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六特勝與四禪八定的比較 29 1

十六特勝與四禪八定的比較 
第廿九講 

非想非非想定 

最尊貴的淨蓮上師講解 

 
  各位居士大德！阿彌陀佛！ 
  我們今天介紹無色界四空定的最後一個——非想非非想處定。 
  首先解釋名詞，為什麼稱為「非想非非想定」呢？它有三種解釋，都

可以講得通。 
  第一個解釋，非想，這個「想」，是指粗想；非非想，第二個「想」，

是指細想。所以，非想非非想的意思，就是已經沒有粗想，但是還有細想，

並非沒有細想，就是還有細想的意思。因為在這個定中，它的心識活動已

經非常非常的微弱了，這個定依然是受、想、行、識四陰的和合而有的，

所以這個定也不是實有的，它依然是和合而有的，因緣而有，所以它不是

真實的。但是因為它的心識活動已經非常非常的微細了，微細到凡夫沒有

辦法察覺，所以才給它一個名稱，叫做無想，但是它並不是沒有想，它還

有細想，已經沒有粗想，但是還有細想，這是第一個解釋。 
  第二個解釋，非想非非想，第一個「想」，是指有想，識處定的有想，

所以，非想，就是並不是識處定的有想；非非想，這個非非想的「非想」，

指的是無所有處定的無想，非無所有定的無想。第一個非想，它不是識處

定的有想，也不是無所有處的無想，所以叫做非想非非想，這是第二個解

釋這個名稱。 
  第三個解釋，就是指這個心識，它並不是真實有的，非想，就是並非

有想。為什麼說它並非有想呢？因為我們在這個定中不見一切的相貌，我

們在定中的時候，什麼相都沒有，像一般我們如果心識有活動的話，有想

的時候，我們會有想的那個相貌，譬如大家都來過大悲中心，我們一想大

悲中心，這個念頭一起來，馬上就有大悲中心的相貌出來，所以只要我們

有想的話，就會有那個相貌。可是現在在這個定中，沒有一切的相貌，所

以我們才會說它什麼？非想，並非有想，有想有相貌，因為不見一切相貌，

所以就叫做非想。可是這個非想，不見一切相貌，不是完全沒有心識活動，

我們剛才講了，它還有很微細的受、想、行、識的活動，只是它很微細，

沒有辦法被我們凡夫所察覺，因為我們的定慧力都不夠，止觀的功夫不夠，

所以沒有辦法察覺這麼微細的心識活動，所以我們才給它一個名稱，叫做

無想。但是這個無想，不是完全沒有心識活動，如果沒有心識活動的話，

就跟死人、跟木頭、跟石頭是沒有差別的，可是現在不是，還有很微細的

心識活動，很微弱，只是我們不容易觀察到，所以我們才稱為無想。所以，

第三個非想非非想的解釋，就是並非有想，也並非無想。 
  就這三個解釋，我們大概就對這個定的狀況，大概有一個基本上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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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為什麼叫做非想非非想定，它名稱的由來，是這麼來的。 
  那怎麼來修這個定呢？就是有兩種方法，一個是跟前面一樣，呵責、

