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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特胜与四禅八定的比较 
第廿六讲 

修八圣种观入无所有处定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各位大德！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介绍「无所有处定」。 
  什么叫做「无所有处定」呢？就是舍弃内、外境界，把我们的心念安

住在「无所有」这个境界当中，就叫做无所有处定。我们的心跟「无所有」

相应，无所有，就是什么都没有，没有内在的境界，也没有外在的境界，

舍弃一切内外的境界，心安住在无所有当中，所入的定境，我们就叫做「无

所有处定」。 
  前面一个是识处定，识处定是我们的心安住在当下的心念。所谓的心

识，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现在当下的心念马上就过去，就成为过去

的心念；还没有生起的心念，我们叫做未来的心念；未来生起了，叫做现

在；现在消失了，叫过去，所以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心念的生灭现象，

这样而已。 
  所谓的前面一个识处定，是我们的心安住在心识上面，可是心识它的

活动，就是从未来到现在，然后到过去，生灭、生灭，未来到现在、到过

去，不断不断地生灭，所以你的心安住在这样的一个心识的状态，能够真

正的安稳吗？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心念念念在迁流、在变化、在生灭，

所以你的心不可能安住得很好，因为心念一直在生灭、生灭、生灭，所以

你的心安住在这样一个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心识当中而入定，那个定

心不安稳，所以我们要舍弃这个识处定，而进入今天讲的无所有处定。 
  第一个「空处定」，它是缘外在的虚空而入定；第二个「识处定」，是

缘内在的心识而入定。一个是缘外在的虚空，一个是缘内在的心识，所以

不管是缘外在的虚空，还是内在的心识，你的心都不能够真正的安稳，所

以我们才要从第一个空处定，进入识处定，可是识处定又不是真正的安稳，

所以我们要再舍弃。 
  所以，无所有处定，就变成是你舍弃了第一个空处定，缘外在的虚空

而入定，外在的境界我们也舍弃；第二个识处定，缘内在的心识而入定，

我们也一样的舍弃。这样舍弃外在、内在的境界，那怎么办呢？心总要缘

在一个什么地方，那就是内外皆舍的那个无所有，所以我们的心念就安住

在无所有的这样一个境界当中。这时候的心没有依在过去、现在、未来的

心识上面，没有了，就是没有心识的地方，心没有任何的缘外在或者内在，

心没有任何的依倚，这个才是真正的安稳，这个就是赞叹。 
  我们首先呵责，呵责什么？呵责识处定的过失，然后赞叹，赞叹什么？

赞叹无所有处定的殊胜，这就是第一个，我们先呵责识处定的过失，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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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赞叹无所有处定的殊胜，怎么样殊胜？只有没有心识的地方，你的

心没有任何的依倚，就是没有任何的依靠，这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安稳。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修观照法，这个观照法就是我们上一堂已经

介绍过的所谓八圣种观，八圣种观，就是如病、如痈、如疮、如刺，是无

常、苦、空、无我的。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要呵责这个识处定，识处定它

的定是怎么形成的？虽然已经没有色法了，可是还有受、想、行、识，没

有色蕴，因为进入四空定就已经没有色法了，已经舍弃色阴，可是还有受、

想、行、识，所以四种空定，无色界的四空定，是已经没有色法，但是都

没有离 受、想、行、识这四阴的和合，所以这四种空定都是受、想、行、

识和合而有的定，所以它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定境，是虚妄的，是不真实的，

是因缘和合而形成的定境，是无常生灭的，所以它都不究竟，所以我们要

一个一个的弃舍。 
  八圣种观，就是帮助我们思惟前面这个识处定，它是可厌患的，因为

我们大家都不喜欢生病嘛，也不喜欢长脓疮，也不喜欢被刺扎到，很痛嘛，

一个小小的刺扎到就很痛，这个都是我们不喜欢、非常厌恶的，所以我们

就是要把它弃舍，像我们生病，就是希望要赶快把这个病丢掉，我们也是

同样的心情，要把前面所证得的那个识处定，赶快把它弃舍，因为它不是

真正的安稳，所以我们就要做这样的一个思惟，思惟受、想、行、识，因

缘和合而有的识处定，它不是真实的，是虚妄、无常、生灭的，是虚假的。 
  我们这个图片上有谈到说分别的对治，我们上一堂没有讲，是因为它

比较微细，如果说你要真正的一个一个来起观的话，它是比较微细，我们

这一堂因为有打上字幕，所以我们就可以稍微解释一下。 
  我们是有所谓的总观、跟别观。 
  总观，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所证的那个空处定、或者识处定，它都

