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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光明回顧



一、大光明回顧



    當空性跟如來藏放在一起來同時討論的時候，
我們一般是從什麼角度來看呢？
     佛宣說佛法的智慧，分了三大階段，稱為三
轉法論。      
     第一轉法論，是針對小乘所講的苦集滅道，
小乘的這個不了義的第一轉法輪；
     第二轉法輪呢，是講了般若空性的法義；
     第三轉法輪呢，是講的空不空如來藏的法義。    
                只有第二轉法輪和第三轉法輪是了           
               義法輪，其中第二轉法輪是以般若
               的空性，從側面來切入了義法，而
               到了如來藏的三轉法輪，那是正面
               講這個中道實相義的。

二、大空藏定義



所以這個空性，如果從有差別的角度來講呢，
空性是從萬法無自性的角度來講如來藏的，而
如來藏本身的是從即空即有，空不空如來藏，
中道諦來講如來藏的。當然也有講的空性，比
如說稱之為“大空性”，這個大空性呢，又跟
如來藏是同一所指，它有別於偏空的小空性。

二、大空藏定義



   佛陀在鹿野苑初轉法輪，以四聖諦為核心，開示了苦、

集、滅、道四諦真理。

• 苦諦揭示痛苦本質：原文“生老病死，苦憂悲歎。” 

• 集諦揭示痛苦根源：原文“愛緣苦，貪嗔癡熾然。”

• 滅諦指向涅槃寂靜：原文“涅槃者，苦滅為究竟。”

• 道諦提供解脫路徑：原文“八正道者，解脫正路。”

    《阿含經》雲：“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     

       小乘四聖諦為不了義，小乘教法未顯中道智慧，僅

強調涅槃的寂靜，可能導致偏向斷滅見的傾向，未揭示

“涅槃即空性”的深層含義。

三、三转法轮



第二轉法輪：般若空性的智慧

佛陀第二轉法輪以般若經典為核心，揭示了萬法無自性、

緣起性空的真理，為修行者破除實執，建立中道智慧。

《中論》雲：“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此教法讓

修行者認識到一切現象皆因緣和合，無獨立自性，

從而超越對自我與世界的執著。
•修行者觀一朵花，認識到其存在依賴陽光、水分等因緣，並非自性有，逐漸破除對物質的執著。

•面對親人的離世，修行者通過空性觀，看到生死如幻，從悲傷中解脫，回歸內心平靜。

•一位修行者在持咒時，不執著咒語的具體功效，而是觀照身心，專注於清淨念頭的覺知。

    第二轉法輪通過緣起性空與中道智慧的揭示，幫助修行

者破除對“實有”的執著與二元對立的觀念，引領其進入

空性智慧的究竟境界，為進一步修行如來藏奠定了基礎。

三、三转法轮



第三轉法輪：空不空如來藏的中道智慧

    第三轉法輪以如來藏為核心，揭示其即空即有、
不偏常斷的中道智慧。
   《楞伽經》雲：“如來藏即空即有，是無二中
道。”     
     如來藏本具佛性：“如來藏清淨，具足無量功
德。”     
    修行者在每日禪修中感受內心的慈悲與光明，這
是如來藏功德的顯現。
    如來藏離染顯淨：“煩惱如客塵，未淨不顯淨。”
    修行者通過金剛薩埵淨障法，漸感內心煩惱減少，
智慧與慈悲逐漸顯現。

三、三转法轮



四、空性的概念
    無自性：空性是指一切事物都沒有固定不
變、獨立存在的實體或自性。它強調所有現
象都是因緣和合而生，沒有永恆的實體。

   《中論》雲：“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
空。”

    實例：如桌子是由木材、工匠和工具等條
件共同構成的，沒有木材、工匠等條件，桌
子就不存在，體現了空性的無自性。

    緣起性：空性認為所有事物都是相互依存、
相互聯繫的，沒有一個事物是孤立存在的。
這種相互依存的關係就是緣起。

         《楞伽經》雲：“一切法因緣生，因緣
滅。”實例：一朵花的盛開需要陽光、土壤、
水分等多種條件的共同作用，體現了緣起性。



四、空性的概念
   破除執著：空性智慧通過揭示事物的無
自性和緣起性，幫助修行者破除對事物的
執著和偏見，達到內心的解脫和平靜。

  《金剛經》雲：“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實例：修行者在觀察自己的念頭時，發現
念頭生滅無常，沒有固定的主體或本質，
從而破除對念頭的執著。

    中道智慧：空性強調中道，避免落入有
無二邊的極端。

  《解深密經》中的勝義無自性闡述了這一
點，認為在勝義諦上，一切事物都是沒有
自性的，即空性。

       實例：數學中的“0”不代表沒有，而
是代表一種狀態或平衡，體現了中道智慧。



五、如來藏的概念
本具佛性： “如來藏清淨，具足無量功德。”（《勝鬘經》）
     如來藏是指眾生心中本具的清淨無染、能生萬法的佛性，它是眾
生成佛的潛能所在。
   實例：就像一顆種子本身具有成長為大樹的潛力，無論外界環境
如何變化，種子的這種潛能始終存在。同樣，每個眾生內心都蘊藏
著成佛的如來藏，等待被發掘和顯現。

