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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時候，中國的文化是一個很高峰、很頂尖的時代，中國的大乘的根器成熟，解

脫的因緣都來到了，因此感到這個二十八祖達摩祖師，乘船從海路來到中國。先在廣東登

陸，接著就去當時梁武帝的國土，見到梁武帝之後，有一番對答。梁武帝由於他是皇帝，

對佛法很有興趣來學習，就問達摩祖師佛法的第一義。第一義是真諦。

當時達摩祖師對梁武帝很直接的表示第一義諦，但很可惜，梁武帝不能理解這個第一

義諦。 那達摩祖師就離開，南去，去少林寺面壁。在那裡等待有緣的人，在少林寺面壁

了9年，後來傳法給第二代祖師神光，乃至到惠能大師六祖菩薩。六祖菩薩之後就不再傳

了。東土二三的意思就是二三得六。到六祖惠能。所以有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的說法流傳

下來，是預言這些祖師的出世。六祖菩薩之後，就沒有再傳衣缽了，只是傳法。因為大家

對禪已經有信心了。

而六祖傳法，傳給很多弟子。主要有兩條路線，第一條線就是青原行思禪師。另一支

就是南嶽懷讓禪師。江西的馬祖道一禪師就是南嶽懷讓禪師座下弟子。馬祖道一禪師是在

懷讓禪師座下悟道的。

這位馬大師在早年的時候在後山修行非常的用功，但是他只是打坐。懷讓禪師知道他

是一個法器，就去問他。



懷師問：你坐禪，想要得到什麼？

馬祖答：我想成佛。

懷讓禪師就在他坐禪的地方拿起一塊磚頭在那裡磨擦。磨擦磚頭產生了很吵雜的聲音

讓馬祖不耐煩，干擾到他不能打坐。

馬祖就起來問他：你磨這個磚頭做什麼？

懷師答：我要將它磨成鏡。

馬祖：磚頭能夠磨成一面鏡嗎？

懷師就是要等他這句話，借這個機會反問他：既然磨磚不能成鏡，那這樣坐禪就能夠

成佛嗎？

那這個問題非同小可，簡直將馬祖從夢裡震醒。修道成佛單單靠打坐是不可以的，我

們打坐用功呢是除盡我們的習氣，一定要在種種順逆境界中來磨練，習氣才能夠除盡。

馬祖聽到之後，因為他的根器非常的利，所謂上根利器。一聽就明白了，於是他向懷

讓禪師請教：要怎樣做呢？那懷讓禪師是一位祖師，有大手眼。對修學的人有很好的誘導，



不普通的手法。用反問的方式來問馬祖，激發的他疑情：“就好像牛駕車，車不動，不要

做一些不正當是打車呢還是打牛呢？”

