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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这本「六妙门略释」，是录自天台智者大师所述「六妙门」及「释禅波

罗密」的部分内容。写此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初学止观的行者，能有一

个方便、简明的下手处。 
  「六妙门」，是天台三部止观之一，其它两部是「释禅波罗密」及「摩

诃止观」。若想再进一步窥探止观的奥秘，可详细研读此三部书，必能于止

观法门有所成就。 
  这次能顺利出书，还要感谢参与校对的净性、净觉、净相、净见、净

行、净愿、净定等师兄，和封面设计的净见师兄。 
  最后，将此书的功德，回向一切法界众生早日成佛，并愿佛法久住世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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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妙门略释 

  六妙门被列为「亦世间亦出世间禅」。就是说修六妙门中的方法，你可

以得到世间的果报，也可以得到出世间的果报，因为它通世间也通出世间。

世间是指两种凡夫的境界，即凡夫、外道。出世间是指三种圣人的境界，

即声闻、缘觉及菩萨。我们在修行时，虽用同样的法门，却因观念的不同、

知见的不同、发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成果，也因此六妙门又成为「不定

止观」。 
 
一、数  
（一）修数 

  从一到十，把心念放在呼吸上，吸气时数或吐气时数。 
  第一阶段——根本用不上功夫，是散乱心的状况。 
  第二阶段——数息时，数目时断时续，妄念纷飞，开始集中注意力来

克服念头。 
  第三阶段——数息时，数目已能连续不断，但仍有许多妄想杂念，伴

着数息的正念。 
  第四阶段——数息时，正念不断，杂念减少。 
  第五阶段——数息时，已不再有任何妄想杂念，只有清净的正念，但

仍有数息的我，被数的呼吸，和数息的数字这些观念。 
  第六阶段——忘了数字和呼吸，没有主观与客观的界限，人、我对立

的观念，开始与定相应。 
  第七阶段——超越一切感觉、观念的境界，已无身、心、世界、时间、

空间等觉受，是真正的定境。 
（二）证数 

  心已能专注从一到十的住于数息缘上（即第五阶段）。此时心已慢慢转

为微细，觉息很粗，不想再数，便能舍数随息。 
（三）依数为妙门 

  行者因子息故，能生出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若于最后非想非

非想，能觉知非是涅盘，是人必定得三乘道。 
 
二、随 
（一）修随 

  证到数息时，呼吸与要数念头及数目字配合得非常好，数息觉得愉快、

易数，息也顺畅。 
  接着息与心念越来越细，会觉得这些数字很累赘，而自然弃舍。此时，

一心于息上，随着息的出入，而安心其中，意无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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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证随 

  渐渐，心念与息相依，似乎合为一体，故息的长短等，了了分明，息

遍全身流通出入，亦清晰觉知，因此有一种恬然凝静的感觉。 
  由于心念是随着息的流通出入而移动，故持久会有一种疲倦的感觉。

此时，觉随为粗，心厌欲舍，当舍随修止。 
（三）依随为妙门 

  行者因随息故，能出生十六特胜（注），深观弃舍，不着非想非非想，

能得涅盘。 

 

（注）十六特胜 

  特胜——佛未出世前，外道修四禅八定不出生死。如来成道后，教修

此观，得道无量。 

  另有一类众生，贪欲既薄，厌恶心重，作不净观，生大厌患，因憎恶

此身而顾人自害。佛因此告舍不净观，更修胜法，法名十六特胜。因十六

特胜，有定，有观，以喜乐等观，无自害之过，且有实观，修之可以得道，

故名特胜。 

 

