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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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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門下有兩位禪師，南嶽

「懷讓禪師」和青原「行思禪

師」，得六祖傳法印證。

【故事】懷讓、行思禪師的故事

六祖下，二禪師，南嶽讓，青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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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嶽衡山懷讓禪師門下的「馬祖」道一禪師，門

下傑出的弟子計有百丈懷海、南泉普願、西堂智

藏等，多達一百三十九人，百丈下更開衍出臨濟、

溈仰二宗，轉化無量遍全國，「馬祖」之名廣流

於全天下。

• (按：西天般若多羅尊者早已預言：「後世將有一

馬駒，踏殺天下人。」這正應在馬祖道一身上；

寰區，全國、全天下)。

南嶽下，一馬駒，踏殺人，遍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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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馬祖道一禪師



•石頭希遷禪師是行思禪師的門下，所以說：「青原下，一石頭。」

馬祖大師座下有一位鄧隱峰禪師，曾經向馬祖告辭下山，去參訪

石頭希遷禪師。

•結果一事無成，再回到馬祖處，馬祖說：

「我老早告訴你，石頭路滑啊！碰了軟釘子，

怪誰呢？」，故云：「石頭路，滑似油」。

【故事】石頭希遷禪師

青原下，一石頭，石頭路，滑似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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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宗的傳承，從六祖慧能大師以下，分為

兩支。後又輾轉演變，前後「分」成「五

家」(臨濟宗、潙仰宗、曹洞宗、雲門宗、

法眼宗)。

• 這五家的支「派」，又「各別」不同。臨

濟義玄禪師的特色，在接引四方學人的時

候，棒喝交馳(幫助學人反觀自性，能夠覺

醒)，故曰：「臨濟宗，行棒喝。」

分五家，派各別。臨濟宗，行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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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臨濟義玄禪師



•義玄禪師所說的三玄、三要，四賓主

的辨別，以及「四料簡」：有時奪人

(我執)，不奪境(法執)；有時奪境，不

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

俱不奪等；如何是人、如何是境、如

何謂之奪與不奪，都留待自己去參就

體會。

玄要分，賓主別，人與境，奪不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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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潭州大溈山靈佑禪師和袁州仰山慧寂禪師說法時，賓主酬答，有時於

空中畫一「圓相」(○相)，再在圓相中或畫牛相，或畫佛相，或畫人

相，或畫卍相，「暗」中契合對方的根「機」；佛法的奧「義」如像

巨「海」，即使有千言萬語，終不能探測它的深廣。

• 禪宗的祖師們，以圓相示人，使學人於頃刻之間，「暢」達佛法的奧

祕，所以說「義海暢」。

• 【故事】溈山靈佑禪師；【故事】仰山慧寂禪師

溈仰宗，示圓相，暗機投，義海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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