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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诃止观 

第三讲 

(空观——体真止)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讲于台北新店 

二○一五年五月十七日 

 

  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 

  上课之前我们先回答问题。因为上次下课之后，有很多师兄问了有关止

观的问题。因为我们上一次马上就修一心三观，所以就有同学问：修习天台

止观不是要依照次第修吗？不是要先持戒清净，然后先修止再修观，不是这

样的次第吗？是吗？那要先了解天台止观有三种。 

  第一种止观，就是渐次止观，就是我们刚刚修完的《释禅波罗蜜》，它

是属于渐次止观。那第二个止观，就是不定止观，也是我们修过的《六妙门》，

它属于不定止观。那第三种止观就是圆顿止观，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摩

诃止观》。那《天台小止观》，它是介于渐次止观跟圆顿止观之间，因为《天

台小止观》大家也都修过了。它是有渐次止观的内容，按照次第来修，也有

圆顿止观的雏形，就是提了一下，所以它介于两者之间。 

  那为什么要分这三种止观来说呢？那是因为这三种止观都是属于大乘

止观，缘的都是中道实相，它缘的都是实相。但是实相不是一说就懂，它并

不是那么容易了解，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证得。所以它没有办法直接就讲了，

所以才会有渐次止观的出现，就是它先浅后深，然后有一定的次第，有很清

楚的次第。那依照这个次第来修的话，就很容易证得中道实相。所以它的次

第，就是第一个是先皈依，然后受戒。皈依之后就是持戒清净，因为戒是定

慧的基础，所以一定是先修五戒十善。 

  那皈依、持戒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止息三恶道，到达三善道。所

以只要持戒清净，这一世就算止观没有成就，至少也不会到三恶道去，所以

皈依、持戒它的目的就是先止息恶道，然后到达三善道。那第二步就是修禅

定，因为欲界的众生太散乱，心太散乱，所以需要修禅定。所以修禅定就能

够止息欲界的散乱，然后到达色界、无色界道，所以修四禅八定，这是共外

道的部分，就可以到达色界跟无色界，而去除欲界的散乱心，因为我们知道

散乱心很难成就止观。不管你是持戒也是，为什么会常常破戒？就是心太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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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所以禅定等于是介于持戒跟智慧之间，戒定慧。所以禅定修得好，持戒

