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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觉经 

第四讲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经文 

  如是我闻：一时，婆伽婆，入于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一切如来光严

住持，是诸众生清净觉地；身心寂灭；平等本际，圆满十方，不二随顺。于不

二境现诸净土。 

 
   序分。第一个是序分。序分，分成证信序跟发起序。证信序又称为通

序，就是通一切经都有的，所以一切经都有的是什么？就是所谓的六成就，

这个是一切经都是从这边开始的，就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

什么地方，那些大众参与这个法会」，这一共是六个内容，这个就是证信序

的部分，所以是通一切经都是相同的，所以称为通序。发起序，就是这个

经是怎么样发起的？佛是怎么开始宣说的？这个每一部经都不同，所以又

称为别序的原因在这里。所以证信序就是证明此经「六种成就」是佛所说

的，那可以生信。「六成就」就是所谓的信成就、闻成就、时成就、主成就、

处成就、众成就。如果这六缘不具足的话，这个教法就没有办法兴盛，如

果这六缘都具足的话，教法才能够流传千古，所以为什么称为「成就」的

原因就在这里，就是表示具足这六种成就的条件，这个教法就能够兴盛，

流传下来，一直到现在。 
  为什么在一开始，我们要先安立这个证信序呢？它有三个用意： 
  第一个用意，就是断疑。就是断除大众的疑惑。因为当初结集，阿难

登到那个高高的法座上，这样一坐，相好端严，他的身光如佛，相好也如

佛，大众在下面就哗然，奇怪！是不是佛又再来了呢？还是说他方的佛来

了？还是阿难已经成佛了？因为他相好端严，然后放光，跟佛看起来好像

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大众就起了这样的疑问。一直到阿难开始说：「如是我

闻」，大家就说：那就不是嘛！因为「如是我闻」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亲自

从佛这样子来听闻，然后开始背诵经文的内容，既然听到「如是我闻」，就

证明说不是佛，所以前面那三种疑惑就是瞬间全部都止息了，所以它断除

一切大众的疑惑，就是三种疑惑：第一个疑惑就是说，是不是佛又出世了

呢？第二个疑惑，是不是他方的佛来了呢？第三个疑惑是，阿难是不是成

佛了呢？所以，第一个要安立证信序的用意，就是断疑。 
  第二个，就是息诤，止息一切的诤论。因为既然是听佛亲口宣说的，

既然是佛亲口宣说，阿难听了之后把它背出来的，就表示说不是阿难自己

的意思，没有加进阿难自己的意思，完全是听佛所说的，而且阿难是奉佛

的遗命来结集的，这样大家就都没有任何的诤论了，所以它可以止息一切

的诤论。 
  第三个，是异邪。一切经既然是佛亲口所宣说的，那当然就不是外道



圆觉经 4 2

邪说，不是外道邪教，所以第三个用意就是异邪，就是拣别不是异教，不

是外道，因为一开始如是我闻，就知道它不是外道，而是佛亲口所说的。

这三个用意，就是为什么要立这个证信序的原因。 
  我们开始讲「如是」。 
  如是我闻：一时，婆伽婆，入于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一切如来

