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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覺經 

第五講 

普眼章 

最尊貴的淨蓮上師講解 

講於新加坡大悲佛教中心 

 
經文 

  於是普眼菩薩，在大眾中，即從座起，頂禮佛足，右繞三匝，長跪叉手而白佛

言：「大悲世尊！願為此會諸菩薩眾，及為末世一切眾生，演說菩薩修行漸次；云何

思惟？云何住持？眾生未悟，作何方便，普令開悟？世尊！若彼眾生無正方便及正

思惟，聞佛如來說此三昧，心生迷悶，即於圓覺，不能悟入。願佛慈悲，為我等輩

及末世眾生，假說方便！」 

  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如是三請，終而復始。 

  爾時，世尊告普眼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為諸菩薩及末世眾

生，問於如來，修行漸次、思惟、住持，乃至假說種種方便。汝今諦聽，當為汝說！」

  時，普眼菩薩，奉教歡喜，及諸大眾，默然而聽。 

  「善男子！彼新學菩薩及末世眾生，欲求如來淨圓覺心，應當正念，遠離諸幻。

先依如來奢摩他行，堅持禁戒，安處徒眾，宴坐靜室。恆作是念：我今此身四大和

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

濃、血，津、液、涎、沫，痰、淚、精、氣，大、小便利，皆歸於水；暖氣歸火；

動轉歸風。四大各離，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知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為相，實

同幻化。 

 
 
  各位居士大德！阿彌陀佛！ 
  我們今天進行的是第三章「普眼章」。 
  我們看經文： 
  於是普眼菩薩，在大眾中，即從座起，頂禮佛足，右繞三匝，長跪叉

手而白佛言： 

  這個是請法的威儀。普眼菩薩在大眾中，從本座而起，先頂禮佛的雙

足，再右繞佛三匝，接著跪下來，雙手合掌，而啟白佛說： 

  大悲世尊！願為此會諸菩薩眾，及為末世一切眾生，演說菩薩修行漸

次； 

  普眼菩薩啟白佛說：「大悲的世尊！願您能為此會的諸菩薩眾，以及末

世求大乘的一切眾生，演說菩薩修行的漸次。」 

  漸次，就是漸修的次第，叫做漸次，修行的次第。為什麼這邊要請佛

開示修行的漸次呢？聽過前面兩章的師兄就能夠了解，為什麼這邊請佛開

示修行的漸次，因為前面兩章是沒有漸次的，還記得嗎？第一章是「文殊

章」，佛開示「知是空花，即無輪轉」，知是空花，即無輪轉，你只要了悟

一切都是虛空中的花朵，本來沒有，當下，當下就可以免於生死輪轉，當

下六道生死就切斷了，只要你能了悟契入那個境界，了悟什麼呢？一切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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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虛空中的花朵，虛空中的花朵，虛空中本來沒有花朵，是因為無明才以

