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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的智慧，歷經兩三千年的實證，可以說是歷久彌新，尤其對

治人性盲點、啟迪人生方向，以及提升心靈層次，更是絕佳的妙方；

不僅適合佛門學子修習，亦適用於所有的人類。因此，佛法可謂是宇

宙人類心靈的天然法則，具有廣大普遍的特質，甚至超越宗教的概念

或形式，堪稱無上心法。

在變化無常而多元的現代社會，人們行走於個自的人生道路，其

間充滿了許多困惑和抉擇。值此進入21世紀之際，「圓覺文教基金會」

企望透過《圓覺現代系列叢書》，提供世人一些良好的資糧與啟示，

期能有助於現代人的心靈提升。

茲將本會之《圓覺現代系列叢書》簡介如後，以供讀者參考。本

叢書概分為四大類書系：

第一大類為『圓覺經典系列』：即以佛經現代直解系列書為主軸，

並將《探究真心》為此系列之導引書（編號自第1號起／全25開精裝

本）。目前已出版或將出書的有：

 1《探究真心》 2《心經現代直解》

 3《金剛經現代直解》 4《圓覺經現代直解》

 5《六祖壇經現代直解》 6《維摩詰經現代直解》

 7《楞嚴經現代直解》 8《華嚴經現代直解》

緣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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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各書，除照常發行單行本外，亦將前六本書（1-6）合集

為「套書」方式，以「圓覺六書」流通，方便持用、典藏或饋贈。

第二大類為『圓覺叢書系列』是以圓覺叢書散文系列書為主，並

輔以本會「社會公益講座」之各類文稿選輯（編號自第q／¤號起，

全25開平裝本）。目前已出書或將出版的有：

 q《又是人間走一回》 w《享受修行》

 e《現代化佛學精要》 r《智說心語》

 t《明心解惑錄》 y《慈悲喜捨》⋯

 ¤《人生經營分享錄》⋯

第三大類為『圓覺文摘系列』主要是從圓覺文教基金會已出版之

文稿中，摘錄結集成書，經濟、方便流通（全32開素裝本）。第四大

類為『圓覺袖珍系列』：係以「口袋書」形態發行，便利攜閱（菊32

開本），歡迎助印，贈送各界。

如今圓覺現代系列叢書能夠順利出版，除了感謝作者慈悲利益大

眾之外，長期亦得力於許多位默默耕耘的「圓覺文教基金會」同修之

協助與奉獻，特此謹致敬意。同時亦冀望秉承利人利己的服務精神，

在志工團隊的彼此分工與合作下，持續助益世人的終身學習與社會的

正向發展。

圓覺文教基金會編輯組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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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說心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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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說心語

這本「智說心語」，是智崇居士（梁乃崇）的「

心語」—真心之語。因為通篇「智說心語」500 則

中，或長，或短，或深入，或淺出，或嚴謹，或閒

談，莫不是居士的「真心之語」，既有著叮嚀再三，

指出明心現性之道，像老婆心切般的悲憫，更多的

是，有著直指人心，示現探究真心之鑰，如當頭棒

喝般的剴切。

所以這本「智說心語」，可以說是一本智慧語錄，

就像揮舞著智慧之劍，斬斷諸多葛藤，更是一本真

心語錄—從智崇居士的「真心」，所流露而出的智

慧之語。

「智說心語」500 則，大凡皆從智崇居士講經、

說法、開示的法語中擷錄整理而出，並以語錄體的

形式呈現，而為了讓讀者有機會能深入探討原文面

貌，除了在每則底下，列出原文出處外，底下所列

出的，即為所援引書籍、出處的版別，俾讓讀者方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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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說心語 3

便查詢、深入法益：

探究真心（圓覺文教基金會 2003 年新修版）

心經現代直解（圓覺文教基金會 2004 年新修版）

金剛經現代直解（圓覺文教基金會 2003 年新修版）

圓覺經現代直解（圓覺文教基金會 2003 年版）

六祖壇經現代直解（圓覺文教基金會 2003 年新修版）

享受修行（圓覺文教基金會 2004 年版）

如何幫因（圓覺文教基金會 圓覺文摘 2004 年版）

禪機 禪趣 禪益（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199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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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智說心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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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說心語 5

