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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結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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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編輯用箋─

大地清澈

微微細雨如甘露一般遍灑大地，雨後的天空如此清澈，隨意漫步的走著，不覺間整個人神

清氣爽了起來，宛如清澈的水晶一般融入這雨後淨潔如許的大地，呼吸間彷彿內外渾然失

去了界限，只有那清新喜悅的分子，流動於身心，徜徉於大地，在心靈清澈之際，接著，

細緻的引介一下四月號禪刊內蘊，允為美事。

在禪文學的大單元中，戲劇小說〝彌勒菩薩〞是華嚴經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中教導其菩提心

的重要，可以說菩提心是圓滿成就的第一步，進而傳授〝入三世一切境界不忘念智莊嚴

藏〞解脫門，普生一切法界而且示現與眾生一樣的～相貌、音聲、語言、名號、樂欲、威

儀等等教化調伏眾生！另外也對照了八十華嚴與四十華嚴中善財參訪彌勒菩薩的全部經

文，別有一番讀經之樂。另一篇戲劇小說〝佛陀的開示〞則揭示了華嚴思想的奧秘與實踐

方法：一個修行人發了菩提心就總攝了一切的修行，一切的修行才產生了意義，這意義就

是──利益無量無邊的眾生！而整個華嚴思想的重心就在於～愛盡天下一切蒼生！也就是

說為了愛眾生，所以發無上正等正覺的成佛大願；所以要行深廣似海的普賢行願！

從華嚴經入法界品中可以知道善知識是修行得以成就的根本，本期特別收錄〝珍惜善知

識〞及〝遵從善知識的教導〞兩篇觀想實修，每人讀之各有其不同的感悟與心得。

禪學術論壇要探討的則是〝禪與西方心理大師〞。

讓我們在直面真心的沉思中，邁向自在禪心

精心構建的美麗心世界，充滿了邀約的誠美馨懷。

                                                 ～Zen禪月刊總編輯．郭韻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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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留白的空間裡  讓身心都放鬆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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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吹動了月河樹影

心飄零了空靈之鏡

境的感召 倒映了心的狀態

醒夢人生 夢醒時分

法身覺醒的剎那 感動那空華夢影的真實虛無

光與影 空與有

那風動樹影的 空花水月

映照著

似曾相似的時空夢景

風過水痕時空覺知

生滅著

生生世世的識田種子

波光嶙峋的漣漪 流轉著每個念頭

回歸平靜的湖光月景

一切回到本質  

一切歸寂  空有平等的當下

詩‧美編／夢華遊忠

空華夢景
創作禪詩 ──



翔飛的心回到安靜的角落，一種近乎透明的心識質感，流彩著飛揚的思緒，轉動多維度空

間視角，遙望峰迴大地的澄澈晴空，沉浸靈光乍現能量，映透流紗飛逝的光影驟變，此時

此刻，就在當下，我們透析生命的質感，靜心感受這動態式的一切、超越時空的如實之

相，用空的智慧觀照，並透徹山河萬物，了別三界實相，回到自心之境。

風吹散了盛滿著美麗的花架，飛旋散落之間，解構了那似曾相識的永恆，半遮臉龐的倦容

尋找著心的歸處，試圖拼湊那熟悉的從前，微笑堅強面對著拉鋸生命心識的善惡種子，如

流水般輕輕流過。文華智慧如是說：妄念止息、輪迴止息，故此，心準備好了、面對一切

外境就更容易過關，更不容意起執著，讓心安住好，不被外境、妄念所轉，讓善美的能量

描繪著悲智的〝心識〞輪廓，盛放極致璀璨的生命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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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放生命之歌

禪風散文─

   撰文／夢迴曉忠    美編／相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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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財童子揹著行囊，來到了華麗莊嚴的毘盧遮那莊嚴藏大樓閣前。

他被眼前的壯麗樓閣所震懾，不禁讚歎道：

這彌勒菩薩的住處──

毘盧遮那莊嚴藏大樓閣

實在是太莊嚴殊勝了！

啊！

這裡是～

大慈大悲者所住處

入甚深般若波羅蜜者所住處

雖無生死示現生死者所住處

成就總持三昧門者所住處

編劇／郭韻玲    美學編輯／鄭秉忠

彌勒菩薩
戲劇小說 ──

── 出自  華嚴經．入法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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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神通方便智者所住處

善財童子接著以偈頌來讚歎彌勒菩薩～

利益世間慈氏尊

灌頂地中佛長子

已入大乘解脫門

智慧廣大如虛空

如風行空無所行

如鳥飛空得自在

普知三世一切法

發大仁慈度群生

善財童子說道：

接著我要讚歎如眾星拱月的彌勒菩薩之眷屬菩薩及圍繞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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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子住於此

普順眾生心

猶如日月輪

遍除生死暗

佛子住於此

飲諸佛法海

深入智慧海

具足功德海

接著，我要以偈頌，虔誠的求見彌勒菩薩～

無量千萬劫

所修願智行

廣大不可量

稱揚莫能盡

諸佛之長子

聖德慈氏尊

我今恭敬禮

願垂顧念我

當善財童子說罷，只見彌勒菩薩從樓閣外別處而來；無量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

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釋、梵、護世，及本生處內外親戚無量眷屬、婆羅門

眾，及餘無數百千眾生，前後圍遶而共來向大樓閣所。

善財童子看到彌勒菩薩一行人，開心的不得了，立即趨前向彌勒菩薩合十說道：

彌勒菩薩

我是善財童子

能夠見到您

我善財實在是太開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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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勒菩薩見了善財也滿心歡喜，一看即投緣，所以向著大眾滿意的指著善財說道：

你們看哪！

這位重法愛法的好孩子

已經花了無數載的歲月

獨自一個人

跋涉了千山萬水

從人間到天上

遍尋善知識

獲得了無數法門

証得了可觀的成就

歷經了難描難繪的無數苦辛

終於來到了我彌勒門前

真是值得稱許啊！

接著，彌勒菩薩便歡喜的以偈頌來讚許善財～

汝等觀善財

智慧心清淨

為求菩提行

而來至我所

父母與親屬

豪宅及財產

一切皆捨離

謙求善知識

善財正覺月

白法悉圓滿

慈定清涼光

等照眾生心

無量諸菩薩

無量劫行道

未能成此行

今汝皆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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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樂堅進力

善財成此行

若有敬慕心

亦當如是學

汝是真法器

如水生蓮華

不久當普入

一切諸佛會

善財童子聽完這樣的稱許，不禁熱淚盈眶的說道：

我──

善財童子

能夠得到彌勒菩薩如此的稱許

不禁喜極而泣

　　歡喜踊躍

感恩無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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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善財合掌恭敬的繞彌勒菩薩數匝，以示謝忱與感念。

然後，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忽然善財童子的手中出現了花朵、瓔珞與妙寶；善財童子見狀

驚呼道：

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

我剛剛正在感念彌勒菩薩

並念及文殊菩薩的恩德

這些花朵、瓔珞與妙寶

就出現在我的手中了！

大眾見了，也莫不嘖嘖稱歎，對於善財的福德又多了一分肯定。

接著，善財童子說道：

謹以此誠心供養彌勒菩薩

善財童子接著把手中的花朵、瓔珞、妙寶，都供養給了彌勒菩薩。

彌勒菩薩也微笑的欣然接受了善財的供養。

接著彌勒菩薩就打了一個美妙的手印為他加持並說道：

善哉善哉真佛子

普策諸根無懈倦

不久當具諸功德

猶如文殊及與我

善財童子也以偈頌讚歎彌勒菩薩道：

一切如來所授記

一生當得無上菩提

圓滿一切波羅蜜

成就一切三昧法

通達一切菩薩行

持一切諸佛祕密藏

善財童子接著問道：



感恩大聖！

我已發過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而我未知菩薩如何學菩薩行？

如何修行菩薩道？

我聞大聖善能誘誨

唯願慈哀

為我宣說吧！

彌勒菩薩點頭微笑答道：

好的

我會好好循循善誘你

首先

我先為你說明～

發菩提心的重要與殊勝！

菩提心如種子

能生一切佛法

菩提心如良田

能長眾生白淨法

菩提心如白栴檀

除眾慾熱使清涼

菩提心如淨瑠璃

自性明潔無諸垢

菩提心如阿伽陀藥

能令無病永安穩

菩提心如甘露

能令安住不死界

菩提心如伏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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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功德財無匱乏

菩提心如功德瓶

滿足一切眾生心

關於菩提心

我再說一個譬喻給你聽好了～

譬如說

有一種曠世寶貝

叫作普集眾寶

它有什麼作用呢？

就是我們都知道

這世界一定會有成、住、壞、空

也一定有災劫來襲

例如當劫火焚燒一切世間時

這叫普集眾寶的大寶貝

便能讓人們躲過災火

那麼

菩提心也是一樣

能夠讓菩薩

不受三界苦宅的生死大火所焚燒

安然成就

永斷輪迴！

善男子！

菩提心

成就如是不可說不可說無量無邊殊勝功德！

如果有人發無上菩提心

就會獲得這樣的殊勝不思議功德！

為什麼呢？

因為菩提心能夠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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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菩薩行

並且

三世如來都是從菩提心而出生啊！

所以～

善男子！

一旦發了菩提心

就會立即廣獲大善利！

更加上以菩提心行菩薩行

更將獲得無盡大功德啊！

善財童子說道：

對於菩提心的廣大殊勝功德

我已經完全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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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了！

現在

謹請大聖開樓閣門

令我進入吧！

彌勒菩薩接著說道：

當你完全明白了

發菩提心的珍貴與殊勝！

你就可以登堂入室──

正式進入我的

毘盧遮那莊嚴藏大樓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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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勒菩薩說罷，便走向大樓閣的門前，以右手彈指出聲，奇妙的是～大樓閣的大門便應聲而

開；彌勒菩薩接著作勢請善財進入。

善財童子見大門打開，欣喜異常；便開心的、腳步輕盈的隨著彌勒菩薩一行人進入了毘盧遮那

莊嚴藏大樓閣。

善財童子進入了大樓閣之後，親眼目睹了大菩薩功德福報所感召的廣博嚴麗、不可思議、難描

難繪的各種盛景之後，不禁邊走邊看邊發出了由衷的大讚歎道：

這彌勒菩薩的～

毘盧遮那莊嚴藏大樓閣

實在是太不可思議、廣博嚴麗、難描難繪！

已經超越語言能夠描述的無比絢麗壯美啊！

而這都是彌勒菩薩的証量感召啊！

彌勒菩薩點頭微笑道：

是的

當菩薩行全都圓滿

成就無量功德之後

便能變現出無量莊嚴盛景！

因為

一切都是～

心的感召啊！

心富足則一切富足！

善財童子說道：

實在是太令人讚歎了！

接著想請問彌勒菩薩所証得的解脫門

應該如何稱名呢？

彌勒菩薩答道：

我所証得的解脫門

名為～

入三世一切境界　不忘念智莊嚴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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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解脫門中

尚有不可說不可說數量的解脫門

善財童子問道：

這一切的莊嚴

何處去呢？

彌勒菩薩答道：

於來處去

善財童子問道：

從何處來呢？

彌勒菩薩答道：

從菩薩智慧威力中來

但事實上

也並無來處

可以說

不依一切

遠離一切

善男子！

就好比龍王降雨

種種雲雨

不從身出

不從心出

但以龍王心念力

霈然共雨

灑遍天下

這就是龍王的不思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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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

善男子！

這毘盧遮那莊嚴藏大樓閣

一切的莊嚴

也是一樣

不住於內

不住於外

但由於彌勒菩薩我的神通力

以及你的善根功德

才能讓你親眼看見這些莊嚴盛景

善財童子點頭繼續問道：

真是太感恩了！

請問大聖從何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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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勒菩薩答道：

無來無去

如是而來

善財童子說道：

是的

受教了

也可以說

無行無住

如是而來

彌勒菩薩答道：

是的

很好

而所謂說空說有

事實上

以空的角度而言

沒有去來可言

但以有的角度而言

則菩薩從大悲處來

從大慈處來

從大願處來！

善財童子問道：

請問彌勒菩薩生於何處？

彌勒菩薩答道：

菩提心是菩薩生處，生慈悲家

十地是菩薩生處，生波羅蜜家

如理觀察是菩薩生處，生般若波羅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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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是菩薩生處，生方便善巧家

智慧方便是菩薩生處，生無生法忍家

還有

可以說～

菩薩以般若為母

以方便善巧為父

以一切菩提分為伴侶

一切善法為眷屬

一切菩薩為兄弟

菩提心為家

並且　治家有方

以大願為家教

以如理修行為家法

十地為家舍

而且

一個菩薩

即應如是～

超凡夫地

入菩薩位

生如來家

住佛種性

能修善行

不斷三寶

無諸過惡

那麼

一切世間天人

甚至包括魔羅在內

都會恭敬讚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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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財童子讚歎道：

