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初阶佛学读  
  
第十二课  真如与无明 

 

    真如和无明，是两个对立的名词。喻如光明和黑暗，也是相对立的；因光明是对黑暗而说的，如

果没有了黑暗，光明这一名词，便无从说起。佛说真如也是这样，是对无明而说的，如果无明破了，

真如性空，亦不可说，虽说也是多余的剩语。 

 

    真如是诸法真实的理性，一切众生本来具有的，含容万德，能生万法的理体，偏一切处，无始无

终，灵光照耀，本来如是的；无明呢？是虚妄烦恼的根本。有了这虚妄的幻惑，幻起我们这一期的虚

妄生命的个体，把那真如理性的生命覆蔽了，於是说出现了这个烦恼的人生。由生而死，死了又生，

生生不已，死死无穷。但无明是无始而有终的，由於修慧的智剑，可以斩除了它的愚顽，虚妄的生命

静止下来，真如理性的生命，依然灵光独露地照耀著。 

 

    说一个譬喻，理性的生命，好像明镜的宝光，本自具有，照耀一切；虚 妄的生命，犹如镜子上的

尘垢，幻现不实。明镜虽然蒙尘，宝光明从来 未失；只要有拂拭的工夫，去一分尘垢，即发一分光

明，去十分百分千分 尘垢，即发十分百分千分光明。理性的生命也是一样，全靠修养的工夫， 去一

分处妄，即显一分德能，去十分百分千分虚妄，即十分百分千分德能。可知一个人的为善为恶，其关

系足以影响真性的或净或污、超升或堕 落，亦关系真性的出缠或被污染。古德说：「众生与佛，迷悟

之间，只差毫厘」，也正是道破了真如和无明的关系。 但是真性本来清净，灵光照耀，为何会有虚妄

染污的无明呢？如果真 性本净，仍可受无明的薰染而现起虚妄的生命，轮回生死；那么成佛清 净，

岂不是又可退为染污的众生吗？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古德设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好比金矿和金子是同

时并存的，有金子时候就有矿垢，有矿垢时候就有金子；後 来经过冶金师的淘铸和磨链，汰去尘垢，

铸成金器，就不会再为矿垢所染污了。我们的真性亦是如此，大家都有这个真性，但无始时来，就与

无明俱有，一经佛法的 修持，智水的洗链，妄惑扫尽，真性显露，以後就不再为虚妄的无明烦恼所染

污了。所以成佛之後，是决不会再退为众生而受生死的。经中说：无明是无始有终的， 而真如是无始

无终的，便是这个道理。 

 

    真如和无明，都说它是无始。这始是起初的意思。无始，就是不定说出它最初的开始；因佛说宇

宙诸法，都是因缘而起，循环流转，最初是只有缘起活动的因，而不 是创造刻板的始，如果有始，就

不是因，也不是缘起了。例如一个无端的圆环，找不出那一个是起始。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由於各

人自己不可思议的因缘业力，无 始以来就存在著，一直到尽未来际亦无穷尽；虽虚妄的生命是无始而

有终止的一天，而真如理性的生命之流，是永恒无尽的。这是佛教从真如与无明的关系，说明生 命的

真妄， 全属於自己善恶业力的转变，与其他宗教学说的生命为神灵创造之说，及生命是常一不变的，

或一死就永远断绝的，全异其趣。  

    问题练习：  

    1.真如与无明怎样是相对的名词？  

    2.理性的生命和虚妄的生命有何不同？  

    3.应该用甚么譬喻来比喻说明两种生命？ 

    4.在清净的真如性上如何会有染污的无明？  

    5.真如与无明是否都是无始无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