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圆觉经 

第三讲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通常介绍一部经有不同的方法，像贤首宗的话，它就是以十门来介绍

一部经；天台宗的话，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五重玄义来介绍一部经，就是

从古代一直流传到现在，就是有这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我们不想遗漏

任何一种，所以两种我们都一起来作介绍。 
  天台就是所谓的五重玄义，它从五门来介绍一部经。五重玄义，就是

五个内容，为什么称为「玄」呢？因为微妙难思，所以称为玄；深含妙理，

称为义，这就是玄义的意思。 
  第一个，是解释经名。这我们在第一堂课已经介绍过了。 
  第二个，是显体。每一部经都有它的名字，所以第一个是解释经名，

可是名必有它的体，所以第二个就是显体，就是显示本经的体性是什么。

那什么是本经的体性呢？体就是真实道理的意思，也可以称为法印。什么

是大乘的法印呢？诸法实相就是大乘的法印。诸法实相就是圆觉，就是我

们现在讲的圆觉经这「圆觉」，也是实相般若，也叫做一真法界，也叫做如

来藏性，也是每个人本来就具有的真心。不同的名称，可是说的都是大乘

的法印，那我们就知道本经它是以什么为体性了，就是以圆觉妙性、清净

境界为体；或者是说以一真法界、如来藏心为体，这两个说法都是正确的。 
  这个体要怎么显呢？要修行才能显出这个体性，所以接下来就是第三

个——明宗，就是说明本经的宗旨。我们听起来这个体性跟宗旨好像很相

似，体性跟宗旨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差别呢？第二个是显体，第三个是明宗，

这个「体」跟「宗」到底有什么差别？体就是体性，它是本来就具有的性

德；这个宗要修，是修出来的；一个是本来具有的，一个是修出来的。所

以宗是属于修德，体是属于性德，宗是属于修德；一个是本来具有的，一

个是修出来的；体是不动的，宗是要用功作出来的，这是它们两个的差别。

所以既然是要修，修行的目的是要显出这个体性，修是因，修出的结果，

那个是果，所以一部经，它一定是告诉你怎么修行的法门，然后能够证到

什么样的果，这样子有因、有果的，有一个修行的法门介绍的，这个才能

够叫做宗。所以这个明宗的这个宗，就是一定要有因、有果才能够称为宗。

就是说你依这一部经来修行，你就一定可以证得什么样的果位，这个因果

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修是因，所证的是果，一定要具有这个因跟果的内

容，才可以说这一部经的宗旨说得非常的清楚明白，那我们依照这个内容

来修，才能够真正的证果。这一部圆觉经，我们知道它有顿法、有渐法、

也有圆修，像「知幻即离，离幻即觉」这个属于顿法，顿悟法门；那也有

渐修，像先修奢摩他、次修三摩钵提、后修禅那，这个是属于渐修的法门，

所以它有顿悟、也有渐修的法门；还有圆修的法门，就是二十五轮，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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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圆修的法门，所以你不管是依照本经所介绍的顿法、还是渐法、还是

圆修，都可以证得开悟成佛这样的果位。所以本经就是以圆照觉相为宗，

因为经中说：「一切如来本起因地，皆依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

道。」所以本经就以圆照觉相为宗，圆照觉相就是本经最主要的顿悟法门的

精华，或者是说口诀，你只要依照圆照清净来修，你就能够顿悟成佛，所

以本经的宗，就是以圆照觉相为宗。 
  不同的修行法门，它有不同的功用，所以接下来，因为修行一定能够

产生它的功用，所以接下来第四个，就是论用，就是谈论本经的功用。你

依照本经这个修行法门来修，到底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功用呢？我们一般说：

你为什么要修行啊？可以断烦恼、可以除习气……，这些都是修行的功用，

本经以「离妄证真」为用。像经中说：「知幻即离」，这个「即离」，离什么？

就是离妄嘛！「离幻即觉」，「即觉」就是证真，所以本经就以离妄证真为用，

就是说你依照这个法门来修的话，你就可以达到这样的功能、这样的功用。 
  不同修行的法门产生不同的功用，所以就有不同的差别，因为修行不

同的法门，所以有不同的差别，譬如说你修的是大乘的法、还是小乘的法，

那所证的就是大乘的果，或者是小乘的果，它有不同的差别；或者它是权

教、还是属于实教，所以因为修行所产生的功用，它有不同的差别，所以

我们必须要作一个判别，这就是接下来第五——判教，判别教相。本经主

要是以顿悟法门为主，所以要判本经是那一种教相呢？就是一乘圆顿为教

相，我们就知道本经它是属于圆顿教。 
  所以，经必有名，第一个是释名；名必有体，第二个是释显体；依体

而起修，所以第三是明宗；因修而发用，第四是论用；因用有差别，所以

第五是判教，这就是五重玄义的内容。这是天台家的方法。 
  我们现再继续讲贤首宗，以十门来介绍一部经。 
  第一个，也是解释经题，我们第一堂已经讲过了。 
  第二个，教起因缘，就是第二堂也介绍过了。所以是贤首宗的十门的

