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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妄識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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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二 斥妄識非心 分二

寅初 阿難責躬請教

二如來顯發非心

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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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阿難，在大眾中，即從座起，

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

而白佛言：

阿難所計七處，皆已被破，至此乃

欲捨妄處，而求示真處，還是未達佛意，

佛破無處，是欲其了悟，無體非心矣。

講義碼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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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依舊求佛說處，足見仍然認識為心，

認識有體，但自恨未知其處，故自責而

請益耳。即從座起：以聽法在座，請益

故起；偏袒右肩：袒露肉也，我國以袒

肉為慢，印度以袒肉為敬，故偏袒，但

袒露右肩；右膝著地：以右膝有力，跪

能久安，又復易起；

講義碼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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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掌：乃合十指爪，上屬身業虔誠；

恭敬：嚴肅曰恭，尊重曰敬，屬意業虔

誠；而白佛言：是仰白於佛，屬口業虔

誠。此文是結集家，敘儀而置。

講義碼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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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如來最小之弟，蒙佛慈愛，雖今出

家，猶恃憍憐，所以多聞，未得無漏，

不能折伏娑(ㄙㄨㄛ)毗羅咒，為彼所轉，溺

於淫舍。

阿難是四王八子中，年齡最小，故

曰我是如來最小之弟。

講義碼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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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佛慈悲愛念，雖然今已出家，猶恃憍

憐，心中恃佛憍愛憐惜，所以徒事多聞

，不勤定力，故未得無漏。須證四果羅

漢，無欲漏、有漏、無明漏，方稱無漏

。阿難初果，未得無漏，定力不足，故

不能拆伏娑毗羅咒，被邪咒所轉，溺於

淫舍。

講義碼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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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由不知，真際所詣！

真際：真如實際之理地，即真心之

異名。亦即本經之如來藏，為首楞嚴之定

體。詣，即在也。阿難所舉真際之名似同，

未悟所執之心非是，故仍呼為真際。雖前

七處被破，此時尚欲求處。所詣，即所在

之處，但以己不知，求佛示其處耳。

講義碼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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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以不能降伏邪咒者，當由不知此心

所在也。阿難還是認識為心，錯誤非

小，故佛下文，斥其非心，推其無體，

令得捨妄求真也。

講義碼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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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願世尊，大慈哀愍，開示我等，

奢摩他路，令諸闡(ㄔㄢV)提，隳(ㄏㄨㄟ)彌戾

車(ㄐㄩ)。

此求佛別說真處。以不知心處，大定

無路可修，故願佛發大慈心，哀憐愍念

我等，久處迷途，開示我等，奢摩他路。

講義碼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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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摩他：即所請三名中之第一名，

為首楞嚴定，所依之體，即是本覺理體，

天然本定，不生滅、不動搖，而能開解

照了此體，是為奢摩他微密觀照。觀照，

即是始覺智用，依正因佛性，而起了因

佛性，乃即定之慧也。路：即修證之道

路，未悟真如實際，則此路不通。

講義碼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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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難欲知心處，正擬進修佛定，故

急急求開奢摩他路，而不知前之徵心破

處，已是開奢摩他路，以所執之心非真，

奢摩他路竟被此心壅塞矣。佛下破妄識

非心，破妄識無體，即撤去奢摩他路之

障礙；而指見顯心，會事歸理，會相歸

性，皆開奢摩他路也。

講義碼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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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諸闡提，隳彌戾車：《涅槃經》

云：「一闡提」，云信不具，或云焚燒

善根，即斷善根眾生。隳：毀也，壞也；

彌戾車：此云樂垢穢，亦云惡知見。此

等全不信佛法，即邊邪不正知見也。阿

難求示真際，求開奢摩他路，其意中，

以從前不知此路，未成定力，

講義碼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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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被邪咒所攝，溺於婬舍；若如來即為

我等，開示奢摩他路，不僅可令我等，

得成定力，而能降魔制外，即彼魔外闡

提聞之，亦將破惡生善，故曰令諸信不

具之眾生，亦得毀滅惡知見，而得正知

正見也。

講義碼15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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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及諸大眾，傾

渴翹佇，欽聞示誨。

此亦結集家敘儀。五體：首及兩手

兩足，敘其不獨稽首，而竟五體投地，

表誠懇之至。及諸大眾，傾心渴望，翹

誠佇待，如渴思飲，如鳥待哺。欽：敬

也，敬聞開示教誨。初阿難自責請教竟。

講義碼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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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二 如來顯發非心 分三

卯初 光表破顯諸相

二 發明真妄二本

三 正斥妄識非心

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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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世尊，從其面門，放種種光，其

光晃曜，如百千日！

此佛放光，以表破妄顯真諸相。良

以破妄，實為顯真，以妄不破，而真不

顯，故佛從面門放光，以施無言之教，

令得觸境會心。

講義碼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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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門，為五根都聚之處、眾生面門，亦

