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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觉经 

第二讲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第一个解释经题，我们已经在上一堂课介绍过了。今天要介绍的是第

二——教起因缘，就是如来法教，它发起的因缘。 
  我们知道，法不孤起，起必有因，所以如果我们要追究如来教起的因

缘，有总因缘跟别因缘。总的因缘，就是如来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那

一个大事因缘呢？就是如来要开示众生本有佛的知见，要使众生悟入佛的

知见，这样才可以成佛，所以开示悟入佛的知见，是如来教起的总因缘。

就是不管佛祂说那一部经，都是以这个为总因缘，希望一切众生能够圆满

成佛。别的因缘，就本经来说，它是以本觉真如，内熏为因，十二菩萨请

问为缘。那就是说，圆觉经，它为什么会有这部经的产生呢？它到底是什

么因缘？那就是以十二位菩萨分别一一来请问佛，佛一一来回答，回答的

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如何开显我们一切众生的真心，本有的真心，本来有

的真心，怎么去开显它？由十二位菩萨一一的来请问佛，这就是本经的因

缘，个别的因缘。每一部经都有它个别的因缘，以这一部圆觉经来讲，它

有十个因缘，我们今天就是要介绍这十个因缘，就是佛祂为什么要说圆觉

经的十个因缘。 
  第一个因缘，就是为了要开示因地法行，所以要说圆觉经。什么叫做

因地法行呢？就是一切如来祂在因地修行，到底是修什么法而成佛的？在

第一章，就是「文殊章」里面，文殊请问佛，佛回答文殊菩萨说：「一切如

来本起因地，都是依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就是祂依什么

修行呢？就是圆照清净觉相，这样才能够永断无明，成就佛道。所以佛是

为了开示因地法行，而说了圆觉经。这是第一个因缘。 
  第二个因缘，为了开示离幻即觉，所以要说圆觉经。因为一切众生，

他所以不能成佛，就是不知道一切都是幻化的，这一切幻化的，从那里来

的呢？也是由我们真心所变现的，一切唯心所现，也没有离开我们的真心。

虽然一切由真心所起的一切幻化的内容，不管是我们的身心世界——正报，

依报——所谓的十法界，都没有离开我们真心的作用。可是无明的众生，

不知道这一切是幻化的，所以佛在第二章「普贤章」，佛回答普贤菩萨说：

「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就是只要知道一切都是幻化的，就能够离幻；既

然离幻，就称为觉。就像我们在梦中，我们不知道是在作梦，可是一旦知

道是梦，就已经离梦，这个时候离梦，我们就称为觉醒。知幻即离，你知

道一切是幻化的，你知道的当下其实你就已经离幻了，离幻即觉，这样就

可以悟入圆觉，所以这也是一个修行的法门。这是在第二普贤章里面，佛

告诉普贤这个修法。所以佛为了开示离幻即觉，因此说了圆觉经。 
  第三个因缘，是为了开示修行渐次，所以要说圆觉经。修行的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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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什么修行？依照什么次第，然后能够圆满的成就佛道？所以在第三章

「普眼章」里面，佛就告诉普眼菩萨，有关于修行的次第。怎么修呢？第

一个，先修止，先修奢摩他，就是先修止。可是止怎么来的？先要严持禁

戒，因为定是由戒生的，所以你要得止之前，必须要持戒清净，所以先持

戒清净，然后得定，在定中再起观，这个就是修行的次第。我们知道戒定

慧，永远都没有离开戒定慧三学的内容。定中起观有不同的内容，第一个

我们要先修我空观，先断我执；第二个要修法空观，再断法执，这样才能

够入第三个法界观。一旦这个观行成就，就如同佛境，这个时候，你才能

够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要修到这个时候，进入这个境界之后，你才知

道，啊！一切众生本来成佛的！所以佛为了开示修行渐次，说了圆觉经。 
  第四个，佛为了开示穷尽深疑，所以要说圆觉经。因为前面佛开示说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金刚藏菩萨听了这句话之后，他就起了三个疑问，所

以金刚藏菩萨，他就问佛三个问题：第一个，如果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为什么又起了无明？这个也是我们大家要问的。本来是佛，可是为什么又

