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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讲记》

前言

　　《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略称《圆觉经》，经名中的“圆觉”，是“圆满觉性”的意思，
此经是讲述如来境界，阐扬万法实相是本来圆满觉性的经典。　　大乘佛法说，觉悟有圆满与不圆满
的差别，佛的觉悟是最圆满的。《圆觉经》所阐明的重要教法是：一切法都是圆觉妙心的显现，每一
法都周遍法界，而觉性也周遍法界。觉性不只是一般的见闻觉知，甚至没有思想的物质——能量的聚
合，都是觉性的显现，都是圆觉妙心的流露。所以，众生与佛都在大觉中。然而，众生迷惑于根尘识
的识境，不知自己与佛同具觉性的平等法性。大小乘皆同意证悟涅槃时，是根本智觉悟涅槃寂静无生
，证无生之智当然不是生灭法，因此，此智非证时新生，乃至迷时（本不曾迷）亦不曾失去。迷时的
心虽不知有此智，却未曾离开过此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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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讲记》

内容概要

《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略称《圆觉经》，经名中的“圆觉”，是“圆满觉性”的意思，此经
是讲述如来境界，阐扬万法实相是本来圆满觉性的经典。大乘佛法说，觉悟有圆满与不圆满的差别，
佛的觉悟是最圆满的。《圆觉经》所阐明的重要教法是：一切法都是圆觉妙心的显现，每一法都周遍
法界，而觉性也周遍法界。觉性不只是一般的见闻觉知，甚至没有思想的物质——能量的聚合，都是
觉性的显现，都是圆觉妙心的流露。所以，众生与佛都在大觉中。然而，众生迷惑于根尘识的识境，
不知自己与佛同具觉性的平等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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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讲记》

