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戒相經箋要集註》第十三集 
 
諸位比丘大德 淨人  
 
大家早安 阿彌陀佛 
 
請看著集註 第二十頁 
 
集註第二十頁 
 
我們從第二行開始看 
 
二十四歲從憨山弟子雪嶺剃度 
 
改名智旭 夏秋之間 
 
於雲棲寺聽講《唯識論》 
 
疑與《佛頂經》之宗旨相矛盾 
 
叩問之 
 
得性相兩宗不許和會之答 
 
師猶不解其意 遂往徑山坐禪 
 
豁然而悟性相二宗本無衝突 
 
集註的文 比較簡單 
 
我們就是這裡說到 
 
蕅益大師在二十四歲之後 



 
次年夏 就是二十五年的夏天 
 
逼拶功極 身心世界 忽皆消殞 
 
因知此身 從無始來 
 
當處出生 隨處滅盡 
 
但是堅固妄想所現之影 
 
剎那剎那 念念不住  
 
我們上一個講次說過這裡 
 
但是堅固妄想所現之影 
 
說到這個地方 
 
剎那剎那 念念不住  
 
的確非從父母生也 
 
從此性相二宗 一齊透徹 
 
知其本無矛盾 
 
但是交光邪說 大誤人耳 
 
是時一切經論 一切公案無不現前 
 
旋自覺悟 解發非為聖證 
 



故絕不語一人 久之則胸次空空 
 
不復留一字腳矣 
 
這是蕅益大師自傳的原文 
 
集註的文比較省略 
 
我們說到的是 
 
他二十五歲的時候非常用功 
 
身心世界忽然都消殞了 
 
因知此身 從無始來 
 
當處初生 隨處滅盡 
 
但是堅固妄想所現之影 
 
剎那剎那 念念不住 
 
五蘊的身影 即生 即住 即滅 
 
我們五蘊身心 六根對著六塵 
 
看到了色塵 眼根看到色塵 
 
耳根聽到聲塵 
 
聽到之後 即生 即住 即滅 
 
很快就過去了 生 住 滅 



 
一剎那 一剎那 念念不住 
 
這個剎那剎那 念念不住 就出在 
 
《仁王波若波羅密經》卷上 
 
九十剎那為一念 
 
一念中 一剎那經九百生滅 
 
《仁王般若波羅密經》卷上說 
 
九十剎那為一念 
 
我們動一個念頭 有九十剎那 
 
生起一念是九十剎那 非常微細 
 
一念中 一剎那經九百生滅 
 
九十剎那中 
 
這個一剎那 經九百生滅 
 
一念當中的一剎那 
 
經歷九百次的生滅 非常地微細 
 
所以是剎那剎那 念念不住 
 
的確非從父母生也 
 



這個念頭 我們很粗的念頭 
 
不能覺察到  
 
覺察不到那麼微細的生滅 
 
佛陀告訴我們 有那麼微細 
 
的確非從父母生也 
 
父母只是其中的助緣 
 
我們要來投胎受生 
 
一定要有父母的助緣 
 
主要還是在於習氣 業力 
 
隨著習氣業力而來 
 
隨著過去的習氣 勢力 
 
善業比較強盛或者惡業比較強盛 
 
善業多 來投生人間 
 
隨著善業的習氣勢力 
 
隨著所造的善惡業因 
 
牽引第八識 
 
與自己有緣的父母精血和合 



 
方有入胎受生 
 
這個時候 才有入胎受生 
 
善業多的 來到人道 
 
就看到人間的父母和合 
 
動了這個妄想雜念 
 
動了這個念頭  
 
愛憎之心 就入胎了 
 
惡業比較多的 這個傍生 畜生道 
 
就看到畜生道的父母和合 
 
還是一樣的 動念了 就入胎了 
 
這個習氣業力的牽引 
 
由善惡習氣業力 
 
與父母精血因緣和合 
 
虛妄有投胎受生 剎那剎那生滅 
 
不是真實的 虛妄的 
 
虛妄有投胎受生 
 



一期的生命 業報盡了 
 
四大分離了 第八識離開了 
 
因緣別離 虛妄有滅 
 
這是《楞嚴經》的經文 
 
虛妄叫做滅 不是真實的 
 
緣生緣滅 
 
所以 的確非從父母生也 
 
確實不是從父母生的 業力啊 
 
業力因緣和合來投胎受生 
 
只是隨業流轉  
 
緣生緣滅 如此而已 
 
從此性相二宗 一齊透徹 
 
知其本無矛盾 
 
性相二宗 一齊透徹 
 
透 明白 徹 通達 
 
從此番坐禪 思惟用功以後 
 
對於教理 性相二宗  



 
很重要的 教理的性相二宗 
 
一齊透徹 明瞭通達 
 
這是蕅祖學道經歷的過程 
 
明了通達什麼呢 
 
全性起修 全修在性 
 
從全體的性德 生起修德 
 
全部的修德 在性德生起 
 
這個性德 就是我們的真如佛性 
 
我們清淨的本性 
 
才能夠生起修行的功德 
 
性 這個性 通常說是般若 
 
般若詮釋性宗  
 
性 說到一切法自性空 
 
諸法自性空 
 
這個相 就是唯識 
 
唯識變現一切法相 
 



這裡在《大佛頂首楞嚴經》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 
 
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二 
 
說 如來藏妙真如性 就是性 
 
五蘊本如來藏妙真如性 
 
