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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迴向品釋 

唐‧李通玄《新華嚴經論》卷 20〈兜率天宮中偈讚品 24〉：「八釋如來放光

處所表法者。明十信足下輪中放光以信為初。如十住足指端。明入聖位之初。十

行足趺。明依聖性法身起行。十迴向即於膝上放光者。明表法光明以膝者人之坐

起迴旋卷舒自在之所由也。明此迴向位法門是。迴俗處真解脫無染之大智。以悲

願利生。處生死而恒涅槃。處涅槃與生死無礙自在。以放光處表之。十地眉間表

中道果光也。 

九明諸菩薩從誰發心者。皆於自心無始分別。無明為發心之始。達此無始無

明為大圓鏡智故。即與十方毘盧遮那如來同善根故。若離此智。無成佛期。無見

佛日。是故經云。如是菩薩皆與毘盧遮那往昔同善根故。明達自無明。成大智體。

諸佛共此智也。 

十明隨位進修因果者。明金剛幢菩薩是所修行之人。妙寶世界是所修之行。

無盡幢佛是所行之果。餘九例知倣此。已下有十段頌。一頌十行。一行一頌。所

頌之法是此當位十迴向位中。都調治綱紀之門。如文自具。更加文釋。文煩義沈

表法難知。方可約釋。餘如文自具書。 

十迴向品第二十五 

將釋此品三門如前。 

一釋品名目者。此品何故名為十迴向。答曰。以十住初生諸佛智慧家。雖有

第七方便波羅蜜成大悲行。然為創始應真修理智出世心多行悲行劣故。於初發心

住。於妙峯山頂見比丘。名為德雲。得憶念諸佛智慧光明門。雖知以後次第十善

知識。以十波羅蜜互相參入。和融諸行早已具足。然當隨本位行門勝劣全異。此

明同中別令昇進故。如十行位中為行之首。即以三眼國比丘名善見。即以林中經

行。用表其十行。以智眼慧眼法眼。觀根利生化令出世故。以比丘所表為十行。

廣大覆蔭眾多以林所表。如此十迴向位中。明前二位出俗心多。大悲行劣。以將

十住初心所得諸佛之智慧。十行之中出世之行門。處俗利生故名迴向。迴真入俗

利生故名迴向。是故此位表法善知識。即以鬻香長者名號青蓮華表之。明此十迴

向法門如合和香法。以將諸眾香合為一丸。互相資益以成遍熏。十迴向者。亦復

如是。以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五分法身之香。和合大慈大悲諸波羅蜜四攝四無量

涅槃生死諸塵勞門。共成一箇法界之真香。皆從大願為首。是故此位名為迴向。

長者名青蓮華者。表此位行不染垢淨生死涅槃也。又長者明處俗流。智長於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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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之為長者。青蓮華者。明諸色華之中此華色香第一。以表五位行門。此十迴向

法門第一。何以然者。為此十迴向法門以大願力會融悲智。生死涅槃成一法界之

真自在法故。能資前位佛果。使具普賢行門圓滿故。亦成後位十地十一地行門。

使慣習自在故。明前後十住十行十地十一地總是此十迴向位中理智大願大智。大

悲所圓融故。故以此十迴向位通前徹後總通收故表青蓮華。眾華之中色香最為殊

勝出過餘華也。又以表兜率天宮。於諸三界此天殊勝。何以故。為世間三世諸佛

皆在此天長菩提心滿化世間故。向上化樂天他化天樂放逸故。又向上色界無色界

是樂淨心多故。已下夜摩忉利是著樂之處天非知足故。四天王天四面而居非正位

故。是故此天處欲界之天上下處中故。又此天要修三福德人之共生處故。何者為

三。一修施。二持戒。三修定。自餘諸天不修三福令均平故。皆偏多也。修戒施

二福。是故餘天。或多放逸。或多樂淨。是故上生經云。樂欲長菩提心者。來生

此天。是故此天說此十迴向門。於此表法勝故。又向下忉利夜摩向上他化化樂。

此天於此五天處中故。故說十迴向。和會智悲均平令處中故。故於此天說十迴向

故。故將此處表所說法門。又將鬻香長者號青蓮華。所表法位以此之義可解。是

故名十迴向。以表十波羅蜜行參和一多同別之門故。為十種迴向以表無盡故。以

大願風吹智慈雲令普雨故。」F

1 

○《法華經》相關資料 

《妙法蓮華經》卷 1〈方便品 2〉：「世尊從三昧安詳而起，告舍利弗：「諸佛

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所以者何？佛

曾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盡行諸佛無量道法，勇猛精進名稱普聞，成就甚深未

曾有法，隨宜所說意趣難解。舍利弗！吾從成佛已來，種種因緣，種種譬喻，廣

演言教無數方便，引導眾生令離諸著。所以者何？如來方便知見波羅蜜皆已具

足。舍利弗！如來知見，廣大深遠，無量無礙，力、無所畏、禪定、解脫三昧，

深入無際，成就一切未曾有法。舍利弗！如來能種種分別，巧[9]說諸法，言辭

柔軟，悅可眾心。舍利弗！取要言之，無量無邊未曾有法，佛悉成就。 

「止，舍利弗！不須復說。所以者何？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唯佛與

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

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1
 (CBETA, T36, no. 1739, p. 856, b12-p. 857,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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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雄不可量，諸天及世人，一切眾生類，無能知佛者。 

佛力無所畏、解脫諸三昧，及佛諸餘法，無能測量者。 

本從無數佛，具足行諸道，甚深微妙法，難見難可了。 

於無量億劫，行此諸道已，我及十方佛，乃能知是事。 

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諸餘眾生類，無有能得解， 

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 

斯等共一心，於億無量劫，欲思佛實智，莫能知少分。 

新發意菩薩，供養無數佛，了達諸義趣，又能善說法， 

咸皆共思量，不能知佛智。甚深微妙法，我今已具得， 

唯我知是相，十方佛亦然。佛以方便力，示以三乘教， 

眾生處處著，引之令得出。」F

2
F  

「我以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演說諸法。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

