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天顺本《菩提达摩四行论》 

（又名《达摩二入四行论》） 

（一）序 .............................................................................................................. 3 

（二）正文 .......................................................................................................... 4 

第一 入道修行纲要门 ......................................................................................... 4 

第二 论主意乐差别门 ......................................................................................... 5 

第三 一相平等无别门 ......................................................................................... 5 

第四 谈论空无破执门 ......................................................................................... 5 

第五 绝像离说悬虚门 ......................................................................................... 6 

第六 示喻观察形色门 ......................................................................................... 6 

第七 反诘难问现理门 ......................................................................................... 6 

第八 开示三界别相门 ......................................................................................... 6 

第九 问答现说三宝门 ......................................................................................... 6 

第十 定慧分释各别门 ......................................................................................... 7 

第十一 诸法假相无体门 ...................................................................................... 7 

第十二 妄想建立如幻门 ...................................................................................... 7 

第十三 智断疑惑分齐门 ...................................................................................... 8 

第十四 真俗二谛差别门 ...................................................................................... 8 

第十五 五种心识分异门 ...................................................................................... 8 

第十六 遣除病执正心门 ...................................................................................... 8 

第十七 离念消融差别门 ...................................................................................... 9 

第十八 心现示义理门 ......................................................................................... 9 

第十九 比喻合当现法门 ...................................................................................... 9 

第二十 道心增长引导门 ..................................................................................... 10 

第二十一 规域内外别相门 ................................................................................. 10 

第二十二 心品利钝别相门 ................................................................................. 11 



2 
 

第二十三 一尽法界无遗门 ................................................................................. 11 

第二十四 无我无执如空门 ................................................................................. 11 

第二十五 是道非道差别门 ................................................................................. 12 

第二十六 邪正一相同体门 ................................................................................. 12 

第二十七 生死涅盘无二门 ................................................................................. 12 

第二十八 大道远近分别门 ................................................................................. 13 

第二十九 大道觉悟易难门 ................................................................................. 13 

第三十 上士无障无碍门 ..................................................................................... 13 

第三十一 正见邪见别体门 ................................................................................. 14 

第三十二 法界菩提差别门 ................................................................................. 14 

第三十三 开示甚深境界门 ................................................................................. 14 

第三十四 诸法不动寂静门 ................................................................................. 14 

第三十五 诸法因缘无生门 ................................................................................. 15 

第三十六 诸法因缘假有门 ................................................................................. 15 

第三十七 心性广大无碍门 ................................................................................. 15 

第三十八 有知无知差别门 ................................................................................. 15 

第三十九 明觉不觉差别门 ................................................................................. 16 

第四十 建立波罗蜜多门 ..................................................................................... 16 

第四十一 心性远离结缚门 ................................................................................. 16 

第四十二 体用无住离边门 ................................................................................. 17 

第四十三 心德自在无碍门 ................................................................................. 17 

第四十四 随心诸法有无门 ................................................................................. 17 

 

 

[日]椎名宏雄 程正译 

 



3 
 

（一）序 

  在此想要介绍的《菩提达摩四行论》一卷，是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由朝鲜国李朝的国

家机关——刊经都监，于天顺八年甲申（1464）刊行的所谓官版禅籍。本书是收集禅门初祖

菩提达摩与其门人弟子的语句而成的禅门最古层的语录，与在敦煌遗书中至今仍然被冠以

《四行论长卷子》或是《二入四行论长卷子》拟题的卷子相比，有着相同的内容。 

 

  历来，除敦煌本以外的卷子，我们还知道有被收录于隆熙元年（1907）在朝鲜出版的《禅

门撮要》上卷的《菩提达摩四行论》。可是，该书与敦煌本相比较，不仅仅是缺了序文与本

文的后半部分，而且在整体上被加入了杜撰的分门等等。由于经过后人编、集的痕迹明显，

因此该书作为底本卷子的价值，历来就没有受到很高的评价。 

 

  与此相对，这个天理图书馆所藏的天顺八年刊本（以下，略称为天顺本），原是东京积

翠轩文库的旧藏书。尽管通过这两个机关的各自的善本解题，其存在虽然早已被知晓，可是

根据实物调查而来的考察或是介绍，却始终无人问津。其原因就在于，以最初将本书的敦煌

本介绍给学术界的铃木大拙为首的，对本书寄予关心的许多学者，都抱有天顺本应该与前述

的《禅门撮要》本是同一内容的卷子的先入观。通过这个事例，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学问研

究上，绝对不能把前辈学者的研究视为金科玉律。 笔者从上述的两个解题中得知，天顺本

与《禅门撮要》本应该是两个不同的卷子。在进行实物调查之后发现，果然不出所料，天顺

本虽然与《禅门撮要》本同样缺少了序文，但是从本文整体上看，与敦煌本的有些有头无尾

的记述而且又缺了尾部相比，天顺本是一个首尾齐全的完整珍本卷子。并且，其与《禅门撮

要》本相对应的部分，两者完全一致。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禅门撮

要》本只不过是天顺本，或其祖本的一个抄录本而已。 

 

  如上所述，正因为天顺本是一个极其珍贵的卷子，所以不仅仅是局限于对其作为禅宗语

录的考察，而且对于初期禅宗史研究也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笔者之所以将此资料的全文

翻刻在文章最后，其目的也正是基于这一点。由此如果能为学术界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些方便

的话，笔者将深感荣幸。同时，笔者在此还要对天理图书馆就本资料的复制和翻刻所给与的

许可深表感谢。 另外，出于对天顺本的重要性的考虑，笔者在刊登于《宗学研究》第 38

号的拙论《天顺本<菩提达摩四行论>的资料价值》一文中，就有关敦煌出土的诸本的介绍、

研究；历来对于天顺本的着录、解题；刊经都监的具体职务等等的问题作了概述。可是对于

有关最重要的天顺本的构成、性格，以及其作为基本文献卷子的特征等问题，因为限于篇幅

的关系，没有能予以详述。下面就以介绍天顺本本身为中心，并就派生而来的一些问题，加

以若干的考察。 

 

  

 

（二）天顺本的构成 

  首先，根据被翻刻于卷末的刊记，天顺本是天顺八年甲申（1464），李朝的刊经都监在

全罗道南原府（全罗北道的最东南方，智异山附近）重修刊行的本子。 天顺八年甲申岁朝

鲜国刊经都监奉教于全罗道南原府重修 宣务郎前典牲署令臣韩叔伦书 有关这位韩叔伦，虽

然目前我们无法得知其详细情况，可是从他的官推断，他应该是李朝掌管典籍资料的官吏。

江田俊雄在其研究中指出：在刊经都监开版的遗留品中，经常可以看到同样官吏的刻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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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就是以此来其作为官版的权威地位。 综观天顺本的全体构成，其主要特征有如下三点： 

 

