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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講講為什麼有禪七。起七是有一定的時間。在古時，不局限在哪個特別的時間起

七，但演變到現在就有這個規矩了，定時間。這個因為末法眾生根性越來越差，不會修行。

總是妄想，心不斷向外攀緣。不是掛礙這樣就是掛礙那樣。搞出很多事情，也因為如此，

自己也有很多障礙。所以才定了這些麻煩的規矩。

《百丈清規證義記·卷八：起禪七》中說：「叢林長年坐香參禪，何為又有禪七？蓋欲

克期成辦之意耳！學者于此時，當猛著精彩，較平日當加倍用心參究。參究者，即參此一

個話頭也。參話頭，不外起疑情也。所謂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疑，即參也。」

這裡講疑的重要性，參禪為什麼要起疑情，疑情為什麼重要，能夠影響我們悟的深淺。

證義記裡面講，叢林，就是很多人一起參禪一起起居。叢林也是很多山在一起，樹木很多，

相互依靠才能長大。如果是一棵兩棵樹在很大的空間長大，可能無法生長。叢林是很多樹

木很大範圍，互相依靠才能成材成器。

叢林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用功，修行人大家一起用功的時候，就好像大冶烘爐，又好像

一個漩渦，大家來互動，會有很大的動力。大家一心專心致志來為了生死來用功，由於這

個心向是同一個方向，外面的因緣就不容易干擾。大家也不會容易去造業，這個是叢林的

好處。意思是大家共修的地方。



在禪堂，就算天天打瞌睡，或是犯了規矩被打香，天天都被罰香，這樣都有功德的。

只要禪堂有一個人開悟，因這一個大事因緣就能分享這個收攝妄心回歸真心的力量。在叢

林裡面，彼此精進的力量散發出來就能成為一個連結，能夠保護修禪的人一個正念，這力

量在禪堂中圍繞旋轉。如果大家不相信，可以試一下，用一個罐裝半罐水，有手攪動成一

個漩渦，再放一個小船在裡面，小船會跟著漩渦一直跑，當小船跑出去的時候立刻會被漩

渦拉回來順著漩渦轉。在禪堂共修就有這個力量，有一種互補的作用，絕對比一個人去精

進要容易得多。

在禪宗有一句話，「不破本參不住山，不破重關不閉關。」如果沒有超越想蘊，或者

沒有超越前面六識的束縛，住山是沒有用的，因為心會跟著腦筋的作用，跟著境來轉。用

所學回來的，或者自己的好惡，喜歡不喜歡的習氣，對環境產生種種分別，這種分別如果

有瞋恨心，這種瞋恨就會越來越強，如果有歡喜心，心也會越來越強。心往外面攀緣，心

不斷跑出去。

至於不破重關不閉關，如果從唯識的理論來講，這個執著、我執的心，末那識也就是

第七識沒有破，那閉關也沒什麼用。所以沒有過重關而閉關的話，是關禁閉，而不是閉關。

當一個人被關起來，但又不想在關房裡，這個反彈的力量會變得很大。



過去曾經有這種情況，有個十六歲的女學生，嘗試閉關，入了關房三天就發狂了，發

到什麼程度呢？能夠將不銹鋼的欄杆拔起來跑出去，這個妄心就有這麼大的力量。

有的人在閉關的時候，離開熱鬧的環境，吃飽就睡，睡飽就吃。沒什麼事情做的時候，

才會盤腿打坐一下，腿酸了就算了，開始念佛，念幾句，佛都還沒來又改念觀音菩薩，一

天到晚換來換去，不知道做什麼，這樣和真正的閉關實在差得太遠。

曾經有這樣的情況，在一家農舍，大概有四五百平，外面有圍牆，有師父閉關，信徒

對他崇拜的不得了。覺得很難得，快點去供養，去和他講講話，不然他成佛走了我們都不

知道嘞。圍牆之中就開了一個小洞，信徒來了，他就坐在裡面和信徒講話，信徒走了，他

就在裡面和小狗小貓玩，這樣就叫做閉關？而且還是出家人。

所以必須要破重關，閉關才有功德，不然不如在禪堂和大家一起共修。如果沒破重關

就閉關的話，有個方法，可以裝閉路電視，24小時全程監視錄影，再用腦波測試器，讓大

家都看到這個修行人有沒有胡思亂想，如果腦波是平靜的，表示這個話頭還在，念佛是誰

可以提得起來。假如腳酸了或者很睏了，就去睡一睡，腦波就會起伏不停，等到出關了，

也可以看看自己閉了什麼關。



在禪宗叢林裡整整一年都在坐禪，以前的禪堂打12個七，之前有個加香期，有三個月

或者更長，加香期的坐香時間比較少，除了早晚課，出坡，都在坐香。

既然整整一年都在坐香參禪，為什麼要來一個禪七呢，為什麼要多此一舉呢？為什麼

要用「七」這個數目呢，這個數目講起來就很長，各家有各家的講法，一周有七天了，就

用七，也有剋期取證之意，有時講七就是給大家一個方便，令修行人在一段時間裡有所成

就，剋期成辦生死大事。解決了生死大事才是成辦，也就是七天裡面要了生死，我們已經

不知打了多少七了，我們的生死了了沒有呢？

在七天之內，我們要和自己的煩惱來鬥爭，來廝殺。是煩惱贏還是自己贏呢？古時候

打七是剋期取證，現代人到禪堂才開始學怎麼念話頭，就像我們現在這樣開始念話頭，這

個是來果禪師提出來推薦的一個方法，對於初機的人，念的話頭成熟了再去深入來研究、

參究。這個是來果禪師的一個方便。

參這個「念」，但可能有人連這個念都念不好，覺得沒啥滋味，念佛是哪一個，是誰？

這樣是對的嗎？會成佛嗎？我看祖師直接念阿彌陀佛不是更好，萬一往生了也都有得救，

念這個「念佛是誰」，哪個來救我？連念的信心都沒有，又怎麼參呢？

「學者于此時，當猛著精彩」較平日當加倍用心參究。



學者就是參加禪七的人，在禪七當中，應該猛著精彩，當就是在禪七中要把握每一個

當下，不應有其他妄念，只有一個話頭的心，提起話頭這個勇猛的心，疑來疑去，提起放

不下，和話頭攪在一起，成為一個。無頭無尾、無滋味、無道理。玩到很精彩，就像水上

的葫蘆一下，你一按就走了，怎麼按都按不下去。就讓它保持著這種如如不動這樣的精彩

一刻。大家舉話頭的時候有沒有這樣精彩呢？

抱住一個話頭不放，抱的很實，有沒有參到這樣的味道出來，提話頭，起疑情達到這

樣才有力量，就像海豚玩氣球一樣，這麼熟悉，頂來頂去，始終都不會離開尖尖的嘴。這

樣才精彩。

所謂猛著精彩，不是講講就行，需要我們努力去做，打七要比平日更加用心來參究。

平日沒有打七這樣的時間來用心參究，在禪堂裡面，平日大概做六七支香，禪七期間，每

日大概十三到十七支香。這裡每日十一支香，雖然少了點，但都不容易了。

在叢林裡就是參禪打坐，平時都有出坡做事的，禪宗是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平時有種

