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示禅人心要 7 

（根据史文老师讲课录音整理，仅供参考） 

念念无生，念念无相，与虚空等；触物遇缘，皆佛之妙用，

无丝头许对待。衣珠独耀，十方世界事目击可了，不俟举意然后

知之。此盖大丈夫事业，不可不成就。取欲要是，盖有不是法为

碍；欲要得念，良由前后皆失念故也。昼夜不自在，要与道合，

然无少许合处。愈急愈不合，病在取一舍一，不善用心，不得要

术，茫然不知，日与道远。若安坐宁神，不劳自办。 

“念念无生，念念无相，与虚空等”，这是开悟以后的境界

和状态，但并没有说没有念，你并不是石头。“念念无生，念念

无相”，并不是闭着眼睛，走路也不看，掉到坑里，说这不是坑，

这是平地，我没有分别，那这是无明，这是太愚痴了。“念念无

生，念念无相，与虚空等”，指的是念念生灭变化的本质是无生

无相的，犹如虚空。而你的智慧正是和这种境界契合，你的刹那

刹智慧和它同时起灭。但是，你的智慧本身也是个空相。“触物

遇缘，皆佛之妙用。”触物是什么？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接触色声

香味触法。触，是根尘接触的刹那。物，就是显示的相，也就是

我们的日常生活。念念之中，“触物遇缘，皆佛之妙用”，都是佛

性之妙用。这个时候才能谈得上一行三昧，一相三昧。“无丝头

许对待”，许，若干。就是没有一丝一毫、一点一滴的分别对立。

这叫一念平直，念念平直，这个时候没有任何分别执着了。 

刚才讲“醉客豁醒，神珠自莹”，衣服中的神珠（大价宝珠）



大放光明。“衣珠独耀”，也就是刹那刹那心性光明现前。有人说

心性光明，那好了，我就想象心脏里边有一个明点在转。时间长

了，说不定会得心脏病，不能乱想，因为那是个比喻。心珠独耀，

“十方世界事目击可了，不俟举意然后知之”，十方世界所有的

事事物物见而知之，念念无智，见见无智。“不俟举意”，不要去

作意分别，天然地就知道。“此盖大丈夫事业，不可不成就”，这

个事情是男子汉大丈夫做的，是真正了生脱死，成佛了道的事业。

大丈夫就是大人，这是大人不可不成就的事业。 

“取欲要是，盖有不是法为碍。”如果有所取舍，一定要达

到或者追求一个什么东西是。比如，你说什么是开悟，然后说《宗

镜录》讲了 120 种病，讲了多少种标准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开悟；

还有祖师也讲了怎么去验证开悟，像法眼文益讲了《宗门十规论》，

博山元来讲了《参禅警语》。你把这些从大藏经里搜索出来的开

悟标准统统罗列出来，然后看自己看别人，觉得自己具备了一双

法眼，所有的祖师都在加持我，我可以火眼金睛，知道谁开悟谁

没有开悟。其实你陷入了自己的罗网之中，不知道自己没有开悟，

只不过是拾人牙慧在分辨高下而已。这就是种无用功。当然，如

果是作为一种向下的作为，想从相里边来克服执着，或者想给大

家树立一点正知正见，那还可以做为一种方便。但是如果认为这

是禅宗，那就是十万八千里了。 

“取欲要是，盖有不是法为碍。”如果想选 yes，那么你的

敌人就是 no。想选择一条 yes 的路，那么任何地方有个 no，这



路就走不通了。所以不能够执着于“这个东西”是某种东西，不

能执着于“是”。“欲要得念，良由前后皆失念故也。”你说我要

一念相应，我要得念，我这一念的智慧要怎么去找？好了，那你

前后都失念了，那也就是你寻找这一念的障碍。这一念是了，但

是过一念又不是了，那肯定没有开悟。有人说十年前我曾经达到

什么状态了，我现在要重新恢复过来；我曾经差点开悟或者已经

悟道了，现在我要继续实修，把它修得更实。OK，这又堕入有为

法了，那个悟肯定是假的。 

所以“念念无生，念念无相，与虚空等”，这是佛眼清远祖

师的见地和境界。其实古人讲的既是方法，又是见地，又是境界。

