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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妙門 

第八講 

最尊貴的淨蓮上師講解 

講於新加坡大悲佛教中心 

二○○九年九月廿五日 

  （括號內為錄音所缺） 

  （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大德！阿彌陀佛！ 
  我們今天介紹最後一章，第十章「證相六妙門」，這是以前面九章所證

的）證相來說明。 
  六妙門有四種證相：就是次第證、互證、旋轉證、圓頓證。 
  第一個次第證，就是前面第一章、第二章所證的證相，就是依次第修

所得的證相。 
  互證，就是第三、第四、第五、第六，這四章所證的證相。為什麼說

這四章是互證呢？就是因為這四種妙門，這四章所介紹的六妙門的修法，

它修行的方法是沒有一定的次第，所以它的證相也是沒有一定的，所以它

是一種互證的現象。 
  我們前面曾經講到，譬如說：第三章「隨便宜」，隨便宜就是隨著你的

方便、還有適宜你當時的狀況，來決定你是哪一門，所以它就沒有依照次

第，不像前面那個次第證，第一章跟第二章，它一定是從數息開始，第一

個是數息、第二個是隨息，從數息入隨息，然後得止，然後止中起觀，然

後還、淨，一定是依照這樣的次第，所以它所證的證相，也是次第的證相，

所以叫做次第證。那互證呢，就是沒有按照一定是從數息開始下手，譬如

說隨便宜的話，就是隨你方便、還有適宜的那個方法來修，就是全部修過

一遍，你覺得哪一個你是最快，效果最好，那你每次練習就是練習那一個。 
  「對治六妙門」我們也介紹過，前幾堂課才介紹過，就是你是有三障，

三種障礙，你是哪一種障礙，然後你就修哪一門來對治，所以它也不是從

數息，這樣依照次第一個、一個來修的，是有所對治的時候，就修那一門。

所以，因為修行的方法沒有一定的次第，所以它的證相也是不定的，這個

叫做互證，就是互相證。 
  譬如說：你在數息的時候發十六觸，這個就是數息證相的本身，我們

數息，就會發所謂的八觸、或者是十六觸，你這個觸相發了之後，你就入

初禪，這個我們以後還會再講，怎麼樣從欲界定入未到地定，然後初禪、

二禪……四禪八定的內容，還要再詳細講過一遍，就是我們接下來要講的

那個禪波羅蜜裡面有很詳細的介紹。現在就講到，你在數息的時候發十六

觸，這個是數息本身就會有的那個現象，所以這個就是數息本身。 
  那如果你在數息的時候，突然見到自己本身的內臟，五臟六腑看得很

清楚，看到心臟在跳，看到你的肺在呼吸，就是所謂的三十六物。你在數

息的時候，這三十六物突然現前，這個就是隨息，因為你能夠內見三十六

物，這個是修隨息才會有的現象，可是你現在居然在數息就有這樣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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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這個就是在數息當中證到隨門。 
  有時候數息數到效果好，就是能夠數到入定，這個就是止門，雖然修

數息，但是他在數息當中證得止門。 
  或者是在數息的時候，突然見到屍體、或者是腐爛、膨脹，就是種種

的不淨相現前，或者是見到白骨，就是那個影像突然在你腦海當中、心中

出現，那就表示你過去修過不淨觀、白骨觀，所以你雖然現在沒有在修不

淨觀、白骨觀，你只是在數息而已，但是那個影像會出現，這就是我們之

前介紹過的善根發相，它會在你修禪定的時候，有種種的善根發相，那跟

你過去的善根，所修的那個法門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像這種情況發生的話，數息見到屍體的不清淨、或者是膨脹、

