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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严经(第十讲)附佛外道邪魔电子书.pdf 

慧律法师佛学讲座 - 楞严经(10) 

第十讲 : 大佛顶首楞严经大纲（义贯目次解说）(1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我们在讲经前，作一点资料的补充，请翻开２３６７页，第一行，愚迷贪着的

信徒，莫测高深、捕风捉影、穿凿附会，以讹传讹，误以为真，此即邪魔之下

品者；然当今如是之下品魔，到处充斥，创派立宗，附于佛法，广设道场，遍

布国际。有心之人，其不觳觫哉？觳 ㄏㄨˊ这个觳是叫做羊脚；这个觫 ㄙㄨ

ˋ就是害怕、发抖的样子。意思就是说：现在附佛的外道很多，遍布国际，有

心之人，难道不战战兢兢、戒慎恐惧，防范他们吗？所以，就是这个意思，羊

的脚颤抖、发抖，要被人家宰杀，恐惧的样子。意思就是说：邪魔外道、附佛

外道这么多，我们应当戒慎恐惧，战战兢兢。 

 

好！翻开２３８７页，（二）堕四种徧常恶见（四徧常论）。因为外道在第七意

识的生灭微细相突不破，就卡在这个地方，因为他的心境只能到达这个地方，

所以，因此没有办法全面性的了悟如来藏性的不生不灭，因此到第七意识的微

细相就突不破，因此就卡在这个地方，立种种的偏执论。经文:「阿难，是三

摩中诸善男子，凝明正心，魔不得便，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圆常

中起计度者，」于圆常中，就是指第八意识的圆满常住心性，因为他没有悟，

所以，起计度就偏了，他偏了！「是人坠入徧四常论。」 

http://www.muni-buddha.com.tw/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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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２３８８页，义贯:「阿难，是」正修「三摩」地「中」之「诸善男子，

凝」定不动「明」照不惑，「正」持其「心」，不起爱求，故「魔不」能「得」

其「便」，故能增修圆定，照破想阴，行阴现前。于是「穷」十二「生类」生

灭之根「本」十二生类当然就是胎生、卵生、湿生、化生、若「有想」、若「无

想」、非有想、非无想‥‥‥这当然就是十二类生。之根本就是（行阴），「观」

察「彼」行阴（七识）「幽清」恒「常扰动」之「元，于圆」徧、相续之「常」

相「中起计度者，是人」即「坠入」外道「四」种「徧常」之邪「论」中。 

 

哪四种呢？１．类别。①计「心境为常」恶见。第一个是计「心境为常」的恶

见，经文:「一者，是人穷心境性，二处无因；修习能知二万劫中十方众生所

有生灭，咸皆循环，不曾散失，计以为常。」这个是第一类别，这总共有四个

类别。 

 

翻过来，２３９０页，第三行，义贯:「一者，是人」欲「穷」究「心」与「境」

之「性」，以求一切法之本元，然而发觉心境「二处」皆「无」所从生之「因」

（亦即，无物能生心境二者）；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生心境。复依其穷究心境之

「修习能」得「知二万劫中十方」一切「众生所有生灭，咸皆循环」相续不断，

故彼心境皆「不曾散失」，方能生已灭，灭已生，生生不息；以此见故「计」

心境「以为」普徧「常」住不坏。他的功夫就只能知道二万劫。 

 

②计「四大是常」恶见。经文:「二者，是人穷四大元，(四大元就是四大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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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四性常住；(就是计四大之性为常住，就是地、水、火、风是永远存在

的。) 修习能知四万劫中十方众生所有生灭，咸皆体恒，不曾散失，计以为常。」

２３９１页，中间，义贯:「二者，是人」研「穷四大」之本「元」，而计「四」

大之「性」本来「常住」不坏。彼由「修习」而「能知四万劫中十方」一切「众

生所有生灭」皆从四大而来，然彼四大本身「咸皆体」性「恒」常，「不曾散

失」故众生得以生灭相续不断，以此见故，「计」四大之性「以为」普徧「常」

住不坏。 

 

③计「八识为常」恶见。不知道识就是生灭的执着和分别。经文:「三者，是

人穷尽六根、末那执受，」末那就是第七意识，第七意识以第八意识的见分为

自我。心、意、识、为什么要顿点呢？这「心」是指第八意识；「意」是指第

七意识；「识」是指前六识，所以，它是完全不同的，所以，要用顿点分开来。

如果你把「心意识」三个连成念，那个是方便，所以，要顿点才对的。心、意、

识、然后，「心」就是指第八意识，就是如来藏识；「意」就是指第七意识，就

是恒常执着第八意识为自我，以第八意识的见分为自我；「识」是指前六识。

「心意识中本元由处，性常恒故；修习能知八万劫中一切众生循环不失，本来

常住，穷不失性，计以为常。」这个要有一点唯识学的基础，不过，熏习总是

好的，熏习，慢慢提升我们心灵的般若智慧。我们如果没有般若智慧，我们的

思惟模式，就会只有一直线的思惟模式，譬如说：一加一等于多少？大家都说：

二！是不是？我们的思惟模式是直接性的。但是，佛法它不是这样讲的，一加

一等于二，一从哪里来？这个是问题，开始把你的语言、文字，这些观念化的

假相探究到底，探究到底。所以，我们的思惟模式，一般都转不过来，都转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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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一般众生就是这样子，会卡在某一种观念里面。问一个问题：如果我发

给你们，桌上每一个人有三颗苹果，你们每一个人都吃了一颗，剩下几颗？二

颗，是不是？不对！剩下三颗，因为一颗在肚子里面，二颗在肚子外面，剩下

三颗。因为我们的思惟模式都是直线的，转不过来，一下子转不过来。是不是？

三颗，吃下去，当然一颗在里面嘛，二颗是在外面嘛！是不是？冷笑话！好！ 

 

２３９２页，倒数第一行，义贯:「三者，是人」于定中「穷尽六根」所摄之

六识、及第七「末那」识，以及末那所「执受」为我之第八识，如是于「心、

意、识中」求其根「本元由」生起之「处」，计其「性」为「常恒故」，而不知

其为行阴相续之由。不知道说万法都是剎那生剎那灭的一个生灭相续的假相，

我们执以为实，然后，就卡死在这个观念里面。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说：每一

个人都在追求快乐，每一个人都在追求幸福；但没有一个人真正了解快乐是什

么、幸福是什么？为什么？他就拿这个生灭的假相拼命的追求，他怎么可能得

到快乐呢？而不知其为行阴相续之由。由其「修习能知八万劫中一切众生」死

此生彼，虽「循环」辗转，然此八识却从「不」曾散「失」；因此而谓从「本」

以「来」识性「常住」，复「穷」此循环「不失」之「性」，以为是不坏不灭而

「计以为」普徧「常」住。就是着识大以为恒常。 

 

④计「想阴尽为常」恶见。因为他现在透过三十种阴魔：色阴魔、受阴魔、想

阴魔，现在要进入这个行阴魔，所以，他认为想阴魔已经尽了，到这个地方就

是永恒，他不知道后面还有一个微细的识阴魔，不知道，意识的识。经文:「四

者，是人既尽想元，」就是透过了想的十种阴魔了。「生理更无流止运转，」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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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拿起来，这个「生理」不是你那个生理，「生理」是生灭之道理，所以，简

称生理。这个生灭之道理，生生灭灭，灭灭生生，这个无常的道理，生理更无

流止运转，因为他只能见到第七意识，第八意识的微细，他突不破。认为「生

灭想心今已永灭，理中自然成不生灭，因心所度，」提早，提早，计为怎么样？

「计以为常。」 

 

翻过来，好！２３９４页，第五行，(注释)，「生灭想心今已永灭，理中自然

成不生灭」：既然「有生灭」之想阴既已永灭，他便以为按理而言，他自然已

证到了「不生不灭」的境地。但是此时他的想阴虽灭，而行阴尚未灭，因此行

阴微细之生灭相（此正是第七识之种子），「种子」旁边写二个字，就是：习气，

叫做隐性，隐性，潜伏的力量非常的大。要降伏贪瞋痴，这个是功夫，平常大

家听经，看起来很有理性；但是，你一碰到境界了，那一种贪瞋痴、瞋恨、愤

怒的心，一下子就跳出来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都潜伏着贪瞋痴、嫉妒、

占有、攻击、伤害的隐性在，只是看什么时候因缘蹦出来，不知道！仍有微细

的流注生灭相，为什么用流注呢？就像瀑布、就像水流、像大海底下的伏流。

这个流注，从这个大海看，非常的平静；但是，底下强烈的水流，你看不到，

所以，这个叫做伏流，伏在海底下那个非常强烈的水流，但是，从表面上看不

到。我们表面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是不是？表面上；但是，我们的伏流在哪

里？第七意识跟第八意识，非常的微细，非常的微细。我们执着到什么程度呢？

执着到我们连晚上作梦，都还认为有一个「我」，这个「我」，二十四个小时都

卡住，叫做流注生灭，所以，流注生灭的意思就是非常微细。是故他实非已经

‥‥‥其实，他并还没有达到真正的不生灭。按《楞伽经》义而言，此时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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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灭了「相生、相住、相灭」，然犹未能灭「流注生、流注住、流注灭」。这个