田種菜的。

一次溈山禪師問香嚴禪師：我聞你飽學經典。（因香嚴有過目不忘的本事，看過很多



經典，能透徹道道理，比如平時問他一個問題，他能給你三四個答案）。我不問你經典，

只問你一句，你未出娘胎之前的本來面目，你試著講一句。

香嚴想來想去，想不到答案，就回去查經典，也找不到，他就燒了經典，出去參訪。

之前他找不到答案，就問溈山禪師答案，溈山不答。甚至到他都動氣了，捉住溈山衣

領，要他答。溈山說：怎麼講呢？沒得講。

香嚴沒辦法，覺得自己看了這麼多經典，連一個問題都答不出來，說以後做一個粥飯

僧，就是做一個清眾，有飯吃飯，有粥吃粥，什麼都不做。做一個窮和尚。於是就走了，

離開了，四處參訪。

因為香嚴很自負，學識豐富，其他人很崇拜他，很多經典上的問題都會來問他，現在

被老和尚一句話就問倒了，學的東西一點都用不上，所以他對這句問話深深的生起疑情，

但是又答不出來。這個就是他的話頭，雖然他對這句話起了疑情，但他也沒有拿出來參，

但當靜下來的時候，總是對這句話耿耿於懷，在心中很不舒服，又解決不到。

這個就是一個疑情了。香嚴被一句話打中要害了。平日因他自負，現在因為這句話他

對自己有個反省，原來自己對真理並不明白。這句話就是最有用的，最契機的。所以話頭



對修行人很重要，一個對機的話頭一下子將這人轉過來。所謂機鋒轉語，能夠用得當的話，

對修行人很大作用。所以以前修行人都想找修有證的大德來學習。

「參究者，即參此一個話頭也。參話頭，不外起疑情也。所謂小疑小悟、大疑大悟、

不疑不悟。疑，即參也。」

禪宗參禪並不是只有一個話頭，話頭有很多種，在禪宗裡面講，參或是看可以說是一

定可以開悟，一定會有得，這是一個金字招牌，為什麼呢？參話頭不外就是起疑情。你能

夠悟或者不悟，就看你能否起疑情，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

疑就是參的意思，參話頭不起疑情根本不可以算是參話頭，疑情生起來之前，客氣的

說是參話頭，不客氣的說是鸚鵡學舌，就是念這個話尾，再不客氣的說，被這個話尾拖著

走。

所以一定要生起疑情。因為疑情就是一個不明白的地方，你怎麼講都好就是不明白，

不清楚，這個就是無明的種子聚集起力量，但很多修行人一旦生起疑情又被拉走了，又回

到色受想行識上來做文章。

疑情積聚起來的時候，越滾動越有力量，當滾動到疑情的力量再不能容納的時候，就



會爆破，在這個剎那，就見到空性，假如疑情小小的沒什麼力量，滾的不大，這個是小的

悟，假如沒有生起疑情，腦筋一直起作用，用這個想蘊來推敲揣測，跟本就不可能開悟。

假如疑情都沒有生起，就不是參，不是參當然就不會悟。

簡單的講，疑就是參，疑生起才是參。所以有看、有觀、有專研、有穿透、有窮究、

有凝聚、有引爆的力量，這個參有幾點的情況。

「夫疑之之念。固為覺體之障。而因其勢。而善用之則反可假之。以為破障之術。蓋

以疑之與悟其機相待。其勢相因。故求悟者。必貴疑也。」

這個會生起疑情的念，對無明生起不明白，不可捉摸，無理路，無法掌握，看不清來

源，越看越不清楚，越鑽越不明白。這樣反而會生起疑的念頭，雖然是障礙本體，但如果

能夠順勢善加運用，以毒攻毒，向自己下毒手，反而可以破除這個障礙。

當疑情生起，舉起話頭這刻，藏識裡面的種子就會被它吸引過來，就可以運用這個磁

吸的力量，就像地心引力一樣，一離開地面就被引力拉回來。又像磁鐵的力量一樣，擺在

這裡，附近的鐵都會被磁鐵吸過來。這個疑團就有這個磁吸的力量，參究話頭起的疑情，

這個磁吸的力量就能到腦筋到不到的地方，在藏識裡面把種子挖出來，吸到疑團裡面，疑



團的力量就會越滾越大，因為這個磁吸的力量越滾越大，大到將所有的種子吸到疑團裡，

困在一起彼此打架，最後「㘞」的一聲，疑團承受到實在不能承受的力量，就爆破了，也

就是開悟的時候。

利用這個吸持的力量轉化它的作用，將煩惱的種子轉到疑團裡面，同時令其不能顯現，

不能再造業而回到藏識裡面，這個道理就好像角力一樣，用力拉對方的時候，不和它對抗，

只要稍稍放手，對方自然就跌倒了。當對方用力推的時候，也不強行與之對抗，只要閃一

下，對方自然就推不了，這個是「反可假之。以為破障之術」。藉著對方的力量來打敗他

自己。藉著藏識裡的種子流動的力量，自己爆破，消除他的干擾，用這種方法、技巧來破

障，是參禪很重要的訣竅。

大家有沒有這個能力將煩惱的種子轉過來，如果有的話，就不會只在意識上知道自己

想什麼做什麼。如果明白三細六粗，就會明白這個道理。不了解，就會蒙嚓嚓。

這個就是借力打力，也是所謂一歸何處。有一個人參這個一歸何處，參不下去，沒法

起疑情，忽然一架車從身邊開過，而車裡面正在播放「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當車擦身經

過的時候，這個忽然而來的一個情況，對他來說很突然，這時車雖然過去了，但這個佛號

在心中留下一個影子，令一歸何處不能提起來。就藉這個心裡留著阿彌陀佛的影子的機會，



忽然問自己念佛是誰？反過來，利用這個力量來參究，念佛是誰，心中會湧現出佛號到底

從哪裡來呢？幫助他起了疑情，這個就是轉機。有一種意外的力量，反而可以借這個力。

藉著這個力量來參禪，而生起大的疑情，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這種力量是相對待，是互相的，疑情大，爆破，開悟的力量也就大。疑團小，爆破就

小，開悟也小，兩者之間相互對待，有連帶關係，前者因後者為果。是能產生疑情和開悟

的機會，或者說是禪機，機鋒，或者說轉語，這些關鍵點。

蓋以疑之與悟其機相待。就是禪機互相依賴而成的。疑大悟大，疑小悟小。其勢相因，

疑和悟的形勢互為因果。故求悟者。必貴疑也。所以講參禪最重要的就是產生疑情，大家

要瞭解為什麼疑情這麼重要，道理就是如此。

話頭有沒有力量，有沒有走失，是不是需要很費力的去提呢？提起話頭有沒有綿綿密

密？有的話才有可能種下疑情，為了種下疑情，大家要抖擻精神來提話頭，要好好的用一

番功夫來參究。

一般都是說先看這個話頭，看到成熟，這個是有心去做，當疑情起了之後呢，你已經

在這個狀態裡，就是無心來做。剛開始起來的時候，有一點點的，越疑下去，就越深層，

疑情會自己疑下去。



剛開始疑情有淡有濃，你需要提一提話頭才能疑下去。接著有兩種說法，一個是疑情

成片，再深一點是疑情成團，好像一個人的腦袋被好多問題包圍住，不知不覺的被問題帶

動思考這種的情況。

我們要做的就是怎樣起疑情，剛開始起的時候很輕微，你要怎樣保持和加深這個疑情。

等疑情自己會運作了，你就是一路照顧這個疑情，就是等了，等到它不能容納自己，等到

它將藏識裡面的種子全部引發出來，疑團一路加深濃烈，濃烈到疑情自己承受不住，就爆

破。阿賴耶識裡的種子全部都是妄想，疑情也是妄想，借力打力，以毒攻毒，借妄想自己

本身的力量，逼使妄想本身爆破。

我們因為有妄想執著而不能成佛，釋迦牟尼佛講過，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只

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現在參禪是在妄想裡單刀直入，用妄想攻破妄想，最寶貴的就是疑