終日放光，無奈迷而不識！阿難迷晦即

無明，終日背覺合塵，認物為己，是以

七計咸非；如來發明便解脫，終日背塵

合覺，融妄即真，所以六根皆是。此正

欲破六種攀緣妄識，顯六根現量真性，

故先從面門放光，以表顯也。

講義碼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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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光晃曜，如百千日：其字，指

面門諸根，光從此放，乃顯示本覺妙

理，始覺妙智，不離根中。其光晃曜：

光明極盛貌，喻如百千日光，一日在

空，光照無遺，況百千日耶；以表自

性光明，輝天鑑地。此光非佛獨有，

一切眾生皆有，迷之似失，悟之顯露。

講義碼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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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濟義玄禪師云：「有一無位真人，在

汝諸人六根門頭，放光動地，諸人未證

據者，看！看！」，臨濟可謂深得如來

面門放光的旨也。

講義碼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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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佛世界，六種震動。如是十方，

微塵國土，一時開現；

普佛世界：即普遍十方，諸佛世界。六

種震動：動、起、湧，此三屬形；震、

吼、擊，此三屬聲，正表六處妄識將破

也。，

講義碼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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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塵是空中之塵，以喻國土之多，六識

未破，緣塵自蔽，常處暗暝，無量智境，

皆不能現；今表六識將破，棄生滅，守

真常，常光現前，故微塵國土，一時開

現。此事人或懷疑，且以愛克司光鏡比

之，雖隔衣服，皮膚身中，五臟六腑，

無不悉見，何疑之有？

講義碼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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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之威神，令諸世界，合成一界。

為有妄識，執我執法，分自分他，

一切世界，悉成隔越；今仗佛威神之力，

破識顯根，會相歸性，無邊剎土，自他

不隔於毫端，遂融合為一矣﹙即一真法

界﹚。

講義碼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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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世界中，所有一切，諸大菩薩，皆

住本國，合掌承聽。

諸大菩薩，住持本地風光，而得全

體照用，故得心聞洞開，遍周沙界；正

顯根性、塵性，一切諸法，皆是不動周

圓，本如來藏，妙真如性也。一切眾生，

皆具此光，昧而不知，

講義碼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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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真執妄，內為六根所局，外為六塵

所障，中為六識所錮，故於眾生世間

生纏縛，器世間不能超越，自他隔礙，

見聞功劣。若肯捨識用根，脫黏內伏，

伏歸元真，發本明耀，自可與諸大菩

薩，把手共行，同一鼻孔出氣矣。初

光表破顯諸相竟。

講義碼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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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二 發明真妄二本 分二

辰初 舉過出由喻顯

二 徵釋二本名體

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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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告阿難：一切眾生，從無始來，

種種顛倒，業種自然，如惡叉聚。

此因當機，請奢摩他路，欲詣真際，

故示二本，以指真心實際，此經之要旨

也。一切眾生：通指泛爾凡夫，不知修

行者；自從無始，根本不覺而來，迷真

執妄，背覺合塵，無我計我，非法計法，

講義碼15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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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我法種種顛倒分別，此屬惑道。依

惑造業，熏成種子，名為業種，為將來

因，種即因也，此屬業道。自然二字；

乃依惑業因，自然感生死果，乃一定之

理，不可改移。譯人字略，自然下，意

含定招苦果，此屬苦道。惑、業、苦；

三不相捨離，喻如惡叉聚，西域果名。

講義碼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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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頂云：此云線貫珠。一蒂三果，

同聚而生，惑業苦三道似之，故以喻焉

。

講義碼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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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

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

及魔眷屬。

諸修行人：別指依識心為因，錯亂修

習者。凡夫起惑造業輪迴生死，固是可憐，

縱令有志修行，果遭紆曲，亦為可愍。

講義碼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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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由因感，因地以生滅心，為本修因，

而求佛乘不生不滅，無有是處，故曰：

不能得成無上菩提。菩提：此云覺道，

三乘皆有，唯佛無上，即究竟果覺之佛

道也。乃至別成聲聞緣覺：乃至超略菩

薩，猶言非但不能得成無上菩提，而復

不能得成實教菩薩，乃至別成聲聞緣覺，

講義碼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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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見在前，小乘也。但破我執，而證

我空之理，雖別成乎此，猶是出世小

聖，已斷分段生死，也有小益，不至

墮落。

更有誤之甚者，迷自本真，遊心道

外，而成外道者，生無想外道天，報

盡必招墮獄之苦；

講義碼154

講義碼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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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修有漏戒善，及四無量心，世間禪定，

厭染欣淨，與厭有取空者，謂之諸天，

報盡還來，散入諸趣；或耽著欲境，而

惱害正修者，謂之魔羅，此云殺者，能

殺害眾生法身慧命故。上品魔王，中品

魔民，下品魔女，中下皆魔眷屬，報盡

必墮，三途苦趣。

講義碼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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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煮

