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示禅人心要 5 

（根据史文老师讲课录音整理，仅供参考） 

此力甚大，但为无边恶觉侵蚀，致令力用有亏；若无如许多

异法、异状、异缘、异念，则随心转变，自在无碍。道不用苦求，

求之即道失；事不在苦融，融之即事有。不求不融，道与事会也。

则何事而非道耶？譬如目明之士，入宝聚中而不知方便，为无火

烛光明所照也，入矣即被触击，自损身首。谓是毒穴，非宝聚也。

有智入中，持灯烛光照，见种种宝，任意采择，得宝而出。十二

时中须用智光，勿令六尘自伤触也。 

如果没有许多的“异法、异状、异缘、异念，则随心转变，

自在无碍。”异法，种种的说法，种种的方便；异状，种种的境

界。万法归一，所以没有那么多的纷纷扰扰、差别执着，统统都

是一个东西。“随心转变，自在无碍”，心的妙用是无限的，自在

无碍。道不用苦苦去追寻，也不用通过苦行去得到它。有的人有

自恋倾向，一味放任不羁；有的人有自虐倾向，总要折腾自己，

甚或通过折腾自己来显示自己的高大上。别人不折腾，他还看不

起。“道不用苦求，求之即道失”，就像鱼在水里边，怎么去找水

呢？“事不在苦融，融之即事有”，并不要理事统一，理和事本

来就是一个。四法界本来就是一法界。在禅宗来讲，事事无碍实

际上也是个多余的说法。“不求不融，道与事会也”，理和事本来

一体。“则何事而非道耶？”无非是心，无非是道。若有一丝一

毫异于心者、一念异于自己者，那就与道相背离了。 



“譬如目明之士，入宝聚中而不知方便”，入到聚宝盆或宝

山里，因为没有火烛光明的照亮，“入矣即被触击，自损身首”，

宝藏会把你到处碰伤或者把你撞死在里边。就像进到禅宗或佛法

宝库，不知祖师种种的接引方便。“为无火烛光明所照也”，因为

没有智慧火炬的照耀，“谓是毒穴，非宝聚也”，说这是毒穴，里

面都是毒蛇。其实那是个聚宝盆，里面都是无上宝贝。本来随便

拿一个宝贝都够你用了，但是现在却被撞得头破血流。这个譬喻

形容一个人没有智慧。比如学祖师大德的著作，或者看禅宗的语

录，说真搞不懂，气死人了，碰巧搞懂一点，又以为自己怎么样

怎么样了。那就是不知道这些都是宝贝，不知道它就成为一种害

你的东西，对你不利，知道以后，它都是为你所用。 

“有智入中，持灯烛光照”，蜡烛或者灯光一照，“见种种宝，

任意采择，得宝而出”。真正有智慧的人看到祖师大德的语录，

听到种种的法，一看一听就进入佛法大海。祖师大德的语录或者

种种方便，既可以度己，也可以度人，种种受用，宝贝都能为其

所用。否则就死在文字里面了。当然这个宝也可以从更广阔的意

义上来讲，它也可以是法界和人一生的际遇。对于真正有智慧的

人，种种因缘际遇，整个人生就是一个成道的过程。修行成就，

整个人生的种种际遇都会成为差别智慧的显现，都是宝贝。如果

不懂的话，心中的种种烦恼、际遇和因缘，就会都是烦恼。实际

上它本质上是清净的，它本质上就是宝贝。它是成道的阶梯，缓

解并释放业力、开发智慧的一个过程，就像一道题、一座台阶一



样，整个是智慧展现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不知道的话，就烦死

了，就在生死轮回之中了。你说这个东西坏，然后就找那个东西，

其实你不知道，它就是你的心。所以心很重要，你的心很重要！ 

“十二时中须用智光”，上面的蜡烛灯光就指禅宗的正见，

真正的智慧之光。“勿令六尘自伤触也。”宝贝、宝库是什么呢？

就指的六根六尘，我们的对境，我们的种种际遇，包括人生境遇。

