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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30127 “了了常知、蕩然不住”就是自性體現 

問：好像“了了常知”和“蕩然不住”這兩句是兩個方法？ 

答：佛經上是這麼說：“了了常知、蕩然不住”就聯繫在一塊，它講

的是一不是二，“了了常知、蕩然不住”就是自性體現，就是如此。

所以，《楞嚴經》上講如來藏有三種體現：第一個是空如來藏，第二

是不空如來藏，第三是空不空如來藏，它叫一心三藏。就跟“了了常

知、蕩然不住”是應用在一起的，講的是一回事。 

問：但是，我們在平時修的過程中看起來像是兩個法。 

答：它講的是佛性的體現。那麼我們所講修證的過程未必講的是佛性。

修證的過程你還沒證，你就不能夠說它是佛性的體現。證體不言為修，

你無法可修，所以不言為修。我們所講的修證是還沒有證體，就叫修

證過程。證體了之後不言為修，那時候說它是什麼呢？自性的流露，

也就是說自性的流露就是了了常知、蕩然不住。你在修證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說“了了常知”跟“蕩然不住”是兩個方向，你可以這麼說，

因為你還沒有證體。證體了之後你才有資格說“了了常知”跟“蕩然

不住”就是一體的，那是證體之後說的話。 

問 A：沒有證的時候就沒有辦法體現？ 

答：你用不上，不是你的東西你用不上。佛經上是這麼講，但是你用

不起來，所以你就可能認為它不是一回事,因為你用不上.你還在修證

的過程當中,你就會對佛所講的了了常知、蕩然不住起分別心,“不對

呀，這個是兩個方向呀。”這就證明你沒有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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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禪師他《證道歌》裡有一句話：“夢裡明明有六趣，覺後空

空無大千。”我們一位朋友沒有修證，他說：“不對，這句話不對。”

他就否認永嘉禪師這句話。他說應該是“夢裡明明無六趣，覺後空空

有大千”。他就拿這句話來作分別，他不知道這句話從哪裡來。 

問：請繼續。 

答：我這第一個問題回答，你可以做做評價嘛，你滿意不？有異議不？

怎麼說呢？ 

問：就是如果從“了了常知”的這個角度來講的話，它就是從根本上

來講。 

答：根本有住嗎？根本有沒有住著？根本住在哪呢？ 

問：根本沒住。 

答：根本就是不住的嘛，所以叫蕩然不住嘛。 

問：不是有句話叫“無所謂住不住”？ 

答：不住才可以說無所謂。 

問：那當然，那肯定是不住的。 

答：對，你都執著那個東西執著得要死，你還說無所謂，那不是騙人

騙自己嗎？所以說不住才可以說無所謂。 

 

2. 20230127修證上的成就需要三種福報 

問：下座自然就是觀照是吧？這個“自然”是什麼？ 

答：有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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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就是它肯定要是不住的。 

答：前提是座上出現微細流注，下座就可以自然觀照。我們是講前提

的，不是說你座上妄念紛飛，下座你就可以自然觀照，那不可能。它

的前提就是你座上出現微細流注。體會不到座上的微細流注，就體會

不到座下的自然觀照。 

都屬於種子翻騰，但前面的做功方法都是有住的。初住、細住、

微細住，那個住就是住著的住，住在上面的住。“微細流注”的“注”

是三點水的“注”，它是不住的，所以它像井噴一樣“噗”出來了，

攔都攔不住，因為你不住嘛。像井噴一樣，那叫微細流注。那個是一

點意識都沒有作用在上面的，一起意識分別那叫“蓋住”了，那就是

單人旁的“住”。你沒有用意識強加在這個流注上，它是像井噴一樣，

那個是自然流露的。座上的自然流露跟座下的自然流露它是相應的。

所以做功夫也是這樣，你座上能夠出現微細流注，座下才可以自然觀

照。它是沒有住著心的，不用起個念頭說：“嗯，我要觀照，我要念

念清淨。”那是執著在觀照或念念清淨上，那也是用單人旁的“住

著”，住在現照上，不是真觀照。因為執著觀照還是執著，它並非是

觀照。所以座上和座下的功夫是相應的，座上體會不到微細流注，下

座的功夫肯定是有意識作用的。那種觀照可以叫作提起觀照或者叫作

意觀照，但不是自然觀照。功夫細節是這麼講的。 

問：自然觀照的時候，它也會有對境生起一個粘著吧？ 

答：有啊，肯定有。 

問：那這時候就要講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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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住也是暫時的嘛，好比說喝茶，你說這是住還是不住呢？ 

問：這樣講的啊？它會住的時間稍微長一點。 

答：即用即捨。 

問：喝茶肯定是即用即捨。 

答：對呀。你不可能說我一點都不住它，完全不住它那不可能。那叫

即用即捨。 

問：如果是住得稍微長一點那種呢？ 

答：那就叫停留。停留也有啊，你炒個菜要十分鐘，那你就得這十分

鐘都用在炒菜上。 

問：這也是屬於自然觀照的一個體現裡面。 

答：對，也沒有離開觀照。所以叫“了了常知、蕩然不住”，就是自

然觀照。 

問：所以說如果是自然觀照的這種情況，哪怕是別人說我了，心裡面

起了一種想要光火的粘著。 

答：那沒看住自己嘛。 

問：你不是說暫在停留嗎？  

答：沒看住自己。那也不會用到光火上啊。 

問：噢。是這樣的啊。 

答：你要是光火有理，那踢你一腳也有理？那也是光火啊。 

問：這個就不叫暫時的停留了？ 

答：這是已經生煩惱了。就像我們有師兄說：“我是見性的。”然後

另外一個師兄說：“呸，你見個狗屁。”他馬上去撲過去打人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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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幾個人拉都拉不住他。很不容易把他拉住了，然後叫他坐下、息怒。

他說：“我哪有生氣，我只是一種表現而已。” 

問：對呀，對經常會有人這麼講。他說：“我一邊生氣一邊觀照。”  

答：對，他說：“你別看我打他，我一下子就化空了。”（眾笑） 

問：這種是不行的，不在自然觀照裡邊。 

答：都著相了，還叫觀照嗎？ 

問 A：那個連提起觀照都不是。（眾笑） 

問：是不是可以這麼講，其實他在粘執著的一瞬間其實他不是在了了

常知裡的，他其實是迷失的。 

答：也沒離開常知，但最大的成份是粘著。即便是粘著也沒離開了知，

任何人都一樣的。任何人做錯事他哪有自己不知道的，不可能說他做

錯事的那一刻他是個傻瓜，怎麼可能呢，對吧？ 

問：那他應該是粘著之後他覺得他自己是在了知當中，是吧？ 

答：你說的這種情況就是在修證的過程中會體現。 

問：那我們都是在修證，除了上師，我們不是都在修證過程當中嗎？ 

答：說自己就行了嘛。這裡面你哪裡知道人家不是毗盧遮那佛呢？（眾

笑）你說自己可以，但你不能把大家都帶進來。 

問：所以說如果這個人還有這種粘著的話，他就還要做這個做念念不

住的功夫。 

答：所以佛有一句話：佛看一切眾生皆是佛，眾生看佛也是眾生。這

是佛見跟眾生見不同的地方。 

問：我覺得您講的還是兩個方法，您講的自然觀照和念念不住是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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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答：說來聽聽。 

問：你看你剛才講的自然觀照，它是不存在那種粘著的，就不需要講

個什麼…… 

答：那不是念念不住嗎？你剛才還說是兩個方法。 

問：念念不住是用在那個人還有粘著的時候，我們要講一個或者說念

起即覺，就是講想起粘著的時候要念起即覺。 

答：念念不住是佛地。 

問：有這麼高呢？ 

答：對呀。你一瞬間有多少個念頭？你知道不？ 

問：一刹那有三千念。 

答：三千念吧。佛是念念不住，所以他一瞬間有十萬八千念。 

問：噢，十萬八千念。 

答：你才三千念。 

問：我不是，我說書上寫的一瞬間有三千念。 

答：佛說一瞬間十萬八千念，因為念念不住，所以說十萬八千念，十

萬八千就是無數的意思。因為他不住在上面所以叫叫念念不住。 

問：那你說我們說有時候是想起粘著的時候是吧？然後你就化空了？ 

答：其實我跟你說，你這些問題都不是問題，稍微用功就證出來了。

你稍微好好打打座，都能夠體現出來。因為歷代祖師就是這麼指導我

們的。你無論是讀佛經也好，看我們歷代祖師開示也好，都是這麼做

功夫做過來的，不是空口無憑，也不是看書來的。看書來的你拿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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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叫拾人牙慧，不是自己的東西，那是沒有意義的。知道得多，你講

法做開示可以說得天花亂墜，但跟你自己一點關係沒有。所以這個要

自己狠下功夫，就一個決心、一個大願，不證菩提誓不下座，自己去

修證。即便要反駁上師，你也有底氣呀。你講這句“不對”，你要有

底氣。而且為什麼不對你可以說出一堆來自己的心得體會。那咱們兩

個就在這裡辯經，可以辯得耳紅面赤但是不能夠動手。 

好好做功夫，這大好時光不要錯過。多好的時光，真的不要錯過。

理論知道得再多，沒有一點實證不頂用。到老打坐打不動了，到老一

場空，沒有意義。所以趁著大好時光好好用功。“了了常知、蕩然不

住”這是佛經上的話，你如果對佛經上講的東西還有疑問，那就要靠

自己去修證，你不親證你即便懷疑它是還是不是，你也推翻不掉他。

那你親證一翻之後你再來說它是還是不是，那你就有理。 

佛法是屬於大眾的，不是某一個人的，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只

有生死是自己的。了生死是自己的事，我們用不著去替別人了生死，

也不用別人來替我們自己了生死，生死是自己的。所以禪宗很講事實，

“大事未了，如喪考妣”，自己還沒證得根本，每天都沒有心情，那

心情很沉重，就像剛死了爹娘一樣，所以叫如喪考妣，有什麼好值得

我們自己去樂呢？這就是功夫要做到綿密處，才能夠體會到什麼叫

“大事未了、如喪考妣”。換一句話說大事未了活著都是苟且偷生，

不是真正活著。活得渾身都不自在，不知道是在臺上還是台下。 

其實，精進用功是很容易的。就是你這個決心一定要有——不證

菩提誓不下座，這就是釋伽佛最初在菩提樹下所發的大願，所以他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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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座四十九天之說，沒有這麼大的決心誰也做不到。你這個大願出

來了，最多也就四十九天你就成就了，一個多月，成就很快的，所以

就怕你這個大願生不起來。 

問：這個成就指的是？ 

答：了生死，得解脫，親證本來，不枉此生。起碼你不會在佛所說的

話當中生疑，對不對？ 

問：這就叫生疑了？ 

答：不是生疑啊？你不生疑怎麼會認為它是兩個方向呢？ 

問：不懂嘛。 

答：不懂？用功嘛。我們二祖說要深入經藏也得是一個徹悟之人。徹

悟之人，深入經藏，方具足大智慧。你一點修證沒有你去讀佛經，即

便讀懂那也沒有意義，你用不上，不是你所證。所以我們歷代祖師的

指導就是，佛教的知識、知見、見地我們要會要懂一些，這個在跟你

的老師、上師交流的過程當中就能夠掌握。多數的時間用在修行上，

打開本來之後你再去深入經藏，那就受益匪淺。因為不證本來之前你

去在經論上面去下功夫那是白費功夫，增加你的所知障，對你日後的

修證會帶來影響。因為好多伶俐漢，一讀佛經他背都背得出來了，別

說是說一說而已。他背得出來之後他就認為這些他都懂了，不願意去

用功了。這個先入知見就形成了障道。 

在修證上要具足三種福報，哪三種福報？第一個你依止的是正法，

正信的佛教，講解脫、講究竟、正確、正知見、正法眼藏的佛教，這

是你第一個好運；第二個好運，有實修實證過程的指導，就是這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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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可以讓你得到真實的受用；第三個運氣，你必須要有大願——了脫

生死的大願。這三種福報你都具足了，這輩子你的修證那是自己可以

預見得到的。這三種福報缺一不可，好比你能夠遇到正法眼藏的法門，

但是你沒有修證的指導，即便你有大願也不一定能夠修證得成功。所

以它是三位一體，缺一不可。那你前面兩種都具足了，第三種你不願

意去修證，那也沒辦法。你看有很多人也很用功，他也認為他所學的

那個可以解脫，學了十幾年才發現入了歪門邪道。這就是第一條沒有

具足，沒有正法眼藏，沒有具足正信。他也很用功，也有人指導他，

但這個法不究競，學了好長時間回過頭來看原來是歪門邪道。所以我

們說這三種福報都要具足，就決定你這輩子的成就。 

 

3. 20230202何時體會觀照最明顯 

上師：那段時間是最清淨的，那個時候叫做朗朗自照，多體會這個，

你就知道什麼叫觀照了。 

師父：這個我體會就是睡在那裡啥都知道，然後時間就好像感覺不到

那種…… 

上師：就是說你那醒意已經有了，還沒有開始動妄念的時候，朗朗清

清的，那個時候觀照是最明顯的。眼睛還沒睜開，很多人一睜開眼睛

就開始胡思亂想了，醒意已經有了，但是還沒有睜開眼睛，那時候這

是最清淨的，誰都一樣，誰都會有，它是天生，本來就是如此。 

師兄：這個沒有體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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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師：你去體會嘛。 

師兄：多體會一下。 

上師：多體會。 

師父：就是這個二十四小時都這樣? 

師兄 A：那就自然觀照了。 

上師：自然觀照，是的，那是最自然的觀照。 

師兄 A：這會兒是提起觀照。 

上師：那個叫自覺嘛。自覺，就是如此。 

師兄 A：跟著妄念跑就不自覺了。 

上師：跟著妄念跑就著相了嘛。 

師兄 A：是，跟著習氣跑，攀緣。 

 

4. 20230212禪宗的“意會”是沒有意根作用的 

上師：這個師父不會嗎？ 

師父：這一關過不了。 

上師：這不能用意識，不能用理解。好，“面東向西”透不過，“非

東非西”透得過嗎？“面東向西”跟“非東非西”是一樣的。 

師父：還有個“東西”在是吧？ 

上師：這個會嗎？所以說不要動思維嘛。 

師父：老是執著就有點超越不了。 

上師：你那個在名相上就可能透不過去，他講的不是名相，講的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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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性承當和認取的程度。所以動念是看不透的，他講的不是那個，

不是意識上的“東西”。所以，你要非要落在意識上的“東西”，那

就不對了。所以，這個“東”，這個“西”，非是過去的那個“東”

和“西”。所以叫“面東向西”。你要落在文字上肯定看不透啊！這

個不好說破，師父，說破了…… 

師父：不要說破。 

上師：說破了又埋沒你了。所以說“解門一開，悟門頓塞”，把這個

門給你關死了。師父有沒有分別心呐？ 

師父：有時候有，有時候沒有。 

上師：此時此刻啊。所以說你有時候有，有時候沒有，又落在分別上

了。你要認取當下，我們說的就是時刻認取當下。三心不可得，過去

現在未來都不可得。這認取的就是當下，所以當下如何便是如何。 

師父：嗯。 

上師：所以做功夫要做得如此綿密，這叫直心道場。直心道場無來去，

同樣也沒有生滅，不要粘著在任何事境上。所以師父您剛才說過：有

時候有，有時候沒有。這就是粘著。 

師父：這有個過程還是…… 

上師：這個要當機立斷，不是過程的問題。 

師父：要不然就永遠在過程裡面了。 

上師：時時刻刻都在當下認取，不要粘著在過去現在未來。 

師兄 1：那上師當下和現在有什麼區別嗎？ 

上師：現在還有可得，當下也不可得。你說現在那還是有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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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兄 1：噢。 

上師：當下是現在也不可得便是當下。所以這個當下的認取也叫承當。 

師父：承當了，一會又放下了怎麼辦？ 

上師：承當本來就沒拿起，如何來個放下呢？ 

師父：噢！ 

師兄 2：承受就是拿起是吧？ 

上師：承當，這個“承當”還要寫一下 ，不是“擔當”的“擔”，

是“當下”的“當”，承當。 

師兄 2：就是承受當下？ 

上師：認取當下，不是“承受”。 

師兄 1：上師，那自性時時都在作用，那時時刻刻都是承當？ 

上師：你有懷疑嗎？ 

師父：沒有懷疑就不會問了。 

上師：所以要把疑破掉，必須要靠打坐，你不打坐疑永遠在，打坐就

是破疑的方式。所以沒有經過打坐而講般若，那叫空談般若，那個是

沒有下手處的。 

師兄 3：那也啟用不了。 

上師：那是沒有下手處的，空談般若。即便是學到很多口舌上的功夫，

但有一點，他不會出現能所雙忘，能所雙忘還要靠坐，也不會出現根

塵脫落。 

師父：就一直在能所當中。 

上師：作意都在能所中啊，所以他口頭上的功夫就表現在作意上。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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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這方面的功夫，他要講個意會，所以他說“只可意會，不可言說”。

那麼為什麼只可意會，不可言說呢？因為意會來的東西你通過言說，

它往往表現在分別上，所以說“只可意會，不可言說”，就是告訴你

這“意會”也不可得，但你一旦說了就可得了，因為它還是意根作用。

歷代祖師要求是“只可意會，不可言說”。最終意識要甩掉，要放下，

所以這個意一旦放下就是真心流露。那時候就可以真心直說，他就沒

有說不可言說了，而是真心直說了，因為“意”已經放下了。所以，

他是依靠這個“意”來提起作意。所以叫做“只可意會，不可言說”，

因為你要做功夫啊，這做功夫就是借用“意”來做不住的功夫，你一

旦言說了，就容易落在住上，這還得看根器啊，不是什麼人都可以意

會啊。 

師父：那根器不是可以培養嗎？ 

上師：禪宗講的根器是無需培養的根器。 

師父：如果還有上中下又落在分別上了。 

上師：所以說“下下根有上上智”嘛，他是因根施教。 

師父：他這個是破除掉這個上下才這麼說。 

上師：是。所以，不能用這個根器來講上中下。所以說，禪無好壞，

沒有高低。但是你要有這個根器，沒有也不行，只是在根器上他不做

上中下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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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30212認取與承當才是根本  

問：根器跟那個時節因緣是不是…… 

答：時刻都是時節因緣。 

問：哦。那根器成熟啊，就是每個人都是成佛的根器…… 

答：本來如是嘛。 

問：但是你要親證，它不得有時節因緣？ 

答：嗯，時時刻刻都是時節因緣。 

問：所以這個時節因緣是自己通過發願創造的？ 

答：這個，要認取承當。發願是一種下手處，但還不是根本，認取承

當才是根本。 

問：它是認取的佛知見，還是說就是認取當下就是自性本心？ 

答：佛知見是什麼？ 

問：每個人都是佛呀。 

答：本來清淨。本來清淨——佛知見。《圓覺經》讀過吧，這入佛知見

就是《圓覺經》講的，《妙法蓮花經》也講入佛知見。《圓覺經》講的

這個路子：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那麼在你認取承

當的情況下，哪個是你的妄心啊？ 

問：都是真心…… 

答：了了常知便是妄心。你要認取了了常知啊，這也是妄心啊。所以，

妄心並沒有息滅。 

問：只是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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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對。所以說“於諸妄心亦不息滅”。 

問：當下認取了就完事了？ 

答：嗯。接下來還有功夫啊,“居妄想境不加了知”。 

問：那這個“不加了知”和“了了常知”是什麼…… 

答：這就超越了了了常知嘛，所以叫“不加了知”。了知也不可得，

這叫“居妄想境不加了知”。你看前面說“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

妄心亦不息滅”，接下來“居妄想境不加了知”，再進一步“以無了

知不辨真實”。 所以剛才師父您來了一句“這就完了嗎”？還有落

處。 

問 A：怎麼個“不辨真實”，這一刻我都體會不到。 

答：你這句話就去辨真實了。你為什麼要去分辨真實呢？為什麼要起

這一念呢？ 

問 A：那這個我就簡單啊。 

答：你為什麼要起這一念呢？本來就不可得。為什麼要去起它呢？ 

問 A：我剛開始讀這個，我覺得這兩個都是一個意思啊。 

答：因為你在上面去找真實了嘛。 

問 A：一個意思啊，那個就是跟前面那一句是一個意思啊。 

答：我們這個《圓覺經》剛開始它講的有一個詞，也有個過程， “知

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用不用給你舉例子啊？ 

問 B：舉唄，舉唄。 

答：舉例子就是作方便說啊。因為你認取不了嘛，所以要做方便講。

按《圓覺經》所講的是說，不需要作方便講。你聽到這一句話“知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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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離”，就是了。 

問 A：我當時看那個祖師開示講：更進一步，我說這個還要更進一步，

進到哪裡去啊，不是一樣嘛？ 

答：更進一步還是作方便說呀。你不作方便說當下便是，為啥要起方

便呢？所以當下便是啊，“知幻即離”，當下便是，所以不需要作任

何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沒有漸次，沒有這個過程之說，離

幻就是覺，這就是還是要講你當下認取承當啊。再往前一步啊，還有

一句，“知是空華，即無輪轉”。我們是從後面講到前面，因為講《圓

覺經》多數都是從頭講到後面，我們是從後面講到前面。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今天提出的主題就是認取承當。 

