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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特胜与四禅八定的比较 
第九讲 

十六特胜对初禅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 
  首先，我们要向各位报告我们课程设计的内容，是依照什么样的方式

来进行的。 
  我们主要的课程，是介绍十六特胜，十六特胜它是相对四禅八定来说

的，它是相对从欲界定、未到地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空无边处、

识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定，这个内容来说明它为什么比四禅

八定要殊胜。可是十六特胜的本身，它并没有详细地介绍，我们是怎么样

入欲界定，然后从欲界定怎么样入未到定，乃至怎么登初禅、二禅……那

个详细的内容，它并没有介绍，所以我们变成要加进去，怎么样证得四禅

八定的内容，所以我们才会很详细地介绍，前面怎么样由数息进入随息，

然后得止，那怎么样证欲界定、未到地定，乃至初禅。 
  我们目前的进度，就是介绍初禅。今天就要相对「初禅」跟「十六特

胜」的内容，来做一个对照、做一个比较，来说明它为什么比较殊胜。 
  因为我们知道禅定的内容，就是四禅八定，这是共法。共法，就是佛

弟子也修四禅八定，外道也修四禅八定，它只是偏重在禅定的部分，是没

有智能的观照，因此只是修禅定很难证得涅盘、或者是解脱、或者是断烦

恼、或者是断我执……等等，比较没有这样的功用，所以要加入「观」的

部分。 
  十六特胜，它为什么特别的殊胜呢？就是因为它有慧观，有智慧的观

察，在禅定当中起智慧的观察，因此它容易断烦恼、断我执，对整个四禅

八定，禅定的境界，种种的内容，也不会产生贪爱、或者是执着，所以它

断烦恼最快，破我执最快，观无常、苦、空、无我最快，所以它证得涅盘

最快，解脱最快，这就是它为什么特别殊胜的原因。所以我们就会先告诉

大家，怎么样来证得，每一步、每一步怎么来证入，然后再相对十六特胜

来说。 
  我们昨天已经介绍了初禅的五支内容，今天就要相对十六特胜来说明，

它为什么特别的殊胜。 
  初禅的觉观支，就是相对十六特胜的第五——「除诸身行」。所以各位

看那个图表，看到十六特胜的第五个特胜，前面四个特胜，我们已经在前

面两次的课堂已经介绍完了，可能很多师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现在

已经进入到第五个。前面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可以参看六妙门，因为六妙

门有把十六特胜的部分，列表把它列出来，你们回头可以看书，就知道我

们之前那两次的课，到底在讲些什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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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十六特胜的第五支，就是相对初禅的觉观支。我们昨天已经介绍觉

观是什么，什么是初禅的觉观？就是你十六触最初跟身根接触的那个感觉，

初心觉悟，叫做「觉」；后细心分别，叫做「观」，所以它都是由这十六触

的接触身根而产生的。一般如果没有修十六特胜的话，他就会耽着在是我

这个身体，我这个身根接触的十六触而产生的觉观，那之后的喜乐也都是

从这边出来的，从十六触接触身根所产生的，所以他的观念里面，就会非

常的执着说：我证到了……，我的身体已经证入了初禅，然后我身根已经

发起了喜乐，或者是十六触种种的动触，十六触的内容，所以他对觉观的

内容，就是由他身根所触发的这个感受，他会特别的执着，然后观念里面

也有一个观念说：我已经证到初禅了、我已经生起喜乐了，所以他对觉观

支、喜乐支、还有一心支，都是非常的执着的，认为它是真实存在，这是

因为他修定而没有智慧的观察。 
  可是十六特胜来说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五个「除

诸身行」，就相对初禅的觉观支，它为什么胜过觉观支呢？就是在定中观察

这个色身，是由三十六个不净物的假合，因为我们在未到地定的时候，就

已经没有身体的感觉了，所以在上面的未到地定当中，我们已经能够观察

未到地定是怎么证得的，就是由身、还有出、入息，这三件事情的假合，

暂时的和合而证到未到地定。我们知道未到地定的境界，这个定境并不是

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对未到地定就不会执着。同样的，我们在未到地定

发起的觉观支，我们也不会执着，因为在前面就已经有智慧的观照，知道

这个身不是实有的。同样的，我在定中观察，已经证入初禅，在定中观察

这个色身，发觉它也是假合的，是四大的假合，是三十六种不净的聚合体，

并不是实有的，这个就是觉支，十六特胜的「觉」。 
  既然这个色身不可得，那由这个身而行的，而生起的善恶行，当然也

不可得。所以这个除诸身行，就能够除去「身行」，就是由身体而造作的种

种的善恶行，叫做「身行」。所以我们首先观察，在这个定中，欲界身可不

可得？不可得，因为它是假合之身，这是「觉」。这个欲界身既然不可得，

那由这个欲界身所造的种种善恶行，当然也是不可得，因为身不可得，所

以你由这个身体所造作的种种的身行，也是不可得的，这个叫做「除身行」。

除欲界的身行，身行就是身体去造作的种种善恶行，叫做身行。所以有这

个智慧的观察之后，他透过觉观的观察，就能够发觉欲界身不可得，所以

由欲界身所造的种种善恶行也不可得，因此他不会产生执着，这个叫做除

欲界的身行。 
  还有另外一种讲法，就是既然欲界身不可得，当然也不会去造作种种

的善恶行。因为身不可得，所以你就不会执着要去造种种的善行、或者是

恶行，这个也是「除身行」的另外一个解释。 
  这是欲界身来讲。 
  可是我们说入初禅，就是从欲界身进入色界身了，我们的欲界身会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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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转成色界身，所以我们在定中，再继续观察色界身，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我们定中观察也会发觉，它也不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在欲界的色身当中寻

