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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覺經 

第十四講 

最尊貴的淨蓮上師講解 

 

經文 

  善男子！一切菩薩及末世眾生，應當遠離一切幻化虛妄境界。由堅執持

遠離心故，心如幻者，亦復遠離。遠離為幻，亦復遠離。離遠離幻，亦復遠離。

得無所離，即除諸幻。譬如鑽火，兩木相因，火出木盡，灰飛煙滅。以幻修幻，

亦復如是。諸幻雖盡，不入斷滅。善男子！知幻即離，不作方便；離幻即覺，

亦無漸次。一切菩薩及末世眾生依此修行，如是乃能永離諸幻。」 

 
  長行的第二個，廣釋前難。第二是「勸修幻行」，以解釋第三難。我們

看經文： 
  善男子！一切菩薩及末世眾生，應當遠離一切幻化虛妄境界。由堅執

持遠離心故，心如幻者，亦復遠離。遠離為幻，亦復遠離。離遠離幻，亦

復遠離。 

  前面普賢菩薩請問：「如何永離諸幻？」所以，現在佛開示離幻的方法。

這裡一共列出四步離幻的功夫：應當遠離一切幻化虛妄境界，這是第一步

功夫；由堅執持遠離心故，心如幻者，亦復遠離，這是第二步功夫；遠離

為幻，亦復遠離，這是第三步功夫；離遠離幻，亦復遠離，這是第四步功

夫。 
  所以，第一步是「遠離幻境」。佛說：「善男子啊！一切菩薩以及末世

眾生，應當要學習遠離一切幻化的虛妄境界。」這是第一步「遠離幻境」，

要知道一切都是虛妄的境界，一切幻化的虛妄境界，都好比虛空中的花朵，

本來沒有。我們前面都已經分析過了，一切的身心世界從那裡來的？是八

識的變現，八識那裡來的？一念無明妄動來的，所以只是一念妄動所起的

無明，催動第八識變現出妄心和妄境。我們現在雖然明白這個道理，可是

在面對境界的時候，還是會忘記了、會來不及，然後又把它當作是真實存

在的，就是把它執為實有。我們面對境界的時候，因為功夫不夠純熟，來

不及反應，都把它當作是真實存在的，為了使功夫純熟，我們就要不斷不

斷地提醒自己，應當遠離這一切的幻化的虛妄境界，所以你每天怎麼練習

呢？就是面對一切境界的時候，告訴自己：「這是幻化的虛妄境界，要遠

離！」不斷不斷地提醒自己，譬如說：遇到不如意的事、不順心的事，該

漲的不漲、該跌的不跌，股票該漲，它不漲，油價應該跌的，它不跌，它

一直漲，物價一直漲，所以每天遇到不斷不斷、很多不如我們意的事情，

我們希望它這樣，可是它就偏偏不是這樣，那我們怎麼辦呢？告訴自己：「這

是幻化的虛妄境界，要遠離！」這是指妄境。妄心也是，每當我們心生煩

惱、想不開的時候，也是告訴自己：「這是幻化的虛妄境界，要遠離！」事

業不順利、婚姻不美滿、小孩不聽話、功課不好……不管什麼，反正會讓

你心生煩惱，你都是當下把它當作是真實存在的，忘了它是虛妄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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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提醒自己：假的！假的！假的！不要太認真。所以，不管是面對一