 

6. 20230212心密法門的下手處是打長坐 

答：你要從生死學上面來講：一個是胎動，胎動就是心跳；胎息嘛，

胎息就是呼吸，這兩者來判斷。有時候胎動聽不到了，還不能斷定它

就是死胎了，還要看它胎息在不在。這兩者都沒有了，就可以斷定這

個胎已經死了，胎死腹中。呼吸還有生滅，所以不能以這個相來作為

根本。但是我們是一種提示，我們這個提示還可以進一步啊，把心性

打開。你想知道心性在哪嗎？ 

問：想，想知道。 

答：呼吸用不用執著啊？ 

問：不用，自然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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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呼吸用不用顛倒夢想啊？呼吸用不用妄念紛飛啊？ 

問：不用，也不用。 

答：想想不用顛倒、不用執著、不用妄念紛飛，這個叫當體即空。 

問：就是你不用幹什麼，它自然就會…… 

答：這個心本來就是清淨的。你看，通過呼吸把心性打開，這個是進

一步了。因為在轉化的時候，我們用不上這一步，所以就沒用了。 

問 A：我們也不關注呼吸。 

答：呼吸也不可得，所以去關注它幹嘛？ 

問 A：不用關注這個東西。 

答：不用執著它嘛，所以說呼吸也不可得。 

問：它不是本來就，你說人人都有，連胚胎都有，我們還管它幹啥？ 

答：對，本來具足。那你體會到這呼吸也是本來具足、本來清淨，你

就知道怎麼做功夫了。所以這個叫門門可入。 

問：阿彌陀佛，上師，那它這個跟禪宗的數息觀它是？如果說觀呼吸

的話，它不是成了禪宗的數息觀？ 

答：我們這是超越它了，不做那個數息。 

問 A：入手處不同。 

答：嗯，入手處不同，我們是直接入手。 

問：哦，不用管，啥都不用管。 

答：呼吸本來就是清靜的，呼吸本來就是不住的。所以我們用的是無

門觀嘛，門門可入，就叫無門觀嘛。下手處很多嘛，所以就是無門可

入了。門門可入便是無門可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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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B：這下手處不同就影響後面來修持的過程，實修指導。 

答：它講的是一體的。 

問 B：是一體的呀。 

答：嗯。錯過沒有？ 

問 B：沒有。 

答：嗯，不曾錯過，這也是承當認取啊。這法本來就不可得，你還會

錯過？理屬頓悟，事在漸修，你還要親證一番。所以這個座上奢摩他

定還是要培養出來；座下這理通了，它可以體現出三摩地定。那座上

的奢摩他定也很重要，兩者結合在一起才可以打成一片。座上座下打

成一片，才可以證入真正的禪定。如果光靠座下這個理會，力量還是

不夠。你用理會來做保任功夫要做幾十年，所以禪宗很多祖師啊，根

器這麼俐落，他也要有幾十年才能夠打成一片。這個他在意會上做功

夫嘛，只可意會、不可言說，在這上面去做功夫，他是很費腳勁。 

問 B：所以打長坐的奧妙就在這裡？ 

答：那我們心密呢，有捷徑嘛，座上翻種子，翻出微細流注來。座上

就可以親證到金剛喻定，座下金剛喻定再延續下來，座上座下打成一

片。他雖然會出現能所雙忘，也會出現業力掙扎，這個業力掙扎能夠

把你的悟後迷去掉。這雙管齊下，所以三五年內大放光明是很容易的。 

 

7. 20230216禪宗的下手處是當機立斷 

答：禪不是沒有下手處，禪的下手處太多了，它叫當機立斷，當機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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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立斷，所以叫當機立斷。《六組壇經》每一句話都是開示，它都是

當機立斷。六祖跟那個五品將軍惠明說“不思善不思惡”，這就下手

處啊。“不思善不思惡”就是不起分別心的意思，這就是下手處啊，

那個就是“明上座的本來面目”。你看不懂他所以你不知道他，哎呦，

他是什麼方法都不用就能讓人開悟，他每一句話都是下手處。 

問：你說能在他這句話上悟下去，都能那個…… 

答：哪句話都是。你看他對那個別駕說的話：下下根有上上智。這也

是當機啊，當機就能立斷，斷就是斷掉你的思維見，思維見就是分別

識。 

 

8. 20230216綿密觀照能製造時節因緣 

問：看那個禪宗的語錄，他經常會有碰到一些什麼事情，突然開悟了，

比如說：倒水啊、或者聽到個什麼響或者怎麼。 

答：為什麼會這樣啊？ 

問：就是啊。我還納悶呢，為什麼這麼簡單的事情，而且它這個書上

也就記到這一段，前邊…… 

答：你只顧納悶，你都不做觀照啊，只顧納悶啊。這個東西是納悶也

納悶不到的，他要觀照。所以你就只顧納悶不做觀照，所以你倒水也

開悟不了啊。那要做功夫的，怎麼做啊？觀照。 

問：難道他們平常都在觀照？ 

答：對啊，你有沒有方法？觀照要用什麼方法？ 



20 

 

問：好像就是書上說的那什麼“不隨念頭轉、不隨念頭流浪”啊。 

答：剛才不是告訴你了嗎？過去心不可得……剛講過你就忘啦？還落

在回憶上呢，回憶也是分別識啊。他是時刻觀照，照到綿密之處，處

處都是下手處。綿密觀照，所以他才會出現時節因緣。綿密觀照，製

造時節因緣。 

問：還覺得不在這個倒茶、或者什麼響，他那個時候可能打個噴嚏也

那個了。 

答：你聽人家放一個屁都能開悟，那是你觀照綿密的程度。那個賣豬

肉的掌櫃都能讓人開悟，你知道嗎？聽說過這個公案沒有啊？賣肉的

掌櫃都能讓人開悟。 

問：噢，他要那個肥肉和那個瘦肉的那個。 

答：對，聽說過啊。然後來了一句話嘛：“我這裡塊塊都是好肉。”

那禪師言下大悟。 

問：一下開悟了。 

答：所以說他是觀照的程度，什麼時候都可以是時節因緣。怎麼樣？

知道自己該怎麼做啦？知道不？我們大愚祖師說過一句話“拈花怎

麼傳，不妨密且禪。”這就告訴我們方法了，密和禪的結合。 

問：那就是說，平常除了打坐加這個觀照。 

答：打坐是“密”、觀照是“禪”，“不妨密且禪”。《圓覺經》上也

是這麼講的。《圓覺經》座上培養奢摩他定；座下要培養三摩地定。

座上和座下相結合，就可以親證禪定，這禪定是二六時都是覺照朗朗，

所以叫“圓覺”。你要通過你的修行來印證佛經上所說的，這就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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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印心。佛經上所說的都是真實不虛的，但是我們要通過修行來親證

它。我們印證佛經所說都是真實不虛，這跟佛經印證我們是真實不虛

是一樣的，這就叫以心印心呀，印心宗的宗旨在這裡。 

問：佛心印我們的心，我們的心印佛心。 

答：對，也是我們的心去印佛心，它是不二法法門，一回事。 

 

9. 20230216一念求就是迷一念無求便是覺  

答: 覺和迷都在一念間。一念求，便是迷；一念無求，便是覺。所

以你要觀察自己是求還是無求啊。 

問: 好像無求吧，好像又不是，那個…… 

答: 所以這個“好像”，還是求了嘛。“好像”就是相似嘛，所以

就是求了。 

問 A: 可以有緣起。 

答: 對，可以有緣起。好像是無求了，證明還是求了。其實每一個

人都可以是無求的，因為本來就是無求的。為什麼說它是本來呢? 

因為任何東西改變不了它，天生以來就是具足的。我們所謂的迷

失，它是在境相當中迷失。那當你瞬間不落在境相上，它就已經回

歸了。每個人都是如此，但是，不一定發現得了。 

問: 自己不知道。 

答：所以說世人不知。 

問：嗯，就他那個人不學佛的，他其實有時候也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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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它跟學不學佛沒有關係，細說一步，六道眾生都會如此。 

問：不只是人哦？ 

答：不只是人，它不迷失在境界上，當下它就回歸了。但這個很短

暫，又執著在境相上了，執著在肉體上了。為什麼要執著那個呢？

因為它要用。因為根本已經轉化成“我”，所以一切要為我所用。

一切為我所用之後呢，發現這個“我”的力量，由於被一切境相所

迷惑，這就叫迷失本來。因為我們釋迦牟尼佛發現了這個根本——

正覺，所以要提示大家，常常回歸到根本上，不要再迷失，這個法

就形成了當今的佛法。那麼我們釋迦佛之後的歷代祖師，都用自己

的修證去證明到這個是真實不虛的，所以就具足了傳承。我們現在

所讀的三藏十二部，這大藏經，不光是菩薩說的，還有歷代祖師說

的，彙集在一起，無不指向覺悟。 

 

10. 20230221坐凳的由來 

答：古人是不輕易下跪的。我們現在叫拜凳，在古時候它不是用來禮

拜用的，它就是打坐用的。所以說這個坐凳已經流行好多年了，千年

以上都有。但是後來就是沒有人打坐，它就用來做拜凳用了。坐凳是

從我們二祖時代開始又啟用它。我們二祖《乙亥講演錄》上面有開示，

就講可以做個凳子，六、七寸高，所謂的六、七寸高，就是前面是六

寸，後面是七寸。它形成個斜面，人體坐上去他自然就直了。所以這

個坐凳原本就是打坐用的，並不是我們發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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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那上師，它這個長與寬呢？ 

答：長與寬基本上是根據人體打坐的跨度，一般寬是 50 公分，然後

側面的這個寬度是 40公分。 

問：那我們坐的時候，改造成全部都是 60公分乘 60公分的？ 

答：60 公分乘 60公分也可以，這個尺寸就適合身材比較高大的人。

我們是分幾個尺度，不一樣的，有高、中、低三個檔次，我們是這樣

定的。前面是 21公分、後面是 24公分，這個高度是中號。然後我們

二祖說的那個尺寸，前面 18公分、後面 21公分，那是一種低的，比

較適合南方人的身材。 

問：它也相差三公分？ 

答：是，前後相差三公分，形成個斜坡。其他老師，同樣是老人的弟

子，他們認為這個坐墊是我發明的。其實這個尺寸是老人告訴我的，

但老人有沒有告訴其他人我不知道，所以我是照老人說的尺寸來做的。

後來我領著一幫師兄去上海參訪老人的故居，老人的侍者住在那裡。

大家就問：“這個坐墊，是不是從蔡老師開始的？”然後老人的侍者

說：“不是啊，你看我們母音上師睡覺的那個床鋪，他就在上面打坐，

它就是一個斜坡。”它就是斜的，它整張床都是斜的，為什麼呢？因

為老人一般不怎麼躺下來，他都是坐著。他那個床鋪就是一個斜面，

就是後面高、前面低，它的整個床鋪都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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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230225博覽群書前先要腳跟站穩樹立正見 

問：上師，我之前聽到一個說法，就是說修行的人，尤其修大乘佛法

的人最好只看大乘的經典，然後其他的這個…… 

答：沒有。 

問：沒有？都不能？ 

答：大乘是包括一切，包容一切。 

問：大乘定義不一樣，不是我理解的？ 

答：連外道的書都可以看，沒有說不能看。因為大乘佛法，它要度一

切眾生，你不瞭解外道，你怎麼度外道呢？那你要瞭解外道，就得看

他的書吧。 

問 A：那像我爸那種學風水這種也是可以的是吧？ 

答：你別老聯想到你爸那邊去啊，你爸不是外道。（眾笑） 

問 B：你老想改變他，你才是外道。 

問：所以就是該看什麼想看什麼，就看什麼。 

答：可以。 

問：但是發心要對就行。 

答：就是說你腳跟要站得穩，不被外道所轉。腳跟站不穩了，容易被

外道給轉過去，也有可能。就自己沒有定力，就被外道給度了。 

問 A：那個風水算不算是外道？ 

答：不算。風水是科學，它是人與自然的關係，也叫道學。 

問 C：上師，剛才那個**說了以後，就是我菩薩戒這一條，我一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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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大的糾結，我聽了法師的講解，其實我一直不太認同，但是我又

不敢，又不知道到底怎麼樣，就是說您看這一條，它上面說的是，就

是說這個，就是要看…… 

答：哦，這個它講的是緣起。 

問 C：所以就是這些他說的外道俗典，阿毗曇什麼的，那道教的書我

可以看嗎？像我受了這個菩薩戒的話。我就這一條一直糾結，就是一

般法師講解的時候都是說道教屬於這個…… 

答：它有前提啊，你看，你不能夠勤學修習而捨七寶,反而去學邪見

二乘外道俗典。 

問 C：對，還有什麼阿毗曇雜論一切書籍。 

答：是，這個是說你已經背離根本了嘛。但是我們講的是什麼呢？就

是說你要度眾生的時候，你得瞭解他的東西啊，要不然你沒有辦法去

度他。 

問 C：嗯。 

答：就好比要下地獄去度地獄眾生，你也得瞭解地獄眾生的習性啊，

要不然你怎麼度他,是吧。 

問 C：那如果說我覺得道教這個對我是……  

答：你現在肯定是不能看。 

問 C：不能看啊，除非我有度眾生的心？ 

答：因為你正見都還沒有嘛。剛才我們不是說嘛，你腳跟不穩啊，就

是正見還沒有啊，你去看了就被人家給帶入了。 

問 B：你會被別人給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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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但是你沒度他，反而是你被他度了，那就沒有意義。 

問：那就是說當我有度別人的能力，並且有度別人這個心。 

答：這是兩碼事，兩碼事。 

問 C：就是說我沒有度別人的能力，同時我發心不是度別人的時候，

我看就是犯戒。 

答：你就被人家度走了嘛。 

問 C：謝謝，謝謝上師，感恩。我這個糾結了好久。那就是現在階段，

我道教的這些就是不能看，看了就是犯戒是嗎？ 

答：你受了戒，你應該問戒律師，你要問他，你問我沒用。 

問 C：法師講解都是不能看，道教的。 

答：對，你去問你的戒律師嘛。他跟你說怎麼做你就怎麼做。 

問 C：好。 

 

12. 20230225如何培養福報：打坐，發願，造塔，放生，供佛 

問：上師，如果是好好打坐修行加發願，可以有福報供壇城嗎？還是

必須要做這些什麼供塔、供僧，要全部都結合在一起才可以？ 

答：對。 

問：都要是嗎？ 

答：你說的沒錯，結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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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哦。我本來覺得好像供那些，就覺得好像要花很多時間精力去跟

進。 

答：那是必須的，福報就是這麼培養的。 

問：哦，怪不得沒福報，我都不太參加那些。 

問 A：你每天都供的話，本身就是福報增長。 

問 B：我簡單講了，讓心*詳細講。 

答：詳細幹嘛？ 

問 B：你看**也知道對吧，我建塔也管了，普渡寺的藥師塔，現在變

成什麼塔了也不知道。放生我也管了，對吧？塔光你們今天培福報打

掃衛生，它都是培福報的。 

問 C：對，護持道場有福報。 

答：對，護持道場是福報。 

問 B：護持道場，你應該拖地掃地。 

問 A：打七的時候他們好多師兄來做飯、打掃衛生，那個福報增長得

很快。 

問 B：雖然說這些是無形的，做飯啊這些都可以增長福報。因為這是

道場，因為你看打掃乾淨的是大家修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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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那我們得先培養福報，來上師這邊，才能積累這個福報。 

問 B：還有供養，還有各方面供養。 

問 A：上供下施。 

答：放生，佈施。 

問 B：放生、供養、佈施、造塔。供佛算不算，上師？ 

答：算。 

問 A：供佛算啊。 

問 C：那供龍王算不算？ 

問 A：也算。 

問 B：那是你說的哦，上師沒說。 

答：你們都有心得體會呀。 

問 A：等一下上師說不算，你們得多傷心。 

問 B：**你看，你每次供的龍王就是這種，這個菩薩，他也是觀音，

他也是龍王。 

問 C：是啊，十面觀音，對對對。 

答：十面觀音，佛教中最大的龍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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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兄 B：對，最大的龍王也是觀音。 

問 C：上師，我感覺好像供完龍王，然後馬上共修，那效果還很好，

有的人馬上障礙就去了。 

答：是啊，對啊。 

問 A：是這樣哦？ 

答：不錯。 

問：師兄，拉我們進群攢福報。 

問 B：那是建寺院的，隨喜寺院的。 

答：建寺院的是寺院的群。 

問 B：你在寺院的群嗎？ 

 

13. 20230226日常生活中從作意到不作意的過程 

問 A：我記得剛才他說修法的人是不能判別的，其實是不是如果你不

認為它是判別，它也就不是判別。 

答：判別什麼？ 

問 A：因為他做審計，他要判斷對錯嘛。但如果要是說你不認為，你

在做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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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要判別，怎麼不判別。 

問 B：這個是沒辦法的，肯定要判的。 

答：肯定要判別。 

問 B：這不是你自己要判。 

答：它在修法上叫作審度，審計度量，也叫作意，還要起分別判斷。

這個是意識作用啊。 

問 A：這個會障礙修法嗎？ 

答：它不叫作障礙修法，這個是，它會形成輪迴。 

問 A：什麼樣的輪迴？ 

答：六道輪迴就是作意形成的。我們所講的分別、判斷、猜測、懷疑，

這都是作意出來的。 

問 A：那比如說，這件事情是要做的，事雖然說要判斷對錯，但我自

己的意識中，我不認為是在判斷對錯。 

答：所以說可以用嘛，可以用嘛。但是你知道這個道理之後，我們做

功夫不用這個方法，直接從根本上做功夫，就是觀照。一切放下，一

切不住，做功夫是這麼做。但是你在工作上還是離不開作意。 

問 B：作意是肯定離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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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肯定離不開。但是我們做功夫就可以不用這個方法，因為做功夫

也有用作意的，就好比說提起觀照。提起觀照，它叫作意，它什麼時

候都要作意，把觀照提起來。因為這個做功夫的方法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是通過打坐，把各種種子翻出來，然後經過這個粗住、細住、微

細住、微細流注，把種子翻透。所以下座了我們就可以自然觀照，不

用再去作意提起，這是下手不一樣。 

問 A：明白。那其實在自然觀照的過程中也在做世間事的話，其實是

很自然地去做，也沒有作意，也就不會存在判不判別。 

答：那是你功夫做熟了，就會這麼表現。 

問 A：嗯，明白了。 

 

14. 20230226修行要達到法報化三身成就 

答：它叫法報化三身成就。法身成就就是明心見性。明心見性就叫法

身成就，同時也是報身成就。化身成就就是它弘法利生，它所表現出

來的一切事境就屬於化身成就。所以它法報化三身成就是一體的。 

問：在他一身顯現？ 

答：對啊。釋迦佛菩提樹下明心見性證法身佛嘛，同時也是報身成就。

然後他開始四十九年的弘法，這個就是他的化身成就。那他四十九年

的弘法所講的經、所講的各個淨土、所做的一切指導、就連同他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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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這些弟子，都屬於是他的化身成就。 

問：這是他的化身成就。 

答：嗯，化身成就。法報化三身它是一體的。 

問：那我們現在證的就是法報化三身。 

答：嗯，每個人都要證法報化。你先證法身，法身就是見性。 

問：那現在有個說法是說，見性它是一種見地，如果你的見地能夠承

當、承認、接受，你就是見性，然後再去起修，這說法對嗎？ 

答：見性之後叫真修嘛，悟後起修嘛。 

問：其實只要我接受了這個理念，我覺得就是對的，其實就是這樣的，

那其實就是見性了是吧？ 

答：見性，它是說，你所知道這個理念，那叫解悟。解悟還不是親證，

就你知道這個道理，它屬於解悟。 

問：解悟之後再是修行，去證。 

答：證悟，它親證本位親證本來。它有個條件就是說，你這個修證上，

它要出現能所雙忘和根塵脫落。 

問：哦哦。根塵脫落，就是那個？ 

答：能所雙忘之後它會出現根塵脫落。 

問：哦。好像圓覺經上有說就是能所雙忘的話，根塵脫落他就是菩薩

摩訶薩？ 

答：嗯。 

問 A：是初地菩薩嗎？ 

問：不是初地，這已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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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初地。 

問：初地啊，還是初地啊？ 

答：嗯，初地所證跟十地無二無別。它之所以說初地到十地不同，是

接引大眾圓融的程度不同，力量上面它有差別。而不是說它見地有什

麼問題，見地是一樣的。初見本性它叫素法身。素法身呢，他自己是

了了常知、了了覺知，但他沒有力量幫助別人。 

問：在這方面的能力就不同。 

答：所以他還要培養，還要保任，有個保任的過程。 

問：然後就能夠去接引眾生。 

答：就可以慢慢方便接引有緣人嘛。 

問：也就是說其實到後面的修行，就是能夠接引更多的有緣人，然後

福報才能不斷地上去，菩薩才能一位一位地往上走。  

問 A：就是說後面是化身的修行，初地菩薩以後？ 

答：不是。不是一下子就有化身，化身它是有幾種形式：一個是你出

現了意生身，屬於化身；還有一個就是你弘法的過程當中培養了多少

個人，這些人也是你的化身；還有你所寫下來的心得體會和你的弘法

經歷，就是論著，這也屬於你的化身。 

問：那報身其實就是指我們這個軀體，是吧？ 

答：對。報身就是業報身體現出法報身嘛。 

問：嗯嗯，明白了。 

 



34 

 

15. 20230226一切無求並不是什麼都不要 

問：上師，我有個問題，就是我們修法說要一切無求，這個我就一直

挺矛盾的，一切無求，那我就不會過來求法了，就不會...... 

