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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觉经 

第九讲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经文 

  善男子！此无明者非实有体，如梦中人梦时非无，及至于醒了无所得；如

众空华灭于虚空，不可说言有定灭处，何以故？无生处故。一切众生于无生中

妄见生灭，是故说名轮转生死。 

 

 

《从真起妄》 
 

 一念不觉生三细，境界为缘长六粗。 

 三细： 

 １、业 相       生相无明 

 ２、转 相 

 ３、现 相 

 六粗：         住相无明 
 １、智 相 

 ２、相续相 

 ３、执取相 

 ４、计名字相       异相无明 

 ５、起业相       灭相无明 

 ６、业系苦相 
 

 

 

 

 

《返妄归真》 
 

１、从苦相 

２、了业相 

３、除名字相 

４、破执取相 

５、遣徧计执 

６、舍相分 

７、摄见分归自证分 

８、遣依他起 

９、证圆成实

  长行的第二个重点，是说明「无明本无」。内容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

「先示其相」，就是先说明什么是无明。这个部分，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今天介绍第二个部分，就是「后显本空」，就是再显示无明本来空。内容有

三个部分：第一个，先说明「无明无体」；再说明「无明无因」；最后总结

「妄见成轮」。 

  首先，说明「无明无体」。我们看经文： 

  善男子！此无明者非实有体， 

  佛说：善男子！这个无明，并非真实有它的自体。这个「非实有体」

的意思，是说「无明」它只是一个假名，我们如果一定要找，从我们身上

找，从头找到脚，从里面找到外面，都找不到「无明」它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们说能够拿得出来的，就是现量境；拿不出来的，就是非量境。现在拿

不出来，你找不到无明到底在什么地方，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遍

寻不着，这就说明它是非量境的，根本不存在。「无明」没有它的自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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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们也不能说它是从那里生起的，无明它只是变现而已，一念不觉，无

明就变现，变现出身心世界。就好像魔术师，他拿一条手帕，然后变一只

兔子，我们不能说这只兔子是从手帕里面生出来的，现在无明变现身心世

界，也是同样的道理。「无明」是能变，「身心世界」是所变，不管是能变、

还是所变，都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说它是「无明非实有体」。 

  无明，它到底是怎么变现出这个身心世界来的呢？我们都知道本来是

妙明，那什么时候变成无明了？本来是真心，可是它为什么又变成妄心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看这张讲义。妙明是怎么变成无明的呢？真心它怎么会

