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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僧志道，廣州南海人也。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
》十載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
　　志道禪師到曹溪請益，說明自己出家以來都是讀誦《涅槃經》
。《涅槃經》有兩種譯本：北涼時代曇無讖譯，四十卷，稱為北本
《涅槃經》；另一種是劉宋時代譯的，三十六卷，稱為南本。此處
是指北本四十卷經，在大乘佛法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志道禪師在
這部經用了十年多的時間，雖然功夫用得這麼深、這麼勤，對於《
涅槃經》的大意還是不能明達，於是到曹溪請六祖指導。
　　【師曰：汝何處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於此疑惑。】
　　六祖問：「你對這部經哪些地方有疑惑、不明瞭？」志道說：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我對這首偈有疑惑
。」在大乘佛法裡，這四句非常著名，古大德註疏常引用，這是出
在《涅槃經》第十三卷。經中有一則公案，世尊在過去生中修道時
，為半偈而捨身就是為這首偈。因為他出生在一個沒有佛法的時代
，那時他住在雪山，帝釋天主見到這個修行人，心裡感到非常驚奇
，就故意變成一個羅剎的模樣；羅剎是惡鬼，樣子看起來非常恐怖
。來到雪山離他不遠的地方，說了兩句話：「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這個修行人聽到這聲音就到處找，找不到人，後來發現一個羅
剎在不遠的地方，就問羅剎：「這兩句話是不是你說的？」羅剎說
：「是我說的。」他說：「一首偈應當是四句，你只有上半偈，下
半偈是什麼？」羅剎說：「我已經餓了好多天，你要我說出來，要
等我吃飽。」他說：「你吃什麼？」羅剎說：「我吃活人的肉。」



這位修行人告訴他：「你把下面兩句說出來，我願意捨身把身體供
養你。」羅剎說：「我怎能相信你為八個字就肯犧牲生命來供養我
？」修行人說：「我是一個修道的人，決定沒有妄語，十方諸佛都
可以為我作證。」於是，羅剎就為他說出後面這兩句：「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這首偈確實是《涅槃經》最重要的思想。志道禪師
對這四句有疑，確實是將《涅槃經》的中心大意掌握到。
　　【師曰：汝作麼生疑？曰：一切眾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
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者，不審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
，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
，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
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
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則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
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
　　六祖問：「你對這四句話為何生疑？」諸位細看志道這幾句話
，就知道他有許多地方曲解意思。第一個錯誤，志道說：「一切眾
生皆有二身，一個是色身，一個是法身。」這是大乘經常講的，可
是在這裡他就發生誤會，殊不知佛所講的色身與法身是一不是二，
他把它看作二不是一，對這四句偈當然就解不開。第二點，他說：
「色身無常，色身就是我們現前這個身體；有生有滅。法身有常，
法身是常住的，但是法身無知無覺。《涅槃經》云：生滅滅已，寂
滅為樂。到底哪一個身寂滅？是色身寂滅，還是法身寂滅？哪一個
身來享受樂？是色身享樂，還是法身享樂？若是色身的話，色身是
有生有滅的，即有生有死，色身死的時候，四大分散，這是苦，苦
怎麼可以說樂？若要說是法身，法身寂滅，同無情的草木磚石一樣
，它也不會享樂！」志道又說：「法性（法性就是法身）是生滅之



體，五蘊（指我們的色身）是生滅之用。」體是一個，就是法性；
用是五個，就是五蘊，色、受、想、行、識。「一體五用，生滅是
常」，這是假定的，如果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
體。」這個講法，我們聽起來似乎很合乎道理，實際上這是歪理，
都是曲解意思，誤會了。但是這種誤會在我們凡夫常情看起來，似
乎是這樣的。「若聽更生」，更生就是再生、復生。「如果生滅還
能再生的話，有情的眾生就不斷不滅。不准許他更生的話，那就永
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一切諸法都被涅槃所禁止、所制伏
，這樣，連五蘊的色身尚且不得生，又何樂之有？」這一段就是志
道禪師對於這四句偈的誤會。
　　【師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
說，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
受用，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
和合為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
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
，乃示涅槃真樂；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
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
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
不生，斯乃謗佛毀法。】
　　六祖說：「你是佛弟子，你怎麼學外道？外道才有斷見，才有
常見。」志道說的「若聽更生」是常見，「不聽更生」是斷見，這
兩種見解都是錯誤，這是見思煩惱中的邊見。六祖說：「你怎麼可
以拿邊見來議論最上乘法？」這是首先指明他錯誤的根源，然後再
為他開示，破除他的邪見，啟發他的正見。「據你所說，色身以外
還有個法身？離了生滅再求寂滅？」這就是志道不能體會最上乘的
原因，他不曉得色身與法身是一不是二，生滅與寂滅也是一不是二



