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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照禪血脈 

台灣慈光禪學院 院長/惠空法師 

 

壹、從〈坐禪箴〉看宏智禪師之禪觀思想 

一、〈坐禪箴〉禪法解析 

二、知照之禪觀體性：理（本覺）、行（始覺）、證（分證果覺） 

三、從照事境至契理智之關鍵→根塵銷解 

 

貳、禪宗宗師對知與照平等使用之觀察 

一、禪宗之知照同用例解 

二、默照禪與禪宗血脈 

 

參、靈知與無念、無知、心之關涉 

一、無念為修行妙門 

二、靈知即無知 

三、心以知為體 

 

肆、禪之靈知與教之如實了知 

一、靈知遍一切 

二、教下聖道果皆為如實了知 

三、聲聞慧與靈知之關涉 

 

伍、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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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從〈坐禪箴〉最核心的價值「知與照」，到正覺宏智禪師的默照禪，到禪宗的相關血脈、

靈知之性，一直到大乘、聲聞乘的禪法，這整個脈絡思路當中，以兩個重點來貫穿整篇文章：

一是以「知、照」做為修行智慧的根源；二是以「根塵銷解」做為知、照運轉過程中突破空

性、證得明心見性、見到自性的重要轉捩點。 

 

關鍵詞：知、根塵銷解、無念、血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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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默照禪已傳近千年，自正覺宏智禪師在天童大振禪風，之後如淨禪師將曹洞禪法傳給道

元禪師，遠播到日本永平寺。惜百年來只聞其聲，不聞其行。今天提倡默照禪，應思考如何

讓默照禪重新回到修行行列裡----默照禪不應是放在博物館的古董，而是生活中的智慧手機。 

要使默照禪回到生活修行當中，必須對默照禪深沈理論與實際用功內涵加以檢視。本文

以默照禪代表性文章〈坐禪箴〉做引子，根據〈坐禪箴〉思想來定位並闡釋《宏智禪師廣錄》

相關的默照禪觀。再由正覺宏智禪師默照禪法來看禪宗相關禪法的特性，乃至與教下般若思

想的關聯，最後從十二緣起禪觀體系來檢視整個默照禪觀。希望透過此系列關聯討論，能更

清晰展現默照禪特性。 

在思想旨趣方面，從〈坐禪箴〉最核心的價值「知與照」，到正覺宏智禪師的默照禪，到

禪宗的相關血脈、靈知之性，一直到大乘、聲聞乘的禪法，這整個脈絡思路當中，以兩個重

點來貫穿整篇文章：一是以「知、照」做為修行智慧的根源；二是以「根塵銷解」做為知、

照運轉過程中突破空性、證得明心見性、見到自性的重要轉捩點。 

壹、從〈坐禪箴〉看宏智禪師之禪觀思想 

一、〈坐禪箴〉禪法解析 

〈坐禪箴〉雖名為坐禪，但不同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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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心等。而是提出以能觀照之覺性，銷解所對應的一切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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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知、照文義同等 

「知」與「照」二者，本質上是一體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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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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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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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知、照不觸對根塵 

知、照在〈坐禪箴〉裡，是做為能觀的觀智、能觀的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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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 卷 頁 98 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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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住」是同一義。所以知照，是在析離了所對的六塵境界，而成就無住色、聲、香、味、

觸、法之妙行。此是〈坐禪箴〉所呈現的第二重要觀點。 

當「不觸事」、「不對緣」時： 

1、知是微－－精深而細微；照是妙－－能神解而無相。 

2、雖知，而無形體、無分別之思；雖照，而無絲毫之影像痕跡。 

析離根塵成就無塵之智時，心所緣的對象是無體的，但能觀的覺心卻獨立而存，所以「無

取」、「無偶」。「知」無「偶」、「照」無「取」，心就沒有對象，故此時之知，照，宏智禪師用

「知而奇、照而了」來表示。此「奇」是獨立存在之義，「了」是了知之義，而此「獨立」「了

知」二詞實為文句上互用之義，故知與照皆兼有獨立而了知之義。由此「知」與「照」皆有

獨立與了知之義，可推而深化，並解明〈坐禪箴〉中此知與照做為默照之思想要義。 

（三）照即「照體獨立」，知即「靈知之性」 

在正覺宏智禪師語錄裡，多處講到修行之後身心世界都消融。在塵境消融過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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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照體獨立」的本質就是「靈知之性」。 

1、照體獨立 

從以上的分析了解到，兼具了獨立與了知的知、照，代表在默照禪中兩個很重要的概念。

從照講，就是照體獨立，從知上講，就是靈知之性。照體獨立是澄觀大師，在對皇太子答問

心要時首先提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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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覺宏智禪師語錄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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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開悟後很重要的境界： 

若爾一念相應，照體獨立，物我皆如。2 

這是從〈坐禪箴〉「照無取而了」之照邊，看到具有照體獨立的特質。 

2、靈知之性 

前論及〈坐禪箴〉圓滿境界，是兼具獨立與了知的「知」。此知獨立，是因為抽離、銷泯

了妄念與塵境。雖妄念空寂而知猶存，此知就是永嘉和宗密大師講的靈知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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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知〈坐禪箴〉表現出在禪觀銷融根塵過程，所存留的是「照體獨立」與「靈知之性」。

而〈坐禪箴〉論理嚴密，文字明白，可以做為理解正覺宏智禪師默照禪運心的重要文章。 

                                                       
2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 卷 頁 66 中 
3 《禪源諸詮集都序》大正藏 48 卷 頁 40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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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照之禪觀體性：理（本覺）、行（始覺）、證（分證果覺） 

〈坐禪箴〉從凡夫五蘊身心，六根對六塵中，達到純淨的智慧，照體獨立，乃至知周法

界，洞明沙界，放光說法境界，此全部過程主體都是照、都是知。以此觀察正覺宏智禪師語

錄，默照禪中知與照，即是真理與智覺，佛法中理、行、證三種智慧都具足，可相應於《起

信論》之本覺、始覺、（分證）究竟覺。以下即從理、行、證三角度，各論照與知之智覺體性。 

（一）論「照」之體性 

1、理（本覺） 

正覺宏智禪師從理（本覺）來說，照的根源是每個有情本來具足，不假修證，具足清淨

的本覺，如自家本有的田地一樣。這片本有的覺性明明白白的照了，像月光清瑩，明白而照。

這個本覺就是諸佛出生示現，甚至涅槃的根源。人人本有，本來具足，故知此照從理（本覺）

上而說。 

渠非修證，本來具足，他不污染，徹底清淨。正當具足清淨處，著得箇眼，照得徹、

脫得盡、體得明、踐得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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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哉人人有之，而不能磨礱明淨。5 

2、行（始覺） 

本分的出家人要老實的踐履，怎樣實踐呢？就在於徹照本源，一直到細微，更細微的本

源之處。這個照，是指有情的始覺，修行的智慧。每個人本有清淨的覺性，卻不能將它磨得

乾淨，因為被灰塵、被愚癡黑闇所遮蔽。所以要透過照，照破癡闇，超過塵埃，顯出覺性的

清淨光明；透過照的工夫，照的智慧，把本有的覺性彰顯。此「照」即從修行智慧，始覺講。 

衲僧真實處，要在履踐，徹照淵源細中之細。6 

妙哉人人有之，而不能磨礱明淨。昏昏不覺，為癡覆慧而流也。一念照得破，則超出

塵劫，光明清白。7 

3、證（分證果覺） 

修行照的工夫昇進，圓滿之時，窮頂、透底，「照」將一切萬物銷融而獨存，叫做孤明獨

照。孤明獨照以後，心開解悟，心花發明，所以能夠應現剎土，能夠入到六道中去，自在無

礙。這是從分證究竟覺，開悟的立場論「照」。 

撒手斷崖，透根塵、窮頂底，孤明獨照，廓徹妙存。自然心花發明，應現剎土，何曾

                                                       
4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 卷 頁 74 上 
5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 卷 頁 77 下 
6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 卷 頁 74 下 
7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 卷 頁 7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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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隔變易來？便能入異類行鳥道，無礙自在矣。8 

（二）論「知」之體性 

1、理（本覺） 

真理本來無我無體，此無我無體的真理覺靈不昧，寂靜而了知。這就是本有的覺性。本

有的覺性是了了常知的，此知非常細微。雖然微細難覓，無形體、無處所，但卻滅盡而不斷

不失，此不失亦不受蒙昧之知，即是眾生本有之靈知。 

道環虛處元無我，靈靈不昧寂而知。9 

一點妙明，圜混混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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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了了常知，其知密微。1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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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靜以後，知就現出來。

寂寂而了知，由知而見，所以知見就是修行過程中所產生的智慧。保持住此了了而光明，靈

靈而知，惺惺寂寂，清楚明白的覺性，這是修行的必要工夫。這是從修行的智慧始覺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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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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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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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法華經玄義》裡，智者大師也講到靈知寂照是佛的知見，所以靈知就是佛的智慧：「靈