变成妄心呢？从真起妄的一个过程。首先是「生相无明」。虽然本来是妙明，

但是因为最初的一念不觉，所以心动，这个心一动，因为无明，所以心动，

因此有了第一个「业相」。业，就是起动的意思。这个起动，就是你的心动

了，心一动，然后就有念头，本来真心是无念的，就是这一念不觉，然后

心动，然后就有无明，就转什么？转如来藏成为藏识（藏识，就是第八识），

转如来藏成为藏识，就是转成第八识，这个就叫做「生相无明」。所以生相

无明怎么来的？一念不觉而有无明来的，一念心动来的，本来是无念的，

因为你无明，所以这个心一动，一动就生起了现在讲的第一个生相无明，

这个业相，我们称为「无明业相」，就是因为你心动了。如果你可以一直保

持心不动，不起任何妄念的话，那个就是永远在真心的状态，不会转真心，

不会转如来藏成为第八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第八识是怎么来的？就是

这一念不觉而来的，而起无明，有了无明，就转本来是如来藏，就转成第

八识，这个称为生相无明。它非常非常的微细，只有佛能够知道，所以经

论上才会说，等觉菩萨要破了最后一品无明，才能够成佛。这一品无明，

就叫做生相无明，这个只有佛能够看得见，所以才能够成佛。所以成佛，

也是要破这最后一品的生相无明，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妄念，我们不是说

要破执着、破分别、破妄想，破妄想，就是这一念无明，破了以后我们才

能够成佛。所以这是第一个生相无明，一切的无明就是从这边开始起动的，

转成第八识，然后就进入第二个部分。可是这个时候的真心虽然现起了第

八识，但是它是属于自证分。所谓自证分的意思，就是说它还是属于第八

识的本体（自体分），这是自证分，就是第八识的本体，还没有分出见分跟

相分。我们知道见分跟相分是从自证分来的，所以你可以破相分，回归到

见分，见分再回归到自证分，怎么样？就是第八识，然后你再明白真心里

面本来无念，你这个第八识就可以回到什么？就可以破生相无明，回到原

来的真心，所以我们后面会讲到「返妄归真」，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

我们先知道，这个生相无明是怎么生起的？就是这一念不觉，而心动生起

的。但是这个时候，还是自证分，就是还是八识的本体，还没有现出见分

跟相分，这个就是「唯心所现」的过程。我们知道「唯心所现、唯识所变」，

这个真心怎么样现起的？唯心所现，这个真心怎么样转成第八识的？就是

这样转的，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就是这样子生起了生相无明，真心就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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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第八识了，这就是「唯心所现」，现起了什么？现起了第八识，可是它还

是属于自证分，这个是第一个生相无明。 

  第二个，「住相无明」。我们知道真心本来是无念的，真心本来没有生

灭，真心本来寂灭。可是现在因为一念的，因为这无明的力量鼓动而生起

了这个念头，因此有了生灭，本来是没有生灭，本来是无念的，可是一念

不觉，就心动了，就起了念头，那就不是真心了，然后就有生灭了，生灭

就是有生住异灭，这个生相无明、住相无明、异相无明、还有灭相无明。

这个生灭，就是从这一念心动来的，也打破了本来的寂灭，本来真心是寂

灭的，现在不是，因为动念了，然后有生灭了，所以也离开它原来寂灭的

一个状态，打破了寂灭怎么样？就转本来有的智慧的光明，变成了能见的

妄见，这个就是八识的「见分」，八识见分从这边来的。从打破了本来真心

的无念，没有生灭，本来是寂灭，然后就转我们本来智慧的光明，不是本

来的智慧光明，变成什么？变成妄见，就是变成八识的见分，这个是能见

的功能，我们称为「转相」。转什么呢？就是转本有的智慧光明，成为能见

的妄见，这就是第二个「转相」。这个能见的作用，就是八识的「见分」，

这时候的见分的功能，就是妄心，我们所谓的妄心，就是从这边来的。真

心怎么变成妄心？就是这样子变来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一旦变成了这个

妄心，它就是有生灭的了，就是生灭、生灭、生灭，本来是没有生灭，现

在就是生灭、生灭、生灭，因为妄心开始起作用。这个妄心就是八识的见

分，它已经从自证分变成了见分，就是我们本来智能的作用，转成了能见

的功能，这个就是妄心的作用，这个是第二个「转相」。 

  然后有了能见的功能，当然接下来就要有和能见相对的所见的境界，

这个所见的境界，就是和八识见分相对的，八识的「相分」，有能见就有所

见，现在有这个妄见，有这个见分的功能，那当然有一个跟它相对的境界，

因为有能见，就有所见，这个所见就是境界，就是八识的相分，就这样子

变现出了身心世界，所以身心世界怎么来的？就是八识的相分。所以唯识

里面讲到，八识相分的内容有那些呢？内而根身，外而器界。外在的器世

界，就是我们说的世界；内而根身，就是我们所谓的身心。所以一般来讲，

身心世界，其实就是八识的相分所变的，八识相分的种子所变现的，变现

出了身心世界，就是「内而根身，外而器界」，这是八识的相分所生的。八

识的相分怎么来的呢？就是你先有见分，见分的功能见什么呢？见种种的

境界，就是我们的身心世界，这种种境界就是八识的相分，相对这个见分

来的，所以先有了见分，它要照见一切的境界，所以八识的相分就这样生

起了我们的身心世界，这样的相分出来。这就是第三个，由能见相，而有

了「现相」，就是妄现根身器界等等相，我们叫「现相」。这些所现的境界

相，就是妄境，刚才是妄心，现在是妄境，它也是「俱生法执」。俱生法执

就是从这边来的，从妄境来的，八识相分种子所生的一切的身心世界，种

种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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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以上就是由八识的自证分，变现出了见分和相分，因此有了妄心

