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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覺經 

第廿四講 

最尊貴的淨蓮上師講解 
 

經文 

  善男子！一切實相性清淨故，一身清淨；一身清淨故，多身清淨；多身清

淨故，如是乃至十方眾生圓覺清淨。 

  善男子！一世界清淨故，多世界清淨；多世界清淨故，如是乃至盡於虛空，

圓裹三世，一切平等清淨不動。 

  善男子！虛空如是平等不動，當知覺性平等不動；四大不動故，當知覺性

平等不動；如是乃至八萬四千陀羅尼門平等不動，當知覺性平等不動。 

  善男子！覺性圓滿清淨不動圓無際故，當知六根遍滿法界；根遍滿故，當

知六塵遍滿法界；塵遍滿故，當知四大遍滿法界；如是乃至陀羅尼門遍滿法界。

  善男子！由彼妙覺性遍滿故，根性塵性無壞無雜；根塵無壞故，如是乃至

陀羅尼門無壞無雜；如百千燈光照一室，其光遍滿無壞無雜。 

  善男子！覺成就故，當知菩薩不與法縛、不求法脫，不厭生死、不愛涅槃，

不敬持戒、不憎毀禁，不重久習、不輕初學。何以故？一切覺故。譬如眼光曉

了前境，其光圓滿，得無憎愛。何以故？光體無二，無憎愛故。 

  善男子！此菩薩及末世眾生，修習此心得成就者，於此無修亦無成就，圓

覺普照，寂滅無二；於中百千萬億阿僧祇不可說恒河沙諸佛世界，猶如空華，

亂起亂滅，不即不離、無縛無脫，始知眾生本來成佛，生死、涅槃猶如昨夢。

  善男子！如昨夢故，當知生死及與涅槃，無起、無滅、無來、無去，其所

證者，無得、無失、無取、無捨，其能證者，無作、無止、無任、無滅，於此

證中，無能、無所，畢竟無證亦無證者，一切法性平等不壞。 

  善男子！彼諸菩薩如是修行、如是漸次、如是思惟、如是住持、如是方便、

如是開悟，求如是法亦不迷悶。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說偈言： 

  普眼汝當知，一切諸眾生。身心皆如幻，身相屬四大。 

  心性歸六塵，四大體各離。誰為和合者，如是漸修行。 

  一切悉清淨，不動遍法界。無作止任滅，亦無能證者。 

  一切佛世界，猶如虛空華。三世悉平等，畢竟無來去。 

  初發心菩薩，及末世眾生。欲求入佛道，應如是修習。 

 
  好，我們現在在法界觀，前面說到了五種清淨，第一個是內身、六根、

六識清淨；第二個是外境六塵清淨；第三是內、外四大清淨；第四是ㄧ切

世間法清淨；第五是ㄧ切出世間法清淨。那現在呢，第六是說明自、他正

報也是清淨的。我們看經文： 

  善男子！一切實相性清淨故，一身清淨；一身清淨故，多身清淨；多

身清淨故，如是乃至十方眾生圓覺清淨。 

  這佛說，善男子！既然ㄧ切世間、出世間法都清淨了，那麼就都同樣

屬於實相，而實相的自性本來清淨。由於ㄧ切實相的自性本來清淨的緣故，

自己的正報身也是清淨的；自身清淨的緣故，他身的正報身也是清淨的；

他身正報身既然清淨，如是乃至十方眾生的正報身也同歸於圓覺清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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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的「ㄧ切」呢，是包括上面所說的世間法和出世間法。ㄧ切世間法和出