這樣的教導

實在是鉅細靡遺又鞭辟入裡啊！

善財受用良多！

彌勒菩薩微笑點頭繼續說道：

很好

當菩薩到達如此尊勝的地位以後

就會自然而然作到～

因為以大慈悲為體，所以攝受眾生絲毫不覺勞苦 

因為了達生死如夢，所以為眾生輪迴經一切劫了無怖畏 

因為深知一切法如水中月，所以入六道度眾不會生起任何染著

因為明白法身自性清淨，所以不被一切煩惱耍弄欺誑

因為得大自在証量，所以往來三界、自由自在、通達無礙！

善男子啊！

我身普生一切法界

而且示現與眾生一樣的～

相貌、音聲、語言、名號、樂欲、威儀等等

而如此隨順世間

皆是為了教化調伏眾生啊！

例如我今生誕生於～

此閻浮提界的

摩羅提國的拘吒聚落的婆羅門家

就是為了教化我的～

父母、親屬、與一切婆羅門貴族

令他們遠離種姓的驕慢

而進入如來所揭示〝眾生平等〞的慈悲境界！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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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彌勒菩薩之所以住在～

如此華麗的毘盧遮那莊嚴藏大樓閣中

就是為了隨順眾生喜歡看到美麗漂亮的天性

而示現度化他們的！

另外

我為了成熟兜率天中的同行天眾們

也是一樣的

示現了超過一切欲界人們所能想像的

菩薩福智變化莊嚴的種種神變

就是為了幫助兜率天人

捨離一切欲樂

知曉一切有為皆屬無常

明白當天福享盡必定由盛而衰

進而教導他們大智法門！

並且

我還用盡一切善巧

度化人間一切有緣眾生

如蓮花盛開般開悟証果

於此命終後

往生兜率天宮！

善財童子由衷的向彌勒菩薩讚歎道：

原來

一個菩薩不論是示現苦行

或者顯現樂修

都是為了度化眾生啊！

實在是太令人動容與尊崇了！

彌勒菩薩！！

善財童子說罷，拾起了行囊，向慈悲的彌勒菩薩合十告辭，並向所有人揮手道別，離開了美麗

的彌勒住所，踏上了下一站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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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法身毘盧遮那佛莊嚴的端坐在蓮花藏師子座上，威儀的對眾佛子開示道：

各位佛子！

如來有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

其中有一種隨形好

稱名為～圓滿

編劇／郭韻玲    美學編輯／華娟

佛陀的開示
戲劇小說 ──

── 出自  華嚴經．入法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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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放出大光明

稱名為～熾盛

這大光明

有七百萬阿僧祇光明而為眷屬

各位佛子！

我為菩薩時

於兜率天宮放大光明

稱名為～光幢王

可以光照十佛剎微塵數世界

而這些世界中的地獄眾生

只要被此光所照耀

眾苦則立即停止

並能得到十種清淨的眼、耳、鼻、舌、身、意

且都生出歡喜、踊躍稱慶！ 

並且最終都能夠往生兜率天

而兜率天中有鼓

稱名為～甚可愛樂

當這些地獄眾生得生兜率天時

天鼓就會發出音聲告訴他們──

天子們！

你們過去世

曾經心不放逸

並於如來所種善根

親近眾善知識

今由於毘盧遮那佛的大威神力

才能直接由罪苦地獄

命終後來生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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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稱歎道：

毘盧遮那如來的大威神力

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

覺林菩薩接著說道：

我　覺林菩薩

承佛神力

與大眾分享

我的體悟偈語～

心如工畫師

能畫諸世間

五蘊悉從生

無法而不造

若人欲了知

三世一切佛

應觀法界性

一切唯心造

佛陀點頭稱許道：

是的！

一切唯心造！

三界唯心

萬法唯識

一切都是心意識的變現

一切都是心王的遊戲

一切都是幻相

一切都是空花夢影

心是唯一的真實

心是一切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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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一切　唯心造！

所以～

修行就是修這顆心

別無他物！

賢首菩薩接著說道：

我　賢首菩薩

承佛威力

也有體悟偈語～

信為道元功德母

長養一切諸善法

斷除疑網出愛流

開示涅槃無上道



76

佛陀點頭說道：

是的

信心清淨

即生實相

不要小看這看到實相

任何事都有實相與幻相的兩面

如果看到實相

後面的發展就都是正確的

而如果看到了幻相

後續的發展也就完全失去了準頭

甚至由於倒行逆施

人生之路

便走向了不幸與困頓

所以

由清淨的信心所看到的實相

是長養一切善法的地基

是一切功德的源頭

而且由於篤定安然的信心狀態

就不會墮入疑惑叢生的大幻化網

直趨無上道、究竟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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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佛子！

明白了嗎？

想得到修行省力處嗎？

就對真理產生無上的清信吧！

大眾恭敬回應道：

我們依教奉行

感恩佛陀！

賢首菩薩繼續說道：

一切五欲悉無常

如水聚沫性虛偽

諸有如夢如陽焰

亦如浮雲水中月

佛陀說道：

是的

一切的欲望

都足以讓人沈淪、失去自主



但這色、聲、香、味、觸的五欲

表面看起來

像繁華美麗的花朵、引人入勝

然而卻是一枝華麗的箭

再美麗的花紋

也無法掩蓋它會刺傷人的殘酷事實

而這些短暫的欲望快樂

本質都是虛妄不實的

就好比水面的泡沫浮漚一樣

很快就要消逝飛散

只剩下曲終人散、人去樓空的失落與空虛

而事實上

這人世間的一切

也就是三界中的一切有

都如夢、如陽焰

也像浮雲與水中月

虛幻不實、難以長久

所以啊！

一切的世人

遠離五欲之樂吧！

大眾回應道：

我們與世人皆應警醒

五欲不實如空花

感恩佛陀！

78



賢首菩薩繼續說道：

若知煩惱無所起

永不沒溺於生死

則獲功德法性身

以法威力現世間

世尊點頭說道：

是的

其實一切煩惱的背後

也都是虛幻不實

毫無實體可言

可是人們卻被這

看似逼真的各式各樣的煩惱

耍得團團轉

試想看看

一年前的煩惱

現在想想

有許許多多的煩惱

還真是不值得如此憂慼在意啊！

可是一年過去了

許多年過去了

又長進了多少呢？

還是一樣在煩惱的泥淖裡難以自拔

所以

深刻的想一想吧！

這樣的重複痛苦

究竟要重複到

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

才要停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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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立即停止煩惱吧！

煩惱一點用處也沒有

不但於事無補

還會加重身心的負擔

而一旦遠離沈重如大包袱的煩惱之後

才能輕鬆的走上修行之路

最終澈見諸法實相、永斷生死輪迴

而且不但自度能夠圓滿

──獲得圓滿的功德法性身

還能夠以法的威能服務廣大的眾生

大慈大悲的普現於世間啊！

大眾回應道：

是啊！

是啊！

賢首菩薩繼續說道：

甘露妙定如天鼓

恒出降魔寂靜音

大悲哀愍救一切

普使眾生滅煩惱

佛點頭說道：

是的

如甘露般的美妙禪定

就像自鳴的天鼓

恆常發出降伏魔軍的寂靜之音

而且慈悲哀愍的救度一切苦難的眾生

引導眾生滅除一切的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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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的禪定境界

妙不可言！

有所謂的十種大定，也就是十種大三昧

即是～

一、普光

二、妙光

三、次第遍住諸佛國土

四、清淨深心行

五、知過去莊嚴藏

六、智光明藏

七、了知一切世界佛莊嚴

八、眾生差別身

九、法界自在

十、無礙輪

如果菩薩對此十大三昧

愛樂尊重、修習不懈

便能証入！

而得証此十大三昧者

等於就已經成就佛果！

眾生還可以尊稱他為～

得十力人

導師

大導師

一切智

一切見

住無礙

達諸境

一切法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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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到這樣的証量以後

便可以～

普入一切世界

而於世界無所著

普入一切眾生界

而於眾生無所取

親近三世一切佛

明見一切佛法

大眾稱歎道：

菩薩的禪定境界

真是廣大殊勝又不可思議啊！

金剛藏菩薩說道：

我　金剛藏菩薩

承佛威力

要向各位講說所謂的──十地

十地的全名就是十種菩薩智地

即是～

一、歡喜地

二、離垢地

三、發光地

四、焰慧地

五、難勝地

六、現前地

七、遠行地

八、不動地

九、善慧地

十、法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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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到這樣的証量以後

便可以～

普入一切世界

而於世界無所著

普入一切眾生界

而於眾生無所取

親近三世一切佛

明見一切佛法

大眾稱歎道：

菩薩的禪定境界

真是廣大殊勝又不可思議啊！

金剛藏菩薩說道：

我　金剛藏菩薩

承佛威力

要向各位講說所謂的──十地

十地的全名就是十種菩薩智地

即是～

一、歡喜地

二、離垢地

三、發光地

四、焰慧地

五、難勝地

六、現前地

七、遠行地

八、不動地

九、善慧地

十、法雲地

佛陀開示道：

是的

此是菩薩摩訶薩向菩提最上道

亦是清淨法光明門

金剛藏菩薩合十向佛說道：

菩薩的一切証量

都來自於佛世尊的加被

在此感恩佛陀的廣大威神力！

現在即承佛威德向大眾宣說十地的殊勝內容

佛陀慈悲的微笑點頭，接著全身放出大光明，加被與會一切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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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藏菩薩笑容滿面的開始說道：

十地的第一地～歡喜地

是菩薩修捨行

於內身外財無所吝惜

由因感果

而登初地

心生歡喜

斷異生性障

証徧行真如

是以布施波羅蜜為行持

十地的第二地～離垢地

是菩薩依十善業

遠離欲垢

捨念清淨

斷邪行障

証最勝真如

是以持戒波羅蜜為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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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地的第三地～發光地

是菩薩加功用行

發起深廣之心

如法修行

智慧光發

斷闇鈍障

証勝流真如

是以忍辱波羅蜜為行持

十地的第四地～燄慧地

是菩薩具修三十七品道法

發起慧焰

斷微細煩惱現行障

証無攝受真如

是以精進波羅蜜為行持

十地的第五地～難勝地

是菩薩修習平等加行

悟真俗二諦無差別智

無有能勝

斷下乘涅槃障

証類無差別真如

是以禪定波羅蜜為行持

十地的第六地～現前地

是菩薩加修平等利生之行

智慧現前

斷粗相現行障

証無染淨真如

是以般若波羅蜜為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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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地的第七地～遠行地

是菩薩加修一切菩提分法

悟空、無相、無願三昧

斷細現行障

証法無別真如

是以方便波羅蜜為行持

十地的第八地～不動地

是菩薩加修清淨道行

離心意識

得無生法忍

一切煩惱所不能動

斷無相中作加行障

証不增減真如

是以願行波羅蜜為行持

十地的第九地～善慧地

是菩薩以無量智觀察

皆如實知

得無礙智慧

遍說諸法

普令獲益

斷利他門中不欲行障

証自在真如

是以力行波羅蜜為行持

十地的第十地～法雲地

是菩薩以無量智慧

觀察覺了

三昧現前

得大法以法身為雲

普周一切眾生

具足自在

斷於諸法中未得自在障

証業自在真如

是以智行波羅蜜為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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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點頭說道：

很好！

十地是菩薩行的十個重要階位

必須通過十度而証得

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

　方便、願、力、智的十波羅蜜

大眾稱歎道：

這菩薩十地

實在是太重要也太殊勝了！

文殊菩薩說道：

自皈依佛，當願眾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當願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當願眾生，統理大眾，一切無礙。

佛陀說道：

是的

淨行品的真義就是

一切時地

心心念念

心繫眾生

這就是～

愛盡天下蒼生的最佳體現啊！

普賢菩薩說道：

華藏世界海

一切不思議

種種宇宙貌

變現無窮盡

眾生隨業現

一切心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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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說道：

是的

這宇宙的森羅萬象

真正的奧秘

就在於──

這顆心啊！

大眾說道：

是啊！是啊！

佛微笑點頭，然後繼續開示：

一個修行人

發了菩提心

就總攝了一切的修行

一切的修行才產生了意義

這意義就是──

利益無量無邊的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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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整個華嚴思想的重心

就在於～愛盡天下一切蒼生！

也就是說為了愛眾生

所以發無上正等正覺的成佛大願

也就是說為了愛盡廣大無邊的眾生並且利益他們

所以要行深廣似海的普賢行願

而普賢行願的終極菩薩行

就是用盡一切任何可能的方法

來利益廣大無量無邊、無窮無盡的眾生

也就是

一切都可以用來修道

一切都可以用來成就

一切都可以用來服務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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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真正的源頭就在於──

為了愛盡天下蒼生

而發下的歷千百劫不滅的──菩提大願！

所以

所有的佛子如果想要自他成就

都要發下大願

視每一個人為最疼愛的獨生子

──愛盡天下蒼生！

當佛陀開示至此，所有人都淚如雨下，一位菩薩動容的說道：

眾生如父亦如母

眾生如子亦如女

我為眾生而修行

願與眾生共成就！

敬愛的世尊

我們皆感動到難以自已

因為現今所有與會的人

在這一刻都完全的、澈底的、深刻的明白了

愛每一個眾生如自己獨生子羅睺羅一般的偉大如來

已經揭示了究竟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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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能夠依教奉行

必定能夠無量無邊、無窮無盡的利益自己

也將無量無邊、無窮無盡的利益一切一切的眾生

幫助自他永遠的出離這無量劇苦的生死大海

永行正道

法喜無量

自由解脫

永斷輪迴

接著，每一個人都感動得起立，揚聲讚歎，獻上最誠摰的感恩與禮讚：

天不生佛陀

萬古如長夜

天不生佛陀

萬古如長夜

我們無邊無盡的感恩啊！

我們無有終止的禮讚啊！

感恩佛陀!!!

