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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

内容概要

本书有次第地说明佛教禅法知见及参禅应有之功夫，明心见性应具之条件并提示修证上常见之谬误及
悟后起修之道。亦咐嘱正法之永续流传、灯灯无尽，提供一切未离隔阴之迷的再来菩萨一盏明灯。
目录
第一篇 悟前
第一章 前方便
第一节 闻法阅经，建立知见
第二节 闻时记忆，闻后思惟
第三节 培植福德，广结善缘
第四节 受持佛戒，发菩提心
第五节 减除世间五欲之贪着
第六节 忏悔业障，深信因果
第七节 消除慢心
第八节 发大愿心
第二章 正修行
第一节 谨慎选择教禅之善知识
第二节 正修功夫：看话头、参话头、参公案、思惟观
第三节 深解第一义经典
第四节 参究的方法
第一目 简介话头
第二目 简介公案
第三目 参究的方法
第五节 禅法知见四十则
第一则 建立信心
第二则 要有求悟的企图心
第三则 要有精进心
第四则 要有长远心
第五则 要除掉私心和诤胜心
第六则 除聪明伶俐心
第七则 要远离妄心
第八则 要远离生死心
第九则 应发大愿心
第十则 随时随地不离参禅
第十一则 注意安全，因时因地制宜
第十二则 保持充足睡眠
第十三则 注意饮食营养
第十四则 暂离一切外务攀缘
第十五则 常念生死无常
第十六则 参禅应依善知识
第十七则 勿与人诤论禅法
第十八则 参禅不可怕喧求静
第十九则 放松身心
第二十则 参精进共修要有婴儿行心态
第二一则 功夫须绵密
第二二则 不可求多闻
第二三则 不可广阅公案
第二四则 修定非禅
第二五则 应明三乘入道初门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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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六则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第二七则 离心意识参
第二八则 不可在光影门头认识神
第二九则 不可将心待悟，亦不可作无事会
第三十则 不可死守坐禅怕做事
第三一则 不可揣摩悟境
第三二则 定境非悟
第三三则 感应非悟
第三四则 鬼神示境非悟
第三五则 神通、鬼神通非悟
第三六则 一念不生之心是定心，非真如
第三七则 放下与提起
第三八则 禅学非禅
第三九则 具参学眼目，方识善知识
第四十则 佛法非禅，禅法非禅
第六节 疑情
第一目 疑情不能发生的缘故
第二目 疑情五阶
第三目 忽略现实阶段不一定要经历
第四目 疑情的忽略现实状态与一念不生的入定不同
第五目 参究必须有念--疑念相续，才能开悟
第七节 略谈幻觉与魔扰
第一目 幻觉与幻境
第二目 魔扰与魔境
第三目 如何避免魔扰
第四目 求悟必须要有因缘
第五目 劝人修福应观因缘
第二篇 悟时与悟后
第一章 悟之表象与种类
第一节 悟之表象
第二节 悟之实质
第三节 渐悟与顿悟
第四节 开悟不可以说吗？
第五节 悟之种类与正受
第一目 解悟三关：破本参、破重关、破牢关
第二目 证悟三关
第一则 破本参
第二则 破重关
第三则 破牢关
第二章 禅悟正受及诸功德
第一节 禅悦正受
第一目 觉明现前
第二目 定慧等持
第二节 见地正受
第一目 戒的见地
第二目 定的见地
第三目 慧的见地
第三节 解脱正受及诸功德正受
第一目 断三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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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五欲执着之减除
第三目 舍弃怨恼
第四目 离谄媚心
第五目 消除慢心