一、知息入 

         此对数息。 

二、知息出 

行者从数息法中，既调息绵绵，一心依随于息，息若入时，知从鼻端

入至脐，若出时，知从脐出至鼻，如是一心照息。 

  便知： 

  １、入息时粗，出息时细。（入气利急，故相粗，出息涩迟，故细。） 

  ２、入息时轻，出息时重。（入息既在身内，即令体轻，出息时身无风

气，则觉身重。） 

  ３、入息时滑，出息时涩。（息从外来，风气利故，则滑。从内出吹，

内滓秽塞诸毛孔，则涩。） 

  ４、入息时冷，出息时暖。（息从外来，冷气而入，故冷。息从内出，

吹内热气而出，故暖。） 

  ５、入息时近，出息时久。（息入既利，则易尽，故近。息出涩则难尽，

故久。） 

既明心照息，后证定时，则心眼开明，见身三十六物，破爱、见、慢，

此即是特胜，胜于数息。——随息之时，即觉知此息无常，命依于息，

以息为命，一息不还，即便无命。知息无常，即不生爱，知息非我，

即不生见，悟无常，即不生慢，从初修，已能破诸结使，故不同数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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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息长短——此对欲界定。 

  初得定时，即觉息中，长短之相： 

  １、觉入息长、出息短。（心静住于内，息随心入，故入则知长。心既

不缘外，故出则知短。） 

  ２、觉息长则心细，觉息短则心粗。（心细则息细，息细则入从鼻至脐，

微缓而长，心粗则息粗，息粗则入从鼻至脐，急疾短。） 

  ３、息短故觉心细，息长故心粗。（心既转静，出息从脐至胸即尽，入

息从鼻至咽间，即知尽，此则心静，故觉息短。觉息从脐至鼻，

从鼻至脐，道里长远，此则心粗，故觉息长。） 

  ４、短中觉长则定细，长中知短则是粗。(如息从鼻至胸则尽，此行处

虽短，若久久方至脐，此则行处短，而时节长，故短中觉长，则

定细。如心粗，息从鼻至脐，道里极长，而时节短，心粗气息行

疾故。)  

若证欲界定时，宜是定明净，都不觉知，息中相貌。今观息长短，知

由心生灭不定故，则息长短，相貌非一，得此定时，觉悟无常，转更

分明，故胜于欲界定。 

 

四、知息遍身——对未到地定。 

发未到地时，渐渐觉身如云影，觉出入息遍身毛孔，此时也知息长短

相等。见息入无积聚，出无分散，无常生灭，觉身空假不实，生灭剎

那不住，三事和合，故有定生，三事既空，则定无所依，知空不空，

于定中不着，即破根本未到地。 

未到地定中，直觉身相，泯然如虚空，实有身息，但以眼不开故，不

觉不见，今特胜中，观身、息无常生灭，故胜于未到地定。 

 

五、除诸身行——对初禅觉观支。 

因觉息遍身，发得初禅，心眼开明，见身三十六物，臭秽可恶，此时

即知三十六物，由四大有，头等六分，一一非身，四大之中，各各非

身，此即是除欲界身。于欲界身中，起种种善恶行，今见身不净，则

不造善恶诸业，故名除身行。 

于欲界身中，求色界四大不可得，名除初禅身。有色界造色者，是从

外来，为从内出，为在中间住，如是观时，毕竟不可得，但以颠倒忆

想故，如是谛观不得，即是除初禅身，身除故，身行即灭。觉身三十

六物，虚假不实，名觉。知四大造色、此身及从身分生诸身行，皆不

可得，名观。如是观行，能除诸结使，故胜于初禅觉观支。 

 

六、受喜——对初禅喜支。 

于觉观支中，以有观行破析，达觉观性空。当知从觉观生喜亦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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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喜中不着，无诸过罪，故说受喜。如真实知见，得真法喜，故说受

喜。（根本禅中喜支，无观慧照了，多生烦恼，故不应受。） 

 

七、受乐——对根本禅乐支。 

知乐性空，于乐中不着，无乐过罪。（根本禅乐支，既无观慧，乐中多

染，故不应受。） 

 

八、受诸心行——对根本禅一心支。 

知此一心，虚诳不实，一心非心，即不敢着，既无过罪，即是三昧正

受。（根本禅入一心时，心生染着，此一心不应受。） 

 

