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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佛之路》

第九集 楞严观止—2

———妙印法师亲躬整理(2018 年冬季于武夷山)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

「磬声（三击）~~~；钟声（三击）~~~。」

《大佛顶首楞严经》——楞严观止 第二讲。

楞严观止，就是在耳根观闻性。磬声（三击）:是谁在

听？……。钟声（三击）：耳根，观闻性，意根，妄想自然

止。在耳根‘用功’，意根得到‘妄想自然止息’的效果。

观闻性，就是在耳根‘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上一回，我们讲到什么是首楞严三昧。我们依照《大般

涅槃经》（北本）第 27 卷里面的经文：

【善男子，首楞严者：名一切事毕竟；严者，名‘坚’；

一切毕竟而得坚固，名‘首楞严’。以是故言，首楞严定，

名为‘佛性’。】

通过这个定义，一切事毕竟。一切事，就是一切法；毕

竟，就是根本。首楞严，是一切法的根本；严，就是坚固；

一切事毕竟而得坚固：一切事毕竟，就是一切事、一切法，

归根到底，归到‘般若波罗蜜’上来，归到‘坚不可灭’的

‘佛性’上来。万法皆空，回归自性，回归佛性，这就叫‘首

楞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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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楞严就是佛性，【首楞严三昧，有五个名字：一者、

首楞严三昧；二者、般若波罗蜜；三者、金刚三昧；四者、

师子吼三昧；五者、佛性。随其所作，处处得名。】

处处得名，我们在《楞严经》里得知，‘佛性’有七种

名字：一个叫菩提，第二叫涅槃，三叫真如，四叫佛性，五

叫庵摩罗识，六叫空如来藏，第七叫大圆镜智。这些名字、

称谓虽别，名字不一样，但是，它包含的意思，就是【清净

圆满，体性坚凝，如金刚王，常住不坏。】这是用世间语，

对‘佛性’进行的一个简单相似的描述。

实际上，佛性的体质，为什么说它是坚固、坚凝？这个

坚固，不是我们世间所能理解的那种‘坚硬’，比如像钻石、

金刚王那种坚硬。这种‘坚硬’，它是从整个宇宙，没有一

样东西，能够把它摧毁，不可摧灭，无生无灭，是从这个角

度，说它坚凝、清净、圆满。我们能够直接观察到的，就是

我们眼前的这个‘虚空’，或眼前这个‘空性’——它就是

‘首楞严三昧体’。原子弹再厉害，没办法把虚空炸烂，任

何高尖端的科技，都没办法把虚空摧毁，这就叫坚凝，这就

叫一切事毕竟坚固。首楞严三昧，就是般若波罗蜜，就是佛

性。

修般若波罗蜜，也就是修首楞严三昧。在哪儿修呢？在

六根处修。在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处的

任意一处修行，都叫修首楞严三昧。但是，唯有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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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个根’上修行，它称作‘首楞严王’，或‘首楞严

三昧王’，那就是‘耳根’处。在耳根处，一门深入，闻熏

闻修，观闻性，保任，在耳根处‘保任佛性’，就是修‘首

楞严三昧王’。除了此‘根’之外，在其他地方（根处），修

‘明心见性’，修‘般若波罗蜜’，都叫修‘首楞严三昧’，

但是，不能叫修‘首楞严王’。之所以被称之为‘王’，是因

为只有在‘耳根’保任闻性，或称‘行深般若波罗蜜’，最

圆满，最圆通！故而，它称王！

举个例子：比如，一碗水，我们用‘六种’不同的方式，

来喝这碗水：用叉子喝水，用筷子喝水，或用牙签沾着喝水，

用小勺喝水，用头发丝沾着水喝，或直接把碗端起来喝水。

我们把‘这碗水’比作‘般若波罗蜜’，我们用‘不同的方

式’来喝这碗水，表示在不同的根，修般若波罗蜜。不同的

方式，单位时间内喝到的水不同。哪一种方式喝水最多、最

快呢？答曰：“什么都不用，把碗捧起来，直接喝。”那么，

在‘耳根’修般若波罗蜜，就相当于‘把碗捧起来，直接喝

水’。这就是“王”的意思，这样喝，喝得最快，喝得最多。

这是举个相似的例子。

六个根修般若波罗蜜，唯有在耳根修般若波罗蜜，效果

‘最好’，成就‘最快’。耳根是最适合、最契合我们娑婆世

界众生根器的一个根，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只要你不是

聋子，你就能修这个法门，这都是有经典做依据的。「楞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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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止」，所有的人，都有份儿，都能修，关键就看——你信

不信，你修不修。

说到‘楞严大定’，楞严大定就是指‘在耳根观闻性’。

说这个“定”，《大般涅槃经》里这样讲：

【一切众生，具足三定，为上、中、下。】一切众生，

还是那句话，包括你、我、他，通通具足三种定：上定、中

定和下定。

修哪一种定，是‘上定’呢？答曰：【上者，为佛性也！】

所以，修‘明心见性’，修‘般若波罗蜜法’，修‘首楞严三

昧’，以‘佛性’为‘定体’，这是世间、出世间最高的禅定，

也可称之为‘如来禅定’。也就是‘明心见性’，以‘不生不

灭体’为禅之‘定体’，而‘闻性’，正是这个我们梦寐以求

的‘不生不灭’的‘定体’。『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成就不

生不灭的佛果。』所以，我们要知道，修持『楞严观止』，修

首楞严王，修耳根圆通，这是成佛唯一的‘楞严大定’。

那么，‘中定’是什么？答曰：“中定，就是从初禅，一

直到二乘‘罗汉、辟支佛’的空定，这属于中定，或‘无相、

无念、无愿、空’，这是中等次第的禅定。”