内容，第一个是释名，第二个是教起因缘。 
  第三个，是藏乘摄属。这个藏就是指三藏，经律论三藏，本经到底属

于那一个？属于经藏嘛，它是圆觉「经」，所以它是属于经藏。乘呢？它是

小乘、大乘、还是什么乘呢？它是属于大乘的，所以它是菩萨乘。所以第

三个，我们要谈论它是三藏的那一藏？还有一切乘的那一乘？那它就是经

藏，属于菩萨乘，这就是第三个，藏乘摄属，它是属于那一个内容。 
  第四，体性深远。这就是跟刚才一样的，天台的五重玄义的显体。它

是以什么为体呢？本经以一真法界、如来藏心为体，所以它的体性深远，

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能诠教体。诠就是诠释的意思，它是能够拿出来好好地来解

释的，来作一番诠释的，这个是能诠，它就是能够诠释的，它这个教体是

能够诠释的，所以第五叫做能诠教体。我们怎么样来诠释一部经呢？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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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是属于什么样的教体？圭峰大师他把「能诠教体」大略分作四门来介绍，

一切的经都没有离开这四门的教体。第一个是「随相门」。这个相就是名相

的意思，那就是说经中的义理，我们能够用种种的名相，这个名相包含了

名、句、文，用这些内容来诠释的这一部经，我们就把它归在随相门这个

教体当中。第二个是「唯识门」。大家念过唯识的就很清楚，一切唯识，万

法唯识，所以经文里面的不论是文句、还是义理，一个是能诠，一个是所

诠，不管是能诠、还是所诠，它的文句、或者是义理，都是识心所现，都

是我们心意识所变现的，都是识心所现的，它如果整部经都是讲这个唯识

的道理，我们就把它判作是什么？「唯识门」这个教体。第三个是「归性

门」，这个性就是体性，我们刚才讲的真如妙性，反正它这一部经从头到尾，

贯穿整部经义的内容，都是在谈真如妙性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归在

「归性门」这个内容。第四个「无碍门」。无碍就是一切都是无碍的，不管

你是心境无碍，还是理事无碍，还是事事无碍，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

碍、事事无碍，这个是华严经的四种无碍门，不管你是怎么样把它合起来，

它都是圆融无碍的。整部经的内容都是在谈这个内容的，我们就把它归在

第四类的教体，就是无碍门。 
  刚才前面讲的这个随相门、唯识门、还有归性门，随相门它是属「境」，

唯识属「心」，那你只要能够把这个心境合起来，心境无碍的，我们就把它

归在无碍门。还有，随相门跟唯识门，它是属于谈论事的，第三个归性门，

它是谈理的，所以这个能够合起来理事无碍的，我们也把它归在无碍门里

面。本经圆觉经它到底是属于那一门呢？我们刚才讲它的体性，显体的时

候就讲过它的体性是什么？就是圆觉、我们的真心、实相般若、一真法界，

都是在谈什么？在谈真如妙性的，所以圆觉经一定能够归在第三个归性门

里面。整部圆觉经里面也都是在谈到种种的，譬如说事事无碍、种种无碍

的法门，所以它也是属于第四个无碍门，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圆觉经它属

于第三个归性门，还有第四个无碍门为它的教体，这个就是第五个能诠的

教体，它是属于归性、跟无碍为教体。 
  第六，所被机宜。所被机宜的意思就是说本经到底适合那种根性的人

来听闻跟修学呢？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根性都很适合，因为刚才判教，判它

为什么教？圆顿教，所以那个顿根的人一听到圆觉经前面两章，他就悟了，

它是属于顿悟法门，前面两章：「知是空花，即无轮转」，他马上就顿悟了；

「知幻即离，离幻即觉」，他又悟了，他又顿悟了！这个属于顿根的，他一

听圆觉经，他马上就可以契入那个境界，马上就顿悟。那你说我不是这个

根性的，怎么办？没关系，它也有渐修的法门，所以没有办法顿悟的，它

后面有渐修的法门，告诉你怎么样一步一步来修。所以宿世善根深厚的，

他一听马上就可以悟入。那你说我宿世善根没有这么深厚，比较浅薄的，

也没关系，你听了也能够得到信解。那你说我从来都没有种过善根的，可

不可以听？可以啊！听了就种下圆顿的种性，慢慢熏习，也能够熏发你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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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本来具足的真如妙性，所以不管什么样的根性都适合来听闻圆觉经，只

