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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用章 第三 

第二節 

 

【玄義】本節演義宇宙天地萬法萬物，皆生於汝心，

帶有自心「真體」元始之基因。是以，萬法萬物之森

羅萬象，乃至變化無窮，皆受汝心「真體」之統御。

是故，萬法之本者，正汝自心也。了知一切法是汝心

者，善道惡途，皆是心成；天堂地獄，悉由心造；一

切苦樂，皆由心召。是以，法無定相，隨汝心念，是

矣。心念是種能量電波，速超於光波，有遍空的作用

力．亦有回返的反作用力。心念電波顯現境界相，故

心念殊別，而顯現迥異之法界相。部分的法界相，即

是現今科學所探測的場物、能量。 

 

  萬法萬物，乃汝心念隨緣依托心性顯現之境界相。

心念顯相，乃緣生法，無常無定，並非堅實，實乃虛

幻之假相，豈可執實乎！世人不明「境相虛幻」，誤

為真實，遂致「妄心取著」，堅牢不破。此乃不明「真

道」實相而執虛，不明「真體」真實而捨實，故我等

取著之「執虛捨實」，如愚輩執夢相為真。如是「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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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迷真」，捨本逐末，實可嘆矣。故當觀汝心念，覺

照自心「真體」，斫伐妄心，回歸真心。如是「觀心

覺照」，「伐妄歸真」，不取相，不滅相，空有一如，

理事不二，即「圓融中道」也。德歸自心「真體」之

光壽無量，德復「自性」稟賦之靈明炳赫，「德證真

道」是矣。 

 

 

【真文】  

萬法之本 正汝自心 法無定相 隨汝心念 

 

【疏文】萬法之本．正汝自心者．宇宙萬法萬

物．總不出汝自心．皆受汝心「真體」統御．萬

法一心理事圓備；一切法是汝心．汝心即一切法

也。法無定相．隨汝心念者．善道惡途．皆是心

成；天堂地獄．悉由心造；一切苦樂．皆由心召；

心念念力．是創造人生與推動世界不斷變化的根

本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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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法之本 正汝自心～ 

 

【鈔文】萬法之本，正汝自心者，宇宙萬法，天地

萬物，總不出汝之自心。此一心法，理事圓備。理者，

理體也。此乃吾人靈體根元之自性「真體」。事者，

事相也。此為自心「真體」總元，變現出的宇宙萬法，

天地萬物。是知，宇宙天地之萬法萬物，皆原生於吾

人之一心，皆帶有自心「真體」元始祖根之基因

（DNA）。是以，萬法萬物之森羅萬象，乃至變化無

窮，皆受汝心「真體」之統御。此乃萬法一心，一心

理事圓備矣。 

 

  我等若明自心心法之理事圓備，自了十方法界，

上帝諸天眾神、諸佛菩薩、三途六道一切眾生等，皆

同此一心法。意即：十法界上帝諸天眾神、諸佛菩薩、

有情之芸芸眾生……，其身相雖具萬類萬殊之事相差

別，但自心「真體」之理體，乃是平等一如。猶如十

方虛空羅列森羅之萬物萬象，其物相雖具森羅萬象之

事相差別，但十方虛空之空相理體，卻是無二無別。

是故，吾等能如是明了自心理事之圓備，自能照見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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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萬物之差別事相，而會歸於一心「真體」之平等理

體。此之「會」差別相，而「歸」平等性者，意如「會」

川海萬水為一濕，融鐶釧金器為一金，變酥酪眾食為

一味。是也。 

 

  明了一心理事圓備，則明萬法之本，正汝自心。

是故，一切法是汝心，汝心即一切法。是以，自心「真

體」道絕名言，體無變異，空寂無相。但不礙繁興，

一現萬殊，依「真體」（如月體）普現宇宙萬法、天

地萬物（如千江月）。萬法萬物（千江月）之相，皆

虛妄了無自性，但同原同一「真體」（月體）法味。

其體相關係，如月入千江，千江月之月影與月體不分，

即是體之用，用彌法界。亦即自心「真體」含用（統

御）於所生之萬法，且周遍於宇宙天地一切法界。如

是體用交徹於萬法，因果相繫，卷舒同時，運用施為，

則起心動念不離一切法，故一切法是汝自心，汝自心

即一切法。萬法之本者，正汝自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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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無定相 隨汝心念～ 

 

