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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定 

今天主要講的是禪定跟智慧。在講禪定方法之前，首先要講一個觀念：禪

定是修福的法門。很多人講到修福時，都會說到布施，尤其是財布施。但經典

上謂：升天三福行，乃布施、持戒、禪定也。 

很多人都以「布施」為培福的唯一方法。知持戒是培福者已不多，何況能

確認禪定是培福者，更微乎其微！ 

「布施是福」這大家比較肯定。前已說過：福是和諧，故能增加和諧者，

即是修福。布施為何能修福？因為損有餘補不足。有些人錢太多了，拿去布施

給窮困者，所以能調整之間的對立。 

以目前的說法，就是能增加社會的整體效益，所以能增加更大的和諧。如

果貧富差異越來越大，社會就會變成蠻嚴重的仇富心理，這對和諧當越遙遠！ 

云何持戒能培福？以持戒的止持，損人者不為。故不殺生、不偷盜、不邪

淫，不做損人的事，即能減少衝突而增加和諧。持戒的作持，則利人者多為，

當能達成人跟人間更大的和諧。因此布施能培福，持戒也能培福。 

而今天主要是講禪定。云何禪定能培福？且由以下四點來分析： 

a.內心的和諧：一般人就算無所事事，內心裡還是波濤洶湧。我們的心識就

像江河一般，永遠都是川流湍急、波濤洶湧，甚至很多觀念、思緒都是互相糾

纏矛盾的，所以一般人心裡其實不曾平靜過，就算睡覺也未曾真正安寧過。 

而在禪坐用方法時，單純地把心安在方法上，因此能使念頭撫平，慢慢由

大浪變小浪、小浪變細浪。若浪越來越細，則心裡的矛盾衝突就漸消逝，而得

到內心的喜悅。 

不明就裡的會以為這些人整天坐在那裡，自找苦吃嗎？其實是在享受啊！

且這種喜悅，非外塵五欲之樂所可比擬。 

如《菜根譚》云：飽後思味，則濃淡之境都消；色後思淫，則男女之見盡絕。 

比如說食物，夏天有些人喜歡喝冷飲，飲料剛入口，甜甜、冰冰的似很爽

口，但過了喉嚨味道就不見了。到了肚子呢？有時候就後悔了。我每次喝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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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到肚裡就覺得不太爽快。所以很多食物，入口覺得好吃，可是好吃的感覺，

卻維持不到一分鐘就變了。 

五欲除了食欲，其次就是飽暖思淫慾。很多人為了男女的淫慾而身敗名裂，

甚至上法庭打官司，反正這種事情大家看多了。 

五欲之樂，既膚淺又後弊多，何如禪定之樂？打坐坐好，身心自能吉祥安

樂，且不會有任何後遺症。 

在這資訊時代一般人的心理負擔都很重，資訊太多了，心裡難免會有些緊

張、焦慮。記得多年前，我去馬來西亞講課時，覺得當地人嘴角都帶著淡淡的

微笑。我回台灣仔細看，看不到幾個微笑的。那還是近二十年前呢！如果是今

天，就更愁眉苦臉了。 

因為越工業化、都會化，步調即越快。如大家常云：計劃趕不上變化。故

心理都有很大的壓力，可是還必須去吸收這些資訊。不只無法自拔，甚至江河

日下。比如多少人能離開「方盒子」而過生活呢？ 

方盒子第一就是電視。家裡沒有電視的有幾個？有電視而能夠不看的，又

有幾個呢？少之又少。第二是電腦，第三是手機。比如在搭車時，有多少人能

不碰手機呢？我常坐車南下北上，在高鐵上一看，眾都是低頭苦幹。不止手離

不開手機，眼睛也離不開手機。 

還有人一邊走路，一邊看手機；真得忙到這個地步嗎？是以現代人大部分

是心理負擔過重的。所以我常對竹科人說：你們再不禪坐，下半輩子會很慘的。

因為於年輕時，就已用腦過度了，等發覺不行時，早來不及了。而唯一的藥方

就是用禪坐的方法，讓腦筋得到一些鬆弛。 

聽說目前矽谷，如 Google 等倒是開始流行冥想、禪坐了。為什麼呢？物極

必反呀！用腦過度到近受不了時，就會對應有反其道的方法，而這方法就是禪

坐，以讓腦筋在資訊時代裡，勉強得到一些休息、甚至修復。 

我也常說，退休後最好就是常打坐。這跟下面所說「生理的和諧」有關。 

b.生理的和諧：一般人就算不生病，這身體對他來講還是個很大的負擔，為

什麼？脈障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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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障嚴重者，即生病或功能失調。脈障不嚴重者，身體還是沉重、負擔。