光严住持，是诸众生清净觉地；身心寂灭；平等本际，圆满十方，不二随

顺。于不二境现诸净土。 

  我们先讲这一段。 

  「如是」，就是信成就。既然是依听闻佛亲口宣说，然后再把它说出来

的，所以当然就可以相信，所以它是信成就，第一个成就——信成就，每

一部经都是从如是我闻，从「如是」开始的，可是因为每一部经它会随教

门的深浅，它的「如是」的解释就不一样，我们现在是圆觉经，所以依圆

觉经来解释这个「如是」，它是怎么解释呢？这个「如」，就是「凡圣因果

不异圆觉」名「如」；「唯此因果方离过非」为「是」。什么意思呢？凡圣因

果不异圆觉，就是说凡夫他本来就具有这个圆觉，但是他没有证得，所以

众生因地是具有圆觉，但是不知、也没有证得；佛是证得圆觉之后才成佛

的。所以以佛来说，它是果地，以众生来说，是因地，可是都没有离开圆

觉，所以不论是众生法、还是佛法，都不离圆觉一心。众生是本来具足圆

觉本性，只是他不知道、也没有证得，佛祂是已经证得圆觉，所以都没有

离开圆觉一心，所以是「凡圣因果不异」。不异，就是没有什么差别，都是

相同的，只是一个是因地，一个是果地。不异圆觉名如，这个就是「如」

的意思。只有证得圆觉心法，才能够远离一切的过非，这个叫做「是」。除

非证得圆觉，才能够远离一切的过失，这个就是「是」的意思。 

  「我闻」。我闻，就是闻成就。第二个成就——闻成就。我闻，就是佛

教授，阿难领受，这样子耳提面命，亲自从佛听闻。所以这个「我」，是结

集的人，他自己称自己为「我」，可是阿难不是证得阿罗汉，已经证得无我，

他为什么用「我」呢？为什么说「如是我闻」，说我亲自这样从佛听闻来的？

圣人已经证到无我，他为什么还用这个「我」呢？圣人明白一切法无我的

道理，他也已经证得无我，可是凡夫不知道，凡夫念念有我，所以要随顺

世俗来假安立这个「我」的名称，随顺世俗，因为你要传法利生，所以你

就只能够随顺世俗，世俗的人有「我」的观念，所以他也用「我」这个名

称，所以他是随顺世俗，假立「我」这个名称而已。 

  一般所谓的「我」有四种我：第一种是「徧计我」。徧计，就是不明白

依他起性是因缘所生的道理，然后起了徧计执，所以一切的凡夫都是妄执

有我，妄执为我，就是把五蕴假合的身心把它当作是我，可是五蕴它明明

就是因缘所生的，它是假合的，可是这个依他起，这个假合的当下我们不

明白，凡夫不明白，把它执着说是真实的我，有一个真实的我存在，这个

就叫做徧计执。徧计执有我，我们就称为徧计我。第一个，徧计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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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夫执着，妄执有一个我的存在。第二种是「宗计我」。外道我见我慢，以

