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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盡在目前 

恒興法師 2016 年 9 月 8 日晚間開示於金佛聖寺 

 

和大家介紹一下，是虛老開悟的偈頌。 

 

虛老在高旻寺參加打七的時候，

有一天晚上在喝茶的時候被開水

燙了手，杯子掉在地上。聽到杯

子掉地上的聲音而大徹大悟。這

可以說在耳根上得到利益。聽到

聲音而悟道。他當時說了兩首偈

頌，這是其中一首。 

 

燙著手，打碎杯， 

家破人亡語難開； 

春到花香處處秀， 

山河大地是如來！ 

 

所謂「家破人亡」，不是我們一

般俗人的概念，不是家庭成員，

而是我們心裡面種種的妄想，種

種的人我是非。就在這個杯子掉

地上的聲音，妄想的心就破裂，

這個家──藏著我們無量劫以來，

種種的業，所認識的人事物，就在這個家裡藏著──這個家一破碎，這些是非

都亡滅了。那怎麼樣呢？就「語難開」。意思是說他的感受，家破人亡之後的

感受，說不出來，不是用言語可以表達的，是要你自己去感受那種境界。在悟

道那一剎那。就在悟道前、悟道後，在那一個剎那，就像一個轉身，也可以說

是同時，沒有前後分別，時間很快，剎那間。 

 

後面兩句：「春到花香處處秀，山河大地是如來。」這是形容環境。我們這個

本性，這個道是自自然然的，沒有任何的造作。山河大地都是如來的化身，都

是我們妙明真心的物，是我們自性的產品，是我們性上的成就流露出來的。在

《六祖壇經》上說，自性有種種的功能，「何期自性，本自具足！」意思是說

一切的法有什麼不具足的呢？連山河大地都包括在性之中，有什麼不是性呢？ 

所以說我們人本來就具足的。你能夠向內觀察，找到自己的根本，找到我們遺

忘了的本性。你能夠找到，那一切一切都是現成的。不需要向外貪求。這是老

和尚悟道以後的偈頌。 

 

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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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還有講過來果禪師講的兩句話：「大道盡在目前，尤被目前蓋卻。」都是

表示這個道和我們沒有離開過，我們一直都與道同在，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

他就用眼根來入手，和我們講。等一下我也介紹一下六祖菩薩他的所說的偈頌，

或者等一下說。意思都是一樣。 

 

「大道盡在目前，尤被目前蓋卻」，我們被眼前的事物所牽引，到處跑。不能

夠迴光返照，久而久之，失去了真正的自己。現在修行就是要從我們的身心開

始去認識。法是一個指導，教我們去認識自己。當你能夠認識這個法的時候，

一切的法都在內心裡面，一切的法都具足。所以修行就是要反觀自己，從了解

自己開始。 

 

回到六祖菩薩的偈頌： 

 

一切無有真 不以見於真  若見於真者 是見盡非真 

若能自有真 離假即心真  自心不離假 無真何處真 

有情即解動 無情即不動  若修不動行 同無情不動 

若覓真不動 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 無情無佛種 

能善分別相 第一義不動  但作如此見 即是真如用 

報諸學道人 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 卻執生死智 

若言下相應 即共論佛義  若實不相應 合掌令歡喜 

此宗本無諍 諍即失道意  執逆諍法門 自性入生死 

 

這是六祖菩薩對當時的弟子所說，他當時即將入涅了。他有好幾首偈頌都是在

臨入涅那幾年說的。是教導當時的弟子怎麼樣為人講法。 

 

［一切無有真］，這裡所謂的一切都不是真的；［不以見於真］，你不要以為

這個不真。你看它不真，［若見於真者］，如果在這個不真之中你認為是真的

話，那就［是見盡非真］，這個見就不是真。你所見的見，不是真的！ 

 

［若能自有真］，假如你有真了，假設你能迴光返照，反求諸己，在你的自性

裡你就知道這是真的；［離假即心真］，能夠離開假，世界上面一切的形形色

色，這個就是你的真心。［自心不離假］，如果我們不離開這些假象；［無真

何處真］，你心裡面要是沒有真的話，那哪裡會有真的呢？哪裡都沒有真的。

所以說，真是不離開自性，離開自性就沒有真了。就像剛剛虛雲老和尚說的，

家破人亡，我們的執性，執著剝落了，這些假就能夠離開你了，你不再被這些

假所綁。我們一般人就是被世間種種人我、感情所維繫不能離開。當你的妄想

剝落的時候，這個妄想的識流就切斷，就恢復你清淨的身心，那自然會有一番

感受。能夠離開假，就是真；如果不能離開假，去哪裡都沒有真，你所思所想

都是妄想。既然這些妄想可以剝落，當然就不是真的。為什麼我們會這麼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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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妄想，被妄想所困呢？就是因為我們覺得妄想是真的，所以才會被困在妄