自然就持得好，然后容易成就无漏的智慧。 

  所以，光是成就禅定还不够，所以第三步就必须要修无漏道，止息三界

牢狱，止息三界牢狱就是从三界当中解脱。所以这个时候是修无漏道，也就

是我们现在讲的空观，然后到达涅盘。能够到达涅盘道，止息三界的牢狱，

到达涅盘道，就是能够从三界当中解脱。那自己解脱还有众生，怎么办呢？

就发个菩提心。所以第四步就是修慈悲，不但自己解脱，还要帮助一切众生

解脱。所以这个就能够止息自证，而到达菩萨道。 

  那第五步就是修实相，刚才的第四步修慈悲就是假观，假观的成就你就

可以有空观的基础，而再从空出假来做一切利益众生的事情。那最后修实相，

就是中观，中道第一义谛。就是止息两边的偏执，空有两边的偏执，而到达

中道。这个就是渐次止观，它为什么要按照这个次第来修，然后它的次第的

内容是这样一步一步。就好像我们世间爬楼梯，你只要每一步踏得很实在、

很安稳，就一定能够到达顶端，然后登高望远，登高望远就比喻中道实相，

就变得有可能，因为它有一定的阶梯可以遵循。 

  那你说渐次止观这样的设定就很好了，有方法、有次第、然后从浅到深，

那为什么还要有什么不定止观跟圆顿止观呢？大家就来修渐次止观就好了，

都按照次第来修，是不是就很好？那我们今天如果说已经修天台止观好多年

了，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圆顿止观，那后面初学的，对不起！要按照次第来，

请等我们下次开班，从头讲《天台小止观》的时候你再来参加，可不可以这

样子啊？不可以，对不对？对啊！ 

  所以它有因缘，还有不同的根性，然后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机缘，所以

它会有不定止观，不定止观《六妙门》我们大家都修过，就知道它每一门都

可以通向实相，对不对？它为什么妙？《六妙门》的「妙」就是因为每一门，

一数、二随、三止、四观、五还、六净，每一门都可以到达涅盘，都可以通

向大乘的实相。这个就是不定止观，你只要随修一门就可以成就。随不同的

机宜来修学，所以它不一定按照次第来修。 

  更何况止观不一定这一次才开始，也许我们过去宿世已经修很久的止

观，不然为什么这么相应？也许我们过去修学过，搞不好成就过。所以现在

说从头来好像有点冤枉，对不对？搞不好过去已经修学很久了，熏习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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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也有一些成就，所以就不一定按照次第来修。因为还要再加上过去世的

熏修，还有过去世善根的栽培的情况来决定。所以说不定就可以直接什么？

就圆顿止观就直接来了，也说不定可以。因为过去修得太好了，对不对？这

一次，嗯！一听就悟了。 

  所以，什么叫圆顿呢？「圆」就是圆满无缺，但是我们的菩提自性，它

其实是从来就是圆满成就的，从来也没有什么缺少过的。虽然我们好像在轮

回当中，好像上上下下这样飘泊很久了，或者还有我们所谓的烦恼障、所知

障，可是并不会障碍我们的菩提自性的开显。因为它一直都在，而且它从来

都是圆满成就的，所以那个「顿」的话，就表示说我们的菩提自性，它不是

渐渐成就的，因为本自具足，本来就圆满。所以所谓的悟，就是当下就悟了，

不是说我慢慢，所以说「理须顿悟，事须渐修」。那个功夫的问题，在事相

上功夫的问题，那可以慢慢、慢慢，功夫慢慢纯熟，可是你悟就是悟了。 

  就好像灯一开就看得见了，不是说我慢慢看见，不是。所以讲到我们的

菩提自性，它是本来就是圆满成就的。只要你当下可以现前，因为它本自具

足，只要你当下能够让它显现，那你当下就成就，这就是属于圆顿止观。那

我们这次《摩诃止观》就是要把这个部分详细地把它说清楚，希望也可以同

时证得。所以要不要按照次第来，是看各位，从宿世善根深不深厚到这一世

的因缘，还有你自己所好乐的，来决定你修的是哪一种止观，都可以的。 

  那还有同学问到：修空观是要在坐中修，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修？你们

的答案是？坐中修，还是日常生活当中修空观？（答：日常生活当中修）。

日常生活上修，有没有不同意的？摇头？要在坐中修？是吗？（答：都要），

都可以？都要！太好了。功夫不好的在坐中修，功夫好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修，

两个都很重要！因为散乱心修得话，效果不好。就是偶而想一下，「哦！因

缘所生、无自性、空」，可是一回头马上又执着有了，所以它没有办法产生

很好的效果，所以在坐中修的好处就是你非常的专注。 

  那也有同学问说：那我现在要坐中开始修习了，那我如果心很散乱，怎

么办呢？那就是都可以，看你会数息，还是随息，还是任何一个，先让你的

心能够安静下来，等你心比较安静了，然后你再从……得止之后或者得定之

后，你再从定中起观，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所以刚开始打坐，如果心很散

乱，你也可以用……不管用什么方法，让你的身心先安稳下来，最好是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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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来起观，它的效果特别好。理由是？谁来说说看，为什么得止之后在定中

