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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讲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经文 

  恒作是念：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谓：发、毛、爪、齿，皮、肉、筋、骨，

髓、脑、垢色，皆归于地；唾、涕、浓、血，津、液、涎、沫，痰、泪、精、

气，大、小便利，皆归于水；暖气归火；动转归风。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

在何处？即知此身，毕竟无体，和合为相，实同幻化。 

 
  前面普眼菩萨请佛开示修行的渐次，也就是渐修的次第。既然不能顿

悟，就用渐修的方法，一样可以悟到圆觉。 
  渐修的第一步，是持戒修定；接下来就是观慧。所以，修行的渐次，

第二个是「观慧」，就是以前面的「戒定」方便，来助成后面的「观慧」，

这样三学相由，就回答了「修行渐次」的问难。 
  观慧，又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二空观」；第二个部分是「法

界观」。 
  首先介绍「二空观」。 
  为什么要修二空观呢？因为众生无量劫以来，一直在三界六道中轮回，

一直在轮回当中，不是堕在凡夫外道、就是堕在小乘当中，没有出离三界

之前，不是凡夫、就是修外道，所以他没有办法解脱，就算是解脱，如果

又堕在小乘当中，也一样不能够成就佛的智慧。为什么不能够成就佛的智

慧？就是因为有两种障碍：就是烦恼障跟所知障。我们追究这两种障碍的

原因是什么呢？这两种障碍的原因，就是我执跟法执。凡夫跟外道是有我

执跟法执；小乘是已经没有我执，但是有法执，就是这两种执着，才有两

种障碍，才不能悟到圆觉，不能够成就佛的智慧，就是从这边来的，最主

要的罪魁祸首就是两种执着——我执跟法执。 
  那要怎么去除这两种执着呢？就是要修二空观。既然有我执、法执，

我们就修我空观、法空观来对治这两种执着，当「二空观智」现前的时候，

就是这两种空性的智慧现前，自然我执跟法执就能够消除。我执跟法执消

除，两种障碍也就去除了，这个时候才能够悟到圆觉，成就佛的智慧。所

以就必须要修二空观的理由在这里，目的是要去除两种执着、两种障碍，

我们圆满的菩提自性就能够现前，所谓的圆觉真心自然就能够现前，只要

这两种障碍去除。 
  什么是二空观呢？就是「我空观」跟「法空观」。修这二空观之前，我

们要先知道什么是「我」？什么是「法」？才能够进一步想办法把它空掉。 
  所以，我们先解释，什么叫做「我」呢？ 
  「我」，就是主宰的意思。这个「主」，就好像国王，他能够自在作主，

他高兴干嘛就干嘛，要谁的命就要谁的命，这个能够自在作主的，就是「主」

的意思。这个「宰」，就很像宰相，宰相他能够决断事情，什么事情都由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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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来决定；我们也是，我们每天要作很多的决定，要作很多的选择，这个

就好比宰相他在决断事情。这个就是「我」的定义，主、宰。好比国王能

够自在作主，好比宰相能够决断事情。所以，我们观念里面，就有一个「我」

的真实存在，这个「我」，高兴干嘛就干嘛，可以自在作主，我每天要作很

多的决定、很多的选择，这个就是「我」的定义。那个自在作主，它是「我」

的本体，它是属于俱生我执；这个「宰」，就是由我所起的作用，我能干嘛

干嘛、我要作什么选择、我要怎么抉择，这个是由「我」而生起的作用，

所以它是属于分别我执。所以这个「主」，是「我」的本体，属于俱生我执；

这个「宰」，是「我」所起的作用，属于分别我执。我们也知道，分别我执

比较容易断，俱生我执比较难断。只要证到初地，分别我执就摆平了；这

个俱生的问题，要八地以上才能够解决。这是「我」的定义。 
  什么是「我执」呢？凡是依五蕴计我的，都称为「我执」。 
  像一切凡夫都是把五蕴当作是我，这个我们称为「即蕴我」，就是「五

