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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南怀瑾教授于1983年，在台北十方丛林书院讲述《圆觉经》的记录，由古国治同学负责整理校
对。
在未完稿前，曾陆续在《十方》杂志连载，获得广大读者们的热烈回响，纷纷要求尽早出书。
如今，这本书终于完成，我们希望对于海内外的学佛人士有些助益。
    佛称我们的世界为娑婆世界，意谓缺憾不美满，是充满着痛苦的。
所以，许许多多的人想从佛教或佛学中，求得心灵上的慰藉，或寻找解脱痛苦的方法。
看到这样的现象，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喜的是人们终于接触到了难得难闻的佛法，好不容易在茫茫苦海中找到了慈航；忧的是人们对于佛法
不知如何下手。
有的认为佛经艰深难懂而不敢阅读，有的唯恐走火入魔而不敢修行，即使修行亦抓不住要点，有的则
到处听经、听演讲、求秘诀、求灌顶，对于真正的佛法却未能得利，这真如释迦牟尼佛所说：至可怜
悯者众生。
    《圆觉经》是了义经，这是可以彻底解决人生痛苦烦恼的经典，这是指引如何修行成佛的经典，而
且经文文字优美，读来真是一大享受。
这部经透过南怀瑾教授深入浅出的讲解，对初学者而言，浅显易懂，没有文字上的障碍，可作为学佛
之入门；对于有心习禅或参研佛法者而言，书中有多处如何明心见性的明白指示；至于修行上的诸多
问题，如修止、修观、修禅那，亦作了原则性重点的提示。
所以，无论是顿悟或渐修，在见地、修证及行愿上，均详细举例说明。
然而，站在南怀瑾教授的立场而言，对于此部大经，还只是略说而已。
    最后，我们衷心期待读者透过这本书能够获得正知正见，解脱烦恼无罢碍，能够经过闻思修慧，依
教奉行入觉海；即便不能，至少能够管窥佛法之大概。
如此则不负释迦牟尼佛当年说法之初衷，不负十二位圆觉大菩萨之悲愿矣！
    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  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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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圆觉经》是唐代华严宗奉习的一部重要经典。
它全称《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一卷，由唐代佛陀多罗译出。
经中以佛应文殊师利等十二位菩萨之请，一一说法的方式，论述了“依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的
理论，以及“修业”、“修现”、“修禅”的修行方法。
本书为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有关《圆觉经》的讲记，最初在佛教杂志上连载，以后汇集成书。
作者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对《圆觉经》的原文进行了逐句、逐段的讲解，变艰涩为流畅，化深奥为通
俗，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唐代华严宗王祖宗密说，他“禅通南宗，教逢《圆觉》”，就是因读《圆觉经》而恰教理的。
之后，他撰写了《圆觉经大疏》、《圆觉经大疏钞》道场修证仪》等著作，以弘扬《圆觉经》，《圆
觉经》因此而驰名佛教界。
本书为台湾著名学者南师道先生有关《圆觉经》的讲记，最初在佛教杂志上连载，以后汇集成书。
作者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对《圆觉经》的原文进行了逐句、逐段的讲解，变艰涩为流畅，化深奥为通
俗，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兹经作者和原出版单位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授权，将老古最新版（2000年11月第2版第2次印刷）校
订出版，以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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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南怀瑾，华夏智业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南怀瑾先生1917年生于浙江温州乐清。
自幼接受传统私塾的严格教育，及至少年时期，已遍读诸子百家，兼及拳术、剑道等各种功夫。
同时苦心研习文学书法，诗词曲赋，天文历法诸学，并深得其精要。
　　青年时代，正值抗战军兴。
南怀瑾先生毅然辞亲远游，曾任教于中央军校，又入华西坝金陵大学，研究社会福利学，以其服务社
会大众。
