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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道歌之三

永嘉玄覺大師

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為；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

上衣。

江月照松風吹：江月照，此月既可指天上的月，亦可指心中的月─寂靜涅槃

的心境。松風吹：風吹酒醒，魘夢遠離。

永夜清宵何所為：長夜清醒無所為也。這不是因失眠而睡不著覺，而是指大

悟徹底之後，已無黑夜矣！有點似「眾生皆睡我獨醒」的味道。

凡夫雖自天，猶魘夢顛倒；聖者雖黑夜，唯清醒無為。

佛性戒珠心地印：既見佛性，證真如心；即以之為心地法門。戒和印，都是

指持而不失，如鏤骨銘心然。

霧露雲霞體上衣：既法身遍滿沙界，則山河大地．霧露雲霞，乃只是體上衣

也。

降龍缽解虎錫，兩鈷金環鳴歷歷；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

蹤跡。

降龍缽解虎錫：降龍缽，是指世尊度化火龍外道的故事。解虎錫，是指僧稠

禪師，以錫杖化解二虎之纏鬥。

稠禪師，曾在懷州王屋山習定。見二虎鬥，以錫杖空中解之，兩虎各自

離去。

兩鈷金環鳴歷歷：兩鈷，於錫杖左右兩旁。比喻為二諦總持．性相圓融．理

事無礙．福慧雙修也。金環：六扣金環，喻為六波羅密也。

在原始佛教時，錫杖為四鈷十二環，喻為四諦十二因緣。

鳴歷歷：云何振錫有聲？既為托缽乞食，也為說法度生。

不是標形虛事持：不是只把持著錫杖，徒有外形，而無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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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寶杖親蹤跡：所謂老虎不生犬子。既外著佛的袈裟，內也得有佛的本事。

不求真不斷妄，了知二法空無相；無相無空無不空，即是如來真

實相。

了知二法空無相：二法者，真與妄。無相，無是指不執著爾！妄者，當不執

著；真者，云何也不執著呢？

以不執著故，而稱為真也。

無空無不空：性雖空，相用則隨緣示現而恆不斷。

即是如來真實相：心包太虛，量周沙界。心雖無功用，然相用得隨緣示現斷；

故能應機說法，廣度群迷。

心鏡明鑑無礙，廓然瑩徹周沙界；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光非

內外。

心鏡明鑑無礙：真心，乃就「能了別性」而言，故一切皆能明鑑無礙。譬如

廣大無邊的鏡子，無所不容。

因為這鏡子太大了，所以眾生皆只見得鏡中物，而見不到鏡子。

廓然瑩徹周沙界：以性，乃包括普遍性和永恆性；故能廓然周照沙界中。

萬象森羅影現中：其實，若就相而言，乃隨緣示現爾；故大小．遠近．明暗．

通塞，各不同也。

一顆圓光非內外：真心非物，亦不離物。萬象非心，亦不離心。心物本來一

體，無有內外之別。

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棄有著空病亦然，還如避溺而

投火。

豁達空撥因果：外道遮無因果，即是惡取空．斷滅空也。

莽莽蕩蕩招殃禍：莽莽蕩蕩，既撥無因果，則一切行為便毫無禁忌。

招殃禍：到後來，則唯自取惡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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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有著空病亦然：同理，佛門中人若棄有著空，其病亦然。

