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楞嚴經大意 

 
《楞嚴經》為中國佛教之重要典籍，它與法華經、華嚴經、涅槃經等同等重要。

此經自中唐譯出到清末，已有百多家註疏，尤其以明代多達六十種之盛。歷來中

國佛教諸大宗派常從各自的宗派理論詮釋此經，如禪宗、天台宗、華嚴宗、淨土

宗、密宗等。這主要是因為《楞嚴經》之內容丰富，講到了多種修証方法。如前

半部所講當機開悟，其後則在修證，與禪宗悟後起修相合，因此太虛大師說：「若

以（楞嚴經）全部脈絡義理觀察，明理、修行、證果，仍以屬禪宗為確切。」但

是，從本經的第七卷來看，它又是屬密宗。因為經中講到「道場建立」的壇儀與

「佛頂神咒」，皆為密法。而經中之大勢至菩薩念佛圓通章，又稱讚念佛，是淨

土宗。可見此經之重要。這次靜修營我為大家講《楞嚴經》大意。 
 
一．本經之翻譯 
 
根據唐代崇福寺沙門智昇所撰之續古今譯經圖紀，《楞嚴經》是由中印度高僧般

刺蜜帝帶梵本來廣州譯出，譯語人彌伽釋伽，筆受人房融，地點是制旨道場寺，

時間是公元７０５年。譯者般刺蜜帝譯經後就返回了印度，史料中記載他的事跡

很少，高僧傳中也沒有記載，所以詳情不得而知。而房融原來是武則天的宰相，

由於得罪了帝王，被降級貶官，到廣州來做地方官，因此他就在譯場做「譯官」。

由於房融的文學功底好，經過他的潤文，《楞嚴經》的譯文就非常优美，以至於

後來，許多人懷疑楞嚴經是否是譯自印度的經典。 
 
根據傳說，楞嚴經的來華并非一件易事。它是由般刺蜜帝從印度偷渡而帶到中國

來的。楞嚴經在印度是禁止出境的，般刺蜜帝把它用很小的字抄寫在很薄很薄的

東西上，然後把經典卷成小卷，將自己的胳膊剖開，將經典藏在裏面。他用這種

方法才把經典帶到中國來。可見這部經典傳來不易。據說，在本經傳來之前，智

者大師早已得知印度有《楞嚴經》，所以他在拜經台拜了十八年，但是也沒有見

到這部經典。 
 
二．本經之疑偽 
 
在坐的居士有的可能听說過這樣的話：《楞嚴經》是偽經，是中國人造的，不是

從印度傳來的。《楞嚴經》是否是偽經，在學術界早已有諍論，但在佛教界，它

一直是一部很重要的經典。學者對它的質疑主要基於以下几個原因。 
 
第一：經綠中對本經記載的不同，如上面所說，續古今譯經圖紀有對此經翻譯的

詳細記載。但是開元釋教綠之記載則不同，它只記載，沙門釋懷迪在廣州遇到一



位梵僧，這位梵僧有梵經一夾，於是釋懷迪請他共譯此經，這就是現在的大佛頂