懷讓禪師的用意，為什麼要這麼問呢？這個車譬如我們的身體，牛呢譬如我們的性，

我們的佛性。你要修行成佛，必須要證得佛性，你講身體拘束在這裡不動，這個就是打車，

心性是牛，心動，身體才會動，要修心才對。

有一個十牛圖，也叫牧牛圖，從一個人剛剛開始修行，去尋找佛性，直到他找到了。

這個過程裡面，有人有牛， 到最後人都沒了牛也沒了，這個時候才算真真正正的算是盡除

我們的習氣。這個十牛圖裡面有圖片有文字來解釋內容，主要是講我們修行的時候做保任

的功夫，保護自己的心的行為去傷害其他的事物。就好像一個牧牛的童子一樣，控制住這

個牛不去吃草吃稻穀，不要踐踏破壞田和稻。初期需要很用心來控制這條牛，和這條牛拉

拉扯扯的。甚至會用鞭子來鞭打這頭牛。表示降服我們的妄想心。到後來這條牛就順服了，

聽話了，不需要打它，它自己可以自自然然的做自己的工作。人就可以放手，以至到人也

沒有，牛也沒有。

馬祖經過懷讓禪師這番開示之後， 大悟。在懷讓禪師身邊追隨了9年，得到禪師的印

證，出世來度化眾生。而且度化眾生的盛況非常多，教化了80多位善知識，都是祖師，



都可以教化一方。而他也教這些學人去不同的地方教化不同的人。

早一段時間六祖菩薩對懷讓禪師講過，說西方，般若多羅是達摩祖師的師父，曾經對他

講過，有一句預言，說六祖座下徒孫教化出來的人非常多，“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

說的就是這位馬大師。 踏殺天下人，說的是教化天下，講人的心殺了，變成佛的心。人心

死，道心生。 人心善變，道是真理，真理不變。所以說踏殺天下人，就是講人心轉過來變

成佛心。

我有個問題想問一下大家，禪宗的道理，大家有沒接觸過。有沒有看過，研究過禪宗的

書。或者在馬來西亞這個地方，比較少接觸到有關的資料嗎？

簡單上講，禪宗和其他宗派有不同，很大分別，禪宗是講空門，淨，教，律，密法，這

五個宗派，禪宗是唯一的講心空作為他修行的目標， 其他四宗都是以“有”，有相，有事

情讓你認識，讓你修。而你修這個空，到了最後來，大家都是到這個空的禪性裡面，只是禪

宗從空來做，其他宗從“有”來入手。所以用方法的時候， 禪宗用參禪， 參話頭的方式將

心空，其他在“有”方面，譬如說律宗，講行住坐臥四大威儀。來修持自己，不讓自己打妄

想，這樣將心空了來悟道就好像一個牧牛的童子一樣，控制住這個牛不去吃草吃稻穀，不要



要踐踏破壞田和稻。意思是說念佛的佛號和我們的妄念，不斷這樣拉拉扯扯， 如果念佛有

妄想，就用佛號來抵擋。當念到心空的時候。兩條泥牛墮入海。我們的性海。兩隻泥做的牛

墮入海就融了，空了。

所以念佛的人可以開悟，持咒的人可以開悟，不單單是參禪的人可以開悟。重要的是你

有無開悟的心，你願不願意開悟？你有開悟的心願，有這個願力就可以。同時可以往生淨土。

一切唯心造，看你自己做不做。所以佛法我們可以不用參禪的方法來攝心，用功，但我們要

明白禪宗的道理。因為道理只有一個，真理只有一個，沒有兩個，如果有兩個，其中有一個

就有問題。

而禪宗的道理，最直接的地方是講從空入手，這個道理和其他途徑不同。由於因為從空

直接入手，所以比較難以捉摸。因為我們人或者有的世界裏，要有“有”，物件，名字讓我

們去執持，如果一下子沒有東西讓人捉摸的時候，人就很難接受，很難掌握，因為我們要掌

握要把持，所以被“有”卡住了。也都是因為我們習慣這有東西把住，當一下子沒有東西了，

我們無所適從，不知怎麼辦。我們自己不能接受這個方式。所以在禪宗道理上，我們需要用

多點時間來認識，來接受。禪宗這個道理在佛教也非常珍貴的，非常殊勝的道理。我們要花

時間來了解。



大家有無疑問？

大家都不是用參禪的方法來攝心的，對嗎？這個方法不太容易運用， 很多古德也是在這

個方法上浸了很多時間，也不知道怎麼來落手， 這個方法很不容易。但是靜坐這個方法是每

個人都應該練習的，這個是幫我們可以開智慧的一個方法。

雙盤一個鐘、兩個鐘。很清晰的坐下來念佛已經非常好了。打坐最重要的是連續性，就

是一支一支的這麼連續坐下去，我們打七重要性就是一支香一支香的這麼疊加上去，身心就

會有一個變化，達到一個深入的效果。這個道理就是，如果我們早上坐一支香，做到兩個鐘

頭，兩個鐘頭之後起來做其他的事，就沒有再攝心了，那我們的心就會被其他事物，環境就

將你的心就分化了。我們攝持的心就散了，每天如果都是這樣，我們心寧靜的程度就不夠深

入，那我們心要覺悟的程度就不夠深入。

譬如說我們現在研究佛法，來聽法，我們的心是不是要很專注很寧靜來聽啊？你聽到別人

講的文字內涵，你收到，你都明白文字的意思。但是能不能夠在聽到的過程裡面，你悟到他

文字背後的內涵啊？他在文字底下那個深意啊？聽的時候，悟得到嗎？這個就要看你心寧靜

