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示禅人心要 4 

（根据史文老师讲课录音整理，仅供参考） 

呜呼！就理、就事之学，盖是近家语，纵有少领览，未可休

息。岂不闻说“涅盘之道，图度绝矣”，直须解自点检始得。人

以迷心故进道，乃来山林中见知识，将谓别有一道可令人安乐；

不知返究向来迷处，工夫最第一。若不及此，入山林而不返，徒

尔为也。迷处极易而难入，故先德曰：难信难解。又曰：此是顿

宗说道，返照向来，已是走作语，况不尔耶？后世遂用此语为“平

常无事”，一味实头，此又后学之不明，服食之不审也。 

所谓就理就事，契理契事之学，实际上是近代人的说法。即

便稍微有点领悟，也不能够真正地使妄心歇下来。“岂不闻说，

涅槃之道，图度绝矣”，难道没听说过，涅槃之道，如果用妄心、

追求心去企图、揣测，最终它会消灭。也就是说涅槃并不是用妄

心、追求心能够找到的。真正获得涅槃心的人，他就没有这种企

图之心了。“直须解自点检始得”，就是要契会，靠猜测是没用的，

要自己反思自己，“解自点检始得”。 

“人以迷心故进道”，因为人迷惑了自心，所以才来修道。

“乃来山林中见知识”，到山里边寻找善知识，以为另外有一个

道可以一劳永逸，可以解脱烦恼生死，可以开悟，甚至得大总持，

得百千三昧。人们都有这种想法，这是人之常情，认为有一个什

么方法可以让我们了生死、证涅槃，时时处于安乐之中。但是岂

不知“返究向来迷处，工夫最第一”，真正做工夫是要返回去，



返回当初的那个初心，那个迷悟之心。为什么你要来？所以你还

没来，我就给你三十棒，“未过江来，即予三十棒。”古人讲：“出

门便是草。”
1
草是什么？草是妄想。出门就是探出头来。再往前，

那个念头还没有出来的时候，那才是关键。迷悟就在当初那一念，

导致你避凡就圣，去凡而转染成净。你说我要到山林找善知识，

要和我的烦恼告别，和尘世告别，我要找清净，找安乐，然后得

大涅槃回来度化众生。最初的这个迷悟之心推动了一切，所以我

们要返过来观照它，从那里边去找，这才是真正用功的地方。 

“不知返究向来迷处，工夫最为第一。若不及此，入山林而

不返。”如果不这样的话，就越走越远，往而不返。庄子讲百家

往而不返，
2
不能够返本还原了。“入山林而不返，徒尔为也”，

白白跑来跑去。“迷处极易而难入，故先德曰，难信难解”，迷的

心实际上是很容易参的，但是很难参进去。那一念心是什么呢？

是什么东西叫你跑来跑去的呢？难信难解，那就是不可思议的

“道”。 

“又曰此是顿宗说道”，又说这个是顿悟的法门啊，你“返

照向来，已是走作语”。走作语是什么？语言实际上已经离谱了，

不是平常语、本真语，而是走作语。也就是说叫你去返照心源，

已经偏离了心源了，何况还扯得更远？叫你回家，其实已经发现

 
1 《五灯会元》卷第五<石霜庆诸禅师>：后因僧自洞山来，师问：“和尚有何言句示徒？”曰：“解夏上堂

云：‘秋初夏末，兄弟或东去西去，直须向万里无寸草处去。’良久曰：‘只如万里无寸草处作么生去？’”

师曰：“有人下语否？”曰：“无。”师曰：“何不道：‘出门便是草’？”僧回，举似洞山。山曰：“此是一

千五百人善知识。” 
2 《庄子·天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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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离家很远了。这句话（叫你回家）本身就把你引偏了，再说其

