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示禅人心要》讲解 2 

（根据史文老师讲课录音整理，仅供参考） 

证者，绝能所也，非别有玄理在。寻常日用处，如见色时是

证时，闻声时是证时，饮水食粥是证时。一一绝能所。此非久习，

不假熏炼，盖现成之事。世人不识，名曰流浪，故云唯证乃知难

可测。 

亲证是绝能所，是能所双忘，并不是另外有什么“道”在。

当说“无不是道”的时候，实际上是有语言，是有“道”的。禅

宗非常妙，妙在圆融无碍。“非别有玄理在”，即是说不能够建立

一个玄理。比如说什么境界很玄，或者到什么层次相当于大开圆

解，相当于初地菩萨，相当于圆教、别教等等，如果这样去对应

的话，固然是个好孩子、好学生，但是还是比较愚痴，因为钻到

这里边出不去了。实际上，以这种方式学禅，本来就是错误的，

是南辕北辙。有的人把禅宗公案像出题目一样，说哪些公案透过

去就是初关，哪些是重关，哪些是牢关，这其实已经背离了禅宗

本身的宗旨和方法。当然，这些也不是禅宗的方法，不过就是某

些人喜欢别出心裁另外搞的一套，无非为名为利而已。 

在日常生活之中，“如见色时是证时，闻声时是证时，饮水

食粥是证时。”所谓证，怎么证呢？要亲下口。“无不是道”这句

话是对的，但是它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也是一句伟大的空话。所

以清远禅师强调“证”，证就是绝能所。所谓绝能所，即是在日

用之中没有分别，是一行三昧，或者一相三昧。没有分别，并不



是说遇缘处境时不做事，比如吃饭时不吃，过马路时不分别红绿

灯，这是蠢人，还不如动物，不如木头、石头了。这个无分别是

在种种的分别之中不分别，就是六祖所讲没有利益、善恶、高下

等爱憎的分别。
1
亲下口就是证，要在日用处来契证“绝能所”，

如见色闻声，饮水食粥，这些都是证的时候。 

在行住坐卧、见闻觉知的任何一刹那，“一一绝能所”，这才

是真正禅宗的见地和方法。所以庞居士讲运水搬柴，无非妙道，

2
这类描述在《庞居士语录》里有很多。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

一点一滴无不是道，无不圆满。这个时候就没有妄想，这叫绝能

所。禅宗公案里面讲，玄沙师备祖师听见燕子叫，说这是“善说

法要，深谈实相”；
3
百丈看到野鸭子飞过，被马祖大师扭得鼻子

痛，当下悟入
4
；还有香岩禅师“一击忘所知”。

 5
所以说“一一

绝能所”，就是在日用之中。“此非久习”，亲下口的“证”，不是

说要用多长时间修才修出来的，会就会，不会就不会。所谓迷闻

经累劫，悟则刹那间，迷惑的话无量轮回，悟则在刹那之间。另

 
1 《六祖坛经·护嘱品第十》：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

安闲恬静，虚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 
2 《五灯会元》卷三《庞蕴居士》：一日，石头问曰：“子见老僧以来，日用事作么生？”士曰：“若问日用

事，即无开口处。”乃呈偈曰：“日用事无别，唯吾自偶谐。头头非取舍，处处没乖张。朱紫谁为号？北山

绝点埃。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 
3 《五灯会元》卷七《玄沙师备禅师》：师因参次，闻燕子声，乃曰：“深谈实相，善说法要。”便下座。时

有僧请益，曰：“某甲不会。”师曰：“去！谁信汝？” 
4 《五灯会元》卷三《百丈怀海禅师》： 师侍马祖行次，见一群野鸭飞过。祖曰：“是甚么？”师曰：”野

鸭子。”祖曰：“甚处去也？”师曰：“飞过去也。” 祖遂把师鼻扭。负痛失声。祖曰：“又道飞过去也。”师

于言下有省。  
5 《五灯会元》卷九《香岩智闲禅师》：山问：“我闻汝在百丈先师处，问一答十，问十答百。此是汝聪明

灵利，意解识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时，试道一句看。”师被一问，直得茫然。归寮将平日看过底文字从

头要寻一句酬对，竟不能得，乃自叹曰：“画饼不可充饥。”屡乞沩山说破，山曰：“我若说似汝，汝以后骂

我去。我说底是我底，终不干我事。”师遂将平昔所看文字烧却。曰：“此生不学佛法也，且作个行粥饭僧，

免役心神。”乃泣辞沩山，直过南阳睹忠国师遗迹。遂憩止焉。一日，芟草木，偶抛瓦砾，击竹作声，忽然

省悟。遽归沐浴焚香，遥礼沩山。赞曰：“和尚大慈，恩逾父母。当时若为我说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

