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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柏大師的禪法思想 

近藏法師講於2016年8月23日／金佛聖寺 

 

諸佛菩薩，上人，各位法師，居士：阿彌陀佛！ 

 

昨天我們就講到了紫柏大師在刻《嘉興藏》的過程裡面，對兩件很重要的

事情展現了他的堅持，從這個裡面我們看到紫柏大師這種心量的寬廣，還

有他的這種智慧的辯才。 

 

記得是哪兩件事情嗎？第一件事情，就是關於印經經費的來源，所有需要

的錢應該要怎麼樣去籌款。是要跟有錢人來籌款，要快點把它籌足了呢？

還是用這種小的很廣泛、很廣大的這樣子來跟大家化緣，讓每一個有心的

人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用這種比較慢但比較符合菩薩救度眾生的精神來

做呢？還是我們用講求效率呢？紫柏大師這樣的一位高僧、這樣的一位善

知識，他堅持要用菩薩道、用菩薩救眾生的精神來廣募資金的來源。 

 

紫柏大師甚至認為說，我們讓眾生知道有刻《大藏經》這件事情，就算他

只是不經意地聽，甚至有意要誹謗這件事情，它都已經在他們的八識田裡

面種下了刻佛經、刻《大藏經》的種子。這個種子在以後都會成為他們成

佛的因的種子。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紫柏大師這種慈悲，就是有緣的、沒

有緣的都要普度。他真的是把這個事情當作是佛事來做，不是當作他自己

的一個事業來做。 

 

另外一個事情，就是他堅持要把這個《大藏經》裝訂的方式，改成大家很

方便流通的這種方冊，也就是我們現在這種本子的方法。雖然社會大眾很

多人都覺得這是很不恭敬佛經的，但是紫柏大師說：「佛經真正的目的，

不是把它放在書櫃裡面，要讓人家去恭敬它。佛經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流

通，讓讀的人明白這個道理，然後修行，然後成佛。」 

 

所以你們家裡的佛書，是放在書櫃裡面呢？還是拿來看呢？（有人說：兩

個都有。）兩個都有，你能又讀又恭敬，那真的是福跟慧都雙修啊！ 

 

 

 

 



 

 

我們來看這個《嘉興藏》，從一開始刻是萬曆十七年，也就是西元1589 年

開始刻。我們說過，紫柏大師在文殊師利菩薩前面丟這個籤，三次都是得

到說要在五臺山刻的籤。所以紫柏大師從此就決定，「好！我們就在五臺

山刻這部大藏經！」所以萬曆十七年開刻，四、五年以後，就是萬曆二十

一年的時候，紫柏大師做了一個決定，要把這個刻經的地方從五臺山往南

邊搬，搬到徑山的寂照庵。因為五臺山那個地方實在是太冷了，必須把這

個刻廠往南邊搬到氣候比較溫暖的地方，讓大家刻得速度能夠快一點。 

 

剛剛有法師問：有沒有抽籤？這次沒有抽籤。但是記住啊！徑山的寂照庵

，這座寺院是紫柏大師生前復興的十五座道場的之一。所以這座道場寂照

庵是紫柏大師親手復興過後的道場，而不是當時明朝末年那些亂七八糟的

道場——裡面有出家人喝酒、賭博，做不是出家人做的事。後來紫柏大師

的弟子就把他肉身奉塑在徑山這個地方。所以，《嘉興藏》又有一個名字

就叫做《徑山藏》，就知道這個名字的由來。 

 

這個時候刻了五年，刻了多少卷？數百卷。我們知道《嘉興藏》後來刻完

一共有兩千多卷，所以我們可以說他們完成四分之一的《嘉興藏》。五年

完成四分之一，所以兩千卷要完成還要幾年？五年做完四分之一，所以全

部做完要幾年？（有人說：二十年。）二十年。當初紫柏大師跟這些同參

道友決定十年要刻完這部《大藏經》，他們的進度等於是落後了，五年只

刻了四分之一，所以他們落後了一半。可以看得出來當時整個刻經的過程

是非常的趕工，所以道開禪師那個時候真的是累倒了，就是我們說的藏祖

，他累倒了，就幾乎要往生了；所以，這個工作就由如奇禪師，來協助幻

余禪師主持整個刻廠刻藏經的這個工作。 

 

