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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銘〉一開始用「揀擇」這個問題告訴我們憎愛有喜好、有討厭。這兩種

心態、心念障礙了我們天然本性的佛性。就好像晴天生起了烏雲，把晴天清朗

的境障閉了，因此我們真性的力用就用不上了。所以如果我們要恢復自己的真

性，我們必須從這種兩極化的、相對的觀念裡面逃脫出來，不要讓喜歡和不喜

歡佔據我們的心，遮障我們真性的力用。所以在前面所說的憎愛順逆這些相對，

都是障礙我們本體的呈現。但是，我們人活在這個現實的世間，就是用這種相

對的觀念活著、生活。這種觀念在我們生生世世的生活裡，不知道累積到有多

深厚，一下子我們不能將它放下，所以在後面有很多是針對這個問題去解釋、

去說的。我們人是活在相對之中，要想脫離這種觀念，種種的境界、種種的知

識我們都要知道不要讓這種觀念把我們卡住，讓它障礙我們。知道這個根本之

後，反而能夠運用這種相對的觀念，而從這種相對的法裡面走出來。OK。我們

今天繼續下一段。 

 



 
 

【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 

 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 

 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 

 

「止動」，「止」是停止、歸止；「動」是動相。「止」是靜態屬於陰，「動」

是屬於陽，兩種狀態。【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有意

在「止」，等於有一點動作。唯滯兩邊，就障礙了，這是一種的呈現，是絕對。

【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這四句是從空和有去表達相

對。下面四句，【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這裡是表達

在靜的時候，你不去障礙它，這個本性的呈現、本性的功用就沒有不通達的地

方，能夠包羅萬象，一切都包括在裡面。 

 

下面的解釋： 

 
 

［佛法本自無為，而無不為，則可知知止，而無不止，非止動而後止，故止動

歸止。］意思是說，無為法以及無不為，這是表達佛法和世間法的分別。怎樣

去了解世間法而運用世間法。［則可以知止，而無不止］，這裡要連著下一句

去理解，［非止動而後止］，這裡的「止」不是說停止了、沒有動作了，然後

才能叫止，而是在動的時候，就有止的內容在裡面。［止動歸止］，然後才有

後面的［而止更發，彌滿的動相］。這個我們要怎麼去理解這個「動」和

「止」，在「動」裡面就有「止」呢？我們一般人都說停止，就是不動，這和



「動」是相對的。在「動」的時候，又怎麼可能有「止」的存在呢？它們是相

反的，兩面的。怎麼樣去理解呢？在過去的大德，比如，傅大士在他的詩偈裡

面有說「橋流水不流」。我們大家都知道橋是不動的，水是流動的，既然是流

水，當然就不是止靜的狀態，那為什麼說「橋流水不流」呢？這是傅大士他所

見到的境界。另外也有很多大德說靜止的流水，在他們悟道以後見到這種境界

──靜止的流水。流水，我們都知道是動相。那為什麼流水又會是靜止的呢？

這些都是功夫的現前。我們可以用比較的方式去了解一下。比如我們看東西，

甚至聽東西，聽音樂也好，聽人說話也好，看風景也好，或者開卡通片，或者

看電影，或者看舞蹈，這些都是流動的，聲音、聲塵是流動的。但是我們有沒

有察覺到，在裡面有不流動的東西呢？問一下大家，有沒有察覺到有不流動的？ 

 

有佛友說：膠卷（film）不流動。。。。。（聽不清） 

 

興法師：膠卷不動那怎麼過呢？要一張一張換下去，不然怎麼看下一張呢？ 

 

有佛友說：我用卡通來做例子，我們看到卡通裡面的小豬、小兔子那些好像在

動，其實它們是不動的，只不過這些動作是用很多張圖畫鏈接起來，一拉這些

圖畫它們就能動了。這是我的看法。 

 

興法師：不知道大家接受不接受這種解釋？ 

 

