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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性有為空。緣生故如幻。無為無起滅。不實如空華。

 

真性就是沒有一切虛妄，叫作真性。虛妄的有為法是依

真空而生，所以有為法也是空的。為什麼呢？因為它是依因

緣而生，還從緣滅，當體即空，故也是幻化不實在。有為法

是空，那麼無為法呢？是不是也屬空呢？無為法也是同樣不

實在的。因為是無起無滅的緣故，猶如空中華一樣，無起無

滅不實的。

永嘉大師證道歌說：「真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

空。」真既不成立，這是離言說相。妄本來是空的，這是離

心緣相。有和無兩法都遣除，那麼不空之念，也都空了。就

是說這個道理。

佛要破阿難識心，這裏的有為無為是指意識，因識性是

虛妄，猶如空華一樣。

 

言妄顯諸真。妄真同二妄。猶非真非真。云何見所見。

 

【言妄顯諸真，妄真同二妄】：為什麼要說妄呢？因為

無妄不能顯真，故此要把妄說出來烘托起真。但有真，哪

裡還有妄呢？一真法界，一法不立，是什麼都沒有的。況

且真和妄是對待法，不是究竟法。而佛法是沒有對待的，

所以一說出妄來，真也變成妄了。一有言說都非實義，即

落第二義諦。

【猶非真非真，云何見所見】：既然真和不真，究竟都

是不對的。那麼能見之六根見分，和所見之六根相分還算作

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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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無實性。是故若交蘆。

 

見分之六根和相分之六塵，中間都沒有實性，只不過是狼狽相依而

已。就像二根交蘆一樣，互相依賴，不能獨立，如果一根倒了，其他的

一根也同樣倒下來。

 

結解同所因。聖凡無二路。

 

既然結縛和解結都因於六根，六根結縛，便是凡夫，六根解脫便是

聖人，所以聖人和凡夫，並不是兩條不同的路。只是聖人有大智慧，明

白天地間萬事萬物，故能背塵合覺而得解脫。凡夫不明白背覺合塵，故

有結縛不得解脫。一旦覺悟得解脫，亦是聖人。

 

汝觀交中性。空有二俱非。

 

你詳細觀察交蘆中的性，是有呢？還是空呢？說它空，但確實有交

蘆，說它有，但交蘆中間實在沒有實體，所以說空和有，二者都是不對

的。就和有為法無為法一樣，都是不實在；亦如見分和相分一樣，都無

自性，都是虛妄。

 

迷晦即無明。發明便解脫。

 

迷時便依真空生出晦暗，有晦暗就生出無明。這就是知見立知，是

無明本，就有結縛，就是凡夫。如果能發揮本有覺性，明白非有非空，

即知見無見，便是聖人，便能解脫。

在這裏我想起一個公案。從前有一老修行，已經修了數十年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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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未開悟。有一天他聽說某山上，有一位開悟的老和尚，他便很專誠地

前往參拜，又很慎重其事地穿袍搭衣，長跪合掌，退求老和尚開示，怎

樣才能得「解脫」？老和尚只簡單地說：「誰縛著你？」老修行言下便

得開悟。是否一句話就可以令他開悟呢？這要看因緣。可能老和尚知道

老修行因緣已成熟，便點醒他。亦可能老修行平時也很用功修行，雖然

未明白，但遇老和尚一指點，便頓然貫通。所以中國古語說：「悶坐十

年山，不如明師一指點。」自己妄修瞎煉，總不如明師指點，才易明

白，明師即明眼善知識。什麼是明眼？即開佛眼，怎樣才能開佛眼？是

要痛下功夫，專誠地修大悲法四十二手眼，一定會開佛眼。好像現在我

有一位弟子，他已生生世世修了四十二手眼，所以現在能開佛眼。你們

想開佛眼，那要特別專心致意地修四十二手眼，一天都不能間斷，終會

開智慧眼的。

 

解結因次第。六解一亦亡。根選擇圓通。入流成正覺。

 

解結要由次第來解開。但最初怎會結縛在一起呢？是因依真起妄。

妄有六結，六結即五陰，由不生不滅之如來藏，因一念無明，晦昧為

空，便和有生滅之妄相互相結合，而成阿賴耶識，即第八識。第八識本

來叫含藏識，即如來藏，因受無明薰染，變成阿賴耶識。故由識陰先起

而有行陰，即第七識，末那識又叫傳達識，專傳達六識之意思到八識

處。然後有想陰，即第六識，再有受陰，即前五識；再有色陰，即內之

根身，外之世界。前四陰比較微細，每陰有一結，色陰比較粗，故有二

結。解結要從內向外，亦即從粗至細，次第解開；六結解盡，五陰消

滅，五濁亦就澄清。因推究根本，是由六根和五陰混合在一起而生出五

濁，便有種種煩惱障礙。現在要解結，便不要向外馳求，跟著識陰到處

亂跑。因我人最初受生是由識陰。由識陰和五陰結成生死縛，便不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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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現在先由識陰解除，一根解脫，其他五根也就清除。

