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走向正覺 11

   1 路逢劍客須呈劍 17
祖師禪的修行三漸次
1.1 倚天不出，誰與爭鋒？

1.2 寶刀屠龍，誰敢不從！

1.3 雙劍俱毀，金剛現前

   2  箇是天童老古錐 29
宏智正覺禪師簡介
2.1　人各有口，非汝憂也

   3  不觸事而知，不對緣而照 35
宏智正覺禪師〈坐禪箴〉
3. 1 有所作為的「照」就「不妙」     

3. 2 饞、纏、蟬 

   4  須恁麼參究 45   
宏智正覺禪師語錄第 1則

4. 1 落在染淨對待，就不是「清淨揩磨」       

目次



   5 真實做處，唯靜坐默究 51    
宏智正覺禪師語錄第 2則 
5.1 靜坐是「心坐」、不是「屁坐」        

5.2 睡覺的人精進、還是打坐的人用功？

   6  超因緣，離能所 59    
宏智正覺禪師語錄第 3則
6.1　「超人」也必須是人

6.2　出家：出「妄想之家」，入「生死之家」

   7  枯寒心念，休歇餘緣 69  
宏智正覺禪師語錄第 4則
7.1　在生活裡，展現生命的實相        

7.2  修行，就只是這麼一回事！　  

   8  渠非修證，本來具足 79　  
宏智正覺禪師語錄第 5則 
8.1　從「默」下手，徹「照」體明      

   9  雖然恁麼，不得不為 85　    
宏智正覺禪師語錄第 6則
9.1　退步是向前，撒手真精進　



  10　諸佛諸祖無異證 93  
宏智正覺禪師語錄第 7則
10.1　難嗎？還是易？

  11  轉身就位，借路著腳 99   
宏智正覺禪師語錄第 8則
11.1　魚水相忘於江湖

  12  事事頭上，恰恰具足 105　
宏智正覺禪師語錄第 9則 
12.1　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        

  13  卻解借功，名為誕生 111　  
宏智正覺禪師語錄第 10 則
13.1　在用功，但不受「在用功」的影響　      

      

  14  其用自沖，不可盈滿 117  
宏智正覺禪師語錄第 11 則 
14.1　執持不忘，就會變成「六識外道」

  15  活計冷湫湫時 123   
宏智正覺禪師語錄第 12 則 
15.1　果然如此！果真如是！　



  16  觀身實相，觀佛亦然 129   
宏智正覺禪師語錄第 13 則 
16.1  不居功、不執取，即此用、離此用      

  17  唯證相應，不可授手 135  
宏智正覺禪師語錄第 14 則 
17.1　紅塵不到我，一塵不我外 

  18  空其所，存其妙 141  
宏智正覺禪師語錄第 15 則
18.1　是「有」、還是「無」？　　　　　     

  19  只箇家風，任君收拾 147   
宏智正覺禪師語錄第 16 則
19.1　為誰辛苦、為啥忙？

附錄一：加入祖師禪林「法施功德會」，讓更多人知道佛法的好！

附錄二：感恩法施功德主！祖師禪林「法施功德會」護持名單         

　  







序  走向正覺     11

序  走向正覺



12      正覺默照

2012 年 2 月，我在祖師禪林主持第一次的「默照禪

七」，隨即又在同年 3 月，在法鼓山「禪修教理研習營」

繼續講解默照禪法的開創祖師、宏智正覺禪師的語錄。

這件事讓很多人感到意外：果如法師不是專教話頭嗎？

怎麼撈過界來教默照了？

我，不得不為。

近幾年來，我看到很多默照禪法的修習者，把默照

這個方法「默咧造（台語抱著走，正好是默照的諧音）」，

住著在「默照禪法」的法相上。比方說，以「修默照」

為理由，推說和數息不相應、不能參話頭、更無法念佛，

在修行一開始就已經揀擇執取，遠離了「默（清淨自

性）」。比方說，以為有真實的煩惱需要去觀照，所以

就坐在那裡守株待兔，「照」到一個煩惱就殺一隻兔子、

「照」到二個就殺一雙，對境起照，遠離了空寂自性。

比方說，以為默照就是要「空」掉一切，空到渾然不知

不覺，掉在無記空亡裡。比方說…

這，怎麼會是默照呢？所以，我只好回想我師父聖

嚴法師默照禪法的教導，加上我自己的禪修體驗，以及

近年來我在研讀及講解禪宗祖師語錄的經驗心得，開始

帶領默照禪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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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9 月，我帶領僧俗弟子二十多人到中國大陸

參訪禪宗祖庭，我以聖嚴師父的《禪門修證指要》為課

本，沿途講解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的語錄，

回到台北後，又接續再講石頭希遷、永嘉玄覺。我發現

禪宗早期祖師的教誡，就已經具有漢傳祖師禪法大止大

觀的雛型，如同提供了一片沃土，令得宏智正覺禪師的

默照禪法可以生根、發芽、茁壯。

我發現，在為禪眾學員講說祖師語錄的同時，我自

己的修行體驗也更加圓熟，影響所及，我所指導的內容，

也愈偏向如何直接往心性上努力、相應於清淨自性。

在《正覺默照》這本書的一開始，我以倚天劍、屠

龍刀和金剛王寶劍，為漢傳祖師禪法的修行，釐定了三

個漸次──人人本具如來智慧德相，不假外修、不假外

求（倚天劍）；但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所以需要修行，

以大止大觀的方法，去相應清淨本性（屠龍刀）；徹見

本性時，一切本自如如、本自圓滿，如同金剛王寶劍一

般，綻放光芒。

我簡介了宏智正覺禪師大止大觀的默照禪法，並且

援引宏智正覺禪師的十七則語錄，希望你能夠從默照禪

法倡導者的教誡中，領受修行要旨，藉由正覺禪師的默

照禪法，引領你走向正覺，徹見自己的清淨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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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覺默照》主要是根據 2012 年 2 月我在祖師禪

林主持的「默照禪七」以及 同年 3 月我在法鼓山主持

的「禪修教理研習營」中，針對《禪門修證指要》〈默

照禪〉、宏智正覺語錄的講解內容整理而成的。本書在

編輯的時候，做了大幅度的刪減，主要有幾個原因：

其一，我在禪期的講話內容，主要是依據參禪學員

的身心狀況而調整，主題經常變化，雖然對參禪學員來

說，是在當下境界最直接的言教和身教，但在成書的時

候，如果不加以裁剪，難免離題。

其二，有一些的內容，包括我個人修行的經歷和體

驗、公案語錄的故事，修行的基本心態和方法，修行過

程中身心的變化及處理方法，漢傳祖師禪法的主要思想

源流和發展等等，在我之前出版的書籍中，特別是以保

留我禪期指導內容而製作的《精進禪修系列》，都有詳

細的解說，所以本書就不再重複。我希望真心想在參禪

路上努力的人，可以仔細地閱讀每一本《精進禪修系列》

的出版品，在每一次閱讀的時候，就當作自己在打一次

禪七，我相信對你的修行會有很大的幫助。

其三，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我發現很多默照的參學

者，心中充滿著疑惑，他們不清楚修行的方法，卻對指

導者抱持著相當的懷疑：「是嗎？默照是這樣的嗎？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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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就是默、照，怎麼可能還要參、究？不是吧…書上好

像不是這麼寫的，應該不是這樣吧…」，不往自己的心

性上去努力究明，反而在貪嗔癡慢疑上做足功夫，既可

憐、又可惜。所以，本書就盡量保持宏智正覺語錄的原

始樣貌，讓開創默照禪法的祖師告訴你應該怎麼用功，

希望你能因此生起大信心，朝著月亮的方向前進。

宏智正覺的語錄，直指清淨本源，文字相當優美，

但對時下的參禪學人來說，不僅不容易明白其中的境界，

連文字上的解讀都有困難。所以本書的語錄講解，就試

著以現代人可以看得懂的文字，來表達正覺禪師的默照

禪法。

我的師父聖嚴法師在《禪門修證指要》的序文裡，

說他自己是以「述而不作」的態度，提供參禪學人參考

資料。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和我師父一樣，都是「述而

不作」；另一方面，在文言文轉化成白話文的字裡行間，

必然存在著我對宏智正覺禪師默照禪法的體驗和理解，

我希望能藉此引領你，了解並掌握默照禪的用功方法。

然而，面對這麼大幅度的刪減，我還真的有些不習

慣，擔心讀者沒辦法在這麼簡短、沒有細節說明的文字

中，明白默照禪法的要義。但「人各有口，非我憂也」，

沒吃飯的人，要懂得自己找飯吃──我天天都在祖師禪

林高喊著「菩薩子，吃飯來！」你，聽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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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多少英雄好漢前仆後繼地走向修行這條

道路，他們究竟為了什麼？他們到底在做什麼？

為了一把劍，英雄競折腰。

這把劍，相傳是三國時代曹操的佩劍 1 ，輾轉到了

峨嵋派的手中 2 ，出現在禪宗祖師的語錄裡：「倚天長

劍，觸其鋒者，即喪身失命」 3 。

1.1 倚天不出，誰與爭鋒？

這把倚天劍，自無始以來，就與天地萬物、一切諸

法同在，本來就在那裡、如如不動；雖然不必鑄、不必鍊，

本來就「在那裡」，但卻是剎那、剎那變化和合而成的，

沒有固定不變的形相──在現在這一個千分之一秒是這

個樣子、下一個千分之一秒馬上就不同了，如何能有一

個固定不變的形相呢？沒有固定形相的倚天劍，劍式超

出心識的思考，不受物境形相的阻礙，所以能夠妙用靈

明，所向披靡。

這把倚天劍，就是你本自具足的本性、你的本來面

目，「本自清淨、本不生滅、本自具足、本無動搖、能

生萬法！」 4 。而且，不只你如此，一切萬物、山河大

1  羅貫中，《三國演義》 2  金庸，《倚天屠龍記》

3  博山元來，《博山和尚參禪警語》。另見《續傳燈錄》<卷第二十七 >

大慧宗杲「千聖不知何處去，倚天長劍逼人寒」 4 《六祖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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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也都如是。時時刻刻、在在處處，都是清淨自性的流

露，萬相諸法本自平等；都是妙明智慧了無痕跡的妙功

能、妙作用，事事圓滿物物無礙。

這樣的倚天「無影」劍，還需要出鞘嗎？還需要與

誰爭鋒嗎？當然不需要。

既然如此，英雄何必折腰、何必還要修行呢？這

是因為，雖然「奇哉！奇哉！大地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

相」，但是「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 5 。

佛陀告訴我們，我們的本性、乃至於山河大地、一

切諸法，都是剎那、剎那因緣和合而成的，沒有固定不

變的形相，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的存在，這就叫做「緣起

性空」──一切萬物境界都是因緣和合而成的，一切萬

物境界的真實樣貌，是剎那、剎那變化的，沒有固定不

變的形相，不是永恆不變的存在，本性空寂。

我們之所以需要修行，是因為妄認四大五蘊和合而

成的色身、山河大地一切萬物，是永恆不變存在的「實

有」 6 。因為誤以為「實有」，所以就會在「實有」上

分別對待、住著執取，而且惡性循環，又再分別對待、

更加住著執取。

比方說，誤以為有一個「實有的我」被「實有的一

切」障礙了﹔或者，誤以為有一個「實有的我」可以去

5 《大方廣佛華嚴經》〈如來出現品〉  6 《大佛頂首楞嚴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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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對待執著取捨「實有的一切」。不知道「實有」的

真實樣貌是剎那、剎那變化的，沒有固定不變的形相，

所以根本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的我」可以去取捨，也沒

有一個「永恆不變的一切」可以被對待；不知道「一切

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7 。

我們修行，就是要去明白這一切只不過是個誤會

──誤把「如夢幻泡影」當作「實有」；就是去徹見「如

萝幻泡影」的真實本性是「緣起性空」，在「性空」的

當下，能生萬法！而且，因為「人人本具」，所以，不

論你是英雄或狗熊，都可以透過修行，去徹見你本具的

「如來智慧德相」。

「緣起性空」和「人人本具」，不但是禪宗的經教

理論基礎，更是漢傳祖師禪法的修行特色。因為「緣起

性空」，所以不會住著在四禪八定的身心變化；因為「諸

法平等」，所以不是去修練成為另一個「超級我」而淩

駕一切；因為「人人本具」，所以不需要向外尋找或祈

求；因為「能生萬法」，所以不會停留在「所作皆辦，

不受後有」，而是「若濕生、若卵生、若胎生、若化生、

若有想、若無想，皆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而實無一眾

生可度」 8 。

如果真能徹見自己的本來面目，念念清淨、念念佛，

7 《金剛經》 8 《金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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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需要手裡拿著倚天劍、嘴裡喊著「誰與爭鋒」嗎？當

然不必，寶刀不出鞘，光芒自湧現。

只是，偏偏你還在「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所以，

你需要修行、需要「屠龍刀」。於是你拔刀出鞘、衝鋒

陷陣，刀光劍影、好不熱鬧！

1.2 寶刀屠龍，誰敢不從！

相傳屠龍刀裡藏有武功祕笈 9 ，如果真是這樣，那

麼，這部祕笈就是漢傳祖師禪「大止」、「大觀」的修

行方法。

有些人以為「止觀」的方法修行，就是「觀」到一

個起心動念的時候，趕快起一個念去「止」，再「觀」

到第二個起心動念，又趕快再起第二個念去「止」。這

樣的修行，有一個心可以去止、有一個方法可用、有一

個起心動念需要用方法去止，落在「相」上的對待，永

遠都有除不了煩惱。禪宗三祖僧璨告訴我們，這樣的方

法，「止動歸止，止更彌動」 10 ，不但不會止，還會動

得愈來愈厲害。

真正的大止，是了知諸法本自空寂，所以在修行種

種法門時，知道當下沒有一個修法的心，沒有一個所修

的法，也沒有一個起心動念需要用方法去止。真正的大

9  金庸，《倚天屠龍記》  10  僧璨，《信心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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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是觀照一切因緣境界的當下，本自清淨圓滿，如是