很重要，做一个笔记，相生、相住、相灭，这个「相」就是粗惑，一般粗糙，

你可以观照得到的，相可以看得到的，花是生灭的。是不是？这个桌子、椅子、

毛巾是生灭的，这个你很容易观察得到。但是，潜伏在我们内心里面，那种烦

恼的习气种子，你观测不到，它就像潜伏在大海底下的伏流，其实是很强，但

是，你没有觉察，所以，这个叫做粗惑。然犹未能灭流注‥‥‥「流注」的旁

边写：细惑，这个就非常的微细，难以觉察，流注生、流注住、流注灭。 

 

义贯:「四者，是人既」已「尽」了「想」阴之根「元」就是（想阴已尽），破

了三十种阴魔了。因而他以为此想阴之「生」灭于「理」上言之，「更无」复

出现迁「流」、息「止、运」行、「转」变等种种施为之相的道理，因他以为彼

有「生灭」之「想心」（想阴）「今」既「已永灭」，于道「理中」而言，他「自

然」已经「成」就了「不生灭」之法体；殊不知道，微细的烦恼习气种子还没

有断，他不知道。然而他的行阴尚未灭，故仍有行阴的微细流注之生灭相，因

此他实尚未达真不生灭之境，不过「因」他自「心所度」忖，而「计以为常」

住不生灭。 

 

２．结语：堕为外道（圆常论）。经文:「由此计常，亡正徧知，」就是佛的知

见，叫做正遍知，佛就是正遍知、明行足、善逝、世间解嘛！所以，亡正遍知

就是失掉了佛的知见，「堕落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二外道立圆常论。」

义贯:「由此」自心魔作祟，邪「计」心境、四大、八识等为「常」住不生灭，

不达诸法无常之性，因而「亡」失如来所教「正徧」之「知」见，而「堕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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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外道」（即学佛法成外道），以致「惑」乱自他「菩提」正觉之「性。是则

名为第二」类「外道」所「立」之「圆常」邪「论」。 

 

（三）堕四种颠倒邪见（四颠倒见）。经文:「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

魔不得便，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自他中起计度者，是人坠入四颠

倒见，一分无常，一分常论。」２３９７页，义贯，「又」于「三摩」地「中」，

已透过想阴十境之「诸善男子，坚」固「凝」定不动、持「正」其「心」，不

起爱求，外「魔不」能「得」其「便」，故能破想阴而令行阴显现；然彼继而

「穷」究此行阴，以为是十二「生类」生灭的最终之根「本」，然而他「观彼」

行阴（七识）系「幽」隐轻「清」、恒「常扰动」、他便以为这是一切生灭最终

之根「元」，不知道后面还有一个第八的微细意识。因此，此行者便「于自他」

法「中」，妄「起计」着、筹「度者，是人」即因此而「坠入」外道「四」种

「颠倒」之双计恶「见」中，计执诸法皆是「一分」（一半）「无常」，而另「一

分」（另外一半）却是恒「常」之邪「论」。一半常，一半无常。 

 

{诠论}，本节中所述行阴之魔相，是由于行者见行阴之体显现（「观彼幽清、

常扰动元」），便着于其相，复于其相上种种推究、攀缘、穿凿附会，以自心妄

想而去分别计度那些行阴之相，而以为是究竟之相显现，才会有魔事起。若见

行阴现时，虽见其相，只要不取不着、平等不动，不随之而起计度，只觉知那

是禅境必经过程中的一个现象而已；如是观察了知，即仍依本法修习，本法就

是如如不动，不取于相。无有旁鹜，行阴即指日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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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广而言之，一切魔事的产生，都是由于这件事：我们「见相着相」！于修

行中，于所有见闻觉知，若有所见、有所闻、有所觉、有所知，其种种相，一

概不依、为什么？因为见闻觉知都是观念，都是生灭意识心。所以，一概不依、

不随、不取、不着，只依本心就是不生不灭的真如藏性、如来藏性。只依本如

来藏性的心，以及本法，究竟空性之法，则魔事自破。反之，若有所见、有所

闻（见闻染净、庄严、恐怖、可爱等相）、染相、净相、庄严相、恐怖相、可

爱相，统统叫做相。有所觉、有所知（或知、或解、或悟某经、某理、某事），

即起贪爱、迷执、计着，则不论你修行多高，定力多深，皆立刻为魔所趁、为

魔所用，而堕魔数，断菩提路。 

 

这个很重要的观念就是说：八大宗派也是这样，弘扬你个人相应的法门；如果

说：我们一弘扬净土法门，马上就起烦恼，别人跟我们看法不一样，修禅或修

密的，我们就一直批评人家；这个我们已经堕入魔数了。所以，重点在哪里呢？

重点就是说：我修我的，生死是自己的事情，其它八大宗派，予以尊重，这个

是很高超的修行人。现在不是这样，小乘讥笑大乘：大乘非佛说；大乘讥笑小

乘是焦芽败种。净土说：我是三根普被，利钝全收；禅宗说：即心即佛，不必

这么辛苦，见即是性，性就是平等，如来藏性。密宗说：三密相应就是佛；天

台、华严，各有他们的思想领域。因此，师父在这里，要诚心的奉劝诸位法师

和护法居士，一个修行人，连包容异己都做不到，内心起烦恼，认为别人看法

跟我不一样：为什么不按照我这个方法才能了生死呢？你自取烦恼，这个就是

你已经堕入生灭之相了。因此我们研究佛法的人，很清楚佛的用意，说：是法

平等，无有高下，你修什么，我尊重你，要看福德、要看因缘。是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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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９９页，１．类别。①计「我常他为无常」之邪见。经文:「一者，是人

观妙明心徧十方界，湛然以为究竟神我；从是则计我徧十方，凝明不动，一切

众生于我心中自生自死，则我心性名之为常；彼生灭者真无常性。」倒数第二

行，{注释}，「湛然以为究竟神我」：将行阴之幽清认作是湛然不动之性，且以

之为究竟之神我。「神我」，即所谓灵魂。又，此即印度外道二十五冥谛，这个

我们讲过了，二十五谛中之最后一谛。彼外道有达深定者，２４００页，能观

八万劫，但于八万劫外，即冥然莫辨，彼遂以此冥然莫辨、不可知的境地，立

为一切法之本源，称之为「冥谛」（冥然的真理）。冥然的真理。（此犹如道家

的「混沌」：「恍兮惚兮其中有相」。若有若无。是不是？此「混沌」儒者又称

之为「无极」。）外道又立从「冥谛」生「觉大」（儒道亦立从「无极」生「太

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八卦等等。又从「觉大」生「我心」，从「我

心」生「五微」，做一下笔记，五微就是色、声、香、味、触。那么，这个「五

微」也是同「五唯」，唯，一个口字旁，唯我独尊那个唯。生五微，就是色、

声、香、味、触的五微，从「五微」生「五大」，地、水、火、风、空。从「五

大」生「十一根」（儒道亦立从「太极生两仪」（两仪即阴阳），再立从「两仪

生四象」）最后立一「神我」。所以，二十五谛中，最初为「冥谛」，最后为「神

我」，中间共有二十三法，是为「冥谛」所生之诸法（因此冥谛为最初之能生

者）。而冥谛生这二十三法作什么用呢？他们说，是为了让「神我」受用。（这

与耶教言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皆是为了让人类受用，是如出一辙的，只不过耶

教的道理肤浅得多。）所以，印度的古老思想，就超越了耶教，印度的古老思

想。又彼所谓「神我」约略等于第七识种子，以第七识为我执中心，内执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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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为我，外执前六识为我所，故略同。此行者本来是修行佛法的，竟堕入邪计

行阴为神我的外道论，滋可叹哉！很可惜！ 

 

２４０１页，义贯:「一者，是人观」行阴之幽清常扰动元，而以为是「妙明」

真「心、徧」满「十方」世「界」，且将其幽清认作「湛然」不动之性，错认

了！并「以为」彼即是「究竟」之「神我；从是」谬想「则」更「计」神「我

徧十方，凝明不动」，无生无灭，故是常住之性，而「一切众生于我心中自生

自死，则」神「我」之「心性名之为常」住不变；而「彼」有「生灭者」（我

心中之众生），是「真无常性。」（此为计我是常、众生于我心中生灭，是为无

常。） 

 