的程度了，會不會在聽法的當下立即就有一個覺悟，能了解他想要表達的深層的意義是什麼。



所以呢，開悟覺不覺悟是無時無刻的，沒有時間限制的，任何時候都是開悟的時間。就看

你平時用的功夫深不深入？就看你心寧靜的程度，你有這個能力的時候，任何時候，碰到、

觸到、聽也好、見也好、聞也好，都是隨時隨刻都開悟的。    

佛是覺悟的意思，是明白的意思，是清醒明了的意思。一日24小時，無時無刻，時時刻刻

都在覺照之中。就像用功的人，念茲在茲的都在用功。

白天是這樣，夜晚也是這樣，有病也是這樣，沒病也是這樣。雖然有病，但不會被病所障

礙，和沒病的時候用工夫都是一樣的。就是有病的時候和沒病是一樣的。覺者，覺照。這個

佛字當覺照來理解。覺破一切的事務。是了解一切的事務如夢幻泡影。最重要的是了不可得。

無所得。沒有什麼是可以把持，沒有事物是可以得到的。能夠看破這個事物，不被事物所障

礙。

有覺有照的意思，時時刻刻都用心來觀照，沒有疏忽的時候。我們用功的時候是綿綿密

密這樣用功，觀照，保護住自己的功夫，不被境界所轉，心不會隨著境界來跑。不會住在境

上面。所以病的時候不做病想，健康的時候不做健康的想法。乃至到穿衣，吃飯，不做穿衣

吃飯的想法，用功用到這樣的綿綿密密。這個講法就是上人經常講的“念茲在茲”。



心裡面無物，空空靜靜，坦坦蕩蕩，這樣就不怕不成功了。我們念佛修淨土的人，想一
想，每天這樣念佛，能夠念幾萬聲佛號，心都放在佛號上，這個時刻，你還有沒有其他妄想
啊？如果你察覺到心有妄想的話，那你的心不在綿綿密密之中，還有空間來打妄想。

這個是修淨土我們需要迴光返照需要知道的，到不到念茲在茲的程度。如果有這個程度，
就要更加努力來保護這個功夫，不要讓他走失。這個時候，保和任的功夫，保是保護，這個
功夫成片的時候，你就要隨著這個功夫來去做，讓他自自然然成片，密密麻麻，不會有這個
空檔的時候。參禪的人呢，最重要的是疑情，這個疑情起的時候，妄想自然不能生起。修其
他法門的也是一樣。所有的法門都要經過這個綿綿密密的觀照功夫。照顧住這個心，不要讓
他向外馳求，這樣做功夫一定有所成就。

禪淨教律密，任何一種教法都需要有這種功夫才能成就這個道業。所謂歸元無二路，方
便有多門，到靜的時候，大家都是一樣的。就不需要講哪一個法門好哪一個法門不好，如果
有分別的心，就變成有門戶的分別了。對法來講都是不好，對人來講都是有傷害的。

我們修道的人應該時刻以本分事來相見，不要著境，著神通，時時刻刻來考察自己的功
夫，看看自己的功夫是否有進步。

一會兒煩惱，一會兒歡喜，在歡喜的時候，自己有沒有被境界轉呢？ 煩惱來的時候心裡



很痛苦，佛號呢念不起來了，佛號忘記了，話頭參不起來，不知跑到哪邊去了。或者修其
他法門的人有沒有將自己修的法忘記了呢？有沒有綿密的觀照呢？高興的時候，順的境界
來，或者職位上面升官發財，受人稱讚，受人尊重，生起歡喜的心，歡喜的不得了，想不
起佛號、話頭，忘記了打坐用功，忘記了觀照，被境界所轉。如果這樣，怎麼能夠成道？
道業怎麼能夠有所成就呢？

修行應該八風不動才對，這八風之中四個順境四個逆境。逆境是屬於粗的，順境屬於
細的。粗的比較容易察覺，細的就不容易察覺，我們要從這兩頭考察自己。

如果現在不肯用功，不肯做功夫的話，到死的時候就會很痛苦，有種種的難受，而且
做不得主，那就會隨著六道中，種種痛苦中來打轉。所以我們學佛法要好好用功，想要了
生死的人，要往生淨土的人必須要忍耐一下。要有一種忍耐的功夫，手腳痛的時候要忍耐
一下，這個是功不唐捐，將來你一定會得到大受用，才會得到自在安樂、逍遙。

剛才提到的這個身心爆裂，天塌地崩，這種情況不要怕，過去有一位出家人修行發心
要行般舟三昧，翻譯過來叫做佛立三昧，修持方法就是在一間房子裡面，中間屋頂上做一
個圓圈，圓圈有一條繩掉下來，這個繩子就綁住在修行人身上，他就掛在這條繩上面，他
沿著這個圓圈在這個屋子裏行走。用90天的時間作為一個修行的期限。90天裡面不能夠坐



下來，不能夠睡下來，一路走一路用功，可以念佛，閉關時候，你念佛的就念佛，念菩薩
的念菩薩名號，念咒的人可以念咒，都可以，選一個法門3個月為期修持這個法門。

這位修行人念阿彌陀佛，90天不出來，念到將要出關的時候了。當時他自己形容，他
身心這種狀態，他身體有什麼變化呢？

身體很臃腫，腳發脹發到水桶那麼大，但是他很堅持，心很堅定，繼續不斷的修持，
他走到連腳都抬不起來，走每一步都很艱難，所謂舉步維艱。就在最後這一日，他依然都
沒有得到消息。在那日早上他繼續來用功，身體已經很乏力，沒有氣力了，但是心依然堅
持去做。最後他終於支持不住了，支持不住他念佛的這個修持，整個人跌落到地上，跌下
來的時候他感覺到身體一個很大的震動，好像山崩地裂一樣，接著就昏過去。等他醒來時
候，看到身體變化，看到自己身體已經消退了，腿也消腫了，他整個人得到很大的受用，
對很多事情都明白過來。

