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示禅人心要 8 

（根据史文老师讲课录音整理，仅供参考） 

二乘断烦恼得证，名为偏修，不若应念化成无上知觉之速也。

修道人若遇烦恼起时如何？古人云，但以正知见治之。余则不然，

祇以烦恼治之。如此看来，即不见有烦恼也，何故？烦恼不可更

治烦恼，如火不更烧火，水更不湿水。体性一同，无可得露现。

此了烦恼本空，不着除遣。若起智断治捺伏，却成别用心。有对

待，被他二境回换；纵得，亦迂曲有分限。须行径直路为上。古

人云：劫火曾将无气吹，不劳功力当时萎。此之谓也。 

“二乘断烦恼得证，名为偏修”，声闻缘觉二乘断除了烦恼，

证到了所谓的菩提，这叫偏修。“不若应念化成无上知觉之速也”，

应念就是当念，就这一念。当念化成无上知觉，就是众生的无边

业障烦恼刹那间化成无上知觉，无上妙觉，法法圆融。无上妙觉

叫什么呢？叫首楞严大定，就是一切事究竟坚固。应念化成无上

知觉
1
，这才叫真正的快。这句话来自哪里呢？来自于《楞严经》。

憨山大师经常引用这一句话。他说只有无边的烦恼执着障碍刹那

应念化成无上知觉，这才像个参禅的样子。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说

禅，才有基础参禅，否则离禅还有很远，无非就是个禅学、禅宗、

佛学的爱好者。应念化成无上知觉，这才是真正的禅宗的妙用。

这东西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真有的话，它就是这回事。它不

是一句话，不是谁说的，哪里说的，对呀错呀。它就是一种现实，

 
1 《楞严经》卷第四：阿难。今汝诸根若圆拔已。内莹发光。如是浮尘。及器世间。诸变化相。如汤销冰。

应念化成无上知觉。 



你能感受到它，看到它，知道它，而且会相信它。你会受用，知

道怎么去修行。 

“修道人若遇烦恼起时如何？”我们经常会碰到烦恼的问题，

现行烦恼生起时该如何做。如何认识心念？如何对治烦恼？怎么

用功？这里我觉得很启发人。我以前很早就看过《示禅人心要》，

看到这个地方觉得非常有意思，也很受用。清远祖师说如果一个

修行人产生烦恼时怎么办？“古人云，但以正知见治之。”古德

说要用正知见来对治、治疗我们的现前烦恼。当现在有烦恼的时

候，要以正知见来对治它。但是“余则不然，只以烦恼治之”，

他说我就不会这样说，我不要以正见来对治烦恼，我要以烦恼来

对治烦恼。这句话非常有意思，也非常圆满圆融。对于禅宗来讲，

不是以正见对治烦恼。比如有人说我现在很烦，但我不应该烦，

烦是我的执着，是我的无明，我应该清净，应该把烦恼看成是一

种妄想，我应该去宽容别人，应该念经念佛回向，把这一念转换

成清净念。实际上你的目标就是想把烦恼给压下去，把烦恼的状

态改变掉。这是我们一般人的做法。或者有人说六祖讲了，不是

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不是烦恼在烦，不是它烦我，不

是我烦它，是我的心在烦。OK，但你讲这句话，你还是很烦。佛

眼清远祖师说我不这样弄，我要以烦恼来对治烦恼。所以说用知

见是赶不上烦恼的，心的变化比知见永远要快，因为知见是心的

一种相而已了。有的人说获得正知正见我就能怎么办。其实获得

正智正见，那才进入观行即，才开始观行，那正知正见还要稳固。



你自认为获得正知正见，人家给你说个邪知邪见，你不高兴了，

心马上就被流转了，还是很脆弱。 