大眾都淚流滿面，然後紛紛赤誠的跪下向如來不斷的磕頭頂禮，不斷的頂禮……

91



92



▉ 禪悅畫～

 心靈彩繪

▉ 禪茶道～

 清香之美

禪生活
Z e n  L i f e  S t y l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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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有禪

禪中有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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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塗鴉─

禪悅畫～

畫出心中的喜悅與光明！
本期禪悅畫家／鄭博文    美學編輯／彭聖晏    

心靈悸動  夢光尋禮



虹彩味覺  五感繽紛

晶綻琉璃  光彩奔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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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花雲影  流花紛至

空行花想  綻放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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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風電馳   心悅花緣

多重視現  寧心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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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茶道─

清香之美

98

輯詞‧美學編輯／華美娟

茶實嘉木英，其香乃天育；

芳不愧杜蘅，清堪掩椒菊。

—秦觀



99

桑苧家傳舊有經，彈琴喜傍武夷君；

輕濤松下烹溪月，含露梅邊煮嶺雲。

—陸廷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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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瑟香塵瑟瑟泉，驚風驟雨起爐煙。

一甌解卻山中醉，便覺身輕欲上天。 

—崔道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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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闌斜點筆，桐葉坐題詩。

翡翠鳴衣桁，晴蜓立釣絲。 

自逢今日興，來往亦無期。

—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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茗生此中石

玉泉流不歇

—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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觥船一棹百分空，

十歲青春不負公。

今日鬢絲禪榻畔，

茶煙輕揚落花風。

—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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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師法語小輯─

   禪語悟心

█ 禪宗傳承祖師傳略─

   十祖脅尊者

   

禪知見
Z e n  I n s i g h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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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能造業，心能轉業；業由心造，業隨心轉。心不能轉業，即為業縛；業不隨心轉，

即能縛心。心何以能轉業？心與道合，心與佛合，即能轉業。業何以能縛心？心依常

分，任運作受，即為業縛。一切現前境界，一切當來果報，皆唯業所感，唯心所現。

  —徹悟禪師

對一切境法，心無諍亂，不攝不散，透一切聲色，無有滯閡，名為道人。善惡是非，

俱不運用，亦不愛一法，亦不捨一法，名為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惡，空有垢淨，有為

無為，世出世間，福德智慧之所拘繫，名為佛慧。

  —百丈懷海禪師

爾諸方來者皆是有心求佛、求法、求解脫、求出離三界。爾要出三界，什麼處去？佛

祖是賞繫底名句。爾欲識三界麼？不離爾今聽法底心地。爾一念心貪是欲界、爾一念

心瞋是色界、爾一念心癡是無色界，是爾屋裏家具子。三界不自道：『我是三界。』

還是，道流！目前靈靈地照燭萬般酌度世界底人與三界安名。

  —臨濟慧照禪師

一切眾生　　有若赤子　　有若自身　　常欲利安

云何能安　　無過去有　　無現在有　　無未來有

三世清淨　　饒益一切　　共同解脫　　又觀一乘

入一切乘　　觀一切乘　　還入一乘　　又觀修行

無量道品　　普濟羣生　　而不取我　　不縛不脫

盡於未來　　乃名精進

  —傅大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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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語悟心

祖師法語小輯─



諸眾生心，含褁三界，現三界心，總一真定，到此非得非失，無幻無真，唯一靈明，

寂然三昧，一切眾生，既知人人分上具此無心三昧，到這裏于二六時中，默默照看，

看來看去，看到看無看處，自然有箇到家的時節。

  —古庭禪師

廣大神通，自心全具，淨土天宮，消遙任意。不用求真，心本是佛，熟處若生，生處

自熟。二六時中，頭頭盡妙，觸處不迷，是名心要。

  —憨山德清禪師

古云：不斷煩惱而證菩提。煩惱即是菩提，菩提即是煩惱，離菩提即無煩惱，離煩惱

即無菩提，菩提煩惱出乎心，更無別法。明只明自本心，見即見自本性；見又離見，

離見之見即見本心。本心非心，非心之心，即見真心，此名為正悟，此名為精進，亦

名為解脫。

  —萬峰和尚

上堂云：我為法王，於法自在，霽寒破夜，霜月行空，安穩眾生，故現於世，露沾衣

袖，秋苦吟心，畢竟如何？履踐去。良久云：多歲定眼夢未醒，一朝風月作清明。

  —如淨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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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尊者（梵語：Parsva），音譯波栗濕

縛、波奢，意譯為脅，又稱脅長老，印

度佛教著名出家僧侶，屬說一切有部，

為馬鳴之師，也是禪宗西天祖師的第十

祖。

脅尊者，中印度人也，本名難生。初將

誕生時，他的父親夢到有一頭白象，白

象背上安有寶座，座上安置一顆明珠，

從門而入，光照大眾，醒來之後就誕

十祖脅尊者

資訊出處／景德傳燈錄等   編撰／炳瑞光輝   美學編輯／慈訓瓔珞

禪宗傳承祖師傳略─

西天祖師～

生了。他的父親也曾經遇到一位仙人，

而仙人說這個孩子的來歷非凡，當為法

器。後來值遇九祖伏馱蜜多尊者，執侍

左右，未嘗睡眠，謂其脅不至席，遂號

脅尊者。

關於脅尊者在《大唐西域記》卷二也有

記載：「波栗濕縛，唐言脅，尊者剛開

始為梵師，年已八十，捨家染衣。城中

有少年便譏笑說：「愚夫朽老，一何淺

智！夫出家者，有二業焉，一則習定，

二乃誦經。而今衰耄，無所進取，濫跡

清流，徒知飽食。」時脅尊者聞諸譏

議，因謝時人而自誓曰：「我若不通三

藏理，不斷三界欲，得六神通，具八解

脫，終不以脅而至於席。」

脅尊者後來到各地弘化，來到了華氏

國，在一株樹下休息時，以右手指地而

向大眾說：「當此地變成金色時，當有

聖人入會。」話說完畢後，大地即變成

金色；此時有一長者子名為富那夜奢，

雙手合掌前立，尊者問曰：「汝從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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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答曰：「我心非往。」

尊者問曰：「汝何處住？」

答曰：「我心非止。」

尊者曰：「汝不定邪？」

答曰：「諸佛亦然。」

尊者曰：「汝非諸佛。」

答曰：「諸佛亦非。」

於是脅尊者說偈曰：「此地變金色，預知有聖至。當坐菩提樹，覺華而成已。」富那夜奢

復說偈曰：「師坐金色地，常說真實義。回光而照我，令入三摩諦。」尊者知道其意，即

度出家，復授具足戒，乃告之曰：「如來大法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並說偈曰：

「真體自然真，因真說有理，領得真真法，無行亦無止。」祖付法已，即現神變而入涅

槃，化火自焚。大眾各以衣祴盛舍利，隨處與塔而供養之，當時為貞王二十七年己亥歲

也。

脅尊者傳法偈語為：

真體自然真  因真說有理

領得真真法  無行亦無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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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實修

█ 禪法實修課程系列～

   之一～禪定

   之二～參話頭

   之三～默照禪

   之四～一行三昧

   之五～生活禪

█ 一樣的開示 不同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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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 n  P r a c t i c e

只有實修

才能實証



釋 迦 牟 尼 佛 ：

正 法 眼 藏

涅 槃 妙 心

不 立 文 字

教 外 別 傳

達 摩 祖 師 ：

心 如 牆 壁

內 心 無 喘

可 以 入 道

三 祖 僧 璨 ：

信 心 不 二

不 二 信 心

言 語 道 斷

非 去 來 今

禪法課程實修
實修才能實證，深入禪法，剋期取證！

112

祖 師 的 教 導 ～

四 祖 道 信 ：

心 既 清 淨

淨 即 本 性

內 外 唯 一 心

是 智 慧 相

五 祖 弘 忍 ：

守 心 第 一

此 守 心 者

乃 是 涅 槃 之 根 本

入 道 之 要 門

六 祖 惠 能 ：

菩 提 自 性

本 來 清 淨

但 用 此 心

直 了 成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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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課 表

選課方式：以下為單選或複選，可一門深入，亦可輪流

選修，更可齊頭並進；只要適情順性，易生

覺受而成就即可。

課程目標：見性成佛、利益群生。

□1.禪　　定

□2.參 話 頭

□3.默 照 禪

□4.一行三昧

□5.生 活 禪

～指導教席／文華智慧

PS：由於課程主修內容是一致的，故文字內容並不會改變，而實修

的參考資訊則會不斷更新，以利輔修；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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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訣 ：

身 放 鬆

息 調 柔

心 無 念

實 修 ：

每 日 靜 坐

5 分 鐘 ～ 8 小 時

越 多 越 好

持 之 以 恆

必 有 消 息

禪法實修課程之一 ─

禪定



雪山夜叉復以偈問：「云何修善法，晝夜不懈怠？云何度駛流，無有安足處，

亦無所攀緣，處深不沈沒？」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一切戒無犯，智慧具禪定，思惟眾過患，具足於念

力。此能度難度，遠離欲和合，捨諸有結使，盡於歡喜有。如是人名為，處深

不沈沒。」

雪山夜叉復以偈問：「誰度於駛流？孰能越大海？誰能捨於苦？云何得清

淨？」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信能度駛流，不放逸越海，精進能捨苦，智慧能使

淨。汝詣諸沙門，及諸婆羅門，各各種別問，誰有知法者？誰能說實捨？離我

誰能說？」

雪山夜叉復以偈曰：

「我今聞佛說，疑網皆已除，何須種別問，沙門婆羅門？

  世雄善顯示，具實分別說，七岳恩深重，能使我得見。

　無上大導師，我今所至處，城邑及聚落，在在并處處，

　日夜常歸依，如來三佛陀，法中之正法。一千諸夜叉，

　心各懷踊躍，皆合掌向佛，咸求為弟子，歸依佛世尊。」

─別譯雜阿含經

佛言：「比丘！假使有人，說不求空，不用無想，欲使興發至不自大禪定之

業，未之有也。設使有人，慕樂空法，志在無想，興發至要，消除自大憍慢之

心，禪定之業此可致矣，輒如道願，普有所見。所以者何？慕樂於空，欲得無

想，無慢自大見，於慧業皆可致矣。何謂比丘聖法印者？其聖法印，所可更

習，至清淨見。假使比丘，處於閑居，若坐樹下空閑之處，解色無常，見色本

無，已解無常，解至空無，皆為怳惚，無我、無欲心則休息，自然清淨而得解

脫，是名曰空，尚未得捨憍慢自大，禪定清淨所見業也。雖爾得致柔順之定，

即時輒見除諸色想、聲想、香想，以故謂言至於無想，故曰無欲，尚未得消自

大憍慢，至於禪定清淨見也。其心續存柔順之定，彼則見除所有貪婬瞋恚愚

癡，是故名曰無欲之定，尚未得除自大憍慢，至於禪定清淨見也。心自念言：

『吾我起滅，從何所興？』思惟解知：『其吾我者，所因習味分別諸識，皆從

因緣而致此業，從是因緣致有神識。』復自念言：『此諸因緣，為有常乎為無

常耶？』復自念言：『因緣所合致神識者，此皆無常，無有根本。此神識者，

依猗無常而有妄想，故有緣起十二因也，皆歸於盡、無常、苦、空、毀壞、別

離、離欲、滅盡。』曉了是者，乃知無本，得至降伏，消一切起，得入道行，

是乃逮致除於自大無慢放逸，禪定之業，現清淨行。是則名曰由聖法印，清淨

之業，從始至終，究竟本末。」

─佛說聖法印經

參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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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法實修課程之二─

