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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僧智通，壽州安豐人。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
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師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
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
　　智通禪師，曾經讀《楞伽經》千餘遍，雖然經念得這麼熟，可
是經中要義他並不能悟得，他不能體會經裡所講的「三身四智」。
「三身」就是法身、報身、化身；「四智」是唯識講的大圓鏡智、
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於是，他到曹溪參禮六祖，請求
六祖為他解釋經意。六祖說：「三身，清淨法身就是你的自性，圓
滿報身就是你的智慧，千百億化身就是你的行持。」這個解釋方法
，可以說是直截了當，這是禪宗的特色；就在我們自己分上說明三
身是一不是二。所謂性，就是指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就是法身。圓
滿報身是智慧。「智慧」一詞比較難懂，因為智慧與世間的聰明並
不相同。智慧是清淨的，智慧是無分別的；世間的聰明是有分別的
。有分別則落在意識之中，所謂是意地中才有分別、執著、妄想，
而智慧中決定沒有分別、執著、妄想。佛在《楞嚴經》中，就從六
根的作用當中指出我們的真性與智慧。經中佛說，我們六根的根性
是不分別的。譬如，我們眼見色，見性見色沒有分別，而眼識見色
則有分別。不分別的是智慧，就是圓滿報身；分別的是意識，非報
身。千百億化身就是我們的行為，行為有身體的造作、有口的言語
、有心意的念頭，一切行為總不出這三類，佛法稱為三業。三業的
造作何止千百億？所以，千百億在此處是形容詞，形容其多。
　　【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
即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



，超然登佛地。吾今為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
提。】
　　六祖教導他：「離開本性，我們另外說三身，就是有身無智。
若悟三身無自性，就叫做四智菩提。」三身從一個自性而生，並不
是三身各有一個自性。經中常說：「轉八識成四智，會四智成三身
。」悟三身無有自性，當然就明瞭三身是由四智而成，換句話說，
三身與四智的關係非常密切。「四智菩提」，是悟後自性的起用；
「八識」，是自性迷所起的作用。偈頌說：自性本來具足三身；換
句話說，我們一切眾生各個都有自性，人人都具足三身。因為我們
迷了自性，所以見不到三身，要是悟了自性，不但三身你見到，而
且四智也發明了。到這個時候，在佛法修學上真可以說是圓超、頓
超。六祖說：「不離見聞緣」，並不離開我們日常生活見色聞聲種
種的境緣；「超然登佛地」，就能直接高證佛果。又說：「我今為
你說，你要諦實的相信，再不要有疑惑，同時決定不可以向外馳求
。」佛法稱為內學，內，就是要從心性中去求，不能從外面境緣中
去求。從境緣中去求，那就錯了，永遠不能開悟。這才可以說是菩
提，才可以稱為大道。
　　【通再啟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師曰：既會三身，便明四
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
，還成無智。】
　　智通禪師說：「四智的義理，可不可以請和尚開示？」六祖說
：「你既然會得三身，四智就應該明瞭，何必還要再問？」轉八識
成四智，束四智成三身，三身既然會了，哪有不明四智的道理！這
是責備他，何必再問？「如果離開三身，別談四智，這叫有智無身
」。這個智不是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一定是大徹大悟。大師雖
然這麼說，還是為他解釋四智的義趣。



