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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海法師序

第一次見到惠空法師是在 1994 年柏林禪寺第二屆生活禪夏
令營上。他是第一位應邀來夏令營授課的臺灣法師。家師老和尚

還說到邀請法師的緣起：向真華長老打聽臺灣青年法師中的佼佼

者，想請來講課。真華長老不假思索地說：惠空法師！

那時法師春秋正富，意氣風發，講課介紹了大慧宗杲禪法中

的“無字禪”。他那赤誠的信仰情操、雄辯的講說、以及待人之

古道熱腸，俱給甫入佛門不久的我以深刻的印象和有力的感動。

而他介紹的趙州無字禪也引起我持續不斷的興趣，在禪修用功中

也開始“依樣畫葫蘆”，嘗試着要透“無門關”⋯⋯。

第二年，法師又一次蒞臨夏令營，同來者還有圓光佛學院的

宗嵩、宗麟二位尼師。那時柏林寺萬佛樓所在一大片地尚是廣大

深坑，師父正籌划着買回改造。法師為此還捐了許多善款。

此后的歲月中，唯有一次赴本煥長老百歲壽慶，于弘法寺山

門口與法師邂逅，其他時候總也無緣親近座下。但我卻一直關注

法師的動向。他辦兩岸佛學交流，他來大陸幾處祖庭講法，他傳

講高峰禪法、永嘉禪法⋯⋯。顯而易見，法師多年來致力于漢傳

佛教禪法修證體系的整理弘揚，孜孜矻矻，講著不倦。

這本《禪宗看心》即是法師整理禪宗修證體系的又一成果。

“藉教悟宗”本是禪宗自菩提達摩就有的傳統。只是這一傳統在

唐代祖師禪異彩紛呈時期漸不突現。唐代祖師們個個宿稟深慧

（疑是《大般若經》中所言從他方佛國或兜率內院來生此土之“學

般若菩薩”？），卓爾不群，全體悟入禪之現量境界。所以能于

生活日用中施展殺活縱奪的教學手段，令學人在回頭轉腦、一問

一答的心念起落中頓斷相續、悟明本來，而后任運起修⋯⋯。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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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教學完全不存規則，不落窠臼，應機而施，間不容髮。如師家

自眼未明，或自眼已明而無接人方便智，必定浪施其功，甚而誤

導學人，瞎人眼目。近代的本光法師（祖籍四川，1997年示寂）
讚歎祖師禪為“活的般若”！妙哉斯語！

所謂“活”者，是指師家的作略和學人的悟入不落概念思維

的理路，而禪與佛齊肩的般若正見及其斷證心路歷程則完全符合

佛陀禪觀教法的理論體系。所以有人說作為“教外別傳”的禪是

“教內真傳”。此正是為何“藉教”可以“悟宗”的原因。事實

上，唐代祖師們也是非常重視經教學習的（燈錄文獻載之多處，

茲不贅述）。只是他們自己接引學人，多依當時當地當人的情境

即物發凡、信手拈來，說的都是生活中的“情境語”（所謂“粗

言及細語，俱入第一義”）。他們的悟入離言絕相，他們的說法

才能隨方就圓，不離當處。

惠空法師的努力則是從祖師們純然生活化的開示中梳理出禪

宗“看心”的修證理路。這種“藉教悟宗”、“藉宗明教”的努

力古有宗密、永明。在如今宗門師匠缺乏、知性發達的時節因緣

下，法師的努力可以令我們建立對禪的信心，用功時有個下手處。

其殷切的悲心、宗說融通的善巧，令人敬佩！依解起行，行起解

絕。于禪的修行未得入手處者，本書是把很好的鑰匙；已得入手

處者，當會不著一字，撒手直行。這應該也是法師所期待的吧。

明海向學也晚，德慧俱缺。法師著作即將正式出版，承囑為

序，不勝惶恐。綴語如上，以為慶贊雲爾。

(2015 年 1月 8日于“三字禪”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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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禪宗一法，謂：即心是佛、以心傳心、當下即是、明心見性。

如何明心？謂：看心無心，所謂無心是道，以看心而無心、明心

為要務，祖師隨師資因緣，歷史多有變遷。如何看心明心？諸祖

語錄中多講公案，少講看心法則次第；今時禪堂亦然。公案中師

徒問答機鋒、棒喝等鍛煉弟子手法，固為祖師已驗之方，然因非

當日契合師資，已失其實際教學作用。

南宋以后，祖師以師資根器不足，故以一死方法看心，漸

修苦功死力以破重昏冥癡。看心方法中，以默照禪與參話頭為代

表，大慧宗杲禪師力推參話頭，法簡易入，八百年來為禪宗主流。

默照禪為天童正覺宏智禪師所倡，后代發揚闡釋無多，又以廣錄

文字艱澀隱晦，默照禪雖盛其名，多不知其內容，故難以契入。

而較默照禪早出之唐朝永嘉禪法，與默照禪同屬直接看心，次第

分明而論理清晰，惜埋沒不為人知。

惠空 不知宿昔何因緣于永嘉禪法偏好，三四十年實際運心操
作，玩味其中，從永嘉奢摩他、毘婆舍那入，乘以理解默照禪、

圓悟佛果、清遠佛鑑等系列看心方法。三十年來于諸學院教學，

自修之際，于教下諸宗禪法理論亦多有涉習思惟，固知其理論下

手皆殊異其趣，然不知其所以然者，囿于胸中二十余載。

近年來于永嘉並參話頭禪默中，玩味再三，反覆披閱諸宗師

語錄，遂于「不會」與「黑漆桶」之處得一線索，由此而入。再

從參話頭之「疑情」得到「疑情即是不會」之啟發，並認定此即

禪宗看心重要理路。循此線索，蒐羅祖師語錄，由諸多祖師對看

「不會」及「漆桶」之詮釋，遂成此篇，以明禪宗看心理論旨趣。

教下、宗門，就大乘無相之旨，其本一趣，唐宗密大師固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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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言，而何以明其有教下、宗門之異者，厥有二旨：

一者，從入手而論：宗門論修從惑入手；教下論修從苦報入

手。

二者，從本質而論：宗門首論證悟，次論入修：教下則首論

言教，進而以教導修。

「修證為主」與「以教導行」之別者：

1. 教下因從言教入手，相對于宗門從力行下手，故教下理路較清
晰。宗門運心法則師徒口耳相傳，日久差殊，同源而門庭殊別，

理路難以一致而張揚、統一。

2. 宗門以修證為主，論修證則冷暖在心，但心心相印，亦無法
則一概可循。教下從理上敘述各宗法義，佛陀經中多有章法可

依。由是宗門短局于理論，且師承多樣，若無有善知識引導，

固難彰顯、契入。

所以虛雲老和尚說過：「然而為什么現代人，看話頭的多，

而悟道的人沒有幾個呢？這個由于現代人，根器有不及古人，

亦由學者對參禪看話頭的理路，多是沒摸清。有人東參西訪，

南奔北走，結果鬧到老，對一個話頭還沒有弄明白，不知什么

是話頭。」

虛雲老和尚開示，說明今日時代或宗門面臨問題，即需要將

禪宗法門之理路梳理清楚，此亦本書動機旨趣。本篇用五章來敘

述：

第一章從知見拉開修行之門：凡夫現前身心世界，由眼見心

知而安立存有。知見是凡夫生命主體性，此有情生命主體，恰是

有情輪迴苦趣之根源，所以佛于《楞嚴經》指出「知見無見，

斯即涅槃」。此「知見無見，斯即涅槃」之語，如原子彈在空

爆炸，翻轉有情必須銷解知見以入真實。銷離知見，即是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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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見，無知無見方是進入涅槃法身之大門。

何以無知無見是成佛作祖之門？故以第二章「不會」明無

知，第三章「黑漆桶」明無見。此「不會」與「漆桶」，即為禪

宗修行之大途。

看「不會」及看「漆桶」這兩個法門，都具有：①法門運心

所緣行相；②從緣取行相無知不會、冥暗漆桶，攝持無明業識、

煩惱；③透過無明行相，了知無明無體；④由無明無體進而到無

明即覺智、法身。此一過程于第四章中，用教下理論證明之。

第五章提出看「不會」與「漆桶」，是從心識所緣邊論，則

亦應有從能緣邊法門，如靈知與默照、永嘉等。能、所一體，從

能緣、所緣將禪宗諸代表性法門做一統攝。最后說明法門雖多元

差別，所得心體是一，所謂靈知與無心不二，或空有不二中道之

理。

八月中旬，于雲居山講禪宗看心方法，以本篇看心不會諸章

饗于大眾，在座大眾歡喜于禪宗法門明朗而增進信心。

因全書尚有部分章節未完備，躊躇之際，遂有分享同好，一

睹為快之議，力促單篇出版。倉促成書，就教諸方，望有日后補

成全書《禪宗甘露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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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禪宗心要》以「一心立宗」、「即心是佛」、「無心是道」心

要三義，建立整體禪宗思想體系。此篇《禪宗看心》，則從「無心是道」

立場，建立具體法門運心理論與次第。

禪宗以看心而明心，利根者直下見性，鈍根者須法門漸修。法門

漸修即落入能、所，有能緣、能觀之心，與所緣、所觀之境。本篇旨

從漸修立場，明禪宗看心所緣境，從所緣確立能緣，而將禪宗二大體

系法門交合于一爐，所謂：側重所緣邊之「不會」、「漆桶」、「牧

牛圖」、「參話頭」；側重能緣邊之「靈知」、「體究」、「默照禪」、

「永嘉禪」，二體系本質一體。

全書分為五章：

第一章 知、見是無明本：凡夫現前身心世界，由眼見心知而安立

存有。知見是凡夫生命主體性，此有情生命主體，恰是有情輪迴苦趣

之根源。故須銷解知見以入真實，銷離知見，即是無知、無見，無知

無見方是進入涅槃法身之大門。此即《楞嚴經》所謂：「知見立知，

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

故本章從知、見拉開修行之門，以意識心中無明行相――不知→

「不會」與不見→「黑漆桶」，為禪宗看心所緣境，建立禪宗法門所

緣境理論。

第二章 不會：具體以「不會」為看心所緣，開展修證次第。「不

會」從淺處言，為日常事務中不知不會；轉為禪觀所緣時，即乍離根

塵后之無知癡暗行相；此意識無知行相，深處即無明、業識。此看取

「不會」之力用，表現在逆反識流、銷破無明、轉為智覺之「逆、破、

轉」作用而明心。最后以六位皇帝與六位祖師「不會」案例，明「不會」

所緣境之始終。

第三章 黑漆桶：「不會」從心知立場，顯無明行相；「黑漆桶」

則從眼見立場，彰無明行相。心識塵念銷解后，心體暗冥，無智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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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漫漫地，一無所見，此即祖師所謂「黑漆桶」。于此「漆桶」之無明、

業識本質上「逆、破、轉」，終能打破無明「漆桶」，所謂「漆桶」放光。

第四章 無明行相：看「不會」及看「漆桶」這兩個法門，都具有：

①法門運心所緣行相；②從緣取行相無知不會、冥暗漆桶，攝持無明

業識、煩惱；③透過無明行相，了知無明無體；④由無明無體進而到

無明即覺智、法身。此一過程，為大乘通說，故以教下理論證明之。

第五章 禪宗法門兩大體系本質一體：看「不會」、「漆桶」、參

話頭與牧牛圖，從心識所緣邊論，則亦應有從能緣邊法門，如靈知、

體究、默照、永嘉等。故依心識二分說，能、所一體，將禪宗諸代表

性法門做一統攝，明法門雖多元差別，心體是一，所謂靈知與無心不

二，或空有不二中道之理。

茲將五章關係，圖示如下：

《禪宗看心》五章關係表

教下 禪宗

無明行相 賴耶 (

第
一
章)

意識

知見

見 (

第
四
章)

知

(

第
三
章)

見 知

(

第
二
章)

①靈知　②惺寂
③體究　④體究

眼 心

冥暗 無知 漆桶 不會

①不會
②漆桶
③疑情
④黑牛

所緣 所緣 能緣

( 第五章 )能緣、所緣兩大體系合一

心識二分說 (①根塵、②見相二分、③心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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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知、見是無明本

第一節　看心所緣境

壹、看心—明心

貳、禪宗看心之所緣境

第二節　知見立知即無明本

壹、佛之真知見

貳、凡夫妄知見

叁、凡智與聖知之轉換

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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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看心

禪宗法門，以看心而明心見性。看心明心有頓悟、漸修二門。

利根頓證，不假方便；中下根人，須假所緣境運心。本章以「知、見」

架構起禪宗所緣境之根本理論，分兩節：

第一節「看心所緣境」：確立禪宗看心法門，乃中下根人漸修

方便，必有運心之所緣境。此所緣境，即是以無明為本質之「知、

見」，所謂心知、眼見，為有情生命主體，代表一切根塵境界。此

「知、見」收攝在意識心中，即為「不會底」與「黑漆桶」行相，

為禪宗看心所緣。

第二節「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禪觀核心價值在翻轉無明，捉

賊須知賊所在，故引經論解析「知、見」義涵，證明其確實為翻轉

無明之契入點，而其翻轉樞紐，在于無明無體，知見亦無。此即禪

宗乃至大乘，以無明知見為所緣境之理由。

第一節　看心所緣境

佛法分教、理、行、(證 )果。成佛之道由聞、思經教而明理；
依理而起行、修道；由觀心修行而證理得果。教、行、證三，皆相

應于理。古來宗門、教下之說，皆不出于此；禪宗之流衍，亦不出

此。然有因緣時節偏重之別，其別有三：

⒈ 以證為主：達摩以來，下逮唐宋，人根銳利，一言之下領旨，

然亦側以修行看心默究為輔，如長慶坐破七蒲團，趙州七十歲

行腳。

⒉ 以修為本：南宋初期大慧倡參話頭，正覺宏智倡默照禪，以一

死方法而看心，以勵修為進道，而達悟者亦可觀。

⒊ 以教為導：二十一世紀教育普及，傳播迅速，須以教導行，以

行取證，將修證理論方法、技巧開展次第明白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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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為全篇導言，旨在從漸修立場提出禪宗修行「看心」之所

緣境，兩點說明之：壹、看心—明心；貳、禪宗看心之所緣境。

此二何旨？與看心何涉？試明之：

一、看心─明心：明心須看心，看心依根器利、鈍，則有重修與重證

二門入：

利根速即明心，則少論功夫，直下悟了，固不待言。

鈍根遲緩，漸漸運心、看心，則有：看何心？如何看？等等要

訣須明，此則本篇之旨。

利根主證悟，鈍根主漸修，修與證乃宗門一體二用，是須首明，

以張其本。

二、看心所緣境：看心是總相，分能看之知與所看之境。欲明此看心，

先須了知所看為何，方知何以安立能看，能所二者相合，即看

心之全體。

壹、看心—明心
明心見性是禪宗根本要途。如何明心？在于看心。謂由看心而

了無心，究竟無心處，無心即佛而明心見性，此即禪宗心要「無心

是道，即心是佛」之旨。

如何看心？分三點說明：一、禪宗以利鈍二根，分修與證；二、

以證為主；三、以修為本。

一、禪宗以利鈍二根，分修與證

看心而明心，是所有禪宗祖師修行主軸，然在接引不同根器

弟子時，還有不同看心明心之用功方便，或以證為主，或以修為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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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惠能大師雖謂：本來無物，即心是佛；然亦有「無念」、「無住」、
「無相」運心、調心之定慧行。

㈡	馬祖與百丈之「是什么？」回頭句，令承擔于當下；但亦有如馬祖
與石鞏，百丈與大安之「牧牛」次第調心說。

㈢	德山、溈山「即心是佛」，有圓相與當頭棒之門庭施設；然而溈
山與德山對弟子「看不會」之垂示，則是接引中下機漸修之行。

或可謂看心有頓漸、淺深之別，所謂北漸南頓：一是時時勤拂

拭；一是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看心而明心，有迅疾于剎那之際而悟，遲緩者須二三十年勤苦

而悟者，乃至一世、二世、十世而悟者。舉例而言：

禪宗伊始，祖師多直下承擔。宗派脈衍，五宗以后各開門庭，

出各種奇特錘煉、勘驗行者軌則。門庭施設固然有⑴調教行者運心、

洗心之過程，可是多分還在于⑵勘驗、證明行者之境界。現存早期

禪師語錄中，動輒入室得法數十人，師徒間開悟后不斷昇華開悟境

界層次，多半從這個角度表現。

如馬祖與百丈常有下堂句之垂示，欲令弟子于無意間，切換到

靈光乍現之悟境，如云：

【馬祖道一】師云：不出不入是什么法？無對。( 百丈代云：見
么？ )遂辭出門。
師召云：坐主！彼即迴首。

師云：是什么？亦無對。

師云：遮鈍根阿師。1

【百丈懷海】師有時說法竟，大眾下堂，乃召之。大眾迴首。

師云：是什么？ (藥山目之為百丈下堂句 )2

1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冊，頁 246中
2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冊，頁 25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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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做為直論證悟之宗派傳續，並強調內觀返照，祖師語錄記

載大都是開悟境界之提昇勘驗，但對于初學入手次第、修道過程，

及中下根方便攝化，祖師們還是留下大量教法、軌則。此即從⑴方

便入手功夫，⑵從中下根器，或⑶初學次第性、階次性而明看心、

觀心。

①道獨禪師謂：有善根者，但無一念，直下便了；但根鈍者，

則須反覆看究。

古人又道：瞥起一念是境，但無一念，便是境亡，心自滅，

無復可追尋。若夙生有善根者，聞恁么說，直下便了。其或

鈍根，反覆看他，畢竟是什么道理。3

②黃檗禪師謂：學道人直下無心，默契而已，擬心即差，不可

于境上擬心。但黃檗亦言：定慧、鑑用歷歷，寂寂惺惺等，乃不得

已為中下根說，方便接引。

心即是佛，佛即是法，一念離真，皆為妄想。不可以心更求

于心，不可以佛更求于佛，不可以法更求于法。故學道人直

下無心，默契而已！擬心即差，以心傳心，此為正見，慎勿

向外逐境，認境為心，是認賊為子。為有貪嗔癡，即立戒定

慧，本無煩惱，焉有菩提？ 4

所言定慧、鑑用歷歷、寂寂惺惺、見聞覺知，皆是境上作解，

暫為中下根人說即得。5

上從歷代祖師開示，確然有論漸修與頓悟之二進入，今更于此

證悟與漸修，再舉祖師之例以明。

3 《宗寶道獨禪師語錄》卍續藏 126冊，頁 119下
4 《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大正藏 48冊，頁 381上－中
5 《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大正藏 48冊，頁 38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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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證為主

禪宗本質為即心是佛，謂：當下即是，直下承擔，當面打開，

無所不在，一切是現前當下，原本就是。所以沒有觀、不觀之問題。

①故四祖道信謂：百千法門，恒沙妙德，同歸方寸，總在心源，

悉自具足，不離汝心，此即無修而得之義。

【四祖道信】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

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6

②禪宗伊始，祖師不言觀心，直指當下；縱使從修上論，也是

要任心自在，不起心作觀，直接會入當下。所以永嘉大師對六祖說：

「體即無生，了本無速。」又馬祖、黃檗等，亦是不觀心之代表性

人物。

四祖道信尋訪牛頭法融，問說：「你在這兒做什么？」牛頭法

融說：「在觀心。」四祖道信就問：「觀者何人？心是何物？」說

明了能觀之人與所觀之心都無體。

四祖遠觀氣象，躬自尋訪，見師端坐自若。祖問：爾在此，

作甚么？師云：觀心。祖云：觀者何人？心是何物？ 7

③「無心是道，即心是佛」思想，貫穿在整個禪宗思想體系，

做為核心價值。六祖也講無念、無住。無心、無住，就能觀跟所觀

兩者兼任而言：能觀之心，無念、無形、無相；所觀之念，也是了

無形體，如慧忠、黃檗等祖師皆言無心佛現。

【南陽慧忠國師】無心可用，即得成佛。8

6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冊，頁 227上
7 《聯燈會要》卍續藏 136冊，頁 464上
8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冊，頁 439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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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摩祖師】若識心寂滅，無一動念處，是名正覺。9

【黃檗禪師】息念忘慮，佛自現前，此心即是佛。10

此直下無心，乃至無心是佛，或可從無心是佛之證悟境界反推

而論，謂：擬心、運心功夫緣境皆銷泯無用，方達此地。

三、以修為本

即心是佛，由無念、無住，以至無心是佛，很多人還是會不到，

祖師慈悲垂示方便：⑴或強調能觀之心，⑵或提示所觀之境。

如汾陽無業禪師參馬祖，問：「即心是佛」何義？馬祖指現前

此心即佛，故云「不了底心是」，實是指出觀心、看心（所當看取）

之體義也。

商州上洛杜氏子，初參馬大師，問：三乘教理，粗亦研窮，

嘗聞禪宗，即心是佛，實未明了，乞和尚慈悲指示。大師云：

只爾不了底心是，更無別物。11

前說，禪宗本質為直下承擔，即心是佛，如果不能直下承

擔，就要看心而明心。故馬祖說：汝分上何者為佛？就是你「不

了」之心識，因為你不了，所以要「了」。何以「了」？就是去

看此心。

①高麗普照禪師說：不識自心是真佛，不識自性是真法，所以

要求佛，就要觀達己心。只要識得自心，無量恒沙法義、法門，都

不求而得。所以說，過去如來只是明心之人，現在諸賢聖是修心的

人。此心本具諸佛功德，故修心之旨，要在識心、明心。

9 《少室六門》大正藏 48冊，頁 370中
10 《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大正藏 48冊，頁 379下
11 《聯燈會要》卍續藏 136冊，頁 50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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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識自心是真佛，不識自性是真法。欲求法而遠推諸聖，欲

求佛而不觀己心。⋯⋯

爾但識自心，恒沙法門，無量妙義，不求而得。⋯⋯

過去諸如來，只是明心底人；現在諸賢聖，亦是修心底人；

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願諸修道之人，切莫外求，心性

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12

②要修心，要識心。巖頭和尚說：怎么識心？要向自心中看，
看心以后就能朗然明白，就能明心。

巖頭和尚云：于三界中有無，唯自己知，更無余事，但識自

己本來面目，喚作無依，神蕩蕩地。若道別有法有祖，賺汝

到底。但向方寸中看，迥迥明朗，但無欲無依，便得決了。13

③怎樣看心？心分二分：一為能看之心，二者所看之境。高城
和尚講到：看心要從心中所取境下手，看清楚境，就認識了心。因

為境就是心，能看之心跟所看之境一體無二，能、所無別，所以了

境則了心。境無，心亦無，所以要看境而了境，從了境上看心、明心。

高城和尚歌云：說教本窮無相理，廣讀元來不識心。識取心，

了取境，識心了境禪河靜，若能了境便識心，萬法都如闥婆

影。14

從法門異同上論：心識本然有見、相二分，有能、所二別，但

從方便上說，能看之心靈明無相，所看之境則有相可取。故從有相

之境着手，較容易了解法門意趣，也較能夠入手。所以，欲于法門
運心有一下手處，就從所看、所觀境入手。

12 《高麗國普照禪師修心訣》大正藏 48冊，頁 1005下－ 1006上
13 《宗鏡錄》大正藏 48冊，頁 945上
14 《宗鏡錄》大正藏 48冊，頁 51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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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禪宗看心之所緣境
前說禪宗明心，在于看心，利根頓悟固不待言，鈍根漸修則有

能緣心與所緣境之相待。本篇擬從漸修看心立場，建立禪宗看心「所

緣境」理論，在此先以四點總說看心所緣：一、所緣境決定法門所

有特質；二、所緣境種類；三、看心之理；四、看心所緣境。

一、所緣境決定法門所有特質

識心本質都有見、相二分，落為根塵，遂有能觀心、所觀境之

相待關係。

所緣境決定該法門所有體性，包括⑴下手功夫；⑵境界次第；

⑶理論；⑷所得禪悟高下。茲略述所緣境之作用：

⒈	所緣對治作用有別：所有法門都有所緣境，法門所緣境是法門

之所同異最關鍵處。不同所緣境，所治煩惱作用有別，譬如：

①	同樣念「阿彌陀佛」，持名念佛跟觀像念佛，所緣境難易不同，
攝心淺深有別。

②	密宗所觀想之所緣境，跟淨土宗所觀想之所緣境，若所觀取
佛、菩薩不同，則其成就亦隨而有別。

③	數息所緣為出入息，而數數為調整、檢測亂心與否之工具。
④	不淨觀為觀亡者屍體腐敗過程，其作用為消除淫欲。

⒉ 所緣決定能緣：識心本質，皆有根塵、相見二分，所緣跟能緣

是相對應的。所緣確定，能緣也就決定；同理，能緣若定，所

緣亦隨轉；若能緣未與所緣結合，則無法成就法門之運行。所以，

祇要確定了所緣，能緣之理路原則也可確定下來。

⒊ 所緣決定法門：一切法門皆有所緣境，譬如不淨觀、十遍處，

見道的四諦、四念處等，乃至修神通，也要緣光明想。即便大

乘天台宗一心三觀，或慈恩宗五重唯識，都有所緣境理論，禪

宗之法，當然亦有其所緣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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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法門曰看心，重點強調「看」，如「看着你的心」、「看
者是誰？」祖師常常叫弟子去「看」或「提」、「參」、「究」，

看什么？看當下心念。但具體看什么「心」？或說「這個吃飯屙

屎尿是誰？」、「這個能念佛是誰？」就不易琢磨了。所以禪宗

法門由于所緣境之隱晦，或者沒有直接明講，或者省略，或者重

點放在能緣、能觀之智慧上，都是造成禪宗法門讓人不易掌握之

因素。

禪宗提出看心，問題關鍵點──心是什么？不可以因為所看、

所取境幽微，而謂無所取境。欲知禪宗看心法門，須理清看心所緣。

然則禪宗所看、所取境為何？

為明禪宗所緣境之特性，先將佛法中法門所緣境做一種類歸

屬。

二、所緣境種類

佛法宗派法門分四個體系，四個體系可從四種所緣境差別上來

看：

㈠	 聲聞有相：數息、不淨、十遍處、慈悲觀

聲聞有相禪，取意識中塵境：由前五根所取五塵境界，落為意

識上影像而取為止觀所緣影像。譬如：數息，取數與息相；不淨，

取九種死屍腐爛相或白骨；十遍處，取地、水、火、風、青、黃、赤、

白等；慈悲觀，取眷屬貪瞋相等。

㈡聲聞無相：( 四諦觀 ) 無常、苦、空、無我

聲聞無相禪，剛開始還是以觀身受心法為所緣境，進而由身受

心法的差別相，轉入身受心法之共相。總相、共相是指苦相、無常

相，乃至于空相。最后于五蘊、十八界上，破取有有情或主宰之身

見，進入無我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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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大乘有相：本尊、佛號、梵字、佛像、明月、落日等

大乘有相禪主要也是以色塵、聲塵等塵相為所緣境，但為與佛

后得智相應，所緣皆具佛功德性。譬如：或取佛像，或取落日、明

月，或取梵字，或是佛號音聲相，皆不離眼所對色塵，或耳所對聲

塵。影像落在意識中為所緣境，后觀想出自心中之佛或本尊影像為

境界。既屬有相，即是有為生滅之法。

㈣大乘無相：唯識名義不實、般若中觀之三假自性空、參禪看心等

大乘無相禪，非取意識中影像，而是直觀三科法體，或謂直觀

根、塵相對之際。然于觀取六塵觸對六根，則依大乘三宗之理轉成

無相空境，如：唯識依唯識無性之理；般若中觀明三假；禪宗參禪，

取疑情，或看心中「不會」、「漆桶」等為所緣境。

以上四種禪觀體系，有相禪分大乘有相與聲聞有相，無相禪分

大乘無相跟聲聞無相。有相與無相之運心基礎，也有其同通之處，

即二者起點都是意識心。

修行時，運心主體為意識心，意識自然分出見分與相分兩者。

相分為所緣、所觀之境，見分即能觀、能緣之心。意識是有為法，

所以意識所緣都是有相。

大乘、聲聞二種有相禪，其⑴運心所緣，⑵開展淺深禪定境界，

⑶觀行終點與⑷所依理論，都屬有相。

聲聞、大乘二種無相禪，起點也是意識心，雖然也是有為有相，

但在進入禪定同時，則將所緣境轉成無相，或朝無相而轉，故說名

無相。無相者，即無我或自性空義，故可說，其⑴所緣境；⑵開展

淺深次第禪定境界；⑶所得悟證功德；⑷所依之理，皆是無相。所

以在此分出了有相禪與無相禪之差別點。此是總體說法。

從佛法中四個法門種類而言，依所緣境之取相，決定該法門歸

屬在哪一類思想體系中，法門可謂依所緣境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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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中觀般若、如來藏三宗理，與空相應故，亦由所緣三科

之法無相故，名大乘無相禪，禪宗亦屬大乘無相禪。

不管是默照禪也好，永嘉禪也好，參話頭也好，一定有其所緣

境。譬如：參話頭初緣「話頭」，再細深處，即是「疑情」。故就

參話頭法門言，先以話頭為初心所緣境，運心深細，所緣境即由話

頭音聲相消失，轉為純一心相，謂之疑情，此「疑情」即是真正禪

宗參話頭法門所緣境。疑情固為參話頭之所緣境，然則禪宗看心所

緣境，唯有一疑情或有別法，此中有一共通理則否？或謂疑情本質

是什么？更否將之與整個佛法體系做一貫穿建立？

所以，本篇重點在將「禪宗看心法門之所緣境」提出，並且申

明清楚。比照教下，如數息、不淨、十遍處；念佛、觀佛像、落日、

密宗觀圓月、梵字、本尊形色、觀菩提心；聲聞慧觀身受心法上之

無常、苦、空、無我之理等；乃至天台的三止三觀，唯識之唯識觀，

都有明確所緣境。禪宗所緣境是什么？這是關鍵問題。

三、看心之理

禪宗屬于大乘無相禪，理論上，大乘無相禪之所緣境，皆可

做為禪宗所緣境。大乘無相禪之所緣境為何？可從兩個角度分

析：

㈠	所觀之境：即運心所緣，此所緣之法即有情身心。從世間法相開展

立場而言，可有二途：一者即分成惑、業、苦；二者，可用唯識種子、

現行之說詮釋。

㈡	所依之理：運心之始，取所緣境，皆落入惑、業、苦三道之中，是

為所緣事法之境。大乘無相禪，即是運心將此所取事境，轉觀成大

乘三宗性空之理。即依大乘三宗之理而契入，謂如來藏、般若中觀、

唯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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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從三宗之理，和惑業苦或種、現立場詮釋？此皆宇宙本

然之理。惑業苦或種現，從所緣法相差別而論；三宗從緣取所緣

境后，翻轉、逆返生死流轉所依之理而論。以下就十二緣起之角

度說明：

㈠所依之理──三宗之理

一切萬法宇宙本然即十二緣起之體性，佛陀用十二緣起詮釋一

切宇宙萬法本質。

宇宙萬法，從十二緣起之無明、行、識三支開展，賴耶 (識 )入
胎成名色，名色即有情生命起點。名色、六入、觸，成長有情之根身，

同時亦建構外在器界。在母胎中，是有情生命內部結構形成之機制，

同時也是覺性逐步淪落到六道報體中。此覺性之淪喪，同時建構有

情根身與外在器界，即生命奧妙之處。此是從生命流轉而言。

無
明

行 識 名
色

六
入

觸 受 愛 取 有 生 老
死

生
命
本
源

生
命
起
點

建
構
外
在
器
界

成
長
有
情
根
身
、

從覺性逆返而言，從觸支向上到六入、名色，即大乘空觀之開

展，銷解由無明、行、識所流轉下來，障蔽本有覺性之業識幻現生

命結構，證入空性。其切入點為十二緣起中第六觸支，由觸支逆推

上溯入六入支、名色支。此名色、六入、觸三支都具有無明、行、

識特質，而無明、行、識各自代表着如來藏、般若、唯識三宗特質。
所以，從觸支隨法門所依三宗之理差別，入禪定智慧深觀，可見唯

識性（唯識），可見自性空（般若中觀），可見真如性（如來藏）

切入，就可以穿透惑業苦之生命境界，開展大乘空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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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所觀之境

⒈	三道—惑、業、苦

無明、行、識所表現，從覺性立場是相應于三宗之思想；從生

死流轉立場是代表有情生命之惑、業、苦三道，所謂無明為惑、行

為業、識為苦報。故從無明、行、識向下流轉到名色、六入、觸三

支，支支都具有惑、業、苦特質，只是現前所表現型態是在苦報中，

實則苦報中含有惑、業之成分。如《雜阿含經》說：「有無明故有行，

不離無明而有行。如《雜阿含經》說：「有無明故有行，不離無

明而有行。15
」

如《雜心論》、《大集經》、《成唯識論》等諸大經論，皆明

有情生命境界十二緣起，可約攝成惑、業、苦三道。

問：世尊說緣起，彼有何相？

答： 煩惱及業事，彼隨次第生，當知是有支，眾生一切生三
分緣起支，謂煩惱【惑】、業、事【苦】。此煩惱、業及事，

于彼彼生次第起，名緣起支。16

善男子！如來世尊于無道中而轉法輪，為壞眾生三種道故。

何等三道？一煩惱道；二者苦道；三者業道。業道者，所謂

行、有；煩惱道者，所謂無明、愛、取；苦道者，所謂識、

名色、六入、觸、受、生、老死等。17

惑、業、苦三，攝十二者：無明、愛、取是惑所攝；行、有

一分是業所攝；七有一分是苦所攝。⋯⋯由惑業苦即十二支

故，此能令生死相續。18

15 《雜阿含經》大正藏 2冊，頁 97中
16 《雜阿毘曇心論》大正藏 28冊，頁 935中
17 《大方等大集經》大正藏 13冊，頁 163下－ 164上
18 《成唯識論》大正藏 31冊，頁 4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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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大乘禪觀在初取所緣境時，以六根、六塵、六識做為所

緣境，或以意識法塵做為所緣境時，第一層所碰觸涉及是苦報，

因為苦報中含有惑、業，即無明、行成分，故在取境時，即有取

苦報或取惑、業之差異，此中即形成法門別異。在緣取時，教下

從苦報立場下手，宗門從惑、業立場下手，此即宗門、教下之很

大不同點。

⒉種子與現行

《成唯識論》中，謂八識相分變現成根身、器界、種子三法：

此根身者為正報；器界為依報，即六根、六塵；種子則為識心內含

藏未現之法。再以「種現相生」之理而言，則可知種子為未現之根

身、器界；根身、器界為未來之種子，二者互為因果。

阿賴耶識因緣力故，自體生時，內變為種及有根身，外變為

器。19

由此推知：

①種子為惑、業，根身、器界為苦報，皆八識相分所現。

②八識相分即為見分所取，為所看之境。

③教下多從根身器界取境入觀，宗門多從種子取境入觀。

四、看心所緣境

禪宗看心所緣境，從惑或種子而言，即看心中之無明、業識，

具體落實在意識心中體相，即為①不會；②黑漆桶。因為無明癡暗

遮蔽，所以無知，名曰「不會」；無明痴暗故，沒有光明智慧，所

以黑暗，即為「黑漆桶」。為何提出「不會」和「黑漆桶」兩者為

所緣境？試說明之： 

19 《成唯識論》大正藏 31冊，頁 1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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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心體光明而為無明所覆

禪宗以看心而明心，為何要明心？因為心被無明所障覆，所以

要明心見性。有情本具智心如十日當空，清淨光明無所不照，卻被

無明所蔽覆，癡暗昏鈍無所知，所以須加以明之。

㈡無明行相為「不會」、「漆桶」

看心即明心之過程，看心是要把這一不明之心，癡暗無知愚昧

心轉成明，此由不明、癡暗轉成光明過程，就是看心。

如何看心而轉為光明？如《楞嚴經》說：抓賊要知道賊長什么

樣子？賊住在哪裡？賊的習性？看心就是去抓賊，所以首先須知道

所看的無明賊長怎么樣？心是什么樣子？禪宗提出無明心之樣子有

兩個：１、不會底；２、黑漆桶。

此「不會」與「漆桶」即為無明之相，俗謂順藤摸瓜，由此行

相而將無明轉明。

㈢「不會」、「漆桶」即無明本之知見

為何說「不會」跟「黑漆桶」二者，所指為無明心體，是被煩

惱所蔽覆之心相？借用《楞嚴經》：「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

見無見，斯即涅槃。20」說明：凡有知有見，即是無明所在，能

去除知、見，就是清淨覺性，也即是涅槃。

故知，無明為本之知，即無所知，對應于「不會」無知；無明

為本之見，即無所見，對應于「漆桶」黑暗。亦可說，此依無明所

起妄知、妄見，即「不會」與「漆桶」心體所起之分別。

㈣從十二緣起論無明知見

從十二緣起思想而論，清淨覺性因為無明風動、生起行業、業

20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大正藏 19冊，頁 12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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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這三支；入母胎，有名色、六入、觸；出母胎后，有了根塵相待，

現出山河大地，乃至我人眾生，所以有受、愛、取，輾轉至有、生、

老死種種六道輪迴、山河大地。所以從無明、行、識、名色以下，

乃至六入、觸以下，都是所謂「知見」，大乘禪觀即是滌蕩這些知

見。所以，十二緣起所表現之無明、行、識以下十二支，為具體生

命境界，收攝其核心主體，本質就是無明，無明輾轉落入有情生命

體，則成知見。

從覺性淪喪，無明累增，發展為不同生命境界過程中，由無明

所開展之宇宙身心種種境界，轉化成兩個：１，知：叫心知；２，見：

叫眼見。心知，是分別執取之根；眼見，是顛倒妄想之源，所以知、

見是生命中最核心主體。

故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如汝所說，真所愛樂，因于心目。

若不識知心目所在，則不能得降伏塵勞。譬如國王，為賊所

侵，發兵討除，是兵要當知賊所在。使汝流轉，心目為咎，

故知心為群妄之原，目是諸見之本。21

所以，去除知見，即是翻轉、銷融十二緣起種種生命境界之根

源，亦即銷融了層層無明癡暗遮蔽。

禪宗在修行看心時，不是向外直觀山河萬物，亦不同于其他禪

法向內心中取相而觀，而將所看對象指向意識心，此意識心就含攝

了兩個最核心點──知、見。這知、見之體性是以無明為體。

㈤根塵知見與「不會」、「漆桶」行相同異

問：分別聲色之知見是無明本→無明

無知 (不會 )、冥暗 (漆桶 )亦無明性→無明
二者皆表無明之行相，何以一者知？一者不知？

21 《宗鏡錄》大正藏 48冊，頁 665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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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以喻而明。

一者，昏眠作夢，夢境中有知有見

二者，無夢仍于眠中，眠中無夢境，則無知無見

二者于昏昧眠中 ( 無明也 )，一有知見，一無知見。兩不相妨。

比類夢中，故知現實生命中：

⒈色聲知見是無明粗相，無知冥暗是無明細相。
⒉須粗相銷亡，細相方現。
⒊粗、細二相，皆落于愚昧無知之大無明中。

小結
一、凡夫生命中有二種可覺了之無明行相：

一者粗顯：為取青黃紅綠、長短方圓之見，與心知肚明之知。

二者細微：為眼見心知之色聲法塵，境界銷落之后，乍離根塵

和合作用之無知無見。

二、此根塵乍離，塵境銷落之無知無見，即無明于意識心中行相，

為禪宗法門所取境。

三、本節從看心明心，說到看心必須要找到所看心體，譬如，抓賊

要知道賊之處所、形象。從「知」而言，因為無明癡暗遮蔽，

所以無知，名曰「不會」；從「見」而言，因無明痴暗覆，沒

有光明智慧，所以黑暗，即為「漆黑桶」。

四、 祖師稱呼此不知為「不會」，不見為「漆桶」，此「不會」與「漆
桶」即為禪宗法門之所緣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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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知見立知即無明本

前節提出知、見為無明本，從知到不知，開出「不會」；從見

到不見，開出「漆桶」，成為禪宗修行法門所緣境。為確立此理論

依據，本節依教下經典，解析知、見二者于佛法中義涵，以推論證

明知、見確如禪宗所言，為修行之觀察核心。

佛法基本理論是由無明風動，真心幻變，而現起行業、業識；

識入胎成名色、六根緣起山河大地、身心世界，乃至一切世間六道。

世間之所以現起，是由無明為本質的五蘊、十八界，即所謂根身、

器界而成立。無明開展來，是有情、國土、世間之安立，乃至十方

大千世界；收攝起來，就是存乎一心中之知見。所以佛法首重知見，

知見確立了宇宙人生價值、宇宙人生之定位、宇宙人生之原則。由

有情凡夫知見，所以有山河大地、根身、器界。

知見攝為一心，此心即是所觀察之意識，知是心知，見是眼見，

心知、眼見是有情重要分別覺了之所在，所以有必要探討知見本質、

種類，乃至知見之轉換。

知見有聖者、佛知見及凡夫、二乘知見之別。以下還依《楞嚴

經》：「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思路，

從凡夫妄知見與聖人真知見之無明與涅槃轉換關係，分三點說明：

壹、佛之真知見；貳、凡夫妄知見；叁、凡智與聖知之轉換。

壹、佛之真知見

一、斷無明盡

①《妙法蓮華經》言佛知見者，謂：佛是一切世間之父，對于

所有恐怖、煩惱、無明蔽暗，永斷無余，而能成就無邊知見、十力、

四無所畏，及種種神通智慧、方便慈悲。故知，此佛之知見，由永

盡無明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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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亦復如是，則為一切世間之父，于諸怖畏、衰惱、憂患、

無明暗蔽，永盡無余，而悉成就無量知見、力、無所畏，有

大神力及智慧力，具足方便、智慧波羅蜜，大慈大悲。22

②南朝梁國，光宅法雲法師作《法華經義記》，解釋《法華經》

「開示悟入佛知見」云：有情修種種無漏行，對治煩惱，斷無明煩

惱后，生起智慧，方能入佛知見。強調《法華經》入佛知見，須無

明暗蔽永盡無余之必要性。

更習諸行，修無漏治道，斷無明住地煩惱，于時即生修慧，

仍名為入佛知見道也。23

二、知見佛性、真理

《法華經》所說佛之知見，知什么？見什么？和凡夫有何差異？

①《大般涅槃經》說：世間凡夫因為不知、不見佛性，所以稱

為世間、凡夫；能夠知見佛性叫做菩薩，不名為世間。佛性又名如

來藏，又名清淨真心。所以，聖、凡知見之別，在于見不見佛性、

如來藏與真心之別。

一切世間不知、不見、不覺佛性；若有知、見、覺佛性者，

不名世間，名為菩薩。24

②佛的知見是什么？《仁王經》說：成佛以前，乃至金剛喻定，

所有知見都不叫做知見，都可以說沒有見到真理。只有佛具足了一

切智，才叫做知見。

金剛定前所有知見，皆不名見；唯佛頓解具一切智，所有知

22 《妙法蓮華經》大正藏 9冊，頁 13上
23 《法華經義記》大正藏 33冊，頁 603下
24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 12冊，頁 708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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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而得名見。25

佛之知見是真實知見，知見什么？知見真實。凡夫、二乘，或

初發心菩薩，為無明所覆，故不見于佛性，不見于真實、真理，所

以沒有清淨真實知見。

三、無明蔽故，凡夫不知不見

前面從正面說，佛之知見為斷無明盡、知見真理；在此從反面

說，無明所覆、不知見真實，則不名為佛。

①故《大寶積經》說：二乘及諸菩薩為無明所覆蔽故，于真實

法界不如實知見。以不知不見故，于煩惱妄執無法斷除。

是故阿羅漢、辟支佛，及最后有諸菩薩等，為無明地所覆蔽

故，于彼彼法不知不見。以不知見，于彼彼法，應斷不斷，

應盡不盡。26

②《大集經》說：一切凡夫不知不見故，流轉無量生死中，為

無明所覆蔽，離于真實。

一切凡夫不知見，流轉無量生死中，無明所覆迷于實，不知

如爾及法界。27

綜上諸經所說，列表如下：

無明所蔽
凡夫、二乘、
菩薩知見

不知見
真實、佛性

有見有知（十二入、
十八界、十二緣起）

虛　　妄
分別執取

斷無明盡 佛知見
知見

真實、佛性
無知無見
（一切法相）

無分別智

25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大正藏 8冊，頁 842中－下
26 《大寶積經》大正藏 11冊，頁 675下
27 《大方等大集經》大正藏 13冊，頁 9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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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凡夫妄知見
佛乃至地上菩薩知見才叫知見，凡夫不見真理、不見真實、不

見佛性，所以沒有知見。

事實上，凡夫還是能夠眼見，能夠心知，則此知見又是什么

呢？此即無明所起虛妄執取。所以《楞嚴經》說：「知見立知，

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凡夫所知、所見，是從六根

對六塵生出有分別六識，也就是十二緣起中觸支，根、塵、識三合，

為其知見。而此知見就是無明本，唯有把這個知見去除掉，不見不

知，才是涅槃。這就是《金剛經》所謂「不住色聲香味觸法」、「應

無所住而生其心」。

一、教下知見說

①《大智度論》說：般若能知諸法空性，十二緣起空、六入、

十八界、五蘊空。論中喻言：般若知空，如人關在幽暗牢房中，看

到一點一隙光明，心中生起歡喜踴躍。眾生昏暗無知，若能得見此

般若光明，產生歡喜心，產生信心，便能順着光明，求出離黑暗牢
獄。

此中比喻：菩薩知道往昔無量劫，被禁錮在十二入之無明黑暗

牢獄。十二入就是六根、六塵，就是十二緣起觸支。此十二入無明

黑暗牢獄如何形成？從十二緣起來看：無明、行業生起識心，識心

滲入根身、器界色法質礙中，如入母胎中，即成名色；識入名色，

名色生六根，由此永為繫閉，是為由名色、六入而成就此大黑暗牢

獄。

所以說，凡十二緣起中之知見，以十二入表現的，即根塵相對

之觸支，都是虛妄不實。凡夫所看到的十二入跟六種識心，皆是以

無明為本之黑暗牢獄。所以菩薩深念般若，深念空性，設想怎樣從

六根、六塵、六識之無明黑暗牢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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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始得般若波羅蜜氣味故，能生深心。如人閉在幽暗，

微隙見光，心則踊躍，作是念言：眾人獨得見如是光明，

欣悅愛樂，即生深心，念是光明，方便求出！菩薩亦如是，

宿業因緣故，閉在十二入無明黑暗獄中，所有知見，皆是虛

妄。28

②《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相行品〉講到：凡夫因為無明愛故，

所以虛妄分別，不知也不見諸法緣生性空，無體無相，而分別執著。

在一切空性無所有中，虛妄執著有法，這就是不知不見，因為所知

所見都是虛假不真實的。

是中凡夫以無明力渴愛故，妄見分別，說是無明。是凡夫為

二邊所縛，是人不知不見諸法無所有，而憶想分別，著色乃

至十八不共法。是人著故，于無所有法而作識知見，是凡人

不知不見。29

③《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也講到：凡夫于虛

空無法中，因為不了知故，名為無明。祇因為執著無明而起分別心，

墮于有無二邊，生起種種法，生起有所得相。這是說明不能了知諸

法無所有，妄見有法，所以不出三界。

佛言：舍利子！諸法無所有今如是有，彼諸愚異生于無法

中，以不了故說為無明，是故執著無明。以執著故起分別

心，由分別故墮于二邊，如是展轉于一切法，種種分別起所

得相。30

28 《大智度論》大正藏 25冊，頁 411下
29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 8冊，頁 238下－ 239上
30 《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大正藏 8冊，頁 589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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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下喻說

①凡夫因為無明所蔽，沒有智慧，所以執著。如《華嚴經》講：

「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大般涅槃經》也講：修大般涅

槃之人，能夠知道世間一切萬法，而不著相。譬如畫師，用種種青

黃紅綠色彩，畫出種種男女、房舍、萬物之相，愚癡凡夫見之，則

執為真實男女、房舍、山川等相；有智慧人，喻如畫師，知道世間

皆為自己心中筆下所畫，沒有真實男女等相。

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經者，不著眾生相，作種種法相。善男

子！譬如畫師以眾雜彩，畫作眾像，若男、若女、若牛、若

馬。凡夫無智，見之則生男女等相；畫師了知，無有男女。31

②《金剛經》也講到：如果執著有法而行種種菩薩行，就像在

黑暗中，什么都看不到，因為心已被種種無明知見所起六根、六塵

矇蔽，所以無所見、無所知。所謂：「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

入暗，則無所見。」

反之，若心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脫離了六根對六塵的執著，心

不住法，則所知所見真實，名為真知真見，經文：「如人有目，

日光明照，見種種色。」

若菩薩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則無所見；若菩薩心

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32

《大般涅槃經》跟《金剛經》比喻，皆將依六根、六塵所起知

見，喻為無知、無見，虛妄不實故。

31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 12冊，頁 496上－中
32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 8冊，頁 750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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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禪宗知見說

禪宗祖師也對「知見立知是無明本」有深刻著墨。《楞嚴經》

從宋以后，就為禪宗門庭所喜好，乃至民國初年時，大江南北各各

道場，各大叢林，一些宗師還常常講《楞嚴經》。如台灣白聖長老

在其自傳中言及，民國十年在初出家求學時代數年之間，在大江南

北就聽了十位法師講《楞嚴經》。可看到在民國時代，佛教界對《楞

嚴經》熟悉熱衷。《楞嚴經》中「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

見，斯即涅槃。」此一觀念從宋以后，到民國初年，直到現在，

將近一千年，大家都很熟悉。舉幾個禪宗祖師對知見之說：

①圓悟佛果禪師謂：知見虛妄，言論無用，心機圖然無益，故

須盡行棄捨。但老實照看自家，老實吃飯，老實睡覺罷了。

放卻知見，卸卻玄妙，颺卻作用，唯饑餐渴飲而已。33

②大慧禪師常提真淨和尚之觀念，說：很多人有一點點定力，

心能夠靜，心如止水，一念不起，就以為究竟。其實這只是一種勝

妙禪定境界，不是正確知見，反而障蔽了自己真正知見。

老漢常愛真淨和尚道：如今人多是得箇身心寂滅，前后際斷，

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似古廟裏香爐去，冷湫湫地去，便為

究竟。殊不知，卻被此勝妙境界障蔽，自己正知見不能現前，

神通光明不能發露。34

③宏智禪師說：神通如夢中作戲，知見如眼中空花，故須皆滌

蕩離棄。

何須馳騁神通，祇恁蕩除知
9

見
4

。35

33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786下
34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882上－中
35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冊，頁 1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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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壇經》中，亦以知、見論佛法真實。惠能大師謂：執有之

見固然虛妄，執無守空之知見，亦未見佛性悟境，有、無知見皆去

除，自己靈光才能顯現。

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

太虛生閃電。

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

靈光常顯現。36

⑤《宗鏡錄》舉《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了知一切法不與眼作

對，法法不相知，法法不相見，無知無見，即是般若行。解釋說：

般若行者，了知色無形，非眼所見境界；聲無響，非耳境界；乃至

法塵寂靜無體，離意所知。此六根不與六塵作對，即《金剛經》所

講：「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行布施」。

永明大師分析言：六塵、六根皆心中所現，暫隨心生，還隨心滅，

故了達六塵無相、無體，但是生滅不實之法，故心無所知，眼無所見。

爾時佛告阿難：如是，阿難！一切法不與眼作對，法法

不相見，法法不相知。如是，阿難！如阿 佛、弟子、

菩薩、國土，不與眼作對。如是，阿難！一切法不與眼作

對，法法不相知，法法不相見。何以故？一切法無知無

見、無作無動、不可捉不可思議，如幻人無受無覺無真

實。菩薩摩訶薩如是行，為行般若波羅蜜，亦不著諸法。37

釋曰：若行般若者，則是直了一心智性，了色無形，非眼境

界；乃至達法體寂，非意所知。但是隨心暫現
9 9 9 9

，還隨心滅
9 9 9 9

，

故云一切法無知無見。38

36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大正藏 48冊，頁 356下
37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 8冊，頁 363下
38 《宗鏡錄》大正藏 48冊，頁 85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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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景德傳燈錄》記載：慧朗禪師去見馬祖大寂，馬祖問彼：「你

來幹什么？」慧朗說：「我來求佛知見。」馬祖說：「佛沒有知見，

知見是魔界。」可知馬祖首欲令人息卻知見，以知見不實故。

大寂問曰：汝來何求？師曰：求佛知見。

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界。39

⑦永明延壽大師舉《虛空孕菩薩經》偈說：一切法相沒有知見，

若有知見，即是蔽暗現起，反被知見無明蔽塞。如果有知見，就落

入分別心識之中，就掉入無明所成之六根陷阱牢獄。故六根、六塵

之知見，是虛妄之知見；離根、塵之無知見，方是真實之無所不知，

無所不見。

虛空孕菩薩經偈云：一切諸法相，真實無知者，若人住諸陰，

六根皆蔽塞。

釋曰：故知諸法皆真，無知無見。纔有知見，即落識陰，則

一心不通，六根暗塞，終不能見無見之見，知無知之知。

若有見之見，則不見一切；若無知之知，則無所不知。40

叁、凡智與聖知之轉換
前面兩段說，佛有真知見，凡夫知見不真實，凡夫與佛知見，

兩者之間是何等關係？

①《宗鏡錄》卷 77 說：聖人有無心之心，無見之見；凡夫則
是有心、有見。

又聖人唯有無心之心，無見之見；非同凡夫有心、有見，皆

是分別能、所相生。41

39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冊，頁 311上－中
40 《宗鏡錄》大正藏 48冊，頁 926下
41 《宗鏡錄》大正藏 48冊，頁 84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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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宗鏡錄》引《華嚴經》：「雖悉見諸法而無所見，普知

一切而無所知。」推云：「則般若無知，無所不知矣！」也就

是說，佛所見是清淨覺性，凡夫所見是無明所現十二緣起名色、六

入、觸，即觸支所攝六根、六塵、六識，所生起有情及山河大地種

種萬法。

知諸法性恒不自在，雖悉見諸法而無所見，普知一切而無所

知。42

又云：菩薩悉見諸法而無所見；普知一切而無所知。則般若

無知，無所不知矣！但不落有無之知、能所之見，非是都無

知、見矣。43

《般若》講無知，《華嚴》講無所見，無所知。《般若》跟《華

嚴》都講到：能夠見，而無所見；能夠知，而無所知，此謂見到

十二緣起中名色、六入、觸、受、愛等一切十八界、十二入、五蘊，

無體、無相、無法，所以叫做無所見。為什么十二入無體、無相、

無法？因為是以無明為本質，以無明而起的行業為體，所以無體。

③《持世經》在分析十二因緣時說：以無明為因緣所生起的諸

行，乃至一切名色諸法，一切有情世間、國土世間、蘊界入三科，

其實都無所有。凡夫因為在無明黑暗中，被無明黑暗愚癡所矇蔽，

所以虛妄造作種種行業，這些行業其實是無形、無處、無體。

無明因緣諸行者，諸法無所有。凡夫入無明暗冥中，狂惑作

諸行業，是行業無形無處。是無明不能生行業，無法而起作

故，說無明因緣諸行業。44

42 《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 10冊，頁 132上
43 《宗鏡錄》大正藏 48冊，頁 844上
44 《持世經》大正藏 14冊，頁 65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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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者了達無明行業所起諸法皆虛妄不實，所以于一切法不知、

無所知、無所見。以知無明本質故，此即是「明」。也就是，知道

無明行業而起之十八界、十二入、五蘊、一切山河大地背后本質是

無明，看到此無明，知道無明無體，就是真知真見，也就是明，也

就是般若智慧。永嘉所謂：「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

身」。

所以，《持世經》〈十二因緣品〉說：一切法本質為無所有，

能如此認知了達一切法無所有，就能知見無明。通達一切法無體、

無相、無處所、無所有，就叫做明、般若、中道實相，除此之外沒

有其他智慧。也就是說，知道一切法本質是無明，知道無明無體、

無相、無處所，就是智慧。

若說一切法無所有，即是說知見不明；能通達一切法無所有，

是為即得明，于此中更無余明，但知見無明，是名為明。

云何為知見無明？所謂一切法無所有、一切法無所得、一切

法虛妄顛倒、一切法不爾如所說，是名知見無明。知見無明

即為是明，何以故？明無所有故。45

小結
禪觀核心價值，在覺迷之轉換，轉無明成智覺。《楞嚴經》

提出：「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具體將

覺迷轉換，落實在「知見」之無明行相上，實為諸大經論及祖師

之通說。

45 《持世經》大正藏 14冊，頁 65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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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提出，佛乃真知見，知見一切法無所有；凡夫為妄知見，

知見實有根塵諸法。凡聖知見差別，在無明之有無，亦即「根塵知

見」之有無。

故修行之觀察核心，在銷盡無明、銷解根塵知見。如何銷解無

明知見？即以無明知見為所緣境，依大乘三宗之理，了達無明無體，

「知見」無所有，所謂「知見無見，斯即涅槃」。

結 論

本章做為全篇《禪宗看心》之基礎理論，根據《楞嚴經》：「知

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以「知見」開展看心

所緣境——「不會底」、「黑漆桶」。

知見本質是無明，無明無體，知見亦無體。祖師教看心，目的

是為了明心；此心本來如十日當空之圓滿光明相，然被無明所蔽覆，

今所顯見為痴暗心體，所以無明。故須將此心明之，如皓月當空，

像十日麗天。

無始來無明，化成凡夫識心中分別境界相，主要為二：一是眼

見，二是心知。眼見、心知二者都含攝于意識中，做為知見內涵。

知見向外取境，轉成根塵，即是意識分別，就是心知、眼見；

收攝在內心裡，外塵知見化為無知無見。此無知無見為離根塵分別

之心，無知無見中不落昏昧，二祖所謂「了了常知」，或稱為靈知，

乃眾生本有之覺性。

此時「無知之知」已從外塵根收攝，沒有形相，又要明什么呢？

此離根塵「無知之知」又曰靈知，乃禪之初心，由此初心靈知逐漸

增大、深厚，若從眼見而言，就是要放大光明；從心知立場，就是

無所不知，禪宗所謂照體獨立，神光朗耀，教下謂一切智，佛眼、

法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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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心之始，粗動、散亂降伏，意識法塵混動暫止，然心地癡暗、

垢塵未除，癡暗垢心仍一切不知，一切不見，此即無明為體，外形

為知與見：

⒈	從「見」來說，無明體性是沒有光明，所以是黑暗相，意識中

祖師名為「漆桶」。

⒉	從「知」而論，無明、愚昧暫伏粗動散亂之知乃一切不知，禪

師謂之「不會」。

此無明為本質知、見二者，即禪宗觀心兩個所緣境——「不

會」、「黑漆桶」。故本篇下兩章，即分別說明禪宗看心二所緣

境——「不會」與「黑漆桶」。

茲以圖表示之：

① ② ③ ④ ⑤

A無明為體 行業、識體

出生情器
意識中無明 知見 種種分別

① ② ③ ④ ⑤ 禪
宗
所
觀
境

B知見無明則明 看心無明
心中無明
(不知不見 )

不知 不會底

不見 黑漆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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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第一節　「不會」即生活中「不知道」義

第二節　不知不會不識，乃凡夫無明業識

壹、無明
貳、業識

叁、黑漫漫

第三節　不會為所緣境─修行下手處

壹、教下各宗派
貳、禪宗祖師

第四節　如何會取──會取歧路

壹、沉掉
貳、擬心不擬心
叁、管帶不管帶

第五節　正確會取──逆破轉會取

壹、逆
貳、破
叁、轉
肆、小結

第六節　會取之理

壹、不會本質
貳、立足點
叁、看—逆、破、轉與所緣「不會」之關係
肆、逆、破、轉三者同時存在

伍、為何要觀「不會」跟「黑漆桶」？

第七節　業識翻轉成覺性

第八節　不知不會不識，為佛性、開悟境界

壹、「不會底」是佛性
貳、會了亦是「不會底」

第九節　六皇帝之不會

第十節　六祖師之不會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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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禪宗宗旨「即心是佛」，祖師謂「以心印心」、「當下即是」、

