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佛之路》第九集 「楞严观止」— 7 （妙印法师 文字版）

1

《成佛之路》

第九集 楞严观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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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讲。

——「楞严观止」 辅助加行

什么是「楞严观止」？什么是首楞严王？

观世音菩萨在《楞严经》里这样说到：【佛问‘圆通’，

我从‘耳门’，圆照三昧，缘‘心’自在，因‘入流’相，

得‘三摩提’，成就‘菩提’，斯为第一。】

‘佛问圆通’，即：佛问我，“什么是成佛的‘圆通’法

门呀？”

观音菩萨答言：“我从耳门，圆照三昧，”圆照，是指‘闻

性’圆照，是闻性‘圆满、寂照’；三昧，就是‘禅定’，就

是‘寂’，或‘寂静’；照，就是‘明明了了’，闻性‘圆照

了然’，‘有声尘、无声尘’ 的二相（动、静二相），亦‘了

然’。“缘心自在，”此‘心’，就是‘闻性’，就是‘听觉’，

就是“缘‘闻性’自在”。悟到‘闻性’，就是缘到自‘心’

了，或说，缘到了‘因地真心’，真心‘自在’。

那么，从耳门‘明心见性’，这是一个什么法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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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答曰：“因‘入流’相，得‘三摩提’，成就菩提，斯

为第一。”这是一个在耳门‘入流’得‘如来禅定’的法门。

‘入流’者，就是‘反闻闻自性’，因‘入流’而悟了‘闻

性’，因守住了‘闻性’，而得到了‘楞严本定’。此法门乃

是一个成就‘无上菩提’的‘第一圆通’法门——即：观世

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

楞严观止‘楞严王’，观在‘闻性’。因观‘闻性’而‘妄

念’自止，得三摩提——如来禅定；因观‘闻性’，成就‘无

上菩提’。无上菩提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这个法门，是娑婆世界一切有情众生，成就无上菩提的

‘唯一圆通’法门，是不可思议的圆通法门。凡是有缘遇到

的，都是跟观世音菩萨，有着宿世深厚的因缘，否则，这个

‘法门’听都听不到，何况能够善入‘实修’？

有人问：“修行，什么是‘头上加头’？”

答曰：“了别识——知性、见性、闻性等六种性，或者

六种识，或者第六意识，或本来面目，或真心，是‘佛头’。

最直白的说法，闻性就是‘佛头’。闻性、知性、见性等六

个性，是一个性，所以，明心见性就是悟了‘佛头’。守住

这个‘闻性’，就是守住了‘佛头’；守住闻性，就能成佛。

这个‘闻性’，或者这个意根的‘知性’，就是‘佛头’！这

个‘微细识’就是‘佛头’！佛头，无相。‘头上加头’，很

明显，如果我们的‘意根’知性，生起了‘妄想、分别、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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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或‘第七末那识’，这就叫‘头上加头’。‘佛头’

上生起了‘头’，就是‘无相’头上，幻化生起了‘有相’

之‘头’。‘佛头’上生起的这个有相‘头’，是六种‘头’，

是六道之‘头’。第七末那识，或妄想，就是六种‘头’。哪

六种啊？六道啊。‘妄想’就是‘佛头’上的‘头’。这个妄

想是善，就得善道的头；这个妄想是恶，那就得‘三恶道’

的头。

如《楞严经》里面：【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

斯即涅槃。】‘知见’立‘知’，这个‘知见’，就是‘知性、

见性’等‘六种性’或‘六种识’的简称，就是前面说的‘佛

头’；在‘知性、见性’上，如果立‘知’，这个‘知’是第

七识‘妄想’，也就是说，如果起了‘第七末那识’——‘妄

想’，此‘妄想’就是‘无明’之本！就是‘轮回’的根本。

轮回的结果，不就是受六种‘头’吗？‘善妄想’去善道，

‘恶妄想’去恶道。故知，‘头’上安‘头’，就是‘无明本’。

‘知见’无‘见’，「应该是‘知见’不立‘知’，不立‘见

解’或妄想，当然就是‘无见’了。」换句话说，在佛头上，

不起‘见解’，不起‘分别’，不起‘执着’，这就叫‘知见

不见，斯即涅槃’。佛头上无‘头’，不就是‘只有佛头’吗？

此佛头可以趋近‘涅槃寂静’。「斯即的‘即’字，有‘接近、

到达’之义，有渐渐逼近‘涅槃’的意思。不能把此句经文

理解为：‘不起妄想就是涅槃’。应该理解成‘不起妄想，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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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逐渐逼近涅槃。’」这个‘涅槃’，在因地，就是‘第六

