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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根圆通法门

甲、修证法要

观世音菩萨于《楞严经》耳根圆通章中对我们说：“初于闻中，

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渐增，闻所闻尽。

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空所空灭。生灭既灭，寂灭现前。

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获二殊胜……”。

我们修法用观世音菩萨耳根圆照，返闻闻自性的方法来做功夫

最易得力。因为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在六根中最灵敏、最锐

利。用之修行，故极易成就。我们在修法时要一切放下，集中心力

倾听自己心念咒的无声之声，要一字一字听得分明，才能把整个身

心——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全都摄牢而不起妄念，从

而证入三昧，打开本来，亲见佛性。我们修心中心密法，就是把大

势至菩萨和观世音菩萨两位菩萨的用功法门合起来进行的。大势至

菩萨教导我们念佛时说：念佛须“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我们现

在用观世音菩萨所选择的六根中最利的耳根，统摄其他五根的方法

来绵密持咒，也就是照大势至菩萨所说“都摄六根，净念相继”的

教导法修行。这样就把两大菩萨的用功方法合为一体来进行了，故

最易成就。现在让我们来对照一下观世音菩萨是怎么用功观照成就

的。他说：“初于闻中，入流亡所。”观世音菩萨最初用功夫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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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根返观自己能闻声音的闻性。而我们持咒时心念耳闻也是同样的

返观自性。当我们持咒时，静听每个咒文的字音，就把整个身心置

于闻性之流了，将身心放于能闻的法性当中去，就是“入流”。“入

流”有几种解法，其中一种讲法是一个耳朵听进去，从另一个耳朵

出来，意指入进去就流掉，不停在心里面，照字义上解也讲得通。

另一种说法是入流就是“逆流”，意指声音来了不顺音声流浪，不

跟声音跑，这也讲得好。（初初的入流方法是不跟声音跑）。正确

的解释“入流”应该是将整个身心置于闻性之流——置于能闻声音

的法性当中去。“亡所”就是外面的客观环境（如声音）就全都消

融了，能做到“入流亡所”，身心就定下来啦，不为外界环境干扰

了。所以做功夫第一步要做到心念耳闻，才能抓住妄念不随之流浪，

才能入定。观世音菩萨接下来讲：“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

生。”就是我们做功夫做到能念之心停息了，妄念不动，咒语念不

出来，要勉强提也提不出来。这时候就不要再提咒语了。“所入既

寂”就是我们的妄心寂然不动了。念头停止不妄动，那就没有什么

动静二相了。动静二相是相对而有的，既没有什么动、乱，故也没

有静寂了。“了然不生”者，虽然没有动静二相，但是，不是如木

石一般的没有知觉，而是了然不生。我们用功处于定中时咒语就不

必再提，只静静地看着它，看这一念不生、寂静而了然的是谁？此

时动静二相虽然了然不生，但是还没有化空，还有不生的一念在。

再进一步，观世音菩萨告诉我们：“如是渐增，闻所闻尽。”这时

候功夫已做到闻与所闻统统没有了，处于寂静的禅定中非常快乐，

非常轻安宁静，非世间乐事可与媲美。但不能停留在此乐境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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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留住就不能前进见不到本性了。我们做功夫到这地步，往往发一

