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從中觀看如來藏的總結 
我們再繼續看「從中觀思想看如來藏的總結」。其實這總結，還不只是從中

觀思想看如來藏的總結，也可以說是我這一生說法的總結。所以，前面聽不懂

也沒關係，這一部分聽懂就夠了。當然也不是就夠了，而是得以此回頭把前述

的重點再整理一下。 

這最初，是因為於前一陣子又在想一些問題，最後得到結論了。而這結論，

跟從中觀看如來藏的總結剛好是可以對應的，所以就把它挪過來。我們看講義： 

人一生忙忙、茫茫、盲盲，到底是為了什麼呢？ 

人一生忙忙、茫茫，還有第三個盲盲，到底是為了什麼呢？大家都知道：現

代的人都很忙，從早上忙到晚上。至晚上能準時上床睡覺的有幾個呢？很少啦。

你問他們在忙什麼？真清楚的也沒幾個。反正每天都有很多事要忙，也搞不清

楚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事情好忙的。最後的盲盲，即是佛法所謂的「無明」啦！

永搞不清楚到底是為了什麼。 

表面上，有的為求溫飽、有的為求名利、有的為求愛情婚姻、有的為求健

康長壽、有的為求知識學養、有的為求開悟證果。 

從表面上看，有的是為求溫飽，求溫飽大家都很清楚，要賺錢才能安養自己

和眷屬，吃飯、穿衣、住行等，都是生活最基本的需求。有的為求名利，有人

說人間求來求去，就只有兩個字：不是名就是利。我覺得未必如此！有的為求

愛情婚姻，現在報紙翻開來看，一大堆都是粉紅色的新聞，這個竟跑去找小三，

那個又在鬧家庭革命，八卦陣中，風雲常起，很多很多都是跟這個有關係的。 

也有的為求健康長壽，如剛才講現代人偏尚養生，求能長壽。結果竟有幾個

能長壽的？不知道。不過我肯定，未來的人命不會變長，因為整個共業是愈來

愈沉重。 

也有的為求知識學養，一生非常努力，書看得很多，年紀很大已髮蒼蒼、視

茫茫了，還在蝌蚪文字裡打轉，會有什麼時候可轉得出來嗎？還有的人已七老

八十，還在實驗室裡做實驗，為去發表一些新的數據。前面講的都是世間法哩！ 

還有的為求開悟證果，像在座各位，認真地聞思修，總希望哪一天能開悟、

見性！這表面上似有很多不同，如俗話說：萬紫千紅總是春。大家各忙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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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究竟而言，乃只為求「安心」而已！ 