找色界的四大，也是找不到它的踪迹，我们等一下练习的时候，你们可以

定中体会，找欲界身，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你发觉找不到，那个色界身，

四大，在这个欲界身也找不到。 
  所以，色界身既然不可得，那由色界身所起的种种善恶行，当然也是

不可得，这就是除色界身的身行。所以。我们就知道现在讲的第五个，十

六特胜的第五个「除诸身行」，是除什么呢？除欲界身、还有色界身的身行，

就是不管欲界身、还是色界身，都是不可得，所以由它们所生起的种种善

恶行也是不可得的。这样就能够破除种种的烦恼、结使，这就是它为什么

胜过一般你只有证入初禅的觉观支，还会执着这个身是可得的，就有这么

大的差别，就是因为它有智慧的分析。 
  这是觉观支。 
  第六个特胜，就是「受喜」。我们昨天也讲了，这个「喜」是怎么来的？

也是觉观来的，你的身根跟十六触接触之后，生起的那个乐受，喜受跟乐

受。所以这个喜，是从觉观来的，既然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觉观不可得，

现在这个喜支，喜可不可得？也不可得嘛，所以我们对这个在初禅当中所

生起的欢喜、踊跃的心，也不会去执着。 
  所以我们常常说「法喜充满」，那个只是口头上说，可能是真正的很肤

浅的一种欢喜，但是不是真正的受喜。真正的法喜，是从现在开始，是从

定中发的，所以我们在定中听经闻法，或者是修禅定，那个由定中所生起

的喜，那才是真正的法喜，它是比较深刻的，是跟我们身心相应的，跟佛

法相应的，那个才是真正的法喜，所以由定中生起的这个喜，是以前从来

没有过的，这个十六触的殊胜微妙的喜乐，是在欲界身当中找不到的，所

以特别的欢喜踊跃。 
  可是这个喜，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不是，因为它由觉观来的，觉观我

们刚才已经分析，既然它不可得，当然由觉观而生起的喜也不可得，所以

我们就不会对初禅所生起的喜，产生种种的执着。所以我们就知道，所谓

的法喜充满，这个「喜」，是有空性的智慧相应的，所以不会耽着在里面。

可是一般如果没有这个智慧观照的话，他就会对他身根所触发的喜、或者

是乐，产生贪爱跟执着，这就是为什么它特别殊胜的原因，在喜生起的时

候，他当下就观照是不可得的，身根不可得，所以身根所发的喜、或者是

乐都是不可得的。这是第六支「受喜」。 
  第七支——「受乐」。一样的，一般如果证得初禅，没有智慧的观照，

这个乐受生起的时候，他就会耽着，很喜欢去追逐这种乐受的感觉，因为

那个是欲界身所没有的快乐，我们昨天讲过，它不是我们五欲之乐，感官

的刺激或者享受的快乐，是不同的，它是一种安稳、一种满足、一种充实

的快乐，可是一般证入初禅的话，就会对这种乐受特别的耽着，很难去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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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掉，可是修十六特胜的这一支的话，受乐支的话，他就当下能够起空性

智慧的观照，知道这个乐也不可得，所以他就不会耽着在里面。 
  初禅的一心支，我们昨天介绍过，就是当我们的心寂然、不散动的时

候，就证入了一心。可是一般凡夫证到这个一心的时候，他会执着在这个

里面，一心就是定境，因为心已经不散动，念头已经安稳，已经安住不动

了，所以他的观念里面，就是我已经得定了，我的心寂静、不散动了，所

以他对这个一心也会执着。 
  可是，十六特胜的第八个特胜，就是「受诸心行」，它是相对初禅的一

心支来说的，所以他虽然证得初禅的一心支，但是他知道这个一心也是虚

假的，并不是我们的真心，我们的真心是没有生灭，可是现在证的这个一

心，它是有生灭的，现在是不动，它又会散动，它又会分散，你可能等一

下出定了之后，你的心又散动了，可是你慢慢修定，它又寂然不动了，所

以动、不动，它是有生灭的，它是会变化的，所以它不是我们的真心。既

然是虚假的，我们会不会对这个一心支产生执着呢？就不会，这个就是有

智慧观照的差别。 
  为什么叫做「受诸心行」呢？这个「心行」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动

行」，一种叫做「不动行」。一般动行，就是指前面那四支，觉、观、喜、

乐，这四支属于动行；现在讲的一心支，因为寂然、不散动了，所以它属

于不动行。所以，为什么叫「受诸心行」？这个「心行」，我们就知道，它

是相对初禅的一心支的不动行来说的，所以就是「受一心支不动之行」。受

诸心行的意思，就是「受一心支的不动之行」，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证得初

禅的一心支，但是知道这一心是虚假的，不会执着说我已经证得禅定了，

我已经得定了，我已经证得一心了，不会有这样的执着，这就是为什么比

一般的初禅「一心支」更殊胜的原因。 
  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内容，十六特胜跟初禅做一个比较。 
   明天我们就会继续再介绍，你证得初禅之后，会不会退？你证得初

禅之后，会发生哪些情况？我们明天来介绍，初禅有那些功德？这是我们

明天要介绍的内容。 
  我们今天赶快，还有一点时间来练习，昨天讲到没有时间了，所以我

们今天来练习看看，来坐坐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