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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初顯見是心 分五

辰初雙舉法喻現前

二雙陳法喻令審

三辨明無眼有見

四辨明矚暗成見

五辨定眼見是心

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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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難，汝先答我，見光明拳。此

拳光明，因何所有？云何成拳？汝將

誰見？阿難言：由佛全體，閻浮檀金，

赩如寶山，清淨所生，故有光明；我

實眼觀；五輪指端，屈握示人，故有

拳相。

講義碼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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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躡前拳相，以驗當機，畢竟取

何為見。如來即為建大法幢，許令開發

真心道眼，於彼見解，不得不加勘驗，

故連三問：一問：汝先答我，見光明拳，

此拳光明，因何所有？二問：云何成拳？

三問：汝將誰見？問雖有三，意則在一，

要阿難參究見者是誰？

講義碼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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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宗門下教

人看話頭，即本此旨，豈可謂此經完全

教意耶？此經乃有字之宗，宗門即無字

之教。又此經雙兼宗教，阿難不領能見

是心，故如來不得已，舉例設喻以顯之。

講義碼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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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188

阿難言，由佛全體，閻浮檀金，赩(金光

赤燄也)如寶山。閻浮檀此云勝金，須彌

山南面有洲，多此檀樹，果汁入水，沙

石成金，此金一粒，置常金中，悉皆失

色。又傳此金方寸，置暗室中，照曜如

晝。佛身金色如之，赩如寶山：金光赤

燄，猶如一座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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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188

清淨所生：即前云，非是欲愛所生，故

有光明。此答第一問。 我實眼觀：答

第三問。佛問阿難：汝將誰見？正要阿

難悟見是心。今者阿難於識雖知是妄，

於見仍認屬眼，不知眼根乃是色法，為

眼識所依，見性所託，能見並不是眼也。

五輪指端，屈握示人，故有拳相：此答

第二問。初雙舉法喻現前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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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二雙陳法喻令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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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188

佛告阿難：如來今日，實言告汝：諸

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開悟。

世尊見當機，仍然認眼為見，更反劣於

前認識為心。略說眼見不及識心有三：

一、眼有形，易可破壞，觸之即傷，不

若識心無形，卒難損壞；二、眼有限，

只能明前，不能見後，不若識心，

講義碼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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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189

前後左右，皆能徧緣；三眼有礙，但

見障內(如牆壁為障障內)可見之色，不見

障外，不若識心，遠隔千山，皆能緣

到。因此之故，眾生皆認識為心，迷

卻本有真心；今認眼為見，迷卻眼中

見性。故如來巧示，無眼有見，令知

此見非眼，見性常住，全不係屬眼根

之有無，有眼有見，無眼亦有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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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悟此見性為真心，則常住妙明，不

動周圓，無邊妙義，悉皆得顯，方能迥

超識心，令決取捨，故辨無眼有見。告

阿難言：我今不與汝談玄說妙，但就現

前實事，與汝言之；法若不顯，再以喻

明之。諸有智者：指中根，要以譬喻而

得開悟；若上智之人，一聞便悟，不須

譬喻；無智之者，喻亦難明。

講義碼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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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189

阿難，譬如我拳，若無我手，不成

我拳；若無汝眼，不成汝見；以汝

眼根，例我拳理，其義均(同也)否？

無手無拳，無眼無見，迷觀似同，悟

見實異。今佛以見例拳，用手例眼，

故問之曰：以汝阿難眼根之見，比例

我手之拳，此種事相，與義理均同否？

講義碼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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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190

正勘阿難，為迷為悟耳！此中眼根，即

眼所成之見，但舉能成，略却所成；拳

理，即手所成之拳，但標所成，略卻能

成；須善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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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難言：唯然，世尊！既無我眼，不

成我見；以我眼根(所成見)例如來(手所

成)拳，事義相類。

當機只知順水行舟，不知看風使舵，遂

即應聲，答曰：唯然，世尊！唯然是應

諾之詞。既無我眼，不成我見等語，全

同凡情見解，究竟不悟見不屬眼之理，

講義碼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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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190

乃曰：以我眼根所成見，無眼即無見；

例如來手所成拳，無手即無拳，若事相

若義理，兩者比例，正屬相類。類者似

也，同也。二雙陳法喻令審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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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三辨明無眼有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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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190-191

佛告阿難：汝言相類，是義不然。何

以故？如無手人，拳畢竟滅；彼無眼

者，非見全無？

初三句，總斥引例不齊。告阿難曰：汝

言無眼無見，引例無手無拳相類，是義

實則不然，汝殊欠審察。何以故下，徵

辨不相類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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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191

。如無手人，手無則拳相畢竟是滅，以

手外無拳故；彼無眼者，眼壞而見性仍

然不壞，以眼見各體故。

彼無眼者：指盲人，非見全無，以仍能

見暗故。全無二字按體用作二釋：一、

約用釋：盲人無眼，既能見暗，但闕一

分見明之用，非見暗之用而全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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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191

二、約體釋：盲人無眼，但是眼無，並

非能見之全體亦無，以見體整個，完全

無有虧損，亦非半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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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者何？汝試於途，詢問盲人：汝

何所見？彼諸盲人，必來答汝：我今

眼前，惟見黑暗，更無他矚。

此令其詢驗。重徵所以無眼有見者，何

也？汝若不信，試於途中，詢問盲人，

自可驗知；以無眼有見，非盲人無以證

也。汝何所見？是告以詢問之詞。

講義碼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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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諸盲人，必來對答於汝：我今眼前，

惟(獨也)見黑暗，除暗之外，更無他物

可矚。矚即看也，此則揣其答詞。

講義碼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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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191

以是義觀，前塵自暗，見何虧損？

前塵指眼前塵境。依本經眼根所對，

有明、暗二塵。以是義觀者：以盲人

矚暗之義，觀察起來，眼前塵境，自

有一分暗塵，盲人既能矚暗，則能見

體性，有何虧損？所以汝言相類，我

謂不然者，此也。

講義碼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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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佛就無位真人赤肉團上，指出一隻金

剛正眼，正所謂無明窟裏，有箇大光明

藏也。上無眼有見，顯能見之性，不假

眼緣，是脫根也；下矚暗成見，顯能見

之性，不假明緣，是脫塵也。而能靈光

獨耀，迥脫根塵，豈同妄心離塵無體者

乎？

講義碼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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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相國崔公群，見如會禪師問曰：

「師以何得？」會曰：「以見性得。」

會方病眼。崔譏曰：「既云見性，其奈

眼何？」會曰：「見性非眼，眼病何

害？ 」崔稽首謝之。後法眼禪師別云：

「是相公眼」，豈以會之所答，猶涉教

意乎？三辨明無眼有見竟。

講義碼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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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四辨明矚暗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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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難言：諸盲眼前，惟覩(見也)黑暗，云

何成見？

當機不達，矚暗成見之義。反難云：諸盲

眼前，一無所見，惟獨覩見黑暗之境，云

何成見？良以眾生迷己為物，認見屬眼，

但知眼見，不知性明。又世人不但無眼即

謂無見，乃至無明，亦謂無見。

講義碼192

講義碼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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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上科示內不依根，此科示外不循塵，

較上隨塵生滅之識心，其真妄何難立判

也？

講義碼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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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告阿難：諸盲無眼，惟觀黑暗，與

有眼人，處於暗室，二黑有別？為無

有別？

上科阿難意以見明為見，人所共許，覩

暗成見，世間相違。故諍以唯覩黑暗，

云何成見？此科佛立例令審，無眼見黑，

有眼處暗，約根有異，論境實同，故問

有別無別，令其自審。

講義碼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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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世尊：此暗中人，與彼群盲，二

黑較量，曾無有異。

當機則曰：如是世尊，此暗中人，有眼

見暗，與彼群盲，無眼見暗，二者所見

黑暗，比較籌量，曾無有異。既知所見，

二黑無異，當知能見，二見亦同。

講義碼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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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謂無眼見暗，為無見，豈此有眼見暗，

亦無見耶？以是義觀，無有明相，亦復

有見，顯彼見性歷然，自有離塵之體。

全不係塵而為有無，明來見明，暗來見

暗，明暗相傾，見無所礙。正所謂：

「青山常不動，白雲任去來！」四辨明

矚暗成見竟。

講義碼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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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五辨定眼見是心 分二

巳初例明眼見之謬

二結申心見正義

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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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難：若無眼人，全見前黑，忽得眼

光，還於前塵，見種種色，名眼見者；

彼暗中人，全見前黑，忽獲燈光，亦

於前塵，見種種色，應名燈見？

此下辨明，見乃是心，此心離緣獨立，

不藉根，不託塵。本科先例明眼見之謬。

講義碼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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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六句，就阿難意按定；下六句，

例破其謬。以無眼得眼而後見，既名眼

見者；則無燈得燈而後見，應名燈見也？

蓋燈不名見，人所共知；眼不名見，人

所共迷，故用燈反難，令知眼見之謬。

講義碼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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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燈見者，燈能有見，自不名燈；

又則燈觀，何關汝事？

若謂是燈見者，燈是無情，而能有見，

自不名為燈，既名為燈，自無能見之

功。又則燈縱能觀見，自是燈觀，何

關於汝之事？則燈不名見也明矣。眼

不名見，例此可知。初例明眼見之謬

竟。

講義碼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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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二 結申心見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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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當知：燈能顯色，如是見者，

是眼非燈；眼能顯色，如是見性，

是心非眼。

是輾轉成謬之故，當知自有正義可申。

此正明見性是心非眼，非但不藉明塵，

兼亦離彼肉眼，故以燈為能例，眼為

所例，有眼得燈，

講義碼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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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但借燈以顯色，如是見者，是眼而

非燈，此事人所共知。以此例明，無

眼得眼，亦但借眼以顯色，如是見者，

是心而非眼，此事人所不覺。如來如

是顯發，可謂婆心特切，聞者急宜省

悟，認取見性為心矣！

講義碼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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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佛前呵妄識非心，此顯見性是心，前後

照應，即所以應阿難真心之求也。

昔枯木祖元禪師，依大慧於雲門庵，夜坐

次，見僧剔燈，始徹證。有偈曰：「剔起

燈來是火，歷劫無明照破，歸堂撞見聖僧，

幾乎當面蹉過！不蹉過，是甚麼？十五年

前奇特，依舊祗是這個。」

講義碼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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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以偈贈曰：「萬仞崖頭解放身，起來

依舊却惺惺，飢餐渴飲渾無事，那論昔

人非昔人。」夫剔燈何與本分事？乃即

悟去。如世尊云：「如是見者，是眼非

燈；如是見性，是心非眼。」此科以見

性，脫根脫塵，迥然靈光獨耀，於四義

中，是妙明義。初顯見是心竟。

講義碼19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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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二 顯見不動 分四

辰初 敘眾望示

二 辨定客塵

三 正顯不動

四 普責迷認

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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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難雖復得聞是言，與諸大眾，口已

默然，心未開悟，猶冀(希望也)如來，

慈音宣示。合掌清心，佇佛悲誨。

此文乃結前起後，上四句是結前，下四

句是起後。是言，即是心非眼之言；默

然，乃靜默無語，稍有解悟，始覺向日

之非。

講義碼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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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脈》云：「一者：一向但知，有眼

方為有見，無眼即為無見；今驗盲人覩

暗，始知無眼亦有見，而此見與眼，殊

不相干。二者：一向但知，見明方可成

見，見暗不得成見；今例有眼暗中，所

見之暗，同於無眼日中所見之暗無異，

始知見暗之時，誠亦是見。

講義碼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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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196-197

三者：一向但知，見惟是眼，不名為心；

今觀有眼得燈，無眼得眼，但皆顯色，

始知見乃是心，而此見精，離彼肉眼，

別有自體，誠異前心離塵無體矣！」默

然之中，反覆研味此意而已。 心未開

悟者：不是完全未悟，但未大開悟耳。

前已覺緣心不寂不常，非妙非明，故別

求寂常妙明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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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197

今佛示我此見為心，靈光獨耀，已具妙

明之義，未審此心，亦具寂常義否？此

正結前，下乃起後。

猶冀如來，慈音宣示：冀者望也，如來

法音，皆從大慈悲心中流出，故曰慈音。

宣示即希望宣揚指示，見性是心之心，

亦具寂常妙明諸義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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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197

佛則應其所請，下九番顯見，以及四科

皆顯諸義：第二顯見不動，是寂、常二

義；第三顯見不滅；第四顯見不失；第

五顯見無還；皆屬常義。第六顯見不雜；

第七顯見無礙；第八顯見不分；皆妙明

義。第九顯見超情；乃屬妙義。第十顯

見離見；乃屬常、妙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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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之前，佛示諸法本如來藏，常住妙

明，不動周圓，妙真如性。於此四義，

加周圓一義，顯見之中，如不失、無還、

不雜、無礙、不分諸科，皆含有周圓之

義。此心即是如來藏心，豈同緣心生滅、

昏擾、動搖、隨塵有無耶？初敘眾望示

竟。

講義碼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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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二 辨定客塵 分二

巳初 如來詢究原悟

二 陳那詳答佛印

今初



49

講義碼197-198

爾時世尊，舒兜羅緜網相光手，開五

輪指，誨敕阿難，及諸大眾：我初成

道，於鹿園中，為阿若多五比丘等，

及汝四眾言：一切眾生不成菩提，及

阿羅漢，皆由客塵煩惱所誤。汝等當

時，因何開悟，今成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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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198

此佛詢究原悟。欲借昔之客、塵，顯

今身境；昔之主空，顯今見性。爾時

世尊，即望慈音宣示之時。佛舒兜羅

緜，網相光手，開五輪指：舒者伸也，

佛前以手擎拳示阿難，現則伸手開拳，

要引阿難大眾，見性現前。兜羅緜柔

軟，佛手似之，佛五輪指端，皆有縵

網之相，且有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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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曰：「網相光手」。誨敕阿難及諸

大眾者：乃誨以見性不動，如主、如

空，敕令勿更錯認，客塵動搖之身境。

我初成道，於鹿園中者：佛在雪山，

苦行六年之後，詣菩提場，臘月八夕，

覩星出現，忽然大悟，得成無上佛道。

講義碼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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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自所證之道，轉無上根本法輪，說

《華嚴》圓滿修多羅教，小機在座，有

眼不見舍那身，有耳不聞圓頓教，不得

已依本起末，不動寂場，而遊鹿苑，為

五比丘說法。

鹿園即鹿苑，在波羅柰國境，為古帝王

苑囿，又為帝王養鹿之園。

講義碼198



53

其因緣：昔有國王遊獵，無數兵士，各

持利器，作一獵圍，圍內眾生，必難倖

免。時有二群鹿，各五百隻，其鹿王：

一釋迦過去示生畜類，行菩薩道；一為

提婆達多。時釋迦鹿王，與達多鹿王言：

今國王圍獵，我等以及一切禽獸，身命

難保。

講義碼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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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汝當向王請願，救彼身命，汝我二

群輪流，每日進貢一鹿，請王解圍。達

多鹿王從其意，遂至王所，士兵見欲殺

之，鹿王能作人語云：「勿殺我。我與

王請願。」鹿能人語，人皆奇之！又云

請願更奇。乃報告於王，有鹿能作人語，

與王請願。王聞亦奇之，即許入。

講義碼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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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禮訖，跪奏云：大王今日遊獵，小鹿

大膽啟奏，求王下令解圍，我等當每日

進貢一鹿，王可日食鮮味，終身食之不

盡；若盡行圍獵，眾鹿必死，王食不及，

以後無鹿可食。」王因奇其事，遂允解

圍。一日輪達多鹿群進貢，派一母鹿，

身懷有孕，再二日即產。

講義碼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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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求王先派他鹿，待子生後，再往進貢。

王怒不許，曰：﹁汝欲後死，誰願先死

耶？﹂該母鹿即到釋迦鹿王處，哀求為派

一鹿，代其今日進貢，俟子生後，即往進

貢，可以保全其子。釋迦鹿王，心中一想：

若派其他，殊難開口，若不設法，又負所

求，乃令母鹿，在此群中，自往代之。

講義碼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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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200

至國王所，王問：「子來何為？」曰：

「進貢與王充膳。」王曰：「難道汝二

群之鹿，皆食盡耶，要輪汝自己進貢？」

對曰：「二群之鹿，只有增加，王日食

一鹿，統計所生，一日不只一鹿。」曰：

「何為子來耶？」乃告以母鹿請願之事，

不得不以身代之。王為感悟，畜生中是

有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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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200

乃說偈曰：「汝是鹿頭人，我是人頭鹿，

我從今日後，不食眾生肉。」遂將群鹿

養於苑囿，禁人加害，故稱鹿苑。此處

乃鍾靈之地，多有仙人在此修行得道，

又名仙苑。

為阿若多五比丘等，及汝四眾言者：五

比丘，佛初出家時，淨飯王遣五位大臣，

往勸太子回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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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200

父族三人：一、阿鞞，此云馬勝；二、

跋提，此云小賢；三、拘利，華言未

詳；有云即摩訶男。母族二人：一、

阿若多，此云解本際，又云最初解；

二、十力迦葉，此云飲光。尋到太子，

勸請回宮，太子乃曰：「不成佛道，

不回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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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因太子不回，不得回朝復命，乃隨

從太子遊方五載，而至雪山，同修苦行

六年。三人不堪苦行者，乃往鹿園，別

修異道；後二人見太子受牧女乳糜之供，

亦復捨去，而至鹿園。

佛演《大華嚴》，雖稱本懷，不契時機，

尋念過去佛，所行方便事，亦欲開方便

門，說小乘法，乃思：

講義碼200

講義碼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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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201

誰應先度？悲二仙之已逝；喜五人之猶

在，乃至鹿園，為五比丘等，三轉四諦

十二行法輪：一、示相轉；二、勸修轉；

三、作證轉。示集諦之相，即見、思煩

惱，見惑粗如客，思惑細如塵，此在鹿

園，所說客、塵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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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汝四眾言一句，當指《阿含》會上四

眾。佛對之言：一切眾生，不成菩提：

即不能成就，無上正覺菩提之道。及阿

羅漢者(解見在前)，其故何也？皆由客、

塵煩惱所誤。客、塵喻粗、細煩惱：我

執分別，行相不停如客；我執俱生，行

相微細如塵。

講義碼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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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執即天臺宗，所謂見、思二惑。客、

塵為三乘人通惑，大、小共斷，不斷羅

漢尚不能成，況無上菩提乎？故曰：皆

由所誤。當時所說客、塵，乃喻集諦煩

惱，反顯主、空，乃喻滅諦耳。今但取

能比之喻，不取所喻之法，以客、塵二

皆屬動，而喻身境，及緣身境之心；

講義碼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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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空二皆不動，俱喻見性耳。佛問

汝等當時，聞說客、塵二字，因何開悟？

今成聖果？故問因何開悟，欲今詳敘客、

塵、主、空，可以例顯身境及緣心與見

性，動不動之義。初如來詢究原悟竟。

講義碼201



65

巳二 陳那詳答佛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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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202

時憍陳那，起立白佛：我今長老，

於大眾中，獨得解名，因悟客、塵二字

成果。

此憍陳那自陳得悟。他經有云憍陳如，

即阿若多之姓也。此云火器，以先世事火命

族故。我今長老者：因佛在鹿園說法，阿若

多最初稱解，成阿羅漢，為法性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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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得解名者：阿若多，此云解本際，

名也。因悟客、塵二字之理，得成聖

果，此從集諦入也。

講義碼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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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

宿、或食，宿、食事畢，俶裝前途，

不遑安住；若實主人，自無攸往。

此述所解，先解客字，次解塵字。

佛以客、塵喻集諦煩惱，即見、思二惑；

見惑緣境分別，背覺合塵，麤動不定，

講義碼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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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行客，投寄旅亭，久緣如宿，暫緣

如食，而或之云者，久暫不定也。此境

分別已定，復緣他境，捨此趣彼，如客

之宿、食既畢；俶者整也，遑者暇也；

即整頓行裝，轉向前途而去，不暇安心

居住也。若實在主人，喻小乘偏真法性；

自無所往，喻法性常住不動。

講義碼202

講義碼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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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思惟：不住名客，住名主

人，以不住者，名為客義。

如是指上文，譬如行客，投寄旅

亭等。如是思惟，以見惑分別不住名

客，以法性常住名主，是我當時開悟，

以不住者名為客義。

講義碼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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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203

又如新霽，清暘昇天，光入隙中，

發明空中，諸有塵相。塵質搖動。虛

空寂然。

此解塵字。以思惑任運，搖動如塵。

塵須有日光，照之可見，故曰，又如新

霽，清暘升天。久雨初晴曰新霽，清暘

者，早晨之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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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203

日從雲中而出，喻已斷見惑，得見道之

智日，升於性天，其智微劣，於法性理，

亦惟少分相應，故以光入隙中喻之。隙

者，門壁縫障，若無日光，不了塵相，

譬喻若無見道之智，不見思惑，若斷見

惑，有了智光，能覺思惑，於偏空法性

理中，微細起滅如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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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法性不動如空，故喻如日光，發明

空中塵相。塵之體質是搖動，虛空乃

寂然不動，相形而顯也。

講義碼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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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204