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种种对境，实际上都是宝贝。如

果有智慧光照的话，它就是用。否则的话，这些就成为障碍，就

成为烦恼。“勿令六尘自伤触也”，就像一个盲人在宝库里四处碰

壁，碰得头破血流，跌跌撞撞翻跟头。 

昔日永首座与慈明同辞汾阳，而永未尽其妙，相从慈明二十

年，终不脱洒。一夕围炉深夜，慈明以火箸敲炭曰：“永首座！

永首座！”永乃咄之曰：“野狐精！”慈明遂指永而谓曰：“讶郎当

又恁么去也！”永由是方得究竟。然毕命相随，凡慈明居常差别

激问，众不能酬对，唯永至，慈明即点头许可。此所谓无病之药，

学者罕得其要，况后世知见会解之徒，何由领是事哉！得之当若

永，发药当若慈明，庶几可也。 

清远祖师举了一个例子。昔日永首座和慈明都在汾阳善昭那

里参学
1
，汾阳善昭是宋代临济宗很有名的禅师。而这个永首座，

“未尽其妙”，未尽禅宗之妙，没有真正地彻底透悟。跟着慈明

二十年，“终不脱洒”，还是没有真正的开悟。脱洒，真正从窠臼、
 

1 《指月录》卷二十四之潭州石霜楚圆慈明禅师：永首座与师同辞汾阳。永未尽其妙。从师二十年。终不

脱洒。一夕围垆深夜。师以火箸敲炭曰：“永首座永首座。”永咄曰：“野狐精。”师乃指永曰：“讶郎当汉，

又恁么去也。”永乃豁然。 



纠结里面透脱出来。“一夕围炉深夜”，一天半夜的时候大家围着

火炉烤火，慈明和尚用火筷子敲着炭块，咚咚咚，说：“永首座！

永首座！”这叫声声唤醒本来人。永首座咄之曰：“野狐精！”乱

喊什么呢，扰乱我的心神，野狐精！ 

“慈明遂指永而谓曰：讶郎当，又恁么去也！”慈明回答说：

哎，你又那样去了，经不起这一下，你那叫什么一行三昧，叫什

么定呢？“永由是方得究竟”，这样一说，永首座突然开悟了。

“相从慈明二十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古人的用功和方便，卡

在那里二十年，但是机缘不到，还是点不开他。所以千万不要认

死理，认为自己开悟了。一旦这样，实际上是害了自己的慧命。

最后慈明这样一下才把他给点醒了，才彻底把心里的疑惑放下了。

永首座后半生一直跟着慈明和尚。“凡慈明居常差别激问”，差别

激问，就是刚才讲的在种种的差异中来显现“这个东西”。你说

人家是野狐精，敲一下弄一下，其实那也是你的心嘛！若有一丝

一毫跟你的心差异的话，你就迷死了。“众不能酬对，唯永至，

慈明即点头许可”，后来多年跟别人问辩的时候，众人不能回答，

只有永首座讲的才相符合。 

“所谓无病之药，学者罕得其要”，永首座这个公案就叫无

病之药，学人极少真正能够知道其中的奥妙。如果不用心、不用

功的人，当然不可能知道。“况后世知见会解之徒，何由领是事

哉！”何况后代那些知见会解之徒，那些人怎么能够理解这些呢？

把禅宗变成知识，变成窍门，变成功夫，甚至变成世间的种种技



艺，那种人根本就无法理解古人的良苦用心。祖师讲得非常透，

非常圆融，而且种种病、种种弊端在当时就有。“得之当若永”，

要真正得到禅宗的奥义，就要像永首座那样。“发药当若慈明”，

无病之药，发药当像慈明。慈明和尚的最后这招，敲一下炭块叫

几声名字，很重要，还是很不重要？还是可有可无？对过来的人

来讲，是可有可无了，但是没过来，捅不破，他就是放不下。清

远祖师说要发药，当像慈明，故意逗学人一下。就像一个人本来

身体很健康，有人对他说你额头发黑，肯定是有什么病，赶紧去

看医生！这个人其实没有病。然后再告诉他说逗你玩儿呢，他就