【鈔文】法無定相，隨汝心念者，萬法之本，正汝

自心，了知一切法是汝自心者，則明善惡在你一心。

心善則感喜樂光明，心惡則召憂苦黑暗。光明黑暗無

定性，但隨汝心念善惡之迴轉而已。汝若心存謙厚、

誠懇、仁慈、勤儉……利他者，善念也。若心存傲慢、

虛偽、凶惡、奢侈……自私自利者，惡念也。故一念

善，感受喜樂之光明世界，則善者愈善，惡者亦轉為

善。一念惡，感召憂苦之黑暗世界，非但惡者愈惡，

善者亦轉為惡。是以，吾人是感受喜樂光明的天堂生

活，或感召憂苦黑暗的地獄環境，唯在汝一心善惡心

念的念力。故曰「法無定相，隨汝心念。」 

 

  嘗觀我等凡夫，不明真實諦理，不能降伏妄心。

皆馳心於生滅有為之境，用智於有為之事。天天營謀，

未嘗片刻清靜，日日念慮，未見一時安閒。真常無為

之道，截然不修，自心「真體」本具之性德，皆為妄

心私欲所蒙蔽，過度偏執於四大假合之色身。舉心動

念，皆汲汲為名，孜孜為利，貪圖生活之享樂富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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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日沉醉於物慾濁流之紅塵中，迷惑顛倒，亂用性德。

踐踏難得之身，不知覺地損性害命，糊塗地走完人生。

如斯之人，是增福消罪？抑或消福增罪？天堂地獄由

心造，生死禍福由心召；法無定相，隨汝心念，一念

之差恐萬劫難復。 

 

  人心善變，如變色龍，能善能惡，能正能邪，能

明能暗，能道能魔。吾人心念，隨因緣而具有極大的

可變性，可作正人君子，亦可為不肖之徒；可上升天

堂，亦可沉淪地獄。是故，人心善惡全在一念之間，

一念善心歸於善．自得善道；一念惡心歸於惡，自取

惡途。是知，善道惡途之感召，全由心念所造成。天

堂變地獄，或地獄變天堂；淨土轉穢土，或穢土轉淨

土。其不同法（世）界之變易昇沉，悉由吾人一念心

之所變所轉。故人生歷程走勢的花報，乃至來生的果

報，其一切苦樂，非汝心念，其由誰乎。 

 

【鈔文】心念創造人生。明「法無定相，隨汝心念」

之理，則知心念念力，是創造人生、推動世界不斷變

化的根本力量。當心念明極而動，就會於念力中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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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所以，心念之善惡念力，直接關係著人生之美

好與醜惡。個人心存善念而感恩關愛世人，此善念力

正能量波動之頻率，將促使自身之精神生活顯現愉悅、

喜樂、熱忱、活力、滿足和希望；其色身與物質生活

結構也將呈現健康長壽、青春美麗，財富尊貴等美好

的人生。反之，個人若心存惡念而自私、怨恨他人，

此惡念力負能量波動之頻率，將促使自身之精神生活

顯現厭煩、惱怒、嫉妒、批評、內疚、擔憂、恐懼和

絕望；其色身與物質生活結構也將呈現多病短命、醜

陋人厭，貧窮卑賤等醜惡的人生。 

 

  心念感召大環境。善惡感受生活外，亦感召環境。

現今，科學突飛，醫學猛進，而人之疾病反增不減。

何以故？此一切疾病皆因物質文明染汙心性、精神滑

落所導致的。是知「欲治病，當先治心。」心者，乃

載道之器，心靜而慧明，心亂而昏昧。是故，心正慧

明而福生，心邪昏昧而禍至。根據物理學法則，人起

心動念之心念念力會立即散播至大氣中，引起一連串

的振動，給周遭環境帶來相對的影響。所以，心念若

起自私、怨恨的惡念力，生活環境，即會產生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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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爭、災難的悶氣。心識若起仁慈、喜悅的善念力，

生活環境則會產生吉利、安樂、祥和，自他兩利溫暖

的氛圍。 

 

  綜觀地球異常的天象、種種災變，導致生態嚴重

破壞，世界上所有的生物終將不能生存。這些，是否

純係大自然的天然災害所導致？答：非也。此乃人心

所感召的人為災害。何以故？人心是能感，災害為所

感。是故，世道人心良善，必感風調雨順，世界祥和，

地球欣欣向榮而生生不息，世人之生活與世界環境一

切都美好。反之，世道人心若不善，必召天災人禍，

生活與環境一切都醜惡，終將敗壞世界，乃至毀滅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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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文】  

心念電波 顯現境相 迥異法界 科測場物 

 