古人以正见来治烦恼，我要用烦恼来对治它。“如此看来，

即不见有烦恼也”，我用烦恼来对治，我就看不到有什么烦恼了。

这些话非常妙，但是也很难懂，很难体会。很多人一直问禅宗有

没有方法？当然有，不过是你用不上。用不上不能怪祖师啊，要

怪就怪自己没这个因缘，智慧没有被开发，或者说明自己的根性

跟它不太配合。那就要重新去修，比如回向，发愿，拜佛念佛，

忏悔，都可以。要修加行，要从前面的基础再开始修。清远祖师

说，用烦恼来对治烦恼，这样就不见有烦恼了。为什么呢？因为

如果用烦恼来对治，“烦恼不可更治烦恼，如火不更烧火，水更

不湿水。”水不洗水，金不搏金，这是禅宗经常用的话。金不博

金，两个金属相碰，谁都碰不过谁。水去洗水，怎么洗呢？但是

也说如水吐水，犹如把水倒入另外的水中，混在一起了。“体性

一同，无可得露现。此了烦恼本空，不着除谴。”烦恼本身就是

个空，所以没有必要再去消除它了。因为它本身空，再起另外一

个除空的念头，也是个空。一个空能把另外一个空干掉吗？“烦

恼本空，不着除遣”，不要执着于消除它，对治它。 

“若起智断治捺伏，却成别用心”，如果起智慧来断除烦恼，

对治、按捺和降服烦恼，那么实际上你的心刹那又撕开了，等于

说心已经变掉了，成了其它的用处。有的人会有意识地选择遗忘，

但烦恼的种子还在，迟早遇缘触境，会变本加厉地造成更大的烦



恼。“心有对待，被他二境回换。”如果这样，心就被智慧和烦恼

两种境界回换掉了，就是被转化了，被迷住眼睛了。“纵得，亦

迂曲有分限”，这样即使修的有作用、有受用了，那也是有限的，

也是拐弯的，也是不究竟的。有分限就是有局限。 

“须行径直路为上”，要走最直的路。最直的路是什么呢？

假如说有个东西本来就在这儿，它挡住了你的去路，你说我绕行

或者打个洞走过去，这都可以。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那个东西其

实是空的，就是一团空气，你直接走过去就行了，那这就是最直

接的路。就像烦恼现前挡住你的路，你要去破除烦恼，降服烦恼，

对治烦恼，逃避烦恼，或者压抑烦恼，那是因为你觉得有个烦恼。

其实本来就没有烦恼，那这个时候也不需要对治，也不要飞过去，

也不要钻洞过去，也不要破它、绕它，就没烦恼那个东西，就是

这一念的事情。 

首先要有前面的正见，其次在一念间刹那转换。这一念有的

时候为什么会显示呢？禅宗的祖师要打破学人的执着。因为长期

修行的人有时会形成一种对圣心的执着，对清静的执着，而祖师

要打掉他们对法的这种执着。所以他说不以正见、正智慧来降服

对治断除烦恼，而是以“烦恼”来对烦恼，第一个烦恼是什么意

思呢？其实就是无相智慧。无相智慧现前的时候，这个相本身就

已经不是相了，但无相慧也是相的一体两面，也是心的一种变化。

我们要知道烦恼不是烦恼，烦恼相不是相。但如果执着非相和空，

那又成为一个烦恼了，又成为了一个相。众生就是害怕境界变化，



若知道千变万化都是一个，这个时候就通透。这是禅宗的用心方

法的一个说明。 

有时静坐，则心念驰散，或然临事，又全失却，都缘未得亲

证，落二落三，致有错谬辗转之失。古人云：动静不二，真妄不

二。维摩明一切法皆入不二门。若领此要，万动自寂灭也。且如

眼不至色，色不至眼；声不至耳，耳不至声。法法皆尔。元是自

心功德藏，无可得取舍，契者何往不利？此正是那伽大定也。 

清远祖师从不同角度讲说实际修持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就怕