其时，每逢假日闲暇，胤以芒鞋竹杖，遍历名山大川，寻访高僧奇士。
复于青城山灵严寺，有缘结识名重一时的川北禅宗大师袁焕仙先生，遂拜门墙，竟毅然辞去中央军校
教官之职，追随袁先生左右，潜心研修佛学。
1943年入峨眉山大坪寺闭关修持,闭关三年间，遍阅《大藏经》万万卷，印证个人修持所得，遂至终身
受益无穷。
1945年，远走康藏，参访密宗各派，得到贡嘎活佛等多位著名活佛、高僧的真传，佛法修持更为精湛
，得到白教、黄教、红教、花教等各教派的印证，被承认为密宗上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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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善男子”，等于说诸位同学、各位女土、各位先生。
由此可见，释迦牟尼佛很客气很谦虚，慈爱而谦和，有如《论语》中孔子的学生形容孔子，“望之俨
然，即之也温”。
看起来好像很威严，跟他一接近；就觉得他和蔼慈祥。
    “无上法王”，成了佛才有资格称无上法王。
佛是至高无上的万法之王，超乎一切群众之上，超乎一切国土之上，他是人类精神的皈依。
释迦牟尼佛亦称为空王，如同中国称孔子为素王，，素是纯净的意思。
西藏密宗有位大宝法王，是密宗花教的八思巴，年十五岁即六通具足，当忽必烈征服西藏时，拜他为
师，奉为大元帝国国师，并封为大宝法王。
后来代代相传，袭称此号，但是也只敢称为大宝法王，不敢称无上法王，只有佛才有资格称无上法王
。
    陀罗尼是梵语，总持，总纲的意思，它是八万四千法门的根本总法。
密宗称一切咒语为陀罗尼，陀罗尼还含有能持能遮的意思，能持是使善法不退，能遮是使恶法不生。
    成了佛的无上法王，有个大总持的法门叫作“圆觉”，圆代表圆满，没有缺陷，没有渗漏，圆也包
括了一切时间，包括了一切空间，无时不在，无所不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成佛，随时随地可
以圆满觉性，随时随地可以悟道。
    此圆觉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罗蜜。
靖净在中国文化讲来，就是斋戒沐浴，洗头洗澡，把身体从头到脚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心里不敢胡思
乱想，不敢随意动念，这叫持斋。
持斋乃指斋心，内心清清净净。
持斋不是吃素，一般把吃素叫作持斋，这是不对的。
不吃葱、蒜、韭、芥末、兴渠等五荤叫吃素，后来人搞错了，便将错就错。
    流出一切真如，什么是真如?真如乃道体也，真心之体，禅宗所谓明心见性，就是要见到此真如道体
。
净土宗的三经一论——《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大乘起信论》，其中马鸣
菩萨著的《大乘起信论》所讲的，便是真如门与妄想门。
烦恼妄想是一切众生造业的根本，烦恼妄想清净了，证得真如，即便成佛。
真如翻译得极妙极佳，真如，如真，好像真的。
    菩提是觉悟的意思，前面已经解释过了，不再重复。
《金刚经》的重点，在强调如何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如何悟道成佛。
西藏密宗宗喀巴大师写了一本《菩提道次第广论》，叙述成佛的次第方法。
    释迦牟尼佛临走前，讲了一部《涅槃经》，涅槃就是如来自性的别名。
涅槃也晕寂灭的意思，寂灭不是什么都没有了，而是本来清净，本来寂静。
涅架不是死亡，而是永远存在。
所以，释迦牟尼佛临走前说“常”“乐”“我”净”，把以往所说的“无常”“苦”“空”“无我”
全都推翻了，不要以为他真的走了，没有，佛无所从来，亦无所去。
    波罗蜜就是到彼岸，学菩萨道，要修六波罗蜜，布施波罗蜜，持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精进波罗
蜜，禅定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修此六种波罗蜜，到达彼岸。
彼岸指哪个岸?成佛之岸，脱离苦海之岸。
    圆觉涵盖了此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波罗蜜，乃一切大法之总法，一切大法之总源。
读《圆觉经》，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
    所有佛都是依此圆觉法门教授历代菩萨，此圆觉法门是佛法之根本大法。
    一切如来本起因地，皆依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
凡是想要成佛，都必须根据此圆觉修法，才能成佛。
    本起因地——成佛的工具从哪里找?在我们自己这里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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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普通凡夫里有个东西，就是会思想，会起烦恼的东西，人的一切活动都靠他，要把他找出来，