1  修行之道無他，唯有革心而已，即將眾生之生滅

心轉為不生不滅之大菩提心是也。〈心經現代直解 P.52〉

2  一般人都承認我們有心，因為我們都會記憶、思

考、分析、比較、判斷，並且有情緒、願望和

價值觀，這些都是心的作用與功能，所以說我

們人都是有心的。但是這些心的作用與功能還

不能算是真心，能夠產生這些作用和功能者，

才是「真心」。所以探究真心是一件不容易的工

作，須要經過不斷的努力才能達成。〈探究真心 P.21〉

3  你若追求到「真心」，也就是禪宗所說的悟到「

本來面目」的時候，你整個人就不一樣了─很

多以前擔心、煩惱的事情，現在都不在意了；

也就是說你能脫離苦海，世間諸多煩惱痛苦，

你都可以脫離。你一悟「本來面目」，就不會對

生死的問題有所恐懼。同時還有更積極的一面，

那就是人會變得有智慧。〈探究真心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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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智說心語

4  我們可以用一句簡便的話：「被知的都不是」來

提醒、鍛鍊自己。不是什麼？不是真正的自己。

〈探究真心 P.24〉

5  既然有「被知的範疇」，就必然有知道它們的主

體─「知覺者」。那個有能力知道一切被知的「

知覺者」，才是真正的自己。〈探究真心 P.33〉

6 「明心」是回頭，「現性」是到彼岸。〈探究真心 P.38〉

7  真正的「知覺者」或「本來面目」，是沒有辦法

被知道的。「它」沒有辦法被知，這是「它」的

特性。〈探究真心 P.39〉

8  「回頭是岸」的「岸」，就是「知覺者」，就是「

本來面目」，就是「佛性」。〈探究真心 P.41〉

9  想要去掉所知，《金剛經》提供了很好的方法─

把「相」看假，只要一看假，毋須刻意拿開，

這些被知的相自動就離開了。〈探究真心 P.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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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說心語 7

10  「知覺者」或「本來面目」或「真心」的性質是

不可以被知的，既然不被知，是不是和「空」、

和「無」很接近？而且在這個被知的世界裡面，

想要找到一個符號跟「知覺者」的性質最接近，

也容易讓人了解的就是「空」、就是「無」，這

也就是為什麼佛經一直在解釋什麼是「空」的

原因了。因為這個「空」的性質，就是「佛性」

的特質。〈探究真心 P.44〉

11  除了「空性」之外，「真心」還有一個「金剛不

壞」的特質。為什麼呢？因為你根本碰不到它，

誰也不能夠傷害到它，無論怎樣都動不到它，又

怎麼會壞呢？〈探究真心 P.45〉

12  「真心」還有一個性質，就是沒有相，它是無相

的。它連看都不能被看；聽都不能被聽；想也

不能被想；說也不能被說；摸也摸不到，怎麼

會有相？雖然無相，但它確實存在。〈探究真心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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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智說心語

13  教人持咒真正的用意是要讓人「專心一致」，就

是要鍛鍊心神的集中。〈探究真心 P.54〉

14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

「自淨其意」是佛法的特色，凡是「被知的範疇」

都是「相」，所以「自淨其意」，是要不斷地把

相抽離掉─這不斷「離相」的過程，就是「自

淨其意」。〈探究真心 P.63〉

15  想要修「無相」的時候，有一個可用的原則：你

要覺察，只要是被知，就都是相，所以千萬不能

拿被知的境界當作成就。凡是被你知道、被你

講得出來的，那就不是，就不清淨。這個原則

由最淺一直到最後成道都用得到，可以說是修

行人最重要的判斷工具。〈探究真心 P.64〉

16  淨土宗「念佛法門」裡面最重要的一句話：「都

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為第一」。

〈探究真心 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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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說心語 9

