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圓覺經 

第十五講 

最尊貴的淨蓮上師講解 

 

經文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說偈言： 

   普賢汝當知 一切諸眾生 無始幻無明 皆從諸如來 

   圓覺心建立 猶如虛空華 依空而有相 空華若復滅 

   虛空本不動 幻從諸覺生 幻滅覺圓滿 覺心不動故 

   若彼諸菩薩 及末世眾生 常應遠離幻 諸幻悉皆離 

   如木中生火 木盡火還滅 覺則無漸次 方便亦如是 

 
  長行的內容說完了。「正答」的第二部分，是重頌。 
  我們看經文：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說偈言： 

  這時，世尊為了重新宣講長行中的義理而說了下面的偈頌。 
  普賢汝當知 一切諸眾生 無始幻無明 皆從諸如來 圓覺心建立 

  佛說：「普賢！你應當知道，一切眾生無始以來如幻的無明，都是從如

來藏圓覺妙心所建立的。」 
  「普賢汝當知」，這個「當知」，並不是普賢不知道，而是代替我們眾

生問的，所以這裡佛實際上是告訴現在和未來的菩薩：「你們應當知道。」 
  「一切諸眾生」，指的是九法界的眾生，因為三乘聖人，枝末無明雖然

已經斷了，而根本無明還沒有盡，所以還在一切諸眾生之內。 
  「無始幻無明」，這個「無始」和「幻」，都是形容「無明」的。為什

麼稱為「無始」呢？因為無明無因，所以稱為無始。最初這一念的妄動，

沒有最初的相貌可得，就是如果你問：最初的無明是什麼相貌？那你形容

不出來，只能說它是生相無明，也沒有生處可得，就是你也沒有辦法說出

無明是從那裡生起的，所以無生則無因，無因故無始。無始，就是沒有開

始，你不能說出它是什麼時候開始的、從那裡生起的、長得什麼樣子的，

所以就用「無始」來形容無明，因為沒有初相可得，沒有生處可得。為什

麼稱為「幻」呢？因為根本無明和枝末無明都沒有它真實的自性，所以稱

為「幻」。幻，就是不真實的意思。 
  皆從諸如來 圓覺心建立 

  因為普賢菩薩只問到如何離幻的方法，而沒有問到一切幻化的起源是

從那裡生起的，所以佛這裡開示：「都是從如來藏圓覺妙心所建立。」 
  為什麼不說「如來」，而說「如來藏」呢？這裡的「如來」，我們不能

夠把它當作「佛」來解釋，因為佛已經永斷無明，所以不可以說無明是從

果位上的「如來圓覺心」中建立，所以只能說從「如來藏圓覺心」中建立。

那麼，「如來圓覺妙心」和「如來藏」它們有什麼差別呢？在眾生迷失自性

的時候，我們稱為「如來藏」。什麼是「如來藏」呢？「如」，就是不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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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因為它不生不滅，我們的自性本來沒有生滅，所以我們用「如」來