我們的五蘊身心 
 
原本就是如來藏妙真如性 
 
所以《大般涅槃經》中說 
 
我們的五蘊身中有佛性 
 
就是五蘊本如來藏妙真如性  
 
就是性 如來藏 在纏 名如來藏 
 
出纏 名法身 纏就是無明 
 
未斷故 名在纏 
 
無明煩惱還没有斷除 叫做如來藏 
 
斷除無明煩惱 出離煩惱之後 
 
叫做法身 如來法身 
 
它没有出離無明煩惱 叫做如來藏 



 
如來藏妙真如性 
 
如來藏微妙的真如理性 
 
就是諸法實相的妙理 
 
《法華經》說 諸法實相 
 
《楞嚴經》說 如來藏妙真如性 
 
種種說法 指的就是我們的性 
 
我們的自性 
 
此藏性 乃是一切眾生本有的性德 
 
這個如來藏妙真如性 
 
就是一切眾生本有的性德 
 
自性本具的德能 
 
本具的理體 名為天然性德 
 
在佛頂文句 蕅益大師說 
 
叫做天然的性德 很天然的 
 
印祖文鈔說 天真佛性 
 
天真的佛性 不假造作的 
 



本來就有的 
 
天然性德 天真佛性 
 
原本就是極為尊貴 
 
怎麼極為尊貴呢 
 
我們世尊出生之後 
 
就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說了偈頌 
 
說 天上天下 唯我獨尊 
 
這個我就是真我 真我就是佛性 
 
佛性就是真正有我 
 
這個佛性 都是唯我獨尊 
 
每個人的佛性都是非常尊貴的 
 
原本就是極為尊貴 
 
凡夫在迷  
 
凡夫在迷惑顛倒的時候 
 
迷此本有的心性 
 
迷此本有的佛性 則生死無邊 
 
生老病死無量無邊 看不到邊際 



 
生死無邊 等於就是父母無邊 
 
我們這一生死了之後 
 
下一世來投胎 又有父母 
 
這一生你有妻子 
 
那下一生還是有妻子啊 
 
妻子也是無量無邊 一樣的道理 
 
凡夫在迷 迷此本有的心性 
 
則生死無邊 
 
聖人覺悟 證此本具心性 
 
則涅槃本有 
 
涅槃不生不滅 本來就是有 
 
本來就具有這種涅槃的德性 
 
佛性不生不滅  
 
就是常住 就常住佛性  
 
涅槃安樂 不生不老 不病不死 
 
是心性中原本就具有的 
 



比喻神珠原在 
 
這神珠没有丟掉 原在 並非新得  
 
證得涅槃之後 不是新得到的 
 
是證 原本就有的 並非新得 
 
所以說 圓滿菩提 歸無所得 
 
無所得 不是新得的 
 
諸佛出世 種種說法 
 
諸佛世尊 出現在世間種種說法  
 
說什麼呢 《華嚴經》的一真法界 
 
《占察經》的真如自性清淨心 
 
《涅槃經》的佛性常住 
 
《法華經》的諸法實相 
 
《大乘起信論》說 一心真如 
 
諸佛出世 種種說法 
 
無非欲應眾生 覺悟五蘊身中 
 
有此極為尊貴的 如來藏妙真如性 
 
這是教理 現在講的是教理 



 
這教理很重要 
 
我們明了教理之後 稱性起修 
 
我們才有決定的信心 
 
我們學習佛法才有興趣 
 
你不會懶惰懈怠了 
 
知道這個因緣果報 從自性生起的 
 
這教理很重要 
 
所以我們這裡會講很多教理 
 
教理是根本 我們修行的根本 
 
不懂教理 我們可能 
 
你不會用心 一天過一天 
 
不曉得這麼珍貴的佛性 
 
這麼清淨的自性 
 
要好好地栽培它 熏習它 
 
好好地修學聖道 
 
明了之後 我們常常思惟  
 



就能夠生起道心 
 
你不會懶惰懈怠 
 
修學善法 你會很積極 
 
佛頂玄義 蕅益大師的 
 
《大佛頂首楞嚴經》玄義 卷下 
 
蕅祖說 夫如來藏妙真如性 
 
即所謂佛性也 
 
夫 文言文中發語之詞 
 
如來藏妙真如性 就是《梵網經》 
 
《大般涅槃經》所說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都有當來成佛之性 
 
一切諸佛 以此為性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一切諸佛 以此為性 
 
所以《華嚴經》說 
 
心佛及眾生 是三無差別 



 
心性 佛性 眾生性 
 
這三種性没有差別 同一體性  
 
都是極為尊貴 
 
無差別性 就是同一體性 
 
三世諸佛 世尊 跟我們一切眾生  
 
同一體性 佛性相同 
 
如來已經成佛了 
 
我們還是生死凡夫 
 
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修德 
 
修德有功 性德方顯 
 
我們都没有修行的功德 
 
所以還處在生死凡夫當中 
 
要修行 需要修 
 
此理體之性 真如佛性 
 
在迷不減 在悟不增 
 
迷惑顛倒的時候 佛性没有減少 
 



證得聖道之後 
 
佛性也没有增加 
 
在迷不減 在悟不增 
 
特以凡夫在迷 
 
天真佛性被無明煩惱所纏 
 
因為我們迷惑顛倒 
 