參話頭

本 次 參 的 話 頭 ：

我 是 誰

實 修 方 法 ：

念 茲 在 茲

全 神 專 注

久 而 久 之

水 落 石 出

要 旨 ：

其 實

話 頭 之 念 頭 未 生

之 前 的 狀 態

也 就 是 空 的 狀 態

才 是 參 話 頭

要 參 悟 的 重 點

概 念 ：

一 悟 百 悟

一 通 百 通

所 有 的 修 行 方 法

都 是 為 了 了 悟 空 性

參 話 頭

也 不 會 例 外



參考資訊

上堂。維那白槌。師一喝。乃云。大眾會麼。若也會得。省煩許多嘮叨。若也

不會。徑山與你解說。適來木上座以音聲輪。與諸人轉圓滿修多羅。一一修多

羅有無量修多羅以為眷屬。一一眷屬中具無量法門。一一法門具無量差別。

一一差別中逗無量根機。所謂上中下。於中深愛法者不與多說。不愛法者不與

少說。平等逗會。各各滿足。作如是無量無邊佛事已。被山僧一喝。直下影跡

不存。於中還有纖毫可得麼。釋迦老子道。一人發真歸元。十方世界悉皆消

殞。彼以一人例多人。我以多人例一眾。即如適來維那白槌。是聲透入各各耳

根。皆繇三緣和合乃有。所謂緣人緣槌緣鐘。山僧一喝。三緣已散。正當恁麼

時。還有世界可得麼。還有根身可得麼。有則把將來看。時有二僧出。一將布

單作圓相擎兩手。一從西過東。師云。兄弟。似則也似。是則未是。何也。出

言須會旨。勿自立規矩。只如山僧一喝。聲慮全消。能聞所聞皆不可得。還有

你弄伎倆處麼。還有你著計較處麼。有則再用些神通。若無。各將本參話頭頓

在面前。行也如是參。坐也如是參。乃至迎賓待客。屙屎放尿。緊緊扣住。直

得心無間斷。始名得力處。話頭脫落處頗似到家。猶欠㘞地一聲。如擔子斷。

直得恁麼地。方有話會分在。

─湛然圓澄禪師語錄

古人說參禪提話頭。都是不得已。公案雖多。唯獨念佛審實的話頭。塵勞中極

易得力。雖是易得力。不過如敲門瓦子一般。終是要拋却。只是少不得用一

番。如今用此做工夫。須要信得及。靠得定。咬得住。決不可猶豫。不得今日

如此。明日又如彼。又恐不得悟。又嫌不密妙。者些思算。都是障礙。先要說

破。臨時不生疑慮。至若工夫做得力處。外境不入。唯有心內煩惱。無狀橫

起。或慾念橫發。或心生煩悶。或起種種障礙。以致心疲力倦。無可奈何。此

乃八識中。含藏無量劫來。習氣種子。今日被工夫逼急。都現出來。此處最要

分曉。先要識得破。透得過。決不可被他籠罩。決不可隨他調弄。決不可當作

實事。但只抖擻精神。奮發勇猛。提起本參話頭。就在此等念頭起處。一直捱

追將去。我者裏元無此事。問渠向何處來。畢竟是甚麼。決定要見箇下落。

─憨山老人夢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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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修 方 法 ：

靜 坐 看 心

說 明 ：

看 什 麼 心 呢 ？

當 然 是 看 心 的 本 質

─ 空

禪法實修課程之三─

 

默照禪

提 要 ：

默 而 照 之

似 照 非 照

照 而 無 照

終 無 所 照



參考資訊

余觀如來東流之教。若直指本心令人究理之說。有識者既已信之矣。而庸鄙之

徒。亦無敢議者。及乎示淨土論往生。則人莫不懷疑焉。且眾生本心。具四淨

土。曰凡聖同居。曰方便有餘。曰實報無障礙。曰常寂光。如凡聖同居者。在

具縛凡夫。即可依之。其餘三土。至斷惑聖人。始獲證入焉。往生一門有二淨

業。曰正觀默照本心也。曰助行備修萬行善也。正觀與助行並進。則達四淨

土。止有願等事善者。近生凡聖同居。而遠作上三土之因也。以此論之。則淨

土者。正是究理菩薩所登境界。而兼容悠悠眾生迴向漸修耳。彼信如來直指本

心令人究理之說。而疑其示淨土論往生者何哉。大抵眾生本心。體無一法有

形。用無一相不備。彼不知之。謂直若太虛寥曠無復依正莊嚴。又助行以正觀

為主。正觀以助行為輔。二者相待而立。似反而符。彼不知之。謂究理忘緣。

則何須加願。加願往生則有妨究理。況復淨土具有四品。其往生者。上至究理

菩薩。下及漸修眾生。則何類不收。何機不攝。彼不知之。聞聖師高僧往生。

則自甘絕分。見婦人童子念佛。則恥從其事。噫如來之稱讚淨土也。其意若

曰。淨土自他凡聖因果。即眾生之自心耳。往生淨土易。自信自心難。當時十

方諸佛。知其說一切世間難信之法。由是舒舌勸信。既而如來又喻之。使信受

焉。則大覺垂慈之旨。於斯可見。而眾生終不信。是可歎也。一日客有訪余以

淨土教者。甞隨其所詰。而論說之矣。暇時編次成書。得十問答。名曰淨土自

信錄。或見或聞。或依或違。不動娑婆。即歸極樂。此余之志也。

─樂邦文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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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修 ：

心 繫 法 界 一 相

亦 即 心 念 空

亦 可 心 念 佛 號 （ 即 念 佛 禪 ）

依 據 ：

佛 陀 在 文 殊 般 若 經 中

開 示 ～

法 界 一 相

繫 緣 法 界

是 名 一 行 三 昧

禪法實修課程之四─

一行三昧



參考資訊

頓教明者。唯有一門。所謂無相。何以故。由成一行三昧故。乘彼一味真如所

成故。不可說有諸異相門。成佛亦如此。一切俱離。是名佛也。第五約一乘義

者。十信終心。乃至十解位十行十迴向十地佛地。一切皆成佛。又在第十地。

亦別成佛。如法寶周羅善知識中說。何以故。一乘之義。為引三乘及小乘等。

同於下位及下身中。得成佛故。又於八地已上。即成其佛。如於此位成無礙

佛。一切身故。此據別教言。

─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

若於法門未了。當親近解般若者。如聞修學。能入一行三昧面見諸佛上菩薩

位。誦經誦呪尚喧於靜。況世俗言語耶。意止觀者。端坐正念。蠲除惡覺捨諸

亂想。莫雜思惟不取相貌。但專繫緣法界一念法界。繫緣是止。一念是觀。信

一切法皆是佛法。無前無後無復際畔。無知者無說者。若無知無說則非有非

無。非知者非不知者。離此二邊住無所住。如諸佛住安處寂滅法界。聞此深法

勿生驚怖。此法界亦名菩提。亦名不可思議境界。亦名般若。亦名不生不滅。

如是等一切法與法界無二無別。聞無二無別勿生疑惑。能如是觀者。是觀如來

十號。

─摩訶止觀

釋論云。善心一處住不動。是名三昧。大經云。繫心一境名為三昧。第一常坐

三昧者。出文殊說波若。亦名一行三昧。為三別。一事相。二觀法。三勸修。

初事相者。行人欲觀一念自生之心。必可依。何者。或可處眾。或可獨行居一

靜室。安一繩床結跏趺坐。端直不動。誓助不著床。經云。一坐十小劫。身體

及手足寂然安不動。常捨一切亂想。不得欺佛。不負心。不誑眾生何者。夫論

修懺學道必是初心諸佛。經云。佛知眾生行道不行道。豈得詐心。冥聖不但舊

罪不除。更增重患。所以宜須專一其心也。若念一佛。當令與十方佛功德等。

又須稱唱佛名。助身心二業。如人憂喜舉聲大叫。悲喜之情乃暢。

─觀心論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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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訣 ：

飢 來 吃 飯 睏 來 眠

要 旨 ：

生 活 中

一 切 的 歷 緣 對 境

就 是 道 場

舉 足 皆 是 道 場

觸 目 無 非 正 覺

實 修 ：

活 在 當 下

不 忘 心 空

吃 飯 穿 衣

皆 為 禪 行

一 切 任 運 隨 緣

完 全 沒 有

任 何 的 執 取

提 要 ：

一 任 清 風 送 白 雲

也 可 以 作 為

口 訣 心 要

故 生 活 禪 也 可

叫 作 任 運 禪

就 是 在 生 活 中

隨 時 隨 地 修

亦 在 生 活 中 成 就

禪法實修課程之五─

生活禪



參考資訊

若布施、持戒清淨，供養父母及其所尊，心欲求勝，生三十三天。

若布施、持戒清淨，而好學問，其心柔和，生夜摩天。

若布施、持戒清淨，令二事轉勝，好樂多聞，分別好醜，愛樂涅槃，心著功

德，生兜率天。

若布施、深心持戒、多聞、好樂學問，自力生活，生化樂天。

若布施時，清淨持戒轉深，好樂多聞，自貴情多，不能自苦，從他求樂，生他

化自在天。

─大智度論

世尊遊耆闍崛山一方。調達亦在一方。彼時調達遭重頭痛不可堪忍。彼時世尊

以具足相好紫磨金色滿百千福手。貫彼山摩調達頭。除一切苦痛便得樂痛。得

樂痛已。調達作是念。是誰之恩。彼還顧見是世尊手。見已說曰。善哉悉達。

善學此醫。以此醫方足得生活。此世尊為調達故慈滿。問曰。此中云何慈滿。

答曰。即更樂是。是謂更樂。或以涼冷影者。如所說。世尊及尊者舍利弗同遊

一處。尊者阿難在佛後執拂拂佛。彼時有鳥為鷹所逼。怖畏飛趣尊者舍利弗影

中住。身戰如獨搖樹。彼鳥離舍利弗影。飛至佛影中無恐畏。阿難見已叉手白

佛曰。甚奇世尊。如此鳥在尊者舍利弗影中時。身戰如獨搖樹。離舍利弗影。

至世尊影已便無恐畏。世尊告曰。如是阿難。如是阿難。舍利弗比丘雖離於殺

不極清淨。是故鳥住影中。身戰如獨搖樹。阿難。我於三阿僧祇劫離於殺。極

具足清淨行。是故鳥住我影中而無恐怖。此世尊為彼鳥故慈滿。

─鞞婆沙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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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善知識〞

〝遵從善知識的教導〞

  大眾讀後感悟

指導教席／文華智慧   

體  悟／炳耀、敏俐、紹蘋、淑娟、昇耀、桂美

       淑仲、美英、雲雲、雲義、君卿、思賢、善靜   

美學編輯／承訓

～一樣的開示

    不同的聽者

    因為根器的不同

    領略的重點

    便顯現出相當大的差異

    

    果真是

    師父領進門  修行在個人

    而無論體悟因各人而有多麼的不同

    而事實上

    重點還是在於－

    以心修行  心空成就！

一樣的開示  不同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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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的開示 不同的感悟─

珍惜善知識
全身如透明水晶

清澈、晶瑩、透明

水晶不斷的擴大

擴大至虛空一樣

水晶中出現金色蓮花

金色蓮花中有透明摩尼寶珠

摩尼寶珠放出七彩虹光

紅、橙、黃、綠、藍、靛、紫

七彩虹光中化現出千百億尊佛

每一尊佛都伸出寶藍色的手臂

摩自己的頂說道：

孩子

人身難得  佛法難聞

此身不向今生度

更待何生度此身

請珍惜一切的善緣

要珍惜與善知識學法的因緣

如果不知珍惜

學法的因緣也會成為過去

要尊重善知識的修證經驗

那都是累生累劫

辛苦修行得來的寶貴證量



如果不知尊重善知識的修行證量

那麼他所說的話都會當作馬耳東風

然而損失的到底是誰呢？

是不聽話的自己啊！

有人管你  有人約束你

是自己還值得管教

當善知識不再管你

也不再約束你

那才是莫大的損失

孩子啊！

末法時代  五濁惡世  成就甚難

如果不好好聽從善知識的指導

那麼

生死輪迴的路更漫長

人身難得  佛法難聞

良師更是難遇

可是

如果你是一個清淨法器

那麼

人身易得

佛法易聞

良師易遇

然而

如果你不是清淨法器

那麼

真的是人身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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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佛法難聞

真的是良師難遇

而且

就算得到人身  也易失去

就算得聞佛法  也易失去

就算得遇良師  也易失去

孩子啊！

一切都是因果

如果珍惜善法

這樣的因  會感召善法

長留身邊

敬重善知識

自然會感召

善知識對你的  大力加持

唯有好的弟子

會遇見好的老師

願你早日成就

也願眾生早日成就

自己涕淚悲泣的

向諸佛作感恩大禮拜

口中並不斷的唸著：

感恩、感恩、窮盡身口意的感恩

諸佛放出十彩虹光

自己也放出十彩虹光

自己的十彩虹光

與諸佛的十彩虹光

合而為一

只見光海閃爍  莊嚴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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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從善知識的教導
全身如透明水晶  清澈、晶瑩、透明

水晶不斷的擴大  擴大至虛空一樣

水晶中出現一朵金色的蓮花

金色蓮花中有一顆透明的摩尼寶珠

摩尼寶珠放出十彩虹光

紅、橙、黃、綠、藍、靛、紫、白、銀、

金黃

十彩虹光中化現出千百億尊佛

每一尊佛都伸出金色的手臂  

摩自己的頂說道：

孩子啊！

聽從善知識的指導

是非常重要的學習

善知識

一樣的開示 不同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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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成為善知識