我见为宗，所以称为宗计我。就是妄计有一个我，不管他称为神我、还是

什么我，他们就是妄计有一个我的存在。你为什么要修行？那可能他会说：

有一个小我、有一个大我、有一个神我，这个小我跟大我合一，我就跟整

个宇宙合一，跟那个神我合一。不同外道有不同那个「我」的见解，可是

都没有离开宗计我的范围。所以第一种我，是凡夫所妄执的我；第二种是

外道妄计的我。第三种是「假名我」。就是我们刚才讲，圣人都已经证得无

我了，可是凡夫不知道，所以他要随顺世间，假立有一个「我」的这个名

称而已，所以这个是假名我，随顺世间假立的。第四个是「真实我」。这个

真实我指的是我们的法身真我，就是涅盘经所谓的「常乐我净」的那个我，

那个是指我们的法身，本来没有生灭的那个法身，所以它是真实我。现在

本经，或者是讲说一切经，大部分都是后面这两种我，第一种凡夫的徧计

我，「如是我闻」的我，一定不是这个意思嘛；第二种外道所妄计的我，那

当然也不是这个宗计我。所以不是假名我、就是真实我，或者这两个都有，

所以一般「如是我闻」这个我，指的是假名我跟真实我。 

  「一时」。这是第三个——时成就。这个一时并没有指定说一定是什么

时候，或一定什么时间，没有。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只要说的人、

和听的人那一剎那，我们就叫做一时。说的人也契入这个境界，听的人听

了马上契入这个境界，马上相契，这个就是一时。所以这个「一时」就不

一定是什么时候，你只要听到契合的时候，当下就是一时。所以它就是佛

和弟子「机感会集之时」，或者说「师资道合，机教相契，机熟应会之时」，

我们都称为一时，简单讲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相应的时候。佛说法四十九

年，说法的时间太多了，所以没有办法一一的来说明它的时间，说法的时

间是一定是什么时候，没有办法一一的说明，所以就用「一」来包括所有

佛说法的时间，所以我们就用一时。可是我们知道，「一」是属于什么？数

量。「时」呢？属于时间。数量跟时间都没有它的自体，所以我们也知道它

只是随世俗假立的名称而已，最重要的涵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感应道

交的时候，说的人跟听的人相应的那个时候，我们都称为一时。所以佛说

法，弟子听闻能够契入佛所说的那个境界，那个时候就称为一时。 

  「婆伽婆」。第四个——主成就。婆伽婆就是说法的人。婆伽婆是梵语，

那就是佛的意思，可是它为什么不称为佛，而称为婆伽婆呢？因为婆伽婆

它含有六种意思，你翻译其中的任何一个意思，就没有包含其它的意思，

所以它只有按照原来的婆伽婆，直接的音把它翻译过来，而没有办法把它

的意思翻译出来，因为它含有六个意思。因为我们知道有五种不翻，这是

其中的一种，就是含多义，所以不翻，因为它含有很多意思在里面，所以

你翻一个，就会遗漏其它的，所以它就不翻。有那六种义呢？第一个是自

在的意思。婆伽婆，第一个是自在的意思。就是一切自在，祂不会被烦恼

所障碍，也不会被生死所系缚，一切自在了，这个我们称为婆伽婆。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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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意思，是炽盛的意思。就是不论祂的身光、还是智慧之光，都是炽然照

耀的，都是非常炽盛的，身光或者是智光，就是智慧之光，都是炽盛。第

三，端严。我们都知道它指的是佛的相好，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所以称

为端严。婆伽婆第四个意思，是名称。就是名称普闻于十方，婆伽婆祂的

名称无论天上、天下，可以普遍十方，到处都称扬，受到众生、人天的称

扬。第五个，吉祥。就是一切灾罪消灭，称为吉祥。第六个，尊贵。就是

一切情器世间中最尊贵的，不论是情世间、还是器世间，都是最尊贵的，

我们就称为婆伽婆。这六种义，都是称扬赞叹佛的功德，有这六种的功德，

所以我们翻译其中的一种，都不能够包含其它的在内，所以我们就是尊重

不翻，只用原来的梵语。 

  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婆伽婆的解释，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三德秘藏，就