爛壞、或者是白骨……等等的，這個就是數息當中證得觀門，因為它是屬

於不淨觀、白骨觀，所以它是屬於觀門，但是你現在數息，既然可以證到

觀門。 
  或者是說數息的時候，突然開發空、無相的智慧，因此你可以反本還

源，這個是在數息當中成就還門。 
  或者是數息的時候，也有人修到數數數，結果沒有任何的妄想，也沒

有任何的分別心的那個垢染，這個當下就是清淨心現前，這個就是數息證

到淨門，就是數息數到最後，就清淨心現前。就是舉一個例子，像數息的

話，就可以證得其他的禪門。 
  修隨息也是一樣，它是可以互證的，所以它為什麼叫做互證？就是可

以互相證，你修這個，但是可以證到另外一種禪相，這就是互證的一種情

況。我們前面介紹的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六章，你修這幾章的修

六妙門的方法，它就會產生互證的這樣一個情況出現。為什麼會有互證的

情況出現呢？就是我們剛才講的，因為你宿世的業緣，善根發相，所以它

會有互證的情況。那另外一個，也是我們剛才講的，因為你修的時候沒有

按照次第修，因為你是互修，所以它就會產生互證，互相證這樣的一個情

況發生。就是為什麼會有互證情況的原因，就是這兩個：互修，所以互證；

另外一個，就是宿世的因緣，善根發相。 
  第三個是旋轉證，這是第七章所證的證相。第七章就是旋轉六妙門，

因為你修旋轉六妙門，所以你就產生了旋轉證這樣的情況。我們在第七章

介紹的時候也講到，他不但是從假入空觀，而且還有從空出假觀，就是他

不但同時修空觀，還同時修假觀，所以他可以不但了知一切法的空相，還

可以了知一切法的差別相。了解一切法的總相，就是空相，這個就是一切

智，能夠成就一切智；另外一個能夠成就道種智，就是知道一切法的差別

相，知道一切法有無量的緣起，雖然有無量的緣起，它自性都是空的，所

以同時證得空、假，這就是「證旋轉解」的一種情況。 
  旋轉證有兩種情況，一個是理論上知道，這個是屬於解悟，就是我們

昨天講的見地，你見地，有這樣的見地。知道一切法，只要是因緣所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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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都是空的；雖然自性是空的，但是它又有無量的緣起，所以它又可以

在空中生起一切法，只要因緣具足，就能夠生起一切法。所以，一個是空，

一個是假，理論上它是非常的清楚，就是見地有到這樣的一個見地。 
  但是功夫呢？功夫如果也能夠做得到的話，那個就叫做「證旋轉行」。

剛才理論上知道，叫做「證旋轉解」，就是你只是解悟。但是實際上證悟，

就是你功夫也要同時跟著那個見地，達到見地，完全的做到，這個時候我

們就叫做證旋轉行，就是所謂的解行已經相應了，然後心口相應。平常因

為你功夫已經純熟了，所以你不用再提念，一切善功德自然能夠生起，一

切惡自然能夠息滅，就是旋轉證它的妙用就在這裡。一切的功德，就是因

為旋轉行，已經證得那個旋轉，就是旋轉證了，所以它能夠旋轉出一切大

乘的功德；然後一切的惡，它是自然就息滅，不用再提念，它自然就旋轉

出這樣的功能來。 
  這個時候，能夠一門通，就門門通。我們常常說你前面不要雜修，不

要學得太多，然後你只要一門深入，只要你這一門能夠深入，到最後怎麼

樣？門門都能夠通。什麼時候可以做到一門通，然後門門通呢？那就是從

一門旋轉出其他無量無邊的法門，這個就是你證得旋轉行的時候，你就可

以做到。然後一悟百悟千悟，也是這個時候可以做到，所以這個時候有什

麼現象呢？就是你有無量的辯才，有善巧的智慧，有無量的方便，這個就

是證旋轉行的相貌。 
  當你這些，我們剛才講的這些，一悟千悟，什麼一門通、門門都通，

所以講經說法不用你過去學過的，懂嗎？你拿起來就能講，雖然你過去沒

有聽過什麼經、哪個論，可是你現在拿起來就可以講，為什麼？因為你一

門通、門門通，你一悟百悟千悟，因為它可以旋轉出無量的法門出來，這

就是它的相貌。所以，我們怎麼檢查自己有沒有證得這個旋轉證呢？有沒

有證旋轉行呢？就是看這些功德有沒有產生就知道了。 
  那你只是理論上知道的，那你就是只有證到旋轉解這樣而已。像我們

現在都已經有旋轉解了，為什麼？因為講第七章的時候，如果法有入心，

有聽進去，有契入那個境界，你就已經證得這個，理解上知道，就是道理

上知道，但是剩下就是功夫要純熟，所以我們見地盡量高沒有關係，那功

夫再不斷不斷地薰修，它慢慢功夫就能夠純熟，你就可以任運就生起，不

用再提念，那個時候就知道功夫已經純熟了。 
  第四種是圓證。圓證就是圓頓證，那就是修第八章「觀心六妙門」、還

有第九章「圓觀六妙門」所得的證相，我們就稱為圓證。 
  它的證相也是有兩種，一種是相似的證相，一個是真實的證相。相似

的證相，就是雖然你沒有證到真實的境界，但是境界相似，相似於真實的

證相，但是你還是薄地凡夫，還沒有破無明，這個是相似證相。那什麼時

候才是真實的證相呢？就是說一直到破一品無明，入一真法界的時候，這

個時候才是真實的證相。所以相似跟真實，就看你是凡夫，還是已經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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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了，這樣子來揀別。所以，相似的證相，看起來好像是，可是它不是真