沙，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

此總出其由。以上泛泛凡夫，無知

造業者，固不必論矣。而諸修行人，本

期得道得果，而乃中途或滯化城，或生

天界，甚至誤入魔外，求昇反墮，其故

何也？

講義碼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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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故也。

二種根本：即真、妄二本。不知：一、

妄心：本無而錯認，非心似心，此屬妄

本，即本科所云：「無始生死根本。」

上文普判誤認科中，所名妄想，下文所

謂前塵虛妄相想是也。二、真心：本有

而迷背，非失似失，此指真本。

講義碼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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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本科所云：「無始菩提涅槃，元清

淨體。」上文所指，常住真心，性淨

明體；下文所謂，妙精明心，錯亂修

習者，由迷真認妄，以妄為真，獨修

於妄也。猶如煮沙，欲成嘉饌：此喻

錯亂修習，依識心妄本，而不諳根性

真本，識心非菩提因，

講義碼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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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如煮沙，欲成嘉饌﹙好飯也﹚，沙

非飯本，縱經塵劫，煮之，祗名熱沙，

終不成飯。錯用因心，亦復如是，縱

經塵劫修之，終不能得成無上菩提。

初舉過出由喻顯竟。

講義碼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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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二 徵釋二本名體



39

云何二種？阿難：一者、無始生死根

本；則汝今者，與諸眾生，用攀緣心，

為自性者。

初句總徵，下別釋二本名體。先釋

妄本。一者無始生死根本：此出妄本名，

謂從無始無明妄動以來，浩劫輪迴，生

死之根本，此本非他，

講義碼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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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汝現今與諸眾生，用攀緣心，為自

性者。此指妄本體，乃無體之妄體。攀

緣心，即第六意識心。妄攀所緣諸塵之

境，妄起分別，妄生憎愛取捨，時起時

滅，塵有則有，塵無則無，虛妄無體，

本非真心，亦非自性，一切眾生，皆迷

認妄執，以為心性，阿難亦然。

講義碼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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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云：「即思惟體，實我心性。」

後云：「即能推者，我將為心。」

今已分明指出，是生死本，阿難後猶

不覺，仍認為心，亦可悲矣！

講義碼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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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

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

緣所遺者。

次釋真本。二者、無始菩提涅槃，

元清淨體：此出真本名。真妄二本，

俱稱無始者，如金與礦，二俱無始，

不可分誰先誰後。

講義碼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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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譯云覺道﹚有三：

一曰真性菩提：此以理為道也。即眾生

本覺，法身之理，不變隨緣，隨緣不變，

乃是妙真如性，故曰真性。二曰實智菩

提：此以智慧為道也。即眾生始覺，根

本之智，照徹心源，無明皆盡，所得真

實之智，故曰實智。

講義碼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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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曰方便菩提：此以透機施教為道也。

即自覺已圓，然後覺他，以後得智，觀

機施教，廣開方便之門，故曰方便。

涅槃﹙譯不生滅﹚亦三：一曰性淨涅

槃：自性清淨，一塵不染，故曰性淨。

二曰圓淨涅槃：真無不圓，妄無不淨，

故曰圓淨。三曰方便淨涅槃：隨緣方便，

示現生滅，故曰方便淨。

講義碼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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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三菩提、三涅槃，前一皆屬因，

是性具；後二皆屬果，是修成。此真本，

取眾生本具覺性，如如理，與如如智，

應屬真性菩提，與性淨涅槃耳；菩提屬

智，涅槃屬理。

講義碼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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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清淨體：清淨有二，曰自性清淨，

與離垢清淨。此屬自性本元清淨之體，

並非澄之使清，此體一切眾生，本來元

具，不假造作，不待修成，故曰元﹙本

來也﹚清淨體。此體無他，即汝現今根

中所具，圓湛不生滅之性，名為識精，

元是妙明之心，並非磨之使明，

講義碼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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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本來自明，雖處長夜昏暗之中，其性

不昏，故曰元明。在眼能見，在耳能聞，

在鼻嗅香，在舌嚐味，在身覺觸，在意

知法，雖分六和合，元是一精明，此為

真本，修行當取為因地心者。

又識精者，第八識精明之體。此體

雖帶少分之妄，究竟全體是真。

講義碼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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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捏目所見第二月，全體是真月，但多一

捏之妄，放手全真。在眾生現前身中，捨

此則無真可顯，故阿難求索真心之後，如

來十番顯見，即顯此也；請修之後，所指

入門，亦指此也。五卷諸佛證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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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義碼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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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知菩提涅槃，元清淨體，決指根中，

見、聞等精，識精為總，六精為別，

六精本是一精也。

如來首顯見精者，即示真本也；文

殊獨選耳根者，即用真本也。須知此

經宗要，即是捨識用根，前普判誤認

科中，首明之，此中再明之。

講義碼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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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末，若棄生滅，守於真常，

生滅者，識心也；真常者，根性也；

復重明之。此皆出自如來本意，有以

此處，見其名為識精，便不敢認為真

者，誤矣！豈不觀元明，元清淨之語

乎？

講義碼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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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生諸緣：以識精即第八阿黎耶識，本

