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 25 十六特胜-十五、观灭 1 

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25) 

十六特胜—十五、观灭 

（相对无所有处定）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讲于台北新店 

二○一三年十月十三日 

 

  我们今天介绍十六特胜的第十五个特胜，就是观灭。它是相对无所有处

来说的。 

  无所有处是怎么进入的呢？就是先舍弃前面缘外在的虚空，接着再舍弃

缘内在的心识，那把心安住在无所有当中，就可以入这个无所有处定。 

  它为什么叫做观灭呢？那是因为一般凡夫或者是外道，他证到这个定的

时候，他会以为心完全息灭了，因此耽着在这个定当中，没有办法超越。 

  修十六特胜的行者，他就在定中有智慧的观察，虽然心识已经好像息灭

了，但是仍然有很微弱的心识在里面。那这个微弱的心识，还包含了受想行

识这四阴的和合，所以它仍然是无常生灭，虚妄不真实的。所以这个所谓的

观灭，就是观心的息灭，它仍然是受想行识四阴虚假的和合，仍然是无常无

我的。因此不会耽着在这个当中，仍然有智慧的观照。 

  我们之前是练习空无边处，还有识无边处定，那我们现在练习无所有处

定，也是仍然从虚空开始下手。 

  首先，我们观想我们座位大小的虚空，然后慢慢地扩展出去，一直到无

量无边的虚空，这个时候能够入空无边处定。接下来，我们把心念再转换成

识无边处，就是把我们的心念，也是同样地扩展到无量无边的心识。 

那接下来，我们今天要练习的，就是无所有处。所以我们再把心念从识无边

处，转成无所有处，仍然能够遍虚空，然后安住在这个当中，就能够入所谓

的无所有处定。好，那我们现在开始练习。 

（进行练习） 

  好，我们说这个定当中，是还有受想行识，并不是完全没有作用。虽然

它叫做无所有，无所有不是什么都没有，它还是有受想行识四蕴的作用。这

个受蕴的当下，是不再被苦乐忧喜所动，所以它是跟舍受相应的。那想蕴呢，

这个时候，想就是心的念头，所以当下心的念头是在「无所有」这个念头当

中，所以它是法尘境界。想心所是第六意识，它所相对的是法尘的境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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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时候心念是想着无所有，所以无所有是法尘境界。那只要是生灭无常的，

都是行蕴的作用，不断迁流。 

  那这个识蕴，它是心的知觉作用。所以我们上一堂课，才会讲说证到识

无边处的这个行者，因为他的心识能够遍一切处，所以他观察事物都是直接

就能够了知，不是透过第六意识比量的认识。所以他不是第六意识的认识作

用，而是心的知觉，直接透过直观去观察事物，然后心中了然。所以我们就

知道，这个识蕴的这个「识」，它是心的知觉作用。所以虽然是证到这个无

所有处定当中，他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他还有识蕴的作用，心还有这个

知觉。 

  那知觉的状态是怎么样子的呢？就是说它是可以无中生有，有中化无。

所以一般人他很难体悟说「无所有」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了，那当下到底是什

么一个定境呢？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它其实是还是可以透过你的想心所，还

有思心所，还能够可大、可小、可有、可无。所以它大可以充塞整个宇宙，

可以大到无边，小也可以小到好比微生物，或者是什么原子、电子，现在最

微小的那个粒子，都可以。所以它可以无限大，也可以无限小，可以在无，

也可以无中再生有，也可以在有中再化无，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

我们才说它不是真的心念息灭了。 

  因为心念息灭，你就不能够生起一切法，因为我们说心生，所以种种法

生，一切法从心想生。那既然还有想心所，那可见它可以生起一切法，所以

我们就不会误解说，证得无所有处定的行者，是不是就是一直在这个定境当

中，什么心念都不再生起？也不是这样。所以他还是可以有一些想心所的作

用，还有心的知觉的识的作用。 

  所以证得定境的行者，他平常的生活，就会跟一般凡夫会不太一样。他

如果是在定境当中，他就会只剩下很微弱的心念，然后面对一切的境界，他

也是都能够安住得很好，只剩下那个很微细的心识的活动而已。 

  好，那我们今天就练习到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