「言下頓悟」。因眾生根器不夠，祖師發慈悲心，起大智慧方便，

于言說中開方便門，退而從「看心」而無心，無心而即心是佛。由

是，在有情眾生心性中，找到直破無明近捷之路。

問：此「看心」近捷之路，看何心？如何看？

答：本章十節即說明如何看，看何心。

第一節「『不會』即生活中『不知道』義」：說明所看「不會

底」，即是日常生活中，心中不明白之「不會」，此一淺白普遍語

詞概念。

第二節「不知不會不識，乃凡夫無明業識」：深究此生活中淺

白簡單之語詞—「不會底」，本質即無明業識。此正是祖師善巧智

慧處。

第一，從淺深次第論：深處可通根本無明。

第二，從本質論：「不會底」體即是無明。

從第一節生活中一念「不知」，到第二節心源深處「無明業

識」，此二節，說明禪宗看心，緣取心中「不會底」時，所緣境淺、

深之首尾二者關係，做為看心、無心、明心綱領。

不會底

淺（首） 末 （生活）簡易語詞

深（尾） 本 （心源）無明業識

第三節「不會為所緣境─修行下手處」：將此「不會底」行相，

落實在日常意識之起滅處，做為禪觀下手處之所緣境。就其淺近入

手處而言，與第一節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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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如何會取─會取歧路」，第五節「正確會取─逆破轉

會取」，第六節「會取之理」，乃確認「不會底」為禪觀所緣后，

具體說明如何看心，會取「不會底」。此三節分：會取歧路、逆破

轉會取、會取之理，從此開始上手。

第七節「業識翻轉成覺性」，第八節「不知不會不識，為佛性、

開悟境界」：因為不斷看心，由意識心中「不會」，上溯至業識、

無明，終將業識翻轉成覺性，方知業識「不會」本身就是佛性。此

乃深照「不會」無明業識根源，與第二節相呼應。

所以，第七節、第八節匯入第二節；第三節匯入第一節；而第

四、五、六節，乃做為首、尾二者串聯會通之關鍵處。

第九節「六皇帝之不會」，第十節「六祖師之不會」，具體以

六位皇帝「不會」案例，呼應第一節；六位祖師呼應第二節。

以上十節，由第一、二節將整個修行次第，拉開首、尾二端；

第三、第九節，出于第一節；七、八、十節，出于第二節；再由四、

五、六節看心會取，串聯于兩者首尾之間。畫表如下：

「不會」十節次第架構表

不知不會 無明業識

生活中（首） 第一節 第二節 （尾）成佛處

下手處 第三節

第四、五、六節
（串聯二者）翻轉作用處

第七、八節 翻轉處

實　例 第九節 第十節 實  例

（無知癡暗心體） 首 （即心是佛） 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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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夫現前心中知、見，迅馳飄搖，奔騰澎湃，剎那不住，須

臾幻滅，皆是妄執。要將此心中知、見，息至不知、不見，方有契

入無明之因緣。此「不知」、「不見」即是禪宗祖師教弟子看心處

──「不會」，亦即教下觀心所緣處。今從初發心欲明心達本，終

至明心見性之過程旨趣，列序說明看「不會」止觀運心：

發起明心之志

→初依法看心中「不會底」

→所看不離根塵相對，心中妄念，飄搖奔騰

→精進看，不斷看，止息根塵妄想

→心體寂止，乍離根塵作用

→無根塵故無分別，無知無見

→昔日知處，現為暗昧無知行相，即祖師問答「不會」

→暗昧無知無覺，以無明業識為本質

→依此「不會」，看心中無明為使力處

→看「不會」即轉無知無明為靈知覺明

→轉無明為明，無明分分轉明，終而朗然大明

→明心旨趣

本章以下即說明：「不會」是什么？為何要看「不會」？如何

看「不會」？等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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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不會」即生活中「不知道」義
說明所看「不會」為禪觀所緣之前，先要確定「不會」是什么？

祖師語錄中，常出現「會否？」「不會！」等問答。換做現代

語詞，就是「聽懂了嗎？」「你知道嗎？」「你明白嗎？」這些「會

不會」、「懂不懂」、「知不知道」、「明不明白」，都是中國人

生活中，彼此溝通、答問，最平常用語。生活中很多事務都用這些

話來溝通，是普遍使用的語詞，意思非常淺顯明白。

禪宗本質謂即心是佛或直下承擔，禪師所表現生命境界，就是

當下即是、無所不在的覺性、悟境。祖師在對弟子們開示，或彼此

切磋禪修境界時，往往透過一句話、一個動作，或一個手勢，或沉

默不語，呈現其悟境，並跟對方確認：「會嗎？」

這種問答「會不會」，跟平常市井大眾說：「你聽懂沒有？」「你

聽明白了嗎？」「你了解了嗎？」「你知道了嗎？」語法一樣，只

是所「聽到」、「明白」、「知道」、「了解」的對象不同。平常

人可能是指「這件事情你會不會做？」「這句詩你了解了嗎？」「這

動作會做嗎？」而祖師的「會不會」，是指對于「即心是佛」、「覺

性無所不在」、「法身遍一切」的悟境，能直下承擔嗎？法身見到

了嗎？所呈現悟境，會到沒？禪宗祖師語錄裡，「會」、「不會」

之問答，圍繞着直下承擔，直指人心，可說隨處都是。

本節先舉例說明「不會」在祖師語錄中即「不知道」義涵：

①黃檗禪師有天到大寮廚房，看到負責煮飯的飯頭師父，便問：

「你在幹什么？」飯頭說：「我在準備大眾吃的米。」黃檗禪師又

問：「一天吃多少米？」飯頭說：「兩石五。」黃檗禪師聽了說：「是

不是太多了？」飯頭說：「我還怕煮少了。」黃檗禪師便打這飯頭

一掌。

飯頭不知道為什么挨打。過一陣子，飯頭碰到臨濟禪師，就把

剛才情形告訴臨濟禪師，臨濟禪師就說：「我去替你看看，這老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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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弄什么花樣？」

臨濟禪師去找黃檗禪師，看到黃檗禪師，跟黃檗禪師行個禮，

站在旁邊。黃檗禪師主動提起剛才跟飯頭的對話，臨濟禪師就跟黃

檗禪師說：「飯頭沒體會到祖師您的用心，請和尚替飯頭轉個話，

讓他知道這話該如何回答。」

臨濟禪師說「飯頭不會」，意思是飯頭沒聽懂，不能體會黃檗

禪師問「太多嗎？」表現之禪境。所以臨濟禪師要黃檗禪師替他轉

一下，因為他不會、不懂，所以要替他轉。

黃檗因入厨次。問飯頭：作什么？

飯頭云：揀眾僧米。黃檗云：一日喫多少？

飯頭云：二石五。黃檗云：莫太多么？

飯頭云：猶恐少在。黃檗便打。

飯頭卻舉似師。師云：我為汝勘這老漢。

纔到侍立次，黃檗舉前話。

師云：飯頭不會，請和尚代一轉語。1

②臨濟禪師在黃檗禪師門下三年，修行很用功。睦州首座和尚

認為他很堪造就，將來是個禪宗大樹，想要給他一些指點，就問他

說：「上座，你在黃檗座下學多久了？」「學了三年。」首座說：「你

有沒有去跟和尚請問啊？」臨濟禪師說：「沒去問過，也不知道要

問什么。」睦州首座說：「你去問方丈和尚，什么是佛法大意？」

臨濟禪師聽了，就跑去問黃檗禪師：「什么是佛法大意？」但是臨

濟禪師話還沒問完，黃檗禪師就把他打出來。

臨濟禪師下來以后，首座就問說：「你問得情形如何？」臨濟

禪師就跟睦州首座說：「我還沒問完，和尚就打我，我實在不懂和

尚為什么打我？」首座就說：「你再去問。」臨濟禪師又去問，黃

1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50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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檗禪師又打，如此三問，三次被打。

臨濟禪師不懂黃檗禪師為什么打他，跟睦州首座說：「某甲不

會。」這個「不會」，就是不懂、不知道、不明白的意思。

首座【睦州】云：曾參問也無？

師【臨濟】云：不曾參問，不知問箇什么。

首座云：汝何不去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

師便去問，聲未絕，黃檗便打。

師下來，首座云：問話作么生？

師云：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2

③洞山禪師曾經參問于溈山禪師，舉了慧忠國師以《華嚴經》

回答弟子無情說法之事。溈山禪師說：「我這裡也有，只是沒有碰

到合適的人，所以沒有表現出來。」洞山禪師說：「我不明白，請

和尚給我一些開導、教誨。」溈山禪師就豎起拂子問他說：「會

嗎？」洞山禪師說：「不會，請和尚幫我說明白。」溈山禪師就跟

他說：「父母所生嘴巴，絕對不會替你說明白。」

溈山禪師舉起拂子，洞山禪師說「不會」。這個「不會」是洞

山禪師不明白、不懂、不知道、不了解的意思，不能體會到溈山禪

師旨趣，所以洞山禪師再請溈山禪師為他說明白。

師【洞山】舉了。溈山云：我這裏亦有，祇是罕遇其人。

師云：某甲未明，乞師指示。

溈山坚起拂子云：會么？

師云：不會！請和尚說。

溈山云：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子說。3

2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504下
3 《筠州洞山悟本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507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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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黃檗禪師與裴相國是方外之交。裴休在宛陵作官時，請黃檗

禪師到縣城裡，將自己對禪悟境，寫了一篇文章，呈給黃檗禪師，

請黃檗禪師評論。黃檗禪師接過文章，看一眼，放在座位邊，擱著，

靜默了好一會，問說：「會嗎？」裴休說：「不會。」黃檗禪師說：

「如果我問你會不會，你能夠會到，還算你對禪有些真了解。如果

你所會的禪，只是寫在紙上，表現在文字中，那禪宗就淪喪了，失

掉禪之真義。」

此段例子中，裴休與黃檗禪師各自呈現對禪見解：裴休是把自

己對禪見解，寫給黃檗禪師看；黃檗禪師則是直接呈現即心是佛、

當下即是，無所不在悟境。黃檗禪師將禪境界明白現前彰來，但裴

休體會不到。所以裴休答「不會」，就是不明白，不了解，不知道

的意思。

檗與裴相國為方外友。裴鎮宛陵，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編示

師。師接，置于座，略不披閱。良久乃云：會么？

裴云：不會。

檗云： 若便恁么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于紙墨，何處更有
吾宗。4

⑤南泉普願禪師問弟子：「認不認是什么話語？」弟子回說：

「到這裡反而我就聽不懂、不明白了。」南泉回應說：「你不會，

我還更不會呢！」這個徒弟就更奇怪了，說：「我是徒弟，我是初

學，我不會還有道理可說；你和尚是善知識，你應該會，你怎么也

不會？」南泉就喝斥說：「你這傢伙，跟你講不會，誰跟你講善不

善知識，不要學得這般刁鑽。」

南泉弟子的意思是：初學的人不會，是理所當然不會；大善知

識，開悟的人不會，就不對了。從這裡可以看出：「不會」就是不

4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大正藏 48冊，頁 15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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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不知道；「會」就是知道、明白。

【南泉普願】師曰：認不認是什么語話？

曰：到遮裏，某甲轉不會也。

師曰：爾若不會，我更不會。

曰：某甲是學人即不會，和尚是善知識合會。

師曰：遮漢！向爾道不會，誰論善知識。莫巧黠！ 5

小結
以上五段禪師語錄可知，祖師所講的「會不會」，就是生活中

「懂不懂」、「知不知道」的意思。

禪宗看心對象，所謂止觀所緣境，是以無明為本質的知、見，

所謂心知、眼見，《楞嚴經》也說「心目是功德賊所在」。「不會」

從心知立場切入，「不會、不知道」即心中無知特質，故以「不會」

為禪修觀察對象，是禪宗修行法門獨特使用之所緣境。其善巧在于：

第一，「不會」為日常簡易事

「不會」一詞，是日常生活所使用平常語句，是每個人都很熟

悉心念行相，天天都在使用。

修觀，必有所緣境，不同禪法有不同所緣境，所緣境確定了禪

法本質及趨向、證得的境界。而所緣境容易與否，是法門能否為大

眾接受的重要條件。例如：淨土法門很多人修，因為它三根普被，

大家都可以念「阿彌陀佛」。佛法二甘露門，不淨觀、數息觀：修

數息人多，修不淨觀人少，為什么？不淨所緣屍體腐爛過程，不是

一般人能常見到，且要將腐爛屍體從心裡觀出來也不容易。而數息

所緣出入息，天天都在呼吸，很熟悉，所以比較容易，修習人多。

5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冊，頁 445下



－ 44－ － 45－

禪宗看心

「不會底」做為一般人平常生活中常常使用語詞，也是心頭上

常常出現概念、知覺行相。所以「不會底」做為所緣境，可說是非

常善巧方便，非常容易緣取之所緣境。祖師在森羅法相中，選中了

「不會底」做為禪法所緣境，實是中國禪宗祖師的大智慧善巧。

第二，「不會」深處即無明

禪宗「即心是佛」直指開悟境界；而看心緣取「不會」，是禪

宗弟子初修入手方便，它跟平常人說「不會」是同一義涵，只是所

「不會」對象不同：禪宗是「不會」當下即心是佛境界，平常人是「不

會」日常生活中間事務。

即心是佛→不會——禪師

日常事物→不會——常人

生活中之「不會」，深究討論，反覆演練，終有一旦會了之時，

但此時之「會」亦只僅了解、熟悉日常生活事務之知識罷了。而禪

宗祖師所說「不會」，此「不會」即為業識流轉至現前意識心中，

不知不明之癡暗心相，若能反覆看照，則能開發無邊般若智慧。

故可說，「不會」是無明最末梢，無明是「不會」根源處。「不

會」、無明二者，心性深淺亦別：由心性中淺處「不會」溯心性流

直前而上，則見心性流深處無明，終達明心見性。其善巧方便就在

于此，即以容易簡單，現前心中之物，而終可達明心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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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不知不會不識，乃凡夫無明業識

第一章講到：明心見性在于看心，看心而后心方能明。看心看

何心？看無明為本質之「知、見」二種心相，知為心知，見是心見。

怎么看心裡不知、不見？心裡「不知」就是「不會」，禪宗語錄所

謂「不會底」；心眼「不見」，即禪宗祖師所說「黑漆桶」。

禪師與弟子間答問「不會」，從生活中不知道、不明白、不清

楚之概念而言，是意識對語言與內心行相分別、認知。如果深究「不

會」本質，可分三層次而論：

第一，以無明為體「知、見」二種心相。因為以無明為體，所

以無知，所以癡暗。

第二，此無知、癡暗心體，即阿賴耶識。阿賴耶識含藏無量劫

來煩惱，虛妄種子，此種子有煩惱、愚癡、業力，名為業識。

第三，業識流轉到凡夫現前五蘊身心，即是意識。

無明到業識，業識到意識，在意識中呈現無明為體知、見。此

無明為體知見，在六根所知所見，則為虛妄相，故離開六根六塵之

知見，則成意識心中不知、不見行相。此離六根、六塵之不知，即

祖師所說「不會底」。「不會」本質：

無明→業識→根塵知、見→意識中六塵緣影虛妄相

→凡夫執實有 (取外六塵 )

迴光返照看心→離根塵知、見虛妄相→意識中不知、不見

→心中「不會底」

故深究此「不會底」于意識深處，則⑴行相為漆黑的黑暗心體；

⑵本質為業識；⑶無明為體。下面分三段說明：壹、無明；貳、業識；

叁、黑暗心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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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無明
①法眼禪師主持道場，叢林裡有五百位僧眾，有位僧眾擔任監

院職務，長年很用功，可是從不曾向法眼請問修行之事。一天，法

眼問監院：「你跟我這么久，怎么從來不向我問禪法呢？」這位監

院說：「不瞞和尚，我曾經跟青峰上座討教過，得到他一些指示，

覺得很受用，就一直按照他所教道理用功，覺得還不錯，就這樣用

功了，所以沒有跟和尚請問。」法眼就問他：「青峰上座怎么告訴

你的？」監院說：「我問怎么用功？青峰上座告訴我：『丙丁童子

來求火』我就體會：丙丁就是火，火求火，就是相知契意思。」法

眼就笑道：「我跟你講明白，你還沒有體會到青峰上座的意思。」

這個出家眾聽了不高興，因為法眼否定他的見解，于是起了無明，

告辭離開了。

走了幾天以后，他想到：法眼是五百位僧眾領導者，是肉身菩

薩，他說我沒體會到，應該還是有點道理，于是跑回去跟法眼請問。

法眼說：「這樣吧，你把問青峰的話再問我一遍。」監院就問法眼：

「修行應該怎么用功？」法眼就收起笑容，顏面很嚴厲，用力說：

「丙丁童子來求火」監院當下大悟。

虛堂和尚舉這段公案，說明此監院不能體會青峰旨意，法眼點

出他心中「不會」處，此監院不但未迴光返照此無明「不會」，反

以此無明，順境界風而成瞋惱。所以，虛堂和尚說：「者僧鼓起

無明，起單前去。」說明這個僧眾所以起無明，是從「不會」本

質無明業識，生起無知愚暗，故「不會」就是無明。

法眼大笑道：我向爾道，爾不會青峰意！者僧鼓起無明，起

單前去。6

6 《虛堂和尚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1017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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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雪巖祖欽禪師是高峰禪師師父，南宋末期人。他說：做一個

有決心、有力量僧眾，要有拼取一生「不會」志氣，縱使今生「不

會」，不開悟，也沒有關係，還有來生可以修行。為什么「不會」

沒有關係？因為整個天地就是煩惱，這么大一個天地要把它翻轉，

須三大阿僧祇劫翻轉功夫，哪是容易之事！
說明「會」，就能破除生死無明煩惱；「不會」是因不能破除

生死無明煩惱。所以「不會」就是生死煩惱，就是無明。

若是有力量漢，直須拚取一生不會，今生不了，更有來生；

來生不了，更有后世。曠大劫來，生死無明煩惱，與天地同

根，要一翻翻轉，超過三大阿僧祇劫，與佛齊肩，豈易事也

哉！ 7

貳、業識
①應菴曇華禪師舉茗溪 8禪師所說：「我有生死大病，不是世

間醫生所能醫治。」開示大眾說：眾人都知有病，這個病就是生死

大病，可是弄來弄去就是找不到病根、病灶，理會不了這病怎么回

事。這理會不了，沒辦法解決「不會」，就是茫茫業識，好像人沒

有家，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安住，在生死中流浪。「不會」，在此是

指業識。

小參罷，復舉茗溪示眾云：吾有大病，非世所醫。⋯⋯這般病，

諸人皆有之，祇是不會病，灼然攢簇不得。既不會病，變成毛

病去，既成毛病，祇是業識忙忙，無本可據。9

7 《雪巖祖欽禪師語錄》卍續藏 122冊，頁 531上
8 唐代茗溪道行禪師，湖南桂陽人，于馬祖道一門下徹悟生死大事。得法后，遷住
澧陽西南，又應地方太守召請，住持茗溪開元寺。

9 《應菴曇華禪師語錄》卍續藏 120冊，頁 85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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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之旨在于當下即是，無所不在，禪師往往就現前一物、一

事、一景展現「即心是佛」旨趣。問弟子們「會不會」？「會」就

是道，就是神通妙用，就是法身佛；「不會」，就是業識、無明、

煩惱。

以下三位祖師：博山禪師舉平常心，善一禪師舉出坡過堂，如

瀚禪師舉竹篦子，雖然三者所舉或理、或物不同，但都直指現事「即

心是佛」旨趣：「會」則神通妙用，直到法身、佛性；「不會」則

業識茫茫。

②博山無異元來禪師說：能在當下心念體會得到，則此平常心

念就是道；如果會不到，就是業識茫茫，無本可依。

若向者裏會去，平常心與道相宜；若向者裏不會，正是業識

茫茫，無本可據。10

③善一純禪師上堂說：打梆出坡，打板過堂，這是天天生活中

常態事務，如果「會」就是神通妙用；「不會」就是業識茫茫。

上堂：打梆出坡，打板過堂，會則神通妙用，不會則業識忙

忙。11

④粟如禪師舉起竹篦子，說：在這裡「會得」，屙屎放尿，都

是神通妙用；「不會」得，四禪八定也是業識。所以，「不會」即

是業識。

小參，舉竹篦，云：若向這裡會得，屙屎放尿無非神通妙用；

若不會，直饒四禪八定也是業識。12

10 《無異元來禪師廣錄》卍續藏 125冊，頁 131下
11 《善一純禪師語錄》嘉興藏 39冊，頁 902下
12 《博山粟如瀚禪師語錄》嘉興藏 40冊，頁 46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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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蓮月禪師上堂說：要識得佛性，要等待時節因緣，因緣時節

到了，佛性真理自然顯現。什么是時節因緣？像現在黃鶯啼叫，楊

柳飄搖，婦女在桑樹下採葉，水流花開，農夫插秧，如果會得，一

切都是天真自然受用的覺性，滿目都是清淨法身；如果「不會」，

就是無邊業識，茫茫無盡。

初夏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

彰。即今鶯嬌柳媚，蠶婦採桑，水流華發，農夫插秧，會

得，原是天真受用；不會，未免業識茫茫。13

⑥有一類禪師教人時，問弟子：「問話者是誰？」弟子說：「不

會、不知道。」又追問：「不會的又是誰？是誰在行？是誰在坐？

穿衣喫飯還有別人嗎？」神鼎雲外禪師批評說：如此則落在見聞覺

知中，把「不會」這個業識癡團，當成是自己。可知也是指「不會」

為業識。

或云問話者誰？學者或云不會，則云：不會底又是誰？行是

誰行？坐是誰坐？穿衣喫飯更無別物。致令學人認著箇業識

癡團，以為主人公。14

叁、黑漫漫
以無明為本源之知見，落在心頭為癡暗無知心體「不會」。此

「不會」，就知而言，是冥暗無知；再往深處看，就發覺這個「不會」

沒有覺性光明力量。所以，從沒有覺性光明或覺照慧光特性說，「不

會」是一暗冥心體，一片黑漫漫行相。對于「不會」為暗冥心體說

法，禪宗語錄中很多，舉例說明：

13 《蓮月禪師語錄》嘉興藏 29冊，頁 403上
14 《神鼎雲外澤禪師語錄》嘉興藏 33冊，頁 274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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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圓悟禪師《碧巖錄》提到雲門禪師開示接引弟子時，常常說：

大眾每個人腳跟下，都有一段光耀天地光明，此光明從無始來光耀

至今，沒有停止，離一切見聞覺知的分別心。這個光明雖然人人本

具，光照天地，橫亙古今，可是問到大眾時，大眾皆茫然「不會」

這個光明，反而黑暗暗。所以說，「不會」就是心地昏暗。

雲門室中垂語接人：爾等諸人腳跟下，各各有一段光明，輝

騰今古，迥絕見知。雖然光明，恰到問著又不會，豈不是暗

昏昏地。二十年垂示，都無人會他意。15

②佛果禪師舉藥山語開示弟子：藥山在石頭會下打坐，石頭禪

師來問：「你在這邊作什么？」藥山說：「一物不為」。石頭說：「這

叫做閑坐。」

石頭問「作什么？」藥山回答「一物不為」，當然有他的見地。

佛果禪師評論時下佛弟子，對于藥山跟石頭的問答未得其旨，內心

不會，就回答：「把什么叫做閑坐？」或者回答：「不因和尚問，

某甲不知。」這些回答都是胡說八道。

為什么圓悟禪師說他們「胡道」？因為「不會」，心底下黑漫

漫地。圓悟禪師用心底下黑漫漫地，解釋因心中「不會」禪旨，所

以嘴巴胡說八道。此「不會」即指著心頭黑漫漫，心體癡暗。

又藥山在石頭會下坐次，石頭來見便問：汝在此作什么？

云：一物不為。頭云：恁么則閑坐。

而今人不會，便道：喚什么作閑坐？又道：不因和尚問，某

甲不知。心下黑漫漫地，只管胡道！ 16

③古林清茂禪師上堂說：如來禪也好，祖師禪也罷，如果

「會」，可在滾滾紅塵世俗隨意自在出入；如果「不會」，就掉在

15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大正藏 48冊，頁 211中
16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767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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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山鬼窟裡，等到什么時候驢年到來，才能解脫。古林禪師以黑山

鬼窟，形容心頭「不會」，黑暗無知心體。

上堂：如來禪、祖師禪，會則紅塵堆裏，七出八沒；不會則黑

山鬼窟下，且待驢年。17

④雲峨禪師說：現成的公案不能真實理解，在妄想疑惑中亂用功，

就像鑽到黑山鬼窟裡，一片黑漆，摸來摸去，什么都沒摸到。這裡「不

會」，是指「狐疑妄想」的虛妄分別，以黑山鬼窟形容其黑暗無光。

現成公案都不會，妄想狐疑瞎用工，黑山鬼窟排身入，摸著

根源兩手空，回首忽睹燈明佛，放光動地潑天紅。18

⑤梓舟禪師對于丹霞跟雲門所講開示，評論說：這些老傢伙在

船上坐，手拿着拐杖，嘴巴在那邊嘀嘀嘟嘟喃喃自語。這些話，大
眾如果明白理解，會得到，則腳跟點地；如果「不會」，依舊心頭

黑漫漫，無知無識。說完，梓舟禪師也拄着拐杖下座。

師云：丹霞如龍得水，拄杖頭上收取舍利，所以雲門拄杖，

知恩報恩收舍利。者些老古錐，在船上座，拄杖頭上口喃喃，

爾等若會，腳跟點地，若不會，依舊黑漫漫。振拄杖下座。19

⑥文穆念禪師也是從「會」跟「不會」兩方面來比對：「會得」，

就像太陽當空照耀大地；「不會」，就像黑夜裡漆上黑墨，黑上加

黑，漆黑莫辨。如此漆黑無比，就是心頭暗昧無知行相。

會得如揭麗日于中天，不會如潑黑墨于夜半。20

17 《古林清茂禪師語錄》卍續藏 123冊，頁 413下
18 《雲峨喜禪師語錄》嘉興藏 28冊，頁 187上
19 《壇溪梓舟船禪師語錄》嘉興藏 33冊，頁 357下－ 358上
20 《文穆念禪師語錄》嘉興藏 36冊，頁 785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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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以上所述三種「不會底」特質──無明、業識、黑漫漫，從日

常意識心中「不會」這個語詞，往深處探索其本質，最深處就是無

明。無明為體「不會」，落在心頭之意識分別，是平常凡夫心念可

察覺、可分別、有影像之法。但此意識分別皆是根塵相待虛妄之法，

離此根塵相待虛妄之法，往深處走，則無有影像可取，無有意念可

分別，故有黑漫漫之行相，這就是趨向無明、業識範圍。

「不會」為黑漫漫行相，正是第三章「黑漆桶」所探討主題，

不過，黑漫漫之「黑」是業識形體，只不過祖師有時用業識、煩惱、

無明，有時用黑漫漫、漆桶。總體說，無明、業識或黑暗行相，就

是所謂「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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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不會為所緣境─修行下手處

禪宗所謂「看心」或「觀心」，即教下「止觀」。任何禪觀法門，

定有能觀之心，與所觀之境，所謂能緣心與所緣境。所緣境做為觀

心所取，以之為運心修觀之觀境，大小乘各宗派禪法，均視為禪法

至關重要之事。因為禪法所緣境，決定：⑴禪法相狀；⑵禪法所依

之理及深淺；⑶禪法運心操作方法；⑷禪法開展趋向；乃至⑸將來

所得禪定證悟結果。也就是說，法門所緣境，決定該法門所有問題，

在修證成就佛法中，所緣境之重要性可知。

禪宗初始，從達摩、六祖以來都不論觀心，心尚不觀，何況有

所緣境！可以說，此當下即是、直下承擔、即心是佛、當面打開、

無所不在頓旨，不論能緣、所緣。這是禪宗本質，以心傳心特點所

在，對應上根利智而說。

法傳后世，人根轉鈍，對于初學行者須有入手方便以循序漸

進，遂有觀心法門，觀心就落入能觀、所觀，就有所緣境。本節欲

明禪宗所緣境到底為何？先將教下各宗派法門所緣境做一對比，從

對比中顯出所緣境差異，看到禪宗所緣境特質。

壹、教下各宗派

一、世間禪──有相禪

有相禪又名假想觀，先以外境為發起觀想之境，然后在內心意

識中取相觀察。譬如：貼一張方形青紙或圓形紅紙在牆上，以此做

為心中取相之曼陀羅；去亂葬崗看死屍或看腐屍圖像，攝取不淨所

緣等。

有相禪分大乘有相、聲聞乘有相，以所緣有相有為故，攝屬世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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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小乘（聲聞乘）：數息、不淨、十遍處、四無量心

Ａ、數息：所緣為呼吸和數目字。

Ｂ、不淨觀：緣取青瘀膿爛之屍體腐爛過程及白骨等。

Ｃ、南傳十遍處：觀地水火風、青黃赤白等十相。

Ｄ、四無量心：觀冤家、親人等影像。

㈡	 大乘：淨土、密

Ａ、 淨土：持名念佛在心中取佛號；《十六觀經》觀佛像或落

日等。

Ｂ、 密宗：觀本尊。先畫本尊像或佛像，做為觀想對象，或觀

梵字字型、明月等，于心中成像顯現。

二、出世間禪──無相禪

出世間禪，謂證得聲聞無我慧及大乘法空慧之無相慧觀，雖趨

向無相理境，但于初入觀時，仍取六塵事境為所緣境。以相應實相

理境故，名出世間禪。

如聲聞無我慧觀，觀四念處 (身、受、心、法 )、五蘊；大乘三宗，
唯識、中觀、如來藏之法空觀，具體觀五蘊，觀色、聲、香、味、觸、

法等十八界。身受心法、五蘊、六根、六塵，都是現前實法，在真

實法中觀察無常、苦、空、無我行相，或緣起性空、唯識無境之理，

轉六塵事境為無相理境。

⒈ 聲聞：身、受、心、法 無常、苦、空、無我行相

⒉ 大乘：色、聲、香、味、觸、法 六塵 
緣起性空，唯識性

眼、耳、鼻、舌、身、意 六根

 事境 轉成 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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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禪宗祖師
禪宗祖師所緣境為「不會底」或「不識底」，與前述大、小乘、

有相、無相四種禪法有別。

從所看、所觀物件上論，禪宗為看心、觀心，前面教典中大、

小乘禪法也都說觀心、看心，也在心上作觀，有何差別？以在畫

布上作畫為喻，畫布喻五蘊、根塵，畫相喻五蘊、根塵上所執取

法相，分析如下：

⒈ 有相禪：大、小乘有相禪所緣，譬如畫布上之五彩物相：數息

所緣，所畫為鼻子呼吸，或１、２、３、４、５、６、７、８、

９、１０等數字；不淨觀所緣，畫上腐爛屍體、骨肉狼藉屍體、

白骨等；十遍處所緣，畫了紅的圓形，青的方形，或一缽水、一

堆柴火燒得熊熊、紅紅的火；或是畫上一尊佛像、一個梵字字母、

一輪明月、一輪落日。

⒉ 大乘無相禪：大乘三宗禪觀，本質趨向無相，但于初入觀時，仍

有所取境，取六塵色、聲等事境，或意識心相，而后轉為無相

理境。雖取六塵事境而觀，目的是為通達事境不實，法假安立。

譬如觀畫而知畫像不實、畫布無體，畫布為棉線所成。

⒊ 禪宗：禪宗看「不會底」，亦屬大乘無相禪，了知畫布為棉線所

成，更進而觀察構成棉線之纖維材質。佈線喻苦報，纖維喻惑、

業，禪宗以「不會」為所緣境，即是觀察以無明 ( 惑 ) 為本質之
業識，即心中黑暗冥昧無知行相。

從作畫之喻，布上所畫種種境界與佈線、纖維，看出禪宗「不

會底」所緣境，與其他禪法所緣境不同處：

有相：布上色彩物相

無相：布體不實，由線而成，假名安立 (苦果 )
禪宗：佈線之纖維→成線之因 (惑、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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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舉禪宗祖師在觀心、看心時，取「不會底」為所緣之例。

①有僧問溈山禪師：「什么是修道？怎么修道？」溈山說：「無

心是為修道，修道需要無心。」僧眾說：「我不會，我不懂。」溈

山禪師說：「去會取哪個『不會』的心念就對了，就是了。」

僧問：如何是道？師云：無心是道。

僧云：某甲不會！師云：會取不會底，好。21

②雲門禪師開示時，舉了瓦官禪師參德山公案：瓦官為德山侍

者，一同入山砍樹。砍累了，德山舀一碗水給瓦官，瓦官接過來，

一口喝完了。德山就問：「會嗎？」瓦官說：「不會，不懂。」德

山又舀了一碗水給瓦官，瓦官接過來又喝完，德山又問：「懂嗎？

會嗎？」瓦官還說：「不會。」德山說：「為何不趕快去奪取哪個

『不會底』？」瓦官回答：「已經不會，還要奪取什么？不知道要

奪取什么東西？」德山禪師已經明白指點要瓦官去會取「不會底」，

瓦官還不能領會，德山只能感慨說：「你啊，真像硬鐵棒一樣敲不

開。」

舉瓦官參德山。瓦官為侍者，同入山斫木。德山將一碗水與

瓦官，官接得便喫卻。

山云：會么？官云：不會。

山又將一碗水與瓦官，官接得又喫卻。

山云：會么？官云：不會。

山云：何不成褫取那不會底！

官云：不會，又成褫箇什么？

山云：子大似箇鐵橛！ 22

21 《潭州溈山靈祐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581中
22 《雲門匡真禪師廣錄》大正藏 47冊，頁 556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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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有僧眾問廬山圓通禪師：「什么是佛？」圓通禪師說：「騎

牛覓牛。」這個僧眾說：「可是我聽不懂，不會啊！」圓通禪師說：

「你去參究體會這個『不會底』。」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騎牛覓牛。

僧云：爭奈學人不會。師曰：參取不會底。23

④松江秦瞻明居士去參問天峰性禪師，天峰禪師問瞻明居士

說：「滿目翠綠的青草葉尖上，到處散發着祖師的覺性。這樣一個
道理，你怎么體會？」瞻明居士說：「我對這個道理不懂，體會不

了。」天峰禪師就說：「我正要這個『不會底』。」

松江秦瞻明居士，參天峰性于種福院。

性問：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你作么生會？

士曰：某到者裏卻不會。

性曰：山僧正要箇不會底。24

⑤有僧人請問一初禪師說：「白天作得了主，夜間怎么就睡到

糊里糊塗，什么都不知道呢？」一初禪師就說：「假設晚上睡得糊

里糊塗，作不了主，白天其實也作不了主。要能睡着了還跟清醒時
一樣，清清楚楚，沒有任何煩惱干擾，才可說作得了主。」這僧繼

續問：「怎樣能修到寤寐一如？請和尚給我指示，給我教誨。」一

初禪師回答：「每天按時吃三餐，晚上安心睡大覺。」這僧聽了開

示后，便禮謝。一初禪師問：「你怎么體會的？」這僧說：「我不

懂，我不會。」一初禪師說：「你這瞌睡蟲，去會取那個『不會底』

就好了。」

23 《續傳燈錄》大正藏 51冊，頁 599下
24 《五燈全書》卍續藏 141冊，頁 100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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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請益：日間作得主，夜間如何便總不知？

師　云： 若恁么，日間又何曾作得主來？直須寤寐一如，方
能作主。

僧便問：如何得寤寐一如去？乞和尚指示。

師　云：日逐三餐，夜來一覺。

僧禮拜。師云：你作么生會？

僧　云：不會。師云：瞌睡漢！去會取不會底好。25

⑥弟子問道獨禪師：「始終有一個不懂、不知道的結，悶塞在

我胸裡。」道獨禪師說：「你就向這個不識、不知處去會取，就好了。」

僧問：某甲祇是一個不識，結在者裏。

師云：但向者不識處會取。26

⑦弟子問密雲禪師：「我一個字都不認識，沒讀過書，請和尚

給我開示。」密雲禪師說：「我正要你那個一個字不識底，去找哪

個一個字都不認識，心中不識、不知的處所，把它找出來。」

問：某甲一字不識，乞師開示。

師云：我正要一字不識底，還你一字不識底去處來。

僧無語，師乃打。27

密雲禪師又問弟子：「什么是你自己分上的事？」這僧眾說：

「弟子不會。」密雲禪師說：「你去會取那個『不會底』來。」

如何是你不別底事？云：弟子不會。

師云：汝去會不會底來。28

25 《一初元禪師語錄》嘉興藏 29冊，頁 386下
26 《宗寶道獨禪師語錄》卍續藏 126冊，頁 132下
27 《密雲禪師語錄》嘉興藏 10冊，頁 30中
28 《密雲禪師語錄》嘉興藏 10冊，頁 27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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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佛法東來中土，始自東漢攝摩騰白馬馱經入洛陽。弟子問從

展禪師：「從漢朝攝摩騰以后，傳了一大藏的經教，經上道理說得

很清楚了。但不知達摩西來，達摩禪法指示什么呢？」從展禪師回

答：「你去行腳參方，尋師問道，是為什么呢？」弟子回答：「我

不會、我不明白。」從展禪師說：「就是這個『不會』，向自己會

取『不會底』好，不要老想靠別人給你些幫忙，替你修行成就。」

問：摩騰入漢，一藏分明；達磨西來，將何指示？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師曰：上座行腳事作么生？

曰：不會！師曰：不會會取好，莫傍家取人處分。29

⑨有弟子問永明延壽禪師說：「我久在永明道場辦道，為什么不

會不解永明的道風、禪風呢？」永明禪師說：「你就在『不會』之處

會取就好了。」弟子還是不懂，又問：「這個『不會』，怎么會取呢？』

問：學人久在永明，為什么不會永明家風？

師曰：不會處會取。

曰：不會處，如何會？

師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30

小結
將以上九段祖師「會取不會底」，做一整理：

從溈山靈佑「無心是道」，德山對瓦官無言之旨，可遷禪師

回答「如何是佛」，乃至「祖師意」、「寤寐一如」、「不別底

事」、「行腳事」、「達摩西來旨」、「永明家風」等，都是指

明心見性。

29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冊，頁 354下－ 355上
30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冊，頁 42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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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佛性如日輪當空朗耀，覺性如虛空清淨無邊，「會」則生

死自在，「不會」則墮入業識，可是此「不會」黑茫茫之無明、業識、

煩惱，卻是做為禪師看心會取對象。也就是說，有情現前癡暗心體，

正是做為禪觀所緣境，會取「不會」所緣境做什么？為將黑茫茫業

識「不會」癡暗心體，從「不會」轉而通向「道」、「佛」或「祖

師意」、「永明家風」等。可以看到：

⒈ 無明即法性：從無明、業識即是法性、如來藏心而言，取水從

融冰，此「不會」即為冰，看取「不會」冰，自然得法性水。

⒉ 無明蔭蔽法性：從無明、業識蔭蔽佛性法身而論，則看取「不會」

烏雲，久之佛性月輪自然當空。

此即禪宗「即心是佛」思想，指凡夫當下「不會」癡暗心體，

即是諸佛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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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如何會取─會取歧路

禪宗開悟境界非常高遠，各祖師教學施設也奇特，難以捉摸，

弟子們都苦于難以有個入處。譬如：

僧問覺浪盛禪師：「弟子修道沒有入門下手處，請和尚指

示。」覺浪禪師就用如意敲香台，問說：「會嗎？」弟子說：「不

會。」覺浪盛禪師說：「就是因為你『不會』，才有個好消息。」

這僧人就說：「難道這個『不會』就是入手處嗎？」由此可知，

很多出家人對參禪用功入手處，未經善知識指導，都是不得其門

而入。

僧問：學人無箇入處，乞和尚指示。

師以如意擊香臺，云：會么？曰：不會！

師曰：賴你不會，到有箇好消息。

僧云：只遮不會，便是入處么？ 31

舒州龍門佛眼和尚也說：佛法修行是個容易安樂之法，雖說很

易契會，可是難找個入手處進入，做功夫也不易掌握要領。

【佛法】直是省力易會，因何卻不會？祇為你千方萬便，巧作

道理，所以難會去。佛法是箇易會安樂底法，雖然易會，祇

是難入、難做功夫。32

二位禪師都談到參禪打坐功夫，「難會、「難入」、「無箇入

處」，為什么呢？前節雖明「不會底」是禪之所緣處，但是找到「不

會底」，是否就如康莊大道，一帆風順，順水推舟，直趨進入？此

即面臨如何會取這「不會底」問題。

31 《天界覺浪盛禪師全錄》嘉興藏 34冊，頁 653中
32 《古尊宿語錄》卍續藏 118冊，頁 58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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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確定祖師指出「不會底」是看心所緣，如何看此「不會」？

以下三節，皆從「如何會取」思考：

第四節「如何會取─會取歧路」：反面說明會取之誤區歧路，

無法正確會取。

第五節「正確會取─逆破轉會取」：正面說明正確會取之法。

第六節「會取之理」：前二節從事邊，正反說明會取之法；此

節從理邊，分析逆破轉會取「不會」之作用。

三節內容概述如下：

第一、會取歧路：會取即所謂「看」，正確地「看」。每個人

根性不一，有人很快就能「會」到祖師「如何看」旨趣，有人就體

會不到，以有業障，或較遲鈍故，于看心「會取」中有所歧路。歧

路，或謂禪病，在此從運心立場，說明為何無法正確會取，舉⑴沉

掉；⑵擬心不擬心；⑶管帶不管帶三例。其他禪病，如黑山、幻影等，

不在此論。

第二、正確會取：運心時正確取得「不會底」為所緣境，須具

備何等作用，方能如理正確看心？正確看「不會底」，須在「逆」、

「破」、「轉」作用下看，才是真正看心。如果沒有逆、破、轉作用，

表示所看之心、方法，沒有正確體會。

第三、會取之理：已知「逆」、「破」、「轉」正確會取，

繼而分析背后之理，如：一心中具逆、破、轉三力，此三種作用關

係如何？為什么須具此三種作用？此三力如何作用于所緣「不會

底」？祖師明心、看心，會取「不會底」理由何在？ 將「會取不會」
相關理論，做一綜合說明。

用功看心之法，首在有一所看之境，即所緣境，今祖師已指出

「不會底」，此一心頭無知癡暗心體之行相為所緣境，此即修行之

無上妙門，由此自能一路明心見性，成佛作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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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參禪看心要看取「不會底」，但往往行者實際下手用功，

則又無法順利功夫上手或進展，如何看取方正確，不致錯認，誤入

歧途？今舉常見三種誤區：

壹、沉掉：未能提持住所緣境。

貳、擬心不擬心：如何提持所緣境，要起心？還是不起心？

叁、 管帶不管帶：已能提持所緣境，在生活種種境遇中，如何

持續？

壹、沉掉
凡夫散亂分別心念之中，理上本有惺惺覺了之作用，以妄分別

心故惺覺不現。修行用功初始，務在翻轉妄想分別；分別欲息，又

須具停止散亂功夫。若但專心一緣此「不會底」，久之則心靜止；

散亂稍靜，心頭癡暗猶重。或有靜止「散亂分別心念」，然以不善

用心故，未得翻轉分別之惺惺靈知，住緣停息，此「分別念」中微

弱覺知惺惺之心亦息滅，則進入昏沉。亦可知，心中癡暗之沉重難

除，較散亂有過之。故于看心運心之際，首須善巧覺察惺惺覺了之

念，常保此惺惺覺知之心念，久之昏眼自清明。

以下分三段說明沉掉歧路：一、沉掉過失；二、沉掉相貌；三、

如何不沉掉。

一、沉掉過失

初用心人多落入沉掉。沉掉可謂心中煩惱、塵垢尚重，無法承

擔更多東西，故所緣境「不會底」不入于心。

①佛眼禪師說：此心猿意馬奔馳不息之心當下，就是清淨覺性，

可是很難信，很難做功夫，因為行者用功時，不是落入昏沉，就是

落入散亂，所以「不能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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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會么？則你那馳求，便是不馳求。箇中極難信入，難做功

夫，不安樂者，葢為你等不沉則掉，所以道不會去。33

「不會」是指不能會入道，不能會入明心見性，不能會入看心

之法。佛眼禪師說明為什么「不會」？是因為落入了沉掉。

②高峰原妙禪師說：很多參禪弟兄，禪和子，長時在道場裡悍

勞忍苦十年、二十年，可是不能明心見性，都是因為在用功打坐禪

修時，被昏沉、掉舉籠罩，所以功夫上不去。

兄弟家，成十年二十年撥草瞻風，不見佛性，往往皆謂被昏

沉、掉舉之所籠罩。34

③《萬法歸心錄》講到：下根愚鈍者，昏沉厚重，掉舉猛利，

如果沒有善知識開導，仔細去提點指示，助他發機，很難用功下手。

師曰：下根愚鈍，機思遲迴，昏沉厚重，掉舉猛利，難以策

發。35

二、沉掉相貌

①大慧禪師講：不但是常打坐僧眾，即使是聰明伶俐知識份子，

也都在參禪用功上有兩種病：一者，如果不用心、不用力，心就無

記，失掉正念，有如掉在黑山鬼窟裡，名為昏沉。二者，如果起心

動念，心思意想，便心識紛飛，前念后念相續不斷，名為掉舉。

今時不但禪和子，便是士大夫聰明靈利博極群書底人，箇箇

有兩般病：若不著意，便是忘懷，忘懷則墮在黑山下鬼窟裏，

教中謂之昏沉。著意則心識紛飛，一念續一念，前念未止，

33 《古尊宿語錄》卍續藏 118冊，頁 583上
34 《高峰原妙禪師語錄》卍續藏 122冊，頁 672上
35 《萬法歸心錄》卍續藏 114冊，頁 818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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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念相續，教中謂之掉舉。36

②大慧禪師說：打坐不要落入昏沉，落入昏沉有如掉在黑山

鬼窟裡，無法翻出；也不可掉舉，掉舉則識心生出無量無邊攀緣

分別。

第一莫要昏沉，昏沉則坐在鬼窟裏；又不得掉舉，掉舉則業

識忙忙。37

③應菴曇華禪師講：看到兄弟做功夫時，不是落在昏沉，就是

在惺惺散亂中度過。昏沉就像醉酒之人走在路上一樣糊塗；如果念

頭明明白白，往日所見所聞影像紛雜顯現在心腑之中，這又落入惺

惺散亂。這兩個歧路，都應棄捨。

每見今時兄弟做功夫，不在沉掉處，便在惺惺處坐地。中其

沉掉，則猶若醉酒之人行于長途也；飲其惺惺，則聞見逸于

心腑以為究竟法也。但捨二岐而致之一處，常爾提撕，豁然

徹去不是分外事。38

三、如何不沉掉

怎樣去除沉掉呢？

①佛眼禪師講：如何得不沉不掉？就要去看起心動念，看一

念起處是什么？是生滅流轉意識？還是深處業識？還是心念本無起

滅？仔細的看，翻來覆去，不斷去看，可以慢慢進入功夫處，沉掉

就能止息住。

36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884下
37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卍正藏 59冊，頁 849下
38 《應菴曇華禪師語錄》卍續藏 120冊，頁 858下－ 859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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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如何得不沉不掉？則你那一念起是生滅流轉，為是業識

耶？為是不動耶？恁么翻覆看來，便有些子道理。39

②楚山琦禪師說：假設功夫尚未純熟，念頭把定不住，昏沉、

散亂紛紛擾擾，也不須用心著力去排遣昏散。只要將所參的話頭放

下，再將心念反觀自心，照着心頭仔細看，看此妄想、昏沉從什么
地方生起。只要持續看着、照着，妄想、昏沉自然銷散。

倘正念不得純一，昏散起時，亦不用將心排遣，但將話頭輕

輕放下，迴光返照，看這妄想、昏沉從甚么處起？只此一照，

則妄想、昏沉當下自然頓息。40

③天奇和尚說：若能決志發長遠心、精進心，日日夜夜，提起

法門，究看此心是何道理？決定要有個下落。日久功深，不照破昏

沉，昏沉自退；不止息散亂，散亂自絕。

天奇和尚示眾：汝等從今發決定心，晝三夜三，舉定本參，

看他是箇甚么道理？務要討箇分曉！日久歲深，不煉昏

沉，昏沉自退；不除散亂，散亂自絕，純一無雜，心念不

生。41

小結
眾生根器不一，初學或根鈍者，內心多障蔽，所以掉散。掉散

寂靜后，心還是不夠清明，又落入昏沉。在昏沉跟掉散當中，「不

會」所緣境無法正確緣取，無法顯現在心中，看心、運心正確作用

無法產生，當然也就沒有「逆」、「轉」、「破」功能。

39 《古尊宿語錄》卍續藏 118冊，頁 583上
40 《皇明名僧輯略》卍續藏 144冊，頁 426上
41 《禪關策進》大正藏 48冊，頁 110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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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修打坐初步面臨困難，就是沉掉。每個人沉掉輕重不一，不

管是輕的沉掉或重的沉掉，解決方法就是不斷正確看心中「不會」，

奮力精進，不斷的看，就能慢慢破除沉掉。

參禪障礙人人都有，掉散、內心昏暗，深重業障都具足，只是

每個人輕重不一，破除唯一方法，就是不斷用功精進，正確看心。

沉掉跟之后討論擬心不擬心有何關係？沉掉是正確運心還沒開

始，所緣境「不會底」還沒有入心、緣取。因為還未取得所緣境，

所以沒有擬心不擬心，也沒有管帶不管帶問題。要正確取得所緣境

以后，才有擬心不擬、管帶不管帶問題。

貳、擬心不擬心
擬心是起心動念，運心、起心去運轉方法；不擬心是不運心，

不起心運轉方法。方法，就是去「看」，去觀取一所緣。所以，擬

心是起一個心念去看所緣境，不擬心就是不去看所緣境，或是觀所

緣境而無所用心。這是擬心不擬心的義涵。

祖師說「擬心」不對，「不擬心」也不對。因為擬心就落入了

分別，不擬心就落入無記，分別就是善惡，無記就是愚癡。從另一

角度講，擬心不擬心本質是善惡跟無記，善惡跟無記較明顯，擬心

不擬心比較細微。因為擬心則非寂，不擬心則非惺、非知，擬心、

不擬心都離開了知寂及惺寂之特性，所以說不對。以下分五段說明：

一、誤區；二、擬心不對；三、不擬心也不對；四擬心、不擬心都

不對；五、擬心不擬心正面表述。

一、誤區

運心之法微細難言，歧路亦繁，宗師歸為擬心、不擬心二類。

或有人不明何以攝此二類，今舉時下禪修誤區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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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類屬擬心不對者

教界有種觀空默照之法：行者心寂靜以后，觀照自己四大色身空。

色身觀空后，續觀坐具、衣物、房舍空，乃至觀草木、樹木、石頭、

河流空，乃至山河大地空，如此觀空，就是擬心之類，有種種過失：

一者：由內而外，色身、坐具、房舍、山河、大海、四方、宇宙，

次第而空則落入有邊、無邊之過。

二者：觀空，即有能觀、所觀，有能所就落入了生滅，還在識

心分別之際。未離識心分別，都是生死輪迴，生滅之法。所以，這

種觀想就是誤區。

㈡ 類屬不擬心不對者

類屬不擬心不對者，有兩類：

一是看靜守空：在心生滅起落之際，將心看在前念已滅，后念

未起，中間寂靜心念，保任此寂靜心念，令妄念不起。此方法雖能

止息心識擾動，但未有銷解識心分別之作用，亦仍落于根塵作用之

中，不能顯發惺惺靈知，古人所謂「冷水泡石頭」。

二是不作意看心：謂覺性本來就在，不用起心作意看心。此種

說法有深入討論之必要：

第一：先舉比喻：任何一滴水皆寂靜清淨，但如長江、黃河之

水則洶湧澎湃，沙泥渾濁。可喻：理論上剎那剎那心念皆無形、無

體、無念清淨，無能無所，類如一滴清淨之水。但有情之六根面對

四大色身、山河、有情、宇宙，則如經上所說，心識之流如江河瀑

流，奔騰不止，喻如長江、黃河沙泥渾濁，洶湧波濤。人在大川中

能自持而安住耶？如何能于長江、黃河中，掬一捧清水，乃至全江

河水清淨寂止，如澄潭月映？

喻知凡夫之人情識熾然，身心、山河、器界無常流行，即類長

江大河奔騰不止，平常凡夫善根豈能即剎那而脫落根、塵作用，成

靈明覺心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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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靈知覺性雖現實存在根、塵、識中，沒有經過運轉，不

易自己顯發，只是任心自為。常人在一般狀態下，無忘塵息念功夫，

未銷融根、塵作用，還是掉入了識心分別。或有妄想乍然停止者，

在定境中不覺得心動，實則心念寂靜，有情心識流未曾暫停，譬如

流水，大河水面寂靜，河面底下水流還是非常激湍。

如此可知，道理與事實差距不可以道理計，如天台謂：理即佛，

名字即佛，常人可得，但至觀行即佛，則尚未起步也。

以上乃在修學佛法中所見類似擬心或不擬心禪法，實是一種誤

區。

二、擬心不對

①佛眼和尚說：有參禪弟兄來談論，不敢道是不是。為什么不

敢道？因為你向裡面亂體會，有所「會」就不對了。所以叫你不要

動一念，不要亂領會。

兄弟家來說道，不敢道是，則你那不敢道是卻如何？何不恁

么去看。祇恐你向者裏亂會，亂有領覽，祇要教你不動一念，

便明得去。42

②佛果克勤禪師說：一切有心，天地懸隔，因為內心裡妄想分

別心很亂、很多，執取力量很強，寂靜不下來，就進不去。

所以要把所有心念都脫落、放掉，直到無心不起念之處，一切

虛妄執著都沒有，知見都銷除才可。這就是最微細、難體會地方。

一切有心，天地懸隔。酌然！如今透關不得，只為心多執重。若脫

然摒當到無心之地，一切妄染情習俱盡，知見解礙都銷，更有

甚事！ 43

42 《古尊宿語錄》卍續藏 118冊，頁 584下
43 《佛果克勤禪師心要》卍續藏 120冊，頁 737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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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痴絕道沖禪師講到：在回心內看時，所有心念寂靜下來，初

始看到「不知」、「不會」，不可有任何知解、見地，才有一毫髮

知見提出，認取以為是好事，就是生死根本。

是于二六時中，回光返照，乍可不會，不可妄有領覽，纔有

一毫髮妄自領覽，執以為是，則便是生死根本。44

以上佛眼、圓悟、道沖禪師，皆謂用功過失在⑴妄自領覽；⑵

心多執重；⑶聰明黠慧，所以成障道之本，生死根本，便透關不過。

故須ⓐ不動一念；ⓑ身心如土木瓦礫；ⓒ脫然無心，則正路歸宗。
此與六祖、宗密等無心、無念之旨一揆。

三、不擬心也不對

以上幾位禪師都講到，擬心難會到，祖師多半都要人無心，就

是不擬心，但也有祖師講不擬心也不對。

①大慧禪師講到：有些錯用心之僧眾，教一些知識份子、佛弟

子攝心靜坐，事事莫管，休去歇去，但未銷解根、塵心識流轉之力，

這還是在以心休心，將心用心。雖得少空，但仍掉入二乘但空或外

道斷見境界裡去。所以大慧禪師認為休心歇心也不對。

邪師輩，教士大夫攝心靜坐，事事莫管，休去歇去，豈不是

將心休心，將心歇心，將心用心。若如此修行，如何不落外

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45

②天如惟則禪師舉香嚴在百丈會下開悟因緣說：香嚴在百丈會

下，不可不謂之聰明才俊、佛法通達者，可是他所會的都是死法，

要等到所有情執放下，一直放到亡所知處，才能有個回頭活路。所

44 《痴絕道沖禪師語錄》卍續藏 121冊，頁 543下
45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92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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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開悟以后說：「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后人不知道，把「亡所知」當成與枯木頑石相似，于是就一味

放空色身，死寂心念，以為這就是忘知絕慮無心處，不知這反是能

知、所知熾然競起。

后人不曉，將謂亡所知與枯木頑石相似，便擬忘形死心去湊

泊。他如此湊泊，政是能知所知熾然競起，要到亡所知處，

驢年也未夢見在。46

惟則禪師意謂：禪之旨趣不在于寂定，而在于亡能、所，即銷

解根、塵生識之作用。大慧雖未明言，但言「將心休心」，亦意指

此等空寂之心仍未脫根、塵識心之分別。故知，不擬心之過，在未

能銷泯根、塵能所之意也。

四、擬心、不擬心都不對

①雲門禪師說：有弟子聽人說法，便起疑心，到處問佛、問法、

問上、問下，想要從文字上了解，其實這樣子反而離道很遠，會不

到。為什么？因為起心動念就不對，何況落入文字。擬心不對，是

不是不擬心就對了？不擬心也與道不相干。

問佛問法，問向上問向下，求覓解會，轉沒交涉。擬心即差，

況復有言！莫是不擬心是么？更有什么事！ 47

②佛眼和尚說：發心參禪，是為了要會得，誰不願意去會得呢？

只是因為沒有個入處。勉強起心去會，也會不得，一切處所都不相

契，因緣不對應，用力去取亦不得。

為什么找不到入處呢？因為，一起心動念，就不對了。所以佛眼

46 《天如惟則禪師語錄》卍續藏 122冊，頁 821下
47 《雲門匡真禪師廣錄》大正藏 47冊，頁 54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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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一天之中，行住坐臥、種種事業、一切修學佛法之事，⑴你剛

起心動念去思惟、會解時，它就沒有了。⑵你想要靠近、想要去體

會它的時候，它已經離開你了。⑶你認為心是什么的時候，它就不

是了。

擬心不對，難道說就是不擬心嗎？不擬心，不起解會也不是。

擬心思惟都不對了，不擬心更是不對。

然發心參禪，便要會得，誰不願樂？祇為無箇入處。又強會

不得，一切處不契合，一切處緣差，用力取不得。良久，云：

你十二時中行住坐臥，折旋俯仰，種種事業，一切處有超佛

越祖底事，祇是你纔要解會時，已無也，真箇是無也！你擬

湊泊，已背了也！所以道：看見祇是不奈何！

莫是不擬心，不起解會時得么？展轉更是不得也。會尚不

得。豈況不會！ 48

③大慧禪師說：平常時看話頭，不用任何聰明伶俐去思考，擬

心思量就離禪道很遠。如果不思量、不計較、不擬心是嗎？他喝了

一下說：「是」個什么！所以大慧禪師也認為擬心、不擬心，都不

對。

看時不用將平昔聰明靈利思量卜度，擬心思量，十萬八千未

是遠。莫是不思量、不計較、不擬心，便是么？咄！更是箇

甚么，且置是事。49

④中峰明本禪師說：道無向背，沒有個趨向，也毫無商量處，

如果你起心動念，則與道相違千里萬里，沒個交會處。如果不擬心，

你也錯過，靠近不了道。

48 《古尊宿語錄》卍續藏 118冊，頁 562上－下
49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937下－ 93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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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道無向背，絕商量，你擬心則千里萬里沒交涉。你若不擬