具精明之體，由此識體即如來藏，能攝

一切法，能生一切法，故曰能生也。

諸緣指能緣所緣，有二種：一、八識能

生，見相二分，見分為能緣，相分為所

緣。

講義碼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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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分乃轉本有智光，為能見之見分，

要緣八識本體自證分，八識由無明力，

晦昧真空，而成頑空，本無可見，見分

定欲見之，於是空晦暗中，結暗境而成

四大之色，帶起相分，為見分所緣之境；

而本生識海，還是緣不到，故曰緣所遺

者。

講義碼159-160



53

二、即七轉識，由第八識，相分境界

而生。論云：「境界為緣長六麤，」

長即生義。前四麤，即是七轉識，各

有能緣功用﹙而六識能緣之力最勝﹚，所

緣即一切萬法，皆從識生，而為所緣

之境，故曰諸緣。

講義碼160



54

緣所遺者：此一緣字，作二解：

一、以轉識能遍緣一切，而不能反緣，

本生識海；如眼有見，能遍見一切，而

不能反見自眼。既不能緣本識，則菩提

涅槃元清淨體，非失似失，故曰緣所遺

者。二、緣者，由也。由諸眾生，迷此

識精元明之體，迷則雖有不知，非遺失

等於遺失，是謂緣所遺者。

講義碼160



55

問：「第七識能緣第八見分，豈不能

反緣耶？」

答：「七識雖然能緣第八見分，因執

之為我，故落於非量，必遺元明之體，

正是緣所遺者，非同如如智，緣如如理，

現量昭然可比。」

講義碼160



56

由諸眾生，遺此本明，雖終日行，

而不自覺，枉入諸趣。

此結歸指過。通結一切眾生皆然，

故曰由諸眾生，遺此本明；本明即元

明也。此承上文反緣識精元明緣不到，

由緣不到，畢竟不見，非遺似遺，故

曰遺此本明，即是迷卻真本也。

講義碼160



57

雖然終日，承渠功能力用，行即用

也；眼見色，耳聞聲，乃至意知法，無

非本明照用，而不自覺，即日用，不知

能見能聞者是誰。既已迷卻真本，自必

全用妄本，攀緣六塵，依之起惑造業，

隨業受報。

講義碼161



58

枉入諸趣：即捨生趣生，趣向六

道，輪迴不息。枉入者，不當入而入，

眾生本具菩提涅槃，元清淨體，依之

修證，成佛有分，今反入諸趣，即是

繫珠乞丐，豈不枉屈乎。二發明真妄

二本竟。

講義碼161



59

卯三 正斥妄識非心 分三

辰初 如來重徵直呵

二 阿難驚索名目

三 如來指名出過

今初



60

阿難，汝今欲知，奢摩他路，願出

生死，今復問汝。

《正脈》云：「奢摩他路，問答

意別：阿難以求知心處，為奢摩他路；

如來則以了此妄識，無體無處，而別

覓真心，為奢摩他路。」

講義碼161



61

佛以阿難請示奢摩他路，故為說二種根

本，令知真妄，庶可捨妄求真，圓悟真

心，以為修習佛定之最初方便。此下更

試驗一番，且看阿難如何薦取！先徵能

見，後斥妄心，以示奢摩他路。

講義碼161



62

故曰：汝今欲知奢摩他路，願出生死，

今復問汝：如汝甘受生死，不求奢摩

他路，則亦無庸問矣，今既求開奢摩

他路，不得不決擇真妄二本，捨妄依

真，方免錯亂修習也。

講義碼161-162



63

即時如來，舉金色臂，屈五輪指，

語阿難言：汝今見不？阿難言：見。

即時如來，先以無言說法，舉拳驗

見。佛身全體黃金色，故臂亦金色。屈

五輪指，佛之指端，有千幅輪相，指屈

成拳，舉示阿難，此如來欲以向上一著，

講義碼162



64

接引阿難，阿難果能於金拳舉處，當下

回光返照，識得本明，則可謂機教相扣，

不負如來矣！無奈鈍根不契，還要費盡

如來苦心，於無言說中，再施言教。語

阿難言：汝今見不？阿難言，見。此處

是非未定，見塵也是見，見性也是見，

未知阿難是見塵耶？是見性耶？

講義碼162



65

佛言：汝何所見？阿難言：我見如來，

舉臂屈指，為光明拳，耀我心目。

佛以阿難答見，見塵、見性未分，

故問汝何所見？阿難言，我見如來，舉

臂屈指，為光明拳，照耀我之心目，此

見塵也。如果見性，自可忘塵，則合真

性，今既見塵，自然迷性，正屬妄本。

講義碼162-163



66

佛言：汝將誰見？阿難言：我與大眾，

同將眼見。

佛已知阿難，但見塵不見性，尚不

肯放捨，仍復親切提撕，深錐重劄，正見

婆心太切。復問汝將誰見？若能在這裏，

回光返照，尚屬未晚，無奈阿難，迷執太

