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略述《楞严经》和楞严咒的修行 

（史文老师修改确定稿） 

 

古德说开悟的《楞严经》，成佛的《法华经》，度化众生

的《华严经》。《法华经》说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

为了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佛之知见怎么开呢？答案

在《楞严经》，这部经讲如何开发妙明真心，只有懂了妙明

真心，才能真正进入真如自性的定。《楞严经》讲到很多修

行方法，首先强调四种清净明诲，强调一定要持戒，不能任

由杀盗淫妄这几种恶业恶心相续。具体又列举二十五位菩萨

的圆通法门，特别突出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又详细列

出了修行禅定的人，可能会陷入五阴区宇的五十种阴魔、邪

见，可能会出现什么障碍等等。《楞严经》既有佛之知见，

又有具体完整的修行方法。所以古人讲开悟的《楞严经》，

真正想要开悟，必须学习《楞严经》。修行人要真正的通达

佛理、通达自心，才是真修行人。佛教要真正的从修行上去

入门。吃素并不等于入门，做个好人也不叫入门。想要真正

的修学佛法，真正的入佛法之门，首先应该好好研修《楞严

经》。 

《楞严经》对于修行上的各种误区、各种邪见、邪境界、

邪执着和各种犯戒的因果等都有很明确的开示。禅修的误区，

在五十种阴魔里都已经描述了出来，讲的非常清楚。因此很

多邪魔外道诽谤《楞严经》，说该经不是佛说，是伪经。有



些人特别害怕《楞严经》，就是因为《楞严经》是一个照妖

镜。比如说不能吃肉的问题、不能犯戒的问题，比如说要断

除“心淫”，在经里都明确严格地告诫了。《楞严经》还详细

描述了真正的修行，真正的入定，真正的智慧。更是警示修

行人，警惕末法时代的各种魔障。比如《楞严经》里讲到，

任何人假使号称是从某个天界、某个佛国上来的，上一世是

什么佛，是某个佛、菩萨的化身等，这些肯定是邪魔外道！

但是有没有佛菩萨的化身呢？有。《楞严经》说佛菩萨化身

只有在自己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小范围透露一点信息。像中

国古代的寒山、拾得两位大士，他们往往被称为“和合二圣”。

寒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但是当身份被泄露以后，他人就失

踪了。《楞严经》里边讲所有真正佛菩萨的化身，他们在末

法时代确实会化现，不光是在人类世界，在许多世界都有，

但是绝对不会透露自己的来历和身份。一旦身份泄露，他们

马上就会离开这个世界。末法时代有不少的假大师，公开宣

称或者公然暗示自己是佛菩萨的化身，并且以此为名头，满

天下招揽弟子、控制弟子。并且还公开要信众交钱，要别人

对自己绝对崇拜服从，甚至宣称他比释迦牟尼佛还要厉害等

等。根据《楞严经》中佛的教导，这样的人他肯定是邪魔外

道。所以《楞严经》是末法时代的灯塔，是我们真正开悟、

修智慧的明灯，更是一面鉴别各种邪魔外道的照妖镜。 

《楞严经》为什么叫《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

万行首楞严经》呢？楞严是指首楞严大定，又译为一切事究



竟坚固。关于首楞严大定，与《首楞严三昧经》可以互为表

里。《楞严经》偏重于显体，《首楞严三昧经》讲用。研修《楞

严经》要得其体，全经有一个根本的体就是楞严大定。全经

详细开示楞严大定的理、境、行、果，开示妙明真心的妙用、

功德和体性。一切是为了令我们明悟自心本具的佛性。所以

