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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不見精麁，寧有偏黨。】( 或作【不見精粗】【不見精麤】) 

緣生性空，諸法平等，本身没有好、壞、精、粗的分別，法界心中，

不見精粗、大小，原是同一妙心；由於內心執著的投射，顛倒取相，才對

境起種種憶想分別，作種種行。心法既空、能所俱泯，不見有一空的細相，

也不見能境境能的粗相，粗細體同，又怎會偏執於對立的兩邊 !  雖然不見

精粗，卻不否認精粗相的存在，相生相滅，只是隨緣歷境，以境練心。 

偈言:「如鏡無物映分別，寂然不動心無礙。」 

31【大道體寬，無易無難。】 

至道無難易，菩提遍一切，體寬含萬法，法無難易，難易在人，由其

修行有勤怠、離執有頓漸，所以悟證有難易。《法華經》說 :「一稱南無

佛，皆已成佛道。」說易，則人皆成佛，說難，則誰成聖賢；易者信心，

千里咫尺，難者疑情，咫尺千里，肯信自心是佛即易，不信自心是佛即難。

修行本身無難易，迷時執心為境，悟時了境即心，迷悟無非第一義。 

偈言:「個中本自無難易，若迷若悟同淨覺。」 

32【小見狐疑，轉急轉遲。】 

雖然至道體寬，法無難易，但若信心不足，不了自心是佛，如六祖遺

偈說 :「不見自性外覓佛，起心總是大癡人」；或是見淺識薄，以管窺天，

否定自己經驗以外的道理，如此執著而又滿心是疑，作繭自纏，無繩自縛，

愈急著要悟道，成就反而愈慢。要能放下執著，打開心眼「心包太虛，量

周沙界」，體會直下無事，無所謂或急或遲，如此自能從纏縛中解脫。 

偈言:「擬心求解終難遇，一念無心即是道。」 

33【執之失度，心入邪路。】( 或作【必入邪路】) 

修行鬆緊遲急的拿捏分寸，要恰到好處，若執著非怎樣不可，則不免

失之過度，而誤入歧途，事倍功半。迷而求悟不易，已悟欲忘更難，須是

放下人間是非得失，修行一絲不掛，放下或急或遲的種種執著。古德說 :



「才有所重，便成窠臼。」29  如果內存能悟的心，外執所悟的法，騎牛找

牛，識得原就騎在牛上，卻又不肯下牛，取一邊，捨一邊，徒增妄慮。 

偈言:「人牛俱存涉邪路，若實有事成外道。」 

34【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恰到好處在於自然任運，既不刻意控制，也不放任，隨緣而不攀緣。

修行是方便，也是目的，該放下就放下；水上行舟，有划有落再划，火箭

升空，推進燃料每節用盡就放。至道性體本離相待，《金剛經》說 :「無

所從來，亦無所去」，既言自然，隨順覺性，無來去、無住止，無放下、

無提起，無煩惱可除，無菩提可得，無為而無不為，無不為而又無為。 

偈言:「道本無體無來去，不執不放顯真常。」 

35【任性合道，逍遙絕惱。】 

隨順自然的心性本質，本具佛性的清淨自性，無所求而修，不執悟道，

而道自然相應。天皇道悟禪師說 :「任性逍遙，隨緣放曠」30，雖不變而隨

緣，應機接物，觸事無礙，遠離煩惱，始作逍遙自在人。任性而性不待任

而任，合道而道不待合而合，任性即逍遙，合道則絕惱；既得自在，承當

安身立命，不妨與萬法為侶，則處處是佛，頭頭是道，一切現成。 

偈言:「性不須任道已合，本自逍遙亦無惱。」 

36【繫念乖真，沈惛不好。】( 或作【沉惛不好】【昏沉不好】) 

如果起心動念，就與自性清淨心相違，執著修行中的順逆，就悖離了

無為的真心；愈是用心造作，愈是鑽牛角尖，自陷無明昏昧，障礙修行。

但若以為自然隨緣是無所事事，讓心境處在渾噩昏沈的情況，卻也無法與

性淨明體的真心相應。德山禪師說 :「毫釐繫念，三途業因」31，心不繫道，

也不結業，如果心繫念於凡聖迷悟的境界，則為凡聖迷悟的妄見所困。 

偈言:「古鏡未磨照天地，用心磨鏡黑漆漆。」 

37【不好勞神，何用疎親。】 ( 或作【何用疏親】) 