切的妄境、還是妄心，我們都要知道它是一念無明妄動而有的，不管是身

心世界，一切的境界，一切的妄境、妄心都是八識的變現，心中只有要遠

離、要遠離這個念頭，知道它是假的。這個念頭一定要堅持自己徹底做到，

一面對一切的境界，不管是妄境、還是妄心，都是提醒自己：要遠離！要

遠離！要徹底地做到！貫徹始終，面對一切的境界都能夠來得及提醒自

己，那你就不會太認真。 
  可是，這樣子用功久了之後，我們內心就會形成一股堅固、執持要遠

離一切幻化虛妄境界的心，要知道這個「能離的心」也是如幻。所以，第

二步就是「遠離幻心」。這個幻心，就是指能離的心，剛才說要遠離、要遠

離，一直提醒自己要遠離、要遠離，可是當你知道一切的境界都是虛妄，

幻化虛妄境界的時候，那你這個能離的心還要不要？不要嘛！對不對？所

以要知道這個能離的心也是如幻，也要遠離。所以，第二步，當你知道一

切的境界都是幻化虛妄的時候，你這個能離的心，要知道它也是如幻，也

是要遠離，因為前面這個要遠離的心，是要提醒自己境界是假的，現在已

經知道一切境界是假的，你這個能離的心也不需要了，也應該放下了。所

以，所離的境界如幻，能離的心也是如幻的。這是第二步功夫。 
  當你遠離了這個能離的心之後，還有一個要「遠離」的這一念。就是

前面是要遠離一切的妄境，能離的心也要遠離，是不是還剩下「遠離」這

一念？有沒有？所以，要知道遠離這一念也是如幻。所以，第三步是「遠

離幻離」，就是遠離的這一念也如幻，也要遠離，就是「遠離為幻，亦復遠

離」這一句。所以，佛說：「遠離的這一念也如幻，也要遠離。」 
  你把遠離這一念再空掉，剩下什麼？幻境空掉，幻心空掉，遠離這一

念再空掉，好像都沒有剩下什麼了，對不對？所以就有一個空的境界會現

前，好像無念的這個境界會現前，要知道這個「空、無念」的境界也是如

幻，因為它是對治前面那個來的，只要是有所對治，它都不是我們的真心，

還是有生滅的。所以，這一念，不管它是空的境界、還是無念的境界，也

要遠離。所以，第四步就是「遠離離離」。這個離離，就是離遠離幻，把它

簡稱就是離離。遠離了遠離為幻（遠離為幻，是剛才講的第三步，「遠離為

幻，亦復遠離」，這是第三步），現在再遠離了這個遠離為幻，就是連遠離

這一念再空掉，就好像什麼都沒有了，這個時候空的境界、或者無念的境

界會現前，亦復遠離，要知道這個空的境界也如幻，也要遠離。所以，佛

說：「遠離了遠離為幻之後，要知道這個空的境界也如幻，也要遠離。」這

個就是「離遠離幻，亦復遠離」，第四步功夫。 
  所以我們再複習一遍，以上所說四步離幻的功夫，是佛開示「如何永

離諸幻」的方法。它最主要的修法就是「遠離」這兩個字，就是它最主要

的修法。四重遠離：第一重，遠離幻境，知道一切幻化虛妄的境界不是真

實存在的，要遠離；所以，第二重，遠離幻心，能離的心也如幻，也要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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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第三重，遠離幻離，要知道遠離這一念也如幻，也要遠離，剩下的就