17  你若能體會到「佛性」的性質，就是「憶持佛

性」。你可以從「空」的性質去揣摹「佛性」，

因為它是沒有相的。〈探究真心 P.75〉

18  我們的心靈如果能夠空得很徹底，就會越來越

圓滿、越來越自由自在。想要體會佛性，就要

從日常事情和感覺入手，這是要自己體會的，

因為不管我怎麼講，或是釋迦牟尼佛在佛經裡

面怎麼說，這些都是比喻，一定要你自己有所

體會，才能真正地把握。〈探究真心 P.76~77〉

19  「一心不亂」的意思是很深的，意思是我們的心

要保持一個整體而不散亂。此外，「一心」還有

「專一」的意思，也就是心是非常專一的。

〈探究真心 P.78~79〉

20  法藏比丘所造的西方極樂世界，和其他修行者

所造的淨土有點不同，就是其他的淨土只有三

種層次─「方便有餘土」、「實報莊嚴土」和「

常寂光土」，唯有法藏比丘造的這個西方極樂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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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智說心語

界多了一個層次，叫做「凡聖同居土」，這是他

唯一特殊的地方。〈探究真心 P.80〉

21  境界最高的淨土就是「常寂光土」，是佛的住處，

只有佛才能夠去那裡，所以不是往生的。「實報

莊嚴土」要靠禪定安住才能到，所以到「實報

莊嚴土」也不能講往生。因此可以往生的只有

兩種淨土，一種「凡聖同居土」是帶業往生的；

另一種是「方便有餘土」是淨業往生的。

〈探究真心 P.80~81〉

22  「都攝六根」是什麼境界呢？是「前念不生」的

境界；「淨念相繼」則是「後念不滅」的境界。

「後念不滅」就是證到了「金剛後心」也就是證

到了佛性。〈探究真心 P.87〉

23  「念佛法門」最重要的口訣，就是先把生滅心止

息，然後發起不生不滅心念佛─這是最重要的

要點。〈探究真心 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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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說心語 11

24  「人間淨土」─我們希望把眼前這個「五濁世界」

〈眾生濁、見濁、煩惱濁、命濁、劫濁〉變成一

個淨土，所以要生生世世努力，把它改造得越來

越完美，這是我們做人應有的心願。〈探究真心 P.89〉

25  我們學佛，就要體會佛法廣大深遠的心量，這

是非常重要的。〈探究真心 P.91〉

26  如果有一種境界，是沒有辦法表達的，那就是

「密」，而「不可說」是因為佛法的「密」是說

不出來的，也就是佛法最深的意思是說不出來

的，所以是「不可說」的；但是釋迦牟尼佛住

世時還是說了很多經典，他說了那麼多，有沒

有把這個「密」說出來呢？還是沒有說出來，

因為那是說不出的！既然說不出來，佛又說了

這麼多是做什麼呢？他說這麼多法的目的是在

比喻、在指示，希望有人能夠聽懂他的「言外

之意」。〈探究真心 P.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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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智說心語

27  「能知的主體」因為不能被知，所以就是「密」，

這個秘密如果說得出來就不是密了，它一定是

沒有辦法說出來的；不過，我們可以「體會」、

可以「體悟」，就是這麼一回事。〈探究真心 P.100~101〉

28  「密宗」是龍樹菩薩所創的。他悟道以後就入定，

入龍宮，開鐵塔，把鐵塔裡面的《楞嚴經》和《

華嚴經》取出來；也就是說這兩部經典是龍樹菩

薩進入龍宮，裡面有座鐵塔，他進去鐵塔取出來

的，這是講故事，用究竟了義的說法是：龍樹菩

薩入自己的心裡把兩部經取出來。那個龍宮鐵塔

事實上就是他的心，所以他非常了解這兩部經典

的內涵。〈探究真心 P.102〉

29  我們應該學佛的「實教」，而不要去學他的「權

教」。當然如果根基、根器不對，或是文化背景

和觀念不對，還是需要「權法」的；也就是說如

果沒有辦法直接接受佛的實法，那麼權法未嘗不

是一個很好的方法，但是要注意學到後來一定要

點破。〈探究真心 P.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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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說心語 13