解，唯有諸佛乃能知之。所以者何？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舍利

弗！云何名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諸佛世尊，欲令眾生開佛知

見，使得清淨故，出現於世；欲示眾生佛之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悟佛知

見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舍利弗！是為諸佛以一大

事因緣故出現於世。」F

3
F  

「佛告舍利弗：「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諸有所作，常為一事，唯以佛之知

見示悟眾生。舍利弗！如來但以一佛乘故，為眾生說法，無有餘乘，若二、若三。

舍利弗！一切十方諸佛，法亦如是。 

「舍利弗！過去諸佛，以無量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而為眾生演

說諸法，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是諸眾生，從諸佛聞法，究竟皆得一切種智。 

「舍利弗！未來諸佛當出於世，亦以無量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

而為眾生演說諸法，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是諸眾生，從佛聞法，究竟皆得一切種

智。 

「舍利弗！現在十方無量百千萬億佛土中，諸佛世尊多所饒益安樂眾生，是

諸佛亦以無量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而為眾生演說諸法，是法皆為一

佛乘故。是諸眾生，從佛聞法，究竟皆得一切種智。 

 

2
 (CBETA, T09, no. 262, p. 5, b25-p. 6, a27) 

3
 (CBETA, T09, no. 262, p. 7, a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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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弗！是諸佛但教化菩薩，欲以佛之知見示眾生故，欲以佛之知見悟眾

生故，欲令眾生入佛之知見故。 

「舍利弗！我今亦復如是，知諸眾生有種種欲，深心所著，隨其本性，以種

種因緣、譬喻言辭，方便力而為說法。舍利弗！如此皆為得一佛乘、一切種智故。 

「舍利弗！十方世界中，尚無二乘，何況有三。舍利弗！諸佛出於五濁惡世，

所謂劫濁（三災起時，更相殺害，眾生飢饉，種種疾病，此謂劫濁。）、煩惱濁（眾生多諸愛欲，

慳貪鬥諍，諂曲虛誑，攝受邪法而惱亂心神。）、眾生濁（眾生多諸弊惡，不孝敬父母尊長，不畏

惡業果報，不作功德，不修慧施、齋法，不持禁戒等。）、見濁（正法已滅，像法漸起，邪法轉生，

邪見增盛，使人不修善道。）、命濁（往古之世，人壽八萬歲，今時以惡業增加，人壽轉減，故壽

命短促，百歲者稀。）。如是，舍利弗！劫濁亂時，眾生垢重，慳貪嫉妬，成就諸不

善根故，諸佛以方便力，於一佛乘分別說三。舍利弗！若我弟子，自謂阿羅漢、

辟支佛者，不聞不知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事，此非佛弟子，非阿羅漢，非辟支佛。 

「又，舍利弗！是諸比丘、比丘尼，自謂已得阿羅漢，是最後身，究竟涅槃，

便不復志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知此輩皆是增上慢人。所以者何。若有比丘、

實得阿羅漢，若不信此法，無有是處。除佛滅度後，現前無佛。所以者何？佛滅

度後，如是等經受持讀誦解義者，是人難得。若遇餘佛，於此法中便得決了。舍

利弗！汝等當一心信解受持佛語。諸佛如來言無虛妄，無有餘乘，唯一佛乘。」

4 

《妙法蓮華經》卷 7〈妙音菩薩品 24〉：「釋迦牟尼佛光照其身，即白淨華宿

王智佛言：「世尊！我當往詣娑婆世界，禮拜、親近、供養釋迦牟尼佛，及見文

殊師利法王子菩薩、藥王菩薩、勇施菩薩、宿王華菩薩、上行意菩薩、莊嚴王菩

薩、藥上菩薩。」 

爾時淨華宿王智佛告妙音菩薩：「汝莫輕彼國，生下劣想。善男子！彼娑婆

世界，高下不平，土石諸山，穢惡充滿，佛身卑小，諸菩薩眾其形亦小。而汝身

四萬二千由旬，我身六百八十萬由旬，汝身第一端正，百千萬福，光明殊妙，是

故汝往、莫輕彼國——若佛、菩薩及國土，生下劣想。」F

5 

《妙法蓮華經》卷 7〈妙音菩薩品 24〉：「華德！汝但見妙音菩薩其身在此，

而是菩薩，現種種身，處處為諸眾生說是經典——或現梵王身，或現帝釋身，或

現自在天身，或現大自在天身，或現天大將軍身，或現毘沙門天王身，或現轉輪

 

4
 (CBETA, T09, no. 262, p. 7, a29-c9) 

5
 (CBETA, T09, no. 262, p. 55, b3-14) 



5 / 22 

F

                                                      

聖王身，或現諸小王身，或現長者身，或現居士身，或現宰官身，或現婆羅門身，

或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或現長者居士婦女身，或現宰官婦女身，

或現婆羅門婦女身，或現童男、童女身，或現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

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身，而說是經。諸有地獄、餓鬼、畜生，

及眾難處，皆能救濟，乃至於王後宮，變為女身，而說是經。 

「華德！是妙音菩薩，能救護娑婆世界諸眾生者，是妙音菩薩如是種種變化

現身，在此娑婆國土，為諸眾生說是經典，於神通、變化、智慧無所損減。是菩

薩，以若干智慧明照娑婆世界，令一切眾生各得所知；於十方恒河沙世界中，亦

復如是。若應以聲聞形得度者，現聲聞形而為說法；應以辟支佛形得度者，現辟

支佛[7]形而為說法；應以菩薩形得度者，現菩薩形而為說法；應以佛形得度者，

即現佛形而為說法。如是種種，隨所應度而為現形，乃至應以滅度而得度者，示

現滅度。」F

6 

○《維摩詰所說經》卷 1〈佛國品 1〉：「舍利弗言：「我見此土丘陵坑坎、荊

蕀沙礫、土石諸山、穢惡充滿。」 

螺髻梵王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此土為不淨耳！舍利弗！菩

薩於一切眾生，悉皆平等，深心清淨，依佛智慧，則能見此佛土清淨。」 

於是佛以足指按地，即時三千大千世界，若干百千珍寶嚴飾，譬如寶莊嚴佛，

無量功德寶莊嚴土，一切大眾歎未曾有！而皆自見坐寶蓮華。佛告舍利弗：「汝

且觀是佛土嚴淨？」 

舍利弗言：「唯然，世尊！本所不見，本所不聞，今佛國土嚴淨悉現。」 

佛語舍利弗：「我佛國土常淨若此，為欲度斯下劣人故，示是眾惡不淨土耳！

譬如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如是，舍利弗！若人心淨，便見此

土功德莊嚴。」 

7
F《維摩詰所說經·觀眾生品》："維摩詰以身疾，廣爲說法。佛告文殊利師：'

汝詣問疾。'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天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即以天花散

