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示禅人心要 6 

（根据史文老师讲课录音整理，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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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邮孙承务作书问”，高邮是江苏扬州的一个地名。高邮

孙承务写信问清远祖师：“不落意想，不在有无，如何则可？”

他问了一个典型的问题。“不落意想”，是不能够在妄想之中，不

能在第六意识的妄想分辨之中。首先字面意思要搞清楚，不落的

意思，并不是说不思想，而是不执着。不落意想，是不思维分辨。

“不在有无”，不执着于有相无相。“如何则可？”那该怎么修？

假如我现在不落在思维意想之中，也不执着于有和无，那么怎么

样的一种状态才算对？怎么样修才是真正的修？如何则可？他

的回答是：“若问如何则不可”。所以禅师讲现量，也就是讲法或

开示的时候，当下真实的状态，真实的智慧，真实的境界显示出

来。如果说不落意想，不在有无，这个时候还问个如何？那就不

可。因为没有如何不如何，就是如如不动。如是如，没有何，所

以说“若问如何则不可”。这个时候再问如何，就是分辨心了。

“不问如何亦不可”，但是如果说我不问如何，我如如不动一念

清净，实际上又堕于顽空了。可能你的境界很粗糙，实际上你执

着一个粗的有。“若问如何则不可”，你说怎么样怎么样来描绘它



不对，因为它不可描、不可绘；但是你说它是空的，不可描绘的

也不对，“不问如何亦不可。 

“醉客豁醒”，一个喝醉的人，豁然醒悟。“神珠自莹”，神

珠就是宝珠。莹，发出光明。这个典故来自于《法华经》。《法华

经》讲到两个好朋友在一起喝酒，临别前主人给朋友的衣服里边

缝了一个大价宝珠，就是那颗神珠。结果这个人醉了不知道，回

去路上也没钱，就到处流浪要饭。好多年以后碰到他的朋友，他

朋友很奇怪，说当时我给了你那么一颗好珠，够你几辈子用了，

怎么现在落魄到这个程度了？他解开衣服一看，是有颗宝珠，所

以叫“醉客豁醒，神珠自莹”。这个故事有很多的比喻。在《法

华经》里，神珠比喻我们与生俱来的佛性，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的

涅槃妙心、自性的佛性、本地风光。醉客表示流浪于三界的众生。

这里“醉客豁醒，神珠自莹”，形容的是一个人开悟以后的状态。 

“岂可预为之计然后领耶？”它本来就在这儿，你还要千思

万虑，还要问可不可，如何不如何，还要问怎么做才能达到这一

点？那东西本来就在这儿，你东折腾西折腾，还要怎么折腾呢？

它本来就在那儿。只要一念顿悟的话，就知道了。所以说“若问

如何则不可”，但“不问如何也不可”。不问如何你没醒，不醒也

不行，也看不到那颗神珠。预为之计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为法。

有人可能比别人更加精进努力，他参访善知识去学习，不断地占

有知识，不断地积累经验，勤修苦练。他认为梅花香自苦寒来，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那这些作为、这些有为法有