蕴就是我」，这是凡夫的观念。色、受、想、行、识就是我，我的身、我的

感受、我的想法……，这个就是「即蕴我」，把五蕴当作是我。即蕴，这个

「即」，「就是」的意思，五蕴就是我，这是凡夫的想法。凡夫的我执，就

是属于即蕴我。 
  一些印度外道，他们的我执是什么想法呢？一般的印度外道，认为离

开五蕴有「我」的真实存在，离开五蕴有「我」真实的存在，所以就称为

「离蕴我」。离开五蕴，有一个「我」真实存在，所以叫做「离蕴我」。离

开五蕴，另外有一个「我」的真实存在。这个「我」，就必须要有一些必要

条件，所以这个「我体」，它必须要恒常的。恒常的意思，就是永远存在，

我什么时候要投胎就可以投胎；我体如果不是永恒存在的，不是恒久的，

我想投胎的时候，那个我体刚好灭了，怎么办？所以他们必要条件，最主

要的就是我体是恒常的。可是「量」呢？量就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量要

周徧，周徧的意思就是说我想到三界六道那里投胎，我的量必须有周徧到

那个地方，我才可以在那个地方投胎。我如果想到中国投胎，可是我体的

量如果没有办法到达中国，我就没办法在中国投胎，所以它的量要周徧法

界的意思，就是说我高兴到什么地方，我就可以到那边，因为我的量有周

徧整个法界，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是说那个量是不一定的，像

有的我体，就是说你出生之后，你那个我量是比较大的，像大象比较大，

蚂蚁比较小，所以我体是恒常的，但是那个量是不定的，就看你投生是什

么样子的，它的量有大小，这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种说法，是说那个量是

极微，非常非常小，小到我们肉眼看不到，是它来作主，我们应该长得什

么样子，是大、是小，还是应该生在什么地方，那个就是由那个极微的量

来决定。所以，一共有三种说法，体都是恒常的，但是量有周徧、不定、

还有极微这样的差别。这是属于印度外道的「离蕴我」的观念，这也是一

种我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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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乘呢？小乘像犊子部等等，他们的说法就是凡夫是执五蕴为我，他

说不对，五蕴不是我，所以小乘有修我空观，就知道五蕴不是我；外道认

为离开五蕴有真实的我存在，小乘认为这个也是错误的，离开了五蕴，怎

么可能有另外一个我的真实存在呢？也不对。两个都不对的结果，就是非

即蕴我、非离蕴我，这两个都不对，就称为「俱非即离」，就是非即蕴我、

非离蕴我，这个是小乘犊子部他们的我执。 
  所以，不论是凡夫、外道、还是小乘，他都是依五蕴计我，所以称为

「我执」，这就是我执的来源。就是在五蕴上面做文章，一个认为五蕴就是

我；一个认为离开五蕴，有另外的我；一个认为这两个都不对。这个是「我

执」是这么来的，都跟五蕴有关。 
  什么是「法」呢？法，是轨持的意思。轨，是轨则；持，是保持。 
  什么是轨则呢？就是我们要认识一个法，只要按照它的轨则，就能够

生起对它的认知，这个是「轨」的意思，轨则。譬如桌子，我们一想到桌

子，就知道桌子就是长得那个样子，那个就是桌子的轨则；我们说椅子，

我们的脑袋里面就会浮现椅子的形象，那个就是椅子的轨则；我们说山河

大地，山就是山、水就是水，所以我们一想到山，就是一定是这样凸起来，

水就是一定要这样子，要画的话，就是弯弯的就叫做流水，那个就是一切

法的轨则。你只要按照这个轨则，你就知道它是属于那一法，它是山、是

水、是桌子、椅子、是地、还是天花板，马上就有它的轨则出现，所以那

个「法」，就是按照它的轨则，你就能够生起对它的认知，这个就是「轨」

的意思。 
  持，就是保持。这个轨则，它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保持它的自性不坏失，