萬行首楞嚴經。在這一記載當中，梵僧的名字和房融都沒有提到，所以受到質疑。 
 
第二：本經譯文美妙，說理透徹，都不同於其他的佛經，特別是早期所譯之經，

所以後人認為可能事後世禪師們所偽造。 
 
第三：楞嚴經中談到人天境界，其中述及十種仙人，於是有人認為本經是有意駁

斥道教的神仙，因為該經所說的仙道內容，與道教的神仙非常相像。 
 
這三種對懷疑楞嚴經都不成立，因為現存的楞嚴經不僅有中文譯本，還有藏文譯

本。我們知道，藏文佛經也是直接從梵文翻譯而成，並非取材於內地的中文佛經。

西藏密宗所傳的大白傘蓋咒，也就是楞嚴咒的一部份。如果楞嚴經是中國人所

造，就不會有藏文的本。 
 
對於以上三點質疑來記，第一點，有關經典記載的錯亂不只是楞嚴經，還有許多

其它經典。這主要是譯經與經綠的記載時間相距很遠，就是說時間相距不遠，但

不在同一地區，古代信息傳播不如現在這樣快，所以有很多記載上的出入。如果

因為楞嚴經在經綠的記載有出入，就認為楞嚴經是偽造，那麼許多的其它經典在

經綠的記載也有出入，這些經也是偽造的麼？ 
 
有關第二點，佛經的翻譯自漢末開始，到中唐已有六百多年的歷史，集累了丰富

的經驗。再加上有房融居士的參加，所以譯文自然流暢。根據南懷瑾講，房融是

唐初開國宰相房玄齡族系，房氏家族對於佛法素有研究，玄奘法師回國後的譯經

事業，唐太宗都交與房玄齡去辦理。房融對於佛法的造詣和佛學的修養，家學淵

源，其所譯經文自較他經為優美，乃是很自然的事。 
 
對於第三點來說，講到天人境界的佛經很多，不只是楞嚴經，而且，佛經中釆用

道教的術語是長見的事，特別是早期所譯的經典，但這些并不表示，這些經典就

是譯者所造。如仙人名之，唐人譯稱佛為大覺金仙。因此，不能因為經中有道教

術語，就認為它是譯者所造。 
 
最後，從本經的內容來考察，楞嚴經所說全是佛教的道理， 
 
三．楞嚴經之注疏 
 
我們這里所介紹的不是古代的注疏，而是現代人的著作。古代人的注疏是以文言

寫成，對古文不懂的人很不好讀，而現代人所作的注大都是白話，而且有注解，

對初學的人來說是很好的入門。 



 
太虛大師：《大佛頂首楞嚴經研究》 
圓瑛法師：《楞嚴經講義》 
北京社科院：《大佛頂首楞嚴經白話》 
王治平居士：《大佛頂首楞嚴經譯解》 
守培法師：《大佛頂首楞嚴經妙心疏》 
南懷瑾先生：《楞嚴大意今釋》 
圓香語釋：《大佛頂首楞嚴經》 
莫正熹譯述：《楞嚴經淺譯》 
海仁大師：《大佛頂首楞嚴經白話講記》 
謝有為著：《大佛頂首楞嚴經正語》 
 
