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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讲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经文 

  于是普眼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座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叉手而

白佛言：「大悲世尊！愿为此会诸菩萨众，及为末世一切众生，演说菩萨修行

渐次；云何思惟？云何住持？众生未悟，作何方便，普令开悟？世尊！若彼众

生无正方便及正思惟，闻佛如来说此三昧，心生迷闷，即于圆觉不能悟入。愿

佛慈悲，为我等辈及末世众生，假说方便。」 

  作是语已，五体投地；如是三请，终而复始。 

  尔时，世尊告普眼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

世众生，问于如来，修行渐次、思惟、住持，乃至假说种种方便。汝今谛听，

当为汝说！」 

  时，普眼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 

  「善男子！彼新学菩萨及末世众生，欲求如来净圆觉心，应当正念，远离

诸幻。先依如来奢摩他行，坚持禁戒，安处徒众，宴坐静室。 

 
  我们知道所谓的「修行」，就是依「信、解、行、证」来达到最后的目

标。首先要有信解，才能够依解修行而证入。 
  前面的第一文殊章就是先建立信解——顿悟本有圆觉妙心，本无无明

生死。所以，文殊章告诉我们信解什么呢？就是信解圆觉妙心是本有的，

无明生死是本无的，所以法门就是「知是空华，即无轮转」，只要知道一切

都好比虚空中的花朵，就能够免于轮转生死。 
  第二普贤章，是依这个信解来修行。怎么修呢？「知幻即离，不作方

便；离幻即觉，亦无渐次。」就用这两句话来说明，修行的时候如何用心。 
  但是这两章所说的，都是属于顿教法门，是用顿悟、顿证的，所以不

藉方便、不落次第，对于上上根的人来说，当然是不成问题，但是如果不

是这样的根器，那又要怎么修呢？。 
  所以，从第三章开始，佛就详细说明如何依解修行，随根证入的内容。

就是不论你是属于上根、中根、下根那种根性，上、中、下的那种根性，

都有法门可以契入。其中共分为九种问答，分成三大类：最初的四种问答，

是属于上根人所修证的内容，称为「通明观行」。什么叫做「通明」呢？就

是凡是大乘初学的人，都必须明白这些观行，所以称为「通明」，就是共通

要明白的，包含了有普眼、金刚藏、弥勒、清净慧这四章。接下来的四种

问答，是属于中根人所修证的内容，称为「别明观行」。「别明」，就是个别

要明白的观行，它包含威德自在、辩音、净业、普觉这四章。最后一个问

答，是属于下根人所修证的内容，说的是「道场加行」，就是圆觉章。流通

分，就是贤善首章，最后的流通分。这三大类，前面不包含后面，后面必

定包含前面的内容，这就是本经所要说的大纲。 
  我们首先介绍第一类的第一种问答，就是普眼章。在普眼章当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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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分为「请问」和「佛开示」这两个部分。在第一请问当中，又分三个内

容：第一、请法威仪；第二、正述请问；第三、表示虔诚，这些都跟前面

一样。 
  我们看经文： 
  于是普眼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座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叉

手而白佛言： 

  这个是第一请法威仪。 
  接下来是第二正述请问，分为举法请、反显请、还有结请。 
  我们看经文： 
  大悲世尊！愿为此会诸菩萨众，及为末世一切众生，演说菩萨修行渐

