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淺談〈信心銘〉4 

恒興法師 2016 年 9 月 6 日晚間開示於金佛聖寺 

 

 
 

 
 

 
 

【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 

 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 

 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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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有說世間法。［人生於世間，如在睡夢中；若睜開睡眼，諸夢自除］，意

思是說，我們人在這個世界就像在睡夢中。雖然我們平日的生活，我們覺得自

己很清醒，但是在聖者的眼中我們是作白日夢的人──睜著眼睛在作夢。要能

睜開這個睡的眼睛。睡的眼睛是代表什麼呢？是代表一個人的修行有成就，見

到他的本來面目。有一些修行人悟道以後的第一句話就是說：我夢已醒。意思

是說我已經明白了、已經睡醒了。還沒有悟道的人，就好像睡著的人一樣。悟

道之後，這個睡眼就睜開了，看清楚事物了。每一個修行人，在悟道之後都有

不一樣的表法，都是表示睡醒了。清清楚楚的看到人生就像夢一樣，所以能夠

放下世界種種一切，好好的保護自己的常住真心。眼睛睜開了，夢就自然除去

了。【心若不異，萬法一如】，這個心時常守住自己，護持自己的心，［若不

變異］，不改變，不起心動念的話，自然就是萬法一如。 

 

 
 

「一如」這個體，是了不可得。這個「一如」也是一個表法，是了不可得。是

表達一個人的心清淨，心清淨了，他就有定力了，不會妄動。但是他是沒有一

個實在的體，所以說「了不可得」。「體」是表示他所證到的境界。［即謂之

玄］。這個「玄」的意思，是不可思議，你看不到、摸不到，但是它存在。［

了不可得，兀而不動］，【兀爾忘緣】，它是不動的。「兀」，我們可以形容

說它本來是這樣，就是這樣呈現。或者俗語一點說就「光禿禿」，或者「赤裸

裸」。本來的樣子是怎樣的，就是怎樣的。 

 

【萬法齊觀，歸復自然】，忘一切緣，一切的緣都忘失了。萬法一齊去觀照，

一切的法都在內心之中，因此而恢復自然，恢復自己本體的相。一切的緣識，

說因緣所生的法。它是暫然的，不是永久、永恆的，是有時間性的。現在把因

緣都忘卻了、失去了，而直接就觀照到自己的本體上。這種觀照是本來就是這

樣的，不需要費心費力的。是本來就這樣，現在再呈現出來。所以說恢復自己。

回復到自己的宛然性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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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就【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它本的樣子是這樣的，

這個不可比較，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比較。如果由比較去認識的話就變成比量。

這裡本來是這樣的，呈現出來原來的樣子，是現量。是這樣就是這樣。一切的

因緣、因果、一切的緣都息滅了。想有止有動，根本就沒有動的地方，一切的

動都停息了。就沒有什麼可以再停息的。這裡是說一個清淨本然的本體。 

 

 

 
 

【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 

 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淨盡，正信調直。 

 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 

 

 
 

二一既然成立，二一就是陰和陽，就是相對，是世間法。世間法是由相對而認

識的，由相對而比較，比較之後去認識，然後大家溝通認同。所以有長有短，

有高有低。既然一沒有了，二也不成立。獨一又怎麼成就呢？究竟到極點的地

方哪有這個軌則呢？都沒有什麼可用的，不需要用。所以就不需要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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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法能夠契心，都契合這個心，已經［超倫絕待］。「超倫」是相對，

「絕待」是絕對。這個是天然平等的，所以有什麼要造作的呢？故此所作的，

一切都息滅了。「一切」是指世間的法，有為的法。而這個狐疑也沒有生起的

地方。自然一切都清淨了。 

 