清淨與功德： “如來藏者，本性清淨，具足無量功德，但為客塵所
覆。”（《勝鬘經》）
    如來藏本性清淨無染，蘊含著成佛所需的一切功德和智慧，但由
於被煩惱和業障所遮蔽，眾生往往難以認識到它的存在。
    實例：一位修行者在長期的禪修中，逐漸感受到內心的清淨和平
靜，這種清淨感正是如來藏本性的顯現，雖然仍被一些微細的煩惱
所覆蓋，但已能體會到其潛在的無限功德。



五、如來藏的概念
即空即有：“如來藏即空即有，是無二中道。”（《楞伽經》）
   如來藏既非純粹的空無，也非實有的存在，而是處於“即空即有”的中道
狀態。它既超越了空性的虛無，也超越了實有的執著。
   實例：在修行過程中，修行者逐漸認識到自己的內心既非完全空無，也非
實有不變，而是一種不斷變化而又蘊含無限可能的狀態。這種狀態正是如
來藏即空即有的體現。
菩提心的根源：“菩提心為因，如來藏為果。無菩提心，則如來藏不得顯
發。”（《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
    菩提心是發願成佛、利益眾生的心，它是啟動如來藏的關鍵。沒有菩提
心作為基礎，如來藏的功德和智慧就無法顯發出來。
     實例：一位修行者在發願利益眾生的過程中，逐漸感受到內心的慈悲和
智慧不斷增長，這正是菩提心激發如來藏功德和智慧的體現。



五、如來藏的概念

修行成果的體現：“如來藏雖空，而具足無量功德。”（《楞伽經》）
    通過修行，修行者可以逐漸去除煩惱和業障的遮蔽，使如來藏的清淨
本性和無量功德得以顯發，最終實現成佛的目標。
    實例：一位長期修行的居士，在不斷地淨化和提升中，逐漸感受到內
心的清淨和光明，這種清淨和光明正是如來藏功德顯發的結果，也預示
著其修行成果的不斷積累和提升。



從空性角度看如來藏

1. 空性為破執而非斷滅

《金剛經》雲：“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
電，應作如是觀。”空性教法讓我們破除對自我的實執，
體會到一切法無自性的真相。然而，這並非虛無斷滅，
而是為了顯現如來藏的潛能。

2. 大空性與小空性

    大空性超越小乘執空的斷滅見，是“即空即有”的智
慧。《普賢行法經》雲：“心如工畫師，畫種種五陰，
一切世間中，無法而不造。”這揭示了如來藏的“空不
礙有”，正是大空性與萬法緣起的體現。

六、大空藏阐释    大空藏：空性与如来藏的交融



從如來藏角度看空性

1. 即空即有的中道實相

《妙法蓮華經》雲：“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
實相。”  

    如來藏的空性並非偏空，而是即空即有的圓滿
實相。它不僅否定實執，同時也顯現萬德。

2. 空性為舟，如來藏為岸

《華嚴經》雲：“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如來藏教法讓我們理解空性是渡脫執著之舟，
而如來藏是抵達究竟覺悟的彼岸。這種智慧超越
了小乘的斷滅見，成就了大乘的究竟圓滿。

六、大空藏阐释



經典中的大空藏智慧

空性與如來藏的雙重義理

   “如來藏者，即空義也，亦即不空義。”( 《楞
伽經》)

   如來藏是空性與不空性的統一體。空性表示如
來藏離一切煩惱執著；不空性則表示如來藏具足
無量功德。

   實例：一位修行者在修行中體會到內心的清淨
與無染，這是空性顯現；同時，他發現慈悲、智
慧在實踐中自然流露，這是如來藏的功德性。

六、大空藏阐释



經典中的大空藏智慧

空性為舟，如來藏為岸

“若不入空義，則不能顯如來藏功德。”（ 《大
乘起信論》 ）

      修行者若不以空性智慧為舟，無法超越執著
的迷霧，最終也無法顯現如來藏的真實功德。

    實例：一位修行者通過觀五蘊空，破除對身心
的實執，逐漸發現內在蘊藏的佛性光明，進而堅
定菩提心。
 

六、大空藏阐释



 

大空藏：空性与如来藏的交融

大空藏的核心在于：
   空性从万法无自性角度阐释如来藏，而如来藏则从即空
即有的中道谛角度呈现。
   大空藏思想启示修行者：解脱非遥不可及，而是觉悟本
具的佛性。
  通过理解空性与如来藏的辩证关系，修行者可以：
•       突破实体性执着
•       洞见缘起性空
•       确认本具佛性
•       开启修行的本源动力、彰显修行可能性