颂曰：一击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诸方达道者，咸

言上上机。 



外，“不假熏练”，也不是有为造作、有意识的熏习锻炼。“盖现

成之事”，“道”本来是现成的。如孔子给弟子说：“二三子，以

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
6
我对你们没有什么隐瞒不教的。天皇

道悟禅师对他的弟子龙潭崇信也讲，
7
我怎么没度你啊？你给我

送茶，我就喝了；你给我端粥，我就吃了。我有什么隐瞒你的地

方呢？这是真正的第一义谛的道，就显示在日用之中。 

如果把禅宗技术化，认为禅宗像民间宗教、道教那样有窍诀，

或者技术，号称拥有和炫卖这种技术的人，肯定是精神骗子。禅

宗强调说食不饱，虽然听闻正确的道理可以种下善根，但是千万

不要把听闻的知见和修证相混淆。清远禅师这段讲禅宗修证，非

常有意义。他说，日常见色闻声，饮水吃饭，都是证悟之时，而

且这是本自现成。“世人不识，名曰流浪”，一切本来就是法性三

昧。但是不能证和用的话，那就是生死流转。生死轮回，对于凡

夫来讲，是痛苦，是流转，是变灭。但是对于真正的禅师来讲，

它就是“道”。三界六道就是无上妙道，所以才有幻化空身即法

身；生死流转十二因缘，一切无常诸法空，便是无上大涅槃等等

说法。有人说大圆镜智在哪里呢？如果有这种证和见的话，那不

就是大圆镜智现前了吗？“故云唯证乃知难可测”，亲下口时、

日用时，即是证时。但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者永远流浪生死。

 
6 《论语·述而篇》：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7 《五灯会元》卷第七之龙潭崇信禅师：皇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

日问曰：“某自到来，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来，吾未尝不指汝心要。”师曰：“何处指示？”皇曰：

“汝擎茶来，吾为汝接。汝行食来，吾为汝受。汝和南时，吾便低首。何处不指示心要？”师低头良久。

皇曰：“见则直下便见，拟思即差。”师当下开解。复问：“何如保任？”皇曰：“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

尽凡心。别无圣解。” 



圣人知之而不执着，不以知为知，也不以知为高，不以不知为不

高。 

学道者明知有是事，何故不得旨而长疑？盖信未极、疑未深

也。唯深与极若信与疑，真是事也。不解如此返照，遂迷乱，不

知由绪，困踬中途。能自返省，更无第二人也。既曰此事，又岂

更知耶？知是妄虑，此事则不失也。 

修行人明知有此事，何故不得旨而长疑啊？是感叹，也是反

问。得旨，得到要旨。为什么不能够把握这个原则、这个圆教之

理，然后去修用它，而长时地处在疑惑和轮回之中呢？因为“信

未极，疑未深也”，信没有达到真信、深信和正信。另外，参禅

的疑情，也没有疑到更深处。所以高峰原妙禅师讲“疑以信为体，

悟以疑为用”，疑和信是一体两面的体用关系。疑情首先是对一

切皆妄的疑，对虚幻的一种体认；信是对真正悟的理的信，只有

这样才能够运用智慧返照，否则总是困在中途。实际上疑的、信

的都是“一个东西”。能够自我反省、返照的话，“更无第二人也”，

迷人和悟人本来是一个人，没有第二个人。换句话说，妄念和真

念，邪见和正见，风动和幡动，其实都是“一个东西”。如果说

“这个东西”跟迷人、悟人等两个不一样，那你又建立了第三个

东西，实际上是产生了更多的妄想。“这个东西”就是这回事，

如果再加上种种的知见，那都是妄想思虑。“知是妄虑，此事则

不失也”，当知道所有的知见都是妄想的话，“那个东西”本来就

在那里。 



道不止说与示而后显，盖体自常露。说示者，方便道用。尔

省悟者亦暂时岐路也。或因说而证，或因示而入，或自觉触以归。

终无异事别得，至心源而止也。 

“道不止说与示而后显”，所谓的道——禅宗之奥妙，不是

说开示以后才能悟入，它本来就在那儿，本来就没有什么迷和悟。

我们人有一个习惯，总是希望有更好的善知识，有更殊胜、更上

妙的法来引导自己，使自己有朝一日能言下顿悟。这是一种很贪

婪的、不知足的习惯，这也是一种障碍。道体时时都在显露之中。

“说示者，方便道用”，给你讲解展示，不过是道的一种用处，

是道的一种方便的显示。“尔省悟者亦暂时岐路也”，说得再好、

再妙，也不过是道的一个影子而已了。 

从九三年开始，有很长的时间我一直在研究道教，看了《淮

南子》《文子》以及《南华经》等老庄一类的经典，又看了儒家

的一些经典，如《四书》《礼记》《易经》等等，看了后觉得非常

好，能知道和感受到它们所讲的某种东西。比如“道”：天得一

以清，地得一以宁……候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8
似乎能感受到那

种东西，但不是技术性的东西，是一种 “道”，真正的大道，即

天地万物之理，所谓“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
9
。能体悟到

 
8 《道德经》第三十九章：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

以生；候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致之也，谓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