起了无明呢？第二个问题，如果说一切无明众生本来有，可是如来为什么

又说众生本来成佛？第三个问题，如果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之后又再起

了无明，那么一切如来，祂什么时候还会再起无明？再生起一切烦恼？就

问了这三个问题。 
  佛就回答金刚藏菩萨说： 
  第一个问题，如果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为什么又起无明？这是因为

众生不知道本来具有成佛的觉性，所以他就随染缘而起了无明。众生不了

解本来就具足成佛的可能性，本来一切众生就有佛性，不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随染缘，我们上一堂已经讲过了，随悟缘、随染缘，而有十法界的差

别，随染缘，而有无明。 
  回答第二个问题，如果说一切无明，众生本来就有，为什么如来又说

众生本来成佛？众生虽然起无明，但是无明是幻有的，这个是重点，无明

如果是本来有的，那就没有办法断无明，因为它是幻有的，那只要知道一

切是幻化的，就能够悟到圆觉。众生虽然有无明，但是他的佛性不失，因

为觉性是本有的，所以如来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所以我们就知道重点是

无明是幻有的，所以它可以断；觉性是本有的，所以我们不必紧张，一切

众生都具有成佛的可能，因为他本来就具有觉性，所以觉性是本有的，因

此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第三个问题，如果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可是后来又会起无明，那本

来断尽一切无明的如来，什么时候又再会起无明呢？佛就回答说，众生成

佛之后，是不会再起无明，就好像金矿提炼成纯金之后，它是不会再成为

矿，所以成佛之后，他是不会再生起一切烦恼，也不会再起无明。所以佛

回答了这三个问题，这是金刚藏菩萨起了这三个深深的疑问，所以佛为了

开示穷尽深疑，就是这个深深的疑问，穷尽这三个深深的疑问，佛圆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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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所以要说圆觉经。 
  第五个因缘，佛为了开示离障顺觉，所以要说圆觉经。离障，就是离