實的圓證。 
  那什麼是真實證相六妙門的內容呢？我們有分成兩種，一個是別對，

一種是通對。 
  別對，就是把六妙門和菩薩行持的階位相對起來說明，各別各別的來

說明。像十住的話就是數門，十行就是隨門，十迴向是止門，十地是觀門，

等覺是還門，妙覺是淨門，這是各別各別，把六妙門跟菩薩他的階位來作

一個比較。 
  通對呢，它有三種證，是初證、中證、跟究竟證。 
  初證，就是你已經破一品無明，入圓教的初住，這個時候是初證，就

是圓教的初住，別教的初地，已經破一品無明了。這個時候，他能夠在一

念心中數不可說微塵世界，諸佛、菩薩、聲聞、緣覺他們一切的心行（心

念所行叫心行），你都可以數，因為它就是屬於數門。還有，可以數什麼呢？

無量的法門你都可以數。所以，他可以數不可說微塵世界這麼多的諸佛菩

薩，包含聲聞、緣覺他們的心行，以及數無量法門，所以稱為數門。這個

就是真實圓證那個初住菩薩，他的境界是這樣子，就是相對六妙門來說，

什麼是初住菩薩的境界？破了一品無明的菩薩，六妙門來說，他是什麼樣

的境界，都是在一念心中圓滿具足，我們昨天講的圓修圓證，所謂的圓頓

證，所以他都在一念心中就可以具足無量的數門。 
  也能夠在一念心中入百千三昧，沒有，第二個是隨門，那個是止門。 
  隨門，什麼是隨門的情況呢？就是他在一念心中，能夠隨順法界所有

的事業，這個時候是隨門，因為他理無礙、事無礙、理事無礙、事事無礙，

所以，所有法界的所有的事業，他沒有一個不能夠隨順的，全部都能夠隨

順，而且在一念心中完成，隨順法界所有事業，所以稱為隨門。 
  那能夠在一念心中入百千三昧，還有一切的三昧，那在這個三昧當中，

所有的妄想心、煩惱全部都暫時止息了，所以稱為止門。可以入無量的三

昧，只要能夠講得出來的，無量無邊的法門，所以有無量無邊的三昧，他

沒有一個三昧不能夠入的，而且在一念當中。我們現在一念只能心緣一個

所緣境，其他就顧不到了，可是破了一品無明的菩薩，他可以在一念當中

怎麼樣？具足百千三昧，一念喔！你就知道他那個一念很豐富，因為本自

具足，本來就有的功能，只是我們喪失了。 
  那也能夠在一念心中，覺了一切法相，具足種種觀察的智慧，所以稱

為觀門。所以，他是念念覺，因為破無明了，我們是念念迷。 
  念念覺，所以面對一切法，他都具足空性的智慧，空性的智慧是講剛

才的修空觀，能夠成就一切智，同時假觀能夠成就道種智，所以他是同時

面對一切法相，具足觀察的智慧，這個智慧是空有雙融的智慧，空有無礙

的智慧。雖然一切法自性是空的，但是又不礙一切法緣起的生起，又不礙

那個空，所以他是空有不會互相妨礙的，叫做空有雙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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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有是可以同時存在，因為它本來是一件事，懂嗎？一個在講它的自

