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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掀开经本第一面第二行：
　　【海云比丘二住章】
　　【第二海云比丘寄治地住。谓常随空心，净治八万四千法门，
清净洁白。练治心地，故名治地。文具六段。】
　　这个是清凉大师给我们介绍，这一章题目的意义。海云比丘，
前面已经介绍过了，他在这一会上，代表圆教二住菩萨。二住叫『
治地住』。「治地住」是什么意思？清凉大师给我们解释，是说『
常随空心，净治八万四千法门，清净洁白。练治心地』，所以叫做
「治地」。这个解释很简单，可是意思却又相当的深广。你看菩萨
常随空心，「随」就是随顺的意思，「常」是永恒没有间断。普贤
菩萨十大愿王里面有「常随佛学」，有「恒顺众生」，这个「常随
」有这两个意思，可是要紧的是要随「空心」。「空心」给诸位说
是真心。大乘经上常讲的真如、自性、本性，跟「空心」都是一个
意思。为什么说是「空心」？真心离念，离一切妄念。凡是有念都
是妄念，也就是说，离一切妄想、分别、执著，那个心就是「空心
」，就是真心。
　　说它做「空心」，也不是没有道理。你看世尊在楞严会上，阿
难尊者很聪明。《楞严经》一开端，世尊就叫阿难，这个心在那里
？你说说，我听听。心在什么地方？阿难很灵巧，说了七处；我们
凡夫大概说不出七处，他有本事说出七处。七处都被世尊否决了，
阿难他就慌了，心到底有没有呢？心决定是有的，但是心决定是了
不可得，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晓得。所以佛法里面常常用「圆」来表
法。法轮常转！轮是个圆。圆有没有心？一定有心。心在那里呢？



心不可得。但是决定有，而不可得。这是圆的本体，圆就是从这个
心而成就的。所以佛在此地讲这个「地」，「地」就是心地。地能
生万物，能养万物。我们离开地就不能生存了，一定要依赖这个地
。用这个来比喻，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依心地变现出来的。心
地是能变，一切万法是所变，能变是心，所变的那就是轮相。像那
个圆周，能变的是圆心，圆心了不可得。
　　所以我们修行，会修行的人，从根本修。我想有不少同修听过
这一句话，特别是在禅宗，宗门讲从根本修，教下又何尝例外！你
不从根本，你怎么会有成就呢？离开根本，决定不能成就。那个成
就就是十法界里面的，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的；这些人
不能算是究竟圆满的成就。真实究竟圆满的成就，要超越十法界；
超越十法界，一定从根本修。圆初住菩萨就从根本修。
　　二住是具体跟我们说明了。因为五十三参它排列的顺序，前面
是三宝。吉祥云比丘代表是佛宝，海云比丘代表的是法宝。这个地
方教我们修法。亲近善知识之后，最重要的就是修行。修行一定要
从根本修，那要常常随顺空心。怎么个随顺法？让你这个心干干净
净，一尘不染。也就是我们常讲，心里面不能有「有」。六祖在《
坛经》上说得很好：「本来无一物」。本来无一物，就是「常随空
心」。惠能大师给我们作了榜样，他就是「常随空心，净治八万四
千法门」。这个里头讲的，能大师通通做到了。由此可知，惠能大
师他的地位，最起码的也是二住菩萨，圆教二住菩萨，别教就是二
地，他不是普通人。心里面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著、没有
是非、没有人我、没有忧虑、没有牵挂，这叫随顺空心。这种境界
就是真心显露，随顺空心就是真心显露。
　　「净治」，治是修学。我们通常讲治学，就是作学问、修学。
随顺空心来修学八万四千法门，这个修学就殊胜，所以叫「净治」