沒有電梯時，有些人五樓、十樓爬上去，大概就喘到不行了。搭車時，我看有

些人急著找位子坐。搭車也坐不了多久，站個十分鐘、廿分鐘有什麼關係？可

是現代人，就非趕快找個位子坐不可。 

在禪坐的過程中，以氣養足脈漸通，而能使身體健康、輕利。 

因為打坐能減少能量的消耗，身體不僅不動，形態還像三個圓，也有人說

像金字塔，皆可減少能量的消耗。能量消耗既少，身上的氣──就是能量，即

能慢慢養足。 

養足之後就可以把氣脈原有的障礙慢慢疏通了，當然這要花多點時間。但

疏通之後身體就可由沉重，變成輕利。本來有的病，也可以慢慢痊癒。 

首先講到失眠的對治。有一次我在桃園帶初級禪訓班，法鼓山的教法共四

堂課，若每星期講一堂，則一個月講完。我講到第三堂時，就有學員說：「法

師，我現在不用再吃安眠藥了！」本來是每晚一定要吃安眠藥才能睡覺的，現

可不吃了，對她而言功德多大呢！ 

其次是癌症的對治。以前我在竹科帶禪七時，有個女眾跟我說：半年前她

檢查出有癌症，她非常果斷馬上把工作辭掉，並到各地打禪七。半年後再檢查，

已好了一半。 

為什麼呢？我說人只有一種病，就是氣脈不通，肝不通就是肝病，腎不通

就是腎病；脈通，病就好了。當然不同的病，要花的時間也是有差異的。其實，

這個女眾也是不容易！大概才三十多歲，就果斷地把工作辭掉，到處去打禪七。

打到那時，已不覺得她有什麼病了！ 

下面再講憂鬱症的對治。我的了解，憂鬱症跟胸口的脈不通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在外國，聽說有上萬個病例，是用禪坐把憂鬱症治療好的，其它的病大概

差不多。所以我覺得：禪坐是有病治病，無病保健的良方。 

這個時代因為醫藥發達，所以保健、養生的偏方太多，而且很多都是互相

矛盾的，故到最後倒是會被累死、嚇死。因為這個不能吃，那個也有後遺症。

對我來講這些我都不在乎，因為我唯一相信：禪坐的要方。每天坐上兩個小時，

才是保健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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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身體的覺受，經典上謂：三禪之樂，為世間最高的樂受。所以真享樂，

還無如禪悅之樂。這是講到身體的和諧、安樂。 

c.人事的安和：前已說過，現代人的煩惱，多來自人事的不協調，人跟人之

間的溝通有問題。因為現代人既自我中心，又意見多且頑固。以自我中心而跟

別人溝通，就比較容易有摩擦、起衝突。 

若禪坐方法用得好，可漸入「忘我」的佳境。就算沒有忘掉，至少變得比

較柔軟。所以禪坐一段時間後，或因內心的喜悅、身體的安適，而使情緒改善。

於是下座後，再看周邊的人，就覺得順眼多了。 

我聽說有些人，不是父母幫兒女報名禪修活動，而是兒女幫父母報名禪修

活動。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發現：老爸每次打完禪七回來，個性調柔多了，變

成很好溝通。但幾個月後，又慢慢彈回去了。彈回去後，兒女就會問：「老爸，

你什麼時候還要再去打禪七呢？你不方便報名，我可以代你報名呀！」這當然

也會影響子女參加禪修活動的意願。所以能好好禪坐，與人的互動就能改善很

多。 

也有人說：他坐了一段時間後，心裡就會比較鬆弛，本來對別人防衛心理

很強，現在卻坦然多了。這是什麼時候變的？其實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慢慢坐，

就會有這樣的效果。 

這是以禪坐而得到人事的安和樂利：與人應對，既冷靜，又較慈悲，能替

人設想。我對人好，人亦對我好。如是善性循環，人事上就可安和樂利，甚至

左右逢源。 

d.天地的祥和：禪坐坐得好，也能感動天地，而得風調雨順。因為大自然其

實就是人類的共業。故如果有一個比較大的力量在主導，整個共業就會改變。

古代在大禪師座下，不是只有人聽法，甚至有老虎、蟒蛇為其護法，牠們之間

相安無事。 

既福是和諧，而真正的和諧是來自內心的和諧。內心的和諧最高是智慧，

其次是禪定。所以以禪坐慢慢降伏所有的妄想雜念後，竟得到全體更高的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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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四點，乃能確認：禪定不只是培福，而且是培更高的福。布施、持

戒，雖能升天，但止於欲界天而已；而禪定修得好，乃是色界天以上，其天壽、

天福當比欲界天高太多了。因此禪定反而是更高明的修福法門。 

就算不升天，下輩子再來人間，必是國王、將相之類。為什麼呢？因為心

力比一般人強很多，其心就像透鏡一般很容易聚焦，所以能心想事成。 

像我的風格，不是屬於慈悲關懷型的，而是較屬於「禪坐托空缽」的類型。

但事實不然，很多人卻把我當「福星」看待，下面舉幾個例子： 

1.靜心素食：這是一家位於士林的素食店，我們每次共修後就到那兒用晚

齋。老闆對我們非常好，不只因為每次來，都近二十個客人；更重要的是只要

我們到後，不到半個小時一定滿座。幾年下來，屢試不爽。 

所以除了所點正餐外，還招待其它點心。有時吃飽後稍閒聊，卻見外面還

有很多人在等。所以老闆很清楚，裡面一定有福星！ 

2.溫哥華借住：我於 2010 年應邀到溫哥華講課，當時講的是《楞嚴經》，

現已出版成《楞嚴貫心》這本書。去溫哥華講課，是應法鼓山溫哥華道場邀請

的。所以照規矩，我就應該乖乖住在溫哥華道場裡。 

可是這個人就是不乖，嫌道場人多口雜。所以就問：有沒有其它地方可讓

我借住？他們就去找，後來找到一間：屋主全家已經離開溫哥華一年多了，房

子準備賣，賣了一年還未賣出去；所以房子正空著。 

因為女主人以前曾聽過我的課，所以非常大方，就把房子借給我住了。我

住了近三個月，在那段時間內溫哥華的天氣特別好，我課講完回國了。不到一

個禮拜當地就下大雪。更驚訝的是：兩個禮拜後，那房子竟順利賣掉了。云何

我前腳踏出去，後面就有人跟著買了？ 

因此，有人就跟我建議：「這個生意可以做哩！」其實，房子賣出去，是

不是因為我的關係？我不敢講！但是這種巧合，實是蠻多的。 

3.梵淨山朝聖：中國佛教常云有四大名山，文殊道場是五台山，普賢道場是

峨眉山，觀音道場在普陀山，地藏道場在九華山。事實上還有第五名山，即彌

勒菩薩的梵淨山，梵淨山在貴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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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彌勒菩薩不只是未來佛，而且跟往生兜率天的淨土有直接關聯。在我