有佛友說：我在高速行駛的列車上，我站在車上都不動的，但是外面的景色在

動，外面的牌子在動。就像為什麼說橋是動的，水是不動的，因為我是在水裡

面，所以覺得水是不動的，橋是動的。 

 

興法師：大家接受不接受這種解釋？ 

 

有佛友說：水動是一種現象，橋不動也是一種現象，動和不動都是一種名相，

是你的心去識別、去區分。動和不動，只是如是觀的話只是一種現象。如果你

的心不動，你沒有去區分它、沒有去識別它，它應該是平等的。 

 

興法師：它應該是平等的。 

 

有佛友說：我記得在中午法師開示講憨山大師坐在橋頭打坐，他沒有被水流聲

所干擾。之前他沒有辦法打坐，因為水聲太大。後來他用妙峰禪師的法，他就

完全融入到環境裡面。心像虛空一樣，包羅萬象，他包容了水流的聲音，萬事

的景色、景象都在他的心裡面，所以他可以如如不動，也不受水流的干擾。我

用這個例子來說明橋動水不動。只要去包容，在這個裡面的話，就可以證明這

一點。我不知道對不對。 

 



興法師：我們剛才講在動的相裡面，是有一個不動的。這句法在《六祖壇經》

裡面有，你可以去看一下。那怎麼樣理解在動的裡面有不動呢？我們用眼睛來

理解。我們看事物、一件事情、畫像，或者是眼前的境在不斷的流動。不論你

是看圖案、畫或者風景，景都是一幅一幅。那我們留意一下我們自己眼前這個

看，看東西的看。無論是看風景、圖案、畫，是不是都是眼前的這個看？ 

 

在來果禪師有一句開示很精闢，他說：「大道盡在目前，尤被目前蓋卻。」意

思是說，道就在你眼前，但是又被眼前所遮蓋。看森羅萬象，種種的境界，看

眼前種種的事物，你看之前也好，都是你眼前這一念，眼前這一看。你看後面

也好，看左邊也好，看右邊也好，都是你當下，眼前的看，它是沒有變的。種

種境界是潛流的，但是這個體是沒有動的，從古至今都是這一個體。但是我們

人往往就被眼前的景物所吸引，而在境上起分別。我們就是在這個分別上面不

斷的分別，一直分別下去，分別到現在也還是在分別，沒有停止過。分別到現

在，就造成一就變成二，二變成三，三變成四，四變成五，無止境的不斷的分

別下去，生命就無止境的延續下去。 

 

所以後面一句【止更彌動】，在有意識「止動」的境界裡面，意識「止」就是

一點動，就會有所滯礙，落了兩邊了。有無、長短、生死。一種是絕對、獨立

的，是沒有分別之前。如果不明白這個獨立的法門、絕對的法門，就是這個一，

如果不明白你就會失去了平等。所以後面是豈能平等？ 怎麼能夠平等呢？如果

不了解這個絕對、獨立的法門，不了解、不通達，那中道又怎麼能夠成就呢？

你就會失去了這個中道。中道就是真諦和俗諦。 

 

後面有提到真空和妙有的關係。佛法和世間法是沒有分別的。要怎麼樣去運用

這個獨立的法門呢？這裡先讓我們了解有這個獨立、絕對的存在。你能夠知道

有這個絕對的存在，你才會知道要怎樣去修、去達到這種境界。我回來說這個

「真諦」和「俗諦」的作用和功能。「真諦」是說真空，「俗諦」是說妙有。

真空和妙有的關係。也可以說是緣起是俗諦，性空是真諦，緣起性空。這是在

大乘佛教裡面、緣起法裡面有說很多。以這個「緣起性空」來表達佛法，一切

一切都是因緣所生的法。但是，這個因緣所生的法都是建立在真空裡面。在真

空裡面成就。也又說一體兩面，實質是一，有兩面的表達。這裡是表達妙有真

空，妙有真空。這個「空」不是一本所說的頑空、斷滅這些空，也不是析法空

觀。這個頑空和斷滅的空是違背了真空妙有的空。所以說從空而背空，不是真

正要表達的空。 

 