他是成佛的本起因地。
    这又如何找呢?很简单，就在人的一念之间。
什么是我们的第一念?当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很稀奇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念了。
各位能不能记得，早晨起来第一个念头想的是什么?想不起来，好，没关系，那么，你有没有把握知道
，明天早上醒来第一个念头会想什么?本起因地要在这个地方去找。
    你说我还是找不到，怎么办呢?皆依圆照清净觉相，这就是传法了，把修行的方法也告诉你了。
随时圆满观照，照什么呢?回照自己的起心动念，自己的思想念头怎么来怎么去，要清清楚楚。
记住，要圆照，不是偏照。
打坐的时候观照很清楚，下了座就乱了、迷糊了，那不叫圆照。
要在忙中乱中，随时随地观照自己的念头。
    观照念头并不是要你不想，唉哟!我怎么又去想?好像“想”与你是冤家似的。
有念头来，不用怕，要知道人的思想念头是留不住的，不信，你留留看!留得住吗?人的思想妄念留不
住，但是，要送也送不走。
你不去想它，它偏要想，很可恶j对不对?人的思想就那么怪，注意，这就是无明。
例如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咦?外面下雨了！
门不晓得有没有关?糟糕！
妄想又来了，不应该！
不应该1我们一天到晚就在后悔妄想里转，如此妄想无明如何清净得了?    那么，有些人打坐，静静地
坐在那里不动，是否就圆照清净了呢?一点也不，忙得很，心里想的可多呢!我坐了那么久，气怎么还
没有动?是不是上了当?我怎么还没有开悟?如来大法难道是这样吗?那不叫圆照，换一个字，叫怨照，各
位想想看，是不是这样?    当你察觉妄想来的时候，就是清净，因为妄想早已跑掉了，当下清净，本来
清净，不用再去想把妄想空掉，妄想不空而自空。
如此一念清净下去，圆照下去，慢慢修下去，便可以永断无明，便可以成佛。
    “云何无明”?    什么是无明?无明是佛学的名词。
在小乘佛法里，无明是十二因缘的起首，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人，六人缘触，触
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
我们的思想情绪都是无明，生从哪里来？
死向何处去?父母未生前，我究竟是谁?死后是否真有轮回?有没有我?这些一概不知，皆在无明中。
大无明就是一切的大疑问，学佛不从这里人手，一切都是空事，没有用，不识本心，学法无益，此是
因地法门。
    朱元璋当年也参加过这些秘密组织，那时民生凋敝，穷得没有饭吃，只好去当和尚，不过化缘也化
不到，饿得要死，后来跑去当兵，最后当了皇帝。
他说当初哪里想到当皇帝，只是为了吃饭才出来干的，东闯西闯，不小心闯到这个位子上来，这是朱
元璋讲的真话，人生的际遇真是不可知。
他当年参加的秘密组织叫光明道，所以后来订立的国号叫“明”。
元明有白莲教，到清朝，又产生洪门、清帮、天地会、红灯照、义和团等等几十种组织，这些帮会有
一共同特性，多少都借厨了佛教的三期末劫弥勒下生这段典故。
    后来的某些教派，在历史上也都是与这些组织多少有点关联，特别标榜儒、释、道三教一家。
这是中国民间非常特殊的宗教社会团体，其中起源因素相当复杂。
    最近有一个中国人还在美国纽约开创“红十字会”，标榜五教同源，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
、穆罕默德都请上座，排排坐，泡好茶，吃果果，这是中国大同思想的文化在历史演变中，由民间宗
教信仰做了某种形式的表现。
    这些宗教的教义如何呢?有如拼盘一般，东抓一点，西凑一点。
至于修持的方法，也是一样，道家的也有，密宗的也有，都不全。
    譬如以前北方的“理门”，叫作“理教”。
这个教门源于黄河以北，祖师爷叫“羊祖”，这是隐语，实际上是杨泽，山东人，明末的进士，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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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清救世，走人地下，以前理门在北方很流行，不抽烟，不喝酒，也吃素，也是三教一家。
他们也有个秘密咒，叫作“五字真言”，灵验无比，但不能随便公开，传的时候不能有第三者声场，
称为“六耳不同传”。
这个咒子学到以后，平常不能念出声音来，要在肚子里念；那么，何时才可念出声来呢?要在大难临头
的时候，而且要大声地念，哪五个字?——观世音菩萨。
    现在我们回到本经，由弥勒菩萨提出修学佛法的若干问题。
    “于是弥勒菩萨在大众斗，即从座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叉手而白佛言：”    这一段是佛