古人云：开悟的《楞严经》。 

从《楞严经》的整体看，首先要开悟，明悟自心。理和

事相对，理是体，事是用。事是事相的表现，种种相就是三

界六道所有众生交织在一起的烦恼。首先要明悟真心，而不

是随妄心流转。用妄心就是流转，用妙明真心才能解脱。我

们要闻其意、知其理、见其道、证其定、用其定。观音菩萨

的耳根圆通是一个圆满法门，实际上是很难修的。修成的观

音菩萨大悲心和智慧心具足，上与诸佛齐，下与众生悲。我

们要借果地觉来修因地心。首先要祈愿、祈请、希望，你信

佛肯定知道佛在，尽管看不到，佛肯定起作用。真信，拜佛

像就会灵验，但要明白这是我们心性的反映。佛教所有的方

便法门都是为了净化自心、降伏烦恼。也可以说是净化潜意

识。潜意识和气脉相关。有不少收费的培训，传授技术性的

方法，教人修炼气脉。那是一种“由下往上”去改进的方法，

就好像是靠自己努力去赚钱。更高级的一种方法是“直接继

承”，就象富二代、官二代，不需要多大的努力都可以享受

优越的条件。大乘佛法的修行，从信心开始，就是要从佛口

生，从法化生。我们为什么要发愿，要诵经呢？就是为了从



法化生，通过信心念诵内化于潜意识，把我们的心转成菩萨

心、佛心。 

整部《楞严经》讲什么？性定，真如自性之定。所以在

《楞严经》的境界中“一切事究竟坚固”，所有的法都是真

如，所有的法都是清净，一切事包含生死、烦恼、轮回，眼

睛看到看不到的，想到想不到的，天堂地狱，种种念头的流

转，都是坚固清净。《法华经》里有句话，“一切治生产业，

皆与实相不相违背”。这是圆教的看法。法住法位，世间相

常住。交光法师在《楞严正脉疏》里说，一切的幻相就是真

相，这才叫一切事究竟坚固。 

《楞严经》的注释，历代很多。不少祖师大德是在契入

首楞严三昧，对楞严有了体证之后才对《楞严经》进行注解。

如明代憨山大师早年在五台山习定，契入楞严三昧，展开《楞

严经》印心，然后一夜秉烛、一气呵成写出《楞严悬镜》。

后来 50 多岁，再著了比较详细的《楞严通义》。近代太虚大

师也是在普陀山闭关时得大乘三昧，然后用九天一气写成

《楞严摄论》。他在《我的宗教经验》以及《自传》里边提

到他的那种三昧契合楞严、华严还有起信论，所以他当时很

快写就了《楞严摄论》。蕅益大师的传记里边也有过对《楞

严经》的体证。大德们实修的经验都和楞严相符。祖师释楞

严，基本上都是从心性、般若的角度切入，也贯通整个佛法。

根据古人的对《楞严经》的注释，《楞严经》就是整个佛法。

跟其它经并不违背。然而，因为《楞严经》有严格的戒律和



详细的魔障的开示，这些内容令天魔外道丧胆，有不少外道

邪师谤诽这部经典。他们害怕人们知道了真正、正宗、纯净

的佛法，就会看穿他们的邪说邪行，不再迷信他们的洗脑和

控制，鄙视他们的邪淫和酒肉等犯戒行为。对于大众来说，

对于修行的好奇心，也很容易令人陷入是非猜妄想之中，甚

至不小心谤法。这是学习《楞严经》应该值得注意的。 

另外，明代交光所著的《楞严经正脉疏》主张舍识用根

中之性，颇受争议。虽被认为孤明独发，但是他过于偏激。

交光认为《楞严经》是舍识用根中之性，比如耳根圆通就是

耳根中体现的佛性。藕益大师看到交光是有问题的，说交光

邪说贻害无穷。交光本身讲的用根中之性值得商榷，因为根

尘识是同时发生的，根尘接触时必然产生识。是这个识心。

实际上是要用智慧观察，一开始是一种圆观，用一种正见去

观，到一定程度是妙观察智。禅宗的修行，六祖说“不思善

不思恶”。就是一切处对境的时候，不要产生识心分别。意

思是说对境不起念，不起善恶、利害、高下、得失之心。准

确地说，它实际上是一种平常心和直心，是我们的无分别智

慧也是妙观察智慧。所以不能单纯说根境相接的时候要用根

中之性。佛性到处都在，难道识中没有佛性吗？妄心里边没