情，這個是祖師大德修行下來的精華。所以參禪這個法和其他法完全不同。

有個比喻，我們的思想一直往前滾，就像一條繩，你從這端剪斷它，要從這端一路剪

到那端。參禪就不同了，只要這點一斷了，妄想就沒有了，至於後面這些已經不起作用，

因為已經沒有妄想，不會再造業了，不過是將後面的這些沒有搞定的去搞定。見到空性，

我們這個身體實實在在的有，從分析上，知道它是空的，但實質上我們空不到。如果痛你



能感覺到痛，不吃還是餓，沒有這種功夫也看不到空。但你修行就是有這股力量，你會實

實在在認知到它是空的。

有的修行人他可以病也可以不病。有位修行人好像是持明法師，他很喜歡用罵人的方

法來教化人，其實很慈悲的。但侍者不理解。一次差不多60多歲的時候，中風了，侍者就

說：好了，你平時罵這個罵那個，現在果報來了。老和尚聽到說是嗎，那我弄好它，所以

他手在身上搓了搓，病就好了，就沒事了。侍者看到知道老和尚不簡單，真的有功夫。他

知道這個身體是假的，不實在的，病其實都是一種假相，不是真的，他有這種功夫，就能

有這種作用，但我們沒有功夫，病就是病，痛就是痛。

就好像虛雲老和尚這樣，他的侍者講老和尚很奇怪，有人來見老和尚的時候，老和尚

就起身接見人，一點事都沒有，人走了，他就躺床上，咿咿呀呀的喊痛，說很辛苦，身上

很痛。當時老和尚已經一百多歲了，所以修行人，有功夫，要病可以病，不要病可以不病。

你們不要看這個果，只要現在好好用功夫。到時候自然就知道了，不用問人。到那個

地步不就知道那個地步的事情，就好像口渴了自然去拿水喝，很簡單的。我們一路學習一

路學習，都會知道一些事情，因為我們需要走前面的路，需要知道前面的路是怎樣的，到

那時你自然就知道怎麼做。



緣起性空可以看成一體兩面，緣起是有的部分，存在的時候，空呢，是有的時候，你已經

知道它是空的，不是說最後才空，它本身就是空的，這個過程本身就是空的。

修行人的生活應該越來越簡單，要修行的話其他的東西自然都要放，在家人來說親戚

朋友要減少接觸，接觸一次就多一次妄想。不需要無謂的應酬。時間一長親戚朋友知道了

你是這樣，自然就不會來騷擾你們了。沒有意思的，一日生死未了，全部都是假的，誰對

誰好都是假的，你怎麼知道我以前沒有吃過你，大家都是殺生過的。一日沒有功夫，一日

都控制不了自己。沒學佛之前有沒有殺過生，自己的親戚朋友是不是以前吃過的肉，不奇

怪啊。全部都是假的，你要自己了生死，有把握才好，沒有把握，自己說什麼都是假的，

覺得自己很厲害，講經說法很厲害，度了多少人信佛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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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山德清禪師