教的仪式，每一位菩萨都一样，在此不赘。
    “大悲世尊，广为菩萨’开秘密藏，令诸大众深悟轮回，分别邪正，能施末世一切众生无畏道眼，
于大涅槃生决定信，无复重随轮转境界，起循环见。
”    弥勒菩萨请求释迦牟尼佛，要为诸菩萨开示修行的秘密要点，使大家明了生死轮回的根本在哪里
，人自己做不了主，永远在生死之间轮转。
出生之后，慢慢长大，然后衰老，最后死亡。
死了以后，又再投胎，为什么会如此轮转不停?此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要分别邪正，每一种宗教都说自己好。
基督教说到上帝的天堂来，可以得到永生，佛教也说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来最舒服，只有快乐没有
痛苦。
究竟哪个是正确可靠的呢?请您为我们讲清楚。
这样可以使末世一切众生对人生的生老病死，无所畏惧，不再感到害怕。
    人的生死确是个大问题，所以庄子说“生死大矣哉”。
一切宗教所要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
而佛法的最高目的，在证得大涅槃，涅架是个代号，指成佛的果位，圆明清净，也叫圆寂，圆满寂静
，又叫寂灭，但不是灭亡，它是不生不死，它的境界是“常乐我净”，很难翻译，只好保留不翻，叫
作“涅架”，这是佛的正道。
弥勒菩萨希望一切众生对真正的佛法有所认识，生出绝对肯定的信心，然后，个个修行成道，再不会
堕入生死轮回之中，“起循环见”，循环见就是颠倒想；搞了半天仍然没有跳出生死轮回的圈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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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本书是南怀瑾教授于1983年，在台北十方丛林书院讲述《圆觉经》的记录，由古国治同学负责整
理校对。
在未完稿前，曾陆续在《十方》杂志连载，获得广大读者们的热烈回响，纷纷要求尽早出书。
如今，这本书终于完成，我们希望对于海内外的学佛人士有些助益。
    佛称我们的世界为娑婆世界，意谓缺憾不美满，是充满着痛苦的。
所以，许许多多的人想从佛教或佛学中，求得心灵上的慰藉，或寻找解脱痛苦的方法。
看到这样的现象，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喜的是人们终于接触到了难得难闻的佛法，好不容易在茫茫苦海中找到了慈航；忧的是人们对于佛法
不知如何下手。
有的认为佛经艰深难懂而不敢阅读，有的唯恐走火入魔而不敢修行，即使修行亦抓不住要点，有的则
到处听经、听演讲、求秘诀、求灌顶，对于真正的佛法却未能得利，这真如释迦牟尼佛所说：至可怜
悯者众生。
    《圆觉经》是了义经，这是可以彻底解决人生痛苦烦恼的经典，这是指引如何修行成佛的经典，而
且经文文字优美，读来真是一大享受。
这部经透过南怀瑾教授深入浅出的讲解，对初学者而言，浅显易懂，没有文字上的障碍，可作为学佛
之入门；对于有心习禅或参研佛法者而言，书中有多处如何明心见性的明白指示；至于修行上的诸多
问题，如修止、修观、修禅那，亦作了原则性重点的提示。
所以，无论是顿悟或渐修，在见地、修证及行愿上，均详细举例说明。
然而，站在南怀瑾教授的立场而言，对于此部大经，还只是略说而已。
    最后，我们衷心期待读者透过这本书能够获得正知正见，解脱烦恼无罢碍，能够经过闻思修慧，依
教奉行入觉海；即便不能，至少能够管窥佛法之大概。
如此则不负释迦牟尼佛当年说法之初衷，不负十二位圆觉大菩萨之悲愿矣！
　　　　　　　　　　　　　　　　　　　　   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  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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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圆觉经》是唐代华严宗奉习的一部重要经典。
它全称《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一卷，由唐代佛陀多罗译出。
经中以佛应文殊师利等十二位菩萨之请，一一说法的方式，论述了“依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的
理论，以及“修业”、“修观”、“修禅”的修行方法。
《圆觉经略说》为《圆觉经》的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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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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