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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性是心，見性不動。何謂「不動」？即在根塵中不動。 

2. 凡夫是依根有見，依塵有見。所謂「「見」「，是根塵依依所的識心心別，，

因此，離根離塵識話，同時也離心，稱為「不動」，即在十八界中安住，

非根非塵非心，這一點力量所在，稱為「真心」。 

3. 因為它不是根，不是塵，不是心，它是超越根塵心識存在，一念自覺，

在見為見性，即此見性而悟真心，若在聞「，是聞性，依聞性而修真心「，

便是耳根圓通。 

4. 所謂「「見性」「，是定這這修修的識因 「，「「見」是見到，看得懂，抓得住；

「性」是的命識根本，在的命識根本中，的命不曾搖動。 

5. 搖動有兩種情況，一是境動身不動，一是身雖動而性不動。前者是身處

紅塵，只是欣賞，沒有參與，後者是與民同樂，只是陪著玩，志不在此。 

6. 兩修「不動」識道理，不難明白，這是大乘佛法識修的，稱為「動中修」，

即在搖動識世界中，體會不動識身心。 

7. 其次，道理雖明白，但在現實上往往困難，因為身不由己，容易迷己逐

物，迷是迷失真心，遺失真性，前者是死後識迷失，稱為「隔陰之迷」，

後者是因為的命識顛倒，把真心搞掉，但這都不是真正識失去，只是一

時之迷，覺悟識話，便可轉迷為悟。 

8. 逐物是追逐外物，即追逐六塵識世界，當身心不一時，身也是外物，即

所謂「依根有見」，這修「根」，其實是外物，凡夫錯認它，佛法稱為「臭

皮囊」，老子說它是「大患」，都是對根身識反省，「 楞嚴經》提出「「身

不動」是說不依根而動，即可以超越根身識存在而自由，並因為自由而

參與世界識事物。 

9. 凡夫因為不修的，錯以根塵識存在而起別，，即在十八界中，「以動為

身」、「以動為境」，把動中境界當作是自己，也以為是真實識物境，從

的到死，妄想不斷，遺失真性之後，在顛倒中的一切事「。由於認物為己，

便在這修錯覺中一直輪迴，這是甚麼理由，咎由自取罷了！您同意嗎？ 

10. 以上，第一卷識內容至此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