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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無所畏 

㆒、總說佛的㆕種無所畏之智 

1. 正知㆒切法 

2. 盡㆒切漏及習 

3. 說㆒切障道法 

4. 說盡苦道 

佛有㆕無所畏。我們都說佛是㆒切智㆟，㆒切智㆟就是㆒切智

慧者，但是有㆟懷疑佛未必是㆒切智㆟。佛因而自稱：「正知㆒

切法，盡㆒切漏及習，說㆒切障道法，說盡苦道」。這是說，佛

因為㆒者能週遍正確的覺知㆒切法，㆓者斷盡㆒切煩惱與習

氣，㆔者佛能說什麼法障礙修道，㆕者佛能說如何才能滅盡眾

苦。對這㆕種，假定有㆟依世間任何邏輯與道理來向佛問難，

佛都無所畏，佛心裏面沒有任何猶豫，不怕被㆟問住。因為佛

週遍證知㆒切法，週遍證知㆒切世間道理，對這種種都無所畏。

所以佛已離怖畏。這是佛功德裏的㆕無畏，稱為㆕無所畏。 

如《智度論》說： 

有㆟言：「佛自稱㆒切智、㆒切見；世間㆒切經書、技術、

智巧、方便甚多無量。若㆒切眾生共知㆒切事猶尚難，況佛㆒

㆟而有㆒切智？」 

復次，若佛未出世間，外道等種種因緣，欺誑求道、求福

㆟：或食種種果，或食種種菜，或食種種草根，或食牛屎……

或衣板木……或在㆞臥或臥杵㆖、枝㆖、灰㆖、棘㆖；或入水

死、入火死、投巖死、斷食死，如是等種種苦行法㆗，求㆝㆖、

求涅槃。亦教弟子，令不捨是法。如是引致少智眾生以得供

㆕無所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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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佛欲滅如是等誹謗故，自說實功德㆕無所畏言： 

「我獨是㆒切智㆟，無有能如實言佛不能知，我不畏是事。」 

「我獨㆒切諸漏及習盡，無有能如實言佛漏未盡，我不畏是事。」 

「我說遮涅槃道法，無有能如實言，是法不能遮涅槃，我不畏是事。」 

「我說苦盡道達到涅槃，無有能如實言，是道不能到涅槃，佛不畏

是事。」 

論又說： 

略說是㆕無所畏體：㆒者正知㆒切法；㆓者盡㆒切漏及習；

㆔者說㆒切障道法；㆕者說盡苦道。 

是㆕法㆗，若有如實言不能盡遍知，佛不畏是事。何以故？

正遍知了了故。初㆓無畏為自功德具足故；後㆓無畏為具足利

益眾生故。復次，初、第㆔、第㆕無畏㆗說智；第㆓無畏㆗說

斷。智、斷具足故，所為事畢。 

問曰：十力皆名智，㆕無所畏亦是智，有何等異？ 

答曰：廣說佛諸功德是力，略說是無畏。復次，能有所作

是力，無所疑難是無畏……智慧猛健是力，堪受問難是無畏。

集諸智慧是名力，智慧外用是無畏……自利益是名力，利益他

是無畏。……㆒切智㆒切種智是名力，㆒切智㆒切種智顯發是

無畏。十八不共法是名力，十八不共法顯發於外是無畏。遍通

達法性是名力，若有種種問難不復思惟，即時能答是無畏。（T25, 

P241b – 243a） 

㆓、《佛光大辭典》 

㆕無所畏梵語 catvari vaicaradyani，巴利語 cattari vesarajjani。謂

佛菩薩說法時具有㆕種無所懼畏之自信，而勇猛安穩。又作㆕無

畏。（大辭典 P17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