30  我們用持咒和觀想來習定。什麼叫「定」？就

是這些「心念」如果能夠減少到沒有了，這個

「定」就修成了。一般人不知道最後連咒都要丟

掉，當你把咒丟掉，心一下就空了，心念完全

靜下來，這個時候才是真正的咒。〈探究真心 P.112~114〉

31  對於修得比較純熟的人來講，所謂「心中無念」是

他的「本心無念」，他的「識心」還是在動，但是

他不管，也不受影響，他要做的是這個功夫。事實

上當他恢復了「真心」，「真心」本身是沒有念，而

且是思議所不及的，怎麼會有念呢？雖然他在紅

塵裡生活，但他是清醒的，也曉得自己的識心在

那裡，一下子要吃飯，一下子要開車，一下子又要

做什麼，他知道這些心念都起來了，但是他的「本

心」就是不受牽連。而一般人之所以為凡夫，是因

為他的「本心」被「妄心」控制、被妄心帶著跑

了；如果他能夠做到「本心」是清清楚楚的，不被

妄心控制，才能夠又吃飯、又做事、又睡覺，而不

妨礙修行。這個原則就是《維摩詰經》裡面，維摩

詰居士所講的：「不斷淫、怒、癡，亦不與俱」的

真正涵義。〈探究真心 P.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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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智說心語

32  「皈依」就是「歸元」〈匯歸毘盧性海〉，並且把

妄念止息。如果皈依就是聽命於「佛」，那就錯

了。尤其是皈依了一個師父，就要聽命於他，

這就更錯了；這一錯，修行也跟著錯，當然不

可能修成。我們如果想修成，一定要瞭解這個

「皈依」真正的意義。〈探究真心 P.119〉

33  「皈依佛」的真諦不是向外馳求，不是向外尋找

一位佛，然後去皈依他，去聽他的指揮；而是

「回頭」找回自己的佛性、自己的覺性，也就是

找回真正的自己─本來面目。〈探究真心 P.121〉

34  「皈依法」是恢復自性中的法─所謂「道生法」

之意。一切法都是由我們的菩提心生出來的才

是正法，不要心外求法，因為自性能生萬法。

〈探究真心 P.121〉

35  「皈依僧」就是結合清淨的修行同伴。修行當中

是需要道友相互鼓勵、相互切磋，來幫助修行，

所以要「皈依僧」。〈探究真心 P.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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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說心語 15

36  修行是大丈夫的作為，是一個頂天立地的事業。

一個被綑綁的囚犯不可能「明心見性」，一個獨

立自主的人，才有可能修成，所以千萬要記清

楚這件事情。〈探究真心 P.123〉

37  華藏祖師說「真實的皈依」只有一句話，就是

「皈依自性」即皈依「自己的佛性」。他甚至告

訴我們：其實你們都不需要再修什麼法，只要

專心修「皈依」，就可以成道。〈探究真心 P.124〉

38  上師有一個作用，就是做一位協助你找回自己

的自性、佛性、覺性的嚮導。要能做這件事情，

他必須是已經把自己的覺性、佛性找到了，才

清楚怎麼走「回歸自性」的路，而不致於誤導

人。所以要找回「本來面目」是要自己去努力

的。

〈探究真心 P.125〉

39  華藏祖師曾云：「綁人者非正修行人，被綁者亦

非正修行人」。〈探究真心 P.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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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智說心語

40  「十二因緣」就是「心靈認知結構」的真實狀況。

〈探究真心 P.138〉

41  從「十二因緣」的角度來看，這個「有」的世

界，是我們的六根透過「觸」、「受」、「愛」、「

取」四個過程生出來的。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人

都沒有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那麼這

個世界到底還有沒有？此時，我們沒有辦法說

有或是沒有，不知道有，也不知道沒有，根本

就沒有辦法講！。〈探究真心 P.146〉

42  依「十二因緣」生出的原則，身體是由心靈生

出來的，而不是身體生出心靈。〈探究真心 P.147〉

43  依「十二因緣」來看，我們的「六入」〈眼、耳、

鼻、舌、身、意〉是向下探測的，它只能向下，

沒有辦法反過來向上。〈探究真心 P.147〉

44  科學是建立在六根的基礎上，超出六根可探測的

範圍，就超出了科學的範圍。凡是六根能夠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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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說心語 17