意识’，或者叫‘闻性’，或者叫‘见性’，或叫无相的‘佛

头’。明心见性，见的这个‘性’，就是知性、闻性、见性等；

闻性、知性、见性就是‘佛头’，此‘佛头’就是‘涅槃’

正因。所谓‘头上加头’，简单说就是：如如不动的时候，

你就是‘佛头’，一念不生，守住‘自性’，守住‘闻性’，

守住‘知性’，如如不动，你当下所守的，是佛头，你就是

佛头，此佛头就是‘因地圣胎’；‘妄念’一起，就是六道之

头，所以叫‘头上加头’。第一个头，是‘佛头’；第二个头，

就是‘妄想’，妄想就是‘六道之头’。”

楞严观止，观闻性就是守佛头，就是观佛头、守佛头；

意根妄念‘止息’，就等于‘斩了六道之头’；我们不想要六

道的‘头’，我们只想要‘佛头’，我们只想要‘成佛’，那

就保持‘如如不动’，保持‘知见上不要立知’。

所以，楞严观止——楞严王，它涉及的‘理和事’，就

是整个大乘佛法的核心。大家听过‘理无碍，事无碍，理事

无碍，事事无碍。’听着很玄，华严三昧，四无碍法界。

什么叫‘理’无碍？答曰：“见到自身的‘佛性’，你就

得‘理’无碍；不见佛性，不明心见性，不能叫‘理无碍’。”

「增补语：悟到了闻性，就是悟了这个‘理’。能够‘自如

自在’地守住‘闻性’，就是‘理无碍’！」

什么叫‘事’无碍？答曰：“在因地‘了达’并接受‘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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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空，空即是色，一切法空，一切事空，事即是空，空即

是事。’能够在理念上接受、看破、放下，这就是在因地上

‘事无碍’。”「增补语：我们能够在‘因地’，事事面前，都

能时时寻观‘闻性’，不随外境而转，也可以称‘事事无碍’！

有人会说：“色蕴未破，何来事事无碍？”答曰：“色蕴是‘幻’，

是‘假’，不待你‘破’，而自破！如镜中之影，不待你去抹

镜子，影子才会消失，影子本来就没有！不抹而抹，看着‘有’

的当下，根本就‘没有’！‘五蕴’等亦复如是。”」

什么是‘理事无碍’呢？就是见性之后，在因地修行，

随缘不动念，遇到任何事情，守住那个‘理’，如如不动，

随缘做事，在‘事’中观‘理’，在动中观‘不动’，在纷乱

中见‘佛性’，这就是‘理、事’无碍。

随着修行的深入，功夫的纯熟，最后达到‘事事无碍’。

事事无碍，在果位，那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这个‘事’，就是‘色’。‘事无碍’，在因地无碍，遇到好事、

坏事，你都能做到‘无心’，无心对待，这是因地的‘事无

碍’。等你破了五蕴 ‘色、受、想、行、识’蕴中的‘色蕴’，

就可以达到真正的‘事事无碍’。「增补语：事事无碍，要分

‘因地和果地’。因地上的‘事事无碍’，也就是前面所说的

‘事无碍’状态，是‘理念上’被迫接受‘色空不二’的、

尚未亲自证实的‘事实真相’；果地上的‘事事无碍’，那就

是要亲证‘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或‘色空不二’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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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也可以说‘破了色蕴之后的境界。’」

就像冰和水，对一条‘鱼’来讲，冰不是水，水不是冰。

这个冰，对于一条鱼，那是‘碍’，是‘障碍’；但是，对于

‘人’来说，冰不是障碍，人能够把冰化成水，不至于渴死，

可是，鱼就做不到。「此处，‘鱼’比作因地修行的‘人’；‘人’