為虛空中有花朵，那你能了悟六道輪迴自性本來是虛妄的，本來沒有六道

輪迴，是無明妄見才見有六道輪迴，你能夠了悟、契入這個境界，你當下

就能夠斷生死了，所以它是屬於頓悟頓修的法門。第二章也是，第二章「普

賢章」，佛又開示「知幻即離，不作方便；離幻即覺，亦無漸次」，就是說

你知道一切是幻，當下就已經離幻，知道的當下就已經遠離諸幻了，所以

不需要任何的方法，說你第一步怎麼樣、第二步怎麼樣……，一步一步的

來遠離諸幻，不用，你只要能夠了悟，當下就已經離幻，因為知道它是假

的嘛，假的就遠離了，所以需不需要什麼方法？遠離的方法？不用。離一

切幻的當下，圓覺自性就現前，所以也不需要漸修的次第，看你什麼時候

能夠遠離一切的幻化，遠離的那個當下，我們的自性就能夠現前，所以也

不需要修行的漸次。 

  所以前面兩章，文殊章跟普賢章，都是屬於頓悟頓修的法門，當下就

能夠了悟，能夠頓斷生死，能夠開顯我們的圓覺自性。但是，問題來了，

如果你不是上上根的，前面聽了佛的開示，沒有辦法當下頓悟頓證的話，

怎麼辦呢？如果不是這樣的根性的話，怎麼辦呢？所以才有這一章—第三

章，普眼菩薩幫我們前面沒有辦法悟的眾生，幫我們請佛開示漸修的次第，

既然不能夠頓悟，那就應該還有漸修的法門，所以這個就是為什麼普眼菩

薩首先請佛開示修行的漸次。 

  接下來： 

  云何思惟？ 

  先問修行的次第，漸修的次第，怎麼樣來一步一步來修，接下來問的

是應該如何來思惟呢？因為思惟是修行下手的第一步功夫，聽聞之後，就

是思惟。所以，接下來請問佛的，就是應該如何來思惟？聽聞之後，如何

來思惟。 

  聽聞之後，如果沒有思惟的話，所有都停留在理論的階段，是沒有辦

法實現的，就沒有辦法實證佛所說的任何的境界，你只是聽完，但是你沒

有接下來思惟，或者是修的話，是不可能契入佛所說的境界，所以聽聞之

後，一定就是思惟，非常非常的重要。像我們知道，但是都做不到，那就

是因為思惟的功夫不夠，很多理論我們都聽了很多，可是為什麼都做不到

呢？就是因為沒有正思惟，沒有下這個功夫。 

  一直思惟到境界現前，境界現前之後，我們就要安住保持在這個境界

當中，不要讓它丟掉了。所以，接下來就請問： 

  云何住持？ 

  應該如何安住保持，也就是功夫上路之後，我們如何安住保持在我們

所契入的那個境界當中，不會失壞？那個境界不會失壞，也不會丟了，所

以這個保任的功夫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思惟接下來就請問，你思惟到一

個境界之後，契入那個法門的境界之後，你怎麼樣安住保持在這個境界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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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能夠安住保持在這個境界當中，就能夠最後圓滿開悟成佛，所以： 