是般若德、解脱德、还有法身德，圆证这三德秘藏，我们也称为婆伽婆。

般若德，就是指祂的智慧，般若智慧能够破除一切的烦恼，我们就说祂证

得了般若德；能够了分段生死跟变易生死，可以了这两种生死，我们就说

祂证得解脱德；能够证得究竟的涅盘，我们就说祂证得了法身德。圆证三

德秘藏，我们就称为婆伽婆。这是它另外一个意思，除了这六种涵义之外

的另外一个解释，也可以说得通。 

  「入于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一切如来光严住持，是诸众生清净

觉地；身心寂灭；平等本际，圆满十方，不二随顺。于不二境现诸净土。」

这个是处成就。就是佛说法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这一大段就是说明那

个常寂光土。佛说圆觉经是在常寂光土里面说的，以法性身，住法性土，

宣说圆觉经。所以这边的处成就，就是说法的地方。婆伽婆就是佛，佛说

法的地方在那里呢？就是这一大段，就是说明处成就，佛说法的地方。 

  我们知道佛有三身，佛有法、报、化三身，这三身依三土，所以佛祂

是以不同的身，在不同的地方说法，祂既然有三身，所以祂在三土说法，

我们现在就解释这三身、还有三土它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有四土。 

  第一个，法身佛。法身佛祂是住常寂光土，以法性身，依法性土，身

土不二。它为什么称为常寂光土呢？这个意思就是常住寂灭光明之佛土，

常住寂灭光明之佛土，叫做常寂光土，祂是完全断尽一切的根本无明，就

是四十一品的无明全部都破除了，祂死后到那里去呢？或者是当下还没有

死，也可当下证得，你在有生之年破除四十一品无明，全部断尽之后，当

下就是常寂光土，你每天住的境界是什么呢？就是寂灭光明的清净的国土，

你每天就是安住在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所以这个是完全断除了四十一品

的无明，祂所依的地方，这个法身佛的依处，就是常寂光土。 

  第二个，是报身佛。报身佛祂依的是什么？实报庄严土，就是我们所

谓的卢舍那佛。报身佛是为什么样的众生所显现呢？就是地上的菩萨，就

是别教初地以上、圆教初住以上的菩萨，为这些对象来说法的，这个就是

报身佛说法，它称为实报庄严土。它是怎么去的呢？你只要断一分的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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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一分的无明，证一分的法身，你就可以到实报庄严土，所以它是断一品

无明的菩萨所生之处，他所生的地方，就是实报庄严土。为什么称为实报

呢？就是行真实之法，所感得的殊胜果报，叫做实报。因为破一品无明，

所以他所行的就是真实之道了，所以我们就说他行的是真实之法，因为破

一品无明，你才能真正的见性，见到你的菩提自性，所以这个时候你行的

才是真正的真实之法，因为已经跟诸法实相相契合了，你这个才是真实之

道。这个之前，无明没有破之前，都不能说你修学的、或者你行的是真实

之道，不是，只有破一品无明之后，才开始算你行的是真实之法，所获得

的、所感得的这个殊胜的果报，叫做实报。行真实之法所感得的殊胜果报，

叫做实报。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别教十地（初地）、还有圆教十住（初住）

以上的菩萨他们所生之处。 

  第三个，是化身佛。祂是依凡圣同居土，这个我们比较熟悉，就是释

迦牟尼佛，祂或者是在天上、或者是在人间，人间我们知道佛当时有在灵

鹫山、舍卫城、祗园精舍、鹿野苑……等等的地方，为人天说法的，这个

都是化身佛。祂是依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的意思，就是说凡夫和圣者

共同居住的国土，叫做凡圣同居土，就是这个国土里面，有凡夫、也有圣

人，大家一起共同居住的，叫做凡圣同居土。 

  我们现在这边娑婆世界，就是凡圣同居土的秽土，这个有净、秽两种，

凡圣同居土有净土、还有秽土，我们娑婆世界是凡圣同居土的秽土，污秽

的。净土，我们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土的净土，或者是兜率天的

内院，那个是净土，也是凡圣同居，凡夫跟圣者共同居住，但是它是属于

净土，所以它有净、秽两种差别。 

  还有一种，叫做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这个是阿罗汉死后所生的

国土，你说我证得四果阿罗汉，死了以后到那里？我们都说他是活着的时

候是「有余依涅盘」，走了以后是「无余依涅盘」，这个实际上没有办法真

正的说明他的去处，实际上他去的就是方便有余土。为什么称为「方便有

余」呢？他是修小乘的方便法，不管你是修四谛、还是十二因缘，你可以

断见、思二惑，因此你可以出离三界的生死，你就不会再来六道轮回，那

你到那里去了呢？就是到方便有余土去了，所以它是阿罗汉死后所生的国

土，它在三界之外，所以它是修小乘的方便法。这「有余」什么意思呢？

还有剩余的什么惑没有断？尘沙惑没有断，还有无明，四十一品无明都还

在，尘沙、无明都还在，所以我们说他还有剩余，叫做有余。方便，是修

小乘的方便法；有余，就是还有剩余的尘沙、无明惑没有断尽，他所生的

国土，叫做方便有余土。 

  我们明白佛有三身，依三土来说法，我们圆觉经就是依常寂光土，进

入常寂光土的境界。 

  接下来讲处所，处成就，佛说法的地方都是在常寂光这样的一个境界

当中说的，所以书上说「入于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这个其实就是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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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光土的境界。 