答：不是。無求是不去執著那些妄想，執著的想法。 

問：求法不算妄想？ 

答：對。你這個是為了無為法，為瞭解脫，為了了生死，為了弘法利

生。 

問：求解脫的這個“求”不是我們所說的那種...... 

答：對，你說的那個一切無求，那就什麼都不做啦，那是叫偏空。 

問：除了求法之外的“求”都是妄求？ 

答：也不是啊，你利益大眾也得自利啊，要不然你也沒有力量去利益

大眾啊。 

問：就像學生他求的就是學業要好。 

答：所以我們說自覺覺他，自度度他，自利利他。 

問：那在自利的過程當中，有時候就還是會有一些妄求在裡面。 

答：是啊，妄求是肯定有的，但不會執著太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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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哦，只要在這個修法過程當中，它自然會更正妄念。 

答：是啊，它叫不即不離，不取不捨嘛。這功夫，它可以做到爐火純

青啊，它能夠發揮自如啊。 

問：我還可以求事業順利，我可以求財。 

答：對，肯定的。 

問：但是在結合修法的過程當中，它自然會有一個平衡在裡面。 

答：是的。 

問：哦。 

問 A：應該是自利利他，只利自己就不對，對吧？ 

問：只利自己不對？ 

答：也利自己也利大眾。 

問 A：自利利他，利了自己就利大眾。 

答：也利自己也利大眾。 

問 A: 有的時候掌握不好，就變成我執很強，我要這個，我要那個。 

答：這叫力所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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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A：力所能及，不能夠超過我們能承擔，承受的，超過就不對。 

答：超過也沒什麼不對啊，看你用在哪裡嘛。 

問 A：哦，對。 

問 B：上師，這些求是不是就跟昨天您解說的那個相，實際上它也可

以允許有，但只是說不執著，也會努力。假設求福報，就是也可以努

力，但是沒有了也無所謂。 

答：多少無所謂，不是沒有。 

問 B：相總是在那。 

答：不可能沒有。 

問 B: 因為我以前一直覺得求福報就是不對的，應該所有的都無求。

但是又覺得，如果入世的話，做事情不可能無求，就像剛才*師兄說

的，你肯定會有求，比如說我現在就想求一個既能夠修行，又能

夠...... 

答：你看菩薩的大願呢，有求必應，如果每個人都無求了，他也不用

應了。 

問 A：這是個方便法，是吧？ 

答：是啊，菩薩大願就是有求必應啊。所以佛法裡面也有財神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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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業法，它不是沒有啊。 

 

16. 20230228心清淨就是淨土 

問：上師，我就覺得挺迷茫的，就是之前念佛法門嘛，就總覺得有

個地方、目標——西方極樂世界，就修這個法門就感覺很迷茫，就

是不知道目標是怎麼樣的。 

答：也是西方極樂世界。 

問：一樣的啊？ 

答：一樣的。 

問：就是臨終的時候會需要想什麼嗎？還是到時候念頭清淨了，自

然臨終就會去淨土，根本不需要管哪個方，是這樣的嗎？ 

答：嗯，十方淨土。 

問：哦。因為我們最後修得好，最後就是說因為身清淨，所以說臨

終根本不需要自己去想、發願或者怎麼樣，我要去哪個淨土，自然

就…… 

答：嗯，十方淨土。 

問：就直接到淨土。 

答：自性淨土，也叫一真法界，十方淨土都在一真法界當中。你能

體會到觀照、體會到心清淨，這個就是十方淨土的顯現了。心清淨

就是淨土啊。這是《維摩詰經》上面的一句話：若菩薩欲得淨土,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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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這句話的本義就告訴們：心清淨就是

淨土。 

問 A：心清淨，處處是淨土。 

答：是啊。 

問 B：一念清淨之心就是法身佛是吧？ 

答：一念清淨心光即證法身佛。“一念清淨心光”就不是指一念，

是時時刻刻都是一念清淨，所以叫作“一念清淨心光”。 

問 C：上師，是不是那個一念清淨心光做不到，然後就要開始修法

門了，慢慢練？ 

答：它不是做到，它是本來就是如此。 

問 C：嗯，就是回不到那個？ 

答：本來就是如此。你體會不到了，那就先好好修嘛，不要急嘛，

體會到了就是了。 

問 B：自然觀照就是念念清淨，是吧？ 

答：是啊。 

問 D：上師，這一念是念念的一念啊，念念清淨。不是只是一會兒

哦，是念念清淨哦？ 

答：嗯。念念清淨，時時刻刻清淨。 

問 D：要時時刻刻清淨，不是一會兒的哦。 

問 C：一念清淨一念佛，念念清淨念念佛。 

問 D，不是，這個一念，我現在知道它不是一會兒的，它是念念，

念念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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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一會兒也是啊。 

問 D：一會兒也是？ 

答：無數個一會兒嘛。 

問 C： 要連續的？ 

答：無數個一念，就是念念清淨。 

問 D：十方皆是淨土，不是西方極樂世界才是淨土。 

答：先讓你體會到當下一念是清淨啊，然後你再去體會到每一念都

是清淨的，念念都是清淨的。所以一念清淨是緣起，念念清淨是

果。 

問 C：一念，有時候比方說，有時候念頭沒有了又念，念念沒有

念，只能體會…… 

問 B：如果念念清淨不能體會，即使業障來了，也體會不到痛苦，

是吧？ 

答：你體會嘛。 

問 B：我是那樣吧？ 

答：你就這麼體會下去看看吧。要通過你自己的親身體會來說這句

話。 

問 B：那就是不受一切受了，是吧？ 

答：你還是要通過你自己的體會。 

問 B：還得努力。 

問：那上師可不可以這樣理解，就是…… 

答：不可以理解，都告訴你這本來就是如此，它不需要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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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那是不是就是我們這個法門其實…… 

答：你說“是不是”那還是要理解。不需要理解，本來如是。 

問：就是您已經回答了我的問題了。 

答：嗯。 

問：就是我們這個法門，很多人修得好的…… 

答：不是我們這個法門，是我們這個佛教都是如此啊。 

問：哦。 

 

17. 20230312不流浪不作意不起分別就是觀照  

問：那您說觀照，發願是不是觀照啊？ 

答：發願是發願。發願能體會到觀照，但發願不是觀照。發願是

必然要有的，願是成就功德母嘛。 

問：那您看我在那做飯呀，我在那切菜的時候，我知道我在那兒

切菜，喝茶的時候我知道喝茶，這是不是觀照？ 

答：這叫頭上安頭。你能不知道嗎？不知道的話，不就切切

切……肯定知道嘛。 

問：有時候做飯就想到別的東西去了。 

答：對，那你就是流浪去了嘛。不流浪、不作意、不起分別，就

是觀照。這店裡面有沒有人呢？你知道嗎？這個知道就是無分別

的知道。這個店裡面坐著幾個人呢？你知道嗎？這就是起了分

別。一個是無分別，一個是起分別。所以了了常知就是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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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上師，我會觀照了。 

答：我以為你一直都會的，原來你這會才會呀。我們總是要不停

地旁敲側擊，從各個方面去描述它，讓你去找相應啊，找感覺。 

 

18. 20230314讀金剛經可以破一切邪見 

問：《金剛經》和《心經》？ 

答：對。也不用讀太多經。《金剛經》和《心經》。 

問：也都是可以幫助解脫的經？ 

答：這個是佛弟子必讀的。不光是幫助我們解脫，能夠樹立我們的信

念，還有一個就是不讓我們受到邪魔外道的幹擾，因為在佛教裡面也

有很多邪魔外道。 

問：是。 

答：以前廣西那邊就有一個法師。 

問：我看您那個法本上寫了。 

答：他是講念佛嘛。但是他又吹自己又跟過哪些名師學過，還說自己

跟老人學過。後來我們有師兄就聽信他這一點，跑去親近他嘛，就說：

“啊，你跟老人學過，我也是老人的弟子啊。”他就叫我們那些師兄

把老人的書全部燒掉。 

問：那不是欺師滅祖啊？ 

答：他不是，他根本就沒有。他是吹牛啊，做廣告嘛，拿我們老人來

做廣告。然後叫那些師兄們說，把老人的書燒掉，不能再看。師兄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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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很迷惑嘛，就跑來問我，我說那這個人肯定是講假話嘛，他壓根就

沒跟老人學過。然後他說他那裡很厲害，念佛念了之後可以看到觀音

菩薩會在空中顯現，然後還拍照下來。我說：“真的拍下來了？”“真

的拍下來了。”拿了一張相片給我看，是一張畫像。但是我也沒有說

他畫像不畫像啊，我說你如果把這個當真，那《金剛經》就是假的了，

因為《金剛經》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一句話，師兄就醒悟了。所

以說，《金剛經》是破一切邪見。你要把這個相當真的，那《金剛經》

就是假的啦。所有的邪師都不敢讓弟子們讀《金剛經》。只要一讀《金

剛經》，就把他們所說的全部破掉了。 

問：嗯。 

 

19. 20230315如何是“向上一步，千聖不傳”  

問：上師，上一回我問您我回去之後怎麼做功夫，您說讓我安住就可

以。我在家裡就認真地坐，然後下面基本上能夠坐在這，安住這一塊，

然後我想問一下往後一步……  

答：你是怎麼安住的？ 

問：就是《金剛經》裡面的，什麼境界在你面前，不逗留唄。《金剛

經》裡頭說的，無論遇到什麼事情，就是安住在本位上。 

答：噢，本位能住嗎？ 

問：本位不能住，本位不可以住。 

答：噢，所以安住就是不住哦？ 



43 

 

問：對，安住就是一切不住。 

答：安住就是不住，那還會有下一步嗎？ 

問：下一步？ 

答：對啊，你說不住了，還會有下一步嗎？你看有沒有下一步啊？ 

問：那就是加行了。 

答：你看有沒有下一步？你這本來就一切不住了，一切不住，還會存

在下一步嗎？那你這下一步是住，還是不住呢？ 

問：請上師開示。 

問 A：下一步還沒扔掉。 

問：那就繼續該怎麼做呢？ 

答：對啊，你說下一步嘛。那下一步你是住呢，還是不住呢？ 

問：還是一切不住。 

答：還是一切不住，那哪來下一步呢？那有下一步不就有這一步啦？

所以我問你，你這個安住是住呢，還是不住呢？ 

問：應該是最究竟的一步，安住。 

答：究竟嗎？ 

問：安住就能做到一切不住了。 

答：究竟嗎？究不究竟。 

問：究竟。 

答：究竟？你還開啥口啊？究竟就沒有開口處了。 

問：感恩上師，謝謝上師！一下就沒有問題了。 

答：這個要時時認取，要絲毫不疑。過去古德說：“這向上一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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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師父回他：“千聖不傳。”哪有什麼“向上一步”啊。那禪宗不是

講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百尺竿頭，如何更進一步啊？ 

問：一切不住。一切空了，一切不住。 

答：你說這個話心虛不？ 

問：不心虛，不心虛。上師問我，我也不心虛。 

答：心虛倒也沒事。心虛若缽嘛，心虛若缽，心空不住嘛，就心虛若

缽。你還真不心虛啊？ 

問：不心虛。 

 

20. 20230316持咒時如何破疑 

問：上師，我座上還有一個困惑，就是持咒往後持著持著是光嘴

巴動，它動呢，但是不是那種“嗡巴拉巴拉……”這樣很清楚的

咒，就是那種嘴自動地在動。這個時候呢，我就想注意力是以知

道…… 

答：沒關係啊，你可以放慢速度看咒在不在啊。你可以從這個來

體會咒在不在。 

問：哦，我再放慢一些。 

答：你可以放慢一下，看我是不是在持咒啊。 

問：嗯。我的問題就是，上師，就是重要的是知道，而不是說一

定要清楚地知道那個咒發出的音。 

答：對，知道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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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哦。 

答：而不是知道我們念出多少個字。 

問：對，就是我知道嘴巴一直在動，就是一直我體會的是知道，

什麼都是知道。 

答：嗯。 

問：而不是說我一定要把那個咒重新再念成“嗡巴”。 

答：對。但是你要是認為你自己有沒有念，就是擔心自己沒有

念。 

問：擔心的話那怎麼辦呢？ 

答：你就可以把這個速度放慢來看一下，多體會幾下。 

問：啊，體會它。 

答：你這個體會就是要肯定自己還是在念咒。 

問：嗯。 

答：這個你就不會疑了嘛，不疑才有進步嘛。 

問：嗯。 

問 A：就不管念啥，反正是只要是在念就行。 

答：這個人厲害，聽她這麼一說，是比你厲害。 

問：她肯定。我是疑，她是肯定。 

答：她疑，她原來也很疑。是老挨敲，挨棒子。 

問：挨棒子啊。上師也多敲敲我呀。 

答：嗯，你開口了就挨敲了。 

問：對。這兩天這也有時候上師敲敲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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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你沒有交流，你坐在那裡跟她一樣那就沒得聊啊，沒得聊。 

 

21. 20230316極樂世界是共願所造 

答：因為極樂世界是沒有過去、現在、未來，沒有時空觀，你要是

說有時空觀的話，那你坐火箭就可以去了，你不用修行也可以去

呀。它不在這個時空裡面。不在時空，在哪呢，在大家的信念當

中。 

問：對，要有信念。 

答：信念，什麼叫信念，諸佛菩薩和一切眾生共願所造，大家的發

心共願所造，所以它是破了時空觀念。時空是產生物質，同時時空

也是物質的產物。 

問：信心和願力不是物質的。 

上師：它可以產生物質，但它不是物質。 

問 A：就好比咱們那個自性吧，可以產生物質，但它本身不是物

質。 

答：對，它本身不是物質形態。因為物質是有生有滅的，它是不生

不滅的，所以西方極樂世界也是不生不滅的。 

問：還是個念頭，念頭。 

答：念頭，念頭是相對說。就跟我們自性是一體的，所以你說自性

是個什麼東西，能拿出來看嗎？ 

問 A：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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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也可以啊。所有一切行為舉止都是它的表現呐，怎麼個拿不出

來啊。 

問：也可以。 

上師：對，是它的表現，行為舉止就是它的流露。 

 

22. 20230328 發願培養毫無畏懼的心理 

問：上師，我就是有的時候，不是，其實很多的時候那種不敢確定性

或者說勇氣不足，有時候明明知道這個，然後會逃避就糊弄過去了，

這個就比較多，怎麼它能…… 

答：多發願嘛，發願就是培養毫無畏懼的心理。 

問：對，就是害怕，就是那個。 

答：你就毫不畏懼，無畏之心就毫不畏懼。 

問：我現在我就缺這個。 

答：這個叫敢於承當。 

問：就幹啥老是臨門一腳，然後好像我就縮回去了。剛才您那麼一說

的時候，我就覺得，哎呀，有力量，就是這麼回事，有啥呢？然後再

一會兒就…… 

答：一會就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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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對，就老那麼反復，咋樣才能一直有那個勁？ 

答：不要反復。 

問：對，咋樣才能不反復？ 

答：本來就不反復，你自性清淨有反復嗎？ 

問：自性清淨有反復嗎…… 

答：呵呵，還要想啊。 

問：我覺得我一來海口我就可清淨了，我走到哪我就覺得真清淨，回

到家然後就好像…… 

答：哪不是海口啊？你要在哪都能夠誇下海口，在哪都是老子天下第

一，呵呵，誇下海口。 

 

23. 20230328時時都在觀照當中就是見性 

問：清淨。 

答：清淨，這就是體會啊，能夠體會到心清淨就是見性。因為我們所

見到的就是清淨本來，也叫清淨本位，所以它是通過體會來見，這叫

心得體會。你能體會到心是清淨的，這就有見地了。 

問：嗯，先是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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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這就是有見地了。那麼我們剛才說，定也可以啊，定就是清淨心

的表現，清淨心流露出來就是自然入定的狀態。心不亂就是定了，它

是自然而然的，這又是清淨心的體現了。所以由定去發明心地，心不

亂、心清淨、念不生，這些都是清淨心的體現。你都能體會到這些，

也就是你具足了無上福報，這就是我們金剛經上所講的如何去生起清

淨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問：哦，這個就是。 

答：對啊，“如是生清淨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就是我們本自

具足的佛性。所以我們老人有一句話說：學佛無難，但觀自在。 

問 A：觀照。 

答：對，你要時時都在觀照，這就是見性成佛。見性之人，看誰都是

見性的，看一切物不離自性，一切事、一切物都沒有離開自性。 

問 B：離開了就看不到東西。 

問 C：上師，您說的座上打開了,是不是指的也是這一塊？ 

問：上師，您這塊能不能再說說？我覺得有的時候可能我自己能夠觀

照到：起了妄念了，這會沒清淨，起了妄念了，跑了，然後我回來…… 

答：這個是觀照自性嗎？ 

問：嗯，這個是觀照自性。但是就是說您剛才說我看見別人他都是這

種自性的體現。 

http://www.baidu.com/link?url=sHM43gtyciUR8QC9bZvp_0sFAqt-nu1hE1k5mQ_iPoOeKXw5tMtk_jdiYFQ9MS3wRVvIs5ci5rcldW2T69afvoEnx3pM0Qupv8PSbCFlX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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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見誰都是佛性。 

問：對，現在我只能觀照到我自己，我還看不到別人他是那個自性的

體現…… 

答：你看東西住相嗎？ 

問：看東西住相嗎？就是給它一個定義。 

答：你看心**有沒有清淨法相？ 

問：我沒研究過他，這會兒當下。 

問 B：有。 

答：這個不需要研究，不需要通過大腦，因為我們說了觀照嘛，觀照

不光只是觀照自己，還可以觀照一切。 

問：那你不就攀緣了嗎？ 

答：不用攀緣啊。 

問 B：觀照不是觀察。 

答：你不需要去攀緣，它了了常知。你比如說我放這個東西在這裡，

你盯著它看，你就錯過了一切，這叫專注；那麼你知道它在那裡但你

又不去專注在上面，一切你都是能夠看得到的。這上面有什麼你不知

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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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知道。 

答：是啊，這就叫了了常知，知道但是你又沒有動妄念，就不起分別，

你知道的同時又不起分別。這是人人都會，沒有什麼稀奇的，只是把

這個理給你說破了你就知道了，是吧？這裡哪一件東西沒有佛性啊？ 

問：要是再一落到名相上，然後我就又糊塗了，就是您說的那個佛性，

它本來顯現的就是這個，是吧？就是自性嘛。 

答：你看到了嗎？你看到它的時候，你的心清淨嗎？ 

問：我清淨啊。 

答：清淨，它也清淨啊。 

問：我清淨和它清淨不清淨有什麼關係呢？ 

答：你清淨它就清淨。當你煩惱的時候，你覺得這些東西都是障礙。 

問 A：都不順眼。 

答：都不順眼，是吧？ 

問 D：都是自己的心造成的。 

答：所以清淨的人看什麼都清淨，這就叫見性。你心亂的時候，你看

什麼東西你都覺得它礙眼，看誰都討厭。當你心清淨了，看誰都是佛

菩薩，所以我就問你，你看心**難道不是佛菩薩嗎？見性之人看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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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自性的流露，都是自性的體現，就這個道理。你每看到一個文字

都說這個文字具有佛性，見字如同見佛。 

問：好像我這兒還有一個…… 

答：哪有“好像”。 

問：就是我在確定它的時候我有點不敢。 

答：因為你還不是，所以你就不敢。 

問：但是我能看見我自己，我這會兒挺清淨的，我看見我自己…… 

答：那是暫時的，因為你還有“不敢”在。 

問 B：你那個不確定就已經不清淨了。 

問：我一看別人的時候，然後我覺得會攀緣會怎麼樣，然後我就不看

了，我就回到我覺得他跟我沒關係…… 

答：你起這個念已經攀緣了。 

問：那怎麼樣才能不攀緣？ 

答：為什麼要攀緣呢？ 

問：因為大家老說“你攀緣”。 

答：我跟你說話的時候我要攀緣嗎？我需要攀緣嗎？用不用攀緣呢？ 

問 B：不用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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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攀緣是有目的的，我跟你說話沒有目的。 

