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48與大菩薩摩訶薩十萬人俱。
其名曰：
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普眼菩薩，
金剛藏菩薩，彌勒菩薩，清淨慧菩薩，
威德自在菩薩，辯音菩薩，威德自在菩薩，辯音菩薩，
淨諸業障菩薩，普覺菩薩，
圓覺菩薩，賢善首菩薩等；

而為上首。與諸眷屬，皆入三昧。
同住如來平等法會。



P52於是文殊師利菩薩，在大眾中，
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右繞三匝，
⾧跪叉手而白佛言：

P53大悲世尊！願為此會諸來法眾，
說於如來本起清淨因地法行。說於如來本起清淨因地法行。
及說菩薩於大乘中發清淨心，
遠離諸病。
能使未來末世眾生求大乘者，不墮
邪見。



P53【講】本起因地，指佛在凡夫時，最初發
心之因地。即楞嚴所謂不生不滅為本修因，大
乘止觀云自性清淨心，是也。

法行者，即因地所修無漏妙行。

P54 清淨心，即菩提心也。
所發之心有三：
一直心，正念真如法故。
二深心，樂集一切諸善法故。
三大悲心，普度一切眾生苦故。
意謂念真如不念餘法，集善法對治不善，度眾生不
住度相，故三心皆清淨也。



P54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如是三
請，終而復始。

P55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菩薩言：
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為諸
菩薩，諮詢如來因地 法行。菩薩，諮詢如來因地 法行。
及為末世㇐切眾生求大乘者，得正
住持，不墮邪見。
【講】華嚴經云：『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法，是名魔業』。

汝今諦聽，當為汝說。
【記】諦者審諦，萬念一齊放下，只有一聽法念頭，故謂之諦。



P56時文殊師利菩薩，奉教歡喜，
及諸大眾，默然而聽。

P56善男子，無上法王，P56善男子，無上法王，
有大 陀羅尼 門，名為圓覺。
流出㇐切清淨真如，菩提涅槃，
及波羅密，教授菩薩。



P56【講】陀羅尼，此云總持。
…總一切法，持無量義。

P57 真如即 起信中心真如門(一心法有二門：心真如門,

心生滅門)。以其離言說相，離心緣相，從來不與
染法相應，故曰清淨。

菩提是智德，以離煩惱而證故。
(煩惱當下都有自己執著想要的-有形無形的,但這個執取、想要的卻非不會變, 
所以煩惱也會隨其而變,更煩惱或不煩惱,或煩惱這個換成煩惱那個…煩惱是真實
不變的嗎?....般若解煩惱)

涅槃是斷德，以斷生死而成故。(阿羅漢-我空)

梵云波羅密，翻為彼岸到。…



P58【記】眾生為三業所障，無念不妄(每念皆在妄中

而不知妄)，所以不真；二六時中，時時變遷(於無常變

化中,不知非實)，所以不如，反此則清淨矣。
清淨者，毫無染污之謂。一真一切真，
一如一切如，故曰一切清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菩提是智德。涅槃是斷德，謂斷生死也。菩提是智德。涅槃是斷德，謂斷生死也。
夫在佛則曰果德。
在眾生則曰因心。

迷則謂之煩惱生死，
悟則謂之菩提涅槃，
其實同是一心。



故曰生佛相去不遠，在乎一念迷悟之間耳。
此即頓教法門。然而不可離修談性，流出二
字，即令眾生修也。
何則？一念悟，即涅槃流。一念迷，即生死
流。

佛說此法時， 座中並無二乘，故曰教授菩薩。佛說此法時， 座中並無二乘，故曰教授菩薩。
因二乘不能知此法故。二乘能自利，
不能利他，其覺未圓。
故大乘教法，謂之不共法，不與二乘共也。
吾人修菩薩道，宜先發菩薩心。