学人有种种执着。他说，有的时候打坐时“心念驰散”。我们可

能每个人都有这种状况，一打坐就发现妄想纷飞。“或然临事，

又全失却”，碰到事情的时候，清净心就失掉了。要么是静坐时

妄想纷飞，要么是本来还很清静，所谓一行三昧，碰到一件事又

乱掉了，纷然失念。这是为什么呢？“都缘未得亲证，落二落三”，

都是因为没有亲证。洞山良价祖师说：“狗口才开落二三
2
”；赵

州禅师又说“合取狗口
3
”，闭上你的狗嘴。刚刚想说话的时候，

刚想，才有一个分别时，已经落二落三了。不二是什么？不二是

一，万法归一。所以，打坐时妄想纷飞，或者平时遇缘触境时掉

失境界，用不上，主要是因为没有亲证，没有真正证到禅宗，以

 
2 《指月录》卷十六，洞山良价禅师：古德分三种功勋颂。一正位一色颂：无影林中鸟不栖，空阶密密向

边迟。寒岩荒草何曾绿，正坐当堂失路迷。二大功一色颂：白牛雪里觅无踪，功尽超然体浩融。月影芦花

天未晓，灵苗任运剪春风。三今时一色颂：髑髅识尽勿多般，狗口才开落二三。日用光中须急荐，青山只

在白云间。 
3 《五灯会元》卷第四之赵州观音院从谂禅師：老僧见药山和尚道，有人问著，但教合取狗口。老僧亦教

合取狗口。取我是垢，不取我是净。一似猎狗专欲得物吃。佛法在甚么处？千人万人尽是觅佛汉子，于中

觅一个道人无？若与空王为弟子，莫教心病最难医。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坏时，此性不坏。一从见

老僧后，更不是別人，只是个主人公。这个更向外觅作么？正恁么时，莫转头换脑。若转头换脑，即失却

也。 



至“落二落三”。“致有错谬辗转之失”，以讹传讹，越传越远，

越传越变样了。 

“古人云动静不二，真妄不二。”真正的境界和修习就是这

样动静不二，真妄不二。觉得妄想纷飞好难受，如何降服我的妄

想？然后观想心中明点，念一个咒子来消障，或者观想头顶上有

个什么等等，这就是更多的妄想。禅宗讲减法，要减到什么程度

呢？减到零，减到什么都没有。但是有个零吗？其实没有零。为

什么会觉得妄想驰散啊，坐在那里妄想纷飞，憋得难受，恨不得

把自己打死就不知道妄想了，那死了肯定没那些妄想了嘛。所以

六祖讲，一念绝则与死人无异
4
。前念后念，念念无滞，滞就是

停留执着，念念不滞，道须通流。
5
一念绝，心就死掉了，道就

死掉了。祖师说，念念纷飞是因为不知道动静不二，真妄不二，

不知道所谓真心妄心两个是一样的。念念纷飞也是道，妄想纷飞

就不是纷飞，就是无相。用这样一种智慧和现量观照，那就不成

问题了，所以说动静不二，真妄不二。如果遇缘触境时，坐这儿

可以，一站起来就不行了；没事可以，一有事就不行了，那就不

是动静不二了。动静不二，真妄不二，讲起来比较容易，但讲清

楚、讲透很难，行持起来更难。当然，对懂了的人来讲，无所谓

难不难，也就那样，他也不会觉得难。 

“维摩明一切法皆入不二门”，《维摩诘经》里面讲到所有的

 
4 《六祖坛经·定慧品第四》：善知识，于诸境上，心不染，曰无念。于自念上，常离诸境，不于境上生心。

若只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绝即死，别处受生，是为大错。学道者思之。若不识法意，自错犹可，更

劝他人。自迷不见，又谤佛经。所以立无念为宗。 
5 《六祖坛经•定慧品第四》：善知识，道须通流，何以却滞？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为自缚。