佛性定，是上定，是最高的禅定。初禅至二乘以下，是

中定。

那么，‘下定’是什么呢？

答曰：“以‘生灭法’为禅定的‘定体’，这是‘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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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间‘最低级的禅定’。换句话说，就是住‘生灭’定，

住‘心数’之定，或者说专注在‘某一生灭境界’中，这个

境界，包括念佛、持咒、诵经，乃至于观‘四大’等生灭法，

这是最低级的禅定，也叫下定。它的定体，是有生有灭的某

一法，某一境界。比如说：有人在高山流水前，架一古琴，

随雅兴而弹奏一曲，并称此为‘禅’。这种‘把高山，流水，

僧相，古琴，音乐，混成一体，称之为‘禅境’的境界，就

是‘下定’。试问一句：“山若倒了，水若枯了，琴若坏了，

音若停了，你的禅境将在哪里呢？”

再比如说‘念佛’，你定在一句佛号上，专注一句佛号。

这句佛号，你念出来的时候，它生了；念完之后，它就灭了。

你必须再念，再生起来，生生灭灭；你不念，它就没有。你

不念的时候，‘定’在哪里呢？念的时候，你定在这句佛号

上，念完之后，这个间隙，在下一句佛号‘没念之前’，你

定在何处啊？佛号‘没起之前’，基本都就‘定’在‘茫然’

上了。所以，有的人为了让自己‘定住’，急速地‘念佛’，

一句接一句，一句接一句，句句相连，无论你念得多快，总

有中间，总有间隙；无论定在‘色、声、香、味、触、法’，

这些地方，通通都是定在‘生灭体’上了；以‘生灭法’为

‘定体’，以‘生灭法’为本修因的‘禅定’，都是‘下定’，

都是最低级的禅定。

无念定、无想定、无愿定，无念、无相、空，这都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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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次第的禅定；唯有‘佛性定’，首楞严定，才是第一禅定，

是无上禅定，是最高级的禅定，是成佛的禅定！

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了，自己平时修行，是住在‘有

生有灭’的法上？还是住在‘无相、无念’上？‘空’上？

还是住在‘佛性’上？这样，你就会明白，自己是在什么‘层

位’上修行了。

『增补语：佛陀讲的‘上、中、下’三禅，我们自己，

究竟‘住’在哪一禅？……。在六根的任何一根见‘性’，

都属‘上定’，唯独‘耳根’见‘性’——闻性，是‘上定

之王’。

禅宗里，有‘祖师禅’之说，似乎独存于‘佛陀禅法’

之外，而备受某些‘禅者’仰慕。当知，无论哪一代的祖师，

都必定是‘学佛、成佛’的祖师，都是学习佛陀‘禅法’的

佛弟子。故知，离开‘佛法’，没有所谓的‘祖师禅’的独

立存在。善思念之。有人问：“你会‘如来禅’，你会修‘祖

师禅’吗？”此非善问。』

「楞严观止」这个法门，就是‘耳根圆通’法门。体悟

闻性，就是找到‘不生不灭的佛性’。定在‘闻性’上，专

注在‘闻性’上，以‘闻性’为禅定的‘定体’，就是无上、

最高级的‘如来上禅’——首楞严大定。「保任‘闻性’，不

但是‘上定’，而且是‘上定之王’。」

那么，修‘止、观’法，在‘意根’下手，开始‘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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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念’。凡夫妄念纷飞，思虑混乱，散乱，要制住它，可以

用一句佛号，以‘一念代万念’。也可以用‘一个咒语’，来

代替万念。「诵持‘佛号或咒语’等，达到‘事’一心不乱

时，就是‘下定’。」当念到‘清净之后’，没有念头了，咒

也起不来了，佛号也起不来了，这个时候，就入‘初禅’，

无相无愿‘定’，「这是中定。」在这种状况下，它有次第，

无相、无愿、无念，这是‘世间禅定’；唯有‘空，入空，

入空定’，是‘出世间’的小乘‘罗汉、辟支佛’定。佛陀

把‘世间的禅定’和‘小乘的空定’，都归结到了‘中定’，

即‘中等次第’的‘禅定’。如果在‘清净状态’下，能够

体悟到意根的‘知性’，体悟到自己的‘本来面目’——第

六意识，找到了这个‘不生不灭的本体’，那么，你就可以

直接入成佛的‘上定’，成佛的‘第一禅定’，那就是‘首楞

严三昧定’！首楞严三昧定——是‘上定’。

这就是我们修行人，在意根修行，所经历的历程。先用

佛号、咒语得‘一心不乱’，这叫‘事’一心不乱；然后，

入到无相无念乃至于空；在空、无相、无念的情况下，如果

能够悟到了觉性，那就入‘大乘定’，入第一‘佛性’定，

或第一佛性禅定，即：上定。

在‘上定’——即‘佛性定’当中，还有‘高下之别’。

在六根处修首楞严三昧，只有在‘耳根’修首楞严三昧，唯

有‘观闻性’，才能称‘王’，才能称‘首楞严王’。在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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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根’修‘首楞严三昧’，只能称‘臣’。虽然，修的都是