的範圍才是科學所接受的，而六根探測不到的就

不接受，不承認。因為六入無法測量心靈，所以

科學是唯物的，不承認有心靈。〈探究真心 P.147〉

45  很多人修行有感應，有所謂的「神通」，可以看

見人家看不見的光和神奇的事情，其實對「十二

因緣」來說，一點都不稀奇。他看到的就是「名

色」，只不過是他的「識」看「名色」的能力比

一般人強而已。有的人以為這很了不起，就很崇

拜。為什麼會崇拜呢？是因為不懂「十二因緣」

的緣故。如果懂了「十二因緣」，就知道這和作

夢所見的是一樣的。因此，如果了解「十二因

緣」，有很多誤解就不會發生了。〈探究真心 P.149〉

46  從「無明」往下直到「老〈病〉死」，這個方向

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我們幾乎無力對抗，這

就是「十二因緣」的輪轉推力。在我們一投胎

做人以後，就不斷地往這個方向運作發展，永

不停止，除非修行，才可能反轉！〈探究真心 P.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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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智說心語

47  佛法教的是催醒而不是催眠。它教人自六道輪

迴的大夢中醒來，找到真正的自己。因此「開

悟」是修行人致力的目標。〈探究真心 P.166〉

48  只要「攝心內證」的「方向」弄對了，努力做

下去，遲早總有破「無明」的一天。〈探究真心 P.169〉

49  「死」是什麼狀況呢？「死」就是「六入」〈眼、

耳、鼻、舌、身、意〉以下的部分壞掉了，可

是「名色」以上的都還存在。所以當一個人去

世了，也就是「六入」這一部分不能用了。大

家也許曾在電視上看過一些人敘述曾經短暫死

亡的經驗：醫生忙著為他的身體做電擊或是人

工呼吸，而他卻沒感覺，因為他的靈魂飄在天

花板上，看醫生在下面忙來忙去。這就是他「

六入」以上的部分離開了他的身體，但他照樣

有「認知」，照樣有他的世界，所以他不覺得自

己有什麼不一樣。〈探究真心 P.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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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修心」就是要把「心」裡面的「執著」去掉。

執著在哪裡？就在「十二因緣」這裡，有十二

種層次的執著。〈探究真心 P.174〉

51  就我的看法，在這世間輪迴的眾生都在做什麼

呢？我把他看成是來「修行」的，大家都是來

鍛鍊成佛的。〈探究真心 P.176〉

52  如果拿「真心」來和「有形有相」的東西做對

比，就會瞭解「真心」比「有形有相」的東西更

真實。所以《金剛經》所謂的「真實」或「虛假」，

是有一個特別的對比方式和標準。〈探究真心 P.181〉

53  《金剛經》的偈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

諸相非相，即見如來」。「若見諸相非相」，就是

看出相的非相〈空無相〉，「即見如來」，就是顯

現真心。所以《金剛經》就是要把「相」消除，

而把「佛性」顯露出來。我現在另說一個偈子：

「凡所有相皆是牢籠，若見牢籠即非牢籠，本性

真心就會現前」，或許讓大家可以更懂一點。

〈探究真心 P.18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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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只要是「相」，就會把人的「心」關起來，因此，

一切「相」都有一個特質：就是可以把我們的

「心」關在裡面。所以，我說「相」是「心」的

牢籠！從這個角度來看，什麼是「相」？凡是

會像監牢一樣，能把我們的「心」關起來的就

是「相」，這是「相」的特質。〈探究真心 P.185〉

55  一旦「相」不再是心靈的牢籠，那它是什麼呢？

應是我們入世度生的「工具」。因為「相」化空

以後，並不表示就沒有了。而是不再被相的牢籠

束縛，不再做關在裡面的奴才，反而能夠在相中

任運自在，揮灑自如！〈探究真心 P.186~187〉

56  凡是以「我」為立場，也就是站在「我」的立

場，所看見、想到和感覺到的各種形形色色的

事物，都是「我相」。〈探究真心 P.189〉

57  佛法要我們去掉「我相」，到底有沒有讓我們吃

虧和損失，或是讓我們獲得更多好處呢？事實

上，如果把「我相」拿掉，做任何事情會更成功，

錢會賺得更多，事業會做得更好！〈探究真心 P.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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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凡是站在別人的立場去感受和想事情就是「人