二障，烦恼障、所知障，或者称为事障、理障，不管它用什么名称，一切

众生就是因为有烦恼障跟所知障，所以不能够成佛。那又依这个二障的深

浅，有五性的差别，就是他迷得深？还是浅？所知障跟烦恼障，迷得深浅，

而有五性的差别。第一个，就是凡夫性。凡夫性就是既有烦恼障、也有所

知障，这二障具足的凡夫。第二个，声闻性，声闻缘觉性。就是他可以即

使证到阿罗汉，或者是辟支佛，但他的二障还在吗？他只断了烦恼障，所

知障还在，所以他能出分段生死，但是不能出变易生死。所以我们知道，

声缘性已经除了烦恼障，出分段生死，但是所知障仍在，还在。第三个，

是菩萨性。菩萨性他是已经除去了分别的二障，但是俱生的二障还没有断，

所以我们知道菩萨他是已经去了分别的二障，但是俱生的二障仍在，仍然

存在。第四个，是不定性。就是你遇到不同的善知识，听闻不同的教法，

修习不同的法门，然后有不同的结果，所以他是不定性。如果你跟的是大

乘的善知识，那你成就的就是佛果；你跟的是小乘的善知识，那你只能成

就阿罗汉、辟支佛二乘的圣果，所以依不同的善知识，修不同的法门，因

此有不同的结果。如果说你依止的是小乘、声闻缘觉乘的师父，然后修的

是四谛、十二因缘的法门，不知道回小向大的话，你是永远不可能成佛的，

所以它所谓的不定性，就是看你是依止什么善知识，听闻什么法教，修学

什么法门，而有不同的结果。第五个，是外道性。虽然我们知道要依止善

知识，可是因为因缘、福德、还有善根的缘故，碰来碰去，都是碰到邪师，

所以他听闻的都是邪知邪见，这些邪知邪见种到他的八识田，熏习就成为

外道的种性，怎么听就怎么熏习，听闻的是邪知邪见，遇的是邪师，听的

是邪知邪见，因此就熏成外道种性，这就是所谓的外道性。所以在第五「弥

勒章」里面，佛就告诉弥勒菩萨说，如果一切众生想要成佛的话，就应该

先发愿勤断二障，断烦恼障、断所知障，如果能够离二障，随顺圆觉，虽

然有五性的差别，但是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所以我们知道，佛是为了开

示离障顺觉，就是离二障、顺圆觉，因此说了圆觉经。 
  另外，在第六章「清净慧章」这里面，佛也同样为清净慧菩萨开示，

就是回答清净慧菩萨的问题，里面也是说到同样的道理，就是要随顺圆觉

来修的话，就一定能够成佛。所以这两位弥勒菩萨跟清净慧菩萨，这两位

菩萨问佛，佛所回答的都是顺觉，随顺圆觉，就能够成佛。我们要问，不

是圆觉平等吗？我们前面讲了圆觉平等，为什么悟入有渐次的差别？圆觉

性它本来平等，可是为什么每个众生悟入有渐次的差别？如果我们了解上

一堂讲的，圆觉之性它有不变跟随缘的差别，圆觉平等是说它的不变性，

可是它又能够随缘，而有染悟的差别，随染缘、随净缘而有不同的渐次差

别，所以看你是随什么缘，所以你就悟入那个圆觉，会有渐次的差别。这

就谈到圆觉之性，它是随缘，虽然它是不变，但是又能够随缘，你随不同



 

圆觉经 2 4

的缘，因此就有不同的悟入圆觉不同的渐次差别。可是不管你有什么样的

根性，什么样的渐次差别，佛祂都能够给你方便，给你不同的善巧方便，

就是不同的法门，让你能够悟入圆觉。就好像一面沾满了灰尘的镜子，你

去掉一分尘垢的话，镜子的光明就能够显一分，所以你明了一分幻化，我

们刚才说一切都是幻化的，你了一分幻化，你的觉性就透出来一分，那慢

慢地除去了所有的尘垢之后，所有的圆觉就能够开显。这个内容，就是清

净慧章里面所说的内容。所以佛为了开示离障顺觉，说了圆觉经。 
  第六个，佛为了开示修必依观，所以要说圆觉经。就是修行必须要依

观，观就是慧观，只要是想真正修行的人，他一定要修习禅观，如果不修

习禅观，就很容易误入歧途。所以佛在第七「威德自在章」里面，祂回答

威德自在菩萨所问的时候，祂就说：想证圆觉，必须依悟而修，那这个悟

就是慧观，慧观有那些内容呢？就是奢摩他、三摩钵提、禅那，就是我们

所谓的空观、假观、还有中观，一定要依这三观来修习，然后才能够证得

圆觉之性。所以佛为了开示修必依观，因此说了圆觉经。 
  第七，佛为了开示轮观随修，所以要说圆觉经。这个轮是指二十五轮，

轮转的轮；观就是指刚才讲的那三观；随修，就是随不同的根器，各自来

选择怎么来修三观的内容。依这个三观，分别有二十五轮，所以这个二十

五轮是依三观而有的，你可以单修，也可以双修，也可以圆修，可以先单

后双，可以先双后单，所以它一共这样子配合出来，有二十五轮的差别，

各随根器，随顺修习。所以佛为了开示轮观随修，而说了圆觉经。 
  第八，佛为了开示穷尽四相，所以要说圆觉经。穷尽四相，这个四相，

有所谓的迷识四相跟迷智四相，所以在第九「净诸业障」这一章里面，佛

就告诉净诸业障菩萨说：「一切众生，未除四相，不成菩提」。你想要成佛

的话，你没有除这迷识四相跟迷智四相，你是不可能成佛的。什么是迷识

四相呢？就是依第六识「枝末无明」所起的，这个称为迷识四相。依第六

识枝末无明，因为我们知道，无明有根本无明跟枝末无明，依第六意识所

起的枝末无明，我们称为迷识四相，就是以为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

者相，这个就是属于迷识四相，迷识四相不破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证得小

乘的涅盘之果，没有办法证阿罗汉、或者是辟支佛，不能够出分段生死，

所以你想要证得小乘的圣果，想要出分段生死，就是出六道轮回的话，你

就必须要破除迷识四相。可是为了要破除迷识四相，又会起了四种法执，

这个我们称为迷智四相。迷智四相是怎么生起的呢？它是依第八识「根本

无明」所起的，它能够障碍无上菩提，就是迷智四相你如果不破除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证得无上菩提而成佛，没有办法出变易生死，所以你想要究