問：攀緣是有目的。 

答：攀緣肯定是有目的啊，沒有目的，你攀這個緣幹嘛？ 

問：其實我是對“攀緣”這個詞沒瞭解，這到底是個什麼意思，反正

大家都說“哦，你攀緣”，然後幹什麼都攀緣。 

答：攀緣是有執著有目標有目的的。 

問 B：想跟這個人搞好關係也是一種目標，是吧？ 

答：有時候你兒子在邊上弄東弄西，你頭轉過去：“你在幹嘛！”你

看這就是攀緣。 

問：有目標，想控制他。 

答：對啊，你肯定是有目的，你要控制他，這就叫攀緣。 

問 A：它起分別了也是。 

答：攀緣就是分別心的作用。 

問：不起分別，沒有目的。 

問 B：其實就是有求。 

問：上師，分別和差別有什麼區別？ 

答：分別是對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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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差別是上下的？ 

答：差別是一體當中的不同層面。 

問：分別是有對立的。 

答：差別是有包容的。我們說光光相攝,你看我們電燈也是光，太陽

也是光。 

問：光的強度不一樣。 

答：它的強度不一樣，這就叫差別。你那衣服是白的，這衣服是黑的，

這就是對立了，這就是分別。人家說你這幹了不少壞事，這個人做了

不少善事，善惡它是對立的，這叫分別。大家都在做好事，你做的好

事沒有他做的多，這個就叫差別。 

問：那不是見性就是大地平沉，還有什麼了那才叫見性？你要是沒有

那個，那不是就是你只是一個“知道”，也不叫見性。 

答：見性有刹那間的見性，刹那間的見性我們叫觀照，觀照打成一片，

時時都在觀照當中那就是見性，這個叫差別，不叫分別。 

問：我只是觀照到這個…… 

答：你能夠體會刹那間觀照到…… 

問：刹那間我跑了起妄念了，回來了，這個叫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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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這個不叫觀照，觀照不存在跑不跑，心清淨就是觀照。心清淨觀

照，不存在跑不跑。你要跑了還要回來也不叫觀照；沒有來去，清淨

是沒有來去的。清淨哪有來去？去哪了？沒有來去。 

問：我說的那個跑就是…… 

答：跟妄念跑了，跟境界跑了，那你體會不到觀照。 

問：那就知道了，跟著妄念跑了，然後“哎”，就觀照到它了，是那

個嗎？那個是叫觀照嗎？ 

答：那叫觀心，心有來去，一會兒跑了一會兒回來了，這叫觀心，有

來去的相啊。那是觀照的前提，叫觀心，觀心要作意，觀照不需要作

意，觀心就是知道心之所在，這叫觀心。你說“我的心跟妄念跑了”，

“我的心又回來了”，這有來去。這叫觀心，就是觀心之所在。這個

是觀照的基礎，但還不是觀照，因為這個還要作意，觀照不需要作意，

就像你的呼吸一樣，你的呼吸清淨嗎？ 

問：清淨。 

答：你的呼吸用不用作意？用不用起分別心？呼吸是自然而然的，所

以觀照也是自然而然的，你能夠體會到自然而然的清淨，這就叫觀照，

而不需要去作意。作意那叫觀心，你所以作意說“哎，你看跟妄念跑

了，我要把它拉回來”，這就要作意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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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哎呀，這回我覺得才算是問明白了。後面呢？還有呢？您不是說

三個嗎？見修行，最後一個“行”。 

答：打成一片，行就是打成一片。 

問：您說的“大地平沉、虛空粉碎”？ 

答：這些道理你不要去管它，也不要去攀附它，這個是親證的那一刹

那你能夠體會到的。 

問：我有幾次，睡夢中身體一震，然後就醒了，醒了之後會覺得特別

清淨，就沒有聲音，特別安靜、特別清淨。 

答：這個每個人都會。 

問：是吧？那個是什麼？ 

問 C：氣機？ 

答：那個是定力的體現，那什麼也不是，對你來講沒有太大作用。 

問：因為我不知道它是個什麼。 

答：你就知道它是個什麼也沒用，你認為它是個什麼？ 

問：我原來第一次的時候，我以為那就是“虛空粉碎”了。 

答：我跟你說，小孩子在二十歲之前，每個人，包括你在內，睡覺半

夜的時候腳“砰”一下動一下，然後人就醒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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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那叫夢魘。 

答：他那是要長高的一種體現的，他要長高了就會出現這種狀況。或

者做夢夢到自己掉到一個深窟窿裡面，一下子就震醒了。你要說這是 

“大地平沉”，那小孩的時候就有啦。我幾乎一年要做好幾十次這種

夢，那豈不是一年要脫落好幾十次啦？ 

問 C：不是，就現在我睡覺的時候身體“噔”一下，我以為是氣機或

者什麼？ 

答：氣機。它身體裡面內氣在迴圈，會動一下。當然這也沒離開見性，

也沒有離開佛性。也有人在這一當下就脫落了。那脫落了，你還有這

個“我認為”、“我懷疑”、“我猜想”，還有這個在嗎？那就不會

了。 

問：那就是當時就沒有認取了。 

答：你認取什麼？你認取了一個：“咦，這是什麼呢”，“咦，這個

很好”。你認取這個了，怎麼沒認取？你要認取了，充其量就是覺明

空昧。就是我們這個世界形成的那一刹那，它會有個認取：“咦，我

在發光啊”，“咦，我還會動啊”。這個叫覺明空昧。這宇宙形成之

前的那一刹那，它存在覺明空昧。你現在認取也不遲。 

問：覺明空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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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你不是說你認取了嗎？你現在認取也不遲。時時刻刻都可以認取,

認取了之後堅定不移，不再懷疑它了，也不再去流浪了，也不再去起

作意分別了。 

問：好像這樣感覺就心裡邊踏實。 

答：你看一說話就知道你踏實不了，“好像”，你非要說個詞“好像”，

這就叫相似嘛。 

問：這是相似啊？ 

答：相似跟相應沒有關係，我們說無上相應：“哦，就是這樣哦”。

再也不懷疑，也不做比喻了。你那個相似就是：“好像就是這樣是哦”？

那叫相似，那不叫相應。 

問：哦，原來是這樣的。 

答：就是這樣子的嘛。 

問：上師…… 

答：不要落在覺明空昧中啊。 

問 C：上師，剛才說到觀照，比如說我發現自己眼睛盯住人的時候，

不盯住一個動態的東西的時候，比如說我盯著這個地方或者是…… 

答：那叫借助，不叫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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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C：對，好像要借助什麼我才能了了分明而不去住什麼，才能體會

到這個觀照，但是一回到這種…… 

答：噓！了了常知。了了常知沒有來去，一切事物、一切境相都在這

了了常知當中。即便你要去用它，也還是了了常知，所以叫了知。 

問 C：對啊，都了知。好像我這一段一直在問這個問題。 

答：了知跟妄知有什麼關係？ 

問 C：了知,我覺得心就是清淨的。 

答：了知是沒有執著的，妄知是帶有執著的。所以我們佛法做開示得

時候先要告訴大家不要在妄知上去起分別，所以告訴你一切境相都是

夢幻泡影，不要在上面起分別住著，不要停留在上面，就告訴你一切

境界都是夢幻泡影。了知啊，一切境界皆是自性的流露、自性的體現，

同時也是自性的妙用，所以這個又叫真實不虛。 

問 C：攀緣，我現在體會我總是會看到，會生第二念，老是有個第

二個意識，住了，馬上就住，就攀緣…… 

答：第二念，那沒事啊。 

問 C：快速的第二念就生起來。 

答：你知道它是第二念的時候也不離第一諦啊。 

問 C：也不離第一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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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嗯，也不離第一諦。 

問 C：比如說我們判斷一個，我對人的表情什麼特別敏感，或者他

說話的什麼，馬上你就會…… 

答：那是著相了。 

問 C：哦，這就叫著相。我馬上會生出第二念，他這個是什麼意

思？他在幹嘛？他喜歡？他煩了還是…… 

答：你那個叫妄加判斷。 

問 C：很快，我發現我特別快。 

答：那證明你的根器很俐落，但是你用錯地方了。 

問 C：對。 

問 A：反應快。 

問 C：對，我總是在這個上面…… 

答：是什麼原因呢？你的疑太重了。 

問 C：馬上疑就生了。 

答：以後叫你“小疑”。（眾笑） 

問：我是跟她相反，上師，我怎麼現在我對那人都沒什麼反應呢？ 

答：你是對自己疑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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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是對自己疑？ 

答：她是疑別人，你是疑自己。 

問：哈哈，我們倆……我是疑自己。 

答：對，你是疑自己，她是疑別人。 

問：哦，我還老說她，我說你瞧你。 

答：她對自己是很有自信，但她疑別人。 

問 C：我是對自己有自信。 

答：對。 

問 C：我的自信是相信好像我判斷別人怎麼樣，在這方面相信自

己。 

答：這個叫思想家。 

問 C：對，思想作意很厲害。 

問：我覺得我以前我也可好分析別人什麼的，但是我覺得那個太費

力氣了，我現在不想幹那個活。 

答：一個是思想家，一個是陰謀家，（眾笑）疑自己就是陰謀嘛。 

問：完蛋。 

答：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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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D：上師，這個觀照其實就是也體現在我們平時做事的時候，假

如我們去道場…… 

答：時時刻刻。 

問 D：時時刻刻是吧？ 

答：我們的佛經上說在在處處，在在處處就是時時刻刻。 

問 D：就抱著一顆無求的心，無怨無求，好像做任何事情就很自

在。 

答：怎麼樣？你要有這個本事了，我們就要求你了。 

問 D：沒有沒有，我就體現在道場上。 

答：觀世音菩薩就是無求之心，時時刻刻無求，所以她才能夠滿大

家的所求，滿一切人的所求，因為她自己無求。所以你證到無求的

時候，我們就可以求你了嘛。 

問 A：上師我覺得您就無求了。 

問 D：上師就是我們的榜樣。 

問 B：上師什麼時候都在滿我們的願。 

問：上師，現在就是我不知道那個願。以前我很清楚我想幹嘛，我

就一定要把煩惱給去掉，一定要解脫。但好像我現在發願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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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內心我就會覺得好像沒有那麼強烈，或者說我都不知道我要幹嘛

呢，就迷茫，還有這個…… 

答：迷茫是你有所求之心，但是你對自己這個所求之心不是瞭若指

掌。 

問：我對我自己的所求之心？ 

答：對，不是很明瞭自己所求在哪。 

問 A：不明確。 

答：對，但是你這個所求之心肯定是在的。你不像*師兄，師兄他剛

才體會到的是一切無求。 

問 D：沒有，就在某些事情上。 

答：一切無求，因為我們的清淨心就是一切無求的，你要是能體會

到觀照，時時都在觀照上，你就是一切無求的。但是你一起有求之

心，雖然有求之心不是特別明朗的情況下，你已經是離開了你的清

淨心了。 

問：嗯，就是一會在一會不在的。 

答： 對，所以你就不知道自己幹什麼去了。 

問：對，嗯嗯！ 

答：你又落到無明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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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就一會兒清淨一會兒無明是吧？ 

答：一念覺一念迷嘛。 

問：因為我現在我做什麼事我也不動腦子。 

答：這個沒有關係，這個做功夫肯定是有這個過程的，但是你不要

在這個過程當中停留太久。 

問：對，我覺得這段時間來了以後一直就這樣。其實我在做事的時

候，我也是見到什麼就做了，也沒有說去刻意地去求什麼。 

答：那誰會呢？神經病才會那樣。 

問：是啊，就是說我在道場做事什麼的，我可能以前就會很明確我

要幹什麼，見到我就說那拖地吧，髒了就拖了，也沒有想著去求別

人隨喜我或者是什麼，就沒有…… 

答：這個不存在。 

問：對，不存在這個，做了就做了。 

答：對啊。 

問：好像就迷迷糊糊的。 

答：那還要幹嘛？沒有觀照嗎？迷糊？ 

問：做事做了就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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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做事沒觀照啊。 

問：做事沒有觀照？ 

答：還不能夠很貼切地去體會到時時刻刻都是自心清淨的。 

問：好像腦子就有一層紗一樣，它有的時候它就…… 

答：那是無明嘛，無明。 

問：我能感覺到那層紗。 

答：能感覺到無明。 

問：那怎麼樣把它給去掉？ 

答：心清淨就去掉了，時時回歸本位就去掉了。 

問：怎麼回歸本位？ 

答：斷。剛才還說自己會呢，現在又問“怎麼回歸本位啊”？ 

問：我一到那個地方我就迷糊。 

答：所以你做功夫，觀照不貼切，老要跑。剛才體會到“哎呀，這

心是清淨無比的”，馬上轉念又不知道幹嘛去了，又迷糊了。 

問：就是，現在就老是這麼拉著。這是？ 

答：就是對自己信心不足，疑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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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怎麼對自己信心足，就它？ 

答：反正把病根給你找出來你要自己多體會，而不是我告訴你怎麼

樣去做。 

問 A：上師，打成一片需要多長時間？ 

答：一瞬間以上，一念以上。 

問：上師，我還想請您給我灌頂心中心，我想重新打。什麼時候能

給我灌？ 

答：那個不重要，最重要是要能觀自心、能觀照，這個是最重要

的，一切法不離自性。你不能夠觀照自性，不能夠回歸本位，修什

麼法都沒有意義，那有什麼用？我們不是修心中心法來見性嘛，而

是見性之後修心中法力量更大了。所以修心中心法它有修行程度不

一樣的：見性之後修中心法那是來當祖師的，修心中心來見性就是

普通的菩薩位。 

問：祖師都是男的才能當，女的不能當。 

答：當自己的祖師。 

問 B：你那個世界的祖師。 

答：當自己的祖師，能夠做得了主。能當家作主了就是自己的祖師

了，是吧？當家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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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剛學咱這個法的時候，我覺得可快了上師，然後入定什麼的

都可快，境界什麼的也可快。 

答：唉，不要著在境界上。 

問：但現在好像…… 

答：你那是著在境界上，以為境界就是開悟，這就是迷失在境界

上，以為那個境界就是開悟。 

問：對。 

答：其實不是真正的開悟，真正開悟是離一切事相。不去講境界，

講境界就不對了。以境界作為開悟，那算什麼開悟？神仙都是開悟

的，還在六道裡面輪迴。神仙的境界多，你境界再多也沒有他們

多。累呀。 

問：我一直覺得…… 

答：為什麼累知道嗎？拖著個屍體能不累嗎？過去的祖師去參禪，

一入門，裡面的祖師看著他：“誰拖個死屍進來？”所以不見性都

是“拖屍鬼”，趕緊啊，不要老當“拖屍鬼”了。 

問：好，好。我覺得這會兒可有力量了。 

答：拖著個屍體那肯定有力量。（眾笑） 

問 E：上師，您說的攀緣，就像我們都攀慣了，老想管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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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沒事，攀緣是好事，攀緣不見得都是壞事。 

問 E：但是就想管別人,自己還沒…… 

答：菩薩都攀緣，不攀緣他入六道度眾生幹嘛？不多管閒事嘛。所

以攀緣的都是有心之人。 

問 E：要放下這個心才對是吧，上師？對自己家裡人我就是攀緣。 

答：哪個不是你家裡人？ 

問 E：小家，我自己的小家，老是看人家不修行不打坐，不就是攀

緣嗎？ 

問 D：就說到小家大家，現在還是一直處在我你他這種分別，很清

晰地就分別，這個我執好像不太容易破，是嗎？ 

答：有嗎？拿出來看看。 

問 D：這個倒是。 

答：拿出來看看是不是。你不要認取它，那叫妄知，妄知就是妄

認。《圓覺經》上所講的“妄認四大為自身相,以六塵緣影為自心

相”，這叫妄認。 

問 C：就像上師說時時在觀照當中，那個時候就不分別。 

問 E：攀緣就失照了。所以上師您覺得是不是就有家庭的人不好修

法？因為我們這個心老是關照老公…… 

http://www.baidu.com/link?url=nVo_M2sQH24a7sEWGrW9GsBzCB4cnoELgynw4gZbEwCndPNT5rLITQrciBiH7p8yDPVK792KFT3SVeeH3afJ1k3dFF9ERbsloEM4u5ofB3G
http://www.baidu.com/link?url=nVo_M2sQH24a7sEWGrW9GsBzCB4cnoELgynw4gZbEwCndPNT5rLITQrciBiH7p8yDPVK792KFT3SVeeH3afJ1k3dFF9ERbsloEM4u5ofB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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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沒有家人，但有眷屬好不好？我們都是諸佛菩薩的眷屬。 

問：上師，我再問您一個問題，我覺得我回到家以後…… 

答：還有問題嗎？心清淨還有問題嗎？ 

問：嗯，就是有一個…… 

答：心清淨還有問題嗎？體會一下，清淨心在哪？清淨心可以起妙

用，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為什麼呢？因為清淨心能夠體現出四個

字：心安理得。還可以體現出：不可思議。 

問：就想給您說這個呢。 

問 B：想要那種不可思議的結果。 

問：因為我回到家我跟師兄們在分享的時候…… 

答：然後又能夠體現出四個字：莫名其妙。 

問：呵呵，就是那個嘛。但是奇怪的是我在這為什麼都不明白，我

回到家我就明白了呢？ 

答：在這裡你是有求於上師嘛，回去了是別人有求於你嘛。 

問：是對上師的依賴是吧，總想要個現成的答案是吧？ 

答：那也是現成的，上師又不是沒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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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就跟師兄們在分享的時候，我覺得脫口而出也沒有過腦子，

也沒有預想，然後就問題就解決了。我說我怎麼這麼聰明呢？我在

上師那我怎麼那麼笨，一句話怎麼老是想不明白呢？ 

問 B：肯定是上師的原因，是吧？（眾笑） 

答：這上師麻煩。這一聽就是上師把她的心給偷走了，她就不能夠

安心了。 

問 D：我剛才聽您講“心安理得”，後面就是說“不可思議”、

“莫名其妙”，我就想到後面其實就是動了思維心了。 

答：沒有。 

問 D：沒有嗎？像那樣沒有思維心？ 

答：它是自然流露，你都沒有動心，本來如是。 

問 B：他那個詞是就是當下他描述的狀態，是他脫口而出的，不是

你想出來的用這個詞來描述。 

問 D：哦，用這個詞來描述當下的感受體會。 

問：上師，我有一個體驗，我要是可開心的時候，然後我講話的時

候好像就…… 

答：什麼叫開心？ 

問 A：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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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像剛才我就挺開心的，挺歡喜的。 

答：什麼叫開心啊？ 

問 D：心開了。 

答：嗯，心開了。 

問：就現在這個樣子，我就覺得有的時候說話好像就不用思維，有

的時候我就覺得好像不是我說的一樣。 

答：這個名相上很有意思，有時候我們說“開心”跟我們打坐體會

到微細流注是一樣的。你看我們微細流注的那個“注”，三點水的

“注”，它是控制不住的，“嘩”！這麼出來的是吧？所以這個詞

也叫“心花怒放”，怒放是你控制不住的，所以叫怒放，心花怒

放。 

問：對，就控制不住，有的時候我會刻意地去讓自己不那麼那什

麼，但是我就會覺得整個人好像就比較抑鬱。 

答：你真會想像。 

問：不是，它就收，往回收的時候就是不刻意去講那麼多話，就是

說人家都開心，都在那熱火朝天地說這說那的時候，然後我就離

開，這樣的話就不讓自己隨著氛圍心就飛出去了，我就會刻意地去

收一下，但是好像感覺人它就會低落，好像整個的人它就會悶。 

答：沉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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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對，對，沉悶。 

答：沉悶那你是作意了嘛，有意去控制自己了。 

問：對，對。你要是不控制吧…… 

答：不控制，古德有一句話說得很精彩：好個風流畫不成。那是沒

有去控制它，所以就好個風流畫不成。也叫作意氣風發。 

問：對，就是那個。 

答：意氣風發。見性都是這種體會啊，赤裸裸、瀟灑灑，也叫赤裸

裸、脫灑灑、坦坦蕩蕩、意氣風發，都是這種體現的。赤裸裸、脫

灑灑、坦坦蕩蕩、意氣風發，還有一個詞叫靈光獨耀。 

問：靈光獨耀。 

答：靈光獨耀、豁然開朗。名相太多了啊。 

問 E：海印放光。 

答：嗯，海印放光。 

問 E：這個名相，是不是個人悟到的不同的名相，這樣不一樣的境

界？ 

答：他說出來就叫名相，說不出來說：“哎，這人保守。”你看這

人保守，說出來就叫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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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原來一提禪宗，我就覺得那些東西都是太高大上了。 

答：是啊，你沒錯，禪宗肯定是高大上的。 

問：我覺得我這根器得完蛋，我一看那個名相我就…… 

答：禪宗肯定是高大上的，禪宗叫作上根利器。 

 

24. 20230410禪宗的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問：而且上師我發現一旦形成理論，它必然是有對立面你才能形成理

論，就是一定要有個對立的東西才能形成理論。 

問 A：是這樣嗎？ 

問：我感覺，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就突然有這種感覺。 

答：師父，對立面形成疑惑。 

問 A：對立面會有疑惑？ 

答：形成疑惑。 

問 A：就是為什麼會這樣？ 

答：對，對立就是疑惑，你會產生疑嘛。 

問 A：哦，是這樣，因為在哲學…… 

答：不要讓自己落在對立面上，你這個疑惑就給破掉了。所以我們答

疑解惑就是破掉你的對立面，不讓你去對立。 

問 A：是，這個就是哲學跟佛法不一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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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禪宗就這麼講，你看我們說耕夫，耕夫作用在哪裡？ 