平常心是道，若執個平常心，起分別計較，又成障道因緣。至道無為、

淨土無方、開悟非悟，無法用心追求得到什麼聖境，也没有什麼方法擺脫

煩惱，心有繫念，即離至道。心繫煩惱，耗損修行道力，散亂昏沈又起無



明分別，有疎親就有揀擇、有憎愛，落入惡性循還。若能了知好惡取捨皆

是虛妄，非真實有，既不交涉，也無疎親分別，自然與至道相應。 

偈言:「迷頭認影枉費力，本自圓成不勞心。」 

38【欲趣一乘，勿惡六塵。】 ( 或作【欲取一乘】) 

若想了悟至道，就不要受到內、外環境的影響，不必厭惡六根相應的

六塵，或執取任何修行情境。六塵緣起性空，六塵不異空，空不異六塵，

六塵即是空，空即是六塵，本無可貪可惡，若執六塵，則生能取所取二見。

一乘即自性的異名，六塵是自性的別號，見此性則六塵即一乘，迷其性則

一乘即六塵，何所好惡；放卻對環境的執著，直下照了，圓融無礙。 

偈言:「本自心光六塵境，內外俱遣大解脫。」 

39【六塵不惡，還同正覺。】 

《金剛經》說 :「不取於相，如如不動。」妄心原是六塵緣影，若離

六塵，色不是色、聲不是聲，則此分別妄心舉體全空。本無好惡，隨境而

生，境去即滅；因境而起，全境是心，又因心照境，全心是境，皆無自性，

只是因緣生滅。若知六塵是妙有真空，知幻即離，離幻即覺，對修行情境

不貪不厭，捨去癡心妄想，同於佛心，無動無搖的本有正覺即現。 

偈言:「原來六塵即正覺，何必畫龍又點睛。」 

40【智者無為，愚人自縛。】 

《永嘉證道歌》:「絕學無為閒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平常心就是

修行，無為而無不為。有智慧的人，不求這、不求那，隨順自性，無為自

在；愚癡的人無事生事，執著各種解脫法門，有妄須除、有真要求，心急

悟道，反而揹負許多牽掛，千絲萬縷纏身，舉步惟艱。不知萬法本無，唯

人自閙，有法可見，反被法縛，若能打個轉身，則柳暗花明，終日受用。 

偈言:「悟心本無悟而悟，迷心還歡喜自縛。」 

41【法無異法，妄自愛著。】 ( 或作【妄有愛著】) 

心外無法，心內也無法，執有法可修，困法執所知障，執有煩惱須斷，

陷我執煩惱障，執有正法可修，正法又成邪法，以為自己開悟，還有開悟

的妄見，覺得證得無心，又無了誰的心 ?  眾生本具佛性，故無佛性可證，



未修、起修時萬法都有，修行不見有無，無法相，也無法空相，《金剛經》

說 :「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法法不一不異，貪執一法，則生差別。 

偈言:「諸法非生非不生，心若有法處處生。」 

42【將心用心，豈非大錯。】 

法本無相、無住、無念，一念無明，起心生萬法，分別造作，以妄止

妄，如石壓草，石去又生，遣賊捉賊，將禪覓禪，一錯再錯，不知雖有千

差萬別，還是等同一法。《楞嚴經》說 :「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

以能見執取所見，本來無心，執無心成有心。稱性修行，無法無修，無心

無用，不須心上加心；行住坐臥，純一直心，當下無為，則自契法性。 

偈言:「趣求涅槃無菩提，欲滅煩惱沉生死。」 

43【迷生寂亂，悟無好惡。】 

修行若有得悟就有得迷，無悟可悟則無迷可迷，悟即是迷，迷本是悟。

迷真逐妄，背覺合塵，起妄想心識，分別寂靜與散亂的好惡，以為有涅槃

寂靜可求，有散亂心念可除，本來寂靜，無風起浪，妄生亂動。若悟妄歸

真，一念不生，前後際斷，悟此超凡聖、越情量的畢竟空性，體證非悟而

悟。寂不自寂，因亂說寂，亂不自亂，有寂故亂，寂亂兩忘，好惡同體。 

偈言:「好惡寂亂皆是迷，無迷何曾更有悟。」 

44【一切二邊，妄自斟酌。】 ( 或作【良由斟酌】) 