没有用呢？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有用，但从本质上来讲，又是没有

用的。 

从禅宗的参悟来讲，祖师禅就是一个捷径。禅宗祖师用一个

捷径，最大的一个方便，使学人从最根本的理上刹那顿悟。所以

说“岂可预为之计然后领耶？”也就是说禅宗不讲次第。有人总

是讲禅宗没有次第，没有功夫，没有验证，那讲次第就不是禅宗

了。如果没有圆顿之理，怎么能够有圆顿之事呢？那就不可能参

悟圆顿之事。换句话说，禅宗的方法就是圆顿的方法，是它的一

种应用、妙用。所以祖师讲入泥入水，就是为了学人你，本来他

不屑说，也没必要说，然而他要应付不同根基的众生，所以东说

西说伸出手来，用种种方便来度化众生，但是我们就把他的言行

当成绝对了，比如把某句话、某个公案都当成绝对了。 

“第一等灵利人寻讨不着，此一念难得自见。见之即是，无

别有歧路也。”第一等灵利人，这个地方应该指的是上根利智的

人。那种很聪明的人，有后天聪明的人，用思维寻思还是找不着。

要去找就找不着，因为这一念“难得自见”。“这个东西”很难看

到，因为我们就在相之中，所以很难看到无相。一起心动念都在

相之中。“见之即是”，但是其实一念顿见。我们知道，当我们想

一念顿同佛体，刹那顿悟，刹那顿见本来，或者虚空粉碎大地平

沉的时候，我们会跟着语言的想象，比如想气脉开了，中脉开了，

或者气住脉停，或者像戴个水晶眼镜看地球都是透亮的等等。我

们有很多这样的妄想和幻想，或者觉得身体有各方面的反应。实



际上你见到一个什么东西？如果说见到虚空粉碎，见到大地平沉，

见到涅槃妙心，见到真如本性，见到本来面目，这样说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见到了一个东西，好像是我们手抓了一个东西，或者

眼睛看到了某个东西，或我们的心感受到了某个东西或进入某种

状态，但其实上不是这样。 

其实你见了一个什么东西呀？这个心“一念难得自见，见之

即是”。你见到了“之”，这个之是什么？实际上就是见到自己，

见到这一念本身的实相。这一念本身的实相，就是永远的实相和

所有念的实相，它本来就在那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一念见的时候，

并没有见神见鬼见天见地，见清净见不清净，见 yes 见 no。这

一念见的时候，只是见了一个自体本具的清静。在这一刹那，念

的分别没有了，并不是说不分别，而是分别的执着没有了，对不

分别的执着也没有了。这一念就是“这个”，就是这样。所以我

们不要去把它走样，把它神秘化或者境界化，或者用方法来限死

它。这个念本来就是这样，念本自如此，见之即是。 

“无别有歧路也”，没有其它的歧路、歧途。这就是禅宗的

核心——它的见和它的方法，度化的方法和参悟的方法。所见的

也是“这个东西”，它实际上是理事究竟的。当然这里主要是为

了说明一个参禅的理和方法，所以他要讲这些。他说如果你还要

问如何，那就不对了。禅宗有句话很有意思，“来说是非者，便

是是非人”。如果有人带着一大堆的问题和疑惑，有一种见解和

境界，或有某种藏在心里的想法，亦或某种维持在心的状态，让



别人去印证，那肯定就没有开悟，这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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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常例以前念为是”，寻常总是，普通人总是。例，总是，