  第一、从外形上来看，本文前半部分的达摩语录部分被分成四十四门，每一门又被附上

七字的门名； 

 

  第二、本文部分，首尾完整； 

 

  第三、卷末附刻有《龙门佛眼禅师坐禅偈》一文。至于本文分门的原因，我们可以根据

第四十四门末尾与本文末尾的刻记内容，而得窥编集者的意图。 

 

  上来文，相应知也。第二正说分四十四门，释已毕。欠流通分释也。（第四十四门末尾） 

{终}。实从初题目至卷末，序、正、流通不可分也。（本文末尾，夹行） 这些刻记，是本书

在初次付印之际，由编集者加在原本上的，有关当时编集工作的注记。也就是说，编集者把

本书分成了序分、正说分、流通分三部分，更是把其中的中心部分正说分进一步分成四十四

门，并且分别赋予门名。像这样的分科分门的手法，毫无疑问是沿用了自古以来对经疏的分

科方法。而从将达摩亲说内容作为正说分，将其门下弟子等的所说内容作为流通分的处理方

式上，也足以可见编集者的一番苦心。 

 

  类似于这样，对禅宗典籍进行经疏式再编的例子，是极为罕见的。除此之外，据目前所

知，也仅仅只有宋代之后对《六祖坛经》的进行分门化一例而已。而且天顺本的编者，应该

是在教禅一致的思想背景下进行这项编集工作的。同样我们也可以从文章最后被附上《坐禅

偈》这件事来在推，很显然这是经禅门之人之手编集而成的。 

（二）正文 

第一 入道修行纲要门 

  若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谓藉教悟宗，深

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想所覆，不能显了。若也舍妄归真，凝心壁观，无自无他，凡

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于文教，此即与理冥符，无有分别，寂然无为，名之理入。行入

者，所谓四行。其馀诸行，悉入此行中。何等为四？一者报怨行，二者随缘行，三者无所求

行，四者称法行。云何第一报怨行者？修道行人，若受苦时，当自念言：“我从往昔，无数

劫中，弃本从末，流浪诸有，起多怨憎，违害无限。今虽无犯，是我宿殃恶业果熟，非天非

人所能见与。甘心忍受，都无怨雠。”经云“逢苦不忧”也。何以故？以识达故。此心生时，

与理相应，体怨进道，是故说言报怨行。第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并缘业所转，苦乐齐受，

皆从缘生。若得胜报荣誉等事，是我过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

从缘，心无增减，喜风不动，冥顺于道，是故说言随缘行。第三无所求行者，世人长迷，处

处贪著名之为求。智者悟真，理将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万有斯空，无所愿乐。功德

黑暗，常相随逐，三界久居，犹如火宅。有身皆苦，谁得而安。了达此处，故于诸有，息想

无求。经云“有求皆苦，无求乃乐”也。判知无求真为道行。第四称法行者，性净之理，目

之为法。此理众相斯空，无染无著无此无彼。经云：“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法无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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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应当称法而行，法体无悭贪，于身命财，行檀舍施，心无

悭惜。达解三空，不倚不著，但为去垢，摄化众生，而不取相。此为自利，复能利他，亦能

庄严菩提之道。檀施既尔，馀五亦然。为除妄想，修行六度，而无所行，是为称法行。 

 

  

 

第二 论主意乐差别门 

  吾恒仰慕前哲，广修诸行，常钦净土，渴仰遗风。得逢释迦，订大乘者巨亿，得四果者

无赀。实谓天堂别国，地狱他方，得道获果，形殊体异。披经求福，洁净行因。芬芬扰扰，

随心作业，向涉多载，未还有息。始复端居幽寂，定境心王。但妄想久修，随情见相，其中

化变，略欲难穷。未及洞鉴法性，粗炼真如，始知方寸之内，无所不有，明珠朗彻，玄达深

趣。上至诸佛，下及蠢动，莫非妄想别名，随心指计。故写幽怀，聊显入道方便偈等，用简

有缘同悟之徒。有暇披揽，坐禅终须见本性。会也。 

 

  

 

第三 一相平等无别门 

  融心令使净，若其片起即便生灭，于中忆想造邪命，觅法计业不亡。展转增垢心难究竟。

智者暂闻八字，即悟理，始知六年徒苦行。世间扰扰尽是魔民，徒自暄暄空斗诤。虚妄作解

化众生，口谈药方不除疾。寂寂从来本无相，何有善恶及邪正。言生生者本不生，言灭灭者

亦不灭。动即不动，定即非定。影由形起，响藉声来。捺影劳形，不知形之是影本；扬声止

响，不知声之是响根。蠲除烦恼而求涅盘者，喻如去形而觅影。舍离众生而求佛者，喻如默

声而寻响。故知迷悟一徒，愚智非别。无名处强为立名，因其名即是非生矣。无理处强为作

理，因其理即诤论兴焉。幻化非真，谁是谁非？虚妄无实，何有何无。当知得无所得，失无

所失。未及造谈，聊申此句，拒论玄旨。 

 

  

 

第四 谈论空无破执门 

  诸佛说空法，为破诸见故。而复著于空，诸佛所不化。生时唯空生，灭时唯空灭，实无

一法生，实无一法灭。一切法为贪欲而起，贪欲无内无外，亦不在中间。分别是空法，凡夫

为所烧。邪正无内无外，亦不在诸方。分别是空法，凡夫为所烧。一切法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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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绝像离说悬虚门 

  法身无形，故不见以见之。法无音声，故不闻以闻之。般若无知，故不知以知之。若以

见为见，即有所不见。若以无见为见，即无所不见。若以闻为闻，则有所不闻。若以无闻为

闻，则无所不闻。若以知为知，则有所不知。若以无知为知，则无所不知。不能自知非有知，

对物而知非无知。若以得为得，则有所不得。若以无得为得，则无所不得。若以是为是，则

有所不是。若以无是为是，则无所不是。一智慧门，八百千智慧门。 

第六 示喻观察形色门 

  见柱作柱解，是见柱相作柱解。睹心是柱是柱相。法无柱柱相。是故见柱即得柱法，见

一切形色亦如是。 

 

  

 

第七 反诘难问现理门 

  有人言：“一切声不有。”难汝曰：“汝见有不？”不有于有，有于不有，亦是汝有。有

人言：“一切法不生。”难汝曰：“汝见生不？”不生于生，生于不生，亦是汝生。复言：“我

一切无心。”难汝曰：“汝见心不？”不心于心，心于无心，亦是汝心。三藏法师言：“于不

解时人逐法，解时法逐人。解则识摄色，迷则色摄识也。不因色生识，是名不见色。”不求

于求，求于无求，亦是汝求。不取于取，取于无取，亦是汝取。 

第八 开示三界别相门 

  心有所须，名为欲界。心不自心，由色生心，名为色界。色不自色，由心故色，心色无

色，名为无色界。 

 