２４０２页，②计「国土无常及究竟常」之邪见。经文:「二者，是人不观其

心，徧观十方恒沙国土。见劫坏处，名为究竟无常种性；劫不坏处，名究竟常。」

这个劫坏处，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星系崩坏、败坏、爆炸，用现在的名词来讲，

叫做见劫坏处，就是看到整个银河系某一个地方，恒星爆炸了、毁灭，就是这

个意思，用现在的名词是这样子，因为不能离开水、火、风三灾嘛！义贯:「二

者，是人不」复「观其」自「心」（因已确定计执自心为神我，是真常性），反

而周「徧观」察外「十方」器界「恒沙国土」。彼但「见」为「劫」末三灾所

「坏」之「处」三灾就是水、火、风。所坏之处，即「名」彼世界「为究竟无

常种性」（而不知诸世界于空劫后仍有成劫。）这个天体爆炸以后，新的星球会

再成立，就像我们地球一样，已经成立了四十六亿年，四十六亿年。而于「劫」

尚「不坏处，名」之为「究竟常」（永久常住不坏）。（此为计外器界之已坏者



 

- 11 -             Powered by 牟尼佛法流通網 

为无常，未坏者为恒常。） 

 

③计「心为常、生死无常」之邪见。经文:「三者，是人别观我心精细微密，

犹如微尘，流转十方，性无移改，能令此身即生即灭。其不坏性名我性常；名

我性常；一切死生从我流出，名无常性。」翻过来，２４０４页，义贯:「三者，

是人」复「别观我心」，见「精细微密」之行阴根本「犹如微尘」，即计之为微

细我，此微细我虽「流转十方」界，不断地起惑、造业、受报，然其「性」却

从「无移改」，故是恒常；依此恒常性，而「能令此身」虽「即生即灭」，无常

至极，然此微细我「其不坏」之「性，名我性常」，而「一切死生」之相便是

「从我」常住之性中「流出，名无常性。」（此为计心是恒常，而计身为无常。

） 

不存，故「名」之为「无常性。」（此为计已尽之阴为无常，未尽之阴

 

④计「行阴常，前三阴无常」之邪见。前三阴就是色、受、想，为无常，前面

三阴就是色、受、想。经文:「四者，是人知想阴尽，见行阴流，行阴常流，

计为常性，色受想等今已灭尽，名无常性。」２４０５页，义贯:「四者，是人

知」自己之「想阴」已「尽」，且「见行阴」刻正迁「流」；然以观见「行阴」

相续「常流」不断，故「计」行阴「为常性」，而见「色、受、想等」三阴「今

已灭尽」

为恒常）。这个就是等于读到高中，就说：我书读得最多！不知道后面还有大

学、硕士、博士，不知道，提早自己满足。 

 

２．结语：堕为外道（一分常论）。经文:「由此计度一分无常、一分常故，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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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之「性；是则名为第三」类「外道」所计之「一分常」之邪「论」。 

落外道，惑菩提性；」就是永远不能成佛，不认识菩提，佛的心都不认识，你

怎么成佛呢？「是则名为第三外道一分常论。」２４０６页，义贯:「由此」自

心魔之作祟，而邪「计」忖「度」自他之身心与依正诸法皆为「一分」是「无

常」（一半无常），「一分」是恒「常故」（一半是恒常），因而从正修行「堕落」

成「外道」恶见，很可悲，也很可怕，因为没遇到善知识。「惑」乱「菩提

正

 

{诠论}，这「一分常、一分无常」之论，究竟有何害处？因为其所计之一分常

者，都是其自心、或神我，并且因为计其为常，即表示他自以为已脱离无常，

他认为已经脱离无常，已达不生不灭，不再有轮回，出世之道业已成，不须更

修行。而实不然，以仍未达究竟，仍处轮回；一旦报尽，将再受轮回时，即起

毁谤。又，未证言证，大妄语成；且随顺外道（即学佛法成外道），破佛正法，

误导众生，凡此皆是无间大罪。 

 

２４０７页，（四）堕四种有边邪见（四有边论）。经文:「又三摩中诸善男子，

坚凝正心，魔不得便，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分位中生计度者，是

人坠入四有边论。」 {注释}，这个「于分位中」看一下，「于分位中」分位，

什么叫做分位呢？三际分位、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见闻分位、就是见闻觉

知，六根的起作用。彼我分位、就是分别心在作用。生灭分位。就是在相上讨

论，它有生灭。所以，三际分位是站在时间的角度；见闻分位是站在六根的作

用角度说；彼我分位是站在分别心的角度说；生灭分位是站在万法成住坏空，

相上来讨论，当然，也可以论断心。所以，底下，「四有边论」：此四种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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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内容都是成对的，一对一对的。双计有边及无边，然而诸外道，并非真已

证得无边之理体，故当其计某法为无边之时，只是属于邪计的「边见」而已，

故以正教判之，只能称为「有边论」。 

 

义贯:「又」于「三摩」地「中」之「诸善男子，坚」固「凝」定不动，持「正」

其「心」，不起爱求，「魔不」能「得」其「便」，故能于三昧中上上增进而破

想阴；想阴既破，彼即「穷」究行阴而以其为十二「生类」最终生灭之根「本」，

且「观彼」行阴「幽」隐轻「清」、便认为是恒「常扰动」的生灭之根「元，

于」四种「分位中生计度者，是人」即「坠入」外道之「四」种「有边」之邪

「论」。 

 

１．类别。哪四种有边呢？①计「过去未来有边，相续心无边」之邪见。经文:

「一者，是人心计生元流用不息；计过未者名为有边，计相续心名为无边。」

２４０９页，义贯：「一者，是人」于定中观见行阴相，因而起「心计」之为

十二类「生」之生灭的根「元」，不知道后面还有一个第八意识。又观其迁「流」

之业「用」循环「不息」，于是「计过」去及「未」来「者名为有边」法（有

限之法），过去有限，未来也有限，为什么？他所见的肤浅，程度不够，台语

叫做极尽了！而「计」现在之「相续心」，以其念念仍相续从无间断故，「名为

无边」之法（无限之法）。 

 

翻过来，②计「八万劫前无边，众生界有边」之邪见。经文:「二者，是人观

八万劫，则见众生；八万劫前，寂无闻见：无闻见处名为无边，有众生处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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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边。」２４１１页，义贯：「二者，是人」以其定力能「观八万劫，则见」八

万劫内有「众生」存在；于「八万劫」之「前」，却「寂」然「无」有「闻见」

因为功夫不够，不是佛；不过，对凡夫来讲，已经不得了了！（他于八万劫前

看不到、听不到有众生的迹象），由于「无闻见处」对他来讲系冥然莫辨、不

能得其际涯，故他把那不可知的领域「名为无边」（无限），而于他观见看得到

，「有众生」存在之「处」，即「名」之「为有边」（有限）。 

为我所知；是故「名彼不得」如我

性的「无边之心，但」是「有边性」。 

来圣道

的

 

③计「我知性无边，他知性有边」之邪见。经文:「三者，是人计我徧知，得

无边性。彼一切人现我知中，我曾不知彼之知性，名彼不得无边之心，但有边

性。」翻过来，２４１２页，中间，义贯：「三者，是人」观见己之行阴，便执

为真我，且更「计」此真「我」能周「徧」了「知」一切，故此真我于诸法中

「得无边」之「性」；而「彼」其它「一切人」虽皆「现」于「我」的「知」

性之「中」，然而「我曾」（却）我却「不知彼之知性」，可见他们的知性必定

是有边的（有限的），自己知道，认为自己是无边，他们呢？因为不知道对象，

认为是有限的。因此其知性不能达于我，而

知

 

{诠论}，种种外道千说万论，多半脱离不了自我本位，或自我中心；以外道不

能无我（若无我者，即不着我，则非外道，即入如 ）。所以，缘起无自

性，一切法无我，可以贯通三藏十二部经典的重点。八大宗派的共同处，所宣

扬的就是缘起无自性，一切法无我，这是如来圣道所说的。外道以我为「能」，

而以有别于我之一切法为「我所」，依于此我、我所，而作种种妄想分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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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圆其说，以成其「一家之言」，皆不免自误误人，不脱三途轮转。 

时生时灭、半生半灭的状态中。

这又是外道人以自我为中心，而卜度计着一切

图

 

④计「一切依报正报皆半有边、半无边」之邪见。经文:「四者，是人穷行阴

空，以其所见心路筹度，一切众生一身之中，计其咸皆半生半灭。明其世界一

切所有，一半有边、一半无边。」{注释}，「以其所见心路筹度」：谓此行者于

其定中，以定力所伏故，其行阴之迁流趋于极缓，他便觉得他的行阴已灭，及

至出定，才发觉行阴仍在，于是他便以为他的行阴灭了之后又再生起。如此他

便见行阴是时生时灭，如此他便见行阴是时生时灭，于是以自己的心路之历程

去筹度，而计着法界一切依报正报皆是如此处于

的另一个例子。义贯：「四者，

是人」想阴既尽，行阴现前，即以定力研「穷行阴」，欲求其「空，以其」入

定出定时「所见」行阴乃时生时灭，即以自「心路」历程「筹度」计着「一切

众生一身之中，计其咸皆半生半灭。」又以此推，「明其世界」中「一切所有」

之物象，亦皆「一半有边，一半无边。」这个就是没有大悟，功夫不够，乱讲，

很可怜的外道！我们非常有福报，听到如来的正法，知道他的错误。 

 