九、心作喜——对二禅内净喜。 

今观此喜，即知虚诳，不生受着，如真实智，生法喜，亦名喜觉分。

既从正观心，生真法喜，故名心作喜。（二禅喜从内净发，以无智慧照

了多受着。） 

 

十、心作摄——对二禅一心支。 

正以破前伪喜，生喜觉喜，此喜虽正，而不无涌动之过，即应返观喜

性，既知空寂，毕竟定心不乱，不随喜动，故云作摄。 

 

十一、心作解脱——对三禅乐支。 

三禅有徧身之乐，凡夫得之，多生染爱，为之所缚，不得解脱。今

言解脱者，以观慧破析，证徧身乐时，即知此乐，从因缘生，空无

自性，虚诳不实，观乐不着，心得自在，故名心作解脱。 

 

十二、观无常——对四禅不动定。 

凡夫得此定时，多生常想，心生爱取。今若观此定，生灭代谢，一

切世间，动、不动法，皆破坏不安之相，故名观无常。 

 

十三、观出散——对空无边处定。 

散者：散三种色。 

出散者，谓出离色心，依虚空消散自在，不为色法所缚，故名出散。

凡夫得此定时，谓是真空安稳，心生取着。 

今言观出散者：行人初入虚空处时，即知四阴（受、想、行、识）

和合故有，无自性，不可取着。所以者何？若言有出散，是虚空出

散？还是心出散？若心出散，心为三际所迁，过去已谢，未来未至，

现在无住，何能出散？若是虚空出散，空是无知，无知之法，如何

出散？既不得空定，则心无受着，是名观出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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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观离欲——对识无边处定。 

欲：一切爱着外境，皆名为欲。 

离欲：从欲界乃至空无边处，皆是心外之境，若虚空为外境，识来

领受此空，既以空为所欲。今识处定，缘于内识，能离外空欲，故

离欲。 

若凡夫得此定，无慧眼照了，谓言心与识法相应，真实安稳，即生

染着。 

今言观离欲者：得此定时，即观破析，若言以心缘识，心与识相应，

得入定者，此实不然。何以故？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识，皆不与

现在心相应故，云何言心与三世识相应？定法持心，名为识定。故

知此识定，但有名字，虚诳不实，故名离欲。 

 

十五、观灭——对无所有处定。 

此定缘无为法尘，心与无为相应，对无为法尘，发少识故。凡夫得

之，谓之心灭，深生爱着，不能舍为之所缚。 

今言观灭者：得此定时，即觉有少识，此识虽少，亦有四阴和合，

无常、无我、虚诳，譬如粪秽，多少俱臭，不可染着，是名观灭。 

 

十六、观弃舍——对非想非非想处定。 

弃舍：从初禅以来，但有偏舍，无有两舍，故未与弃舍之名，今此

非想，既有双舍有无，故名弃舍。 

凡夫得此定时，谓为涅盘，无有观慧觉了，不能舍离。 

今明弃舍者：得此定时，即知四阴等和合所成，当知此定，无常、

苦、空、无我，虚诳不实，不应计为涅盘，生安乐想。既知空寂，

即不受着，是名观弃舍。 

此时具二种弃舍，一者根本弃舍，二者涅盘弃舍，永弃生死。 

行者尔时深观弃舍，即便得悟三乘涅盘。 

此中细想，即便获得阿罗汉果。 

今明悟道，未必应须具十六，或得三二特胜，即便得悟。又利根者，

初随息时，觉悟无常，即便悟道，此随人不定。从初以来，俱发根

本定故，名亦有漏。于中观行，破析不着，名亦无漏，故云特胜。

是亦有漏、亦无漏禅。 

又此十六特胜，可对四念处：前五对身、中三对受、次二对心、后

五对法。 

 
三、止 
（一）修止 

  心念随息的出入，越来越细，细到最后，几乎感觉不到息的进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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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止。 
（二）证止 

