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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序1云：「……原其五家2綱要盡出壇

經。夫壇經者，言簡義豐，理明事備，具足諸佛無量法門，

一一法門，具足無量要義，一一要義，發揮諸佛無量妙

理……」。明儒楊起元謂：「周子得之壽涯，程子又得之周子，

其名教雖遵六籍，其密義實取諸壇經。」3《壇經》思想，

影響後世很大，而六祖之學，為禪宗臨濟、溈仰、曹洞、雲

門、法眼五派之源。釋德異壇經序云：「一門深入，五派同

源、歷遍鑪錘，規模廣大；原其五宗綱要，盡出壇經。」羅

香林教授云：「六祖法寶壇經為禪宗重要經典，自來言禪宗

南派思想者皆首於此書求之。吾人不言唐代哲學思想則已，

欲言唐代哲學思想，則不能不於此書作一相當研究。」4由

此敘述，知《壇經》在禪宗史上是一部極為重要的經典作品，

它幾乎左右了唐代以後所有的禪門思想及修持方法。非但如

此，當代學人錢穆且將之列入當今知識份子必讀的十部中國

思想名著之一，其在中國文化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亦因此

而盡顯無遺。 

《壇經》是六祖所說的佛法，講的是最上乘的頓教法門，慧

                                                       
1 大正藏，四八冊三四五下。 
2 指臨濟，溈仰，曹洞，雲門，法眼五家。 
3 清馬元，曹溪通志卷首舊序，道光十六年冬懷善堂重刻。 
4 羅香林，壇經之筆受者問題，張曼濤編六祖壇經研究論集，頁二六九，大乘文

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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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佛法融化後，從自性的顯現，不依經教，而直言見性成

佛，把佛陀的靈山心法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以心傳心的

正法眼藏，弘揚廣大。所以慧能對佛教思想與學術文化實有

承先啟後的功勞，難怪被稱為禪宗的開山祖師。但《壇經》不

是文字，它所啟示的是達摩單傳直指之指，因是指而明心見

性，所以《壇經》不主張客觀的經驗知識，認為修行的最高

境界，一悟可至佛地；即使積學的人，也須一悟才能達到無

餘涅槃。而禪者注重傳承，教外別傳，以心傳心是禪宗密

授。慧能說：「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慧能自知。」因此，如

果要了解慧能以後的禪宗思想，不可不讀《壇經》；而要了

解中國文化，尤其是中國的大乘佛學思想，更應該要仔細的

研究它。不過，一種思想的完成，必然有其傳承。如果我們

能就此傳承溯源而上，循其脈絡，究其因果，則對於其中心

思想必更能掌握之。除非我們自信自己有著超人一等的見

識，能在一個大師的著作中得到非凡的生命的啟示與靈感，

而得思修並重；或者說能在佛法的修行領域中，深得三昧，

與經相契，否則此種藉著溯源追本，以還原其原始精神，甚

而發掘其突出處的工作是不可少的。傅偉勳教授說：「我這

些年來探求中國哲學之道所獲致的一個結論是中國儒道佛三

家的根本義諦是在各別的生死智慧與解脫之道，……至於三

家的中心人物，則是孟子、莊子與慧能。」
5

那麼代表慧能思

想的《壇經》，就得以發揚光大，以助於解救現代社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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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道德問題，讓大家解得慧能的禪教，使處在現代緊張的工

商社會中，可得一清淨的生活。5 

【貳】 有無「中有」之論辯 
五祖弘忍門下，原有神秀上座6，少覽經史，博綜多聞7，

而慧能只是一個幼失怙恃、本以賣柴為生、不識文字的碓房

勞工，與神秀的學問、地位相比，有懸殊的差異，但神秀的

偈語，弘忍以為「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

解覓無上菩提，了不可得。」8而慧能卻是一位不世出的天

才，誠如慧能自己所言：「下下人有上上智」9。由慧能的偈

語，可見慧能已經悟出：「一切法不離自性」又自性本自清

淨，本自具足，不生不滅，而能生萬法。因而弘忍便期許慧

能說：「汝為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情，流布將來，

勿令斷絕。」10 

後來神秀之道北傳，在荊州玉泉寺開法度眾，稱為北宗；

而慧能禪法南傳，先後在廣州法性寺、韶州大梵寺、曹溪寶

                                                       
（承上頁） 
5 傅偉勳，胡適、鈴木大拙與禪宗真髓，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民國七十二年七月

二十九日。 

6 仲祜，壇經箋註：「僧寺有上座一職，在住持之下，為一寺之領袖。又其位最高，

上更無人，故名上座，為一切沙門所尊敬者。」 

7 宋高僧傳卷八。 

8 弘忍告神秀語，壇經行由品第一。 

9 慧能對江州別駕張日用語，壇經行由品。 

10 壇經行由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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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等地弘化四十餘年，蔚為南宗11。慧能的思想言行，備記

於弟子法海所編集撰錄的法寶壇經一書，此書之成立在禪學

史上是一件值得探討的大事，印順法師所著《中國禪宗史》

曾闢專章闡述「壇經之成立及其演變」。 

曹溪慧能大師在中國禪宗發展史上，有極重要的關係與具

關鍵性的地位，慧能的生平經歷、悟道及出家說法的經過，

也是極重要的禪宗史蹟。慧能平生所說禪法，留下一部唯一

完整的紀錄，便是這部被後人尊為《壇經》的寶典。 

據印順法師所述，過去以明藏本《壇經》為唯一的《壇經》，

近代發現敦煌寫本，為現存最古的版本12。後來日本又出現

聖寺本、大乘寺本，於是引起《壇經》研究者的廣泛注意與

紛紛探討，對《壇經》是否為慧能所說、法海所集所記，提

出質疑，或以為是神會及門下所作13，或以為部分為慧能所

說14，或以為部分為牛頭六祖慧忠所說15。 

經印順法師研究後的結論，在其《中國禪宗史》第六章第

一節〈壇經的原始部分〉指出：「弘忍以來，有公開的開法傳

禪。傳授的方便，彼此都有所不同，但有一共同的形式，那

就是戒禪合一。……這是歷史的事實，一代的禪風。了解一

                                                       
11 壇經頓漸品第八：「師祖師居曹溪寶林，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於時兩宗盛

化，人皆稱南能北秀。」 

12 敦煌寫本見斯坦因五四七五號。 
13 如胡適，神會和尚遺集即持此說。 
14 如日人宇井伯壽，第二禪宗史，一九三五年出版。 
15 如日人柳田聖山，《初期禪宗史書之研究》，一九六四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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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開法的特性，就知道壇經也有這一部分——大梵寺說法。」

於是印順法師發現：現有各種不同版本的《壇經》，次第與

文句上雖有出入，但其組成部分卻是大體相同的。因大梵寺

說法部分，是公開的開法傳禪，且不止一次，《壇經》以這

部分為主，當是由門人記錄而成，如以下幾段明白的記載：

「慧能大師於大梵寺講堂中，昇高座，說摩訶般若波羅蜜

法。……刺史遂令門人僧法海集記，……說此壇經（敦煌本

《壇經》）。」「韶州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轉妙法輪，並受

無相心地戒。門人記錄，目為壇經，盛行於世（景德傳燈錄

卷五）。」「韶之刺史韋據，命居其州之大梵寺說法。……其

徒即集其說，目曰壇經（契嵩傳法正宗記卷六）。」據順印

法師的研究，古人所謂《壇經》，以大梵寺說法部分為主；

現存的《壇經》，應分為兩部分：一為原始《壇經》，即大梵

寺開法的記錄，為《壇經》主體；二為六祖平時與弟子問答、

臨終時的付囑，及其臨終與身後情形的記述，皆為《壇經》

附錄。二者性質不同，集錄亦有先後之別。 

由於後學者的推重，故尊稱這部法紀為「經」；由於開法

傳禪的道場，與發願、歸依、受戒、懺悔等相合，故仿「戒

壇」、「懺壇」而稱「法壇」遂合稱《壇經》。其主體部分，

慧能生前應已成立，入滅後，弟子集錄其平日接引機緣、臨

終前後情形，附於其後，可稱「曹溪原本」，敦煌本雖然最

古，但曾經補充、修改，已非《壇經》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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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壇經》的思想源流系統 
中國的禪宗傳自印度的菩提達摩，菩提達摩於紀元五二七