世間法，雖然有種種的相貌，有千差萬別，但是把ㄧ切相回歸到我們的自

性當中，就是同歸實相了。所以在自性當中是沒有一些差別的，因為自性

都是空的，在空相當中是沒有ㄧ切相的差別。所以這個時候只剩下唯一的

實相，而這個實相呢，是從本以來自性本來是清淨的，所以就說「ㄧ切實

相性清淨故」，就是這個意思。 

  「性清淨」的意思就說明這個實相自性從本以來都是清淨的，它不會

被一些那個妄法所染污。雖然我們迷惑顛倒的時候，好像被染污了，可是

實際上，它是不會被染污的。那現在既然悟到實相本來清淨，所以就叫做

性清淨。那為什麼說「一身清淨」呢？那是因為前面已經悟到了六根、六

識、六塵、四大、世間法、出世間法都歸於實相清淨，當然這個時候就能

夠成就這個人的一身清淨。那既然自身證到了實相的道理，那當然見ㄧ切

眾生也是同一個清淨的實相，所以說多身清淨。 

  這個時候才能夠真正做到什麼？不取眾生相，金剛經說無我相、人相、

眾生相、壽者相，什麼時候做到？就這個時候，不會取ㄧ切眾生相。因為

只要一個人悟到了自性，就能夠了知ㄧ切眾生的自性本來清淨。所以，這

個時候見十方眾生的正報身也同歸圓覺清淨，所以說十方眾生圓覺清淨。

這個是由近到遠逐漸擴大，先從一方的眾生身乃至十方的眾生身都同依圓

覺清淨。那依報隨著正報轉，現在正報清淨當然依報也隨著清淨。所以第

七個呢，就說明一多依報也隨著清淨的。好，我們看經文： 

  善男子！一世界清淨故，多世界清淨；多世界清淨故，如是乃至盡於

虛空，圓裹三世，一切平等清淨不動。 

  佛說，善男子！一個世界隨著正報清淨的緣故，多重世界也清淨；多

重世界清淨的緣故，如是乃至圓遍虛空，含裹三世，一切都平等清淨不動。

所以這邊的「圓」呢，是形容圓遍虛空，「裹」呢是說明含裹十方。我們

都知道座標有直的、有橫的，那現在就把直的座標代表時間，橫的座標代

表空間。所以三世呢，就是豎窮ㄧ切時，虛空就是橫遍ㄧ切處，所以無論

是豎窮三際，還是橫遍十方，這裡都是平等清淨不動的。那接下來就是舉

例說明不動的狀況。 

  善男子！虛空如是平等不動，當知覺性平等不動；四大不動故，當知

覺性平等不動；如是乃至八萬四千陀羅尼門平等不動，當知覺性平等不動。 

  這邊的「不動」呢，是說明諸法的寂滅相，就說諸法，它一切法本自

寂滅，一切法本來無生，無生就無滅，所以ㄧ切法本來不生。但是我們為

什麼看一切法有生滅相呢？那是因為我們以生滅心來看一切法，一切法就

有生滅相，可是一切法的自性本來空的、它本來是寂滅的、本來無生。是

因為你的心有生滅，所以你就看一切法是有生滅的。那等到我們現在講的

悟到圓覺自性，真心現前，你這時候看一切法是寂然不動的。那這裏為什

麼先說虛空，然後才說四大呢？那就是因為世間法就不外乎有五大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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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火、風、空，那哪一個先呢？當然有空大，然後地、水、火、風在空

