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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佛法义理深奥，佛教源远流长，佛典浩如烟海。
　　两千五百年的佛教，无论从文化、宗教、信仰、民俗哪个层面都不容忽视，而两千年的中国佛教
史更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改铸了中华民族心灵的发展史。
　　佛法义理深奥，毕竟不是不可深验之物。
佛法的立义无非从人生的本然出发，揭示普世人类心灵的运行模式和规律，期以贪嗔痴的铲除，树以
觉正净的极则，而所运用的工具却不离人人本具本有的身口意。
戒定慧不是抽象的逻辑或哲学术语，而可以从生命的点滴把握和操守。
于是，佛法僧不再是高处神圣殿堂的虚无缥缈之物，而平常安稳的存储于人人可见的心灵深处——或
在青山古刹的婆娑树影之下，或在耳畔萦绕的梵唱吟咏之中，或在小窗独对的袅袅茶香之侧。
　　于是，佛教兴焉！
无嵯峨巍然的丛林古刹，则何来不绝如缕的经声梵呗；无神圣俨然的雕像栩栩，何来经久的香烟缭绕
；无往来奔走的古道禅僧，何来壮阔波澜的江湖！
江湖在则宗派生，宗派生则经典繁，经典繁则阐述众。
于是乎，由唐以后的印度佛教，成为江湖林立、宗派丛生的中国佛教。
　　如果说，释迦牟尼本人所运用的佛法是一条清澈而无尽无底的溪流，无论上中下根性的弟子人人
皆可随缘得以啜饮甘露的话，那么中国祖师们所运用的佛法就是被截留蓄水的高峡大坝，或立意高悬
令人非仰观不足以驻步，或铺陈博大非海量不足以横吞，或一泻千里足跟不稳不敢亲沾，或壁立万仞
身非轻盈而不敢轻攀。
　　尽管如是，中国祖师们的教法，都并不越释迦牟尼佛陀的跬步。
因为他们所依赖的是佛陀留下的经典，而他们把握的是释迦牟尼佛陀的心法。
　　《金刚经》，解空第一，而为禅宗五祖之后的勘验法宝；　　《圆觉经》，十二圆觉菩萨，各个
跻身补位，从幻离幻，是真非真，云驶月运，舟行岸移，成为中国文学中的奇葩。
　　《六祖坛经》，中国万千佛教徒中，唯一述而不作，却又被尊称为经的中国佛教第一经。
　　《维摩诘经》，不二直指，一默如然，拳掌在手，用处非一。
倾倒唐宋多少文入学士。
　　《楞严经》，七处征心，八还辨见，还得本心，豁然开朗，不读不知心之所在，不坐(禅坐)不知
心之历程。
　　《楞伽经》，百八问答，佛法精要，杂说纷呈，一悟荡然。
达摩祖师西来将来，却不西去将去，留作师资传递，薪火绵绵。
　　《四念住经》、《大念住经》为佛陀亲口传授，唯一灭苦之道。
为佛弟子，焉敢不知，焉能不知。
　　《大乘起信论》，真如总摄一心，赖耶囊括缘起，一心二门，三大四信，五行六度，中国佛教八
大宗派同所共尊。
　　《中论》、《十二门论》，不来亦不去，不一亦不异，不自不他生，不共不无因。
希腊的辩证，印度的因明，一一匍匐在智慧的足下。
　　《百法明门论》，百种心的烦恼，心王的运行，心所的迷失，不相应的夹杂，随眠的无奈，无为
的静寂，一一在眼，娓娓道来。
　　《阿毗达摩论》、《清静道论》，原始佛教最核心的论著，阐明修学的原理，建立息心灭苦的次
第，迈向生命的圆满与解脱。
　　以上八经五论，既可为研学佛法的总纲，亦可为修学佛法的枢纽。
向上一招，百尺竿头常露祖师本意；退身密藏，海底深深不忘毗卢行处。
　　奘自侧身佛门，本意息心除影，随缘饮啄，去来无迹，行止随风。
奈业力牵缠，屡逢多事之秋，因缘夏令营，际会禅茶会，倡导清静行，引介内观禅，行踪不定，去留
难凭。
丁亥夏，蒙三宝恩德，祖师护佑，于京北怀柔，把茅朝阳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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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幽林翠竹，青松绿柏，山水自然。
日对窗前，无非花开花落；举目苍穹，不过云卷云舒。
于是可以稍有安歇，课徒闲话。
孰料谈者无心，听者有意，一殊、元殊、复殊、始殊四徒，闻久生心，欲于佛法佛教佛典爬疏个梗概
，乃创意讲研上述八经五论；万文、象文、更文、新文四徒，发心整理讲经笔记，编辑成册，付梓流
通。
奘不慧且愚，冒开讲筵，设有所获，普施法界，若有不逮，罪归己身。
　　普愿：　　闻者见者，远离痛苦之因痛苦之缘痛苦之业；　　读者阅者，建立解脱之因解脱之缘
解脱之业。
　　明奘　　于朝阳寺丈室　　2008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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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圆觉经》全称《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