座下，有一批人是比較偏向往生兜率天淨土的，所以我們就組團去梵淨山朝聖。 

時間都訂好了，但一個禮拜前他們告訴我:「法師！天氣八天全部下雨！」

所以很多人就換裝，準備雨具、防雨的鞋子等，到了機場一臉苦瓜相。 

結果去了，有沒有下雨呢？有！前三天都下雨，但是都待旅程後，回旅店

時才下雨，天亮前雨就停了，所以前三天的下雨對我們影響有限。 

第四天是最重要的，要上梵淨山了。梵淨山海拔兩千五百公尺，從第三天

下午就不下雨了，在山下就看到氣象標示：山上風和日麗。所以在搭纜車上山

時，天氣非常好，視野非常遠。那地方有寺廟名為承恩寺，寺裡的法師告訴我：

「這幾個星期，今天天氣是最好的！」 

有人說：他的朋友連去三次，都上不了山，因天氣不好纜車不開。而我們

第一次去，就非常順利。去了梵淨山，再去黃果樹瀑布，天氣也是非常好。最

後有位團員告訴我：「我們這次的行程一百分！」我說：「你這麼容易滿足嗎？」

其實，大家都很滿意。心想：「跟著福星走，准沒錯！」 

我想說的是，禪坐的人似都不跟別人打交道，可是感到的因緣卻都比別人

還順，因為他的心跟天地、萬物都是和諧的。 

所以下面再比較兩種修福的方式： 

有為的布施：如颱風、地震後，有人布施賑災。這算不算培福呢？當然算

培福。無為的禪定：因禪坐而感得天地祥和、風調雨順。這算不算培福呢？其

實也在培福。 

這兩者，哪個培的福更高、更廣呢？一般人都會讚歎前者，而貶後者為自

了漢。其實，卻是相反呀！但一般人的見識僅如此，豈和他們共業呢？ 

為何要等到颱風地震後再去賑災，能不颱風、地震，不是更好嗎？可是這

很多人就看不到了，所以人間還是多強調有形有相的布施，而稱彼為培福。你

雖只默默地打坐，對周邊的助益，其實是沒辦法估計的，卻只落得自了漢的罪

名。 

因此我得強調：真正的修福其實是禪定，布施、持戒比之差很多。當然如

果要問：那智慧呢？智慧當比禪定，又更高了！所以世間只有修福不修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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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修慧不修福的人，因為修慧者，不用刻意修福，福一定跟著來。甚至修智

慧的福，才是無漏的。 

禪定就是修福，這一點對我們非常重要。如果不能肯定，坐在那裡被評為

自了漢、自私鬼時，你還能坐得安穩嗎？反之，清楚了，就雖千萬人，吾往矣！

再來是講「修止的方法」： 

三止 

A.繫緣守境止 

很多人都聽過這句話「制心一處，無事不辦」。在網上對這句的解釋是：

「我們能夠把心專注在一處，那一切事都很容易辦，沒有辦不了的事。」這有

沒有問題呢？既制心一處了，哪還會有那麼多的事情要辦？如果還有那麼多的

事情要辦，這哪是制心一處呢？ 

所以我的解釋是：制心一處時，就「無餘事」了──因當下只有方法嘛！

既只有方法，心哪還掛有什麼事呢？於是，既無事當然就不用再辦了，而不是

還有很多事情要辦。如果攜家帶眷地去打坐，怎麼可能坐好呢？所以這個解釋

還是差很多哩，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先把方法、層次講清楚，就不會有此

誤導。 

關於 A.繫緣守境止，且介紹以下方法： 

數息 

「數息法」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有幾個地方有些人會有一些含糊，所以我

還是簡單講一下： 

數息法是隨著呼吸的進出而來數數字，但於呼吸的進出中，主要是數出息

而不數入息，因為一般人出息的時間比較長、出息的時段比較穩定、均勻，而

入息則比較短促，所以數的時候是數出息不數入息。數字從一到十，這個大家

都很清楚。 

對很多人而言，數息都是先看著鼻端，因為剛開始對鼻端的呼吸是比較敏

感的。守著鼻端、看著呼吸的進出。從氣吐出去時開始數一，這「一」一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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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氣吐完為止。其次，吸氣時不數。等到第二口氣再吐出來時，再數「二」；

