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禪源 

《景德傳燈錄》卷 27：「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F

1

F」 

《禪源諸詮集都序》卷 1：源者是一切眾生本覺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

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稱為禪那。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亦名禪那理

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諸家述作。多談

禪理少談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有但目真性為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

不辨華竺之音也。然亦非離真性別有禪體。但眾生迷真合塵。即名散亂。背塵合

真。方名禪定。若直論本性。即非真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況

此真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眾生迷悟之源。故名如

來藏藏識(出楞伽經)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等經)亦是菩薩萬行之

源。故名心地(梵網經心地法門品云。是諸佛之本源。是菩薩道之根本。是大眾

諸佛子之根本)萬行不出六波羅蜜。 

….又真性則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壓

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理而

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禪[10](上四類。皆有四

色四空之異也)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

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達摩門下展轉相傳者。

是此禪也。達摩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唯[＊]達摩所傳者。

頓同佛體。逈異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即成聖。疾證菩提。失即成邪。速

入塗炭。先祖革昧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暨乎法

久成弊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眾。原夫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

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講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

宿生何作熏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為法忘於軀命。 

四種「心」： 

《禪源諸詮集都序》卷 1：心者。略有四種。 

一、肉團心。此是身中五藏心也。 

二、緣慮心。此是八識。俱能緣慮自分境故(色是眼識境。乃至根身種子器世界

是阿賴耶識之境。各緣一分。故云自分)此八各有心所善惡之殊。 

三、集起心。唯第八識。積集種子生起現行故 

四、堅實心。此是真心也。然第八識無別自體。但是真心以不覺故。與諸妄想有

和合不和合義。和合義者。能含染淨目為藏識。不和合者。體常不變目為真如。

都是如來藏。故楞伽云。寂滅者名為一心。一心者即如來藏。如來藏亦是在纏法

身。如勝鬘經說。故知四種心本同一體。故密嚴經云。佛說如來藏[1](法身在纏

之名)以為阿賴耶[2](藏識)惡慧不能知藏即賴耶識[3](有執真如與賴耶體別

者。是惡慧)如來清淨藏世間阿賴耶。如金與指鐶展轉無差別[4](指鐶等喻賴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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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喻真如。都名如來藏)然雖同體。真妄義別本末亦殊。前三是相後一是性。依

性起相蓋有因由。會相歸性非無所以。性相無礙都是一心。迷之即觸面向牆。悟

之即萬法臨鏡。若空尋文句。或信胸襟。於此一心性相如何了會。 

悟修頓漸 

《禪源諸詮集都序》：「悟修頓漸似反而符者。謂諸經論及諸禪門。 

或云先因漸修功成。豁然頓悟。或云先須頓悟方可漸修。或云由頓修故漸悟。或

云悟修皆漸。或云皆頓。或云法無頓漸頓漸在機。如上等說。各有意義。言以反

者。謂既悟即成佛本無煩惱名為頓者。即不應修斷。何得復云漸修。漸修即是煩

惱未盡。因行未圓。果德未滿。何名為頓。頓即非漸。漸即非頓。故云相反。如

下對會。即頓漸非唯不相乖。反而乃互相資也。 

1. 漸修頓悟：先因漸修功成而豁然頓悟，猶如伐木，片片漸斫，一時頓倒。亦

如遠詣都城。步步漸行。一日頓到也。 

2. 頓修漸悟：如人學射。頓者箭箭直注，意在中的。漸者日久方始漸親漸中。 

3. 漸修漸悟：如登九層之臺。足履漸高。所見漸遠。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皆說證悟也。 

4. 頓悟漸修：此約解悟也，約斷障]說。如日頓出霜露漸消。約成德說。如孩子

生。即頓具四肢六根。長即漸成志氣。故華嚴說。初發心時即成正覺。然後

三賢十聖次第修證。若未悟而修非真修也。 

5. 頓悟頓修：此說上上智根性，根勝故一聞千悟得大總持。一念不生前後際斷。

斷障如斬一綟絲。萬條頓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