和妄境，这个就是「唯识所变」的过程。所以我们知道，一切的境界相怎

么来的？就是唯识所变，刚才是唯心所现，现在是唯识所变。我们就知道，

从真心一开始，一念无明开始，一直到现在现出了身心世界，这整个过程，

就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因此就有了身心世界，

这一切都是八识的相分所现的种种的境界。但是这时候的妄心、妄境还是

种子，它是非常非常的微细，只有九地菩萨、八地菩萨他们能够见得到。

所以八地菩萨，你修到八地的时候，你就能够见到现在所谓的八识相分种

子所生的种种的相分，你这个时候能够看到八识的相分，它是怎么变现这

个内而根身、外而器界，它是怎么变现的，你证到八地你才可以看得见，

它这个变现的过程。要证到九地，你才可以见到这个见分，就是这个妄心

你才能够看得到，所以破妄想也是这个之后，证到十地之后，然后再破最

后一品生相无明，所以这个时候还是种子，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的微细，你

没有证到八地、九地，是看不到那个唯识所变的过程，你见不到。 

  以上从业相、转相、到现相，就是所谓的「三细相」，它属于根本无明。

我们知道无明有根本无明、有末枝无明，根本无明就是指的这个三细相，

这是「一念不觉生三细」，接下来是「境界为缘长六粗」。接下来介绍的是

「六粗相」。 

  有了前面的境界相，刚才说唯识所变，变现出了身心世界来，我们面

对这个境界，不知道它是我们自心所变现的，不知道它是八识相分种子所

生的，不明白这个道理，因为还没有证到八地菩萨，所以不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面对一切的境界，就把这一切的境界当作是真实存在的，不知道

它是我们唯识所变，我们自心所变现的，八识所变现出来的，可是我们不

明白，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变现出来的境界，把它当作是真实存在的，因此

产生了分别。刚才讲，一念不觉而有无明，那个是妄想，我们不是说要破

妄想、破分别，分别怎么来？就是从这边开始来的，你对境界不明白是我

们自心所变现出来的，不知道是唯识所变的，因此产生了种种的分别，分

别心就是从这边开始的，所以你说不要分别，不要分别就是要从这边开始

下手，你才能更真正的破一切的分别。怎么样破一切的分别？知道它是我

们八识相分种子所生的一切境界，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你就不会对它分别，

就不会有后面的执着了，所以先要了解分别它是怎么产生的，就是现在所

谓的「智相」。有了前面的境界相，你就妄起分别，这个分别是慧心所的作

用，分别它的好、丑。好，就是可爱，就是我们所谓的顺境；丑，就是不

可爱，就是我们所谓的逆境，就有了「智相」。智，就是分别的意思，属于

慧心所的作用。这个时候就是分别心的开始，它是属于「分别法执」。 

  对于顺境产生乐受；对于逆境产生苦受，我们的心就是和这个境界相

应，念念分别、相续不断，这个就是所谓的「相续相」。六粗的第二个。第

一个是智相，第二个是相续相。智相，就是面对一切的境界，我们每天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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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面对六尘，这一切的境界产生了种种的分别，而且这个是念念分别、相