知寂照名佛知見，三世諸佛唯用此自行化他。15」 

「知」、「照」在經典或禪宗術語裡都有很多不同用法，教下經典上用「知」多，用「照」

少，而且「知」的範圍較廣，真、妄都有「知」。宗密大師在《禪源諸詮集都序》中討論知與

智不同，謂知為真如之體，故自然常知，而非是智照了達之智。知則凡聖皆有，智則聖有凡

                                                       
8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 卷 頁 78 上 
9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 卷 頁 41 上 
10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 卷 頁 76 上 
11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 卷 頁 101 中 
12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 卷 頁 6 上 
13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 卷 頁 65 下 
14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 卷 頁 36 下 
15 《妙法蓮華經玄義》大正藏 33 卷 頁 79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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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而宏智禪師語錄中，「知」與「照」的本質相同，通共使用，「知」、「照」都是心，都是

覺性。但正覺宏智禪師雖「知」、「照」皆用，然用「照」多，用「知」少。為什麼會出現這

種問題呢？除了個人因素對「知」、「照」二字文字運用習慣外，從語錄本身觀察──正覺宏

智默照禪是以開悟、證悟的境界為本質，故多用「照」字。 

三、從照事境至契理智之關鍵→根塵銷解 

用知、照去照事境，然後契入理境的過程中，最關鍵、最核心的思想就是根、塵銷解。《永

嘉集》〈奢摩他〉章說到，在忘塵息念，惺惺寂寂後，則知滅對遺。此「知滅對遺」恰能表示

出根、塵的狀態，「知」指能知心，「對」指所緣所取的外境，意謂惺惺寂寂後，則內心念與

外塵境皆滅盡、亡失。 

正覺宏智禪師語錄中，到處可見相同之義，〈坐禪箴〉中觸事、對緣之義，即是能所相待，

亦即根塵關係。對於正覺宏智禪師之默照禪觀，其修證過程次第或有不同解析16，今此則著

重分析默照禪觀析離根塵之過程，以五段說明之： 

（一）根塵對立 

根塵本質虛妄不實，執著實有是世間凡夫的知見。無知愚癡心體，妄取而有，由根、塵、

識而產生種種塵勞、煩惱黏縳，而淪落生死。所以，宏智禪師講，世間人依循根、境、識來

做生命的安排，不管把生命安排得多麼順利、安樂，組合得多麼圓滿成功，可是落入根、境、

識，就離真理很遠。 

所以，修行者必須要在根門未成就，有色身沒有六根形成時，妄心情識還沒有落入塵境，

順著塵境流轉生死時，要立下智慧的觀察，才能徹底解脫生死輪迴。這講到根、塵是生死輪

迴的根本。 

用根境識作道作理，直饒爾安排得順，鬪飣得成，遠之遠矣。17 

與因緣未和合，根門未成就，胞胎未包裹，情識未流浪時，著得箇眼，何患不了。18 

（二）析離黏縳 

佛法修行要從根、塵和合生識裡，析離根、塵的黏縳，把根、塵生識的作用析離開來。

所以宏智禪師講，心、智無所住著外境，無所緣色身，則能離開聲色，離開見聞知覺。心不

取境，心無所住，心無所緣，則不被外塵所縛，就能超越生死。 

又說，智慧不落入六根，此不落入六根的智慧就能照了無盡；不落入根塵和合，就能照

破根、塵。智慧如果不落入根、塵的情想、取相，就能把外面虛妄的根塵世界隔離、斬斷，

乃至於內心、外境兩相脫離。 

                                                       
16 參見〈默照禪--正覺宏智禪師禪法解析〉發表於 2008 年天童禪寺曹洞宗研討會 
17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 卷 頁 69 下 
18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 卷 頁 78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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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修行時第一步，即停止根、塵、識的作用，把根、塵、識的作用消除掉。 

心無所住，則法離見聞。智無所緣，則道超情謂。19 

不涉根門，照盡而綿綿。全超塵想，直得光境俱斷，心法兩忘。20 

（三）泯超對待 

不住著根、塵時，進而泯除及超越根、塵對待。此時所成就脫離根、塵的智慧，就是一

種無塵之智。無塵之智出現時，是一種虛而靈，寬闊而明亮的智慧。雖能照見萬象，卻沒有

萬物可以碰觸，達到耳雖聽聲而沒有聲響，眼雖見色而沒有塵境，沒有紅綠長短的塵相，能

見與所見都寂滅、寂靜。 

淵湛寂默，徹照源底。箇處虛而靈，廓而明，雖有昭然自鑑之像，而無影響相偶。21 

耳應聲而無響，眼有照而亡緣。22 

（四）全境即智 

智照了境，能將境銷融，根、塵相融時，智與境無二無別，此謂全境即智。所有的境都

轉成了智，外在的一色一塵都是自己內心的智慧。達到全境即智，可說是照體獨立的境界。 

照與照緣，混融不二，心與心法。[泳-永+曶]合無差。23 

靈機妙運，觸事皆真。更無一毫一塵，是外來物爾。24 

（五）根塵互用  

根塵相融為一體後，根即是塵，塵即是根，色即是見，聲即是聞。一切外境都轉成覺性，

都是自己的心，一切塵境，都是自心的智慧。這時，所有山河大地，一色一聲，一香一味，

都是我們的眼睛，我們的耳朵。所以，祖師講，聲音就是我的耳朵，色塵就是我的眼睛，六

塵處處都轉為我的六根，山河大地即是我的法身。這個時候，說法的是自己，聽法的也是自

己。真理即身心，身心即空性。 

見處立色不得，全色是見。聞處立聲不得，全聲是聞。乃至香味觸法，亦復如是。25 

說者即是聽者，聽者即是說者。根塵融理智混，自他同心法一。26 

以上從正覺宏智禪師《廣錄》所開展根、塵解析相融的過程，可說即是〈坐禪箴〉中對

默照禪觀具體而微的表現，其理論體系是相同一致的。 

                                                       
19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 卷 頁 36 上 
20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 卷 頁 7 下 
21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 卷 頁 75 中 
22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 卷 頁 49 上 
23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 卷 頁 4 中 
24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 卷 頁 74 下 
25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 卷 頁 71 上 
26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 卷 頁 7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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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禪宗宗師對知與照平等使用之觀察 

之所以將正覺宏智禪師禪觀思想，和禪宗祖師的禪觀思想做一交涉，是因 1、正覺語錄

中引用許多禪宗祖師資料。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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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有其根源，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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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擬從宏智禪師以知、照「一體二名」的角度觀之，檢視禪宗祖師知照同用之思想，以說明

默照禪與禪宗之血脈關聯。 

一、禪宗之知照同用例解 

知、照做為默照禪的主要內涵，雖多用「照」，少用「知」，但亦有知、照二者同用，做

為同義語詞看待。除了以〈坐禪箴〉為明顯的參考文獻外，再舉兩個例子： 

能夠透得出根、塵所固攝的山河，打破虛空，就能夠「靈靈而知，歷歷而照，跨步應世，

在諸法頭上行」。此處「知」跟「照」文字語法的使用，是開悟了的智慧，是無分別智，也是

後得智。所以說，這個時候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等到具足圓滿時，則山又是山，水又是水。

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是無分別智；山是山，水是水，是後得智。知與照都是從後得智、無

分別智，正覺聖智的立場來理解。 

齊若從此透得出，靈靈而知，歷歷而照，跨步應世，在諸法頭上行，箇時山不是山，

水不是水。若具足成就，山是山，水是水，小是小，大是大。27 

雖工夫到了極至處，即使智慧無形無知，卻仍有知跟照。這時，境到了虛無微細處，知

照仍能攝持境到極細之處。說明工夫到了無功用處時，也仍然有無知之知。這時的知、照本

質，就是「無知而知，無照而照」，般若無知的特質。 

一點環中照極微，智無功處却存知。28 

已知〈坐禪箴〉以知、照同用，開展整個默照禪觀理論。此處再舉其他禪宗祖師知、照

同用為例，證明知、照在禪觀修行中之價值，及與禪宗血脈的關連。前已說明知、照二字雖

使用形式有別，但都具有理、行、果三者。今且從文字語法的運用來看知、照使用的情形：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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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說明知、照二者，都是果證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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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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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7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 卷 頁 68 上 
28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 卷 頁 6 上  
29 《禪源諸詮集都序》大正藏 48 卷 頁 402 中 
30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大正藏 47 卷 頁 76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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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善慧大士語錄》第二章章名「真照無照」，清涼國師〈答皇太子心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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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知、照互用 