是有不同的结果这样而已，一个是可以顿悟成佛，一个是渐修也可以成佛，

另外就熏习，慢慢熏，熏下圆顿的种子也很好，将来有一天也能够开悟成

佛。所以它所被机宜，就是不管什么根性的众生，都是非常的合适来听闻

圆觉经的。 
  第七，是宗趣分别。就是等于刚刚五重玄义的第三明宗。本经以什么

为宗呢？圆照觉相为宗，就是它修行的法门就是圆照觉相为宗，成就佛道

为趣，这个就是它的宗趣。 
  第八，力用殊胜。就等于刚才讲的论用，你修行一定会有产生它的功

用，那它的功用非常的殊胜，叫做力用殊胜。本经以什么为用呢？以离妄

证真为用。 
  第九，就是传译流通。就是介绍翻译的人，这部经是谁翻译的呢？是

唐朝罽宾国的沙门，叫做佛陀多罗，他所翻译的。唐朝翻译的。罽宾，罽

宾它是梵语，翻成华文就是贱种的意思，下贱的种姓，贱种的意思。为什

么会把贱种拿来当作国家的名词呢？它有来历的，它有它的原因，为什么

称为罽宾国。罽宾它是在北印度，它原来是一个荒岛，那是有一位罗汉，

他叫做末田底迦，这位罗汉，他先建立一个寺庙在这个荒岛上，可是因为

要开垦这整座荒岛，所以他就在邻近的国家买了很多的贱人来帮助服劳役，

来开垦这片荒地，这些贱人就要传宗接代，这样一代一代就繁衍子孙，人

口越来越多，所以他就把这个荒岛成立成一个国家，因为人越来越多，就

成立一个国家，邻近的国家知道他们是贱种的后代，贱人的后代，所以这

个国家就称为罽宾，罽宾就是贱种的意思，就是贱人的种姓，贱人的后代

的意思，这就是罽宾国它名称的来源。「沙门」，翻译的人他是沙门，沙门

也是梵语，印度出家人的通称都称为沙门，我们翻成华文就是勤息的意思，

勤修戒定慧，息灭贪瞋痴，这个是沙门原来的意思。可是你说是不是所有

的出家人都可以好好地来修行？不一定，有的证果，可是有的还会违犯戒

律，所以它就把一切的沙门分成四种沙门，你如果能够依教修行，可以证

得道果的，我们就称为胜道沙门；你证果以后，或者没有证果，但是你可

以弘法利生的，这个我们就称为说道沙门，说法、弘法利生的；能够勤修

戒定慧，息灭贪瞋痴，能够持戒修身，以道自活的，我们就称为活道沙门；

那个破斋犯戒，败坏佛门的，我们就称为污道沙门，就是染污了这个道法，

称为污道沙门。这是沙门的解释。佛陀多罗，佛陀是觉的意思，多罗是救

的意思，所以佛陀多罗这个梵语，我们就翻成觉救，就是自觉觉他、救世

救人的意思。所以佛陀多罗他是罽宾国的人，他是在长寿二年，带着梵本

的圆觉经到神都东京白马寺，把它翻译成华文。「译」，翻译的译，本来就

是改易的易的意思，我们说作交易的易，改变的意思，本来是那个易，后

来就变成现在这个翻译的译。那个易的意思，就是改易，改什么呢？改原

来的梵语为华言，这个就是易的意思，改变。原来是梵文，现在改成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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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易的意思，改变。 
  第十个，讲解经文。讲解经文，我们后代都把它分成三分，就是所谓

的序分、正宗分、跟流通分，这样子来解释一部经。可是上古讲经并没有

把它分成三个部分，这种方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晋朝的道安法

师开始的，不管那一部经，每一部经他都把它分成三分这样子来解释，来

诠释这一部经，他觉得这样有头、有中间、有尾这样子比较完整，晋朝的

道安法师开始就把每一部经分成三段来解释。第一个是序分，如果我们把

一部经把它譬喻成一个人的话，序分就好像头一样，我们的头，我们看到

一个人的头，就看到他的五官，所以一目了然，就知道他这个人怎么样，

都写在脸上。一部经也是，你看了序分之后，就知道这一部经他是属于顿、

渐、权、实那一种经，也是看了序文之后就很清楚了，这个是序分。第二

个是正宗分，就好比我们的身体，一个人来讲就好比身体，身体以什么为

最重要呢？就是五脏六腑最重要。一部经来讲，也是以这一部经的经里面

所说的法义最重要，所以正宗分里面所说经文的法义，是整部经里面最重

要的。第三是流通分。流通分就好比一个身体的手跟脚，身体有了手脚它

就可以行动自如，用这个来比喻。一部经有了流通分，它就可以流传千古、

通达十方，而不会局限在只是一个很短的时间而已，就那个时间流通，但

是其它的时代或者时间都没有听闻过，不会，就是因为有流通分，所以它

不会被局限在某一个时间、或者某一个空间，空间的意思就是说局限在某

一个地方，不会受这样的一个局限，就是因为它有流通分，就是讲说怎么

样让这一部经流传出去，所以它就可以流传万世、通达十方，这个就是流

通分它的目的。 
  这十个内容就是贤首宗所谓的十门。序分里面又分为通序跟别序，这

个我们下一堂再讲好了，这个比较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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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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