若言常坐不动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维摩诘诃。 



法都入不二法门。“若领此要”，如果真正领悟到这个要点，这个

核心的话，那么“万动自寂灭”。六祖大师讲：“若觅真不动，动

上有不动。”
6
动就是不动，相就是无相，妄想就不是妄想，所以

说一切法入不二法门。一切法入不二法门在《楞伽经》叫什么？

叫自心现量，也叫般若，在《般若经》里边讲叫般若波罗蜜。如

果知道这个道理，“万动自寂灭”，种种的动，生灭变化，它的本

性是清净本然、不生不灭的。“万动自寂灭”，就是“应念化成无

上知觉”。种种的烦恼，生死轮回，一刹那一念相应慧，变成无

上正等正觉，无上知觉。“万动自寂灭”，对于祖师来讲，不光是

理，也是个事。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因为道理谁都会说，一个理

解力好的、聪明的人也会说，但最后他不相信，用不上，可能又

去搞科学禅或其它东西了。 

“且如眼不至色，色不至眼；声不至耳，耳不至声。法法皆

尔。”根尘不相到，根尘不偶。《楞严经》也讲根尘不偶，返流还

一。什么叫眼不至色，声不至耳呢？就是说声音你响是你响，我

听是我听。眼不至色，声不至耳，法法住法位，实际上就是眼见

色而不执着于色，耳闻声而不执着于声。“法法皆尔”，法法不相

到，念念不相到。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什么？就是这一念和那一

念的距离，一刹那和一刹那的距离。一亿个刹那，恒河沙的刹那，

都不能够相到，因为法法不相到。这一念和那一念，就像两个手

 
6 《六祖坛经·付嘱品第十》：众僧作礼，请师作偈。偈曰：一切无有真，不以见于真。若见于真者，是见

尽非真。若能自有真，离假即心真。自心不离假，无真何处真？有情即解动，无情即不动。若修不动行，

同无情不动。 若觅真不动，动上有不动。不动是不动，无情无佛种。 能善分別相，第一义不动。但作如

此见，即是真如用。 报诸学道人，努力須用意。莫于大乘门，却执生死智。若言下相应， 即共论佛义。

若实不相应，合掌令欢喜。此宗本无诤，诤即失道意。执逆诤法门，自性入生死。 



指看起来是在一起，你灭我生，生灭刹那，但是这两个念是永远

不相到的，因为两个念都是寂灭相，寂灭不能够到达寂灭。《楞

严经》、《华严经》上讲像河的水流，不要看前浪不断地推引后浪，

但是后浪永远赶不上前浪，因为实际上都在刹那的生灭变化之中。

这叫法法不相到，法法寂灭，法法皆尔，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意色

声香味触法，法住法位。《法华经》讲“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

住”。世间的生灭变化，实际上是不生灭、不变化的。“是法”指

什么？指的是真如法。“住法位”，指的是变化法，也就是说真如

法处在所有的非真如变化的一切法之中，各种的法位之中。“世

间相常住”，所有的世间法都是常住法，都是实相法。 

交光大师在《楞严正脉疏》里面讲，如果说首楞严定就像一

个大圆镜，里边显示种种相，（镜子）如如不动。这种说法可能

容易理解；但如果说四时变化，日月往来，及众生的迁变流转，

这些也没有动，那就不能理解了。或者说地狱就是天堂，地狱的

人没有到地狱里去，那个地方本来清静，无所谓地狱，那就不能

理解了。也就是若说所有动的、变化的相是首楞严，就很难理解。

但如果说如如不动的“这个东西”犹如虚空，犹如澄澄湛湛的水，

或像面镜子一样，就能理解；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是那个东西，那

就不能理解了。其实第二个才是真的，叫一切事究竟坚固。所谓

事是什么？就是理和事。一切事究竟坚固，就是事事无碍。任何

一点、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完全的、完满的法。 

“元是自心功德藏”，自心功德藏就是所谓如来藏。也就是



说都是真心妙性中流露出来的种种变现，是自心现量。“无可得

取舍”，没有什么可取可舍的。“契者何往不利？”如果契合到这

一点的智慧境界后，何往而不利呢？那你法法皆如，事事无碍，

没有什么东西能挡得住你。“此正是那伽大定也”，所谓那伽常在

定，无有不定时，这才是真正的那伽大定，也就是法性三昧。 

今生出来自肯学道者，盖夙生曾种善根，素有根本，便解发

心，亦解疑着；就己寻究，又烦恼障薄，有因有缘，此人易可化