心，亦無你湊泊處。50

雲門、佛眼、大慧、中峰四位大宗師，何以皆謂擬心、不擬心

皆不可？唯一之理由，在根、塵識心有否。此即因未得正法門故，

無法離根、塵識心之牢籠，故皆不可。若如是，則如何可耶？下說

明正法門則可意。

五、擬心、不擬心正面表述

祖師從負面立場表述：擬心不對，不擬心也不對。指擬心則落

入分別，不擬心則落入定境沉寂。

把負面立場轉為正面思惟、表述來看：不擬心是從離妄想分別，

無念、無心契入；擬心是從靈知、照了、破妄轉覺邊說。今舉法融

與永嘉大師思想說明：

茲以《景德傳燈錄》中法融〈答博陵王問〉對于知、照討論，

衍申至永嘉大師〈奢摩他〉，做為擬心、不擬心之正面表述。

《永嘉集》〈奢摩他〉繼承法融禪師禪觀思想，進而表述更體

系、更簡明，有次第。法融禪師與永嘉大師都強調，透過忘塵息念

而得來惺惺寂寂，是禪觀覺性起點，是大乘禪法入門。法融〈答博

陵王問〉云：「色境二性空」、「爾時起自息」，「色境」指塵

與念，塵念二者本自性空，故所起之心本來不起，此與《永嘉集》

「忘塵息念」同旨。

「忘塵息念」之后，靈知之性自現。靈知之「知」，〈奢摩他〉

中「簡細心」特別討論此知有三種細微可能：①知物；②知知；③但知。

①知物：是即妄想，此即法融禪師所謂「知緣」。「緣」指所
知物，心有所緣，即是妄想。若能了知本來境空、外色空，無所緣

50 《天目明本禪師雜錄》卍續藏 122冊，頁 76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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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物，則無能知之心，此時念自息，即所謂「色境二性空，本無

知緣者」，此即「忘塵息念」之旨。

博陵王問師曰：境緣色發時，不言緣色起，云何得知緣，乃

欲息其起？

師答曰：境色初發時，色境二性空，本無知緣者。心量與知

同。51

②知知：境空，知境空之覺尚在，此知轉為前境，為后念所
知，故名知知。此即博陵王問：「境發無處所（境空），緣覺了

知生（知境空），境謝覺還轉（境空之知），覺乃變為境（空知

轉為境），若以心曳心（后心緣前空知之心），還為覺所覺（此

為知知）。」

問曰：境發無處所，緣覺了知生，境謝覺還轉，覺乃變為境。

若以心曳心，還為覺所覺。52

③但知：知沒有知相，名為「但知」。法融禪師說：在起心
動念之際，沒有心取境之事，故爾一念自銷泯無體，念本空，塵

也本無，沒有知境空之處、之知，所以「此知自無知」，沒有一

個知相，「知」本來寂靜。永嘉〈奢摩他〉謂：「但知而已」，

無有知知。

師曰：色心前后中，實無緣起境，一念自凝忘，誰能計動靜。

此知自無知。53

法融禪師「此知自無知」這句話，跟永嘉大師的「但知而已」，

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51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冊，頁 227中
52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冊，頁 227中
53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冊，頁 227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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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恰恰用心
博陵王接着問生活中如何用心，法融禪師回答一頌，為永嘉大

師「奢摩他」所引用：「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

常用恰恰無。」

這一段是博陵王問日常用功夫時，如何用心為合宜正確？

法融禪師回答：正用心時，常時皆用而無心。雖無心相，卻恆

常隨宜巧便而用。能合宜用而無心相，此無心相之用，實則即是不

無之心。

問曰：恰恰用心時，若為安隱好？

師曰： 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譚名相勞，直說無繁
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

心殊。54

法融禪師在講完這首四句偈后，講到「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

殊」，說明無心就是有心，這話與「知而無知，無知而知」，實是

同一語義。可說，「用心」即是擬心，「無心」即是不擬心，恰恰

用而恰恰無，即是用心之正義。

小結
「知物」、「知知」、「但知」，此段對細心之解析，是永嘉

大師繼承法融〈答博陵王問〉的思想，重新建立詮釋「惺惺寂寂」

絕待離緣、靈知真見理論體系：⑴「不知物」是不知所緣；⑵「不

知知」是不知忘緣之知，或謂不取空寂之知相；⑶但知，即「惺惺

寂寂」。

54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冊，頁 227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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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寂」者不擬心，擬心不對，所以寂寂；不擬心也不對，所

以「惺惺」。這是從正面表述，法融及永嘉之「惺惺寂寂」可以避

免祖師對擬心，不擬心之疑慮。

而法融〈答博陵王問〉與永嘉〈奢摩他〉中：「恰恰用心時，

恰恰無心用」、「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正面回應了擬心與

不擬心之誤區。

叁、管帶不管帶
行者功夫上手，法門純熟后，坐中皆能自在用功不落沉掉。「管

帶」是照顧好心念，在生活中能功夫維繫，相續不斷，打成一片。

以下分兩段說明：一、教人管帶；二、教人不管帶。

一、教人管帶

早期北宋前祖師，多要人「管帶」，要去照顧心念，如圓悟、

無準師範禪師都講到管帶。

①雲峰悅禪師謂：十二時中，必須要能照顧得住心念，守得住

方法，方不致于隨眾過日子，浪費生命。

大凡行腳人，十二時中也須管帶些子始得，豈可只與么隨行

逐隊，虛生浪死。55

②圓悟禪師論用功，謂：最困難使力處，是在日常輕忽不用心

時，不知不覺中就被境牽拉走，流失了正念，故須不斷照顧心念，

不令心念流失，久久功夫得力，自然打成一片。

55 《古尊宿語錄》卍續藏 118冊，頁 68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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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難是等閑不作意處，驀地被牽轉，便漏逗也。應須相續管

帶，使勿走作，久之打成一片。56

③無準師範禪師也認為須要「管帶」，他說：只為耽于睡眠，

忙于塵事，失于照管帶領好自心之牛，所以牛繩子放開了，牛就

一直走入深草裏去，找也找不着。喻如心牛跑到深草塵世間，看
不到心牛蹤影。所以要「管帶」照顧，才能把牛牽回，喻將己心

管好。

人人有箇水牯牛，迥迥地常露現前，只為耽于睡眠，役于塵

事，失于管帶，一向走入深草裏去，竟無尋處。57

二、教人不管帶

若只是管帶，沒有往「不會」深處逆取，不逆則無破、轉之作

用，功夫不進，停滯于定水中，古人謂「冷水泡石頭」、「坐黑山

鬼窟」。逆深故，所破深，所轉深，方能明心見性。故管帶之失，

在于無逆、破、轉之作用。

①南宋以后，祖師多喝斥管帶。如大慧禪師說：若只是放心自

在，或專注不移帶看用心，仍不能摧破生死。如此用功，靜、動分

成二邊，未免為魔所擾。所以，大慧認為「管帶」是個病處。

若一向忘懷、管帶，生死心不破，陰魔得其便，未免把虛

空隔截作兩處，處靜時受無量樂，處鬧時受無量苦。58

②憨山老人說：「管帶」照顧心念功夫被古人訶斥；反之放任

心神不管顧，則功夫間斷，不能相續。終落得動靜分成二截，如何

56 《佛果克勤禪師心要》卍續藏 120冊，頁 730上
57 《無準師範禪師語錄》卍續藏 121冊，頁 894上
58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92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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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持是好呢？

若管帶又被古人訶斥，任之不能相續，只是動靜兩閒，如何

提究，疾得相應？ 59

③博山禪師也舉大慧禪師訶斥「管帶」之說：管帶來，管帶去，

還是不脫離生死。

又一等人，教人隨緣管帶，忘情默照。照來照去，帶來帶去，

轉加迷悶，無有了期。60

管帶是有定力，能于日用中，把正確所緣境抓住。而祖師呵管

帶，在于運心時抓住所緣境以后，就停住不進，或抓住后沒有把所

緣境──無知、無明，轉成覺性，這就是管帶被呵之因由。有宗師

說要管帶，有禪師以為管帶不對，對不對差別觀點，在所緣境之逆、

破、轉否也。

小結
以上三者是從初入門、初看心時，或功夫上手后，運心正確與

否來討論。

⒈ 沉掉，是初心尚未能順利取得所緣境，就落入了沉掉狀態。
⒉ 擬心不擬心，是已取得所緣境，只是取得不恰當。
「擬心」是沉掉乍止停息，心已寂靜，心寂靜故有力去取所緣

境。因為要取所緣境，所以須有「能取心」去取境，起心去取

境，去運轉境，就是「擬心」。因為起心，就落入分別，離開

法門，所以為祖師所呵斥。因取境而起心動念，就叫「擬心」。

59 《憨山老人夢遊集》卍續藏 127冊，頁 348下
60 《博山禪警語》卍續藏 112冊，頁 96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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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心，不擬心，則如枯木死灰，以「不擬心」有二途：一是

取一無影像所緣境，非正確會取「不會」所緣；二是取了「不會」

所緣境，而無所作用，停在所緣境寂靜禪定上。這二途都沒有

辦法開發智慧，所謂冷水泡石，也被祖師所呵。

⒊ 管帶，是已離「擬心」、「不擬心」之失，在坐中可以正確運
心，但在生活中沒有辦法打成一片，功夫中斷，所以祖師要我

們照顧好念頭，名為「管帶」。照顧好念頭時，方法停在一處，

若不能深入使所緣境轉換成智慧，則為「管帶」之失。此為祖

師要人「管帶」、「不管帶」的差別處。

「管帶」本意是⑴功夫不間斷；⑵功夫成片；⑶功夫前進；⑷

能將所緣轉換成智慧。明心達本一定要有功夫成片之過程，此

須透過「管帶」來達成，所以祖師要弟子「管帶」。

禪行者運心時，多是有此三個歧路：

⒈ 沉掉：運心法門取所緣境，因有沉掉之障，尚未牢固取得所緣境。

⒉ 擬心不擬心：運心緣取境時，所取之境非是正法門之所緣境，

故為所呵。

⒊ 管帶：坐中能如理取境，生活中易走失運心所緣，故須管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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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正確會取─逆、破、轉會取

參禪、看心有些歧路跟禪病，譬如沉掉，管帶不管帶，擬心不

擬心。討論鋪陳前節三段，在說明：用心時有很多細微障礙、歧路，

如果沒有把障礙歧路掌握好，即使入門以后，也難免走上歧路，或

在途中打轉，不能向前。

「不會底」是看心、參禪的入手處，看「不會底」如果不能正

確運心，亦會落入誤區禪病。所以，須了解祖師們教人如何看心。

如何看「不會底」而能離開禪病，有其方便技巧，可直驅無心之地，

驅入明心見性的終極目標。

究實而論，會用心之人，通理路者，不須多言多說。為不會運

心者指路，為理未通者增長信心，此節將運心方法，歸納為逆、破、

轉三點說明。

壹、逆
逆者，逆水而上之意也。經論中處處言：逆、順觀十二緣起。

今所謂逆者，謂逆觀生死流。蓋「看心」所緣境「不會」、「黑茫茫」

之行相，于心識瀑流中，剎那剎那流轉于無明、業識、煩惱大海。

故須將此所緣，不斷逆返于無明流轉之水流，溯而歸源，故稱取所

緣境為「逆」。

一、佛眼禪師

北宋末期，法演禪師有三位出色弟子，世稱「三佛」：佛眼、

佛鑑、佛果三位禪師。其中駐在蘇州龍門佛眼禪師，有一段對參

禪運心技巧極為細膩說明，先將引文列出品味，再分析其看心之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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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直須①退步體究。如何②退步？且不是教你長連床上閉
眼坐，硬捺身心，如土木相似，百千萬劫也無用處。若要③
退步時，你有1不會底語言，2不了底因緣，便頓在面前，

④退步自看，因什么
9 9 9

3不會去？

良久，曰：僧家道：思量也不得，不思量也不得，卻教人如

何看？我向你道：但⑤退步看。

良久，又長噓云：好悶殺人！好4難會！祇你那悶殺人是什
9 9

么
9

？悶殺人是誰？你恁么⑥退步來看，漸漸惺也。一日光明
一日，漸見廣大。

又不得一向去者裏認了，便道是了當也，便是拄定殺了也，

濟甚事？須是著些
4 4

智慧
9 9

來觀看
4 4 4

。（古人許你管帶一路，若

如是休歇⑦退步，管取有箇道理。此是為都5不會，無所知
者。）

又有般胡說亂說，如何若何底漢，你但亦⑧退步看，你那胡
說亂說底是什么？但恁么回光返照看方是。若一向如此做功

夫，畢竟亦有悟期。若不相信，也無可奈何。61

佛眼禪師主要用功方法是「看」，「看」就是體究之旨，以下

試就「看」來說明其運心體究之法，分成㈠如何看；㈡看什么；㈢
心轉變相，三點說明：

㈠	 如何看

佛眼禪師看心、參禪之法，主要是退步體究，所謂「退步」看。

怎么退步？在此看心之旨中，共用了八個「退步」，除①「退步」
看外，尚有②回光返照看、③頓在目前看、④著些智慧看。

61 《古尊宿語錄》卍續藏 118冊，頁 574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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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退步」看、「回光返照」看，從「退」跟「回」、「返」

這三個字，可說是對看取，提出方向的概念——要退步、要回、要

返來看，都是向內心深處看的意思。祖師也講「未生一念前看」，

「前」是指念起之前，前、退、回、返都是告訴看的方向，舉出看

的方向在什么地方。「不會底」確立看的對象，前、退、回、返，

則指出要從哪個角度切入「不會」，是使力的方向。

㈡ 看什么

「退步」看，看什么？看「不會底」。由「不會底」衍生出諸

行相，共有：

⒈「不會底」（語言 ）
⒉「不了底」（因緣）

由看「不會底」、「不了底」，因「不會」而堅看、力看、不

斷看，故有悶覺，所謂「悶殺人」。又因「不會」而難會，說東說西，

胡說亂說。故繼而深入看：

⒈因什么不會？
⒉悶殺人是誰？
⒊悶殺人是什么？
⒋胡亂說是什么？

㈢	 心轉變相

看「不會底」是什么？悶殺人是什么？繼續不斷看則心漸轉

變，有以下諸相：

⒈漸惺知
⒉光明相
⒊惺惺相與光明相漸見廣大

長久看以后，佛眼禪師提到「不會底」有兩個很重要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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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	久久就漸漸惺也，惺就是智慧，覺知覺照力量。
⒉	一日光明一日，慢慢的一天一天光明。此光明從黑暗中出。

漸見廣大，此「廣大」是指心之覺知跟光明兩者同時廣大。「不

會底」本身有不知跟黑暗兩個成份，不斷看，反覆退步看，慢慢就

有了覺知、光明；漸見廣大，此惺覺、光明在廣大之后，推究極處，

即是明心見性。所以佛眼禪師說：迴光返照的看，一直用功，最后

畢竟會有個悟期。

二、無念禪師

無念禪師說：伶俐神巧，思量卜度可到之地，都是識神出入，

有情都被這個識神思量所矇蔽，所以要打開心眼去看。無念禪師也

是以「看」做為參禪主體，除去了這個思量分別心以外，哪個是我

們的本來面目？這樣子每天如斯提，如斯追，愈急愈追，追到個黑

漫漫無巴鼻處正是好消息，不要就停止，越是沒有巴鼻，越要抖擻

精神，一直單刀直入。

無念禪師這一段對于如何看心，提出三個字──提、追、入：

①著意提斯，如斯提；②如斯追，愈急愈追；③單刀直入，用此三

字來說明「看」之作用力。

提者：不提則心沒落，失所看之境。

追者：似提，提持不鬆放，不追緊亦有走失之虞。

入者： 于黑漫漫處，提、追、貼近看之，進而覺知與此黑漫漫打成
一片，方能不斷深入，全面作用，故須「入」之功夫。

醒來忽得神清翛然時，著意提撕，但凡神巧伶俐，卜度思量

可到之地，都屬識神出生入死，全被這廝瞞昧。當著眼看，

除諸外，哪個是文臺公的娘生面目？逐日，如斯提，如斯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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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急愈追，追到個黑漫漫無巴鼻處，正是好消息。慎勿厭倦

就止，越教抖擻精神，單刀直入。62

三、大慧禪師

大慧禪師教人怎么用功呢？他在給居士信上說到：用功時，不

但世間家庭瑣事要放掉，就是連你看到經典的精彩處，別人給你提

示修行的要點處，所起的歡喜心、好的滋味，都要放下。一切放下，

放到百不知百不會，像三歲小孩子一樣不懂事，只是有心卻不懂得

思考的時候。此時，正要向初起念求要領技巧前，這一念未生前看

去，向要求修道前的這一念前面看，看來看去，忽然如睡覺醒來一

樣，即是開悟時節。

請左右都將平昔或自看經教話頭，或因人舉覺指示得滋味，

歡喜處，一時放下，依前百不知百不會，如三歲孩兒相似，

有性識而未行，卻向未起求徑要底，一念子前頭看。⋯⋯左

右若信得及，只向未起求徑要指示一念前看，看來看去，忽

然睡夢覺，不是差事。此是妙喜平昔做底得力功夫。63

放下者，攀緣心也。蓋攀緣分別不息，則根、塵角立，此知見

紛然，放下，則知見乍息，根塵不住，如嬰兒，識心未起，此即「不

會處」。忘塵無念而更須向此分別識心未起，再前一念看去，未起

一念之前是何？此即業識流轉，愈不會愈黑之上游源頭處也。此

「前」，即似無念禪師「追」、「入」旨趣也。

62 《黃檗無念禪師復問》嘉興藏 20冊，頁 510上
63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93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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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綜上三位禪師對看心「不會」分析如下：

三位禪師在看取此「不會」時，看取之作用力，即是「逆」之

作用。

三位皆以「看」為參禪明心之主體，以「不會」為所看、所緣

之境，就如何看取此「不會」，今綜合三位禪師說法分成：㈠字義
論用；㈡四流磨合；㈢逆之義涵。

㈠	 字義論用

先不論前后文字結構、所組合文句語義差異，單就一字而論看

之作用，分三組：

一組，退、回及前：此看于所緣「不會」，或退回或向前，位

置不斷轉移，入于深處、根本處，如外六塵入于內心寂止。

二組，頓、提：于所緣「不會」，安置心目前，怡穩而看之。

三組，追、入：于所緣「不會」緊迫不捨，並將此「看與黑」

從二者對立，進入合為一體。

㈡	 四流磨合

三組看「不會」之作用，若以此心為瀑流，皆于四流中磨合而生：

第一流，內外空間：內根外塵，謂取五俱意識所分別外五塵，

或獨頭意識所對內法塵。

第二流，前后時間：意識在時間流上前念、今念、后念相續不

斷，看心時或有看念已起、正起或未起處。

第三流，惑業苦三道：每一剎那心念皆具惑、業、苦三道，觀

心之際，初始落在根、塵、識果報體上，然隨心念轉細、轉深，亦

有轉取惑、業者。

第四流，剎那體質：無明有淺深，故心念癡暗黑體有淺深。所

看「不會」淺，取「黑」淺；「不會」深，「黑」濃厚，由淺黑識

流輾轉入深黑識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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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流者，皆生死流中，無明、業識及妄分別心之行相，故此亦

逆義也。

㈢ 「逆」之義涵

A 者，從字義上論取「逆」義

前從三組字義上論看之作用，今係從此三組看之作用上申引論

其「逆」義。

此三組皆在說明「看」之覺照與所看之「不會底」二者對應之

關係，其中：

一組，退或前：皆取趨向之意。

二組，頓或提：雖未有如進入之強力會契之意，但趨向迎面之

旨溢焉。

三組，追或入：更表現強力磨合之作用。

故從言語文字中可知，此三組「看」之作用，非但有取所緣境

之意，而且為強力面向趨入，故為「逆」義。

B 者，從心識流論「逆」義

因為心識流動，經喻心水猶如瀑流。以流水心識故，有內外、

前后、質體三種系統，故須逆空間流、時間流、質量流。故說念起

即覺，以心識瀑流無止息，奔騰澎湃，故須追溯心源，方令此心識

流止息，故曰「逆」。

C 者，從止觀取境上論「逆」義

古人有牧牛、尋牛之說，天台有修止觀之境，故此節佛眼、大

慧、無念三位禪師之退、反、追、入等看心說，皆在討論此「看」

如何緣取「不會之心」為所緣境。以所緣境不斷為心識流轉，轉轉

遠離看心，猶如牧牛而失牛，故須逐境而取，無念禪師所云：「追」、

「入」之義，猶如溯識流之水
4 4 4 4

而上，故曰「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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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破

此無知癡暗心體──「不會」，由看故照破黑暗覺、無知覺，

漸漸銷散，如風吹雲散，如日出冰融，漸漸破銷失體，此即看心

「破」之作用。

一、無來處，無去處

龍門佛眼禪師說：我問你，你又不會，不知怎么辦？此事須

要有個入處，不是勉強能會得的。如果沒個入處，縱使千種用心，

你是會不了的，有什么用！怎么會呢？須用心去體會。怎么體

會？

佛眼謂：去看這個「不會底」是從哪裡來？要知道，這個「不

會底」本來沒有來處，既沒有來處，執取它幹什么呢？等到你一直

看，看到這個「不會底」沒有來處，也沒有去處的時候，你就明白

了。

這個「不會底」，黑黑的迷團、業識，祖師告訴我們，它沒有

個來處，也沒有個去處，一直看、看、看，就知道它什么都沒有，

就明白了。

我問你，既不會，又如何是？

得須有入路，方知不是強會底事。巧會千般，你根本不會了，

堪作何用！

須著用意究，你看不會從何處得來？你要知么，你者不會，

本無來處。既無來處，此不會卻如何？及乎明得者不會無去

處，恁么地看時，你管取須明得。64

64 《古尊宿語錄》卍續藏 118冊，頁 588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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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段面目

順治皇帝問：「什么是千聖不傳的事呢？」天童弘覺忞禪師靜

默在那邊，良久后，問順治皇帝：「陛下你會嗎？」順治皇帝說：「不

會。」弘覺忞禪師開示說：「不會底」是什么面目、體段？你看看

它到底是什么？其實它什么都不是。所以，就這么回光返照，時刻

提撕，久久自然相應，找到它真正面目。

上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不傳底事？

忞良久，問上云：陛下會么？上云：不會！

忞云：祇者不會底，畢竟是箇甚么？是何面目？是何體段？

但恁么回光返照，痛自鞭逼，刻刻提撕，念念省察，日久歲

深，自有相應時節然。65

三、無能─無所

龍門佛眼禪師說：我知見上沒有一毫不是、不會，所以能跟大

家說話指示。山僧「會什么」、「是什么」呢？其實所會所是的，

是無能會之心，無所會之法。

「不是」就是「不會」，佛眼禪師會到的是什么呢？佛眼禪師

說：「會」到一個沒有可以找的心，也沒有可以執取的法，所以說，

會到一個沒有所，沒有能的法。此無能、無所之心，從破除不知、

不會而來，因為「不會」沒有實體。

有禪師說：「心如芭蕉樹」，看心有如剝蕉葉，一層一層的剝，

一層一層的脫落，最后無有一物。心無實體，這是無心是道旨趣，

謂直到無心才見到真實。所謂「不會底」本質，是沒有能看「不會」

之心，也沒有「不會」癡暗心體。

65 《天童弘覺忞禪師北遊集》嘉興藏 26冊，頁 30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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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云：山僧分上，無有不是者，若有一絲毫不是處，爭敢說

向人，爭敢指示人。山僧分上是時，無能是底心，又無所是

底法，所以方敢說向人。66

四、「不會」念破

大慧禪師以為真正用功參禪行者，直須一切放下，如槁木石

頭，沒氣死人樣，百事皆不知、不會，如此用功，乃至因緣時至，

將此蘊于心頭不知、不會這一念打破，則佛也奈何不了。

爾要真箇參，但一切放下，如大死人相似，百不知百不會，

驀地向不知不會處，得這一念子破，佛也不奈爾何。67

如何打破這「不知、不會」一念呢？不會本質為無知，因無知

而顛倒煩惱，所以看煩惱即是看不會。

煩惱來時如何面對？大慧說：煩惱來時，但仔細揣摩看問：

問此煩惱心念從何而來？看此煩惱不會之心念，是有是無？看來看

去，心看不到實有一物，自然「不知、不會」這一念子破。

然正煩惱時，子細揣摩窮詰，從甚么處起？若窮起處不得，

現今煩惱底，卻從甚么處得來？正煩惱時，是有是無、是虛

是實？窮來窮去，心無所之。68

這一破「不會」之過程中，祖師謂人「但空諸所有，莫實諸

所無」，佛眼用「看」；弘覺用「照」；大慧用「窮」。「照」、

「看」、「窮」到盡處，即知了無一物，此即破義。

66 《古尊宿語錄》卍續藏 118冊，頁 586上
67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863下
68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929中－下



－ 90－ － 91－

禪宗看心

小結
綜觀以上三位禪師四段語錄，于此看心所緣境「不會」之討論：

佛眼禪師：無來無去處──管取須明得。

弘覺禪師：是何面目體段──自有相應時節。

佛眼禪師：無能所之心──無有不是者。

大慧禪師：心無所之──一念子破。

三位禪師皆謂此「不會」所緣境，須于看心過程中知其無體：

一者，觀心識流，知心無體：有情之心如瀑流不斷，故須不斷

推究此心行相，推究研磨此有情執以為「不會」心體，本從何來何

去？是何樣子？

二者，心之識流，本即無體：蓋有情心識之流，實則無體，則

此「不會」又何有之？故窮盡處，則知「不會」無體，不會所依「心

識」流亦無。

叁、轉
一、佛眼禪師「漸漸惺也」

佛眼禪師弟子看「不會」時，說「悶殺人」、「好難會」，

很悶、很難。佛眼禪師要他繼續看：「你那悶殺人是什么？悶殺

人是誰？」「悶殺人」的「悶」，是一種無知的、黑暗的行相。

一直看「不會底」，為什么「悶殺人」？因為很黑。又為什么「難

會」？因為愚昧無智。「不會」兩個特質——無知、黑暗，都在這

邊表現出來了。

經過一直不斷看，「悶殺人」、「難會」的心體開始轉變，所

以佛眼禪師說：「漸漸惺也，一日光明一日，漸見廣大。」佛

眼用「惺」、「光明」二者漸漸廣大，把「不會底」心體中，「悶

殺人」的癡暗及「難會」無知的心，兩種特質，黑暗、癡愚轉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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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眼禪師「看不會底」這段開示講得非常精彩：①「漸漸惺
也」，從無知到達惺惺靈知；②「一日光明一日」，將黑暗轉為光
明。③「漸見廣大」，惺惺的光明慢慢擴大，講到功夫要能往前走。
這就是佛眼禪師最了不起價值處。

你恁么退步來看，漸漸惺也，一日光明一日，漸見廣大。69

所以看「不會」時，第一步是確定所緣境，抓住所緣境還不究

竟；第二步破執，摧破對所緣境虛假相的執取；第三步轉換所緣境。

不但要看住 ( 逆 )，還要去看破，而且要把這個癡暗、不會的心體
轉成光明、覺了、覺知。這個道理，跟宏智禪師默照禪一樣，默照

照什么？怎么照？把無知黑暗轉成覺性，才是重點。

二、佛鑑禪師舉「溈山如何是道」公案

弟子問溈山：「如何是道？」溈山說：「無心是道。」僧眾說：

「我不會。」溈山說：「會取不會底好。」僧眾說：「什么是不會底？」

溈山說：「就是你，不是別人。」

這段「無心是道，會取不會」的問答，佛鑑禪師對它下了一段

評語：這一段話乍看好像是冷水泡石頭，以為只是去看「不會底」，

寂靜在看心頭一處而已，可是仔細去檢視理解這一段話，就發覺這

段話有深意，有特殊旨趣。

什么旨趣呢？佛鑑禪師說：「水裏有鹽，喫着方知滋味。」

「水裏有鹽」是個比喻，「水」喻心，心如水，「有鹽」喻「不會

底」裡面有覺性。自己去親身體驗，自己用心去看這個「不會底」，

使力去參究這個「不會底」，參下去方知「不會底」裡面就有明心

見性、開悟的滋味。所以「水裏有鹽」比喻，把無知、癡暗、無味

之心水，轉到能夠體會到心水裡鹽巴味道。「鹽」喻光明、惺知，

69 《古尊宿語錄》卍續藏 118冊，頁 57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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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轉」。

把「不會底」業識的心境比喻成水，能夠會到像水的業識，淡

而無味「不會」之水，轉成鹽味清淨覺性。明心、無心，就是「有

鹽」，旨趣就是轉，即修行中心性轉換的過程。

舉僧問溈山：如何是道？溈云：無心是道。

僧云：某甲不會。溈云：會取不會底好。

僧云：如何是不會底？溈云：只是你，不是別人。

佛鑑拈云：乍看似死水裏浸卻，子細檢點將來，

水裏有鹽，喫着方知滋味。70

看似死禪

三、愈退愈明，愈不會愈有力

以下舉佛果、應菴、道沖與牧雲四位禪師「愈不會」、「愈退

步」做看心功夫，來討論看心禪修中功夫增進轉變。先列舉四位語

錄，再分析其意。

㈠圓悟佛果禪師：「此既已明，當須履踐。但只退步，愈
退愈明，愈不會愈有力量。異念纔起，擬心纔生，即猛自割斷，

令不相續。」71

㈡應菴曇華禪師：「此事不厭純熟，愈退愈進，愈晦愈
明。」72

㈢痴絕道沖禪師：「但一味退步，就己默默參究，愈退步
愈有力，愈不會愈現成。」73

70 《拈八方珠玉集》卍續藏 119冊，頁 208下－ 209上
71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775下－ 776上
72 《應菴曇華禪師語錄》卍續藏 120冊，頁 872上
73 《痴絕道沖禪師語錄》卍續藏 121冊，頁 543下

仔細方知禪味，即不

會中無明轉換旨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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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牧雲禪師：「畢竟要討個分曉，不分曉時，只管參去，
勿生厭悶，不可退步。愈不分曉，愈覺厭悶，愈乃得力。」74

四位禪師在參禪看心之功夫過程中，都提出「愈退步」、「愈

不會」則功夫愈進步，愈有力，闡示禪觀增進開展之叙述。以下分
兩點綜合討論：

㈠	 論文字、語法之表達方式

愈怎樣用功，則功夫愈轉成怎樣進展，用「愈⋯愈⋯」表現因

果先后關係。

先有用功之因，后來產生功夫成長增進之果。所以「愈⋯愈⋯」

表達功夫二種特殊義涵：一者增進，二者轉變。

㈡ 因中功夫與果上增進之比較

今將四位禪師看心之法表列如下：

愈 (因 )	 愈 ( 果 )

應 菴
退 進 Ⓐ進

③退步
晦 明

Ⓑ明
佛 果

退 明

②黑
不 會 有力量

道 沖
退 步 有 力 Ⓒ有力

①不會 不 會 現 成 Ⓓ成就
牧 雲 不分曉 得 力

由表列歸納，可知：

因上功夫為：①不會；②黑；③退步。

果上增進為：Ⓐ進；Ⓑ明；Ⓒ有力；Ⓓ成就。
繪表如下：

74 《牧雲和尚七會語錄》嘉興藏 26冊，頁 54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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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愈…愈…」之前因后果表　

愈……（前因） 黑 退 不會

愈……（后果） 明 進
有力
成就

此前因與后果之詞，境界相反，作用力予盾，違反常理。

如何解釋其中道理？則教中之「色相無邊，般若無際」，「理

事不二」之理，可以說明。蓋「黑」、「退」、「不會」為無明、

業識、煩惱、無知，而此煩惱即菩提故，黑轉為明，退轉為進，不

會轉為有力、成就。

此即禪師們常說：冰厚水深、泥多佛大、薪多火旺、大疑大悟

之理也。水從融冰，融冰厚則成水深；佛要泥塑，火須燃薪，悟從

疑來。故水、火、佛、悟之「大」、之「深」，須視冰、泥、薪、

疑之多、之厚。看「不會」中有「轉」之作用，故業識、無明轉為

有力、光明，而功夫進展。

肆、小結
印度所傳佛陀經教中，聲聞乘以戒、定、慧三學為道之主體；

般若經以般若行之三般若為道體；唯識謂瑜伽唯識觀為道主體。法

至中國，修道思想較具代表，厥以天台與禪宗為主要。

天台智者大師在經典裡擷取「止觀」為修道禪觀主體，智者大

師于止觀理論有詳盡敘述。禪宗祖師則名目繁多，如說：看心、靈

知、惺寂、無心、體究、默照等等，沒有統一說法。本節用逆、破、

轉來統一詮釋、界定禪宗祖師「看心」等說，等同天台止觀。試說

明之：

分二段說明，先說破、轉，再說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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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破、轉

《摩訶止觀》中，智者大師各以三種定義來詮釋止觀。三種定

義可以分為：前兩種是鈍根漸修；后一種屬于利根頓修。利根頓修

叫做不止止，不觀觀，此不止止、不觀觀，今此無多論。鈍根漸修

止與觀，各具二義，可說即是破與轉義：

「止」二義者：①止息義；②停止義。觀二義者：①貫穿義；
②觀達義。其中：

1. 止義之「止息」與觀義「貫穿」屬「破」義：止息者，摧伏

妄想，令妄想寂靜；貫穿者，以觀貫穿妄想，摧破妄想。「止息」、

「貫穿」二義與「破」相合、相同。

2.「停止」義與「觀達」義是「轉」義。停止者：息心停止于

諦理之上，將分別妄心轉到真理覺性之上；觀達義，明見真理而將

所觀之境，引帶至真理之處，達至真理。所以，停止義與觀達義，

都有轉至之義，與「轉」相合。

今依上述，將智者止觀二定義與破、轉二義相配表示如下：

破、轉與止觀定義比對表

禪宗 天台止觀

看心義 止義 觀義

漸修
破 止息 貫穿

轉 停止 觀達

頓證 非破非轉 不止止 不觀觀

二、逆

「逆」者：取所緣義。而此逆義不同于常途取境，今此看心之

「逆」，已寓破、轉之理于所取境中。

所謂「逆」者，如逆水行舟，逆生死流而上，教中所謂「逆觀

十二緣起」，所取境是逆反生死識流分別心，銷除根塵角立所生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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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之作用。「逆」義含有①取何境？②如何取境？③何以取境？
④境將何往？諸義涵在「逆」之下。

任何禪法于所取境都有其義涵所在，僅解說、分析多寡不同。

《摩訶止觀》于止觀定義中，于所取境，未特別分析，而于他章節

中，另說明何境為所緣取之對象，即所謂思議及不思議境。

觀心是不可思議境者，此境難說，先明思議境，令不思議境

易顯。75

《摩訶止觀》專章討論所取境義，可知所取境在止觀中，乃非

常重要課題，故禪宗看心、運心止觀中，專用「逆」字來表取「所

取境」，做為修行重要課題。

再者，逆、破、轉在佛陀教下一大藏經教、經論當中，其實

處處皆可見破、轉之義；各各法門也都有取境破妄之義，皆是此中

「逆」義。逆、破、轉，在整個佛法修道過程中，實不二之途。也

即是何以用「逆」、「破」、「轉」來詮釋禪宗看心意義所在。

75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冊，頁 5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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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會取之理

前諸節討論有二個重點：一者，所看之境──「不會」；二者，

如何看──逆轉破。實則更有第三課題，厥為「看」之本身，此課

題待后章討論。

今前二問題已正面討論告一段落，試綜合申述相關要義如下：

壹、不會本質（十二緣起之觸、六入、名色三支）

前已依禪師語錄明此看心所緣、所看──「不會底」，祖師指

為無明業識、癡暗心體。試以教下理論析明，今以佛陀十二緣起說

明：

十二緣起，前三支無明、行、識，實有情惑（無明）、業（行）、

苦（識）三道之本質，乃有情人人本具清淨佛性為無明染污之初始，

此三支遍于一切生命境界，作萬法生起之理。次三支，觸、六入、

名色，厥為大乘生死流轉（法住智）與涅槃還滅（涅槃智）轉折關

鍵處，諸宗禪觀共通之觀行歷程。此觸、六入、名色三支，即「不

會」落實于十二緣起諸淺深無明生命境界，試分析如下：

由根、塵、識三合「觸」支為起點、為因，觸支是做為生起顯

現五蘊根身、器界山河之爆發處，故一切大乘禪觀皆由此進入，方

能離觸支之根塵黏縛。如：

1. 《金剛經》謂：「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生其心」，所生之心

即離觸之心。

2. 《楞嚴經》謂：「十翻顯見」，所顯根、塵中不生、不滅、

不來、不去之見性即此。

3. 此亦祖師所看：「一念未起時」、「不會底」、「漆桶」，

皆此離觸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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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昏散初止，塵、念相亡，內心恬寂，此即脫根、塵見聞之域。

塵念相亡，即永嘉大師〈奢摩他〉中所謂「忘塵息念」也。此

時雖無六根、情識之分別攀緣，然亦未開顯般若無分別智，還掉入

十二緣起中，第五支六入支、第四支名色支。亦即《起信論》六粗

中之智相、相續相、執取相（六入支）；三細中之轉相、現相（名

色支）。

如處母胎中，雖有六根，無所對塵；「忘塵息念」后，六根未

用但心存知寂，故身心如處大暗，古人謂「千年暗室」、「黑山鬼

窟」。試想，一無眼、無耳、無鼻、無舌、無手腳，意識亦無影像

分別之有情生命，無六情，然有心識不昧，此心識之行相即是指黑

茫茫之狀態，故曰無知、無識。故祖師之「不會」、「不識」，即

離生識之虛妄作用，而以靈知、覺性契入觸、六入、名色三支境體

也。

貳、立足點
前述以逆之作用看取「不會」時，討論取所緣境，諸師用

「退」、「回」、「返」、「一念前」等字。「退」、「回」是向

后，「前」是向前，「退」跟「前」兩者方向相反，看心作用相同，

都是指着念頭未起處。為何方向相反而沒有矛盾？其理何在？
其中旨趣，蓋是「看」與所看「不會」二者相待方向不一樣，

所以論退回、向前二者時，要找到共同立足點，此立足點為何？念

頭起處。即向念起處「退」或向念起處「前」，都是指要溯源到念

頭根源處、未起念處。「退」、「回」是背向念頭起處，后退而行

至念起、未起處，故曰「退」、「回」。「向前看」，是面向念頭

起處，站在念頭已起處向未起處看，故曰「向前」。

又此「向前」、「退回」，是就心識如瀑流立場說，此心識流

又分成四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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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 空間上：由內而外，形成人、我對待或內根與外塵之對待，祖

師謂根塵角立。

⒉ 時間點：意識在時間流上，前念、今念、后念相續不斷，故有

已起、正起、未起之別。

⒊ 惑業苦三道：生命境界流轉有惑、業、苦三道之因緣果關係。

觀心之際，初始落在根、塵、識果報體上，然隨心念轉細、轉深，

亦可漸觸、入及業、惑二者。

⒋ 深淺體質：一念中含攝不同淺深無明癡暗，「不會」淺，取「黑」

淺；「不會」深，「黑」濃厚。

「退」、「前」即是就此四類識流行相而論。

無明業識行相即不會、無知，故此中「逆」取境，又可視為取

「不會」行相前，與取得「不會」行相后：

⒈ 取得「不會」行相之前：①就空間而言，謂落在根塵分別上；

②就時間流而言，前念、今念、念起處，皆屬未得「不會」行相，

或根塵未銷泯者；④就惑業苦三道而言，屬根、塵報體。

⒉ 取得「不會」行相之后：①時間上，能看到一念未起前；②三

道中取惑、業二者；③就無明體質而言，即已會取「不會」、「黑

漆桶」行相，而從小不會到大不會，從小黑到大黑。

今列表如下：

向
前

后
退

前
念
︵
六
塵
︶

后
念
︵
意
識
︶

念
起
處
一
念
未
生
處

淺
黑
︵
小
不
會
︶

深
黑
︵
大
不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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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看—逆、破、轉與所緣「不會」之關係

一、逆─取所緣─看─不會─相待而立

有情心識如瀑流，日常不覺其流轉，今欲返迷歸覺，如舟逆水，

方覺水流急湍。

蓋逆取所緣，為后所破、所轉之平台。看心之時，「不會」所

緣有淺深薄厚之差別，故如行舟自下游逆水上溯，以取淺破淺，取

深破深，取堅破堅，故修行之法須不斷逆取深處、黑處，無明業識

轉為般若靈知，功夫方能轉進。故祖師云：「愈不會愈有力」、「愈

晦愈明」。此愈晦、愈不會即逆之作用。亦可知，此逆中，即有破、

轉之作用。

二、破─破所緣─看─不會─相待而無

有析之功，有所析之物，方有破之成果。

破者，教下所破者妄執，所謂實有，如：

《中觀論》謂：破萬法上有、無、來、去等諸執。

《唯識論》謂：破諸法有境、有識；離識之境固須破，無境之

識亦須破。

而禪宗今所破，非如中觀、唯識大乘諸宗于境實有之執，但破

此「不會」癡暗之心體，謂實無有心，所謂無心是道，無心即佛之旨。

三、轉─轉所緣─看─不會─舊無新有

㈠	 舊無─什么東西被轉？

被轉的當然是「不會」，即「黑漫漫」心體。

所逆取者，所破析者，為無明業識之長河，故所轉者亦此業識

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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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識之流中有無明癡暗，癡惑有深淺，其黑暗行相亦有濃淡之

別，故轉黑為明亦有本末，小明、大明不同。

㈡ 新有─轉成什么東西？

依佛眼禪師所云：

一者，轉成惺覺：即靈明不昧，覺了靈知，般若無知，智慧本

質。

二者，轉成光明：癡暗心體慢慢轉成了光明，最后能夠像祖師

所講「黑漆桶生光」，轉成圓滿光明，所謂朗然大覺。

肆、逆、破、轉三者同時存在

一心中逆、破、轉，類如心念有定、慧二種，定時有慧，慧不

離定，如《壇經》所說：「即慧之時，定在慧【內】；即定之時，

慧在定【內】。」道理一樣。

逆、轉、破都是在調整癡暗心念過程、心中止觀作用，在參究、

看心、明心過程，將一心體分成三個作用來分析說明：

一、逆：主旨是在找到、抓取一個所觀、所看對象，即取所緣境。

二、破：把所觀、所看對象解析、銷散、觀空，能緣、所緣銷泯。

三、轉：所觀、所看對象破除以后，不是落入銷亡空無，是將所破

「黑體」、「不會」轉成覺性、靈知。

從取境、破析到換轉，三種不同作用來看，逆、轉、破似如在

運心過程中，有前、中、后時間，或體性層級次第差異，事實上，

其作用是同時存在。也是說，三者同時存在，但表現作用時有輕重

主輔，差別而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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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逆時─心看取到所緣境時，彼時彼處就是破「不會」之因緣，
如果看取而不破，看到等于沒用；逆處看取到「不會」時，也

就是轉之時節、轉之對象，沒有轉，「不會」還是原來煩惱，

逆取則無所用。所以逆時即是破時，逆處即是轉處。

二、破時─破謂將無明煩惱、業識銷泯掉，無掉、空掉，所以破
之力量，要有一所破對象（破體），所以破在逆體之上。而破

后不是什么都沒有，所破即是所立，冰即水，所以破即轉處，

癡暗雲破，就顯出心中覺性月，冰融水流，雲、冰銷散，轉出

月、水。

三、轉時─因為有痴暗心體「不會」，方可讓轉來作用，「不會」
就是逆體，這個逆體就是所看、所觀、所轉境界，所謂「不會

底」、「黑茫茫」心體。再者，若「不會」、「黑茫茫」沒有

銷亡，還在，堅固不動，轉則無用，須先銷融，才轉換得過來。

所以，有「逆體」，有「破功」，而后轉成，月出在雲散，水

流在冰融，有破方能達成轉之效果。

就三者作用大體而言，似是有一先后次第；就每個剎那之際

講，三者作用于一時中成立，「逆」的當下，就是「破」，也就是

「轉」。因為在「逆」的當下，就有「破」，就有「轉」，所以功

夫才會進展。不斷「逆」、「破」、「轉」，功夫就會不斷往前走，

一念之間「逆」、「破」、「轉」，念念之間「逆」、「破」、「轉」，

念念之間功夫就會往前走，一直「逆」、「破」、「轉」，功夫就

會不斷增進。

所以，逆、破、轉是一念之間分三個作用，而三個作用在一念

之間成就，一念中具三種作用，隨看心及所緣「不會」（漆桶）能

所二者磨合輾轉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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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為何要觀「不會」跟「黑茫茫」？

前已述及教下大小乘禪法，或緣取身受心法，或緣取五蘊、

十二入、十八界三科。如龍樹菩薩《中觀論》二十七品，全皆是

具體法相，依「四諦」論其苦集滅道相：苦是五蘊、十二入、

十八界諸品；集是三毒、三相、煩惱、縛解諸品；滅是如來、四

諦、涅槃諸品；道是十二緣起品。唯識講觀名、義，在《攝大乘

論》，唯識觀之對象，定位為十八界，具體所觀就是名、義。教

下各宗大乘禪法跟聲聞乘禪法，皆是觀具體法相，這些法相雖是

以無明為體，但皆落入根、塵相待境中。無明流轉之生命境界，

一旦落入根塵相待之境，禪宗所謂「根塵角立」，入觀就比較艱

吃力。

修行之時，面對什么？各宗禪法所論要旨，皆不離此一所緣境

之行相，古今學禪得力者，皆是于運心入觀時，了知內心面對所緣

境體。須知宗門、教下，二者所觀緣境實有差別。今以家用電器及

二軍攻戰二喻，明二宗所緣境差別之旨：

一、家用電器喻

教下：生命果報境界，五蘊、十八界、三科身心世界，喻燈光、

馬達動能、電視影像聲音、冷暖爐之冷熱氣。

宗門：無明、業識、流轉至末梢癡暗心體「不會底」，喻如家

庭電表中通流之電流。

「不會」跟「黑茫茫」定位在痴暗心體。日常生活所觸對皆是

家電用品之聲色冷暖功能，絕少注意到此聲色冷暖動力之來源，為

無色無聲之電力。但無電，則諸家電工具皆為廢物，此即二者互為

表裏之關係，可喻知禪宗所緣與教下所緣差別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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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軍攻戰喻

再以戰爭中兩軍相搏為喻。當戰爭發生時，戰場出現了坦克、

戰車、大砲、機槍，很多士兵在衝鋒、搏殺，戰前預設之堡壘、城

牆、地道、地壘等等，作戰時要把敵人設置之水道、地雷、地道、

碉堡、城牆摧毀，把武器破壞掉，把裡面的戰士消滅，才能得到這

場戰爭的勝利，這就像所看到生命境界的表象。經論、教下禪觀面

對所緣境，即這些（十八界）碉堡、（五蘊）士兵、（十二入）坦克、

大砲。

禪宗看「不會」，有如把敵人的武器彈藥庫、糧食庫炸掉，軍

隊沒有飯吃了，武器沒有彈藥供給，戰爭就決定了勝負。所以這個

「不會底」、「黑茫茫」就是心王的武器彈藥庫、糧食庫。禪師看

心不需要打許多戰鬥，因業識無知武器彈藥庫，就是支援六根六塵

作戰動能，解決掉糧食、彈藥以后，等于是把心王戰鬥力消除掉了，

不需要一槍一炮的、一個士兵、一個城池攻打，心王、六根全體投

降，禪宗祖師所謂大地平沉，十方影落，就是此意。此即「不會底」

禪宗看心奧妙處。

教下、宗門觀心看心之所緣境難易表

法門 (所緣 )比喻 事境
(所緣境 ) 所緣境與無明 觀行難易

教下 觀心證理
士兵、碉堡
大砲、戰車

五蘊、十八界
(塵境、六根 ) 果　報 異相異質 破轉趣入難

禪宗 看心明心
彈藥庫
糧食

不會
漆桶

惑、業 同體同質 破轉趣入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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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業識翻轉成覺性

前面講逆、破、轉看「不會底」，是希望透過逆、轉、破看到

無心，而即心是佛。為什么透過逆、破、轉之觀心過程，就能看到

「不會底」黑茫茫業識、無明？因為業識本質就是佛性，無明體即

是明，這是教下常講「理事不二」之旨，如《般若經》謂：「色相

無邊，般若無際」；永嘉大師《證道歌》：「無明實性即佛性，

幻化空身即法身」。

《證道歌》：「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這兩

句話，是對稱句子，從句法上看，雖兩句意思差不多，可是兩句

主詞是有些差異，第一句主詞是無明，第二句主詞是五蘊身心，

這兩句本質都是實性，就是佛性跟法身。《證道歌》這兩句話俳

句，提供比對，看到教下跟禪宗兩個禪觀體系，切入禪法所緣境

思維。

教下所論禪觀，如《圓覺經》中止觀境界，謂：「六塵緣影

為自心相，四大假合為自身相」就是從「六塵心相，四大身相」

下手，即幻化空身之意。

教　下 止觀所緣 幻化空身
六塵緣影
四大假合

心相
身相

禪　宗 看心對象 無明實性 一念心中「不會底」

禪宗所看「不會底」，體是無明、業識，這無明、業識表現出

來之行相，就是黑茫茫的心體，而無明、業識本質就是佛性。也可

以說，永嘉大師言「無明實性即佛性」詮釋了如何及為何看「不會

底」，不斷看，看到最后，無心而明心見性。對此問題，以下引證

祖師為例：

①《景德傳燈錄》大茅禪師講：要見到佛性法身、祖師見地，

須向無明內心去取，此無明內心就是「不會底」。要證得常住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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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清淨湛然法身，就向無邊色相，森羅萬境中觀照，見到青青翠竹

無非般若，鬱鬱黃花皆是法身。

欲識諸佛師，向無明心內識取。欲識常住不彫性，向萬木遷

變處識取。76

②天琦瑞禪師舉出拳頭問大眾說：「會么？」大眾說：「不

會！」禪師就開示：諸佛、諸祖其實都沒有言說，說了就離道遠了，

所以我也學諸祖一樣，直接打開、顯示，可是你們都會不到。這個

「會不到」，懵懵懂懂，無知無識，當下，即是無所不在心體，就

是諸法之王，諸佛之母。十方三世一切凡聖，都是從現前不能夠會

到「舉拳旨趣」地方出生，所以這個「不會底」就叫做摩耶夫人、

出生諸佛處，所以為佛母，是正遍知法海。你們不懂，反叫它做無

明。

擎拳云：會么？眾曰：不會。

示曰：諸佛諸祖皆無言說，言說轉遠，故我直示，汝又不識。

只這不會底是諸法王，是諸佛母，三世十方一切聖凡，盡從

這不會底生出，所以喚作摩耶夫人、如來號，正遍知海，汝

等返為無明。77

③有人問湛然圓澄禪師：禪宗都是上根利智所修，一般大眾都

比較愚昧，也能參禪嗎？圓澄禪師對這個問題回答：無量劫到現在，

真諦只一法，直貫而今，自古到今就在當下，沒有中斷停止過；無

論凡聖，都是清淨覺性，沒有凡聖分別，哪裡有所謂古人根器利，

現人根器鈍，你是凡夫，我是聖人，沒有分別！真理當下就是，現

前無所不在，只是大眾不能十成信心，不能全心全力去參究、體會

76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冊，頁 281上
77 《皇明名僧輯略》卍續藏 144冊，頁 420上



－ 106－ － 107－

第二章　不會

而已。假設能夠信受用心，愚昧之人就是參禪的好材料、好行者，

為什么呢？這個愚昧、不會，當下全體就是清淨覺性法身，只是沒

辦法承當而已。

所以云：古今一道，聖凡一心，豈分上下今古乎？但不能信

心參叩！如其能之，彼極愚痴之徒，正是大機。何以故？彼

全體不會，全體現前，只欠箇承當耳。78

④知空蘊禪師開示大眾說：你們還知道嗎？還會嗎？其實凡夫

的無明識就是聖人不動智，只是凡夫不知道；聖人的不動智就是凡

夫的無明識，只是聖人不分別。知空蘊禪師這話講得很清楚，直指

現前這個不知不會的癡暗心體，本質就是聖人的無分別智，只是凡

夫不知而已。

示眾：還知么？還會么？凡夫無明識，即是聖人不動智，只

是凡夫不知。聖人不動智，即是凡夫無明識，只是聖人不

會。79

⑤佛眼禪師說：你要會嗎？你平常思考道理、求公案、看語錄，

乃至靜坐的心念，都是一種馳求。馳求就是妄想分別。佛眼禪師要

人去看馳求本身就是不馳求，不馳求就是般若無知。所以，妄想分

別就是無分別者，只是一般人沒辦法體會，功夫不到，所以不會。

祇為馳求不息了，一切處皆是馳求：思惟道理也是馳求；看

古人公案也是馳求；看禪冊子也是馳求；假饒靜坐，念念不

住亦是馳求。要會么？則你那馳求便是不馳求，箇中極難信

入。80

78 《湛然圓澄禪師語錄》卍續藏 126冊，頁 349上
79 《知空蘊禪師語錄》嘉興藏 37冊，頁 765上
80 《古尊宿語錄》卍續藏 118冊，頁 58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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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知空蘊禪師從聖凡二者對比分析，圓悟禪師也有類似說法，

但少異。圓悟禪師說：凡夫具足了無明，可是不能通達所具足的這

些無明，所以是凡夫。聖人具足聖人法，可是聖人不執著，如果執

著有聖有凡，聖人就不是聖人。

在此「不知」、「不會」是兩個不同的語詞：「不知」是不

能夠徹悟；「不會」是不執著。所以聖人「會」是凡夫，聖人執

著就是凡夫；凡人「知」就是聖人，「知」是通達，凡夫通達就

是聖人。

佛果禪師進而申述凡聖一體之義，從萬法平等皆如之義說：其

實凡夫、聖者沒有差別，說有凡有聖是因為有迷悟，還在迷中所以

有凡、聖，「會」到以后，就知一切萬法，都是明心見性入口處，

所謂「一色一香皆汝發機處」，只要將情識遣除掉，一切都是清

淨的覺性。

示眾云：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

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事一語兩當，

還委悉么？⋯⋯大小青黃，一切法悉皆如如，渾是箇大解脫

門，更無別異，但得情亡意遣，一念真正，隨處遇緣，皆為

妙用。81

⑦為霖道霈禪師說：世間人不識真，以妄為真；也不識妄，迷

真以為妄，真妄顛倒。

良以：世人不識真，乃認妄以為真；不識妄，乃迷真以為

妄。82

81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753中
82 《為霖道霈禪師餐香錄》卍續藏 125冊，頁 87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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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上舉祖師語錄，都在說明要明見法身、覺性，要從現前無知妄

識一念中會取，因為無明、業識當下，就是清淨佛性、法身。這個

道理，憨山大師也講：眾生不知不會的生死妄心心體，就是如來的

果體。只因眾生在迷，把諸佛神通妙用看做妄想情識、分別知見；

將清淨法身變成生死業質；將清淨妙土變成六塵境界。

蓋眾生生死妄心，元是如來果體。今在迷中，將諸佛神通妙

用，變作妄想情慮，分別知見；將真淨法身，變作生死業質；

將清淨妙土，變作六塵境界。83

就禪宗看心而論，所看心相，教下謂止觀所緣，此問題分教下

與宗門二途：

有情眾生皆是在見聞覺知、六塵光影中蹉跎生命。教下所論，

要人從識心分別中汲取無分別性；于見聞處知其非見非聞。如《金

剛經》「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生其心」，在色聲香味觸法中，知

道、看到沒有色聲香味觸法之境，此是從根、塵所對境中，知道

「根」體性空，「塵」體性空，所謂幻化空身，從五蘊身心下手。

其實五蘊身心本質就是無明，身心與無明二者小異，一是果報境界，

一是無明惑體，章初一路皆講此道理。經教宗師即是依此道理論禪

觀、開悟因緣。

祖師看心參禪，要人于現前見聞覺知止息后，看取心體暗昧無

知，所謂「不會底」。「不會底」即是無明業識淪轉到意識心中，

癡暗心體行相。

取「不會底」為所緣，有其深意，藉用莊子庖丁解牛說：庖丁

將刀下在牛的關節處，很快將牛分解開來。禪宗看心，緣取到無明

83 《憨山老人夢遊集》卍續藏 127冊，頁 22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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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梢淺處「不會底」，即能由淺入深，由末入本，逐漸探取，乃至

打破深處業識無明，此即所謂「善解牛」者。識心如果形成了六根

生命境界報體，十八界如同高牆，擋住靈知覺性，禪觀就落入比較

艰苦部分，叫「根塵角立」，就難會入。因為要拆掉「角立之根塵」

（苦報），方能觸碰到無明體性（惑業），即所謂「不善解牛」。

譬如，同樣去北京，古人要翻山越嶺，過關渡江，喻如教下禪

觀，翻五蘊山，過十八界嶺；今人喻禪宗祖師看心中「不會底」，

猶如可以乘高鐵、飛機直達北京，此中就有難易不同。五蘊空身也

是法身，不會無知也是佛性，二者是一，在同樣都是佛性、法身當

中，還有些微不同，這也是祖師為何指出「不會底」為所緣境之深

意。

下節明「不知不會就是開悟境界」，本節、次節兩段都是翻轉

「不會」概念，但本節重點在「不會」是業識、無明，可轉成佛性；

下節直接講「不會」就是佛性，不談業識。亦可說：本節突顯「不會」

是業識無明，故要翻轉；下節強調「不會」是佛，轉處即是佛性。

兩者強調點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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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不知不會不識，為佛性、開悟境界

前節講到，「不會」是無明、煩惱、業識，看心就是要把無明、

煩惱、業識，轉成佛性、覺性。前節指出「不會」、「不識」是業識，

本節直接說「不會」、「不識」就是佛性，二者同一意圖，可是在

見地上有點差別：前者是重在由業識轉，重點在轉業識問題；本節

謂「不會」、「不識」就是佛性、法身，一體無二。

以下分二段說明：

壹、「不會底」是佛性：「不會底」即是佛境界，具體將佛境界

標舉出來，強調不必待悟，現在就是佛，從「心即是佛」表述。

貳、會了亦是「不會底」：明心見性后，原只是個「不會底」。「不

會底」跟開悟的境界二者無別，說明悟后就知「不會底」現在即佛。

壹、「不會底」是佛性
①溈山禪師要弟子去會取「不會底」。僧問：「什么是『不會

底』」？溈山說：「就你自己是，不是別人。」溈山說佛弟子應當

去提取這「不會底」，這「不會底」就是現前這一念心，也就是自

己佛性，你這心性就是佛。

溈山禪師直接講到，你心頭這個「不會底」就是佛，不是別人，

你自己就是佛。

僧云：如何是不會底？師云：祇汝是，不是別人。

復云：今時人，但直下體取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84

②高峰原妙禪師在除夕夜小參時講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看

看到今天就結束一年了，僧眾十個有五雙，參禪禪「不知」，學道

道「不識」。雖然「不知」、「不識」，其實這正是三世諸佛之心髓，

84 《潭州溈山靈祐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58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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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藏教經源頭，如果有善根僧眾聽到以后，抓住這個「不知」、