形容我們那個沒有生滅的自性。可是它又能夠隨緣，對不對？所以「來」，

就是隨緣的意思，隨染緣、隨淨緣，雖然體性不變，但是它能夠隨緣起用，

起無窮的妙用，所以「如」是不變的意思，「來」是隨緣。「藏」，是能含藏

一切染淨諸法，一切法都含藏在裡面，不管是清淨的、是染污的法，都含

藏在裡面，這就是如來藏那個「藏」的意思，就是能夠含藏一切染淨諸法，

所以這邊因為它能夠含藏染法，所以我們就能夠說「無明」是依它而建立

的，可是雖然它能夠含藏一切染法，能含藏一切染法，就是隨染緣生起一

切染法，這是「隨緣」的部分；雖然是這樣，但是它不會被染法所染污，

這個就是它自性本來清淨，這是「不變」。一直要等到無明斷盡，圓證圓覺

的時候，如來藏這個時候才稱為「如來圓覺妙心」，所以有這樣的差別。「圓

覺妙心」跟「如來藏」的差別就在這裡，一個是眾生迷失自性的時候，一

個是圓證圓覺的時候，所以它的名稱有些不同。 
  猶如虛空華 依空而有相 空華若復滅 虛空本不動 

  猶如虛空中的花朵，是依虛空而現相，等到虛空中的花朵滅了，虛空

本來不動。 
  這段話就是比喻無明沒有它的自體，就好比虛空中的花朵，是因為你

眼睛生病了，你才妄見清淨的虛空有種種的花朵顯現，等到眼睛的病好了，

才發現虛空中本來沒有花朵。但是不論眼睛生病，還是眼睛的病好了，不

管它是虛空中出現花朵，還是花朵好像從虛空中滅了，可是虛空的本性始

終不動，這句話才是重點，不管你有花朵、沒花朵，眼睛生病了、還是沒

生病，虛空的本性始終不動。 
  幻從諸覺生 幻滅覺圓滿 覺心不動故 

  所以一切幻化從圓覺妙心生的情況也是一樣，等到一切幻化都滅盡，

圓滿的覺性並不斷滅，圓覺妙心依然不動。 
  這裡的「幻」，是指根本和枝末無明。「覺」，是指圓覺妙心。根本無明

和枝末無明都是從圓覺妙心隨緣而生的，雖然是從圓覺妙心生，但是它從

來沒有真正的生起過，就如虛空中的花朵，它是隨病眼而生，眼睛生病了，

你才看到虛空中有花朵，雖然花朵從虛空中生起，但是實際上卻無生，就

是並不是真正有花朵生起，是因為你眼睛生病了，可是實際上虛空中是本

來沒有花朵，等你的眼睛病好了，你才發覺虛空中本來沒有花朵。 
  「幻滅覺圓滿」的意思，是說以幻修幻，等到諸幻滅盡，覺性圓滿，

不至斷滅。 

  覺心本來不動，是說明任憑它幻生、幻滅，都和覺心沒有關係，跟我

們那個圓覺妙心沒有關係，因為覺心本來不動，圓滿的自性它是本不動搖，

菩提自性本不動搖，它本來沒有動過，不管你是一切的幻化生起，還是一

切的幻化都滅盡了，都跟我們的自性沒有關係的，因為它本來不動，不會

隨著幻生、幻滅，然後它就跟著生滅，沒有，因為它本來是不生不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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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彼諸菩薩 及末世眾生 常應遠離幻 諸幻悉皆離 

  如木中生火 木盡火還滅 覺則無漸次 方便亦如是 

  一切菩薩以及末世眾生，應當經常修習遠離種種的幻化，一直要到再

也沒有什麼可以遠離的地步，就像用火燒木材，到最後木材燒完了，火也

滅了，什麼都沒有剩下。所以在了知一切是幻化的當下就已經離幻，既然

已經離幻，當下就是真覺，所以不用依什麼次第，也不用藉助任何的方便。 
  這邊的「諸幻悉皆離」，這句話是說明如何將幻化遠離的過程，這就是

我們上一堂解釋的那四重，四重遠離：第一步，遠離幻境；第二步，遠離

幻心；第三步，遠離幻離；第四步，遠離離離。所以，不但虛妄的境界要

離，這是第一步（這是遠離幻境）；堅持遠離的心也要遠離（這是遠離幻心）；

連遠離的這一念也要遠離（這是遠離幻離）；最後「無念」這個妄念也要遠

離（這是遠離離離）。一直要到再也沒有什麼可以遠離的地步。 
  如木中生火 木盡火還滅 

  這種「離無可離」的狀態，就有如想鑽木取火，等待火出了，再回過

來燒木材，等到木材燒完了，火也滅了，接著煙跟著滅，最後連灰也沒有

了，就這樣一直到「滅無可滅」的地步。 
  覺則無漸次 方便亦如是 

  諸幻既然遠離，覺心就顯現，自然沒有什麼次第可說；既然知道是幻，

就已經離幻，當然也不勞再用什麼方法。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本章所用的法門，就是「知幻即離，不作方便；

離幻即覺，亦無漸次。」就是都是在當下，你知幻的當下，就已經遠離一

切的幻化；既然遠離一切的幻化，當下真覺就現前，所以它都是在剎那之

間、或者是一瞬間，在你悟的當下，你就是隨悟、隨修、隨證，所以它是

屬於頓教的法門。第一章跟第二章都是屬於頓教的法門，文殊、普賢章都

是屬於頓教的法門，所謂的頓教，就是它沒有任何的方便、漸次可以依循

的，所以它稱為頓教。這個「頓」是什麼意思呢？大乘頓教的這個「頓」，

是「智慧明了」的意思。智慧明了，就是這一念「知」；只要知，你就能「離」，

一旦離，就是全部離，不會才離一點，就好像你在夢中，不管你做什麼夢，

所有的夢境都是一切的幻化，等你醒過來，就知道原來是做夢嘛，做夢你

知道是假的，就全部都是假的，整個夢境都是假的，對不對？所以，整個

夢境不管它是什麼內容，你都能夠遠離，因為你知道它是如幻的。現在也

是同樣的，你只要知，就能夠遠離，這個「離」是全部離，不會說我才離

一點，第一步離一點、第二步離一點，不是，既然離，就全部離，那當然

就不用什麼方法一步一步的遠離；只要全部離，離到「離無可離」，我們的

真「覺」就現前，所以自然也不用什麼次第，不落於任何的次第，說我一

步覺、第二步再覺一點、第三步再覺一點，不是，頓教的法門就是當下，

就是！就是！知幻就離了，離了就覺了，都是當下，所以不用什麼方便、

也不用什麼漸次。所以「知」就是悟；「離」就是修；「覺」就是證。「知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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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離」的這個「知」，就是悟，你當下知道，就是剛才講的「智慧明了」；

