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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经》①中“真性”义涵探析 

张榕坤 
 

上海理工大学沪江学院 

 

 

五祖弘忍为慧能讲解《金刚经》，在提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慧能当下开悟，觉知一切万

法不离自性，且曰：“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

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行由第一》）可见，“见性”是慧能禅宗的根本法门。而对慧能

来说，所顿见的“真性”意义为何？这便是本文所欲详细探讨的问题。下面，我们将紧扣《坛

经》文本，从“真性”之为“真”的基本前提、“真性”的具体义涵、以及证见“真性”的最终

境界三方面展开论述。 

一、“真性”之为“真”的前提 

慧能所言的“自性”虽人人本具，但只有当其自觉自见，方可称之为“真性”。这也是“自性”

可称为“真性”的前提。慧能曰： 

自性能含万法，名含藏识……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若恶用即众生

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付嘱第十》） 

又曰： 

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佛向性

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疑问第三》） 

                                                        
作者简介：张榕坤，女，上海理工大学沪江学院讲师，香港科技大学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佛教哲学、道家哲学。 

① 考虑到宗宝本《坛经》是各本中内容最为丰富，流传最为广泛的版本，后代评唱、引用、阅读最为频繁地用到它，

所以本文中出现的引文皆依据慧能：《坛经》，丁福保笺注，陈兵导读，哈磊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又：以下所引《坛经》原文，均只标篇名。 

 

摘要：《坛经》中的“真性”，是在“自性”自觉的前提下而言的。其内涵包括“念念若行，是名真性”

以及“无二之性，即是实性”两个面向。“真性”在实践中的证成，则体现在“湛然常寂”与“妙用横

沙”两个方面：一方面，心在“不取不舍”的当下证见了自身的本空之性，同时使万法呈现为如如本

然之貌；另一方面，“真性”可在万法中游戏三昧，自由无滞而妙用无穷，此乃《坛经》所言见性成佛

的圆融至境。 

关键词：真性；般若行；无二；圆融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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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性”是“心地”之王，如果“自性”处于邪迷的状态，那么身心诸法即是被执著的

身心诸法，本来的实相“空”（“真如”）就被遮蔽了，所以十八界皆是“邪”。就像慧能在《忏

悔第六》中说：“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于外著境，被妄念浮云盖覆自性，不得明朗。”

智慧（自性）本像日月一样常明在每个人心中，但是，由于对外境生起执心妄念，“自性”即不

能显现自身，就像浮云遮盖了日月一样。这时便是地暗天昏，一切皆是“邪”。 

而如果“自性”不迷，也就是悟见了“诸法空性”从而不执著于外境之时，世界则会如如呈现。

所谓“自除迷妄，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皆现”（《忏悔第六》）。这即是说，当心对外境不起

执著，如同日月的“自性”将会光照万法，万法之实相随即显出，此乃“一真一切真，万境自

如如”（《行由第一》）。这也是“真性”之所以为“真”的首要条件。下面我们来探讨“真性”

的具体义涵。 

二、“真性”的具体义涵 

（一）“般若行”：“念念若行，是名真性” 

我们先来看在《坛经》中，“真性”是在何种背景下提出的： 

善知识，迷人口念，当念之时，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

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般若第二》） 

慧能认为，若对“佛性”的认识是通过“口念”而来，则是“迷人”。那么，什么是“口念”？

印顺说：“‘念佛净心’，确是东山门下最一般的禅法„„北宗在坐禅前，‘和尚击木，一时念佛’。

净众宗‘先教人引声念佛尽一口气’。宣什宗被称为南山念佛宗：‘念一字佛„„念念存想有佛

恒在心中，乃至无想’。这都是念佛名，是道信所传‘一行三昧’的方便„„‘佛’这个名词，

代表了学法的目标。念佛是念念在心，深求佛的实义；也就是启悟自己的觉性，自成佛道的。”
①
 也就是说，“口念”者是通过念佛求悟来成就自己的“佛性”的。对此，慧能批评到：“当念

之时，有妄有非。” 

与之不同地，他认为只有由“行”把握到的“性”，才是“真性”，此“行”是指“般若行”，也

即引文中所说“念念若行，是名真性„„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也就是说，只有在每一念上做