【疏文】心念電波．顯現境相者．吾人之起心

動念之心念電波．其速度超越於光波．可發揮遍

及時空的作用力．同時也會有回返不可思議的反

作用力．不同的心念電波．會顯現殊別的境界相。

迥異法界．科測場物者．法界無定相．隨汝心念

顯現迥異之十法界。科學唯能探測全宇宙網（九

法界）之 10%．餘 90%之淨念法界無以探索。 

 

～心念電波 顯現境相～ 

 

【鈔文】心念電波，顯現境相者，吾人之起心動念，

都會產生能量電波。這種心念電波有別於光波和聲波，

以我們的生活經驗可感知三者之因緣關係。每當暴風

雨欲來之前，總是閃電在先，雷鳴在後，此現象證明

光波的速度比聲波快。然而，世上有種無形的電波更

超越於光波，它能飛越千山萬水，橫跨際涯，而且它

的力量會影響整個生活環境和世界，此電波即是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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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之心念也。心念電波之波動產生，有如觸動湖水

水波蕩漾之作用力外，也會有水波回返原點的反作用

力。是故，吾人一個心念的力量，可發揮遍及時空的

作用力，同時也會有回返不可思議的反作用力。故知，

心念作用力之因和反作用力之果，會是無止息的循環。 

 

  吾人不同的心念電波，會投影出殊別的境界相，

此如同操作電腦，給予電波指令，螢幕即會顯現影相

功能。是知，只要心起好的心念電波指令，人生螢幕

即會投顯出美好的境界影相。是故，我等人生大螢幕

的境相劇情，是否美好精彩？其關鍵的指令就是我們

的心念電波。譬如說，當汝心中尊敬某人或喜歡某一

個人時，心念電波一發，心中即刻投影出可敬或可愛

之人的境界影相，令汝尊敬或歡喜的作用力（因）。

同時，會有回返而讓自己變得良善、可愛之反作用力

（果）。同理，若汝心中憎惡某人或討厭某個人，心

中會顯現厭惡不快樂影相的作用力（因）。此不善的

心念電波，也會回返而讓自己變得可憎、令人不悅之

反作用力（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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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無定相．隨汝心念。」俗謂「同床異夢」者，

如夫妻同睡一張床，但二者心念電波有善惡之異，故

於夢境時會各別呈現善念美好、惡念醜惡的不同境界

相。夜間夢境如是，日間生活亦復如是，不同的心念

顯現殊別的境相。恰如住在同一屋簷下，一個喜歡看

好書而得寧靜喜悅的心念電波，呈現美好的生活境界

相；另一個喜歡電腦遊戲而得煩躁不悅的心念電波，

呈現厭煩不安的生活現象。個人之人生是每天生活心

念之累積，是知，汝每天的心念都在決定人生，都在

創造你自己人生的命運，同時也在撒播來生果報的種

子。故汝今世之人生或來生的果報，欲得真善美幸福

的美好境相，在汝心中當隨時存發真善美心念電波的

幸福種子。 

 

【鈔文】心念感召來生果報。心念善惡除感受今生

生活環境外，亦感召來生之果報。今生汝心若隨淨心

細念者，則具足性淨光明功德，來生自歸於自性本然

清淨之光明淨土，顯現聖法界無量光壽的依正莊嚴。

此如於汝心田播種光明的金剛種子，開出光明燦爛的

神花，結出金剛不壞的正果。今生汝心若隨善心粗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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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則具足世間種種福德，來生自得三界諸天之天堂

或人間善道，顯現有為的人天福報。此如於汝心田播

種五穀五菓，果實是否豐盈？乃隨善心因緣強弱而定。

今生汝心若隨惡心重念者，則具惡道之種種惡報，來

生自取三途惡道之畜牲、餓鬼或地獄，顯現三途業報

之眾苦。此如於汝心田播種荊棘毒卉種子，其結果荊

棘長滿地，召感不自在且遍體鱗傷之惡果，毒卉非但

毒死色身，亦毒害自己之法身慧命。 

 

～迥異法界 科測場物～ 

 

【鈔文】迥異法界，科測場物者，大道至極，自心

「真體」實相之無相者，乃無念真常之無為不生滅法

界，即謂「一真法界」，或稱「無極一真法界」。「真

體」實相之無不相者，是心念無常之有為生滅法界，

總稱「九法界」，或謂「太極一數法界」。一真法界合

九法界，即一切法之十法界。十法界無定相，隨汝心

念顯現，故汝介爾一念，具十法界，一切法是汝心，

汝心即一切法。是以，現今科學所探測的暗物質與暗

能量，是種不可見的能量場，能推動宇宙中恒星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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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的運動。換言之，此一不可見地能量場，即是六道

