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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的过程和体会

问：为了纪念元音老人，更好地弘扬佛法，广东博罗

元音古寺发起制作光碟。您是元音老人指定的传法老师，

我们想请您谈谈亲近老人的因缘，还有您修法的过程和体

会，以及传法的一些感想。

齐老师：这是三个问题。一个是得法因缘，一个是修

行感受，还有一个是传法情况。这三个问题都是关于我

的，我觉得在《元音老人与心中心法》光碟里应该突出老

人和心中心法。我就简单回答两句吧：

一句是关于老人的：“我并非没有跟别的善知识学过

法，我的参学经历证明，师尊元音老人是诸善知识中难得

一遇的大善知识。今生能值遇元音老人，我深信，这应该

是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应是已于无量千万佛

所种诸善根。”

还有一句是关于法门的：“我并非没学过别的法门，

我的修行经历证明，心中心法那作用于心的力度，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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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那潜移默化、密密转移、不知不觉人格变了，这些方面

的效果，实在是其它法门所不能及的。这是实际情况，就

说这么多。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当然可能有人不同意我的

说法，各人有各人的因缘嘛。然而，由于我与心中心法对

机，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这样的。”

这因缘，是生生世世学法的延续。就像你吧，你信

佛，假如前生你没学过佛，今生你学佛可能性是不大的。

这也是一种延续。愿力是通未来际的，这本是菩萨戒里的

话，菩萨戒总是说“尽未来际受持”。生生世世修行，是

释迦牟尼佛佛法的特点，咱们的学法因缘就是今生与心中

心法有缘。

其实，并不是单单局限于与某一法门有缘，而是与佛

法有缘。你今生来，要用到什么法门断烦恼，就和这个法

门有缘了。比方说，现在很多人断烦恼要用到心中心法，

这样的人多了，看起来就是心密弘扬了。这就是你第三个

问题：弘扬下去。假如说当度者已度，断烦恼问题解决

了，心密的弘不弘扬还重要吗？还是个重要问题吗？佛法

的重心并不是世间法。世间法，比如你要搞一个事业，我

就要宣传我的事业，我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如果把心密

弘扬当成这个，乃至于把别的法门、乃至于把佛法当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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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那不是佛的意思啊！佛是随众生心应所知量，随众生

解脱缘熟，佛就出世。众生解脱缘不具备时，即使佛出世

你也不会跟他学啊。

传法过程中的一些感想

问：您是老人指定的传法老师， 还是请您说说您在

传法过程中的一些感想。

齐老师：说到传法，可以打个比方，佛法中有个词叫

“法食”，把修行方法比成食物，贪嗔痴慢疑就是饿了，

你吃了食物就不饿了，这是打比方说的。那我就用这个比

方说心中心法，把心中心法比成食物，他只要知道饿，只

要他肯活着、不想让饿死的话，我一定给他吃，绝不吝

啬、绝不懒惰！这是半句，还有半句：如果他不知道饿，

提也提不醒，那我拿他也没办法。这，起个假名吧，是名

弘法。

这里有两个偏颇，一头是懒虫、自了汉；另一头，把

佛法当成世间事业。这个不体现在外相上，我说的都是内

心，内心不作自了汉、内心不把佛法当世间事业，不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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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外相就是住山也可以，搞得轰轰烈烈跟住山一样，更

行。

当然，轰轰烈烈，相上是有的，如果没有，就没处下

手。但心里不能有。百丈禅师曾说，“幸为福田衣下僧，

乾坤嬴得一闲人。有缘即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

他可是著名的大忙人呀，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可他说他

是个闲人！这是心里没东西，不把弘法当成世间事业。外

相虽然很热闹，用教下的话说，就是法缘很殊胜，这都

好，但你心里可不能跟它跑。比如读一本经，六祖大师

说：别让经读了你，是你读经，你转经，你可别被经所

转。要“终日吃饭没咬着一粒米，终日穿衣没挂着一丝

纱”才行。假如你心里一粘着，甭说干，就是你不干，也

是妄想执着。因为你梗在心里化不掉，所以干与不干，都

是妄想执着。用禅宗的一个词说：哟，闲家具！他说那妄

想执着是闲家具。不在干与不干，有执着不一定非得干了

才是执着，不干也会有执着呀。

佛法是真正作用于心的。说到这儿就岔到另一个话

题：南泉斩猫。你学不得那个斩，你能学南泉的心态。修

行是修心，心外无法，心外要是有法那是外道见解。都知

道心外无法，遇事就心外取法。南泉禅师没有杀心，说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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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禅师斩猫不如说度猫来得准确。南泉斩猫，猫得解脱；