  这个「入」的意思，不是真正有一个入相可得，不是，这边的入的意

思，就是说你要止息你一切的烦恼，恢复你原来清净的本性，让它现前，

止息一切的妄想、分别、执着之后，你那个本来就有的清净、自然能够现

前，你本来的那个智慧也能够现前。你本来的智慧现前，跟诸法实相相契

的时候，这个就叫做「入」，所以我们就说契入，你什么时候契入这个境界，

那就是你什么时候你本来有的那个智慧，跟诸法实相相契合的时候，一个

是智、一个是真理，一个是智慧跟真理两个契合的那个当下，我们叫做「入」。

所以你什么时候入境界，就是什么时候你的智慧跟诸法实相相契合的那个

时候，我们称为「入」。所以它没有入相可得，不像门有进、有出，有出入

相，这个「入」是没有入相的，主要是你契合这个常寂光的境界的时候，

我们就称为「入」。所以佛祂要说法之前，祂先入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 

  什么叫「神通」呢？神，就妙用难测，叫做神；自在无壅，叫做通。

就是神通莫测，通达无碍，叫做神通。这个指的是解脱德，因为常寂光就

是我们刚才讲的法身、般若、解脱三德秘藏，所以现在讲的这个「神通大

光明」，就是三德秘藏同时具足。 

  「神通」，就是指的解脱德，体相用来讲，它就是用，所以它是用大，

是解脱德，用大就是以神通来比喻。 

  这个「大」呢？就是指法身德，就是体大，体相用，体大。 

  这个「光明」，就是般若智慧的光明，这个当然就是般若德，它是相大。 

  「藏」，就是含藏的意思。含藏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体相用三大，

是法身、般若、解脱三德秘密之藏，所以叫做藏。所以它就是圆觉的本体，

也是我们刚才讲的常寂光土，它也是法性土。 

  「三昧正受」。三昧是梵语，正受是华语。三昧就是正受的意思，它就

等于是说梵语跟华语两个同时用，叫做三昧正受。三昧就是正受的意思，

可是你要说怎么来去解释，它还是可以作一番解释，我们就知道三昧正受，

就是梵语跟华语同时来说明它这个境界。 

  「三昧」，是正思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定中，我们入定之后，你对于所

缘境审正思察，我们叫做正思，审正思察。所以「思」，各位念过百法就知

道，思是令心造作，跟寻伺不同，跟寻伺不一样，所以它这个正，是说明

它不是寻伺，寻伺就是粗跟细的分别，叫做寻伺。它虽然是审正思察，但

是它不是寻伺分别的作用。这个思，是拣择它不是昏沉，因为有的人他入

定，他会以为他是在定中，可是他浑浑噩噩的，他是落入一个细昏沉，就

是你入定的当下，你的第六意识是不清明的，你是没有办法作任何的思惟

的，那个时候其实是一种昏沉的境界，而不是定境，所以它要特别讲说这

个三昧，这个定境，它是不同于寻伺，因为我们说你要审正思察，我们就

会以为是分别，就是说你要对你的所缘境去作一些粗或者是细的分别，那

是寻伺的作用。可是现在讲的「思」不是，思不是寻伺、不是分别，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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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你的心攀缘在你那个所缘境当中去审正思察，可是不是叫你的心去作

分别，对那个所缘境作粗或者是细的分别，也不是落入一种没有办法思惟

的那一种昏沉定的境界，也不是，所以它翻成正思。正，就是拣别它不是

寻伺分别；思，拣择它不是昏沉。所以虽然在审正思察，但是并没有落入

寻伺分别、或者是细昏沉当中，这个是三昧的意思。 

  「正受」，就是安住在藏中。刚才讲大神通光明藏，那个「藏」什么意

思呢？就是三德秘藏，它也是常寂光土，也是法性土，也是圆觉的本体。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正受，安住在这个藏中，它就是安住在法性土当中，

