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末四大高僧（10） 

蕅益大師生平—出家後 

近康法師講於2016年8月12日／金佛聖寺 

諸佛菩薩，師父上人，各位法師，各位蓮友：阿彌陀佛！ 

 

我是近康，今天繼續跟大家介紹蕅益大師，我們昨天有介紹蕅益大師出生

到出家的因緣。好，我們看他出家以後沒多久，其實他有一次的悟道。 

 

24歲他那一年出家，出家以後沒多久，他就行腳到蓮池大師的雲棲寺，一

方面是飲水思源，一方面是去聽經聞法。昨天有提到，他17歲那一年，因

為看見蓮池大師的《竹窗隨筆》，將他對佛法的錯誤的見解整個的轉變過

來。從那時候他又繼續開始研究佛法，所以他對雲棲寺有一種特別感恩的

心情。一方面去聽古德法師那個時候在那邊講《唯識論》，他聽了也覺得

明白這個《唯識論》。但是他有個疑惑，什麼疑惑呢？因為他在23歲的時

候，大家還記得嗎？他出家的因緣是什麼因緣？大家還記得嗎？記不記得

？都不記得！才昨天而已，都不到24小時啊！你看，我們都有隔胎之迷。 

 

23歲其實真的讓他決定出家的因原是因為他聽到《楞嚴經》所講的「世界

在空，空生大覺。」世界在虛空，但是這個虛空其實只是在我們的心裡，

虛空竟然這麼小，我們的心這麼大。所以他就想探究這一件事情，為什麼

我們這一念心，這個心會有這麼大、這麼大！所以他就把這個疑問問了古

德大師。他覺得「性宗」跟「相宗」好像講的很矛盾，他覺得佛陀講的教

義怎麼可能自相矛盾呢？ 

 

我大略講一下這個「性相二宗」，不過有時間再跟大家講的詳細一點。 

 

「性」，就在講我們的心性，這個心性是無形無相的。我們看不到，也摸

不著，但是它的作用卻是很大很大；我們的這個心可以造世界的萬事萬物

，包括我們現在的這個色身。「相宗」體現的是外在的萬事萬物。一個是

「相」、一個是「性」，一個是「理」、一個是「事」，當時他覺得是不能匯

通的，所以他把這個疑惑請教古德大師。古德大師跟他怎麼說呢？說：「

性相二宗，不許和會。」說這個性相二宗是不能會通，是不能混淆在一起

談的。當然這樣子就沒有辦法解答他的疑惑，他還是很疑惑：「佛法怎麼

會自相矛盾呢？會講兩種的佛法？」他就在那兒研究啊、想啊，研究啊、

想啊，幾天以後還是想不出個所以然來。 



 

 
 

有一天，他又繼續問古德法師，他說：「經典上有講，『不怕念起，只怕覺

遲』。」這句話是我們常常聽到的，對不對？有人知道是什麼意思嗎？不

怕我們這個煩惱生起來，不怕起煩惱，就怕我們沒有去對治我們的煩惱。

他又問：「且如中陰入胎，念起受生，縱令速覺，如何得脫？」但是又有

經典說，我們的中陰度，就是我們臨終的時候我們這個中陰身，會隨著我

們業力的影響見到我們有緣的父母，生起一念的貪愛，生起愛取這樣就又

來受身。蕅益大師就問古德大師說：「不怕煩惱生起，就怕覺悟的太慢。

如果說已經入胎了，但是我馬上覺照這個煩惱，我馬上覺照這個煩惱生起

，我去對治它。請問一下，都已經入胎了，我可以解脫嗎？」就是說我已

經入胎了，但是我馬上覺察到，我不想再流轉了。「請問一下，我已經入

胎了，我怎麼解脫啊？」因為我那時候已經覺悟了。 

 

古德大師看了看蕅益大師，他就講說：「那你入胎了嗎？」蕅益大師愣了

一下，他心裡說：「我都20幾歲的人了，當然我是入胎了。」但是他只是微

笑沒有回答。這個時候古德大師就對他說：「你入胎了？」古德大師又問

他說：「你這一生的色身，難道是從你入胎的時候才開始有的嗎？你認為

是你母親給予你的嗎？你不認為它是『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嗎？」

他說：「你覺得你這個色身是真實的嗎？」這個時候蕅益大師沒辦法回答

。因為他有這個疑情。 

 