２．结语：堕为外道（有边论）。经文:「由此计度有边无边，堕落外道，惑菩

提性，是则名为第四外道立有边论。」义贯：「由此」自心魔所作祟，而邪「计」

妄「度」诸法「有边无边」之戏论，因而「堕落」于「外道」之恶见（即学佛

法成外道），以致「惑」乱自他「菩提」正觉之「性，是则名为第四」类「外

道」所「立」之「有边」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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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不是？回答不出来，又不敢回答，你只是避开问题，并没有面对问题啊！

第五种，行阴的第五种阴魔，（五）堕四种矫乱论。经文:「又三摩中诸善男子，

坚凝正心，魔不得便；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知见中生计度者，是

人坠入四种颠倒不死矫乱，徧计虚论。」翻过来，２４１６页，{注释}，什么

叫做「不死矫乱」呢？这个「不死」，就是指不死天，即无想天之果报。外道

计无想天为究竟涅盘处，故又称之为不死天；且说修行人，一生一世如果不随

便乱答人家，死后当生彼天；你就是不要乱答。他们又说，若自己实在不知，

而勉强回答，就会造成「矫乱」。因此为了避免矫乱，他们立了一项规矩：若

有人问任何问题，身为本派弟子，你就应回答说：「这是秘密言词，不可明说。」

因为自己不知道！或者含糊其词地作不定答。因为他不知道，他不是大觉的世

尊啊！他回答不出来，又怕答错了，又想往生无想天，他就不敢乱答。佛对他

们这种作法，就诃斥说：「此真矫乱！」佛真了不起！（这才是真正的矫乱！

亦即，

他本来是为了避免矫乱，而模棱两可、含混其词，结果反而成了真正的矫乱，

以其言词闪烁不定故。因为没有大悟，不是像如来、世尊。是不是？ 

 

义贯：「又」入于「三摩」地「中」之「诸善男子，坚」固「凝」然不动，「正」

其「心」念，不起爱求，外「魔不」能「得」其「便」，故能增进而破想阴；

想阴既破，行阴显现，故能「穷」十二「生类」之生死根「本」（即行阴之体），

而「观彼」行阴（七识）「幽」隐轻「清」，恒「常扰动」生灭之根「元」（七

识），然「于」彼定中所得的「知见中」不能明了抉择，而「生」虚「计」妄

「度者，是人」即「坠入四种颠倒」，以求外道「不死」天（无想天果报）而

作「矫乱」、周「徧计」度之「虚」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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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一切皆灭，他便「名之为灭」

于是他得到另一个结论：行阴亦生亦灭

 

分类，１．类别。①计「八亦」之矫乱论。经文:「一者，是人观变化元，见

迁流处，名之为变；见相续处，名之为恒；见所见处，名之为生；不见见处，

名之为灭；相续之因，性不断处，名之为增；正相续中，中所离处，名之为减；

各各生处，名之为有；互互亡处，名之为无。以理都观，用心别见。有求法人

来问其义，答言：我今亦生亦灭，亦有亦无，亦增亦减。(搞不清楚状况。)

于一切时皆乱其语，令彼前人遗失章句。」「遗失章句」就是摸不着头绪，你来

问，就是答不到正确的答案。翻过来，２４２１页，倒数第三行，义贯：「一

者，是人」于定中观想阴已尽，行阴显现，于是进而「观」行阴，因为那是一

切「变化」之根「元」；当他观「见」行阴之「迁流处」，便「名之为」行阴的

无常「变」异相；便「名之为」行阴的无常「变」异相；若观「见」行阴虽然

迁流，但亦有前后「相续」之「处」，于是他就「名之为」行阴的「恒」常之

相（因此他下结论说：行阴有常、有无常；也就是：亦常亦无常）。因为看到

不究竟、不透彻，卡在这个行阴。他又在他能够观「见」及「所见」的八万劫

「处」，看到有众生生起，于是他就「名之为生」；而于八万劫外，「不见」如

他先前所「见」之「处」，看不到有众生生起，

（ ）。 

灭，而后面的行阴尚未生起，这中间必定有

个令前后衔接起来的「相续之因

 

他又观察思惟：如果前面的行阴已

」存在，但他却观见行阴之迁流「性」中仍有

「不」间「断」之「处」，在这前后阴衔接处，本应中断、却没有中断时，便

有如多出一个法了，这多出的一法，他便「名之为增」；反之前后二阴「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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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中」，其「中」间为前后二阴「所」分「离」之空缺「处」（亦即虽相续而缺

中交、如出入息），呼吸，气出来，再吸进去，中间会短暂的停留一下。就有

少了一法，这情况他便「名之为减」。这种情况他便「名之为减」。 如

 

此行者又因观众生「各各」皆有其独有之「生处」，他便「名之为有」；见其「互

互」相率皆归「亡处」（尽皆有死），他便「名之为无」（于是他又得到一个结

论：一切法皆亦如是：亦有亦无。）以上八种表面上虽皆似「以理都观」诸法，

然而由于行者之「用心」有差「别」，因而于「见」同一法时，却前后不一致，

不能真正得如理而确定之见。以其所见不定故，若「有求法人来问其」修证之

「义」，他即「答言：我今」所见为一切法乃「亦生亦灭，亦有亦无，亦增亦

减」，无有一定可说。彼「于一切时，皆」如是矫「乱其语，令彼」现「前」

求法之「人，遗失章」法字「句」及正义理，令人知见混乱，无所适从。摸不

边。 

言其无」；且「除

着

 

②计「惟无」之矫乱论。经文:「二者，是人谛观其心，互互无处，因『无』

得证。有人来问，惟答一字，但言其无；除无之余，无所言说。」这个「无」，

不是佛陀所悟的那个无，差了十万八千里！２４２４页，义贯：「二者，是人」

于定中「谛观其」行阴之「心」，当行阴之生住二相灭的当下，他见一切皆无，

他于是在此暂无的现象中，于法法上「互互」相推相衍，而皆至于「无处」，

从而妄计自己「因无」这一字而「得证」道：即悟一切皆归于无。这个「无」

是断灭，不是佛体悟的那个无，差十万八千里！一个是正觉；一个是邪见、断

灭见，不一样的。故若「有人来问」法时，他「惟答一字，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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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一字「之余」，即完全「无所言说」（什么话都不说）。 

 

２４２５页，③计「惟是」之矫乱论。经文:「三者，是人谛观其心，各各有

处，因有得证，有人来问，惟答一字，但言其是，除是之余，无所言说。」义

贯：「三者，是人」于定中「谛观其」行阴之「心」，当他观见在行阴的异相与

灭相之后，仍有生相与住相再生起，即下结论谓一切法「各各」皆住于「有处」

（一切法有），且妄计其已「因有」宗而「得证」无上道，证一切法有。不知

道一切法都是缘起。因此若「有人来问」法，彼「惟答一字，但言其是，除是

之余」，即「无所言说」（其它什么话都不说）。 

 

④计「有无」之矫乱论。经文:「四者，是人有无俱见，其境枝故，其心亦乱。

有人来问，答言亦有、即是亦无，亦无之中不是亦有，一切矫乱，无容穷诘。」

「无容」就是无法；「穷」就是追问到底；「诘」就是问，再追问下去，就讲不

出所以然。无容穷诘：无法追究到答案，你答：亦有，即是亦无，亦无之中不

是亦有。在讲什么？所以叫计有无之矫乱论。２４２７页，倒数第四行，义贯：

「四者，是人」于定中观察行阴时，因为双观其生处及灭处，故「有无俱见」；

因为「其」所观「境」之象系分「枝」不齐「故，其心亦乱」而不一。因此若

「有人来问」法于他，他便「答言：」法「亦有，即是亦无」（亦灭），以一切

有生必归于灭，故有等于无；但是他却又说：「亦无之中不」一定「是亦有」，

以已灭者不一定更生，所以无不一定还有。如是他把「一切」义理及文字全「矫

乱」了，令人「无容穷诘」而得到任何明白确定的答案，一切一团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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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结语：堕为外道。经文:「由此计度，矫乱虚无，堕落外道，惑菩提性。

是则名为第五外道四颠倒性不死矫乱，徧计虚论。」义贯：「由此」自心魔之作

祟而邪「计」妄「度」，成为「矫乱」道理之「虚」妄、空「无」之言说戏论，

因而「堕落」于「外道」之恶见，从而「惑」乱自他「菩提」正觉之「性。是

则名为第五」类「外道」的「四」种迷正立邪的「颠倒性」、都是为了求外道

「不死」天之果报，不欲给人明确之见解，所作之「矫乱」正知见、周「徧计」

度、「虚」妄之「论」。 

 