大裡面，所以先說空，這就是為什麼這邊先說虛空，然後再說四大的理由

在這裡。 

  那虛空本來沒有相貌，虛空是無相，你不能、沒辦法形容說虛空是長

得什麼樣子？是什麼顏色？什麼長短、方圓、大小？你都沒有辦法來形容，

所以虛空它原本是沒有相貌。那為什麼這裡又說虛空什麼如是平等不動？

沒有相貌的虛空又哪裡有動不動的差別呢？所以我們就知道，這邊所謂的

「不動」指的是我們的覺性，當我們迷失覺性的時候，見虛空就有動相；

那我們悟到圓覺自性的時候，這個時候看虛空就寂滅不動。 

  那四大是這樣，世間法的四大是這樣，那一直推到出世間法也是同樣

的道理。所以這邊說「乃至八萬四千陀羅尼門平等不動，當知覺性平等不

動」，所以這邊的「不動」，就是指覺性來說。那以上這一段說的是諸法

空相，這一切法自性是空的，所以它是屬於空觀的部份，是屬於真空絕相

觀。在空性裡面沒有一切相，一切相都回歸到圓覺自性當中。那接下來我

們舉例說明遍圓的情況。我們看經文： 

  善男子！覺性圓滿清淨不動圓無際故，當知六根遍滿法界；根遍滿故，

當知六塵遍滿法界；塵遍滿故，當知四大遍滿法界；如是乃至陀羅尼門遍

滿法界。 

  由於覺性沒有邊際，所以一定遍滿，我們的圓覺自性遍一切處。那由

於覺性遍滿，所以一切法也遍滿，為什麼？因為一切法是從我們的圓覺自

性當中所流出來的。所以你的覺性遍滿，當然一切法也遍滿。那在我們沒

有見到圓覺自性之前呢，因為無明的遮障，所以就沒辦法周遍。那現在既

然觀行成就，見到覺性本來周遍法界、圓滿無際，那六根、六塵、四大乃

至陀羅尼門都是由覺性所顯發的，所以都能夠周遍法界、圓滿無際。 

  那這一段呢是顯示事隨理遍，說的是假觀，剛才講的是空觀，現在講

的是假觀，所以它是屬於理事無礙觀。覺性是理，六根、六塵、四大是事，

理遍則事也遍。覺性遍滿，所以一切法也遍滿，這個就是事隨理遍。那真

空能生妙有，所以是屬於假觀，這一切法都是從我們自性裡面所生出來的，

而且所生的一切有呢，也都是跟真空圓融無礙，所以我們就說它是屬於理

事無礙觀。理指的是覺性，事呢就是講的六根、六塵、四大等等，這是屬

於事，理事無礙。因為一切事從什麼？理所出生的，理既然周遍，事當然

也周遍，所以理遍則事遍。我們繼續看經文： 

  善男子！由彼妙覺性遍滿故，根性塵性無壞無雜；根塵無壞故，如是

乃至陀羅尼門無壞無雜；如百千燈光照一室，其光遍滿無壞無雜。 

  所以佛說，善男子啊！由於覺性、妙覺自性遍滿的緣故，我們的根性

還有塵性呢，也是一一遍滿，雖然一一遍滿卻不會互相毀壞，也不會互相

什麼？混雜；由於根塵等世間法無壞無雜的緣故，如是乃至陀羅尼門等出

世間法也同樣是無壞無雜。這種情況呢，就好比有百千個燈共同照亮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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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每一盞燈的光都能夠遍滿整個房間，那光和光之間也不會彼此的破