今天和大家講一講憨山大師所講的參話頭，最初得力的地方在哪裡。

「學道人。必定生處要熟。熟處要生。便是入門下手初步。其次消磨習氣。必定要念

力為主。或古人話頭。或單提一呪。切切記心。時時在念。久久此念純熟。中心有主。則

於遇境逢緣。內不出。外不入。中間一念。炯炯孤明。一切應事接物。如鏡現像。不將不

迎。來無所黏。去無蹤跡。此便是最初得力處也。」

學道修行人要做到生處轉熟，熟處轉生，這個是修行人初步入門的功夫，為什麼要生

處要熟呢？剛剛開始參禪，舉起話頭，「一歸何處」，或者用趙州和尚的「無」字公案，

初初提起來的時候，覺得很生疏，必須要提來提去，舉來舉去，令對其熟悉起來。

接下來熟處要轉生，將原來很熟悉的、習慣的這種，要用串習的力量將習慣變成生疏，

就如用右手寫字，寫到習慣了，現在改用左手寫字，寫了兩個字就不知不覺又用回右手。

同樣，話頭舉來舉去，舉得沒有味道，就放下，改回自己的串習力，就是妄想妄念，被妄

想拖著走，到處亂闖，自己都不知道。這個就是熟的地方沒有轉成生的，生的地方沒有轉

成熟的。

怎樣才能由生轉熟呢，當話頭舉起的時候，要比串習力量要早要快。話頭已經成熟了，



轉熟之後，其次消磨習氣，要消磨習氣沒有其他方法，必定要念力為主，唯有用話頭作為

念力，舉起「念佛是誰」，除了這個念力，其他的串習力都不起了，就像古人一樣，或提

一個咒語，以這個話頭或咒語作為念力，切切就是實實在在記在心裡，除了舉這個話頭，

你也可以持一個咒語。

憨山大師提到可以用咒語，這個是一個方便，或是我們有不好的習氣、惡性種子很重

的時候可以持一個咒語。這樣來消磨惡性種子，但要以提話頭作為正念，用咒語只是一個

方便。

古人參禪很多時如果遇到困難的時候，會修持一些咒語來排遣障礙，用咒語化解障礙。

這個話頭必須要切切記心，很親切，很有力量，妄念生起的時候，就要即時舉起話頭，一

提話頭，妄念就不會繼續流轉，不會相續。話頭就有這樣的力量。

時時照顧話頭，如果沒有滋味就放棄的話，心就不會在正念上，很容易就被妄念拉走，

所以要時時都提起正念，練習話頭，久久自然就成熟了。

經過長時間的一舉再舉，一提再提，話頭就不會打失，心裡就有主了，心裡有話頭的

力量，遇境逢緣，外緣或者內境，或者是阿賴耶識種子現行的時候都不會離開正念，內不

出外不入，一切的內外境界都攻不破主要的念力，中間是一念炯炯孤明，心中有話頭的念



力，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一切的事物如鏡現象。

不將不迎。一切外緣內境生起來的時候，如鏡子照出事物的影像，不會排遣也不會迎

接它，所謂來無所黏，去無蹤跡。心不會粘住這個境界，不會跟著它離開，也不會留下痕

跡，就好像小鳥在空中飛過，不會留下痕跡。如果做功夫能夠從生的變成熟悉的程度，遇

到外緣內境不會產生束縛，此便是最初下手得力的地方。

生的話頭要變熟，熟的習氣要變生，這個是第一個條件。

「此事不從參究入者，不得力。不向教上印證者，不得正知見。不從境緣上打煉者，

亦只是光影門頭事，及臨逆順八風境界，便被搖奪將去，都透不過。以宗入，以教印，以

日用境緣為驗。但於境上輕脫，無滯著心，即是用心得力處。能以境緣自勘，亦不必全靠

善知識說話為實法耳。」

這段憨山大師說為什麼能得力呢，參禪修證如果不從參究入，如果不從教上來印證，

就沒有正知見，就容易走錯路，所以要從教理上來認證，來看自己有沒有正確的知見，來

確保自己有沒有偏差。

參禪必須要用教理來印證，接下來還要從境緣上來磨練，從參究上來磨練，經過內境



外緣的衝擊，來審查一下自己的現行是不是和正知見相應，是不是能夠心心都從正知見發

出，如果不能在境緣上磨練，都只是光影門頭的事，就好像做了一場夢，有點境界而已，

實際的受用沒有很多。而自己起心動念，根本煩惱的消融，生死的問題，都是沒法解決的。

假如沒有經過參究的得力，又沒有教理來印證，沒有在境緣上接受考驗，會怎樣呢？

及臨逆順八風境界，便被搖奪將去，都透不過。碰到順境逆境，八風就是稱、譏、毀、

譽、利、衰、苦、樂這八種境界，心就動了，被妄心妄念轉了去，透不過去了。意思就是

沒辦法透過妄想，被妄想覆蓋了，被妄念做了主人翁。

以宗入，以教印，以日用境緣為驗。這三個條件，以宗門的話頭入手，以教理來印證

修行過程的正確性，以日常行住坐臥、動靜、內外境緣作為功夫的勘驗，考驗這個功夫。

但於境上輕脫，無滯著心，能夠在境界上很輕鬆自在，沒有一點障礙、戀著的心，即

刻能從束縛裡解脫出來。譬如我們被人批評，聲音入耳了，馬上能從這種境界中跑出來，

無論順境逆境都一樣，不然被人讚一讚就生出歡喜心，這是不是一個修行人應該有的呢？

即是用心得力處。能以境緣自勘，亦不必全靠善知識說話為實法耳。

很多人都會有些認為自己真的很有修行，這樣就會得意忘形，有沒有修行和別人的批



評和讚歎，一點關係都沒有。其他人講我們沒功夫，我們不會因為別人講了，就變成沒功

夫沒修行。但人畢竟是人呢，往往喜歡聽好聽的，不喜歡不好聽的，所以要從這種束綁之

中逃出來，這就是做功夫得力的地方。

看自己功夫有沒有進步，可以從別人對自己的讚歎和批評中看出來。每個人都可以自

己驗證自己，你可以騙得了旁人，但騙不了自己。人家讚歎你，你有沒有生起歡喜心自己

知道，人家毀謗你，你有沒有瞋恨心自己知道。雖然你可以做到沒有表情沒表現，但內心

你自己知道，別人未必會看到。

能以境緣自勘，亦不必全靠善知識說話為實法耳。

能以外緣來考察自己的功夫，就不一定需要以善知識的話作為自己修行的勘驗。善知

識的話往往是老婆心切，即是修行者有很好的功夫都必須否定再否定。當人全都在否定之

中，真正跳出來得到大的肯定，不過很多人在善知識的否定中就逃走，以為大失，所以修

行人要有自己勘察自己的功夫才行。

另外普覺妙喜禪師，也就是大慧宗杲說：「要得不被生死縛，但常教方寸虛豁豁地。

只以不知生來不知死去底心，時時向應緣處提撕。提撕得熟，久久自然蕩蕩地也。覺得日



用處省力時，便是學此道得力處也。得力處省無限力，省力處卻得無限力。這些道理，說

與人不得，呈似人不得。省力與得力處，如人飲水冷煖自知。妙喜一生只以省力處指示人，

不教人做謎子摶量，亦只如此修行，此外別無造妖捏怪。我得力處他人不知，我省力處他

人亦不知。生死心絕他人亦不知，生死心末忘他人亦不知。只將這箇法門，布施一切人，

別無玄妙奇特可以傳授。」

大慧宗杲，普覺，這都是一個人，禪宗的大德。他將這個修行功夫的得力處是怎樣的

呢？

要得不被生死縛，想要不被生死所綁住。但常教方寸虛豁豁地。只需要經常保持自己

這一方寸的真心，虛豁豁的，我們的心比虛空要開闊，不要被烏雲遮蓋。但沒開悟之前能

否做到這個虛豁豁的呢？心坦坦然，沒有一絲絲掛礙。未曾開悟的人很難，妄想很多，怎

樣能做到沒有妄想呢，要開悟之後才可以。

只以不知生來不知死去底心，時時向應緣處提撕。

生從哪裡來，死了要到哪裡去，以這種不知不識的心自我提撕，應緣就是面對境界，

當外面的環境變化，當六根對這外境起了現量、比量、非量的這些妄執，就必須將這個生

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的心不斷的提起，提撕，就是提起話頭，將這個話頭放在心裡面，