  

 

第九 问答现说三宝门 

  问曰：“何名为佛心？”答曰：“心无异相，名作真如。心不可改，名为法性。心无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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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解脱。心性无碍，名为菩提。心性寂灭，名为涅盘。”问曰：“何名为如来？”答曰：“解

如法应物，故名为如来。”问曰：“何名为佛？”答曰：“如法觉，觉无所觉，故名为佛。”问

曰：“何名为法？”答曰：“心如法不生，心如法不灭，故名为法。问曰：“何名为僧？”答

曰：“如法和合，故名为僧。” 

 

  

 

第十 定慧分释各别门 

  问曰：“何名为空定？”答曰：“看法住空，故名为空定。”问曰：“云何住法？”答曰：

“不住于住，不住不住，住于不住，如法住故，名为住法。” 

 

  

 

第十一 诸法假相无体门 

  问曰：“云何即男非男，即女非女？”答曰：’依法推求，男女相不可得。何以得知？即

色非男。若色是男相，一切草木亦应是男，其女人亦如是。惑人不解，妄想见之，此是幻化

男幻化女，毕竟无实。诸法无行经云：‘知诸法如幻化，速成人中上也。’” 

 

  

 

第十二 妄想建立如幻门 

  问曰：“订有馀涅盘，得罗汉果者，此是觉不？”答曰：“此是梦订。”问曰：“行六波罗

蜜，十地万行满足，觉一切法不生不灭，非觉非知，无心无知无解无为，此是觉不？”答曰：

“此亦是梦。”问曰：“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菩提树下道成正觉，能度众生，乃至入于

涅盘，岂非是觉？”答曰：“此亦是梦。”问曰：“三世诸佛平等教化众生，得道者如恒沙，

此可非是觉？”答曰：“此亦是梦。但有心分别计较，自心现量者，皆悉是梦。觉时无梦，

梦时无觉。此心识妄想，梦里智慧，无能觉所觉。若如法觉，真实觉时，都不自觉，毕竟无

有觉。三世诸佛正觉者，并是众生忆想分别。以是故名为梦。若识心寂灭，无一念动念处，

是名正觉。齐有心识不灭者已来，皆是梦。” 

 

  

 



8 
 

第十三 智断疑惑分齐门 

  问：“修道断惑，用何心智？”答曰：“用方便心智。”问曰：“云何方便心智？”答曰：

“观惑知惑本无起处，以此方便，得断疑惑，故言心智。”问曰：“如法心断何疑惑。”答曰：

“断凡夫外道，声闻缘觉菩萨等解惑疑惑。” 

 

  

 

第十四 真俗二谛差别门 

  问曰：“云何名二谛？”答曰：“比如阳炎，惑者见阳炎作水解者，实非水也。此法无是

阳炎，是水。谈二谛之义，亦复如是。凡夫见，第一义谛为世谛，圣人见，世谛为第一义谛。

故经云‘诸佛说法，常依二谛’者，第一义谛即是世谛，世谛即是第一义谛，第一义谛即是

空也。若见有相，即须并当却。有我有心，有生有灭，亦即并当却。”问曰：“云何并当却？”

答曰：“若依法者，即失谛视，不见一个物。故老经云‘建德若偷’也。” 

 

  

 

第十五 五种心识分异门 

  问曰：“贪欲名何物心？”答曰：“凡夫心。”问曰：“法作无生，是何物心？”答曰：“声

闻心。”问曰：“解法无自性，是何物心？”答曰：“缘觉心。”问曰：“不作解不作惑，是何

物心？”答曰：“菩萨心。”问曰：“不觉不知，是何物心？”即不答，曰：“所以不答者，法

不可答，法无心故，答即有心。法无言说，答即有一言说。法无有解，答即有解。法无知见，

答即有知见。法无彼此，答即有彼此。如此心言俱著。心非色故，不属色。心非非色，故不

属非色。心无所属，即是解脱。若犯禁戒时恾怕，但知怕心不可得，亦得解脱。亦知生天不

可得。虽知空，空亦不可得。虽知不可得，不可得故不可得。” 

 

  

 

第十六 遣除病执正心门 

  心若有所贵，必有所贱。心若有所是，必有所非是。心若善一个物，一切物即不善。心

若亲一个物，一切物作怨家。心不住色，不住非色。心不住住，亦不住不住。心若有所住，

即不免绳索。心若有所作处，即是被缚。心若重法，法留得你。心若尊一个法，心必有所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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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取经论意，时会不贵解处。但心使有所解处，即心有所属。心有所属，即是系缚。经云：

非下中上法得涅盘也。” 

 

  

 

第十七 离念消融差别门 

  心虽即惑入，而不作无惑解。解心若起时，即依法看起处。心若起分别时，即依法看分

别处。若贪若嗔若颠倒，即依法看处。若不见起处，即是修道。若对物不分别，亦是修道。

但使有心起处，即捡校依法并当却。 

 

  

 

第十八 心现示义理门 

  问曰：“修道得道，有迟疾不？”答曰：“迟疾较百千万劫。即心是者疾，发心行行者迟。

利根人知即心是道，钝根人处处求道，不知是道处。又不知即心自是阿耨菩提。”问：“云何

疾得道？”答曰：“心是道体，故疾得道。行者自知惑起时，即依法看使尽。” 

 

  

 

第十九 比喻合当现法门 

  问：“云何心是道体？”答曰：“心如木石。比如有人以自手画作龙虎，自见之还自恐怕。

惑人亦如是。心识笔子画作刀山剑树，还以心识畏之。若能无畏，妄想悉除。又意识笔子分

别画作色声香味触，还自见之，起贪嗔痴，或见或舍，还以心意识分别，起种种业。若能知

心识从本以来空寂，不见处所，即是修道。或以自心分别画作虎狼狮子，毒龙恶鬼，五道将

军，阎罗王，牛头阿婆等，以自心分别属之，即受诸苦恼。但使心所分别者，皆是色。若悟

心本以来空寂，知心非色，即不属。色心非是色，自心化作，但知不实，即得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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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 道心增长引导门 