1、汾陽無德禪師講：「我佛有真眼，照盡世間疑，三千大千界，一念能總知。31」無德

禪師在這邊用知跟照來表達遍知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切，知跟照都是一種遍知。 

2、黃龍慧南禪師講到：「般若無知，隨緣即照。32」是用照來解釋般若的無知之知。 

3、圓悟佛果禪師講：「千聖莫能知，萬靈沒照鑑。33」這兩個知、照也與般若無知的「知」

相同意思。 

（三）知即照義 

1、《宗鏡錄》謂修行智慧成就以後，不需作意去泯除智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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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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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恁麼真實？師曰：真心寂照，湛然無際。35 

（四）知、照互解 

1、《肇論》說：「斯則知自無知矣，豈待返照，然後無知哉？36」這句話，是用「照」來

詮釋「知」為無知之知的含義，是一種互相詮釋的筆法。 

2、《宗鏡錄》說：「靈知之性，雖無名相，寂照無遺。37」是用「照」來詮釋「知」。能夠

遍照無遺漏，用遍照來詮釋靈知之知，所以也是一種解釋的語法。又謂：「以無緣之知，照實

相之境。38」也是用能照實相，來詮釋無所緣的靈知之性。 

3、僧肇大師在《注維摩詰經》裡，則翻過來用知來解釋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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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了達的意思。所以說「無知而無所不知」，用「知」來解釋「照」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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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汾陽無德禪師語錄》大正藏 47 卷 頁 627 上 
32 《黃龍慧南禪師語錄》大正藏 47 卷 頁 630 中 
33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大正藏 47 卷 頁 742 下 
34 《宗鏡錄》大正藏 48 卷 頁 887 下 
35 《萬法歸心錄》卍續藏 114 冊 頁 817 上 
36 《肇論》大正藏 45 卷 頁 153 下 
37 《宗鏡錄》大正藏 48 卷 頁 629 中 
38 《宗鏡錄》大正藏 48 卷 頁 62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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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唯一切智乎。39  

（五）知、照皆即體之用 

《宗鏡錄》裡講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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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慧照用。所以「知」詮釋心體，

「照」詮釋心用，照與知是體用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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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從禪宗祖師們對知與照二種智慧同義使用的情形可知，〈坐禪箴〉之知照同義而用，是普

遍而正常的情況，語錄中照多用，知少用，其實二者無別。 

二、默照禪與禪宗血脈 

前面論及，默照禪從根、塵銷解到達靈知之性、照體獨立，乃至能放光說法，此與荷澤

神會、圭峯宗密主張之靈知之性，乃至溯及永嘉大師《永嘉集》，都可說有著血脈相連的關係。

在宗密大師《禪源諸詮集都序》、《圓覺經大疏鈔》裡，將禪宗分為三宗四家，其中將如來藏

宗分為兩家：以荷澤靈知之性為一家；以懷讓、道一、百丈、黃檗之洪州宗「即心是佛」為

一家。而牛頭宗法融則被判成是般若性空的思想。 

在檢視牛頭宗法融禪師留下的著作裡，主要根據《景德傳燈錄‧法融傳》及卷 30〈心銘〉

思想。法融旨歸般若空宗，在法融傳及〈心銘〉中確實講到要隨心自在，無須對治，即名常

住法身，乃至一切都亡，如夢幻無有等： 

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41 

〈心銘〉中也講到，無照最微妙，無知而知要，這也是反對知、照的說法，以遣知泯照為修

行上者： 

無照最為微妙，知法無知，無知知要。42 

所以，法融禪師對於修行，主張一切無修無得，不用對治，一切空無所得，觀點完全符合《般

若經》的思想。這是從理上論，從果證上論： 

直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43 

雖然法融禪師講到「無照微妙，無知知要」等泯除知、照的言詞，也有祖師大德從「無

照微妙，無知知要」兩句話來說明法融反對知、照，摒除知、照。但這是只見其一而不見其

全，事實上，《般若經》裡除了空性之理，也有很多修行次第的問題。同樣，檢視法融禪師思

想觀行，也須兼顧空理闡述與修行方便之差異。 

                                                       
39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 38 卷 頁 365 上 
40 《宗鏡錄》大正藏 48 卷 頁 417 下 
41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 卷 頁 227 中 
42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 卷 頁 457 下 
43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 卷 頁 45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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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宗各家都從根、塵的銷融入手，此固然不足以做為立論宗派血脈相通之立論，但在根、

塵銷融的過程中，如何銷融根、塵，可以看到禪法的異同。傳、銘中「無修無得，不作觀行」，

這是從上根、證得的立場。退而求其次，從漸次修行的過程，即使法融的〈心銘〉裡有反對、

否定知跟照的價值，但從通篇文章觀之，法融禪師大量用到「知」、「照」之詞，在雙方面核

對並以全文前後讀之，了解其實法融的無知、無照即是般若，等同《般若經》之「知而無知」，

僧肇大師的「般若無知」。以下即從修行邊之觀行次第與修證境界來看法融禪師與默照禪之血

脈關係： 

（一）觀行次第 

茲以傳中「答博陵王問」對於知、照的討論，來分析法融禪師對禪觀次第修行的觀點： 

1、本無知，起自息 

博陵王問：心取境，緣色發識之時，若謂無有色塵外事為心所緣之境，云何得知有一能

緣境之心去緣外塵，而欲息此念色塵之心耶？ 

意謂若無外色，則內無念心，何須有息妄念之事耶？ 

法融禪師就用知、照來回答。答云：心緣色塵，識心初起時，外色塵與內心念，二皆緣

會空寂，亦無有一能知、能緣境者。心即是知，以知照內心念初動，而心本實無動相，故所

起之心念亦自本無動相，不息自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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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本發非發，爾時起

自息。44 

此與永嘉大師「忘塵息念」，實意旨相通。 

2、知自無知 

法融禪師回答知、照以後，博陵王接下來問：如果按照法融的回答，繼續提著知、照的

功能，境現心動雖無形跡，則心有所知此無相之境，境謝滅而知尚在，此知反轉為境，心心

相續，還是落在生、滅當中。 

法融禪師回答：心境的相依生起中，究實當下，前、後心境其實沒有動轉。所以他有一

句「前境無變謝，後念不來今」，因為一切法當下都是空寂的，所以沒有前念、後念的來去問

題。只要我們當下一念，當下凝忘，於當下無相、無念。凝忘就是無相、無念，那裡有前念、

後念相續生滅代謝呢？所以當下無念就是無知，這個知就叫做無知，如果知有所知的話，就

表示還沒有會到無念，沒有會到法的當體即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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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之隨隨去，不離生滅際。 

                                                       
44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 卷 頁 22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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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曰：色心前後中，實無緣起境，一念自凝忘，誰能計動靜。此知自無知，知知緣不

會。45 

所以，法融禪師傳中「此知自無知，知知緣不會」這兩句話，其實跟永嘉大師的「但知

而已」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3、恰恰用心時 

博陵王接著問生活中如何用心的問題，法融禪師回答一頌，為永嘉大師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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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融禪師就用這一頌來回答：正用心時，常時皆用而無心。雖無心相，然卻恆常隨宜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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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

用，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46 

他在講完這首四句偈以後，講到「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所以無心就是有心，這話

跟前面的「知而無知」「無知而知」，實是同一語句。 

4、惺惺寂寂 

除了法融傳，在〈心銘〉也有《永嘉集》中「惺惺寂寂」之說法。〈心銘〉謂「惺惺了知，

見網轉彌。寂寂無見，暗室不移。」意思是單有惺惺，則妄想紛飛，單有寂寂就暗昧無知，

所以必須要惺惺寂寂同時平等，這個思想也為永嘉大師所繼承。所以他說「惺惺無妄，寂寂

明亮」惺惺寂寂是平等無二的。惺惺寂寂平等以後，「萬象常真，森羅一相」。 

惺惺了知，見網轉彌。寂寂無見，暗室不移。惺惺無妄，寂寂明亮。萬象常真，森羅

一相。47 

以上講到法融禪師禪觀思想中，觀行昇進次第的理論，可以說與永嘉大師的思想有非常

緊密的相連關係。 

（二）修證境界 

對於修行成就後的境界，法融傳及〈心銘〉提到二個問題： 

1、照體獨立與靈知之性的彰明 

（1）靈知寂照的表述 

                                                       
45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 卷 頁 227 中-下 
46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 卷 頁 227 下 
47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 卷 頁 45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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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隨心滅，心隨境無」，這是講到心、境相依存，相待而泯的過程。心、境都寂靜時，