「不識」，就可以自在無礙出入，成佛作主。高峰禪師明指「不知」、

「不識」正是成佛作主之本源。

除夜小參。一年三百六十日，看看逗到今宵畢，十箇有五雙，

參禪，禪又不知；學道，道亦不識。只遮不知不識四字，正是

三世諸佛骨髓，一大藏教根源。伶俐漢纔聞舉著，如龍得水，

似虎靠山，天上人間，縱橫無礙。85

③有僧眾問廬山天然禪師：「人死四大分離，到哪裡去安身立

命呢？」天然禪師就把拐杖一橫，這個僧眾說：「我不了解，我不

知道什么意思？」天然禪師就說：「好個不識！這個不識真好。」

這僧眾就禮拜回到班裡邊去。天然禪師就說：要知道此僧眾不識處，

就是大眾安身立命處，就是明心見性、成佛作祖之處。如果能會得

這個「不識」處，也就沒有結制、解制，沒有說法、聽法者，一切

都是現前，無掛無礙。

天然禪師講：「不知」、「不識」就是成佛作祖、安身立命之處。

進云：四大分張時，在何處安身立命？

師以拄杖橫一橫。進云：某甲不識。

師云：大好箇不識。僧禮拜歸眾。

師乃云：要知者僧不識處，正是諸人安身立命處。汝若會得，

前此無結制者，后此無解制者，目前無聽法者，此間無說法

者。86

④夔州臥龍禪師鼓勵弟子修道，說：弟兄們！何不趁着目前太
平豐樂日子，衣食具足，打起精神來，把自己不明不會來回光返照，

就能夠放光動地。

85 《高峰原妙禪師語錄》卍續藏 122冊，頁 662下
86 《廬山天然禪師語錄》嘉興藏 38冊，頁 127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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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夔州臥龍字水禪師也講到，這個「不知」、「不會底」

最后能放光動地、照耀天地，這就是開悟成佛的根源。

喚甚么作道器？⋯⋯兄弟家！何不趁此鬻飯有喫，把自己

不明不會底，急急回光返照，打起精神，只要做到放光動地，

始可歇下。87

⑤宏智禪師更謂證悟后，就是「不知」、「不會」境界。宏智

禪師分析用功到一念相應時，有幾個境界：

⒈ 從時間上：時間流停止，不再相續。

⒉ 從空間上：沒有人我對立。

⒊ 能所對待：沒有根塵內外掛礙，沒有能所覺知分別，說者跟聽

者是一個。

⒋ 照體獨立：獨獨有一能夠照了，能夠含攝萬法、覺照萬法之覺

性，單獨成立存在。

這時候，這一照體獨立、萬法俱在的境界，有心、是心也好，

不是心、無心也好，都「不知」、「不識」，而此「不知」、「不識」

本質，卻是「無不知」、「無不會」。所以這個「不知」、「不會」

就是開悟之覺性，豈非奇特，神聖莊嚴。

兄弟直須一念相應，前后際斷，照體獨立，物我俱亡。明歷

歷、圜陀陀、露裸裸、赤灑灑，便是無問而自說。若體到如

斯田地，真聽法者！正恁么時，說聽同時，能所俱絕，曾無

如外智能證于如，亦無智外如為智所證，然后觸目絕對待，

萬法無不在。是汝心不知，非汝心不會，不會無不會，不知無

不知。只箇不會知，殊特也大奇！ 88

87 《夔州臥龍字水禪師語錄》嘉興藏 29冊，頁 11上
88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冊，頁 71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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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宏智禪師這段話可知，佛境界「不知」、「不會」跟凡夫境

界「不知」、「不會」不同：凡夫「不知」、「不會」是懵懵懂懂，

如枯木石頭、槁木死灰，沒有知覺性；開悟以后，明心見性而「不

知」、「不會」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會，非常奇特，廣大無邊，如

圓鏡遍照。

貳、會了亦是「不會底」
①古林清茂禪師說：我是祖師門下禪和子，平常百不知，百不

會，這就是功夫上路之人，功夫成就趨向處、悟明處。如趙州和尚

說：「一般人都被時間、空間擺撥流轉，我趙州老僧就是要萬物隨

著我之心意轉，與你百不知百不會底，是同還是不同？」趙州和尚

說他是百不知百不會，此與一般人百不知百不會一不一樣？這個問

題趙州和尚只是提出來，沒下斷語，當然不一樣，只是趙州和尚沒

有明白講。

衲僧家道：我是祖師門下客，百不知百不會，是他向上人行

履處。只如趙州和尚道：諸人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

時辰，與你百不知百不會底，是同是別？ 89

②無準師範禪師對這個問題下了個結論：參禪僧眾心頭愚昧，

老是擔着掛着個不知不會，東家學學，西邊問問，東邊問問老張，
西邊問問老李，問來問去，假設有一天忽然會到了，原來還是那個

「不會底」。

上堂：參禪衲子擔箇不會，到處問人，東邊問張老，西邊問李

老，問來問去，忽然一旦會得，元來便是箇不會底。90

89 《古林清茂禪師語錄》卍續藏 123冊，頁 491下－ 492上
90 《無準師範禪師語錄》卍續藏 121冊，頁 89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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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西山椒園淨公信禪師講到：參學之人，未會之時須要得會處；

已會之后，要能夠識知到這個「不會底」。為什么「會到」以后，

還要知道這個「不會底」呢？原來會就是不會，你會悟、見得的就

是那個「不會底」，這叫會而不會。

示眾：參學人，未會之時，須得箇會處；已會之后，要識得

箇不會底。何也？會而不會，始是真會。91

這一段說明「不會底」就是「會得」，「會得」就是「不會底」，

所彰顯的就是「即心是佛」思想。

小結
《景德傳燈錄》中，自惠能大師，到馬祖禪師、黃檗禪師、溈

山禪師等等諸大開宗立派禪師，都標舉「即心是佛，無心是道」。

黃檗禪師要人「直下無心」，本節明「不會底」無了，就是「會」，

此「無」就是「無心是道」旨趣。

「不會底」無，就是「會」，就是佛性、法身，謂「無心是道」

后，則「無心即佛」。可說「會了亦是不會底」完全符合「無心是道，

即心是佛」旨趣。

前節講「不會底」就是業識、煩惱、無明，要將無明、業識

轉成佛性、法身。此「轉」的過程，漸修之義，是就凡夫因地修行

而論。本章起始諸節，即一直強調「不會」就在平常凡夫心頭，從

凡夫心頭轉到深層業識、無明、煩惱，可說前面各節都是「無心是

道」、「無念為宗」的義涵，是用功過程，漸修思想。

本節彰顯「即心是佛」，所看心中「不會底」就是佛，不談業

識、煩惱。而且進一步，先說「不會」就是佛，再說「不會底」就

是「會得」，彰顯「即心是佛」旨趣。

91 《五燈全書》卍續藏 141冊，頁 97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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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六皇帝之不會

以上八節，已說明業識與無明之「不會底」，就是明心佛性，

二者無二無別；而此八節看「不會底」所緣境歷程，即為禪宗修證

法門次第之表述。

此下兩節，列舉兩類「不會底」語錄，比對實例說明「即心是

佛」旨趣：一組是六位皇帝與祖師對答「不會」；一組是六位開宗

立派大祖師說自己「不會」。

兩組「不會底」實例中，開宗立派祖師語錄，為后代宗師所傳

誦、討論不已，固然極有價值，為何帝王「不會」，卻相提並列而

加以討論？

第一、實例代表

⒈六位皇帝「不會」，具體彰顯凡夫的蒙昧不知
⒉六位祖師「不會」，則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見
兩個「不會」，一是凡夫「不知道」的「不會」，一是開悟境

界的「不會」，將兩者做一實例對比。

第二、核心價值──無心是道、即心是佛

禪宗的核心價值是「無心是道，即心是佛」，帝王「不會」就

是所無之心，即帝王「不會」而無心之，無心到了極致，「無心是

道」轉而成「無心是佛」，就是六位祖師「不會」。故六位祖師「不

會」，就是「即心是佛」。所以，「無心是道」推究到極致，就是「即

心是佛」，由此兩組彰顯禪宗的核心價值——「無心是道，即心是

佛」思想。

第三、修道次第

前八節鋪陳「不會底」所緣境，從生活中不知道、不明白之「不

會」起始，乃至做為修禪所緣境、轉換業識，終至「會得個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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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即心是佛。六位皇帝「不會」，即最初始之生活中「不會」；

六位祖師「不會」，為最后證悟「不會」。二組「不會」，一首一尾，

自然串聯起禪宗修道次第。

本節舉禪師與六位皇帝問答案例，說明六位皇帝「不會」，為

凡夫「不會」。

①梁武帝不識達摩

達摩祖師從南印度泛海到廣州，蕭昂從廣州迎請送至金陵，會

見梁武帝。梁武帝與達摩祖師問答「修福多少？」、「對朕者誰？」

等，機緣不符，達摩祖師就渡江到嵩山少林寺面壁。達摩去后，梁

武帝將這事就教于寶誌公，寶誌公就問梁武帝：「陛下可知道這是

何許人嗎？」梁武帝說：「不識！」

梁武帝后問志公，公云：陛下還識此人否？

帝曰：不識！ 92

②武則天不會

仁儉禪師，人稱騰騰和尚。武則天天后詔入殿前來請問，騰騰

和尚仰視武后許久后，問說：「會嗎？」武后說：「不會。」騰騰

和尚說：「老僧持不語戒。」就出去了。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自嵩山罷問，放曠郊廛，時謂之騰騰

和尚。

唐天冊萬歲中，天后詔入殿前，仰視天后良久曰：會么？

后曰：不會。師曰：老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出。93

92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大正藏 48冊，頁 140下
93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冊，頁 232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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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唐肅宗不會

安史之亂發生，唐玄宗逃到四川，太子（李亨）為軍人擁護到

寧夏靈武即位為肅宗。肅宗在位七年，尊崇慧忠禪師為國師。肅宗

問慧忠國師說：「師得何法？」慧忠國師說：「陛下你看到天空中

雲嗎？」肅宗皇帝說：「我看得到！」慧忠說：「是釘子釘著？還

是掛著？」肅宗又問說：「如何是佛調御身？」慧忠國師就起立說：

「你會嗎？」肅宗皇帝說：「不會。」慧忠國師說：「替老僧拿淨

瓶（尿桶）過來。」

肅宗問：師得何法？師曰：陛下見空中一片雲么？

帝曰：見。師曰：釘釘著？懸掛著？

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還會么？

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94

④唐代宗不會塔樣

肅宗兒子是代宗，在位十七年，也非常尊崇慧忠國師。慧忠國

師非常高壽，一百二十歲圓寂。慧忠國師晚年入滅前，代宗皇帝問

國師說：「您圓寂滅度后，需要我替您做什么嗎？」國師說：「你

替我修個無縫塔。」代宗說：「請師父告訴我塔的樣子。」慧忠國

師說：「會嗎？」結果代宗皇帝說：「不會。」

代宗皇帝問忠國師：和尚百年后，所須何物？

國師云：要箇無縫塔子。帝云：請師塔樣。

國師云：會么？帝云：不會。95

⑤趙王不會

有一天趙王（王瑢）真定帥（河北真定），帶着兒子到趙州院

94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冊，頁 244下
95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80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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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見趙州和尚，趙州和尚坐着不起來迎接。趙王進來坐定以后，趙
州和尚問：「大王會嗎？」趙王說：「不會。」趙州和尚說：「我

自小持齋，現在年紀已大，無力下床。」

一日真定帥王公携諸子入院，師【趙州】坐而問曰：大王會么？

王云：不會。

師云：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96

⑥清順治不會

清順治皇帝問天童弘覺忞禪師說：「向上一路，千聖不傳，什

么是千聖不傳呢？」弘覺禪師他沉默了很久，問順治皇帝：「陛下

會嗎？」順治皇帝說：「不會。」

上隨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不傳底事？

師良久，問上云：陛下會么？上云：不會。

師云：只者不會底，是箇甚么？是何境界？作何體段？ 97

千余年禪宗歷史中，與禪師對談，涉及「會、不會」之旨者，

當有很多公卿宰官、郡守縣令、聞達儒士，乃至僧眾諸多案例，為

什么舉這六位皇帝？

因為皇帝與禪師對答「不會」，是甚為稀有難得，在此同時舉

出六位皇帝「不會」，實是不容易之因緣。此帝王「不會」，有六

種「不易」：

第一：帝王禮僧尊師，不易

第二：帝王好問修道，不易

第三：禪師欲令直下承擔，不易

第四：皇帝回答「不會」，不易

96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冊，頁 278中
97 《天童弘覺忞禪師北遊集》嘉興藏 26冊，頁 29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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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帝王、國師問答因緣，記載不易

第六：有錄而流傳，不易

這六位皇帝都是夙世有善根，護持佛法帝王，他們有緣請到高

僧，諸位祖師都不約而同無言而示，聖默然。無言而言，就是禪宗

所謂當面打開，全體顯現，喻令皇帝直下承擔。無奈皇帝無法領受，

所以說「不會」，六位皇帝都不會。

六位皇帝不會，有很深義涵，試說如下：

一、 時間漫長：從梁武帝到清順治，橫跨一千五百年時間，可說含攝

了禪宗始傳至今。此是從時間上看到此「不會」之普遍性。

二、 帝王尊貴：帝王家何等尊貴，歷史上每一時期祇有一位皇帝，唯

此一人獨尊。皇帝能與禪師對答，尤其不易。

三、 接引手段：六位祖師不約而同如出一轍，以聖默然方式，無言而

示手法，問皇帝「會不會？」這就是大大不容易了。禪師表現禪

意方式有很多種，祖師教導帝王亦可有很多種手段。皇帝日理萬

機，不可能常時跟禪師相處，皇帝來請問禪師也是一時半刻而已。

在這么難得而短暫時間裡，要能夠讓皇帝領略到佛法，禪師一定

都拿出了絕活，都是用最佳、最簡易方法，讓帝王能夠體認到禪

之面貌、風味。六位祖師不約而同用了這個手法，可見這個手法

多么有價值，多么重要。

六位皇帝上下一千多年，可以說，在禪風流傳過程中，「不會」

遍布在禪宗裡。再深入檢視禪師對「不會」、「不知」、「不識」

問答，在藏經禪宗語錄中，過一萬條以上，可以看到「會、不會」

在禪師表現禪法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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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六祖師之不會

對比上節六皇帝「不會」，本節亦舉六位禪宗祖師「不會」。

這六位都是非常了不起，開宗立派的祖師，都說自己「不會」、「不

識」、「不知」。對此六位祖師「不會」公案，后世也有很多禪師

加以評倡討論，說明如下：

①達摩不識

達摩從南印度渡南海到廣州，后到金陵見梁武帝，梁武帝問：

「如何是聖諦第一義？」達摩祖師說：「廓然無聖。」梁武帝又問：

「對朕者誰？」達摩祖師說：「不識。」梁武帝不知道旨趣。

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

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98

大慧禪師對這「不識」評論說：如果要真正明心見性，不用別

求，只要能透得「不識」二字，一生參學事畢。意謂：達摩「不識」

二字，就是明心見性的圓滿處。

如今要見真功德，不用別求，只向不識處薦取。若透得此二

字，一生參學事畢。99

雪巖祖欽禪師就此段公案，用二個比喻，說明禪宗之師資印心：

⒈ 「以器傳器」，謂用盛水的鍋盆，把甘露妙水倒到另一個瓶器裡
去。

⒉ 「以鏡照鏡」，二鏡光相照，光光互映。

98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冊，頁 219上
99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89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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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以心傳心，燈燈相續的因緣，就叫「正法眼藏」、「涅槃

妙心」，佛陀無上妙法。達摩祖師自西天竺國而來，梁武帝問：「對

朕者誰？」達摩祖師說：「不識」。這個「不識」，就是達摩祖師

為梁武帝直指之涅槃妙心。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本是非情非物、無

能無所、無所不在、無形無相、無有言說的，而達摩用「不識」這

個言詞表示之。

此即從上百千佛祖，以器傳器，以鏡照鏡，一段奇特因緣，

謂之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也。⋯⋯此即達磨，為武帝直指此

心，以有言示無言也。100

②六祖不會佛法

有僧眾問六祖：「黃梅意旨什么人得？」六祖說：「會佛法的

人得。」僧眾繼續問說：「和尚還得否？」惠能說：「不得。」又問：

「為什么不得？」惠能說：「我不會佛法。」

僧問六祖：黃梅意旨什么人得？祖云：會佛法底人得。

僧云：和尚還得么？祖云：不得。

僧云：和尚為什么不得？祖云：我不會佛法。101

這兩段，六祖不會佛法、達摩不識對面者，達摩跟惠能兩位大

小祖師，可說都是了不起的宗師，他們都說自己不會佛法，不認識

對面的人，這實在讓人奇怪。所以后人對這兩個公案的評論非常多。

法演禪師即問：為什么兩位前后大祖師，都說自己不知、不會佛法，

可是卻是子孫遍天下？

師云：大小大祖師，問著底便是不識、不會，為什么卻兒孫

遍地？ 102

100 《雪巖祖欽禪師語錄》卍續藏 122冊，頁 575上
101 《法演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650下
102 《法演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65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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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古尊宿語要》中，心聞賁和尚謂：天下老和尚，都將二位

祖師的不識、不會，拿來檢驗弟子功夫。

天下老和尚，只將這個不識不會，勘驗衲僧。103

③趙州不知

趙州舉三祖《信心銘》開示大眾說：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

莫憎愛，洞然明白。一開口言語，就是揀擇，就是明白，老僧不在

明白裡，你們諸位僧眾還能夠護念你的心念嗎？有僧人問：「既然

不在明白裡，不知要護惜個什么？」趙州說：「我也不知。」

大家都知道趙州茶、趙州狗子佛性的公案，此趙州「不知」公

案，圓悟佛果、雲門雪峰義存都對它有所評論。

趙州示眾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

纔有言語，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汝等還護惜

也無？

僧問：既不在明白裏，未審護惜箇什么？

州云：我亦不知。104

④藥山不思量

藥山禪師是曹洞宗洞山禪師師公，藥山傳雲巖曇晟，雲巖曇晟

禪師傳洞山良价。藥山禪師在這邊打坐，有僧眾問說：「你呆呆坐

在那兒，在想些什么？」藥山禪師說：「思量箇不思量底。」這僧

眾繼續問他：「不思量底又怎么思量？」藥山禪師說：「沒辦法思量。」

「不思量底」就是前面講的「不會底」、「不識」，「非思量」

就是不知道怎么思量，無法思量，故云：「非思量」，意為不可分

別而知。

103 《續古尊宿語要》卍續藏 119冊，頁 60上
104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802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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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州藥山惟儼禪師】師坐次，有僧問：兀兀地思量什么？

師曰：思量箇不思量底。

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105

⑤臨濟不會

臨濟禪師問興化：「從哪裡來？」興化說：「銮城來。」臨濟
禪師就說：「有事情跟你請問，可不可以呢？」興化說：「我不會。」

臨濟說：「打破大唐國，找個不會底也找不到。」

興化禪師諱存獎，初謁臨濟，濟令師充侍者。

濟問：新到甚處來？云：鑾城。

濟云：有事相借問得么？云：新戒不會。

濟云：打破大唐國，覓個不會人難得。106

⑥羅漢不知

法眼文益禪師七歲出家，受戒后跟隨律宗道場希覺律師學習。

之后發心修學禪宗，往南到福州長慶參學。待一段時間，又想出去

行腳，路上忽然下雨，溪水瀑流暴漲，乃暫時到城西地藏院桂琛禪

師處掛單。

桂琛禪師問法眼文益禪師說：「請問上座法師，你要去哪裡？」

法眼禪師回答：「隨意順道各處行腳去。」「行腳該怎么行腳？行

腳做什么用意呢？」法眼禪師說：「不知道。」羅漢桂琛禪師說：「不

知最是親切。」法眼禪師豁然開悟。

值天雨忽作，溪流暴漲，暫寓城西地藏院，因參琛和尚。

琛問曰：上座何往？師【清涼文益禪師】曰：邐迤行腳云。

曰：行腳事作么生？師曰：不知。

105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冊，頁 311下
106 《古尊宿語錄》中華藏 77冊，頁 65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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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不知最親切。師豁然開悟。107

以上六位祖師：達摩「不識」、六祖跟臨濟「不會」、趙州跟

羅漢「不知」、藥山「不思量」，都是「不會」的旨趣。

小結
試問：六位祖師「不會」與前節六位皇帝「不會」，是同是異？

二者截然不同，剛好是兩頭、兩極：

六位皇帝的「不識」、「不會」，是一般人所說的「不知道」、

「不明白」、「不清楚」，也就是個癡暗心體、無明、業識。

六位祖師所講的「不會」、「不識」、「不知」，即般若無

知，是祖師親證無所不知、無所不識的境界。這是萬物一體、法界

平等、無心無境、無能無所的「不知」。祖師當面打開，直下承擔

這個「不知」、「不識」、「不會」、「不思量」，就是「即心是

佛」的悟境。

從六位皇帝「不會」與六位祖師「不會」，一個始，一個終，

做為看取「不會」所緣的始終案例中，可以知道，看取「不會」所

緣，從始至終，貫穿于整個禪宗看心明心過程。

107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冊，頁 398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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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壹、覺性光明義

貳、無明黑暗義

叁、教下破暗無明義

第一節　死時
壹、臨命終時

貳、投胎

第二節　未入手時
壹、錯用心，未正看心，所以黑漆

貳、觀心時只見漆黑

叁、喝斥不自覺

第三節　無明痴暗義
壹、無明

貳、業識

叁、煩惱塵垢

第四節　半途全黑—如澄澄湛湛
壹、所緣境不正確

貳、正確緣取「黑漆桶」

叁、功夫半路中之歧路

第五節　用功處

第六節　上手（放光）
壹、悟前、悟后之別

貳、「漆桶」生光、放光

叁、「漆桶」打破、脫落

第七節　悟時

第八節　漆桶破后

結　論

－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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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章從眼見立場，明無明業識之暗黑行相，故祖師教人以「黑

漆桶」為看心所緣境。明「黑漆桶」法門開展前，先總說「明破無

明」義。

壹、覺性光明義
禪宗宗趣在明心見性，何謂明心？即是將本有覺性法身顯現，

祖師比喻如雲開月現。經論、祖師說到有情本有覺性，乃至開悟后，

都用光明遍照形容。如：

①《起信論》中，將本有覺性名為始覺，開悟成佛后名究竟覺，

又以「大光明」、「遍照」義形容覺性。

所謂自體有大智慧光明義故，遍照法界義故，真實識知義故，

自性清淨心義故，常樂我淨義故，清涼不變自在義故。1

②黃檗禪師云：若能直下放捨虛妄分別心，則本有覺性自然顯

現，如太陽處于虛空中，光明遍照十方。

但直下無心，本體自現，如大日輪昇于虛空，遍照十方，更

無障礙。2

③佛果禪師說：每個有情自己本份上，就有這么一個覺性──

自古到今，貫徹三世，遍及十方，如十日並照般的大光明性。可是，

為什么我們沒有顯現？為什么沒有法身？沒有覺性？因為無始劫來

妄想濃厚，翳障心光，反觀面對此煩惱、妄想無明時，整個是黑漫

漫地。

1 《大乘起信論》大正藏 32冊，頁 579上
2 《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大正藏 48冊，頁 38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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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知自己分上有一段事，輝騰今古，如十日並照。但以從無

始劫來，妄想濃厚，翳障自心，才回顧着則黑漫漫地，卻到

世間，知見種種聲色，纔現在前一切明得。此等豈不是背覺

合塵，從他求覓不能返照耶！ 3

貳、無明黑暗義
佛果禪師將本有覺性喻如「十日並照」，將妄想翳障形容為「黑

漫漫地」，將覺與不覺，以光明與黑暗相對。經典中，亦有以「黑

暗」表示無明行相。

如《稻芉經》說：「大黑暗故，故名無明。4」

又如《破心相經》說：世間愚癡之人，因為煩惱癡愛，成了我

慢癡惑，黑暗于中滋長散布，便成三障無明屋宅。

世間愚癡之人亦復如是，一切煩惱因癡愛如起，遂成我慢疑

惑，黑暗託斯弘矣，遂成三障無明堀宅，此之是也。5

經典也好，祖師也好，都倡言：有情眾生本來是佛，具有無

邊光明，然被無明癡暗所矇蔽。此無明癡暗，祖師比喻，或說是

「千年暗室」，或謂進入「黑山鬼窟」，也叫「黑漆桶」。「室」、

「山」、「窟」、「桶」都是四面遮閉空間。禪師在迴心返照，

塵念止息，一念未起前，奮力而看，愈看愈黑，愈看愈悶，愈看

愈無出路，猶如困在黑桶中不得動彈，此黑而悶之心體，祖師名

之「漆桶」。

3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773上－中
4 《佛說大乘稻 經》大正藏 16冊，頁 825上
5 《佛性海藏智慧解脫破心相經》大正藏 85冊，頁 139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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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本來自佛，甘墮無明窠窟；若悟無明本空，輪迴從此超

出。譬如一點明燈，能破千年暗室。6

無量劫來以至今日，一一明白，根根塵塵，悉放無畏百寶光

明。如或不信，便認箇昭昭靈靈，困在黑山鬼窟。7

雲門垂語云：人人盡有光明在 (黑漆桶 )，看時不見暗昏昏 (看
時瞎 )，作么生是諸人光明？ ( 山是山、水是水，漆桶裏洗
黑汁 )8

或有疑問，已變成黑漫漫一片，為何又能看到世間種種聲色？

此即是在千年暗室中，更起虛妄假象。

⒈ 已經在黑暗中，又看到虛妄假象，妄上加妄，凡夫不自覺，永
遠無法覺醒，如《金剛經》：「若菩薩心住于法而行布施，

如人入暗，則無所見。」

⒉ 又如人昏眠無知而夢，已昏眠無知，夢中境界，栩栩如生，境
界歷歷，苦樂真實，何嘗是實？但是無知虛妄影像！

⒊ 又如坐中，暗昧無知，妄心乍息，微少定力故，幻覺境界亦虛
假不實顯現，無有定中事境。此皆是于暗昧心中顯現虛假不實

之幻境。

暗中所見，等于黑暗蒙蔽否？等同。當散亂心理順清淨后，方

知六塵虛妄不實，意中六塵緣影亦假。回心返照故，六塵緣影乍然

寂止，則見一切暗冥，如在眠中夢境止息，心猶昏眠，了無所知，

此即「不會底」源頭。為何捨掉外面六塵，心向內看，卻是無知無

識，暗冥無知？因為光明覺性已經淪落埋藏在色心六根之中，此六

6 《楚石梵琦禪師語錄》卍續藏 124冊，頁 264下
7 《古庭禪師語錄輯略》嘉興藏 25冊，頁 243中
8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大正藏 48冊，頁 21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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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色心之法，即祖師所喻千年暗室、黑山鬼窟，或漆黑桶，以六根

障蔽故，識心無知無識。雖狂心乍歇，六塵緣影暫息，此當下識心

仍是黑漫漫無知狀況，祖師故名「黑漆桶」。黑漫漫也好，黑漆桶

也好，其實就是無明業識癡暗心體。

叁、教下破暗無明義
問：或謂禪宗是教外別傳，祖師所說，修行禪觀時面對黑暗「漆

桶」之義，未必教下禪觀亦是如此？為解此疑，試以教下禪法說明

之。

①大乘觀行在于破無明、顯智覺，並以無明為黑暗，智慧為光

明，謂以智慧光明，破無明黑暗。如《大般涅槃經》云：

明喻智慧；除破黑暗，喻破無明。9

②《大智度論》也說：無明有厚、薄兩種，厚無明名為「黑暗」；

薄無明叫做「無明」。破厚無明故，名為「離暗三昧」。且在觀行時，

先破薄無明，后破黑暗。

「諸法離暗三昧」者，無明有二種：一者，厚；二者，薄。

薄者名「無明」，厚者名「黑暗」。破厚無明故，名「離暗」；

先破薄無明故，名「破諸法無明」。10

《稻芉經》、《涅槃經》、《大智度論》所明，是從客觀生命
境界，由無明衍生顯現之無知、冥暗現象來敘述黑暗之意。

經論中，亦有從修行立場，論運心止觀過程中碰到黑暗，即止

觀之覺觀力在伸展、發展中，和無明、業識、煩惱碰撞、接觸，乃

9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 12冊，頁 537上
10 《大智度論》大正藏 25冊，頁 736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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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銷融、翻轉無明、業識。其中，論觸及黑暗，表現出黑暗或漆黑

桶在修行中之義涵和價值，最代表性經典，一是《楞嚴經》，一是

《摩訶止觀》。

③《楞嚴經》中，佛告阿難：修行禪坐時，初得妄心止息，

塵念謝落之時，定心寂靜，而后覺明靈知乍現。此時三摩地禪

定中，只有現前當下這一念定心清楚明了，外所有宇宙、十方

三世一切萬法都冥暗、不見、不知，謂之：「如明目人，處大

幽暗」。

「明目人」，指在定中惺惺照了明覺之心；「處大幽暗」，謂

無邊無明所現業識，在色心、五蘊、六根蔭覆下，不知、不見、黑

暗心體。

阿難當知！汝坐道場，銷落諸念，其念若盡，則諸離念，一

切精明，動靜不移，憶忘如一。

當住此處，入三摩提，如明目人，處大幽暗。11

《楞嚴經正脈疏》對此問題做解釋：為何不打坐時可以看到現

前身心世界光明晃耀，而打坐、入禪定后，卻看到無邊黑暗？《正

脈疏》用夢比喻：夢中人入眠后，昏昧沉沉，在昏昧沉沉無知中又

起了妄想分別，所以生出種種夢境。夢中種種山河境界明了、清晰，

不知是在昏沉無知中所現虛妄分別；離開夢境分別，又為昏沉黑暗

籠罩壓伏。

入夢，昏沉無知夢寐之中起夢境，而夢境銷亡又掉入昏沉暗

昧。由此夢境與暗昧之先后關係，比對現實生命現象可知：現前由

散亂能知、能見身心世界，定中則一切色身六根塵念銷亡，而進入

黑暗。

11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大正藏 19冊，頁 147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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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心但對目前現境，惟覺一區光明，曾不覺知余處皆暗，

譬如黑夜對一室燈光，而室外無邊昏黑也。今一旦不顧目

前現境，專注聞中無邊法界，此定成就，則現境都失，方

覺十方悉皆黑暗。譬如吹滅室燈，室也沒了，通天徹地，

渾成黑暗，故曰如明目人，處大幽暗也。12

如夢中人不知是夢，但見目前明朗，謂為實明，了無迷悶，

全不覺在昏沉黑暗之中，豈有醒夢之時耶？ 13

故今入三摩地者，要須頓捨目前幻身幻境，絲毫不緣，努力

反聞。當在此中，方覺無邊黑暗，故如明目人處大幽暗也。

即同夢中人覺知是夢，捨彼夢境，不復更緣，努力求醒，方

覺昏沉黑暗覆壓迷悶也。以法對夢，一一可了。14

④智者大師號稱教觀雙美，其代表性著作《摩訶止觀》，在

正修止觀中，分成利根和鈍根兩種修法，利根以巧安止觀為主。

巧安止觀謂：初心行者心識散亂，刹那妄想奔騰，如猿跳馬馳，
謂「馳疾颺炎」。縱使心識寂靜，進而觀察心識真實性，則發覺

心體「暗逾漆墨」。此「暗逾漆墨」，指心止息后，身心被無明

業識、煩惱性所籠罩；就果報立場，即色心六根將覺性局限在業

報體中，無有覺性、無有了知，故曰漆墨。此即無明體性，無知

行相也。

夫心神冥昧，椶利怳 ，汩起汩滅，難可執持；倏去倏來，

不易關禁。雖復止之，馳疾颺炎；雖復觀之，暗逾漆墨；加

功苦至，散惑倍隆。敵強力弱，鷸蚌相扼，既不得進，又不

可退。當殉命奉道，薦以肌骨，誓巧安心，方便迴轉，令得

12 《楞嚴經正脈疏》卍續藏 18冊，頁 827上
13 《楞嚴經正脈疏》卍續藏 18冊，頁 827下
14 《楞嚴經正脈疏》卍續藏 18冊，頁 827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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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成觀行位也。15

《大智度論》、《大涅槃經》、《稻芉經》，客觀論無明現出
無知黑暗特性；《楞嚴經》、《摩訶止觀》就主觀修行立場，謂散

亂妄心銷融止息，在寂靜中生起覺照心，觸及到由無明業識所顯現、

所流轉成色心六根之蓋覆，遮蔽本有覺性光明，現出漆墨暗冥生命

境界。客觀之無知黑暗與主觀之漆黑幽暗，二者一義，亦即本章所

談「黑漆桶」之義。

黑漫漫或黑漆桶都是以無明、業識、煩惱、塵垢為體，此與前

章「不會底」一致，只是無明、業識表現在意識心中的差別相狀而

已：一是從心知表現「不會底」；一是從眼見表現「漆桶」，即《楞

嚴經》所說「心、目為賊」之義，二者都是無明、業識所形成之癡

暗心體。前章已論述「不會」，本章說明「黑漆桶」，亦依看心明

心之運心過程開展各節。

15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冊，頁 56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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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死時

祖師在形容心頭無知心體時，常以生死之際告誡后學：不要認

為現在張眼能看世間，聽到、摸到山河大地，等到命終時，就知道

什么都看不到，眼前一片黑漫漫地，如漆桶。死時六根散壞，什么

都看不到，黑漫漫地，才真正知道，眼、耳六根虛假生滅，沒有任

何可依賴。

壹、臨命終時
①圓悟禪師晚年回憶：年輕初參學時，生熱病沒有醫好，突然

暴死。死掉以后，看到死后陰境，前面整個境界黑漫漫地，不知要

往哪裡走，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后因自己善根福德因緣，死后又醒

過來，回醒以后，驚覺到生死可怕，才發心更努力各處行腳，參訪

善知識，體究生死之事。

老僧往日為熱病所苦，死卻
9 9

一日，觀前路黑漫漫地，都不知

何往。獲再甦醒，遂驚駭生死事，便乃發心行腳，訪尋有道

知識，體究此事。16

②大慧宗杲禪師說：用功還沒有開悟前，要想到：我今年歲數

這么大了，不知我從母胎出生之前，是從哪裡來的？這樣去想時，

發覺心裡黑漫漫，不知從哪裡來！百年死后，要到哪裡去？心頭也

是黑漫漫，像個黑漆桶，也不知道去處！所以不要看現在四大康健，

睡醒了，張開眼，山河大地光彩燦爛，其實對于生前死后，一無所

知，黑茫茫、黑漆漆，不知從哪裡來？也不知往哪裡去？這才是生

死可怕因緣。

16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大正藏 48冊，頁 77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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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已前，常自思惟：我今已幾歲，不知我未託生來南閻浮

提時，從甚么處來？心頭黑似漆，並不知來處。既不知來

處，即是生大。我百年后死時，卻向甚么處去？心頭依舊黑

漫漫地，不知去處。既不知去處，即是死大，謂之無常迅速，

生死事大。爾諸人，還曾恁么疑著么？ 17

③無念禪師說：如果沒有好好用功，臨命終時，就會發覺心頭

黑漫漫地，沒有依靠，沒個依託處，所以要趕快把塵俗世間放下，

好好努力用功。

臨命終時，依舊黑漫漫地，不如放下門外事，向那理會不及

處，猛著精彩著力。18

④密菴和尚說：等到命終油盡燈枯時，一息不來，一命嗚呼，

眼前黑漆漆的，神識被關在色身四大裡，生也不得，死也不得，像

在牢獄裡，呼天不得，搶地不得，無人相應，這時就會后悔不已。

所以要努力用功。

逗到孤燈獨照時 ( 死亡 )，一點氣落上，一點氣落下，面前黑

似漆，求死不得，求生不得。當此之時，悔將何及！ 19

貳、投胎
以上講到命終時，黑漫漫地像個漆桶一樣。死后，投胎時也是

一樣亂闖，闖到母胎裡。在黑漫漫的陰境中，心神慌亂無助，東奔

西馳，亂跑亂撞，因為整個陰境黑漫漫地，不知往哪裡跑，最后就

掉到驢胎馬腹，或地獄油湯、鐵柱上去。

17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878下
18 《黃檗無念禪師復問》嘉興藏 20冊，頁 505中
19 《密菴和尚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97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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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雪嶠禪師說：等到臘月三十日命終時，如果沒有真實修行功

夫，如何面對無常大鬼拘絆？兩腳一蹬，死掉了，死后神識黑漆漆

的，不知道哪裡去，東跑西飄，結果就鑽到驢胎馬腹，鑽到地獄油

鍋、火柱上，自己甘心自受。

忽爾臘月三十日到來，將何抵敵？這回先腳翻身，黑漫漫

的，馬腹臚胎，鑊湯爐炭，無人替你。20

②千山剩人禪師說：如果不好好用功修行，踏實找到生死落

腳處安住，一旦命終來到時，神識沒個把握，心神黑漫漫的亂闖，

一闖就闖到驢胎馬腹裡，不知道何年何月，多少大劫以后，才能出

世。

若不及早各人覓個歸著，一旦大事臨頭，黑漫漫地撞在驢胎

馬腹，又不知多少劫纔得出頭。21

③東山梅溪度禪師說：古人百年壽終之際，叫做臘月三十日。

假設功夫不到，漆桶打不破，到這時就地暗天昏，胡鑽亂撞，沒個

把握，就很可悲了。

古人以百年壽終之際，喚作臘月三十夜。若平日功夫不穩，

漆桶不破，到這時節，地黑天昏，胡鑽亂撞，良可悲哀！ 22

20 《雪嶠信禪師語錄》乾隆藏 153冊，頁 722下－ 723上
21 《千山剩人禪師語錄》嘉興藏 38冊，頁 232下
22 《東山梅溪度禪師語錄》嘉興藏 39冊，頁 39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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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未入手時

臨終、死后，神識黑漫漫，現在四大調暢，身體健康時，也是

一樣黑漫漫。雖然知道要面對死亡，如果功夫不得力，沒上手，或

不懂得用功，懈怠放逸，不要等到死時、臨命終，現在就是黑漫漫，

漆黑桶一個。

如《見如元謐禪師語錄》中有人問：現在修行人都怕死后黑漫漫

地，不知當下現前心識流注，亦是黑漫漫，其實更苦。都說生死無常，

不知現前剎那剎那心識生滅，就是黑漫漫地，就是生死桎梏、牢獄。

問：今修行人多怕去后黑漫漫地，不知現前黑漫漫地更苦。多

口說無常生死事大，不知現前剎那死死生生更切。23

如果功夫不得力，功夫不能前進，一樣掉入黑漫漫業識煩惱窟

裡，心頭也是黑漫漫。下分三段說明：

壹、錯用心，未正看心，所以黑漆
初學學人想要用心，可是不知怎么用心，或是方法、知見不正

確；或只是表面功夫，未踏實用功；或者懈怠，三天打魚，兩天曬網。

可以說功夫使不上力，功夫沒有進展，當然心頭黑漫漫。

①大慧普覺禪師說：不知道自己本命元辰，沒有個著落，腳跟

下、心頭中黑漫漫，依然像個黑漆桶一樣，被黑漆桶所罩住，關在

裡面，不得透一個氣息出來。

自家本命元辰，依舊不知落處，腳跟下黑漫漫，依前只是

箇漆桶。24

23 《見如元謐禪師語錄》卍續藏 125冊，頁 101上
24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88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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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再講到：究實而論，指示些行人用功方法，已經是多話了，

只是個方便。「方便」實是標月指，須要看到月亮始得。可是現在

人理會不得，認為有個實在修行方法，有個入頭處，這就是祖師所

謂「錯認不解方便法」。

學人沒有正確認識方法，就像黑山鬼窟下坐着不動，一直在那
邊靜坐。功夫即使能坐着整天都不動，也只是坐到屁股上長繭，口
水很多。雖然禪定功夫很好，可是心裡面依舊是黑濛濛的，不知道

哪年才能見到自己本性。

據實而論，這一句已是多了，此是一期方便。如指月示人，

當須看月，莫認指頭。如今人理會不得，將謂實有恁么事，

祖師所謂「錯認何曾解方便」。

既不識方便語，便向燃燈佛肚裏坐，黑山下、鬼窟裏不動
4 4

，

坐得骨臀生胝，口裏水漉漉地，肚裏依前黑漫漫地，驢年夢

見么！ 25

②中峰明本禪師是元朝高峰禪師弟子，號稱江南古佛。他說：

學人如果不肯死心踏地真實向心頭用功，立穩腳跟奮勉修行，只在

書本上記些公案、禪語，嘴上跟人家談論、宣講，想要從文字上領

會禪法，不知道這樣下來，心性深處，實在還是黑漫漫，對生死大

事不但沒有幫助，反而有傷害。這是要切記、要清楚遠離的誤區。

不肯死心死志向真實田地，硬立腳頭以求真脫。只貴于冊子

上記持，口耳邊染習，惟欲會禪便了。殊不知，死生大事于

腳跟下依舊黑漫漫，不惟無有益，而害之矣！ 26

③天如惟則禪師說：現今做表面功夫的學人，不曾參訪過善知

識，沒有好老師教導，自己也沒有真實作功夫，心底浮想多，問著

25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864上－中
26 《天目明本禪師雜錄》卍續藏 122冊，頁 766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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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心頭黑呼呼，嘴巴卻張開來胡言亂道，講些沒有真實見地的虛浮

假話。

何況今時有一種掠虚漢，不曾見好人，不曾做真實功夫，腳

下浮逼逼地，面前黑漫漫地，便爾拍盲胡說亂道。27

④兀菴普寧禪師對大眾說：假如今天評論張三，明天檢點李四，

聽人說這個好，就跟着道好；聽人說這個不好，就跟着道不好，就
像世間人講矮子看戲，跟着別人轉。于自己心頭，仍然黑漫漫地，
一點也不清楚，浪費了時間，等到年老衰耗，臨命終時，拿什么來

抵擋？到時一定跑到驢胎馬腹裡去。

若只今日明日點檢張三，點檢李四，聽人說好便道好，聽人

說不好更道不好，謂之矮子看戲，隨人上下。于自己，依舊

黑漫漫地，空喪光陰，不覺老病將至。生死到來，將何抵敵？

驢胎馬腹，無可疑者。28

⑤有慈門講主來問天隱禪師：我很遺憾，早年年輕時，沒有正

確找到好路頭，生死大事不明白，心頭始終像黑漆桶一樣。請問和

尚有沒有方便，給我指點，讓我能再往前進一步？

慈門講主問：某甲痛恨昔年錯用心，此事如黑漆桶相似，和

尚還有方便，令學人得進一步否？ 29

⑥石溪心月禪師說：有些修禪兄弟，二十年、三十年在大眾中，

因循荒費時日，肚子裡、心頭上，黑漫漫不知不曉，不知參禪旨趣，

怎能圖想將來能夠眼光落地，識得自己本來面目！

27 《天如惟則禪師語錄》卍續藏 122冊，頁 823上
28 《兀菴普寧禪師語錄》卍續藏 123冊，頁 20上
29 《天隱修禪師語錄》乾隆藏 154冊，頁 34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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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般兄弟，三二十年在眾，肚裏黑漫漫地，不知箇事是何宗

旨。若然者，不敢望你識本來父母，識得自己亦得。30

以上六段，講到學人沒有善知識引導，沒有好方法，自己又不

能踏實用功，反而被書本矇混，被外面人家閒言閒語等境界牽引，

功夫不能前進，不能踏實在心上用功，自然心頭黑漫漫地，不能夠

了知。

貳、觀心時衹見漆黑
沒有正確用功夫，或功夫沒上手，固然心頭黑漫漫地；如果真

正找到方法，找到好老師指導，努力用功，在剛起步或初入手時，

其實心頭仍是黑漫漫地。

①臨濟禪師訓勉弟子：大眾不要因循過日子，浪費時光。我年

輕初學時，還沒有一些見地，也是心頭黑漫漫地。

大德！莫因循過日，山僧往日未有見處時，黑漫漫地。31

②憨山大師說：心境本來平等一如，不可將內心跟外境分開變

成兩段，也不可以說心在肚子裡。一但有此知見，就是黑漫漫的，

古人稱為黑山鬼窟。用功時，如果掉在這個黑漫漫心頭，最難擺脫。

如果能夠心體離念，就是常寂光土，心念圓明，得大自在。

憨山祖師意謂：用功時，如果不能體會到根塵對待本是虛幻，

心念當下無體無相，仍然執著有識心遷流，而不能會到心念當下空

寂，即掉入無明業識之「黑山鬼窟」，因為這時心頭的無明癡暗，

一點都沒有銷融，就很難出離。

30 《石溪心月禪師語錄》卍續藏 123冊，頁 106下
31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502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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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境本來一如，不可話作兩橛，亦不可說心在腔子裏，黑漫

漫地，古人目為黑山鬼堀，若墮此中，最難出頭。若心體離

念，即是常寂光土，何用別求淨土？若一念圓明，心體離念，

觸處逢原，可謂大自在人耳！ 32

③有出家人問大溈穎詮禪師：「古鏡未磨時怎么樣？」意謂：

還沒有用功的時候，怎么樣呢？師曰：「黑漫漫地。」那出家眾

又問：「磨了以后呢？」大溈禪師說：「光耀大千，把腦袋瓜的

腦殼都打通了、打破了。」

潭州大溈穎詮禪師。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漫漫

地。僧云：磨后如何？師曰：爍破頂門。33

叁、喝斥不自覺
前面兩組，壹、錯用心；貳、觀心，是從學人本身心念來看黑

漫漫地；下面幾段語錄，是祖師看到行者不自覺，沒有踏實用功，

沒有覺照自己心頭黑漫漫地，所以祖師喝斥，要行者覺察自心無知

愚癡業識，去警覺、知道自己業識所在。

祖師要人自覺為無明業識所蔽障，要自己回光返照無明業識所

在，警覺禪法入手、落着處，此是祖師喝斥不覺用意，也說明未有
真實功夫之前，都掉在黑漆桶裡。

①有一天，侍者來跟雪竇明覺禪師說：有三個僧眾，剛來到道

場參學，從瑞巖禪師處來。雪竇禪師說：叫他們展大具恭敬禮拜。

這三位僧眾剛剛入門，明覺禪師就拿起拐杖看着他們，新到僧眾說：
「我們特來禮拜和尚。」明覺禪師：「啊，啊，哪個是帶頭的？」

32 《憨山老人夢遊集》卍續藏 127冊，頁 409下
33 《續傳燈錄》大正藏 51冊，頁 57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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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出家眾往前問訊說：「我是帶頭的。」禪師就說：「為什么失

掉了本道公驗？」帶頭僧眾說：「領受和尚慈悲教導。」于是明

覺禪師說：「好，到旁邊站着。」就叫第二個過來，跟他說：「你
找朋友，要找比自己好的，如果跟自己差不多，就干脆不要這個朋

友。」于是明覺禪師拐扙指前面哪個僧眾：「你為什么隨着這個漆
桶呢？」這出家眾不解，說：「我是新出家戒子，我搞不清楚。」

明覺禪師說，「好，你也在旁邊站着。」問第三個：「剛剛兩個都
糊里糊塗搞不清楚，看看你怎么樣？」這出家眾剛要開口，明覺禪

師說：「來，過這邊來，在那邊站。」

一日侍者報，有三人新到，從瑞巖來。師云：教伊大展坐

具，禮拜着。其僧方入門，師驀拈起拄杖。僧云：某甲特

來禮拜和尚。師云：吽！吽！那箇是參頭？一僧近前問訊，

師云：爾為什么失卻本道公驗？僧云：深領和尚慈悲。師云：

過者邊立。復問第二人：求朋須勝己，似我不如無。師以

拄杖指參頭云：爾，為什么，隨者漆桶？僧云：某甲新戒。

師亦約云：過者邊立。又問第三人，適來兩箇敗闕了也，

爾堪作箇什么？僧擬議，師便喝云：過者邊。34

②有個出家人說：「我新來參學，來禮拜禪師。」明覺禪師說：

「好，知道了。禪堂用功去吧。」這個出家眾說：「我是大龍禪師

的徒弟。」禪師說：「漆桶，誰認識你啊！」他就趕快跟明覺禪師

作禮。禪師說：「好好頂禮！」禪師看了看這僧眾，問說：「你還

認識宗首座嗎？」這出家人說：「是我師兄啊。」明覺禪師說：「你

怎么把他給講低了，你師兄？」這出家人說：「和尚不要這樣子捉

弄我。」他說：「好吧，踏破草鞋漢，不能打你，坐着喝茶。」

34 《明覺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677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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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云：新到。師云：已知，參堂去。僧云：某甲是大龍受業。

師喝云：漆桶，誰識爾。僧便近前人事。師云：好好禮拜着。

相看了，師云：還識宗首座么？僧云：是師兄。師云：爾為

什么鈍致他？僧云：和尚休得也。師云：踏破草鞋漢，不能

打得爾，且坐喫茶。35

③斷橋妙倫禪師是雪巖祖欽的師兄弟，高峰禪師初參學的老師。

斷橋禪師對大眾喝斥說：你們這一隊漆桶，整天在禪床上打瞌睡，功

夫糊里糊塗，連茄子、瓜子都分不清楚，不要整天在禪凳上打瞌睡。 

你者一隊漆桶，在長連床上打瞌睡，知什么茄子、瓠子。喝

一喝，下座。36

④玄沙師備禪師講到：出家人本心、本願是要識心達本，故尊

稱為比丘、僧眾。大眾既然已經剃髮披袈裟，現出家僧相，就應要

有自利利他的作為。可是看到大家一個個都是心頭黑漫漫地，像個

黑墨汁一樣，自己修行功夫不到，怎能有真實見地、知見，能夠利

益大眾、教化大眾？

夫出家人識心達本，故號沙門。汝今既已剃髮披衣為沙門

相，即合有自利利他分，如今看着盡黑漫漫地，如黑汁相似，

自救尚不得，爭解為得他人？ 37

小結
以上：壹、錯用心；貳、正觀心；叁、不自覺，都講到功夫沒

有上手時，黑漫漫地，故叫「黑漆桶」。

35 《明覺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677下
36 《斷橋妙倫禪師語錄》卍續藏 122冊，頁 405下
37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冊，頁 34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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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無明痴暗義

死時，漆桶黑漫漫地；用功不上手，也是黑漆漆、黑漫漫地，此

「漆桶」跟第二章「不會」，是同一義涵。第二章講到，祖師要我們

去會取一個「不會底」、去看取一個「不會底」、去參取一個「不會

底」、去迴光返照一個「不會底」，此「不會底」也是一黑黑茫茫行相。

大、小乘各宗派禪法，都有其能緣心與所緣境。禪宗祖師在一

期方便攝化眾生下，要我們緣取「不會底」或「黑漆桶」，是因覺

性本來清淨，被無明雲所遮蔽，法身日輪光輝不得顯現，所以要將

「不會底」及「漆桶」打破，讓「漆桶」放光。

為何要緣取「漆桶」？因為漆桶的本質是無明、業識，也是煩

惱、塵垢。「不會底」本質也是煩惱，也是無明，也是業識。所以，

「漆桶」跟「不會底」本質是一，都是無明、業識、煩惱、無知癡

暗心體。所以，下面舉祖師語錄說明，黑漫漫心體像漆桶一樣蓋住

覺性，本質就是無明、業識、煩惱。

壹、無明
①臨濟禪師說：有些僧眾聽到別人講「要坐禪」，理解成一心

靠着牆壁打坐，舌抵上顎，眼內觀心，內心湛然不動，以為這就是
祖師禪，不對，這樣子就大錯了！身體安住不動，心湛然清淨，這

是取一個不動清淨的所緣境，若以為這就是佛法，即是把無明認為

主人翁。因為此一清淨境界，湛然不動心念，就是無明，古人謂之

澄澄湛湛、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其實就是深坑黑暗，或叫做鬼窟，

實在是令人陷入輪迴，可令人怖畏的處所。

所以，臨濟祖師要學人不要錯以禪坐時心安住不動，心澄澄湛

湛，就是禪，其實這是所謂深坑鬼窟，這就是無明。此黑暗暗鬼窟，

喻指無明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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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即向裏作解，便即倚壁坐，舌拄上顎，湛然不動，取此為

是祖門佛法也，大錯！是爾若取不動清淨境為是，爾即認他

無明為郎主。古人云：湛湛黑暗深坑，寔可怖畏。此之是

也。38

②汾陽無德禪師講到：佛能夠眉間放白毫光，照破無明多劫黑

暗。此是用長劫黑暗，形容無明體質。

眉間忽爾放毫光，照破無明多劫黑。39

③撫州黃山良匡禪師說：諸位同道，只有靠着金剛不壞智慧之
眼，才能開展真心妙性，如果能夠會得，就能打破無明的黑暗；如

果不會，就沒辦法打破黑暗。良匡禪師亦以黑暗，表現、彰顯無明

之特質體性。

諸道者！唯有金剛眼睛，憑助汝發明真心，汝若會得，能破

無明黑暗；汝若不會，真箇不壞。便起歸方丈。40

④前面舉禪宗祖師說無明是黑暗，再舉《華嚴經》為證。《華

嚴經》〈十地品〉謂：在生死輪迴中，眾生受種種苦，孤窮困迫，

無救無依，無所依靠可憑，也沒有可安住的土地跟房舍，沒有眼睛，

也沒有嚮導可帶他們到安樂無災難處所。為什么？因為這些眾生被

無明覆蓋、遮蔽，被黑暗所包纏。

此菩薩摩訶薩復作是念：此諸眾生受如是苦，孤窮困迫，無

救無依，無洲無舍，無導無目，無明覆翳，黑暗纏裹。41

38 《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501上
39 《汾陽無德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620中
40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冊，頁 412下
41 《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 10冊，頁 191下－ 19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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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十地品〉指出，眾生之所以輪迴生死，孤苦無依，

沒有任何依靠，淪落在生死中，就是因為被無明黑暗所遮覆、繫縛。

可以看到，祖師見解與《華嚴經》一致。故禪宗祖師為霖禪師，為

證明無明黑暗義，也引用《華嚴經》這段話，證明無明行相是黑暗。

貳、業識
黑暗的本質是業識，阿賴耶識。眾生都以阿賴耶識為體，由阿

賴耶識入母胎，生起名色、六根，才有身心世界，根身、器界顯現。

所以說凡夫心識，以業識為體。

①佛果禪師說：自己以前初初修行時，因為不了解入手處，心

停滯在空空蕩蕩境界裡有兩年多，不知道如何進入禪境界，心中始

終不能見到真性。后來豁然的在白雲禪師處打破了漆黑桶，才了解

到情識遮蔽之惡毒，困頓扼殺一切有情，繫縛住所有老少男女。看

似心裡清楚明白，空蕩寂靜，其實內心智慧、覺性一無所有，反是

一片漆黑不知，沒有智慧、覺性。這樣一片漆黑，反而增長無明業

識，追取名利，造很多地獄業。

佛果禪師意謂：修禪者如果知見不正確，落在寂靜心體，掉在

漆黑的黑山鬼窟，即是掉在無明業識裡，反而有害，增長了業識。

苦哉！苦哉！頓卻山僧在無事界裏得二年余，然胸中終不分

曉。后來驀地在白雲桶底子脫，方猛覷見這情解，死殺一切

人，生縛人家男女，向無事界裏，胸中一似黑漆，只管長無

明業識，貪名取利，作地獄業。42

②如淨禪師說：無明業識不斷擴充增長，瀰漫整個天地之間，

都是一片漆黑。此亦是用「黑」來表示無明業識。

42 《佛果克勤禪師心要》卍續藏 120冊，頁 78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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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明業識幢，竖起漫天黑。43

③敏樹禪師說：參禪人須多到各各叢林參訪善知識，去參究明

白最上一著之路，才能打翻無始來的習氣黑漆桶子。有幸能徹底把

黑漆桶掀翻，截斷現前業識流，譬如流浪生死萬里外，回自性法身

家，看到自己故里本有風光，看到自己親生父母，才有安身立命之

處，不會淪落在生死途中。敏樹禪師也是用黑漆桶，形容識流與無

始來習氣。

痛為生死關頭，急欲求向上，鉗錘一擊擊碎，免得金枷玉鎖，

繫著于身，便做不得撒手撒腳快活人矣。所以遍參諸方歷究

此事，打徹這箇無始劫來習氣，黑漆桶子，幸爾徹底掀翻去，

盡現業流識，如人萬里還家，便見元本故物及親生父母。44

④憨山祖師說：參禪修行，要立志打破業識漆桶，直接契入未

迷之前本有覺性。如果得少為足，就不能離開心意識。憨山大師也

是用業識來表顯漆桶之義。

用志直要打破業識漆桶，直透向上未迷已前一著，不落二識

巢臼。若得少為足，便不能離心意識矣。45

⑤攖寧靜禪師講：現前心識黑漫漫地，這就是情識瀑流。情識

一直隨着時間、空間流注，當下就是輪迴，不必等到死亡。所以攖
寧禪師也是用黑漫漫地來表現識性、識體。

現前既是黑漫漫地，識情流注，何必待眼光落地之輪迴乎？ 46

43 《如淨和尚語錄》大正藏 48冊，頁 131中
44 《敏樹禪師語錄》嘉興藏 39冊，頁 504下－ 505上
45 《憨山老人夢遊集》卍續藏 127冊，頁 356上
46 《攖寧靜禪師語錄》嘉興藏 33冊，頁 527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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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煩惱塵垢
無明是根本煩惱，無明風動有行，行后根本煩惱轉成業識，業

識有種種染污種子，故無明為體，形成業識，做為流注不斷的識體。

識性流注的主體是業識，就是阿賴耶識。

阿賴耶識入母胎，形成有情生命。有情生命以六根、六塵表現，

六根對六塵生六識，又生起種種塵垢、邪見、煩惱。所以祖師所說

黑漆桶行相，心中墨汁一片黑，即是現前意識心中種種煩惱、塵垢。

①圓悟禪師講：人人本具，各各圓成，自己有一片無始劫來的

光輝照耀世間。可是無始劫來妄想濃厚，障蔽自心，回頭返照，卻

看來黑漫漫地，如黑雲蔽輪月。

圓悟禪師把「黑漫漫地」認為是濃厚妄想執著。妄想本質是識

體、業識，可是在有情生命上，即是妄想執著。深處講，是業識；

淺處講，是意識。

圓悟禪師此處更以六根情塵與返照自心做一比對：世人無知，

放六識出六根門，追逐六塵，以為明白真實；若是反觀內照，息念

忘塵，卻心頭一片黑漫漫。

人人具足，各各圓成，但向己求，莫從他覓。何故？從他覓

是他家底，捨己從人，去道遠矣！須知自己分上有一段事，

輝騰今古，如十日並照，但以從無始劫來，妄想濃厚，翳障

自心，才回顧著，則黑漫漫地。卻到世間，知見種種聲色，

纔現在前，一切明得。此等豈不是背覺合塵，從他求覓，不

能返照耶！ 47

②雪峰義存禪師講：參禪人為什么「不會」呢？因為總去看別

人家裡事，別人家事情總是很熟悉、了解，這些都是吃老師口水，

47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773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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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向意識中分別解釋。問着自己分上家裡事，就拿些書本上寫的、
老師講的來用，不是自己體會得的，被明眼善知識把它掃掉，就不

知道自己落腳處，不知道真實道理是怎么回事。這時，心頭黑漫漫

地像個漆桶一樣。

雪峰義存禪師用意識的知見、分別心，說明黑漫漫的漆桶。

為什么不會去？唯是他人屋裏事總會得，祇是傍家喫老師涕唾，

向意識裏作解。忽被人問着自家屋裏事，便將相似語來用，被明

眼漢一時撲卻，便去不得，黑漫漫地漆桶相似。48

③圓悟禪師說：若有一絲一毫知見，即障住覺性光明，成黑漫

漫一片。圓悟禪師指「黑漫漫地」為「知見」。

纔有毫髮見刺，則黑漫漫地。49

④破菴祖先禪師講：會對祖師公案下轉語，又會做偈頌，又怎

么樣呢？都是別人的東西，自己心頭依舊是黑漫漫地，心地不明。

自己不知道所理會的這些見解，都是一些糞便、垃圾，掉在盤根錯

節裡，反而紛亂一團。

破菴祖先禪師用具體的糞便、垃圾、污垢，形容黑漫漫漆桶。

下語又如何？頌乎又如何？只管理會別人底，自己依舊黑漫

漫地，卻不知理會底，盡是糞埽肥膩，生臥根株，轉見婆娑，

如何得根株倒去。50

⑤千山剩人禪師說：我的心懵懂，像黑漆桶一樣。這黑漆桶像

什么東西呢？好像海州這個地方，朝接引寺路上，東面轉角處，放

了一個盛餿水的大水缸一樣，它就是個餿水缸。

48 《雪峰義存禪師語錄》卍續藏 119冊，頁 946下
49 《佛果克勤禪師心要》卍續藏 120冊，頁 743下
50 《破菴祖先禪師語錄》卍續藏 121冊，頁 846上