桌子它就是那个样子，它不会一下变成椅子的形象，所以它能够永远保持

它的自性不坏失；山就是山的轨则，它不会一下变成水的样子；水也不会

变成树，它永远保持它的自性不坏失的意思，这个就是「持」，就是保持的

意思。所以杯子不会变盘子，盘子也不会变成筷子，就是它一直保持它的

自性不坏失，它就是那个样子，筷子就是筷子的样子，所以我们一看就知

道它是筷子。 
  这就是「法」的定义，轨持的意思。 
  一切的凡夫、外道、还有小乘，他们都执着离开心意识，另外有真实

的法存在，这就是法执的来源。什么叫「法执」？就是执着我们离开心意

识之外，有法的真实存在。不论凡夫、小乘、还是外道，他们都有这样的

执着，这个就是法执的来源。 
  我们解释了什么是「我」、什么是「法」。 
  为什么说我们要修我空观、法空观，这个二空观？明明有我、有法，

为什么说我、法皆空呢？为什么说我不是真实存在的？法也不是真实存在

的？我们要知道这两个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之前，要知道我跟法它是怎么生

起的？它究竟怎么来的？你才可以推论它的结论是说我、法皆空，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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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是真实存在的。 
  这个我跟法，它到底是怎么生起的？刚才是它的定义，但是它到底是

怎么变现出来的？我们就知道都是第八识的变现。一念无明，就有了第八

识，从第八识的自体，就是自证分，又生起了能见和所见的功能，我们就

把这个能见的功能，称为「见分」；所见的功能，称为「相分」。我们就知

道，其实见分跟相分，就是自证分所生起的，一个是能见，一个是所见的

功能，就是我们八识它的自体有这样的功能，所以由它的自体，自证分就

能够生起见分跟相分的差别，这两种不同的作用，所以我们知道见分跟相

分它都是从自证分来的，这是它真实的面貌是这样子。可是，因为无明的

关系，我们不明白，所以我们就把见分当作是我，把相分当作是法。所以

我们为什么要修定？为什么要修止观？就是当你在定中的时候，你的相分

跟见分，就是能所，有二元的对待，有能见的功能、有所见的功能，你在

定境当中没有能所，所以我们常常说能所双亡，能跟所这两个都没有了，

就回归到那里？就回归到自证分。所以你在定境当中，就是见分跟相分，

实际上都回归到自证分，所以那个时候很容易开悟的意思，就是那个时候

没有能所对立的差别。我们现在知道，能所都是从自证分来的，只要能所

回归到自证分，见分跟相分有没有所依？没有所依了，对不对？因为它都

回归到我们八识的本体，这个自证分里面。我们知道这个见分跟相分它实

际上不是真实存在的，它是八识的本体所现起来的功能，就是能见跟所见

的功能，这个能所。我们一般凡夫就会把能见的功能，这个见分，把它当

作是我，有一个我在看、我在听、我在想；把相分，相分就是所看到的一

切法，刚才讲的一切法，把它当作是真实存在的，可是它就是八识的变现

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们那个我执跟法执，它是怎么生起的呢？就是八识

的变现，所以我们才会说我、法皆空。为什么说我跟法都不是真实存在的？

因为它是八识的自证分所现起的功能，就是能见的功能跟所见的功能，就

是见分跟相分，可是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你没有修止观，没有悟到这个

实相的话，你就会把见分当作是我，把相分当作是法，而起了执着，这就

是我执跟法执的来源。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我跟法它并不是真实有

的，它只是八识的变现而已，所以我们说「我、法皆空」，就是这么来的。 
  虽然我法皆空，但是凡夫不知道，还是执着有我、有法，怎么办呢？

所以要修二空观，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要修二空观。我们现在明白这个

道理，可是还是有我执跟法执，所以还是要修二空观，用渐修的方法来修

二空观。怎么来修二空观呢？就先修「我空观」，再修「法空观」。一步一

步来修，既然是渐次（渐修的次第），那就一步一步，非常清楚，第一步修

什么？第二步修什么？先修「我空观」，再修「法空观」。 
  什么是「我空观」呢？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那个「我」是怎么来的？

就是执五蕴为我，因为凡夫都妄计五蕴身心是我，所以我们现在就先修「观

身无我」，再修「观心无我」。五蕴就是身心，我们观身不是我，然后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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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行、识，这个心不是我，合起来，身心不是我，就是五蕴不是我，就

