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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特胜与四禅八定的比较 
第卅一讲 

观弃舍－对非想非非想定、十六特胜结论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各位大德！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介绍十六特胜最后一个——观弃舍，这个是对「非想非非想

定」来说的。 
  为什么叫「弃舍」呢？因为它非想非非想，就是非有想、非无想，所

以它等于是弃舍了识处定的有想，同时也弃舍了无所有处定的无想，同时

弃舍这两个，就是双舍这两个定，所以称为「弃舍」，这个名称是这么来的。 
  凡夫外道证得非想非非想定的时候，他会以为是证得了涅盘，因此产

生贪爱执着，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定，从此就不再进步。 
  可是，十六特胜它为什么殊胜呢？就是证得这个非想非非想定的时候，

他知道这个定是微细的心法和合而成的，知道这个定是无常、苦、空、无

我，是虚妄、不真实的，所以就不会把它认为是涅盘境界，而生安乐的想

法。既然知道这个定是空寂的，就不会受着，这个就叫做「观弃舍」。因为

在这个定中，有智慧的观照，有智慧的观照，就是我们昨天分析的，明白

它还有受、想、行、识四阴，所以他进一步灭受阴、灭想阴，因此可以证

得灭受想定而得涅盘，得涅盘就可以永远弃舍生死，所以叫做观弃舍。 
  这些都是观弃舍的内容，它有不同的说法。第一个说法，就是双舍，

舍识处定的有想，同时舍无所有处的无想，所以叫做弃舍。观弃舍有两个

说法，一个叫做根本弃舍，一个叫做涅盘弃舍。根本弃舍，就是我们刚才

讲的，既然知道这个定是空寂的，因此就不会受着，不会贪爱执着，所以

叫做观弃舍。所谓的涅盘弃舍，就是既然证得涅盘，就能够弃舍生死，因

为了生死，出三界，这个叫做涅盘弃舍，所以也叫做观弃舍。所以，观弃

舍有根本弃舍、还有涅盘弃舍这两个涵意在里面。 
  以上就是十六特胜的内容，我们讲到这边结束，十六特胜。 
  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十六特胜，它到底有哪些特色呢？ 
  你说一共十六个，我是不是要每个都修啊？不用！还好不用每个都修。

修十六特胜，很快就悟道了，有多快呢？看你自己的根器，随个人的根器

不同，而有快跟慢的差别。那个根器利的呢，在前面不是数息、随息吗？

随息，观出入息，觉悟无常，他就悟道了，这是最快的，一开始随息，他

就悟道了，因为观呼吸，出入息的出入，他就明白呼吸，这个出入息是无

常的，就明白只要是无常的，自性就是空的，就是不可得的，就是无我的，

就悟道了，从无常契入的。 
  如果那个时候不悟，继续修，再差一点的根性，大概就是再加修两、

三种，他也会悟道。因为每一个特胜，我们讲到现在，应该很清楚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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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用慧观，用智慧的观照，然后破除前面那个，然后生起后面这一个更

