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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柏大師的禪法思想 

近藏法師講於2016年8月24日／金佛聖寺 

 

諸佛菩薩，上人，各位法師，居士：阿彌陀佛！ 

 

昨天講到紫柏大師對於參禪這個禪法的思想，他說我們修道的人最重要就

是要恢復我們的佛性，要求一個方法能夠讓我們出離這個「情」。 

 

紫柏大師引用了水流、水的波紋、水的源頭，這三個來譬喻我們的這個佛

性、本性，還有我們的心，我們的情。 

 

大家還記得嗎？這三種要一一的對應，這個「心」是什麼？「心」，是水

流？還是水波？還是源頭？「心」是水流。「情」呢？就是水流上面的波

紋。因為擾動，產生了這個波紋，所以有擾動就有波紋，沒有擾動這個水

它是平靜的，它是不斷的流動，但是沒有波紋。那麼不管是有沒有波紋的

水，它們的源頭是什麼？就是那個「性」。所以這個水的源頭，不管水流

下面有沒有波紋，它們不斷的在那個地方流出水來。 

 

所以紫柏大師認為我們的這個「心」有「真心」跟「妄心」，「心」能夠生

萬法，能生萬法的心是一個真心，那麼這個妄心就被框住了。為什麼框住

？被我們的無明、被我們的執著，被我們的我執就框住了。就像這個水凍

成了冰。「冰」跟「水」，哪一個比較活潑？以活潑來講，當然這個「水」

是很活潑的；所以這個真心是活潑的──也就是隨緣不變，不變隨緣。 

 

 

 

所以畫面這個，「心」有四德，「常、樂、我、淨」，這個「心」是真心還

是妄心？真心。所以這個就是紫柏大師要我們修行，要我們回去的地方。

大家來看，因為「常」，所以就沒有生滅；因為「樂」，就沒有好惡；因為

「我」，所以就沒有人可以主宰，因為他已經得到真我；因為「淨」，所以



染不得，世間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污染這顆真心。 

 

所以我們這個心能夠恢復到真心，得到「常」，四德裡面的這個常德，「天

地會而不老」；這個天地就算都老了、壞了、滅了，這個真心還是不會老

。如果能夠得到這個真的「樂」，就算處在眾苦焦煎的這個環境，依然超

然自得。為什麼？因為心裡面有快樂，那個快樂不是從外面來的。所以修

行人他們沒有化妝，沒有燙頭發，可是還是覺得自己很漂亮。如果你能夠

得到真正的這個我，這個我能夠造萬物而無心。 

 

什麼叫「造萬物而無心」？就是母親生了這個孩子，「這個是我的！這個

孩子是我的！」可是佛不會，佛不會說：「這個眾生是我的！」或者上帝說

：「我創造這個，所以他是我的子民！」不是這樣子的。如果得到這個真心

的真我，他造萬物而沒有要把住它，不會認為：這個是我創造的。沒有執

著。如果能夠得到這個真性，我們處在這個五濁惡世裡面，卻依然覺得非

常的冷清，不會覺得很苦惱、熱惱。 

 

所以「常、樂、我、淨」這四個，你們得到了幾個？努力當中。如果你有

得到「常」的話，就是這個身體沒了、死了，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了，你也

還是沒有消失，因為那個真心還是永遠在的。所以等到臨終的時候就不會

害怕，因為我們還有一個真心，這個真心就可以去極樂世界，念佛就去極

樂世界。 

 

因為我們沒有證得這個常樂四德，我們的心還沒有常樂四德，所以紫柏大

師要我們參禪。所以參禪的目的就是畫面上這三個，第一個要開佛知見；

第二個要去掉這個身心的執著；第三個是要了生脫死。因為我們現在還沒

有得到佛的知見，因為我們現在還有身心的執著，我們很執著這個身跟心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了生脫死，所以我們要來參禪。 

 

 

 



