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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佛菩薩，上人，各位法師，各位善知識：阿彌陀佛！ 

今天輪到近殊第三天來跟大家介紹溈仰宗，昨天我們已經大略介紹溈仰宗的開

宗祖師，就是靈佑禪師的一些公案。今天會繼續再講昨天還沒講完的，之後我

會再跟各位稍微講一下慧寂禪師；最後會以溈仰宗的宗風還有它的家法作為一

個結束。 

昨天我們也講了上人是在一九四八年的時候，去廣州曹溪的南華寺拜師於虛雲

老和尚，以後（一九五六年農曆四月初九）上人接虛老的法脈，成為溈仰宗第

九代的嗣法傳人。 

昨天我們講到靈佑禪師初初到大溈山的時候，那是一個人煙稀少的地方，幾乎

都沒人，有的就只是打獵的人。山上面還住著些什麼呢？上面住著都是一些豺

狼虎豹。還有最多的是什麼？就是猴子。所以他到那邊的時候，猴子就一個一

個輪流供養他。 

靈佑禪師他在那邊大概住了六七年，六七年根本都沒有看到一個人進山，當時

他就想要離開，因為他都沒有辦法利益到別人。當他到山口的時候，就看到這

些野獸在那擋住他，然後他就大聲跟這些野獸說：「你們這些野獸，擋住我的

去路幹什麼？如果我跟這個山沒緣的話，那就請你們散開！要是我跟這個山有

緣的話，那就請別動！」這個時候那些野獸都團團圍住。靈佑禪師他就歎了一

口氣，然後又回到山中住。 

又過了一年，有個叫大安禪師的他帶領幾個出家人，就從百丈禪師那邊來大溈

山協助靈佑禪師弘法。至此之後山下的居民才知道，原來在這個山上還有個禪

師在裡頭住。以後漸漸就會有人進山去探望或者是去求教。連做官的人都知道

了這個消息，當時的相國就是裴休，他知道這個事情之後呢，就去親身參訪，

因為裴休是一個信佛的人。 

昨天我們就講到這邊。 

當裴休丞相知道之後呢，他就親自去拜訪靈佑禪師。他就去靈佑禪師他的小茅

蓬那邊看到，咦？連一個坐的地方也沒有。裴休就跟靈佑禪師說：「好了，我

給你三百兩銀子，你趕快去造個廟吧！」於是就把那三百兩銀子就放到他茅蓬

外面的草叢裡頭，裴休就回去了。過了三年，他再回來看看這個廟造得怎麼樣

了？ 

他回來的時候一看：「為什麼還是一個小茅蓬？我之前給你的三百兩銀子，你



放到哪邊去了呢？」然後靈佑禪師說：「你給我的三百兩銀子，你以前放在哪

里？你就回去那個地方找吧。」裴休他就跑去草叢裡面找，在那個草叢裡面一

看，三百兩銀子還原封不動的都還在那邊。所以他覺得這真的是一個老修行。

於是裴休就發心給靈佑禪師造個廟，這座廟就叫同慶寺。至此以後，大溈山這

一帶的禪風就大振，前來參禪的人就越來越多，當時的寺廟的常住眾就達了一

千五百人。靈佑禪師他的嗣法弟子大概有四十多人，其中以仰山慧寂禪師還有

香嚴的智閑禪師為上首。 

我們看看他去大溈山大概的一個情況，然後再看一下靈佑禪師的一些教法。 

這裡有一個公案「如何是道？」 

有一天，有一個初入門的學僧，他就問靈佑禪師：「如何是道？」靈佑禪師就

回答：「無心是道。」那學僧一臉疑惑說：「對不起禪師，無法理會；我有心啊

！你說無心是道，我有心啊！」靈佑禪師立刻就訶責他說：「你有心？你的心

是妄心、假心，無心才是真心！」那個學僧還是不懂，說：「既然是無心，那

用什麼來修道呢？」靈佑禪師就回答：「連老子他都懂得『道可道，非常道』

，你不懂『道』，又要問『道』。真正的道，是在無心之處。」學僧聽了之後，

好像有所領悟。 

靈佑禪師就輕聲慢語地又說：「道也者，無住身心也。」禪師的話雖然是輕聲

慢語，學僧聽了終於大悟了，當下頂禮靈佑禪師。 

輕聲慢語還有溫文爾雅，是溈仰宗的一個宗風；它跟之前近藏師講的臨濟宗不

一樣，臨濟宗是用罵的、用打的。我們溈仰宗不是，溈仰宗是比較斯文的。所

謂的「有心」其實是分別心，「無心」就是無分別心，只有「無住之心」才是

真心。如果說我們不住在色聲香味觸法呢，那我們就能夠體會出「無住真心」

是什麼。 

我再給各位看他（靈佑禪師／溈山老人）跟弟子的一些對話。有一天，溈山老

人就叫「院主」，院主就過來。溈山老人說：「我叫『院主』，你來幹嘛？」院

主就呆在那裡，無言以對。接下來，溈山又讓侍者去叫「首座」。首座來了，

溈山說：「我叫『首座』，你來幹嘛？」首座也呆在那兒，也不知所措。 

第二個公案。有一天，仰山禪師就問溈山老人：「什麼是祖師西來意？」溈山

老人就指著那個燈籠說：「好個燈籠。」仰山禪師就問：「莫非這個就是？」溈

山老人說：「這是什麼？」仰山禪師說：「好個燈籠。」溈山老人就回答：「果

然不見。」 

請問各位，聽得懂他們在講什麼嗎？其實我也不懂。「禪」是頓悟的法門，不