比作果地的‘佛’。冰比作因地的‘色’，水比作果地的‘空’。」

我们在‘因地’，色不是空，空不是色，色相能障碍我

们。到了果地，等‘色蕴破尽’，‘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那个时候，就无碍了，色相不能障碍我们。

所谓的‘华严三昧’，本就是‘真如三昧行’的异名，

就是‘明心见性’，就是‘般若·波罗蜜多’。那么，守住闻

性，一门深入，闻熏闻修，长时熏修，就是在修‘华严三昧’。

所谓的‘共入毗卢性海，同登华藏玄门’，什么是‘华

藏玄门’？答曰：“‘耳门’就是我们在因地的‘华藏玄门’

呀！”入了耳门的‘闻性’，就是入了‘毗卢性海’，就是入

了‘华藏玄门’。同入‘毗卢性海’，就是一切众生，共同‘明

心见性，不历僧祗，同获法身！’。‘毗卢性海’名‘佛性遍

一切处’。佛性，自性‘海’，说他是‘海’，是因为他‘大’。

我们的‘自性’，大而无外，小而无内。这些‘玄’话，其

实都不玄，悟了，无非就是一个‘因地和果地’。我们现在

的障碍就是，有关佛菩萨果地上的‘境界、功德、能力’等

等，听得太多了，却都不是我们自身的‘现量境界’，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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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话西游’，可望不可即。我们现在的任务，应该把学佛

的重点，转移到修学‘最初方便’上来，转移到‘初下手处’。

华藏世界再‘富贵’，得有一个‘入门’处，这个最初之‘门’，

我们必须要亲自找到它，否则，画饼充饥，望梅止渴，没有

用。所以，入守‘闻性’，就是跨入了华藏世界的‘富贵’

之门，其功德利益之大，绝对是不可思议、毋容置疑的。

守闻性，观闻性，是很简单的事情，‘会者不难，难者

不会。’不会者，不要紧，慢慢练，忏悔业障；已会者，不

要轻视，不要以为：‘这么简单！’‘这么简单？’对你简单，

那是因为过去世你曾‘修过’，而对很多人讲，确实‘不简

单’，这一念‘回光返照’，真的就不那么‘容易’啊！

所以，我们现在，在修行的过程中，基本上会出现两种

情况：一种是非常自在，长驱直入，障碍很少，这种情况比

较罕见。另一种情况，也是大多数人遇到的情形，障碍很多，

障缘很多，你不修则已，一开‘修’，各种‘外缘干扰’都

来了,包括：内部的，外部的，可谓：内忧外患，通通起‘现

行’。

这个时候，如果你还能‘坚守闻性’，你就继续‘守闻

性’，以‘守闻性’为主。假如你实在‘修不下去’了，烦

恼起现行，守不住了，不想守了，这个时候怎么办？答曰：

“那就需要考虑，修‘加行’了。”那么，什么是修‘加行’

呢？答曰：“修‘辅助行法’就是修‘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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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行有几种？答曰：“最主要的加行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加行：是‘持咒’。诵持《楞严神咒》等。

第二种加行：要‘持戒’。要受持、严持戒律。受持三

归，具足众戒，以‘五戒’为基础。

第三种加行：持名念佛！礼佛拜忏！以诵持‘南无药师

琉璃光如来’圣号为主。净土宗人，以‘南无阿弥陀佛’圣

号为主。用念佛、拜佛、拜忏，来降服和缓解自己的烦恼习

气，抑制狂乱的‘起心动念’。

第四种加行：就是听闻‘大乘经典’。一个真正的修行

人，必须是一个‘解、行’相应的人。要做到‘解行相应’，

就必须要‘听经闻法’，特别是要听‘大乘佛经——般若波

罗蜜多法。’当然，听经闻法，并不是什么都可以听。修‘耳

根圆通’者，一定要听闻‘大乘·般若波罗蜜多法’。听《十

善业道经》，那是为了‘持戒’，不是为了‘明理’；听闻大

乘《般若波罗蜜多经》，是为了‘明理、解惑’，让自己在实

修过程中，不起疑惑。

第五种加行：要辨析‘五十阴魔’。对于修行‘楞严大

定’过程中，诱发出的一些‘副产品’，也就是出现的一些

‘境界’，要知道，出现‘境界’不是‘证圣’。圣者，没有

‘境界’才是‘圣境’；有境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证了‘境界’，就是证了‘虚妄’，证‘虚妄’，不是证‘圣’。

