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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妙門 

第七講 

最尊貴的淨蓮上師講解 

講於新加坡大悲佛教中心 

二○○九年九月廿四日 

 
  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大德！阿彌陀佛！ 
  我們今晚介紹「觀心六妙門」。 
  這個法門是大根性的人修的，為什麼是大根性的人修的呢？因為大根

性的人，知道一切唯心造的道理。什麼是一切唯心造呢？就是宇宙萬有，

它是從哪裡來的？是由我們妄想心所生的，那妄想心是從哪裡生的呢？是

一念妄動來的，本來真心是無念，一念妄動就起無明，起了無明就有第八

阿賴耶識的出現，有第八阿賴耶識出現，就變現出十法界的依正莊嚴，所

以，宇宙萬有都是第八識所變現的。 
  第八識怎麼來？一念妄動來，一念妄動從哪裡來？從真心來，真心本

來離念的，但是只要你一動念，就產生無明，就有了第八識，所以，真心

是能現，八識是所現。然後再變現出宇宙萬有，所以這時候，第八識又是

能變，宇宙萬有是所變。 
  大根性的人，他平常就明白這個道理，而且功夫也能夠做得到，就所

謂常常有人問：是見地比較重要呢？還是功夫比較重要？如果你功夫很

好，見地不到的話，你功夫很難向上提升，所以你的功夫是跟著你的見地

走的，你見地到哪裡，你的功夫就可以提升到哪裡。所以，如果有這個「萬

法唯心，一切唯心造」這樣的見地的話，你的功夫跟得上，那就是現在所

謂的大根性的人，所以他今天來修六妙門的話，他只要直觀心性，不必藉

由次第，就能夠具足六妙門。 
  我們前面都說要先一數、二隨、三止，然後觀、還、淨，大根性的修

行人不需要依照這個次第，他只要直觀心性，什麼是心的本性？就是我們

剛才講的真心，我們菩提自性本來是無念，本來是離念的，因為一念妄動，

那個就是妄想，所以一切法都是由妄想而來的。那大根性的人知道，所以

他只要直觀心性，直接找出那個心的本源是什麼，他就能夠明白宇宙萬有，

它是從哪裡變現出來的，它那個變現的過程，都是很清楚的了知，所以他

就不會被現象界所迷惑，因為一切的現象界，都是我們八識所變現的。 
  可是無明顛倒迷惑的眾生，他就會著在一切的現象界上面，因為他不

知道那是我們自己的八識所變現出來的，自己的心識變出一切法，然後自

己又著在那個一切法上面，那真的是很顛倒的事情。可是你要有這樣的見

地，你才可以把一切法看破，因為你知道它沒有離開你心識的變現，都是

心意識所變現出來的。自己變現出十法界的依正莊嚴，然後自己怎麼樣？

凡夫是著在這個自己所變現的一切的現象界上面，那怎麼變現？就看你是

染、還是淨，如果你是隨染緣，就變現出六道輪迴；如果你是隨淨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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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變現出四聖法界，所以六凡加四聖，就是十法界，都沒有離開我們的