我们要知道，古德所讲就是他的现量。这一点，跟我们现在从记

忆中来是不一样的，因为文字看多了以后可能都知道怎么回事。

有人把它条分缕析，写的很清楚。但是不能相应的话，永远是外

学，是你的执着。由前后皆失念，所以才有得念。你觉得念念都

是邪，才要找一个正念，找个正见。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念念无相，

念念无生，念念与虚空等。所谓得念失念无非菩提，天堂地狱悉

是净土，这是圆教的见。这在哪里？在《圆觉经》里有，叫如来

随顺觉性
1
。也就是说真正要悟入佛之知见，要进入佛果境界，

要随顺的觉性和智慧见地就是这个东西——念念无生，念念无相。   

“昼夜不自在，要与道合。”有的人夜以继日，吃顾不上吃，

 
1《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唐佛陀多罗译：善男子，一切障碍，即究竟觉，得念失念，无非解脱，成法

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痴，通为般若，菩萨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无明真如无异境界，诸戒定慧及

淫怒痴，俱是梵行。众生国土，同一法性，地狱天宫，皆为净土，有性无性，齐成佛道，一切烦恼，毕竟

解脱，法界海慧，照了诸相，犹如虚空，此名如来随顺觉性。 



睡顾不上睡，什么都不顾了，全抛弃了，师父不要了，家里事不

管了，甚至恨不得把自己的身体也杀了。有的人说我情关还没有

过，就剩下对父母的执着了。实际上这都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昼夜不自在”，白天不自在，晚上不自在，晚上可能要么睡不

着，要么在那儿打坐。有的人认为精进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或者说我磕的头次数比别人多，我见的师父多，我走的庙多，我

受的加持多，我读的书多，以多为精进。差一点的就是攀名流，

攀大师。更差一点的，就是妄想某某大师看上自己了。这种自恋

的人，现实中会发现很多。“昼夜不自在，要与道合”，白天晚上

都在折腾自己，就是为了合于道，追求道。岂不知你就在道中啊！

道不远人嘛。 

“昼夜不自在，要与道合，然无少许合处。”就凭这种德行，

肯定一丝一毫都没有跟道合在一起。整天在骑驴找驴，越着急越

合不了，越想开悟越开不了悟。所以为了追求开悟，大家会找善

知识，希望找到善知识就有个捷径，有个诀窍。人家说我可以像

马祖一脚踹在你胸上，你就即身成佛了或者开悟了，有人真愿意

被踹。如果踹的没有开悟的话，那他就很生气了。“愈急愈不合”，

急什么呢？急就是偷心。找捷径，找方法，找状态，找人，最好

就不要修不要学。听说禅宗本来就不要修嘛，那就找个宗师。他

说我没修，然后印证你，那不是把你越搞越坏了？越折腾自己，

越跟自己过不去，说明他的妄想越大，说明他知见不正。因为心

外求法，认为佛法、禅宗是个什么东西，认为几天不睡觉就能怎



么样。有的人说佛都是坐在菩提树下成道的，然后他也给家里弄

棵菩提树，坐在下面，希望成佛。有的满世界乱跑，跑到印度或

跑到哪儿去，希望得到加持，实际上越急越不合。 

这个毛病在哪里呢？“病在取一舍一”，有取舍心，取了一

个开悟，舍了一个世界，舍了一个生死轮回。或者更细地讲，病

在念念执着，把清净心和烦恼心对立起来，取了一个清净心、涅

槃心、妙明真心，而不愿意看到烦恼。所以病在心有取舍。有人

说病在取舍心，这个道理太浅了吧？难道就是这样？其实就是这

样。你说那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你不想，那你就执着不想了嘛，

还是有个取舍心。“不善用心，不得要术，茫然不知，日与道远。”