‘般若波罗蜜’，悟见的，都是‘佛性’，但是，唯有在‘耳

根’见‘佛性’，修佛性，效果最佳。按照文殊菩萨在《楞

严经》中所选，在耳根‘观闻性’，是‘既圆亦通’的法门；

而在其余五根‘观佛性’，都是‘虽通而不圆’的法门。换

句话说，在‘上定’当中，或说在世间、出世间最高级的‘第

一禅定’里面，以耳根‘闻性定’，为‘最无上’成佛的禅

定！尤其是对于初下手学佛的人，闻性乃‘上定之王’。

上面，我们说到三种‘定’。下面我们再说一说，世间

有三种‘智’。这段经文，出自《大乘入楞伽经》，经文：【大

慧，智有三种，谓：‘世间’智，‘出世间’智，‘出世间上

上’智。云何世间智？】

什么叫世间智？答曰：【谓：一切外道、凡愚，计‘有、

无法’。】一切外道、凡夫，他执着有法、无法，乃至‘增法，

减法’，即：执着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

‘多’，什么‘少’。这种智慧，叫世间智。由此可知，现代

世间人，所掌握的‘知识’，包括一切科技文化等等，通通

都属于‘世间智慧’，也叫‘世智辩聪’，名‘世间智’。

什么叫出世间智？答曰：【云何出世间智？谓：一切二

乘著‘自、共相’（智）。】一切二乘著‘自、共相’，一切‘罗

汉、辟支佛’所具有的智慧，知‘自相’的智慧，知‘共相’

的智慧。‘自相’空，‘共相’空，或称‘缘起性空’，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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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二乘人智慧，是超越六道的智慧，这叫‘出世间智’。

什么叫‘出世间上上智’？答曰：【谓诸佛菩萨，观一

切法，皆无有相，不生不灭，非有非无，证法无我，入如来

地。】观一切法，无自相，无自性，空无所有，即是‘诸法

无我’，这是三法印的‘一切法空无自性’印。入如来地，

即是‘明心见性’，即是‘涅槃寂静’印。觉悟‘佛性’，就

是‘入如来地’。

‘佛性’、‘闻性’，或‘般若波罗蜜’，就是“出世间上

上智”；契入‘明心见性’，就是得‘出世间上上智’；得首

楞严三昧，就是上上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就是上上智！

这个‘智’，就是‘佛性’，就是‘首楞严三昧’，就是‘闻

性’。而‘闻性’，从是否具足‘圆、通’这个角度讲，闻性

乃是‘上上智’之王。

说得直白一点，悟了‘佛性’，你就得到了‘出世间的

上上智’。你悟了二乘‘空’性，你就得了‘出世间智’。而

世间的一切‘技艺、技术、技能、知识、学问’等等，这都

属于世间‘生灭智’，是‘有生有灭’的智慧，这个智，是

世间智。

『增补语：学生上学，从小学生到博士后，一路走来的

所有知识，统统属于世间的‘生灭智’。这个智慧的根本特

征，就是‘记忆’和‘回忆’能力的体现。世间法中，考察

一个人‘聪明与不聪明’，实际上就看他能‘记忆多少’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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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成文’的学问。由此可知，让世间人去理解：“什么都

不学，什么都不想，居然是最高的智慧？！”他没办法接受

和理解。那，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他不知道，（一

般人也很难知道。）‘世间智’乃至‘出世间智’的源头或根

本，皆是‘出世间的上上智’——即：佛性。他不知道，抓

住了‘根本’，就是抓住了‘一切’。正如佛陀所说：【受持

般若波罗蜜多法，就是摄受一切法。】佛陀的智慧，通惯‘三

种智慧’！比如说：一个大千世界同时下雨，佛陀在一瞬间，

能算出一瞬间总共下了多少滴‘雨’。一个大千世界，相当

于‘10 亿个太阳系’。用现代科技手段，恐怕很难达到这个

水平。佛陀的能力，不是上学上出来的，而是‘行深般若波

罗蜜多’得来的。就看我们信不信了。

我们可以尝试用‘现代数学’来表达一下三种智慧：

a、1 + 1 = 2 = 万‘有’，（ � � �，色不是空。）

这是‘世间智’（生灭无常印），此处‘0’是‘空而无’。

b、1 + 1 = 0 = 空 = 无 = 不存在，（1 = 0，色即是空。）

这是‘出世间智’（无我印），此处‘0’亦是‘空而无’。

c、0 = 空 = 有 = 佛性（唯一）= 存在，（0 = 有 = 本性空。）

这是‘上上智’（涅槃寂静印），此处‘0’是‘空而有’。

三种智慧：「佛性 = 有 = 本性空 = 0 = 1 + 1 = 2 = 虚幻

世界」。六道三有‘众生’，都生存在‘1 + 1 = 2’的虚幻

世界里；二乘人生存在‘0’的世界里；佛、菩萨生存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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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空 = 有 = 0’的涅槃寂静世界里。』

世间智，或‘有、无、多、少’智，是宇宙的‘低级智

慧’；出世间智，即：空智，是‘中等次第’的智慧；佛性，

是宇宙中的‘最高智慧’或‘上上智’。我们的‘闻性’乃

是‘上上智之王’，万万不可丢失错过。

因为‘空智’（中智）和‘生灭智’（下智），都是依‘佛

性’（上上智）而起，故知‘佛性亦是根本智’。没有‘佛性’，

就没有‘空’，更没有‘世界’，及世界万法。所以，佛性，

首楞严三昧，既是‘出世间上上智’，也称之为‘一切根本

智’。

所以，我们学佛，求的是什么？答曰：“求的是最高智

慧，上上智。”