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

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11，本自如如。

一切諸法本自空寂，沒有染污可得，所以不必止，

才叫做大止。為什麼可以大止？因為能觀照一切諸法本

自具足、本自圓滿、本自如如。一切寂而照、照而寂，

即相離相，甚至連「觀」都不一定用上，因為一切諸法，

當下如是，這才是大觀。

止觀的修行方法雖然源自印度，但從漢傳禪宗祖師

的語錄裡，可以看到祖師們早就已經以相應於本自空寂、

本自如如的大止大觀教人。包括在釋亡名的《息心銘》、

三祖僧璨的《信心銘》、四祖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

門》、五祖弘忍的《修心要論》、六祖慧能的《壇經》、

永嘉玄覺的《奢摩他頌》、《毗婆舍那頌》、《優畢叉頌》

等等早期祖師的語錄中，都可以看到漢傳祖師禪法大止

大觀的落實運用。

宏智正覺禪師倡導的默照禪，就是「從體出用」、

大止大觀的祖師禪法。

正覺禪師教人參禪，首重的正知見。從正覺禪師的

語錄 12 裡，我們可以看到，正覺禪師往往在語錄的一開

始，就直指「人人本具清淨本性」，比方說「渠非修證，

11 《妙法蓮華經》〈方便品〉 12  本文所引宏智正覺語錄，在本書稍後章節皆有詳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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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自足，他不污染，徹底清淨」，「曠遠無畛，清淨

發光，其靈而無所礙，其明而無所照」，「歷歷妙存，

靈靈獨照，攬之不得，不可名其有，磨之不滅，不可名

其無」。這些，都是在描述人人本具的清淨自性，空寂

卻不落在有無，沒有分別對待取捨，不受萬相阻礙、不

隨境緣流轉，能夠發揮智慧妙用。

我們之所以需要修行，是因為有「諸妄緣幻習」，

所以「不得不為」。正覺禪師指導我們，修行的真實方

法，唯有「靜坐默究」。靜坐，不是安安靜靜地坐在那裡，

而是「枯寒心念、休歇餘緣」，放下對一切萬物境緣的

分別對待、執著取捨，明明白白地去參究自己的清淨自

性（默）。

「默」是指諸法本性空寂，「默照」就是從性上起

妙照的作用，去照見我們的心性本來空寂、如如不動。

雖然如如不動，卻能有種種的智慧妙用，能夠「機轉化

分，歷世應事」、「轉身就位，借路著腳」，而能「應

其身現其相，而為說法」。

也就是說，自性清淨，方法清淨，所證亦清淨；自

性如是，方法如是，所證亦如是。

整個修行的過程，要「不對事而知，不對緣而照」，

不是因為有境界對待，所以才起念去觀照，而是即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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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切塵，就要放下一切分別對待，去如是觀、如是

照。要「活計冷湫湫」、要「超因緣，離能所」、要「空

其所，存其妙」，還要「廓然智游，內忘功勳」，在所

修的方法上、在所證的境界上，不可以有一絲一毫的住

著。更要「退步撒手」，放下一切，一直到連「放下一切」

的念頭也要放下，才能「直下透脫」、「徹底了也」。

修行，絕對不是拔刀出鞘自我欣賞，這裡看看「坐

得好舒服、境界好美喔！」，那裡走走「磁場很相應，

很容易入定」，自己用「身心相」欺騙自己，用「在哪裡、

跟隨哪位名師、打了多少次禪七」浪得個「老參」的虛

名，招搖撞騙，一點兒都不老實，和「清淨本性」完全

不相應，對自己毫無交代。

你一定要知道，「禪修的基本目標就是要見性」 13

，而且「不識本心，學法無益」14 。一旦屠龍寶刀出鞘，

就是要「血濺三步」、要「人頭落地」、要「殺父（無明）

殺母（貪愛）」，一定要徹見本性、究竟明白，才能善

罷甘休。寶刀屠龍，誰敢不從！

1.3 雙劍俱毀，金剛現前

默照法門的修行，就是用大止大觀去徹見清淨本性，

就是用屠龍刀砍向倚天劍。兩刃相交、刀光劍影，當電

13  聖嚴法師，《如月印空》〈默照〉，頁 126  14 《六祖壇經》



 1 　路逢劍客須呈劍     25

光石火、雙劍俱毀之際，金剛現前！

徹見自性時，現前，金剛王寶劍。

清淨自性的妙明智慧，能「發光應世，物物相投，

處處恰好」，因為一切「盡自箇裡流出」，萬物皆是清

淨自性的流露，「更無一毫一塵，是外來物爾」。即一

法的當下，諸法清淨圓滿，而且「應化分身」妙用無邊，

「在在處處，出廣長舌，傳無盡燈，放大光明，做大佛

事」。

這一切，「不是今日新有的，從舊家曠大劫前」，

原本如此。「若點頭知有」，真的徹悟了，就會發現「的

的是自家屋裡事」，本來如是！你只是歸家了、見到自

家寶藏而已。

雖說只是歸家，但自己的家要自己回，「唯證相應，

不從人得」。「諸佛諸祖無異證」，古今中外，十方三

世一切諸佛和歷代祖師，都是自己走上回家的路、回到

自己的家、見到自家寶藏。這就是禪門家風。

倚天劍、屠龍刀、金剛王寶劍，象徵著祖師禪法修

行的三漸次──人人本具如來智慧德相，不假外修、不

假外求（倚天劍）；但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所以需要

修行，以大止大觀的方法，去相應清淨本性（屠龍刀）；

徹見本性時，你就會發現，原來，一切本自如如，本自

圓滿（金剛王寶劍）。祖師禪的修行，就只是這麼一回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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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逢劍客須呈劍，如今，我三劍具呈，現在，換你

接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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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箇是天童老古錐

宏智正覺禪師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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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開正覺禪師的屠龍祕笈之前，我們先來認識正

覺禪師的生平。

宏智正覺禪師 1 （西元 1091~1157）是宋朝人，因

為在天童山景德寺住持了三十年，所以一般也稱他為天

童正覺禪師。「正覺」是他的法號，「宏智」則是皇帝

頒給他的諡號。

2.1　人各有口，非汝憂也

正覺禪師是山西隰州人，俗姓李，七歲的時候就能

夠「日誦數千言」，這表示他的家境不錯，從小就可以

進到私塾讀書，而且天資聰穎，書讀得很好。十一歲出

家，十四歲竟然就可以去受具足戒！宋代出家人，要向

政府買戒碟（出家證明書）。有了戒碟、出了家，就可

以不必繳稅、不必當公差（例如服役）。

正覺禪師十八歲的時候，就開始四處去參訪善知識。

曾經到過河南省的汝州香山，參訪枯木法成禪師。枯朩

法成禪師以「枯木禪」聞名，教人只管打坐。正覺禪師

很受枯木法成禪師的器重，而且在枯木法成的座下有所

體悟。

之後，正覺禪師轉而參訪丹霞子淳禪師，並在丹霞

子淳禪師座下大悟，那一年，正覺禪師只有二十三歲。

1  本文有關宏智正覺生平的介紹，主要根據聖嚴法師《禪門修證指要》

〈默照禪〉，另參考《大明高僧傳》，《五燈會元》〈天童正覺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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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莫過了三年，正覺禪師就住持天童山景德寺，時間長

達三十年之久。

正覺禪師初到天童山時，正逢金人犯宋，戰亂時期，

百業蕭條，寺廟的經濟來源更顯窘困，幾乎所有的寺院

都不願意接受遊方僧掛單常住，只有天童山的正覺禪師

來者不拒，而且還說：「如果明天金兵打來了，我們的

寺院也就沒了，現在我們還有個落腳處、還有一碗飯吃，

怎麼可以不和大眾共享呢？」

原本天童山的住眾不到兩百人，正覺禪師駐山後，

四方的僧人都來到天童山，人數激增，超過一千二百人。

管糧的僧人眼看著糧食就要吃完了，趕快向正覺禪師報

告，正覺禪師聽了，只是回答：「人各有口，非汝憂也」，

意思是「每個人都有他的因緣，一枝草、一點露，你不

必多擔心」。沒想到話還沒說完，就傳來好消息，有一

位錢姓居士送了千斛的米，來到天童寺。

正覺禪師在丹霞子淳禪師座下大悟，傳承了曹洞宗

的法脈，並且倡導默照禪法，在他住持天童山的三十年

期間，雖然戰亂頻仍，但新建的房舍卻能高達近千間。

正覺禪師廣開法筵，廣納學人，一時之間，默照禪法蔚

為風氣，並深受當時士大夫的歡迎。

 曹洞宗的法脈傳承：從洞山良价到宏智正覺 　 
                     曹山本寂    

洞山良价 > 雲居道膺 > 同安道丕 > 同安觀志 > 梁山緣觀 > 大陽警玄 >  投子義青      

                      > 芙蓉道楷 > 丹霞子淳 > 宏智正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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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此，默照禪法卻受到同時代的大慧宗杲禪師的挑

戰。主要的原因有二，其一，「只管打坐」流於呆坐死

寂的「冷水泡石頭」；其二，展現修行境界的詩偈，演

變成身心相的追求，更因為士大夫、文人的參禪，演變  

成文字競賽的「文字禪」。

大慧宗杲禪師斥責這種修行方法是「默照邪禪」

──不往心性上相應、不去徹見清淨自性，而掉落在無

記的空亡境界，或者住著在修行過程的身心轉變，或者

在修行方法上取捨貪執，完全背離「緣起性空」、「人

人本具」、「大止大觀」的教誡。

但這豈是正覺禪師的本意？師父明明這樣教，徒弟

偏要那麼去，做師父的人，其實一點兒辦法也沒有。或

許，「外人」的批評，反而更為有力、更能轉邪歸正？

我們無從猜測正覺禪師聽到「默照邪禪」時的想法，

在文獻資料上，也似乎不見正覺禪師的回應。大慧宗杲

禪師為杜絕禪病，開創了「話頭禪」，在當時和「默照禪」

並稱為二甘露門。時至今日，漢傳祖師禪法，亦以曹洞

宗的默照、臨濟宗的話頭為傳承。

同一個時代、走在同一條路上的人，總會有所交集；

更何況，多少文人墨士，時興穿梭在二甘露門之間，難

免有所交流。至少在《聖箭堂述古》中，即記載正覺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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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和大慧宗杲禪師，兩人在衛進可寺丞家中巧遇的一段

因緣；大慧宗杲禪師也曾二度親至天童山，拜訪正覺禪

師。

正覺禪師在臨終時，寫了一封信給大慧宗杲禪師，

請他為自己主持後事。大慧宗杲禪師收到信後，當天就

趕了二十里的路，在夜裡趕抵天童山，主持正覺禪師的

後事，並且整整停留了一旬（十天）之久。之後，大慧

宗杲寫了一首讚偈：「箇是天童老古錐，妙喜 2 知音更

有誰？」 3 ，聊表對正覺禪師的感念。

看似分別開創「默照」、「話頭」兩種截然不同參

禪方法的兩位禪師，卻是彼此眼中的知音老古錐，這是

因為「諸佛諸祖無異證」，當所證無異、所見皆同的時

候，哪裡有方法上的分別、你我的對待？

在本書接下來的章節裡，整理了宏智正覺禪師的

十七則語錄，希望你能夠從默照禪法倡導者的教誡中，

領受修行要旨，藉由正覺禪師的默照禪法，引領你走向

正覺，徹見清淨本性。

2  妙喜，大慧宗杲晚年自稱妙喜老人 3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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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不觸事而知，不對緣而照

宏智正覺禪師〈坐禪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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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禪箴
佛佛要機，祖祖機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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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無毫忽

之兆，其照無取而了。水清徹底兮，魚行遲遲。空

闊莫涯兮，鳥飛杳杳。（今據日本的《佛書解說大辭

典》第四卷所載抄出） 1  

這篇〈坐禪箴〉是宏智正覺禪師對參禪學人最簡要

的修行指導，「箴」是指可以隨時放在身邊或隨身攜帶

的、最簡要的文字提醒或教誡。參禪的人、特別是以默

照為修學法門的人，時時要以正覺禪師的〈坐禪箴〉為

教誡、為指月之手，朝著這個方向前進，必能見月；如

果一昧師心自用，誤以為默照只是靜靜地坐著感受輕安

自在的「身心相」變化，自我感覺「好舒服喔！」或者

「真棒！連坐好幾支香，腳都不痛」，那就是盲修瞎練，

愈走、離月亮愈遠。

1  聖嚴法師，《禪門修證指要》〈默照禪〉，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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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佛要機，祖祖機要」，意思是說，雖然佛陀在

法華會上「會三歸一」，開示大眾佛法「無二亦無三」，

唯有「一乘法」才是真實究竟義 2 ，無奈眾生不悟，所

以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只好觀機逗教，隨順眾生不同的根

機，以三乘（聲聞、緣覺、菩薩）、五乘（人、天、聲聞、

緣覺、菩薩）的方便法門指導眾生。

3. 1 有所作為的「照」就「不妙」

禪宗的祖師們認定一切眾生只要「見自本性、識自

本心」，人人都是天人師、都是佛，沒有高低上下、男

女老少、老參初學等等的根機差別，所以，即便「諸方

有五味藥，此方只有一味藥」。正覺禪師在〈坐禪箴〉

的一開始，就為我們點出了參禪的經教基礎「大地眾生

皆具如來智慧德相」 3 ，正因為「人人本具」，所以我

們每一個人都具備足夠的資格參禪，都可以透過參禪而

見到自己本具的智慧德相。

這一味「機要」、歷代禪宗祖師給予修行人最重要

的指導，就是「不觸事而知，不對緣而照」。

當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接觸境界的時候，經由後天

學習積累而來的識心作用，產生分別對待住著取捨，這

就叫做觸事而知、對緣而照。我們清淨自性具足的知、

2 《妙法蓮華經》〈方便品〉　 3 《大方廣佛華嚴經》〈如來出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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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功能，不假外修，不必觸事對緣，就能知、能照。修

行，就是要相應我們的清淨自性，去徹見一切諸法的本

源實相，也就是說，在用方法的時候，要相應清凈自性、

要「不觸事而知，不對境而照」。

「不觸事而知，其知自微。不對緣而照，其照自妙」

是什麼意思呢？我們遇到境界、事緣時，經常加以觀照、

予以對治，誤以為這樣就是智慧妙用，其實只是掉落在

分別對待的生死心。比方說，打坐的時候發覺昏沈，所

以就提起精神、集中注意力，昏沈的現象可能因此而減

緩或消失，但這樣的覺照叫做「有為法」，有所作為、

有「能」「所」對待，這樣的「照」就「不妙」──不

這麼做，就達不到這樣的效果。

緣著清淨本性、不經由識心分別的知照，則不受時

空境界、識心作用的限制，如同日月，四時恆在，所以

能夠知微照妙。到了連「最微小」都能知的時候，就不

會有任何分別的思想，而是無思、無念、無分別（其知

自微，曾無分別之思）；到了能夠真的照得妙的時候，

就會連像毛髮一樣細小的「一念照」都不乍起（其照自

妙，曾無毫忽之照）。

什麼意思呢？連最微小的都能知，這樣的知，是不

是很大？是全知。連「一念照」都不乍起就能照，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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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照，是普照。各位想想，太陽在照耀的時候，是不是