。我们现在也学佛，也有不少同修希望广学多闻，遍涉法门，但是
他这个心不空，他心里面有烦恼、有忧虑、有牵挂、有分别、有执
著，於是他治八万四千法门，就不叫净治，他叫染治，他染污了。
所以法门里面的功德利益，他没有得到；不但没有得到，愈学愈迷
惑，愈学愈执著，愈学烦恼愈严重。没学佛的时候，见到人还很谦
虚；学了几天佛法了，贡高我慢，自以为是。这是什么原因呢？没
有「常随空心」，关键在这个地方。所以诸位要想真正在佛法里修
学有成就，开场白的几句话非常重要！八万四千法门，无论那一个
法门，无量法门，随便那一个法门，你修学都能得清净心，这是「
净治」。得到净了，觉正当然就得到，觉正即是三宝，也是三学，
一个得到了，三个通通具足。这是清凉在此地解释章题，为我们说
出修学的总纲领。如果不能「常随空心」；换一句话说，我们这一
生修学都不可能有成就。问题在那里？出不了六道。能够「常随空
心」，不但出六道，决定出十法界，才能够与华严教相应。
　　「清净洁白」，这四个字是形容净治的相状。「清净洁白」，
洁白是比喻。「练治心地」，练是锻炼、练习。无论修那一个法门
，诸位一定要明了，修的是什么呢？都是修的觉正净，此地用一个
「净」字来作代表。「净」就是觉，「净」就是正，一而三，三而
一，所以无论修学那一个法门，我们能够真正得到心地的觉正净，
这就对了。你的功夫就得力了，你修学就如法了。换一句话说，这
个心一定是一年比一年清净，也就是说你的妄想、分别、烦恼，一
年比一年少，这功夫得力了。如果功夫更往前进一步，那是月月不
相同。一个月比一个月清净，这个功夫是上层功夫，月月不一样。
果然做到月月都不一样，三年、五载就成就了，这是我们过去在《
高僧传》里面看到的，《居士传》里面看到的。古来这些大德修行
，有许多三年、五年开悟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有人证果了，



为什么他们修行，时间不长，就能够开悟证果呢？就是他的功夫得
力，月月不一样，就能到这个境界。我们明白这些道理，对於这些
事实真相就不会怀疑。
　　我们再回头看看自己，再看看我们周边的这些同参道友们，我
们修了几十年，没有看到他有清净相。什么原因呢？关键在他没有
与空心相应。空心实在讲，就是大般若，与这个不相应。无论修学
那个法门，无论用什么样的功夫，都是执著有，都是执著我，这就
糟了。像《金刚经》上所讲的，全著在四相上，四相没空！这样修
法，修一辈子，功夫都不得力。不要说月月有进步，年年都没进步
。这样下去，麻烦就大了。所以说到这个地方，如果不死心蹋地念
佛求生净土，没救了！不管修学那个法门，你要不能做到月月不一
样，月月都有进展，你才有出路，你才有希望。这叫「治地」，就
是治我们的心地。把凡夫的心地，炼治成佛菩萨的心地；把迷邪染
的心地，炼治成觉正净的心地，就成功了。这叫做「治地住」。
　　经文跟前面一样，也分为六大段。六大段，第一段是：
　　【依教趣求。】
　　『依』是依前面一位善知识，教他到那里去参访善知识。请看
经文：
　　【尔时善财童子闻善知识教，一心正念。】
　　此地这个『善知识』，是指前面一位吉祥云比丘。你看这个经
文，这经文里头十句，十个随顺，常随空心。
　　【随顺思惟，所有智慧光明门。随顺通达所有甚深解脱门。随
顺忆持所有自在三昧门。随顺敬奉所有清净教海门。随顺观察所见
诸佛威德门。随顺欣乐所见诸佛住处门。随顺解了所见诸佛轨则门
。随顺思念所见诸佛出现门。随顺趣入所见诸佛法界门。随顺安住
所见诸佛境界门。】