always。通常人总是“以前念为是，以后念照之”，后念追逐前

念。“以心用心，心则成境。”这里非常重要。《大乘起信论》里

面讲到了几种用心方法。
1
一种是前念迷，后念觉。以后念之觉，

觉前念之迷；以后念之真，觉前念之妄。马鸣菩萨说这是凡夫觉。

第二个层次的觉是什么呢？“觉于念异，念无异相。”发现刹那

刹那之间念的相在变化，而在这变化之中，慢慢体悟到一个不变

的东西。那么第三个层次呢？“觉于念住，念无住相。”觉得念

好像停住了，念好像是一如不动的、空空荡荡的清净念。实际上

这也是一个执着，须把这个再去掉。最后一个是如来随顺觉性，

念起的同时即无相。换句话说，相即是无相，起就是不起，妄就

是真，动就是不动，都是不二的。如果落于动的话，就等于觉于

念异了；如果落于不动和清净的话，就是落于念住。这地方讲起

来非常简单，指的是不同层次、不同境界的人用心的方法。 

从见地来讲，这是心念的修行方法。憨山大师有篇《大乘起

 
1 梁真谛译《大乘起信论》：又以觉心源故名究竟觉，不觉心源故非究竟觉。此义云何？如凡夫人觉知前念

起恶故，能止后念令其不起，虽复名觉，即是不觉故。如二乘观智、初发意菩萨等，觉于念异，念无异相，

以舍粗分別执着相故，名相似觉；如法身菩萨等，觉于念住，念无住相，以离分別粗念相故，名隨分觉；

如菩萨地尽，满足方便一念相应，觉心初起心无初相，以远离微細念故得见心性，心即常住，名究竟觉。

是故修多罗说：若有众生能观无念者，则为向佛智故。 



信论直解》，对这个有很详细的解释。他认为这是宗门的核心，

宗门的精髓。憨山大师在《观楞伽经记》里面也讲了很多宗门精

髓，实际上和《大乘起信论》是通的。另外，《圆觉经》 有二乘

的随顺觉性，菩萨的随顺觉性，佛随顺觉性，那么最圆满的随顺

觉性是什么呢？“知幻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觉，亦无渐次
2
。”

知幻即离，知道妄念是幻，刹那就不执著了。不做方便，是不做

有为法，不做对治。刹那这一个觉，就像光明出现，黑暗就没有

了。离幻即觉，一刹那这个清静就是觉悟心。这个觉悟心，成佛

永远都是这样的，不成佛的人也有这个东西。它永远都是这样，

小和大是一样的，无非是妙用的不同，显相的层次不同。这个时

候，佛说“离幻即觉，亦无渐次”，没有初地二地或十信十住等

阶次，没有这些东西。 

从教下来讲，它有一个开圆解的过程。但如果从圆教的理来

讲，从禅宗的修行来讲，就不在乎那些东西了。所以很多人不懂，

总说禅宗没次第，教不了，那是因为根性不一样，他们不能理解

禅宗。这种人非常执着次第、验证、经验。其实很多经验对于禅

师来讲，实际上是个方便。在很多祖师的修证过程中，他们以前

的有为法水平就非常高，教理及四禅八定的境界非常高。比如说

博山无异禅师
3
写书作注，后来到他师父寿昌无明那儿，就把文

 
2 唐•佛陀多羅译《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善男子，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应当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

界，由坚执持远离心故，心如幻者亦复远离，远离为幻亦复远离，离远离幻亦复远离，得无所离即除诸幻。

譬如钻火两木相因，火出木尽灰飞烟灭，以幻修幻亦复如是，诸幻虽尽不入断灭。善男子，知幻即离，不

作方便；离幻即觉，亦无渐次。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依此修行，如是乃能永离诸幻。 
3《无异元来禅师广录》卷第三十五《博山和尚传》：博山和尚者。舒城人也。讳大舣。字无异。人咸称为

