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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今為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
吾為汝說。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
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
　　六祖說：「吾今為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使你們大眾各得悟入
自性智慧。志心諦聽，我為你們說。善知識！世間人終日口頭上念
著般若，卻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終不能飽。口但說空，心不能
行，如是，雖經萬劫亦不會明心見性，終究是無有益處。」六祖此
話說得極是！世間作惡者多，心善者少；能講的多，肯行的少。要
不是久植善根，於佛教法如何便生信解、心行不退？六祖曾說：「
口雖誦經，光明不生，必須外誦內行，依文字般若起觀照般若，定
慧等持，方得見性。」《楞嚴經》云：「雖有多聞，若不修行，與
不聞等」；畢竟不能證得自性般若。
　　【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
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
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
　　六祖解釋「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名詞的意義，「摩訶」譯作「
大」；「般若」譯作「智慧」；「波羅蜜」譯作「到彼岸」，也就
是我們常說的「到家」，有究竟圓滿的意思。這一句梵語譯成中文
是「究竟圓滿的大智慧」。這究竟圓滿的大智慧，須要心行觀照才
能證得，而不是只在口頭上念念就可證得。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
。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楞伽經》云：「心外見法為外道。如
果悟得自心本性，就是菩提涅槃，離一切生死故。」
　　【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



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瞋無喜，無是無
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剎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
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
　　六祖在此處教導我們心行的方法，譬如說，「摩訶是大」的意
思，就是要體會到「心量廣大，猶如虛空」。平等心中，清淨心中
，正如古人所說：「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物。大千沙界
海中浮漚，一切賢聖如電如露，一切不如心性真實。」
　　「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若
於此處會得，豈非當下證得「心包太虛，量周沙界」，一切諸法無
實無虛，這是真見，這是親證諸法實相。黃檗禪師說：此心即是佛
，更無別佛，亦無別心。此心明淨，猶如虛空，無一點相貌。這是
講真心體用。舉心動念，這是指妄心迷動，不守自性，就與自性相
悖，這就叫做著相。不是真心著相，而是在真心上附帶著的妄心虛
妄執著。無始以來，從來就沒有著相的佛。菩薩修六度萬行，欲求
成佛，即是次第；但是自無始以來，也沒有一個次第佛。因此，只
要悟明一心，本來無一物，無有少法可得，這就是真佛。佛與眾生
，同一真心，無二無別。此心猶如虛空，從無雜染，也無壞失。又
如日光遍照時，虛空未曾明，日落不照時，虛空未曾暗。明暗的境
界自相陵奪，虛空之性卻從來不改變。佛及眾生，真心亦如此。當
你見佛時，你就以為佛是清淨、光明、解脫的好相；而你見眾生時
，你就以為眾生是染著、愚昧、生死的惡相，若作如此見解，就是
經過像恆河沙數的無量劫修行，也不能證得菩提。是何緣故？因為
著相。所以說，「唯此一心，更無微塵許法可得。」此心就是佛。
可惜如今學道之人，不悟一真，定要在心上生心，知見立知，向外
求佛，著相修行，皆是不如法、不相應，皆是迷失菩提道。經云：
「供養十方諸佛，不如供養一個無心道人。」為什麼？因為無心是



指無一切妄心、純一真心用事的真佛。由此可知，大乘佛法教學的
旨趣所在。
　　【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
即著無記空。】
　　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你就去執著空。修行人第一要緊的事，
就是不可以執著空。若空心靜坐，一切都不思念以為究竟，就是執
著空相，執著斷滅法，就是執著善惡都不緣的無記空。永嘉大師說
：這個境界是「昏住」，不是真心。
　　【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
泉源溪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
，須彌諸山，總在空（虛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
　　《大智度論》云：「性空者，諸法性常空，假來相續故，似若
不空。」其實是空。小乘人於十二入中（六根為能入、六塵為所入
），無我、無我所，說明性空。大乘說：十二入我我所無故空；十
二入體性本無，所以說性空。再說，如果確知無我，更無我所有，
自然就證得法性空。因為凡夫迷著我相，及妄執我所有，所以不見
法性空。佛見到諸法真實相，告訴我們「無我、無我所」。聰明伶
俐漢，聽了言下應當徹悟一切法空。我相、我所有法尚且不執著，
何況其餘一切諸法！「眾生空、法空終歸一義，是名性空。」又云
：「性空者，一切諸法性，本末常自空，何況現在！因緣常空，何
況果報！」又云：「空者性自空，不從因緣生。若從因緣生，則不
名性空。」又云：「什麼是性空？不論是有為法的體性或是無為法
的體性，總是性空。非生非滅，非常非斷，無有作者，法爾如是，
是名性空。」
　　前面一段講的是破除一切執著，以顯明性空理體。下一段說的
是性空的大用周遍，一如虛空之遍含萬物一樣。