在经录中被列于大乘修多罗藏，后世更收入华严部。
在禅门中因其显示的修行方便，处处与禅法相结合而传习甚广。
　　《圆觉经》是可以彻底解决人生痛苦烦恼的经典，是指引如何修行成佛的经典。
　　在本书中，明奘法师特别将全经的要义及其特殊的思辨形式深入浅出地讲解和归纳，并结合自己
研修中遇到的问题举例演绎帮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以最简要明析的方式，完整清楚地了解《圆觉经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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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明奘法师，河北承德隆化人，1967年生，广州中山大学肄业。
1995年在柏林禅寺净慧老和尚座下出家，1996年在新加坡从净空老法师学习讲经。
1999年冬从净慧老和尚座下接法，传承中国临济宗第四十五代法脉。
1998年参与创办河北省佛学院并担任首任教务长。
　　多次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山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马来西亚大
学等各大高校讲座，其参与组织策划的“生活禅夏令营”活动已经连续举办十五届，受到广大青年佛
子的欢迎与好评。
　　明奘法师现任：　　新加坡《佛陀教育》杂志主编，马来西亚《福报》杂志专栏作家，河北禅学
研究所副所长，《禅》杂志编委会编委，昆明佛学会慈悲关怀委员会主席，陕诬师范大学佛教文化研
究所客座教授，北京大学禅学社导师顾问，河北秦皇岛青龙县佛教协会会长，河北秦皇岛青龙祖山望
海禅寺住持，云南玉溪释迦文化静享园园长，云南安宁八街三和寺住持，北京怀柔朝阳寺住持，浙江
嘉兴南湖石佛寺筹建处主任，浙江嘉兴石佛禅修中心创始人，国际善地禅修中心创始人、导师。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圆觉经讲记>>

书籍目录

自序前言第一章　永断无明方成佛道——佛答文殊菩萨问第二章　以幻修幻幻离双遣——佛答普贤菩
萨问第三章　修行渐次开悟证悟——佛答普眼菩萨问第四章　求无上觉先断轮回——佛答金刚藏菩萨
问第五章　除爱断欲勤断二障——佛答弥勒菩萨问第六章　菩萨众生差别不二——佛答清净慧菩萨问
第七章　修习净观妙法有三——佛答威德自在菩萨问第八章　二十五法随顺修习——佛答辩音菩萨问
第九章　人我众寿四相虚妄——佛答净诸业障菩萨问第十章　真善知识四病皆除——佛答普觉菩萨问
第十一章　安住道场修观成道——佛答圆觉菩萨问第十二章　顿教大乘广宣流布——佛答贤善首菩萨
问后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圆觉经讲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永断无明方成佛道——佛答文殊菩萨问　　提要：文殊菩萨问佛陀，清净是成佛的第一
步，如何能做到清净？
大乘菩萨是如何发清净心的？
佛陀回答，洞悉“无明”的空性本质。
放下对四大和六尘的妄念，恢复我们本来的清净和不二随顺的圆满心性，方能成就佛道。
　　如是我闻，一时婆伽婆，入于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
一切如来光严住持，是诸众生，清净觉地，身心寂灭平等本际，圆满十方，不二随顺，于不二境，现
诸净土。
　　“如是我闻”，所有佛经都有“如是我闻”。
这是释迦牟尼涅槃的时候（涅槃就是功德圆满就要离开人间），阿难尊者哭了。
他做了二十年的侍者，老师要走了，他很痛苦。
其他佛的弟子就说，别哭，有些问题趁佛祖还在，一定要问清楚。
实际上佛陀时候印度基本上是没有文字的，靠口耳相传。
所以老师口述，徒弟们反复记诵，日子久了必然要出现一些争议。
后来阿难就问，佛陀啊，日后我们要结集经典的时候怎么办呢？
佛陀说，你在所有的经典前面加上四个字“如是我闻”。
　　或按汉语的语序，写做“我闻如是”，意思是说：我阿难从释迦牟尼佛那里听来这样的道理。
而按印度的文字，宾语前置，变成“如是我闻”。
每一部佛经有六种成就：信成就、闻成就、处成就、识成就、主成就、众成就，证明这件事是真的。
“如是我闻”，可以解释为“我听到佛陀这样说”。
“我”就是阿难，佛陀的上首弟子，多闻第一。
　　印度这个国家很有意思，因为印度教和《奥义书》认为生命是有连续性、多样性的，所以一期生