以上几種著作中，北京社科院的《大佛頂首楞嚴經白話》，圓香語釋的《大佛頂

首楞嚴經》，莫正熹譯述的《楞嚴經淺譯》等基本上是白話翻譯。而王治平居士

的《大佛頂首楞嚴經譯解》既有白話譯文，又有對原文和關鍵佛學名詞的注解，

所以是一部很好的楞嚴經入門書。守培法師的《大佛頂首楞嚴經妙心疏》解釋很

詳細，而且涉及到許多佛教教理知識。南懷瑾先生的《楞嚴大意今釋》也是一本

很好的入門書， 
 
 
四．佛說本經之因緣 
 
波斯匿王的父王逝世紀念日的這一天，波斯匿王特別恭請如來及諸大菩薩與比丘

大眾，蒞臨王宮應供。而阿難因事到別處去，未能參加集體應供的行列。因此阿

難只好獨自持缽，入城乞食。不料來到外道摩登伽婦的女兒的門前時，阿難被梵

天咒術所迷惑。 
 
當阿難戒體將毀之際，佛陀在王宮已有警覺，知阿難被淫術所困，於是佛陀率弟

子門回到精舍，波斯匿王及其大臣亦隨佛來到精舍，欲听佛說法。當時佛從頭頂

的肉髻中，放出百寶光明，光中涌出千葉寶蓮，有一位化現的如來，坐寶蓮花中，

宣說了〈楞嚴神咒〉。 
 
佛陀隨即命文殊師利菩薩，持佛所說神咒，親往救護阿難。阿難見到文殊，神智

恢復清醒，於是文殊親攜阿難及摩登伽女來到佛前。 
 
這時阿難頂禮佛足，無限悔恨，涕淚交流，因此祈求佛陀開示十方如來，所以得

證佛果，成就妙奢摩他、三摩提、禪那的菩提大定，最初下手的方便法門。 
 



佛陀應他之請，就告訴阿難及大眾說：“有一種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

這是三昧之王，若能證到楞嚴大定，即可任意入一切三昧，就像如意寶王那樣，

能隨意出生一切珍寶。這《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六度萬行，是十方如來超越

生死苦海，通達涅槃的至上法門！＂ 
 
佛告以一切眾生從無始來生死相續，皆由不知常住真心性淨明体，有諸妄想，故

有輪轉。 
 
 
五．楞嚴經大意 
 
1 卷一主要討論的是真心與忘心。 
 
佛問阿難為何出家修行？阿難說，因為見到如來相好光明，因此出家修道。於是

佛阿難解釋，一切眾生，只所以從無始以來，在六道輪回中生死相續，其原因就

在這雜染的一念，而不知自己本有一常住不變，清淨圓滿的真心，而錯認意識妄

想心，為自己真正的體性。 
 
佛又問阿難能知相好者，到底是何物？阿難答曰：因眼見到佛的相好，所以心生

愛樂。佛又追問心之所在，阿難講了七處：此心在身內、在身外、在眼根、在明

暗之間、在隨合隨有處、在中間、在無著處。這些都被佛一一否定了。因為這些

都不是真心之所在，而是忘心的分別。 
 
這時哀求佛陀指出心的所在，佛陀開示說一切眾生，迷失了真實的本心，是由於

不知迷悟二種原理： 
（一）攀緣心，以生理本能而起的心理活動，這是生死的根本。 
（二）本自清淨心，此心無始以來，元本清淨，為分別於眾生的忘心，所以叫真

心。一切眾生都有這個真心，但是由於不認識，所以才在生死之中旋轉不已。 
 
2 卷二．論見顯真，討論對本體的認識 
佛用種種譬喻和邏輯推理，從各個角度與阿難討論能見之心，這就是「十番顯

見」。即：顯見是心，顯見不動、顯見不滅、顯見不失、顯見無還、顯見不雜、

顯見無礙、顯見不分、顯見超情和顯見離見。 
 
接著，又討論二種顛倒「見妄」，即別業妄見和同分妄見。別業妄見是眾生個別

業力所形成的幻有感覺的妄見，同分妄見是眾生共同業力所形成的幻有感覺的妄

見。 
 



3 卷三．萬物現象皆由真心影現 
佛對阿難就六入（即六根）、十二處（六根和六塵）、十八界（六根、六塵和六識）、

七大（地、水、火、風、空、識、見）等一一說明，本如來藏妙真如性。 
 
所有生理、心理、物理和宇宙天地等，都是虛妄不實，本來就是非因緣，也非自