如是思惟：澄寂名空，搖動名塵，

以搖動者，名為塵義。

如是思惟，乃以見道之智，觀察思

惟：澄然寂靜，名之為空；飛揚搖動，

名之為塵。是我當時開悟，以搖動者，

名為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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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204

趙州，一日掃地次，有僧問云：

「和尚是大善知識，為甚麼掃地？」州

曰：「塵從外來。」僧曰：「既是清淨

伽藍，為甚麼有塵？」州曰：「又一點

也。」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辨客、

塵義，析入秋毫。



76

佛言：如是！

此佛印可其說。佛意祗要陳那說

出客、塵，主、空，誰動、誰靜，令阿

難聞已生信，識得眼中見性不動，身境

與能緣識心，搖動而已。陳那分析，正

合佛意，故印可之曰：「如是」。

講義碼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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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二義當知：一、此客塵之喻，

有通、有別。別者，如陳那所析，以

見惑分別不住，取喻如客，去之猶易，

以思惑任運搖動，取喻如塵，拂之實

難；通者，實則煩惱、所知二障，分

別、俱生二惑，隨境生滅，非真常性，

皆為客義；以此二障二惑，而能染污

妙明，擾亂性空，皆為塵義。

講義碼20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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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科顯見不動，以客、塵皆

喻動義，主、空皆顯不動義。佛問客、

塵，即密答阿難，寂常心性之求。以客

乃不住，喻身境識心；而主人自無所去，

喻心性常住之義。以塵乃搖動，亦喻身

境識心；而虛空寂然不動，喻心性澄寂

之義。二辨定客塵竟。

講義碼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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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三 正顯不動 分二

巳初 對外境顯不動

二 對內身顯不動

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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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如來，於大眾中，屈五輪指，

屈已復開，開已又屈，謂阿難言：汝

今何見？阿難言：我見如來，百寶輪

掌，眾中開合。

此佛以手為阿難之外境，以顯見性

之不動。因上文陳那分析客、塵，主、

空，則動、靜分明，

講義碼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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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阿難即生滅之客、塵，薦取不動主、

空之見性耳。故於眾中，屈曲五輪指又

成拳相，屈已復開，開已又屈，以表外

境不住，引起阿難見性現前，令注意也。

故問阿難：「汝今何見？」在佛之意，

還是要阿難，向能見處親見天然不動之

本體，

講義碼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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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阿難乃據事直答：「我見如來，

百寶輪掌，眾中開合。」佛手掌中有千

輻輪相，故稱輪掌。

講義碼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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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206

佛告阿難：汝見我手，眾中開合，

為是我手，有開有合？為復汝見，有

開有合？阿難言：世尊寶手眾中開合，

我見如來，手自開合，非我見性，有

開有合。

佛告阿難者，因其不悟，故呼而告

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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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難：「汝見我手，眾中開合，為是我

手，有開合耶？為是汝見，有開合耶？」

此佛更向親切處提醒，要阿難於外境與

見性，主、客之義，定要分清。阿難言：

世尊寶掌，在大眾中，有開有合。我見

如來，手自開合，非我見性，有開有合。

講義碼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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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因如來提醒之後，始覺佛手，開合

如客，見性不動如主。

講義碼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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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言：誰動？誰靜？阿難言：

佛手不住，而我見性，尚無有靜，

誰為無住？

此佛見阿難所答，依稀似是，但

未便儱侗放過，還須切實勘驗始得。

故即問云：誰動？誰靜？要知動、靜，

較前開、合，更深一層。

講義碼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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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開、合易辨，動、靜難明，故問令答，

且看當機，腳跟是否點地。阿難見佛手

開、合之時，佛手在阿難見性之中，不

住如客，而阿難見性，無有開合如主，

此動、靜分明，阿難已經領悟，故承問

誰動誰靜，應聲答云：佛手開合不住，

動也，而我見性，本來不動。

講義碼20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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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用況顯之詞，初學稍覺難解。尚無有

靜者：非言見性不靜也，蓋靜必因動而

顯，先曾動過，後乃不動，方可說靜；

見性從本以來，不曾動過，未動不須說

靜，故曰尚無有靜相可得，誰為無住，

猶言何處有動耶？無住二字即動也，正

顯即性，非惟離動，

講義碼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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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動、靜雙離，誠天然自性之本定，

非由制伏攝念而成。凡欲求十方如來，

得成菩提之定，決當以此見性，為因地

心。佛但先顯，不與明言，且待請修時，

再與指出，必以根性為因心也。

講義碼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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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207

佛言：如是。

阿難此時見解，陡然與前不同，已

親領見性不動之義，所分外境為動，見

性不動，其理不謬，故佛印可之曰：

「如是」。當知此中，以一佛手，為一

切外境之例，既佛手開、合，與見性無

干，則凡一切萬事萬境，任其起滅紛飛，

皆與見性無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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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人於動中，覩此不動之性，常恆不昧，

自不至為境所奪矣！

此文雙兼直、曲二指，如果如來但屈指

開、合，不形審問，阿難即禮拜默領，

不分動、靜，何異教外別傳之旨？因有

問有答，故曰雙兼直、曲二指。而宗門

豎指、伸拳，發明於人者，多本如來舒

拳屈指之意，令人自見自悟也。

講義碼20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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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俱胝和尚，初住庵時，有一尼名實際，

到庵直入，更不下笠。持錫遶禪床三匝云：

「道得即下笠。」如是三問，俱胝無對，

尼便去。俱胝曰：「天勢稍晚，且留一

宿。」尼云：「道得即宿。」胝又無對，

尼便行。胝歎曰：「我雖具丈夫之形，而

無丈夫之氣！」遂發憤要明此事，

講義碼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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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208

擬棄庵往諸方參學。其夜山神告曰：

「不須離此，明日有肉身菩薩至，為

和尚說法。」次日天龍禪師到庵，胝

乃迎禮，具陳前事，龍要胝作尼問。

胝曰：「道得即下笠！」天龍豎一指，

俱胝忽然大悟。後來道風大振，凡有

所問，只豎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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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臨終謂眾曰：「吾得天龍一指禪，直

至於今用不盡。要會麼？ 」豎起指頭

便脫去，倘向指頭上會，則千錯萬錯！

若能了知豎指屬動，見性不動，則可親

見主人翁矣！初對外境顯不動竟。

講義碼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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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二 對內身顯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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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209

如來於是，從輪掌中，飛一寶光，

在阿難右，即時阿難迴首右盼；又放

一光，在阿難左，阿難又則迴首左盼。

佛告阿難：汝頭今日何因搖動？阿難

言：我見如來出妙寶光，來我左右，

故左右觀，頭自搖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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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209

上科對外境，而分動、靜尚疎；此科就

內身，而分動、靜則親。以內身親為自

體，其與見性，動、靜難分。佛要令阿

難，更於自身中，親見不動之體，故從

輪掌中，飛一寶光，在阿難右，令其迴

首右盼；又放一光，在阿難左，令其迴

首左盼。故問阿難：汝頭今日因何搖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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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阿難說出，觀光動頭，方可辨於見性

之動、靜耳。

阿難，汝盼佛光，左右動頭，為汝頭

動？為復見動？世尊！我頭自動，而

我見性，尚無有止，誰為搖動？

上科阿難於外境見性，所分動、靜，已

蒙印可；

講義碼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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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科佛欲就內身勘驗頭、見，誰動、誰

靜，看阿難能否於搖動身中，親見不動

真體。正脈云：世人認見是眼，故頭搖

眼轉，宛似見性亦動，今阿難因佛上文

說破，見不屬眼，已覺此見，離眼獨立，

湛然滿前，自試頭之搖，何干於見？

講義碼20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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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直答：我頭自動，而我見性，

尚無有止(靜也)，誰為搖動。即所謂而

我見性，尚且無有靜相可得，如何更有

搖動？

頭之與見，同在阿難當人分上，今

於自身上，能分動、靜，自然較勝從前

認眼為見多矣！

講義碼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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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難此時，能於搖動身境之中，分出不

動之見性，由聞上科，彼無眼者，非見

全無，又既能矚暗，見何虧損？已領見

性脫根脫塵，離緣獨立。又聞陳那解說，

客、塵，主、空之義，復明常住不動之

義，故一經如來勘驗，能於動搖身境之

中，說出不動之見性。

講義碼210



102

細究阿難，此時解悟，雖經如來印可，

實屬從外入者，不是從內發出，佛但以

所答不謬而許之。何以見得阿難不是從

內發出？觀下科意請如來，顯出身、心

二者之中，發明何為虛妄生滅無常性，

何為真實不生滅常住性，便知。

講義碼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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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210-211

宗家多向根身，接引學人。昔無業禪師，

初見馬祖，問曰：「三乘文學，粗窮其

旨，嘗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

祖曰：「祗未了的心即是，更無別物。」

業曰：「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

祖曰：「大德正鬧在，且去別時來。」

業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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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211

祖召云：「大德！」業回首，祖曰：

「是甚麼 」業便領悟，乃禮拜。祖曰：

「這鈍漢，禮拜作麼？」

又五洩靈默禪師，遠謁石頭，便問：

「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石頭據

坐不答，洩便行。頭隨後召云：「闍

黎！」洩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祗

是這箇，回頭轉腦作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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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於言下大悟，乃拗折拄杖，而棲止焉。

且道無業、五洩二人，回頭轉腦，便爾

悟去，較阿難相去幾何？

佛言：如是。

眼中見性，湛然圓滿，超然獨立，不特

與外境無干，而與內身亦不相干。

講義碼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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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非但無有動相，併靜相亦不可得，

誠所謂這箇見性，內脫根身，外遺世

界，身、境兩不相干，動、靜二皆不

屬。若能親見根中，不動搖之定體，

即是奢摩他，微密觀照，最初方便也。

故佛復印可曰：「如是」。三正顯不

動竟。

講義碼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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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四 普責迷認 分三

巳初 取昔所悟客塵

二 令觀現前主空

三 怪責自取流轉

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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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212

於是如來，普告大眾：若復眾生，以

搖動者，名之為塵；以不住者，名之

為客。

如來普告，意在令眾咸知，客、塵、主、

空之義。若復眾生一句，上下當補足其

意，於後四句，方易領會。乃曰：汝等

已明客、塵之義者，



109

則不必說；若復有眾生，未解客、塵之

義者，即當以搖動者，名之為塵，以不

住者，名之為客，不獨頭之搖動是塵，

凡一切動相，皆屬塵義。又不獨佛手開、

合不住是客，凡一切不住，皆屬客義，

初取昔所悟客塵竟。

講義碼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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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二 令觀現前主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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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觀阿難，頭自搖動，見無所動；又

汝觀我，手自開合，見無舒卷。

此令眾轉觀，恐其未解，常住不動，主、

空之義者，故令就阿難身境驗之。乃曰：

汝等倘未解主、空之義，但觀察阿難，

頭自搖動、塵也；見無所動，空也；又

汝觀我，手自開合，客也；

講義碼21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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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難見無舒卷，主也。而客、塵；主、

空之義，豈不歷歷分明；若悟主、空，

自不被客、塵煩惱所誤矣！二令觀現前

主空竟。

講義碼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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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三 怪責自取流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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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汝今，以動為身？以動為境？

從始洎終，念念生滅？

云何是責、怪之詞。承上客、塵，主、

空之義，明如指掌；應當捨客、塵、

動搖之身境，而取主、空不動之見性。

云何汝等，仍以動者為實身，以動者

為實境，猶故不捨客塵之身境，

講義碼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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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取主、空之見性，反乃從始洎終，

於身妄執為實我，於境妄執為我所，

此屬我執；又執身境，心外實有，不

了萬法唯心，此屬法執。念念隨我、

法二執以生滅，豈不自誤哉？念念即

意識妄心；始、終二字，遠則無始為

始，今世為終；近則生為始，而死為

終，二皆可通。

講義碼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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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失真性，顛倒行事，性心失真，認

物為己，輪迴是中，自取流轉。

承上既已認妄，則必遺真。故曰遺失真

性。顛倒者：認妄遺真，而真妄顛倒，

此屬惑；行事者：依顛倒之惑，而於妄

身、妄境，妄生取捨，此屬業。既經依

惑起業，而於本具寂常之性，

講義碼213

講義碼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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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明之心，竟失其真，反認內四大妄身

為我，外四大妄境為我所，是所謂認物

為己，隨身口意，造種種業。輪迴是中：

即捨身受身，於妄身妄境之中，妄生纏

縛，不得解脫，受生死苦。此依惑造業，

依業受報，自作自受，實非天造地設，

亦非人與，

講義碼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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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214

故曰：「自取流轉。」流是遷流，轉是

輪轉，生死死生，循環不失，亦寓深警

之意。此科以見性離身、離境，凝然本

不動搖，四義中是寂常義。二顯見不動

竟。

大佛頂首楞嚴經正文卷第一終



119

顯見不滅

講義P214-P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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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三 顯見不滅 分四

辰初 會眾作意啟請

二 啟匿王出詞別請

三 如來徵顯不滅

四 王等極為慶喜

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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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阿難，及諸大眾，聞佛示誨，身

心泰然！念無始來，失卻本心，妄認

緣塵，分別影事。今日開悟，如失乳

兒，忽遇慈母，合掌禮佛。

此文禮佛之前，乃經家所敘，願聞之後，

為會眾意請。聞佛示誨，身心泰然者：

前聞能推非心之斥，矍然驚怖！



122

復聞離塵無體之驗，默然自失，身心

皆不自在。今者聞佛指示，盲人矚暗，

見性是心，訓誨客塵、主、空，見性

不動，了知見不屬眼，性元不動，非

同妄識之無體，故得身心泰然安舒自

得貌。

念無始來者：撫今追昔，追念最初一

念，無始無明，妄動以來，轉如來藏，

而為識藏，雖具識精元明，緣所遺者

講義碼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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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二詳敘變滅 分三

未初較量老少

二詳敘變狀

三總結必滅

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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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汝今生齡，已從衰老，顏貌何

如童子之時？

此辨老少形容。佛曰：大王！汝今生齡

﹙年也﹚已從衰老，七十曰衰，王年六十

有二，故曰已從﹙隨也﹚衰老；其容顏形

貌，比較童子﹙十五曰童，未巾冠也﹚。之

時，為何如？還是同耶？異耶？

講義碼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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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我昔孩孺，膚腠潤澤，年至長

成，血氣充滿；而今頹齡，迫於衰耄，

形色枯悴，精神昏昧，髮白面皺，逮

將不久！如何見比，充盛之時？

佛問老少，王加長成，從少敘起。

我昔孩孺，膚腠潤澤者：始生曰孩兒，

始行曰孺子；膚是身之皮膚，腠是身之

文理，幼時滋潤光澤也。

講義碼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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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長成：二三十歲，長大成人，精神健

康，血氣充滿﹙及氣充血滿﹚；

而今頹齡：即現時六十二歲，乃屬頹敗之

年齡，迫﹙近也﹚也於衰耄﹙不必定局歲數，

但以迫近，衰朽老耄也。﹚，下二句，即釋衰

耄之相。形容顏色，枯稿憔悴，衰也；精

采神氣，昏暗晦昧，耄也。

講義碼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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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白面皺，逮﹙至也﹚將不久：謂至

此頹齡晚景，如日落西山，逮將不久

於世，怎比壯年血氣充盛﹙即滿也。亦

旺也。﹚之時？壯尚不可比，何況童

耶？老年者，安可恬不知懼耶？初較

量老少竟。

講義碼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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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二詳敘變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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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言：大王！汝之形容，應不頓朽？

此如來引說，問言大王，汝之形貌容顏，

應當不是一旦頓朽，汝亦自覺否？

王言：世尊！變化密移，我誠不覺，

寒暑遷流，漸至於此。

此下王答漸至。變化密移者：乃行陰遷

變化理，密密推移，屬幽隱妄想；

講義碼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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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夫心麤，當然莫辨，故曰：「我誠

﹙真實也﹚不覺」。莊生喻如夜壑負舟，

彼謂造化密移，豈知行陰所遷。寒暑遷

流，漸至於此者：寒來暑往，一年一度，

遷變流轉，漸漸至此，誠非頓朽。

講義碼222



132

何以故？我年二十，雖號年少，顏貌

已老初十歲時；三十之年，又衰二十；

於今六十，又過於二，觀五十時，宛

然強壯。

何以故？徵釋漸至於此，非是頓朽。老

少比較，人固易知，那知二十之年，已

老十歲，三十又衰二十，於今六十二歲，

反觀五十之時，宛然強壯，此麤推也。

講義碼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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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我見密移，雖此殂落，其間流

易，且限十年；若復令我微細思惟，

其變寧惟一紀、二紀，實惟年變；豈

惟年變？亦兼月化；何直月化？兼又

日遷；沈思諦觀，剎那剎那，念念之

間，不得停住。

講義碼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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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四句牒前文。謂我見變化，密密遷移，

雖然如此殂落，其間遷流變易，且限十年

﹙指前二十衰於十歲，三十又衰於二十也。﹚。

殂落者：尚書云：魂升於天，魄歸於地，

是謂殂落，乃死之別名，此同斷滅之見。

今者乃取變遷之義，殂者往也，謂壯色日

銷，同逝波之東去；落者下也，謂精神日

損，如夕陽之西下。

講義碼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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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復下細推。令我微細思惟，其遷變豈

獨一紀、二紀；一紀十二年也，實在年

年有變；豈唯年變？亦兼月月有化，此

一月不及上一月；何直﹙即何止也﹚月化？

兼又日日有遷，命光與時光共謝。若再

沈其思慮，諦實觀察，剎那剎那(時之最

短也)，念念之間，不得停留暫住。

講義碼22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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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王經》云：「一念中，具九十剎那；

一剎那有九百生滅。」剎那生滅，非智

莫覺。古有偈云：「如以一睫毛，置掌

人不覺，若置眼睛上，為害實不安。」

此豈凡夫所能知耶？二詳敘變狀竟。

講義碼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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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三總結必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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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知我身，終從變滅。

因念念不得停住，故驗知我身，究

竟要歸變滅，總屬無常。佛引敘肉

身遷謝之相，正欲王與會眾，同明

虛妄生滅，無常性也。初顯身有遷

變竟。

講義碼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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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二指見無生滅 分三

午初徵定許說

二所見不變

三能見不滅

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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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告大王：汝見變化，遷改不停，悟

知汝滅；亦於滅時，汝知身中，有不

滅耶？波斯匿王，合掌白佛：我實不

知。佛言：我今示汝，不生滅性。

此徵定生滅身中，有不生滅性，而許說

也。佛見匿王，詳敘行陰，頗覺入細，

可示以不生滅性。

講義碼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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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問之曰：大王！汝見變化，遷移改易，

念念之間，不得停住，悟知汝身，必歸

滅盡；亦於念念剎那，生滅之時，汝知

身中，還有不滅性耶？此正欲發揮證知，

真實不生滅，常住之性。匿王合掌白佛：

我實在不知，設若早知，豈受斷滅之教。

講義碼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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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言汝既不知，我今指示汝，現前生

滅身中之不生滅性。王前請求，云何

證知，此心不生滅地？今佛許示不生

滅性，正請許相應也。初徵定許說竟。

講義碼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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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二所見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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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汝年幾時，見恆河水？王言：

我生三歲，慈母攜我，謁耆婆天，經

過此流，爾時即知，是恆河水。

此引敘觀河。謁者參拜；耆婆天，此云

長壽天。謁此天神，以求長壽也。

講義碼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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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言：大王！如汝所說，二十之時，衰

於十歲，乃至六十，日月歲時，念念遷

變；則汝三歲，見此河時，至年十三，

其水云何？王言：如三歲時，宛然無異；

乃至於今，年六十二，亦無有異。

此欲彰所見之水無異，引顯能見之性不變，

文顯易知。二所見不變竟。

講義碼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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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三能見不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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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言：汝今自傷，髮白面皺，其面

必定皺於童年；則汝今時觀此恆河，

與昔童時，觀河之見，有童耄不？

王言：不也，世尊！

此科正顯能見之性不變。先以皺變對

顯，其面必定皺於童年者，因此不是

本來面目，故有皺變。

講義碼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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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問今時觀河，與昔童時觀河之見，有老

少否？童即少，耄即老，不必定指九十歲

曰耄。王答不也，世尊！即無老少之變異。

此中有一疑問，必須解釋。問：「世有年

老，精神健康，聰明不衰者，可說不變，

多有老眼昏暗，如何可說不變？」

講義碼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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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曰：「自是眼暗，非關見性之事。若

凡不信，我有一比例：世有老人，眼根

昏暗，帶著眼鏡一看完全明白，如說見

性有變，眼鏡亦復無用，今一帶眼鏡則

明，足驗見性不變，自是眼昏，不是見

性亦昏。

講義碼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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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盲人眼根雖壞，見性無虧，眼鏡但為

助緣而已，實是性明，不是鏡明。若定

執鏡明，未帶眼上，何以不明？」

講義碼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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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言：大王！汝面雖皺，而此見精，