想裡面。如果知道這些妄想不是真的、遠離這些妄想，不再重視它，將這些妄

想的膠，黏住我們的膠水，漸漸的清洗掉。一下子要我們放開，我們放不開。 

 

比如說吃，可不可以我們不吃呢？不可以。不吃就會死。這個很現實。財、色、

名、食、睡，都是一樣。比如說睡，可不可以不睡覺呢？我們做不到。到你真

有功夫的時候，那又不一樣了。打打坐，你的精神又可以恢復了。不過這些似

乎距離我們太遠，我們要認識要怎樣下手自修，先做自己平常喜好的方面。你

最喜歡的東西，你要認清楚這是假的，要看淡它，不要被這些所好而困住，出

不來。無論財、色、名、食、睡，哪一種也好，哪種都一樣，先看淡它。先從

喜好的開始。有時候我們的執著是很微細的，別人看得很清楚，但是我們自己

不知道。 

 

有些居士供養一些麵包來到慈興寺，特意放到我面前。為什麼要特意放到我面

前呢？那天我就故意不吃。吃完飯，他看我沒吃，就問我為什麼不吃呢？你不

是很喜歡吃嗎？我說：是啊，是很喜歡吃，就是因為喜歡吃，所以才不吃。如

果我們喜歡一樣東西，就永遠被這個喜歡綁住，被這些物綁住。但是，始終有

一天要走第一步的嘛！不可能一步都不走。到現在幾十年過去了。那現在是不

是就可以了呢？不是，現在都還是喜歡吃。那你說是不是真的很難呢？真的是

不容易的。 

 

所以說我們的妄想執著真的是很微細的，我們很難察覺。在我們平常起居裡面，

有多少東西是我們覺得很重要的。吃、喝、休息、睡。我們都覺得很重要的。

不睡也不行。少睡一些是可以，看少多少。這些就是綁住我們的妄想。我們要

知道，在平常日用起居中留意。如果我們不去實行的話，念經拜佛念多少都是

枉然。是要對治我們的問題，對著我們的妄想，執著的根本去開刀。雖然不能

一下子除去，但起碼我們要去做。你能做一次就一次，能做兩次就兩次。逐漸

讓我們去疏遠，讓我們覺醒多一點、多一點，多一點。所以叫我們要離開這些

假；如果不離開這些假，真就不能現出來。你要是能離開這些假，終有一日真

就會呈現出來。也可以說，因為這些假遮障我們，覆蓋了我們的真。就正如來

果禪師說的「大道盡在目前，尤被目前蓋卻」，就在我們眼前。「山河大地是

如來」，這些就是自性的展現。我們不知道、感受不到，沒有這種感覺。我們

見到山河大地的時候，覺得真是漂亮，真是舒服。這些就是妄。去享受這些環

境所給你的感覺。心就被這些妄覺，覆蓋了自己對自性的認識，自性的展現。

要離開假才會有真。 

 

［有情即解動］，在你有情的知覺性上，你就能明白這個動，留意這個知覺；

［無情即不動］，你如果沒有這個知覺性，你就不動了。［若修不動行］，假

設你想修這個不動的行門、法；［同無情不動］，你就要好像無情那樣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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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覓真不動］，你如果想再找這個真正的不動；［動上有不動］，你不要離

開這個動去找不動。在動上面就有不動了。［不動是不動］，動是有情，有情

才有動，在有情裡面你能夠不動的話，那這個就是真的不動了；［無情無佛

種］，你要是沒有這個知覺性，你就連佛種也沒有了。 

 

［能善分別相］，你要是能在有情的知覺性上面，再能夠善於分別諸法相，這

個分別不是用「識」去分別，而是用「智」去分別，用這個「成所作智」去分

別。［第一義不動］，你能夠證到這個自性的理體，得到第一義的境界，這個

才是真的不動。 上面說的無情和有情的分別，就在這個知覺性上面。無情的知

覺性是非常低，有情的知覺性就比較高。最重要是在「動」上面去認識「不

動」，「動」是我們有情眾生裡面的活動範圍。自性在這個動裡面的不動，如

果要找回這個自性，就要用「成所作智」。 

 

