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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佛菩薩，上人，各位法師，各位居士：阿彌陀佛！ 

今天我們繼續來介紹中國禪宗五宗的曹洞宗，我們今天就來講道元禪師，他是

開啟日本曹洞宗的祖師。那麼道元禪師在日本出生，他出生在一個貴族的家庭，

但是好景不長，三歲父親往生，八歲母親往生，我想這雙親的逝世帶給他很大

一個的震撼，讓他對人生生命有了一些思考，所以他十四歲的時候就在日本出

家。 

那麼他有一天在廟裡面讀《般若經》的時候，突然對經文所描述的就起了疑問，

如果一切佛性法身都是自然的話，那我為什麼要發菩提心？那麼就帶著這個疑

問就一邊修行，一邊學習，二十四歲那一年有同參就邀請他到中國來求法。 

當時中國是宋朝的時候，那麼他們就搭船來到了中國，船上的一個同參就是當

時要求他的這一位同參就先到了天童寺去參方。道元禪師因為他本身還沒有受

菩薩戒，所以沒有辦法一起入這個道場或者戒壇去學習，所以他就留在了船上

面三個月。 

道元禪師在中國停留了四年，那麼在這四年裡面，當然後來遇到了他的善知識，

他的恩師就是曹洞宗的第十三代的祖師天臺如凈禪師。除了曹洞宗的如凈禪師

以外，在遇到他之前，他遇到了一個和尚，這個出家人就是他在船上停留的三

個月裡面遇到了所謂的老典座。所謂的典座就是代表在廟上煮飯，在廟上

kitchen manager（廚房負責人）。 

自古以來大家都不要小看廚房kitchen，上人常常講「廚房是訓練祖師的地方。」

那你想，在廚房訓練祖師的會是什麼樣的程度呢？所以果然這位在阿育王寺擔

任典座的法師呢確實是不一樣。他那天是因為要出城，要買一個日本生產的這

種菇類，要拿回去煮，然後供養十方僧。 

道元法師遇到他以後就說：「你這和尚，天色已經晚了，要不就留下來在這個

船上好好結一個緣，來互相討論佛法。」但是老典座非常嚴肅道：「不行，天再

晚了，我一定要趕回廟上，好準備明天的飯菜給大眾。」道元禪師說：「不過就

是煮飯嘛，那沒有人會煮嗎？你一個人不在，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不缺你一人。」

老典座就說：「不不不，這是我的工作，這就是我辦道的，這就是我的工作，

也是我的修行，我怎麼可以讓給別人來做呢？因為這是我的修行。所以我出來

的時候，我也沒跟廟上請假，所以我一定一定要回去。」他的這種態度，對於

工作認真的態度，還有甚至把在廚房裡煮飯當做是他的修行，這樣子的一種精

神震撼了道元禪師。 



我想當時因為道元禪師剛從日本來的，日本當時的廟上出家人是不太需要去管

這些事情的，而且道元禪師因為也是出身貴族，學問也非常好，所以對他來講

，那些事情都不用做。那麼道元禪師就想再勸他說：「你都年紀這一把了，戒

臘也這麼高，為什麼不去坐禪辦道參古人的話頭呢？幹嘛還要勞煩去做這個典

座，這有什麼好事？」老典座就笑他說：「你這個外國人未了得辦道，未知得

文字在。」就是說你這個外國人雖然是個出家人，也不懂什麼叫辦道；是個讀

書人，也不懂的什麼叫文字。 

這時候道元禪師一聽，真的很慚愧，所以就問：「那什麼是文字？什麼是辦道

？」老典座的回答就說：「若不磋過問處，豈非其人也。」那麼事實上這個『磋

』，我們可以講是蹉跎；『錯過』，也就是說你不要去錯過那個當下，你只要注

意那個當下，辦道的當下，讀文字的那個當下。你不要去切磋過那個當下，那

還有什麼問題呢？ 

這也就像我昨天講的「只這個」，大家還記得嗎？就是「這個」，我們常常就是

錯過「這個」。所以讀文字的時候有讀，沒有道！辦道的時候有辦，沒有道！

所以典座雖然這樣回答，但是他其實還是沒有瞭解到底是什麼意思。所以他們