度。若未熏得此心，正信不生，纵闻之亦不生疑，但如风过耳；

劝之又生瞋加诽谤，此又何缘得显露？所以千人万人中但一二人

而已。若自解作活计，收拾得上，生生从此去，辗转明利，更不

退失功德，一生胜一生；入他诸佛阃域，常与此事相应，人间天

上亦祇如此。 

“今生出来自肯学道者，盖夙生曾种善根”，这一辈子出来

修行学道的人肯定是宿植善根。“素有根本，便解发心，亦解疑

着”，这种人素有根基，所以才懂得发心求道，也知道产生疑情。

“就己寻究”，在自心中求，在当念中求。在自心中，不是说在

心脏里面找个东西，而是在当下的心念，心的生灭变化中去求。

“又烦恼障薄”，这种人烦恼障碍很薄。就是说求道的人也要有

一点儿福报和根基，所以说要福慧双修。修福最大的方便，从佛

教来讲，就是修布施回向心。“有因有缘，此人易可化度”，这种

人这一辈子才容易度化。首先是有一定的福报，其次还要有一定

的智慧和根基，这样的人才容易度化。 



“若未熏得此心，正信不生”，有的人差十万八千里，不知

道这个心，没找到这个门，不能产生正信。不能产生正信就产生

邪信，心外求法，信文字，信哪个庙里气场好，信哪一种法好，

信哪个祖师好，哪个法门好，反正朝外求的都是正信不足。但是

如果执着于这个心的话，也是正信不足，因为还执着一个相。“纵

闻之亦不生疑，但如风过耳”，即使听了法，也不会起疑。这个

“疑”是什么？就是对于生死之际的疑情。当然这个疑情不是后

来参禅的疑情，它指的是对生死事大这件事产生了极强的欲望和

兴趣。有人问如果这样，那不是又执着了？其实并不是，它是切

入点和意向的问题。 

“但如风过耳”，有的人听了这些道理，犹如春风过驴耳，

过去就过去了。同样的道理，有的人听了会叹为稀有，当下契入；

有的人会发起勇猛精进心；有的人产生信解心；但也有人听了以

后犹如春风过驴耳，牛头不对马嘴，他听不懂，听热闹，听过去

就这样了。这种是智慧和根基比较差的人，他就听热闹。有的甚

至还会诽谤，说这不究竟，那就彻底完了，那就是谤法的魔的一

种种子。“劝之又生瞋加诽谤”，你要劝诫他，他不高兴，很烦恼，

生嗔恨心，还会诽谤你，说都是书上讲的，谁知道真假，说不定

是后人编造的。“此又何缘得显露？”如果这样下去，什么时候

真心才能现前呢？什么时候佛性才能现前呢？猴年马月慢慢等

了。如果遇到这样的人，那就没法说法了。所以“千人万人中，

但一二人而已”，就是说学道者如牛毛，得道者犹如凤毛麟角。 



“若自解作活计”，如果真的懂了，知道怎么去修行。“收拾

得上”，用得上功，知道如何契入，怎么去修。“生生从此去”，

那么生生这样去修，“辗转明利，更不退失功德”，一辈子比一辈

子明慧爽利，一生一生功德不退失。《六祖坛经》说如果按照这

个路径来，必期胜果
7
，三生必然成就圣果。“一生胜一生，入他

诸佛阃（kǔn）域，常与此事相应”，相当于从法化生，常常与此

事相应，常常与禅宗的心性相应，那必然最终成就。祖师也没有

讲一定要怎么样做。从理上讲很圆，但从事上讲，可能需要生生

的熏习才真正大成。“人间天上亦只如此”，这东西不忘失的话，

就是投胎到人间，投胎到天道里边，也是处处真如，也是这种用

心方法。 

设对五欲、八风一切境界，与理符合。不行三涂道，一味平

等正知见，复有何事？生死不可不畏，须了此一段死生情伪，始

得安乐无过。身心为累耳。身如桎梏，当知身去来处；心如猿猴，

当知心起灭处。此二自何处去来起灭？则身心圆明，内外一如而

已。且心为内，身则为外；身为内，物为外。国师曰：身心一如，

身外无余。则不见有生死当情，可谓解脱大道也。故能令人见闻

不得不脱，意想不得不息，物境不得不融。复奚疑哉！ 

“设对五欲八风，一切境界，与理符合。”八风是利衰毁誉，

称讥苦乐，五欲是财色名食睡，所谓人间妙五欲，地狱五条根。

如果碰到这一切境界的时候，你的心要能契合于理。什么叫与理
 

7《六祖坛经·付嘱品第十》：我今说法，犹如时雨，普润大地。汝等佛性，譬诸种子，遇兹沾洽，悉皆发

生。承吾旨者，决获菩提；依吾行者，定证妙果。听吾偈曰：心地含诸种，普雨悉皆萌。顿悟华情已，菩

提果自成。 



相符呢？见境不着境，知境本空。所谓的五欲境界、八风境界，

若心契合于理，就知道这些境界本身就是非相，就像纸老虎一样，

你会发现这一切都没有什么，都是幻化。“不行三途道”，如果这

样的话，就不会堕入三恶道。不行三恶道，就是不行三恶道的业，

也就不受它的苦。“一味平等正知见，复有何事？”如果一念平

直，念念平直，处处真如，法法皆如，那还有什么事呢？大事已

了。这实际上是无为法的修行开始，是进入无为法的修行了。“复

有何事？”复有何有为事啊？就没必要去有为折腾了。 

“生死不可不畏，须了此一段生死情伪，始得安乐无过。”