命并不重要。
现在我们到印度去看看任何建筑，没有一个楼是完工的。
到乡下去盖三间房，盖了两间，第三间铁丝和螺丝钉都在外面。
他认为无所谓，一段生命不重要。
重要的是每一期的生命为下期的生命做铺垫做准备，让下一期生命更完备。
所以这期生命只是火炬的一个阶段，而不是全部。
因此他们有一种很达观的态度。
比如，从来没有一部佛经说公元前523年正月初八在怀柔怎么样，从来没有，都叫一时，很微妙。
如果说周文王于某年夏三月怎么样，你会怎么想？
——那是很古老的事。
但是一时，此一时彼一时，东方一时，西方一时，过去一时，现在一时，未来一时，这个“一时”把
时间打破了，这个“一时”的妙处就在于突破了所有时空的局限。
　　“婆伽婆”，一般我们都说佛。
佛有多少名号呢？
佛有十个名号，叫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
世尊。
实际一是卜一个号，再加婆伽婆。
过去佛有一万个名号在我们人间，之后大家嫌烦记不住，就留了这十个。
有点像我们一身多名，我们经常有不同的名片，一身兼多职。
在这个公司是经理，在那个公司是副董事，在家里父母管你叫儿女，儿女管你叫父母。
　　“婆伽婆”本义也有多个意思。
佛经的翻译中有一条“含多义不翻”的原则。
婆伽婆有六个意思：自在、炽盛、端严、名称、吉祥、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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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翻译。
如果是一时自在，容易与大自在天混淆；一时炽盛，又易和火头金刚混为一谈；一时端严，又和吉祥
天女混为一谈⋯⋯所以含多义不翻。
　　“一时婆伽婆，入于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
三昧即是正受，正受即是三昧，这四个字是典型的梵汉互用，其意思是住在一种很祥和、很自在之中
，叫大光明神通。
为什么叫“藏”呢？
在这个大光明中，他放出去的光明和显现的智慧，是“藏”，不是一个。
一般的定即浅层定，比如我们读《地藏经》说，尔时罗汉为名叫“光目女”的女人人定观，观察她的
母亲死后堕落到哪个地狱去了，所以罗汉的定功很浅。
他的定不叫“藏”，但是佛陀人的“三昧正受，神通大光明藏”，这里面涵盖了一切美好的东西。
　　“一切如来光严住持”。
“住持”是在这里面不失，保持本有，一直是如此。
“光严”，佛法要解决的是信的问题？
行的问题？
心的问题？
烦恼的问题还是智慧的问题？
回答是要解决智慧的问题。
所以“光严住持”，一切如来都是如此，而不是释迦牟尼佛可以，阿弥陀佛就做不到。
“光严住持”，使之不失，即他的智慧纯粹之光，已经再也不会变了。
就像一个金矿石提炼为纯金之后，它就不能再回到矿石了。
　　“是诸众生，清净觉地”。
注意前句和后句的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是众生，我们清净觉地，我们的觉悟跟佛陀没有差异。
我们需要先明白这件事。
如果不明白这件事，学佛无益。
所以在六祖见五祖的时候，五祖直接上来就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
若真见性之人，抡刀上阵亦得。
”如果你认为修行都在外在，极乐世界在外在，解脱在外在，解脱是死了之后找一个更安静的世界去
安住，那都是不对的。
“是诸众生，清净觉地”，是我们每个生命本来的觉悟的基础。
　　“身心寂灭平等本际”，我们谁都不能做到身寂灭了，心又寂灭。
心寂灭对我们来说还容易一点，打坐时有时心念就没有起伏了，拿电子仪器一试，脉停了心住了，这
还是能做到的。
但是，身寂灭，你实实在在的在这儿，三顿不给你饭吃，铁人也给饿成扁人了。
所以是“身心寂灭平等本际”，感受一下一滴水和大海的关系。
我们生命的本来如大海水，一滴水就是我们幻化的一期生命，一滴水也离不开大海。
我们本来的生命的来处就是清净觉地。
这也　　就是一切如来光严住持。
　　“圆满十方，不二随顺”。
东、西、南、北四正方，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叫四维，四正、四维加上、下，这是十方。
“圆满十方”，每一方都能够如此。
“不二随顺”，随顺不二。
不二就是本和末不二、性和相不二、理和事不二、真和假不二、俗和雅不二。
这个非常不容易体会，需要慢慢感觉一下。
　　“于不二境，现诸净土”。