第一個，開佛知見。紫柏大師說：「所有的佛弟子，不分宗派，不管你是

修哪一宗的，不管你是學哪一派的，目的都在開佛知見。」所有念佛是要

開佛知見；讀經書也是要開佛知見；拜佛、打坐都是要開佛知見。所以各

位，你們來金佛寺目的是什麼？來吃飯？來讀《地藏經》？來看我的好朋

友？所以紫柏大師說：「所有的佛弟子來學佛，目的就是要開佛知見，要

有跟佛一樣的正知正見。」 

 

什麼是「佛之知見」？就是徹悟諸法實相的真知真見。什麼是「諸法實相

」？佛經講：「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大家看到了嗎？你真

的把一切的男子都當你的父親嗎？你真的把一切女人都當你的母親嗎？

沒有。所以我們其實還沒有開佛的知見，還是凡夫的知見。這個男人是我

的先生，那個男人不是我先生；這個男人是我爸爸，那個男人不是我爸爸

，跟我沒有關係。 

 

可是佛陀他看一切的男子都是他的父親；因為在生死的輪迴裡面，都互相

做過父跟子。佛陀已經看到了諸法的實相，就是這個互為母子，互為父子

、母女這樣子的一種實相。所以佛看到了這個實相，他可以看一切的男子

是我父。我們因為沒看到，是因為被綁住了，就認為這個才是我的父親，

那個和我沒有關係，我們沒有辦法把所有的眾生都視為一體，因為我們沒

有看到這個實相。 

 

佛陀他不止看到男子跟女子，他甚至看到地水火風，一切的地水是我的先

生，是我之前的那個身體；一切的火風是我的本體。佛他甚至把地水火風

，都把自己合而為一。所以佛陀絕對不會把那些垃圾全部都倒到大海裡面

去，佛陀不會去污染這個環境。因為他認為一切的地水火風都是我的本體

，所以他一樣生這種恭敬跟愛惜的心。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看到諸法實相，我們都還沒有得到這佛之知見，所以我

們要來參禪。 

 

 

 

你要來參禪，要來開佛知見，要怎麼樣子呢？紫柏大師說：「作為一個佛

弟子，如果不以開佛知見為最重要的工作，就算你辛苦了三大阿僧祇劫，

都修的是一種有漏的。所以這個佛知知見，他不是用這種聰明的方式得到



的；也不是用那種苦行的方式得到的，最重要要用什麼方式？熏蒸開發。

你要去熏它，然後去蒸它，然後把它打開出來。」因為我們用不一樣的東

西去熏，不一樣的東西去蒸，所以那個味道就會不一樣。 

 

 

 

 

如果你用十惡五逆去熏去蒸，你開出來的是什麼知見？是地獄的知見。如

果你用貪心，自私自利的心去熏去蒸，你開出來的也不是佛的知見，是餓

鬼的知見。如果你用愚癡的這種原料，這種材料去熏它蒸它，開出來的是

畜生的知見。所以我們都不要用這三個去蒸去熏我們的知見。如果你用五

戒十善去熏去蒸，開出來的是人天的知見。 

 

到底要怎樣熏出來佛的知見？你要用的是無作四諦去熏它。什麼叫無作四

諦呢？先問，什麼叫四諦？「苦、集、滅、道」。這是佛最初轉的法輪，

就是苦集滅道，他告訴眾生什麼是「苦」。你現在的感受，就像你覺得快

樂的感受，其實還是苦的。 

 

這個「苦」它有一個原因，這個苦是怎麼來的？「苦」通常怎樣來的？當

然就是我們的不明白，看不清楚。這佛教講惑，還有煩惱，就是有煩惱。

所以大家應該有一種經驗吧，就是你今天被人家讚美一句：「哎呀！你真

的好發心啊，好用功啊！」走出去，你看誰都是美的。但是你如果心裡面

有煩惱呢？看到人家稱讚一個你很瞧不起的人，「哎呀！他是什麼！」你看

什麼都不順眼。「這個法師真不會看人！」你看什麼，什麼都不好看。所以

這個「苦」就是因為有這個「集」，它收集這個煩惱，所以才會感覺苦。 

 