是由受、想、行、识四阴和合而有的定，所以它不是实有的，因此是可厌

患的，不实在的，这个是总观。 
  别观，就是分别、分别来观，有事相上的，有理体上的。所谓事相上

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现象界，有理法界跟事法界，理体本身来讲，就是讲

我们的本体，讲它的自性，讲它的本体；事相来讲，就是讲整个现象界。

所以我们就是别观，就是这四种、四种，一共是八种，叫做八圣种观。就

是以事相上来观察，然后以理体上来观察。 
  以事相上来观察，不管是前面讲的空处定，它是可厌患的，或者是第

二个识处定，它都是可厌患的。 
  以事相上来观照，我们就是用「疾病」来对治受阴，那我们就不会耽

着在种种的感受当中，因为每一种空处定的境界都有不同的受阴的境界，

我们不管你是什么样受阴的境界，都要把它弃舍。像很多师兄，他如果喜

欢玩感受的，他就很难进步，他的禅定很难进步，为什么？因为他一上座

就要感受他身体的感受，或者是心的感受，那就是被那个受阴所束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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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解脱。所谓的解脱，就是从五阴当中解脱，可是他如果喜欢玩感受，不

管他进入什么样的境界当中，身心有什么感受，他如果着在上面，他就很

难突破，很难从受阴这个感受当中解脱，所以千万不要玩感受，玩感受的

很容易就停留在欲界定，都很难突破到未到地定，甚至入初禅，他会有障

碍，因为他一直停留在身体的感受，或者是气走到哪里啊、气脉有哪些变

化，都停留在这个色身上的种种感受当中，他的定境是很难突破的。 
  那也很难 发智慧，为什么？因为修定的目的，是要 发智慧。修定

就是把我们整个身心都宁静下来，非常非常的安稳、宁静之后，我们本来

的那个智慧才有透脱出来的那个可能性，可是你现在把你的心念全部都放

在感受上面，你就变成说你的身心没有办法真正安稳、宁静下来，我们虽

然是本自具足的智慧，但是它没有机会显露，因为你都在玩感受，所以我

们希望都是从受阴当中解脱。那这个受阴对我们来讲，就好像我们生很重

很重的病，要赶快痊愈，希望赶快把这个病丢掉，这样的一个心情，来舍

弃空处定，或者识处定，或者一切禅定的受阴的那种感受，要赶快把它丢

弃，所以我们用疾病来对治，就好像我们生很严重、很严重的病，就快要

死掉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耽着这种种的感受境界当中，所以我们就用这

个疾病来对治受阴，我们就不会被任何的感受所困住，可以一一的超越，

我们的定境就飞速的进步，一个一个很快的就可以突破，这就是受阴来讲。 
  我们用「痈疽」来对治想阴。痈疽，我们上一堂也介绍过了，痈、疽、

跟疮，这三个是不一样的，下面是脓疮，痈疽跟脓疮，它的差别在哪里？

因为痈疽也是一种毒疮，我们说长疮了，可是长疮它有过程，对不对？它

可能先红肿，然后再化脓，然后再溃烂，对不对？它的过程，所以如果我

们的疮口是很浅，还没有很深的时候，很浅，然后有一些红肿，这个时候

我们叫做痈；我们的疮口如果说已经很深了，可是没有很红肿的现象，我

们叫做疽，痈疽，痈跟疽的差别就在这里。一个是有红肿，一个是没有红

肿；一个是疮口比较浅，一个是疮口比较深，这样的差别。如果已经化脓

的话，就进入脓疮的阶段，已经化脓才叫做脓疮，已经化脓的疮口，叫做

脓疮，甚至溃烂这样子，它就是脓疮，就是它从 始长毒疮，一直到化脓

溃烂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给它不同的名称，这样子而已。目的都是什么？

要厌恶，因为不喜欢长脓疮，因为脓疮特别痛，有时候还会发炎，还会感

染，大家都不喜欢，因为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疼痛的。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来比喻，我们要舍弃空处定、或者识处定，就好

像我们已经长了一个毒疮，非常非常严重的毒疮，那我们也希望赶快把它

丢掉，赶快痊愈，这样的一个心境，来对治想阴跟行阴。用痈疽来对治想

阴，用脓疮来对治行阴，就是不要执着种种的想，也不要执着行阴。 
  行阴的意思，就是流转的意思，像我们推动这个轮回的力量，就是行

阴的力量，你没有办法把它切断，没有办法停止说明天太阳不要出来，没

办法，我不要老，没办法，为什么？因为行阴一直在流转，它一直往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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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直往前推，你是没有办法切断的。说明天不要来，没办法；我永远