那麼十年後，這工作一直進行，直到萬曆三十一年，十年後紫柏大師坐化

，大家記得他是在牢裡坐化的。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整個刻藏的工作



就不再像紫柏大師住世的那個時候，就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也就是說刻

藏的這個工作不只是在一個地方寂照庵做，而是分散在各個地方。 

 

為什麼會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因為每個地方都想刻，所以每個地方都自己

去募款。以前紫柏大師在的時候，這個錢是送回到徑山刻藏的地方，統一

在這個地方刻，統一決定刻哪幾部經。可是，紫柏大師走了以後，失去了

這個精神領袖，大家都要做老大。大家都是自己籌錢，自己刻自己想刻的

。《地藏經》一定很多人想刻。那麼就是大家看：剩下的還有多少經？我

想刻這個，我想刻這個，我想刻這個。就變成大家做他們想做的事情。那

沒刻的呢？沒刻的就一直都沒刻。 

 

 

到了萬曆三十八年，有一位法鎧禪師，這位法鎧禪師他是紫柏大師生前收

的最後一位弟子。這位弟子的根器非常的利，悟性非常的高，所以紫柏大

師對他要求非常嚴格。他在紫柏大師座下出家，受完具足戒以後，紫柏大

師就叫他：「你出去！你出去參方！」所以紫柏大師往生七年以後，他回

到徑山的寂照庵，由他來主持這個刻經的工作。同時把這個化城寺——另

外一個道場作為徑山的下院，用這個地方來儲存所有刻經的經板，刻好的

經板統一收藏在化城寺。 

 

這位法鎧禪師，他俗家很有錢，是有錢人家的孩子，他又買了附近的田地

有百畝來供養常住。就像我講的，刻經有很多人，不給薪水也要給他們吃

飯啊！所以他就買了田地百畝來供養常住，讓刻經的工作沒有後顧之憂，

可以再繼續的加快腳步。十二年以後，這位禪師也往生了。 

 

法鎧禪師往生以後，就由另外一位法師皋公禪師繼續做這件事，那麼沒有

多久他也往生了。這工作真的是不容易！一直到1642年，大家看出來1642

年，這時候紫柏大師已經坐化了40 年了。40年後出現了這位利根法師，

他發願一定要在自己有生之年，要完成所有《嘉興藏》的刻印。 

 

利根禪師見過紫柏大師沒有？沒有！紫柏大師已經坐化了40年。但是他就



是被紫柏大師的這種願力所感召。他說：「刻《大藏經》就是要傳佛祖慧

命，紫柏大師沒有了的這個願，就是我沒有了的願；他沒有做完的事，就

是我沒有做完的事。我不勇猛向前做，我還要等誰去做！」所以他就發願

，要在他的手上完成這部《大藏經》。 

 

 

 

崇禎十六年，這位利根禪師就跟各方布施的施主討論，要把所有的藏板集

中回來。所以開始去查，到底哪一些刻了，哪一些沒有刻。他知道原來十

之八九都刻完了，再差半年，應該就可以刻完了。真的像他所願的半年就

刻完了嗎？沒有。你看，是到了清康熙皇帝的時候才刻完。那個時候從開

始刻算起來，已經是八十九年了，所以做佛事不容易的。你不發願、你不

堅持，你就不能功德圓滿。 

 

我們再看，這位利根禪師他就上書給當時崇禎皇帝，希望能夠由皇帝下旨

，讓各地的刻板都能夠送回徑山；並且請皇帝寫一個疏文放在藏經的最前

面──就是等於請皇帝來加持、來祝福這部藏經。 

 

