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邊聖諦章第六 

世尊！聲聞、緣覺初觀聖諦，以一智斷諸住地；以一智四斷、知、

功德、作證，亦善知此四法義。世尊！無有出世間上上智，四智漸至

及四緣漸至，無漸至法是出世間上上智。 

聲聞緣覺的觀聖諦智，是「以」第「一」類聖「智斷諸住地」─

─四住地；又「以」第「一智」成辦「四」事──「斷」集、「知」

苦、修習道諦「功德」、及「作證」滅諦涅槃。 

但這不過是聲聞緣覺的聖諦智，斷四住煩惱，於四諦能知斷證修

而已，不是究竟的！因為「無有」第二類的「出世間上上智」。 

以聲聞緣覺，是「四智漸至」的，先生苦諦智，再生集諦智、滅

諦智、道諦智。又是「四緣漸至」的，先緣苦知苦，再漸緣集、滅、

道諦。聲聞緣覺無論是斷煩惱，生智慧，證諦理，都是漸次的，所以

沒有出世間上上智。 

如來所得出世間上上智，無論是斷煩惱，生智慧，證諦理，都是

「無漸至法」，換句話說，是頓的。 

那修菩薩道的五十三行位，也是頓的嗎？ 

世尊！聲聞、緣覺初觀聖諦，以一智斷諸住地；以一智四斷、知、

功德、作證，亦善知此四法義。世尊！聲聞、緣覺四智漸至及四緣漸

至，無有出世間上上智；無漸至法是出世間上上智。 

世尊！金剛喻者是第一義智。世尊！非聲聞、緣覺不斷無明住地

初聖諦智是第一義智。世尊！以無二聖諦智斷諸住地。世尊！如來、

應、等正覺，非一切聲聞、緣覺境界。不思議空智，斷一切煩惱藏。

世尊！若壞一切煩惱藏究竟智，是名第一義智。初聖諦智非究竟智，

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智。 

這意思說，聲聞緣覺的初聖諦智，但斷四住地，不能斷無明住地，



所以不應名為金剛喻智；也就不配稱為第一義智。 

聲聞緣覺所以不能稱為第一義智，因為「無」有第「二聖諦智」，

不能「斷諸住地」。這第二類聖諦智，名為第一義智，是「如來應等

正覺」所圓滿成就的。 

因此「初聖諦智，非究竟智」，只能說是「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智」。 

世尊！聖義者，非一切聲聞、緣覺，聲聞、緣覺成就有量功德，

聲聞、緣覺成就少分功德，故名之為聖。聖諦者，非聲聞、緣覺諦；

亦非聲聞、緣覺功德。世尊！此諦如來、應、等正覺初始覺知，然後

為無明卵藏世間開現演說，是故名聖諦。 

眾生為無明藏所圍裹，沒有智慧，不能證無上覺，如卵中有情，

還不能破卵而出。 

07.如來藏章 

 聖諦者，說甚深義，微細難知，非思量境界，是智者所知，一

切世間所不能信。 

何以故？此說甚深如來之藏；如來藏者，是如來境界，非一切聲

聞緣覺所知。如來藏處說聖諦義，如來藏處甚深，故說聖諦亦甚深，

微細難知，非思量境界，是智者所知，一切世間所不能信。 

既一切世間所不能信，那這是說給誰聽的呢？ 

08.法身章 

 若於無量煩惱藏所纏如來藏不疑惑者，於出無量煩惱藏法身亦

無疑惑，於說如來藏、如來法身、不思議佛境界及方便說，心得決定

者，此則信解說二聖諦。如是難知難解者，謂說二聖諦義。何等為說

二聖諦義？謂說作聖諦義，說無作聖諦義。 



謂說作聖諦義，說無作聖諦義。其實以性相而言，作乃相爾，無

作則是性也。 

性是無量和法身也。 

說作聖諦義者，是說有量四聖諦。何以故？非因他能知一切苦、

斷一切集、證一切滅、修一切道。是故，世尊，有有為生死、無為生

死，涅槃亦如是，有餘及無餘。 

有為生死：有我，故有分段生死。無為生死：無我，純粹是相的

變化。 

說無作聖諦義者，說無量四聖諦義。何以故？能以自力知一切受

苦、斷一切受集、證一切受滅、修一切受滅道。如是八聖諦，如來說

四聖諦。 

上說二聖諦義，每一聖諦有四聖諦，「如是」即有「八聖諦」，而

「如來」實只「說」一「四聖諦」。 

能以「自力」？云何還有「自力」呢？ 

隨緣變化、示現爾！ 

如是四無作聖諦義，唯如來應等正覺事究竟，非阿羅漢、辟支佛