兩個就相約，典座約他就去阿育王寺，說：去那找我，我們來商量商量，切磋

切磋什麼叫文字道。 

那麼後來他們相遇了，其實是老典座離開了阿育王寺去找道元禪師，他們見面

以後非常的開心。道元禪師繼續問他：「到底什麼是文字？什麼是辦道？」所

以典座就說：「學文字者為知文字故也，務辦道者要肯辦道也。」簡單的說，就

是說學這個經典這種文字般若，目的是要知道這個文字般若透露出來的觀照般

若跟實相般若，不是把它當做一種文學或者是文章來閱讀，充實自己的一個知

識；所以學文字者，你要知道這個文字它要透露的這個意義。那麼務辦道者，

想要辦道、想要修行的人，要肯修行。所謂的肯修行，就是不管你在哪裡，不

管你做什麼事，你只要肯修行，你都能修行。道元禪師說：「那什麼叫文字呢

？」典座就講：「一二三四五。」那道元禪師就繼續問：「什麼是辦道呢？」典

座就說：「遍界不曾藏。」也就是說，遍法界沒有一個地方不是辦道的地方。 

這一位典座事實上就是把道元禪師的這種所知障，幫他把它打破了，他侷限在

文字的一個一定那個是，修行也一定那個是，因為典座為他這種現身說法，他

顯然是有所領悟。所以可以說在這個啟發裡面，道元禪師在典座的身上，看到

了中國禪宗的遍界不曾藏。所以我們知道，前面的法師也介紹到中國的禪宗，

事實上，你修行跟工作是要並行的。所以就是所謂的「搬柴運水，處處是道場

」的這種禪風。 

回去日本以後，他寫了一本書叫做《典座的教訓》，在裡面就詳述了中國禪宗

歷代的祖師。我們知道六祖惠能大師也是在廚房在磨這個磨、溈山老人、靈佑

禪師，很多的歷來古來的這些祖師大德在廚房裡面是怎麼修行，怎麼樣子在工

作裡面去悟到他們的這個本來面目。 



所以就構成了道元禪師他的一個觀念，就是所謂的「修證一如觀」，他認為佛

性跟修證，你必須在做中。修就是你的工作中，修行當中去印證經典的道理；

印證了以後，你也要在工作日常裡面去實踐。就是所謂的「修證一如」，修不

會妨礙證，證也不會妨礙修；也就是所謂的「修中證，證中修」。 

所以《華嚴經》念完後，歡迎留下大家來幫忙打掃，體驗《華嚴經》裡面的道

理。 

那麼我們說他在中國停留四年的期間，其實是最後遇到了如淨禪師，在這之前

他遇到的其實都是臨濟宗的祖師或者臨濟宗的法師，但始終一直沒有真正讓他

感覺解開了他的疑惑。後來他想離開中國，他想要回去日本，可是又聽說有一

個曹洞宗的祖師，第十三代的祖師如淨禪師在弘法，所以他想：「姑且我就去

看看好了。」 

如淨禪師其實在道元禪師要來之前一晚他作夢，夢到了曹洞宗的初祖洞山良價

禪師，他夢到了初祖那個樣子。他夢裡面知道這個是良價禪師，可是那個樣子

就是道元禪師的樣子，果然就跟他隔天看到了這個日本來的出家人長得一模一

樣，可是他前晚夢到的是洞山老人。所以果然師徒兩人就非常的有緣，見面就

一見如故。那麼如淨禪師他的道風是非常嚴格的，他是說：「我可以一天不開

悟，但是我不能一天離開這個蒲團。」就是打坐的蒲團。所以如淨禪師非常強

調打坐，他認為打坐的目的就是要「身心脫落」。 

所以他最痛恨看到他的弟子在打坐的時候睡覺，他如果看到他弟子在打坐的時

候睡覺，就會像上人一樣說：「混吃等死熬歲月。」他會跟他們說：「人家在家

人都要很辛苦的工作，你卻在蒲團上睡覺。」所以有一天一個弟子在打坐中睡

覺，就被如淨禪師大罵一聲：「參禪是要身心脫落的，你只是不打坐，只管打

睡，你能有什麼作為？」所以當時在旁邊打坐的道元禪師雖然沒有被打，可是

他突然聽到這個「身心脫落」這四個字，突然就豁然大悟。那麼如淨禪師也用

這個「身心脫落，脫落身心」來認可道元禪師他的這個心境。 

所以我們講「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孩子會打洞。」所以道元禪師回去了日

本之後，承襲了師父的這種「只管打坐」的這種禪法，就開創了日本曹洞宗的

這種修行。 