二十岁，依然美丽漂亮，没办法，因为行阴一直在流转变化，我们整个轮

回、或者十法界，它就是行阴的流转的变化，就是一切的现象界，从三界

六道轮回，一直到整个十法界，都是行阴的流转的现象。 
  我们虽然在定中，譬如说这个人已经入定了，已经没有呼吸，看起来

好像没有生命的现象，像我们现在讲的无所有处定，你真正入无所有处定

的话，没有呼吸了，外行人会以为他是不是已经坐化了？是不是已经走了？

可是没有，他入的是无所有处定。所以，这个时候要非常非常的注意，不

要以为他没有呼吸，可是他生命现象还在持续，那个就是行阴的力量，只

是那个变化变得非常的微细了，我们从外在不太容易观察，可是他的生命

还在走，他的身心也还在变化，也还在新陈代谢，只是速度变慢了，外在

的口鼻呼吸转成内在的呼吸，所以他内在的细胞跟细胞之间还是有作用，

只是非常非常的微细了，然后变得非常非常缓慢，所以他的老化现象，常

常入定的人，他老得比较慢，为什么？因为他的新陈代谢比较慢，他的呼

吸变慢，所有的活动都变慢，身心的活动都变慢，所以就会变成说他这个

老化的过程会比较慢。 
  这就是讲到什么是行阴，一般我们比较难体会，就是那个抓都抓不回

来的青春，就是行阴的流转变化。 
  我们用这个「棘刺」来对治识阴。心识，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那

个不断不断地生灭的那个，就是我们心识的变化，所以它也是无常的，也

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好像我们被荆棘，我们说满地的荆

棘，就是布满了那个刺，所以被刺到也是非常疼痛，我们也是希望赶快把

它丢弃，是这样的心情，然后来修这个事相上的观照、舍弃，由受、想、

行、识和合而有的识处定，我们用这个非常厌恶的这四种圣观，把它舍弃

掉。 
  接下来，我们就是理体上的观察，就是我们的本体，我们的菩提自性，

实际上是本来没有生灭的，自性是空的，本来没有生灭的，所以一切现象

界，受、想、行、识，它的自性都是空的，都不是实有的，都是无我的。 
   所以，我们用「无常观」来对治识阴。识阴我们知道是念念变化，

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心识，念念生灭，是无常的。这样子就可以对治

识阴，我们会执识阴为实有、真实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颠倒，就可以对

治。因为我们的菩提自性没有生灭的，没有生灭，它就不是无常，它是常

的。只要是有生灭，我们都称为无常；没有生灭的，称为永恒、恒常。 
  用「苦观」来对治受阴。不管你是苦受、乐受、还是舍受，苦、乐、

忧、喜、舍，五受，我们讲这五种感受，其实它也是因缘而有的。 
  我们所谓的快乐，它的根本还是苦的，因为世界上、或者是三界当中，

只要你还在轮回，没有真正的快乐，我们所谓的快乐，是苦的减少，你的

苦的减少，你的错觉，是快乐。像现在非常非常的热，天气非常非常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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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进入冷气房，你会觉得很乐嘛！很舒服，好凉快喔！可是你一直吹、