問 A：耕夫？ 

問：作用在田地。 

答：不是田地，是牛，沒有牛他耕不了田，所以耕夫的作用在牛上。

那饑人呢，肚子餓的人？ 

問：在食上。 

答：饑人在食上。所以禪宗它不給你方便，不給你落在對立面上，它

叫奪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多乾淨俐落。 

問 B：叫你無退路可退。 

答：無立足之地。 

問：對對對。 

問 A：就剩本來？ 

答：對，它是直指。 

問 B：不讓你粘著。 

答：一點粘著都不讓你生，連根稻草都不給你抓。 

問：其實那就是被逼到無可奈何之處，也就這樣。 

問 B：你看以前大家都是這樣。 

答：大死方能大活。 

問：好多事無可奈何你就放下了。 

答：所以這個究竟的祖師禪就是奪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一點方便

都不給你，這叫大手筆呀。 

問 A：上師，這是修到位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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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這是證道位。 

問 B：已經流露出來了，那是證道。 

問：那是一點不住不停留的狀態了。 

答：是啊。 

問 A：這個就叫做功夫是吧？ 

答：這是功用無窮，妙用無窮。 

問：他有的時候講到要緊處，我就心跳會加快，怎麼回事？每次都是

這樣子。 

答：本著心花怒放的徵兆啊。 

問：是心花怒放，還是有點？ 

答：心花怒放的前兆。 

問：每次講到那種對很關鍵的地方，我就心跳會加速。 

答：也是無上相應。 

問 A：這是自性要流露出來了？ 

問：不是，我覺得還是應該還有點疑在裡邊不敢相信的那種，說不好

是一種什麼狀態，我每次都是這樣。 

答：怕落空了。 

問 A：怕沒有**處。上師，這些是要…… 

問：一下子給薅掉，對，就一下子給薅掉的那種感覺。 

答：沒有立足之地，連個依託都沒有。 

問 A：這個一定要在打坐中證得才會相信。 

問：它不是光在打坐中，它應該是座下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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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禪宗的體現叫什麼呢？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問 A：是是，不可言傳，這個說不明白。 

答：這個意會很重要，它意會不是意根了，意會是超越意根的，它直

接就變成了自己的心得體會。 

問：對，而且還不一定是您的開示那一刻意會。 

答：祖師大德諸佛菩薩所做一切開示就是我所證的東西，這個就叫意

會，完全地無條件接受。 

問 A：我聽上師開示就跟聽自己說話一樣。 

問：你這個是無上相應。 

答：那是啊，不相信不會跟你說這些。 

問：上師，我還覺得有一個甚至不是這些大德的開示，比如說周邊有

一個人說了個無關、就跟你沒有任何關係的話，他有的時候也能意會

到一些東西，我就經常會遇到這種情況。 

問 A：這屬於契機嗎？ 

答：這都屬於智慧了。 

問：它也是你的時節因緣是吧？ 

答：凡夫之說聽到耳裡面亦是佛陀之言，都是真知灼見，這證明你的

功夫做得綿密。 

問：還可以嗎？但是為什麼一聽到這關緊的頭的時候我就心慌的不行，

都要跳出來了。 

答：對，那是歡喜雀躍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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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230410大眾皆為我師 

答：那麼他修證到一定時候，他認為沒有人指導他了，那誰又是他的

師父呢？你知道嗎？ 

問：這些對境都是吧？ 

問 A：自己？ 

答：不是，大眾。 

問：我就是說他所有的對境啊，都是。 

答：大眾皆為我師。 

問：他這個是除沙塵惑是吧？  

答： 因為悟了之後他發現了不是我在度眾生，而是眾生在度我，大

眾在度我，所以大眾皆為我師，這是真悟的人。所以你看印光大師說

一句話：看一切人皆是佛菩薩，唯獨自己實是凡夫。從這句話來講，

他一定是大徹大悟之人，否則他說不出這句話。 

問 B：上師，有的他是就像您說的這一類，他知道大眾都是在度我，

有的是經歷一件事他就知道，事後他就知道這就是在度我，這也是有

差別吧，肯定是有差別吧？ 

問：一個是在思維上，差遠了，我覺得差很遠了我感覺。 

問 A：差遠了。 

問 B：是嗎？ 

答：也不差。他這時間因緣沒到，他不能夠當下體現出來。 

問 A：上師，為什麼說都是大眾在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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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他教你怎麼用啊。 

答：你在跟大眾交流心得體會的時候，你會發現自己的不足，那不是

大眾在度我嗎？ 

問：而且你看大家用的千奇百怪的，他那個用你還真不一定會。 

問 A：有的時候聽不懂。 

問：他很奇特，你知道嗎？你就不知道他為什麼會這樣，你知道吧？ 

答：我們剛才的對答當中有沒有落你自己知道，別人也聽得出來你有

沒有落、有沒有住。 

 

26. 20230410即用即捨下一步為不即不離 

答：即用即捨。 

問：上師，即用即捨之後，還有下一個階段？ 

答：有啊。 

問：是什麼階段？ 

答：不即不離。 

問：上師，不即不離是什麼意思？即用即捨其實很好理解。 

答：呼吸你住了嗎？ 

問：沒有啊。 

答：有沒有離開它？ 

問：沒有。 

答：那這就是不即不離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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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怎麼去證得呢？ 

答：本來如是啊，還要我教你怎麼呼吸嗎？ 

問：好吧。因為現在大部分時候都是即用即捨，沒有什麼，但是我總

覺得這個還不夠，因為即用即捨還是有落處。 

答：師父，不要在無常上面去找道理。 

問：無常上找道理？ 

答：妙說無常便是真常。所以說不要在無常上去找道理。 

問：明白了，明白了。 

答：無常是可以妙用的，所以妙說無常便是真常。 

20230410善分別但不作意 

答：所以到底誰在做功夫，師父你在做功夫？但是你是在找對比的功

夫，而不是超越他們。 

問 A：那就是關注點還要從別人身上往回撤一撤。 

答：你在懷疑他們功夫不行，其實也是在否認自己做功夫。我們叫做

什麼呢，妙分別，不是不知道他有沒有修行，我們知道，但是不去做

分別，不作意，我們不在他有沒有修行上起這個作意分別。 

問：這個是很微細的念頭嗎？還是已經是很粗的？ 

答：你能夠察覺到，那證明這是你的本事。但是你不要被你所察覺到

的相所迷惑。 

問 A：不要停留太久。 

答：沒准人家是演戲給你看呢？其實他功夫做得很好，但他演戲給你

看，也有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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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A： 上師，會不會有一個反的方向，就是你認為這個人修得很好，

但是實際上你也不要被他轉，他修的好不好，其實跟你沒關係？ 

答：本來如是。 

問 A：功德是他的是吧？你又搶不了。 

答：其實都好，人人修得比我好那是最好。 

問 A：對，大家都讓著我多好，是吧？我就是覺得這個樣子。 

問：所以說在生活中所有的境界上去回觀自己。 

答：我們所講的我執它是很微妙的，它是相當微妙的。所以這個破除

我執，它就在微妙的細節上去破，就是根本沒有我在。 

問：這個其實挺難的。 

答：不難，你在呼吸的時候並沒有落在我上，呼吸難不難？ 

問：是。 

答：你體會到不難，很輕鬆很自在，這個呼吸的時候你有沒有說我在

呼吸，所以其實也很容易破，你再微細東西莫過呼吸了，還有什麼比

呼吸還要微細的？ 

問 A： 上師你說的意思是呼吸也是我們啟用的萬法之一，既然這個能

做到，其他也能做到。 

答：那是真實的妙用，一切不住而且又能夠應用的很好。 

問 B：這也是本來你實證的呀。 

答：對，所以叫本來如是。 

問：所以數息觀也很厲害。 

答：本自具足。他不是數息觀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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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A：是呼吸很厲害，不是數息觀很厲害。 

問 B：本來如此。 

答：對，他數息觀他也未必能夠直接悟到這一點，他只是把它當成一

種做功夫的工具方法。 

問 A： 那個跟壓念會不會有點像？我總覺得好像跟壓念有點像。 

答：它是以一念帶妄念，對。它是一種轉念的方法。 

問 A： 跟持咒差不多。 

問 B：跟持咒差不多，就是一個方法。 

問：大部分都是相通的。 

問 B：一個入手處。 

答：叫入手處也可以啊，一個培養定力的方法，有這個過程。 

 

27. 20230410無我不礙有我 

問：上師，剛才交流當中他們說經常忘或者是照鏡子，剛才您說了一

個照鏡子：“怎麼這麼熟悉啊？”這是不是在做功夫當中出現了就是

說無我? 

答：忘我。 

問：忘我。 

答：忘我、無我的一種狀態。 

問：對，一個階段。 

問 A：上師，證得無我，他就是說證得之後就不會退的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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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B：他這個只是…… 

答：無我不礙有我。 

問：對，也不離有我哦。 

問 B：用的時候還需要用那個我。 

問 A：是這麼說的嗎？ 

問 B：我覺得是。你問上師，是不是，上師？是不是用的時候還得需

要那個“我”來用，你說無我不礙有我，對吧？只要不執就行了是吧？ 

答：是啊。 

問 B：比如說像我們今天就是分析…… 

答：他不一定要說出“我”來，是吧？你像今天他們不是在交流，在

對答的過程當中，師父不是問他嘛…… 

問 B：“不會是你吧？” 

答：“不會是你吧？”就看**他怎麼回答嘛。**可以說：“更不是別

人了”，你看這裡面沒講到我。 

問 B：不是別人。 

答：第一，他沒點到“我”，但同時也把“我”給說出來，而不會是

別人。或者說：“難道是別人？”這裡面沒有說到“我”，但已經把

我給體現出來，這叫妙說，妙我。 

問 B： 而且他能問，本身這個是就有可能有別人也有自己在，其實是

一體的。 

問 A：上師您剛才說無我不礙有我，就是說在不執著我的狀態下可以

去描述和運用，是這個意思？就是說不會再有像很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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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師父還要做過多的解釋嗎？ 

問 B：你已經很厲害了，這麼小。 

答：因為你再去做過多的解釋，它落在思維中了。 

問 B：不能再繞了。 

答：思維便是我執、我見了。 

問 A：討論佛法的時候總是會說著說著就說進去了，就從自己的境界

變到思維上。 

 

28. 20230410悟到自己從來不迷 

問：上師，我想請問一切佛法宗門的修行，它應該都有一個共通點，

這個共通點是什麼？也就是說佛法修行的最核心的宗旨？ 

答：入佛知見。 

問：入佛知見，他修行的過程是不一樣的是吧？ 

答：嗯，過程不一樣，目的都是入佛知見。 

問：那入佛知見有沒有什麼要點？ 

答：有啊。 

問：比如？ 

答：諸佛菩薩歷代祖師的開示，都是這個要點：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直心道場。 

問：上師，那很多人認為他就是說自己是從一個迷的狀態修到一個悟

的狀態，他是怎在這種對立的情況下去證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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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所謂親證就是悟到自己從來不迷。 

問：是，但是他一直很多都是在一種對立的情況下…… 

答：我剛才說這句話有對立嗎？ 

問：沒有。 

答：悟到自己從來不迷，你要認為自己曾經迷過，那都不是真正的悟。 

問：很多人聽到這個話，他沒法承當，就說明自己的證量不夠是嗎？ 

答：肯定也是證量不夠，他沒法承當就是證量不夠。 

問 A：他這個就是沒有入佛知見？ 

答：他還在對立面上，還在找相應點，還有比量，不是證量。 

問：他是怎麼從比量到證量上呢？ 

答：多做功夫。 

問：就是多根據祖師和佛菩薩的開示來修行？ 

答：綿密觀照。觀照，也就是在超越、在破一切，不斷地在破，不斷

地在放下。 

問：放下是不是就是一種觀照的作用？因為他看到了一些事情的本質，

他就放下了。 

答：方法，方法。你對任何人有看法，那都是自己修證不夠，它才會

產生相應的對立。 

問：不光是人吧？ 

答：嗯，不光是人。 

問：所有的事情？ 

答：嗯，所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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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但是到後來這些都是要作為後得智還是要啟用的，他還是要知道，

那這個中間…… 

答：他要超越。 

問：他每個階段都要超越，是不是？ 

答：對，每個階段要超越。 

問：因為很多人他就修到就像剛才說的呆呆的，然後很多就會以此作

為…… 

問 A：終點。 

問：對對對，他就認為這就結束了。怎麼從這一步再超越到下一步，

下一步是什麼，上師？ 

答：有所粘著就會有停留，。 

問：就是自己沒觀察到。 

答：對，你認為自己已經有修證了，就是粘著在上面。 

問 A：有得意之處了已經。 

答：所以也就有粘著，有住他就不行了嘛。 

問：不行了。 

答：所以不要有住。 

問：等到什麼都不住的時候就很自在了是吧？它是一種自在的狀態，

是這樣的？ 

答：自在，法性是無邊無際的。 

問：它也沒有一個固定的形式。 

答：無始無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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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A：對，它沒終點。 

答：沒有終點，無始無終，無邊無際，所以叫大無外小無內遍虛空滿

法界。 

問：所以但凡認為自己有所修證，那都是一種停留。 

答：他有住，有住了。 

 

29. 20230427什麼是“寂照照寂，切忌用力” 

問：大愚法師不是說“寂照照寂……” 

答：寂照照寂，切忌用力，成佛作祖，無他秘密。 

問：寂是不是不動。照，照住，不動。不動即因緣，是不是？ 

答：“寂照”是方法，“照寂”是這方法也不可得，所以寂照照

寂。寂照就是觀照啊，觀照還有觀照在，還是個方法。觀照也不可

得，就叫“照寂”。。“切忌用力”講的就是要自然，平和自然，

不要作意，作意就要用力。有人說我觀照不得力啊，這就是他的觀

照要用到力，所以他說觀照不得力。 

問 A：上師，這個寂照照寂，既是著手處也是了手處？ 

答：寂照照寂，切忌用力。所以在起心動念上做功夫，念頭起處。 

問 A：看著念頭起處。 

答：念頭起處便是寂滅處。 

問：念頭未起之前，沒有念頭。還有念頭就不是寂滅，一切都是念

頭起，是不是？ 無念，一念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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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沒有念頭啊，那怎麼辦啊？ 

問：不住啊，念念不住。不住念頭啊。 

答：了知。有念無念皆了知。不是沒有念頭，有念無念也都是用。

有念無念皆了知。就像《圓覺經》上講的：“居一切時不起妄念，

於諸妄心亦不息滅。”這就是有念無念皆了知。 

問：不即不離，離開也沒有。 

答：不即不離，不取不捨。 

問 B：一切都是照見。 

答：照見，本來如是。 

 

30. 20230430與上師相應的幾個階段  

問：上師，請指一條下面修行的路,大概怎麼走？ 

答：從聞思修入三摩地，你要尋求一條解脫之道，解脫之道就是要有

具體的方法，你自己要求正法。 

問：上師相應法那個…… 

答：那個是這樣的，清淨就是相應。你的心清淨了，你的心跟上師的

心都是無比清淨，無上清淨，這就是相應。相應它有無比相應，也有

無上相應。先是相應，相應就是你的觀點跟我的觀點一致，這個叫相

應。還有大相應，大相應就是在你的觀點跟我的觀點相應的基礎上，

有了某些心靈上的感應，它叫感應道交，這個叫大相應。大相應之後

有無比相應，就是你能夠體會到上師，或者說你的師父的心是清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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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的，同樣你也有這種清淨、透明的覺受存在，這叫做無比相應。

無上相應，就是你時時刻刻能夠體會到上師的慈悲喜捨和弘法大願，

那這個無上相應就不光是跟上師相應，跟諸佛菩薩歷代祖師都相應，

所以叫做無上相應。 

 

31. 20230622臨終關懷細節開示 

問：上師，上次我們在寫十小咒，我們也背不下來，拿手機去抄那個

十小咒了。 

答：能背下來更好。 

問：背下來我感覺難度很高，除非現在就得經常要練。因為能背下來，

還要會寫下來。 

答：大光明咒會背吧？ 

問：大光明咒會背，但也不一定會寫。 

答：你會背就應該會寫。你就按那個音來寫，不一定是按字。 

問：字寫錯了也沒關係，只要是同一個音？ 

答：你那個音對了就可以了。 

問：哦，音對了就行。還是要練著自己當下這個，就是說寫一下？ 

答：對，大光明咒，然後聽聞解脫咒、六道金剛咒、本覺大密咒。 

問：往生廣咒也要？ 

答：往生廣咒也可以，或者阿彌陀佛一字心咒。 

問：哦，那簡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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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A：十個小咒，有明確指定的十個嗎？ 

答：沒有明確的，你只要能夠記得住的十個，都可以，沒有規定非得

要哪十個。 

問 A：那就短的，短的好記。 

答：對，它的意思就是小咒。 

問 A：文殊菩薩的心咒？ 

答：可以啊，都可以。你記得住就可以用，其實很多咒都是短咒。 

問 A：嗯，對。六字大明咒也可以寫？ 

答：六字大明咒、本覺大密咒，這些都很短的。 

問 A：那就挑短的寫。 

答：對，你記住十個。你哪怕寫了九個了，最後一個怎麼也想不出來，

你就寫個“阿彌陀佛”也可以，也是咒語。 

問 B：嗡啊吽。 

答：對，“嗡啊吽”也可以。 

問 B：那個大光明咒是一定要寫的？ 

答：對，大光明咒開頭嘛。 

問：結尾是什麼比較好？上師。 

答：結尾就“嗡啊吽”、“阿彌陀佛”都可以。 

問：噢。 

問 B：就是挑最短的把它背下來。 

答：反正你就記住十個，短咒都可以，所以叫“十小咒”，沒有特定

指哪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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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B：又好背，又好寫，還又快。 

問：上師，我們發現其實那個時候人員不大可能很充足的。能不能給

我們開示下？假設我們是一個人、兩個人或者三個人怎麼做？ 

答：一個人也可以做，一個人你就不停地念大光明咒，念兩個小時，

相當於兩千遍。 

問：手印對著頭？ 

答：手印在梵穴頂上。 

問：我們這次超度，實際上執行難度蠻高的，他的頭在很裡面，我們

這樣放難度很大。 

答：你得看環境，他如果這個頭已經靠到牆壁去了，那你就沒有辦法

對著他梵穴了，那麼你就對著他面孔就行了。 

問：對面孔也可以哦。 

問 B：那只有一個人，休息的時候怎麼辦？一個人累了，要休息吧。

那個接班的時候怎麼辦？ 

答：你說一個人做是吧？那累了，他有家屬，把家屬拉來念佛嘛。 

問 B：念“阿彌陀佛”？ 

答：對，我們有時候大光明咒念一會，然後改成念佛也可以，然後帶

動他家裡人都來念佛。 

問 B：那個開示呢？ 

答：開示不用念。 

問 B：不用開示，不要說什麼，就只管持咒？ 

答：對。把他家裡人拉來一起念佛，超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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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上師，我們還覺得人手不夠，想找一些專門念佛助念的人來對接，

這個就沒有必要了？ 

答：沒有必要。 

問 B：家裡人。 

問：家裡人就可以了。 

問 C：我們這邊是有人的，但是離得遠了。 

答：沒關係，真需要的話，我們也可以飛過去。 

問：上師，那個換衣服，好像心**說，按法本上說二十四個小時以後

可以換衣服啊？ 

答：也有一斷氣就開始換的，你要根據當地的風俗。因為好多人就是

說，你不給他換，到時候他身體硬了你就換不了了，所以他們都是先

開始就給他換，換好了再給他念佛。我們海南這邊都是這麼做。 

問 D：海南有些老人知道自己要幹嘛，先穿好了再躺在那裡等著過。 

答：那是比較少的。就是我們一般都很自信，超度完了的時候身體也

是軟的，那麼等超度結束了，再給他穿衣服也是可以的。 

問 B：上師，就是一斷氣的時候，他很痛苦，碰到他的話，他會起嗔

恨心。 

答：是，有這一說。但也不一定，因為我們所接觸的這些老人，大部

分都念過佛，所以你要讓他生嗔恨心很不容易。 

問：上師，這個臨終關懷，不是在殯儀館更好，是不是啊？在家裡或

者是養老院，會不會更好一點？ 

答：我們認為哪裡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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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哪裡都好啊。 

問 D：殯儀館，你給他要一個小房間，然後在裡面也是可以的。 

答：哪裡都好，沒關係，不受影響。 

 