深，如來重重顯示，阿難頭頭錯過，

講義碼162



67

仍答言：我與大眾，同將眼見。前見是

其眼，早被佛破，至此依然不悟，還答

我與大眾，同將眼見；則辜負世尊甚矣！

佛舉拳以示，正欲阿難向眼根中，識取

真見，以為奢摩他，出生死入涅槃之正

路也。可惜阿難，但知循塵，不知返本，

遺卻識精，故認肉眼為能見；此即上文

所云：「緣所遺者。」

講義碼162



68

佛告阿難：汝今答我，如來屈指，

為光明拳，耀汝心目，汝目可見，

以何為心，當我拳耀？

前來世尊，步步迫拶(ㄗㄚˊ)，當機阿

難，寸步不移，故祇得再徵妄心，而直

破之。前文吾今問汝，唯心與目，今何

所在，合此處，汝目可見，以何為心，

當我拳耀，祗是兩次徵心。

講義碼163

講義碼164



69

有謂楞嚴七處徵心，八還辨見。不知前七

番，乃破處非徵心，復未盡破妄之文，

後八還雖辨見為真心，豈全收顯真之旨？

經中實係三番破識，十番顯見，請試思之。

世尊舉手擎拳，原欲以無言之道，向

上一著，接引阿難，令向見色、聞聲處，

親見自己本來面目也。

講義碼164



70

奈阿難直指不會，祗得再加曲指，重行

審問：汝何所見一審也；汝將誰見二審

也。世尊循循善誘，阿難則處處膠著，

不能認見為心，而反認見屬眼，世尊見

其始終不悟，祇得落草盤根，更徵之曰：

汝目可見，以何為心，當我拳耀？此三

審也。正屬二次徵心。

講義碼164



71

阿難言：如來現今徵心所在，而我以

心推窮尋逐，即能推者，我將為心。

佛言：咄(ㄉㄨㄛˋ)！阿難，此非汝心。

如來三審，全是宗乘語氣，其如

當機，熟處難忘，不知轉身，猶曰，

如來現今徵心所在，而我以﹙用也﹚心，

推窮尋逐，即能推者，我將為心：

講義碼164



72

此認妄本也；能推之心，即攀緣心也。

正是阿難塵相未除，依舊認賊為子，此

第二次徵心，又自呈妄心也。

佛言咄！此非汝心！佛到此，見其迷

情深固，非大力不能破，故奮起踞地師

子之威，直與一喝曰：咄！此非汝心！

此一喝正如金剛王寶劍，擒賊斬首，向

其命根不斷處，猛下一劍。

講義碼165



73

佛舉手擎拳，要阿難向眼根見處，回光

返照，識取真心，無奈阿難，只知合塵，

不知合覺。如是如來，換一方針，以阿

難慣用耳根，遂乃振威一喝，欲令向耳

根薦取，能聞聞性，果能於此，妄心死

得了，自然可許法身活得來。阿難非特

妄心不死，下文反與如來，爭辯不休。

初如來重徵直呵竟。

講義碼165



74

辰二 阿難驚索名目



75

阿難矍(ㄐㄩㄝˊ)然！避座合掌，起立白佛

：此非我心，當名何等？

阿難被喝驚起。矍然，驚懼不安之

貌。故以避座合掌，起立白佛：此能推

者，既非我心，應當名為何等？

講義碼165



76

講義碼165-166

可見阿難一向唯知此心，今說非心，

如人執石為玉，認為至寶，今聞說非玉

，失其至寶，無怪其驚懼不安，故欲索

其名。二阿難驚索名目竟。



77

辰三 如來指名出過



78

佛告阿難：此是前塵虛妄相想，

惑汝真性，由汝無始，至於今生，

認賊為子，失汝元常，故受輪轉。

此如來先指妄名，後責錯認。此

﹙能推心也﹚是現前塵境，虛妄相上，所

起之分別想心，諸塵境界，於妙明心中，

虛妄顯現。

講義碼166



79

如空中華，夢中境，虛而不實，妄而不

真，故曰虛妄相。從此相上，所起之想，

則妄上加妄，當名妄想，乃是塵影，塵

有則有，塵無則無，隨塵生滅。但此心

功用頗大，而能惑亂汝之真性，由汝無

始劫來，至於今生，都認此妄想為真心，

譬如認賊為子，

講義碼166



80

反棄真子而不尋覓，既經認妄，自必遺

真。故云：「失汝元常。」元者、本也，

常者、常住真心。此心迷時，非失說失，

完全不知，都是妄想用事，依之起惑造

業，依業感報，而受輪迴六道，流轉生

死之苦。前云不知常住真心，用諸妄想，

故有輪轉是也。二斥妄識非心竟。

講義碼166



81

丑三推妄識無體 分二

寅初阿難述怖求示

二如來安慰顯發

今初



82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佛寵弟，心愛

佛故，令我出家。我心何獨供養如來，

乃至遍歷恆沙國土，承事諸佛，及善

知識，發大勇猛，行諸一切難行法事，

皆用此心。

講義碼167



83

縱令謗法，永退善根，亦因此心。

若此發明，不是心者，我乃無心，

同諸土木。離此覺知，更無所有。

云何如來，說此非心？我實驚怖，

兼此大眾，無不疑惑！惟垂大悲，

開示未悟。

講義碼167