  眾生未悟，作何方便，普令開悟？ 

  對那些還沒有悟到圓覺的眾生，要用什麼方法，才能夠使他們全部開

悟呢？ 

  世尊！若彼眾生無正方便及正思惟，聞佛如來說此三昧，心生迷悶，

即於圓覺，不能悟入。 

  普眼菩薩說：世尊！若是眾生沒有正方便和正思惟的話，前面聽到佛

如來說了頓修頓悟的法門，不用漸修，不用修就能夠當下悟到的這個如幻

三昧法門－「知是空花，即無輪轉」、「知幻即離，離幻即覺」這個法門，

反而心生迷悶，因為不是那個根性，不能夠當下就契入那個境界，所以聽

佛前面的開示，反而心生迷悶。 

  「迷悶」是什麼意思呢？迷，就是迷惑，不能夠了悟，叫做迷；悶，

就是悶住了，悶住了就是不通，沒有辦法契入佛所說的那個境界，所以就

是聽了一頭霧水，不能夠明白什麼是如幻三昧，也不知道怎麼契入圓覺的

境界。 

  願佛慈悲，為我等輩及末世眾生，假說方便！」 

  所以，願佛大發慈悲，為我等輩，為我等輩，就是現在在此會的這些

菩薩眾，以及末世的眾生，假說修行的方便。 

  說修行的方便就好了，為什麼要來個「假說」呢？因為前面那個頓悟

的法門，是不用修行的方便，本來是沒有方便，現在硬要說出一個方便，

所以叫做「假說」，既然不能夠頓悟，那只有漸修，所以就要在沒有方便，

本來沒有方便當中，要強說一個方便，所以叫做假說。 

  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如是三請，終而復始。 

  普眼菩薩說完了前面這一段話之後，就向佛五體投地，表示虔誠，這

樣請法，重複了三次。 

  爾時，世尊告普眼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為諸菩薩及

末世眾生，問於如來，修行漸次、思惟、住持，乃至假說種種方便。 

  這個時候，世尊先讚歎普眼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你能夠為在

場的菩薩眾以及末世的眾生，請問如來因地修行的漸次，應該如何思惟、

如何住持、還有假說種種修行的方便。 

  汝今諦聽，當為汝說！」 

  你們現在就仔細地聽，我就要為你們說了！」所以在讚歎完了之後，

佛就答應說法，但是佛告誡大家要仔細地聽。諦聽，就是仔細地聽。 

  時，普眼菩薩奉教歡喜，及諸大眾，默然而聽。 

  這個時候，普眼菩薩看到佛答應說法了，所以非常的歡喜，於是就遵

奉佛的告誡，和大家一起安靜下來，仔細地聽。 

  「善男子！彼新學菩薩及末世眾生，欲求如來淨圓覺心，應當正念，



圓覺經 5  普眼章(講於新加坡) 4

遠離諸幻。 

  佛說：「善男子！不論是初發心的菩薩（新學，就是初發心的，初發心

的菩薩），還是末世的眾生，凡是想要求如來清淨圓覺妙心的，都應該心住

正念，就能夠做到遠離諸幻。 

  這邊佛祂先說了一個總原則，就是說你只要能夠心住正念，就能夠做

到遠離諸幻，這是一個總原則。 

  那至於怎麼做到呢？就是下面所謂的漸修的次第。 

  先依如來奢摩他行， 

  先要依止如來的奢摩他來修行。什麼是如來的奢摩他呢？「奢摩他」

我們都知道，就是止，修止叫做奢摩他，就是修定。 

  奢摩他就奢摩他，為什麼前面要加個「如來」的奢摩他呢？那就說明

這個奢摩他跟一般的不一樣，一般如果是外道或者是小乘，他們所修的止，

是比較粗淺的止，是比較粗淺的定，不是如來所修的定，所以現在為了區

別它不是外道、小乘所修的定，所以就加個如來，因為外道或者是小乘他

們的定，只有止，沒有觀，所以只能夠得定，不能夠開發智慧。現在所謂

的如來奢摩他，如來所修的定，它是同時包含止觀在內，修止又修觀，所

以既能夠得定，又能夠開發智慧，所以就是止觀雙修，定慧雙得，所以跟

外道、小乘的定是不一樣的，所以加個如來，如來奢摩他，這個就是說修

行的第一步，就是要修定，這個是漸修的第一步，就是要修止。 

  但是，我們想要得定，必須要持戒來配合，所以佛接下來說： 

  堅持禁戒， 

  還要堅固持守一切的禁戒，絕對不犯，這樣才能夠真正的得定。 

  可是我們一般都是先說先持戒，先持戒，然後再修定，為什麼現在反

過來？先依如來奢摩他行，然後才堅持禁戒，它為什麼這裡要先說修定，

而不是先持戒呢？那就是因為如果是散亂心來持戒的話，不但不能夠清淨

戒律，也不能夠得定，所以這裡才說要先修定。其實持戒和修定它是互相

攝持的，就是有定的持戒，這個戒行容易清淨，所以你持戒如果沒有定力

的攝持，你也是很容易破戒，煩惱一生起來，就不行了，就破戒了，所以

想要持戒清淨，還需要定力來配合。同樣的，你修定也是要有持戒的功夫，

你才能夠真正的得定，所以有戒的修定，才容易得定。這就說明，其實它

是互相攝持的，持戒跟修定同樣的重要。 

  另外，修行的時候，還需要善知識，還有善友，善友就是同行善知識、

同參道友，需要善知識的教導，還有同參道友的互相切磋鼓勵，所以佛接

下來說要： 

  安處徒眾， 

  就是徒眾們要安心共處在一室，大家安心共處在一室，就是大家聚在

一起，安心最重要。大家聚在一起，然後很多是非，大家都不能夠安心好

好來修止觀，所以這個安心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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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共同聚在一起，做什麼呢？就是先要依止善知識，聽聞正法，所

以先要依止善知識來聽聞正法，接下來聽聞之後，大家就要在一起共修。

共修要安心地共處在一室，這樣互相切磋勉勵，修行才容易成就，那問題

是怎麼樣做到安心？那就是要有共同的見解，大家一起共修，一定是有共

同的見解，聚在一起才不會互相起法諍，法諍就是說：我說我的法最殊勝，

你說你的最殊勝；有的持中觀見，有的持唯識見，有的是內觀禪的，有的

是天台的，大家聚在一起，因為見解不同，就要互相的分別比較，所以就

沒有辦法真正的做到安心，所以大家安心共處在一室，第一個條件就是大

家有共同的見解，大家在一起之後，是不是也要修同樣的法門？不會說今

天來共修，你修你的，我修我的，不可能，所以還要共修同一個法門，有

共同的見解，修的是共同的法門，這樣才能夠大家安心地聚在一起用功，

聽聞正法之後，然後就互相討論，這樣子才確定自己有沒有修錯，知見有

沒有錯誤。 

  除了共修以外，自己單獨用功也很重要，所以下面說： 

  宴坐靜室。 

  這個「宴」，就是安的意思，宴坐就是安坐，安坐在靜室當中。除了共

修之外，自己安坐在靜室當中用功，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也許有人要問說：我每次參加共修就好了，為什麼還要自己單獨用功

呢？那就要看你的功夫怎麼樣，如果你功夫很高的話，當然就 O.K.囉，如

果不是的話，如果心還是很散亂，平常身心都在動亂之中的話，那可能也

還是需要找一個安靜的地方，自己單獨來用功。 

  這個宴坐，就是安坐，就是說你好好地坐下來，這樣才能夠攝身，不

然身也是在動亂之中，就是你坐不住，沒有辦法得止，也沒有辦法修止觀，

所以安坐是為了攝身。那個靜室，是為了攝心，這樣我們收攝身心，才能

夠一心來修止觀，所以安坐就是好好地坐在一個地方，那個地方是非常安

靜的地方，所以這邊的靜室，就表示說它不是很喧鬧、很吵雜的地方，而

是非常安靜的地方，這樣子才容易攝心。 

  前面說要共修，現在又說要單獨修，到底哪一個比較重要呢？是共修

重要？還是單獨修比較重要？那就要看看我們自己是哪一種根性？比較適

合共修？還是自己躲起來修？如果說自己是昏沉性比較重的話，那就比較

適合大家一起來共修，因為反正一個人也不可能用功，就是說他整天昏昏

沉沉、懶懶散散的，反正也不可能好好用功，這個時候還不如參加大家的

共修，藉著大眾的力量，然後來策發自己的精進，所以這種情況，就適合

參加共修，你看大家修，自己不修，不好意思，所以就跟著大家修，也因

此進步得很快。 

  如果是容易散亂、掉舉的這種根性的話，就適合單獨來修，因為心已

經很散亂了，身口意也都在掉舉當中，如果再參加共修，因為他心很散亂，

你猜他共修會好好地修嗎？也不會啊，一個禮拜好不容易碰面一次，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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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家常，所以碰在一起都是在聊天，聊得不過癮，共修之後再找一個咖啡