才見有寂，便見有亂，揀擇二邊，虛妄分別，因而說凡聖、說迷悟、

說好惡、說有無、說疎親、說得失，等等相對諸法，未遣對待，則一切不

得不二。《六祖壇經》記載六祖的遺訓「動用三十六對」，為消除對立觀

念的障礙，而說這些相對的二邊事相，若能體悟自性從本清淨，非此兩邊， 

也不離兩邊，就能動用中道智慧，通達相對就是相等，不一不異。 

偈言:「正觀絕待離戲論，但有斟酌墮兩邊。」 

45【夢幻空華，何勞把捉。】 ( 或作【夢幻空花】【夢幻虛花】) 

生滅如夢幻，悟道似空花，生本不曾生，滅也不曾滅，浮雲水月，只

是無夢說夢，《楞嚴經》說 :「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花」，法不可見聞，

若執見聞，即落見聞，而不見法。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諸法空中無三界



可出、無萬法可了，才知無禪定可修、無輪迴可脫、無涅槃可證。夢幻空

花，既非真實，本無從執取，卻說不勞把捉，反又墮入塵勞幻網。 

偈言:「娑婆幻網顛倒夢，夢裏尋夢徒把捉。」 

46【得失是非，一時放却。】( 或作【一時放卻】) 

趙州從諗禪師說 :「放下著 !」放下無得失裏的熾然得失、無是非處的

紛然是非，放下沾沾自喜的悟境，放下的念頭也要放下，放到無可放處，

如佛開示黑氏梵志 :「捨其本、捨其末、復捨中間」32，才是徹底放下。趙

州禪師又說 :「放不下，擔取去。」本無絲毫，執迷不悟，才生計較，若

擔得去，什麼放下 ? 法法無事，無放下，無承擔，當下便悟。 

偈言:「夢幻空花放得下，菩提不待兩肩挑。」 

47【眼若不眠，諸夢自除。】 ( 或作【眼若不睡】【眼若不寐】) 

《永嘉證道歌》:「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從鏡觀世間，

煩惱智慧、輪迴涅槃，完全相同，都是虛妄；對鏡中像說，三有四生、六

道差別，夢中事無不真實。黃粱一夢，夢時非無，醒時睜眼，透得睡中無

夢主，徹悟諸法都是夢，了無所得，夢境自銷。夢不自夢，有覺故夢，但

須多此一舉，而修空花萬行，降鏡像魔境，建水月道場，成夢中佛道。 

偈言:「傳燈正眼不曾睡，生死長夜全是夢。」 

48【心若不異，萬法一如。】 

眼眠則有夢境，心著便落輪迴，山不自山，心異故山，水不自水，心

異故水，心淨能如，萬法所如，能所一如，諸緣空寂。心如水月，水動月

動，月動水動，心生法生，境從心起，心逐境遷，法生心生。以心觀心，

本來清淨，自性圓滿，不生不滅；心若無事，無得無失，萬法如如。踏破

鐵鞋無覓處，舉足萬里，只為了洞山良价禪師說的，門前這片無寸草地。 

偈言:「風動幡動心不動，坐斷三際無寸草。」 

49【一如體玄，兀爾忘緣。】 ( 或作【一如體元】【如如體玄】) 

玄寂不變，體一妙絕，萬法一如，其體玄妙奧祕，離四句、絕百非；

非因緣而有，非自然而成；一空一切空，不待割捨，一有一切有，不用栽

培。法體寂然不動，了不可得，還三世於無始、攬法界於毫端，迴向不二



如如的玄體，剎那間，會得風光無限的不可思議境界，事事無礙，虛空掌

中取、長夜一燈明，正悟道時，忘緣絕待，忘心忘，忘亦忘。 

偈言:「心如牆壁入道時，一念相應全性發。」 

50【萬法齊觀，歸復自然。】 ( 或作【萬緣齊觀】【復歸自然】) 

