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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觀看如來藏的總結 

人一生忙忙、茫茫、盲盲，到底是為了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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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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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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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癥結何在呢？ 

乃為大部份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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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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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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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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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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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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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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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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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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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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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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雖「轉化」「增上」，卻是不離「自在」的前提，而求「圓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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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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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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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