次；云何思惟？云何住持？众生未悟，作何方便，普令开悟？ 

  这是举法请，也就是请佛开示修行的渐次。或许有人听到前面说「知

幻即离，不作方便，亦无渐次」，就以为只要「知」就好了，不用再假借修

行，所以普眼菩萨要请佛开示修行的渐次。而且前面两章都是谈论顿教法

门，上上根人当然可以不经方便、不落次第当下契入，但是根性比较差的，

如果没有方便，则无门可入，若是没有渐次，也很难顿悟，因此普眼菩萨

「请求大悲的世尊，为此会的诸菩萨众，以及末世求大乘的众生，演说菩

萨因地修行的渐次；如何思惟？如何住持？凡是未悟清净圆觉妙心的众生，

应该作何种方便，下手用功，才能普令开示悟入？」 

  「云何思惟」，是说该如何思惟，才知道一切身心、世界是幻？所谓的

思惟，不是用第六意识去分别，第六意识是想心所，这边的思惟是思心所，

所以不是用第六意识的分别、想心所去想，就是坐在那边起心念动，那个

都是第六意识的分别，不是思心所。什么是思心所呢？就是以智慧去观照

审查，这个是思心所，它是智慧的观照，所以它不是第六意识的分别，而

是以智慧去观照审查一切法的真实面貌，也就是所谓的诸法实相。一切法

的真实面貌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用智慧去观照审查，经过观照审查之后，

我们才发觉一切身心世界本来空，这个就是称为「思惟」。 

  「云何住持」，是说该如何住持在诸法实相当中。就是我们前面藉由思

惟，了达一切身心、世界本来空之后，我们就安住保持在这个实相当中，

就是诸法实相当中，不起妄念，这个称为「住持」。住持，就是安住保持。 

  所以思惟，就是如何去发觉诸法的真实面貌。像我们平常练习，就是

你去观察一切法，一切法发觉它都是生灭无常的，生灭无常就是无自性、

就是无我的，就会观察到这样的结果，只要是因缘所生的，都是无自性、

都是空的，这个就是体会到诸法自性「空」的部分。可是虽然它是空的，

它会随不同的因缘，作不同的展现，这又是它「不空」的部分，所以你不

能说它自性是空，然后诸法就没有了，不可能，可是我们看到一切法都是

存在的，它只是如幻，不是真实的存在，为什么？因为它是生灭无常的，

它停留不住的，它是会消灭的，只要是生灭无常的，它就不是真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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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进入了诸法的空相，知道它是无自性、空的；可