他的，那就更远了。后代人一听这样说，“平常无事，一味实头”，

那就不学了，不求不问，也不要看册子，也不参。既然平常心就

是道，我就不学了；以为没有佛，没有法，没有禅宗，一切都是

执着，都是多余；以为每天就这样坐着，或者吃饭睡觉，我本来

就在道之中。然后看不起天下所有的学佛人，看不起所有的善知

识。那这又错了！ 

“后世遂用此语为‘平常无事’，一味实头”，把平常无事，

执着理解为一切平常，这叫一味实头。什么叫实头？就是死脑子、

猪脑子。人家说个这，你就坐在这个里边去，以为真的没什么东

西。那无边妙用从哪儿来呢？恒沙妙德从哪儿来呢？你见到了多

少呀？你光吃了一顿饭就行了？不是那样！这叫一味实头。所以

古德讲，没有实法系缀于人。什么叫实法？就是好像有个死的、

不变的东西在。一味实头，执着“平常无事”，把平常变成了平

凡、平庸。就像有的人执着说本来就没有佛法，但是真的平常就

是无事吗？平常无事和平常有事有什么区别呢？无边妙用和日

常日用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就是执着平常无事这一句话，他就不

学了。这样的人很可怜，也很愚昧。“此又后学之不明，服食之

不审也”，清远祖师讲到丛林里很多毛病和弊端。后学不知道祖

师的良苦用心，“服食之不审也”，又吃错药了。这就是学公案，

猜测公案的弊端，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从上来，有二种方便：有真实方便，所谓说无有间；有善巧



方便，所谓妙应群机。若从真实方便得入，不假思量，性自神解，

永无有退，妙用河沙也；若从善巧方便得入，得坐披衣，向后自

看，始得未足，将为究竟。此二种方便皆一法也，不可须臾有失，

学者思之。 

从上以来，古代祖师大德度化众生有两种方便法门，一种叫

真实方便，一种叫善巧方便。什么叫真实方便呢？真实方便，是

究竟第一义谛原原本本的现量流露。如果用在临济宗，就是接引

最上根、最利智的人，叫“人境俱不夺”，吃饭，喝茶，休息，

就是这样，但这里面有无限的玄机，无限的生机，无限的妙用。

对于这种人来讲，祖师是绵绵密密、全体大用。祖师和学人之间，

就像太极拳推手一样，一招一式完美无瑕地无缝对接。现量这个

电一通上，一招一式全部对接上。这叫“说无有间”，就是说没

有间断。假如从一个公案来讲，从一接上头一直到最后，处处都

是完美的展现。 

如果拓展开来，跳出一个祖师和一个弟子的公案来讲，指的

是一个讲法的人，对他来讲一切都是法。或者对一个学佛的人、

参悟的人来讲，一切都在启发他。也就是说山河大地，山川草木，

祖师的言语举动，自己的言语举动、日常行住坐卧，一切都是道

之妙用。这种说法叫“说无有间”。当然从祖师来讲，时时处处

全体妙用现前，一切都是实相。所谓“捻一茎草，做丈六金身”
 

3
；所谓“扇子上说法，灯笼里藏身；一大藏教总在拄杖头上”