　　【復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
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
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
　　此兩首偈頌，可以說是道盡法相，學佛之人應當把它背熟，實
在是妙極了。由此可知，大師雖然示現為禪宗的祖師，對於法相宗
，他確實是甚深通達，由這首偈頌就能看得出來。唯識是非常繁雜
的學問，可是在大師口裡是既簡單又明瞭，真正是難得！第一首偈
：「大圓鏡智性清淨」，阿賴耶識轉為大圓鏡智時，這個時候是自
性清淨；相宗講的大圓鏡智，就是性宗說的自性清淨。我們在性宗
經典，對於「自性清淨心」，我們見到的太多。何謂「自性清淨」
？慧海禪師解釋：「心湛然空寂，圓明不動，即大圓鏡智」。「湛
然」是形容詞，就好像水，水到非常清潔的時候，一塵不染、清淨
，從水面能清清楚楚看到水底，這叫做湛而寂。「圓」是圓滿沒有
欠缺，「明」是光明，就是一切明瞭而如如不動。「湛然空寂，圓
明不動」八字，是佛法修心重要的原則，這是修自性清淨心，亦是
修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心無病」，轉第七末那識為平等性。末那
識的性質是執著，所謂人我執與法我執。只要有這兩種執著，這就
是我們的真心有病，因為「我」確實是了不可得。我相，是第七末
那識執著第八識的見分一分，所現的一個假相。在唯識講「中間相
分兩頭生」，這是真帶質境，所以它是虛妄的，不是真實的。可是
眾生迷執之後，這個迷執很不容易打破，於是他有四大煩惱常相隨
，就是我貪、我痴、我見、我慢，這些確實是心裡的大病。只要把
我執打破，能破人我執、破法我執，第七識就轉成平等性，也就是
轉成無漏。這個時候，他能與一切眾生平等，以大慈悲心隨順一切
眾生。
　　在佛法修學中，「前五識與第八識是果地上轉，第六識與第七



識是因地上轉」。因此，我們對於六、七識的境界相要特別深刻去
研究了解。在做功夫的時候，最好是能把「我」，我相要擴大，這
在修學方面來講是一種方便法門，而且非常的巧妙。因為一般人的
「我」實在太小，只顧自己，起心動念都會想到這樁事與我自己有
沒有好處，有沒有利益？這個「我」就太小了。對修行人來講，首
先要把「我」放大一層，放大到我一家，這個我相就比執著個人要
大得多。我們起心動念，無論做什麼事情，都想到與我整個一家有
沒有利益，有沒有好處，這就是把小我化成一個家，這個「我」就
比較大了。從這裡更能推廣，推廣到家族、鄰里，推廣到社會、國
家，這個我相比小我就大得多。這樣還不平等，為什麼？我們以一
個國家為「我」，對於其他的國家還是不平等。譬如，我起心動念
要想做事情，與我們自己國家有沒有利益？有利益；對別的國家有
沒有利益？沒有利益。只要是與自己國家有利益，對別的國家沒有
利益，這樁事情我們也可以做，這個「我」雖然說大，還是不平等
。佛法講到平等，必須把我相放大到盡虛空遍法界。以現代話說，
不但對我們整個地球的一切眾生，要以平等心去對待，要把他看成
是自己的一體，同時更要看到外太空、他方世界也是我們自己平等
心中所現之物。這樣逐漸放大，這是一個很好的修行方法，我執不
必破，自然就化掉、就化解。比起小乘人破我執、破法執，方法實
在是巧妙得太多。第六識清淨了，所有一切心所統統都清淨；第六
識若是不清淨、不平等，連帶所有心理行為全都是染污，全都是不
清淨。所以這個關係非常之大。
　　「妙觀察智見非功」，妙觀察是講第六意識，第六意識的作用
是分別，如果它分別一切法而不執著，沒有妄念，能在分別中得到
自在，這就是妙觀察智。「成所作智同圓鏡」，這是講前五識。「
成」是成就，「作」就是成辦一切的事用，前五識轉成智之後，都



叫做成所作。成所作為何同大圓鏡智？因為它是果地上轉。成所作
智正是根本智之後的後得智；大圓鏡智是根本智，成所作智是後得
智。
　　第二首：「五八六七果因轉」，這是講轉識的次第，前五識、
第八識是果地上轉，我們最著重的就是第六識、第七識，因為它是
在因地上轉。簡單的說，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要練習六根接觸六塵
境界不分別、不執著，這就是轉識成智的最初方便。「但用名言無
實性」，我們不要被經的言語文字所轉，你懂得這個名詞，要離開
這個名字相。「若於轉處不留情」，一悟悟至極處，不再退轉，這
就是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雖然繁興，可是並沒有動念。
「繁」是講染境雖然多、境緣非常複雜，可是我們的心永遠是在大
定當中，不為外境所惑。
　　【通頓悟性智遂呈偈曰：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明；身智融無
礙，應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真精；妙旨因師曉，終亡染
污名。】
　　智通禪師聽了大師開示之後，恍然大悟，於是他說了一首偈，
道出心得。智通禪師的開悟，是得力於千餘遍的讀誦，這一點希望
大家特別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