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 

第二十讲 
(四禅)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讲于新加坡大悲佛教中心 

二○一○年十二月九日 

 

  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白骨观。在昨天证入三禅之后，会发这个大乐，当乐止息之后，

我们就安住在一心当中，在这个定中，我们还是一样专心的观照八色光明，

它非常的耀眼夺目，继续锻炼这个八色，让它变得极端的光明清净，然后把

心安住在这个中间。当定和舍念一起发的时候，就是进入四禅。这时候所见

的八色光也是一样，这八色是光明清净、皎洁闪耀，遍照整个十方法界，这

个光色同时也照耀自己的心，我们的心就变得非常的明净，就是光明清净。 

  由于四禅它是舍念清净，一心不动的缘故，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

随意成就一切法门而定心不动，就好像明镜，很明亮的镜子，它能够影现一

切万物，但是镜子本身是不动的，就跟这个情况一样，我们现在练习。 

  三禅的乐定只有圣人才能舍弃，其它的人很难舍，所以想要得到四禅，

就一定要能够见到三禅的过患，以及见到四禅不动定的大安稳才行。 

  三禅有哪些过患呢？它有四个过患：第一个过患是，我们最初想要得三

禅乐定的时候，一心勤力去追求，非常的辛苦才能够获得；第二，既然获得，

又要小心守护，然后心中又深生爱着，也是非常的辛苦；第三，一旦失坏，

又会懊恼不已，又再次的受苦，所以经中说：第三禅的乐，是因为无常的变

动，所以是苦的，只要是生灭、无常都是苦的，四禅八定，不管你证得哪一

个禅定，它都是生灭、无常的，所以它都是苦的；第四，三禅的乐还会覆盖

我们的心念，使我们的心不清净，因为有乐动荡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的心是

没有办法真正的清净，只有证到四禅才是真正的清净。 

  既然深深地见到三禅乐定有这些过患，我们就应该一心的厌离这个乐，

而求四禅的不动定，所以这时候修什么呢？还是修六行观，就是三禅的苦粗

障，四禅的胜妙出。还要用三种方法来除遣乐定，就是不受不着、诃责、还

有观照分析，在行这三法之后，三禅就会谢灭。 

  在没有到四禅之前，它也是有个中间禅，中间禅都是以六行观做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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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在这个中间禅当中，都是以修六行观，因为一旦离开了六行观，我

们的心就很容易生出忧愁悔恨，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不然禅定很

容易就退失了。在这个中间禅当中，我们要不断地继续加深我们禅定的功夫，

如果心没有散动，就可以入未到地定。 

  在这个未到地定当中，你就这样坐坐坐，突然心豁然开朗，定和舍念一

起生起，出入息断，这个时候就是证入四禅。所以什么时候入四禅呢？就看

你的定跟舍念什么时候生起，然后口鼻呼吸断，就是已经没有呼吸了，它全

部转到内呼吸，内在的呼吸，你的毛孔会呼吸，内在气体会交换，你摸他的

鼻子，几乎没有什么气息的感觉了，这个时候就是入了四禅。所以这时候没

有苦、也没有乐，所谓的舍，就是不苦不乐，我们平常说有三受，苦受、乐

受、不可不乐受，所以不苦不乐就是舍，所以你的定跟舍念一起生起，所以

当下是没有苦、也没有乐的。那当下是什么觉受呢？你会觉得是空、明、寂

静，同时伴随着十种善法功德生起。这十种善法功德少了什么呢？少了二禅

的喜，少了三禅的乐，其它都是更加深，只是没有喜乐，没有喜乐才能够舍

念清净，所以这时候的眷属，这十种善法眷属是没有喜乐的。 

  这时候的心是什么状态呢？我们只能用比喻的，就好像明镜不动，非常

明亮的镜子它本身是不动的，但是镜子的功能它能够映现万物，什么境界到

它的面前，它只是如实反映，但镜子本身是不动的，四禅的心就很像明镜不

动。也很像净水无波，就是没有波浪清净的水，水没有波浪，本身又很清净，

所以它也能够映现任何的…不管是天空、还是岸边的树木、还是飞过去的鸟，

它都可以如实的反映，水因为平静无波，所以它也是不动的。所以这时候没

有任何的想念了，正念非常的坚固，就好像虚空一样，虚空它可以容纳万物，

但是虚空本身不动，这些都是比喻。 

  同样的，在这个四禅的禅定当中，我们也是可以成就一切内心清净的色

法，这个是重点，其它初禅、二禅、三禅都没有这样的功能，为什么？因为

初禅有觉观动心，二禅有喜动心，三禅有乐动心，只有到四禅舍念清净，你

才能够真正的成就一切法，在你这个如明镜、如净水无波、像虚空这样的一

个状态，它可以如实映现，所以在这个定中你可以随意自在的现出一切的法，

所以它可以成就一切的法，就好像明镜它可以有映现的功能，虚空它有容纳

万物的功能，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在定中起一切的观，入任何的三昧，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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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现任何的神通变化，还有任何的法门，通明禅、四无量心、八胜处、十一