心識。 
  所以，直接找到這個心的本性是什麼，那現在來修六妙門，就不用依

照次第，他只要直觀心性，他能夠藉由觀心，就能夠了知心就是數、隨、

止、觀、還、淨這六門，能生的心是虛妄的，所生的法也是虛妄的，所以

他就不會著在一切法上，因為都是八識所變現的。能生的心是妄想心，它

不是真實存在的，所以由心所生的一切法，也不是真實存在的，都是生滅。

妄想心生滅、生滅，所以它所生的一切法也是生滅法，只要是生滅，它自

性都是空的，都是無常的、無我的。所以，明白這個道理，他就不會著在

一切法、或者是一切相上面。 
  所以，他今天來修六妙門的話，他就直接觀心，他修數息的時候，是

誰在數啊？有沒有一個「我」在數啊？沒有一個「我」在數，是心在數，

所以，這個時候的心就是數門。 
  那數的時候，要隨著心王才能夠數，這個就是隨門。我們念過百法就

知道，有八識、五十一個心所，八個識就是心王。五十一個心所，它沒有

辦法單獨生起作用，一定要跟著心王，所以它叫做心所有法，屬於心王所

有的。那現在也是啊，你數的時候，要隨著心王才能數，就好像說那個心

所有法，一定要隨著心王才能夠生起作用。所以他一面數，他就知道這個

能數的心，是從哪裡來啊？是從心王來，好像心所一定要跟著心王才能夠

生起作用，所以這時候就是隨門，這時候的心就是隨門。 
  那在數的時候，也能夠了知能數的心不可得，所數的數字也不可得，

既然都不可得，因此停止一切的念想，停止一切的念想，心就不動，心不

動就是止，所以這個時候心就是止門。 
  這個理論都是從我們剛才前面那一段話推出來的，能觀的心、所觀的

境，或者剛才說，能生萬法的心是妄心，所以它不是實有的，它是不可得

的，所生的萬法也是生滅法，也是不可得的。那現在用在數息也是一樣，

能數的心、還有所數的息，都是不可得的。像一般我們凡夫不明白這個道

理，就會把自己所變現的現象界，然後自己著在那個上面，就是不明白能

生萬法的心是不可得，所生的萬法也是不可得的，所以我們才會著在那個

萬法上面。可是現在如果我們已經明白，有這樣的見地，能生跟所生，或

者是能觀跟所觀，它都不是真實存在的，那你就不會著在那上面，因為你

知道一切法不是真實有的，所以你就不會著在任何一個法上。任何法，就

是宇宙萬法，我們八識所變現的一切宇宙萬有的一切相、一切法，你都不

會著在任何一個法、或任何一個相上。 
  像我們就會很著相，不然為什麼會生煩惱呢？就是因為你著在那個相

上啦，你把它當作真實存在的，你跟某個人生氣，他在你的觀念裡面，他

就是真實存在的；為了哪一件事情生氣，那件事情對你來說，也是真實存

在的。可是，如果你明白一切法如幻，眾生也是如幻，那有什麼好生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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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那就表示說我們凡夫是會住著在任何一個境界相上，就是因為沒有