諸菩薩大弟子上。花至諸菩薩即皆堕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堕。" 

《維摩詰所說經》卷 2〈觀眾生品 7〉：「文殊師利又問：「菩薩欲依如來功德

之力，當於何住？」 

 

6
 (CBETA, T09, no. 262, p. 56, a14-b9) 

7
  (CBETA, T14, no. 475, p. 538, c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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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曰：「菩薩欲依如來功德力者，當住度脫一切眾生。」 

又問：「欲度眾生，當何所除？」 

答曰：「欲度眾生，除其煩惱。」 

又問：「欲除煩惱，當何所行？」 

答曰：「當行正念。」 

又問：「云何行於正念？」 

答曰：「當行不生不滅。」 

又問：「何法不生？何法不滅？」 

答曰：「不善不生，善法不滅。」 

又問：「善不善孰為本？」 

答曰：「身為本。」 

又問：「身孰為本？」 

答曰：「欲貪為本。」 

又問：「欲貪孰為本？」 

答曰：「虛妄分別為本。」 

又問：「虛妄分別孰為本？」 

答曰：「顛倒想為本。」 

又問：「顛倒想孰為本？」 

答曰：「無住為本。」 

又問：「無住孰為本？」 

答曰：「無住則無本。文殊師利！從無住本，立一切法。」 

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10]大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即以天華，散諸

菩薩、大弟子上。華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一切弟子神力

去華，不能令去。爾時天[11]女問舍利弗：「何故去華？」答曰：「此華不如法，

是以去之。」 

天曰：「勿謂此華為不如法。所以者何？是華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耳！

若於佛法出家，有所分別，為不如法；若無[1]所分別，是則如法。觀諸菩薩華

不著者，[2]已斷一切分別想故。譬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如是弟子畏生死故，

色、聲、香、味、觸得其便也。已離畏者，一切五欲無能為也；結習未盡，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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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耳！結習盡者，華不著也。」F

8 

《維摩詰所說經》卷 1〈佛國品 1〉：「一時佛在毘耶離菴羅樹園，與大比丘

眾八千人俱，菩薩三萬二千——眾所知識，大智本行，皆悉成就；諸佛威神之所

建立，為護法城，受持正法；能師子吼，名聞十方；眾人不請，友而安之；紹隆

三寶，能使不絕；降伏魔怨，制諸外道，悉已清淨，永離蓋纏；心常安住，無礙

解脫；念、定、總持，辯才不斷；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及方便

力，無不具足；逮無所得不起法忍，已能隨順轉不退輪；善解法相，知眾生根；

蓋諸大眾得無所畏、功德智慧，以修其心；相好嚴身，色像第一，捨諸世間所有

飾好；名稱高遠，踰於須彌；深信堅固，猶若金剛；法寶普照，而雨甘露；於眾

言音，微妙第一；深入緣起，斷諸邪見，有無二邊，無復餘習；演法無畏，猶師

子吼，其所講說，乃如雷震，無有量，已過量；集眾法寶，如海導師，了達諸法

深妙之義；善知眾生往來所趣及心所行；近無等等佛自在慧、十力、無畏、十八

不共；關閉一切諸惡趣門，而生五道以現其身；為大醫王，善療眾病，應病與藥，

令得服行；無量功德皆成就，無量佛土皆嚴淨；其見聞者，無不蒙益；諸有所作，

亦不唐捐；如是一切功德、皆悉具足——」F

9 

《維摩詰所說經》卷 1〈佛國品 1〉： 

「目淨脩廣如青蓮，心淨已度諸禪定，久積淨業稱無量，導眾以寂故稽首。

既見大聖以神變，普現十方無量土， 

其中諸佛演說法，於是一切悉見聞。法王法力超群生，常以法財施一切，能

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已於諸法得自在，是故稽首此法王。說法不有亦不無，以因緣故諸法生，無

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 

始在佛樹力降魔，得甘露滅覺道成，已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三

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 

天人得道此為證，三寶於是現世間。以斯妙法濟群生，一受不退常寂然，度

老病死大醫王，當禮法海德無邊。 

毀譽不動如須彌，於善不善等以慈，心行平等如虛空，孰聞人寶不敬承。今

奉世尊此微蓋，於中現我三千界， 

 

8
 (CBETA, T14, no. 475, p. 547, c9-p. 548, a6) 

 
9
 (CBETA, T14, no. 475, p. 537, a7-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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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聖法王眾所歸，淨心觀佛靡不欣，各見世尊在其前，斯則神力不共法。佛

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 

皆謂世尊同其語，斯則神力不共法。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各各隨所解，普

得受行獲其利，斯則神力不共法。 

佛以一音演說法，或有恐畏或歡喜，或生厭離或斷疑，斯則神力不共法。稽

首十力大精進，稽首已得無所畏， 

稽首住於不共法，稽首一切大導師，稽首能斷眾結縛，稽首已到於彼岸，稽

首能度諸世間，稽首永離生死道。 

悉知眾生來去相，善於諸法得解脫，不著世間如蓮華，常善入於空寂行，達

諸法相無罣礙，稽首如空無所依。」F

10 

《妙法蓮華經》卷 5〈如來壽量品 16〉：「爾時世尊知諸菩薩三請不止，而告

之言：「汝等諦聽，如來祕密神通之力。一切世間天、人及阿修羅，皆謂：『今釋

迦牟尼佛，出釋氏宮，去伽耶城不遠，坐於道場，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然，

善男子！我實成佛已來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由他劫。」F

11 

《荀子‧性惡》： 

故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

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

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

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

道者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為君子；縱性情，安恣雎，而違禮

義者，為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聖人之於禮義積偽也，亦猶陶人埏埴而生也。用此觀之，禮義積偽者，豈

人之性也哉？」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

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陶人埏（音山）埴（陶人造器之型模，水和土作陶器）以

為器，然則器生於陶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

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

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

 

10
 (CBETA, T14, no. 475, p. 537, c8-p. 538, a14) 

11
 (CBETA, T09, no. 262, p. 42, b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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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