－ 150－ － 151－

第三章　黑漆桶

懞懂真懞懂，我心黑漆桶，何物堪比倫？好似海州接引寺路

東角頭，盛惡水底缺口大瓦甕。51

千山剩人禪師用餿水缸形容黑漆桶；破菴祖先禪師用糞便、垃

圾、油垢、盤根錯節來形容黑漫漫心體，都是用具體污垢來形容黑

漆桶，這黑漫漫心識。加上前面圓悟禪師以「黑漫漫地」指稱知見、

妄想；雪峰義存禪師以「漆桶」形容意識分別知見，其實都是從意

識煩惱執著，說明癡暗的黑漫漫漆桶心體，表現煩惱、塵垢之意。

有情煩惱有深淺，最深根本處就是無明，所有一切大小、粗細

煩惱，都是無明為體，只是表現深淺、形式不一。煩惱深處是業識，

有情生命以業識、阿賴耶識為體，然阿賴耶識在有情心深處，無法

用意識觸摸分別，直須修行到深處，方會面對業識。凡夫現前僅可

以觸及到意識。

無明、業識、意識煩惱，三個層次，都是無知、癡暗心體。看

心時，從意識黑漫漫癡暗「漆桶」下去后，可到阿賴耶識，一直穿

透到無明，最后見到覺性。

⒈ 祖師有時候說黑漆桶是無明，這是從根本處說。
⒉ 祖師有時候說黑漫漫心體是業識、阿賴耶識，這是從生命本源處說。
⒊ 祖師有時候說黑漆桶是塵勞、知見、分別心，此是從現前意識分
別、煩惱而說。

不管淺，不管深，無論是根本無明處、生命源頭業識，還是淺

處現前意識，都表現出黑漆桶黑漫漫心體特性。所以，在參禪看心

時，從現前意識心往心源處看，將意識黑漫漫心體銷融，所謂無心

是道。銷融竟盡后，一直銷融到連無明體也銷盡，即時明心見性，

如日輪光耀，如雲開月現的彰顯，此是表現「無心是道」而「無心

即佛」思想。

51 《千山剩人禪師語錄》嘉興藏 38冊，頁 22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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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半途全黑—如澄澄湛湛

看心緣取「黑漆桶」時，或有行人不知「黑」是何物？因為對

「黑」不了解而錯用功夫，虛費功夫，浪費時間，實在可惜。

以下將用功緣取「黑漆桶」時，可能產生之歧路，分三點解析：

壹、所緣境不正確：分析與「漆桶」之黑，相仿而非之錯誤所緣。

貳、正確緣取「黑漆桶」：提出銷泯塵念、心識惺寂後之「黑

漆」，方為正確所緣。

叁、功夫半路中之歧路：未能正確緣取「漆桶」，功夫不上手，

固不待言。今所論者，為已能緣取「漆桶」，功夫上路，于中途或

有澄澄湛湛等定境現前，則停滯、耽著，乃至走入歧路。

何謂「澄澄湛湛」？澄澄湛湛是在銷除部分根塵之後，打破漆

桶之前，靈知之性擴大、深化，般若智慧開展。

問：既為覺性深廣，何有歧路之疑耶？答：此時雖已少分銷

除根塵之蔭覆，故心識澄湛，然根塵黏縛未盡，猶含有無明成份，

未徹底打破「漆桶」，還在「漆桶」中，故名「半途」，仍是「漆

桶」。

所以看待「澄澄湛湛」有兩個角度：第一，當成覺性開展過程，

繼續前進，就對了。第二，執取為悟境，不再緣取「黑漆桶」，如

火無薪，智慧火無由熾盛，則不對。如《楞嚴經》五十陰魔，皆銷

解根塵過程中之禪定境界，佛殷勤叮嚀：「不作聖心，名善境界；

若作聖解，即受群邪。」此之謂也。

壹、所緣境不正確
禪宗看心所緣取之「黑漆桶」，非肉眼所見，是以心眼見

「黑」。所說心眼，謂回光返照，心向內自看，脫離眼識的覺知力，

單獨只有意識心為眼而見，所謂「獨頭意識」，不是眼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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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正確緣取「黑漆桶」，有幾種情形：

一、 肉眼所見之黑，有兩類：
⒈ 睜開眼睛，有光則見外在世界彩色繽紛；無光則見山川大地
一片漆黑。

⒉ 閉上眼睛，不見光明，眼前漆黑一片，了無一物。
兩種情形都是從肉眼，眼根、眼識上而論，此為五俱意識與眼

識相繫縛，是沒有反觀自心之心識狀態。所以，打坐眼睛閉起

來，肉眼去看眼前不見光的黑，是錯誤、不正確，這個「黑」

不是「漆桶」、「不會」之義。

二、 當心念離開眼識繫縛，單單用獨頭意識心眼反觀內心時，即看到
意識中心念妄想紛飛，妄想情節如連續劇相續不斷，是屬散亂，

亦不對。

三、 當看到妄想紛飛停止時，覺知照了的心力不夠，心就沉 ，落入昏
沉，乃至睡眠，心毫無知覺。雖然此時，心識已離開眼識繫縛，

但是從意識心散動狀態又掉入昏沉，也不對。

四、 妄想止息了，心念也不昏沉，心念止息，識心明明白白，清清楚
楚，但沒有「黑」，只是心寂靜，這是妄心寂靜禪定狀態。可以

說，只是用功準備狀態，有個不受干擾牽掛的寂定心停在那，看

心法門未得功夫，尚未上手。緣取「黑」，是智慧，是般若觀照，

禪定只是心清淨，未緣取「黑」故，非正確所緣。

貳、正確緣取「黑漆桶」
如何才是正確緣取「黑」呢？即是禪坐時，⑴要有銷泯根塵之

功夫，⑵以達心識寂止，⑶此寂止之心不落昏昧斷空而靈明了知，

此為緣取「不會」之前方便。此寂止靈知之心，ⓐ去思量「無思量
處」，銷泯塵念，了知卻「不知」，體會卻「不會」的東西，ⓑ心
頭就有一個「不會底」，譬如，未生前本來面目是什么？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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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不知道。或是宇宙中無量無邊「不知」、「不

會」，進入此無知狀態，這是會到「不會」。

ⓒ寂然靜止、知照分明，寂寂惺惺的心念去看，會到「不會」
時，卻看不到任何一法。深入再看、再「會」，所看到只是「黑漫

漫地」，通身只是個大黑球，獨存寂惺之心念，一團黑，好像進到

黑暗房間，或進到黑暗地道、洞窟，什么都看不到，這就是心見「黑

漆桶」。

此緣取黑漫漫地「漆桶」理論，可用「十牛圖頌」比對說明。

禪宗「十牛圖頌」是曹洞宗常用的參禪功夫進展次第理論，其中

「牛」比喻心，以十幅童子牧牛圖來表現看心、運心過程，十幅圖，

每圖有頌文說明此圖義涵。

以普明禪師〈十牛圖〉而言：前三幅是黑牛。中間三幅黑轉白：

第四幅黑牛先頭變白；第五幅半身變白；第六幅后半身剩屁股、尾

巴還沒白。第七、第八幅就是整頭白牛。

其中幾個重要概念，試說明如下：

⒈ 尋牛：牛喻有情心識，此心是所觀、所看之心，即是所牧之牛，

此牛已失，故須尋之。

⒉ 黑牛：所尋之牛何面目？圖中所畫為一全身黑牛，此「黑」即

是「黑漫漫地」，「漆桶」之黑義。

⒊ 黑牛轉白：尋牛之后，功夫增進，則牛身由牛頭、上半身、大

半身、剩尾、全牛而次第變白，此即后節「漆桶生光」之意。

所以黑牛身體從頭到尾部分次第轉白，乃至最后全牛變成白

牛，此意象比喻和本章所論「漆桶」義涵一樣。祖師以黑牛，喻表

內心無明、業識之無知煩惱義涵。黑牛體黑，表顯「漆桶」黑義；

黑牛轉白，表示業識逐漸澄淨，無明煩惱逐漸消除，即是從「十牛

圖」看到所緣境轉換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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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功夫半路中之歧路
在參禪修行過程中，返光內照，亂心寂止，緣取到無知，或漆

黑心體，「漆桶」，只是修行起點，到明心見性，還有很漫長過程。

在這一修道明心見性漫長過程中，因為各人根器利鈍，對法門理解

差異，或師長教導不同，在漫長過程中，很多人會因為一些因緣而

滯留，羈留不前。或有人迂迴走遠路，沒有走到直接了當正路，甚

至走上歧路而歧途難返。

所以在修道過程中，有很多不順利情境可能發生，都是需要避

免的，此即祖師所謂禪病。緣取「漆桶」時，有些順利或不順利不

同過程，過程順利、功夫上路，固然是好，但以為究竟就不對；過

程不順利、走入歧路，更要急轉知非。以下說明修道中順逆之過程

境界：

一、半路漆桶——正面

①禪行者參禪功夫精進不懈，亦正確緣取此「漆桶」、「不會

底」，因而惺惺漸增，知覺漸廣，分分轉黑暗心體為分分光明，乃

至運心之時光耀遍滿身心，而將此心念明白清楚、光耀籠罩身心，

以為好境界，甚至以為開悟境界，其實不是，還在半路上。如果把

它當成開悟境界，即成障礙，反而成病。

所以宗寶道獨禪師引玄沙禪師說法，說：這種昭昭靈靈、清楚

明白、光輝晃耀，在用功當中，見到整個身心世界都變成光輝晃耀

境界，其實也是因緣所生境界。如果當成真實，請問睡覺時，光輝

晃耀的身心世界又跑到哪裡去了呢？若昭昭靈靈不對，離開此昭昭

靈靈光明，眼前又是漆黑一片，什么都不知、不見，又被業識流轉，

把你抛到無見無聞的深坑裡去。

宗寶道獨禪師意謂，此靈靈覺覺、光輝晃耀身心，其實是功夫

上路了，可是不能當是真實，因為還未脫盡「漆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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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在甚處？病在認目前昭昭靈靈以為是，不知昭昭靈靈乃是

緣境而有。玄沙云：若昭昭靈靈是汝真實，為什么瞌睡時不

成昭昭靈靈。若捨此，又是箇黑漆桶，打在無見無聞窟裏。52

②幻有傳禪師說：如果生死關頭沒有打破，覺性不能徹底彰顯，

身心還是像「漆桶」一樣，有黑茫茫遮蔽之物，隱隱約約常在心頭。

所以這時，還須要有一段功夫，更須有善知識來點破，才能徹底將

這個隱隱含藏在心頭的漆黑遮蔽之物，把它踢翻。

幻有禪師「漆桶」隱隱在前的說法，說明沒有開悟之前，心頭

都還有這一片漆黑無知暗昧的遮蔽之物。

然于世間機智，并一切經書道理，則一毫瞞檀越不得，但以

向上一竅，生死關頭未曾打破，茫然如黑漆桶，隱隱常在目

前，休嫌不道，需俟貧道異日南還，為一掀翻趯破，未可量

也。53

③楚林禪師講：修行時，雖有一點功夫了，可是如果黑暗心體

還沒有徹底清淨，「漆桶」裡還有一點點漆，沒有徹底到「漆桶」

脫落時，就不能指望有大徹大悟機緣，不能期望能自在無礙的在山

河大地、天堂地獄，六塵境界荊棘中，大步自在而行。

則依然漆桶還盛漆，尚未到桶底子脫，又安望其逢緣不借，觸

處皆通，夜明簾外擲影翻身，荊棘林中闊行大步乎哉。54

52 《宗寶道獨禪師語錄》卍續藏 126冊，頁 113下－ 114上
53 《幻有傳禪師語錄》乾隆藏 153冊，頁 620上
54 《北京楚林禪師語錄》嘉興藏 37冊，頁 53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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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敏樹禪師講：有些人「漆桶」不快，指「漆桶」還沒有洗干淨、

明利，也就是功夫沒有究竟徹底，所以十個有五雙，還是錯過了開

悟因緣，沒辦法上到正路去。所以敏樹禪師認為：功夫不徹底，「漆

桶」是干淨不了的。

然而往往有不快漆桶者，蓋謂功夫不曾徹法源底，故爾十個

有五雙，依舊當面錯過。55

二、執取成非——反面

前面說，功夫上手了，但功夫不究竟、不徹底，還不至于有些

歧路。下面說明，功夫不徹底，「漆桶」沒破，反而有些誤解就不

好了。

①廬山天然禪師說：有人聽到高峰禪師說，要無夢無想，無見

無聞，于是叫人向無夢無想、無見無聞處，止息心念，說這就是「漆

桶」。于是白天晚上都把念想推掉，不要有主宰，二十四小時就叫

人沒有夢想、沒有聞想，這樣子去契合。其實這是真正把人丟到「漆

桶」裡面沒有作為，卻以為這樣就得到正途，以為這就是向上的一

條路，不知道，這是愚癡加狂妄，離真實越來越遠。

豈不是會得底與身心全不交涉。究其流弊，始于師家有箇極

則處，教學人會。就如高峰因緣，渠便教人向無夢無想、無

見無聞處會取，把日間夢裏一推推干，謂不用作主宰，十二

時中止要人將無夢想、無見聞，一合合去，如黑漆桶相似，

以為得大總持，以為向上巴鼻，殊不知癡狂兩頭走，總不曾

向真實一回悟得。56

55 《敏樹禪師語錄》嘉興藏 39冊，頁 488下
56 《廬山天然禪師語錄》嘉興藏 38冊，頁 16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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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海幢禪師說：有人耳朵聽了很多，眼睛從書上看了很多文

字，以為在義解上通透，好像心裡也通透了，其實不知道，心裡頭

還像「漆黑桶」一樣，還是非常矇昧。所以，沒有真正「漆桶」脫

落，不管文字功夫再怎么好，都不出識心，也就是沒有離開「漆

桶」。

耳朵裏盛卻四大海水，眼睫上著得百千須彌盧等語，以為透

脫心窩，依舊如黑漆桶相似，豈不是更加一層迷悶。所以此

事若不是啐地，折暴地斷，直饒千說萬說，總不出心識，古

人要透過佛祖者，箇須是轉識成智底手段。57

③廬山天然禪師說：有修行人自己未了，反而說要打成一塊，

教人向「漆桶」裡橫衝直撞，撞來撞去，在「漆桶」裡不停衝撞，

結果撞出一些禪定境界現前，他不知道不對，以為這是「大用現

前」，引祖師話，說些表現自己功夫已經了不起的話，這會有過失

的。

于今人，卻說那邊者邊，打成一塊，要人向黑漆桶裏，橫衝

直撞。撞來撞去，撞到差別境界，尚不知非，卻謂大用現前
9 9 9 9 9 9

，

不存軌則
9 9 9 9

，更引什么古人過量話，劋絕向上話。殊不知者箇

事，無有向上向下。58

小結
緣取「漆桶」看心時，為何會有歧路？須檢視幾個問題：

57 《海幢阿字無禪師語錄》嘉興藏 38冊，頁 258上
58 《廬山天然禪師語錄》嘉興藏 38冊，頁 146下－ 147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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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取之黑闇離「念」、「塵」否？
2.緣取時，保持寂寂惺惺否？
3.緣取時，有沒有正確操作？以「逆」、「破」、「轉」操作。
4. 過程中，因個人業識不同，會有很多業識境界顯現，是不是能夠
正確排除？

5.能否一念萬念，持續、長時不間斷，堅定看「黑漆桶」？

能如斯行，則可超越歧路，漸漸生光，最后「漆桶」打破，「漆

桶」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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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用功處

修道目的在明心見性，明心見性要看心。看心，第二章看「不

會」，已明看心有兩種：

⒈ 教下從生命境界入觀，從四大假合色身跟六塵緣影自心，即六
根、六塵、六識，十八界生起法相入手。

⒉ 禪宗從幻顯出十八界之背后本質，無明、業識下手。

「不會」本質是無明、業識跟煩惱、塵垢，前段「黑漆桶」也舉

祖師話，說明「黑漆桶」本質也是無明、業識跟煩惱、塵垢。說明禪

宗修行理路，都是從無明為本、為體之業識，及意識煩惱心為所緣境。

問：既然「不會底」和「漆桶」都是無明、業識為體，為何第

二章緣「不會」，此章緣「漆桶」，二者重复呢？

答：雖然二者本質是一，在眾生識心行相上，還是有所差別。

第一章已說，煩惱、業識流轉到根、塵和合觸支，表現在眾生

意識分別心上，就是所謂知見。凡夫涅槃還滅，由銷融此意識分別

知見，逆轉向上，將粗顯無明、業識逐漸銷融，到細微，乃至究竟

無心，纖毫竟盡，將無明、業識銷融干淨，達到「無心是佛」境界。

此意識分別知見，即《楞嚴經》「心目為咎」之義。有情感官

六根作用中，以心知、眼見之分別最為明顯，覺性最高，如睡眠中

或禪定中，還以獨頭意識之知、見為主要覺知作用。《楞嚴經》指

心目為賊，說明心知、眼見為有情生命境界兩個最粗顯，也最易緣

取境界。第二章「不會」，從心知而入，緣取不知不會之業識、煩

惱；「漆桶」從心眼見立場，緣取黑漆暗昧之無明、無知行相。「不

會底」和「漆桶」二者，同質而異，都是看心所緣境界。

看「漆黑」是「不會」深處之所緣境，而且易與眼根所見之黑

混淆，落入誤區。所以初用功人不適合先看黑，必須經過看「不會」

過程而自然進入「漆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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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用功處之意，是以「漆桶」做為運心所緣境，下面來看祖

師對于「漆桶」做為禪觀所緣境的說法：

①無念禪師對于如何在「黑漆桶」上用功，有段精彩開示，下

分五段說明：

⑴ 凡夫心識，都在分別、思量、妒忌心中，初下手看心時，先要看
住此分別、思量、妒忌的識心，看到底在識心中，哪個是真正心

的本來面目？看住這顆心真正面目是什么？心是無常流注的，所

以要看到心當下無體、無形、無相，才能看到它真實面目，亦即

先要把心之分別、思量、妒忌等行相破析開來，才能看到計量分

別內涵是什么。

此看「哪個是自己本來面目？」跟參話頭給個話頭，看疑情意思

一樣，都要人朝內心看。

⑵ 一直看着這個分別計量心，一直逼近它，追着它，追着這個流注
識心，把它剖析開來，一直追，追到后來，就會看到「漆桶」。

說明，不是一開始就看得到漆黑，而是貼近心念去追，追到心念，

切入心念內在，把心念本質看清楚，才看到「黑漆桶」。

當看到黑漫漫時，無念禪師說這「黑漆桶」沒有「巴鼻處」，就

是捉摸不住黑的感覺，起心緣取黑，反而緣取不到，捉不到，緣

不到，取不到黑的時候，它又若隱若現在胸中，在眼前。無念禪

師特別提出說，緣到黑時，正是功夫上手，功夫已進入到好的狀

態。

⑶ 功夫上路了，就要順着這漆黑沒有巴鼻，空蕩蕩這條路往下走，
要不顧疲倦，抖擻振奮精神一直往下衝，單刀直入，不顧一切走

下去。

往下走時，即使有任何境界現前，神妙、奇特禪定，令人可喜可

懼等境界現前，都要截斷。

⑷ 一直抓住這黑漫漫地，沒有可掌握的漆桶，就像進入漫無止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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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開着車，打着車燈，慢慢往前，這是一個很漫長過程。在
漫無止盡暗冥隧道前進時，內心想后退也不行，前進又不知道前

面狀況，也沒有盡頭，進退兩難，非常鬱悶、壓迫。這時還是要

努力往前走。

⑸ 就在無計可施下，一直往前，一直往前，不知不覺中，就看到了
黑暗盡頭，就像突然看到隧道前面日光乍現，破除了黑暗，出了

隧道，就馬上看到前面一片日光晃耀的山河大地，就開悟了，明

心見性。

⑴ 醒來忽得神清翛然時，著意提撕，但凡神巧怜俐，卜度
思量可到之地，都屬識神，出生入死全被這廝瞞昧。當

9

著眼看
9 9 9  

，除諸外，哪個是文臺公的娘生面目？

⑵ 逐日如斯提、如斯追、愈急愈追、追到個黑漫漫無巴鼻處，
正是好消息
9 9 9 9 9

。

⑶ 慎勿厭倦就止，越教抖擻精神，單刀直入，纔有一星好
事來到，隨疾截去。

⑷ 窮到氣盡力微時，是事又不明，心中如火熱相似，欲退
不得，欲進無計。

⑸ 正煩燥間，忽地撞破黑漆桶子，瞥然一身冷汗，迸出一
道神光，耀天耀地。59

②有弟子問廬山天然禪師：我在參禪時，心頭無覺無知，只是

黑漆漆地，怎么辦呢？看什么好呢？廬山天然禪師回答：修行要緣

取的，就是你這黑暗漆桶，整個被黑遮住，心頭無知無覺狀態，就

是要這「漆桶」。所以，只要行住坐臥，就這么把漆桶抓住，把它

按住，不讓它跑掉，就只是看，一直看，看來看去，看到最后，自

然這個漆桶就會爆破，就是明心見性的時刻。

59 《黃檗無念禪師復問》嘉興藏 20冊，頁 51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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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要你者箇漆桶，但行住坐臥祇恁么按住看，看來看去，自

然一日迸斷。60

③廬山天然禪師弟子請問：我在黑漆桶裡面，你叫我去緣取黑

漆桶，不知心在看黑漆桶時，是要想着跑出黑漆桶呢？還是不要跑
出去呢？這是我很疑惑，急切想要了解的事情。

廬山天然禪師回答：如果用功時，不安份的在漆桶上默默用功，

死心踏地的用功，想要將來開悟，絕對不可能，絕對沒有這個機會。

所以，應該仍然按照前面用功方法，抓住漆桶，繼續看着，不要問
跳出漆桶，還是待在漆桶裡。只要一直抓住這個漆桶看，看到非常

逼迫、非常鬱悶、非常不安的時候，還不要放掉，不要退掉。不管

任何境界，就抓着、貼着漆桶用功，不可以在漆桶上做一點點思維
分別，就是看着它，終究有到家時候。

依前不安于黑漆桶，而欲他日得真悟，無有是處禪。今去祇

消仍前做事
9 9 9 9

，不問出身與不出身，做到悶絕時，祇管看，不

得打退鼓，不許于黑漆桶上，作一分道理。61

④石雨禪師鼓勵他的道友說：說要閉關參禪，什么叫閉關？閉

關本意是要修行，是要參禪明心見性。怎樣才能達到明心見性，圓

滿閉關之意呢？就要去看這漆桶，一直抓住漆桶，一直參究，參究

到牛角尖處，唯有參究到漆黑桶像銀山鐵壁一樣撞也撞不開，走也

走不過，動也動不了，翻身轉頭都沒辦法，一點氣息都透不過，才

是所謂「閉關」。唯有這樣子閉關，在這個關裡用功，將來才有出

關明心見性的時刻。所以說，「漆桶」是閉關修行真正下手用功處。

不僅是找到一個絕人處，也不是把書本丟掉，也不是不跟人來往、

60 《廬山天然禪師語錄》嘉興藏 38冊，頁 182下
61 《廬山天然禪師語錄》嘉興藏 38冊，頁 182下－ 183上



－ 164－ － 165－

禪宗看心

不跟人講話，叫做閉關。

參究到黑漆桶，牛角尖，當銀山鐵壁，轉側不得處，此關意

也。其次禁遊覽客喧，屏嗜好，焚筆硯吟詠，槁其身心，一

番寒徹，大地回春，則梅花撲鼻矣。62

⑤無念禪師說：有不懂參禪者，與人家講話，將識心、分別心

來應對，當善知識打掉其分別識心，將攀緣妄心排遣掉，此時心頭

就無知、無識、黑茫茫，到此不知道該怎么辦了。他不知道，這識

心、分別心、計較心排遣掉以后，黑漫漫心頭，正是鬼神看不到、

摸不透處所；是三世諸佛安身立命處所；也是自古來諸位祖師大德

無礙教化天下所在。

無念禪師意謂這黑漫漫地漆桶，正是用功之處、下手處。無念

禪師用了三個處：鬼神覷不着處、諸佛安身立命處、祖師教化眾生
說法參禪處。此三處，正說明「黑漫漫地」確然是參禪用功下手之處。

若是識見領覽的問着，便將識見抵對。若又與他拈卻，便道

黑漫漫地怎生是好？殊不知，黑漫漫處，⑴正是鬼神覷不着

處，⑵三世諸佛安身立命處，⑶從上老宿說滿天下，無口過

處。63

以上所舉，緣取漆桶、運心與理論、技巧，實與前章「不會底」

相同，所謂：

⒈ 在看心止觀運心中，同屬所緣境地位。
⒉ 二者本質無明、業識、癡暗心體是一，眾生根器不同，故運心時
選取行相不同。

⒊ 必有對應能緣心體。

62 《石雨禪師法檀》嘉興藏 27冊，頁 141中
63 《黃檗無念禪師復問》嘉興藏 20冊，頁 509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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⒋ 運心技巧不離「逆」、「轉」、「破」作用。

今試從看「漆桶」運心作用來說明：

前面所引無念禪師：「如斯提、如斯追」，用「提」、「追」；

廬山天然禪師「安于漆桶」的「安」字；石雨禪師「關意」，無念

禪師「處」，都是使力之意，都是教人把「黑漆桶」抓到，貼近「漆

桶」，捕捉到「漆桶」，有迎向、迎取之義，等于「不會章」所明

「逆」義。

祖師在教人看「漆桶」過程中，較少具體看到如何「破」、「轉」

的說明。但在說明開悟境界時，祖師以兩種方式表現悟境，一是「漆

桶放光」，一是「打破漆桶」、「漆桶脫落」。

「漆桶脫落」或「打破漆桶」，從果上說，就是「破」，果上

有「破」，因上也一定有「破」，有銷融、銷散、摧破「漆桶」運

心過程，最后才會打破「漆桶」。

「漆桶放光」，從果上說，就是「轉」，果上有「轉」，因上

也一定有「轉」，有光明漸漸顯發，黑暗漸漸銷散過程，最后「漆

桶」轉成光明，大放光明。

所以，從「打破漆桶」、「漆桶生光」果上論「破」、「轉」，

可知運心過程，亦有破、轉黑漫漫地「漆桶」運心作用存在。

可說，禪宗祖師在緣取以無明、業識、無知煩惱為主體之兩

個所緣境時，一是以心為主的「不會底」；一是以眼為主的「漆

桶」、「黑漫漫地」，運心方法都共同有「逆」、「轉」、「破」

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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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上手（放光）

壹、悟前、悟后之別
①清洪禪師對明心見性前、后做一對比：

參禪修道，心地未明，根塵未脫，道眼未打開前像什么？他說，

像有眼睛人走到千年暗室一樣，雖然有森羅萬象，可是眼前懵懂無

知，黑漫漫一片。

如果修道人，心地已明，道眼已開，根塵脫落，則像大海底現

出一輪紅色朝陽。千年暗室，驟然照破，眼前所有一切森羅萬象、

山河大地、長短方圓，都非常清楚。

可以說，心眼開與否，是一從黑到明之過程。清洪禪師所述，

就是修道中，將漆黑心體轉換成光明遍照覺性過程。

學道參禪，心地未明，己眼未開，情塵未脫，命根未斷，恰

如甚么相似？恰如有眼人步入千年暗室中相似，目前雖有一

切物色相傾，竟不知其是青是黃、是赤是白、是長是短、是

方是圓，懵然無知，黑漫漫地。若如此，在袈裟下，如何消

得人天供養！

學道參禪，心地已明，己眼已開，情塵已脫，命根已斷，恰

如甚么相似？恰如大海底輥出一團紅日相似，千年暗室，一

照照破。目前所有一切種種物色，青黃赤白、長短方圓，

一一明了，一一分曉。那時正好向二條椽下，七尺單前，長

養聖胎，閒閒度日。若如此，在袈裟下，方始消得他人天供

養。64

64 《石屋清洪禪師語錄》卍續藏 122冊，頁 623上－下



－ 166－ － 167－

第三章　黑漆桶

②湛然圓澄禪師講：虛空譬喻心體，虛空裡白天亮，晚上黑，

黑白反覆來回，黑白沒有自體。無明黑暗心體亦如是，知道無明黑

暗沒有自體，就是明。所以「無無明，也無無明盡」，明暗都不實

有。

猶如日明夜暗，同住虚空，循環往復，各無自體。苟知無體，

則無明即明；若執有佛性，則明即無明。不著不拒，則超然

自得也。65

③憨山大師也講：慧日能消除無明癡暗，慧日就是智慧，智慧

能消除黑暗之無明、業識。

若能于日用起心動念處，念念覺察，念念消滅，此所謂眾罪

如霜露，慧日能消除。以無明黑暗，唯智慧能破，是謂智慧

能消除也。66

④宗密大師講：靈明覺照與黑暗之無明，雖是互相違反，事實

上，二者一體。

靈明知見與黑暗無明，雖即相違，而是一體。67

以上四位禪師都講到，心體本無明暗，只因無知，無明所蔽，

所以黑暗。知道黑暗體不實在，黑暗體就轉成了光明智慧。修行過

程，就是要把黑暗消除，轉換成無明。所以祖師要打破「漆桶」。

打破「漆桶」，「漆桶」轉成了光明。祖師常常以「打破漆桶」跟「漆

桶生光」、「漆桶放光」、「漆桶脫落」來表述修行開展，得到成就。

下面舉例「漆桶生光」、「漆桶放光」、「打破漆桶」之說。

65 《湛然圓澄禪師語錄》卍續藏 126冊，頁 259上
66 《憨山老人夢遊集》卍續藏 127冊，頁 286上－下
67 《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卍續藏 110冊，頁 872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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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漆桶」生光、放光
①百癡禪師說：祖師給我們開示，片言隻語的點撥，能夠七穿

八透的，精準穴要，讓人脫離六根束縛，把四大假合的色身脫落。

這時就可以看到，黑漆心體，「漆桶」生出光明，生出光明后，瀟

灑的看到翠竹黃花都可以顯出真理，神光獨耀，雲邊、草堆隨便任

意逍遙自在。

片語相提，旨要寔玲瓏八面，都教汗衫脫卻，看他漆桶

光生，灑灑瀟瀟，翠竹黃花彰大意，孤孤迥迥，雲堆草

畔任橫身。68

②牧雲和尚講：無量劫來的無明癡暗，因為修行的關係，有一

天，修行功夫到了，癡暗心體放出了光明。

多年漆桶忽生光。69

③法璽印禪師說：修行時，把心念逼錮在心中以后，心裡面很

緊迫的看着自己心念。抓着這個心念，看着這個心頭，搖也搖不開，
無路可通，無門可入，把念頭看住、逼住以后，四面八方像個銀山

鐵壁一樣，忽然碰到個神來之人，有個無形之手突然向腦后一推，

多年無量劫來「漆桶」就突然放光明。

如來禪、祖師禪俱皆坐斷，金剛圈、栗棘蓬一齊拋出，只教

諸人吞吐不得，搖掇不開，無路可通，無門可入，四面八方

銀山鐵壁，忽撞着個無手漢，驀向腦后一推，豁然漆桶生光，

頂門具眼。70

68 《百癡禪師語錄》嘉興藏 28冊，頁 124上
69 《牧雲和尚嬾齋別集》嘉興藏 31冊，頁 586下
70 《法璽印禪師語錄》嘉興藏 28冊，頁 79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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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三峰藏和尚說：修行功夫得力以后，見到的境界就是在長安

打鼓時，遠在新羅國都可以聽得到，因為有人的「漆桶」放光明，

所以證得沒有空間、時間，萬法一如的境界。

當前是佛殿，后是僧堂，大唐打鼓新羅聞，誰家漆桶夜

放光。71

⑤靈隱文禪師講：把心念、念頭抓住、看住，在二六時中，行

住坐臥都去參究，透來透去，透到無可之處，奮力往前去參、透，

自然從「漆桶」中現出光明，別有一段大地風光。

二六時中，行住坐臥，透來透去，透到無可透處，奮然漆桶

自明，別有一段風光，那時纔來喫吾痛棒。72

可以看到，祖師講到修行功夫的開展、成就，都是用「漆桶生

光」、「漆桶放光」來表現。

叁、「漆桶」打破、脫落
其實「漆桶生光」跟「漆桶打破」是同一概念。因為「漆桶」

是漆黑之無明、業識，無知煩惱被銷除以后，無明、業識、煩惱就

轉成了光明，所以打破「漆桶」就是光明，就是「漆桶生光」，「漆

桶生光」就是「打破漆桶」。所以，祖師常把「打破漆桶」跟「漆

桶生光」放在一起說明。譬如：

①有一僧眾問蓮月禪師說：「我心頭全部都是漆黑桶時怎么

辦？」蓮月禪師打他說：「我把你這漆桶打破。」這僧眾說：「哎呀，

打破以后，整個都是光明。」蓮月禪師問：「哪裡是你的光明處？

71 《三峰藏和尚語錄》嘉興藏 34冊，頁 126下
72 《靈隱文禪師語錄》嘉興藏 39冊，頁 368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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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在哪裡？」他說：「整個三千世界都是光明。」蓮月禪師說：「把

你的光明拿出來看一看。」這個出家眾拿不出來，停了一下，蓮月

禪師說：「你還沒打破，再打一棒。」

可以看出，禪師把「打破漆桶」跟「漆桶放光」一起並論。

僧問：一似黑漆桶時如何？師打云：老僧與汝打破。

僧云：分外光明。師云：哪裏是你光明處？

僧云：照破三千大千。師云：將你的光呈出來看。

僧佇思，師云：還未曾打得破在，又打一棒。73

②古庭禪師也這樣講：在修行時，要把自己身心煩惱放掉，按

照祖師所說修行方法，專心一致，茲茲念之，孜孜在法門用功下手，

念茲在茲，孜孜不倦不停的再奮力用力，一直勇猛向前，不知不覺，

把「漆桶」打破。「漆桶」打破以后，就大地放光，甚至把虛空都

照破了。

學者把自己業識放教空去，然后向佛祖教人行處，務欲與之

掀翻。見其端的，再將自己妄執心識念處，直從根本截斷。

念茲在茲，孜孜勿間，于無間孜孜處痛加一憤，直猛向前，

不覺打破漆桶，大地光生，灼破虛空面門，觸瞎如來心眼。

參悟到其極，則敢保向十方佛祖頂門上行住坐臥，無奈你

何。74

③大慧禪師說：我十七歲開始學習參禪，努力用功后，到

三十四歲才打破漆桶開悟。

我十七歲上便參禪，三十四歲方打破漆桶。75

73 《蓮月禪師語錄》嘉興藏 29冊，頁 415中
74 《古庭禪師語錄輯略》嘉興藏 25冊，頁 233中
75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卍正藏 59冊，頁 82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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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應菴曇華禪師說：如果你們努力，全身去投入用功，我也不

責備你們，也不打你們，也不罵你們，只要你們能夠漆桶打破，漆

桶脫落。

其間設有一箇半箇，為眾竭力，全身擔荷，光孝也不打汝，

也不罵汝，也不趕汝，祇要汝漆桶子驀地脫去。76

⑤應菴曇華禪師又說：修行要痛念生死大事還沒有辦了，所以，

要求真正善知識，指點在父母未生前一段事用功。二、三十年把塵

間世俗事攀緣停止，像死灰一樣，滅卻自己心念、世俗塵念，心靜

靜的、冷冷的，在祖師、善知識所指點的方法當中用功，長久一念，

二十年、三十年用功，有一天終于豁然的漆桶脫落，眼前這些根塵

光影都銷散，這一切神神鬼鬼的東西，還有琳琳琅琅的身心掛礙，

都一下子冰銷瓦解，全部都是自己本地風光。

古來道流，痛念死生未明，立大志如金石，放複著處所，求

真正善知識決擇父母未生前一段大事，豈肯容易哉！動經

二三十年灰卻攀緣，滅卻意想，孜孜冷地裏，一朝豁然漆桶

墮，喪卻眼前光影，應是從前祭鬼家具，依草附木神祇，一

切冰消瓦解，全是自己本地風光。如倚天長剑，誰敢正眼覷

着，覷着即瞎卻。77

以上講到，修行功夫上手后，就能把煩惱、業識淨除。祖師用

「漆桶生光」、「放光」、「打破漆桶」、「漆桶脫落」來形容功

夫成就，功夫圓滿乃至明心開悟狀態。

76 《應菴曇華禪師語錄》卍續藏 120冊，頁 846上
77 《應菴曇華禪師語錄》卍續藏 120冊，頁 859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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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悟時

《須深比丘經》中，聲聞乘有慧解脫聖者，勿須禪定，直證四

果，余一般漸修則須依四禪八定觀四諦而證果。此慧解脫即是頓悟

典範，言下即悟，直下承擔案例。

大乘修行中也有漸、頓：有漸修漸悟，悟境隨功夫得進，慢慢

開展；也有頓修頓悟，如慧解脫者，禪宗祖師言下開悟是；也有漸

修頓悟者，如「漆桶」是。

未破漆桶前，漆桶是一覺性被遮蔽狀態，被無明、業識為本質

之有情五蘊色心或六根所壓覆、遮蔽。在參悟、體究過程中，明覺

靈知銷融無明、業識所衍生之五蘊、名色，乃至六根果報與惑、業

三道，或謂「漆桶」，即惑、業、苦。三道所凝結成漆黑籠罩業識

心體，本質是惑、業，表現出來就是有情六根果報之體。

在攝持、磨合、照了、銷融有情六根報體時，即落入十二緣起支

中第四名色、第五支六根，並進而滲透入前三支無明、行、業識。當

六根報體遮蔽突然崩裂，如瓶、甕破碎，像房子拆解，瓦甕或房子外

光明就隨着牆破壞、瓦破裂，從破縫看到縫外光明、山川大地真實景
象。表示對于三道惑、業、苦解脫。

惑是什么？從十二緣起論，惑是無明本質，業識即阿賴耶識，

果報就是名色、六根。六根根性為靈知所銷融，比喻象征着瓦甕、
牆崩裂、破碎。是縫隙，或整個破碎，隨每個人善根有別，可是破

裂過程、光明穿透則一致。

打破漆桶后，有情果報色身跟山河依報之轉變，有祖師形容色

身像黑雲一樣消散，或形容山河大地依報如日初融雪般消失，乃至

整個虛空都銷殞。山河大地虛空沉没，或色身像黑雲消散，都標誌

着無明、業識銷融而表現在正報跟依報轉變上。祖師所形容過程，
可從十二緣起支中，第六觸支、第五六入支、第四名色支三支銷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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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進入大乘空性之理論，做為觀察「打破漆桶」開悟之觀察依據。

以下列應庵、如淨等禪師對打破「漆桶」之說，再依⑴開眼見
物；⑵正報轉變；⑶依報轉變，三角度而討論：

①應菴禪師：

驀爾漆桶一脫，五聚十八界蕩然清淨，四生九有類頓時解

脫，既見這一條大路了。78

②如淨禪師：

忽然爆破漆桶，豁如雲散秋天，劈脊棒、迸胸拳，晝夜方纔

不可眠，虛空消殞更消殞，透過威音未朕前。79

③無念禪師：

忽地撞破黑漆桶子，瞥然一身冷汗，迸出一道神光，耀天耀

地，始親見：官也如是，佛也如是，亦不貪生，亦不畏死，

六道四生，神通游戲，護國保民，封尊襲裔，成佛作祖，總

攝夢事。80

④奇然智禪師：

破漆桶，如雲開月現，夜暗燈明，森羅萬象，徹底平沉。81

⑤恕中無慍禪師：

驀然打破黑漆桶，便與諸聖肩相齊。82

78 《應菴曇華禪師語錄》卍續藏 120冊，頁 877上
79 《如淨和尚語錄》大正藏 48冊，頁 123中
80 《黃檗無念禪師復問》嘉興藏 20冊，頁 510上
81 《奇然智禪師語錄》嘉興藏 36冊，頁 570上
82 《恕中無慍禪師語錄》卍續藏 123冊，頁 86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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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天如惟則禪師：

者箇便是一拶翻身底樣子，從此海上橫行，作陰涼樹子，蓋

覆天下兒孫。83

依上六位宗師對打破漆桶敘述，綜合分析如下：

第一、開眼見物：

打破漆桶后，如暗室燈明方能了了見物，是真實之見之知，譬

如①雲開月現，夜暗燈明；②豁如雲散秋天；③一道神光。

第二、正報轉變：

① 如淨禪師謂「晝夜方纔不可眠」：光明覺性開顯，沒白天、晚
上之別，覺性時刻都在，所以無眠，無不眠。

② 應菴禪師：「四生九有類，頓時解脫」，四生九有這時都脫離
了色身，自他平等，無有人我相。

③ 黃檗無念禪師說：「官也如是，佛也如是，亦不貪生亦不畏
死，六道四生神通游戲。」這時，沒有六道差別，四生六道

平等。

④ 無慍禪師講到：「與諸聖齊肩」，知道自己與佛平等無二。
⑤ 天如禪師說：「者箇便是一拶翻身底樣子，從此海上橫行，
作陰涼樹子」，知道自己身心解脫，所以天堂、地獄無不可往，

故曰橫行，為有情遮風蔽雨。

第三、依報轉變：

① 如淨和尚謂「虛空消殞更消殞」，虛空山河大地都沒有了，
意謂銷融空間隔礙；「透過威音未朕前」，意謂穿透時間限

制。

83 《天如惟則禪師語錄》卍續藏 122冊，頁 857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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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應菴曇華禪師謂：「漆桶一脫，五聚十八界蕩然清淨」，一
切山河大地都清淨，無有一法差別，一切清淨。

③ 黃檗禪師：「一道神光，耀天耀地」，謂整個山河大地都被光
明穿透，沒有黑暗之處。

④ 奇然智禪師：「雲開月現，夜暗燈明」，是看到萬物之意。「森
羅萬象，徹底平沉」，是一切萬法銷融。

禪師打破「漆桶」開悟說法，從教下討論，或可判釋為見到

空性，身心正報、依報穿透了空性，得到大解脫。因為空性證得，

所以時空對立、有情人我自他對立、色心對立，都銷融了，純一

空明，祖師或說「朗然大覺」，或名「神光獨耀」，教下謂「大

光明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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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漆桶破后

①應菴曇華講到：此庵元景禪師先謁圓悟克勤，得圓悟授法傳

衣，二十余年都沒有出世。于紹興四五年間，方受請出主禪席教化。

應庵謂此庵禪師得此大光明藏體，此大光明生出一切，大地山河、天

堂地獄、日月星辰以及一切有情，都依這個光而成就。雖成就一切而

覓其光處了不可得，出家眾也是由這個光而成就佛主，可是覓光了不

可得。

此庵老人始發大志游方，首造蔣山謁圜悟禪師，契此三昧，

深藏眾底二十余年，未有明辨得出者。盖其平生徹證超出

過量，履踐穩密，未易一言半句急于人知也。

紹興四五年間，此三昧敗露，光明燭世，如大日輪昇太虚空。

有眼者見其光明清淨無壞無雜，山河大地依此光明發生萬

物，日月星辰依此光明炳曜癡昧，地獄天堂依此光明而住善

惡，一切群動依此光明頭出頭沒，衲僧依此光明啟大爐鞴提

弈。世鉗錘碎聖凡窠窟，斷佛祖命根。命根若斷，觅其光明

來處了不可得。84

應菴曇華讚許此庵禪師打破漆桶，光明獨耀后，又講了兩個宗

師，對于生出一切大光明藏開示語錄。

首先講到盤山和尚。盤山和尚說：月，以十五圓月來形容有情

本心。圓月光明朗耀，照達萬物，所以叫做心月孤圓，光吞萬像。

可是不照不境，境也沒有，光境俱亡。那是什么？

雲門和尚也講說：盡大地是光，什么是自己呢？如果看到此光，

境也不可得，有什么屎光境呢。光境不可得，是什么東西呢？

84  《應菴曇華禪師語錄》卍續藏 120冊，頁 860下－ 86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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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山和尚道：心月孤圓，光吞萬像，光非照境，境亦非存，

光境俱亡，復是何物
4 4 4 4

？

雲門和尚道：盡大地是光，喚什么作自己？若識得光去，境

亦不可得，有什么屎光境？光境既不可得，復是何物
9 9 9 9

？ 85

應菴曇華引用這兩位宗師對于大光明藏說法后，引申說：打破

漆桶人，才知道這兩位宗師對光之見解如何，如果知道這兩位宗師

對于光之知見，請問是有光還是沒有光？是在光明裡，還是不在光

明裡？如果是在光明裡面，為什么雲門說「有什么屎光境」，沒有

光境。如果不在光明裡，盤山和尚又何以說「光吞萬像」。

事實上，兩個人都是既光吞萬像，又光境俱亡。可是如果初初

打破漆桶者，只是光明顯現，對于光與境關係，還未到盤山與雲門

見地。

所以應菴曇華講：打破漆桶后，要經過老成有見地宗師鍛煉、

考驗，就像百煉真金，像猛虎插翅，如金翅鳥能吞龍，才真正是正

法眼藏人天師範。

學道流向箇裏如何支準？若是打破漆桶底漢，便知二老落

處。既知二老落處，且道在光明裏不在光明裏？若道在光明

裏，雲門又道有什么屎光境？若道不在光明裏，盤山又道光

吞萬像？

所以道：打破漆桶后，須是遇人始得，若不遇人，到箇裏，

失卻透關眼。若是打破漆桶，曾經本色宗匠爐鞴中出來，如

百煉真金，如猛虎插翼，如金翅吞龍，方謂之真法王種草

也。86

85  《應菴曇華禪師語錄》卍續藏 120冊，頁 861上
86 《應菴曇華禪師語錄》卍續藏 120冊，頁 86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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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菴曇華以外，圓悟禪師也舉了雲門跟盤山兩個人對于光的見

解。

自照列孤明，自家腳跟下，本有此一段光明，只是尋常用得

暗。所以雲門大師，與爾羅列此光明，在爾面前。⋯⋯盤山

道：心月孤圓，光吞萬像，這箇便是真常獨露。87

②痴絕道沖禪師講到：打破漆桶，身心世界，光影消盡。舉一

特殊比喻，形容打破漆桶一切山河大地萬象都消融境界：夜晚下了

大雪后，所有山河大地都失掉本相，一片都是雪。所以他說盡大地

人，不知所以，打開門后，世界一時變了，看不到世界相，全是白

色世界。這是漆桶打破后，看到山河大地都消融之境界。但如果沒

有保任，就回到原來樣子。

不覺不知，驀然漆桶破，光影盡。譬如昨夜降雪相似，天昏

地黑，朔風撼空，凍雪壓屋，盡大地人，不知所以。及乎曙

色纔分，各各起來，豁開戶牖，四方八面，世界一時別了，

直得大地山川，了無高下，百草樹木，莫辨洪纖。雖則一色

全真，洞然明白，若不見 則消，遇雨則解，依舊是從前世

界，則一切萬物，皆無生意。88

道沖禪師繼續說：初學者，漆桶破，山河大地盡消融，進入到

「空」境界裡，洞然明白處。假設沒有明眼善知識，給他下個鉗錘，

把整個空翻掉，就掉入了毒海裡去，是個死漢。

痴絕道沖禪師意思是說，破了漆桶后，只是進入空之境界，還

有更深轉還空間。所以需要再經過錘煉。

87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大正藏 48冊，頁 211下
88 《痴絕道沖禪師語錄》卍續藏 121冊，頁 544下－ 54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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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人若得漆桶破，光影盡，正是坐在一色全真，洞然明

白處。若不是箇具大眼目底，與伊痛下毒手，盡底揭翻，

使之依舊眼橫鼻直，一切尋常，則未免陷入解脫毒海裏，

頭出頭沒，更無活路，只是箇死漢，有甚用處。89

結論
一、 一心而分知與見，一無明而成無知與冥暗，智論云：「薄者名
無明，厚者名黑暗。」無明淺而黑暗深，此黑暗實為無明真

實具體之形象。

二、 由無明根本之行相黑暗與無知，更出虛妄分別，而有一切有為
身器世間，由根塵銷泯而離妄分別，進入無知與冥暗，此為大

乘禪觀之不二門也。

三、 由逆、破、轉，無知與冥暗所依之無明、業識，破、轉漸深漸
廣，而終破漆桶，令放光，是為明心見性。

89 《痴絕道沖禪師語錄》卍續藏 121冊，頁 54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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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第一節　無明行相

壹、無知

貳、冥暗

叁、虛妄分別

肆、小結

第二節　無明為生死流轉根源

壹、世間萬法根本

貳、三道—惑、業、苦根本

叁、十二緣起支根本義

第三節　無明淺深、粗細不同

壹、根本無明、枝末無明—大乘起信論

貳、五住地煩惱

叁、見思惑、塵沙惑、無明惑

第四節　無明無體

前言：知見無明即明

壹、因緣相續

貳、畢竟空

叁、虛妄分別

第五節　無明即智覺

前言：無明即明

壹、理

貳、果

叁、破無明得真實

結　論

－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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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禪宗看心法門之所緣境，本質是業識、無明。此無明、業識特

質落實在現前意識，虛妄分別心中所表現出行相，為「不會」無知

行相，和「漆桶」冥暗行相。整個修行過程，就是依託于此「不會」、

「漆桶」所緣行相上，由凡心轉到聖心，由無明轉成智覺。歸納為

三點：

第一，禪宗看心所緣之深層義涵為業識、無明。

第二，所緣之行相為現前意識心中之無知與黑暗。

第三，修行過程為轉無明成智覺之作用。

此三概念，是禪宗祖師提出看心之法，或有人懷疑此說法成不

成立？為證明禪、教無別，在此舉經典證明佛陀教法中，亦有此三

個看心概念。

本章從教下經典理論，分五節探討無明體性、相狀、作用，呼

應第二章「不會」與第三章「漆桶」：

第一節，說明無明行相為無知、冥暗、虛妄分別。

第二、三兩節，說明無明為一切生死流轉根源，而有淺深不同，

反證禪宗看心由現前一念淺處無知、暗冥，可直搗深處無明根源。

四、五兩節，為轉凡心成聖心，翻轉之理論基礎。

五節之關係

節次 節  名 內容與禪宗看心對應

第一節 無明行相 無知、冥暗、虛妄分別

第二節 無明為生死流轉根源
淺處無知、暗冥，可直搗深處無明

第三節 無明淺深、粗細不同

第四節 無明無體 無明與覺性之轉換

第五節 無明即智覺 二者和合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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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無明行相

《楞嚴經》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可知，只要是「知」，

只要是「見」，就是無明，因為有知，因為有見，所以無明現行。《楞

嚴經》從「知、見」開展無明之特性，可說是非常有價值之契入點。

以下順着「知、見」角度，探討無明二根本行相：無知與冥暗，
及由無知、冥暗所產生種種虛妄分別。

壹、無知
無知者，謂不知、不覺、不了，是心之暗昧，沒有覺性，沒有

覺了、覺照，不通達、不了知。于什么而不了知？于以下幾法不了

知：一、于聖境真理不了知；二、于四諦不了知；三、于無我不了知；

四、于諸事不了知。

一、于聖境真理不了知

①于勝諦無知

《十地經》解釋十二緣起中第一支無明，謂：于勝義諦理無知，

名為無明。由無明所產生之業果為行，相續輾轉，引申出十二緣起。

此中于「諦」無知，即于真理無知。

菩薩作是思惟：以勝義相，于諦無知，名為無明；無明所作

業果名行；行為依止，初心名識；與識俱生余四取蘊，說為

名色；名色增長，說為六處。1

②不了達真理

《佛說大乘稻芉經》說：不了達真性，顛倒無知，叫做無明。

1 《佛說十地經》大正藏 10冊，頁 552下－ 55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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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真性」即真理。

不了真性，顛倒無知，名為無明。2

③不了達一切無所有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中，佛告舍利子：一切法本無所有，以

因緣故有，于此因緣而有，實無所有之法，不能了達，是為無明。

此中無所有法即緣起性空，于此不知，故曰無明。

佛告舍利子：如無所有，如是而有。若于如是，無所有法，

不能了達，說為無明。3

以上三部經典，都說明無明對于真理無知。何謂真理？《十地

經》名「勝義諦相」；《大乘稻芉經》名「真性」；《大般若經》
謂「無所有」，無所有就是空，就是緣起。故說，于真理不能通達，

就是無明。

二、于四諦不了知

大乘真理為真性、勝義或緣起性空。聲聞乘真理是四諦，于四

諦不能覺了，稱為無明。

①《大乘緣生論》說：于苦集滅道四諦中不覺知故，名為無知。

此無知者，即是無明。

此無知者說名無明。于苦集滅道中不覺知故，名為無知。4

②《大毘婆沙論》說：無明對于四聖諦，一向愚鈍、暗昧、不

明了、不決擇。

2 《佛說大乘稻 經》大正藏 16冊，頁 825上
3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大正藏 7冊，頁 867下
4 《大乘緣生論》大正藏 32冊，頁 487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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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無明于四聖諦，一向愚鈍，一向暗昧，一向不明了，一

向不決擇，以為自性。5

兩部論典都說明，于四聖諦法無知、暗昧、不明了，就是無明。

三、于無我不了知

無明于真理不了、不知，此即法執，由法執轉起我執。此于無

我不知，執有實我，此亦無明。譬如：

①《大乘緣生稻 喻經》說：何謂無明？對于六界緣起無自性

空法，起一、常、我想執等，此即無明。此是由無明對于六界之法，

生起我執不了知之性而論。

云何無明？于此六界起一想、合想、常想、堅想、常恒想、

樂想、靜想、眾生想、命想、壽者想、意生想、儒童想、吾

我作者想，生如是種種無知，名為無明。6

②《瑜伽師地論》說：不能如實了知，叫做無明。由不了知故，

產生虛妄執著，叫做「見」。所謂薩迦耶見，即是由無明不了知故，

執著有我、我所。

此中如實不了行相，是名無明。由有如實不了行故，邪執事

相，是名為見，謂薩迦耶見，由無明力執我、我所。7

四、于諸事不了知

于事相不了知，也是無明。

①六觸──六根、六塵

《雜阿含經》中，尊者舍利弗說：何謂無知？無知就是無明。

5 《阿毘達摩大毘婆沙論》大正藏 27冊，頁 196下－ 197上
6 《慈氏菩薩所說大乘緣生稻 喻經》大正藏 16冊，頁 820上
7 《瑜伽師地論》大正藏 30冊，頁 61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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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知什么？對于眼無常不如實知，叫無知。眼生滅法不如實知，叫

無知，乃至于耳、鼻、舌、身、意無常不如實知，也是無知。所以，

對于六觸等不知、不見、愚暗，叫做無明。

尊者舍利弗言：所謂無知，無知者是為無明。云何無知？謂

眼無常不如實知，是名無知，眼生滅法不如實知，是名無知。

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如是，尊者摩訶拘 羅！于

此六觸入處如實不知、不見、不無間等、愚暗、無明、大冥，

是名無明。8

②時間與空間──前后際、內外

《大寶積經》說：什么是無明？所謂前際、后際、前后際無知，

三際就是過去、現在、未來三世，這是對時間無知。內無知、外無

知、內外無知，這是對空間無知。

云何為無明？所謂前際無知、后際無知、前后際無知，內無

知、外無知、內外無知。9

六根、六塵、時間、空間，都是從事相上論無明無知。

可知，從對大乘空性、真理無知，到對聲聞乘四諦無知，由法

執無知到我執無知，乃至對種種六根、六塵、時間、空間無知，一

切法無知性，都是無明行相。

貳、冥暗
《楞嚴經》：「知見立知，即無明本。」說明無明是因虛妄

知見而起，離開知見，則是涅槃。

8 《雜阿含經》大正藏 2冊，頁 60中－下
9 《大寶積經》大正藏 11冊，頁 20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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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見是有情六根中，了達、分別萬物最重要兩根──心知、

眼見，經典處處用知與見來形容有情識性運轉特性。無明除了無知

外，另一重要行相就是不見。為何不見？因為黑暗，無有光明，所

以不見。眼見需要光明，無明者沒有光明，所以無明冥暗不能見。

經典常引黑暗、冥暗形容無明之行相。如：

①《妙法蓮華經》說：天生瞎眼之人，一切都看不到，比喻六

道生死流轉中，有情對佛陀正法不能聽聞熏習了知，所以煩惱增長。

煩惱增長就是無明，因為無明故，虛妄造種種行業，行業生起，有

識、名色等等，于是有大苦聚，生死流轉。此是以盲人暗無所見，

比喻無明黑暗相。

其生盲者，即是六趣流轉中住所有眾生，若于正法未有知覺，

煩惱盲暗則當增長，及彼無明暗冥，以無明暗冥故行業聚集；

以行業為緣故名色，乃至唯有大苦之聚積集當生。如是無明暗

冥眾生流轉中住，唯有如來超出三界。10

②《出曜經》說：何謂被黑暗所遮蔽？如人晚上在路上走，沒

有星光，沒有燭火，什么都看不到。又如天生瞎眼之人，沒有眼睛，

看不到青、黃、紅、綠。此二冥暗無見之事，夜行無光，乃至生盲

無目，都還不足以表現出甚深幽蔽冥暗，真正所謂大幽冥、大冥暗

者，是指無明纏絡在有情生命中，無一不是，無一不處，才是真正

大黑暗覆蓋眾生。

《出曜經》意謂：宇宙、世間中最大黑暗，就是無明、愚痴。

深蔽幽冥者，猶人夜行不睹顏色，生盲無目不見玄黃，如此

幽冥蓋不足言。所謂大幽冥者，無明纏絡，遍人形體，無空

缺處，是謂大冥覆蔽眾生。11

10 《添品妙法蓮華經》大正藏 9冊，頁 154上
11 《出曜經》大正藏 4冊，頁 61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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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佛說大乘稻芉經》說：所謂大黑暗，叫做無明。因為無明
造作故，所以產生諸行，了別產生諸識，乃至十二緣起。

大黑暗故，故名無明；造作故名諸行；了別故名識；相依故名

名色；為生門故名六入；觸故名觸；受故名受；渴故名愛；取

故名取；生后有故名有；生蘊故名生；蘊熟故名老；蘊壞故名死。12

④《坐禪三昧經》說：種種不知、不慧、不見，暗黑無明，就

叫無明。《坐禪三昧經》把不知、不見跟黑暗結合，說名無明。

如是種種不知、不慧、不見、暗黑無明，是名無明。13

⑤《大毘婆沙論》說：無明行相是什么？無知、黑暗、愚癡，

即是無明行相，乃至不了行相，也是無明行相。

問：如是無明行相云何？答：無知、黑暗、愚癡，是此無明

行相。⋯⋯彼說無明行相不盡，謂此更有不了行相。有說不

了即是無知、黑暗、愚癡，無相違過。14

⑥《持世經》云：由無明故，產生種種行與業，行、業從顛倒

無明中生。其實無明與行、業本來就是虛妄不實，本性不可得。無

明無體無相，但以暗冥法相故，名暗冥，因暗冥故生行、業，實則

無明與行、業，皆不可得。

如是無明諸行業，以顛倒故從無明生，此中不得無明，不得

諸行業，不得無明性，不得諸行業性，但以暗冥數名暗冥。

以是無明暗冥故，分別說行業，從無所有法而起作故，無明

行業皆無所有。15

12 《佛說大乘稻 經》大正藏 16冊，頁 825上
13 《坐禪三昧經》大正藏 15冊，頁 283上
14 《阿毘達摩大毘婆沙論》大正藏 27冊，頁 196下
15 《持世經》大正藏 14冊，頁 65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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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就是不見，無見就是黑暗、無知，《坐禪三昧經》、《大

