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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觀照（八） 

 

臨濟三玄三要 

元音老人《禪海微瀾》 

至於“三玄三要”更是臨濟公心詣。因他用心細密，親歷

過來，說得清楚透徹。他說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

一玄門須具三要。這三玄三要，我們要細細參透，方知由初悟，

漸臻圓滿的玄奧。但歷來諸方對這三玄三要究竟是哪三玄哪三

要呢？各執一詞，爭論不息，相持不下。如古塔主、洪覺范、

張無盡等，有的說是藉此為塗毒鼓聲，一死便休；有的說是截

斷眾流，壁立萬仞，偷心全死而悟本來；有的說似清涼寂滅幢

等。惟古塔主獨排眾議，謂臨濟公既說三玄，應還他三玄，怎

可以一語而概之。乃採集言句表彰三玄，但於中又遺漏幾要，

不無支離破碎之感。在此眾論紛紜，莫衷一是之際，汾陽昭禪

師乃以一偈而概之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

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月菊花新。”他是臨濟公第五代孫，

他說難分，誰敢再分。以是三玄三要之詣，塵封高閣，決無有

再提起者。迨至清初天童密雲悟禪師的法嗣三峰禪師出世，進

問乃師本宗初祖三玄三要的的旨，悟師以汾陽昭偈答之，三峰

不肯，請師清楚明晰地指出三玄是哪三玄？而且一玄有三要，

三玄就應有九要，九要又是哪九要？不可籠統顢頇地說一句事

難分而作罷。因此引起師弟不睦，更因此爭論。清雍正帝目為

犯上，阻止三峰語錄流通，焚毀其書，致今日無從查閱此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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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申述三玄三要之玄旨，誠為莫大的憾事！於茲無可奈何之際，

謹就諸先賢關於三玄三要之論述，擇其適合為近代人用功之軌

範者略錄之於後：臨濟公說“一句中具三玄”。在要弄清三玄

之前，先要明白這一句是哪一句，不明白這一句又何從透三玄

呢？原來這一句就是上面說的“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即今

說法、 聽法者是”。這一句最關緊要，是三玄三要的總綱。

明白這一句，識得本來面目，才可往下談玄要——用功的過程。

否則，如紙上談兵，空說無益。 

所謂說法聽法的無位真人，即本來天真、不因造作、不用

修成而無依倚的本色道人也。我們現在能說法聽法的不是四大

色體，乃各人目前歷歷孤明而無形相的“靈明妙覺”。我們會

得這個“妙覺”，只為初悟，習氣未除，自救不了，需要歷境

練心，上上升進方能與佛祖把手共行。所以臨濟公把這段歷進

的途程分為三玄三要。 

從這句說法聽法的無位真人上因各人的根基和所悟的深

淺不同，分為三玄。是哪三玄呢？第一是體中玄，第二意中玄，

第三是句中玄。蓋從悟得的妙體上發而為之的大意，由意產生

妙用拈出而為言句。臨濟公于每一玄，各有一句說話，今為讀

者易於明瞭契入起見，將三句提示，顛倒過來，由淺入深的從

第三句中玄開始分段略說如後： 

一、句中玄： “看取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裡頭人。” 

這句話就是說我們看木偶戲，木頭人會動，全靠人在裡面

抽線。教我們由此明白我們之所以能言能行全是佛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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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佛性，這個色體就如木頭一樣，不能動彈，藉此提示而明