後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偽，是性偽之所生，

其不同之徵也。故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

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而不異於衆者，性也；所以異而

過衆者，偽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

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

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

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

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埶，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用此觀之，人之欲為善者，

為性惡也。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

知之也。然則生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

然則生而已，則悖亂在己。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 

陶人（造器者-親因緣）--埏埴（禮義文理-增上緣）--陶器（聖賢、君子-

果） 

工人（造器者--親因緣）斲木（禮義文理--增上緣）--木器（聖賢；君子-

果） 

金礦（能成器者-佛性本具--親因緣）礦師（佛法僧等—增上緣）--金器（成

佛—果） 

陶人（造器者-因）--埏埴（禮義文理-緣）--陶器（聖賢、君子-果） 

工人（造器者--因）斲木（禮義文理--緣）--木器（聖賢；君子-果） 

工人乃造成木器者，非可直接成為木器，二者相混，是即荀子理中，不合邏

輯處。 

木之本質，宜為「因」；而工人理應為「緣」，而所造成之木器，自當屬「果」。

就以「因」與「緣」二者相混，未能分清，故有此誤；是其舉例不妥處。 

今就佛法而論，則順理而成章了： 

金礦（能成器者-佛性本具-因）礦師（佛、法、僧等—緣）-金器（成佛—

果） 

【教學之進程】 

○四、「比年（每年招考）入學，中年（每隔一年）考校（考察學習情形與



效果）。一年視（考查）離經（離析經文--斷句分章）辨志（辦別志向，或曰書

中之義旨）（--以上屬入學的基本認識），三年視敬業（專心於學業—對學業的精

神）樂群（屬群育），（--以上屬學習之基本態度：含事與人）五年視博習（廣博

學習）親師（親近老師），七年視論學（討論學問）取友（選擇朋友）（--以上屬

對學問及朋友的辨識能力），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總結前者，觸類旁通，

融貫學問），強立（學問已成熟自立）而不反（不會有悖師教），謂之大成。夫然

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

之。（小螞蟻常常學銜土成土堆，時時如此----即已出師，能獨立自主研究學問）」

其此之謂乎！」---包括智育、群育、德育；若以六藝而言：禮、樂、射、御、

書（六書）、術（數學），則包括五育俱全、文武合一。---就現今而言，即是「全

科式多元學習」 

《學記》中學習之階段----從小成到大成 

一年 離經辨志 

三年 敬業樂群 

五年 博習親師 

七年 論學取友 

小成 

九年 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 大成 

然後 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 大學之道也 

***《中庸》之五個學習過程 

博學（廣博學習，泛灠諸家---觸角要廣）之，審問（明審的問難，不經此

不足以言學問）之，慎思（慎重思維）之，明辨（明察析辨）（是否合乎邏輯---

合情合理）之，篤行（敦篤學問而實踐）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措置：作

罷、放棄、終止）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

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 

博學 

審問             

慎思                      

知的學問 

知行合一的學問 

明辨 

篤行-------------- 行的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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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為形而上的學問】： 

形上學是了解「所以然」（理）的道理，而非「然」（象）的道理。 

哲學為百學之母，形上學為哲學之母----「形上學」具有共通性、整體性、

基礎性、必然性、永久性。 

「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韓註：「夫少則得，多

則惑。塗雖殊，其歸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誠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

不慮而盡矣。」 

〈易傳序〉：「至微者理（形上學—微、體）也，至著者象（現象—顯、用）

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F

12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謂善

學者，以其能通此而已。」F

13

 

「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

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

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

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F

14

 

《荀子‧禮論》：「禮，豈不至矣哉（至高無上呀！）！立隆（最高的標準）

以為極（極則），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無可商量）。」 

「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懸）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

矩誠設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

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禮為一切行

為法則之標準。 

【從『禮』之教化釋之】：---「幾者，動之微。」 

《禮記‧經解》：「故禮之教化也微（隱微不易知），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

日徒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毫）釐，

繆（謬）以千里。』此之謂也。」 

《史記‧太史公自序》：「夫禮禁於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

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12
《二程集上》《河南程氏文集》卷八  里仁書局 頁 582 

13
《河南程氏遺書》卷廿五頁 323 

14
 同前註 《遺書》卷廿一 頁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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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相如〈諫獵書〉：「蓋問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多藏於

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 

歐陽修〈五代史伶官傳序〉：「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 

《漢書‧霍光傳》：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灶（爐竈，

即烹飪處）直突（煙囪），傍有積薪（木柴），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

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默）然不應。俄（不久）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

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

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嚮，即向，從前）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

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燋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乃寤」（醒悟）

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

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 

《韓非子・說林上》：「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

下不足也。」 

漢‧H班固H《H白虎通H・情性》：「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知著者

也。」 

《淮南子・說山訓》：「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

天下之寒。」 

管輅（209年－256 年），H三國 H時人，以 H卜筮 H著名。管輅貌醜，無威儀，嗜 H酒 H。

被後世的命相家奉為管先師。管輅精通周易，天文地理，風水禍福，精微神妙。

占卜事蹟：某H縣令H家婦女俱得怪病，請來管輅。輅曰：「汝宅北堂西頭，有兩死男

子之墓，一男子以弓箭射胸部，所以心痛而思食；一男子以長矛刺頭，是以頭痛

而驚恐不已。」於是移其骸骨，「家中皆愈」。/管輅能預言官員升遷。亦通相術，

能預測人生死。最著者，即測H何晏H之死。晏為H曹魏H禮部H尚書H，附 H大將軍HH曹爽H。何晏

問：「聞君算卦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頃常連夢見青蠅數十頭，

來在鼻上，驅之不去，何故？」管輅說：「君侯位重山嶽，而懷德者鮮，畏君者

眾，殆非小心翼翼 ，多福之仁！鼻乃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富貴也。

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未有損己而

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須君侯上追文王，下思孔子，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

也！」後以此言語舅氏，舅責其切直。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H鄧颺H行步，筋

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這是鬼躁之相，將為風所收；H何晏H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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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魂不守舍，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這是鬼幽之相，將為火所燒。」