好了。所谓“无病之药”，要像慈明一样用那种方便来对永首座，

但是参的人要像永首座，真正明白道理，知道原来都是为他好，

而且得道以后，“毕命相随”，后半生一直跟着慈明和尚。这一点

我们要学古人，学习他们为道、学道的精神，“庶几可也”，这样

才算得上是个修行人吧。 

闹中得静，则井邑成山林，烦恼即菩提，众生成正觉。此语

初心学人例道得会得，作一种平等知见。及其放心，凡圣依前两

般，静躁殊用，明知是解会；须有安稳处，始得一味，不可强会。 

“闹中得静”，则市井变成山林，烦恼变成菩提，众生就是

正觉。“此语初心学人，例道得会得”，如心静则天下静，山林就

在都市，清净就在心中，众生都是佛这些话，初学的人谁都会讲

几句。“作一种平等知见”，就把这变成了一种平等知见。一切平

等嘛，山林和闹市平等，烦恼和菩提平等，众生和佛平等，这些



我都知道，我也会说，我也理解，所以就别废话了。“及其放心”，

但是到真正用功的时候，“凡圣依前两般”，凡还是凡，圣还是圣。 

真正用心时就用不上了，马上差别心、烦恼心就出来了，跟没学

以前一样。“静躁殊用”，静和躁也还是不一样，静时执着静，动

时想静却静不下来。 

“明知是解会”，这就是禅宗讲的解会。就是说从文字上理

解了一点道理而已。但是如果把这个道理乱用，觉得就是究竟，

那肯定就完了。所以禅宗的悟处虽然非常究竟，但是误区也很多。

“须有安稳处，始得一味”，心要一个落脚点，这才真得一味。

一味就是一行三昧。“不可强会”，解会就是强会。强会就是死死

地用道理去判别一切，死死地守住这个道理。 

近世多以问答为禅家家风，不明古人事，一向逐末不反，可

怪！可怪！昔人因迷而问，故问处求证入，得一言半句将为事，

究明令彻去。不似如今人胡乱问，趁口答取笑。达者十二时中学

道，无顷刻弃舍。此人纵未得入，念念已是修行也。寻常说修行

不过三业、六根清净，禅门更不必如是，何故？禅定之门，念念

与智波罗蜜平等，一切处自无过患也。久久心地通明之日，从前

并得满足，名一行三昧。今时人全无定力，复不开智眼，所有机

缘语句，祇成诤论生灭心行。 

“近世多以问答为禅家家风，不明古人事。”家风就是宗风，

即宗派、法门的特点。学人只看祖师的妙语回答，而不知道祖师

真正的心行和良苦用心，舍本逐末，逐末而不返本，真的是可怪



可叹。“昔人因迷而问，故问处求证入”，过去的人真的是发明己

事，因为真正有迷，所以才去问。问的目的是为了求证入，为了

修行，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像现在人作为一种知见，作为

一种话语权去学习。“得一言半句将为事”，听祖师讲一言半语，

就可以做到真正的理事相合。“究明令彻去”，然后去把它参透，

最终彻去。就是说学习禅宗，他是理事连在一起，是为了解决实

际问题。不像现今的人胡乱问，随口答。比如出于好奇心，出于

测试别人的心，出于愚痴心，出于高下我慢心，出于质疑心，或

者出于一种无聊的心，去问问题。 

我们看清远祖师当时的禅林就有“胡乱问，趁口答”的弊病

了。问与答的人都是胡说，有的随便乱问，有的随便就答，毫不

谨慎。不是妙用现前，不是对机，也不是主看宾，宾看主，而是

随便乱说。“取笑”，令人觉得很可笑。“达者十二时中学道，无

顷刻弃舍”，真正修道的人十二时中都在念念用心，没有顷刻弃

舍，任何时候都在心，心在道。这种人虽然没懂，但他已经真正

念念在修行了。“寻常说修行不过三业、六根清净，禅门更不必

如是。”三业就是身口意，六根清净，但是禅门不需要这样。为

什么呢？“禅定之门，念念与智波罗蜜平等。”所以我觉得学教

