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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執所執
皆離法性得
證寂然界

行者如是
觀照時通達
諸法即空

如是不為
蘊處能所執
之所動搖

證此寂然
界時漸教過
二乘境界

三乘
會入
一大
乘法

心經: 無眼
界，乃至無
意識界，無
無明亦無無
明盡，乃至
無老死，亦
無老死盡。

禪詩: 雁過
寒潭，雁過
而潭不留影
。
風來疏竹，
風過而竹不
留聲。

止觀: 心若
一直動，境
界不清楚；
心若靜止下
來，自然所
觀照的就很
清楚。

寂是止的意
思，靜止。
說是觀義，
就是能觀照
。一片鏡面
，境來照境
，境離皆空

大慈大
悲無量
義 靜
寂清澄
如琉璃
守之不
動起敬
意 必
令廣行
閻浮提



自動之法叫做能，
被動之法叫做所。
譬如六根對六塵，
六根是能緣，
六塵為所緣。

外面的境界，在眼
、耳、鼻、舌、身
去緣外面的色、聲
、香、味、觸，加
上了意，意根與法
塵，這樣就是叫做
「十二入」。

我們的六根、六
塵，緣著外面的
境界，這個意識
都吸收進來，這
樣六根、六塵、
六識成為十八界
。

心經: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
，度一切苦厄。
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
，亦無老死盡。



能執所執皆離法
性才能證寂然界，
觀照諸法皆空，
不為五蘊十二入
所動搖，入大乘



要說我們要知道，日常生活能執、所執，我們凡夫差
不多都是「能」、「所」。我是能執，這個東西是我
所執著，這叫做「能」、「所」。我能看，那個東西
是「相」，是我所看的，所以我有能看的功能，它有
相，是我所看的東西，有這個「能」、「所」，當中
就會起執著。這是我喜歡、我所愛，我執著這個東西
是我的。因為有「這個東西是我所執著，我所愛」，
內在的心境，外在的境界，外在的境界是我們「所執
」，我們的六根是「能」，緣外面的境界，「能執」
。我們若能了解有這內在的心識緣外在的境界，能執
、所執，這樣，我們若了解，自然修行，我們就能將
它遠離了，法性就能真正展開我們的法性真如。



能 所

這個東西我

我能看 我所看

六根 外面的境界

能執 所執

執法/法執 四諦/12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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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若還沒辦法離開能、所執，「能執」
、「所執」，這樣我們就無法朗然體會。能夠了
解能、所執這些法，我們若能了解，才能得到寂
然界，才有辦法證得寂然界。因為我們的法性，
真如本性如如不動，卻是無明去緣著外面的境界
，外面的境界有很多讓我們起煩惱，讓我們能執
著，讓我們所執著等等。所以心分分毫毫在日常
生活中，這個寂然的境界，我們無法去體會。所
以我們必定要先了解「能執」、「所執」，我們
若能了解這些法，我們才有辦法得證寂然，也就
是涅槃寂靜的境界。



修行者，「行者如是觀照時」，就「通達諸法即
空」。其實，「能執」、「所執」都是執在「有
」，「有」，所以我要執著。我們修行，我們若
能了解，了解這些事物終歸於空。天地之間的法
則，我們若能都了解，自然就會遠離這種天地間
一切事物法則，我們能完全將它去除。這是我們
修行者要有這樣，很敏銳的心智去觀照。如一面
鏡子，大圓鏡智，觀照外面的境界，外面的境界
在鏡子裡，雖然是很清楚明朗，除開這些東西，
鏡子與境若能這樣分離，鏡子還是歸於清淨。



一片鏡面，境來照境，境離皆空，這就是我們要
修行的境界。我們的心雖然緣外面的境，但是不
受「能」、「所」執著，就不會鏡子照外面的境
，還是這個境常常放在鏡子裡。所以我們行者要
了解，鏡子本來是一面清淨，空無所有，只是外
面的境界來讓我們照。這是行者的觀照，要如那
面鏡子一樣。若能這樣，就「通達諸法即空」，
鏡離境，鏡子還是回歸這面鏡子的清淨。