 
3《五灯会元》卷四之赵州从谂禅师：上堂：“如明珠在掌，胡来胡现，汉来汉现。老僧把一枝草为丈六金

身用，把丈六金身为一枝草用。佛是烦恼，烦恼是佛。”僧问：“未审佛是谁家烦恼？”师曰：“与一切人烦



等等这一类。这叫“说无有间”，说也在说，不说也在说，正说

也是说，反说也是说。但是祖师是恰到好处地度化人，而不是说

空话。因为在祖师来讲，触目菩提，时时处处都可以度人。这才

会出现南泉斩猫
4
、归宗断蛇

5
等种种的大用。这叫“说无有间”，

如果勉强来讲，它可以算是华严境界。就像洞山祖师当年参访沩

山、云岩祖师关于无情说法的公案，一直都没懂。参沩山时，说

一僧问南阳慧忠国师：无情说法，有没有典故出处？国师说：“灼

然。言不该典，非君子之所谈”。
6
如果说话都没有典籍依据，还

叫什么君子呢？后来又去参问他的师父云岩昙晟
7
，云岩说：岂

不闻净土经里水鸟树林都在说法？那不是无情说法嘛！水流风动，

都在说法呀。洞山由此大悟。大悟后一次过水，看到水中影子，

才真正究竟地彻悟了。这是“说无有间”。净土的依正庄严，万

物都在说法，说无有间，这就是真实方便。所谓“真实方便”，

真实就是方便，所有的方便都通达于真实。这令我们想起《法华

 
恼。”曰：“如何免得？”师曰：“用免做么？” 
4 《五灯会元》卷三之南泉普愿禅师：师因东西两堂争猫儿，师遇之，白众曰：“道得即救取猫儿，道不得

即斩却也。”众无对，师便斩之。赵州自外归，师举前语示之。州乃脱履安头上而出。师曰：子若在，即救

得猫儿也。 
5 《五灯会元》卷三之归宗智常禅师：师划草次，有讲僧来参，忽有一蛇过，师以锄断之。僧曰：“久向归

宗，元来是个粗行沙门。”师曰：“你粗？我粗？”曰：“如何是粗？”师竖起锄头。曰：“如何是细？”师

作斩蛇势。曰：“与么，则依而行之。”师曰：“依而行之且置，你甚么处见我斩蛇？”僧无对。 
6《五灯会元》卷十三之洞山良价禅师：次参沩山，问曰：“顷闻南阳忠国师有无情说法话，某甲未究其微。”

沩曰：“阇黎莫记得么？”师曰：“记得。”沩曰：“汝试举一遍看。”师遂举：“僧问：‘如何是古佛心。’国

师曰：‘墙壁瓦砾是。’僧云：‘墙壁瓦砾，岂不是无情？’国师曰：‘是。’僧云：‘还解说法否？’国师曰：

‘常说炽然，说无间歇。’僧云：‘某甲为甚么不闻？’国师曰：‘汝自不闻，不可妨他闻者也。’僧云：‘未

审甚么人得闻？’国师曰：‘诸圣得闻。’僧云：‘和尚还闻否？’国师曰：‘我不闻。’僧云：‘和尚既不闻，

争知无情解说法？’国师曰：‘赖我不闻，我若闻，即齐于诸圣，汝即不闻我说法也。’僧云：‘恁么则众生

无分去也。’国师曰：‘我为众生说。不为诸圣说。’僧曰：‘众生闻后如何？’国师曰：‘即非众生。’僧曰：

‘无情说法，据何典教？’国师曰：‘灼然。言不该典，非君子之所谈。汝岂不见华严经云：刹说、众生说、

三世一切说。’” 
7《五灯会元》卷第十三之洞山良价禅师：师遂辞沩山，径造云岩，举前因缘了，便问：无情说法，甚么人

得闻？岩曰：无情得闻。师曰：和尚闻否？岩曰：我若闻，汝即不闻我说法也。师曰：某甲为什么不闻？

岩竖起拂子曰：还闻么？师曰：不闻。岩曰：我说法汝尚不闻，岂况无情说法乎？师曰：无情说法，该何

典教？岩曰：岂不见弥陀经云，水鸟树林，悉皆念佛念法？师于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无