二乘智，叫‘自相空、共相空’智；世间人的智，叫‘生

灭’智；出世间的‘上上’智，叫‘不生不灭’智。佛性，

不生不灭。下面有一句话：【复次，大慧，生灭是识，不生

灭是智。】

生灭是‘识’，不生不灭是‘智’。「增补语：‘识’分‘粗

识’和‘微细识’。粗识即是‘第七末那识’或‘妄想心’；

微细识，即是六识：‘眼、耳、鼻、舌、身、意’识。‘微细

识’里，同时含藏着‘不生不灭的佛性’，它即是‘因地真

心’，它即是此处所说的‘不生灭智’。修行，即是“捨‘粗

识’，守住‘微细识’，在耳根，就是守住‘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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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依智不依识”「增补语：生灭的‘粗识妄想’，

肯定不能‘依’。而在‘因地’，此‘不生灭智’含藏于‘微

细识’中，其‘生灭’与‘不生不灭’部分，二合同体，不

可分割，不即不离，乃属‘同一圆融清净宝觉’。此‘宝觉’

体中的‘生灭’与‘不生不灭’，一旦能够‘分离’，即入‘果

地’佛位。」，就是依‘不生不灭’，不依‘有生有灭’。‘四

依法’里面，就是这样要求我们的。要依‘不生不灭的最高

智慧’！要依不生不灭的最高级的‘无上菩提’！这里，我们

要注意，关于这个‘智’字，如果“智”这个字，用来表述

‘佛性’，那么这个‘智’，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之义；

如果它代表世间智，那么这个‘智’，就是‘有生有灭的识’，

或者称‘有生有灭的智慧’。所以，这个“智”字，看用在

什么场合，如果指的是‘大乘智’，那么，这个‘智’就是

不生不灭；如果指的是二乘以下的智慧，那么，这个‘智’

就是‘有生有灭’，有生有灭的，就叫‘识’。

说到‘识’，我们有必要把‘阿赖耶识’或「唯识」方

面的‘名相’跟‘禅宗’里所用的‘名相’，做一个分析和

归纳。

『增补语：禅宗修行，因为受到‘拈花微笑’公案中，

‘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乃至‘以心传心’等观念的影响，

对‘经典教理’参究的重视程度，越来越低，“重‘行、证’，

轻‘信、解’”的现象比较普遍。应知：信、解、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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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显然，前后顺序，不可错乱。不‘信’而有‘解’，无

有是处！无‘信解’而有‘行证’，亦无有是处！祖师云：“有

‘解’无‘行’，易生邪见；有‘行’无‘解’，增长无明！”

当知：佛陀弘法的三种主要方式是：一、佛陀‘在世’弘扬

佛法，300 余会，是用‘音声’做佛事，用‘音声语言’来

阐发大乘‘佛性——般若波罗蜜多’法；二、佛陀‘在世’

弘扬佛法，也会时常用‘动作’做佛事，用‘动作语言’来

彰显大乘‘佛性——般若波罗蜜多’法，如：「拈花微笑」

公案等；三、佛陀‘涅槃离世后’弘扬佛法，当然只能用所

遗留下的‘文字书面语言’《经典》，用‘书面语言’来彰显

大乘‘佛性——般若波罗蜜多’法 。要知道，《三藏十二部》

贝叶、纸类《经典》在世，犹如佛陀在世。由此可见，学佛，

要依靠佛陀的遗留《经典》，是多么得重要。虽然世尊使用

了三种‘弘法方式’，但是，他所弘扬的佛法，却是同一种

法——大乘‘般若波罗蜜多’法（‘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

三’，‘余’皆方便说。）三种方式：‘音声’言语，‘动作’

言语，‘文字’言语，彼此互补，同彰大乘！目的只有一个，

引导众生‘开佛知见，示佛知见，悟佛知见，入佛知见。’

最终导向‘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但是，由于‘认知’上的‘差异’，禅门出现了用‘拈

花微笑’公案，排斥佛陀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大乘经典

的现象。当知，600 卷《大般若经》的浓缩版，就是小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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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经》，而《金刚经》是禅门历代祖师所推崇和受持的

主要《经典》，若说“《大般若经》里所阐发的‘禅法’，不

是‘究竟禅’”，就等于说“‘如来禅法——般若波罗蜜多法’

也不是‘究竟禅’。”就等于说“《金刚经》也不是‘究竟的

大乘佛法’！”岂不怪哉？……。首先，600 卷《大般若经》

里，从头至尾，经文里就没有出现过“二十九种禅”或“二

十余种禅”之说，即使是‘意思相近’的经文，也没有。其

次，说‘《大般若经》不是究竟禅’的“禅七开示”，也并非

‘开示者’‘本人’亲自执笔所述，是记录人的‘笔误’或

是‘错听’，也未可知。智者善思。

若说“《大般若经》里所讲的‘四禅八定（即：四静虑、

四无色定）、九次第定、十遍处定，空、无相、无愿定’，这

些禅法‘不究竟’或‘不是究竟禅’。”这是正确的。若说“《大

般若经》里的‘如来禅——般若波罗蜜多’不是究竟禅。”

绝对是错误的！

整部 600 卷《大般若经》，其中《金刚经》包括在内，

一直都是围绕着“如来禅——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核心在说

法，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自性·如·本定’！。故知，言“‘不

立文字，教外别传’是无上究竟禅，佛陀的大乘《般若波罗

蜜多经》不是究竟禅。”是绝对不合适的。事实上，‘空无相

无愿’定，也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但它不是如来禅

定，绝对不是‘无上究竟禅’。望智者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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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历代所依从的主要‘佛经’，从菩提达磨（达摩或

达磨）初祖的《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宋 求那跋陀罗’