　　这一段是第一个大段里面的第一小段。诸位看段落。我们前面
有一个总科，就是有个表解。你从表解里面就看得很清楚、很明白
。全文分六段。下面是清凉大师给我们的解释、讲解。我们看这一
段文：
　　【第一依教趣求中二。】
　　这是先交代段落。第一大段—依教趣求。遵依善知识的教诲，
此地指的是依吉祥云比丘的教导，去参访海云比丘。这个里面分成
两段：
　　【先依教正观，此明温故。后趣求后友，意欲知新。】
　　清凉的解释，非常之好。他用『温故知新』，用这四个字来解
释，使我们读了之后，倍增亲切之感。而温故才能知新，这个里面
含的意思就很深了。再看下面的开示：
　　【又前学而能思。后即思而能学。】
　　这是把前后两个小段，这两小段的意趣，给我们点出来。前一
段就是温故，『学而能思』；后一段是：
　　【趣求后友】
　　就是知新，『思而能学』。学思、思学是一不是二，这样才能
进步。
　　【然思前犹属前会。】
　　这个经文上讲：「闻善知识教，一心正念」，这是思前，完全
是想吉祥云比丘给他的教导，这是属於前面一会。前面一会，余韵
犹在！这下面有解释：
　　【谓上来亲近善友，次听闻正法，今正念思惟，及如说修行，
即是涅盘二十五中四近因缘。】
　　这个四句话，我们要牢牢的记住，就是《大涅盘经》第二十五
卷（涅盘有四十卷），这是第二十五卷里面所讲的『四近因缘』。



那四条呢？就是此地所讲的『亲近善友，听闻正法，正念思惟，如
说修行』，就是这四条，这叫「四近因缘」。这个因缘有远因、有
近因。你这四种近因缘通通具足了，没有不成就的道理！这是我们
修学佛法，无论修学那一个法门，第一个条件，要亲近明师，此地
讲的善友。《阿难问事佛吉凶经》里面，世尊一开头，就教导我们
要亲近明师，从明师受教，那就是「听闻正法」。这两句，就是前
面的意思，也就是「温故」的意思。
　　「今正念思惟，及如说修行」，这是知新。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修学有没有成就，就在这四句。我们有机缘亲近善友，听闻正法
，这是善友对我们的帮助，善友对我们的加持。下面两句是自己的
事情。你能不能正念思惟？你能不能如说修行？「正念思惟」是什
么？「常随空心」。「如说修行」呢？就是「净治八万四千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对治八万四千烦恼。你烦恼就断尽了。修行没有
别的，就是断烦恼而已。思惟，你不是天天去想，你想就想错了。
你看这个文字上，「正念思惟」，这四个字怎么讲法？思惟在此地
引申的意思是明了。因为我们凡夫无论遇到什么事，总要想一想才
能明白，所以思惟是明了的意思。不是教你真的去想，愈想就愈糟
糕；不想，明了也叫思惟，思惟就表明了。「正念思惟」，正念就
能明了一切法。所以这一句就是与前面「随顺空心」相应，一定要
常常保持清净心；清净心起作用，就叫「正念思惟」。落实在日常
生活当中，叫「如说修行」。你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佛菩萨
教诲完全相应，那就叫「如说修行」。所以这四句很重要。下面大
师为我们解释：
　　【今以前义属后进趣，后义属於前友指来，互为钩锁，主伴交
参。故从会判，属於后耳。下皆准此。】
　　这个下是以下，五十三参都是这个意思。由此可知，上面一个