第六目 修定迅速
第七目 日用能知
第八目 能生他受用功德
第九目 功德正受非于悟时一时俱足
第四节 禅悟证空与楞严大定证空不同
第一目 参禅是般若法门，非禅定法门-
第二目 楞严经开示之修道次第
第三目 五阴尽相非属禅悟所得境界
第五节 禅--非仅禅宗有之
第一目 净土宗之禅
第二目 密宗之禅
第三目 禅--非仅禅宗有之
第六节 证果
第一目 菩萨初果--须陀洹
第二目 菩萨二果--斯陀含
第三目 菩萨三果--阿那含
第四目 菩萨四果--阿罗汉
第五目 初禅非初果
第六目 初果非初地
第七目 深观后始得判果
第八目 菩萨证果不同声闻证果
第九目 大乘亦有四沙门果
第十目 果是施设
第三篇 悟后起修 自度度他
第一章 修除习气 增益见地 深八禅定
第一节 增益见地 断思惟惑
第一目 解悟者应求证悟
第二目 证悟者应求见性
第三目 阅经印证 学四悉檀
第四目 思惟修
第二节 修除烦恼 改变习气
第一目 有疑速须问
第二目 开放心胸
第三目 除诤胜习
第四目 扫除慢心
第五目 勿急度人
第六目 心存感恩
第七目 严防阴魔
第八目 深入思惟 增益见地
第九目 自悟者须见真知识
第十目 习气烦恼非因悟一时俱除
第二章 自度：修学三昧
第一节 进修禅定三昧 永离隔阴之迷
第一目 修学禅定三昧
第二目 悟后修定 乃是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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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修学禅定 除障为先
第四目 欲求见性 非必四禅
第二节 一切大心佛子应修四禅八定
第一目 一切佛子应修四禅八定
第二目 诸佛菩萨以四禅为根本
第三目 坐脱立亡非参禅究理之极则
第三章 度众：为众说法
第一节 度众应知
第一目 随缘度人
第二目 续佛慧命
第三目 行四摄法
第四目 度众即修行
第五目 应受菩萨戒 修六度万行
第六目 不得滥用神通度人
第二节 欲为禅师当自勘验差别智足方可为人
第一目 开悟明心公案三则
第二目 见性公案二则
第三目 智权密意公案三则
第四目 现代公案一则
第五目 牢关公案七则
第六目 南堂勘验纲要十门
第三节 荷担正法--教禅
第一目 平时自参自悟为主定期精进共修为辅
第二目 定期传授佛法知见
第三目 深勘学人免负因果
第四节 续佛慧命 燃无尽灯
第一目 授差别智令透纲宗
第二目 师友弟恭弘佛遗教
第三目 劝泯宗派门户之见
第四目 观察解行遣子弘法
公案代跋
附录一：禅门摩尼宝聚--公案拈提六则
附录二：见道报告数则
附录三：眼见佛性之见道报告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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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萧平实，一九四四（甲申）年生于台湾中部小镇。世代务农，父祖 皆为三宝弟子。十三岁丧母，初识
无常。少时即好打坐及方外之术，亦 习金石拳术古文针灸等。自小厌恶迷信，每斥神造世间之说，不
信神能 造人。
兵役期满后辞父离乡，于台北市觅职。五年后成立事务所，执行业 务；虽游世务，而乐于暗助弱小。
历练世间法十八年后，于一九八五年归依三宝，鼎力护法，勤种福 田。始修持名念佛，自成无相念佛
功夫。一九八九年初，转修体究念佛--参禅。十月前往印度朝圣，多有感应。返国立即结束事务所业
务，专 心护法及参禅。次年十一月于家中闭关，摒绝一切外缘，苦参十九天后 破参。
嗣即深入藏经，以三乘法义印证无讹。乃于一九九一年仲夏出而弘 法度众，于中央信托局佛学社等三
处主持佛法讲座及共修，六年不辍，同修渐众。
一九九七年二月与诸同修成立佛教正觉讲堂，六月成立台北市佛教 正觉同修会，继续演示《楞伽经、