小疑小悟，大疑大悟，有這個疑處才能夠開悟。所以蕅益大師就帶著這個

疑團，決定要打坐參禪來解決這個生死大事。他就獨自一個人到徑山山上

去，觀心打坐。 

 

 

 



 
 

他24歲出家，到25歲隔年的夏天，有一天他就獨自坐在虛空中，用功到極

處的時候，突然間他的身心世界不見了──就在那一刻他有了體悟，知道

什麼？他體悟到他這期的色身、這期的果報，是無始以來生了又滅，滅了

又生，生生滅滅，流轉不已。為什麼會有這個色身呢？只是這個一念堅固

的妄想所現的影相，的確是業力來的，的確不是父母所生的。父母的確是

生了我們這個身體，但是我們是怎麼來的，最主要是那個業力來的，對不

對？ 

 

所以古德法師跟他的對話，事實上是帶領他參悟「父母未生之前的本來面

目」。這個時候，他所有的「性相二宗」的道理完全就透徹了，道理完全

明白──它本來就沒有矛盾，是我們的識心去分別它──所以他這一次的

開悟，一切的經論跟禪宗的公案都瞭解得明明白白。這次的悟道對他影響

非常大，影響到他以後的修行，以及他自利利他的菩提道。 

 

他這次證悟解決蕅益大師他心中三個疑團。他出家，就是因為他看到《楞

嚴經》的「世界在空，空生大覺」而產生疑問。第二個解決他「性相二宗

」不能會通的疑問。第三個他看到父母未生之前的本來面目。所以這一次

的開悟，對他以後弘法甚至在他解釋唯識的時候，在很多關鍵點，他都採

用「性相圓融」的道理來疏通。 

 

蕅益大師在25五歲之前他有兩次的悟境，大家還記得嗎？第一次是什麼？

什麼時間？有嗎？都忘記了。第一次悟境是什麼？也是影響他很大的。第

一次是在20歲的那一年，悟到了什麼？「心性之法」，就是儒家最高的境

界，他悟到了那個「仁」，就是那個「仁德」。第二個悟到就是我們剛剛介

紹的25歲那一年，他找到他本來面目。 

 

請問一下大家，悟到了道理了嗎？找到本來面目了嗎？（大眾說：沒有。



）我們都還沒有，所以我們都要聽經聞法，然後要修六度萬行。我想起碼

這一輩子不要說開悟了，開悟是很困難事情，但是最起碼最起碼最起碼，

如果沒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下輩子我們還要能夠修習佛法，還要能夠修行

，還要將這個佛法延續到我們的下輩子。我們不要以為很容易，我們隔胎

，一隔胎什麼都忘了。 

 

我們再看蕅益大師悟道了以後的開始弘法，其實他悟道之後還沒有開始弘

法，25歲到31歲之間，他都還是屬於自己修行的階段。昨天我們有介紹到

，他這段時期他都在參禪悟道，用功的法門主要還是在參禪「止觀」這一

方面。 

 

到31歲的時候，他開始弘法，最主要的是戒律，以戒律為主。為什麼他以

弘律為主呢？因為他當時發現禪宗有很多的流弊；所以他覺得想要解決這

些的陋習，要從戒律著手。他覺得當時這一陋習的原因是因為，第一個大

家不重視戒律，第二個不重視教理。不重視戒律，當然就不會去研究戒律

，那就怎樣？自己做錯了事情，自己都不知道；或者落於「執理廢事」的

思想。我們常常聽外道人批評我們吃素的人，他們講什麼呢？「酒肉穿腸

過，佛在心中坐。」他自己不能斷吃肉，就自己找個臺階下了。我們還沒

到證悟的程度，吃肉當然都有因果的。 

 

不重視戒律還有個原因，就是當時的僧人素質參差不齊。明末時期的佛教

，其實最主要的是禪宗跟淨土宗。中國經過歷年來的戰亂，因為禪宗是不

立文字以心印心；淨土宗即使你沒有明白那個教理，但你能夠相信，相信

有阿彌陀佛，有個極樂世界，你也可以念佛。 

 

因為僧人素質的參差不齊，戒律想要維持是很困難的。所以蕅益大師第一

個就要弘傳這個戒律。 

 

第二個要提倡教理。因為當時很多人參禪打坐，因為不懂得教理，不重視

教理，很多人得到一點境界，怎樣？就錯認消息，就認為自己已經到了很

高的境界。 

 

