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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24) 

六妙门①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讲于台北新店 

二○一二年一月八日 

 

  我们之前介绍的四禅、四无量心、四空定，是属于有漏禅，它是共凡夫

跟外道的。那为什么称为「有漏禅」呢？因为在初发心修禅定的时候，没有

生起厌离心，只是为了禅定的快乐和果报来修禅，所以在修禅的过程，就没

有智慧的观察，因此不能够出离三界。在证得禅定的时候，也以为这些禅定

的境界是真实存在的；出定之后，面对一切的境界，依然会生起烦恼、造业，

所以我们称为有漏禅。这个「漏」，就是烦恼的意思。只要跟三界的烦恼相

应，我们都称为「有漏」。所以我们就知道，纵使修习四禅、四无量心、四

空定，也依然不能够出离生死、解脱三界。 

  那接下来要介绍的六妙门、十六特胜，这个是卷七的部分，卷八是通明

禅，这三种是属于「亦有漏亦无漏」，就是它也可以属于有漏禅，也可以属

于无漏禅。那这三个法门就是佛弟子修的，它可以证得三乘的果位，就是声

闻、缘觉、菩萨的果位。因为有时候发心修禅，可以厌离生死，生起厌患的

心，可是有时候又会为了禅定的快乐和果报来修禅定；虽然修习的过程当中，

有智慧的观察的部分，但是对治力非常的劣弱；那在证得禅定的时候，有时

候还是会耽着在禅定的境界当中，但有的时候又能够了知一切的禅定也是生

灭无常的；那在岀禅定之后，有时候还会生起烦恼、造业，有时候可以断除

烦恼，所以，这三个法门称为「亦有漏亦无漏」的原因在这里。 

  以小乘来讲，只要是还在初果向、初果、二果向、二果、三果向、三果、

四果向，这个部分是属于有漏禅；一旦证得不退的阿罗汉──四果，就能够

称为「无漏禅」。 

  那你说，这三个法门都称为「亦有漏亦无漏禅」，为什么要分三个呢？

就一个就好啦！这个是为了度化众生，依三种不同的根性而建立的。如果是

慧多定少，就适合修六妙门，因为智慧比较多，所以他可以在下地的禅定当

中，就是即使是欲界定、未到地定、初禅，他也一样可以发三乘的无漏。如

果是定多慧少，就适合修习十六特胜，因为禅定比较多，慧比较少，所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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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在上地，就是初禅以上的上地的禅定当中，才能够证得无漏。如果是定

慧相当的话，就教导他修习通明禅，因为定慧相当，所以他可以在下地，乃

至上地，都能够证得无漏，就是从欲界定开始，到最后的四禅八定，都能够

证得三乘的果位。就是因为有根性的差别，所以分三种法门来教导。 

  那我们首先就练习六妙门。 

  为什么称为「六妙门」？就是有六个微妙的法门：一数、二随、三止、

四观、五还、六净，有六个，所以称为「六」；「妙」的意思，就是都能够通

向涅盘；「门」，就是道路。所以有六种通向涅盘的方法道路，就是这六个法

门，任何一门都可以通向三乘的果位，证得涅盘。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数息开始练习。 

  所谓的数息，就是数呼吸。那是吸气数？还是吐气数呢？就是吐完再数，

不控制呼吸，就是你一般自然的呼吸状态就可以了。吸气，然后吐气，自然

的吐光之后，我们数一；再自然的吸气，自然的吐气，吐完之后数二，以此

类推。一直数到十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从一再数到十，这个就是数息的

法门，我们现在开始练习。 

（练习数息） 

  我们现在练习数息法门，我们是数出息。收摄我们的身心，把心念放在

出息上，从一到十。如果数字还没有数到十，中间数丢了，我们再回到一，

从头数；如果数超过十，我们发现之后，也一样回过头来，从一开始数。就

是从一到十，一直重复的练习。 

  那为什么是从一到十呢？我十一、十二、十三……继续数不行吗？我数

到一○一、一○二、一○三……不可以吗？因为数息的目的，是要对治我们

的散乱心，什么方法能够让我们的心念最快达到专一，我们就用这个方法。

从一到十，它只有一个数字，最容易让我们专一，所以一个心念如果有两个

数字、三个数字，甚至更多，反而容易散乱。一、二……一直到十，它只有

一个数字。我如果十一、十二，有两个数字，这时候我的心念是要放在十，

还是放在一上面？十二，我是放在十上面，还是放在二上面？它反而容易分

散，一○一、一○二，就三个数字，我是放在一，还是○，还是二上面？是

不是又更散乱？所以从一到十，不超过的原因在这里，心念最容易专一。 

  而且，超过十继续数，我们身体的气容易越来越满，腹部会有越来越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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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的感觉，气息也会越来越……也是满的感觉，所以反而心不容易安，这就

是为什么我们从一数到十的原因。 

  那至于为什么不数入息？数息是数出入息，为什么我们选择数出息，而

不数入息？那什么又是「息」？我们回去可以练习看看，你数出息，然后比

较你再数入息，你看这两个有什么差别，我们下一堂再来讨论，因为要练习

过，才能够体会它们之间的差别。那什么又是「息」呢？我们也是经过各位

回去练习之后，我们才进一步来分析什么叫做「息」。要得到这个要领，我

们才容易很快能够得定，或者是入三昧。 

  我们今天就先练习到这里。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