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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如今末法，向去多是學禪道者，

皆著一切聲色。」 

3.2「何不與我心心同虛空去、如枯木

石頭去、如寒灰死火去，方有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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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虛空，光明自然，不照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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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處，即是行諸佛行，便是應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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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心如日輪在虛空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34 無 1. 黃檗禪師法語  

 

1. 黃檗禪師法語： 

  「如今末法，向去多是學禪道者，皆著一切聲色，何不與我心心同虛空去、 

    如枯木石頭去、如寒灰死火去，方有少分相應。（中略）你但離卻有無 

    諸法，心如日輪，常在虛空，光明自然，不照而照。不是省力底事？到 

    此之時，無棲泊處，即是行諸佛行，便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中略） 

    若你不會此意，縱你學得多知，勤苦修行，草衣木食，不識自心，盡名 

    邪行，定作天魔眷屬。」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34 

~ 

P.135 

無 2.全文大意 

2.1 這段話指出修行禪法明心見性的

情況 

2.2 黃檗禪師 

 

2全文大意 

  2.1這段話指出修行禪法明心見性的情況 

    2.1.1很多人把禪的修行看成與外道的修行相同 

2.1.2外道修行的兩種現象： 

   2.1.2.1現象一：認為自己是大師，學問辯才非常好，很多人認為他們已經開悟了，； 

   2.1.2.2現象二：修苦行，生活方式不像一般的人，過著平常人不能忍受的生活。 

2.1.3這兩種人如果對自己的心行不瞭解，都算是邪行，不是正確的禪行。  

  2.2黃檗禪師 

- 唐宣宗大中年間（西元八四七－八五九年）人，第九世紀圓寂，年齡 

不詳。 

 

http://www.cbeta.org/result/normal/T48/2012a001.htm


0415《動靜皆自在》-15 心如日輪在虛空 

第 4 頁，共 7 頁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35 

~ 

P.143 

無 3. 分段釋義 

3.1「如今末法，向去多是學禪道者，

皆著一切聲色。」 

3.2「何不與我心心同虛空去、如枯木

石頭去、如寒灰死火去，方有少

分相應」 

3.3「你但離卻有無諸法，心如日輪，

常在虛空，光明自然，不照而照。」 

3.4「不是省力底事，到此之時，無棲

泊處，即是行諸佛行，便是應無

所住而生其心。 」 

3.5「 若你不會此意，縱你學得多知，

勤苦修行，草衣木食，不識自心，

盡名邪行，定作天魔眷屬。」 

 

3分段釋義 

  3.1「如今末法，向去多是學禪道者，皆著一切聲色。」  

    3.1.1語譯： 

          末法時期，好多人看起來都好像是在學禪、學道，可是那些人都在 

          執著一切聲音以及顏色、形式。 

    3.1.2末法思想：見於《法華經〃安樂行品》及《大乘同性經》卷下 

    3.1.3正法、像法與末法 

       3.1.3.1隋代慧思禪師將佛法住世分為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 

         3.1.3.1.1依此分類，到黃檗之世的唐朝中宗的時候，早已是末法時代。 

       3.1.3.2吉藏的《法華玄論》，則主張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 

       3.1.3.3正法：正知、正見、正信、正行、正確的佛法 

         3.1.3.3.1正法時期聽法學法的人多，證道悟道的人也多 

3.1.3.4像法：相像類似的佛法，已經不很純粹 

  3.1.3.4.1像法時期聽法學法的人也還是多，可是證道悟道的人少了 

3.1.3.5末法：佛法沒落到快消滅了，正法不振而邪說橫行，法弱而魔強 

  3.1.3.5.1末法時代，學法聽法的人漸漸少了，證道悟道的人幾乎沒有 

3.1.4末法的觀念，是警惕我們，不能說末法時代就沒有人證道、悟道 

       3.1.4.1唐朝之後，仍然有很多人開悟，即是例證 

       3.1.4.2例如：黃檗禪師是百丈禪師的弟子，百丈之下同時有好多位大禪師，一直到 

                     宋朝大慧宗杲的時候，還有好多大禪師出現。 

3.1.5「聲」的兩種意思： 

 3.1.5.1一是聽聞佛法，透過聲音尋求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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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2二是打坐時，進入一種境界，聽到無限的聲音，這是禪定中才能體會到的 