全面普照？即便遇到雲層或事物的阻礙，太陽總是一樣

全面普遍地照耀著，並不會為了要穿透雲層的阻礙而發

出強一點兒的光芒，也不會因為沒有雲層就減低照射的

力道；不會因為喜歡這個人就多照幾個小時，更不會因

為厭惡那個人就只照兩個小時。這樣的全知普照，是沒

有分別、取捨、對待和故意作為的，而是「只是這樣、

念念如此、一直下去」。修行，功夫就是要用到渾然而

不知用功的地步，全知普照。

如果能夠無思、無念、無分別，這樣的覺知，就不

是因為分別對待而得的瞭知，而能獨立運行於天地之間、

四時之中（曾無分別之思，其知無偶 4 而奇 5 ）；如果

能夠連「一念照」都不乍起，這樣的覺照，就不是對境

起用，而能當下了了（曾無毫忽之照，其照無取而了）。

這樣的修行方法，不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

見五蘊皆空」 6 ，而是相應於「無智亦無得」 7 的本自

如如、本自圓滿。修行到了這樣的境界，就能無行而妙

行，如同在清澈見底、沒有阻礙的水中的魚一樣，自在

安然地游行（水清澈底兮，魚行遲遲）；如同在空曠沒

有界限的天空中的鳥一樣，飛得又高又遠（空闊無涯兮，

鳥飛杳杳）。

4 「偶」是雙數、匹配的意思，在此解釋為對待  5 「奇」是單數、單獨的意思

6 《波若般羅蜜多心經》 7 《波若般羅蜜多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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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來看這篇〈坐禪箴〉，「祖祖機要」指的是人

人本具、不假外修；「不觸事而知，不對緣而照」講的

是自性本具的妙德妙智，而「不觸事而知，不對緣而照」

同時也是修行的方法。如果能緣此、依此修行，就能「知

微照妙」。如果能夠不住著在分別、能所等等的妄想幻

相上，就能遠離對待取捨，以至於「無偶而奇，無取而

了」，見到自性的無邊無相、妙用自在，「魚行遲遲，

鳥飛杳杳」，就像禪宗六祖惠能所說的「本自清淨、本

不生滅、本自具足、本無動搖、能生萬法」 8  一樣。

3. 2 饞、纏、蟬

很多人自稱在修習默照，但一打坐，就只會「定」

在那裡，沒多久就掉在「無記」裡，不痛、不癢、不知、

不覺，完全不知道整個修行過程是怎麼一回事。有些人

雖然會「照」，但卻落在四禪八定的境界，在其中自得

其樂或貪求功德，參起禪來愈參愈「饞」，表面上看起來，

身心好像有所修行、有所成就，但充其量只不過是身心

相上的轉變，即便到了「八風吹不動」的境界，也只不

過像個「金剛罩」把自己罩住而已，等到定境退去、金

剛罩裡的氧氣沒了，又回到故我，不是究竟。這樣的「照」

就「不妙」。

8 《六祖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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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些人參禪，只會緊抱著知見和方法，天天苦

修，以為這樣就是精進。打坐、就要坐到一心不亂，念

佛、就要念到一念不起，抱著「我要努力、我在用功」，

攀著在身心相上做足功夫，結果愈參愈「纏」。可憐的

是，這些相上的努力只會像個「蠶繭」一樣把自己封閉

起來，作繭自「纏」，誤以為可以「天蠶變」而成為「超

級天蛾」。殊不知，即便從「蠶寶寶」變成「超級天蛾」，

也只是形相上的轉變；更何況，修行並不是把「我」變

成另一個「超級我」，而是用方法見到自己的本來面目。

著相而修，只是把自己纏死而已。

另外還有一些人，則是愈參愈「蟬」，天天嘴巴裡

都是「這部經典怎麼說，那位祖師怎麼講」，滿口說得

天花亂墜、頭頭是道，卻和自己的生命完全不相應，就

像夏日樹上的蟬一樣，每天「知了、知了」地高聲大叫，

沒有真實的修行，完全沒有用。

正覺禪師的〈坐禪箴〉教誡我們，參禪的基礎，在

於人人本具「不觸事而知，不相對緣而照」的清淨妙德

妙智，而所有修行的方法、過程和目標，就是緣著我們

的清淨自性，去「不觸事而知，不相對緣而照」，不在

事緣、境界、方法上，有任何住著、對待、分別、取捨、

作為，如此用功，就能見到並發揮自性的妙德妙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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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默照禪的開宗祖師給予參禪學人最簡要的教

誡，你的修行，是不是這樣？你的默照，是不是如此用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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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4      正覺默照



 4 　須恁麼參究     45

   4 　須恁麼參究

宏智正覺禪師語錄第 1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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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田地虛曠，是從來本所有者。當在淨治揩磨，

去諸妄緣幻習，自到清白圜明之處，空空無像，卓

卓不倚。唯廓照本真，遺外境界，所以道：「了了

見無一物。」箇田地是生滅不到，淵源澄照之底，

能發光能出應。歷歷諸塵，枵然無所偶，見聞之妙，

超彼聲色，一切處用無痕鑑無礙，自然心心法法，

相與平出。古人道：「無心體得無心道，體得無心

道也休。」進可寺丞，意清坐默。游入環中之妙，

是須恁麼參究。 （錄自《宏智禪師廣錄》卷六，《大

正藏》四八，七三──七八頁） 1

這則語錄是正覺禪師寫給一位名字叫做「進可」 2

的寺丞 3 的信。在書信的結尾，正覺禪師教誡進可寺丞，

1  聖嚴法師，《禪門修證指要》〈默照禪〉，頁 123~124

2  衛進可，與宏智正覺禪師、大慧宗杲禪師皆有往來，見《聖箭堂述古》

3  官署中的佐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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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照他所指導的方法「參究」用功。各位看到這裡，首

先要知道的是，默照法門不是只坐著、默著、感受身心和

外在的統一，而是要去「參究」。要參究什麼？應該怎麼

參究？我們現在就來看這則語錄。

「田地虛曠，是從來本所有者。當在淨治揩磨，去

諸妄緣幻習」，正覺禪師說，我們的心地本來就是無形無

相（虛）、廣大無邊（曠），來來具足、本來如是，但是

卻有種種的妄緣幻習，所以需要淨治揩磨。這句話和「大

地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 4 如

出一轍。

4. 1 落在染淨對待，就不是「清淨揩磨」

其實，不只事緣、習氣、煩惱是「幻」，清淨的心地

本來就是「虛」，如果誤把事緣、習氣、煩惱當作實有，

又誤把清淨心地也當作實有，以至於誤以為要「時時勤拂

拭，勿使惹塵埃」，要去除染污相才能得到清淨相──比

方說，用布施對治慳貪、用精進對治昏沈、用不淨觀對治

色身的貪愛…等等，這樣一來，連八萬四千個法門都不足

以對治你的煩惱了！修行如果落在染淨對待，就不是「清

淨揩磨」。

能夠「清淨揩磨」，是因為瞭知「缘習本來就是妄幻」

4 《大方廣佛華嚴經》〈如來出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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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不否認它（緣習）的存在，所以對它不起種種的分

別妄想。這樣，它能奈我何呢？對我還有什麼作用呢？

無相以後，即便那個「業因」還在，卻也呈現不出那個

「事緣」了；更何況，「田地本來就是虛曠」，哪裡有

一個「真實的我」可以去承受緣習的染污、煩惱的苦呢？

也就是說，當我們清淨揩磨、勤拂拭、用方法修行

的時候，只是藉著這個方法，讓我們不再繼續去攀緣、

妄想、分別；而不論我們用的是什麼方法，都只是方便

的「幻法」，讓我們可以停息妄心的「幻相」，以幻治幻、

以楔出楔、借假出假而已。

如果念念都能夠放下一切分別執著、不再繼續攀

緣，而不是有法可修、有功可用，這樣就是「去諸妄緣

幻習」，當下就見到自己的清淨本性（自到清白圜明之

處），無形無相（空空無像）、不需要任何的倚靠而獨

立（卓卓不倚），照見清淨本心的本自如如、本自圓滿

（廓照本真），再也不受任何事緣境界的影響（遺外境

界）。所以古人才會說：「了了見無一物」，當清清楚

楚見自本性的時候，當下就知道「本無一物」。既然本

來無一物，又有何處能惹塵埃呢？

我們的心地本來就是不生不滅，深澈而能照見真實

的實相，可以產生種種功能和應物作用（箇田地是生滅

不到，淵源澄照之底，能發光 5 能出應），能夠清楚

5 「發光」是指能發揮功能，發揮智慧的妙照、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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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地經歷五蘊塵勞而不被染污（歷歷諸塵，枵然無所

偶 ） 6 ，不因所見所聞的聲色而受限、不隨所見所聞的

聲色而流轉，超出原來的所見所聞（見聞之妙，超彼聲

色）。清淨心的妙功能和妙作用，是自自然然地，當用

則出、不用則沒，一切了無痕跡、無有障礙（一切處用

無痕鑑無礙，自然心心法法，相與平出）。所以古人才

會說：要用無心去體證「無心道」，當體證無心的時候，

連「道」也無形無相、了不可得（無心體得無心道，體

得無心心道也休）。

回到我們最初的問題：要參究什麼？應該怎麼參究

呢？在這封書信的最後，正覺禪師為進可寺丞做了一個

總結：修行，就是要相應於我們本自具足、無形形相的

清淨本性（意清），去照見心的本自如如、本自圓滿，

不隨事緣境界流轉（坐默），如此才能在世俗五蘊之中

不被生死侷限而任運自在（游入環中 7 之妙）。

6  偶，雙數、匹配，在此引用為對待

7 「環中」是比喻五蘊生生不息、循環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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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真實做處，唯靜坐默究

宏智正覺禪師語錄第 2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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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真實做處，唯靜坐默究，深有所詣，外不被因

緣流轉，其心虛則容，其照妙則準。內無攀緣之思，

廓然獨存而不昏，靈然絕待而自得。得處不屬情，

須豁蕩了無依倚，卓卓自神，始得不隨垢相，箇處

歇得。淨淨而明，明而通，便能順應還來對事，事

事無礙。飄飄出岫雲，濯濯流澗月，一切處光明神

變，了無滯相，的的相應，函蓋箭鋒相似。更教養

得熟體得穩，隨處歷歷地，絕稜角勿道理，似白牯

貍奴恁麼去，喚作十成底漢。所以道：「無心道者

能如此，未得無心也大難。」（錄自《宏智禪師廣錄》

卷六，《大正藏》四八，七三──七八頁） 1  

禪宗稱功夫落實為「落堂」、進到屋裡了；沒有落實的、

腳步虛懸的，就叫做「門外」，在外面觀賞風景而已。

1  聖嚴法師，《禪門修證指要》〈默照禪〉，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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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落堂？正覺禪師告訴我們，功夫要踏實，只有

「靜坐默究」這個方法。

「靜坐」的目的，是為了「默究」，如果只是安安

靜靜地坐在那裡「冷水泡石頭」，能夠究明嗎？不但一

點兒作用都沒有，石頭在冷水裡泡久了還會生苔。

5.1 靜坐是「心坐」、不是「屁坐」

要如何「靜坐」呢？真正的「大靜」，是「本來空

寂」；真正的靜坐，是「外不隨境轉，內見本性空寂」

2 。靜坐只是一個手段，我們透過這個手段方法，遠離

染淨對待二相（默），去究明（究竟明白）我們的清淨

自性本不生滅、本自具足、本無動搖、能生萬法。

也就是說，靜坐是「心坐」、不是「屁坐」，不是

坐在殿堂裡打坐才叫做「坐」，時時刻刻，你都可以「心

坐」用功。

如此用功，到了有所造詣、到達一定的水平時，就

不會隨著外在境界流轉，你的心能夠無限寬廣而包容一

切，能夠不受識心限制地觀照一切，能夠照見事物真實

的本來面目（深有所詣，外不被因緣流轉，其心虛則容，

2 《六祖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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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照妙則準 3 ）。這是因為，當放下了一切妄想、習氣、

分別、對待，「沒有我相」的時候，你就能不隨境界起舞；

心靜了下來，你才能真確地觀照一切境界、善觀一切因

緣。所以，靜坐絕對不是呆呆坐在那裡，什麼都不知道、

沒有感覺、變成活死人。

用功到了得力處，你就能做到無意、無念、沒有任

何識心攀緣，心無形無相、無所依倚地獨立存在，廣大

無邊，並且能有智慧妙用（廓然獨存而不昏 4 ）；通融

廣達，不再相對對待、沒有任何對立分別，處處皆能自

得（靈 5 然絕待而自得）。

在拍賣會上最容易看到我們的相對對待和對立分

別。原本底價只要五十元的物品，有人加碼，就變成

五十五元，另一人看了、也想要，就變成六十元，下一

個人再喊就變成六十五元。等到破百元以後，每喊一

次就加價十元，變成一百一十元，有人再喊價就成了

一百二十元。最初出價的那個人，呑不下這一口氣，再

一加碼就變成二百元；中間追價的人，怕失了面子，再

一喊變成三百元；最後進場的人，看著人人都在喊價，

覺得非到手不可，大喊一聲五百元成交。整個過程，充

滿著比量、鬥氣、貪嗔癡，遠離「靈然絕待」。

3  準，意為真確 4  昏，意即不明，沒有智慧  5  靈，靈通，能通、能融而廣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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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不表示你不能到拍賣場去競標，只是當你喊價