還如避溺而投火：溺者，因貪而沈溺。火者，因瞋而焚燒。大致而言，眾生

中如屬貪者，多著有而沈溺。如屬瞋者，多偏空而枯寂。

然而佛門中人，就算屬瞋者，雖偏空而枯寂；也不至撥無因果，而毫無

禁忌。頂多成為焦芽敗種爾！

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

一月攝。

一性圓通一切性：一般而言，性有所謂無常性．苦性．空性．無我性．自性．

他性．共性等，但總而言之，卻不出「緣起性」而已！以諸法緣起故，

而示現有無常．苦．空．無我等性也。

一法遍含一切法：以一切法皆唯心所現，故一法者，乃心法─亦即心性也。

心性如鏡，緣起諸法則鏡中象也。

一月普現一切水：如常謂的「千江有水千江月」。故就理而言，既緣起如梵網

相連；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一切法，成就了我；我也助成了一切

法。

其次，就證而言，天上月是本尊，水中月是分身。故普現一切水者，即

千百億化身也。

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

非行業。

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這些句子，頗容易錯解，最好不用。

勉強說是：真如心性與如來法身，乃非一非異。何以故？性相本來相輔

相成也。

一地具足一切地：譬如信解行證，非各個別存；而是於互通互補中，有不同

的比重爾！

非色非心非行業：此之非心，是指非能所對應的根心或識心。非行業，因能

所一體故，非作非不作，非成非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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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卻三祇劫；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

何交涉？

剎那滅卻三祇劫：常謂修菩薩道，得經三大阿僧祇劫，方能成佛。然若能頓

悟成佛，豈非三大阿僧祇劫，即於剎那間已划過矣！

彈指圓成八萬門：常謂佛法有八萬四千法門，於是乎四弘誓願中乃有「法門

無量誓願學」之句。其實：

1.八萬四千法門非為自度，而是為度生也。

2.八萬四千法門也非得一一去學，而是從本至末，應機與藥也。如貪心

重者，對治以不淨觀。瞋心重者，對治以慈悲觀。

一切數句非數句：數句者，名相章句也。一切名相章句如指，然重點乃在見

月也。若只觀指而不見月，即本末顛倒矣！

與吾靈覺何交涉：這句話頗有遐疵，何以故？

1. 佛法的精要，乃在諸法無我爾。云何謂之為「吾靈覺」呢？

2. 就算為得月，亦得經由「觀指」的過程。否則，由何頓悟呢？

是以若已頓悟者，說此，何非過河拆橋呢？

若未頓悟者，說此，即自絕後路爾！

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

還夙債。

不見一法即如來：不見一法，不是開眼而見不到一法。而是既能見者，也所

見者，皆不復存在。即如來，於是以「能所雙泯」故，而能證得「真如

心」─即如來也。

方得名為觀自在：既能觀．所觀皆空，即一切非在．非不在。

以非在故，「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

不住。」

以非不在故，「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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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與諸眾生同一悲仰。」

了即業障本來空：就《中觀》的觀點而言，未了業障也是本來空。空，乃為

緣起無自性故，稱之為空；非謂不受報也。

未了應須還夙債：那已了者，就不須還夙債嗎？也未必！但已了者，能「重

業輕受」也。何以故？緣不同已！

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

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了了見無一物：如前曰，了了見者，不是開眼而見不到一物；而是了了證也，

於「能所雙泯」間，不起分別執著之念。

亦無人亦無佛：既不起分別之心，即既非有，亦非無也。

大千沙界海中漚：故於寂心默照中，就算是三千大千世界，感覺來卻只像海

中漚般地渺茫。

一切聖賢如電拂：至於三千大千世界中的聖賢，其起落更如電光石火般地閃

爍，瞥爾即無蹤矣！

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於是乎，就算有鐵輪頂上旋，也必定慧

圓明而無所失。

這就以世尊降伏狂象的故事來說，就已夠生動而精彩的了。

飢逢王膳不能餐，病遇醫王爭得瘥；在欲行禪知見力，火中生蓮

終不壞。勇施犯重悟無生，早時成佛于今在。

飢逢王膳不能餐：這原是指鈍根之人，雖聞頓悟法門而不能信受之意。

其實，就算信受了；乃又有多少人已頓悟了呢？

故從現象來看，飢逢王膳不能餐，並非不可能。如吃素者，飢逢王膳就

能餐嗎？

或者因為體質不同，禁忌有異。別人的佳肴，或許變成你的毒藥。

病遇醫王爭得瘥：同理，病遇醫王未必得癒。何以故？或許病太重了，連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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鵲也束手搖頭。或許因藥材不備，求不可得。