在31歲的時候蕅益大師開始弘律，在弘律之前其實他已經看過三遍小乘的

經藏。所以在31歲的時候他就一邊弘揚戒律以外，一邊著作《重治毘尼事

義集要》，這本書是講比丘戒的。所以他31歲有這個希望弘揚戒律，希望

維護僧團的清淨。32歲的時候他重新受了比丘戒。 

 

我們講一下蕅益大師第一次受比丘戒，是在他24歲出家那一年。我們剛剛

說他出家沒多久就行腳到蓮池大師的雲棲寺，他除了飲水思源及聽經聞法



，還有他要去做一件事就是去受戒。當然那時候蓮池大師已經往生了，他

是在蓮池大師的遺像前自己受戒，就是站在靈塔前受戒。我們知道這樣當

然是不可能得到戒體，因為在比丘戒，你要得到戒體，是必須要有師父相

授的，必須要有師父傳給你的，而且這個師父還要是個證悟的法師，才能

得到戒體。 

 

當時明朝的時候，我們剛剛講到戒律其實是很荒廢的，對於戒律，大師並

不瞭解。所以當他開始接觸戒律的時候，他知道，他可能沒有得到戒體，

所以32歲他請三位和尚再為他授比丘戒。 

 

他38歲的時候，從31歲到38歲這7年的時間，我們說他那段時間就是專心

的弘揚戒律跟教理。7年的時間，他還是覺得還沒有找到一個很正確的修

行方向，所以他就禮地藏王菩薩，希望地藏王菩薩給他一個指點。 

 

當時他做了四個鬮，就是所謂我們講的四個籤： 

第一個籤，「至誠禮懺，求凈律儀」；一心拜佛，求懺悔，希望在這一生得

到一個清淨的戒體。 

第二個籤，「修習禪觀，斷除煩惑」；或者他適合參禪打坐，希望這一生能

夠斷惑證真。 

第三籤，「廣閱藏經，以開慧解」；或者他適合廣閱三藏十二部經，來開啟

這個智慧，以此自利利他。如果清淨的戒體這一生不可能得到；修習禪觀

也不可能證悟；廣開閱經，也不能大開圓解；那怎麼樣？ 

還有第四籤，「勤修萬行，以廣福緣」；是怎樣？多做義工，多做福德。累

積這個福德，希望下輩子就有因緣，能夠開悟，能夠開悟證果。 

 

所以他做了四個籤以後，他做了十幾天的用功加行，就抽籤，結果他抽到

的是「廣閱藏經，以開慧解」──就是要研究這個經典，大開圓解。所以

蕅益大師在得到這個籤以後，他的生命方向就決定下來了，這一生深入經

藏。蕅益大師一生裡面，他律藏看過三遍，小乘的經論看過兩遍，大乘的

經論看過三遍。我們可以看到，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我們知道三藏十

二部經非常龐大。 

 

我們來看一下，蕅益大師一生都在研究經典這一方面，他所做的著作非常

非常的多，這個對我們後人利益是非常非常大的。大家請看白板，裡面有

禪、淨、有律，還有密，非常的廣泛。他除了自己下很大工夫研究經典，

並且留下很多著作。為我們後人留了一個很大的寶藏，這是我覺得。 

 

第一個就是《法海觀瀾》，蕅益大師把閱藏的這個方向，讀經閱藏的方向

大概寫成了一個指南。一本是《閱藏之津》，告訴我們讀大藏經的次第，



可以從哪一部開始，由淺至深，這個幫助我們在教理上面有一個方向。有

他這兩本的指南針，我們就不會覺得好像佛法這麼浩大，不曉得從哪裡下

手。 

 

 
 

 
 

在蕅益大師所作的這麼多經典，這麼多的注解裡面，他有三部是比較代表

性的。 

 

第一個是《楞嚴文句》，這個是注解《楞嚴經》，這個可以代表蕅益大師開

悟的思想。 

 

第二部是《梵網合註》，蕅益大師認為《梵網合註》非常非常的重要，因

為他說《梵網經》的戒體是依照清淨心開展出來的「稱性起修」，佛學是

從我們的心性下手，就是我們念頭生起來的時候，我們就怎樣？要馬上覺

悟，馬上對治，跟聲聞戒不一樣。我們知道怎麼去斷惡修善、什麼事該做

、什麼事不該做，在《梵網經菩薩戒》本裡面講的很清楚，所以蕅益大師

認為這部經是特別要看的。 

 

