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所有圖檔，皆為權巧方便詮釋之用，並非究竟義，請勿複製，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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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入

阿難！譬如有人：以兩手指，急塞其耳，

耳根勞故 頭中作聲 兼耳與勞 同是菩提瞪發勞相耳根勞故，頭中作聲，兼耳與勞，同是菩提瞪發勞相。

{詮釋}

耳字意取耳入聞性，以性不自顯，寄托根塵而顯，

勞字乃指頭中虛響聲 不但能聞（聽聞）之聞性兼所聽聞之勞相勞字乃指頭中虛響聲，不但能聞（聽聞）之聞性兼所聽聞之勞相

（虛響聲）同是真性菩提心中，瞪發勞相。

（根、塵同源同一妄也）。菩提心，瞪發勞，則六精俱發（見精、

聞精、嗅精、嚐精、知覺精、覺知精）。圖１８ １９聞精、嗅精、嚐精、知覺精、覺知精）。圖１８.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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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入

佛性圓滿周徧佛性圓滿周徧
無形無相（畢竟空）
不生不滅（非因緣法）
不垢不淨（ 塵不染）不垢不淨（一塵不染）

不增不減（在聖不增，在凡不減）

盡

虛
空 遍 法

界
空 遍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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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根 色法
耳入

眼根

見精
意根

色法
見精

知精

聲觸
覺精

身根 聲觸
耳根覺精 聞精
耳根

嚐精 嗅精

舌根
嚐精

香味
嗅精

鼻根舌根 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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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入

因於動、靜二種妄塵，發聞居中，吸此塵象，名聽聞性。

此聞離彼動 靜二塵 畢竟無體此聞離彼動、靜二塵，畢竟無體。

{詮釋}

聲音動、靜無常，故稱為妄。聞性只是托塵似有，豈屬真實？

以聞性雖居耳根之中 吸入塵象（聲塵）以聞性雖居耳根之中，吸入塵象（聲塵），

但名聽聞性，亦顯示其唯是幻，妄名相而已

（因聞性離寄托之聲塵畢竟無實體）。

（圖２０。２１）（圖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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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入

若於空出，有聞成性，即非虛空；

又空自聞，何關汝入？

{詮釋}{詮釋}

若此聽聞之性由虛空所生，虛空有能聞之性亦得成為根性，

既成根性，即非虛空；

以聞性屬知，虛空乃屬頑鈍之性。以聞性屬知，虛空乃屬頑鈍之性。

又虛空自有聞性，乃空自聞即如同他聞，何關汝之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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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入

是故當知：耳入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阿難！汝更聽此，祇陀園中，食辦擊鼓，眾集撞鐘，鐘鼓阿難！汝更聽此 祇陀園中 食辦擊鼓 眾集撞鐘 鐘鼓

音聲，前後相續。

{詮釋}

聽即耳，鐘鼓為聲，阿難，聽即耳 鐘鼓為聲 阿難

汝聽這祇陀園中，食物已辦時，則擊鼓，

大眾集合時則撞鐘，鐘鼓聲前後續。

（圖２０。２１）（ ２０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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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入

動塵動塵
（有聲）

靜塵靜塵
（無聲）

聲塵動靜無常
故是妄故是妄

8



耳入

無實體
聞性雖能吸取聲塵，
但亦只藉托聲塵，

聽聞之性

但亦只藉托聲塵，
才能顯，故無實體

聽聞之性

耳根耳根
（聞性居耳根中）

聲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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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入

於意云何？此等為是聲來耳邊？耳往聲處？

{詮釋}{詮釋}

聞非自然生，因聲才聞，

聲非自然生，因聞有聲。

在汝之意，以為如何？在汝之意 以為如何？

是聲來耳邊而聞耶？或是耳根往聲處而聞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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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聲二處

阿難！若復此聲來於耳邊，如我乞食，

室羅筏城 在祇陀林 則無有我室羅筏城，在祇陀林，則無有我；

此聲必來，阿難耳處，目連迦葉，應不俱聞？此聲必來 阿難耳處 目連迦葉 應不俱聞？

何況其中，一千二百五十沙門，一聞鐘聲，同來食處？

{詮釋}

此處破除，聲一耳多，不能遍至。此處破除 聲一耳多 不能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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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聲二處

若復汝耳，往彼聲邊，如我歸住祇陀林中，

在室羅城，則無有我。

汝聞鼓聲 其耳已往擊鼓之處汝聞鼓聲，其耳已往擊鼓之處，

鐘聲齊出，應不俱聞？鐘聲齊出 應不俱聞？

何況其中象、馬、牛、羊，種種音響？

{詮釋}

此處破除，耳之聞性一聲多，不能遍往。此處破除 耳之聞性一聲多 不能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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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聲二處