也是數到氣吐完為止。 

這樣從一到十反覆不停。「忘了」、「過了」皆從一開始。云何忘了？有

些人數到一半就打妄想，等到發覺應該數息時，早就忘了剛才數到哪。怎麼辦？

沒關係，從一數起。有些人是數「過了」，數到十七、十八了；若發覺了，趕

快回來，也從一數起。是以忘了、過了，都從一數起。 

注意力剛開始是守著鼻端，而看呼吸、守數字。過一段時間後，已訓練到

能順著呼吸的進出自數數字。這時就不用刻意再去守著鼻端，而只是配合著呼

吸的進出而數息。為什麼呢？因為呼吸的敏感點，不一定還是在鼻端；有時候

會變成胸部、腹部。故只是看著最敏感的部位、順著呼吸的進出而數數字。已

不再守著鼻端。 

第三、再過一段時間後，則把注意力全放在數字上。因為已訓練到只要呼

吸有進出，我們就會數數字，所以最後的注意力只在數字上。 

那是為什麼呢？因如果一直注意鼻端，就有守竅的後遺症。把注意力集中

在某點，氣就集中在那而變成上重、下輕；所以不能一直守著鼻端。同理，如

一直守著身體的任何部位，一樣有守竅的後遺症。 

其實，覺知身體的存在對修定而言，都是干擾。因為身體會有覺受，跟著

覺受就有對應的妄想。所以能把注意力只放在數字上，就可以忘掉身體的存在。 

云何佛法謂有三界：初坐時，妄想雜念很多，且都是跟外界的貪瞋有關，

這時的境界為「欲界」爾。用功一段時間後，跟外界有關的貪瞋妄想漸降伏了，

而有關於身體的覺受，此為「色界」。如坐到把身體忘了、全無身體的存在、

覺受，這就是「無色界」了。無色界心已是蠻定了，因心裡就只剩下數字而已。 

小妄想間雜不斷 

一般人在數息時，剛開始當然妄想很多；這都很普遍。練習一段時間後，

終不再過了、忘了，故數字跟數字都可以連續不斷；但在數字跟數字間，都還

夾雜一些小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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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注意到：為什麼會有小妄想呢？因為我們在出息時，氣剛吐出來時，

要數數字了，注意力就提上去了。然後氣慢慢吐完，雖說要數到氣吐完為止；

可是注意力已慢慢下降了。 

注意力已慢慢下降時，因警覺性不夠，妄念就會出現。等到下口氣再吐出

來時，又趕快把妄念丟了再數息。所以造成數字跟數字間，常夾有一個小妄念。

這乃為用心不齊，有高有低故也。 

所以要如何對治呢？就要訓練自己用心平等，初吐氣時要用心，慢慢吐完

的過程，也要用心。然後吸氣呢？吸氣雖不數，但也要看著吸氣的過程，要始

終保持在同等用心的狀態中，那妄想就沒有間隙可入了。 

以一般人的用心，都是跟浪一樣，既有浪頭，也有浪尾。參差不齊故，所

以才會夾有小妄想。故當訓練到初吐氣時，於吐氣的過程中，甚至吸氣時也保

持同樣的用心，那妄想就沒有間隙可去滲入了。 

但這有點困難，因為很容易變成控制呼吸。若吸氣時不數而只觀照吸氣的

過程，就比較不會變成控制呼吸。 

這是講到數息，慢慢數到可把數字跟數字間的妄念，減少到最低限度。 

隨息 

再來講隨息。隨息是看著呼吸的進出而有的覺受。這覺受不只是進出而已，

還有長短、冷熱、通塞、痛癢等。那什麼時候用隨息呢？有兩種： 

1.有些人在數息一段時間後，會發覺呼吸越來越細、若有若無。以致於很難

再數息，甚至要刻意呼吸才能數息。其實，既如此就不要數了，直接改隨息！

若數到氣越來越細，大致是不會有太多妄念的。 

2.有些剛好相反，一要數息，呼吸就亂掉了。平常還穩定，但一要數息就亂

了。那怎麼辦？先不數息，而隨息，只看著呼吸的進進出出，待平穩後，再試

著去數息。 

隨息剛開始是守著鼻端，但到最後也不必在鼻端。因為在鼻息慢慢減弱時，

其實腹息已增強了。故可慢慢從觀鼻息而變成觀腹息、或其它等。 



 60

但我要強調的是：雖看著呼吸的存在、變化；但不要想去改變它。有些人

會希望這氣往哪邊走，或者現在不通期它早點通。這既增加妄想、雜念，同時

會有導引的後遺症。 

數息跟隨息相比較：用數息法心比較定，因為數息只有數字，數字之外都

是妄想雜念。而隨息有呼吸的進出、冷熱、通塞、痛癢等。變化既多，小妄念

還是有的，所以心沒辦法很安定。 

在原始佛教，即《阿含經》的時代，釋迦牟尼佛教的不是數息法而是「安

那般那」；安那般那其實是比較接近於隨息法。隨息法剛才講，其實定沒有那

麼深。所以我最初都覺得納悶：為何釋迦牟尼佛教的是隨息法，而不是數息法

呢？ 

後來我慢慢覺悟：隨息法，因在過程中比較有變化，所以這些變化的過程

便容易切入四念處的觀法。如觀息無常、觀受是苦、觀法無我等。 

所以從息的變化再去修四念處，反而是比較順的。因為智慧觀門，它的定

力不用太深。所以從安那般那，再切入四念處的觀法，反才更方便。而數息法

用到最好，就是入定。要修觀，要退出來再啟觀門，所以適用不同，這是講到

數息跟隨息。 

念佛和持咒 

第三是講念佛。現在大部分人都以「持名念佛」為念佛。持名念佛不是我

專修的法門，但有些經驗，故建議： 

a、口唸耳聽。一般人持名念佛都用嘴巴唸，但光用嘴巴唸還不夠，且耳朵

也要聽。因為只是唸，既較散心且易散氣。而有唸有聽，形成迴路；則既專心，

又不會散氣。若默念呢？乃心念心聽，這才比較不會有妄念。 

b、念佛不用求快。很多人為計數故，都唸得很快。唸得很快表面上似無妄

念，其實是覺察能力不夠。心很安定時，覺察能力才夠敏銳。反之，唸得太慢

就易夾有妄想雜念；所以當去調整適宜的速度。 

我覺得念佛，當以「一心不亂」為前提，而不在累積數目。非唸的數目越

多，功德即越大。而是心越定，才有功德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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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以一心不亂為前提，即不要計數。因為計數，更會增長妄念和負擔。既