天真的佛性被煩惱所纏縛 
 
不能顯發 人莫能曉 
 
一般人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所以蕅祖點示出來 
 
如來藏妙真如性 就是所謂的佛性 
 
先認識自己本有佛性 
 
有佛性才能修學成佛 
 
如果是石頭 草木 没有心 
 
它們没有心性 不能修行 
 
我們有心性 可以修學成佛 
 
佛性有什麼相貌呢 



 
佛性的相貌是如何呢 
 
《央掘魔羅經》卷二 
 
不生是佛性 真實性是佛性 
 
常性 恆性 不變易性 寂靜性 
 
不壞性 不破性 無病性 
 
不老死性 無垢性 是佛性 
 
如油雜水不可得 
 
如是無量煩惱 覆如來性 
 
佛性雜煩惱者 無有是處 
 
這是《央掘魔羅經》的經文 
 
說 這個佛性的相貌 
 
不生是佛性 没有生住異滅 
 
不生 不老 不病 不死的  
 
就是佛性 很奇妙啊  
 
所以我們人死了之後 
 
其實只是業報終了而已 没有死 
 



我們的佛性又出來了 隨業流轉 
 
到其他的地方去投胎了 没有死 
 
不生是佛性 真實性是佛性 
 
自性没有虛妄 
 
真實之性就是佛性 
 
很真實的 很天真的 
 
就是我們的佛性 
 
常性是佛性 
 
不是無常 不會無常生滅 
 
想要尋求自性無常 
 
不可得 找不到 
 
我們的自性是常住 
 
常住之性就是佛性  
 
恆性是佛性 
 
不是無恆 不是没有恆常 
 
永恆之性是佛性 
 
永恆不滅 但是它會隨業流轉 



 
寂靜 不變易性 是佛性 
 
佛性不改變 不會改變 
 
寂靜性是佛性 没有躁動 
 
寂然安靜之性 就是佛性 
 
不壞性是佛性 
 
堅固不可損壞 就是所謂的佛性 
 
不破性是佛性 
 
不可毀破 這個性 就是佛性 
 
無病性是佛性 
 
不生病 没有生病的 不生病性 
 
不生病之性 就是佛性 
 
不老死 不老死性 不老 不死之性  
 
無垢之性  
 
没有垢穢之性 就是佛性 
 
如油雜水不可得 如同油  
 
它摻雜水不可得 不可能的 
 



這個油 我們倒水下去 
 
它不可能跟油摻雜在一起 
 
我們煮東西的時候 就知道了 
 
這油 我把它燒熱了 
 
它只要遇到水 馬上就噴出來  
 
不可能雜水 
 
佛性無垢的情況 
 
如同油中摻雜水 不可得 
 
如是無量煩惱覆如來性 
 
如此 縱然有無量的煩惱 
 
覆蓋如來藏妙真如性 
 
而使令佛性摻雜煩惱者 無有是處 
 
所以說 它是自性本來清淨 
 
六祖說的 何其自性 本自清淨 
 
它不會夾雜煩惱 
 
這個煩惱是什麼呢 這習氣  
 
被這個習氣包圍 煩惱習氣 



 
佛性雖然在煩惱中住 
 
不摻雜煩惱在其中 
 
所以無垢之性 就是佛性 
 
這是說到了重點 
 
這佛性 它不生不滅 本來清淨 
 
但是 為什麼有煩惱呢 
 
熏習 由無明的熏習 
 
無明熏真如 它就有煩惱了 
 
總結經文 佛性真實 
 
常恆不變易 寂靜不可破壞 
 
不生不病 不老不死 無有垢染 
 
所以是天然性德 
 
蕅祖說 它是天然的性德 
 
印光大師說 這是天真佛性 
 
天真佛性 至為尊貴 
 
好像摩尼寶珠一樣 很尊貴的 
 



《大般涅槃經》卷八 
 
我們先講到性 性相二宗 
 
一齊透徹 知其本無矛盾 
 
我們講到性 
 
《大般涅槃經》卷八 
 
如來於眾生猶如良醫 
 
開示如來祕密之藏 
 
清淨佛性常住不變 
 
這段經文就很明白了 
 
《大般涅槃經》卷八 
 
如來 於諸眾生猶如良醫 
 
說 諸佛如來 對於一切眾生來說 
 
猶如一位良好的醫師 
 
這個良醫 開示如來祕密之藏 
 
所謂的方等大乘經典 
 
宣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這是如來祕密之藏 



 
一切眾生都有佛性 
 
都有當來成佛之性 
 
清淨佛性常住不變 
 
有生有滅的 有生老病死的 
 
這是無常法 
 
佛性不生不滅 就是常住不變 
 
我們雖然有生老病死 
 
死了之後 第八識 
 
第八識就是佛性 
 
第八識離開之後 
 
它又隨業流轉去了 
 
它没有死 就是投胎轉世了 
 
所以它不老 不病 不死  
 
隨業流轉 它常住不變 
 
《大佛頂首楞嚴經》卷四 
 
佛告阿難 
 



若於因地以生滅心為本修因 
 
而求佛乘不生不滅 無有是處 
 
這一段說到 
 
我們修心很重要的關鍵 
 
先認識我們有不生不滅  
 
清淨的佛性 
 
《大佛頂首楞嚴經》卷四 
 
佛告阿難尊者 
 
若於因地以生滅心為本修因 
 
而求佛乘不生不滅 無有是處 
 
因地 因者 生起之意 
 
地者 以能生為義 
 
在因地生起菩提心 發心修行 
 
在這叫做因地 若於因地 以生滅
心 
 