续不断，它没有一剎那的停止，只要我们还是凡夫众生，没有悟道的话，

你就面对一切境界，你就一直不断不断产生分别。而且这个分别是没有剎

那的间断，所以叫做「相续相」，就是念念分别、相续不断。 

  所以无明和前面的生相结合，于是就有了转相、现相、智相、相续相，

这时候的行相，就是这时候的心念，还是很微细的，对法的执着坚固执持，

所以我们就称为「住相」，就是「住相无明」。这四个是属于住相无明。为

什么称为住相呢？就是这个时候，对法的执着是坚固执持，刚才前面有俱

生法执，现在有分别法执，这个就是对法的执着还非常的坚固，所以我们

给它一个名称叫做「住相」。为什么会那么坚固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

知道它是唯识所变，不知道它是我们自己心识所变现出来的，所以才会以

为真实存在，而产生了种种的分别，这个分别的作用没有剎那的间断，这

个称为住相。到这边还很微细，我们一般很难破，要破要从下面的「执取

相」开始。 

  所以第三个是「异相无明」。就是对于前面的苦乐种种的境界，我们会

深生的取着，妄计有「我」、和「我所」，这个就是俱生我执，它是属于思

惑，称为「执取相」。从这里开始就进入了「枝末无明」，前面是根本无明，

这边是枝末无明开始了。所以枝末无明怎么来的？就是对种种的苦乐境界，

以为是我在受苦、我在受乐，那个「我」把它放进去了，所以那个我是怎

么来？就从这边来的，先有俱生我执，然后有下面的分别我执，「计名字相」

就是分别我执，所以所有的我执从那里开始？就是从这边开始，所以它叫

做「执取相」。对一切苦乐的境界，妄计有我、我所，我所就是从我来的，

我的，我的苦、我的乐，因为先以为有我，然后有属于我的所有、所有的

内容，属于「我所有」的内容，产生了种种的苦乐境界，深生的执取，以

为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怎么修呢？就是面对一切苦乐境界，知道它

是因缘所生，无自性，不要把我放进去，没有一个我在受苦、受乐、还是

不苦不乐，那个舍受，当你三受生起的时候，不要把我放进去，没有一个

我在受苦、没有一个我在受乐、或者是不苦不乐那个舍受，没有一个我在

感受这三受。三受是什么生起？因缘所生，依他起的，所谓因缘所生都是

依他起的，依他起不要起「徧计执」，徧计执就是执有我、我所，有我执、

法执，就是从这边来的。我，就是我执；我所，就是属于法执。面对一切

依他起的种种境界，或者种种的三受，苦受、乐受、舍受，知道它是依他

起的，不要起徧计执，不要生起我执跟法执，这样就可以回归圆成实。所

以以唯识来讲，三句话就讲完了，你所有的修行的过程，就是面对一切依

他起，不要起徧计执，然后就能够证圆成实，就讲完了。圆成实，就是最

后的回归到自证分，然后自证分再回归到真心，这个就是「证圆成实」。面

对一切的依他起，就知道它是我们八识相分种子生的一切境界，你就不会

产生种种的分别，也不会现在讲的执着，就不会起我执跟法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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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所执取的相，还假立种种的名称和言说，去分别它，这个就是分