能夠依靠一些我們現在人說的邏輯來思考，它必須靠著手邊的一些最直接的工

具，比如說他剛才看到燈籠，他就說「燈籠」，或者是任何來到嘴邊的一些對

話，來幫助弟子領悟或者幫助弟子開悟。禪師在問問題的時候，通過對話，他



可以斷定弟子了悟的層次。所以就像我們，往往對於他們你來我往的一些機鋒

，都覺得不曉得在說什麼，毫無頭緒；但是高明的禪師他聽到他們的答案，他

就會立即了解到其中的訊息，以及弟子的層次。 

溈山禪師還有另外個大貢獻，就是他寫了一部對後學修學很重要的著作，就是

《溈山大圓禪師警策》，禪宗將這本《溈山警策》、《四十二章經》、和《佛遺教

經》稱為是叢林的「佛祖三經」，是所有初學者必讀的書之一。 

所以今天靈佑禪師就大概介紹到這兒，接下來我們要看看他的直接的傳法人就

是仰山慧寂禪師。我先講一下他的生平。 

慧寂禪師，俗姓葉，他是廣東人。他年少的時候，因為他想要出家，可是他父

母親不肯、不允許，他就自己把兩根手指給斷了，跪在父母錢，以示求法決心

，並以報答父母養育之恩。父母就同意他出家。 

他初出家的時候呢，就禮拜耽源應真禪師，他在耽源禪師的座下受了九十七種

圓相，然後開了小悟，之後他就參溈山靈佑禪師。在溈山靈佑禪師那邊頓悟之

後，他就擔任溈山老人（靈佑禪師）的侍者十五年，之後他搬到大仰山，大振

溈山的宗風，以後他被稱為仰山的「小釋迦」。 

我們來看一看他頓悟的因緣。慧寂禪師他在耽源禪師處開了小悟，不久之後，

他就離開，前往參靈佑禪師。當靈佑禪師看到他的時候，他還是個沙彌，溈山

和尚就問他：「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慧寂禪師就說：「有主」。溈山和

尚又問：「主在何處？」主在什麼處？這個時候慧寂禪師他就從西邊過到東邊

來站著。溈山和尚看到，就知道這個沙彌不同凡響。慧寂禪師這個時候就問溈

山和尚：「如何是真佛住處？」溈山和尚就回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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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聽了這個，馬上就開

悟了。 

所以各位回去參這句。 

當慧寂禪師他搬到大仰山的時候，他的學徒非常之多，世人就稱他為「仰山慧

寂」。慧寂禪師他是靈佑禪師弟子中唯一的衣缽繼承者，所以溈仰宗就是他們

師徒兩個人，一個是溈山，一個仰山，人就稱之為「溈仰宗」。 

當有人向慧寂禪師請教禪法時，慧寂禪師都會向那個請教者示一個相。那個相

就是他會畫圈圈，圈下邊會有一些注解。這個就是溈仰宗的一個宗風。溈仰宗

的宗風，在佛教《三字經》裡就有提到：「溈仰宗，示圓相，暗機投，義海暢

。」 

禪師的教學特色就是他在說法時候，或者他在教學的時候，他就會用手去畫一

個圈圈，然後在圈圈中寫一個字或者是再畫一個圖案，來表示理事圓融，借此

啟發學者開悟。他的那個圈圈其實都是暗示，他不會講出來，他裡頭含藏的義

理就像大海那麼的深廣。下面就是一些圓相的圖。 



 

 

 

 

 

 

 

 

 

 

 

 

溈仰宗另外的一個宗風就是：「父子一家，師資唱和，語默不露，明暗交馳，

體用雙彰。無舌人為宗，圓相明之。」父子一家，就是師父跟弟子，就是溈山

和仰山他們師徒倆，他們的默契都非常非常的好。他們也主張在接引學人的時

候，以倡導不說破的原則，就是他是不會注重語言，然後希望弟子能夠自心頓

悟，達到理事圓融的境界。 

溈山禪師他也曾經很明確的表示說，「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子說。」所以他的

一個教法就是說，他不會跟你囉哩囉嗦說一堆，可是他會暗藏機，他會暗示；

或者是他就會畫圖，給你們看看這個些圖。他的圖就是這有圈圈，裡頭有字啊

、圖案，然後給你去猜。他倡導不說破這個原則。 

另外一個家風就是剛才說了，就是溫和慈柔的，他是不會用棒用打。在五家七

宗裡頭，溈仰宗的資料相對的是比較少，就是因為溈仰宗的教化不是根據語言

，是主張不說破那個道理。溈仰宗創立於晚唐的五代，在禪宗五家中興起是第

一，是最先興起的，前後傳承大概一百五十年，然後到入宋的時候就逐漸衰落

。它是五宗裡頭第一個創立的，也是第一個沒落的。所以有人說，大概這是因

為這個語言關的關係。今天我跟大家就講到這邊。 

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