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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泯同平等者：這個第十門呢，把這個前邊所說的一切諸法，泯了，泯呢，

啊，就是沒有了。沒有這法，那麼是怎麼樣呢？同平等，這和啊，這個法

界，合成一體了，也沒有法界，也沒有一個法，一切平等，「是法平等，

無有高下。」 

  

「為未了者令了自心」：那麼若說泯同平等，這人呢，聽了，不會明白？

所以呀，再為沒有明白這個法的這樣人，令了自心，使令他呀，明白自己

的本心，見自本性。「若知觸物皆心」：他假設若能明白了，覺悟到一切

的境界，一切的事物，啊，都是自己的本心，都是啊，這個常住真心，性

淨明體。啊，「方了心性」：那麼這樣子呢，啊，他能明白自己的這個心，

啊，「識自本心，見自本性。」 

  

「故梵行品云」：所以呀，在這個梵行品裏邊，有幾句經文說，「知一切

法，即心自性啊」：都是啊，這一切法，就是這個心性的本體，一切法就

是一切心，啊，沒離自性。「則成就慧身」：那麼你能明瞭一切法，就是

有智慧了；有智慧，所以呀，就是智慧莊嚴之身，是一個慧莊嚴。「不由

他悟」：那麼智慧莊嚴這個身呢，不是從外邊得來的，就是在你自己的心

性啊，具有的。 

  

「然今學法之者呀」：可是啊，現在學佛法的這些個人，「多棄內而外求」：

很多很多的都是心外求法；心外求法，所以叫棄內而外求，向外馳求。啊，

那麼向外馳求，就變成啊，捨本逐末，捨近求遠，捨自向他，捨去自己呀，

向外去找去了；沒能迴光返照，沒有能啊，反求諸己。 

  

「習禪之者」：那麼學法的人呢，捨內而求外，向外馳求。那麼學禪的人

呢，學禪的人，「也好亡緣而內照」：他呀，又想要啊，啊，歡喜亡緣；

亡緣呢，就是啊，不攀緣，把這個一切的緣呢，外緣呢，都斷了它；這也

是啊，啊，不對，這也是不對。 

  

那麼你把這個外邊的緣斷了，而內照，啊，專求於內，專修於內，這就怎

麼樣呢？這有這麼兩句話，說，「斷除煩惱重生病，趣向真如亦是邪。」

怎麼叫斷除煩惱？煩惱沒有了，斷除了，就沒有病了！啊，你就因為有這

一個「斷除」，這就是病！你若明白了「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 

  

這個道啊，不要向遠的地方去找去，就回頭就是！我以前沒有對你們講

過，煩惱不能斷！煩惱斷，菩提也斷了，因為煩惱即菩提嘛！啊，你那個



冰就是水、水就是冰；冰是冰、水是水；啊，你若冰化了就變水，水凍了

就變成冰；啊，雖然是兩個，但是啊，本來是一個。煩惱，菩提也是這樣

子，所以說不要斷！你把它變了它！煩惱啊，變成菩提，不要斷！ 

  

你若斷了，所以說，斷除煩惱重生病，你有這一個「斷」字啊，啊！那又

有了毛病了！又生了毛病了！「趣向真如亦是邪」那個真如，不需要你找

它去，你只要啊，明白了，就是真如！ 

  

你說我找真如！找真如！那又是邪知邪見了，那個真如怎麼可以找呢？

啊？你怎麼可以到，說我到真如那個地方？你就在真如這個地方，你怎麼

還要到真如那個地方去？所以說趣向真如亦是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