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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觉经 

第十四讲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经文 

  善男子！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应当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由坚执持

远离心故，心如幻者，亦复远离。远离为幻，亦复远离。离远离幻，亦复远离。

得无所离，即除诸幻。譬如钻火，两木相因，火出木尽，灰飞烟灭。以幻修幻，

亦复如是。诸幻虽尽，不入断灭。善男子！知幻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觉，

亦无渐次。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依此修行，如是乃能永离诸幻。」 

 
  长行的第二个，广释前难。第二是「劝修幻行」，以解释第三难。我们

看经文： 
  善男子！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应当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由坚执

持远离心故，心如幻者，亦复远离。远离为幻，亦复远离。离远离幻，亦

复远离。 

  前面普贤菩萨请问：「如何永离诸幻？」所以，现在佛开示离幻的方法。

这里一共列出四步离幻的功夫：应当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这是第一步

功夫；由坚执持远离心故，心如幻者，亦复远离，这是第二步功夫；远离

为幻，亦复远离，这是第三步功夫；离远离幻，亦复远离，这是第四步功

夫。 
  所以，第一步是「远离幻境」。佛说：「善男子啊！一切菩萨以及末世

众生，应当要学习远离一切幻化的虚妄境界。」这是第一步「远离幻境」，

要知道一切都是虚妄的境界，一切幻化的虚妄境界，都好比虚空中的花朵，

本来没有。我们前面都已经分析过了，一切的身心世界从那里来的？是八

识的变现，八识那里来的？一念无明妄动来的，所以只是一念妄动所起的

无明，催动第八识变现出妄心和妄境。我们现在虽然明白这个道理，可是

在面对境界的时候，还是会忘记了、会来不及，然后又把它当作是真实存

在的，就是把它执为实有。我们面对境界的时候，因为功夫不够纯熟，来

不及反应，都把它当作是真实存在的，为了使功夫纯熟，我们就要不断不

断地提醒自己，应当远离这一切的幻化的虚妄境界，所以你每天怎么练习

呢？就是面对一切境界的时候，告诉自己：「这是幻化的虚妄境界，要远离！」

不断不断地提醒自己，譬如说：遇到不如意的事、不顺心的事，该涨的不

涨、该跌的不跌，股票该涨，它不涨，油价应该跌的，它不跌，它一直涨，

物价一直涨，所以每天遇到不断不断、很多不如我们意的事情，我们希望

它这样，可是它就偏偏不是这样，那我们怎么办呢？告诉自己：「这是幻化

的虚妄境界，要远离！」这是指妄境。妄心也是，每当我们心生烦恼、想不

开的时候，也是告诉自己：「这是幻化的虚妄境界，要远离！」事业不顺利、

婚姻不美满、小孩不听话、功课不好……不管什么，反正会让你心生烦恼，

你都是当下把它当作是真实存在的，忘了它是虚妄的境界，所以要提醒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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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假的！假的！假的！不要太认真。所以，不管是面对一切的妄境、还