悟本來。但這只是初悟，執著習氣猶在，故此時自救不了。但

在悟後，只要不放逸，不得少為足，精勤綿密地做保任功夫，

即能除盡習氣而了斷生死。故這裡就功夫上進的程式分為三要： 

初要：初悟時脫離諸相，識得本真，是為句中玄初段。 

中要：既識本真，習氣猶在，即當綿密保護，不可稍懈。 

上要：以自己保自己，則有想像光影，思欲離之，但功力不夠，

猶不能忘。此時任你保護嚴密，但有相而不能忘，所以臨濟公

說自救不了。 

二、意中玄： “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 

斯道妙理難解至於不可以言解，斯真妙矣。既妙至無可言

解，則起念來問者，豈不錯乎？即善問如無著菩薩者，至此亦

無能措詞。蓋無為法門，其初已悟截流之機——即識得本來入

於正位，則群流——妄想——皆斷。漚和者乃水中之泡一起一

滅和而成塊也，任你百千萬億有言說的問答漚塊，怎能負擔得

起截斷眾流的大機大用？意思是任你百千問答，終歸有解，豈

能如無解之妙解，一齊放下，無問無答當下即截斷眾流，而端

坐證無為。這裡就功夫進度也分三要： 

初要：接句中玄上要，因保任功夫綿密，能離卻想像光影，然

猶有離在意中。 

中要：功夫更加綿密，忘卻“離”字，遂入無為正位。身心輕

安，受用無比。其始也返照之意多；今也變返照而為寂照，端

拱無為，一無事道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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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要：此時無所謂功夫，無功之功，其功甚大，即無為亦渾化

其跡，無所謂無為矣。此時不求神通變化，而神通自來！到此

地位已明兩玄六要，可以教化人天，故臨濟公云：此句薦得可

以為人天師。 

三、體中玄： “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 

此三要不是上面說的初、中、上三要，而是身、口、意三

要。上面說的三要乃返本還原，自家大事了畢者；此三要乃印

開心地——朱點——發百千萬陀羅尼，建立化門，起度生之妙

用者。為度生故，身則外現威儀；口則隨機對答；意則智悲雙

運。以此為印，開發心地，廣大無邊，凡一切料簡、與奪、權

實、照用、賓主，不必擬議而自然歷歷分明。（試問：東西兩

堂二僧同時出來下喝一聲，還分得出誰是主誰是賓否？）這裡

也分三要： 

初要：功夫妙到極處，則妙不能久炫其妙而返淡，此淡乃

功夫妙到盡極處，返而為淡，不是未曾歷過意中之玄要而妄言

淡者。淡如水，水無味，同愚人一樣，無識無知，穿衣吃飯而

已。 

中要：我們本體本來如此，今復如此，並無增加。斯理實

非妙字能盡，惟淡字好，但大家一入淡則覺孤寂而飛走去，惟

智者能安而樂之。淡雖無味，然無味中有一至味在。原來不是

色、不是空、不是一、不是萬、不是凡、不是聖、不是境、不

是物、不是有為、不是無為、不是亦不是，於行住坐臥，動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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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酢往來之中而歷歷孤明，如朗月當頭，推之不去，攬之不來，

總無絲毫接續斷滅，影響之相。 

上要：至此難於開口措詞，世尊見文殊、迦葉白椎竟便下

座，古來諸禪德至此便拂衣歸方丈。惟曹山禪師有一句話可用

來明此上要。僧問曹山： “朗月當頭時如何？”山曰： “猶

是階下漢。”僧曰： “請師接上階。”山曰： “月落時相見。”

諸位讀者，月落後莫非即漆黑一團，不見光明了麼？非也，這

是功夫到究竟處，渾化相忘，毫無痕跡，猶如吾人在空氣中而

忘其為空氣也。此時如有人進問一句： “月落後作麼生相見？”

我即向他禮拜了退。 

 

覺照 寂照 照寂 

元音老人《恒河大手印淺釋》 

我們先要覺照，慢慢地進而至於寂照。覺就是知覺，念起

要知道，不跟它跑，這是有功之用。假如看見心念動了，放不

下，自己定力不夠，不能止斷其連續，這不行，須趕緊假佛力

加持，以斬斷之。念佛的人迅速提起阿彌陀佛聖號，將妄心住

到佛號上去，妄念就不能持續了；持咒的人則將咒一提，妄念

就被轉換了；參禪的人時刻照顧話頭，妄念自然不起。假如妄

念起來也不知道，跟著念頭跑，那就完了。所以見道後，須綿

密保護。保熟了就不要保了，可由覺照進而為寂照了。寂就是

不動，不再用覺了，同時照也忘了，自然照而不著照，有個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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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還是有住，還是有功之用，無照無不照，這才進入無為。無

功之用，其功甚大。到這裡，才能入不退轉地。 

 