因为不善用其心，没有得到要领，没有得到窍诀，没有得到真传。

所以茫然不知，傻乎乎地到处乱跑。反正有钱有时间到处跑，但

是心里边实际上一直不安，或者是被人骗了。这种人其实很多，

今天报个这样的班，明天报个那样的班，跟着各种广告宣传走，

那就死定了嘛。叫他看书也不好好看，又看不懂，脑子很懒，喜

欢别求玄妙，岂不知“密在汝边
2
”。有人喜欢找大师，找神人，

找那种口吐莲花的，有神通的。那有什么需求，就会有什么样的

市场。心这么邪，肯定感应一个巨大的精神市场，就有各种各样

的包装打造出来，专为这种傻呼呼的人设计，因为他有这种执着。

这也是心境不二。有这样的心，就会钻到那种市场里边去，就会

 
2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行由品第一》：惠能遂出，坐盘石上。惠明作礼云：“望行者为我说法。”惠能云：“汝

既为法而来，可屏息诸缘，勿生一念。吾为汝说。”明良久。惠能云：“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

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复问云：“上来密语密意外，还更有密意否？”惠能云：“与汝说者，

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边。” 



去寻找搞精神市场营销的人，寻找各种短期禅修、克期取证等等

这些。“茫然不知，日与道远”，一天一天离道越来越远了。 

反过来讲，如果“安坐宁神，不劳自办”。什么叫坐，什么

叫禅？内不着于相，内离相，内清静为禅；外离相为定，为坐。

坐什么，坐在哪里？坐在真如实际。真如实际在什么地方？时时

处处，心心念念。有人说安坐宁神，好，我坐这儿，眼观鼻鼻观

心，看着丹田里一股气出来，沿着督脉走到任脉，打通小周天，

那这又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又跑到道教之类了。安坐宁神是

什么意思？就是心当下清净。宁神，不要胡思乱想，不要心外求

法。心心念念，就在当下狂心自歇，歇即菩提。所以要把种种妄

想休息下来，停下来。这个时候“不劳自办”，不用瞎折腾，费

神费力费钱费时间，任运自然而成就。我们看佛眼清远祖师这里

讲得很透彻、很清楚，清远是圆悟克勤的师兄弟，可以说是最正

宗的禅门大德了。但是有人就是不相信，也不相信六祖慧能。他

相信邻居的，朋友圈的，或者相信在哪个网上看到的哪一个人。

这说明智商太差，也没文化，但是有钱有闲到处去玩，还以为自

己很高大上，这种“病人”现在很多的。 

故达磨大师谓杨炫之曰：“亦不舍智而近愚，亦不抛迷而就

悟。达大道兮过量，通佛心兮出度。不与凡圣同缠，超然名之曰

祖。”不着弃一边就一边，当知明明显着，明明作用，拄定会取，

转凡成圣，点铁成金，要径不可不如此究。祇恐人两头走，一既

不成，二又不是。不识玄旨，徒劳念静。 



当时有位杨炫之，这个人在历史上有记录，是当地的太守。

这段是达摩祖师给杨炫之讲的话，如果连达摩祖师也不相信的话，

那你相信谁呢？有人说，经过学者考证，这些都是假的，那就没

办法了。其实学者也不懂啊，因为不懂，才去乱考证。达摩大师

给杨炫之说：“亦不舍智而近愚，亦不抛迷而就悟。”不要放弃智

慧而走向愚痴，靠近愚痴。有的人不相信自己的直觉和本来很正

确的东西，就喜欢被忽悠。所以不要“舍智而近愚”，也不要“抛

迷而就悟”，不要觉得我现在很迷惑，我要把无明彻底消除掉，

我要找开悟的人，找开悟的真理，找开悟的知识指点。“不抛迷

而就悟”，不要想着要去除无明。古人说“去除烦恼重增病”
3
，

实际上是你的心增病了。烦恼就在这儿，你要把它消灭掉，那就

是脑子有病。“趋向真如亦是邪”，你说我现在不理烦恼，我要去

寻找真如，不知趋向真如也是你的心的变化，也是邪。后面两句，

“随顺世缘无挂碍，生死涅槃等空花”，但是前提是：“光明寂照

遍河沙，凡圣含灵共我家，一念不生全体现”，这是根本境界。 

“达大道兮过量，通佛心兮出度。”过量、出度是什么意思？

就是心的思忆、测量、构画无法描述它，说也说不得，描也描不

得。禅宗祖师讲：“恁么也不得，不恁么也不得，恁么不那恁么

总不得
4
”，那到底怎么回事？后来又有祖师说：“描也描不成，

 
3《指月录》卷十七之张拙秀才：因禅月大师指参石霜。霜问。秀才何姓。曰姓张名拙。霜曰。觅巧尚不可

得。拙自何来。张忽有省。乃呈偈曰。光明寂照遍河沙。凡圣含灵共我家。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才动被