年到達中國，成為中國禪宗的第一代祖師。菩提達摩的思想

源頭是根據四卷本的楞伽經，北宗神秀的弟子淨覺所集的楞

伽師資記，就是介紹從印度禪傳承到中國禪的系統，是以楞

伽經的思想主流。可是南宗的六祖慧能，雖也接受楞伽經思

想的體系，但慧能卻以金剛般若經做為禪法的依據。因此，

從《壇經》的內容固然可以看到濃厚的如來藏思想的成份，

那是受了楞伽經系統的影響；同時又發現慧能特別強調般若

和智慧功能，所以又是屬於般若思想的傳承者。照道理，般

若的思想是屬於「空」的，也可說是屬於中觀哲學的範疇；

而楞伽經的思想既強調唯識，更強調如來藏，實際是以發揮

如來藏思想為其重心，這是印度大乘佛教的另一個系統。 

其實六祖壇經是以般若為方法，以如來藏為目標，用般若

的空觀來破除煩腦的執著，以期達到「明心見性」的目的。

所謂「明心」就是無煩惱的清淨心，「見性」就是見到佛無

二無別的佛性。佛性是如來的另一個名字，清淨心是般若智

慧的別名，它是用般若智慧以達見性成佛的目的。此二者雖

有不同的名字，也有不同的立場，然而是一體的兩面。若得

其一，必得其二，不見其一，不得其二；明心一定能見性，

見性一定是心地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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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觀的立場看般若，若得般若即見諸法自性是空，那就

是目的，不再另有如來藏、佛性、法性等目的可求。可是從

如來藏系統來看，般若只是功能，不是其本體；功能必定有

其所屬，所以產生了如來藏和佛性等思想。於是六祖壇經雖

讓人見到般若的思想，實際上是以如來藏為根本，這是非常

明顯的事。 

一、 《壇經》裡的般若思想 

《壇經》用了兩種般若系統的經典，一是金剛般若經，二是

文殊說般若經。經中引用並提到金剛經的句子和內容的，有

如下幾處： 

1. 行由品：「慧能一聞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心即開

悟，遂問客誦何經？客曰：金剛經。」16 

2. 同品又說：「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17 

3. 同品又有：「祖以架裟遮圍不令人見，為說金剛經，至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18 

4. 定慧品引文殊說般若經所提倡的「一行三昧」19來說明

淨名經（即維摩經）的「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20

這兩句話。 

                                                       
16 壇經，大正四八卷三四八頁上。金剛經，大正八卷，七四九頁下。 
17 壇經，大正四八卷三四八頁下。金剛經，大正八卷，七四九頁上。 
18 大正四八，三四九頁上。 
19 大正四八，三五二頁下。 
20 大正四八，三五二頁下。 



六祖壇經之研究    131 
 
 
 

5. 般若品全品都談摩訶般若波羅蜜的意義，同時強調「持

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又說：「聞說金剛經，心

開悟解」21，又稱此法門為「般若三昧」22。 

金剛經所說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句話對於《壇經》思

想的重要性和慧能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禪宗史上最偉大的禪

師的原因。這句話雖然是金剛般若經的精義所在，但不一定

是最重要的經句。金剛經的通常論法是：「無法相，亦無非

法相」，「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非法非非法」。這是

排除執著，不執空也不執有；執有固然是有，執空還是落於

「有」的一邊，「空」「有」是相對的。可是就六祖最受用的那

句話而言，雖然叫它「無住」，但還是要有「心」。這個心在

現象上是智慧心，無住是不住於煩惱心，雖不住於煩惱心，

但仍然有智慧心。因為求見清淨的佛性需要智慧，而對眾生

的救濟也需要智慧，所以是「有」而不是「空」。若將這句話

連著金剛經的前文來看，是說生了清淨心的菩薩，莊嚴了佛

的國土，等於沒有莊嚴佛的國土，那才叫莊嚴了佛的國土；

也就是行一切善等於沒有行一切善，那才叫行一切善。的

確，這種清淨心就是無執著的智慧心，六祖慧能聽了這句經

文就開悟，也就是跟智慧心相應。不過金剛經沒有說到開悟

之後悟的是佛性，開悟本身就是目的，這跟六祖所體會的有

                                                       
21 大正四八，三五０頁下。 
22 大正四八，三五一頁上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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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出入。 

至於金剛經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將這兩句的前後

經文連起來看，是說不要把如來的身相當成真實的如來，因

為如來不可以用他的身相來衡量和範圍，也可以說如來是遍

於一切相而不等於任何一相，不能認定任何一相就是佛；對

所有一切相都不能執著才能真正見到如來。所以其下還有兩

句經文：「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可是從《壇經》的

觀點來看，「相」是虛妄的，而心性是實在的，所以《壇經》

說：「識自本心，見自本性」，「本不生滅」23，這種不生又不

滅的本心和本性，在金剛經中是看不到的。也就是說，相無

性有，這與愣伽經的思想有些相同。 

在《壇經》中沒有舉出文殊說般若經的名字，但其所舉「一

行三昧」是出於文殊說般若經，而且在第四祖道信的「入道

安心要方便法門」，早已引用過此經的「一行三昧」之修行方

法，目的是在以該經的「念佛心是佛」說明楞伽經的「諸佛心

第一」。文殊說般若經提到，在沒有進入一行三昧之前，「應

處空閑，捨諸亂意，不取相貌，繫心一佛，專稱名字」24。

進入一行三昧之後，便是「法界一相，繫緣法界，是名一行三

昧。如法界緣，不退不壞，不思議，無礙無相」。可見《壇

經》引用一行三昧的目的，不在於般若的思想，而是在於修

                                                       
23 大正四八，三四九頁上。 
24 大正八，七三一頁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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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目的；著重的是一行三昧的本身，不是進入三昧的方

法。所以《壇經》說：「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

在文殊說般若經中並未作如是說，那是維摩經的境界，也可

以說，法界一相，無礙無相；因為無礙，所以行住坐臥的日

常生活，都在三昧之中。這到後來的「無門關」便說出：「那

伽（以龍喻佛）常在定，無有不定時」25的思想，實際上也

是智慧的功用。 

在《壇經》中也特別強調摩訶般若波羅蜜，並且要大眾以清

淨心來念這句話，能得智慧；念時不僅是口念，而且要心口

相應26，可見這是修行的方法。把「摩訶」解釋為廣大的心

量，如虛空無有邊，沒有一法可得，因為自性真空。可是

《壇經》又提醒我們，不要認為是空就以空心靜坐而成無記空

27；也就是說，既對一切法不可執著，也不可讓心中成為一

片空洞。這還是從修行的方法來肯定「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的觀點，同時也否定了一般所說的「沉空滯寂」就是悟境的

觀念。禪宗的悟是指在活活潑潑的生活中，不受任何境界所

動搖的心。 

至於「般若三昧」之名，未見於任何其他經典，而《壇經》

說修行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就能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

