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矛盾與統一    04 

《禪的生活》 



0404《禪的生活》-04矛盾與統一 

第 2 頁，共 8 頁 

目 錄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46 

～ 

P.54 

 無 

1.黑不是白 

1.1我們喜歡用二分法的觀念，評斷是

非曲直 

1.2中庸之道的觀念 

2.歪打正著 

2.1統一是經過訓練，通過驗證的結果 

2.2 歪打正著不是必然，唯有通過訓

練，始可成為必然。 

3.不矛盾也不統一？ 
3.1矛盾是正常的現象 

3.2從矛盾到統一 

4.內心世界的統一 
4.1需要學習訓練，才能達到統一 

4.2六根清淨，自由自在的統一世界 

5.把螃蟹串起來 
5.1統一的意思 

5.2數息觀 

6.修行無假期 

6.1接近統一的狀態 

6.2真正統一的狀態 

6.3修行的目標 - 絕對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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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矛盾與統一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46  

～ 

P.47  

無 1.黑不是白 

1.1我們喜歡用二分法的觀念，評斷是 

    非曲直 

1.2中庸之道的觀念 

 

1.黑不是白？ 

  1.1我們喜歡用二分法的觀念，評斷是非曲直 

    1.1.1二分法的標準： 

          對和錯、黑和白、上和下、善與惡等 -黑不是白，白不是黑，善不是惡。 

    1.1.2西方不論是宗教或哲學，都是強烈相對的二分法。 

    1.1.3東方雖有儒家的中庸之道、佛教的中觀哲學，但在一般的觀念中，二 

分法仍是受歡迎的： 

       1.1.3.1例如：孔子於《論語．為政》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不主張君子們 

研究異學。 

       1.1.3.2例如：韓愈的〈進學解〉主張：「觝排異端，攘斥佛老。」 

       1.1.3.3佛教的學者們也會執著於「破斥外道」的異計。 

    1.1.4二分法的問題：有幾人能夠保持純客觀的理性態度？ 

  1.2中庸之道的觀念 

    1.2.1中庸的觀念： 

       1.2.1.1中庸應是站在中間，不偏袒左右。 

       1.2.1.2例如：看到二人爭執時，自己站在中間，而說：「你們都對，你讓一點，他 

                    讓一點，不就好了嘛！」 

1.2.2中庸的觀念在西方不容易被接受： 

       1.2.2.1在西方來講，真理就是真理，對的就是對的，怎麼可以對一部分呢？ 

       1.2.2.2所謂比較性的真理，在西方不容易被接受的。 

    1.2.3《六祖壇經》講三十六對所顯示的觀念： 

       1.2.3.1《六祖壇經》記載，大師將圓寂前，召集弟子們作最後的遺訓：「吾今教汝 

               說法，不失本宗，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 

       1.2.3.2也就是說，若能通達了三類共三十六個相對的名相，方可為人說法。 

         1.2.3.2.1例如：生與滅、清與濁、煩惱與菩提、愚與智、邪與正、捨與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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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2.2共分作「外境無情」五對，「法相言語」十二對，「自性起用」十九對。 

       1.2.3.2.3雖標明相對，目的則在消除一切的對立觀念。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48  

～ 

P.49  

無 2.歪打正著 

2.1統一是經過訓練，通過驗證的結果 

2.2歪打正著不是必然，唯有通過訓練 

，始可成為必然。 

 

2.歪打正著？ 

  2.1統一是經過訓練，通過驗證的結果 

    2.1.1從凡夫的立場，相等相即就麻煩了。 

       2.1.1.1例如：小孩子等於大人，男人等於女人，爸爸等於兒子。 

    2.1.2經過訓練，慢慢地引導，漸漸地就會趨於統一。 

  2.2歪打正著不是必然，唯有通過訓練，始可成為必然。 

    2.2.1東方人的說法，相反有時是相成。有些事情歪打正著，做錯了事，結 

果反而幫了忙。 

    2.2.2這不是原則，是或然而非必然，唯有通過訓練，始可成為必然。 

    2.2.3無條件的講相等、講統一，反而會形成更嚴重的矛盾現象。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49  

～ 

P.50  

無 3.不矛盾也不統一？ 
3.1矛盾是正常的現象 

3.2從矛盾到統一 

 

3.不矛盾也不統一？ 

  3.1矛盾是正常的現象 

    3.1.1人一定是矛盾的： 

       3.1.1.1想法、看法、感覺不一樣就是矛盾。有你、有我，就是矛盾。 

       3.1.1.2只是矛盾的程度不一，有比較的矛盾，有絕對的矛盾。 

  3.2從矛盾到統一 

       我們的目標，是使人間從絕對的矛盾到比較的矛盾，然後漸漸統一。 

    3.2.1矛盾是正常的現象，統一是超脫境界。 

    3.2.2心念的前念與後念也會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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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為普通所見的都是矛盾，所以認為矛盾是正常的現象，反以統一為不正常。 

    3.2.3例：二個人結婚，希望和諧、統一，但是，一個矛盾的身心，加上另一個矛盾 

                的身心，並不等於統一。 

    3.2.4例：出家人和居士，師父和弟子，都是矛盾的，除非兩者都修行到了絕對的無 

                我境界，否則是不容易統一的。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51  

～ 

P.52  

無 4..內心世界的統一 
4.1需要學習訓練，才能達到統一 

4.2六根清淨，自由自在的統一世界 

 