一定下過苦功

就算今生沒有

過去生也一定有下過甚深功夫

才能成為善知識

面對一個善知識

一定要經過觀察的過程

觀察他

是否為了眾生

在修行  在作事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麼

就要開始深信

只有  深深的相信

沒有  第二個選擇

因為

業境的顯現

實在太複雜

如果你不深信

業境一定會干擾

你對善知識的信心

當信心不再深厚

當信心不再清淨

一樣的開示 不同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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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與善知識之間的

法緣  必定會斷

因為

誠如金剛經所說：

信心清淨

即生實相

當信心不夠清淨的時候

你的分別意識

會變得特別的強大

強大的分別

會造成很多業境現前

如同你的分別意識所想

所以

一切都是心念的感召

清淨的眾生

一定感召具德的善知識

但是

這份清淨

是不容易維持的

尤其當你與善知識越來越接近

接近善知識

其實是一種福報

但也同時是一種考驗

越接近  越有機會

看到善知識的

〝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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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你眼中所看到的

善知識的〝缺點〞

真的是他的〝缺點〞嗎？

還是你自己心念的感召呢？ 

在這業力變現的三界之中

不可能有一件沒有缺點的事

因為業力尚未了盡

如果透過事件

來了解一位善知識

這是走錯方向

因為

永遠  最重要的

就是  內心

當你看到事件的不夠完美時

你同時看到

善知識的內在完美嗎

如果沒有

那麼  你需要好好的懺悔

一個善知識

尤其是具德的善知識

必定是

歷劫修行  廣度眾生

禮敬他尚且不及

怎能在自己內在裡

偷偷的批判  看輕他呢

事實上



這些批判或看輕

對於有證量的善知識而言

並不會影響什麼

影響的是你自己啊！

你會在業境的矇蔽下

越來越批判善知識

越來越看輕善知識

那麼

孩子啊！

你會離善知識  越來越遠

孩子啊！

真正的具德善知識

真的是  百千萬劫難遭遇啊！

不要等到有一天善知識離開了

才開始珍惜

那會來不及的

人身難得

佛法難聞

善知識難遇

遇到而不珍惜

一定會失去

真正的學法因緣

孩子啊！

成就甚難

到達彼岸真的甚遠

善知識是你的領航船

132



你真的必須亦步亦趨啊！

而缺少了清淨的信心

你會離領航船

越來越遠

自己去度這蒼茫的苦海

是很容易  迷航

沒有人能決定

你留在善知識身邊的日子有多長

是你自己決定

孩子啊！

語重心長

一個好的善知識

不會一天到晚向你自吹自擂

只有福報夠的孩子

會看清楚這樣的善知識

既然看清

就要遵從善知識的教導

要以完全清淨的身口意

來接受教導

而且

善知識

不可能教你為惡

都是要你行一切善

既然如此

不論他用了什麼方法

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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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為了你好嗎？

真正的關懷

不一定都用  甜蜜來包裝

良藥不是很苦嗎？

忠言不是多半逆耳嗎？

孩子啊！

要作個聽從教導的乖孩子啊！

如果有人不聽從教導

不要學習他

如果有人聽從教導

要加倍學習他

看不懂的

不要妄加批判

真正成為干擾

就要請教善知識

以免

被業力障蔽

被磨羅干擾

而不自知

孩子啊！

服從善知識的教導

真的很重要

善知識的教導

能夠省卻

你多少力氣

多少時間

多少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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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很難明白啊！

所以

連世間法都說：

尊師重道

難道出世法不是更應如此嗎？

但是這份尊重

是來自於內在清淨的信心

而不是只有外在的禮節

孩子啊！

如果

你想自度度人

如果

你想實踐悲願

完全沒有抗性的

完全清淨的

接受善知識的教導

真的

非常重要

孩子啊！

願你早日成就

也願眾生早日成就

諸佛放出十彩虹光

自己也放出十彩虹光

自己的十彩虹光

與諸佛的十彩虹光合而為一

只見光海閃爍  

莊嚴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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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六度波羅蜜，以般若為尊為導，如果沒有般若，則五度如盲。同樣的，如果沒有善知

識，我們一樣是盲修瞎練，唯有聽從善知識的話，才能修行成就，所以要珍惜、感恩善知

識，並努力修行，自利利他。～炳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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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善知識
遵從善知識的教導
大眾讀後感悟：

一樣的開示 不同的感悟─



善知識是開悟成就的明眼人，我們還沒開悟，所思所想幾乎都不是佛法，都是在盲修瞎

練，盲眼人唯有聽從明眼人的話，柔軟受教，才不會多走冤枉路，才能直趨佛道。因此要

珍惜善知識的教導，要感恩善知識的教導。～敏俐

人身難得，佛法難聞，善知識更難遇，今生能得遇明師，真的要非常感恩與珍惜，更要好

好的聽話，感恩善知識，感恩！感恩！窮盡身口意的感恩！～紹蘋

一定要珍惜善知識，要相信善知識的一切教導，要完全沒有抗性的、完全清淨的接受善知

識的教導，感恩善知識的教導。～淑娟

只要聽從善知識的教導，怎麼說，怎麼作，在修行的路上會比較順利，不會走上岔路，感

恩有一個善知識的寶，今生一定要珍惜把握，才對得起善知識的教導，感恩！感恩！窮盡

身口意的感恩！～昇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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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的開示 不同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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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珍惜與善知識的因緣。如果不知珍惜，學法的因緣也會成為過去。善知識好比一盞明

燈。指引我們不走崎嶇的危險路。對善知識要升起強大的信心。誠如金剛經所說:信心清

淨，即生實相。對具德的善知識要珍惜感恩啊！要完全清淨的接受善知識的教導。要善

良、柔軟受教。愛法重法、尊師重道。感恩！感恩！窮盡身口意的感恩！～桂美

生命中若沒有善知識的帶領與教導，只能在塵世中茫然流轉，無法解脫。自己應該要學習

像善財童子一樣地珍惜與感恩善知識，且常懷求法若渴的心來親近善知識，感恩善知識的

教導。～淑仲

當有人管自己、約束自己時，是自己還值得管教，所以要知道感恩，要成為清淨的法器，

今生可以得遇善知識，是福報換取的，是彌足珍貴的，要珍惜。對於善知識要深信，遵從

善知識的教導，並以完全清淨的身口意來接受教導，自己要作個聽從教導的乖孩子。～美

英

能夠接觸佛法已經很難了，更何況得遇能夠帶我們出三界、恩重如山的善知識，真的是要

以無比恭敬遵從的心全然接受善知識的教導，只有不善良的弟子才會有分別心，不聽教



139

導，不懂得珍惜累劫修行才得遇善知識的因緣，只會要求別人，自己障自己的道業，所以

要成就，ㄧ定當個善良的弟子，完全接受善知識的教導。～雲雲

善知識是輪迴路上的明燈，只有遵循善知識的教導才能解輪迴之苦。在這末法時代，能夠

有善知識不厭其煩的教導我們，一定是自己多少世的修行與行善的福報所換來，這樣珍貴

的法教，不論身處何境，切莫忘失。～雲義

善知識是带領我們早日成就的明眼人，唯有跟著善知識的教導才能走向正道；非常感恩善

知識的教導，感恩！感恩！窮盡身口意的感恩！～君卿

真是感恩能得遇善知識教導，要好好珍惜這個機會，不要再小鼻子小眼睛，不然學法的因

緣也是會過去的，後悔也來不及了。～思賢

聞法來自善知識，而人身難得、佛法難聞、良師更是難遇。用過去生福德來換取學法因

緣，卻不尊師重道，柔軟受教，真的是愚痴至極。念茲在茲，一定要好好珍惜與善知識學

法的因緣，做一個善良聽話的人，方不致辜負這偉大的教導。因為有善知識的引導，才能

圓滿完成清淨的修行。～善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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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祖印心之經典─金剛經

＊延伸與探源（探究心性本源）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空性智慧～

  (一)心的究竟─

      心經

  (二)空性大智慧─

      大般若經

禪宗經典研讀
Z e n  S u t r a



心空法空一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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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智慧清澈

金剛經

也是般若經典中重要的經典

此經充分說明了什麼是不執著：

“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金剛經從首至尾從不同的角度來闡述這個主旨

清明的

告訴我們—

不執著的大智慧

如最澄澈的泉水

洗淨了生命中

種種煩惱的塵垢

還給了心

一個明淨的天空

本篇章採取擷取經文重點

的方式來解讀

現在

就讓我們流浪的心

依靠

這顛撲不破的真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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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剛 經
講經／釋迦牟尼佛   譯／鳩摩羅什法師   詮釋／文華智慧

六祖印心之經典─

    明明白白澈悟心～



須菩提

於意云何

如來有肉眼不

如是世尊

如來有肉眼

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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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

肉眼，

指一般的眼睛。

所見非常有限，

無法看穿一切有形物質，

只能看非常短的距離，

可以說是非常受到侷限的“觀看”工具。

但是，　

如果經過用功的修行，　

肉眼也能穿越有形物質

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事物。　

可見人的潛能是非常不可思議的，

即使肉眼這個感官，

也是使用到很少的能力；

足見修行

是每一個人其實都應該作的事情，

因為，

如果感官有限，

往往就會落入有限的思考，

也繼而作出“有限”的行為；

而對於這浩瀚的宇宙而言，

不啻是坐井觀天。

故人人宜修行；

最起碼，

可以擴展自己的“視界”

何樂而不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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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清澈心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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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智慧晶瑩

心經

是以智慧著稱的經典

短短的經文

就把般若空慧闡釋得相當明晰

如果一個修行人想〝深入經藏，智慧如海〞的話

事實上

能夠把一部心經讀得通透

也就能夠掌握住佛法心要了

心經

到底在說什麼呢

以出世間智來看

心經就是說明了

如何究竟解脫的方法

以世間智來看

心經也說明了

該如何〝身處紅塵心不染〞的方法

故不論是入世、出世

心經都是我們心的皈依

現在

我們就一字一句來讀這部偉大的般若經典吧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空性智慧標─    

   心的究竟～

心 經
講經／釋迦牟尼佛   譯／玄奘大師   優美散文解讀／郭韻玲   美學編輯／賴信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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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涅槃

接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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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界流浪，何時是休息的家鄉？

孩子啊！你不覺得累了嗎？──佛菩薩如是問。

孩子啊！你不想回家嗎？──佛菩薩如是關懷。

孩子啊！心就是家鄉，就是永恆的家鄉，

充滿了無限的平安、幸福、喜樂。──佛菩薩如是說。

孩子啊！心就是佛，就是涅槃。──佛菩薩如是叮嚀。

孩子啊！如果一切都已經具足，一切都已經圓滿，

請問你還需要流浪嗎？如果家鄉就已經在腳下，

你還需要家鄉嗎？──佛菩薩如是慨歎。

是的，是心作佛，心即是佛。

只要我們的心放下了一切的執著，

而且安住於這樣如如不動的狀態，

那麼，家鄉早已經在溫馨的等待我們──

從無始劫以來，直到今天。

如果你想回家，

如果你想不再回到這憂悲苦惱的人間，

其實，你只要回到你的〝心〞就可以了，

你的身體可以繼續在人間生活的，

因為，一切的一切，都只在於心啊！

一切的答案、一切的奧秘、一切的終點、一切的開始……

都在於──心。

心是涅槃，眾生皆有佛性。



前言：智慧如海

  世尊把般若門的心法及實修法門，全部在大般

若經中宣說無遺，例如般若正念的真實境界，以及

各種修行般若的實證方法，都鉅細靡遺的於經中宣

說，是想深入經藏的佛子，最需要研讀的經典。

  因為，「大悲為上首，方便為究竟」，如果沒

有智慧，是不可能究竟度眾的，於此虛幻的世間，

人們早已習於以假為真的顛倒世界，如果要說明完

全背道而馳的真實法界，確實是十分困難的一件

事，而說明，更是需要有真實的證量，作為辯才無

礙的度眾基石。大般若經，正是一個有志以大智慧

及辯才度眾的菩薩道行者，於難行難忍的菩薩道

上，不論自度或度人，都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寶典。

  而由於大般若經以現代的人眼光來看，實在太

長—總共600卷，每天讀通1卷，也要花上二年的

歲月。在講解此經時，更要有長期奮鬥的勇氣與毅

力，其實，不論講者或聽者，皆需具備這樣不畏路

遙的磅礡氣勢，方能克竟全功。

  不過，我們實在應該想回來，如果能有幸講完

或聽完這樣智慧如海的經典，實在是過去生功德福

報的累積啊！

願釋迦牟尼佛賜予我們智慧的開展！

願十方三世諸佛菩薩賜予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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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切 智 清 淨 故 色 清 淨 。 色 清

淨 故 一 切 智 智 清 淨 。 何 以 故 。

若一切智清淨。若色清淨。若一

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

斷 故 。 一 切 智 清 淨 故 受 想 行 識

清 淨 。 受 想 行 識 清 淨 故 一 切 智

智 清 淨 。 何 以 故 。 若 一 切 智 清

淨。若受想行識清淨。若一切智

第三十四品‧難信解品

〔接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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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的空慧寶藏─