昧。所謂般若行，是指離一切境而無生滅，能夠「來去自

                                                       
25 大正四八，二九八頁中。 
26 大正四八，三五○頁上。 
27

大正四八，三五○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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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心體無滯」28，它就是「無住無往亦無來」的大智慧，

以此智慧觀照一切法而能夠「無念無憶無著」29，這就是見

性成佛的般若三昧。 

二、 《壇經》裡的涅槃經和維摩經思想 

如來藏在不同的經論中有許多不同的名字，但指的是同一

個觀點，例如：佛性、自性、法性、本性、如來藏、法藏、

真如、清淨心等都是。《壇經》中提到六祖慧能曾為無盡藏

比丘尼解釋大涅槃經的妙義，此外慧能也在廣州法性寺見到

印宗法師講大涅槃經。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的思想即出於大涅

槃經，可見六祖慧能當時所處的環境，佛性思想的信仰非常

普遍。 

《壇經》中有幾處也引用維摩經30，茲列舉如下： 
1. 般若品云：「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性。」31 

2. 疑問品云：「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則佛土淨」32，出

於維摩經佛國品33。 

                                                       
28 大正四八，三五一頁中。 
29 大正四八，三五０頁下。 
30 維摩經有前後三譯：1.佛說維摩詰經二卷，吳支謙譯；2.維摩詰說經三卷，姚

秦鳩摩羅什譯；3.說無垢稱經六卷，唐玄奘譯。梵文維摩詰，有「淨名」、「無

垢稱」兩種意譯。 
31 大正四八，三五一頁上。 
32 大正四八，三五二頁上。 
33 大正一四，五二○頁中有云：「菩薩以意淨故，得佛國淨」。又於大正一

四，五三八頁下云：「依佛智慧，則能見此佛土清淨」。又云：「若人心淨，便見

此土功德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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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慧品云：「如淨名經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34

出於維摩經菩薩品35。 

4. 定慧品云：「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卻被維摩詰訶」36，

這是出於維摩經弟子品37。 

5. 定慧品云：「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

動」38，出於維摩經佛國品39。 

6. 行由品云：「佛法是不二之法」40，是出於維摩經入不

二法門品41。 

從以上對維摩經經文的引證之多，可見其對於《壇經》的

影響之大。維摩經的思想被《壇經》所用的，第一是頓悟的

觀念，第二是淨心直心的觀念，第三是行住坐臥的日常生活

就是修行的觀念，第四是動靜一體的觀念，第五是不二的觀

念。 
1. 所謂頓悟的思想，應該是從「教相判釋」的思想而來的。

從印度到中國唐朝的佛教史上，對佛經性質和層次的分

類有許多家教相的判釋。大致上認定佛對上根人用直接

                                                       
34 大正四八，三五二頁下。 
35 大正一四，五四二頁下有云：「我問道場者何所是？答曰：直心是道場，無虛

假故。」此下尚有發行、深心、菩提心、六波羅蜜、四無量心等，都是佛的道

場。道場即是佛土。 
36 大正四八，三五三頁上。 
37 大正一四，五三九頁下。 
38 大正四八，三五三頁中。 
39 大正一四，五三七頁下。 
40 大正四八，三四九頁下。 
41 大正一四，五五○頁中至五五一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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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頓教，對中下根人則用迂迴次第而說的漸教。六祖

慧能既然聽了金剛經的經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而立

時開悟，當然就是淨名經所說「即時豁然，還得本性」，

那也就是頓悟。所以《壇經》中有五處以上用到「頓教」

來形容慧能的法門，又提到「頓見真如本性是頓悟菩提」，

這都是從維摩經的觀點而來。 

2. 《壇經》以直心和淨心來解釋智慧，以智慧做為佛性和

清淨心的作用，把不動的自性稱為「定」。因此慧能說

「定」和「慧」相當於燈和光的關係42，沒有光不叫燈

是燈一定有光，它是不二之法。「直心」的心就是，清

淨的心，有了清淨的心一定是通過智慧而見到了佛性，

是體用不二；如果行直心，必定是淨心，那一定能見佛

性。所以慧能勸人不要執著心外的一切法，如此則離煩

惱而證菩提。 

3. 日常生活就是修行，這與中國南方的山林佛教有關，必

須勞作以維持生活；同時也與提倡佛教的普遍化有關。

此外，六祖慧能自己的開悟是在聽到金剛經的經句便

「言下大悟」。所以慧能不以為必須經過打坐修行才能明

心見性，只要當下能夠於一切法不執著，便與佛同。因

此慧能要引維摩經所說的「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卻被

維摩詰所訶責」的例子為他的知己；禪宗也因《壇經》做

                                                       
42 大正四八，三五二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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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提倡而開出與印度佛教不相同的局面。43 

4. 動靜一體的觀念。一般人的看法，動和靜是兩種不同的

現象，動的時候不是靜，靜的時後無法動。可是從《壇

經》所見，在一切境界裡，身體可以跟著動，而智慧心

也有所反應，但是稱為「真如」的心體是不動的44。然

而不要以為叫做智慧的作用真的會動，它只是隨境反映

的作用，既然只是反映，它沒有真正的動。如鏡中的像，

水面的影，與鏡和水本身無關。但它不是沒有作用，而

是有大作用，這就把佛法用之於世間而不逃避世間。禪

宗能夠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能夠長久普遍地受到歡

迎，就是由於它能像佛經裡所說，蓮花出於污泥而不為

污泥所染，處於動態的環境還能保持不動的寧靜心。 

5. 維摩經的不二思想。在該經中有二十七位菩薩提出二十

七種不同的觀點來說明對於「不二」的看法，都是用兩個

相對的觀念和事物來說明既非一亦非二的道理45。世間

的一切學問，不論是由哲學、宗教和科學等任何立場來

看世間的現象和觀念，都不出相對的或二分法的觀點。

即使是講一元論也是二分法，因為講二是對立的，講一

也是等於二，因為單獨的一不能成立也不可能出現，只

有從多能見到一，或者從一切的現象而看全部的本體。

                                                       
43 行由品，大正四八，三四九頁上。 
44 參看壇經般若品及定慧品，講解般若、真如、定及慧之與心性之關係。 
45 參見(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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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講一，一定是二或是多，所以不管站在那個立

場，總有它的矛盾不通之處，因維摩經提出不二的觀

點。不二不等於一，也不等於二，那是真不二。也可以

說，二是一的兩面，一是二的全體；有一一定是與二同

在，有二一定不離一。此即《壇經》所說定慧不二46、

動靜不二47、善惡不二48、眾生與佛不二49、世間與出世

間不二50等等。因此，《壇經》最後的咐囑品說：「動用

三十六對」51：所謂動用，是從清淨的自性而取智慧的

功用。六祖理出三十六對相對的觀念和事相，要大家能

夠出離兩邊而通達地運用，實際上也就是不二法門的衍

伸。 

三、 《壇經》裡所見其他經典的思想壇經 

在《壇經》經中所見的如來藏系統的經典，除以上所舉的

大涅槃經和維摩經之外，尚有觀無量壽佛經、法華經、大乘

本生心地觀經、華嚴經、菩薩戒經等。 
1. 疑問品：「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

此不遠，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此處引的是觀

                                                       
46 定慧品云：「定慧一體，不是二。」大正四八，三五二頁下。 
47 行由品云：「不是旛動，不是風動，仁者心動。」大正四八，三四九頁下。 
48 行由品云：「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大正四八，三

四九頁下。 
49 般若品云：「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大正四八，三五一頁上。 
50 般若品無相頌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大正四八，三五一頁下。 
51 附囑品云：「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大正四八，三六○頁上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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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壽佛經及阿彌陀經52。 