4.內心世界的統一 

  4.1人需要學習訓練，才能達到統一 

4.1.1願意接受訓練，又能繼續不斷持之以恆的人不多。 

   4.1.1.1所以，很少見到已經統一了自己，又能和他人統一了的人。 

4.1.2「統一」從自己做起： 

   4.1.2.1不是我去統一人，他人也不可能來把你統一。 

   4.1.2.2統一是自己從內心做工夫，那就是修行。 

  4.2六根清淨、自由自在的統一世界 

    4.2.1從修行中使內心世界的矛盾漸漸統一了，不再受外境的干擾，即是「六 

          根清淨」，而得自由自在。 

    4.2.2內心世界統一，即是不向自己身心之外求統一 

       4.2.2.1是先把自己內心的衝突、矛盾平息了、統一了。 

       4.2.2.2身外的不必克服，也無從克服起。 

    4.2.3在修行中體認心不由己的矛盾，漸漸趨向統一 

      4.2.3.1心不由己，是指自己的心在前念和後念之間也是矛盾的。 

       4.2.3.2開始用功後，便會發現你自己不能支配自己的心，也無法控制自己的心。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52  

～ 

P.53  

無 5.把螃蟹串起來 
5.1統一的意思 

5.2數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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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把螃蟹串起來 

  5.1統一的意思： 

    5.1.1統一是沒有其他的念頭，在同一情況下保持念頭不變： 

       5.1.1.1例如念佛：一直念下去，心裡沒有其他東西。 

    5.1.2以葡萄比喻矛盾的念頭： 

       5.1.2.1發現念頭很多：成串成串的念頭，像一串串的葡萄，烏壓壓的一片，滿園都 

                             是葡萄。 

       5.1.2.2愚人自以為很穩定：因為看到滿園、滿架都是葡萄。可能認為沒有念頭，也 

                                 沒有問題了。                                 

       5.1.2.3正在用功修行者的境界：葡萄園中，東一串、西一串，看得清清楚楚。 

    5.1.3用功久的人便發覺妄念很少，當察覺有妄念，那個妄念就已經過去 

          了，不再以妄念引生妄念。 

    5.1.4如果我們的心，能有幾分鐘的統一，便會在幾分鐘之間享受到無限的 

          自由和幸福。 

  5.2數息觀： 

    5.2.1利用數息的方法，將混亂的矛盾變成規則的矛盾和有軌道的矛盾。 

       5.2.1.1數息的方法本身就是妄念，就是矛盾而非統一。 

       5.2.1.2本身是矛盾的：用不同的數目來數連續不斷的呼吸，呼吸是連續不斷的，數 

               目是有次第的，本身就矛盾。 

       5.2.1.3訓練成為有規則的矛盾：把它們編號之後，便將混亂的矛盾變成規則的矛盾 

               和有軌道的矛盾。  

    5.2.2螃蟹串起來 – 統一中尚有矛盾： 

       5.2.2.1巿場裡一串串的螃蟹，每一隻螃蟹都會七手八腳地爬，綁成一串之後，就像 

               一隻大蜈蚣。 

       5.2.2.2統一之中尚有矛盾：就像一隻大蜈蚣，或是綁成一串的螃蟹，本身是統一的，  

               但牠們還有很多腳在動。 

    5.2.3統一之中尚有矛盾，這是修行的第一步。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53  

～ 

P.54  

無 6.修行無假期 

6.1接近統一的狀態 

6.2真正統一的狀態 

6.3修行的目標 - 絕對的統一 

 

6.修行無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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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接近統一的狀態 

    6.1.1能夠坐到雖不用心數它，也能清清楚楚連續不斷地數下去。 

       6.1.1.1雖坐一小時，便會覺得只有二、三分鐘那樣。 

       6.1.1.2雖然還有矛盾，但很平滑地在移動，像溜滑梯一樣，一下子溜下去了。 

    6.1.2到了這種狀態，幾乎會曉得身心統一好處是什麼了，不過還沒有完全  

          統一而已。 

  6.2真正統一的狀態 

    6.2.1前念與後念連貫起來，前念沒有，後念也沒有，不感覺曾有前念的發 

          生，也不感覺有後念可以接下去。 

    6.2.2不想妄念，也沒有正念的想法，雖然仍在呼吸，卻不感覺有呼吸可數。 

    6.2.3這就是佛學上稱為「前後際斷」： 

       6.2.3.1際是邊際、界線，有隔閡之意。 

       6.2.3.2前後際斷，時間不存在，空間也沒有了，那便是無我。 

    6.2.4也就是失去了自我中心，方是實際上的存在，才是矛盾的統一。 

  6.3修行的目標 - 絕對的統一 

    6.3.1不但在定中統一，在日常生活中也能統一。 

    6.3.2這是大悟徹底的人，一悟永悟不再有煩惱，就是煩惱現前也不會受影 

          響。 

    6.3.3能夠從煩惱中解脫，從矛盾中得到永恆的統一，那是成了佛的佛。 

    6.3.4凡夫只能暫時得到統一，雖然不能保持永久，但當以絕對的統一為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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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題目 

1. 我們喜歡用二分法的觀念，評斷是非曲直，二分法的觀念有什麼缺點？ 

2. 《六祖壇經》講三十六對所顯示的觀念是什麼？ 

3. 為何說矛盾是正常的現像？ 

4. 從矛盾到統一，可以用什麼樣的方法？ 

5. 為何用數息觀可以將混亂的矛盾變成規則的矛盾？ 

6. 聖嚴師父用「把螃蟹串起來」比喻修行的過程與結果，請說明。 

7. 請說明統一心的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