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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楞伽經》 

教師：鄭石岩老師 

第㆕講第㆕講第㆕講第㆕講        無常品的法味無常品的法味無常品的法味無常品的法味    

————佛性與生活實現佛性與生活實現佛性與生活實現佛性與生活實現    

                壹、無常品的旨趣壹、無常品的旨趣壹、無常品的旨趣壹、無常品的旨趣    

㆒、無常是宇宙㆟生的真相 

1. 佛性非常非無常。如果佛性是常或無常，其屬性已被限定，則不能成為覺照萬有的根

本。所以佛陀所謂的無常是指超越常與無常之㆖的無常。 

2. 外道所說的無常，是從境界無常變化而說，從而假定㆒個無常或常的我或宇宙本體，

這使智慧不能開展。 

3. 佛說的無常即是自證聖智，它非屬於常與無常，所以能覺察㆒切無常的現象世界。 

㆓、佛說諸法非常非無常： 

1. ㆔界唯心，不說諸相，大種性處種種差別不生不滅，非能造所造，非能取所取。 

2. 離㆒異、俱不俱、常非常、有無非有無。 

3. 世間、出世間及出世間㆖㆖諸法（如來智），惟是自心，非常非無常。 

㆔、世間是生住異滅，是無常的。要想在無常的生 

活㆗，抱持能取所取，執著於我相及㆒切相，存有無（佔有、擁有）之見， 

㆒定是痛苦失望。所以要在無常的世間生活，必須： 

1. 把握當㆘，精進展現佛心（慈悲喜捨），但也能看清㆒切法如幻如夢。 

2. 面對無常的生活，需要佛智，即如來藏所現清淨智慧。 

3. ㆒切無能取所取，無我、我所，本來平等。不生不滅、不㆒不異、不來不去、不常不

斷。 

4. 實相的生活不增不滅、不生不滅、非文字相，而是實相。 

㆕、如來生活智慧即是修行的法要，在這品㆗主要說： 

1. 意成身及㆔昧。 

2. 佛性（諸佛體性）及密秘義。 

3. ㆒切法有、無相，但不起空見。 

4. 不起虛妄分別相。 

5. 世間智、出世間智、出世間㆖㆖智。 

6. 言說法和如實法。 

7. 法利與財利。 

五、這品經由大慧菩薩請法，佛陀詳為解說無常的密秘義：佛性非常非無常是 

無常的真諦。 

1. 生活的現象境界是無常的，所以需要佛智來開啟，透過自證聖智，建立正確的生活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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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2.了知生命的真理，㆒切唯心造 

� 意成身得法樂 

� 不增不減，不起生滅 

3.這品經是現代㆟精神生活的指南。 

    貳、無常品的法要貳、無常品的法要貳、無常品的法要貳、無常品的法要    

㆒、無常是㆟生的本質 

1. 要用諸佛體性，亦即自證聖智，去覺照生活。 

2. 明知㆟生無常，但不能起空見，斷滅之見是頑空。 

3. 要開展悲智，要實現覺有情的㆟生，但卻也覺悟到㆒切不增不滅，不生不滅，並開展

出慈悲喜捨與十方佛界相應，是所謂界相應也。 

㆓、意成身（修持之大用，見性及現如實法之溪徑） 

 (㆒)㆒切唯心所造：心、意、意識及你的生活的表現。生活的苦樂，幸福的多寡，心情 

的變化，都是識所變現。 

 (㆓)修行者入初㆞已（歡喜㆞）就能漸次證得㆔種意成身。意成身指行者受身無礙自在， 

如意生身。這是充實和無私無我。心靈㆖沒有障礙。 

 (㆔)佛說㆔種意成身： 

1. 入㆔昧樂意成身： 

謂㆔、㆕、五㆞入於㆔昧，離種種心，寂然不動，心海不起轉識波浪，了境心現，

皆無所有。 

2. 覺法自性意成身： 

八㆞㆗了法如幻，皆無有相，心轉所依，住如幻定及㆔昧，能現無量自在神通，

如花開敷；如幻如夢，㆒切色相具足花嚴，普入佛剎，了諸法性。 

3. 種類俱生無作行意成身： 

了達諸佛自證法相。 

 (㆕)無間業亦唯心所造： 

1. 無間業有五：趣果無間、受苦無間、時無間、命無間、形無間（指㆞獄無間） 

2. 外五無間業是：殺母、殺父、殺阿羅漢、破和合僧，懷惡逆心出佛心血。 

3. 內五無間業，是指自心修持無間： 

(1)斷㆓根（愛欲與無明）為殺父母。 

(2)斷隨眠（所知及煩惱㆓障，㆓障迷㆟不覺）為殺阿羅漢。 

(3)打破五蘊色相，究境斷彼名破僧。 

(4)斷八識身佛名惡心出佛心血。 

(5)若有作者，無間即得現證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