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23   七大-識大(7-6)   
十方唯識，識心(本)圓明，
入圓成實，遠離依他，及徧計執，
得無生忍

�彌勒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
我憶往昔，經微塵劫，有佛出世，名日月燈明。
我從彼佛，而得出家(身)，心重世名(心)，
好遊族姓(心帶身)。



�爾時世尊，教我修習，唯心識定，入三摩地。
歷劫以來，以此三昧，事恆沙佛，求世名心，
歇滅無有。

心識定：心識要能�定
觀照�觀其念念隨緣變化,無一固定不變的念(每個瞬間),
隨眾緣(外緣-時空境相-六塵，內緣-六根與六識[包含八識種子] )當下生,
隨眾緣(外緣-時空境相-六塵，內緣-六根與六識[包含八識種子] )當下滅
六塵隨緣生滅變化
六根隨緣生滅變化
六識更是架構在六塵與六根上(根塵和合生識),更是變化中的變化
……因緣生,因緣滅,無有常性

從念念生住異滅�到每一念生住異滅�覺了每個微密(細)的瞬間
�無常變化�心識定



所以每個人在同樣的時空下, 面對同樣的人、事、物、境、
現象的當下, 所起的那一念也都不盡相同, 就算第一念相同
(粗大),再進入微細處時,差異性就顯,那是因為微細的因緣出
現了不同。

所以若能於每一念都如是觀,就會發現不同是一定會有的現
象(但不同也是緣生緣滅的當下, 所以也會在某個時空下隨緣又相同了)

…….沒有絕對的對與錯…都只是當下隨因緣不同而變現罷了

……不是要無念,所謂無念也不是沒有念,而是不要住，不要
執著在虛妄幻現的念上

…若住或執著於念上 ( 真的可以嗎?....  還是只是自己的妄想呢?  )

一定會因變化而痛苦煩惱



(圓瑛法師) 翻譯 P852

爾時世尊，觀機授教，因我重世名，心馳散故(心向外求)，教我
脩唯心識定，觀察三界唯心，萬法唯識。通達一切外境，無
非心識之所變現(隨當下因緣而變-無有常性)，如夢如幻，
無一真實(識心�無常變化) 。
因脩此定，心不馳散，而不外求，得入三摩地。

此唯心識定成，自日月燈明佛起，歷劫以來，以此三昧，
奉事恆沙諸佛。唯識定深，觀「人間富貴(一切萬法)花間露，
世上功名(一切萬相)水上漚」。但脩內觀，無復外求，
故求世名心，歇滅無有。



�至然燈佛，出現於世。我乃得成，無上妙圓，識
心三昧(心識定�觀破識心�識性…唯一真心)。

�乃至盡 空 如來國土，淨、穢有無，
皆是我心(識心�真心-空性)，
變化所現(隨緣生滅變現)。

(圓瑛法師) 翻譯 P853
如來國土有三：
法性土：法身所依，無淨無穢，即常寂光土；
受用土：報身所依，有淨無穢，即實報莊嚴土；
變化土：應身所依，有淨有穢，即凡聖同居土。
一一皆我識心，變化所現。
既云所現，體本自空，既曰變化，相非實有，
真空不礙妙有，故現國土；
妙有不礙真空，故唯變現



�世尊，我了如是，唯心識故。識性(悟識之本性-真空)  流
出(周徧法界)，無量如來，今得授記，次補佛處(候補作佛)。

�佛問圓通，我以諦觀；十方唯識(識心)，識心(本)圓
明，入 圓成實，遠離 依他，及 徧計執，
得無生忍，斯為第一。

(圓瑛法師) 翻譯 P854-855

1.圓成實性：圓成實性是真體，能為諸法所依，
…喻如：麻
2.依他起性，根本上依圓成實性所起，虛妄之相，相有性無，
此約依真-從究竟上而言,但若從粗大而言,乃因緣相,緣生之法
…喻如：繩；繩依麻所成故(依空所成)。
3.徧計執性，於依他起性，周徧計度，分別妄執，情有理無，
…喻如：蛇(如夜間見繩， 妄認為蛇)(從空所成之幻相上,認妄為一切真)。