其後，H司馬懿H發動政變，誅殺H曹爽H、H何晏H、H鄧颺H等人，夷滅三族。 

管輅曾經隨軍西行，經過H毌丘儉H父H毌丘興H的墓，「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

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

無足，白虎銜屍，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

如其言。 

有郭恩三兄弟，皆得躄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普墓，墓中

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飢荒之世，因利其數升米者，排（推）著井中，

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H天H。」於是恩涕泣服罪。 

輅H管辰H問：「大將軍（H司馬昭H）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曰：「吾自知有

分直耳，然天與我才，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但恐H太

山H治鬼，不得治生人。」隔年二月過世，年四十八歲。 
1

郭璞（276 年－324年），H東晉H人，通於道學術數。晉惠、懷帝時，河東擾攘，

璞先筮之，已知中原將淪為異類（即後之永嘉之禍，五胡亂華），於是與親友數

十家，避地東南。行至廬江（安徽合肥），時江、淮晏然，太守胡孟康無心渡江。

璞為占曰：「敗！」孟康不信，數旬而廬江陷。後為王敦記事參軍。明帝太寧二

年，王敦駐守荊州謀逆，使璞占卜，璞曰：「無成！」敦曰：「吾壽幾何？」答以

「不久！」敦怒曰：「卿壽幾何？」答以：「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即詣南

崗斬殺之，時年 49歲。初，璞行經建康，見一趨走少年，甚寒，便脫青絲袍與

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當自知。」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

H王禕H《青岩叢錄》曰：「擇地以葬，其術本於晉郭璞。」相傳著有《H葬書H》，是風

水堪輿名著。是H中國HH遊仙詩體H的鼻祖。（參考《晉書郭璞傳》） 

明‧袁黃（了凡）《了凡四訓‧立命之學》  

余童年喪父。老母命棄學舉業學醫。謂可以養生。可以濟人。且習一藝以成

名。爾父夙心（向來的心願）也。後余在慈雲寺。遇一老者。修髯偉貌。飄飄若

仙。余敬禮之。語余曰：「子仕路中人也，明年即進學（指科考言--科考之命格）。何

不讀書？」余告以故。並叩老者姓氏里居。曰：「吾姓孔，雲南人也。得邵子皇

極數正傳。（邵雍，觀察天地自然之消長，推究宇宙萬物之原理，深研人事之變化，運用 H伏羲 H先天

易數，把自然和人事加以有系統的組織，形成一種數理哲學。世鐵板神算用以算數命。皇極經世書分

觀物篇、觀物內篇），數（數命）該傳汝。試其數。纖悉 皆驗。余遂起讀書之念。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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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余起數（推算命運）。縣考童生當十四名，府考七十一名，提學考第九名。明年赴

考，三處名數皆合。復為卜終身休咎（吉凶）。言某年考第幾名，某年當補廩（今之

獎學金），某年當貢；貢後某年當選四川一大尹，在任三年半，即宜告歸；五十三

歲八月十四日丑時。當終於正寢。惜無子，余備錄而謹記之。/自此以後。凡遇

考校。其名數先後。皆不出孔公所懸（預）定者。余因此益信進退有命。遲速有時。

澹然無求矣。先訪雲谷會禪師。於棲霞山中。對坐一室。凡三晝夜 不瞑目。雲

谷問曰：「凡人所以不得作聖者，只為妄念相纏耳；汝坐三日，不見起一妄念。

何也？余曰：「吾為孔先生算定，榮辱死生，皆有定數；即要妄想，亦無可妄想。」

雲谷笑曰：「我待汝是豪傑，原來只是凡夫。」問其故。曰：「人未能無心，終為

陰陽所縛，安得無數（起人動念有一定的規跡，可以數（數命）算之，佛法所謂業力也）？但

惟凡人有數，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定；極惡之人，數亦拘他不定。汝二十年來，

被他算定，不會轉動一毫，豈非是凡夫？」/余問曰：「然則數可逃乎？」曰：「命

由我作，福自己求。詩書所稱，的（的確）為明訓。我教典中說；求富貴得富貴。

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F

15
F夫妄語乃釋迦大戒，諸佛菩薩，豈誑語欺人。」

余進曰：「孟子言：『求則得之。』是求在我者也。道德仁義，可以力求；功名富

貴，如何求得？」雲谷曰：「孟子之言不錯，汝自錯解了。汝不見六祖說：『一切

福田不離方寸，從心而覓，感無不通。求在我，不獨得道德仁義，亦得功名富貴。

內（道德）外（名利）雙得。是求有益於得也。若不返躬內省，而徒向外馳求。則求

之有道，而得之有命矣。」因問：「汝自揣應得科第否？應生子否？」余追省良

久，曰：「不應也，科舉中人，類有福相，余福薄，又不能積功累行，以基厚福；

兼不耐煩劇（做事不耐煩），不能容人（無包容之量）；時或以才智蓋人（自以為了不起，

以才智過人來蓋過他人），直心逕行，輕言妄談。凡此皆薄福之相也，豈宜科第哉！/

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余好潔，宜無子者一；和氣能育萬物，余萬

怒，宜無子者二；愛為生生之本，忍（無不忍人心）為不育之根；余矜惜名節（名為

節身自愛，實是利己自私之口實），常不能捨己救人（不能見義勇為），宜無子者三；多言

耗氣（傷元氣），宜無子者四；喜飲鑠精，宜無子者五；好徹夜長坐，而不知葆元（保

養元氣）毓（育）神，宜無子者六；其餘過惡尚多，不能悉數。」雲谷曰：「豈惟科

                                                       

15
《諸經日誦集要》卷 1：「如來本願功德。讀誦此經思惟其義。演說開示。隨所樂求。一切皆遂。求長壽。得長壽。求富

饒。得富饒。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CBETA, J19, no. B044, p. 139, b6-9) 

《佛說藥師如來本願經》卷 1：「求長壽得長壽，求福報得福報，求自在得自在，求男女得男女」(CBETA, T14, no. 449, p. 403, 

a27-29) 《楞嚴經》卷 6：「法界六道眾生，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長壽得長壽，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

涅槃。」(CBETA, T19, no. 945, p. 129, c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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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哉？世間享千金之產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產者，定是百金人物。應餓

死者，定是餓死人物。天不過因材（本來的材質）而篤（厚）。幾曾加纖毫意思。即

如生子：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孫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孫保之；

有三世二世之德者，定有三世二世子孫保之。其斬（斷絕）焉無後者，德至薄也。

汝今既知非，將向來不發科第，及不生子之相，盡情改刷。務要積德，務要包荒

（包涵污穢，厚道不苛薄。如不揭人隱私）。務要和愛。務要惜精神。從前種種

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 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也。夫血肉之身。尚然有