善知识，跟下面一个善知识，有连带关系。可以分开，是一个独立
的单元，但是也可以连锁，把他连成一体。这个正是显示出《华严
经》的圆融无碍。前面的这个意思，属於后面的进趣。这个意思怎
么讲法呢？这个话，一般看起来不太好懂。我们作个比喻，大家也
好懂。譬如我们读书，读一年级，一年级是为二年级作预备的，这
个好懂。一年级念完了，底下就念二年级了。所以一年级是给二年
级预备的。那么二年级是继续一年级再往上深造的。这两句话就是
这个意思。二年级又是为三年级作预备的，三年级又是二年级的延
续，这两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向下的五十三参，每一参连锁的意思
，就在这里，『互为钩锁』。所以他每一参可以独立，但是与前后
都挂钩。像我们现在坐火车车厢一样，一节一节独立的，但是跟前
后都挂钩。五十三参就是这个意思。合起来，它是个整体。
　　这是把大意介绍出来。现在要讲经文了，介绍经文。经文，大
师这里有注解，他注得很简单，非常的扼要。
　　【初句为总。】
　　就是「尔时善财童子闻善知识教，一心正念。」这一句是总说
。
　　【谓闻善友教，一心正念。】
　　这才是一个好学生，不是说听了老师教训之后，离开都忘掉了
，那就不行。老师的教诲，时时刻刻记在心里，念念不忘，要这样
的求学才行。后面有十句，这是别说。
　　【后随顺思惟下。】
　　就是这句以下一共有：
　　【十句为别。】
　　【旧经十句皆云正念观察。】
　　这个『旧经』是指《六十华严》，最早是在东晋时候翻译的。



那么这个经，八十卷的经翻译出来之后，就称从前的《华严经》译
本，称做「旧经」；这个本子，称做「新经」。这是唐朝武则天时
候翻译的，实叉难陀译的。所以以后看到旧经，就晓得是《六十华
严》。《六十华严》里面这一段，十句都说『正念观察』，都有这
个字样，但是新译的没有。新译的都是「随顺」，每一句前面，有
「随顺」两个字。但是，旧经它没有用「随顺」，它用「正念观察
」，用这个字样。那么他说得也有道理。
　　【谓不沈不举，寂照双流。】
　　沈是昏沈，举是妄念纷飞，这个是修行用功的两大毛病。我们
念佛人特别是在止静的时候，就看出来了。念佛，绕佛之后，再止
静下来；止静下来，佛号停住了，就好像在静坐了。没坐几分钟，
有些人打瞌睡了，打呼的声音都出来了，这个我们常常在佛七都看
到，那个就叫昏沈，这是昏沈的现象。功夫不能够继续，就中断了
。另外一种人，一坐下去的时候，心里妄念纷飞，他坐不住，这叫
掉举。昏沈、掉举这两种现象，特别是参禅的人，这种毛病现象特
别容易现起。那么用什么方法来对治呢？这就是「三十七道品」里
面的「七菩提分」，用这个方法来对治。昏沈的人要用方法把他的
精神提起来；掉举的人，要用定功把它伏住。所以讲『寂照双流』
。对付掉举要用寂，对付昏沈要用照，要用这两种方法，寂照双流
，这叫正念观察，它里面含的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虽然这十句里面，没有这个字样，它的意思都在总句之中
。「一心正念」，这个意思就包含了，都在这一句里面；而这一句
总的贯下面十句。怎么样才叫「一心正念」？下面这个十句，就是
说明一心正念的样子。也可以说，下面这个十句就是解释一心正念
的。我们看清凉还有话要说：
　　【其别句内】



　　这个十句当中，
　　【随顺则通。其思惟等随当句中所宜各异。谓智光明宜言思惟
。其解脱门须通达等。言随顺者，随顺事理皆无违故。】
　　这是总解释，每一句里都有「随顺」这两个字。「随顺」这两
个字怎么个讲法？所以就别句里面，『随顺则通』。第一句里头讲
：「随顺思惟」，思惟的是什么呢？『当句中所宜各异』。每一句
里所讲的不一样。第一句，他说随顺思惟是『所有智慧光明门』。
第二句，他讲：『随顺通达所有甚深解脱门』。这个意思就不一样
了，境界就不相同了。所以此地讲「智慧光明」，这个可以用思惟
来说。那么讲解脱呢？那叫通达了。解脱怎么好思惟呢？可是随顺
这两个字，一直是贯下去的。『言随顺者，随顺事理』，都没有违
背。所谓都没有违背，就是与心性相应，与一心正念相应。也就是
与前面所讲的总纲领，与「常随空心」相应。
　　修行人特别是修行大乘者，净土宗是大乘。世尊在经论里面说
得很多，「心净则佛土净」。我们往生西方净土的条件是什么？这
大家都答得出来，信、愿、行！你答得是没错。什么叫信？什么叫
愿？什么叫行？恐怕你就不了解了。你信的是什么？你愿的是什么
？你行的是什么？从理上讲，「唯心净土，自性弥陀」，「是心是
佛，是心作佛」，你要在这个地方生起信心。然后你发愿—我要作
佛！怎么修行呢？修清净心。清净心怎么修？形式上，一句佛号，
「一心正念」，就是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是什么？「无量觉」。
佛号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阿」是无，「弥陀」是量，「佛」
是觉。合起来，「无量觉」。你穿衣，觉悟没有？你吃饭，觉悟没
有？你工作，觉悟没有？你在这一生当中，从早到晚，从初一到腊
月三十，你是不是念念都觉悟，时时都觉悟，处处都觉悟，从来没
有迷惑，那你就决定往生了。觉悟的相是什么呢？觉悟的相是心清