大般若經的大智慧！
連載第254回

講經／釋迦牟尼佛   紀錄／阿難尊者等   梵譯中／唐三藏玄奘大師   解讀／郭韻玲   美學設計／賴信仲



智 清 淨 。 無 二 無 二 分 無 別 無 斷

故。……

一切智清淨故諸佛無上正等菩

提清淨。諸佛無上正等菩提清淨

故一切智智清淨。何以故。若一

切智清淨。若諸佛無上正等菩提

清淨。若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

P204Ⅰ欄17行～P206Ⅱ欄倒數3行

佛開示：一切智清淨，所以五蘊乃

至無上菩提清淨，五蘊乃至無上菩提清

淨，所以一切智智清淨。為什麼呢？因

為一切智、五蘊乃至無上菩提以及一

切智智的本質，都是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的緣故。

什麼是一切智？指了知內外一切法相

之智。音譯為薩婆若、薩云然，係三智

之一。關於其義，〝仁王護國般若波羅

蜜多經〞卷下說：「滿足無漏界，常淨

解脫身，寂滅不思議，名為一切智。」

〝瑜伽師地論〞卷三十八說：「於一切

界、一切事、一切品、一切時，智無礙

轉，名一切智。」即如實了知一切世

界、眾生界、有為、無為事、因果界趣

之差別，及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者，

稱為一切智。

另外，〝佛說菩薩行方便境界神通變

化經〞卷上說：「文殊師利，我若為眾

生有所說法，皆趣菩提皆趣大乘，入一

切智得到一切智，以是義故，無有異乘

所止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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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說佛陀為眾生說法時，都是勸

眾生發菩提心並且趨入大乘，最後進入

一切智更得到一切智的證量；所以由於

這樣意義，除了大乘以外，根本就沒有

其他乘可以依止安住。

此段經文一開始就很清楚的說明大乘

的理趣就是要得一切智，足見大乘與一

切智的密切關聯，就是有大乘才易證得

一切智，故大乘是最殊勝的依止安住之

處，其他皆非。

至於此段經文中的幾句關鍵句，皆互

有次第關聯，可以整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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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經文 內   涵

1 趣菩提 發菩提心是成為大乘行者的入門必備資格。

2 趣大乘 有了菩提心，再加以廣大深化，就可以真正成為大乘修行人。

3 入一切智 發菩提心是悲門，由悲入智是整個佛法非常重要的次第，事實上

，只有慈悲的人，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智慧的人，而一個具足一

切智慧的人即是一一切智。

4 得到一切智 入是入門，得到是證量，所有的修證都有初、中、後的問題，也

就是入門→勤修→鞏固安住的三個階段，故入門後再經過精勤的

修習，才能夠得到一切智證量的鞏固與安住。



沒有其他的乘能夠安住，那麼如來為何

要依次的為眾生說明三乘，即所謂的聲

聞乘、緣覺乘、大乘？

佛答道：不要拘泥於外相了，因為所

謂的乘依止安住之處，如來只是單純的

為眾生指引安住依止之地，當我們執著

它是依止時，它就已經不是依止了，故

乘止處、非乘止處、是名乘止處，也就

是這個意思了。

所以，如來不是以法相來為人作依止

安住處之處，所以無論是比較不莊嚴或

比較莊嚴的安止處，其實都是沒有差別

的，在法界而言更沒有分別的，故佛所

演說的是沒有障礙的法門，只要依次而

修便能夠順利的依安止處、拾階而上。

就好比學徒跟從師傅學習技藝，好

經文接著提到：「文殊師利白佛言：

世尊！若其無有異乘住處，何故如來序

說三乘為眾說法，此是聲聞乘、此是緣

覺乘、此是大乘。

佛言：文殊師利！乘止住處，如來

為作安止地耳，非乘止處，非法相作安

止住處，如來為人作安止處，若少莊嚴

無量莊嚴彼安止處，是乘無差、法界無

別故；文殊師利！如來演說無障礙門，

次第到於所住止處。文殊師利！猶工初

學，從善巧師，到巧智岸，種種方便，

隨於弟子所欲學事，令其巧智，示現種

種精勤之事，是巧智一也。文殊師利！

如來世尊亦復如是，善法巧師，是一切

智，作三種說。」

文殊菩薩向佛請教：如果只有大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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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師傅也會根據徒弟的性向、才能、興

趣、喜好作種種的示現與教導；而佛也

是一樣，為了善巧的因應眾生不同的根

器，說小、中、大三乘，最後再令一切

眾生入一切智。

此段經文充份的說明，其實只有大

乘是唯一佛乘，其他小、中只是適應眾

生根器不同的一種權宜之計；而既是權

宜，也就無需執取，只單純的依個人根

器依止而依止即可，泯滅一切分別與外

相，才能真正直趨無上道，得一切智。

至於這些權變也作了世間法學習技藝的

巧妙比喻，而出世法的學習也是一樣

的，即是什麼樣的人就感召了什麼樣的

法門。

經文接著說：「文殊師利！猶如少

火漸漸增長能燒至劫。文殊師利！是一

切智明亦復如是，漸次增長，乃至得到

如來大智，智慧之明，燒於一切眾生結

使。文殊師利須彌山王無所分別，若有

眾生，往到其所，一切同色，謂一金

色。文殊師利！是無上如來大智須彌，

亦復如是無所分別，若有觀於如來法

性，皆同一色，謂一切智。文殊師利！

喻如紺青大摩尼寶在所住處，是摩尼寶

境界之內，有異色光，謂種種色種種異

形，是摩尼寶威德力故，皆為一色，所

謂青色。文殊師利！如來無上紺摩尼寶

亦復如是，若有眾生觸如來光，一切一

色一切智色。文殊師利！喻如大海，雖

種種門眾水流入，入已一味，所謂鹹

味，以常住故，文殊師利！大海者，謂



如來大智，種種水入，謂諸一切聲聞緣

覺菩薩法也」。

意思是說，就好比小火漸漸增大甚至

能夠延燒至無量劫，那麼一切智的光明

也是如此，慢慢的增長，直到得到如來

的大智慧，這樣的智慧光明，能燒毀一

切眾生的煩惱。

猶如須彌山王沒有分別，如果有眾生

到了其地，只看到都只有一樣的金色。

那麼無上如來的大智須彌，也是一樣的

沒有分別；如果有人觀察到如來法性，

則會發現都是一色─即一切智。

又好比紺青色的大摩尼寶所在之處，

只要是在摩尼寶照耀的範圍之內，就算

本來有其他顏色的光明，由於這樣摩尼

光明寶威德力太強大的關係，都成了一

色，就是紺青色。那麼如來無上的紺青

摩尼寶也是一樣，如果有人觸及到如來

的大光明，一切的顏色也都成為一個顏

色─即一切智色。

又如大海，雖然有眾水來自四面八

方，只要流入了大海，便成為一個味道

─鹹味；因為海水就是這樣永遠都是

鹹的；而這樣的大海，就是所謂的如來

大智慧，四面八方的水，就是所謂的其

他一切聲聞、緣覺、菩薩的智慧。

以上經文一連串的比喻，是再清楚、

也再生動不過了，可以整理成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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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比 喻      一切智 深  意

1 少 火 漸 漸 增 長

能燒至劫。

一切智漸次增長，燒於一切

眾生結使。

最圓滿的證量，也是來自於點點滴

滴下足了紮實的努力功夫。

2 須 彌 山 王 無 所

分 別 ， 謂 一 金

色。

如來大智須彌無所分別，謂

一切智。

偉大殊勝出世智的特質是─無所

分別

3 紺 青 大 摩 尼 寶

所 在 之 處 ， 皆

為紺青色。

如來紺摩尼寶照耀之處，皆

一切智色。

世上最大的光明，就是智慧的光明

，能夠消融一切的黑暗與愚癡。

4 眾 水 流 入 大 海

，皆一鹹味

眾水即聲聞等智，大海即如

來大智。

只有大海能包容眾水，並將之同

化；而非眾水能包容、同化大海；

既然這是事實，就宜對壯闊無邊大

海般的大智，生起敬畏、珍惜與聽

從之正確回應。

佛 菩 薩 的 大 智 慧 是 偉 大 的 、 崇 高

的，最重要是─正確的；如果是這

樣，我們真的只有完全的聽從，才是

最最明智的抉擇；人生苦短，去日苦

多，如果我們真的希望自己與眾生的

生命皆能開闊與昇騰，那麼最基礎的

一 步 就 是─ 聽 從 佛 菩 薩 的 慈

悲教導！！！！！！！ 莫以善小

而 不 為 ， 莫 以 惡 小 而 為 之 ； 在 一 切

一 切 的 當 下 ， 都 作 〝 最 正 確 〞 的 回

應！！！！！。

願眾生早日成就！

願佛法弘揚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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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若經各品綱要

第一品 緣起品(卷1～2)

主要就是說明整個法界如何欣喜的迎接這個宇宙大事─釋迦牟尼佛要宣講大般波羅蜜

多。

第二品 學觀品(卷3～4)

充份說明一個大乘菩薩道行者該如何修行大般若波羅蜜多。

第三品 相應品(卷4～7)

主要是說明與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的種種現象以及成就。

第四品 轉生品(卷7～9)

主要是說明各種修行因緣以及感召的轉生處所果報的差別。

第五品 讚勝德品(卷10)

主要是說明參加法會者對於般若波羅蜜多的讚頌。

第六品 現舌相品(卷10)

主要是說明世尊現廣長舌相，以及十方佛土睹此瑞相而紛紛前來聽經的盛況。

第七品 教誡教授品(卷11～36)

主要是佛陀藉著要善現大菩薩為諸菩薩摩訶薩講授般若波羅蜜多，宣講名相不可得的

般若波羅蜜多真實義。

第八品 勸學品(卷36)

是敘述善現菩薩與舍利子藉由巧妙的一問一答，凸顯學習般若波羅蜜多的利益及重

要。

第九品 無住品(卷36～37)

主要是說明般若波羅蜜多的主旨〝無住〞，即對一切都不執著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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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品 般若行相品(卷38～41)

主要是說明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的重要性，是修行般若不可或缺的部份。

第十一品 譬喻品(卷42～45)

主要是說明有方便善巧及善友所攝，聞般若波羅蜜多，不會驚、恐、怖，反之則會。

第十二品 菩薩品(卷45～46)

主要是說明菩薩句義就是沒有句義，因為一切句義皆空無所得。無所得故，句義亦無

所得，故無句義可言。

     

第十三品 摩訶薩品(卷47～49)

主要是說明摩訶薩的定義以及菩薩摩訶薩的種種檢定方法。

第十四品 大乘鎧品(卷49～51)

主要是說明六度波羅蜜如六輛大車，能載修行者到達菩提大道。

第十五品 辯大乘品(卷51～56)

主要是說明什麼是大乘相以及發趣大乘的種種。

第十六品 讚大乘品(卷56～61)

主要是說明大乘的功德無量無邊。

第十七品 隨順品(卷61)

主要是說明大乘與般若，悉皆隨順，無所違越。

第十八品 無所得品(卷61～70)

主要是說明一切法無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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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品 觀行品(卷70～74)

主要是說明菩薩修行般若觀諸法時，於一切皆不受、不執、不著。

第二十品 無生品(卷74～75)

主要是說明菩薩修行般若觀諸法時，見一切無生，因為畢竟淨的緣故。

第二十一品 淨道品(卷75～76)

主要是說明當菩薩明白般若時，必安住於常不捨離一切有情大悲作意。

第二十二品 天帝品(卷77～81)

主要是說明什麼是菩薩般若以及為什麼菩薩應住、應學般若。

第二十三品 諸天子品(卷81～82)

主要是說明諸天子聽不懂般若，善現菩薩再為之深入宣說的經過。

第二十四品 受教品(卷82～84)

主要是說明有那些人能夠信受甚深、難見、難覺的般若，包括了住不退轉地的菩薩，

已見聖諦及漏盡的阿羅漢以及種過深厚善根的善男子、善女人。

第二十五品 散花品(卷84)

主要是說明諸天人散花供養釋迦牟尼佛、善現菩薩及諸菩薩、僧眾等的莊嚴殊妙，以

此緣起探討花不生及一切法不生的般若智慧。

第二十六品 學般若品(卷85～89)

說明善現菩薩智慧甚深，不壞假名，而說法性。

第二十七品 求般若品(卷89～98)

說明修行般若當於大菩薩的開示中求，並以佛陀為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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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品 歎眾德品(卷98)

說明菩薩所行般若是大、無量、無邊波羅蜜多，能夠證得無上正等菩提。

第二十九品 攝受品(卷98～103)

說明菩薩應於般若如說而行且不遠離。

第三十品 校量功德品(卷103～168)

說明般若的功德無量無邊，甚至供養般若經典的功德，比供養佛陀舍利還要殊勝廣

大。

第三十一品 隨喜回向品(卷168～172)

說明一個菩薩應如何以無所得為方便，善巧修好隨喜回向法門。

第三十二品 讚般若品(卷172～181)