和心結合起來，簡單講就是用功提話頭。提撕也有一種提醒的意思在裡面。有這種警醒覺

察的作用在裡面。

提撕就是稍微作意提起，由於功夫沒成熟，話頭還沒能夠不提而提的程度，所以要稍

微作意提起話頭，需要費些力。用頭腦勉強提起，有時遇到境界現前，聽到別人講了句話

就不高興，察覺到自己不高興了，立刻就提起「念佛是誰」，或者不高興的是誰？或者提

起這個無，當然你察覺到不高興的時候，已經在不高興之中，已經起了情緒，但用話頭將

情緒斬斷，不要讓它繼續，雖然遲了一點，但好過不做。

但這已經是話尾不是話頭了，心已經被搖動了，沒關係，由生到熟，當你提撕的穩，

提的熟練了，之後聽到外面聲音入耳的時候，還沒有起心動念，耳識還沒有和第六意識接

觸的時候，還沒有生處分別心之前，就離開，提起「無」字，無，或者「念佛是誰」，切

斷耳識和意識的結合。將「無」字或者其他話頭，攔路一樣把它擋住。

在這個時候，無論其他人罵你還是其他，都會被這個話頭擋住，在你的方寸之中，心

中不會被干擾和染汙，這樣心就真的會做到虛豁豁的，不會被烏雲遮蓋了。這個當然不容

易，需要我們不斷的熟悉、鍛練自己。



提撕得熟，久久自然蕩蕩地也。這個提撕久久的熟練了，念佛是誰，究竟是誰，這個

誰哪裡來的？死了之後又在哪裡？這樣來逼問自己，提到最後慢慢成熟了，自然就會空蕩

蕩的，心就不會被外境的變化而干擾。這是在日常的行住坐臥，待人接物的時候，有任何

境界出現，都會覺得越來越少障礙，因為不再受干擾，不會像開始的時候，聽到別人批評，

心裡就生氣，心裡會反駁，會罵回去。會想一大堆的道理來反駁人家，雖然只是心裡反駁，

內心已經被擾亂干擾。最後沒辦法，提念佛是誰，但這個時候是太遲了，都沒用了，不知

已經生出了多少煩惱了。

所以在行住坐臥，動靜之中，任何外緣出現，都要保住這個心虛豁豁的，蕩蕩然，心

懷若谷。

覺得日用處省力時，便是學此道得力處也。得力處省無限力，省力處卻得無限力。

在行住坐臥，待人接物，處理事情都覺得越來越省力，都表示在道上面，在宗門下，

參話頭已經得到受用了，得力處，省無限力量。

在提話頭，如果還覺得沒有滋味，必須消耗很大氣力，就好像拔河一樣，不能放手，

一放手就被對方拉走，必須一直用力拉。或者一條船綁在碼頭，被大風打到快要飄走了，

這個必須一直拉住繩子，一點都不能放鬆，這個是沒有得力，還要費力提功夫的路途之中。



所以提話頭的時候，可以自己勘驗一下這個功夫，是否得力，是否一直在拔河之中。

如果每次提起話頭，都在妄想，百無聊賴的時候拿出來提一提，很費力的提一提，這就沒

有得力，沒有省力的地方。省力處卻得到無限大的力量。能夠很輕鬆的提到阿賴耶識的種

子，要它現行，還能夠一搗搗破。在現行的種子，馬上能看破。當功夫成熟起了疑情，疑

情成片成團之後，就會具有這個磁鐵一樣的磁吸的作用。能夠將一塊鐵吸過來，所以能夠

看破，能夠一搗搗破。能夠看到阿賴耶識的種子在流動，還沒有成形，只是一種流動的狀

態，這個要講功夫，你能夠做到省力的功夫，省力的功夫從得力來，得力從哪裡來？從時

時能提起話頭，不讓話頭走失的地方來，這個是講功夫一層一層的深入。

接著再一搗搗破，把種子堅固的外殼打破，不讓它現行，種子裡面的力量被疑團吸收，

這個磁吸是個自然的作用，不是腦筋的作用，如果想開始動了，要快點將它吸收過來，這

樣是沒用的，反而會被妄念障礙。

省力處卻得無限力。這個無限力就是指疑情磁吸的力量，這裡將我們的頭腦經過第六

意識的思維，比較，做出決定這個過程，這個是腦筋的作用，是經過了一段長的空間，經

過種種的比較做出決定。

現在講的省力，你能看到阿賴耶識裡面的習氣種子，沒有成形的時候，只是一種氣，



當習氣流動的時候，你看得到，乃至從這些氣流衍生出形象、意思的話，也都需要時間，

但是從你看到氣流到成為意思或者形象的時候，你有這種感受的時候，是不需要經過時間

的，你不是從比較得來，不需要比較、決定，好似一段事物在你眼前一樣，看得清清楚楚。

這個過程知道的清清楚楚，裡面不需要有文字、概念、比較。

但我們習慣了用第六意識，因為無量劫來都是用第六意識來活動，所以已經習慣了，

這個速度非常之快，習氣生起來也是很快的。但相對之下，還需要分別，去比較，要決定，

所以還是有個時間。但如果你能夠看住這個習氣，從習氣的流動變成一個形狀，你能知道

這個現像是不需要經過時間。 所以這個分別就在這裡。

可以做到，但是現在先要把習慣的事情生疏，將不習慣的事變成熟悉。第七識是運輸

的工作。這裡沒有提到第七末那識。如果分析的話，習氣流動的作用，就是第七識的作用。

這些道理，說與人不得，呈似人不得。省力與得力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妙喜一

生只以省力處指示人，不教人做謎子摶量。

妙喜是大慧禪師自稱，他這生只以省力處教導人，從來不教人啞謎，談玄說妙，講來

講去都是卜度、思量，只是單單的提起話頭，成熟了就是省力，省力就是得力，得力之後

就會發揮無限的力量。



亦只如此修行，此外別無造妖捏怪。

只是用這個方法來修行，從來沒有奇奇怪怪的事情，做些奇異之事。

我得力處，他人不知；我省力處，他人亦不知；生死心絕，他人亦不知；生死心未忘，

他人亦不知。

功夫省力還是得力，沒有人知道。自己能夠去除根本煩惱，有沒有出離生死輪迴，別人

也不知道。

只將這個法門，布施一切人，別無玄妙奇特可以傳授。

只是將這個參禪看話頭的方法布施給一切人，沒有其他可以傳授的。這個就是他說的提

撕話頭。

你做到這種地步，就有這種作用，我們其實在唯識裡面，就是你用什麼方法來表達你的

景象。內心的景象用唯識來表達是最貼切的。但正如他說，你講給別人聽，別人不明白，你

自己才明白，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可以這麼說，古德說：不是詩人不獻詩，路逢劍客需呈劍。這個講不是同道中人，沒法

知道。禪宗的特色是實實在在的講功夫，功夫不到聽起來沒味道，因為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何
為
禪