生滅心 心有兩種 
 
第一 叫做真 第二 叫做妄 
 



真 妄這兩種心 
 
真心清淨圓滿 無分別相 
 
我們的真心 清淨圓滿 
 
没有妄想 分別之相 這是真心  
 
它是周遍一切處 
 
妄心 有妄想分別 
 
這個虛妄分別心 
 
它有妄念分別 叫做妄心 
 
根據哪裡呢  
 
《占察善惡業報經》卷下  
 
真如第一義諦 自性清淨心 
 
湛然圓滿 以無分別相故 
 
無分別相者 於一切處 無所不在 
 
無所不在者 以能建立 
 
以能依持建立一切法故 
 
這裡說的自性清淨心 就是佛性 
 
就是如來藏 妙真如性 



 
只是說法不同 都是同義 
 
都是說的就是性 
 
就是我們的自性 
 
真如第一義諦 自性清淨心 
 
湛然圓滿 就是清淨圓滿 
 
以無分別相故 因為真心 
 
真心没有妄念 分別的相貌 
 
它不會起念 分別 
 
真心無妄念 分別相的緣故 
 
無分別相者 於一切處 無所不在 
 
没有分別 没有妄念 分別的相貌 
 
是什麼呢 於一切處 無所不在 
 
就是真心周遍一切處 
 
真心遍一切處 
 
就是我們的佛性遍一切處 
 
無所不在者 
 



以能依持建立一切法故 
 
依靠的依 持戒的持 
 
以能依持建立一切法故 
 
依靠真心 它能夠建立一切法 
 
建立一切法 
 
因為真心能夠依持建立 
 
一切善惡染淨因果諸法 
 
等於它會受到熏習 
 
受到染污法 清淨法的熏習 
 
它就建立一切法 
 
所以真心就是佛性 
 
佛性 我們依止不生不滅的佛性 
 
能夠依持建立一切法的緣故 
 
我們要這樣思惟 
 
從性起修 全性起修 
 
從全部的性德 生起修德 
 
這個性德是清淨的 



 
生起修行的功德 
 
我們就要熏習善法 
 
要好好地熏習善業 
 
成就一切功德 
 
妄心者 謂起念 分別 
 
這個虛妄心 就是所謂的起念分別 
 
起心動念 起念分別 
 
起心動念有妄想分別 
 
能生一切種種境界 
 
它能夠生起一切境界 
 
虛偽無有真實 
 
這個境界是虛妄不真實的 
 
所以生滅心是妄 
 
妄想心 起念分別 
 
念念生滅 有生有滅 虛偽不實 
 
佛乘不生不滅 是真 
 



不生不滅 就是我們的真心 
 
常住真心 真如第一義諦 
 
自性清淨心 
 
無分別相 於一切處 無所不在 
 
能建立 生長一切 
 
染污清淨的因緣果報的緣故 
 
佛性 不生不滅  
 
它能夠生長 建立一切 
 
染污清淨 因緣果報諸法的緣故 
 
若在因地發心修行 
 
用妄想生滅心 
 
我們不能認識 
 
有不生不滅的常住佛性 
 
用妄想生滅心 作為根本的修因 
 
而想要求證 一佛乘果地 
 
不生不滅 常住真心 
 
無有是處 没有如此的道理 



 
所以 首先我們要認識 
 
我們有自性清淨心 
 
有自性 本來清淨的佛性 
 
接著 第二段經文 
 
說明稱性起修 性相不二 
 
《大佛頂首楞嚴經》卷四 
 
佛告阿難 依不生滅圓湛性成 
 
以湛旋其虛妄滅生 復還元覺  
 
得元明覺 無生滅性 為因地心 
 
然後圓成 果地修證 
 
這一段文 說明稱性起修 
 
就是性相不二 
 
蕅祖所透徹的性相二宗 
 
本來没有矛盾 也是出在 
 
《大佛頂首楞嚴經》卷四 
 
佛告阿難 依不生滅圓湛性成 
 



圓滿的圓 湛然清淨的湛 
 
自性的性 成就的成 圓湛性成 
 
不生滅的是人人本具的佛性 
 
佛告阿難 
 
要依止不生不滅的清淨佛性  
 
稱性起修 修 是事相上的修持 
 
性相不可分離 從性德生起修德 
 
這個修德 就是緣起事相 持戒 
 
實際上緣起事相的修持 
 
所以性相不可分離 
 
圓湛性成 圓滿的圓 湛然的湛 
 
三點水 一個甚至的甚 
 
圓湛性成 自性的性 成就的成 
 
圓湛性成依《占察經》來解釋 
 
圓湛 就是湛然圓滿 
 
說 自性清淨心 湛然圓滿 
 
這個性 就是真如第一義諦 



 
自性清淨心 
 
成 是生長成就 
 
依不生不滅自性清淨心 
 
湛然圓滿 遍一切處 
 
能生長一切染污清淨因果 
 
這一段文 講得很明白 
 
能夠生長一切清淨的因果 
 
或者染污的因果 
 
以湛旋其虛妄滅生 
 
以為的以 湛然的湛 旋轉的旋 
 
其 其中的其 
 
以湛旋其虛妄滅生 虛妄 
 
滅 是生滅的滅 滅生  
 
生長的生 以 用也 
 
用湛然圓滿 一切處無所不在的  
 
不生滅自性 我們的佛性 
 



旋轉其虛妄生滅心 
 
轉變虛妄的生滅心 
 
復還元覺 恢復的復 歸還的還 
 
一元兩元的元  
 
覺悟的覺 復還元覺 
 
就是還復原本不生滅的覺性 
 
返妄歸真的意思 復還元覺 
 
得元明覺 無生滅性為因地心 
 
得到的得 原本的原  
 
一元兩元的元 元朝的元 
 
光明的明 覺悟的覺 
 