見到自性的人，打開本來的人，悟道的人真正的信心就生起來。這個信心是真

的信心。我們一般的凡夫、沒有悟道的人，信是不堅固的。人有一生是信佛法，

有一生又不信佛法，很反反覆覆的。這個要看因緣。有什麼因緣生起了，我們

就隨著這個業性而轉。所以說自己做不了主，由緣所驅使。但是見到道的人，

這些因緣都落謝了，他恢復了清淨的本體。這個本體是超倫絕待的，不是從因

緣有的，因緣已經停止下來了。就像我們人的妄想，妄想也是因緣生的。我們

看見境界就起念，起這個念和這個境界相應，這就造成一個因種。將來這個念

生起的時候，就驅使我們這樣去思惟、做事。這都是因緣所造成的，因緣所生

的法。 

 

現在這位修行人將這個妄想的流切斷了，妄想的瀑布停止了，落謝了，在內心

消失了，清淨的本體，本來面目現出來了，一切的因緣都停息了。他見到自己

的真性之後，真的信心就生起了。諸佛是真語者、如語者、不二語者、實語者，

所以信得過佛。佛所說的法都是真實不虛的。他自己親身驗證了這個究竟，所

以他真信就現前，自然念念都調息了。人是很正直，一切彎曲的都不會留在心

裡面。 

 

 
 

所謂的光明正大，他不會藏什麼在內心裡面。做事大大方方，沒有什麼不能讓

人見，不能讓人知的。內心沒有彎曲的念頭。無所謂彎曲，或者是直，他是這

樣就是這樣。那當然就沒需要刻意去記事。事來就來，事去就去，他只是有一

個虛明、朗然，靈明的自照。「虛明」、「明朗自照」，這些都是用來形容他

的心的受用。不需要用心，他本然就是這樣，自自然然的樣子。我們需要靜下

來的是，需要去預備、去調理呼吸、去整頓自己思想，慢慢的把雜念調息，或

者觀察外面的事物，內心的事物。這些都是有作為的、要勞力的、要用心的。

但他就已經不需要了，自自然然就是這樣了，靈明自照，而且還是朗然自照。

心本身就是光明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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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思量處，情識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 

 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 

 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 

 

 
 

這段文是承接上文，【虛明自照，不勞心力】故此，怎樣能虛靈自照呢？這個

地方不是思量測度，不是用識心所能做到、理解、明白的。如果用識心的話，

就測量不了，感受不了，感覺不了。這種的真心就不會呈現。我們舉心動念去

想、去思維，這個已經是動了。從本體上生出動相，這就離開了本體。所以說

「開口便錯，動念即乖」。本體的事情不是情識所能夠理解、知道的。［須知

一切法，非如不真］，重點在這個「非如不真」上。「如」就是如如不動的意

思。如果不如的話，就不是真了。如，才能真，所以叫真如。這個「真」在

「如」裡面，這個「如」就是「真」。所以「真如」是一體的。［諸佛十方法

界，同是一個真如］，我們十方眾生和佛的真如本體是一樣的。 

 

來果禪師有一次開示時有一些慨歎。有一次，一位居士問老和尚：「『真如』

究竟是什麼？」老和尚：「不要說，告訴你你也不會信的。『真如』是什麼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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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的。」居士說：「怎麼會呢？」就真的不信。以老和尚的德行都尚且如此，

怎麼會「什麼都沒有」呢？一般人都以為「真如」是一個怎樣奇奇怪怪、難思

難議的東西。你要告訴他，「真如」沒有東西，「真如」不是東西，他就完全不

信。如果你要告訴他，「真如」有三個頭、六隻腳、八條尾。他就會說：哇，

這麼神奇啊！眾生就是這樣，所以叫眾生。真正的佛法，很難找到知音、知己。

這些是大德他們的慨歎。知己真的不容易找。 

 

