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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健財/110.4.25 

一、 課程導讀 

○21  解脫不二：空相、無相、與無作相，稱為「三解脫門」。若是為三，則是三個相對

之法：對色名空、對一切相名無相、對一切作業名無作業。不在相對中，則解脫即

是解脫，沒有任何說法與分別。 

○22  三寶不二：佛、法、僧稱為「三寶」，這是佛教徒的講法，因此有信佛學法敬僧的

呼籲；但對於不信佛的人來說，「三寶」會有不同的內容。然而，即使在佛教徒中，

何謂「信佛」？如何「學法」？為甚麼「敬僧」？也有差異的講法。因為落於「有

為」，有是有非；「無為」中，皆是「性空」，若能隨「性空」而入，則法中有悟，

並能住持，即是三寶。 

○23  身有與身滅不二：身有及其身有之滅，這是凡夫分別之見，見實相者，不起身見，

也沒有滅身之見。身見與身滅，不在「有」，也不是把它「滅掉」而無。就像修身

是以色身為下手處，但終必超越這個「有」，卻又不是把它消滅了。 

○24  三業不二：身口意三業，攝一切業盡。身業代表行為，口業是語言，意業是思想，

各有所屬，不同造作。現在說：三業都是「無作」相，以此「無作」的智慧，即入

「不二」法門。因為放下有為，即是「無為」；放下造作，即是無作「無作」。 

○25  三行不二：福行在行福，罪行是犯罪，不動則二者皆無，這是相對有行與無行的兩

個世界；若知三行即空，則不在三行中有所計較。非福非罪非不動，於三行不起分

別，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26  我與我所不二：我所皆從「我」起，若見實相，則不起我所之分別。實相無「我」，

沒有「我所」，也沒有「我知道」；在「不二」中，沒有「相對」之知與所知的「對

象」。在出世法裡，「無所知」是關鍵。 

○27  無所得不二：在無所得中，沒有取捨，此即不住世間，不著出世間，沒有相對的取

或捨，不取於得，也不捨於失，「無取捨者」，不在得失的世界以及得失當中分別。 

○28  闇明不二：以明為明，則有闇之分別；相反，以闇為闇，亦有明之分別。其實，明

非明，闇非闇。在「入滅受想定」中，不再起受與想的分別，通達一切法不在明闇，

闇時不以為是闇，明時不以為是明；不被明闇決定，自己作主。 

○29  不樂不厭不二：之所以為二，是有樂與不樂的分別：涅槃為樂，世間為厭。這是修

行的工夫。現在更進一步，不樂不厭：則好的不喜歡，壞的不討厭，克服喜歡與討

厭，同時也認清好與壞沒有那麼絕對。然則，究竟是誰束縛著自己——本無束縛。

既無束縛，亦無解脫；不樂不厭，只是一個過程，一個方便而已。 

○30  正道邪道不二：八正道是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八正道與八邪道所以是兩個世界：正不容邪，邪不勝正。邪正不二：則是正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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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秋風中掃落葉，落葉隨掃隨有，葉子永遠掃不完，則正道之中，如何看待一切

非正之存在？ 

○31  實與不實不二：真實與不實不同，所以「為二」。可是，所謂「實見」，有時也不可

靠，究竟有沒有「非實」這回事？真實與不實，不是肉眼能見，是智慧的洞察，智

慧究竟是甚麼——無見無不見。若有所見，所見皆非；雖不是見，卻是無所不見。

換言之，見非是見，無不是見。 

二、 〈入不二法門品〉第九之（三）隨各樂說與默然無言 

時，維摩詰謂眾菩薩言：「諸仁者！云何菩薩入不二法門？各隨所樂說之。」 

○21深慧菩薩曰：「 是 空 、 是 無

相、是無作為

二。 

空即無相，無相即無作；若

空、無相、無作，則無心意

識。 

於一解脫門即

是 三 解 脫 門

者， 

是

為

入

不

二

法

門

。 

」 

 

○22寂根菩薩曰：「 佛、法、眾為

二。 

佛即是法，法即是眾，是三

寶皆無為相，與虛空等，一

切法亦爾。 

能隨此行者， 

○23心無礙菩薩曰：「 身、身滅為二。 身即是身滅，所以者何？見身

實相者，不起見身及見滅身，

身與滅身，無二、無分別。 

於其中不驚不

懼者， 

○24上善菩薩曰：「 身 口 意 業 為

二。 

是三業皆無作相：身無作

相，即口無作相，口無作

相，即意無作相。是三業無

作相，即一切法無作相。  

能如是隨無作

慧者， 

○25福田菩薩曰：「 福行、罪行、

不動行為二。 

三行實性即是空，空則無福

行、無罪行、無不動行。 

於此三行而不

起者， 

○26華嚴菩薩曰：「 從 我 起 二 為

二。 

見我實相者，不起二法；若

不住二法，則無有識。 

無所識者， 

○27德藏菩薩曰：「 有 所 得 相 為

二。 

若無所得，則無取捨者，  無取捨者， 

○28月上菩薩曰：「 闇與明為二。 無闇無明，則無有二，所以者

何？如入滅受想定，無闇、無

明。一切法相亦復如是。  

於其中平等入

者， 

○29寶印手菩薩曰：「 樂涅槃、不樂

世間為二。 

若不樂涅槃、不厭世間，則無

有二，所以者何？若有縛，則

有解，若本無縛，其誰求解？ 

無縛、無解，

則無樂厭， 

○30珠頂王菩薩曰：「 正道、邪道為

二。 

住正道者，則不分別是邪、

是正。 

離此二者， 

○31  樂實菩薩曰：「 實、不實為二。 實見者尚不見實，何況非

實！所以者何？非肉眼所

見，慧眼乃能見。 

而此慧眼，無

見、無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