不計數、也不持珠，因為持珠也會增長妄念和負擔。要讓自己在最清楚、最無

負擔的狀態下去持名，庶幾能到達一心不亂的境界。 

再講持咒。我對持咒的看法是：咒音跟身體的脈穴，會有共振的效果。所

以持咒除了能讓心比較安定外，對於氣脈的障礙還有些疏通的功能。然就持咒

而言，我不建議持長咒，所以我比較常持的是「六字大明咒」；當然個人可有

不同的選擇。 

以上是講到「繫緣守境止」。這就是把心專注在一個對象，套我們常用的

說法，就是「守一」；守住專注的對象，這就稱為「繫緣守境止」。 

B.制心止 

第二類稱為「制心止」。剛才講到：有些人數息數到呼吸越來越細時，雖

可改用隨息法；亦可直接用制心止。制心止就是反觀心中，看是否起了妄念；

如果起了妄念，就馬上把它截斷。 

這要經由數息法訓練一段時間後才管用。因為唯有經訓練之後，我們對於

念頭的起落，才能觀照得靈敏、清楚。故念頭一起馬上就能發現，也發現就能

截止。 

若定力不夠，妄念起了很久才發覺，然後還尾大不掉，那這方法就用不上

了。要像做夢一醒，夢境即消失一樣。 

這就可使我們的妄念，會愈來愈少、愈來愈細，而近於絕止。最後無妄念

時就泯然入定矣！ 

C.體真止 

體真止的真，其實是指道理或性理，用已知的道理來對治我們的妄念。這

是屬於智慧觀門。這先提到就可，待於智慧觀門時，再詳細解析。接下來再講

的是層次跟關卡。 

層次與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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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上講到定的層次，都會講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初禪是怎樣的

境界、功德如何等；二禪、三禪又是怎樣的境界、功德如何等。但一般人看來，

還分不太清楚，因為它們間的差異不會太大，又很抽象！ 

我倒是覺得：在法鼓山講的六個層次反比較清楚。不知道現在教的初級禪

訓班是否將這講得很清楚。不然在師父的書《禪的體驗》中，就有講到「七個

層次」；但第七層次「無心」是屬於開悟的境界，這次不講。而只講到前面─

─到「一心」的層次。這六個層次對確認自己所修的層次，反而是更清楚而實

用的。 

第一未用方法前，這不必講。第二開始用方法了，數字常數掉，或數過，

故只能從一數起。 

第三數字不會掉、也不會過，從一到十非常清楚。可是在數字跟數字間，

還夾有小妄念。 

第四妄想更少了，將近沒有妄念；但仍有覺知跟身受。何為覺知呢？如知

道外面有人走過，這對日常生活而言，是正常的。可是就修定來講，還是妄念。

覺受如感覺現在冷了、熱了、癢了，覺受也是妄想。還有反省我現在用方法，

用得好不好？好不好都是妄想。有很多人都覺得：現在已數得不錯了！不錯了

也是妄想而已！若想：我快入定了吧！還差得遠呢！ 

云何很多人數息數到第四個層次後，就上不去了？因為不把這些當妄想，

所以就不能消除此妄想，而再往上提升。所以我們要靈敏地去察覺這些更細微

的妄想。我打坐，都是閉眼睛的；所以沒有視覺的干擾。但覺知外面的聲音、

味道，還有關於身體的覺受，也都是妄念哩！ 

所以要把這些都當做妄念，而慢慢將之斷掉，才能到達第五個層次──即

已無其它妄念，但還意識到「我在數息」──方法跟我還是有界限。 

第六，才是入定了！入定之後沒有任何覺知，也沒有時空的存在。 

所以如有心思去問：我現在是初禪、二禪、三禪，還是四禪？其實都未超

過第四個層次也，因為都還在小妄念間打轉也。因此用這六個層次來檢查自己

的層次，反而比較確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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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講數字跟數字間，仍有小妄念；這個關卡如何對治？如前云：要使