這種情況在禪宗公案裡面講的天崩地裂，或者虛空粉碎大地平塵的描寫都是修行人用
功的時候他的妄想執著、習氣崩裂了，所以他在靜坐裡面有這些習氣沒落。但如果修行人
境界現前的時候會怕，這些境界都會退下去，因為你怕就是你不接受。如果你不怕，鎮鎮
定定，他要崩裂就讓崩裂，你接受這個法，那這個修行人的功夫就會再進一步，在他過去



生所造的業，妄想習氣就會消退了一大部分，對空性的證悟又跨一大步。所以修行人不要

怕，一切都是虛幻的，只是一種境界，不是一種真實的境界。不需要去怕，一怕就過不到

關，過不到關就卡在那個境上，就不能再踏前一步，變成就浪費了之前你所用的功夫。

這個典故是告訴我們，大死一番這種程度的感受，我們一般人怕辛苦，怕痛苦，到某

一個程度，我們會怕就會退下來，但是不經過這一番痛苦，我們凡夫的思想是不會轉過來

的。

又或者，不經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這種形容也是鼓勵我們修行的時候不要

怕苦。怕苦的話，你的習氣，我們的妄想心，我們凡夫的心就不會死，這些不死的話我們

凡夫的見解，情見就不會消失。這種凡夫的妄想的情見執著不死的話，我們就會保護我們

自己，不讓我們受傷害，痛苦或者難受。

這個“我”的執著永遠都不會去掉，在修道上來講是很大的障礙，很大的關卡。不放

下這個凡夫的我，我執，這個我的概念，我見的時候，道心真心就不會顯現。所以我們要

死的這個凡情俗念，凡夫的我執，我見。如果保護“我自己”的利益，保護“我”的權利，

這些都是障礙真心的顯現，障礙這個道心的生起。



佛是覺照、覺察，這個覺字之中，無論我們靜坐或者不靜坐，都時常保持一個覺得狀

態。如果不在這個覺醒的狀態上，那是一個什麼狀態之中？是一種無明的狀態之中，一種

不知不覺之中。乃至到我們的妄想之中，都不知道自己在妄想之中。

我們學佛，顧名思義是學什麼？學覺，學怎樣時常在覺中，在清醒狀態中，時常在覺

悟覺醒之中。我們人一般都活在妄想中自己也不知道，不學佛的不講，學佛之後，我們有

沒有將自己放在覺醒之中，有沒有練習將自己放在覺悟之中呢？

佛之所以是佛，與眾生不同的地方就在這裡，眾生時常在不知不覺中；佛時常在覺醒

中，沒有一刻在不知不覺之中。佛所講的法，種種法門都是教我們達到這個目的，這個效

果。這樣你才能夠離苦得樂，了生脫死。

有無問題？

問：牧牛圖中最後為什麼人空，牛又空了呢？

答： 懷讓禪師有個弟子，有個長者請問禪師怎麼修行，禪師就說我修行只是自己在

這裡看住耕田的牛（水牛），當這條牛不小心吃稻禾的時候，我就會用鞭子打它。 耕田

的時候如果它不走，我就會用鞭子嚇嚇它，讓它走起來耕田。這樣來控制住這個牛，要它

在正常的工作範圍之內去工作。



這個牛就比喻我們的心，心不在功夫之中，或者打一些不乾淨的妄想，想一些傷害別人

的事情，比如它去吃人家的稻禾，那他就會用鞭子鞭撻這頭牛，呵責自己的心不要去做傷害

人家的事情。又或者它懶惰，不想用功的時候，那他就會拉他一把，鼓勵它，用功修行。將

它放在用功的狀態之中，時常照顧住這個心一路用功。

他這種方法就有十種過程，用十幅圖畫來去表達。從一個凡夫未曾接觸佛法，第一個圖，

到第十個圖已經成就，做到人法雙亡。人和法都沒了，連做功夫的概念都沒有，很自自然然

的來做。這個十牛圖，我現在手上沒有， 明天可以找出來，講一講十牛圖，從不知道佛法到

最後人法雙亡的過程是怎麼樣的，可以解釋一下，明天看看找不找得到資料。

昨天我們提到講十牛圖的資料，過去有古代大德有不同的版本。

上人開示中也有提過這個圖，但沒有講過。剛開始聽到，古時候打水，有軲轆的聲音，

井上面吊一個繩子，有個軲轆，拉水上來的時候，有軲轆轉的聲音，你聽到這個聲音，發現

了這個事情，然後隨著聲音去找自己要找的東西。

這個十牛圖也是一樣，開始見到這個牛的足跡，知道有牛在哪裡。依著足跡去找這條牛。

剛開始找的時候見到這個牛的尾巴，接著見到牛的屁股，然後見到牛的身體，牛的頭，整個

牛由頭到尾吧都見到了。



繼續下去，你會捉住這條牛，不讓它走丟了，以前人耕種，用一個圈圈扣住牛的鼻，不

讓他走。接下去騎上牛背。再繼續就不讓它吃稻禾，就是不讓它傷害其他眾生，接下去就是

騎著牛回家，就是回頭歸家，

回家途中乃至回到家，將牛放下，這條牛已經馴服了，下一步沒有牛可以騎了，人也沒了，

沒有需要騎牛的人了，到人法都沒了。這裡牛表示我們的心，不要讓我們的心走失，我們沒

學佛法的時候不知道自己的真心，將這個心勞勞碌碌營營役役做些不相關的事。

知道我們有這個心，找到自己真心的時候呢，就可以好好用這個心來修行，來做一些有

意義的事情。在修行的路途之中，雖然都是有痛苦的，很艱難的，我們要控制住自己這個野

蠻的牛，不要讓它吃別人的稻禾。有時也要有些手段，比如鞭打他，拉住牽鼻的圈讓它不亂

動，這些也會讓自己痛楚，但這種痛楚我們可以了，可以講比起未曾認識佛法之前，在六道

輪回裏造作出來的種種生命體，種種錯誤，種種錯因果產生的痛苦，相比較之下，是值得的。

在六道輪迴中的苦痛是沒有了的時候。但是在修道中要接受的痛苦，你是為著了道，為了切

斷這個痛苦而受的，所以在修道裡面產生的要熬的痛苦是值得的，是有了的時候。

在這個白板上面，可以看到。第一是尋牛，找這個牛，我們凡夫看不到真心，見不到自



性。我們修行要去找這個心，因為我們看不到這個心，也可以說從無始來，雖然我們用心，

但並不知道我們有心，更見不到這個心，所以我們不知道要去找。

現在善知識，釋迦牟尼佛、過去的尊者、羅漢、菩薩，他們告訴我們好像師父上人來教

導我們先要學好做人，然後怎樣認識自己，教我們怎樣認識自己的心，自己就有這個能夠成

佛的本事，自性的功用、作用，依靠善知識告訴我們：我們有成佛的本能，聽從善知識的教

誨並學習，了解我們自己本身、自性，在事實上，實實在在去用功，去尋找我們失落掉的東

西---失落的心，這個寶貝、寶物。





第一幅圖，尋牛

茫茫撥草去追尋，水闊山遙路更深；

力盡神疲無所覓，但聞楓樹晚蟬吟。

這幾句話都是描寫找牛的辛苦，疲乏，那種力盡，氣力用到盡，精神很疲乏，都還沒有
找到牛的所在。從第一幅圖我們可以了解到，我們在不知道有寶貝的情況之下，第一步靠善
知識，靠外面給我們的一個指導，讓我們知道有這個寶貝。佛陀是很尊貴的，不但是佛陀可
以是佛，我們也可以是佛，但第一我們不知道有佛這回事。第二我們不知道自己可以成佛。

所以這個善知識對我們非常的重要。有一次佛陀問阿難尊者，你修行所有的功德利益，
依靠什麼得到成就， 阿難尊者答是自己修行，自己成就自己。佛陀說不對，阿難尊者又答：
有一半靠善知識的幫助，給予。佛陀說：還是不對。阿難又答：全部都是靠善知識。佛陀說
對。因為沒有善知識，你完全不知道有佛這回事。你不知道你可以成佛，所以這一點上講，
你所有一切都是善知識的給予，從你不知道不認識開始，善知識講給你聽，帶著你走，一直
到你成佛，都是善知識從旁邊支持你，教導你，栽培你，成就你。

尋牛，我們從這個廓庵和尚的第一幅圖，可以了解，我們見不到牛，還沒有看到有牛的
足跡，用這四句話來去表達這個情況，因為這些偈語都是古人寫下來的，講的很親切，很神
韻。





第二幅圖，見跡。

說找到牛的蹤跡了。

水邊林下跡偏多，芳草離披見也麼？

縱是深山更深處，遼天鼻孔怎藏他？

意思大約講找到很多地方，水邊、山林這些地方，在每一個地方見到有牛的足跡，到底

藏在哪裡呢？雖然見到足跡，但是足跡很亂，不知在哪一個方向。見到足跡之後，隨著足跡

去找，那接著下一步見到牛了。





第三幅圖，見牛。

黃鶯枝上一聲聲，日暖風和岸柳青；

只此更無回避處，森森頭角畫難成。

意思是說聽到一些聲音，但沒見到牛的全貌。

這個圖有一兩個或者三四個版本，但大概意思都是一樣，都是講這個過程。如果其中
有什麼問題，大家可以寫下來，明天提出來討論一下，會更加深入理解道理。

修行就是教我們放下自己的習氣毛病，我們不知道自己有這些習氣毛病，錯誤的知見，
所以先要認識自己的錯誤，然後將它放下，能夠完全，通通的放下，就見到自己的本來，
所以古人講：道不是修的，不需要修證，放下就解脫了，但是我們不能放下，所以用種種
的方法教我們放下。