是妄心，我们都要知道它是一念无明妄动而有的，不管是身心世界，一切

的境界，一切的妄境、妄心都是八识的变现，心中只有要远离、要远离这

个念头，知道它是假的。这个念头一定要坚持自己彻底做到，一面对一切

的境界，不管是妄境、还是妄心，都是提醒自己：要远离！要远离！要彻

底地做到！贯彻始终，面对一切的境界都能够来得及提醒自己，那你就不

会太认真。 
  可是，这样子用功久了之后，我们内心就会形成一股坚固、执持要远

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的心，要知道这个「能离的心」也是如幻。所以，第

二步就是「远离幻心」。这个幻心，就是指能离的心，刚才说要远离、要远

离，一直提醒自己要远离、要远离，可是当你知道一切的境界都是虚妄，

幻化虚妄境界的时候，那你这个能离的心还要不要？不要嘛！对不对？所

以要知道这个能离的心也是如幻，也要远离。所以，第二步，当你知道一

切的境界都是幻化虚妄的时候，你这个能离的心，要知道它也是如幻，也

是要远离，因为前面这个要远离的心，是要提醒自己境界是假的，现在已

经知道一切境界是假的，你这个能离的心也不需要了，也应该放下了。所

以，所离的境界如幻，能离的心也是如幻的。这是第二步功夫。 
  当你远离了这个能离的心之后，还有一个要「远离」的这一念。就是

前面是要远离一切的妄境，能离的心也要远离，是不是还剩下「远离」这

一念？有没有？所以，要知道远离这一念也是如幻。所以，第三步是「远

离幻离」，就是远离的这一念也如幻，也要远离，就是「远离为幻，亦复远

离」这一句。所以，佛说：「远离的这一念也如幻，也要远离。」 
  你把远离这一念再空掉，剩下什么？幻境空掉，幻心空掉，远离这一

念再空掉，好像都没有剩下什么了，对不对？所以就有一个空的境界会现

前，好像无念的这个境界会现前，要知道这个「空、无念」的境界也是如

幻，因为它是对治前面那个来的，只要是有所对治，它都不是我们的真心，

还是有生灭的。所以，这一念，不管它是空的境界、还是无念的境界，也

要远离。所以，第四步就是「远离离离」。这个离离，就是离远离幻，把它

简称就是离离。远离了远离为幻（远离为幻，是刚才讲的第三步，「远离为

幻，亦复远离」，这是第三步），现在再远离了这个远离为幻，就是连远离

这一念再空掉，就好像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时候空的境界、或者无念的境

界会现前，亦复远离，要知道这个空的境界也如幻，也要远离。所以，佛

说：「远离了远离为幻之后，要知道这个空的境界也如幻，也要远离。」这

个就是「离远离幻，亦复远离」，第四步功夫。 
  所以我们再复习一遍，以上所说四步离幻的功夫，是佛开示「如何永

离诸幻」的方法。它最主要的修法就是「远离」这两个字，就是它最主要

的修法。四重远离：第一重，远离幻境，知道一切幻化虚妄的境界不是真

实存在的，要远离；所以，第二重，远离幻心，能离的心也如幻，也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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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第三重，远离幻离，要知道远离这一念也如幻，也要远离，剩下的就

是空、无念的境界现前；所以，第四重，远离离离，就是离了远离为幻，

亦复远离，远离了远离为幻之后，要知道这个空的境界也如幻，也要远离，

就是再把空空掉的意思，简单说就是这样。 
  所以这四重的远离，就是修行用心的阶级，也是止观所用的功夫，所

以它也是属于止观的法门，也是我们修行怎么用心的阶段，一共分为四重

的阶段。为什么说是修行用心的阶级呢？所谓的阶级，就是像阶梯一样，

一级一级的上，所以叫做阶级。因为这个远离的修法，它是一步一步的升

高，一重比一重细，用后面的一重来觉察前面一重的过失（过失，就是我

们所谓的禅病），因为一般你知道远离幻境之后，你就会有那个能离的心，

可是如果你不知道，你每天就这样练习，然后练习一辈子，那还少了后面

三重的功夫，所以变成说你一辈子修行都在知道一切境界是虚妄的，就这

样子而已，你那个能离的心没有空掉，远离的那一念也没有空掉，那个空

的境界也没有空掉，所以变成说你的功夫不究竟，没有办法达到最后的开

悟的原因，就是不明白它的阶级，我们修行的一步一步的功夫要怎么样做？

所以后面的一重，都是觉察前面一重的过失，所以它说的都是做功夫的时

候会发生的毛病，就是我们所谓的禅病。你如果没有修止观的人，你没有

在这个修行上用心的人，他是没有这个毛病的，因为反正他都会着在一切

的境界上，境界现前，他就统统着在上面，然后分别、执着、妄想得不得

了，所以没有修心的人，他是不会有这个毛病的，可是我们修行的人，他

就会有这四种过失，所以你要从一重一重地来去掉前面那一重的过失。 
  一般修习止观的人，最容易发生的毛病就是贪着境界，对不对？所以

现在我们在要用「远离」的这个方法，就是先远离一切的幻境，然后再远

离能离的心，接着远离幻离（就是远离「远离」这一念），最后远离空、无

念的境界，像这样离之又离、离之又离，中间不住（中间不住，就是中间

不停留），所以它是一气呵成的，不是第一步做完，然后再第二步，不是，

它是中间不停留，离之又离，离到没有什么可以再远离的这个时候，就能

够做到「永离诸幻」，所以我们说它是修行用心的阶级，一共分为四重。 
  为什么又说它是止观所用的功夫呢？因为远离有所谓的「止离」跟「观

离」，有「止」跟「观」的差别。所谓的止离，就是修止，所谓的修止，就

是你要止息一切的妄念，所以我们先止息攀缘的心，不再攀缘外境，知道

一切外境是虚妄，幻化的虚妄境界，你的心就不会攀缘外境，所以我们是

先修止，这是所谓「止离」的部分，就是先止息攀缘，停止一切的妄念。

你得止之后，再从定中来起观，所以所谓的「观离」，就是接着观察诸法的

虚妄不实，怎么观察一切法是虚妄不真实存在的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它都是八识的变现，八识怎么来？一念无明妄动来，这样我们很快就可以