「成所作智」是什麼呢？這是屬於「四智」的一種，是屬於眼、耳、鼻、舌、

身前五根，轉前五識而成。第六識轉了就是就是「妙觀察智」，轉八識成四智。

第七識末那識，是傳送識。這裡說的就是要用「成所作智」去分別，不是用

「識」去分別。我們一般人是用識心分別，不是用智去運作。比如參禪是耳根

圓通。觀想是用眼根。念佛是用舌根，如果按〈念佛圓通章〉來說就是都攝六

根。有用舌根，有用耳根，自己聽自己念佛的聲音。念佛從心裡面念，自己聽

佛號，從耳門入。念佛法門，是從舌根和耳根入手。如果是觀想的話，就是用

眼根。觀像，觀到成就了，開眼也看見，閉眼也看見。這要下一番功夫才能做

到。「轉識成智」，轉前面的根而成智，這才可以用得到這個成所作智。都是

一個道理，就是叫我們不要打妄想。當我們打妄想的時候，就落到了「識」的

範圍，就不是用「智」了。根本身是不會打妄想的。這是「意」的分別。 

 

如果我們用第六識，意的話，就沒有辦法了解「第一義不動」，我們用根去用功，

根它本身沒有妄想。叫我們用根去用功，就是叫我們不要打妄想。你能夠沒有

妄想了，久而久之，才能夠和第一義相應，才可以和真的不動相應。叫我們用

成所作智，就是叫我們不要打妄想。我們在沒有得到成所作智之前，我們是用

根。這個第一義就是自性的理體，用文字去表達就是自性的第一義。不動就是

它本體的狀況。從無始到無終都是這樣。你要是能夠證得自性的理體，就是得

到第一義的境界，這才是真正的不動。［但作如此見］，你就做這樣的見解，你

要有這樣的見解，要這樣的去認識；［即是真如用］，這樣的見解就是真如的妙

用。 

 

［報諸學道人］，這是六祖菩薩和各位修道的人報告；［努力須用意］，你要

努力，心要存一個真心去修行。［莫於大乘門］，你不要在大乘裡面；［卻執

生死智］，在大乘裡面執著生死的智慧。執著生死，就是執相的智慧。能夠得

到第一義就是無相了，就是離開這個相了。勸我們修道的人在大乘佛法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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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執著世間的智慧，種種的世智辯聰，這些都是生死的事情。如果執著這個

生死的執相的智慧，就無有是處，就不是真真正正的修不二法門。 

 

［若言下相應］，六祖菩薩說，我現在跟你們說這個偈，你們聽了之後能夠明

心見性的話。［即共論佛義］，就可以跟你們討論佛的道理。能夠明心見性了，

才開始討論佛的道理；在沒有明心之前，還是先做這個明心見性的功夫。［若

實不相應］，如果不相應那怎這樣呢？你如果不能在言下而明心見性，就是不開

悟的話；［合掌令歡喜］，你應該合掌，令一切眾生都歡喜。 

 

［此宗本無爭」，這個頓教的宗，上次我們講〈信心銘〉的時候有提到，這個

宗是尊貴、殊勝的意思。這個頓教的宗本來是修無生法忍的，是無所諍論的，

沒有什麼好諍論的，不和人爭執、諍論的。［諍即失道意」，如果你和人諍論，

就失去道意了。這個道意的意思是離開了道了。道本來就自自然然的，本來是

怎樣誠心出來就是怎樣。好像我們人走路，當然是一腳在前，一腳在後，很自

自然然的。流水當然是從上往下的流，這些都是很自然的。如果爭的話就有障

礙了，就離開了道體了。這是人為做造成的，不可不知到。所以上人說：「爭

是勝負心，與道相違背；便生四相信，由何得三昧？」所以說「諍是失道意」

了。當然道是無意的。這裡只是形容道的意義。道它不會想、不會說，它不會

告訴你它是這樣的。你一諍論就失去了本身的宗旨了。［執逆諍法門」，逆是倒

轉過來的意思。道是自自然然的轉變的，但是現在這個逆就反轉過來了，就是

因為有爭執。所以這個爭的法門不能與道相應，離開了道。［自性入生死」，如

果你一定要執、要諍論，那你的自性就不能出輪迴，就一定有生死。這裡就表

達出我們為什麼一定要修忍，就是這麼重要。 

 

