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覺性 

宏智居士講述
 

弟子妙化整理 

「覺」，從廣義來講，世間的 一

切現象都是覺，包括生物界，一切生

命現象通通都是覺，不是單只有意識

的人才稱為覺。佛法與世間的知性不

盡相同，只要有生命現象，通通稱為

「覺性」。只要是能動的因，都稱為

覺。 

從最小的生物--細菌到植物，都

是 菌 類。菌 類 沒 有「覺 感」，是

「物」本能覺，它是一種動因，所以

是「適者生存，不適者滅亡」。但是

它不會覺得適不適應，它不能自覺，

也不能覺應如何適合生存，它是被動

式的，不能開創。如溫度升高，假若

它不能適合這個溫度，自然就滅亡。

但有沒有全滅呢？細菌滅了，依舊有

微物，還會再生。原來這個個體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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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結束了，它依舊存在水裡或

空氣中，遇到濕氣或空氣又合，但已

不是原來的細菌，可能是 A1或A2細

菌，它會隨著溫度而變異，SARS變異

就是如此。從人的觀點看細菌，很難

承認它有「覺」，因為它沒有抉擇的

自性。 

人有沒有細菌？一樣有。細胞都

是細菌，所以人體就是個細菌組合起

來的大細菌，它也有「本能」的不覺

性，是被動的，不能完全主動。既是

被動的，所以也是「適者生存，不適

者滅亡」。「本能」是被動的，「非

本能」是後天教育所成的。很多人就

是很多細菌，如果缺乏教育，就構成

「集體無意識」。像南京大屠殺，個

體沒有辦法自主決定要不要死，完全

是被動是地受外在環境的影響。 

人及一切的生命，都活在大氣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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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只是本能式的生存，不能有

「非本能性」的自主生存。沒有辦法

抗拒，都是受外在環境的影響，沒有

覺性（即自發性）。能有自發，就是

有「心」靈，也就是佛法講的「識」

（六識）。心靈才具備自發性的覺

性，不講心的話，一切都是覺。所以

佛陀講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只是

一念不能覺。一念不能覺就是「一念

執著」，所以不能覺、不能證。佛法

為什麼能超越世間？當然到目前為

止，還是沒有共認佛陀說的法可以超

越現代一切科學，只能承認佛陀是過

去的歷史人物、偉大的哲思人物。孔

子講「仁人」，蘇格拉底講「理性的

國度」，阿拉、耶穌講「愛」，這些

也是自發性覺的第一因，聖人之義可

以讓人「覺」，不能讓樹木或低等動

物「覺」。只有人具備耳朵、意識才

能覺。現世說法，動、植物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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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所以沒有辦法覺。但不是絕

對完全不能聞，沒有人敢講絕對不

能，至少在相對之下，人類認為牠

（它）們是聽不到的。聖人之義只能

對人講，無法對狗或其他動、植物宣

說，這就是「因緣」。 

所謂「因緣不可思議」，因緣真

的那麼不可思議嗎？如果完全不可思

議，是沒得說的，是一般人很難想到

這些義理，所以稱為「不可思議」。

真理「真」在哪裡，通常是不被共知

的，可能是一人或一小撮人才能得。

講悉達多，不會讓人覺，只能說本生

太子的故事，講釋迦牟尼佛、燃燈

佛、拘留孫佛，就像光明一樣，很容

易讓人記得，不會那麼複雜。比較複

雜的都是因為對著眾生的習氣，所以

複雜。眾生是不是真的很複雜？是很

複雜，在複雜當中，要讓他們慢慢不

複雜。「複雜」就是不能收攝，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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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放，念頭不能統一，六根不能

收攝成一根。六根齊收齊放，無明當

然現前。 

其他動物雖然不具足六根，但不

是只有一根，葉的正反面，能吸收與

反吸收的都不一樣，能吸收的是葉的

正面，反吸收的是葉的反面，葉的上

面比較平滑、下面比較粗，一吸一

放，「一吸一放」也是一種覺。不但

自覺，也能覺他。「覺他」的是放出

氧氣，吸收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對它

是好的，氧是不好的，所以「吸」、

「放」也是自覺。吸與放不但使它能

自利，也能利他，樹木能吸收陽光，

保持水土，這些都是非自主的本能。 

動物的行為也都是本能的知覺，

他們只會獵食比他們弱小的、或會生

畏懼的動物，只是覺性不足，不能覺

有、覺空，但不是沒有覺因或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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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覺因、覺性，應該可以成

就。是可以成就，必須覺因、覺性相

續，才 能 成 就。動 物 不 會 因 為

「覺」，停止獵食其他動物，改吃水

果。或因獵食小動物，生悲憫心。只

有人類才具備這些。人類初期也不具

備這些心識，人也是動物，照樣吃

肉。動物沒有了，也吃人肉。現在中

國人吃食動物內臟的習慣，就是過去

野蠻習性遺存下來的。覺性必須相

續，自覺、覺他相續。常有「心」，

常在法性，才能堅固相續，才能真

覺，不會變異。 

任何一切生命都是因緣，一個行

者是什麼因緣？行者不能有因緣，如

果有因緣，是在眾生中，怎麼能有覺

性？怎能覺他、渡化眾生？要常常沒

有自覺或覺他的「苦因」，所以要

「明」，也就是大乘法所謂的「覺

者」，「覺」就是「明」，而不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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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悟，覺悟不是從「無明」當中