然的如來藏，妙真如性，隨緣顯現而已。然此如來藏，圓融無礙，周遍法界，從

本以來寂然常住，不生不滅。但是世間凡夫，由於分別心，而妄計產物。 
 
阿難听了佛之講解，感動萬分，在讚謝佛陀之同時，發起乘願再來的大願。 
 
4 卷四分成兩部分，前半部分剖析世界成因與人生真諦，後半部分解釋修習佛法

實驗的原理 
 
1) 世界成因與人生真諦 
富樓那尊者請問佛，五陰、六根、六塵、十二處、十八界等既然都是如來藏，妙

真如性，本然清淨，為何忽然產生山河大地、眾生以及業果等三種相續（世界相

續，眾生相續，業果相續）？並請教地、水、火、風、空等五大，周遍法界，互

不陵滅之理。佛先說不空藏，以示萬法相續之因果。後說空不空藏，以示五大圓

融之道理。最後會歸三種藏性－－空、不空、空不空如來藏，這一切都不離一心。 
 
間中又有富樓那問諸佛如來，無明何時再起，而產生三種相續之萬法？佛說明無

明本來是空，萬法當下即無，這二者本來自不生，並非成佛後方滅。佛是認識並

証悟這種道理而成佛，不是消滅了無明而成佛。 
 
前阿難既聞佛久排因緣，而今佛對富樓那又語中帶因緣，因此疑佛自語相違。佛

示以知真本有，達妄本空，則因緣和自然，俱為戲論。 
 
2) 修習佛法實驗的原理 
 
阿難請佛開示根本發心之路，佛講解了初發心之二種先決條件： 
 
（一）以不生不滅的體性之心從因地修，轉虛妄生滅的五種渾濁（劫濁、見濁、

煩惱濁、眾生濁和命濁）世界，方可求證不生不滅的真諦佛果。 
 
（二）審查煩惱的根本，六根就是煩惱的根本所在，眾生流轉生死，就是由於六

根原因，所以不能超脫物質世界。修行就是要拔除執著習慣，從任何一根修起都

可以，最後達到六根互用。此時佛以阿那律陀例，說明共根互用，阿那律陀雖為

盲人，但可以看見山河大地。 



 
5 卷五．修証解脫的程序 
 
阿難再次請問佛陀，結縛之所在，從何處下手去解開此結縛？佛解釋到，輪迴六

道生死的症結不是其，正是六根，所以解除縛結，證得安樂，也要從是六根入手，

並非他物。因為內在的六根，與在的六塵是同一根源，所以結縛與解脫，在根本

體性上，並沒有兩樣。 
 
這時佛陀用一條華巾打結，次第打成六結，以喻六根，接著又依順序解開，以此

說明六結本同的道理。六根的解脫也是同樣的道理。這比喻如來藏隨染緣，而生

成六結。打結時依次而成，解結時要一個一個去解。要解脫六根，也是同樣的道

理。這樣先得人空，後得法空，而得到解脫。 
 
解開結縛的順序是由粗至細，先斷第六、第五和第四結而證人空；再斷第三結、

第二結而證法空；最後再斷第一結而證無生法忍。六根沒有縛結以前，原是一體，

縛結以後，各有界限分隔，所以眼不能聞，耳不能見。根根中之六結，若總解除，

真如本性自然顯現，六根即可相互為用。 
 
6 卷五末、卷六初．二十五位聖者的證道報告 
 
佛陀請與會的二十五位聖者，各自宣說其最初證果經驗。以五比丘之憍陳如開

始，講說由音聲而悟入証道，成阿羅漢，色、香、味、觸、法，眼、鼻、舌、身、

意、以及大勢至、彌勒，從根大、識大通達法性入無生忍。最後，由觀世音菩薩

自陳由耳根悟入，得耳根圓通。經中詳細講述大士如何獲得二種殊勝功德、三十

二種應化身入諸國土，普渡眾生。又敘述大士如何獲十四種無畏功德，及四種不

思議無作無為之妙德，以聞聲救苦，加被眾生，有求必應。 
 
隨後，佛請文殊菩薩作評價，選擇對眾生最為對機和容易成就之法門。文殊詳細

評述了二十五種修行方法，並以觀世音菩薩的耳根圓通，為娑婆世界，最為適當

無比的修持法門。 
 
7 卷六末、卷七初．攝心修定的清淨明誨 
 
阿難又請佛陀開示攝心修定的方法，以及在末法時如何建立道場。佛陀解釋了修

行之「三決定義」。也就是戒定慧三學，以攝心不亂為戒，由戒而生定，由定開