的時候，清楚物品的價值，知道自己有意願、有能力支

付的價格，如果能夠依照你的意願買到這個物品，你很

歡喜；如果別人買走了，就恭喜他、讚賞他有著和你一

樣的眼光。「沒買到」這件事，不會讓你睡不著覺、遺

憾終生；買到了，心裡固然歡喜，但也不至於因此而自

以為打敗敵人、高人一等。　

用功到了得力處時，念念都和清淨心相應，依附識

心的攀緣因此全然蕩除，所以即便處處自「得」，也不

會在五蘊裡生起得失之心（得處不屬情 6 ，須豁蕩了無

依），而能獨立自主，不落在造作、不掉在境界裡隨相

而轉，這才是真正相應清淨心、才是真實修行（卓卓自

神，始得不隨垢相，箇處歇得 7 ）。

真正究明、相應到清淨心，但又不住著在清淨相上

（淨淨而明）時，就如同《心經》說的「無智亦無得」

一樣，這時候就能隨順應事，通達圓滿（淨淨而明明而

通，便能順應還來對事，事事無礙）。就好像從山谷裡

飄出來的雲一樣，所到之處無所障礙（飄飄出岫雲）；

又像是江水裡流動的月影一樣，隨處應變百千萬用（濯

濯流澗月）。一切諸法都是波羅蜜、所有境界都是放光

佛境，在在處處悉皆清淨，完全不會停滯在相上（一切

6 「情」在這裡是指五蘊識心作用 

7  箇處歇得，意思是可以休歇的地方，這裡指修行相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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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光明神變，了無滯相）。修行，就是要這樣清清楚楚

地和我們本自具足的清淨心相應，要相應到如同箱涵和

箱蓋一樣，妙準無誤、密合無縫；如同箭鋒相拄一樣，

勢均力等、適如其分（的的相應，涵蓋箭鋒相似）。

這樣的境界不能只是一時的心光乍現，而是要更進

一步「體得穩、養得熟」，在在處處都要如此清清楚楚，

要「絕菱角，勿道理」。什麼意思呢？一時心光乍現、

小悟的人，因為「證悟覺了」的事相還沒有盡除、還住

著在「有所得」，認定自己所證見的是最正確的、最對

的，有菱有角、容易傷人。另一方面，見性的人固然不

再顛倒，但在事相作為上，還不夠純熟善巧，仍有待歷

練，所以要繼續努力「絕菱角」。

但，為什麼要「不講道理（勿道理）」呢？可以用

一則語錄故事來說明。一位老和尚進到僧堂，看見首座

弟子正在用功打坐，而長連床 8 最末座的年輕弟子卻倒

頭大睡。老和尚走到末座，用他的拐杖敲敲床沿，年輕

弟子睜開眼睛，看了師父一眼，繼續大睡。接著，老和

尚走到首座的身旁，同樣用他的拐杖敲敲床沿，說：「看

看那個後輩小子那麼精進，你還不知道用功，真枉費你

這個首座！」首座睜開眼睛，看了師父一眼，閉眼繼續

打坐。

8  古時候，禪林的僧堂設有長連床，就像通鋪床一樣，僧眾同睡在長   

    連床上。長連床的一頭靠牆可掛放衣物，打坐時，僧眾則連坐在床

    的另一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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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睡覺的人精進、還是打坐的人用功？老和尚

怎麼把首座罵得這麼慘？如果你落在這裡，你就是執著

在睡覺、打坐的「相」上。老和尚只是藉這個機會，告

訴大家要遠離一切相。

遠離一切相，就是「勿道理」，「無作」而真精進。

要像原本被繩子綁住的白牛貍貓，一放繩、馬上一路跑

去一樣，沒有任何造作，這才是真正相應到「無作」，

這才是百分之百的男子漢、大丈夫、天人師（似白牯貍

奴恁麼去，喚作十成底漢）。所以古人說：「無心道者

能如此，未得無心也大難」，能夠有如此作為的人，怎

麼可能沒有證得無心、沒有見到自己的清淨本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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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超因緣，離能所

宏智正覺禪師語錄第 3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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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曠遠無畛，清淨發光，其靈而無所礙，其明而

無所照，可謂虛而自明，其明自淨，超因緣離能所。

其妙而存，其照也廓，又不可以有無言象擬議也。

卻於箇裏樞機，旋關捩活，隨應不勤，大用無滯。

在一切處，輥輥地不隨緣不墮類，向其間放得穩。

在彼同彼，在此同此，彼此混然無分辨處。所以

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

玉之無瑕。」若能如是，是真出家，出家輩，是須

恁麼體取。 （錄自《宏智禪師廣錄》卷六，《大正藏》

四八，七三──七八頁） 1

這則語錄主要在講悟後的境界。對於還沒見性的人

來說，這樣的境界雖然不易明白，但其實悟後的境界，

原就是人人本具的清淨自性──你本來如是，只是還未

見到！所以不妨以此做為修行的參考，朝這個方向去相

1  聖嚴法師，《禪門修證指要》〈默照禪〉，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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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和努力。

悟後的人所見的境界，是本自如如、本自圓滿，曠

遠而沒有邊際，清淨而能發揮智慧的妙照妙用（曠遠無

畛，清淨發光）。本自通融廣達，無所障礙；本自清楚

明白，無所觀照（其靈 2 而無所礙，其明而無所照）。

6.1　「超人」也必須是人

怎麼會「無所觀照」、沒有任何事物需要用智慧去

觀照呢？我的師父聖嚴法師教誡大眾，境界來時，要「面

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指導大眾在待人處

事的時候，要用智慧觀照；清楚明白，就能遠離無明煩

惱。這樣的「智慧觀照」，是相對於境界而產生的，有境、

有智；這樣的「清楚明白」，是「小」明而不是「大」明。

我們本性具足的大明，是無形、無相、無對待、不

來不去、卻又無所不在的，不是遇到境界才產生，而是

本來如是！這樣的大明，哪裡還需要起用去觀照？哪有

任何事物需要觀照？雖然無所照，但卻是大照──已經

大明了，還有什麼不被照見？

這樣的明，是清淨心的展現，本自清淨沒有攀緣染

污（虛而自明，其明自淨），「超因緣離能所」。

2  靈，靈通，能通、能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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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告訴我們，一切諸法皆是因緣所生法；而一切

因緣所生法，當下即是空，一切諸法的本性是無形、無

相、無我、清淨的。但是我們絕大多數的人，卻都掉落

在因緣的法則裡，住著在因緣呈現的境界、形相上。如

果能夠不住著在因緣所呈現的相上，就叫做「超因緣」。

「超因緣」並不是離開因緣相，而是不被限制、不

隨之流轉，但並不否認因緣相的存在。用一個生活上的

例子來比喻，當我們年紀還小、還不懂得數學加減運算

程式的時候，是不是都用我們的手指頭學習算數，一個

手指、一個手指扳著數？比方說，當被問到「３加５等

於多少？」的時候，就從左手的手指開始數，數到右手

的手指，然後回答：「８」，有時候被問到的數字太大了，

還得連腳指頭一起數。現在，我們長大了，學會無形無

相的數學了，還需不需要扳著手指頭算數？當然不需要。

我們雖然通過「扳手指」的境界學會數學，卻不會被有

限的手指頭、腳指頭限制算數的能力，不會去否定手、

腳指頭的存在，更不需要離開手、腳指頭才會數學。

當相應到「一切諸法是因緣和合」，就能不被因緣

所產生妄相或幻相所迷誤，這就叫做「超因緣」。並不

是因緣之外、另有一個超因緣，而是超脫了因緣相的限

制──「超人」也必須是人，否則就不能被稱為「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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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他能超出一般人的囿限，做到一般人不能做的事。

什麼是「離能所」呢？一切諸法固然皆是因緣所

生、都是空，但卻因為有「能緣的我」和「所緣的境」，

所以我們才能清楚明白因緣所呈現的相。有「能」、有

「所」，這就是分別心能夠作用的原因。「離能所」的

意思是，即便清楚明白因緣所呈現的分別相，但卻不住

著在「我（能）」對「境（所）」的分別相上去取捨對待。

為什麼可以「離能所」呢？一切諸法都是因緣所生、

都是空，而「我（能）」和「境（所）」也都是因緣所生、

也都是空，那麼，哪裡有一個「永恆存在」的我，能夠

去分別取捨？哪裡有一個「永恆存在」的境，可以被對

待？一切因緣固然呈現著相上的差別，但每一個差別因

緣的本性實相，卻是平等如如、本自圓滿。

各位一定要明白，「離能所」不是沒有事相上的差

別，而是知道一切因緣的本性平等，卻呈現著如幻的差

別相。「離能所」更不是棄絕「能分別」的能力，不是

離開所有的境界不看、不想、不動，不是「臥輪有伎倆，

能斷百思想」 3 ，而只是不再以第六意識的攀緣分別去

對待取捨。更何況，「斷百思想」的是死人，怎麼能做

到正覺禪師說的「靈無所礙，明無所照」呢？

很多人誤以為打坐就是要「離能所」，而「離能所」

3 《六祖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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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空」掉、要「無」掉。一位參加默照禪七的學

員問我：「法師、法師，我打坐的時候，一直教自己要

放空，要把一切都空掉，但就是空不掉，怎麼辦？」我

問他：「為什麼要空掉？」，他回答：「空掉之後，才

會『無』啊！」是嗎？是這樣嗎？

6.2　出家：出「妄想之家」，入「生死之家」

「無」不是「沒有」、不是「虛無」、不是「斷滅」。

一切因緣和合法，都是剎那生、剎那滅，連保留「這個

剎那」千分之一秒的存在都不可得，所以才說「沒有永

恆」的存在、才說「無」。然而，即便連保留「這個剎那」

千分之一秒的存在都不可得，但「這個剎那」所呈現的

因緣，卻又是那麼真實唯一而不可複製，以至於再也沒

有第二個「這個剎那」，所以才說「亙古長存」、才說

「有」。

參禪不是在「有」、「無」之間做遊戲，而是要去

相應自己的清淨本性、去參究自己的清淨本性、去見到

自己的清淨本性。

我們的清淨自性，本來就是超因緣、離能所，能夠

超脫因緣限制而獨立存在，不落在能所對待而能廣大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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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地觀照（其妙而存，其照也廓）。這樣的自性，真是

沒辦法用語言來表達和形容啊（又不可以有無言象擬議

也）！只要真實清楚、徹底明白自己的清淨本性，不必

多費心力，就能隨機顯現自性的妙用，完全沒有阻礙（卻

於箇裡樞機 4 ，旋關戾活 5 ，隨機不勤，大用無礙）。

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能和一切融合在一起（輥輥

6 地），「不隨緣」流轉或受限，「不墮類」而能來去

自如。

什麼叫做「不墮類」？南泉普願禪師告訴他的弟子，

死後要到山下做一隻「水牯牛」。從一位禪師變成一隻

牛，是不是墮類、墮到低級的畜牲類？南泉所表達的、

到底是什麼意思？

南泉所表達的並不是墮類，而是在他的心中，已經

沒有任何「若濕生、若卵生、若胎生、若化生、若有想、

若無想」的差別，這樣，還需要「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

嗎？當然不需要，到了這樣的境界，才是真正的「以無

餘涅槃而滅度之，而實無一眾生可度」 7 。

當真正相應到這樣的「無形、無相、無我」的時候，

就能在一切之間來去自在、收放自如（在其間放得穩）。

雖然清楚明白各個因緣境界在妙相和妙用上的差別，但

從實相上來說，卻能夠了無分別，「在此同此，在彼同

4 「樞機」是樞紐，重要的意思  5 「旋關戾活」機械的轉折處，意為運作的方式

6  輥，同混  7  《金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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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彼此混然無分辨處」。就像是支撐山的大地一樣，

不論哪座山比較孤高、哪座山更為險峻，大地都和一切

山混然在一起、一樣支撐；又好比含藏著美玉的石頭，

不論玉的哪個部份比較沒有暇疵、哪個部份的成色比較

圓潤，石頭都和一切玉混融在一起、一樣含藏（似地擎

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暇）。

「若能如是，是真出家，出家輩，是須恁麼體取」，

表面上看起來，正覺禪師是在勉勵出家人，參禪應如是

體取親證，但其實，這是正覺禪師對所有參禪學子的教

誡──只要這樣親證體取，就是真出家！也唯有如此親

證體取，才是真出家！

離家棄子、剃其鬚髮、拜了師父，就叫做出家嗎？

真正的出家，是「出妄想之家」，然後要「入生死之家」。

出家不是要「出生死」嗎？為什麼出了家，反而要

「入生死」？當你能夠「出妄想之家」、不再分別取捨

時，生死染污已經不到你，你就可以像大菩薩一樣，「入

生死之家」去度眾生。這才是真正的出家，否則，你出

的是什麼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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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枯寒心念，休歇餘緣　
宏智正覺禪師語錄第 4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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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衲僧家，枯寒心念，休歇餘緣，一味揩磨此一片

田地。直是誅鉏盡草莽，四至界畔，了無一毫許污

染。靈而明廓而瑩，照徹體前，直得光滑淨潔，著

不得一塵。便與牽轉牛鼻來，自然頭角崢嶸地，異

類中行履，了不犯人苗稼。騰騰任運，任運騰騰，

無收繫安排處，便是耕破劫空田地底。卻恁麼來，

歷歷不昧，處處現成，一念萬年，初無住相。所以

道：「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 ，既悟花情已，菩提

果自成。」（錄自《宏智禪師廣錄》卷六，《大正藏》

四八，七三──七八頁） 1  

參禪，要用什麼樣的心態用功？正覺禪師指導我們，

要相應到「衲僧家」的心境，要「枯寒心念，休歇餘緣 」。

把一生的身心力量，全部投注在參究自己清淨本性

的人，就叫做「衲僧家」。在衲僧家的眼中，世俗的五

1  聖嚴法師，《禪門修證指要》〈默照禪〉，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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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塵勞，就好比枯木寒灰一樣，所以不會起心動念去貪

求計較（枯寒心念）。一個真正參禪的人，因為投入了

全部的身心力量在參究自己的清淨本性，所以除了修行

的正緣之外，不會再去攀附追逐其他的因緣（休歇餘

緣）。這就是參禪學人最基本的用功心態，你，準備好

了嗎？

7.1　在生活裡展現生命的實相

很多人看到「納僧家」三個字，就誤以為這一切只

是出家人的事。如果有這樣的想法，就是掉落在相上的

執著分別，在心態上，還不知道自己應該投注全部的身

心力量去修行，還沒有做好要努力用功的準備──如果

你不是個納僧家，你當然就不會精進用功！

有些人看到「枯寒心念，休歇餘緣 」，就誤以為要

把自己的心，鍊到如槁木死灰一樣，要做到對一切人事

物都「沒有感覺」；或者誤以為自己「修好了」才是第

一要務，不需多花時間去理會一切人事物。這都是因為

不知道「枯寒心念，休歇餘緣 」指的是用功的心態，而

誤把自己「修」得像個「木石道人」；更何況，即便修

得再好，如果沒有度眾生的熱情，頂多也只是個「自了

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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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師父聖嚴法師在領眾禪修的時候，在禪期的第

