸法實相

中不退失。 

6. 無不知已捨心，於苦等之受，佛念念之中覺知其生住滅等相，而住於寂靜

平等。 

《大智度論》卷26〈1 序品〉：「佛於不苦不樂受中，知覺生時、覺住

時、覺滅時。以是故言「佛無不知已捨心」。」(CBETA, T25, no. 1509, p. 

248, c16-18) 

佛有時入定一月二月，外人質佛棄捨應度有情，佛眼恆觀可度有情，無不

知已捨。 

7. 欲無減，佛具眾善，常欲度諸眾生，心無厭足。 

即善法願無損減。 

8. 精進無減，佛之身心精進滿足，為度眾生恆行種種方便，無有休息。 

願是初，精進是能成，佛恆時以精進心去成就善法。 

9. 念無減，三世諸佛之法、一切智慧，相應滿足，無有退轉。 

何以先已說念無失，今復說念無減？失念名誤錯，減名不及；失念名威儀

俯仰去來法中失念，無減名住禪定神通念。 

聲聞、辟支佛念宿命極多八萬劫，佛過此數無有障礙。 

10. 慧無減，指佛具一切智慧，又三世之智慧無礙故，於慧無缺減。 

佛的如理智、如量智圓滿。譬如酥油豐饒，燈炷清淨，光明亦盛。佛亦如

是。 

11. 解脫無減，佛遠離一切執著，具有為、無為二種解脫，一切煩惱之習悉盡

無餘，即於解脫無缺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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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聞解脫煩惱，未解脫煩惱習；辟支佛唯斷一分煩惱習。 

12. 解脫知見無減，佛知見諸解脫相，了了無闇障。 

於一切眾生解脫相了了無障。 

13. 一切身業隨智慧行。 

14. 一切口業隨智慧行。 

15. 一切意業隨智慧行。以上三項，乃佛造作身、口、意三業時，先觀察得失，

後隨智慧而行，故無過失，皆能利益眾生。 

如經中說：諸佛乃至出息入息利益眾生，何況身口意業故作而不利益。諸

怨惡眾生聞佛出入息氣香，皆得信心清淨，愛樂於佛。諸天聞佛氣息香，

亦皆捨五欲發心修善。以是故言身口意業隨智慧行。 

聲聞、辟支佛意業或時無記，不隨智慧而自生。如憍梵波提比丘，自食吐

而更食，是業不隨智慧。又如畢陵伽婆蹉罵恒神言小婢。如是等身口業先

無智慧亦不隨智慧行。佛無是事。 

16. 智慧知見過去世無閡無障。 

17. 智慧知見未來世無閡無障。 

18. 智慧知見現在世無閡無障。上三者謂佛之智慧照知過去、未來、現在三世

所有一切之事，皆通達無礙。 

 

三念住 

於恭敬聽聞者住平等心、於不恭敬聽聞者住平等心、於恭敬聽聞與不恭敬聽聞者

住平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