无异禅师云。……年十六。矢志出家。之金陵瓦棺寺。听讲法华。慨然曰。求之在我。岂可循文逐句哉。



稿烧了。还有周金刚，即德山禅师，以前写过《青龙疏钞》，注

解《金刚经》，后来看到龙潭禅师，第二天全部当场把书烧掉。

他们的修行和持戒非常好。博山元来在山里面好几年，内不知筋

骨爪牙，外不知山河大地，也就是说他的定力非常高，没有身心

的感觉。筋骨爪牙就是身体里边的筋骨皮肉、血液流动，“内焉

不知有血肉身心”，他没有身心感觉，身体对他已经不成障碍了。

“外焉不见有山河大地”，他就在这样一片澄澄湛湛的定境之中

练了好多年，觉得还是不行，后来找到寿昌禅师给他把这个境界

破掉了。 

当然这个讲的是禅宗的外表。不懂禅宗及不懂中国文化的人，

站在其它的角度，会觉得禅宗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不了解，所以

会有很多戏论，比如争论修还是不修的问题。他会把禅宗和四禅

八定混合起来，把禅宗和其它的宗派混合起来，还批判禅宗缺乏

次第。那些所谓的次第，祖师早就试验过了，就是不能解决问题，

才走向禅宗的。依有为法而讲汉传佛教没有次第，实际上说明不

懂圆顿之教，不懂禅宗，不懂最殊胜最圆满的就在于没有次第。

我觉得我们要对禅宗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另外，很多的神通妙用，

对于开悟的祖师来讲，是一个小意思，但是不能说。因为什么？

因为说就着于相，就着于魔，而且会有很多的障碍，所以祖师不

会去吹捧自己，不会去说。但是，他会以心传心，以一种法界的

 
遂去。之建武礼五台通法师。剃发受业。修智者止观之道。尝露坐松下。不知晨夜蚊蚋集躯。如唼槁木。

内焉不知有血肉身心。外焉不见有山河大地也。如是五年。寒暑罔辍已。而诣超华山。从洪法师受比丘律。

是时寿昌经大师。方居峨峰。扬曹洞之法。和尚闻其名。往谒焉。见寿昌。荷锄戴笠。状类田父。辄心疑

之。遂入闽光泽。居白云峰三年。以所得著书。呈寿昌。寿昌以书报之。谓其非第一义。和尚始爽然自失

也。遂焚香礼拜。毁其稿。不复示人。益潜心宗乘。 



传承或者感应道交的方式传播佛法。正是由于从头到尾自始至终，

禅宗祖师不着种种的相，所以他的各种妙用是自由的。 

“寻常例以前念为是，以后念照之，前后追逐。”前念迷，

后念觉，以后念再照前念。起观照的后念是一个念，前面又是一

个念了，那实际上这个心在时间和内容上分作两截了。这当然是

凡夫的生灭法了，都是生灭分别心在作用。总是觉得我刚才想错

了，我应该把它纠正过来。当然不是说这种方法不好或没用，实

际上它很有用。我们现在是在讲禅宗的第一义谛的圆教的方法，

我们是在拣择，并没有去排除，并没有说它坏，或者没必要，或

者没用，我们不能走极端。不能祖师给你说个空，你执着个空；

给你说个有，你执着个有；给你说个非空非有，你执着个非空非

有；给你说个亦空亦有，你执着个亦空亦有；给你说个心通万法，

你又执着个心通万法。 

就像彻悟禅师讲，万法唯心，为什么不是心唯万法呢？转山

河大地为自己，为什么不转自己归山河大地呢？心境不二嘛。当

我们讲第八阿赖耶识，我们会把它学术化、神秘化、感受化、感

性化，理解为某种感觉或者是心中的明点、灵魂，或者看它的大

小、温度、光明，看它的中间长什么样。其实这是我们的妄想和

分别，陷在名相里面无法自拔。你说阿赖耶识是什么？其实看到

的、看不到的都是阿赖耶识，天堂、地狱、佛国净土，都是阿赖

耶识，包括你看到的人我众生、山河大地，都是阿赖耶识，但是

你能想到、能看到的仅仅是一点点了。 



“前后追逐，以心用心”，前念追后念，后念返照前念。“以

心用心，心则成境”，在心里面不断变幻出一个清静和正来看邪，

变换出一种境界来观照其它的境界，企图消灭其它的境界，以为

是在心地用功。有人会想心地是不是像大地一样，像地球一样，

心生则种种法生。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地球，我们要做环保主义者。

这个思想非常的好，但是这不是禅宗，也不是佛法。因为你这个