修淨土的人都是一樣，並不是佛將你拉到淨土，你的心就好像一個潭，一個湖，水面

平靜比喻沒妄想，天上的月亮比喻佛，由於你的心無妄想，就清淨了，就能映出天上的月

亮出來。你心裏面有佛，就一定會同佛有感應，所謂感應道交。這個就得到佛來接引。

世間的人事物，種種工作，事情都會讓我們的心受到擾亂，這種種情況我們要留意，



雖然要工作，但不要被世間的得失，成敗擾亂。一切的事物你儘量的做好，這些都有它的

因果在裏面，只要盡力去做就是你的責任。

假如我們因為世間事物的得失而起煩惱，這樣其實好無謂，好無辜。譬如講，盡最大

的努力去做我們的事業，但是到最後一步失敗了，好像做生意，用了好多的心力，最後做

不成，那自己就怨自己，怨人家，不滿工作人員，自己生煩惱。這樣不但無補於事，而且

還擾亂了自己的內心，這個能否做到好要看自己的功夫如何。

雖然我們這樣來去修持們自己，有時效果未必能夠一下子掌握。但我們要這麼不斷重

複去做，將世間的成敗放輕一點，保持自己這個清淨的心，在功夫上日積月累，保持清淨

心，時時刻刻都可以觀照自己，不要生起不必要的煩惱。

在世間，有的人要升官發財而不惜做傷天害理的事，害人害命，壞事手段做盡，金錢、

名譽地位、面子，要得到這些，但這些都是水中的月亮，好像水中的月影一樣，了不可得。

一旦一口氣接不上，別說一點，半點都帶不走。這個就好比猴子撈水裏的月亮一樣，不擇

手段，到頭來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還要後來受這種慘烈的惡報。

世間人有世間人錯認的事物，由於天花亂墜，將他真正的眼光遮住了，所以做出種種

害人害己的事情，如果我們修道人看不清楚事情，也會障礙自己能夠得到的道業。



廓庵和尚的，第一幅尋牛，這個意境很好，但是真正去找的時候不是很好，我們去找的

時候要認清楚方向，如果認不清楚方向，就好像詩句裡面說，茫茫撥草去追尋，我們不知道

牛在哪裡就去外面找，不知道我們的心就在當下，雖然海闊天空，水闊山遙路更深，這條路

看不到盡頭。方向還沒看到。

「力盡神疲無所覓，但聞楓樹晚蟬吟」。雖然精神找得很疲勞，但依然沒有消息，還沒

有找到要找的地方，只是聞到楓樹在晚上被風吹過的聲音，蟬的吟叫。這好像我們很疲勞的

時候，無病呻吟，發出的歎息。

下一幅圖說是見到牛的足跡。見到足跡，雖然我們心向外馳求，但山河大地，廊坊屋舍

也是我們真心的體現。我們也會因此而發心，譬如有人病苦的時候會發心修行，見到別人病

苦痛苦會生起同情心來憐憫人來幫助人。

所謂借境而發心，都有這樣的現象。因此迴光返照，助人助己，心有些受樂，有些輕安

快樂，所謂助人為樂。因此知道要坐下來靜靜的感受一下自己的內心，開始去心裡面找自己。

在不覺之中得到了內心的安樂寧靜從而開始發心，希望能得到多點心靈上的感受，發心來修

行，幫助人利益人，再觀察自己的心，確確實實，根據這些善行，自己的心安靜下了得到好

處受用。第二首偈頌裡看沒看到自己的內心呢？還沒有，縱是深山更深處，我們還有很多業



力，藏在我們的八識裡面不知道有多少，我們的業現形的時候，我們就要受種種果報。這些

業就好像深山，高不見頂，或者深淵一樣，我們看不到自己的內心深處。

雖然足跡已經發現了，知道他所行過的地方，遼天鼻孔怎藏他？海闊天空，代表這個世

界，虛空這麼大，到底藏在哪裡？這些都是一種譬喻，用大自然的景，譬喻我們的內心，我

們去找自己的真心的現象。

接著第三幅見牛，見到牛了，黃鶯枝上一聲聲，日暖風和岸柳青。我們用功的人修行佛

法，無論哪個法門都好，都沒有離開我們的身體，聲音屬於耳，我們可以用耳朵來用功，從

聲音覺悟自己的自性。也可以用眼根來見性。這個黃鶯枝上一聲聲，這個景，我們見到雀在

樹上叫，聽到它叫的聲音，都是可以成道的方法，都是可以成道的時刻。

楞嚴經裡面二十五位聖人講述他們成道的過程，在這裡面所講的法門，眼耳鼻舌身意都包

括在裡面，還有七大地水火風空覺知。只此更無迴避處，森森頭角畫難成，比喻我們六根七

大裡面，用其中一個法門譬如講觀音菩薩的耳根圓通，來尋找自己清淨本然。這是一個方法，

其他的用眼根、鼻根、嗅根也都可以，任何一根都可以，因為它是互相通的，通在哪裡呢？

就是它的感知，無論聲音而入，用鼻用舌用觸覺來感知，最後這個感知自性內心都是一個體，

在楞嚴經上講我們因為執著於外物，色塵，所以將真心分成六和合，現在我們從六根之中，

任何一根也好，恢復清淨的心性，體性，所以講到最後呢感知都是真心的作用。



更無迴避處，當選擇了一個方法去修持有所感受的時候，就在這種覺受裡面，更無迴避

處，就在這裡，這個時刻，不在其他地方，在感知的覺受裡面，雖然只是小小的感受，這個

是形容見到這條牛，但沒能完全從頭到尾都找到，這個是比喻，或者見到尾巴，或者屁股，

或者牛身，看個人修持的深淺。 最後一句講是沒有完全見到整只牛。不能完全描述出來。

當你見到牛的時候，還不能夠控制自如，雖然見到了得到了，拉住它，好比我們看到我

們妄想，知道這個能夠覺知的能夠觀察的觀察者，這個人靈知靈覺但不能時時掌握它，很容

易就走失了，很容易就覺察不到了。譬如和人聊天的時候，觀察的時候就弱了，觀察能力沒

有那麼專一，當妄想來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會走失，隨著妄想的流，跟著跑了，跑了一陣子

才停下來，拉住他不讓他跑了，時時都要和自己角力，時時和妄想心角力，竭盡精神這樣。

有沒問題？

只此更無迴避處，說就是感覺到自己的真心的時候，就在這裡，不要到別的地方去找。

不要走失了。好像前兩天講的，見到任何境界不要怕，一怕就走失了，沒有定力了。你了解

了不要怕。譬如講聞性也好，

見性也好，我們靜坐的時候看到妄想，你看到妄想的時候，能夠看到妄想的這個人，認定他，

這個人就是你的自性的一部分。坐在那裡，人靜下來，沒有妄想，你知道沒有妄想，感知到。



或者有妄想生起的時候，你也知道有妄想，你這個感知就是，不要錯認第二個，你不要

不承認他，不承認就走失了。

以前有位中嶽元圭禪師，打坐時見到一位皇帝，皇帝的相貌非常宏偉高大。而他的隨眾

也都很有氣派，來到這個禪師的地方，請問他。

禪師問：來此作甚？   王曰：您難道不認識我嗎？禪師曰：我看佛和眾生都是平等的，

對您可以另眼相看嗎？王曰：我是嶽神，掌握人的生死大權。您怎麼能夠用平常的眼光來看

我呢？

元圭禪師曰：我未曾生？汝豈可令無生者死？我看虛空和身一體，吾與汝無異，汝豈可

壞虛空乎？或者你可以損壞虛空，我是不生不滅的，你尚且沒有證到這個我，又怎麼能夠讓

我生讓我死？禪師講的這個我，指的是法身。指明心見性的這個性。嶽神聽到後立刻明白了，

他的根性都很利啊，能夠一聽就知道。原先他不知道有這個不生不滅的法身，受到禪師的開

示後就明白了，於是就向禪師頂禮。他恭敬的頂禮說他的請求，說：我聰明正直於餘神。但

您的智慧更加廣大無邊。請傳授我正戒，能夠讓我得道。

十牛圖是教我們從凡夫的位置來去修行，一直到成佛，我們怎樣去修行。我們已經講了

三幅。





第四幅，得牛。

竭盡精神獲得渠，心強力壯卒難除

有時才到高原上，又入煙雲深處居

這裡描寫的牛，這個牛代表我們的心，什麼心呢？代表我們的妄想心，我們的真心，我們
的意識心，我們的阿賴耶識心，心識。

前面三幅，我們見到牛的蹤跡，現在得到牛了，見到我們的性，什麼性呢？我們的心性，

我們的自性，但只是見到而已。

這一幅圖得到了，捉住它了。竭盡精神獲得渠，就是前面三幅圖講的過程，用了很多的精

神，用了很多的努力來終於捉到牛了，心強力壯卒難除，雖然得到牛了，但這條牛很多的污

漬，毛病習氣很多。代表我們的習氣好像草叢，森林這麼多，一時很難除盡。雖然如此，但

初初修行的人很勇猛很精進，特別提得起心來學習，所以說心強力壯。但是時間一久了，心

就會累了，慢下來，有人學佛，第一年很勇猛，學佛一年，佛在眼前，學佛二年佛在天邊，

學佛三年，佛在西天不知在哪裡了。



修行如果沒有持久力，沒有長久心，是不容易將自己的習氣毛病除去的，除去這些也不

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你要長久去用功，也看我們受不受得了考驗。所以說有時才到高原上，

又入煙雲深處居。意思說我們有

時修行的好時，境界上得到一些清淨，就像高原上見到遼闊的天空，心打開來，事事可

以放下，不執著了，比以往自在自由，但有時又入煙雲深處居，低潮的時候又墮入自己的習

氣毛病裏，這個習氣毛病就好像人煙稠密的地方，鬧市之中，煩惱之中作為自己的居室，就

是有進有退，有起有落。

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們要知道無始劫來，我們造作的事情、業是非常之多，有時我們做

