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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圆觉经》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一部很重要的经典，华严宗的人非常推崇这部经，而今日的禅宗
行者也对它非常尊敬。
　　大乘佛教的印度如来藏系，有很多代表性的著作，如（《宝性论》、《如来藏经》和《胜鬓经》
，这些经论都对如来藏系的思想有很清晰的阐述。
但是，中国大乘的佛教徒却很少引用这些经论，反而对《圆觉经》、《楞严经》和《大乘起信论》情
有独钟。
所以，想要了解中国佛教的特色，就必须研读这三部经论。
　　根据现存的资料，从梵文译成中文的（《圆觉经》，有两种版本：第一种版本由一位名叫罗喉昙
犍的神秘人物于公元六四七年完成，我们只知道罗喉昙犍是印度人，却无法将这个名字与任何已知的
印度译师做联结；第二种版本由印度人佛陀多罗于公元六九三年完成，这是大家通用的译本。
　　佛陀多罗的《圆觉经》译本只有一卷，疏钞却有很多种，最有名的是华严宗和禅宗的祖师宗密大
师（七八。
至八四一）所写的《圆觉经大疏钞》，共有二十六卷；而在此之前已有其他四部疏钞存在了。
现在大概有几十种疏钞和批注可供参考。
然而，直到今日，举凡为《圆觉经》作注的人，多只参考宗密大师的疏钞，置其他著述不问。
 宗密大师也根据《圆觉经》第十一章里，佛陀指导大众在一百二十天、一百天和八十天的期限中，精
进修行的法门，编写了一本仪轨手册，名为（《圆觉经道场修证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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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圆觉经》一向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量级经典，文字优美，所描述的究竟佛境是所有修行人的终极目
标。
经中，佛陀回应十二位大菩萨所提出的问题，为人们开示如何透过种种方便证悟此圆觉自性。
    本书是圣严法师在美国针对一般大众所做的《圆觉经》系列演讲记录。
法师以有别于一般依循传统注解的讲经方式，透过禅的生活观，以平实易懂的语言和实例，为听众讲
说《圆觉经》的利益与日常生活中的运用。
随着菩萨与佛陀的一问一答，透过圣严法师的精采诠释，读者仿佛参与了一场圆满证悟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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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圣严法师，1930年出生，少年出家，曾于高雄山中闭关六年，并留学日本。
获得立正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杂志社编辑、教授、所长以及译经院院长等，创办中华佛学研究所
、创建法鼓山、僧伽大学以及社会大学等，设立禅修、文教、慈善等基金会，而分支道场亦遍及欧、
亚、美、澳等各大洲。

    他是一位教育家、作家，更是一位宗教家和国际知名的禅师，长年在国内外不遗余力地推动“心灵
保护”、“种族和谐”及“世界和平”等工作。

    他所获得的荣誉奖项中，包括中山文艺创作奖、中山学术著作奖、斐德烈二世和平奖等十多种。

    出版著作一百多种，已有十多种语言的译著。
曾应邀为《中华日报》等各大报纸。
及《天下》、《康健》等杂志撰写专栏。

    圣严法师的电视弘法节目《大法鼓》播出逾十二年，实用且生活化的内容，深获观众的好评，本套
丛书即集结了该节目内容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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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殊师利菩萨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释迦牟尼佛的开示。
《圆觉经》的第一章，以文殊师利菩萨的问题为开端：　　于是，文殊师利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座起
，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
愿为此会诸来法众，说于如来本起清净，因地法行，及说菩萨于大乘中发清净心，远离诸病，能使未
来末世众生求大乘者，不堕邪见。
”作是语已，五体投地，如是三请，终而复始。
　　佛陀的弟子在请他开示某一主题时，都遵照特定的礼仪。
