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道之現實與理性 

 
一、開場白 
1、談現實與理性易令人卻步，卻能令人真實皈依，不悔退。 

2、修學佛法最怕消耗一生身心歲月卻是徒勞無功。 

3、佛法來自現實回到現實，脫離現實，便無下手處，亦無感應時。 

4、不畏懼不氣餒，因熟果成，不假外求。 

 

二、修道的現實性 
《那先比丘經》卷 2：「不生不老不病不死。不病不憂不哭。不憂不

哭不內心痛。便得泥洹道。---王言人未得泥洹道者。何以知為快耶。

那先問王言。人生未甞截手足為痛處。王言人雖未甞更截手足。由知

為痛也。那先言何用知為痛也。王言其人截手足時𠲳呼用是知為痛。

那先言人亦如是。前得泥洹道者轉相語泥洹道快。用是故信之。」 

對三寶的信仰不是建立於空洞的幻想。 

 

三、從古今自他看修行的空洞與虛誑 
1、王陽明《傳習錄》:有禪僧坐關，三年不語不視。先生喝之曰：「這

和尚終日口巴巴說甚麼，終日眼睜睜看什麼。」僧驚起。即開視對語。

先生問其家，對曰：「有母在。」曰：「起念否？」對曰：「不能不起。」

先生即指愛親本性諭之，僧涕泣謝。明日問之，僧已去矣。 

 

2、《中阿含經》：「尊者彌醯為奉侍者。---「此地平正，名好㮈林，

金鞞河水極妙可樂，清泉徐流，冷暖和適，若族姓子欲學斷者，當於

此處，我亦有所斷，寧可在此靜處學斷耶？」---世尊告曰：「彌醯！

汝今知不？我獨無人，無有侍者，汝可小住，須比丘來為吾侍者，汝

便可去，至彼㮈林靜處而學。」---尊者彌醯乃至再三白曰：「世尊！

我今欲往至彼㮈林靜處學斷。」尊者彌醯住㮈林中便生三惡不善之

念，欲念、恚念及與害念，彼由此故便念世尊。---」 

 

3、《金剛經宗通》卷 6：「昔馬祖在衡嶽山常習坐禪。南嶽懷讓禪師

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祖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磚。

於彼庵前石上磨。祖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祖曰。磨磚豈得

成鏡。師曰。磨磚既不成鏡。坐禪豈得成佛。祖曰。如何即是。師曰。

如牛駕車。若車不行。打車即是。打牛即是。祖無對。師又曰。汝學

坐禪。為學坐佛。若學坐禪。禪非坐臥。若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



住法。不應取捨。汝若坐佛。即是殺佛。若執坐相。非達其理。祖聞

示誨。如飲醍醐。」 

 

念佛往生，往生在嘴巴? 在聲音?不做不實在的期待，無因不成果；

不做因果不相當，因果若不相當，如磨磚成鏡，無有事處。 

 

四、如是因如是果的理性修行 

1、《瑜伽師地論》:「光明黑闇一時合會無有是處。---盲眼見色聾耳

聞聲。鼻舌壞者嗅香甞味無有是處。諸根不壞斯有是處。---未具資

糧於現法中證學無學究竟解脫。無有是處。已具資糧斯有是處。---

人趣有情以傍生趣草等飲食以充節會。若諸天眾食人飲食。色無色界

食諸段食無有是處。---有貪愛者貪愛覆蔽。貪愛未斷而於財利心離

染著無有是處。」 

 

2、《大寶積經》卷 38〈如來不思議性品 4〉：「麁惡語者若得常聞可意

之聲無有是處，聞不可意聲斯有是處。---若懷綺語感說言教令他信

受無有是處，若不信受斯有是處。若離綺語所說言教令他不受無有是

處，若信受者斯有是處。---若貪著者感財不散無有是處，若感散失

斯有是處。」 

 

3、同上《中阿含經》：「心解脫未熟，欲令熟者有五習法。云何為五？ 

1、自善知識與善知識俱，善知識共和合。 

2、修習禁戒，守護從解脫，又復善攝威儀禮節，見纖芥罪，常懷畏

怖，受持學戒。 

3、所可說聖有義，令心柔軟，使心無蓋，謂說戒、說定、說慧、說

解脫、說解脫知見---。 

4、常行精進，斷惡不善，修諸善法，恒自起意，專一堅固，為諸善

本，不捨方便。 

5、修行智慧，觀興衰法，得如是智，聖慧明達，分別曉了，以正盡

苦。」 

 

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如理思維，法隨法行。 

聞思修 

戒定慧 

《攝大乘論》：所知依-即是阿賴耶識---所知相-所知即是相故名所知

相---入所知相-正入即唯識性---彼入因果-即是悟入唯識理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