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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塵修 
 

 修者須明，行修有兩步：一者：塵世行修。一者：宇宙行修。 

 塵世行修：凡三界之修皆為塵修，塵者凡塵也，因存漏，故 

  以塵稱。 

  宇宙行修：離三界之修，亦即道修。 

  修行須由塵世三界修行進入宇宙修行，塵修可格而入道修。 

 

 古今修者萬千，證者百中難求一二，道果真難得乎？觀古今

 修者所犯弊端： 

 一者：無明於修行真義，又修中存疑； 

  一者：慣性執於戀塵，雖明道法而難行道； 

 一者：明師難得，縱虔心修行，仍入道無門。 

 

 無明於塵修之真義，乃眾俗行修難精進之重要原因。堅持十 

 章八則為修之奠基，然若所修僅持守章則，亦難見其效。又者，

 若行修一味執善棄惡，行善積德，樂善好施，亦難精進。因其之

 所為，善因積德而修，善因懼業而為，此皆存私我之修，此德修

 為塵德也。 

 

 塵德多為假軀而修，亦見迷信於修之回報。雖見虔修，其實

 乃為身享福報而修，縱得軀強壽增，亦回歸無望，此曰顛倒修。 

 

 師論春夏秋冬　，以示塵修道德法則： 

 時維三春日望有二　，光似矢急莫盼回頭， 

道長論短罪孽盈滿，塵套軀身勸勤修真， 

八角存漏故曰塵修，卦爻無為因緣德隨， 

春潤乾坤萬物滋育，夏火炎燥易焚屋毀， 

秋砂黃土樹見禿枝，冬寒滯氣僅防逆流， 

 

  春乃萬物活命之源，氣水食糧，軀身得之以活命，缺之則滯

 以待斃。然若缺節制，則春水泛而腐朽根基。  

  夏火炎軀氣燥，氣者俗稱脾氣，氣猛則氣升水沸，五行易為

 焚焦。然若欠氣，則水不溫。此際則須以德調配，以制火候，火

 候得當則性必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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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掃葉落砂飛，此關修者有待考驗。風掃慣陋惡習，思維之

 鬥 ， 乃 關 考 。 樹 禿 而 綠 葉 長 ， 若 存 舊 葉 ， 新 葉 何 處 生 ， 則 難

 純。故須心田全空，方能新且純。若求簡貪捷，舊陋未除，必為

 雜野所礙。 

  冬之嚴寒可促水於冰，故曰滯。此際常見修者半途而廢，則

 所修自毀矣。若秋考難得效驗，則須恆耐，灰心則入冬矣。又者

 若心思不正，則易入極端而成魔徒，故勸僅防逆流。 
 

 註：　春夏秋冬，循環不息乃自然理；四季四節各有千秋，陰陽相對，善惡

    共存，修者悟其理，而取其善，避其惡，達中庸、平衡。此例舉塵修

    之旨。 

  　三春指春季，一、二、三月之三個月；日望有二，指同時見到日東

    昇，月西沉。 

 

塵修三輪體空： 

施者忘施則施空，受者忘受則受空， 

施受忘物則物空，三輪體空則相空， 

不求私利則名空，名相物空則實空。 

 

  佛宗《塵修三輪體空》，乃助塵修者入道之法則。塵世施者、

 受施者及施物共三者，合稱三輪或三論。塵眾若無明修之真義，

 迷信凡施必得其報，佈施必存所望，此為塵德。應明施者，施

 物皆空相，執於施則難得其空。施天下須受施者，無一者一物為

 我所施，透徹此句則悟空性而轉入道矣。 

 

  道德真修，七情六慾乃為主要塵毒。棄慾除情，思惟之爭鬥，

 此際須以恆耐毅力，方得見效。 

  情慾乃魔之首，情慾為慣性所控，故情慾不利於修。欲明人

 與人之間之因緣果報，必先透徹因果定論，才一切可明。 

  家庭血緣，姻緣關係之處理，應一切隨緣，即不執著於私我

 之情，亦不在意血緣之情，隨緣生滅而不執著。人生有情有愛，

 放開情感執著，熱烘烘的太濃，冷冰冰的太淡，理智中肯處理，

 心志趨平靜。 

  情有私情則生掛愛，不除則易造孽。若為感情纏身，為私我

 佔有之情而困身，輪為魔徒。不為私情，不為我執，再造不了情，

 表現雖淡，然內心充滿大公之關懷與愛心。一切隨緣，不刻意、

 不在意，乃修行者必備之條件。 

 

 

 

 



 88

  塵修雖為修行之奠基，然塵世之修縱達圓滿，其純性必尚存

 漏，三魂雖平亦難離三界，故須依循道緣，透徹德理，以德去塵

 垢淨魂，入宇宙道德修。宇宙果證要求，靈純魂淨，方可脫離三

 界。 

 

 宇宙之德，乃無我。修無我之途徑，即借假修真。假者身軀

 假我，真者真如，故修道首修〝棄我〞。〝身存無我〞四字，若悟

 之則可見真如。此修，最後一切皆無，修證真如之真我。佛曰：

 未曾生我我是誰，此境即真我也。 

 

  故曰：人道之修合同天道，天下以仁義昇華，禪裡覓玄，入

 金剛不壞，探其本性先天，方期真人出現，元君修滿。 

 

 修證未有斷功行。功行者不執我益，能渡者皆渡，若逆我者

 離之，不可稱功行。春雨雖濕，難潤無根之草，然春雨不因草無

 根而拒流。佛法雖廣，難渡無緣之人，然佛渡一切，不擇其緣，

 乃功行。功行以無私為首，心無我愛、我敵、我怨、我恨，故修

 行即功行。功行初期或見有為行之，後以無為覺之。若執意功行，

 則私我之修。 

 

  塵修以德為首，德潔魂靈。道修以德為本，去陋平陰。道修

 啟蒙，塵業我為而無為，以有為而臻無為，塵俗有覺而無覺，從

 有覺而達無覺，執真而忘假。 

 

  軀魂若尚為陰阻，則難見真陽，證果無望。聖理授之德理乃

 以德去身陋，即除陰。塵眾慣陋纏身而陰盛，去慣陋則累積真陽，

 此乃塵修重點，塵修之真義也。 

 

師曰：嚚愚無明輕塵修，污身濁體安云道。 

     六毒纏身膿瘡臭，情慾牽體孽滿門。 

     德修精進潔魂靈，孽海浮沉淨不溺。 

     蓮節竹謙浮暢遊，陰陽因果疏不漏。 

     塵戀星火針落聲，修歲百千亦從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