是一切法又是随它的因缘展现，所以我们又不能着在这个空当中，这个就

是「不空」的内容。知道一切法会随着它不同的因缘，作不同的展现，虽

然它不是真实存在的，可是它会随缘显现，这就是诸法的真实面貌，「空而

不空」的道理。所以我们不会着在空，也不会着在实有当中，这就进入了

诸法实相的境界，就是明白它空而不空的道理。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

每天六根面对六尘的时候，你知道一切境界都是如幻的，为什么？因为它

自性是空的，可是它又如幻假有的展现，你会不会再着在一切的法上？不

会。所以你六根面对六尘境界，你都知道它是空而不空的，它只是如幻的

显现，这是不空；它自性不是真实的，是生灭无常的，这就是空的部分。

这个就是「思惟」。 

  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可以安住保持，刚才讲的住持，就是安住保

持。你明白一切法的真实面貌之后，就是诸法实相，你就安住在这个诸法

实相当中，这个就是「安住保持」。所以当你悟到了诸法实相的道理，就安

住保持在这个实相当中，这个时候，你也不可能再去攀缘或者执着一切法，

每天尽管六根面对六尘，你也不会起心动念，这个就是「住持」。如何思惟、

如何住持的内容，每天就是这样子来修。 

  前面听佛开示是属于闻慧，这里的思惟是属于思慧，住持是属于修慧，

我们想要转凡成圣，就必须要假借这三慧，所以普眼菩萨才会为大众请求

佛开示开悟的方便，就是闻思修三慧的重要性。 

  「众生未悟，作何方便，普令开悟」，这个是请示度生的方便。前面是

问智慧，闻思修三慧，现在这里是问慈悲，所以先智后悲，先智慧才慈悲，

所以一切的慈悲在大乘来说，它都是有智慧的摄持，不然就是那句话，叫

做「慈悲生祸害」，慈悲为什么会生祸害呢？就是因为没有空性的智慧的摄

持，所以智慧虽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慈悲，又会堕在小乘当中，所以大

乘人必须同时具备智慧和慈悲这两个，而且是以智慧为先，要有空性的智

慧摄持，所有的慈悲就不会变成祸害，也不会有任何的过失了。所以它这

边才会先说智慧，然后才问慈悲。 

  什么是「开悟」呢？开悟，就是开、示、悟、入的意思。 

  开，是「无上」义。无上，就是无人能超乎其上，就是除了佛的一切

智智以外，没有其它人能更超乎其上，只有佛能为我们开启菩提涅盘之门。

所以，这里的「开」，就是双开菩提涅盘，菩提涅盘虽然我们众生本来有，

但是被烦恼障、所知障障碍住了，所以没办法显现，现在佛为众生开菩提

涅盘、除烦恼所知障碍，这样我们本有的智慧就能够显现，这就是「开」

的意思。 

  示，就是「同」义。同，就是相同。说明什么相同呢？说明虽然有声

闻、缘觉、菩萨三乘的差别，却是共同一法身这，就是「示」的意思，说

明三乘是共同一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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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是「觉知」义。所以如果你说你悟到了什么道理，那就是指明你

对那个道理已经有所觉知，所以「悟」，是「觉知」义，觉知的意思。 

  入，是「因」义。就是因为你能契入佛所说的智慧，因此能开悟登初

地，登初地就是证得菩提涅盘的因。所以「入」，就是「因」的意思，说明

证初地是菩提涅盘的因。 

  接下来，是反显请。说明众生如果没有方便和思惟，则会心生迷闷。

反显，反显什么道理呢？反显若是能听闻佛所说的方便和思惟，就能开悟，

所以称为反显请。 

  我们看经文： 

  世尊！若彼众生无正方便及正思惟，闻佛如来说此三昧，心生迷闷，

即于圆觉不能悟入。 

  普眼菩萨唯恐现在和未来的众生，听闻前面佛所说「知幻即离」这些

内容，则心生迷闷不能悟入圆觉，因此请佛开示开悟的方便。 

  「若彼众生」，指的是现在此会和未来末世的菩萨。 

  什么是「正方便」呢？方，是方法；便，是便宜。所以，方便就是对

机便宜的方法，就是对不同的根机，用不同的方法，那个最便利有效的，

我们就称为正方便。最便利有效的，不同的根机用不同的方法，那个最便

利有效的，我们就称为正方便，所以它是应机而说的方法。 

  「正思惟」，就是前面刚才才说什么叫「思惟」，所以这个很重要，它

是修止观最初下手的功夫。所以我们最初修止观都是从正思惟下手，思惟

然后才能够安住保持，你没有思惟出诸法实相的内容，你的心要安住在什

么地方呢？那就是安住在红尘当中，那就是因为没有安住在诸法实相的境

界当中，所以要先有正思惟，然后才能够安住保持在实相当中。 

  「闻佛如来说此三昧」，听闻佛如来所说的如幻三昧，就是前面的离幻

法门。 

  「心生迷闷」，是心中反生迷闷。迷，就是迷惑，不能了悟；闷，就是

闷住了，闷住了就不通，不通就不能契入。所以，迷，就是不了、不悟；

闷，闷就是不通、不入，这个叫迷闷。 

  「即于圆觉不能悟入」，因此，不能悟入圆觉。 

  最后是结请。 

  我们看经文： 

  愿佛慈悲，为我等辈及末世众生，假说方便。」 

  如果以我们的真如本性来说，众生本来觉悟，因为觉性本来圆满，这

个是以我们的真如本性来说，它本自具足，菩提自性本自具足，所以觉性

本来是圆满的；而幻妄本来空无，无明它本来是没有的，在我们清净的自

性里面本来没有无明，由无明而生起的身心、世界也本来没有，但是因为

我们不知道，所以才会执为实有。现在「知幻即离，离幻即觉」，所以只要

知道是幻，当下就能远离，离到离无可离，本觉就现前，这个我们前面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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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说过。这个实在来说，它并没有所修的方便，就是知幻，就远离了，

