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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觉经 

第十一讲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经文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文殊汝当知，一切诸如来，从于本因地，皆以智慧觉， 

   了达于无明。知彼如空华，即能免流转；又如梦中人， 

   醒时不可得。觉者如虚空，平等不动转，觉徧十方界， 

   即得成佛道。众幻灭无处，成道亦无得，本性圆满故。 

   菩萨于此中，能发菩提心，末世诸众生，修此免邪见。」 

 
  长行的四个重点已经介绍完了，接下来是偈颂。一般来说，偈颂有四

种形式。第一种，是只要满三十二个字，就能够形成一首偈颂。第二种，

是不说长行，直接以偈颂的方式来说法，这个称为直颂或孤起颂。第三种，

是相应上面长行的义理，重新以偈颂的方式说一遍，称为重颂或应颂。第

四种，是以很少的言语，摄集多重的义理，作成偈颂的方式，布施给他人

诵持，称为集施颂。 
  古代大德又把偈颂分为六种。第一种，是超颂。就是长行在后面，超

前以偈颂的方式来表达所要说的义理。第二种，是追颂。就是长行在前面，

更进一步以偈颂的方式来表达长行中的义理。第三种，是广颂。就是长行

中的文字很简略，偈颂却说得很广。第四种，是略颂。就是长行中的文字

很广，偈颂却很简略。第五种，是补颂。就是以偈颂的方式，补长行的不

足。第六种，是义颂。只取义理的部分，作成偈颂。 
  为什么大部分的经都要立颂呢？它有八个理由。第一，能够以很少的

字，含摄多重的义理，所以要立颂。第二，要赞叹的时候，大多以偈颂的

方式来表达，所以要立颂。第三，为了钝根的众生，再重复说一遍，所以

要立颂。第四，为了后到的徒众，补说一遍，所以要立颂。第五，一时兴

起，随缘开示，所以要立颂。第六，容易受持，所以要立颂。第七，前面

没有听明白的部分，再进一步解释，让他明白，所以要立颂。第八，长行

没有说到的部分，可以用偈颂的方式来补足长行的不足，所以要立颂。这

个就是为什么要立颂的八个理由。 
  本经是属于重颂，就是以重新偈颂的方式，说明长行中的义理。佛说

重颂有三个涵义：第一个，是应机施教。现在是应一类好乐简略的根机，

而说重颂。因为有的众生喜欢简单，佛在前面长行的时候，洋洋洒洒说了

一长串，也许把握不到重点，现在重颂的时候，归纳成简短的句子，他也

许就能够很快地契入经义之中。第二个涵义，这也是佛慈悲的展现。佛说

法的时候，总是谆谆教诲，唯恐众生乍听之下，有所遗忘，所以重说偈颂

来作提醒。第三个涵义，同时让后到的众生也能够共沾法味，使佛法的利

益能更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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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经文：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这时，佛世尊为了要重新宣说长行中的义理，而说了下面的偈颂。 
  「文殊汝当知，一切诸如来，从于本因地，皆以智慧觉， 