云遮。破除烦恼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随顺世缘无罣碍。涅盘生死等空花。 
4 《五灯会元》卷五之澧州药山惟俨禅师：首造石头之室。便问：“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甞闻南方直指

人心，见性成佛，实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头曰：“恁么也不得，不恁么也不得，恁么不恁么总不

得，子作么生？”师罔措。头曰：“子因缘不在此，且往马大师处去。”师禀命恭礼马祖，仍伸前问。祖曰：

“我有时教伊扬眉瞬目，有时不教伊扬眉瞬目。有时扬眉瞬目者是，有时扬眉瞬目者不是。子作么生？”



画也画不就”，意思是“这个东西”说不得，画不得，描不得。
5
 

“不与凡圣同缠，超然名之曰祖。”不要纠结在凡和圣里边，

不要看不起或者讨厌凡夫，也不要觉得圣人就怎么样，整天和圣

人在一起。超越一切，超越名相，超越凡圣才叫祖。祖是什么？

祖是源头。祖先，先祖即是最早一念不生的“那个东西”。说一

念不生，实际上已经是一念了，已经是个名相了。最早的“那个

东西”，傅翕傅大士说：“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

不逐四时凋
6
。”当然，他是借用了道教的说法

7
，“道”可以生天

生地，神鬼神帝。“有物先天地”，先于天地万物，本来就在那儿，

用道教讲叫独行而不改，绝世而独立。而有天有地就有了分别心，

就有了念，有了善恶，有了凡圣。“无形本寂寥”，无形无相，难

以名状，不可思议。“这个东西”怎么说呢？说是也不是，说不

是也不是，说是不是都不对，没法描述。它本身寂寥，“寂兮寥

兮”，这是《道德经》的说法，指的就是这个“道”。寂寥，就是

它本身没有变化，没有分别，无形无相，本自清净。这个东西“能

为万物主”，它可以产生万物，作万物的主宰。“不逐四时凋”，

万物有因缘变化，有阴阳四季的生灭变化，但它不随着春夏秋冬

而凋零变化。所以它没有荣枯，没有生死，清静寂寥。“有物先

 
师于言下契悟，便礼拜。祖曰：“你见甚么道理便礼拜。”师曰：“某甲在石头处，如蚊子上铁牛。”祖曰：

“汝既如是，善自护持。” 
5 《五灯会元》卷十九之临安府径山宗杲大慧普觉禅师：悟每举有句无句如藤倚树问之。师才开口。悟便

曰。不是不是。经半载。遂问悟曰。闻和尚当时在五祖。曾问这话。不知五祖道甚么。悟笑而不答。师曰。

和尚当时须对众问。如今说亦何妨。悟不得已。谓曰。我问有句无句如藤倚树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

成。画也画不就。又问树倒藤枯时如何。祖曰。相随来也。师当下释然曰。 
6 《五灯会元》卷二之善慧大士：有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起坐镇相随。语默同居止。纤毫不

相离。如身影相似。欲识佛去处。只这语声是。又曰。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

流。又曰。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 
7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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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这就是讲了这

