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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中华文化的特质也在禅。
印度佛学与中华文化融 合而形成了“中华禅”。
“中华禅”是中华文化的精华，也是东方文化的精 华。
 中华佛教包括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三个系统，因此广义的“ 中华禅”应包括这三个系统
的禅法。
中华佛教包括大小乘佛教、显密乘佛教 、南北传佛教、教下与宗门四个方面，因此广义的“中华禅”
也应含容这四 个方面的禅法。
 一方面“以禅出教”，由于究竟的禅修实践开展出各类的佛教经典；另 一方面“以教印禅”，各种
禅法也需要依据圆满的佛教经典来予以印证。
我 们应依据各种佛教经典，包括小乘经典、大乘经典，显教经典、密教经典， 南传经典、北传经典
，教下经典、宗门经典，等等，来深入挖掘“中华禅” 丰富的内涵。
同时各种禅法也需要以上各类的佛教经典来予以印证。
 “中华禅”既要重视禅修理论，还要重视禅修实践。
我们在总结汉传佛 教中丰富的禅法内容的同时，还应该特别重视挖掘藏传密教禅法与南传内观 禅法
的丰富内容。
 “中华禅”不仅包括教下的各种禅法(如来禅），而且包括宗门的各类禅 法(祖师禅）。
没有前者的基础，后者将成为文字禅、口头禅。
没有后者的深 修实证，前者将失去活力与精神。
 “中华禅”应致力于构建符合时代的汉传佛教并具详细次第与具体法门 的禅学体系；应致力于构建
适宜社会大众修学并具详细次第与具体法门的禅 学体系；应致力于构建面向国际的世界佛教并具详细
次第与具体法门的禅学 体系。
 “中华禅”不仅是出家僧众必须的专修法门，而且也是当代社会在家各 界人士必要的修学内容。
适应不同的群体对象，比如企业管理人员、职场行 政人员、退休人员、疾病人员、女性人员等等，应
该构建不同特色的禅法。
 “中华禅”应该成为未来社会各界人士的生活与生命中的一项重要内涵。
 “中华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是理解中华文化的一把钥匙，同 时更是中华文化中最重要内
容；也是中华文化将“走出去”的重要内容，是 中华文化贡献给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华禅”虽然产生于宗教，却 超越了宗教，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一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就是 我们出版这套“中华禅”系列的主要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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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观中脉实相成就：开启中脉实修的密法》将密法中最重要的气脉修法&mdash;&mdash;中脉的
开启秘法，总摄为偈颂口诀加以详细解说，并教授了日常生活中时时可修炼的中脉呼吸法，帮助行者
迅速开启中脉，是修证气脉明点者不可不知的殊胜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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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台湾禅师洪启嵩，自幼参学各派禅法，不断推进人类普遍化的觉性运动，首倡“环保护生”及“
精神环保”的观念，并于宗教界首倡器官捐赠运动，具体实践“净土人间”的理念。
著述近两百部，包括《坐禅之道》、《以禅疗心》、《心经——送你一首渡河的歌》等。
 近十年来，在天灾人祸不断的人世间，他跨出宗教领域，以禅法为根本，以放松为方法，自创“放松
禅法”和“妙定禅”来帮助地震、水灾、金融风暴期间人们的心灵重建。
 他认为，“禅”是一种心的生活态度，是我们的身心与处界对话的方式。
生活中的千百种压力，透过禅的实践，都将转变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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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第二章 纳吐净息甚深诀欲实反虚，欲有还空放下分别的心念真空妙有成就金刚身第三章 中脉净
息光明语帝诺巴大师心要传承原来中脉呼吸是清净光明自然引生的拙火没有执着自然通达大乐的呼吸
第四章 光明呼吸导引光明呼吸导引修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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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用这种方式说明中脉，可以让大家很清楚地认识中脉，汇通各宗证悟 的境界，因为一切都是佛
法，我之所以先以综摄的方式讲授，是因为我担心 大家会被仪轨所缚绑，认为一定要照仪轨、法本这
样修才可以，没有修这个 仪轨就没有中脉。
 各位，“仪轨”是什么？
仪轨是一种帮助我们体悟实相的辅助工具。
举 例说明，什么是空？
空是实相！
实相者，事实就是这样，名为实相。
既然事 实是这样的话，那还须臆想分别吗？
无分别就可以得到实相，也就是事实是 实相，即是空。
 但是一般人能知道空，能看到实相吗？