版，到六祖慧能之后的《金刚经》‘鸠摩罗什’版，直至近

代，乃至现代，只剩下「参‘念佛的是谁？’」等等，称：“参

话头！”——不许读经，不许念佛，只许一个字‘参！！！’。

其核心的修行指导理念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虽说极力主张‘不立文字’，事实上，从来也离不了‘文字

和言语’，只是‘简之又简’而已。因而在使用‘名相’上，

也最简单化了。比如：心，就分‘两种’，一个是‘妄想心’，

一个是‘真心’。修行用功上，就是熄灭‘妄想心’，悟‘真

心’，就这么简单，捨妄归真。而令人‘费解’的是：一方

面，在‘教理’上，力求‘不立文字’，离一切‘文字相’，

离一切‘言说相’，而在另一方面，涉及到‘丛林共居、共

修、仪轨’的‘清规’或‘行为规范’，其‘文字’记载之

多，多得让人‘眼花缭乱’。‘清规’一度被很多‘禅人’认

为就是全部的‘佛教’。这个误区延伸至今。

近些年来，由于《唯识》的出现，阿赖耶识等等‘名相’

的出现，这让很多对《经典》‘孤陋寡闻’的‘禅人’听到

之后，感到极度茫然，自思：“……，原来佛门里还有这么

多的‘名相’，这么多的‘名堂’，我们居然都‘不甚明了’，

甚至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我们天天‘参禅打坐’，到底在

修什么？修得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修？……？”等等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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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疑惑’，长期难以‘释怀’……。那么今天，我就帮助

大家理出一个头绪，来个直接的‘对号入座’。

『禅宗』的‘妄想心’，就是『唯识』里的‘第七末那

识’。

『禅宗』里的‘真心’；或称‘父母未生前本来真面目’；

或称‘念佛者谁’；或称“不思善、不思恶，这个时候的‘那

个’——就是！‘那个’就是你‘明明了了’的‘清醒知

觉’……。”；或称‘正法眼藏’；或称‘涅槃妙心’……等

等，就是『唯识』里的‘第六意识’，或《楞严经》里的‘知

性’。

当知，禅宗所指的这个‘真心’，在‘因地’时，并非

是一个纯粹的不生不灭的‘真心’，而是一个‘真、妄和合

一体’的‘识精元明’体，或简称‘微细识’，或称 ‘识阴’。

有人说：“识是生灭的，不能依。”殊不知，因地的‘不生不

灭’真心，是与识阴中‘有生有灭’的部分，圆融混合一体

而不可分割的。离开‘因地心’的‘生灭’部分，就会失去

因地心的‘不生不灭’部分。如同，扔掉‘金矿石’（因为

里面有‘石渣’），是得不到‘纯金’的。』

佛性、涅槃、真如本性，这是宇宙的根本。整个宇宙，

它的起源——是佛性（也叫觉性）。这个觉性，一念无明妄

动，妄动之后，就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与佛性，非一非异，

既是一个东西，又不是一个东西。‘粗识与微细识’称‘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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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耶识’或称‘藏识’。我们初学佛的人，在修行的因地，

一定要把‘阿赖耶识’和‘佛性’，当作一个‘东西’来对

待，不要‘妄加分别’。抓住‘阿赖耶识’，特别是抓住了‘微

细识’，就是抓住了‘不生不灭的佛性’，这一点，非常重要！

「增补语：阿赖耶识，就是‘不生不灭佛性’的‘变易’。

如同‘鲜豆腐’变易成了‘臭豆腐’，二者的区别，就是后

者多了‘臭味’。‘佛性’与‘阿赖耶识’的区别在于：佛性

是不生不灭；阿赖耶识是‘不生不灭’与‘有生有灭’和合

同体。阿赖耶识是佛性的‘变体’。

阿赖耶识中的‘微细识’，也叫‘微细惑’，就是我们的

‘眼识、耳识、等等’或者叫‘见性、闻性、等等’。微细

识与粗识——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是‘藏’，‘藏’包

括：‘虚空相、世界相、众生相’。藏识：‘虚空、世界、有

情众生（六根、六识、六尘）与无情众生（地水风火）。」

那么，阿赖耶识，「唯识」上讲：说到‘识’，就是一个，

整个宇宙，就是‘一个识’，就是一个‘阿赖耶识’。但是，

由于‘六根’的出现，六根——‘眼、耳、鼻、舌、身、意’

出现了，‘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与阿赖耶识（确

切地讲就是与其中的‘不生不灭的佛性’）和合、相遇，在

我们的‘六根’处，就幻化出来了‘六种识’——眼识、耳

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有情的‘微细识’生成了。）

这六种识，叫‘转相识’。这六种识——眼识、耳识、鼻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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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识、身识、意识，也叫见性、闻性、嗅性、尝性、触性、

知性。见性和眼识是同一个东西。见，就是‘用眼根识别’

的意思。以眼根起‘识’，就叫‘见性’；以耳根起‘识’，

就叫‘听闻性’，简称‘闻性’。谁起识？‘阿赖耶’中的‘佛

性’起‘识’。识，说到一个，就是一个阿赖耶识，遇到六

根，它转了，转成了‘六种识’，叫‘转相识’。那么，这六

种识，实际上，也是一个识。这六种识，如‘第六意识’，

实际上，六种识，是不分前后顺序的，它是同时出现的。那

么，为了叙述上的方便，给它们排了排序，叫眼、耳、鼻、

舌、身、意。眼算第一个。那么，意根，排第六，就叫‘第

六意识’，就叫‘知性’。那么，这个‘知性’，就是禅宗所

说的‘真心’。

那么，禅宗讲的妄心，是什么呢？就是依‘第六意识’