這樣的觀照，可能見地沒有到，可能功夫沒有到；可能見地到了，功夫沒

有到。如果沒有聽聞這樣的，有關於真心怎麼樣變現出萬有來，這個理論

的話，如果沒有聽聞過這樣的一個內容的話，當然你就沒有辦法有這樣的

見地。可是如果聽聞之後，你做不到，表示你沒有常常這樣子起觀，所以

你的功夫做不到，是境界一來的話，你又著在那個境界相上，表示雖然你

知道、有聽過「三界唯心，萬法唯識」，很熟，可是你做不到啊，你還是著

在一切的境界相上面。 
  那現在我們講的觀心六妙門，這個大根性的，他就不會，任何境界現

前，他不會迷惑顛倒。所以現在一數，一修六妙門，他就知道心就是六妙

門，就是一數、二隨、三止、觀、還、淨，都是心所生的嘛，我們剛才說

能生的心，然後所生的法，現在修六妙門，這個六妙門也是你心所生的，

所以心就是數、就是隨，就是止、觀、還、淨。 
  所以，我們剛才講到，是心在數，所以心就是數門；數的時候，要隨

著心王才能夠數，所以這個時候，心是隨門；那數到能數跟所數都不可得，

你就不會著在一切境界相上，這個時候你就不會著在這個能數的心、或者

所數的那個數字上，因此停止一切的念想，停止一切的念想，心就得止，

所以這個時候心就是止門。 
  那我們說得止之後，怎麼樣？空性的智慧就能夠現前，所以心得止，

就能夠生起觀察的智慧，這個時候，心就是觀門。 
  那有了觀察的智慧，你就能夠破除以為一切真實有的無明，我們的觀

念裡面如果以為一切都是真實存在的，就是有我、也有法，所以我們有我

執、有法執。可是修這個觀心六妙門的大根性的人，他就如實了知，因為

他已經有了空性的智慧，用這個空性的智慧來觀察，知道一切法本來無我，

無我也無法，所以這個時候，自然就能夠破除以為一切真實有的無明。那

無明一旦破了，自性就能夠現前，所以這個時候，心就是還門。反本還源，

回到自己的心性上面。 
  自性現前，就能夠了知自性本來清淨，從本以來，不被無明所起的迷

惑顛倒所染污，所以這個時候，心就是淨門。因為已經反本還源，回復到

那個真心了，所以這個時候，一旦見性之後，就知道我們的自性本來是清

淨的，所以這個時候，就是淨門。 
  就是剛才我們講的那個過程，你不著在一切法、一切相上面，就是見

分跟相分就消失了，就回歸那個自證分，就是阿賴耶識的本體的自證分。

然後再往回推，就是一念無明起，所以一旦你的無明破了，是不是就可以

恢復本來清淨的真心？所以，有這樣的一個見地，如果加上功夫，不斷不

斷這樣薰修的話，就能夠證到現在所謂的觀心六妙門，所以他完全是用這

個理論，然後來做這個實踐的功夫。 
  所以，我們從第八章開始，第八章、第九章都已經進入那個唯心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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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了，都是在講一切唯心造這樣的道理，然後藉由這個反觀，就能夠反本