安住在常寂光土当中。不受诸受，没有其它的任何的苦受、乐受、不苦不

乐受、还是忧、喜，都没有这些其它的感受，只是安住在这样的一个常寂

光土的境界当中，没有其它的任何的感受，这个我们就称为正受。这个才

是正受，我们平常的那种感受都不是正受。真正的正受，就是你的心是在

常寂光土那个境界当中，才是真正的正受。我们平常就是五味杂陈，什么

感受都有，那个不是正受。所谓的正受，就是你的心是安住在常寂光土的

境界当中，不受诸受，就叫做正受。 

  佛还没有开始说法之前，还没有开口说之前，祂就先入法性三昧，这

个我们称为「入于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这个就是法性三昧。祂先入

到祂那个自性当中，就是「摄用归体」，然后之后才从体起用，所以祂是摄

所有的用，然后归在那个本体当中，再从自性当中，然后再宣说一切的法，

所以一切法都是从祂的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可是祂要说法之前，要先入

这样的一个境界。现在讲的这个境界，就是法性三昧的境界，也就是常寂

光土的境界，常寂光的境界。祂要先入这样的一个境界，之后才说法。佛

说法不是一开始就说，没有开口之前，先入法性三昧。这个说明什么呢？

像我们听经也是，说经的人要先入法性三昧，听经的人要先入法性三昧，

我们平常读经、看经的时候也是要先入法性三昧之后你才看，那你字字句

句怎么样？刚才我们讲的，就可以契入。我们很难破那个无明，般若智慧

很难开显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作，我们这样子带着分别、执着、

妄想来听经，一面听，还一面打妄想，一面想事情，不是想过去、就是想

未来，当下也听得不清不楚，那就是因为我们听经之前没有先入三昧。说

的人也是一样，佛说经之前也是先入定，之后才说。 

  佛为什么要先入定，之后出定才说法呢？它有两个涵义。一个就是祂

要观众生的根机，今天来的这些人，祂现在要说什么，之前没有说我先发

通告，我今天要说什么内容，没有。观机，看今天来的这些人适合听什么，

祂就入三昧来观众生的机，然后祂才出定再说，那就一定能够契合当下的

根机，众生的根机。第二个，就说明祂是由定而动。由定而动的意思就是

我们刚才讲的，祂先入法性三昧，然后从自性当中来宣说一切法，所以一

切法都是由佛的自性当中所流露出来的，这是由定而动的意思。佛先入定

之后才说法，它有这两种涵义，也是告诉我们不论是讲经、听经、还是看



圆觉经 4 8

经，我们都希望能够先入法性三昧之后，这样我们才能够获得经中的利益，

才容易契入。 

  一切如来光严住持，是诸众生清净觉地。 

  「一切」，就是指十方三世。 

  「如来」，现在又有不同的解释「如来」。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做本觉，

一个叫做始觉。本觉，就是一切众生本来就是觉悟的，这个叫本觉，可是

我们不知道、也没有证得。那一天开悟了，我们叫做始觉，开始觉悟了，

开悟的当下，那个始觉的智慧，就是说「始觉」觉什么？觉「本觉」，你本

来是觉悟的，可是你不知道，可是有一天开悟，你就知道了，那个叫始觉，

开始觉悟。那你始觉觉什么呢？我本来是觉悟的，所以始觉是觉那个本觉，

我们就用这个本觉跟始觉来解释现在讲的这个「如来」。所以这个本觉的真

理，我们称为「如」；能证始觉的智慧，我们称为「来」。能够证得始觉的

智慧，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始觉来觉本觉，所以这个始觉的智慧，能够证

得始觉的智慧，我们就称为「来」。我们众生有没有「如」，本觉真理？有

啊！可是没有证得，对不对？所以我们如而不来，凡夫是如而不来，所以

只有始觉证到本觉，我们才能够称为如来，就是始本不二的时候，始觉跟

本觉，你始觉觉什么？觉本觉，然后始觉（本）就不二了，对不对？因为

你已经觉到那个本觉，始觉（本）不二，那个我们就称为如来。 

  「光严」。光严，就是以光为庄严，所以不是以其它的宝物来庄严的。

这个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常寂光的般若智慧的光明，它是以常寂光，般

若智慧的光明为庄严，叫做光严。 

  「住持」。住，就是安住的意思。持，就是任持，或者讲保持。那就是

说，一切如来祂都是住持在常寂光土的境界当中，以光为庄严，简单解释

就是这样子。 

  我们能不能住持呢？没办法。为什么？我们的六根攀缘六尘境界的时

候，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安住，眼根一攀缘色尘就出去了，耳根一攀缘声尘

就出去了，所以我们不能用住，因为我们的心不能够安住。所以「住」是

什么意思呢？就是永绝攀缘。永远断绝任何的攀缘，六根永远不去攀缘六

尘境界，你能够安住的好，那个就能够说你是「住」。凡夫就没办法嘛，六

根永远都是攀缘六尘境界，所以我们就没有安住。所谓的安住，就是永绝

攀缘称为「住」。 

  「持」呢？我们也是说我想要保持我的清净心，但是我没有办法保持

我的清净心，因为我的清净心被破坏了，所以我的心就不清净了，所以这

个就没有持。所以「持」，就是任持的意思，是不失不坏叫做持。你可以保

持不失坏，这个就有持。我们要保持什么都没办法，所以我们也没有持，

我们也不能够安住，也没有办法保持。现在讲的这个，就是一切如来就能

够住持在这个常寂光当中，以光为庄严的这个境界当中，常寂光就是法身

安住的地方，所以叫做「住持」。所以现在说法主释迦牟尼佛，祂就入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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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光明藏，这个神通大光明藏就是什么？十方一切如来以智慧为庄严的境