成唯识论、真实如来藏》，八月成立 正智出版社，散播大乘宗门正法之种子。着有《无相念佛、念佛
三昧修 学次第、禅--悟前与悟后（上下册）、正法眼藏--护法集、生命实相之 辨正、真假开悟之简易
辨正法、禅净圆融、禅门摩尼宝聚--公案拈提 （第一辑）、真实如来藏、宗门法眼--公案拈提（第二
辑）、楞伽经详解第 一辑、宗门道眼--公案拈提（第三辑）⋯⋯》等书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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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悟前第一章　前方便（3)第一节　闻法阅经，建立知见（3)第二节　闻时记忆，闻后思维
（4)第三节　培植福德，广结善缘（4)第四节　受持佛戒，发菩提心（7)第五节　减除世间五欲之贪
着（8)第六节　忏悔业障，深信因果（8)第七节　消除慢心（10)第八节　发大愿心（13)第二章　正修
行（15)第一节　谨慎选择教禅的善知识（15)第二节　正修功夫：看话头、参话头、参公案、思维观
（21)第三节　深解第一义经典（25)第四节参究的方法（27)第一目　简介话头（27)第二目　简介公案
（28)第三目　参究的方法（31)第五节　禅法知见四十则（34)第一则　建立信心（34)第二则　要有求
悟的企图心（37)第三则　要有精进心（38)第四则　要有长远心（40)第五则　要除掉私心和争胜心
（44)第六则　除聪明伶俐心（46)第七则　要远离妄心（47)第八则　要远离生死心（49)第九则　应发
大愿心（52)第十则　随时随地不离参禅（53)第十一则　注意安全，因时因地制宜（54)第十二则　睡
眠要充足（55)第十三则　要注意饮食营养（57)第十四则　暂离一切外务的攀缘（58)第十五则　常念
生死无常（61)第十六则　参禅应依善知识（66)第十七则　勿与人争论禅法（70)第十八则　参禅中不
可怕喧求静（72)第十九则　要放松身心（74)第二十则　参加精进共修要有婴儿行的心态（77)第二十
一则　功夫须绵密（80)第二十二则　不可求多闻（83)第二十三则　不可广阅公案（84)第二十四则　
修定非禅（87)第二十五则　参禅前应明三乘入道初门差别（92)第二十六则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
觉（96)第二十七则　离心意识参（99)第二十八则　不可在光影门头认识神（104)第二十九则　不可将
心待悟，亦不可做无事会（107)第三十则　不可死守坐禅怕做事（108)第三十一则　不可揣摩悟境
（111)第三十二则　定境非悟（113)第三十三则　感应非悟（116)第三十四则　鬼神示境非悟（118)第
三十五则　神通与鬼神通不是悟（119)第三十六则　一念不生之心是定心，不是真如（121)第三十七
则　放下与提起（123)第三十八则　禅学非禅（126)第三十九则　具参学眼目，方识善知识（129)第四
十则　佛法非禅，禅法非禅（135)第六节　疑情（138)第一目　疑情不能发生的缘故（138)第二目　疑
情五阶（140)第三目　忽略现实阶段不一定要经历（143)第四目　疑情的忽略现实状态与一念不生的
入定不同（144)第五目　参究必须有念一疑念相续方能开悟（145)第七节　略谈幻觉与魔扰（146)第一
目　幻觉与幻境（146)第二目　魔扰与魔境（150)第三目　如何避免魔扰（152)第四目　扣陪必须要有
因缘（153)第五目　劝人修福应观因缘（154)第二篇　悟时与悟后第三章　悟之表象与种类（157)第一
节　悟之表象（157)第二节　悟之实质（160)第三节　渐悟与顿悟（161)第四节　开悟不可以说吗
（163)第五节　悟之种类与正受（166)第一目　解悟三关：破本参、破重关、破牢关（166)第二目　证
悟三关（169)第四章　禅悟正受及诸功德（187)第一节　禅悦正受（187)第一目　觉明现前（187)第二