隔年，也就是弘光元年，又換了個皇帝，才開始刻《嘉興藏》的目錄。為

什麼這個時候才刻目錄？目錄不是都放在書的最前面嗎？為什麼不是一

開始刻的時候刻，而是現在才刻這個目錄？因為有一些佛經是《南藏》或

《北藏》沒有收錄的，流落在民間。有的時候甚至是流落在日本、朝鮮海

外的這些經典，可是中國已經沒有，所以他們一邊刻經，一邊大量的去收

集。所以目錄絕對會是最後最後刻的，說明這部大藏經《嘉興藏》一共刻

了幾部的經律論。 

 

這個時候紫柏大師已經坐化42年，距離袁了凡、法本禪師他們幾個人發願

的那個年代已經經過了67年，中間已經好多人都已經往生了。 

 

一直是到了清康熙十五年，也就是刻藏的第89年才真正的完全刻完。因為



在這中間，他們又發現一些缺的佛經或者是祖師他們的這些著作，陸陸續

續的又補上來以後，一直到西元1677年才正式完全刻完。所以這真的是一

個非常偉大跨世紀的工程，跨朝代的工程。 

 

 

 

所以這張投影片就是結論，紫柏大師他對《嘉興藏》的貢獻，當然就是我

這兩天多來，不斷重複就是他改變方冊這種裝訂，也用廣募的方式來籌措

資金。 

 

其實，我個人在讀這段內容的時候，我是真正感覺紫柏大師他的精神活生

生就現在我的眼前，從文字裡面就可以跳躍出來紫柏大師那種堅韌的個性

跟他那種慈悲，心心念念為眾生，心心念念為佛教那種慈悲，是真正的通

過文字能感受的到。所以我也可以理解，為什麼他已經坐化40年後，會感

動一個叫利根禪師要幫紫柏大師完成這個心願。 

 

那麼《大藏經》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它是一邊刻，一邊印，然後一邊發

行。它不是等康熙十幾年已經刻了89年，全部刻完了我們再來印、再來流

通。不是！而是刻完一部分就拿去印，拿去開始在各個道場流通，所以就

是讓這個佛法傳播的更快點。 

 

好，我跟各位介紹完《嘉興藏》，接下來就要介紹紫柏大師的禪修思想。 



 

就像我們第一天有講到，紫柏大師他住世的世間最短，他的著作量最少，

因為他並不是用著述來作為他度化眾生的一個法門。當然明末其他三位大

師，著作量是非常豐富，留給我們後人很多的法寶，學習的一些資料。但

紫柏大師他並不是用這方法來影響後世的人。所以一直到目前為止，我介

紹的第三點，就說他對佛教的命運有個廣大的使命感。他可以列為明末的

四大高僧，而最重要的是大師的禪悟經驗是非常深厚的，行持十分嚴謹，

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紫柏大師禪修的思想。 

 

現在投影片上面有三段的法語： 

 

 

「心生則種種法生。心做天堂，心做地獄。」就像上人講的《十法界不離

一念心》，「心生種種法生」。接著又有一個「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人物

交輳，本來廓如也。」心又要生種種法，現在又叫我們一心都不要生。然

後再來講「心外無法，何法非心？」哪一個法不是心的這種變現？所以這

邊又是這個心，又是那個心。他們指的是同一顆心嗎？心外找不到法，哪

一個法不是心呢？ 

 

第一個「心生種種法生」，這個「心」是我們的真心，還是我們的妄心？

「一心不生，萬法無咎」，這個法界所有的法根本也沒什麼，沒問題的！

不會有這麼多的煩惱，這些嫉妒、開心、不開心，沒有的！法本來沒有什

麼歡喜、憂愁的，只要你一心不生，萬法無咎。萬法跟它沒有關係的。所

以這個「一心不生」又是什麼心？ 

 