{诠论}，此四种矫乱论，究竟有何过？其过咎为：一、令人思惟不清，堕于无

明愚痴。二、令人失正知见。三、令求法者无所适从。 

 

（六）计「死后仍有十六相」之邪见。经文:「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

魔不得便，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无尽流生计度者，是人坠入死后

有相，发心颠倒。」把笔拿起来，「或」旁边编号Ａ，「或自固身，云色是我；」

第二，或见我圆，这个「或」的旁边编Ｂ，Ｂ：「或见我圆，含徧国土，云我

有色；」或彼前缘，这个「或」，旁边编号Ｃ，「或彼前缘，就是眼前外色之缘，

或彼前缘，眼睛所看到前面这个因缘。随我回复，云色属我；」这是Ｃ，这一

段是Ｃ，底下，「或」，编号Ｄ，「或复我依行中相续，云我在色。」这个是Ｄ，

ＡＢＣＤ有四段，等一下你就知道。「皆计度言死后有相；如是循环，有十六

相。」为什么有十六相呢？把这个色、受、想‥‥‥排列下去就十六，刚刚已

经编号ＡＢＣＤ了。好！诸位看一遍，２４２９页，看一遍，或自固身，云色

是我；如果是换第二个字，就变成「受」了，或自固身，云受是我；或见我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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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只能讨论色、受、想、行，刚刚编的ＡＢＣＤ，四乘

含遍国土，云我有受；Ｃ就是：或彼前缘，随我回复，云受属我；Ｄ：或复我

依行中相续，云我在受。那么，「想」也是，就是色、受、想、行。因为这个

外道，他的功夫只能到行阴，再底下更微细的第八意识的识阴，他完全冥然不

知，茫然不知，

以四就是十六。好！翻过来，２４３０页，Ｄ：或复我依行中相续，云我在色。

皆计度言死后有相；如是循环，有十六相。这个依色、受、想、行，色四相、

受四相、想四相、行四相，四四十六。「从此或计毕竟烦恼、毕竟菩提，两性

并驱，各不相触。由此计度死后有故，堕落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六外

道立五阴中死后有相，心颠倒论。」 

 

２４３１页，倒数第一行，义贯：「又」入于「三摩」地「中」之「诸善男子，

坚」固「凝」定、持「正」其「心」，不起爱求，外「魔不」能「得」其「便」，

故能增进而破想阴；想阴既破，行阴即显现，于是他便在定中「穷」究十二「生

类」之生死根「本」（行阴），而「观彼」行阴「幽」隐轻「清」、恒「常扰动」

之根「元」，故他即「于」彼行阴相续「无尽」之迁「流」相，提早执着。而

「生计度」此行阴为诸动之本元「者，是人」从而「坠入死后」仍会再「有」

色、受、想等诸阴「相」再从行阴生起之谬见，从而「发心颠倒」。 

 

「或自」坚持「固」守此「身」形，而「云」四大之「色是我」（此为计色是

我）。「或」妄「见我」性「圆」融，「含徧」十方「国土」，而「云我」拥「有

色」（此为计我大色小，色在我中）。「或彼」现「前」所「缘」之色，能「随

我」（任凭我）「回」旋往「复」运用，而「云色属我」（此为计离色是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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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我」系「依行」阴「中」之迁流「相续」之相而存活，故「云我在色」中（此

为计色大我小，我在色中。）如是等「皆」是虚妄「计度」而「言死后」身虽

已死，但我心识仍在，故仍「有」我「相」在。「如是」之论说「循环」往复，

共「有十六」种「相。从此或」更转深一层而「计」着「毕竟烦恼」与「毕竟

菩提」皆是由有为的行阴之造作而成，因此皆如行阴之无尽。是故真与妄二法

之「两性并」驾齐「驱」就是（同时并存），并行而不悖，故「各不相触」、相

妨。 

 

「由此」自心魔之作祟而邪「计」妄「度死后」仍「有」诸阴相「故」，因而

「堕落」于「外道」之恶见中，于是「惑」乱自他「菩提」正觉之「性，是则

名为第六」类「外道立五阴中死后有相」，于是成就自「心」魔所造之「颠倒」

邪「论」。 

 

２４３３页，中间，（七）八种邪计无相。经文:「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

心，魔不得便；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先除灭色受想中生计度者，

是人坠入死后无相，发心颠倒。(２４３４页，)见其色灭，形无所因；观其想

灭，心无所系；知其受灭，无复连缀，阴性销散，纵有生理，而无受想，与草

木同。此质现前犹不可得，死后云何更有诸相？因之勘校，死后相无，如是循

环有八无相。从此或计涅盘因果一切皆空，徒有名字，究竟断灭。由此计度死

后无故，堕落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七外道立五阴中死后无相，心颠倒

论。」翻过来，２４３６页，义贯：「又」于「三摩」地「中」之「诸善男子，

坚」固「凝」定、持「正心」念，不起爱求，外「魔不」能「得」其「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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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能增进而破想阴；想阴既破，行阴即显现，于是他便在定中「穷」究十二「生

类」之生死根「本」（行阴），而「观彼」行阴的「幽」隐轻「清」、恒「常扰

动」之根「元」（七识）。此时，若「于先」前已经「除灭」之「色、受、想」

三阴「中」而「生」邪「计」筹「度者」意思是说：（谓色受想本有今无，因

为他已经进入了行阴，前面都‥‥‥本来有，已经被他断除了。如今行阴虽现

有，将来亦当成无），「是人」便「坠入」外道所计执的「死后」一切法皆归于

无相」之断灭论，则其「发心」遂成为「颠倒」心。 「

 

此人于定中观「见其」四大之「色灭」之后，则念其身「形无」复「所因」（所

依）；若再「观其想」阴「灭」时，则念其「心无」复「所系」；则念其「心无」

复「所系」；而当他「知其受」阴「灭」时，则计他的色与心「无复连缀」之

桥梁；因他以为前三「阴」之「性」既已「销」亡「散」灭了，既已「销」亡

「散」灭了，此行阴「纵」仍「有生理」（仍旧存在）然「而」既「无受想」

二阴，则此身乃「与草木同」。又，「此」色受想行四阴之「质」（体）纵使「现

前」于定中「犹不可得，死后云何更有诸」阴之「相」可得？「因之」（于是）

「勘校」经过了确认，覆核确定之后，可下结论说：生前与「死后」四阴之「相」

皆「无；如是循环」论证共「有八无相」论。八无相论就是：色、受、想、行，

一个是二，所以，加起来是八。既然现前质空，即无修因；而死后质空，便无

证果，是故「从此或计涅盘」菩提与「因果，一切」世出世法「皆」系「空」

无，「徒有名字」，并无实际，一切法「究竟」归于「断灭」，遂成为拨无因果

之大邪见。这个很可怕的，认为没有因果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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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行者「由此计度死后」一切皆归于空「无故，一切皆归于空「无故，堕落」

于「外道」之恶见（即学佛法成外道），以致「惑」乱自他「菩提」正觉之「性；

是则名为第七」类「外道」所「立」于「五阴中」计「死后无相，心」魔所成

之「颠倒」恶「论」。 

 

(好！我们休息十五分。中间休息) 

 

好！２４３８页，（八）八种俱非邪论。经文:「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

魔不得便，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行存中，兼受想灭，双计有无，

自体相破，是人坠入死后俱非，起颠倒论。色受想中，见有非有；行迁流内，

观无不无。如是循环，穷尽阴界，八俱非相，随得一缘，皆言死后有相无相。

又计诸行性迁讹故，又计诸行性迁讹故，心发通悟，有无俱非，虚实失措。由

此计度死后俱非，后际昏瞢，无可道故，堕落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八

外道立五阴中死后俱非，心颠倒论。」 

 

翻过来，２４４０页，第一行，{注释}，「色受想中，见有非有」：这个「有」，

是指行阴之有。「非有」，则是指已灭的前三阴，因为此三阴已经灭了，故成非

有。此谓，于已灭之色受想三阴中，相对于现犹存在的行阴之「有」，行阴现

在讲有，则那前三阴即成「非有」。「行迁流内，观无不无」：「行」，就是行阴。

「无」，就是前三阴之无。「不无」，即非无，既言「非无」即是有。此谓，于

现存的行阴之迁流内，对观于前三阴之「无」，则此三阴之「无」并非无，而

是有；也就是说：前三阴之「无」这件事是「有」的。「如是循环」：「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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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循环作观，由后观前，由前观后。（按：此所谓「循环作观」，其实就是「绕