一切远离，我们的本觉就现前，所以它其实是没有所修的方便，但是我们

众生因为烦恼习气深重，很难立刻顿除，虽然知道「知幻即离，离幻即觉」，

当咒子念，念了半天，他还是执为实有，这是因为我们烦恼习气太重的关

系，虽然现在听闻这个道理，但是没有办法马上就顿除无明，虽然知道这

一切幻化本空，却又未免系缚，还是系缚在生死轮回当中，系缚在红尘俗

世当中，没有办法解脱，因此普眼菩萨愿求佛慈悲，为我等辈以及末世众

生，于无修中强说修习的方便。 

  为什么普眼菩萨要结请方便呢？因为最初修行必须假借正方便入门，

然后才能得正思惟。前面如果顿悟法门没有办法当下契入，怎么办呢？你

总要有一个契入的法门，有正方便能够入门，我们才能得正思惟，才有所

谓的安住保持，所以才结请方便。由于是权巧施设，于无方便强说方便，

于无阶级中说出次第，因此称为「假说方便」，所以又不要把这个方便当作

是真实的法门来修，它只是假说方便，本来没有方便，强说方便。 

  作是语已，五体投地；如是三请，终而复始。 

  这是第三表示虔诚。 

  在「佛开示」的部分，内容也分三个部分：第一、赞许；第二、伫听；

第三、正答。这跟前面一章所说的内容是一样的，这是三个大纲。 

  尔时，世尊告普眼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

末世众生，问于如来，修行渐次、思惟、住持，乃至假说种种方便。汝今

谛听，当为汝说！」 

  这是第一个赞许，先赞叹，然后开许。 

  时，普眼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 

  这是第二伫听。很恭敬的站在那边洗耳恭听。 

  第三正答，也是分为长行和重颂两个部分。长行又分为三：第一、标

意；第二、广释；第三、总结。 

  首先是标意。就是总标问意，先标出最初修行的方法。 

  看经文： 

  善男子！彼新学菩萨及末世众生，欲求如来净圆觉心，应当正念，远

离诸幻。 

  所以佛说：「善男子！凡是初发心的菩萨、以及末世修大乘的众生，想

要求十方如来，本起清净，圆觉因心，就应当正念思惟，远离诸幻。」 

  所以它说出了法门最初修行的方法，要怎么修呢？想要远离诸幻，就

要以「正念」为下手的方便。我们要先知道，什么是「正念」呢？正念，

就是正思惟。刚才讲的正思惟，就是正念，就是不起妄念，只是一心观察，

了知此身心是幻。我们众生为什么没有办法悟入圆觉？就是因为从无始以

来，念念相续，念念相续就表示我们打这个妄念从来没有停过，从来没有

离念过，包含在作梦也没有离念，因为第六意识独影境，独影意识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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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谓的梦境，也是我们第六意识的作用，所以包含我们在晚上睡觉，我