得元明覺無生滅性為因地心 
 
想要得到  
 
欲得原本就有的光明 始覺智慧 
 
原本就有的光明始覺 
 
開始覺悟修行的智慧 
 
我們覺悟到了 開始要修行了 



 
欲得原本就有的光明 始覺智慧 
 
必須要用無生滅的自性 
 
作為因地的發心 
 
必須用無生滅的佛性 
 
作為因地的發心 
 
然後圓成果諦修證 
 
最後才能圓滿成就果諦的修證 
 
修因證果屬於相 相貌的相 
 
在法相上 安立 十信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等覺 
 
五十一個階位 
 
在事相階位上努力進修 
 
全性起修 由全體性德  
 
生起修德 全修在性 
 
全部的修德 在性德生起 
 
没有性德就没有修德 
 



好像草木無心 要怎麼修呢 
 
石頭没有心性 草木没有心性 
 
它們怎麼修行呢 没有辦法  
 
所以全修在性 
 
全部的修德在性德生起 
 
因為我們本來具足有佛性 
 
從佛性生起全部的修行功德 
 
所以要修 不修 不可能成就聖道 
 
不可能轉凡成聖 
 
不可能轉迷為悟 所以要修 
 
從持戒開始 修戒定慧三無漏學 
 
如同《佛頂玄義》 蕅益大師的 
 
《大佛頂首楞嚴經玄義》卷上 
 
如來藏性非因 非果 因果所依也 
 
這是很重要的教理 
 
很重要的教理 性宗的教理  
 
如來藏性非因非果 



 
說 如來藏妙真如性 
 
天真的佛性 非因非果 
 
不是因種 也不是果報 
 
不是我們阿賴耶識當中的種子 
 
不是習氣 它也不是果報 
 
非因非果 因果所依也 
 
它是因果所依止的 就是靠它 
 
真如佛性 不生不滅 非因非果 
 
是因緣果報所依止的 
 
從不生滅的佛性 生起善惡因果 
 
故知 所以我們就明白 
 
持戒 斷惡 修善為因 很重要 
 
佛陀首先為這個學佛修行的人 
 
在家居士 親近佛陀 
 
佛陀首先就教他要持五戒 
 
要受持三皈五戒 首先皈依三寶  
 



持戒 斷惡 修善作為修因  
 
很重要的 有戒善因緣果報 
 
有持戒善業的因緣果報 
 
才能夠出離生死 
 
才能夠莊嚴無上佛果菩提 
 
我們齋僧大會最後面的時候 
 
他會唱偈頌 莊嚴無上佛果菩提 
 
莊嚴無上佛菩提 就是持戒 
 
持戒有善好的因緣果報 
 
它能夠莊嚴無上佛果菩提 
 
法相宗所說的賴耶緣起 
 
阿賴耶識的種子 
 
是因受到染淨因緣的熏習 
 
成為染淨的種子  
 
遇到助緣 生起現形 變現十法界 
 
染淨果報種種的影像 
 
法相宗的賴耶緣起 



 
阿賴耶識 這個種子從因緣生起 
 
既然萬法唯識所變 
 
都是阿賴耶識的種子 
 
遇到助緣所變現的境界 
 
既然是萬法唯識所變 
 
就是《華嚴經》說的 
 
我們晚課放蒙山 每天在唱的 
 
應觀法界性 一切唯心造 
 
三界唯心 萬法唯識 
 
只是名詞不同 義理相同 相同的 
 
一切唯心造  
 
萬法唯識所變 一樣的 
 
分別來說就是 心 意 識 
 
心 也叫做意 也叫做識 
 
意跟識 種種說法不同 
 
講的都是一 同樣地 
 



應觀法界性 一切唯心造 
 
没有差別  
 
跟唯識所變的道理没有差別 
 
都是自性本具的  
 
我們底下引文來說明 
 
阿賴耶識就是佛性 它就是佛性 
 
在自性中所熏習氣種子 
 
不管是善的 或者是惡的 
 
或者無記性的熏在阿賴耶識 
 
我們做過之後 熏在第八識 
 
就稱為習氣種子 
 
能變現果報 稱做唯識所變 
 
引經來證明《大乘密嚴經》 
 
祕密的密《大乘密嚴經》 
 
莊嚴的嚴 《大乘密嚴經》卷中 
 
一切眾生 阿賴耶識 
 
本來而有 圓滿清淨 



 
阿賴耶識恆與一切 
 
染淨諸法而作所依 卷下 
 
阿賴耶識是諸如來清淨種性 
 
如是 賴耶識是清淨佛性 
 
佛說如來藏 以為阿賴耶 
 
惡慧不能知 藏即賴耶識 
 
如來清淨藏 世間阿賴耶 
 
這部經講得很明白了 
 
《大乘密嚴經》卷中 
 
一切眾生阿賴耶識 
 
本來而有圓滿清淨 
 
本來而有 就是自性本具的 
 
自性本具的  
 
圓滿清淨就是《占察經》 
 
自性清淨心 只是用詞不同 
 
一切眾生阿賴耶識 
 



本來而有圓滿清淨 
 
六祖在開悟的時候說 
 
何其自性 本自具足 
 
何其自性 本自清淨 
 
本來而有圓滿清淨 都可以會通的 
 
就是這段文所說的 
 
一切眾生阿賴耶識 
 
本來而有 本自具足 
 
圓滿清淨 本自清淨 
 
一樣的 可以會通 
 
阿賴耶識 恆與一切 
 
染淨諸法 而作所依 
 
跟《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的一樣  
 
道理一樣 
 
一切染污清淨諸法的種子 
 
依止阿賴耶識  
 