剩下什麼呢？「寂靜虛明」。「寂靜虛明」這樣的語詞在默照禪中大量出現，寂靜就是默，虛

明就是照，這四個字可說是默照禪裡很常見的用法，而且用法一致。當根、塵銷融後，所得

到的靈知之性，就用「寂靜虛明」來表現。 

境隨心滅，心隨境無。兩處不生，寂靜虛明。菩提影現，心水常清。48 

（2）靈知寂照的比喻 

「菩提影現，心水常清」，這一水中現影，空有雙照的比喻，也是默照禪中所常見，茲舉

《宏智禪師廣錄》比對： 

閑雲卷雨秋空闊，明月流輝夜水寒。49 

無住也浮萍流水，自由也飛鳥行雲。50 

（3）照體獨立的表述 

〈心銘〉在表達功夫成就後，用了一句：「實無一物，妙智獨存」，此「妙智獨存」相當

於默照禪裡的「照體獨立」，茲舉正覺宏智禪師「照體獨立」比對於下： 

實無一物，妙智獨存。本際虛冲，非心所窮。51 

若爾一念相應，照體獨立，物我皆如。52 

2、後得智中分身化物之妙用 

前面妙智獨存是無分別智，爾後〈心銘〉就開展後得智，即教下之空有雙照思想。〈心銘〉

謂「正覺無覺，真空不空」，無覺者真空，不空者妙有，這就是般若的無知思想，謂般若無知，

無知而知。三世諸佛皆乘此雙照空有、真空妙有之宗而證法身，法身即遍一切而含容。所以

說「此宗豪末，沙界含容」，表現了「一多無礙」的思想。此在默照禪裡也有所謂「一多無礙」

的思想，謂「微塵中轉大法輪」、「大而無外，小而無內」，這都是在一切不可得，一切空相中

所展現的妙有思想。 

正覺無覺，真空不空。三世諸佛皆乘此宗。此宗豪末，沙界含容。53 

一椎下出生諸佛，生即無生。微塵中轉大法輪，轉無所轉。54 

可謂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具足千變萬化。55 

                                                       
48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 卷 頁 457 下 
49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 卷 頁 89 下 
50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 卷 頁 103 中 
51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 卷 頁 458 上 
52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 卷 頁 66 中 
53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 卷 頁 458 上 
54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 卷 頁 5 上 
55 《宏智禪師廣錄》大正藏 48 卷 頁 3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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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融禪師主體思想，歸宗於般若無得無修立場，一切都不可得，此為真實義。然而在修

行的次第、方便而言，則與永嘉大師的《永嘉集》及默照禪思想，確實有非常吻合及清晰的

血脈相通。 

默照禪核心內涵是知與照。宗密、荷澤的宗旨是靈知之性，然而靈知跟「知」、「照」是

一體的。永嘉大師在《永嘉集》裡也提出了靈知之性，在奢摩他、毘婆舍那修行止觀過程中，

強調靈知之性是做為修行主要意涵。 

而檢視牛頭法融禪師思想，從〈心銘〉和〈法融傳〉看到在修行用功止觀次第，與永嘉

奢摩他是完全一致的。再者，〈心銘〉與〈法融傳〉在修證部份，也隱含了默照禪中照體獨立

及含融無礙的思想。正覺宏智屬於曹洞，是青原行思一脈，行思、荷澤、永嘉都是六祖弟子，

法融是惠能叔輩，這幾家宗風門庭都不一樣，可是我們檢視各家思想，確有血脈相關的痕跡。 

參、靈知與無念、無知、心之關涉 

默照禪有照體獨立、靈知之性的特質，成就此靈知之性必先銷解根、塵。此念塵銷解而

深化即是無念，無念即是知。由無念即知，明白此即般若無知。般若之知，是從般若中觀立

場而說；無念之知，是從如來藏心性立場來講。在此透過無念即知的概念，將般若與如來藏

思想做一溝通。 

一、無念為修行妙門 

從〈坐禪箴〉看默照禪思想，引出兩個重要觀點：1、根塵的解析；2、根塵解析後，彰

顯靈知之性與照體獨立。 

從大乘三宗來看，三宗從十二緣起的無明、行、識這三支開展出來。如來藏從法性的清

淨邊論真妄，唯識、中觀則從法的虛妄邊論述，如八不、三性，就是從根、塵對立邊起始而

開顯法的真實性。然其共通處，都是要銷融一切現前身心世界。此銷融身心根塵的共通入口，

就是「無念」。 

歷代祖師亦多有提出以「無念」為修行入道要門。如宗密大師以空寂之知為真理之智，

而了悟此空寂者，心自無念，意謂無念即知，知即無念，修行妙門唯在此「無念」也，雖備

修萬行而唯以此無念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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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北宋末之圜悟禪師，亦謂修行只是盡凡情。凡情若盡，則聖量、聖境自然現前，而此盡

凡情之法，則是放捨外緣之境。妄境若無，則寂靜無念，此為一切賢聖入道不二之途也。 

祖師道：但盡凡情，別無聖量。凡情盡處，聖量見前。直須頓歇妄緣，無念、無為，

放教虛靜，千聖萬聖未有不從此門而得入者。57 

                                                       
56 《禪源諸詮集都序》大正藏 48 卷 頁 403 上 
57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大正藏 47 卷 頁 75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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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知無念為修行要門，以下即舉經論、祖師對「無念」修道意涵的說明： 

（一）無念為真如本義──理 

1、《六祖壇經》 

《六祖壇經》惠能大師立「無念」為宗，釋解無念云：真如是心念的根源、體性，念是

識心之念，念想分別是真如體上之用。真如體性起念，此念雖落入見聞覺知，可是真如卻不

染萬境常自在。 

以無念本意是真如，無念的本質不是從根、塵上說，而是說真如本身就是無念，或是說

清淨心本質是無念的。真如跟心是同一概念，清淨心本來就是無念，真如本來就是無念。有

念是因為虛妄不實而有念，這是從法義軌則差別性而建立。 

真如是念之體，念是真如之用。性起念，雖即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常自在。58 

2、荷澤神會〈顯宗論〉 

荷澤神會也是以無念為宗，為修行的歸趣。〈顯宗論〉中以真如、真空為萬法之根源、體

性，真如體就是無念，真空體即是無生，凡夫要能夠契會真空、真如，方能明心見性。 

如何回歸真空、真如呢？就要無念而念，無生而生。無念之念即相應真如，因為真如體

即無念，所以無念之念，就是念真如。實相本質是空，是無生，無生而生就是會入實相。因

為真空實相就是無念。 

無念為宗，無作為本。真空為體，妙有為用。夫真如無念，非想念而能知，實相無生，

豈色心而能見？無念念者，即念真如。無生生者，即生實相。59 

3、《起信論》 

《起信論》謂一切境界五陰、六根、六塵畢竟沒有念想可得，為什麼呢？因為一切的五

陰、六根、六塵都是由心所現。心本身無形無相，有相者是因無明無知，所以真如本質就是

無念，無念本質就是真如。因為真如實際上是無知無相的，所以有念即離真如，無念才是真

如。「無明迷」，所以認為心有念，心實在不動、無念。所以，《起信論》講到，真如體是無念，

有念則非，有念則虛妄。 

推求五陰，色之與心，六塵境界畢竟無念。以心無形相，十方求之終不可得。如人迷

故，謂東為西，方實不轉。眾生亦爾，無明迷故，謂心為念，心實不動。60  

4、延壽大師《宗鏡錄》 

延壽大師從能所皆無立場，說明所謂知初心、初相，就是解釋「無念」之意：能知的智

無體不生，所知的境也性空、無相，所以無智、無境，那有心念初起細相，及了知初念的智

慧。說能夠知到、見到初相，就是說明了初相是虛妄不生，見到初相，就是見到自體無相，

                                                       
58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大正藏 48 卷 頁 338 下 
59 《景德傳燈錄．顯宗論》大正藏 51 卷 頁 458 下 
60 《大乘起信論》大正藏 32 卷 頁 57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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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無念。 