净，一尘不染。外面的境界了了分明，不是不知道，样样都知道。
心里头连痕迹都不落，这是觉悟的样子。
　　你才晓得《华严经》教我们怎么念佛，教我们怎么往生！这个
就是「随顺事理皆无违故」。下面这个十句，就是十个纲领，都是
我们生活、工作、日常、应酬当中，这些事情，我们要怎么样去随
顺。随顺，也就是随缘，绝不攀缘。在境缘当中，决定没有起心动
念，思惟随顺思惟。随顺就是没有作意，没有我要想怎么样，没有
这个念头；有这个念头，就不叫随顺。随顺，我们讲随其自然，顺
其自然，没有加一丝毫意思在里头，这叫随顺。加自己一点意思在
里头，那里叫随顺呢？那就不叫随顺了。所以这里头的字，每一个
字，每一句，它里头的含义，都要搞清楚、搞明白。
　　第一句，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解释的：
　　【一即思前观境自在等。】
　　十句都是讲善友的教诲，「闻善知识教」，都是想到吉祥云比
丘的教导。换句话说，这一段文实在就是善财童子的修学心得报告
。他在吉祥云比丘那里学了些什么？他得了些什么？这个十句，就
是他真实的受用。想到前面这个老师『观境自在』，「境」是境界
。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一切依正里面，他得大自在。为什么
自在呢？智慧观察。对於这些事实真相，都能够通达明了，所以他
自在。
　　第二句：『随顺通达所有甚深解脱门。』
　　【二即达前作用解脱。】
　　『解脱』还是自在的意思。为什么不用自在，而用解脱呢？这
个里头意思就深了。「解」，读去声，当动词用，解开。把什么东
西解开呢？把你的烦恼、忧虑、牵挂，这些东西，把它解除了、解
开了。「脱」是脱六道，脱十法界。你看看，这经上跟我们讲的是



总纲领，没讲那么详细。一般讲的分别、执著，你把你的执著解开
了，你就脱离六道；把分别解除了，你就脱离十法界。他用「解脱
」，『作用解脱』。「作用」，用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活动。穿衣
、吃饭、工作、待人接物，这都是作用。眼能见，耳能听，鼻能嗅
，舌能尝，是六根起的作用。在作用里面，能解脱。凡夫起作用很
糟糕，一起作用就恋著，就起贪瞋痴慢、分别、执著，这就被缠缚
了。菩萨的作用，菩萨的生活，能解脱这些缠缚，而得大自在。
　　第三句，『随顺忆持所有自在三昧门。』清凉大师跟我们解释
的：
　　【即持前一行三昧，亦推胜中诸三昧门。】
　　三昧太多了，无量无边！可是吉祥云比丘所修的那个三昧，叫
「佛立三昧」，也叫做「般舟三昧」。在所有一切三昧门里面，他
选择这个法门修。这是前面都细讲过了，这个地方就不要再重复了
。这个方法一定比其他三昧殊胜。殊胜之处，正是「不沈不举，寂
照双流」。这是容易达到。
　　那我们念佛人著重在经行，不但与经教相应，对於身体健康，
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中年以上，四十岁以上的，要运动。在现代
这个社会，我们运动量愈来愈少。上楼有电梯，出门要坐车，这身
子简直就不动了。长久不动，这身体就要生病了，就要出毛病了。
所以念佛用绕佛的方法，绕佛就是散步，我们叫经行，用这个方法
。如果特别对治缺乏运动，那最好再加上拜佛，更好！我在洛杉矶
，这是前几年，在那边讲经。有一位老居士，我们也很熟悉，他六
十多岁了，身体不很好。我教他一天拜一百拜。早晨拜五十拜，晚
上拜五十拜。他拜了一年，身体好了，身体健康了。本来两条腿很
僵硬，他居然可以双盘，这个很不可思议。六十多岁，他拜了一年
佛，腿都软了。所以拜佛跟经行是最好的运动，真正能够达到「寂