32. 20230824出家是出離煩惱之家 

答：出家人比較清淨，嚮往清淨的修行，所以他是出離煩惱之家。 

問：可是有的人就沒有什麼煩惱。 

答：沒有什麼煩惱就不存在出不出家。 

問 A：沒有煩惱他就不問了。 

問 B：對的，沒有煩惱他就不會想修行，過日子就行了。 

答：對。因為我們講四真諦“苦、集、滅、道”。人為什麼要修

行？為什麼要解脫？因為他覺得苦，人生是苦。苦諦是第一諦。他

要離苦得樂，出家是其中的一種方法。“苦、集、滅、道”，因為

苦、空、無常，苦海無邊，所以他要解脫。在解脫、脫離苦海的方

法當中，出家是最直接的。 

問 B：環境立馬就改變了，然後思維也立馬改變。 

答：嗯，而且出家還要有大的願望，自己成就了之後還要度眾生。

所以他不光為了自己解脫而出家，還為了讓大眾都得到解脫，所以

選擇出家。 

問 C：所以我覺得人人都應該出家。 

問 A：我們也沒在家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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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不在家自己知道，誰出家了他自己也知道。 

問 D：妙！所以是出離煩惱家，不是在相上的。內心真沒煩惱了，

你就出離了。佛法修行的最高境界是自在，沒有煩惱而自在。 

答：出離煩惱之家。出家和不出家有四種形式：最普遍的是身心都

是在家人，就叫凡夫；身心都是出家，真出家，叫法門龍相；有的

身是出家師父，但心還在凡世間，這種出家師父表面上看是出家，

但他內心並沒有離開凡世間，即表相上是出家的，但是沒有完全出

透；還有一種居士，身是在家，但心是出家。這是出家和在家的四

種形式。 

 

33. 20230903如何培養法喜 

答：流露出來叫禪悅，就是你說話的禪味都很濃，禪意盎然。你要把

禪悅留下。 

問：激發出來？  

答：不是，不是住在上面，而是你要把它寫下來，在筆尖上也要歷練

你這個禪悅，這就是做偈子。我們做的偈子就是禪悅的流露、禪定的

流露，你要把它寫出來，寫出來還不能夠藏著，要跟大家分享。 

問：我恰恰這方面是短板。 

答：沒關係，誰都是短板。這個是你定力出現的時候，它自然流露的，

所以你要把它建立起來，為什麼？因為這些對你將來弘法利生的事業

是有很大幫助的。古時候哪個大德不做偈子？就連六祖不識字也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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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偈子。到那個時候你再學八大明王，那就不一樣了，你就知道怎

麼用、用在哪，一目了然了。 

禪是密中之密。為什麼說它是密中之密？因為它善於運用一切密

法，所以就叫作密中之密。但是如果沒有把禪給證出來，這個密拿到

手上就如同玩具一樣，你不知道怎麼去把它用得更好。所以你一說密

法就有人來限制你，一有限制，它就會形成障礙，你就用不起來。但

是在禪的作用下，障礙反而會變成資糧，會用得更好。 

問：變成資糧，那也就是說在禪定的狀態下能夠清楚知道障礙是如何。 

答：對，它能夠轉業，把業給轉了。 

問：轉的過程還是靠覺觀嗎？ 

答：本位不移，本位不移就轉了。就是說什麼呢？你說密的時候別人

聽起來都知道你在講顯、講禪。這就好比《佛說阿彌陀經》，《佛說阿

彌陀經》它就是把密說成淨，誰讀了都說這是淨土第一經，殊不知它

裡面講的全是密法、全是禪宗。還有《觀無量壽經》裡面講十六觀，

這都是密法，但很多人都把它當成淨宗了。 

問：我剛開始還照著觀過，挨個照著觀。 

答：這全是密法。今天講的教令輪身、正法輪身、自性輪身，你再去

讀佛經，哪一部經都沒有離開這個，尤其是《華嚴經》。 

問 A：《華嚴經》裡面有降伏的、有勾招的，各種用。第一個其實講的

就是自性，妙高峰上面。最後所有的門都歸於一個門。 

答：對，無生門。五門其實也都是一個門，無生門、不動門、解脫門、

淨土門、真如門，全都是一個門。你看我們說禪宗是無門關，門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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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你從哪一道門都可以入，所以就叫無門關，所以禪宗也叫無遮法。

師父，把法喜修出來，哪裡都是你的道場。 

問：我感覺到不知道的時候還有法喜，知道得越多，法喜越少。 

答：你那個是概念化了，你把概念化的東西變成條條框框了。要怎麼

樣呢？知道跟不知道是一樣的，知道越多跟什麼也不知道還是一樣的。

心中自有寶藏，寶藏裡面所體現的種子無所不知，應用出來是無所不

著，一項都不可得。以後一逢到密宗，你跟他講金剛界的修證，胎藏

界的修證，然後再跟他講八大明王、金胎不二，這在密宗裡面是最高

的。遇到淨土的，你跟他講四種淨土，其實它是在一個相上的，只是

名相不同。遇到禪宗了，你跟他講三玄三要。 

問：那這些東西事先不也得接觸過？就像這些概念。 

答：修證出來的。 

問 A：不是學嗎？ 

答：有些東西是求不到的。你就像我們那些壇城，你動個念它就過來

了。你動念就是勾召了。你要用它就來了，就為你所用了。誰也不知

道我動念了，我沒有體現出來，就是這樣的。所以我們所講的這些法

也是這樣，這個法門那個法門，你在會用的時候，它是一連串的一串

串過去的，一法皆不可得。會用，用到徹底就是這樣，用透了，一法

都不可得。方便用的時候，隨手拿來就用了。這就是度眾生要用方法，

它叫作方便法，而且你在本位上的作用下，你是可以應用自如的、通

達無礙的。所以這些法門對你來講每個都是法器。但是如果你的本位

沒有建立起來，去學這些東西學多了，反而不知道怎麼修、不知道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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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去使用它，它會產生障礙。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指導就是一切放下，先回歸本位，先安住

本位，先把本位的法喜建立起來，把它培養出來。這些東西都具足了，

你就會把這一切法都看透了，就知道怎麼去用它了。那個時候你再深

入經藏，就是智慧如海了，不會變成所知障了。 

所以你看我們很多這些法門，比如大孔雀明王咒、穢跡金剛、心

中心法、藥師法、准提法，很多師父一求到馬上就問：“上師，您跟

我說一下，這第一印是做什麼用的，第二印是做什麼用的？”我們都

是說你先不要管它做什麼，它有什麼作用是體現在你的修證上，而不

是文字表達出來它做什麼用。因為文字即便表達出來的也非你用處，

比方說無論是哪一個咒哪一個手印都可以把人給救活，你信不？ 

問：信。 

答：信歸信，能夠救活是能夠救活。 

問：那就看力量夠不夠。 

答：所以說它要體現在修證上。就好比**師父：“我要過來跟你學醫

方明。”我就回他：“醫方明不是學來的，那是證出來的。”什麼叫

醫方明？你有這個病是吧？你有這個病沒事，抓一個東西，你把這個

吃了你的病就好了。什麼原理？沒有原理，你吃了它就好了，這個叫

妙用。不是說它的藥理是什麼，它的病理是什麼，它的醫理是什麼，

這些東西要拿出來變成文字，那是教科書了，不是醫方明，醫方明是

自然通達的，一切萬物都可以作為藥引。 

問：那就有點類似於化樂天，隨心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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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它是屬於神通，我們說五明六通都是神通，都是在禪定上建立起

來的，它不是學來的。你如果在沒有在本位自然流露的情況下，你所

得到的這些通，那就是外通，不是修證出來的，是附體帶來的。那個

就危險了，你哪一天用得不管用了，大家就開始攻擊誹謗你了。 

問：那個副作用很大。 

答：那個副作用就很大。自然流露出來的東西它是別具一格的，觸類

旁通，什麼東西都可以用，沒有道理可講。 

問：對，沒道理可講。 

問 B：這就跟濟公抓身上東西給你吃一樣。 

答：就是。 

問：抓什麼給你吃都好用。 

問 A：他說有用就有用。 

答：所以你看臺灣的慧律法師是絕對不給你講神通，絕對不給你用神

通，這大德開示都有道理的。為什麼？因為你沒有證到本位，那是萬

萬不能用這些的。宣化上人又是另外一個開示了：“神通？神通你可

以用，神通越多越好，你用來度眾生，度眾生就得要用神通。”這就

是他們所處的情況不一樣。 

問 A：而且修不同的法產生的法喜還是區別挺大的。 

問：對，不一樣，每個法的覺受都不一樣。 

問 A：它的法喜差別挺大。 

答：是啊，那是肯定的。 

問：每個法每個印都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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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你們現在只是體會到自己修的感受，你知不知道你在這裡修這個

法，對這個世界有什麼作用，你知道嗎？ 

問 A：不知道。 

答：就是啊，你就不知道了嘛。所以在修證上你看我們說凡聖同居土、

方便有餘土，你在修法在你身上體現出來作用，對你自己來講，那叫

凡聖同居土，但是對整個世界來講，它就是方便有餘土。它能夠發揮

作用，能夠體現出更大的作用，能夠形成更大的攝受力，這個就是方

便有餘土。在我們自身上的體現反射出去，層面上不一樣的。八萬四

千法門，我們釋迦佛也沒有說每個弟子都是修同樣的一個法門，授法

是因人而異、因根施教的，就是所授之法在每一個人身上都能夠產生

作用。對他自己來說是凡聖同居土，但是對於所有這些弟子來說，那

是常寂光淨土，是共同的作用，不是一個人的作用。這就跟我們傳統

文化說的佈局一樣，它是個局域。你個人覺得修這個法很得力、很自

在、很歡喜，但對法界來講，它是具足無上的攝受力的，它就形成了

一個局面。 

所以這就是佛所說的心生法，佛說魔法，魔法不得不佛，同樣魔

說佛法，佛法也不得不魔，他有這個力量，他能夠轉換。 

問 B：老實幹活吧。 

問：有時候修法的時候，長時間處在那種病苦或者身上這種疼痛中，

困擾時間長了之後就容易產生那種厭煩的狀態，揮之不去。 

答：你厭煩身體是可以的，但你不能厭世。厭煩身體我們求的是解脫，

但是解脫的目標是入世度生，而不是厭世。所以利用病體來培養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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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菩提心，它也是一種轉換，這個轉換尤其重要。這個時候離不開大

願，這個願要跟地藏王菩薩一樣。所以它就是一種轉換，換一句話就

是身體對你來說，只不過是修證的一個法器。 

問：法器不太好用。 

答：好用，就看你心安不安。 

問 A：怎麼能讓這法器更好一些？ 

答：最大的力量是直接不住了，力量小的時候可以用藥調，力量大就

可以直接不住了。這個就要從定力上來培養、來建立，要修到啥程度，

你看這樣用力一擰，痛嗎？ 

問 B：沒事，知道痛。 

答：不住在上面。就如同我們二祖慧可斷臂之痛，因為他求法的決心

太大了，所以斷臂之痛他都不受，這是定力的體現。 

問：那太猛了。 

答：方法都在你那。 

問：這種心力的話殺人越貨的心就可以轉成菩提心。 

答：阿彌陀佛，可沒人動這個念。 

問：我說比方那種心力。 

答：這叫掄刀上陣。 

問：那種願力定力跟有時候發起脾氣那種嗔恨心基本是一樣的。 

答：那是歡喜，不是嗔恨。 

問：不，我指的是力量，一個是嗔恨，一個是願力，要有定力。 

答：它是力量，它是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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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但我現在是好像這些年一直用回歸本位放放放，放完之後，現在

感覺心力不夠，心沒有力量，習慣性地坦然安住。然後一發起什麼

心…… 

答：那你還是有住，還是有住。 

問：住在坦然上了哦？ 

答：還是有住。沒關係，作為一種過程是可以的，但不能長時間住在

上邊。 

問：長時間身體病苦，原先的時候身體還有力量，哪怕貪嗔癡它也是

一種力量，現在就是連貪嗔癡都起不來了。 

答：力量用在貪嗔癡上。 

問：對，現在連貪嗔癡都起不來了。 

答：那就用在慈悲心上。 

問：慈悲心也起不來，就是習慣于坦然安住，一切都可以接受，在那

個地方。 

答：那你慈悲心沒建立起來。 

問：我知道我該怎麼做。 

答：要建立慈悲心。 

問：只不過心的力量沒往那方面去培養。 

答：不論自有無，當生大悲心。 

問：但是現在好多都是教你們如何破相，如何安心，然後就在這方面

著重一點，發心這方面反倒是隨緣，隨緣實際上就是斷的時間比較多。

剛開始修的時候，四弘誓願、三皈依念起來心裡很有力量。現在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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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平平淡淡的那種，就是知道自己該怎麼做，但是…… 

答：平平淡淡也對，但還是要有法喜。 

問：清明、平淡。 

答：法喜還沒建立起來。 

問：知道自己該做什麼。 

答：你這是一念清淨。你看我們有一念清淨，有一念不生，有一念無

明。 

問：無明我也體會過。 

答：都是一念。 

問：在驛站的時候甚至體會過那種真正的死寂。 

答：你看我們平時所指導的這些佛經，還是要多讀。《圓覺經》，現在

要加上《楞伽經》。我改天把《楞伽經》上面那個楞伽咒給它完善出

來，把它拿出來用。 

問 A：《楞伽經》裡還有楞伽咒？ 

答：《楞伽經》上面有楞伽咒，要拿出來用。 

問：我現在應該側重于修法喜是吧？發心，法喜。 

答：對，禪定、法喜。禪定、法喜先把它建立起來，你才能夠意氣風

發。意氣風發之後才可以深入經藏。如果你沒到意氣風發，去深入經

藏的話，會讀不下去，會產生所知障。意氣風發就不一樣了，你全把

它看穿了。 

問：做起來好難。 

答：我們現在講的還是理論，你要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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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是要做起來。 

答：這四禪八定還是要的。 

問：都要建立。 

答：你要修到四禪八定，又回到我們打長坐的指導上來，先要八觸十

功德，才能夠證出個四禪八定。先要有初地的法喜，首先要有離生喜

樂地，接下來才是定生喜樂地。像您剛才所講的那種是類似的清淨，

類似的清淨還是屬於八觸十功德相，不是真正的清淨。因為真正的清

淨它是建立在法喜上、建立在禪定上，就是離生喜樂地、定生喜樂地，

才能夠到清淨無為地，之後再上一個層面，離喜妙樂地。 

問：咱們修就是不離四禪八定，是一層一層往上的。 

答：那是必然的。三藏十二部的最高境界都是這些東西。要到天道去

講法，你得證到離喜妙樂地，要不然天道的眾生你度不了，你起碼要

跟他相應。還真的要培養出法喜哦。 

問：我現在缺的就是這個，我現在慢慢就產生無聊。 

答：法喜怎麼培養？你定的時候頭要向上看，你看著綠樹或者是竹子

或者是牆壁。對著牆壁我們叫面壁，無論是對著牆壁、竹子、樹木、

河水，或者是下雨的雨天、或者是晴空萬裡，你對著這些相，你要有

歡喜心，要流露出歡喜心。 

問：哦，每天觀空習慣了。 

答：觀空有時候是作意了，所以這個法喜起不來了，你不作意的話，

法喜才會自然有。法喜是自性本來具足的，不是求來的，也不是怎麼

去修來的。當然我們打坐是可以培養的，我們微笑持咒要培養的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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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34. 20231001觀心與觀照 

問：我為什麼會感覺到她這個聲音會對我產生影響？其實這個是自己

的一個心的作用。 

答：定力不夠。 

問：對，自己的心的作用。這個心是怎麼樣的來產生的，一個追根問

底的？ 

答：就是定力不夠。 

問：這樣的話，就是通過這樣一個學習的話，他能夠通過這一些現象，

然後來認識自己的一個本性，我認為應該是有這樣一個學習的過程。 

答：這個認識不到本性。 

問：通過這個認識不到本性嗎？ 

答：認識不到。這只能認識到分別心，認識不到本性。 

問：分別心的產生，也就是自己的自心的對於…… 

答：不是自性直接作用，分別心不是自性的直接作用。 

問：分別心也就是通過…… 

答：如果說分別心是自性的流露、自性的作用，這個話講得也沒錯，

但它不是直接作用。 

問： 它只是通過眼耳鼻舌身意來產生的一種。 

答：自性是本無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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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对。那就是，这样吧，提个问题。 

答：你看我們修證過程它分成兩個階段。座下我們先是講觀心，知道

你心作用在什麼地方，起心動念動的是什麼念頭，起的是什麼樣的分

別心，這個過程叫觀心；然後你觀心的力量強大了之後，你可以直接

不住分別心，就不在產生分別上面去作意，那麼這時候出來的了了常

知、明明了了、清淨本來，我們就叫觀照。 

問：對於自己，打個比方，剛才我所說的這些現象，自己去如何分析、

去理解，然後把它運用在生活當中，這個算是觀照嗎？ 

答：這還是在起分別心。 

問：這還是起分別心，不算是觀照。 

答：對，還不算是觀照。 

問：自然觀照和這個觀照有什麼區別？ 

答：自然觀照是朗朗清清，凡事不往心裡去，清淨明瞭，照樣在做事，

但是你所做的事情它不會落在分別上。 

問：我認為這應該是有一個漸修的過程吧。他不可能馬上就是…… 

答：對啊，一開始叫觀心，不叫觀照，肯定有這個過程。 

問：那就是自然觀照，他如何能達到自然觀照？ 

答：但是不能妄認這個叫觀照，不能妄認這個叫真心。它是有這個過

程沒有錯，人人都在走這個過程，只要是修行都要有這個經歷。但你

不能直接把它認為我這是在觀照，或者說我這個是自性的作用，你不

能這麼去認為。你要是這麼認為的話，殺人放火也是自性作用？ 

問：這個當然是有一個就是行為規則、總的規範，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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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對啊，所以它有這樣一個過程。 

問：這個觀照我想不僅僅是我一個人的問題，很多師兄有的說了有的

沒說，對於這個觀照個大家都覺得是個很大的問題，因為不知道著手

點在哪裡。 

答：那肯定啊，這是必然的，因為觀照是成就之入門。 

問：如何做到這個呢？如何做到了以後才能通往自然觀照？ 

答：剛才說了，不知道你聽到了沒有，就是外不被境界所轉，內不被

妄念所牽。 

問：這個話是對的，道理懂了，道理懂和實際上…… 

答：表現出來你看，前面已經跟你說了，我們知道用在哪裡，比如說

我們要煮飯、要做菜、要掃地、要幹活，包括你寫字，一舉一動，我

們都知道我們在用，而且很清晰地知道我們是在用，知道用處在哪裡，

也知道起心動念是起在什麼地方，那麼這個就叫觀心，我們知道心行

所在。那麼你的心力通過觀心培養大了之後，你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是毫不粘著的，沒有粘著在事境上，事情也照樣做得很好，這叫清

淨明朗、了了常知，而且又是一切不住，這個就可以叫作觀照。 

 

35. 20231001先有修證再總結出理論 

問：但是這些很多的那種知識點光靠自己通過打坐而來感悟…… 

答：這個不是知識點。換一句話來說，不是先有理論才有修證的，而

是先有了修證之後才把它總結出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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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嗯，對。但是我們學習的話…… 

答：我們說釋迦佛在菩提樹下打坐，他是先見性了才去打坐呢？還是

先打坐才見性呢？ 

問：但是我們學習的話也總是先從佛陀講的這些理論，然後再運用到

自己的實踐當中哦？ 

答：學習是學習，學習是沒有錯。但不是直接就能夠應用到。如果說

佛陀的所證我們直接可以應用的話，你還打坐幹嘛？ 

問：所以說要學習啊。 

答：是啊，所以說我們打坐是實踐佛陀所講的東西，我們的言行舉止

也是通過學習佛陀的言行舉止來修證到這一步，而不是說光憑理論就

能夠了知。就好比老人寫的《略論明心見性》，大家一看完之後都認

為自己所證跟母音老人是完全一樣的？ 

問：那不一樣。 

答：那怎麼可能呢？老人這麼多年的功夫，是吧？我們就看他的書看

兩遍我們就所證跟他一樣？哪裡那麼輕鬆的事啊！ 

問：所以說要實證啊。 

答：嗯，所以要通過實踐、通過實修來證明它，那才是我們自己的東

西。  

 

36. 20231010第七識是分別作意 

問：還有一個問題，打七就是打第七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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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打掉第七識。 

問：打掉第七識。這個第七識是以什麼形式存在？ 

答：分別識。起分別心就是七識作用。你要看到第七識它是很微妙

的，肉眼看不到，體會也體會不到，只有通過長座，才可以流露出

七識的表相。 

問：七識的表相一般是什麼？ 

答：分別心嘛。分別作意、猜測、理解、各種想，都是七識的作

用。當然我們平時看到六識，六識其實就是七識作用來的。七識的

影像就叫六識，這個是可以看得到的。 

問：有沒有什麼方法，有多少種方法可以破？ 

答：心空不住就破了。 

問：心空不住？這個怎麼講？ 

答：它這個破，或者說是轉化，或者說是化空，都是同一個意思。

或者說不住，所以觀照就是破第七識，當下心空不住就是破第七

識。 

問：觀察還是觀不出來第七識？ 

答：觀察？觀察要起分別心啊，已經是七識作用了。 

問：那個能觀是不是第七識啊？ 

答：對，能所就是第七識。 

問：能和所都是第七識？ 

答：就是第七識。 

問：能和所那就已經有形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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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有形象了就已經落到六識去了，六識作用了。 