  今若依法佛法僧行道时，不得有善恶好丑，因果是非，持戒破戒等见。若人作如是计

较者，皆是迷惑，自心现量，不知境界从自心起。若知一切法不有，亦如是。自心现量者，

皆是惑心，作是作非。若人谓佛智慧胜，亦是。自心现量，自心化作有，自心化作无，还

被惑。经云：“若依法佛修道，不作化众生，亦不作实众生”也。是故法界平等，无有得失。

若依法佛修道，不求涅盘。何以故？法是涅盘故，云何以涅盘求涅盘。亦不求法，心是法界

故，云何以法界求法界。若欲正心时，不畏一切法，不求一切法。若用法佛修道者，心如木

石头，冥冥不觉不知，不分别，一切腾腾如似痴人。何以故，法无觉知故。法能施我无畏故，

是大安隐处。比如有人犯死罪，必合斩首，值王放赦，即免死忧。众生亦如是，造作十恶五

逆，必堕地狱，法王广大放寂灭赦，即免一切罪。若人与王善友，因行在他处杀他男女，为

他所执，便欲报怨，是人忙怕无赖。忽见大王，即得解脱。若人破戒犯杀淫盗，畏堕地狱，

自见己之法王，即得解脱。修道法，依文字中得解者，气力弱。若从事上得解者，气力壮。

从事中见法者，即处处不失念。从文字中得解者，逢事眼即暗。经论中谈事，与法疏也。虽

口谈事耳闻事，不知身心自经事。若即事即法者深，世人不可测。修道人，数数被贼盗物夺

剥，无爱著心，亦不懊恼，数被人骂辱打谤，亦不懊恼。若如此解者，道心渐渐壮，积年不

已，自然于一切违顺都无心。是故即事不牵者，可谓大力菩萨。 

 

  

 

第二十一 规域内外别相门 

  修道心，若欲壮大，会寄心规域外。问曰：“何等事名为规域外？”答曰：“不订大小乘

解，不发菩提心，乃至不愿一切种智，不贵解定人，不贱著贪欲人，乃至不愿佛智慧，其心

自然闲静。若人不取解，不求智慧，如是者，欲免法师禅师等惑乱。若能存心立志，不愿凡

圣，不求解脱，复不畏生死，亦不畏地狱，无心直住，始成一个规钝心。若能见一切贤圣，

百千劫作神通转变，不生愿乐心者，此人欲免他诳惑。”又问曰：’若为生规域外？”答曰：’

仁义礼智信者，名为规域。大小乘基情，亦名为规域。生死涅盘，亦名规域。若欲规域外，

乃至无有凡圣名字，不可以有法知，不可以无法知，不可以智知。齐知之所解处，亦名规域

内。不发凡夫心，不发声闻心，不发菩萨心，乃至不发佛心，不发一切心，始名为出规域外。

若欲一切心不起，不作不起解不起惑，始名为出一切。世间痴人等，逢一个胡鬼魅汉作鬼语，

即作鬼解，用为指南，不可论。若为得作大物用。闻有人领百千万众，即心动。好看自家心

法，为有言说文字以不。”问曰“何者名为淳朴心，何者名为巧伪心？”答曰：“文字言说，

名为巧伪。色非色等，行住坐卧，施为举动，皆是淳朴心。乃至逢一切苦乐等事，其心不动，

始名为淳朴心。”问曰：“何者名为正，何者名为邪？”答曰：”无心分别，名为正，有心解

法，名为邪。乃至不觉邪正，始名正。经云：‘住正道者，不分别是邪是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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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 心品利钝别相门 

  问曰：“何者名利根，何者名钝根？”答曰：“不由师教，从事见法者，名为利根。从师

言教得解者，名为钝根。从师言教闻法，亦有利根钝根。闻师言，不著有，即不取不有。不

著相，即不取无相。不著生，即不取无生者，此利根人。贪解取著义，是非等见，此钝根人

解义。利根人闻道，不发凡夫心，乃至贤圣心亦不发，凡圣双绝，此是利根人闻道。不爱财

色，乃至佛菩提，亦不爱，即舍乱取静，舍愚痴取智慧，舍有为取无为，不能双绝无碍，此

是钝根人。举没即去，越过一切凡圣境界。闻道不发贪欲心，乃至正念正思惟，亦不发。闻

道不发声闻心，乃至菩萨心，亦不发。是名利根人。” 

 

  

 

第二十三 一尽法界无遗门 

  菩萨以法界为舍宅，以四无量心为戒场。凡有所作施为，终不出法界心。何以故，体是

法界故。纵你种种云为，跳踉蹄蹶，悉不出法界，亦不入法界。若以法界入法界，即是痴人。

菩萨了了见法界故，名法眼净。不见法有生灭住，亦名法眼净。经云“不灭痴爱”也。痴爱

本不生，今无可灭。痴爱者，就内外中间求觅，不可见不可得，乃至十方求之，无毫厘相可

得，即不须灭求解脱。 

 

  

 

第二十四 无我无执如空门 

  问曰：“世间人种种举问，云何不得道？”答曰：“由见己故，不得道。若能不见己，即

得道。己者，我也。至人所以逢苦不忧，遇乐不喜者，由不见己故。所以不苦乐者，由亡己

故。得至虚无，己尚自亡，更有何物而不亡也。天下亡己者有。己若能亡己时，一切法本无。

己者横生计较，即惑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寒热风雨，一切不如意事，此并妄想现。由如幻

化，去住不由己。何以故，从缘起故，幻化横生拒逆，不听去住。所以有烦恼，由执己故，

即有去住。但知去住不由己者，己者即我所为是，幻化法不可留停。若不逆幻化者，触物无

碍。若能不拒逆变化者，触事不悔。”问曰：“诸法既空，阿谁修道？”答曰：“有阿谁，须

修道。若无阿谁，即不须修道。阿谁者，是亦我也。若无我，逢物不生是非。是是者，我自

是之，而物非是也。非非者，我自非之，而物非非也。如风雨青黄赤白等，比可知。好好者，

我自好之，而物非好也。何以故，如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等，比喻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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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 是道非道差别门 

  问曰：“经云‘住于非道，通达佛道’也。”答曰：“行非道者，不舍名，不舍相。通达

者，即名无名，即相无相。又云‘行非道者，不舍贪，不舍爱。’通达者，即贪无贪，即爱

无爱。行非道者，不舍苦不舍乐，即苦无苦，即乐无乐，名为通达。不舍生死，名为通达。

住非道者，即生无生，不取无生，即我无我，不取无我，名为通达佛道。若能即非无非，不

取无非，是名通达佛道。以要言之，即心无心，名为通达心道。”问曰：“云何达一切法？”

答曰：“即物不起见，名为达。即物不起心，即物不起贪，即物不起惚，悉名为达。即色无

色，正为达色。即有不有，名为达有。即生无生，名为达生。即法无法，名为达法。逢物直

达，此人慧眼开，亦可触物不见相异，即异无异，名为达。” 

 

  

 

第二十六 邪正一相同体门 

  问曰：“经云：‘外道乐诸见，菩萨于诸见而不动。天魔乐生死，菩萨于生死而不舍’也。”

答曰：“邪见同正见，故不动。外道乐诸见者，所谓见有见无。即有不有，即无不无，名为

不动，不动者，不离正不离邪。即是正解时，即无邪正，不须离邪求正。即有不有，不动时

见有。即无不无，不动时见无。依法看邪正都不异，故言不动。亦不须舍邪入正，故言于诸

见而不动。经云：‘以邪相入正法。’又云：‘不舍入邪入八解脱’也。” 