那麼其實講起來「只管打坐」，這四個字重點在哪裡呢？各位覺得？可以說是

只，或者說就只管打坐。打坐當然可以換成很多，就像這樣：可以只管吃飯、

只管睡覺、只管上廁所，但是你有沒有辦法「只管這件事情」？還是又跑去管

其他的閒事？那麼這個只管打坐，管，重點要怎麼管呢？所以禪師就教我們要

怎麼管，管就管你的身跟管你的心。那麼管你的身呢，就是管你就觀察你在打

坐裡面的這些身體的變化，你都很清楚，可是你不用去想它為什麼，但是它的

出現，你都非常的清楚，因為你沒有打瞌睡。 

所以這就像我們講的默默的照著這些個變化。那麼前面有看過，其實「只管打



坐」是從曹洞宗的「默照禪」改良出來的，儘管方法、手段不同，目的和精神

卻是一樣的。 

第一個，一定要管住你的姿勢，坐的姿勢、坐的感覺，慢慢的你的身體的感覺

會沒有，沒有的時候就剩下心，我們講的身心脫落。剩下這個心的時候，你就

要去開始觀照這個念頭。就是現在身心脫落，身脫落，現在就要心。但是身體

雖然沒有感覺，但念頭裡面還是非常的混雜，你不是睡覺就是昏沉，那就不用

講了。你就是清醒的時候，念頭裡面還是非常多的東西，所以必須去放下它。

就是想什麼念頭起來，然後非常能夠清楚，常常講說：「念起能夠覺悟」，覺悟

以後這個念頭就沒了，不是被這個念頭牽著轉。就是比如說我們在想什麼，其

實我們自己不是很清楚的，連自己想什麼都不是很清楚。所以在打坐的時候，

那個東西都很明顯，就是要去能夠知道，一個念頭起來，有了，然後就放了。

有的人還不願意放，能放的放了以後，還會有另外一個念頭又跑出來。 

所以「只管打坐」的這個過程裡面，其實就是你用這個念頭一直在看著自己打

坐，觀照這個念頭裡不要有其他的雜念出現。所以就是說心就像一面鏡子一樣

，什麼東西到前面來，不只是感應它的樣子，而是你沒有給它變化，你也沒有

給它化妝，只是讓它現出它本來的樣子。所以心裡面都沒有雜念，雖然有看到

、有聽到，重點在這個有看到、有聽到；不是睡著了沒看到、沒聽到；是有看

到、有聽到等於沒看到、沒聽到。就是上人常提醒我們的就是「眼觀形色內無

有，耳聽塵事心不知。」那這樣子「只管打坐」就是「照而常寂，寂而常照」

，就是你一直在觀照，但是你沒有去起分別的念頭，雖然很安靜的坐在那裡，

其實怎麼樣？你不是在睡覺，你是很清楚的在觀照這個內心。 

就說我的心雖然沒有向外面去攀緣，但是我也不是呆在那個地方，像死木頭一

樣什麼都不知道。所以「只管打坐」它的一個基本的精神，就是說要讓「姿勢

動作」去體驗「姿勢動作」。所以我們講，打坐這兩個字其實是可以被任何的

事情去取代掉的。所謂的姿勢讓動作體驗，就是說你只有在做的事情，沒有在

做的這個人。不要以「自我」為自我，不要以「他人」為自我，也不要以「環

境」為自我。因為真心所謂的他人自我，其實他是一種虛妄，是一種無常的，

不是常住的。可是我們常常講，我在吃飯、我在睡覺、我在工作，這個我就抓

得很緊，所以「只管打坐」就是要放開它，只要你去體驗你的姿勢動作，只有

做的事，沒有做的人。 

所以我們一直把這個我執去放手的時候，我們的意識就不會隨著外境流轉，慢

慢的觀照的智慧就會增長。所謂的觀照的智慧事實上就是我們的本地風光，我

們本來的般若智慧。所以所謂的本地風光，本來就有，你只要不要再加東西在

上面，它本來就有。所以說你只要管著打坐，你不要再加東西在上面，你就可

以安住在這個本地風光上面。 

所以到這邊，就是介紹所謂的曹洞宗以及曹洞宗的初祖，然後還知道日本曹洞

宗，中國的曹洞講到日本的曹洞，乃至現在曹洞宗的這個打坐的一種禪法。事



實上講「只管打坐」，明顯具體的表現出來曹洞宗的一種禪法。 

＊＊＊ 

今天是最後一天，所以我還是時間有點緊湊，但我還是想要來稍微講一下關於

虛雲老和尚承接五宗的法脈，振興六大祖庭。我們這個系列介紹中國禪宗五宗

，那麼靈佑法師有提到說，中間有些宗斷續了，是虛雲老和尚把它承接起來的