一個晚上，都會教我們「把色身交給常住，把性命交給

龍天」，當做自己已經死了、已經埋到棺材裡了，世間

的一切、家人、事業、名利，再也和自己沒有關係。如

果真的放不下世俗的五蘊塵勞，就用包袱把它捆一捆，

丟到禪堂外，等到禪期結束了，再把那個包袱揹起來。

其實，何止在禪堂裡才要「枯寒心念，休歇餘緣 」？

真實的修行是時時刻刻、在在處處，在生活裡展現生命

的實相。

我的師父在禪期的入堂開示，特別強調修行的心態，

是希望學員進了禪堂，就應該把握得來不易的修行機會

和禪堂的資源，投注自己百分之百的力量，比平常更加

努力精進地修行。可惜的是，大多數人卻誤以為只有在

禪堂打坐的時候才需要如此用功，我甚至發現，即便在

禪修期間，很多學員在禪堂打坐之外的出坡（勞動作

務）、盥洗、休息時間，就完全變了樣。

我主持的道場「祖師禪林」，因為資源和規模都相

當有限，加上住眾人數很少，所以在禪修期間，禪眾學

員會被分配要求做一些耗費體力、而且很可能是他們一

輩子從來都沒做過的整地、除草、種樹、搬運、清掃落

葉等粗重的工作。大多數的學員在禪堂裡聽我講課或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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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的時候，都表現得「有模有樣」，但一到了出坡時間，

在他們的臉上、行動上，就會出現無奈、不滿或者氣憤

的表情和動作。

「祖師禪林」沒有專屬的寮房，禪眾只能睡在一樓

禪堂或二樓教室的地板；浴室和廁所位在禪堂外的另一

側，而且設備數量有限，需要排隊輪流盥洗；廚房是半

露天的，因為沒有齋堂，所以學員也需要在半露天的環

境或禪堂的迴廊上用餐；用餐的時候，經常只有椅子，

沒有餐桌。

禪期作息表安排每天或每隔一天，都有心得分享的

時間，很多人的共同心聲是：「我是來參禪修行的，不

是來做長工的」、「勞動工作累得我沒辦法修行」、「晚

上睡覺很不習慣，沒睡好，沒辦法用功」；有些人雖然

嘴裡說著：「這是很難得的修行經驗」，但之後就再也

沒來參加禪修；還有一些人在當時不說一句話，但事後

卻頻頻告誡別人：「這樣的環境，很不適合現代人、年

輕人修行」。

什麼樣的環境才適合修行？正覺禪師沒有指導我們

要如何安排「修行的環境」，而是教誡我們要具備「修

行的心態」。來參加禪期修行的學員，放下了家人、工

作或學業，但卻執著在「修行形式」的相上，這樣是「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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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心念，休歇餘緣」嗎？如果連在禪修期間，一時的身

體勞累、生活不便，都讓你退卻而無法用功，這樣是「把

一生的身心力量，全部投注在參究自己清淨本性」的「衲

僧家」嗎？

具備了修行的心態之後，應該如何用功呢？正覺禪

師說，一個全心全力投注在參禪修行的人，要時時刻刻、

在在處處，觀照一切諸法本自空寂（一味揩磨此一片田

地），一直到相應無形無相廣大無邊（直到誅鉏盡草莽，

四至界畔）的清淨本性。

7.2 修行，就只是這麼一回事！

各位看到「一味揩磨此一片田地，直到誅鉏盡草莽，

四至界畔」，千萬不要誤以為真的有一片廣大無邊的心

地需要揩磨，而且還要把每一個煩惱都去除了，才能有

一個清淨的心。不要忘了「閻浮提眾生，起心動念，無

不是罪」 2 ，如果真要把每一根雜草全都盡除，要揩磨

到什麼時候，才能有一絲清淨呢？

田地只是用來形容我們的清淨本性。自性本自清淨，

哪裡需要揩磨？自性無形無相，哪裡有塵勞著處，可以

讓人揩磨？

觀照一切諸法本自空寂，才是真揩磨。如果誤以為

2 《地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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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草除光了、煩惱除盡了，才能得到清淨，就是掉在

相上，如同《金剛經》說的「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一樣，錯用方法，沒有相應到真實的大法。

正覺禪師指導我們，參禪，就是要一直用功、觀照

諸法本自空寂，直到沒有一絲一毫可以染污（了無一毫

許污染）。清淨的自性是靈明廣廓具足光彩的，我們要

徹底地照見自己的本性，就像鏡子照影一樣，「胡來胡

現，漢來漢現」（靈而明廓而瑩，照徹體前），直到見

到自性無形無相、光滑潔淨，沒有任何塵勞可以住著（直

得光滑淨潔，著不得一塵）。

修行到了這個境界，就像是轉過身來的「露地白牛」 

3 一樣，到了毫無染污的清淨境地（便與牽轉牛鼻來），

不必刻意表達或隱藏，都能夠自然顯露自己的本性（自

然頭角崢嶸地）；不論處在任何境界，都能夠善巧地體

現、分享自己生命體取的大法，而不破壞世間種種的一

切（異類中行履，了不犯人苖稼）。不論外在的時運因

緣如何，都能自在自得（騰騰任運）；不但不隨境轉，

時刻時刻都是自己的主人，還可以扭轉時運、創造因緣

（任運騰騰），不必刻意觀照、用功、精進，都能如如

自在（無收繫安排處），這樣，就是真正參破無始以來

的一切，見自本心、識自本性（便是耕破劫空 4 田地

底）。

開悟之後，仍要緣著所體悟的清淨心，清清楚楚地

3 《妙法蓮華經》〈譬喻品〉 4  劫空，就是空劫，在有劫之前，即無始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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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世俗的一切，在在處處、所有一切，當下就是圓滿

清淨（卻恁麼來，歷歷不昧，處處現前），沒有時間和

空間的分際，一點兒都不會住著（一念萬年，初 5 無住

相）。

我們的心地裡，原本就具有清淨的種子（心地含諸

種），只要時時刻刻、在在處處，一直去觀照、去參究

自己的清淨本性，心地的清淨種子就會像遇雨一樣，萌

芽成長（普雨悉皆萌）。如果能夠明白諸法的實相，不

掉落在意識的分別取捨（既悟花情已），自然就能見自

本心、識自本性（菩提果自成）。修行，其實就只是這

麼一回事！

5  初，指最短的時間，一點點兒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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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渠非修證，本來具足

宏智正覺禪師語錄第 5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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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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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元無根蒂，出沒元無朕跡，本光照

頂，其虛而靈，本智應緣，雖寂而耀。真到無中邊、

絕前後，始得成一片。根根塵塵，在在處處，出廣

長舌，傳無盡燈，放大光明，作大佛事。元不借他

一毫外法，的的是自家屋裏事。 （錄自《宏智禪師廣

錄》卷六，《大正藏》四八，七三──七八頁） 1

參禪首重正知見。我們的自性不是修證而來的，本

來就具足圓滿（渠 2 非修證，本來具足）；不是任何其

他外緣可以染污的，本來就是徹底清淨（他不污染，徹

底清淨）。

參禪，就是要從我們本自具足的清淨本性下手（正

1 聖嚴法師，《禪門修證指要》〈默照禪〉，頁 125~126

2 渠，即「他」，在此為清淨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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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具足清淨處，著得箇眼），努力用功，徹徹底底地去

照見自己的清淨本性，明明白白地去體證、穩穩當當地

去實踐（照得徹脫得盡，體得明踐得穩）。這就是正覺

禪師倡導的默照禪法。

8.1　從「默」下手，徹「照」體明

正覺禪師指導我們，具備了「渠非修證，本來具足，

他不污染，徹底清淨」的正知見，就要遠離一切相上的

分別，從「默（清淨本性）」下手，去徹「照」、去體明、

去踐穩，這樣的用功，才叫做「默照」。

但是，有多少人的用功，是落在「眼觀鼻、鼻觀心」

的定境上，完全無關清淨本性？又有多少人的努力，是

「身在哪裡、心就在哪裡」，落在「身心二相」的統一

境上？這樣的努力用功，即便能觀照得清清楚楚，仍然

還是住著在相上；即便真能淨除「染相」，到達完全的

「淨相」，也還是住著在一個「淨相」上，沒有「照得徹、

脫得盡」，沒有見到本性實相。

如果真能遠離一切相上的分別，去徹照自己的清淨

本性，就會明白生死也只是一個因緣和合相，生死的本

性是空、是清淨、是無形無相，不是真實永恆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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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牢不可被的根源蒂頭（生死元無根蒂）；一切諸法

也皆是因緣和合相，諸法的本性是空、是清淨、是無形

無相，怎麼會有出沒、來去、生滅的蹤跡可依循（出沒

元無朕跡）？

如果真能遠離一切相上的分別，去照見我們本自具

足的清淨本性，就會明白，清淨本性雖然無形無相，卻

能靈通妙達（本光 3 照頂 4 ，其虛 5 而靈 6 ）；在應緣

處事時，本自具足的智慧雖然無形無相，卻能發揮智慧

的妙用（本智應緣，雖寂而耀）。

參禪的學人，就是要遠離一切相上的分別，去徹照

清淨本性，一直到沒有中間、兩邊的對待，沒有東西南

北的涯界（直到無中邊）；一直到沒有前、後，沒有短劫、

長劫，沒有時間的分際（絕前後），全然混融為一片。

這樣，你的修行才叫做真正的圓滿（始得成一片）。

修行到了這個境界，不論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

遭遇到任何「色身香味觸法」的境界（根根塵塵），「在

在處處」、時時刻刻，當下都是清淨圓滿，你都能辯才

無礙，「出廣長舌，傳無盡燈，放大光明，作大佛事」。

到了這個時候，你就會真的知道，原來，連一絲一毫都

不需要向外求取商借（元不借他一毫外法），自家寶藏

本自具足，清清楚楚、的的確確，一切都是自己家裡的

事（的的是自家屋裡事）。

3  本光，本來具足的清淨心  4  頂，本源，本來的樣子

5  虛，無形無相，不是真實存在  6  靈，靈通，通融，通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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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光，本來具足的清淨心  4  頂，本源，本來的樣子

5  虛，無形無相，不是真實存在  6  靈，靈通，通融，通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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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雖然恁麼，不得不為

宏智正覺禪師語錄第 6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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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默默自住，如如離緣，豁明無塵，直下透脫。

元來到箇處，不是今日新有底，從舊家曠大劫前，

歷歷不昏，靈靈獨耀，雖然恁麼，不得不為。當恁

麼為時，直教一毫不生，一塵不翳，枯寒大休，廓

徹明白。若休歇不盡，欲到箇境界出生死，無有是

處。直下打得透，了無思塵，淨無緣慮，退步撒手，

徹底了也，便能發光應世，物物相投，處處恰好。

所以道：「法法不隱藏，古今常顯露。」

（錄自《宏智禪師廣錄》卷六，《大正藏》四八，七三
──七八頁） 1  

我們的自性本自清淨、本自具足　參禪，只是假借

種種的方法、修行、作為，讓我們去見到自己的清淨本

性。正覺禪師倡導的參禪方法，叫做默照。要怎麼默？

該如何照呢？

正覺禪師指導我們，參禪，就是觀照自性本不攀緣、

1 聖嚴法師，《禪門修證指要》〈默照禪〉，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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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分別取捨，遠離染淨二相的對待，本自空寂、本不

住著，沒有生滅來去（默默 2 自住 3 ）。在觀照自性的

時候，要去如同、去相應我們的真如本性，不隨外緣流

轉、不假外緣修習（如如 4 離緣），當下清楚明白、沒

有塵勞染污，徹徹底底地放下一切塵累（豁明無塵，直

下 5 透脫 6 ）。

9.1　退步是向前，撒手真精進

修行到了這個境界，你會發現，原來，清淨自性不

是現在才新有的、不是修行到這個境界才證得的（本元

來到箇處，不是今日新有底），而是曂大劫前、無始以

來，就本自具足（從舊家曠大劫前）。這就好像到了月

底、薪水都花光光的「月光族」，突然從大衣口袋裡找

到千元大鈔一樣，如獲至寶，卻發現這一切原就是自己

的──不是失而復得，也不是另外兼差新賺來的。千元

大鈔本來就在自己的口袋裡，你只是忘記了而已。

原本就具足的自性，是明明白白而不昏昧的，耀放

著燦爛的光彩（歷歷不昏，靈靈 7 獨耀）。雖然本自具

2  默默，第一個默是動詞，不攀緣、不分別取捨；第二個默是名詞，

    指我們的清淨自性

3  自住，原意為「法住法位」，但並不是有真實的相，住著在一定的  

    位置，而是指諸法空寂，來去自如

4  如如，第一如是動詞，如同、就像什麼一樣，在此可引申為相應

5  直下，即當下 6  脫，即脫掉、放下 7  靈靈，明亮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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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本自圓滿，奈何我們卻不認識舊家本有的清淨自性，

所以不得不假借著種種的方法、修行、作為，想盡辦法

認識自己（雖然恁麼，不得不為）。

這是很重要的觀念。所有的方法、修行、作為，都

只是假借的手段，所以，千萬不要住著在任何方法和作

為的相上，更不要住著在用功過程中的身心變化相上。

在修行的路上，每一步，你都要離相，才能回到舊家、

見到清淨的本性。只要念念清清楚楚、離相無相，一步

一步地走去，一旦豁然開朗，一切就現前了。

當你「不得不為」而有所作為、有所修行的時候，

要做到「一毫不生，一塵不翳，枯寒大休，廓徹明白」。

不要認定有法可修、有心可證、有煩惱可斷．有果可成，

而是要一毫一塵都不生不染。要一直用功，直到你對世

俗五蘊塵勞和一切外緣的貪求計較、分別對待和攀附追

逐，都如枯木、似寒灰一樣，完全休歇；要如此一路精

進努力，一直到徹徹底底明明白白。

正覺禪師說，如果仍有貪求計較、分別對待和攀附

追逐，沒有完全休歇塵緣，而想達到不生不死、不來不

去的境界，妄想見到自己的本性，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我的師父聖嚴法師指導默照禪時，教導大眾要

「捨」、「捨」、「捨」，不要執著在相上，可惜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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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修學的人卻愈來愈往相上追逐。比方說，打坐的時