事究竟。何以故？非下中上法得涅槃。 

何以故？如來應等正覺，於無作四聖諦義事究竟。以一切如來應

等正覺，知一切未來苦、斷一切煩惱上煩惱所攝受一切集、滅一切意

生身、除一切苦滅作證。 

佛有三身，化身算不算「意生身」呢？ 

世尊，非壞法故，名為苦滅。所言苦滅者，名無始無作無起無盡

離盡，常住自性清淨，離一切煩惱藏。世尊，過於恆沙不離不脫不異

不思議佛法成就說如來法身。 



非壞法故，名為苦滅：滅不是離相而斷滅。 

而是隨緣示現，心無牽掛爾！ 

常住自性清淨：常住心性清淨。 

如來法身：性周遍、相清淨也。 

世尊，如是如來法身，不離煩惱藏名如來藏。 

如來法身與眾生心識乃不一亦不異也。云何不一？相差別。云何

不異？性平等！ 

相差別者，如天人見為琉璃，人見為水，鬼見為膿血。 

09.空義隱覆真實章 

 世尊！如來藏智是如來空智。世尊！如來藏者，一切阿羅漢、

辟支佛、大力菩薩，本所不見，本所不得。世尊，有二種如來藏空智：  

如來藏智：以識相說者，為如來藏智。 

如來空智：以性空說者，為如來空智。其實以心性而言，當說是

「妙淨明性」。 

世尊！空如來藏，若離若脫若異一切煩惱藏。 

空如來藏者，謂心性也。性不是相，故言：若離、若脫、若異一

切煩惱藏。 

世尊！不空如來藏，過於恆沙不離不脫不異不思議佛法。 

不空如來藏者，謂相用也。故言：過於恆沙不離、不脫、不異、

不思議之度生方便也。 

世尊，此二空智，諸大聲聞能信如來。一切阿羅漢、辟支佛空智

於四不顛倒境界轉，是故一切阿羅漢、辟支佛，本所不見，本所不得。 



本所不得者，日用而不知也。迷而未失，證而非得。 

一切苦滅，唯佛得證，壞一切煩惱藏，修一切滅苦道。 

10.一諦章 

 世尊，此四聖諦，三是無常，一是常。何以故？三諦入有為相，

入有為相者是無常，無常者是虛妄法，虛妄法者，非諦非常非依。是

故苦諦、集諦、道諦，非第一義諦，非常非依。一苦滅諦離有為相，

離有為相者是常，常者非虛妄法，非虛妄法者，是諦是常是依。是故

滅諦，是第一義。 

滅諦者，非滅苦，而是滅「作意心」，滅「分別比較心」。而既

滅「分別比較心」，即非常亦非無常也。 

不思議是滅諦，過一切眾生心識所緣，亦非一切阿羅漢、辟支佛

智慧境界。譬如生盲不見眾色，七日嬰兒不見日輪；苦滅諦者亦復如

是，非一切凡夫心識所緣，亦非二乘智慧境界。 

不思議是滅諦：即是滅「作意心」，滅「分別比較心」也。 

凡夫識者二見顛倒，一切阿羅漢、辟支佛智者則是清淨。  

邊見者，凡夫於五受陰，我見妄想計著，生二見，是名邊見，所

謂常見斷見。見諸行無常，是斷見，非正見；見涅槃常，是常見，非

正見，妄想見故，作如是見。 

於身諸根，分別思惟，現法見壞，於有相續不見，起於斷見。妄

想見故。於心相續愚闇不解，不知剎那間意識境界，起於常見，妄想

見故。此妄想見，於彼義若過若不及，作異想分別若斷若常。 

這類凡夫，專在物質所集成的諸根著想，於是見諸根壞了，就以

為有情不再存在。他對「於」三「有相續」的事理，「不」能明「見」，

所以執為什麼都沒有了，「起於斷見」；這是唯物論者的偏見。 



有一類凡夫，「於心相續」的真義，「愚闇不解」。心雖是相續的，

但以愚癡闇昧而不能如實了解，「不知剎那間」生滅的「意識境界」，

所以「起於常見」；這是唯心論者的偏見。 

顛倒眾生於五受陰，無常常想、苦有樂想、無我我想、不淨淨想。

一切阿羅漢、辟支佛淨智者，於一切智境界及如來法身本所不見。 

或有眾生信佛語故，起常想、樂想、我想、淨想，非顛倒見，是

名正見。何以故？如來法身是常波羅密、樂波羅密、我波羅密、淨波

羅密。於佛法身作是見者，是名正見。正見者，是佛真子，從佛口生，

從正法生，從法化生，得法餘財。 

常者，心不比較，即無變易。 

樂者，身心內外，統一和諧。 

我者，隨緣示現，變化萬端。誰能主宰？有力的緣！ 

淨者，絕無矛盾、煩惱。理事無礙、事事無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