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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二 無性即性 

辛一 無為相  

如是迦葉！求是心相而不可得，若不可得，則非過去未來現在。

若非過去未來現在，則出三世。若出三世，非有非無。若非有非無，

即是不起。 

求是心相而不可得：應是求心「自相」而不可得。以不可得故，即是無自

性也。 

云何求心「自相」而不可得？一、心相必流轉變化。二、以相關互動故，

才必流轉變化。 

若非過去未來現在，則出三世。若出三世，非有非無：三世中都無心的自

相。然而心非無相，其所現的相，既非實有，亦非絕無。 

若非有非無，即是不起：這還依性相來說，性云何不起？本來不動不搖，

即是不起。相云何不起？無始來，即流轉相續，故不起也。 

若不起者，即是無性。若無性者，即是無生。若無生者，即是無

滅。若無滅者，則無所離。若無所離者，則無來無去，無退無生。若

無來無去無退無生，則無行業。若無行業，則是無為。 

若不起者，即是無性：即是無自性、亦無自相也。然而無自性，不等於無

「共通性」。無自相，不等於無「流轉相」。 

譬如一切法雖無自性，仍有「無常、無我」的共通性。 

同理，眾生心雖無自性，仍有「能了別」的共通性。 

若無滅者，則無所離：性本不動不搖，當無所離。相則流轉變化，算不算

所離呢？ 

無退無生，是指無失無得。 

則無行業：以心自性不可得故，則無能造業、受報的心體。但於眾緣和合

中乃有業相之流轉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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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將「行」，定義為流轉變化，即不能說「則無行業」。若將「行」，

定義為主宰造作，才能說「則無行業」。 

若無行業，則是無為：同理，一切法為有四相故，稱之為「有為法」。一切

法為作者不可得故，稱之為「無為法」。   

辛二 聖性相 

壬一 泯諸相  

若無為者，則是一切諸聖根本。是中無有持戒，亦無破戒。若無

持戒無破戒者，是則無行亦無非行。若無有行無非行者，是則無心無

心數法。若無有心心數法者，則無有業，亦無業報。若無有業無業報

者，則無苦樂。若無苦樂，即是聖性。是中無業無起業者，無有身業，

亦無口業，亦無意業。是中無有上中下差別 。  

若無為者，則是一切諸聖根本：無為者，乃作者不可得也。既無我，亦無

可造作的心。 

   心只能顯相，而不能取相。云何所顯相不同，諸因緣不等故也。 

是中無有持戒，亦無破戒：既不取相，即無持戒與破戒。 

是則無心無心數法：當是「是則無心無心數法，亦無非心非心數法。」何

以故？譬如大小，雖相對，仍落於有邊。故不偏一邊者，乃非有無也。 

心數，即心所，乃心之別相也。 

若無有心心數法者，則無有業，亦無業報：以不受諸法故，無業亦無報。 

亦無非心非心數法：不昧因果。 

  《百丈懷海禪師》 

師每上堂，有一老人隨眾聽法。一日眾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

老人曰：「某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

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

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曰：「大修行人還

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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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有業無業報者，則無苦樂。若無苦樂，即是聖性：若無有業無業報者，

則無受想。若無受想，即是涅槃。 

是中無有上中下差別：就相而言，還是有差別的。但以不取相、不著相故，

證無差別。 

   壬二 顯淨德  

是性平等，如虛空故。是性無別，一切諸法等一味故。是性遠離，

離身心相故。是性離一切法，隨順涅槃故。是性清淨，遠離一切煩惱

垢故。是性無我，離我我所故。是性無高下，從平等生故。是性真諦，

第一義諦故。是性無盡，畢竟不生故。是性常住，諸法常如故。是性

安樂，涅槃為第一故。是性清淨，離一切相故。是性無我，求我不可

得故。是性真淨，從本已來畢竟淨故。 

是性真淨，從本已來畢竟淨故：是性乃指「空性、無自性」，故與如來藏系

中所謂「是心自性清淨」的性，定義是不相同的。 

一切諸法等一味故：乃是就「性」而言爾！ 

是性遠離，離身心相故：問題如前，性雖不是相，性亦不離相。是性離一

切法者亦然。 

是性清淨，遠離一切煩惱垢故：既稱為性，即具普遍性，當不落二邊才是。

故言「是性清淨，遠離一切煩惱垢故」，其實已落一邊矣！ 

否則，眾生怎會有煩惱呢？ 

是性無高下，從平等生故：是性無高下，與平等相應故。 

是性常住，諸法常如故：如是因、如果緣，則有如是果。 

是性安樂，涅槃為第一故：同理，性當包涵苦樂；否則，眾生怎會有苦呢？ 

最後，於「是性真淨，從本已來畢竟淨故」就結了，不是很奇怪嗎？以佛

法乃「信解行證」，而此頂多是信解，而非行證也！ 

故於此，乃還有「知空而不證空」的忌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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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頂多是信解，而非行證；則也不過是「八正道」中的「正見、正思惟」

爾，又哪比「出世智藥」高明呢？ 

總之，只是謂「心無自性」，不會高明到哪裡！故自古以來，無人謂「悟在

寶積」也。 

因只謂「心無自性」，無法破除眾生對心有「能了別、能抉擇」的執著。 

何以皆謂「悟在楞嚴」呢？心雖無自性，但有「共通性」。以「能了別、能

顯相、能反應」為共通性也。以此「共通性」而稱為「妙覺明心」。 

至於心所顯何相？心會如何反應？則是「心相」爾，心相是眾緣所生法。 

這與「心無自性、無自相」，不只不會衝突，更且是相輔相成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