工夫，“真性”才能朗现。这就说明“真性”不是由“口念”而来，乃是经由“般若行”而被证

见到的。②那么，什么是“般若行”？慧能曰： 

一切处所，一切时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般若第二》） 

又曰： 

若识本心，即本解脱。若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即是无念。何名无念？若见一

切法，心不染著，是为无念。用即遍一切处，亦不著一切处。（《般若第二》） 

慧能所说的在每一念上做工夫的涵义即是“无念”法门。其中的关键在于“心不染著”而“见

一切法”。由于诸法为空，所以我们不应对之有所执著；其次，由于“空”不离诸法，故应“不

                                                        
① 印顺：《中国禅宗史——从印度禅到中华禅》，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42、144 页。 
② 牟宗三先生说：“无相般若因见到‘自性真空’而转现，转现而为心之无住著；而心之无住著之般若心亦即所以证

现那‘自性真空者’。”牟宗三：《佛性与般若》，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0 年，第 8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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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假名”，也即是不弃绝万法。也就是说，“无念”是指“心”不应住著于万法之中，而应“心

不染著”，也即“不取”；同时也并非弃绝万法，而应“见一切法”，也即“不舍”，合而言之即

是“不取不舍”。由此，“心”之起用可以“用即遍一切处，亦不著一切处”，如此朗现的“性”

方是“真性”。 

另外，此处的“无念”法门与慧能在别处提出的“无相”、“无住”的工夫是相通的，因此必须

结合“无相”与“无住”的思想理解“无念”。慧能说：“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

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定慧第四》）。下面我们重点来看“无相”与“无住”。 

无相者，于相而离相……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能离于相，即法体清净。此是以无相为

体。  

无住者，人之本性，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与亲，言语触刺、欺争之时，并将为空，

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此是以无住为本。 

由此可见，“无相”是说身处万象森然之中却不执著，不为各种名相所束缚；“无住”是指对世

间一切事物的相对性皆不执取，念念无所住著。因此，“无念”、“无相”、“无住”皆是达到“自

性”之自觉的法门，三者是相通的，总而言之即是“心”之“不取不舍”的工夫。 

至此，我们看到，“真性”之“真”的基本涵义即是由“行”（“不取不舍”的工夫）在万法中体

证空性，由此所真实“证见”的“性”方是“真性”，又称“见性”。故慧能曰：“须修般若行，

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般若第二》）；又曰：“见性刹那即是真”（《付嘱第十》），这

就说明，“般若行”是证见“真性”的基础。 

然而，由“行”所证得的“性”，其内容为何？由于“般若行”也即是“不取不舍”之“无念、

无相、无住”的工夫，其所体证的最高境界即是“无”（空），故“性”也必以“空无”为内容。

因而，慧能有言：“世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复如是”（《般若第二》）。 

之所以在“空”前加一“真”字（“真空”），是相对于“念念说空，不识真空”（《般若第二》）

之人而言的。慧能说：“口但说空，万劫不得见性”，且“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

（《般若第二》）。也就是说，徒念“诸法为空”是无法证见真实本性的，这如同梦幻泡影一般虚

幻不实。所以，他说：“此须心行，不在口念”（《般若第二》）。只有时时修“般若行”，才能证

得“真性”之“真空”。反过来说，“真空之性”之所以为“真”是在由“般若行”所证得的意

义上而言的。 

进一步地，慧能认为，由“般若行”所朗现的“真空之性”实则是本具于人心中的唯一真实，

也即是最高主体性，所谓“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行由第一》）。因为慧能看到“若言看心，

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无所看也”（《坐禅第五》）。这就是说，生灭心如同幻影，是虚妄不实

的。不仅如此，慧能又言万法皆不能恒常不变、独立自存，故亦不可作为“真”看，所谓“一

切无有真，不以见于真。若见于真者，是见尽非真”（《付嘱第十》）。因此，相对于生灭心及万

法之虚妄而言，只有此最高主体性可说与“真”等同。但是，由于人常常“于外著境，被妄念

浮云盖覆自性，不得明朗”（《忏悔第六》），生灭心执著外境而生起妄念时，“真空之性”则无法

显现自身，因此须由“般若行”来“去假归真”，此乃慧能所说：“若起正真般若观照，一刹那

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般若第二》）。 

（二）“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 

我们再由《坛经》来看慧能所言“真性”的第二个背景，即：“时时勤拂拭”的修行和“不动不

起”的禅法。下面，我们依次来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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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出于《行由第一》的神秀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神