圈子」。）「穷尽阴界」：「阴」，指色、受、想、行四阴。「界」，界限，范围。「八

俱非相」：什么叫八俱非相呢？「有」「无」二法及「俱」「非」排列组合，俱

非就是二个非，叫做俱非，有也是非，无也是非，叫做俱非。或是有，这个「俱」

就是亦有亦无，「非」就是非有非无。所以，「俱」就是同时存在；「非」就是

二个都否定。排列组合，即衍成四俱与四非，称为八俱非。此八俱非为：１．有

２．无３．非有４．非无５．亦有亦无６．非有非无７．非亦有非亦无８．非

非有非非无这对初学佛法来讲，真不知道怎么个解法？这八俱非便成一切外道

说戏论的核心。将来我们会讲到。 

人死后，其五阴不

有，也不是无。按：那是什么呢？）说不出所以然。 

二阴已「灭」，而「双计」亦「有」

亦「无」（于尚存者计有，于已灭者计无

言

 

翻过来，２４４２页，第四行，「立五阴中死后俱非」：谓彼外道即以五阴为题

旨，而立众生于死后（其五阴）俱非有非无。（也就是说：

是

 

义贯：「又」入于「三摩」地「中」之「诸善男子，坚」固「凝」定、持「正」

其「心」念，不起爱求，故外「魔不」能「得」其「便」，乃能增进而破想阴；

想阴既破，行阴即显现，因此他得以「穷」究十二「生类」之根「本」（行阴），

而「观彼」行阴「幽」隐轻「清」、恒「常扰动」之根「元」（七识）。但是他

却「于行」阴尚「存中，兼」以「受想」

），行阴的「自体」之「相」以此有无

之互「破」，故不能成立；「是人」于是「坠入」外道之「死后」有无「俱非」

就是（非有非无）俱非就是同时，有跟无同时。的妄论，从而更「起」种种「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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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论」。 

而衍成「八俱非相」之乱论，于是「随」举「得一」

阴为「缘」（以此阴作题材

倒

 

此人于已灭之「色受想」三阴「中」，对「见」（对观）行阴之「有」，故前三

阴成为「非有」；行阴有，前面就非有。而于「行」阴「迁流」之「内」，对「观」

前三阴之「无」这件事实「不无」（此无非无，而是有「无」这件事）「如是循

环」对观论证，由后（现在）观前（过去），由前观后，「穷尽」色受想行四「阴」

之「界」限，达有无俱非，

），彼「皆言」此阴于「死后」非「有相」、非「无

相。又」以其所「计」一切「诸行」（万法）之「性」既皆「迁」离于正理之

外，充满「讹」错谬误「故」，讹错谬误故。其「心」即依此等邪理而「发」

邪「通」与邪「悟」，从而他即更加确定「有无俱非」之邪见，而令一切事理

之「虚实」皆「失」其「措」置之所。而令一切事理之「虚实」皆「失」其「措」

置之所。 

 

「由此」对生前之双非，更推而「计度死后」亦一切法「俱非」有非无。由依

如是邪见而修证故，此行者但见「后际」就是只见（未来）乃一片「昏瞢，茫

茫然。无」丝毫之道或实质理之「可道」（可说），无丝毫之道，或无实质理之

可道。是「故」他便「堕落」于「外道」之恶见，以致「惑」乱自他「菩提」

正觉之「性；是则名为第八」类「外道」所「立」于「五阴中死后俱非」有非

无、「心」魔所成之「颠倒」邪「论」。 

 

（九）七际断灭邪见。这个「际」，不是我们刚刚讲的过去、现在、未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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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４）二禅，（５）三禅，（６）四禅，（７）四空

天。「七际」就是七处

个「际」是指交际处，意思是指处所，「七际」就是七处，七处，七际断灭邪

见。经文:「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正心，魔不得便；穷生类本，观彼幽清

常扰动元，于后后无，生计度者，是人坠入七断灭论。或计身灭，或欲尽灭，

欲尽灭就是初禅。或苦尽灭，就是二禅。或极乐灭，就是三禅。或极舍灭。就

是四禅。如是循环，穷尽七际，现前消灭，灭已无复。由此计度死后断灭，堕

落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九外道立五阴中死后断灭，心颠倒论。」诸位

看２４４５页，倒数第三行，{注释}，「七际」是哪里呢？（１）四大洲，东

胜神洲、南赡部洲、西牛货洲、北俱卢洲。六欲天，我们也讲过了；初禅三天；

二禅，第（４）就是二禅；第（５）是三禅，（3）、（４）、（５）各三天，就是

九天；四禅就九天；第（７）就是四空天。所以，「七际」：即（１）四大洲，

（２）六欲天，（３）初

。 

 

翻过来，２４４６页，义贯：「又」于「三摩」地「中」之「诸善男子，坚」

固「凝」定、持「正」其「心」念，不起爱求，故外「魔不」能「得」其「便」，

乃能增进，而破想阴；想阴破已，行阴即显现，于是他便能「穷」究十二「生

类」之生灭根「本」（行阴），「观彼」行阴「幽隐」轻「清」，恒「常扰动」之

根「元」（七识）。然而他「于」行阴念念灭处，以为是于「后后」当归于空「无」，

往后推论就是无。因此而「生计度者，是人」即「坠入」外道的「七」际「断

灭论」。 

此人「或计」四大洲及六欲天之「身」当归于断「灭、或」计「欲尽」之初禅

当断「灭，或」计「苦尽」之二禅当断「灭，或」计「极乐」之三禅当断「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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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前」之法将悉归「消」亡「灭」尽，「灭已」，于未来却「无复」

生。 

」所「立」于

五阴中」计「死后断灭，心」魔所成之「颠倒」邪「论」。 

或」计「极舍」之四禅天，乃至四空天当断「灭。如是循环」推论，「穷尽七

际」，妄计「

更

 

此行者「由此计度死后」一切皆归「断灭」，而「堕落」于「外道」恶见，以

致「惑」乱自他「菩提」正觉之「性，是则名为第九」类「外道

「

 

（十）邪计五处现证涅盘论（五现涅盘邪论）。邪计五处现证涅盘论，就是（五

现涅盘邪论）就是提早计着说：这是涅盘！经文:「又三摩中诸善男子，坚凝

正心，魔不得便，穷生类本，观彼幽清常扰动元，于后后有生计度者，是人坠

入五涅盘论。或以欲界为正转依，观见圆明，生爱慕故；或以初禅性无忧故；

或以二禅心无苦故；或以三禅极悦随故；或以四禅苦乐二亡，不受轮回生灭性

故。迷有漏天，作无为解；」这个就是重点，这个就是本题的重点，第（十），

行阴的十种阴魔，就是迷有漏天，明明是烦恼生灭法，作无为解，以为是证得

不生不灭的无为，如来的涅盘。五处安隐，为胜净依，把有漏的五处，认为是

无为、不生不灭的境界。「五处安隐，为胜净依，如是循环，五处究竟。由此

计度五现涅盘，堕落外道，惑菩提性，是则名为第十外道立五阴中五现涅盘，

心颠倒论。」 

 

{注释}，这个统统要看，「于后后有生计度者」：谓观行阴念念相续无间，而计

其最终（后后）必有实果产生，且恒常不灭。「五涅盘论」：五处皆得究竟涅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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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邪论。五处为哪五处呢？一就是六欲天，以及色界四禅天就是（初禅、二禅、

三禅、四禅）。这五个地方，把它当作涅盘；其实，这五个地方，都是有漏生

灭法。「或以欲界为正转依」：「欲界」，此指六欲天。「转依」：为唯识法相的

术语。所以，这个《楞严经》，跟唯识、百法、《起信论》有息息相关的思想。

「转」，就是转变。「依」，就是所依。谓转变下劣的所依，成为胜上的所依；

如从原来所依的染法、或烦恼法，转而依于净法，或菩提法、或般若法。盖「转

依」的涵义，即与「断证」一词相近。又，「转」字，古释为「转舍、转得」，

意为「转舍劣法（或恶法、染法）」、「转得胜法（或善法、净法）」。然而须先

「转舍」，然后再「转得」。先放得下，再有所得，简单讲就是这样子。你想拥

有佛陀所有的财产吗？很简单！就是身心世界统统放下，你就拥有释迦牟尼佛

的财产。这个世间谁最富有呢？你说：哎呀！哪个首富几千亿！是不是啊？我

说：我最富有！为什么？我只要二个字：知足，我就全世界最富有，知足就不

缺了。是不是？我现在知足，就什么都不缺，不缺，我就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诸位！你也可以当全世界最富有的人，观知足。所以，你想拥有佛陀的财产吗？

很简单！就是全部身心世界统统舍，你就拥有释迦牟尼佛所有的财产；不舍，

不能得到佛陀的财产，舍不下嘛，舍不下烦恼嘛！底下，然而须先「转舍」，

然后再「转得」。正如于「断证」，必须先「断」，然后再「证」（如先断烦恼、

再证菩提）。又，唯识学所说之「二转依果」，也就是菩提果、涅盘果。以此

二者为经由修圣道，而转烦恼，转烦恼成菩提，转所知障变成涅盘。而后所得

的最胜妙果。故此「二转依果」又称为所转得之果。此句谓，此人邪计以欲界

天为究竟之转依（究竟果），即有若仙家之计六欲天为长生不死之仙境。错误

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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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见圆明」：观见欲界诸天（六欲天）之天光圆明。以此行者刚破想阴，圆