候，要求環境的絕對安靜，不可以有任何的打擾；比方

說，以為「默」就是要達到身心的絕對寧靜，所以就一

直坐著、坐著，非坐到身心安寧不可；比方說，以為「捨」

就是捨掉所有的思想，把自己弄得不知不覺，變成「死

相」。「死相」沒人要，連女朋友都追不到，還要怎麼

成佛呢？哈哈哈！

我師父教導的「捨」，就是正覺禪師說的「枯寒大

休、遠離一切相」，在修行的過程中，只要還有一丁點

兒的「不捨」和「住著」，就無法相應到清淨的本性；

而「捨」和「枯寒大休」也只是一個方便法，在修行的

過程中，千萬不要又落在方便法的相上，抱著一個「捨」

字，分別執著。

正覺禪師說，只要照著這個方法繼續用功，你就能

真正透脫（直下打得透），不再思索世俗五蘊塵勞，清

淨無一塵可染，也不再分別對待或攀附追逐一切外緣（了

無思塵，淨無緣慮），沒有任何的修行需要去用功，沒

有任何的事相需要去作為（退步撒手），而能「徹底了

也」。

為什麼「直下打得透」，反而要「退步撒手」？表

面上來看，修行是要不斷的用功，但實際上，一切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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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所要相應的，卻是「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退

步反而是向前，撒手才是真精進」，如此才能真的相應

到清淨本性。

「徹底了也」的時候，就能發揮智慧的妙用，應對

世間的一切人事物，而且「物物相投，處處恰好」，這

個世間對你來說，再也不是苦空無常，而是常樂我淨、

是涅槃淨土、是極樂世界，一切諸法都不多不少、恰如

其分，清淨圓滿、沒有隱藏，在在處處，都顯露著亙古

以來的真如妙用（法法不隱藏，古今常顯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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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諸佛諸祖無異證

宏智正覺禪師語錄第 7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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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諸佛諸祖無異證，俱到箇歇處。三世斷、萬機

寂，直下無絲毫許對者，佛靈自照，妙徹根源。識

得底裏盡，分身應事，門門放光，物物現影。便知

道，盡自箇裏流出。百草頭一切處，了無則箇與我

作因作緣，通身徹底恁麼去。（錄自《宏智禪師廣錄》

卷六，《大正藏》四八，七三──七八頁） 1

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是怎麼證悟的呢？

正覺禪師告訴我們，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和歷代祖師

大德，沒有不同的證悟（諸佛諸祖無異證）。他們都是

精進用功，到了再也不起任何分別取捨的境地（俱到箇

歇處 2 ），沒有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分際（三世斷），

諸法萬相，當下寂靜，沒有絲毫的外物、境界、因緣的

對待（萬機寂），這時候，清淨的本性就能夠靈妙地自

行觀照（佛 3 靈自照），徹見一切諸法的根源、一切諸

1 聖嚴法師，《禪門修證指要》〈默照禪〉，頁 126

2 歇處不是停留駐足處，而是指放下一切分別對待

3 此處的「佛」，是指「徹悟了的清淨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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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本性實相（妙徹根源）。

10.1　難嗎？還是易？

修行到了這個境界，確確實實地見到諸法根源、本

性實相（識得底裏盡），就能在百千萬億的國度裡，度

化眾生；不論遇到任何因緣境界，都能放光說法，而且

「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4（分身應事，

門門放光），一切萬物雖然呈現如夢幻泡影般的假相，

卻能發揮其本自圓滿的智慧妙用（物物現影）。

當下你便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清淨心的流露（便

知道，盡自箇裡流出），既然如此，「百草頭一切處」，

萬相緣境、一切諸法，哪裡有任何一絲一毫，可以和你

分別對待、作因作緣的（了無則箇與我作因作緣）？於

是徹底了悟，再也沒有任何造作，為所應為而無所作為，

「通身徹底恁麼去」了！

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和歷代祖師大德，就是這麼證悟

的。難嗎？還是易？下面這則語錄 5 ，正好可供各位參

究。

有一天，龐蘊 6 居士在家中坐著，忽然有感而發：

4 《妙法蓮華經》〈普門品〉

5 《龐居士語錄》

6 龐蘊（西元？～ 808 年，唐），馬祖道一禪師的法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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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難、難，十碩 7 油麻樹上攤」，要把十石的芝麻，

一粒一粒地全部都攤在樹上，這真是太難了！

龐太太聽了，說：「易、易、易，如下眠床腳踏地」，

怎麼會難呢？有什麼好難的？就好像下床的時候，把兩

隻腳踩在地上一樣，這真是太容易了！

女兒靈照接著說：「也不難，也不易，百草頭上祖

師意」。

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和歷代祖師大德，就是這麼證悟

的。現在，我再問你一次：難嗎？還是易？

7  碩同石，計量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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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轉身就位，借路著腳

宏智正覺禪師語錄第 8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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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空無痕跡，照非情塵。光透靜深，杳絕瑕垢，

能恁麼自知，恁麼自了。清淨妙明田地，是本所有

者，多生不了，只為疑礙昏翳，自作障隔，廓然智

游，內忘功勳。直下脫略去，擔荷去、轉身就位，

借路著腳。靈機妙運，觸事皆真，更無一毫一塵，

是外來物爾。（錄自《宏智禪師廣錄》卷六，《大正藏》

四八，七三──七八頁） 1  

一切諸法的本性，是無形無相、沒有痕跡的（空無

痕跡）。因此，清淨心的觀照妙用，並不是對境起心，

不是因為有了五蘊塵勞所以才要「照見五蘊皆空」（照

非情塵），而是在在處處、照用歷歷，

這樣的智慧妙用，是生命自在力量的顯露，能夠觀

照得透徹深遠，卻又無形無相、無染無垢（光透靜深，

杳 2 絕暇垢）。而且，這樣的智慧妙用，能夠透徹深遠、

無染無垢地自知、自了（能恁麼自知，恁麼自了）。

1  聖嚴法師，《禪門修證指要》〈默照禪〉，頁 127  2  高遠而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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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魚水相忘於江湖

清淨妙明田地，是我們本來就有的。我們之所以會

「多生不了」，是因為自己的懷疑、阻礙、無明、遮蔽

不見，自己障礙自己所致（只為疑礙昏翳 3 ，自作障

隔）。

一旦能夠透徹深遠、無形無相、無染無垢地自知、

自了，就能夠如同魚游於水，幾乎沒有感受到水的存在

「魚水相忘於江湖」一樣地，廣闊無邊地展現清淨心的

智慧妙用，和一切萬物相容在一起（廓然智游）；就能

夠相應於妙德妙智，盡其所有地施展妙用作為，而無功

可用、無事可作（內忘功勳）。當下沒有任何遲疑地放

下一切（直下脫略），「去擔荷，去轉身就位，借路著

腳」。

為什麼才放下一切，就又要擔起一切呢？放下，是

放下對身心五蘊、山河大地、萬物境相的種種執著。放

下這一切的同時，並不是空無一物，而是擔荷起眾生慧

命，「若濕生、若卵生、若胎生、若化生、若有想、若

無想，皆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而實無一眾生可度」 4

。如果沒有真正徹底的放下，任何一絲一毫相上的執著，

都會是壓垮你這隻大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什麼叫做「轉身就位」？「轉身」、要轉到哪裡去？

  3  眼疾，會障蔽視線影響視力  4 《金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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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位」、要就哪個位？

我們的修行，是朝向明心見性、成佛之道前進。曹

洞宗「功勛五位」的「向、奉、功、共功、功功」，標

示著修學人「向」著清淨心努力，依照（奉）或相應於

清淨心用功，進而產生種種功勛的修行過程。經過這些

努力而真正修證的人，就要「轉過身來」面向紅塵，去

「就位」。要就哪個位呢？哪個位都可以，即便「異類

中行」，也一樣清淨自在。

正所謂「百丈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丈

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5 ，已經到了百丈竿最

高點的「不動人」，不是真實的證得，還須更進一步。

已經到了百丈竿的最高點了，還要更進一步，結果如何？

當然是騰空掉落下來。即便掉到谷底，哪怕落到紅塵最

不堪、人間最低賤處，都要藉著紅塵裡的一切因緣，做

種種的教化（借路著腳），這樣才能叫做「全身」。

到了這個境界，無形無相的妙智慧，就能靈敏地觀

照、巧妙地運用（靈機妙運），在對待一切萬物的時候，

都能相應到事相的本性實相（觸事皆真），一切諸法都

是清淨自性的流露，沒有任何內外、染淨的分別對待取

捨（更無一毫一塵，是外來物爾）。

5 《景德傳燈錄》〈招賢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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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事事頭上，恰恰具足

宏智正覺禪師語錄第 9則



106      正覺默照

                    （9） 

默默照處，天宇澄秋，照無照功，光影斯斷，

箇是全超真詣底時節。源淨體靈，樞虛機活，歷歷

本明。其中發現，便提得出，在事事頭上，恰恰具

足，與二儀同，萬象等。坦坦蕩蕩，縱縱橫橫。天

同天，人同人，應其身現其相，而為說法。能如是

體得十成，廓然亡所礙者。（錄自《宏智禪師廣錄》

卷六，《大正藏》四八，七三──七八頁） 1  

觀照本不攀緣、本不分別取捨，本自空寂、本不住

著，沒有生滅來去的清淨自性（默默 2 照處），就會發

現，我們的清淨自性，就像秋日的天空一樣，廣闊無邊、

晴空萬里、一片光明。在一片光明的境界裡，用光去照

射，這樣的照，並不會產生任何的功能作用（照無照

功）。

1  聖嚴法師，《禪門修證指要》〈默照禪〉，頁 127

2  默默，第一個默是動詞，不攀緣、不分別取捨；第二個默是名詞，  

    指我們的清淨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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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片光明中，照無照功，如此無功用行，繼續觀

照、繼續努力，一直到沒有「能照的光」、也沒有「所

照的物」，沒有「能照的我」、也沒有「所照的境」（光

影斯斷），當下就是「全超真詣底時節」，超出一切能

所對待、因緣攀附，真正徹底了悟。

12.1　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

自性的本來面目是清淨自在、妙用靈敏沒有侷限（源 

3 淨體靈），就好像知道樞紐不過是虛設的屏障，所以

能夠活用機關一樣，明白萬物境界不過是如幻的假相，

所以能夠靈活運用而不受假相的限制（樞虛機活）。一

切萬物本來就是這麼清清楚、明明白白（歷歷本明），

如果能夠見到這其中的道理，你就能夠發揮一切諸法的

妙用（其中發現，便提得出），而且「事事頭 4 上，恰

恰具足」。

什麼意思呢？每一件事物的根本源頭、實相自性、

本來面目，都是無形無相、清淨自在，本自具足、本自

圓滿。天地的本源是這樣，萬物的根本也是如此（與二

儀同，萬象等），一切諸法本自平等、本自無礙，所以「坦

坦蕩蕩，縱縱橫橫」，不論你怎麼做、即便像螃蟹一樣

3  源，本源，本來的樣子

4  事事「頭」上，頭指的是源頭、根源、本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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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著走，都沒有任何事相能染污你、障礙你，清淨

明白、圓滿自在，如同馬祖道一禪師說的「心地隨時說，

菩提亦只寧」 5 。

雖然一切諸法自性空寂、本來平等、沒有差別，但

卻各自有其妙相上的妙作用，「天同天，人同人」，各

得其所、各得其位。而因為你徹底明白自性空寂無相，

沒有形相的限制阻礙，所以你就能「應其身現其相，而

為說法」，能善觀一切因緣、一切根機，對應產生教化

的妙作用，成就一切萬相。

有一位僧人問馬祖道一禪師：「您為什麼說『即心

即佛』？」 6  

馬祖答：「為止小兒啼」，沒辦法，大家都像小孩

一樣哭哭哭啼啼地，我只好告訴他們「即心即佛」！

僧人：「啼止時如何？」，不哭了的時候，您怎麼說？

馬祖：「非心非佛」。

僧人：「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如果不是這

兩種人，您做何指示？

馬祖：「向伊道不是物」。

僧人：「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如果遇到上上

根機的人，您如何指導？

馬祖：「且教伊體會大道」。

5 《景德傳燈錄》〈馬祖道一〉 6 《景德傳燈錄》〈馬祖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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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說的是什麼？留待各位參究。而語錄中的對應

教誡，則是馬祖道一禪師善巧方便、「應其身現其相，

而為說法」的顯現。

真正的大道，是無形無相、無可住著，而能生萬法、

隨機應用，即便「應其身現其相，而為說法」，以無餘

涅槃度盡一切眾生，也實無一眾生可度。如果能夠如此

徹底通透「體得十成」，就能清明開闊而沒有障礙（廓

然亡所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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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卻解借功，名為誕生

宏智正覺禪師語錄第 10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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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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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時窺得破，

猶有辨白擔荷之功，更須退步，方詣環中，光發其

間。卓卓獨存，卻解借功，名為誕生。斯乃出沒幾

微，細細明辨，既能分身，便可御事。（錄自《宏智

禪師廣錄》卷六，《大正藏》四八，七三──七八頁）

1

正覺禪師語錄的文字和對仗都很優美，但讀起來經

常讓人有一種「說來說去，都是一樣」的感覺，這是因

為正覺禪師的指導著重「體用一如」，不是「從體出用」、

就是「攝用歸體」，所以在言談之間，難免讓人感到重

覆抝口，其實在在都是正覺禪師「老婆心切」 2 所致。

如果能夠掌握這個論述的原則，在參究或閱讀正覺禪師

的語錄時，就比較能夠貼近其中的要義。現在，我們就

1 聖嚴法師，《禪門修證指要》〈默照禪〉，頁 127~128

2 像老媽媽愛護小兒子一樣的心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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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看正覺禪師的這則語錄，領受正覺「老媽媽」的叮

囑。

如何能夠水深見底？如果深潭裡的水能夠「不動」，

那麼，即便水中有一些雜質，也會因此沈殿，水潭就能

清明見底，甚至還可以像鏡子一樣，反照出一切影像。

我還記得小時候，因為沒錢買鏡子，我媽媽就經常在站

在水缸邊，就著水影梳理頭髮。不動的水，就能有見照

的功能。

13.1　在用功，但不受「在用功」的影響

我們的清淨自性，本來就是清明、不動、清淨的，

而且還有見照的妙功能、妙功用，可以反緣觀照到最究

竟處。修行，就是要「徹照源底」、徹底照見一切的根源；

而一切的根源，就是「淵 3 湛寂默」、就是我們的清淨

本性。如此「徹照寂默」，就是默照禪的用功方法。

如果能夠「徹照源底」，當下就明白一切諸法的根

源是無形無相、無可住著、沒有分別對待取捨。因為不

受形相因緣的束縛界限，而能靈活妙用（虛而靈）；廣

闊無邊沒有際限，本具妙智能夠清楚明白（廓而明）。

而且，「雖有昭然自鑑之像，而無影響相偶 4 」。

3  淵，深水，深潭，在這裡比喻自性   4  偶，偶數，匹配，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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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就是「照」，比方說，「攬鏡自鑑」就是拿