性是空的，一個在講它的緣起，緣起是有的，只是如幻假有，所以空有其

實它是雙融的。一個在講它的自性是空的，一個在講它無量的緣起；緣起

是有的，自性是空的，所以都在講同一個法，對不對？所以一切法、一切

相，其實都是空有雙融的。 
  所以，破了無明的菩薩，他看事情不是單獨一面，（凡夫）不是墮在空

邊、就是墮在有邊。你跟他說不要執著啦，這個都是空的啦、假的啦、夢

幻泡影，他就真的不執著，他就把它丟掉了。你跟他說這個是假的，那假

的、空的就表示說那就不需要了，那就墮在空邊，很容易就墮在空邊。要

不然就是執著的不得了，就墮在以為一切是真實有的這個有邊。 
  然後面對一切法，他又不能接受，因為當下他沒有觀緣起，因為一切

法它能不能生起，就看它因緣具不具足啊，因為是因緣所生，因緣所生就

是因緣在決定的，不是我、還是你、還是誰可以決定的，是因緣走到哪裡，

它就現出那樣的法來，可是我們因為當下沒有那個緣起觀，所以我們就不

能夠接受。這個不是我想要的，所以我不能接受，那就是當下沒有假觀，

不明白它的緣起。 
  所以，佛才會說「緣起甚深」，那凡夫真的是沒辦法看到這麼遠、這麼

深，他就看到眼前的利益這樣子，跟利益相衝突的，那個最好不要出現，

每天都希望是順緣，逆緣都不要來。都是要有果報，就一定是好的果報，

那個不好的果報不准出現，所以也不知道他過去無量劫造的業，要什麼時

候成熟，因為他不能接受。 
  這就是說當下他沒有空性的智慧，那也不善觀緣起，所以空有兩個永

遠是打架的，沒有辦法雙融。他沒有空觀，也沒有假觀，所以他會著在一

切法、一切相上面，就是因為他不善觀緣起；然後又執著的不得了，是因

為他不明白一切法自性是空的，所以他空有的智慧都沒有，空觀、假觀的

智慧都沒有。 
  那我們現在講到這個初住的菩薩，他就有這樣的智慧，所以他任何的

一切法，任何的境界現前，對他來講，都是不會有任何的妨礙的，因為他

有這種智慧，所以這個就是屬於觀門，他有觀察一切法的智慧。當下如實

了知自性是空的，雖然是空的，又不礙它的緣起，他又能夠接受，可以隨

緣度日，就是他善觀緣起。 
  那也能夠在一念心中通達諸法，了了分明。一念心中通達諸法，了了

分明，就是沒有任何一個法他是不明了的，在心中他是不明白的，了了分

明，通達一切法。而且能夠神通轉變，調伏眾生，反本還源，所以稱為還

門。 
  菩薩他都有神通的，只是他不會讓人家知道，他會不落痕跡。所以如

果沒有神通，要度眾生還真的很難，因為你如果沒有宿命通，也不知道他

過去到底是造了什麼業，然後今天才有這樣的果報發生，所以你給他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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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可能也不是很適合，因為你沒有宿命通，不知道他的過去，因為什麼業，

所以才會有他今天這樣的情況出現。如果你沒有他心通的話，你也不知道

他在想什麼，你也不知道他需要什麼，你講的都是你以為好的，可是對他

來講是完全不相應，那就是因為沒有他心通。所以，大菩薩想要利益眾生，

還真的要有神通，要不然很難。譬如說：很遙遠的眾生有難的話，你那麼

遙遠，你買個飛機票飛過去，已經來不及了，所以你也可以一念就到達，

那就是神足通，你的心念可以到達。 
  所以，講到調伏眾生，就是破一品無明的菩薩，他就可以用他的神通

變化，來利益無量無邊的眾生，而且還可以在這個中間怎麼樣？反本還源，

回歸自性，我們昨天講的，從自性流露一切法，然後一切法又回歸到自性

當中，這中間也沒有絲毫的障礙。所以面對不同的眾生，他自性當中就流

露出不同的法，用他的神通變化來調伏他。 
  但是他對這一切又不執著，一切法又能夠回歸到他的自性當中。所以，

他也能夠在一念當中成就種種菩薩的事業，但是他的心沒有染著，不會覺

得我很了不起，我是發大菩提心的大菩薩，我又利益了誰、又利益了誰，

又調伏了哪個很難調伏的，哪個外道很難調伏，然後是因為我怎樣、怎

樣……，所以我很了不起，不會有這樣的念頭，雖然他可以利益眾生，用

神通調伏眾生，但是他心沒有絲毫的染著，這就是淨門。 
  他能夠成就種種菩薩的事業，但是他的心是清淨的。他能夠為不同根

機的人，說不同的法，但是他對一切法也沒有絲毫的染著，所以在他的口

裡，不會特別讚歎說哪個法是最好的，然後其他的你都不用學、不用修，

他不會說出那個跟任何法對立的這樣的話出來，因為在他的心中，一切法

也是圓融無礙的，所以不論他是講小乘、大乘、還是金剛乘，對他來講是

沒有差別的，因為心平等。這就說明他不但沒有我執，所以他不會覺得我

很了不起，我是大菩薩；他也沒有法執，所以他在說一切法的時候，雖然

圓融無礙，但是他也是沒有絲毫的執著。所以，他也能夠清淨諸佛國土，

也能夠令一切的眾生怎麼樣？都能夠入三乘的清淨道，這個就是淨門。 
  所以，只要證得初住，就能夠有能力示現八相成道，像釋迦牟尼佛一

樣示現八相成道，然後利益眾生，只要破一品無明就有能力，不用全部破

完沒關係，可以示現八相成道，在跟他因緣成熟的那個國土，他就會那邊

受生，然後說法。 
  這是所謂初住證不思議真實六妙門，這是初住菩薩的境界，這個叫做

初證。 
  那什麼是中證呢？就是其餘的九住、十行、十迴向、十地、等覺，這

些都稱為中證不可思議真實六妙門。 
  那最後究竟證，就是後心的菩薩，就是妙覺現前。這個是圓教的，藏

通別圓，只有圓教是究竟圓滿成佛，因為他把四十一品無明全部破完了，

別教只有破十二品，所以我們現在講的是圓教。前面講那個別對，都是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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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教，他可以破四十一品無明。所以現在講的究竟證，是圓教來說，就已