别我执，属于见惑，称为「计名字相」。我们不但执种种的境界，以为有我，

还有我所（属于我的种种人事物），我所，起了这样的执着以后，要给它种

种的名称跟言说，就是要给它取名字，我喜欢某某人，他是有名字的，我

对某某那些事发生的事情非常的执着，那个也是可以形容的，用语言文字

形容的，我对那件事，那件物，或我对什么什么东西非常执着，我喜欢什

么东西，那个是物，也是有种种的名称，所以我们一切的烦恼，是从这些

名称来的，没有这种种的名称跟言说，你不会生烦恼，所以你执这些名称

跟言说，这个言说相，以为它是真实存在的，你才会生种种的烦恼，譬如

说我喜欢谁，我很在乎那件事情，还有我喜欢什么什么东西，这些人事物

都是可以用名言去把它形容出来的，所以在你心中，就是充满了种种的这

些名称跟言说，执为实有，认为它是我、我所。所以这个名字相，就是属

于分别我执，它是我们烦恼生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把这些名称言说当作

是真实存在的，这些人事物的这些名称是实有的。所以我们可以观，我这

一念为什么生烦恼？你马上去追追追，就是可以追出来，它就是名称言说，

一连串的名称言说，因为他跟我说了什么什么内容，所以我现在生气了，

这个都是名称言说；我思念某某人，都是名称言说；我喜欢什么什么，全

部都是名称言说。那现在怎么办？知道名称言说都是假名，我们是为了方

便去分辨是张三、还是李四，一定要给他取个名字，本来这些名称言说，

这些名言相是为了要帮助我们去分别种种的人事物而假立的，假施设的，

它不是真实存在的，可是我们立了种种的名称言说之后，就对这些名称言

说的内容执为实有，因此才会生烦恼，所以分别我执从这边来的。所以我

们只要破，破这个名字相，知道它是假名，假施设的，为了方便去分辨种

种的内容，所以我们要给它种种的名称跟言说，它都是假名，不是真实存

在的，我们就能够破名字相。破了名字相，当然这个执取相也能够破，本

来没有我、我所。 

  无明和前面的住相和合，就是有了执取相、计名字相，这时候的心念

就比较粗了，刚才是比较微细，现在是比较粗，我们就称为「异相」，就是

「异相无明」，就是开始变异了。本来没有我、我所的，本来这些名称言说

都是假立、假施设的，我们现在都把它执为实有的，所以就变异了。前面

的没有，它就是八识变现的这种种境界，可是还没有变，可是我们加进了

我、我所，还有计名字相之后，整个境界都变了，变了执着嘛，所以执着

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要破执着、破分别、破妄想，怎么破？

就是这一路，你知道它是怎么变现出来的，你就可以回头去一步一步去破，

把它破除掉。 

  然后再依这个所计的名字相，生起了贪爱或者是憎恨等等的烦恼，发

动我们的身口，造种种的业，就称为「起业相」。就是造业了，这个造业怎

么来的？就是刚才计这些名字相，以为真实存在的，我们刚才讲某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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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然后生起贪爱或者是憎恨，就是贪瞋就是从这边来的，因为你计名

字相以后，你才会起贪爱或者是瞋恨，这种种的烦恼，发动身口，就开始

造业了，心先生烦恼，意业先动，然后发动身口，造种种的业，这个业怎

么造的？就是这么造的，从计名字相开始造业的。无明的功用到这里就为

止，就结束了，所以称为「灭相」，就是「灭相无明」。灭，不是没有无明，

是无明的功用到这边为止，所以称为灭相无明。 

  有了业，就会招种种的果报，受轮回的苦，这就是「业系苦相」。这个

苦相的意思，就是不自在的意思，我们没有办法自在作主，因为怎样？你

造业就一定要受报，这个受报，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业系苦相，没有

包含在这个灭相无明里面，就是因为它已经受报了，已经感果了，没有办

法改变，所以它是非可断的，果报是非可断的，所以它不算是灭相。 

  所以以上从智相、相续相、执取相、计名字相、起业相、到业系苦相，

就是「六粗相」。 

  所以从前面讲的「一念不觉生三细，境界为缘长六粗」，这两句话就说

明了真心怎么从一念不觉而有了无明，这个业相；就是转八识，转这个如

来藏成为藏识，就是第八识，然后再由第八识而变现出了身心世界，就是

所谓的转相，就是见分，还有现相，就是相分；然后再进一步对身心世界

等等的境界相，生起了分别，这个就是智相；念念不断，就是相续相；深

生执取，就是执取相；假立名言，就是计名字相；起惑造业，就是起业相；

受轮回苦，就是业系苦相。这个就是「从真起妄」的过程，从一念不觉开

始，到轮回，从真心生起了妄境这整个过程。 

  我们现在修行，就要「返妄归真」，循原路回家。怎么循原路回家呢？

就是要从最后一个，从苦相、了业相、除名字相、破执取相……，这样一

步一步回家，回归到真心。 

  所以第一步，就是要先思惟苦谛的内容，知道三界只有苦、没有快乐，

希望能够出离轮回，这就是第一步，「从苦相」。 

  怎么出离呢？先要知道轮回是怎么造成的？就是业造成的。因为有业

才会轮回，这就是第二步，「了业相」。 

  业是怎么来的呢？烦恼来的。烦恼又是怎么来的呢？我执和法执来的。

所以想要断烦恼，就要先破执着，这个执着就是我执和法执。我执和法执

破了，就不会起惑造业，这里的惑，就是包含了我们刚才讲的智相、相续

相、它是属于法执；执取相、计名字相，它是属于我执，所以这四个都是

属于惑。我们说起惑，然后造业，然后才有轮回，这是惑业苦，起惑，然

后造业，然后才会有业系苦相。造业就是起业相，所以我们一般说的，所

谓的「惑业苦」，就是这样子。这个「惑」，就是包含了法执跟我执，就是

烦恼的意思，有我执和法执。 

  「我执」怎么破呢？如何破我执呢？那就要先了解我执的内容。我执

有「分别我执」还有「俱生我执」，刚才都讲过了。「分别我执」就是见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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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计名字相，所以我们现在只要知道这些名字相是分别假立的，就不会