只有证了‘无上菩提无境界’，或证了‘无上菩提不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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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真正的‘圣境’，才叫‘证圣’。魔境，都是‘相’。

圣性‘无相’，没有‘境界’。这一点，一定要清楚。

所以，五十种阴魔，每一种里面，都含有微细的魔事。

所谓魔事，一切‘境界’，几乎都是‘魔事’，所以你要辨别。

‘古大德’是修行过来的人，留有一句话叫做‘魔来斩魔，

佛来斩佛’佛魔都不‘执着’，就是‘无所住’！不着‘任何

境界’，就可以‘避免魔事’。

这五种加行，我们可以利用日间的‘早晚课诵’来完成。

平时，就是‘如如不动’，有闲空就住‘定’，守闻性，行、

住、坐、卧都可以‘守’。当知，最高级的‘定力功夫’，那

就是在‘接人待物’的时候，也都能修。理事无碍呀，当下，

佛性，明明了了，事上，非常圆满，不失威仪。以十善业道，

指导自己在‘事’上的‘行为’，不造‘恶业’，造了‘恶业’，

要知道‘马上忏悔！’，最简单的‘忏悔’，就是‘念佛号’，

随便哪尊佛号，念着清净，有‘感觉’就好。这就是圆满的

世间修行。事无碍，理事无碍。当知，事事无碍，也是修持

‘理事无碍’的结果。

那么，修‘加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安安稳稳地‘守

闻性’。实在‘守不下去’了，就要修‘加行’。能‘守’的

话，则以‘守闻性’为主。为什么？因为‘守闻性’，就是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总持

一切佛法’。你守闻性的时候，就等于‘持一切咒’；那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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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咒，肯定包括《楞严神咒》。你能守住‘闻性’，就等于在

持《楞严神咒》；你能守住‘闻性’，就是‘持一切戒法’；

你能守住闻性，就是‘实相’念佛；你能守住闻性，你就是

在听‘大乘佛经’；你能守住闻性，你就远离了‘五十种阴

魔’。这些理念，一定要清楚，关键是看自己能不能守得住。

这里，我打一个比喻：守‘闻性’，好比说是‘吃中药’，

中药是解决‘病根’，是从‘根’上治病，但是见效‘缓慢’，

病程较长；那么，吃‘西药’，有‘立竿见影’的功效，我

们把持咒、念佛，当做‘吃西药’。尤其是持咒，当‘心烦

意乱，业障起现行，‘闻性’守不下去’的时候，干脆先持

诵一遍《楞严神咒》，这一遍《楞严神咒》十分钟，有点‘禅

定功夫’的人，立刻就能‘清净’下来。

‘清净’下来之后，再继续‘守闻性’。以持咒、念佛

与入定交叉进行的方式，来修持‘楞严大定’（这种交叉进

行的方式，相当于‘中、西医’结合。）随着修行的深入，

阿赖耶识‘深层’的业习‘种子’，会慢慢地‘浮现’出来。

「增补语：所谓‘浮现’的过程，就是‘自己混乱’的过程，

同时也是‘业习消除’的过程。有人一念‘楞严咒’，‘心思

和外缘’似乎‘更乱了’，把‘自己乱了’归咎于‘念楞严

咒’，于是就放弃了‘继续持诵’。错了，‘念咒’把自己念

得‘乱’了，这正是‘消除业障’的一个良好反应，一定不

要‘担心’甚至‘恐惧’，应该继续持咒，直至‘清净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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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明妄想’浮现得‘越多’，一次持诵《楞严神咒》的‘遍