  由于心念的集中，不受外在的干扰，感觉器官渐渐失去反应，身体也

跟着失去感觉，此时便能由欲界身入未到地定，不见身心、内外相貌，若

是功夫熟练，用定法持心，使其任运不动，就能入初禅而证止。 
  止就是一种定境，只有一个念头停在那边，用这个念头观照是否还有

微细的念头在动，若是妄念起，不随着妄念转，只让它闪过去，当注意力

越来越强，妄念的力量便越来越弱，最后只剩下一个轻微的感觉定在那边，

就是一心。 
  此时，若念此定虽能得轻安、寂静，却不能断烦恼，了脱生死，不是

学佛修定的目的。而此定，皆属因缘和合而有，虚诳不实，即不着止，起

观分别。 
（三）依止为妙门 

  行者因止心故，能次第法五轮禅。 
  １、地轮三昧——即未到地。 
  ２、水轮三昧——即种种禅定善根发相。 
  ３、虚空轮三昧——觉因缘无性如虚空。 
  ４、金沙轮三昧——即见思解脱，无着正慧，如金沙。 
  ５、金刚轮三昧——即第九无碍道，能断三界结使，入涅盘。 
 
四、观 
（一）修观 

  修止时，心念观照是否有妄念生起，一有妄念生起即放下，当心念的

力量大过妄念的力量，渐渐便能证止而入初禅。因证止故，念头可以集中

且安住得很好，所以念头的力量就很强，修观即是运用此强有力的念头，

起任何一种观照。 
  修观的方法—— 
  １、九想：用此对治，破欲界烦恼。（注一） 
  ２、八念：为除修九想时，怖畏心生。（注二） 
  ３、十想：修此十想，断三界烦恼。（注三） 

  ４、八背舍：修此观，对治三界根本定中见着。（注四） 
  ５、八胜处：为于诸禅定，观缘中的自在。（注五） 
  ６、十一切处：为欲广禅定中，色心令普遍。（注六） 
  ７、九次第定：由无间次第而上进的九种禅定。（注七） 
  ８、狮子奋迅三昧：修此三昧，能捷速的除去微细无知的惑障，正如

狮子奋迅似的快速。即顺逆次第，入出诸禅，令定观分明，纯熟

增益功德。（注八） 

  ９、超越三昧：于诸禅中超越入出，为得无碍自在解脱。（注九） 

六妙门略释 7



（二）证观 

  如观身不净可以体会到不净，就是利用外在的身为所观的对象，以生

起不净的心念，以心念来说，身是外，心是内，还有内外对立的存在：即

一个是能观的心，一个是所观的境，一旦有了能所对立，所体会到的，就

不是绝对的真理，亦还未体悟到真如体性，为打破此内外相对的存在，将

心返回来，观此能观的心是如何生起的，便进入「还」的阶段。 
（三）依观为妙门 

  行者因观能生出九想、八念、十想、八背舍、八胜处、十一切处、九

次第定、狮子奋迅三昧、超越三昧等，最后证得涅盘，故名为妙。 
 

（注一）：九想 

  死想——取我所爱人，若男若女，脱衣露体，卧置地上，作死尸想。

观此尸，心甚惊畏，破爱着心；为九想之前方便。 

 

此想破「威仪姿态欲」、「言语音声欲」。 

  （１）胀想 

  （２）坏想          破「形貌欲」 

  （３）血涂漫想 

  （４）脓烂想         破「色 欲」 

  （５）青瘀想                除六欲 

  （６）噉想          除「人相欲」 

  （７）散想          

  （８）骨想 

  （９）烧想          除「细滑欲」 

 

  作此观时，虽破坏六欲，而多生恐怖，若修八种正念，恐怖即除，既

贪欲心薄，又无怖畏，此时欲断三界结使，即应进修十想，十想成就，便

能成阿罗汉。 

 

（注二）：八念 

  （1）念佛：念佛之威神，以除恐怖。 

  （2）念法：念正法之胜妙，以除恐怖。 

  （3）念僧：念圣僧之依伴，以除恐怖。 

  （4）念戒：念持戒之功德，以除恐怖。 

  （5）念舍：念行施之福报，以除恐怖。 

  （6）念天：念生天之乐果，以除恐怖。 

  （7）念出入息：念息道之安定，以除恐怖。 

  （8）念死：念死法之常随，以除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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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三）：十想 