讚歎，另外一個就是用觀照分析的方法，這兩個方法都可以來修這個定。 
  呵責、讚歎，那無非就是呵責前面那個無所有處定的過失，然後讚歎

這個非想非非想定的殊勝。 
  無所有處定，它有什麼過失呢？我們前面練習過就知道，我們一心緣

無所有而入定，一心緣在無所有，所以你當下是沒有辦法起智慧的觀照，

你的心當下什麼事都不能做，因為你一心緣無所有，所以就變成說你沒有

辦法有分析、或者觀照、或者是觀察、或者是思惟的活動，當下都是完全

停止的，就是說你暫時心念沒有辦法轉動了，因為你一心緣在無所有處定

而入定，一心緣在無所有而入定，所以當下在那個定中是沒有辦法思惟觀

察的。那種狀況，就是一種無明愚癡的狀況，因為沒有智慧的覺照，那個

定的功夫非常非常的強，幾乎心念都要停止了，所以當下是沒有辦法起慧

觀的，所以我們的心念當下是被無明、愚癡所蒙蔽，所以在這個定中是沒

有辦法開發智慧的，也沒有辦法開悟。 
  我們前面講過，開悟最佳時機是什麼？四禪的時候，所以你進入了無

色界的四空定，都是很難開悟的，為什麼？因為定力太強，你沒有辦法起

慧觀，沒有辦法思惟觀察，沒有辦法修觀，因為定力太強的緣故。現在無

所有處定的過失也是同樣的情況，它就跟我們喝醉了、睡著了沒有什麼差

別，因為我們喝醉了，意識被那個酒精麻痺了，意識也是暫時沒有辦法活

動的，我們睡著了是陷入大昏沉，心識也是暫時沒有辦法思惟觀察，沒有

辦法起智慧的觀照，跟這個睡著了、醉酒了情況是差不多，是一種無明、

愚癡的狀況，所以我們就知道這個定是不究竟的，所以我們要呵責它，然

後進入現在講的非想非非想定。 
  我們要讚歎這個非想非非想定，它到底是怎麼樣的殊勝呢？那就是前

面的識處定，它就很像膿瘡一樣的；無所有處定，又好像愚癡一樣的，所

以這兩種定都是心識之病，並不是真正的寂靜處，只有我們現在講的非想

非非想定，它才是真正的安穩，沒有前面講的那些過失，所以我們應該就

是捨棄無所有定，而希望能夠入非想非非想定。 
  這是第一個呵責、讚歎的修法。 
  觀照、分析的方法，跟我們前面那個一樣，就是思惟無所有處定，在

我們無所有處定當中，我們專心地觀照受、想、行、識，如病、如癰、如

瘡、如刺，是無常、苦、空、無我的，這個八聖種觀我們上一堂已經詳細

解釋過了，上面兩堂都是用這種方法，然後來捨棄前面那個定，而進入下

面這個定。 
  現在也是同樣的方法，思惟前面那個定，無所有處定，它是如病、如

癰、如瘡、如刺，是無常、苦、空、無我，這一共八個，所以叫做八聖種

觀。它是因緣和合而有，是虛假不真實的，我們這樣子觀照了之後，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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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夠捨離這個無所有處定，而一心緣中。 
  這個「中」，就是非有、非無，你已經捨棄前面那個無所有處定，那你

的心識現在要緣什麼呢？就是緣中，這個「中」就是非有、非無，不是有、

也不是無，所以叫做中。所以，我們這個時候一心緣中。 
  非有、非無，我們剛才已經分析過了，我們不能說當下心識它是實有

的，所以是非有。非有，就是心識並不是實有的，所以非有，指的是心識

不是真實存在的，為什麼？因為我們觀察我們的心念，心識的流動，就是

每一個、每一個心念，還沒有生起叫做未來；生起的，還沒有消失，叫做

現在；消失了，我們叫做過去，所以一念生起，從未來到現在，然後到過

去，每一個心念都是未來、現在，然後就消失，就過去了，你有沒有辦法

讓任何一個念頭停留呢？沒有辦法，因為它生起就消失、生起就消失，從

無到有、到無，從未來、現在、到過去，每個心念都是這樣子流動，不斷

不斷相續地流動，所以沒有一個心念能夠留住，所以我們才會說過去心不

可得，現在心不可得，未來心不可得，就是從這樣的思惟所推出的一個結

論，過去、現在、未來，心都不可得，三心不可得。而且我們觀察心識，

它也沒有形體、沒有相貌、也沒有處所，我們沒有辦法描繪說我們心識它

是長得什麼樣子，它是什麼顏色，或者是它在我們什麼地方，在身內、還

是身外，還是在虛空，我們都沒有辦法找到，所以結論就是心識不是真實

存在的，這個就是「非有」。 
  非無，我們說心識不是實有的，那是不是就等於心識根本不存在呢？

也不是，如果我們心識根本不存在，那個不能夠叫心，心就是它有作用，

它有覺知，它能夠攀緣，就是說我們心識可以攀緣外境，這個都是心識的

活動，你如果沒有心識的活動，你六根面對六塵，你不知道你看到什麼，

也不知道聽到什麼，也不知道你每天吃了什麼東西，這個覺知就是心的作

用。所以心雖然不是真實存在，但是你不能說它沒有，就是畢竟無、畢竟

空，不能說它是畢竟空、畢竟無，就是根本沒有這個東西，不可以，也不

可以這樣說，因為心識還有它的活動，還有它的作用，所以你不能說它完

全沒有，根本就沒有心的存在，不可以這樣說，這個就是「非無」，並非畢

竟無。 
  非有、非無。非有，就是並不是真實有，但也並不是畢竟無，一心緣

中，就可以入這個非想非非想處定。 
  我們念念不捨，住在這個非有非無當中，前面那個我們本來心是緣無

所有，我們現在把我們的心緣在非有非無這個狀態當中，前面那個無所有

處定自然就消失了，因為我們不再緣它了，我們現在心識是緣非有非無。 
  這個就是怎麼樣入非想非非想定的一個方法，用觀照分析的方法，你

就可以入這個定，就是一心緣中，這個中，就是非有非無。 
  好，我們現在來練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