廣為讚歎般若是一切世出世間成就的根源，菩薩應以般若為導的修習六度萬行。

第三十三品 謗般若品(卷181)

說明毀謗及不敬般若的惡業果報，以及為何會謗般若的原因。

第三十四品 難信解品(卷182～284)

說明甚深般若難信難解的原因，以及正確與清淨的信解與相應之道。

第三十五品 讚清淨品(卷285～287)

說明什麼是畢竟清淨的意義，以及一切法清淨的真正涵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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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 學

█ 禪學術論壇─

   禪與西方心理大師

█ 禪學英文

Z e n  K n o w l e d g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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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要～

一、前言

二、禪與榮格分析心理學

三、禪與佛洛姆人本心理學

四、禪與超個人心理學

五、結論

禪與西方心理大師

禪學術論壇─

指導老師／郭韻玲    作者／賴信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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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禪在西方世界形成風潮的時間大約是

二十世紀初，這個時間點同時也是心理

學發展從注重科學的行為主義心理學逐

漸發展到精神分析心理學、人本主義心

理學與存在主義心理學的階段，禪學的

弘揚直接影響到當代心理學巨擘榮格與

佛洛姆等人，可以說是使禪法得以在西

方廣泛流傳的關鍵，也是第一次禪學與

西方心理學大師的直接對話交流，其所

激盪出的智慧火花，對其後心理學研究

發展及心理諮商治療的理論與實務產生

深遠的影響。

此外，人本主義心理學大師馬斯洛，更

因禪的啟發及其自身的研究觀察，而修

正了其早期提出的需求層次理論，提出

了超個人心理學的學說，是當代心理學

發展的一股最新趨勢。

本文即根據這個發展趨勢依序探討禪與

榮格分析心理學、佛洛姆人本心理學及

超個人心理學的關係。

禪與榮格分析心理學

榮格的分析心理學

榮格是當代分析心理學的開創者，而他

一生的經歷可以說即是從探索他自己開

始加上他對東方思想及神秘教派與神話

的研究，而發展出一套相當有個人體證

作為基礎的心理學說。榮格也經歷它所

謂的個體化過程，而最終達到某種程度

的領悟。所謂個體化過程就相當類似於

禪修時一種將心全然開放的狀態，讓原

本受限的意識自我得以接受從無意識而

來的啟悟達成一種精神轉化的過程。

榮格將無意識分為個人無意識及集體無

意識，所謂個人無意識是指所有被經歷

過的一切包括感受、記憶、思考、渴望



等等無論是否被意識心靈所注意到的一

切都蘊藏在這裡。而集體無意識則非關

個人，它包含人類共有的原型，具有普

遍的意義，不是來自個人經驗及後天習

得，而是先天即存在，且和世界一樣寬

廣。

榮格對禪與分析心理學個體化歷程關係

的闡釋

榮格為禪學入門寫的序言中提到：「行

者在修行裡完全顛覆理性知識，使得意

識處於完全沒有預設的狀態。於是任何

有意識的預設都盡可能地被排除了，但

是不包括無意識的預設。」在榮格的理

論中，無意識是一個遠比意識要來得更

為廣大，而且通常不為意識所覺察，但

是透過禪的修練，可以讓原本隱而未顯

的無意識內容，浮現到意識層面。榮格

稱此為「本性的回答」，而這就接近禪

宗所謂的「見性」、「本來面目」了。

榮格認為：「禪和所有其他哲學和宗教

的默觀訓練的差別，在於它基本上沒有

預設，就連佛本身也被嚴厲拒絕……一

切唯當下即是，而那就是一個人完全沒

有意識的預設，正因為它是無意識的，

所以他無法擺脫它。那似乎來自虛空的

答案，那照澈黑暗的光，總是奇妙的體

驗以及蒙福的光照。」因為：「意識的

世界難免到處都有限制，到處都有橫阻

道路的高牆。基於意識的本質，它必然

是片面的。每個意識都只能懷有少數同

時生起的觀念。所有其他觀念都必須待

在看不見的陰影裡。同時出現的內容越

多，意識就越模糊不清、混亂、甚至失

去方向。意識不僅需要嚴格侷限於少數

清楚的內容，甚至這就是意識的本質。

經由注意力，我們才能有相續不斷的印

象，唯有如此，我們才會有一般性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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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感。然而我們無法始終保持專注，因

此我們必須盡量減少同步的知覺和相續

不斷的印象的數量，於是一切可能知覺

的廣袤領域總是被忽略，而意識也總是

困於狹窄的圈子裡。人們完全無法相信

有一個意識居然可以一眼覽盡所有想像

得到的意象。」

榮格認為：「無意識是一切潛在心理因

素的無法窺見的整體，是潛在的本性的

大觀園……意識的放空或停歇不是件容

易的事，因此需要長期的修行，把能量

的張力推到極致，好讓無意識的內容突

破到意識裡。」這個過程也就是榮格學

說中最為著名的「個體化過程」，透

過個體化過程，無意識豐富了意識，創

造出更為完整整體而廣闊的人格，自性

就會顯現，而自我則被削弱。「如果由

無意識湧現的各種片段能夠嵌入意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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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中，就會升起一種心理的存在形式，

它更符合個人的整體人格，也因此消彌

了意識的和無意識的人格之間徒然的衝

突……於是經過多年的辛苦修行，費力

地打破理性思考，習禪者從本性那裡得

到答案，公案所說的一切，也都能夠廓

然洞察。的確，大部分禪宗軼聞都是要

突顯答案的本來如此。」這就是榮格用

他自己的理解與體會而形成的心理學上

的對禪宗開悟經驗歷程的描述，即透過

個體化歷程成為整體的經驗。

禪與佛洛姆人本心理學

佛洛姆的人本心理學說

佛洛姆基於人本主義傳統認為個人不僅

是社會的一個成員，還是整個人類的一



份子，他呼籲個人要為自我的發展而努

力，社會進行人性化、整體的改革。

佛洛姆以「普遍的倫理」為基準，它與

「社會內在的倫理」不同，社會內在的

倫理是指任何文化中所制定的規範，只

是為了維持社會的功能與生存。普遍倫

理是指，以人本身的成長與發展為目的

的一套行為規範。他認為這種倫理體系

是以助長人的「精神健康」為標準。

對於解決當前人類的困境，佛洛姆認為

重點即在於人本主義，它包含了幾個面

向：

一、建立人本主義的良知：人本主義的

良知，不只是個人的自我實現，也是個

人接受合乎人性到的規範的基礎。

二、確立人本主義的倫理：能夠規範人

們，在社會中，尋求平衡、創造性的健

全發展，使人能夠肯定自我，社會也能

更進步。

三、創導人本主義宗教：佛洛姆認為宗

教具有積極性的意義，但必需消除崇拜

威權主義的宗教。他是以人與人的力量

為中心，主張以第一潛能了解自己。

他認為人活在這個世界上，物質與精神

是不可分的，透過宗教可以使他們融合

在一起。而佛洛姆的禪宗觀點，仍是以

「人」為中心，主張了解自己，了解人

與自然、世界的關係，但也說明了人的

極限，宗教在人的極限時所展現的作

用。

從以上這些觀點，我們就能明白，佛洛

姆所關心的不只是單一個人、社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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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整個整體，一種對於精神提升與世界

和平的深切願望。

佛洛姆對於禪的理解

以禪的態度來生活，意謂著以最為珍惜

最為尊敬的心的心靈狀態來對待自己和

世界。這個態度乃是秘密的美德的基礎

──這種美德是禪宗最典型的特點。

它意謂不要浪費自然資源，它意謂在經

濟上與精神上善用一切你所接觸到的事

物。

禪的倫理目標是要達到「完全的安全感

與無畏」，是要脫離枷鎖走上自由。禪

是一種關於性格的事，而不是關乎智性

的事，這意謂禪把意志視為生命的第一

原則，而從其中生長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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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的最後目標是開悟的體驗；而開悟對

一個人有著特殊的影響，整個心智活動

都以一種新的格調來作用，而這比以往

所經驗到的任何事情都更令人滿足，和

平、充滿歡樂。生命的基調改變了，在

禪之中有著令生命更新的東西。春花更

美，山溪更為清澈。

佛洛姆論心理分析與禪

心理分析是用來「治療病患」，而禪是

用來「開悟眾生」，本質上差異極大，

也可以說禪是讓人處於一種「泰然狀

態」──人的精神進化。

什麼是泰然狀態？

佛洛姆說，它是一種與人的本性相合的

狀態。更進一步的說便是，依照人的生



存狀態而活的一種情形，一種覺醒的生

命狀態。

心理分析的方法與禪是截然不同的，它

訓練意識以不同方法來掌握潛意識，它

將注意力導向那被扭曲了的知覺，引人

認識到內心的虛妄作用，以解除潛意識

裡的壓抑，擴大人的經驗領域。心理分

析的方法是心理學的──實驗的方法。

從當事人的兒童期成長以來的心理發

展，並試圖恢復他早期的經驗，以便幫

助此人體驗它目前所壓抑的事物。

若論禪與心理分析之間的相互關係或影

響來說，佛洛姆認為，禪的知識，已經

在心理分析的理論與技術上產生了最為

豐碩、最為清晰的影響。禪在方法上雖

與心理分析不同，但卻讓心理分析的重

點更能聚焦。也可以說，禪的思想讓心

理分析者的視野更加寬廣，並且達到更

加徹底的概念，也就是，充份的意識，

其最終的目的是對真實的領悟。

禪與超個人心理學

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在其「人類動

機的理論」一書中提出人類行為的動機

主要有五種需求層次，依序為「生理需

求」、「安全需求」、「歸屬需求」、

「自尊的需求」，最後是「自我實現需

求」。當人低一級的需求得到最低限度

滿足後，才會繼而尋求更高一級的需

求，如此逐級上升，一直到自我實現的

需求。高層次的需求發展後，低層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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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仍然存在，只是對行為的激勵程度

大大減小。依序說明如下：

◎生理的需求：這是人類維持自身生存

的最基本要求，包括食、衣、住、行的

方面的要求，如果這些需要得不到滿

足，人類的生存就成了問題。

◎安全需求：這是人類要求保障自身安

全與事業、財產安全的需求。

◎歸屬需求：包括兩類一是友愛及同伴

的需求；二是歸屬於一個群體相互關心

照顧的需求。

◎自尊的需求：可分為內部尊重和外部

尊重。內部尊重是指一個人希望自己具

有實力、充滿信心、能自主，也就是指

人的自尊。外部尊重是指一個人希望有

地位、受到別人的尊重、信賴和高評

價。

◎自我實現需求：指實現個人理想，發

揮個人的能力到最大程度，完成與自己

的能力相稱的一切事情的需求。

然而自我實現的需求，到最後還是無法

解決人類對於永恆真理的渴望，而自我

實現的需求也會衍生出個人對於自我認

知看法的差異而誤解為自我中心與自私

的問題。在馬斯洛的晚年，他進一步修

正其需求層次的學說，在自我實現的需

求上又加上了一層自我超越的需求。他

認為：「只有自我實現、自我肯定是不

夠的，必須更上一層達到心靈的自我超

越，才是較圓滿的。」這學說開啟了後

來超個人心理學的發展。

超個人心理學家Ken Wilber指出：「個



人的自我意識可能有許多不同的意識層

次。包括人格面具層次、自我層次、有

機生命體層次最後進入一體意識層次。

他認為不同層次間各具有不同性質的界

限，而這些界限一直延伸到自我與非我

融合為一個和諧整體的「一體意識」這

時，自我意識的疆界便瓦解了，進入了

超個人的整體意識狀態。對於超個人心

理學家而言，禪即是幫助人進入這種一

體意識的方法、過程與結果。

羅傑渥許和法蘭西絲方恩在其合著的

「超越自我之道～超個人心理學的大

趨勢」一書中提到：「超個人經驗也許

可以定義為存在的統合感超越了個人的

範疇而擴大到人類、眾生、靈魂及宇宙

的面向。」他們在本書序言中提到「某

些精神特別健全的人很容易有「高峰經

驗」，一種短暫但極為強烈、充滿著狂

喜、深具意義而又獲益良多的意識擴張

經驗，亦即跟宇宙合一的經驗。歷史上

曾出現過諸多類似的個人體悟……東方

則稱之為三摩地或開悟。」

結 論

無論是從榮格對禪與分析心理學的探

討，或者是佛洛姆乃至於近期興起的超

個人心理學的研究，我們可以找到的一

個類同點即是三者都提到了心意識擴展

至與宇宙萬物的一體感，雖然這個渾然

與萬物同體的狀態，就這三者而言各有

不同的解釋與內涵，其意義也不見得完

172



全一樣，不過無論如何，這三項學說都

已經認知到自我意識對比於無意識或者

一體意識而言顯得較為侷限、虛幻與不

完整。儘管禪的開悟狀態可能還要超乎

這三種學說的理解，佛法眾生一體無二

無別的層次，也畢竟迥然不同於無意識

或者一體意識的認知，但是這三者則都

共同認知到我們習以為常的自我事實上

相當的侷限與虛幻，並且也都認同禪修

有助於意識的擴展，使得我們得以從一

個更為開闊、開放而自由的狀態去重新

體悟與了解生命的整體實相，而不必受

限於固有習氣的制約。

這一點其實相當重要，事實上要做到這

一點可能還得要有相當的意願、勇氣與

決心，畢竟我們都已經太過習慣這個自

我框架到習而不察的地步，另一方面

我們投注在觀照心意識的注意力及時間

上也許要比心理學家還要少，就如佛洛

姆所言：「一般人由於受著不安全感、

貪婪、恐懼的驅使，不斷的落入幻相的

世界而不自知，他們把這個世界覆以諸

種性質，但那些性質本來並不是在那裡

的，而是他們投射上去的……今日幾乎

每個人都是用他的思想來看、來聽、來

感覺、來嚐味，而不是用他自身之內各

司看、聽、覺、味的力量。」佛洛姆認

為禪是直觀的體驗而不是西方科學的智

性的思考，而這樣的思考「並不能對存

在的最終問題提供解答。」佛洛姆點出

了心理學與禪的根本差異。正因為如

此，透過禪與心理學的對話，我們可以

從中得到更為深刻的啟示，從而有助於

我們在實踐上及禪修上能夠有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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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的重要
The Importance of Doing Our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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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華智慧   翻譯／陳子帆   美學編輯／賴信仲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天下到底有沒有難事？