何以故？如以飢餓而不安心，故求飽食以得安心；如為身寒而不安心，故

求溫暖以得安心。如為家貧而不得安心，故求富足以安其心等。 

但終究言之，依我的看法，只是為求「安心」而已。為什麼呢？我們還是回

首看前述的種種需求： 

因為飢餓而不安心，所以必須找食物來吃，吃飽才會安心。所以表面上似求

食物，究竟是為了求安心。身體受冷時不安心，所以得去找衣服來穿，穿暖才

能夠安心。家裡貧困，沒有積蓄而不能安心，所以要有些積蓄，才有安全感。

若對外境、現象不夠瞭解，即不能安心；所以要透過知識學問，讓我們能瞭解

外境、現象，瞭解了才比較能安心。同理，對宇宙、對生命的性理，若未參透

亦不能安心，所以學佛、修行、開悟，豈非也只是為了「求安心」。 

各位仔細想一想，是不是真是這個樣子？人生言行表相上似有很多差異；其

實共通處，乃都只是為了「求安心」而已！ 

因為我們都是有心的人，但我們的心都從未安過！所以就必須時時、處處在

求安心。今天這事不安，就得趕快處置一下讓它安一點，明天又有另外的事不

安，所以又得趕快處置一下讓它安一點。所以一生都是很忙忙地、茫茫地為求

安我們的心。 

於是乎，忙了一生，竟有幾個真得「安心」的呢？ 

雖不能說沒有，但其實是少之又少，如鳳毛麟角。 

於是乎忙了一生，究竟有幾個真得安心了呢？有人要死了，你去問他；「你

已安心了嗎？曾安心了嗎？」沒有！沒有幾個真正安過心的。 

如果用佛法去看，卻不能說沒有。誰安心了？佛安心了。如果佛都不能安心，

那我們還能安心嗎？大菩薩、阿羅漢也都安心了；然所謂大菩薩乃指八地以上，

而不是剛發心、腳跟猶不著地的泥菩薩。還有誰能安心呢？開悟的嗎？已開悟

的話，雖較凡夫安心，但還不能全安心。因為必證得解脫，才能究竟安心。 

所以雖所有的人類，都是為了求安心。但真能安心的，其實是少之又少啦！

何只是千分之一，萬分之一，可能億分之一都還不夠。因為全世界的人中，有

幾個已證得阿羅漢果、或八地菩薩呢？ 

這癥結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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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因大部份人，都是在「相」中求「安心」爾！ 

而「相」者，本來就是幻化流轉、變動不居的，其云何能讓人安心呢？ 

這癥結何在？為什麼這麼多人都努力求安心，最後竟都不得安心呢？因為大

部分的人都是在「相」中求安心的。云何在相中求呢？如前云：餓了，得吃才

能飽。餓飽、吃等，都是相法。名利呢？名利也是相法。知識學問等，也都是

相法。故所有的人不都是在相法中求安心嗎？ 

然我們也知道，相法本來就是變化不定的：餓了吃飽，雖能得一時的安心。

但不久，他又餓了。名利、知識學問等，也都是變幻不定的。所以欲從相法中

求得安心，前提就已犯了本質上的錯誤，其云何能安心呢？ 

尤其有的時候，更為「有所求」故，而不安心！ 

1. 起心求時，即已不安心！ 

2. 求不得時，更不安心！ 

3. 雖得恐失，亦不安心！ 

甚至在我們開始求時，就已經不安心了；因為心動而求，即已不安心矣！其

次，於求的過程中也不可能安心。因為究竟能求得、還是求不得？乃未可知！

既未可知，云何能安心呢？ 

最後就算求得了，就能安心嗎？不一定。因為現在雖得到了，未來可能又會

失去的。因為相法本來就是無常的。現在健康，可保證你將永遠健康下去嗎？

現在得了名位，能永保這個名位嗎？不容易。因就相法而言，沒有一件事、一

樣物，能讓我們掛保證的。 

既所有的人求的都是相法，便不可能得真安心也。 

如一切「無所求」，就能安心嗎？ 

未必！何以故？如豬似的「無所求」，待將被宰時，又哀號不止。 

雖以「無所求」為最後的目標，但得經歷「求無所求」的過程。 

於是有人就說：「那我們就一切無所求，才能安心吧？」一切無所求的安心，

乃只是假相。當未有問題時，似還安心；若問題爆了，還是不得安心的。這就

像豬一樣，能吃能睡，日子過得好好的；可是臨被宰時，又哀號不已！ 

人也是一樣，有些人平常苟且混日，好像也沒什麼問題。可是待福報將享盡

時，各方的疑難雜症接踵而來，他豈能安心？故也不是一切無所求，就能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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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雖在禪法上，常強調無所求；無所求沒有錯，然這是最後目的，而不是剛開

始就應無所求的。所以我過去講過一個題目，就是當「求無所求」。以這篇文章

在網站上已可下載，所以現在不詳細講。 

小結：一切人都在求安心，但沒有幾個真得安心的。因為大部分人都是在相

法中求安心，所以必不能安心。另外一切無所求，也是不能安心的。 

問：究竟如何才能「安心」呢？ 

答：必「見性」，才能真「安心」！ 

 

何以故？性本來不動、清淨，法爾如是！ 

既見者，則無不安矣！ 

最後我們不得不問：要怎樣才能真安心呢？答：只有見性，才能安心。因為

性是普遍的，性是不動的。有佛如此，無佛也是這個樣子；你覺了本如此，不

覺也是本如此也。 

所以一旦覺悟了，它就永遠不會再動，不會再流轉幻化。所以要見性才能真

安心─將心安在性上也。 

然「見性」，又有見「法性」與見「心性」的差別。 

法性者，眾緣生故，本無自性，故謂為「空」也！ 

心性者，能了別故，本常明淨，故謂為「妙」也！在《楞嚴經》裡稱之為

「妙淨明心」。 

之前我們已再三說到，見性又可以分「見法性」與「見心性」的差別。在般

若、中觀的系統裡，比較偏重見法性。云何見法性？眾因緣生法，即無自性也。

以無自性故，又稱為空性。這從中觀系統去如理思維，並不難瞭解的。 

其次，再講到心性。心以「能了別」為性，所以心性像鏡子一樣，是本來明

淨的，而有顯相的功能。所以不只稱為空性，更且稱為妙性，妙用無窮。在《楞

嚴經》裡即稱之為「妙淨明心」。 

就《中觀》而言，偏從見「法性」的「空」，而得「安心」！以無心故，即

無不安也。 

    覓心了不可得故，吾為汝「安心」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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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如來藏」的系統而言，卻偏從見「心性」的「妙常明淨」，而得「安