還源，回到原來的那個清淨的真心。所以，這個大根性的修行人，他只要

直觀心性，不必藉由次第，就可以具足六妙門。這就是第八章的「觀心六

妙門」。 
  第九章是「圓觀六妙門」。這個又更厲害了，又更高明，功夫又更高明，

它是屬於利根大士所修的境界。 
  利根大士，什麼是大士的意思啊？我們說觀音大士，那個大士表示他

已經明心見性，已經開悟的大菩薩，叫做大士。所以，第九章「圓觀六妙

門」，它是屬於利根，大菩薩裡面還屬於利根的，不是鈍根的大菩薩，是屬

於利根的大菩薩。那既然已經明心見性，當然它就能夠明白菩提自性本自

清淨，菩提自性本不動搖，菩提自性本不生滅，菩提自性本自具足，菩提

自性能生萬法，都已經了解了，所以他才能夠做到所謂的圓觀。 
  圓觀六妙門，這個「圓觀」是什麼意思呢？就是圓滿觀照一切法。剛

才講那個觀心六妙門，他沒有辦法做到圓滿觀照，他是只要直觀心性，就

能夠具足六妙門，那其他的法，沒有在這個裡面，所以他不能夠說圓滿觀

照。現在所謂的圓觀，他就能夠圓滿觀照一切法，他憑什麼可以圓滿觀照

一切法呢？因為他也是見地到了，功夫也到了，什麼見地？就是我們常常

聽的「一即一切，一切即一」，常常聽到這個話，那到底是什麼意思呢？這

個「一」，就是指我們那個本體，心的本體；剛才說能生萬法，所以「一切」

就是萬法。這個一切法從哪裡來的？我們剛才已經分析過了，從我們的心

來的，所以心能夠生宇宙萬有。什麼叫做一即一切呢？就是從體起用，從

你的本體起用，所以它能夠生出一切法來。那一切法回歸到自性當中，這

就是一切即一，這是攝用歸體。一個是從本體生出一切法來，然後一切法

又回歸到你的自性來，這就是「一即一切，一切即一」的意思。一切法從

哪裡來？從你的心想生，一切法從心想生，所以這個時候的心是本體，然

後它能夠生起一切的現象界，現象界的一切法，這個就是一切，可是一切

又可以回歸到它的本體，這一心當中。 
  那我們現在講的利根大士，因為他已經明心見性了，所以他可以從他

自性當中流露出一切法，然後一切法又可以回歸到他自性當中，這個當中

是沒有絲毫的障礙，所以他才有那個能力來圓觀一切法，圓滿觀照一切法，

這就是圓觀的意思。 
  所以，當他觀心的時候，就能見一切法，這就是從體起用；當他觀一

切法的時候，也能夠見一切心，這個時候是攝用歸體。同樣的，當他觀菩

提涅槃的時候，就能夠見一切煩惱生死，一念迷的時候，菩提就變成煩惱，

涅槃就變成生死；所以，反過來說，當他觀煩惱生死的時候，當下就能夠

見一切菩提涅槃，這個是指一念悟，一念覺悟，他就可以覺悟煩惱自性本

來空，當下就是菩提。他也同時可以覺悟，在我們本來清淨的自性當中，

本來沒有生死，當下就是涅槃。所以，你說菩提跟煩惱是一個？還是兩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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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生死跟涅槃是一個？還是兩個啊？它是一個東西，對不對？只是迷悟

的差別，一念迷，就變成煩惱生死了；一念悟，就變成菩提涅槃。 
  這就是利根大士他的境界，他平常就是這樣活著的，所以他可以面對

一切法，面對一切眾生，面對任何境界，都好像鏡子，只是如實反映這樣

而已，沒有絲毫的分別、執著、妄想，因為鏡子它只是照，它只是有照的

功能，但是它自己本身沒有動的，鏡子本身沒有動。所以這個鏡子，就比

喻我們的菩提自性；鏡中的像，就比喻十法界的依正莊嚴。所以，他每天

看的，就是如夢似幻，只是如實的反映，鏡子本來就有那個照見的功能，

只是如實反映。 
  那我們拿一個小鏡子，然後照外面的景像，你會發覺鏡子裡面，這個

房間裡面的所有的影像，都可以反映在這個鏡子上，可是這只是一個小鏡

子，對不對？可是外面的東西這麼大，全部都在裡面。外面的東西沒有縮

小，鏡子也沒有放大，可是它全部都照樣照進去，這就是我們心性的功能。

所以我們才會用那個形容，就是芥子納須彌，一粒芥子這麼小，但是它可

以含容整座須彌山，就是這個道理，所以它是大小相容的，是一點都沒有

什麼障礙。我們心性的功能也是一樣，它可以照見一切法，但是鏡子本身

沒有動，完全沒有絲毫的障礙。他每天就是這樣過生活，沒有分別、執著、

妄想。 
  那你說鏡子跟所反映的這些像，它是一個？還是兩個？我們都會覺得

說鏡子在裡面，東西在外面，所以這個一切像映在鏡子中，它是在裡面？

還是在外面？這些像，我們不能說它在鏡子裡面，為什麼？因為你鏡子打

破，什麼也找不到，可見它不在鏡子裡面，對不對？那它在鏡子外面嗎？

可是它又明明反映在鏡子裡面，那個影像在鏡子裡面啊，所以你不能說它

在鏡子裡面，也不可以說它在鏡子外面，這就是我們跟宇宙萬有的關係，

就是這樣的關係，不在內、不在外。 
  那你說它是一個嗎？還是不是一個嗎？我們不能說它是一個，因為萬

法森然，明明就有宇宙萬法，你不能說它只有一個。那不是一個嗎？也不

能說它是異，非一非異，不能說它（不）是一個，因為它都是我們自性的

作用，所以也不能說它（不）是一個，現在在講中觀喔，中觀就是觀這個。 
  既然是利根大菩薩的境界，他的心就好像鏡子一樣，只是如實反映這

樣而已。鏡子就比喻剛才我們說的，我們的自性本自具足，本自清淨，本

不動搖，本不生滅，能生萬法，這是六祖慧能大師講的話，開悟之後講的

話，何其自性，本自清淨……，就是這幾句話。何其自性，就是說沒有想

到自性本來是清淨的，本來具足萬法的，明心見性就會明白這個道理，因

為他已經至少破一品無明以上的大菩薩了，已經見性了，所以他才知道我

們的菩提自性本來是清淨的，本來不動搖的。 
  那現在他來圓觀這個六妙門，他到底是怎麼觀的呢？既然一即一切，

一切即一，那我們一心中是不是能夠同時具足十法界的，不管是凡夫、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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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聖人，不管是色法、還是心法，這一切法的數量，是不是都能夠具足？