數。義理之身。豈不能格天？太甲曰：『天作孽（害），猶可違（免）。自作孽，不

可活。』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

天作之孽，猶可得而違。汝今擴充德性，力行善事；多積陰德。此自己所作之福

也，安得而不受享乎？易為君子謀趨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趨？凶何可

避？開章第一義（易乾卦）便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汝信得及否？余信其

言。拜而受教。/孟子論立命之學。而曰：「夭壽不貳（異）」。夫夭與壽，至貳者

也。當其不動念時，孰為夭？孰為壽？細分之。豐（富）歉（貧）不貳。然後可立

貧富之命。窮（窮困）通（享通）不貳，然後可立貴賤之命。夭壽不貳，然後可立生

死之命。人生世間，惟死生為重。夭壽則一切順逆皆該之矣。至修身以俟之，乃

積德祈天之事。曰修。則身有過惡，皆當治而去之。曰俟，則一毫覬覦一毫將迎

（取捨）。皆當斬絕之矣。到此地位，直造先天之境。即此便是實學，汝未能無心。

但能持準提咒，無記無數，不令間斷，持得純熟，於持中不持，於不持中持；到

得念頭不動，則靈驗矣。余初號學海，是日改號了凡（了卻凡夫之宿命，自已立命），

蓋悟立命之說。而不欲落凡夫窠臼（老格式，即老毛病—舊業）也。從此而後，終日兢

兢，便覺與前不同。前日只是悠悠放任。到此自有戰兢惕厲景象。在暗室屋漏（房

屋西北角陰暗處）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毀我，自能恬然容受。（逆來

能順受）到明年，禮部考科舉。孔先生算該第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秋闈中

式矣（中舉人）。然行義未純，（做善未能純淨）檢身（檢點自我修身的行為）多誤，或見善

而行之不勇（不能見義勇為），或救人而心常自疑。或身勉為善而口有過言，或醒時

操持而醉後放逸。（仍在勉強而行之，未能不勉而中）以過折功，（功過常相抵）日常虛度。…

孔公算予五十三歲有厄。余未嘗祈壽，是歲竟無恙。今六十九矣。書曰：「天難

諶（音沉，信也），命靡（無）常。」又云：「惟命不於常。」皆非誑語。吾於是而知：

凡稱禍福自己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惟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汝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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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若何？即命當榮顯，常作落寞想；即時當順利，常作拂逆想；即眼前足食，

常作貧窶想；即人相愛敬，常作恐懼想；即家世望重，常作卑下想；即學問頗優，

常作淺陋想。遠思揚祖宗之德，近思蓋父母之愆；上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之福；

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閑己之邪。務要日日知非，日日改過；一日不知非，即一日

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即一日無步可進。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

業不加廣者。只為因循二字，耽閣一生。雲谷禪師所授立命之說，乃至精、至邃、

至真、至正之理。其熟玩（體會玩味）而勉行之。毋自曠（虛度光陰）也。 

【裴度畫像贊】： 

相面不如相心~ 

「從來陰騭（陰德）能回福，舉念須知有鬼神」，這兩句詩句說自古以來積德

做好事都是有福報的，因為天地之間人生一念，鬼神是都知道的。古代印證這個

理的故事有很多，今天就來說說「裴度還帶」的故事。 

話說：唐朝宰相裴度，少時潦倒落魄，當時有一位高僧一行禪師，曾經為他

看過相，說：「你的目光浮露，縱紋入口，依命理言，須防餓死。」（漢代文帝寵臣

鄧通及平七國之亂的周亞夫，都以縱紋入口，以餓死終。梁‧武帝餓死台城。均其明證。）/某日。

裴度來到香山寺閒遊，見井亭欄干上拾得三條寶帶。裴度自思：「此乃他人之物，

我豈可損人利己，強佔他人所有，致壞了心術。」於是就在原地等待。少頃間，

果然有個婦人啼哭而來，裴度問故？婦人說道：「老父陷於獄中，借得三條寶帶

贖罪？偶來寺中許願，遺失寶帶，不知如何是好？」裴度就將三條寶帶交還婦人，

婦人拜謝而去。月餘，裴度又遇見一行禪師，禪師一見裴度氣色全變，頗為吃驚，

就問他近日作何陰德之事？裴度答言沒有！禪師就說：「今日面相氣貌容色比先

前大有不同。陰騭紋現於眼下，貴顯無比！」裴度笑著說：「大師以前我會餓死，

今日卻說我會顯貴，是何緣故？」一行禪師說：「『七尺之軀，不如一尺之面；一

尺之面，不如三寸之鼻；三寸之鼻，又不如一點之心。』裴度因回思道，而說出

還寶帶之事。裴度問：「人之心，如何相之？」禪師說：「要知心中事，須辨眼中

神。今天你所顯現出來的目光，澄清專注，紫氣貫睛，口角紋已長過波池，而鬚

髯頓美，定由行陰騭而現相也，是享極貴之命。」後來裴度果然出將入相，歷事

四朝，身繫天下安危達三十多年，封為晉國公，得享上壽。後來有人題〈裴度畫

像贊〉云： 

「爾身不長，爾貌不揚；胡為將？胡為相？  一點靈台，丹青莫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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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左髻道人論陰騭：「陰騭乃心田中之靈苗，能挽回人之造化，而變凶變吉者

也。」呂尚論陰騭云：「有心為善，不是真善；無心為善，是真功德。」 

麻衣云：「有心無相，相隨心生；有相無心，相逐心滅。」 

《莊子‧應帝王篇》：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褔壽夭，期（指出日期）以歲月旬日，

若神。（神驗如神）鄭人見之，皆棄（遠避）而走（逃走）。列子見之而心醉（心醉其人，

即崇拜無比--為其粉絲），歸，以告（其師）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最高、至

上）矣，則又有至（更高妙）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授其外表之虛文），

未既其實（真實諦理），而固得道與？（自以為得到了吧已）而（爾）以道與世亢（交往周

旋—即世俗的思考），必信（伸，必妄聽輕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被人覘破）嘗試與來

（與他一起來），以予示之。（把我展現給他，讓他親自了解狀況）」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