你要斩猫，跟猫结仇，你不能学他斩，应该学他毫无挂碍

的心态。另一个例子：归宗斩蛇。归宗说：“哎，这一个

你且置——你别学我斩蛇，你且置，我问你，在什么地方

看见我斩蛇？”——这个问题最重要了，问题在这！其

实，南泉不曾斩猫。真有猫吗？凡所有相都是虚妄，那猫

相不虚妄么？你不到那个境界你就执着它了。这一执着，

另一个虚妄就来了，就是你受报、以后被这个猫斩。这也

是虚妄，虽然都是虚妄，但因果是铁的，这两虚妄必然联

系在一块儿，把虚妄比梦，世间因果是梦里铁的定律。梦

醒了，这些虚妄还有没有？说“有”是戏论，说“没有”

也是戏论。你还不能说没有，为什么呢，你醒了，你能说

没有做过那个梦吗？你下结论说“没有”就不对了，因为

清清楚楚记得梦境，它怎么会是没有呢？它“有”吗？说

有也不对，那毕竟是梦啊！所以说，说有说无都是戏论。

到这儿，才是真实的梦醒，这才是真实的，不是学点理

论，耍耍嘴皮子就完了的。

说到弘法，应该是这样的：一是不攀缘，还有第二

句，不拒绝任何人求法，就两句，是名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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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心中心法，入手处和禅宗等法门比较起来，有什

么不同的特色么？

问：元音老人曾说心中心法是“以禅为体，以密为

用，以净土为归”。您能谈谈心中心法，入手处和禅宗等

法门比较起来，有什么不同的特色么？

齐老师：明显不同。禅宗的修行方法是参话头。心中

心法并不参话头，正行是观照，助行是六印一咒打坐。就

是观照，也不等于参话头。因为参话头是提起，观照是放

下，刚好不是提起，是放下，放下你当前的妄念，不理它

了。这是方便，下手方便不同，都是不让妄念主宰你，都

是要不跟妄念跑。

“不跟妄念跑”不仅是禅宗，也不仅是现在，古人、

古禅师和教下的大祖师都这么讲。圭峰宗密禅师就是一

例，他不仅是禅宗祖师，还是教下华严宗祖师。他就说，

“妄念若起，都不随之。即临命终时，自然业不能

系。”，这就是老人所说的不跟妄念跑啊。并且他说的跟

老人用词也一样：老人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

性”，圭峰宗密禅师说：“以空寂为自体，勿认色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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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知为自心，勿认妄念。”。要能做到不跟妄念跑，按圭

峰宗密禅师说，是这么一个结论，若到这个程度，就“自

然业不能系”了。——业力束缚不住他了，跳出轮回了，

那就是成道了，就是解脱了。还被业力所系，那是轮回。

圭峰禅师接着说：“虽有中阴，所向自由，天上人间随意

寄托。”虽然还没了生死，但是已经解脱了，业力拿他没

办法，他不在轮回里。这是下手方便，心中心下手方便虽

然有不同，但就下手方便不同，其它的都跟禅宗是相同

的。

“以禅为体”是相同处，“以密为用”是不同处，

“以净土为归”具有了普遍性。如果没有“以净土为归”

这样一句话呀，心密的门槛太高，不便于接纳大众。有

“以净土为归”，心密门槛不高了，这才便于面向大众，

上中下三根都可以来学心密了。

心密不有三句话吗：以般若为宗，以总持为法，以净

土为归。

第一句，以般若为宗。

这就是你刚才提的那个问题：以禅为体，要从这个角

度看，六印一咒不修也能打开本来。以般若为宗 ，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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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悟，这是最上根的人，这种人确实是很少，我没见过。