這個時候就是數門，為什麼呢？因為菩提自性本自具足，所以十法界的依

正莊嚴是本自具足的，所以這中間不管有多少的數量，它都是屬於數門，

第一個數息的數門。所有的數量，十法界的，不管你是凡夫、還是聖人，

是色法、還是心法，還是一切法的數量，都是本自具足，這個就是數門，

就好像我們剛才比喻的，像鏡子現像，它可以現一切像，都是本自具足的。 
  這十法界的一切相，或者是說十法界的一切法，十法界當中的一切相、

一切法，都是隨心意識所變現的，這個就是隨門，它隨著我們心意識變現

宇宙萬法，這個時候就是隨門。所以，菩提自性能生萬法，隨染緣現六凡，

隨淨緣現四聖法界，所以十法界當中的一切相，都是隨心意識所變現的，

這個時候是隨門。 
  一切法、一切相，雖然有生滅、有動搖，但是卻不會妨礙我們的自性，

為什麼？因為清淨的自性本不動搖，菩提自性本不生滅、本不動搖，所以

儘管現象界它有生滅、有動搖，但是不礙我們本來不生滅、本來不動搖的

自性，是沒有絲毫的妨礙，所以就好像鏡子一樣，有像它就現，像離開了，

那個影子（鏡子）本來不動的，比喻我們的自性，鏡子沒有動，只是像來

了，它就現，離開它就什麼？去則不留，來了只是如實照見，去了鏡子當

中沒有落痕跡，沒有落影像，因為它是本不生滅、本不動搖，這個就是止

門。 
  我們沒有得止，心會隨著外境生滅、動搖，這就是沒有定力。可是明

白我們的自性本來沒有生滅、本來沒有動搖，有生滅、有動搖的是外在的

現象界，那一切的現象界，都是我們心意識所變現的，所以就不會被它迷

惑顛倒，因為那個是我們心識所變現的，然後我們再著在上面，然後再生

分別、執著、妄想，那就是很顛倒無明的事情，可是我們明白這個道理，

就不再會迷惑顛倒，不會再起無明，然後就可以回歸自性，我們的自性本

來沒有生滅，本來沒有動搖。所以儘管外在的境界吹起了狂風暴雨、還是

驚濤駭浪，可是你的心都是不動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境界，因為鏡子它本

來不會動，只是如實的照見一切的像而已，而且鏡子本來就有照見的功能，

所以我們自性本來就有見聞覺知的功能，但是我們不會著在這個六塵境界

上。 
  那觀一切法，都能夠見到實相，什麼是諸法的實相？就是一切法本來

無我，一切法只要是因緣所生，自性都是空的，所以本來沒有人、也沒有

法，就是人無我、法無我，這個才是一切法的真實相，這個就是觀門。觀

一切法，都能夠見到實相，不管你有任何境界現前，你當下就知道它是無

我的，它是生滅的、是無常的，所以它自性是空的，就是無我的，所以也

不會迷惑在一切法上面。 
  那見一切法，都能夠回歸自性，這個就是還門。面對一切的法都能夠

怎麼樣？我們剛才講說一切即一，一切法都能夠回歸到自性當中，這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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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還門，反本還源，不管你今天面對任何的法、任何的境界，你都可以把