那麼接著「滅」跟「道」。你說：我不想過這種生活，不希望人家講一句



話然後我開心就不開心，我不喜歡，我想要來學習佛法。那就開始要來求

道，想要求這個離苦得樂的道。法師就會勸你：你就多念佛，不要去管其

他人的閒事，就聽話、就多念佛，念念念，就在修啦，修這個「道」。最

後怎麼樣？你發現人家講什麼你好像都不放在心上了，你就達到了這個「

滅」，滅了你的苦了。 

 

 

 

所以你就開始用這個無作的四諦，或者是生滅的四諦，無生的四諦，你開

始在熏、開始在蒸，你就慢慢的可以蒸出了佛之知見，差一點的可能是菩

薩的知見。你如果用無作的四諦來熏，熏出來的是佛之知見；如果用無量

的四諦來熏，你熏出的是菩薩的知見。 

 

那麼到底什麼是「無量四諦」跟「無作四諦」呢？「無量四諦」，就是我

們常常念的「煩惱無盡誓願斷，眾生無邊誓願度，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

無上誓願成。」這個就是無量四諦。我知道有無量的煩惱，可是我要斷它

；我知道法門是無量，我要學它；我知道佛道無上，可是我還是要求它。

你如果發這個心，開始用「無量四諦」在熏你自己，慢慢的你就會變成菩

薩的知見。煩惱很多，我沒關係，來一個我斷一個！來一個我斷一個！ 

 

你如果用「無作四諦」來熏，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如果用「無作四諦」修

，那麼就是我們常講「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不是倒過來菩提即煩

惱。所以你就在苦惱、煩惱、痛苦的當下，你看到了一個解脫的因。就是

你在這個煩惱的當下就在問自己：「為什麼要起煩惱？是別人給我們的嗎

？還是我們自己的心？是不是我們自己內在的煩惱，我們卻看到外面，覺

得是外面的事情給我們的煩惱？」所以在那個當下就轉煩惱成了菩提，你

不用去滅它，你就是一個轉。所以沒有一個生，沒有一個滅，就是一個轉

的動作。如果我們用這種方式來修行，煩惱即菩提，那我們熏的是無作的

四諦，將來我們得到的是「佛之知見」。 

 



 

 

紫柏大師已經講清楚了，參禪的目的就在於「開佛知見」，去掉身心的這

種執著，最後了生脫死。可是為什麼我們眾生就沒有辦法返本還原，得到

這個佛之知見？還浮沉在生死的苦海？原因還是在我們昨天講的，在於這

個「情」字，性被情所蔽。所以「去情」就是修禪所要的功夫。紫柏大師

甚至說：「如果這個情不死，不只修禪沒有辦法參透，世間的學問也難以

精通。」所以，佛法修行、念佛、讀經教，任何任何的修行，乃至世間的

學問，第一個目的是要把這個「情」去掉。 

 

 

 

紫柏大師在禪修的方法上面，他就用了兩個方式來幫助我們去這個「情」

。第一個，就是他特別重視的〈毗舍浮佛偈〉。 

 

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 

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 

 

他鼓勵我們常常的持誦這個〈毗舍浮佛偈〉，特別是前面的半偈，「假借四

大以為身」：我們這個身體其實是暫時借用這個四大，地水火風組織而成

，其實沒有一個真實的永遠的本體。那我們的心不管是開心不開心，這心

都是因為前面有一個境來勾起我們生出這個心。所以常常的念前面這兩句

，就會慢慢把這身跟心，就是我們這種心情的起伏，我們的念頭，慢慢的

就會把它看淡。 



 