是空、無念的境界現前；所以，第四重，遠離離離，就是離了遠離為幻，

亦復遠離，遠離了遠離為幻之後，要知道這個空的境界也如幻，也要遠離，

就是再把空空掉的意思，簡單說就是這樣。 
  所以這四重的遠離，就是修行用心的階級，也是止觀所用的功夫，所

以它也是屬於止觀的法門，也是我們修行怎麼用心的階段，一共分為四重

的階段。為什麼說是修行用心的階級呢？所謂的階級，就是像階梯一樣，

一級一級的上，所以叫做階級。因為這個遠離的修法，它是一步一步的升

高，一重比一重細，用後面的一重來覺察前面一重的過失（過失，就是我

們所謂的禪病），因為一般你知道遠離幻境之後，你就會有那個能離的心，

可是如果你不知道，你每天就這樣練習，然後練習一輩子，那還少了後面

三重的功夫，所以變成說你一輩子修行都在知道一切境界是虛妄的，就這

樣子而已，你那個能離的心沒有空掉，遠離的那一念也沒有空掉，那個空

的境界也沒有空掉，所以變成說你的功夫不究竟，沒有辦法達到最後的開

悟的原因，就是不明白它的階級，我們修行的一步一步的功夫要怎麼樣做？

所以後面的一重，都是覺察前面一重的過失，所以它說的都是做功夫的時

候會發生的毛病，就是我們所謂的禪病。你如果沒有修止觀的人，你沒有

在這個修行上用心的人，他是沒有這個毛病的，因為反正他都會著在一切

的境界上，境界現前，他就統統著在上面，然後分別、執著、妄想得不得

了，所以沒有修心的人，他是不會有這個毛病的，可是我們修行的人，他

就會有這四種過失，所以你要從一重一重地來去掉前面那一重的過失。 
  一般修習止觀的人，最容易發生的毛病就是貪著境界，對不對？所以

現在我們在要用「遠離」的這個方法，就是先遠離一切的幻境，然後再遠

離能離的心，接著遠離幻離（就是遠離「遠離」這一念），最後遠離空、無

念的境界，像這樣離之又離、離之又離，中間不住（中間不住，就是中間

不停留），所以它是一氣呵成的，不是第一步做完，然後再第二步，不是，

它是中間不停留，離之又離，離到沒有什麼可以再遠離的這個時候，就能

夠做到「永離諸幻」，所以我們說它是修行用心的階級，一共分為四重。 
  為什麼又說它是止觀所用的功夫呢？因為遠離有所謂的「止離」跟「觀

離」，有「止」跟「觀」的差別。所謂的止離，就是修止，所謂的修止，就

是你要止息一切的妄念，所以我們先止息攀緣的心，不再攀緣外境，知道

一切外境是虛妄，幻化的虛妄境界，你的心就不會攀緣外境，所以我們是

先修止，這是所謂「止離」的部分，就是先止息攀緣，停止一切的妄念。

你得止之後，再從定中來起觀，所以所謂的「觀離」，就是接著觀察諸法的

虛妄不實，怎麼觀察一切法是虛妄不真實存在的呢？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它都是八識的變現，八識怎麼來？一念無明妄動來，這樣我們很快就可以

回歸到真心。所以，在定中觀察一切法都是虛幻不真實的，這個就是屬於

「觀離」的部分。就是先得止，再修觀，用這樣止觀的功夫，一直要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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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無所離」的時候，才能夠「盡除諸幻」。 
  所以下面的經文就是： 
  得無所離，即除諸幻。 

