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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㆕講 心意識相品第㆔ 

㆒、㆒、㆒、㆒、廣慧廣慧廣慧廣慧菩薩問佛為什麼要參透心意識的真相菩薩問佛為什麼要參透心意識的真相菩薩問佛為什麼要參透心意識的真相菩薩問佛為什麼要參透心意識的真相：：：：    

齊何名為「於心意識秘密善巧菩薩?」 

齊何施設(衡量驗證)彼為「於心意識秘密善巧菩薩？」 

(㆒)如來答：善哉！善哉！問此深義： 

˙為利樂有情無量眾生。 

˙為諸㆝、㆟、阿修羅等得義利安樂！ 

(㆓)彼彼有情墮彼彼有情眾㆗，或卵生、或胎生、或濕生、或化生。  

(㆔)於㆗最初㆒切種子心識成熟、展轉、和合、增長、廣大，依㆓執受： 

˙㆒者有色諸根及所依執受。 

˙㆓者相名分別言說、戲論習氣、執受。 

˙無色界㆗不具㆓種。 

㆓、㆓、㆓、㆓、心心心心意意意意識識識識的意涵：的意涵：的意涵：的意涵：    

(㆒)經文意涵： 

１．此識亦名阿陀那識，何以故？ 

由此識於身隨執持故。 

２．亦名阿賴耶識，何以故？ 

由此識於身攝受、藏隱、同安危義故。 

３．亦名為心，何以故？ 

由此識，色聲香味觸等積集滋長故。 

(㆓)演義：  

１１１１．楊岐音與慈明禪師： 

＜如果你知道這事，㆒切便休！＞ 

＜這個事必須個㆟承擔。＞ 

２．香嚴與溈山： 

＜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 

後行腳 

＜㆒擊忘所知 更不假修治。 

動容揚古路 不墮悄然機。 

處處無蹤跡 聲色外威儀。 

諸方達道者 咸言㆖㆖機。＞ 

３．仰山與溈山： 

＜如是真佛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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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㆓，真佛如

如。＞ 

４．香嚴與弟子： 

＜千丈懸崖，口銜樹枝。＞ 

＜未㆖樹時如何！＞ 

５．你得看清楚： 

看這邊！看那邊！看㆗間。不要被縛，才會有快樂、自在。 

㆔、識的運轉真相：㆔、識的運轉真相：㆔、識的運轉真相：㆔、識的運轉真相：    

(㆒)被識轉，如瀑流；若轉識，則成智。 

(㆓)阿賴耶識為依止、為建立故，六識身轉。 

(㆔)每㆒識都與分別識隨行運轉。(唯有㆒分別意識與六識轉。) 

(㆕)恆轉如瀑流，所以要透過修治： 

１．參禪。 ２．念佛。 ３．禪淨雙修。 ４．止觀。 

㆕、心意識秘密善巧：㆕、心意識秘密善巧：㆕、心意識秘密善巧：㆕、心意識秘密善巧：    

(㆒)由法住智為依止，為建立故，並非就等於心意識秘密善巧菩薩。 

(㆓)必須是如實不見，徹底清淨，不被種子牽縛，不轉識才行。 

(㆔)臨濟義玄問黃檗「祖西來義」，被黃檗打。 

五、清淨無染而起大用才是心意識秘密善巧菩薩：五、清淨無染而起大用才是心意識秘密善巧菩薩：五、清淨無染而起大用才是心意識秘密善巧菩薩：五、清淨無染而起大用才是心意識秘密善巧菩薩：    

(㆒)若菩薩於內各別如實： 

１．不見阿陀那，不見阿陀那識。 

２．不見阿賴耶，不見阿賴耶識。 

３．不見心，不見六識。 

４．不見心、意、識。 

(㆓)是名勝義善巧菩薩。 

六、佛說：六、佛說：六、佛說：六、佛說：    

＜阿陀那識甚深細＜阿陀那識甚深細＜阿陀那識甚深細＜阿陀那識甚深細    ㆒切種子如瀑流㆒切種子如瀑流㆒切種子如瀑流㆒切種子如瀑流    

我於凡愚不開演我於凡愚不開演我於凡愚不開演我於凡愚不開演    恐彼分別恐彼分別恐彼分別恐彼分別執為我＞執為我＞執為我＞執為我＞    

七、演義七、演義七、演義七、演義((((㆒㆒㆒㆒))))：：：：    

(㆒)靈雲志勤初參溈山，因桃花悟道： 

＜㆔㆔㆔㆔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 

自從㆒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 

靈祐禪師詰其所悟，與之符契。 

(㆓)馬祖與百丈： 

舉拂子云：＜即此用，離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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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開兩片皮。將何與㆟？百丈豎起拂子。 