生起贪爱或者是瞋恚，不生贪瞋种种的烦恼，就不会造种种的业，这就是

第三步，「除名字相」。知道一切名字相是名言假立的，你就不会生起执着，

就不会起惑造业。所以除名字相，就能够破见惑，破分别我执。 

  什么是「俱生我执」呢？俱生我执就是思惑，就是执取相，执取苦乐

等等的境界为我、我所，现在只要对苦乐等等的境界，知道它是虚妄的，

我们就不会深生的生起取着的心，妄计有我和我所，这就是第四步的「破

执取相」。破执取相，就能够破思惑，破俱生我执，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

怎么修呢？三受生起的时候，不要把我放进去，就是这样子修。知道一切

苦乐等等的境界，是因缘所生，不是真实存在的、是虚妄的，你就不会深

生的取着，就能够破执取相。不要把我放进去，就不会妄计我和我所，知

道它是因缘所生这样就可以了。 

  那怎么破法执呢？也是要先了解法执的内容。法执有「分别法执」和

「俱生法执」。「分别法执」就是智相、相续相。它是怎么来的？八识所变

现的相分，我们是不明白它是依他起的（只要是依他起，就是虚妄、不真

实的），才会起了徧计执，执为实有，然后才分别它的可爱、不可爱，对于

可爱的顺境，我们就生起乐受，对于不可爱的逆境，就生起苦受。而且念

念分别，相续不断。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只要知道一切境界，这一切境界

就是我们每天六根面对六尘的这一切的境界，就是知道它是八识相分种子

所生，就是唯识所变，所有的根身世界，根身还有器世界都是八识的相分

所生的，是依他起的，就是因缘所生的，只要是依他起，就是虚妄、不真

实的，这样就不会起徧计执，就能破分别法执。这就是第五步，「遣徧计执」，

面对一切境界，六根面对六尘，一切境界，知道它是依他起，不起徧计执，

这个就能够遣徧计执。这是第五步的修行，就是每天就是这样子修，面对

一切境界知道它是八识相分种子生，这样就完了，后面都没有了，我们自

心所变现的，唯识所变，后面就没有了，这样就完了嘛，我们自己八识所

变现的相分，后面要不要分别、执着？就都没有了，从这边破是最快的。

可是当你忘记了，忘记这个都是我们唯识所现的，我们八识相分所变现的，

你已经开始生了刚才讲的三受，那你就是等到这一步来不及，「分别」来不

及破，你就从破执着那边开始破，三受生起的时候，不要把「我」放进去，

就能够破执取相。你能从「分别」这边下手，就是破智相跟相续相，所以

智相跟相续相，它是属于法执；执取相跟计名字相，属于我执，这个刚才

讲过了。 

  俱生法执，它是「现相」，就是八识的相分，内而根身，外而器世界这

等等的境界相。也是由于无明，才会依前面的能见相，妄现身心世界等等

的境界相。我们现在知道，真心里面本来无相，一切的相分就没有了，就

是这么简单，真心里面本来无相。现在为什么会有相呢？因为妄见，才有

妄境，刚才讲的，有了这个现相，就是有了能见相，才会有境界相，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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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见分，以后才有相分的。因为妄见，才有妄境，就是你先有妄心，然