84

此因聞非心之斥，乃述怖求示也。

歷敘生平，皆用此心。先云我是佛之寵

﹙重愛也﹚弟。心愛佛故：因見佛之三十

二相，勝妙殊絕，心生愛樂，令我發心

出家，是用此心。我心何獨供養如來：

我何止為佛執侍巾瓶，供養於佛，若從

此回小向大，乃至遍歷恆沙國土，

講義碼167



85

供養一切諸佛，如普賢行願，勸請諸佛，

轉大法輪，久住世間，以為眾生作大依

怙。及諸善知識：善字雙貫知識二字，

善知眾生根性，善識方便法門，具正知

見，能為人天眼目者，亦皆一一承事之。

講義碼167



86

發大勇猛：豎精進幢，披忍辱鎧，

破魔兵眾，上求佛道，下度眾生。

行諸一切難行法事：悍勞忍苦，不惜身

命。皆用此心：上歷敘作善心。

縱令謗法，永退善根：此設言作惡心；

謂縱令謗大乘經，斷學般若，成一闡提。

永退善根，亦因此心：此心為善惡司令，

一身之主。

講義碼168



87

若此發明不是心者：若此能推之心，

如佛發明，是虛妄相上，所起一種妄想，

不是心者，則我便成無心，豈不同土塑

木雕之偶像耶？我今離此覺知，更無所

有，阿難豈知即此覺知，何嘗是有，此

覺知者，乃是塵影耳，塵有則有，塵無

則無。

講義碼168



88

阿難果能悟得，覺知之心，本無

所有，如二祖求初祖安心，初祖伸手

云：「將心來，與汝安。」二祖即時，

求覓自心，乃答曰：「覓心了不可

得。」初祖曰：「與汝安心竟。」二

祖言下大悟。阿難若能如是，即可千

了百當，免得許多葛藤。

講義碼168



89

云何如來，說此非心：云何怪問意，說

此妄覺非心，我聞之下，實生驚疑怖畏。

兼此大眾：指小乘一類之機，但知六識

三毒，建立染淨根本，聞此非心，無不

疑惑。惟如來垂大悲，開示我等未悟。

初阿難述怖求示竟。

講義碼168



90

寅二 如來安慰顯發 分四

卯初標垂教深意

二 示常說妙心

三 況真心有體

四 顯妄識無體

今初



91

爾時世尊，開示阿難及諸大眾，欲令

心入無生法忍。

此許示真心有體，以慰無心之驚疑，

乃先安慰，而後開導。欲令悟見性為真

心，得入無生法忍，若證此忍，於三界

內六凡法界，三界外四聖法界，不見有

少法生，有少法滅，於一一法，

講義碼169



92

當體如如，而忍可於心，惟證相應，

懷之於心，亦不能向人吐露，其謂無生

法忍。

問：「現有十界諸法，何以不見少

法生滅？」答：「都緣眼中有翳，妄見

空華之十界，若悟空華，即無少法生滅；

翳眼見空華，華實不曾生，生既不生，

講義碼169



93

滅何所滅？眾生雖見十界，實則涅槃生

死等空華，那有生滅之相可得？故不見

有少法生滅，即一切事究竟堅固，首楞

嚴大定也。」觀世音菩薩，生滅既滅，

寂現滅前，即入此忍。眾生所以不入者，

正妄識障之也。今將破生滅識心，顯發

無生法忍，故先標焉。初標垂教深意竟。

講義碼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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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二 示常說妙心



95

於師子座，摩阿難頂，而告之言：

如來常說，諸法所生，唯心所現；

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

此欲示妙心，先為安慰。於者，在

也。師子座，並非以師子為座，亦非座

有師子之像，乃是我佛說法無畏，喻如

師子王，故其座稱師子座。

講義碼170



96

佛在座上，舒金色臂，摩阿難頂，

一示安慰意，二表將授以最勝頂法。

而告之言：在上語下謂之告。

如來常說，諸法所生，唯心所現：

如來說大乘性宗，常說一切諸法，並

非別有所生，唯一真心之所現起。

講義碼170



97

如《起信論》所云：「心為一大總相法

門體。」一切十界正報，凡、聖；染、

淨；因、果，與依報，大之世界，小之

微塵，一一皆是因心成體。古德云：

「天地與我同根，萬物皆吾一體。」正

此意也。二示常說妙心竟。

講義碼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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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三 況真心有體