虛雲老和尚在雲南的雞足山的時候，大家可能都聽過了，不過再聽一下也無妨。

他在雞足山遇到一個老修行。這個老修行發心要修路很多年了。他覺得這裡的

人很可憐，從這個村到那個村之間沒有路，他們只能走路，走山路。他憫念當

地的眾生就發心修路，修了很多年。虛雲老和尚見到他那麼發心修路就很讚歎

他，就隨喜功德，和他交流溝通。但是起初這位老修行都不說話，和他說話他

也不應，結果後來老和尚也不說話了。晚上就休息，早上就修路。兩個老修行

就在雲南的雞足山下做了同修。如是做同修做了一段時間。有一天的晚上大家

休息的時候，老和尚就坐在一塊打石頭上打坐，這個老修行就開口問老和尚的

事情。最後兩位說到佛法的內容──修行人之間會互相測量對方的功夫和境界

──問到深入的問題的時候，老和尚就回答這位老修行一句話「大好光明」。

說到這個真心，就只有一片光明。這位老修行一聽就知道遇到知音、知己了。

於是就說他之所以不和別人交流說話，就是因為這個世界上魚目混珠的人實在

太多了，所以他就索性不說話了，實實在在地去做利益眾生的事。 

 

所謂真實如如，有所表都是文字上的、聲音、說話、符號，真正的境界需要我

們自己去體證。這個也是佛對我們的期望。真的法，是說不出來的；能說出來

的，都是方便，誘導我們去接觸這個真的法。當你可以證到真法了，就不需要

說了。所謂心心相印。你的真如，和他的真如，都是一樣的，無二無別，就像

空和空一樣，是沒有分別的。不會說今天這個佛堂的空間和外面街上的空間是

不一樣的。假如把墻拆掉，那是不是都是一個空間？我們只不過是被礙相所迷

惑了。這個真如，是需要我們去證才會以知道的，「哦，佛講的是什麼，過去

的大德所證的是什麼」。［所謂真如法界，無自無他之名相］，無名相，是超

倫絕待的。我們只是按照相上去說一下，讓大家可以知道。 

 

 
 

怎樣可以和它相應呢？沒有第二個法門了，就是這個不二法門。不二也不是一。

這個不二的法門，從古至今是無所不包容的。一切有智慧的人都入這個不二法

門的宗旨──宗，是尊貴、尊稱的意思。想禪宗、淨土宗、或者教宗，是尊稱，

宗門。就是說這個法門很尊貴、很重要。這個宗，不是長也不是短，不是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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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慢，一念的短，有萬年那麼長──萬年的長，不離一念的短──沒有長和

短的分別。意思是離開、不受這個世界的法則；也可以說，世間的法是從真如

的本體，因為動而產生出來一切的萬有。怎麼樣從一切的有回歸到真如呢？就

是要這個不二法門。迴光返照，觀察自心，也就是今天所講的「內明」，內明

自己的心性。說因果就已經是世間的法則，有因有果，屬於因緣所生法。修行

要堅固這個因緣所生的法，也千萬不要忘失這個不二法。 

 

能夠迴光返照，內觀自己的內心，多了解自己，慢慢地教導自己，把自己內心

的因緣法慢慢停息下來，觀察自己的心性。你有能力觀察到自己的心性，就繼

續觀察下去。久而久之，功成果滿，就自然可以見到自己的本來，就知道什麼

是真如。這是要看功夫、時間、耐心。這都是自自然然的事，不需要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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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亡絕境界。 

 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 

 

我們看著好像很玄，但是若知道它的本來，它其實是很自然，很正常的。 

 

【若不如此，必不須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 

 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若要解釋就不夠時間了，留在明天再說。或者可以回頭研究剛剛所講的。 

剛剛所講的大家有什麼問題、意見可以說一下。 

 

這裡面我們會看到有很多相對的表法。比如長、短，一、二，好像萬年的長，

延、促就是一個快一個慢，憎、愛，高、下，這種種相對的名相裡面有很多。

都是讓我們知道世間有苦就有樂，都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快樂，也沒有絕對

的痛苦。正如上人所說：苦受完就沒有苦了。同時快樂也是一樣，你的樂受完

了，痛苦也來了。世間就是這樣相對的。看我們造什麼因，就受什麼果。這個

因緣生起了，我們就受果報。這個果報，因緣結束了，下一個因緣就生起了，

又要面對下一個。究竟是樂還是苦，就看我們怎麼做。這個是世間的法。天上

的快樂、地獄裡面的痛苦，就是因為我們過去有這樣的造作。在這個相對的問

題上，在兩邊跑來跑去，現在修行就回到絕對上面。比如忍辱。當你忍辱的功

夫成就的時候，就沒有什麼不可以忍，無生法忍，連忍這樣的心念也不會生起。

這是從相對走到絕對上面。 

 