相」。〈探究真心 P.192〉

59  「眾生相」是什麼？就是國家、民族、社會、政

府、某某公司或者某某團體，這些就是「眾生

相」。〈探究真心 P.194〉

60  若要把握「眾生相」的真諦，就得從「整體眾

生」合成的立場去看、去感受、去了解，那才

是真的「眾生相」。〈探究真心 P.196〉

61  修行是有階段性的。因為「我相」這個部分的

問題都沒解掉，就想要做菩薩大乘，是不切實

際的。〈探究真心 P.196〉

62  我發現我們佛教的修行裡面，只聽到有度「人

相」的，還沒有聽到、看到有做度「眾生相」

的。很多人以為能夠做到度「人相」，好像已經

是很大的菩薩大乘了，我覺得這是不夠的，應

再進一層到度「眾生相」。〈探究真心 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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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壽者相」可以是「時間相」，你覺得有「時間」

就是有「壽者相」，「時間」是「壽者相」當中

的一個；此外，它也是「生命相」--凡是站在

一切生命的立場來想事情和感受事情，所感受

以及所想的就是「壽者相」。目前我們人類的活

動裡面，有那些活動與度「壽者相」有關？就

是「生態保育」和「環保運動」。〈探究真心 P.198〉

64  如果還有「壽者相」，是成不了佛的。所以要成

佛，連最後這個牢籠都要超越。超越以後就是

「無相」，沒有相了！沒有相是什麼意思？就是

沒有牢籠而自由了！〈探究真心 P.201〉

65  真的把「相」通通去掉了，我們的心就是「佛

心」，沒有受到任何一點拘束，沒有被任何一個

籠子關住，它所產生的威力和影響是無量無邊、

不可計算的！到了這個境界，所有的「相」都

是你入世度生的工具，可以任你運用了。這種

狀況就是佛陀出菩提路，乘願再來，遊戲神通

了─這一境界是不容易達到的，卻是我們修行

最終的目標。〈探究真心 P.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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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事實上，不一定要從「壽者相」進入「無相」，

只要「離相」就可以進去了。至於我們要怎麼

做呢？就是實踐《金剛經》所說的視一切相如

夢如幻，慢慢地就可以進入「無相」了。還有

一個辦法，也是《金剛經》裡面的，那就是經

中最常用到的句型：「是什麼，即非什麼，是名

什麼」。像佛說：「莊嚴佛土」就是等於「沒有

莊嚴佛土」，如此就「無相」了。〈探究真心 P.204〉

67  只要「被你知道的」，全部都是「相」，把它丟

了，那麼你就能從「相」中超越、脫離出來，

達到「無相」。〈探究真心 P.206〉

68 「靈感」是沒有根據的，一下子就蹦出來，這就

是「無所住」生的心。我們只要無相了，就可

以做到「無所住而生其心」。你的心只要一無相，

不被「相」這些手鐐腳銬禁錮起來，你的「心」

是「解脫自在」的時候，靈感就會像泉水一樣

地不斷湧出來。〈探究真心 P.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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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中觀」怎麼修呢？就是假觀和空觀同時修，也

就是「亦空亦有」，既「有相」又是「無相」，「

有相」與「無相」同時相等存在。什麼是「一

心三觀」呢？就是把這三觀一個心念就完成了，

所以叫「一心三觀」。〈探究真心 P.221〉

70  雖然你不知道什麼是「一心三觀」，但只要順著

《金剛經》的句型這麼一念，就已經做完了。因

為佛陀把它設計成這樣的句型〈Ｘ，即非Ｘ，

是名Ｘ〉，讓人讀了，自動就會有「一心三觀」

的功效，這真是一個非常精要而簡便的設計。

〈探究真心 P.221~222〉

71  《金剛經》的句型〈Ｘ，即非Ｘ，是名Ｘ〉和黑

格爾的「辯證法」裡的「正」、「反」、「合」，看

起來很像，其實並不一樣。《金剛經》裡的「是

名什麼」，並不落在意識和相中。因為中觀是要

超越意識，是「離相」的，所以中觀並不落在

「被知的範疇」裡。但是黑格爾辯證法的「正、

反、合」，卻全落在意識範圍中。〈探究真心 P.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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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既然有被知的東西存在，就表示一定有一個可