P59㇐切如來，本起因地。皆依圓
照；清淨覺相。永斷無明，方成佛
道。
【講】先明成佛根本，起於因地。若因地不
真，果招紓曲。覺相的相字，宜作性字看，
所謂無相之相，即性相不二之實相也。所謂無相之相，即性相不二之實相也。

……煩惱不能昏，諸塵不能染，故曰清淨，
此指本覺之體也。

從本以來，非有相，非無相，非雙亦相，非
雙非相(非真實有亦非真實無)。……



惟有放下塵情，背塵合覺，前念已滅，後念
未生，正恁麼時，惟有靈光獨耀，智與理
冥…始稱圓照，謂圓滿普照也。…

無明本空，佛道本有，果能於此一念相應，無明本空，佛道本有，果能於此一念相應，
只此一念之間，便是斷無明；成佛道時也。

試看永斷方成四字，誠非易易。若說一念，
則不難也。難在永字與方字耳。



P60云何無明？善男子！
㇐切眾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
猶如迷人，四方易處，
妄認四大為 自身相，
六塵緣影為 自心相。六塵緣影為 自心相。



P60-61 一切眾生，通指九界。無始來者，
遠指晦昧真心，即最初根本無明。
近指一念忽起，即現在枝末無明。
於本無我中，橫計為我。
於本無法中，橫計為法。
故云種種顛倒。…故云種種顛倒。…

猶如迷人，謂迷方之人也。晦昧真心，如迷
人爾。本無我妄計我，本無法妄計法。計我
即我執，計法即法執。



四大，指地、水、火、風、 四大假合，本
無實體。認為自身，即是執我。
認此身為實有，即是執法。 本不當認而認，
故稱妄認。

六塵，謂色、聲、香、味、觸、法。六塵，謂色、聲、香、味、觸、法。
於六塵境上，現起能緣影子，是虛妄分別想
相。托塵似有，離塵則無，故以緣影稱之，
其實名為妄想。認妄想為自心，即是執我。
又認之為實有，即是執法。

…妄認身心就是我執我, 妄認身心實有執法



【記】妄認即執。執妄故輪。
何以執妄，由有種種顛倒。

如凡夫如凡夫
非常計常(無常妄認常)， 非樂計樂(變化之樂以為真樂)，
非我計我(假我妄認真我)，不淨計淨(不淨妄認清淨)，
此四榮顛倒也(無 妄認 有…無常變化妄認真實有)。



二乘
全部否定..認定為空執空
(頑空,一切萬法雖非真實有, 但緣生緣滅的
當下,依然幻有、短暫、瞬間呈現…幻現假有,
宛然有,畢竟空…究竟真空妙有)
常計無常，樂計非樂，
我計無我，淨計不淨，此四枯顛倒也 。我計無我，淨計不淨，此四枯顛倒也(死寂)。

顛倒即是無明。一切眾生，包九界而言。
世間六凡，有枝末無明。
出世三聖，有根本無明。
無明未斷盡，即不免輪迴。



複習此段經文
P60
云何無明？善男子！
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
猶如迷人，四方易處，猶如迷人，四方易處，
妄認四大為 自身相，
六塵緣影為 自心相。



補：
楞嚴經卷二：
云何汝等。遺失本妙。圓妙明心。寶明妙性。
認悟中迷。
晦昧為空。空晦暗中。結暗為色。
色雜妄想。想相為身。
聚緣內搖。趣外奔逸。聚緣內搖。趣外奔逸。
昏擾擾相。以為心性。



 P62 譬彼病 目，見空中華，及
第二月。

【講】目指清淨眼，喻本覺真智。
病指白翳赤眚，喻根本無明。…
目既有病，則所見不真，喻眾生妄見。…目既有病，則所見不真，喻眾生妄見。…

空本無華，月亦無二，皆喻本覺真理。
第以目有眚翳，因病目而見空有狂華，天有二月。
狂華喻四大為身。二月喻緣影為心。
殊不知身心皆屬妄境。
惟妄見有見，真見無見(無能見所見.....卻又無所不見-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