眾生心念的能量場。 

 

  清淨無為，無極一真法界。自心「真體」之無極

一真，從本以來，實乃空寂無相之性體，本非虛妄心

念，故「若離心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同理則知，

若離九法界之差別境界相，以無虛妄心念，而得一心

清淨故。由是，證得大道至極，自心「真體」無極一

真之大覺性，回歸自性自然無為大解脫大自在之本鄉，

融入真心萬般莊嚴之大光明世界。此無極一真，乃屬

純法性之清淨無為法界，實非九法界（全宇宙網）法

相者，所能窺知明了。 

 

  心念殊別，三輩九法界。心念之起，由汝未達無

極一真之真常無為，以一念不覺，起心動念之取相分

別，而有我相人相等諸相。從此，心念剎那不停，三

際遷流，流出一切法之三細六麤差別境相。是以，心

念殊別之異，類分淨念、善念與惡念，而為三輩九法

界。以宏觀宇宙之全宇宙網而言，時代科學研發尖端

科器，探索生命宇宙的真相，目前亦只能探索到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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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網（九法界）之１0%；另 90%之淨念三聖法界無

以探索。是以，吾人唯具粗心念之意識肉眼，縱然運

用尖端科學探索或透過哲學辯析論證，亦僅契應於粗

心念之精神（自然）現象和物質（物理）現象。故此

淨念（含無為之法性）之三聖法界，人們唯有放下妄

想分別執著，證得清淨心淨性之慧眼或法眼，方得契

應三聖法界之真相。 

 

  上輩淨念，三聖道法界。依自心「真體」清淨之

性定，可分上、中、下三品，而為三聖道法界。其中、

下品者，經依性（淨）定無為之修持，必須斷盡分段

生死之見思（粗念）煩惱後，續斷變易生死之塵沙（細

念）無明。上品者，於細念之塵沙無明斷盡後，續斷

微細念之根本無明。此言斷根本無明，依層次可再分

為四十一個階位。此上品者雖不具無極一真法界之

無盡光明與微妙莊嚴，但與諸大覺者實己接近矣。

彼此之差，僅如太陰曆十四日和十五日月光之微異。

此上輩淨念之三聖法界，占九法界（全宇宙網）之

90%，是人類科學所偵測不到吾人本有清淨自性之

法性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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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輩善念，三善道法界。依善念和靜定深淺之有

為修持，可分為上、中、下三品，而為三善道法界。

其上品善法界：依上品十善修得四空靜定者，是為無

色界四空天之天人。依上品十善修得初禪～四禪靜定

者，是為色界第七層天到二十四層天之天人。中品善

法界：依上品十善修得相似定者，是為欲界第三層天

到第六層天之天人。另依上品十善無修定者，是為欲

界第一、二層天之天人（此天人尚有瞋恨惡習氣者，

名為阿修羅）。此上、中品善法界之三界二十八層天，

即是現代科學探測到 70%的暗能量。下品善法界：

依中、下品十善或五性戒之共業分修持，而同得人身。

但每個人之別業分皆不相同，如個人長相之異，健康

壽命之差，貧富貴賤之別……各皆不一。此人間法界

和畜生道法界，即是現代科學所探測到 5%的發光和

不發光物體。 

 

  下輩惡念，三惡道法界。依貪瞋痴惡念之濁惡輕

重，分為畜生、餓鬼、地獄三道，而為三惡道法界。

畜牲道法界者：我等有情眾生心念造作種種愚癡業因，

因而顯現畜生色身果報。畜生道種類繁多，差別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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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分有魚、鳥、獸三大類，細分約有四十億種之多。

餓鬼道法界者：我等有情眾生心念造作慳貪嫉妒業因，

因而顯現餓鬼色身果報。地獄道法界者：我等有情眾

生心念造作瞋恨等重惡業因，是以嗔心惡念，靈魂不

潔，靈氣重濁，墮地獄果報。上之餓鬼道法界和此地

獄道法界，即是現代科學所探測到 23%的暗物質。 

 

【鈔文】心靈（念）不滅。舉世眾多哲學家與宗教

家，自古以來無不堅信心念（靈魂）的存在和不滅。

如希臘大哲學家蘇格拉底（Socrates, 前 469-前

399）、柏拉圖（Plato, 約前 427-前 347）、畢達哥拉

斯（Pythagoras, 前 572-前 497）以及德國的叔本

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等，都認

定心靈不滅。畢達哥拉斯說：「不潔的靈魂，因為靈

氣重濁，而墮地獄。」叔本華也說：「死為物質生命

的最後，而不是自己存在的最後。」猶太族的摩西

（Moses, 前 1391-前 1271）、耶穌（Jeshua ben 

Joseph, 約前 6-29 ）、阿拉 伯 的 穆罕 默 德

（Muhammad, 約 570-632）、印度的釋迦牟尼、中

國的老子和孔子（前 551-前 479）等，都親證心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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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不滅，確有來生轉世之輪迴。時代的科學家

