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淺談〈信心銘〉3 

恒興法師 2016 年 9 月 5 日晚間開示於金佛聖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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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修行的人找到這個根本了，得到這個根本的宗旨了，還要隨時覺照，就

是迴光返照。由於剛剛得到功夫的成就，還沒有很穩固。所以還要時常保持覺

照的能力，以免有所走失。但是這種迴光返照，覺照的能力非常殊勝；就算只



有一點點的時間迴光返照，都已經勝過析法空觀，就是二乘聖者所證到的。為

什麼呢？由於得到根本，得到一乘的宗旨。這個是絕對的，無為而無不為的法

門，是沒有間斷的、平等的法門。而這個析法空觀是有間斷的、有生滅的，它

觀察生滅而成就空觀。這個與根本、平等的一乘大道是不能相比的。所以就算

只是稍微用功迴光返照，它的功德已經勝過這個析法空觀的成就。前面所講的

空觀是屬於生滅法，屬於妄見。不是在真正實法上面用功，不是得到真正的宗

旨，真實之力未能得到。要想得到這個真如實相的理體，不需要去求，只要平

息我們的知見，就是這個真的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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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對「一」來說，這個「二」不停留，不斷的追尋，沒有窮盡的一天，

這個分別的心沒有停的一天，一直一直分別下去，這些都是虛妄的分別，不是

真理的本體所應有的。所謂「開口就錯，舉念則乖」，就是叫我們放下這個分

別的心，按照本體，本來是什麼樣子的，就跟隨這個樣子去修。念動才會有開

口的因緣，這些都是是非真假的分別，永遠沒有了的時候，已經離開了本心的

真相。［凡有名相，必以因由，故曰二由一有］，有名有相這些，都是因為、

所以，都是由因衍生出來的果，故此二由一有。但是這個一亦不可以守，你有

所守就有所著住了。也無法不生，不生也就是不執，不執亦不以為心，能隨有

之境而滅。這是「能」「所」的關係，有能就有所，有所就顯出能。這個能知

的心就生出所知的境。這告訴我們法不可以執，連這個執也不可以執。掃一切

法，離一切相。這個能和這個境都雙雙消失。這個境就跟著這個能知的心沉了，

就是不見了。 

 

 
 

【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 

 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 

 

 
 

凡是一切法都不會單單自己生起的。這個也是說「能、所」的關係。「法不孤

起，仗境方生」的道理，有這個境界，有這個助緣就有這個法的生起。由這個

能知的心而起，乃至一切環境也是由這個能知的心而生。能知的心也不會自己

生起，也是有境所對就有所生。所以說［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也不



無因生］，故此說［境由能境］，要有能知的心才能成就所觀的境。又說［能

由境能］，有所觀的境才能成這個能見的心。［欲知其兩段之由］，想要知道

這兩個的緣由，［元是了不可得］，都是空的。 

 

 
 

【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如果想知道這兩段的因由本

來都是不可得的，都是空的。這個空和兩相，能和所。能境和境能。［一齊同

含宇宙森羅萬象，而不見有一空之精微，及能境、境能之麤相］，精麤都不見

了，［豈有偏黨之分］，意思是說實質上就是一個。由於舉心動念而產生能和

所。但是能觀的心和所觀的境都是由真實的本體所顯現。就是由一分成二，再

分成森羅萬象，而本體的微妙就不見了，隱藏了，這個妙不可言。 

 

 
 

【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 

 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大道遍一切處］，沒有難易就是沒有兩邊了。【小見狐疑，轉急轉遲】。道

的體包括一切。從容易的方面來說，人人都可以成道。在難的方面講，誰能成

賢成聖呢？［大道非小見而可受］，「小見」就是大驚小怪。「大道」不是小

見的人，也就是不是短視的人可以接受得到的。由於狐疑的疑心，有疑心就不

定了，信心不夠，故此難以成就。所以狐疑的人，他學的話，不是急，就是遲



鈍，就是懈怠。匆匆忙忙的想早點有成就。要麼就是慢條斯理，慢慢拖、懈怠，

都是屬於兩邊。這又怎能知道［非急非遲之道］，不快不慢的道理？ 

 