壞，也不會互相雜亂。 

  這一段就是顯示事事無礙，說的是中道義，所以它是屬於周遍含容觀。

一切法都是真心所現的，那只要是真心所現呢，就都如夢幻泡影，不是真

實存在的。雖然有影相，但自性都是空的，所以在空無自性當中一切法無

礙。就好像一個房間裡面有很多燈，那每一盞燈的光都能夠遍滿房間，但

是光和光之間呢，它是不會互相毀壞或者是混雜的。這說明什麼呢？就是

說明每一件事都是我們自心的作用，那事與事之間呢，它是不會互相妨礙

的。因此在法界當中呢，每一個事都能夠隨自性遍滿，雖然一一遍滿，但

卻能夠互相含容，這個就是周遍含容觀。 

  它是說每一件事的顯現都不離開我們的自性，那自性能生ㄧ切法，所

以就不落空；雖然能夠生一切法，但是一切法都好像影相一樣的不真實，

這樣又不會落於有；不落空、不落有就是中道義。所以這一段主要是說明，

我們從自性當中所流露的一切法，法與法之間是不會互相障礙的，有障礙

是我們的心，還沒有恢復到圓覺自性當中，所以我們才會看一切法，法與

法之間會互相障礙或者是互相混亂。好，到了這個時候呢，就能夠明心見

性、大澈大悟，境界就和佛沒有什麼差別了，所以這個就是頓同佛境，頓

時和佛的境界相同。我們看經文： 

  善男子！覺成就故，當知菩薩不與法縛、不求法脫，不厭生死、不愛

涅槃，不敬持戒、不憎毀禁，不重久習、不輕初學。何以故？一切覺故。 

  所以什麼是成佛的境界呢？只要能夠做到沒有二元對立、沒有對待的

差別，這個就是佛的境界。所以佛說，善男子！由於成就圓覺，就已經開

悟了，明心見性、見到我們的清淨的自性的緣故呢，應當了知這時的菩薩

不會再被認何法所束縛，不論世間法、還是出世間法，都不會被任何法所

束縛。為什麼？因為一切法本自解脫、本自寂滅，對不對？當然也不需要

再去求一個解脫的方法，既然不會被任何世間法所束縛，當然就不會厭離

生死，既然不另外求一個解脫生死的出世間法呢，當然也不會欣愛涅槃。

同樣的不會特別去尊敬持戒的人，也不會特別去憎厭毀戒的人。不會特別

去重視久修、久習的人，也不會特別去輕視初學的人。 

  為什麼能做到這樣的境界呢？就是這時候的一切法都在圓覺自性當中

的緣故。見性之後只要在那個自性當中，你見一切法就沒有對待差別。所

以沒有悟到圓覺真心的人，對一切法才會有相對待，互相的對待。那因為

被一切法所束縛，我們這個時候才會想要求解脫的方法。那我們如果覺得

自己被生死所束縛，當然就會厭離生死，既然想從生死中解脫，當然就會

欣愛涅槃。 

  那沒有見性的人對一切法也會有分別、執著，會有好惡，就好惡非常

的分明，所以才會對持戒清淨的人特別恭敬，對毀犯淨戒的人呢特別憎惡。

對於久修的人特別重視，對於初學的人呢特別的輕視。這個都是因為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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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性的關係，ㄧ切法就有相對待。那這種情況呢，就好像什麼呢？佛做了