目　定慧等持（190)第二节见地正受（192)第一目　戒的见地（192)第二目　定的见地（194)第三目　
慧的见地（197)第三节　解脱正受及诸功德正受（201)第一目　断三缚结（202)第二目　五欲执着之减
除（219)第三目　舍弃怨恼（222)第四目　离谄媚心（224)第五目　消除慢心（225)第六目　修定迅速
（226)第七目　日用能知（227)第八目　能生他受用功德（228)第九目　功德正受非于悟后一时具足
（229)第四节　禅悟之证空与楞严定之证空不同（229)第一目　参禅是般若、智慧，不是禅定（229)第
二目 楞严经开示之修道次第（230)第三目　五阴尽相非属禅悟所得境界（231)第五节禅——非仅禅宗
有之（235)第一目　净土宗之禅（235)第二目　密宗之禅（236)第三目　禅——非仅禅宗有之（238)第
六节　证果（238)第一目　菩萨初果——须陀洹（239)第二目　菩萨二果——斯陀含（240)第三目　菩
萨三果——阿那含（242)第四目　菩萨四果——阿罗汉（246)第五目　初禅非初果（253)第六目　初果
非初地（254)第七目　深观后始得判果（257)第八目　菩萨证果不同于声闻的证果（258)第九目　大乘
亦有四沙门果（258)第十目　果是施设（260)第三篇　悟后起修自度度他第五章修除习气增益见地深
入禅定（267)第一节增益见地断思维惑（267)第一目　解悟者应求证悟（267)第二目　证悟明心者应求
见性（270)第三目　阅经印证学四悉檀（273)第四目　思维修（275)第二节　修除烦恼改变习气（280)
第一目　有疑速需问（280)第二目　开放心胸（281)第三目　除争胜习（282)第四目　扫除慢心（289)
第五目　勿急度人（293)第六目　心存感恩（295)第七目　严防阴魔（299)第八目　深入思维增益见地
（301)第九目　自悟者须见真知识（302)第十目　习气烦恼非因悟一时俱除（304)第六章　自度：修学
三昧（307)第一节　进修禅定三昧永离隔阴之迷（307)第一目　修学禅定三昧（307)第二目　悟后修定
乃是正行（311)第三目　修学禅定除障为先（312)第四目　欲求见性非必四禅（319)第二节　一切大心
佛子应修四禅八定（322)第一目　一切佛子应修四禅八定（322)第二目　诸佛菩萨以四禅为根本（323)
第三目　坐脱立亡非参禅究理之极则（331)第七章　度众——为众说法（335)第一节　度众应知（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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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　随缘度人（335)第二目　续佛慧命（336)第三目　行四摄法（338)第四目　度众即修行（339)
第五目　应受菩萨戒修六度万行（342)第六目　不得滥用神通度人（346)第二节　欲为禅师当自勘验
差别智足方可为人（347)第一目　开悟明心公案三则（347)第二目　见性公案二则（349)第三目　智权
密意公案三则（350)第四目　现代公案一则（351)第五目　牢关公案七则（352)第六目　南堂勘验纲要
十门（358)第三节　荷担正法——教禅（375)第一目　平时自参自悟为主定期精进共修为辅（375)第二
目　定期传授佛法知见（385)第三目　深勘学人免负因果（387)第四节　传承慧命燃无尽灯（407)第一
目　授差别智令透纲宗（407)第二目　师友弟恭弘佛遗教（410)第三目　当劝学子泯除宗派门户之见
（413)第四目　观察解行遣子弘法（413)公案代跋（415)附录一：禅门摩尼宝聚——公案拈提六则