，那麼我們今天就以這個來作為這個系列的一個總結。就是到底虛雲老和尚是

如何來承接五宗的一個法脈，然後他承接的一些情況。 

如果大家有跑道場的話，應該知道有的道場是臨濟的，有的道場是什麼的，有

的道場當然是淨土的，淨土宗。在我們介紹的系列，那請問金佛寺到底是什麼

宗的道場？好，這個答案等一下就會知道對不對了。 

我這邊這個表格列出來，五宗的初祖靈佑禪師，義玄禪師，那這個順序溈仰、

臨濟、曹洞、雲門、法眼，是按照他在中國行程的先跟後，所以溈仰是最早形

成的，法眼是最後形成的一個宗派，法眼最後形成，法眼也是最早沒落的。 

那麼中國禪宗五宗沒落，也其實不只是有法眼宗，溈仰宗也沒落了，雲門宗也

沒落了。大家其實可以在表格上看到，虛雲老和尚接法，溈仰宗是第八世，臨

濟宗接到第四十三世，你看那個數字，懸差得非常的大。所以你看臨濟跟曹洞

那個四十三世，四十七，可見它事實上是從唐代形成，事實上一直是代代相傳

，中間這個香火、法脈就是沒有間斷的，它其實一直代代相傳。但是我剛剛講

了那三宗，中間就間斷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大部分都是在宋朝，唐朝興起，宋

朝就沒落了。所以一直到虛雲老和尚把他承接起來，我們才可能在現在這個時

候找得到這五宗的接法人，所以現在我們才有這五宗的接法。 

虛雲老和尚的臨濟跟曹洞宗的接法，是直接從他的剃度師妙蓮老和尚接下來的

。那麼另外三宗到底怎麼接的呢？我們可以稍微來看一下，我就是以溈仰宗為

例來看一下虛老當時怎麼樣來遙接，遠遠來接這個已經斷續的宗派。 

 



文字很多，我簡單的說，一定都是有人請法，那麼以溈仰宗來講是因湖南寶生

法師來請，虛雲老和尚來接這個大溈山的密印寺，所謂密印寺就是溈山老人創

的這個道場。因為當時的情況，雖然是溈山，溈仰宗的祖庭，可是裡面其實都

已經是臨濟的鐘板，等於是臨濟的道場。 

所以寶生法師就說，這個祖庭因為當時大陸的情況就把它毀壞了，所以我們就

趁這個機會，就把溈仰宗復興起來，就請虛雲老和尚回來接這個溈仰宗。 



虛雲老和尚就就著這個文獻上面可考的、找得到的，就一路一路往上找，就從

第一代靈佑禪師、第二代慧寂禪師，一直找到了第七代詞鐸禪師，之後第八代

就已經找不到到底是誰從詞鐸禪師這邊接下來。所以虛雲老和尚就用他自己的

名字，德清的這個「德」字，就當做是第八代的傳承。 

我剛剛講這個所謂用自己的名去寫這個源流，就是像我們一般的家裡面有所謂

的族譜，就是小孩子取名字，爸爸父字輩有自己的一個字，孩子有另外一個字

，跟我們世間的這個家譜其實是很像，你去查就知道他是哪一輩的。同樣的五

宗裡面也有這個「源流訣」。 

我記得近康師她在講法眼宗，文益禪師講的這個《禪門十戒論》裡面，就講到

當時禪宗的一個現象，就是你雖然是禪宗的弟子，可是你根本搞不清楚你的名

字怎麼來的，你搞不清楚那個輩分。所以這個[源流訣」雖然跟開悟沒有關係

，你不會背也不影響你開悟。可是如果你是禪宗道場的弟子，你必須要明白你

到底是接承哪一派、哪一宗，你的名字到底又在哪一個位置上。 

所以在這個「溈仰宗源流訣」，大家看到第一個字詞，第二個德，「詞德宣衍道

大興」，「詞」就是就是接詞鐸法師這個詞；「德」就是虛雲老和尚用他自己的

名字，「德清」來作第二個字；然後「衍」，把它寫了這五十六個字，七八五十

六，這五十六個字就是溈仰宗的源流訣。 

所以大家知道上人這個宣化，上人這個宣是怎麼來的呢？因為虛老把這個溈仰

宗的第九代的傳人傳給上人，所以用「宣」這個字給了上人的一個字，就是「

宣化」。那麼溈仰宗第九代的傳人，只有上人一個人嗎？其實這還很多的。像

我們知道的海燈法師，海燈法師也是從虛雲老和尚接下的溈仰宗的第九代傳人

，是「宣明」。還有像香港的聖一法師，聖一禪師，聖一法師他也是接第九代

，他的法號是「宣玄」。 

 