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活不了）矣！不以旬（十日為旬）數矣！

吾見怪焉！（神色異常）吾見濕灰（面如死灰，謂命將絕）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

告壺子。壺子曰：「鄉（剛才）吾示之以地文（塊然若土），萌乎不震不正。（盲也，如

枯木般的不華，如濕灰般的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是殆見吾杜德機也！（杜絕生機）嘗又與

來！（同他再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

（歸德於己）有瘳（病癒）矣！全然有生（生機）矣！吾見其杜權（杜絕中有生機，即生機

蒙動）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天地間之生意），是殆

見吾善者機（善順自然的生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

曰：「子之先生不齊（不可一例觀之，變化莫測也），吾旡得而相（無形跡可相）焉。試齊

（平靜下來），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太

虛無朕兆跡象可尋），是殆見吾衡氣機（平衡和諧的氣機：杜德機、善者機、衡氣機三種不同，

如淵深之莫測）也。鯢桓之審（即潘也，回流之所）為淵（大魚潛藏之處，非靜非動：喻衡氣機），

止水之審為淵（喻杜德機），流水之審為淵（喻善者機）。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

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驚惶失措，失所守也）而走（逃走）。

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不見蹤跡）矣，已失

（失所在，去向）矣，吾弗及已（無法追及）。」壼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大

道之根本）（言所宗者未嘗表現而出，則莫測所由：萬法皆空，本來無一物，不生不滅，法爾本具的

真如實相境地。）。吾與之虛而委蛇（委蛇，即隨順也；隨機應變，即無心以隨化：無所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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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表示，隨緣而變），不知其誰何（捉摸不定，莫可端倪，莫測高深），因以為弟靡（或作茅

靡，蓋如草之隨風而靡，即隨緣不變，不變隨緣），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

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炊火煮飯），食豕如食人（伺豬如侍人），於事

旡與親（無分別矜張意，人物等視）。雕琢復朴（反璞歸真），塊然（無情無為，如土塊之無知）

獨以其形立，（超然獨立於塵世之外）紛而封（封，守也）哉（和光同塵以接物，而守其本真），

一以是終。（終身守道恆一不變） 

**老子「歸根復命」之理： 

《老子第十六章》：「致（造其極）虛（無為，真空無象，為造物之樞紐）極（虛而至極

虛），守靜（寂然不動，為品彙之根柢）篤（靜而至靜）；萬物並作（無物不稟，無物不受），

吾以觀其復（皆虛靜之妙，喜怒哀樂之未發，乃人心之復）。各復歸其根（虛靜之理得矣），歸

根曰靜，靜曰復命。（以天地為一體，以萬物為一身，我之神與氣，可與天地並立、並作；陰陽

消長，俱在掌握之中，大道流行，即我含於胸中，是返本復靜之理） 

《論語‧為政》：孔子進學之階程，心路歷程。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有志於學問之道：全心全意定志於求學上，堅定不移，學習

不已，乃成聖成賢的活水源頭！）三十而立（自立於道，卓然自立不移。）四十而不惑（通達

事理，而無所疑惑），五十而知天命（「萬般皆有命，半點不由人」進而「窮理盡性」，於窮通得

失，成敗禍福之理，無不安之若素：可以「樂天知命」、「不怨不尤」。「下學而上達」--始可改命、轉

變命運，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六十而耳順（入耳心通，無不通達），七十而從心所欲，

不踰矩。（「安而行之」、「不勉而中」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 

**《易·說卦》：「窮理（窮究事物的道理--「道問學」之事）盡性（「天命之謂性」），以

至於命（率性、修道，以合於「天命之性」：「尊德性」之事）。」（原指徹底推究天理人事的道理，

然後依此修身而合乎「命理」。即是「下學」人事，以「上達」天理也。）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博文約禮，窮理盡性之事）而上達（天理，所以盡性

知天之事。--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者也）。知我者，其天乎！」 

《中庸》： 

「天命之謂『性』（性德：先天），率『性』之謂『道』（修德：後天）；修『道』之

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性』），謂之『中』（無所偏倚）；發（『情』）而皆中節，謂之

『和』（無所乖戾）；『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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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無

待思慮，若有所待，即非天命之固然，所謂「我固有之，非外鑠（火銷金融，從外銷鑠而成者）我也」

者）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平治而分）；爵祿可辭（高官厚祿可辭卻）也，白刃可

蹈也（赴湯蹈火，戰死沙場）；中庸不可能也。」 

或謂：「這章書，是夫子一生入道進階之歷程，亦是千古作聖訣竅所在。」

孔子自十五志于學,至四十而不惑,是修境。五十知天命，是悟境。六十耳順，至

七十從心，是證境。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 

「至聖垂誥，鏡一心之玄極；大士弘闡，燭微言之幽致。」「往復無際，動（事：

有為；緣起法）靜（理：無為，性空法）一源（法界體也：事事無礙法界），含眾妙而有餘（法

界相也，相依於性；性無不包，故稱為含。性體無外，有名之相不能偏無外之體，故云有餘），超言

思而迥出者，其唯法界歟？」 

「疏窮理盡性徹果該因者。二有二句。別歎深廣也。理謂理趣。道理廣也。

性[謂]為法性。心性深也。若窮其理趣。則盡其體性。今此經中。意趣體性皆窮

究也。此借周易說卦之言。彼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昔者聖人之作易。將以順

性命之理。注云。命者生之極。窮理則盡其極也。即以極字解性。性者極也。若

窮其理數。盡其性能。則順於天命。故次云。以順性命之理。今借語用之。取意

則別。言徹果該因者。兼於深廣。徹究五周之果。該羅六位之因。則廣也。故廣

說地位因果。莫踰此經。若云因該果海果徹因源。二互交徹則顯深也。初發心時

便成正覺。因該果也。雖得佛道不捨因門。果徹因也。上約廣義。徹果屬果。該

因屬因。即明能詮之教該徹彼因果也。今約深釋徹果屬因。以因徹彼果故。該因

屬果。以果徹彼因故。即因果自相。該徹唯屬所詮。而其能詮。具明斯義。然因

該果海。果。徹因源。是古人之言。今欲具含深廣之義。云徹果該因耳。」F

16 

「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方各

隨人深淺，如千溪萬徑，皆可適（到）國。但得一道入得便可。所以能盡者，只為

萬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雖小，皆有是理。」F

17

 