注意力頭尾一致。吸氣時雖不數，亦得觀照其過程，才不會留了打妄想的間隙。 

第四層次的突破，即要知道對外界的認知、對身體的覺受、對方法的反省

都是妄念。所以大原則很簡單：離開方法就是妄念。離開方法，以數息法而言，

就是離開數字外，都是妄念。所以不用費心去揣摩：我現在到什麼層次？都只

有打妄想的份。 

既任何覺知、任何反省都是妄念。所以修定，最重要的不是去確認：我現

在已是什麼層次，而是當去察覺當下還有什麼妄念。既覺察有更細微的妄念，

更把這些細微的妄念排除掉，才有辦法入更深的定。可是很多人都不是在這裡

下功夫，那當然就沒辦法進步了。 

下面是講三條線的關卡。三條線，師父的講法是：我用方法，現在數到五、

數到六。故三條線，即是我、方法還有數字。這其實就是佛法講的「根塵識」：

我是根，能用方法者，就是根；方法就是塵，是所取的對象；至於現在數到哪，

是根塵和合生的識。因此三條線，即表示三輪未空，未入定也。 

在我的經驗裡，如果三輪不空，則三世也必存在：過去、現在、未來。前

面的數字是三，現在數四，下面數五。數息數到最後很有趣，未來的數字會自

己跑來，待在那邊等著你數，可是這表示你還有時間相的存在。 

我覺得在修定的過程中，就是把時空慢慢壓到最小。比如說打禪七，剛開

始用功，禪堂之前的、禪堂之後的，都還在掛心。練習了幾天後，禪堂以外的

事情漸不會再想了，就只有禪堂裡的前一天、後一天還會想。 

再來呢，前一天後一天不會再想了，但上一支香、下一支香，還會想。你

會發現：時距已越來越短，到最後只剩下前面的數字與後面的數字。當把時間

全壓到現在一點，即將入定也。 

空間也是一樣。剛開始空間相很大，練習後慢慢壓，壓到禪堂內、壓到蒲

團間。時空越壓越小直到當下一念，如果只有當下一念，那時間就不存在了。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對時間的覺知，是第二念以後才有的。尤其是經過「比較」

前後，才有時間的。如果都不比較，時間即消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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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只安於第一念，第一念就是只有當下的數字。即既沒有時間的存

在，也沒有我跟方法間的差別。這樣慢慢練，練到最後，其實，沒有最後──

因你哪時候入定的，根本不可知！ 

出定呢？過一段時間後，會發現又有意識的分別，意識分別時，時間已經

過了很久了。只有時間過了很久，才確認有沒有入定，而非有任何覺受，可印

證我已入定了。入定後，沒有任何覺受，無時空的存在。 

有人說：「入了定，止出入息」。講白一點，入了定還有辦法看出入息？

那才奇怪哩！入定，哪還有這些分別心呢？所以我覺得有些人真是講太多了！

唯增加我們的妄想雜念。 

那再來用什麼方法呢？如果還有心，就能夠繼續用方法。除非已經入定，

否則，沒有不能再用的時候。所以不要去學太複雜的方法，不要去講太繁瑣的

次第；那都是增加負擔而已。或者，只是慢心的習氣，在作祟而已！ 

對境心不亂 

很多人對於禪定的認知，往往只限於心的繫緣守境。只是守一或者像剛才

所講的：離開方法就是妄念。這就會形成一種現象：只能在蒲團上修定，下了

蒲團就沒辦法修了。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不能只是守一。既對外境得覺知，

也得對外境作反應。不能到了十字路口，而不看紅綠燈；有人跟你講話，你不

能夠裝呆。以對外界必需覺知、必需反應。所以很多人下座後，就不修定了。 

然真正的定是定在生活之中，守一只是練習的前方便而已！那生活的定怎

麼修呢？「對境心不亂」，不亂才叫做定；心亂了，就不是定。 

因此生活的定，非「制心一處」，而是以「對境心不亂」為大原則。云何

對境心不亂呢？老子有句話：「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不要接觸到某些會令

人起貪、發狂的境界，否則就會讓我們心亂。其實，癥結不是境界，而是我們

的「業障」。因為看到某些境界，就會讓我們的業障起現行，故現行而心亂。 

因此在生活中的定乃與業障現行成反比。如果業障很快就現行了、現行得

很誇張，即表示你沒有定力。反之，碰到一個別人都很容易動亂的境界，我們

不受影響，能八風吹不動即是有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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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能在蒲團上修定，下了蒲團心地就亂了，那不是真功夫！因為你能

夠在蒲團用功的時間必不會太多。對很多人來講，在生活中花的時間必更多。

所以在生活之中，當面對境界時，都要靈敏地去察覺：我現在起的是什麼念？ 

所以云何謂：守一只是練習的前方便而已！守一是訓練我們對妄念的覺察

能力。如果訓練的好，對妄念的覺察一定很靈敏；故念頭一動，馬上就覺察到

了。 

這如是在蒲團中修定，覺察到了即將之去除。但是在生活中覺察之後，還

要再去分辨：現在起的是哪類念頭？如果只是對外界的覺知，這不算妄念。但

如果起了煩惱，那就是妄念。 

云何起煩惱呢？因所有的境界主要分作三類：貪瞋癡。相應的就起貪，不

相應的就起瞋，不相干的就起痴。故對境起了貪瞋痴，就代表心已經亂了。 

若心已經亂了，則一種是立刻把它斷除，就像斷除妄念一樣。可是有很多

時候這是不管用的，因為我們要對境界作反應啊！ 

所以現在檢查的重點不是有沒有念頭，而是跟佛法相不相應。相應的留下，

不相應的則要「迴向」：回到跟佛法相應的方向。故得迴貪向不貪，迴瞋向不

瞋。很多人都說：有功德，作迴向。其實是迴向才有功德。 

因為迴向是回到正法的方向。因為眾生的慣習、業障，常常把我們帶開佛

法的軌道。所以當覺察到我已經出軌了，就要趕快把它折回正法的軌道上，這

稱為「迴向」。能迴向，才與解脫相應，故有功德。 

所以在生活中修定，就得不斷地訓練，訓練到我們對念頭的覺知非常靈敏，

而且不斷地迴向清淨。下面就分成幾個層次來描述： 

1. 對境覺知而不起妄念、煩惱。這當然是最好的；雖覺知，但不起煩惱。 

2. 一起即立刻發現，並予以斷除。這種人大概也不會出什麼問題，因為很

快就斷除了。 

3. 起了一串才發現，並予以制止。有些人待妄想已經打了一大串，然後才

發覺，發覺之後才去制止。能不能很快制止呢？也不一定！ 

4. 起了一大串才發現，卻無法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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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沒有車子，所以常搭別人的車子。於是就會發覺：有些人開車，若