不能，而成就者则能看到空、看 到实相。
然而成就者看到空，是必须要起～念心去分别观空呢？
还是他当下 就现空？
当然是当下现空，所以这叫现观！
所以成就者是现观现空。
 既然成就者是现观现空，但一般未开悟者不能现观时怎么办？
那就只好 分别作观，也就是藉由观想修观而“观空”。
观空是因为不知道什么叫做空 才起意作观，而空是抓不住的。
 什么是“空”？
空是不真，不真即空，不真者，一切不可得、无所得， 一切不可得即是空，一切法不生不灭，不一不
异，不来不去，不常不断，是 名为空。
 空者，“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一切 是现空，一切法缘起，缘起
故不真，因缘所生故说不真。
但一般人执着因、 执着缘，执着常、执着断，乃至执着一切法，所以落人有相。
 “八不中道”即是在说明因缘法，“不生不灭”乃是佛法的根本，亦即 一切无生，无生故无灭。
以不生不灭故，不一不异，不来不去，不常不断， 也就是《心经》所说“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所
有一切无量的名字，都是 在显现实相中道，而若一个人证得无所得、空的实相，即称为证得“无生法
忍”。
“忍”是安住义，亦即安住于无生而不动，“无生，，是实相，所以 “无生法忍”即安住于实相而不
动。
 成就者安住于一切现空，亦即“智如如、境如如”，tt智，，是般若， 现观外境是空不可得，因此成
就者不必“观空”，而是“现空”，所以名“ 现观”；但若未成就者则是“观空”。
 如果无法观空，则通过《心经》解析空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来体 解空。
色空本一如，“色即是空’’是小乘行者的体证，小乘行者依之而人 涅架；“空即是色，，是大乘菩
萨从空性中出生如幻三昧，大悲遍一切众生 ；一般未悟空者，则由“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修起。
这四句偈其实是一种 禅观，是实修的指导，大家不要把它当单纯的义理来解释。
 因此，“观空”乃是未悟空时，对空的一种假想修习的方便，如果无法 观空，那就先念“观空咒”
，这是不得已的方便，而不是说，观空时非得先 念“观空咒’’不可，这是未能现观现空时的替代方
便，是用次第修习的方 式趣人实相。
 但实相就是实相，所以能现观实相，现观空性时，心即般若；心是般若 时，即无所执着。
心是空的，脉、身、境等亦无所执着，脉是空，空是脉， 空是缘起法，脉为缘生法，心与脉在一起，
心是般若，是空的，脉是境，境 也是空的。
初始修习中脉乃是假修，就好像身体沾满尘垢时，先洗个澡；假 修中脉也是如此，先去除将来中脉开
发时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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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说“脉”是“境”呢？
修持中脉的人可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发觉 中脉会变大，扩大到整个法界，所以说“脉”是“境”，
脉就是法界。
这是 口诀，你们听懂了，就是你们的了，口诀也就这样传出去了。
 中脉是大而弥诸六合，小而退藏于密，大家不要把中脉限制住了，否则 有一天你们修出中脉了，会
很疑惑地说：中脉怎么这么巨大呢？
或者说怎么 小得看不见？
其实巨大或微小的中脉，在原来的修习上都是有的，就是中脉 的广观跟敛观，但一般平常的修习上仅
作平常的观想。
 所以，脉是缘起法，是心、境相依的，于一切境不执着，中脉就会现起 ，脉会随因缘显现。
为什么说“十方诸佛皆住于你的中脉里面”？
因为你会 在中脉里面见到十方诸佛，从这中脉即可通到《华严经》的海印三昧。
 这样讲授中脉，已经把中脉的扼要义理都讲完了，大家应该也很清楚明 白了。
但是如果大家还是不明白，那么就只好再继续逐句解说了。
 “脉中也，不偏不倚，法界正中。
”宇宙乃是依因缘而存在，其中有形 有色，形有大小，色有青、黄、赤、白等等。
 何谓形有大小？
如何是大？
如何是小？
《金刚经》里有很善巧的教导， 《金刚经》中说：“所谓大身，即非大身，是名大身。
”又“若见一切诸相 非相，即见如来。
’’其实这两偈都是关于成证如来身相的修证教导。
《金 刚经》读得通达的人，中脉一定修得好。
修密法的人若能懂这两首偈，特别 能现观中脉，如果不懂《金刚经》，建议要好好研读。
 什么是“大”？
“大而弥诸六合”的六合够大吧！
六合不够大的人，觉 得无限大才大，但无限大有形状吗？
有方圆吗？
无限大的中间在哪里？
是随 处都是？
还是随处都不是？
然而无限小的中间又在哪里？
随处都是。
所以， 《金刚经》里的“大”是什么？
请好好思维。
 “脉中也”，“中”是一切建构恰恰然然的安立之处。
我们再用另外一 个方向来解说“中”。
永嘉玄觉禅师有一首《奢摩他颂》：“恰恰用心时， 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
”乍听起来似乎跟“中”字八竿子 打不着，但其实恰好正中“中”心。
 所以“中”是当下义，而不是一种固定位置，是无心的“中”！
P9-12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观中脉实相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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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