  （1）无常想——总观三界一切法无常（体）。   （示见道） 

  （2）苦 想——总观三界一切法是苦（相）。    破诸邪见，得圣果，犹未离 

  （3）无我想——总观三界一切法无我（用）。    欲，为见道能断分别之执。 

 

  （4）食不净想——别观我身之无我。            （示修道） 

  （5）一切世间不可乐想——别观我身之苦。      得离淫欲等诸烦恼， 

  （6）死 想——别观我身之无常。              为修道能断俱生之执。 

  （7）不净想——别观我身之不净。 

  （8）断 想——断诸结使，故名为断，得无漏道（有余涅盘）。 

                   二执均断，观过去，对用之无我。 

  （9）离 想——离结使故，远诸烦恼，是名离想，（二涅盘方 

                   便门）。诸苦皆离，观现在，对相之苦。            示无学道 

  （10）尽 想——尽诸结使故，灭一切苦更不生故名为尽，入涅 

                   盘时，灭五受众不复相续，是名尽想（无余涅盘）。 

                   不受后有，观未来，对体之无常。 

 

九想与十想之比较 

  九想为遮未得禅定，为淫欲所覆故；十想能除灭淫欲等三毒。九想如

缚贼，十想如斩杀；九想为初学，十想为成就。九想为因，十想为果，是

故先九想，后十想。九想为外门，十想为内门。 

  有人言：十想，九想，同为离欲，俱为涅盘。所以者何？ 

  初死想，动转、言语须臾之间，忽然已死；身体肿胀，烂坏分散，各

各变异，是则——无常。 

  若有着此身，无常坏时，是即为——苦。 

  若无常、苦，无得自在者，是则——无我。 

  不净、无常、苦、无我，则——世间不可乐。 

  食虽在口，脑涎流下，与唾和合成味，而咽与吐无异，下入腹中，即

为粪秽，即是——食不净想。 

  以此九想观身无常变易，念念皆灭，即是——死想。 

  以是九想厌世间乐，知烦恼断则安隐寂灭，即是——断想。 

  以是九想遮诸烦恼，即是——离想。 

  以是九想厌世间故，知此五阴灭，更不复生，是处安隐，即是——尽

想。 

  若是行人能如此善巧修习九想，就和修习十想一样，能断见思二惑，

趣向三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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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四）：八背舍——亦名八解脱。在因名背舍，果满则名解脱。 

 
（１）内有色想观外色解脱： 

皆     内身有色想之贪，为除此贪，观外之不净青瘀等色，使贪不起，故名

解脱。此初解脱依初禅定而起，缘欲界之色。 

（２）内无色想观外色解脱： 

内身虽无色想之贪，而欲使更为坚牢观外之不净青瘀等色，使 

  缘          不起贪，故名解脱，此依二禅而起，缘初禅之色。 

（３）净解脱身作证具足住解脱： 

①心既调柔，想身、皮、肉、血、髓不净除却唯有白骨，系心骨人，

若外驰散，摄之令还，深摄心故，见白骨流光，如珂如贝，能照内

外诸物，是为净背舍初门。 

 欲          ②观骨人散灭，但见骨光，取外净洁色想，若金刚、真珠…… 

 各有清净光耀，是时行者得受喜乐，遍满身中（证三禅）名 

 向外寻求净背舍。遍身乐故，名为身证，得是心乐，背舍五 

 欲，不复喜乐，是名背舍（证四禅）。具足圆满，而得住于此 

 定，故具足住，此第三解脱位，依四禅而起，亦缘欲界之色， 

  界      所异者上二解脱为可憎之不净色，此为可爱之净色，故是净 

 观。 

 