而起的‘第七识——末那识’。这个末那识——第七识，就

叫‘业相识’。业相识，就是指这个第七末那识。第七识，

即：末那识，就是分别，执着，起心动念。第七识，就是前

面我们所说的‘粗识’。

所以，《楞伽经》里讲到的识，讲到「唯识」，识，说一

种，就是‘阿赖耶识’；说两种，一个叫‘了别识’，一个叫

‘分别事识’。

了别识，就是‘微细识’，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

识、身识、意识；眼、耳、鼻、舌、身、意，六种识，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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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叫了别识。依第六意识而起的妄想，叫‘分别事’识，

就是‘第七末那识’，它就是‘粗识’。

了别识和分别事识，就是阿赖耶识的‘转相识和业相识’，

是阿赖耶识变过来的，是阿赖耶识的‘变体、变异’（从有

情众生不断‘生死轮回’的角度来理解。）事实上，转相识

与业相识，合起来就是 ‘阿赖耶识’。这一点，一定要清楚。

那么，《楞伽经》有三个版本：了别识，也叫‘现识’；

阿赖耶识，也叫‘真识’，真如本性的‘真’，真识，叫阿赖

耶识；阿赖耶识，也叫‘智相识’。智相识、阿赖耶识、藏

识、空如来藏、大圆镜智，这些名相，是同指一个‘东西’，

遇到了我们身体‘六根’，就出现了‘转相识’，就是出现了

六识；依‘第六意识’起妄念，起妄想，就是‘第七意识’，

也叫业相识。之所以称之为‘业’，或‘业相识’，因为它是

生死轮回的根本。《楞严经》上讲，【因诸妄想，故有轮回！】

妄想就是‘第七末那识’，或第七识。‘末那识’就是这里的

‘业相识’。

转相识，就是禅宗参悟的‘本来面目’，也叫因地的‘真

心’，也叫因地的‘佛性’。这个‘转相识’，也就是‘眼识、

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其中‘第六意识’，就是

《中观》所‘观注’的‘对象’；在《楞严经》里，这个‘转

相识’，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识，也叫‘微

细识’，也叫‘微细惑’，是因地的‘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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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到“捨识用根”，学过《楞严经》的人，可能

听说过“捨识用根”。捨识用根，它本来想要表达的是‘捨

识用根性’，即：‘捨妄想，用根性。’由于受到‘四字一句’

格式的局限，此处‘用根’，它省略了‘性’字，本应该是

‘用根性’。‘捨识’的本意，就是：捨‘第七末那识——妄

想’；‘用根性’的本意，就是用‘耳根处’的根性——‘闻

性’。闻性的全称，是‘听闻性’，简称是‘闻性’，也叫‘耳

识’。耳识，就是‘听闻性’，‘识’中或‘听闻性’中，含

着‘能听闻声音的、不生不灭的佛性’，‘听闻’与‘佛性’，

听闻是‘惑’（耳识的生灭部分），佛性是‘本体’（耳识的

不生灭部分），在因地，二者圆融一体，就是‘听闻性’，就

是‘耳识’。所以耳识就是闻性。耳识是闻性的‘异名’，或

另一个名字；闻性，也是‘耳识’的另一个名字。千万不要

把‘耳识和闻性’，当作两个东西，它是一个东西。一个东

西，两个名字。

「增补语：佛说，整个世界或法界，总共分‘十八界’，

所谓——六根，六识，六尘。若多一界，都不是事实真相，

多一界都是‘错误的知见’。

如果‘六识’，不是‘六性’——‘见性，闻性，嗅性，

味性，触性，知性’，或者说，见性不是眼识，闻性不是耳

识，以此类推，那么，法界就会又多出‘六’界！就变成了，

六根，六识，六性，六尘！从‘十八界’成了‘二十四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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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果，如果‘色’界，不是‘地水火风’界，那么法界又

将多出‘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四界！法界将从十八界

演变成二十八界！佛在《楞严经》里讲：如果心有相，如果

‘心’是十八界之外的‘一法’，那么，世界将变成‘十九

界’！错了！【佛告阿难：“汝今说言‘由法生故，种种心生，

随所合处，心随有者。’是‘心’无体，则无所‘合’，若无

有‘体’，而能‘合’者，则‘十九界’，因‘七尘’合，是

义不然！”】心若有‘体相’，而且是十八界之外的一法，而

且能跟‘十八界’和合，就等于多了一个‘心尘’，‘六尘’

将成‘七尘’，十八界将变成十九界！是义不然！不是这样

的！事实真相不是这样的！

‘六识’本是‘一识’，六解成一，正如观音菩萨在《楞

严经》里所说：【‘见闻觉知’（性），不能分割，成一圆融清

净宝觉！】事实真相就是，一个识，在‘六个根’所起的六

个不同的作用！为了表达上的方便，为了契合我们这类众生

的根性，让我们容易理解，容易听懂，才分化出‘六个识’。

佛说，一人就一个‘心识’，你若有‘二识’，你将来将成‘两

尊佛’！同理，你若有‘六个识’，你将来岂不将成‘六尊佛’？

错！是义不然！

‘六识’本是‘一识’，万法都将归一，万佛本是一佛，

怎么会有‘见性不是眼识，闻性不是耳识’之谬见呢？如果

彼此互相不是，互相不等，那么‘万法’又将如何归结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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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归不到一，又将如何完成‘六解、一亡’的成佛使命呢？