若無來往，亦復無聞。

{詮釋}{詮釋}

如無來往，根塵兩不相到，故曰：「亦復無聞」。

按本經大乘了義，根塵俱周遍法界，

如七大文之：「清淨本然，周遍法界。」如七大文之： 清淨本然，周遍法界。」

如外國廣播，按時收聽，彼處一說，此處即聞。

豈有來去之相？此即根性周遍，托緣遍顯。

應知性本自遍，托緣而顯，應知性本自遍 托緣而顯

非藉緣而生，塵性亦復如是。

（圖２２.圖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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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根
六精之性
（第八識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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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聲二處

是故當知：聽與音聲，俱無處所。是故當知：聽與音聲 俱無處所

即聽與聲，二處虛妄，

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詮釋}{詮釋}

耳根之聽聞之性與聲塵無自體（無實體），

無內外定在處所，不過是虛妄名相而已，

其性本即如來藏性，故非因緣性，亦非自然性。其性本即如來藏性，故非因緣性，亦非自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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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 汝所

耳聲識界

阿難！又汝所明，

耳聲為緣，生於耳識。耳聲為緣 生於耳識

此識為復因耳所生，以耳為界。

因聲所生，以聲為界？

阿難！若因耳生，動靜二相，阿難！若因耳生 動靜二相

既不現前，根不成知，必無所知，

知尚無成，識何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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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聲識界

{詮釋}

耳識本無聲處可得，動靜二聲塵不現前，耳識本無聲處可得，動靜二聲塵不現前，

耳根之聞性，須托塵而顯，

耳根不成能知，必無所知之聲塵。

能知之耳根，尚且不得成，能知之耳根 尚且不得成

所生之耳識畢竟作何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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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取耳聞 無動靜故 聞無所成；

耳聲識界

若取耳聞，無動靜故，聞無所成；

云何耳形，雜色觸塵，名為識界？

則耳識界，復從誰立？

{詮釋}

耳根惟取能聞，若取耳聞，無所聞之動靜二塵，

能聞之根，亦無所成（無所，即無有能）何能生識？

若但取肉耳能生識者 肉耳是身根之色相 身根所對惟觸塵若但取肉耳能生識者，肉耳是身根之色相，身根所對惟觸塵，

肉耳之形如新卷葉，雜於身根之色相之ㄧ，

肉耳所對之觸塵，名為生耳識之界耶？

則耳識界 復從誰而立界乎？則耳識界，復從誰而立界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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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聲識界

若生於聲，識因聲有，若生於聲 識因聲有

則不關聞，無聞則亡聲相所在？

{詮釋}

若耳識單從聲塵而生，則不關耳聞之事，若耳識單從聲塵而生，則不關耳聞之事，

須知聲必因聞而顯，若無聞，

則亦失聲相所在，聲尚不可得，云何能生耳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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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聲識界

許識從聲生，許聲因聞，

而有聲相；聞應聞識！而有聲相；聞應聞識！

{詮釋}

識固然從聲而生卻許因為有聞而有聲相，

如是則聲中有識，聞聲之時應當併聞於識！如是則聲中有識，聞聲之時應當併聞於識！

（圖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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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聲識界

如是，阿難！當知是聞，非動、靜來，

非於根出 不於空生非於根出，不於空生。

何以故？若從靜來，動即隨滅，應非聞動！何以故？若從靜來 動即隨滅 應非聞動！

若從動來，靜即隨滅，應無覺靜

若從根生，必無動靜；如是聞體，本無自性。

{詮釋}{詮釋}

但只有增上緣，必無所緣之塵，

如是聞體（耳根），亦無能入之自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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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塵

耳聲識界

聲塵
聲塵變成有情界
自有識可了別

聞 耳
耳識

聞
性

耳
根 耳識

聞聲之時應併聞識聞聲之時應併聞識
聲塵中有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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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聞非界；聞則同聲；識已被聞，
耳聲識界

誰知聞識？若無知者，終如草木。

{詮釋}{詮釋}

展轉顯謬：一、不聞非界謬：但只聞聲不聞耳識，

則聲中無識，聲非生識之界矣。

二、聞則同聲謬：若聞聲時，亦同時聞識，

識則同於聲，被耳根所聞矣。

三 被聞無知謬 識已被耳根所聞三、被聞無知謬：識已被耳根所聞，

則無有識，又誰之聞聲併聞識耶？

四、人同草木謬：若無有能知＂聞識者＂，

亦無有能知＂聞聲者＂，果都無所知，則人同草木。亦無有能知 聞聲者 ，果都無所知，則人同草木。

（圖２５，圖２５－１） 24



耳聲識界

識變成無情界
識同於聲被耳根所聞

聲塵

聞 耳識
聞
性

耳
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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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聲識界