佛陀说法很少不问自说，菩萨们为了法会听众以及现在和未来众生的利益，正式地向佛提出问题，就
像在现今社会的记者会，知名的政治人物以正式、公开的方式回答问题一样。
但是，政治人物不可能回答每位与会记者的问题，所以只能让资深记者提出他们认为全体听众都关心
的问题；同样的，菩萨代表了所有的大众，或是更广泛地说，代表所有的众生来问问题。
　　佛经大都以菩萨提问，佛陀回答的方式来陈述，除了《心经》和《阿弥陀经》以外，在大部分的
佛经里，佛陀很少不问自答。
这样的问答，在古印度和中国，都是传统的教学方式，例如在《论语》中，学生问问题而孔子回答。
禅宗也有同样的教学方式，由学生问，师父响应。
　　佛经里所描述的礼仪是古印度专有的。
文殊师利菩萨从座位中站起来，在佛足前顶礼。
头是全身中最尊贵的部位，足则是最次的。
这样的顶礼，表达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衷心的尊敬。
文殊师利菩萨向右绕佛三次，这是表达景仰与敬意的另一种方式。
佛的相貌与风范如此崇高和庄严，使其他众生不由自主，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
　　为什么文殊师利菩萨右绕而不左绕呢？
依照印度的传统，右绕表示较高的礼仪和尊敬；左绕是轻视和不尊重的态度。
这个习俗的起源并不清楚，但是它一直流传至今。
左方被视为一种贬损，就如中国人将不正派的人形容为左道一样，这礼仪同时也象征着身、语、意的
净化。
起身和礼拜表示身的净化，向佛右绕三次表达了心的真诚和尊敬，合掌请佛说法是语的净化。
　　文殊师利菩萨请佛陀为大众解释“如来本起清净因地法行”。
简单地说，文殊师利菩萨问的是佛陀在成佛以前，以佛性为基础的修行方法。
在佛陀未成佛而仍有烦恼时，即自发地修学“如来因地法行”，这成为他后来证悟和成佛的基础。
　　文殊师利菩萨所问的“如来因地法行”，与完满的佛性有关，这佛性无有烦恼，亦即是智慧。
修行就是为了亲自发掘生命的本质——佛性，我们不断地修行，直到这个自性——我们的智慧——显
现出来，这是极有意义、极有价值的。
　　我们常在经文或批注中读到“本性”或“本有的智慧”，这可能会让人误解。
说我们本来清净，而烦恼后来才生起，只是一种叙述的方式；其实，从时间上说，我们不曾本来清净
，也不曾被烦恼所掩覆；这既不是一种演进的历史过程，也不是　　堕落。
说我们本来清净，只是说我们皆有佛性的基础，也都有实证佛性的稀有潜能。
我们即是佛性，这是我们的真实状态，因此，我比较喜欢用“自性”这个名词。
　　文殊师利菩萨问佛，菩萨如何“于大乘中发清净心”。
“菩萨”指的是那些有能力成佛，却为了留在世间帮助众生而不证取无上正觉的人。
释迦牟尼佛虽然已经证得无上正觉，他仍能继续帮助众生、救度众生，而当他在帮助众生时所扮演的
，可以说即是菩萨的角色。
在本经文中所有提问的菩萨以及观世音菩萨，都是大菩萨。
　　佛教对菩萨的重视，使它特别能容纳和接受其他的宗教和修行方式。
佛教有时会把教外的伟大宗教领袖、圣人和哲人，看成是菩萨的化身或菩萨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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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佛教传到日本，日本古代的神就被视为菩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一些先知也被同样地看待。
在中国，像孔子和老子这样的哲人和圣贤，通常也被认为是觉者的转世。
　　菩萨道上的修行人如何发起清净的大乘心？
一般人和菩萨如何从烦恼中解脱呢？
菩萨通常会遇到两种主要的障碍：一种是，菩萨可能会厌恶世间，想完全与它脱离，这样的人不是真
正的菩萨，因为他并不是真正地想帮助众生。
另一种极端是，菩萨可能会因为人世而对世间产生强烈的欲望和执著，这样的人也不是真正的菩萨。
一个真正的大乘菩萨道行者，既不执著世间，也不执著从世间解脱，既不充满欲望，也不充满厌恶，
对任何事物不会依恋，也不会排斥。
　　凡夫具有前述的两种心态：当事业和家庭有了问题，他们就想用逃避来解除痛苦；当事事顺利时
，又深深地依恋所拥有的一切，因此而会有更多的欲望。
一个人有了十万就想要有一百万，当有了一百万就想要有一千万。
　　这样的心态不是大乘的心态。
欲望和厌恶是一体的两面，一个人到底是执著于事物的拥有，还是执著于事物的离弃，并不是重要的
问题，因为这两种执著都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
文殊师利菩萨自己没有这种心态，他只是为了帮助这类众生而提出问题，他向佛陀请教正确的修行法
门，是为了、止众生能得到适当的指导。
　　有一次我在台湾演讲，一直被一位听众打断，我每讲一段，他就提出愚蠢的问题，最后我问他：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答：“我不是为自己问的，您讲的内容我已经了解了，但是有很多听众不好意思提出这么愚蠢的