“地”就成为大地，成为一块儿泥土了，而其实大地只是你心的

一部分，还有虚空，还有无量的星星，那些生灭的东西也都是心

的一部分。所以说学习不能够望文生义。保护地球也很好，但是

地球只是心的一部分。“以心用心，心则成境”，心实际上刹那刹

那都是境。 

“率初已成心境了”，率初，就是率尔、一开始。刹那一念，

率而有心，“已成心境了”，一刹那心出来，已经成了境界，已经

成了相。境就是相，就是无明生灭，就是无明在主宰它。所以说

“率初已成心境了”，这实际上就有了能所，有了人我，有了众

生。“辗转更不堪”，刹那一下那个相已经变出来了，然后你再把

它转来转去，后面再看前面的，正的分析邪的，静的分析动的，

高的分析矮的，这些辗转更不堪。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的心在

变化，无非是变成这个、变成那个。变成这个，执着于这个，觉

得那个不对，然后一会儿无意识又变成那个了。执着于这个时，

它又变掉了，这就难以产生信心。所以，三祖僧璨《信心铭》说：

“信心不二，不二信心”。其实刹那一下子就变成二了。“至道无



难，唯嫌拣择”，拣择是什么？刹那分别就是拣择。拣择就是执

着，就是分别，分别善和恶，高和下，净和秽，生死轮回和清静

涅槃，天国和地狱等等，这就是众生的种种分别。那不二是什么？

信心不二，不二信心，相信一切的二的变化都是心在起作用。换

句话说，相信二三四五六……，所有的变化都是心的变化。这是

一方面。同时，要知道心本身是不变的，信心不二。所有的变化，

不二的变化，实际上是本心、本体的作用。除心以外，没有其它

东西了。 

“如今后念不取”，现在后念不取前念，不去执着前念。“自

无起灭处”，当下这个心刹那一下子清静以后，就没有生灭，不

会瞻前顾后了。“如今”，实际上是当下，当下“后念不取，自无

起灭处，当处解脱”。无量劫来生死本，痴人换作本来人
4
，也就

是说“消我亿劫颠倒想
5
”是一刹那的事情，一刹那心进入无相

无念，清净本然显现以后，就是这样。这就是“当处解脱”。“念

本不生，何更有有无意想为留碍？”当下念念本自不生，还有什

么有和无的执着呢？念本来就是清净的，没有有无去执着你，也

没有什么意想来障碍你。清远祖师说刹那“当处解脱，念本不生”，

 
4 《指月录》卷十一之湖南长沙景岑招贤禅师：竺尚书问：蚯蚓斩为兩段，两头俱动，未审佛性在阿那头？

师曰：莫妄想。曰争奈动何？师曰：会即风火未散。书无对。师唤尚书，书应诺。师曰：不是尚书本命。

曰不可雕却即今祇对，別有第二主人。师曰：唤尚书作至尊得么。曰恁么总不祇对时。莫是弟子主人否？

师曰：非但祇对与不祇对时，无始劫来是个生死根本。示偈曰：学道之人不识真，只为从来认识神。无量

劫来生死本，痴人唤作本来人。 
5 《大佛顶万行首楞严經》卷第三：尔时，阿难及诸大众蒙佛如来微妙开示，身心荡然得无挂碍。是诸大

众，各各自知心遍十方，见十方空如观掌中所持叶物，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心精遍圆含

裹十方。反观父母所生之身，犹彼十方虛空之中吹一微尘，若存若亡，如湛巨海流一浮沤，起灭无从。了

然自知获本妙心常住不灭，礼佛合掌得未曾有，于如来前说偈赞佛：妙湛总持不动尊，首楞严王世希有。

銷我亿劫顛倒想，不历僧祇获法身。愿今得果成宝王，还度如是恒沙众。将此深心奉尘剎，是则名为报佛

恩。伏请世尊为证明， 五浊恶世誓先入。如一众生未成佛，終不于此取泥洹。大雄大力大慈悲，希更审除

微細惑。令我早登无上觉，于十方界坐道场。舜若多性可銷亡，烁迦罗心无动转。 



当处解脱，智慧显示，刹那这一念本自不生，哪还有什么生灭呢？

还有什么有无呢？还有什么意想呢？前面孙承务问，“不落意想，

不在有无，如何则可？”那么祖师现在讲，当处解脱就没有有无，

也没有意想来障碍。“一念悟心成正觉，此之谓也”，一念悟，心

则成正觉，这就是禅宗所谓的顿同佛体，一念顿悟本心，即成正

觉，这是禅宗的核心、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