它回歸自性，消歸自性，不會生分別、執著、煩惱。 
  雖現十法界，卻不被染污，這個就是淨門。這就是菩提自性本自清淨，

我們的真心本來是離念的，本來是清淨的，只是一念妄動，起了無明，然

後八識才變現出十法界，所以現在雖然現十法界，但是我們卻不會被十法

界所染污，能夠當下回歸到清淨的自性當中，明白我們的自性本來是清淨

的，就不會被十法界所染污，這個就是淨門。 
  這個就是利根大士，他怎麼來圓觀這個六妙門，這個其實就是圓頓的

境界。圓頓是什麼意思？圓，就是圓滿；頓就是頓超。 
  圓滿，是說明能夠圓融通達諸法，一切法無礙的，不會說哪個跟哪個

衝突、矛盾、互相對立，絕對沒有這樣的事情，都能夠圓融無礙在自己的

心中，因為既然一切法是從我們心性中流出來的，那回歸我們的自性，當

然應該是絲毫都沒有障礙才對。那我們對一切法有障礙，是因為我們有分

別、執著，才會障礙，它本來是沒有障礙的。 
  所以，能夠到達這個圓頓的境界，不管是理、還是事，華嚴經最喜歡

講理無礙，事無礙，理事無礙，事事無礙，因為理、事是一個，所以它一

定是無礙的，因為事從理什麼？本體當中所生出的一切事相，一切現象界，

所以一切現象界也可以回歸到理法界，所以理法界一定是無礙的，這個是

講本體；事法界是講現象，是講作用。我們剛才講說從體起用，然後再攝

用歸體，所以理法界、事法界也是無礙的，因為都沒有離開自己自性的作

用，那事事當然也是無礙的，這個就是圓滿的意思。 
  那什麼是頓超呢？頓，就是馬上就超越了，那就是可以說明他不管修

任何法，都是可以不依照次第的，因為他見地已經到了，他功夫只要向上

一提升，他就入這個圓頓的境界，還有剛才講那個圓觀的境界，他就好像

一面鏡子，就是這樣而已，很輕鬆自在的過生活，這個就是一種圓滿頓超

的境界，也是所謂利根大士所行的境界的原因就在這裡，因為他就是住在

這樣的一個境界當中。 
  那什麼是鈍根人？什麼是利根人？我們實在是很好奇，想要知道自己

到底是利根、還是鈍根的？剛才說，既然是利根，他不用按照次第，那就

相對說明鈍根的人，他修行都需要依照次第來修，那個叫做鈍根的。 
  像聲聞，我們就知道有四向四果，一定要先證須陀洹向，然後才須陀

洹果這樣子，斯陀含向、斯陀含果，阿那還含向、阿那含果，然後再阿羅

漢向、阿羅漢果，所以它有四向四果，先有這個向，然後才證那個果，所

以他次第非常的嚴明，很清楚的，就是四向四果，這是小乘來說，聲聞乘

來說。 
  那如果菩薩的話，我們也很熟，菩薩的階位，有哪些啊？從十信位開

始算，十信、十住、十行、十迴向、十地、等覺，一共五十一個階位，所

以鈍根的，就是要依照這個階位，十信圓滿了，入初住，然後才初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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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三住……一直到十住，圓滿了，然後才初行、二行……到十行圓滿，

然後才十迴向、然後才十地，也是一個一個階位非常的清楚。 
  如果是利根人，就通通不用管這些，把它丟到長江、黃河裡面，通通

不用管，他不需要依照次第，他可以一位攝一切位，所以他十信就是十住、

就是十行、就是十迴向、十地、等覺。我們常常聽說初發心就是正等正覺，

就是在講這個，他初發心跟最後究竟是一個，因為他沒有次第的，所以他

是一位攝（攝就是包含）一切位在裡面。 
  所以，我們才常常會講說，戒定慧，如果是鈍根的話，就是先持戒清

淨，然後得定，然後得了定以後才開發智慧，這個是鈍根人。利根的呢？

戒定慧三學一次圓滿，戒就是定、就是慧，三而一，一而三，就是這樣子，

就是一即一切，一切即一，可以用在一切法上面，任何的修行法門都可以

用這樣子來修，很快就能夠證果。好羨慕喔！希望都是利根的。 
  而且剛才講，可以頓超，他不但一位攝一切位，而且可以頓超，法法

圓融，什麼小乘跟大乘打架，又跟密乘打架，絕對沒有這樣的事情，法法

圓融，小乘就是大乘，就是等於金剛乘，一而三，三而一，可以做到嗎？

你那個頭腦會不會覺得說這邊又矛盾衝突，那邊又打架了？這樣就不是利

根的。所以，我說四念處就是大手印，就是大圓滿，這樣可以接受嗎？如

果不能夠接受的，就是鈍根的。 
  所以，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再觀察，知道自己是屬於什麼根性，就看你