 

  

 

第二十七 生死涅盘无二门 

  生死同涅盘故不舍，即生无生，即死无死，不待舍生以入于无生，不待舍死以入于无死，

寂灭故即是涅盘。经云：“一切众生本来寂灭，不复更灭。”又云：“一切法皆是涅盘也。”不

须舍生死始是涅盘。如人不须舍冻凌始是水，性自同故。生死涅盘，亦性同故，不须舍。是

故菩萨，于生死而不舍。菩萨住不动者，住无住名为住。以外道乐诸见故，菩萨欲令教即见

无见，不劳离见然后无见。天魔乐生死，菩萨而不舍者，欲令悟即生无生，不待舍生以入于

无生。比如不须舍水而就湿，不须舍火而就热，水即湿，火即热，如是生死即是涅盘。是故

菩萨，不舍生死而入涅盘，生死性即是涅盘故。不待断生死，而入涅盘。亦如不待断火而入

热性，是故不待断生死，而入涅盘。何以故，生死性即是涅盘，声闻断生死而入涅盘，菩萨

体知性平等故，能以大悲同物取用。生死义一名异，不动涅盘，亦义一名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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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 大道远近分别门 

  问曰：“大道为近为远？”答曰：“如似阳炎，非近非远。镜中面像，亦非近非远。虚空

浪蓎针花等，亦非近非远。若言是近，十方求之不可得。若言是远，了了眼前。经论云“近

而不可见者，万物之性也。”若见物性者，名为得道。物心者是物性，无物相，即物无物，

是名物性。所谓有形相之物，皆是物。审见物性，实而不谬者，名为见谛，亦名见法。近而

不可见者，法相也。” 

 

  

 

第二十九 大道觉悟易难门 

  释曰：智者任物不任己，即无取舍，亦无违顺。愚者任己不任物，即有取舍，即有违顺。

若能虚宽放大，亡天下者，即是任物随时。任物随时即易，违拒化物即难。物若欲来任之莫

逆，物若欲去放去勿追。所作事，过而勿悔。事时未至者，放而勿思，是行道人。若能任者，

即委任天下，得失不由我，若任而不拒，从而不逆者，何处何时，而不逍遥。”问曰“云何

名为大道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愿开而示。”答曰：“此言实尔。高卧放任，不

作一个物，名为行道。不见一个物，名为见道。不知一个物，名为知道。不修一个物，名为

修道。不行一个物，名为行道。若如是者，名为行道，亦名易知，亦名易行。”问曰：“《老》

经云，‘慎终如始，必无败事’也，此云何？”答曰：“此是怀信义之人，一发心时，永无退

没，无有古无有今，名为有古有今。初发心是今，于今望是古，今心是古，于古望是今。若

遗大心有始有终者，名为信佛法人，古今不改者，名为实。虚妄诳诈者，名为迷华。” 

 

  

 

第三十 上士无障无碍门 

  问曰：“云何是菩萨行？”答曰：“非贤圣行，非凡夫行，是菩萨行。若举菩萨时，不取

世法，不舍世法。若能即心识入道者，凡夫声闻无能测量。所谓一切事处，一切色处，一切

诸恶业处，菩萨用之，皆作佛事，皆作涅盘，皆是大道。即是一切处无处不处，即是法处，

即是道处，菩萨观一切处，即是法处，菩萨不舍一切处，不取一切处。菩萨不简择一切处，

皆能作佛事。即生死作佛事，即惑作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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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 正见邪见别体门 

  问曰：“诸法无法，云何作佛事？”答曰：“即作处非作处，无作法，即善处不善处见佛。”

问曰：“云何见佛？”答曰：“即贪不见贪相，见贪法。不见苦相，见苦法。不见梦相，见梦

法。是名一切处见佛。若见相时，即一切处见鬼。” 

 

  

 

第三十二 法界菩提差别门 

  问曰：“法界体性在何处？”答曰：“一切处皆是法界处。”问曰：“法界体性中，有持戒

破戒不？”答曰：“法界体性中，无有凡圣，天堂地狱亦无。是非苦乐等，常如虚空。”问曰：

“云何处是菩提处？”答曰：“行处是菩提处，见法处是菩提处，坐处是菩提处，见法处立

处是菩提处，举足下足，一切皆是菩提处。” 

 

  

 

第三十三 开示甚深境界门 

  问曰：“云何名诸佛境界，愿为说之。”答曰：“法非有非无，不取非有非无，如此解者，

名为佛境界。若心如木石，不可以有智知，不可以无智知。佛心不可以有心知，法身不可以

像见。齐知之所解者，是妄想分别。从你作种种解者，皆是自心计较，自心妄想。诸佛智慧，

不可说示人，亦不可藏隐，亦不可以禅定测量。绝解绝知，名为诸佛境界。亦不可度量，是

名佛心。若能信佛心如是者，亦即灭无量恒沙烦恼。若能存心，念念佛慧者，此人道心，日

日壮大。 

 

  

 

第三十四 诸法不动寂静门 

  问云：“何名如来慧日潜没于有地？”答曰：“非有见有，慧日没于有地。无相见相亦然。”

问曰：“云何名不动相？”答曰：“不得于有，有有无有可动，不得于无，无无无有可动。即

心无心，心无有可动。即相无相，相无有可动，故名不动相。若作如是订者，是名自诳惑。

上来未解，解时无法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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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 诸法因缘无生门 

 

  问：“现见有生灭，云何言无生灭？”答曰：“从缘生者，不名为生，从缘生故。从缘灭

者，不能自灭，从缘灭故。”问曰：“云何从缘生不名为生？”答曰：“从缘生，不从彼生，

亦不自生，亦不共生，亦不无因生。又无生法，复无生者，亦无生处，是故知不生。所见生

者，幻生非生，幻灭非灭。” 

 

  

 

第三十六 诸法因缘假有门 

  问曰：“凡夫何故堕恶道？”答曰：“由有我故痴，故导言我饮酒。智者言，你无酒时，

何不饮无酒。痴者能导，我饮无酒。智者云，你我何处在。痴人亦言，我作罪。智者言，汝

罪似何物者。此皆是缘生，无自性，生时既知无我，谁作谁受。经云：‘凡夫强分别，我贪

我嗔我恚。’如是愚痴人，即堕三恶道也。经云‘罪性非内非外，非两中间’者，此明罪无

处所也。无处所知者，即是寂灭处。人堕地狱者，由心计我，忆想分别，谓我作恶亦我受，

我作善亦我受。此是恶业。从本以来无，横忆想分别，谓为是有。此是恶业。”问曰：“谁能

度我？”答曰：“法能度我。何以得知？取相故堕地狱，观法故得解脱。若见相忆想分别，

即受灌汤炉灰，牛头阿婆等事，即现见生死相。若见法界涅盘性，无忆想分别，即是法界性。” 