以知道這些東西的主體存在，這個主體就叫做

「知覺者」。〈探究真心 P.225〉

73  一般人都會講：佛教是「無我」的，可是這顯

然和佛法提到的「自性」相矛盾，因為既然「

無我」了，為什麼又有「自性」呢？所以我就

特別去請教我師父華藏上師。華藏上師告訴我：

「佛法的『我』是橫遍十方，窮豎三際的！」也

就是說，佛法是有「我」的，但是那個「我」的

性質是空空蕩蕩的，空空蕩蕩到什麼程度呢？空

空蕩蕩到橫遍十方，窮豎三際！你看，一個「

我」可以橫遍十方，窮豎三際，原來定義的「

我」就破掉了，這個才是「無我」的真諦。佛

法裡面的「我，即無我，是名我」，那個「是名

我」就是「真我」，這個「真我」是有形和無形

一體貫通的狀況。〈探究真心 P.229〉

74  時間是什麼呢？時間就是變動，一有變動就有

時間。如果這個世界真的不變動，通通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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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感到沒有時間，這種情況其實就是永恆，

也就是「沒有時間」就是永恆。所以在「時間，

即非時間，是名時間」這個句子中，第一個「

時間」，就是因變動而生的時間；「非時間」，就

是靜止不動的沒有時間；第一個和第二個連起

來，「時間，即非時間」，意即「時間」全等於

「沒有時間」，這在什麼狀況下可以成立呢？答

案是完全靜止、沒有時間所呈現的永恆狀況。「

時間」要等於「沒有時間」，必須是永恆的情況

下才能成立。而「是名時間」是什麼？就是「

永恆」。〈探究真心 P.230~231〉

75  華藏上師教給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

人皆有自性！這個自性就是「佛性」、「真心」，

也就是「本來面目」，修行就是要把它修出來。

〈探究真心 P.270〉

76  「有相」的部分並不是佛法的重點，我們要學的

是「最純的心性」這部份！〈探究真心 P.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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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真正的佛法是會斷掉的。為什麼呢？因為它無

形無相，難以言詮，一說就不是，所以做師父

的人很難傳出來。什麼時候它才能傳出來？惟

有在他的徒弟中有人修到了那個程度，他才傳

得出去！徒弟沒有人修到這個程度，他怎麼講

都不對，都沒有用。所以如果有某一代的師父

是懂的，但是徒弟中沒有一個人程度跟上來，

當他圓寂時，那純正的佛法就會斷掉！文字、

語言保不住它，佛法傳遞的困難在這裡！

〈探究真心 P.274~275〉

78  一定要「實修」，修到了，才會懂，也才算懂，

這是佛法的特質。〈探究真心 P.276〉

79  在華藏上師差不多圓寂八年之後，我才決定出

來弘法度生。當時的情況讓我覺得：佛法中最

深、最純正的部分我已經懂了，出來弘法度生

是無法推卸的責任！〈探究真心 P.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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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自覺自開悟，自修自成就，自性自顯現，是名

真皈依。〈皈依偈〉

81  罪從因起將因懺，因地轉善果亦善，果報來時

不推卸，心甘情願自承擔，業報化盡罪自消，

無罪無業方自在，痛改前非不造惡，如是方名

真懺悔。〈懺悔偈〉

82  「禪」是「活的菩提心」，只要「菩提心」離了

「相」，它就是「活的」。〈禪是活的 P.108〉《禪機禪趣禪益》

83  「無所住」就是沒有假設，佛法是「無所住而生

其心」；而科學則是「有所住而生其心」，所住的

就是假設，而推導出來的定律就是由它所生出來

的心。也就是說科學沒有假設就無法建立；但是

佛法是在沒有假設的情況下所生出來的，這就是

《金剛經》中最精髓的部分。〈金剛經現代直解 P.8〉

84  當我了解佛法不需要假設時，也就是它沒有迷

信，比科學更不迷信，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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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說心語 29

外！明白了這一點，心中非常喜悅，覺得找到

世間最難得的珍寶。〈金剛經現代直解 P.8〉

85  我認為全體人類，不管是哪一個國家、哪一個

種族、什麼階級，我都覺得跟他們是一體的！

我所體悟的佛法，並不只是屬於我一個人的，

而是屬於全人類！所以我有責任把我的體悟經

驗傳播給有需要的人，不可以把這個體悟經驗

誤以為是我一個人私有的。當我體悟到的時候，

也是全體人類的體悟，我有責任讓其他人知道。

〈金剛經現代直解 P.11〉

86  平淡樸實非常重要，因為修行成道並不需要有

什麼稀奇古怪的本事，就是要這麼平平淡淡才

會成道，才會有金剛般若智慧。〈金剛經現代直解 P.22〉

87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簡單來說就是「菩提

心」，就是我們的真心，用禪宗的話來說，那就

是我們的「本來面目」。那麼「菩提心」是什麼

呢？就是「不生不滅心」。當然，能夠平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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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智說心語