性未曾皺；皺者為變，不皺非變。

此因皺以分變與不變。而此見精性未曾

皺。見精即第八識識精，性即元明之性；

因在眼故曰見精，此見精之性，即本來

面目，故無皺變。

講義碼22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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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云何

於中，受汝生死？而猶引彼末伽黎等，

都言此身，死後全滅。

此因變以分滅與不滅。匿王既因身之衰變，

而預知身之必滅；何不因見之不變，而預

知此見，死後必不滅乎？彼不變者，元無

生滅：指見性，本來不生不滅。

講義碼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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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於中，受汝生死者：以見性既不與身

同變，云何於汝身中，而同受生死耶？當

知此身雖壞，真性常存。

而猶引彼末伽黎等四句，乃責留斷見。末

伽黎此云不見道，字也，拘賒黎﹙是其母

名﹚子，其人謂眾生罪垢，無因無緣，即

外道六師之第二，皆以斷滅為宗，故云都

言此身，死後全滅。

講義碼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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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見不滅之文，既破匿王斷滅之疑，

巧答會眾意請諸義。此中面皺，見性不

皺﹙身心之真妄判然矣。﹚，皺者為變，不

皺非變﹙身心之虛實攸分矣。﹚，變者受滅，

彼不變者，元無生滅﹙身心生滅與不生滅發

明矣﹚。此即向生滅身中，指出不生滅

性。

講義碼22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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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證驗，前匿王在身上觀察，故恐斷

滅；今世尊在見上發揮，故無生滅。所

謂：「不離花下路，引入洞中天。」足

見世尊說法之妙也！三如來徵顯不滅竟。

講義碼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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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四王等極為慶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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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聞是言，信知身後，捨生趣生。與

諸大眾，踴躍歡喜，得未曾有！

一切凡夫外道，多執斷見，匿王本為除

凡夫斷見之惑，故示同凡情而問。今聞

死後不滅，已破斷見，故以生信發解，

知即是解，此信知，與前狐疑相照應，

信知此身，死後不至斷滅。

講義碼228



158

捨生趣生者：謂捨此生之現陰身，而

受中陰身，再趣他生，而得後陰身，此

即第八識「去後來先作主公」依業受報

也。王與他一類懷斷見之機，斷疑生信，

聞法歡喜矣！

匿王本不求取真心，雖聞不變不滅，

不以為喜；又匿王本不求出生死，雖聞

受汝生死，不以為驚；

講義碼22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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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聞不至全滅，顯有後世，頓銷斷見之

疑，故信解生喜，非餘眾無有信解歡喜

也！權小聞說，彼不變者，元無生滅，

云何於中，受汝生死；遂信生滅身中，

元有不生滅性，解悟離識心外，別有此

常住真心。自此修大定，成菩提，端有

望矣，故亦踴躍歡喜，得未曾有也！

講義碼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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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科以見性不滅論，盡未來際，究竟常

住不滅，是四義中常義。三顯見不滅。

講義碼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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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見不失

講義P229-P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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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四顯見不失分三

辰初阿難因悟反疑前語

二如來發明因倒說失

三深責迷倒結合前喻

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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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難即從座起，禮佛合掌，長跪白佛：

世尊！若此見聞，必不生滅，云何世

尊！名我等輩，遺失真性，顛倒行事？

願興慈悲，洗我塵垢。

此科顯見不失，與上科顯見不滅，俱屬

常義。上科顯盡未來際，究竟常住不滅；

此科顯從無始來，雖然顛倒不失。

講義碼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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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難前問答客、塵之義，以身境有動，

如客如塵，見性不動，如主如空，佛已

印可，復普告大眾，當以不住者，名之

為客，搖動者名之為塵，後乃斥責遺失

真性，顛倒行事。適聞上科佛云：彼不

變者，元無生滅，與不動之見性，絲毫

不異，遂起疑問，

講義碼22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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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若此見聞，必不生滅，即上文彼不變

者，元無生滅；此起疑之端也。

云何世尊，名我等輩，遺失真性，顛

倒行事？此正所疑。阿難因後疑前，以

為性有生滅，可說遺失，既是見性不滅

不動，以何因緣，佛責遺失？

講義碼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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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等二障所纏，如染塵垢，願佛興大

慈悲雲，而降甘露雨，洗滌我之塵垢。

故佛下文答意，以因顛倒而說遺失，非

因斷滅而說遺失也，可見非真遺失。本

科全示，非失說失，失本不失之相。初

阿難因悟反疑前語竟。

講義碼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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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二如來發明因倒說失 分二

巳初即臂倒無失為喻

二以心倒無失合喻 巳初分三

午初定臂之倒相

二定臂之正相

三明顛倒非失

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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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如來，垂金色臂，輪手下指，示

阿難言：汝今見我母陀羅手﹙此云印手﹚，

為正為倒？阿難言：世間眾生，以此

為倒，而我不知，誰正誰倒。

此即臂之正倒以喻不失，以顯心之正倒，

亦復不失。

講義碼230

講義碼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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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佛眾生，真性平等，在聖不增，在

凡不減，減尚不減，豈有失耶？祗因

顛倒，則非失說失耳。佛以心之正倒

不失難知，故借臂之正倒易見，令其

觸類旁通，遂即垂金色臂，以千輻輪

手，下指於地，示阿難言；汝見我手，

為正為倒？

講義碼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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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機因常遭如來當頭棒喝，不敢以己意

自答，乃引世間眾生，以此為倒，而我

不知，誰正誰倒？猶言不知何者謂之正，

何者謂之倒。初定臂之倒相竟。

講義碼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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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二定臂之正相



172

佛告阿難：若世間人以此為倒，即世間

人，將何為正？阿難言：如來豎臂，兜

羅緜手，上指於空，則名為正。

佛緊就其語而追之曰：若世間人，既以

此為倒，即世間人，又將以何為正？阿難

至此，不得不言，如來豎臂，以兜羅緜手，

上指虛空，則名為正。二定臂之正相竟。

講義碼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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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三明顛倒非失



174

佛即豎臂，告阿難言：若此顛倒，首尾

相換，諸世間人，一倍瞻視！

良以手臂，本無正倒之相，但阿難隨順世

間，謂如來豎臂，則名為正。佛即豎臂，

告阿難言，若此顛倒；此句即告以顛倒之

名，下句乃指其顛倒之義；但是將下垂之

首，換作上豎之尾，首尾相換而已。

講義碼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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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說上豎為正，臂亦無增；下垂為倒，臂

亦不失。諸世間人，不了手臂本無一定正

倒，一迷也；定要執著下垂為倒，上豎為

正，即是加一倍迷執之瞻視，即下結文，

所謂迷中倍人。瞻視二字，與上汝今見我，

母陀羅手，見字相照應。

講義碼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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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為仰瞻，則看上豎之首；視為俯視，

則看下垂之尾。但加一倍看法，無論說

正說倒，皆不離此臂，雖說倒時，臂本

不失。初臂倒無失為喻竟。

講義碼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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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二以心倒無失合喻分三

午初標名合定

二身無正倒

三正倒從心

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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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知汝身，與諸如來，清淨法身，

比類發明，如來之身，名正徧知；

汝等之身，號性顛倒。

此以法合喻，舉生身佛身之法，

合上手臂倒正之喻。承上言，手臂下

垂為倒，手臂上豎為正。無論倒正，

皆不離此臂，由是即喻觀法，

講義碼23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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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知汝阿難之身，與諸﹙助語詞﹚如來清

淨法身﹙此是離垢清淨﹚，比類發明者：

即生身佛身，比例形顯，自可發明，如

來之身，名正徧知身；了知心包萬法，

為正知，萬法唯心為徧知；如手上豎為

正。汝等之身，執心在身內，執法居心

外，號性顛倒身；如手下垂為倒。

講義碼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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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不必在手臂上豎下垂，爭正爭倒。

阿難說，世人以此下垂為倒，上豎為正，

佛即順彼之說，但取臂之雖倒不失，喻

明心之雖迷不失也。

當知真心，本無迷悟，但為生佛迷悟

所依，悟時名正徧知，雖悟亦無所得；

講義碼233



181

迷時號性顛倒，雖迷亦本不失，不過多

一分迷執而已。如手臂本無正倒，而為

正倒所依，上豎說正，臂無所增；下垂

說倒，臂亦無失，亦不過多一倍瞻視而

已。初標名合定竟。

講義碼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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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二身無正倒



183

隨汝諦觀，汝身佛身，稱顛倒者，名

字何處，號為顛倒？於時阿難，與諸

大眾，瞪瞢瞻佛，目睛不瞬，不知身

心，顛倒所在。

此佛明知身無正倒之相，故問阿難，

令其觀察。

講義碼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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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手之顛倒，人所易知；心之顛倒，人

皆莫解，若能觀察，恍然自悟，則不至

遺失真性耳。故曰：隨汝諦審觀察，汝

此色身，與佛法身比較，汝身稱顛倒者，

既有名字，定有相狀，何處號為顛倒？

正要阿難循名核實，諦觀身上何處，號

為顛倒之相，分明指出。

講義碼234



185

於時阿難，與諸大眾，被此一問，恰似

木偶，不能開口，瞪瞢瞻佛。瞪、雙目

直視，瞢、昏悶不了，瞻仰於佛，目睛

不瞬﹙動也﹚，不知身心，顛倒所在，望

佛待教也。不知者，因有甚深義趣，所

以不知。一、顛倒名雖在身，義乃從心：

由心起顛倒，故於身上，不知顛倒相之

所在；

講義碼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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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相更不在心，義乃在執：由迷眾

起執，號為顛倒，而心實不依之真成顛

倒，故於心上，亦不知顛倒相之所在。

三、非可相見，祗可義求：因迷執而說

顛倒，迷執亦非有相之物，豈能指其相

之所在耶？故曰：不知身心，顛倒所在。

二身無正倒竟。

講義碼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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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三正倒從心 分三

未初標如來慈悲告眾

二引昔教以明正相

三責遺認以明正相

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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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興慈悲，哀愍阿難，及諸大眾，發

海潮音，徧告同會：

佛興慈悲：興者發也；慈能與樂，悲能

拔苦；不待請問，運無緣慈，與以正徧

知樂，運同體悲，拔其性顛倒苦。

講義碼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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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愍者：因見阿難大眾，不知身心顛倒

所在，以目直視如來，昏瞢不了，實堪

哀愍！海潮音，應不失時。阿難大眾，

殷殷待教，故不失其時，而徧告同會也。

初標如來慈悲告眾竟。

講義碼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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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二引昔教以明正相



191

諸善男子！我常說言：色心諸緣，及

心所使，諸所緣法，唯心所現。

佛引常說之教，以明正徧知義。此大乘

了義，是佛常說，亦各隨機解。如一切

唯心造，凡小解為業造，權教解為識造，

圓頓之機，直了真心所現，真所謂「佛

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

講義碼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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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約深義，重明昔教。色心諸緣，

及心所使四句，明萬法唯心所現。色即

十一色法，心即八識心王。諸緣者：生

心有四緣，謂親因緣、增上緣、等無間

緣，亦名次第緣，所緣緣；色法只有前

二緣，不須後二緣故。

講義碼235-236



193

及心所使者，即五十一心所法：徧行五

法，別境五法，善十一法，根本煩惱六

法，隨煩惱二十法，不定四法。此五十

一法，隨心王所驅使：故名心所使。五

十一心所法，八識所具多寡不同，

第八識唯具五徧行心所；第七識具徧行

五法，別境慧、根本四法貪、癡、我見、

慢；大隨煩惱八法，共十八心所；

講義碼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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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識，力用最強，具足五十一心所；

前五識具徧行，別境各五法，善法十

一，根本煩惱前三，中隨二法，大隨

八法，共三十四心所。

諸所緣法者：即二十四種不相應法，

因不與心王、心所、色法、無為法相

應，乃色心分位假立之法。

講義碼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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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及命根眾同分，異生性與無想定，

滅盡定及無想報，名身句身並文身，

生住老無常流轉，定異相應併勢速，

次第時方及與數，和合性不和合性。

二十四種不相應﹙是識所緣﹚，及六種

無為﹙是智所緣﹚，此中即百法五位，

廣如唯識百法論說。

講義碼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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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百法，即統一切法，惟是真心所現，

真心如鏡，諸法如鏡中像而已。此文重

一現字，見萬法即心也。

講義碼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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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

現物。

此明萬法常在心中。汝身指阿難根身；

汝心指阿難識心，其餘諸法，俱攝在皆

字之中。此如來直指阿難現前身心，以

明諸法所依本體。寂照不二，耀古騰今，

曰妙明；

講義碼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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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無妄染，純一無雜，曰真精；不變隨緣，

隨緣不變，不可思議，曰妙心；中即妙心

之中，妙心為能現，諸法為所現，即阿難

之身心，亦為妙心中所現之物。

此二段文中，有二種疑問，須加辨明：

一、問：「諸所緣法，唯心所現，真如無

為，亦在其中，何以真如亦為所現耶？」

講義碼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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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本經乃圓實大教，是絕待，非

對待也，以彼真如無為，是對有為而立，

如下文云：「言妄顯諸真，妄真同二妄」

故也。

又問：「前顯見性黎耶體，是為能現，

今汝身汝心，皆是妙心所現之物，則此

心外，另有真心耶？」

講義碼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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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七轉識，但為所現，真心獨為能現，

而黎耶通於能所，對純真之心，則降為所

現，對七轉識，則陞為能現，與真心非一

非異。故本經云：「真非真恐迷，我常不

開演。」若悟上文，心包萬法，萬法唯心

之旨，則為正徧知，而非性顛倒矣！」二

引昔教以明正相竟。

講義碼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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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三責遺認以明正相 分三

申初怪責遺真認妄

二法說認遺之相

三喻說遺認之相

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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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汝等，遺失本妙，圓妙明心，寶

明妙性，認悟中迷？

此責遺真認妄。前阿難問：「若此

見聞，必不生滅，云何名我等輩，遺失

真性？」其意不知以何因緣，說為遺失，

此科即其因緣也。由顛倒而說失，非失

似失，雖不失而顛倒，無倒為倒，故責

曰：云何汝等，遺失云云。

講義碼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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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妙者：本來自妙，不假修為，非謂他

法妙，即謂心性，本來自妙也。心性單

舉，體用自應雙兼，今心性對舉，體用

不分而分，自其本覺而言謂之心，自其

本寂而言謂之性。圓妙明心者：圓即本

覺照用，圓融朗徹，乃從妙起明，寂而

常照，此用妙也；如摩尼珠之光。

講義碼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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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明妙性者：寶即本性寂體，清淨堅

實，乃即明而妙，照而常寂，此體妙

也；如摩尼珠之體。此心性，全體大

用，原是自己本有家珍，如何遺失？

認悟中迷：此即遺失真性所以。認字

即屬顛倒執情，不當認而認也。悟者

悟萬法唯心，心包萬法；

講義碼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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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者迷法皆心外，心在身中。眾生應當

反迷歸悟，云何竟認悟中一點迷情，為

己心性？此即是顛倒，即為遺失真性，

一迷也；若更執所認迷情，以為真心極

量，此即屬認物為己，迷上加迷，倍迷

也，即是顛倒之中，更加一倍顛倒也。

講義碼23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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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悟迷，與臂之正倒對論，其理易

明。心本無悟迷，而說悟迷，如手本無

正倒，而分正倒。其病皆在執之一字，

執情若化，則為正徧知，執情不化，則

為性顛倒。手之正倒，不離一臂，人之

悟迷，不出一心，見雖迷執顛倒，而真

心實不曾依之，而果成顛倒；

講義碼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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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人迷東為西，東實不轉為西，但一迷

情妄執，東西顛倒，乃是不顛倒中，妄

計顛倒，故曰認悟中迷。

亦乃不迷中起迷，如第四卷所云：「昔

本無迷，似有迷覺」也。初怪責遺真認

妄竟。

講義碼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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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二法說認遺之相



209

晦昧為空，空晦暗中，結暗為色。

妙明明妙之心性，本無迷、悟、世界、身、

心等相，云何遺失本妙心性，而起迷認？

乃由最初一念妄動，迷性明故，而成無明，

故曰晦昧﹙即無明也﹚。由此無明，將靈明

洞徹之真空，變為冥頑晦昧之虛空，故云

為空，是為業相，此則從真起妄，即經云：

「迷妄有虛空」也。

講義碼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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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晦暗中，結暗為色者：於此頑空，

晦昧暗中，復依無明之力，轉本有之智

光，為能見之妄見，是為轉相；於空晦

暗中，欲有所見，而業相本無可見，瞪

以發勞，故結暗境，而成四大之色，變

起山河大地世界，依報外色，故曰結暗

為色，是為現相，即經云：「依空立世

界，想澄成國土」也。

講義碼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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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業、轉、現三相，為三細，即阿賴

耶識。以上色空等法，迷者誤認虛空

世界，心外實有。

講義碼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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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雜妄想，想相為身。

色，即結暗所成，四大之色；妄想，即

能成之心。復由妄心，摶取少分四大妄

色，色心相雜，變起眾生，正報內色，

故曰：「想相為身」。想即妄心，相即

妄色，色心和合，五蘊具備，而為五蘊

之眾生，即經云：「知覺乃眾生」也。

迷者誤認四大假合之身，為自身相。

講義碼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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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緣內搖，趣外奔逸，昏擾擾相，以

為心性。

聚緣者，圓覺云：「妄有緣氣，於中積

聚。」積聚能緣氣分，於妄身中，內緣

五塵落卸影子，計度分別，搖動不休

﹙此即獨頭意識，內緣法塵之境。﹚；

講義碼240

講義碼241



214

外緣五塵諸境之法，明了分別，奔逸不已

﹙此即五俱意識，外緣五塵之境。﹚，趣向外

境，奔馳縱逸，故曰：「趣外奔逸」。

聚緣內搖故昏，趣外奔逸故擾，即此昏迷，

擾攘之相。迷者不知，原是無明，展轉麤

動之相，由無明不覺生三細，境界為緣，

再起四麤，誤認妄識緣塵分別，為自心相。

講義碼241



215

合色雜妄想，想相為身，即《圓覺經》

所云：「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

緣影，為自心相。」此即認物為己，

顛倒之相。

講義碼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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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迷為心，決定惑為色身之內。

自晦昧為空，從真起妄，悉皆認妄，

已成顛倒，此處正屬顛倒之中，更加

顛倒。既一迷積聚緣氣，以為自心，

決定迷惑，心在色身之內，萬法皆在

心外，與正徧知見，敵對相反，以上

皆認妄之相。

講義碼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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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

是妙明，真心中物。

不知，即迷執心在身內，並不知真心廣

大周徧，包含萬象。即阿難內之色身

﹙四大之色法，和合所成﹚。外洎﹙及也﹚山

河，虛空大地之世界，咸﹙皆也﹚是妙明

真心中，所現之物。此乃遺真之相。

講義碼24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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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知心包萬法，法在心中，則成正徧

知矣！因不知故，認物為己，乃成性

顛倒也。二法說認遺之相竟。

講義碼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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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三喻說遺認之相



220

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惟認一

浮漚體。

以下設喻。澄清百千大海，譬如包羅虛

空大地之廣大真心，反遺棄之，此喻遺

真也；惟認一浮漚體，惟獨認海中一漚

之體，譬如惟認悟中一點迷情，似在色

身之內，此喻認妄也。

講義碼242



221

目為全潮，窮盡瀛渤。

此喻執妄為真。喻中惟認一漚，即目為

全海之潮，窮盡大瀛、小渤；法中認妄

識為真心，執妄識窮盡真心極量。三喻

說遺認之相竟。併前二如來發明因倒說

失竟。

講義碼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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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三深責迷倒結合前喻



223

汝等即是迷中倍人，如我垂手，等無

差別，如來說為可憐愍者！

上喻中棄海認漚，一迷也；目漚為海，

乃是迷中倍迷之人。合法中遺廣大之妙

心，認緣影之妄心，一迷也；執此妄心

即是真心全體，詎非加一倍之迷耶？如

我垂手一樣，不知手臂本無正倒，一迷

也；

講義碼243



224

今定執上豎為正，下垂為倒，亦迷中倍

迷之人，故曰等無差別。

又不知真心本無迷悟，一迷也；反

認悟中迷，亦迷中倍迷之人。心雖迷倒

而不失，猶臂之雖倒而不失，等無差別

也。前云遺失真性，正由顛倒，則非遺

似遺，日用不知，則無失說失，懷珠乞

丐，枉受困窮，名可憐愍！

講義碼243



225

果能於此悟明，雖顛倒而不失，則不

負本有；雖不失而顛倒，則不廢修證，

庶性修無礙矣。此科以真性不失而論，

從無始來，雖然顛倒不失，亦四義中

常義。以如來盡心吐露，可謂澈法底

源，惜當機未能直下承當，似極顯見

性，妙明周圓之義。四顯見不失竟。

楞嚴經講義第三卷終

講義碼243



226

顯見無還

講義P244-P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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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五顯見無還 分四

辰初阿難求決取捨

二如來力為破顯

三承前判決取捨

四結歎自述淪溺

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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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難承佛悲救深誨，垂泣叉手，而