所以修行是一條很漫長的路，需要我們歷生歷世發心，發願去成就。但是還好

我們過去有這樣的因緣可以遇到佛法。不單只遇到佛法，而且遇到正法，有善

知識接引。大家有這樣的因緣、這樣的心來修行，這是大家的因緣，更加要好

好的去掌握。在現在這個世間能夠遇到、修行佛法的不多，少之又少。遇到佛

法，你還得要遇到真正的正法。很多團體都鼓吹自己是正法，但是究竟是不是

正法呢？那就要看一下內涵了。有一些人走進了歧路、邪途都不知道，有一些

人知道，想走出來，但是又走不出來──多得很啊！哪個地方都有。這個世間

就是這麼奇奇怪怪。OK，大家有沒有問題。沒有問題，我跟大家說一個故事。 

 

卍      卍      卍 

 

前兩天跟大家講上人在香港的皈依弟子。在香港我見到的，知道的。這些都是

從以前的老菩薩那裡聽來的。比如比丘尼恒益師，說出她年輕時和其他一些十

幾歲的小菩薩，他們跟隨師父的時候，師父對他們說他們以前的事情。有三位

修行人，這三位都是女眾，今生的因緣是女眾。他們過去生是什麼呢？  上人對

她們說她們過去的事情。有一位現在是做很大的生意，做珠寶鑽石的。在南非、



9 
 

美國、香港飛來飛去。她家在香港。她們在小的時候都很有本事的，幫助師父

做法事。西樂園的法事都是她們幾個幫忙的，當然還有其他的，不單單只是她

們。我現在只說她們幾個，比較清楚一點。有一個姓黃的，現在年紀已經很大

了，是老居士了。她過去生做了四世的方丈，四世都做一個叢林、寺廟的方丈。

另外有一個是她的先生是做醫生的，她自己做一些時裝的生意。另外一個是做

少奶奶，不用工作，在名門望族的家族裡面長大，不需要工作，只是照顧家族

裡面的人。 

 

為什麼要提起她們呢？剛剛說經常飛到南非的做珠寶鑽石的，生意當然是很大

的。她過去生做了四世的方丈。另外兩個做少奶奶的和做時裝生意的，過去做

了三世的方丈，都是很有修持的修行人。上人跟她們說為什麼今生做女眾呢？

上人告訴他們就是因為打了一個妄想── 

 

以前古時候拜佛很不容易的，不是很輕易的就可以去大的廟上去拜佛。有一次

有佛事。大廟當然有一些達官貴人，官員、大官、宰相、千金、公子、公主去

廟上上香。當然這些有名望的人都會敲鑼打鼓，甚至要別人讓路。以前的家丁

會仗恃著主人的氣派、威望，出入都很威風的。有一些達官貴人或者夫人、公

子、公主到廟上拜佛，他們都穿金戴銀，奴僕也很多，香囊、香水、香粉當然

是不會缺。他們去進香禮佛，或者是許願。其實這些事情的大的寺廟，並不是

很難見到的，久久都會見到的一次的。但是，有一次這個方丈就動了念。動了

什麼念呢？「啊，這樣也挺好的！」生出了一種羨慕的、虛榮的心，可以穿金戴

銀，有很多奴僕跟著，前呼後擁，就生起了這些念──就是生起了這一念，就

種下了這個因。 

 

修行人如果真的修行，心必然會清淨，舉心動念都會很有力量。所以修行人不

要輕易動念，因為動任何一個念影響都會很大。如果是沒有學佛的凡夫，動念

是經常的事，你不想它也會動的，這些念不知道多少，它的力量就會很弱。有

一些可以成就的就成事實，有一些不可以成就的就不成事實。因為沒有東西支

持它，支持的力量不足。所以有一些成，有一些不成。不一定每一個都成。但

是如果你繼續支持它，不斷的想，不斷的想，它就有機會成就。成就、不成就

是將來的事，不是現在的是。由於修行人的心清淨，一動念，這個種子在心中

的烙印就深了，種子就種得深了，種得大了。再加上累積所修的種種福報功德，

有什麼辦法不富有呢，有什麼辦法沒有權利呢？ 

 