我当年问老人“有没有见过这么利索的人？”老人说：

“你见过没？”我说：“法都不用修，‘理属顿悟，乘悟

并销’，乘着打开那一刹那，无量劫来的妄想执着习气都

消尽了？我没见过这样的人”。老人说：“你没见过啊？

我也没见过！”——这样的人太少了。

第二句，以总持为法。

有第一句的宗旨在，然后用总持这种方法接引。总持

意为：总一切法，持无量义。持咒修密的方法是总持法，

以此为法，而不是参话头，这就跟禅宗不一样了。这是入

手不同，刚才说和禅宗同与不同时都讲了。

第三句，以净土为归。这里有三种：

1、以般若为宗不是以净土为归吗？这么利索的人也

是以净土为归——常寂光净土。有人说我不生净土了，这

话有毛病，从这头落到那一头了。谁说那是不生净土？那

才是真生净土! 常寂光净土没有来去，没有生灭。没有

在这儿灭在那生，没有这些相。他真一生就是上品啊！常

寂光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就是阿弥陀佛的法身，亲见阿

弥陀佛的法身，怎么没有生净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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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总持为法也包括往生净土。念佛是净土宗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各宗也都有自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的方便。比如东密和藏密都有莲花部，莲花部是以阿弥陀

佛为部主的，修莲花部的法，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再比如天台宗现在是“教宗天台，行在弥陀”，他虽然也

是念佛生西，但讲教以天台宗的教义为宗旨。净土宗也是

教下，但是教宗净土，而不是教宗天台。所以，如同莲花

部是藏密和东密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一样，在这

儿，以总持为法就是心密往生净土的方法。

3、对于非要有来有去才行，说“本无来去，本无生

灭”根本就不可能懂的人，就光说第三句以净土为归，前

两句不说了，那也可以生凡圣同居土。生凡圣同居土也一

样行，也还能再跟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

莲池海会佛菩萨继续学法。还可以见到弥勒菩萨，因为生

西后见八大菩萨，其中就有弥勒菩萨。对于这种根性的心

密行人这么说话，就三句。第一句：以往生净土为目的。

这是第一句，先突出目的，最重要，方法是次要的，后面

两句都是方法：“以念佛为正行、以六印一咒一千座为助

行”。这是心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很有把握的一种方法。

以念佛为正行，别去牵扯什么保任哪、见性啊、打开啊、

开悟啊、证道啊，别弄这些了。“以往生净土为目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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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佛为正行，以千座六印一咒为助行”。有这个助行在，

也是不离心，不在你心外，你心里感觉往生很有把握，别

人说了是不算的，是你心里有把握才算数。别听我在这儿

说理论了，你自己去做吧。以千座六印一咒为助行，以念

佛为正行。那个把握你自己知道，别人说了都不算，如人

饮水，冷暖自知。

所以心密是行门，只要你肯干，肯行。不是信门，非

信不行，不信不行。心密当然也要信，不能疑及根本。但

是他最主要是行。汉传心密的源头，谁传的法呀？你就明

白了：大行普贤菩萨！那就是重在行啊、重在真修行，并

不是说教就完了。不是那回事儿，重在这儿。就是连怀疑

都不怕！不怕你这个疑，你只要肯行，你那个疑会消失于

无形之间。不知不觉，“咦？我什么时候不怀疑了？”连

你自己都不知道啊。这个潜移默化的力度，是别的、我修

过的别的法门所不能及的。别的法门，有的人越修越疑。

现在有些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多疑啊。所以心密有点适合知

识分子就是这个道理。不怕你疑，要是不肯修，那没辙，

拿他没办法。只要肯修，他那个疑不用他从理论上除，根

本不用从理论上除，不知不觉他自己就通达了。是怎么想

通的？没想就通了！从这一点解释，作用于第八识，第八

识是潜意识，因为秘密作用于第八识，第八识变成大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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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了，当然所有的贪瞋痴慢疑都没有根了，也就是说

“身、边、邪、取、戒禁取”这些邪见已经不存在了，但

是遇事可能还有贪瞋痴慢疑须要除掉，这就是除习气。在

你没有打开之前，邪见没除掉之前，不叫除习气。除习气

是指的打开本来以后的话，打开本来以前那是随业力。

当然，疑及根本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疑都是信疑

参半，疑及根本他就不会学佛了。打破了疑才可以。你要

不打破，还在怀疑里，这也很痛苦，在那儿一天有、两天

无，一天这个对了、两天那个不对了，弄得烦恼重重。这

是你没打破的时候，其实正好做功夫。就是说，三句话做

功夫，第一句，以般若为宗，行了，一步到位了，就不用

说了。这很少，都没见过，连老人也没见过。咱就说第二

句，以总持为法，肯打坐，肯以观照为正行。再不行就第

三句：以净土为归，就是：以生西为目的，以念佛为正

行，以千座六印一咒为助行。关键是你肯干不肯干？只要

肯干，与其你那怀疑来回折腾，还不如这样挑一个干干

好。挑一个干，这就是行门。行门，理论上当然也要懂，

懂了以后就不管他了，这叫“行起解绝”：起了修行，把

你那理解断绝了。有些人在理解思维里，反复弄，越弄越

烦恼，那刚好弄颠倒了。心密是行门，你要实际去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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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认为，受过心密灌顶的，相当一部分人走第三句