起观效果会比较好呢？它跟我们平常那样子想一想有什么差别呢？ 

  平常没有得定就是想到说「啊！因缘所生、无自性、空」，就这样子，

然后它就过去了。所以效果就没有你在定中，起空观效果这么好，为什么？

佛教我们要闻、思、修。不是听闻完就修了，中间还有一个什么？思惟，所

以修禅也叫思惟修，就表示说这个思惟修非常重要。你听闻完，然后直接就

想下手修，一般都是怎么样？知道做不到，大家经验都有。理论都知道，可

是事情来的时候，就是不行。原来的习气跑得比较快，名言的习气，那个执

着的习气，它总是跑得比我们功夫还要快。 

  所以只有在定中起观，它才能够进入思的阶段，思惟的阶段。所以，所

谓的思，或者是思惟修，它是在定中起什么？像譬如说我们的空观，就是平

常你听闻了很多，「只要是因缘所生的，自性都是生灭的，只要是生灭就是

无常，无常就是无我，自性就是空的。」听了很多，一直熏、一直熏、一直

熏。那你现在来修止，得定之后，你空观的那个自然就现前。你听闻，曾经

听闻到「一切因缘所生，无自性、空」的那个，自然从你的心中现出来。 

  不是你去想，想跟思不一样！想是你去想它才有，没想就没有。思，它

是一直都在，有没有？第七识不是恒审思量、执八识见分为我？恒审思量，

那个思是一直都在，叫做思。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空观的种子种到我们

的第八识，它一直都在我们的第八识。那境界来的时候，种子就生现行了。

那你如果只是想一想，它没有种到第八识成为空观无漏的种子，事情来，它

也没有种子生现行啊！是我们的烦恼的种子生现行，业力的种子生现行，就

是没有一个空性的智慧、无漏的智慧可以生现行。 

  所以我们说长时熏修，熏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你所要熏修的内容，譬

如说现在空观的内容，一直熏，熏到我们的第八识成为种子。而且它要够快，

比你习气、业力的种子还快才行。所以事情来的时候，怎么样？就因缘所生，

没什么好执着，都假的，如幻假有的！你才用得上。好，所以在坐中修是希

望达到这样的目的，把这些熏习的种子种到第八识。经常这样熏熏熏，那你

的种子那个力量就越来越强了，强过你那个烦恼的力量、业力的力量，它才

能够来得及反应。境界来的时候、事情来的时候才来得及反应。 

  所以只是想一想，想一想是什么？第六意识的比量分别，想一想，就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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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就过去了。像我们学校考试，有没有？背、背、背、背、背，考完就