都含藏在阿賴耶識裡面 



 
因緣和合 變現染污清淨的果報 
 
叫做賴耶緣起 
 
阿賴耶識 恆與一切 
 
染淨諸法 而作所依 
 
《大乘密嚴經》卷下 在下卷 
 
它有三卷 上中下 在下卷 
 
阿賴耶識 是諸如來清淨種性 
 
這段文 就說得很明白了 
 
《大乘密嚴經》有兩種譯本 
 
這一本是唐朝 天竺三藏 
 
地婆訶羅奉詔譯 
 
地婆訶羅三藏奉詔所翻譯的 
 
還有另外一部叫做大唐新翻 
 
大唐新翻的《密嚴經》 
 
也叫做《大乘密嚴經》 
 
是三藏沙門 不空 奉詔譯 
 



不空三藏 奉詔翻譯的 
 
也是有三卷 上中下卷 出在卷下 
 
如是賴耶識 是清淨佛性 
 
如此的阿賴耶識 出於習氣污泥 
 
就是清淨的佛性 
 
佛說如來藏 以為阿賴耶 
 
佛陀說 如來藏妙真如性 
 
就是阿賴耶識 
 
惡慧不能知 
 
善惡的惡 智慧的慧 
 
惡慧不能知 藏即賴耶識 
 
這個惡 惡慧是什麼呢 
 
惡慧就是指愚癡凡夫 
 
愚癡的凡夫 跟二乘  
 
二乘 聲聞 緣覺 
 
下劣的智慧 叫做惡慧 
 
愚癡 凡夫二乘 下劣的智慧  



 
不能了知 如來藏就是阿賴耶識 
 
他們不知道 
 
含藏一切善惡因果染淨的種子 
 
叫做如來藏 含藏識 
 
如來清淨藏 世間阿賴耶 
 
清淨如來藏 
 
就是變現世間的阿賴耶識 
 
唯識所變 
 
我們這個世間唯識所變 
 
大家的第八識共同變現的 
 
這個娑婆世界 
 
有染污的娑婆世界 
 
曰 唯識所變 稱為法相宗 
 
它變現一切法相 安立種種法相 
 
由我們凡夫造業變現的法相 
 
佛陀在這個世間 世俗諦 
 



安立一切法相 
 
有善有惡 有無記 
 
有尊有卑 有高有下 
 
安立世間一切法相 叫做法相宗 
 
阿賴耶識召感異熟果報的相貌 
 
從因緣和合生起 這是法相宗 
 
接著 法性宗 通常說性宗  
 
性宗叫做法性宗 
 
曰 如來藏 妙真如性 
 
清淨本然 不變隨緣 隨緣不變 
 
我們的自性 我們的佛性 
 
清淨本然 它不變隨緣 隨緣不變 
 
建立性宗 叫做法性宗 
 
通常說性宗 不改變的 
 
就是心性 佛性 眾生性 它不改變 
 
性不改變 而隨緣生起染淨因果 
 
這是很重要的教理 



 
性不改變 隨緣生起染淨因果 
 
所以我們學佛修行  
 
為什麼要持戒 
 
佛陀為什麼告訴我們 要持戒 
 
要制定戒法 轉變我們的心性 
 
轉變我們凡夫惡劣的習性  
 
稱為善性 
 
好修善業 好習善法 轉變 
 
真如佛性不變 
 
眾生在迷惑顛倒的時候 
 
他不知道啊  
 
他不知道善惡因緣果報 
 
不知道要修行 
 
隨著熏習染污的惡業 
 
大家都這樣做嘛  
 
這個世間大家都這樣做 習以為常 
 



大家都這樣 我們也跟著這樣 
 
熏習染污的惡業 由這個因緣 
 
生起十法界染污的果報  
 
這麼來的啦  
 
墮落三惡道 開始覺悟  
 
隨順熏習清淨善業的因緣 
 
學佛修行了 皈依三寶了 
 
受持五戒了 開始要斷惡修善了 
 
隨順熏習清淨善業的因緣 
 
生起十法界清淨的果報 
 
有雜染的 淨業比較多的 
 
善業比較多的 
 
生在三善道 阿修羅 人道 天道 
 
斷除煩惱了 就出離三界了 
 
聲聞 緣覺 菩薩 乃至成佛 
 
生起十法界清淨的果報 
 
曰 就著佛性不變 



 
這個佛性 不變之性 
 
熾然隨緣 很熾盛地隨順因緣 
 
所以 我們安住在道場 
 
隨順清淨的因緣 很重要 
 
熾然隨緣 正隨緣處 全體不變 
 
佛性也是没有改變 正隨緣之處 
 
佛性全體都没有改變 
 
它受到熏習而已 
 
受到善業清淨業的熏習 
 
我們念佛 熏習佛性 
 
全體都是清淨的佛性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全體不變 安立性宗 
 
受到熏習 它的種子就很多 
 
阿彌陀佛的種子就很多 
 
性相二宗 體性是一 
 



剛剛我們引文的 
 
阿賴耶識就是清淨佛性 
 
性相二宗 體性是一 
 
都是清淨佛性 
 
所以《大佛頂經玄文》序說 
 
蕅益大師的《大佛頂經》 
 
在蕅益大師全集 第六冊 
 
第六冊玄文的序文中說 
 
性相二宗 猶波之與水 
 
從來不可分隔 
 
蕅益大師 註解這部經特別提到 
 
以前在參學的時候 
 
古德法師告訴他說 
 
性相二宗不可和會 
 
他覺得很奇怪 
 
佛法難道有兩門分途嗎 很奇怪 
 
在這個時候 蕅祖開悟之後 



 
註解楞嚴經 就特別提出來 
 
說 性相二宗 猶波之與水 
 
猶如波浪跟水  
 
水波跟水 從來不可分隔 
 
没有水就没有波浪 
 
波浪從水生起來的 
 
從來不可以分隔 
 
當時 蕅祖二十五歲開悟 
 
從此 對於性相二宗的教理 
 
