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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覺經 

第十三講 

最尊貴的淨蓮上師講解 

 

經文 

  爾時，世尊告普賢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為諸菩薩及

末世眾生，修習菩薩如幻三昧，方便漸次，令諸眾生得離諸幻。汝今諦聽，當

為汝說！」時，普賢菩薩奉教歡喜，及諸大眾默然而聽。 

  「善男子！一切眾生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猶如空華，從空而有，

幻華雖滅，空性不壞。眾生幻心，還依幻滅，諸幻盡滅，覺心不動。依幻說覺，

亦名為幻。若說有覺，猶未離幻；說無覺者，亦復如是。是故幻滅，名為不動。

 
  長行的第二部分，是佛開示。內容分三：第一，讚許；第二，佇聽；

第三，正答。 
  我們看經文： 
  爾時，世尊告普賢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為諸菩薩

及末世眾生，修習菩薩如幻三昧，方便漸次，令諸眾生得離諸幻。汝今諦

聽，當為汝說！」 

  這是第一讚許。就是佛先讚歎，後開許。 
  「善哉！善哉！」是佛重複讚歎普賢菩薩的善問，因為這一問，不但

能利益現在本會的大眾，還能利益未來的眾生。 
  「如幻三昧」。三昧，是正受的意思。什麼是正受呢？一切境界不受，

就是正受。怎麼做到一切境界不受呢？了知一切境界如幻，就能做到。當

我們遇到順境的時候，知道順境如幻；遇到逆境的時候，也知道逆境如幻，

這樣就不會因為順境，然後生起貪愛的心，也不會因為逆境，生起瞋恚的

心。不生貪瞋的心，就不會被境界轉，不被境界轉，就能做到一切境界不

受，這就是正受。 
  這個三昧正受，是怎麼得來的呢？就是由修習如幻得來的，所以稱為

「如幻三昧」。菩薩為什麼要修習如幻三昧呢？修習如幻三昧，有什麼用處

呢？它有很大的用處。菩薩如果了知生死如幻，就能夠很勇敢地入生死海，

不怕受生死苦，這個很重要，我們現在很害怕各種苦，輪迴的苦，每天生

活上的苦，然後發願要到一個完全沒有苦的地方，那個叫極樂的地方。為

什麼恨這個娑婆世界，很欣愛那個叫做極樂的呢？就是因為他不了解生死

如幻，這個苦也是如幻的，所以他才要發願到那個完全沒有苦的地方，那

就是說，他活著的時候，沒有辦法承受各種的苦，就是對苦的堪能性比較

弱，這個為什麼會這樣子？就是他不明白如幻三昧的道理，菩薩他為什麼

能夠勇猛地、很精進地，還願意發願來這個這麼苦的娑婆世界呢？就是因

為他明白生死如幻，一切的苦也是如幻的，這個對菩薩度眾生來講是非常

的重要。（因此能入生死海，而不受生死苦。）那你說要了生死，要入涅槃，那

個涅槃是真實的嗎？那個涅槃也不是真實的，所以菩薩他也同時了解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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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幻，所以他能夠不入涅槃，精進地來度眾生，也是因為明白了涅槃如幻，

所以他不會發願要入涅槃，這個就是菩薩他如果明白如幻三昧的道理，了

知生死如幻、涅槃如幻，他就能夠很勇敢地入生死海，不會安住在涅槃當

中，這樣勇猛精進地來度眾生，這個就是如幻三昧的大用處。所以，我們

說如幻三昧到底有什麼好處呢？不管你是自利，就是你明白了解生死如

幻，輪迴也如幻，你就不會為苦所逼迫，這個就是以自利來說，你可以從

苦當中解脫；利他來講，就是你不會入涅槃，能夠精進地利益眾生，所以

不管自利、還是利他，生死如幻都是有很大的用處，這個就是如幻三昧的

重要性，對菩薩來講。 
  「方便漸次」，就是如何下手修習如幻三昧的方便，以及循序漸進的次

第。明白了方便和次第，我們才能夠進一步的修習，做到遠離諸幻。一切

的諸幻都能夠遠離，一切的幻化都能夠遠離，憑什麼？就是了解如幻三昧，

然後進一步的利用它的方便漸次，達到遠離諸幻。 
  「汝今諦聽」，是佛令本會的大眾審諦而聽。審諦而聽，就是諦聽，就

是必須聞思修三慧同時生起，才能夠叫做諦聽。聞思修同時具足，在這個

一念當中，在聽的當下，具足聞思修三慧，這個才能夠叫做諦聽，不然就

是用第六意識、用妄想心來聽，而不是真實的諦聽。 
  「當為汝說」，是佛開許說示。 
  時，普賢菩薩奉教歡喜，及諸大眾默然而聽。 

  這是第二個，佇聽。佇的意思，就是站了很久，叫做佇。因為普賢菩

薩一直站在旁邊，這些大眾也一直都站在旁邊，站著聽很久，所以叫做佇

聽。普賢菩薩很歡喜能夠承受法音，和大眾一起靜默而聽。 
  接下來是第三個，正答。分長行和重頌兩個部分。 
  長行又分三：第一個，略示所依；第二，廣釋前難；第三，總結。 
  首先是略示所依。略示所依的意思，就是簡略地開示一切幻化的所依。 
  我們看經文： 
  「善男子！一切眾生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 