不變隨緣，真如是萬法，隨緣不變，萬法是真如，真如萬法，理事平

等，皆由自心生，還與心為侶。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內心與外

境合一，小我融入萬法，與時空等量齊觀，個體全體，小我大我，無二無

別。全體大我還須大死一番，活得起來，如夢忽醒，清淨心光，始得露個

消息，盡離諸幻，回歸自然，親見本來面目，原來仍是舊時人。 

偈言:「大死大活返本源，齊觀不須嫌揀擇。」 

51【泯其所以，不可方比。】 

悟則背塵合覺，泯滅好惡二邊、夢幻空花、得失是非；內心外境，了

了一如，由了如幻，不取於相，無有分別，默契真如。道本自然，不屬迷

悟，迷悟從心起，迷時無失，渡河須用船，悟時無得，到岸方知無河也無

岸；自度無人舟自橫，明月無心水自清，以無心為心，無心悟心，共飲無

心水，正此當下，不可思議、離於言說，直如飲水，冷暖自知。 

偈言:「既然無心我便休，計較兔角長一分。」 

52【止動無動，動止無止。】 

止動歸止，水清徹底不見水，没事攪和；止動無動，白日何嘗照虛空，

萬里無雲。僧肇法師《物不遷論》33   說 :「雖動而常靜」、「靜而不離動」，

想要止住動亂的心，才現覺根本不曾動心，無心可動，也無心可止，惺惺

本寂寂。動就是止，動時全動是靜，止就是動，靜時全靜是動，本來無動，

再無所止，無止無動，就這不止、不動的當下，還有什麼可商量 ! 

偈言:「止動齊觀無動止，須臾喘息山河轉。」 

53【兩既不成，一何有爾。】 

止動、是非，兩破不成一，相對的兩邊都不能成立，怎會有所謂究竟

的一真。兩邊是虛妄分別，說二是方便，為了對治偏執，不得已又立一的

方便，龍樹菩薩《中論》說生滅、常斷、一異、來出八不緣起，開示性空



假名的真實，離二邊以顯中道，不執兩也不用中，即中即空的中道也是方

便。萬法體同，無一無二更無任何分別可說，道體非一，有一即非體。 

偈言:「兩邊不存一不立，根塵識空六不收。」 

54【究竟窮極，不存軌則。】 ( 或作【莫存軌則】) 

修行到最後究竟諸法空性，窮盡諸法源底，不存任何玄奇，没有佛說

佛法、没有修行次第、没有開悟解脫，一切虛妄分別止息，無分別智現前，

世間價值判斷的相對軌則不再起作用。《永嘉證道歌》:「大悟不拘於小

節」，契入本心，當大用現前，順逆自在，海闊天空，任意縱橫，一切應

對處世，隨分而行，一切應化度世，隨順自然，平常日用無非至道。 

偈言:「臨濟喝了德山棒，明眼不須問白雲。」 

55【啟心平等，所作俱息。】 ( 或作【契心平等】【所作皆息】) 

開發圓滿契入無分別的智慧心地，自心光明，諸法平等，不須刻意造

作而自然平等，運心平等受用，遠離執著罣礙，無始劫來的顛倒夢想、貪

嗔癡慢一時遽斷。《楞伽經》說 :「無有涅槃佛，無有佛涅槃。」無生死

可斷，無涅槃可證，無所作為，但隨順眾生的福德因緣，行住坐臥、穿衣

吃飯，空花佛事，有事無人，作而無作，無作而作，有作無作皆是菩提。 

偈言:「平等無作妙用力，盡大地法皆菩提。」 

56【狐疑盡淨，正信調直。】 ( 或作【狐疑淨盡】) 