情说法不思议。若将耳听终难会，眼处闻时方得知。 



经》里讲的权和实。从实而发的种种权都是第一义，实际上有点

儿像绝待妙。这是度化人的一种真实方便，“说无有间”，没有间

断地说。 

还有一种叫“善巧方便，所谓妙应群机”，就是佛以一音演

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妙应群机”，也就是在天同天，在人同

人。比如观音菩萨可以千变万化，以种种形象来度化众生，你是

什么样，菩萨就是什么样。从祖师来讲，也是入泥入水，可以这

样、那样地度化禅人。妙应群机，妙法可以度化不同的众生。也

就是针对众生种种的根性、种种的因缘际会而以种种方便，差别

地度化众生。所以就引导众生的两种方便来说，善巧方便偏重于

对机，真实方便偏重于显第一义谛的真理。 

“若从真实方便得入”的人，则“不假思量，性自神解，永

无有退，妙用河沙”，因为通达的是最根本、无限的“那个东西”，

所以他妙用河沙，而且一得永得，永无退失。这个你说它是什么？

是哪一关？那肯定是牢关嘛！所谓一箭破三关
8
，肯定一下就是

大彻大悟。如果说虚空粉碎，大地平沉，那肯定不是大彻大悟，

因为还有虚空和非虚空的区别；如果说心开脉解，那肯定也不是

大彻大悟。真实方便得入的人是上根利智，上根利智的师父，上

根利智的徒弟。曹洞宗五位君臣讲正中偏、偏中正、正中来，还

讲兼带。
9
如果从祖师来讲，是正中来；如果从度化来讲是兼带。

 
8《五家宗旨纂要》卷下：云门示众云：“函盖乾坤，目机铢两，不涉万缘，作么生承当？”众无语。自代

云：“一镞破三关。”后德山圆明密禅师，遂离其语为三句：函盖乾坤句，截断众流句，随波逐浪句。 
9《曹山本寂禅师语录》：师因僧问五位君臣旨诀，师云：“正位即空界，本来无物；偏位即色界，有万象形；

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舍事入理；兼带者，冥应众缘，不堕诸有，非染非净，非正非偏，故曰

虚玄大道，无著真宗。从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当详审辨明。君为正位，臣为偏位，臣向君是偏中



妙应群机，可以说是偏中正。当然佛眼清远是临济宗，临济宗也

有它的善巧方便，是用主宾来讲。 

“若从善巧方便得入”，那这个人“得坐披衣”。得如来坐，

著如来衣，典出《法华经》。
10
就是他真正懂了，真正悟到空性。

真正知道菩提心、慈悲、空性以后，也有佛法护佑，然后自己去

修。后面才出现，比如一条白练去，寒灰枯木去，澄澄湛湛去，

古庙香炉去，才会这样去用功。
11
这种叫“得坐披衣”。所以，一

种人说我是王种
12
，一切都是我的，我跟这一切没有什么区别，

那根本就不要那些（所谓的修行用功）了。另外一种人还得要修。

这叫善巧方便和真实方便。 

“向后自看”，后是什么地方呢？后，是“面南看北斗”
13
，

就是心源。为什么说面南看北斗呢？按照字面意思解释，从地球

上看，所有的天相星星是围绕北斗来转的，所谓斗转星移。这个

地方就像总司令部一样，它转了，天相都会变化。但是北斗在北

边，为什么说面南看北斗呢？南，实际上是指我们的对境，就是

外境。外境和心根本的“那个”都是一样的，是这样去看。当然，

 
正，君视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带语。 
10《妙法莲华经·法师品第十》：药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如来灭后，欲为四众说是法华经者，云何应

说。是善男子、善女人，入如来室，著如来衣，坐如来座，尔乃应为四众广说斯经。如来室者，一切众生

中大慈悲心是，如来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来座者，一切法空是，安住是中，然后以不懈怠心，为诸菩

萨及四众、广说是法华经。’ 
11《五灯会元》卷六之九峰道虔禅师：尝为石霜侍者。洎霜归寂，众请首座继住持。师白众曰：“须明得先

师意，始可。”座曰：“先师有甚么意？”师曰：“先师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万年去，寒灰枯

木去，古庙香炉去，一条白练去。其余则不问，如何是一条白练去？”座曰：“这个只是明一色边事。”师

曰：“元来未会先师意在。”座曰：“你不肯我那？但装香来，香烟断处，若去不得，即不会先师意。”遂焚

香，香烟未断，座已脱去。师拊座背曰：“坐脱立亡即不无，先师意未梦见在。” 
12《五家宗旨纂要》之洞宗王子五位：诞生王子：此喻心本是佛。不假修持。本自圆成。无劳证悟。然犹

须知有向上一路。如皇后所生之太子。虽是天然尊贵。名曰诞生。亦名内绍。亦名王种。亦名正位。要知

此位。亦须转却。若不转。即便堕在尊贵边。所以道。子转身而就父。为甚父全不顾。不见有诞生王子也。

父者。向上虚位。明本来原无位次。不落阶级也。 
13 《五灯会元》卷十五之云门文偃禅师：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面南看北斗。” 