鏡子照自己。在本文中，「自鑑」引申為自我觀照、修

行用功。「雖有昭然自鑑之像，而無影響相偶」是說，

雖然清清楚楚、的的確確在用功修行，但是卻不會受到

「在用功」這件事的影響，不會落在「我」「在用功」

才能「證果位」──沒有「能修的我」、沒有「所修的

法」、也沒有「可證的果」，三輪體空，但卻仍然如是修、

如是行，這才是真修行。

修行到了這個境界，能夠徹照見底，明白諸法空寂

（底時窺得破），但卻仍然還有觀照的功能作用（猶有

辨白擔荷之功），這時候，就不要再執著在「有功可用」

的用功相上，而是要退步、要放下一切（更須退步），

才能「方詣環中」、見到最究竟的本性實相。

什麼是「環中」？中國的水墨畫，通常是用毛筆

畫出一個「黑色的環」，中間留白，用以表示畫了一個

圓。「環中」指的就是「中間留白處」。環中沒有色彩、

無形無相、空無一物，卻能發揮智慧的妙作用（光發其

間），而且確實獨立存在（卓卓獨存），不過卻必需借

著「黑色的環」的功能作用（卻解借功），才能顯示出「環

中」，這就叫做「誕生」。

這樣的誕生並不是從無到有，「中間留白處」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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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存在，但卻無從顯現──如果沒有畫出那個「黑色的

環」，怎麼會有「環中」呢？這就好比一切諸法的實相

本源、清淨自性，本自具足、能生萬法，但卻無形無相，

而且明白瞭知，惟有透過一切諸法的「萬相」，才能顯

露自性「實相」的妙作用、妙功能。

修行，就是要明白徹見在萬相的當下，空寂如如，

當下見到清淨自性，顯露實相的妙用。在一切諸法、萬

相因緣之中，清淨自性的誕生顯露，是非常細微、幾乎

無從察覺的（斯乃出沒幾微），如果能夠細細明辨、徹

見明瞭，就能發揮智慧的妙用，應物處事，自然圓滿（細

細明辨，既能分身，便可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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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其用自沖，不可盈滿

宏智正覺禪師語錄第 11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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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有印萬象之印，其印不痕，游世對緣，自有塵

塵三昧底受用。其用自沖，不可盈滿。空谷之受雲，

寒溪之濯月，不出不在，迢然化外，更能放教無得

無向，在在處處，還之舊地，毫髮不曾移動。跛跛

挈挈，百醜千拙，鼎鼎地自然圜順。趙州洗鉢、喫

茶，不著安排，從來成現。若如是具眼，一一覷得

徹，方是箇衲僧做處。（錄自《宏智禪師廣錄》卷六，

《大正藏》四八，七三──七八頁） 1

佛傳心印，傳的是什麼？

如果真有一個心印可傳、可以開示悟入，那麼，這

個心印，就是我們人人本具的妙明智慧──知道本自空

寂、本自如如，可以照見五蘊皆空。

修行，就是要行智慧妙用，去觀照五蘊皆空、徹見

1  聖嚴法師，《禪門修證指要》〈默照禪〉，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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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相的本源實相。這樣的妙明智慧，是無痕無跡、無形

無相的（有 2 印 3 萬象之印，其印不痕），如果能以這

樣妙明智慧來「游世對緣」，自然就會有「塵塵三昧底

受用」。

14.1　執持不忘，就會變成「六識外道」

正覺禪師語錄的這幾句指導，可以說是《心經》的

翻版，「有印萬象」其實就是「行深般若波羅蜜，照見

五蘊皆空」。「其印不痕」則是在提醒修學者，千萬不

要誤把「印（智慧）」當作是實有的，要相應於「無智

亦無得」。

如果真的能夠行深般若，徹見「五蘊皆空」，在處

事對緣的時候，就沒有絲毫執取，而能悠遊自在。當六

根門頭（眼耳鼻舌身意）對應到一切塵境（色聲香味觸

法）時，當下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異空，

空不異色」，不落在「有相」的對待取捨，也不掉在「無

相」的空亡境界，而且「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所以能

在如幻的一切萬相（塵）中，顯露實相的妙功能、妙作

用，事事自無礙，萬法皆自在，這就是「塵塵三昧底受

用」。

2  有，在此為行，執行   3  印，在此為觀照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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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觀照的妙功能本來就不是實有的，因此也就沒

有智慧觀照的真實受用可以執持（其用自沖），所以，

不可以因為如幻的受用而自盈自滿（不可盈滿），而是

要像「空谷之受 4 雲，寒溪之濯 5 月，不出不在，迢然

化外 6 」。

有一些人，修行有了一點兒功夫、有了一些受用，

很容易認定自己「眼耳鼻舌身意」所「識」的，才是最好、

最正確的，如此住著在六識妄想，而且執持不忘，就會

變成「六識外道」──從一法得受用，就誤以為只有這

個法才是妙法，有所執持住著，遠離了清淨自性、真實

大道，所以稱為「外道」。

真正的智慧妙用，是「妙行無住」，要像山谷受雲

一樣，雖然白雲來來去去、出出沒沒，但空谷本自不動；

要像寒溪濯月一樣，溪水流動不停，並不會因為月影而

住著。我們的清淨自性，就像空谷一樣沒有出沒，就像

寒溪一樣毫不住著（不出不在 7 ），遠遠地超出天地萬

物的形相之外（迢然化外）。

修行到了這個境界，要放、要捨、更不能執著在朝

著「證得菩提」的方向努力（更能放教無得無向）。什

麼意思呢？比方說，到達一心，就不要執著在一心的境

界；到達無心，也不要執著在無心。即便到了「無可放、

4  受，接受，承受 5  濯，洗 6  化外，天地變化之外

7  在，存在，引申為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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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捨」的境界，只要還有「無可放、無可捨」的一念，

都不叫做究竟。

真的「能放、無得、無向」，那麼，一花一葉一草

一木，在在處處、無言無語，都是本家舊地、清淨心的

顯露。一切種種看似有修、有得、有方向，但妙明本心

卻絲毫不曾移動，在聖不增、在凡不減，不生不滅、不

來不去（毫髮不曾移動）。

雖然自性本自清淨、本自如如，但一切因緣，卻仍

有其業相作用。在生活中應物處事、隨順因緣的時候，

表面上看起來雖然跌跌撞撞、百醜千拙（跛跛挈挈，百

醜千拙），但並不因此而少一分原來的清淨，仍然鼎立，

安住不動，自然圓順（鼎鼎地自然圜順）

這就是為什麼趙州和尚 8 教人生活裡的一切事相，

不論洗鉢、喝茶，都是修行、都是清淨自性的顯現，所

以不需在相上造作，更不應住著，因為每一個生活事項、

舉止思維的當下，都是塵塵三昧的受用，一切現成（趙

州洗鉢、喫茶，不著安排，從來成現）。

像這樣具足妙明智慧，去徹見一切諸法的本源實相

（若如是具眼，一一覷得徹），才是參禪學人應該努力

用功的修行方法（方是箇衲僧做處）。

8  趙州從諗禪師（西元 778~897，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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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活計冷湫湫時

宏智正覺禪師語錄第 12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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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田地穩密密處，活計冷湫湫時，便見劫空。無毫

髮許作緣累，無絲糝許作障翳，虛極而光，淨圜而

耀，歷歷有，亘萬古不昏昧。底一段事，若點頭知有，

不隨生滅，不住斷常，要變應則與萬象森羅同其化，

要寂住則與二儀蓋載同其道。出沒卷舒，一切在我。

本色漢，須恁麼收放始得。（錄自《宏智禪師廣錄》卷

六，《大正藏》四八，七三──七八頁） 1

禪宗祖師的教誡不離生活事相，所以在語錄裡，我們

經常可以看到當時的社會生活和文化樣貌。正覺禪師的這

則語錄，就是以農業社會的莊稼活計 2 做比喻，指導學人

用功的方法。

田地裡的作物，長得穩穩密密的，看來就要有好收成

了，但是田地的主人做起活來，卻看不到一丁點兒的熱絡

相。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究竟是什麼意思？

1  聖嚴法師，《禪門修證指要》〈默照禪〉，頁 128

2  活計，指工作、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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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果然如此！果真如是！　　

「田地穩密密處」是用來形容人人本具清淨德相，

自家寶藏本自具足。修行人見自本性、識自本心時，明

白本自具足、本自圓滿，就好像田地裡的作物種得「穩

密密」一樣，一切處都安穩，一點兒都沒有缺失。

如果是個莊稼漢，看到田地穩密密的，必然就會有

忙不完的農家活計，賣命努力，以為要有所取捨造作，

才能有所收穫。相應清淨本性的修行人，雖然「做活

計」，但卻沒有任何一個活計可以去執著貪取，看起來

「冷湫湫」的，沒有什麼作為。

修行到了徹見「田地穩密密」，有所作為的方法卻

用得「冷湫湫」的時候，當下所見的一切人事物，都是

本性空寂、了不可得、沒有際限（便見空劫）。不掉在

相上的執著，所以沒有一絲一毫的緣累；不落在知見的

分別，更沒有一絲一毫的障礙（無毫髮許作緣累，無絲

糝許作障翳）。連「空」都空掉了，就能發揮智慧的妙

照功能（虛極而光），能夠清淨圓滿，時時觀照一切事

物（淨圜而耀 3 ）。清淨本性的智慧妙用，是不生不滅、

妙明而不昏昧的（歷歷有，亙萬古不昏昧）。

如果你真的明白這件大事──人人本具如來智慧德

相（底一段事），你就會點頭說：「果然如此！果真如是！

3  耀，照耀，在此引申為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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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頭知有）」。因為能夠清楚徹見一切諸法本自清淨、

本自如如，所以不會隨緣生滅住著（不隨生滅），不會

掉落在斷常、染淨的二相分別對待（不住斷常 4 ）。

清淨自在、不住斷常，所以在遇到需要應變的境界

時，不會有所執著，而可以「與萬象森羅同其化」。本

自空寂、不隨生滅，就像天地涵養一切萬物一樣，雖有

種種的妙用，但卻無功用行、無所作為（要寂住 5 則與

二儀蓋載 6 同其道）。

如此，「出入卷舒，一切在我」，而能騰騰任運去

隨順因緣、掌握因緣；而能任運騰騰，在掌握因緣的同

時，去創造因緣。相應到清淨自性、不造作、不假修證

的大丈夫、天人師（本色漢），就是應該要這麼收放自

如（須任麼收放始得）！

4  斷是斷滅，常是常有 5  寂住，空寂不動，在此引申為沒有作為

6  二儀是指乾坤、天地，二儀蓋載就是天蓋地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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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觀身實相，觀佛亦然

宏智正覺禪師語錄第 13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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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若端能體得到自己無外

境界，則恰恰絕對待、出思議。佛佛心心，精到無

二。衲僧默游寂住，虛靈妙通，等太虛度塵劫。卓

卓亡倚，明明非思，箇是本所住處。機轉化分，歷

世應事。照無功、用無跡，閑雲流水，初不留礙。

直教純純穩穩，一切移不得，方不隨夤緣轉也。真

實體取。（錄自《宏智禪師廣錄》卷六，《大正藏》

四八，七三──七八頁） 1  

默照，應該要如何觀照？如何用功？正覺禪師指導

我們，要「觀身實相，觀佛亦然」。

觀身實相，是要觀照我們的「身相」只是因緣和合

的法，所有因緣和合法的「實相」是「空寂」。

空寂不是斷滅、不是空無一物、不是否定萬相的存

1  聖嚴法師，《禪門修證指要》〈默照禪〉，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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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而是在萬相緣境如夢幻泡影的當下，「本自清淨、

本不生滅、本自具足、本無動搖、能生萬法」 2

16.1　不居功、不執取，即此用、離此用

不只觀自身實相空寂，觀佛、觀眾生、觀一切諸法，

也一樣觀其實相空寂（觀佛亦然），如此用功，一直到

能夠確確實實體會到「自己的實相」和「萬物的實相」

都是空寂，沒有一物不是清淨自性的流露，沒有任何一

物不是我，我之外沒有任何外境界（若端能體會到自己

無外境界），當下遠離一切分別對待，超出第六意識的

攀緣思議（恰恰絕對待，出思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

佛佛心心，沒有兩樣（佛佛心心，精純無二）。

體會到「無外境界」的老實參禪人，就能徜徉在清

淨自性之中，無所作為而為所應為（衲僧默游寂住），

沒有形相可住著、不受緣境的限制，能夠顯現變化通達

的妙智慧、妙功能（虛靈妙通），體會到本自具足的自

性等同於法界，法界一心；過去、現在、未來都是平等

如如，三際了不可得（等太虛 3 度塵劫）。

如果真能體會虛靈妙通的清淨自性，雖然能夠不攀

附緣境而卓然獨立，但卻不是真實的存有（卓卓亡倚）;

清清楚楚的妙明智慧可以顯現妙功能和妙作用，但卻不

2 《六祖壇經》 3  太虛，即宇宙；等太虛，即等同於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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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思議而來的（明明非思）。這樣、就是徹見本性；這個、

就是我們本來的家、本來面目（箇是本所住處）。

清淨自性的妙明智慧，能夠在我們的六根（眼耳鼻

舌身意）發生妙作用，當六根面對六塵（色聲香味觸法）

時，就能發揮妙功能，不掉落在六識妄想（機轉化分），

時時刻刻、在在處處，都能如此以清淨妙智對應處理生

活中的一切人事物（歷世應事），不居功、不執取，不

掉落在事相的功德，而能隨順因緣、成就因緣（照無功）；

能夠隨機應變妙用無窮，即此用、離此用，一切恰似春

夢了無痕（用無跡）。就像閒雲流水一樣，悠然自在，

一點兒都不受防礙、不會住著（閑雲流水，初 4 不留

礙）。

就是要這麼觀照、這麼體會，一直到全然不雜、穩

然不動，再也不受任何事相的影響，才可以不隨緣境流

轉（直教純純穩穩，一切移不得，方不隨夤緣轉也）。

參禪的人，就是要這麼「真實體取」。

4  初，一點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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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唯證相應不可授手     135

  17  唯證相應，不可授手

宏智正覺禪師語錄第 14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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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道非祖傳，祖未來時，彌綸周匝，自然空空不