界，也就是如来所住持的境界，就是常寂光这样的一个境界。 

  所以释迦牟尼佛刚才说入大光明藏，这个大光明藏是什么？三昧正受

是什么呢？就是「一切如来光严住持」，是相同的，跟下面一句其实也是相

同的。这个常寂光土其实它也是什么？「是诸众生清净觉地」。所以这个

「是」，就是指前面这个境界，也是我们一切众生清净的觉地，只是我们凡

夫众生不知道，也没有证得而已，其实我们本来就有的。所以这个「是」

指的是前面讲的常寂光，它讲的是如来果地的境界，如来果地祂所住持的

境界，可是我们众生有没有？我们常寂光，众生有没有？本来有啊！我们

本来有啊！本来有是什么？众生因地有，我们还没有证到果地，所以我们

众生因地是有的，也是有这个常寂光土，所以如来的果地所住持的境界，

我们凡夫还没有证得，那就是我们众生因地是本来具足的常寂光的境界，

是本来具足的，这是「是」。 

  一切如来光严住持，就是诸众生清净觉地。「诸众生清净觉地」的意思，

「诸众生」就是一切的众生，这个众生就包含了九法界的众生，还包含了

菩萨在里面，就是四十一品无明都还没有断尽之前那个菩萨，也在现在讲

的一切众生在里面，不是只有我们凡夫，连菩萨都还在里面，你没有证得

常寂光这个境界之前，无明没有断尽之前，都是现在讲的众生，所以一切

的众生，包含了菩萨在里面。只是菩萨我们称为大道心众生，我们凡夫称

为苦恼众生，都是众生。一个是大道心众生，一个是苦恼众生，名称的差

别，可是都是众生，所以它这边讲的诸众生，就是一切九法界的众生。 

  「清净」。清净的意思，是我们虽然本来有，可是现在不是，迷惑颠倒，

迷真起妄，妄见有众生，可是虽然迷真起妄，妄见有众生，但是这个妄见

是不会染污我们本来觉悟的心地，是不会被染污的，只是现在迷惑颠倒，

可是迷惑颠倒会不会染污我们本来有的那个圆觉？不会啊！所以叫做清净，

就是它不会被染污的意思。 

  「觉地」，就是本来觉悟的心地，本来是觉悟的，但是我们现在迷真起

妄，才会妄见有一切法、有一切众生，但是即使是你现在迷惑颠倒，但是

也不会染污你本来觉悟的那个心地，这个就是「是众生清净觉地」的意思。

一切如来证得这个境界叫住持，凡夫不知这个境界，也没有证得这个境界，

所以叫做觉地，本来觉悟的心地，但是没有办法像刚才我们讲的，没有办

法安住保持，没有办法安住保持这个常寂光的境界，所以叫做觉地，是本

来觉悟的心地，但是没有办法住持。所以一切如来我们就用「住持」，一切

众生我们就用「觉地」，这样子来说明他们的差别，可是都有，一个是因地，

一个是果地。 

  身心寂灭；平等本际，圆满十方，不二随顺。于不二境现诸净土。 

  「身心寂灭」。那就是说，这个寂，是不动的意思；灭，是不生。佛既

然住在常寂光土，所以是这个法性身，那个法身有没有身心的相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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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所以我们说身心寂灭，就是因为法性身它没有身心的相貌，法身没有