生死事大，你不能说我什么都不怕，该怎么怎么的，这还没有真

怕生死。“生死不可不畏”，要知道生死情伪，要把生死了掉才行。

了生脱死，这个时候得到无上的涅槃妙乐，没有比这更加圆满安

乐的事情。“身心为累耳”，身心无挂碍，还怕什么生死啊？身体

及心的变化，都成为负担，都成了多余。所以说看自己犹如怨家。

“身如桎梏，当知身去来处”，身体是个牢笼，但是你要知道它

的去来之处。身体本身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的；生没有生，灭

没有灭，在没有在，去没有去，来没有来。“心如猿猴，当知心

起灭处”，心犹如孙悟空，不断地变化，心猿意马。但是要知道

这个心的场所，心在什么地方起灭呢？“此二自何处去来起灭？”

身和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哪里生，哪里灭？这个要去参。 

“则身心圆明，内外一如而已。”当这两个明白了以后，身

心圆明，内外一如。“且心为内，身则为外；身为内，物为外。”



如果认为心在里边，身体就在外边，身体为内，外面就是万物。

“国师曰身心一如，身外无余”，南阳慧忠国师讲，身心一如。
8

有人问佛性是否有别，国师说：南方认为有个佛性，人死了，或

跑到哪儿，神性不变；南方的佛性是半生灭半不生灭，身体是生

灭的，而那个东西不生灭。国师说：这是邪魔外道的见解。如果

有人说我的灵魂是永恒的，那他肯定是邪魔外道，妄想有个灵魂，

没有灵魂呀，这就是太自恋。南阳慧忠国师又说，在我这里，“身

心一如，身外无余”。当下身心都是不生不灭的，这才是究竟。

身外没有其它东西，“则不见有生死当情，可谓解脱大道也。”什

么叫生死当情？情，指情识的分别执着，就是生死之念、生死的

烦恼根植于众生的情执里边。不执着于生死之相，这才是解脱大

道。 

“故能令人见闻不得不脱，意想不得不息，物境不得不融。”

到这个程度之时，脱离见闻，所谓不离当处常湛然
9
。“见闻不得

不脱”，是不执着于见之见，不执着于闻之闻。见闻觉知，都常

三昧，没有障碍，也即长空不碍白云飞
10
。“见闻不得不脱，意想

不得不息”，妄想自然就停息了。妄想天，妄想地，妄想生，妄

 
8 《指月录》卷六之南阳慧忠国师：师问禅客：“从何方来？”禅客曰：“南方来。”师曰：“南方有何知识？”

曰：“知识颇多。”师曰：“如何示人？”……曰：“佛性一种为別？”师曰：“不得一种。”曰：“何也？”师

曰：“或有全不生灭，或半生半灭半不生灭。”曰：“孰为此解？”师曰：“我此间佛性，全无生灭。汝南方

佛性，半生半灭半不生灭。”曰：“如何区別？”师曰：“此则身心一如，身外无余，所以全不生灭。汝南方

身是无常，神性是常，所以半生半灭半不生灭。”曰：“和尚色身，岂得便同法身不生灭耶？”师曰：“汝那

得入于邪道？”曰：“学人早晚入邪道。”师曰：“汝不見《金刚经》，色见声求， 皆行邪道？今汝所见，不

其然乎！” 
9 《永嘉证道歌》：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还共如來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业。弹指圆成八万

门，剎那超却三祇劫。一切数句非数句，与吾灵觉何交涉。不可毀不可赞，体若虚空沒涯岸。不离当处常

湛然，觅即知君不可见。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祇么得。默时说说时默，大施门开无壅塞。有人问我解

何宗，报道摩诃般若力。 
10 《五灯会元》卷第五之南岳石头希迁禅师：道悟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不得不知。”悟曰：“向

上更有转处也无？”师曰：“长空不碍白云飞。” 



想死，妄想佛国净土，妄想人间天堂，妄想开悟不开悟，这些都

是妄想，妄想不得不息。“物境不得不融”，就是心境一如，外在

种种相、种种境的变化，融汇于一心，贯通于一心。就是心含万

法，心地含诸种。“复奚疑哉”，还有什么怀疑呢？到这个地方大

彻大悟，没有怀疑，没有恐惧。这就是《心经》所说的“心无挂

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这就是

究竟涅槃，还有什么可疑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