定发明，初得天眼，故得观见六欲天。「或以初禅性无忧故」：「初禅」，就是色

界初禅天。因为初禅是离生喜乐地，系初离于欲界烦恼，欲界之苦恼不再逼迫，

故他称之为「无忧」。此谓，此行者或以离于欲界忧恼的初禅境界，计为究竟

涅盘。２４５０页，「或以二禅心无苦故」：谓此人或将二禅的定生喜乐、心中

无苦的境界，计为究竟涅盘。「或以三禅极悦随故」：谓此人或将三禅的离喜妙

乐，极其喜悦相随不离（极悦不断）的境界，计为究竟涅盘。「或以四禅苦乐

二亡，不受轮回生灭性故」：「苦乐二亡」，因为四禅系舍念清净，苦乐二念皆

不生，此行者住于此境，便以为已超脱生死轮回，不再受生死苦，因而计四禅

境界为究竟涅盘。以上皆是将有为、有漏有为就是生灭，有漏就是烦恼，那个

「漏」是指烦恼。有为就是生灭，把生灭法、烦恼法的欲界及色界天，计为无

漏、无漏就是没有烦恼，究竟之胜果。 

 

「迷有漏天，作无为解」：谓迷于有漏的欲、色界天，计为无漏、无为之涅盘

净境。「五处安隐」：「安隐」，这个「隐」跟这个「稳」是一样的。谬以此五处

为安稳的究竟归宿。「为胜净依」：谓以彼五处为最胜清净、究竟之所依处。「如

是循环，五处究竟」：「循环」，就是循环论证、推观。谓经由这样的循环论证，

而谬称此五处皆是究竟涅盘之处；此即是以染作净。不知道这还在三界内。「五

现涅盘」：「五」，就是五处。「现」，就是现证。谓此五处皆是现证涅盘处。「心

颠倒论」：因为此人以染作净、以有漏作无漏，故是心颠倒。盖此心颠倒系自

心魔之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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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贯：「又」于「三摩」地「中」之「诸善男子，坚」固「凝」定、持「正」

其「心」，不起爱求，外「魔不」复能「得」其「便」，乃能增进而破想阴；想

阴既破之后，行阴即现前，因此他便能于定中「穷」究十二「生类」之生灭根

「本」（行阴）；于是此行者于定中「观彼幽」隐轻「清」、恒「常扰动」之根

「元」（七识）；但是他「于」行阴念念相续无间之相，计其「后后」后后就是

（最终）必定「有」实体存在，恒常不灭。因而「生」邪妄「计度者，是人」

即「坠入」外道所计执之欲界色界「五」处皆是究竟「涅盘」之邪「论」。 

 

其中有的行者「或以欲界」六天作「为正转依」果（涅盘极果）；转来转去，

还是在欲界里面。这是由于他在破了想阴之后，以圆定发明所得之天眼「观见」

欲界诸天的天光「圆明」，超日月光，天人不需要太阳，也不需要月亮，本身

会发光。因而心「生爱慕故」，遂计彼天为涅盘界。有的行者「或以初禅」天

之离生喜乐「性无」欲界之「忧」苦「故」，遂计为究竟涅盘，遂计为究竟涅

盘界。「或」有行者「以二禅」天的定生喜乐境界，「心」中「无苦」逼切「故」，

遂计为涅盘界。「或」有行者「以三禅」天的离苦妙乐境界，「极」其喜「悦」

常相「随」不离「故」，遂计为涅盘，遂计为涅盘界。「或」有行者「以四禅」

天之舍念清净，得于舍受，不苦不乐，「苦乐二亡」，便以为「不」再「受轮回」

之「生灭性」，已证得不生灭性「故」，遂计四禅天为涅盘界。此五者皆是「迷

有漏」有为、仍在生死的欲界色界诸「天」，而不觉知。谬「作无为」之涅盘

「解」，妄以此「五处」为究竟「安隐」之最终归宿，而且邪计此亦「为」最

殊「胜」清「净」者（佛）认为这个就是佛的地方。之究竟「依」处；「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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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论证、推观就是（以此推彼，以欲界天而推证初禅天，再以初禅推二禅循

等），而妄言这五个地方，「五处」皆已达「究竟」涅盘之无上极果。 

 

「由是计度五」处皆是「现」证「涅盘」处，彼诸天人得现受寂灭之乐，不待

将来，无须更修，因而「堕落」于「外道」之恶见（即学佛法成外道），以致

「惑」乱自他「菩提」正觉之「性，是则名为第十」类「外道」所「立」于「五

起深孽，因为这是自心魔所遍计的

种偏见。保持覆护，消息邪见，教其身心开觉真义，于无上道不遭枝歧，勿

阴中」可得「五」种「现」证「涅盘」，乃「心」魔所成之「颠倒」恶「论」。 

 

四、结语：定中用心交互所成，嘱令保护。结语就是这十种行‥‥‥行阴十种

魔境，定中用心交互所成，都是在修定当中之心，所产生的偏执，断、常、空

无，或者是有，等等这些偏见，定中用心交互所成，嘱令保护。经文:「阿难，

如是十种禅那狂解，皆是行阴用心交互，故现斯悟。众生顽迷，不自忖量，这

个「忖」就是衡量自己，这个「忖」本来是思惟。也不好好的思惟，不好好的

衡量一下，不自量力的意思，不自忖量。逢此现前，以迷为解，自言登圣，大

妄语成，麻烦大了！将来堕无间狱。多可怕啊！汝等必须将如来语，于我灭后，

传示末法，徧令众生觉了斯义，无令心魔自

种

令心祈得少为足，作大觉王清净标指。」 

 

底下{批注}都要看，很重要！「如是十种禅那狂解」：这十种于修习禅那时所

起的狂解。「狂」者，因为这些魔境到后来都变成「未证言证」，自言登圣，故

成狂妄之徒。《楞严经正脉》云：「然通论十种狂解意思就是：（行阴所起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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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种，行阴的前面五阴，是属于断见、常见；而后面的五阴，行阴的五阴魔，

个不是最圆满的地方，误认为是最

竟，就开始起种种的偏见。「魔」者，就是破坏义，以自持心不正，而起妄

狂妄境界），不出断见、常见、空见、有见，只要加一个「见」，就是偏，不是

断见就是常见；不是空见就是有见，总是有一个知见。且前五属断、常，前

五

是属于空见，还有有见。又，中土狂禅亦常有类此情形者。中土就是汉地。 

 

「无令心魔自起深孽」：「孽」，就是罪孽。「心魔」，以行阴十魔境，皆是行者

自心之心魔造作所起，非为外魔所作。为什么？因为看的不究竟，自己心不是

佛，误认为他已经悟了究竟，所以，就在这

究

想计着，遂成自我破坏，心魔于焉出生。 

 

「勿令心祈得少为足」：「心祈」，就是心中祈求。「得少为足」，以稍微有所证

得、解得，便生满足，乃至因此而自满；以自满故，终成狂妄。这个多了，现

在学佛的，经教不看，心性不明，稍微一点点就不得了，成狂妄之徒。看了《楞

严经》，生大惭愧心，佛陀教我们：千万不作圣解。而众生之所以会得少为足

的原因，都是由于在初发心时，没有依于正信而发大心；而之所以不能发大心

的缘故，也都是由于正信、正知见不足。 

 

所以，师父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绝对不是念一句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解决

的!你一定要记住师父这一句话，信、解、行、证，少一个步骤都不行。你要

对佛有信心；你要解如来的真实义，行，就是很重要，要脚踏实地，修行是点

滴的功夫，绝对没有办法一蹴即成，不可能的！所谓的顿悟，也是由渐悟，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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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慢慢具足，一剎那之间，那个叫做顿悟。什么叫做渐悟？什么叫做顿悟？用

一个比喻，你就知道，顿悟，譬如说坐电梯；渐悟，譬如说爬楼梯，顿悟就是

一下子坐电梯，像讲堂，一下子就到六楼，有没有每一层都经过呢？有没有每

一层呢？一二三四五‥‥‥每一层楼都要经过嘛！是不是？所以，六祖那一种

顿悟，不是今生今世、一生一世修来的，那是示现的，知道吧！六祖也是累积

百千万劫，号称为东方如来，在我们汉地示现顿悟。是不是？人家念到应无所

住，而生其心；五祖教他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人家就大悟，就成为一代祖师

了！六祖怎么来的？他是累积尘点劫，慢慢慢慢修学，然后，在今生今世来汉

出生，然后，一剎那之间，听到五祖开示，恍然大悟！欸！你以为大家都是地

六祖啊？ 

 