竟圆满成佛，想要出变易生死的话，你就必须要破除迷智四相，所以佛说

一直要到穷尽这两种四相，才能够入如来清净觉海，所以佛为了开示穷尽

四相，因此说了圆觉经。 
  第九，佛为了开示四病应离，所以要说圆觉经。应该离四种病，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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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圆觉经。所以在第十「普觉章」里面，佛回答普觉菩萨说：你想要悟

入圆觉的话，就必须要依止善知识，但是依止善知识必须要依止有正知正

见的人，他不但要发大乘的愿行，心要远离二乘，而且还要能够除这四种

法病，就是要除这四病，这个才是真正的明师，我们依止他修行，我们自

己修行也不会有这四种的毛病，也能够除这四病，因为我们的师父他已经

没有这四种病，法病，所以我们跟着他修行也不会有这四种法病。 
  那四种呢？我们可能都在这四个里面，检查一下，什么是四病呢？第

一个是作病。造作，作就是造作，以为圆觉之性是造作出来的，就是说你

以为可以修出一个什么来，只要你认为说我只要好好念佛，就能够修出一

个什么来，我只要好好拜忏，就能够修出一个什么来，我只要多多布施、

放生、持咒、观想、好好打坐……以为修行可以修出一个什么来的，就犯

了这个毛病，造作。因为圆觉之性它是天然本具的，不是修出来的，不是

造作出来的，它本来就有，我们刚才讲，一切众生本来就具足这个觉性，

所以它不是修出来的，它不是造作出来的，所以你以为可以造作出来，可

以修出一个圆觉来，你就是犯了作病，这是第一个。所以我们要观察他是

不是善知识，就看他有没有这个毛病，他如果告诉你，你只要这样好好修

就可以了，真的吗？真的可以吗？真的可以修出一个什么来吗？修出一个

佛来吗？佛是修出来的吗？能够修出来，它就会消失，因为你是修出来的

嘛，那就是有生啊，有生就有灭，可是圆觉之性是不生不灭的，所以你能

够修出一个什么功夫来，它那一天不修，它就没有了嘛，所以它是属于生

灭法，那跟这个圆觉不生不灭之性是没有办法契合的，所以不要以为修行

是能够修出一个什么来。修行的一切法门都是方便，方便什么？悟入圆觉

嘛，所以圆觉不是造作出来的，不是修出来的，这是第一个毛病。 
  第二病，任病。任病就是放任，认为说我只要放任随缘，我就能够证

圆觉，因为听说自性当中本来没有生死，那要不要断生死？本来没有生死，

我断什么生死，所以我不用断生死。我们自性本来寂灭，寂灭就是涅盘，

所以要不要求涅盘？不用求涅盘，你自性本来就是涅盘，你求什么涅盘？

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说没有什么生死可断，我不断生死，我也不求涅盘，

我只要任运随缘，肚子饿吃饭，想睡就睡，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我任运

自在，我就可以成就了，这就是犯了任病，以为放任随缘就可以证得圆觉

之性。可是圆觉之性，它虽然不是修出来的，但是你不修，你可以悟入圆

觉吗？你这样放任，自然就可以悟入圆觉吗？那凡夫也是吃饱就睡，也是

肚子饿就吃，困了就休息，可是他为什么不开悟？他也是随缘自在啊，想

干嘛就干嘛，他为什么不开悟？所以我们就知道，你只是这样子放任随缘，

是不可能开悟的。所以，以为说这样随缘自在这样修，想干嘛就干嘛，就

可以证得圆觉之性，你就犯了任病。就好像金矿，我们没有成佛，虽然一

切众生本来是佛，可是你为什么又起了无明，所以你是无明的众生，就好

比那个金矿，金矿里面有金，但是你不提炼，它会不会成为真金？不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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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切提炼的方法，就是修行的法门，所以你才可以不断地用水洗、用

