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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因法師說禪悟因法師說禪（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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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心印心，燈燈相傳 

以心印心，燈燈相傳 

初祖至四祖以《楞伽經》印心

中國禪宗因六祖惠能大師的弘揚而廣傳，禪法從初祖菩提達摩、二祖慧

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等諸大師的弘傳，都略有差異。直至六祖

惠能大師標舉「不立文字，教外別傳」、「明心見性，見性成佛」的「頓悟」法

門，這是能直超如來地的法門，而使禪法大興於中國。仔細檢視各祖師的禪法

要旨，會發現惠能大師的主張事實上與前面的祖師有些不同。

初祖菩提達摩自印度將禪法帶來中國，是以《楞伽經》為宗，主張「二入

四行」來進行解行二門的修行。「二入」是指「理入」與「行入」，「理入」就

是要先理解「含生同一真性」的佛法真諦，「行入」則以「報怨行」、「隨緣

行」、「無所求行」、「稱法行」四種修行功夫作為實踐法門。當時的人們懷疑

達摩的說法，無法加以思惟，所以並未信受，禪法也未廣傳。

二祖慧可的禪法承襲達摩，也是以《楞伽經》印心，認為眾生同一佛性，

更進一步提出「萬法皆如」、「身佛不二」的道理。當時的人們雖然能思惟這些

道理，但因未修習者或已依之修習的人都非常有限。所以，禪宗並未開展。

三祖僧璨接法於慧可，因要避北周武帝滅佛之禍，所以終生隱居山林，

禪法的弘傳受到相當大的局限。僧璨所作的〈信心銘〉以偈頌體闡明自己悟道

的方法與境界，強調「信心不二，不二信心」的境界，是禪宗修道非常重要的

指引，對後世的佛教與禪宗初期思想的發展都具有深遠的影響。例如，百丈懷

海禪師就以〈信心銘〉教導弟子，趙州禪師則經常引用〈信心銘〉裡「至道無

難，唯嫌揀擇」（想要達到至高無上的佛道並非難事，就怕挑揀分別而生憎愛）一句來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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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修行人。

僧璨傳法給道信，是為禪宗四祖。道信以前的三位祖師，都是隨緣而住，

以遊化的方式弘法。但自道信開始，禪宗的弘傳有了固定的弘法地點，他以黃

梅雙峰山為據點，「擇地開居，營宇立象」，開始營建道場，建造寺院，樹立

佛像，以廣傳禪法。於是道信「大作佛事，廣開法門，接引群品，四方龍象，

盡受皈依」，禪宗因此壯大發展。

他另一項貢獻是提出「農禪並舉」，主張僧人要自給自足，讓僧人的生活

有了保障。而且他還提倡運水、搬柴等一切勞務都是禪的修行，形成後來馬祖

建叢林、百丈立清規以實踐農禪生活的模式。

道信為根器成熟的有緣者，依菩薩戒法制定「入道安心要方便」。他又結

合《楞伽經》與《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略稱《文殊說般若經》），

將「法界一相、繫緣法界」的一行三昧融攝於初祖達摩的禪法中。「一行三

昧」是指禪者透過一心念佛，心心相續，念佛心就是佛；如果心有妄念，則是

凡夫。於是，道信開啟了「心淨即佛，佛即是心」的法門。

五祖與六祖以《金剛經》印心

四祖後來傳法於弘忍，是為禪宗五祖。弘忍後來在雙峰山東面的馮茂山再

建道場，稱為「東山寺」，所以後世稱他所傳的禪法為「東山法門」。弘忍於

弘法時期「法門大啟，根機不擇」，於是禪宗大為興盛，曾有記載說弘忍弘法

十多年「道俗受學者，天下十八九」。

弘忍承襲了道信「一行三昧」的禪法，提出了「齊速念佛名，令淨心」

的「念佛淨心」法門。「佛」一詞代表覺性，「念佛」是念念啟悟自己的覺

性，而能自成佛道的。所以，這個「念佛」是教人修「念一佛」的方便，而不

是稱念「阿彌陀佛」以求生淨土。道信就曾說：「若知心本來不生不滅，究竟

清淨，即是淨佛國土，更不須向西方。……佛為鈍根眾生，令向西方，不為利

根人說也。」所以，他所主張的「念佛淨心」法門最後要人體悟的是「心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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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

弘忍常說：「欲知心要，心是十二部之根本。」又說：「諸佛只是以心傳

心，達者印可，更無別法。」弘忍的禪法以悟徹心性本源為要旨，而轉以《金

剛經》傳法，但並未捨棄《楞伽經》。這是禪宗以《金剛經》傳法的開始。

弘忍傳法於惠能，是為六祖。惠能不取念佛方便，而直指自性般若，他

說：「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即緣心迷不能自悟，須求大善知識示道

見性」，以此強調「明心見性，見性成佛」。他指導禪者修行實踐的核心方法

為「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

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相

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

此處所說的「無」，並非指「空無」，而是有否定意思的「不要」或「不

是」。「無念」是指不執取生起的念頭，能超越心念。「無相」是指不執著任何

是非、善惡的分別相，能脫離表相的繫縛。「無住」是指不被萬法束縛，能安

住於本然的佛性。

弘忍門下有神秀與惠能兩大弟子，弘忍雖傳法於惠能，但神秀與惠能因對

禪的看法不同，後來分為「北宗」與「南宗」二派。神秀的北宗禪法以《楞伽

經》為宗，主張「漸悟」，多弘傳於北方的貴族階層，是以長安、洛陽兩京為

中心。惠能的南宗禪法則以《金剛經》為宗，最初流行於嶺南一帶。後來惠能

的弟子神會為了強調「南宗」的正統性，極力抨擊北宗為「師承是傍，法門是

漸」，認為北宗未獲得衣缽傳法，而且弘揚的是「漸悟」法門。這種說法影響

所及，北宗的勢力逐漸衰退，惠能曹溪的「頓悟」要旨才廣為流傳。

六祖惠能之後，嗣法弟子四十餘人中，以荷澤神會、南陽慧忠、永嘉玄

覺、青原行思、南嶽懷讓等最為著名，廣傳曹溪的禪法於中國各地，有所謂

「一花五葉」（「一花」指初祖菩提達摩，「五葉」指潙仰、臨濟、曹洞、法眼、雲門等五

宗）、「五宗七派」（上述五宗，加上出自臨濟宗的楊岐、黃龍兩派）之說。於是唐代

中期以後，南宗逐漸成為禪宗主流，大盛於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