回归到真心。所以，在定中观察一切法都是虚幻不真实的，这个就是属于

「观离」的部分。就是先得止，再修观，用这样止观的功夫，一直要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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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无所离」的时候，才能够「尽除诸幻」。 
  所以下面的经文就是： 
  得无所离，即除诸幻。 

  一直要到再也没有什么可离的时候，才能够真正尽除一切的幻化境界。

所有能远离的都远离了，还有剩下那个、那个、那个，剩下的那个没办法

远离的，就是我们的真心，就是我们的圆觉妙心。所以在这个圆觉妙心当

中，它自然没有种种的幻化，所以说「得无所离，即除诸幻」。这样前面这

四重的功夫，你一气呵成，该远离的全部远离完了，连最后「空」也空掉

了，剩下那个没有办法远离的，那个就是我们的真心，它自然会现前，我

们真心之中本来就没有这个种种幻化的虚妄境界，真心无念，对不对？真

心离念，所以你安住在这个当中的话，安住在你不生不灭的真心当中，自

然能够远离一切的幻化境界，这个就是「得无所离，即除诸幻」。 
  譬如钻火，两木相因，火出木尽，灰飞烟灭。以幻修幻，亦复如是。

诸幻虽尽，不入断灭。 

  所以，这种情况就好像在地上有一段干木头，我们拿一个木钻子来钻

它，钻木取火，所以我们那个钻子，钻木取火的那个钻子也是木头的，然

后去钻这一块地上放的干木头，等到钻出火来，火烧干木头，最后连木钻

子也烧掉，对不对？这是两木相因。两个木头，不管是那一段干木头、还

是那个木钻子，相因，就是互相摩擦（相依，互相摩擦），最后钻出火来之

后，两个木头都烧完了，烧完了之后就是有烟，对不对？烟慢慢地再灭掉

了，剩下灰烬，对不对？一阵风吹过来，连灰烬也飞散了，那是不是什么

都没有剩下？就是用这个来比喻。所以，它这边说：譬如钻火，两木相因，

火出木尽，灰飞烟灭，到最后火烧完了，烟也灭了，灰也飞散了。干木头，

比喻刚才我们讲的第一步，要远离的是什么？幻境；木钻子，比喻第二步，

能离的心，就是幻心，比喻这个幻心。干木头比喻幻境，我们用木钻子去

钻干木头，我们就是用要远离、要远离的这个幻心，去远离第一个幻境，

就好比用木钻子去钻那个干木头，等到钻出火来以后，把这两个木头全部

都烧完了，剩下那个烟。烟比喻幻离，第三步功夫，连远离的这一念也要

远离，所以最后烟也灭了。还剩下什么？灰，所以，灰比喻离离，第四步

的离离，就是连空、无念的境界也要再远离，这个就好比灰最后也被风吹

散了。大地，刚才说地上有一块干木头，地，就比喻圆觉，最后剩下的是

什么？就是剩下大地了，两个木头也没了，烟也没了，灰烬也没有了，剩

下大地，对不对？这个就比喻圆觉，木头本来从地生的，等到烧灭了，只

有地存在，这个就好比种种的幻化生于圆觉妙心，幻化虽然灭尽，只有圆

觉本来不动，所以到最后只剩下大地，只剩下我们圆觉妙心，它本来没有

动过，因为不生不灭的真心，它从来就没有动过，所以任凭它生生灭灭，

它从来没有动过，所以全部能够远离的都远离完了，剩下那个本来不动的，

就是我们的真心，就是用这个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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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这个四步功夫，就是以「幻心」离「幻境」，再以「幻离」