2. 般若品無相頌首句云：「說通及心通」53，是出於楞伽

經的一切佛語心品54。 

3. 機緣品云：「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為開佛知見」55，

這是用《壇經》的心法解釋法華經義56。 

4. 般若品又說：「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57，

這是出於法華經的藥草喻品58。 

5. 懺悔品引用菩薩的四弘誓願，「眾生無邊誓願度」、「煩

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

成」，這是出於大乘本生心地觀經59。 

6. 懺悔品引用華嚴經的淨行品三歸依的偈而云：「經云，

分名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佛不歸，無所依

處。」60 

7. 般若品及坐禪品兩處引用：「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

清淨。」61，這是指梵網菩薩戒經62。 

                                                       
52 大正四八，三五二頁上。 
53 大正四八，三五一頁中。 
54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一，一切佛語心品云：「顯示一切說成真實相，一切佛語

心」。 
55 大正四八，三五五頁下。 
56 妙法蓮華經卷一，大正九，七頁中。 
57 大正四八，三五○頁下。 
58 妙法蓮華經卷三，大正九，一九頁中。 
59 望月佛教大辭典，一七五五至一七五六頁。 
60 大正四八，三五四頁中。 
61 大正四八，三五一頁上。 
62 大正二四，一○○三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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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將以上所引資料，說明其意義如下： 
1. 《壇經》出現的時代，彌陀淨土的思想和信仰在中國已

非常盛行，像《壇經》這樣主張開發自心和自性世界的

佛教信仰，必然和求西方淨土的阿彌陀佛信仰有觀念上

和方法上的衝突。彌陀淨土重視以佛力往生佛國，而禪

宗重視自淨其心，言下頓悟，不立文字，不向心外求法，

也不見心外有佛，故有與彌陀淨土信仰辯論的必要。可

是它也不能否定彌陀法門的價值，所以《壇經》根據觀

無量壽經所說的：「阿彌陀佛去此不遠，汝當繫念諦視

彼國，淨業成者」，著重在「淨業者」這一點上。所以

《壇經》說，如果能自淨其心，「即除十惡等障，念念

見性」，則彌陀佛土「去此不遠」，其實就是後來有人解

釋為「自性彌陀，唯心淨土」的思想，而把觀無量壽經

主張的要修三種福業的觀念省略了。從這一段看，阿彌

陀淨土的思想，雖也屬於如來藏的系統，比如稱阿彌陀

佛的因地為法藏比丘，意即一切法的庫藏，含有如來藏

的意思在內；但是《壇經》不能接受懷著不善之心也能

念佛往生的觀念。也就是說，必須先要做到自淨其心，

才能往生佛國淨土。 

2. 《壇經》所說：「說通和心通」，通常稱為「宗通、說通」，

是指教理和證悟。如果沒有實際證悟的經驗，不會真正

懂得佛陀所說甚深的教理；如果對經典真正認識瞭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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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也必定是有了實際證悟經驗的人。所以，在慧能以

一個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人，能夠聽懂金剛經，而且又

能為人解說涅槃經，然後又把自己對於佛法的所知所見

說了出來，完成一部《壇經》，這就是實證的悟境和教

理的認識彼此呼應。有一樣通達，必能兩樣一起通達。

所以自古以來，在佛教裡有兩句話，「從禪出教」和「藉

教悟宗」63。慧能講出《壇經》從禪出教，聞金剛經而

開悟是藉教悟宗。禪也好，宗也好，都同樣是指佛性和

自心的一體之兩面，此即如來藏思想的表現。 

3. 本來法華經所說佛的知見，就是成佛的意思；佛所知佛

所見，是圓滿無缺的智慧的功能，不是眾生的知識和煩

惱的執著，因此把佛的知見解說為禪法的內容。不過法

華經並沒有說開佛知見就等於《壇經》所講的見性和開

悟；兩者是否相同，尚有斟酌餘地，在《壇經》的立場

為相同。 

4. 《法華經》原來的比喻，是指佛法平等，但眾生根器有大

小，所得利益也有多少。《壇經》則把雨水比成佛性，雨

又能夠普及一切草木，有情和無情眾生都能得到利益，

那表示佛性遍於一切眾生，乃至於無情，也都有佛性。

雖然如此，《壇經》也看到有些脆弱的草木若遇到大雨，

不但不得利益，還會受到損害，因此又把《壇經》所說的

                                                       
63 大正四八，三六九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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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門比喻為大雨，根性小的人聽到之後，反而會產生障

礙64。因此它強調，眾生的自性雖與佛無二，但若是小

根小智的人，並不會生信心。 

5.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的四弘誓願，是菩薩戒的基礎，又

叫做一切菩薩成佛的通願。發大乘心，求成佛道，就是

菩薩初發心。若要求受菩薩戒，先要懺悔、發願，然後

接受三歸，《壇經》就是以此架構來勸人實踐它的法門。

不過，《壇經》在四弘誓願之上多加了「自心」和「自

性」的觀念，因為自心是無量廣大的智慧心，自性是清

淨不動無障礙的佛性，所以發願度無量眾生不是心外真

有法門可學，成無上佛道不是心外真有佛道可成。如果

不是這樣，便成了心外有眾生、有煩惱、有法、有佛，

那是二法，不是不二法；那是執著攀緣；不是解脫自在。

但也因此造成許多人的誤解；自己尚在煩惱中而說沒有

煩惱，也不需要斷煩惱；不懂佛法而認為沒有佛法可

學；無能幫助眾生而認為心外沒有眾生需要度；不知佛

道是什麼就認為不須要成佛。這就變成了邪見，亦即《壇

經》所說的「邪迷」、「誑妄」、「不善」、「嫉妒」、「惡

毒」等的心理現象65。 

6. 因為華嚴經主張淨心緣起，所以受到《壇經》的重視。本

                                                       
64 大正九，六頁下。 
65 大正四八，三五四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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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華嚴經淨行品所講的自歸依三寶的那個人自己歸依三

寶了，因此下邊還有一句「當願眾生」也能像自己一樣，

從三寶得到利益，並未肯定的說是歸依自己的自心三

寶。可是《壇經》卻把自己歸依三寶解釋為歸依自己的自

心三寶。如果從華嚴經的基本思想來講，可以像《壇經》

如此解釋；不過《壇經》是用梵網菩薩戒經所說「本源自

性清淨」的觀點來解釋華嚴經所說的三歸依偈。 

7. 梵網菩薩戒經的思想架構是屬於華嚴經的系統，所以它

跟華嚴經一樣，主張以清淨心為本。清淨心實際上就是

眾生的本有佛性，所以維摩經叫它為「本心」。所謂開

悟就是悟此清淨的本心和眾生的本性，也是非常堅固而

富有感化力的佛性，在眾生稱為如來藏；它裡邊藏著的

是本來的佛，也就是自心之中藏著本有的佛性。如果能

夠一念之間頓息一切的執著攀緣妄想，便叫做「頓見真

如本性」，發覺眾生與佛無二無別。清淨心的色彩貫穿

著《壇經》的思想，也可以說，《壇經》的所謂最尊第

一的法門，便是叫人明自心見自性的法門。 

【肆】 《壇經》的中心思想 
就現存最古的敦煌本《壇經》來說，它有兩個最主要的思

想：一、見性成佛；二、定慧合一的無相為體、無住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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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念為宗。可以說，見性成佛是以楞伽經為主的思想；而無

