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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卷 1：---天台宗講座補充教材 

一、***【禪源】：---如來藏藏識、佛性 

「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中華翻為思惟修。亦名靜慮。皆定慧之通稱也。源者是

一切眾生本覺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稱為禪那。

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亦名禪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

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諸家述作。多談禪理少談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有但目真

性為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辨華竺之音也。然亦非離真性別有禪體。但眾生迷

真合塵。即名散亂。背塵合真。方名禪定。若直論本性。即非真非妄。無背無合。無

定無亂。誰言禪乎。況此真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眾生

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出楞伽經)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等經)亦是

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梵網經心地法門品云。是諸佛之本源。是菩薩道之根本。

是大眾諸佛子之根本)萬行不出六波羅蜜。禪門但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

真性為一禪行哉。然禪定一行最為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德萬行。

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學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

於念佛求生淨土。亦須修十六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又真性則不垢不淨。凡

聖無差。禪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壓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

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真

理而修者。是大乘禪(上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

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

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

千三昧。達摩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摩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

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岳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

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摩所傳者。頓同佛體。逈異諸門。故宗

習者難得其旨。得即成聖。疾證菩提。失即成邪。速入塗炭。先祖革昧防失。故且人

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暨乎法久成弊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

眾。」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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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南岳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

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明 智旭以為「未盡善也」。 

 

                                                 
1 (CBETA, T48, no. 2015, p. 399, a18-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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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蕅師針對天台的意見】： 

明 智旭彙集《閱藏知津(第 6 卷-第 44 卷)》卷 42：「禪源諸詮集都序(四卷) (前有

惟大等四序) 

亦名禪那理行諸詮集，圭峰山沙門宗密述。今但存序，大意先判三宗三教，然後會為

一味，以息鬥諍。意則美矣，惜其未盡善也。夫論宗意教意，則不可有三。此圭公所

知也。若論宗門教門，則非止局三。此圭公所昧也。又彼云南嶽天台，依三諦之理，

修三止三觀。教意雖最圓妙，然其趨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此則似僅涉

獵次第禪門，及童蒙止觀二書，絕未睹見大乘止觀，摩訶止觀者矣。今據大乘止觀，

摩訶止觀，何嘗不頓同佛體，迥異諸門乎。又彼云諸部般若千餘卷經，及中百門論等，

皆說破相教，智度論百餘卷，亦說此理。但論主通達不執，故復將大小乘法相，潛同

後一真性宗。今問：智論，中論，皆龍樹所造也。何以一執一不執乎。又龍樹尚能通

達不執，潛通後宗。佛說般若，豈反有執，止名破相乎。般若經云：菩薩欲具足一切

佛法者，當學般若。謂之唯說破相，可乎。又彼云：心是名，知是體。譬如水是名，

溼是體。尤為可笑。夫說水，口固不溼，即說溼，口豈溼哉。說心，固不得體，即說

知，豈便得體哉。故古人云：知之一字，眾妙之門。又云：知之一字，眾禍之門。而

圭公乃於能詮文字，妄分親疏，何耶？又彼云：法華且收二乘，至涅槃經，方普收六

道。尤為可笑。調達授記，不收地獄乎。龍女成佛，不收畜生乎。妙莊悟道，不收邪

見乎。散心稱名，童子聚沙，不收人天乎。又彼云：破相止說二諦，性宗則為三諦，

是誠未究七種二諦五種三諦之旨者也。嗚呼！淺矣。」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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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定諸宗禪門不乖佛意】： 

《禪源諸詮集都序》卷1：「即何必纂集此諸句偈。答集有二意。一有雖經師授而悟不

決究。又不逢諸善知識處處勘契者。今覽之遍見諸師言意。以通其心以絕餘念。二為

悟解了者欲為人師。令廣其見聞增其善巧。依解攝眾答問教授也。即上云。羅千界即

漭蕩難依。就一方即指的易用也。然又非直資忘言之門。亦兼垂禪教之益。非但令意

符於佛。亦欲使文合於經。既文似乖而令合實。為不易須判一藏經大小乘權實理了義

不了義。方可印定諸宗禪門各有旨趣不乖佛意也。」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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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源諸詮集都序》卷1：「經如繩墨揩定邪正者。繩墨非巧。工巧者必以繩墨為憑。