  这里佛再一次叫文殊菩萨的名号，是为了要告诫他应当了知的内容。

这些内容，文字虽然很简短，涵义却很周详，所以叫文殊菩萨千万不可轻

忽。主要是要告诉文殊菩萨，十方诸佛通修的法门，就是一切诸佛，从于

根本、最初因地发心，都是用圆觉体性当中所起的智慧，时时觉照，照彻

清净觉相。也就是「圆照清净觉相」这个法门，是一切如来因地所修行的

法门。这是偈颂第一个重点，首先要「了悟本觉」。 

  偈颂第二个重点，是要「推破无明」，了达无明本来空。 

  我们看经文： 

  了达于无明。知彼如空华，即能免流转；又如梦中人，醒时不可得。 

  想要破除生相、住相、异相、灭相这四种无明，就要用智慧觉照，照

破无明本来没有它的自体。前面长行，是先解释什么是无明；这里偈颂，

是先说明觉照的智慧，就是用智慧觉照，照破无明本空，所以它用「了达」

来形容。就是说，用智慧来觉照，才能了达无明本来空。 

  「知彼如空华，即能免流转」。这个「知」，是能照的智慧；「彼」，是

所照的无明。我们用自性的光明，还照清净的自体，发觉清净的自体当中，

本来没有无明，所以，无明就像虚空中的花朵，是因为眼睛生病了，才有

的妄见，等到眼睛的病好了，用清净眼一看，才发觉虚空中本来没有花朵，

这个时候，空花就灭了。同样的，用智慧觉照，照破无明本来空，无明就

灭了。无明灭了，就不见有身心之相，没有身心之相，就没有生死。所以

说「即能免流转」。 

  「又如梦中人，醒时不可得」。这两句是比喻无明无体。犹如梦中的人

事物，在梦时都有，等到醒来，才发觉它了不可得。无明无体，那它的体

是什么？它总不可能是无中生有吧？无明无体，它的体是什么？无明从那

里来的？（答：一念无明来的。）一念心动才有无明，这之前呢？唯心所现，

不是吗？从那里来的？（答：第八识。）一念不觉而心动，才有第八识啊，

这之前呢？（答：真心！）对啊！不是说唯心所现吗？本来是真心，本来是

圆觉真心，一念无明妄动，才转如来藏为藏识，这时候才有第八识。所以

我们现在说无明无体，它的体是什么？圆觉真心，懂吗？所以迷的时候，

就成了无明；悟了之后，无明就灭，所以迷悟只是一心，都是我们真心的

作用，只是迷悟的差别而已，迷悟的差别而有真心、妄心的差别。体是圆

觉，这个很重要，不然就落入断灭空。 

  偈颂的第三个重点，是说明「所依的觉体」，就是讨论前面讲的那个知

觉性。这个能知是空华，即无轮转，这个一知，这个知觉性，它到底是什

么状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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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者如虚空，平等不动转，觉徧十方界，即得成佛道。众幻灭无处，

成道亦无得，本性圆满故。 

  「觉者如虚空，平等不动转」。这个觉者，就是指能觉的真智，就是由

自性所起的光明。因为我们的自性广大周徧，犹如虚空（也就是说，我们

自性如虚空，广大周徧）。现在是由自性而起的智慧，当然也跟自性一样，

它能广大周徧，所以说「觉者如虚空」。因为自性如虚空广大周徧，所以由

自性而起的智慧，当然也是广大周徧，犹如虚空。那我们的自性本体既然

不动摇，那么由我们本体所起的智慧，当然也不动摇。这个不动摇，就是

指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不能迁动它，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

样，未来还是这样，不会动摇的（菩提自性，本不动摇）；一切诸法也不能

移转它，一切有为法也不能改变它，所以说「平等不动转」。所以我们知道，

觉性它是不动摇的，平等不动转，不论任何时间、任何空间、任何法都不

能动转它。在自性当中，没有一切的对待，没有二元的分立，没有二元的

对立，所以说它平等。 

  「觉徧十方界，即得成佛道」。当我们这个觉性能够徧满十方界的时候，

就能够成就佛道了。 

  众幻灭无处，成道亦无得，本性圆满故。 

  这个众幻，就是指幻身、幻心、还有幻惑（这个幻惑，就是指无明，

因为无明本来空，所以说它如幻）。身心也本来空，都好比虚空中的花朵，

所以说他们都是如幻的。所以这里的众幻，就是指幻身、幻心、还有幻惑。

当真智现前的时候，无明就灭了，这时候才发觉，众幻本来没有，本来没

有，就不能说它灭去，所以说「众幻灭无处」。 
  佛道本成，无明灭，圆觉自性就现前（本来圆觉真心，我们每个人都

有，就是被无明遮障，现在无明灭了，知道无明本来空，无明灭了，圆觉

自性就能够现前），这个时候也发觉，佛道它是本来就成就的，一切众生本

来成佛。既然本来成佛，当然就无所得，本来就是嘛，因为本来没有的，

现在有了，才叫做「有所得」，对不对？那现在是本来有的，每个众生都有

的，本来有的，所以就不能够叫做「有所得」，所以说「成道亦无得」。 
  当觉性徧满十方界的时候，就能够成就佛道，但这个成就佛道，不能

说它有所得，因为我们的圆觉本性中，本来就圆满具足，所以说「本性圆

满故」。 
  菩萨于此中，能发菩提心，末世诸众生，修此免邪见。 

  这是偈颂的第四个重点，就是「总结所问」。前面的偈颂，已经说明文

殊菩萨请佛开示的第一个内容，就是一切如来因地修行的法门（就是圆觉

法门）。现在的偈颂，是说明文殊菩萨请佛开示的第二、还有第三个内容。 
  「菩萨于此中，能发菩提心」。这是请佛开示的第二个内容，菩萨如果

能在圆觉体性中，发大菩提心，圆照清净觉相，当自性的智慧光明一照，

照破无明本来空，一切由无明所起的颠倒，自然就能够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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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殊菩萨请佛开示的第三个内容，就是末世诸众生，怎么让他们不要

堕在邪见当中？就是现在佛说「末世诸众生，修此免邪见」，就是末世一切

的众生，如果有修习大乘的人，也应该依这个圆觉法门来修，这样自然就

不会堕在邪见当中。 
  以上我们把「文殊章」介绍完了。这一章，主要是要强调因地心的重

要，我们知道「因地不真，果招纡曲」，这个因地心是什么呢？听完了，你

们回答我，这个因地心是什么呢？如来因地修行的法门，修什么？这个因

地心，就是圆觉真心，我们的真如本性，所以我们修行如果不依这个真如

来修的话，就好比煮沙成饭，煮沙想要变成饭，是永远都不可能有结果的，

所以是永劫不能圆成果地的修证。我们要修证之前，就先要有这样的信解，

所以这一章最主要告诉我们，因地修行应该要依的是圆觉真心，我们的真

如本性，依这个真如来修，有了这样的信解，才能够依解来修行。所以以

下的各章，就是随不同的根性，依解修行的内容，它分成上根、中根、还

有下根，我们后面再慢慢地介绍。今天刚好到一个段落，我们就到这里为

止。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