【多言多慮，轉不相應】，說多了就不能和真心、絕對的法相應。【絕言絕慮，

無處不通】，能夠不說話、不思慮了，整個虛空、法界沒有一個地方不通達，

是遍整個法界，森羅萬象，一切都包容在裡面。這裡是用動、靜去表達心的心

體。所以說「大道在目前」，這個道在我們眼前，經常和我們在一起。這個傅

大士有一首偈：起居飲食，我們自己本有的佛性和我們在一起。我們休息也好，



起床也好，我們的心性和我們在一起，未曾離開我們，但是我們不知道。現在

告訴我們，我們有這種本能，有這種性，好讓我們知道怎麼樣去將自己的性，

重新呈現出來。這種表達就是「絕言絕慮」，不要說那麼多話，不要思慮太多。

動止、止動是我們要靜下來慢慢感覺、接觸它，當你能靜下來到極點的時候，

你就會有所感受。如果我們的心不斷攀緣，不斷的奴役這個心，我們就沒有辦

法享受這個真心的力用。所以教我們不要分別。接下來 

 

 

 

 
 



【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卻前空。 

 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 

 二見不住，慎勿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 

 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 

 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沉。】 

 

【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卻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

真，唯須息見。】這裡是用唯須息見，息滅我們種種的見、意見，真就呈現。

我們現在見的都是妄見。【二見不住，慎勿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

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

逐能沉。】 

 

 
 

【歸根得旨】，歸到根本上，得到意旨、要旨。【隨照失宗】，還需要觀察、

覺照這裡是說修行的人，當然悟道了，見到自己的性了，見到自己的真心了，

他還需要修，還需要用功。 

 

所以古來有很多修行人去水邊林下、阿蘭若、僻靜的地方去用功，稱為「養聖

胎」。聖是聖人，悟道以後就好像懷了一個聖人的胚胎，如果你不好好保護的

話，就會受到傷害。所以說有「保任」的功夫。「保」是保護它不受到傷害；

「任」是放任，當「保」的功夫做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做「任」的功夫。由

著心自己的運作，自己去做，自自然然的。在「保」的時候，要照顧自己的言

行舉止，會不會有失覺或者越軌。這種在「保」的功夫裡面，保護它的時候去

做。有一些修行人二、三十年都在山裡面都在做這個「保任」的功夫，做到功

夫成熟了，很自自然然的，能夠有相當的力量，定力了。然後就去城市，做

「任」的功夫。面對種種的境，受一些考驗。會不會因為受考驗而出錯呢？會

不會因為有境界就失去了真心的呈現呢？這樣就去市井裡受考驗。在受考驗的

同時，將自己的功夫一步一步提升。沒有考驗的時候，環境很好，用心的條件

很好，沒有其他境來考驗。但是當考驗來的時候又能不能保持這種功夫呢？這

就要到市井裡面去練習、鍛煉。如果有問題的話，心動了，那就不行了，又要

再回去靜一靜，再鞏固自己的心的能力。這是「保任」這兩方面的理解。所以

悟道之後，還會有從性起修。這個「聖胎」得到了。就用這個「聖胎」的功夫



來修行、覺照，得到這種功夫，就在這種功夫上去磨煉，去累積自己的功力。

有的時候難免失去覺照。如果有這種現象的話，就更加需要去訓練自己返照的

能力，增加功夫的能力。在這裡有表達這種返照的力量只是少少的作返觀、觀

察，都比前面所說的析法空觀更加殊勝，比二乘人所見到境界更加殊勝。為什

麼呢？前面所說的空，就是析法空觀的空是有間斷的，它不是絕對的法，不是

獨立法門，不是在性上面的，不是整體。而這個見到本性的人，他稍微觀照的

功夫，是比析法空觀的二乘聖人更為殊勝就是在這裡，因為它是沒有間斷的。 

 