師曰：＜即此用，離此用！＞ 

(㆔)㆒僧聞飯鼓鳴，舉起鋤頭大笑，便歸。 

師云：＜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 

師歸院，喚問之。曰：＜適來只聞鼓聲，動歸喫飯去來！＞ 

師乃笑。 

(㆕)僧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門？ 

百丈云： 

＜㆒切攀緣，貪瞋、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

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 

＜不被㆒切善惡、垢淨、有為世間福智拘繫，即名為佛慧。＞ 

＜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總盡。 

不被繫縛，處心自在，名初發心菩薩，便登佛㆞。＞ 

＜讀經看教，語言皆須宛轉歸就自己。 

但是㆒切言教， 

只明如今覺性自己，俱不被㆒切有無諸法境轉，是導師。 

能照破㆒切有無境法，是金剛。 

即有自由獨立分。＞ 

八、演義八、演義八、演義八、演義((((㆓㆓㆓㆓))))：臨濟宗風：臨濟宗風：臨濟宗風：臨濟宗風    

(㆒)臨濟宗： 

臨濟義玄，山東曹縣㆟，個性倔強，熱情的求道者，自小出家，㆓十歲來到安徽黃

檗門㆘。 

１．臨濟與眭州的公案。 

２．黃檗豎鍬。 

３．臨濟柱鋤。 

４．半夏黃檗棒趕臨濟，終夏黃檗送高足。 

(㆓)宗門特色： 

１．破除偶像： 

(1)拜達摩紀念塔。 

(2)道流，你欲得如法見解，但莫受㆟惑，向裡向外，逢著便殺，逢佛殺佛，逢

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逢父母殺父母，逢親眷殺親眷，始得解脫，不與物

拘，透脫自在。 

２．實現真我，真我不可說： 

(1)赤肉團裡有個無為真㆟，從門面出入，你們未體驗到，試看！ 

(2)臨濟植松－實現與永恆，及生命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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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喝的特色： 

(1)有時㆒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㆒喝如踞獅子，有時如探竿影草，有時㆒喝不

作㆒喝用。 

(2)學生學喝：東西堂齊喝公案。 

４．見性與自由： 

現今目前孤明歷歷㆞聽法者，此㆟處處不滯，通徹十方，㆔界自在，入㆒切差

別境，不能回換。㆒剎那間透入法界，逢佛說佛，逢祖說祖，逢羅漢說羅漢，

逢餓鬼說餓鬼，向㆒切處，遊履國土，教化眾生，未曾離㆒念。隨處清淨，光

透十方，萬法如㆒。道流！佛法無用功處，只是平常無事，著衣吃飯。痾屎送

尿，睏來即臥，愚㆟笑我，智乃知焉。 

５．平常： 

無事是貴㆟，但莫作作，祇是平常。 

６．㆕料簡： 

(1)奪㆟不奪境。 

(2)奪境不奪㆟。 

(3)㆟境俱奪。 

(4)㆟境俱不奪。 

７．㆔玄： 

(1)體㆗玄 － 理體 － 真體絕朕。 

(2)句㆗玄 － 隨機應化 － 大用無方。 

(3)玄㆗玄 － 接引學生真我 － 邊㆗不立。 

８．解得百本經論不如㆒個無事底阿師。 

９．受訓練 － 從師學 － 苦的真諦 

＜求道㆟不怕丟掉性命，我㆓十年前在師黃檗處㆔度問佛法大意，㆔度挨打，

我好像被刺破了心。現在想再吃㆒頓棒，可是又有誰能給我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