 
 

所謂中道，正如以彈琴來比喻。弦拉得急了就容易斷，鬆了音質就彈不起來，

這就是失之過度。太過、不及都是不好，要合乎中道，平平常常，自自然然地

去修改自己、改正自己。如果落了兩邊，失了中道，就容易落入邪道，這就修

得不對了。要自自然然、平平常常地來修。這個「大道」，就是這樣平常、自

然的。大道的體，是呈現具體，所謂「菩提性宛然」，菩提也就是這個大道、

覺道，就是本來的樣子──沒有快、沒有慢、也沒有來、沒有停止、沒有去，

因為它大而無外的體，本來就是這樣的。那麼，來、去、住、止，又安放在哪

裡呢？這個是說心體的本然性。  

 

 

 

 

【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真，沉昏不好。 

 不好勞神，何用疏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 



 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為，愚人自縛。】 

 

 
 

【任性合道，逍遙絕惱】，我們人本具的天性，天然之性，是需要隨順這個性

而去做，隨性而行之，從性而修，這樣就合道了，與道相契合。能夠和道合，

［任運逍遙］，他表現出來的樣子就是任運逍遙、自自然然、自自在在，絕無

煩惱。如果不然，［若反造作］，如果反過來，有所造作，而特意把持這個念，

就會［自乖真常之性］，違背自己的真性──這個平常的性。在這個真常的性

上，生起執念，有所執持，就會［造作成勞，自取昏沉］。「造作」就是刻意。

你用神用久了，自然就疲勞了，［自取昏沉］，慢慢地，後續不濟的時候就昏

沉──這當然就不好了。就是因為這個不好，所以這種執持是勞神的，是屬於

虛妄的作為。［如是之法，皆屬有為］，這樣的法都是屬於有為的法。 

 

 
 

【不好勞神，何用疏親】，［以為去塵離垢］，以為去塵就離垢了，［故用疏

親］，所以就用這個有疏有親的分別。然後就形成好惡，有接受的，有不接受

的，有好的人，有不好的人。這樣又怎麼會是［一乘平等大道］呢？如果你想

要這個一乘大道，［不可厭惡六塵］，不要厭惡這個六塵。 

 

 
 

【六塵不惡，還同正覺】。什麼是六塵呢？這裡是說［大乘之妙有真空］。故

《心經》說，［無色聲、香、味、觸、法］。［承五蘊皆空］，就是這個妙有

真空。如果你知道六塵是妙有真空而不厭惡它，妙有真空是不可以厭惡的；你

不厭惡六塵，這就等於正覺。［乃智者之無為］，這個是有智慧的人成就的法，

無為無所不為。就在這裡修。如果是愚癡的人，他不明白這個真理、真空，他

未得到，不明白這個根本，就會自己綁住自己，被六塵所綁。意思是說，成佛

就是在這個色、聲、香、味、觸、法裡邊用功夫，在五蘊裡邊用功夫，有智慧

的人懂得用它；愚癡的眾生就不懂得用它，就會被這個色、聲、香、味、觸、

法所綁，被五蘊所綁、所愚迷，就成眾生了。這些在《楞嚴經》裡邊有說。

《楞嚴經》裡，佛陀教阿難尊者，沉淪就是因為這個六賊，但是你要成佛，還



是要在這六根上去修。令我們生死輪迴是這六根，令我們等同正覺也是這六根，

就看我們明白不明白，認識不認識。認識、會用，就等於佛；不認識、不會用，

就是眾生。 

 

 

 
 

【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 

 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 

 夢妄空華，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卻。】 

 

 
 