秀认为，为了保任心之清净，必须时时与经验世界保持距离（“勿使惹尘埃”），这一清净如明镜

的心是与世界相隔离的。然而，在慧能看来，清净心并非是离于万法，在思想中就能保任其清

净性的。保任“自性”之清净必须通过不取不舍之“般若行”真真实实地落实于万法之中。这

样把握的“自性”才是“真性”。故慧能曰：“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

兔角”（《般若第二》）。又曰：“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但行直心，于一

切法勿有执著”（《定慧第四》）。也就是说，佛法出世间的智慧必须深入世间及万法中来求得，

也即是在一切行、住、坐、卧中无执无著而行一直心，离开万法而求觉悟是徒劳的。总之，对

于“真性”的实现，必须从佛法与世间不二的角度来理解。 

其次，慧能所言的“真性”亦是针对“不动不起”的禅法。关于“不动”，慧能说：“若言常坐

不动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维摩诘诃”（《定慧第四》），这里的“不动”是指的静坐不

动的坐禅方式。慧能认为：“有情即解动，无情即不动。若修不动行，同无情不动”（《付嘱第十》）。

也即是说，有情之物都是在“动”中的，无情之物才是“不动”，如果以“不动”作为保任自性

清净心的方式，那与无情之物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他进一步说：“若觅真不动，动上有不动（《付

嘱第十》），真正的坐禅应当是“动上有不动”的，也就是在日用云为、行住坐卧之中保持本性

的不动摇。最后，慧能说：“能善分别相，第一义不动，但作如此见，即是真如用”（《付嘱第十》），

这就是说，外能分别诸法相，内能保持本性不动，这才是真性之起用。因此，对于“真性”的

实现，应当从动静不二的角度进行把握。 

关于“不起”，慧能说：“若百物不思，当令念绝，即是法缚，即名边见”，也就是说，若将念不

起心作为坐禅的方法，则会执著于“空”而被法束缚，此为一边之见。针对妄念，慧能说：“净

心在妄中，但正无三障”（《般若第二》），由此，真心、菩提不在妄心之外。这也是“烦恼即菩

提”之意，所谓“烦恼即是菩提，无二无别。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此是二乘见解，羊、鹿等

机。上智大根，悉不如是”（《护法第九》）。烦恼与菩提相即不离，要在烦恼的当下立证菩提。

由此，对于“真性”的实现，应当从空与有、正觉与无明不二的角度来理解。 

由上述分析可知，以“常常勤拂拭”以及“不动不起”来保任“自性清净心”的做法皆是边见。

由此，慧能提出“真性”乃是在“不二”①法门中实现自身的。而对于“真性”自身（又称为“实

性”），慧能明确地说，“实性”就是“不二之性”。故曰： 

莫思向前，已过不可得。常思于后，念念圆明，自见本性。善恶虽殊，本性无二。无二之性，

名为实性。于实性中不染善恶，此名圆满报身佛。（《忏悔第六》） 

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无名可名，名于自性。无二之性，是名实性。于实性

上建立一切教门，言下便须自见。（《顿渐第八》） 

由此，“真性”之“真”是在经由“不二法门”实现“不二之性”的意义脉络中而言的。那么，

为何“不二”即是“真”？因为“不二之性”乃是超越善恶等一切二元对立及两边偏见的。在

                                                        
① 所谓“不二”，是《般若经》、《维摩经》提倡的一种修行方法。《维摩经·入不二法门品》载有对“入不二法门”

的三十三种回答。后秦鸠摩罗什在解释中说：“万法之生必从缘起，缘起生法多少不同，极其少者，要从二缘„„然

则有之缘起，极于二法；二法既废，则入于玄境。亦云二法门摄一切法门。”（僧肇《注维摩诘经》）所谓二法是指生

灭、诟净、善不善（恶）、断常以及生死与涅槃、烦恼与菩提之类，或称之为“二边”，指互相对立的两方（事物、

概念）。“入不二”是既不是此方，也不是彼方，如非空非有，非常非非常，非善非不善，以及一相即是无相，色即

是空，无明实性即是明，世间即是出世间等等，都是入不二法门。参见杨曾文：《六祖坛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