廳，好好地喝咖啡，繼續聊，反而增加他的散亂，因為他心容易攀緣，很

容易攀緣外境，很容易受到外境的影響，所以常常聚在一起反而心更亂，

反而更容易打妄想，所以這樣的根性的，那他就要先躲起來自己好好地修，

增加自己的定慧力之後，然後再參加共修。 

  所以要看什麼樣的情況，其實這個是依比較偏重的這一邊來說，其實

這兩樣都非常的重要，因為我們不能夠不聽聞正法，也不能夠沒有同參道

友，當然自己用功也非常的重要，所以這兩個其實都是非常的重要，只是

看你現在的情況，目前的狀況，你是比較適合參加哪一個，你就先從它下

手，其實兩個都很重要。 

  前面說到，如果眾生沒有正方便、正思惟的話，即使聽到佛所說的三

昧怎麼樣？心生迷悶，反而心生迷悶，沒有辦法契入圓覺的境界，所以佛

現在就開示什麼是正方便，從剛剛開始：「先依如來奢摩他行，堅持禁戒，

安處徒眾，宴坐靜室」，到這邊為止是正方便。 

  什麼是正思惟呢？接下來：恆作是念，就是正思惟。 

  所以，佛其實祂已經開始告訴我們怎麼樣下手來修了，先修如來奢摩

他行，這個是止觀雙運，不要偏在哪邊，不要修止不修觀，修觀不修止，

止觀要同時下手，這個才是如來的奢摩他行。另外，要堅持禁戒，你想要

定慧雙修，止觀雙運的話，就必須要持戒清淨才能夠做到這個如來奢摩他

行，如來奢摩他的修行，一定要堅持禁戒，戒律一定要非常的清淨，然後

你才能夠成就止觀，成就定慧力，所以佛告訴我們漸修的次第，第一個就

是要修定，然後持戒，然後安處徒眾，平常要多依止善知識，聽聞正法，

同時也要和有相同見解，同修一個法門的同行善知識，就是善友，要互相

地來討論，大家聚在一起不是閒話家常，是共同來討論修這個法、或聽聞

這個法的內容，大家來討論，看你平常思惟的有沒有錯誤，才不會差之毫

釐、失之千里，所以先把正知見好好地正確地建立了之後，這樣子用功才

不會走錯了路，所以同行的善知識也是非常的重要，這個就是「安處徒眾」。

然後在聽聞正法，還有跟善友共同討論佛法之外，還必須自己來靜坐思惟，

這個就是「宴坐靜室」，這個就是下手的正方便，修行第一步怎麼修？就是

從這樣子下手來修。 

  正式修了，就是下面講的內容，就是第三章普眼章，普眼菩薩章這一

章要告訴我們的修行的法門，怎麼樣達到最後的開悟成佛的一個法門，現

在要開始介紹了。 

  恆作是念： 

  這個「恆作」，就說明它不是偶爾這樣做，是恆常這樣做，所以在平常，

不論行、住、坐、臥，任何威儀當中，都是這樣做，一天二十四小時當中，

也從來沒有離開過這樣的正念，這個叫做「恆作」，這個是重點。 

  所以我們就知道為什麼我們功夫不上路，就是偶爾修一下，然後就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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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了嘛，上座有，下座就沒有了，那個就是因為沒有做到恆常的來這樣做，