99

阿難！若諸世界，一切所有，其中乃

至草葉縷結，詰其根元，咸有體性，

縱令虛空，亦有名貌。

承上唯心所現之世界，山河大地，

萬象森羅，一切所有，乃至微細之一草、

一葉、一縷﹙絲線﹚、一結，追詰其根本

元由，咸有體性，縱令至大之虛空，亦

有名貌；虛空是名，通達無礙為貌。

講義碼171

講義碼170



100

何況清淨妙淨明心，性一切心，而自

無體？

何況：反顯意。清淨者：即下文帶

妄所顯之見精，體本無垢，由來清淨故

。妙淨明心：妙字雙貫淨明，曰妙淨妙

明之心，指剖妄所出之真心。出障離染

，曰：妙淨；寂照含空，曰：妙明。

講義碼171



101

性一切心：性即體性，此性平等，

能為一切法所依，不為一切法所變，下

文四科七大，一切諸法，皆依此心為體。

而自無體句，與何況二字相照應，正是

反顯，真心所現之物，尚皆有體，而能

現之心，豈反自無體耶？

講義碼171



102

即是言真心決定有體，為汝執此妄心，

所以迷彼真體，豈真離此覺知，更無所

有乎？三況真心有體竟。

講義碼171



103

卯四 顯妄識無體



104

若汝執恡(ㄌㄧㄣˋ)分別覺觀，所了知性，

必為心者，此心即應離諸一切色、香、

味、觸諸塵事業，別有全性。

此佛先為按定，故曰若汝執吝，

分別覺觀云云。執謂固執，妄識為心。

吝為吝惜，不肯放捨。分別覺觀：即心之

功能。對境起念曰分別；內守幽閒曰覺觀

；

講義碼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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麤心緣慮名覺，細心靜住名觀。所了知性

者：即所以能了知之性，正屬妄本，不是

真心，必定要認他為真心者，此心即應當

離塵有體。一切色、香、味、觸，六塵但

舉四種，聲、法二塵，攝在諸塵之中。

事業者：營業之初曰事，事辦之後曰業，

即六塵事業。

講義碼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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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心，即應﹙平聲﹚離卻諸塵事業，

別有完全體性，此乃就理而論，必當如

是，下乃就事以驗。

講義碼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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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汝今者，承聽我法，此則因聲，

而有分別。

此舉聞法之心，以例見色、嗅香、

嘗味、覺觸、知法諸心，皆屬對境起念，

不能離塵有體。如汝現今，承聽我說法，

此心則因有所分別之聲，纔有能分別之

性，離塵畢竟無體。此斷執恡分別者非

也，即破意識，緣佛聲教之勝善功能也。

講義碼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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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

猶為法塵，分別影事。

縱滅二字，承前。縱使能把前五識，

及同時意識，不緣外面五塵境界，滅其

見、聞、覺、知之用。但由定中獨頭意

識，內守幽閒，寂靜之境，此境即凡外

在定所守之境，取為所證法性者。

講義碼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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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此非法性，猶為法塵，即能守境之

覺觀，雖離外塵分別，亦非真心，猶屬

定中獨頭意識，微細分別耳。影事：以

法塵乃前五塵落卸影子，意識分別，亦

屬緣影之心，即此內守幽閒，定中獨頭

意識，猶是微細法塵，分別緣影之事，

豈可認之為真乎？此斷定執恡覺觀者亦

非，即破意識，止散入寂之勝善功能也。

講義碼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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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此中根、塵、識三，差別之處，

應辨析明白，庶免疑誤：一、見、聞、

覺、知，有根性、識性之分；二、法塵

境界，有生塵、滅塵之異；三、第六意

識，有明了、獨頭之別。唯識云：「愚

者難分識與根。」因根識同有見、聞、

覺、知之用；

講義碼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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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單屬眼；聞，兼耳、鼻，覺，單屬

身；知，兼舌、意。須知六根對境，如

鏡照像，本無分別；六識緣境，則有分

別，即此有分別、無分別，為根識之分。

古德有云：「見、聞、覺、知，無

非妄想。」此約六識言。又僧問善知識：

「如何是佛性？」

講義碼173

講義碼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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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曰：「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

在舌嘗味，在手執捉，在足運奔。」此約

六根言。識性虛妄，故名妄想；根性真常，

故稱佛性。古來宗門祖師，多從六根門頭，

接引學人；擎拳豎指？令向眼根能見處薦

取；振威一喝？令向耳根能聞處薦取；木

樨香否？令向鼻根能嗅處薦取；這個滋味

如何？

講義碼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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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向舌根能嘗處薦取；當頭一棒？

令向身根覺痛處薦取；不思善不思惡？

令向意根正恁麼時薦取。這等見、聞、

覺、知，即本經所顯的，為如來密因，

亦即二根本中真本，亦即四科七大中，

如來藏妙真如性，所應取為本修因者。

講義碼174

講義碼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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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所滅之見、聞、覺、知，即前五識