 

  

 

第三十七 心性广大无碍门 

  问曰：“云何法界体？”答曰：’心何是法界。此法界无体，亦无畔齐，广大如虚空不可

见，是名法界体。” 

 

  

 

第三十八 有知无知差别门 

  问曰：“云何知法？”答曰：“法名无觉无知。心若无觉无知，此人知法。法名不识不见。

心若不识不见，名为见法，不觉一切法，名为知法。不得一切法，名为得法。不见一切法，

名为见法。不分别一切法，名为分别法。”问曰：“法名无见，云何无碍知见？”答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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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是无碍知，无见无碍见。” 

 

  

 

第三十九 明觉不觉差别门 

  问曰：“法名无觉，佛名觉者云何？”答曰：“法名不觉，佛名觉者，以觉为觉，与法同

觉，是名佛觉。若勤看心相见相法，勤看心处，是寂灭处，是无生处，是解脱处，是虚空处，

是菩提处。心处者无处处，是法界处，道场处，法门处，智慧处，禅定处，无碍处，若作如

此解者，是堕坑落堑人。” 

 

  

 

第四十 建立波罗蜜多门 

  问曰：“六波罗蜜，能生一切智耶。”答曰：“波罗蜜者，无自无他，谁受谁得。众生之

类，共业果报，无有分利福之与相。经云‘难胜如来，及会中最下乞人，等于大悲，具足法

施’也。是故名为檀波罗蜜。无事无因，无有乐厌，齐体性如如，究竟无非，其谁求是。是

非不起，即戒体清净，名为尸波罗蜜。心无内外，彼此焉寄。音声之性，无所染著，平等如

虚空，名为羼提波罗蜜。离诸限量，究竟开发，不住诸相，名为毗梨耶波罗蜜。三世无相，

刹那无住处，事法不居，静乱性如如，名为禅波罗蜜。涅盘真如，体不可见，不起戏论，离

心意识，不住方便，名为如如。无可用，用而非用。经云‘有慧方便解’也。是故名为般若

波罗蜜。” 

 

  

 

第四十一 心性远离结缚门 

  问曰：“云何名为解脱心？”答曰：“心非色故，不属色。心非非色故，不属非色。心虽

照色，不属色。心虽照非色，不属非色。心非色相可见。心虽非色，非是空。心非色心，不

同大虚。菩萨了了照空不空，小乘虽照空，不照不空。声闻虽得空，不得不空。” 

 

  

 



17 
 

第四十二 体用无住离边门 

  问曰：“云何名为一切法非有非无？”答曰：“心体无体，是法体。心非色故非有，用而

不废故非无。复次，用而常空故非有，空而常用故非无。复次，无自故非有，从缘起故非无。

凡夫住有，小乘住无，菩萨不住有无，是自心计妄想。色非色不染色，色非非色，不染非色。

复次，不见见，不见不见，是名见法。不知知，不知不知，是名知法。作如是解者，亦名妄

想。 

 

  

 

第四十三 心德自在无碍门 

  即心无心，心无心心，无心心故，名为法心。今日行者，以此法破一切惑，心如虚空，

不可破坏，故名为金刚心。心不住住，不住不住，故名为般若心。心性广大，运用无方，故

名为摩诃衍心。心体开通，无障无碍，故名为菩提心。心无涯畔，亦无方所。心无相故非有

边，用而不废，故非无边。非有际非无际，故名为实际心。心无异无不异，即心无体。不异

而无不体，非不异无异不异，故名为真如心。即心无变，名为异。随物而变，名为无异，亦

名真如心。心非内外中间，亦不在诸方，心无住处，是法住处，法界住处，亦名法界心。心

性非有非无，古今不改，故名为法性心。心无生无灭，故名为涅盘心。若作如此解者，是妄

想心颠倒，不了自心现境界，名为波浪心。 

 

  

 

第四十四 随心诸法有无门 

  问曰：“云何自心现？”答曰：“见一切法有，有自不有，自心计作有。见一切法无，无

自不无，自心计作无。乃至一切法，亦复如是，并自心计作有贪，自心计作无贪。贪似何物，

作贪解。此皆自心起见故，自心计无处所，是名妄想。自谓出一切外道计见，亦是妄想。自

谓无念无分别，亦是妄想。行时法行，非我行，非我不行。坐时法坐，非我坐，非我不坐。

作此解者，亦是妄想。” 

 

  上来文相应知也。第二正说分四十四门，释已毕。 

 

  

 

  

 

次流通分释也（诸方杂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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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法师曰：“若欲取远意时，会是结习俱尽。”问曰：“云何谓正结，云何谓馀习？”答

曰：“生灭是正结，不生不灭是愚痴家馀习，不可用。” 

 

  问曰：“为依法，为依人？”答曰：“如我解者时，人法都不依。你依法不依人者，还是

一相见，依人不依法者亦尔。”又曰：“若有体气时，免人法诳惑，有精神时亦可尔。何以故，

贵智故，被人法诳惑。若重一人为是者，即不免此人惑乱，乃至谓佛为胜人者，亦不免诳惑。

何以故，迷境界故，依此人信心重故。”又曰：“愚人谓佛人中胜，谓涅盘法中胜者，即被人

法之所惑乱。若谓法性实际，不问知与不知，亦谓自性不生不灭，亦自诳惑。” 

 

  道志法师，屠儿行上，见缘法师问曰：“你见屠儿杀羊不？”缘法师答曰：“我眼不盲，

何以不见。”道志法师曰：“缘公乃之见之。”缘法师曰：“见更乃之见之。” 

 

  道志法师复问：“若作有相见，即是凡夫见。若作性空见，即是二乘见。若作非有非无

见，即是缘觉见。若作怜愍见，即是爱悲见。若作用心见，即是外道见。若作以识见，即是

天魔见。若不见色与非色者，复不应有见。若为见得，远离诸过。”缘法师曰：“我都不作如

许种种心见，正名作见。你为作如许种种妄想，自惑自乱。” 

 

  有人问缘法师曰：“何以不教我法？”答曰：“若我当立法教你，即是不将接你。若我立

法，即诳惑你，即负失你。我有法，何以得说而示人。我那得向汝道。乃至有名有字，皆是

诳惑你。大道意乃之许得向你道。若得道，即作何物用。”更问曰，即不答曰。后时复问曰：

“若为安心？”答曰：“不得发大道心。如我意者，即心无可知，冥然亦不觉。” 

 

  又问曰：“何者是道？”答曰：“汝欲发心向道，奸巧伪起，堕在有心中。若欲起道心，

巧伪生，有心方便，皆奸伪生。”又问曰：“何谓奸伪？”答曰：“用知解邀名，百巧起。若

断奸伪时，不发菩提心，不用经论智。若能尔者，始欲有人身体气。若有精神，时不贵道，

不求法，不好智，小得闲静。”又曰：“若不求妙解，不与人为师，亦不师于法，自然独步。”