所以我們說這一心是妄心，你的妄想心不要動，不要生，其實都沒有什麼

trouble 的，沒有什麼麻煩的；當你一打妄想，麻煩都來了。所以有人說

這個「一心不生」的「一心」，是我們的妄心。 

 

那麼「心外無法」：離開這個心，其實你找不到任何的法。「何法非心」：



哪一個法可以離開這個心？請問這個心又是什麼心？（有人說：真心。）

是真心。 

 

我們再回去看第一個，「心做天堂，心做地獄，心做聖人，心做眾人。至

於大之天地，廣之萬物，皆心之造作。」請問這個「心」是真心？還是妄

心？（有人說：妄心。）妄心有這麼大的神通變化嗎？那真心不就什麼都

不能了嗎？什麼都不行，什麼都做不了？也不能做天堂，也不能做地獄，

也不能做聖人？當然是我們的「真心」才可以有這種妙用啊！ 

 

觀音菩薩可以現三十二類身，千處祈求千處應。就是因為他可以用這個真

心可以變現這麼多，你的心可以做天堂嗎？不行！你現在就不是在天堂，

你現在就是在這裡。說：「沒有，法師，我覺得這裡就像極樂世界一樣，

沒有煩惱，我天天都沒有煩惱。」OK，那你證得真心了，所以你到哪裡

都沒有煩惱，你就在這個娑婆世界，你就看到了極樂世界。（恒潤師說：

煩惱即菩提。）這個境界更高！不是用講的！如果真的在我們行住坐臥，

時時刻刻，一天二十四小時每一分鐘、每一秒鐘煩惱就是菩提，不是菩提

就是煩惱，得把菩提轉成煩惱，可是你在煩惱裡面看到菩提，那你就是真

心了，你真心的妙用就啟動了。（恒潤師說：那這個就是不真了。）那這

個就是妄心啦，就是我，坐在這邊念心做天堂，心做地獄。我不是，我就

還是在這裡！因為我還沒有證到那個真心，我的心還沒有返本還原，所以

我現在是「妄心」！ 

 

現在坐在這裡這麼多人，有人時時刻刻怎麼樣？煩惱就是菩提；有的人時

時刻刻，菩提就是煩惱。所以前面那個人他用真心，後面那個人他就只是

用妄心，但怎麼樣？我們都明明都是同樣一顆心。 

 

 

 

所以紫柏大師說：「妄心，就是我們眾生攀緣的心。」攀緣，一聽到點聲

音：在說什麼？這聲音好聽，這聲音不好聽；看到一個顏色，聞到一個香

味。就是我們攀緣外面的這種的心是一個妄心，而真心就是一個無心，是

一個心生萬法的心。 

 



現在我們還沒有這個功夫，但是我們確實有這個功能。所以我們知道「真

」、「妄」其實是同源，源自在我們的「真心」。那麼，心既然有這種的特

色，就變成我們現在怎麼樣？想要從「妄」回到「真」，這就是我們下手

的地方。 

 

我們要知道，到底是什麼東西讓心從菩提變煩惱？沒有辦法從煩惱變回菩

提？紫柏大師他提出兩個東西，就是「情」跟「理」。紫柏大師他開示：

「所謂理，就是性之通也」，就是性的通達；「情，就是性之塞」，就是性

阻塞，它不通達。 

 

 

 

那麼「應物而無累，則謂之理」，就說你待人接物，遇到的這些外境，你

不會被它所干擾。理，就是被它 bothered，那謂之理。「應物而有累者」

，就是你看到什麼就：這個也不對，那個也不對；這個也不行，那個也不

行；這個我也要，那個我也要。就是被它所轉，被它牽累的話，那就是情

，墮到情上面去了。 

 

所以大家現在知道，所謂的理，就是性通達；所謂的情，就是性被堵住。

那「性」是什麼？大家看這個圖片上面，紫柏大師用一個譬喻說：「『情』

是水的波紋，『心』是那個水流，而『性』就是水的源頭。」 

 