社，2011 年，第 312 页。 



《坛经》1中“真性”义涵探析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and Education (IJHSSE)               Page | 107 

此意义上，慧能说，“不二之性”可以与“道”相当：“实性者，处凡愚而不减，在贤圣而不增。

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寂。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

如，常住不迁，名之曰道”（《护法第九》）。通过中道实践所证得的“性”，是不增不减，不乱不

寂，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生不灭的如如存在，故可以称之为“道”。在“道”的层面上，“不

二”即是“真”。①
 

通过以上两个部分的分析，我们即可看出“真性”的独特内涵。慧能首先在对当时流行的禅法

之批判的基础上（即“迷人口念”、“时时勤拂拭”、“不动不起”），提出“真”之所以为“真”

的缘由：由“般若行”证得的“自性真空”是“自性”之所以为“真”的依据；由“不二法门”

实现的“不二之性”则是“自性”之所以为“真”的前提。事实上，“般若行”之“无念、无相、

无住”即是“不取不舍”的“不二法门”（因“不取不舍”即是“不即不离”的中道义）；而“自

性真空”即是超越二元相对的“不二之性”，它们是两两相通的。 

三、证见“真性”之境界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证见“真性”是何种境界，我们将首先与北宗的修行方式进行比对，由此凸

显慧能所言“见性”之境的独特之处。《观心论》与《大乘五方便》分别描述了北宗最具特色的

“看心”及“看净”禅法。我们将其概括为以下几点：②
 

其一，人本然具有“真如之心”与“无明之心”，前者是恒常存在的，只是为后者所染，遂不能

显现；后者则是可以通过禅修来破除的。 

其二，在禅坐中使“真如之心自觉”，了达“心”的染净善恶之理；在入定中观空看净，看到“虚

空无一物”，体认一切皆为虚妄。继而断妄归真，保任“真如之心”。 

其三，对此“真如之心”应“时时勤拂拭”，日积月累且循序渐进地“净心地”，除祛心中之“无

明”，做到“湛然不动”，最终使“真如之心”全幅展露，由此体证“真如”，洞彻诸法实相，以

达到“真如之心”与“真如实相”的完全合一。 

然而慧能批评道：“若言看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无所看也。若言看净，人性本净，由妄

念故，盖覆真如，但无妄想，性自清净。起心看净，却生净妄，妄无处所，看者是妄。净无形

相，却立净相，言是工夫；作此见者，障自本性，却被净缚。”（《坐禅第五》）这就是说，生灭

心变幻不定，是无法把捉的；而人性本净，徒立净妄之名相，反被其束缚。对比“看心”、“看

净”的三个要点，我们来总结一下慧能禅法的特色： 

其一，人人皆有佛性，③但常被妄念覆盖，不得显现；应使“自性”常觉，以保其“真”。 

其二，这一工夫即是“无念、无相、无住”（“不取不舍”）的中道实践，也被称之为“顿悟”。

慧能曰：“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般若第二》）顿悟乃是与逻辑

及理性相对的直觉性洞察，是豁然契入心性本体的觉悟形式。与之相较，神秀北宗提倡“时时

勤拂拭”的工夫，主张通过观照心识、体察虚空（“看心看净”）这一日积月累的修行，使“真

如之心”全幅展露，最终修成佛道；而慧能南宗则是在“不取不舍”的工夫当下顿悟，此乃见

性成佛。④
 

                                                        
① 随着人真实证见了诸法性空的实相，一切二元对立，尤其是主客对立的观念便消失了。这种境界也就是慧能所说

的“但识自本心，见自本性，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付嘱第十》）。然而，二元

对立的取消并不代表虚无，而是对世界的“大肯定”，同时表征着生命的自由与心灵的解放。正如铃木大拙所说：“禅

是肯定的，只是禅的肯定更高，并且必须超越一般意义上的肯定与否定。然而，人们的心自智慧觉醒以来，就被置

于逻辑的二元思维的严格控制和训练下„„被压迫的精神又在不断地呼唤着自由，热切地企盼能够摆脱肯定与否定

的束缚进而获得更高意义的绝对的肯定。”参见铃木大拙著，未也译：《禅者的思索》，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

