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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特胜与四禅八定的比较 
第廿讲 

从四禅出入未到地定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我们今天 始介绍无色界的「四空定」。 
  因为离 了色质，离 了一切色法，所以称为「无色界」。 
  四空定，这个「空」是什么意思呢？就像虚空一样，没有任何的形体

跟质碍，所以用「空」来形容四空定。 
  离 了一切色法，那色法有哪些内容呢？在百法里面，是把它分成五

根、六尘。色法一共有十一种，五根、六尘，眼、耳、鼻、舌、身，色、

声、香、味、触、法，这十一个是色法的范围。现在说离 一切的色法，

就是离 这十一种内容。 
  另外一种分法，就是有表色、跟无表色。 
  眼见色，这个色尘，可以看得见的，称为「可见有对色」，眼根相对色

尘，可以看得见的，是第一种色法，可见有对色，就是色尘。 
  第二种，「不可见有对色」，不可见，就是看不见的，像声音看不见，

味道看不见，所以耳根相对的声尘，鼻根所相对的香尘，舌根所相对的味

尘，还有身根所相对的触尘，就是种种的感受，那个身根所相对的触尘。

声、香、味、触，跟眼、耳、鼻、舌、身，这个是属于第二类的「不可见

有对色」，它还是根尘相对，所以叫做有对色，因为它不可见，所以称为「不

可见有对色」。就是包含了四尘：声、香、味、触四尘，还有眼、耳、鼻、

舌、身五根。 
  所以，这两类是属于有表色，就是可以表示出来的。 
  第三类，称为「无表色」，就是没有办法表示的，它是「不可见无对色」，

你也看不见，那也没有根尘相对，它是属于法尘的范围。 
  所以，我们现在先要明了什么是色法，色法的范围有哪些，一般就是

这样子分，分成有表色、无表色，或者是三种色，刚才讲的三种色；或者

是五根、六尘，十一种内容，这个都是一切色法的内容。 
  那要从色界进入无色界，就一定要远离这三种色，才能够进入无色界

的四空定。无色界的四空定有四个内容，就是一般所谓的空无边处、识无

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定，这四种定，是属于四空定。 
  我们今天就介绍「空无边处」，也叫做「空处定」。 
  为什么叫空处定呢？因为它远离了我们刚才介绍的那三种色法，心缘

虚空，跟舍法相应，这个我们就称为空处定。 
  那要怎么从前面介绍的第四禅，进入这个无色界的空处定呢？修行的

方法，就是首先要呵责色法的过患，然后赞叹空处定的殊胜。 
  色法有什么过患呢？首先看看我们这个身体，我们活着，每天都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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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保护这个身体，深怕它受到一点伤害，可是我们的身体是一切内外痛