  「一切眾生」，是上對菩薩、二乘而說，下對六凡眾生而說。一切眾生，

就包含了從六凡眾生，一直到聲聞、緣覺二乘，還有菩薩，都包含在一切

眾生的範圍裡面。 
  「種種幻化」，是說由無明而起的身心世界，也就是正報和依報，不但

六凡眾生的染法是幻化，菩薩二乘的淨法也是幻化，所以說「種種」。這邊

「種種幻化」，就是包含了六凡眾生，它是染污的，由生死染著法，它是幻

化，那你說聖人二乘，已經證到聲聞、緣覺、還有菩薩的，他們的清淨法，

是不是真實的？也不是，也是幻化。 
  「皆生如來圓覺妙心」，一切眾生種種幻化是怎麼來的呢？雖然這種種

幻化不是真實的，但也不會無中生有，那是從那裡來的呢？這邊就說了，

皆生如來圓覺妙心，都是來自於如來圓覺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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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由無明所起的種種幻化，都沒有它的自體，沒有自體的意思，

就是它必須要假藉所依，它所依的就是圓覺妙心。如果是依本覺心體為因，

根本不覺為緣，就會生三細，我們前面說三細六粗是怎麼生起的呢？也是

因緣所生，以本覺心體為因，根本不覺為緣，根本不覺，就是一念不覺，

就生起了無明，以這個為因緣才有了三細。以業識為因，境界為緣，就會

長六粗，所以也是因緣所生，這個就是從真起妄，生出六凡眾生種種幻化

之法的過程，從真起妄，就是這樣生起了三細跟六粗，一念無明開始，因

緣所生而有了種種六凡眾生的幻化。我們現在如果依真如內熏為因，如來

教法外熏為緣，這樣內熏外緣，內熏加外緣，就是依真如內熏為因，如來

教法外熏為緣，發起信、解、行、證，就能夠返妄歸真，生出菩薩、二乘

眾生種種幻化之法。所以一個是從真起妄，一個是返妄歸真，都是因緣所

生，只要是因緣所生，就無自性，就都是幻化之法。所以不要以為我們現

在想要修行成佛，那個佛就是真實的，也是因緣所生，也是幻化之法，明

白了這個，你就不會著在一切的法門上，或者是有一個真實的我，在修真

實的法門，然後成就一個真實的佛，這樣就是又落入無明了，就不明白這

個幻化之法，它是怎麼來的呢？皆生如來圓覺妙心。所以不論是六凡的生

死染法，還是菩薩、二乘的涅槃淨法，都離不開圓覺妙心，因此說一切眾

生種種幻化，皆生如來圓覺妙心，這個很重要。無明從那裡來的？沒有離

開我們真心的作用，都是生於如來圓覺妙心，所以種種的幻化，不是無中

生有，都沒有離開我們圓覺妙心的作用。 
  什麼是「如來圓覺妙心」呢？就是我們自性清淨的真心，我們的真心

是本來清淨的，所以我們說它是自性清淨的真心，我們本來清淨的真心，

就是如來圓覺妙心，這個清淨的真心，為什麼又叫做圓覺妙心呢？因為這

個真心離一切相，所以叫做「圓」，這個圓，就是離一切相的意思，所以只

要我們還會著在任何一個，即使它是再微小的形相上面，這個都不能夠叫

做圓。所以我們的真心是「圓」，為什麼？因為它離一切相，所以稱為「圓」。 
  非斷滅空，所以稱為「覺」，所以不是都空完了，全部都知道它是幻化

的，然後空完了，什麼都沒有，這是落入斷滅空，也不對，我們的真心不

是斷滅空，所以叫做「覺」。我們明白一切幻化，就是靠這個覺，所以它一

定不能夠落入斷滅空。 
  雖然處在染法，但是它不會被染污，所以叫做「妙」。雖然處在生死染

法當中，但是我們的真心不會被污染，這樣我們就不會害怕煩惱、業力、

無明，我們都不會害怕，因為不會被這些染法所污染，因為它本來清淨的，

所以一切的染法都不會染污它，所以稱為「妙」。 
  堅實不被摧毀，所以稱為「心」。圓覺妙心的這個「心」，就是說明它

是堅實不會被摧毀的。 
  這個圓覺妙心，雖然凡聖共有，但只有佛能夠圓證，所以才標上「如

來」這兩個字。這個圓覺妙心，凡聖共有，我們也有，本自具足，本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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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但是被蒙蔽了、被遮障了，凡夫有，聖人也有，但是只有佛能夠圓證，