25-24七大-根大(7-7)  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

�大勢至法王子，與其同倫，五十二菩薩，即從
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

�我憶往昔，恆河沙劫，有佛出世，名無量光，
十二如來，相繼一劫，其最後佛，名超日月光，
彼佛教我，念佛三昧。

(圓瑛法師) 翻譯 P859-865
經文�我：菩薩自稱曰我，乃是菩薩假我，及法身真我
(亦是假名,方便對眾生說法)，不妨隨順世人，同稱為我，非同凡
夫妄執之我。凡夫妄執四大妄身，以為實我，不了諸法
本無我，我執既起，貪、 瞋、癡，無不從此而生。



經文�有佛出世，名無量光者：於時有佛，出現於世間，
佛梵語具云佛陀，此言覺者，乃大覺悟之人，具本覺之妙理，
發始覺之妙智，證究竟覺之妙果，方名為佛。佛在因地之中，
亦是人道一眾生，修成為佛。

本覺者，即眾生本有之佛性，人人本具，個個不無，此性即眾
生六根之中，不生不滅之真性，亦即真如妙理，隨眾生之染緣，
其體不變。前云 (楞嚴經卷二[佛對波斯匿王] )：「縱汝形銷，命光遷謝，
此性云何，為汝銷滅？」 隨緣不變，故謂之妙。

1.人往生後，就甚麼都沒了,這個我也沒了?
2.人往生後，有個靈魂 (靈魂� 只是從現在的虛妄到另一個空間的虛妄 [證體後了知空

間亦是虛妄] )
3.虛妄生，虛妄滅....無生法忍….既本無生,何需滅 (悟時方知,迷時暫時還需方便法

滅-才能趣向悟道) !



本覺妙理，雖人人本具，多皆迷而不覺，故為眾生，或遇善
知識開導，或閱經教開悟，了知眾生，具有佛性，本來是佛，
是為始覺(漸開本覺)，由不覺而方始覺悟也。此始覺(開啟本覺)即屬
妙智，依此妙智，返照妙理， 照澈心源，而成究竟覺之佛果，
是謂三覺圓，萬德具，為大覺悟之人。

經文�念佛三昧：即修因剋果，離苦得樂之勝方便。
念佛是修行(清淨三業之行)，三昧是得定 (事理一心不亂)，果能念佛，
必得三昧，欲得三昧，祗要念佛。

念佛有四：
1.持名念佛，聞說佛名，一心稱念。
2.觀像念佛，設立佛像，注目觀瞻。
3.觀想念佛，以我心眼，觀彼如來。
4.實相念佛，即念自性，法身真佛。
此四種念佛，名字有差別，義理有淺深。此由持名入實相念佛



本章念佛，乃是持名念佛，有事念 理念之分：
�事念者：有能念之心，所念佛號，一心(能)繫念於佛(所)，
心佛不相捨離。余常示人：事念之法，心中惟有佛，佛外
更無心，口念心念，心念口念，字字從心起，字字從口出，
字字從耳入。 如是念法，不至昏散，念念相繼，無有間斷。
設若念久口燥，心唸口不念則可，口念心不念則不可。

更有二喻，以喻念佛之法：
1.當如貓捕鼠，提起全副精神，身毛皆豎。
2.當如雞抱卵，放下一切思想，飲啄渾忘。
果能如是念佛，雖為事念，不但往生可必，而悟理亦自可
期(由定生慧)。

如空谷禪師云：「不必參念佛是誰(參話頭)，直爾純一念去，
亦自有悟日」。



�理念者：只須把一句阿彌陀佛，即念反觀，
能念 心(無真實有)外，無有(無真實有)佛 為我所念…(心即是佛)，
所念 佛(無真實有)外，無有(無真實有)心 能念於佛…(是佛即心)，
能所雙亡，心佛一致(同體)，此即中道(不著空有)，理性念佛。