毘婆沙論》將黑暗與無知並列以示無明行相，說明無知與黑暗是無

明兩個根本行相。

叁、虛妄分別
無明二根本行相是無知與冥暗。由有無知與冥暗，生起種種

行、業或煩惱。行、業、煩惱就是虛妄分別。所以由根本無明而現

出一切宇宙萬法，此即是由無知、暗冥所生起的行與識。虛妄分別

可說是無明行相后，所產生的作用。

①《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云：凡夫以無明力渴愛故，虛妄分別

諸法實有。凡夫因無明故，不知不見諸法本性空寂、不可得，妄想

分別而執有色等五蘊，乃至十八不共法等種種萬法。

是中凡夫以無明力渴愛故，妄見分別，說是無明。是凡夫為

二邊所縛，是人不知不見諸法無所有，而憶想分別，著色乃

至十八不共法。16

②《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說：為何無明行相殊勝？佛答：無

明以隱覆真實，顯現虛妄為行相，這就是無明行相殊勝之處。

由無知、黑暗遮蔽了真實性，遮蔽了真理，所以顯現了虛妄分

別的行相。

復言世尊：云何無明行相殊勝？世尊告曰：如是無明隱覆真

實，顯現虛妄，以為行相。是名無明行相殊勝。17

16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 8冊，頁 238下－ 239上
17 《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大正藏 16冊，頁 837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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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圓覺經》也說：一切眾生無始來，妄想執有我、人、眾生

及與壽命，顛倒執此四法為實我體，便生憎、愛二境。由無明故，

生起種種虛妄分別，虛妄分別又重生虛妄分別，于是有惑、業、苦，

輪轉生死無窮無盡，妄執加妄，所以不能得入清淨涅槃。

善男子！一切眾生從無始來，妄想執有我、人、眾生及與

壽命，認四顛倒，為實我體。由此便生憎愛二境。于虛妄

體，重執虛妄，二妄相依，生妄業道，有妄業故妄見流轉，

厭流轉者妄見涅槃。由此不能入清淨覺。18

肆、小結
由無明出無知與冥暗而后妄想分別，此流程若依八識生起而

論，可分別于三能變而顯示。今依賴耶與意識以釋明：

一、賴耶：《起信論》論無明風動與如來藏和合成賴耶，賴

耶即有見分、相分之虛妄分別，此為賴耶深層之無明行相。

二、意識：有情神識入母胎，轉入名色，六根中于母胎中無

根、塵之作用，故無知可見，此即意識中無明行相──無知與暗

冥。及至出胎，六根與六塵作用為十二緣起觸支，云有分別萬象，

此則《楞嚴經》所謂「知見無明本」也。

無明無體，遍一切處，深不可測，故須指出行相以資利用，此

無知與冥暗二根本行相，加上由二行相所生起之虛妄分別，是為無明

枝末行相，根本及枝末二行相即是做為有情了達無明之標幟。喻人，

以眠力無明故，昏昧無知、無見（二根本行相），然于睡中夢起，于

夢中妄見種種山河、人物，種種造作虛妄分別（無明枝末行相）。

18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大正藏 17冊，頁 919中



－ 190－ － 191－

第四章　無明行相

第二節　無明為生死流轉根源

上節論無明行相，本節說明無明是一切宇宙萬法本源。佛法中

分清淨法與染垢法，涅槃法與生死流轉：真性、佛性、如來藏、空

性、唯識性，是清淨之法；所有一切雜染法，十二緣起、蘊界入三

科、三界六道輪迴，一切雜染有為之法都由無明所起。

從無明為首開展十二緣起立場，已確定「無明是一切萬法根

源」，為深刻理解，還將經典上「無明遍一切」觀點，從三點說明：

壹、世間萬法根本；貳、三道—惑、業、苦根本；叁、十二緣起支
根本義。

壹、世間萬法根本
①《圓覺經》云：因為以無始本起無明做為有情生命根源，所以

一切眾生無有智慧，乃至沒有光明清淨之念，一切身心現象都是無明。

由有無始本起無明為己主宰，一切眾生生無慧目，身心等性

皆是無明。19

②《金剛上味陀羅尼經》也說：愚癡是無明，由無明生起一切

萬法。

佛言：文殊師利！癡是無明，從無明生一切諸法。20

③《大智度論》用夢喻說明：做夢之人因為睡眠力量，在意識

虛妄心中，看到夢中種種山河大地染污境界。事實上，夢中境界不

實有、虛幻，人亦如是，由無明眠力故，于種種一切六道有情、山

河大地，皆無有而妄見為有。

19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大正藏 17冊，頁 919中
20 《金剛上味陀羅尼經》大正藏 21冊，頁 85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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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度論》這個比喻講得很好，將無明配眠夢幻惑力，以夢

中境界不實，喻現前境界不真實性。

復次，夢者眠力故，無法而見；人亦如是，無明眠力故，種

種無而見有，所謂我、我所，男女等。

復次，如夢中無喜事而喜，無瞋事而瞋，無怖事而怖；三界

眾生亦如是，無明眠故不應瞋而瞋，不應喜而喜，不應怖而

怖。21

④《大乘起信論》說：無明能生一切雜染之法，生起一切有情

生命境界，這是因為一切有情生命境界都是以「不覺」為性，故知

是以無明為體而生起分別之法。

當知無明能生一切染法，以一切染法皆是不覺相故。22

《釋摩訶衍論》對此段論文，做一比喻解釋：譬人看見樹林，

即知是由種子生起，同理，見到煩惱，亦知煩惱根源為無明。因為

無明能生起一切煩惱染污之法。

論曰：譬如有人見林樹等，決定當知有其種子；見諸煩惱知無

明有，義亦如是。如本當知，無明能生一切染法故。23

⑤《成實論》說：一切眾生所有煩惱衰敗之事，都由無明而起。

反之，一切利益成就增長之事，皆由明而起。

又一切眾生所有衰惱敗壞等事，皆由無明；一切利益成就增

長，皆由于明。24

21 《大智度論》大正藏 25冊，頁 103下
22 《大乘起信論》大正藏 32冊，頁 577上
23 《釋摩訶衍論》大正藏 32冊，頁 628上－中
24 《成實論》大正藏 32冊，頁 31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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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三道──惑、業、苦根本
以上，說明一切生命境界、世間萬象，都由無明而起。世間生

死流轉即十二緣起，十二有支分為惑、業、苦三道。所以，從一切

法都依無明而言，一切有情惑、業、苦三道，也都以無明為本質。

以下分別說惑、業、苦，皆以無明為根本。

如《緣生初勝分法本經》中，比丘問佛：為什么一切煩惱、業、

果報，都以無明做為根本因由？

佛說：因為對于真實道理、真實法性，有兩種愚昧故，所以惑、

業、苦三道生起、熾盛，所謂：⑴本來沒有的煩惱，虛妄生起；已起

的煩惱，增長廣大（惑）。⑵未生雜染業，令生起；已生雜染業，積

集廣大（業）。⑶未生果報，令生起；已生果報，堅固不可動轉（苦）。

所以，一切種類煩惱、業有、果報，都以無明為根本，為發源

力量。

比丘白佛：大德！云何此一切種煩惱染、業染、生染，皆以

無明而作由緒根本住處？

佛言比丘：于實諦中二種愚故，未生①煩惱染而令其生，若

已生者漸大增多；未生②業染而令其生，若已生者復隨積集；

未生③生染而令其生，若已生者不可移轉。是故說言一切種

煩惱染、業染、生染，皆以無明而作由緒根本住處。比丘！

此是無明由緒勝異。25

一、惑 (煩惱 )根本
十二緣起分惑、業、苦，一切惑、業、苦都由無明生起。此段

先說無明為惑 (煩惱 )根本。

25 《緣生初勝分法本經》大正藏 16冊，頁 83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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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乘稻芉經》解釋十二緣起支時，談到：無明故，于境界
起貪瞋癡，于境界起貪瞋癡，即是無明緣行。此段經文，用無明與

三毒關係，解釋無明如何生起行業，此即所謂煩惱之本質是無明。

無明故，一切貪瞋癡等煩惱生起。

有無明故，于諸境界起貪瞋癡。于諸境界起貪瞋癡者，此是

無明緣行。26

②《菩薩瓔珞本業經》說：四住地者，有愛、色愛、欲愛、見

一切住地，此四住地是世間見思煩惱，見思煩惱生起有情一切生死

煩惱。因為四住地煩惱以前，沒有其它煩惱生起，所以將四住地前

之無明，名為無始無明。由此可知，無始無明是為四住地等一切煩

惱根源。

以此四住地，起一切煩惱故，為始起四住地。其四住地前更

無法起故，故名無始無明住地。27

③《成實論》說：從一切煩惱生起種種行、業，而經中又說從

無明生諸行、業，故知一切煩惱都可名為無明。

又從一切煩惱生諸行，而經中說從無明生行，故知一切煩惱

皆名無明。28

《成實論》〈無明品〉又說：煩惱中無明最強，可知煩惱即是

無明。

又諸煩惱中無明最強，如經中說無明罪重，亦難除解。29

26 《佛說大乘稻 經》大正藏 16冊，頁 824下
27 《菩薩瓔珞本業經》大正藏 24冊，頁 1022上
28 《成實論》大正藏 32冊，頁 313上
29 《成實論》大正藏 32冊，頁 313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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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彌勒菩薩所問經論》問：十二緣起中，何以過去煩惱稱為

無明，未來煩惱稱為愛？答云：無明力大故，能遍一切境界。

意謂：無明能通過去煩惱，乃至三世一切煩惱。而愛煩惱，是指

將要生起的煩惱，面對根、塵境界，在境界上所生起執著。因為愛是

從境界生起，而無明是遍一切境界，故說無明是一切煩惱惑根源。

問曰：以何義故，過去分中唯說無明而不說愛，未來分中而

但說愛不說無明？

答曰：大境界故。此明何義？以無明遍一切境界，愛不如是。

此以何義？以彼無明遍一切處，愛不遍故。30

二、業根本

①《佛說勝軍王所問經》說：一切萬法，一切有情，生生滅滅，

相續輪轉，無有窮盡。此生死輪迴，都以無明為最初生因，為最初

生起力。

生滅相續輪轉，無有窮盡，皆是無明為因生故。31

②《大法炬陀羅尼經》說：有情愛著、取著于三有，于欲界、

色界、無色界不能出離，于涅槃、無為處不能了達，恒常求于生處，

取我而受生，都是由無明為一切生命存有根源。

所言著處及以著者，謂于諸有不能捨離，于無為處未有智

慧，恒念受生及求生處，皆是無明作生有根本。32

以上所謂「生滅相續」輪轉，或是「求生生有」，都是所謂的

業，業之根源就是無明。

30 《彌勒菩薩所問經論》大正藏 26冊，頁 268中
31 《佛說勝軍王所問經》大正藏 14冊，頁 790中
32 《大法炬陀羅尼經》大正藏 21冊，頁 666下



－ 196－ － 197－

禪宗看心

三、苦根本

①《雜阿含經》說：一切諸惡不善法，都以無明為根本，因無

明生一切惡不善法，而后有業、有苦報。

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諸惡不善法，比丘，一切皆以無明

為根本，無明集、無明生、無明起。所以者何？無明者無知，

于善、不善法不如實知⋯⋯

若諸善法生，一切皆明為根本，明集、明生、明起。33

②《成實論》說：無明是十二因緣根本。假設沒有無明，業則

不能集成。如諸阿羅漢沒有眾生相，即是沒有無明，所以業不能集

成，業不能集，所以一切十二緣起的惑、業、苦不生。以此了知，

有無明故，所以有業；有業故，所以有苦，所以知道無明是諸苦根本。

又無明是十二因緣根本，若無無明，則諸業不集不成。

何以知之？諸阿羅漢無眾生相，無無明故，諸業不能集成；

業不集故，識等諸分不能復生。故知無明是諸苦本。34

以上引經論釋明，無明為惑、業、苦之源。惑、業、苦為十二

有支之本質，故可知，無明為十二有支之本質。

叁、十二緣起支根本義
前面談到：無明是世間生死流轉根源，此生死流轉即十二緣起

所表現的惑、業、苦三道，也可以說即是十二緣起諸支。十二緣起

支是一切生命代表相狀，分成十二支表現，故十二緣起支，都是以

無明為本質所形成不同生命情境，無明遍于十二緣起支。

33 《雜阿含經》大正藏 2冊，頁 198中－下
34 《成實論》大正藏 32冊，頁 313下



－ 196－ － 197－

第四章　無明行相

以下引經說明：由無明力貫穿于十二緣起諸支中，隨十二緣起

諸支在生命情境不同因緣下，現起不同相狀作用。由此看到，無明

做為十二緣起支體性、內涵。

無明何以為十二支體性？

①《大寶積經》說：無明為因生起行，無明是行之因；行又

為識之因，生起識，故無明亦為識因。由無明為根本之因，貫穿到

十二緣起支每一支中，每一支中都以無明為根本因。此謂以無明為

根本因，而生十二緣起支生命境界。

無明為因諸行為緣；諸行為因識為其緣；以識為因名色為緣；

名色為因六處為緣；六處為因諸觸為緣；諸觸為因受為其緣；

以受為因愛為其緣；以愛為因取為其緣；以取為因有為其緣；

以有為因生為其緣；以生為因老死為緣。35

②《起信論》代表註解本《釋摩訶衍論》談到：十二緣起有所

謂生死流轉之法住智，與涅槃還滅之涅槃智，所謂二種因緣：法住

智叫「上下因緣」，涅槃智叫「下上因緣」。所謂「上下因緣」，

謂由前者或上者施力、助力與后或下者，即所謂「下下與力，不越

其數」。前支與后支力量，令其生起，此是由無明根本之力，輾轉

相因，施力給行、識等十一支。同樣的，「下上因緣」則從涅槃還

滅角度，謂：「上上與力」，由老死逆推至無明。

這段話說明，由無明「下下與力」故，行有無明的力量，識有

無明跟行的力量，名色有無明、行、識的力量，這叫做生死流轉之

「上下因緣」。

復次更有二重因緣。云何為二？一者上下因緣；二者下上因

緣。言上下者，無明為始，果報為終，下下與力不越其數，

35 《大寶積經》大正藏 11冊，頁 220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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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因緣故。言下上者，果報為始，無明為終，上上與力不越

其數，作因緣故。36

③《阿毘曇毘婆沙論》說因緣有兩種：一是近因緣，一是遠因

緣。無明緣行，說無明為行之近因緣，無明對其他支則為遠因緣。

遠因緣也是緣，但從遠近差別，說近不說遠。

所以，十二緣起支講無明緣行，是因為無明是行的近因緣，其

實無明也可以做為識因緣，做為六入、名色、觸、受等十二緣起支

因緣。

問曰：如無明是十二支緣，何以但說無明緣行？答曰：或有

說者，應說而不說者。當知此說有余，乃至廣說。復有說者，

緣有二種：有近有遠。若說無明緣行則說近緣，若于余支則

說遠緣，是中說近不說遠。37

④《大乘義章》說：十二支中，余十一支皆為無明。除十一

支外，無別有無明自性可得；乃至前十一支，都是老死。所以，

慧遠大師最后結論：十二緣起同一體性，互相緣起，以無自性故。

提出三個觀點：

⑴ 同一體性：各支體性中共同者，就是無明，也即所有十二支體性

都是無明。

⑵ 互相緣起：每一支都具足其他十一支體性，互相緣起。

⑶ 互相緣起之理：慧遠大師最後用「無自性義」串聯、解釋此互具

與互起兩個概念：無明無自性可得，乃至行、識等，亦皆無自性空。

慧遠大師最后用「無自性義」串聯、解釋此互具與互起兩個概

念：無明無自性可得，乃至行、識等，亦皆無自性空。

36 《釋摩訶衍論》大正藏 32冊，頁 629中
37 《阿毘曇毘婆沙論》大正藏 28冊，頁 9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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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十二中，就余十一說為無明。余十一外，無別無明自性可

得。乃至宣說前之十一以為老死，前十一外，亦無老死自性

可得。以十二緣同一體性
4 4 4 4

，互相緣起
4 4 4 4

，故十二緣皆無自性。

無自性故，悉皆空寂。38

以上，從因緣義、助成義，可見十二緣起支表現了完整生命境

界，由無明作因，或無明助成了十二緣起支在不同生命因緣下，表

現不同生命相狀與作用。無明與其他十一支關係，雖有本末義涵，

無明如樹根，余十一支如幹、枝、葉、花、果，實則十二支本質都

是無明，也可以說，十二支是無明在宇宙生命境界中，顯現出不同

之十二種相狀，而皆以無明為根本。

38 《大乘義章》大正藏 44冊，頁 55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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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無明淺深、粗細不同

十二緣起支統攝而言，不出惑、業、苦。業苦之因在惑，惑斷，

則一切有情生命輪迴之業苦都盡。而一切淺深、粗細煩惱惑，根本

處都是無明。也可以說，由無明為根本所開展淺深、次第、粗細不

同煩惱惑，造作生起宇宙一切萬有、有情根身器界、六道輪迴。

下面談無明、煩惱淺深、粗細不同，而皆以無明為本之義。

無明、煩惱在經典上，有多種不同淺深次第之說，譬如子時無

明、果時無明；迷理無明、迷事無明等等，茲舉三種：⑴《起信論》

所說根本無明與枝末無明；⑵《瓔珞經》、《勝鬘經》等所說五住

地煩惱；⑶天台宗依《勝鬘經》所建立見思惑、塵沙惑、無明惑。

壹、根本無明、枝末無明—《起信論》
《起信論》說：根本無明與佛性、如來藏和合，生起阿賴耶，

此是無明初動。枝末無明為「三細六粗」，皆由根本無明而出：由

無明現出阿賴耶之業識、轉識、現識，此是賴耶自體分、見分、相

分，或叫「三細」；由賴耶三細，生起六種粗相無明，名為「六粗」。

三細屬賴耶；六粗屬意識。

心生滅者，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

合，非一非異，名為阿梨耶識。39

依不覺故生三種相，與彼不覺相應不離。云何為三？

一者、無明業相。以依不覺故心動，說名為業；覺則不動。

動則有苦，果不離因故。

二者、能見相。以依動故能見；不動則無見。

39 《大乘起信論》大正藏 32冊，頁 57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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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境界相。以依能見故境界妄現；離見則無境界。

以有境界緣故，復生六種相。⋯⋯

當知無明能生一切染法，以一切染法皆是不覺相故。40

可以說，根本無明即十二緣起中無明支，因為無明動心，所以

有「行」，「行」是什么？「行」就是無明與如來藏和合，就是心

動和合。無明與如來藏和合后，有阿賴耶，此是由「行」轉入賴耶，

「識」支體即阿賴耶，就是三細。故《起信論》將識下十支定位為

枝末無明。

無明、行是無明與佛性、如來藏和合處，此是根本無明處。也

可以說，根本無明開展了枝末無明，兩者開展了十二緣起支，所以

十二緣起支本質就是根本無明。雖有八識、六識，識相不同，可是

根源處都是根本無明。

貳、五住地煩惱
①《菩薩瓔珞本業經》謂：四住地能起一切煩惱，故名始起四

住地。四住地前更沒有法起，所以無明住地名為「無始」，稱為無

始無明住地。

以此四住地，起一切煩惱故，為始起四住地，其四住地前更

無法起故，故名無始無明住地。41

②《勝鬘經》謂：住地有四種，何等為四？見一處住地、欲愛

住地、色愛住地、有愛住地。此四種住地，生一切煩惱，生一切煩

惱故，出現有情及器世間生死輪迴。

又說，此四住地與有情意識相應，另有與意識不相應者，為無

40 《大乘起信論》大正藏 32冊，頁 577上
41 《菩薩瓔珞本業經》大正藏 24冊，頁 102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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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無明。此無始無明其力最大，統攝四住地，喻如第六天王于色力

眷屬得自在，無明亦如天王于四住地，得自在統攝。除于四住地自

在外，另亦有恒沙煩惱亦依無明而住，此無明力大故，二乘聖者所

不能斷。

世尊！如是無明住地力，于有愛數四住地，無明住地其力最

大，譬如惡魔波旬于他化自在天，色力、壽命、眷屬、眾具，

自在殊勝。42

③《大乘義章》舉《勝鬘經》五住地之名，並釋其體相：

⑴見一處住地：謂三界內五種見惑，其實指身見為主。

⑵欲愛住地：欲界貪瞋煩惱為主。

⑶色愛住地：指色界的貪、癡、慢、疑等煩惱。

⑷有愛住地：指無色界的煩惱。

⑸無明住地：三界無明，叫做無明地。此無明又二：一是染污，

一是不染污。迷理無明，名為染污。事中無知，名不染污，二者合

為無明住地。此迷理無明即根本無明，事中無明即塵沙無明。

名字如是，體狀如何？

⑴三界五見，名見一處。

⑵欲界所有一切煩惱，除無明見，名為欲愛。

⑶色界所有一切煩惱，除無明見，名為色愛。

⑷無色界中一切煩惱，除無明見，名為有愛。

⑸ 三界無明，名無明地。無明之中，義復有二：一者染污，
二不染污。迷理無明，名為染污；事中無知，名不染污，

此二合為無明住地。43

42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大正藏 12冊，頁 220上
43 《大乘義章》大正藏 44冊，頁 56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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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住地分成兩類：一者見惑 ( 見煩惱 )，一者思惑 ( 愛煩惱 )。
見一處住地，即是以身見為主的見煩惱，斷了見一處住地，即斷身

見，則證初果。欲愛、色愛、有愛，為二果、三果、四果所斷三界

思惑，就是愛煩惱。

四住地之上，還有無明住地，即三界所有無明，分成理──根

本無明，事──塵沙無明，即無明惑。

從五住地之無明，即能將整個三界展現出來，因為有五住無

明，所以有三界。五住無明根本處，還是無明住地。

叁、見思惑、塵沙惑、無明惑
前面《勝鬘經》、《瓔珞經》都提出五住地煩惱，有四住地煩

惱與無明住地煩惱之別，故知五住地煩惱，重點在四住煩惱與無明

住地關係。

①《勝鬘經》中除有五住地之說，又提出有恒沙上煩惱。恒沙

上煩惱，是無明積聚所生之一切修道上煩惱，譬如：止、觀、禪定、

三昧、波羅蜜利他方便、十力、四無所畏等等聖法上煩惱、障礙。

由此提出所謂塵沙惑，此依無明住地生起，要等到佛智、菩提智才

能斷。

如是過恒沙等上煩惱，如來菩提智所斷，一切皆依無明住地

之所建立。44

四住指二乘所斷見思惑，四住煩惱加上恒沙煩惱，天台智者大

師就把它轉成天台宗特有之見思惑、塵沙惑跟無明惑三種。

44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大正藏 12冊，頁 22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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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天台宗將見思惑、塵沙惑跟無明惑，做為分段生死、變易生

死，及佛果所斷三種煩惱。《觀音義疏記》說：⑴三界六道生死輪

迴內，分段生死之惑業苦三道，以見思惑為煩惱道；⑵三界外方便

三道，以塵沙惑為煩惱道；⑶實報中惑業苦三道，以無明惑為煩惱

道。

⑴ 分段三道，謂見思惑為煩惱道，煩惱潤業名為業道，感
界內生名為苦道。

⑵ 方便三道，謂塵沙惑為煩惱道，以無漏業名為業道，變
易生死名為苦道。

⑶ 實報三道，謂無明惑為煩惱道，非漏非無漏業為業道，
彼土變易名為苦道。45

③進而，再以三觀對治此三煩惱，謂：⑴空觀破見思惑，成一

切智；⑵假觀破塵沙惑，成道種智；⑶中觀者，破無明惑，證一切

種智。這就是天台宗由三惑、三觀與三智所成就思想體系。

⑴空觀者，破見思惑，證一切智，成般若德。

⑵假觀者，破塵沙惑，證道種智，成解脫德。

⑶中觀者，破無明惑，證一切種智，成法身德。46

天台宗智者大師以下，將聲聞乘所斷、菩薩乘所斷，乃至佛所

斷煩惱，用見思、塵沙、無明開展。而事實上，見思、塵沙本質，

都是無明惑。

45 《觀音義疏記》大正藏 34冊，頁 939上
46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大正藏 46冊，頁 47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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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無明無體

前言：知見無明即明
佛在《須深比丘經》提出：先知法住智，後入涅槃智。法住智即

順觀十二緣起，了知無明為一切萬法、生死流轉根源之智；涅槃智，

謂逆觀十二緣起，由現前生命境界，知見「無明」根源。前已說明無

明行相、無明為生死流轉根源、無明淺深不同，基本上是就法住智而

論。

法住智如何入涅槃智？即是要親見無明本質。所以，見無明體

性，即是由法住智轉入涅槃智之一根本門路、趨向、要務。

①《持世經》謂：能通達一切法無所有，是即得明，得證真理

之智，于「無所得」外，更無余明。如何通達無所得？《持世經》

明確標志說到：「知見無明是為明」。

知一切法無所有，是法不爾如所說。若說一切法無所有，即

是說知見「不明」；能通達一切法無所有，是為即得明。于

此中更無余明，但知見「無明」，是名為明。47

②《釋摩訶衍論》也說：無明即是空性，無明之體與用都空，

故說無明無體、無用，此道理能明白現前、了達，就是明。

《釋摩訶衍論》舉喻：兔角本來無體、不實，大家都知道兔無

角，就像知道無明無體、無用，這就是明，就是覺性，就是所謂般

若智慧。所以《釋摩訶衍論》引《無始契經》說：根本無明實無所有，

虛妄遍計執有，其實不真實。

47 《持世經》大正藏 14冊，頁 65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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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曰：空無明者，體用俱空，故名為無。如是道理明了現前，

故名為明。譬如兔角本來無體，一切人眾皆悉現知。無始契經

中作如是說：根本無明無所有事，遍計所執性故。48

③《妙法蓮華經》謂以四種正見之藥對治無明病。如何對治？

以四種正見，見無明，無明則滅，所謂空、無相、無願、寂滅四種，

為無明之藥。此謂了知無明、空、無相，即滅無明，乃至大苦聚

滅。

當如是見，如四種藥，即是空、無相、無願、涅槃門；當如

是見，隨所服藥，其病隨滅，即是空、無相、無願、解脫門。

正修念已，無明當滅，無明滅故行滅，乃至唯有大苦聚滅。49

可知，要見無明才能滅無明，即由法住智轉入涅槃智。無明體

性為何？

本節觀察無明體性，以：壹、因緣相續；貳、畢竟空；叁、虛
妄分別，三者解釋：

一者，就十二緣起而言，緣起本身就是「因緣相續」，因緣相

續則性空不可得。順逆觀十二緣起時，了知緣起從無明、行、識做

為初始，故欲逆返法住智，與觀相應，見無明之理厥為如來藏、唯

識與般若中觀。

再者，唯識與如來藏本質是識心，是從分別、緣取來體現。

三者，般若中觀從因緣集起之生滅流行相契入，即「行」而體

現「集起故空」。

故本節從十二緣起之「因緣相續」；般若中觀之「畢竟空」；

唯識、如來藏之分別「虛妄分別」，觀察無明無體。

48 《釋摩訶衍論》大正藏 32冊，頁 623下
49 《添品妙法蓮華經》大正藏 9冊，頁 15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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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因緣相續 十二緣起

貳、畢竟空 般若中觀

叁、虛妄分別 唯識、如來藏

壹、因緣相續
所謂因緣相續者，就是無明緣行，行緣識，前支生起后支，此

有故彼有之因緣關係，這是十二緣起支生起基本理則。于此因緣相

續中，了知「緣起則無起」。

①《方廣大莊嚴經》說：無明與行之關係是不即不離，由無明

緣行故，無明即是行，可是無明相又不即是行相，故知二者體性空

寂。何以其然？因為無明緣行是由因緣和合、因緣相續，于因緣中，

究其「無明」體性與「行」體性，皆不可得。

從于無明，能生諸行，無明與行，亦復如是。

不即不離，體性空寂，于因緣中，求不可得。50

②《大方廣佛華嚴經》〈十地品〉亦由緣起立場，說明無明緣

行，乃至生緣老死之十二緣起支不真實。于短短四、五頌中，舉觀

待、離緣、離因生果關係、不隨順緣起、知緣性離等五個角度，說

明十二緣起支特質：⑴觀待若斷，邊際盡。⑵于緣得離，縛乃盡。

⑶從因生果離，則斷。⑷不隨順無明起，諸有斷。⑸知緣性離，得

無相。此都從緣起不相續、緣起不真實性來表現無明空性，並作出

結論：如是觀察緣起之行，則知無明緣行乃至十二有支，皆不真實：

ⓐ如夢、幻、光影、陽焰；ⓑ空、無相。

50 《方廣大莊嚴經》大正藏 3冊，頁 568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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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明與行為過去，識至于受現在轉，

愛取有生未來苦，⑴觀待若斷邊際盡。

無明為緣是生縛，⑵于緣得離縛乃盡，

⑶從因生果離則斷，觀察于此知性空。

⑷隨順無明起諸有，若不隨順諸有斷，

此有彼有無亦然，十種思惟心離著。

有支相續一心攝，自業不離及三道，

三際三苦因緣生，繫縛起滅順無盡。

如是普觀緣起行，無作無受無真實，

如幻如夢如光影，亦如愚夫逐陽焰。

如是觀察入于空，⑸知緣性離得無相。51

③《大智度論》說：三界由無明緣行，乃至十二緣起所現，可

是三界體性虛妄，如夢如幻。如斯似夢如幻之三界是由因緣故有，

因緣之法則無常滅壞，無有真實，本性是空。大乘般若之智與虛妄

三界相違，故能摧破三界虛妄。

是三界虛誑，如幻如夢，無明虛妄，因緣故有，因果無有定

實，一切無常，破壞磨滅，皆是空相。以摩訶衍與三界相違，

故能摧破勝出。52

④《入大乘論》說：有情因無明，而有善、惡，乃至生、老

死等十二因緣相續。因為不能通達因緣相續本無實體，妄計為實，

而生死輪迴。其實，無明體性本來空寂，所以，行、識、名色，乃

至生、老死，一切生死輪迴之法都空，但以世間假名而說有生死相

續。

51 《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 10冊，頁 195中－下
52 《大智度論》大正藏 25冊，頁 42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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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無明故，有善惡行，乃至因生，故有老死，凡夫不解因緣

相續，妄計為實。無明體空故，行亦體空；乃至生體空故，

老死體空。以世間假名，有相續故。53

貳、畢竟空
因緣性，故空。前段，從因緣性說無明無體；本段，直言無明

體是畢竟空性。

①《大寶積經》說：入十二因緣就是入法界。為什么？因為

無明體不可得，性自離故。所謂「性自離」就是無自性，空故。所

以說：就第一義諦而言，無明實不可得，為方便教化有情，說「無

明」。

世尊！彼無明無明體不可得，何以故？性自離故。若法無體

性，彼即非物；⋯⋯

唯是但名、但假、但用、但世俗、但言說，為教化一切凡夫

眾生故，彼無明于第一義實不可得。54

②《大乘同性經》謂：一切世間因緣所生之法，都不真實，因

為世間緣生之法，都是由無明與愛而顯現。觀察無明與愛，其實無

體，一切法如空、清淨而不可執取。故云：無明、愛空，不可說。

其同譯本《證契大乘經》也如是說。

世諦緣法悉非真　無明愛根世間現　

真觀無愛及無明　諸法如空淨叵說 55

53 《入大乘論》大正藏 32冊，頁 41下
54 《大寶積經》大正藏 11冊，頁 391中－ 392上
55 《大乘同性經》大正藏 16冊，頁 64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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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大智度論》說：十二因緣中，已說無明畢竟空，所以

不生行、識、名色等；無明虛妄顛倒，無有實法，所以也無法

可滅。

龍樹菩薩進一步以流轉義之「轉」字，明法住智；以還滅義之

「還」字，明涅槃智。更言，以無明無體不實故，無生死流轉，以

無轉故，亦無涅槃還滅。如般若心經云：「無無明，亦無無明盡」。

如是分析、討論皆在明「無明無體」之義。

如十二因緣中，說「無明畢竟空，故不能實生諸行等；無明

虛妄顛倒，無有實定，故無法可滅。」

說世間生法，故名為「轉」；說世間滅法，故名為「還」。

般若波羅蜜中無此二事，故說「無轉、無還」。56

④《大智度論》〈實際品〉說：菩薩要斷無明。怎么斷無明呢？

要了知、觀察無明實相。所謂無明實相即諸法實相，所謂空、無體，

故觀察無明無體時，就能入畢竟空。所以觀無明無體，即能了達諸

法實相。

菩薩欲斷無明故，求無明體相，求時即入畢竟空。⋯⋯

復次，菩薩求無明體，即時是明——所謂諸法實相，名為「實

際」。57

叁、虛妄分別
上二段，經中從無明緣行，行緣識等十二有支「不相續」、

「空」之觀察，了知無明無體、畢竟空。然，何以無明緣生無體，

畢竟空，可是卻有種種無明、行、識之生起？

56 《大智度論》大正藏 25冊，頁 517中
57 《大智度論》大正藏 25冊，頁 697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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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上說：因為眾生虛妄分別。無明體，即是虛妄分別；虛妄分

別故，說無明體不實。

①《圓覺經》從虛妄分別立場，舉兩個比喻說明無明無體：

⑴ 睡夢中人作夢時，夢境不是沒有，醒時了無所得。
⑵ 人眼睛生了病，見天空有金星、有花，眼睛好了，不可以說虛空
中花滅了。

為什么？因為無明本來沒有生起，所以亦無滅處。是因為眾生

于無生滅中，妄見生滅，所以說有輪轉生死。此無明是由眾生妄見、

妄執而妄見生滅。故說，無明無體，于無生滅中妄見生滅。

善男子！此無明者非實有體，⑴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于

醒了無所得；⑵如眾空花滅于虛空，不可說言有定滅處，何

以故？無生處故。一切眾生于無生中，妄見生滅，是故說名

輪轉生死。58

②《持世經》說：無明所生諸行業識，乃至種種業果報，都是

因為顛倒分別而有，所以說由無明生起行、識等。真實而言，沒有

無明，也沒有行，也沒有種種識業，只是因為無明、冥暗故，顛倒

妄見。

如是無明諸行業，以顛倒故從無明生，此中不得無明，不得

諸行業，不得無明性，不得諸行業性，但以暗冥數名暗冥。

以是無明暗冥。59

③《方廣大莊嚴經》也講：無明由不正確的思惟分別而生，除

此不正思惟外，再無他法可做無明因。而此不正思惟分別，自亦無

體，亦不能生無明，故言「不至無明」。

58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大正藏 17冊，頁 913中－下
59 《持世經》大正藏 14冊，頁 65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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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彼分別不正思惟而生無明，更無有余為無明因，而此分別

不至無明。60

④《大寶積經》謂：什么叫做癡相？答：其實無明體性空寂，

本來沒有生起，沒有一絲一毫之法而有生起，也沒有所謂冥暗、愚

癡、無明。可是凡夫在無愚癡、無黑暗中，妄生愚癡分別想，于無

所著生著，就好像在天空結個繩子，虛假不實在。所以說：愚癡人

于無所有中所做一切法，都因有雜染、虛妄分別而有。

云何名為癡相三昧？即說頌曰：

無明體性空　本自無生起　是中無少法　而可說為癡

凡夫于無癡　而妄生癡想　于無著生著　猶若結虛空

奇哉愚癡人　不應作而作　諸法皆非有　雜染分別生 61

⑤《大智度論》有段有德女與佛對話之長文，于中對于無明實

性有深刻討論。

有德女問佛：無明從空間上，有沒有內、外、中間呢？從時間

上，有沒有前世、今世，乃至后世呢？如果無明都沒有，如何由無

明緣行、識、名色，乃至眾苦集？譬如，無明為最始初生起法，就

好像樹根，沒有樹根，怎能生枝、葉、花、果？

佛答：無明本來確實是空，因為凡夫沒有正聞，沒有智慧，

所以生起種種煩惱，因種種煩惱，生起身、口、意，有種種生

死。

佛又說明：好像幻師，所變幻術種種人物，幻術所現有真實否？

沒有！

佛又繼續說：凡夫人因為無明愚癡所毒害，所以于一切法中作

「轉」相，轉相就是虛妄執取，非常作常想，于苦作樂想。所以說，

60 《方廣大莊嚴經》大正藏 3冊，頁 608上
61 《大寶積經》大正藏 11冊，頁 16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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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取著心相，都是沒有智慧。有心的取著分別，叫心相，因為心

也是虛妄，都是由無明所出。

是中無有實作煩惱，亦無身、口、意業，亦無有受苦樂者。

譬如幻師，幻作種種事；于汝意云何？是幻所作內有不？答

言：不！ 62

復次，菩薩思惟：凡夫人以無明毒故，于一切諸法中作轉

相——非常作常想，苦作樂想，無我有我想，空謂有實，非

有為有，有為非有，如是等種種法中作轉相。63

客觀而言，十二緣起，從緣起立場，無明因緣性故無體。因緣

性無體故，所以說空。

無明為何會生起世間一切有情，種種業果生死輪迴？就是因為

「虛妄分別」、不正思惟。故如理思惟，正確了知法住智，即是見

無明實相。

無明實相為何？無明無體！

62 《大智度論》大正藏 25冊，頁 102上
63 《大智度論》大正藏 25冊，頁 171下



－ 214－ － 215－

禪宗看心

第五節　無明即智覺

前言：無明即明
無明是一切生死根源，又知無明無體。如何由無明無體轉入涅

槃智，成就佛法身？因為無明無體，所以宇宙萬法本然清淨，就是

佛之法身、眾生之佛性、如來藏性。所謂世間生死即是涅槃，或謂

五蘊即是涅槃。如《中論》云：「涅槃與世間，無有少分別，世

間與涅槃，亦無少分別。涅槃之實際，及與世間際，如是二際

者，無毫釐差別。64」

無明無體，做為由生死根源，轉入清淨法身之處。故無明無體

進一步義涵，為「無明即明」。

①經上常理，世間是無明性。無明實性，即是涅槃性。所以

《持世經》謂：菩薩不分別是明，還是無明，因為無明實相就是

明。

菩薩爾時不分別是明是無明，無明實相即是明。65

②《維摩詰經》上說：電天菩薩曰：「明、無明為二，無明的

實性即是明，明也不可取，離開一切的相，其中平等無二，叫入不

二法門。

電天菩薩曰：明、無明為二。無明實性即是明，明亦不可取，

離一切數，于其中平等無二者，是為入不二法門。66

《維摩詰經》說「明與無明不二」，《持世經》說「無明實相

即是明」，故欲求明，即須于無明中求。

64 《中論》大正藏 30冊，頁 36上
65 《持世經》大正藏 14冊，頁 657中
66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 14冊，頁 55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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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大智度論》說：菩薩觀察無明體性時，即得明，所謂諸法

實相、「實際」。

如是等一切是無明相；如先品，《德女經》中「破無明」廣

說。

復次，菩薩求無明體，即時是明——所謂諸法實相，名為「實

際」。67

龍樹菩薩解釋為何觀察無明能得諸法實相？因為真實性與無

明和合后，即變異轉不清淨，除卻無明，得其真性，故名「法性清

淨」。

實性與無明合，故變異則不清淨；若除卻無明等，得其真性，

是名「法性清淨」。68

④《起信論》也講到：無明風動，與如來藏和合成阿賴耶識，

阿賴耶識則不清淨，所以生起一切萬物。

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

異，名為阿梨耶識。69

無明即是明，有兩個義涵：

⑴對治義：如《大智度論》說「求無明體，即時是明」，因

為無明本質是明，所以可從對治無明求得。觀察無明無體就是對

治。

⑵不二性：經上處處謂無明即是明，無明與明一體。無明從

明來，亦從無明中得到明，此即不二義。

說有對治義、不二義，本質都是「無明即明」，一體而二義。

67 《大智度論》大正藏 25冊，頁 697上
68 《大智度論》大正藏 25冊，頁 298下
69 《大乘起信論》大正藏 32冊，頁 57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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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經典用不同名詞表示「明」之義涵，如佛性、真如、般若、

菩提、法界等等。無明即是明，法爾如是，是中又有兩個角度：⑴

眾生未成佛，「理即佛」立場，⑵眾生已成佛，「究竟即佛」立場。

以下即從理邊、從果邊論「無明即明」，並就行邊論「破無明得真

實」之對治、轉換義。

壹、理
「無明即是明」，從理上說，或謂佛性、真如、般若、菩提、

法界等，下舉經論說明。

一、佛性

①《大般涅槃經》說：一切無明煩惱，就是佛性。

善男子！一切無明煩惱等結，悉是佛性。70

②《釋摩訶衍論》以水跟風比喻，解釋《起信論》「無明風動，

如來藏與無明和合成阿賴耶識」：風大中有水大者，比喻根本無明

中有本覺佛性。

《釋摩訶衍論》又引《無盡藏契經》說：無明煩惱大海中有圓

滿如來，宣說常住之理。本覺實性中也有無明眾生，起無量無邊煩

惱之波。

彼水大中亦有風大者，喻自性清淨本覺心中有根本無明。彼

風大中亦有水大者，喻根本無明藏中有本覺佛性。⋯⋯

諸佛無盡藏契經中作如是說：煩惱大海中有圓滿如來，宣說實

相常住之理。本覺實性中有無明眾生，起無量無邊煩惱之波。71

70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 12冊，頁 571中－下
71 《釋摩訶衍論》大正藏 32冊，頁 621上



－ 216－ － 217－

第四章　無明行相

二、真如

所謂真如者，「真」者不變，「如」者不別。不改變，無差別，

平等性，就叫做真如。

①《大般若經》說：無明性空。為什 ？因為無明性空與不

變平等之真如，乃至清淨法界，無二無別。所以，無明性即真如

性。

《大般若經》說：無明性空。為什么？因為無明性空與彼不變

平等之性，乃至清淨法界無二無別。所以，無二性即真如性。

慶喜！無明，無明性空。何以故？以無明性空與彼真如，乃

至不思議界，無二無二分故。72

②《大乘起信論》說覺與不覺有兩種相：一者，同相；二者，

異相。同相者，謂如瓦器都是同一微塵性。所以，無漏法與無明所

起種種虛幻業果，都同真如性。所以，經上依無明即真如性，說一

切眾生本來即是常住，入于涅槃。

《起信論》這段話在說明：從不覺的無明與清淨的真如覺性而

言，無明雖與覺性不同，亦有相同處。相同者，如瓦器都是同為塵，

陶瓶跟陶盤形狀不一樣，可是都是微塵性。所以無明、行識所生種

種幻業與真如性，都同一清淨覺性。

復次，覺與不覺有二種相。云何為二？一者，同相，二者，

異相。

同相者，譬如種種瓦器皆同微塵性相，如是無漏、無明種種

業幻，皆同真如性相。是故修多羅中依于此真如義故，說一

切眾生本來常住入于涅槃。73

72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大正藏 5冊，頁 643中
73 《大乘起信論》大正藏 32冊，頁 577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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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大智度論》也說：「如」者，名為諸法實相，常住不壞，

不隨有情生滅心性而轉變。菩薩得「如」時，就破無明邪見，得到

真實法。意謂：無明顛倒覆故不「如」，得「如」時，知無無明，

無明體即真如。

「如」，名諸法實相，常住不壞，不隨諸觀。

菩薩得是「如」，即破無明邪見等諸顛倒；是人得實法故，

一切世間法，總相、別相，了了知。先凡夫時智慧眼病，以

無明顛倒覆故，不能實知。74

三、般若

般若是緣起性空之妙智慧。

①《大般若經》言：無明不實，無明空。所以無明不離空，無

明就是空；空不離無明，空就是無明。如心經：「色不異空，空不

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即五蘊，五蘊以無明為性，故曰

無明即是空。空者，般若也。

世尊！是無明非無明空，是無明空非無明，無明不離空，空

不離無明，無明即是空，空即是無明，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

惱亦復如是。75

②《大般若經》從時間說：無明于前際、中際、后際，三世中

皆不可得，故說為大。由無明大故，般若也大。此中無明不可得，

即是般若空義，故說無明大故，般若亦大。

74 《大智度論》大正藏 25冊，頁 639上
75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大正藏 5冊，頁 20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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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無明等，前、中、後際皆不可得，故說為大。由彼大故，

菩薩摩訶薩所行般若波羅蜜多亦說為大。76

③《大般若經》又從無明體性清淨說：無明清淨，就是般若波

羅蜜清淨；般若波羅蜜清淨，就是無明清淨。所以說，無明與般若，

無二無別。

善現！無明清淨即般若波羅蜜多清淨，般若波羅蜜多清淨即

無明清淨。何以故？是無明清淨與般若波羅蜜多清淨，無

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77

四、菩提

①智者大師舉《大般涅槃經》解釋「煩惱即菩提」義：十二因

緣名為佛性，故無明、愛、取三支煩惱，亦是佛菩提，故說煩惱即

菩提。此乃無明即菩提之義。

大經云：十二因緣名為佛性者，無明、愛、取既是煩惱，煩

惱道即是菩提。78

②《大乘集菩薩學論》說：一切法緣起空性，故煩惱亦無實體，

無貪、瞋、癡和合相。能如此理解，就了達煩惱性即菩提性，這就

是如理思惟法義。

了諸法性無有二相，是諸煩惱無積聚性、無貪性、無瞋性、

無癡性。若能如是悟菩提者，了煩惱性即菩提性，是為法念

處。79

76 《大般若經》大正藏 5冊，頁 543中
77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大正藏 5冊，頁 988上
78 《妙法蓮華經玄義》大正藏 33冊，頁 700上
79 《大乘集菩薩學論》大正藏 32冊，頁 12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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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大乘莊嚴經論》說：離開法性外，沒有其他諸法可得，煩

惱也沒有離開法性之外，故說煩惱即菩提。此「煩惱即菩提」，即

經中「無明即菩提」旨趣。

由離法性外　無別有諸法　是故如是說　煩惱即菩提

釋曰：如經中說：無明與菩提同一，此謂無明法性施設菩提

名，此義是經旨趣。80

五、法界

法界者，一切法之真實性。《大般若經》謂：法界不是無明，

可是也不離開無明；法界非十二緣起，可是也不離開十二緣起。因

為法界即是無明，無明就是法界；法界即是十二緣起支，十二緣起

支即是法界。

此從即義，不離、不二邊論；若從離、從異言，則無有無明，

但清淨法界爾。

世尊！法界非無明，亦不離無明；法界非行、識、名色、六

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亦不離行

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

法界即無明，無明即法界；法界即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

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即法界。81

貳、果
佛性者、般若者等，是從因地，眾生本具佛功德性而說。實際

言，眾生修與不修，都具足與佛平等功德。以下從果德立場，說明：

80 《大乘莊嚴經論》大正藏 31冊，頁 622中
81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大正藏 6冊，頁 99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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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無明、煩惱、貪瞋癡之有情，具足佛之三身、四智、五眼等功

德。

①《如來藏經》說：佛以佛眼觀察眾生時，了知一切眾生本具

如來寶藏，在無明殼覆蓋中，譬如種子在果核內一樣。

善男子！我以佛眼觀諸眾生，如來寶藏在無明殼，猶如果種

在于核內。善男子！彼如來藏清涼無熱，大智慧聚妙寂泥

洹，名為如來應供等正覺。82

②佛在《如來藏經》繼續說：在諸眾生貪、恚、癡煩惱中，有

如來智、眼、身。此無明煩惱身中，有如來藏，沒有染污，一切功

德圓滿具足，與十方諸佛平等無異。

我以佛眼觀一切眾生，貪欲、恚、癡諸煩惱中，有如來智、

如來眼、如來身，結加趺坐，儼然不動。善男子！一切眾生，

雖在諸趣煩惱身中，有如來藏常無染污，德相備足，如我無

異。83

③《釋摩訶衍論》解釋如來藏義，謂：雖然有情現在為無明所

包藏，可是這無明所包藏的自性清淨如來藏性，能攝持一切種種功

德不增不減，攝持功德完好無缺。

《釋摩訶衍論》繼續說：如來藏之義，彰明一切眾生本具自性

清淨心，無始已來，就三智具足、四德無缺。

無明藏中自性淨心，能攝一切諸功德故。⋯⋯所謂顯示一切

諸眾生自性清淨心，從無始已來具足三智，圓滿四德，無所

缺失故。84

82 《大方等如來藏經》大正藏 16冊，頁 458下
83 《大方等如來藏經》大正藏 16冊，頁 457中－下
84 《釋摩訶衍論》大正藏 32冊，頁 608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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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佛說不增不減經》云：「眾生界即法身」，此謂無明、煩

惱之眾生，當下具有佛清淨法身、報身、化身，乃至佛十力、四無

所畏。

不離眾生界有法身，不離法身有眾生界。眾生界即法身，法

身即眾生界。85

⑤《妙法蓮華經文句》說：一色、一香無非都是實相。觀無明

煩惱、業生起，當下無生、空性；有情五蘊、十二入、十八界之苦報，

即是法身。故說煩惱、業、報三障，即是法身，非離障后，謂之法身。

若色若香無非實相，觀煩惱、業，生即無生，無生不生，故

曰無生。陰入界苦即是法身，非顯現故名為法身。障即法

身。86

⑥《新華嚴經論》說：無明為發菩提心起始，通達此無明，即

為大圓鏡智。意謂無明體即真如性，故亦為大圓鏡智，所以說無明

眾生與佛無殊。

明諸菩薩從誰發心者，皆于自心無始分別。無明為發心之

始，達此無始無明為大圓鏡智故，即與十方毘盧遮那如來同

善根故。87

叁、破無明得真實
前面說無明為生死流轉根源，一切有情生死根源，遍惑業苦三

道、十二有支；又說無明無體、無明即實性。

85 《佛說不增不減經》大正藏 16冊，頁 467中
86 《妙法蓮華經文句》大正藏 34冊，頁 9中－下
87 《新華嚴經論》大正藏 36冊，頁 85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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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法住智立場，眾生有生死，有惑、業、苦；從涅槃智立場，

無明無體，無明即佛性，無明即法性。

就佛而言，眾生本來成佛，無明無體，無修無證；可是就凡夫

言，無明虛妄，妄生執取，所以有無明。故經上常言，有情仍須要

有「破無明，證法性」之過程。

無明就是法性，無明就是法身，可是要有轉換、還滅過程。此

說明了「無明即法身」義涵有二：⑴法身之顯現，須有對治無明之

過程；⑵對治義者，破、轉也，破無明，轉為法身，法身由無明來，

故可知，無明就是法身，無明就是法性。所以就凡夫而言，還是要

有對治過程。

下引經論中「破無明，證法性」之說：

①《大方等無想經》說：如來所說，能消滅一切眾生無明，得

智慧寶，令眾生得見如來常樂我淨。

如來今說，則能消滅一切眾生無明大暗，得智慧寶，令諸眾

生明見佛性，得見如來常樂我淨。88

②《大般涅槃經》說：佛性恒常，無有變易，可是眾生被無明

所覆，不能得見常住佛性。故知，須破無明，方見佛性。

佛性常恒，無有變易，無明覆故，令諸眾生不能得見。89

③《釋摩訶衍論》說：無明能生染、淨諸法，並引《佛性解脫

契經》說：從無明種子出覺知樹；從覺知樹開出功德、智慧花；從

花出生法身解脫果。

從種、樹、花、果演進過程，可知由無明到佛法身，亦有一轉

換過程。

88 《大方等無想經》大正藏 12冊，頁 1082下
89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 12冊，頁 52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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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無明能生一切染、淨諸法，⋯⋯從無明種出覺知樹；從

覺知樹出功德、智慧華；從兩輪華結法身解脫果。90

④《大智度論》說：法性者，諸法實相。除去心中無明、煩惱，

以清淨智慧觀諸法實相，見諸法本性，名為法性。

「法性」者，諸法實相；除心中無明諸結使，以清淨實觀，

得諸法本性，名為「法性」。91

⑤《大智度論》說：聖人除卻無明以后，諸法實性便得明顯，

譬如烏雲覆蓋、遮蔽虛空清淨性，將烏雲吹散，虛空清淨即還顯

現。

聖人除卻無明等，諸法實性還得明顯；譬如陰雲覆虛空清淨

性，除陰雲，則虛空清淨性現。92

結論

本章前三節，可說從法住智邊，論無明之生死流轉；後兩節，

從涅槃智邊，論無明翻轉成智覺。

所謂「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故知要翻轉法住智進入涅

槃智，關鍵樞紐在于無明。一切生命境界，都以無明為本質，故

須針對無明對治、翻轉，若離開無明本質，緣取無明分別所現虛

妄根塵境界，都落入枝末，只能分破無明。此中，逆取無明，即

禪宗看心「逆」義；對治、翻轉，即禪宗看心「破」、「轉」之

義。

90 《釋摩訶衍論》大正藏 32冊，頁 624上
91 《大智度論》大正藏 25冊，頁 334上
92 《大智度論》大正藏 25冊，頁 33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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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法住智與涅槃智之門，在無明無體。知道無明體性不真

實，是有情對于生死虛妄執著根本翻轉：有情執著無明真實，由

無明真實而惑、業、苦真實，淪落生死，故須逆返、翻轉。悟無

明無體后，則知無明本質就是法性，離無明則無有佛性，如《中

論》云：「涅槃與世間，無有少分別；世間與涅槃，亦無少

分別。」千經萬論都指出，此無明性即是佛性，無明即涅槃，

無明即法身。大乘禪觀基本理路、法門次第開展、所趨向終極目

標，都立基于此。

本章所設定三個思惟主軸，為大乘禪觀之基本理則，佛陀所

開展禪觀，都依循此理則而建立：⑴無明行相為無知、黑暗；⑵

無明為一切生死根源；⑶將此生死根源之無明，轉換至無明無

體，乃至無明即佛性、無明即法身。故本章五節，可視為一禪觀

之路徑：

首節為切入無明之門、入口處。

二、三節以無明貫入十二緣起生死流轉，將生命情境中不同

淺深差別之惑業，以一無明性而統攝貫穿。

第四節將此貫穿諸支、諸惑之一體無明，翻轉入無體即空。

第五節由空轉入般若、菩提、法身，以成佛智。

此一流程，將全體成佛道之次第過程，統攝于一無明下，切入

無明，並翻轉無明即智覺之義，厥為大乘禪觀之根本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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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禪宗法門兩大體系本質一體

前　言

第一節　所緣境在禪宗法門之義涵

壹、無明行相為法門所緣境

貳、牧牛與疑情之開展流程

叁、四個法門比對

第二節　靈知與體究—側重能緣法門之一

壹、靈知之性

貳、體究（體取）

第三節　默照禪與永嘉禪—側重能緣法門之二

壹、默照禪與靈知之性一體

貳、永嘉禪

第四節　能緣、所緣二體系之理論建立

壹、心識定有二分

貳、能所、見相二分相待而立

叁、以能所緣為體，建立禪觀理論

第五節　無心與靈知二體系法門一體

壹、靈知與無心結合

貳、能緣法門與所緣法門之交合

叁、靈知智照隨無明大小而消長

肆、根身器界轉化智覺

第六節　結論

－ 227－－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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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禪宗有悟與修，或頓跟漸不同，頓悟與漸修皆禪宗之法。如普

照禪師《修心訣》說：

夫入道多門，以要言之，不出頓悟、漸修兩門耳。1

不過，早期以頓悟為主，漸修為輔，南宋后以漸修為主，頓悟

為輔，前后漸、頓二者之間，有相互因果跟互補關係。

從后期漸修看，法門中依心性差別，分有：能緣觀智與所緣業

識、煩惱境界，兩大法門體系。

側重能緣邊，是荷澤神會與宗密的「靈知之性」、牛頭法融禪

師與永嘉大師之「惺惺寂寂」、惠能大師與圓悟禪師之「體究」、

宏智禪師「默照」等為代表。

側重所緣邊，有溈山、德山所提出「看不會」，及雲門、歸山

等「漆桶」之說，還有黃檗、大慧宗杲、高峰等「參話頭」，以及

馬祖、百丈、普明、梁山等「牧牛」之說。

下分六節討論兩大禪宗體系，說明二者本質上互攝互存之關

係：

第一節：本篇前四章已依無明行相──「不會」與「漆桶」，

開展側重所緣邊之修行法門深入探索，本章將圖與側重能緣之靈

知法門做對比統一。故本章于首節將「不會」、「漆桶」，另同

屬業識無明邊之「牧牛圖」及「參話頭」四法，以⑴無明為生死

流轉根源；⑵無明行相；⑶無明無體；⑷無明為智覺等為思路，

做一統攝歸類。

1 《高麗國普照禪師修心訣》大正藏 48冊，頁 100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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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節：此兩節概述靈知、體究、惺寂、默照四種側重能

緣邊之法門。

第四節：依心識客觀之理，建立能緣所緣、見相分、根塵，二

者相依一體之義，以能緣所緣實本一法，做為融攝禪宗二大系統合

一之基礎理論。

第五節：以四點理論證明二大法門從能、所緣一體之規則，觀

見實為一體。

第六節：以諸宗師論五宗一體之義，類明二脈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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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所緣境在禪宗法門之義涵

壹、無明行相為法門所緣境

一、教下無明──第四章中五節次第

所有法門都有所緣境，譬如：不淨觀觀死屍腐爛流程；十遍

處觀地、水、火、風、青、黃、赤、白等；念佛白毫觀觀落日、

觀佛像；菩提心觀觀明月等，都有所緣境，這是有相禪之所緣境。

無相禪也有所緣境，譬如：聲聞乘觀苦諦之苦、空、無常、無我

行相；大乘唯識觀法假識現；中觀觀法假名性空為行相。

禪宗法門也有所緣境，從法門所緣境立場來看禪宗修行法門

與理論，前章論看心之所緣，「不會」與「漆桶」二者，皆無明

之行相，無明做為禪宗修行所緣取對象。進而了解，無明實為三

乘修行主要面對課題，所有法門面對終極本質就是無明。所以，

在前第四章五節講到：

第一，無明為生死流轉根源：說明無明做為萬法本源、無明

是三道──惑、業、苦本質，乃至無明是十二緣起支根本義。

統攝而言，關鍵為惑、業、苦三道中之「惑」，惑是業與苦

之因，離業苦須斷盡一切惑，譬如聲聞乘斷身見則證初果，斷三

界見思惑則證四果阿羅漢；大乘斷一切惑則證初地。

第二，說明煩惱惑是生死輪迴根本，而無明又是煩惱惑之主

宰，是一切煩惱惑本質、根源，故知無明即禪觀、修道所要面對

首要課題。

第三，要斷煩惱、斷無明。如何斷無明？斷無明先須了知無

明無體。

第四，進而從無明無體知道無明本質就是覺性，了知煩惱即

菩提，貪、瞋、癡即是般若、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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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無明為生死流轉根源、無明為煩惱主宰、無明無體，乃至