有，如果一個不夠努力的人，不要說難事是難，其實連簡單的事也會變難；因為

不夠努力，就沒有辦法解決難事，連簡單的事也往往無法解決。

天下到底有沒有易事？

有，如果一個全力以赴的人，易事本來就是易事，難事也在努力解決下，漸漸獲

得了改觀，漸漸達成了效果，也就漸漸由難事轉變為易事。

行菩薩道是難事還是易事？

對於一個不努力的人，行菩薩道當然是難上加難，簡直比登天還難，因為菩薩是

自度有餘，再去幫助無量無邊的眾生；而一個不努力的人，自度都會出現嚴重的

問題，更遑論去額外的擔負別人的問題。相反的，一個全力以赴的人，行菩薩道

固然難行難忍，但在強大的前進力之下，路也漸漸變寬，黑暗也漸漸縮小，能力

也漸漸變大……

故天下事的難易與否，其實是因人而異。

一個不努力的人，天下無易事。

一個全力以赴的人，天下無難事。

故成佛的宇宙大事，可謂天下第一難，對於不努力的人而言，確實是遙遙無期；

而相反的，對於一個全力以赴的人，所謂聚沙成塔、滴水穿石，成佛之期，指日

可待！

禪學英文─

There is no difficulties as long as 
we decide to do it. 



175

There is no difficulties as long as we decide to do it.

Is there difficulties in the world?

Yes, if a man who does not make effort, the easy things are also difficult for him, 

not mention to the real difficult things.  Because he makes no effort, he cannot solve 

difficult things, and he cannot even solve easy things.  

Is there simple things in the world?

Yes, if a man make every effort, easy things are of course easy things, difficult things 

can be changed and become easier by his effort.

Is Bodhisattva-carya difficult or easy?

For a man making no effort,  Bodhisattva-carya is of course very difficult,  and is 

difficult like to fly to the sky.  Because a Bodhisattva has ability to take care of himself 

and then to take care of limitless beings.  A man making no effort cannot take care 

of himself, not mention to kelp other beings additionally.  On the contrary, for a man 

making every effort, the Bodhisattva-carya is of course difficult, but under the powerful 

effort, the way becomes wider, the darkness shrinks, and the ability is increased.  

Whether things are difficult or easy depends on man’s effort.

There are no easy things for a man making no effort.

There are no difficult things for a man making every effort.

The thing to become a Buddha is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in the world.  For a man 

making no effort, it is indeed far in the indefinite future.  On the contrary, for a man 

making every effort, the day of becoming a Buddha can be expected.  It is said, “Many a 

little makes a mickle.”

Make effort



176

文章重點學習

對於一個不努力的人，行菩薩道當然是難上加難，簡直比登天還難，因為菩薩是自度

有餘，再去幫助無量無邊的眾生；而一個不努力的人，自度都會出現嚴重的問題，更

遑論去額外的擔負別人的問題。相反的，一個全力以赴的人，行菩薩道固然難行難

忍，但在強大的前進力之下，路也漸漸變寬，黑暗也漸漸縮小，能力也漸漸變大……

For a man making no effort,  Bodhisattva-carya is of course very difficult,  and is 

difficult like to fly to the sky.  Because a Bodhisattva has ability to take care of himself 

and then to take care of limitless beings.  A man making no effort cannot take care 

of himself, no mention to kelp other beings additionally.  On the contrary, for a man 

making every effort, the Bodhisattva-carya is of course difficult, but under the powerful 

effort, the way becomes wider, the darkness shrinks, and the ability is increased.

單字學習

effort　['efərt]　努力 n. 

如果一個全力以赴的人，易事本來就是易事，難事也

在努力解決下，漸漸獲得了改觀，漸漸達成了效果，

也就漸漸由難事轉變為易事。

If a man make every effort, easy things are of course easy 

things, difficult things can be changed and become easier 

by his effort.

ability　[ə'bɪləti]　能力 n.

因為菩薩是自度有餘，再去幫助無量無邊的眾生。

Because a Bodhisattva has ability to take care of himself 

and then to take care of limitless beings.

limitless　['lɪmɪtləs]　無量無邊 adj.

因為菩薩是自度有餘，再去幫助無量無邊的眾生。

Because a Bodhisattva has ability to take care of himself 

and then to take care of limitless be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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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型

as long as  只要

make effort  努力

not mention to  更不用說

造句練習

There is no difficulties as long as we decide to do it.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Yes, if a man make every effort, easy things are of course easy things, difficult things can be 

changed and become easier by his effort.

有，如果一個全力以赴的人，易事本來就是易事，難事也在努力解決下，漸漸獲得了改

觀，漸漸達成了效果，也就漸漸由難事轉變為易事。

Yes, if a man who does not make effort, the easy things are also difficult for him, not mention to 

the real difficult things.

有，如果一個不夠努力的人，不要說難事是難，其實連簡單的事也會變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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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定通往喜悅～

   禪定

█ 瀟灑、放下、無憂之人間行止～

   禪行

█ 自在、開放、明覺的思考～

   禪思

禪 悅
H a p p i n e s s  O f  Z e n

明覺喜樂

禪悅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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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定功深．禪悅為食

禪 悅

禪定通往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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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彼諸世界所有人天，由於菩薩身光照觸，皆於無上菩提得不退轉，獲五神

通。是彼諸世界所有不退轉菩薩，以彼菩薩身光照觸，光纔觸已，悉皆成就

無生法忍，各各獲得名五百功德轉陀羅尼。如是微塵百千世界，由彼菩薩身

光明照成吠瑠璃，黃金為繩以界八道，一切寶樹八行布列，花果莊嚴，色香

殊異；是諸寶樹，香風搖擊，從其樹出和雅悅意微妙之聲，所謂：佛聲、法

聲、僧聲、菩薩聲、菩提聲，根、力、覺分、解脫、等持、等至之聲。由寶

樹聲，彼微塵數百千界中一切有情，悉皆獲得法喜禪悅。是諸世界中所有一

切有情，遠離地獄、傍生、閻魔羅界、阿蘇羅趣。是彼菩薩在母腹中，光明

如月合掌而住，晝夜六時常放光明，乃至誕生。

─大方廣如來藏經

延伸篇 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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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情契之是禪行─圭峰宗密禪師

禪 行

瀟灑、放下、無憂之人間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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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行、知行、安身心而行，其作菩薩行心而不亂。菩薩者，以智慧行

當如法行，其行菩薩不計有所得。慈行、柔心行、常作哀行、菩薩所

作行無有恚行，空行、以意行、無有想清淨行，其菩薩行無所願，菩

薩行是當行，具足意智慧行。

菩薩所行，無所礙信行、精進行、用意安三昧行。其菩薩行無所斷神

足行、惟務行、以五旬行。菩薩所作而不罪行，平實行、乘法行、欲

教一切而行。其如菩薩行所作而不藉因緣行、如作行、斷絕眾冥行。

於菩薩所作而不錯淨行、清淨行、脫眾垢行，菩薩其作是行。無有悔

安行、護一切令無畏行，菩薩其作是行，為悉具足所欲。如日行、如

月行、如蓮花不污行，菩薩作是行，為諸天一切之所敬。

─佛說伅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

延伸篇 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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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思禪想．自在明覺

禪 思

自在、開放、明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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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身諸光

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時，彼天子而說偈言：「難度難可忍，沙門無知故，多起諸艱難，重鈍溺沈

沒，心隨覺自在，數數溺沈沒，沙門云何行，善攝護其心？」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如龜善方便，以殼自藏六，比丘習禪思，善攝諸覺

想，其心無所依，他莫能恐怖，是則自隱密，無能誹謗者。」

時，彼天子復說偈言：「久見婆羅門，逮得般涅槃，一切怖已過，永超世恩

愛。」

時，彼天子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雜阿含經

延伸篇 經文：



讀者按讚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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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雜誌的內容很豐富，既溫馨又時尚，值得珍藏。

◎照片都很美，清新脫俗。

◎美學很高，不知不覺心也跟著融入其中，覺得每一篇都很用心，令

人感動。

◎稀有難得，真的很用心，感恩！

◎很少看到能將禪學寫得這樣兼具深度與廣度的雜誌。

◎內容深入淺出，將深奧的禪理，解說的讓人很容易理解，看得出花

了不少心思與努力。

◎這本雜誌提供了不少的實修方法，對修行有很大的幫助。

◎是現代人必看的書籍，將禪學融入自己的生命中，必定快樂。

◎仔細地將禪雜誌閱讀過後，感到很愉悅，內心變得比較平靜、溫

和。

◎整本雜誌的視覺設計很有空靈感。

◎雜誌編的很美，感覺自己像進入世外桃源，願自己好好實修，真正

體會到禪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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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雜誌中的經典闡釋相當有深度，而且讓人更容易看懂佛經的真正

義理，可見作者在佛法上所下的功夫很深，相當適合現代的佛教徒閱

讀。

◎這本雜誌相當有質感，設計風格時尚，內涵豐富多元化，是難得一

見的佛法實用書籍。

◎禪雜誌的內容結構相當細膩，將禪理透過各種面向來呈現，有經典

的研究，有時下正流行的文創，同時兼具高度的藝術美學，是一本非

常好的禪學雜誌。

◎從沒發現原來禪是如此的包羅萬象無所不在。

◎專門講禪的書有見過，但專門講禪的雜誌到是頭一次見，這真的太

強了。

◎有經典有實修，有知見有創作，真是令人大開眼界啊。

◎從前我認為“禪”是非常深奧的東西，很難理解，看了這本雜誌

後，才知道原來可以在我們的生活當中處處去體驗，這個發現，讓我

感到很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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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五)  2  6  6  3釋迦牟尼佛涅槃日  1  5

SAT(六)  3  7  7  4  2  6

SUN(日)  4  8  8  5  3  7

MON(一)  5  9  9  6  4 準提菩薩誕辰  8

TUE(二)  6 10 10  7觀世音菩薩誕辰  5  9 

WED(三)  7 阿彌陀佛誕辰 11 11  8  6 10

THU(四)  8 12 12  9 普賢菩薩誕辰  7 11

FRI(五)  9 13 13 10  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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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二) 13 17 華嚴菩薩誕辰 17 14 1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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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五) 23 27 27釋迦牟尼佛出家日 24 2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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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日) 25 29 26 24 28 伽藍菩薩誕辰

MON(一) 26 30 27 25釋迦牟尼佛誕辰 29

TUE(二) 27 佛陀成道日 31 28 26 30

WED(三) 28 29 27

THU(四) 29 30 28

FRI(五) 30 29

SAT(六) 31 30

SUN(日)                      31

沁心佛語：三界之中，以心為主。能觀心者，究竟解脫；不能觀者，永處纏縛。─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

  星 期       1月(JAN)       2月(FBE)       3月(MAR)       4月(APR)        5月(MAY)      6月(JUN)

2015 上半年度規劃表







禪學運動是世界思想史中一個偉大的革新。
    ─胡適

今天我們所謂的禪，在印度是沒有的。中國人的那種富有實
踐精神的想像力，創造了禪，使他們在宗教的情感上得到了
最大的滿足。
    ─鈴木大拙

禪的最後目標是開悟的體驗；而開悟對一個人有著特殊的影
響，整個心智活動都會以一種新的格調來作用，春花更美，
山溪更為清澈。
    ─佛洛姆

禪學所呈現的，是觸及到真正奧秘的感覺；會撞擊參禪者，
使之產生言語道斷的一種全然體驗。
    ─榮格

禪宗強調內心的自証。
    ─Thomas Merton

禪是一種生命自在的狀態。
    ─文華智慧

禪～空花水月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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