【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前空」就是剛剛所講的析

法空觀。都是一種見。由分別、分析二來，得到空的定力，是屬於有間斷的。

在它轉變的時候都是一種妄念，由於它是有間斷的，所以就不是真，不是獨立

的，不是真性上面的東西，不是絕對的法門，不是絕對的境界。由此可以知道

你有所求，你想要怎麼樣，就會有「能」和「所」。「能」和「所」本身就是

一個妄。故此後面就說不用求真。你不要去找一個真。【唯須息見】。只有你

將種種的見，意見停止下來。所以說「唯須息見」。息滅種種的見，不要再分

別了，越分別就越多分別，越分別離真性就越遠。OK，今晚講到這裡。大家有

沒有什麼問題。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今天主要使用「動」和「靜」去表達有為法、世間法或者說相對的法。在相對

下去認識自己，什麼是動的，什麼是不動的。去重新感受自己的不動的體。在

這個不動的體上用功。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要去分別，息滅一切的妄想，妄分別，

就是絕對，就是平等。所以怪不得古來的大德都是教我們修行的人就是要忍。

如果我們不能忍的話，當然是有所造作了。無論是造作的大或者小都是傷害心

的，動傷害我們真性的呈現。所以不斷不斷的提醒，教我們在修道的立場上，

第一個要點就是在任何情況之下都要保持自己的冷靜、清醒。天塌下來，地沉

下去，最重要你不要動。你能不動，就能保護自己的真性、真心。你不能定下

來的話，你的心就會受到干擾或者傷害。或大或小。就看你自己懂得多少了。

有沒有問題？ 

 

有佛友問：昨天說「愛」和「憎」，今天說「止」和「動」，我想問：「止動

歸止，止更彌動」。這個「止」出現了三次，動出現了兩遍。能不能請法師再

為我們解釋一下這三個「止」有沒有不一樣？ 

 

興法師：「止動歸止」。第一個「止動」的「止」是說相對的止，和動相對。

第二個「止」是歸到我們妙體的方式來表達，就是回歸到我們自己的根本。第

三個「止」是假如在根本上面有小小的動，就會引申出下面的事情──「唯滯

兩邊」。就落到這個相對的法裡面。所以第一個止是相對的止。第二個「止」

是根本的止。第三個「止」是根本的止上面起動，是根本上面的止。就是這樣

理解。OK。 

 



有佛友問：「止動歸止」。好像萬佛城冬天禪七是屬於修持（靜），萬佛寶懺

就是屬於動，這個兩個法要修， 要怎麼歸止？ 

 

興法師：說到修就已經在相對之中了。無論是靜坐的法門，用靜相去修；或者

我們拜懺，用動相去修。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回歸到根本的止。就像昨天說的，

就是要我們專一。專一到極點，就所謂「花開見佛悟無生」，就是專一。你念

佛念到專一，不念而念；拜佛也是一樣，專一的拜，拜到不知道日，不知道夜，

不知道時間。「專一」是一條通道，通往我們自己的根本的本性的一條通道。

就是這樣。無論是在靜相的修，或者是動相的修，目標都是專一。因為專一，

才能回歸到我們自己的本性上面。就是這樣。 

 

有佛友問：通常有一個心態，我要拜佛或者我要拜懺。因為我們做了惡業，就

有一個心態要求懺悔，所以就好像存在一個「有」，所以歸止就比較困難。請

法師開示。 

 

興法師：我們用懺悔法去認識。在懺悔法來說。有經文、儀軌讓我們去懺，這

叫「作法懺」，依著這個法則去做。 

 

「取相懺」，就是有一個對象讓我們去面對，去禮懺，有懺文讓我們去念誦，

或者自己內心說出來自己的過錯。對大眾講，或者對佛菩薩講。這些我們叫取

相懺。這是屬於世間法，有動有靜。 

 