要学般若，般若就是禅，禅就是智慧。这里的禅定，指禅宗的一

行三昧，就是念念系缘法界。所谓法界一相，一相就是无相，即

文殊的一行三昧。“一切处自无过患也”，念念相应于智慧波罗蜜，

那自然没有过患。什么天地、神鬼，真的有般若智慧的话，这些



本身就没有什么问题。就像走过一阵风，走过一片光，走过一扇

门，没有什么恐惧。 

“久久心地通明之日”，有一天突然彻底通明以后，“从前并

得满足，名一行三昧”，这个时候才真正达到一行三昧。“今时人

全无定力，复不开智眼，所有机缘语句，祇成诤论生灭心行。”

不开智慧，又没有真正定力的话，那么所有的机缘语句，包括看

到的过去古人那些章句，似乎觉得自己很聪明懂了，而实际上仅

仅成为诤论。所谓“诤论”，就是觉得这个说得好，那个说得不

好，觉得禅宗讲的对，其它的讲的不对。岂不知这正是“生灭心

行”，心的生灭之相，我慢之相，是非之相。“夫禅学不是小小”，

禅宗不是随随便便去学。“未用超佛越祖，得了要超亦不难”，真

正学的时候，目标就是超佛越祖，真正懂得禅宗的话，超佛越祖

也没有什么难的。 

高邮孙承务作书问：“不落意想，不在有无，如何则可？”

师答云：“若问如何则不可，不问如何亦不可。”醉客豁醒，神珠

自莹，岂可预为之计然后领耶？第一等灵利人寻讨不着，此一念

难得自见，见之即是，无别有岐路也。寻常例以前念为是，以后

念照之。前后追逐，以心用心，心则成境；率初已成心境了，辗

转更不堪。如今后念不取，自无起灭处，当处解脱；念本不生，

何更有有无意想为留碍？一念悟心成正觉，此之谓也。 

高邮（位于江苏扬州）一个叫孙承务的人写信问：“不落意

想，不在有无，如何则可？”不落在分别意想里边，也不着有，



不着无，那怎么样行呢？佛眼清远祖师回答说：“若问如何则不

可，不问如何亦不可。”就是说不落意想，不在有无，如果再问

如何，就不可了，就已经脱离那个“东西”了。你只能说“不落

意想，不在有无”，就是那个“东西”。如果再问怎么弄呢，那就

没法弄了，那就弄错了啊。“不问如何亦不可”，这个时候不问如

何，不知道怎么弄，也不可。 

“醉客豁醒，神珠自莹”，典故来自于《法华经》。
2
一个人

在朋友家里喝醉了，朋友给他衣服里系了一颗宝珠，叫他回家后

拿宝珠换衣食，结果他不知道。以后又跑到其他地方去了，生活

过得非常艰难困苦。后来再见面时朋友说，我不是有颗珠子给你

了吗？这叫“醉客豁醒，神珠自莹”。神珠自然光照大千，指开

悟的这样一种境界。 

“岂可预为之计然后领耶？”什么叫预为之计？就是用有为

法来事先计划好。清远祖师说“这个东西”本来就在这儿，怎么

能够通过算计心得到它呢？就是靠我们现在这样一种机巧之心、

理性之心去等待或者规划，就像兔子捉鹰，机关算尽也没用。怎

么能事先预设一个东西呢？你说我今年要读三十本书，明年要跑

五十个庙，后年打坐一年，第四年大开圆解，第五年获得无量三

昧，第六年大彻大悟；或者哪一年把禅宗彻透，哪一年把般若拿

下，哪一年把唯识拿下，哪一年我就要横空出世，度化无量众生。

 
2《法华经·五百弟子受记品第八》：世尊，譬如有人至亲友家，醉酒而卧。是时亲友官事当行，以无价宝

珠系其衣里，与之而去。其人醉卧，都不觉知。起已游行，到于他国。为衣食故，勤力求索，甚大艰难，

若少有所得，便以为足。于后亲友会遇见之，而作是言：“咄哉丈夫，何为衣食乃至如是。我昔欲令汝得安

乐，五欲自恣，于某年月日，以无价宝珠系汝衣里，今故现在而汝不知，勤苦忧恼，以求自活，甚为痴也。

汝今可以此宝贸易所需，常可如意，无所乏短。” 