好事，當好事因緣成熟，我們會有好的環境，修行順利，得到好的受用。當壞的業緣升起，

就有很多逆境來磨練我們考驗

我們，我們要面對種種逆境的考驗。於是就在這個情況下，有時好有時壞，磨練我們怎

樣去控制自己的心，因為經過磨練你才知道怎樣掌握自己的心。你遇到牛了，還要學習怎樣

去控制這條牛，不要讓它走失不要讓它傷害人，傷害自己。這就是我們要學習的，怎樣去操

控這條牛。





接著就是第五幅圖，牧牛。

鞭索時時不離身，恐伊縱步入埃塵

相將牧得純和也，鞭鎖無拘自逐人

字面的意思是這樣：在牧牛的時候，這個拘牛的鞭時時都不離開身，主要是怕心隨意的打
一些不合理的妄想，想一些無謂的事情。相將牧得純和也，鞭鎖無拘自逐人。是說我們牧牛
牧得它很順了，這個時候鞭鎖就不需要來拘束它了，它自己會跟著人的左右，不離開人，這
個是字面解釋。

你的心能夠馴服，能夠聽話了，你就不需要訓練它，它沒有做壞事，你不需要呵斥他。它
能夠自己來用功，你不需要鞭笞他。無拘，就是不需要用鞭鎖去拘綁它。

剛才講到第六個意識心，第七個末那，第八個阿賴耶識心。唯識將我們心分八個心識，主

要講後面三個， 由於前面五個心造作，產生意識，這個意識的分別，被第七個末那識執持住，

形成了第八識的記憶。這個記憶的第八裡面，有好的壞的種子，這個第八意識又叫含藏識。

染汙的時候叫阿賴耶識，等到清淨的時候叫清淨識，這個是我們的真心。



實際上，這八個，其實是一回事。但是講解的時候，作用、功能效果我們講解出來，詳細

的分析，讓我們認識了解它怎樣去運作，經過運用之後，知道怎麼做，怎樣將染汙的部分，

種子，撇除，恢復了清淨識和真心，回來就能有真心的作用。因為之前我們的真心受到染

汙的覆蓋，而不能有真心的大的利用出來，而真心的時候就能顯出真心的作用出來。

而十牛圖講給我們聽，你見牛之後你需要認真這樣來去修持，見牛屬於見到性，見到自

性，但是只是在法身的旁邊，還不能夠自己掌握真心，所以沒有什麼作用，所以見到性是

初步，但都很重要。如果你不知道你怎麼修？就會錯過，你就不能下一步得牛，你捉住了

才能馴牛。

那得牛的覺知的心，這個靈知靈覺的心要經過不斷的訓練，將我們這個心體上的染汙去

除，才能有大的利用出來，但需要我們先有這個覺知，你有了覺知就不要輕易放過，要在

覺知的心上面好好的用一番功夫，這樣就不會錯過了。不會浪費自己修行的功夫和時間。

今天有人講覺知的心，我們講到在靜坐的時候，當寧靜的時候，程度比較好的時候，我

們可以感知到我們是否在妄想之中，心念中有無妄想，覺察到有妄想來的時候，我們知道，

沒有妄想的時候也能覺察到這個沒有妄想，那這個覺察，你要保護保持它。它不是別的，



他就是你自己，但如果你不承認的時候，你只是在境上面注意，你很容易就錯過了自己的

寶貝。

在這裡你要時常要去注意是否有這種觀照的力量的存在，如果沒有，那就是說這個覺

察的心走失了，那就要多點培養，多點用功，念佛、念咒、參禪的多看話頭。將心靜下來，

保持這個覺察力。

你不需要給它事情做，只需要保持住這個覺察力，覺察力越長越久越好，你得到定力

漸漸深入，得到的力量漸漸深遠。無論打坐與否都要保持這個覺察力量的存在，就好像一

個旁觀者去觀察人家，你好像在人家外面，觀察周遭的事務，不但在靜坐裏，平常也要有

這個覺察來應用。你越用功，覺察的時間越長，你休息的時間會越來越少，甚至你可以在

靜坐裡面可以代替你睡眠的時間，總之你休息的時間越少，覺察時間越長。譬如說15分鐘

到20，漸漸1個小時2個小時，你不斷去練習，保持這種方法來做，你這個覺察的力，時間

越來越長，久而久之就可以代替你休息的時間。

上次講到第五個圖牧牛，鞭索時時都不要離開身，為什麼呢？第五個圖裡面，是我們

修行最長，用功最久的階段，我們雖然見到牛，捉住了牛，但由於這條牛的野性太重，因



為你離開了太久，它自己在郊野太久，自由發揮，沒人管束，就惹了一身野牛的脾氣。所

以要用鞭和索使這條牛就範，讓它不要傷害別人，也不要傷害自己，所以鞭和索時時都要

拿在手裏。

如果你覺得它很乖了，沒有那麼野蠻了，就將鞭索收起來，忽然不用多久，習氣毛病再

一犯起來，你就控制不住了。 修行如果沒有境界來磨練，你是不會知道心是否能清淨下來，

就好像我們的功夫要有事情來磨練，來做，才能檢驗出你功夫的程度到哪裡。如果一下子

覺得自己修的不錯，有一陣子覺得自己對塵世，對五塵的享受都不太在意了，一下子不好

好觀照住自己的心念，當境界來的時候，你很容易 迷失了，又會墮落

在塵境上，那這個鞭索的意思是不要忘記觀照，不要忘記自己的功夫，不要離開自己。

當它有問題的時候，你就要去鞭笞它打它呵責它，每天這麼做，一天一月一年，這樣下

來，你的習氣越來越少，越來越薄的時候，你懂的修行中的事就越來越多，這些“懂的”

