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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特胜与四禅八定的比较 
第十五讲 

三禅生起前的三种过失、三禅的支林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各位大德！阿弥陀佛！ 
  我们昨天讲到三禅。 
  三禅，怎么样从未到地定入三禅？如何从未到地定入三禅？就是定和

乐一起生起，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入三禅了。 
  在未到地定生起三禅的时候，会有三种现象，我们要小心地观察，这

个非常重要，要仔细听。因为这三种过失，如果没有避免的话，我们就很

难让这个乐遍满，乐不遍满的话，我们就不能够说完全地进入三禅，只是

三禅要刚刚生起的状态，但是你没有办法让那个乐遍满内外身，所以它一

般刚刚生起乐的时候，定和乐刚刚生起的时候，它有三种情况，那我们要

检查自己是哪一种情况，然后想办法去对治它。 
  第一种情况，就是心有沉没的现象。就是所谓的细昏沉，这时候定是

比较多，慧比较少，所以偏在定的话，就会落入细昏沉的状态，我们发现

有这种现象的时候，就要赶快用智慧来观照，然后去除这样的过失。 
  第二种会发生的情况，就是智慧不断不断地涌发出来。这个时候是定

比较少，慧比较多，就好像泉水一样，不断不断地涌出来。所以有些人到

这个时候，平常不会写文章的，他就变得很会写文章，平常不会作诗的，

他这时候没事情也会来两句，就是因为他智慧不断不断地涌发出来。我们

常常说慧由定发，就是智慧从哪里来？是由定来的，所以你那个定力到达

一个程度的话，那个智慧是很自然就会生起。可是，如果是像现在讲的这

种源源不断地一直冒出来的话，让我们没有办法摄心，定心反而受到干扰

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要加强定力，这时候加强三昧定力的摄持，让我

们的心收摄回来，让它不要这么样的涌动，所以它也算是一种过失。或者，

突然辩才无碍、滔滔不绝，就是有一些智能涌发的现象产生，我们也要非

常的注意，如果有这种现象的话，我们就加强定力的摄持。 
  那当这个定慧力慢慢均等的时候，慢慢相等的时候，第一种情况是偏

在定，第二种情况是偏在慧比较多，当我们定慧可以相等的时候，这时候

乐不断从内心绵绵不绝的涌出来，那这种感受，经上面说，除了圣人以外，

才能够舍离这种乐，其它没有人能够舍离，就是那个乐太强烈，一般很容

易迷醉在这个里面，迷醉在定乐里面，所以，它算是第三种过失，我们要

小心注意。我们沉醉在这个乐定里面，我们就很难继续地让我们的乐遍满

之后，然后继续地往四禅，就不会，你就会停留在这里，因为非常耽着这

样的一个乐受的状态，那我们就很难进步。所以，这时候要怎么对治呢？

就想想后面还有四禅啊，还有空无边处、识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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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处、还有九次第定，然后还有种种大乘的三昧……，我们都还没有证得，

