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悟靠楞嚴…..為什麼?
識心虛妄
破妄顯真
奢摩他路
選根直入
範例說明
五陰魔境
迷到悟的整個過程………明心見性�趣向佛果

為什麼讀了這麼多遍,還沒開悟?
這是我們自己要反省的地方, 是否佛陀所教導的
方法沒有真正理解, 還是功夫沒做足呢?



25-10   六根-身根(6-5)   純覺遺身

�畢陵伽婆蹉，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

我初發心，從佛入道，數聞如來，說諸世間，不可樂
事。乞食城中，心思法門，不覺路中，毒刺傷足，舉
身疼痛！我念有知，知此深痛，雖覺(覺性)覺痛(覺知痛)，
覺(覺性)清淨心，無痛痛覺。

我又思惟：如是一身，寧有雙覺？攝念未久，身、心
忽空，三七日中，諸漏虛盡，成阿羅漢，得親印記，
發明無學。

佛問圓通，如我所證，純 覺 遺身，斯為第一。



楞嚴經(圓瑛法師)P808….慢

翻譯:
正當毒發，疼痛之時，我念身中，有箇能知覺者，
知此深痛，遂即立定腳跟，觀察此知痛者是誰？

由是而知，身根之 中，雖有能覺之心，覺此深痛，
此乃有痛之妄覺，而我本覺清淨之心(能覺的心)，實
無有痛， 能痛著(的)此覺心，此為無痛之真覺。

�後三句…雖覺(覺性)覺痛(覺知痛)，覺(覺性)清淨心，
無痛痛覺。 交師云：「雖有能覺之心(覺性)，與所
覺之 痛(知覺)，而身根中無分別(之)清淨覺心，本無
所覺之痛，與能覺之痛覺也。」….�講義



25-11   六根-意根(6-6)
諸相入非，非 所非 盡，旋法歸無

�須菩提，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
我曠劫來，心(意根)得無礙(空)， 自憶受生，
如恆河沙，初在母胎，即知空寂(四大本空,五蘊非有)，
如是乃至(出胎後)，十方成空(人空、法空)，亦令眾生，
證得空性。
……從意根悟真性

人空：身�如拼圖般拆解,或如肉攤的支解
心�妄識無處,妄識非心(迷、悟)

如果每一念都隨緣變化中, 那麼究竟哪一念才是我呢?
這個能分別的識心是我?
還是每一念都是我? … (千千萬萬的我)
還是每一念的組合是我?...(大雜燴是我)



�蒙如來發(啟發,顯發)，性覺(自性本覺) 真空，

(圓瑛法師) 翻譯 P810-812

雖悟人、法二空，尚未了達，空性即是如來藏性，乃蒙如來
顯發，性覺真空(自性本覺是真空)，性空真覺(自性本空是真覺)，
悟得全空全覺(覺性圓滿即是全空�真空�真覺)，全覺全空。

�空性圓明，得阿羅漢

空性圓明者：謂此真空妙性，不同偏空(執空)故圓；不落斷空
(死寂)故明，乘此妙悟，得證大阿羅漢。



�頓入如來，寶明空海，同佛知見

雖得人、法二空，尚有空(依然是微細的法執)在，故重觀
(繼續在觀照上精進)空性，(此時)併空亦空(放下執著,不住)。
俱空不生(了達其空, 但唯不住、 不執)，故能頓入如來，第
一義空，寶 明 妙性，真空 性 海，既已頓同佛空
(相應�相印)，其知見自應同佛。

佛知無知(不住、 不執)，無所不知；
佛見無見(不住、 不執)，無所不見。



�印成無學，解脫性空，我為無上。

印成無學者：如來印證，已成大乘
(大乘不執空法�空亦空, 小乘尚執�法空)無學之道。
解脫 (不住、不執) 性空者：雖證空性，不住於空，
不為空縛，是為解脫，非同二乘，沉空滯寂，被
空所縛，非真解脫也。
如來印我，所證真空，不礙妙有，故為無上



�佛問圓通，如我所證，諸相入非(空)，
非(能觀之智�空智) 所非(所觀之境�人、法:一切法)盡(不住、不執)，
旋法歸無(空亦空�實相)，斯為第一。…從意根入而悟真性

如我所證，諸相入非：諸相即人相、法相，悉入於空，此非
即是空也。此句人、法雙空。
非 所非 盡：非�即能空之空，所非�即所空之人、法二
相；盡�空也；即能 所俱空，所謂空、所空 滅，痛愈藥除。
人、法未空，須假空智，人、法雙空，空智亦泯。