的意念越來越多，你的心力就越來越強，觀察力就越來越大。而且也都時常需要迴光返照，

時常審查自己的習氣，哪一種的習氣是以前重啊，還是現在的重啊，哪一種習氣以前輕了，

還是現在輕了，還是已經不在乎以往所執著的所嗜好的呢，斷了沒斷啊，你不斷這麼問自

己，慢慢就知道怎樣判斷出自己某種習氣斷了與否，了了沒了？

下一句講“相將牧得純和也”相是丞相，將是將軍，這裡表示戰爭。



我們的覺性和習氣，互相戰鬥，互相角力，扯來扯去，有時你勝有時我勝。有時大家

講和，都知道要修好，有點惺惺相惜的氣氛，慢慢就可以將這個野牛收得越來越純淨純和。

還做這個牧牛功夫的時候，善和惡都不能執著它。不要執著善的做多的，惡更加不可以執

著了，有時候做善做多，執著於做善事，反而會讓自己迷失了，所以用功時候，就好像守

住一個石頭一樣，一點縫隙都沒有，無論是順的逆的，善的惡的都不能阻止你的覺照功

夫。

所以在牧牛階段，我們要很小心，一個失覺有可能會浪費了很多功夫。那無論如何都要

守住自己一個念頭，譬如你用功念佛就是一句佛號，一直念，不可以停，參禪也是一樣，

話頭照顧到綿綿密密不要有空檔，一句咒也是持的穩穩當當。時間久了慢慢逼得這頭野牛

聽話了。在心裡面清清淨淨沒有障礙，牧牛牧得多了，這頭牛純純淨淨，很純和，也就是

這句話：相將牧得純和也。

第四句：鞭索無拘自逐人。這時候這頭牛會自己跟著你回家，不需要鞭索來拘束它了。

但是我們要知道想要達到第三句，需要下一番苦功，不是一下子做到的，我們無始來的習

氣很重，沒有十年二十年的功夫是很難做到的，而且要求你不要退心，不要走失，否則又

要從新來過。





第六幅圖，騎牛歸家。

騎牛迤邐欲還家，羌笛聲聲送晚霞；

一拍一歌無限意，知音何必鼓唇牙。

這個已經越來越美了，非常之好！意思是騎牛的人，迤邐欲還家，這個意境很輕鬆很自

在很瀟灑，是這種心境。而羌笛聲聲送晚霞，羌在中國是少數民族，生活得很悠閒很歡喜，

很清閒的在山上吹笛，很自由自在。不徐不則，輕鬆的回家。

在中國的北邊，羌族生活就是這麼寫意的景象，斜陽之下，吹笛聲聲，欣賞著晚霞彩虹這

麼美麗的風景，非常如如，吹笛的人，譬喻修行人能夠駕馭自己的心，輕鬆的修行和生活打

成一片。很自在的騎上這條牛，自性牛，回到我們自己本有的空無之家。自然的笛聲歌聲，

自然界的景象，太陽升起，黃昏時斜陽落下，這樣的景色，非常的自自然然，很正常的現象，

沒有一些奇奇怪怪，所謂怪力亂神的現象，清清爽爽，爽爽朗朗的這樣回家。一拍一歌無限

意，表示自己的心境有無限的意境，很自在，和自然界體性合一，不是二，這個是我們佛性

的顯露，就是沒有習氣了。

知音何必鼓唇牙，如果是知音，何必要動唇舌，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如果還有意識



分別，就是還沒有到這個境。如果是知音，大家都知道了，還需要用什麼言語來表達呢？不

需要用語言，沒有習氣，自性呈現，本來空無一物，有什麼好講的？這個是我們本來的面目，

已經恢復了本來面目。有一首偈，

萬法生滅是他家，不即不離性自霞；

  惺惺相惜秘密意，心有靈犀通伯牙。

意思是說，生滅的萬法是他家，人家的事，不是我的事。不即不離，不是離開也不是執著

才有，自性就好像彩霞這麼自然明亮燦爛。惺惺相惜比如兩個人，你知我我知你，大家有這

個意境。這種秘密，心有靈犀，大家互相知道，不需要講，伯牙是以前彈琴的高手，他遇到

一個知音，他彈琴給知音（鍾子期）聽，子期往生了，他就找不到知音了，這個伯牙作為譬

喻。也就是兩個知音，兩個人一問一答有無限的意思，有講不盡的意思，只有這兩個人才懂，

所以說通伯牙，大家都是知音。

第六騎牛歸家是教我們不要執著有所得，你如果有這個“有所得”的心時，就不是真的有

功夫，不能真的掌握到自己的自性。就像剛才兩位行者相互酬答，遠錄公要表達他證道的自

性，而剖侍者要打掉他這個有所得的心，所以兩個修行人知道相互的境界，知音何必鼓唇牙。

即是知音，何須再講。



----問題部分

問：請問法師，我們看這個十牛圖開始，第一個圖找牛，然後足跡，然後得牛，可

不可以講一下我們的見思惑，如果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足跡，是不是就是說我們的見思惑已

經去掉，或者見性時已經除去了我們見思惑？我想做個比較，修行時候第一要斷見思惑，

然後塵沙惑，然後無明這麼一段段來證到佛性。

答：第一幅找牛，第二個見到牛跡，第三見到牛，第四個捉到牛，就是掌握住自性。

見牛就是見性，斷見思二惑，在小乘上來講斷這個見思惑就是證阿羅漢果。斷見惑就

是不入色身香味觸法，能夠不執著色聲香味觸法，就是斷了81品的見惑，證初果，還有七

翻生死。

十牛圖上講，以大乘修行的歷程來編排，以大乘的標準來編。見道就是小乘初果阿羅

漢，而大乘的見道是初地菩薩的階位。這裡講見性，見到牛，見到了，你知道你自己有這

種靈明的覺性，你自己要掌握這種覺性，你自己覺醒的能力以至你能夠得到，得到之後你

才能馴這條牛。

這個時候可以說是入初地。在見和得知見，初地的果位就在這裡。那後面我要做



一些記錄才行，暫時可以講到這裡。因為它是第三幅到第六第七，第六幅圖之後就是遠

行地這個階位，接近第八地，第八地是不動地。到第六還是第七，已經是第七地的果位，

第八就是第八地，人空法空。第二第三是入初地，從這裡到第七地的範圍在二地到七地

之間。當然這個只是大概，不可以講每個人都是這樣。這個歷程是這樣。這個圖的表達

的意思作為一個界限一個標準，這個歷程是這樣來印證，表達當時的程度。

好像剛才講，牧牛的時間是最長的，有的人十幾年可以做到，有人三十幾年才可以

做到。這些是過來人啦。





第七幅圖：忘牛存人

有人沒牛了，牛代表我們的心性，代表我們的法身。經過前面尋牛，得到這個牛，牧牛，
將狂心馴服了，歸家，歸家後，忘牛存人，歸家後要將牛忘記，人還存在。

騎牛已得到家山，牛也空兮人也閑；

紅日三竿猶做夢，鞭繩空頓草堂間。

修行的人和牛相互鬥爭，終於將牛馴服了，騎在牛上面， 很悠閒的回到自己的家鄉，到
家之後，牛空了，不需要再牧了，已經馴服了，人就沒什麼事做了，因為習氣毛病已經是化
了，沒了，那這條牛已經不需要照顧，看著它了。

有時我們打坐時，心比較清靜，當心清靜時呢，你就好像覺得沒什麼好做的時候，就想
找點事做，你想找點事做這個就是一個妄念，還沒能空了這條牛，還有這個“要去做”的覺
知在這裡，還有一個觀照的人在這裡。

過往有種種的妄想，所以要用鞭索將這條牛拘查着，不要讓它做其他種種思想不合法的
事情。譬如說一件事件你耐不住，看不住時，很容易隨著這個事情去，如果這件事你不高興，
你就會有一些瞋心的煩惱，驕心、慢心愚癡的心煩惱，這個時候就要用鞭繩來呵責自己，這



些工具好比我們學的法，我們用參禪的方法，數息、持咒的方法，這段時間很多事情可以

做。

這個是我們過往，靜坐裡面一種清淨，第七幅圖，修行人到這裡已經斷除了習氣，而

這個牛能夠很安寧很聽話，什麼事都麼有，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忘了這條牛。以前有習