数’，应随之而‘适量’增加，这是经验。刚开始持咒，持

一遍就很起作用；一遍不行，那就三遍；三遍不行，七遍；

七遍不行，二十一遍。必须要适时地加大《楞严神咒》的持

诵数量，才能让自己更容易地‘深入禅定’。这是初期修学

阶段。

每天每次究竟持诵几遍《楞严神咒》合适？答曰：“以

能使自己清净下来的‘遍数’为准。一遍清净，就持一遍；

三遍能清净，持三遍，一般不会超过二十一遍，自己就会很

清净了。清净的标志就是——‘妄念很少，不乐多言，容易

入定’。‘楞严咒’的持诵‘数量’，建议每天一次最多不要

超过二十一遍，否则‘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经过长期，

甚至是多年的‘持诵’之后，最终达到，每天不持‘楞严咒’，

也很‘清净’。这个时候，就要减少‘持诵数量’，甚至，一

周持诵一遍或一次 1-3 遍，就可以了。经过长期持诵‘楞严

咒’，已得‘清净’的人，就没有必要‘天天持诵’了，每

天应以‘禅定’为主要修学功课。寺院里的‘早晚课诵’，

对于同一个‘修行人’而言，并不是‘一辈子、天天’都要

做的‘功课’。对于‘初学佛’的‘初期阶段’，每天的‘早

晚功课’，最好要坚持十年以上。十年期间，要风雨无阻，

尽可能地‘天天坚持’。当然，根性不同的人，这个‘时间

段’的长短也会不同，因人而异。总之，早晚功课，是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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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自己业障’的，不是‘做给别人看’的。经咒‘背诵’

不下来，就拿着课本‘念’，‘念’出来的‘功课’，得‘真

实功德’，冥阳两利，不丢‘面子’。大殿里‘做功课’，滥

竽充数，与己与人，都无‘利益’，这才是‘真丢面子’。出

家僧人，要学会“无任何‘法器’伴奏”的独立的‘早晚功

课’，共修与独修，要兼顾而行。学佛，‘四依法’很重要。

下面，我们就说一下‘持咒’。

《楞严神咒》的主要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消除‘宿世的

业障和习气’，容易持戒，容易清静。很多只修行‘善法’，

排斥‘念咒或念佛’的人，在持戒方面，感到很困难，做不

到！为什么做不到？答曰：“恶习气太重了！我做不到，没

办法了！”

不是‘没办法’，就怕你不用。如果能够‘念咒’，特别

是受持《楞严神咒》、《大悲咒》等，就能帮助你灭除粗重的

业障习气，成就你的‘善法’，你很容易就能做到‘行善止

恶’，乃至契入‘甚深禅定’。这就是‘楞严神咒’、‘大悲咒’

等咒的力量，能够消除‘习气’，尤其是宿世累积的‘习气’。

《楞严经》云：【佛言：“若有宿习，不能灭除，汝教是

人，一心诵我‘佛顶光明·摩诃萨怛多·般怛啰·无上神咒’。”】

——此即是《楞严神咒》。

佛特别举例子说：【阿难，且汝宿世，与摩登伽，历劫

因缘，恩爱习气，非是一生，及与一劫。我一宣扬，爱心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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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成阿罗汉。】

那么，这个《楞严神咒》是干什么的呢？答曰：“此咒

对于降伏‘欲魔’有特别的作用。”男女的恩爱习气，是我

们一切众生的‘病根’，持诵《楞严神咒》，可以有效地降伏

欲魔的习气，嗔魔的习气，还有痴魔的习气，大家一定要认

识清楚。有人说‘持《楞严神咒》不慈悲’。‘为什么不慈悲

呢？’说：‘一持《楞严神咒》，就把他的护法神给伤害了。’

他的什么护法神呀？原来是‘护持欲望的护法神’。大家想

一想，《楞严神咒》是用来‘降伏欲魔’的‘欲习’，而不是

伤害‘欲魔’；他说：‘魔也是众生呀，你不能用《楞严神咒》

来伤害他。’