那如果停在这里，是不是太可惜了？所以，我们要想说后面还有更快乐的、

更殊胜的、更微妙的，还要继续地进步，所以就不能够沉醉在这样一个乐

受当中。 
  这就是三种过失，当这个乐受生起的时候，会有这三种过失，那我们

要分别去对治它，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都没有离开这三种状态，所以

我们要先检查是哪一种，然后就是善巧去对治它，善巧的对治之后，我们

的这个乐就能够慢慢遍满。 
  慢慢遍满的话，它是跟意识相应的，因为是由内发，这个乐是由内发，

由内发就跟前五识没有关系，是跟第六意识相应，那跟乐根相应。因为意

识是充满整个身内的，整个身内又包含五根：眼、耳、鼻、舌、身这五根，

所以因为意识跟乐相应，然后意识又是遍满这个身内，所以五根也会跟着

发乐，但是很重要的，就是五根本身非常的愉悦快乐，但是不会发五识，

前五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不会发五识，为什么？因为没

有色、声、香、味、触，外境的相对，所以它不会发五识，它只是五根感

觉很愉悦这样而已。所以，如果有人说：我在三禅的境界当中，我看到了

什么、听到了什么、我闻到什么味道、或者是我身体有种种什么感受的话，

我们就知道骗人的，因为三禅里面，前五识是不起作用的，我们前面也曾

经提过，从二禅开始，都只剩下意识相应，前五识都已经不起作用了，是

暂时不起作用，所以不可能在定中看到什么、或听到什么、或闻到什么味

道，都不可能，这个我们也要详细地去分别它。 
  讲到三禅都有快乐，初禅有乐，二禅有乐，三禅有乐，究竟它们有什

么差别？我在定中同样的发乐，我怎么知道我现在证的是初禅的乐、还是

二禅的乐、还是三禅的乐呢？很容易就分出来，如果我们前面有练习的话，

很容易就分出来。因为初禅的乐，是由外来的，它是跟身识相应的，就是

十六触来的，所以它是由外来，十六触来的，身识相应，所以它的乐是跟

身识相应；二禅的乐，它是由内发的，从内发，所以它是跟意识相应，可

是因为它是跟喜根相应，所以它的乐是不遍满的；三禅的乐，是乐根相应，

所以它的乐是遍满的，这就是三种乐的差别，应该是很容易可以辨别出来。

一个偏在喜、一个偏在乐，以二禅跟三禅来讲，虽然它们都是跟意识相应，

可是它们喜乐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一个是遍满，一个是没有遍满，一个是

跟喜相应，一个跟乐相应，这样应该是很容易就可以区分说我现在受乐，

那到底我证的是第几禅。 
  接下来我们就说明，证得三禅有哪些支林？就是说，你只要是真正的

证入三禅，乐遍满之后，就具足这五支，是一定有的，如果没有具足五支，

你的三禅证得就不圆满，没有圆满具足的证得三禅，只要是圆满具足三禅，

就一定有这五支。 
  第一个，是舍支。舍支是舍什么呢？就是因为得到三禅的乐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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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可以舍弃二禅的喜心，所以，第一个舍的意思，就是舍离了二禅的

喜心，但是你不会生起忧悔的心。第二个舍的意思，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

就是你舍离了沉没，心不是有沉没的现象，那三种过失？那你只要真正进

入三禅的话，你就可以舍离刚刚讲的那三种过失，心沉没、涌发、还有迷

醉乐定这三种过失，这也是舍的意思，舍离这三种过失，然后舍离二禅喜

心的过失，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念支。念什么呢？就是刚才那三法，念刚才那个三法来守

护，让我们的乐可以增长，然后遍满，这是念。就是念用三法来守护，这

个「念」主要是来守护，那你能够守护的话，乐就可以遍满。 
  第三个，是智。这个智慧的智，就是我们善巧，用智慧善巧来运用这

三法，用这三法就能够离开沉没、涌发、迷醉乐定这三种过失，善巧用这

三法，所以它是智慧的作用，所以用这个智，来说明它。 
  第四个，就是乐支。就这时候，乐能够遍满全身，内外身都能够遍满

受乐。 
  当这个乐慢慢止息之后，就能够入第五个，一心支。所以，这个时候

心归于一，就入了一心支。 
  所以只要证入三禅，都有具足这五支，所以什么时候入三禅？就这五

支圆满具足，就是入三禅，也很清楚地可以知道自己证到哪里。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还是同样的，用昨天那个方法，来慢慢地练习。

你没有办法一下入三禅，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必须对每个步骤都非常的

清楚，那你平常练习的时候也可以，也是这样来练习，就是先用随息，然

后你现在能够入粗住心、细住心，那你就这样子，可以入欲界定就入欲界

定，能够再入未到地定，就停在那边；当你欲界定、未到地定非常熟悉之

后，你再入初禅；初禅非常熟悉之后，你再入二禅，每个必须要很清楚，

这样一步一步的次第，都要非常非常的熟练，这样你以后才可以在一念之

间，说我这一念要入几禅，就入几禅，因为你每一个内容都这样熟练的练

习过，所以一定要很清楚、很清楚。很清楚就是我们方便以后，就是要这

样跳来跳去都没有问题，而且速度非常的快，我们现在慢慢地练习，一个

一个来没有关系，那熟悉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很快，跳得很快，初禅、二

禅、三禅、四禅，这样跳得很快，它都是经由长时间的累积出来的功夫，

所以不要着急，现在没有办法证到三禅，不是你们的过错，因为需要时间

来练习，除非你们已经前面功夫的基础已经打得很好，才能够按照我们的

进度这样子超越得很快，那如果是初学的，那当然需要时间，所以不要着

急，然后我们要有信心，这样一步一步来练习，我们先把地图看好，那我

们在练习的时候，才不会惊恐。 
  很多人就打坐，坐到我身体不见了，然后吓得就从此不敢再坐，你说

多可惜！因为他证得是什么？未到地定耶！很快就要入初禅了，所以多可

惜，这样的过失，就是因为对禅定的内容、理论不明白。所以我们现在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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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没有办法证到这种种禅定的内容，不过没关系，我们先把地图搞清楚，

那对我们将来有时间好好地练习的时候，我们也不怕说走错路，或者是害

怕说自己不晓得有没有走火入魔，或者是别人来问你问题的时候，你也可

以回答说：你这种情况大概是初禅喔！或者是这种发乐是三禅，没有错！

你也可以去教导别人，别人问你，也不会把你考倒，那你自己也是非常清

楚地来证得四禅八定。 
  所以，希望各位师兄要坚持，坚持地修行下去，我们都发愿了，让佛

法的禅定学久住世间，所以大家都不要放弃，要有长远心、还有恒心跟耐

心，这功夫就是需要时间来累积而已，大家都是很有善根的人，只是缺少

时间的练习这样子而已。 
  我们今天就再练习看看，看可以入几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