所以紫柏大師說：「如果你能誦到千萬遍，生死的這個根本你不用拔，它

自己就斷掉了，不用出力就斷了。」為什麼？因為那個根已經枯萎了。枯

萎了，你就根本不用出力就可以拔起來了。這個根是什麼？就是我們講的

一種愛執，對我們自己身心的一種愛執。常常的念就淡了，就薄了，根就

慢慢的枯萎，不用拔就斷了。 

 

 

 

 

紫柏大師也強調要研讀經教，因為他說我們是隨著我們的「情」來起見，

起我們這種見解看法。或者你是求生淨土，或者你是持咒、誦經，都是借

這個緣來熏，來消滅這個習氣。可是如果我們的見地不是透徹的，沒有透

過對經教的研讀學習，我們的見地不透徹，淨土怎麼能夠到呢？如果你誦

的咒，讀的經，等於要潑那個水，希望冰能夠融化。冰要融化需要的是火

，可是你反而潑的是水，所以用的功就不對了。 

 

紫柏大師說以前的古德有句話叫「悟明以後，才真正開始算修行。」不是

迷迷糊糊的時候就叫修行，是要悟明以後才能算修行。所謂明白有三種：

一種是解的悟，修的悟跟證的悟。我們修的悟還沒有到，證的悟也還沒到

，至少解的悟我們可以下手。解悟就是要經常在經教上面熏聞，時間久了

自然就會開通；也可以說智慧就慢慢地打開了。智慧打開，我們的習氣就

會慢慢變薄。 

 

這個〈毗舍浮佛偈〉，還有對於經教的學習，紫柏大師他認為這對我們的

禪修是非常有幫助的。 

 



 

 

紫柏大師他非常強調要實際去坐禪，所以對於坐禪，紫柏大師分成三種：

第一個叫「下劣坐」，第二叫「平等坐」，第三個叫「增上坐」。這三種都

是什麼？它們各有各的不同目標，我們就看看要選哪一個去當我們的禪坐

的目標。 

 

 

 

第一個「下劣坐」。它是最初階的，主要的功夫在於信心，自心的心力的

增強。因為我們凡夫的心是很容易被外境動搖的。 

 

第二個「平等坐」。目標主要是能夠識破這個根塵三界，也就是要能夠脫

這個根，就是把這個六根能夠把它解開來；就是我們眼睛喜歡看色塵，耳

朵就很自然去聽這個聲音，把六根跟六塵這個對應要把它解開來。 

 

 



 

那麼「增上坐」；就是要洞徹本心，就是講的要打破生死的黑漆筒，找到

父母還沒有生我們以前的本來面目。不過我們要學習這個增上坐，紫柏大

師說用參話頭的方式，也就是以「洞徹本心」或者是用「古德機緣」當作

是一個話頭，讓這個話頭在你的心裡面凝結不化，然後就一直去參，到最

後參透，就「忽然有這種爆豆之機」，就好像爆米花那樣「嘣」，這樣爆豆

之機的體悟，這就是「參話頭」的修行功夫。 

 

 

 

現在這個就是紫柏大師他受完具足戒以後，他就到四處去雲遊。那麼他在

雲遊的過程裡面，聽到一個出家人讀這一首張拙的〈見道偈〉，這兩句話

就變成他一個話頭，他起了一個非常大的疑問。〈見道偈〉說：「斷除妄想

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紫柏大師說：「錯了，他講錯了。應該講斷除

妄想方無病，妄想斷了就沒病了。怎麼〈見道偈〉上面竟然說，斷除妄想

還更加讓病更重。趨向真如應該要改成不是邪。」對呀，趨向真如是好事

，是正的，怎麼會是邪？但是張拙說「趨向真如也是邪」。所以紫柏大師

在這兩句話上面，他起了個非常大的問號。 

 