修道入手法門，也要從六根門頭來修；眼不隨色轉，耳不隨聲轉，

鼻不隨香轉，舌不隨味轉，身不隨觸轉，意不隨法轉，把六根門頭境

界，旋轉過來，收拾身心，反求諸己。再選擇最圓滿之根來修。眼根、

鼻根和身根不圓滿，耳根、舌根和意根最圓滿。佛暗示耳根最圓滿，但

沒有言明，要阿自己選擇，若證得一根圓通，餘五根之結亦解，便能入

聖人之法性流，逆凡夫之生死流，就能成正等正覺。

 

陀那微細識。習氣成瀑流。真非真恐迷。我常不開演。

 

阿賴耶識即阿陀那識，譯作「執持」，能執持一切染淨種子，和根

身器界，令不散失。所以此識亦即如來藏，因受無明薰染，就成為藏

識。這阿陀那識是最微細難知，因受無明薰染，無明即習氣，是故妄上

加妄，引生諸趣，成為生死瀑流，什麼都擋不住。

【真非真恐迷，我常不開演】：這阿陀那識是真妄和合在一起。其

體本來是全真，因摻雜無明習氣，故變成有妄。如果我說是真，恐怕人

就迷妄為真，變成迷中更迷。如果說是妄，又恐怕人迷真為妄，反致向

外馳求。所以對於小乘權教，我都不敢輕易開演這種真正大乘法。

 

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不取無非幻。非幻尚不生。幻法云何立。

 

【自心取自心】：一切眾生，不明白見分和相分，都是唯心所現，

故執著在見相二分上，以能見之見分，來妄取所見之相分，取字即執

著，結縛之意。

【非幻成幻法】：不能迴光返照，只知向外馳求，遂將本來不是幻

法的，都妄成虛幻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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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取無非幻】：如果明白見相二分，皆是虛妄，凡所有相，皆

是虛妄，就不會去取著。那就非特沒有虛幻法，就連非幻的真法也沒

有了。

【非幻尚不生，幻法云何立】：非幻之真法尚且不生，那麼妄之幻

法更沒有立足之餘地了。

 

是名妙蓮華。金剛王寶覺。

 

如能不取見相二分，而能返本還原，轉識成智，那就是妙蓮花。蓮

花是出於污泥而不染，又是花果同時，金剛表示我們之真正智慧堅固，

有如金剛劍能破一切無明習氣，表示自在；寶覺，表示我們的真心。

 

如幻三摩提。彈指超無學。

 

三摩提，即等持之意，平等受持慧力定力。有慧力便能解結，有定

力便不會結縛。有了定慧便能滅盡諸幻法，返本還源，證入圓通，得住

首楞嚴三昧大定，那就在一彈指的時間便能超過無學，證四果阿羅漢。

 

此阿毘達磨。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

 

阿毘達磨，譯作無比法。是一種從根解結，最高沒可能比得上的法

門，是十方薄伽梵，十方三世諸佛，一同依照這條妙修行路，而得到證

入無餘大涅槃。

薄伽梵是佛別稱，多用於咒語上，具有六義：（一）自在，喻佛性

是自在；（二）熾盛，佛光是周遍熾盛；（三）端嚴，時常端正莊嚴；

（四）吉祥，吉利慈祥；（五）名稱，人人恭敬稱讚；（六）尊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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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而高貴。因具六義，故多含不翻。

你們聽經，第一要具深信心，第二要有端嚴崇敬心，必須端正而

坐，畢恭畢敬，就像對佛一樣，像佛來親口對你們說法。信佛就應該敬

佛敬法。看經讀經時，絕不可躺著的姿勢來看，這含有輕慢懈怠之意，

不但不開智慧，來生還要墮落為蛇身。看經讀經都會開智慧，但必須十

分恭敬，才能感應道交，才能開智慧。就好像我那個小徒弟，他從來

沒有見過我，但天天都對著那本有照片的書，念南無度輪法師。終於

七十七天後，書本上居然走出一個人，來替他摩頂，從此他的病就好

了。然後他才來皈依我。這就是真誠恭敬心，才能感應道交。                                              

轉載自大乘精舍出版《楞嚴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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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10月28日（星期日）下午2時30分

主講人：洪文亮 醫師

　　　  （台大醫學系畢業、著名外科醫生）

地　點：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國際會議廳
　　　　（中華東路三段332號）

主辦單位：台南市立文化中心‧財團法人慧炬南社

聯絡電話：06-2881677       

【完全免費‧自由入座】

日常生活的行住坐臥，主要使用見聞覺知。到底這些作用是怎麼啟動 ?

是否有一不滅的靈知在作主，抑或宇宙有一主宰在指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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