經究竟圓滿成佛了。所以，這個時候可以窮照法界，這六種妙門可以究竟

通達，然後功用普備，無所缺減，這個就是究竟圓滿證六妙門，就是圓證

的內容，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可以來一個總結了，我們看那個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前六通大小乘 

    第四章  及有漏無漏 

    第五章  （共行）   前七約事 

 不  第六章 

︵共  第七章     獨菩薩法        前八屬偏 

不聲  第八章         第八約理        前九約修 

共緣  第九章               第九唯圓 

行凡  第十章                                         第十約證 

︶外  

 

由共而不共，由事而理，由偏而圓，由修而證，層層深入。 
 
  我們看整個六妙門十章的結構，它是由共而不共，由事而理，由偏而

圓，由修而證，層層深入。我們看這個結構就知道，智者大師不得了，他

可以把無量無邊的法門，就濃縮在這個十章裡面，全部講完。 
  什麼是共而不共呢？從第一章一直到第六章，這個是共的，所以說前

面六章是通大乘、小乘、有漏、無漏，全部在這個裡面，就是不論你是小

乘、還是大乘的，是要共修的、共行的部分。那什麼是不共呢？就是第七

章、第八章、第九章，這個是菩薩修的。第七章是菩薩法，唯獨菩薩法；

第八章我們昨天講過，大根性的人修的；第九章，利根大士修的，所以這

個是絕對不共聲聞、緣覺，也不共凡夫、外道的，所以它稱為不共，這就

是「共而不共」。 
  前面七章是事相上的說明，所以它是事；第八章、第九章，它純粹理

論說明，所以這個是約理，就是純粹理論說明，就是我們昨天強調的那個

見地的重要，那個見地，就是你理論的理解，或是修證有到那個程度。所

以，最主要從第八章開始，第八章是約理，是理論上的說明，這個是「由

事而理」，第二句。前面七章是約事來說，第八章是約理來說。 
  其實第八章、第九章都是理論比較多，我們昨天聽過就知道，它是在

講一種見地，那要實證的話，就是功夫也要純熟，你就可以實證，就是圓

證，剛才講的圓頓證。 
  由偏而圓，前面八章都是屬於偏，偏的意思，就是說還不圓滿，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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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圓融通達一切法，所以它是偏，有所偏。第九圓觀，圓觀六妙門，就是

唯圓，它是圓滿的能夠證得，它是屬於圓頓境界，所以它是屬於圓妙不可

思議絕待的六妙門，這就是由偏而圓。 
  由修而證，前面九章都是修，第十章是約證，這就是由修而證。 
  層層深入，從共修到不共的部分，從事到理，從偏到圓，從修到證，

