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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慧能 

慧能又作惠能(638-713)，中國佛教禪宗南宗創始人，佛教歷史上稱為禪祖六祖。俗姓盧。

原籍范陽(今北京城西南)，生於廣東新興，三歲喪父，家境貧寒，稍長靠柴養母度日。24 歲

時偶聞有人誦念《金剛般若經》，得知受自湖北黃梅弘忍大師處，於是往黃梅參拜弘忍大師學

法。慧能初見弘忍，弘忍便問他：“你是哪裏人？來此為何事？”慧能回答道：“弟子嶺南

人，來此不求其他，只求作佛。”弘忍又說：“你是嶺南人，哪能作佛？”慧能回答：“人

有南北之分，佛性並無南北之分。”這才使弘忍有些吃惊，並許其在寺中工作。 

慧能沒文化，被弘忍派往碓房舂米，八個月後，弘忍欲物色繼承人，讓眾僧各寫一偈以試。

弘慰高徒神秀於牆上作偈，“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慧能

以為神秀未得禪學要旨，讓人代書作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

塵埃。”弘忍贊賞慧能的偈，當夜即親自單獨給他講授《金剛經》，慧能聽後豁然大悟，弘忍

把衣砵傳授給他。為了防止神秀一派加害慧能，還囑他立即回南方隠居。慧能回嶺南混跡十

六年，即弘忍死後兩年，慧能在南海法性寺聽印宗法師講授《涅盤經》，清風吹動旗幡，引起

兩個僧人的爭論，一說風動，一說幡動，慧能即說既非風動，亦非幡動，而是二僧心動。於

是印宗與慧能談論佛法。慧能乘機示以弘忍所傳法衣，公開嫡傳身份，自此慧能正式落髪為

僧，智光律師臨壇為授滿分戒。 

第二年移往韶州(今廣東韶關)曹溪寶林寺，弘揚“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頓悟法門，與神

秀在北方倡行的漸悟相對，史稱”南頓北漸“，”南能北秀“，講法三十年，影響甚大。據

傳韶州剌史韋據曾請他在大梵寺講佛法，弟子法海將紀錄加以整理，滙編成書為《六祖法寶

壇經》，為後來禪宗的宗經。慧能死後，唐憲宗追謚為”大鑑禪師“。 

慧能認為．人人皆可成佛，因為人皆有佛性。但是因為有妄念浮雲遮蓋，人所具有的清淨

佛性顯現不出來，只要下功夫，把妄念浮雲吹散，只要“無念”即可，無念是不著一切法。，

佛的境界的達到，慧能主張頓悟，“迷來經累刧，悟則刹那間”。慧能以前的禪宗都把坐禪

當成修行成佛的重要方法，慧能則反對坐禪，認為坐禪不但不能使人成佛，反而會使人離佛

更遠。他認為行住坐卧皆是坐禪，對禪作出新的解說，他說：“外離相曰禪，內不亂曰定”，

外離相就是不執取外境，內不亂就是無妄念，無念體現禪定功能。慧能學說簡易明快，頗吸

引下層群眾，因而流行久遠，對中唐以後中國佛教和宋明理學都產生了廣泛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