心」。以心不動、常淨故，即本來安也。 

為何見法性是空，就能安心呢？因為既本來就無心，無心也就沒有安或不安

的問題！因此在慧可覓心的公案中，到最後竟是：以「覓心了不可得」故，「吾

為汝安心竟」。覓心了不可得，意思不是找不到心，就是找到最後，才確認心相

是無自性的。因為本無自性，故安於當下，即是安也。 

如果再從如來藏系統求安心，既心性本來就是妙明清淨的，過去如此，現在

如此，未來也必如此。所以它本來就是安的，只是我們不悟就不明；悟的話，

乃法爾如是也。本來就是清淨、不動、安定的。 

這也就說，人一生忙忙、茫茫、盲盲，最後唯有從見「法性」與見「心性」，

才得成全！ 

是以「見性」，才能「所作皆辦」；「見性」，才能「寂靜涅槃」。 

這也就說，雖一切的人皆為求安心而辛苦，到最後，卻唯有以「見性」才能

得到真正的安心。所以經典上雖講：修行到最後能證得所作皆辦；卻一定要經

過「見性」的關卡，才能所作皆辦。因為性既無所不是、無所不在，當就所作

皆辦了！同理，也要見性才能寂靜涅槃，因為性既是不動不搖的，當就寂靜涅

槃也。 

故雖中國話常曰「心安理得」，但以我的看法，卻是「理得」才能「安心」！ 

「理得」即是「見性」，相當於初果或初地。 

「安心」即是「解脫」，相當於四果或八地。 

所以中國人雖常講「心安理得」，以我的看法卻必先理得，才能心安。理得

即對性理能瞭解，而理得又可分為：一是解得，一是證得。如對這個道裡能以

思惟的方式，而瞭解確認，即是「解得」也。像在座各位，有的可能對這些道

理都已將近瞭解了，這稱為解得。 

然後從解得，再去持戒、修定，到最後才能證得。第一次證得時，稱為初果；

如在菩薩地則稱做初地。也就是待解得後，再去慢慢調伏我們的心。調到把我

見、貪瞋慢的習氣全內銷了，內銷盡底，才能真正安心。 

所以真正安心的是四果，已得解脫了。故解脫，又稱為寂靜涅槃，無有不安、

無所不安。如果在菩薩地，則要待八地，才能真安心。於無功用心中，即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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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也。八地跟四果是對應的。 