相、無住、無念，則受到般若經的影響。前者是達摩以來所

本有的；後者卻自道信以後才漸漸顯著起來，到了慧能時代

達到了極盛。 

一、 見性成佛 

禪宗既不立文字，當然不重視經典的研究，它最重要的宗

旨是「見性成佛」。禪宗認識一切經教，都是心性所本有的。

這是禪宗別於其他宗教所具有的特色，亦是標榜教外別傳的

原因66。所謂性就是心性、自性，或稱佛性、真如、菩提、

法身、涅槃、妙心、主人翁、牟尼珠、如來藏，異名甚多，

萬法都是從它生的67。故《壇經》云：「何期自性，本無動搖；

何期自性，能生萬法。」自性是「遍周沙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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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道歌）黃蘗禪師亦云：「萬類中個個

是佛，譬如一團水銀，分散各處，個個皆圓。」（傳心法要）

自性不只遍一切處，而是人人具足，個個不無，在凡不減，

處聖不增。 

標舉佛性最有名的經典是大般涅槃經；在這部經裡，說到

眾生皆有佛性，甚至連罪大惡極的「一闡提」，也本具佛性。

                                                       
66 韋政通，中國思想史，大林出版社，頁九○六。 
67 巴壺天，藝海微瀾，廣文印書局，頁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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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什麼叫佛性呢？經裡說，佛性就是成佛的可能性；如

說：「佛性者，即是一切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道種子。」

「一切眾生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是故我說一切眾生

悉有佛性。」68佛性除了是眾生成佛的可能性之外，也是每

一眾生的真我；如說：「出世我相，名為佛性。如是計我，

是名最善！」「我者，即是如來藏義；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即

是我義。如是我義，從本已來常為無量煩惱所覆，是故眾生

不能得見。」69 

然而，在《壇經》中，被稱為自性、自心、本心的佛性，

不但像涅槃經所說的佛性那樣，是眾生成佛的種子、是眾生

的真我，而且，《壇經》裡佛性，還能幻生山河大地；如說：

「萬法在自性」「於自性中，萬法皆見，一切法自在性」70。

而在宗寶本說得更清楚：祖以架裟遮圍，不令人見，為說金

剛經。71至「應無所在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

不離自性。遂啟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

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

萬法！ 

把佛性看做能生萬物的是楞伽經。楞伽經共有三個譯本，

達摩所傳的是劉宋求那跋陀羅所譯相同，都主張眾生本具的

                                                       
68 大正十二，七六八頁。 
69 大正十二，六四八頁。 
70 大正四八，三三九頁。 
71 大正四八，三四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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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性（如來藏、藏識），可以幻生山河大地；如說：「藏識海

常住，境界風所動，種種諸識浪，騰躍而轉生。」（四卷本卷

一）72原來，主張眾生心可以幻生萬法的經典，主要是唯識系

（瑜伽系）的經典，例如解深密經、大乘阿毘達磨經；這一系

的經典，相對於主張一切皆「空」的般若經，被稱為「有宗」。

73所以，可以說，楞伽經中的佛性，是涅槃經中的佛性染上

唯識系經論色彩的綜合體，它不但是眾生本具的真我，能解

脫成佛，而且還像唯識經論的「阿賴耶識」一般，可以幻生

山河大地。而《壇經》中所要見的「性」（見性成佛中的「性」），

就是這個綜合體的佛性！修行者若能徹底體悟（頓悟）自己

本具這個佛性，即已解脫，而與諸佛平等。如說：「若識本

心，即是解脫。」「自性迷，佛即眾生；自性悟，眾生即是

佛。」「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識心見性，即吾大意。」74 

我們自己的主人翁-佛性，從無始來，被後天的氣質遷轉

著，隨順著軀殼起念，不能現出自己的本來面目，好比一顆

明珠，墮在風吹波動的濁水裡，不能現出它光明清淨的面

目。只要我們把一切對待的情識和知解一齊放下，無私毫意

念墮在塵緣，自性就會驀然顯現。好比風息波澄，水裡明

珠，自然就會顯現出來一樣。當自性顯現時，盡十方世界是

一顆明珠，是一顆摩尼寶珠。心是禪的關鍵，成佛的階梯。

                                                       
72 大正十六，四八四頁。 
73 大正十六，六三三頁。 
74 大正四八，三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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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心無法捉模，不易理解，不過不了解它就不了解禪。禪的

最高境界是「見性成佛」，但必由這個心去見性，《壇經》開

宗明義即云：菩提自性，本來清靜，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此四句，乃《壇經》之宗旨，是頓教法門的綱領。三世諸佛，

一切佛祖，無不同此一孔出氣，一部《壇經》，即在開示這

一點。慧能的頓教法門，就是「見性成佛」，自性即是真佛，

所以說：「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只為迷於塵凡，變為

眾生，一旦頓悟則可轉凡成聖。但成佛並非憑空而成，必須

有正知、正見，並且必須自覺覺他，自己真修真悟，才能救

世救人，這便是慧能所繼承並闡揚的大乘佛法。 

二、 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念為宗 

般若（空慧）的大用之一是叫我人遣除一切執著而達於沒有

煩惱的解脫境界。而所謂的般若，乃是依禪定而顯發出來的

空慧；在《壇經》中，這是與禪定一體的智慧，所謂「即定是

慧體，即慧是定用」75。與定一體的般若，如果細分，即成無

相、無住、無念。這三者構成了《壇經》中最重要的修行法，

所以經上說：「我此法門，以定慧為本。」76又說：「我此法

門，從上已來，頓漸皆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77

可以說，前面的見性成佛是總綱，目前的無相、無住、

                                                       
75 大正四八，三三八頁。 
76 大正四八，三三八頁。 
77 大正四八，三三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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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念則為具體的修行法門。 

1. 無相為體：在佛教的經論中，「相」往往是與「性」對立

的概念。真實的存在稱為「性」，如自性、本性、佛性；那

些虛幻不實的東西，則稱為「相」。在《壇經》中，除了這個

用法，「相」還指宇宙中各種差別、對立的存在，例如男與

女，善與惡、是與非、長與短等「相」，宗寶本《壇經》在解

釋「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智慧到彼岸、徹底圓滿的大智慧）

時，即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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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這當中

的方圓、大小，乃至善惡、頭尾，即是「相」。無相，並不

是要我人變成不能分辨善惡、美醜，而是在分辨當中，不起

貪愛或厭惡等煩惱。所以經上說：「無相（者），於相而離相。」

79 

2. 無住為本：無住為本，原是出自維摩詰所說經，該經說：

「又問，貪欲孰為本？答曰，虛妄分別為本。又問，虛妄分別

孰為本？答曰顛倒想為本。又問，顛倒想孰為本？答曰，無

住為本。又問，無住孰為本？答曰，無住則無本。文殊師

利！從無住本立一切法。」80而鳩摩羅什的注解說：「法無自

                                                       
78 大正四八，三五○頁。 
79 大正四八，三三八頁。 
80 大正一四，五四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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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緣感而起。當其未起，莫知所寄。莫知所寄，故無所住。

無所住故，則非有無。非有無而為有無之本。」81這可見所

謂的「無住為本」，是說：一切萬法都是因緣所生，因此都

是空幻不實；雖是空幻不實，卻又假現其相。這正是龍樹所

說的：「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無，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

