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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傳燈錄》：「（大珠慧海）初至江西參馬祖。祖問曰。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

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什麼我遮（這）

裏一物也無。求什麼佛法。師遂禮拜問曰。阿那箇是慧海自家寶藏。祖曰。即今問我

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覓。師於言下自識本心。….

（馬）祖云。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師問曰。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

金剛般若經。師曰。講幾坐來。曰二十餘坐。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抗聲曰。禪師

相弄。豈不知是佛說耶。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為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

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無對。師少頃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箇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却迷

去。師曰。從來未悟說什麼却迷。僧曰。請禪師為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坐。却

未識如來。其僧再禮拜。願垂開示。師曰。如來者。是諸法如義。何得忘却。曰是。

是諸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經文分明那得未是。…有行者問。即心即佛那

箇是佛。師云。汝疑那箇不是佛指出看。…問。和尚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

即眠。…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校。所以不同也。 

「問。儒道釋三教同異如何。師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從一性上起

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 

卷 28：「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欝欝黃華無非般若。師曰。法身無象應翠竹以成

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迷人不知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

身，欝欝黃華無非般若。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

木。…執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者俱迷。離心求佛者外道。執心

是佛者為魔。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

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 

以下《頓悟入道要門》： 

問。從何而修。答。從根本修。云何從根本修。答。心為根本。問。云何為禪。云何為

定。答。妄念不生為禪。坐見本性為定。…定者。對境無心。八風不能動。八風者。

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是名八風。若得如是定者。雖是凡夫。即入佛位。 

問。心住何處即住。答。住無住處即住。問。云何是無住處。答。不住一切處。即是住

無住處。其心非垢非淨．不生不滅。湛然常寂。此是本心形相也。 

問。若心得住無住處時。不是著無所處否。答。但作空想。即無有著處。汝若欲了子識

無所住心時。正坐之時。但知心莫思量一切物。一切善惡都莫思量。過去事巳過去而

莫思量。過去心自絕。即名無過去事。未來事未至。莫願莫求。未來心自絕。即名無

未來事。現在事巳現在。於一切事但知無著。無著者。不起憎愛心。即是無著。現在

心自絕。即名無現在事。三世不攝。亦名無三世也。心若起去時。即莫隨去。去心自

絕。若住時。亦莫隨住。住心自絕。即無住心。即是住無住處也。若了了自知住在住

時。只物住亦無住處。亦無無住處也。若自了了知心不住一切處。即名了了見本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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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名了了見性也。只箇不住一切處心者。即是佛心。 

問。只如清淨體尚不可得。此見從何而有。答。喻如明鑑中雖無像。能見一切像。問。

涅槃經．金剛身品。不可見。了了見。無有知者。無不知者。云何。 

答。不可見者。為自性體無形。不可得故。是名不可見也。然見不可得者。體寂湛然。

無有去來。即是了了見也。無有知者。為自性無形。本無分別。是名無有知者。無不

知者。般若偈云。般若無知。無事不知。般若無見。無事不見。楞嚴經云。知見立知。

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亦名解脫。 

問。云何是無所見。答。若見男子．女人及一切色像。於中不起愛憎與不見等。即是無

所見也。 

問。對一切色像時。即名為見。不對色像時。亦名見否。答。見。 

問。對物時。從有見。不對物時。云何有見。 

答。今言見者。不論對物與不對物。何以故。為見性常故。有物之時即見。無物之時亦

見也。故知物自有去來。見性無來去也。諸彼亦耳。 

問。正見物時。見中有物否。答。見中不立物，見中不立無物。 

問。有聲時。即有聞。無聲時。還得聞否。答。亦聞。問。有聲時。從有聞。無聲時。

云何得聞。答。今言聞者。不論有聲無聲。何以故。為聞性常故。有聲時即聞。無聲

時亦聞。問。如是聞者是誰。答。是自性聞。亦名知者聞。 

問。此頓悟門以何為宗。以何為旨。以何為體。以何為用。 

答。無念為宗。妄心不起為旨。以清淨為體。以智為用。 

問。既言無念為宗。未審無念者無何念。答。無念者。無邪念。非無正念。 

云何為邪念。云何名正念。答。念有念無即名邪念。不念有無即名正念。念善念惡名為

邪念。不念善惡名為正念。乃至苦樂．生滅．取捨．怨親．憎愛。並名邪念。不念苦

樂等。即名正念。無所念者。即一切處無心。是無所念。只如上說如許種無念者。皆

是隨事方便。假立名字。皆同一體。 

問。云何是正見。答。見無所見。即名正見。問。云何名見無所見。 

答。見一切色時不起染著。不染著者。不起愛憎心。即見名無所見也。若得見無所見時。

即名佛眼。更無別眼。若見一切色時。起愛憎者。即名有所見。有所見者。即是眾生

眼。更無別眼作眾生眼。乃至諸根亦復如是。 

今更為汝譬喻顯示。令汝惺惺。得解斷疑。譬如明鑑照像之時。其明動否。不也。不照

時亦動否。不也。何以故。為明鑑用無情明照。所以照時不動。不照亦不動。問。即

稱無念。入佛知見。復從何立。答。從無念立。何以故。經云。從無住本。立一切法。

又云。喻如明鑑。鑑中雖無像。而能現萬像。何以故。為鑑明故。能現萬像。學人為

心無染。故妄念不生。我人心滅。畢竟清淨。以清淨故。能生無量知見。頓悟者不離

此生即得解脫。問。云何解脫心。答。無解脫心。亦無無解脫心。即名真解脫也。經

云。法尚應捨。何況非法也。但不取有無。即真解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