碰到別人不守規矩時。有人安心不動，雖知道但不作反應。有些人就會

嘀咕幾聲，有的罵一句就停了，有的連罵好幾句還不停。有的人連罵好

幾句，我勸他夠了，他還在那邊生氣哩！ 

這就代表我們對妄念的覺知夠不夠靈敏啊！如果第一句罵完就停了，還

算有點功夫的。 

5. 起了一大串，並隨造業而未能反省。 

有的人不是罵而已，而是下了車拿著棍子去打人了。這表示他對自己的

念頭根本無法覺知，甚至作惡會有很嚴重的後果，都還沒辦法覺知啊！

這樣的人在現代的社會中，竟是越來越多了。 

所以能訓練到念頭一動就馬上察覺。於是或截止、或迴向，那你絕對不會

犯任何差錯。有謂：行住坐臥都是禪，乃是就「對境心不亂」而言。所以這種

定對生活才是有價值的，以此經常能保持在正知、正念的狀態中。 

穩定地趨向目標 

然對境心不亂，這還只是消極地「無過」而已！而積極的，乃是幫我們穩

定地趨向目標。什麼目標？「解脫道」。所以以前就說過：真正的定，不是在

避風港裡拋錨安泊；而是在大風大浪裡，猶能穩定地趨向目標。 

我們的目標以佛法而言，非常明確地就是解脫道，或者說是菩薩道也沒關

係。能很穩定地往這目標挺進，其前提就是能消除因境界產生的動亂，所以才

能作睿智的抉擇。 

定跟慧是相輔相成的。定修好，智慧才有辦法顯現。反過來說，如果智慧

的觀照很清楚，那業障也比較不會現行。真正的定是動態的，動態的才能幫助

我們往福德、往智慧的方向去挺進。 

智慧 

智慧是佛教最重要的法門，但傳統的定義，卻多偏一邊，如有人說：沒煩

惱是智慧，智慧無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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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動物僅止於本能反應，牠們有煩惱嗎？有智慧嗎？還有某些人的沒煩

惱，是建造於很多人為他的沒煩惱，而起很大的煩惱。這算有智慧嗎？ 

又如說：智慧是無分別智。那白痴不能分別，就有智慧嗎？ 

也有很多人說：智慧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言語道斷就有智慧嗎？

你怎麼知道他有沒有智慧呢？ 

更奇怪的是在《維摩經》上講的「入不二法門」： 

如是諸菩薩各各說已，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文殊師

利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

門。」 

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

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

是真入不二法門。」 

我覺得文殊師利很詐哩！他先把答案堵死了，然後再問維摩詰：「你說什

麼是不二法門？」因為他已經把前提說白了，維摩詰根本無法回答，故默然無

言。然後文殊師利歎曰：「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 

其實，維摩詰是被堵死而開不了口，哪真入了不二法門。如果入不二法門，

有這麼簡單：默然。那我們都入不二法門了。 

事實上不是這樣子，智慧基本的定義是抉擇，而且要做成好的抉擇，才稱

為有智慧。不抉擇只是定爾，非慧也。 

睿智的抉擇 

故必以抉擇，尤其作「睿智的抉擇」，才能稱為智慧。那云何能稱為睿智

的抉擇？ 

1.利己亦利人：很多人在抉擇時，於人我之間往往會偏一邊。多是損人利己，

也有捨己為人，其實都非智慧。因為捨己為人，你有多少資源可以捨呢？故真

正的智慧，當是既利己也利人，這條路才能走得遠。 

2.從現時樂到後世樂：既要現在樂，也要未來樂。很多人現在苦行，希望將

來得到安樂。但現在的苦，能保證將來能得到安樂嗎？不一定！但現在，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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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了！也有些人剛好相反，只看到現在的樂，將來的事他就不管了。這都是偏

一邊的，所以要能貫穿現在樂、未來樂到究竟樂，才能稱為智慧的抉擇。 

3.既益世法，又益解脫道：這其實是最難的。 

以上聽起來太抽象了，不如講幾個故事來佐證。 

故事之一：一語解了分財產的諍端 

這不確定是否為佛經上的故事：有兩個兄弟分財產，但怎麼分，總是有諍

議。因為很多人都球員兼裁判嘛！所以怎麼分也不會平。於是兩人就去問佛。

你覺得佛要怎麼說呢？佛跟他們說：「世間都是假相，你們就不必太計較吧！」

這有用嗎？沒有用的！佛說：「你相信我，幫你們分吧？」必是吃力不討好的！ 

但佛只有一句話，就把問題解決了：「老大把財產分做兩份，但由老二先

挑！」懂嗎？這乃把人性看透了！有能耐你就把財產分做一大一小，再讓別人

先挑大的吧！誰有這個肚量？沒有啦！故保證分得公平。 

佛已把人性看透了，所以能提出這個方法。方法提出後，自己就閃一邊涼

快去了！有沒有智慧？有智慧！ 

而且這個方法每個人都可應用：分財產有糾紛者，建議他們用這個方法，

保證藥到病除。 

故事之二：佛選阿難為侍者 

這個故事以前已說過：我們知道，釋迦牟尼佛大概是三十五歲時成道的。

祂成道時，阿難是祂的堂弟剛出生。阿難慢慢長大了，滿二十歲時就出家受戒

了。 

有一天佛陀突然說：「我老了，我需要侍者。」其實以年齡來看，祂也沒

多老，才五十幾歲而已。 

可是祂說：「我需要侍者！」這時弟子們都爭先恐後，舍利弗先說：「我

智慧第一，當你的侍者絕對是 OK 的！」目犍連也說：「我神通第一，更適合

當你的侍者。」但佛千挑萬挑，最後竟挑阿難為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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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阿難有他個性上的優點，個性非常調柔，做事又很細心；所以必是個