你當下知，知道一切是幻化的，就「離」了，所以當下就等於是頓修了，

頓悟當下就頓修；離幻就「覺」了，能夠遠離一切幻化，自然我們的菩提

自性就現前，這個就是頓證。隨悟、隨修、隨證，這個就是頓教的法門，

所以在知幻的當下就已經離幻，所以不需要用什麼方法，既然離幻，當下

就是真覺，因此也沒有什麼次第可言，這就是頓教法門。 
  可是我們前面不是說要一步一步遠離嗎？不是要分四步嗎？那個是假

說的方便，不是真正要一步一步的，既然是頓，頓悟法門，它就沒有次第、

也沒有方便，可是在沒有次第方便，你又要假說方便，所以它就分成四重

遠離，不是真正要分四個次第或者是方法，不是的。所以我們要知道這個

「知幻」，是對不知幻的人來說的。「知幻」，是對不知幻的人所開的方便，

因為你知道是幻，自然就遠離，自然就不用什麼方法，所以它是對那個不

知幻的人來說，好像有一個方法；「遠離」，是對有取著的人所示的漸次，

因為一旦遠離，當然就不會再取著，所以其實它也不用依什麼次第，可是

對那個有取著的人，就是念念還會想要貪求、想要擁有、想要佔有這樣的

一個念頭，我們稱為「取著」（取，就是把它取過來，然後執著得不得了），

對這樣的人來說，念念貪求、或者欲求，想要擁有的這樣一個根性來說，

我們就說：那你就一步一步的遠離，所以它也是假說的漸次，並不是真正

有一步一步的次第可說，第一步放下、第二步再放下，我們前面說四重遠

離，第一步先放下外面的境界，知道它是幻化的，然後能遠離的心再放下，

然後再把遠離的這一念再放下，再把放下再放下，看起來好像有次第，對

不對？其實你一念放下就統統放下了，不管是內心、還是外境，其實你知

道它是幻化的當下，一切的幻化是從無明來的，那無明又從一念妄動來的，

可是我們真心裡面本來沒有任何的念頭，對不對？真心離念，所以你可以

安住在真心離念這個狀態，不生不滅的狀態，後面都沒有了，你就不會一

念妄動，就不會起無明，沒有無明就沒有八識，沒有第八識就不會變現出

一切的身心世界，這個妄境跟妄心都是從八識變現出來的，一個是見分，

一個是相分，所以我們知道無明本來沒有，由無明而幻化的一切境界當然

就本來沒有，所以「知幻即離，離幻即覺」。所以它所謂一步一步遠離，一

直到離無可離，也只是假說的方便，並不是有什麼次第可以一步一步照著

做，這就是本章所用的法門。 
  我們只要念念可以安住在真心當中，不起心動念，那你說不起心念動

怎麼生活？怎麼過生活？不起心動念怎麼過生活？保持現量境，第六意識

不起分別，第七識也不起執著，第八識不落影相，六根面對六塵不落影相，

那要怎麼生活？這個境界就是已經轉識成智了，對不對？你第六意識的分

別已經轉成妙觀察智，所以你的分別是善分別，你就善分別了知一切境界，

當下就不生起執著，就是不把那個「我」放進去，第七識就沒有串習的機

會，第七識也慢慢轉成平等性智，最後八識也轉成妙觀察智（大圓鏡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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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前五識轉成成所作智。所以在真心當下，你所起的就是這個智慧的作

用，已經全部的八識都轉成四智了，所以你是用智慧來過生活，用妙觀察

智、平等性智、大圓鏡智、成所作智這樣子來過生活，是智慧的生活，是

沒有任何分別、執著、妄想的生活。就是你這個法門如果用得上的話，你

就是安住在這樣的一個境界當中，每天雖然六根要面對六塵境界，可是你

還是可以保持現量、無分別、無妄想，都是用轉識成智的那個智慧來過生

活，這就是這一章，我們就講到這裡。 
  接下來的，它就是有漸次了。第一章跟第二章，佛為上上根的人所說

的，所以它沒有方便、也沒有漸次，文殊章跟普賢章都一樣。可是從第三

章，要從沒有方法、沒有漸次這個當下，因為根性不一樣，不是上上根的

人都沒有辦法契入，怎麼辦呢？佛再假說方便跟次第，就是從第三章開始，

普眼章就開始是為上根的人所說的；上根的人說完了還不懂，那接下來就

為中根的人說；再不懂，再為下根的人說。所以，接下來是四章、四章、

再一章，為上根的人說是有四章，中根的人說再四章，為下根的人來說再

一章這樣子，還剩下最後就是流通分。本經佛說法的內容大概就是這樣的

一個內容，先為上上根人說，你不能契入，沒關係，再為上根的人說，再

不能契入，再為中根，然後為下根，總是有方法可以契入，所以佛有智慧，

也有方便善巧，能夠攝受一切眾生，都能夠普入圓覺境界。 
  我們今天就到這裡。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切，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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