生灭，没有生灭就平等，有生灭才不平等，没有生灭，自然就平等。 

  平等是什么样的一个平等的状态呢？就是都是「圆觉本际」，都是在圆

觉本际的这个状态，这时候一切如来、还有一切众生都是在圆觉本际当中，

都是平等的，都没有身心的相貌，因为同时都入了常寂光这样的一个境界

当中，是「身心寂灭，平等本际」，凡圣没有差别，都是同时入这样的一个

境界，这个是比喻体深，体性很深。 

  「圆满十方，不二随顺」，是用广。一个是讲本体，常寂光的境界是讲

本体，可是它要起用的时候，可以圆满十方，不二随顺，这是它的用。所

以一个是说明它的体深，一个是说明它的用广。既然和圆觉本体没有什么

差别，跟圆觉本体平等，就是平等本际，那就能够随本体圆满周遍，含裹

十方，这就是「圆满十方」的意思，就是从本体来起作用的时候，能够圆

满周遍，含裹十方。 

  「不二随顺」。不二随顺，就是随顺不二的意思。我们刚才讲平等，平

等就是不二，不二就是平等，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随顺不二，就是可以随

顺平等，一切的凡圣都归在这个平等本际当中，所以自然就是随顺不二。

譬如说，生死、涅盘本来是两个，现在不住生死，也不住涅盘，就叫做轮

涅不二，轮回、涅盘无二无别，这就是不二。不二随顺，随顺不二的意思。

任何的都是，凡圣不二、身土不二，统统不二。你也可以讲身土圆融，所

以身土不二；可以讲凡圣没有丝毫的隔碍，凡圣不隔，所以凡圣不二；自

他平等，所以自他不二；动静一如，所以动静不二，统统都是都可以说他

不二。生佛不二、净秽不二，统统都可以。就是在这个境界当中，统统都

是平等的，因为平等所以就不二，不二就是平等的意思。 

  在这个不二境界当中现诸净土。这个「不二境」，是讲自受用身，这个

不二境就是诸佛自受用法乐之地，就是说你自己安住在这个常寂光，自己

受用这个法乐，那是你的自受用，可是现在你要利益众生，所以要从自受

用起怎么样？然后来宣说一切佛法的内容，所以从自受用到他受用，这就

是「于不二境，现诸净土」的意思。在这个不二境界的当中，现起诸净土，

为十二位的法身大士，就是圆觉有十二位法身大士，为他们来宣说圆觉经。

所以它就是从这个自受用现起他受用，一个是自受用法乐，现起他受用法

乐，这就是于不二境现诸净土的意思。「现」也是从体起用，现起，从自受

用身土，现出他受用身土，然后为十二位法身大士来宣说圆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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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