另外一種在靜坐中懺悔。一步一步的從析法空觀，二乘聖者修的；再深入一點

體性空觀，真空妙有；通教菩薩，妙有真空。大菩薩，真空妙有，妙有真空。

一步一步的修上去。這個也是懺悔。這是「無生懺」。 

 

像今天所說的在本性上用功就是「無生懺」。當我們開始打坐的時候，會發覺

自己有很多妄想，我們能觀察到有很多妄念，這些妄念是我們以前的造作而形

成的一種思想。這些思想一個一個的在我們靜坐的時候湧現出來。我們人的生

活、思念、想什麼，就是有這些念所障礙，或者是由這些念去推動，作為我們

生活的模式，形成我們生活的圈子、情況。這些都是我們過去的思想所驅使，

我們就這樣的選擇。「無生懺」的作用就是把這些妄念切斷。把這些妄念切斷

之後，你就可以好好的照顧你當下的念和心。過去種種的妄念平息下來了，不

再干擾自己了。那你掌握自己的能力就大了一點，多了一點。在這個地方迴光

返照，看自己的心體。剛剛說的「能」和「所」都是妄。有能、有所就不是絕

對。現在迴光返照，就是要找出這個能、所之前的是什麼。回歸到性上面。所

以在禪宗裡面的懺悔，就是將過去的念切斷。不再需要去顧慮這些妄念的干擾，

能更有力量的用心迴光返照。這兩者都是怎樣才能做到專一。專一才能把我們

的本來面目再呈現出來。這都是可以做到的。就看我們能不能專一。就看我們

專一的程度是多少。就是這樣。 



 

有佛友問：如果在佛菩薩面前懺悔自己的過錯，罪是不是會消滅呢？ 

興法師：說出來之後你會覺得舒服一點。 

佛友問：只是舒服一點嗎？罪不能消嗎？ 

興法師：可以有幫助。看你懺的是什麼？ 

佛友問：如果已經在佛菩薩面前懺悔了，還要不要在那個人面前懺悔呢？ 

興法師：要是你能在那個人面前懺悔，你就用不著向佛菩薩懺悔。 

佛友問：如果向兩邊都已經懺悔了，那罪還是有，要怎麼辦呢？就是那個人不

管怎樣就是不會原諒你的，那怎麼辦呢？ 

興法師：做了好過沒有做。看你做的事情是什麼。有些錯是物質上的，實質上

的。你懺悔只是表達了你的心意。但是欠別人的東西，你始終還是欠著。 

佛友說：可能那個人不領情。我有跟他懺悔很多次了。很煩惱 

興法師：你可以在佛菩薩面前禮拜。禮拜那個不放過你的人。禮拜到他可以把

這個執著放下。是可以的。 

佛友說：我希望有一天。多謝法師開示！ 

 

有佛友問：剛剛說的「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後面的「止

更彌動」。「止動」就是兩邊。所以我們修道的時候呀停止不好的，做好的，

就是執著了。到慢慢修上去之後，就不止這兩方面，兩邊都要做。就像你第三

行寫的一種獨立不通。中道何立。其實中道就是包括不是一樣東西，而是全部

東西，就是止動都包括。不要執著止也不要執著動。如果你知識執著一樣就真

俗二諦的功能就不用說了。所以我們從中道方面來研究的話，就很容易明白這

個止動的問題。請法師開示。 

 

興法師：這裡用「止、動」去表達，是要我們不要有那麼多分別心，不要為自

己打算那麼多。在修行時候，種種的事情我們都要去做，種種的功德我們都要

去做，不要執著。「性」和我們是一體的。在動裡面本身就有止，並不是動靜

分開，他們本來就是一個，也可以說本來就是中道。但是我們不會運用，或者

說我們不知道有這個東西。現在我們知道了，那怎樣才能做到回歸到一呢？這

主要是表達這個。怎樣才能回歸到一。用動靜去表達，不要動那麼多念，不要

講那麼多話，專一的去用功。專一就是進入絕對的一條路徑。 

 

OK。今天就到此為止， 明天再繼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