《楞严神咒》没有伤害‘欲魔’，而是在度化‘欲魔’，

让欲魔放下‘欲习’，转入‘清净’；从欲念‘炽盛’，转到

清净‘梵行’，这是在救欲魔，免三恶道苦，绝不是伤害欲

魔。所谓：转‘魔’成‘佛’。所以，持《楞严神咒》不是

对众生不慈悲，这个‘说法’有问题。难道让你整天欲魔缠

身，春意盎然，这就叫‘慈悲’吗？恩爱习气‘有增无减’，

令众生‘轮回不止’，这叫‘慈悲’吗？所以，这种说法不

可取。

寺院的早课，第一个咒就是《楞严神咒》。作为一个寺

院或道场，必须要持《楞严神咒》，尤其是现代末法时期，《楞

严神咒》出现在‘末法’，它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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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就是——降伏我们末劫沉沦众生的‘贪欲、嗔恚、愚痴’

习气。它不是偶然来到这个世间的。佛菩萨慈悲，《楞严神

咒》传入中国之前，唐朝以前的人，比现在的人‘清净’；

现在的人，物欲横流啊，不靠《楞严神咒》来降伏，怎么回

归自性？怎么‘转凡成圣’？怎么解脱？所以，《楞严神咒》

是我们修一切法门的主要‘加行和助行’。

下面，我说一下持《楞严神咒》的功德和利益。

佛对阿难说：此咒【出生十方，一切诸佛。】可见这个

咒，的确是成佛修行的‘必要加行’。

此咒【得成无上‘正遍知觉’，降伏诸魔，制诸外道。】

此咒能够【拔济群苦：所谓，地狱、饿鬼、畜生，盲聋、

瘖哑，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大小诸

横，同时解脱。贼难兵难，王难狱难，风火水难，饥渴贫穷，

应念消散。】

大家想想，这个咒的威力有多大！持这个咒，可以免三

恶道苦。诵持这个咒，现世能够离八苦：怨憎会苦，爱别离

苦，求不得苦，生、老、病、死苦，五阴炽盛苦。大小诸横，

横死横祸；贼难兵难，贼难就是被人偷窃；兵难就是战争。

王难狱难，就是犯法坐牢；风火水难，这是自然灾害难；饥

渴贫穷，等等灾祸，随着咒声相续而应念销散。

其次，受持《楞严神咒》能够【令诸小乘，闻秘密藏，

不生惊怖。】



《成佛之路》第九集 「楞严观止」— 7 （妙印法师 文字版）

15

想修行‘大乘’的人，一定要持诵《楞严神咒》，为什

么？答曰：“因为持诵者，在听到‘般若波罗蜜多’法，听

到‘空’法，听到‘无’法时，能不生‘惊怖’，不恐惧，

不害怕。”小乘人听到‘本性空’，能生恐惧心，何况小乘以

下的人，乃至世间凡夫，听到‘世界空、无’，听到‘般若

波罗蜜多’法，听到大乘法，皆生惊怖、畏惧之心。特别是

修‘有为法门’的人，心一‘清净’，就会‘茫然恐惧’，不

敢‘清净’。一听‘大乘’，心生畏惧，心里不踏实——“什

么都没有，怎么修啊？”如果能诵持《楞严神咒》，这种‘心

态’就会转变。

其次，【十方如来，传此‘咒心’，于灭度后，付佛法事，

究竟住持，严净戒律，悉得清净。】

咒心就是‘咒法’。这句话，对我们‘寺院’、‘道场’

都非常有用。佛灭度后，付佛‘法事’，做佛‘法事’，能够

‘究竟住持’，远离‘障碍’。而且能够令‘道场、寺院’，

戒律‘清净’。所以，一个‘道场’，不管你是哪个宗派的‘道

场’，如果你能够持《楞严神咒》，你这个道场的‘道风’，

至少‘戒律’方面，会得到严净，得到清净。

听说有些‘道场’，已经不持《楞严神咒》了，如果你

是真正修行人，就应该护持戒律，护持正法，一定要恢复《楞

严神咒》的诵持，而且要一直‘坚持’下去。

一个道场，一个寺院，不靠诵持《楞严神咒》为加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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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佛事’，想让佛事做得‘如理如法’，想得到‘持戒清净’，