照双流」。
　　所以身体不好，缺乏运动，用这个方法好。有很多人他住在大
楼上，外面空地很少，到那里去运动呢？爬楼梯。爬上来，走下去
；爬上来，走下去；这好运动。可是这个东西有副作用，以后这两
条腿，出了毛病。所以，远远不如拜佛、经行。爬楼梯不是好运动
，你才晓得，爬山不是好运动。还有，跑步不是好运动，都有副作
用。唯独经行、拜佛是决定没有副作用。所以，佛叫你拜佛，并不
是佛喜欢人给他磕头，不是这个意思。是教你修行的方法，教你养
身之道，那里是要人给他磕头，没这个道理！是教你养身的方法。
这个里头用意也很深，也很广。
　　「所有自在三昧门」，这个「三昧」上加了「自在」。而吉祥
云比丘，确确实实也给我们说出许许多多的三昧门。虽然讲的没有
《大般若经》里面，讲得那么多，但是也可以了。把这些纲要都给
我们说出来了。
　　第四句，『随顺敬奉所有清净教海门。』这一句就是：
　　【敬前闻佛说法。】
　　这一句，佛菩萨、善知识所有一切的教诲，一定要敬奉（尊敬
、奉行），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求学、闻经、听教，最重要
的是要记住；不能完全记住，要把重要的句子记住。你听一次经，
读一部书，能够记住一句、两句，而且明了它的意思，你一生就受
用不尽。不必要完全都记住，完全都懂，那个不可能的事情。一句
、两句，终生就受之不尽了。
　　第五句，『随顺观察所见诸佛威德门。』清凉大师在此地跟我
们讲：
　　【即观前所见诸佛。】
　　他这个解释是很简单，好像意思也是很深奥。「随顺观察所见



诸佛」，「威」是威仪，「德」是德行。也就是说，这些诸佛所表
现给我们看的，这是属於威德。这诸佛是谁呢？如果是狭义的来说
，就是本经的五十三位善知识，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这五十三位善
友，这是诸佛。因为这五十三个人都是法身大士，禅宗里常讲：「
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所以他们都是诸佛，五十三位都是诸佛。
江味农居士在《金刚经》里面，注解的诸佛，就是这个意思，就指
这些人。那么这些人，我在前面跟大家介绍过，他们代表我们现前
社会，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他们代表这些。那你就晓得，除了自
己之外，都是诸佛，每一位都是佛。你从这里才真学到东西。
　　「诸佛威德」，我没有看到，那个人有威德？其实，每一个人
都有威德，是你自己粗心大意，没看出来。佛有威德，菩萨也有威
德，畜生也有威德，魔鬼也有威德，地狱也有威德，十法界依正庄
严，那里没有威德呢？那威德的相不一样，皆有！你要随顺观察。
那么这句话要用现在来说，那就是随顺观察十法界依正庄严的现象
，就这个意思。你对於宇宙人生的真相，真正通达、明了了，这才
智慧圆满。
　　第六句，『随顺欣乐所见诸佛住处门。』这一句：
　　【即乐前十方住处。】
　　这个『诸佛』，诸位一定要记住，诸佛就是一切众生。一切众
生，『十方住处』不相同，你都能够欢欢喜喜见到。那么有一些，
我们就这个形象上来看，有一些住处是很华丽，你看到欢喜；有一
些住处非常简陋，好像显得非常困苦，你见到怎么样呢？能不能生
欢喜心呢？你那个欢喜心生不出来，是你还有烦恼存在，你还有分
别、妄想、执著。如果你离开一切分别、妄想、执著，法界是平等
的。住豪华宫殿，跟住在土洞里头是一样快乐，没有两样！这个两
样都是你的分别心、执著心里起的妄想。所以，离开一切妄想，前