问题，我是为他们而问的；如果我不问，他们就听不懂您的演讲，那就只有我一个人了解您在说什么
了。
”我说：“谢谢你！
你一定是位大菩萨。
”幸好大部分的人不这么做，如果每个人都像他一样，我会永远都无法讲完。
有一些人问问题是为了显示他的聪明，另一些人则是想引起注意；有一些人提出相反的意见，是因为
他们喜欢辩论。
这些人的动机与菩萨不同，菩萨不为自己的利益而问问题，他们没有欲望，所以不需要表现自己。
完全是为了众生的利益而问。
　　尔时，世尊告文殊师利菩萨言：“善哉！
善哉！
善男子！
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咨询如来因地法行，及为末世一切众生求大乘者，得正住持，不堕邪见。
汝今谛听，当为汝说。
”时文殊师利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
　　这段经文很直接，佛陀在整部经里回答菩萨所提的问题前，都先以这样的形式答复。
佛称赞文殊师利菩萨对末世众生的慈悲，并说他将回答这些问题。
　　佛经中所提到的“末世”，有两种定义。
其一是，离佛世愈久远，能听闻到佛法的人也愈来愈少，而听到的人当中，只有少部分能接受它，踏
上成佛之道。
现今社会有许多研究佛教史的学者，他们能理智地辩论佛教对文化、哲学和宗教的影响，然而这些学
者大多对佛法的修行不感兴趣，有些甚至认为佛教是一种迷信。
　　“末世”的另一个定义，指的是因地理位置而与佛法隔绝的社会。
世界上有很多地方的人没有听闻佛法的机会，即使遇到了，与佛法的联系也不强、不纯粹，所接触的
可能是错误或被曲解的佛法。
　　“善男子！
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尼门，名为圆觉，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罗蜜，教授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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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如来本起因地，皆依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
”　　无上法王是从一切法或现象中解脱出来的觉者。
什么是“从一切法中解脱出来”呢？
就好像一国的统治者有着绝对的权力，能完全随心所欲，使唤任何人、使用任何物品、做任何他想做
的事，他在一切法律与规则之上。
同样的，一位成佛的人，已完全从“法”或现象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他既不执著也不排斥任何思想、
观念或外境，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法王”。
绝大部分的众生没有资格被称为法王，因为我们无法驾驭自己的情绪与外境，我们被自身的处境所控
制；当我们面对事情时，会有高兴、悲伤或生气的反应，而法王是不会被现象和环境所困扰的。
　　有一次，我在台湾与一位年轻僧人一起搭公交车，有位年长的女士和她的孩子们上了车，这位僧
人把位子让给了她。
这位女士在两站后下车，却将位子让给了她的孩子，忘了这位子原本是那位僧人的。
他后来向我抱怨，我问他：“你不是要帮助所有的众生吗？
如果你因为这次的经验，而不再让位给其他的人，那么，你不但没帮到众生，反而让别人对你产生了
不良的影响。
”　　多数人对佛法没有稳固地掌握，不但当不了环境和情绪的主人，反而被它们所奴役。
如果我们不把痛苦的事情看成是痛苦的，如果我们不在经历愉快的事情后，渴望更多的快乐，那么，
我们就脱离了“法”的约束。
这是个很难达到的层次，因为痛苦的确是痛苦的，快乐的确是快乐的，逃避痛苦和渴望快乐是众生自
然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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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当所有的虚幻的构思从心中消失后，智慧即自发地生起。
其实，没有幻相的状态就是智慧，智慧就是空性，而空性是不动的，它不可思议，无法把捉，我们无
法带着一点点空性或智慧到处走。
可以把捉的东西，不管是思想的或形体的，都不是真的；唯有空性是真实的，能体认这点，即是证悟
。
　　——圣严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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