殊胜的定，灭了前面的定，然后生起后面更殊胜的定。可是，怎么样灭前

面的定，然后生起后面的定呢？就是用智慧的观照，所以这个法门是属于

般若的法门，属于般若所摄持的，就是因为它都是用般若性空的道理，然

后起智慧的观照，所以每一个特胜，你都有开悟的可能，就看你是不是如

实观，是不是真的能够生起无常、无我、性空，是不是真的能够契入空性，

藉由这个智慧的观照，而契入空性。 
  所以，十六特胜也是般若法门的前方便。前方便的意思，就是说你藉

由这样的智慧观照，你很容易就契入空性，所以它是了悟般若性空的前方

便法门，它本身是属于般若的法门，所以是非常殊胜的，所以叫十六特胜，

特别的殊胜。它每一个定，藉由智慧的观照，都有开悟的可能，就看你自

己的根性来决定，是很快就开悟呢，还是比较慢。如果前面你两三个、四

五个，你就开悟的话，后面修起来就很快，因为都是同理可证，都是起般

若慧观，这就讲到十六特胜，它为什么这么殊胜。 
  它有一个名称，叫做「亦有漏亦无漏禅」，十六特胜也叫做「亦有漏亦

无漏禅」。 
  为什么叫有漏呢？因为我们知道，它是通四禅八定，它每一个特胜都

是相对四禅八定，每一个定下来的。可是四禅八定有没有出三界？没有，

还在三界当中，只是先证欲界定，然后入色界初禅、二禅、三禅、四禅，

然后无色界的四空定，可是它还是在三界当中，只要还在三界当中，就是

有漏的，所以我们称为「亦有漏」。这是以定这方面来说，每个特胜都是先

证到四禅八定的某一个定，这个定的本身，它是属于有漏的，因为还在三

界当中，这是以四禅八定的范围来讲。 
  可是之后，它都是起智慧的观照，所以又称为「亦无漏」，因为每一个

定中，你起智慧的的观照，就有可能开悟证果，因此称为无漏。就是可能

证果就出三界了，每一个定都有可能开悟，都有可能证果，所以也称为无

漏。 
  所以，是亦有漏，也可以说它是有漏，就是指定的这个部分；也可以

说它是无漏禅，这是属于慧的部分。我们就知道十六特胜，它是定跟慧都

有，止跟观都有。修止，就是得定，有定力；修观，就是得慧，有慧力，

所以它止观都有，定慧都有，所以，它是一个很殊胜的法门。 
  竖对三界诸禅，三界诸禅就是四禅八定，它每一个都是对四禅八定来

说的，然后破四禅八定的执着，所以它比四禅八定还要再更殊胜。就是说

它虽然证得四禅八定，但是它不会耽着、不会贪爱执着在这个定境当中，

它会起般若智慧的观照，马上就看破，然后又生起后面这一个更殊胜的禅

定，一个一个破。 
  所以，为什么说它是般若法门？就是般若能生万法，所以十六特胜就

是属于般若的观法，般若虽然可以破除一切法，可以灭一切法，但是它又



十六特胜与四禅八定的比较 31 3

能生起一切法。每一个特胜，都是这样，灭去前面那个法，然后生起后面

更殊胜的这个法，因为这个方法，这个灭除前面、然后生起后面这个，这

个就是般若的作用。十六特胜就是用这样子，一个一个破除，一个一个更

进步，一个一个禅定破，然后一个一个进步，所以我们说它是属于般若法

门所摄持的一个原因就在这里。因为般若本身就是能够破除一切法，又能

够立一切法。 
  所以，它竖对三界诸禅的每一个观法，又可以对四念处，前面五个特

胜，是对身法来说，就是观身不净；中间三个特胜，是对受法来说，就是

观受是苦；再其次三个特胜，是对心法来说的，就是观心无常；最后五个

特胜，是对法来说，就是观法无我。所以，十六特胜，它又涵盖了四念处

在里面。 
  从面最简单的数息、随息，最简单的，每个人都可以从这边契入的，

每个人都会数息，每个人也都会随息，它从最简单的数息、随息开始，一

直到最难的，最难就是非想非非想处定最难。它从最简单到最难的，均叩

根本，步步止观双运，深明禅定的精髓，就是从最开始、最简单，一直到

最后、最难的，它每一个定都是有修止、有修观，我们刚才已经分析过了，

都有定的部分、还有慧的部分，所以我们说它是步步止观双运，有修止、

有修观，止是指定的部分，观是指慧观的部分，每一个定都有。所以我们

说它深明禅定的精髓，因为禅定的精髓，就是止观双运、定慧等持，这就

是禅定的精髓，十六特胜每一个特胜都有包含这个，所以我们说它是已深

得禅定的精髓。 
  而且适应性广，不论是利根、还是钝根都可以修习。就是不管你是什

么样的根性，都适合来修十六特胜这个法门。只是我们刚才讲，你悟道的

时间有迟速而已，有快慢这样的差别，可是只要你精进地、不断地来修十

六特胜，都有开悟的可能，所以适合任何一个人来修，不管你是什么根性，

都很合适。 
  而且定慧双修，有止有观，就是定慧双修，有定有慧，所以就不但能

够成就定力，同时又具备慧力，实际上是般若所摄的最上上乘的法门，所

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十六特胜，非常非常的特别的一个法门，也很适合大众

来修。 
  我们介绍到这边，十六特胜就圆满了。最后希望各位早早成就，然后

早早证果，早早开悟，早早成佛。 
  这个十六特胜是可以达到开悟成佛这样的目标，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管你是要走小乘自我解脱的路线，还是大乘开悟成佛的路线，十六特胜

都是绰绰有余，是足够的，一定可以达到个人希望达到的目标。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就做最后一次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