白佛言：我雖承佛如是妙音，悟妙

明心，元所圓滿，常住心地。

悲救深誨者：承佛悲憐愍念，救拔性

顛倒苦，深加訓誨，而與正徧知樂。

感傷真心不失，顛倒受淪，故致垂泣

矣！

講義碼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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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雖承佛如是妙音：如是指法之詞，即

指上三科妙音，乃讚佛說法微妙音聲；

佛音具足眾妙，乃總讚之曰：「妙音」。

悟妙明心：即指領悟上三科，所顯見性。

阿難前求發妙明心，佛向阿難眼中指出，

顯見性即是妙明心，阿難領悟不動、不

滅、不失之見性。

講義碼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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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所圓滿：指不失科中，包括虛空曰圓，

周徧萬法曰滿，所顯廣大圓滿之義；常

指不滅科中，真常不滅之義；住指不動

科中安住不動之義。此述聞法雖悟本心，

下乃歸功意識。

講義碼24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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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悟佛，現說法音，現以緣心，

允所瞻仰，

而字轉語詞，悟佛法音，是猶但領其文，

未諳其旨，觀下未敢認取可知。阿難以

聞解之功，全歸重於聽法緣心，故曰現

以﹙用也﹚緣心，緣心即第六意識，緣慮

分別之心，而能聞法領悟，有大功能。

講義碼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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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所瞻仰者：允誠義，謂此緣心，是誠我

所瞻依仰慕，而不能捨者，若捨此心，憑

誰聞法領悟耶？

徒獲此心，未敢認為本元心地。

此心，即妙明心。眾生日用施為，一一無

非承其恩力，咸皆迷而不知，故歸功於緣

心，阿難亦復如是，故曰：「徒獲此心」。

講義碼245



233

獲者得也，其意徒得此心，而未敢認為本

來圓滿，元來無失，常住心地。其故何也？

因不得其用，故未敢認也。

倘若認此，則必捨彼，卻後將何承領佛法？

縱不惜緣心，而獨不重佛法乎？所以躊躇

莫決。觀此阿難則真妄雙迷。倘無根性真

心，豈能聞法？

講義碼245



234

聞既不聞，則分別緣慮之心，何自而有？

全承根性恩力，反疑不得其用，此迷真也；

聞法領悟之心，離塵即無分別，塵有則生，

塵無則滅，完全無體，不過妄有緣慮分別，

執認不捨，此迷妄也。既是真妄雙迷，何

得稱悟？直至三卷末，獲本妙心，常住不

滅，方敢認取此心，方是真悟。

講義碼24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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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佛哀愍，宣示圓音，拔我疑根，歸

無上道。

圓音：即佛最勝口輪「但以一音演說法，

眾生隨類各得解」，圓音，即是一音。

佛之音聲，圓滿普被，諸方異類，聞之

皆同本音，一音具足一切音，故稱圓音；

一切音不出一音，故曰一音。

講義碼246



236

佛音為眾生作增上緣，隨根差別，現

眾多聲，猶如一雨所潤，草木大小，

隨根受益，有緣隔遠，如在一堂。

疑根者：謂致疑之端，乃疑自、疑人、

疑法，三疑中疑法也。此疑根之於心，

非大雄大力之世尊，莫能拔之。

講義碼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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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緣心、真心，誰取、誰捨，莫衷一

是，如人惑於歧途，莫知所向，故求拔

疑根，令到不疑之地，庶可歸無上道，

無上道，即不生不滅之果覺，須識不生

滅之因心，庶可圓成矣！初阿難求決取

捨竟。

講義碼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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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二如來力為破顯 分二

巳初破緣心有還

二顯見性無還 巳初分三

午初破所緣之法

二破能緣之心

三指各有所還

今初



239

佛告阿難：汝等尚以緣心聽法，此法

亦緣，非得法性。

上科阿難求決取捨，此科如來力為破顯。

破者破妄﹙緣心也﹚，顯者顯真﹙見性

也﹚，此欲破緣心有還，先破所緣之法

﹙現說法音﹚。阿難不捨緣心，為重於法，

若破所緣非真，而能緣自捨矣。

講義碼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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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等尚以緣心聽法，謂以能緣之

心，聽我所說法音。則此法亦成所緣

之塵，非得法性真理。以法音但是能

詮，真理方是所詮，真理即眾生之心，

聽法能悟真理，方不負我所說，故下

喻說，聽法自應觀心。

講義碼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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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

月。

上人字喻說教人；下二人字皆喻聽教人；

指喻佛之聲教；月喻聽教人之心。如人以

手指月示人，喻佛以音聲，而作佛事，說

出聲教，直指人心，告示聽教之人。彼聽

教人，因教自當觀心，猶因指自當看月也。

若聽教悟心，則因指見月矣！

講義碼247



242

若復觀指，以為月體，此人豈惟亡失月

輪，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標指，為

明月故。

此喻執教迷心。若復觀指，以為是月之體，

此人豈惟﹙獨也﹚亡失月輪不能見，亦亡

其所謂指也。何以故是徵，下二句是釋。

即以所標之指，認為明月故；

講義碼24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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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合當云：若復執教為心，此聽教人，

豈惟不達真心，亦且不知教意，何

以故？即以所緣聲教，為真心故。

講義碼248



244

豈惟亡指，亦復不識明之與暗。何以故？

即以指體，為月明性，明暗二性，無所

了故，汝亦如是。

明暗二字，喻中易知，法中難解。

喻中不但亡指，並不識明暗。何以故句徵，

下釋不識明暗之義。即以指體之暗性，認

為月光之明性，自是明暗二性雙迷，無所

了知故。法中教合指喻，心合月喻。

講義碼248



245

教以聲名句文為體，無覺照之用，合暗喻；

心以靈知不昧為性，有覺照之用，合明喻；

學人不解依教觀心，但認聲教為真心，

豈獨迷心，亦迷其教。何以故？

以所說教，認為真心故。又不但迷教，亦

復不達有覺照，無覺照之用。何以故？

講義碼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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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聲、名、句、文，無覺照之教體，

為靈知不昧，有覺照之心性，

覺與不覺，二者無所了別故。

謂汝以緣心聽法，則我所說之法，亦成緣

塵，汝則迷失法性，何異執指為月，不識

明暗之人？故曰：「汝亦如是」。初破所

緣之法竟。

講義碼248-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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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二破能緣之心



248

若以分別，我說法音，為汝心者，此

心自應。離分別音，有分別性；譬如

有客，寄宿旅亭，暫止便去，終不常

住，而掌亭人，都無所去，名為亭主。

此正拔不捨緣心之疑根。分別：指聽法

緣心；法音：即所聽聲教。上科先破所

緣之法，此科乃破能緣之心。

講義碼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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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汝雖不以所分別聲教為心，若以能分

別法音，為汝真心者，此心自應離卻所

分別法音，有能分別自性，方許為真。

此暫縱，下即奪，先喻說，後法合。此

喻能緣心，離塵無性，譬如行客，寄宿

旅亭，不過暫時止住便去，終不常住，

而掌﹙管也﹚亭人，是為亭主，則無所去。

講義碼249



250

此亦如是：若真汝心，則無所去，云

何離聲，無分別性？

此以法合。亦復如是者：能緣心不住，

緣境之時，暫緣便去，終不久緣，故喻

如客。若真是汝心，則如亭主常住，並

無所去；云何離卻所分別聲，無有能分

別之自性？此破意識緣聲之心也。

講義碼24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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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則豈惟聲分別心；分別我容，離諸

色相，無分別性。

此下廣示有還。故云：斯則豈獨緣聲分

別之心，離聲無性；即能分別我三十二

相之容貌，亦是相有則生，相無則滅，

離諸所分別之色相，亦無能分別之自性。

講義碼250



252

如是乃至，分別都無，非色非空，拘

舍離等，昧為冥諦，離諸法緣，無分

別性。

如是二字，指上緣聲色二塵，離塵無分

別性。乃至二字，超略中間香、味、觸、

塵，井法處所攝，半分生塵，而分別之

性，亦復都無。

講義碼250



253

此是六識不緣六塵境界，五俱意亦皆不

行，如是則能分別心，與所分別境，悉

皆寂然。故曰：「都無」。唯留獨頭意

識，緣法處半分滅塵，因法塵有生滅之

分故。 非色非空：即內守幽閒，法處

滅塵境界，已離六塵麤相，故非色；猶

有寂靜細境，故非空。參禪之士，到此

境界，難免被他所誤。

講義碼2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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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非同色界﹙四禪天﹚定，故非色；

非同空處﹙空無邊處天﹚定，故非空。

如八定後三定，所緣境界相似。不但

隨塵起滅之見聞，緣心不行，即齅、

嘗、覺、知，亦復不起，此處猶非真

心，切勿錯認。

講義碼251



255

拘舍離等，此云牛舍，乃末伽黎母名，

即拘舍離子，六師之一，等餘外道。昧為

冥諦者：昧即迷昧，不知此境非真，執為

冥初主諦。智論云：「外道通力，能觀八

萬劫，八萬劫外，冥然不知」。謂為冥初；

從此覺知初立，故名主諦，亦云世性，謂

世間眾生，由冥初而有此性，即世間本性

也。

講義碼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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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諸法緣，無分別性者：《正脈》云：

「縱使心之分別都無，亦但離於麤分別

耳，微細流注，固所未覺；縱使境之色

空都盡，亦但離於麤境耳，滅塵影事，

固不能離。若離諸法塵，半分滅塵之緣，

即無分別之性，與上之離聲、色，而無

性者，同一例也。」二破能緣之心竟。

講義碼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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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三指各有所還



258

則汝心性，各有所還，云何為主？

此心性，非圓妙明心，寶明妙性，即緣

塵分別之心性，亦即上文所謂昏擾擾相，

以為心性，乃隨塵生滅，各有所還。分

別聲者，從聲塵來，還之於聲；乃至分

別冥諦者，從冥諦來，還之冥諦。如人

影相似，從何人來，還隨何人而去。

講義碼251-252



259

有來有去，但是暫住之客，不是常住

主人，故曰：「云何為主」。初破緣

心有還竟。

講義碼252



260

巳二顯見性無還 分二

午初阿難求示無還

二如來詳與顯示

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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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252

阿難言：若我心性，各有所還；則如

來說，妙明元﹙本也﹚心，云何無還？

惟垂哀愍，為我宣說。

此當機聞說緣心有還，而求示無還也。

還者歸還，如世間之物，從誰借來，還

之於誰。



262

若是自己之物，則無可還，故問曰：

若我能緣心性，如來現說，各有所還，

而如來所說妙明元心，云何乃是無還？

惟垂哀愍，為我宣說。初阿難求示無

還竟。

講義碼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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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二如來詳與顯示 分四

未初指喻見精切真

二許示無還之旨

三備彰八相皆還

四獨顯見性無還

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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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252-253

佛告阿難：且汝見我，見精明元，此見

雖非妙精明心，如第二月，非是月影。

佛欲示無還之旨，先明見性，切近真

心，且就阿難日用之見，分明指示，故曰：

且汝現前見我之時，此見即是八識精明之

體，元者本也；故出其名曰：見精明元。

即二根本中真本，識精元明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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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即第八識見分，映在六根門頭：在眼

曰見精。在耳曰聞精；在鼻曰齅精；在

舌曰嘗精；在身曰覺精；在意曰知精，

本具精明之體，而有了境之用，但體受

妄熏，而有二種顛倒，見妄未除，精明

尚欠於妙，故曰：「雖非妙精明心」。

雖非二字暫抑之。

講義碼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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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喻中，隨即揚其切近於真，如揑目所見

之第二月，雖非真月，而與真月原無別體，

但多一揑而已，放手即真；非同水中月影，

與真月有虛實之殊，天淵之隔。以第一月，

喻純真無妄之妙精明心；第二月喻見精明

元；水中月影，喻緣塵分別之識心。佛欲

令人捨彼妄識，取此見精，為本修因也。

講義碼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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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阿難求索真心，佛何不指與純真

無妄之心，而乃指此帶妄之見精耶？」

答：「純真之心，唯佛獨證，等覺菩薩，

猶有一分無明未破，真尚未純，而況位

居凡、小，離此憑何指示乎？譬如指鑛

說金，求金之人，若捨於鑛，豈有真金

可求？十番正示，二見翻顯，如銷鑛成

金，其金一純，則光明煥發矣！

講義碼25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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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諸祖，皆本佛意，多於六根門頭，

接引學人，豎臂擎拳，一棒一喝，無

非欲令學人，親向自身中，識取本來

面目。慎勿因此有雖非妙精明句，遂

疑見精，以為全妄，不敢認取也。」

初指喻見精切真竟。

講義碼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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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二許示無還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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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應諦聽！今當示汝，無所還地：

首句誡聽，下乃許示。無所還地者：

即本元妙明心地；前阿難所云：「悟

妙明心，元所圓滿，常住心地。」既

圓滿，則無來無去，常住不動，安有

所還？是為無所還地。二許示無還之

旨竟。

講義碼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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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三備彰八相皆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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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難！此大講堂，洞開東方，日輪昇

天，則有明曜；中夜黑月，雲霧晦瞑，

則復昏暗；戶牖之隙，則復見通；牆

宇之間，則復觀壅；分別之處，則復

見緣；頑虛之中，徧是空性；鬱土孛

之象，則紆昏塵；澄霽斂氛，又觀清

淨。

講義碼25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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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欲示無還之見，先列可還之相。

佛意非有可還之相，莫顯無還之見，故

先列可還，共有八相四對：明、暗；通、

塞；同、異；清、濁也。各有體相，如

日輪是體，明曜是相，乃至澄霽是體，

清淨是相。其中惟六七體相顛倒，觀還

處自知。

講義碼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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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講堂戶牖洞然大開，內外通達，東方

日輪升天，則全講堂，皆有明曜之相；

中夜即子夜，黑月謂一月之中，有分白

月、黑月，白月則光，黑月便暗，因云

霧晦冥﹙掩蔽於空﹚，則復現昏暗之相。

昏者暗之始，暗者昏之極。此明、暗一

對。

講義碼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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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255

戶牖空隙之處，則見通相；牆宇之間，

四圍曰牆，四簷曰宇，內外彼此不通，

則復觀壅塞之相；此通、塞一對。分別

之處：指眼前所分別之境，處即境也，

如山、地、林、泉等處。則復見緣：緣

即塵緣差別，如山是高，地是平，林是

密，泉是流，彼此之相不一，則復見差

別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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頑虛之中，徧是空性，應是空性之中，

徧是頑虛，空性廣大，同是冥頑無知，

故曰徧是頑虛之相；此同、異一對。鬱

土孛之象，則紆昏塵，應是昏塵之象，

則紆鬱土孛，象即境象；紆環繞也；地

氣屯聚曰鬱；灰沙飛揚曰土孛。昏塵境

象，則紆繞鬱土孛之相

講義碼25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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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霽斂﹙收也﹚氛：雨後天晴為澄霽，

所有塵氛，悉皆收斂，萬裡蒼蒼，一色清

淨，故又觀清淨之相；此清、濁一對也。

此八相，皆為見精所對之境，下明各有所

還，對顯見精無還，離塵別有全性，異前

緣心，離塵無體也。

講義碼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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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大講堂，喻妙明元心，不動不變之

體，為大總相法門；八相，喻心體隨緣，

現一切別相。總言之，隨迷、悟二緣，而

現染、淨諸相。明喻智慧，善能照了；暗

喻無明，昏於長夜；通喻六根通達，觸處

洞然；壅喻二執障蔽，頭頭是礙；差別之

緣，喻善惡；頑虛之狀，喻無記；

講義碼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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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土孛喻昏迷之性；清淨喻澄湛之心；正

顯種種幻化，皆生當人妙明元心，此心不

拒諸相發揮，能為諸相所依，若講堂然，

人人皆有此大講堂，試深思之！昔報慈文

遂禪師，嘗究《首楞嚴》，謁於法眼，述

己所業，深符經旨。眼曰：「《楞嚴》豈

不是有八還義？」遂曰：「是」。

講義碼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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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曰：「明還甚麼？」遂曰：「明還

日輪。」眼又曰：「日還甚麼？」

遂懵然無對，自此服膺請益。

是可知主中主，故非註疏所及。

端師子頌曰：「八還之教垂來久，自

古宗師各分剖，直饒還得不還時，也

是蝦跳不出斗」。。

講義碼25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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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難，汝咸看此諸變化相，吾今各還

本所因處。

能見是一，所見不一之相，咸在一見之

中，故曰咸看此諸變化相。相以變化稱

者，自無而有，謂之變，雖有若無，謂

之化，顯其不實也。吾今各還本所因處：

以上八相，各有所因，本因何處而來，

還之何處。

講義碼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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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本因？阿難！此諸變化，明還

日輪，何以故？無日不明，明因屬

日，是故還日。

上科云：諸相各有本因；此科徵釋本

因，謂明相當還日輪，以日是明相本

因，以是之故，還之於日。

講義碼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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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還黑月，通還戶牖，壅還牆宇，緣還

分別，頑虛還空，鬱土孛還塵，清明還

霽，則諸世間，一切所有，不出斯類。

此中頑虛還空，鬱土孛還塵，足證前之體

相顛倒，其餘例上可知。以此八相類推，

則諸世間，一切眼家所對之色塵，皆有可

還，不出斯類。三備彰八相皆還竟。

講義碼25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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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四獨顯見性無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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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見八種見精明性，當欲誰還？何以

故？若還於明，則不明時，無復見暗；

雖明暗等，種種差別，見無差別。

此正顯見性無還，乃為真主人。謂汝能

見八種之相，此見之精，即是妙明真性，

無來無去，不生不滅，當欲從誰以俱還

乎？誰字，即八相中隨舉那一相。

講義碼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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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故起，是徵釋。設若見精還於明相，

已隨明相而去，則不明時，應無復見暗？

汝今不然，雖明去暗來，通去塞來，異滅

同生，濁滅清生，所見之相，任從種種，

千差萬別，而能見之性，湛然盈滿，如明

鏡當臺，有物斯鑑，明來見明，乃至清來

見清，昭然不昧，凝然不動，無差無別，

講義碼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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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258

無往無還。本科獨顯見性無還竟。併前

二如來力為破顯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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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三承前判決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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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

汝而誰？

首句，近指八相，遠指六識。八相從緣

而有，還之於緣，緣有則有，緣無則無；

六識因塵而有，還之於塵，塵生則生，

塵滅則滅，皆有可還，自然非汝常住不

遷之真性，汝當決定棄捨，而不須執恡

矣。

講義碼258-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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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汝先說，現以﹙用也﹚緣心，允所

瞻仰，而猶戀戀不捨！

今此見精明性，明來見明，暗來見暗，

不由汝以可還者，自然屬汝自己，非

汝之真性，而是誰耶？汝當決定認取，

而不可猶豫也。云何汝先言，未敢認

為本元心地，而起愛妄疑真之心，今

聞如是破顯，其疑根當可自拔矣。

講義碼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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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前判決取捨竟。

講義碼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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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四結歎自述淪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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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知汝心，本妙明淨。汝自迷悶，喪

本受淪，於生死中，常被漂溺，是故

如來，名可憐愍！

則知二字，承上無還而言，則知汝之見

性真心，雖隨緣而恆不變。本字貫下妙

明淨，此三義本來現具根中，即生滅門

中之本覺心。

講義碼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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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日用，不離這箇，不為諸相所遷，

非同緣心之離塵無體，故曰：「本妙」；

不為諸相所蔽，非同緣心之昏擾為性，

故曰：「本明」；不為諸相所染，非同

緣心之分別愛著，故曰：「本淨」。迷

悶者：執恡緣心，無智自解，具足本末

不覺，由是喪失本妙明淨之覺心，此非

失似失也。

講義碼25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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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身流轉於五道，枉受淪溺，於生死

苦海之中，常被漂流沉溺，如懷珠乞

丐，珠本不失，枉受貧窮，為可憐愍

者。此科以見性無還而論，無往無還，

挺物表而常住，亦四義中常義。五顯

見無還竟。

講義碼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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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顯見不雜
講義P260-P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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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六顯見不雜 分二

辰初阿難以物見混雜疑自性

二如來以物見分明顯自性

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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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難言：我雖識此見性無還，云何得

知，是我真性？

阿難雖聞見精無還，而領之未的，

故言我雖識此見性無還，是雖知見性，

不與諸相以俱還，云何分辨，可以得知

是我真性，而不屬於物也？

講義碼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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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雖識二字，阿難以見性，昭昭靈靈，

盈滿目前，物、見混雜，仍是有疑莫決，

不敢認見為心，故佛即以物、見分明顯

自性也。初阿難以物、見混雜疑自性竟。

講義碼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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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二如來以物見分明顯自性 分四

巳初標定能所

二就中揀擇

三物見分明

四責疑自性

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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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告阿難，吾今問汝：汝今未得無漏清

淨，承佛神力，見於初禪，得無障礙；

而阿那律，見閻浮提，如觀掌中，菴摩

羅果。

上科，當機疑物、見混雜，此科佛欲顯物、

見不雜，故先須列出，如何是能見之性，

如何是所見之物，然後就中揀擇，自然見

是見，物是物，分明不雜。

講義碼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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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先列能見，有聲聞見、菩薩見、佛見、