來果老和尚



參禪一定要明白參禪的宗旨，不求神通，這個是來果禪師講禪法，教參禪的人如何瞭

解禪法。

「參禪人最要緊者，先明禪旨，再曉參情。我人日用中，諸佛與眾生，只隔一個妄想，

有心成眾生，離心成諸佛，此禪正在諸佛心後，眾生心前，諸佛與眾生，只隔一 禪字。佛

生之間，禪居當中。禪關未開，乃眾生界；十方有情無情，被這一禪關關住，禪關打破，

成諸佛界。十方佛祖，菩薩祖師，一肩共荷，一體承擔，故宗門參 禪，以念佛是誰，為敲

禪門瓦子。」

這段話是來果禪師在語錄裡所講，所謂敲門瓦子就以這個念佛是誰進入禪修的方便。

參禪人最重要明白禪旨，再明白參情。這話講的很重要，禪宗的宗旨是什麼？當然要明心

見性。明心見性就要知道參禪怎樣起疑情，參禪生不起疑情就不能算是參。追問自己，逼

迫自己究竟是誰？

疑情生不起來就沒辦法深參下去。所以參禪最主要是起疑情，在我們平時的行住坐臥

中，諸佛菩薩和眾生的分別就是一個妄想，有心就是眾生，離心就是佛。日用中用妄心來

做事，起作用就是眾生，離開妄心進入無念就是諸佛，很明顯妄想就是構成眾生的原因，

眾生之所以為眾生，就是因為妄想。人如果離開了胡思亂想就沒法活下去了，正因為胡思



亂想，就有了人的存在，有的人這樣想，如果沒有想了就和死人一樣了。

如果用這種方法思想思維，疑情一定不會生起來的，這個禪是諸佛的心後，眾生的心

前，這個中間就是禪。禪本身就是制心一處，妄想不起，妄想不動代表已經成佛，還要明

心見性，見到空性。禪關沒開，是眾生界。禪關有很多種講法，有初關，重關，牢關，或

是黃龍講的三關。一切有情無情都被禪關關在 裡面，也就是連初關都沒能過。

在參禪上，破本參的時候，是破初關。唯識的講法就是要破想蘊，不被想蘊束縛。例

如有些人生起種種想法，障礙自己修行，這個是想蘊的作用，融通妄想，想用各種的方法

來證明自己想法是正確的，一切的錯誤都是別人的，這個是融通妄想，所以禪關沒開就是

眾生。如果不想被想蘊束縛，就要打破這個融通妄想，就要真實的來參，不要被頭腦的作

用來束縛。

禪關打破就是佛界，代表眾生和佛是同體的，眾生只要能夠破了禪關，破了想蘊，行

蘊就能超越識蘊，三關打破，能夠明心見性，進入佛性空性，就和佛菩薩一體。這個時候

眾生是佛，佛是眾生。

空性可以比喻虛空，虛空部分這裡那裡，是一體的，就好像房子的內外都是虛空是一



體的。一體承擔，不會區分房子裡的虛空和自己有關係，放在外的虛空就不需要了，這個

是不會的。

所以如果破了禪關，對於一切生滅的現象都會平等的看待。甚至連對待的講法都沒有，

都不需要了。

來果禪師專門參「念佛是誰」，以這個話頭作為敲門的瓦子，念佛是誰是一個瓦子，

一塊石頭，參禪的時候，用來敲破禪關，如果舉起一個話頭，念佛是誰，究竟是誰。只要

使用腦袋的答案，我是某某，住在哪裡，哪家大學畢業的，等等，都是錯的。這些答案都

是和腦袋有關，都是腦裡的融通妄想。將外面的事相執為實有，執著為自己的一部分來參

禪，作為答案，都是錯的。

參禪不要用這個腦根，不會想這樣問題，只有用舉起話頭，將能量單單的來提這個話

頭，念佛是誰，不要用小聰明來找答案。用找答案的能量提起這個念佛是誰，來用功。

「今生不開敲今生，來世不開敲來世，生生世世，不辦人間事，不行第二法，專門死
守這個禪關。一日敲開，笑煞釋迦老子，喜壞護 法龍天。回憶前時，大哭流涕，悲喜交

集。又禪為定亂間一張薄紙；禪為迷悟間一毫塵渣。禪為佛生間一點垢濁；禪為淨垢間一



塊拭布；禪為佛魔間一支寶劍，禪為苦海慈舟；禪為病者妙 藥；禪為冥途火炬；禪為了生

死大法；禪為勸涅槃窠巢，禪為成佛大路；禪為破虛空利斧；禪為沉大地磐石；禪滅貪瞋

癡；禪掃人我見；禪生十方佛；禪說塵沙法； 禪養清淨僧；要知三世諸佛，諸大菩薩，歷

代祖師，古今善知識，概從此禪生。迷此禪者成眾生，悟此禪者成諸佛。又東西佛祖，住

此禪中；十方大地住此禪中；十 方法界住此禪中；十方虛空住此禪中；森羅萬象，住此禪

中；禪之大包虛空；禪之深居佛祖；禪之廣居眾生；人能聞一禪字，見一禪字，說一禪字，

皆種佛種。故經云:一稱南無佛，皆共成佛道。即此義也! 」

這段是來果禪師解釋這個禪。「今生不開敲今生，來世不開敲來世，生生世世，不辦

人間事，不行第二法，專門死守這個禪關。」

用念佛是誰來敲這個禪門，今生敲不開就一直敲到底，來生一樣，生生世世這麼敲，

不辦人間的事，絕對不用第二種方法，這個要有一種長遠心，堅固心，對參禪這個法門要

有百分百的行人，一點懷疑都沒有，才能做到生生世世來行持這個方法，絕不用其他法門。

有一天，這個禪關打破，疑情打開了，釋迦佛都喜笑顏開了，諸佛菩薩護法龍天皆大

歡喜，鬼神也恭敬，一點疑情爆破開悟，回憶沒有明心見性以前，在生死輪迴裡受的種種



苦，悲喜交集。悲的是還有很多眾生沒開悟，還沒成佛，所以要發悲心。喜的是自己已經

離苦得樂，從生死輪迴中走出來，進入到不一不二的境界，就是這樣悲喜交集。

禪是定和亂知見一張薄薄的紙，乃至定和亂知見有一個禪來隔開。如果有禪，定就會

出現，沒有禪，定和亂就會混雜，沒有辦法理清。

禪為迷悟間一毫塵渣，一毫是很少的，很微細的意思，明心見性開悟的時候，連禪的

方法都要拋開，把禪比喻成一毫塵渣。比喻禪還是有為的，如果要進入無為，就要把這個

拐杖，這個指月的手指拿開，從這些裡面出來。

禪為佛生間一點垢濁；禪為佛和眾生一點污垢。所有修行的方法都是有為法，有禪就

有修有證的。例如排遣這個妄念就有證，提起話頭就有修，所以有證有修，通通都要超越，

所以來果禪師說，禪為佛生間一點垢濁。

禪為淨垢間一塊拭布；淨垢就是以禪分開，把污垢抹除，淨就會出現了。就好像一塊

鏡子，把灰塵抹去，明亮的鏡子就會出現。

禪為佛魔間一支寶劍，為什麼經常講參禪是要揮，要斬，要舉，就是因為話頭好像一

把寶劍，當妄想來的時候，把話頭一舉，妄想就消失了。當妄想被逼絞了絞無可絞的時候，



佛性就會出現了，所以話頭是佛和眾生間的一把寶劍。可以斬殺妄想。還有對色身的執著，

拿起話頭來逼絞自己，也可以將執著撥開。

禪為苦海慈舟；生死輪迴就好像一條船漂在大風大浪的海上，遭受種種的苦難，要怎

樣可以離開這些苦難，禪是生死苦海的慈舟，是船舶靠岸的木樁，把船綁在碼頭的木樁上

就不會被吹走了。

禪為病者妙藥；禪是治療病的妙藥，是治我執，法執的種種病，比如沉醉在輪迴裡以

為是快樂，這種病，覺得自己不苦啊，有食有住，還有人可以聊天，講閒話，很快樂一點

都不苦，這個就是病，在病中不知道。

禪為冥途火炬；當進入無明的狀態，走錯路了，禪是火炬，路途，令自己看得清清楚

楚，看清楚分岔路，看清楚不對的路，可以回歸到正途上面。

禪為了生死大法；一般人執著生死，喜歡生，不喜歡死，不知道生死原是一體的，有

生一定有死，佛陀都很清楚生老病死，成住壞空，有情無情，都會進入因緣變化之中，沒

有離開因緣變化，執著這個生命永恆不變，是自找苦吃。

禪為勸涅槃窠巢；執著修行就要進入涅槃，也是不對的，要涅槃不要生死是一種執著，



禪可以打破這種執著。

禪為成佛大路；禪為破虛空利斧；有的人打坐進入輕安，有一剎那頓失身心，心滿意

足，以為是究竟了，這個時候，只要再舉起話頭，一拶，一切的虛空執著都會破解，虛空

會粉碎，不會落入頑空，所以講禪是破虛空的利斧，也就是說不要進入頑空的境界。

禪為沉大地磐石；禪可以使大地平沉，使大地沉下去。

禪滅貪瞋癡，舉念佛是誰，可以消滅貪瞋癡。

禪掃人我見；金剛經講無我無人，就是沒有這個人我的見 ，無我見無人見，任何執著，

我見就代表有主有客。有人見就有眾生見，我在人道你在畜生道。金剛經講沒有人相我相，

壽者相眾生相。應該對自己來講，是對這個我本身來講，無人相不是說除了我之外沒有其

他人，就算這麼想，其他人都存在。無人相的意思是說，沒有一個我這一期的生命屬於人

道，其他的生命屬於地獄或者畜生道。不是指不要有人我的分別。

禪生十方佛；禪說塵沙法； 佛法僧都是由禪生，禪生十方佛，十方諸佛都是由參禪，

修禪定的功夫而成佛。禪說塵沙法，八萬四千的法門都不離開禪。

禪養清淨僧；清淨的修行人都是靠禪來滋養。要知三世諸佛，諸大菩薩師，古今善知



識，概從此禪生。迷此禪者成眾生，悟此禪者成諸佛。

三世諸佛，諸大菩薩，歷代祖師都是從禪生出來的。如果迷了禪就是眾生，悟了就成

佛。

「又東西佛祖，住此禪中；十方大地住此禪中；十方法界住此禪中；十方虛空住此禪

中；森羅萬象，住此禪中；」

這個表示禪的廣大無邊，諸佛菩薩歷代祖師，山河大地，法界虛空都包括在禪裡面，

森羅萬象，生生滅滅，一切變化都在禪中。

禪之大包虛空；禪之深居佛祖；禪之廣居眾生；人能聞一禪字，見一禪字，說一禪字，

皆種佛種。

諸佛住在禪中，一切眾生也住在禪中，可見禪的深廣，人能參禪，聞一禪字，見一禪

字，都是種下佛的種子，可見禪的重要性，這是來果禪師對禪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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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一下虛老開悟的偈頌。

虛老在高旻寺參加打七的時候，有一天晚上在喝茶的時候被開水燙了手，杯子掉在地

上。聽到杯子掉地上的聲音而大徹大悟。

杯子撲落地，響聲明瀝瀝，

虛空粉碎也，狂心當下歇。

當老和尚聽到杯子落地的聲音，整個人就悟道了，連整個虛空的那個念頭都粉碎了。

這可以說在耳根上得到利益。聽到聲音而悟道。他當時說了兩首偈頌，另一首。

燙著手，打碎杯，

家破人亡語難開；

春到花香處處秀，

山河大地是如來！



所謂「家破人亡」，不是我們一般俗人的概念，不是家庭成員，而是我們心裡面種種

的妄想，種種的人我是非。就在這個杯子掉地上的聲音，妄想的心就破裂，這個家──藏

著我們無量劫以來，種種的業，所認識的人事物，就在這個家裡藏著。這個家一破碎，這

些是非都亡滅了。這表示我們的八識種子，阿賴耶識，這個藏識，如來藏，這個如來藏用

粉碎來形容，也就是說本來我們如來藏裡面有很多種子，善惡都有，這個裡面我們和無量

眾生，一切眾生都有緣，有善惡緣都有。大家好像一家人一樣。家破人亡，現在家破了，

人也亡了。

那怎麼樣呢？就「語難開」。意思是說他的感受，家破人亡之後的感受，說不出來，

不是用言語可以表達的，是要你自己去感受那種境界。在悟道那一剎那。就在悟道前、悟

道後，在那一個剎那，就像一個轉身，也可以說是同時，沒有前後分別，時間很快，剎那

間。

之前講過來果禪師講的兩句話：「大道盡在目前，尤被目前蓋卻。」都是表示這個道

和我們沒有離開過，我們一直都與道同在，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他就用眼根來入手，和