一齊透徹 明了通達 
 
知其本無矛盾 本來就没有矛盾 
 
本來就没有互相衝突 
 
不可以偏執法性 生一切法 
 
不可以偏執 
 
說 從法性生起一切法 
 
從我們的自性 生起一切法 
 



也不可以偏執 阿賴耶識生一切法 
 
不可以偏執 
 
說 阿賴耶識生一切法 
 
唯識所變啊 不可以這樣偏執 
 
要融合會通 融合起來會通 
 
真如佛性不思議熏 生一切法相 
 
真如佛性不可思議的熏習 
 
生起一切法相 
 
十法界的染污清淨因緣果報 
 
所以熏習善法很重要 很重要的 
 
我們今天能夠半月半月 
 
能夠上台誦戒 為大眾僧來誦戒 
 
這個熏習清淨法 它能夠變現果報 
 
你誦過一次戒之後 
 
這個就是清淨的種子 
 
它就含藏在第八識 
 
你就有善因了 就有善種子了 



 
我們早課 你好好地誦楞嚴經 
 
誦楞嚴咒 大悲咒 十小咒 
 
這個每天熏習 
 
每天都有善種子 儲存在阿賴耶識 
 
盡我們有生之年 
 
好好地熏習善法 
 
我們的阿賴耶識裡面 
 
善種子很多 很多 它未來世 
 
可以變現很多善好的果報 
 
讓你來受用 多麼好 
 
那你都不學 都不熏  
 
好 没有善種子 
 
就没有善業因緣 
 
就没有善果報可得  
 
所以熏習善業 乃至我們掃地 
 
掃地 這個地上很髒 
 



你掃一掃之後 你觀察你的心 
 
是不是很清淨啊 
 
我們問自己 就知道了 
 
問我們的心 就知道了 
 
你看到這個地掃乾淨了 
 
很有法喜 很快樂 這是善業 
 
善種子 未來世感召善果報 
 
真實不虛 我們要深信 
 
在那一張 我們的這個環境 
 
清理分區那裡面 就有引出來了 
 
佛陀告訴我們 掃地有五種功德 
 
令心清淨 植端正因 
 
未來會長得很端正 植端正因 
 
命終生天 最後是命終生天 
 
那我們萬善迴向西方 
 
就是往生西方淨土的資糧 
 
没有乖違 這是性宗 



 
真如佛性 不思議熏 生一切法相 
 
這個觀念很重要 
 
我們常常思惟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有空 你不要浪費時間 
 
你身體很虛弱了 
 
或者你 你就放佛號來聽 
 
放楞嚴咒來聽 注意聽 
 
我們没有體力可以誦 注意聽 
 
就熏習善法的種子 
 
在阿賴耶識裡面 聽經聞法  
 
道理一樣 都是善種子 
 
不要作惡 不要没有事情就作惡 
 
好好地修善 接著 這個相宗 
 
阿賴耶識是可熏性 
 
生起一切法相 
 
這兩段文 我們是根據 
 



《大佛頂經玄文》序 來說的 
 
在《蕅益大師全集》第六冊 
 
《大佛頂經玄文》序 這裡面的文 
 
說 阿賴耶識是可熏性 
 
生起一切法相  
 
這個識識種子  
 
怎麼來的 熏習來的 
 
今天我們上台為僧來誦戒 
 
就熏習一次的善種子 
 
熏在第八識裡面了 是可熏性 
 
今天你懷著惡心 做一件惡事 
 
也是可熏性 熏在阿賴耶識裡面 
 
就有一個惡的種子 
 
未來決定感召惡果報 
 
阿賴耶識是可熏性 
 
生起一切法相 
 
一切善惡法的因緣果報之相 



 
本來没有矛盾 皆從自性生 
 
都是從我們的清淨佛性生起的 
 
不互相砥觸 
 
這個教理非常地重要 
 
明白這個教理 
 
這綱要掌握好之後 
 
我們修學聖道 就有信心了 
 
我們看到世間人 
 
只是為了生活而已 
 
埋頭造業 埋没佛性 
 
這個清淨佛性 
 
不能顯現它的光明作用  
 
覺得很可惜 所以說法教化  
 
這比丘僧 住持在世間 
 
說法教化很重要 
 
引導大眾 引導一切眾生 
 



叫做認識佛法 
 
認識本具清淨的佛性 
 
要好好自己用功來修行 要修啊  
 
不是平白得來的 修來的 
 
好好地修習善業 精勤學道  
 
這個精勤的善業 
 
養成習慣以後 熏習成性 
 
養成習慣之後 
 
對我們修學聖道是很大的幫助 
 
懶惰懈怠 養成習慣之後 
 
就是我們的大障礙 
 
做事情也不能勤勞 
 
你說 要念佛共修 你也不勤勞 
 
說 要掃地 為大眾僧服勞務 
 
到大寮幫忙 你也不會勤勞 
 
這個習慣性就是這樣子 習慣性的 
 
說 要學習戒律啊 



 
開遮持犯 分判亡人物  
 
你的心性就是這樣子 
 
不想用功 不太想積極用功學習 
 
這個性是熏習來的 熏習成性 
 
我們如果勤勞用功的人 
 
他做什麼事 都是勤勞用功 
 
好人到哪裡都好  
 
壞人到哪裡都壞 
 
這個性 這個性是這樣子  
 
很難改變 要熏 熏習 
 
有生之年 盡量能夠轉變他 
 
能夠精勤修習善業 要認真 
 
這是我們修行很重要的觀念 
 
但是交光邪說 大誤人耳 
 
交光 是一個古人的名字 
 
邪說 這個邪說 或者是指前面  
 