                                                       

16
 (CBETA, T36, no. 1736, p. 3, b4-24) 

 
17

 同前註《遺書》卷十五 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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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F

18

 

「正其理，則萬事一；一以貫之」F

19

 

繫辭下傳說：「『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

君子知微知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措之事業）。利用安身（處命自安，自修也。

無勞攘之私），以崇德也（進德修業，莫非此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三國演義第七十七回》： 

卻說關公英魂不散，蕩蕩悠悠，直至一處，乃荊門州當陽縣一座山，名為玉

泉山。山上有一老僧，法名普靜，原是汜水關鎮國寺中長老；後因雲遊天下，來

到此處，見山明水秀，就此結草為庵，每日坐禪參道；身邊只有一小行者，化飯

度日。是夜日白風清（預為佈景），三更已後，普靜正在庵中默坐，忽聞空中有

人大呼曰：「還我頭來！」（毛批：既在空中，何有我？本無我，何有頭？本無頭，

何有還？本無頭去，何有頭來？若云無頭，呼者是誰？若欲還，還於何處？）普

靜仰面諦觀，只見空中一人，騎赤兔馬，提青龍刀；左有一白面將軍（關平）、

右有一黑臉虯髯之人（周倉）相隨；（從普敬眼中寫出）一齊按落雲頭，至玉泉

山頂。/普靜認得是關公，遂以手中麈尾擊其戶曰：「雲長安在？」（毛批：此語

抵得一聲棒喝！）關公英魂領悟，即下馬乘風落於庵前（栩栩如見），叉手問曰：

「吾師何人？願求法號。」普靜曰：「老僧普靜，昔日汜水關前鎮國寺中，曾與

君侯相會，今日豈遂忘之耶？」（毛批：雲長空，普靜亦空，何必忘？何必不忘？）

公曰：「向蒙相救，銘感不忘。今某已遇禍而死，願求清誨，指點迷途。」普靜

曰：「昔非今是，一切休論，後果前因，彼此不爽（失）。（毛批：四句抵得升座

說法一場）今將軍為呂蒙所害，大呼『還我頭來』，然則顏良、文醜五關六將等

眾人之頭，又將向誰索耶？」（毛批：現前果報）/於是關公恍然大悟，稽首皈依

而去。（稽則無頭而有頭，皈依則有我而無我矣）後往往於玉泉山顯聖護民。鄉

人感其德，就於山頂上建廟，四時致祭。後人題一聯於其廟云： 

赤面秉赤心，騎赤兔追風，馳驅時無忘赤帝；青燈觀青史，仗青龍偃月，隱

微處不愧青天。 

【毛評】： 

關公既經普靜點化後，人相、我相，一切皆空！何又有追呂蒙、罵孫權、驚

                                                       

18
 同上頁《卷二》13 

19
 同上《程氏外書卷二》頁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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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告玄德之事乎？曰：「雲長不以生死而有異，玉泉山之關公，與鎮國寺之

關公，非有兩關公也。善善惡惡，因乎自然，而我無與焉！」 

「雲長安在？」一語，抵得一部《金剛經》妙義---以「安在」二字推之，

未獨雲長為然也！吳安在？（註）魏安在？蜀安在？三分事業，三國人才，皆安

在哉？凡有在者，不在！而惟有無在者，常在！知其安在，而雲長乃千古如在矣！ 

註： 

《登金陵鳳凰臺》李白 

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臺空江自流。 

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關公皈依佛門】 

《佛祖統紀》卷 6：「師（智者）往衡山營建功德，酬師恩也。師至荊州旋鄉

答地，將建福庭。乃於當陽玉泉山(此地在隋通為荊州)創立精舍，及重修十住寺。

道俗稟戒聽講者，至五千餘人。初至當陽欲卜清溪以為道場，意嫌迫隘遂上金龍。

池北百餘步有一大木，婆娑偃蓋中虛如菴，乃於其處趺坐入定。一日天地晦冥風

雨號怒，妖怪殊形倏忽千變。有巨蟒長十餘丈，張口內向。陰魔列陳砲矢如雨，

經一七日了無懼色。師閔之曰：「汝所為者生死眾業，貪著餘福不自悲悔，言訖

象妖俱滅。其夕雲開月明，見二人威儀如王長者美髯而豐厚，少者冠帽而秀發。

前致敬曰：「予即關羽，漢末紛亂，九州瓜裂；曹操不仁，孫權自保，予義臣蜀

漢，期復帝室；時事相違有志不遂。，有餘烈，故王此山，大德聖師何枉神足？」

師曰：「欲於此地建立道場，以報生身之德耳。」神曰：「願哀閔我愚特垂攝受，

此去一舍山如覆船，其土深厚，弟子當與子平(蜀先主拜羽前將軍，率眾攻曹仁

不克，孫權已據江陵，羽因遁走，吳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唐書：羽

生侍中興，其裔孫播相德宗)建寺化供護持佛法，願師安禪，七日以須其成。師

既出定，見湫潭千丈化為平阯，棟宇煥麗巧奪人目，神運鬼工其速若是。師領眾

入居，晝夜演法。一日神白師曰：「弟子今日獲聞出世間法，願洗心易念求受戒，

永為菩提之本。」師即授以五戒。於是神之威德昭布千里，遠近瞻禱莫不肅敬(章

安親在玉泉聽講矣，則華頂安禪。強軟二魔，必言之矣。矧夫關氏事迹逮今神應，

豈於當時有所遺逸邪？今據玉泉碑以補其闕，用彰吾祖之聖德若此。至若別傳敘

事之際。)十三年二月。晉王（楊廣）入朝行次陝州。遣書往荊州奉迎。夏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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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玉泉說《法華玄義》。時自春徂夏，天旱不雨，百姓咸謂龍怒。師至水發之源，

口呪手揮風雨交集，民眾大喜歌詠滿道。荊州總管王積入山致拜，戰汗不已。退

謂人曰：「吾屢經軍陳臨危更勇，未嘗如今日之怖懼。」王以創寺奏上。賜名玉

泉。八月，荊州弟子陳子秀。致疏請講法華。十四年夏四月。於玉泉說《摩訶止

觀》。」F

20 

                                                       

20
 (CBETA, T49, no. 2035, p. 183, b4-c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