今自通言：所知之相，從本已來自性空無。能知之智，從本已來無有起時。既無所覺

之相，亦無能覺之智，豈可得言有細初相智慧可知？而言說知初相者，即是現示無念

道理。61 

從《起信論》、六祖、荷澤神會、宗密都講以無念為宗，其義是因無念的本質就是真如實

相，因真如實相的本質就是無相、無念，所以無念是從現有妄念返歸真如的知見。 

（二）無念為修行入手──事行 

以上，祖師將無念做為修行的理或根源，而無念尚有做為下手工夫的思想。此下手工夫，

即從根、塵相待析離的過程來顯現。 

無念之行，從根、塵銷解入手，又與無知、無住、無相結合相通，如《金剛經》謂「不

住色聲香味觸法，而生其心」。有念是因有根、塵對立，銷解根塵即入無念處。故僧璨大師《信

心銘》、法融和尚〈心銘〉、桂琛和尚〈明道頌〉等，都從根塵的對立分析禪法。從解析心境

的相待，才能會入無念的真如。 

1、《信心銘》：「能隨境滅，境逐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62」 

2、〈心銘〉：「境隨心滅，心隨境無。兩處不生，寂靜虛明。63」 

3、〈明道頌〉：「見聞不脫如水中月。……快須薦取脫却根塵。64」 

無念相對於有念，有念的「念」是什麼？有念怎麼會轉換成無念？ 

首先舉羅什跟僧肇在《注維摩詰經》中對無念與妄念之解釋。羅什謂：無知癡惑識心，

初初生起，是心造作，名為「動」。心分別取塵境而印執深刻，則名為「念」。是則「動」與

「念」本是同一分別識心，前後有粗細不同。 

肇師亦釋「動念」謂：妄心生起為動，思維起我為念，心不生起則無念想，無念想則不

分別，能通達此無念，則是能入不二法門。 

什曰：惑心微起，名為動；取相深著，名為念。始終為異耳，無取遣受也。 

肇曰：情發為動，想我為念也。不動則無念，無念即無分別。通達此者，是為入不二

法門。65 

六祖惠能大師亦以無念為宗，謂在一切境上不取境、不染著，叫做無念。於自心念上能

離境界，就是智。境就是法，心不取境，亦不取法。《金剛經》講：不住色、聲、香、味、觸、

法而生其心。雖然不於六塵上生心住著，但不是斷絕思維，所以他說「莫百物不思，念盡除

                                                       
61 《宗鏡錄》大正藏 48 卷 頁 491 中 
62 《信心銘》大正藏 48 卷 頁 376 下 
63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 卷 頁 457 下 
64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 卷 頁 453 下 
65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 38 卷 頁 39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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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一念斷即死，別處受生」，雖然於念上、塵境上不起念執取，可是這個念是無念而念。 

於一切境上不染，名為無念。於自念上離境，不於法上念生。莫百物不思，念盡除却。

一念斷即死，別處受生。66 

無住禪師雖廣演言教，亦以無念為宗，回答相國杜鴻漸謂：對初心學者，必須教學息妄

想心念，澄淨意識分別宿習，工夫力久，心澄靜則慧光鏡明，眾物自了。此時則能了知一切

塵念皆無體性空，心自寂靜，則前息念澄識之無念亦無，唯寂寂不生，是為無念。 

對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識浪。水清影現，悟無體念。寂滅現前，無念亦不立也。
67 

（三）無念即知 

離開了根、塵的對待，逹到無念，如何以此無念深入觀行？無念即是知，所謂「無住生

心」，以「知」故深入觀行。 

《宗鏡錄》永明延壽大師對「無念即正知」，有如下說明：不是有念有知，也不是無念無

知，有無都是想，所以都不是正知。要無念但要有所覺照，所以無念而照。這個無念而照就

叫做正知。永明說有念有知是妄知妄念，無念無知是落入昏沈，落入無記，所以有無都不對，

俱非正知，正知要無念而照，在沒有念想影像之下，而能夠照了，這才能夠真正的正知。所

以，永明延壽就是以正知來表現無念。 

非是有念有知，亦非無念無知。有無皆想，俱非正知。但無念而照，名曰正知。68 

永明延壽所說「正知」就是靈知之性。而從根塵相待，塵念銷融過程中，將靈知的運心

漸次講得最詳細的，就是永嘉大師〈奢摩他〉章。 

〈奢摩他〉章先以「忘塵息念」功夫達到惺惺寂寂後，進一步詮釋此惺惺寂寂靈知之性

的相狀：念塵並銷，寂靜無相，不落斷滅，非無知覺，故說不是如木石一樣無知。此知覺者

所知對象為何：①寂靜之境；②寂靜無相之知自身。二者皆落能所，皆非真知。真知者，但

知而已。 

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知，如手執如意，非無如意手。若以自知知，亦非無緣知，如

手自作拳，非是不拳手。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知，不可為無知，自性了然故，不同

於木石。69 

所謂但知者，又名無知，此無知之性異乎木石，也叫初心處。初心不能長久保持，會有

妄想、接續，乃至寂靜等五念。五念停息，回復初心，名為一念。一念即是無念，一念即是

靈知之性。所以永嘉之無念、一念，即是靈知之性。 

                                                       
66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大正藏 48 卷 頁 338 下 
67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 卷 頁 234 下 
68 《宗鏡錄》大正藏 48 卷 頁 780 上 
69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 頁 38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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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此五念停息之時，名為一念相應。一念者，靈知之自性也。70 

二、靈知即無知 

前面講，無念透過根、塵銷解而達到靈知之性或照體獨立，這是禪師修行理論。此一修

行理論，在教下般若、中觀體系的經典，及禪宗祖師語錄，也可以找到相關理論及思想。無

念與靈知其實是兩個概念，既無念，而又有靈知而知一切，靈知的本身就是無知、無念，而

一切知。這是從祖師無念、靈知得到的第一個論點。 

第二個，無念所對應的根、塵相對銷解，所謂靈知之性或照體獨立，須由無念在根、塵

銷解中得到。這是從以上所談到禪師無念、靈知思想中所得到的第二個結論。 

這兩個結論，或謂無念而念，靈知而知一切，無念就是「知」，「知」就是無念。或謂達

到靈知之性，須透過無念根、塵銷解。就般若、中觀思想而言，就是「般若無知」的思想，

可以說，般若就是靈知之性。當然《般若經》的思想跟禪師靈知的思想是不同的兩個思想系

統，但事實上在理論系統有多處可以相通。兩者對問題思維模式、對問題切入門戶──1、根、

塵的銷解；2、般若清淨的展現與靈知寂照的展現。這兩點是共通的。 

就這兩點觀察，以下舉《大般若經》、《大智度論》兩部經論，及僧肇大師的《肇論》、吉

藏大師的《淨名玄論》，由佛、菩薩、祖師們這四部經論所詮述的理念看來，在中觀般若思想

系統裡，確實存在著無念與靈知共通的禪觀理論系統。 

（一）《大般若經》 

《大般若經》第 595 卷講到，什麼是般若波羅蜜？能於六根（眼、耳、鼻、舌、身、意）、

六塵（色、聲、香、味、觸、法）乃至於六識，無知無見，是謂般若波羅蜜。 

若於耳、鼻、舌、身、意界無知無見，是謂般若波羅蜜多。……若於聲、香、味、觸、

法界無知無見，是謂般若波羅蜜多。71 

同樣的地方，《大般若經》又講到，能夠對眼根不捨自性，乃至耳、鼻、舌、身、意、色、

聲、香、味、觸、法，六根、六塵、六識不捨自性，能夠於根、塵自性遍知，就是般若波羅

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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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於

自性如是遍知，是謂般若波羅蜜多。72 

《大般若經》同一處前後兩段，文若相反而義則相成的文字，可以看出，現前生命相待

的根、塵境界即是般若境界。般若就是對於根、塵能「無知而遍知」。經文雖沒有講到對「根、

塵的無知與遍知」語句，所表現的思想確實如此──既是無知無見，而又能遍知。此段經文

表現出般若是無知而知，知而無知，先無知而後遍知，即是先照真諦，後照俗諦，乃至雙照

二諦，空色無二。 

                                                       
70 《禪宗永嘉集》大正藏 48 卷 頁 390 中 
71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大正藏 7 卷 頁 1077 上 
72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大正藏 7 卷 頁 107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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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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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樹菩薩在論中特別講到，智就是能知的心，緣是心所對之境，即所取的五蘊身心境界。

所說的緣、智，就是常途所說的「境」、「智」，或是「緣」、「觀」二法。緣、觀也好，境、智

也好，所說的智跟緣二法是相依而有的，所以智的清淨離不開緣的清淨，緣的清淨也離不開

智的清淨。論中還特別舉如火燃薪的比喻，火比喻智，薪比喻境，薪火是相依而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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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清淨」有種種名字，或名「如」、「法性」、「實際」，或名「般若波羅蜜」，或名「道」，

或名「無生無滅」，「空」、「無相」、「無作」，「無知無得」，或名「畢竟空」等，如是等

無量無邊名字。73 

智跟所緣都是清淨的，而清淨有種種名字，此清淨之義可謂「如」，或是「法性」，或叫

「般若波羅蜜」，或叫「無生無滅」，或叫「空」，或叫「無相」，或叫「無知無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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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觀的智空寂，所觀的境無相，此空、無相就是「無知無得」的智慧。智與境是相待

而有而無，它就是般若波羅蜜，也就是無知的狀態。般若就是無知，無知就是般若，境、智

都是清淨的，相待而清淨，可以說是智境雙泯的境界。 

論中又舉了薪火喻，薪火喻又是一個止觀的過程。佛典裡有很多薪火喻，永嘉大師《永

嘉集》毗婆舍那，就是用薪火喻來詮釋智慧增進的開展。《大智度論》中，「譬如無薪，火無

所燃」，此句實為說明智慧火之根源本於塵境薪，智能夠照見境的空性，所以境智雙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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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喻對於禪師在①境智相待、②止觀漸修、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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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肇論》 