‘道场庄严’，无有是处。

接下来：【汝等有学，未尽轮回，发心至诚取‘阿罗汉’，

不持此咒而坐道场，令其身心‘远诸魔事’，无有是处。】

只要你想修行，你就是求一个小乘阿罗汉果，如果不持

《楞严神咒》，想远离诸魔的干扰，都不可能。想出三界，

想求解脱，一定要持《楞严神咒》，一定要学，尤其是在没

有‘明心见性’之前。如果已经‘明心见性’了，加行‘此

咒’，那就是‘如虎添翼’。持诵《楞严神咒》，如虎添翼。

下面说：【阿难，若诸世界，随所国土，所有众生，随国所

生，桦皮‘贝叶’，纸素白㲲（die），书写此咒，贮于香囊。

是人心昏，未能诵忆，或带身上，或书宅中，当知是人，尽其生

年，一切诸毒，所不能害。】如果能够把《楞严神咒》的咒文，

书写在【纸素白㲲】——纸或细棉布上，把它用‘香囊’包

装起来，放在身上，随身携带；或者把《楞严神咒》书写在

‘纸’上，挂在‘墙’上，供在‘住宅’里面，供在‘书房’，

那么，这个人呢，这一生：【一切诸毒，所不能害】他不会

中毒。

其次：【阿难，我今为汝，更说此咒，救护世间，得大

无畏，成就众生‘出世间智’。】持《楞严神咒》能够成就‘出

世间智’啊！出世间‘智’，就是‘一切智、一切智智’，就

是‘无上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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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灭后，末世众生，有能自诵，若教他诵，当知如

是诵持众生，火不能烧，水不能溺，大毒小毒，所不能害。

如是乃至，龙天鬼神，精祇魔魅，所有恶咒，皆不能著，心

得正受。一切咒诅，厌蛊毒药，金毒银毒，草木虫蛇，万物

毒气，入此人口，成甘露味。一切恶星，并诸鬼神，碜（chen）

心毒人，于如是人，不能起恶。频那夜迦，诸恶鬼王，并其

眷属，皆领深恩，常加守护。】

持《楞严神咒》不会遇到火难、水难、毒难，而且能够

得到诸鬼神王的护持、保佑、守护。

下面：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读、若诵，若书、若写，

若带、若藏，诸色供养，劫劫不生，贫穷下贱，不可乐处。】

这就是受持《楞严神咒》‘当下’乃至‘未来世’所得

到的‘好处’，我们的未来，还有生生世世呀！如果我们这

一世，能够学会《楞严神咒》，那么，至少以后，生生世世

不会投生在‘贫穷下贱’的地方。

特别是：【此诸众生，纵其自身，不作福业，十方如来

‘所有功德’，悉与此人。】十方如来的功德，都会回向给持

诵《楞严神咒》的人。

【由是得于恒河沙阿僧祇、不可说、不可说‘劫’，常

与诸佛，同生一处，无量功德，如恶叉聚，同处熏修，永无

分散。】

诵持‘楞严神咒’，能够‘生生世世’与诸佛如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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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处，无量功德，随身而有。‘恶叉聚’：恶叉聚是一种植

物，用它来比喻持诵《楞严神咒》的功德利益的。这种植物，

有三个果子，分不开，只要一生出来，就一定是三个果，不

会是一个，也不会是两个。

特别是持《楞严神咒》：【能令‘破戒’之人，戒根‘清

净’；未得戒者，令其得戒；未精进者，令得精进；无智慧

者，令得智慧；不清净者，速得清净；不持斋戒，自成斋戒。】

这个重要啊！我们受了戒，我们是学佛的弟子，我们受

了三归五戒，乃至于出家三坛大戒，或具足戒，这么多的戒

条，一不小心，有意无意，就会触犯。犯了还不知道。假如

自己能够诵持书写《楞严神咒》，即便是‘无意中’犯了戒，

通过诵持《楞严神咒》，也能消除自己的业障啊！让自己的

‘戒根’重获清净啊，这一点非常重要。‘不持斋戒，自成

斋戒。’持诵《楞严神咒》，就无所谓‘过午不食’了，自然

就是‘过午不食’。

特别是：【设犯禁戒，于未受时，持咒之后，众破戒罪，

无问轻重，一时销灭。纵经饮酒，食啖五辛，种种不净，一切

诸佛，菩萨金刚，天仙鬼神，不将为过。设著不净，破弊衣服，

一行一住，悉同清净。】

持诵《楞严神咒》能够消灭‘破戒之罪’，这是毫无疑

问的。「增补语：此处‘于未受时’，有两种理解：第一种，

若理解为‘于未受戒时’，则与前一句‘设犯禁戒’，前后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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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因为，若‘未受过’戒，也就无所谓‘破戒’，没有受