旋法歸無(一心,真心,實相)(一切萬法本空)，斯為第一者。
此法非法塵之法(非單指法塵)，乃人相、法相、非法(空)相之法，
以意根無(真實)分別性(皆悟空性,故不起分別,就算起亦了知幻妄非實性)，旋
其虛妄生滅諸法，復歸本元覺性，第一義空，無字即第一義
空，欲證第一義空，惟斯意根，最為第一

人空� 法空�空亦空(不住、不執)



在第一堂課即有說明

楞嚴經(圓瑛法師)P370 卷二後面 四科即如來藏性

阿難！汝猶未明，一切浮塵，諸幻化 相，當處
出生，隨處滅盡，幻妄稱相，其性 真為
妙 覺 明 體。

如是乃至：五陰、六入、從十二處、至十八界、
因緣和合，虛妄 有 生；因緣別離，虛妄 名
滅



25-12   六識-眼識(6-1)   心見發光，光極知見
已悟真性,故心見清淨…由眼識入而悟真性

�舍利弗，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曠劫
來，心(真心)見清淨， 如是受生，如恆河沙，世 出
世間，種種變化，一見則通，獲無障礙。

(圓瑛法師) 翻譯 P813-815

我曠劫來，心見清淨：心見即眼識，不染色塵曰清
淨。如是指眼識清淨。………
一見則通者：祗要眼識一見，隨念分別(眼識起的當下)，
則能通達，了然明白，獲無障礙，不必意識，計度
分別，此顯多劫，眼識明利也。



…現在換個方式角度解釋(因為我們畢竟不是舍利弗): 透
過眼識悟真性,久之眼識即真性(空性),悟時心見(即

真心見),故心見清淨

�我於中路，逢迦葉波，兄弟相逐(隨)，
宣說因緣，悟心(真心)無際(周徧十方虛空)。

舍利弗，初事沙然梵志。沙然歿後，無師可事，
一日於中路，逢三迦葉波，兄弟相逐(隨)，宣說因
緣深義，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
名為假名， 亦名中道義。」



另有一說：有云舍利弗，路逢馬勝比丘，威儀庠
序，即趨問汝師是誰？答曰： 我師釋迦牟尼。又
問：汝師授汝何法，可得聞乎？
答曰：我初入道，祗記得因緣之法：
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我佛大沙門，常作如
是說。舍利聞已，即得初果。 歸告目連亦悟，二
人率領徒眾，投佛出家



�從佛出家，見覺(從眼識悟入見覺性)明圓，得大無畏，
成阿羅漢，為佛長子(智德居長)，從佛口生，從法化
生。

菩薩四無畏：
1.總持不忘說法無畏。菩薩能聞持教法 憶持眾義而不

忘，故於大眾中說法不畏也。

2.盡知法藥及知眾生根欲性心說法無畏。藥有二種，為
世間法出世間法，眾生之根欲性有種種，菩薩能了知之，
故於大眾中說法不畏也。



3.善能問答，說法無畏。一切異見皆能摧破，一切正法悉
能成立，無量眾生一時雖來問難，而菩薩悉能於一時酬對，
故對大眾中說法不畏也。

4.能斷物疑，說法無畏。眾生問難，隨意解說法，如法能
巧斷眾生之疑，是曰能斷疑。以有此能之故，於大眾中說
法不畏也。

�佛問圓通，如我所證，心見(轉眼識為心見)發光(空慧

之光)，光極知見(與佛知見相印)，斯為第一。



25-13   六識-耳識(6-2)   心聞發明，分別自在
…由耳識入而悟真性

�普賢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
我已曾與恆沙如來，為法王子，十方如來，教其弟
子菩薩根(有大乘菩薩根器)者，修普賢行(十大願)，從我立
名。

�世尊！我用心聞(耳識即真心)，分別眾生，所有知見，

心聞：耳根+聲塵�耳識……由耳識的虛妄悟真性



�若於他方恆沙界外，有一眾生，心中發明普賢行
者(發願效法普賢菩薩十大願)，我於爾時，乘六牙象，
分身百千，皆至其處，縱彼障深，未得見我，
我與其人，暗中摩頂，擁護安慰，令其成就。

普賢十大願:
1.禮敬諸佛 2.稱讚如來 3.廣修供養 4.懺悔業障 5.隨喜功德
6.請轉法輪 7.請佛住世 8.常隨佛學 9.恆順眾生 10.普皆迴向

六牙象：六牙�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

象 �白象,清白梵行之相,亦或為象王

�佛問圓通，我說本因，心聞發明，分別自在，斯
為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