　　【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
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為大。故
曰摩訶。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
無所思，自稱為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為邪見故。善知識！心
量廣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
即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
　　善知識！自性能包含萬法就是大，萬法就在諸人自性中。如果
見一切人的善或惡，全都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境了了如同虛空
，就稱之為大，印度梵語叫做「摩訶」。善知識！迷而不悟之人，
只有口頭上說說而已。覺悟之智者，則在觀照心行，真正的用功夫
。又有一輩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什麼也不思念，著於無記
空，自以為這就是大。像這樣一類的人，不足以與他談論摩訶般若
法門，因為他們已經墮落在邪見的緣故。善知識！心量廣大，周遍
法界。用時，即了了分明，無有障礙。用後，便感知一切圓融相即
。一法即是一切法，一切法即是一法，去來自由，心無所滯，這就
是般若。
　　六祖在這一番開示中指出，心空為大，而大用是周遍法界的。
這裡所講的心量，是指如來實證的心量。離一切之所緣及能緣，於
一切境緣不起心、不動念，無有一法可得，無有一念可生，說明為
心量。這就是般若理體，廣大無邊，包含萬法，了然分明。三祖《
信心銘》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
傳心法要》云：「若能了知心外無境，境外無心，心境無二，一切
即一心，一心即一切，更無罣礙。又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諸
佛圓通，更無增減。流入六道，處處皆圓。萬類之中，個個是佛。
譬如一團水銀，分散諸處，顆顆皆圓；若不分時，只是一塊。此一
即一切，一切即一。」永嘉大師云：「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遍含



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
性同共如來合。」一與一切融，是說明其體性是無礙的。《華嚴經
．初發心菩薩功德品》云：「一切中知一，一中知一切。」是為佛
教最究極之說。因為一切萬法在一真法界中，雖現種種差別相，而
其本體中則無絲毫差別。種種萬法，都是絕對的，而與一切法消融
時，知其一，就知一切。如嘗海水一滴，就能知道一切大海水的鹹
味。這個道理在華嚴、天台兩家發揮最多，我們應當細心體會，更
應當修學契入，親證得一真法界，才是學佛的究竟。
　　【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
，名為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終日說
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
　　這一節經文是六祖開示我們「真性自用」。真智慧是自己自性
本來具足的，教我們不要向外求，不要錯用了心意識。須知般若智
慧是清淨自在，是真實無妄，是無知而無所不知，體用皆遍虛空法
界而無礙；而心意識是染污有礙，是虛妄不實，是有知而有所不知
。所以，六祖告訴我們：修行要從日常生活中求真性自用，才能契
入一真法界，親見一切法不二；不二之法，就是一切真實，就是佛
法。如此修學法，與交光大師《楞嚴正脈》說的「捨識用根」一樣
。交光大師教我們要捨心意識；六根接觸六塵境界時，不用心意識
。換言之，離分別，不用六識；離執著，不用末那識；無有塵境落
謝影子，不用阿賴耶識。捨離心意識，便是般若智照，便是真性自
用，自見一真、一切真實境界。
　　六祖要我們明瞭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心量」是指離一切妄
心（即受想行識）所顯的真如心量，這是大事；也就是破迷開悟，
入佛知見。這句話的意思是，學佛修行要知道拓開自性平等、清淨
一如、廣大無邊的心量，才能成就明心見性、入佛知見、一心不亂



、一真法界的大事。又勸我們不要行小道。一切不以見性、一心不
亂、入佛知見為目的之修學，都屬於小道，特別是指空心靜坐、著
無記空者，不要口裡終日說空，而心中不修真空般若智慧之行。這
樣之人，非我學生。
　　【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處所，一切
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
念智，即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當
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真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即是。
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何名波羅蜜？此西國語，唐言到彼岸，
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即名為此岸。離境無生滅
，如水常通流，即名為彼岸，故號波羅蜜。】
　　善知識！何謂「般若」？梵語般若，中國語譯作「智慧」。於
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心心念念了達一切諸法實相，不起分別執著
，不生妄念，如如不動，不迷不愚，常行智慧覺照；如《心經》說
的「行深般若，照見五蘊皆空」一樣，這就是般若行。倘若一念愚
昧，就是般若智慧斷絕；一念覺而不迷，就是智慧生起。世間人愚
迷不悟，不知道運用方便般若提起自性觀照般若，以至於不能親見
實相般若。口裡雖說般若，其實心中恆常愚昧執著。雖常自言我修
般若，念念口裡說空，卻不識真空之理。般若實相是沒有形相可得
的，智慧心就是無形相、脫根脫塵、靈光獨耀的般若實相。若作如
是解，即名般若智。
　　何謂「波羅蜜」？這是印度話，中國語譯作「彼岸到」。彼岸
到是印度的文法，順中國的意思應該譯作「到彼岸」，意思是「了
解義理，遠離生滅」。譬如說，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是名此
岸。離境無生滅，如水流通，是名彼岸，所以稱作波羅蜜。「波羅
蜜」，一般解釋是以生死稱為此岸，而以不生不滅稱為彼岸。此岸



就是指娑婆，彼岸是指佛地。超凡入聖，也就是由此岸而度之彼岸
。度脫的方法，佛經裡面說有八萬四千法門，法門雖多，原理、綱
領只有一個，就是「摩訶般若波羅蜜」。因為唯有摩訶般若波羅蜜
，才能破除根本的迷惑，即破「根本無明」。我們從修學綱領來講
，就是戒學、定學、慧學；三學是以般若為根本，而以定學為樞紐
，以戒學為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