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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是繼續不淨觀的部分。 

  不淨觀一直觀想到滅八色光，就進入無色界。首先滅一切色法，入的是

空處定，心緣虛空而入定。可是入定之後才發覺，虛空無量無邊，心緣多則

散，心不容易安穩，因此，就捨去緣外在的虛空，而嘗試緣內在的心識，所

以就捨空處定而入識處定，看緣內在的心識能不能讓我們的心安穩。一旦入

識處定之後，又發覺過去、現在、未來的心識也是無量無邊，同樣的，緣多

心就容易散亂，這個定也是不安穩的，因此，就再捨棄緣內在的心識，而緣

一個無所有，就是既不緣外在的虛空，也不緣內在的心識，找一個沒有心識

的地方，叫做無所有處，看入這個無所有處，能不能讓我們的心真正的安穩。

結果呢，一旦入這個無所有處定之後才發覺，心想要找一個沒有任何依靠的

地方，沒有心識存在的地方，結果我們的心識就愈來越暗鈍，結果是一片愚

癡黑暗，完全沒有覺知，因為你讓你的心識在無所有，這樣慢慢、慢慢地入

深定之後，你的心識不能夠起任何的覺觀的作用，它才會愈來愈暗鈍。所以

既然找到它的過失，這個也不是真正的安穩處，那怎麼辦呢？為什麼無所有

處定不是真正的安穩？它就是偏在空這一邊，想要找一個沒有心識的地方，

可是在定中是真正的沒有心識的活動嗎？也不是，對不對？因為我們知道還

有受想行識，很微細的心念的活動，心識的活動還是有的，所以沒有所謂心

識不存在，沒有存在心識的這個地方其實是沒有的，在四空定當中也仍然有

受想行識的活動，只是說你的心是緣在虛空、還是心識、還是無所有。 

  所以我們討論這個心識到底是有？還是無呢？如果說它是有的話，它就

應該是真實有，我這一念起來，就應該不會消失，這個叫做真實有。可是念

念不住呀！念念不停留，我這一念生起，它馬上就消失了，可見這個心識不

是真實有，所以是非有，非有想。 

  那說它是無嗎？心識如果是無的話，就跟草木沒有什麼差別，因為草木

也是完全沒有覺知，既然還有受想行識，微弱的意識活動，我們就不能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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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是無的，所以是非無想。 

  不能說它是真實有，叫做非有，或者非有想；也不能說它是完全沒有心

識的活動，叫做非無，或者是非無想。不落在有這邊，也不落在無那邊，是

非有非無，那就讓我們的心識停留在這個非有非無這個當下。既然不落在兩

邊，應該是比較安穩的，所以我們就嘗試入所謂的非有想非無想處定。 

  所以我們訶責了無所有處定的過失，然後讚歎非有想非無想處定的殊

勝，再進一步修八聖種觀，就是思惟無所有處定中的受想行識，如病、如癰、

如瘡、如刺，是無常、苦、空、無我的，這就是所謂的八聖種觀。就這樣決

定了之後，我們就捨去無所有處定。 

  在非有想非無想處定還沒有生起之前，也有一個中間禪。那我們仍然繼

續用功，一直到我們的心可以任運安住在非有想非無想處當中，這個就是未

到地定。 

  再繼續用功，真正的非有想非無想處定就發生了，真正的生起。這個時

候我們的心識既然沒有…就是非有，也是非無，完全的寂靜，心識在三界當

中是最安穩的，因為這個中間是有定有慧，所以三界當中最殊勝、最尊貴的

定，就是非有想非無想處定。這時候還沒有解脫，所以如果能夠再進一步的

滅受想，想心所、受心所滅之後，就可以證小乘的阿羅漢果。 

  那我們現在也是從脹想開始練習，一直到滅八色光之後，看能不能就是

入這個所謂的非有想非無想處定當中，我們現在練習。 

（師父開示） 

  我們不淨觀如果修到這裡，我們欲界的煩惱如果還沒有被調伏，貪欲也

還在，每天面對色聲香味觸種種境界，心還是很容易被牽動，而且觀什麼也

觀不清楚，白骨觀不清楚，好不容易清楚一點，又不放光，什麼明點也看不

清楚，八色光也沒有影子，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不淨觀就必須進入第二個

階段。所以第二個階段的目的，就是希望──第一個，能夠快速地斷除欲界

的煩惱，尤其是貪欲；第二個，希望我們的觀力功夫比較純熟，就是觀想的

心力叫做觀力。我們剛才說觀白骨觀不清楚，那個就是你觀想的心念還沒有

穩固，我們稱為觀心未穩，觀想的心念功夫還不穩固，所以我們就希望能進

一步的加強訓練那個觀力的功夫，希望能夠慢慢純熟。 

  所以從下一堂開始，我們就會進入第二個階段，那個已經解脫的就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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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上課，如果還沒有的話，就可以再進一步的來訓練我們的心。 

  也許有人會心中懷疑，或者是認為就是白白做工嘛！我們好不容易訓練

說要入一個定，然後又說這個有過失，訓練了半天，然後又捨棄，要進入下

一個，下一個又說不是真正的安穩，再捨棄，好像白白做很多工，早知道我

們就最後就非想非非想就好了嘛，前面都要捨棄的，我們就直接把它捨棄，

直接跳。如果我們想入什麼定，沒有辦法入的話，就是我們剛才說的，你的

觀想力也不夠，觀想力不夠是因為你的定心也不穩，所以要觀什麼也觀不清

楚。所以四禪八定是訓練我們的定力，有了這個定力的基礎之後，你的觀想

力才容易成就，不然你觀什麼都散亂心觀，怎麼可能觀得清楚？也沒有辦法

安住，更不可能開什麼智慧，沒有定力哪來的智慧？還有之後的什麼神通、

什麼智慧德能也都是…修了半天也是不可能被開發，那原因就出在我們的定

力不夠。所以我們雖然是本自具足無量的神通、智慧、德能，但是它就是不

開顯，所以定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不要認為說好像浪費了很多的時間。 

  像世間法也很容易理解嘛，你說我要登上一百層樓，來一個摩天大樓，

我們的目的是一百層，那前面九十九層就不需要，我就直接一百層就可以

了，那我們就知道是不可能的嘛。第二層一定是在第一層上面的，這一百層

一定要九十九層的支撐，那我們修行也是一樣，每一步都要踏得非常的安

穩。那我們念書也是呀！你說我最後的目的是博士，我就直接念博士，可能

嗎？沒有，還是要從幼稚園開始，小學、中學、高中、大學。那你說前面都

白唸了？也不白唸，就是打基礎。尤其是修行，就是老老實實修，它是最快

速成就的，想要貪快貪多，那個反而是更慢。那一念心很急切的話，就不能

得定嘛，我們知道，我們說過有希望心，你就很難得定，你這一座一上座，

你就是放鬆心情，它很快就到，可是你希望這一座怎麼樣、怎麼樣，就都沒

有，因為都是在打妄想。所以功夫就是按部就班、腳踏實地，慢慢被訓練出

來的，我們想入定，沒辦法入什麼定、三昧，想觀什麼，沒辦法成就也就是…

問題都是岀在這裡。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裡。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切，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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