滅心」，再把「不生不滅心」啟發出來，這就是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整本經文的主旨。

〈金剛經現代直解 P.23~P.25〉

88  當大家讀到《金剛經》的：「度了很多眾生等於

一個都沒有度」時，你心裡會產生什麼反應？

是不是「不了解」！「不懂」！當你感覺「不

懂」就對了，「不懂」代表你的「生滅心」停止

了，也就是「不生不滅心」出來了！當你覺得

懂的時候，事實上代表你的生滅心仍在活動。

所以讀到：「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

眾生得滅度者」的時候，好好去體會那個「不

懂」的心靈狀態！它就是「菩提心」，就是「不

生不滅心」。很多人常常一到「不懂」的時候，

就讀不下去了，這時候他就把最寶貴的東西丟

掉了！〈金剛經現代直解 P.30〉

89  無心不是沒有心，巧妙就在這裡。是有那個心，

但卻是無心。「有」即是「無」。因為你說無心，

又是一個清楚的相，那不是佛想要表達的無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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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我現在舉天空為例子，天空是空的，你說

到底是有還是沒有？當然是有的。並不會因為天

空是空的，就說沒有天空，因為事實並非如此。

〈金剛經現代直解 P.40〉

90  地球安住在什麼地基上？是不是懸在虛空中。

所以虛空是地球的基礎，房子的最終基礎是虛

空，虛空就是無住！任何基礎追究到最後都是

無住，無住是真正最後的基礎。〈金剛經現代直解 P.44〉

91  相就是可以把心靈關住的牢籠。學佛是要把這

些牢籠通通打開，心靈就廣大無邊了。我們心

靈的力量也就顯現出來了。我們常常會認為自

己沒有力量，其實心靈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大

得不得了。它之所以顯現不出來，是因為你把

它關住了。要如何解開？就是把相拿掉。

〈金剛經現代直解 P.46~47〉

92  淨信是對道理完全明白了而相信，所謂相信到

不需要相信。〈金剛經現代直解 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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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智說心語

93  眾生只要一取相，就著了相，也就關在相的牢籠

裡。這個「著」就是關在牢籠裡。〈金剛經現代直解 P.55〉

94  常有人用禪定中的境界來比高低；須知禪定的

境界還是相。以「相」做標準來判斷，都是錯

誤的。〈金剛經現代直解 P.57〉

95  如果我們確定了福德大小的範圍，不管範圍有

多大，都是有限的，故不言多。只有在沒有了

大小的範圍，進入無限的時候，才可以說多。

〈金剛經現代直解 P.58〉

96 「佛法」你清楚，「非佛法」也清楚，至於「佛

法就不是佛法」是什麼？你的心裡會一片空白，

是不是這樣？這個就是《金剛經》的奧妙！這

樣就是心空了。〈金剛經現代直解 P.62〉

97  如果你已經離相解脫了，就可以在相中遊戲神

通。相的籠子還在，但關不住你，你可以在籠

子裡穿來穿去，自由自在。沒有達到這個程度，

要在相中打滾是很難的。〈金剛經現代直解 P.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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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如來就是入相自由；善逝就是離相自由。所以

如來、善逝就是來也自由、去也自由，也就是

在相中來去自由！〈金剛經現代直解 P.63~65〉

99  經云：「以有所得心，修諸善法，魔所攝持。」

以有所得心去修行，不是佛所要、所希望、所

鼓勵的。我們常常聽到所謂的「傳承」和「成

就」等等說詞，要注意，這些都必須要「無相」

才行！如果是可以佔有，可以給來給去，都不

是真的，都不合佛法，更不合《金剛經》的宗

旨。〈金剛經現代直解 P.73~74〉

100  自性是空的、無的，從自性直接生出來的就是「無

住生心」，它可以生出萬法，萬法就是從這自性生

出來的心，這時候佛法就活了。〈金剛經現代直解 P.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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