忘了，为什么？因为它没有熏到第八识成为种子。它只是第六识的记忆作用，

我们说记忆作用是第六识，比量的记忆作用，所以过一段时间就忘记了。记

忆没有办法持久，是因为它不是种子，种子你只要熏到第八识它就很安稳，

它一直都在，只是看有没有机会现前而已。你常常修的话，它就常常现前。 

  所以长时熏修也是很重要，先把这个空观的种子种到第八识，然后再加

上长时熏修，那就一定很快就证果了。证果，对不对？证什么果？阿罗汉、

辟支佛的果，然后成就一切智，我们上一堂讲的。然后开发的是慧眼，然后

断见思，见思惑。它为什么能够断见思惑？因为你空观的种子种到第八识，

它的种子是什么？无我的种子，对不对？空观就是讲无我，一切因缘所生法，

空无自性就是无我。所以，本来第七识恒审思量，念念有我，现在变成什么？

恒审思量无我，这样明白吗？ 

  就是你的观念里面，没有「我」的观念。那个是初果罗汉才做得到，就

是破萨迦耶见，破我见或者是叫做身见。这个破见惑怎么来的？就是你修空

观来的。你念念熏熏熏，熏那个无我，成为无我的种子之后，你第六意识保

持现量，第七识就能够念念恒审思量无我。我们讲过唯识就知道，第六识跟

第七识它们之间的关系。你只要第六意识能够保持现量无分别，第七识就是

什么？然后你这个空观的种子再现前的话，它就是恒审思量无我。那在这个

之前是念念恒审思量有我，就是执八识的见分为我。 

  所以，为什么能够破见惑，它的理论在这里，它是藉由修空观来的。所

以你空观不成就，你就是念念有我，你怎么压都没有用，说不要执着、不要

执着，还有一个我说不要执着，所以那个我真的还很难，很难把它丢掉。除

非你念念无我了，恒审思量是无我了，才可以破那个见惑。那至少你在修空

观，在坐中修的时候，你是至少可以保持。虽然一下座，马上那个我就现前

也没关系，因为你要常常坐，长时熏修。它就变成那个无我的力量慢慢大过

那个有我的力量，那个我执的力量。 

  所以就是能够先破除那个见惑，我们说五不正见。所以空观修得好的话，

它会常常那个无我的种子能够现前，就是那个萨迦耶见，那个习气会越来越

薄弱，我的那个力量会越来越薄弱。然后也不会那么执着我的看法、我的想

法，那就是见取见。所有主观的见解，属于见取见，这个时候也会没有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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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了。我很尊重你的看法、你的想法，我都可以容纳，都 O.K.没有问题，

我不会一定要跟你辩到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这种情况会慢慢减少了，是

因为见取见怎么样？也慢慢随着我见没有之后，见取见由「我」来的，我的

看法、我的想法、我的思想也没有这么重要了。 

  边见，那个是非善恶一定要把它弄清楚，那个就是边见还蛮严重的。就

是……不是说要断恶修善吗？所以那个恶一定是怎么样？我们要唾弃的，一

定要绝对是排斥的。所以一想到还会造恶，我的瞋心就来了，对不对？然后

我执着要行善，那个善又会引发我的贪，然后我要累积功德、我要行善、我

要怎样、怎样，那个都是「我」来的。你说没有功德，你要不要行？不要了！

一般，你们都不会，一般人。说你要去放生，一定要跟我讲放生有什么功德，

我才要放生，要不然我干嘛放生，对不对？你去供养，为什么要供养？供养

有很大的功德，所以要供养，那就对我好，所以那个边见也是从我来的。 

  如果无我了，好跟坏好像也没有这么大的差别，我都可以，而且善恶的

自性也是空的，善恶业的自性也是空的，没有什么那么执着。然后看到人家

还在造恶就……啊！业障深重！然后就很生气。没有必要嘛，对不对？那个

也是随着你的空观成就，这种情况也会慢慢地减少。萨迦耶见、见取见、边

见、还有什么？戒禁取见，戒禁取见就是错误的持戒。以为这些禁忌、规矩、

这些规范能够达到解脱，或者是开悟，或者是能够通向涅盘的正确的因跟果。 

  空观修得好的人，他没有这么多规矩，懂不懂？没有所谓的地雷，你不

要踩到我的地雷，然后我有很多很介意的事情，你千万不要恼怒我。譬如说：

我吃素吃得很清净，所以你到我家来，绝对不可以带荤食！你虽然没有在我

家煮，但是你也不准带进门，这是我的规矩！举例，这样印象比较深刻。我

们很多，每个人都有很多的规矩，你如果犯了我的规矩，我就会很生气，然

后我可能就会跟你交恶，还是怎么样。反正这个都是属于戒禁取见的范围。 

  随着你的空观成就，没有什么规矩，都 O.K.！哪来这么多地雷可以踩

呢？没有那么多禁忌！因为所有的禁忌都是要保护自己的，现在没有「我」

要保护，就无所谓了，对不对？我吃素，你不吃素，我跟你在一起，我怕共

业障碍我修行，现在没有「我」被障碍，没关系，你高兴到我家煮也 O.K.，

欢迎来我家煮荤食。所以这所有戒律的范围，其实只是为了要保护自己，怕

自己造成障碍。那既然没有那个「我」的观念的话，就没有什么规矩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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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然后大家相处愉快，没有压力，因为你家没有很多规矩。 