們正用尖端科學在探索心念（靈魂）的真相，期待未

來心念能量科學可以完美的揭開心靈的奧秘。 

 

  世道常言，人總是赤裸裸的來，空空而去。此乃

僅以色身生命之物質（物理）現象而言，若以靈體生

命之心靈（精神）真相而論，卻是「萬般將不去，唯

有業隨身」。吾人心念一生所造作的善惡業因，其業

因信息全皆烙印於心識（八識田中）靈體裡，而為來

先去後作主人。當色身生命滅後，神識將背著沉重的

業因包袱，是以「真體」不滅系統所鑲嵌的業因信息，

在無盡的時空裡，隨色身生滅而輪轉不休。故以人身

難得的機緣，明體德用，歸真於自性清淨莊嚴的大光

明世界；或只修人天有漏之福，繼續輪轉不休；還是

醉生夢死的造作貪瞋痴三途惡道的業因，召感三途惡

道色身之果報，而萬劫難復。諸此種種果報，唯看吾

人自心的心念，一念之差，果報將天壤之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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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文】  

境相虛幻 妄心取著 執虛捨實 昧體迷真 

 

【疏文】境相虛幻者．一切法之境相．乃汝心

念之顯相．緣聚則生．緣散即滅．故謂境相虛幻

也。妄心取著者．世人不明境相虛幻．誤為真實．

遂致妄心取著．堅牢不破也。執虛捨實者．我等

不明「真道」實相．認虛為實．謂「執虛」．不明

「真體」真實．謂「捨實」。昧體迷真者．吾人不

明自心「真體」．迷離「真道」．取著境相．執虛

捨實．捨本逐末．是謂「昧體迷真」也。 

 

～境相虛幻～ 

 

【鈔文】境相虛幻者，萬法之本，正汝自心，一切

法是汝心，汝心即一切法。是故，一切萬法，乃汝心

念隨緣依托心性，無極一真「真體」顯現之境相爾。

故知，心念顯現之宇宙萬法、天地萬物，皆是有為對

待之生滅法。其世間萬事、天地萬物，有為之對待者，

誠如陰陽，正負，男女，人我，生死，盛衰，苦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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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醜……。一切法之境相，乃汝心念之顯相（心念如

電腦指令，念起給指令螢幕顯相，無念無指令螢幕不

顯其相）。是故，緣聚則生，緣散即滅，且正當顯相

現有之時，亦復時起變化，無常無定。是知，一切法

相，並非堅實，實乃虛幻之假相。謂曰「凡所有相，

皆是虛妄。」我等世人，豈可執為真實乎！是以，自

心心性「真體」本空寂無相故。 

 

～妄心取著～ 

 

【鈔文】妄心取著者，我等世人，不明境相虛幻，

有即是空之真諦，誤認一切相皆是真實，遂致妄心取

著於有為之生滅相，堅牢不破。我等妄心，是因錯誤

的執著，而有種種的計較、取著，無始來執持不斷，

累積無數的業力，由是現起色受想行識，五蘊假有之

生滅色身。實則於自心「真體」清淨心中，本無此物

矣。我等當知，世間一切有為之萬事萬物，皆如夢境、

幻相、浮泡、影像，既如朝露，亦如電光之虛幻不實。

惟時今科技時代的花花世界，面對隨處可見瞬息幻化

之美色當前，能不取著物色，能無縱性怡情，能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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蕩神迷，能無心情紛飛，心不著迷者實鮮少矣。 

 

  今之社會，物色、美色如雲，聲色犬馬，一應俱

全，極盡虛華，幻化不實。況且，都會區裡酒樓林立，

燕語鶯聲，醉舞狂歌，佳餚美酒，甚有美女侍伴，無

不悅耳奪目，妖豔熾盛惑人。故言此社會既是個迷人

萬花筒，更是個誘惑的大染缸。如斯社會充斥人心物

化現象，導致世人之稟性動輒有輕視道德之缺憾，欠

缺完美。人人崇尚拜金與物質之功利主義，妄心取著

之貪念強而難平。無能以慧制妄，不能以正壓邪，心

中昏暗不明，知見顛倒，心神不寧，引發無序化狀態。

從而產生惡性循環，慾念趨重，妄心更強，取著財色

名利愈甚。如是聲色物役短暫刺激快樂之虛幻，其伴

隨而來的則是空虛與罪惡感。故言時人妄心取著於財

色名利，追逐幻想與快樂之餘，終究還是會被酒色名

利所擊敗。 

 