無明即是清淨覺性、般若之流程，說明了如何從現實身心世界

（蘊界入）進入、轉換到智覺，此即逆取所緣境，取所緣境后銷

破之，破了無明，轉無明而成為智覺之逆破轉作用。問題是怎么

破呢？

第五，無明即所說之賊，四果聖者阿羅漢又名「殺賊」。羅

漢殺賊是殺煩惱賊，賊就是現在所說無明。這個「賊」，先要抓

住它，才能殺它；抓住它，要知道它長什么樣子？住在什么地方？

才能去抓住。所以，須析明「無明行相」為何。

無明有兩個根本行相：無知跟冥暗。無知即所說「不會」，

冥暗指前說「黑漆桶」。從心為知，從眼為見，知、見為有情分

別、執取根源。所以從知、見二法，了知無明本質、行相為「無

知」與「冥暗」。

由無知與冥暗生起虛妄分別，虛妄分別也是無明行相。無

知、冥暗是為無明之根本行相，虛妄分別是無明之枝末行相。先

要斬斷枝末行相，而后才能觸及、見到無明根本冥暗、無知之行

相。

所謂虛妄分別，即有情意識緣取六塵分別心，把虛妄分別消

除，進入到無知、冥暗，即所謂「逆」取正確所緣境，做為破煩

惱、破無明，轉成智覺基礎。

所以，前述五段之逆取無明行相，破無明，轉成智覺流程，

是一逆、破、轉過程。

二、禪宗「無心即佛」與「靈知即佛」

禪宗以「即心是佛」為宗旨。即心者，指現前一念意識心，

此意識心含攝著五蘊、十二入、十八界、有情身心，也就是十二

緣起表現之生命不同境界。也可說，禪宗「即心是佛」主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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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此心攝持一切法，跳躍⑴「無明為生死流轉根源」、⑵「無

明為一切煩惱惑主宰」、⑶「無明無體」之三階段思維，直接表

述無明當下即佛法身。

「即心是佛」跳躍式表達了禪宗最終目標，把修行起點跟目

的，同時含攝在「即心是佛」這句話中。

「即心是佛」，如何了達此心是佛耶？故要明心、要看心。

明心者，⑴因為此心為無明所蔽，⑵本來清淨佛性轉成了根、塵

角立之五蘊、十二入、十八界，為生死流轉十二緣起各支分。所

以，要明此心，而后方能知道此心即佛。

如何明此心？就要看心。依種種法門修行，迴光返照、體究、

參究，就是所謂看心。如何看？⑶看此現前一念心，本無實體。

這一念心即是十二緣起心、即是無明性、即是無明煩惱心，此心

──無明煩惱心，本來體空，所以說「無心是道」。

所以，六祖講「無念」，宗密大師講「無念是修行妙門」

等等。禪宗講「無心是道」、「無心即佛」，無心轉入即心是

佛。

禪宗看心之法，脈衍成二大系統：一是無心是佛，一是靈知

是佛。「無心是佛」即本文所述、所無之「不會」、「漆桶」。「靈

知是佛」，將在第二、三節略述因由，故知明心之途開出兩條看

心之法，入即佛之歸趣。

三、不會 (無體 ) 與漆桶 (放光 )之流程開展
看「不會」與看「漆桶」是從現前身心六識虛妄分別入手，

止息了意識虛妄分別（無明枝末行相），根塵乍離，進入到寂然無

慮靜心，即所謂無知與冥暗（無明根本行相）狀態，此為前述「不

會」、「漆桶」主旨。

看心由看「不會」、「漆桶」，于身心中取得無明行相，此是

從無明枝末行相「虛妄分別」，入到無明根本行相（無知與冥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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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以覺觀力，以覺性照了無知與黑暗本無實體，轉「不會」與「漆

桶」為覺性、為光明。最后「不會」(無知 )轉成般若智慧、轉成覺性；
「漆桶」(冥暗 )轉成光明、清淨本性。

五蘊身心虛妄分別以無明為體，由看身心虛妄分別，了達身心

虛妄分別無明體空，所以能轉。無明即是智覺，把無知轉成覺性，

把冥暗轉成光明之智。

四、小結

以上三段，從⑴無明攝、生一切法，無明即覺智法身；⑵禪宗

宗要「即心是佛」、「無心是道」；⑶禪宗看心－看「不會」、看

「漆桶」。三者思維一致，乃從不同立場詮釋此無明轉般若智覺之

要旨：

⑴ 第四章理路，從經典對無明之行相、特質來詮釋。
⑵ 即心是佛、無心是道、無心是佛，從禪宗基礎理論敘述。
⑶ 看「不會」、看「漆桶」，從禪宗法門操作、運心理論、技巧
來說明。

三段主旨，基本上邏輯一致，都標誌着一個基本概念──由無
明轉成智覺：由無明攝一切、生一切法，到無明無體，到轉成智覺，

乃至契入無明行相──無知與冥暗。

貳、牧牛與疑情之開展流程
禪宗基本理論中，從「即心是佛」、明心見性，到看心。看心

之法分成側重能緣與所緣二系統，一為「無心是道」，到「無心是

佛」；一則「靈知之性」，到「靈知是佛」，分成兩路。

本篇前二、三兩章所論，看「不會」與看「漆桶」，是側重于

所緣立場開展出的看心理論體系、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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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重所緣立場，除了看「不會」及看「漆桶」，還有二個禪宗

代表法門──牧牛圖及參話頭。

一、牧牛圖

傳世牧牛圖頌，以普明及梁山二位禪師為代表。

牧牛：牛者，所謂無明心體，即凡夫意識分別之心。普明十圖

中，牛由黑牛漸轉為白色，從牛有黑白觀之，此「黑」就是「黑漆

桶」、「不會」。黑性漸銷，白色漸明，乃至后面轉到人牛「雙泯」，

此由黑轉白，乃至「雙泯」，就是「無心是道」。

就教下言，黑牛轉成白牛，黑就是冥暗、無知，所以「人牛俱

忘」就是「能所雙亡」之無明無體。牧牛之意，牛者就是所看之心，

牛之所以黑，表示此心具有無明成份，也就是所轉之對象。所以，

牧牛從整個黑牛轉成白牛，乃至人牛俱亡，即看心到無心是道，從

無明轉成智覺，乃至轉成梁山后二圖，所謂「返本還源」、「入廛

垂手」。「亡牛存人」、「人牛俱亡」是般若空智，「返本還源」、

「入廛垂手」是方便有智顯現，皆表顯無明轉智覺法身意，一有淺

深次第耳。

牧牛從尋牛、得牛，把黑牛轉成白牛，進而人牛雙亡，乃至

于返本歸源過程中，以意識心緣取無明為所緣境。喻以牛做為身

心而總攝，心牛攝取無明，把無明心牛轉換到「無心是道」，乃

至于無明即是智覺法身。心牛轉成了空，轉成了無心，轉成了智

覺。牧牛十圖之開展，符合看「不會」跟看「漆桶」次第，彼此

理路皆同。

茲將普明禪師牧牛十圖，補上梁山之牧牛圖后二圖，成十二

圖，表現看心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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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牧 2. 初調 3. 受制 4. 迴首

5. 馴伏 6. 無礙 7. 任運 8. 相忘

9. 獨照 10. 雙泯 11. 返本還源 12. 入廛垂手

二、參話頭

牧牛以黑牛為無明心體而馴牧之，參話頭也是如此，以話頭疑

情為所看取之心相而深究之。話頭是一個工具，如釣魚之竿繩。話

頭引出疑情，所謂「疑」，謂猶豫不確定，無法確定眼前事實為何：

是對？是錯？是黑？是白？是有？是無？

何以不能確定？不確定是因為不知道、無知，所以不確定。

故疑情本質即是「不知」，而在參、提、看時，有個惺惺明了之

「看」。所看「不知」為所緣境，是由一個問題，即話頭，所攝

持住，話頭所攝持之疑情、不知，就是前所言「不會」。看「疑

情」、「無知」時，不斷深入，進入了冥暗，所以疑情會轉成如「漆

桶」冥暗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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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禪宗參話頭本質就是看「不會」、看「漆桶」。先以

話頭攝取疑情，疑情轉成「不會」，轉成「漆桶」，打成一片，

最后疑情銷亡，乃至身心、山河大地都破除。這就是從疑情攝持

住整個身心、山河大地，轉換山河大地，破除山河大地虛妄執著，

所以虛空粉碎，大地平沉，是所謂身心世界銷亡、無明無體轉換。

透過緣取內心無明行相（疑情），亦即「不會」、「無知」、「冥

暗」、「漆桶」行相，一直看、一直參究、一直提，而后將無明

銷亡、轉換。

禪宗祖師講：「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此「疑」，

即是無知、冥暗，無明之行相也。參、看、提即是智慧之火，用以

轉換無明所成之「疑情」、「不會」、「漆桶」。「小疑」謂所轉

換之疑情、無明少，所以悟小；「大疑」是疑情大，所轉換多，悟

自然大。「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乃至「薪多火旺」

比喻，要所取無明性深、廣，所得智覺就深、廣，故也是取無明，

通達、銷破無明無體，進而轉無明為智覺之過程。

叁、四個法門比對
可知，「參話頭」及「十牧牛圖」，與前所說看「不會」、看「漆

桶」，四者本質一樣，都是就覺性所緣之境，以無明行相──不會、

無知、冥暗、漆桶為所緣，就心識所緣邊建立法門而開展、進入之

法門。

比對此四法門安立差別之不同點：

問：四個法門既然本質一樣，為何千年來只剩下參話頭為禪宗

所用？

答：「不會」、「漆桶」標誌着無明行相，是無明在意識心中
所呈現之行相，好像魚在澄澈潭水中游，知道那是魚，禪師告訴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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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這「不會」、「漆桶」就是潭水中游的一條黃魚跟一條黑魚。

問題是，如何走到潭邊，從岸上入水取得這條魚呢？就要自己去揣

摩，自己去想辦法，設法從水裡把魚抓到、捕捉到，提上岸來。

參話頭給了個話頭，話頭就像是釣竿，持着釣竿繩餌，就能把
「不會」、「漆桶」這條魚從水裡慢慢釣住，然后一點一點把魚從

水裡拉出水面，拉到岸上，然后放到簍子裡。也就是，參話頭有話

頭做為釣竿工具，攝持無明行相──無知、冥暗；而「不會」與「漆

桶」就是條水中悠游魚兒。「不會」、「漆桶」僅告訴、說明此無

明行相為看心所觀、所看之境，而參話頭卻是給了個方法、工具，

用這個方法、工具（觀智）把魚（境）捕捉住，然后慢慢把它提起

來。工具、方法之有無，即兩者法門之差別。

牧牛圖不是釣竿，不是捕魚工具，是說明捕到魚有不同過程。

譬如，找到一泓清澈潭水，看到水中魚影，有魚兒在游，看到魚來，

靠近魚餌，浮標在動，桿子在動，魚上鉤，慢慢的拉住魚了，魚出

水了，魚吊在空中，或魚到了陸地上，魚到了手裡，魚到了簍子。

透過此一過程，闡明看心取境之始，漸次乃至無心、明心，即佛為

終。

所以，在潭水中⑴知與見，一對魚兒；⑵釣竿繩鉤及⑶釣魚之

過程，四個理論系統比對、組合，從無明行相契入無明無體，乃至

無明即智覺理論，建構出一完整禪宗修行理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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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靈知與體究—側重能緣法門之一

上節講看「不會」、「漆桶」、「牧牛」、「參話頭」，從看

心止觀所緣邊論。所緣是指意識心、虛妄煩惱心，或業識、無明之

心。經典、禪師語錄中，有真、妄二心說法，現前意識心或是就所

緣邊而論法門，是以「妄心」、意識煩惱心、業識、無明為體。

若以真心邊而論，即是側重能緣邊法門，如神會、宗密大師所

提出「靈知之性」，圓悟克勤禪師提出之「體究」，永嘉之「惺寂」，

正覺宏智之「默照」等等。譬如《宗鏡錄》云：

問：真妄二心，各以何義名心？以何為體？以何為相？

答： 真心以靈知寂照為心，不空無住為體，實相為相。妄心
以六塵緣影為心，無性為體，攀緣思慮為相。2

《宗鏡錄》所說真心、靈知寂照為心，就是荷澤神會及圭峰宗密

大師所提出之「靈知之性」，乃至《永嘉集》〈優畢叉〉中寂照之旨等。

以下第二、第三兩節，從能緣邊之真心義略述：⑴靈知；⑵體究；

⑶默照；⑷惺寂，四法在禪宗同異旨趣。

壹、靈知之性 3

下以三段概述靈知之性：

一、 理、行、果明靈知：從理、行、果論靈知體性。

二、 靈知與默照：舉禪宗宗師對知、照之同用互釋，明靈知即默照

之義。

三、 靈知與三宗：從三宗之理，看到靈知即三宗體義。

2 《宗鏡錄》大正藏 48冊，頁 431中
3 以下本文之一、二、三大段，從作者于 2011年 11月天童禪寺「宏智禪師誕辰 920
周年禪學文化研討會」所發表之〈默照禪血脈〉一文中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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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行、果明靈知

靈知之性可從理、從行、從果三方而論。靈知從「理」上說，

是眾生諸佛平等之佛性；從「行」上說，是有情現前一念，離根、塵，

無虛妄分別之覺性；從「果」上說，是佛智、正遍知，了達一切。

㈠ 理上論

①《法華玄義》說：諸法實相有種種異名，如：實相寂滅，叫

做涅槃；佛性多所含受，叫做如來藏；寂照靈知，叫中實理心；不

依于有、不依附無，叫中道；最上無過，名第一義諦。如是等種種

異名。

所以，靈知之性、寂照之心，就是所謂中道之心、實相之

理。

實相寂滅，故名涅槃；⋯⋯佛性多所含受，故名如來藏；寂
9

照靈知
9 9 9

，故名中實理心；不依于有，亦不附無，故名中道；

最上無過故，名第一義諦。如是等種種異名，俱名實相。4

②《圓覺經略疏》說：真心清淨，無有緣慮，靈知不昧。這也

是從真心、從理邊說靈知。

清淨真心，本無緣慮，靈知不昧，無住無根。5

③《景德傳燈錄》中宗密大師說：一切眾生無不具有靈明覺性，

與佛無殊。若能悟此性即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但以無明

蔽故情愛所使，造業受報六道輪迴。

而此本具靈知，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

故但以空寂為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為自心，勿認妄念。

4 《妙法蓮華經玄義》大正藏 33冊，頁 783中
5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藏 39冊，頁 533下



－ 240－ － 241－

禪宗看心

一切眾生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始劫來

未曾了悟，妄執身為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

報生老病死，長劫輪迴。

若能悟此性即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靈不昧，了

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但可以空寂為自體，勿

認色身；以靈知為自心，勿認妄念。6

㈡ 從行邊論

①《起信論疏筆削記》說：透過止觀轉換，則妄想分別止息，

曰離念。心既離念，則無暗昧，唯一靈知，即叫做覺。

心既離念，則無暗昧，唯一靈知，名之為覺。7

②從行邊論，最有代表性的是永嘉大師《永嘉集》。永嘉大師

以「忘塵息念」為修奢摩他「止」的入手，而后由塵忘、念息，緣

起塵念銷亡后，心體寂寂，靈知之性清楚在斯。

《永嘉集》〈奢摩他〉章，從修止立場，念塵之緣銷離，心體

寂靜，靈知之性于此寂寂心體顯現。

忘緣之后寂寂，靈知之性歷歷，無記昏昧昭昭，契真本空的

的。8

③宗密大師《禪源諸詮集都序》說：若能了達此念想寂、塵境

空，念寂塵亡之心，此心了了靈知，是為有情清淨覺心。

妄念本寂，塵境本空，空寂之心，靈知不昧。即此空寂之知，

是汝真性。9

6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冊，頁 308上
7 《起信論疏筆削記》大正藏 44冊，頁 341下
8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冊，頁 389中
9 《禪源諸詮集都序》大正藏 48冊，頁 402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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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從果邊論

①此靈知即是佛智。《金剛仙論》說：「如來以三達靈知，

于一念中朗照故。」慧遠大師謂：「知之窮盡，說為三達。10」

三達者，佛之三種大神通，以佛智而神妙了知，名為「朗照」。一

切有情，一切心數，于一念中全部了知無盡，謂「一念中朗照」。

一眾生有若干種心，恒沙世界眾生，各有爾許心數差別不

同，如來以三達靈知，于一念中朗照故。11

②《仁王般若經疏神寶記》說：佛所證得最圓滿智慧，靈知寂

照，為本《仁王般若經》主旨。所以《仁王經》是以佛所證得一切

種智，為靈知寂照之體。

佛所證極智，靈知寂照，為今般若之宗。12

③《法華玄義》講：靈知寂照為佛知見，三世諸佛唯以此「靈

知寂照」自行化他。

靈知寂照名佛知見，三世諸佛唯用此自行化他。13

二、靈知與默照：禪宗宗師對知與照平等使用之觀察

世人皆謂默照禪為南宋初正覺宏智所創，實則知照之思想常見

于唐宋歷代宗師，特以正覺宏智專長深刻其宗旨。

《宏智廣錄》中即引用許多禪宗祖師資料。再者正覺宏智禪師

在南宋初期，其禪觀思想不應為截斷前人而突然出生，定有其根源，

如語錄中引用禪宗祖師言論，表示其思想有所傳承、吸收。所以本

10 《大乘義章》大正藏 44冊，頁 862上
11 《金剛仙論》大正藏 25冊，頁 852下－ 853上
12 《仁王般若經疏神寶記》大正藏 33冊，頁 289上
13 《妙法蓮華經玄義》大正藏 33冊，頁 79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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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文擬從知、照「一體二名」角度觀之，檢視禪宗祖師知照同用之

思想，以明靈知與默照禪之血脈關聯。

下以五點例解知照同用：

㈠ 知、照並用

1.《禪源諸詮集都序》講到，滅盡一切妄念惑執就無所不知，空徹
一切塵境則無所不照。此說明知、照二者，都是果證智慧。

念盡即覺，悟無所不知。如鏡昏塵，須勤勤拂拭。塵盡明現，

即無所不照。14

2. 圓悟禪師謂真悟行者，禪師們彼此相見，則一言一行皆是眼眼
相照而明白，心心相印而互知。此知、照皆是無知而知義。謂：

「眼眼相照，心心相知。15」

3. 《善慧大士語錄》第二章章名「真照無照」，清涼國師〈答皇
太子問心要〉謂「真知無知」，永明延壽大師在《宗鏡錄》將

二者合用，謂「斯乃真照無照，真知無知」。「真照無照」、

「真知無知」就是所謂般若無知。知、照都是無相、空寂之體，

都是從理體上來看。

㈡	 知、照互用

1. 汾陽無德禪師：「我佛有真眼，照盡世間疑，三千大千界，
一念能總知。16」用知跟照表達遍知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切，知

跟照都是一種遍知。

2. 黃龍慧南禪師：「般若無知，隨緣即照。17」用照來解釋般若

無知之知。

14  《禪源諸詮集都序》大正藏 48冊，頁 402中
15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763上
16  《汾陽無德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627上
17  《黃龍慧南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63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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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圓悟佛果禪師：「千聖莫能知，萬靈沒照鑑。18」此知、照也

與般若無知之「知」同義。

㈢	 知即照義

1. 《宗鏡錄》謂修行智慧成就以后，不須作意去泯除智照，般若
智本身就是寂而常知，此知就是一種照。

智體成就，不須作意，念念忘照而常任運，而寂而知。寂即

是亡，知即是照。19

2. 《萬法歸心錄》中，有人問：如何是真心靈知的真實相貌？回答
謂：真心是寂，寂而常照，清澈無邊際。此處亦是用「知即是照」

的語法。

問：真心靈知，恁么真實？師曰：真心寂照，湛然無際。20

㈣	 知、照互解

1. 《肇論》說：「斯則知自無知矣，豈待返照，然后無知哉？ 21」

這句話，用「照」詮釋「知」為無知之知義涵，是一種互相詮

釋筆法。

2. 《宗鏡錄》說：「靈知之性，雖無名相，寂照無遺。22」用「照」

詮釋「知」能遍照無遺漏，以遍照詮釋靈知之知。又謂：「以

無緣之知，照實相之境。23」也是用能照實相，詮釋無所緣的

靈知之性。

18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742下
19  《宗鏡錄》大正藏 48冊，頁 887下
20  《萬法歸心錄》卍續藏 114冊，頁 817上
21  《肇論》大正藏 45冊，頁 153下
22  《宗鏡錄》大正藏 48冊，頁 629中
23  《宗鏡錄》大正藏 48冊，頁 629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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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僧肇大師在《注維摩詰經》裡，則翻過來用知釋照：「一切智
者，智之極也，朗若晨曦，眾冥俱照。」這句話先用晨曦比

喻「眾冥俱照」。「照」字在此雖是比喻，但也是智慧了達之義。

所以說「無知而無所不知」，用「知」解釋「照」義。

一切智者，智之極也，朗若晨曦，眾冥俱照，澄若靜淵，群

象竝鑒。無知而無所不知者，其唯一切智乎。24 

㈤	 知、照皆即體之用

《宗鏡錄》講到，以心為體，則「知一切法，即心自性」，

此是用知來詮釋心之體。又說「以心為智，即是本性寂照之用」，

此是用照來詮釋心上智慧照用。所以「知」詮釋心體，「照」詮釋

心用，知與照是為體用。

或言體者，性也。以心為體，故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

或言智者。以心為智，即是本性寂照之用。25

從禪宗祖師對知、照二種智慧同義使用情形可知，正覺宏智禪

師代表著作〈坐禪箴〉之知照同義而用，是普遍而正常之情況，宏

智《廣錄》中照多用，知少用，其實二者無別。

三、靈知與三宗

大乘三宗：般若中觀以實相、空為體；唯識以識、真如為體；

如來藏以心為體，則實相與空，識與真如及心，此大乘三宗之體又

如何彰顯其自身？考諸經論，厥為靈知之「知」。試以三宗用「知」

彰體之例以明。

24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 38冊，頁 365上
25  《宗鏡錄》大正藏 48冊，頁 417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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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般若：靈知即無知

⒈《大般若經》

《大般若經》第 595 卷講到：能于六根、六塵乃至于六識，無
知無見，是謂般若波羅蜜，即「空」義。

若于耳、鼻、舌、身、意界無知無見，是謂般若波羅蜜

多。⋯⋯若于聲、香、味、觸、法界無知無見，是謂般若波

羅蜜多。26

同段經文，《大般若經》又講到：能六根、六塵、六識不捨自性，

于根、塵自性遍知，就是般若波羅蜜，即「方便有」義。

眼界不捨眼界自性，耳、鼻、舌、身、意界亦不捨耳、鼻、舌、

身、意界自性，若于自性如是遍知，是謂般若波羅蜜多。27 

《大般若經》同一處前后兩段，文若相反而義則相成經文，可

以看出，現前生命相待之根、塵境界即是般若境界。般若就是對于

根、塵能「無知而遍知」。經文雖沒有講到對「根、塵無知與遍知」

語句，所表現思想確實如此──既是無知無見，而又能遍知。此段

經文表現出般若是無知（空故無知）而知，知（有故有知）而無知，

先無知（空）而后遍知（有），即是先照空，后照有，乃至雙照二諦，

空色無二。

⒉《大智度論》 
《大智度論》卷 63〈歎淨品〉講到般若清淨，此「清淨」法

有二種：一是智慧，一是所緣。智是能知之心，緣是心所對之境，

即所取五蘊身心境界。所說緣、智，就是常途所說「境」、「智」，

26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大正藏 7冊，頁 1077上
27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大正藏 7冊，頁 1077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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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緣」、「觀」二法。緣、觀也好，境、智也好，所說智跟緣二

法是相依而有，所以智清淨離不開緣清淨，緣清淨也離不開智清

淨。論中還特別舉如火燃薪比喻，火比喻智，薪比喻境，薪火相依

而有。

淨有二種：一者智慧淨；二者所緣法淨。此二事相待，離智

淨無緣淨，離緣淨無智淨。所以者何？一切心心數法從緣生，

若無緣則智不生。譬如無薪，火無所然；以有智故，知緣為

淨，無智則不知緣淨。此中智淨、緣淨相待，世間常法。28

從《大智度論》這段話可知，能觀智與所觀境如如、境智空，

亦即能觀智與所觀境境智雙泯，這就是般若。能觀之智空寂，所觀

取境無相，此空、無相就是「無知無得」之智慧。智與境相待而有

而無，就是般若波羅蜜，也就是無知之智。般若就是無知（空），

無知就是般若，境、智都是清淨，相待而清淨，可說是智境雙泯境

界。

「清淨」之義，經自釋為無生無滅、或空、或無相等，故知《大

智度論》此中以知來表示「空」義。

論中又舉薪火喻，薪火喻是止觀過程。佛典裡有很多薪火喻，

永嘉大師《永嘉集》毘婆舍那，就是用薪火喻來詮釋智慧增進。

《大智度論》中，「譬如無薪，火無所然」，此句實說明智慧火

之根源本于塵境薪，智照見境空，而境智雙泯。永嘉大師申述謂，

薪愈多則火愈大，其意實同。《大智度論》從理邊說，《永嘉集》

從行邊論，實則理從行顯，行成理圓，二者相成。薪火喻對于禪

師在⑴境智相待、⑵止觀漸修、⑶智慧本源，三者理論上，有非

常崇高與重要價值。《大智度論》此處理論完整又典據明白，實

彌足珍貴。

28  《大智度論》大正藏 25冊，頁 507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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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淨名玄論》

《淨名玄論》設問：為何般若具足「知」與「無知」兩面？回

答說：般若是實相，了達實相，所以「知」。而實相者無相空寂，

無能觀之心，亦無所觀之境，故云：「內外並泯，緣觀俱寂」，故

說「無知」。此上是「知」與「無知」分論。

問：云何般若具知、無知？答：般若知實相，是故名知。既

契實相，則內外並泯，緣觀俱寂，故名無知。

雖緣觀俱寂，而境智宛然，故知無所知【空故】，無知而知【色

空無二】。29

繼又將「知」與「無知」合論，意謂：雖緣（所）、觀（能）

俱寂而「無知」，然而境智以空即色故，于如如境智中不礙緣生萬

象。是故「般若」之知，俱「知」與「無知」二者，能同時俱存無

礙。

可知吉藏大師對般若中觀空之解析，亦以「知」來詮釋。

㈡ 如來藏：心以知為體  
相對于般若中觀思想用「境」有無，來表現「知」與「無知」

之般若智慧，如來藏經典則以心統攝一切萬法，以「唯心所現」理

論詮表宇宙萬法根源。舉《華嚴經》和《起信論》兩部代表經論以

明「心生萬法」：

心如工畫師，畫種種五陰，一切世界中，無法而不造。如心

佛亦爾，如佛眾生然，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30

三界虛偽，唯心所作，離心則無六塵境界。31

29  《淨名玄論》大正藏 38冊，頁 884上
30  《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 9冊，頁 465下
31  《大乘起信論》大正藏 32冊，頁 577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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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信論》亦謂真如體性攝含多義，其中即以「真實識知」、

自性清淨心等，釋如來藏之義。

所謂自體有大智慧光明義故，遍照法界義故，真實識知義

故，自性清淨心義故。32

禪師謂此心體，即靈知之性。一切修行本源在于心，而心的相

狀是「知」，心的體相表現在「知」上。如宗密大師認為心只是假

名，心的實體就是「知」：

每聞諸經云：迷之即垢，悟之即淨，縱之即凡，修之即聖，

能生世間、出世間一切諸法，此是何物？ ( 舉功能義用而問
也 )
答云：是心 (舉名答也 )。
愚者認名，便謂已識，智者應更問：何者是心？ (征其體也 )
答：知即是心。(指其體也，此言最的，余字不如。)33

澄觀大師在〈答皇太子問心要〉也講到：心體本相、本質就是

靈知，乃至宇宙真理就是心。

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34

四祖道信回答法融禪師「如何對治心起緣境」，說：識心妄境

相待而起，心不起念、不取境相，則妄念不生，妄念不生則真心顯

現。此真心非前取境識心，但亦由前識心轉化而來。真心現則遍知

一切也，此亦明心即知。

32  《大乘起信論》大正藏 32冊，頁 579上
33  《禪源諸詮集都序》大正藏 48冊，頁 406下
34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冊，頁 459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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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緣無好醜，好醜起于心，心若不彊名，妄情從何起？妄情

既不起，真心任遍知。35

禪師將靈知之性根源，放到真心或如來藏「心」上，背后就是

如來藏經典思想；般若中觀宗師，將般若「無知」理論放在二諦上，

二諦背后就是般若。兩個思想體系──唯心如來藏，及二諦般若中

道，在禪師思想理念裡，理論表述雖有不同，但在對于「知」之共

通點，實有合會之處：如來藏思想以一切萬法由心所現，而心之本

質、體相就是「知」；般若中觀理論認為一切身心，根、塵境界，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真、俗二諦圓融，境智相泯，即是般若，般

若即「知」。

由上般若經論知及如來藏論知，都將真、妄二者轉化為「知」，

即禪宗所謂靈知。

㈢ 唯識：無分別智

⒈《顯揚聖教論》

大乘謂一切境都是不真實性，不管是般若、如來藏、唯識，

都要對境的不真實如實了知。《顯揚聖教論》謂空有兩種：一是

所知之境空，一是能知之智空。所知境空，謂我、法二者遍計所

執之「有」或「非有」境界，實本無二，沒有分別，這就是境空。

而所謂智空，是對此「有」跟「非有」無二之無分別境，能如實

了知。

空有二種：一所知，二智。所知者，謂于眾生遍計性所執法

中，及法遍計性所執法中⋯⋯即于此中，有及非有 無二之
性，無分別境。智者，謂緣彼境如實了知。36

35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冊，頁 227中
36  《顯揚聖教論》大正藏 31冊，頁 49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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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唯識二十論》

《唯識二十論》謂：能成就出世無分別智，才叫做真覺。進而

成就無分別智后，后得智的世間境智現前時，能如實了知一切境界

真實平等。此后得智「如實了知」，跟凡夫位沒有證得無分別智，

不知外境如夢不真實，是不一樣的。《瑜伽師地論》等亦有如此之

理。

若時得彼出世對治無分別智，乃名真覺。此后所得世間淨智

現在前位，如實了知彼境非實，其義平等。37

顯揚聖教與唯識二十兩論，皆以「如實了知」諸境非實有，

即境空而得無分別智、真覺。故知唯識亦以「知」來詮釋唯識之

智覺。

由斯了知靈知之義即大乘三宗共同之體，大乘禪觀皆秉此靈知

而成佛道。

貳、體究（體取）
靈知以外，禪師亦用體究與體取之法。體究，最有代表性祖師

是北宋末年圓悟克勤禪師；體取，則以六祖惠能大師最具代表性。

《壇經》有一段永嘉玄覺大師與惠能大師對話：永嘉乍到曹溪，繞

禪床振錫而立，惠能就說：「沙門從何而來，生大我慢？」永嘉大

師答云：「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六祖云：「何不體取無生，了

無速乎？」師云：「體即無生，了本無速。」

這是有名而代表性一段對話。六祖要永嘉大師「體取無生」，

是漸修。永嘉大師回答：「體即無生，了本無速。」「體即無生」

是直下承擔頓悟。

37  《唯識二十論》大正藏 31冊，頁 76下



－ 250－ － 251－

第五章　禪宗法門兩大體系本質一體

覺遂同策來參，繞師三匝，振錫而立。

師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

生大我慢？

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

師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

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38

所以，體取、了達、了知、證得之義，就是覺性，也是靈知之

性，是以靈知之性去了知、了達、了證無生之理。

六祖講體取無生，無生是眾生佛性之理，亦是般若中道之義。

歷代祖師在體取無生時，固然不離惠能大師體取無生之旨，在詮釋

時則有不同角度。從三種角度分析：

第一，體取無生、佛性—理：有佛無佛，生佛平等之佛性。

第二，何處體取—行：此無生之理被無明、業識所蒙蔽，衍生

轉現出名色、六入、觸，即十八界、五蘊、十二入根塵角立。故須

于此無明、業識、根塵角立中體取。

第三，體取即心是佛—果：修行之時，從現前身心六根、六塵

中體取此無生之理。初始所得，但一念覺心，即惺寂靈知也；體取

了得，則能夠明心見性。

南宋初年正覺宏智禪師提倡默照，也講體取，其在一段簡短開

示中，即含攝此三個角度：

⑴ 吾家一片田地：指無生之理。
⑵ 為痴慧覆而流：就是為無明所縛的根塵、聲色之境。
⑶ 一念照得破：能破業識妄分別者，惺寂靈知之覺性也，擴而充之
就是明心見性、即心是佛。

38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大正藏 48冊，頁 357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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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吾家一片田地，清曠瑩明，歷歷自照。虛無緣而靈，寂
無思而覺，乃佛祖出沒化現，誕生涅槃之本處也。

⑵ 妙哉人人有之，而不能磨礱明淨，昏昏不覺，為癡覆慧
而流也。

⑶ 一念照得破，則超出塵劫，光明清白。三際不得轉變，
四相不得流化，孤耀湛存，亘古今混同異，為一切造化

之母，底處發機，大千俱現，盡是箇中影事。的的體取。39

下面依此三段，引祖師說法明之：

一、體取無生、佛性—理

㈠ 體取本有佛性

①宏智禪師謂：眾生本有具足清淨靈知之性，謂之光明。此佛

性法身之真實處，要用心體取。

一段光明，是自家真實游踐處，著精神體取。40

②義忠禪師是大顛和尚弟子，開示說：今日修禪、學佛者向外

追馳、求取，于己心性打開心眼，又有什么幫助？大家參學，不要

向外求佛、求道，自己本有無生佛性，何不用心體取。

示眾曰：今時出來盡學馳求走作，將當自己眼目有什么相

當？阿爾欲學么？不要諸余，汝等各有本分事，何不體

取！ 41

③承古禪師要人體取「空劫以前自己」。宇宙初起自己是什

么？這個命題，如夢中說「未夢前是什么？」同樣。宇宙天地自

39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冊，頁 77下
40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冊，頁 78上
41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冊，頁 316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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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是無明所成，所以須銷融此現前妄執之心，若得銷盡，則得明

心解脫。

所以常勸諸人，且于空劫以前體取當人，自會修行去。若要體

取空劫以前自己事，直須休心。若得無心，輪回永斷。42

㈡ 體取無生、中道

①楚南禪師是黃檗禪師弟子。有僧問楚南禪師：「怎么修明心

見性？」師曰：「體取還沒有你自己時。」這個弟子還不了解，問說：

「如果我沒有，誰來體取呢？」師說：「體取也沒有。」

這段語錄有兩個層次，一是體取自己本來面目；二是能體取本

身亦無體性，能所皆不生，即無生義。此亦類如道信禪師謂：「觀

是何人？心是何物？」之義。

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修？師【楚南禪師】曰：未有闍梨時體

取。

曰：未有某甲時，誰人體？師曰：體者亦無。43

②破山禪師要人體取這「不動不靜，不增不減」中道之理，說：

這個道理，有情眾生每個人都有，非常省力、非常容易就可以體取

會到。這本來不增不減之理，平常就在當下這一念，在見聞覺知處，

就可以取得。

就中分曉，極省力，極易得，理會體取者不動不靜，不增不

減，平平常常，似有物在，者物不必別覓，只在見聞覺知一

切處，識得便休。44

42 《薦福承古禪師語錄》卍續藏 126冊，頁 446上
43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冊，頁 292下
44 《破山禪師語錄》嘉興藏 26冊，頁 46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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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何處體取—行

無生之理何處？在以無明為體之根塵、聲色中。如何體取？或

就現前五蘊、十二入、十八界之根塵中體取，或就當前一念心中體

取，即所謂心中無明行相「不會底」與「漆桶」。

祖師運心提取處，大有二類：一者：聲色塵境中，二者現前一

念中，此二實一體兩面也。蓋聲色塵境亦有識心分別，現前一念亦

有聲色落謝影像，一者外相粗顯，一者內根微細。言聲色塵境者，

指一切境；現前一念，意指迴光自看己心。

㈠ 根塵、聲色中體取

①宏智禪師說：在眼對色，耳對聲，山河大地，五光十色，蟲

鳴鳥叫之中，穿透過聲色，就可體取到——根塵本無實體隔越，一

切光明就在聲色中穿透。當要如此體取無生之理。

既一切不礙，彼我無異相，自他無別名，聲色叢中，飄飄超

詣，歷歷相投。所以道：山河無隔越，光明處處透。當恁么

體取！ 45

②破山禪師說：人人有個無聲之聲，一音之聲。取得這個無聲、

一音之聲，一切聲音都寂靜。這個聲音在哪裡呢？就在眼見色，耳

聽聲，思維當下。如果體取到，就一生參學事畢。

若會一音，萬籟俱靜。此音不在別處，即在昭昭然心目之間，

晃晃然色塵之內，若體取得，一生參學事畢。46

③廬山天然禪師講：正月十五花燈燦爛，街上鑼鼓喧鬧，不要

認為這是繁雜世間俗情，這正是我們用功處。所以要向這聲色中，

45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冊，頁 75下
46 《破山禪師語錄》嘉興藏 26冊，頁 45中



－ 254－ － 255－

第五章　禪宗法門兩大體系本質一體

體取那一片清淨安樂法身坐處。

春燈絢爛，社鼓喧嘩，莫道不當情，者箇當情尤甚，所以萬

里無雲，青天也須喫棒。直教向聲色裏，提取那一片大安樂

田地。47

宏智禪師、破山禪師、天然禪師三位都指出，就在六根、六塵

當下，去體取無生真如之理。

㈡ 現前一念

前諸師謂：聲色中體取。如何在聲色中體取？有聲色就有根、

塵、識，故聲色就在念念之中，生活中每一塵境，每一剎那心中體

取。

①普菴印肅禪師說：在心中體取，古德都是如此。能夠向自心

中體取，就能明心見性，勿欺瞞自心，終無所獲。

且向自心中體究，于斯如實更證明。須觀古德皆如是，萬莫

瞞心自發輕。48

②破山禪師講：打坐不是只有坐在那邊讓心靜下來，要去用功

參。何謂參？就是體究，看取明白。默默體究，時時刻刻體究。體

究什么呢？體究心念未起心動念之前。參、體取，就是靈知之性。

未動者：根塵未作用也，未動念前即是「不會底」、「黑漆桶」。

參禪打坐，非是死坐，當須要參。且參畢竟參箇甚么？二六

時中默默體取，未動念已前，看是何道理？參到情忘念絕

處，築著磕著，不是你是阿誰。49

47 《廬山天然禪師語錄》嘉興藏 38冊，頁 137中
48 《普菴印肅禪師語錄》卍續藏 120冊，頁 563上－下
49 《破山禪師語錄》嘉興藏 26冊，頁 4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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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昭覺丈雪禪師也說：祖師因為后學弟子頑鈍愚癡，所以施設

了很多方法，要弟子們向一念未起之初去體取，功夫用久，自然能

見到自己本來自身家事。

一念未起者：銷泯塵念之作用，則念自不起。

不自珍守，窬他門戶，穿伊牆壁作么？先賢往哲為汝等癡

頑日久，百計千方設盡法子，務要你向一念未起之初體取，

猛然省得自家屋裏事，渾身擔荷，弗假外援。50

④圓澄禪師要人體取六祖教示。六祖教惠明禪師如何見自己本

性，謂不思善、不思惡。就這么參，心自然能會得無生之理，明心

見性。不思者，不起念也。

公何不體取六祖之言：不思善，不思惡。只恁么參，自然心

入無生，湛然常寂。51

⑤圓悟禪師講：只管放下一切心頭掛念，專一體究。體究時，

要綿綿密密，打成一片，直到一念不生，才能無心證得。

但忘懷體究，令澄湛綿密到一念不生，脫卻向來知解、作略、

機境、計較、道理，忘心直證，然后于日用之中，以此正印

印定。52

⑴一念不生，⑵未動念已前，⑶一念未起之初，⑷不思善惡，

諸語皆一義，即念塵銷泯，根塵不偶，識之分別作用乍然脫離之際，

此為一切大乘禪法之初門也。

圓悟禪師從不同角度講了很多體究，除忘懷體究，還有：相續

50 《昭覺丈雪醉禪師語錄》嘉興藏 27冊，頁 312中
51 《湛然圓澄禪師語錄》卍續藏 126冊，頁 270下
52 《佛果克勤禪師心要》卍續藏 120冊，頁 771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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綿綿體究、冥心體究、退步體究、體究之悠久、忘情體究、悉心體

究、絕力體究等。此外，大慧等諸師也講日夜體究、體究箇事無雜

念、晝夜體究等等。

況當人合下性靜，純一慈善，無如許惡覺惡知，而復相續綿

綿體究，豈不善哉！ 53

說明圓悟等諸宗師，要我們從心上去體究。「體究」即靈知之

性、寂寂、惺惺；體究什么？體究心中無明之「不會底」、「黑漆桶」

行相。

三、體取即心是佛—果

在聲色當中體取、在一念中體取，體取到真如之理，得到什么

呢？就能明心見性，見到自己本來面目。

①應菴曇華禪師說：著力一提提取，便是祖師所契之心，與自

所證之心，無二無別。是自己所得到、所見到、所證到，與祖師所

證、諸佛所證，平等無二。

猛著力，一提提取，便是祖師所契之心，與自所證之心，無

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54

②蒙山異禪師說自己用功因緣：很努力、孜孜矻矻專注底體究，

經過了十八日，一天在喝茶當下，忽然了達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意旨。

于是晝夜孜孜體究，經十八日，吃茶次，忽會得世尊拈花，

迦葉微咲。55

53 《佛果克勤禪師心要》卍續藏 120冊，頁 775下
54 《應菴曇華禪師語錄》卍續藏 120冊，頁 886上－下
55 《禪關策進》大正藏 48冊，頁 1099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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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圓悟禪師說：禪者能冥心靜坐，放捨一切而體究，功夫綿密

體究到純熟處，就能將無盡寶藏運出來，了知此心就是佛法身。

冥心靜坐，忘緣體究。逗到徹底玲瓏，于自家無價無盡寶藏

中運出，何有不真實者哉！卻須先悟了本來，明見即心即佛

正體。56

以上從三個角度論祖師體究之法：

第一、體取般若無生、本有佛性之理。

第二、在無明為體之六根門頭、一念心中體取。

第三、體取無生之理，即能明心見性，與諸祖同一了達。

小結：靈知與體究二者之同異
此二法之同異，在理、行、果上實同，然亦有異者。今以法、

喻二邊明其異，表列如下：

靈　知 體　究

同

理
靈明空寂，與佛無殊
寂照靈知，中實理心

一段光明、本分事
本來無一物

行
心離念，唯一靈知
空寂之知，是汝真性

一念未起
未動念已前

果
靈知寂照，佛之知見
靈知寂照，般若之宗

祖師所契
即心即佛

異

法
是淨無染
體即無生

染邊說淨
體取無生

喻 體即是寶 以器盛寶

56 《佛果克勤禪師心要》卍續藏 120冊，頁 741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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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默照禪與永嘉禪—側重能緣法
門之二

壹、默照禪與靈知之性一體 57

前節靈知之性亦討論知與照同用，此二重疊有何旨趣？

一者，前以禪宗各宗師知照同用，明靈知實乃照義，今者專以

正覺宏智禪師〈坐禪箴〉之文，以論宏智禪師之照與知同義。

二者，前節論靈知與本節論默照思想，皆明知、照于禪宗祖師語

錄中同義共用之旨，雖形似重疊，然亦可視為互相呼應，彼此證明。

默照禪為正覺宏智禪師所提倡禪法，其禪法核心價值在「照」。

以下從兩角度說明「默照」與「靈知」一體：一為〈坐禪箴〉中「知、

照」二字同義而用；二為《宏智禪師廣錄》中，從理、智、證三角度，

對「知」之體性解析。

一、〈坐禪箴〉禪法解析

〈坐禪箴〉論理嚴密，文字明白，可做為理解正覺宏智禪師默

照禪運心之重要文章。〈坐禪箴〉雖名為坐禪，但不同于聲聞或大

乘禪法之調身、調息；亦非緣有相之境，如落日、佛像、字型等；

非靜心、看心中之煩惱等。而是提出以能觀照之覺性，銷解所對應

一切所緣之境。此觀照覺性，宏智禪師用兩個字──知、照來詮表。

此「知、照」二字，在默照禪中有很重要地位，可說是整個默照禪

核心。

57 本書作者在 2011年 11月天童禪寺「宏智禪師禪學研討會」上發表〈默照禪血脈〉，
一開始就藉〈坐禪箴〉中知與照兩個概念，從知、照二者同時敘述、平等互見，
解析正覺宏智禪師之思想。文中四章，皆從靈知角度詮釋默照禪：壹、從〈坐禪箴〉
看宏智禪師之禪觀思想；貳、禪宗宗師對知與照平等使用之觀察；叁、靈知與無念、
無知、心之關涉；肆、禪之靈知與教之如實了知──本段于第一章中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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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知、照文義同等

「知」與「照」二者，本質上是一體。雖在正覺宏智禪師語錄

中，多用照，少用知，但在〈坐禪箴〉裡，是將知、照放在同等位置。

這是理解〈坐禪箴〉重要觀點。茲將〈坐禪箴〉對知、照之敘述，

排比示之：

不觸事而知，不對緣而照。

不觸事而知，其知自微；不對緣而照，其照自妙。

其知自微，曾無分別之思；其照自妙，曾無毫忽之兆。

曾無分別之思，其知無偶而奇；曾無毫怱之兆，其照無取而

了。58

知：不觸事而知－其知自微－曾無分別之思－其知無偶而奇

照：不對緣而照－其照自妙－曾無毫忽之兆－其照無取而了

㈡ 知、照不觸對根塵

知、照在〈坐禪箴〉裡，是做為能觀之觀智、能觀之心、覺性。

其對所觀境或所緣境時，所謂「觸事」、「對緣」之時，心則不觸、

不對「事」跟「緣」這兩個事法。《金剛經》所謂「無住」，「不

住色、聲、香、味、觸、法」與〈坐禪箴〉的「不對緣」、「不觸事」

相合，「對」、「觸」與「住」是同一義。所以知、照，是在析離

了所對之六塵境界，而成就無住色、聲、香、味、觸、法之妙行。

此是〈坐禪箴〉所呈現第二重要觀點。

㈢ 照即「照體獨立」，知即「靈知之性」

在《宏智禪師廣錄》裡，多處講到修行之后身心世界都銷融。

在塵境銷融過程中，有個非常重要過程──照體獨立，而照體獨立

是從〈坐禪箴〉「照」義上論，若從「知」上論，則是靈知之性。

58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冊，頁 98上－中



－ 260－ － 261－

第五章　禪宗法門兩大體系本質一體

此「照體獨立」本質就是「靈知之性」。

照體獨立是澄觀大師，在對皇太子答問心要時首先提出，是修

行到達境智冥合時所成就的無分別智，覺性朗朗獨耀，萬物都融成

覺性。

《宏智禪師廣錄》中，亦三次以上說到一念相應而住，照體獨

立，物我一如。此「照體獨立」是開悟后很重要的境界：

若爾一念相應，照體獨立，物我皆如。59

這是從〈坐禪箴〉「照無取而了」之照邊，看到具有照體獨立

特質。

以上說明〈坐禪箴〉以「知、照」做為修行智慧根源，二者同

義互見，由此看出默照禪主旨「照」與靈知之性「知」是一，「默照」

就是「靈知之性」，「靈知之性」即是默照禪本質。

二、論「知」之體性

㈠	 理（本覺）

真理本來無我無體，此無我無體真理覺靈不昧，寂靜而了知。

這就是本有覺性。本有覺性是了了常知，此知非常細微。雖然微細

難覓，無形體、無處所，但卻萬物滅盡而不斷不失，此無形不失，

亦不受蒙昧之知，即是眾生本有之靈知，本具之覺性。

道環虛處元無我，靈靈不昧寂而知。60

一點妙明，圓混混地，無方隅、絕朕迹，直是昧不得。昧不

得處喚作自知，只自知處，喚作本得。61

59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冊，頁 66中
60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冊，頁 41上
61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冊，頁 7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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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了常知，其知密微。62

㈡	 智（始覺）

正覺宏智禪師引古德修行要義言：息滅塵境妄想則根寂塵遣，

寂靜以后，知就顯現。寂寂而了知，由知而現真實智覺，靈知真照

是修行過程中所產生智慧。保持住此了了而光明，靈靈而知，惺惺

寂寂，清楚明白覺性，這是修行必要功夫。此靈知覺性是從修行始

覺來講。

所以古人道：妄息寂自生，寂生知自現，知生寂自滅，了了

唯真見。63

了了而明，靈靈而知，晃晃而耀，惺惺歷歷，分分曉曉也。

是箇做處。64

㈢ 證（分證果覺）

宏智禪師引用《楞嚴經》「迦葉尊者，久滅意根，圓明了知」。

此「圓明了知」之知，是從修行開悟立場來講。「圓明了知」意謂

能在萬象中成就百千三昧，具足一切法。

迦葉尊者，久滅意根，圓明了知，不由心念。65

62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冊，頁 101中
63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冊，頁 6上
64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冊，頁 65下
65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冊，頁 36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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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永嘉禪
永嘉法門從「忘塵息念」開展「靈知之性」，此是從「惺惺寂

寂」與「靈知」對比、融合，已于第二節說明。今再以「默照」與「惺

惺寂寂」會通，說明永嘉「惺惺寂寂」之止觀運心，即默照禪之基

礎。文分二段：

一者：以明末四大師論永嘉禪法之殊特。

二者：以正覺宏智默照禪思想，明與永嘉禪法通用。

一、惺寂之旨，千古獨見

明末四大師中，蕅益、憨山、蓮池對于《永嘉集》都給予最高、

最殊勝讚美，且將永嘉大師〈奢摩他〉修大乘禪定特質，分析得非

常細膩，一針見血指點得非常精準。

永嘉大師禪法，尤其〈奢摩他〉一章，是為大乘空觀入門。自

古來，歷代禪師或有志于此之行者，莫不都于此孜孜矻矻。永嘉大

師〈奢摩他〉做為大乘空觀入手與行道軌則，可說是一大藏經中，

對于初學入手最有價值理論系統。惜明末清初以后，逐漸淹沒，未

受禪林所重視。

①蕅益大師說：永嘉大師在〈奢摩他〉中「惺惺寂寂」之語，

當時禪林中，皆爭相讀誦學習。

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寂寂惺惺是，妄想惺惺非。此四

語，叢席爭誦。66

②讀誦學習有什么好處？憨山大師在《夢遊集》說：禪法從

佛以來，教人用功，總不出「因戒生定，因定發慧」之修學次第

系統，然說明之次第詳細、實用善巧，經典以推《楞嚴經》為殊勝，

66 《靈峰蕅益大師宗論》嘉興藏 36冊，頁 278中－下



－ 264－ － 265－

禪宗看心

祖師中語錄，再沒有比得上《永嘉集》這本書講得細膩、詳盡、

實用。

怎么實用？憨山大師繼續告訴周子寅居士說：拿一册去，好好

讀一讀，這裡面有很多有關入定修禪運心之善巧要領，如謂：「忘

緣之后寂寂，靈知之性歷歷」。這些都是禪行者修定無上要領，都

是下手用功非常靈驗，實用可行藥方、印符。

【示周子寅】從上佛祖，教人之法，門路雖多，總不出戒定

慧三學，所謂：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其節目之詳，經

不過楞嚴，至若祖語，無如永嘉集一書，極為詳悉。

敬付一冊，足下熟讀玩味，至于其中入定用心之訣，如云：

忘緣之后寂寂，靈知之性歷歷，無記昏昧昭昭，契本真空的

的。此用心之神符也。67

③蓮池大師讚美永嘉大師說：禪法以止觀均等為要則，即使佛

再世也不會改變此原則。但于修止觀過程中，有人先止后觀，有人

先觀后止，如《圓覺經》二十五輪，就是止觀主輔、先后、均等差

別之不同討論。可是因經上說「由定發慧」，一向以來，禪行者都

以修止、修定為修觀成慧基礎，以此為則，孜孜于修定，主張以寂

靜為本。而永嘉大師提出「惺惺寂寂、寂寂惺惺」，除說明惺寂均

等雙流，定慧平等理論外，還指出在定慧平等中，須以「惺惺為正，

寂寂為助」。此「惺惺為正，寂寂為助」說法，蓮池大師讚美，此

是千古來獨得見解。

蓮池大師繼續分析言：南宋初期大慧宗杲禪師教人看話頭以求

徹悟，呵斥默照禪，即是因為有人錯用心，誤以寂寂為正，惺惺為

助。佛所以稱為覺者，覺即惺義，可知永嘉旨趣之精微深妙，探索

到禪法精髓之處。

67 《憨山老人夢遊全集》嘉興藏 22冊，頁 79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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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止觀之貴均等，尚矣！聖人復起，不能易矣。或有稍緩急
于其間者曰：

⑵ 經言因定發慧，則止為要。以是相沿成習，修行之人，多
主寂靜。

⑶ 唯永嘉既為惺惺寂寂，寂寂惺惺之說，以明均等。而后文
曰：惺惺為正，寂寂為助。則迥然獨得之見，從古至今，

無道及者。

⑷ 自后宗門教人看話頭以期徹悟，而妙喜呵默照為邪禪，正
此意也。是故佛稱大覺，眾生稱不覺。覺者，惺也，永嘉

之旨微乎。68

蓮池大師對于永嘉「惺惺為正，寂寂為助」之旨，評為千古獨

見，乃因惺惺靈知之性，實為禪法核心價值。

此處蓮池大師特別提出惺惺為主，而且提到大慧宗杲喝斥默照

禪，其旨就是因為默照時缺少「參」或「體」之力，「參」、「體」

即「惺」義、「照」旨。缺少此「參」、「體」、「惺」、「照」之力，

就無法逆取不會無知、暗昧漆桶行相，及破無明、業識以轉成智覺，

致落入禪定或空寂。此是何以大慧喝斥默照，及蓮池讚美惺惺千古

獨見之因由。

禪法能夠轉換無明，主體即是靈知之覺性，也就是惺惺。蓮池

讚美永嘉旨趣為禪宗精髓，正是讚歎靈知之性的獨特價值，而宗密

大師和菏澤神會，所提出靈知之旨，六祖、圓悟之體取、體究，以

至于正覺宏智之默照，皆此義也。

68 《雲棲法彙》嘉興藏 33冊，頁 36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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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惺寂為默照之初之體 69

本節前半釋默照禪時，討論默照與靈知之相通同義；此后半釋

永嘉禪，則以默照禪中具永嘉禪精髓「惺寂」之義，明默照與永嘉

實為一路。

正覺禪師止觀運心之垂教，后世稱其禪為「默照禪」。在默照

理論系統中，宏智禪師用很多不同語詞來表達與默照同義之禪觀思

想，如默神、虛靈、寂覺、寂照等，其中「惺惺寂寂」佔有很重要

地位與份量。默照禪之法，從心性「揩磨」、「休歇」、「根塵銷解」

運心階段中，基本上是從惺惺寂寂一路上去。

惺寂為默照之初之體，默照為惺寂開衍之用。默照義從惺寂而

出，引發乃至更高、更深禪觀層次，如「照體獨立」由惺寂力而昏

暗動散銷轉為覺性，此銷轉即為照之用。始用惺惺心量小而有照暗

之功，后照體廣大亦不異惺惺用，則一前一后惺寂與默照各得其所，

相輔相成且次第勾連，亦彼此證明。

對于惺惺寂寂的詮釋，禪門中實以永嘉大師《永嘉集》為代表

性著述。《永嘉集》中運心主體，分成三段：奢摩他、毘婆舍那、

優畢叉。「惺惺寂寂」為「奢摩他」主體；「奢摩他」出生「毘婆

舍那」，「毘婆舍那」承繼惺寂之體而光大其用，銷融一切山河之

境為智，提出「有無雙照」理念；到「優畢叉」，更進一步把「奢

摩他」、「毘婆舍那」及「優畢叉」的關聯、同異，用「寂照」二

字對比三者差異：說「奢摩他」是體為寂，而卻常照；說「毘婆舍那」

是體為照，而卻常寂；說「優畢叉」體是非照非寂，而卻常照常寂。

所謂：「以奢摩他故，雖寂而常照；以毘婆舍那故，雖照

而常寂；以優畢叉故，非照而非寂。70」可說永嘉大師對止觀操

69 節錄自本文作者發表于 2008年 11月天童禪寺曹洞宗研討會〈默照禪－－正覺宏智
禪師禪法解析〉

70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冊，頁 39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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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惺、照義同，平等並用。

不過，惺惺在奢摩他階段，是做為「忘塵息念」時破除妄想昏

沉心體，是在初修行、入定階段，然亦有照之功能。奢摩他、毘婆

舍那，進至優畢叉，寂寂惺惺轉為寂照。《永嘉集》中惺寂跟寂照

是一體兩用，在禪定、功夫深時是照，在功夫初始時是惺惺。惺寂、

照寂、靈知一體。

對比于惺惺寂寂做為默照禪體之初心而觀之，可說永嘉禪與默

照禪中，以「惺惺寂寂」做為初始覺性、破妄顯智照之階漸，實有

異曲同工之妙。此可從 1、前后次第；2、體用交錯；3、主體精神
之貫穿，三點上看出：

第一、前后次第：兩者都以惺惺為初始功夫，及至甚深廣大澄

澄湛湛后，默照禪謂「照體獨立」，《永嘉集》優畢叉謂「常寂常

照」。

第二，體用之交錯：基本上，默與照、寂與惺，雙雙彼此互為

體用。若默為體，寂也是體，照跟惺惺都是用。可是實際在操作時，

照是惺惺之大用，惺惺是照之具體操作；若惺為體，則照亦為體，

寂與默為隱輔。惺、照二者實是一個本質，祇是用時有深淺差異性。

第三，主體精神貫穿：照與惺惺二者一體，永嘉禪可說始從運

心惺惺，內看直到圓滿；就默照禪言，可謂運心之始就回光返照直

到圓滿。不過，因為「惺惺」與「照」在心念上有小大、淺深、分滿、

粗細之相用差異，所以才分前后，其本質是前后貫穿。

以下分析默照禪于惺惺寂寂階段之運心流程，及惺惺寂寂法體

特質，將之比對于《永嘉集》〈奢摩他〉章之惺寂運心，則知正覺

宏智之「默照」，實脫胎于永嘉「惺寂」之義。分兩點敘述：

㈠ 惺惺寂寂運心流程

正覺大師在說明心性進入默照禪觀過程時，《宏智廣錄》兩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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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古人參禪要訣而論：「妄息寂自生，寂生知自現，知生寂自滅，

了了唯真見。」這四句話。這段話可分析為五個禪觀流程：⑴妄息；
⑵寂生；⑶知現；⑷寂滅；⑸真見。

此五個禪觀流程是次第相生，前前生后后，完整符合永嘉奢摩

他始從忘塵息念，乃至圓滿至惺惺寂寂，轉入毘婆舍那之理論架構。

永嘉大師在奢摩他運心過程如下：

奢摩他首要運心步驟為「忘塵息念」。a念者，意根之分別也。
根塵作用是有情生死流轉之根本，故須翻轉銷融此根塵。b 銷融之
道為：知根塵相依而起，亦相待而無，故了達二者無體空寂，則塵

忘念息。

⑴忘塵息念：忘塵息念此即《宏智廣錄》中所謂①「妄息」。

忘塵息念后，則入寂寂，寂寂中自有惺惺，故云：先寂寂，后惺惺。

⑵先寂寂：先寂寂即《宏智廣錄》中所謂②「寂生」，謂念息

塵忘后則心自寂靜。

⑶后惺惺：即所謂③「知現」，謂寂寂后方可于寂寂心水中，

出覺明之「惺」。

⑷寂寂為輔，惺惺為主：寂寂為輔，惺惺為主，意謂寂寂隱退，

而惺惺用顯，此即所謂④「寂滅」。寂寂為輔為隱則為「寂滅」義，

實則寂為心體不可滅也，此之「滅」謂隱也，即永嘉之輔義。

⑸惺惺寂寂：寂寂為輔，惺惺為主后，惺惺寂寂如車之兩輪、

鳥之兩翼，自在任運。惺惺顯發便能產生照破煩惱之功能作用，照

破煩惱后即轉入⑤「真見」。如云：「妙性天然」、「靈知之性」，

皆此真見之類也。故從惺惺寂寂后，乃至到根塵銷融、照體獨立，

都是「真見」的過程。此即惺惺寂寂、寂寂惺惺保任而任運，乃至

轉入毘婆舍那。

這段「寂知滅妄」文字非宏智禪師所創說，是引用古代宗師所

說，宏智禪師非常認同古人這一運心息妄過程，就是所謂「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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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角度論，此惺寂默照、息心破妄之階段性理論，非是正覺宏智