切处、十四种变化…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是依四禅而起的。 

  所以在这个定中，一切的色法都能够自在的显现，但是对这个定却没有

丝毫的损减，不会说你现一切法，然后你的心就动了，没有，还是如如不动，

所以四禅称为不动定的原因在这里，你可以成就一切法，但是心不动，你的

定没有丝毫的损减，所以它是在定中成就一切法的，就好像我们刚才说明亮

的镜子，它的本体是清净的，所以它能够显现一切的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说在四禅当中，如果你想要转学其它的任何法门都能够随意成就，所以法门

没有什么好分的呀，只要你功夫到了，你想要成就什么法门就成就什么法门，

进入什么三昧就进入什么三昧，念佛三昧，没问题呀！任何三昧都没问题，

这是功夫的…你只要有四禅的功夫，随意成就一切法，完全没有丝毫的障碍，

我们就知道四禅非常非常的重要，它是我们这一世能不能成就最主要的关

键。所以佛才会在经中说：佛以四禅做为根本，就是根本定，佛以四禅做为

根本定。根本，就是一切法成就的根本，就是四禅。 

  四禅有四支的功德，四禅有哪四支呢？ 

  第一个是不苦不乐支。在四禅初发的时候，它是跟舍受一起，而舍受是

不和苦乐相应的，所以就叫做不苦不乐支。什么时候发四禅？就是什么时候

定跟舍一起生起，这个舍是不苦不乐，所以我们就称为不苦不乐支。 

  第二个是舍支。这个舍，就是舍下三禅这个殊胜的乐，虽然它是非常的

殊胜，但是还是要舍，你才能够入四禅，所以只要你进入四禅，就一定是舍

下三禅的乐了，你才能进入四禅，所以这个舍支就是说，既然已经得到不苦

不乐定，就能够舍下三禅殊胜的乐而心不生厌悔。所以在我们发四禅的时候，

心只要不念着，自然就能够舍离，所以我们称为舍支。 

  第三是念清净支。所以四禅又称为「舍念清净」，就是因为在四禅当中，

我们的心念才是最清净的，才是真正的清净。我们刚才讲了，因为初禅有觉

观动扰我们的心，所以心念不清净；二禅有喜心，也不清净；三禅有乐来动

心，也不清净；只有四禅离了忧喜苦乐，所以心念是清净的。像我们平常也

是啊，我们的心不清净，有烦恼，就是忧愁、欢喜、痛苦、快乐让我们的心

不清净嘛，所以只有达到四禅，灭忧喜苦乐，这个时候心念是清净的。第二

个原因是没有出入息了，我们刚才说口鼻呼吸断了，没有呼吸，你的念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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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动，所以这时候的心念是最清净的。平常我们的心念是跟我们呼吸同步

进行，你呼吸愈快，心念愈多，妄念愈多，呼吸愈急促，所以当你的呼吸断

了之后，当然就没有什么念头了，这时候的心念是最清净的。第三，就是它

是定慧力相等，定慧力相当，一心不动，所以它的心念是清净的。四禅当中，

不偏在定，也不偏在慧，它是定慧均等的，所以它心是最清净的。 

  第四是一心支。由于禅定的心寂静，虽然面对众多的因缘，心也没有丝

毫的动念，所以叫做一心支。你在定中面对一切的境界，或者我们刚才说你

可以成就一切，但是你的心依然不动，所以称为一心。 

  同样的，四禅也是有离过德跟善心德。只有四禅有离忧喜苦乐的过失，

这就是它的离过德，离什么过失呢？离忧喜苦乐的过失，只有四禅才能够做

到。什么善心德呢？就是具足不苦不乐支、舍支、念清净支、一心支，这四

支的功德。还有像善心、恭敬心、信心、惭愧心…这等等的善法，都是从四

禅不动定所发出来的。我们说这一切的善根其实都是本自具足的，但是因为

我们有烦恼、无明的覆盖，它发不出来，那我们之前说，你这些信心、恭敬

心、惭愧心也会发出来，但是都没有完全的发出来，就是发出来的一部分、

一部分都不圆满。所以你所有的善，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完全被开发出来呢？

就是证到四禅的时候，才能够完全的发出来，所有的善。因为它本自具足，

我们自性里面本来就具足无量的功德，什么时候发出来？四禅的时候都能够

被开发出来。所以神通什么时候发？四禅发，没有证四禅之前，都不是真的

神通，这样就能够很容易分办是什么通了，是灵通、鬼通、还是邪通、还是

什么通，就不是真正的神通，真正的神通是在四禅发的，之前发的也是一点

小小的神通，但也不是大神通，因为神通也是我们本自具足的，在四禅才能

够真正的发大神通。所以我们说这个四禅的功德、还有善根，要比前面初禅、

二禅、三禅要再更深厚，而且加倍的殊胜。 

  其它像定的浅深的问题，还有进退的情况都和前面一样，我们昨天、前

天晚上都讲过一遍了，定的浅深有差别，每个人证的不同，进退也是有差别，

跟我们过去熏习的善根、还有业障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是会继续地进步？还

是不进不退？还是会退步？还是在定中就能够证得无漏的智慧而证果呢？

每个人是不同的状况，这个我们之前都介绍过了。 

  有关于四禅，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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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一次的课程到今晚就圆满结束，希望各位发心成就，然后再以这

个止观法门来利益一切众生。 

  我们功德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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