修學佛法，由最初單純的信順心，經過信忍正見、信求精進，乃至淨

心與正智合一的證信，得著没有絲毫疑惑的徹底信心，一掃疑而不信、信

而不真，如獅子一吼，驚散邪見狐疑。此時親證佛性，內心的一切歸於清

淨，確定平等無二，絕對正直，所行清淨，猶如琉璃，而無瑕疵。大信大

悟，小信小悟，不信不悟，稱性圓修，即信即悟，即悟即證。 

偈言:「畢竟斷疑生淨信，一念淨修即證悟。」 

57【一切不留，無可記憶。】 

達到正信調直，言行相應，以即體能觀之智，還照寂滅之體，照而非

照，不住照功，能所同時寂滅。雁去寒潭影不存，世間人事如空中鳥跡、

鏡中影像，飛過去、映照過，都不曾留下痕跡，留下的只是心中的分別執



著。《圓覺經》說 :「諸佛世界，猶如空花，亂起亂滅」34，始知眾生本來

成佛，生死、涅槃猶如昨夢，夢中無實，了無一物，無心可思可量。 

偈言:「無心可住已忘然，無法須捨亦不留。」 

58【虛明自然，不勞心力。】 ( 或作【虛明自照】) 

世間萬法變化無常，有無互變，來去互換，變化自變化，與自心無關，

如虛空無涯，能容萬法，隨緣歷歷分明，卻又一物不取，如潭水清澈，映

照萬像，觸事不用功力，影現而水無痕。宏智禪師《坐禪箴》說 :「不觸

事而知，不對緣而照。」35  一心清淨則空慧現前，無心而自知自照，知照

自微自妙，知即無知，照即無照，法爾如是，本自圓成，不用功夫。 

偈言:「虛空無相不自言，活水攬景無多語。」 

59【非思量處，識情難測。】 ( 或作【情識難測】【識智難測】) 

真如之理，唯證乃知，從本以來無得無說，依世間名相道中，假言有

得有說。虛明自然，無心無物的境界，超乎一切日常的經驗，不能用思維

度量來說明或理解，也無法用虛妄意識分別來推敲測度，識心思維一起，

便成剩法，遠離至道。直須一念不生，顛倒心絕，親證本性，徹底放卻一

切妄想見解、揣度道理，才知無迷可悟、無縛得脫、無障待消。 

偈言:「橫說豎說測不著，忽然超越乃自知。」 

60【真如法界，無他無自。】 ( 或作【無自無他】) 

真如、法界都是一心的總名，萬法如其本來，性自空寂，空而無我，

心外無法，無心也無法，法外無心，無法也無心，没有永恆不變的存在，

假名說心說法。親證真如時，捨妄歸真，會權歸實，泯然絕待，超越自他

對立，自他不二，己身就是眾生，有情無情、生死榮枯都無差別，雖說平

等無別，但以實就權，真如法界展開則萬有不窮，不妨自他的熾然安立。 

偈言:「真如隨緣說不變，法界自他皆無礙。」 

61【要急相應，唯言不二。】 ( 或作【惟言不二】) 

相應於真如法界，首要融入萬法互通的本質，既不是「二」，也不是

「一」，有取皆二，若不取也無不一，只能假名「不二」。佛與眾生、情

與無情平等不二，不即不離見聞覺知，見身無實是佛見，覺心如幻是佛覺。



《維摩詰經》裏，維摩詰居士「默然無言」，文殊菩薩讚歎：「是真入不

二法門」36，無邊法門妙義不消一點用心，當下放卻，即入不二。 

偈言:「默然直入不二門，相應早是饒舌語。」 

62【不二皆同，無不包容。】 

契入不二法門，觀世出世間萬法，都是不二，不二即同體，凡聖、迷

悟、有無、自他，法法本如，如法皆如，所以法法平等，佛佛道同。不二

之中，無有分別，也無「無有分別」的心，此無心之心，見一切法都是菩

提、無量世界都是淨土、有情無情都是佛。同體無體，包納太虛，含容萬

象，既使龐居士「一口吸盡西江水」37，馬祖禪師也只能掩口無語。 

偈言:「真如萬法一口吞，纖毫不動露消息。」 

63【十方智者，皆入此宗。】 

十方無量世界悟道的聖者，都入此不二門，就是真如法界。佛陀成道，

從宗出教，弘揚法界等流正法，祖師們遵循教法以藉教悟宗，宗教兼通，

歸宗合覺，又從宗出教，自度度他，傳燈無盡。《華嚴經》文殊菩薩偈頌 : 

「如來深境界，其量等虛空，一切眾生入，而實無所入。」38   當知此宗，

眾生本具，迷者喻出，悟者喻入，若會通真如生滅不二，何來出入。 

偈言:「大道無門如何入，入而無入是真入。」 

64【宗非促延，一念萬年。】 ( 或作【萬年一念】) 