修行是点滴功夫。所以，不可以恶小而为之；不可以善小而不为。你不要认为，

那一点点恶，可以去做；你不要认为说：那一点点善，不要去做。所以，这个

福德因缘要具足，《弥陀经》里面那一句话，一句都没少：「不可以少善根福德

因缘，得生彼国。」你看经典要很清楚，少善根不能往生；少福德不能往生；

少因缘不能往生。诸位每天都在诵《弥陀经》，为何不解其义呢？那么，就是多

善根、多福德、多因缘，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啰？怎么是个多善根呢？就是要听

经闻法，要解行并重，心境如一。是不是？ 

 

要深信，要发菩提心，提起正念。修学佛法就是这八个字：发菩提心，提起正

念，二六时中，统统要用这八个字，这个是学佛的根本。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

开始念佛，也不听经、也不闻法，用自己那一套，拜佛、念佛硬拗，烦恼突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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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没有办法，割不下、放不开；可是，道貌岸然，却认为自己在修行。念二、

三句佛；拜二、三句佛，就说自己在修行，叫他：你不来听经闻法吗？哎呀！

我自己看啦！去，也不是叫人家念佛而已吗？不不不！要对佛有信心。二，要

解如来的真实义；第三要行，要实践啊！是不是？要确切的去做啊，落实到我

们的生活当中就是佛法，既现实又超越，既超越又现实嘛！是不是？再来，证，

就是证悟到万法毕竟空。所以，证量，有所证量，就是心境一如，原来万法不

可得，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不费功夫。不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

我们虽然说：现前一念，当下本自具足，但是，没有经过种种的痛苦、波折，

体会不出来，你体会不出来，没有经过出世间大悟的大善知识，单凭你个人，你

打死悟不出来，虽然就在你的眼前，可是，你就不悟！ 

 

因此我们要了解，修学佛道，绝对不是念一句南无阿弥陀佛、诵一部《无量寿

经》，就可以搞定它的，这不可能的，这绝对没有办法的！果真你也能够万缘

放下，一念佛号提起、诵一部《无量寿经》，而得成就，我恭喜你，那你是宿

世大有善根的，你也不是简单的人。但是，一般没有办法的，说：老实修行，

老实修行，老实念佛，老实念佛，你以为这么简单喔？什么叫老实？没有妄叫

做老实嘛！是不是？什么叫做专一呢？不起分别心叫做专一嘛！是不是？你诵

一部经，妄念那么一大堆，这个叫杂修啊！我诵无量部经，心都专注在不生不

灭的真如自性，这叫专修啊，你要弄清楚啊！专修跟杂修，还是在心性功夫里

面论断的。念一部经叫做专，你真的专得下来吗？那就是以少为足。是不是？ 

 

那么，信、解、行、证，佛经讲的，你要往生极乐世界，要信、要愿、要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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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要信，要建立这个净土的信心就有多困难！是不是？所以，念佛要念得

自己很有把握，好！问一下，调查一下：你十足的把握，临命终，南无阿弥陀

佛、西方三圣，一定来接引你的，请举手，不敢啊？简单讲：就是你打这个没

有把握的仗啰？是不是？所以，我们都错会佛陀的用心良苦，你要有信心、有

愿力，缘是由愿力而来的，发愿，是不是啊？我要往生极乐世界，九牛不挽！

发这个大愿，要行啊，信、愿、行，行就是要解，要解如来真实义，要听经、

要闻法、要念佛。是不是？这个一点都不能少的。所以，我们末法时期，很没

福报，碰到了恶知识，就跟他讲；本来要跑来讲堂听经，哎呀！不用去了啦！

你去了还不是一样？回来要念南无阿弥陀佛！是没有错！来讲堂念南无阿弥陀

佛，回去，也要念南无阿弥陀佛；可是，你来听经闻法，彻底的釜底抽薪的解

决烦恼。是不是？回去念了，你来听经闻法，念的这一句南无阿弥陀佛；跟你

不听经、不闻法、不解如来的真实义，念的那一句阿弥陀佛，力道是完全不同，

力道完全不同！大悟的人念佛，入木三分，即心就是佛，念佛就是三昧。而众

生没办法，一念，烦恼多、妄想也多、贪欲也多。是不是？ 

 

所以，自己不修行，又劝人家不听经、不闻法，只念一句佛号，是很可怕的思

想。专念是对的；但怎么个专法呢？你要有智慧嘛!所以，念佛对不对？对一

半，要用大智慧念佛嘛！诵经对不对？对一半，要用大智慧诵经嘛！是不是？

大智能统统要排在前面嘛！你念佛念到刀枪不入，风雨都打不进去，三昧就成

就，这个才是功夫。如果我们念佛‥‥还在为了世间的假相，缘起缘灭的假相，

这个人不好、那个人好‥‥那你想想看，什么时候入三昧呢？后面那个：「不

可以少善根福德因缘，得生彼国。」若一日至七日，后面那一句：「一心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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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看，注意那个字，一心不乱就是：一切佛法，必须三昧才能成就。「一心

不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不颠倒，即

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诸位！看经典能够少一句话吗？是不是？一心不

就是三昧成就。所以，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要打那个有把握的仗，不能打乱

那个没有把握的仗。是不是？ 

 

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就要学习放下‥‥不要去羡慕什么首富；不要去羡慕什

么香港的港星，也不要去炒作新闻，管他们二个人怎么样，烦恼这个、烦恼那

个‥‥是不是？是不是？哎呀！这个力霸集团又怎么样，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

本来可以叱咤风云，长袖乱舞，现在不行了，现在舞不出来了！本来是政商名

流，现在变成逃亡通缉了。诸位啊！名、利对修行人来讲，就像过目的云烟，

不实在的东西。现在就眼睁睁的，每天电视都在报导这个集团！是不是？王先

生啊！你想想看，逃来逃去，护照都被取消，连一个台湾都回不来。是不是？

所以，我们穷，没有关系，穷得心安理得，知足就是最富有的。所以，口袋里

面的金钱，永远比不上脑袋里面的智慧，请你务必要记住师父这一句话。所以，

钱拿出来布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关系啦！好了！这个就是我们看经把

典不能曲解佛义，你要了生死，要很有把握！是不是？ 

 

底下，没有依于正信而发大心；而之所以不能发大心的缘故，也都是由于正信、

正知见不足。盖修行若不发大心，便极容易止于途中的种种化城，「化城」就

是方便。而谓为实在、究竟的涅盘城。又，此经中所说的「十种狂解」的「得

少为足」之人，都是已经正式起修，并且皆已证得禅那，且又破了色、受、想



 

- 38 -             Powered by 牟尼佛法流通網 

三阴的深修之士；然而当今之所谓狂妄者，泰半「泰半」就是大半。连「得少

为足」都谈不上，因为彼等充其量仅是「学少为足」，或「修少为足」，因为有

的才开始在学习、或方开始修，仅仅修学了少少分便觉得非常满足了，以此自

满而骄矜自视、而目空一切，以是成狂。哎呀！末法这个时期，多得不胜枚举，

骄矜自视，目空一切。「大觉王」：即佛。「清净标指」：清净妙法之所标指者，

亦即直指本心，直标成佛之道。 

 

义贯：「阿难，如是十种」于修习「禅那」时所起之「狂解，「阿难，如是十种」

于修习「禅那」时所起之「狂解，皆是」行者于想阴破后，「行阴」显现之际，

但此行者「用心」不善，定慧与妄想「交互」陵替，「故现斯」等邪「悟」境

界。然而「众生」冥「顽迷」惑，「不自忖」度思「量」正法及自己难得的身

分（忘失正法及自我），「逢此」狂悟境界「现前」之际，竟「以迷」妄之境界

「为」得胜「解」、开悟，而「自言」已「登圣」位，因此未证言证，「大妄语」

业于焉「成」就，来世当「堕无间」地「狱」受无量苦。 

 

「汝等必须将如来」之正法「语，于我灭后，传示」于「末法」时期，「徧令

众生」修正定者，「觉了斯」十种心魔之「义」理，「无令」行者自己「心魔自

起」狂解、因为没有大悟。从而造大妄语之「深」巨罪「孽」，以「保持」正

法，不令断绝，并以「覆护」正修之士，「消」灭止「息」种种颠倒「邪见，

教其身心开」发「觉」了「真义，于无上」佛「道不遭」横「枝歧」路，而堕

入外道，并「勿令」其「心」中生起「祈」求「得少为足」之念，因而堕于凡、

外、权、小「凡」就是凡夫；「外」就是外道；「权」就是权教；「小」就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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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要发大菩提心，成就大菩提果乘。得少为足之境界。意思就 。汝等须「作

觉王」所教敕「清净」妙法之「标指」，直指本心、直示成佛之道。好！我

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大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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