偶爾修一下不夠，所以你想要一個功夫非常扎實，然後快速的進步，很快

的達到那個目標成就的話，就是要恆常的這樣子來修，這個非常的重要，

你心心念念都在法上用功，當然很容易就成就了，所以這個「恆作」是重

點。 

  那念什麼呢？恆作是念，這個「念」，念什麼呢？「我今此身四大和合」。

這個「念」，是正念思惟的意思。就說明它不是第六意識的分別心，它是智

慧的觀照，所以我們看到這個念，就知道它不是第六意識的分別，第六意

識的分別是想，所以你修什麼法門是思惟，是正念，正念思惟，不是第六

意識想一下，所以我們也知道為什麼我們知道做不到，然後經常這樣子用

功，但是達不到那個效果，就是因為我們都是用第六意識想一下，不是正

念思惟，不是用智慧去觀察、去分析觀照，不是，而是用第六意識想，想

沒有用，第六意識想才有，沒有想就沒有，所以它不能夠轉動我們八識田

那個種子，沒有那個力量，只有智慧的觀照才能夠慢慢熏、熏、熏到我們

第八識，然後轉變我們第八識那個種子，可是第六意識的想心所是沒有辦

法轉變我們第八識的種子，沒有辦法轉變，所以它的效果很差，所以一定

是正念思惟，恆作是念，就是恆常的這樣子來做。 

  正念思惟什麼呢？ 

  我今此身四大和合， 

  恆常做這樣的正念思惟，我現在的這個色身，只是四大的和合。恆常，

行、住、坐、臥當中，都沒有離開這樣的正念，「我這個色身，只是四大的

和合」，任何時候都沒有忘記這個念頭，那個叫做心住正念，你一忘記，就

是失念了，一失念怎麼樣？又回到原來的，這個身體是「我」，馬上又回來

了，這個色身是我的，它不是四大的和合。所以之前大家都聽聞說：我們

這個色身是假的啊！是四大和合！可是為什麼我們每一個觀念裡面，念念

都把它執為是真實存在的，就是因為沒有「恆作是念」，沒有下這樣的功夫，

我們常常都忘失了，偶爾想起來，這個四大的假合，可是第六意識想一下，

這樣而已，所以它沒有辦法發揮很有效的作用，一直要熏習到你念念都不

忘失說這個色身是四大的和合，這個就是功夫了，心住正念的功夫。 

  光是說這個色身是四大的和合，我們馬上就破除這個身見了嗎？好像

也沒有那麼容易，因為我們眾生對色身的執著非常的堅固，不是現在說它

是四大的和合，然後我們就能夠破除這個身見，沒有辦法，因為熏習太久

了，堅固不忘這個色身是我的、我的，真實存在的，所以它才要進一步地

觀察，說為什麼是四大的和合呢？我再進一步用智慧來分析、來觀察，所

謂的四大和合，到底是哪些內容呢？ 

  所以，接下來佛就開示說： 

  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屬於地； 

  我們所謂的頭髮、汗毛、指甲、牙齒、皮膚、肌肉、筋、骨骼、骨髓、



圓覺經 5  普眼章(講於新加坡) 8

腦漿、還有垢膩的顏色……等等，這些都是歸屬於地大。 

  這個「地」，是什麼意思呢？凡是有質礙的，我們就稱為「地」。就是

有物質的障礙，你從這一頭，沒有辦法穿過到那一頭，中間有物質的阻礙，

這個就是「地」的特性，凡是沒有辦法穿過去的，這個都是屬於「地」。 

  那為什麼稱為「大」呢？就是到處都有，叫做「大」。無處不存在，這

個穿越不過去的這個物質，這個就稱為「大」。到處都有，從我們內在的色

身，到外在的山河大地，這個物質世界，到處都有這個「地大」。房間，我

們現在的講堂，這個桌子、椅子，全部都是沒有辦法穿過去的，我們看得

到的，你只要是沒有辦法穿透、看到後面的，這個全部都是屬於地大，所

以它是無處不有，到處都是存在，所以叫做「大」，只要是沒有辦法穿越的、

有物質阻礙的，這個都稱為「地大」。 

  我們分析這個色身，頭髮、指甲、牙齒，這些都是屬於地大，它只是

屬於地大，那你說頭髮是不是我？頭髮是我的頭髮嗎？頭髮是我嗎？那我

剃完了，「我」就剃掉了；我常常剪指甲，手指甲、腳指甲，你說指甲是我，

那我喀嚓一刀，就把「我」給剪掉了，所以也不能說指甲是我，我們常常

在剪指甲，那個「我」都剪剪剪……，所以你也不能說指甲是「我」，對不

對？牙齒是我嗎？蛀牙的時候，那顆拔掉，「我」拔掉了嗎？所以你也不能

說牙齒是我。所以我們分析它現在講的地大，你每一個去分析，它都不是

我，那地大是不是我？不是我啊！所以我們分析這個色身，屬於地大的，

凡是有物質障礙的，這個都不是我，它只是屬於地大而已，我們內在的色

身有地大，外在也是有地大，內外都有地大的存在，但是都不是我，不能

夠證明它是我，因為它也是生滅法。 

  哪些屬於水大呢？ 

  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痰、淚、精、氣，大、小便利，

皆歸於水； 

  這些都是屬於水大的。什麼是唾呢？就是嘴巴流出來的，叫做唾；鼻

子留出來的，叫做涕，我們說鼻涕；傷口潰爛所化的，叫做膿；身上流的，

是血；血的精華，在我們體內會集的，叫做津；向外排泄出來的，叫做液；

像絲一樣垂下來的，叫做涎；浮聚在嘴角的，叫做沫（我們說口沫橫飛，

嘴角有白白的小泡泡，那個叫做沫）；咳嗽從喉嚨出來的，叫做痰；悲傷哭

泣，從眼睛流出來的，叫做淚；我們腎臟所藏的，叫做精；精所化的，叫

做氣；還有排出來的大便、小便，這些都是歸屬於水大。 

  什麼是水的特性呢？就是有潤濕性的，就是水的特性。所以剛才講的

這些唾、涕、膿、血……，都是有潤濕性的。它也是到處都有，所以它也

是稱為大，有潤濕性的，到處都存在，所以叫做水大。 

  哪些屬於火大呢？ 

  暖氣歸火； 

  我們全身的暖氣，這個暖氣就包含體溫、熱量，這個都是歸屬於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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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是火大的特性？就是有暖熱之相的，屬於暖熱的、有溫度的，這個我