你看它理論的架構多麼的圓滿，然後包含一切的禪法在裡面，可見智者大

師他在講六妙門的時候，最後的十講，他要歸入圓頓。前面九章是可以行

的、可以實踐的、可以理解的，但是他還要講得更圓滿，把六妙門推到最

高的境界上去，這就是所有十章的六妙門，它的架構。 
  我們六妙門的課程就到這裡圓滿結束了，最後希望各位師兄都能夠善

用、活用六妙門，到達看你是要自己解脫、還是幫助眾生解脫，要趕快大

徹大悟，趕快開悟、趕快證果，希望能夠達到這樣的目標，當然不是為了

自己，對不對？所以我們同時要發願，希望能夠正法久住世間，雖然在這

個末法時期，但是我們希望天台止觀能夠把它弘揚開來，不要成為這個時

代的絕響，大家共同來發願。 
  我們從下一堂開始就會介紹天台第三部止觀，就是禪波羅蜜，它的原

名叫做釋禪波羅蜜次第法門。釋，就是解釋，解釋禪定波羅蜜，然後再依

次第來加以說明。所以，這一部止觀是智者大師詳細解釋所有禪定波羅蜜

的內容，其中有修禪定應該有的正確的發心，什麼才是正確的發心，不然

你修了半天，是發地獄心、發畜生心、發餓鬼心，自己都不知道，所以正

確的發心很重要。也同時具備修禪定波羅蜜應該具備的前方便，還有修習

禪定的次第，還有哪一些是屬於世間的禪法，哪一些是屬於出世間的禪法，

有漏、無漏、亦有漏、亦無漏，就是他分得很詳細，把一切的禪法分成不

同的歸類，所以非常的精彩，這個也是天台止觀最殊勝的地方，就是說它

可以包含一切的禪法在裡面。有了這個功夫和見地以後，我們如果要轉修

其他的法門，也可以說是輕而易舉，就是很快就能夠成就，因為它是一切

禪門的基礎，你把天台止觀修好的話，你現在轉修其他的，只要你說出來

的任何的禪法的名字，它都很快就能夠成就。 
  像昨天晚上有師兄問我說：我數息的時候，可不可以唸阿彌陀佛啊？

我說當然是不可以。你要唸阿彌陀佛，你平常行住坐臥怎麼樣唸都沒有關

係，可是你一旦打坐，要修天台止觀的時候，你就要乖乖的從一數到十，

因為你每一句都是阿彌陀佛，不知道怎麼樣數一到十，那你要唸阿彌陀佛，

要唸到什麼時候呢，也不知道。所以那個就是純粹你就唸阿彌陀佛就好了，

就不要跟天台止觀，我們現在學的六妙門，或者以後要學的任何的天台止

觀的內容，就是不要同時雜修，你可以平常怎麼念佛都可以，但是你修天

台止觀的時候，就要好好地修止觀。 
  那今天又有一位師兄打手機問，請問淨土法門跟六妙門，有什麼關係？

它們之間有關係嗎？我說：那關係非常密切喔！他就說：我是修淨土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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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要怎麼來配合六妙門的修行啊？那我就在手機裡面大約跟他講了一下，