  还有，每个人都很注重他的形象，为了要维护自己好的形象，是多么一

件辛苦的事情。然后人家要求我帮忙，我不好意思说不，因为我就怕你对我

的印象不好。我所有在亲朋好友里面周旋的，都是希望大家说我好，然后我

也希望维护一个很好的形象在各位的面前，为什么要维护形象？就是「我」，

我的形象很重要。所以我不允许别人在背后批评我，然后说我的不好。所以

我就要活得很辛苦，为了要维护我美好的形象，我也很在意别人对我的批评。 

  修了空观之后不一样，你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那个不是我！你说

的某某某，名字相不可得。你批评的某某某也是因缘所生、无自性、空。五

蕴的假合，四大假合，你批评的是哪一大？你批评的是地大、还是火大、还

是水大，还是风大，还是什么？你批评的是色、受、想、行、识哪一蕴啊？

无所谓了，对不对？是不是现在开始可以很轻松自在的过生活了？你高兴怎

么讲就怎么讲，反正无我，对不对？我们现在在分析五不正见的改变。 

  为什么修空观可以破见思惑？首先讲，空观为什么可以破见惑？见惑就

是五不正见。萨迦耶见、边见、见取见、戒禁取见、邪见。有「我」是大邪

见，你现在念念无我都 O.K.了，见惑就破了。那思惑的话，思惑就是贪、

瞋、痴种种的烦恼，也会因为修空观，就变得越来越淡薄，因为没有我喜不

喜欢。我喜欢就生贪，我不喜欢生瞋，没有特别喜不喜欢就是愚痴无明。那

我现在都把我的心，安住在因缘所生，无自性、空，就是因缘生、因缘灭，

因缘生灭、因果相续的展现这样而已。 

  没有一个真实的我，也没有真实的法，你的烦恼会不会少生起很多，对

不对？因为烦恼就是「我」来的，我们也讲过。为什么会有烦恼？因为有我，

有我才有烦恼，有烦恼造业，有业就轮回。所以思惑怎么破，也是从无我来。

你只要常常修空观，念念无我，就没有贪、瞋、痴那些，减少它的熏习。所

以烦恼业力的习气也会慢慢、慢慢地减少。所以修空观可以破见思惑，然后

成就一切智，一切智就是明白一切因缘所生法，自性是空的智慧就叫做一切

智，然后可以证得小乘的果位。 

  我们说到坐中修，对不对？坐中修的重要。好，平常要不要修？平常要

修，也很重要！因为我们一天不晓得有多少时间打坐，所以散乱的时间多，

打坐的时间少。如果你只有在打坐的时候才修空观，平常都没有来自我提醒



摩诃止观 三 8 

的话，效果也不好。毕竟是散乱的时间比较长，修空观的时间比较少。所以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也可以不断不断地提醒自己，尤其是在自己起执

着的时候，起执着的时候就是你忘记它是因缘所生、无自性、空的道理了。

对不对？所以你才会又执为真实存在，然后又开始，啊！不可以了，境界来

不可以了，为什么？因为没有空观的安住，没有空观的提醒，所以在日常生

活当中也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空观修得好不好，就是境界来的时候就知道了。小孩子不听话的时