后才有妄境。我们现在明白这个道理，就能够破俱生法执。这就是第六步，

「舍相分」。知道一切的境界是八识相分所生，自然就能够舍这个相分，这

时候相分就没有了。你能够舍相分，十法界就没有了；你能够破分别，就

是能够破分别，舍相分，是刚才讲的，（俱生我执、分别法执），俱生法执、

分别法执没有了。能够破分别，十法界就没有了；能够破执着，六道就没

有了。破见思惑，六道就没有了。破执着，六道就没有了；破分别，十法

界就没有了，是这样子。破妄想呢？回归到真心，真心无念，所以所谓的

破执着、破分别、破妄想，就是这样子来修。破执着，六道没有了；破分

别，十法界没有了；破妄想，回归真心，你就大彻大悟。所以现在的舍相

分，其实很简单，你面对一切的相分，就知道它是八识的相分种子所生，

相分就没有了。 

  没有相分，见分有没有需要存在？没有需要存在，所以进一步就可以

什么？见分也没有了，就可以「摄见分归自证分」。如果没有一切的境界相，

当然能见的功能也不必要了，这样就能够舍八识的见分，就是舍这个「转

相」，这就是第七步，摄见分归自证分。相分没有了，见分没有必要存在，

见分到那里去了？就回归到原来的自证分，因为见分跟相分都是从自证分

出来的。你现在先没有境界相，先舍相分，没有境界相，那能见的功能也

没有必要存在，所以见分也没有了。见分到那里去？就回归到自证分去了，

就是八识的自证分，第八识的自证分。所以没有妄境，妄心也空了，那见

分自然就回归到自证分里面去了。 

  当初为什么会现起第八识的呢？就是「业相」，第一个「业相」。它是

怎么来的？那就是因为一念不觉心动，然后才会转如来藏成为第八识，它

是依他起，一念不觉而有无明是依他起的。现在只要知道真心本来无念，

并没有最初的起相，这个起相就是业相，真心里面无念，那你就不会一念

不觉而有无明，所以就能够远离业相，这就是第八步，「遣依他起」。因为

一念不觉，才有无明，是依他起的，现在知道真心本来无念，自然就能够

遣依他起。真心本来无念，你一直保持无念，不会一念不觉而心动，一直

保持念念无念，就是念念都是真心，依他起就没有了，这个就是「遣依他

起」。 

  这个时候一切的念想都没有了，你的真心就能够显现，这个就是最后

一步，「证圆成实」，就是回归到真心了。知道真心本来无念，你就不会生

起一念的无明，你就不会生起这一念不觉，所以是不是就回归真心了？这

时候就破妄想，真心显现，这个就叫做「证圆成实」。所以破妄想，就能够

回归真性，真心无念，就是证圆成实，就是见到我们的自性本体，这时候

就是真正的大彻大悟，就回到家了，就回归到真心，这个是我们的家。 

  所以，从前面的第一步，从苦相，以四谛来说，从苦相就是苦谛所摄

的，思惟苦谛的道理；第二步，了业相，就是集谛所摄；从除名字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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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遣依他起，这个是属于道谛所摄；最后证圆成实，是属于灭谛所摄。