样一个东西。 

所以什么叫祖？马祖道一的弟子百丈怀海
8
、南泉普愿

9
皆云：

“宁为心师，不师于心”。心之师是什么呢？心之根本智慧、清

净智慧，就是心之祖。“宁为心师”，是要做心的老师，做它的老

祖宗。而“不师于心”，不要被它牵着走，不要听它的。所以祖

是什么？“超然名之曰祖”，超越一切谓之祖。所以祖师禅，从

字面的意思来讲，祖师指的是一代一代开宗立派的大师，比如云

门文偃、临济义玄等，由如来禅到达摩禅一代代传承下来。祖师

禅是由沩仰宗开始产生的概念。实际上真正的祖师是什么？祖师

是以祖为师。祖是什么？是我们先天地的佛性。 

“不着弃一边就一边”，不要执着彼此的取舍，扔掉这一边

再取另一边。一边可以代表生死或涅槃，天堂或地狱。“当知明

明显着”，要知道“那个东西”明摆在那儿，时时处处，山河大

地都透露出这个信息来，都在给我们讲法。也就是说头头明，事

事物物明，“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
10
”。“那个东西”时时都在

你面前，时时都在显示它自己，时时都在发挥它的作用，所以叫

 
8 《古尊宿语录》卷二《大鑑下三世（百丈怀海大智禅师）语录之余》： 善知识不执有不执无，脫得十句

魔語，出語不系缚人。所有言说，不自称师，说如谷响，言满天下无口过，堪依止。若道我能说能解，说

我是和尚，汝是弟子，者个同于魔说。无端说道，目击道存，是佛不是佛，是菩提涅槃解脫等。无端说一

知一解，見举一手竖一指，云是禅是道。者个语系缚人，未有住时，只是重增比丘绳索。 纵然不说，亦有

口过。宁作心師，不师于心。不了义教，有人天師，有导師。了义教中，不为人天师，不师于法。未能依

得玄鑑，且依得了义教，犹有相亲分。若是不了义教，只合聾俗人前说。只如今但不依住一切有无诸法，

亦不住无依住，亦不作不依住知解，是名大善知识。亦云唯佛一人是大善知识，为无两人，余者尽名外道，

亦名魔说。如今只是说破两头句，一切有无境法，但莫贪染。 

9 《古尊宿语录》卷十二《池州南泉普愿禅师语要》：若言即心即佛者，如兔马有角；非心非佛，牛羊无角。

汝心若是佛，亦何用非他。有无形相，以何是道。所以教中不许。宁作心师，不师于心。心如工伎儿，意

如和伎者。故云心智俱不是道，见闻觉知皆属因缘而有，皆是炤物而有，不可常炤。所以心智俱不是道， 
10 《五灯会元》卷第三之襄州居士庞蕴：士坐次，问灵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如何

会？”照曰：“老老大大作这个语话。”士曰：“你作么生？”照曰：“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士乃笑。 



“明明显着，明明作用”，到处都可以看到，时时处处都可以感

受到。要这样坚定不移地去会取，要在这种智慧的指导下去信解，

“拄定会取”，刹那就可以会取它。“转凡成圣，点铁成金，要径

不可不如此究。”要径就是捷径。最简单的方法，最快的方法，

只有这个办法。如果偏离这个见地，就是邪说，就是魔说。“不

可不如此究”，只有这样才行，懂得这个道理，然后时时刻刻去

体悟。悟前悟后其实是一个东西。所以说怎么样折腾一下，把气

脉搞一下，念多少咒，谁来加持灌顶一下，让你一下显示一个什

么境界，那显示的东西现在在哪儿呢？还不是在记忆中。当时在

哪儿显示呢？还不是在心中显现出来的幻相。那些东西实际上就

是一种妄想。 

有人说阿僧祇劫成佛太长了，但是对于菩萨道来讲，无住处

涅槃，阿僧祇劫既非阿僧祇劫，无量亿劫既非无量亿劫，无量亿

劫即是一念一刹那，哪儿有什么长短之谓呢？你说即身成佛很快，

阿僧祇劫成佛很慢，那说明你还有个时间相，对时间还有执着，

还在相之中。真正成佛，一念顿同佛体，刹那成佛，那才叫快。

刹那成佛也还不厉害，本来都是佛，一切都是佛，那才叫厉害。

更厉害的，本来就是佛的化身。那就不要修了，本来就在那儿了。

所以从见地上来讲，一定要圆满，但在行持上，不能这样。见地

上首先知道这个道理，就不会随相流转。所以说“要径不可不如

此究”，祖师禅就是这样讲的，你要听就听，反正就是这样的道

理。如果别求玄妙，在心相中继续流转，那也可以啊，那就在生



死中永久轮回了。所以人的根性不一样，因缘也不一样。“只恐

人两头走”，在时间和空间，相和无相中两头走。“一既不成，二

又不是”，都不行。“不识玄旨，徒劳念静”，这是《信心铭》里

的一句话。如果没有真的开智慧、开圆解，不懂是怎么回事的话，

就是瞎折腾，追求一种静或执着一种清净，没有任何用处。徒劳，

只是在生灭中流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