如果有这样的想法，这就是个魔心。 

智者大师有三种禅观著作，其中《六妙门》讲不定止观，《摩

诃止观》讲大乘的圆顿止观，而《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属渐次

止观，专门讲禅定修行。它讲四禅八定的世间、出世间、出世间

上上禅门，以及四禅八定的观炼熏修，真正讲实修，当然也有理。

《次第法门》还讲到十种发心：
3
如果想要得到欲乐，就是畜生

心；如果想要离苦，就是声闻心；想要成佛，就是魔心等。所以

动机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学大乘的话，动机非常、非常重要。但

是往往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也不愿意反思，甚至还被自己

的动机迷惑，别人指出来他就回避。碰到这样的人，最难弄，跟

他就没法交流了。古人、今人都有这个毛病，也不是说谁好谁坏，

这是我们众生的执着。当我们能够从别人身上或者自己身上发现

这些毛病，能够改正的时候，慢慢才能走上真正的学佛之路。否

则的话，永远是在玩，玩一点儿名相概念而已，或者是找一个小

圈子，寻找一点精神安慰而已。 

“第一等灵利人寻讨不着，此一念难得自见”，真正上根利

智的人不执着于此一念。“见之即是，无别有歧路也”，当下这一

念，实际上一般人是看不到的，但是真正见道的人，就是见到当

下心。如果说见到当下心，是第几识第几识，那肯定是走远了，

 
3 《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卷第一：有十种行人。发心修禅不同。多堕在邪僻。不入禅波罗蜜法门。何等

为十。一为利养故。发心修禅。多属发地狱心。二邪伪心生。为名闻称叹故。发心修禅。多属发鬼神心。

三为眷属故。发心修禅。多属发畜生心。四为嫉妒胜他故。发心修禅。多属发修罗心。五为畏恶道苦报。

息诸不善业故。发心修禅。多属发人心。六为善心安乐故。发心修禅。多属发六欲天心。七为得势力自在

故。发心修禅。多属发魔罗心。八为得利智捷疾故。发心修禅。多属发外道心。九为生梵天处故修禅。此

属发色无色界心。十为度老病死苦疾得涅槃故。发心修禅。此属发二乘心。就此十种行人。善恶虽殊。缚

脱有异。既并无大悲正观。发心邪僻。皆堕二边。不趣中道。若住此心。修行禅定。终不得与禅波罗蜜法

门相应。 



就是心已经分别得很远了。若问我见到的是不是“这个东西”，

那肯定就没见到它；若说我肯定见到“这个东西”，那肯定就没

见到它。“这个东西”很怪，但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难得自

见，见之即是”，一般都是修这一念的，但很难真正见到这一念

的真正的东西。但是“见之即是，无别有歧路也”，只要见到以

后，没有任何歧路，不会走偏路，绝对就这样了。“寻常例以前

念为是，以后念照之。”平常人总是以后念觉察、观照前念。“前

后追逐，以心用心，心则成境。”这讲得非常透，也非常细腻。

这是真正用心的方法，也是用心的岐路。 

“率初已成心境了，辗转更不堪”，一开始的心，率尔一念

已经变成种种境了，你还看啊看，这个看那个，那个看这个，不

断在流转。“辗转更不堪”，一开始就变化了，现在再转来转去，

那就差得更远了。《大乘起信论 》和《圆觉经》里面有一些用心

的方法，如《大乘起信论》讲前念迷，后念悟，后念对治前念，

这就是凡夫之觉。
4
 

 

 
4《大乘起信论》实叉难陀译本：如凡夫人，前念不觉起于烦恼，后念制伏令不更生；此虽名觉，即是不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