問：觀那個念頭？ 

答：我們說念頭起處。 

問：用那個能觀可以觀那個所觀嗎？ 

答：你能看到念頭起處，就是七識作用的起點，也叫八識。念頭起

處是八識，那是七識的起點，就是八識。對於沒有見性的來講就叫

八識；見性之後不叫八識了，叫如來藏，如來藏心。如來藏心裡面

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全是妙用。他不會落在上面，但他會啟用它，

就不會在上面產生住著、產生粘著。分別還會有，但它不叫分別，

叫分別妙用。他即用即捨嘛，所以用過了，他就捨掉了，他不會住

在上面。 

問：這麼複雜，搞不懂。 

答：師父，這個不需要搞懂，搞懂就成了教理了。 

 

37. 20231013座下要了無牽掛時時化空 

答：不要住在事境上，要做時時化空的功夫。 

問：怎麼做呢？ 

答：座下嘛，就是我們說自性本空，自性本空就是體。那麼我們在做

功夫的時候，要把一切都看成是不可得、無所謂、了無牽掛，就不要

著在事境上，要做這個時時化空的功夫。這個是歷練出來的，不是說

我們知道這個道理，就可以做到了。它是要有一個歷練的過程，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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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你就老在找各種境界。境界找不到了，你看祖師都是講證體的境界，

但是我們又做不到，那你就開始懷疑自己了。其實就是沒有做功夫，

做功夫沒有做到點子上。自性本空，能體會到吧？ 

問：能。您再說一遍，一個是自性本空…… 

答：你座上是沒有問題，你座上培養的定力很好，但是你座下沒有用。 

問：座下功夫沒有用好。 

答：沒有用在點子上。沒有用在點子上，你就老是認為自己修了那麼

多年，沒有進步。 

問：對。 

答：因為你沒有用嘛，沒有用怎麼會有進步呢？就好比我們每天在磨

刀，磨完刀要拿去砍柴啊。你從來都不砍柴的，你就光拿著那把刀說，

怎麼柴都沒有來啊？沒有柴火出現，因為你沒有去砍啊。每天都磨刀，

磨這個刀沒有用啊。 

問：對，我就是這個問題，一直感覺…… 

答：你要砍柴啊，砍柴就是要用在點子上。 

問：就是事事化空。 

答：對，你要作用出來，不是光知道理，要把它用到實處。所以打坐

培養出定力了，你沒有用到實處，它也會流失的。因為自性本空嘛，

所以它是留不住東西的。你只有去用它，用熟透了，它才能夠大放光

明。 

問：它不是說它自己就出來那個嗎？ 

答：你要等那個時候，可能要很久。你要等因緣時節，就是將心待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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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要很長時間。有時候怕你等不過來，你等它等到自己就退心了：“你

看，我每天都打那麼長時間，沒用啊。”你自己就退心了，所以你等

不到那個時候，所以還要主動地去做功夫。 

這個是觀念問題。你以為說我們打坐就可以等到它爆炸，爆炸也

要座下做功夫啊。就好比給一堆炸藥給你，你光放在那裡日曬雨淋，

你不用火去點它，它怎麼會爆炸？所以炸藥時間長了，它也會過期啊

它也會流失啊。那麼你得要用火去點它，那你的火在哪？你這個作用

用在哪？ 

問：嗯，座下。 

答：對，座下你要去點這把火，而且太小的火還不行。 

問：我還一直以為是在座上這個心不夠定。 

答：我們不是開示了嘛，座上打坐，座下觀照，座上、座下是相應的。

你光是座上的打坐是培養定力，這個定力用在哪呢？座下要用它，它

才能夠變成智慧。 

問：它不是在座上變成智慧啊？ 

答：不是。座上培養定力，座下才是智慧的應用。 

問：那你在用的時候，剛才我還在想，就是說，你剛才說：“忙的時

候……” 

答：你用在哪？用在著相去了。“我兒子吃飯了沒有啊？我兒子做作

業沒有啊？”你都用到煩惱上去了。你那也是用，沒錯，但是你用在

煩惱上了，沒有用在化空上。身心要化空，身心要清淨，要念念不住，

念念不隨，然後念念清淨，念念本空啊。這個作用是自己培養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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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作用出來。 

問：那就是當我想“他吃飯了沒有？”就馬上回來，這是個妄想。 

答：馬上就回來，那也打了妄想。 

問：那也打了妄想了？ 

答：也流浪去了，你打坐都是為了他去打了。 

 

38. 20231014無上竅訣就在經典裡_顯密互通 

(師兄 A：就像 XXX 堪布他們傳密法後都背這個障礙，雖然我們不是

那個密法，但是實際上你也是有一些很重要的竅訣，像這樣上師您) 

上師：佛經裡面都有這些竅訣，公開的 

(師兄 A：但是我們不知道) 

你沒好好讀，你要好好讀，你就知道，特別是圓覺經，所有無上竅訣，

都離不開圓覺經，還有金剛經。祂是講得是非常直白，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這都是無上竅訣，那你在藏地你看不到金剛經，你讀不到圓覺

經，沒有這個機會給你讀，祂都是藏在藏經閣裡面那，你要有閱經的

權利，才可以去讀祂，但是一般人沒有這個機會，但在我們這個漢地，

誰都可以請到這部圓覺經、這部金剛經，誰都可以讀的到，它這個是

傳承體系不一樣，在藏地裡哪有這個機會啊，你除了每天做這個供曼

達、各種供養、各種加行，你都沒有時間去閱經，所以說這個傳承不

一樣，傳承的風格不一樣，我們是以顯，我們是以顯教為主，以顯示

現出密，以密表現出顯，祂顯和密是互通的，所以從理上來講，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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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是顯之體，顯是密之用，它兩者是結合的很好，所以你看我們顯教，

最明顯的，就是大家都知道，最表法的就是淨土宗，淨土宗祂有沒有

唸咒啊，有啊，大悲咒天天唸，大悲咒就是密法，因為祂是咒嘛，祂

是咒，就必須結手印，有沒有結手印，有啊，合掌就是手印，所以祂

是由顯來表現出密。 

那我們專注修密，有沒有顯啊？有啊，每天做的開示、每天做的交流

這就是顯部，（師兄 B：沒錯）你說的東西都沒有離開經教啊，這就是

顯部，這個由密流露出顯，體現出顯，所以這個風格完全不一樣！（師

兄 A：是，沒錯） 

（師兄 B：他們常講的竅訣好像很秘密），他們是很秘密（師兄 B：實

際上就有點像上師講的)。很像禪宗直指，一模一樣，祂是不普傳的，

祂是針對性的（師兄 B：對，一模一樣，他不公開）（師兄 A：祂是犯

戒律的）（師兄 B：他一定要你跟他的他才會講）(師兄 A：祂有戒律) 

上師：也不是戒律，就是說你修証的跟他相應了，他才會告訴你，但

是你的修証，跟他不相應，他告訴你也沒有用啊！他跟你講這個也沒

有用啊！我們同樣也是這樣啊！ 

我們是從打坐上做要求，你打坐的功夫不夠我跟你講這個你也做不到

（師兄 A：對做不到）（師兄 A：聽不懂）你聽不懂，我們是從通過打

坐來提高自己的根器，（師兄 B：他們是攏統說三昧耶戒，你不能犯三

昧耶戒） 

（師兄 A：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譬如說，上師你講關於大圓滿的境

界我是覺得我都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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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師：這跟圓覺經、金剛經是一樣的， 

（師兄 A：但是如果說藏密的那些書他如果開示過的啊，他實際上有

一種說法，他就是背業了)， 

上師：沒有，如果說他背業的話，諸佛菩薩歷代祖師他們背的比我們

多，但實際上那這個是我們諸佛菩薩歷代祖師不是都這麼指導我們，

我們是一脈相承都是這樣的，背不背業也要自己認取，你看佛說，佛

有三不能，第一：不能替眾生成佛，這是佛做不到的，第二：不能替

眾生了生死，這個佛也做不到，第三：不能替眾生消業障。消業障就

是背業，這個是佛做不到的事，我們有啥能耐做得到呢？所以這個就

破了這個知見。誰能替你背業？他能替你背業，那好辦啊，他吃飯，

你肚子就飽了，有嗎？你見過誰有這種本事，或者說你吃飯，他肚子

就飽了，吃飯是造業啊，他如果能夠替你背業的話，那好啊，簡單啊，

很省糧食啊，也很省水啊，我喝水吃飯，他不用吃也不用喝，他肚子

就造飽了，他就替我背業了，那他又做不到這一點，那你背什麼業！ 

（師兄 B：師兄問得好，這很多人的疑惑） 

（師兄 A：其實我想問因為這個你包括這個灌頂，上師說陳老師在重

慶灌頂，還沒灌的時候就知道他身體抗不住） 

上師：他身體本來就不好，陳老師我知道的，原先他想在我們上師那

個接傳法，我們上師考慮很長時間，因為他身體跟一般人不一樣，啊，

身體跟一般人不一樣 

（師兄 B：所以難怪） 

老人要傳法還是要看身體好，有一個法師有一個法師修証也很高，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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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不肯給他接法，不肯傳法給他，因為他尿毒症，你自己的身體都

扛不住，你要傳法的話，那得多勞累，所以老人要找這個傳法人，他

一定要身體好的，而且還要有為大眾付出的心，不光是身體好，你還

要有這種發心，因為這個傳法是很吃苦耐勞的事，也不是一個輕鬆的

事，背根本不存在， 

（師兄 B：難怪我們看到陳老師灌完頂之後，在車上會冷，他會發抖） 

他身體不好，但是他這個傳法的心很切，所以老人也是看到這一點（師

兄 B：是很慈悲） 

（師兄 B：原來有這一段喔） 

（師兄 A：還是對身體的影響）（嗯）（笑聲）（師兄 B：你又繞回去了） 

他有前提，（師兄 A：但是我們也擔心）但是他身體不好，他不是傳法

以後才有，他是在修法之前，他就已經身體就不好，他跟傳法是沒有

直接的關係，如果說，他在沒有傳法之前，身體很好，那麼傳了法之

後，身體不好，那證明他有不相應的地方，就是說，將來有人來求法，

他一求我就傳給他了，那你沒有觀察好因緣嘛，傳給他了之後，他這

個得法的人，他不珍惜法，或者把這個法，拿去亂來，那麼你是有過

的，他背的是他自己的過錯，那他是有過的，那有過的話，他身體肯

定會出問題，那個不是替他背，而是你自己造的業，你自己本身造了

這個不善業，或者說是這 

 

無記業，這不小心造成的，所以我們傳法，我們要觀察，看能不能接，

我們不看能不能接，我們不是說誰來求什麼法，我馬上傳，不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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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沒到那個時機就不能傳，寧願把這個法帶到墳墓裡面去也不能

傳，因為這個時間因緣不對嘛，所以法不是亂傳，還要觀察因緣。 

（師兄 A：像我們這個指導手冊、在上師這個願意的情況下呈現出來、

實際上這個是難的事情，不是他想的那麼容易的，背後有很多看不到

的東西存在，我是這個意思） 

這個還是框架，這裡面的內容還要大家自己去把填滿， 

（師兄 B：一個大綱） 

我們立的是大綱，有這個指導過程，我們這個指導過程，也是結合大

家自己的修行，證出來的，所以大家一看，欸，我到這個階段了，他

自己心裡面很清楚，因為他有相應，他一看一目了然，所以這個也是

大家心得體會的總集，結合的出來的， 

（師兄 B：上師，有時候跟人交流，如果彼此相應，反而不會累，是

會湧出一些法喜） 

那是無上相應，花開見佛悟無生，你看這一句話很簡單，花開啊，心

花怒放，見佛，見性就是見佛，是一個階段，然後大徹大悟，然後到

親證無生法，這一句話是，包含了覺悟，花開見佛，悟無生，至少包

含了四個覺悟，不是簡單的一句話，（笑）也可以作為一句簡單的話

來描述：花開見佛悟無生（上師笑） 

 

39. 20231017因地不正會導致修法沒有力量 

答：因地不明，不明因地。忙的時候跟著事情跑，到不忙的時候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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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閑著了，心裡面空虛，無明煩惱冒頭。 

問：因為我也會聽上師的開示，為瞭解脫。但是我要問我自己，我就

覺得好像不是很急迫，明確又不是很明確。 

答：對，這就解脫不了了。 

問：那這應該怎麼辦？感覺這個問題很嚴重。 

答：解脫不是說馬上死掉，而是從煩惱當中得到解脫，不是指說馬上

要死掉叫解脫。你說我這個解脫心不迫切，那你這個不迫切，是你對

生死的概念並不明朗。 

問：不太明朗，感覺離得有點遠。 

答：對，不知道什麼叫了生死。所謂了生死，是了念頭的生死。細說

就是了煩惱念頭的生死，就是不讓煩惱再生起來。沒有煩惱相，沒有

分別心，沒有各種執著，沒有貪嗔癡，貪嗔癡都是因煩惱而起。這些

無明煩惱、煩惱相都沒有了，就是解脫了。煩惱也叫苦海，陷入到煩

惱當中，人就是苦海無邊。我們解脫，就是從煩惱苦海當中得到解脫。

你有煩惱在，就證明沒解脫。 

問：哦，這就是解脫啊！ 

答：為這個而解脫嘛，不是說哪天死得很好叫解脫。你這個年紀輕輕

就想到死，師兄就說：“哎，你們這佛教全都是跟死打交道。” 

問 1：死氣沉沉。 

答：死氣沉沉，你的見解跟她一樣，在“死”字上做功夫。 

問：就是還是活著就得…… 

答：要活得很好，活得沒有煩惱。活得沒有煩惱，這才是究竟解脫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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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活得快樂，活得沒有煩惱。 

問 2：要歸位。 

問：所以上師您說這就是因地上不明白。 

答：嗯，因地上不明白，所以用功也用不到點子上。 

問：用功，反正打長坐也是打得感覺…… 

答：打了，你沒用在點子上呀。你這打坐是為了等死而打坐，那有什

麼意義呢？ 

問 2：還總等不來。 

答：對啊，這叫做錯用心呐。 

問：沒有師兄說的那種生死…… 

答：你的煩惱雖然小，但是你可以放大,你內心有個放大器。其實人

人都一樣，本來是很小的煩惱，但通過這個放大器，可以把煩惱倍增。

這放大器就是作意，一作意就放大了。本來是個很小的事，一通過作

意馬上放大倍增，然後再加上推理，又給它加倍。看到一個人本來是

想不理他，不理他也就作罷了，接著會想像這個人有多壞，你看這就

作意了。就說你看他壞到這個程度了，他肯定會幹出什麼來，這又是

推理。最後說這個人全世界他最壞，比希特勒還壞，那就無數地放大

這個倍數。最後壞到什麼程度呢？遠遠看到他就想跑。那就是你已經

把一個念頭給放大了無數倍，最後變成恐懼了，這就是我們心中有一

個放大器把它倍增。 

問：那應該怎麼樣啊，上師？ 

答：我們說一切不住，了了常知，就把這個事給破掉了。他就是他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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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我嘛，他存不存在與我無關，這不很輕鬆嗎？ 

問：嗯，是的。 

答：這樣的話，即便跟他坐在一起，也跟我沒有關係。我們剛才說那

個妄念放大的結果是遠遠看到他就想躲了，變成一種恐懼了。 

問：上師，您說就是因為因地不明，所以就是修法上…… 

答：沒有力量。 

問：沒有力量，就是還是要把這個明確了。 

答：對，因地很重要。 

問：那我要思維，常常思維…… 

答：因地果行嘛。因地不真，果招迂曲。 

問：那我要常常思維這個“煩惱”? 

答：你不用這些思維啊。你這麼多年的用功也沒白用功，沒有白費啊。

你就從了生死得解脫這上面去增加你的認知力，你就可以把這麼多年

修學所認識到的，一串把它串起來。 

問：從了生死得解脫。為什麼上師您講得我怎麼感覺有點懵呢？我覺

得這麼重要，我怎麼覺得…… 

答：那你跟我講嘛，什麼是了生死？如何了生死？ 

問：了生死？好像一切都不那麼掛礙，就能好好死。 

問 2：還是死，死路一條。（眾笑） 

問 3：那這個死了之後呢？ 

問：都好好死了嘛。 

答：什麼叫死？ 

https://www.baidu.com/link?url=cInsV4pTOEb6Wp1LWrUg1uJObYC7DmkyGi4lH3WpzCG72IyVIcNT-0BhZB7TZsSWTkdSAG5WME-8Ww5v1Xsd2_&wd=&eqid=ddb4e89a0000e118000000066536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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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感覺就是軀體的這種消亡，這種死的時候就要四大分離的時候，

感覺不到痛苦，能想去哪就去哪，感覺就是了生死。 

問 2：那你這個不是又有生了？想去哪兒去哪兒？ 

答：呼吸沒了才叫了生死？但是還有念頭在啊，念頭還在轉。人雖然

呼吸沒有了，但他還有牽掛在。 

問：就是還沒有了。天呐，都死了還沒了。（眾笑） 

答：嗯，是啊。你剛才說的那個是分段生死，身體壞掉了，那叫分段

生死。 

問：那不是真正的了生死是吧？只不過這一段…… 

答：了生死包括兩種：一個是妄念的生滅，這叫變異生死；還有一個

就是身體壞掉，這個叫分段生死。你所講的人死了，那個只是身體壞

掉了。 

問：那是不根本的了生死是吧？ 

答：那是不根本的，根本的生死在於念頭的生滅相，這個叫變異生死。

我們了生死是了變異生死。分段生死還可以作用，你了變異生死而一

心不亂了，這個身體不一定會壞掉。 

問：活著也就了了。 

答：你見性成佛了，也並不是說你死掉了才能見性成佛，你活著一定

可以見性成佛。你見性之後，你能活得更好，才能夠接引大眾、弘揚

佛法，這力量更大。 

問：上師，我能接引大眾、弘揚佛法嗎？我怎麼感覺不自信呢？我有

這個力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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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你現在肯定沒有嘛。 

問：那以後有嗎？ 

答：以後？未來心不可得，有求皆苦嘛，要無求。 

問：無求。這個弘揚佛法、接引大眾，這也是一種求嗎？這種求不是

好的嗎？ 

答：這個你把它化成願望、化成願力就可以。你有這個大願在，將來

肯定會有這個成果。 

問：我有這個願力的時候，我都覺得我自己都救不了我自己…… 

答：現在肯定不行，現在先要把自己給救了，所以這個叫自度度他。

自覺覺他、自度度他、自利利他，你先要自覺才能覺他,要自度才能

度他。然後你要在修行上得到很大的利益，你才可以去利益大眾，自

利利他嘛。你現在自覺也沒有，怎麼去覺他？自己都還沒把自己給度

了，自度不得，怎麼去度他？你從修證上自己還沒有利益呢，你怎麼

樣去利益大眾呢？ 

問：嗯，是。 

答：那都沒啊，怎麼去幫助人家。有目標嗎？ 

問：感覺，原來是這樣。就感覺，解脫就是斷你的煩惱是嗎？ 

答：煩惱即菩提。煩惱要斷了，菩提也斷了。 

40. 20231018 空有不二、性相不二 

問：上師，能不能請您開示一下空和有啊？因為我之前一直覺得打坐

就是放空自己嘛。但是打七的時候，您跟見**說她太空了，然後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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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到兩個小時就會好一點。打坐是怎麼平衡這個空和有啊？她太空了

怎麼可以平衡她的空和有呢？ 

答：空就是體現在不住上，叫空；有就是體現在你要作用上。既不著

空，亦不落有，叫空有皆不住。空也不住，有也不住。說完了。 

問：那打坐是怎麼把這個打到一個平衡的呢？ 

答：不住嘛，不住就平衡了。你住在哪啦？你本來就沒住，本來就不

住，所以沒啥地方可住。本來就是平衡的嘛。 

問：沒完全明白。就是覺得我們的本來不是什麼都沒有，就是空嗎？ 

答：你看啊，它是這樣的,本來無一物，無一物是它不住在物相上，

叫無一物。本來住在哪呢？比方說，我現在住在這個杯子上,如果有

這個杯子在，那麼我這只手還可以拿別的東西嗎？還能不能拿別的東

西了？不能了。這就是一住在相上，它就再也用不起來了，你沒有辦

法再做別的作用了，所以這個就是住相形成的障礙。那如果我不住在

這個杯子上，我想拿什麼都可以拿，拿了馬上放下，你看這多自如，

這個就是不住所能夠體現出妙用一切。但是你一旦住了，它就死在那

裡了，妙用不起來了。所以說本來就是不住在一切上面，但它可以妙

用一切，不是什麼都沒有。所謂這個“有沒有”是看它有沒有起作用。

它若想用就有，不想用就沒有，有沒有是這麼來的。 

問：那其實我們不住、不執著的時候，我們本來就是處於一種本來的

那個狀態，可以這樣說，是嗎？ 

答：哪個狀態？ 

問：就是我們平時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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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你說本來啥都沒有了，哪來的狀態？ 

問：“我本來啥都沒有”那個是一個錯誤的見地，是嗎？ 

答：那還要什麼狀態？把本來的狀態說給我們聽一下。 

問：那聽上師剛才說本來並不是什麼都沒有。其實之前上師跟我講過，

就是真空妙有。 

答：對。 

問：就是吃飯穿衣，但是其實一切不住，這就是我們的本來狀態。 

答：嗯，不住。不住也不是什麼狀態，就是不住。 

問：嗯，就是不住。 

答：本來有呼吸嗎？ 

問：本來沒有呼吸。 

答：沒有呼吸嗎？那是誰在呼吸呀？ 

問：呼吸是本來就有的嗎？ 

答：不是嗎？是想的時候才有嗎？不想就沒有嗎？你是想的時候才有

呼吸嗎？不想會不會有呼吸在呀？ 

問 A：呼吸應該在，人活著就是這樣。 

答：如果呼吸不在了, 那不是死掉了？ 

問 B：應該是屬於本來的自然流露。 

答：對，它是本來就有的。你住不住它都在，你要住它也在，不住它，

它還是在，這就叫妙有。所謂妙有，就是住不住它都有，這叫妙有。

妙用也是這樣，住不住它都可以用。 

問 B：它就是聞性，跟呼吸是一樣的，也是你住不住它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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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自性跟呼吸是一體的。你住它，也在呼吸；你沒住它，還

是在呼吸。 

問：那上師您上次說的“非空非有”，能再開示一下嗎？我後悔那次

沒有錄下來，我這次錄下來再回去反復聽一聽，因為過後又不懂了。 

答：非空非有跟剛才那呼吸也是一樣的。你在意它的時候，你就能體

會到：“哦，我在呼吸。”那你不在意的時候，這呼吸示現出來的只

是空的，你不在意而已，但它還是存在。你一注意到說：“哦，我有

在呼吸。”就有個有在。它這個空和有是能互相轉換的，它不是對立

的，而是互相可以轉換的。在分別心作用下，空和有它是對立的。我

們一旦不起分別心了，那麼空和有，它是可以轉換的。就是它會變化，

它就不是對立面，它是可以轉換的。 

問 B：這個破對立，破得很完整。 

答：所以我們說落兩邊嘛，不是落在空上，就是落在有上；空和有它

是對立的，所以它就落在兩邊。當你空有都不住的時候，空和有就是

一體的。一體的體會到嗎？空和有。你看這個手機放在這裡的時候，

你說它是有還是沒有啊? 