书籍目录

序言绪引释经题与译者第一章 文殊菩萨——本具真如智即菩提因一、开示诸佛因地法行的圆觉法会缘
起分二、清净真如波罗蜜菩提涅槃是成佛之因道果三、众生无明颠倒妄认识境，执有身心轮转四、无
明非实如梦如空华，醒悟无生则空华灭五、如来因地知本性无生死、此觉性非有无六、不动之如来藏
无生灭，如法界性圆满遍十方第二章 普贤菩萨——圆顿如幻三昧无渐次一、幻化皆妙心故，圆顿菩萨
顿修如幻三昧二、幻身幻心修亦幻，幻灭无心谁解脱?三、幻化皆生如来圆觉妙心，幻灭则觉心不动四
、先离幻境次幻心，离亦离至无所断无所离五、顿悟者知幻即离无方便，离幻即觉无渐次第三章 普眼
菩萨——圆顿灭幻识净渐圆觉一、垢尽幻灭性净觉圆满，圆顿菩萨渐修入佛境二、新学菩萨修戒定，
观身心皆幻破实有执三、渐次灭幻身、幻心、幻尘、幻灭，垢尽清净四、渐修者迷净圆觉有幻垢，须
垢尽方悟垢非实五、智境幻灭觉圆明，反观识境根尘道品皆清净六、智境觉性净不动，知三世根尘诸
法遍法界七、智境心光觉圆满，照见生死涅槃体无二八、圆觉寂照本成佛，生死涅涅槃如梦如空华九
、本无轮回涅槃、来去、得失、取舍，亦无证者第四章 金刚藏菩萨——凡夫依识境辨圆觉一、凡夫依
识境轮转心，辨圆觉有惑无惑二、取舍心辨圆觉，彼圆觉性即同流转而生三惑三、轮回涅槃起灭如幻
翳空花，翳灭非空则花亦无四、众生矿成佛纯金，金性本圆满非佛成不成五、声闻涅槃犹未证圆觉大
寂灭，何况在轮转者六、凡夫有为造作心问无为佛境，非为正问第五章 弥勒菩萨——依惑立业道依障
立种性一、因爱厌故有五业道，因二障故修道有五种性二、轮回根本是爱及诸欲，爱欲为因，爱命为
果三、业道有善、恶与不动，非业有示现与涅槃界四、修佛菩提有事理二障五、依二障可分五种性六
、菩萨回入尘劳，大悲示现种种形相、境界第六章 清净慧菩萨——随顺觉性有五渐次一、于圆觉迷实
有幻化，除幻妄功用有五渐次二、圆觉自性无取无证，凡夫、菩萨性自平等三、妄功用时有渐次，故
有五种随顺觉性四、为何圆觉性非性有，诸善恶性即圆觉性?第七章 威德自在菩萨——渐悟顿修三法
门一、满功德菩萨成就念定慧力，圆证三法成佛果二、奢摩他修定力，清净心离幻内寂静智境法门三
、三摩钵提修念力，观幻心开幻众的识境法门四、禅那修慧力，无依心超碍无碍境证无生法门五、此
三法门，皆是圆觉亲近随顺第八章 辩音菩萨——渐悟渐修二十五定轮一、非圆顿人随习性与根机，修
三法有二十五轮二、最下根只成就离幻、观幻、灭幻其中一法三、声闻离染习重，先证悟奢摩他之清
净智境四、菩萨观幻习重，先证悟三摩钵提之幻化识境五、缘觉灭幻习重，先证悟禅那之寂灭无二境
六、第九地圆修三法，第十地圆证三法七、钝根忏悔经三七日，后求哀占察修某轮第九章 净诸业障菩
萨——先除爱染四相障一、众生执我、人、众生、寿命生我爱与法爱二、于本净觉心妄执成识境，而
妄见人我轮回涅槃三、于本起无明执身心有我，为随顺我生憎爱四、凡夫所执我、人、众生、寿命四
相五、道人不了四相终不成就圣果六、有我爱故，有证有悟、憎生死爱涅槃七、有法爱故，执清净法
，因法而毁誉 喜八、不了四相未断我爱，修行徒增诸病九、当精勤降伏烦恼，彼我恩爱一切寂灭第十
章 普觉菩萨——末世寻师求法离四病一、师无憎爱人我心，法离作任止灭二、善知识应具圆觉正见，
示有过但心清净三、善知识所证法应离作、任、止、灭四病四、修行要点:事师断 慢，观自他同体五
、成道要点:平等心，除憎爱心及人我相六、发心:令众生入圆觉，不著人我及觉悟第十一章 圆觉菩萨
——未悟凡夫忏悔修三法一、凡夫先礼佛忏悔，后安居修圆觉三净观二、安居前行:先礼佛忏悔，后作
安居羯磨三、安居正行:修三种圆觉净观第十二章 贤善首菩萨——受持果乘之顿教一、总结:如来果乘
之教，顿、渐根机皆摄二、此经是三世如来所守护、菩萨所皈依三、圆觉、了义、秘密三昧、佛境界
、如来藏四、此是如来境界之教，果位至于佛地五、此顿教大乘，顿渐根机皆应奉持六、修习此经功
德胜过度百恒河沙阿罗汉七、护持经者有金刚、诸天王、鬼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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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讲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殊菩萨——本具真如智即菩提因　　五、如来因地知本性无生死、此觉性非有无　　善
男子，如来因地修圆觉者，知是空花，即无轮转，亦无身心受彼生死。非作故无，本性无故。　　当
一切诸佛在因地开始修圆觉法门的时候，知道轮转生死有如眼睛有毛病的人看到空花，是不实在的，
就知道没有所谓的轮转生死，也没有所谓的身、心在受生死。　　“非作故无，本性无故”，“作”
是用种种方法去修的意思。本经说生死并非有个身、心被束缚，于是要解脱生死，而是本来就没有生
死。要解脱生死，必须觉悟到生死轮转不可得，但是“觉悟”不是从修、作得来的。这是圆觉法门非
常重要的教法。凡是从修、作得来的，是有为造作的法，是属于因果法，要从有为造作的因果中修解
脱，那是不可能的。　　彼知觉者，犹如虚空。知虚空者，即空花相。亦不可说无知觉性。有无俱遣
，是则名为净觉随顺。　　当修行人知道生死犹如空花，就能觉悟到生死幻象的本性是无生死。讲到
觉悟，必然产生一个问题：是什么在觉悟？觉悟一定要有知觉的存在，即要有心在作用，不能没有知
觉的心而有觉悟。“彼知觉者”的“彼”，就是指觉悟当下的知觉心，犹如虚空，所以知道空性的知
觉心也是空花相。既然心证知空花相，就不可说没有知觉的心。对知觉心的有与无都放下不执著，心
就朝向觉悟真如清净的本质。“随顺”是朝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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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讲记》

精彩短评

1、菩萨修行手册，本经主要对机众还是顿修的上根者，虽然也包括了渐修法，但圆觉教理甚深，一
般人很难信解，如来藏系的经典被一些学者视作伪经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吧。个人觉得最后辨邪见破斥
邪师的内容意义重大，末法时期邪师横行，对佛法建立正确的信心很难。
2、大国学基金会于2010年6月10日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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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讲记》

精彩书评

1、广超法师这个讲解讲得非常好，我是在寺院免费结缘来看的。《圆觉经》有它独特的特点，解行
并重，有见解，有修行指导。见解广阔，指导也非常到位。是一部自成一体的经典。在这个基础上，
看其他大乘经典，更能相互印证与运用。我的经验中，在《金刚经》《心经》《楞严经》中，要么太
长，要么太短，要么不带修行详细指导，要么过于庞大详细而一般人无所适从。研习《圆觉经》，有
信心的人即可起修。同时，其他这些经典你也会知道怎么去融入。不过还是有些经文依然有疑惑，所
以，准备看另一个很特别很精彩的解说——超然法师的《趣品&lt;圆觉经&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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