苦的根本。什么是内在的痛苦呢？就是我们身体的本身，我们每天要吃饭、

要喝水，几天不吃、几天不喝水，就会有生命的危险，会渴死、或者是饿

死，所以我们没有东西、或者是没有水，都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所以我

们身体必须要靠吃、还有喝；还有四大不调的时候，会生种种的疾病，那

也是会让我们身体会受到伤害，还有生命受到威胁；还有我们的身体，九

孔常流不净，每天一定要排大小便，种种的污秽、不净充满我们的全身，

这是以内在的痛苦来讲。外在的痛苦，就是外在的环境，像太热、太冷都

不行，也有冻死人的，也有热死人的；还有种种的天灾、或者是人祸，都

会让我们身体受到伤害，或者是生命受到威胁。 
  所以，这个身体是一切内外痛苦的来源，实在没有什么好值得这样保

护、或者是执着的。我们每天都为它忙，一直到死为止，那是因为我们困

在色法里面，不得解脱。 
  所以，实际上一切色法都是让我们心不得自在、不得解脱，生种种烦

恼最主要的来源。所以，一切的色法，实际上是我们心的牢狱，实在没有

什么值得贪恋、快乐的地方。 
  所以，首先我们先深深地呵责色法的过患，可是如果没有这些色法的

话，就没有上面所说的这些过失，如果我们能够进入无色界的空处定的话，

就没有这些烦恼、灾难，才是真正寂静、安稳、快乐的，这个是赞叹空处

定的殊胜，这个是我们首先在定中做这样的思惟。 
  接下来，我们就要观察分析了。这个观察分析，是在四禅定当中观察

的，出定之后观察就观察不出来，因为我们要观察你的色身，实际上是不

存在的，在定中是不存在的，你没有那个身体的感觉了，那时候观察，你

才能够见到你的身体，好像是消失了，一切的色法也都消失了，所以这个

一定是在四禅定中做观察。就是怎么样从四禅定进入，舍四禅，然后进入

无色界的空处定的一个过程，一个观察分析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可以帮

助我们很顺利地进入到无色界的空处定，没有丝毫的障碍，不然我们就会

停在色界定当中，然后没有办法继续再进步。所以，在定中怎么观察，让

一切的色法消失，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关键，就是转入无

色界的一个关键。 
  所以，我们要在四禅定当中做这样的观察，我为什么能够证四禅定呢？

是因为欲界身，我入四禅的时候，依的是这个欲界的色身，可是我在定中

观察，这个色身是色法，可是我在定中观察，我看不到我的身体的存在，

我们再回想一下四禅定当中的状态，是什么状态？口鼻呼吸断了，已经没

有呼吸了，然后一心不动，你的心念已经不动了，所以叫做心念清净，对

不对？念清净，而且是跟舍相应的，跟舍法相应，就是已经远离了苦、乐、

忧、喜，然后一心不动，口鼻呼吸断，心念清净。所以你在这样的一个状

态当中，你观察你的色身，看不到它的存在，在定中观察你的身体，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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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内外相通的，是可以穿越过去的，或者是它只是一团气体在那边，并

没有实质的，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肉体的存在，在定中你没有感觉说它是

一个实有的身体坐在那里，不是这种感觉，而是它是可以穿透的，好像很

薄的纱，看起来有，但是它是可以内外相通的，进进出出，没有丝毫的障

碍。所以，在四禅定当中，我们观察的色身，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还是

比较粗的状态。 
  你在定心再进一步微细的观察，你会发觉根本没有色身的存在，只剩

下很微弱、很微弱的心识的活动这样而已。所以这时候，眼所见的那个色

尘就没有了，因为身体是属于色法，色尘坏灭了，耳所听的音声，耳所相

对的音声也没有作用，鼻嗅香、舌尝味、身体所生的种种的触觉、感觉，

都渐渐的坏灭了，在定中观察，都渐渐地消失、不起作用。那你对一切色

法的分别，也不再起作用，这样子分析，就是三种色法，我们刚才讲的三

种色法就这样子消失了，一切的色法止息了。 
  在一切色法消失，空处定还没有生起之前，又有所谓的中间禅，跟前

面一样，心缘虚空，不生忧悔。我们进入中间禅，都是心缘那个所缘境，

但是一定不要生忧悔之心，这样才不会又退到原来的四禅定当中。所以，

我们一旦一切的色法消失，空处定还没有现前之前，这个中间禅，那我们

心要缘什么？就是缘虚空，因为一切的色法已经灭了，那你的心要系在什

么呢？就是虚空，心缘虚空。一切色法灭了之后，一心缘空，这样就可以

进入中间禅，然后心不生忧悔。 
  继续再心缘虚空，久久不舍，就是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就可以入未

到地定，再下去，就是入空处定了。 
  所以，入空处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明天再介绍。我们今天先

练习，你怎么从四禅，进入这个空定，怎么样呵责，怎么样赞叹，怎么样

观照分析，进入中间禅，然后未到地定，我们今天只练习到这里就好了。 
  我们现在试试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