  缘   （４）空无边处解脱： 

   无          背舍色，缘无量虚空处，于虚空思惟胜解。虽住定中，不着虚 

   色          空定。 

   界    （５）识无边处解脱： 

   及          即于是识思惟胜解。虽住定中，不着无边处定。 

   无    （６）无所有处解脱： 

   漏          已得无所有处定，虽住定中，不着无所有处定。 

   法    （７）非想非非想处解脱： 

               已得非想非非想处定，虽定中，不着此定。 

   

   非 

   心 

   心    （８）灭受想解脱： 

   数          弃舍前之非想非非想之所缘，除受想息，心与灭法相应，灭法     

   法          持心，寂然无所知觉，是名灭受想解脱。 

   故 

   无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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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五）：八胜处——先已修治胜解，后方能起胜知胜见，故名胜处。 

 

  如  （１）内有色想观外色少胜处：以观道未增长，若观多色，则恐难摄 

  第     持，故观少色。谓为观外色少，但观内身之不净，或观少许之 

  一     外色清净。 

  解  （２）内有色想观外色多胜处：以观道未渐熟，多观外色无妨，谛观 

  脱     一死尸而至于十百千万之死尸，若观一膨胀时，悉观一切膨 

        胀，观广大之外色清净，谓观外色多。 

 

 

  如  （３）内无色想观外色少胜处：观道渐为胜妙，虽观外色而内心不存 

  第     色想，故曰内无色想。观外色少之义，如第一胜处。 

  二   

  解  （４）内无色想观外色多胜处：内心不留色想，故曰内无色想，观外 

  脱     色多之义，如第二胜处。 

 

 

  唯 

  净  （５）青胜处：观外之青色，转变自在，使少为多，使多为少，于所 

  观     见之青相，不起法爱。 

  ， 

  如  （６）黄胜处：观黄色而不起法执，如青胜处。 

  前 

  之  （７）赤胜处：观赤色如青胜处。 

  第 

  三  （８）白胜处：观白色如青胜处。 

  解 

  脱 

 

  前修解脱唯能背舍（背者、净洁五欲。舍者，离是着心）。后修胜处能

制所缘，随所乐观，惑终不起。前解脱中胜解自在，后胜处中制伏自在。 

  未漏尽故，中间或结使生，随着净色，复勤精进，断此着故，如是净

观从心想生，譬如幻主观所幻物，知从己出，心不生着，能不随所缘，是

时背舍变名胜处。 

  于净观虽胜，未能广大，是时行者还取净相，用背舍力及胜处力故，

取是净地相，渐渐遍满十方虚空，水、火、风亦尔。取青相渐令广大，亦

遍十方虚空，黄、赤、白亦如是，是时胜处变一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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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六）：十一切处——即十遍处。观青黄赤白地水风空识之十法，使其一

一周遍于一切处。 

青黄赤白地水风八色遍处：四禅中摄，缘欲界。 

空遍处：虚空处近色界，亦能缘色。于无色中，空遍一切，故立

遍处。 

识遍处：第四禅起超入识处。一切处中皆有识，能疾缘一切法，

亦立遍处。 

无所有处中，无物可广，非想非非想处心钝，难得取相令广

大，故此二不名一切处。 

 

（注七）：九次第定——离诸欲，离诸恶、不善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

入初禅，如是次第，入二禅、三禅、四禅、四空定、灭受想定，

是名九次第定。 

上来诸法门，既观行未熟，入禅时心有间故，不名次第定。

行者定观之法，先以成就，今于此中，修练既熟，能从一禅心起，

次入一禅，心心无间，不令异念得入，如是乃至灭受想定，是名

九次第定。 

行者先当从浅至深，修练诸禅，定观之法，极令调柔利熟，

然后总合定观二种法门，一心齐入，善断法爱，自识其心，从初

调心，入一禅，不令异念间杂，如是乃至灭受想定。行者若用此

心遍入诸禅，非但次第调柔，心无杂间，亦复增益，诸禅功德，

转深微妙。 

 