它是一种用功方法，也是一种见地。如果有人说什么南不南，北

不北的，一切都是真如，那这个人肯定没有懂祖师的善巧智慧。 

“向后自看，始得未足，将为究竟”，一开始要这样向后自

看，慢慢去修，最终会圆满。“此二种方便皆一法”，真实方便和

善巧方便都是一种法。不管是“得坐披衣”，还是第一种直契正

体，都是“不可须臾有失”，不可走作，不可忘掉。所谓一念不

在，如同死人
14
，所以祖师真正的修行是绵绵密密，一念不能走

失。像法眼文益四十年才心猿罢跳，意马心歇。古人的用功，那

真正是不一样。否则就只是口说，说得再妙也不一定有用。修行

不能自欺，本来用不上，还嘴硬说我用得上，那就叫自欺。“不

可须臾有失”，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15
“学者思之”，

大家要好好想一想啊。 

雪峰示人曰：莫教老僧有一句子到你分上，若有一句子到你

分上，堪作什么也？此是古人不得已而已。后者不了古人意，便

谓自己分上无许多言谈，所以错会也。今时人多将目前鉴觉用为

极则，玄沙所以向人道：深山迥绝无人处，你道还有否？悟心见

性，当如雪峰、玄沙；履实践真，当如南泉、赵州。今时学者，

但以古人方便为禅道，不能与古人同参也。譬如有力人负一百二

十斤檐过独木桥，不倾不侧，何物扶持得如此耶？其精致无杂而

 
14《指月录》卷十八之洪州云居道膺禅师：又曰：“欲体此事，直似一息不来底人，方与那个人相应。若体

得这个人意，方有少许说话分，方有少许行履分。暂时不在，如同死人，岂况如今论年论月不在。如人常

在，愁什么家事不办。欲知久远事，祇在如今。如今若得，久远亦得。如人千乡万里归家，行到即是。是

即一切总是，不是即一切总不是，直得顶上光焰生亦不是。能为一切，一切不为道。终日贪前头事，失却

背后事。若见背后事，失却前头事。如人不前，后有什么事。” 
15《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已。为道亦尔。经中称：譬如师子，捉象亦全其力，捉兔亦全其

