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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摩詰所說經》是維摩詰居士所說不可思議解脫境界及「入不二法門」的經典。

⚫ 文殊菩薩問疾完後，維摩詰居士趁機要求其中的三十一菩薩，說明云何菩薩「入不
二法門」。

⚫ 會中有法自在菩薩說：「生、滅為二，法本不生，今則無滅，得此無生法忍，是為
入不二法門。」

⚫ 德守菩薩說：「我、我所為二，因有我故，便有我所；若無有我，則無我所，是為
入不二法門。」如是三十一位菩薩一一已經說畢。

⚫ 輪到文殊菩薩說道：「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
是為入不二法門」。

⚫ 最後文殊菩薩進而問於維摩詰居士：「何者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
言。

⚫ 文殊菩薩立即讚嘆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

⚫ 由上可知，以言說來說明不二，如標月的指，離開月還遠得很；文殊菩薩以言說顯
不可說，雖進了一步，仍然隔了一層；

⚫ 維摩詰居士則以默然不可說，來表示不可說，更是生動的表達了「不二法門」的境
界。

⚫ 佛法的最高境界，乃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開口便錯，動念即乖」的﹗

入「不二法門」

維摩詰居士像



【原文】顯諸仁，藏諸用。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
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

【段旨】此一節節錄自《繫辭傳·上》第五章，這一節是説明陰陽化生之功
和變化之理。「富有」，不單指財貨而言，精神心靈的充足，如孟子所說
的「天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之有德行的善人，亦包括在內；

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日新」指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自新新
人，日新其德，就是盛德。

• 「生生之謂易」，可視為易的第四個定義，和傳統的簡易、變易、不易
併存。三畫卦的八經卦摹擬自然，為生；重卦後的六十四卦，揭示終而
復始之義，為生生也。以時言，初爻為始、二爻興起為壯、三爻結束為
究；重卦六爻，則始壯究、始壯究，代表人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永不
停息。

• 《周易禪解》曰：「終日在陰陽數中，而能制造(駕馭)陰陽，不為陰陽所
測，故謂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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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傳>「生生不息」的重卦現象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上經，由體起用，以明天道)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十方。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下經，以用證體，而揚人道)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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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易經》所體現的道顯現出來，就表現爲仁
德，又隱藏在一切日常所用的事物之中(「日用而不
知」)。天地的盛德大業可以説到了極致啊！富有無缺
就是「大業」，一天比一天進步就是「盛德」。

生生不止叫做變易，陰與陽的變化使人無法預測(海森
堡「測不準」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叫做神妙。

(按：我們的行為和觀察，都在時間的歷程中進行，不
可能有超越時間的思考或行動，如此就注定了陰陽不
測的結果；何況凡夫有堅固分別執著的妄見，欲以此
生滅心，而辯此覺性，則亦同生死之法矣！

如《圓覺經》所云：「未出輪迴而辯圓覺，彼圓覺性
即同流轉。若免輪迴，無有是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