凡夫見，故呼當機而告之曰：吾今問汝，

汝現今未得四果無漏，清淨慧眼，乃承佛

神力加被，乃能見於初禪，得無遮障留礙；

而阿那律，具足云阿那律陀，彌陀經云：

阿少+免樓陀、此云無貧，亦云不滅。因昔日

以稗飯，施供辟支佛，所以受福不滅，於

九十一劫中，天上人間不受貧窮果報。

講義碼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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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劫中為農夫，遠種山田，無暇回家

喫飯，帶飯而食。山中有一道人修行巳

證辟支佛果，七日下山化緣一次，是年

饑荒，米糧昂貴，一日下山募化，連化

七家，竟無一家施供，空缽而回。該農

夫見而問之曰「大師今日乞食得否？」

答曰：「無人布施」。農夫聞言，心中

動念：此大師七日化一次，

講義碼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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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化七家，無論多少，下七再化，今空缽

而回，豈不是要餓七日？自愧無可供養，乃

以所帶稗飯一包，布施供養，辟支佛接而受

之，乃為咒願曰：「所謂布施者，必獲其利

益，若為樂布施，後必得安樂。」願畢而去，

十分感激！後農夫持刀割草，草中跳出一兔，

其色純黃，遂跳至農夫背上，伏而不動。農

夫驚怪，奔回急喚其妻捉之，乃一金兔。

講義碼26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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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無貧，九十一劫，受福不滅，故以名

焉，此過去因緣也。

阿那律是佛堂弟，因聽法之時，常好

睡眠，被佛訶云：「咄咄何為睡？螺螄蚌

蛤類，一睡一千年，不聞佛名字。」遂生

慚愧，發大精進，七日不寐，失其雙目。

佛愍而教之，授以樂見照明金剛三昧，遂

得半頭天眼，而證圓通，

講義碼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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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我不因眼，觀見十方，精真洞然，

如觀掌果。」《維摩詰經》阿那律答嚴

淨梵王亦云：「吾見此釋迦牟尼佛土，

三千大千世界，如觀掌中菴摩勒果。」

今言閻浮提者，以大千世界，有萬億閻

浮提，舉別顯總也。故《華嚴》云：

「一切閻浮提，皆言佛在中」者是矣。

講義碼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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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云：此閻浮提三字。與下科此見周圓。

徧娑婆國三字對換。則兩皆不訛。此應見

娑婆國，下科居日月宮，應只見閻浮提，

此理不錯。據愚見不必更換，兩處但加字

可也，此加萬億，或一切二字，於閻浮提

之上，下科娑婆國下，加一四天下，南閻

浮提即可。菴摩羅果，桃柰相似，生熟難

分，此方所無，故不翻。上二是聲聞見。

講義碼262

講義碼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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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菩薩等，見百千界；十方如來，窮

盡微塵，清淨國土，無所不矚；眾生

洞視，不過分寸。

前二句菩薩見，中四句佛見，後二句凡

夫見。百千界者：初地菩薩見百界，二

地見千界，乃至十地見無量世界。十方

如來，見無限量，故曰：「窮盡微塵」，

喻其多不可數也。

講義碼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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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皆稱清淨者：佛眼等觀，見穢同淨，

無所不瞻，即佛見周圓也。以上聖見，

下為凡見。

眾生洞視，不過分寸：作三意釋之：一、

對勝顯劣：謂眾生洞明之見，較之佛聖，

不過分寸而已；二、收盡含生：謂蜎蝡

之屬，見量狹窄，極其洞視﹙明見也﹚，

不過分寸之地；

講義碼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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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障礙失用：謂隔紙不見，此不過分

也，隔板不見，此不過寸也。過作通過

解，與上二不同，此中能見之文，具足

十界五眼，凡夫肉眼，阿那律天眼，阿

難仗承佛力慧眼，菩薩法眼，如來佛眼。

講義碼26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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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眼頌云：「天眼通非礙，肉

眼礙非通，法眼唯觀俗，慧眼了知

空﹙真諦﹚，佛眼如千日，照異體還

同﹙同是如來藏，清淨本然平等一相。﹚，

圓明法界內，無處不含容。」

講義碼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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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難！且吾與汝，觀四天王所住宮

殿，中間徧覽，水、陸、空行，雖

有昏明，種種形像，無非前塵，分

別留礙。

此列所見，獨約當機，現量所親見之

境。謂言以上聖凡諸見，姑勿論耳。

講義碼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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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就吾與汝，觀四天王所住宮殿，在

須彌山腰，離地四萬二千由旬，東方

持國天王，居黃金埵；南方增長天王，

居瑠璃埵；西方廣目天王，居白銀埵；

北方多聞天王，居水晶埵，而齊日月。

講義碼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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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徧覽者：忉利天之下，大地之上，