「如是不為蘊處能所執」將我們搖動了。「蘊」，那
就是「五蘊」，「處」就是「十二處」，也叫做「十
二入」。像這樣，與「十八界」，我們的六根、六塵
，緣著外面的境界，這個意識都吸收進來，這樣六根
、六塵、六識成為十八界。這是我們過去都說過了。
所以我們若能將這些境界釐清楚，分析得清楚，「能
」、「所」，我們就不會執著，沒有「能執」、「所
執」，外面的境界就如鏡面一樣，一切皆空。就不會
受外面的境界來誘引我們的心，不會受我們的習氣控
制我們的真如本性。我們若對這些法都透徹了解，我
們就能夠脫離無明網。



總是凡夫受無明將我們覆蔽了，讓我們不得自由
，所以好好用心，用在「能執」、「所執」。外
面的境界，在眼、耳、鼻、舌、身去緣外面的色
、聲、香、味、觸，加上了意，意根與法塵，這
樣就是叫做「十二入」。世間一切法則都是無常
，我們若能體會，即是「空」。了解「空」的道
理，自然我們就能「得證寂然界」，心境常常很
寂然、很清淨，如那面鏡子一樣。



「證此寂然界時，漸教過二乘境界」。漸教就是
初說小乘，小乘所證的是有餘涅槃，還未到究竟
寂然的境界。因為小乘還有執，能執、所執，還
有這樣的境界。所以我們若能了解，漸漸受教，
漸漸了解，自然脫離二乘的境界。要不然常常執
著在二乘法，聲聞、緣覺，雖然體會到法了，但
是還是執著在自利，還不想要兼利他人，只想要
法自得，還不想要傳法給眾生。這就是他們所證
的境界就是到此為止，是漸教。



佛陀就是為了要讓他們了解佛法，所以應機逗教
，隨著他們的根機，將這樣的法先讓他們了解。
但是在了解的過程中，這個法，他們就這樣執著
，執在「四諦」、「十二因緣」法，雖然了解了
，還無法到六度萬行，他們的境界就是到二乘為
止。所以佛陀就要再開大乘法，六度萬行，明顯
的教法，人人要走入菩提道，變成三乘。當然，
三乘會入一大乘法，希望從小乘教慢慢讓他們了
解，這個過程過後就是要接近大乘法之時。



這是我們要很用心去體會的，同樣是修行很重要
的法門要入，但是，不要到了這個門就這樣卡住
了，無法再進到大門裡。貧窮子就是這樣，雖然
已經接近父親富有的家庭了，在大門外徘徊，看
到長者與裡面很多貴族的人，他自己驚惶，就會
離開了，這大家應該還記得。所以說，我們不要
執著在法，執在其中，我們應該要向前前進，進
行我們真正學法的目標。



十六沙彌出家了，童子身出家，清淨，他們雖然
也聽「四諦」、「十二因緣」法，卻是他們所要
追求的是「六度萬行」，他們所要了解的是佛的
本懷、佛的知見。這就是他們的精進，不受到在
小乘的境界中就這樣停滯下來，他們要開大心門
，要入這個境界中去。這是我們這幾天所說的意
義，我們要多了解。





















四生九有，同登華藏玄門
八難三途，共入毗盧性海









「為四部眾廣說分別妙法華經」，十六王子就是這樣
，用這樣的心境為四部眾，有僧尼，也有在家居士，
在那個時代和我們現在一樣。「為大眾故，廣分別說
」，同樣為這些人來分別說。所以「代大通佛覆講法
華經」，佛住於定中八萬四千劫，是十六沙彌就是在
這當中，八萬四千劫當中來廣說妙法華經。所度的人
當然就很多了，讓人人能發心向無上覺道，這就是佛
傳佛心燈。現在的佛傳過去佛的心燈，燈燈相傳，續
佛慧命。聽法，就是要有這樣的責任，聞法者、說法
者、傳法者，就是傳心燈，續慧命。我們要時時多用
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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