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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壇經----如來藏思想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卷 1：「惠明作禮云：『望行者為我說法。』惠能云：『汝既為

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為汝說。』明良久。惠能云：『不思善，不思惡，

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云：『上來密語密意外，還

更有密意否？』惠能云：『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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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卷 1：「惠能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

法。[27]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闡提等，當斷善根佛性

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為不二。

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

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印宗聞說，歡喜合掌，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

仁者論義，猶如真金。』於是為惠能剃髮，願事為師。惠能遂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

門。」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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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卷 1：「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口念

心行，則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

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瞋無喜，無是

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剎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

自性真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

即著無記空。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谿澗，

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

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

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為大，故曰摩訶。善知識！迷人口說，

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為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為邪

見故。善知識！心量廣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

即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

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為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終日說

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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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卷 1：「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處所，

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

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何名波羅蜜？…凡夫即佛，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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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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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卷 1：「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真

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

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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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卷 1：「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

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若自悟者，不假外求。…何以

故？自心內有知識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雖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

正真般若觀照，一剎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善知識！智慧觀照，

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脫。若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即是無念。

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用即遍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

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自

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即是法縛，即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

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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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卷 1：「師示眾云：「善知識！本來正教，無有頓漸，人性自有

利鈍。迷人漸修，悟人頓契。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即無差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

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相者，於相

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

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

念相續不斷，名為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善知識！

外離一切相，名為無相。能離於相，即法體清淨。此是以無相為體。善知識！於諸境

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

却，一念絕即死，別處受生，是為大錯。學道者思之。若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誤

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經，所以立無念為宗。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為宗？只緣口說

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

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即是塵勞邪見，故此法門立無念為宗。善知識！無者無何事？

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是念之體，念即

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無，眼

耳色聲當時即壞。善知識！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

自在。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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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涅槃經》卷 33〈迦葉菩薩品 12〉：「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具足是知

根力，是故能知一切眾生上、中、下根，利鈍差別。知現在世眾生諸根，亦知未來眾

生諸根。如是眾生於佛滅後，作如是說，如來畢竟入於涅槃、或不畢竟入於涅槃，或

說有我、或說無我，或有中陰、或無中陰，或說有退、或說無退，或言如來身是有為、

或言如來身是無為，或有說言十二因緣是有為法、或說因緣是無為法，或說心是有常、

或說心是無常，或有說言受五欲樂能障聖道、或說不遮，或說世第一法唯是欲界、或

說三界，或說布施唯是意業、或有說言即是五陰，或有說言有三無為、或有說言無三

無為，復有說言或有造色、復有說言或無造色，或有說言有無作色、或有說言無無作

色，或有說言有心數法、或有說言無心數法，或有說言有五種有、或有說言有六種有，

或有說言八戒齋法優婆塞戒具足受得、或有說言不具受得，或說比丘犯四重已比丘戒

在、或說不在，或有說言須陀洹人斯陀含人阿那含人阿羅漢人皆得佛道、或言不得，

或說佛性即眾生有、或說佛性離眾生有，或有說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一闡提等皆有佛

性、或說言無，或有說言有十方佛、或有說言無十方佛，如其如來具足成就知根力者，

何故今日不決定說？」 

佛告迦葉菩薩：「善男子！如是之義非眼識知，乃至非意識知，乃是智慧之所能知。

若有智者，我於是人，終不作二，是亦謂我不作二說。於無智者作不定說，而是無智

亦復謂我作不定說。善男子！如來所有一切善行，悉為調伏諸眾生故，譬如醫王所有

醫方，悉為療治一切病苦。善男子！如來世尊為國土故、為時節故、為他語故、為[度]

諸人故、為眾根故，於一法中作二種說，於一名法說無量名，於一義中說無量名，於

無量義說無量名。云何一名說無量名？猶如涅槃，亦名涅槃、亦名無生、亦名無出、

亦名無作、亦名無為、亦名歸依、亦名窟宅、亦名解脫、亦名光明、亦名燈明、亦名

彼岸、亦名無畏、亦名無退、亦名安處、亦名寂靜、亦名無相、亦名無二、亦名一行、

亦名清涼、亦名無闇、亦名無礙、亦名無諍、亦名無濁、亦名廣大、亦名甘露、亦名

吉祥，是名一名作無量名。」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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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涅槃經》卷 22〈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 10〉：「善男子！善根有二種：一者

內，二者外。佛性非內非外，以是義故，佛性不斷。復有二種：一者有漏，二者無漏。

佛性非有漏，非無漏，是故不斷。復有二種：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

是故不斷。若是斷者，則應還得，若不還得，則名不斷，若斷已得，名一闡提。犯四

重者亦是不定，若決定者，犯四重禁終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謗方等經亦復不

定，若決定者，謗正法人終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作五逆罪亦復不定，若決定

者，五逆之人終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色與色相二俱不定，香、味、觸相，生

相、至無明相，陰入界相、二十五有相、四生，乃至一切諸法，皆亦不定。」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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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 1 卷-第 200 卷)》卷 3〈學觀品 2〉：「復次，舍利子（智慧

弟一）！若菩薩摩訶薩欲通達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

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

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應學般若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欲通達

一切法真如、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

際、虛空界、不思議界，應學般若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欲通達一切法如幻、如

夢、如響、..如光影、如陽焰、如空花…，唯心所現性相俱空，應學般若波羅蜜多。」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 1卷-第 200卷)》卷 4〈學觀品 2〉：「般若波羅蜜多但有名；

內空但有名，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

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

性空、無性自性空但有名；….一切智但有名，道相智、一切相智但有名；一切智智但

有名，…一切菩薩摩訶薩行但有名，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但有名；世間法但有名，出世

間法但有名；有漏法但有名，無漏法但有名；有為法但有名，無為法但有名。』」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 1 卷-第 200 卷)》卷 5〈相應品 3〉：「般若波羅蜜多若相應

若不相應；不見內空若相應若不相應，不見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

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

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若相應若不相應；不見真如若相應若

不相應，不見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

際、虛空界、不思議界若相應若不相應；….不見一切智若相應若不相應，不見道相智、

一切相智、一切相微妙智若相應若不相應；不見一切智智若相應若不相應，…舍利子！

由是因緣，應知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當言與般若波羅蜜多相應。」《大般

若波羅蜜多經(第 1卷-第 200卷)》卷 28〈教誡教授品 7〉：「復次，善現（須菩提—解

空第一）！汝復觀何義言：即內空增語非菩薩摩訶薩，即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

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

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增語（多此一增語）非菩

薩摩訶薩耶？」具壽善現答言：「世尊！若內空，若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尚畢竟不可

得，性非有故，況有內空增語及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增語！此增語既非有，如何可言：

即內空增語是菩薩摩訶薩，即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增語是菩薩摩訶薩？」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 1 卷-第 200 卷)》卷 38〈般若行相品 10〉：「舍利子！內空

法無所有不可得，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

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

自性空、無性自性空法無所有不可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