周徧歷覽，有情之類，有水居、陸處、

空行諸眾生，無情之處，有山、河、大

地、虛空、諸境界，雖有晦昧而昏暗者，

晴霽而明朗者，種種形像，差殊不一，

無非眼前塵境，所分別之相，種種滯留

隔礙也。初標定能所竟。

講義碼264



317

巳二就中揀擇



318

汝應於此分別自他，今吾將汝，擇於

見中誰是我體？誰為物象？

物見本來不雜，阿難先疑混雜，故佛欲

令自己揀擇，自驗自知，自可不疑。應

字平聲，謂汝當於此能見所見之中，分

別誰自誰他，自即見性，他指物象。

講義碼265



319

吾今將汝擇於見中四句，吾是佛自稱，

將汝將字，文意稍難領會；今不作別解，

謂現今吾將汝現前所見，要汝自己揀擇，

於能見所見之中，仔細分別，誰是我能

見之見體？誰為我所見之物象？令能所

分明不混，自然得知汝之真性矣。二就

中揀擇竟。

講義碼265



320

巳三物見分明 分四

午初正明物不是見

二正明見不是物

三反辨見不是物

四反辨物不是見

今初



321

阿難！極汝見源，從日月宮，是物非

汝；至七金山，周徧諦觀，雖種種光，

亦物非汝；漸漸更觀，雲騰鳥飛，風

動塵起，樹木山川，草芥人畜，咸

﹙皆也﹚物非汝。

上文佛令自揀物見，惜阿難無此智力，

不能辨別分明，故佛此下，更以四番，

講義碼265



322

展轉發明也。此正明物不是見。極者盡

也，見源即見性，如云盡汝見性能力，

從日月宮，此最上所見是物，而非汝見

性也；又至七金山，此山圍繞須彌山之

外，一重香水海，一重金山，共有七重

香水海，七重金山，其體皆金，一、雙

持，二、持軸，三、擔木，四、善見，

五、馬耳，六、象鼻，七、魚觜。

講義碼266



323

周徧諦觀者：用目循歷，諦實觀察，

雖有種種光明，亦是物而非汝見性也。

漸漸更觀，自高而卑，自近而遠，乃

見雲之騰，鳥之飛，風之動，塵之起，

此皆空中所有；以至地上、樹木也，

山川也，草芥﹙菜類﹚也，人畜也，亦

咸是物，而非汝見性也。初正明物不

是見竟。

講義碼266



324

午二正明見不是物



325

阿難！是諸近遠，諸有物性，雖復差

殊，同汝見精，清淨所矚，則諸物類，

自有差別，見性無殊，此精妙明，誠

汝見性。

此正明見不是物，上明諸物非見。見性

已經擇出，阿難不解，故此承上重示云：

講義碼266



326

阿難是汝所見，若近若遠，若高若低，

若大若小，所有物性﹙物是無情性﹚，雖

復種種狀態，差別殊異，列在目前，同

是汝之見精，一道清淨，不起分別，圓

明照了，矚見也。

則諸物類：指所見一切物類，自有千差

萬別，而汝見性畢竟無殊。

講義碼267



327

此精妙明者：即此見精，本妙本明；

與物不雜故妙，徧見諸物故明，即此妙

明真心，誠汝自己見性；物見分明，云

何於諸物中，而不能揀擇耶？此正酬上

文，云何得知是我真性之問也。二正明

見不是物竟。

講義碼267



328

午三反辨見不是物



329

若見是物，則汝亦可，見吾之見？

此數節文，承上反辨，見不是物。上科

已將物、見分析明白，物有差別，見性

無殊，則見當然不是物。反辨云：若汝

執言，見即是物，即當有相，見若有相，

則汝見有相，我見亦當有相，則汝亦可

見吾之見，畢竟作何形相？

講義碼267



330

試問我見之相，同於何物？為方圓耶？

為大小耶？

講義碼267



331

若同見者，名為見吾，吾不見時，

何不見吾不見之處？

前二句防謬，下三句難破。若謂汝我同

見萬物之時，我見在於物上，汝見此物

時，即名為見吾之見者；下即難其當見

不見，則吾收視不見物時，汝亦當見吾

不見之處，現今吾不見物時，汝何以不

能見吾不見之體，在於何處？

講義碼268



332

既不能見吾不見之處，而說能見吾見

物之見者，亦不足信也。譬如我手取

物之時，伸在物上，為汝所見，吾不

取物時，手在何處，汝亦應見。

講義碼268



333

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

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此躡前何不見吾不見之處，防阿難謬答

能見，故分開若見若不見兩途，俱反證

見性非物。上二句，謂若能見我收視不

見之處，自然是我能不見之見體，自然

非彼所不見之物相。

講義碼267



334

自然二字，即分明義；非彼不見之相六

字，即非物二字。此句與第四句，自然

非物四字同，乃譯者潤文之巧耳。此文

欲求義理明白，須知彼字即指物言，當

與我字對看，再用能所二字對釋，我見

為能見，彼物為所見，例如眼根見物，

是我能見之見體，非彼所見之物相。

講義碼268-269



335

今不見物，照上例云：自然是我能不見

之見體，自然非彼所不見之物相﹙此句，

即自然，非物四字。﹚，不必過於搜索，愈

晦本意。下二句，若不見吾不見之地，

則吾之見，自然非物。何以故？若是物，

收視不見時，必有所在之處，當然令汝

可見，既不能見，當然非物。

講義碼269



336

吾之見既非是物，汝之見亦應非物，故末

句結曰：云何非汝真性？此云何非汝句，

即答阿難前言，云何得知，是我真性相對。

三反辨見不是物竟。

講義碼269



337

午四反辨物不是見



338

又則汝今見物之時，汝既見物，物亦

見汝。體性紛雜，則汝與我，並諸世

間，不成安立。

此反辨物不是見。當承上云：見若是物

者，物亦當是見，則汝現今見物之時，

汝既見物，而物亦當見汝矣。體性紛雜

者：則無情之物體，與有情之見性，紛

然雜亂，而不可辨也。

講義碼269



339

果然如是，則汝與我，並諸世間眾生，

有情之界，不成安立矣！何以故？物亦

能見，物亦屬有情，則有情無情雜亂，

故不成安立。又有一解：則汝與我有情

世間，並諸器世間，則不成安立矣。何

以故？物亦能見，就無有無情之器世間，

即壤器世間相，何成安立。

講義碼269

講義碼270



340

講義碼270

阿難！若汝見時，是汝非我。見性周

徧，非汝而誰？

此轉正意。言若汝見物見我之時，一定

是汝見而非我見，汝我有情之與有情，

尚不混濫，豈有情之與無情，而至雜亂

耶？見性周徧者：謂汝現前，觀四天王

宮，以及水陸空行，皆屬汝之見性周徧，



341

此見總不屬於物，亦不屬於我，非汝真

性，而是誰耶？物見分明，本不混雜，

為何不敢認取？四反辯物不是見竟。併

上巳三物見分明竟。

講義碼270



342

巳四責疑自性



343

云何自疑，汝之真性，性汝不真，取

我求實？

此承上物、見分明不雜。見性是在汝，

而不屬於物，云何汝自疑汝之真性。性

汝不真者：此性本來是汝，本有家珍，

反不敢認以為真，而取我言，以求證實。

汝問云何得知是我真性？

講義碼270



344

故我責汝，云何自疑汝之真性也。此科

以見性非物而論，不雜不亂，超象外以

孤標，是四義中明義。六顯見不雜竟。

講義碼270-271



345

七.顯見無礙
講義P271-P280



346

卯七顯見無礙 分二

辰初阿難因塵疑礙

二如來顯性無礙

今初



347

阿難白佛言：世尊！若此見性，必我

非餘。

此科因當機聞說見性周徧一語，遂生疑

惑，以為真性，既是周徧，應當一定周

徧，自應無礙，何乃動被物礙？

講義碼271



348

故白佛言：「世尊！若此見性，必我

非餘。」見性下，當加本來周徧意，

與下文語脈，方可連續。謂若此見性，

本來周徧，必定是我真性，而非餘物，

則應當一定無礙，今何不然？

講義碼271



349

我與如來，觀四天王，勝藏寶殿，

居日月宮，此見周圓，徧娑婆國，

退歸精舍，祗見伽藍，清心戶堂，

但瞻簷廡。

此述見性大小不定。云我與如來，觀四

天王勝藏寶殿，此殿乃殊勝藏寶所成，

故稱勝藏寶殿。

講義碼271



350

阿難隨佛至彼，故與如來，同觀日月宮，

此宮亦在須彌山半，與天王宮殿齊，隨

至二宮，故曰居日月宮。灌頂云：「日

宮縱廣五十一由旬，火摩尼寶所成；月

宮四十九由旬，水摩尼寶所成，皆天人

充滿。日宮雖火摩尼寶所成，其清涼與

月宮同，但光勝下注耳，猶如火鏡，體

質不熱，光注成燒。」

講義碼271-272



351

《起世經》云：「日月宮運行無滯，為

五風所持：一、持風令不墜；二、住風

令安住；三、隨順風令順行；四、攝風

令緩急；五、將行風令得中」也。

此見周圓，徧娑婆國者：自二宮遠觀，

此見周徧圓滿，徧娑婆國。據日月宮所

見，不應徧娑婆國，

講義碼272



352

有云：此處娑婆國三字，與上文閻浮提

三字對換，兩皆不訛。余意亦可不必換，

但於娑婆國下加一四天下，南閻浮提，

便是。退歸精舍祗見伽藍者：從四天退

歸精舍，祗見伽藍，此云眾園；清心戶

堂，謂講堂，聞法能清淨心地故。安處

於戶內堂中，不能遠見，但瞻垂簷與廊

廡，先大今小。

講義碼272



353

世尊！此見如是，其體本來周徧一

界，今在室中，唯滿一室？

此陳疑以請。意謂：見性既云周徧，

自當一定常徧，自在無礙。此見今何

如是大小不定，其體本來周徧一界，

今在室中，忽然成小，唯滿一室？

講義碼272



354

為復此見，縮大為小？為當牆宇，夾

令斷絕？我今不知斯義所在，願垂弘

慈，為我敷演。

此妄情計度，求決於佛。承上徧界之見，

今滿一室，為復此見，因室所局，縮一

界廣大之見，而為一室狹小之見耶？如

身入卑門。必要鞠躬。

講義碼272

講義碼273



355

為當牆宇夾斷周徧整個之見，而成內外之

二耶？如水築長隄，則分彼此。

為復為當二句，皆有不決之意，故求佛與

決，曰：「我今不知斯義所在」。即大、

小、縮、斷之義，還是縮大為小耶？還是

夾令斷絕耶？實未明了；願垂弘﹙大也﹚

慈，為我敷演斯義，一定所在。初阿難因

塵疑礙竟。

講義碼273



356

辰二如來顯性無礙 分五

巳初明不定由塵

二教忘塵自徧

三以反難顯謬

四出成礙之由

五教轉物自在

今初



357

佛告阿難：一切世間，大小內外，諸

所事業，各屬前塵，不應說言，見有

舒縮。

以下如來，顯性無礙，此總示大略。

一切世間，大小內外，諸凡所有事相

業用，該上下方圓等類，皆屬前塵而

有留礙，非關見性也。

講義碼273



358

不應說言，見有舒縮者：舒縮意該斷續，

應知見性不變，不因境礙，而有縮有斷。

又見性隨緣，在大見大，處小見小，亦

非塵之所能礙也。而眾生妄見，大小之

遷，別有元由，下科自明。

講義碼273-274



359

譬如方器，中見方空。吾復問汝：此方

器中，所見方空，為復定方？為不定方？

此以喻明塵，大小不定，全由於塵，但得

亡塵，自然無礙。今以見性譬虛空，塵相

譬器皿，塵相有大小內外，而見性無舒縮

斷續，其猶器有方圓，空無定相。先舉方

器，中見方空，分開定方與不定方兩義。

講義碼274



360

若定方者，別安圓器，空應不圓？

若不定者，在方器中，應無方空？

此明二義皆非。若言定方者，易以圓器，

空應不圓，既隨圓現圓，是不定方；若

言不定者，則在方器中，應無方空之相，

今既器方而方，是又定方矣。兩應字，

皆讀平聲。

講義碼274



361

汝言：不知斯義所在。義性如是，

云何為在？

汝先言，不知大、小、縮、斷之義所

在，而見性大小之義，與定不定之性，

如虛空者是也。虛空隨器而現方、圓

之相，云何為有定在耶？初不定由塵

竟。

講義碼274



362

巳二教亡塵自徧



363

阿難！若復欲令入無方圓，但除器方，

空體無方，不應說言，更除虛空，方相

所在。

此輾轉解釋，見性無礙。故謂阿難，汝今

欲令虛空之入，無有方、圓之相，但除器

之方、圓，空體本無一定方、圓，不應說

言：除器之方、圓外，更除虛空方、圓相

之所在也。

講義碼275



364

法合欲令見性無大、小之相，但除塵

﹙界空色塵之相﹚之大、小，見性本無一

定大、小，不應說言；除塵之外，更除

見性大、小相之所在也。大、小由塵，

但得亡塵，而大、小之相自泯。則見性

廓周法界矣！二教亡塵自徧竟。

講義碼275



365

巳三以反難顯謬



366

若如汝問，入室之時。縮見令小，仰

觀日時，汝豈挽見，齊於日面？若築

牆宇，能夾見斷，穿為小竇，寧無續

迹？是義不然。

此之反難，要當機自審，以顯其謬。若

如汝先所問，入室之時，縮見令小，則

汝仰觀日時，豈能挽﹙引長也﹚見齊於日

之面前耶？

講義碼275-276



367

此乃令審，觀日非舒，自知入室非縮

矣。若築牆宇，能夾汝見令斷，則將

牆宇穿為小竇﹙孔穴也﹚時，寧無接續

之迹耶？此亦令審穿無續迹，自知夾

無斷痕矣。而疑縮疑斷，俱非正義。

故斥之曰：「是義不然」。三以反難

顯謬竟。

講義碼276



368

巳四出成礙之由



369

一切眾生，從無始來，迷己為物，

失於本心，為物所轉，故於是中，

觀大觀小。

此出成礙之由，由於法執。眾生法執未

亡，執心外有法，動成有礙，法執一亡，

自可同佛作用，惟妙覺明，圓融照了，

無有少法可得，夫復何礙？

講義碼276



370

一切眾生，總該凡、外、權、小而言，

夫見本不可礙，而物亦不能礙，而凡、

外、權、小，畢竟成礙者，皆從無始無

明住地而來，迷己真心，而為萬物，不

了萬物皆己，遂失本來一體之真心，而

執心外有實法。迷字即是法執，乃為成

礙之由，不達萬法唯心，遂有心、物之

分，非惟物不隨心轉，而心反被物礙矣。

講義碼276



371

故於是中，即是於一體之中，觀大觀小，

逐境遷移，動被物礙。又不僅觀小，是為

物轉，即觀大亦然。以界相尚在，塵相未

亡，總成有礙。須知物本是心，迷之為物，

則能礙心，亦如冰原是水，結之成冰，則

能礙水：果能返迷，自可轉物矣！轉物者，

即轉萬物為自己，如融冰為水，水自不至

礙水也。四出成礙之由竟。

講義碼276-277



372

巳五教轉物自在



373

若能轉物，則同如來。

轉物之功，須憑妙智，悟圓理，破法

執，悟明心外無法，法法唯心，轉萬

物為自己，則知天地與我同根，萬物

皆吾一體，此由事法界，而悟入理法

界也。繼起圓修，亡塵入性，以性融

塵，則同如來。

講義碼277



374

以妙明不生不滅之自性，合如來藏，而

如來藏，唯妙覺明，圓照法界，理不礙

事，事不礙理，一為無量，無量為一，

而證入理事無礙法界也。則同如來者，

法身如來也。法身以理為身，圓融無礙，

隨舉一法，體即法身。

講義碼277



375

由理事無礙，然後身界無分，塵毛相即，

小中現大，大中現小，而證入事事無礙

法界，即同如來，稱性作用，一切自在

矣！

昔僧問谷隱聰禪師：「若能轉物，即同

如來。萬象是物，如何轉得？」

聰曰：「喫了飯，無些子意智。」若有

意智，為物轉也。

講義碼277

講義碼278



376

又僧問韶國師：「如何是轉物，即同

如來？」韶曰：「汝喚甚麼作物？」

曰：「恁麼則即同如來也？」

韶曰：「莫作野干鳴。」擬同如來，

即千里萬里。故於相分中觀大觀小。

又此兩節文，若按相宗解釋，一切眾

生，從無始一念妄動以來，不生不滅，

與生滅和合，成阿賴識。

講義碼278



377

此識有見、相二分，不知見、相二分，

本來不離一心，以能見之見分，取所見

之相分，如下文云：「自心取自心，非

幻成幻法。」此為迷己為物，既迷為物，

則失本心﹙將心認作物，不了是心，則非失似

失矣。﹚，由是心、物兩分，見分恆被

相分所轉，逐物意移，

講義碼278



378

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者：見、相二分，

如蝸牛二角，出則成雙，收則歸一，現

要轉物，相分即是物，必由見分去轉他，

如何轉法？但要見分不取相分，不取無

非幻，非幻尚不生，幻法云何立？則無

物可轉矣！如性宗金剛經云：「不取於

相，如如不動。」則同如來矣。相既叵

得，礙從何來？

講義碼278



379

身心圓明，不動道場。

此明體自在，屬理事無礙法界。眾生迷

時，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則被四大留礙

而不圓；妄認六塵緣影為自心相，則被

六塵障蔽而不明；即是認物為己。又妄

認諸法，心外實有，即是迷己為物，所

以動被物礙，

講義碼278-279



380

今既轉物，則身為法性身，圓照周徧，

心為妙明心，靈明洞徹，萬物身心，

本來一體，即所謂澈法底源，無動無

壞，身心即是法界，不動之道場矣。

講義碼279



381

於一毛端，徧能含受，十方國土。

此明用自在，屬事事無礙法界，十玄門中，

廣狹自在無礙門也。亦即第四卷，小中現

大，大中現小之義相。毛端即一毛頭上，

屬正報之最小者；國土即佛剎大千世界，

屬依報之最大者；毛端含國土，即以正攝

依；國土在毛端，即以依入正。

講義碼279



382

毛端看國，而國不小，即小中現大也；

國外觀毛，而毛不大，即大中現小也。

如一尺之鏡，而現千里之境，境在鏡而

不小，鏡含境而有餘，依正相涉，不相

妨礙，小大相容，無不自在，即廣狹自

在無礙玄門也。

講義碼279



383

前文故於是中，觀大觀小，乃是正

報被依報所礙，見性被境界所遷。此則

非獨不礙不遷，且能相即相入，而成無

障礙之妙用矣！又較前亡塵境界，更是

甚深，彼但圓照法界，而得理事無礙，

此則大用自在，而得事事無礙，見性之

妙，無以加矣！

講義碼279-280



384

此科以見性無礙而論，觀大觀小，轉物

自在無礙，是四義中妙義，又兼具如來

藏，不動周圓二義。七顯見無礙竟。

講義碼280



385

八.顯見不分

講義P280-P304



386

卯八顯見不分 分二

辰初阿難疑身見各體

二如來明萬法一體

今初



387

阿難白佛言：世尊！若此見精，必我

妙性，今此妙性，現在我前？

此領前義，以生疑難也。前佛要當機，

認見為心，多與發明，見性超然獨立，

身境無干。無還科中云：「諸可還者，

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不

雜科中云：「此精妙明，誠汝見性。」

講義碼280



388

又云：「見性周徧，非汝而誰？」阿

難遂從分別心中，變現一種昭昭靈靈

光景，湛然盈滿目前，喚作見性，似

與身心，判而為二。阿難前疑見性，

與萬物混雜，此疑見性，與身心各體。

講義碼280



389

故白佛言：「世尊！若此現前周徧萬物

之見精，必定是我妙精明性者，今此妙

性，現在我之眼前，則離我身矣；既然

是我妙性，豈有反在身外耶？」

講義碼280



390

見必我真，我今身心，復是何物？

而今身心，分別有實；彼見無別，

分辨我身。

此恐認見必遺身心。意謂湛然滿前之見，

必定是我真性，則我現今之身心，當然

非我，究竟復是何物，而今身心，分別

有實？此約分別以起計。

講義碼281



391

謂：現今身心，為能分別，有實在作

用，彼在前之見，無有分別功能，來

分辨我身，我身尚不能辨，況能辨萬

物耶？此正同世間凡夫情見，以有分

別者為我，無分別者非我，不知恰墮

意識窠臼，與前執緣心有用，悟妙明

心，元所圓滿，常住心地，不得其用，

故不敢認為本元心地，如出一轍。

講義碼281



392

若實我心，令我今見，見性實我，

而身非我？

此約能見以起計。謂在前之見，若實

在是我真心，令我現今，此身反為所

見，則見性在我之前，如同外物在前；

若實在是我，而今此身竟成所見，反

非是我矣？

講義碼281



393

何殊如來，先所難言：物能見我。

惟垂大慈，開發未悟。

此解承上前一解，見性既已離我同物，

反能見我身，即同物能見我。何殊﹙異

也﹚如來，先所難言：「物能見我」。

然物能見我，佛先不許，已斥其謬，惟

願再垂大慈，開導發明，令未悟者，可

以得悟，

講義碼281

講義碼282



394

認見何得不遺身心，見身何得不同物見

也。總會前文，佛則諄諄責之，警其不

可認妄為真。阿難則種種疑之，反恐認

真遺妄，誠為顛倒之甚！良由不達認妄

者，必至遺真，而識真者，自能融妄，

何至有所遺哉？

講義碼282



395

詳佛答處，自見真妄徧融之旨趣矣！又

見性靈明洞澈，身心世界，外物頑礙，

豈具能見功用，物不是見，前已辨明。

初阿難疑身見各體竟。

講義碼282



396

辰二如來明萬法一體 分六

巳初直斥妄擬

二正遣是見

三轉遣非見

四眾懼俯慰

五文殊啟請

六如來慈示

今初



397

佛告阿難：今汝所言，見在汝前，

是義非實。

前阿難謬執，見性與身心各體，故有見

性在前之疑。佛不即約身心見性，無有

二體以釋之，而獨約萬法一體以破者，

中有二意：

講義碼283



398

一者、易於施破：見性如果在前，應

同萬物分明可指，既於萬象中，竟無

是見非見之可指，則是非雙絕，了無

前相，而見性萬物，自成一體。以此

例觀，疏遠之萬物，與見尚屬一體，

而至親之身心，與見豈復為二耶？

講義碼282



399

二者、兼除二執：蓋身心者，我執之

親依；萬物者，法執之顯境。阿難祗

恐認見，必遺身心，則我執正自熾然，

而法執尚猶微隱，若但說見性身心一

體，彼將更執見性身心，合為我體，

而以萬物為他體，非惟法執不能兼破，

而二執益增上矣！

講義碼283



400

故佛總對萬法，悉顯其無自無他，則

二執蕩然矣！如灸病者，須得其穴，

阿難種種謬執，惟此見性在前，是其

謬本，故佛首奪云：「見在汝前，是

義非實。」初直斥妄擬竟。

講義碼283



401

巳二正遣是見 分三

午初如來問

二阿難答

三佛印證

今初



402

若實汝前，汝實見者，則此見精，

既有方所，非無指示？

先阿難妄擬見性在前，佛已直斥其非。

此下辨無是見，與無非見，此科雙用

即物離物，而單遣是見也。

講義碼283



403

如來問云：若此見精，實在汝之眼

前，汝實實可以看見者，則此見精，

一定有地方所在，既有方所，必有

相狀，非是無可指示？此決斷定屬

可指，下方令對物指出。

講義碼283



404

且今與汝，坐祗陀林，徧觀林渠，

及與殿堂，上至日月，前對恆河。

汝今於我師子座前，舉手指陳是種種

相：陰者是林，明者是日，礙者是壁，

通者是空，如是乃至草樹纖毫，

大小雖殊，但可有形，無不指著。

此先以物皆可指為例，下令指見。

講義碼284



405

且今我之與汝，坐此袛陀林。周徧觀看，

近處林渠﹙水也河流之類﹚，及與殿堂，

高處上至日月宮，遠處前對恆河，汝今

於我師子座前，但是目之可見，舉手皆

可指陳，是種種相，分別明白，陰者是

林，明者是日，礙者是壁，通者是空，

如是乃至若草若樹，纖細毫末，大小雖

殊，但可以有形，無不可以指著也。

講義碼284



406

若必其見，現在汝前，汝應以手，

確實指陳，何者是見？

此教其指見。若必定見精，現在汝之眼

前，汝應以手，確確實實指陳，何者是

汝眼前之見？

講義碼284



407

阿難當知：若空是見，既已成見，

何者是空？若物是見，既已是見，

何者為物？

此有兩節文，乃佛立成格式，要阿難依

此解答，不至混濫。先所謂雙用即物離

物，單遣是見，即在本科。此節格式，

乃即物，須不壞物之本相；下節乃離物，

須當顯見之自體。

講義碼284-285



408

當知二字，要阿難注意著眼，何

者是空，何者是物。此語莫作是見無

空，是見無物解釋。佛要阿難，依所

定格式，物、見雙指，不壞物之本相。

先約空說：若空是見，既已成見，須

當不壞空之本相，何者仍舊是空？再

約物說：若物是見，既已是見，亦當

不壞物之本相，何者仍舊是物？

講義碼285



409

此種格式，譬如即壁成畫，要須壁畫雙

存，方成物見各體之義。此順阿難迷執，

見性與根身萬物，各皆有體，故作斯解。

若是見，即便無空無物，遂成一體，則

與阿難語意相違。又既成一體，自不容

更說是見，如下文「我真文殊，無是文

殊」。

講義碼285



410

此種解釋，是《正脈疏》，交光法師，

特出手眼，能見人見不到之處。能會佛

立格本意，殊令人心悅誠服也！

汝可微細，披剝萬象，析出精明，淨

妙見元，指陳示我。同彼諸物，分明

無惑。

上節即物索是見，此節離物索是見。

講義碼285

講義碼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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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離物須當顯見之自體，故囑阿難：汝

可更加一番微細工夫，披剝萬象，即剖

開萬象，分析出此見元，此即離物索是

見也。精、明、淨、妙見元者：萬象不

能混曰精；萬象不能蔽曰明；萬象不能

染曰淨；萬象不能變曰妙；此四乃見元

義相，即本覺所具性功德相，此曰：

「見元」，

講義碼286



412

上曰見精，有曰見性，名雖各出，乃

隨語便，同指眾生識精元明，即二根

本中真本，與物同體。如果物見各體，

必須離物以顯見之自體，同彼諸物，

歷歷分明，無所疑惑，指陳示我。初

如來問竟。

講義碼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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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二阿難答



414

阿難言：我今於此，重閣講堂，遠洎

﹙音暨﹚恆河，上觀日月，舉手所指，

縱目所觀，指皆是物，無是見者。

此阿難答，即物無是見。謂舉手所指得

到，縱目﹙即放眼﹚所觀﹙見也﹚得到，指

者皆是物，不能不壞物之本相，更指出

何者是見也。故曰：「無是見者」。

講義碼286



415

世尊！如佛所說，況我有漏，初學聲

聞；乃至菩薩，亦不能於萬物象前，

剖出精見，離一切物，別有自性。

此阿難答，離物無是見。如佛所說，即

指上文佛立格云：「汝可微細，披剝萬

象，析出精明，淨妙見元，指陳示我。」

講義碼287



416

況我乃是有漏初學人，那能離物指出

是見，即羅漢、辟支佛，亦所不能，

乃至菩薩，亦不能於萬象前，剖析出

精見，離一切物，別有見之自性也。

是離物亦無是見之可指矣！此雙用即

離，單遣是見也。二阿難答竟。

講義碼287



417

午三佛印證



418

佛言：如是如是！

此佛言印證。重言如是者，以阿難所答，

即物無是見可指，離物亦無是見可指，

二者皆是，故言：「如是如是」。良以

見性，量括十方，體周萬法，其與萬法

非即非離，惟其非即也，故能靈光獨耀，

迥脫根塵，身界無干，生死不繫，眾生

不達斯義，則混淆真妄，沉溺輪迴；

講義碼287



419

惟其非離也，故能塵剎普融，萬物一體，

用彌法界，色心不二，眾生不達斯義，

則沉空滯寂，中止化城。如來自指見是

心以來，多約不即之義，分真析妄，以

決擇離塵獨立之體。今此科合下無非見，

乃約不離之義，泯妄合真，以顯洩乎與

物混融之妙，以釋阿難身見各體之疑。

二正遣是見竟。

講義碼287-288



420

巳三轉遣非見 分三

午初如來問

二阿難答

三佛印證

今初



421

佛復告阿難：如汝所言，無有見精，

離一切物，別有自性，則汝所指，是

物之中，無是見者。

此顯離見無物，以遣非見也。上科雙用

即物離物，單明無是見；此科單用即物，

雙明無非見無是見。

講義碼288



422

佛恐當機，祗知見性離一切相，不知

見性即一切法也。故先述彼言，牒定

其意，曰：如汝所言，無有見精，離

一切物，別有自性；此牒上離物無是

見也。則汝所指是物之中，無是見者：

此牒上即物無是見也。此文雙牒離物

即物，皆無是見。

講義碼288



423

今復告汝：汝與如來，坐祗陀林，更

觀林苑，乃至日月，種種象殊，必無

見精，受汝所指，汝又發明，此諸物

中，何者非見？

此緊承上文，復告云：更觀種種物象差

殊，必定無有見精，可以受汝所指，如

是則完全無是見；

講義碼288

講義碼289



424

復承上文，既是完全無有是見，汝再向

萬象中，仔細發明，此諸物之中，何者

非汝見耶？初如來問竟。

講義碼289



425

午二阿難答



426

阿難言：我實徧見，此祗陀林，不知

是中，何者非見。

此直答：我實徧見，一切萬象，不知是

萬象之中，何者非我之見也。

講義碼289



427

何以故？若樹非見，云何見樹？若樹

即見，復云何樹？如是乃至，若空非

見，云何見空？若空即見，復云何空？

此徵釋無非見之所以。上云單用即物，

雙明無非見、無是見，即在此節。以離

物無憑，說於非見，故單用即物。承上

徵云：我說無非見者，何以故？

講義碼289



428

下釋云：若樹非見，云何能見於樹？

若樹即見﹙是見也﹚，則樹既已成見，

復云何猶名為樹也？此文本明無非，帶

明無是者，恐聞無非，仍復墮是，故兼

帶雙明，遮止矯亂也 。如是徧歷萬象，

指點將來，以至虛空，謂：若空非見，

云何能見於空？若空即是見，則空即已

成見，復云何猶名為空也？

講義碼289-290



429

我又思惟：是萬象中，微細發明，

無非見者。

此結答無非見。再四思惟是萬象之

中，微細發明，見性朗見萬物，無

一物而非是見者。二阿難答竟。

講義碼290



430

午三佛印證



431

佛言：如是如是！

此佛印證。無一物而非見，斯言不謬，

故重言如是以證之。本科惟明，一體

不離之義，若有是非，何成一體？三

轉遣非見竟。

講義碼290



432

巳四真懼府慰



433

於是大眾，非無學者，聞佛此言，茫然

不知，是義終始！一時惶悚，失其所守。

眾非無學，智力有限，故致茫然。是義即

無是無非之二義，終者義之歸趣，始者義

之由來，兩皆不知。下如來答中，本是淨

圓真心，妄為色空，及與聞見，即義之所

始也。

講義碼290-291



434

既曰妄為，即無是非之可指，又此見及

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即義之所終也。

既是一體，安有是非之可言哉？又觀見

與塵，種種發明，則是非始起，繇是真

精妙覺明性，則是非終息矣！後二句，

正由不知，莫衷一是，故驚惶悚懼，失

其所守，或是或非，無可把握，故曰：

「失守」。

講義碼290



435

如來知其魂慮變慴，心生憐愍，

安慰阿難，及諸大眾：諸善男子！

無上法王，是真實語，如所如說，

不誑不妄，非末伽黎，四種不死，

矯亂論議；汝諦思惟，無忝哀慕！

此佛慈安慰。知其即知阿難等，神魂

驚變而不安，思慮憂慴而不定，

講義碼291



436

佛心生起憐愍，而安慰阿難及諸大眾曰：

諸善男子！汝等不必驚疑怖畏，無上法

王，是佛成無上道，為諸法之王，於法

自在；是真語者﹙無妄故﹚，實語者﹙不

虛故﹚。如所如說：如者依也，依佛所

證，真如實理而說故，不誑者，無賺誤

也。

講義碼291



437

不妄者：無虛偽也。非同末伽黎，

四種不死，矯亂論議。末伽黎解在前。

四種不死者：彼外道託言有不死天，一

生不亂答人，死後當生彼天，立為四種

矯亂論議，在十捲行陰中，謂：亦變、

亦恆、亦生、亦滅、亦有、亦無、亦增

亦減，皆指兩可，終無決定，是為四種

不死，矯亂論議。

講義碼291

講義碼292



438

今無是見，無非見，是非雙遣，豈同

彼不死論議哉？此示以佛言可信，不

必驚疑也。

汝諦思惟，無忝哀慕者：諦是諦實，

思惟是八正道中正思惟，如來欲阿難

從聞慧而入思慧，庶可為起修之本，

非教以仍用識心，思量分別，故加一

諦字揀之；

講義碼292



439

忝者辜負也，可約自他二意釋之：約自者，

汝既已回小向大，哀求佛定，仰慕佛果，

於此無是非之義，誠能諦實思惟，大開圓

解，則悟明因心，自可圓成果覺，庶不負

汝自己之哀慕矣！約他者，哀是佛哀，慕

是眾慕，謂此中二義，茫然不知，佛哀愍

之，望其領悟；眾仰慕之，望其啟發，故

囑諦思，無負上下之望也。四眾懼俯慰竟。

講義碼292



440

巳五文殊啟講 分二

午初舉疑代問

二揀過求示

今初



441

是時文殊師利法王子，愍諸四眾，

在大眾中，即從座起，頂禮佛足，

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此諸

大眾，不悟如來，發明二種，精見、

色、空，是非是義。

講義碼292

講義碼293



442

前是經家，敘述代問之儀。今「世尊

此諸大眾」起，至「元是何物，於其

中間，無是非是」止，是文殊代問之

辭，先標眾疑。不悟者：舉其疑端；

二種即是義與非是義。精見，即八識

精明之見分；色空，總該諸物即相分。

講義碼292



443

文殊意謂：大眾所以惶悚失守者，祗

因不悟如來兩番審問，特為發明，精

見﹙即見精﹚之與色空，是義與非是義

兩種。是義，即無非見之義，以無非

曰是故；非是義，即無是見之義，義

字雙連上是與非是，成二義也。

講義碼293



444

世尊！若此前緣色空等象，若是見者，

應有所指，若非見者，應無所矚。而

今不知是義所歸，故有驚怖！

此述眾疑。二應字，俱屬平聲。謂：若

此色空等象若是見者，應當有所指，云

何無是見之可指？若非見者，應當無所

矚，云何又能見色見空？

講義碼293



445

而今不知是義所歸者：即無是見、無非

見二義，所歸趣也。故有驚怖！初舉疑

代問竟。

講義碼293



446

午二揀過求示



447

非是疇昔，善根輕尠﹙音鮮﹚，惟願如

來，大慈發明，此諸物象，與此見精，

元是何物？於其中間，無是非是。

此代求佛示。謂此眾雖然有漏，非同疇

昔﹙從前也﹚，未曾回小向大，善根輕

薄尠少可比。元是何物句，正追究是義

終始，詰本窮源之問也。

講義碼294



448

願佛大慈哀愍，發明物象之與見精，元

是何物。於中即無是見，又無非是見。

無字，雙貫下是與非是。佛若發明，則

大眾既知是義所歸，而驚怖自息矣。五

文殊啟請竟。

講義碼294



449

巳六如來慈示 分二

午初曉以無是非之故

二教以出是非之法

午初分四



450

未初明一真無是非

二喻一真索是非

三答本真無二相

總以法而合喻

今初



451

佛告文殊及諸大眾：十方如來，及大

菩薩，於其自住三摩地中，見與見緣，

並所想相，如虛空華，本無所有。

此佛酬答文殊之代問，故呼其名而告之，

併及在會大眾。文中正顯真心，絕諸對

待，惟是一真，以明無是非之故，若有

是非，則非惟真。

講義碼294



452

十方如來，已證極果之佛，併及大

菩薩，有此大字一字，非但二乘絕分，

即權教菩薩，亦所不能，顯是佛及圓頓

菩薩境界。自住三摩地中者：即是以自

覺聖智，常住於首楞嚴大定也。所謂：

「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

講義碼294-295



453

此三摩地，即同前佛告阿難，有三摩提，

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之三摩

提相同。地、提，不過梵音清濁之異耳。

又此定非同權小，有出有入之定，是以

曰自住，即自住本地風光，不假修為造

作也。

講義碼295



454

見與見緣四句，了妄無體。佛及大

菩薩，住此定中，內脫身心，外遺世界。

根、塵、識三，不能為礙。見與見緣，

並所想相者：見，即能緣見分，見緣即

所緣六塵相分。並者及也，想即六識妄

想，相即六根身相。

講義碼295



455

此三六十八界，一切諸法，凡、外內執身

心為實我，外執萬法為實法，具足我法二

執；權、小法執堅固，仍執實有身心世界。

佛及圓頓菩薩，了知徧計﹙六識﹚本空，依

他﹙根塵﹚如幻，喻如病目所見之空華，從

緣無性，本無所有，非作故無，本性無故。

非待病愈花滅纔無，即正當病眼見空華時，

華本無有，此即當體即空也。

講義碼295



456

又空華，病眼觀之，非有似有，此喻凡、

外、權小，見十八界；淨眼觀之，了不可

得，此喻佛及圓頓菩薩，見一真法界。見

與見緣並所想相，又一解：見攝六識，見、

聞、齅、嘗、覺、知，見緣該六塵見等所

緣之觀境，想相指六根，想屬心，相屬色，

心、色和合，以成根身。前云：色雜妄想，

想相為身，故指六根。

講義碼295-296



457

《正脈》云：「此科全是諸聖圓觀大定，

行人切須究心，若能常住此境，念念不

昧，成佛何疑？」(回P.878入無生忍)

