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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十宗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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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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价禪師住瑞州洞山，傳法給本寂禪師，

住撫州曹山，合洞、曹二山之名而為曹

洞宗。本寂禪師要出外雲遊，臨下山的

時候，洞山叮囑曹山說：「我在雲巖先

師處，親印寶鏡三昧，堪稱窮理盡性，

我今付囑於汝。」

曹洞宗，傳寶鏡，定君臣，行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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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洞山良价禪師



•曹山本寂禪師復承洞山之本意而發明之，

假託君臣之例，說明五位之旨訣，而「定

君臣」五位(正中來、偏中至、偏中正、正

中偏、兼中到）。

•以五位君臣，來顯示每一法的全體大用。

君是正，臣是偏。臣應隨順於君，故君主

之令不可或違，故稱「行正令」。

曹洞宗，傳寶鏡，定君臣，行正令。

5

【故事】曹山本寂禪師



• 雲門宗的文偃禪師於化導學人時，慣以一字說破禪旨，

故禪林中有「雲門一字關」之美稱。

• 此外，文偃禪師亦常以「顧、鑒、咦」三字啟發禪者。

然而，這些參學僧人大都茫然，參透的人不多，所以說：

「一字關，透者希」。

• (按：「顧」謂顧己，或自我反省；「鑒」謂鑒人，或自

我鑑戒；「咦」謂領悟言詮不能及，思路不能到的玄旨，

或指超絕一切，於孤峰頂上宴坐自適的境界。)

雲門宗，顧鑑咦，一字關，透者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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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雲門文偃禪師



• 文益禪師是法眼宗之開山祖師，其禪學思想以「禪教合一」為其特色，

後開創五宗中最晚成立的法眼宗；說明總相、別相、同相、異相、成

相、壞相等六相，並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來融通宗門教下。

• 而教下之經、律、論三藏，都是智慧的結晶；

而學禪主要也在於學智慧，因此，「禪與教，無兩樣」。

【故事】法眼文益禪師

【引申】禪與淨土法門的抉擇

法眼宗，明六相，禪與教，無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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