（注八）：狮子奋迅三昧——行者非但能心心次第，从于初禅，直至灭受，

亦能从灭受初想定，却入非想，入至初禅，此则义同狮子奋迅。

上来诸禅，所不能尔，故说此定为狮子奋迅三昧。 

行者住此法门，即能覆却遍入一切诸禅，熏诸观定，悉令通

利，转变自在，出生诸深三昧，种种功德，神智转胜。 

 

（注九）超越三昧——行者因狮子奋迅三昧，逆顺出入超越三昧。 

声闻之人，入超越三昧，但能从初禅，超入三禅，尚不能超

二，何能超三？菩萨不尔，从初禅起，能超入灭受想定，随意自

在。若三乘人，入此三昧，具足修一切法门，是时观定等法，转

深明利，更复出生，百千三昧，功德深厚，神通猛利。 

 
五、还 

  修观时，于定心中，以慧分别，观于微细出入息相，如空中风，皮肉

筋骨，三十六物，如芭蕉不实，心识无常，刹那不住，无有我、人、身、

六妙门略释 12



受、心、法，皆无自性，不得人、法，定何所依？当观照功夫深细时，即

能洞见内外之种种不净物，彻见缘起和合之身心，刹那变异不住，无常、

无我，觉受是苦。证身、受、心、法四种念处，破净、乐、常、我四种颠

倒之见。 
（一）修还 

  还，即返本还原。 
  前面种种观想法，是以能观的心智，去观照种种境界，证境时，即能

生出观照的智慧，见种种境。 
  既知观从心生，若从析境，不会本源，应当反观观心。观此心从何而

生？它是观心生，还是非观心生，从亦观心亦非观心生，还是非观非非观

心生，在返照之下，皆不可得，觉察能观之心非有即空。能观之心既然是

空，所观之境亦非有，故心境双亡，归还本源。 
（二）证还 

  此时智慧开发，证境加深，不加功用而能任运自然，返照境智双亡之

境。既然能观所观都无，此时舍掉还门，安心在净。 
（三）依还为妙门 

  行者若用慧行、善巧破析，返本还原，是时即便出生空、无相、无作、

三十七品、四谛、十二因缘、中道正观，因此得入涅盘。还为妙门，意在

此。 
 
六、净 
（一）修净 

  修还到一切空不可得时，若能见到心性本净就是修净。观一切法本来

清净，证到心清净，就可转一切法为净，所以色、受、想、行、识都是净。

于是息灭妄想、分别、我执。观心的时候，不得心及诸法，而能了了分别

一切诸法。虽分别一切法，却不染着一切法，而去成就一切法，这就是自

性清净。因为一切法性空，就能入诸法界，不见一切，却能通达一切法，

而广作度生的工作。 
（二）证净 

  如是修时，证得一切本是清净无染，如如不动，则能彻见诸法之本性，

心慧相应。入三昧正受，则无漏慧开发现前，断三界垢尽，而证入涅盘，

了脱生死。 
  证净有两种： 
  １、相似证：就是好像是，而不是真的，可能已很接近，但它并不是

真正的智慧。因为平常读了一些真如本性的佛书，一旦

坐到某个程度，觉心很平静或空境现前，这些听闻过的

佛法，从八识的种子浮现，就执以为开悟了。 
  ２、真实证：是真正的证得无漏慧。相似证还是有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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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净为妙门 

  行者若能体识一切诸法本性清净，二乘之人，定证涅盘。若是菩萨，

具十信心，修行不息，得大菩提果，净为妙门，意在此。 
  观、还、净三者都属观，只是观的对象、层次、境界不同，所以才分

成三，同时这三种观法还与其它观法相通，列表于下： 
 
      空观──观 
  １、  假观──还 
      中观──净 
 
      观众生空──观 
  ２、  观实法空──还 
      观平等空──净 
 
      与空三昧相应──观 
  ３、  与无相三昧相应──还 
      与无作三昧相应──净 
 
      一切外观──观 
  ４、  一切内观──还 
      一切非内非外观──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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