們都稱為火大，它就是火的特性，火的特性就是暖熱。 

  動轉歸風； 

  我們全身的動作運轉，這個都歸屬於風大。所以風的特性，就是有動

轉之相的，我們稱為風。像身體的活動，就是屬於風大；呼吸，屬於風大；

生命的那股能量，屬於風大。我們說我生病，沒有力氣，那個力氣，就是

屬於風大，它是屬於一股生命的動能，這個都是屬於風大。 

  所以，我們就四大一個一個去分析，地大—分析，我們身體這些屬於

地大，但是我們不能說它是我的；我們流出來的這些有濕潤性的，也不是

我的，流的淚，那個眼淚是我的，流出來，就我的流掉了，那我流口水，「我」

也流掉了，所以也不能說這些是我的。 

  四大各離； 

  當我這樣正念觀察的時候，發覺這四大各自分離，各有各的歸屬，我

把頭髮、指甲……髮、毛、爪、齒、皮這些，我把它歸在地大，所以它歸

屬於地大；流出來的這些液體，它是屬於水大；我的體溫，屬於火大；我

的呼吸，屬於風大，還有身體的動作，是屬於風大，各有各的歸屬，而且

四大是各自分離，各有各的歸屬，分離到哪裡去？它歸屬的那個地、水、

火、風四大去了。 

  那要問了：「我」在哪裡？四大各離，四大各自分離，各自有各自的歸

屬，那「我」在哪裡呢？ 

  所以它說： 

  今者妄身，當在何處！ 

  那麼我現在所執著的這個虛妄的身體，它應當在何處呢？四大各離，

各有它的歸屬，我這個虛妄的身體，它應當在哪裡呢？它是屬於這四大？

還是其中的一大？還是都不是？好好地分析觀察，用我們的智慧去分析。 

  如果說這個妄身屬於四大，地、水、火、風都是我的身體的話，「我」

就有四個，對不對？我有四個，因為有四大，所以我這個虛妄的身體就有

四個，有四個我的身體，可不可能？不可能！我們覺得「我」只有一個身

體，所以如果說這個妄身屬於四大，就應該有四個「我」，這個是不能夠成

立的；那說其中的一個是我，另外的三個不是我，那也不能這樣說，所以

如果說這個妄身只屬於其中的一大，其他的三大就和我沒有關係了，可是

我們剛才思惟觀察，正念思惟觀察，我們這個虛妄的身體，它是地、水、

火、風的和合，所以你不能說「我」只有其中的一個地大，然後其他三個

跟我沒關係，你也不能夠這樣講，因為它是四個的和合，所以你說四個都

是「我」，不對！其中的一個是「我」，其他三個沒關係，也不對！那你說

四個都跟我沒關係，也不對！ 

  所以，你不管怎麼樣去分析，得到一個結論就是： 

  即知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為相，實同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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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觀察的過程非常重要，你只要在定中好好地這樣來正念觀