在欲行禪知見力：雖在欲境，猶能定慧等持也。何以故？對他人而為欲者，

就我則興趣缺缺。如佳肴．美色．錢財．地位．名譽等。

知見力，光知猶不夠，必待證得也。

火中生蓮終不壞：火者，貪火．瞋火．痴火也。於他人必起貪瞋痴的情境中，

能八風吹不到，猶寂靜涅槃也。

勇施犯重悟無生：勇施過去劫中為比丘，因犯四重罪而求懺悔。有尊者為開

示曰「罪性本空，了不可得！」即豁然大悟。

早時成佛于今在：後往東方世界成正覺，號寶月如來。

其次，雖大乘經典上的故事，對我而言，終乏可信度。但於原始佛教中，

乃有「央掘魔羅」的故事，可資印證。

師子吼無畏說，深嗟懵懂頑皮靼；秖知犯重障菩提，不見如來開

祕訣。

深嗟懵懂頑皮靼：深嗟，深覺感傷與哀痛。懵懂：糊裡糊塗。頑皮靼：喻其

笨如牛。深自感傷與哀痛，頓悟法門若遇到鈍根頹廢之人，不只不能信

受得益；反因訕謗受害。

秖知犯重障菩提：若犯重罪，必障礙覺悟與解脫。

不見如來開祕訣：從一切法性空的觀點來看，罪無不可悔者。既悔後，即不

障菩提也。悔者，有事懺與理懺。

有二比丘犯淫殺，波離螢光增罪結；維摩大士頓除疑，猶如赫日

銷霜雪。

波離螢光增罪結：優波離尊者，世尊座下持戒第一也。螢光，智慧如螢火之

光爾！

維摩大士頓除疑：於《維摩詰經》中有

佛告優波離：「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優波離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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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者，有二比丘犯律行以為恥，不敢問佛。

來問我言：『唯，優波離！我等犯律，誠以為恥，不敢問佛。願解疑

悔，得免斯咎。』我即為其如法解說。」

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優波離！無重增此二比丘罪，當直除滅，勿擾

其心。所以者何？彼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佛所說：心

垢故，眾生垢；心淨故，眾生淨。心亦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

如其心然，罪垢亦然；諸法亦然，不出於如……其知此者，是名奉律；

其知此者，是名善解。』

於是二比丘言：『上智哉！是優波離所不及，持律之上而不能說。』我答

言：『自捨如來，未有聲聞及菩薩能制其樂說之辯，其智慧明達為若

此也。』時二比丘疑悔即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不思議解脫力，妙用恆沙也無極；四事供養敢辭勞，萬兩黃金亦

銷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不思議解脫力：於原始佛教中，若證得解脫果，則附帶有三明六通等不可思

議境界。

妙用恆沙也無極：至於大乘佛教，如《維摩詰經》與《華嚴經》，則更提到如

恆河沙數之功德妙用。

四事供養敢辭勞：四事者，一飲食，二衣服，三臥具，四醫藥。這是對出家

初入道之人，所作最基本的供養。

萬兩黃金亦銷得：至於證道之人，則雖銷萬兩黃金，亦值得供養。其實，真

得道之人，乃一切具足；那需要黃金．白銀呢？

粉骨碎身未足酬：眾生雖於無始劫來生生死死，何益道業？今為求道，就算

粉骨碎身，亦在所不惜也。

一句了然超百億：若能於言下頓悟，即超越一大阿僧祇劫矣！

法中王最高勝，恆沙如來同共證；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

相應。

法中王最高勝：在佛所說八萬四千法門中，何者才是最殊勝者而為法中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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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其乃頓悟法門也！

恆沙如來同共證：此頓悟法門，乃恆沙諸佛所共認證的。

我今解此如意珠：以上我已詳細解說頓悟法門的傳承與殊勝。

信受之者皆相應：你若能信受之者，必能因相應而得到法益。即步上頓悟成

佛的要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