面讲，你真正是能够「常随空心」，万法平等，万法一如。这个时
候，这个心乐是真的，不是相对的。相对的乐，是有苦乐之乐，他
这个不是苦乐之乐。苦乐两边，悻喜两边，通通舍掉了，这是真乐
。
　　第七句，『随顺解了所见诸佛轨则门。』清凉在这里给我们解
释的是：
　　【即了前寿命神通等。】
　　寿命从那里来的？寿命从业报来的，寿命是业报变现的。离开
业报，无量寿！这无量寿是真的。寿命长短，这是假象，不是真相
。真相，佛无量寿，一切众生都是无量寿，这才是真的。『神通』
是讲六根的能力。眼见、耳闻这个能力，都是尽虚空、遍法界，本
能！为什么本能失去了呢？佛讲，我们的本能有东西把它障碍住了
，烦恼障、所知障障住了。使你的能力透露出来，很小很小，很微
弱。如果你把这两种障碍去尽了，你这个能力一定是尽虚空、遍法
界。在「诸佛轨则」里面，只举这两条。其实轨则也是说不尽的。
　　第八句，『随顺思念所见诸佛出现门。』这就是讲的：
　　【见前佛成正觉。】
　　当自己成正觉的时候，就是自己成佛的时候。你见到大地一切
众生，个个都成佛了。我们如果明白这句话的深义，就晓得自己修
行是什么样的功夫，自己修行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如果你成佛了，
看到情与无情同圆种智，都成佛道，你自己成佛了。如果看到一切
众生，个个都是菩萨，恭喜你，你是菩萨。如果你看到世间这些人
，都是坏人，都不是好人；换句话，自己是坏人，你看到别人都是
坏人！你自己是好人，看到人都是好人。什么道理呢？境随心转，
万法唯心。这些句子，我们在经上常常念，为什么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用不上呢？境界一现前，佛这些话通通忘光了，一句都提不起



来了。修行在那里修？要在这些地方修。这些重要的教诲，要念念
不忘，时时提起观照。这是正知正见。
　　只要你有分别、有执著，你就是六道凡夫；你没有执著，你有
分别，你是四圣法界。总而言之，你都没有出十法界。十法界是个
大关口。你还有执著的话，那你就是六道凡夫。我们穿衣，穿衣有
没有执著？吃饭，吃饭有没有执著？处事待人接物，样样都有执著
，你说糟糕不糟糕？佛法修学在那里修？就在生活当中。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解脱！就是把我们这些妄想、分别、执著，把它解除
掉，我们才有脱离六道、十法界的希望。所以这一句是提出一个纲
领来。佛成正觉时，见一切众生都成正觉，常常想这个意思。
　　第九句，『随顺趣入所见诸佛法界门。』这一句所讲的：
　　【入前所诠法界。谓一行三昧所观之佛同法界故。】
　　所以『一行三昧』，前面说得很详细。简单的讲，就是一心专
念阿弥陀佛。「般舟三昧」，就是一行三昧。一心专念。阿弥陀佛
用的是什么心，我们的用心，我们的发愿，跟阿弥陀佛相同不相同
？阿弥陀佛在那里呢？阿弥陀佛在《无量寿经》，阿弥陀佛在《大
方广佛华严经》；《华严经》是细说，《无量寿经》是略说。那么
我们可以讲，《华严经》是《无量寿经》的注解。我们今天看清凉
大师的《疏钞》，那是注解的注解。念念不忘弥陀，念念忆持弥陀
。弥陀就是虚空法界，虚空法界就是阿弥陀佛。所以《无量寿经》
的经题，就把修行的总纲领，给我们说出来—「清净平等觉」。「
清净」就超越六道轮回；「平等」就超越十法界；「觉」就超越四
十一位法身大士，圆满成佛，「觉」就没有妄想。所以这个里面讲
的「清净平等觉」，就是对治妄想、分别、执著。清净是对执著的
，有执著就不清净；离开一切执著，清净心现前。平等是对治分别
的，你有分别就不平等；离一切分别，平等心现前了。觉是对无明