察的話，很快就破除這個身見，因為你分析到最後發覺「我」不可得，它

只是四大的和合，這樣而已。 

  所以它說：這樣正念思惟的結果，我馬上（即，就是馬上、立即），立

即就能夠了知，了知什麼呢？這個色身畢竟沒有它真實的自體，它只是四

大的和合之後才有的假相，實際上是如同幻化的，幻化就是不是實有的，

不是真實存在的，才叫做幻化，它只是四大和合之後的一個虛假的形相，

並不是真實有這個色身，不是真實有，它只是四大和合了之後的一個假相，

實際上它是如同幻化的，這樣就可以證明這個色身不是我，這個就是「觀

身無我」的修法。 

  前面那個「念」，正念觀察的那個念，是智慧的觀察；現在這個「知」，

是智慧的了悟，藉由前面智慧的觀察，然後才有現在所謂的了悟。這個了

悟，是你真正的契入那個境界了，剛才說嘛，如來奢摩他行，就是止觀都

包含在裡面，所以這個是定中來正念思惟，所以定中有觀，觀當中也有定

力的攝持，才會達到破除身見這樣的效果。 

  所以，我們平常怎麼用功呢？就是這樣子來用功，正念思惟觀察這個

色身，它只是四大的和合，哪一些屬於地大？哪一些屬於水大？哪一些屬

於火大？哪一些屬於風大？四大各離，各有它的歸屬，那我這個虛妄的身

體應該在哪裡呢？不能說它四個都是我；也不能說它是其中只有一個，其

他三個跟我沒關係；也不能說除了這四個之外，另外有一個我的存在，也

不可以這樣說。所以分析的結果，就可以得到一個結論：就是這個虛妄的

身體，只是四大和合所有的假相，畢竟沒有它真實的體性，如同幻化一般

的不真實，就可以破除身見，破除身見，就證至少初果，小乘初果，至少

啦，如果大乘有發菩提心，就不只是初果而已。 

  好，這個就是今天，我們就講到這裡好嗎？剛好一個段落。 

  你們有問題可以問，沒有準備？ 

  ［問］師父您好！！有一個疑問，就是地、水、火、風，是否可以選

一個部分，還是要全部觀察，看到清清楚楚的？ 

  ［答］可以一個一個觀察，先一個一個觀察，你可以一個一個來，頭

髮，你就觀察：頭髮是我嗎？不是我！頭髮可以剪掉，所以頭髮不是我。 

  ［問］全部要一直在想，還是可以選一部分觀察？ 

  ［答］看你執著的程度，我們剛才說了，為什麼要進一步，其實佛前

面講第一句，你是根性比較利的，就可以了，有沒有？第一步正念思惟什

麼？這個色身只是四大的和合，其實到這邊就結束了，如果你這個時候就

可以破除身見，後面就不用再進一步的分析了，就是因為眾生對這個色身

非常的執著，那個執著非常的堅固，所以不是說是四大的和合，然後他就

可以馬上就破掉了，所以沒有辦法，佛才要進一步開示說，為什麼是四大

和合，然後哪四大？就是地、水、火、風四大，然後我們去分析，我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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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色身，哪一個部分是屬於地大、那一個部分是屬於水大，一個一個分析，

分析到最後，我們是真的找不到「我」了，他才心甘情願把這個「我」放

掉，才可以承認說這個色身不是「我」，是這樣子。 

  所以你說到底要微細到什麼樣的程度，就看你對這個色身堅固的執著

到什麼程度，你越堅固執著，你那個身見越難破，你可能就要觀察得越仔

細，就是仔細到自己，好，這樣子可以，我可以承認這個，因為分析到最

後，「我」不見了，對不對？地水火風都不是我，那我在哪裡？你就會起了

這樣的一個疑情，這個時候，你這個身見就破了，這個就是「觀身無我」，

觀察這個色身不是我的一個修法，這樣明白嗎？詳細的程度，跟自己執著

的程度成正比。 

  ［問］晚上好！師父！師父想請問您：第一章跟第二章，「知是空花，

即無輪轉」，「知幻即離，離幻即覺」，在每一次當你知幻過後，你即離，這

樣你就…… 

  ［答］那個「知」是重點，那個「知」不是知道，知道是第六意識的

想心所，那個沒有辦法知幻即離的，沒有辦法當下就離，那個「知」，第一

個文殊章跟第二個普賢章，它的修行的重點是那個「知」字，那個「知」

不是知道，不是第六意識知道，而是了悟，了悟就是說你契入那個境界，

佛一說「知是空花」，知道這一切的十法界的身心世界，都好比虛空中的花

朵，當佛這樣開示的時候，你就契入那個境界，當下就是虛空中的花朵了，

懂嗎？當下契入那個境界，那個是「知」的意思，所以你當下就可以離了，

因為你已經現見，現前觀見整個十法界的身心世界，就好像虛空中的花朵

一樣，你已經看見它就是虛空中的花朵，懂嗎？契入這個境界了，知道它

是虛空中的花朵，虛空中本來沒有花朵，你當下現見，無明就破了，才能

夠「知是空花，即無輪轉」，當下生死就切斷了，當下喔，所以你一定是要

契入那個境界，所以那個「知」，一定不是第六意識——我知道，我們都知

道啊！可是六道還是繼續輪轉。 

  ［問］師父所謂的「知」，就是見道嗎？就是本來面目嗎？就是自性嗎？

您說的那一個「知」，就是自性的境界嗎？就是本來面目嗎？就是道嗎？ 

  ［答］對啊！就是明心見性，就是圓覺自性現前了，我們前面講兩章

的時候有講，圓覺自性現前了。 

  ［問］所以如果要做這樣，是不是一直保持正念？ 

  ［答］對！所以我們前面兩章，就是說你沒有辦法當下契入那個境界

的話，你也可以把它當作咒語來念，「知是空花，即無輪轉」，煩惱現前的

時候，知是空花，即無輪轉，慢慢熏熏熏，熏到第八識，有一天，一個不

小心，可能踢到石頭，古人是踢到石頭啦，我們就不知道是撞到牆、還是

怎樣，因為思惟得太專心，可能撞到牆就開悟了，就真的是當下契入那個

境界，所以可以這樣不斷不斷地練習。 

  ［問］師父請問，這樣一直不斷練習，會不會進入一種無念的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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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無妄想，念真如，它只是說你能夠……它比較偏重在定這邊，