【鈔文】妄心取著，科技物質。時今科技文明，物

質豐厚，人類社會已全面發展到網資時代。人們盡享

物質文明的同時，不難發現人心涵養已被物化，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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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潔已遭污染，個人倫理淪喪與社會道德觀全面滑落。

人們處身於心靈空虛，精神渙散而無所寄托之大環境

下，導致整個社會風氣彌漫著種種不善且不良的歪風。

諸如︰人們只著重外表虛華的修飾包裝，而不講求內

在素質的切實；生活方面，亦只講求外表的浮華，忽

略了內心本應重視的道德仁義。故今社會普現「金玉

其外，敗絮其中」的怪異現象。諸如︰食安問題、染

污環境、破壞生態……，如斯層出不窮的社會公害問

題，係因於時人不明「真道」實相，妄心取著於時代

科技之物質文明，而產生種種嚴重的公害問題。 

 

  科技產品創新，日新月異，人們一昧瘋狂的追逐

消費，普遍浸淫於３Ｃ冰冷的螢幕世界裡。無論是在

捷運車廂或車站等公共場所，隨處可目睹人手一機，

不禁讓人憂心全民不讀書之墮落文化，其結果將會給

社會帶來甚麼樣嚴重的後果?實令人不堪想像。當前，

吾人已普皆感受到精神文化衰敗之人心物化，致使人

情冷漠，心靈空蕩，精神浮躁，從而追求刺激麻醉，

尋求荒誕怪異，非但造作社會種種犯行，層出不窮，

防不慎防。同時，其禍害更有如節外生枝般伴隨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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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顯見。時今人心不古，罔顧禮義廉恥，不遵聖賢

教誨，不行道德仁義。進而，縱情恣欲，身行輕躁，

不惜色身，不寶性命，作賤自己，自取敗壞於天下。

諸此傷風敗德現象，皆因世人不明境相虛幻之真諦，

由是妄心取著於科資之物色、聲色與美色，致使世人

迅即失卻本性之良善。實可悲、可嘆矣。 

 

～執虛捨實～ 

 

【鈔文】執虛捨實者，汝之自心「真體」，本是空寂

無相之真實性。妄心若離相離念而得究竟清淨，即是

回歸真心之真實性。自心「真體」本無相（本無夢相），

若言有相，便是心念取著了境界相（夢中境相）。法

無定相，隨汝心念，依自心「真體」，現起妄心（無

極而太極）顯現正報色身、依報之生活世界等相。此

乃依他起性，相同於入眠之時，隨緣而現夢中境相。

當知夢時心，與醒時心，實非二心。是心以睡眠之因，

故名為夢心，實非夢心之外，另有個醒心。心念顯現

之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者，乃緣之假現虛相，實

是生本無生也。我等凡人因不明「真道」實相妙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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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致顛倒誤認虛相為真實。此一計較執著妄心「境相」

之虛妄，謂之「執虛」。不明真心「真體」之真實，謂

之「捨實」。故我等世人妄心著相之「執虛捨實」，正

如愚癡之輩，執著夢境虛相為真實之「執虛捨實」。 

 

  世上功名水上漚，人間富貴花朝露，世間之功名

富貴，有如過眼雲煙之虛幻不實。但世人不明權高會

墮落，積財必消散，緣聚終別離，有命咸歸死之真實

諦理。更不知嗜欲傷神，財多累身之害。總是執著不

實之名（權）利為真，取著虛幻之財色為實。天天執

取這些虛幻不實之假相，患得患失；得之則樂，失之

則愁。不明「真道」之人心，總是「執虛捨實」而「欲

海難填」。得之則愈貪得，樂之則愈貪樂，不知「知

足常樂」、「功遂身退」之道，更不解樂極生悲之理。

聖人若不以擁有天下為貴，無有財色名利之得失，則

天下尚有何物足累其心。聖人如是身教於天下萬民，

令人們能於有為對待中，悟出消長盈虛的道理，諸如

富貴不驕，方無禍害；富甲天下，終歸無有；嶄露鋒

芒，易招頓挫；持滿則傾，恰如其分；功遂身退……。

故修真者，能不「執虛捨實」，方合「真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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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體迷真～ 