力。人问：全什么力？曰：不欺之力。若见一毛发异于心者，则

自丧身命；故达道人无有不是者。 

这一段讲雪峰禅师。“雪峰示人曰：莫教老僧有一句子到你

分上。”你听他讲这句话多有意思。他说我讲的不要叫一句话到

你身上。什么叫到你身上？就是到你心里去啊。我说的话不要叫

一句进了你的心，沾上你的心。“若有一句子到你分上，堪作什

么也？”如果有一句被你听进去了，那有什么用呢？那又怎么样

呢？意思是千万不要被我污染了，千万不要随着我的指挥棒去转。

所谓见杆转影，这样整天绕，要绕到什么时候才是了期啊？ 

“此是古人不得已而已”，古人不得已才这样说。古人这样

说了，如雪峰祖师这样说了以后，“后人不了古人意，便谓自己

分上无许多言谈，所以错会”，说我这个心性是不可说的，你说

东说西跟我没关系，那你这样说肯定错了。你说自己分上无许多

言谈，那你现在不是在讲话吗？所以说错会也。其实人就是这样。

祖师说你不要听我的话，我的话都是方便，并不重要，你要回归

自性。你说自性是空的，我明白了，我不听你的，你说的都是废

话。实际上你又被那个自性空给挖了个深坑，把你埋葬在里边了。 

佛眼清远祖师经验非常丰富。作为一个大德，他阅学人无数，

而且也了解从林里边的弊端和学人的种种执着，以及上代前人的

种种经验。“不了古人意，便为自己分上无许多言谈。”如果你看

活了，禅宗祖师讲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古人的毛病，我们现在



都有。禅宗祖师对治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具有的问题。我们可

能比过去的人更差，执着更深。另外，如果去看《碧岩录》，你

对某个公案可能想到三个解释，觉得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但是《碧

岩录》里可能有十个解释都被否决了。你能想到的，古人都想到

了，而且都被古代的祖师批驳过了，而你现在还要想啊想啊，还

要拿去考别人，或者认为某一个公案通达了就是重关，这实在是

非常愚痴的一种做法。 

“今时人”，现在的人，“多将目前鉴觉用为极则”。目前鉴

觉，指一刹那清净的这个念、清晰的正念。“用为极则”，认为这

个东西是最高明的。所谓无位真人，澄澄湛湛，一念清明，念念

清明，这叫 “鉴觉”，百丈怀海应该讲过。目前鉴觉，就是用功

时的这样一个清明之心，认为这个就是最高明的。所以玄沙师备

给人们说，“深山迥绝无人处
16
，你道还有否？”深山没有人的地

方还有这“东西”吗？ 

“悟心见性，当如雪峰、玄沙”，明心悟性，开悟智慧，要

学雪峰义存、玄沙师备祖师。“履实践真，当如南泉、赵州”，所

谓“履实”，就是步步踏在实处，步步踩在真处。真实是什么？

真实妙道，就是涅槃妙心。如果真修实证的话，要学南泉普愿、

赵州从谂祖师。“赵州八十犹行脚，只为心头未悄然。”赵州十八

岁时见到师父南泉，但是他活了 120岁，有很多公案问答。清远

祖师说真正的用功，要学他们。 

 
16《指月录》卷十九之福州玄沙师备宗一禅师：我今問汝。只如巅山岩崖。迥绝人处。还有佛法么。还裁

辨得么。 



“今时学者，但以古人方便为禅道，不能与古人同参也。”