《肇論》〈般若無知論〉裡，論主設問：般若緣取真諦，因為緣真諦，有所緣故，所以應

有「知」，為什麼說「般若無知」？ 

回答謂：般若就是能知的智，五陰就是所知的境，所知是所緣的境、所緣法。「知」與「所

知」是相待而有，相待而無的。既然是相待而有的，所以不生。 

般若即能知也，五陰即所知也。所知，即緣也。夫知與所知，相與而有、相與而無。 

……緣所不能生，故照緣而非知；為緣之所起，故知、緣相因而生。是以知與無知，

生於所知矣。74 

                                                       
73 《大智度論》大正藏 25 卷 頁 507 上 
74 《肇論》大正藏 45 卷 頁 15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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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說「緣所不能生，故照緣而非知。」既然「所知」與「能知」是相待而有，就是眾緣

而有，眾緣而有就是不生。緣境既無體空寂，故「般若無知」，此就「無知」而論。 

若就知而論，既然眾緣而有，為緣所生起，有緣故有知。論云：「為緣之所起」，故知、

緣，相因而生。肇師於後並補充說明此知或無知實為一體，知與無知，同照於境，以境有「空」、

「有」，故知有「有」、「無」也。此以因緣而生故空，空故因緣而生之立論來說明。 

（四）《淨名玄論》 

《淨名玄論》設問：為什麼般若具足了「知」跟「無知」兩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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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知而知。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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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如如境智中不礙緣生萬象，故明白「知」，是為般若，俱「知」與「無知」二

者，能同時俱存無礙。 

三、心以知為體 

相對於般若中觀思想用「境」有無，來表現「知」與「無知」的般若智慧，如來藏經典

則以心統攝一切萬法，以「唯心所現」理論詮表宇宙一切根源。藏經中如來藏經典很多，茲

舉《華嚴經》和《起信論》兩部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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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三界虛偽，唯心所作，離心則無六塵境界。77 

禪師也講心就是知，即靈知之性，認為一切修行本源在於心。而心的相狀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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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觀大師在《答

皇太子心要》也講到，心體的本相、本質就是靈知，乃至大到宇宙真理就是心： 

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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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淨名玄論》大正藏 38 卷 頁 884 上 
76 《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 9 卷 頁 465 下 
77 《大乘起信論》大正藏 32 卷 頁 577 中 
78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 卷 頁 45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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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圜悟禪師及大慧禪師都舉古德一首偈子： 

正說知見時，知見即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如今。師拈云：若明心達本，知見歷

然。79 

圜悟禪師對這首偈子做一簡單詮釋──「若明心達本，知見歷然。」說明能見心就是知見，

知見就是見心。所以「知見即是心」這一觀點，從大慧及圜悟禪師對這句話的引用，說明這

句話在圜悟禪師之前就是很具代表性的思想。 

禪師將靈知之性的根源放到真心或如來藏的「心」上，背後就是如來藏經典的思想理論；

般若中觀的宗師將般若思想──「無知」的理論放在二諦上，二諦的背後就是般若。兩個思

想體系──唯心如來藏思想，及二諦般若中道思想，在禪師思想理念裡，理論的表述雖有不

同，但在對於「知」的共通點，可說有個交會之處：如來藏思想以一切萬法由心所現，而心

的本質、體相就是「知」；般若中觀的理論認為一切身心、根、塵的境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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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如來藏思想或般若中觀思

想，都將真、妄二者轉化為「知」，這是從以上兩節文字所得到的結論。 

肆、禪之靈知與教之如實了知 

一、靈知遍一切 

大乘如來藏宗思想，認為心是一切萬法根源，心是大道。而般若中觀宗，以雙照二諦中

道思想為真實。是心也好，中道、二諦也好；以心來含攝萬物也好，以二諦來雙照萬物也好，

表現出的體性、相狀都是「知」。由此觀之，「知」之一法，在大乘思想裡是遍一切的。 

《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引荷澤神會大師的說法，認為要對真理有圓滿的知見，必須體認

到：所有一切修行法門，乃至一切萬事萬物，染淨萬法，體性都是寂知，都歸攝統一在寂知

之性下。反之從「知」而言，「寂知」的體性就是宇宙本源，能夠展現當下全體，隨種種因緣

而現出種種教法，乃至染、淨、根、塵一切萬事萬物。荷澤神會之說，與前面《華嚴經》「心

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理論相通，也與《起信論》「三界虛偽，唯心所作」，一切法離心即無

六塵境界的思想一致。而且荷澤大師為了要解明這樣的思想，以鏡作喻，「知」喻為鏡的光明，

一切諸緣萬法就如同鏡中所現的影像，鏡明能現影像，影像為鏡明所現。 

圓通見者，必須會前差別取捨等法，同一寂知之性。寂知之性，舉體隨緣作種種門，

方為真見。寂知如鏡之淨明，諸緣如能現影像。80 

宗密大師的《禪源諸詮集都序》立心為一切萬法根源，亦如前《華嚴經》、《起信論》等

如來藏思想所講的「心」。真心為一切萬法之本源，可是宗密大師強調這個「心」，在剎那剎

那的心念中，及分分段段的萬物之中，只是一個名字，「心」的本質是「知」。既然「心」只

是一個名字，具體的「心」在那裡呢？宗密大師確然指謂：「知即心體」，此知不是六識的分

別了知、分別的心識妄想，而是在剎那剎那心念及分分段段萬物之中，真正的靈知之性。宗

密大師也舉了水的比喻，如水有種種形體，有清水，有濁水，有波濤，有漣漪，不管是清水、

                                                       
79 《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大正藏 47 卷 頁 793 上 
80 《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卍續藏 14 冊 頁 558 下- 55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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濁水、江水、池水、波濤或者是漣漪，都有濕的特性。一切水相都有濕，就好像一切的色心

諸法上都有這個「知」一樣。 

直須悟得水是名，不是濕；濕是水，不是名，即清、濁、水、波、凝、流，無義不通

也。以例心是名，不是知；知是心，不是名，即真、妄、垢、淨、善、惡，無義不通

也。81 

《起信論疏筆削記》提出禪宗祖師有相同思想，謂萬法的本源是空寂之體，空寂之體即

是心，空寂之體具有能「知」的智覺，一切萬法本性就是空性： 

祖師云：空寂體上自有本智，能知知之一字，眾妙之門。82 

憨山大師在《夢遊集》也講到，真智不是識心的妄想，而是本性上的光明，本明的智光。

以法性空寂的即體之用、自性智光，來表明不是識心的妄想。體性覺明的智光是清淨而湛然

明覺的，這智照之體卓然而獨立。可是眾生迷惑，將真如湛然獨立之體，內變為妄想，外變

為萬物，於是內外對立，愚癡黑暗，種種貪欲惡業現前。故此「知」是覺、迷之分野，迷則

內心、外境對立，善惡果報分明；覺就是清淨，一切法清淨湛然。所以知是真妄迷悟的樞紐、

關鍵。憨山大師特別講，古人說「知」既是解脫成正覺的微妙之門，也是生死輪迴禍害之根。

所以欲從現前凡夫，生死流轉的惑業交雜情境當中還本還原，就要仰仗自性本覺的智光，內

破妄想，外融塵境，妄執破則塵境自消，內外統攝歸入清淨覺性。而此覺迷轉換根源就在一

個「知」字： 

知即真知，乃自體本明之智光。此一知字，是迷悟之原。以迷則內變真知為妄想，故

意不誠，不誠故不明。外取真境為可欲，故物不化，不化故為礙。是則此一知字，為

內外心境，真妄迷悟之根宗。古人云：知之一字，眾妙之門、眾禍之門是也。今撥亂

反正，必內仗真知之力以破妄想，外用真知之炤以融妄境。83 

由荷澤、宗密乃至憨山等諸大師，皆明文提出「知」遍一切染淨。又如前文澄觀大師〈答

皇太子心要〉亦謂「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此靈知能包含德用，該攝內外，能深能廣，亦明

顯指出心即知，知遍一切。 

二、教下聖道果皆為如實了知 

上來已明宗門下謂「知遍一切」，今再從佛陀大、小乘教典中檢視，得知教下對「知」之

詮表，亦貫穿在整個修道過程中。 

教下謂真實之知為「如實了知」，是所謂的正知，正知即正智慧。修道過程中有方便慧與

真實智差異，有大乘與聲聞乘差異，而「知」在此從迷入覺解脫過程，始從發心，終到究竟

都存在。以大乘而言，從根塵的銷解，到無分別智，乃至佛的十力，都是如實了知。以聲聞

教法而言，此如實了知始從生活的行、住、坐、卧，乃至內心煩惱的起伏，一直到修行的法

門：從四念處，到以數息、不淨等破昏沈妄想入四禪，乃至對十六加行的觀察──苦、集、

                                                       
81 《禪源諸詮集都序》大正藏 48 卷 頁 406 下 
82 《起信論疏筆削記》大正藏 44 卷 頁 330 上 
83 《憨山老人夢遊集》卍續藏 127 冊 頁 81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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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道，甚至最後得到盡智、無生智及三種根，整個過程都是所謂的如實了知，也就是所謂