候，功课不好的时候，夫妻吵架的时候，闹离婚的时候，事业失败的时候，

被炒鱿鱼的时候，生病，生到快病死了，得癌症的时候，空观在哪里？找一

找，来得及抓回来吗？只要你生烦恼，就是空观不见了。空观在，怎么会有

烦恼呢？没有「我」就没有贪、瞋、痴。所以烦恼就是从「我」来的，那「我」

怎么来？就是忘记空观了，才有「我」。空观生起，那个无我的空性的智慧

又现前了。 

  所以日常生活的提醒，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当你生烦恼的时候。那个

就是你执着的时候，你就是忘记那件事情，它是因缘生、因缘灭，不管你执

着什么，太多了，对不对？我们看不破、放不下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只要你

生烦恼，你就知道空观不见了，赶快去找，赶快分析，然后赶快破执着。这

样才会思惑越来越少。所以思惑越来越少，也是因为你不断不断地自我提醒：

不要再执着任何因缘所生的有为法，一切法无我，不断不断地熏修，空观自

然就能够成就。 

  所以也有同学问：我可不可以观我的呼吸，或者数息，或者随息来修空

观？可以的，对不对？所以等一下我们练习，你们可以用任何的对境都可以。

像观呼吸的话，就是你观你的呼吸，它就是进来，然后呼出去，进来、呼出

去。就是呼吸的进出而已，有没有「我」？找不到我，呼吸也是因缘所生。 

  那我们这个色身也是，你也可以……像我们修过白骨观，时间非常的长。

你就观全身的白骨节节相拄，不管它是三百六十五节还是几节，它就是节节

相拄，因缘所生，每一节骨头观完，你也找不到「我」在哪一个骨节上，不

是吗？对啊，所以你可以观全身就是一副白骨，白骨节节相拄，表示它因缘

所生，才可以撑、撑在这里，一副白骨的形相，就是因缘节节相拄，因缘所

生的，所以这中间也找不到「我」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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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可以观呼吸，或者是观这个色身，或者是感受。像等一下打坐

的时候，你有任何的感受生起，你也可以观感受生起然后它就消失，感受生

起就消失。坐一坐就会……现在已经有人一直动了，为什么？因为身体开始

有不舒服的感受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坐的时候，不管是酸、胀、麻、痛、还

是什么，舒服还是不舒服，任何的感受你都可以当下观那个感受，它也是因

缘所生、无自性，它也是因缘生灭的东西。 

  坐在那边，一个念头生起来，我们可以观念头生起来就消失，念头生起

来就消失，它也是生灭。观身、受、心、法，就四念处，你都可以观，它是

因缘生、因缘灭，只要是生灭，都是无常，都是无自性，自性都是空的，所

以没有一个真实的色受想行识，都不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也有同学问说：我如果开始修心很散乱，怎么办？那就是，我们刚

才已经讲过，所以这个就应该有答案了。所以等一下练习也是一样，你觉得

心妄念纷飞，心很散乱的话，你可以藉由数息或者是随息，先让我们的身心

宁静下来之后，然后再生起空观。 

  好，我们现在练习。 

  （座中练习） 

  好，我们练习到这里。先身体动一动，然后按摩，从头到脚按摩。像藉

由修空观，我们就很容易得止，有没有？只要观，不管任何的对境，观它是

因缘生的，自性是空的，因此就可以止息一切的妄念、分别。这个我们就称

为「体真止」，就是「体」达或者是「体」悟因缘生法，自性是空的这个「真」

理，叫做体真止。所以修空观可以得体真止。这个「真」就是空，空性的道

理，空性的真理，体达空性的真理叫做「体真」。因此止息一切的妄念叫做

「止」，所以「体真止」它是相对于这个空观来说的。 

  那同时我们也要知道空观，它又称为「从假入空观」，空观又称为「从

假入空观」，这个假就是世俗的假。我们明白世俗是因缘所生的，是假有的，

所以从世俗的假入空观，从假入空观。因为藉由观世俗的假，因此能够入所

谓的空观，所以叫做从假入空观。这看起来好像是要破一个假，然后去立一

个空，对不对？破世俗的假，然后立一个空，那这个假，就是俗谛，空就是

真谛，所以它又叫做「二谛观」，俗谛跟真谛二谛观。 

  所以我们就知道，体真止跟空观、从假入空观、二谛观，讲的都是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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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情，这个我们名称也要知道，这样我们看经论才会明白，怎么一下讲空

观，一下又讲体真止，一下又从假入空观，一下又二谛观，到底在讲什么？

现在就很清楚了。所以名相上的这个教理的名称，我们也是要了解，方便我

们看经论；还有，到时候去教别人的时候也不会讲错。 

  所以藉由修习空观，我们已经知道它的重要性了，它是后面的假观跟中

观的基础。所以一定要好好地去把这个基础作得比较扎实一点。那我们再从

空出假，还是什么空有两边都不执着，这个才可能做得到，先把这个空观修

好。 

  希望大家回去之后，不但坐中修，日常生活当中也不断不断地自我提醒，

相信这样很快空观就能够成就。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