（418)附录二：明心之见道报告五篇（423)附录三：眼见佛性之见道报告一篇（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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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后记　　禅，讲述到此圆满了，我们将来整理成书本的时候，书后要附一篇跋，但是这一篇跋不
想讲太多，我们准备用公案来代替跋。因为一定有人会说我们老是批评人。可是为了摧邪显正，我们
不得不说了许多大师的不是，以至于我个人是落草和泥，浑身腥膻。之所以如此，乃因不忍广大的禅
子们被错误知见所误导。因为老婆心切的缘故，所以明知讲了这么多的东西，对当代大善知识们必有
得罪之处，却又不得不说。　　因此之故，这本书印行之后，必定有慢心很重的禅子们会前来问我，
说：“萧平实!你尽说别人的不是。如今我倒问问你，如何才是真如法身?你说给我听听。”到这个地
步，虽不可明言，但是我们却不可以没有为人之处。所以我们就举出五则公案，供诸位看官大德们从
此下手、明心。　　第一则，道吾低头：龙潭崇信禅师侍奉天皇道吾禅师数年，一日问日：“某自到
来，不蒙指示心要。”道吾云：“自汝到来，吾未尝不指示心要。”崇信日：“何处指示?”道吾日：
“汝擎茶来，吾为汝接；汝行食来，吾为汝受；汝和南时，吾便低头。何处不指示心要?”崇信低头良
久。道吾日：“见则直下便见，拟思便差。”崇信当下开解。　　第二则，龙牙过板：龙牙居遁禅师
问翠微无学禅师：“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翠微云：“与我过禅板来。”龙牙过禅板与翠微，翠微接得
便打。龙牙后又问临济：“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临济云：“与我过蒲团来。”龙牙取蒲团过与临济，
济接得便打。　　第三则，灵照歌舞：僧问： “草童能歌舞，未审今时还有无?”灵照禅师下座作舞
，云：“沙弥会吗?”僧日：“不会。”灵照云：“山僧踏曲子，也不会。” 第四则，洞山三顿：云
门文偃禅师，因洞山守初禅师参请，云门问：“近离什么处?”洞山云：“查渡。”云门问：“夏在什
么处?”洞山云：“湖南报慈。”云门又问：“几时离彼?”洞山云：“八月二十五。”云门云：“放
汝三顿棒。”洞山至明日上前问讯日：“昨日蒙和尚赐三顿棒，不知过在何处?”云门骂云：“饭袋
子!江西湖南便恁么去!”洞山言下大悟。　　第五则，平实无字：若人向平实问道：“如何是真如法
身?”平实便于虚空写个“无”字，一手仰掌，缓缓托出去云：“这个便是!”汝若道是无字，舌头断
为三截。　　若人会得前四则，便会平实无字。会得平实无字，便会前四则，真心顿时现前。前面五
则公案，若会其一，五则是一则。若以无念为悟，以能知能听之心为真如，以灵明觉了之心为真如，
以虚空粉碎为悟者，此非真悟，五则依旧是五则。若有人见性而不明心的话，这五则依旧是五则。　
　在下于此和盘托出，禅子们若真会得，且莫向人明说，以免断人慧命。何妨前来与平实相见，商量
见性与牢关，岂非禅门美事?则未来无量生中，同学菩萨道，真乃平实之道侣也。　　五祖云：“不识
本心，学法无益。”若未能会得以上五则同是一则，就是不识本心，所悟不真。应该低下心来寻找善
知识，否则不免还要轮回。若未见性未明心的人，就不会知道悟后起修之道，就会跟人家说禅只有一
关，就会说见性就是佛，悟后不用修行。这也是因地不真，果遭迂曲，将来要进人佛地，真是大难大
难。　　如果没有真悟得根本，故作悟状，强为人师，授人禅法，那就不免有差池之过。须知以盲引
盲，因果可畏。禅子们欲为人师之前，应先明白这个道理，以免以盲引盲的重罪。如果不信此言，故
作悟状，乃至为人印证，不免犯下大妄语的果报。凌行婆云：“语不知偏正，理不识倒邪，为人即祸
生也。”禅子欲为人师之前，务必戒慎恐惧。因以公案代跋如上。　　时在公元1995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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