一直吹，从二十八度一直降，二十四、十八……零下以下就很冷了嘛，就

很不舒服了，所以，冷，它不是快乐的，对不对？只是因为你很热，然后

你突然觉得很凉快，那是一种乐受的生起，可是你一直冷下去，它也不乐，

那就说明什么？那个冷，不是真正实有的快乐，要不然那个乐不会消失，

因为一直吹、一直吹，愈吹愈乐才对，因为如果那个冷是快乐的，它应该

冷气愈吹愈快乐，可是不是啊，我就 始苦啦。如果零下的话，我就又要

什么？又要 暖气了，对不对？所以那个暖气也不是真正的快乐，只是

你原来的那个苦受减轻了，你会觉得好像是快乐，可是它不是真正的快乐。

所以那种欢喜、或者是那种乐受，喜受或者乐受，它也不是真正的快乐，

它的本质都是苦的。 
  所以，一切轮回的现象，它的本质都是苦的，没有所谓的快乐，我们

的快乐是虚妄的，我们的一种感觉而已，没有真正的这个东西存在。轮回

的本质是苦的，所以我们就用这个苦观来对治受阴。我们知道你一切的感

受，本质都是苦的，那你就不会着在那个乐受当中，或者是任何的感受当

中，就不会耽着在里面所，所以我们就用苦观来对治受阴，明白一切受的

本质都是苦的。 
  用「空观」来对治想阴。我们都会说：我想什么、你想什么，我的想

法、你的想法，然后都着在上面，然后都会执着说我的想法才是对的，你

的想法是错的。可是，那个想心所，不是一生起来，它就消失了吗？想心

所的本身，它的自性是空的，那我们为什么会那么执着呢？就是因为我们

以为那个想是真实的，我的想法是真实的，然后坚固，不容易被你随便打

败的，所以我会坚持我的想法是对的，你的想法是错的，那我们都落在把

「想」当作是实有的这样一个错误颠倒里面。想也是生灭的，想了就没有

了，这一个念头起来，就消失了，所以你任何的想法，其实它也是生灭法，

只是我们没有用空观来观照它，所以我们才会执着种种的想法是实有的，

然后坚持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就要用空观来对治想阴，知道一切想的自性

是空的。 
  用「无我观」来对治行阴。就是整个行阴的流转，是无我的。我们刚

才已经解释过什么叫行阴，我们也说过整个轮回的现象，都不是真实存在

的，只是行阴的生灭、生灭的相续这样而已，我们会以为有真实的三界六

道在轮回。那有没有一个「我」在轮回？没有！没有一个「我」在轮回！

我也不可得，轮回的现象也不可得，所以没有一个我在轮回三恶道、三善

道，不断不断地轮转，有没有？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在轮回。 
  我们都错了，我们都以为有一个真实的我，然后真实的六道轮回在轮

回，这个一切都是实有的，这是我们的无明，以为有我的存在，以为一切

的现象界是真实的。轮回就是现象界，反正是生灭的、无常的，都不是真

实存在的，都是虚妄的，自性是空的，都是不可得的，所以整个轮回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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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真实存在的，可是它有没有？有啊！现象界是有的，自性是空的。

有没有我的身心？我某某某，有没有？你不能说没有啊，不然怎么那么多

人坐在这里，怎么有一个肉团坐在这里？你不能说它没有，现象界是有的，

但是我分析我的身心，都是生灭无常的，所以没有一个我的存在，没有一

个我的身体、我的感受、我的想法，统统都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没有一

个「我」在轮回。 
  所以，我们就用无我观来对治行阴的流转，整个流转的现象是无我的。

人无我、法无我，所以一切法无我。无我、无人、无众生，那整个轮转的

现象，包含十法界，是不是真实的？没有，它就是整个轮转的现象，行阴

的变化这样而已，它也不是真实存在，也是无我的。所以，一切法是无我

的，人无我、法无我，这两个无明都去除了，就可以真正的 悟成佛，真

正圆满地 悟成佛。 
  我们不能成佛的理由，虽然每个众生都有佛性，但是不能够成佛的理

由，就是因为我们有我执跟法执，佛性没有办法 显。佛性真正 显的时

候，也是一个名称，成佛只是一个名称，我们很向往的名称。可是你真正

成佛的时候，才觉得无佛可成，一切修道的过程，无法可修，到时候是这

样，因为法也不可得。我不可得，法不可得，所以没有一个我怎么样？在

成佛，也没有一切的法可修，无法可修，无法可证，也没有一个我在成佛，

最后的境界就是这样子，就是完全无明去除了之后，剩下的那个，就是不

可说、不可说的那个。所以真正成佛的话，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一切的说

法，都是为了颠倒无明的众生，以为有我、有法，真实存在的这样的众生

而说的，那大家都已经破除这样的执着，就没有什么法好说了，因为一切

的法只是要破除这两种执着而已。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八圣种观，就已经介绍完了。我们就是用这个来舍

弃识处定，它是虚妄、不真实的，是因缘和合，无自性空的。我们这样子

观了之后，自然你的心就不会再缘那个三世的心识了，不会再缘心识，而

能够舍弃，这样子你的心就缘在一个无所有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不缘外

在的虚空，不缘内在的心识，全部舍弃了之后，你的心就安住在那个无所

有。 
  当你的心念安住在无所有之后，前面那个识处定就会消失。在无所有

处定还没有生起之前，也有一个所谓的中间禅，我们也是跟前面一样，不

生忧悔，就能够很安全的进入了无所有处定。 
  无所有处定的境界是什么样子？我们明天就再来介绍。 
  我们现在练习用这个八圣种观来呵责、赞叹，然后观照分析这个八圣

种观，来做一个练习，我们现在 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