现在这些人只是学些机警巧妙，某些会解，或者一些方便对机的

东西，以为那是禅道，而不知道古人真正的行持、意图和境界，

所以辜负先人，不能与古人同参。修行人应该像什么呢？譬如一

个人担着 120 斤重的担子过独木桥，一晃就会掉下去。他能够不

偏不倚过桥来就是这样一种战战兢兢的心境。“其精致无杂而已，

为道亦尔”，就是用心纯一无杂，心无杂念而已，真正修道人也

要这样。 

“经中称，譬如狮子，捉象亦全其力，捉兔亦全其力。”狮

子捕猎大象是倾尽全力，捕捉兔子也是倾尽全力。也就是说对治

粗重烦恼、微细烦恼都是一样，念念要履实践真，念念要直心深

心。由这里看，我们普通人就谈不上修行了。我们的见地可能都

有问题。你说你懂禅宗，那实际上非常可笑。不是说禅宗怎么样，

仅从行履的角度来讲，它的要求也是非常的严格。 

“人问：全什么力？曰：不欺之力。”什么叫不欺呢？就是

真如心、直心等。为什么我说庸俗这个病很大？我们不说粗俗低

俗，那个谈不上。学佛人很多是俗气未脱，世俗心太多，导致他

用很庸俗的眼光来看一切，那么他就无法得到妙义。所以不欺的

反面就是庸俗、机巧之心。有的人就是鬼鬼祟祟，跟朋友交，与

善知识交，甚至在读祖师大德的经论的时候，也都是这样，一身

的俗气，脑子里不知道曲里拐弯在想什么，或者不断地在评判、

推测什么。所谓的世俗、庸俗，无非就是得失心、人我高下心、



是非心、好奇心。 

“若见一毛发异于心者，则自丧身命”，这句非常重要。什

么叫丧身失命？看到杯子，就死到杯子里面去了；看到茶，就死

到茶里边去；听到喜欢的声音就死在那儿，听到不喜欢的也死在

那儿。这叫触鼻羊
17
，处处都是掣肘。真正用心是什么呀？如果

一毛发、一丝一毫“异于心者，则自丧身失命”，你的慧命就断

掉了。什么叫“见一毛发异于心者”？其实从理上讲很简单，就

是一切都是心。《楞伽经》里面讲的道理就是这样，但是大家不

信，或者潜意识里就不信。你说说得很妙，然而心里却有另外的

想法。 

关于万法唯心，禅宗祖师有一些谈论的问题，比如说到山里

面看到老虎，万法唯心嘛，那看到的那个老虎是不是你？严格来

讲，祖师讲这就是你。比如罗汉桂琛接引法眼文益禅师，就是地

藏和尚问法眼文益
18
，他说万法唯心，那前面这个石头是在你心

里面，还是在你心外面？如果说在心里面，那你心里背个石头干

什么？若说在外面，那就不是万法唯心。万法唯心，三界唯识，

请问眼前这个石头跟你是一还是二？你说一，实际上是两个；你

说二，还是两个。这个道理首先要搞清楚都很难，何况还要去信

 
17 《镇州临济义玄惠照禅师语录》：今时学者总不识法，犹如触鼻羊，逢着物安在口里，奴郎不辨，宾主

不分，如是之流，邪心入道，闹处即入，不得名为真出家人，正是真俗家人。 
18 《指月录》卷二十二之金陵清凉院文益禅师：后同绍修法进三人欲出岭，过地藏院，阻雪少憩。附垆次，

藏问：“此行何之？”师曰：“行脚去。”藏曰：“作么生是行脚事？”师曰：“不知。”藏曰：“不知最亲切。”

又同三人举《肇论》至“天地与我同根”处，藏曰：“山河大地，与上座自己是同是别？”师曰：“别。”藏

竖起两指，师曰：“同。”藏又竖起两指，便起去。雪霁辞去，藏门送之。问曰：“上座寻常说三界惟心，万

法惟识。”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内？在心外？”师曰：“在心内。”藏曰：“行脚人着什么来由，

安片石在心头？”师窘无以对，即放包依席下求抉择。近一月余，日呈见解，说道理。藏语之曰：“佛法不

凭么。”师曰：“某甲词穷理绝也。”藏曰：“若论佛法，一切现成。”师于言下大悟。 



解它。当然，我觉得道理真要讲清楚的话，实际上一句话就可以

讲清楚。但是问题是能不能接受它，能不能信解，能不能行持，

种种善巧方便的行持，这个就很难说了。 

“若见一毛发异于心者”，也就是无有一丝一毫不是自己的

心。如果见有一根毫毛是心外之物，你就“丧身失命”，你的慧

命就断掉了。那开悟之人怎么用功，怎么用心呢？不用多说，就

是这样。所以这句话非常重要，“若见一毛发异于心者，则自丧

身失命”。大家不断地参学，无非就是学这个。当然这是修学已

经到了后面，真正通达信解以后，念念的行持，现量的行持，它

是这样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庄子说井蛙不可以语于大海，

夏虫不可以语于冰。
19
夏天里的一些虫子朝生暮死，你跟它说有

冰，它就不可想象。那跟人讲禅宗，禅宗实际上讲得极其深妙，

他学多了以后，就成了狂禅，或者根本没法理解。所以我认为禅

宗永远是小众，不能普及。理可以是大众，但事上和究极之理永

远是小众。如果一个人想要靠讲解禅宗去赢得别人的尊重，赢得

徒弟，赢得法门，这是一种很不现实的事情。另外，越是大众的，

越是含金量低。真正的东西永远是小众，但是理是通于大众，这

点永远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要同见同行呢？如果不同见同行，一

些东西很难有同感，很难共同来理解。 

 “故达道人无有不是者”，真正通达道法的人，真正开悟的

人，无有不是，一切皆如。“眼若不寐，诸梦自除；心若不异，

 
19 《庄子外篇•秋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 



万法自如。”
20
如果法眼长明，那么种种的幻象都逃不过你的法眼。

“达道人无有不是者”，一切都是法，证道的人没有回避、期待、

恐惧和渴望。“此力甚大”，这种智慧之力能消千灾，为物作则，

所以才有实相忏悔这种功用。 

 

 
20  僧璨大师·《信心铭》：眼若不寐，诸梦自除；心若不异，万法一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