   3.1.5.2.1如同宇宙之中一種無始以來就存在的聲音，可以叫它天樂或天籟 

    3.1.6「色」的兩種意思： 

       3.1.6.1一是用肉眼所見的現象、環境 

3.1.6.2二是打坐時發生的種種幻景、幻象 

        - 見光、見花、見淨土、見天國、見佛菩薩、見種種莊嚴的形象、影像等等。 

3.1.6.2.1「光」也是色 

3.1.6.2.2打坐進入較深的定時，可以看到無限的光，感覺到你就是光，光就是你 

3.1.6.2.3進入這個境界，會感覺到非常自在柔和、開朗。因為放下了一切負擔， 

自己就是整體 

3.1.6.2.4這稱為輕安境，尚不是悟見自性 

    3.1.7很多人所追求的是一切的聲色，可能是粗淺的定境，或是神通、幻覺。 

    3.1.8從禪宗的立場來看，這些都是光影門頭事，與生死大事毫不相關。 

3.2 「何不與我心心同虛空去、如枯木石頭去、如寒灰死火去，方有少分相 

應」 

3.2.1語譯： 

      不如把你心中的執著通底放下來，讓心就好像虛空、像枯木石頭、 

      像寒灰死火，這樣的話，才有一點點和開悟者的禪境相應。 

3.2.2「虛空」： 

   3.2.2.1什麼也沒有，不是光明也不是黑暗。 

3.2.2.2要把你的心跟虛空一樣的空去，若能如此，庶幾與悟境相應。  

3.2.3「枯木石頭」： 

3.2.3.1你的心最好能像枯木以及石頭那樣，不會主動起作用，也不會有生命的執著 

或動機在 

3.2.3.2這樣的話，約略與大死一番有一點相應。 

3.2.4「寒灰死火」 

3.2.4.1你的心如果能夠像寒灰死火，一點點火星都不可能發生 

3.2.4.2這樣的話，才有一點點和開悟者的禪境相應。 

3.2.5「少分相應」 

3.2.5.1只是近似、類似，並不就是真正的禪修的境界 

  3.3「你但離卻有無諸法，心如日輪，常在虛空，光明自然，不照而照。」  

3.3.1大意 

      這段是講真正禪悟的境界，有了前面的那種工夫之後，就要開發智 

      慧。智慧像太陽，常在虛空，萬里無雲，永遠光明，任何東西都無 

      法遮蓋它，從來沒有黑暗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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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離卻有無諸法」 - 必須離開有與無的境界和心態，才能有心如日 

           輪的體驗和境界出現 

    3.3.3「心如日輪」的體驗和境界 – 這就是悟境 

    3.3.4「光明自然 」- 形容悟後的智慧，是絕對的自在，不是與黑暗相對 

          的光明。 

    3.3.5「不照而照」 - 比喻禪悟者的智慧 

 3.3.5.1它不是為照而照，卻是永恆地在照，不為某一特定的對象、目的或原因而照。 

 3.3.5.2比喻菩薩度無量眾生，不以為他度了眾生，認為是眾生自己得度的。 

    3.3.6禪修必須要離開「有」與「無」這兩個對立的觀念 

       3.3.6.1「有」是執著，「無」也是執著。 

3.3.6.2例如： 

        - 認為有一個境界叫作「開悟」 

- 認為「成佛」是有一個佛果等著去享受 

- 認為這個世界很多的困擾、麻煩 

- 希望從「有」得到解脫，而進入「無」的涅槃境，也是一種執著 

  3.4「不是省力底事，到此之時，無棲泊處，即是行諸佛行，便是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 」 

    3.4.1語譯 

          修行到了「無棲泊處」心無罣礙的境界，便與諸佛同行，解脫自在， 

         《金剛經》所說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智慧功能，自然顯現；若 

          能心無所住，便能心無棲泊，雖然心無所住，又能明察秋毫、洞燭 

          萬機 

    3.4.2「棲泊」 - 人心的執著，就像鳥、船一樣，有所棲泊，便不得自在。 

3.5「 若你不會此意，縱你學得多知，勤苦修行，草衣木食，不識自心，盡 

名邪行，定作天魔眷屬。」  

    3.5.1語譯 

          假如你聽不懂這些話的涵義，不知道禪修者是以識得「自心」為著 

          眼，就是任你怎麼學習，懂得怎麼多，如何的「勤苦修行」，整天 

          打坐，或者「草衣木食」，一切都是邪行，定會變作魔子魔孫。 

    3.5.2「草衣木食」 - 指一個遠離物質文明的修行者，這是少數的禪僧行 

           儀，不是人間比丘的風格。 

    3.5.3「天魔」 - 天魔有修行，也有神通，但是沒有智慧 

    3.5.4「邪行」 - 心有所住，住於定，住於境界，住於聲色，故名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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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題目 

1. 正法、像法、末法的意思？ 

2. 祖師提出末法思想的目的何在？ 

3.「向學多是學道者,皆著一切聲色  」這句話的主旨為何? 

4. 枯木石頭、寒灰死火的比喻是指什麼 ? 這樣就已經是開悟的境界嗎？ 

5. 黃檗禪師如何比喻開悟的境界？ 

6. 何謂「不照而照」? 如何運用於生活之中?  

7. 禪修者必須要離開「有」與「無」這兩個對立的觀念，為什麼？ 

8. 黃檗禪師說「若你不會此意，縱你學得多知…盡名邪行，定作天魔眷屬。」 

所謂的「不會此意」是指什麼?  

9.黃檗禪師勸導世人,該以何種態度來正確的禪行?  

http://www.cbeta.org/result/normal/T48/2012a00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