古人說：「山中無衲子，朝中無宰相。」意思是說在朝廷裡面當官的，政府裡

的官員過去都是修行人來的。如果過去不修行的話，不會有那麼大的權力，不

會有那麼多人聽他的話。因為他以前為別人多，他要度眾生，為眾生服務，現

在還沒成就，但是他那些宿世的果報成就了，所以現在就有人聽他的話，要做

他的手下。一個政府裡面有多少的官員，這些官員的身邊有多少工作人員，無

論是文職還是武職的都有，甚至國家的軍隊。這些都是過去生修行的果報。所



10 
 

謂「山中無衲子，朝中無宰相」，古德是這麼說，上人也是這麼教誨我們：「修

行的人，在還沒證道以前，都不要享福！」就是這樣。如果你享福的話，福報

就削減了，對你的成道就有障礙了；福足慧足，就變得不足了。所謂「福能容

慧」，你有福報就有機會修慧，如果你福報不夠的話，你修起來就很辛苦了。

乃至障緣多於順緣，逆境多於順境。這是因為你過去的苦還沒捱盡、沒捱完，

到你真的有因緣去修行用功的時候都還要受一點苦，還沒捱完的苦要先捱、先

受完，所以修起來就困難了。 

 

所以古德教導，一天還沒成道都不要享福。乃至有一些菩薩他根本就不願意享

福，他有福報也會布施出去。布施才可以得到自由，才可以得到大自在。你有

一個物、一個事情在手上，你都還有所照顧、有所承擔。 

 

龐蘊居士大家都應該聽過了，他是中國的維摩居士。他是一個很有錢的員外，

他悟道以後把他的家財裝在一艘船上，他把船開到江心後，把船鑿穿，把整條

船埋在江裡邊。其他人就問他：「龐居士你為什麼這麼浪費呢？為什麼不拿做

布施呢？去利益別人多好呢，可以幫助到其他需要幫助的人。」他就說：「唉，

免得麻煩，到時候又要受一些福報，這都是麻煩事。」悟道的人的想法就是與

眾不同，非常灑脫，無罣無礙，免得跟手尾。那我們又怎樣呢？我們想一想。

我們應該怎麼做、應該怎麼想。這個就是凡夫在悟道之前有我們的思想，修行

人在悟道以後有他們的思想。大家的見、看法完全不一樣。OK。有沒有什麼問

題啊？還有一兩分鐘。 

 

卍      卍      卍 

有佛友問：法師你說要從相對走到絕對，方法就是要忍。你剛剛的開示是這樣

說的。所以我的解讀是說，如果沒有忍的機會，我們就不容易從相對走到絕對， 

對不對？ 

興法師說：沒有忍耐就不能夠從相對走到絕對。 

佛友問：所以有一個境界讓我們忍耐是好的。 

興法師說：對啊。 

佛友問：這幾天都一直在說順逆皆方便。就看你會不會用。你會用，就很好用。

你從正面看，你可以用到正面的好處，你從反方面看，逆的方面看，你也可以

用到逆方面的好處。所以說順逆皆方便。就看你轉不轉得過來。你的念一轉過

來了，什麼事都是好事。 

興法師說：聽懂嗎？ 

佛友問：聽懂。 

 

興法師說：可以再多講一點點。有兩個人的對話。一般人，普通人與人之間的

相處，當然會有是是非非的。一個人就和一個人抱怨心理不喜歡另外一個人。 

說另外一個人怎樣怎樣的不好。這個人聽了就說：「不是啊，他還蠻好的啊。

他的人又這樣好，又那樣好。」那這個人就說：「你為什麼要幫他說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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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說：「就是啊，人當然有好有不好。除去不好的，就都是好的了嘛。」我們

會不會用呢？你會用就好了，無往不利。 

 

OK。阿彌陀佛。希望我們大家會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