又曰：“汝不起鬼魅心，些我亦可将接你。” 

 

  问曰：“何谓鬼魅心？”答曰：“閇眼入禅定。”问曰：“某甲敛心入禅定，即不动。答曰：

“此是缚定，不是中用。乃至四禅定，四空定，皆是一段，静而复乱，不可贵。此是作法，

还是破坏法，非究竟耶。若能解性无静乱，即得自在。不为静乱所摄，此是有精神人。”又

曰：“若能不取解，不作惑心，即不贵深智者，此是安隐人。若有一法可贵可重者，此法最

能系杀你，堕在有心中，此是不可赖物，世间凡夫人，为名字系者，天下无数。” 

 

  有人问可禅师曰：“若为得作圣人？”答曰：“一切凡圣，皆悉妄想计较作是。”又问：

“既是妄想，若为修道。”答曰：“道似何物，而欲修之。法无高下相，法无去来相。” 

 

  又问曰：“教弟子安心法。”答曰：“将汝心来，我与汝安心法。”又言：“但与弟子安心

法。”答曰：“比如请巧人载衣，巧人会得汝绢帛，始得下刀。本不见绢帛，安能与汝裁割虚

空。汝既不能将心与我，我知为汝安何物心？我实不能安虚空。” 

 

  又言：“与弟子忏悔法。”答曰：“将你罪来，与汝忏悔法。”又言：“罪无形相可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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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何物来？”答曰：“我与汝忏悔法竟。”向舍去。意谓有罪须忏悔。既不见罪，不须忏悔。

又言：“教我断烦恼。”答曰：“烦恼在何处，而欲断之？”又言：“实不知处。”答曰：“若处

比如虚空。知似何物，而欲断虚空？”又问曰：“经云‘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得成佛道’ 也。”

答曰：“此是妄想自心现。” 

 

  又问曰：“十方诸佛，皆断烦恼，得成佛道也。”答曰：“你心浪作计较，无一个底莫。”

又问曰：“佛何以度众生？”答曰：“镜中像度众生时，佛即度众生。” 

 

  又问：“我畏地狱，忏悔修道。”答曰：“我在何处，我复似何物？”又言：“不知处。”

答曰：“我尚自不知处，阿谁堕地狱。既不知如似何物者，此并妄想计有，我心由妄想计有

故，即有地狱。” 

 

  又问曰：“其道皆妄想作者，何者是妄想作？”答曰：“法无大小形相高下。比如汝家内

有大石，在庭前。从汝眠其上坐其上，不惊不惧。忽然发心欲作像，劝巧人画作佛形像。心

作佛解，即畏罪，不敢坐其上。故是本石，由你心作是。心复如似何物。皆是汝意识笔子头

画作是，自恾自怕。石中实无罪无福，汝家心自作是。如人画作夜叉鬼形，又作龙虎形，自

画还自见，之即恐惧，彩色中毕竟无可畏处。皆是你家意识笔子分别作是。何宁有一个物，

悉是你妄想心作是。” 

 

  问曰：“今此身中，有几种佛说法？”答曰：“有四种佛说法。所谓法佛说，自体虚通法。

报佛说，妄想不实法。智慧佛说，离觉法。应化佛说，六波罗蜜法。” 

 

  有人问楞禅曰：“心缘过去未来事，即被系缚。若为可止？”答曰：“若心缘生时，即知

心灭尽相，毕竟更不起。何以故，心无自性故。是以经云‘一切法无性’ 也。故一念心起

时，即不生不灭。何以故，心生时不从东方来，亦不从南西北方来。本无来处，即是本不生。

若知不生，即是不灭。” 

 

  又问曰：“若系心成业，若为可断？”答曰：“无心故不须断妄想。故此心无生处，亦无

灭处，知妄想生无灭法故。经云‘业障罪，不从南西北方四维上下来也，皆因颠倒起，不须

疑。’ 菩萨观察过去诸佛法，十分推求之，悉不可得。” 

 

  有人问显禅师曰：“云何谓药，云何谓病？”答曰：“一切大小乘，是对病语。若能即心

不起病时，何须对病药。对有病故，说空无药。对有我故，说无我药。对生灭故，说无生灭。

对悭贪故说布施，对愚痴故说智慧，乃至对邪见故，说正见，对惑故说解，此皆是对病语。

若无病时，何须此药。” 

 

  有人问暄禅师曰：“何谓是道体？”答曰：“心是道体。此心体无体，是不可思议法，非

有非无。何以故，心无性敌非是有。从缘生故，非是无。心无形相故非有，用而不痴故非无。” 

 

  渊禅师曰：“若知一切法毕竟空，能知所知亦空。能知之智亦空。所知之法亦空。故曰

法智即空，是名空空。故经云‘过去佛说一切法毕竟空，未来佛说一切法亦毕竟空’也。” 

 

  藏禅师曰：“于一切法，无所得者，是名修道人。何以故，眼见一切色者，眼不得一切

色。耳闻一切声者，耳不得一切声。乃至意所缘境界亦如是。故经云‘心无所得，佛即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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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经云‘一切法不可得，亦不可得’ 也。” 

 

  贤禅师曰：“眼见处即是实际，一切法皆是实际，更觅何物。” 

 

  安禅师曰：“直心是道。何以故，直闻直念直用，更不观空，亦不求方便。此名行道人。

经云：‘直见不见，直闻不听，直念不思，直受不行，直说不颂’ 也。” 

 

  怜禅师曰：“法性无体，直用莫疑。经云‘一切法本无心’也。经云‘本无心故，心如。

心如故本无。’经云‘诸法若本先有，今始无者，一切诸佛，则为罪过’也。” 

 

  洪禅师曰：“凡是施为举动皆如。见色闻声亦如，乃至一切法亦如。何以故，无变异故，

眼见物时，眼无异处，即是眼如。耳闻声时，耳无异处。即是耳如。意解法时，意无异处，

即是意如。若解一切法如，即是如来。经云‘众生如，贤圣亦如，一切法亦如’也。” 

 

  觉禅师曰：“若悟心无所属，即得道迹。何以故，眼见一切色，眼不属一切色，眼即是

自性解脱。耳闻一切声，声不属一切声，乃至意经历一切法，意不属一切法，即是自性解脱。

经云‘一切法不相属故’ 也。” 

 

  梵禅师曰：“若知一切法皆是一法，即得解脱。眼是法，色亦是法，法不与法作系缚。

耳是法，声亦是法，法不与法作解脱。意是法，境界亦是法，法不与法作罪，法不与法作福，

自然解脱。经云‘不见法，还与法作系缚，亦不见法，还与法作解脱’也。” 

 

  道志法师曰：“一切法无碍。何以故，一切法无定，即是无碍。” 

 