氣妄想，所以時常要面對這條牛的野性，現在習氣妄想已經斷除，不需要再去調理這個妄

想和習氣，所以就無事可做。這個牛的習氣已經被調服了，在這種情況下，就是說牛空著

了，人也閒，也沒事做了，以前呢就有種種法要修，一早起身做功課，做完例行功課，就

做自己私人功課，就是為了對治這個牛的野性，現在沒事做很清閒，甚至不需要這麼早起

身了。

「紅日三竿猶做夢」，太陽都那麼高了，這個人還在睡覺，沒事做，就算醒了也只

是隨緣來應付。以前早上晚上都是做功課，現在什麼功課都不用做了，表示無所事事。平

時生活就好像上人說的幾句話：飯來張口，水來伸手，睡覺時睡覺，吃飯時吃飯，無所事

事。

「鞭繩空頓草堂間」，譬如我們內心裡面生出來，就苛責自己為什麼會起這種心念呢。



自己既然是修行人，發心要改過，為什麼還會生出這種瞋恨，這種呵責好像鞭子來打這條

牛。但是現在這條牛清淨了，不需要打它了，鞭索不需要用。很自然之間一答一唱都有無

限的意思，不需要鞭子繩索，吊在草堂間，不需要用了。這個人心清淨，如果不去度化眾

生，行菩薩道，真的不知道要做什麼了。祖師大德說吃飯睡覺都是修行，沒有做事，但人

很清淨了，如果不去行菩薩道，就沒事可做了。





第八幅，人牛俱忘。

鞭索人牛盡屬空，碧天遼闊信難通；

紅爐焰上爭容雪，到此方能和祖宗。

剛才第七說牛忘了，人還存在，現在連人都沒了，人也忘了，我們的行為，妄想習氣，慢
慢淡薄，這個覺知慢慢就沒那麼敏感。在第七，牛沒了，但還有一個覺知的心。等到第八，
恢復到沒有修行的狀態，心就沒有那麼敏感。慢慢對於不相干的事情他不會勉強去干涉。不
會要去知道不會想知道，那這個時候，牛和人在修行中的對立慢慢就會消失，慢慢就會失去
這種對立。第八個圖是一個大圓圈，代表空，什麼都沒有。裡面可以衍生出一切的境，這個
是他自己本身具有一種觀照的因緣

可以預知事情會如何發生，這個事情應該怎麼做，無形中有這種能力出現，第八幅圖是

人牛俱忘的大圓鏡。什麼叫佛呢，就是這種覺醒覺知，歷歷在明，一切的境界都能知道，好

像在你前面一樣能夠覺知，這個是開悟所引發的一種力量，也在這裡表明了還有凡夫的情見，

所以在這裡說要覺悟一切的境。因此就有覺悟一切的能力去面對一切的因緣。

古人說修行的時候會經過：有佛的地方，你不要執著，沒佛的地方你要匆匆走過，不要



停留。有這種能力不要執著特異功能，不要在超自然的能力下迷失了我們自己。不要沉醉
在這種體性的覺知功能上面。無佛處急需走過。這個是修持來去學習三昧，這種境界，空，
無相無願，就是要我們證空，真空。無人無法，

無我無佛無凡夫，就是講一個“空”。修這個空的三昧目的是證入真空的本體上，剛才
有這種覺知功能對於“有”的境界，而空就什麼都沒了。如果你執著它就會墮入“空”的
執著。有，你不要執著，空，你也要放下。如果我們執著於空，就會好像阿羅漢那樣自己
的心死了，想行菩薩道困難了。不要執著有和空，就可以行菩薩道。空，無相，無願，這
三個都是形容空的意思。我們人在這個世上受報都是因為我們想怎樣怎樣，當你證道空境
的時候，這些都沒有了，你就不會應你以前作的因緣，雖然有種子，但你不應它就無從相
應了。

「紅爐焰上爭容雪」，意思是行人以前在人世間爭奪，為一些事打打殺殺，做了很多業，
心靈上也時常自己鬥爭，和外面鬥爭，這些事沒意義的。所爭的就好像烘爐上的雪融化了。
有什麼好爭呢，沒意思的。人空，牛也空，佛法都不需要用了。內心裏的執著也都很看得
開，看開一切的因緣，不再和這些因緣搞混在一起，好像過往那樣一生一生冤冤枉枉在度
歲月。所以到此方能合了祖師的意思。這個是第八幅圖的意思。

假如我們因為世間事物的得失而起煩惱，這樣其實好無謂，好無辜。譬如講，我們盡



最大的努力去做事業，但是到最後一步失敗了，或者講做生意，用了好多的心力，最後做
不成，那自己就怨自己，怨人家，不滿工作人員，自己生煩惱，這樣不但無補於事，而且
還擾亂了自己的內心，這個能否做好要看自己的功夫如何。

雖然我們這樣來去修持自己，但是有時效果未必能夠一下子掌握。但要這麼不斷重複
去做，將世間的成敗放輕一點，保持自己這個清淨的心，這樣在功夫上面日積月累，保持
清淨心，時時刻刻都可以觀照自己，不要讓自己生起不必要的煩惱。

在世間，有的人要升官發財而不惜做傷天害理的事，害人、要人家命，壞事手段做盡，
金錢、名譽地位、面子，要得到這些，但這些都是水中的月亮，好像水中的月影一樣，了
不可得，一旦一口氣接不上，別說一點，半點都帶不走。這個就好比猴子撈水裏的月亮一
樣，不擇手段，到頭來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還要後來受這種慘烈的惡報。

世間人有世間人錯認的事物，由於天花亂墜，將他真正的眼光遮住了，所以做出種種
害人害己的事情，如果我們修道人看不清楚事情，也會障礙我們能夠得到的道業。

廓庵和尚的第一幅尋牛，意境很好，但是真正去找的時候不是很好，我們去找的時候
要認清楚方向，如果認不清楚方向，就好像詩句裡面說，茫茫撥草去追尋，是我們不知道
在哪裡就去外面找，不知道我們的心就在當下，雖然海闊天空，水闊山遙路更深，這條路
看不到盡頭，方向還沒看到。





第九幅，返還本源。

返本還源已費功，爭如直下若盲聾；

庵中不見庵前物，水自茫茫花自紅。

第九第十是加上去的，以前是八牛圖，後來有的祖師覺得好像沒有大乘行菩薩道的環節，

所以加了最後兩幅圖，行菩薩道度眾生的事情，這樣比較圓滿。

返本還源，未迷失之前是這樣，所以叫返本還源，就是要去除一切的妄想執著。這個鏡

已經抹的很光很亮了，這個心境已經可以照映出一切的境界，照一切的法一切的相。為什麼

諸佛菩薩有這個大圓鏡的智慧呢，因為他們的妄想習氣，妄執已經清淨，所以有這個能影現

出一切的境界，一切的相，好像山河大地，和你一體。山河大地就是你，你就是山河大地，

你和眾生是一體的，你就是眾生眾生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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