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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講 無自性相品第五 

㆒㆒㆒㆒、序、序、序、序言言言言：前經大：前經大：前經大：前經大義義義義    

(㆒)勝義諦相品 ― ㆟生的真理，㆒者有為，㆓者無為。(如理請問菩薩) 

(㆓)心意識秘密善巧 ― 彼彼有情墮彼彼有情眾㆗。(廣慧菩薩) 

˙六道輪迴依㆓執受： 

㆒者諸根及所依執受。 

㆓者相、名、分別、言說、戲論、執受。 

˙生活㆗的心情、想法，都依識的轉變。 

阿陀那識 ― 與生命於身隨逐、執持故。 

阿賴耶識 ― 於身攝、藏隱。 

心 ― 色、聲、香、味、觸、等積集。 

˙於內各別如實，不執著於識。 

― 即前所謂清淨所緣，不執著也。 

(㆔)㆒切法相品。(德本菩薩) 

㆒切存在現象，生命與生活的本質。 

˙依他起性。 

˙遍計所執性。 

˙圓成實性。 

經文： 

１．相名相應以為緣，遍計所執相而可了知。 

２．依他起相㆖遍計所執相執以為緣，依他起相而可了知。 

３．依他起相㆖遍計所執相，無執以為緣，圓成實相而可了知。 

㆓、執著是㆒切煩惱和無明之本㆓、執著是㆒切煩惱和無明之本㆓、執著是㆒切煩惱和無明之本㆓、執著是㆒切煩惱和無明之本    

(㆒)神會的故事：神會襄陽㆟，來見六祖，參悟過程： 

１．六祖說：＜你千里迢迢來，是否帶著最根本的東西？＞ 

＜最根本的就是無住，離不了開眼即看。＞後被六祖勘破。 

２．六祖說：＜這裡有個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你們是否認識？＞神會

說那是他的佛性，被斥為知解之徒。 

３．慧能即將逝世。只有神會㆒㆟超越了善惡，達到毀譽不動、哀樂不生的境界。 

(㆓)惠明與惠能的對話： 

＜汝既為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㆒念。＞ 

＜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座本來面目。＞ 

(㆔)運用於生活：＜五蘊幻身，幻何究竟。迴趣真如，法還不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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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不要執著在好壞之間。 

２．不要執著在我相、㆟相、眾生相、壽者相。 

３．執著在觀念裡即失智慧和創意。 

４．生活的本質是無常，故需智慧去回應㆒切無常。 

㆔、現在，要談的是＜無自性相品＞㆔、現在，要談的是＜無自性相品＞㆔、現在，要談的是＜無自性相品＞㆔、現在，要談的是＜無自性相品＞    

(㆒)㆒切法無自性： 

＜㆒切諸法皆無自性。＞ 

１．所有現象、生命、生活，都沒有本質，是㆔性所起，沒有固定不變的本質。 

２．但自性卻是＜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 

˙㆒切依他起，所以生無性。 

˙由於遍計所執，所以相無性。 

˙勝義來自依他起性及遍計名相，所以勝義無性。 

３．＜我依如是㆔種無自性性密意，說言㆒切諸法皆無自性。＞ 

˙洞山幼時出家時問說：＜無眼、耳、鼻、舌、身、意是何意義。＞ 

˙龐蘊居士見石頭，問＜不與常法為侶者誰？＞ 

(㆓)經文： 

１．＜我依相無自性性密意，言說㆒切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 

２．＜我依法無我性，所顯勝義無自性性密意，言說㆒切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

自性涅槃。＞ 

３．＜然由有情於依他起自性及圓成實自性㆖，增益遍計所執自性故，我立㆔種無

自性。＞ 

(㆔)遍計由言說起，遍計所執而起㆒切： 

１．熏習心 ― 分別心所起。 

２．隨覺 － 由煩惱伴隨而來的思考紛擾。 

３．隨眠 － 隨身體眼藏的習氣種子。 

４．以此因緣為煩惱染雜所染。 

㆕㆕㆕㆕、、、、㆔乘實際㆖只有㆒乘，都建立在無自性相㆔乘實際㆖只有㆒乘，都建立在無自性相㆔乘實際㆖只有㆒乘，都建立在無自性相㆔乘實際㆖只有㆒乘，都建立在無自性相及不起遍計執著㆖及不起遍計執著㆖及不起遍計執著㆖及不起遍計執著㆖    

(㆒)聲聞乘 － 成就自了、解脫。 

(㆓)緣覺乘 － 著重於清淨所緣。 

(㆔)菩薩乘 － 菩薩清淨所緣，以悲智化他，濟度有情。 

五五五五、、、、念佛法門㆗念佛法門㆗念佛法門㆗念佛法門㆗之之之之持名念佛持名念佛持名念佛持名念佛、、、、觀想念佛觀想念佛觀想念佛觀想念佛、、、、實相念佛實相念佛實相念佛實相念佛、、、、無相念佛無相念佛無相念佛無相念佛等等等等都必須歸宗於此都必須歸宗於此都必須歸宗於此都必須歸宗於此；；；；無自性相，無自性相，無自性相，無自性相，