 

好，所以你要在哪裡找水的波紋？（有人說：水。）好聰明啊！當然要在

水的上面找水的波紋啊！（指著桌上）在這邊怎麼弄也沒有水的波紋，對

不對？所以紫柏大師說「外流無波」，你離開這個水流找不到波紋。所以

你看為什麼有「情」？因為有「心」。紫柏大師譬喻情就是那個波紋，「心



」就是那個水流。我們之所以有「情」，是因為我們有「心」。你要怎麼去

找水的源頭？逆流而上，總要逆流。你看到了水，這個水一定有源頭，就

是打開自來水的那個水，它也有個源頭──不知道哪一座冰山，流到我們

金佛寺。所以你要找水的源頭，你就要逆著水流往上走。 

 

所以你捨棄這個流，你就沒有辦法尋找到這個源頭。「捨流則源亦難尋也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心統性情」之說，這個「心」是統管，其實不是

代表「心」統領「性」跟「情」。心，大家就想像那個圖像，就像現在上

面這個圖片那注的水流，滴下來的那個水柱它牽扯到的水的波紋，往上看

看到水的源頭，所以「心」事實上是我們修行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紫柏大師他就講說，其實「應物無累」就是叫「心」。就像那個水流

，如果水你沒有東西去干擾它，它其實是沒有波紋的；但是你一旦被應物

而累，就是被外面的外境所干擾起的水紋，那個就叫做「情」。但是你要

返本還原找到那個「性」，所謂的「性」就是什麼？就是不管應物不應物

，「常虛而靈者是也」，它其實是雪山瀑布上面的水源，它是不管下面怎麼

樣，它始終就是非常的活躍──每天就是做它這樣的工作，它完全不被這

些干擾──它也不管你應物累還是應物不累，它永遠就是在那個地方。所

以所謂的心，它只是這個性的一個作用而已。你被累，這就叫「情」；你

不累，就是「心」。可是你要從心再回到源頭的話，你要下一點功夫。 

 

紫柏大師說「我等志在復性」，我們現在所修的就是要恢復那個「性」，求

這個出情之法。既然「心」是一個關鍵，紫柏大師特別重視「心力」。他

說：「心無形，故力無上。神通變化，入不思議，心之力也。心力既全，

乃能轉昏入明。」心是無形，所以它的力量是無上的，都是心的力量；心

力如果能夠具全的話，就可以轉昏入明。 

 

所以這邊講：「天力、地力、佛力、法力、僧力，都是外力。惟自心之力

，乃內力。外力是助，內力是正；如果你的正力不猛的話，助力雖多，終

究不能化凶為吉。」因為助的最終拉不住正的。就像將跟兵，兵再多，他

還是要聽將的發號施令。所以兵是上千萬、上百萬都抵不過一個將軍的下

令：往這邊衝。衝錯地方，就不能化凶為吉。 

 

以上基本上，介紹了紫柏大師的禪宗思想，他認為萬事萬物都是心的變現

，但這個心是指真心的變現。他也明白眾生現在是在妄心的階段，所以他

曾說過：「平常心是道，平常心是道。」但這個平常心是哪一個心？請問你

的平常心是道嗎？（有人回答：不是。）還是人我嫉妒？所以你的平常心

不是道啊。 

 



請問：紫柏大師的平常心是道嗎？（有人回答：是。）所以紫柏大師瞭解

我們眾生的心，他說所謂的「平常心是道」，是指佛菩薩他已經證悟的那

個心，是反應出來的平常什麼東西都是活潑、圓融的；但是凡夫他不是那

個心，所以他的平常心真的不是道。請問：怎麼辦？就要修行！就要參禪

！我們明天再繼續講參禪的目的還有參禪的方法，所以明天繼續跟紫柏大

師學禪。 

 

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