「宗」或「真如法界」本來如此，非悟才有，雖悟而離言無相。所悟

之宗，超越世出世間一切法，遍虛空、盡法界，無時空的界限，無所謂當

下剎那，也無永恆不朽，維摩詰居士說「無有量，已過量」，已超出數量

的觀念。依華嚴一真法界，事事無礙，平等不二，極短一念，豎窮三際，

極長萬年，唯一生滅，一念萬年，非斷非常，萬年一念，千古同風。 

偈言:「促延不曾有短長，一念萬年斷前後。」 

65【無在不在，十方目前。】 

至道無形無相，無在無不在，三世諸佛、六道眾生、依正世間、一念

萬年，一切法都是無在而又無不在。時間短長平等，空間遠近不二，十方

虛空無涯無盡，森羅萬象盡在眼前，諸佛眾生同一種智，世出世間本自清



淨，《楞嚴經》說 : 諸法「當處出生，隨處滅盡」，來無所從故無在，去

無所止無不在，法性遍虛空，不出一毫端，分明在目前，大道體無方。 

偈言:「周遍十方無所住，當下一念無不在。」 

66【極小同大，妄絕境界。】 ( 或作【忘絕境界】【亡絕境界】) 

十方、目前無二無別，真如法界没有時空、長短、大小的對立，《楞

嚴經》說 : 眾生「為物所轉，故於是中，觀大觀小」，又說 :「於一毛端，

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大小無性，同一空性，極小微塵無內

之相，極大虛空無外之相，緣起假相，境界無界，大小双泯，小能容大，

小即是大，剎那一念，感應無量諸佛，絲毫善行，迴向法界群生。 

偈言:「極小不小大不大，一粒微塵追虛空。」 

67【極大同小，不見邊表。】 

《心經》說「以無所得故」，至極不思議的境界無邊際可說，而說虛

空極大、微塵極小，無所得中無大無小，有大皆小、有小皆大，極大極小

不二。真如法界没有範圍，大地載不起，虛空包不盡，迷時心包太虛，悟

時太虛即心。萬法即一心，一心有所得，六根遍法界，一心無所得，天地

互不容；若不見邊表，法身則無事，無事無法身，無邊表可見。 

偈言:「法身不見邊表時，極大同小皆法身。」 

68【有即是無，無即是有。】 

從真如現起有無相生，雖說無，卻得用無名之名來表示，說有，也實

無一法可得。心動則有「有」法，緣生無性，有即是無；心止則無，若執

「無」法，無即是有。《楞伽經》偈 :「有無是二邊，乃至心境界，淨除

彼境界，平等心寂滅。」39   證悟寂滅一心，其體不二，即有即無，絕觀絕

緣，非有非無；自性寂滅，不待有無，有自有，無自無，非關汝事。 

偈言:「趙州破無直說無，說無著無何須有。」 

69【若不如是，必不須守。】 ( 或作【若不如此】) 

六祖大師說 :「說通及心通，如日處虛空」，教下與宗門都能通達無

礙，解佛所說、證悟實相，如日光遍照虛空卻無所住著，正所謂「上無片

瓦，下無立錐」，一法不立。「說、心」無所得、超越「有、無」的不二



境界才如是究竟，有無只是識心分別名字，執有、執無，絲毫執著都要放

下，直截剪斷葛藤纏縛，方是向上一著，若稍有留戀，則落向下一著。 

偈言:「有無情盡法不立，虛空何處堪留戀。」 

70【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真如不變隨緣，一心流出千差萬別一切法，隨緣不變，千差萬別統而

成一心，萬法唯一心，一心全萬法，萬法、一心，都是真如別名。真如法

界，事事無礙，相即相入，無不包容，先說促延、小大、有無相即，此說

一多相即。說一是一切之一，說一切是一之一切，在一不少，在一切不多，

無一無一切可得，不可得中亦不起無所得心，見一即一切，見一切即一。 

偈言:「一即一切法輪轉，一切即一轉法輪。」 

71【但能如是，何慮不畢。】 ( 或作【何慮不必】) 

