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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一下偽經 

中華的聖賢文獻，大紅大紫的，又聲名顯赫的經典，並非絕對

值。隨便舉些例子，例如說代表儒家的四書，其中有點偽文。 

請參考文章，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文章在李易的練習版網站，

點 about，再點觀念學，最後點觀念學之四。 

 

又例如，代表道家的老子道德經，第十三章有小段偽文，從何

謂寵辱若驚……到何謂貴大患若身？這小段非老子原文，是後

人的解讀，還好無傷大雅。 

 

再例如，代表釋家的大乘經典可多了。請參考陳靜媚的文章之

三～第 5頁，文中有隨緣的解讀。 

 

天下偽經之多，不勝枚舉。看不懂經典，無傷大雅。沒有悟道 

而能看懂道書，這就該疑了！ 

般若心經紅遍天下，亦非絕對值。心經尾文咒語，是後人加上

去的咒文，非釋尊原文。心經的咒語，亦無傷大雅。 

金剛經亦紅遍天下，經文只有百分之幾是真理，百分之九十幾

以上是沒悟道的人所寫，內容大多是抄襲前人的作品。唐朝的

德山大師，有周金剛之美稱。其之名著金剛經的青龍疏鈔，卻

被一個婆子賣餅的事，給徹底打敗。悟道又大悟之後，在眾僧

面前燒了其所有經書。故事之多姑且參考一下，金門道宗網～

道宗問答錄，姜秋菊問道。文章在最後第十頁，掰個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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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經衍生文 

2006年，道友問金剛經尾文偈子︰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回應道友的廣義原文 

大道兮如如其易，易以有為法相對無為法義。 

如是有為法，義如形而下。相對無為法，義如形而上。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如之以道器，猶言一切法，一切法句非一切法句。 

是以有為法句非有為法句，無為法句非無為法句。 

回應道友的狹義原文 

言夢幻泡影，似夢裡人生，這一切不假也不真。 

說電光石火，似醒猶乎醉，這一切不錯也不對。 

這一切，本乎矛盾絕對定律之原理，成乎陰陽易之序也。 

這一切，自性自然自覺自在，完全自我。 

此所以大行者以大道，以大道為之是非善惡。 

所以說， 

一切有為法，不假也不真，不錯也不對，應以如是觀。 

如是觀我很自然，是道很平常，是為觀自在。 

 

原文懂不懂非重點，關鍵面對真現實的日常生活一定要懂。 

金剛經的尾文名偈作者，是人沒悟道，更別說是大悟徹悟的大

行者。其人不知宇宙定律，也不懂老子道德經。其人著空相，

還自以為得道。別怪德山大師於大悟後，放了一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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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八字真言，六祖慧能的覺醒密碼！不用修行也不用參，大員外

一念即醒。六祖慧能乃真人也，真人相約而來的，不要羨慕。 

六祖慧能覺醒之後，歷經多年苦行，最後才成就大行者。 

 

言心者，請參考文章，萬法唯心唯心悉處。文章在李易的練習

版網站，點 about，再點觀念學，最後點觀念學之八。 

 

言無所住，意思說凡事有大小輕重緩急，同理凡心也有大小輕

重緩急。事與心本是同根生，是存在的一體兩面。理解構成一

切存在的原理，四書大學叫做物有本末。君若想進一步理解物

有本末，請參考文章，道德經的首頁解讀。文章在金門道宗網。

道德經的首頁解讀，這篇文章是仿學術界正統正規的寫法，以

迷你型的論文模式而寫的。之所以如此大費周章的，是因緣兩

岸三地的達官貴人故。文章由王志豪博士以免費心親自送出，

以報老子心，以還太上老君恩德心。 

 

再言無所住，理解物有本末之後，再進階時當知事有終始。如

斯以知事知心，自然得知所先後，曰近乎道矣。悟者若想大悟

徹悟，唯我中華聖賢文化。無緣悟道者，也可以理解，是名理

悟。如斯行者，自然不會隨之著任何相。不著任何相，就是無

所住的基礎。不要低估聖賢文化，請參考文章，道宗是什麼。

文章在金門道宗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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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狂經曰︰宇宙定律者，本乎矛盾絕對定律之原理，成乎陰陽易 