禪師所獨創，乃是依本古德禪師改良而成，而且當可想見此寂知除

妄之理論已是常久流轉通途共識，所以未指出何人所述。實則是將

《永嘉集》〈奢摩他〉思想精粹提煉而生。

正覺宏智禪師所傳《廣錄》中，默照禪運心流程分兩部分：

前半：以奢摩他惺惺寂寂為體性，從初修息妄到進入「照體獨

立」之前，屬默照初步運心過程，在達到「照體獨立」過程中，將

惺寂貫穿默照禪觀流程。

后半：以默照為體性，當轉成照體獨立並放光說法即是默照，

此部分則與毘婆舍那與優畢叉相同。

前半：從「揩磨心田」到「照體獨立」，在永嘉屬惺惺寂寂；

后半：照體獨立后，乃至放光說法，在永嘉則常寂常照。此前后二

部與永嘉禪法完全吻合。

㈡ 惺惺寂寂法體特質——成佛之路、破迷覺體

默照禪從對治昏暗心識起始，直至圓陀陀、光皎皎絕待之照體

獨立，由相待到絕待過程中，有個運轉成就此一禪觀之主體物，就

是能破暗之明、除昏之靈、銷迷之覺、去妄之照，此明、靈、覺、

照之體之心，就是「惺惺」之法。以下從四個角度分析惺惺寂寂之

法體特質： 

⒈眾生之妙靈

《廣錄》中一段文字說明此惺寂為眾生靈知。「靈知」文分四

段說明：

⑴惺惺寂寂是心識中覺知之念，無形無相卻靈明不昧。宏智禪

師以「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比喻：水中鹽味看不到，色裏膠青也

是融而無形，但鹽與膠青卻實實在在存有，所以說「體之有據，取

之無形」。這個東西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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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從作用之相狀看，謂「用時密密，寂處惺惺」。「用」就是

照，「密密」是不動，動就不密了，照時含隱而不動叫「用時密密」。

寂寂靜靜之心體了了明白，名「寂處惺惺」，說明寂靜時非是無知

暗昧，而是了了靈知，此時提出寂與惺之對應關係。寂靜心體不可

昏昧無知，是保持惺惺覺明之心。

⑶惺惺者何物？所謂「諸佛之本覺，乃眾生之妙靈」，「眾生

妙靈」就是始覺。這段話就判定出用時密密，照時寂靜，寂靜卻又

惺惺警覺之心，就是諸佛圓滿之本覺與凡夫還滅之始覺。在此，宏

智禪師用「本覺」跟「妙靈」說明此惺惺寂寂是修行最基本作用。

⑷由此覺性惺惺，終至「廓大千而為量，破微塵而出經」，舉

微塵出大千經卷比喻，說明在小小心量中蘊藏無窮法性。本覺、妙

靈指出惺惺寂寂是修行最基礎、起點。要把本來覺性打開，要將心

田塵垢揩磨，拿什么來揩磨心田？什么能開启本來覺性？寂寂惺惺。

⑴水中鹽味，色裏膠青，體之有據，取之無形。

⑵用時密密，寂處惺惺。

⑶是諸佛之本覺，乃眾生之妙靈。

⑷廓大千而為量，破微塵而出經。71

⒉成佛做祖之坦途

有情在生死中，識心如瀑流，是以有情心念才動，就如江水流

注般不可遏止。在此心念流注當中，若以癡愛心湧現，就在眾生中

流轉，而隨着心念流注時之善惡，便滯溺于善惡道間。怎樣才能出
離善惡道之輪迴？須將心念銷融盡竟，這時十方虛空清淨無垢，沒

有六道、天堂、地獄影像。而此淨除心念之力量，厥為惺惺寂寂。

所以說：依順着惺惺這么來以后，沒有天堂，沒有地獄，是什么呢？
就是諸佛菩薩出生處。

71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冊，頁 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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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念纔萌，便成流注。若是一切心念盡，也無天堂到爾，也

無地獄到爾，十方虛空，純淨無垢，廓然明白。惺惺恁么來，

是諸佛菩薩生處；癡愛投種，是眾生生處。其間善惡兼帶，

便成善道惡道。72

進一步講到：不要小看惺惺這一法，行者在禪觀修行路程中，

若能按照惺惺寂寂這條路走下去，心念中即沒有任何煩惱、惡業、

魔事可作障礙，這就是出家人行履處。所以不要看惺惺這個心念好

像很小，從這個像芝麻芥子小惺惺覺性裡，卻能開出條寬廣、等同

于一真法界覺性。此覺性之路具足諸多微妙功德，能安住此惺惺靈

知之性，即是體現佛之受用。謂：

惺惺地一條路子，蕩蕩地無人敢向其間作障礙，是衲僧行履

處。直饒如芥子小，裏許一條路子也恁么大。此是爾真心境

界，乃至若大若小，若方若圓，具足如是許多妙處。若自住

若自證，自然恁么相應去。所以道：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

用。73

⒊衲僧行履安心處

上說惺惺寂寂是帶領有情走向成佛作祖康莊坦途，寬廣而沒有

任何障礙。此路亦是僧伽生命安頓處、踐履處。僧眾須在生活行住

坐臥四威儀中，涵泳在惺寂當中。所謂：「經行及坐臥，常在于

其中。74」

又前只謂行者須于行住坐臥中遊心于惺寂，但具體應如何于平

日禪觀實踐中常住于惺寂呢？謂整天無事靜靜平淡中，或于蒲團坐

上放捨諸緣，心中無一毫許是非塵事，亦不求聖亦不棄凡，只是恆

72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冊，頁 60上－中
73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冊，頁 63下
74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冊，頁 63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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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心中寂寂默默而惺惺靈明。故云：

無是無非長默默，非凡非聖獨惺惺。如何游踐得么相應？蒲

團坐倚無他事，永日寥寥謝太平。75

宏智禪師更明白提出：須在一切時、一切處都惺惺歷歷。因為

唯有保任惺惺成片成團，方能產生銷融塵境之觀慧。可見惺惺確是

行者在修道明心之安心處。

在一切時一切處，惺惺歷歷地，不被它蓋蔽卻，不被它籠罩

卻，何處不是上座出身路子。76

⒋破妄出覺之工具

要證得淨明虛靈之體，須是有一常照之體在內，而又不為外境

所牽動，所以說不遺照、不涉緣，涉緣會不寂靜。什么東西「照」？

惺惺照，故說「惺惺能照底」，此句意謂：惺惺有能照特質。惺惺

在「照」時有何功能？一者不落入散亂，二者不落入昏沉。不為生

相所惑亂，亦不為滅相所障覆，了生滅相平等，故云：「在者邊不

被諸法轉，在那邊不被寂滅拘。」如此才能到達自證淨而明、虛而

靈狀態。惺惺是個能「照」的，能脫離外在境緣混亂而常照一切，

常照而不為昏沉、散亂所影響干擾。故說惺惺即破暗、破除妄想塵

緣之力量。文曰：

⑴ 衲僧自證自到，淨而明、虛而靈、默而神、用而沖。在裏
不遺照，在外不涉緣，只箇惺惺能照底，在者邊不被諸法

轉，在那邊不被寂滅拘。77

75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冊，頁 52上
76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冊，頁 65中
77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冊，頁 6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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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在生生死死無窮無盡業海輪迴中，必須會入大道，才能解

脫生死輪迴。怎樣能會入大道？宏智禪師提出惺惺寂寂即默照之道

而會入大道，謂：「默照之道，離微之根。78」「離微」即是大道，

所以默照這一方法、法門、工具，就是做為出生大道之根源。又謂

「惺惺寂寂，真照之機不昧」，說明唯有透過惺惺寂寂才能會入大

道，照破生死輪迴黑暗，解除生死輪迴束縛。所謂：

⑵生生死死，輪迴之跡無窮。寂寂惺惺，真照之機不昧。79

而怎樣叫會入大道？須要能見到虛妄生滅之法，了知一切森羅

萬象、蠢動含靈都是平等無相，同一性、同一道。如何能識得虛妄

生滅法呢？要能「惺惺照得破，寂寂體得到」。所以惺惺寂寂即

是做為體入萬象一體、萬法同性之真理智慧，而且具有照破萬象虛

假功能。故謂：

⑶ 要箇時惺惺照得破，寂寂體得到。若識得生底法也，即與
森羅萬象，蠢動含靈，于其中間，皆是箇一道，皆是箇一

性。80

由以上三段開示：⑴惺惺能照底；⑵寂寂惺惺，真照之機不昧；

⑶要箇時惺惺照得破，正覺宏智指出：⑴惺惺即是照體；⑵惺惺是

出生死，明心成佛之道；⑶惺惺即體現出生一切、萬化之本。

可以看到，要離開生死、要能體會眾生平等真理、要能做到

離微之根、要離開昏沉、散亂、有無差別、生滅起盡等種種塵境干

擾，都必須假藉惺惺寂寂特質，而此惺寂特質就是默照之道，離微

之根。

78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冊，頁 100中
79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冊，頁 9中
80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冊，頁 69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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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能緣、所緣二體系之理論建立

壹、心識二分說
禪法同異，必須從世間法相，也就是有情生命共許之基點開始

觀察思維，所謂先有法住智，后有涅槃智 81。所有禪法──大、小

乘，有相、無相禪法，都依託于識心之上而開展。所以，要解析有

情身心具體真實面貌、結構，才能知道不同禪法在有情識心上如何

操作，各取得識心何等體、相、用而開展涅槃還滅功能。

識心，十二緣起第六支，就是根、塵、識三合，「觸」支。根、

塵、識，經典中，叫十二入，或十八界。所有經典對根、塵、識皆

有討論──不同角度、立場，而共同之說即「心識二分」，禪宗宗

師即依于此一體二分之心識，各取一邊建立禪觀運心理則。

以下從⑴大乘經論之根、塵說，⑵唯識論典之相、見二分說，

及⑶禪宗祖師之心、境說，討論心識二分之說法。

一、大乘經論根、塵說

①《楞嚴經》中，認為根、塵和合有識，根、塵和合，由彼此

相待而有，推出彼此不實，故經以交蘆喻不真實。

佛告阿難：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如空花。阿

難！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于交蘆。82

所以，《楞嚴經正脈疏》解釋謂：根知為塵引，塵相由根生，

二者互相假託故，無獨立之自性。故云：

81 《阿含經》中謂：十二緣起－無明緣行、識、名色，乃至老死，為法住智，為生
死流轉相。無明盡，行滅、識滅、名色、六入、觸支，乃至老死滅，是涅槃智，
為還滅相。

82 《楞嚴經》大正藏 19冊，頁 12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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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塵發知者，即由六塵而后發六根之知也。此句見六根要須

托六塵而后立。

因根有相者，即因六根而后有六塵之相也。此句見六塵要須

托六根而后有。

相見無性者，言塵離根而固無獨立之自性。根離塵而亦無獨

立之自性也。83

②《中論》、《般若經》說根、塵假立無體，《廣百論》說：

「眼中無色、識」，根、塵、識三者間，彼此無關，故說：眼

中沒有色、沒有識，「識中無色、眼，色內二俱無」，彼此無

交涉，何能見色！

所以，中觀般若思想把根、塵、識和合概念推翻，從第一義真

實立場，否定了三者之間互動關係。

問：若如此，何以有情五識意識有分別耶？

「眼色等為緣，如幻生諸識」，眼是眼根，色是色塵，二者

為緣，而幻生種種識心分別，設若所執為實有，經中，佛喻如幻則

不成立，般若經對于根、塵認知是虛假而安立。

眼中無色、識，識中無色、眼，色內二俱無，何能合見色⋯⋯

眼色等為緣，如幻生諸識。84

二、唯識相、見二分說

㈠《觀所緣緣論》

唯識之心識理論較般若、楞嚴等說法深細，唯識將心識，除凡

夫認知之前六意識外，另外提出第八賴耶識之說，以賴耶識為一切

生命基礎，顯現山河大地有情根身。

83 《楞嚴經正脈疏》卍續藏 18冊，頁 582上－下
84 《廣百論本》大正藏 30冊，頁 18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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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塵前說，限于六識範圍。而唯識進一步又探討此根塵從何而

來，因有賴耶識之提出。

根、塵都是八識相分，根、塵和合以后，生出了（意）識，這

個識體又有見、相分，謂此意識見分，方是八識 (賴耶 )見分。
《觀所緣緣論》說：

⑴外境實無，識生時，但有識內之色，似外境現，為所緣緣。

⑵色根雖能發識，此為識體所具、所起之功能，實無外色為根

體。或言本識上，五色功能轉為根之功能，而名為五根。

⑶唯識之旨，實無外色境，故根、塵皆賴耶本識之所生起，或

功能，或似外境，而此根功能與似外境，又彼此互為引生因果。

外境雖無，而有內色似外境現，為所緣緣，許眼等識，帶彼

相起及從彼生，具二義故。

境相與識定相隨故，雖俱時起亦作識緣。

此根功能與前境色，從無始際展轉為因，謂此功能至成熟

位，生現識上五內境色。此內境色，復能引起異熟識上五根

功能，根境二色與識一異或非一異，隨樂應說。85

（賴耶識）
一識二分
能緣、所緣

八識
見分

八識
相分

見分

和合

互為因果
功能與境色
無始互為因

根 塵

相分

(意識前五識 ) 識

細分

粗分

㈡《八識規矩頌》

玄奘大師《八識規矩頌》有謂：「愚者難分識與根」，識與

根都有了別色塵作用，所以很難分別二者不同。

85 《觀所緣緣論》大正藏 31冊，頁 888下－ 889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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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點，五根是色法，是八識相分，清淨識體是心法，是八識

之見分，這是色心之間不同點。又五根只能照境，不能緣取境，識

能夠帶取境，這是根、識作用不同。

愚者難分識與根。

根乃色法，即第八之相分；識乃心法，即第八之見分，此色

心不同也。又根能照境，識能緣境，此根識之用不同也。86

㈢《成唯識論》

從有情心識邊論，識體生起時，必然有見分、相分，或能緣、

所緣二分。所以《成唯識論》說：所有識體，八識賴耶、七識末那

及前六意識，皆變現為見分與相分二分，並由此見、相二分建立一

切宇宙山河有情萬物。

論曰：是諸識者，謂前所說三能變識及彼心所，皆能變似見、

相二分。87

變，謂識體轉似二分，相、見俱依自證起故，依斯二分施設

我法，彼二離此無所依故。88

三、禪宗祖師心、境說

中國祖師從大乘立場，把聲聞乘、般若中觀大乘經典、唯識等

心識說法綜合，轉成心與境二法。

何以禪宗祖師有心境說：

⑴以根塵皆色法，云何以色取色？故將根換成心，塵改為境。

⑵唯識見、相二分，幽微難知，故心境相顯易了。

86 《虛舟禪師註八識規矩頌》嘉興藏 33冊，頁 252上
87 《成唯識論》大正藏 31冊，頁 38下
88 《成唯識論》大正藏 31冊，頁 1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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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根塵、見相二分、心境說，三者皆同一心識作用，有能緣之

心識與所緣之塵境。

禪師心境表述沒有像唯識論典細膩，仍有了唯識二分精神存

在。

中國祖師融會了根塵或見相二分而以心境討論，三者間有幾個

共同特點：

⑴相因待：心不自心，因境而有；境不自境，因心而生。

⑵因為相因待故，所以不真實，或比喻交蘆，也有喻為幻化。

不真實、幻化、交蘆，或者是相因待也好，此中說明含攝有情世間

世俗性，亦顯彰聖者出世間法。世間法立場就是有根塵，有二分，

乃至有心境，由此逐漸轉到如交蘆，如幻化，不真實性，聖義性。

以下舉諸禪師心境相依待而不實之說以明：

①《密藏開禪師遺稿》

境不自境，因心故境；心不自心，因境故心。心境相因，各

無自性，智者了達，猶若交蘆。89

②《宗鏡錄》

高城和尚歌云：說教本窮無相理，廣讀元來不識心。識取心，

了取境，識心了境禪河靜，若能了境便識心，萬法都如闥婆

影。90

③《景德傳燈錄》

毘舍浮佛 (莊嚴劫第一千尊 )偈曰：
假借四大以為身　　心本無生因境有

前境若無心亦無　　罪福如幻起亦滅 91

89 《密藏開禪師遺稿》嘉興藏 23冊，頁 21中
90 《宗鏡錄》大正藏 48冊，頁 511下
91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冊，頁 20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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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金剛般若經旨贊》

經：過去心至不可得。

贊曰：此釋也。然心能變境，境復生心，心境相因而成緣

相。92

小結
一、大乘經論根、塵說：《楞嚴經》及《廣百論》，從根塵如

交蘆或幻有不實假名立場而論，從涅槃智立場，從第一義立場，雖

與本節主題稍疏，根塵之討論亦切合于二分之旨。

二、唯識相、見二分說：從法住智立場，較貼合主題。唯識分

析較細膩，但與根、塵說沒有衝突。為什么？識體見相二分 (細分 )，
建立在根塵 (粗分 )和合生識基礎之上。經說：十二入為生識之處。

三、禪宗祖師心、境說：融合二種說法。三種說法之差異在對

（生命境界）法相之觀察尺度差異，然其本質是同。

三者都是心識二分之說。

貳、能所、見相二分相待而立
何以說禪宗有兩個修行體系，一從能緣邊，一從所緣邊？以下

解釋為何會有此二體系。

落在有情生命境界上，粗顯者為根、塵；稍細成為見分、相分；

再細者叫做名色（能緣、所緣）。凡夫生命從粗顯色邊安立，就是

根與塵。識從根、塵上生起，根上有識，塵上也有識，十二入為生

識之處。識有分別作用，此分別作用即見、相二分。見分、相分再

深細，就是名色支，也就是能緣與所緣。

92 《金剛般若經旨贊》大正藏 85冊，頁 10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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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①根、塵，粗顯；②次細，見、相分；③乃至于名色支，能、

所，三者差別只是無明之淺深，粗、細層次不同，本質還是能緣、

所緣二者作用。

凡夫見空性，證法身，登初地之前，所有心識都一定有見相、

根塵、能所二分。

能邊是能知智，所邊是妄取境。就根塵而言，根、塵二者對

立，然又相待成立，根依塵起，塵因根立，如：沒有眼根，就沒有

色塵；沒有色塵，也沒有眼根，根、塵相待而成立。就識邊而言，

見分、相分一體，皆于識上出現，一識而二體，是一體而二分 ( 心
境亦然 )。

相待成立，或一體二分，都是二者同時存在：一是了知、無相

心體，無相了知，如鏡光；一是虛妄塵境，如鏡光中現出蘋果、茶

杯之影像。二者相待而立。

一是無相而有覺知，一是無情而有相，對立，相待而有。當然，

能緣、所緣二者始終如是，能、所二者間，于取事境、空理是同體

平等。二者間相隨順而磨合，如能取心智取三宗之理（般若、唯識、

如來藏），則所緣境亦隨三宗泯相而轉；同理，所緣境邊向三宗轉

成空境，能緣邊亦如是，成三宗之智。

此未見空性前一識二分之心體，即修道之平台，禪宗祖師于此

遂有二脈之分。

叁、以能所緣為體，建立禪觀理論
將前二段話歸納、整理申述：

能緣、所緣，根與塵，或見、相二分，緣取大乘三宗空理：唯

識之理、般若中觀緣起性空之理，乃至如來藏覺性真心之理。緣取

之時，能緣、所緣，念與塵，乃至于見、相二分，就慢慢轉換，隨

着唯識所現之理，隨着緣起性空之理，隨着本有覺性之理，慢慢的
能緣、所緣轉換，轉換到清淨之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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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禪觀運轉結構，可分成三組：

第一，有情識心結構：根塵、能所、見相二分。

第二，大乘所依三宗之理。

第三，在能、所二分中，在見相、根塵中，緣取大乘三宗之理

而磨合、運轉。此運轉之理即止觀之理，亦即所謂逆、轉、破。

此三組間運轉關係，建構出佛法禪觀理論體系。如下圖：

Ｃ

之
理

所
依

大
乘
無
相

瑜
伽
唯
識

般
若
中
觀

三
宗

如
來
藏

聲
聞
無
相　

苦
、
空
、
無
常
、
無
我

大
乘
有
相　

念
佛
觀
、
字
型
、
日
、
月

聲
聞
有
相　

不
淨
、
地
水
火
風
、
青
黃
赤
日

Ｂ

磨
合
而
有
，
逆
、
破
、
轉
作
用

─

三
力

法
門

Ⓒ
所
依
之
理
入
于
Ⓐ
能
所
二
分

Ａ

能
緣　

見
分　

根　

念

看參

所
緣　

相
分　

塵　

塵

念
頭

三
道
：
惑
業
苦

話
頭

{

{{

整體禪觀運心之時，雖如上表確有如上三法存焉，然⑴所依之

理乃客觀存有，自身不能施為造作；而⑵止觀作用逆取緣境、破妄、

轉智覺三法但為作用，若無⑶能、所緣，塵、念之體，則用無所依。

實則⑴所依之大乘三宗之理，與⑵止觀取境－逆破轉之用，皆依託

于⑶根塵之體而安立。

故禪觀之運心法，則厥可依根、塵，或能緣、所緣二分而開展，

故有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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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重能緣邊之法門：惺惺寂寂、靈知之性、默照、體究。

側重所緣邊之法門：看不會、黑漆桶、參話頭、牧牛圖。

亦可知，南宋初期禪門兩泰斗，一為正覺宏智禪師，提倡默照

禪，從能緣邊入；一為大慧宗杲禪師提倡參話頭，從所緣邊入。二

宗師于同一時代，各就能緣、所緣確立起中國禪宗二主要法門，實

非歷史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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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無心與靈知二體系法門一體

禪宗由「無心是道
4 4 4 4

」到「無心是佛」，開出就所緣邊論諸法門，

如：看「漆桶」、看「不會」、「牧牛圖」與「參話頭」等。

由「靈知之性
9 9 9 9

」到「靈知是佛」，開出能緣邊：「靈知之性」、

「體究」、「惺惺寂寂」、「默照」等修行法門。

二者是一體，何以故？同上節所論：凡夫心識邊言，能緣一定

有所緣，所緣亦同時有能緣；有相分一定有見分，說見分一定含相

分；根、塵相待而有。

祖師講到具體修行時，就所緣之煩惱、妄心、業識，及無明心體

銷融而言，一定有能銷融之靈知覺性與般若智慧，只是側重點不同，

所以隱而不論，或略述而已。就側重能緣邊法門靈知覺性而論，一定

有所對治之無明、業識、煩惱、妄心，亦是隱而不論，或略提而已。

所以客觀言：側重能緣與側重所緣二系統之禪法，本質上一體，

但宗師用有不同。試論二者一體義，以看心之智覺生起、漸次增長

四過程說明之：壹、靈知與無心結合；貳、能緣法門與所緣法門之

交合；叁、靈知智照隨無明大小而消長；肆、根身器界轉化智覺。

壹、靈知與無心結合
靈知與無心，是禪宗「即心是佛」之二個入徑。祖師講到靈知

之性時，一定也必須從無念、無心下手；妄念銷除或根塵銷融，也

自然現出靈知之性。甚至有祖師就把覺照跟寂靜同時並舉。以下試

論二者一體義：

①宗密大師《禪源諸詮集都序》說：

諸法如夢，諸聖同說，故妄念本寂，塵境本空。空寂之心，

靈知不昧，即此空寂之知，是汝真性。93

93 《禪源諸詮集都序》大正藏 48冊，頁 402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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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有三個思考角度：

第一，妄念為根，塵境為塵，此是將能、所二者同時並論。

第二，此妄念、塵境可視為事法之虛妄所緣境，此塵念所緣空

寂，念寂、塵空，即是指無心是道之旨。

第三，「空寂之心，靈知不昧」乃指無心之后，由此無心心

體，現出靈知之性。故可知宗密大師是將無心與靈知二者統合會一，

無心即靈知，靈知即無心，皆本性真心之體。

普照禪師《修心訣》中，承《禪源諸詮集都序》文意，將「空

寂之心」四字換成「諸法空寂之處」，指出止觀在忘塵息念后之靈

知之性。

②《禪源諸詮集都序》又說：靈知是修行妙門。「覺諸相空，

心自無念」，「諸相」指塵與念，謂在反觀自覺時，了達一切色心

諸法，本自性空，心自然寂靜，此是從諸相空，而后無念。「念起

即覺，覺之即無」，是從覺知念起，而銷融妄念。故說修道之途

殊異萬行，唯以「無念」為主體宗要。

綜此段文要旨：空寂之知，唯以無念為宗。可謂從「靈知之性」

與「無念」一體而論。

知之一字，眾妙之門，由無始迷之故，妄執身心為我，起貪

嗔等念，若得善友開示，頓悟空寂之知，知且無念無形，誰

為我相人相。

覺諸相空，心自無念，念起即覺，覺之即無，修行妙門唯在

此也。故雖備修萬行，唯以無念為宗。94

③除宗密大師靈知、無念外，論無心與靈知最受后代推崇，厥

為永嘉大師《永嘉集》中〈奢摩他〉章。〈奢摩他〉從「忘塵息念」

94 《禪源諸詮集都序》大正藏 48冊，頁 402下－ 40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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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塵念二者相依而有，相依而有則自體不有，不有則不生寂滅；

故云：「念非忘塵而不息，塵非息念而不忘。塵忘，則息念而忘；

念息，則忘塵而息。」

因相依而有，亦相依而無，塵念銷寂以后，念所起之分別了知，

滅掉了，塵所安住空間也消失，則一向滅寂，閴爾無寄，本有靈知，
真心天性自然顯現。比喻：好像火焰飛飄空中，火則自滅，「空」

喻有情妙性，「火」喻妄念息滅不生。「忘緣之后寂寂」，塵念

之緣離散后，心則寂靜，「寂寂」指煩惱、業識、妄想、分別心銷融，

此即無心、無念之義，如斯靈知之性亦明明白白顯現。

⑴ 念非忘塵而不息，塵非息念而不忘。
塵忘，則息念而忘；念息，則忘塵而息。

⑵ 忘塵而息，息無能息；息念而忘，忘無所忘。
⑶ 忘無所忘，塵遺非對；息無能息，念滅非知。
⑷ 知滅對遺，一向冥寂，閴爾無寄，妙性天然。

⑸ 如火得空，火則自滅。空喻妙性之非相，火比妄念之不
生。

⑹ 其辭曰：忘緣之后寂寂，靈知之性歷歷，無記昏昧昭昭，
契真本空的的。95

此段「忘塵息念」而后靈知妙性顯現，是大藏經典于修心初學

入門，最細緻下手次第之理論。

④澄觀大師〈答皇太子問心要〉

唐澄觀大師就將靈知之性與無心是道合為一體。順宗在皇太子

時問心要，澄觀大師起首即曰：「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

無住心體，靈知不昧。」

95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冊，頁 389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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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首段話是將真理約攝到現前一念心。此現前之心約攝阿賴耶

識，乃至現前意識心，此含裹身心世界現前識心，真實體性是無住

義。所謂「無住」者，即《金剛經》所說「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生

其心」。此無住心體指着無心、無念之義。
此無住心體即是靈知之性，而靈知之性雖然體相寂然，可是能

夠含攝一切。

第二段又說：「一念不生，則前后際斷，照體獨立，物我

皆如。」「一念不生」指着無心是道，無心是道則證入空，前后
際斷則空。「照體獨立」就是靈知，靈知之性開展而朗然大覺，靈

光獨耀。此段從現前無住無心、靈知之性，轉入開展到照體獨立。

第三段：澄觀大師從前面無住心體、靈知，到一念不生、照體

獨立，將此無心與靈知統攝為寂、知二法。大師謂：寂、知不二，

而攝歸一心，將這一心導入止觀體性。此「一心」體性即寂、知之

真性，開展到空、有二諦，然后進入到三諦，與中道相結合。

⑴ 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
相寂然，包含德用，該攝內外，能深能廣，非有非空。⋯⋯

⑵ 若一念不生，則前后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
⑶ 言止則雙亡知寂，論觀則雙照寂知。⋯⋯是以悟寂無寂，
真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融之中道。96

澄觀大師從⑴理：「至道本乎其心」；⑵行：「一念不生」；⑶證：

「契空有雙融之中道」，從理、行、證三者，將無心與靈知合一、

完整論述。

⑤法融〈心銘〉

如澄觀大師將無心是道與靈知之性統合，祖師中牛頭法融〈心

銘〉亦有此者。

96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冊，頁 459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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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頭大師說：「一切莫作，明寂自現」。「一切莫作」即無

心之旨，「明」者，覺照、靈知，「寂」者，即此靈知無心之體。

法融之「明寂」與澄觀「知寂不二」一樣，「知」就是「明」。

〈心銘〉又說：「境隨心滅，心隨境無。兩處不生，寂靜

虛明。菩提影現，心水常清。」

此段文中，法融大師將心、境二者以類根、塵，一如永嘉大

師之塵、念相依、相無之旨，從而銷融了根、塵，進入靈知，乃

至寂靜、虛明，寂明合一狀態。此亦由根、塵銷融而進入靈知之

範例也。

一切莫作，明寂自現。⋯⋯

境隨心滅，心隨境無。兩處不生，寂靜虛明。菩提影現，心

水常清。97

⑥同《心銘》類似者，還有僧燦大師〈信心銘〉。三祖僧燦也

是從心、境，能、所相待立場來銷融根、塵，根塵與能所銷融后，

即達到空，由空融有，達到二諦融通。「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一

空」就是空，「萬象者」就是有，從空、有相即立場，詮釋知寂義涵，

也是將無心與靈知統攝另外範例。

能隨境滅　境逐能沉　境由能境　能由境能

欲知兩段　元是一空　一空同兩　齊含萬像 98

小結
前述五位宗師中，⑴法融〈心銘〉之「境隨心滅，心隨境無」，

與⑵僧燦〈信心銘〉之「能隨境滅，境隨能沉」，皆有從根塵、能

97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冊，頁 457中－下
98 《信心銘》大正藏 48冊，頁 376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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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相待銷融，而入無心寂靜，由無心寂寂而靈知顯現。此與⑶永嘉「忘

塵息念」而后靈知妙性顯現，考諸⑷宗密謂：「妄念本寂，塵境本空，

空寂之心，靈知之性」，附以⑸澄觀〈答皇太子問心要〉中之「無住

心體，靈知不昧」，五段說法實有異曲同工之妙。是則五位宗師皆從

銷融根塵、無心之旨，趨入靈知之性，此則禪之唯一門路。

貳、能緣法門與所緣法門之交合
前列諸禪宗具體法門中──歷代宗師或從「不會底」與「參話

頭」等，屬側重所緣無明、業識邊論，從無念、無心進入；或從「體

究」、「體取」、「惺惺」等能緣邊講，從靈知、惺寂邊說。祖師

有時也會自然流露出，用功時，同時表現了能緣覺性與所對治無知

業識部分。

試舉祖師具體教人用功之例，說明二者本為一法：

一、體取與「不會」、「話頭」結合

①有弟子問溈山禪師：「什么是道？」溈山答：「無心是道。」

弟子說：「我不會。」溈山禪師說：「會取不會底好。」如何會呢？

「但直下體取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

所謂「體取不會底」，「體取」是能緣邊的靈知之性；「不會底」

是所緣邊之無明、業識。

僧問：如何是道？師云：無心是道。

僧云：某甲不會。師云：會取不會底好。

僧云：如何是不會底？師云：祇汝是，不是別人。

復云：今時人，但直下體取 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99

99 《潭州溈山靈祐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58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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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大慧禪師講：于舉手、動足、著衣、喫飯時，當如何體究？

是只看話頭，還是別有體究？「體究」是從能緣覺知靈知邊講；「話

頭」，是就所緣無明、無知煩惱邊講。

又如舉手動足，著衣喫飯，當如何體究？為復只看話頭，為

復別有體究？ 100

③號稱江南古佛中峰明本禪師謂：參禪要單提所參話頭，于動

靜閑忙中體取。也是講要體取所參話頭。所以，「體取」是從覺性、

從靈知論；「話頭」是從所知邊，業識、無明邊論。

參禪只要痛為死生大事，單提所參話，于動靜閑忙中體取，

決不可執坐為功夫。101

上舉三案例，「不會」與「話頭」，皆是側重所緣邊，從無明

業識妄心邊安立之法門，而祖師都要人「體取」而運心，故知無心

與靈知二法本是一體二用。

二、惺惺與「不會」、「話頭」結合

前面舉體究和「不會」結合，下面談法融、永嘉大師之惺惺，

與參話頭、疑情和不會結合部分：

①禪宗祖師所講之「參」、「看」、「疑」，其體性是能觀覺

性邊，為了思惟方便，今論惺惺：高峰禪師講：提「萬法歸一」話

頭時，要如何運心功夫？「只貴惺惺著意疑」。要提起惺惺覺照、

覺知力量，努力看、去參、去疑，直到惺惺了知性，到窮盡處，就

開悟了。

所以高峰原妙禪師把惺惺和疑情做一結合。

100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930下
101 《天目明本禪師雜錄》卍續藏 122冊，頁 775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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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法歸一一何歸，只貴惺惺著意疑，疑到情忘心絕處，金烏

夜半徹天飛。102

②北宋末佛眼禪師開示看心功夫說：要看「不會底」，除了要

看以外，也用「體究」。「體究」、「看」，其實一樣。同時，佛

眼禪師用了「惺惺」這個字眼，說：「你恁么退步來看，漸漸惺也。

一日光明一日，漸見廣大。」

所以，所看是「不會」，能看是「惺惺」，所謂靈知之性，所

謂了知。

良久，又長噓云：好悶殺人！好難會！祇你那悶殺人是什
9 9

么
9

？悶殺人是誰？你恁么退步來看，漸漸惺也。一日光明一

日，漸見廣大。103

由上可知，法門是一，祖師有時側重了煩惱、無明、業識這一

邊，有時側重了覺性、靈知、惺惺、照體這部分，有時兩者都同時

關注。

叁、靈知智照隨無明大小而消長
經典、祖師中，常以「薪火喻」，明所觀惑業苦境增廣、深密，

反令智慧增益猛盛。今借此薪火喻以明禪宗二大主流，實為一體之

義。何謂也？禪宗二大系統，于薪與火二事中，各取一邊：

薪喻：惑、業、苦，或根塵、五蘊、十二入、十八界之法，為

重所緣邊，疑情、漆桶、不會、黑牛之體。此為無心之旨。

火喻：般若智慧之覺性，為重能緣邊之惺惺、靈知、默照、體

究之體。此為靈知之性。

102 《高峰原妙禪師禪要》卍續藏 122冊，頁 717上
103 《古尊宿語錄》卍續藏 118冊，頁 574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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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明此義，此下從經論、天台止觀、禪宗看心，三部分，析明

薪火喻之義：

一、經論中薪火喻：佛陀在經典裡以薪火喻詮釋禪觀智慧開展，

可見此薪火喻法源。同時透過經典說明薪火喻精神與內涵，以經典

所鋪展之系統層次，建構薪火喻之禪觀理論體系。

二、從天台宗觀察：主要分析智者大師《摩訶止觀》中薪火喻及

相關比喻，所開展止觀理論。因為智者大師所作《摩訶止觀》是中國

大乘禪觀寶典、寶藏，含攝各宗大乘禪觀思想，體系完備。故借用智

者大師《摩訶止觀》薪火喻思想，解析薪火喻在禪觀體系定位。

三、禪宗薪火喻：禪宗祖師對于漸修中智慧來源與智慧增進之

說明，雖不多用薪火喻，但用其他諸喻亦與薪火喻相同義涵，類比

水冰喻及天台諸喻，分成兩個系統：

⒈	永嘉禪等：用薪火喻，取類如經典、天台之薪火喻。

⒉	參話頭：多用大疑大悟、小疑小悟語。如高峰禪師泥多佛大等。

主要以參話頭跟永嘉禪為代表之二系統，說明禪宗如何用薪火

喻思想，彰顯惺惺寂寂、參話頭等法門，功夫悟境開展過程。

一、經論中薪火喻

薪火喻，明一切法門在觀行深化增廣時，轉無明、業識為般若

靈知之理之事。「薪」喻煩惱，「火」喻智慧，以智慧火燒煩惱薪，

薪材漸盡則慧火增盛，此中即有三個思維：㈠智破煩惱—火喻智，
薪喻煩惱；㈡智慧來處—火生由薪；㈢智慧增長—薪多火旺。下以
經典三段說明：

㈠	 智破煩惱—火喻智，薪喻煩惱

經典中多有將智慧喻為火，煩惱喻為薪，明智慧火能破煩惱薪

之義。

①《華嚴經》謂：以智慧火，燒煩惱薪，能永斷生死輪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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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菩薩功德，成就一切智。明確講到智慧火能破煩惱。

以智慧火，燒煩惱薪，永斷一切五道生處，具菩薩行，向一

切智。104

②《佛說除蓋障菩薩所問經》云：菩薩智慧之火，能燒貪瞋癡

等煩惱薪。

以智慧火，能燒所起貪瞋癡等及隨煩惱，是為菩薩能燒煩惱

之薪。105

㈡	 智慧來處—火生由薪

境與智即境與心之關係，經中多有智生由境、境空由智之說，

蓋如兩手互相揩摩。以智由境故，明智慧生起其來源由境，境無量

則智深廣。根、塵、識，煩惱、惑業、無明，皆境也。此智生由境

之說，經中多有此意，亦如水、冰喻旨趣也。

①《大毘婆沙論》解釋四加行中「煖」法名義：煖為勝智，煖

生火出，即能燒薪。然此智火從何而起？以「智于境轉」，說明智

生須仗境而起，再以上下鑽木取火為喻，說明境智相依相生之理。

此為「智生由境」意也。

問：何故名煖？答：智于境轉，故有勝智。煖生能燒諸煩惱

薪，故名為煖。猶如鑽火，上下相依有火，煖生能燒薪等。106

②《十住毘婆沙論》也以薪火喻，說明智慧火雖能燒煩惱薪，

但還須依薪而生，故云：薪材能生智慧火。

104  《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 10冊，頁 721上
105  《佛說除蓋障菩薩所問經》大正藏 14冊，頁 719上－中
106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大正藏 27冊，頁 2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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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是智慧，薪是能生智慧。107

③《華嚴經》亦云：「譬如然火，隨所有緣，于爾所時，

火起不息。108」以燃火須薪緣，薪在火則不息，比喻菩薩成就度

生之方便智慧，須緣有情境界而起。

澄觀大師解釋經義，謂：「火隨薪緣，薪多火在。喻菩薩生

界緣廣，用無有涯。109」比喻菩薩于有情眾生界，所緣廣大，故

力用無有邊際。

㈢	 智慧增長—薪多火旺

①《大寶積經》中，佛對彌勒菩薩說明慧行菩薩之智慧善巧方

便，先舉譬喻，后以法說：有人于大火聚中，不斷投薪木加入火堆，

一直不斷添加柴火，火焰轉更熾盛，光明晃赫，廣大無邊。慧行菩

薩亦是如此，用智慧火燒煩惱薪，煩惱薪越多，智慧火轉更增明，

無有盡滅。

彌勒！譬如有人，于大火聚投以薪木，數數添之。如是添已，

其焰轉熾，彌更增明，無有盡滅。彌勒！慧行菩薩亦復如是，

以智慧火燒煩惱薪，數數添于煩惱薪木，如是添已，智慧之

火轉更增明，無有盡滅。110

②《大智度論》云：「以薪益火，其明轉多 111」此文直接明

于薪助火燒，薪愈多，火光更大。

③《佛說海意菩薩所問淨印法門經》講到：菩薩積集最上佛法，

107  《十住毘婆沙論》大正藏 26冊，頁 90下
108 《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 10冊，頁 226中
109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大正藏 35冊，頁 848上
110  《大寶積經》大正藏 11冊，頁 523中
111  《大智度論》大正藏 25冊，頁 14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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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摧滅一切世間煩惱，隨有煩惱之處，即智火所燒、增長其勢力之

處，輾轉燒燃，慧明增長，終能照破諸煩惱。

譬如有火得乾薪，隨處增長其勢力。

菩薩增長慧光明，悉能照破諸煩惱。112

二、天台薪火喻

《摩訶止觀》第七章正觀為全篇主體，觀法備述。此章根據前

六章所說微妙理論、知見，開展正觀、正行，章中論運心功夫，以

薪火喻而明逆、破、轉業識惑障為慧覺之義。

開章謂：正修止觀時，行、解既立，精進努力，譬如蜡油與焰

明互相資生，三障四魔便紛然競起，產生沉重昏暗及強烈散動，遮

蔽慧明，動盪定水。

智者大師謂：不可隨、不可畏。須更有方便善巧，以智慧覺觀

力觀昏，知道昏暗本質就是智慧，轉昏昧成光明覺性；以止來止住

散亂，了知散亂本身是湛然定心，止散亂為湛澄心水。

當以觀觀昏，即昏而朗。以止止散，即散而寂。113

接下來，智者大師舉了四個比喻：①猪揩金山；②眾流入海；
③薪熾于火；④風益求羅。此四個比喻，前二喻止，后二喻觀，

並以二手互相揩摩喻止、觀互用，除障增明。明而照，定而潤，

相依前行，則如金剛智慧，能割破敵兵陣；如強健定足，能越生

死流野。

如猪揩金山，眾流入海。薪熾于火，風益求羅耳。114

112  《佛說海意菩薩所問淨印法門經》大正藏 13冊，頁 490中
113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冊，頁 49上
114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冊，頁 49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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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熾于火」、「風益求羅」，此二喻觀行，謂以觀智照于癡

暗，則癡暗反增益慧明。「薪熾于火」即前面經典所說「薪多火旺」

之義；「風益求羅」喻中，求羅指迦羅求羅蟲。此蟲身體很微細，

得到風就可以轉大，乃至最后能吞噉一切。以薪、風譬于暗，以蟲、

火譬于明，薪愈多而火相愈盛，風愈猛而蟲身愈大，比喻觀力未成，

所照未暢，觸境成照，其用轉明。

故借求羅以喻能所，觀照于暗，暗增于明。故以薪、風而譬

于暗，復以蟲、火而譬于明。所以薪唯多而火相逾盛，風唯

猛而蟲身越大。115

三、禪宗薪火喻

①永嘉大師〈毘婆舍那頌〉：「如火得薪，彌加熾盛。薪喻

發智之多境，火比了境之妙智。116」

永嘉本宗天台，后為惠能大師所印證，故其禪法有天台思想。

《永嘉集》中〈奢摩他〉「惺惺寂寂」后，功夫增上，發起甚深廣

大智慧，則用薪火喻以明用功之法。惺惺之智火燃燒惑業苦之境界

薪，薪增火旺，此為永嘉禪智增上之旨趣。

②紫柏尊者：「薪多火多，境大智大，離薪離境，火智無

地。117」

紫柏尊者這首偈子，完全從薪多火旺，境廣智深立場來分析、

使用薪火喻，其明境、智相依相生之理，與永嘉大師〈毘婆舍那頌〉

同一意趣。

③高峰原妙：「疑得十分，悟得十分，譬如水漲船高、泥

115  《止觀輔行傳弘決》大正藏 46冊，頁 278下
116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冊，頁 390下
117  《紫柏尊者全集》卍續藏 126冊，頁 91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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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佛大。118」

南宋末年，高峰原妙禪師在其語錄《高峰禪要》中，將「小疑

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與「水漲船高」、「泥多佛大」結合。

「水漲船高」、「泥多佛大」即「薪多火旺」之義蘊，水跟泥是境、

是薪；船跟佛是智、是火。所以「水漲船高」、「泥多佛大」即是

薪火喻不同語詞而同義思想。故可推知，疑與悟之關係，亦為禪觀

中境與智之薪火喻。

禪宗祖師語錄中「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高峰禪

師謂「疑得十分，悟得十分」，其義一也，均以「疑」做為悟之源頭，

此即薪火喻。「疑」就是薪，為「參」、「看」之火所轉而成「悟」，

所以小薪喻小疑、小火喻小悟，大薪大火與大疑大悟完全一致。

參話頭中之疑情是參禪所緣境，此境即惑業之體，即為薪。能

參、能看此疑、能看取不會者，即是惺惺靈知之智慧火，故祖師以

薪火喻之義理說出此「大疑大悟」之語。

小結
以上從經典、智者大師《摩訶止觀》、禪宗祖師語錄敘述中，

可明白了知：

⒈ 薪火喻是禪觀明心過程中必然之路，是于運心入門，智慧火種
發起后，定慧增長之根本理論。

⒉ 薪火喻中，火為惺惺靈知，為能緣之心；薪為無明業識，為所
緣之境。

⒊ 薪火相合輾轉增益，亦能、所相合；境、智互融之義，此為二
者一體，一體而二用。則禪宗二大法門系統——無心（重所緣）

與靈知（重能緣），二者實為一體，祖師于一法上，善巧不同。

118  《高峰原妙禪師語錄》卍續藏 122冊，頁 677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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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列此薪火與二系統法門、理論之對照：

喻 薪 火

法 無明、業識、分別心 看、智慧、覺性

能所 所取境 能看心

系統 無心 靈知

法門 疑情、牧牛、不會、漆桶 默照、靈知、體究、惺寂

肆、根身器界轉化智覺
前三段為祖師對于無心與靈知、能緣與所緣合一說法，再舉

《楞嚴經》對無心與靈知合一之說明。

《楞嚴經》說：一根銷融以后，六根都一起解脫，這時靈知覺

性起了光明，于是正報六根，乃至器世間依報，都轉成靈知覺性。

此世間根塵轉化為智覺之觀行，以「如湯銷冰」為喻：靈知如熱湯，

五蘊世間如冰雪，湯注冰銷，銷融了妄執五蘊身心，身心器世間轉

成無上知覺。此與參話頭「大疑大悟，小疑小悟」同義，疑是無明、

業識、不知；悟是靈知之性，疑悟等比消長，何以故？因二者一體

也。

今汝諸根若圓拔已，內瑩發光，如是浮塵及器世間諸變化

相，如湯銷冰，應念化成無上知覺。⋯⋯根塵既銷，云何覺

明不成圓妙！ 119

所以說，《楞嚴經》中菩薩尊者行二十五圓通，也是從銷融根、

塵，由無心而進入靈知覺性。

119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大正藏 19冊，頁 123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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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前述四段，第一段三祖僧燦、牛頭法融、宗密大師及永嘉大師、

澄觀大師，五位代表性宗師對于修行用功，都是從根塵銷泯入無心

寂靜而顯現靈知，由此明無心與靈知之一體相合。

第二段從修行具體法門而言，「參話頭」、看「不會底」，

為從所緣無明業識邊論之法門，但祖師亦從「體取」、「會取」、

「惺惺」邊，就能觀靈知論。此是從法門運心，見能緣、所緣二

者一體。

第三段功夫增進后，以薪火喻明所緣與能緣一體。薪為所緣，

為無明、業識、煩惱：火為能緣邊靈知、般若，二者實一體，輾轉

增上。又如前引《智論》緣、智各一邊，而明薪火喻，可知：

Ⓐ所緣、能緣皆有薪火喻。
Ⓑ代表所緣──疑情（參話頭），能緣──惺寂 ( 永嘉 )，皆有

薪火喻。

表示在智慧覺性開展深廣之時，所有禪宗法門皆有薪火喻之作

用；亦可知二大系統實一體，各宗師于運心、看心善巧差別故，側

重能緣、所緣有別。

第四段說明無心銷融了根、塵（無明業識），所得到佛之果德、

菩提法身（靈知、寂照之極），因行與果德實相貫一體。

在凡夫修道看心，明心見性成佛之整體過程，從理、從行、從

果上，無心與靈知都是齊頭並進，一體相合。無心與靈知是一體之

兩面，祖師但用有別。列示如下：

心 (識 )
重所緣 牧牛、看不會、黑漆桶、參話頭 無心

重能緣 惺惺寂寂、靈知之性、體究、默照禪 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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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結論

禪宗兩大系統法門，第一，從能緣邊建立法門：靈知之性、惺

惺寂寂、默照、體究；第二，從所緣邊建立法門：看不會、漆桶、

參話頭、牧牛圖。推而言之，二者本是一體而二分，如手心、手背，

翻過來手心在上則手背在下，覆過來手背在上則手心朝下，實是一

物而說從二邊，故用亦有別焉。

永嘉、默照等能緣邊法門運心時，固有所照所惺之對象；而看

不會、參話頭、牧牛圖諸法門在運心時，亦固有能緣取之覺性，以

取心中黑暗、無知之行相。具體而言，二者本是一法，即所謂：空

有不二之中道般若智慧，或謂惺惺寂寂智慧 ( 靈知之性 )，或謂無
心是道。

以下舉南宋大慧宗杲、元天如惟則、明永覺元賢三位禪師對此

法門同異問題之討論。

①大慧禪師說：我初出家，在大眾中習學禪法，固然在臨濟宗

門下學習過，也到潙仰、曹洞、雲門、法眼，其他四個宗派門下參

學過彼宗修學方法，悟了以后方知各宗都一樣，未悟前，修行過程

中還是有不同方便。

達摩祖師傳法只有一個，為什么弟子所傳有所不同呢？因為

眾生根性不同，所以祖師各立門戶，隨眾生機緣而攝化。所以大

慧舉了長沙岑禪師說：如果我一向只是提振宗門上乘之法，就沒

有弟子可以依我學習了，這個庭園、禪堂前面，連拔草之人都沒

有，還要請人幫我來打掃院子。又謂慧忠國師和大珠和尚，兩個

老禪和子所教導禪法，能普遍攝受不同根器眾生，故有值得收錄

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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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僧在眾日，溈仰、曹洞、雲門、法眼下，都去做功夫，來

臨濟下則故是。后來方知道，悟則事同一家，不悟則萬別千

差。既同一箇，達磨祖師又何處有許多般差別來？ 120

蓋眾生根器不同故。從上諸祖各立門戶施設，備眾生機，隨

機攝化。故長沙岑大蟲有言：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須

草深一丈，倩人看院始得。既落在這行戶裏，被人喚作宗師，

須備眾生機說法。⋯⋯

見忠國師、大珠二老宿，禪備眾體，故收以救此一類根器

者。121

《空谷集》中也說：五家分派，本質沒有不同。

曹溪一派，今分為五，此應一花五葉之懸讖也。大抵所傳之

法，本無有異，為各立門庭，施設不同。122

②天如惟則是中峰明本弟子，天如惟則禪師說：五家開展法門

各有不同，用不一而體無二致，開悟以后就沒有不同，別人就不能

唬弄、迷惑你。

如上五家拈弄底，皆略舉其一端，用有萬殊，體無二致。恁

么見得，便見一切異同之法，一切死活之機，到你透脫分

上，事同一家，覓一絲毫差別，了不可得。具此見者名為透

關眼；具此眼者，灼見五宗，別而不別，盡大地人惑汝不得

也。123

120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887下
121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大正藏 47冊，頁 937中－下
122 《林泉老人評唱投子青和尚頌古空谷集》卍續藏 117冊，頁 536上
123 《天如惟則禪師語錄》卍續藏 122冊，頁 96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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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禪宗法門兩大體系本質一體

若以正眼看來，一法猶是假名，五宗復何本據！大概是師家

垂手處，不得已放開一路，曲順機宜。既涉乎語言作用，則

未免各立門庭，不別而別矣。124

③永覺元賢禪師說：雖然五宗差別，實在沒有二道，舉比喻說：

好像海水、江水是一，喻禪味悟了之后是一，可是未悟前，如各種

器皿盛水不同。雖然所盛器皿現出的水不一樣，可是水本質是一，

本質就是所悟法。

雖有五宗差別，實無二道。譬如同一味水，群器盛之，各各

不同。諸兄弟說此群器之水，還有優劣否？ 125

如信手撒水銀，珠珠皆圓；亦如月映千江，江江有月。但隨

家豐儉，作用不同，所以有五宗之別。126

古代有五宗，今日根據祖師說法歸攝成無心與靈知這二家、二

門，無心與靈知二門是從能緣、所緣邊建立。縱使同說是能緣、所

緣，究實言，同為能緣真心邊，惺惺寂寂、靈知之性、體究乃至默

照，也不完全盡同。從所緣邊之看不會、看漆桶、牧牛圖、參話頭

間不同，前節已述。

從理上思惟義解，明了同而不同，不同而同法門旨趣，則運心

之際，自知會通折中，遊刃有余。

124 《天如惟則禪師語錄》卍續藏 122冊，頁 962下
125 《永覺元賢禪師廣錄》卍續藏 125冊，頁 455上
126 《永覺元賢禪師廣錄》卍續藏 125冊，頁 45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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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光禪學院簡介

慈光禪學院創辦于 1996年。院長惠空法師，秉持《俱舍論》「教、
證住世，名為正法住世」之理念，舉出戒律、教理、禪修三者為道法

內涵：

1.	以戒律居道法外圈，做為攝持僧團、清淨身器之用。
2.	以教理確立知見，深入經義禪理。
3.	以禪修為核心，開發心性智慧，養成佛教實修人才。

而弘法、文教等利他事業，則是于三者行有余力之后，隨緣隨份

而為。

慈光禪學院課程分為三部分：

一、 以「律儀清規」預備修道功夫：戒為三學之首，禪觀中都有清
淨身器之預備功夫，中國佛教僧團更宿以清規為千年常軌，故

以律儀做為學程前置之重要課程。

二、 以「禪教融合」相應佛法本質：將南北傳各經論禪觀作綜合比
對，開設各種禪修理論課程。

三、 以「正知覺明」契入慧觀開發：熏修禪宗永嘉禪法及參話頭法
門，每年舉辦 10期禪七。

禪宗及禪觀思想，是中國佛教最重要的核心價值，兩岸雖都有

涉及，但慈光禪學院特別側重發揚，故有值得兩岸佛教青年學習空

間。目前，台灣方面已開放大陸出家、在家佛教青年來台就讀佛學

院。相應于 21 世紀社會急遽變遷、國際化等外在客觀因素，及中
國佛教、東南亞佛教、印度

佛教等佛教三大區塊發展。

慈光禪學院傳承中國佛教大

乘禪觀，面向台灣、大陸及

海外招收出家、在家佛教青

年。報名簡章備索！

禪
修

教
理

戒
律

弘
法

文
化

教
育

慈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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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空法師著述書目及內容簡介
《禪宗看心》：禪宗以看心而明心，利根者直下見性，鈍根者須

法門漸修。本篇從漸修立場，明禪宗看心所緣境，為意識心中無

明行相――「不會」與「黑漆桶」，並以「不會」與「漆桶」之

所緣境轉換過程，建立禪宗法門修證次第。

再從能緣、所緣相待立場，將禪宗二大體系法門交合于一爐，所

謂：側重所緣邊之「不會」、「漆桶」、「牧牛圖」、「參話頭」；

側重能緣邊之「靈知」、「體究」、「默照禪」、「永嘉禪」，

本質一體。

《般若道次第》：以二道三地架構般若經論之成佛道次第。二道

謂般若道和方便道，三地謂地前、登地及地上。以二道貫攝三地，

開展成佛之途：第一，地前行，得善知識啟發，以福為資糧，聞

思修為方便，趣證般若空，成就「空智」；以可樂盡飲為喻。第二，

登地行，證空而不著空，出空入有，成「假智」；以飛魚出水為喻。

第三，地上行，自在無礙入一切有，行莊嚴國土，成熟有情二事，

趣證中道雙照，成「中智」；以神龍飛天為喻。最后將般若經三

地二道，與天台三智三觀結合，期將般若經論修行理論次第，有

以清晰整體開展。

《禪宗心要》：本書搜羅引用祖師語錄、著作，將之會集成一原

則、脈絡，而提出「禪宗心要三義」，所謂一心立宗、即心是佛、

無心是道。此「心要三義」非出新意，皆是古代宗師禪匠數數錚

錚之言，可藉此建立禪宗思想體系，是一本可令讀者具體掌握禪

宗思想綱領及修行法門的「心要」。

《台灣佛教發展脈絡與展望》：本書乃惠空法師二十余年來，所

撰寫有關台灣佛教發展之十九篇文章，修訂后結集出版。或可藉

此與關心佛教發展之人士，一方面檢視台灣佛教過去六十多年來

發展的形態及生存發展的足跡、瞻視未來可能面對的問題及趨勢；

一方面呈顯台灣佛教發展的理念、形式，為佛教三大區塊（中國、

東南亞、印度）提供端倪、征兆，以做為不同角度的省思，及佛

教發展的教材、典範。

《禪修手冊–永嘉禪與參話頭》：慈光寺所提倡的永嘉禪與參話

頭兩個法門，源于唐宋宗師流傳的禪法，重于自力、覺性。法門

與法門之間，在方法、覺受、境界等等都會有很多差異。此《禪

修手冊》做為慈光禪學院基本禪修教材，對于參話頭與永嘉禪兩

個方法的具體操作技巧、用心要領，和操作技巧背后的理論，做

了基本說明。相信對于一般大眾，也應足以做為自己用功運心的

依憑與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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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空法師著述書目及內容簡介

《居士學佛手冊》：本書編輯旨趣，在令初學佛居士，知其學

行尺寸及正見，將身心實踐于具體佛門行事中，而能于生活中履

行福慧之莊嚴。

《永嘉集》DVD（含教材）：《永嘉集》內實禪宗心法而外形天
台理論架構，于教理、行果、願行各方面，都有非常理論性、層

次性說明，可稱天台摩訶止觀之菁華版，是從禪宗立場掌握佛法

本質的理想教材。尤其禪觀操作次第清晰而直接，適合初學及各

根機者做為入手方法。

《高峰禪要》DVD（含教材）：一花五葉，曹洞留下默照禪，臨
濟留下參話頭，至今仍以臨濟參話頭一法為普遍，因其起手極簡，

功效極速、路徑直捷，成就最高。惜因善知識遠離隱沒，佛弟子

不得其門而入。高峰祖師為臨濟宗傳人，所述禪要從初心下手到

修證過程諸般境界，直到開悟行相，都非常詳盡。實是參話頭法

門絕佳指南、是禪宗的摩尼寶珠。

《圓覺經》DVD（含教材）：《圓覺經》以十二位菩薩與佛的
十二個問答，分為十二章。正宗分十一章中，第一章為總，以依

圓覺，永斷無明，方成佛道，為修行所依之理。后十章，依解起行，

廣明上、中、下三根修證。此三根修證是中國佛教禪觀思想之主

流結構，且符合今日次第性、理論性之學習訴求。

《禪觀思想與法門運心》DVD（含教材）：此中收錄慈光寺民國
99年冬、100年春兩屆禪七中，惠空法師講授的禪法課程。其中
有對于禪觀思想的總論，也有禪定境界的檢查，及永嘉禪與參話

頭具體運心的方法，都是比較實用的禪觀理論。

《梁皇大義》DVD（含教材）：《梁皇寶懺》是中國千古靈驗之
懺儀，惠空法師將之做一思想綱領之提攝分析，以助于廣大信眾

禮拜《梁皇寶懺》時信受得益。並于解析梁皇要義前，將懺悔理

論做更符合佛法、符合大眾思惟的分析，讓大眾在思惟邏輯和心

理上都能信受的前提下，透過接受懺悔理論，建立對懺悔法門的

信心，進而實踐懺悔而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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