真實正確如實的知。茲舉幾個代表性的修道階段說明： 

（一）正知而住 

《瑜伽師地論》說明何謂「正知而住」呢？謂在生活中每個細節「正知而住」，舉往返例

子說明：到遠處去，往返之間，去時心了了知正在去，回來時心明白念在回來。對於該去或

不該去，很清楚；該回還是不回，也很清楚。總之，對於所有的每件事情都非常清楚，就叫

做正知。 

所言往還正知住者，謂於自往正知我往，及於自還正知我還。於所應往，及非所往，

能正了知。於所應還，及非所還，能正了知。於應往時，及非往時，能正了知。於應

還時，及非還時，能正了知。於其如是如是應往，及不應往能正了知。於其如是如是

應還，及不應還能正了知。是名正知。84 

何謂正知？《瑜伽師地論》對此做了明確定義：在一切時間，在一切境界，對於所面對

的境界，能夠依循正確的軌則而守護心，叫正知正念。 

正念正知，於一切時、於一切種所緣境界，能如正軌守護其心，是名最勝正念正知。85 

進而，生活中能如實了知，覺察到煩惱生起、增長，能很快的迴轉過來；覺察到煩惱過

患，也能了解如何對治、降伏，如此就能證得清淨，得到煩惱的淨化，最後諸漏永盡： 

如實了知自心雜染愛樂，速疾迴轉無譬喻性；又能善知如是雜染心有過患性；又能善

知如是雜染心還滅方便。由如是故，心清淨行苾芻，速能證得無上心清淨性，所謂諸

漏永盡。86 

人問趙州和尚，他如何修行用功？趙州和尚回答說，餓了就吃飯，睏了就睡覺。問：如

此趙州跟別人有什麼不一樣？趙州說，別人吃飯時不老實吃飯，睡覺時不老實睡覺，他該吃

飯時吃飯；該睡覺時睡覺。此正知而住雖不能同比於趙州吃飯、睡覺，因趙州已過吃不著一

粒米境界，但仍不失為修行相應處、起手處。禪法就是在生活中能如實了知，能正知正念。 

有源律師來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

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

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校。所以不同也。87 

（二）四念處 

在修行過程，四念處也是如實了知。《大毘婆沙論》講到，由四念處於自相、共相如實了

知，能夠斷惡修善。念處體性是智慧，因為有智慧的力量，對於身、受、心、法境上自相、

共相能如實了知。因為如實了知境的自相、共相，所以能發起眾善，引導生起眾善，就好像

                                                       
84 《瑜伽師地論》大正藏 30 卷 頁 414 上 
85 《瑜伽師地論》大正藏 30 卷 頁 821 中 
86 《瑜伽師地論》大正藏 30 卷 頁 582 下 
87 《景德傳燈錄》大正藏 51 卷 頁 24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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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眼之人，能導引盲者離害。所以在三十七道品中，佛最初說四念處，進而行四正勤，斷惡

修善。四念處為總相，別相如數息，佛告訴比丘，若有外道來問在結夏中如何修行？要說修

數息，出息如實了知，入息如實了知，於所有一切十六種勝行中如實了知。修不淨觀亦如是，

對死屍的青淤、膿爛，一直到骨索種種不淨相，皆能如實了知。 

有餘師說：諸修行者，先由念住於身等境，自相、共相如實了知。除自相愚及所緣愚，

導起諸善，如有目者引導盲徒，是故最初說四念住。由念住力，了知境已，於斷修事，

能發正勤，故於第二說四正勝。88 

（三）禪定 

修四念處、修數息、不淨以後，就進入四禪禪定。《俱舍論》謂，心一境性就叫做禪定，

心一境性即心清淨，心清淨本質是靜慮。為何名靜慮呢？靜慮是寂靜審慮，寂靜而審慮就與

禪宗默照的概念接近，寂靜審慮就是如實了知，所以說心在定，如實了知。此審慮本質是以

明了抉擇特性的「慧」為主體。 

契經說此為增上心學故，心清淨最勝即四靜慮故。依何義故立靜慮名？由此寂靜能審

慮故，審慮即是實了知義。如說心在定，能如實了知。審慮義中置地界故。此宗審慮

以慧為體。89 

（四）觀無我 

《瑜伽師地論》卷 97 說，於身、受、心、法，觀都無有我，如實了知，身、受、心、法

中，有者、無者都沒有，對於身受心法中沒有所謂「有我」或「無我」之境，於此真實義如

實了知故，心得解脫，就是盡智。 

復於一切身受心法，觀唯有法，都無有我。於一切有，深心厭捨不起加行：謂我當有，

或我當無。如實了知此中，無有 有者、無者。彼由如是如實知故，漸於見修所斷三漏

心得解脫，得盡智故。90 

（五）無分別智 

大乘謂一切境都是不真實性，不管是般若、中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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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對此

「有」跟「非有」無二的無分別境，能如實了知。 

空有二種：一所知，二智。所知者，謂於眾生遍計性所執法中，及法遍計性所執法中……

即於此中，有及非有 無二之性，無分別境。智者，謂緣彼境如實了知。91 

《唯識二十論》謂能夠成就出世無分別智，才叫做真覺。進而成就無分別智後，後得智

                                                       
88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大正藏 27 卷 頁 497 上 
89 《阿毘達磨俱舍論》大正藏 29 卷 頁 145 中 
90 《瑜伽師地論》大正藏 30 卷 頁 855 上 
91 《顯揚聖教論》大正藏 31 卷 頁 49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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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間境智現前時，能如實了知一切境界真實平等。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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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所得世間淨智現在前位，如實了知彼境

非實，其義平等。92 

《起信論》講到，如實了知就是真心的智體，也就是法身、如來藏。法身、如來藏的本

質就是如實了知。所以，佛具足十力，能如實了知一切因緣，於一切有情眾生所有事相如實

了知。此佛十力之如實了知，《大般若經》中特別強調須假無所得為方便。大乘如實了知與聲

聞如實了知最大的分野，即在此「無所得為方便」。前面《顯揚聖教論》所謂「有及非有無二

之性」，亦同一意趣。 

若以無所得為方便，如實了知因果等法，處非處相，是為處非處智力。93 

大乘的如實了知與聲聞乘的如實了知，《大般若經》跟《顯揚聖教論》提醒，二者如實了

知的差異，在於對法實體有無的認知，聲聞乘認知法有實體，大乘認知法為空性，所以大乘

的無分別智是無知而知，知而無知。故大乘無知與禪宗靈知自然會通。然聲聞的如實了知，

又如何與禪的靈知會通？ 

三、聲聞慧與靈知之關涉 

既謂「知遍一切」，意即染、淨諸法都有「知」的存在，也都有「心」的存在，再細緻而

言，即是染淨諸法皆具有本覺、始覺與究竟覺之體性。 

前說聲聞乘之知，從最開始的「正知而住」，到四念處的「如實了知」，對治昏沈妄想要

「如實了知」，修行法門的數息、不淨也要「如實了知」出入息等境，進入禪定的靜慮也是「如

實了知」，乃至見道、修道、無學道中三無漏根：未知根、知根、具知根，也是一種「如實了

知」。而大乘從無分別智的「如實了知」，到佛的十力也是「如實了知」。這些都是修行的聖道，

此諸「如實了知」之間，是同還是異？若異又有何別？ 

（一）境、智差異 

從境、智二者之差異來看，依俱舍有部及瑜伽而論，茲從聲聞思想以十八界為實有，與

大乘思想對論： 

1、聲聞乘的境是真實有，有六根、六塵的實體；大乘的境是假名而有，或謂因緣而有。 

2、聲聞乘的智，是有所緣的心，或有取境的智，或有所住境的知；大乘的知是無知、無

取、無住。 

3、從境智合論而言，聲聞乘是心、境各自對立；大乘是境智雙泯、境智合一。 

（二）十二緣起支相應不同 

                                                       
92 《唯識二十論》大正藏 31 卷 頁 76 下 
93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大正藏 5 卷 頁 301 中 



宏智禪師誕辰 920周年禪學文化研討會  

27 
 

除境智差別外，再從十二緣起流轉與還滅而論：聲聞「慧」在無我智，此當十二緣起支

中第七受支，「定」在離貪、欲、五蓋，此當十二緣起支中第八愛支，「戒」在清淨身器，此

當十二緣起支第九取支，皆未達到根、塵析離、六根互用、境智相泯之智，此實為大小乘「知」

之根本差別也。今以十二緣起各支相應法門圖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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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緣起、三乘、自他二力禪觀法門相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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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銷解根塵與否 