        之序也。易之序者，易象以圓。 

意思說，宇宙萬有一切切的存在，最原始的定律，最古老的原

理，是源於不可知說思議的道。是根據易有太極的道理，成乎

是生兩儀的相對數法，並以一陰一陽的相對數據，構成一切切

的相對邏輯。 

當相對的邏輯，存在於一切時，宇宙的現象，是以矛盾絕對定

律的狀態，寫下超乎想像的原始碼。這是有生命的原始碼，只

有零與一。這個有生命的零與一，是以太一的無色界象，並以

無量無邊的有一個沒有，成乎很玄的全方位圓。這個圓，就是

矛盾絕對定律的原始象。這個圓，就是無限因果輪迴的生命力，

也就是老子所謂的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從乎很玄的道理說，有一個沒有又沒有一個有，這是很相對的

生命感。但是那矛盾絕對定律的全方位圓，卻又玄其易的生命

力。此所以有是玄，無也是玄，玄乎超乎理性所能了解的內外 

……請參考文章，一哉天下論。文章在公天下網頁。 

 

扯了這麼多，已經可以解讀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心。也可以解

讀為什麼應無所住？ 

不著任何相，是無所住的最基本境界。說不著任何相，其實也

是誑言。講清楚點是應該守住本真不著任何相，再問啥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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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問有本真嗎？ 

本真是言道，道哉何所住？道哉何其心？ 

道根本就沒有這些問題，有問題的是我存在。 

老子曰：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意思說，生命的不安，無明的煩惱，是因緣於我的存在。 

此所以，眾生有無量的痛苦，是名四苦八苦，一切皆苦。 

總而言之的，我存在，就有心。我有心，就會有所住。問我存

在是住那兒？是住在此身此靈此心中，心是靈的最形而上，身

是靈的最形而下，別妄想無所住。嘆說來話長！ 

此所以，有理智的瘋狂說： 

大行者之道，是以唯神我入於禪定當下，當下隨緣入十方。 

十方之道，道道當下，當下隨心所欲而不踰矩。 

如是唯神我，玄以內外而我性超然。 

如是唯神我，自性光輝，自然普照。 

如是唯神我，依我自性心，觀照一切心，一切心者各復歸…… 

狂經所說的唯神我，是說大行者創一以神，是以道法自然的不

可知說思議力。 

玄十分自我的本來面目，玄十分孤獨的無色界象，玄十分自然

的眾妙之門。 

玄之又玄的說有就有，玄之又玄的就有了自性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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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大行者之道，是有所住的。是先住於唯神我，而後才能入於無

所住。入於無所住之後，自然就會出現真正的當下心。 

言當下心，是心無量無邊，變化無窮。這樣說下去，猶嘆書不

盡言，言不盡意。 

姑且如是說，無論君多忙，或於禪定中。當有燃眉之急時，君

安能不變！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其所生出的心，是名當下心。 

姑且再說說，當下心就是禪宗大師所說的，飢則食，渴則飲， 

倦則眠。再進一步說，人有三急，焉能不先其心！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是在告訴行者應知所先後，這是修行的最

基本動作。再進階的是指禪定修行的法要，禪定修行是什麼？ 

狂經曰︰ 

禪定修行，易分陰陽。 

          陽者以我玄外，外以日常生活。 

          陰者以我玄內，內以四禪八定。 

四禪八定者，九次第定也。 

九次第定者，玄九以為義，行者不要太認真。 

修行之事，應以觀自在。玄以內外，本來都一樣。 

說來話長，聊且總之吧！ 

人世間的凡事，皆有質量比。每個人的心事，亦有質量比。 

凡事心事交錯著人，像無數的不同粒子，混雜在生命中。 

是時的行者，要有易之序的生活，必須懂得自我淨化。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是修行者自我昇華的高級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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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著也不執著‧掰個故事解讀 

有病人植好牙了，看到君之文，執著也不執著。於是乎在付錢

時說，付錢也不付錢。便開了一張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然後

解說支票代表付錢，無法兌現代表暫不付錢。當然啦，這病人 

又說了，今世我若無錢兌現，不表示永遠不付錢。我是神病人 

不會耍賴的，我有無量的來世。那一世若我有錢了，我神病人 

已經寫好，自動轉帳的生命程式。尊敬的大醫，付錢也不付錢

的全文義，我神病人是先以不付錢，而後者，當然要付錢。 

 

尊敬的大醫，為什麼歷代的大師，老講一些有點語病或著有點

矛盾的話？大師們真是如此嗎？ 

因為道涵蓋著陰陽有無，當然也涵蓋著矛盾與非矛盾。此所以 

大師們，或以文言，或以白話文來表達。要表達得好，或表達

得妙。難度非常高。 

例如文，無道之道，無神之神，無山之山，無水之水…… 

 

宇宙定律者，是道易有無。道者玄秘其中而以隱在，陰陽有無

則以顯示為妙，此三者是同在的，曰混而為一。所以老子說，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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