前面古德法師說 
 
性相二宗不許和會 
 
這個邪說就不正確 
 
但是交光邪說 大誤人耳 
 
交光是古人之名  
 
註解《大佛頂經》 
 
在解釋經文義理 自多鹵盲 
 
蕅祖在佛頂文句中 呵斥他穿鑿 
 
對於自己不能會通的文義 
 
任意牽合 隨便解說 以求相通 
 
或者是指前面的 前面的古德法師 
 
古德法師說 性相二宗不許和會  
 
這是邪說 
 
但是交光邪說 大誤人耳 
 
只是交光偏邪 不正確的說法 
 
大大地誤導他人 如此而已 
 
所以我們比丘 比丘們 



 
比丘法師到外面去為人說法 
 
要注意 不要誤導眾生 
 
不要誤導他人 
 
我們要好好地學習 
 
學習正確的佛法 
 
才不會生起這個邪說 大誤他人 
 
誤導他人 這個有過失 
 
是時一切經論 一切公案無不現前 
 
這個公案 原來指古代公府 
 
判斷是非的案牘 
 
禪宗以祖師留下的言行範例 
 
借用來參透迷情的案例 稱為公案 
 
此時 蕅祖一切的經教論藏 
 
禪門的千七百公案 
 
無不豁然現前 開悟通達 
 
旋自覺悟 解發非為聖證 
 



旋轉的旋 旋自覺悟 
 
這個旋 就是一會兒的意思  
 
不久 自己就覺悟了 
 
解發非為聖證 
 
解釋的解 發起的發 
 
非為聖證 聖人的聖 證得的證 
 
解者 大開圓解 大徹大悟 
 
叫做解發 解發是什麼境界呢 
 
《靈峰蕅益大師》序傳 
 
在蕅益大師全集 第十六冊  
 
一零二二八頁 一零二二八 
 
說 五十六歲甲午十一月十八日 
 
有病中口號偈 臘月初三  
 
臘月就是十二月 十二月初三 
 
有病間偶成一律 
 
在蕅祖生病的時候 
 
偶然做成一首律偈 



 
中有 這當中 偈頌當中有兩句 
 
說 名字位中真佛眼 
 
未知畢竟付何人 
 
名字位中真佛眼 
 
未知畢竟付何人 
 
就是解發 蕅祖解發的境界 
 
是日 當天蕅祖就口授遺囑 
 
留下遺囑了 
 
名字位 天台六即佛第二位 
 
名字即佛 六即佛 
 
理即佛 名字即佛 觀行即佛  
 
相似即佛 分證即佛 究竟即佛 
 
第二位 名字即佛 
 
真佛眼 真正的佛眼 
 
蕅祖發起的解悟 同佛所見 
 
跟佛陀的見地相同 同佛所見 
 



無有差別 就是真佛眼 
 
《印光大師文鈔》卷一 
 
復永嘉某居士書五 第五封  
 
卷一 復永嘉某居士書五  
 
第五封信說 圓教名字位中人 
 
雖然五住煩惱 毫未伏斷 
 
三界內的見惑為一住 
 
思惑分為三住 此二 住於界內 
 
塵沙 無明惑共為一住 
 
此二 住於界外 
 
說 三界內 三界外 五住煩惱 
 
雖然五住煩惱 絲毫都没有伏住 
 
絲毫都没有斷除 
 
圓教名字位中人 雖五住煩惱 
 
絲毫未能伏住 未能斷除 
 
而所悟與佛無二無別 
 
然而他所解悟的知見 與佛陀無二  



 
没有差別 跟佛陀一樣 
 
若約宗說 宗 指禪宗 
 
若 假若就著宗門下的參禪來說 
 
則名大徹大悟 
 
蕅益大師 當時就大徹大悟了 
 
若約教說 
 
教 指弘揚教理的天台 賢首等 
 
天台宗 賢首宗等等 
 
教下的理上來說 則名大開圓解 
 
蕅益大師 大開圓解 名字位人  
 
圓悟如來藏妙真如性 與佛同儔 
 
所以蕅祖在一切經論  
 
一切公案 無不現前  
 
這個時候 旋自覺悟 
 
不久 自己就能夠覺悟了 
 
解發非為聖證 
 



解義發起 大開圓解 大徹大悟 
 
不是已經證入聖位了 
 
並不表示已經證得聖道了 
 
所以文鈔中又說 
 
悟者 了了分明 如開門見山 
 
大徹大悟的情況 如同了了分明 
 
門打開就看到山了 很清楚 
 
撥雲見月  
 
把烏雲撥開 見到光明的月亮 
 
又如明眼之人 親見歸路 
 
親自見到我們回家的路要怎麼走 
 
他親自見到了 
 
也如同久久處在貧窮之人 
 
忽然開啟寶藏 
 
證的境界 如同就路還家 
 
順路還家了 息步安坐 
 
回到家裡面坐下來了 很安穩 



 
也如同持此寶藏 隨意受用 
 
悟者大心凡夫 能與佛相同 
 
證者初地菩薩 
 
不知二地菩薩舉足 下足之處 
 
因此說 解發非為聖證 
 
解悟發起 就是開悟 
 
開悟不是證得聖道 
 
參禪開悟之後  
 
還要起修 悟後起修 
 
我們學戒 持戒雖然未悟 
 
然而 直接已經生起修行 
 
蕅祖旋自覺悟 解發非為聖證 
 
所以絕對 絕口不告訴任何一個人 
 
久之則胸次空空 心無所得 
 
不復留一字腳矣 
 
不再留一字的註腳 
 



今天我們說的 就是性相二宗 
 
這個教理很重要 
 
我們常常思惟 性相二宗的教理 
 
對我們斷惡 修善 持戒 
 
就有很大的信心 
 
我們就迴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