是煩惱障重？還是所知障重？也能夠觀察出來。如果你是煩惱比較重，所

知障比較輕的話，你就比較偏在利根這一邊，因為你所知障比較輕，煩惱

障比較重。可是反過來，如果你的煩惱障比較輕，所知障比較重，那就是

屬於鈍根的，這是另外一種揀別的方法。 
  所以鈍根的，他就一定要持戒清淨，然後才能夠得定，然後才說什麼

空性的智慧。因為他煩惱障比較輕，所以他打坐反而比那種煩惱障重的，

那個利根的還要快入定，懂嗎？那個很快就入定了，所以他比較容易得定，

比較鈍根的，他比較容易得定，是因為他煩惱障比較輕，他反而比較容易

得定，然後再用定力伏住煩惱，伏住煩惱之後，我們原來的那個智慧的光

明才會被顯現出來，所以他就一定要有很嚴明的次第，持戒清淨以後，他

很容易就得定，得定之後，才能夠開發見空性的智慧。 
  可是，利根人直接用智慧斷，不用什麼持戒……這樣子講好像有過失，

大家都不要持戒，也不要……我都是利根的！所以，利根人因為他所知障

比較輕，所以他一聽經就開悟，所以他只要一念悟，他剛才那個六祖慧能

講的話，他就馬上可以講出來，他只要一悟，一聽經，所以他聽經的時候，

就是可以安住，直接契入那個經的境界裡面，所以他很快就開悟，他就知

道何其自性，本自清淨，他就都明白了。所以他不用苦修定力，只要好好

地一心專注來聽經聞法，他只要一聽明白那個道理，我們說見地，功夫跟

著見地走，所以他只要聽明白那個道理，有悟進去的話，那就表示他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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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到那邊，他功夫馬上就提升。那他為什麼一聽經就能夠開悟呢？就是

他所知障輕，懂嗎？所以說他是利根的。 
  那所知障重的，就是怎麼聽也聽不明白，不然就在打瞌睡，不然就是

散亂，不然就是怎麼聽，他就是進不去，法不入心，那個沒辦法，因為他

所知障重。可是他平常就是一個好人，因為他沒有很嚴重的煩惱，他也沒

有很貪，這樣也好、那樣也好，脾氣也很好，有沒有？很多這樣的好人嘛，

也清心寡慾，又淡泊名利，然後又好好先生、好好老婆，就是沒有什麼脾

氣，那個就說明他煩惱障比較輕。可是他能不能一聽經，就悟到那個經的

境界裡面去？那就看他所知障重、還是輕？這樣大概就知道自己是什麼根

性的了。 
  所以，利根的大士，他就可以修這個圓觀六妙門，而進入這個自性的

境界當中，所以他只要安住在他的自性當中，圓觀一切法，他就可以對一

切法都能夠圓融通達，入無量的法門，那一切法在他的心中，就好像鏡子

顯的像一樣，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這樣的情況。 
  這個大概就是「圓觀六妙門」的內容。 
  我們今天講到這裡，明天就講證果了，講那個證相，有哪一些證相，