無念，就是說它也是算一個境界，我們常常說真心無念，真心離念，就是

說你的真心其實是沒有任何的妄念的，你可以一直保持沒有妄念那個狀

態，其實它就是真心的狀態，可是我們也說你不可能保持很久，為什麼？

因為馬上又動念了，一動念怎麼樣？動念即乖嘛，那一念無明就生起了，

無明生起，就有八識，八識又變現十法界、身心世界，就統統都來了，一

念無明生三細，境界為緣長六粗，就統統都來了，所以如果你可以一直保

持在真心無念那個狀態的話，不起一個妄念，不起無明的話，那個就是佛

的境界了，那個就是真心，現在就是功夫的問題，你可不可以一直保持，

我們剛才講那個安住保持，住持嘛，住持就是安住保持，你可不可以安住

保持在無念的狀態，不起一個妄念喔，一直保持那個無念，但是那個無念，

常常又會被人家誤會說比較偏在定，就是第六意識不起分別的那個現量

境，對不對？當下好像也是無念，可是它差很多，對不對？一個是講真心，

一個是講定的當下是沒有分別的那個狀態。 
  ［問］師父，再請問一個問題。譬如說：瞋心起，如果當你知道這個

瞋心起，你就觀察它、消融它，我想知道這個消融的目的是什麼？ 
  ［答］消融的意思，就是當下你知道它是因緣所生，無自性，當下就

消融了。 
  ［問］這樣的一個練習，是不是說我能夠慢慢把我的瞋心減低？ 
  ［答］瞋心不怕，因為它也是生滅法，瞋心起來，當下知道瞋心不可

得，就消融了，因為瞋它是生滅法，生滅法的意思，就是說它不可能永恆

存在，它也是因緣所生，為什麼會起瞋心呢？就是內在的種子生現行了，

有一個外緣牽動我內在瞋恚的種子，讓它生現行，我就起了瞋恚心，可是

這個是生滅法，因緣所生，因為有一個外境，然後牽動我內在瞋恚的種子，

讓它生起現行，所以它是因緣所生，只要是因緣所生，都是無自性的，都

是無常生滅的，它不可能永遠氣到一輩子，到死為止，所以它是生滅無常

的，生滅無常的都不可怕，對不對？因為說明它是無自性的，是空的，自

性是空的，所以瞋心不可怕，自性是空的，你當下就把瞋心消融了，這樣

不斷不斷地練習，當你契入那個空性的境界了之後，它就可以把我們瞋恚

的種子怎麼樣？慢慢地清淨，你慢慢地清淨你那個煩惱，貪瞋癡慢，種種

煩惱的種子，慢慢地就能夠清淨，就是用空性的、般若的智慧，空性的智

慧，然後把我們內在那些煩惱業力的種子，可以慢慢地清淨，就是靠它。 
  （謝謝師父！沒有問題了） 
  ［問］師父，請問您說小乘見有止，沒有觀，可是小乘也有 Vipassana
（insight meditation 內觀）。 
  ［答］對啊！沒錯！小乘就是說奢摩他跟毗婆舍那，奢摩他的時候，

就是講止；毗婆舍那，講觀，分開的，懂嗎？它講奢摩他，講止的時候，

沒有觀在裡面；另外講觀的，叫毗婆舍那，明白嗎？我沒有說小乘沒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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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觀，不是，而是說他在修奢摩他，在修止的時候，就是修止，所以他

只得定，沒有講到那個觀，因為慧是靠修觀，開發智慧的，所以他修定就

是修定，修止就是修止，修觀就是修觀，修止成就定力，修觀成就慧力，

分開修的，可是如來奢摩他行，是止觀雙運，定中有慧，慧中有定，兩個

同時都成就，懂嗎？這是它的差別，不是說小乘沒有觀，我沒有這樣說喔。 
  ［問］法師，平日如何訓練自己，不用第六意識去看問題、去判斷？ 
  ［答］這個就是保持第六意識現量境，就看只是看，聽只是聽，不去

做分別，保持第六意識的無分別，這樣去練習，當你成就定力的時候，你

就會看得很清楚，但是你的心沒有分別，所以你不可能生煩惱，就這樣子

練習，保持第六意識無分別，六塵境界現前的時候，你就只是用你的眼、

耳、鼻、舌、身，去看、去聽，不做分別，知道，但是沒有分別，好吃就

是好吃，沒有生貪；不好吃就是不好吃，不喜歡就是不喜歡，不會生瞋，

這要靠訓練，不然它很快，因為習氣跑在先，所以你一定要不斷不斷地練

習，把你的定力訓練好了之後，你用定力來看的時候，你的心就不動了，

但是看得很清楚，所以你是如實了知，但是心沒有動，那個就是有定力，

然後再加上你有慧觀的話，知道它都是生滅無常的、無我的，那個很快就

開悟了。 
  ［問］普賢章說：以幻修幻，現在又說要離諸幻，為什麼？ 
  ［答］可見你沒有很明白前面的，前面也是要遠離諸幻，只是說它可

以當下就遠離了，不用漸次來修行，不用漸修的法門，當下就可以遠離，

不是知幻即離嗎？你知道一切是幻，當下就遠離諸幻了，所以它也是要遠

離諸幻，不是沒有遠離諸幻。 
  我們今天到這裡。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切，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