問：上師說過，要是妙用的話、妙有的話，它就是有；我不住它，它

就是空。 

答：對，這就是空和有是一體的，就是住和不住的問題。你若住它, 

馬上：“哦，真的有個杯子在這裡哦。”但你不住它的時候，無所謂

它有沒有。 

問 A：本身也是緣起性空的性質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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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嗯，緣起性空。 

問 B：它一直都在，你想用的時候，它就在。那醫方明其實也是這個

狀態的啊？藥其實一直都在，你這時候需要它就能用。 

答：這叫“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在”，這句話就是告訴你，本來如

此、本自具足。 

問：不住就是法位, 可以這樣理解嗎？世間相呢，就是妙用，就是世

間相。 

答：你太厲害了。 

問：感恩上師。 

答：這根器太俐落了。 

問：我問了好多次，過後就又迷了。 

答：這叫作啥呢？“從門外入者，不是家珍。”不是你自己證得。 

問：就是老是來問來的，不是自己證得的。 

答：是聽來的，不是你自家寶藏。“從門外入者，不是家珍。”不是

你自家寶藏，就是這個意思。 

問 C：認取了也是家珍。 

問 B：哦，難怪說念力很重要，想到啥就有啥，就在裡邊。 

答：你能體會到了就是家珍，你把它忘了又不是你的了。 

問 C：你認取就是家珍，打成一片，就“是法住法位”了。 

答：對，到你兜裡面去了，如囊中取物。你說有沒有啊？拿出來給你

看看，和盤托出。 

問 C：妙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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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其實上師我下一個問題應該自己證得的，我還是老是問理論，就

是還是那個自性光明的問題，請上師開示一下。 

答：自性光明有什麼好開示的？ 

問：我之前一直以為跟您說的自性就是無相，也完全壓根沒想到它竟

然有光，所以就是上師說的不是我自己證得的，我就在問。 

答：不是有光，而是它就是光明的，而不是說它有光。你把眼睛閉上，

先把眼睛閉上，光明在哪？光明在哪？ 

問：不知道。 

答：不知道，那你眼前是怎麼樣的？ 

問：黑的。 

答：黑的，你沒有光明，怎麼知道它是黑的？這就是光明。你能知道

它是黑的，這就是你的光明。 

問 B：知道就是光明。 

問：這個知道就是光明？哦！ 

答：對啊，沒錯，就是這樣。 

問：哦，這個知道就是光明？ 

答：知道就是光明。 

問：就是說它不是一個相上的名詞，這個光明，而是說是一個法上的

名詞，可以這樣說嗎？ 

答：法位嘛，法位就是光明。自性光明就是法位嘛。剛才不說“是法

住法位”？什麼叫法位？ 

問：我還以為是相上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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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相上也是，相上也是。 

問 C：相上也是光明。 

問：那就算我閉上眼是黑的，並沒有光明啊？ 

答：黑的也是黑光，黑的也是光明。你是把它對立起來說亮的跟黑的，

那叫對立面。我們不住的情況下，它是一體的，就跟空和有是一樣的，

它是一體的，不是對立面。比方我們說太空，太空你知道嗎？太空是

什麼顏色？你要說它黑的也可以，說它是亮的也可以，因為它這個黑

和亮是一體的，你說它是什麼都沒關係。 

問：這一塊沒理解，沒明白。不在理解上，上師要說了。 

答：你現在出去看那個太空是不是亮的？ 

問：是。 

答：那晚上呢？ 

問：黑的。 

答：那不是嗎？這亮和黑不是一體的嗎？它是轉換的嘛。 

問：為什麼說是一體的？ 

答：黑的也是太空，亮的也是太空，那不是一體的？ 

問 B：白天是白太空，晚上是黑太空。 

答：那不是一體的嘛。 

問：其實我還想問上師，就是太陽和月亮和我們的自性光明有沒有關

係？  

答：有關係，有關係。你看到太陽沒有？看到月亮沒有？這個看不就

是一體的嗎？這看不是一樣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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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看都是一樣的？ 

答：看都是一樣的。 

問 B：那就是看、知道、聽，全都是一體的。 

答：見聞覺知，見聞覺知。 

問：上師的意思是指白天黑天，我們這個性，看到這個性是一樣的。 

問 B：它不管是黑的還是白的，你都知道那是太空。 

答：對。 

問：上師說的其實還都是這個性上的光明。 

答：對，我講的是性，你講的是相。但我所講的性也沒離開相，我們

叫性相不二，是吧？你那個叫著相顛倒，不是性相不二。你說這個相

是黑的，那個相是白的，不是著相，就是顛倒，黑白顛倒。 

問：實際上在性上是一體的。 

答：性上是不二的，性示現出不二，相也是不二。 

問 A：這個就像《楞嚴經》裡面的七處征心講的聲音，敲鼓不是有聲

音嗎？鼓息的聲音有沒有？ 

答：有。 

問 A：這個叫靜音也是聲音，一個動的，一個靜的。 

問 C：《楞嚴經》見性最快了。 

問 B：你聽上師講的最後一句話。 

答：哪一句話是最後一句啊？ 

問 C：末後一句。 

問 B：了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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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其實上師您的意思就是說，我看到的不管是太陽月亮，我看到了

這些，它不二就是因為它是我自性的顯現？ 

答：自性流露。 

問：自性的流露，所以它和我是一體的是不二的？ 

答：對 

問：這個不二就是？  

答：沒有落到分別上。二就是兩邊，你沒有落在兩邊就叫不二。 

問：這個不二就是我們的自性光明，是嗎？ 

答：一說“是嗎”，又落兩邊了。 

問 B：她又在光上了。 

答：一起分別又落兩邊了。 

問 B：你回到那個知道上，你別落在…… 

答：了知，了了常知。 

問 B：你回到知上，你別粘在光上。 

問：嗯，好。 

問 B：繼續問吧，好像還有點殘留。 

答：這個還是要打坐，不打坐聽不懂。 

問：這還是從門外入的，還不是自己得出來的。 

答：不是自己的自家寶藏。還是要打長坐，要不然聽不懂。 

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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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20231022持咒不快不慢才可以不壓不隨 

問：持咒的不知道怎麼念，嘴上在持但沒往心裡去。 

答：速度慢了。 

問：速度慢了啊。 

問 1：上師，我的速度也比較慢，是不是有意識地使力氣地然後讓它

快起來？  

答：那個啊，不是太用力，就稍微加快一點，也不是特別快。特別快

容易感覺到累。你可以自己做一下調整，要不快不慢。不快不慢才可

以形成不壓不隨，才可以培養出不即不離的定力。座上是不緊不慢、

不壓不隨，座下就是不即不離，功夫是這麼培養的。剛開始的觀照就

是不即不離，沒有完全住在上面，但也沒有離開它。 

問：說的一用力…… 

答：你一用力就把它壓死了。座上做功夫也是這樣，你座上用力了，

座下也用力了，就直接把念頭給壓住了，看不到念頭了。 

問：有時候就是隱隱約約能覺察到那個，但是一注意呢，它就沒有，

就覺察不到了。 

答：就是壓念了。師父您是怕妄念起來，怕妄念起來的原因就是你持

咒要求要字字分明，這個字字分明它會導致後面的壓念不起。我們用

字字分明是可以用，但不會一直用下去，一般是你開始修行打坐前面

這幾個月，你可以用。幾個月之後，大的煩惱已經沒有了，粗大的妄

念也沒有了，妄想也沒有了，這時候你會發現那個念頭很多很亂，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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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時候持咒就要開始加速度，要不然你整個人就被妄念拉跑了。 

問：兩小時之內好像念不快，到後來就很順口。 

答：是，沒錯。 

問：後來妄念就少了，也很順口。 

答：你是粗大的妄念少了，但是它變細了。 

問：反正那時候腦袋也清醒了，也沒什麼境界了。 

答：速度還得快一點。 

問：一開始速度還是慢了哦？ 

答：嗯。速度加快了，修的過程就快了。 

問：老感覺好像少了一個字。 

答： 你不要怕少字，那個時候不是念字，叫念咒音，咒音在，不是咒

字在。咒字跟粗大的妄念是相對的，等到妄念變細之後，我們所持的

咒它也變細了，變成咒音了，不是咒字了。你如果感覺到你漏字的時

候，你把速度放慢，會發現自己一個字都沒漏，只是速度加快了。這

個時候你一執著每個字都不要漏，那就存在壓念了。 

問：那個時候，容易腦頭昏腦脹了。 

答：對，壓念就是會搞得頭昏腦脹，壓念不起，頭就要脹了。座下觀

照也一樣，座下一直都是壓念，也是頭昏腦脹。 

問：我是想把那個看清。 

42. 20231109滅盡定轉識成智就是金剛喻定 

答：六通都可以發動，所以叫金剛喻定。金剛喻定之後，就是金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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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問：金剛喻定也就是刹那八萬四千全部照見？ 

答：全部照見。 

問 A：我看金剛喻定前面是滅盡定，是吧？ 

答：對，滅盡定。 

問 B：哦，滅盡定以後才金剛喻定。 

問 A：四禪八定完了是滅盡定，滅盡定之後是金剛喻定。 

答：滅盡定在外道裡面就是無法超越的定，但是佛教還可以超越它。 

問：不是無想定嗎？滅盡定就是無想定？ 

問 B：滅盡定是無想定，那非想非非想是什麼定？ 

答：滅盡定跟非想非非想差不多，它就是我們所講的滅盡定是它的用，

體現不一樣，就是他定的比較深不再出來了就叫滅盡定，無想定它是

可以活用的。 

問 B：屬於四空定這一塊？ 

答：四空定。 

問 B：無色界四空定。 

答：無想定是四空定中的，最高就是無想定，但是無想定之後才是滅

盡定。 

問 B：滅盡定是最後的？ 

答：滅盡定是最後的，在外道定當中它是無法超越的，最終就是滅盡

定，沒有任何一種能夠超越它。但是我們佛教講轉識成智，就是轉念。 

問：就是在這裡邊他得起念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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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對，轉念就是金剛喻定。 

問：就是說這裡邊已經轉不出來的時候還能用。 

答：轉不出來就是滅盡定，轉出來就是金剛喻定。 

問：我明白了。 

問 A：他這一步也是出三界輪迴的一步，對吧？ 

答：是啊，任出三界，出入都可以。 

問 A：對。所以這一步是很關鍵的哦。 

問 B：他這也已經超越了空，我認為這也叫證體。 

答：三界任橫眠嘛。 

問：出不來就滅盡定。 

答：出不來就滅盡定。 

 

43. 20231110五十種陰魔 

問：如果像我這樣觀察的話，是不是屬於走偏了？ 

答：也沒有，是過程。五十種陰魔，是屬於過程，不是叫走偏。五十

種陰魔是見性之後才出現的。五十種陰魔不超越，或者說沒有經歷過、

沒有超越它，那成不了佛。所以歷代祖師開示說，見性之後先入魔後

成佛，這個魔指的就是五十種陰魔。 

問：是不是五十種陰魔全都要經歷一次？ 

答：都要經歷的。 

問：也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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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五十種陰魔全部都經歷過，那叫妙覺，妙覺就是全部都經歷過。

妙覺最後破的是什麼，師父你知道嗎？ 

問：破的是覺相？ 

答：佛相。妙覺破掉這個之後他才能夠圓滿。 

問 A：佛的相是嗎？ 

答：佛的形象。就是沒有證到妙覺之前，這形象一直都在，我們還要

頂禮它，還要嚮往它。只不過它是越來越淡、越來越淡，淡淡淡，淡

到把它完全破掉，佛也不可得，那個是證到圓滿覺地他才可以說佛也

不可得。如果還沒有證到圓滿覺地，你去說這一句話，那就屬於打妄

語。 

問 A：斷自己的法身慧命。 

答：對。 

問：像哪種情況就超越了欲界？剛才就是說那個還在欲界當中。 

答：出現光明就超越欲界。 

問：出現光明。像那個無色界是不是屬於走偏了才進入無色界？ 

答：不是，無色界那是意境。你要有無色界的修行，也不一定要見到

光明。不是我們所見到“自性光明”的“光明”，它那個也能夠見到

光明，但那光明不是自性光明，是境界上的光明。境界上的光明畢竟

有生滅，不是自性光明，自性光明是不生不滅的。 

問 B：是朗照吧？ 

答：朗照還有消失的時候，那就不是真的朗照。你只是一刹那可以體

會到朗照，不是時時刻刻都是朗照，時時刻刻都是朗照才能夠稱為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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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就如同大日如來的名號一樣，這光明如同太陽。但是太陽的光明

它是分白天和晚上，大日是不分晝夜的，時刻都朗照、遍照無邊，所

以叫大日。我們所見到的自性光明，就跟大日是一樣。好比見性，見

性就是時時刻刻見，你不能說見性了，他見性是白天見、晚上沒見，

那叫見性嗎？ 

問 B：所以若是見的話，它只要能消失，這個肯定就不是自性光明，

就是相上的光明，可以這麼理解吧？ 

答：本來如是，不是理解。 

問 C：上師，自性的光明是一種體會嗎？  

答：體證。體會是一時的叫體會，體證是時時刻刻。 

問 C：那會不會也有迷失的？ 

答：會，因為你還沒有證到八地，有可能會出現退轉。證到八地以上

就不會退轉。他那個退轉是因為某些比較大的境界出現了，把握不住，

就是暫時退轉，但是他要回覺過來也很快。 

問 C：你說的退轉是他就又著相了？ 

答：嗯，著在相上，或者說是被相轉了一段時間，他被不同的相轉。

好比說七地，七地它叫無為地，無為地被什麼事情轉？被無為轉。 

問 B：追求無為了。 

答：本來就無為，但是他落在無為相上，那也是被轉，這也是五十種

陰魔之一。這個初地往上走都是各種陰魔。 

問 D：哦，這也屬於陰魔。 

問 E：這個名字就是這個意思。那到了八地不動地了，他就有定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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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完全不被境轉了？ 

答：不動地也有陰魔，不是完全沒有，他是另外的、別的陰魔。完全

沒有陰魔，那就是圓證佛果。 

問 C：上師，無為相，我好像不太明白，什麼叫無明相，還有無為相？ 

答：你這不太明白，就是無明相。 

問 B：你要體會一絲絲掛礙都沒有才行。 

問 D：就要破所有的二元對立對吧？就是完全不能有，包括本能上面

的那種也不能有？ 

答：那是後得智表現出來的，五十種陰魔也是後得智裡面才有，它是

後得智的作用之一。 

問 B：證體以後的事。 

答：你住在上面它就成陰魔，你若不住，它就是功德。我們一講這個，

你看，著功德相了吧？又是五十種陰魔。 

問 B：不能講，你這一講就是事兒。 

答：這不能講也是五十種陰魔。 

問 A：能講。 

問 E：講完就放下。 

問 A：講是講給相應的嘛；不相應，能講不能講他都不相應。 

答：所以你看我們說這就是《楞伽經》講的道理，“百八句”就是講

這個了，是當說還是不當說？ 

問 B：這個功德和陰魔是一體的？看你往哪邊用就行了？ 

答：他是果位上的修證才有這個，你在果位上修證才會出現這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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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果未到果位上的修證，門都還沒入，哪來的陰魔？所謂陰魔指的

就是心魔。而且這個心魔是魔自己不是魔別人，作用在別人身上，那

叫外魔。 

問 B：這屬於自己收拾自己？ 

問 D：這肯定是收拾自己。 

答：不是說了嘛，你不住，它就是你成就的資糧；你若住它就成陰魔

了。 

問 B：上師，您剛才說他最後破佛相，其實也是不住的程度是吧？完

全不住就破掉了？ 

答：他有一個概念，尊師重道、尊師重教，這個是最後才破。 

問 B：不能上去就把稻草扔了。 

問 D：就是說棄船登岸嗎？ 

答：所謂棄船登岸是棄無明之船，見性之前是做這個功夫。 

問 D：哦，見性之前。 

答：見性之前。他這個是已經登到法船上了，在用法船的過程當中。

你用法船來渡人的時候，同時你自己還要把法船給捨掉，你還不能住

在法船上。 

問：五十種坑。 

問 B：證道以後它就不是坑了，那是功德。 

問：五十種法執，五十個陰魔。號稱五十個，還是有很多？ 

答：它是每一個陰魔當中有很多種表相，統稱叫五十種陰魔。五十類

陰魔，這就明白了哦？五十類，所以也叫五十種，不是五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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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C：上師，有時候覺得對自己有壞情緒，就覺得煩自己。 

答：無明煩惱嘛。 

問 C：這是無明煩惱？ 

答：多發願，發願破無明，這是最簡單的方法。你要從功夫上做的話，

就是打長坐、多觀照。 

問 C：我近段時間就有這種情緒，對別人不煩，就煩自己。 

答：有情緒好不好啊？ 

問 A：好。 

問 C：好。 

答：好不好都累。 

問 C：對，累。 

答：好不好都累。偽裝一下，偽裝一下，以後一有情緒想爆發，馬上

來個“莊嚴”。 

問 C：嗯，這個有效果。 

答：有效果，那肯定有效果。所以要經常“莊嚴”一下。 

問 C：下次就“莊嚴”一下。這種壞情緒好像是覺得自己不夠智慧、

不夠慈悲這種，主要是在這一點上。 

問 A：上師，那五十種陰魔是覺上的事？ 

答：它講的就是不要有落。 

問：五十種陷阱。 

問 A：也算是習氣？ 

答：很微細的習氣，很微細、很微細。粗大的就叫財色名食睡，色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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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行識共同作用。它是到了那個時候，你去看，哦，講的是這個，也

是種過程。 

問 F：五十種境界。 

答：它要講境界就多了。 

問 F：五千種都有。 

答：嗯，五千種，十萬八千種。 

問 D：刹那刹那的。 

問：不知道怎麼對付它。 

答：對付？ 

問 F：不是對付，它就一招，不執著、不管它、不理它。上師不是說

不落嘛。 

答：不落，不是說不理，也不是說不執著，叫不落。因為你說不理、

不執著它也是屬於一種落，它叫不落。 

問 F：不落就是不住嘛。 

問 A：不落是建立在證量上，是有東西的，什麼不落。 

問：這名相，不好分啊。 

答：不分嘛，師父。你往那一坐，你是作呢，住呢，還是落呢？ 

問 A：這個開示太究竟了。師父，我很有收穫。 

問 B：體會那幾個字。 

答：你是理呢，住呢，還是落呢？ 

問 A：住和落之前還有一個，上師，是什麼？ 

答：理嘛，住嘛。你是理呢？還是住呢？還是作呢？還是落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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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個“作意”的作。 

問 A：這是四種功夫。 

問 C：這好像有層次。 

答：它有層次。 

問 C：有嗎，上師？ 

答：有啊。 

問 A：有是好事，先有再說捨。有都沒有，門都沒入,就開始捨，把

自己弄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