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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覺經》簡抉

【證信序】

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一切如來光嚴住持，是諸眾生清淨覺地。

「是諸眾生清淨覺地」：性相圓融、能所雙泯。

一【文殊菩薩章】

一切如來本起因地，皆依圓照清淨覺相，永斷無明，方成佛道。

既是因地，當只是「圓悟清淨覺性」爾；而非已能「圓照清淨覺相」也！

如來因地修圓覺者，知是空華，即無輪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非作

故無，本性無故。

「本性無故」：為緣起無自性也。然而雖無自性，不妨隨緣而示現眾相也。

彼知覺者，猶如虛空；知虛空者，即空花相。亦不可說，無知覺性，

有無俱遣，是則名為淨覺隨順。何以故？虛空性故，常不動故；

如來藏中，無起滅故，無知見故。如法界性，究竟圓滿，遍十方

故。是則名為因地法行。

「彼知覺者，猶如虛空」：心性如虛空，涵容一切相。

「知虛空者，即空花相」：本來性相交融，而非能所對立。

「如來藏中，無起滅故，無知見故」：性雖不動，相乃常轉。註：如來藏乃

包涵性相。

二【普賢菩薩章】

一切眾生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猶如空華，從空而有。

眾生及一切相，皆生於圓覺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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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華雖滅，空性不壞。眾生幻心，還依幻滅；諸幻盡滅，覺心不動。

不管幻華滅不滅，覺性本來就是不動的！

知幻即離，故那在乎幻華的滅或不滅？

不著相，非相滅故不著，而是為相如幻故不著。

三【普眼菩薩章】

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

似有緣相，假名為心。此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四大分

解，無塵可得。於中緣塵，各歸散滅。畢竟無有緣心可見。

一期生命之初，是從「識去投胎」而有的，云何能謂：畢竟無有緣心可見？

六根非能取者，唯是「眾緣之一」爾！如電燈非按下開關，即能亮也。

故不必待「於中緣塵，各歸散滅」，才畢竟無有緣心可得。

問曰：真如心本來不動、妙淨，云何言無？

答云：鏡只能「顯相」，而不能「取相」，故亦無有緣心可得。

彼之眾生，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

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譬如磨鏡，垢盡明現。

若一切相都滅盡了，有何「明」可見呢？

性本不離相，故非滅盡相，才能見性也。

其實，鏡中本不可能無相的。若不顯相，即不得為鏡。

只是眾生的相都帶有煩惱，而非不見相故稱為「無明」。

眾生都帶有「我見」，故有「貪瞋慢」等煩惱；故稱為「無明」。

而非心上有念，即是「無明」。在阿含經其實更重視「正見、正念」也。

故乃「鏡中相」帶有「無明」，而非鏡子已成「無明」。

否則，鏡外「磨鏡者」，又是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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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磨鏡」的比喻，亦非垢盡明才現；而是愈磨愈明也。

初次見明，為開悟。垢盡，則解脫也。

非妄想斷盡，才能開悟；其實若已妄想斷盡，當是入定，定深慧少而不能開

悟也。

在公案中真在座上用功，直至開悟的案例，幾乎沒有。多是在觸境、對話、

棒喝下開悟的。

何以故？悟從「逆向思考」而入也。以逆向思考而能超越樊籠始得出離也。

簡言之，妄想太多習性太重者，不得作「逆向思考」而見性。妄想斷盡者，

亦不得作「逆向思考」而見性。亦不得「起作意」而作「逆向思考」。

能否作「逆向思考」？亦與個性有關也。

此菩薩及末世眾生，修習此心得成就者，於此無修亦無成就。圓覺普

照，寂滅無二。於中百千萬億阿僧祇，不可說恆河沙諸佛世界，

猶如空華，亂起亂滅。不即不離，無縛無脫。始知眾生本來成佛，

生死涅槃猶如昨夢。

本來成佛的「佛」，是指佛性、覺性，本來具足不動也。而非本來已成「佛

相」，後卻變成「眾生相」也。

性本如是，故於此無修亦無成就。

「圓覺普照，寂滅無二」：性相圓融，故不二。寂滅是指不動性，普照是指

所顯相。

「猶如空華，亂起亂滅」：諸相其實還依「因、緣、果」的大原則而起滅變

化爾！

簡言之，「性」得悟，「相」得修。悟後啟修，修的是相。修行成佛，成的亦

是相。

問曰：若是相者，相乃流轉幻化，云何能不退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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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云：如下所示。

四【金剛藏菩薩章】

世尊，若諸眾生本來成佛，何故復有一切無明？若諸無明，眾生本有，

何因緣故，如來復說本來成佛？十方異生本成佛道，後起無明；

一切如來何時復生一切煩惱？

未出輪迴而辯圓覺，彼圓覺性即同流轉；若免輪迴，無有是處。善男

子！但諸聲聞所圓境界，身心語言皆悉斷滅；終不能至彼之親證

所現涅槃。何況能以有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

燒須彌山，終不能著。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方便。

如是分別，非為正問。

其實本非先「本來成佛」，後再起「無始無明」的。何以故？若後再起「無

始無明」，則無明為有始，而非無始也。

故本來成佛的「佛」，是指佛性、覺性，本來具足不動也。

因此於佛性中，而包涵有「無明」的相，並不衝突也！

一切如來何時復生煩惱？從見性後，即能不退轉！見性後，相云何修？乃從

「著」到「不著」爾，以「不著」故，不退轉；以不著故，能超越、圓

滿。

六【清淨慧菩薩章】

圓覺自性，非性性有；循諸性起，無取無證。

「圓覺自性，非性性有」：圓覺性，為共通性，而非眾生各有其性。

「循諸性起，無取無證」：雖能於隨緣中，顯現不同的相用。卻無「能取者」，

亦無「能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