覺，是從「明」當中「遍覺」。知見

一立，無明就生。知見是小，小知見

就是行者認為的覺性，但還沒有遍，

所以是小因緣。小因緣是小乘，小乘

也是「覺」。中乘、大乘一樣都是

覺。分別大、小因緣，是從不同的因

地因緣，產生覺性的大小來區分。 

一切都要合因緣，不合因緣，一

切都枉然。什麼是「正」因緣？一點

一滴的建設，才是「正和合」因緣。

什 麼 是「正」？在 因 緣 中，就 是

「正」。不妄取、不妄想、不妄念，

一就一，二就是二，這就是正因緣。

這也就是覺性的般若智慧，說「空」

的時後才是「有」，說空才能知該有

或不該有，才能有工具，工具就是正

念。知一個正念，就有一個正念的工

具，達到正心、正行，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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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表相都是心的延伸，物體

的表相就是心識的延伸。中國的維納

斯--洛神，衣著飄逸，西方的維納

斯，裸露肉體在海上漂。也許洛神長

得並不比現在的林青霞漂亮，但她展

現的是一種心意識合起來的美。心能

帶物、連著物，物不能有心，物就是

物，心很少。 

「覺」不是有什麼東西要覺，

「覺」是已經有一個「性」，有一個

緣起，無所謂A的覺性或B的覺性。小

乘才有一個個體要覺，大乘是有一個

「因緣」要覺，不是一個個體能覺、

所 覺。所 以「覺」不 是 用 想 的，

「想」一定是透過眼睛、大腦神經，

大腦神經是物質感官的記憶、排列。

大腦有記憶，來自腦下腺、延腦的腺

體，叫做松果腺。透過松果腺，大腦

才能有作用。松果腺不足，大腦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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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細的思維，只能有物類的感

通，物質的本能反應而已。燙會痛，

敲膝蓋會動，都是本能反應，不是細

思維。過去的人所知不多，不識字，

雖然能說話，但語言只是共同性的反

應，是本能，不是自覺的。 

善根、求福報者不能了解這些現

象，做好事、說好話，求得一人之

福，未來入善路，不要墜入不好的因

緣。求福報者不能開顯智慧，既不能

開顯智慧，怎會沒有業？一樣隨業

走。無明識別沒有掉落，一入中陰

身，一切隨業走。固執在業識中，定

業當然不能轉。法性因緣不生，必然

在定業中。能轉的是非定業，「非定

業」就是沒有固執的執著念。 

外在的業，已經慢慢要形成定業

的時候，行者都要知覺，不讓它成為

定業，像化石一樣化不開。明白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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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念執著會累積，所以才講

「空」、「有」，講中觀、唯識，講

一切的因緣。 

佛法不只是個語言相，而是要實

際的行化，任何未經實踐的理論都不

能稱為理論，能實踐的理論才能成

立。「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是

中觀的理論，這個理論要能被修行者

實踐，這個理論才有用。工具要合因

緣，不需要中觀的人，教他中觀是沒

有意義的。在不同的條件，教他認識

所需的工具，演練這些工具，才不會

因為沒有這些工具，不懂得工具，不

會使用工具，而進入原始的習慣。沒

有知性的人就是沒有理論的概念，也

就沒有辦法把理論化成為他所使用的

工具，必然回到原始的本能。 

了解因緣就是「明」一切因緣，

不明一切因緣，不能解其道、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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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更不能行其菩提因緣果報。

這就是「覺性」。「覺性」二字，很

簡單，但是背後的因緣緣起，可不是

二個字就可以代表一切。「覺性」有

各種萬法不同的「因」與「緣」，構

成「覺性」這個現象，它也是一個概

念，也是一個果名。「果」是一個現

象，證得覺悟的果的名相、名句。未

證的就是覺性的「因」--緣、緣緣、

增上緣、無間緣。必須具備這四種因

緣，才能到達「覺性」。要不然這些

都只是概念而已，沒什麼意義。概念

不能有作用，既沒有作用，不會觸發

作用的「果」。 

在修行當中，常在法性才能有覺

的「因」、覺的「緣」，才能從覺

因、覺緣中，從物本能收攝、凝聚。

「物」不用特別改變，自然有凝聚

力。這不是信與不信的問題，是一個

正確的因緣道、因緣法。信不信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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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與「無明」才是重要

的，信不信是個體，「明」與「暗」

就不是個體的關係，是眾因緣的關

係。 

學菩薩道要離我、無我、知我、

捨我，才有超然的覺性的「緣」而

已，這只是概念以後產生的行為，是

該有的現象，該有的能力。凡是物質

的東西，不是不看重它，要明白它。

明 白 善 業、惡 業（就 是 白 業、黑

業），「覺」的是「灰」業，「灰」

是有點苦痛，所以要凝聚。用什麼凝

聚？「心識」凝聚，灰才能漸漸淡，

自然凝聚。才不會有外緣（無明意

識）再進來，物質又增加了灰色，永

遠都不能明。 

沒有哪一個是「明」的，只有過

去的諸佛、菩薩已證的，才是明的，

能傳下光明性的，如經典，或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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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知識、聖人、高僧、大德，能

解空、說空、舉空、行空、證空。

「空」就是因緣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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