元音老人《恒河大手印淺釋》 

我們前面講過覺照，時時要覺悟、警覺，不要跟境界跑。

到後面覺也不要了，還有覺在，就是有作為。要無作為，才稱

“無為”。功夫成熟了，不用提起覺照，自然覺照。不提覺照，

就是寂；自然覺照，就是照。這就是“寂而恒照”。“照而恒

寂”呢？儘管起妙用，本體仍是如如不動。功夫到這裡才算到

家，還有覺照在，那就還沒到家。但也不是一下子就能這樣，

總是要經過提起覺照的階段。要覺照、覺照、再覺照，把它照

熟了，就像人在空氣中，忘記了還有空氣。“如入芝蘭之室，

久聞不知其香”，渾化相忘了。 

元音老人《佛法修證心要問答集》 

221 問：“照而常寂，寂而常照”，究竟起念不起念？ 

答：照即是用，寂是念念不停留。無念之可念，無起之可起，

法爾顯現，自然應緣。 

 

保任（淨念相繼） 

元音老人《禪海微瀾》 

“保任”功夫是由淺入深的兩步功夫，不是一回事。 

“保”者，保護也； “任”者，放任也。做功夫先從保護

下手，如嬰兒降生後，須妥善保養，以免夭折一樣。等有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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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功夫做到圓滿，在日常動用中毫無走著時，才能進入“任”

字功夫。任其自由行動，要坐便坐，要行便行，毫無拘束，方

能進入無為正位。更向上，渾化其無為之跡，無所謂無為不無

為，鎮日如癡如呆，饑來吃飯，睏來打眠，方得真實受用。 

 

元音老人《略論明心見性》 

關於“淨念相繼”一語，其中大有學問，它和禪宗悟後的

保任功夫完全無異，它是念佛人修行進程的指標。茲不嫌辭費，

略述於下： 

蓋“淨念”二字非如一般人所想像的以清淨心念佛，即為淨念，

而是念佛功純，能念之心與所念之佛，一時脫落，能所雙亡，

空有皆泯之正念，始為淨念。至於“相繼”，則又分靜中相繼、

動中相繼與動靜一如等功夫深淺的差別。茲分析如下： 

一、靜中相繼。念佛人念至能所雙亡，本性顯發時，為初

顯淨念。嗣後，因無始曠劫著相習氣深厚，不能每坐皆顯，須

隔數周、數月甚或一年再現，此全視行人的根基與修行的疏密

而定。此時，行者須加勁精勤用功，使相隔時間漸漸縮短。由

一年而數月，而一月，而數日，最後座座皆現；此為靜中相繼，

相當於禪宗的“保”字功夫的第一階段，是為理一心。 

二、動中相繼。靜中能時時相繼，遇境緣動亂時，又復打

失，不能稱為真相繼。須在日常動用中磨練，上而至於縱橫無

礙，順逆無拘，如在靜中一樣，仍舊孤明歷歷，無有走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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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動中相繼。但有時偶而忘卻，遇境而動，馬上即覺而歸空。

此相當禪宗的“保”字功夫的第二階段功夫，是為事一心。 

三、動靜一如。不管動中靜中，俱無走著，且無守住之心，

純任自然。此相當禪宗的“任”字功夫的第一階段，是為理事

一心。 

四、相繼亦不可得，不守之心亦無，昔日所有玄妙奇特，

一掃而空，鎮日如癡如呆，淡而無味，然無味中有至味在焉。

此相當禪宗的“任”字功夫的第二階段，是為事事一心。斯真

淨念相繼者也。 

 

還觀什麼照啊！ 

元音老人《恒河大手印淺釋》 

大手印最直捷，直指“融妄念為法身妙用”。你若能直下

承當，那就是“一念越三祇”，就直下“熟識法身”了，這才

真是無出無入的大定。這時候你就不怕妄念了，妄念儘管起好

了，這都是法身的妙用，只要不理不睬，不住境、不執著，時

時處處這樣觀照，慢慢就熟識法身了。你可能會說：“咦！你

怎麼還是講修行過程？這樣觀照並不是直捷熟識法身啊。”對！

那是因為你沒有直下承當，我不得不這樣說。你若真的承當不

疑，還觀什麼照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