他說這個很重要，希望在上課的時候再 review 一遍，再重複一遍，所以我

現在就再講一遍。因為相信在座的師兄，很多也是修淨土的，難免有那個

疑問說我修淨土，我念阿彌陀佛，跟我現在學的這個六妙門，到底要怎麼

把它扯上關係啊？ 
  如果你修六妙門，再去念佛，你就會發覺不一樣，之前可能一面念佛，

還會打妄想，為什麼會打妄想？因為沒有定力啊，很簡單，所以一面念佛，

一面打妄想。然後「我」也是真實存在的，佛號也是真實存在，那個淨土

也是真實存在的，沒有一個是如幻如化的，所以念得可能也是有著在那個

我相、法相上面，有起我執、法執。 
  現在如果修六妙門就不一樣了，對不對？一數、二隨、三止，這個是

屬於止的部分；觀、還、淨，它是屬於觀的部分，那你現在又修止、又修

觀，你再去唸阿彌陀佛，就會唸得不一樣，因為你一數、二隨就得止了，

你現在唸阿彌陀佛，還會不會打妄想？不會，因為你已經得定了，所以你

唸一個阿彌陀佛，很快就得定，那是因為你有練習一數、二隨、三止，你

功夫很純熟，所以你現在不管唸阿彌陀佛、還是持咒，很快就得定了，因

為你有止的功夫。 
  那觀、還、淨更重要了，觀、還、淨主要是講什麼？觀我們的身、心、

息、定境都不是真實有的。然後還是什麼？能觀的心、跟所觀的境都不是

實有的，然後能所雙亡，就反本還源，然後就入淨門了，然後自性心就現

前了，清淨的自性心就現前了。所以，你現在唸阿彌陀佛，是不是就不一

樣？你唸著唸著，那個觀門起來，就沒有一個「我」在唸；所唸阿彌陀佛

的名號，也不是實有的，這就是觀門。然後唸到能所雙亡，就是還門，就

反本還源了。然後清淨心現前，就是你的自性彌陀，唯心淨土了，那不是

很好嗎？是不是很讚？ 
  所以，會幫助你唸阿彌陀佛，更快得一心，以前功夫成片都很難，現

在很快就得一心了。你常常唸到能所雙亡，自性心現前怎樣？就破一品無

明嘛，所以之前唸阿彌陀佛，可能往生成就也是凡聖同居土，你現在破一

品無明，不一樣了，實報莊嚴土，是不是很讚？然後你可以一直安住在那

個清淨的自性當中，那個是常寂光土，是不是幫助很大？關係非常密切。 
  所以，不管你修任何的法門，大手印、大圓滿也一樣，你們修過大手

印、大圓滿就知道我在講，其實大手印、大圓滿都講在裡面，所以我們就

知道天台止觀它真的是包含了一切禪法在裡面。我們之後還有兩部要講，

我也可以再把它分析得更詳細，你們就能夠明白，任何法門跟這個都是不

相衝突的。何況如果你有圓觀六妙門的那個智慧的話，我們昨天才講，一

即一切，一切難道沒有包含你所修的一切法門在裡面嗎？也都在裡面啊，

都是從你自性流露出來的，所以法法無礙，可以通達圓滿一切法，就是因

為你成就了圓觀六妙門，就沒有什麼法是不能夠圓融通達、無礙的。這樣



六妙門 8(講於 2009 年) 10

應該很有信心了，對不對？絕對跟你現在修的法門是沒有衝突的。 
  我們這一次的課就在這裡結束了。下面我們還可以再練習還門跟淨

門，剛才我已經講一遍了，還門跟淨門怎麼修。 
  我們請淨泰法師，還有 Thomas 師兄來為各位示範。 
  我們今天把後面兩個再練習一遍，你們之後就把這一數、二隨、三止、

觀、還、淨，修得滾瓜爛熟，然後就很好用了，就知道怎麼樣活用，然後

怎麼樣慢慢地到達圓融無礙。 
  請各位師兄站起來，跟著兩位師兄做。 
  我們先把衣帶鬆開，腰帶、手錶、眼鏡放下來。先盤腿，把腿盤好之

後，手結定印，然後搖動身體七、八次。背脊打直，兩個肩膀平的，頭擺

正，收下巴。吐濁氣三口，鼻子吸氣，開口吐氣，嘴巴張開吐氣，觀想全

身阻塞的地方全部打開，穢氣也排出來，三次。舌頭輕輕地頂住上顎，眼

開三分。 
  我們也是一樣，從數息開始，現在應該很快了，從一數到十，吸氣、

吐氣的時候數一，吸氣、吐氣數二，從一數到十，這樣子再回來從一數到

十，重複。數到沒有什麼妄想的時候，你就把心念放在呼吸上，這個時候

就進入隨。心念放在呼吸上，很快它就愈來愈微弱，呼吸愈來愈微弱，心

念愈來愈微弱，好像要停下來了，這個時候就得止了。 
  這個時候就起觀，我們昨天練習的，你觀你的身好像芭蕉樹一樣，你

的心念好像瀑流水一樣，你的息——呼吸好像空中風一樣，都不是真實有

的，既然身心息都不是真實有，「我」在哪裡？因為我們所謂的「我」，是

由身心息所組合的，現在這三個都不是真實的，可見我也不是真實存在的，

這個就是人無我。身心息三個都屬於法，既然這三個都不是實有的，可見

法也不是真實有，這個就是法無我。那一切的定境，也是由身心息而產生

的，那現在這三個不是真實有，可見你所證的一切定境，也不是真實有。

所以，有了這樣觀察的智慧，就能夠了知一切法的真實相，就是無我、也

無法，這就是人無我、跟法無我，這個才是一切法的真實相貌，一切法本

來無我，這個就是到昨天為止，觀的部分。 
  現在接下來，你這樣子觀，是不是可以開悟呢？還不能夠開悟，為什

麼呢？因為你還有一個能觀的智慧沒有銷亡，你還有一個能觀的智慧，因

為我們剛才觀察身、心、息、定境都不是實有的，用什麼觀察呢？用觀察

的智慧，對不對？用智慧來觀察，所以有一個能觀的智慧，有一個所觀的

身、心、息、定境，還有能所，就不是真心。我們知道真心無相，真心離

念，真心裡面沒有能所，可是我們現在有一個觀察的智慧，能觀的心去觀

什麼？身、心、息、定境，有能觀、所觀，所以它不是我們的真心，還有

能所。 
  那我們現在已經知道，所觀的身、心、息、定境都不是實有，那我們

現在進一步觀，這個能觀察的智慧，它是真實有嗎？這個能觀的心，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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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才有，你不觀就沒有，因為你平常也不是念念都在起觀照，你要觀的時