六解，就是‘六识’圆融一体，复成‘一识’，‘一识’就是

‘识阴’。一亡，就是‘识阴’破尽，五蕴皆空！」

按照唯识修行的方式，就是要灭‘第六意识’。第六意

识灭了，第七末那识，还有眼识等其他五种识，同时都灭。

为什么？因为第六意识，就是其他五个识。六个识，本来就

是一个识。修行的关键，修行的下手处，在意根，守住‘第

六意识’，因守而灭‘第六意识’，这是唯识的理论。第六意

识，其实就是‘识阴’本身啊。事实上，任何‘一个识’灭，

其余的‘五识’全灭！所以才有‘一根即返源，六根成解脱。’

为什么灭‘第六意识’呢？第六意识怎么灭？第七意识

是妄想心，好‘止’；可是，第七识是依第六识起的，捨妄，

就是‘捨第七识’；归真，就是要守住‘第六意识’。可是，

第六意识的那个“识”，是含着‘微细生灭成分’之“识”，

在凡夫地，你根本看不出它‘有生有灭’，佛打比喻，称之

为‘第二月’。这个‘微细识’，在意根就是‘知’，在眼就

是‘见’，在耳就是‘听’啊，有知，有见，有听，就是‘惑’

啊。而这个‘知、见、听’的动作发出者，则是我们的真性

啊，是不生不灭的佛性啊。这个微细识中的‘生灭部分’与

‘不生不灭的佛性’，圆融一体，非即非离，非一非异。所

以，我们在初修行阶段，一定要把这个‘微细识’，当作‘真

心’来对待，当作‘不生不灭’来对待，因为‘微细识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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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性！’如同，鸡蛋黄里有雏鸡！捨了鸡蛋求小鸡，无有是

处！捨了‘微细识’去求‘不生不灭’的佛果，无有是处！

微细识，就是我们的‘因地真性’！微细识就是禅宗里

讲的‘父母未生前，本来真面目’。微细识在耳根，就叫‘闻

性’！我们守住它，保任它，逐渐逐渐，随着‘色、受、想、

行、识’五蕴破尽，我们就证‘如来果地’。

所以，《楞伽经》里的‘灭第六识’，实际上是指，在明

心见性之后，悟后起修，到了‘如来地’，‘第六识’才能灭

尽。第六识，就是因地的‘微细惑’，只有到了如来果地，

微细惑才会‘完全息灭’。我们在因地，要守住这个‘微细

惑’，要守住这个‘微细识’。明心见性，就是要见到这个‘微

细识’，也就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闻性，耳识，实际

上呢，又是同一个识。

同一个识，我们在意根下手，是找‘知性’；我们在耳

根下手，是找‘闻性’，事实上，找到了‘闻性’，就等于找

到了‘知性’。

“六解一亡”，就是专门说这个事。我们的六根，有六

个识。凡夫，没有‘明心见性’的人，绝对没办法把‘耳识’

当成‘眼识’用，把‘眼识’当作‘舌识’用，没办法。我

们感受它是有六个东西，能见的，不是能闻的；能闻的，不

是能尝的。这就叫“六结”。

从意根‘明心见性’，见到‘一个识’，然后，守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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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久了，其他的‘五个识’，五个结（微细惑），就会成为‘圆

融一体’。

我们今天，是从耳根悟‘闻性’，从‘闻性’起修，从

‘闻性’解结，最后发现，‘见、闻、觉、知’原来是一个

东西，这就叫“六解”。‘六’解了，而‘一’没有亡（开始

是六个‘微细惑’，现在成‘一个’了，即是‘识阴’。）那

就是，‘觉性或识（性）’没有亡。随着自己‘闻熏闻修’的

深入，这个境界，自己会非常的清楚。

《楞严经》里：【由我初获，妙妙闻心，心精遗闻，见

闻觉知，不能分隔，成一圆融，清净宝觉。】这就是从闻性

入手，解六结的过程。从‘闻性’入修，最后，见性、嗅性、

味性、触性、知性，原来是一个‘性’。这需要亲自修，亲

自证，才能知道。「增补语：‘见闻觉知’性，就是‘一个清

净宝觉’；就是下面所说的‘了别识’。所谓‘眼识’，即：

眼之识；眼本身不是‘识’。所谓‘见性’，即：见之性。见

之‘性’，是不生不灭的‘能见’，‘见’就是‘识色相’，‘见’

本身，是有生有灭的，而且是‘生灭速度’极快，快到我们

不能察觉。故有：见性 = 见（‘生灭’部分）+性（‘不生不

灭’部分） = 眼之‘识’。简言之：见性 = 眼之识 = 眼识。

以此类推。」

《入楞伽经》里面说：【识有三种：何等三种？一者、

转相识(‘前六个识’合称‘一识’)；二者、业相识（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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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那识）；三者、智相识（转相识与业相识的‘合称’，或称

‘阿赖耶识’，或称‘真识’。）大慧，有八种识，略说有两

种。何等为二？一者、了别识（‘前六识’的‘合称’；‘眼

耳鼻舌身意’识，统称：了别识。）；二者，分别事识（第七

末那识；或称‘业相识’。起什么‘想’，就造什么‘业’，

造什么‘业’，就得什么‘果’。不起‘想’，就是造‘净业’。）。】

那么，《大乘入楞伽经》就说，【诸识有三相，谓‘转相、

业相、真相。’大慧，识，广说有八，略则唯二，谓：现识

（了别识）及分别事识（第七末那识）。】这个‘现识’，就

是‘了别识’。

我们现在把它分分类，先说‘智相识’。

智相识，就是‘阿赖耶识’，也叫‘藏识’，也叫‘真识’。

它是‘转相识和业相识’的‘前身’或‘合称’。事实上，

阿赖耶识就是《大般若经》里的‘本性空’！

这里顺便说一句，所谓“转识成智”：就是悟后起修，

转“转相识”为“智相（识）”，或“转‘生灭’成‘不生不

灭’”，就叫‘转识成智’。为什么不说转‘业相识’呢？因

为‘业相识’就是‘妄想’，它是第七末那识，也叫分别事

识，是依意根‘第六意识’——知性，而起的‘波澜’。妄

想包括：分别、执着、起心动念，也叫‘粗识’，就是禅宗

所指的‘妄想心’。

“捨妄归真”，或者“妄尽还源”，就是捨“业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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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转相识”。转相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