点小神通，便沾沾自喜，以为到了家，哪知还相差甚远，所以观世

音菩萨接下来说：“尽闻不住，觉所觉空。”假如此时我们放大光

明，或见佛菩萨现身，乃至其他许多的神妙境界，都不可动心，都

不能理睬他，一有住着，非但不能见性，还有着魔的危险。假如出

现什么恶境界或鬼魔现前也不要惊怖，这些现象都是虚妄相并非实

有。一者可能是业障幻现，二者或许是护法神考验你，看你幻境当

前动不动心。总之，这都是假相，不要怕，也不要理他就无事了。

“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简单地说，就是当能闻与所闻净尽而深入

禅定得某些乐受或小神通时都不能住在这里面而裹足不前。要一点

境界都不住——不论什么善境界境都不住，将其化空。更进一步将

“尽闻不住”之觉也化空，才能将能觉之心与所觉之境完全空掉。

因为能觉与所觉还是相对的妄觉，不空掉它是不能见性的。但妄觉

化空还有空在，空仍是幻影，而且有能空与所空相对的幻觉，这就

是无始无明，也须照破它。所以观世音菩萨进一步说：“空觉极圆，

空所空灭。”就是能空所空——相对的幻妄都消灭了，达到一丝不

挂，一法不立，净裸裸、赤洒洒的境界，才能彻见真心。我们修法

修到极处，忽然能念之心与所念之咒或者能观之心与所观之境一时

脱落，这是好消息到来的时刻。此时乃千钧一发之机亟须猛着精彩，

看这无心可心，了了分明的是谁？还是自己本来面目否？稍一停机

伫思，即被它影子所惑；如当机立断一把擒来，即亲证本性矣。但

修道人往往错认空顶好，一点都没有最安静，住在空上，不思前进。

殊不知这是一条岔路，一着空就落于“无记”——死在那里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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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诃斥住空的行人为“黑山背后鬼窟里，冷水泡石头。”这种人

是永远不会见性的。所以空也须消灭掉。进一步才能达到——“生

灭既灭，寂灭现前。”达到这个境界，才能见到本性。所谓“生灭”

是指一切事、一切物、一切相、一切念头，因为这些都是有生灭的。

这些生灭的东西都消尽、外加空也消殒了，那不生不灭、不动不摇、

不来不去、不增不减的佛性才能现前，这才是真证见本性。我们修

法修到能所双亡——能念之心，所念之咒一时脱落，内而身心、外

而世界一起消殒，虚空也粉碎时，就豁然开朗亲证本性了。

那么证见本性后是否就完全到家了呢？也没有，因我们多生历

劫的积习深重，非上上根人不能一悟就彻的，尚需历境练心，消尽

妄习，才能挥发神通，圆证佛果。得有个“理属顿悟，事则渐修”

的过程，所以还要做绵密保任功夫，除尽妄习，才能大放光明，朗

照十方，证到观世音菩萨所证的“十方圆明”的胜果。

乙、保任证道要诀

（一）一念不生处，了了分明的灵知即当人的佛性。学人果能

于此不惊不怖、深信不疑，立定脚跟，安住保护，净尽妄习，圆证

佛果，诚非一佛二佛三四五佛所种善根，而是无量佛所种诸善根。

（二）观照就是回光返照，向心内看，不是向外看，观这一念

不生处（念头未起处）。念头起来就看见，不理睬它，不随之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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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步最要紧。如念头起来看不见，就不行了。证见本性后，要于

行、住、坐、卧处观照保护，“外不为境牵，内不随念转”即为最

好的保护法。念起不住，不随之流浪不停，即为无念。不是压念不

起，亦不是将一念不生的时间拉长为无念。

（三）平时应缘接物，须“于事无心，于心无事”。就是做事

之时无第二念，既无患得患失之心，亦无毁誉成败之念。事情做过

了之后心中毫无挂碍，如未做过一样。而不是逃避事情，死住在无

事匣里。

（四）证见本性后，所有妄心、妄想、妄念皆化为真心的妙用。

妙用与妄作的分别即在“有住”与“不住”之间，住即妙用化为妄

作，不住即妄作摄为妙用。

（五）做保任功夫，先须绵密保护，于一切时不忘记，继须于

保时不死守，后于不守时能化。

（六）能在事境中精勤磨炼，于行、住、坐、卧当中不断做去，

三、五年决可打成一片，不求神通而神通自发。

（七）无所求，无所得，能入佛亦能入魔斯真到家矣。行人往

往着在神通上，以为未发神通不为见性。这是极大的错误。须知能

立稳脚跟不为妖言魔语所惑，时时处处潇潇洒洒、自自在在，得真

实受用，即是最大神通。

（八）心地法门，是诞生王子。在心地上做功夫，将来一定成

佛。其他任何有相殊胜法门，俱系外围功勋位，纵或发什么大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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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能立功受奖俯首称臣，而不能成佛。

（1994 年 12 月讲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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