火烧，然后提炼成纯金，那个纯金就比喻我们的觉性，所以你不修也不可

能成佛，所以不修就好比说你还是金矿，它永远不可能成为纯金，所以圆

觉虽然不是修出来的，但是我们也不妨以幻力修习一切法门，不断不断地

提炼那个金矿，终于有一天可以成为纯金。可是我们又知道一切法门不是

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是以幻力修习，知道一切法门也是如幻的，但是我

们也不妨以幻力来修习，这样才能够悟入圆觉，所以绝对不是放任自在能

够到达的。 
  第三个病，就是止病。这个是修定的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或者他修什

么法门，他以为只要止息一切妄念，就能够成佛，就能够悟入圆觉，所以

止病这个止，就是指「止息妄念」，认为只要止息妄念，就能够悟入圆觉，

他会跟你说：有妄念就有分别，没有妄念就没有分别，所以你只要止息一

切妄念，心住平等，你自然就能够见到圆觉真心，所以他认为「止妄即真」，

止息一切妄念，你那个真心就显现了，你为什么真心不显现，就是因为你

有妄念，你只要止息一切妄念，那个真心就显了，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的。

可是你一味的止息妄念会有什么结果呢？也没有看到真心，只看到一滩死

水，然后起不了任何的作用。可是我们知道圆觉之性，它可以起任何的妙

用，它可以起大用，我们上一堂也介绍过了，它有无穷的妙用，可是你一

味的止息妄念，你没有办法起任何的作用，所以就变成什么枯木禅、什么

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只是一味的止息妄念，并不能够成佛，而犯了

这个止病，你没有办法起种种的妙用。我们虽然知道一切妄念不是真实存

在的，但是不是用硬压的，好像石头压草，把你一切妄念硬把它压下来，

这样会出问题，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也不是真正修行的方法。 
  第四个，灭病。这个灭就是灭除，认为我只要灭除一切烦恼，寂灭现

前，我就能够见到圆觉之性了。灭除一切烦恼，灭除一切烦恼，然后寂灭

就现前了，我真心就现前，我就悟入圆觉了。可是我们知道圆觉之性它是

不生不灭，对不对？不生不灭，那它有没有寂灭？寂灭是相对那个不寂灭

来说的，也是你有灭，就有生，有生就有灭，所以你想求进入寂灭的状态，

那你这个就跟不生不灭的圆觉之性是没有办法相契合的，因为圆觉之性是

不生不灭的，没有生灭的相对，可是你现在一心想要求寂灭，所以没有办

法契入圆觉之性，就犯了第四个灭病。所以佛为了开示四病应离，因此说

了圆觉经。 
  第十个，为了开示真修实证，所以要说圆觉经。前面我们说了十位菩

萨，前面十位菩萨相继，一个一个相继来请问佛，佛也一个一个非常尽情

地来回答，没有丝毫的隐瞒，但是毕竟只是听良药不能够治病，每一次佛

在回答请问的这个菩萨的时候，祂都是教导一个法门，可是我们光听的话，

你也是没有成就的。所以只是听良药是不能治病，摆了一桌的酒席，你这

样子用看的也不能够除饥，没有办法除你的饥饿，所以这个食物用看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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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能够去除饥饿，所以佛说要真修实证。所以在第十一章「圆觉章」里

面，佛告诉圆觉菩萨说，必须要真修方能实证。那什么是真修呢？你可以

先定一段时期，看你的方便，你要定一段多长的时间来用功，专心用功，

克期取证，这个就是真修。目的是什么呢？证入大圆觉海，这个就是实证，

所以你真修这一段时间里面好好来用功，能够证入大圆觉的话，这个就是

实证。所以佛为了开示真修实证，因此说了圆觉经。 
  以上十种各别因缘，已经说尽了圆觉经的要义，所以最后在「贤善首

章」这里面，贤善首菩萨请问佛，说这部经应该叫什么名字？还有如何护

持流通这一部经？ 
  以上所说，就是第二个——教起因缘，我们已经介绍完了。有总因缘

跟别因缘。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