我們講。「大道盡在目前，尤被目前蓋卻」，我們被眼前的事物所牽引，到處跑。不能夠



迴光返照，久而久之，失去了真正的自己。現在修行就是要從我們的身心開始去認識。

法是一個指導，教我們去認識自己。當你能夠認識這個法的時候，一切的法都在內心裡

面，一切的法都具足。所以修行就是要反觀自己，從了解自己開始。

後面兩句：「春到花香處處秀，山河大地是如來。」這是形容環境，也是我們這個本

性，道是自自然然的，沒有任何的造作。山河大地都是如來的化身，都是我們妙明真心

的物，是我們自性的產品，是我們性上的成就流露出來的。 這個是形容自性，我們的本

性裡面這個豐富，我們如來藏性，自性能夠生萬法，能夠恆藏萬法，而且一切萬法都是

我們的本性生出來的。所以講山河大地，廊坊屋舍都是我們的本來。一切的眾生和我們

是一樣的，是不一不二，是一體的。是一個地方來的，沒有分別。

先是證了空，再證了一個有，空有不二。這個是老人家的這個功夫的呈現。

那我們用功也都是一樣， 要從我們分別的妄念，這個停不下來的妄心，去追尋我們

妄念的源頭，能夠生出妄念的源頭。追到這個源頭的時候呢，這個源頭是不動的，但能

夠生起一切法，取之不斷，用之不竭，但先要心空，將妄心打破。這個分別的識心，分

別是我們最大的障礙。



我們人，往往是用分別來生活的。所以這個分別的識心是根深蒂固，不容易動得了它。

不能夠消除它。所以要恆常，持久的用功，不要起分別的心。

那怎樣才能不起分別的心呢，我們人在生活中總是分美醜，長短，分好吃的不好吃的。

我們用慣了這個識心來生活，現在不讓你用這個識心了，是不容易的，沒辦法一下子不

用了。所以給你一個方法，來去專一用功，用這個“誰”字。將所有的集中力，心力，

放在這個誰字上來鑽研。

誰字，虛雲老和尚形容誰是一直指路棒，會帶著你去開悟，帶著你進入這個悟的境界，

在這個過程中，因為你不明白，不知道是哪一個，但你又要知道，你就一直追問，到底

是哪一個？一路追下去，這個誰的攝持力就好像一個漩渦一樣，一直轉一直轉，轉到最

大的時候，大到你的識心不能容受的時候，這個漩渦就會爆開，一爆開這個漩渦就消失。

當這個漩渦一爆的時候，就是你悟道的時候。所以說大疑大悟，中疑中悟，小疑小悟，

就是看你悟的程度，看這個漩渦轉的力度，你所用的功夫逼迫這個疑情便大。



在《六祖壇經》上說，自性有種種的功能，「何期自性，本自具足！」意思是說一

切的法有什麼不具足的呢？連山河大地都包括在性之中，有什麼不是性呢？

所以說我們人本來就具足的。你能夠向內觀察，找到自己的根本，找到我們遺忘了的

本性。你能夠找到，那一切一切都是現成的。不需要向外貪求。這是老和尚悟道以後的

偈頌。



真
假
動
靜
偈

六祖惠能大師



六祖菩薩的偈頌：

一切無有真 不以見於真 若見於真者 是見盡非真

若能自有真 離假即心真 自心不離假 無真何處真

有情即解動 無情即不動 若修不動行 同無情不動

若覓真不動 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 無情無佛種

能善分別相 第一義不動 但作如此見 即是真如用

報諸學道人 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 卻執生死智

若言下相應 即共論佛義 若實不相應 合掌令歡喜

此宗本無諍 諍即失道意 執逆諍法門 自性入生死

這是六祖菩薩對當時的弟子所說，他當時即將入涅了。他有好幾首偈頌都是在臨入涅

那幾年說的。是教導當時的弟子怎麼樣為人講法。



「一切無有真」，這裡所謂的一切都不是真的；「不以見於真」，你不要以為這個不

真。

你看它不真，「若見於真者」，如果在這個不真之中你認為是真的話，那就「是見盡

非真」，這個見就不是真。你所見的見，不是真的！

「若能自有真」，假如你有真了，假設你能迴光返照，反求諸己，在你的自性裡你就

知道這是真的；「離假即心真」，能夠離開假，世界上面一切的形形色色，這個就是你的

真心。「自心不離假」，如果我們不離開這些假象；「無真何處真」，你心裡面要是沒有

真的話，那哪裡會有真的呢？哪裡都沒有真的。

所以說，真是不離開自性，離開自性就沒有真了。就像剛剛虛雲老和尚說的，家破人

亡，我們的執性，執著剝落了，這些假就能夠離開你了，你不再被這些假所綁。我們一般

人就是被世間種種人我、感情所維繫不能離開。當你的妄想剝落的時候，這個妄想的識流

就切斷，就恢復你清淨的身心，那自然會有一番感受。能夠離開假，就是真；如果不能離

開假，去哪裡都沒有真，你所思所想都是妄想。既然這些妄想可以剝落，當然就不是真的。

為什麼我們會這麼黏著這些妄想，被妄想所困呢？就是因為我們覺得妄想是真的，所以才



會被困在妄想裡面。如果知道這些妄想不是真的、遠離這些妄想，不再重視它，將這些妄

想的膠，黏住我們的膠水，漸漸的清洗掉。一下子要我們放開，我們放不開。

比如說吃，我們可不可以不吃呢？不可以。不吃就會死。這個很現實。財、色、名、

食、睡，都是一樣。比如說睡，可不可以不睡覺呢？我們做不到。到你真有功夫的時候，

那又不一樣了。打打坐，你的精神又可以恢復了。不過這些似乎距離我們太遠，我們要認

識要怎樣下手自修，先做自己平常喜好的方面。

你最喜歡的東西，你要認清楚這是假的，要看淡它，不要被這些所好而困住，出不來。

無論財、色、名、食、睡，哪一種也好，哪種都一樣，先看淡它。先從喜好的開始。有時

候我們的執著是很微細的，別人看得很清楚，但是我們自己不知道。

有些居士供養一些麵包來到慈興寺，特意放到我面前。為什麼要特意放到我面前呢？

那天我就故意不吃。吃完飯，他看我沒吃，就問我為什麼不吃呢？你不是很喜歡吃嗎？

我說：是啊，是很喜歡吃，就是因為喜歡吃，所以才不吃。如果我們喜歡一樣東西，就永

遠被這個喜歡綁住，被這些物綁住。但是，始終有一天要走第一步的嘛！不可能一步都不

走。到現在幾十年過去了。那現在是不是就可以了呢？不是，現在都還是喜歡吃。那你



說是不是真的很難呢？真的是不容易的。

所以說我們的妄想執著真的是很微細的，我們很難察覺。在我們平常起居裡面，有多

少東西是我們覺得很重要的。吃、喝、休息、睡。我們都覺得很重要的。不睡也不行。少

睡一些是可以，看少多少。這些就是綁住我們的妄想。我們要知道，在平常日用起居中留

意。

如果我們不去實行的話，念經拜佛念多少都是枉然。是要對治我們的問題，對著我們

的妄想、執著的根本去開刀。雖然不能一下子除去，但起碼我們要去做。你能做一次就一

次，能做兩次就兩次。逐漸讓我們去疏遠，讓我們覺醒多一點、多一點，多一點。所以叫