一切法本來無異法的相，從真空之中生出妙有，「妙有」就是相，「真空」就

是本體，一切的妙有都是在真空中生起、呈現的。［一切法本無異法之相］，



是人心妄自生出喜愛，任自己生出歡喜、不歡喜，歡喜的就執著。［豈可將自

心，妄用自愛自著］，用妄心去分別自己的喜好，生出執著的心。將這個本心，

再用這個本心，這豈不是一個大的錯誤！【將心用心，豈非大錯】。 

 

 
 

［迷之則生寂中之亂］，迷的時候，在寂定之中生出亂。［悟則不生好惡之

心］，悟的時候，就不會生出好惡的心。［一切二邊］，「二邊」是指有無、

是非。［易生障礙］，這都是容易生出障礙。不可以忽略它們。這個「斟酌」

的意思就是商量，再講俗話一點就是計較的心不可疏忽。其實都是由斟酌而來

的，不可以忽視它。 

 

 
 

［世事如夢幻］，世事就好像夢幻；［富貴似空華］，富貴就好像空花一樣。

［何可勞苦把捉］，這又何必苦苦去爭取呢？［貧富得失，人我是非，應當一

概即時放下］，富貴、得失，人我是非，都應該即時放下。這裡是叫我們修道

要有斬釘截鐵的心，不要因循自己的習性去分別好惡的心，喜歡的就接受，不

喜歡的就拒絕。這都是屬於兩邊，是、非，人、我，難、易。而不是用這個本

心去用功、修道，這就離開道了。每個人都有這個本心，都有這個道心，我們

用這個道心去修。修，沒有別的，就是放下。放下自己妄見，妄執，種種的分

別、喜好，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人有很多嗜好。喜歡住好房子的喜好，喜好吃吃喝喝，也是一種妄見。有

所喜好，有所不喜歡。怎麼樣去把這些喜歡和不喜歡放下，回歸一體、回歸到

這個平平常常的心呢？就看我們自己下的功夫了。比如這個味道，鹹的時候我

們會覺得鹹，淡的時候我們覺得淡，油多一點又覺得太肥膩了。這都是一種妄

見、執著。主要是叫我們不要起一些不必要的心念，平平常常的。好的也罷，

不好的也罷，好和不好都好，就是這麼平常。這樣是非就自然少了。就在平常

之中應對、修持，久而久之功夫就會現出來，你就會感覺到自己和以前不一樣。

所謂「平常心是道」。OK。我們今天講〈信心銘〉講到這裡。大家有沒有什麼

問題？可以提出來大家互相研究，互相學習。 

 

卍      卍      卍 

有佛友說：我說一下我小小的感受。這三天所講的都是相對的，喜惡，愛憎。

有一句是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我想改一下，欲取一乘，勿惡「六

賊」；欲取一乘，勿惡「六兵」。兵賊都不惡了，就中道以成。為什麼這麼說



呢？六塵當然不好，所以叫六賊；但如果我會用，那就六賊都變成兵了。就好

像電視不好，網絡不好，但如果我們會用就能得到一些資訊。勿愛六兵，也不

要覺得兵就是好，有的是兵也會把自己害了。如果我們能夠兵賊都包容。舉例

說，一張桌子，如果有桌腳沒有桌面就放不了東西，成不了一張桌子。如果我

們桌腳、桌面都要，這樣就不需要去想是要桌腳和桌面。全部都包容的話就放

下了。不需要執著桌腳、桌面，不需要執著於害怕六賊、六兵。這個說起來容

易，但是做的時候要時常警惕自己，不然的話就取不了佛乘。阿彌陀佛。 

 

興法師說：還有什有什麼意見及看法？ 這個見可以說的， 不是意見的見。 

 

有佛友說：我想引用名人的一句話，「世間沒有什麼對或錯，只是你的對方不

接受就認為錯，如果你接受就認為對。」另外一句是說，「世事無絕對，只要

不執著，事事都能接受，除非很極端的不能接受。」阿彌陀佛。 

 