们的妄念也从来没有停过。所以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就是因为念念相续，

从来不曾离念，所以才不能悟入圆觉。现在想要远离一切虚妄想念，就要

直心正念真如，就是所谓的「正念」。 

  所以，正念，就是无念；无念，就是无妄想、念真如。如果能够做到

无妄想、念真如，自然就能够远离诸幻，为什么呢？因为你内心有所缘念，

才有外面的一切法，因为你内起缘念，才会外见有一切法，现在我们内无

妄想，当然一切法就不能存在了，因此正念一起，就能离幻。 

  前面说种种幻化，皆生如来圆觉妙心，所以，只要有起心动念，在圆

觉体性当中都是幻化，如果能够做到现在讲的一念不生，无妄想、念真如，

一切幻妄自然息灭，这就是「远离诸幻」，圆觉妙心自然就能够现前，因此

说：「欲求如来净圆觉心，应当正念，远离诸幻。」 

  这个先标出最初修行的法门，修行的法门就是正念思惟，只要你做到

正念思惟，就能够远离诸幻。 

  长行第二个是广释，就是详细解释修行的方便。 

  前面讲了一个最重要的正念思惟，就能够远离诸幻，但是详细的呢？

详细的内容再解释。所以长行的第二个，就是广释。广释，就是详细解释

修行的方便。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讲戒定；第二个，是讲观慧。

就是戒定慧，戒定慧就是修行的方便，最重要的刚才讲「正念」，就是包含

了戒定慧三个内容。下面要解释，怎么来修戒定慧的内容，所以这个是承

接上文，想要远离诸幻，必须依戒定慧三学，于无渐次中，方便渐次而修。

本来是没有渐次的，现在讲一个方便渐次，依这个方便渐次来修。 

  所以，首先介绍戒定。 

  我们看经文： 

  先依如来奢摩他行，坚持禁戒，安处徒众，宴坐静室。 

  「先依如来奢摩他行」，这个是关于「定学」的修行。 

  为什么要先依定学呢？刚才讲了，因为众生念念妄想攀缘的心，从来

没有停歇过，现在马上要做到无念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先修定学，以作为

离念的正方便。所以，要先修定，「奢摩他」，是止。止，就是定的意思。 

  我们一般都说戒定慧，现在为什么先说定呢？为什么要先讲定，再讲

戒呢？这个是因为如果没有定力的摄持，就是散乱心来持戒，就不能够入

现在讲的观门，所以要先修定，后持戒。 

  我们现在要讲这边的「奢摩他」，为什么加「如来」？我们一般就说奢

摩他，就是修定，现在为什么「奢摩他」前面，要加上「如来」这两个字

呢？这就说明它不是属于外道、或者小乘粗浅的小定，而是同时包含止观

在内。所以这边讲的「奢摩他」，不只是止，还有包含观在里面。所以这里

的止，就是体真止；观，是属于空观。所以这里所谓的奢摩他，是止观双

修，定慧双得。同时修止观，同时得定慧，这是这边讲「如来奢摩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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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就是止观双运。 

  这个体真止，是天台宗的止观的内容，有说明到体真止。修习体真止，

也是同时修空观的方法，我们怎么来修体真止、还有空观呢？怎么止观同

时下手来修呢？我们打坐，双腿一盘，把我们的身放下、心放下，身心内

外一切放下，还有一个放下的念头，对不对？我要放下身、放下心、要放

下，然后再把放下这个念头再放下，这下就没有什么可以再放了，连要放

下的这个念头也没有，身放下、心放下、内心外境统统放下，连放下这一

念再放下，一直到放无可放，这时候还有没有妄念？没有妄念，一切妄念

自然停歇息灭，剩下什么？内外一片空灵，就是都没有了。在这个空灵处，

最有机会体会到你的真心，因为这时候一念不生，妄想全部止息，就是刚

才讲的无妄想、念真如，妄想自然不起，在这一片空灵之处，最适合来体

会什么是你的真心，所以它称为「体真止」，最能体会或者体合真心，所以

称为「体真止」。在这个定中，妄想不生，诸念自离，因此能够「远离诸幻」，

你连念头都没有了，当然一切幻化也没有了，所以你只要能够安住在这个

体真止当中，一切的幻化自然能够远离，这个就是如何达到「无念」的正

方便，就是无妄想、念真如的正方便，就是从这边来下手修，这个就是所

谓的「先依如来奢摩他行」。就是我们打坐的时候，一切身心内外都放下，

连放下这一念也放下，这时候自然妄念不生，这时候就能够体会我们的真

心，这也是空观，也是体真止，所以它是止观双运，定慧双得。这是先修

如来奢摩他行。 

  接下来，「坚持禁戒」，这个是关于「戒学」的修行。前面说到先依如

来奢摩他行，即使是先依如来奢摩他行，也必须要从戒下手，不是修定就

完了，戒还是很重要的。什么叫「坚持禁戒」呢？一向严谨绝对不犯，叫

做「坚持」，绝对不犯，非常的严格、严谨地来观察自己绝对不犯，这个称

为「坚持」；防禁根门，约束身心，称为「禁戒」。所以，禁，就是禁止的

意思，它是属于止持；戒，是戒法，是兼作持。 

  这个戒，一般我们就说有三聚净戒，就是所谓的律仪戒、摄善法戒、

和饶益有情戒，这个就是戒法的内容。这边虽然说律仪戒，实际上它是义

通其它的两戒，在律仪戒当中，又以四重为最重要，就是杀、盗、淫、妄，

这是四重，这个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所以四重，它是通大小乘，是一切

戒的根本，杀、盗、淫、妄这四戒，我们能清净的话，就皎洁如冰霜，自

然就不能生出一切的枝叶，所以这个根本如果能够清净的话，那当然就不

会生出其它的枝叶，就是说其它的你也不会犯，因为根本的你已经做到了。

所以经典上也这么说：「不断杀、盗、淫，想出三界者，无有是处。」所以

你想要解脱三界，如果你杀、盗、淫不断的话，你想要出三界是不可能的，

这就说明四重戒的重要。所以这边讲的「坚持禁戒」，就是以四重戒希望能

够清净，当然也包含了其它的摄善法戒还有饶益有情戒，只是说你四重罪

你能够清净不犯的话，其它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也比较有可能去圆满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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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我们刚才说，为什么要先持戒，然后才修定呢？因为散乱心持戒，就