問：若「見性」，即「安心」，是否會有「得少為足」的嫌疑？ 

答：性雖不動，相還是可「轉化」「增上」的！以「轉化」故，能從初果到

四果；以「增上」故，更能從初地到八地，以趨近於佛果也。 

下一個問題是：如果見性即能安心，是否會有「得少為足」的嫌疑？這也就

是問：見性之後，還要不要修行呢？有的人說：見性之後，就不用再修！因為，

性本來就是不變的，云何修呢？ 

但事實上，見性之後，還是要修。如常云的「悟後起修」。從哪裡去修？從

相上去修。相怎麼修？從著相到不著相爾！ 

因為我們過去的慣性，都是著相的，且這慣性的力量非常大，不是見性了即

能銷盡的。所以悟後，當去調伏這慣性的力量─慢慢從著相，調伏成不著相。

不著相，就不會有貪瞋慢。所以真正的修行，我總是講不過是「內銷」而已。

內銷即是把錯誤的觀念、不好的習氣業障，慢慢給銷融了，銷到最後滅盡無餘，

才能轉染成淨。 

因此，見性之後還是要去修的，去轉成不著相。故以不著相的程度而有初果、

二果、三果、四果之別。二果乃貪瞋具薄，就是貪瞋已比較淡薄了，以不著相

故，貪瞋才會比較淡薄。到了三果，貪瞋具斷，全不著相，貪瞋才能具斷。然

後四果才是全斷我慢。 

故從初果，到二果、三果，非增加什麼，而是減少什麼，減少貪瞋慢的程度。

那為什麼減少呢？以不著相，才能減少。因此修行，是從見性、不著相的前提

而啟修的。 

從根本智到後得智 

其次，我們也可以說，修行即是深入因緣果裡，去瞭解這些相的存在、變化，

這在經典上即稱為「後得智」。菩薩為度化更多的眾生，必有後得智才行。因為

不同的眾生，云何皆能對機說法呢？除非已深入相法，瞭解其本末終始、千差

萬別，才有辦法去應機說法、對症下藥。 

但是，因先有見性的基礎，故雖深入相法，但依然可以不著相。甚至說，因

越深入相法，反能愈不著相。何以故？見多不怪，其怪自敗。 

聖者雖深入相法，但不會著相；以不著相故，心更能寬大、圓融，修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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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因此就能慢慢增上，從初地、二地，一直到八地，以至於將近佛果。 

然雖「轉化」「增上」，卻是不離「自在」的前提，而求「圓滿」也！ 

所以，性雖不動，相猶可轉化、增上，而轉化、增上者，即是不離自在的前

提而求圓滿也。自在，非我獨在，別的不在；而是指「沒有負擔」也。而很多

人卻是為了求圓滿，反而增加他的負擔。圓滿是沒有底線的啦，所以如執意追

求圓滿，即成更大的負擔、即成不解的負擔。 

所以一定要在自在的前提、沒有負擔的前提而求圓滿。故這兩個加起來，就

是不離小乘的解脫，而求大乘的圓滿。但一般人在講大乘時，很少把這個前提

─自在的前提講清楚。故有的人在人前發願、到佛前發願，發願後就後悔了！

因為已超出他能力之外，已成不解的負擔。當然就後悔了。 

以此「安心」法門，來看世間法，必不得安心也。何以故？好求更好，多

求更多，云何能安心呢？ 

  著相執迷，南轅北轍也！ 

用這安心的前提來看世間法，世間法本質上就是不能夠讓我們安心的。因為

不只都在相法裡打轉，而且得好求更好，多求更多。當然就一直轉下去，哪可

能安心呢？ 

世間法講白一點，就是「著相執迷」而已。因為都在相法上分別、取捨。本

來為求安心的，但事實上南轅北轍，愈求反愈不能安心。所以有人說：家大業

大，擁有的愈多，負擔也愈大，怎可能安心呢？ 

以此「安心」法門來看菩薩道，也不得安心。何以故？眾生無邊誓願度，

法門無量誓願學等，云何能安心呢？ 

   離卻「出離心」，即似人天道也。 

以此安心前提來看菩薩道，也是不得安心的。菩薩道，我們常說的：眾生無

邊誓願度，法門無量誓願學。既要不斷地去學，也要不斷地去度；然眾生是很

難度的！法門也是不好修的！所以你哪時候能休息呢？ 

我在學佛不久，就發覺大乘有問題。為什麼呢？因為，我一直很難分辨：大

乘的發心，跟世間人的好大喜功，竟有何差別？世間人也都說要立德、立功，

跟要度很多眾生不是差不多嗎？世間人在為名利拼鬥時，也都滿口為社會、為

眾生而奮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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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直到我在禪堂裡參禪而得到一些體驗後，才非常肯定：離卻出離心，就