大家想想看这句话是不是废话，既然不二，是不是已经没有干净和污染的区别了，是不是净土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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秽土了，秽土也就是净土了？
所以，“现”这个字用的好，是现量的意思。
不是限量发行，不是人为造就的，而是自然而然地出现。
当你体验到不二境的时候，马上你所看到的都是净土，所有人都是佛、菩萨。
　　与大菩萨摩诃萨十万人俱。
其名曰：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普眼菩萨，金刚藏菩萨，弥勒菩萨，清净慧菩萨，威德自在菩萨
，辩音菩萨，净诸业障菩萨，普觉菩萨，圆觉菩萨，贤善首菩萨等而为上首与诸眷属，皆入三昧，同
住如来平等法会。
　　“与大菩萨摩诃萨”。
菩萨了不起，再加个“大”更了不起。
菩提是觉悟，萨堙是有情，一切众生。
菩萨是觉有情，它和一般的不同。
“摩诃萨”是大的意思，摩诃本身就是大，大菩萨摩诃萨，佛经的翻译经常是华文和梵文混用在一起
。
注意这些词的出处，“大”是汉文，“菩萨”是“菩提萨埵”的简称，还是梵文，所以这是华文和梵
文统一的。
　　“十万人俱”，大家都在一起。
　　“文殊菩萨”，文殊菩萨过去七劫做佛的老师，过去为七佛母。
这一生释迦牟尼成佛了，他从北方到这里来变化成文殊菩萨。
手持宝剑、骑着青狮子来帮助释迦牟尼佛弘扬佛法，这叫一佛出世，千佛拥护。
其他的千佛都是以菩萨身、罗汉身出现的，这就是佛法不坏世间相的意思。
佛法认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为烦恼众生之一，佛法平等地救度一切，所以各安其位，各守本分，做
什么就是做什么，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是佛法的精神。
因此它不坏世间相。
　　“普贤菩萨”，普贤菩萨的道场在普陀山，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在五台山。
我们供普眼菩萨的地方很少，一般大的有条件的寺庙才会供十二圆觉菩萨，在中国供十二圆觉菩萨的
寺庙不多。
　　“弥勒菩萨”，大家都知道，他的原型是宋代浙江那位叫契此的和尚。
如昆曲《十五贯》中那位屠夫，出门时背着褡裢，布袋里一边装着钱，一边装着干粮，还有身份证明
之类。
后来契此和尚临终时作了一首诗：“手把禾苗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
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人们才发现他原来是弥勒菩萨转世。
所以在元朝的时候才开始把像雕成这样，但是真正的弥勒是天冠弥勒，因为他在欲界天的第四层天，
兜率天的内院。
兜率天也分内院和外院。
内院一片净土，外院就是一堆垃圾场。
天冠弥勒戴着帽子，如果到河北石家庄正定大佛寺，一进去右手边那个大殿，天冠弥勒像大概有两三
丈高。
到承德大佛寺也可以看到天冠弥勒。
这样的弥勒像不多，其他寺院的弥勒多数都是布袋和尚，这也是佛教的特色，叫方便。
菩萨的法叫方便。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但是我们想想看，在自己没有成佛之前，谁不可笑呢？
凡是我们觉得有资格嘲笑别人的时候，你已经被别人嘲笑了。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别人也在楼上看你。
你在喜马拉雅山一看，天下山都是小巫见大巫，人家在银河系看喜马拉雅山算什么呢，相对来说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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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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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十二章组成，佛陀分别回答了十二位菩萨提出的有关修行的重要问题。
《圆觉经》的核心思想是强调一切万法皆含摄于圆觉妙心，一切众生与外在环境，皆是圆觉妙心所变
现的。
此心本来具足，不增不减，不垢不净，这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本质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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