能够证到「我空」，这就是我空观的修法。先「观身无我」，再「观心无我」，

了知身心不是我（身心就是五蕴，色蕴是身，受想行识是心法，所以五蕴

就是身心），我们把身心分开来观，先修观身无我，然后再修观心无我，结

论就是没有我的真实存在。 
  我们看经文： 
  恒作是念：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谓发、毛、爪、齿，皮、肉、筋、

骨，髓、脑、垢色，皆归于地；唾、涕、浓、血，津、液、涎、沫，痰、

泪、精气，大、小便利，皆归于水；暖气归火；动转归风。四大各离，今

者妄身，当在何处？ 

  这段就是「观身无我」。 
  「恒作是念」，这个「恒作」的意思，不是偶尔想一想，是行、住、坐、

卧，一切时中，恒常作这样的观察。所以为什么我们前面听了很多理论，

但是都做不到？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恒作是念，我们熏习的时间太短，所以

还是业力、烦恼、习气的力量比较强，我们偶尔修一下没有办法，因为没

有恒作是念，所以这个「恒作」非常重要，就是说你随时随地都是作这样

的观察，观慧的力量才能够出来，才能够转你原来烦恼、习气、业力的那

个力量、种子才能够慢慢地去调伏它，所以这个是功夫，用得上、用不上？

就是看你有没有常常这样的熏习，有的话，你那个功夫止观的力量才能够

出得来，所以这个「恒作是念」非常的重要。 
  这个「念」，就是正思惟的意思。正思惟，就不是第六意识的分别，而

是智慧的观察，所以不是用你第六意识这样偶尔想一想，这样没有用，是

正思惟，恒作是念那个「念」是正思惟，不是用第六意识来分别，而是用

智慧来观察。 
  「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恒作是念，这个正思惟，是思惟什么呢？就是

用智慧来观察我现在的身体，就是由地、水、火、风这四大的和合所成的，

给它一个假名，叫做「我」这样子而已，实际上并没有「我」可得。所以，

我们恒作是念，就是念这个，这个是总观。下面是别观。别观，就是四大

各别观察，就是地、水、火、风要各别观察。为什么不说：「这四大都不是

我，四大各有它的法的轨则，四大各有它的自体，保持不坏失，所以地水

火风分别，什么是属于地、什么是属于火，属于四大，我们的身体就是属

于四大」，然后这样就结束了？可是，为什么它要分别来观察？就是我们众

生的执着非常坚固，你说我们的色身是四大的假合，然后就完了，我们都

知道，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把这四大假合的身体当作是「我」的身体呢？可

见执着非常的坚固，不分别来观察，它就没有办法摧破我执习气的力量，

所以它要各别来观察，总观还不够，还要别观。 
  那就分别来观察我们身体，那些部分是属于地、水、火、风四大呢？ 
  「所谓发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脑、垢色，皆归于地」，这些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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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地大。我们的头发、汗毛、指甲、牙齿、皮肤、肌肉、筋、还有骨骼、