有佛性吗？所以，交光虽然有一些独特的见地，但他的看法

过于偏激难免狭隘。交光之释，受到幽溪遵者、蕅益大师等

质疑反对，太虚大师的《楞严经摄论》也对他的看法进行了

批驳辨正。 



学习《楞严经》可以参考憨山大师、蕅益大师、太虚大

师关于《楞严经》的注释，论述比较全面。明清之际钱谦益

的《楞严经蒙解疏钞》，汇集了之前各家的资料精华，值得

参考。另有宋代戒环的《楞严要解》、明代函昰的《楞严直

指》，也很值很研习。 

下面讲讲楞严咒以及《楞严经》的修行。 

从整部《楞严经》来看，楞严咒可以说是一种方便，当

修行人明悟心性、获得正见以后，还要正修。这样的修行是

楞严大定。十信十行十住十回向等实际上是在楞严大定中层

层深入的。楞严咒是一个强大的方便和助道法门，当你修行

遇到障碍，当你有潜在的很深的习气恶业无法消除、无法降

伏时，你可以通过持诵楞严咒来潜移默化地改变自己。大多

修行者定力不够，不知道自己潜意识里，隐藏着多少东西坚

固微细的烦恼。这些要靠诸佛诸圣的冥力感应来加持净化。 

学习《楞严经》，一定要修楞严咒，并且解理楞严咒，

要把楞严咒和《楞严经》作为一个整体连在一起。佛经中每

个咒都有其意思，但是我们不必要去研究它的意思。咒的作

用是净化心灵的，它是一个整体。楞严咒是《楞严经》里的

佛顶神咒，是首楞严三昧的显相。经中说楞严咒是佛度化众

生的咒，是成佛的咒，是佛传法的咒，也是消灾的咒。总的

来说是佛果地修行的一种妙用。从更深的层次来讲，楞严咒

就是《楞严经》，是整部经的文字智慧以咒的形式凝炼在一

起的结晶，这是总持智慧。所以说楞严咒是《楞严经》的精



华，是佛在禅定中妙用的流露，也是我们心性光明的一种表

现。诵楞严咒你就可以创造、形成、维护你与善知识的善因

缘，而不会被邪魔外道所干扰，修行路上也减少了许多违缘。 

从《楞严经》来看楞严咒，此咒就是我们的妙明真心。

《楞严经》讲众生无始以来的生死流转，原因在于我们日常

用第六识的这个妄心。与之相对，我们的真心经里称作“妙

明真心”。《楞严经》的核心主题就是妙明真心的体和用。楞

严咒是《楞严经》的定体。《楞严经》讲到禅定修行可能堕

入五阴区宇，在定中出现各种状况，很难解决的时候，诵这

个秘密神咒，佛就会冥冥之中来净化和加持你。所以诵此咒

可以助你开发智慧、修行禅定、转变气脉、增加定力、增加

日常的幸福感。佛教讲开悟的楞严，你想要真正的从《楞严

经》得到智慧，诵楞严咒是一个比较好的积累阶段。如果一

开始接触《楞严经》读不下去，或者读不懂，甚至看注释也

断断续续的，那么你应该去诵楞严咒。诵一段时间后再去学

《楞严经》，理解力和领悟力会大大提高。一个人在学习的

时候光靠妄想心的力量是不够的，要用整个的身心去学习，

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佛法的奥妙。当你阅读《楞

严经》，同时持诵楞严咒，这两个不断学习，会越来越受益。

这就是楞严咒的一个妙用。 

学楞严咒首先要发心，希望佛菩萨加持你，要相信此咒

的神圣性。其次就是要一门专入，比如下定决心一段时间专

门持楞严咒，就像学外语一样，要背诵。或者一开始念诵，



熟练之后努力背诵。念楞严咒先多念咒心，求佛力加持。楞

严咒的咒心是一个形式，楞严咒所有的咒实际上是一个心，

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性，也是诸佛菩萨的心性。如果有人怀着

一种偏执心、争胜心去诵楞严咒，诵再多遍也不会有进步，

因为他的心一开始就迷惑了，陷入邪精进。修行要明悟心性，

不被心中的种种的幻相所迷惑。要从动机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要真实相信佛法，所谓相信佛法就是相信佛有超越的智慧。