經論非禪。傳禪者必以經論為準。中下根者但可依師。師自觀根隨分指授。上根之輩

悟須圓通。未究佛言何同佛見。問所在皆有佛經。任學者轉讀勘會。今集禪要何必辨

經。答此意即其次之文。便是答此問也。四經有權實須依了義者。謂佛說諸經。有隨

自意語。有隨他意語。有稱畢竟之理。有隨當時之機。有詮性相。有頓漸大小。有了

義不了義。文或敵體相違義必圓通無礙。龍藏（指龍宮之藏，今指藏經）浩汗何見旨

                                                 
2 (CBETA, J32, no. B271, p. 170, c10-p. 171, a9) 
3 (CBETA, T48, no. 2015, p. 400, a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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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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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量的運用】： 

《禪源諸詮集都序》卷1：「量有三種勘契須同者。西域諸賢聖所解法義。皆以三量為

定。一比量。二現量。三佛言量。量者。如度量升斗量物知定也。比量者。以因由譬

喻比度也。如遠見煙必知有火。雖不見火亦非虛妄。現量者親自現見。不假推度。自

然定也。佛言量者。以諸經為定也。勘契須同者。若但憑佛語不自比度證悟自心者。

只是泛信。於己未益。若但取現量自見為定。不勘佛語。焉知邪正。外道六師親見所

執之理修之亦得功用自謂為正。豈知是邪。若但用比量者。既無聖教及自所見。約何

比度。比度何法。故須三量勘同方為決定。禪宗已多有現比二量。今更以經論印之則

三量備矣。」F

5

 

五、***【禪宗傳心所指】： 

《禪源諸詮集都序》卷1：「又有問曰。六代禪宗師資傳授禪法。皆云。內授密語外傳

信衣。衣法相資以為符印。曹溪已後不聞此事。未審今時化人說密語否。不說則所傳

者非達摩之法。說則聞者盡合得衣。又有禪德。問曰。達摩傳心不立文字。汝何違背

先祖講論傳經。近復問曰。淨名已呵宴坐。荷澤每斥凝心。曹溪見人結跏曾自將杖打

起。今問。汝每因教誡即勸坐禪。禪菴羅列遍於巖壑。乖宗違祖。吾竊疑焉。余雖隨

時各已酬對。然疑者千萬。愍其未聞。況所難之者情皆遍執。所執各異。彼此互違。

因決申疑復增已病。」F

6

 

六、***【辨得法義】： 

《禪源諸詮集都序》卷1：「凡欲明解諸法性相。先須辨得法義。依法解義。義即分明。

以義詮法。法即顯著。今且約世物明之。如真金隨工匠等緣作鐶釧椀盞種種器物。金

性必不變為銅鐵。金即是法。不變隨緣是義。設有人問。說何物不變。何物隨緣。只

合答云金也。以喻一藏經論義理。只是說心。心即是法。一切是義。故經云。無量義

者從一法生。然無量義統唯二種。一不變。二隨緣。諸經只說此心隨迷悟緣成垢淨凡

聖煩惱菩提有漏無漏等。亦只說此心垢淨等時元來不變常自寂滅真實如如等。設有人

問。說何法不變。何法隨緣。只合答云心也。不變是性。隨緣是相。當知性相皆是一

心上義。今性相二宗互相非者。良由不識真心。每聞心字將謂只是八識。不知八識但

                                                 
4 (CBETA, T48, no. 2015, p. 400, c25-p. 401, a6) 
5 (CBETA, T48, no. 2015, p. 401, a8-21) 
6 (CBETA, T48, no. 2015, p. 401, b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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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心上隨緣之義。故馬鳴菩薩以一心為法。以真如生滅二門為義。論云。依於此心

顯示摩訶衍義。心真如是體。心生滅是相用。只說此心不虛妄故云真。不變易故云如。

是以論中一一云心真如心生滅。今時禪者多不識義。故但呼心為禪。講者多不識法。

故但約名說義。隨名生執難可會通。聞心為淺聞性謂深。或却以性為法以心為義。故

須約三宗經論相對照之法義既顯。但歸一心自然無諍。」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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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心通性相】 