被耳根所聞

識即是聲
無有識可了別
（識已成被聞）（識已成被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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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聲識界

雜不應聲聞，雜成中界。

界無中位，則內外相，復從何成？界無中位 則內外相 復從何成？

{詮釋}

不應說：聲塵與聞根，和雜而成中界。

無有中位為緣可生識，中間識界，無有中位為緣可生識，中間識界，

既不成，則內根外塵之界相，復從何而得成耶？

（圖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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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聲識界

耳根 聲塵耳根 聲塵

聲塵與聞根和雜聲塵與聞根和雜
無有中位可生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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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聲識界

是故當知：耳聲為緣，生耳識界，三處都無。

則耳與聲，及聲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則耳與聲 及聲界三 本非因緣 非自然性

{詮釋}

單耳根為緣不能生識，單聲塵為緣不能生識，

耳根 聲塵為緣，不能生識（以上三處皆無）耳根、聲塵為緣，不能生識（以上三處皆無）

（圖１６）（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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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聲識界

色 色能
見

眼
根

色
塵

色
塵見

之
性

根 塵
眼根

塵

眼根

眼根生？ 色塵生？ 眼根與色塵共生？

三處皆無三處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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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聲識界

（所緣緣）
（增上緣）

無
中眼根 色中
界
可

眼根 色
塵可

得能見之性

塵
得

眼根為生識之界？ 色塵為生識之界？眼根為生識之界？ 色塵為生識之界？
眼色識界？
三界皆無三界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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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聲識界

{詮釋}{詮釋}

故耳根界、聲塵界、耳聲識界，

三界皆無，本非因緣性、自然性，

只是世間戲論名相只是世間戲論名相，

其性即是如來藏妙真如性。

（圖２２.圖２３密密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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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補充資料

元是本妙本明本淨的圓湛真性(真心也)中，

因最初一念妄動，於性覺(性本之真覺)必欲加明，

逐轉妙明而成無明 轉性覺(真覺)為妄覺逐轉妙明而成無明，轉性覺(真覺)為妄覺，

由於無明力故，逐將真覺，立為所明之妄境，

無明妄覺合之為業相，所明之業相，既已妄立，

復由無明力，將本有之智光，轉成能見之見分(第八識復由無明力，將本有之智光，轉成能見之見分(第八識

見分)，體雖本真，用則中常妄。

因無明妄動，將妙明真空，變成晦昧空(明暗參雜是為

晦昧)，於晦昧空中，結暗境成四大。晦昧) 於晦昧空中 結暗境成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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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明、暗，二種妄塵，互相形顯，黏起湛然之真性，

(黏即是被假相妄塵 妄見所束縛所障之義)(黏即是被假相妄塵、妄見所束縛所障之義)，

引發為見精，屬八識見分。由此見精，

對映外四大之色塵，攬曲色塵，結外四大而成內四大之

勝義眼根；名為清淨四大，此勝義根，勝義眼根；名為清淨四大，此勝義根，

為浮塵根(肉眼之體)之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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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勝義根而成浮塵根，名為肉眼之體(即眼珠子)，

此浮根即四塵所成，實則浮、

勝二根 皆地 水 火 風四大 及色 香 味 觸勝二根，皆地、水、火、風四大，及色、香、味、觸

四塵，八法所成。今勝義根但言四大，

浮塵根但言四塵者，乃因彼此互相作用也。

40



意根之由乃是由於五塵落卻之影像(法塵)，

生滅相續(明暗、動靜、通塞、悟變、離合等五塵相，

於心中 生滅相續) 於本妙本明妙覺圓湛真性中於心中，生滅相續)，於本妙本明妙覺圓湛真性中，

黏起湛然真性(黏字乃為妄塵束縛障礙真性之妙用之義)，

引發為知精，知精映對法塵，攬取法塵，以成勝義竟、

根，名為清淨四大，勝義根為浮塵根之本源，根，名為清淨四大，勝義根為浮塵根之本源，

勝義意根，其相極微細，聖眼、天眼，方能見之，

浮塵根，不稱為“意體＂，而言“意思之體＂，

乃因浮塵根即是肉團心(狀如倒掛之蓮華，盡開夜合，乃因浮塵根即是肉團心(狀如倒掛之蓮華 盡開夜合

在人身中不可見，故用“思＂字，以表明有思量處，

即意根所在也)，意根在內，意根內照法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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