的。这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为什么要四十一位？四十一品无明。破
一品无明，他的地位向上提升一层，觉破无明。你看看，这是修行
总纲领，不但净宗要守住这个原则，所有一切大乘教，都离不开这
个原则。我们修什么？修清净平等觉。
　　那么你就想到，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穿衣、吃饭，你处事待
人接物，与清净平等觉相不相应？如果相应了，那叫真念佛，不一
定要口念。口里头，二十四小时没有念一声阿弥陀佛，你是真念佛
。前面吉祥云比丘告诉我们念佛的方法。我们口念，心行完全不相
应，这就是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那不是真念。真念要心行
相应，这叫念佛。所以『一行三昧所观之佛』，就是法界，法界就
是佛。
　　末后这一句，『随顺安住所见诸佛境界门。』这一句清凉大师
注解上：
　　【通住前诸佛境界。】
　　『通』是贯通，『住前』是什么呢？十住以前是十信位，从初
发心，这个意思就深了。一般讲，没有入住，不算果位。好像你念
书一样，念到大学毕业了，才拿到一个学位，才拿到一个学士学位
。前面中学、小学都不算了，那就是「住前」。十住是有学位，就
拿到学位了。贯穿到前面；换一句话说，一直贯穿到初发心。初发
心，我们这些人是初发心。「随顺安住所见诸佛境界门」，这个意
思非常之好，好在那里呢？为我们说明，诸佛菩萨虽然圆满菩提了
，他不舍因行，他还到六道里面来度众生。就是这一句所显的。佛
能跟我们在一起安住，能跟我们在一共同生活；不但能跟我们在一
起，他也能跟畜生在一起，也能跟饿鬼在一起。地藏菩萨发的大愿
：「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可以跟地狱共同生活，这了不起！
叫「随顺安住」。



　　那么我们现在是三恶道，那是苦不堪言！菩萨怎么能过那个日
子？菩萨在那个地方安住，他怎么能得到安呢？因为他没有分别、
执著，所以他就安了。我们为什么不安呢？因为我们有分别、有执
著，那个条件太差了，那怎么能住！这是你分别、执著。所以，离
开分别、执著，十法界是平等的。他在极乐世界的享受，跟在地狱
享受是平等的。在极乐世界，他没有感觉到乐受；阿鼻地狱里头，
他没有感觉到有苦受。由此可知，所有一切受，是妄念生的。这是
妄想、分别、执著，从这里头生的，不是真的，假的！真的是平等
安住，那是真的！所以诸佛菩萨在十法界、六道度众生，他多自在
！多潇洒！原理就在此地。那么这是第一段，依教正观。后面这两
句，我们也把它念掉，这一科就算讲完了。
　　【渐次南行，向海门国。】
　　第二段就两句，就八个字。你看，第一科里面，分成两段，前
面一段那么长；后面这一段，就是这八个字。『渐次南行』，依照
吉祥云比丘的指导，到海门国去参访海云比丘。这科判里面，趣求
后友，这两句一看就知道了，这不要解释了，可知！好，我们今天
就讲到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