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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撰《惠能神秀偈辨》，以惠能所宗的《金剛經》義，辨惠能初偈首句「菩提本無樹」可解作

「所言菩提樹，本非實有之菩提樹」，以遮破神秀「身是菩提樹」的計執。次句「明鏡亦非臺」可解作

「所言明鏡臺，本非實有之明鏡臺」，以遮破神秀「心如明鏡臺」的計執。後半偈「佛性常清淨，何處

有塵埃」，明「本性般若智」證悟「佛性」的清淨境界，以反顯神秀「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尚未

見道，暗合五祖弘忍以「見即未到，祇到門前，尚未得入」對神秀的評鑑。

於是説者謂惠能偈頌，開南禪宗頓悟之門；神秀偈頌，奠北禪宗漸修之基。但依敦煌本法海所集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所載，則除「菩提本無

樹」的一偈頌外，還有次偈是現今流行的宗寶本所不載，後之禪典如《景德傳燈錄》、《五燈會元》等

所不錄。其偈曰：

心是菩提樹，身為明鏡臺， 明鏡本清淨，何處染塵埃！

學者有以此偈為「衍文」，未予重視，如《壇經導讀》及《壇經校釋》的作者郭明所言：「『心是菩提

樹，……何處染塵埃』這一偈頌，當屬衍文。尤其是前兩句，無異是重複神秀的話，更非慧能思想。」

郭明這些話實有待商榷。何則？惠能前偈重點在破，次偈在立。破則以般若無分別根本智悟入本原佛

性，故即相而離相，無一法得立；故一切「菩提樹」、「明鏡臺」無不遮遣，而「佛性」本亦不可説，

姑名之為「清淨」，所以到宗寶本徹底改為「本來無一物」（按：「無一物」似應指「無有一實性實相

的實物存在」，而非謂「空無所有」），則更能彰顯般若無相之旨。次偈重點在立，則以般若有分別後

得智以明悟入「佛性」前的修行境界，所以有樹、有臺、有明鏡、有塵埃種種譬喻，並藉此以反顯神秀

偈喻的失當。

惠能次偈首句「心是菩提樹」，實非如郭明所謂「重複神秀的話」，而是糾正神秀之失，因為神

秀所言「身是菩提樹」實不應理。以「菩提」是「覺」義，這是「心靈」的活動，非關於「色身」。對

向「菩提大覺」，故須修養其「心」，譬如扶植「菩提樹」，使其能開花結果，所以惠能偈言「心如菩

提樹」。

次句「身為明鏡臺」，亦能糾正神秀「心如明鏡臺」之失當。因為可喻「心」為「明鏡」，以二

者皆有「能照」的作用；但不可喻「心」為「明鏡臺」，以「明鏡臺」是「明鏡」所依托之處，究竟不

是「明鏡」，並無朗照作用；故彼亦即「心」之依托處，而究竟不是「心」，不能喻「心」。依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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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物質性的「根身」才是精神性「心識」的依托處。佛説「守護根門」，即是此義。故惠能「身為明

鏡臺」句，實暗示不守戒行，則般若靈光亦無從顯發，因此「心平」、「行直」皆不可偏廢。

末二句「明鏡本清淨，何處染塵埃」，一方面糾正神秀「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的偏差，因

為「塵埃」究非「明鏡」之本有，才成「客塵」，才可以「拂拭」得去，若「明鏡」本有「塵埃」，則

一切修行的功夫，都是徒然。一方面正顯「般若心智」本自澄明，猶如「明鏡」；一切「煩惱」，都是

「客塵」，盡皆虛妄不實，究竟無損於「般若智光」。所以，只要「心平」、「行直」，頓悟煩惱非

實，當下「般若真心」即能發揮明照大用，體會「佛性」，成就「菩提」。

若此解不誤，則當知惠能次偈，則有意趣，誠非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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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潤生著 2000年4月出版

作者李潤生居士，早年從事中國語言學及文學研究；自進新亞研究所後，師事新儒學家唐君毅先生

及佛學家羅時憲先生，轉向思想的探索，經三十餘年的鑽研，對佛家的因明學、中觀學及唯識學都

極有成績，所發表的專書著作，不下十種。

但在學術研究之餘，作者對其宗教生活，亦極其重視；此佛家所謂「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

儒家所謂「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故能與世間天地相感通，發而為文，雖片文隻字，都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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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抒胸臆，真性情、新思維的流露。

由是作者就其十八年來的所見、所聞、所思，以其敏銳的筆觸，感人的文辭，分成遊履、人物、懷

舊、藝文、思想、生活等六大範疇，撰著成佛學小品凡一百一十七篇，都能如實反映出一個現代知

識分子，在古今中外文化沖激下所行大乘佛教菩薩行的真正精神面貌。

讀者可以透過每一短篇的內容，窺見作者的內心世界，分享作者的獨特感受，開啟個體生命所涵蘊

著的無限悲情與智慧。

随缘点“在看”，都是爱的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