不能够入观门，所以要先修定，后持戒。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能

够先修奢摩他行，刚才讲的，就能够妄念不生，所以一念不生，你还会不

会破戒？你连妄念都没有，你会不会破戒？意业清净，身口当然就跟着清

净，这个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先修如来奢摩他行的话，你就能够做到一念不

生，一念不生，众戒自然具足，自然就做到「坚持禁戒」，所以这时候的戒，

就是即定之戒，就是戒定不二的意思。你只要做到前面的定（奢摩他行），

自然就能够做到「坚持禁戒」，所以这时候的戒是即定之戒，就是包含了「如

来奢摩他」的定在里面的戒。 

  什么叫「安处徒众」呢？这个就是指能够安心办道、共处一堂的同修

法侣，包含了我们的善知识还有善友。所以这边的安处徒众，这个徒众的

内容，就是包含善知识还有善友、同行善知识。既然已经得暇满人身，就

应该依止善知识，听闻正法，听闻之后，勤发精进，就和有共同正见的同

行善友，安处一室，互相讨论、互相策励，以增长道缘，使修行容易成就。

这就是为什么要安处徒众的重要性。我们如果没有亲近善知识，你在那边

盲修瞎练，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所以我们要先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之后，

跟同行善知识，就是这些善友、同参道友，一起共同的互相策励，这样子

我们修行才容易成就，很重要的这个善友，就是要有共同正见的同行善知

识。共同知见，就是说大家都有共同的正见，不会说你是修这个、他是修

那个，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抬杠，我说我的法门最殊胜、你说你的法门

最殊胜，所以每次聚在一起共同讨论的结果就是心生烦恼，都堕在自赞毁

他这样的烦恼当中，所以有共同正见这个善友，这个共同正见、同行善知

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是修行人，他没修的话，这个也是很麻烦的，

你跟他在一起也不知道要讲什么好，没有共同话题，说的都是红尘俗世，

增长贪瞋痴慢疑的烦恼的机会就大大的增加了。而且在我们戒定慧三学还

不稳的时候，如果你跟那个恶知识，我们说的，他又不相信三宝，又会毁

谤三宝，或者是没有学佛的，我们不是说要唾弃他们，只是说我们现在讲

要「安处徒众」它的重要性，就是说你跟这些人交往到底有什么过失呢？

他会影响你什么修行呢？你当然也别想持戒清净，也别想得定，当然就没

有开发空性智慧的机会，所以在我们真正想要好好地稳固我们的戒定慧三

学的时候，这些恶知识要先远离。广论上也说，恶知识好像毒树一样，它

连吹出来的风都是毒的，可见用这个来比喻它会障碍我们的修行，尤其在

我们还不稳定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恶知识呢？那就是你跟他相

处两个小时，你回来会不太舒服的那个就是，你经常跟他在一起，你就是

不会想要好好地安下心来做功课，就是你出去跟他看个电影还是喝个咖啡

回来，奇怪，你那个散乱心就起来，不是掉举很重、就是昏沉性很重，头

脑就不清不楚，所以他会让你失去判断，因为你常常跟他相处，因为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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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场不好，如果以磁场来讲比较能够了解，因为他磁场的影响会让你第六