發智慧。而於攝心守戒中，主要強調嚴守四種清淨明確之教誨，即斷除淫心、殺

念、偷盜和妄語，也就是四根本戒，以便解脫塵勞，超脫生死輪迴。佛又咐囑大

家持誦〈楞嚴神咒〉，以袪除一切魔障及習氣業種，並述及建立楞嚴壇場的軌則。 



 
佛陀應阿難的要求，說出<楞嚴神咒>，並讚嘆神咒的種種無比殊勝功德！十方

佛陀之成道、降魔、度眾等，都是由此神咒。驅除邪怪，消滅災毒；不生下賤，

常住佛處，都由持誦此咒；乃至求長壽、求智慧、求國泰民安、求風調雨順等等，

無一不能實現。 
 
8 卷七．修學佛法的次第 
 
阿難請問佛修行位次，佛先論及十二類眾生：即卵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

無色、有想、無想，以及非有色、非無色、非有想、非無想，依惑造業，依業受

報之詳情。然後指出修行的三個次第：第一．修習肋因，修習一切善業，薰習一

切善心，如不食五辛菜；第二：真修正性，培養善根，從事真正修行，如持戒修

定；第三．增進善業，攝心而不貪外六塵，生理六根自然休息，六根六塵不起作

用，那麼也就不再造業，由是妙圓真淨明心現前。 
 
接不來，佛開示菩薩修行的階次，從十信、十住、十行、十迴向、四加行、十地

及等覺五十五個階段，最後方可到達究竟妙覺，成就佛果。最後文殊菩薩請示了

《楞嚴經》的經名。 
 
9 卷八．眾生升沉輪替的因緣 
 
阿難再次請示佛陀，既然是山河大地，草木含靈都是真如自性之變化成用，那麼

它和佛成正覺的自性是同一體，為何又有地獄、餓鬼、畜生、人、仙、天和阿修

羅的不存在？是真如體中，本來就有這七趣？還是由眾生的妄想習氣所產生？地

獄是否有固定的處所？是各別造業，同到一處受報？還是別業別報？佛陀對阿難

的問題一一為他作解答。 
 
佛陀並詳述七趣之升沉，不出情和想二因所招感，為善多者，則能近佛，想多者

上升，情重者下沉。然後，佛講道，有的人依本位而修定慧三味，則成仙人，共

有十種。最後論及七趣和三界（欲界、色界和無色界）二十八天隨業受報的詳情。

歸根究底，眾生輪迴的根本，都是不明本覺真心，隨順殺、盜和淫的緣故。 
 
10 卷九卷十前半．五十重陰魔 
 
佛陀講到，修習禪定之人，常會有天魔鬼神，魑魅妖精，來干擾行人，但是是否

成能夠成就破壞，全在心中五陰主人。如如心中著迷，不能自主，外來的陰魔，

就得到了方便。但是若能在定境中，就能不迷。於是佛陀講說了，十方三世諸佛

依之方成正覺的五陰辨魔法門。 



 
五十重陰魔分別是：色、受、想、行和識之五陰，每一陰各有十種陰魔。這些陰

魔其實並非來自外部，都是修習禪定時，因受生理和心理作用，而生起之邪見或

狂解或是幻想，這種妄想障礙修定，因而稱之為魔。因魔作祟，修行者得不到正

受、正知和聖解，從而墮入外道或者無間地獄。佛陀接著講道，只有將五陰中的

妄想銷除，六根才能互用無礙，清淨如琉璃，並且修行者才能超越五十五位菩薩

修行位，從而進入如來妙莊嚴海。 
 
佛陀告戒阿難：“陰魔好像外來，著魔實由心起，但要心中不生妄想，則心垢洗

除；主人不迷，則彼魔事，無奈你何。＂ 
 
11 卷十末．消除五陰妄想法要 
 
最後阿難請佛開示，為何五陰皆以妄想為根本？要破除五陰是一次同時破除呢？

還是要漸次滅盡？破除這五種陰境，須以何處為何陰的界限？ 
 
佛陀講道，要消滅妄想，先要認識五陰，各自有自己的界限。要滅除時，先要從

色陰去滅，這樣修行者才會得到開悟，一切妄想都消除。妄想之因就是這樣漸進

消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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