识，六个识。阿赖耶识在六根处，所显现的不同‘起用’，

也就是‘了别识’，也叫‘现识’；或者说是‘真识’——阿

赖耶识与六根相遇（可以先这么理解），转成了‘见、闻、

觉、知’（性）等六识，也就是禅宗所讲的‘本来面目’，真

心，或‘佛性’；天台宗《中观》所‘观’的‘对象’，是—

—第六意识；也是《楞严经》里所说的‘微细识’，或‘微

细惑’。

所谓‘悟后起修’，那就是守着‘转相识’，如如不动。

如，在此时此刻，就是‘微细识’，就是‘细识’；微细识的

‘生灭’部分‘灭’尽，就是‘一亡’之时，仅剩下‘不生

不灭’的‘本性空’，则‘转识成智’！

业相识，就叫分别事识，也就是第七末那识。

那么，我们做一个简单这样的归类，希望听到的人，能

净心地体悟，这些‘名相’归纳起来，并不困难。

你现在就作一个观想：闭上眼睛… …,此时此刻，包裹

着自己的这个虚空，就是空性，它就叫阿赖耶识，它就是真

识，它就是佛性、觉性，它就是大圆镜智，它就是菩提、涅

槃。

好，这个阿赖耶识（柏拉图说过，整个宇宙空间是活的，

我们的灵性遍一切处。就等于在说：‘阿赖耶识遍现一切处’，

是同一个意思。）它是呈“一”的状态，就是一个虚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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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自己的身体、头就在虚空的‘包裹’之中，虚空跟自

己的头——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相错交融在一起，

身体与虚空，互相渗透，密而不合，浑然一体，这个时候，

自己的眼睛能看，耳朵能听，鼻子有嗅，舌头有尝，身体有

触，大脑（意根）能思维。这个时候，空性·阿赖耶识（本

性空），它的一部分就转成了‘见、闻、觉、知’性，或‘眼、

耳、鼻、舌、身、意’六识，这个识，就叫“转相识”。这

个“转相识”，只能在你身体里面，不在外面，外面是阿赖

耶识，或是本性空。里面，身体里的阿赖耶识，已经转成了

‘眼、耳、鼻、舌、身、意’识了。

好，然后你再观察：大脑起的‘妄想’，大脑意根生起

的妄念，就叫‘业相识’，也叫‘第七末那识’。这样，你就

把「唯识」讲的那些名相，和自己‘身体’的感知，与自己

当下的境界，完全结合起来，进行思维观察，这样，你就能

开悟，就能在纷杂的唯识学理论中，解脱出来。

唯识里面，提到了有‘第九识’。第九识是谁呀？为什

么出来个第九识呢？所谓第九识，是翻译的人认为：阿赖耶

识是因地识，庵摩罗识是果地识，是‘如来果地’的识。而

唯识家认为：阿赖耶识和庵摩罗识，是同一个识的两个名字，

不存在“因地识”和“果地识”之说。为什么呢？我们认为：

唯识家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从《楞严经》我们知道，只

有破五蕴，才能证无上菩提。五蕴——色受想行识，最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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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识蕴’要破掉，识蕴破了，还有识吗？还有果地的识

吗？所以，‘第九识’之说，纯是‘没有经典依据’的推测，

所以，不可取。第九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包裹着自己的这个空性，就是阿赖耶识，也叫佛性，觉

性，也就是‘本性空’，在身体内部所‘幻起’的‘见、闻、

觉、知’性，就是‘转相识’（为什么叫幻起？因为，‘见闻

觉知’本身，是‘生灭不实’的假相！）。所起的妄想，就是

第七末那识。

第七末那识，为什么叫‘业相识’呢？因为众生‘造业’，

就是在这儿‘造’，我们‘起心动念，妄想、分别、执着’，

就是‘造业’。所以，第七末那识，包含‘分别、执着、起

心动念’，就叫‘业相识’。而这个‘业相识’，忽生忽灭，

它跟第六意识的相，没有区别，你看不到。但是，它在那儿

‘动’，起灭无常。那么，业相识，就是第七识造业，造业

的结果、痕迹会有储存，储存到哪儿呢？就储存在阿赖耶识

里，而阿赖耶识遍一切处。我们的记忆，我们生生世世的身、

口、意三业的记忆，通通储存在阿赖耶识里面，而阿赖耶识

就是这个空性，就是本性空！我们所有的信息，都在‘空性’

里面，不在我们的‘大脑意根’里。如果说，我们的所学到

的知识，都储存在大脑里面，当大脑烧成灰的时候，那么‘信

息’不就也跟着‘灭尽无余’了吗？何来的‘前身、后身’？

何来的‘生生世世’？那宿命通，那些记忆，从哪儿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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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不是从已经毁灭的大脑骨灰里找出来的。所以，“万般

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唯有业，随阿赖耶识，随法身；随

着‘阿赖耶识’，随着‘法身’走。这才是‘真相’！

好，今天时间到，我们就讲到这里。

磬声（三）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