講義碼296



458

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

云何於中，有是非是？

此達妄即真。了達能見見分，及所緣相

分，當體即真。緣字並攝根、塵、識三，

根為能緣，塵為所緣，識從緣生，故以

緣字，總該三六十八界，即身、心、世

界，依正二報。上明萬象皆妄，故喻空

華，此明一性元真，故曰菩提。

講義碼296



459

乃三菩提中，真性菩提，亦即三性中，

圓成實性。元是二字，與前文殊所問，

元是何物相照應。今順前文答云：此能

見之見精，及所緣之物象，所以無是非

者，何也？元是菩提妙淨明體，不假修

為，本來自妙；不用洗滌，本來自淨；

不待揩磨，本來自明。

講義碼296



460

妙即法身德，非有非空；淨即解脫德，

處染不變；明即般若德，靈光獨耀，乃

是三德秘藏之體。既是一體，迴絕是非，

故反顯之曰：云何更有是見之與非是見

耶？此即無是非義之所終也。會諸相終

歸於一性。

講義碼296-297



461

《正脈》問云：「佛初惟以見為性，

而曲明其不與身心萬物為侶，以謂見獨

真，而餘皆妄，令人獨依見性也。今乃

論妄，則降見性同是空華；論真，則升

諸法，同為真體，固是理極之論，其奈

人之用心，將何所適從乎？」今別答云：

「阿難自被破識心之後，便乃捨妄求真，

如來欲示真心，

講義碼297



462

特向眼根指出，意令阿難認見為心，故獨

顯見性為真心也。然見性即陀那細識，不

生滅與生滅和合，體雖元明，用終帶妄，

而眾生捨此，別無純真之心可指，既不可

認為非真，亦不可認為全真。若認全真，

無異執鑛為金；若認非真，便同捨鑛求金，

二皆是迷。故前約元明，乃極顯其為真心，

今約帶妄，乃同降而喻空華。」

講義碼297



463

而識心諸法，觀相元妄，無可指陳；觀

性元真，惟妙覺明，既不可昧性而執相，

亦不可撥相而求性；若欲捨諸法而求真

心，何異離波而覓水也。前約相妄，故

極令決擇分明；今約性真，故識心亦升

真體，如來為是理極之論者，欲令眾生

徹證而圓悟也。初明一真無是非竟。

講義碼297



464

未二喻一真索是非



465

文殊，吾今問汝：如汝文殊，更有

文殊，是文殊者，為無文殊？

此假文殊為喻，以明一真法界，本無

是非二相。先喻一真索是非，文殊喻

一真之體。更有文殊二句索是，喻何

者是見；末句索非，喻何者非見。

講義碼298



466

問云：如汝此身，本來一個真文殊，

為是更有文殊，喚作是文殊者，為無

有文殊耶？又無字即作非字解，於文

亦順，而詳文殊答處，無字義長。二

喻一真索是非竟。

講義碼298



467

未三答本真無二相



468

如是世尊！我真文殊，無是文殊。何

以故？若有是者，則二文殊，然我今

日，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

此喻一真無是非。文殊是大智慧，一聞

便悟，領旨直答：「如是」，即領諾之

辭。答曰：世尊！我本一個真文殊﹙此喻

一真之體﹚，於我真文殊分上，

講義碼298



469

並無那個喚作是文殊者﹙此喻色空無是見

也﹚。何以故三句，徵釋無是所以。若

更有一喚作是文殊者，則成二文殊，

而一體自不能成，意顯一體分上，更

不容說是。此是字，非對非說是，即

對本體說是，若說有是，則有對待，

而非絕待矣。

講義碼298-299



470

然我今日，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

相者：然轉語詞，承上轉云：然我今日，

真實文殊分上，非無有文殊﹙此喻色空無

非見也。此句若作無非文殊，其理更明。﹚。於

中者：於真實文殊體中，實無從說是，

及與說非；說既叵說，安有是非二相可

得耶？

講義碼299



471

此喻一真無是非，真如體中，不剩一法，

不少一法，圓同太虛，無欠無餘故也。

合前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云

何於中，有是非是，觀二於中，佛與文

殊，法喻雖然各說，彼此照應，如出一

轍。

講義碼299



472

昔法眼、同紹修、法進三人，參地

藏禪師，天寒落雪，附鑪烘火次，舉

《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

藏曰：「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

同是別？此句即同佛問阿難，何者是

見，何者非見一樣。」

眼云：「別」。藏豎起二指。

講義碼299



473

眼曰：「同。」藏又豎起二指，便起去。

雪霽三人辭去，藏至門前送之，

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萬法唯

識。」

乃指庭前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

在心外？ 」

眼曰：「在心內」。

講義碼299-300



474

藏曰：「行腳人著甚麼來由，安片石在

心頭？」眼無以對，即放下包囊，依席

下求請決。近一月餘，日呈見解。

藏曰：「佛法不恁麼」！

眼曰：「某甲詞窮理絕也」。

藏曰：「若論佛法，一切現成。」眼於

言下大悟。

講義碼300



475

豐干欲遊五臺，問寒山、拾得曰：

「汝共我去遊五臺，便是同流，若不共

我去遊五臺，不是我同流。」山曰：

「汝去五臺作甚麼？」曰：「禮文殊。」

山曰：「汝不是我同流。」干獨入五臺，

逢一老人，便問：「莫是文殊麼？」老

人曰：「豈有二文殊？」干作禮未起，

忽然不見。三答本真無二相竟。

講義碼300



476

未四總以法而合喻



477

佛言：此見妙明，與諸空塵，亦復如

是。

此見即能見見精，無始在纏，靈光不昧，

故稱妙明。與諸空、塵，即指物象，物

象雖多，空、塵二字，足以該之。佛言

此見精與物象，但惟一體，所以無是無

非，亦復如文殊一樣，但有一真文殊，

無是文殊，與無文殊也。

講義碼300



478

初曉以無是非之故竟。

講義碼300



479

午二教以出是非之法 分三

未初曲顯真妄二相

二別舉真妄二喻

三以法各合二喻

今初



480

本是妙明，無上菩提，淨圓真心。

妄為色、空，及與聞見。

上三句是所依真，下二句是所起妄。

本是對前元是，各有用意。前究是義

之所終，欲曉以無是非之故，乃合二

妄成一真，明妄元是真，於一真總喻

而總合，歸真即無是非。

講義碼301



481

今推是義之所始，欲教以出是非之法，

乃從一真起二妄，明妄本依真，於真妄

別喻而別合，悟真方出是非。準上文，

亦有法喻合三節之文，推究見精、物象

之來由，元是何物？既無是，而又無非，

乃曰：「本是妙明無上菩提，淨圓真

心，」此指所依真。

講義碼301



482

不變隨緣曰妙，寂而常照曰明，無上菩

提，即第一義諦，真性菩提，為諸法之

本源，無有何法，能在其上，故曰：

「無上」。淨者，清淨本然：圓者，圓

滿周徧；真心，即人人本具一真心體。

此心本來寸絲不掛，一塵不染，亦即六

祖所云：「本來無一物」是也。

講義碼301



483

妄為色、空，及與聞見者：此明從

真起妄，妄為二字，對上本是而來。謂

本是一真心體，由最初性覺必明，妄為

明覺，轉妙明而為無明，轉真覺而成不

覺，起為業識，詐現見、相二分。色、

空即所現之相分，依報世界物象等；及

與聞見，即所現之見分。

講義碼301-302



484

正報六根身相等，皆屬妄為，本非實

有，雖非實有，宛現二相，則是非生

焉。初曲顯真妄二相竟。

講義碼302



485

未二別舉真妄二喻



486

如第二月，誰為是月？又誰非月？

文殊，但一月真，中間自無是月非月。

此別舉真妄二喻。上三句喻妄，有二月

終墮是非。如字承上妄為二分，如揑目

所見第二月，既有二輪，是非鋒起，於

中妄計，誰是真月？誰非真月？

講義碼302



487

合上真心，妄為色、空、見相之二分，

於中是非自生。此二月之喻，與前無還

科中不同，前單喻見精，切近真心，此

雙喻見、相二分，以為是非之端。下二

句，不可作有何是月，有何非月解，若

如是解，已成無是非，即錯矣！當作誰

是真月？又誰非真月？

講義碼302



488

文殊但一月真，中間自無是月非月者：

此三句喻真以一月，方出是非，佛呼

文殊，而告之曰：但識得一月為真，

則惟一體，本無二輪，中間自無是月

非月之可言；自可超出妄擬之戲論。

二別舉真妄二喻竟。

講義碼302-303



489

未三以法各合二喻



490

是以汝今，觀見與塵，種種發明，

名為妄想，不能於中，出是非是。

是以二字，正承上文，乃謂是以上來所

說法喻，研究起來，汝今觀見與塵，任

從種種發明，無非妄想。汝非指文殊，

乃指阿難；觀見即見精；塵即內之身心

﹙此心乃妄識屬塵影﹚，外之萬物。

講義碼303



491

承上汝今不悟妙明真心，故觀見與塵，

不了元是何物。任從汝種種發明，如對

萬象而言，云何知是我真性？對身心而

言，見性實我，而身非我。說是說非，

總屬分別計度，名為妄想。於依他法上，

起徧計執，縱饒說到驢年，亦不能於中

超出是與非是。此合二月妄計是非之喻。

講義碼303



492

由是真精，妙覺明性，故能令汝，

出指非指。

由是返迷歸悟，會妄歸真，了知見之

與塵，元是一真，則能超出是非之外。

真精者，無妄離垢之體；妙覺明者，

圓照法界之性。悟此體性，則能遠離

依他起性，及徧計執性，

講義碼303-304



493

則根、塵、識三，無非圓成實性，悉無

自他之別，安有是非可指耶？故能令汝，

出指非指者：此指字，與前佛問阿難，

既有方所，非無指示句，相對。若悟一

真法界，見、相二分俱屬空華，萬物、

見性本來一體，

講義碼304



494

故能令汝超出是非，豈復於萬象中，謂

何者是見可指，何者非見可指耶？亦如

但知一月真，則妄計全消。此合識得真

月，是非自息喻。可見迷、悟、真、妄，

惟在一念，若一念迷，則心境紛然，是

非鋒起；若一念悟，則妙覺湛然，豈容

是非於其間哉！

講義碼304



495

此科以見性不分而論，無是無非，見

真妄情自息，是四義中妙義。卯八顯

見不分竟。

楞嚴經講義第四卷終

講義碼304



496

九.顯見超情

講義P305-P316



497

卯九顯見超情 分四

辰初正遣自然

二正遣因緣

三迭拂妄情

四責其滯情 辰初分二



498

巳初阿難約徧常義疑自然

二如來約隨緣義以破之

午初領性徧常

二疑濫外計

三疑違自宗

今初

巳初分三



499

阿難白佛言：世尊！誠如法王所說，

覺緣徧十方界，湛然常住，性非生滅。

此一大科，顯見超情。以見性不變隨緣故

非自然，隨緣不變故非因緣；自然、因緣，

皆是妄情計執，見性兩皆不屬，故曰超情。

誠如法王所說：誠者實也；法王所說，指

如來上文諸科，所說徧常之義。

講義碼305



500

覺緣指見性，謂親依覺性具有能緣之功

能，故稱覺緣。徧十方界者：乃稱性周

徧，不分科中，見性徧見一切，同體不

分；不雜科中，見性周徧，非汝而誰？

此二科俱成真義。湛然者：如寒潭止水，

湛然不動，領不動科中，身境動搖，見

無所動；無礙科中，身心圓明，不動道

場之義。

講義碼305



501

常住者：領無還科中，若真汝心，則

無所去；不失科中，雖稱顛倒，無始

不遺之義。性非生滅者：領不滅科中，

彼不變者，原無生滅之義。如上諸科，

俱成常義。阿難躡之起疑，疑濫外宗，

遂計自然。既破自然，復計因緣，皆

是識心分別計度，妄情用事耳！初領

性徧常竟。

講義碼306



502

午二疑濫外計



503

與先梵志，娑毘迦羅，所談冥諦，

及投灰等，諸外道種，說有真我，

徧滿十方，有何差別？

先梵志是古來梵志也。其人自謂，梵天

苗裔，志生梵天，即婆羅門種。娑毗迦

羅，解見序分中。冥諦，為冥初自諦，

是外道二十五諦中，第一諦也。

講義碼306



504

彼數論師，計冥性是常，能生大等二十

三法，與現今所說，湛然常住，性非生

滅，義似有濫。及投灰等，諸外道種：

投灰，亦云塗灰，有時以身投灰，有時

以灰塗身，而修無益之苦行。等者等餘

拔髮、熏鼻、臥刺、自餓、與持雞戒、

牛戒諸外道種。此等皆心遊道外；種者

類也。

講義碼306



505

說有真我，徧滿十方：真我，或即二十

五諦，末諦之神我。外道計我相有三：

一、大我；二、小我；三、不定我。此

所說覺緣徧十方界，義似有濫大我，如

來所說徧常，與外道有何差別？二疑濫

外計竟。

講義碼306-307



506

午三 疑違自宗



507

世尊亦曾於楞伽山，為大慧等，敷演

斯義：彼外道等，常說自然，我說因

緣，非彼境界。

此舉昔日自宗。楞伽山名，此云不可往，

非有神通者，不能到故。佛依此而說

《楞伽經》，表法殊勝，非二乘所能及。

大慧菩薩，是楞伽會上當機，等者等餘

眾故。

講義碼307



508

佛曾在楞伽山，為大慧等，廣辯內教，

與外道不同之義。彼外道等，常說自然

者，清涼云：「無因論師，計一切物，

無因、無緣，自然生，自然滅。」如彼

偈云： 「誰開河海堆山嶽？誰削荊棘畫

獸禽？一切無有能生者，是故我說為自

然。」

講義碼307



509

此則撥無因果，不立修證，佛說因緣

以破之，故曰：「我說因緣，非彼境

界。」如楞伽經頌云：「我說唯鈎鎖

﹙鈎鎖即是因緣，取相連不斷義，十二因緣，

名十二鈎鎖。﹚，離諸外道過，若離緣

鈎鎖，別有生法者，是則無因論，彼

壞鈎鎖義。」

講義碼307



510

又因謂種子親因，緣謂資發助緣，內

而三乘等性，須假宿生善根，種子為

因；復假如來教法，以為外助之緣，

方生諸乘所證之果；外而百穀等物，

亦須種子為因，水土為緣，方生芽等，

大異於彼外道所說，故曰非彼境界。

講義碼307-308



511

我今觀此：覺性自然，非生非滅，遠

離一切虛妄顛倒，似非因緣，與﹙同

也﹚彼自然；云何開示，不入群邪，

獲真實心，妙覺明性？

首句判同外計。謂我今觀此，覺緣見性，

亦成自然。非生非滅三句，謬取如來所

顯見性之義，以證成之。

講義碼308



512

非生者，由來本有；非滅者，究竟不壞，

即不失不滅科義。若有動、有還、有雜、

有礙、有分、俱屬虛妄顛倒，前顯不動、

無還、不雜、無礙、不分，故云遠離。

此實大乘正理，迥超凡情外計，阿難不

達，反取之以證自然，故曰似非因緣

﹙即自然﹚，蓋外道自然，佛昔所破，

今佛所說同彼自然，此疑違昔宗。

講義碼308



513

云何開示，不入群邪者：意謂佛

之所說，與外道自然，或同或異，固

所未諳，云何開示分明，令知揀擇，

不入群邪，頓獲無戲論之真實心，而

證妙覺明性之全體大用耶？初阿難約

徧常義疑自然竟。

講義碼308



514

巳二如來約隨緣義以破之 分二

午初責惑索體

二詳與詰破

今初



515

佛告阿難：我今如是，開示方便，真實

告汝，汝猶未悟，惑為自然！

此破自然。先呼當機之名，而責之曰：我

今前來八番，如是開示，費卻許多唇舌，

或直顯旁通，或明彰曲示，種種權巧方便，

無非將一真實相之道，告知於汝，汝猶未

能悟見性為真本，反乃惑為自然，豈不辜

負於我哉！

講義碼308



516

阿難！若必自然，自須甄明，有自然

體。

若汝必定，以此覺緣周徧不動，性非生

滅，以為是自然者，自當甄別明白，有

一自然之體方可。初責惑索體竟。

講義碼309



517

午二詳與詰破



518

汝且觀此，妙明見中，以何為自？

此見為復以明為自？以暗為自？

以空為自？以塞為自？

此就中詰問。謂妙明真見、徧見諸緣，汝

且觀察，此妙明見中，以見何者為自然之

體，此二句為總詰。此見為復下，約明、

暗、空、塞四緣，逐一別詰。以明為自者，

謂以見明者為自然體。下三例知。

講義碼309

講義碼310



519

阿難！若明為自，應不見暗；若復以

空為自體者，應不見塞；如是乃至，

諸暗等相，以為自者，則於明時，見

性斷滅，云何見明？

此難破。若以見明為自然體者，自然應

當不變，既以明為自，只應見明，至於

明去暗來，應不隨緣，不能見暗，方成

自然？以空為自等，例此可知。

講義碼310



520

如是乃至，超略以塞為自，應不見空？

諸暗等相者：子夜黑月，雲霧晦瞑等，

皆為暗相，既以暗為自然體，自應不

隨明緣，故難以則於明時暗滅，見性

應當斷滅，云何明時仍舊見明？既然

明來見明，暗來見暗，乃是隨緣，有

何自然之義？初正遣自然竟。

講義碼310



521

辰二正遣因緣 分二

巳初阿難翻自然而疑因緣

二如來約不變義以破之

今初



522

阿難言：必此妙見，性非自然，我今

發明，是因緣生。心猶未明，咨詢如

來，是義云何，合因緣性？

當機聞佛難破自然，轉疑因緣。故曰：

必此妙明見性，非是自然，我今發明，

必定是從因緣所生。

講義碼310-311



523

此之發明，不是真智發明真理，乃是對

待發明，故心猶未曾明悟，必須咨詢

(問也)如來，是前來各科，所說徧常之

義，云何符合因緣性；誠是未明，今教

不但不墮自然，兼亦不墮因緣。初阿難

翻自然而疑因緣竟。

講義碼311



524

巳二 如來約不變義以破之 分二

午初 約因破

二 約緣破

今初



525

佛言：汝言因緣，吾復問汝：汝今因

見，見性現前，此見為復因明有見？

因暗有見？因空有見？因塞有見？

上段以真如隨緣義，破其自然，此段以

真如不變義，破其因緣。

講義碼311



526

因是親因，如種子；緣是助緣，如水土，

故分而破之，此先約因破。佛對阿難言：

汝言我今發明，是因緣生。吾再來問汝：

汝今因見明、暗、空、塞之境，見性乃

得現前，但此性為復因明而有見耶？為

復因暗而有見耶？若因明有，即是以明

為生見之因，餘可以此例知。

講義碼311



527

阿難！若因明有，應不見暗；如因暗

有，應不見明；如是乃至，因空、因

塞，同於明暗。

若見性因明而有，則明為生見之因，及

至暗生明滅，則汝見性，應隨明以俱滅，

不應當再見暗；

講義碼312



528

如因暗有，明暗相傾，明時無暗，則汝

見性，應與暗以俱亡，不應當再見明。

下因空、因塞，與此相同。初約因破竟。

講義碼312



529

午二約緣破



530

復次，阿難！此見又復緣明有見？

緣暗有見？緣空有見？緣塞有見？

此約緣破。復呼當機，謂汝此見性，於

明、暗、空、塞四種，究竟以何為發見

之緣？



531

阿難！若緣空有，應不見塞；若緣塞

有，應不見空；如是乃至緣明、緣暗，

同於空塞。

若見性緣空而有，則空為發見之緣，及

塞時空滅，則汝見性，應隨空以俱滅，

不應再見於塞；如緣塞有，塞空相奪，

塞時無空，則汝見性，應與塞以俱亡，

講義碼312-313



532

不應再見於空；下緣明、緣暗，與此相

同。二正遣因緣竟。

講義碼313



533

辰三迭拂妄情



534

當知如是精覺妙明，非因非緣，亦非

自然。

當知者：應當起智觀察，了知見性，離

四句，絕百非。精覺妙明：即是見性，

以不變之覺體，純一無雜曰精覺；以隨

緣之妙用，靈明不昧曰妙明，此申其正

義。體既不變，故非因緣；用既隨緣，

故非自然，此屬第一重遣。

講義碼313



535

又一解：精覺者，見精之體，親

依本覺之性，從妙起明，即明而妙，

寂照雙具，故曰妙明。眾生不達，即

明而妙，不變之義，固執而為因緣，

則屬權宗；不達即妙而明，隨緣之義，

固執而為自然，竟成外計。

講義碼313



536

故囑以當知：如是精覺妙明，本如

來藏，既非因緣，亦非自然。因緣

自然，皆為戲論，古德云：「非因

緣非自然，妙中之妙玄中玄，森羅

萬象光中現，尋之不見有根源。」

上但反詰，此申正義，下更迭拂。

講義碼313



537

非不自然，無非不非，無是非是。

首句非不自然上，應有非不因緣一句，

但是遺脫矣！非不之不字，即是上非因

非緣，亦非自然之非字，以因緣自然，

皆是妄情計度，故上以非字遣之。恐轉

計不因緣，不自然，仍舊未離戲論，故

更以非字遣之，

講義碼314



538

曰：非不因緣，非不自然﹙即非非因緣，

非非自然。﹚。此以非遣非，即遣上兩

句，此屬第二重遣。

無非不非者：無字雙貫，非與不非，

此為躡遣。以一無字，躡遣前四句，

應具四個無字，屬第三重遣。合云：

無非因緣，無非自然﹙遣第一重﹚；

講義碼314



539

無不非因緣，無不非自然；即遣非不因

緣，非不自然，與遣第二重，不非非不

義同。

無是非是者，無字亦雙貫，是與非是。

此為對遣，防其對非計是，對是計非。

或聞上文，諸非盡遣，仍然計是，故更

