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82_執著這一個時：(華嚴經疏懸談第一門) 

講起這個時啊，本來沒有一定的時，就因為眾生啊，有所執著，所以呀，

才啊，執著這一個「時」。現在第一個，是啊，說這個「依時」這個道理。 

  

「夫心冥至道」：人這個心呢，和這個至道是相契合的；冥啊，就是契合；

冥契呀，這個至道。為什麼我們要修道呢？因為我們這個本有的智慧沒有

丟；只要啊，你一念呢，體極了，便契佛家。你這「一念清淨，就是一念

佛；念念清淨，就是念念佛」。所以這說這個夫心冥至道，冥啊，就是和

這個至道啊，相合，至道也就是這個覺。 

  

「則渾一古今」：則渾一古今呢，就是古也就是今，今也就是古，古今無

二。在眾生啊，的執著心來說，啊，有古、有今；你若是明白這個至道了，

啊，也沒有古，也沒有今，根本就沒有一個時候。 

  

啊，所以在《金剛經》上說，「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

可得」，這三心了不可得，這就叫啊，渾一古今了。渾一古今，古今分不

開了，沒有法子分開。 

  

因為啊，什麼呢？「法界無生」：在這個法界也無生無滅；既然無生無滅，

所以說，「本亡時分」：沒有什麼時候；它不生也不滅，所以這個也沒有

時候。前邊不講過，啊，「縮無量劫為一念，伸一念為無量劫」，這無量

劫和一念，也沒有長，也沒有短。所以有長有短，有多有少，就是眾生的

分別執著心，而有啊，這麼多的分別。 

  

說「如來得菩提」：那個經上說啊，如來得菩提道啊，得這個菩提覺到啊，

「實不繫於日」：實實在在的不是在某一個時候來成的，沒有哪一天呢，

說是佛成道的時候，實不繫於日。因為在這個眾生啊，分別心上有哪一天

成佛啊，啊，哪一天佛入涅槃。 

  

在這個你若心冥至道了，心裏呀，你的這個真心，和至道啊，契合了；所

以那時候，就是長也不長，短也不短，古也不古，今也不今了。所以因為

這樣子，所以說實不繫於日，不是說一定有什麼一個時候。 

  

這個呢，這清涼國師他啊，這個說這《華嚴經》的道理呀，這種就是不可

思議的境界，所以呀，說實不繫於日。 

  

這個佛法呢，就是破眾生的執著，你若把執著沒有了，啊，這個法也沒有

了。你因為有執著，才有法，這個法就是破執的。好像什麼呢？就好像啊，



你過海之後啊，就不需要再坐船了，這個法就好像一個船似的；你不能說

我過了海，過了，把這海過了，我把這個船揹到身上，揹著船走，不能這

樣！ 

  

所以說，《金剛經》上說，啊，「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就是是法也要

放下！啊，你把執著沒有了，你若真是啊，把時候也忘了，也無古，也無

今；啊，你能這樣子，那法就沒有了，不用法了。你現在不能到這個程度

上，所以呀，啊，要破這個執著。我們一切一切都是有所執著；若沒有執

著了，啊，那真是啊，妙到極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