过戒，就没有破戒。第二种，若理解为‘破戒之后，在未‘增

补’受戒时，’已经‘破’了，但还没有再次‘增补受戒’，

这个时候持诵‘楞严神咒’，破‘戒’之罪，一时消灭。」

【纵不作坛，不入道场，亦不行道，诵持此咒，还同入

坛；行道功德，无有异也。】

只要你持诵此《楞严神咒》，为什么说‘还同入坛’呢？

因为持诵《楞严神咒》，一定能成就‘无上智’，能够成就‘出

世间智’——成就‘明心见性’，它是成就‘无上菩提’的

有力‘助行’。持《楞严神咒》是‘因’，将来‘明心见性’

是‘果’，这是肯定的。所以，才说‘还同入‘坛’，行‘道’

功德，无有异也。’

【若造五逆，无间重罪，及诸比丘，比丘尼，四弃八弃，

诵此咒已，如是重业，犹如猛风，吹散沙聚，悉皆灭除，更

无毫发。】

这就是一个寺院或道场，为什么一定要持诵《楞严神咒》

的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理由。出家、在家菩萨，犯了五逆罪，

犯了‘无间地狱’重罪，乃至于‘杀盗淫妄’、四弃八弃，

只要持《楞严神咒》，如是‘重业’，悉皆灭除，更无毫发。

所以，听到了这一段“开示”，一个寺院，一个道场，能放

弃《楞严神咒》的修持吗？

【复次，阿难，若有女人，未生男女，欲求孕者，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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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心，忆念斯咒，或能身上，带此‘悉怛多·般怛啰’者，

便生‘福德智慧’男女；求长命者，即得长命；欲求果报，

速圆满者，速得圆满。身命色力，亦复如是。命终之后，随

愿往生十方国土，必定不生‘边地、下贱’，何况‘杂形’？】

持《楞严神咒》的世间人，求男孩得男孩，求女孩得女

孩，而且是福慧兼备的男女孩儿。没有孩子的人，可以通过

身上佩戴《楞严神咒》，或者自己亲自念《楞严神咒》，就能

求到男孩、女孩，而且都是福德智慧的男孩女孩，短命的可

以长命。特别是：命终之后，能够随愿往生十方佛国，一定

不会投生到‘边地、下贱’之处。

持《楞严神咒》决定能够随心随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持《楞严神咒》何止是能够随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十方佛

国、十方净土，都能随愿往生。所以，念佛的净土人，当知

持诵《楞严神咒》，好处功德，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万不可

认为：‘这是夹杂的修行’，甚至认为，会影响你的‘西方往

生’！莫做是解。

读过《文抄》的人，应该知道：印光法师每天按照丛林

早晚课，《楞严神咒》、《大悲咒》、《十小咒》，《八十八佛忏

悔》，《蒙山施食》等，他都‘随众’跟着做。每天晚上，临

睡之前，还要增念 25—55 遍《大悲咒》，这种修行，一直保

持到他圆寂。这是印光法师《文抄》自传里记载的。他并不

是一天到晚，死抓着一句‘佛号’不放，他不是这么修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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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自己去查证《文抄》。

所以，修行有很多‘助行方便’，有的是‘事半功倍’

呀。修行‘大乘’，持咒，持戒，都是帮助我们往生西方极

乐世界乃至于提升品位的‘事半功倍’的前方便，不能不知

道。

好，《楞严神咒》其他的功德与好处，还有很多，特别

是《楞严神咒》对于我们修行‘楞严大定’的人，它有降伏

欲魔、降伏诸魔的功德。所以，《楞严神咒》是我们修「楞

严观止」的有力助行与加行。

好，今天时间到！

磬声（三击）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