髓（就是我们骨头里面的脂肪，我们叫做髓，就是骨髓）、垢色（就是垢腻

的颜色），这些它都是属于地大。什么是地的特质呢？就是有质碍，有物质

的障碍。你从这一头，就是没有办法贯穿、看到那一头，像我们这边隔了

一个墙，就看不到隔壁，这就是有质碍，有物质的障碍，这个我们就称为

「地」。有物质障碍，就是被物质所阻碍了，这就是地的特质。为什么称为

「大」呢？我们说四大，地、水、火、风四大，为什么要称为「大」呢？

就是因为它无处不有，所以称为「大」。无处不有，就是到处都有四大的存

在。我们说这个色身是四大假合；外在呢？山河大地，外在也是四大，也

是地水火风，我们内身是四大的假合，外在也是四大的假合，到处都是充

满了四大，无处不有。所以，我们就称为「大」。这是「地大」。 
  「唾涕、浓血、津液、涎沫、痰泪、精气、大小便利，皆归于水」，以

上是属水大。什么是唾涕呢？从嘴巴流出来的是唾；从鼻子流出来的叫做

涕。津液，血的精华在体内会集的是津；向外泄出的叫做液，所以它是有

差别的。涎沫，垂丝下堕的叫做涎，就是像丝一样垂下来的，我们称为涎；

浮聚在嘴角的是沫，我们说口沫横飞，所以它是在我们的嘴角，浮聚在我

们嘴角的，我们称为沫。痰泪，咳嗽从喉咙出来的，我们叫做痰；你悲伤

哭泣，从眼睛流出来的，叫做泪。精气，肾之所藏，我们称为精；精之所

化，称为气。还有大便、小便，这些都是属于水大。什么是水的特性呢？

就是有润湿的作用，凡是有润湿之相的，我们都称为水，它都是属于水。

所以水的特性，就是润湿之相。 
  「暖气归火」，我们周身的暖气是属于火大。就是我们全身的体温，它

是属于火大。我们都有温度，全身的体温就是属于火大。什么是火的特性

呢？就是有暖热的作用，所以凡是有暖热之相的，都属于火。 
  「动转归风」，全身的动作运转属于风大。所以什么是风的特性？就是

有动转的功能。所以凡是有动作运转，都是属于风。 
  这是四大的内容，各别、各别来观察。 
  「四大各离」，我们在正念观察的时候，会发现这四大各自有各自的归

属。归属，就是地、水、火、风，它各有归属。所以我们观察地、水、火、

风的内容，发觉它各自有各自的归属。 
  「今者妄身，当在何处」，四大各有归属，那么我们这个妄身，它应该

属于那一大呢？你再思惟、思惟，四大各有归属，我们现在所谓的「我」，

这个妄身，它应该属于那一大呢？如果这个妄身属于四大，那有四个「我」，

对不对？地大是我、水大是我、风大、火大都是我，我有四个，这样好像

不太对，对不对？所以，我们再观察，如果这个妄身只属于地、水、火、

风其中的一大，其它三大就不是我，其它三大就跟我没关系，所以我们就

不能说我这个身体是四大的假合，这句话就不能够存在，所以我们说我这

个妄身属于任何一大，好像也不能够成立。如果说这个四大都不属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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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都不属于我？那就应该离开这个四大，另外还有一个我的身体才对，

可是离开四大，我也找不到我的身体到底在那里。所以，这四（三）个假

设都不能够成立。所以「今者妄身，当在何处」，我这个虚妄的身体，它应

该在那里呢？找不到，对不对？找不到就是没有嘛！所以这个妄身它不是

真实存在的。 
  所以接下来它说： 
  即知此身毕竟无体，和合为相，实同幻化。 

  结论就出来了！你四大先分别观察，然后给它一个结论，就是刚才那

三个假设，你再继续去推推推，发觉找不到妄身的所依，它到底在那里呢？

就是没有，所以我空，观身无我就能够成立了。所以，这样正念思惟的结

果，就能够了悟这个妄身毕竟没有它真实的自体，只是四大和合之后，才

有它的相貌，其实如同幻化。 
  这个「知」，和上面的「念」是相照应的。「念」，是慧观，我们刚才说

要正念思惟，它是属于智慧的观察，它是属于慧观。你经过智慧的观察，

就会有一个结论，这个就是「知」。所以，先正念观察，正念思惟，然后就

能够了知，能够悟知，这个是慧悟。所以，念，是慧观；知，是慧悟，你

经过慧观，你就能够有这个慧悟，智慧的了悟。了悟了什么？这个妄身不

是我，就是有这样的了悟，这个了悟从那里来？就是从正念思惟，这个慧

观来的，因为前面的慧观，所以就悟知这四大不是我，它只是在和合之后，

给它一个假名，叫做「身」，其实并没有它真实的自体，就是说并没有真实

的身存在，就能够推出这样的结论，这就是智慧的了悟。 
  所以，以上所说的，就是「观身无我」的修法，就是这样子修的。所

以我们两腿一盘，就这样子来正念思惟，从地、水、火、风四大分别来观

察，然后再问问我的身体，它到底属于那一大呢？不能说它属于四个大，

有四个我；也不能说它是其中一个，其它三个就跟我没关系；也不能说它

都不是，离开这四大，也没有我身的存在，不管怎么找都找不到，所以就

能够慧悟，能够悟知这个色身不是我。 
  是不是到这里就好了？回去好好修。下面是「观心无我」，也要讲很久。

一个一个来好好地修，这样效果比较好。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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