好了，我們今天到這裡，有沒有什麼問題？ 

 

卍      卍      卍 

 

有佛友問：六祖大師的偈頌「不動是不動」，我個人理解是要我們在動上面找

到不動的本體。然後不要用識，要用智。所以六祖大師要我們不要用無情的不

動，而是要我們用有情的知覺性，動的裡面去找不動。我想問，你剛剛說不要

用識，而要用成所作智去分別諸法相。在我們還沒有成所作智之前要用根。請

法師解釋一下怎麼用根？ 就是在平常日用裡面怎樣不用識去分別？ 

 

興法師回答：剛剛說我們打妄想、分別不是根起作用，而是意起作用，意就是

分別的意識。很多時候我們看事的時候，反應就是會去認識這個東西，然後種

種想法就會跟著來。這是意的作用。這裡教我們在用功的時候，不要打妄想，

要專一。不要被心意識影響，像以前那樣運作。先要習慣。比如我們用耳聽。

聽就只是聽，不要去分別聽的內容，是什麼聲音，有什麼聲音，聽就只是聽。

比如我們吃飯，咀嚼，舌根。吃的時候就只是吃。不要落在鹹、淡、細緻、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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糙，不要去分別，一分別就落入意根。然後就種種分別，這個心意識，識心。

走路也是。 

 

像南傳他們有修這個行禪，我們就是跑香，他們是走，一步一步走，走得很慢

的走。腳走路就是走路，給自己一種很直接的訊息。腳跟落地，心就感覺腳跟

落地；腳提起，心裡面就是腳提起。不讓心有第二個思想升起，這樣就是管住

自己的心。行禪也是一個方法。這是用身根，身體的觸覺，用這樣來管住自己，

不讓自己的心起念。純熟以後，心就會聽話，這樣人就比較定。你的人定，心

不容易漂，不容易動，你看事物就會不一樣，你聽人說話就會專注很多，對事

物的理解就會比較深入一點。這是用根去修這顆心。把心管好，能定下來。你

定得有多久，定得有多深，定的程度，就看我們自己怎麼用功夫。你用功的時

間越久，功夫就越深。在沒有成就成所作智之前，我們就是這樣修。先在根上

面去專注。念佛、持咒、誦經也是，都是鍛煉這個根，不是用識。當然你要去

計劃做事的時候你要去想，去安排，那你就專注那樣事情，不要想其他事情。

好像我問過一個律師，我說：「你們在做一個案件的時候，想要打贏官司，要

思考的時候，是不是一定要很全神貫注。」他說：「是。」我說：「你在全神

貫注的時候，會不會有妄想呢？」他說：「沒有。」在做這個計劃的時候，就

全神貫注的在這件事情上，為這個計劃去安排，為這個計劃去想。目標就是怎

樣安排好這個計劃。這個就是專注。主要是不用打妄想，不用讓心習慣飄來飄

去。我們就是太放逸，讓心隨意的走，出去了也不知道，到發覺的時候，再又

拉回來。我們的習慣就是這樣。現在教我們要先安定這顆心，心要先能定下來。

這當然要時間的訓練，要功夫用下去。這個就是用根的意思。那你要用什麼根

呢？按每一個人的情況而定。他哪一根利，就用哪一根。有的人耳根利，有的

人舌根利，有的人身根利。隨個人自己選擇。OK。可以嗎？還有其他問題嗎？ 

 

有佛友問：我覺得我是在家人，可以理解你今晚講的理論。但是，以一個在家

人來說，我在道場的時候，我可以很自在的用這些修行方法，但是回家會有很

大衝突。比如跟人之間的關係和互動，我們有家人朋友，有親情、愛情、友情。

和人互動會很自然把這些感情放進去。那是不是我們在家人就註定不能了生死

了？因為我們有很多牽絆和束縛。法師你的麵包可以不吃，但我是媽媽兒子還

是要愛，還是要給他們一個溫暖的家。我還是要盡到一個媽媽和妻子的責任。

所以常常覺得不能有那麼多牽絆和執著，但是生活中還是沒有辦法。還是要愛，

要做，我無法抽離出來。我們這樣修下去有沒有完了的時候。 

 