但能達到前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禪的境界，水到渠成，無須

憂慮修行道業，而自然任運。南臺守安禪師說：「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

無事可思量。」40   大徹大悟，返照本來面目，直下承當如來家業，生活起

居，如理修持，長養聖胎，不存知解相，常行無相行。大心無依、大化無

跡、大巧無作、大任無力，世法佛法打成一片，所作已辦，無事不畢。 

偈言:「不變隨緣自在行，活在當下即道心。」 

72【信心不二，不二信心。】  

「信」就是「心」，能信的心與所信的心同一，無能無所、無體無相，

無法可生，於是信心，不作二想。信心不二，心、無心不二，相信是心作

佛、是心是佛，心佛不二、生死不二。入此不二法門，無自無他、無相對

無絕對，唯是一心，一心不亂，此真心就是至道。至道不二，不二也無地

可容，無可容處，不二當體即是信心，信心圓滿就是無上菩提。 

偈言:「自心起信還自信，自信自心成信心。」 

73【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 或作【非古來今】) 

頓悟信心不二的至道，此不可思議境界是「心行處滅，言語道斷」，

無觀能思、無相可緣，有相皆是虛妄；無言能議、無法可說，有法就成執

著。當下一念不動，超越過去、未來，没有現在，徹悟三心不可得，同真



際、等法性，無量時空盡是本來面目。信心不待悟道，未悟時不減，今悟

後也不增，廣欽老和尚說的「無來無去無代誌」，本來無事，天下太平。               

偈言:「如來如去無來去，非心非佛自菩提。」 

 

歇後剩語 

達摩祖師東來，傳佛心印，以心傳心，如水合水，心無其心，以法印

法，似空印空，法無其法，然而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心狂迷法，狂心若

歇，歇即菩提，歇後無言，有語皆剩，無言自語，發揚直指之道。 

《信心銘》拈出至道盡虛空、遍法界，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不可思

議，直須放下分別，截斷古今葛藤，掀翻死生窠臼，證悟當下一念，信心

具足，虛空粉碎，大地落沈，至道儼然現前。默證了然，易如反掌，難如

登天，卓然獨立，無法可說，但是，僧璨大師悲心廣度群生，直探威音佛

前，點盡千古明燈，苦口婆心，孜孜不倦的將悟道體驗，以《信心銘》開

顯波瀾壯闊的華嚴境界，當下成就的楞嚴寶藏，與究竟成佛的法華一乘，

雖是「藉教悟宗」的助緣，又何嘗不是「從禪出教」的本懷 !  

至道無難，非去來今，僧璨大師的悲心度生，似曾相識，感應道交，

感念於太虛大師「一世胸襟」41  度生的大願大行，也感動於弘一大師「悲

欣交集」愍眾的大慈大悲。讀《信心銘》，能所分明，恍然忘知，不可思

議，強作文字，與眾共修。              

                                  2014 年 11 月 14 日  王家軒  於美國紐澤西州寓所 

 

============================================================= 

29.  宋 大慧禪師集《正法眼藏》卷 1 ( 卍續藏 67，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557c09 )。 

30.  宋 智昭集《人天眼目》卷 6 龍潭考 ( 大正 48，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333c11 )。 

31.  宋 紹曇記《五家正宗贊》卷 1 ( 卍續藏 78，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582b14 )。 

32.《佛說黑氏梵志經》( 大正 14，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967b20 )。 

33.  後秦 僧肇法師《物不遷論》( 大正 45，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151a09 )。 

34.《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 大正 17，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915a16 )。 

35.  宋 淨覺編《宏智禪師廣錄》卷 8「坐禪箴」( 大正 48，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 

36.《維摩詰所說經》「入不二法門品」( 大正 14，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551c23 )。 

37.  唐 于頔編《龐居士語錄》卷 1 ( 卍續藏 69，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131a19 )。 



38.  實叉難陀譯《華嚴經》卷 13 ( 大正 10，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069a09 )。 

39.《楞伽經》卷 3「一切佛語心品」( 大正 16，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499b08 )。 

40.  宋 普濟集《五燈會元》卷 8 ( 卍續藏 80，CBETA 中華電子佛典 0181c07 )。 

41.  太虛大師《法性空慧學概論》p. 842「抉擇千古之手眼，開拓一世之胸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