意识不清明，就会昏昏的，就是昏沉性比较重，昏沉性比较重，你就会思

考错误或者是判断错误，就会常常做出那种错误的判断，那个就是因为他

影响我们的思惟，让我们脑筋没有办法很清明的来思惟佛法，刚才讲的正

思惟是没有办法做到，因为他会让你浑浑噩噩，脑筋昏昏的，昏昏的除了

障碍你判断以外，你也是没有心想要好好地精进用功。你如果是跟同行善

知识，今天大家都共同处在一起，或者今天共修完，回去就会很想精进很

想拿书出来看，很想把功课或者大礼拜再多拜五百下，就会有勇猛精进的

心生起来，那个就是因为你跟善友相处的关系，因为那个磁场效应互相激

荡的结果，你回去会更想要精进发心来修行，或者是跟那个有慈悲心、有

菩提心的人相处，你回去莫名奇妙，那个菩提心也很自然就能够生起，这

就是讲到同行善知识的重要，就是你跟什么样的人相处，他就会影响你有

什么样的发展，尤其是那个能够精进修行、还是不能够精进修行，可是如

果你不是跟这样的同行善知识的话，你就会很倦怠，会很散乱、很昏沉之

外，还会很怠惰在修行上面，就是说你提不起想要拿一本书来看，也提不

起那个念说我要把这个法门好好来用功，就是提不起想要修行的心，那个

就是因为你常常跟不是同行善知识相处，所以他就不会策发你想要精进修

行的心，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现在讲到「安处徒众」的重

要性，就是它能够让你很好乐听闻正法以外，还能够勤发精进，互相讨论、

互相策励来增长我们的道缘，就是说你在学佛修行上面，能够精进、很快

速地成就的原因，就是你常常亲近善知识还有善友，这就说到安处徒众的

重要性。 

  「宴坐静室」也很重要。宴坐静室，就是说在静室当中安坐。宴，就

是默、安的意思；坐，是为了摄心。所以宴然安坐，是来先收摄我们的身，

身住则心安。所以为什么要坐？就是为了要摄身，我们的身摄了以后，比

较容易安住，我们的心比较容易能够得安，所以身住则心安。静室，就是

指没有喧杂声的地方，譬如我们说的阿兰若处等等，比较安静的地方。因

为你要摄身，摄其身，身住则心安，所以为了要摄身，你就要找一个没有

喧杂声的地方来静坐，这样功夫才容易成就。这个是对初学者来说，定力

高的就没有关系，因为平时大多是处在动乱的境界当中，如果不宴坐，就

不能摄身；不处静室，则不能摄心，现在安坐在静室当中，就能一心修体

真止，刚才讲的空观，才能一心来修止观，这就是宴坐静室的重要性。 

  看起来这两个好像是互相冲突的，对不对？一个要跟大众相处，一个

要自己躲起来，所以前面说要「安处徒众」，现在又说要「宴坐静室」，这

两个有没有互相矛盾冲突呢？是不是互相违背的呢？这边这样子说，这两

个都很重要。为什么说要安处徒众，又说要宴坐静室呢？它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就是根性不同。还要看他的根性，因为每个人的根性不

同，如果说他是多昏沉的，昏沉性比较重的，就适合安处徒众，因为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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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自己用功都在打瞌睡，陷入大昏沉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就适合安处徒

众，借着大众来策发自己，大众一起共修，就比较不会有昏沉性，为什么？

就是我们刚才讲磁场的关系，奇怪，一个人在家坐跟共修大家一起坐，就

是不一样；如果是多掉举的，就是散乱掉举心比较重的，他就比较适合自

己安坐静室来修止观，因为安坐静室能够止息一切的世缘，不会再继续攀

缘，自己躲起来修，不然常常跟大众在一起闲心杂话，他的心就更散乱了，

所以这个时候多掉举的，他就适合自己安坐静室，就是要宴坐静室。这是

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是因为我们要定慧等学。为了定慧平等的学习，所以要

止观互相资助，止观要同时修。平时必须要依止善知识、或同见同行的善

友，互相议论佛法，使我们的用心不至差错，以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这个时候是需要安处徒众，先建立我们的正知见，以免你自己在家用功，

走错了路；除了听闻和议论佛法之外，也必须静坐思惟、修习，就是说你

静坐就是要正思惟、修习，使闻思修三慧圆明，这个时候就是宴坐静室，

这个也是很需要的，所以这两者并不互相违背。 

  以上所说就是戒定的内容。 

  第二是观慧，因为内容比较长，所以我们下一堂课再说。今天就到这

里。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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