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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的无住理趣 
 
 
    曾载星槟日报元旦特刊 
 
    普通一般人，许多对於世事看不开，终日住於心有所碍的境界，在五尘六欲中打转，招来了许

多无谓的烦恼，真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而佛学呢，有一条重要的理论，是教人「无

住」，叫人看透世情的虚伪，人事的变幻，於中不为所拘，能屈能伸，处之泰然。唐时六祖慧能，听

五祖弘忍讲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豁然大悟。他悟个什 ？就是「无住」。心经也说：

「无 碍故，无有恐怖」，一般世人，心有所住，未能无碍，故有恐怖，患得患失，畏首畏尾，就因

没有领会到佛法 
无住的理旨。佛陀对机说法，应症与药，法门多至恒河沙数，而其千经万论，都不外指归於无住，唯

有无住，才能表达大乘佛法导俗归真的理趣。 
 
    当然，无住是对有住而言的，世俗一般宗教哲学的理论，任它发挥得 
怎样高超入妙，依佛学者的眼光看来，都仍停留在有所碍的境界；唯佛法五蕴皆空，一尘不染，才是

空无依傍的无住真理。佛法最高的义理，在二空般若，要我们从人事的修养中，不但要空去主观的自

我，还要空去客观的境物，空到透彻，不留渣滓，无住的真理，才会赤裸裸地呈显出来。  

 

    印度与西洋的一般宗教哲学，都是重天、重神、重主宰、重神我，有一固定的主宰，纲维万

物，操纵一切，所以与佛法无住的理趣，似乎距离得很远。倒是中国的儒 道哲学，已多少接近佛理

的无住。例如老子的「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患何有」。这无身，是破我执，已

接近佛法我空无住的理：法空无住的 理，则尚未谈到。又如孔子的四绝修 养，亦接近无我无住的道

理。论语谓「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孔子不坚持私意，不武断，不固执，不以小我

为前提，是达到了客观 的无我境界，而对於一切法的看法，亦是主观未泯，仍未能空到透彻而达无

住的理境。佛法由修养的体验，洞彻宇宙的原理，法尔如是，而其一切 现象，则都是缘起而有，如

幻如化，其性本空，不但空去我的主观：不执己见，还要体达诸法当体性空，使此心境空无依傍，无

所耽著和稽留，才会和无住理接近。 这观察属於修养，是从心经所谓「无智亦无得」的体验而来

的，无智亦无得，是佛法的正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 ，依般若波罗密多故，心无碍，无碍故，

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盘。 」这是从无得正观中所生起的效用，也是能得到修学目的的

效果。 

 

    有关阐明无住真理的经典甚多，兹简明一二，或可作参酌：  

一、深密的无住境  

    境是理境，无住境，即指佛果所证的涅盘。在法相宗要典的解深密经中，说有四种涅盘： 

 

一、本来自性清净涅盘，即一切众生自性各具有此清净理境，惜为客尘烦恼所障蔽，未能显现。 

 

二、有余依涅盘，是断除烦恼 障所显之真如理境，但障惑虽断，果报色身仍在，是名有余。 



 

三、无余依涅盘，即障惑既尽，果报色身亦亡，无所依留，谓之无余。 

 

四，无住涅盘 ：是进断所知障所显的真如理境，此时无分别智现前，能所双亡，主客全泯 ，体悟生

死涅盘，理原平等，不过，迷时生死幻现为众生，悟时涅盘寂然成诸佛，其实诸法性空本无生死可

厌，亦无涅盘可欣，而以大智力为实施权，故不住生死， 大悲心故不住涅盘，两边不住，中道不

居，所以叫做无住的 理境--涅盘，佛陀由於实证体验的工夫，常住这无住涅盘中过著理性 的生活，

而为利乐有情，尽未来际，应用无尽，所谓无住而住，住於涅盘，无住而住，住於生死，迷悟冥然，

动静一如，故知这真理是无所住的，而又是无所不住 的。    

二、金刚的无住心 

 