 

【鈔文】昧體迷真者，乃不明自心「真體」，而迷離

真道，是也。自心「真體」者，本然清淨，皎潔湛然，

原自虛明，無欲無為，斂之全無朕兆，放之彌滿六合。

宇宙萬法，天地萬物，順依「真體」自然無為規律運

化，自然而生，無為而滅。從生至滅，從滅到生，生

而為有，滅而為無。生滅有無，循環不已，一切自然

無為，毫無有為造作。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平等齊

觀於萬物萬法如一己身，不偏不倚。何嘗有所分別乎？

又何嘗有所偏愛乎？廓然無私，無絲毫私自之小為。

情與無情，本同「真體」，亦與太虛同其體用，本無

爾我對待之分。只因人心不覺妄緣，妄心自我分別，

填塞靈明之體，障蔽圓明之光，迷離「真道」之自然

無為。故人心總在私欲有為中鐫求，遠不如宇宙萬法，

天地萬物，無心無欲之自然無為。 

 

  人心私欲取著境相，而「執虛捨實」。由是，外

為境相所迷，內為心念所擾，不知返照自心「真體」。

因而「昧體迷真」，違逆無念「真體」大公無私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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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宇宙萬法，天地萬物，本無有為對待的好壞與善

惡。是故，天地大公無私，並未輕薄萬物而厚澤人類。

人在天地自然面前是何其渺小！人類自詡為萬物之

靈，人心卻乖違自然無為之大公無私，而有自私自利

的分別執著。不敬天地、聖賢，不遵從自然，總冀望

於虛幻中得到真實；不遵行無為，皆在勉強中妄圖占

有不放。由是，物欲閉塞，智見梗塞，心識蒙昧。非

但無以修心立德，反是，急功近利，目光短淺，只知

一昧的心外奢求。唯圖物質享受之虛表，不求精神道

德之實質。此乃今人「昧體迷真」，捨本逐末，愚昧

無知的現象。實可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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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文】  

觀心覺照 伐妄歸真 中道圓融 德證真道 

 

【疏文】觀心覺照．伐妄歸真者．觀汝心念．

覺照自心「真體」．斫伐妄心．回歸真心也。吾人

修因時．既能不取相不滅相．不偏空．不著有．

空有不偏著．則是空有之中道圓融。德證真道者．

吾人大志修「真道」．不昧「真體」元靈．德以觀

心覺照．伐妄歸真．皆歸中道圓融之運化．德歸

自心「真體」之光壽無量．德復「自性」稟賦之

靈明炳赫．如是「德證真道」是也。 

 

～觀心覺照 伐妄歸真～ 

 

【鈔文】觀汝心念，覺照自心「真體」；斫伐妄心，

回歸真心。萬法之本，是汝自心。宇宙萬法，天地萬

物，乃隨汝心念顯現。故一切境相，變化無方，無有

定相，生滅無常，如夢幻泡影，稍縱即逝。如是，妄

境熏染妄心，妄心取著妄境，汝心執虛捨實，總給自

心「真體」平添障礙，從而淪為「昧體迷真」。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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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心「真體」本然清淨，本無生滅、總別、聖凡、來

去、人我等有為對待之相。儘管隨緣現起萬彙諸相，

然而，絕待空寂之「真體」中，自始至終，仍未曾有

一物。故唯自心「真體」，湛寂清淨，究竟堅固，永

不污染，永不壞滅。人若能體悟此理，觀心覺照，伐

妄歸真，德用無方。若不得此理，而無覺照，必湮沒

在境相物流中，隨波逐流，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

已是百年身。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清濁升降，唯在

一念之間。 

 

  大道無極一真「真體」，乃吾人自心，人人本具，

個個天賦。唯看個人之修不修、覺與不覺。故「觀心

覺照」之覺修，是「伐妄歸真」的關鍵。吾人若以妄

心有為之意識修學，唯得有為生滅之人天福，欲得真

心無為之清淨莊嚴、無盡光明，將如蒸沙作飯，無有

是處。「觀心覺照」之「觀」與「心」者，「觀」有宏

觀、微觀、慧觀、內觀、妙觀等等，不同層次的妙方

功法。「心」是萬法一心，圓具理事、性相、空有、真

妄、一真一數、道可道與無極太極等等，至極博大精

深的理法體系。是故，真道修學，唯此「觀心」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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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明則無不明，心通則一切通。是以，「真道」法要

全於自心，全在於觀心覺照，伐妄歸真，德歸自心「真

體」靈明湛寂之實相。 

 