以無字遣之。

講義碼314



540

亦有四句，應具四個無字，屬第四重遣。

合云；無是因緣，無是自然；或聞是既

不存，非仍成立；再以無非是因緣，無

非是自然。非是二字，亦即非字，到此

重重迭拂，妄情自盡。

講義碼314



541

離一切相，即一切法。

此乃情盡法真。相非萬法之自相，乃是

妄情計度之心相，即執因緣自然等心。

遣之又遣，諸情蕩盡，法法元真；當知

法本無差，情計成過，但用亡情，何勞

壞相？三祖云：「六塵不惡，還同正

覺。」但能離一切妄計之相，即一切諸

法，無非全體法界。

講義碼314-315



542

如唯識云：若離徧計執，當體即是圓成

實。又此二句，即離妄即真四字。三迭

拂妄情竟。

講義碼315



543

辰四責其滯情



544

汝今云何，於中措心，以諸世間，戲論

名相，而得分別？如以手掌，撮摩虛空，

祗益自勞，虛空云何，隨汝執捉？

云何責怪詞。謂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及，

汝今云何於精覺妙明中，措心作意，用諸

世間戲論名相，欲得分別妙明真性；

講義碼315



545

此性離名絕相，豈世間戲論名相，而得

分別哉！世間戲論名相，因緣權乘所宗，

即學者世間戲論；自然外道所宗，即非

學者世間戲論。下文所云：「但有言說，

都無實義」是也。

講義碼315



546

如以手掌，撮摩虛空：下喻明無益，

祗增自己勞苦，虛空云何隨汝執捉乎？

此以手掌撮摩喻戲論，虛空喻真性，虛

空既不可措手，而真性又安可措心耶？

此科以見性超情論，顯其諸情不墮，越

遠外計、權宗，即四義中，妙明之義。

九顯見超情竟。

講義碼315-316



547

十.顯見離見

講義P316-P325



548

卯十顯見離見 分四

辰初引教質問

二明昔是權

三辨今非緣

四正顯離見

今初



549

阿難白佛言：世尊！必妙覺性，非因

非緣，世尊云何常與比丘宣說：見性

具四種緣？所謂因空、因明、因心、

因眼，是義云何？

此科顯見離見，不是常途所謂情見之見，

乃指見精自體耳。見精自體，真妄和合，

約義可分真、妄二見，並非真妄各體。

講義碼316



550

但約見精帶妄時，則名妄見，離妄時，

則名真見。如人在夢時，則名夢人；離

夢時則名醒人；夢人醒人無二人，真見

妄見無二見。今言離見者，即真見離自

體中，一分妄見而已，故名為顯見離見。

即遠離依他起，當下即是圓成實。

講義碼316



551

上科因緣、自然二皆併遣，此處

阿難白佛言：世尊！此妙覺明性，不屬

外道自然則可，若謂非因非緣，似乎不

可；以因緣是自宗，何得與自宗相違？

講義碼316-317



552

必此見性，非因非緣，世尊云何，昔

日常與比丘宣說，見性具四種緣，所謂

因空、因明、因心、因眼耶？以目前不

空、不明，則不能見，無心無眼，更不

待言，所以必因四種，方能成見，則見

性自屬因緣之義明矣！是義云何者：豈

今是而昔非耶？抑或今昔相同，而我未

達耶？

講義碼317



553

當機所引，乃眼根中眼識，如來所

顯是眼根中見性，正是根、識不分。八

識規矩頌云：「愚者難分識與根」。阿

難即其人矣！前來世尊，乃托見精以顯

見性，欲令證入妙覺明性，而得全體大

用，而反認見性為眼識，何異將彩鳳為

山雞，視和璞為頑石，可不哀哉？

講義碼317



554

大乘，眼識九緣方生，所謂：空、明、

根、境、作意﹙徧行心所之一﹚、分別﹙第

六識﹚、染淨﹙第七識﹚、種子﹙三類性境

之一﹚、根本﹙第八識﹚；小乘法中略具

四緣，缺一不可，即空、明、心、眼四

緣，為眼識得生之緣，並未曾說，四緣

生妙覺性。

講義碼317



555

良以此性，非生因之所生，乃了因之所

了，今說從因緣生，誤之甚矣！初引教

質問竟。

講義碼317



556

辰二明昔是權



557

佛言：阿難！我說世間，諸因緣相，

非第一義。

此明今昔權實不同。佛告阿難，我昔日

說四緣生識者，乃一時權巧方便，說世

間諸因緣相，引誘小乘學者，免中外道

之毒。

講義碼318



558

彼外道妄計自然，我說因緣以破之，

非同今日所說第一義諦，修證了義之法，

何得取彼而難此耶？二明昔是權竟。

講義碼318



559

辰三辨今非緣



560

阿難！吾復問汝：諸世間人，說我能見，

云何名見？云何不見？阿難言：世人因

於日、月、燈光，見種種相，名之為見；

若復無此三種光明，則不能見。

此科辨今所說，非同昔日因緣。故問之曰：

諸世間人，說我能見：是以我為能見，物

為所見，此乃一切眾生共執。

講義碼318



561

今詰以云何名見，云何不見者：為探其

藉緣不藉緣。答以因於日、月、燈三種

光明，乃能有見，無光即無見，正述其

必定藉緣。此雖單舉明緣，以該空、心、

眼三緣，缺一不見，此昔日之權。

講義碼318



562

阿難所述固是，然今日所說，是第一義，

如第一番顯見，盲人矚暗，與有眼人處

於暗室，所見無異。見性脫根脫塵，靈

光獨耀，又何藉明緣？此即權實不同也。

講義碼319



563

阿難！若無明時，名不見者，應不見

暗！若必見暗，此但無明，云何無見？

此顯無明不是無見。若如汝謂，無明時

即謂無見者，應當併暗亦不見，方可謂

之無見；但無明便謂無見，乃常情所執，

故以應不見暗詰之，斷無是理。若必見

暗下，申其正理。謂若無明時，必能見

暗者：此但是明無，而見不無，云何汝

說無見？

講義碼319



564

阿難！若在暗時，不見明故，名為不

見；今在明時，不見暗相，還名不見！

如是二相，俱名不見。

此明、暗相例，以致二皆不見，豈不大

謬！

講義碼319



565

若復二相，自相陵奪，非汝見性，

於中暫無。如是則知，二俱名見，

云何不見？

此結申正義。上科但是因謬反顯，決無

二俱不見之理，故申以正義曰：若復明

暗二相，自相侵陵傾奪，明來暗去，暗

生明滅，明暗二相，時有時無，非汝見

性，於中暫時或無。

講義碼319

講義碼320



566

此句須著眼，明暗有生滅，見性非有無，

明來見明，暗來見暗。非暫無即常有，

正顯見性常住，不生不滅，不藉因不託

緣也。世間常情，惟許見明有見，不許

見暗成見，權教亦須具足空、明、心、

眼四緣，方能成見。

講義碼320



567

此經為了義真詮，但取暗中有見，故

曰如是則知，見明見暗，二俱名見，

云何不見？是則暗中之見，尚不用眼，

何假空明，及分別之心耶？是則顯一

暗中之見，則四緣俱破矣。三辨今非

緣竟。

講義碼320



568

辰四正顯離見 分三

巳初先定離緣第一義

二例成離見第一義

三詰責勸勉善思惟

今初



569

是故阿難！汝今當知：見明之時，

見非是明；見暗之時，見非是暗；

見空之時，見非是空；見塞之時，

見非是塞。

此顯今教為第一義。然有淺、深兩重，

先顯離緣第一義。

講義碼320



570

蓋見性離緣之義，自盲人矚暗，顯見是心

以來，不動、不滅、不失、無還、不雜、

無礙諸科，不分前半，所顯皆是離緣之見，

此見即是見精。前文所云：「此見雖非妙

精明心，如第二月，非是月影。」喻如第

二月者，以其帶妄之故；雖然帶妄，自體

離緣，已自超乎因緣宗矣！

講義碼320-321



571

是故阿難汝今當知。是故二字，承上

是明暗，二俱成見之故。汝今當知：

見明之時，此之見精，非是因明所有；

見暗之時，此之見精，亦非因暗所生；

見空見塞，可以例知，則此見精，不屬

因緣明矣。初先定離緣第一義竟。

講義碼321



572

巳二例成離見第一義



573

四義成就。汝復應知：見見之時，

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

云何復說因緣、自然，及和合相？

此例顯離見第一義。即顯妙精明見性，

喻如天上真月，此節較上更深一層。四

義成就者：即指上面見精，非明、暗、

空、塞四緣所有之義，已成就離緣第一

義，此理極成，無能破者。

講義碼321



574

尚有離見第一義，汝復應知，若但悟見

體離緣，而未見見體，尚非圓悟，必見

見體離見，乃真見見體矣，故以離緣為

例焉。

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者：一、三見字，

是純真無妄，本體之真見，即妙精明心，

如第一月；

講義碼321-322



575

二、四見字，是所帶一分無明之妄見，

即見精明元，如第二月。無始時來，此

之真見，常墮妄見之中，不能見妄﹙如人

落水，不見乎水。﹚。若觀行力強，脫黏內

伏，伏歸元真，發本明耀，則真見現前，

即能徹見妄體，正當真見，忽見妄見之

時，真見即離自體中一分妄見，

講義碼322



576

而不墮在妄中﹙如人覺夢，夢便不在，即已

離夢中矣。﹚，此之真見，非是帶妄之見

也。非是二字，即不墮之意。

又一解：四義成就者，以上四義，皆以

能見之性，見於所見之境，而見性原非

是境，以此成就，能例之法，例下能見

之真見，見於所見之妄見，而真見非是

妄見，令難知者而成易知也。

講義碼322



577

問：「心見尚不許為二，今於見，何反

言二耶？」

答：「真非真恐迷，故不得不分也。但

約真見帶妄時，即名見精；見精離妄時，

即名真見，非實有二體也。而覩見之所

以非妄，見精之所以為妄之義，待下詳

示妄因科中，佛自明之。」

講義碼322



578

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者：第一見

字是真見，二、三見字皆帶妄之見精，

言此真見，猶離於見精之自相，見精亦

所不能及也。良以有妄見時，真見全隱，

及至棄生滅，守真常，常光現前，即真

見現前時，則妄見已空，故曰見精所不

能及也。

講義碼322-323



579

云何復說，因緣自然，及和合相者：

此責其執悋昔宗，不肯放捨，今離見

第一義，尚非離緣第一義所可及，況

世間戲論因緣、自然耶？及和合相，

與因緣一類戲論，未應有與不和合一

句，諒譯者錯漏耳。不和合，即自然

一類，故以云何復說責之。

講義碼323



580

此約見性離見論，顯其自相亦離，轉

入純真無妄，亦四義中，常住妙明之

義。二例成離見第一義竟。

講義碼323



581

巳三結責勸勉善思惟



582

汝等聲聞，狹劣無識，不能通達，

清淨實相。吾今誨汝，當善思惟，

無得疲怠，妙菩提路。

此佛責其滯小，勉其向大。聲聞兼有學

無學。謂汝等見狹志劣，無有廣大殊勝

之識，執諸法為實有，不了依他如幻，

妄起徧計執情，迷於清淨實相之理，故

曰不能通達。

講義碼323



583

清淨實相者：即如來藏，清淨本然，真實

之相，寸絲不掛，一塵不染，故曰清淨。

實相有三：

一、如實空義：稱真如實理，空諸虛妄染

法，此為無相之實相。遠離能、所分別，

萬法本空，彌滿清淨，中不容他﹙如六祖

所云：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講義碼323-324



584

下四科七大，一一雙非因緣、自然，初

銷倒想，說空如來藏，即此義也。

二、如實不空義：此為無不相之實相。

以有自體，常恆不變，體雖不變，用能

隨緣，下忽生相續，不外清淨本然，審

除細惑，說不空如來藏，即此義也。

講義碼324



585

三、如實空不空義：此為無相無不相

之實相。諸妄皆空，纖塵不立，萬境

紛紜，一真不動，真空不礙妙有，妙

有不礙真空，下五大圓融，譬如虛空，

體非群相，不拒諸相發揮，離即離非，

是即非即，極顯圓融，清淨寶覺，說

空不空藏，即此義也。

講義碼324



586

吾今誨汝下：如來欲阿難，悟明實

相之理，故勗以三慧。誨汝者，有誨必

聞，聞慧也；善思惟者，正念觀察﹙非

緣心思慮﹚，思慧也；無得疲怠者：無得

因循悠忽，自謂疲勞，遂生懈怠，必須

精勤進趣，未可半途或廢，修慧也。

講義碼324



587

妙菩提路者：即佛所證，無上菩提之道

路。乃從凡至聖，中間所經五十五位，

真菩提路也。《正脈》交師，總論十

科文辭極妙，收攝得宜，因其字句長短，

略為增易：

初科顯其脫根、脫塵，逈然靈光獨耀；

二科顯其離身、離境，凝然本不動搖；

講義碼324



588

三科顯其盡未來際，究竟常住不滅；

四科顯其從無始來，雖然顛倒不失；

五科顯其無往、無還，挺物表而常住；

六科顯其不雜、不亂，超象外以孤標；

七科顯其觀大、觀小，轉物自在無礙；

八科顯其無是、無非，見真妄情自息，

九科顯其諸情不墮，遠越外計、權宗；

講義碼325



589

十科顯其自相亦離，轉入純真無妄。

顯見至此，可謂顯之至矣！

舊解總將如是顯意，而悉為破見，此

﹙交師自稱﹚所以不得已，而重疏之一

端也。特就眾生迷位，而尚有二種見妄

未除，故曰：帶妄顯真耳。二種見妄未

除，如璞蘊玉，璞雖非玉，畢竟玉不離

璞。

講義碼325



590

前帶妄顯真，如指璞說玉；下文剖妄

出真，如剖璞出玉；二見即見性所帶

二種顛倒見妄。然真不離妄，如玉在

璞；妄未除而真不純，如璞未剖，而

美玉之精瑩，不能煥發矣！此下剖妄，

雖似破而實顯也，不可作破妄解。初

帶妄顯真竟。

講義碼325



591

講師 湛然

(蔡玉鳳老師)P325-P369

剖妄出真



592

寅二剖妄出真 分三

卯初述迷請示

二佛慈許宣

三分別開示

今初



593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佛世尊，為我

等輩，宣說因緣，及與自然；諸和合

相，與不和合，心猶未開。而今更聞，

見見非見，重增迷悶！

講義碼325-326



594

此述其迷悶。謂世尊為我等輩，於

顯見超情科中，宣說因緣及與自然，二

者俱非之義，更加重重迭拂，是我已聞；

而諸﹙助語詞﹚和合相與不和合，是我未

聞，心中猶未開通。心猶未開一句，別

指和合與不和合，因先未聞，故心未開，

慾望佛說，並無要佛重拂因緣自然之意。

講義碼326



595

而今更聞見見非見，重增迷悶者：因未

聞和合不和合之義，已是迷悶，而今更

聞，見見非見，此理不明，重增一重迷

悶，急於求示。

講義碼326



596

伏願弘慈，施大慧目，開示我等，覺

心明淨。作是語已，悲淚頂禮，承受

聖旨。

上述迷，此請示。弘者大也，施者賜也。

伏願如來，發大慈心，賜我大慧。此大

慧目，即奢摩他，微密觀照，稱正因之

理，所起了因之慧；

講義碼326



597

開示我等覺心，令得明淨。覺心即本覺

真心，亦即根中見性。二妄未除，迷悶

未釋，則迷云悶霧，重重籠罩，覺天心

地，不得明淨，故求開示。使迷悶釋，

見妄除，則覺心即得明淨矣！

講義碼326



598

作是語已，悲淚頂禮，承受聖旨者：作

是請示語已，悲傷流淚，心有感傷，傷

己沉迷不悟；頂禮則求釋迷悶，故凝神

靜慮，承受佛聖之法旨。初述迷請示竟。

講義碼327



599

卯二佛慈許宣



600

爾時世尊，憐愍阿難，及諸大眾，將

欲敷演，大陀羅尼，諸三摩提，妙修

行路。

此經家敘佛，將示妙悟妙修，令得圓證。

以當機聞說見見非見，重增迷悶，故於

爾時佛生憐愍。憐其智劣，愍其未悟，

既然未開圓解，不能遽起妙修。

講義碼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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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將欲敷演者：是尚未敷揚演說，但先

懸敘於此也。大陀羅尼，此云大總持：

總一切法，持無量義。有多字陀羅尼(如

楞嚴咒，尊勝咒等。)，少字陀羅尼(如六字大明

王咒。)，一字陀羅尼(如唵字，吽字。)，無字

陀羅尼之別。圭峰禪師疏圓覺經，不取

多字、一字，但取無字，即淨圓覺心。

講義碼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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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亦取無字，即如來密因之理，約因，即

眾生所具，圓湛不生滅之見性。總持諸法，

即《起信論》所云：「心為大總相法門」。

非特近具根中，實則遠該萬法；約果，即

首楞嚴王大定，總持百千三昧；約因果同

時，即自性天然本定，是名妙蓮華，即三

如來藏，圓融無礙之理，為大總持也。

講義碼327-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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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三摩提，乃躡解所起自利之行，即二十

五聖圓通法門。妙修行路：乃依行所歷之

位，即五十五位，真菩提路；乃雙躡定慧，

所修兩利之行。此則通指信、解、脩證諸

文。

《正脈》云：「諸三摩提，總目二十五圓

通；妙修行路，密指耳門，意言諸圓通中，

妙耳門也。

講義碼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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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二句，釋上陀羅尼，顯修門中，耳

根圓通，即大總持也。」不依舊註，平

派定慧止觀等。按後阿難請入華屋，即

有得陀羅尼，入佛知見之語。及佛許云：

「開無上乘，妙修行路。」又云：「於

佛如來，妙三摩提，不生疲倦。」語意

全合，足徵此處，是預指後之修門也。

講義碼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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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阿難言：汝雖強記，但益多聞。於奢

摩他，微密觀照，心猶未了，汝今諦聽，

吾當為汝，分別開示。

此寄責多聞，未開真智。告阿難言：汝雖

有強記之力，但增益多聞而已。於奢摩他，

自性本定之真理。所起微密觀照，朗然照

體之真智，心中猶未了悟，

講義碼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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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則真智未開，不能遽示妙修，必先開

圓解，為當務之急也。又微密觀照，即

稱真理所起之真智，開解照了，自性本

定，非同識心分別覺觀，麤浮顯露，故

曰：「微密」。乃是離妄絕相，照體獨

立，今之見見非見，即微密觀照也。

阿難但知見性是真，而不知所以真；復

聞見性是妄，而不知所以妄。

講義碼328-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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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329

宜乎迷悶，而心未了。觀猶字，佛亦以

迷悶是急，先為開示，令得廣開圓解，

方為起修之本矣！故警之曰：「汝今自

當諦實而聽，依教觀心，由言達理，吾

當為汝分別真見、妄見，開示奢摩他，

微密觀照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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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329

亦令將來，諸有漏者，獲菩提果

此兼益未來。承上佛為分別，見見非見，

則真、妄分明。依真智照真理，修微密

觀照，不特利益現會，亦令將來有漏凡

夫，及有學二乘，依此奢摩他，微密觀

照之圓解，而起從根解結之圓修，得證

圓滿菩提，無上極果。有漏尚然，無漏

可知。二佛慈許宣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