这个就是依四谛，返妄归真的路，回家的路。如果是依菩萨五十一个阶位

来修的话，就是生相无明，它是十地菩萨所证的，十地菩萨证了，等觉菩

萨破最后一品无明而成佛，所以生相无明它是属于十地菩萨所证的；住相

无明，它是初地到九地菩萨所证的；异相无明，是三贤位里面的最后二十

九位（十住、十行、十回向就是三贤位），后面的二十九位所证的；灭相无

明，是十信位所证的。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这样就四十个，加上

初地到十地，就五十个。等觉、妙觉，破五十一品，全部究竟圆满成佛，

这就是以这个生、住、异、灭这四相无明来说明这五十一个阶位，它的修

证次第。当然，最快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不用依这个次第来修证的，而

是依现在我们所说的，只要用智慧觉照，照破无明本来没有它真实的自体，

是不是当下顿破四相？无明本来不存在，管你什么生住异灭四相，统统都

没有了。所以刚刚那句话很重要，无明本来没有它真实的自体，就统统破

掉了，因为一切都是从无明来的，不管它是生住异灭四相，可以顿破，这

个是属于顿修顿悟的法门。当然，无明灭了，行就灭了，十二因缘也没有

了。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乃至老死灭，所以十二因缘也断了，你

无明断了，后面都没有了。了解无明本来空，后面都没有了，也证到十二

因缘。所以从四谛、十二因缘、还是五十一个菩萨的阶位，都是可以这样

子来修的。 

  这个就是「善男子！此无明者，非实有体」，我们刚才讲的这一句。 

  如梦中人梦时非无，及至于醒了无所得； 

  这个就是用比喻来说明，「无明并没有它真实的自体」。因为前面说了

种种的过患，我们都把它归咎于无明，现在又说明无明没有它的自体，就

好像我们好不容易找到这个罪魁祸首，可是我们现在又说它根本不是真实

存在的，这个道理很难让人家理解，用言语也很难说明白，所以只有用比

喻的。佛就用这个比喻的，比喻说好比在睡梦中见到种种的景物，好像是

有，你在梦中里面，一切的人事物好像都是有，可是等到你醒过来了，才

发觉它了不可得。就是用这个比喻，来显示无明本来没有它的自体。这个

梦，就比喻无明；醒，就比喻觉悟；了不可得，就是比喻无明无体。 

  我们要进一步问了：「醒来的时候了不可得，那它究竟到那里去了呢？」 

  因此经中才会回答说： 

  如众空华灭于虚空，不可说言有定灭处。 

  你说我醒过来，这个梦境所有的内容到那里去了呢？就好像虚空中的

花朵，好像在虚空中灭去了，可是你不能说它有一定的灭处，就是说不可

以说花朵在虚空中灭去了。 

  我们又要问了：「如果没有一定的灭处，那应该还在啊，为什么又说它

没有呢？」 

  所以，经中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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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以故？无生处故。 

  为什么说虚空中的花朵没有一定的灭处呢？因为虚空中本来不是生花

的地方啊！有生处才有灭处，现在根本找不到生处，那又怎么会有灭处呢？

所以，「何以故？无生处故。」既然没有生处，就说明它无因，这就是第二

个，再说明「无明无因」。前面是以「梦中人」来比喻「无明无体」，梦中

的人事物，你醒过来了不可得，这就形容无明无体，没有它的自体。现在

又用虚空中的花朵，用「空中华」来比喻「无明无因」，无生处故，所以无

明无因，找不到它的生处。 

  最后，我们要总结「妄见成轮」。因为你起了妄见，才会看到虚空中有

种种的花朵，轮回就是这么造成的，由妄见，才会有轮回的现象，所以叫

做「妄见成轮」。成了这个轮回的现象，因为妄见而来的，所以最后我们总

结「妄见成轮」。 

  前面说因为无明妄执，才有轮转生死，现在又说无明本来无体，无体，

生死就应该无所依，无所依，就应该没有生死，可是前面为什么又说有轮

转生死呢？ 

  所以经中回答： 

  一切众生于无生中妄见生灭，是故说名轮转生死。 

  一切众生，于圆觉本无生灭之中，妄见有生灭，所以才说有轮转生死，

而并非圆觉性中，真实有生死轮转。这「一切众生」，就是指没有悟道的人，

如果没有开悟的话，如果没有悟道，你才会在本来无生当中，妄见有生灭；

妄见有生灭，就有轮转生死。可是如果你悟道的话，就能够了知真心本来

没有生灭，没有生灭，就没有生死。就看你悟？还是没悟？没悟，就有轮

转生死；悟了，就知道真心当中本来没有生灭，没有生灭，就没有生死，

就没有轮转生死。所以前面说有轮转生死，是依妄见才说有；现在说本来

没有生死，是就实论，实际上来论的话，它才说无，就是没有生死。所以

这个「无」，并不是空无，不是说什么都没有，明明有身心世界，你现在说

什么都没有，就是落入断灭无，断灭空。所以这边的「无」，不是断灭空，

不是没有，现象界的身心世界是有，只是我们知道它是八识的相分的所变

现的，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无」，不是什么都没有，只

是不执着而已，就是对身心世界，这些现象界都有，只是不会再像以前去

执着而已，为什么可以不执着？因为知道它是相分种子所生。无明本来无，

所以由无明所生起的一切身心世界，也当下就能够空去了。这个空去，不

是没有，而是不再执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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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