終日念 佛，終日無佛可念，終日無念，終日念念念佛；
若言其有，則能念之心，了不可得，所念之佛，離相絕名；
若言其空，則能念之心，靈靈不昧，所念之佛，歷歷分明。

如是念佛，空、有不立，心、佛一如，則持名念佛，通乎實
相。雖然四種念佛，後後深於前前，而理念功成，亦前前徹
(通-體)於後後也

經文�三昧：是梵語，此云正定，即一心不亂，念佛功成也。
亦有事一心念佛三昧， 理一心念佛三昧。



事一心念佛三昧： 聞說念佛法門，可以橫超三界，疾出生死，
即深信不疑，願生淨土，專心繫念，句句分明，念念相續，
行、住、坐、臥， 惟此一念，更無二念，即是以一念，而除
眾念，不為內惑外境之所雜亂。

……. 一般能做到這樣的人,多為心識較為單純 (妄想較少), 習性沒有一般眾生
強(重),  專注力(專心)強(此須自己多加練習,如同水龍頭開關,太緊橡皮會壞,太鬆水關
不緊)

如《成具光明定意經》云：「空閒寂寞，而一其心；
在眾煩惱，而一其心；乃至訕謗利失，善惡等處，而一其心」
者是也。此於事上即得，理上未徹，惟得信力成就，
未見道(性)故；但屬定門，無有慧故；祗能伏妄，不能破妄。
…非絕對,也因各人因緣而異



理一心念佛三昧：
聞說念佛法門，即是無上深妙禪，即於念佛之時，
諦實觀察，念 佛 即(所以) 念 心(真心)，
心佛一如，能所不二，
寂而常照， 是無念(於念知幻妄不住)而念(與佛真理相印，就是在念佛)，
照而常寂， 是念(當下這一念)即無念(知幻即離，不住) ，
了知佛即是心，心即是佛，心佛(見-具)泯，
能所情亡，寂然不動，湛然常住。

此不專事相，純修理觀，而得觀力成就，能見諦(道)故，
屬慧門攝；兼得定故(入此慧自然入定,入定不一定能生慧)，
安住唯心淨土，親見自性彌陀。
三昧是禪觀通名，如《智論》 云：「 一切禪定攝心，皆名
三昧」是也。



經文�念佛三昧：亦名一行三昧。
文殊般若經，佛告文殊：欲入一行三昧者，應處空閒，捨諸
亂意，不取相貌，繫心一佛，專稱名字，隨彼方所，端身正
向，能於一佛，念念相續。即是念中，能見過去、未來、現
在諸佛，念一佛功德，與念無量佛，功德無二。

……反觀自己是否也有如是行-實踐

若得一行三昧者，諸經法門，皆悉了知。

問：「此教念佛，為念十方佛耶？為念阿彌陀佛耶？ 」
答：「為念阿彌陀佛。」



普廣菩薩問佛：十方俱有佛土，何以獨讚西方？
佛言：閻浮提人，心多雜亂，令其專心一境，乃
得往生，若念十方諸佛，境繁意散，不成三昧，
況諸佛同一法身，念一佛，即念一切佛故。

念佛法門，古稱徑中徑，但能淨念相繼，便得往
生。.. 惟此持名念佛法門，但持六字洪名，便得
往生淨土…其功簡、其效速。

�譬如有人：一專為憶，一人專忘，如是二人，若
逢不逢，或見非見，



�二人相憶，二憶念深。如是乃至，從生至生，同
於形影，不相乖異。

�十方如來，憐念眾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
憶何為？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
相違遠。

�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

� 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



�如染香人，身有香氣，此則名曰：香光莊嚴。
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今於此界，攝
念佛人，歸於淨土。

�佛問圓通，我無選擇，
都攝六根(由持名念佛�心佛一如。….如是觀�收攝六根�反觀六根根性)，
淨念相繼(清淨心)，得三摩地，斯為第一。



………進入耳根圓通之前, 先看

楞嚴經 卷四 (圓瑛法師) 748-749

�善哉阿難！汝欲識知，俱生無明，使汝輪轉，生死
結根。唯汝六根，更無他物。

�汝復欲知，無上菩提。令汝速證，安樂解脫，寂靜
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他物。

(圓瑛法師) P758
�解結因次第，六解一亦亡；根 選擇 圓通，入流成
正覺。



(圓瑛法師)P759 翻譯
對結相之六，而說結元之一(華巾)，六結既解，則六
結之相不有，一巾之名，亦不復立
六結：
眼根�明、暗、根、覺、空、滅
耳根�動、靜、根、覺、空、滅……鼻通塞…

