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68 善男子，如來因地修圓覺者，
知是空華，即無輪轉，亦無身心受
彼生死，非作故無，本性無故，



P70 彼知覺者，猶如虛空，
知虛空者(知猶如虛空這一念)，即空華相，
亦不可說無知覺性(破有,故無顯)，
有 無俱遣(不住)，是則名為淨覺 隨順，

【講】知覺，即能知空華之知覺。仍指真智而言。
此智由離念而顯，當體即真。故曰猶如虛空。
虛空，喻真理也。如智(用)如理(體)，原無二如。
若更起念欲知同虛空之真智者，即是於虛空中，又復
生出空華矣。故曰即空華相。

補：楞嚴經卷四P559：汝(富樓那)常不聞,如來宣說,性覺妙明,本
覺明妙,佛言:汝稱覺明,為復性明,稱名為覺?為覺不明,稱為明覺?
....覺性本明,卻起念加上明,反成妄覺)



知虛空者諦閑大師：更起一念想要知道跟虛空一樣的真智
知道猶如虛空的當下這一念

古德所謂靈光獨耀，迥脫根塵。光同淨鏡，不同
鏡體之無知。故曰不可說言無知覺性。
(有與無仍是相待,此無知覺性,是對尚在迷去向悟的路上的眾生而言)

同虛空(性)，非有也(非真實不變的有)。同虛空(性)，非有也(非真實不變的有)。
靈光耀，非無也(清淨明照,歷歷清明)。
非有非無，故曰有無俱遣。
…(究竟上而言,離有無,亦離..有無俱遣,亦離此離)

既然俱遣，則不可說有，又不可說無，當如何稱
謂？故曰是則名為淨覺隨順。謂淨圓覺心，
可以隨順證入矣(隨順諸緣生滅而契悟)。



P71【記】上科破境，此科又破智。
…凡夫，用功之時，以智觀境。
此智並非真智，仍是情識。
下手時，不能不借以為用(修行路上迷到悟的工具)。
故須逐層遣除，如知身心是空華矣。
然彼知是空華之知覺，亦如虛空之華。
更進一步，即知(當下一念)此知覺(前念)如空華之知覺，更進一步，即知(當下一念)此知覺(前念)如空華之知覺，
亦是空華之相。一切皆無實體。
補：
知(此知是智、覺)境(身心)是空華，破境實有…境空華
知是空華的知覺(智、覺)，亦如虛空知華………知覺空華
知(當下一念)此知覺 (前一念) 如空華……………破智實有
無知覺性 (破有,無顯)

有無俱遣
……一切皆無實體 !!。



然則知覺之性即無耶？亦不可說。所謂不許說有，
不許說無。蓋說有即執有，說無即執無。凡有所執，
即是妄念。
補：…說此性無,因緣生滅卻又依此性而現無窮無盡

說此性有,卻又無形無相,了不可所得

必須有 無一切俱遣(不住)，
無知(無一真實知,皆當下因緣幻生,因緣幻滅的一念)無知(無一真實知,皆當下因緣幻生,因緣幻滅的一念)

而知(無所不知..清淨明照)，
知(無所不知-清境明照)

而無知(無一真實知)，方為淨覺。

我輩看經聽講，不過悟點真理。必須勤用功夫，時
時參證，是為淨覺隨順。隨順者，隨順真理以合真
智也(或亦可說..隨順因緣生滅而悟真智契真理..智理非二)。



真理，如如理。
真智，如如智。…原無兩樣，要在能隨順耳。

此段文字極玄妙，宜細研究，亦不得著文字相，
即是有無俱遣。
補：(讀經不是把這本經書或經文讀得很透徹,而是
透過經典的語言文字方向的指引,於生活中點點
滴滴的身心事項上與經義相應相印)滴滴的身心事項上與經義相應相印)

總之，本科皆表離念之相，即是放下一切。
此種淨覺境界…宜每早或晚，依此行之。
放下一切，空空洞洞(體-空)，歷歷明明(用相-緣起)。
如其起心動念，即行念佛，打斷妄想。
如此做去，本不為難。所難者，即念頭放不下耳，
切要切要！大智慧光，皆從此出



複習此段經文
P70 
彼知覺者，
猶如虛空(其實當有猶如虛空的念想時，就已經是又起
了㇐念)

知虛空者，即空華相，知虛空者，即空華相，
亦不可說無知覺性，
有 無俱遣(不住)，是則名為淨覺 隨順，



P71 何以故，虛空性故，常不動故，
如來藏中無起滅故，無知見故，如法
界性，究竟圓滿遍十方故，
..佛陀又再一次提醒我們

【講】….虛空性故：即起信真如中之空義。
非有無、一異等相，以離虛妄心念故。
常不動故：指真如體。其體不變，故無能動。常不動故：指真如體。其體不變，故無能動。

P72 如來藏中無起滅故：…體雖不變，用有隨緣。
所謂隨染(六凡)淨緣(四聖)，起十界事。(皆隨緣幻現,不離一心)

雖隨緣起滅，而本體凝然，故無起滅。
既無起滅，惟是真體，則根塵迥脫(悟根性塵性,脫根離塵)，
雖有知見，憑何為依，故無知見(亦是妄)。既起滅無從，
知見不立，則脫然清淨矣。



補：
經文如法界性：十法界即一真法界。

十界不離一真。
…華嚴經曰：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
應觀法界性(一切佛都是悟此性故成佛)，
一切唯心造，究竟圓滿遍十方故：
不空如來藏,含藏一切萬法不空如來藏,含藏一切萬法



複習此段經文
P71 何以故，虛空性故，常不動
故，如來藏中無起滅故，無知見故，
如法界性，究竟圓滿遍十方故，



P72 是則名為因地法行。菩薩因
此於大乘中，發清淨心，末世眾生，
依此修行，不墮邪見，



P73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文殊汝當知， ㇐切諸如來。

從於本因地， 皆以智慧覺。(清淨覺相)

P74 了達於無明， 知 彼如空華(二月)，
即能免流轉，即能免流轉，

【講】了，謂根本能生枝末。達，謂枝末即(妄見)有
身心。執我執法，妄有輪轉。
知字，即始覺智。大乘止觀稱為無塵智。
彼字，指現前身心言。
謂設能知彼四大假合之身，六塵緣影之心，如空華
二月，自然不起我法二執，又無造業招報等事，
故能免流轉也。



P74 又如夢中人， 醒時不可得，
【講】…如夢中之人，夢時非無。醒時不得也。
若離念即覺，覓之了不可得，觀此足知滅本無滅，生
亦無生。故長行云：『於無生中，妄見生滅，故說輪
轉生死』。誠可憫也。
夢,夢中所見境物相等皆無實體, 連醒的瞬間亦無實體.

P75覺者如虛空。 平等不動轉，
覺遍十方界。 即得成佛道，

【講】覺字，彼知覺者。
所謂了妄即真也，故如虛空(性)。
平等者，既知真妄同空，則平等也。不動不轉，
真體不變，三世不遷，所稱淨覺者此也。



P75 眾幻 滅無處。成道亦無得，
本性圓滿故。

【講】意謂眾幻元無，並非滅(而)真。
(本無生滅,非滅了妄才有真,眾生無明,須用方法除妄才方知本真)

佛道本成，又非得(而)真。(圓滿本具)佛道本成，又非得 真。
須知本性圓滿，因執妄而成輪。妄盡真圓(顯)，

方知佛道本成。

菩薩於此中，能發菩提心。
末世諸眾生，修此免邪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