我們看到蕅益大師一生之中，他非常注重戒律，有人稱他是律師。可見得

他在戒律上面持的很嚴謹。我不曉得他是不是因為戒律上持的很嚴謹，所

以他畢生裡面身旁的人都寥寥幾位。蕅益大師一生中，身邊師友常常都不

超過十個人，只有幾位而已；他的弟子也沒有超過十個。更無常的是，他

這十位弟子裡邊，大部分的人都比他早往生。蕅益大師常常感歎，好像他

沒有個傳人，就是傳承的人。 



 

再來看第三部，他的代表作就是《阿彌陀經要解》。這部經就講說眾生心

跟阿彌陀佛怎麼樣能夠感應道交。講到佛力、法力、心力，這三種力都是

不可思議。所以阿彌陀佛的力量很大，不可思議。阿彌陀佛這句佛號，這

個法力不可思議。但是這佛力的不思議跟法力的不思議，還要我們眾生願

意去念這句阿彌陀佛。 

 

所以我們不要小看我們這個心力，我們眾生這個心力也不可思議。為什麼

呢？因為十萬億佛土之外的極樂世界就在我們眾生心裡面，只要我們願意

相信有阿彌陀佛，相信有極樂世界，我們願意去，加上實際的行動，就可

以到達。 

 

蕅益大師在56歲的時候，他已經在靈峰山了，他就萬緣放下，一心念佛。

我們昨天有跟大家介紹了他在55歲的心情，他55歲的心情是什麼？「萬念

俱灰」，對不對？他覺得一個生死凡夫要在塵世裡面要弘揚正法，續佛慧

命，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蕅益大師選擇了先到極樂世界，成佛了

以後再回來度有情眾生。他覺得那時候的力量比較大。 

 

 
 

他在56歲的時候有兩次生了大病，這個病幾乎就要讓他往生。所以這個時

候他就口授遺囑，跟他的弟子說：「我要一心念佛，求生淨土；往生了以

後，把我的骨灰跟麵粉糅合在一起做成餅，分成兩半，一半灑在地上跟空

中，跟地上、空中的眾生結緣，結未來的法緣；另外一半丟到海裡，跟海

裡的眾生結緣。」但是沒多久病又好了，就比較好一點了。 

 

但是，到 57 歲正月二十號，病又復發；二十一號早上，病情又比較好一

點；中午的時候，蕅益大師就趺坐繩床，坐在繩床上，手舉起來向西邊，



然後就往生了。 

 

我們看到蕅益大師往生，是舉手向西，跟人家很不一樣。他示現什麼？希

望大家一定要去西方極樂世界，可能他已經到了西方極樂世界。但是最重

要的是這個事件是告訴我們，有一個極樂世界，我們念佛就可以到那個地

方。 

 

我們知道人臨命終的時候，那個五根都敗壞了，那個時候是很痛苦的，但

是還能夠舉起手向西邊，舉向西邊，這是很不容易的。印光大師就說：「蕅

益大師，是法身菩薩示現來的！」 

 

過了 3 年以後，他的門人就要將他如法的火化，打開甕以後，就發現他的

遺體面貌就像生前一樣，而且還坐得很正，直直的坐著沒有倒下去；牙齒

也沒有壞，就不敢聽從蕅益大師的遺囑，把他的骨灰跟麵粉糅合一起，所

以不敢火化他。就將他全身舍利供奉在靈塔裡。我們後人為了感謝蕅益大

師對後人的貢獻，尤其在對淨土宗的宣揚以及貢獻，就封他為蓮宗九祖。 

 

我們昨天也介紹了「蕅益老人」這個字號，他說他這個字號意思是要告訴

我們，他把他這一輩子所做的修福修慧的功德，都迴向到往生到西方極樂

世界；用這樣福慧的功德滋潤西方的蓮華。他說，這才是真實的利益。 

 

我們用了兩天介紹「蕅益大師」的生平，蕅益大師在教門裡面也有很深入

的研究，尤其對天臺宗。所以如果我們要看他的註解，我們必須要有一些

天臺宗的基礎，蕅益大師的註解都是用天臺宗的五重玄義來解釋經典。蕅

益大師還寫了一本《教觀綱宗》，這是講天臺宗的。 

 

明天近育法師會介紹蕅益大師的《教觀綱宗》，今天就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