  一直要到再也沒有什麼可離的時候，才能夠真正盡除一切的幻化境

界。所有能遠離的都遠離了，還有剩下那個、那個、那個，剩下的那個沒

辦法遠離的，就是我們的真心，就是我們的圓覺妙心。所以在這個圓覺妙

心當中，它自然沒有種種的幻化，所以說「得無所離，即除諸幻」。這樣前

面這四重的功夫，你一氣呵成，該遠離的全部遠離完了，連最後「空」也

空掉了，剩下那個沒有辦法遠離的，那個就是我們的真心，它自然會現前，

我們真心之中本來就沒有這個種種幻化的虛妄境界，真心無念，對不對？

真心離念，所以你安住在這個當中的話，安住在你不生不滅的真心當中，

自然能夠遠離一切的幻化境界，這個就是「得無所離，即除諸幻」。 
  譬如鑽火，兩木相因，火出木盡，灰飛煙滅。以幻修幻，亦復如是。

諸幻雖盡，不入斷滅。 

  所以，這種情況就好像在地上有一段乾木頭，我們拿一個木鑽子來鑽

它，鑽木取火，所以我們那個鑽子，鑽木取火的那個鑽子也是木頭的，然

後去鑽這一塊地上放的乾木頭，等到鑽出火來，火燒乾木頭，最後連木鑽

子也燒掉，對不對？這是兩木相因。兩個木頭，不管是那一段乾木頭、還

是那個木鑽子，相因，就是互相摩擦（相依，互相摩擦），最後鑽出火來之

後，兩個木頭都燒完了，燒完了之後就是有煙，對不對？煙慢慢地再滅掉

了，剩下灰燼，對不對？一陣風吹過來，連灰燼也飛散了，那是不是什麼

都沒有剩下？就是用這個來比喻。所以，它這邊說：譬如鑽火，兩木相因，

火出木盡，灰飛煙滅，到最後火燒完了，煙也滅了，灰也飛散了。乾木頭，

比喻剛才我們講的第一步，要遠離的是什麼？幻境；木鑽子，比喻第二步，

能離的心，就是幻心，比喻這個幻心。乾木頭比喻幻境，我們用木鑽子去

鑽乾木頭，我們就是用要遠離、要遠離的這個幻心，去遠離第一個幻境，

就好比用木鑽子去鑽那個乾木頭，等到鑽出火來以後，把這兩個木頭全部

都燒完了，剩下那個煙。煙比喻幻離，第三步功夫，連遠離的這一念也要

遠離，所以最後煙也滅了。還剩下什麼？灰，所以，灰比喻離離，第四步

的離離，就是連空、無念的境界也要再遠離，這個就好比灰最後也被風吹

散了。大地，剛才說地上有一塊乾木頭，地，就比喻圓覺，最後剩下的是

什麼？就是剩下大地了，兩個木頭也沒了，煙也沒了，灰燼也沒有了，剩

下大地，對不對？這個就比喻圓覺，木頭本來從地生的，等到燒滅了，只

有地存在，這個就好比種種的幻化生於圓覺妙心，幻化雖然滅盡，只有圓

覺本來不動，所以到最後只剩下大地，只剩下我們圓覺妙心，它本來沒有

動過，因為不生不滅的真心，它從來就沒有動過，所以任憑它生生滅滅，

它從來沒有動過，所以全部能夠遠離的都遠離完了，剩下那個本來不動的，

就是我們的真心，就是用這個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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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這個四步功夫，就是以「幻心」離「幻境」，再以「幻離」