你們覺得應該是「斷除妄想重增病」，還是「斷除妄想方無病」？是「趨

向真如亦是邪」，還是「趨向真如不是邪」？那你沒有疑情。 

 

所以這個出家人就回答說：「是你錯，不是這個偈頌錯。」於是紫柏大師就

一直一直的去想，想到怎麼樣？頭跟臉都腫起來了。看紫柏大師的性格是

真的非常堅毅的。然後一直到有一天吃飯的時候，突然明白為什麼說除妄

想反而是病更重，是在這個自性上面又加一層垢。他突然明白，然後頭跟

臉就消腫了。因為他已經明白了他的妄想是從哪裡來，他已經看到了，他

已經明白了，所以他知道「斷除妄想重增病」。而我們只是念一念，妄想

從無明來的。可是不知道無明長什麼樣子，還是每天用無明在做事。可是

紫柏大師已經明白了這個妄想的根是什麼，然後也明白真如在哪裡。 

 



 

紫柏大師他教的這個話頭有很多種，甚至在唯識的思想裡面也可以起話頭

，在華嚴的思想裡面也可以起話頭。比如說以唯識思想來講，他說：真如

的這個隨緣不變，不變隨緣這個道理是最難懂的，明明真如就是清淨本然

，沒有染污，怎麼突然就隨緣起來了？所以他說如果能夠好好的去參它，

參之不已，不停止的一直去參，到底真如明明是清淨本然，怎麼突然能夠

隨緣不變，不變隨緣？這樣如果能夠參悟的話，八識裡面的四分，我們講

相分、見分，不用麻煩去一一的檢查它，不用，就是很自然的你就已經明

白這個八識的四分，相分、見分是怎麼起來的。所有唯識上面講的，你都

可以明明了了。 

 

 

 

那麼我們沒辦法坐「增上坐」，沒法參話頭，就先從下劣坐跟平等坐開始

。所謂的「下劣坐」，法師就說：「舌頂上顎，雙手握拳，夾脊背打直，然

後用信力為主，或持半偈。」大家知道這半偈是哪半偈？是剛剛講的〈毗

舍浮佛偈〉前面的兩句，「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紫柏大師

說你或者持這個半偈，或者持佛號，或者是咒，然後上面有善知識來護持

你，有明眼善知識護持你，旁邊有同參道侶一起共修，這叫做下劣坐。你

有下劣坐嗎？至少可以從這裡開始。 

 

 



 

那麼再來「平等坐」；平等坐就是要把六根跟六塵這個連接能夠把它打斷

。所以三界怎麼來的，三界的始末都能看得一清二楚。這時候你看你的身

體就像雲影一樣，心就像網風一樣。網風，就是你要用網去捕那個風，也

捕不到。身如雲影，你要看雲的影，其實也看不著，身心你都不著。所以

他說這樣坐的話，坐半天、兩天、三天都不是問題。不管是下劣坐或平等

坐，在這兩個地方紫柏大師還是強調是要從這個〈毗舍浮佛偈〉下手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毗舍浮佛偈〉其實是紫柏大師的一個最根本、最基本一

個禪法，包括紫大師他自己，他不只勸人持這個偈，他自己也是一直不斷

的都在持這個〈毗舍浮佛偈〉。如果大家還記得，他不是用這個偈頌去救



了一個太守？太守他在監獄裡關著，然後紫柏大師到監獄去看他，叫他持

〈毗舍浮佛偈〉的前兩句，就是這個半句偈，持十萬遍，一切的考驗都會

過去的。結果他持了八萬遍以後，他就被放出來了。因為身心的這種執著

已經慢慢的放淡，很多外面的環境因緣就會改變。 

 

 

 

今天跟昨天兩天就是簡單的介紹紫柏大師的禪法，大家就可以選擇是要「

下劣坐」還是「平等坐」，還是「增上坐」？如果「增上坐」，就找一個話

頭好好的參去，總之，都要能夠徹見我們的這個真心本源。 

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