興法師回答：這個可以問一下龐居士。 

 

有佛友問：五月份的禪七，果貞有提到情緒的問題，說情緒是影響修行的。但

是，法師說情緒用得好，可以幫助修行。在家人有家庭，得投入感情到家庭裡。

我想把這個情緒、情感，它如何能與修行融合，以利於日常的修行？請法師開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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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法師回答：當時沒有說嗎？在我們中國有很出名的龐居士。大家有沒有看過

他的典故。龐蘊居士。在家人應該看。你們去查一查他的資料。 他是你們的代

表作。人在江湖，已經在局裡面，當然是被局所困。但是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道」是自然的。雖然我們過去不明白，不認識，不知道。而做下很多生死的

業，和人建立了很多數不過來的因緣。在不認識、沒學習，和不知道怎麼學習

的情況之下，這是一般人的環境及境況。知道的人應該按道理去修行、按道理

去生活。應該放下的放下，應該要付責任的就負責任。這些責任是自己拿來的，

沒人給你的。「道」也沒有叫我們不負責任。如果我們不負責任就是失去道意，

逆天而行。我們是什麼身份，就是要做好這個身份的責任。 

 

儒家教我們孝悌忠信。這個世間的道理，是天然之道，也是大道的道。所以上

人很重視孝道。地藏菩薩就是用孝來表達道，用修行表達孝。用孝去圓滿道業，

成就道業。他們是一樣東西，不是兩樣東西。所有的責任我們都要負。兄弟友

愛互相照顧。六親眷屬也都一樣。幫助自己的每一個眷屬，做好自己的身份。

做父親的做父親的責任。做母親的做母親的責任。這些都是道裡面的事情。如

果我們拿了一個職，但是不負這個職的責，那就背道而馳囉！好像我們出家人

內護佛法，學習佛法，將佛法公諸於世，希望更多人懂佛法。如果我們不學、

不修，自己不懂佛法，也不懂得跟人講，也沒有好的榜樣給別人看，那我們也

是不負責任喔！都是沒用，不是修道。在家人有在家人的道，出家人有出家人

的道。你什麼身份就修什麼身份的道。貓有貓的道，狗有狗的道。狗是看門口，

那牠就負責看門口。這是牠的道。好像馬，古時候的大將軍騎很漂亮，很好的

馬。馬的責任就是護主。如果牠盡責牠也會有好處。 

 

好像以前有一個故事，有一隻馬轉世做了人。做人之後，還做了一個好人。為

什麼呢？有人問他：「你為什麼做得這麼好？為什麼這麼願意幫助人呢？」原

來他沒有忘記前世的事。他前世是一隻馬，大將軍的馬，牠被大將軍騎著一起

去打仗，出征。在一場戰役裡邊，他們打輸了就要跑。這隻馬就馱著將軍跑。

誰知到了一個斷崖，兩邊的平台相隔很遠，正常情況是跳不過去的。但是，這

隻馬已經跟了這個將軍很久了，也很佩服大將軍的英勇，於是牠就拼死命地衝

過去跳到了對岸。本來是跳不過去的，就是因為牠這麼拼命地想要救這位將軍，

結果前蹄就踏在對面，可是後蹄卻踩不上去，就掉下山崖了。但是，就在這種

情況下，大將軍就從馬背上跳到了對岸上；馬就掉下山崖，死了。這個故事的

整個過程，他今生還記得很清楚，他知道自己前世是怎麼死的。就是因為牠犧

牲自己，救了主人，有這個功德，所以牠可以離開畜生道，轉世做人，因為牠

盡了責任。雖然牠丟了性命，但是，得到了好的果報，得回了人身。 

 

每一個人，每一個物，都有他自己的事情，盡了他的責任就是道。這是我們自

己選擇的，我們要自己負責。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天職。在什麼位置，就做什麼

位置的事情。菩薩也會用種種的身去度化眾生。不是每一次都是用人身去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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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用種種身份去度化眾生。他是什麼身份，就做那個身份的事，負那個身份

的責任，就是修道了。上人說「十法界不離一念心」，也都有暗示過這些的法。

種種的道是心的化現，種種的眾生是心所化現。這些眾生都有它的道。他能做

到他的道的責任，就會得到利益。如果他在那個位置上，但是不盡在那個位置

上的責任，那他就傷害了自己。所以道是無處不在。 

 

OK。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