《禪源諸詮集都序》卷1：「汎言心者。略有四種。梵語各別翻譯亦殊。一紇利陀耶。

此云肉團心。此是身中五藏心也(具如黃庭經五藏論說也)二緣慮心。此是八識。俱能

緣慮自分境故(色是眼識境。乃至根身種子器世界是阿賴耶識之境。各緣一分。故云

自分)此八各有心所善惡之殊。諸經之中。目諸心所總名心也。謂善心惡心等。三質

多耶。此云集起心。唯第八識。積集種子生起現行故(黃庭經五藏論。目之為神。西

國外道。計之為我。皆是此識)四乾栗陀耶。此云堅實心。亦云[真]貞實心。此是真

心也。然第八識無別自體。但是真心以不覺故。與諸妄想有和合不和合義。和合義者。

能含染淨目為藏識。不和合者。體常不變目為真如。都是如來藏。故楞伽云。寂滅者

名為一心。一心者即如來藏。如來藏亦是在纏法身。如勝鬘經說。故知四種心本同一

體。故密嚴經云。佛說如來藏(法身在纏之名)以為阿賴耶(藏識)惡慧不能知藏即賴耶

識(有執真如與賴耶體別者。是惡慧)如來清淨藏世間阿賴耶。如金與指鐶展轉無差別

(指鐶等喻賴耶。金喻真如。都名如來藏)然雖同體。真妄義別本末亦殊。前三是相後

一是性。依性起相蓋有因由。會相歸性非無所以。性相無礙都是一心。迷之即觸面向

牆。悟之即萬法臨鏡。若空尋文句。或信胸襟。於此一心性相如何了會。」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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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頓、漸與修悟因緣有五】： 

《禪源諸詮集都序》卷1：「悟修頓漸似反而符者。謂諸經論及諸禪門。或云先因漸修

功成。豁然頓悟。或云先須頓悟方可漸修。或云由頓修故漸悟。或云悟修皆漸。或云

皆頓。或云法無頓漸頓漸在機。如上等說。各有意義。言以反者。謂既悟即成佛本無

煩惱名為頓者。即不應修斷。何得復云漸修。漸修即是煩惱未盡。因行未圓。果德未

滿。何名為頓。頓即非漸。漸即非頓。故云相反。如下對會。即頓漸非唯不相乖。反

而乃互相資也。十師資傳授須識藥病者。謂承上傳授方便皆先開示本性。方令依性修

禪。性不易悟多由執相。故欲顯性先須破執。破執方便須凡聖俱泯功過齊祛。」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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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BETA, T48, no. 2015, p. 401, b16-c10) 
8 (CBETA, T48, no. 2015, p. 401, c17-p. 402, a10) 
9 (CBETA, T48, no. 2015, p. 402, a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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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源諸詮集都序》卷2：「但以世尊[說法]說時儀式不同。有稱理頓說。有隨機漸說。