痕，靈靈亡偶。獨照出因緣，常活離形穀。所以喚

作祖，唯證相應，不可授手。佛佛之到，以此為極，

應化分身，花花葉葉。根根塵塵，智入三世。萬機

不我擾，一塵不我外。妙出大千經卷，何處更有影

事可得。（錄自《宏智禪師廣錄》卷六，《大正藏》

四八，七三──七八頁） 1

在禪宗祖師語錄裡，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詰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三世諸佛不來時，如何？」，

回答的人，不是落在相上、招來斥喝或棒打，就是向上

一著、令得後學之人霧裡看花摸不著頭緒。正覺禪師的

這則語錄，可以說是禪宗祖師難得一見的文字回應，更

是他老人家對參禪學人諄諄不倦的教誨。

1  聖嚴法師，《禪門修證指要》〈默照禪〉，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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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非祖傳，祖未來時，彌 2 綸 3 周匝 4 ，自然空

空不痕，靈靈亡偶 5 」，意思是說，清淨自性，不是歷

代祖師傳授給我們的。佛未出世、達摩祖師還未來到漢

地時，清淨自性就已經充滿整個宇宙、遍滿周界，而且

本來如是、本自具足，不必外求、不假修證；無形無相、

無可住著，所以沒有痕跡；能夠靈活妙用，沒有對待分

別、沒有阻礙。

17.1　紅塵不到我，一塵不我外

從清淨自性起用的智慧觀照，不是因萬相對待而起，

而是獨立不依附於任何緣境，所以能夠超出萬相緣境的

限制（獨照出因緣）；遠離六識（眼、耳、鼻、舌、身、

意識）的妄想執著，而能發揮靈活的妙作用、妙功能（常

活離形殻）。

我們之所以尊稱佛、歷代祖師為「祖」（所以喚作

祖），是因為這一切，只有親證相應，不可以經由他人

授予（唯證相應，不可授手）。

為什麼不可以「授手」？清淨自性無形無相，要如

何授（給予）、又要如何受（接受）？再者，自性空寂、

2  彌，即滿  3  綸，宇宙  4  周匝，即四周  

5  偶，偶數，匹配，相對，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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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自具足，哪有一個「我」可以去接受、哪需要從他處

求取？更何況，一切諸法本自空寂，哪有一個可以給予

的「祖」？

親證體取、真正相應到清淨自性的時候，就能以妙

明智慧變應一切萬相緣境，花花葉葉、根根塵塵，「應

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為其說法（應化分身）」，智

慧遍入過去、現在、未來，不受時空分際的限制（智入

三世）。

雖然說「智入三世」，但哪有過去、現在、未來的

分別呢？念念清淨念、念念無分別，塵塵剎剎的當下悉

皆圓滿，自然不受時空分際的限制。

因為沒有分別、沒有對待取捨，所以一切現象都和

「我」沒有干涉（萬機不我擾）。雖然「紅塵不到我」，

但根根塵塵的當下就是清淨自性的流露，所以「一塵不

我外」。妙明智慧超出大千經卷，以這樣的智慧入世處

事，哪裡更有前塵影事可得？這就是「唯證相應，不可

授手」的清淨妙智。

現在，換我問你：「三世諸佛不來時，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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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空其所，存其妙

宏智正覺禪師語錄第 15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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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歷歷妙存，靈靈獨照，攬之不得，不可名其有，

磨之不泯，不可名其無。出思議之心，離影像之跡，

空其所存者妙。妙處體得靈，靈處喚得回。心月身

雲，隨方發現。直下沒蹤跡，隨處放光明。應物不

乖，入塵不混，透出一切礙境，照破一切法空。於

差別緣，入清淨智，游戲三昧，何所不可。當如是

真實體究。（錄自《宏智禪師廣錄》卷六，《大正藏》

四八，七三──七八頁） 1

很多人參禪，經常落在「有」、「無」兩邊做文章，

這是因為不懂得往自己的清淨本性觀照，不老實參禪。

正覺禪師的這則語錄，或許可以破你的「有」、「無」？

我們本自具足的清淨自性，是清清楚楚、無形無相

地存在著（歷歷妙存），能夠不相對於緣境、獨立不依

附地起智慧妙照（靈靈獨照）。這樣的清淨自性，伸手

1  聖嚴法師，《禪門修證指要》〈默照禪〉，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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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攬、卻攬不到，所以不可以說「有」（攬之不得，不

可名 2 其有）；想盡辦法抹滅、卻抹不去，所以不可以

說「無」（磨 3 之不泯 4 ，不可名其無）。

18.1　是「有」、還是「無」？　　　　　

那～到底是「有」、還是「無」？長沙和尚 5 曾經

被問過類似的問題。 6

有人問長沙和尚：「把蚯蚓斬成兩段，兩段都還活

著、都還會動，不知道、佛性在哪一邊？」

長沙和尚答：「莫妄想」。

佛性在哪一邊？已經明明白白地告訴你「攬之不得，

磨之不泯」了，你卻還繼續問：「佛性在哪一邊？」、「是

有、還是無？」，難怪長沙和尚只能教人不要再妄想了！

不要再妄想了。我們的清淨自性，超出六識妄想分

別的思考和議論作用（出思議之心）；遠離六根對應境

緣的妄相執取（離影像之跡）。修行，就是要「如是」

觀照自己的清淨自性。

在觀照的過程中，要放捨所有可住著的一切，一直

到無可放、無可捨，一直到連「無可放、無可捨」的念

頭都要放捨。但是，放捨並不是靜靜地坐著、不是什麼

2  名，即形容  3  磨，磨滅  4  泯，泯除 

5  湖南長沙景岑禪師（西元 788~868，唐），法號招賢大師，人稱長沙和尚

6 《聯燈會要》〈湖南長沙景岑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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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知道、不是任它去，而是不住著在一切境界，「如

是」觀照自己的清淨自性，本不生滅、本自具足、本無

動搖、能生萬法。這樣，才是「空其所，存其妙」，才

是「真妙」──無所住著、沒有限際、妙用自在。

真真切切地去體會「真妙」，你就會明白「真妙」

是無相可得、不受限制的（妙處體得靈 7 ）。雖然無相

可得、不受限制，在當用的時候，卻又能毫不遲疑地立

即顯現（靈處喚得回）。

修行到了這個境界，你的心就像月亮一樣，能夠照

耀卻不熱惱；你的身就像閒雲一樣，悠然自在（心月身

雲）。隨處都能顯現清淨自性的妙作用、妙功能（隨方

發現），而且當下即用即離、了無痕跡（直下沒蹤跡），

在在處處，都是清淨自性的流露、都是妙明智慧的顯露

（隨處放光明）。

在應事對緣的時候，不會悖離清淨本性（應物不

乖）；入到紅塵俗世的時候，不會受到塵染混同（入塵

不混）。妙明智慧的妙功能和妙作用，能夠像光照透阻

擋一樣，超出一切障礙境界（透出一切礙境），照見一

7  靈，靈活不受限，在此為無形無相而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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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諸法緣境本性空寂（照破一切法空），不掉落在差別

的萬相境界中，而能進入到清淨實相（於差別緣，入清

淨智）。

於是就能了知，一切萬相，就好比一場遊戲，雖知

一切皆假，但卻得以假作真，才能入戲三分。既然是遊

戲一場，一切如夢幻泡影，即便入戲三分，也要能知幻

離幻。如此明白遊戲三昧，還有什麼不可以的（遊戲三

昧，何所不可）？修行，就是要這麼真實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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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只箇家風，任君收拾 

宏智正覺禪師語錄第 16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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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廓而自靈，淨而自明，能普遍而無取照之功，

能分曉而無緣想之累。出有無表，超思議情，唯證

相應，不從人得。佛佛祖祖，葉葉花花，聯續底事

也。應時不取相，照處不涉緣，便能堂堂不昧。只

箇家風，處處現成，任君收拾。（錄自《宏智禪師廣

錄》卷六，《大正藏》四八，七三──七八頁） 1  

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古今中外歷代祖師大德，到底

為誰辛苦、為啥忙？為了你、為了讓你徹見自己的清淨

本性。

我們的清淨自性，廣闊無相、靈妙而沒有際限（廓

而自靈），清淨無住、而有明照的功用（淨而自明）。

能夠普遍觀照，而不是對境取捨（能普遍而無取照之

功）；能夠明白分曉，而不隨緣境流轉（能分曉而無緣

想之累）。

1  聖嚴法師，《禪門修證指要》〈默照禪〉，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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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為誰辛苦、為啥忙？

超出有、無的二相對待（出有無表），超脫思索、

議論的情識（超思議情），這樣的清淨自性，只能親證

相應，不能從他人處得取（唯證相應，不從人得）。

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五家七宗、名山大德（佛佛

祖祖、葉葉花花 2 ），他們盡形壽、獻生命，所作所為，

就是為了聯續這一件大事（聯續底事也）──就是為了

開示悟入眾生佛之知見，就是為了讓人人都能徹見自己

的清淨本性。

我們的清淨自性，在對應一切萬物緣境的時候，不

落在相上分別執取，而能明白分曉（應時不取相）；在

觀照一切萬物緣境的時候，不攀緣依附而能徹見實相本

源（照處不涉緣），所以能夠清楚明白不昏昧（便能堂

堂 3 不昧）。

清淨自性本不生滅、本自具足、本無動搖、能生萬

法，不取相、不涉緣，唯證相應、不從人得──這就是

禪門家風（只箇家風）！百草頭上祖師意，時時顯露、

處處現前，任你揮灑、任你擺佈（處處現前，任君收拾）。

這就是諸佛祖師的作為，而你，又是為誰辛苦、為

啥忙？

2  葉葉花花，指一花開五葉，禪門五宗  3  堂堂，正大光明，在此為清楚明白



 附錄一：

  加入祖師禪林「法施功德會」
　讓更多人知道佛法的好！

「佛法這麼好，知道的人這麼少」，所以發願讓所

有的人，都能夠體驗佛法的好───這是聖嚴長老學佛

弘法的初發心，也是聖嚴長老一生奉獻、實踐的寫照，

更是他老人家對僧俗四眾弟子最深切的咐囑。

祖師禪林做為一個專俢祖師禪法的道場，以承當聖

嚴長老的願心「發揚漢傳佛法，燄續祖師心燈」自勉，

結合經教義理、漢傳祖師禪法的特色、聖嚴長老的教誡、

以及果如法師的修行體驗為指引，定期舉辦念佛、默照、

話頭等禪修訓練，弘講經典及公案語錄，並以不拘形式

的茶禪、攝影禪、書法禪等生活藝術禪坊，誘導學人在

生活中親近禪法。

為了讓更多人知道佛法的好，祖師禪林所有的講經

說法、禪期開示、小參請法、對談內容、活動過程，都

需要文字和影音的紀錄、整理、流通和宣揚，亟需長期

投入大量的資源。祖師禪林「法施功德會」由然而生，



非常需要您的護持，和我們一起共同承當聖嚴長老的願

心。

所有護持祖師禪林「法施功德會」的功德主及其捐

款金額或捐贈物品，我們都將造冊列名，並定期公佈以

昭公信。不論捐款或捐贈物力多少，在每一次祖師禪林

的法會，我們都會為每一位法施功德主設立消災延壽牌

位；在祖師禪林出版品的內頁，我們也會為每一位法施

功德主誌名，感恩您的發心願力。

現在就加入祖師禪林「法施功德會」，讓更多人知

道佛法的好！

詳情請洽電知客法師和義工（台北）：

02 2891 5205，傳真：02 2891 5317

法施功德會專用匯款帳戶：

萬泰銀行 ( 代碼 809) 天母分行 ( 代碼 0382)

戶名：祖師禪林／帳號：038 1180 29217



 附錄二：

  感恩　法施功德主！祖師禪林

「法施功德會」護持名單

法施功德主姓名 捐款新台幣

蕭金龍             $500 

蕭定恆             $500 

羅耀民             $1,000 

羅鈞鴻             $500 

羅鈞懌              $500 

陳呈洋              $2,000 

陳吳桂芩        $2,000 

張瑞鳯        $480 

呂奕慧              $5,000 

李月嬌              $500 

范善堃              $500 

林美絨              $6,000 

張愛嬌              $2,000 

陳文隆              $2,000 

徐樹妹              $1,000 

陳吳秀玉              $2,000



法施功德主姓名 捐款新台幣 

洪林蔭              $500 

許伯陽        $500 

汪威任        $500 

林能福              $200 

陳宜鴻              $300 

張明月        $1,000 

董敏鳯        $200 

無名氏 等       $8,000 

張素華              $500 

陳圭耀              $500 

陳進福        $300 

陳綘仙        $500 

徐進        $500 

徐明月        $1,000 

潘咏美、馬金城闔家 $2,000 

周束芬        $500 

林余義        $500 

曾秀美、李清山闔家 $5,000 

吳紹青        $2,000 

許又云        $500 

陳麗君             $500 



法施功德主姓名 捐款新台幣

向華凱             $200 

向富賢        $200 

向俐穎        $200 

李美月        $200 

李月霞              $200 

李郭煙葉              $200 

潘坤杰              $200 

蘇金隆              $1,000 

林武璋              $2,000 

林柏君              $600 

林柏安              $600 

啟新             $500 

小慧              $500 

敬禹              $500 

琇惠              $500 

立騏              $1,000 

立惠              $1,000 

陳美嬰              $200 

聖祐              $200 

庭葦              $200 



法施功德主姓名 捐款新台幣

林屘好              $200 

吳得財              $1,000 

吳美卿              $1,000 

黃建中              $1,000 

吳佳錦              $1,000 

黃俊睿              $1,000 

黃俊瑋              $1,000 

馬振生              $1,000 

馬立驥              $1,000 

陳俞安              $1,000 

李秀美              $500 

陳淑華              $500 

王秀汝              $1,000 

邱俊琳              $500 

陳招煌              $500 

吳美秀              $500 

費洪樂              $500 

張秀蘭              $500 

黃文焱              $500 

林娟娟              $500 



法施功德主姓名 捐款新台幣

彭柏誠              $500 

張瑞智              $500 

楊淑貞、楊佩貞       $6,000 

楊瑞萍              $60,000 

陳姿蓉              $50,000 

宋麗華              $15,000 

林秀芬              $50,000 

李明珠              $50,000 

方緣佛堂              $50,000 

蔡依珊              $10,000 

鄭鳳枝              $20,000 

沈月意              $5,000 

黃麗芬              $5,000 

蔡火生              $1,000 

萬貴華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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