破了所有的四十一品無明，所以沒有絲毫的無明的遮障，所以只有佛能夠

圓證，這邊才稱為「如來圓覺妙心」。 
  一般所謂的「心」有四種： 
  第一種，是肉團心。就是我們凡夫的心臟，所以一般我們所謂的心，

就不要以為是心臟，佛法的心，不是指我們凡夫的心臟，那是世間法的心，

叫做心臟。 
  第二種心，是緣慮心。就是我們第六意識，不斷不斷去攀緣外境的這

個心，叫做緣慮心。 
  第三種，叫做集起心。就是指我們的第八識，因為第八識能「集」諸

種子「起」現行，所以稱為「集起心」。集諸種子起現行，我們為什麼能夠

六根面對六塵，不斷不斷地生起現行呢？那個就是含藏在第八識的種子，

它遇到外緣，然後才生起了種種的現行，這所有的種子，都含藏在我們的

第八識，所以一切的現行，都從第八識的種子所發生的，所以稱為「集起

心」。 
  第四個，是堅實心。就是現在講的圓覺妙心，因為這個不生不滅的真

心，不會被任何生滅法所摧毀，所以稱為堅實心。所以我們剛才說堅實不

被摧毀，所以稱為心，這個心，就是指圓覺妙心。所以我們也不用擔心真

心會不見了，還是會被什麼消滅掉了，都不會，它是不會被摧毀的，因為

它是不生不滅的，所以它不會被任何生滅法所摧毀，所以稱為堅實心。 
  以上就是第一，略示所依，說明種種幻化，依於真心而有。 
  長行的第二個，是廣釋前難。就是詳細解釋前面三個問難，叫做廣釋

前難。內容分二：第一，是說明「幻滅覺存」，用這個來解釋前面的二個問

難；第二個內容，是「勸修幻行」，用這個來解釋前面的第三個問難。 
  首先是解釋前二難。 
  我們看經文： 
  猶如空華，從空而有，幻華雖滅，空性不壞。 

  這是用比喻來解釋前一段的文義。 
  「猶如空華，從空而有」，就猶如虛空中的花朵，好像是從空而有。虛

空中本來並沒有花朵，只是因為眼睛生病了，才看見虛空裡有花朵，既然

眼睛生病了，花朵就依空而現，所以說「從空而有」。同樣的，圓覺妙心當

中也是畢竟無生，只因為迷失了心性（就是一念起無明），才會妄見有身心

世界，既然是迷失了心性（起無明），一切眾生種種幻化就依圓覺妙心而現，

所以說「皆生如來圓覺妙心」。 
  「幻華雖滅，空性不壞」，等到我們的眼睛的病好了，才發覺虛空中沒

有花朵，這個時候的花朵，好像在虛空中滅了，而虛空之性常在，所以叫

「空性不壞」。這個虛空之性，不會因為花朵在虛空中滅了，也跟著滅。同

樣的，我們的圓覺妙心也不會因為種種幻化滅了，也跟著滅，所以說「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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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盡滅，覺心不動」，就是下面的經文： 
  眾生幻心，還依幻滅，諸幻盡滅，覺心不動。 