 



如果是溈仰宗的道場，那我們應該用哪一個字？如果上人是傳溈仰宗給我們，

只有溈仰宗源流決給我們起這個法名。「衍」啊？請問這裡有「衍」的嗎？你

們是什麼？有「果」的吧！有「親」的吧！都沒有在這個源流訣上出現。所以

上人並不是傳溈仰宗給我們，那是哪一宗？臨濟宗？不是！上人是傳「金頂毘

盧派」給我們，這也是禪宗。 

這個禪宗，目前在中國的東北是很盛行的。在中國東北長白山有一個支脈，所

謂千山的那一帶。千山是一個靈氣很好的道場，所以很多的佛教、道教修煉的

人都在千山那邊修行。千山目前的佛教，禪宗主要是金頂毘盧派最多的。很多

仙、道、佛都在那裡修行。 

那麼我們的名字到底從哪來？我們來看一看，我們的祖師是誰？對，我們的祖

師不是靈佑禪師，因為我們不是溈仰宗的。所以我們的祖師是寶誌禪師。認識

寶誌禪師嗎？你們認識啊？寶誌禪師是誰？你們都認識啊！是誰？總得講一

點來歷吧。寶志禪師作的這個梁皇寶懺嘛！誰叫他作的？梁武帝。所以可見這

個金頂毘盧派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就有了一個傳承。梁武帝又是誰，認識吧？記

得他跟達摩祖師會過面。達摩祖師那時候來，當然給了梁武帝一個當頭棒喝，

就「沒功德，沒功德。」結果達摩祖師就去面壁九年啊，然後才有這個五宗的

形成。 



達摩祖師來的時候中國也沒有臨濟，也沒有曹洞，也沒有溈仰，什麼都沒有，

可是有金頂毘盧派。 

那這樣講起來，金頂毘盧派比五宗還老。可是也不知為什麼，到現在擠不上五

宗的位子。在《禪門日誦》有記錄這個五宗的法脈，這本《禪門日誦》在中國

和香港的版本就有記錄金頂毘盧派的源流。 

很開心上人有告訴我們。所以寶誌禪師演的二十八字，最後一個字我畫起來是

「昌」，所以我們看到我們的名字沒？「親」、果」這邊都沒有，因為用完了，

這二十八個字用完了。 

用完了沒關係啊，文筆好的就寫，所以昌海禪師就是那個「昌」字，繼承這個

「昌」字輩的這個昌海禪師就又寫了四十個字，所以在這四十個字裡面，我們

終於找到自己的定位了。你在哪？有「果」的，有「親」的，但沒有「傳」的

。所以這個「常」就是常智大師，因為是常智大師為上人剃度的，所以剃度上

人以後給上人的法名就是「安慈」。 

我們現在都知道上人就是宣化上人，宣化度輪禪師，但是大家要知道那個是溈

仰宗的傳承，但是真正上人傳給我們的是金頂毘盧派。上人的金頂毘盧派是從

哪裡接的，誰給他的？對呀，師父給的嘛，就是你的也是師父給的，上人的師



父就是常智大師嘛！不是上人自己遙接的，是真的從常智大師的手上接下這金

頂毘盧派的這個輩分。所以當上人傳這個「果」給我們的時候，上人就講：「

你們要很珍惜這個『果』，你們的『果』是很少，很少的，很少的。」我們就知

道有多少，今天終於明白真的很少。不過雖然少，但是上人是對我們是寄予厚

望，所以希望我們能夠「親傳無為教」。所以我想當然也因為上人在東北出家

，所以也許就在當時就剛好就是金頂毘盧派，這也可能是一個原因；第二個原

因，我想上人是想要把這個法脈，能夠把它留住在這個世間上。 

所以大家很寶貝的啊！不過不管是金頂毘盧派，不管是臨濟、曹洞任何一宗，

我想最終都是要明心見性，還本還原。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