就是你從第一章一直到第九章，介紹了很多六妙門的不同的修法，從凡夫、

外道，到聲聞、緣覺，到菩薩，到大根性的，到利根大士的，那他們所證

的證相有哪些內容呢？我們明天來介紹。 
  我們現在就練習一數、二隨、三止、四觀，練習這四個。請兩位師兄

上來做示範，請各位師兄起立跟著做。 
  我們先把腰帶鬆開，手錶拿下來，眼鏡拿下來。把腿盤好，記得屁股

要墊高，要不然你的背脊就一直沒有辦法打直，沒有辦法很挺，就是因為

你的屁股沒有墊高，所以想辦法墊高。手結定印，搖動身體七、八次，把

背脊打直，儘量不要彎腰駝背。像我昨天調你們的姿勢，大部分都是彎腰

駝背的，所以我會拿一支香板，放在你的背後，然後你就把你的背挺直，

跟香板一樣的角度就對了，所以我香板一放在你的背，你就往那個香板上

面靠，那個就是你背脊應該有的角度，就是你一定是打直，才能夠緊緊地

靠住那個香板。然後看兩個肩膀是不是有平，沒有偏一邊。然後頭擺正，

收下巴，吐濁氣三口，舌頭輕輕地頂住上顎，眼開三分。 
  我們今天練習前面的，先從數息到隨息，得止，然後起觀。前面已經

連續練習了兩個晚上，應該都很熟了，所以你可以從數息開始，只要你數

到沒有什麼念頭，然後呼吸很微弱，你就可以把你的心念放在呼吸上，那

個就是進入隨的階段。隨，其實也很快就能夠做到你的心念跟呼吸合一，

因為你的心念一直不要離開你的呼吸，你就一直跟著呼吸，不管吸氣、還

是吐氣到哪裡，你的心念就緊緊的跟著，它就會合在一起，這個時候，你

的心念慢慢停止，你的呼吸也會變得非常非常緩慢，一旦心停止，好像住

在什麼上面，那個就是得止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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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我們就起觀，首先觀我們的身，它是皮、肉、筋、骨……三

十六個不淨物所組合的，就好像芭蕉樹一樣的不真實。再觀察我們的心念，

它生起、消失、生起、消失，好像那個瀑流水一樣的，一刻也不停留，所

以它也不是真實存在的。再觀我們的息，那呼吸就是一下有、一下沒有，

一下長、一下短，然後一下粗、一下細，可見它也是生滅無常的，就好像

空中的風一樣，颳過去就沒有了。所以，身好像芭蕉樹，心念好像瀑流水，

息好像空中風，虛空中的風一樣，你就記得這三句，就是觀這三句。 
  既然身心息都不是真實有的，那「我」在哪裡呢？因為所謂的「我」，

就是身心息所合成的，三緣的假合，現在這三個都不是實有的，那「我」

在哪裡呢？可見「我」並不是真實存在的，根本沒有「我」的存在，這個

就是能夠進入人無我。身心息這三個都屬於法，既然身心息都不是真實有，

可見法也不是真實有，這樣就可以破除法執，而證到法無我。 
  既然人無我、法無我，你的定有所依止嗎？沒有所依止，因為所謂的

定，也是身心息才有的，因為你的身體坐在這裡，你用你的心念去數呼吸，

可是現在告訴你身心息都不是實有的，那你因為這樣子而產生的種種定

境，是實有的嗎？也不是，因為你的身體坐在這裡，然後你用你的心念去

數呼吸而得止的話，那不管是欲界定、還是未到地定、還是初禪、二禪、

三禪……不管是什麼樣的定境發起，可見這個定境也不是實有的，因為它

也是身心息和合，才有種種的定境。現在身心息既然不是真實有，所以你

不管發什麼禪定，它都不是真實有的，那這個就是修觀的內容，觀身、心、

息、定，它都不是真實存在的。 
  這樣子觀察，就能夠了悟什麼？一切法本來無我，一切法的真實相貌

就現前了，是什麼？人無我、法無我，一切法本來無我，就可以證到人無

我、法無我，因此了悟一切法都是無常、生滅、無我，自性是空的，這個

就是證到了觀。因為藉著這樣的智慧的觀察，而了悟一切法本來沒有「我」。

我們現在開始練習。 
  （下座） 
  先放鬆我們的心念，吐濁氣三口，搖動身體七、八次。 
  昨天有師兄問到說，打坐完可不可以馬上沖涼？最好是隔半個小時才

上廁所、沖涼。 
  我們謝謝淨泰法師，還有 Thomas 師兄的示範。 
  今天大家就有一點進入狀況的感覺，不管是姿勢，還是在觀的那個內

容，都做得不錯，就是進步很多。我們明天就是最後一堂課，就把剩下的

還、還有淨，把它練習一遍。課堂就是講第十章，所有證相的內容。今天

就到這裡。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切，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