興法師說：〈信心銘〉這位僧璨大師，禪宗的三祖，告訴我們應該要怎麼樣修。

第一表達出根本的道是怎麼樣的，問題在哪裡。然後要怎麼樣去看待這些問題，

把問題放下，不要把問題放在自己的心裡面。他是不注意這個世間的所謂的對

或不對。這個世間的對錯是相對的，是我們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而構成的。在種

種的環境不同之下，產生我們所認為的角度不同，相對的角度都不一樣。因為

我們有問題，問題是我們自己做出來的。現在說出我們的根本是什麼，我們朝

著自己的根本去做、去走，那所有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他不注重在裡面的問

題是對還是不對。目的是叫我們看到真的了，就不要被假的矇騙。我們看不見，

但是祖師看見了，他們告訴我們本來就是這樣。你要是有信心，你就來按照祖

師的指導一步一步往前走。你不一定要到達終點，才知道是真的。你漸漸修上

去，漸漸就會開朗、明白。不用到達終點你才能覺得是真的還是假的。因為我

們有問題，所以祖師明明白白告訴我們目標。我們只要按著這個目標把自己錯

誤的、虛妄的分別心去掉。不要再被世間上的見所蠱惑、迷惑。這些見是沒有

了的一天，沒有一個時候能變成真實。現在承認是真，可以接受它，過一段時

間，它又變了，這些都是假的。就像現在的科學一樣，一直以來都在改變，新

的推翻舊的科學理論，不斷的推翻。那麼哪一個是真的呢？什麼時候又有另外

一個真的出來呢？不知道。所以不要在這個分別上，真假裡入手，而要在我們

的問題上注意，我們內心的貪、瞋、癡，喜歡的問題，不喜歡的問題，去認識、

修改。就是這樣。 

 

還有其他的見解或問題嗎？ 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有佛友問：法師，你說要我們不要太在乎社會上的見。〈信心銘〉鼓勵我們要

觀照自己，回到自己的本來面目。這樣的話別人會不會認為我們佛教徒、修行

人，很不關心這個世界的？  

興法師說：不關心這個世界。 



佛友說：對，不關心社會上發生什麼問題。譬如，現在大家討論這個資訊很發

達，對人性有沒有影響？或者電動玩具，社會上這種的討論有很多，不同的領

域，不同的主題，很多的見。法師剛講這些見，今天說好，明天說不好，今天

說不好，改天又說好。法師要我們不要把注意力放在這個上面，把注意力放在

問題出在我們身上，會不會讓人感覺我們很不關心？ 

興法師說：我們在社會上生活當然會用到這個社會上的事物，不可能和這個社

會脫節的。科技我們可以用，用在合適的地方就可以了。至於科技是好還是不

好。世間法都是兩面的，有好的一面，有不好的一面。我們取好的一面來用，

也可以交流、溝通。沒有什麼大礙。修是修改我們會傷害人的習慣、習氣。要

增加我們要幫助人的習氣。科技可以幫助人的，我們就要它好的方面，但是它

不好的方面我們不需要去理會。要提防它會傷害到自己或者自己的團體，這是

很正常的。在平常日用裡面都是在修，工作的時候是在修自己的時候，喝茶吃

飯也是在修自己的時候。在前一段〈信心銘〉裡面很強調專一。做任何事情我

們都要專一。我們用功的念佛也是為了求專一，參禪、觀想、觀心、迴光返照

都是為了要專一。你能夠專一才能夠恢復自己的本體。做事也是一樣。你做任

何的工作，做到極點的時候，你就有所受用。上人經常說，你修任何的法都好，

當修到極點的時候，所謂否極泰來，就自然有一個轉身處。這樣講不知道對不

對得上你的問題。 

 

有佛友問：明年金佛寺還有沒有禪七？ 

興法師說：要看能不能安排，現在還不知道明年的時間是怎麼樣。看看當家師

的時間是怎麼安排。我不知道金佛寺的運作是怎麼樣的。（當家師與興法師講

明年的時間表）。看時間再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