離「幻心」，以「離離」離「幻離」，也是如此，雖然一切幻化境界都滅盡

了，但並不入斷滅，所以說：「以幻修幻，亦復如是，諸幻雖盡，不入斷滅」。

所以這一段話，就是勸修幻行，正好解釋前面的第三個問難，第三個問難

問什麼呢？「不修如何解脫？」所以，現在佛就開示，不修怎麼解脫？那

就是要修，勸修幻行，勸我們要以幻修幻。方法呢？剛才講過了，四重的

遠離，就能夠達到一切幻化都滅盡了，可是有一個不滅的，那就是我們的

圓覺妙心。 
  所以，長行第三個是總結，就是把前面所問的作一個總結。前面普賢

菩薩請佛開示：「作何方便漸次修習，令諸眾生永離諸幻？」所以現在佛回

答： 
  善男子！知幻即離，不作方便；離幻即覺，亦無漸次。一切菩薩及末

世眾生依此修行，如是乃能永離諸幻。」 

  意思就是說：「善男子啊！知幻的當下，就已經離幻，所以不用什麼方

法來離幻，既然離幻，就是真覺，所以也沒有什麼次第來達到真覺。一切

菩薩及末世眾生，依這個法門來修行，就能夠永離諸幻。」 
  前面佛開示離幻的功夫，一共分為四重，這個難道不是方便漸次嗎？

它不是分第一步功夫、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嗎？這難道不是方便漸次

嗎？現在為什麼又說：「不作方便，亦無漸次」呢？佛祂是不是自相矛盾呢？

這個道理它非常的深細，你沒有確實來作這個功夫是很難體會，因為它非

常的深細。上面佛祂曾經開示：「種種幻化，皆生如來圓覺妙心」，還記得

嗎？種種幻化，皆生如來圓覺妙心。現在雖然說一重一重地遠離，但是所

要遠離的，無非是一幻，就是一個幻而已，雖然它分為四重遠離的功夫，

但是要遠離的無非就是一幻而已。這個一幻是什麼呢？就是前面講的種種

幻化。種種幻化怎麼來？八識的變現。八識怎麼來？一念無明妄動來。只

要明白這個道理。所以，不管它是由無明所產生的八識，再由八識所變現

的種種幻化，都無非就是一念無明妄動來的，所以說了半天，它只有一念

無明妄動，所以不管它幻化出多少的種類，無量無邊的幻化，還是沒有離

開這一念的無明妄動。所以我們的真心裡面是沒有念頭的，真心離念，真

心無念，所以只要你還有起心動念，不管你這個起心動念是什麼內容，就

是一念無明妄動來的，所以只要你還有起心動念，或者還有絲毫的見處未

忘（這個見，就是指微細的法執），在圓覺妙心當中統統是幻，都是這一念

無明妄動來的，不管它所產生的是妄境、還是妄心，是身心世界的內容、

還是什麼種種幻化不管，統統是一幻而已，所以只要知道是幻，只要知道

是幻，知幻的當下是不是就遠離了嘛？因為你知道一切的身心世界都是八

識的變現，八識是由一念無明妄動來的，那你當下就可以回歸真心了，對

不對？你只要知道是幻，所以知幻即離，你知幻的當下就已經遠離一切的

幻化了，所以一切諸幻自然遠離，重點就是在這個「知」字，你知不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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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幻即離的這個「知」，你只要知，知道它是假的，就遠離了嘛！你認真的

時候就不知道它是幻化的，所以你又開始認真了，所以只要知道它是幻化

的，當下其實就已經遠離一切幻化的境界，對不對？所以重點在這個你到

底有沒有了知一切境界是幻化的、虛妄的。所以「知幻即離，不作方便」，

知的當下，就已經遠離一切的幻化虛妄境界，又何必另外再用什麼方法？

不用另外再找什麼方法來遠離了嘛，對不對？因為你知的當下就已經遠

離，所以不用另外再找什麼方法來遠離。 
  當你了達一切皆幻，當下身心世界就不存在了，當下一切幻化境界就

消失了，就是剛才講的，能夠遠離的都遠離了，剩下那個不會遠離的那個，

它本來就在，從來沒丟過，對不對？離幻即覺，當你能夠遠離一切幻化就

是我們真覺就現前了，是不是？所以，就不用再藉助什麼次第，說一步一

步地來達到真覺，也不用。離幻即覺，離幻的當下，真覺就現前，所以也

不用在藉助什麼次第，來一步一步地達到所謂的開悟，不用。離幻即覺（即，

就是當下就是），只要你能夠遠離一切的幻，那個剩下的、不能夠遠離的，

它本來就在，它是不是就現前？對啊！離幻即覺，不用在藉助什麼次第，

一步一步地達到真覺。 
  所以，雖然列出離幻功夫的方法和次第，但是修只在一心，就是這一

「知」，遠離是方法，重點在這一「知」，只要做到一念不生，前後際斷。

一念不生，我們真心沒有念，前後際斷，前際、後際都斷（前際，就是前

念；後際，就是後念），前念已滅，後念還沒有生起，當下不住（中間不住），

前念已經滅了，後念還沒有生起，當下你也不住著在任何境界，就這樣保

持無念。一念不生，前後際斷，自然遠離諸幻，那個不能夠遠離的，就是

我們的真覺，就是我們的圓覺真性。 
  所以平常怎麼修？就是這樣修，所以它告訴我們：「知幻即離，離幻即

覺」，就是這一章它主要用功的法門，知道一切是幻化，當下就已經離幻，

離幻真覺就現前，這個時候只要安住（安住的意思，就是沒有念頭），一念

不生，就安住在當下，這個就是真覺，就是我們的圓覺妙心，或者說是真

心。你這個安住的時間愈長，功夫愈純熟，你就一直可以保任，保任這個

功夫，一直保任，就是沒有起心動念，還是照樣過你的生活。這就是這一

章所開示離幻的功夫，沒有方便、也沒有漸次，知幻即離，離幻即覺，沒

有方便、也沒有漸次。 
  我們今天就暫時講到這裡。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切，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