年，第 44、45 页。 
② 参见杨曾文：《唐五代禅宗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 
③ 慧能曰：“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般若第二》） 
④ 《禅宗宗派源流》中指出：“至理不可分，用智慧观照成佛，得即全体，所以利根之人对于这一纯全之理的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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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慧能将这一顿悟的境界描述为“湛然常寂，妙用恒沙”（《护法第九》）。此处可分两方面

具体展开： 

一方面，心在“不取不舍”的当下觉知自身念念相续、并无恒常的本空之性（“湛然常寂”），

而且，在当下顿见本性的同时也能证见万法本空的实相，由此可放下对芸芸万法的执著，

使万物如其本然地呈现于自心之中。万物对人而言不再是强烈个体意志或固著价值判断笼

罩下的万物，而能够回复本然的自己。所谓“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行由第一》）。

就无执无著而言，可说“无一法可得”；就万物能以本然状态显现于自心而言，可说“能建

立万法”，这便是慧能所说的“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顿渐第八》）。①
 

另一方面，心可以在万法中“自由自在，纵横尽得”（《顿渐第八》），这便是“真性”之无穷妙

用（“妙用恒沙”）。北宗重在强调保任心不受世事污染，少谈及此心在万法中的妙用；而慧能南

宗则明确指出了“真性”在万法中应用无滞、体用圆融的完满之境。慧能曰： 

见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来自由，无滞无碍。应用随作，应语随答，普见化身 不

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顿渐第八》） 

善知识，心量广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应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                       

切。去来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般若第二》） 

这即是说，见性之人，能在每一个当下觉知到心念的生灭无住、自性本无，因而可以时时证见

自心的空性，不再对自身生生灭灭的心念有所执著；对自心洞见若此，对世界亦如是。他可以

深刻省察万法本空之实相，又深明万法空性的呈现其实不离假名。这一觉知可谓意义深远。一

方面，他依然游走于世界，而无丝毫的排拒与隐遁；另一方面，心在“不取不舍”的工夫当下，

可以无所执著，去来自由，无滞无碍。与神秀北宗相比，他不再试图通过隔绝万法而保任清静，

亦非将自心当做一“物”从而把本空之心看做实有，而是深入并游刃于每个具体的存在情境中，

时时洞见心念与万法本为不实，从而在顿见空性的当下自在解脱、立证菩提。这是心在万法中

的圆融妙用，也是慧能禅宗证见真性的最高境界。 

四.结论 

本文首先明确了“真性”之为“真”的基本前提，继而阐释了“真性”的具体含义，最后论述

了证见“真性”的终极境界，由此对“真性”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辨析。在自性自觉的前提下，

真性的含义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由“般若行”证得“自性真空”，所谓“念念若行，是名真

性”；其次，由“不二法门”证成“不二之性”，所谓“无二之性，即是实性”。这两个面向是一

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般若行”的“无念、无相、无住”即是不取不舍的“不二法门”（因“不

                                                                                                                                                                            
只能顿了，不容阶次。”吴立民主编：《禅宗宗派源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86 页。 
① 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慧能将“自性”比作虚空，并提出万法尽在“自性”。其言曰：“何名摩诃？摩诃是大。心量

广大，犹如虚空„„诸佛刹土，尽同虚空。（《般若第二》）又曰：“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

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

（《般若第二》）在此意义上，可说“自性„„是永恒的、绝对的、无所不在、灵冥不昧的宇宙的‘心’”。参见方立

天：《佛教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 2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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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不舍”即是“不即不离”的中道义）；“自性真空”即是超越二元相对的“不二之性”。而证见

“真性”的境界，则体现在人通过不取不舍的修养工夫顿见自心本空、万法不实，同时深晓空

不离有，不坏假名而证见实相之理。由此，心不拒斥万法，可以于万法之中游戏三昧，自由出

入并妙用无穷。这便是慧能禅宗见性成佛的圆融无碍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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