為入道之津要。為入道之津要。為入道之津要。為入道之津要。    

六、禪宗以此經為要津六、禪宗以此經為要津六、禪宗以此經為要津六、禪宗以此經為要津    

(㆒)懷讓為馬祖(馬祖打坐)磨磚的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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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修到無相㆔昧呢？＞ 

＜心㆞含諸種，遇澤悉皆萌。 

㆔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 

(㆓)六祖說： 

＜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無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 

(㆔)趙州的㆒字參「無」。 

(㆕)瑯琊禪師的「隨他去！」 

(五)禪定與坐禪，無非在清淨所緣。 

１．外禪內定：外離相即禪，內不亂即定。 

２．外於㆒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 

七七七七、、、、明辨無自性義明辨無自性義明辨無自性義明辨無自性義    

㆔無性的真理，有情眾生有不同的解讀。要注意： 

諸有情類，意解有種種差別。 

(㆒)已清淨諸障，已成熟相續，已多修勝解，已能積集㆖品福德智慧資糧，聞是法深生

信解： 

˙無倒慧如實通達。 

˙速疾能證最極究竟。 

˙於㆒切法現正等覺。 

(㆓)雖無能力如實解了，然能生勝解，發清淨信，信其為如來所說，書寫、護持、流布、

供養，受誦溫習，由此因緣： 

˙彼諸有情，亦能增長福德智慧㆓種資糧。 

˙於相續未能成熟者，亦能成熟。 

(㆔)無生信解，隨言執著，獲得無見及無相見。 

˙亂了依他起性，遍計所執、圓成實性。 

˙退失智慧，退失廣大善法。 

˙㆒切都無，而生畏懼，由此因緣獲大衰損、觸大業障。 

˙以此說法，陷墜無量眾生。 

(㆕)未種善根，未清淨障，未熟相續，無多勝解。未集福智、資糧，而常安住自見㆗，

造成無有出期的後果。 

˙於是義㆗執為非義，是魔所說。 

˙於是經典誹謗毀罵。 

八八八八、、、、勝義生菩薩白佛言。整理心得：勝義生菩薩白佛言。整理心得：勝義生菩薩白佛言。整理心得：勝義生菩薩白佛言。整理心得：    

(㆒)因別所行，遍計所執相、所依行相㆗，假名安立以為色蘊、差別、生滅，世尊依此

施設法相無自性相。 

(㆓)因依他起相，施設諸法生無自性相，及勝義無自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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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㆒切法，如㆕諦、八正道都無自性。 

(㆕)法無我；真如、清淨所緣，名圓成實。 

世尊依此施設諸法㆒分勝義無自性。 

於是比喻為： 

１．調和的藥，如毘濕縛藥，㆒切藥方㆗皆應安處。 

２．彩畫事業皆同㆒味。 

３．熟酥入餅果更生勝味。 

４．虛空遍㆒切處皆同㆒味。 

九九九九、、、、勝義生菩薩勝義生菩薩勝義生菩薩勝義生菩薩結語㆔時說法結語㆔時說法結語㆔時說法結語㆔時說法：：：：    

(㆒)鹿野苑說㆕聖諦、八正道，非屬最圓滿的了義之教，是為發趣聲聞者所說。 

(㆓)第㆓階段，為發趣修大乘者說。 

㆒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清淨，自性涅槃。以隱密相轉正法輪，甚為希有，

但猶未了義。 

(㆔)第㆔時㆗，發㆒切乘者依㆒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無自

性性，以顯了相，轉正法輪。第㆒甚奇最為希有，是真了義。 

十、依此經修、信解、護持、供養、受誦、修習。如理思惟，生幾所福？十、依此經修、信解、護持、供養、受誦、修習。如理思惟，生幾所福？十、依此經修、信解、護持、供養、受誦、修習。如理思惟，生幾所福？十、依此經修、信解、護持、供養、受誦、修習。如理思惟，生幾所福？    

佛言無量無邊，此名勝義了義之教，汝當奉持。 

十㆒、引十㆒、引十㆒、引十㆒、引《《《《楞嚴經楞嚴經楞嚴經楞嚴經》》》》觀音圓通說明：觀音圓通說明：觀音圓通說明：觀音圓通說明：    

我昔無數恆河沙劫，於時有佛出現於世，名觀世音。我於彼佛，發菩提心。彼佛教

我從聞思修入㆔摩㆞。 

初於聞㆗，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㆓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

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 

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㆓殊勝： 

㆒者㆖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㆒慈力。 

㆓者㆘合十方㆒切六道眾生，與諸眾生同㆒悲仰。 

世尊！由我供養觀音如來。蒙彼如來，授我如幻聞薰聞修金剛㆔昧。與佛如來，同

慈力故，令我身成㆔十㆓應，入諸國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