  圆寂尼曰：“一切法无对，即是自性解脱。何以故，眼见色时无不见，乃至意识知法时

无不知。不知时无知，乃至惑时无解，解时无惑。梦时无觉，觉时无梦。故经云：‘大众见

阿閦佛后，更不见佛。’佛告阿难‘一切法不与眼耳作对’也。何以故，法不见法，法不知

法。又经云‘不因色生识，是名不见色’也。” 

 

  监禅师曰：“明无净秽，暗不在心。心不知法，谓法缚我。然诸法体无缚无解。若众生

自识时，情动亦涅盘，情不动亦涅盘。不解时，动亦非涅盘，不动亦非涅盘。未识时，于己

自心妄想计动静。解时己自尚不有，谁能计动静。不解时，说诸法不可解。解时无法可解。

不解时解惑，解时无惑可惑，无解可惑。无解惑者，故名大解。” 

 

  因禅师曰：“诸家说者，六识是妄想，名为作废事。”三藏法师说：“妄想起时无起处，

即是佛法。从四心取舍，乃至真如平等，入菩萨心中，皆同一法性，然惑人说六识造烦恼。” 

 

  三藏法师问曰：“汝六识依何等而起？”惑者答曰：“从虚空起。”三藏法师云：“虚空无

法，云何造烦恼？”惑者答言：“诸法虽虚空，缘合即有。识者成圣，而迷惑者是愚，愚故

受苦，那得论无空却诸法。”三藏法师言：“汝用功夫，未至佛地，谓六识是烦恼。若用功夫，

至佛地时，六识是得道处。经云：‘不入烦恼大海，不得无价宝珠。’ 又云：‘众生之类，是

菩萨土’也。验此六识，即究竟果处。而惑者终日作迷作解，不知即迷非迷。就道理而言，

无解无迷，何所患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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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禅师曰：“识自识心理，无深无浅，动静合道，不见得失之地。而惑者迷空迷有，强

生垢见，将心除心，谓有烦恼可断。如此者即永溺苦海，常受生死。” 

 

  可禅师曰：“凡夫不解故，谓古异今，谓今异苦，复谓离四大更有法身。解时即今五阴

是圆净涅盘，此身心具足万行，正称大宗。若如斯解者，见烦恼海中明净宝珠，能照一切，

众冥朗矣。” 

 

  亮禅师曰：“明诸法道理，实无同异，就隐显而言，有卷舒二意。卷义者，不见心起，

不观解行，性情施为，性住佛法。舒义者，心舒属他。为名利所使，因果所摄，是非自缠，

不得自在，名为舒义。” 

 

  昙禅师曰：“所谓诸法者五阴，是五阴之性，本来清净。故佛说，世间即是出世间，众

生迷出世间，故自谓住世间。解时世间出世间，唯有空名，实无世间出世间可得。如此解者，

此人识五阴之义。” 

 

  慧尧法师曰：“明了心识，性自体真。如心所缘念处，无非佛法。佛佛乘涅盘，心虑万

境，胡语名佛陀，汉语名觉者，觉者是心，非不觉心。心之与觉，如眼目异名。众生不解，

谓心非是佛，将心逐佛。若解时，心即是佛。故我说，众生自性清净心。从本已来，原无烦

恼。若心非是佛者，异心之外，更不知，将何物名之为佛。” 

 

  智禅师曰：“凡圣二因果，无始法尔。凡为圣因，圣为凡果。果报相感，不过善恶，善

出圣智，恶生愚惑。经论成文，非下情能说。经云‘虽无我人，善恶不亡’ 者，行五戒者，

定得人身，行十善者，定得生天。持二百五十戒者，观空修道，定得阿罗汉报。广作诸非，

造过极恶，贪嗔放逸，唯得三涂，此毕定然。法之数理无差违，如声响顺形直影端。” 

 

  志禅师曰：“见一切法皆是佛法，名为法眼净。施为举动，皆是菩提。随心直至佛道，

莫惊莫畏，处处皆正。有心简择即邪。若能安心处，邪卓一住不动，亦即是道。” 

 

  汶禅师曰：“此世谛有故不空，空谛无故不有。二谛二故不二，圣照空无二。” 

 

  净禅师曰：“惑人无罪，解人罪处即无罪。” 

 

  缘法师曰：“一切经论皆是起心法。若起道心，心即巧伪生，何况馀事。若心不起，何

用坐禅。巧伪不生，何劳正念。若不发菩提心，不求慧解，事理俱尽。” 

 

  朗禅师曰：“心若起时，即依法看使灭，依色看不见。色惑起，见色作色解。心是色作

法，依法看实无物可见。乃至云一切法都是妄想计较，作是无有实处。所有见处，皆自心现

妄想。道似何物，而欲修之，烦恼似何物，而欲断之。” 

 

  暄禅师曰：“心是道体，身是道器。善知识者，是道缘。”问曰：“何谓为魔。”答曰：“今

略说之，魔者，邪也。生心取外，是即为邪。生心取内，是即为邪。生心取中间，是即为邪。

若心不生，是即不动。若心不动，是即为正也。平等真法界，无行无能到，若能简观心，亦

行亦能到。观心治一切病者，不滞想息，直观于心内。推求心，心不可得。病来逼谁，谁受

病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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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实从初题目至卷末，序、正、流通不可分也。 

 

  （以上流通分释，共有二十八位法师、禅师，解说自己对禅的个人体悟。） 

 

  

 

  

 

菩提达摩四行论 

龙门佛眼禅师坐禅偈 

  

 

心光虚眘，体绝偏圆。 

金波匝匝，动寂常禅。 

念起念灭，不用止绝。 

任运滔滔，何曾起灭。 

起灭寂灭，现大迦叶。 

坐卧经行，未曾间歇。 

禅何不坐，坐何不禅。 

了得如是，始号坐禅。 

坐者何人，禅是何物。 

而欲坐之，用佛觅佛。 

佛不用觅，觅之转失。 

坐不我观，禅非外术。 

初心闹乱，未免回换。 

所以多方，教渠静观。 

端坐收神，初则纷纭。 

久久括淡，虚闲六门。 

六门稍歇，于中分别。 

分别才生，似成起灭。 

起灭转变，从自心现。 

还用自心，返观一遍， 

一返不再。圆光顶戴， 

云焰腾辉，心心无碍。 

横该竖入，生死永息。 

一粒还丹，点金成汁。 

身心客尘，透漏无门。 

迷悟且说，逆顺休论。 

细思昔日，今坐寻觅。 

虽然不别，也大狼藉。 

刹那凡圣，无人能信。 

匝地忙忙，大须谨慎。 

如其不知，端坐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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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筑著，伏惟伏惟。 

 

  天顺八年甲申岁朝鲜国刊经都监奉教于全罗道南原府重修 宣务郎前典牲署令臣韩叔伦

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