之任運分別，及與前五識，同時而起，

明了意識之隨念分別，塵有則有，塵無

則無。凡、外、權、小，諸修行人，亦

知這個散動，有欲修定，必須止之歸靜，

成一種內守幽閒之境，不知猶是獨頭意

識，法塵分別影事。

講義碼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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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二根本中妄本，凡外所修之定，寧能

出此境界？法塵境界，有生、滅之異者。

法塵無別體，即五根對境，五識起時，

有明了意識，與其同時而起，緣五塵性

境，接歸意地，合五塵落卸影子，成為

法塵之境，如照像之攝影焉，故為影事。

講義碼17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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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分生塵，散位獨頭意識所緣，起計

度分別者。有一分滅塵，即此內守幽閒

之境，定中獨頭意識所緣者。亦全託分

別，而後分明，一不分別，境即沈沒，

此之分別甚細，如無波之流，望如恬靜，

流急不住，非實無流，故曰：法塵分別

影事。

講義碼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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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有明了、獨頭之別。明了意識：

緣境明了，親得法之自體，故以為名，亦

名五俱意，與前五識，俱時起故，亦名同

時意識。獨頭意識：復有四種：一、散位

獨頭，緣獨影境；二、狂亂獨頭，緣病中

狂亂所發境；三、夢中獨頭，緣虛妄夢境；

四、定中獨頭，緣定中所住境。

講義碼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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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幽閒之境，即屬定境。定中獨頭

所緣者，因有守境之心，所守之境，

故為法塵分別影事；此破意識，止散

入寂之勝善功能也。

我非敕汝，執為非心，但汝於心，

微細揣摩，若離前塵，有分別性，

即真汝心。

講義碼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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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縱其離塵有體，許為真心。故曰：

我非強制敕﹙令﹚汝也，一定執此緣塵

分別，以為非心。但汝於自心中，微細

研究揣摩，汝所執恡不捨之心，若離前

塵，有分別之體性，即許真是汝心；此

暫縱也。

講義碼175-176



120

若分別性，離塵無體，斯則前塵，

分別影事。

此隨奪，若能分別之性，離塵無

自體者，此則前塵分別影事耳。

講義碼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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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非常住，若變滅時，此心則同龜毛兔

角。則汝法身同於斷滅；其誰修證，無

生法忍？

塵非常住不生滅法，因緣和合，虛

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所托之

塵，若變滅時，則此能托影事之心，亦

應與之俱滅，此心則同龜毛兔角，

講義碼176



122

但有其名，全無其體。則汝法身，同於

斷滅以阿難認緣影為真心，心即法身，

屬性具，依之修習，證無生忍，屬修得。

今此心隨塵變滅，故難曰﹕「則汝法身，

同於斷滅。」以同龜毛兔角之本故，其

誰更來修因，而證無生法忍之果乎﹖三

推妄識無體竟，併前二科，初如來備破

三迷竟。

講義碼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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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二 大眾知非無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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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阿難，與諸大眾，默然自失！

即時：推破妄識無體之時。阿難與

諸大眾，已聞妄識無體，既不知何者為

真，又不敢依舊認妄，至此辭窮，默然

無語，自覺若失；如賈人失其所寶也。

併前一科，二正與斥破竟。

講義碼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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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三 結歸其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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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告阿難：世間一切諸修學人，現前

雖成九次第定，不得漏盡成阿羅漢，

皆由執此生死妄想，誤為真實。是故

汝今，雖得多聞，不成聖果。

此結歸。前取心定判之判辭，

前云：「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生死相

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

講義碼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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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自

定判之後，備破三迷已竟，到此仍結歸

其判。

一切諸修學人，統該凡、外、權、

小，錯用妄本而修者。九次第定：由一

定一定，次第而入，故名九次第定。

講義碼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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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八即四禪四空八定，凡位所修；後一

滅盡定，聖位所成；若但滅六識，名無

心定；兼滅七識，名滅盡定，又能令染

末那相應之受想，伏而不行，亦名滅受

想定。既得此定，於小乘法中，已為漏

盡，即是羅漢。

講義碼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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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云現前雖成此定，不得漏盡成阿羅漢

者：《正脈》云：「當知彼所謂無漏聖

位，皆一時權許，誘進而已。」《法華》

破云：「汝當觀察籌量，所得涅槃非真

實。」既非真涅槃，豈名真漏盡乎？故

《長水》謂：「十地為漏盡羅漢。」余

謂不得漏盡，此與前文，諸修行人，不

能得成無上菩提句，相照應。

講義碼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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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謂依識心修，縱成九次第定，超出三

界，沈滯化城為止，不能成佛也。

皆由執此生死妄想﹙第六識﹚誤為真

實﹙常住真心﹚。此執妄為真，故枉受輪

迴之苦；即破第六識，界外取證之勝善

功能也。

講義碼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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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汝今，雖得多聞，不成聖果者：

小教許四果皆聖，今阿難位居初果，

而謂非聖者，以九次第定，尚非漏盡

羅漢，而初果安得成聖耶？初斥破所

執妄心，以開奢摩他路竟。

講義碼1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