  「眾生幻心，還依幻滅」，前面一個幻，是指無明；後面一個幻，是指

身心，一切眾生由無明所起的種種幻化，還是要依如幻的身心修習，才能

滅除，所以不妨以幻修幻、以幻除幻，以如幻的身心來除如幻的無明，所

以，不妨以幻除幻。這個是回答前面第一個問難，前面第一個問難是什麼

呢？「云何以幻還修於幻？」現在回答：不妨以幻除幻，雖然能修的身心

如幻，所要對治的無明也如幻，但是沒有身心的修習，無明不能夠滅除，

所以說不妨以幻除幻。 
  「諸幻盡滅，覺心不動」，等到一切的幻化都滅盡了，是不是什麼都沒

有了呢？不是！這個時候，圓覺妙心仍然存在，所以說「覺性不動」。這個

是解釋前面第二個問難：「若諸幻性，一切盡滅，則無有心，誰為修行？云

何復說修行如幻？」前面是這麼問的，所以現在回答：「諸幻盡滅，覺心不

動。」一切幻化雖然滅盡了，但不入斷滅，還有圓覺妙心常住不動。為什

麼呢？為什麼圓覺妙心不會跟著滅呢？因為圓覺妙心本來沒有生滅，有生

才有滅，現在沒有生，當然就沒有滅，所以說「覺心不動」，圓覺妙心本來

不動。就好像虛空中的花朵，當它生的時候，並不是真實有花朵生出來了，

當它滅的時候，也不是真實的花朵滅了，是因為我們的眼睛有病、還是沒

有病，才看見花朵有生、有滅，眼睛有病，就會看到虛空中有花朵生了；

眼睛的病好了，就會看到虛空中的花朵滅了，所以不是有真實的花朵生或

者是滅，而是在我們的眼睛是有沒有病來決定。當花朵滅的時候，虛空長

存，虛空還是存在的，不會跟著花朵滅，然後就一起滅。同樣的，種種幻

化生的時候，並不是真實生；滅的時候，也不是真實滅，關鍵在那裡呢？

在有無明、還是沒有無明？有無明，你就會看到種種的幻化；當無明滅盡

了，種種的幻化也跟著滅了，所以是因為有無明、還是無無明，才看到幻

化有生有滅，當幻化滅的時候，覺心不動。 
  說覺心不動，這個覺心的「覺」，是有？還是無？為什麼說它不動呢？ 
  我們看經文： 
  依幻說覺，亦名為幻。若說有覺，猶未離幻；說無覺者，亦復如是。

是故幻滅，名為不動。 

  「依幻說覺，亦名為幻」。覺心的這個「覺」，是絕一切對待的覺，如

果是依幻而說覺，這是有對待，對不對？依幻才說一個覺，這個就不是真

覺。所以說「依幻說覺，亦名為幻」，因為有對待，所以它還是幻。圓覺妙

心它是沒有生滅的；能覺妄的這個覺，它是有生滅的，有妄才有覺，沒有

妄，覺就滅了，所以它是不是生滅法？有妄，它才需要有覺，用這個覺，

來覺妄，所以覺妄的這個覺，它是生滅法，所以它是依緣起、有對待，既

然是依緣起、有對待，就說明這個覺，是對幻所立的覺，不是真實的，因

此說「亦名為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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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說有覺，猶未離幻」，現在依幻而說覺，你說它是如幻的，那麼我

離幻而說覺呢？它是不是就真實的呢？依幻而說覺，你說亦名如幻，也是

幻的，那我離幻而說覺呢？離幻而說覺的意思，就是說我離開了一切的幻

化，另外有一個獨立存在的覺，這個覺，總不是幻吧！離開了一切的幻化，

另外有一個獨立存在的覺，這個覺，總不是幻吧！是不是幻？還是幻！為

什麼？仍然屬於對待，因為如果認為離幻有一個本覺，離幻而說本覺，是

相對待嘛，對不對？離幻而說覺，離開一切的幻化，然後有另外一個覺存

在，這個覺是相對離開一切幻化來說的，所以它還是對待，並沒有離開見

思，所以說「猶未離幻」，還是沒有離開幻。所以「若說有覺，猶未離幻」。 
  你說有覺不對，那麼無覺呢？你說離開一切幻化，有個本覺存在不對，

那我現在離開一切的幻化，連本覺也不存在，這樣對不對？這樣總對了吧？

「說無覺者，亦復如是」，如果你說無覺也還是幻化，所以如果你認為離開

了一切的幻化，連本覺也不存在的話，也還是幻，為什麼這樣說呢？因為

圓覺妙心是不屬於有、無的，不屬於有覺、也不屬於無覺，如果還有一念

無覺存在，也還是幻，所以說「說無覺者，亦復如是」。 
  「是故幻滅，名為不動」，因為真心離念，只要還有起心動念，無論是

說有覺還是說無覺，都沒有離幻，一直要到有無俱遣，分別不生，圓覺真

心自然顯現，這個時候才發覺本來沒有幻化。本來沒有幻化，就是這邊說

的，「是故幻滅，名為不動」，真心當中本來沒有幻化，一切的幻就滅盡了，

還有什麼？剛才說，當你有無俱遣，分別不生的時候，圓覺真心自然顯現，

這個就是名為不動，它本來一直在的，也從來沒有動過，不管你有幻化、

還是沒幻化，它就是本來存在，所以「名為不動」。所以一定等我們的圓覺

真心真的現前的時候，我們才會明白本來沒有幻化，真心裡面本來沒有幻

化，所以「是故幻滅，名為不動」。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裡。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切，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