   大空藏代表了佛法最高深的智慧结晶。它超越了小乘的
有限视野，突破了偏空的局限，呈现出即空即有、不即不
离的中道实相。

六、大空藏阐释



續藏第 65 冊 No. 1283 宗範
 

問雲何親自現證。得見自心之佛。答若以智求。智則成解。
解背圓宗。若起照心。照則立境。隨照失旨。皆影事。不
契斯宗。若了真心。自然無心合道。妙德啟口問不二。忘
言入理顯真宗。問禪宗雲今須知諸佛出身處如何。答石牛
生象子。木女孕嬰兒。諸佛從中出。最初成道時。見即便
見。不在意思。人問大梅雲。神性獨立。學人不識。答誰
教汝問。又問。莫不問者便是。答若不是。是阿誰如是問。
問神性非聲色。師所示神性。學人只識得聲色。不識真性。
答如大空藏。眾寶皆具。福德人見。直捉明月寶珠。薄福
人見銅鐵類。非藏中無寶。亦非主藏者不與。我向汝道性。
汝只見聲色。如今揚眉動目。彈指謦咳。喃喃問答。總是
此性。喚作大道。常在目前。雖在目前難睹。若上根聞便
會。更不作諸惡。喚作一受常寂然。中根數數聞說還會。
下根千萬與說。元來不會。雖記少許。如破布裡珠。出門
還漏卻。知麼。
 

六、大空藏阐释



續藏第 65 冊 No. 1283 宗範
 

問：怎樣才能親自現證，得見自己心中的佛呢？

答：如果用智慧去尋求，那麼智慧就會變成一種理解，而這種理
解會背離圓滿的宗旨。如果生起觀照的心，那麼觀照就會設立一
個境界，隨著觀照就會失去真正的意旨。這些都是影子般的事情，
與真正的宗旨不相契合。如果了悟了真心，自然就會無心而合於
道。就像妙德菩薩開口問不二法門，忘記了言語而深入理境，顯
露出真正的宗旨。

問：禪宗說“今須知諸佛出身處如何”，這是什麼意思呢？

答：就像石牛生出象子，木女懷孕生下嬰兒一樣，諸佛也是從某
個地方出身，最初成道的時候，見就是見，不需要用意識去思考。
有人問大梅法師：“神性獨立，學人不識，這是什麼意思？”大
梅法師回答：“是誰教你這樣問的？”又問：“難道不是問的人
就是這樣嗎？”大梅法師回答：“不是，那麼是誰在這樣問呢？”

六、大空藏阐释



續藏第 65 冊 No. 1283 宗範
 

再問：“神性不是聲色，法師所示的神性，學人只認識到聲色，
而不認識真性。”大梅法師答：“就像大空藏裡，眾寶都具備。
福德深厚的人能看見並直接抓取明月寶珠，而福德淺薄的人只能
看見銅鐵之類的東西。這並不是因為藏中沒有寶貝，也不是因為
主管寶藏的人不給。我向你講說佛性，你卻只看見聲色。其實，
現在揚眉動目、彈指咳嗽、喃喃自語、相互問答，都是這個佛性
的表現。它被稱作大道，常常就在眼前。雖然就在眼前，卻難以
被察覺。如果是上根之人，一聽就會，更不再做惡業，這就叫做
一受常寂然。中根之人，多次聽聞後才會明白。而下根之人，即
使說千萬遍，也原來不會，雖然能記住一些，但就像破布裡的珠
子，一出門就漏掉了。你知道嗎？”

 

六、大空藏阐释



日常功課中的空性與如來藏
1、祈請文與大禮拜
   每日念誦上師祈請文、八正道和普賢十大願，讓我時刻憶念空
性與如來藏的智慧。

     《普賢行願品》雲：“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
面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刹。”這教導我們在行願中體會
空性，發起大菩提心。

2、念誦經典中的啟示

 《地藏經》讓我反思因果的無盡緣起；

 《華嚴經》展示法界的圓滿莊嚴；

 《金剛經》讓我觀照無住生心；

 《楞嚴經》讓我深入瞭解如來藏的自性清淨。

    這些經典不僅是理論，更是指引我們從空性智慧走向如來藏功
德的實踐指南。

六、大空藏阐释



日常功課中的空性與如來藏

3、百字明咒與金剛薩埵淨障法

   百字明咒和修持金剛薩埵淨障法，是我日常修

行的重要部分。百字明咒中有句：“薩埵薩摩訶

薩埵也。”通過觀想金剛薩埵，淨化身口意的障

礙，體會空性與如來藏無礙圓融。

六、大空藏阐释



日常修行中的大空藏智慧

1. 以空性超越執著

生活中的紛繁瑣事常令人煩惱。以空性觀照，我

們能看到苦樂皆為無常，無需執著。

2. 以如來藏發菩提心

空性讓我們放下執著，而如來藏讓我們承擔責任。

作為居士，我們既要在家庭、事業中實踐利他心，

也要在修行中淨除業障，利益無量眾生。

3. 禪修與實相的契入

在每日禪修中，我感受到空性帶來的廣闊無邊，

也體會到如來藏所顯現的圓滿智慧。這不僅是內

心的安住，更是生活的轉化。

六、大空藏阐释



修行的究竟目標

    修行階段是我們邁向覺悟的階
梯，空性與如來藏是我們指引方
向的智慧明燈。
    願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以空性
為舟，以如來藏為岸，發菩提心，
圓滿佛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