的路最合适。问谁？问自己，你生西的把握别人不知道，

别再听这个说说怀疑，那个说说又怀疑，你这怀疑一辈

子，到临终的时候手忙脚乱，这一生又空过了。你自己最

有把握，甭问别人，有人说你不能生西你都不买帐，他咋

知道我的境界呀！这就行了，真有成效了。把自己建立在

别人的嘴上，那是哄自己的呀，到最后你自己都又会乱

了，疑心一起，连疑你自己，带疑那个人，都疑进去了。

不好啊那样，还是你自己有把握好。所以说到把握，那是

你自己知道的事。实践证明确实是这样，确实有这种现

象。这是说，把握在自心。

爆炸，一念断处了了灵知是否是佛性

问：请问元音老人是不是说过修到爆炸即可见佛性，

以及要认取一念断处之了了灵知就是佛性。有人对这些话

不理解。

齐老师：书里是有，但你别光看前头不看后头，除非

把老人后头那段话掐下来不要了。当年我也执这个相，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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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眼一瞪，这么大的，还不止一次：“有什么爆炸不爆炸

的！”这才肯去仔细读那些书，再往后看，噢！原来不可

得，不可执着呀！

只要你起念，那肯定是有相了，那就不是一念不生，

也就不再了了分明了，就成了世间有相法了。那是唯证乃

知的呀。“噢，明白了，这么回事儿呀！”就你这一明

白，跟爆炸有什么区别？有的人来得猛，他不仅仅是就这

么一明白，“噼啪”一下爆炸了，那也跟这突然间明白没

差别，不都是朗然现前吗？所谓朗然现前，你总理解是有

个东西现前，其实说有个东西、没个东西，都是戏论。那

是乌云散了，青天露了呀，不是在外头你修了个青天，不

是原来没来现在来了，是你自己的妄想执着那时候不现行

了。“哎呀，原来如此啊！原来就这样的呀！”这叫但去

妄，不求真。为啥不用求，因为它当下现成，这才是真

的！你要是抓一个有相，就成了个形象了，就不是老人的

意思了。这时候老人就该瞪眼呵斥了：“有什么爆炸不爆

炸的”！正是说的这个。

还有另一个，老人常呵斥的：“有什么灵知不灵知

的”！因为那个所谓的灵知，在你那里变成语言概念了。

应该是当下现前才是啊。圭峰宗密禅师当年用的也是“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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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古人都用过，老人也拿来用用，有什么不可以呀！

不止是圭峰宗密禅师，别的大德也用过，那是亲证的境

界。恐你在文字上作文章，老人自己就扫掉了——“灵知

也不可得”！接着往下读，肯定有这话。要不然的话，那

不是有法可立了吗？这不仅是老人的意思，这是佛的意

思，历代各宗各派祖师大德的意思，也是老人的意思，这

才对呀。要不然，还是佛法吗？那不误解了么？一误解，

不一定是佛法了，那成了有建立、有诽谤了。离开建立和

诽谤才可以呀。

所以有的人批评这个“灵知”，你去批评古禅师吧，

都是他们说的。其实他批评的是他误解后的灵知，他误解

了以后去批评。要是误解以前，那根本容不得批评。那是

真性朗然现前了，批评什么呀。也容不得你赞叹，连赞叹

也容不得，批评赞叹都容不得，灵知不在你批评和赞叹

里，它不在这儿，不在建立和诽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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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您认为学佛的关键是什么？

问：请问您认为学佛的关键是什么？能不能用简要的

一句话概括一下？

齐老师：我认为只三个字就能回答学佛的根本：“初

发心”。根本就是你的初发心，这才是根本。心外无法

呀，心外取法是外道。初发心若真的很纯正，那么，初发

心即成正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