候才有，你沒有觀的時候沒有，可見它不是實有的，如果真實有，它不會

消失，念念都是在觀察。可是它有時候有，有時候沒有，說明這個能觀的

智慧，能觀的心也不是實有的。所觀的境不是實有，能觀的心不是實有，

就能夠能所雙亡，因為既然不是真實存在，它就消失了嘛，消失以後就怎

麼樣？反本還源，這個就是還，修還。當能所雙亡，反本還源，這個就是

證還。你藉由這樣的觀察，觀察的過程叫做修還；當你真正的能所雙亡，

歸還本源的時候，就是證還。 
  這個時候你就會了悟，因為已經反本還源了，你就知道你原來那個源

頭是什麼？就是我們清淨的自性，所以這個時候自性就會現前，你就會明

白自性本來清淨，因為已經反本還源，回到你心的本源是什麼？就是你的

自性。那你的自性本來是清淨的，所以由自性所生起的一切法，也本來是

清淨的，所以不管是五蘊、十二入、還是十八界，都是清淨的。所以，我

們每天六根面對六塵，產生六識，這就是十八界，它其實本來是清淨的，

是因為我們六根面對六塵，產生了分別、執著，所以它變成染污的，我們

才會生煩惱，可是它本來是清淨的，因為它是由我們清淨的自性心所生出

來的，它本來是清淨的，這個就是修淨。 
  所以，我們如果修到這個程度，你每天儘管看、儘管聽，你的心都不

會染著，什麼叫不染著？就是不會生起分別、執著、妄想，就是我們昨天

講的，只是鏡子照而已，照六塵境界，但是鏡子沒有動，因為我們的自性

本來不動搖的，本來沒有生滅的，這個我們昨天都講過了。所以，見到我

們的自性本來清淨，這個就是修淨。本來清淨，所以你六根面對六塵，產

生六識，你都知道它是本來清淨的，就不會生起一切的分別、執著、妄想。

所以，修到什麼時候證到淨呢？就是當一切的分別、執著、妄想都息滅了，

這個時候就證到淨，證得一切本來清淨，這個就是證淨。 
  所以，我們現在練習看看，看可不可以明心見性，你找到心的源頭，

就是見性了。 
  （下座） 
  放鬆心念，離開你的所緣境，開口吐濁氣三次，慢慢搖動身體七、八

次。肩膀動一動，兩手可以放開了，頭動一動，脖子動一動，兩個腳也可

以放開。先用手摩擦全身的毛孔，之後兩手搓熱，放在兩個眼皮上，張開

眼睛，然後慢慢地按摩，從頭到腳，哪邊特別痠脹麻痛的，就多按幾下。 
  我們謝謝淨泰師兄還有 Thomas。 
  今天下午也有一位師兄說，他為什麼坐了半天，好像沒有什麼效果。

那我就問他說：你每天坐幾次啊？他是沒有每天坐，偶爾坐二十分鐘，十

分、二十分。我說這樣子的話，效果很難出來，為什麼呢？因為我們的氣

脈，你的氣從粗的脈走到細的脈，需要四十分鐘。所以，你雖然這樣子坐

下來，把所有的姿勢都擺好，坐下來，可是等你的身心慢慢地寧靜下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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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從粗的脈走到細的脈，它就需要這麼長的時間，這個沒有辦法讓它說你

快一點，快一點讓我的氣入到細脈。因為我們的氣是從剛才活動，然後坐

下來，可是你那個氣，剛才活動、或者剛才還在跟師兄聊天，所以那個氣

是非常粗的。 
  就是說，如果我們把氣分成四級的話，第一級的氣，譬如說在走路，

慢慢走，或者是有一些動作，那個是第一級的，那個氣入脈是第一級的；

第二級的話，就是我們在思考的時候、動念的時候；第三級就是你沒有動

作，也沒有在思考，然後那個脈才能夠慢慢地，還有那個氣才能夠慢慢地

寧靜下來。所以等到入到第三級、第四級的脈，這個之後我們會有一個表

給各位，我們現在因為時間不夠，所以我們只是強調說四十分鐘的重要，

因為從明天開始，各位又要在家自己練習。 
  除了我們之前強調的，你最好在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地點，那個效果

會更好。如果每天能夠坐上四十分鐘，然後你坐的時間跟你運動的時間，

運動不是說要做那個激烈的運動，就包含你平常走路、什麼的，那個也是

很重要，因為它可以幫助你在坐的時候，氣脈更通暢。如果你整天都坐在

家裡，也不出門的，這樣你打坐的效果不會好，所以一般來說，你有運動

的時間，跟你打坐的時間，是至少相等到兩倍，譬如說你每天坐四十分鐘，

你就是至少要活動四十分鐘到八十分鐘，看你坐的狀況，這樣子效果才會

出來。所以，等我們坐下來，然後身心寧靜下來，然後又不動念開始，那

時候你的氣才可以從粗脈，然後進到那個比較細的脈，是這些都停止了以

後，才會發生的事，所以它需要時間。所以我們儘量，如果說時間允許的

話，最好每天可以坐到四十分鐘，它效果慢慢就能夠出來。 
  那我們今天的課就到這裡。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切，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