我們要離開這些假；如果不離開這些假，真就不能現出來。你要是能離開這些假，終有一

日真就會呈現出來。也可以說，因為這些假遮障我們，覆蓋了我們的真。

就正如來果禪師說的「大道盡在目前，尤被目前蓋卻」，就在我們眼前。「山河大地

是如來」，這些就是自性的展現。我們不知道、感受不到，沒有這種感覺。我們見到山河

大地的時候，覺得真是漂亮，真是舒服。這些就是妄。去享受這些環境所給你的感覺。心

就被這些妄覺，覆蓋了自己對自性的認識，自性的展現。要離開假才會有真。



「有情即解動」，在你有情的知覺性上，你就能明白這個動，留意這個知覺；「無情

即不動」，你如果沒有這個知覺性，你就不動了。「若修不動行」，假設你想修這個不動

的行門、法；「同無情不動」，你就要好像無情那樣不動。「若覓真不動」，你如果想再

找這個真正的不動；「動上有不動」，你不要離開這個動去找不動。在動上面就有不動了。

「不動是不動」，動是有情，有情才有動，在有情裡面你能夠不動的話，那這個就是真的

不動了；「無情無佛種」，你要是沒有這個知覺性，你就連佛種也沒有了。

「能善分別相」，你要是能在有情的知覺性上面，再能夠善於分別諸法相，這個分別

不是用「識」去分別，而是用「智」去分別，用這個「成所作智」去分別。「第一義不

動」，你能夠證到這個自性的理體，得到第一義的境界，這個才是真的不動。上面說的無

情和有情的分別，就在這個知覺性上面。無情的知覺性是非常低，有情的知覺性就比較高。

最重要是在「動」上面去認識「不動」，「動」是我們有情眾生裡面的活動範圍。自性在

這個動裡面的不動，如果要找回這個自性，就要用「成所作智」。

「成所作智」是什麼呢？這是屬於「四智」的一種，是屬於眼、耳、鼻、舌、身前五

根，轉前五識而成。第六識轉了就是「妙觀察智」，轉八識成四智。第七識末那識，是傳



送識。這裡說的就是要用「成所作智」去分別，不是用「識」去分別。

我們一般人是用識心分別，不是用智去運作。比如參禪是耳根圓通。觀想是用眼根。

念佛是用舌根，如果按〈念佛圓通章〉來說就是都攝六根。有用舌根，有用耳根，

自己聽自己念佛的聲音。念佛從心裡面念，自己聽佛號，從耳門入。念佛法門，是從

舌根和耳根入手。如果是觀想的話，就是用眼根。觀像，觀到成就了，開眼也看見，閉眼

也看見。這要下一番功夫才能做到。「轉識成智」，轉前面的根而成智，這才可以用得到

這個成所作智。都是一個道理，就是叫我們不要打妄想。當我們打妄想的時候，就落到了

「識」的範圍，就不是用「智」了。根本身是不會打妄想的。

這是「意」的分別。

如果我們用第六識，意的話，就沒有辦法了解「第一義不動」，我們用根去用功，根

它本身沒有妄想。叫我們用根去用功，就是叫我們不要打妄想。你能夠沒有妄想了，久而

久之，才能夠和第一義相應，才可以和真的不動相應。叫我們用成所作智，就是叫我們不

要打妄想。我們在沒有得到成所作智之前，我們是用根。這個第一義就是自性的理體，用

文字去表達就是自性的第一義。不動就是它本體的狀況。從無始到無終都是這樣。你要是



能夠證得自性的理體，就是得到第一義的境界，這才是真正的不動。「但作如此見」，你

就做這樣的見解，你要有這樣的見解，要這樣的去認識；

「即是真如用」，這樣的見解就是真如的妙用。

「報諸學道人」，這是六祖菩薩和各位修道的人報告；「努力須用意」，你要努力，

心要存一個真心去修行。「莫於大乘門」，你不要在大乘裡面；「卻執生死智」，在大乘

裡面執著生死的智慧。執著生死，就是執相的智慧。能夠得到第一義就是無相了，就是離

開這個相了。勸我們修道的人在大乘佛法裡面，不要執著世間的智慧，種種的世智辯聰，

這些都是生死的事情。如果執著這個生死的執相的智慧，就無有是處，就不是真真正正的

修不二法門。

「若言下相應」，六祖菩薩說，我現在跟你們說這個偈，你們聽了之後能夠明心見性

的話。「即共論佛義」，就可以跟你們討論佛的道理。能夠明心見性了，才開始討論佛的

道理；在沒有明心之前，還是先做這個明心見性的功夫。「若實不相應」，如果不相應那

怎這樣呢？你如果不能在言下而明心見性，就是不開悟的話；「合掌令歡喜」，你應該合

掌，令一切眾生都歡喜。



「此宗本無爭」，這個頓教的宗，上次我們講〈信心銘〉的時候有提到，這個宗是尊

貴、殊勝的意思。這個頓教的宗本來是修無生法忍的，是無所諍論的，沒有什麼好諍論的，

不和人爭執、諍論的。「諍即失道意」，如果你和人諍論，就失去道意了。這個道意的意

思是離開了道了。道本來就自自然然的，本來是怎樣誠心出來就是怎樣。

好像我們人走路，當然是一腳在前，一腳在後，很自自然然的。流水當然是從上往下

的流，這些都是很自然的。如果爭的話就有障礙了，就離開了道體了。這是人為做造成的，

不可不知到。所以上人說：「爭是勝負心，與道相違背；便生四相心，由何得三昧？」所

以說「諍是失道意」了。當然道是無意的。這裡只是形容道的意義。

道它不會想、不會說，它不會告訴你它是這樣的。你一諍論就失去了本身的宗旨了。

「執逆諍法門」，逆是倒轉過來的意思。道是自自然然的轉變的，但是現在這個逆就

反轉過來了，就是因為有爭執。所以這個爭的法門不能與道相應，離開了道。「自性入生

死」，如果你一定要執、要諍論，那你的自性就不能出輪迴，就一定有生死。這裡就表達

出我們為什麼一定要修忍，就是這麼重要。



好了，有沒有什麼問題？

*********

問：六祖大師的偈頌「不動是不動」，我個人理解是要我們在動上面找到不動的本體。

然後不要用識，要用智。所以六祖大師要我們不要用無情的不動，而是要我們用有情的知

覺性，動的裡面去找不動。我想問，你剛剛說不要用識，而要用成所作智去分別諸法相。

在我們還沒有成所作智之前要用根。請法師解釋一下怎麼用根？ 就是在平常日用裡面怎樣

不用識去分別？

師答：剛剛說我們打妄想、分別不是根起作用，而是意起作用，意就是分別的意識。

我們看事的很多時候，反應就是會去認識這個東西，然後種種想法就會跟著來。這是意的

作用。這裡教我們在用功的時候，不要打妄想，要專一。不要被心意識影響，像以前那樣

運作。先要習慣，比如我們用耳聽。聽就只是聽，不要去分別聽的內容，是什麼聲音，有

什麼聲音，聽就只是聽。比如我們吃飯，咀嚼，舌根。吃的時候就只是吃。不要落在鹹、

淡、細緻、粗糙上，不要去分別，一分別就落入意識。然後就種種分別，這個心意識，識

心。走路也是，只是專注於行走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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