。最上乘人要在色身中見法身，要在生滅中見寂滅，這才能體會這
四句偈的大意。六祖說：「你又推測涅槃常樂，而說有一個身去受
用它，這是執著、吝惜生死而不能捨棄，依然是耽著世間五欲之樂
，病就在此。你應當要知道，佛陀是為一切迷惑的眾生，這些迷人
都是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虛妄分別一切法為外面的境界相，貪生
怕死，念念遷流，不曉得宇宙人生事實的真相。《金剛經》云：『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因為不能了解事實真相，於是才造業
受報，枉受輪迴。常樂我淨的大涅槃是每個人清淨心中本來具足的
，不但本來具足，從來也沒有失掉；可是，迷了之後，真相就不能
現前。所以，把常樂涅槃翻為苦相，三界六道所謂八苦、三苦，這
是迷、是顛倒。於是，終日心外求法。佛陀對於這些人非常慈憫，
不忍心看到這些眾生迷惑顛倒，於是示現在世間，指示、說明涅槃
的真樂。」
　　六祖說：「涅槃真樂，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
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這幾句話就是解釋《涅槃經》這四句偈
。「剎那」是極短的時間。佛經講一彈指有六十剎那。一彈指時間
很短，彈得快的話，一秒鐘至少可以彈四次，這是講極短暫的時間
。「剎那無有生相」，生是生起，剎那之間沒有生相；「剎那無有
滅相」，滅是消滅，剎那之間也沒有滅相。這兩句話如果明白，真
正悟入，就見一切法不生不滅。見到一切法不生不滅，在佛法講，
這個境界就是屬於無生法忍的境界。所謂無生法，「法」是指一切
法，「無生」是指一切法無生；無生當然無滅。一切法不生不滅，
這是真實相。可見，我們見一切法的生滅相，這是虛妄的，這是沒
有見到真相，真相是不生不滅。一般在佛法講，見到不生不滅，在
菩薩地位上來說應該是七地菩薩，這個地位相當高。《仁王經》中
將菩薩分為五類，這五類是根據見到事與理的實相淺深而分。無生



忍是第四類，也就是七、八、九地這三地的菩薩。七地菩薩是下品
無生忍，八地是中品無生忍，九地是上品無生忍。
　　「更無生滅可滅」，沒有生滅可滅，功夫又進了一層，「是則
寂滅現前」，這是五忍中最高的地位，寂滅忍的菩薩。下品寂滅忍
是第十地的菩薩，中品是等覺菩薩，上品是如來果地上的境界。「
生滅滅已，寂滅現前」是寂滅忍菩薩的境界。《傳心法要》云：「
聲聞人見無明生，見無明滅。緣覺人但見無明滅，不見無明生。諸
佛菩薩是終日生而無生，滅而無滅；無生無滅，這是大乘菩薩境界
。」
　　六祖說：「當寂滅現前的時候，亦無現前之量，這叫做常樂。
這個樂，沒有受者，也沒有不受者，受與不受都說不上，哪有什麼
一體五用？更何況說涅槃還禁伏諸法，叫一切諸法永遠不生，這乃
是謗佛、謗法。」這是很大的誤會、很大的錯誤，這一個錯誤當前
，不但障礙自己正知正見，恐怕還造種種的惡業。造作惡業，正是
大師此地講的「謗佛毀法」；自己不信，還要叫別人生疑，這個過
失就太大了。六祖這一番開示，實際上就是開導我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