一個比喻： 

  譬如眼光曉了前境，其光圓滿，得無憎愛。何以故？光體無二，無憎

愛故。 

  這種情況呢，就好比我們用眼睛去看眼前的境界，這時候的眼根能圓

滿的看到一切，卻沒有討厭或者是喜歡的差別。為什麼呢？因為能見的眼

根和所見的境界體性是一，所以沒有討厭和喜歡。所以見性的人他安住在

他的自性當中，就好像……他的心就好像一面鏡子一樣，他看一切物呢，

就好像鏡子如實的反映，這樣而已。那鏡子沒有說我喜歡照這個、不喜歡

照那個，或者是照了以後喜歡這個、不喜歡那個，是沒有任何的差別，它

只是如實反映，知道是什麼內容這樣就可以了，沒有喜歡、不喜歡的差別。 

  善男子！此菩薩及末世眾生，修習此心得成就者，於此無修亦無成就，

圓覺普照，寂滅無二；於中百千萬億阿僧祇不可說恒河沙諸佛世界，猶如

空華，亂起亂滅，不即不離、無縛無脫，始知眾生本來成佛，生死、涅槃

猶如昨夢。 

  所以佛說，善男子啊！此會的菩薩以及末世的眾生，一旦修習此心得

成就時，就是圓覺自性現前的時候。就是觀行成就的時候呢，他就能夠明

白沒有所謂的修行，也沒有所謂的成就這件事情。那在圓滿的覺性當中呢，

能夠普照的智慧，還有所照的寂滅心體呢，是無二無別的。於是百千萬阿

僧祇不可說的恆河沙諸佛世界就像虛空中的花朵，亂起亂滅。那這些世界

呢，是不即圓覺、也不離圓覺。一切眾生沒有被生死束縛、也沒有從生死

中解脫。這個時候才知道眾生本來成佛，生死和涅槃就好像是昨晚的一場

夢而已。 

  善男子！如昨夢故，當知生死及與涅槃，無起、無滅、無來、無去，

其所證者，無得、無失、無取、無捨，其能證者，無作、無止、無任、無

滅，於此證中，無能、無所，畢竟無證亦無證者，一切法性平等不壞。 

  佛說，善男子！既然有如昨晚的一場夢，就應當了知生死和涅槃實際

上沒有起滅、也沒有去來。我們不了生死涅槃如夢的時候呢，我們的生是

起，死呢是滅，生是來、死是去。現在了知生死涅槃就好像昨晚的一場夢，

當然就沒有起、滅、去、來這種種的相貌了。那對於所證的理來說呢，也

沒有得、失、取、捨這四相的差別。 

  因為成就之後，了知所證的理是我們自性當中本來有的真理，它是從

來沒有失去過，那沒有失當然就沒有所謂的得，那這個真理也從來沒有捨

棄過，所以就沒有所謂的取，有捨才有取，那從來沒有捨棄當然就沒有所

謂的取，那本來就有，從來沒有失去過，所以也沒有所謂的得。這是所證

的真理沒有得、失、取、捨這四相的差別。 

  那能證的人來說呢，對於能證的修行人來說，也沒有所謂的作、止、

任、滅這四病的問題。我們在修的過程當中，就是有所謂的作、止、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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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這四種問題，那等到悟到圓覺的時候當然就沒有這些問題了。所以在這

個能證和所證之中呢，既然沒有作、止、任、滅的能，也沒有得、失、取、

捨的所，畢竟沒有所證的理，也沒有能證的人。一切法性呢，平等不二、

常住不壞，這就是圓覺自性當中一切法性是平等不壞的。最後呢要總結前

面普眼菩薩所請示的內容。 

  善男子！彼諸菩薩如是修行、如是漸次、如是思惟、如是住持、如是

方便、如是開悟，求如是法亦不迷悶。 

  佛說，善男子！在此會的菩薩，就如我現在所說的這樣子來修。前面

所說的，先依如來什麼？奢摩他行、堅持禁戒等等，一路有二空觀、還有

法界觀，都是告訴我們怎樣來修。那就依這樣的漸次修，漸修次第，依照

前面所說的這些內容來修，依這樣的那個次第來修。就是先修我空觀、再

修法空觀、最後修呢法界觀。這樣的來思惟，這樣的來安住、保持，這樣

的方便，前面講的都是方法，修行的漸次、思惟、住持，這些都是方便，

這樣就能夠來開悟。求這樣的法呢，就不會心生迷悶。這是回答了普眼菩

薩所請示的內容。那最後是偈頌：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說偈言： 

  這時呢，世尊為了要重新宣說長行中的義理，所以就說了下面的偈頌： 

  普眼汝當知，一切諸眾生，身心皆如幻，身相屬四大，心性歸六塵，

四大體各離，誰為和合者？ 

  這個是二空觀。佛說，普眼你應當了知，一切的眾生身心都如同幻化，

沒有實體。那身相呢，是屬於地、水、火、風四大假合所成；那我們的六

識妄心之性呢，歸屬於六塵緣影，那四大體性各自分離，誰又是那個和合

的人呢？ 

  如是漸修行，一切悉清淨，不動遍法界。 

  這三句是法界觀。這樣漸次修行，一切身心都清淨了，自性不動遍滿

法界。 

  無作止任滅，亦無能證者。一切佛世界，猶如虛空華。三世悉平等，

畢竟無來去。 

  這六句是頓同佛境。就是這個時候呢，就跟成佛沒有什麼差別了。所

以這時候的境界沒有作、止、任、滅四病呢，也沒有能證的人，一切佛的

世界就好像虛空中的花朵，虛幻不實，過去、現在、未來三世都平等，畢

竟沒有來去之相。 

  初發心菩薩，及末世眾生，欲求入佛道，應如是修習。 

  這三（四）句是結示請問。初發大乘心的菩薩以及末世的眾生，想求

入佛道就應當這樣來修習。第三普眼菩薩章就到這邊結束了，那這個中間

它提到說，才知道一切眾生本來成佛，可是如果說一切眾生本來成佛，那

為什麼佛在前面又要說教我們要發心修行來斷無明呢？所以有關這個問

題，就在下面一章的金剛藏菩薩就會幫我們問這個問題，那這也是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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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的問題。就說既然眾生本來成佛，為什麼又會起無明？如果說無明眾生

本來有的話，為什麼佛又說本來成佛？讓我們搞不清楚怎麼回事？那如果

是眾生本來成佛，那後面為什麼又會起無明呢？那麼一切如來又是什麼時

候再生起一切煩惱呢？這些問題，佛呢都有圓滿的開示，所以我們就在下

一堂課來共同找答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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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