    无住心即心於一切境上无所滞留，是就行者因地所修习的心境而说，与上项果证的无住理境有

异。这个住，是於外境贪著，有所依恋；当然还不指住於外境，重要的是指於内心的坚住不舍。因外

境是随心而现，随心而转的，内心要先有所住，才於外境有所住著而生起贪染的爱著，如果内心已惑

尽情空，无所住著，那 自然也会透视外境的空幻，不於外境而生住著了。所以一部金刚经的重要道

理，是叫人「不住色生心，不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因心从有所住著之处而生，就是凡夫心，是不清

净的烦恼之法；若从无所住处而生其心，即是圣者之心，圣者无住之心所起的一切法，都成为清净无

漏的佛法了。是故须菩提在金刚经中问佛：「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佛的答意是「应无所住而

生其心」。若能於一切境中无所住著，就可以把这狂妄之心降伏下来，当体也即是圆陀陀、光灼灼的

真心了。正如楞严经所谓「狂心顿歇，歇即菩提」。六祖的见性就是在这种意言下发明心地的。  
 

三、维摩的无住本 

 

    无住本，可通於一切染净之法的根本，也是通指因果而言。在维摩经观众生品中，文殊与维摩问

答善恶诸法的根源，而归结到无住。如云：「善不善孰为本？」答曰：「身为本」。又问：「身孰为

本」？答曰：「贪欲为本」。又问：「贪欲孰为本」？答曰：「虚妄分别为本」，又问?「虚妄分别

孰为本」？答曰：「颠倒想为本」。又问：「颠倒想孰为本」？答曰：「无住为本」。又问：「无住

孰为本」？答曰：「无住则无本；文殊师利！从无住本，立一切法」。这从无住本所立的一切法，应

包括了世间法与出世间法。因无住有真如无住和无明无住。真如无住，是因真如性空，空无依傍，故

无所住，虽无所作，而真如是诸法之法性，普遍於诸法之 中，一切处，一切时，皆不离此真如法

性，诸法皆依此真如而建立，所以真如虽无住，却为迷悟染净诸法的总依，既无所不住，而又为一切

法生起 的所依，其理微妙，就在於此。真如是迷悟的总依，是唯识学者所主张的，染者依之迷生，

净者依之悟起，一切染净之法，都依此无住而无所不住的真如空性而建 立。无明无住，是指妄法无

体，因迷於真如的净性，依之而幻起染性的无明，从之而生，三细六粗，五意大染，就成为一切染污

的世法建立的根本。是知不论在世法 与出世法，都是从无住本上建立的，所不同的是真如无住是真

实不虚的，无明无住是虚幻不实的。既然在无住本上，可以建立染净因果之法，则知佛陀虽常在无住

的 真理中生活，而仍不妨碍其降生、出家、成道、说法、涅盘等种种活动，绝不能说因真理无住，

就连一切史实的活动也都抹杀。须知真理之体是空，事实之用是有， 真空不碍於妙有，即是真理之

空，不碍於事实之有，也等於说，真理无住，而无所不住，於绝对的哲理中，是真俗圆融，事理合一

的。  

 

四、华严的无住身  

    这身是指三身中法身的无住理体，法身是以法性为身，法性本空，是 无相绝对的，不是如我们

俗身，生灭相对的，所以真如的法身，是无住而住，住无所住，是平等绝对的，这种境界，不同普通



人一般的境界，因普通人一般的境界， 都是有形相对的，一定要有形相的东西才能住了，但是到了

圣者的绝对境界就不同了，圣者亲证法身，与理性契合，理性无形无相，法身亦无形无相，能生的身

与所 住的理，常相冥契，不落分别的言思，任运自然，生活在真理中，真理既是空而无住，那么何 

需有形相的东西来做凭藉呢？自然是空无所住，而又是无所不住了。所以华严经中说：「普贤身相如

虚空，依真而住非国土」。普贤菩萨依真而住，以虚空为身，以 虚空为土，则知身相是空的，国土

也是空的，身和土都是合於空的无住的真理，与空而无住的真理打成一片，在绝对的理性中，过其自

在无碍的生活，这又是何等逍 遥自在！这不是自我陶醉，试想一个普通没有佛学修养的人，那会有

这种境界呢？从前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最後参到普贤大士，徘徊於依正庄严的华严楼阁之外，只 听