義。」82 

《壇經》的「無住為本」恐怕不是維摩經的原意，它和自

性、本心結合在一起了；如說：「無住者，為人本性，念念

不住，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無有斷絕。若一念斷

絕，法身即是離色身。念念時中，於一切法上無住，一念若

住，念念即住，名繫縛。於一切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以

無住為本。」83《壇經》的「無住」是描寫由自性所顯發出

來的念頭，這念頭，由於是自性（真如）的作用，所以是念

念不住、念念相續、無有斷絕的；而且，這無住的念頭，那

怕是凡夫所有，也是本來清淨、本具無量功德的，所以經上

說：「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即緣心迷，不能自悟。」

84念頭既是自性所起的作用，既是本來清淨、本具功德，既

是念念相續、無有絕斷，那麼，所謂「無住」（不要住），並

不是要使念頭停下來或斷除掉，而是在念念不斷當中，不去

執著（住）它；所以經說：「於一切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 
                                                       

81 大正三八，三八六頁。 
82 大正三○，三三頁。 
83 大正四八，三三八頁。 
84 大正四八，三三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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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壇經》這樣，把「無住」與心性結合在一起，在中國

佛教史上，並不是無本的。天台宗智顗的維摩經玄疏卷二即

說：「智障者，依阿黎耶識，識即是無明住地，無明住地即

是生死根本。故此經云，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無住本者，即

是無始無明，更無別惑所依住也。」85法華玄義卷七也說：「無

住之理即是本時實真諦也。一切即是本時森羅俗諦也。由實

相真本垂于俗跡即顯真本。本跡雖殊，不思議一也。」86而

荊溪的釋籤則說：「從無住本立一切法者，無明為一切法作

本。」87這很明顯地，把無明（無始無明住地）、（阿離耶）

識與「無住」結合在一起，「無住」不再是維摩經中「空幻

無所寄住」的本義，而是與心識結合為一體的、能幻生萬法

的實體！南宗的化區與天台宗的化區有許多相同的，而二宗

的門人也時有往來，那麼，《壇經》那種與本心、自性合一

的「無住本」，能夠和天台宗的「無住本」無關嗎？ 

3. 無念為宗：這是「無住為本」的延續。亦由真如本性起用

所顯發的念頭，既是念念相續、本具功德的，那麼，念頭就

沒有斷絕的必要，更何況斷絕了念頭，「法身即是離色身」。

所以經上說：「莫百物不思，念盡除卻，念斷即死，別處受

生。」「無念」之觀點，在「大乘起信論」中曾被再三提起，

如：「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心念，則無一切境

                                                       
85 大正三八，五二八頁。 
86 大正三三，七六四頁。 
87 大正三三，九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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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之相。」又如：「所言覺義者，謂心體離念，離念相者，

等虛空界，……」再如：「若有眾生能觀無念者，則為向佛

智故。」以及「又心起者無有初相可知，而言知初相者，即

謂無念。」凡此，皆顯示「無念」一詞在「起信論」中被清

楚地提出；又若再以「論」中的「雖念，亦無能念可念，是

名隨順，若離於念，名為得人。」與《壇經》中「無念者，

於念而不念。」之語相較，慧能的「無念為宗」的思想是濫

觴於「起信論」是毫無疑問的。 

【伍】  《壇經》內容的主要精神  
從《壇經》主體部分的內容，歸納其主要精神有四，茲分

述如次：。 

一、 開創頓悟法門 

從來由修道以至悟道成佛，或由頓悟，固與學道者根基淺

深有關，亦與佛教各宗接引教化的方式有關，且由漸入頓當

是修持必經過程，至六祖說法傳禪，乃立意偏主頓悟，遂開

頓悟法門，指出向上一路。慧能以前，如晉高僧鳩摩羅什，

翻譯佛經三百餘卷，在所譯禪經中，影響最大者當推坐禪三

昧經，其中論及十二因緣觀，曾舉例說明實相離言的道理：

如月初生，一日二日，其生時甚微細，有明眼人能見，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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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見者。此不見人但視其指，而迷於月。明者語言：「癡人！

何以但視我指？指為月緣，指非彼月。」汝亦如是，言音非

實相，但假言表實理。汝更著言聲，闇於實相。88羅什系統

的禪法，由道生、慧觀等傳於南方，然道生主頓悟，慧觀主

漸悟。如高僧傳卷七記道生的學說，有如下一段：生既潛思

日久，徹悟言外，迺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

言以論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

鮮見圓意。若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

研思因果，迺立善不受報，頓悟成佛。此頓悟成佛之說，與

坐禪三昧經實相離言之意相通，可看作後來禪宗主頓悟之端

緒。慧觀著有《辯宗論》，論頓悟漸悟義；又著《漸悟論》，

主張漸悟。羅什弟子曇無成著《明漸論》，謝靈運則支持頓

悟說。道生寂滅後，其弟子及後學，甚至慧觀弟子法瑗，皆

重申頓悟之旨。89 

早期的達摩禪風，對於經教的態度，是靈活採用啟發式教

學方式，以誘導學者不著文字名相，尋求於文字之外，以心

傳心，直超悟入。發展到四祖道信、五祖弘忍，由於他們的

深切體悟，及數十年的弘化工夫，使達摩禪在黃梅興隆起

來，成為當時中國禪法的中心與主流所在。慧能雖然不識

字，不會研讀佛經，但卻是一觸即悟的宗教天才，佛教稱為

                                                       
88 坐禪三昧經卷下，轉引自黃懺華中國佛教史第二章。 
89 黃懺華中國佛教的二章，中國佛教之進展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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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根」90據《壇經》的記載，慧能年輕時以賣柴為生，偶於

客店門前遇一客誦金剛經，慧能一聞經語，心中即能開悟，

因而隨往黃梅參謁五祖，從此便與佛法結緣。91後來受神秀

偈語啟發，竟能悟出一切萬法，無非名相，自性清淨，是即

本來面目。初抵韶州，聞無盡藏尼誦大涅槃經，即知其中妙

義，並能解說92。又聽僧法達誦法華經至譬喻品，為之解說

宗趣，說出如下深意：世人外迷著相，內迷著空，若能於相

離相，於空離空，即是內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

為開佛知見93。由上所述，在在皆可證明：慧能確是早具夙

慧，故能頓時解悟，可謂上上根器。 

佛法所謂頓漸，頓謂頓然悟入第一妙諦，猶如儒家所謂「生

而知之」；漸謂依次修行，逐漸精進，以成就菩提，猶如儒

家所謂「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前者屬於「安而行之」，

後者屬於「利而行之」與「勉強而行之」，然同樣可以達到

成功。94事實上對修道者而言，頓悟漸修是相輔相需的正則，

如傳燈錄卷二十八記神會與六祖問答之語，神會問「先頓而

後漸」或「先漸而後頓」，六祖答以「聽法頓中漸，悟法漸

中頓，修行頓中漸，證果漸中頓。」然慧能曾自述： 

                                                       
90 慧能曾說：「諸佛妙理，非關文字。」 
91 壇經行由品第一。 
92 壇經機靈品第七。 
93 壇經機靈品第七。 
94 禮記，中庸：「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

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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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是以將

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又說：「今於大梵寺說

此頓教，普願法界眾生，言下見性成佛。」95故慧能所傳為

頓教法。 

《壇經》開創此頓悟法門，使利根上智，能頓除妄念，以

清淨為體，不離此身，即得解脫。此一悟即得之修行方法，

可不藉學而立地成佛，為佛教修行之最高境界，既開中國禪

宗之頓門，且對此後中國禪宗及佛教的發展，影響至大至

深，如當代哲學家馮友蘭說：「要之，在南北朝時，中國自

有『頓悟成佛』之說，至於唐代慧能《壇經》以來，其說大

乘，此為事實。」96 

二、 指出佛法不離世間 

六祖最著名、也最為人所普遍傳述的偈頌是：佛法在世

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97如此善巧方

便，不知度卻多少世間迷妄，且使佛法不致成為只有高妙玄

理義諦的宗教哲理，卻成為一種人人可行的世間法，即使凡

愚鈍根也能接受，且為當世甚至當下即能求得解脫的人間教

化。慧能在中國佛教史上，此一知見，真是功不可沒。以修

行來說，六祖的看法，如《壇經》疑問品所述「在家亦得，不

                                                       
95 壇經般若品第二。 
96 中國哲學史第二篇、第九章隋唐之佛學下。 
97 壇經疑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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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在寺」一段，意在只要保持此心清淨無塵，則自性即在西