前說聲聞乘與大乘的差異，關鍵在對根塵諸法有無的知見不同。今再從理、行二邊，分

析銷解根塵在契入法空之地位與價值： 

1、從理上說 

（1）《大智度論》謂：「一切取相禪定中修聖道，皆無是處。94」 

（2）《金剛經》講：「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3）《摩訶止觀》依《中論》四門不生來破法遍： 

若橫、若竪皆得見王，故約橫論觀，辨破法遍也。橫門者如中論八不：不生、不滅、

不常、不斷、不一、不異、不來、不去。95 

（4）《般若經》或《大智度論》中所引佛以方便智慧，破一切法令空。 

這都說明一切外境本質虛妄，如果能取之心從虛妄境而生，則能取之心當然也是虛妄。

所以僧肇大師云：「以緣求智，故以智為知。緣自非緣，於何而求知？96」。因為所緣境是因

緣而起，因緣而起之境所以空寂。緣境空寂，能緣之智也就無相而寂知。這是從理上說，境

是假名而有或因緣而有，所以境空、境假名有。因為境空、境無相，所以智無知、智不可得。 

2、從行上說 

《金剛經》講「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生其心」，「無住生心」，就是要在根、

塵相對當中析離根、塵對待關係，因為唯有析離根、塵對待關係，才能夠達成無念、無住的

特質。《六祖壇經》中也講，無念、無住、無相，乃至荷澤、宗密一系所講的「無念為宗」都

是修行入手的工夫。 

雖知《金剛經》「不住生心」，六祖的無念、無住，或荷澤神會的無念，但對於如何無念？

如何無住？祖師們所講還是過於簡要。根器利者或許可從中契入，中下根行者則不易懂得如

何去無住、無念。因為所謂無住、無念，是心性從虛妄轉入真實，從假有到真空的轉換過程。

從十二緣起支來看，無住是觸支，因為根、塵、識三合名觸，所以要從銷解十二緣起觸支開

始下手。《金剛經》的「不住生心」、無念旨趣，都從此十二緣起觸支下手。但要到達境智雙

泯過程中，還要穿過六根的生命結構，進而再到達名色的融合，到達名色支。所以修道過程，

要經過銷解十二緣起支第六支觸、第五支六根，及第四支名色，從六觸支到六根，到名色支，

這是非常漫長的過程。 

千經萬論、大乘各宗，都將真妄轉換樞紐集中在根塵識，《金剛經》無住六塵而生其心，

已為眾生契入十二緣起第六支「觸」支開啟入門。《楞嚴經》二十五圓通則是切入「六入」支

進達「名色」支之一重要代表經典。 

                                                       
94 《大智度論》大正藏 25 卷 頁 237 上 
95 《摩訶止觀》大正藏 46 卷 頁 83 中 
96 《肇論》大正藏 45 卷 頁 15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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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銷解根、塵的方法，大藏中、歷史上，諸多門派宗師皆有其機感相應者，但流傳至

今尚有文字可資憑藉入手修證，可供眾人共同驗證之理論與法門，當推參話頭中大慧、高峰、

中峰師資，及永嘉大師之《永嘉集》，此二法門及其理論。如何具體下手銷解根、塵？參話頭

從意地無明、無知下手；而與默照禪、靈知之性血脈相關的《永嘉集》，則是此中理論與實修

之代表者。 

《永嘉集》中對如何從塵境的不真實，進而轉換到心念的不真實，分析得非常細膩，故

實用價值珍貴。在奢摩他章「忘塵息念」一節中，說明了塵境跟識心相依相待關係，進而彼

此相泯銷融的過程，達到塵念相亡之惺惺寂寂。此惺惺寂寂，永嘉稱為天真之性，即是靈知

之性也，進而說明此惺寂之知為「但知而已」。 

而對於塵境析離的理論，則在「事理不二」分析：謂萬法有一無形的邊際，物與物間有

一近於虛空、虛無的界限。當心如實了知萬法真實性，就能觸摸到無形的邊畔，證得法的虛

空邊界，也即是到達虛空或無形無相真理。永嘉大師對於禪觀之進入，要有個「如實了知」

的過程，講得非常貼切。 

在此修行過程中，當透過「忘塵息念」的工夫，又以「如實了知」的智慧到達事體、事

物無形的邊畔，或身心境界如虛空一樣的界線時，突破了形相，突破了隔礙，會得空性真理，

這時的知，由如實了知的知，轉化到知而無知。永嘉大師對此轉化後之知，加以清楚界定，

謂之「但知而已」。 

所以，永嘉大師《永嘉集》對於知遍一切染淨諸法，及如何從虛妄之知，了達「知即無

知」這個理論，做了非常好的詮釋導引與實際下手工夫。 

伍、結論 

一、從十二緣起觀宗派差異 

從宗派的差別相說：宗密大師將禪宗分為三宗四家，後來又有五宗門庭施設；教下則有

天台四教，華嚴五教等等之判分。大乘教下與禪宗，對於各宗思想各有不同的分法，當然各

有各的針對與時節因緣。 

從宗派的會通而言：千經萬論都不離大乘三宗，如宗密大師於禪宗、教下會通時，將禪

宗跟教下融會成大乘三宗。而三宗思想的返本還原過程，則從佛陀根本教法十二緣起來檢視： 

1、觸支：大乘論覺性返源，都須從銷解根、塵下手。銷解根、塵過程，初開始是從觸支

切入，就是析離根、塵、識的和合觸，相當於《金剛經》的「無住」。 

2、六入支：先析離根、塵、識的和合，根、塵、識的和合析離以後，根、塵取境生識作

用沒有了，但根、塵的體還在，所以要進一步消解六根。這部分如唯識所說：賴耶相分流轉

為根身與器界，器界與六根存在是深細於意識的。《起信論》講三細六粗，意識也有所謂智相、

相續相、執取相等不同深細差別。說明了，在意識無用與六根銷解二者之間，還有淺深的次

第。這個淺深次第就是從十二緣起之次第，觸為六根之用，六根為觸之體，六入與觸支之間

體用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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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色支：從十二緣起觸支的根、塵銷解，穿過六入支，然後六根歸入了名色，到達名

色支，最後將能所、名色、根塵之對立徹底銷融，證得無分別智。 

所以，從凡夫根、塵、識的對立，一直到能所銷融，此銷融過程，就是所有大乘三宗，

各宗各派共通的歷程。典籍中，大乘各部經典，乃至禪宗的三宗都不可能超越此過程，所以

才會在各宗各派典籍中看到共同的論述，因為這是宇宙根本的結構。因迷此宇宙根本結構，

眾生生死流轉；由迷返覺，也必依此結構本身轉化過程的必經之路。至於各家是依如來藏－

無明支，還是唯識－識支，中觀般若－行支來轉化，進而到達究竟的佛法身，這又是在修行

上更深刻的境界，也是各宗各家指導修行之理。所證三宗境界已屬無分別智，分證法身的地

上菩薩境界。 

從十二緣起的觸、六入、名色支來看，大乘各宗，既然都有共同的過程，各宗就會有共

同點，所以默照禪與大乘教下及禪門各宗相通也就理所當然。至於大乘跟聲聞乘關係，也可

在十二緣起中定位，以第九、八、七支，配屬聲聞乘的戒、定、慧三學，前面圖表也已表列

很清楚。 

上來已確認、理解了大乘教下、宗下，各宗各派都必須歷經此契入無分別智的歷程，可

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宗派差別？這裡面有兩個問題： 

1、從理上說：依理起行，以行契理。各宗各家各相應於大乘三宗為修行宗旨，即十二緣

起無明支、行支與識支，依所相應三宗之理不同，而行法不同。 

2、眾生根器：眾生根器不同，所以宗師根據眾生根器而開出不同法門，法門不同，力用

亦別。如水是一個，落到器的時候，就會形成千差萬別。器有固定之用，理則難以就具體事

功而用，譬如喝水不能到江海去捧，要用水管引水，用茶杯喝水，所以茶杯跟水管有各自的

功用。固然要由差別相中了解各宗法門的差別力用，同時也要知道各宗差異背後共通之理。

這也是探討默照禪血脈中所得到的重要觀點。 

二、血脈與門戶 

同姓血親為堂，異姓血親為表，堂為親，表為疏。然而人世間親疏非絕對以血脈親疏而

論，或有血親為手足而視若路人，或有三千里外而親如一家。佛法中佛如祖宗，百代而下血

脈流衍不知凡幾，法如血脈而宗派如門戶，雖宗派門庭不同，而未必血脈不通。 

佛陀教法本自有大小、深淺、事理、頓漸、真實、方便之差異，實則法本一味，根器有

別也；又如都城為一，門開八方故所入者不同也。不以淺深、頓漸而得法有二，不以所自殊

方而入城殊域。不以族姓不同而割裂血脈，勿以門庭殊名而捨法門利益。若能利益大眾於明

心見性，又何礙成其大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