故復名頓教漸教。非三教外別有頓漸。漸者為中下根即時未能信悟圓覺妙理者。且說

前人天小乘乃至法相(上皆第一教也)破相(第二教也)待其根器成熟。方為說於了義。

即法華涅槃等經是也(此及下逐機頓教合為第三教也。其化儀頓即總攝三般。西域此

方古今諸德。所判教為三時五時者。但是漸教一類。不攝華嚴經等)頓者復二。一逐

機頓。二化儀頓。逐機頓者。遇凡夫上根利智。直示真法。聞即頓悟全同佛果。如華

嚴中初發心時即得阿耨菩提。圓覺經中觀行成時即成佛道。然始同前二教中行門。慚

除凡習漸顯聖德。如風激動大海不能現像。風若頓息則波浪漸停影像漸顯也(風喻迷

情。海喻心性。波喻煩惱。影喻功用。起信論中一一配合)即華嚴一分及圓覺、佛頂、

密嚴、勝鬘、如來藏之類二十餘部經是也。遇機即說不定初後與禪門第三直顯心性宗

全相同也。二化儀頓。謂佛初成道。為宿世緣熟上根之流。一時頓說性相理事。眾生

萬惑。菩薩萬行。賢聖地位諸佛萬德。因該果海。初心即得菩提。果徹因源。位滿猶

稱菩薩。此唯華嚴一經及十地論。名為圓頓教。餘皆不備。(前敘外難云。頓悟成佛

是違經者。余今於此通了)其中所說。諸法是全一心之[諸]證法。一心是全諸法之一

心。性相圓融一多自在。故諸佛與眾生交徹。淨土與穢土融通。法法皆彼此互收。塵

塵悉包含世界。相入相即無礙鎔融。具十玄門重重無盡。名為無障礙法界。此上頓漸

皆就佛約教而說。若就機約悟修說者。意又不同。如前所敘諸家。有云： 

先因（1）漸修功成而豁然頓悟(猶如伐木片片漸斫一時頓倒。亦如遠詣都城。步步漸

行。一日頓到也)有云。（2）因頓修而漸悟(如人學射。頓者箭箭直注意在中的。漸者

日久方始漸親漸中。此說運心頓修。不言功行頓畢)有云。（3）因漸修而漸悟(如登九

層之臺。足履漸高。所見漸遠。故有人云。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等者。皆說證

悟也。有云。（4）先須頓悟方可漸修者。此約【解悟】也(約斷障]說。如日頓出霜露

漸消。/約成德說。如孩子生。即頓具四肢六根。長即漸成志氣功業)故華嚴說。初發

心時即成正覺。然後三賢十聖次第修證。/若未悟而修非真修也(良以非真流之行無以

稱真。何有修真之行不從真起。故彼經說。若未聞說此法。多劫修六度行。畢竟不能

證真也)有云。（5）頓悟頓修者。此說上上智根性樂欲俱勝(根勝故悟欲勝故修)一聞

千悟得大總持。一念不生前後際斷(斷障如斬一綟絲。萬條頓斷。[成]修德如染一綟

絲。萬條頓色也。荷澤云。見無念體不逐物生。又云。一念與本性相應。便具河沙功

德。八萬四千波羅蜜門。一時齊用也)此人三業唯獨自明了。餘人所不見(金剛三昧經

云。空心不動具六波羅蜜。法華亦說。父母所生眼耳徹見三千界等也)且就事跡而言

之。如牛頭（法）融大師之類也。此門有二意。若因悟而修。即是解悟。若因修而悟。

即是證悟。然上皆只約今生而論。若遠推宿世則唯漸無頓。今頓見者。已是多生漸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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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發現也。」F

10

 

九、**【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 

《禪源諸詮集都序》卷2：「又須仰觀諸佛說此教意。本為何事。即一大藏經始終本末。

一時洞然明了也。且推窮教法從何來者。本從世尊一真心體流出。展轉至於當時人之

耳。今時人之目。其所說義。亦只是凡聖所依。一真心體隨緣流出。展轉遍一切處遍

一切眾生身心之中。但各於自心靜念如理思惟。即如是如是而顯現也(華嚴云。如是

如是思惟。如是如是顯現也)次觀佛說經本意者。世尊自云。我本意唯為一大事因緣

故出現於世。一大事者。欲令眾生開佛知見。乃至入佛知見道故。諸有所作常為一事。

唯以佛之知見示悟眾生。無有餘乘若二若三。三世十方諸佛法亦如是。雖以無量無數

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而為眾生演說諸法。是法皆為一佛乘故。」F

11

 

《禪源諸詮集都序》卷2：「遂於靈鷲山開示如來知見。普皆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記(究竟一乘。如四衢道中白牛車也。權教牛車大乘與實教白牛車一乘不同者。三十

餘本經論。具有明文)顯示三乘法身。平等入一乘道。乃至我臨欲滅度。在拘尸那城

娑羅雙樹間。作大師子吼。顯常住法。決定說言。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凡是有心定當

作佛。究竟涅槃常樂我淨。皆令安住祕密藏中(法華且收二乘。至涅槃經方普收六道。

會權入實。須漸次故也)即與華嚴海會師子頻呻大眾頓證。無有別異法華、涅槃。是

漸教中之終極。與華嚴等頓教。深淺無異。都為第三顯示真心即性教也)我既所應度

者皆以度訖。未得度者已為作得度因緣。故於雙樹間入大寂滅定。反本還源。與十方

三世一切諸佛。常住法界常寂常照也。」F

12

 

楞嚴經 

大乘起信論 

 

10
 (CBETA, T48, no. 2015, p. 407, b15-p. 408, a5) 

 
11 (CBETA, T48, no. 2015, p. 408, a23-b8) 
12 (CBETA, T48, no. 2015, p. 408, c1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