方淨土，這是何等超卓的見解，也就「佛法不離世間」的理

念，舉出最具體可行的實例。六祖於壇場說法，授無相懺悔，

滅三世罪衍，令得三業清淨，然後與善知識發四誓願，那就

是傳誦千古的：「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

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如此弘遠的誓願，道盡了

一個有志獻身佛法者的無比悲願：誓度一切眾生，誓斷一切

煩惱，誓學一切法門，誓證一切佛果。如此徹底犧牲奉獻的

精神，何等勇猛精進！何等動人心魄！這便是「佛法在世

間，不離世間覺」的堅定信念與行持準則。六祖指出「佛法

不離世間」，是因為自性無相無住，其體用一如，而體由用

顯，理由事見，如所舉定是慧之體，慧是定之用，猶燈是光

之體，光是燈之用一般，故雖不在世間，而亦不外世間，這

是慧能此說的精義所在。 

三、 形成自力成佛宗風 

向來修道得法，悟道成佛，需賴自力與他力，自身所修之

善根為自力，佛之本願力、加被力為他力。達摩已主張不從

他力得法，而以微言妙語，令人當下自悟，如弟子曇林序

「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述達摩禪法，有「無自無他，凡聖等

一」之語，且專重「理入」，欲期與真理冥然符合，由此以悟

入諦理，頓現無所有之清淨境界。又如杜朏傳法寶紀說：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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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之後，師資開道，皆善以方便，取證於心。……密以方便

開發，頓令其心直入法界。凡此皆可顯示達摩禪之偏重自

力，而不重他力。 

至慧能於大梵寺說法，見於《壇經》記載者，常特別強調

自力之重要，由是而形成為一種禪門宗風。如《壇經》般若

品說：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

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此語即說明：明心見

性，端賴自力。而最足以見出慧能主張自力成佛思想特色

的，莫過於《壇經》坐禪品說禪定之義：外離相即禪，內不

亂即定，外禪內定，是為禪定。菩薩戒經云：『我本性元自

清淨』，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

成佛道。又懺悔品記慧能告山中聽眾：於一切時，念念自淨

其心，自修其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由念

念自淨其心，自我修行，以自度自戒，而成就佛道，是為自

力成佛，由此而形成禪門一大宗風。 

四、 以自性為萬法本源 

慧能以為：自性事萬法本源，此為《壇經》的中心思想，

般若品以下，幾乎通貫全經。首先，就自性的本質來說，慧

能認定「自性真空」，又說：「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

人性中。」以為「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

故勸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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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又說：「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

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並以為「小根之人，亦復如是，

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之人無差別。」且「般若之智亦無大

小，為一切眾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

自性，即是小根；若開悟頓教，不執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

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因而歸結到「我本元

自性清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與「若起正真般若

觀照，一剎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98 

慧能常隨機說法，剖析疑問，如韶州韋刺史就達摩答梁武

帝造寺度僧，設齋布施，實無功德一事，指陳「自性建立萬

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若

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人能「自淨其心」，

則「心淨即佛土淨」，而「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

故不免外求，不免煩惱，須知「自性迷即是眾生，自性覺即

是佛」，關鍵在迷悟之間。如能「自性內照，三毒即除，地

獄等罪，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且剴切告示：

「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

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

99真正指出了修行的方便法門。 

慧能在《壇經》中昭示：「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

                                                       
98 壇經般若品。 
99 壇經疑問品。 



158    正觀雜誌第九期/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並進而分別解釋說：「於諸

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外離一

切相，名為無相，則法體清淨，此是以無相為體。」「於諸

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清淨，不於境上生心。」

且從根本上說出：「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

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100總之，六祖以為：自性妙體，

無相無性，即外離一切相，而性體清淨，又不受時空所局限，

不住著於一切法上，而萬法皆由此生，故自性為萬法之本

源。 

【陸】 《壇經》在文化史上的價值 
隋唐在中國文化史上，是佛教成就最輝煌的時代，在魏晉

南北朝以來，由許多睿智的高僧大德共同奠定的厚實基礎

上，闡揚出更高深與更普遍的教義內涵，不但在宗教哲學上

有高度的發揮，深廣的拓展，且在佛教文學與敦煌藝術方

面，也有莫大的貢獻，足以照耀史冊，在中國文化上產生一

種深化與多元化融合的功能。就宗教哲學的觀點來看，隋唐

佛學中，如吉藏的二諦義、玄奘的唯識義論等，都是各有特

色、各具影響的學理，其中玄奘克服萬難，西渡流沙，親往

印度求經，成為中國第一位留學僧，其志氣與毅力之高強，

                                                       
100 壇經定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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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前世所未有，玄奘攜回許多佛教經論，終身致力於翻譯事

業，忠實而有系統地介紹佛學的精蘊，影響尤其深遠。而禪

宗中的弘忍、慧能、神會、宗密等為唐代佛教開展出另一空

間，可說別闢蹊徑，至今影響不衰。今就慧能所說《壇經》

一書，除上述內容上之精神趨向外，其在中國文化史上之價

值，可分述如下： 

一、 為心學的一大開展 

在中國傳統文化史上，儒家很早就關懷人心，如尚書大禹

謨記舜告禹的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

厥中。」宋代理學家認為這四句話代表聖王道術功業的精神

傳統，故稱為「十六字心傳」，後來王陽明更認為是心學之

原。明人湛若水聖學格物通指出：「此乃帝舜傳授大禹以心

學也。」又說：「此萬世心學之源。」與陽明同一肯定口吻。

但大禹謨是古文尚書，清代考據家閻若璩等已證明是後人偽

作，其真實性既有問題，則吾人可撇開不說，故不能以此為

中國論心之始。 

禪宗的心學起源很早，自釋迦付囑迦葉時，便指出「涅槃

妙心」，後來發展的禪學精神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而

中國禪自達摩以來，也一直是一種心學系統，達摩禪的特色

便是「以心印心」，唐智覺禪師曾說：「一切法唯心，心即是

佛，心即是法。」101楞伽經譯主求那跋陀則說：「理心者，心

                                                       
101 宗鏡錄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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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外，理非心外；心即是理，理即是心。」足以代表五祖

東山門下的禪學著作，稱為「修心要論」，弘忍在禪學上最

大的成就，是所謂「教外別傳，不立文字，頓入法界，以心

傳心」的宗風之明確形成102。六祖所說《壇經》，於行由品

述五祖弘忍告慧能語：「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

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又說：「法則以心傳

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

故自來禪學傳統遂發展為一種心學。 

慧能在宋明儒之前，其《壇經》所闡發者，隨處皆不離自

心，如說：「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

又說：「智慧觀照，內外明徹，只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本

解脫，若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103說自性五分法身，如說

戒：「即自心中無罪，無惡，無嫉妒，無貪嗔，無劫害。」說

定：「即觀諸善惡境相，自心不亂。」說慧：「自心無礙，常

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雖修眾善，心不執著。」說解

脫：「即自心無所攀緣，不思善，不思惡，自在無礙。」說

解脫知見：「即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五者

皆不離心。104可知慧能於《壇經》所說，實為心學之一大開

展，此後宋明理學中陸象山、楊慈湖、以至王陽明等心學一

派，當是一方面稟成儒學傳統，一方面吸收了禪學精華而融

                                                       
102 杜松柏，禪學與唐宋詩學第一章。 
103 壇經般若品。 
104 慧能說自性五分法身語，壇經懺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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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成就。 