  觀心覺照之觀心者，我等初學當隨時隨地迴光返

照自我當下起心動念之善惡；進而覺察自身之習氣毛

病，省己悔過。所以「觀心」即是「調心」，是為安心

法門。我等世人，妄想多，心念雜，若不能觀心，即

會糾結成無明與煩惱。初學者，能觀心而得安心，進

而靜觀一切有為萬法之境相，皆如浮泡之虛妄，而毫

無留戀。靜觀一切情執愛染行為，皆如夢境之虛幻，

而毫無貪著。心中之塵緣情景，隨順靜心之靜觀，而

冰釋無跡。如是於生活中反復用功，妄念漸少，靜心

覺照，感悟心生即亂，念動即乖，法生皆妄。由是，

覷破世事，人我是非，如夢如幻，除情去欲。一眼覷

定無極一真，本不生之自心「真體」，直指向上於心

元之空寂。 

 

  觀心覺照之覺照者，我等學人能得「觀心」法要，

在生活裡自有「覺照」功夫。覺照之「覺」者，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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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聞覺知，乃眾妙之源；「照」者，是為覺知之作用。

汝於日常生活中，六根接觸六塵，一切境界現象的發

生，汝皆覺知而了然於心。隨汝「觀心覺照」，令妄

心不輕易跟著念頭轉動，能制心一處，而如如不動。

由一念「觀心覺照」的始覺，逐步的斫伐妄心，而回

歸於真心。如是「伐妄歸真」的觀照力越強，定力則

越深，慧力則越足。是以，定慧互資，功行漸次純熟，

則契入一切法不取不捨，空有不二、寂照同時的實相

境界。如是「觀心覺照」之始覺與自心「真體」之本

覺合一，參破妄心取著的假（小）我，圓證真心「真

體」，常、樂、我、淨的真（大）我。 

 

～中道圓融～ 

 

【鈔文】中道圓融者，觀心覺照自心「真體」，空寂

無相。斂之空無朕兆，體本空而無相；放之可彌六合，

體無相可生萬有，此即真道自然圓融中道。吾人修因

時，既能不取相不滅相，不偏空，不著有，空有不偏

著。以一法不立之「真體」，力行萬行圓修之事功。

理而成事，事而成理，如大圓寶鏡，雖空空洞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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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一物；然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胡漢人同來俱

現。如是，則為理事不二，空有之中道圓融。天地萬

物，世間萬事，皆不離中道。堯舜禹繼位受命，皆曰：

「允執厥中」。聖人立教於中道，教化萬民守中道。 

 

  真道之中道實相者，一法不立，無住之空，始能

修萬行，圓彰生心之有；萬行圓彰之有，始能顯一法

不立之空。是以，無住而生心，空而不空；是因，生

心而無住，有而不有。空而不空，乃是真空；有而不

有，謂之妙有。如是，真空妙有，即是中道圓融矣。

世間偏有之有為法，不可窮盡；人們執有之有為事，

終無止息。人情世道，多訛多詐，或父子夫婦之間，

或君臣朋友之際，其紛紜現象，無不非過之則不及。

故欲擬臻至真空妙有，仍需權衡空有、理事與得失

等圓融於中道。中道之理貫穿世間萬事、天地萬物，

世人不守中即偏有，學人不守中即偏空，萬物偏離

中則毀終。凡我含齒戴髮修學者，皆需守中，一切

方得圓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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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證真道～ 

 

【鈔文】德證真道者，吾人大志修「真道」，不昧「真

體」元靈，德以觀心覺照，伐妄歸真，行於中道。內

觀洞見「真體」之奧，以空寂無物之無極一真，散之

彌滿六合之萬物萬象，隨以時空而生生息息，萬劫轉

換。唯真道元始「真體」，始終如一，萬古常恆，究

固無變。智觀悉明「性相」之絕待圓融，即萬法諸相，

皆不離乎「真體」心性，而「真體」心性，則超然於

萬法諸相之外。 

 

  慧觀妙見窮元，虛靜光明。能見「真體」自然造

化萬物而無形，能知「真體」無為生化萬物而無心。

得其順應自然之妙，無為之益，養此自然無為之心性

「真體」。吾心自正於中道，理自順於自然，事自合

於無為。運萬法之本，化萬物之源，變化由汝心，陰

陽在汝手，執之有，歸之無，皆是中道圓融之運化。

德歸自心「真體」光壽無量之微妙莊嚴，德復「自性」

稟賦靈明洞徹之靈光炳赫，謂曰「德證真道」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