离「幻心」，以「离离」离「幻离」，也是如此，虽然一切幻化境界都灭尽

了，但并不入断灭，所以说：「以幻修幻，亦复如是，诸幻虽尽，不入断灭」。

所以这一段话，就是劝修幻行，正好解释前面的第三个问难，第三个问难

问什么呢？「不修如何解脱？」所以，现在佛就开示，不修怎么解脱？那

就是要修，劝修幻行，劝我们要以幻修幻。方法呢？刚才讲过了，四重的

远离，就能够达到一切幻化都灭尽了，可是有一个不灭的，那就是我们的

圆觉妙心。 
  所以，长行第三个是总结，就是把前面所问的作一个总结。前面普贤

菩萨请佛开示：「作何方便渐次修习，令诸众生永离诸幻？」所以现在佛回

答： 
  善男子！知幻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觉，亦无渐次。一切菩萨及末

世众生依此修行，如是乃能永离诸幻。」 

  意思就是说：「善男子啊！知幻的当下，就已经离幻，所以不用什么方

法来离幻，既然离幻，就是真觉，所以也没有什么次第来达到真觉。一切

菩萨及末世众生，依这个法门来修行，就能够永离诸幻。」 
  前面佛开示离幻的功夫，一共分为四重，这个难道不是方便渐次吗？

它不是分第一步功夫、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吗？这难道不是方便渐次

吗？现在为什么又说：「不作方便，亦无渐次」呢？佛祂是不是自相矛盾呢？

这个道理它非常的深细，你没有确实来作这个功夫是很难体会，因为它非

常的深细。上面佛祂曾经开示：「种种幻化，皆生如来圆觉妙心」，还记得

吗？种种幻化，皆生如来圆觉妙心。现在虽然说一重一重地远离，但是所

要远离的，无非是一幻，就是一个幻而已，虽然它分为四重远离的功夫，

但是要远离的无非就是一幻而已。这个一幻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讲的种种

幻化。种种幻化怎么来？八识的变现。八识怎么来？一念无明妄动来。只

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不管它是由无明所产生的八识，再由八识所变现

的种种幻化，都无非就是一念无明妄动来的，所以说了半天，它只有一念

无明妄动，所以不管它幻化出多少的种类，无量无边的幻化，还是没有离

开这一念的无明妄动。所以我们的真心里面是没有念头的，真心离念，真

心无念，所以只要你还有起心动念，不管你这个起心动念是什么内容，就

是一念无明妄动来的，所以只要你还有起心动念，或者还有丝毫的见处未

忘（这个见，就是指微细的法执），在圆觉妙心当中统统是幻，都是这一念

无明妄动来的，不管它所产生的是妄境、还是妄心，是身心世界的内容、

还是什么种种幻化不管，统统是一幻而已，所以只要知道是幻，只要知道

是幻，知幻的当下是不是就远离了嘛？因为你知道一切的身心世界都是八

识的变现，八识是由一念无明妄动来的，那你当下就可以回归真心了，对

不对？你只要知道是幻，所以知幻即离，你知幻的当下就已经远离一切的

幻化了，所以一切诸幻自然远离，重点就是在这个「知」字，你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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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幻即离的这个「知」，你只要知，知道它是假的，就远离了嘛！你认真的

时候就不知道它是幻化的，所以你又开始认真了，所以只要知道它是幻化

的，当下其实就已经远离一切幻化的境界，对不对？所以重点在这个你到

底有没有了知一切境界是幻化的、虚妄的。所以「知幻即离，不作方便」，

知的当下，就已经远离一切的幻化虚妄境界，又何必另外再用什么方法？

不用另外再找什么方法来远离了嘛，对不对？因为你知的当下就已经远离，

所以不用另外再找什么方法来远离。 
  当你了达一切皆幻，当下身心世界就不存在了，当下一切幻化境界就

消失了，就是刚才讲的，能够远离的都远离了，剩下那个不会远离的那个，

它本来就在，从来没丢过，对不对？离幻即觉，当你能够远离一切幻化就

是我们真觉就现前了，是不是？所以，就不用再藉助什么次第，说一步一

步地来达到真觉，也不用。离幻即觉，离幻的当下，真觉就现前，所以也

不用在藉助什么次第，来一步一步地达到所谓的开悟，不用。离幻即觉（即，

就是当下就是），只要你能够远离一切的幻，那个剩下的、不能够远离的，

它本来就在，它是不是就现前？对啊！离幻即觉，不用在藉助什么次第，

一步一步地达到真觉。 
  所以，虽然列出离幻功夫的方法和次第，但是修只在一心，就是这一

「知」，远离是方法，重点在这一「知」，只要做到一念不生，前后际断。

一念不生，我们真心没有念，前后际断，前际、后际都断（前际，就是前

念；后际，就是后念），前念已灭，后念还没有生起，当下不住（中间不住），

前念已经灭了，后念还没有生起，当下你也不住着在任何境界，就这样保

持无念。一念不生，前后际断，自然远离诸幻，那个不能够远离的，就是

我们的真觉，就是我们的圆觉真性。 
  所以平常怎么修？就是这样修，所以它告诉我们：「知幻即离，离幻即

觉」，就是这一章它主要用功的法门，知道一切是幻化，当下就已经离幻，

离幻真觉就现前，这个时候只要安住（安住的意思，就是没有念头），一念

不生，就安住在当下，这个就是真觉，就是我们的圆觉妙心，或者说是真

心。你这个安住的时间愈长，功夫愈纯熟，你就一直可以保任，保任这个

功夫，一直保任，就是没有起心动念，还是照样过你的生活。这就是这一

章所开示离幻的功夫，没有方便、也没有渐次，知幻即离，离幻即觉，没

有方便、也没有渐次。 
  我们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