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候王无以正，将恐蹶。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候王

自称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故至誉无誉。是故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9 《庄子 • 天下》第二段：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

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

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

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

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这种“道”的一念顿现，身体各方面也有感受。但是觉得好像跟

佛教是两重世界，两重系统。憨山大师有一篇很好的文章，叫《观

老庄影响论》，读了这篇文章以后，我从个人体验和理论理解的

层次，一下觉得豁然贯通。憨山大师还讲过《中庸》。杨仁山讲

过《阴符经》，是用华严佛教理论来讲，讲得非常好。《阴符经》

是道教的一部经典，类似于佛教的《心经》，也是三四百字。《阴

符经》有十家集解，又是道书，又是兵书。道教经典还有《周易

参同契》《崔公入药镜》等等。佛教有石头希迁所著《参同契》，

道教有本更早的，东汉魏伯阳所写的《周易参同契》，讲外丹和

内丹的修炼。 

憨山大师对道家有一个评判。比如：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10
；吾不知其名，字

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11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12
；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等等，憨山大师用《楞严经》里面的八

识见精来做判别。我觉得非常好。怎么去返回所谓窈窈冥冥的道

呢？道教有一套后天返先天的修炼技术，也有契合于道的心法。

实际上它也是把分别知见，所谓“后天”就是分别知见，都给消

除掉，然后返回“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可以生天生地，神鬼

 
10 《道德经》第廿一章：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

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

之状哉？ 
11 《道德经》第廿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

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

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12 《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之所

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人之所教，亦我而教人。强梁者不

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神帝，就是使鬼神之所以神的也是它。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第八识，

也就是如来藏在众生的妙用。“道”合于天道，合于天人关系，

所以道教究天人之际，这个天指的是天仙、天神。但是它和佛教

相比还是不一样，佛教更加究竟和彻底。当然，佛道的对接流通，

也有利于对佛法更深层次的理解。 

“体自常露”，所以语言只是一种方便道用，是悟入道的一

种方便法门。同时，它也是道的一种妙用。讲得好，说明对道有

体会，也是道的一种妙用而已。“尔省悟者亦暂时歧路也”，有一

个师父讲得非常好、非常妙，我们学到的东西至高无上，然后豁

然开朗，有所悟入，非常受用，产生信解心。但是这种是“暂时

岐路”，实际上也不究竟。为什么叫歧路？实际上也是你的心，

相对于那些无知邪见和粗重的心，所产生的一种轻安、正见和光

明而已。但是，正和邪是一个东西，两个是兄弟，谁都离不了谁，

所以叫“暂时岐路”。好多人说几十年前有一个梦，或者有一次

听某个讲话有所体悟，然后一直念念不忘，一直在追寻它，想要

恢复它、拓展它，甚至希望别人讲的都跟他那个境界契合上，实

际上这是暂时歧路，卡在那个地方了。如果没有善知识和正确知

见的话，它也会蒙你一辈子。所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

已惘然”。人总是在寻找和自己相应的那种频道、语言和感受，

总是在想去重复它。比如某次在禅堂，或者什么时候得到过一种

加持，总想把它稳住，岂不知那是“暂时歧路”。所以真正的好

汉不提当年勇，当下就一刀两断。 



说的人是一种方便道用，省悟者也是暂时岐路。禅宗说“承

言者丧，滞句者迷”，人家说了“道”，你如果说好，就是这样，

实际上你已经丧失真性了，已经变异了。“滞句者迷”，拘泥于文

字相，实际上也是迷在那个地方了。即使说依言契会，当下全部

契会，也是个暂时歧路。“或因说而证，或因示而入，或自觉触

以归。”说指的是语言。示，比如棒喝或者别人的开示。有的人

是因说而证，言下悟入，或者言下有省；有的人是因示而入；或

者说自己有什么方法而触证。“终无异事别得，至心源而止也”，

并不是能证得一个什么殊胜的，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无非是返

本还源，达于心源而已了。这即是自性，无非是见性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