楞严咒的妙用，来源于诸佛菩萨的法界加持，而不是来源于

个人的妄想。我们自己要有一种界限，就像一个人盗用王法，

穿个警服拿个枪去干坏事，那迟早要受到惩罚的。 

另外，楞严咒是有内容的，唐代开元三大士之一的不空

三藏写了一个楞严咒的偈颂，他说楞严咒是“瑜伽妙旨传心

印……字字观照金刚定……遍遍入于无相定”，极重恶业也

能消除。我们把这种信念、信心和诵咒的整个过程结合起来，

就能净化我们的潜意识。清代有一个续法大师，他把楞严咒

的意思翻译了出来，而且还从心性的角度对于咒的意思进行

了阐释。楞严咒有不同的版本。我们一般按照经上的版本，

比较可靠。也有人说它缺一点，但我觉得无妨大碍。楞严咒

的内容是五部，中间佛部，西方莲花部，东方金刚部，南方

宝部，北方羯摩部。楞严咒犹如号令，其中名相、密咒勾召、

摄持的包含了魔和鬼魅之类，一些名号就是这些东西。这些

魔怪们，代表了我们的潜意识。他们的作用也可以在气脉上

表现出来。所以有好多病，比如疯病、痰病这些是鬼在起作



用。那么鬼怪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心性，潜意识里边阴暗的

东西，是往世积累的恶业在身体上的展现。楞严咒也是一个

总持，是楞严大定的妙用，是诸佛菩萨功德的显现，念诵楞

严咒可以对接他力，他力指的是佛菩萨的智慧和愿力功德。 

咒力的根本，在于心力和正见。持诵效果因人而异。对

于效果及感应的理解也不一样。古代大德讲“咒心即心咒”。

关于咒，依教奉行、依经典理解比较稳妥。有些人喜欢追求

神异，但追求那种特殊感应的人往往被愚痴的好奇心引入鬼

道。所以任何事都不能着相。 

我们要深入了解《楞严经》里讲的五十种阴魔。如果有

人着于某种相，他正好需要用“五十阴魔”的道理去破除。

对于楞严咒的感应，涉及到对“感应”一词的理解。什么是

感应呢？其实一个道场很清静，就是感应。就像军队一样，

不是说战斗力多强大，杀敌多么英勇，而是在于这个国家有

多么安宁。很多人在理解感应和灵验的时候，往往把“不正

常”理解为正常，这无形中会导致把佛教变成一个怪力乱神

的宗教。比如注重梦境、征兆、预言等，这实际上是非常不

正常的。注重这些的人往往自己的心理就不正常，而且对于

佛教的认知层次比较低，他才会整天迷恋种种的梦境和感应。

过多地宣扬谈论关于护法、关于感应等事情，会把佛教民俗

化、民间宗教化，这是佛教衰落的一种现象。比如说有人说

我念楞严咒病好了，我以后就不看病了，朋友病了也不用去

医院。这是非常愚痴的，因为病是人类的共业，我们的医疗



科技也是人类共业，同样都是心的一种变现。我们生存的这

个时代，这个环境，用这种医学看病，是非常正常的。 

憨山大师主张持楞严咒消除深层次的烦恼业障，因为末

法时代的人大多慧多定少。我自己的体会是：持楞严咒会稳

定和净化潜意识，增强日常生活中的觉照力。坚持持咒一段

时间后再诵读《楞严经》，领悟力和亲切感会大大增加，法

喜充盈。以往读经时，句意、文意不太通达的地方，现在也

能够畅通地理解，看古人注释也会更有连贯感，甚至于其中

能发现一些问题，并且，越来越喜欢直接读经文。 

关于持诵楞严咒的外在作用。用现代人的说法，诵楞严

咒，第一能稳定你的日常生活状态，平时心神更加安宁；第

二能净化你的潜意识。这两方面相辅相成。净化是稳定的前

提。净化潜意识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平常可能会有莫名其妙

的冲动、烦恼、担忧，那些阴暗情绪很多时候是业障翻腾。

如果诵楞严咒的话那些东西会慢慢消除。所以说坚持每日持

诵楞严咒，能够净化潜意识、稳定心神，净化心灵，提高我

们日常生活的觉察和觉照之力。能够使我们的心变得更加光

明敏锐，更容易去发觉改正各种负面的东西。随之产生的是

气脉的转化，身体各种潜在疾病也会随之转化。因为气脉是

烦恼的一种凝结，气脉开通了，健康状况也会好转。有的人

诵到一定程度，每天早上会自动醒来，忍不住想去诵楞严咒，

主动进入修行状态。另外，诵楞严咒一定要有回向心。回向

是我们菩提心的一种表现。如果诵咒后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



朋友同事师长、一城一国乃至整个法界众生，你持咒的作用

更加不可思议。 

（根据 2016 年明心茶会微信群解答、2020.3.8 修行念诵

讲课录音、2020.3.13 微信解答等综合整理，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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