到普贤的声音，不见普贤的身相，更足以证明诸佛菩萨的真空境界，是无住而住，无所不住，不同凡

夫妄想执著而心有所住，局於一隅的迷昧，障蔽了全体自由自 在，无无碍的光明遍照的大机大用。

故华严经说：「若人欲识佛境界，当净其意如虚空 。」  

五、有住与无住的异趣 

 

    普通一般人，对於佛法没有什 认识，或虽认识而没有修养，或修养而不够程度，心境终是在有

位中打滚，不能体验到无住的妙趣；而且心有所住，从行为上所表的行业，亦多是恶的，即使有善

的，也是世间的小善，不是超世的大善。最惨的，还是终日常在有住的心境中颠倒是非，妄造诸业，

戴著不 

能无住而又主观的有色眼镜，见不到事物的真相，却固执的以自己所见是正确的，反而把那住於正理

的人，认为是不正确的，淆乱黑白，莫此为甚。如佛世时代的外道鸯掘摩罗，受了邪师的言教，要斩

千人的手指结 聚塔，供养梵王，死後方得上生梵天。他愚蠢地照做，斩了九百九十九人的手指，还

差一个，见到母亲来找他，他就想斩落母亲的手指凑成千数，以取上生梵天的福乐。时佛知道化导他

的机缘已熟，马上出现於他的面前，他既见佛，就舍母逐佛，可是与佛距离数尺，终是追赶不上，追

得气喘如牛，口 中就不断地呼佛「住！住！」即是叫佛停住。佛答他说：「吾常住，汝自不住」！

从这「常住」和「不住」中，亦暗示了有住与无住的真理。即佛常常无住而住，住 於透脱世情的定

慧圆融的理性中，所以行藏得宜，舒卷自在，而鸯掘摩罗听了邪师的邪教，常自不住真理，妄造诸种

杀业，无异自掘地狱的坟墓，何来妄求生天？好 在经佛一番开示，言下顿自省悟，舍恶从善，弃暗

投明，重新做了一个善良的人。 

 

    从有住和无住，显出了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的分水岭。世间人不懂佛法无住──空的吉祥，喜

欢执有，及以有为吉祥，为有福气，於是为了我有，以及我所有的财物， 不分昼夜攒营争取，造诸

恶业，结果不但今世难得吉祥，未来还要因造业而受苦报，这是自生缠缚，不能超脱樊笼。然而无住

的空，为什么说 它最吉祥呢？因心境无住，空而清明，不妄自造罪，现世安乐，未来也不会受苦

报，岂不是有福报，大吉祥吗？这种道理不但世俗凡夫不深理解，就是佛教中的小乘 行者，也未深

知，故他们只知我空，而不知法空，於一切境法生爱，住著不舍，故对於大乘佛教的无住真理，亦视

为畏途。大智度论说：「小乘行者闻毕竟空理，如 刀伤心」。这毕竟空，也正显示无住之理。所以 

无住不但是佛法的宗趣，亦是不共凡夫和小乘 的特胜法。有人说，毕竟空是佛法的不共法，即不共

世间一切宗教哲学之法，因他们都是著有之说，唯佛教谈空，如大刀阔斧，挥斩自如，毫不留情，非

世间一切拘 泥不化的学说所能企及的。因这无住的空，不是一切有住的境界，是须从修养至一切

「无住生心」而後显现出来的胜用。如果大 家都认识这个无住的道理，相信无住而空，空而无住，

则知不独空是佛法的不共法，无住亦正是佛法不共世法的正宗。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如能悟入无住之

理，则不 论家庭、社会、或国家与国家之间，不但可以减少了许许多多是非争执的纠纷，而且连动

武屠杀的事件也不会发生了。   

                    （一九六八、五、十、讲於三慧讲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