不能稱為大乘。出離心就是剛才所講─沒有負擔的前提。因為有心，就有分別；

有分別，就有煩惱。所以出離心，就是離卻分別、取捨也！ 

故如離卻出離心，而只強調發心發願，其實是更似人天道。倡信願、依慈悲、

度眾生、往生淨土等，其實還不離「著有、著相」的本質，而「著有、著相」

者，即是人天道的特質哩！ 

真正的大乘得不偏兩邊：既不偏空、也不偏有，中道不二，才能稱為大乘。

反之，大小對立，褒大貶小者，即非大乘。若以偏空而被稱為小乘，則以偏有、

著相故，反當是人天乘，而非大乘。 

從中觀的角度看，必超越兩邊、中道不二，才是真大乘。以大乘為因，即能

乘至佛果也。 

總之，1.唯有以「安心」的前提，來學佛修行，才不致本末顛倒！ 

      2.唯有「見性」，才得真「安心」！ 

3.唯有以「自在」的前提而求「圓滿」，才能真趨近「圓滿」也！ 

所以，最後的總結只有三句話：第一、要以安心的前提而來修學佛法，才不

至本末顛倒。如世間人雖一切所為，都是為了安心！可是，卻往往把手段當目

的。比如拼命賺錢的人，其實已忘了，賺錢是為求安心！現反為賺更多的錢，

而不能安心。這我們都知道。 

同理修學佛法，也是為求安心。可是為聽經聞法、思惟法義，即已增加不少

負擔。因為名相既多，各派講法又都不同。唯識跟中觀就是不一樣！學禪、修

淨更似水火不相容。你不學還安心一點，愈學愈不安心。這時一定得回歸到安

心的前提。反正我學得更多，也只是更安心而已。如果沒有進步呢？至少是不

退轉的！以此「有進無退」而能常安心也。不要弄到煩惱比原來還多！ 

我去加拿大講《楞嚴經》時，有一個老外，從頭到尾都不缺席，有人問他：

「你真聽得懂嗎？」他說：「我聽懂一句，算一句。」聽不懂是正常的！聽得懂

的，就算撿到了！他老外聞法，倒沒有煩惱。而很多台灣去的居士，反而負擔

很重！因為法師講的速度很快，很多地方都來不及釐清！  

所以在聞法的過程中，如也能保持這種心態：學多少，算多少；有賺無賠，

有進無退。即能安心自得也。 

同樣，修定也是為求安心。結果，因腿痛、妄想多！反而更不能安心。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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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常打妄想，都不覺得有什麼關係。但於禪坐時，只打一、二個妄想，就覺

得事態嚴重！其實哪有那麼嚴重呢？有些修定修不成的，瞋心卻變得很重！這

不是本末顛倒嗎？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一定要回歸到：以安心為前提，而

修學一切佛法。 

再說持戒好了，持戒當也是為求安心。可是有的人於持戒時，就很怕自己哪

一天破戒了，所以就整天緊張兮兮的，如臨大敵，比別人還不安心哩！因為，

他已忘掉了安心的前提，而只奢求戒相的圓滿。 

這是第一點，要在安心的前提下修學佛法，才不至本末顛倒。就算不能進步

得很快，至少還能安於當下，有進無退。否則參話頭時，急得都快瘋了，怎可

能安心呢？ 

第二、唯有見性才能真安心。凡夫雖都在相上求安心！但相是不可能安心

的，唯有見性才能安心。雖講到性，又有法性跟心性的不同。而見性又分作兩

種：解跟證。至少我們現在，能先得到解，即對佛理清楚瞭解。要以聞思的方

法，來瞭解這些道理，我認為沒有那麼大的困難；尤其是有善知識帶路的話，

更沒有那麼困難。 

第三、見性之後，要在自在的前提而更求圓滿。從初果，而二果、三果、四

果，或從初地，而二地、三地到求圓滿，求什麼圓滿呢？智慧的圓滿，福德的

圓滿，還有眷屬的圓滿。 

反正，唯有以自在的前提求圓滿，才能真趨向圓滿。不然，為了求圓滿，反

又變成負擔了。只是不斷地往更圓滿的方向去努力、去趨近，而不要以為有哪

一天我已圓滿了。如果你覺得圓滿了，表示你已「得少為足」了；因為圓滿是

沒有底限的。 

我們用這樣的觀點來修學佛法，即不會給自己製造很大的壓力。否則，有的

人想：我已七老八十了，卻還未開悟；下輩子會到哪裡去呢？雖未開悟，至少

現在還過得去，且將來鐵定會比現在好。云何鐵定會比現在好呢？因為依止佛

法而修福增慧，故將來一定會比現在好。將來還有什麼好擔心的？沒有什麼可

擔心的，即不會有壓力， 

可是也不會懈怠。因為我們都知道，修學是沒有終點的！要不斷地努力向

前。且向前努力者，乃非為我、非為眾生、非為成佛，而是因「法爾如是」。 

因為，法本如是，我們就是依法遵行，如常謂的「依法不依人」。既與這理

心相應，便照這理去實踐，而不再要求什麼。雖不再要求什麼，卻必往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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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的方向去趨近。 

以此前提，這一生的修學佛法，必能平平穩穩、有進無退。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