25-25   六根-耳根(6-2)   從耳門，圓照三昧，
緣心自在。因入流相，得三摩地，成就菩提
�爾時觀世音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

�世尊！憶念我昔，無數恆河沙劫，於時有佛，出
現於世，名觀世音。我於彼佛，發菩提心，彼佛
教我，從聞、思(正念,正知見,正觀)、修入三摩地。



�初於聞中，入流 亡 所(亡所�塵滅)(已於覺性中)，
所入既寂(觀破塵相虛妄-故寂-歇)，
動 靜二相(動靜皆塵相,動顯靜止,靜顯動止)，了然不生(不住-動靜二結開)。

�如是漸增(精進不斷)，聞(聞根入聞性) 所聞盡；盡聞不住(根滅-

三結開) ，
……聲波耳膜震動傳到耳蝸觸動纖毛細胞刺激聽覺神經傳到腦部
在一連串不停地隨緣變化中,耳聞的功能顯或未顯,故了知此耳聞去無所著,
來無所從,緣生即生,緣滅即滅,無定體……體性空



�覺(當下這一念覺) 所覺空(覺滅-四結開)；空覺極圓(四結去向

解五結的過程[路]中)，
(圓瑛法師) 翻譯 P892

覺：即照此境之智也；所覺者，即此湛一之境也。
我執…滅

�空 所空滅(即所空之智也要空-空所空之智…..空滅-五結開)；
生滅(空，所空亦是生滅)既滅(回本之清淨)(滅亦虛妄幻現的當下�了悟的

當下,六結開)，寂滅現前(假名稱之)。
(圓瑛法師) 翻譯 P893
非惟所空之智境滅，即能空之空亦滅。如以木(空)鑽木(所空之

智)，火出木燒，二俱滅矣。

法執…滅



…六結開,一亦亡…..寂滅只是對還在迷往悟的路上的
眾生而說, 不過是方便敘述的假名稱之.,目前切勿落
入有此寂滅相.

塵滅 (動靜二相) � 根滅� 覺滅� 空滅� 滅亦滅

滅非無……乃不住 ( 因明白了解 [一切法真實義] 而放下-不住 )

觀世音菩薩心經
……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

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



�忽然超越，世 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

真空不愛妙有 妙有不礙真空

�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
慈力。…上印諸佛真心

(圓瑛法師)翻譯 897
菩薩已證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之理(1.體無差-體空2.相無差-看

似千差萬別�相幻3.用無差-隨緣起)，故得上合十方諸佛，所證本來
妙覺真心，此心佛與菩薩眾生，無二無別，即《金剛經》
所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者是也。

�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與諸眾生，同一
悲仰。…下知眾生妄心
…故知一切六道眾生之苦與痛,悲痛與渴望離苦得樂之心



�世尊！由我供養觀音如來；蒙彼如來，授我如幻，
聞熏聞脩。金剛三昧，與佛如來，同慈力故，令我身
成三十二應，入諸國土。

(圓瑛法師)翻譯 898
觀音如來，傳授耳根修證法門。
如幻聞熏聞修，金剛三昧者：如幻是喻，聞熏聞修是法，金剛
三昧亦然。
聞薰，指本覺聞性內熏，熏起始覺之智(故修行過程中,覺性起)；
聞修，即始覺反聞修習，入流照性之功。
…修即入流照性，照破五陰，解除六結，返窮流根，至不生滅，
澈法底源，無動無壞，究竟堅固，喻如金剛，堅固不壞。
三昧是梵語，此云正定，即首楞嚴大定，證此定為得圓通。與
佛如來，同慈力故。



�世尊！若諸菩薩，入三摩地，進修無漏，勝解現
圓，我現佛身，而為說法，令其解脫。

(圓瑛法師)翻譯 899
此應菩薩所求，以菩薩志在菩提，故現佛身。…
勝解現圓：各隨所修法門，…因行已滿，將入解脫道，
所起殊勝之解，將現圓滿，而未滿之時。…大士即現佛身，
為說頓入佛乘之法，令得分證解脫，或究竟解脫。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真空不礙妙有 真空妙有
妙有不礙真空 妙有真空

� 共勉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