二、 開啟禪學五宗二派 

慧能弟子各為一方禪師，而為各方所歸往。弟子神會衍為

荷澤，行思導出青原，懷讓成立南嶽，流衍而為五宗二派。

由神會四傳而至圭峰宗密，後為華嚴五祖；青原行思傳石頭

希遷，希遷傳藥山惟儼，再傳至洞山良价而為曹洞宗；希遷

傳天皇悟道，悟道三傳至雪峰義存，義存傳雲門文偃，稱為

雲門宗；又義存傳玄沙師備，再傳法眼文益，是為法眼宗；

南嶽懷讓傳馬祖道一，道一傳百丈懷海，懷海傳黃蘗希運，

希運傳臨濟義玄，是為臨濟宗；又懷海傳山靈祐，靈祐傳仰

山慧寂，則為溈仰宗。以上為慧能傳衍的禪學五宗。另由臨

濟義玄六傳至慈明楚圓，楚圓傳楊岐方會為楊岐派；別傳黃

龍慧南為黃龍派，是為五宗以外的二派。可謂遠源流長，宗

風大振，不但形成特殊的中國禪風，且造成中國佛教的興盛

與中國文化的豐盛。 

三、 造成禪學的鼎盛 

中國禪學自達摩東來，已播下禪學種子，代代衣法相傳，

至五祖弘忍，由弟子神秀傳為北宗，是為北宗六祖，慧能衍

為南宗，是為南宗六祖。據景德傳燈錄的統計，弘忍五世旁

出達一百零七人，其中神秀禪師法嗣十九人，慧能大師法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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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人。六祖慧能大師，以作偈能明心見性，意境高於神

秀而獲五祖傳衣付法，於廣東韶州行化四十餘年，住於曹

溪，成蘭若十三所，曹溪禪學遂聞名於世。於是六祖弘法大

業，德音遠播，詩人王維曾作六祖能禪師碑銘并序，文中詳

記六祖事跡，德化遍於中士，以其悲憫的宗教情懷，達成化

民成俗的績效，不但百姓深受感化，幾代帝王都尊崇禮遇，

邀往朝廷講經說法，不僅可見其個人聲望之隆，亦足見當時

禪學之鼎盛。 

四、 影響宋明理學 

中國佛教發展到隋唐，堪稱是成熟鼎盛的階段，此時佛教

十宗已確定，佛學體系也已建立，尤其是禪宗的興盛，由弘

忍門下南能北秀及其後嗣所一脈相傳的宗風，簡直風靡有唐

一代，成為當時的顯學。禪宗對理學的影響，是頗研究價值

的問題，南懷瑾先生曾約略指出：「如溈仰宗所建立圓相的

旨趣，開啟宋代『太極圖』的先河。曹洞宗的五位君臣，取

易經重離之卦的互疊作用，激發宋代邵康節的易學思想。臨

濟的三玄三要之旨，對宋儒理學的『太極涵三』之旨趣，極

有影響。此外，雲門宗和法眼宗的說法，也都與理學有息息

相關之妙。」並指出：「宋、明以來理學家們講學的『書院』

規約之精神，是受禪宗『叢林制度』以及『百丈清規』的影響

而來。理學家們講學的『語錄』、『學案』，完全是套用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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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錄』『公案』的形式與名稱。105早年柳貽徵先生也認

為禪宗語錄為宋代儒家語錄之祖106總之，佛教自東漢傳入中

國以來，經過數百年的傳播弘化，尤其禪宗思想，與儒學本

有相近之處，晉代道生倡人人皆可成佛，適與孟子「人皆可

以為堯舜」的精神一致，於是佛學遂在中國文化的沃土裡生

根，至唐代六祖《壇經》所說，已開花結果，因六祖強調自

性，不假藉他力，由頓悟而見性成佛，這種尊重人性的禪宗

思想，終能與中國文化相攝相融，而在文化史上開放出禪宗

的奇葩，開闢宋明理學的思想徑路，《壇經》堪稱居有關鍵

的地位。 

【柒】 結論 
錢穆說：「唐代之有禪宗，從上是佛學之革新，向後則為宋

代理學之開先，而慧能則此一大轉捩中之關鍵人物。」107禪

宗以「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為其本領。禪本不可談，然此

不可談乃針對形而上之絕對體而言。禪宗之所以有如是之發

展，其思想承傳，對後代影響，及語言表達，攝眾方式，就

                                                       
105 杜松柏，禪學與唐宋詩學第一章。 
106 中國文化史第十五章，述隋唐之佛教時指出：「唐代譯經，文義之美，既極其

盛，而禪宗語錄，又別開一俗語譯典之例。觀六祖壇經所載問答之語，為宋

代儒家語錄之祖，亦為今之倡語體文者所稱也。」 
107 張曼濤，六祖壇經研究論集，頁一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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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之社會所具有之意義等，此當是可談，本文所論述當係

指此。 

慧能的「自性本來清淨，在自性中求解脫」的觀點是楞伽血

脈所一向主張的，其中雖然四祖道信融用了「一行三昧，念

佛心是佛」以及「止觀法門」的思想，但旨趣仍不離「一切佛

語心」的楞伽宗旨，到了五祖，倡「守本真心」，其理論與

實踐均復歸楞伽與達摩的源流，慧能於此承襲其「心體本淨」

之觀念，其「自性」思想的源流是清晰可見的，它是屬於如

來藏系統的思想。 

六祖「無相修行」方便，無疑地其源自楞伽經的「無行空」

或「行空」、與達摩祖師的「稱法行」，而此一修行主張，在

四祖的「起信論」時代，得以確立並達於成熟，六祖立於此

基，兼採起信論、維摩詰經、金剛經的類同觀念，創立了獨

特的禪教，並輔以其中的「無念」、「無相」、「無住」之觀

點，定為一門宗旨。的確，像六祖一樣把「無相修行」當作

唯一的方便，而成為一門宗風，是史無前例的。不過雖然

「無相修行」有著它獨特的氣質與優異之處，但它也有著相對

的缺點，那就是它「僅適利根之人」，眾生修之，極易墜入

俗套而與凡人無修之行無二，此因「無相修行」不似定法修

行有著一定的功課與行儀，可以提醒學人，集中心意，提撕

猛省，在此種情形下，無怪乎《壇經》中慧能總要不斷地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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諄告誡禪者：「此法須行，不在口念，……迷人口念，智者

心行，……莫空口說，不修此行。」了。 

《壇經》之所以能對後代造成深遠之影響，其中有一特殊

思想方法-頓悟，是最須值得注意。「頓悟」非捨棄修行騰空

而得，乃是踐履中剝除本體外之煩瑣，體現自性，直達本心。

之所以強調「頓」，即指當下悟解，豁然開朗。《壇經》言「法

本一宗」，要門人勿起諍心。然慧能、神秀終究不同，二人

呈心偈之立說亦異，在此情況下，慧能門下更以頓教自居，

而南宗日後大顯其彩，與神秀漸修法門劃分為二，並開創了

中國禪宗的新氣象與新風貌，所依憑者即是頓悟法門。《壇

經》不僅是中國思想上一個重要轉換期的主要關鍵，也是佛

教對現代思想界一個最具影響力的源頭活水；它代表中國佛

教一種特殊本質之所在，也表現中國文化、中國民族性中一

份奇特的生命智慧，是一部人人應讀也愛讀的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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