很好的侍者。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因為阿難有一種特質：他的耳根很利，可

跟錄音機一樣，將聽過的法重述出來。 

這也就說，釋迦牟尼佛選他當侍者時，已期許佛涅槃後，要阿難集結經典。

因為以佛的神通，早就知道阿難有這種特質，所以祂足足等了二十年，終於等

到阿難出家，並受了具足戒。 

所以祂就說：我要侍者了。為什麼呢？因為阿難早一點當侍者，就能更早

跟隨佛聽聞佛法，所以得越早越好。可是也不能太早，因為至少得等阿難受了

比丘戒。 

這是個非常重要的抉擇，可影響佛教幾千年來的發展。如果阿難未集結經

典，佛教絕對不是今天的樣子，佛法可能很快就散失掉了。 

很多人都說「無分別智」，但老人家真的無分別嗎？乃足足等了二十年，

才等到這個侍者啊！ 

從現世樂到後世樂，阿難既是個很好的侍者，更關係到佛教未來的發展。 

故事之三：須達多長者以法為尊 

大家都知道須達多長者，即是「給孤獨長者」。他用黃金鋪地，為釋迦牟

尼佛蓋了祇園精舍。精舍落成後，他就常有機會到祇園精舍聽佛說法。 

他不只去聽法，且每次去祇園精舍時，都還親自打掃，把各處都打掃得非

常乾淨。所以時間一久，大家都很習慣等著他來打掃。 

有一陣子，不知是什麼原因，他很多天沒有來了，所以地上到處都是灰塵、

落葉，亂七八糟的，卻沒有人去整理。最後有一個人看不下去，動手了，這是

誰呢？釋迦牟尼佛！ 

佛一動手，其他的大小弟子都趕快忙起來了，掃的掃，擦的擦，將近完工

時，長者竟突然現身，他一看嚇壞了！他說：「我非常尊重佛，也非常尊重舍

利弗和目犍連，所以他們掃過的地，我不能踐踏！」 

於是怎麼辦呢？叫他從此就都不要再來了嗎？不可能這樣！或者佛說：「我

赦你無罪，你就走過去吧！」也不可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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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該怎麼辦呢？佛說：「你以佛為尊，佛以法為尊。所以你只要誦著佛

所說的法，就可以踏過去了。」對須達多長者而言，這當然沒有問題，因為他

聽過的法太多了，甚至只要誦一個偈頌，便可以無愧地踏過去。 

在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發覺：佛在處理這件事上，既對佛法沒有違背，也

於世間法上非常圓滿。我是個很喜歡挑剔的人，但在這個故事裡，實挑不出任

何毛病。 

這實已將佛法和世間法，完美地銜接起來。要在短時間內，即做出這樣的

抉擇，那是要有真功夫的。很多人都把佛陀的故事講成怪力亂神，其實這是非

常人間化的故事，且佛做得非常圓滿。 

所以智慧，就是做成非常睿智的抉擇。且這抉擇，可當下獲得激賞、讚歎，

而不是什麼「言語道斷，心行滅處」之類，根本不知道他腦筋裡在想什麼東東！ 

在兄弟分財產的故事中，大家一聽，就知道關鍵所在。所以我還是要說：

智慧，就是作成睿智的抉擇。 

以佛法為前提 

有人說：沒錯，我們也想作成睿智的抉擇。云何不成呢？ 

第一、世間人最大的盲點，就是「有我」。以「自我中心」為前提而起貪

瞋慢等，就不可能有睿智的抉擇。 

就像剛才所說：財產為何分不平呢？因為有我！不只有我，而且這個我還

太大了！以「自我中心」為前提，本質上就是偏端的，哪可能作成睿智的抉擇。 

第二、不能深入相法，視野即不能寬闊。要作個很好的抉擇，有時候要有

足夠的知識、經驗，才辦得到。就像在分財產的故事裡，如果對人性不夠深入

了解，就無法單刀直入地把癥結的根源抖出來。 

第三、不能統合歧異，視野即不能寬闊。還有一般人，大都脫不了「二分

法」的思考模式；以此抉擇，即不能作成睿智的抉擇。 

所以既不偏兩邊，又能統合種種歧異，才得真智慧。 

還有心起情緒時，即不能作成睿智的抉擇。做重大抉擇時，要在心情平穩

時，最好是在禪修幾天後再來做抉擇。當然如果能先深入相法，收集了足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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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則更穩當。所以世間人，哪可能作成睿智的抉擇？想歸想，實際上做不

到，因為本質上，就偏差很多了。 

至於學佛者，如前云：修定者，能調伏貪瞋慢的業習，而使情緒平穩。但

修定者，往往又有一種偏差──不願深入相法，只喜歡在單純的環境裡修定，

而不願受外界的干擾。所以就算情緒平穩，為視野不夠寬闊，所以也不易作成

睿智的抉擇。 

因此，既得修學佛法，斷除以自我為中心的思考模式，又得深入相法。更

得用修定的方法，撫平貪瞋慢的情緒，庶幾可作成睿智的抉擇。 

所以這樣的條件對很多人而言，已是很不容易的。還有單用第六識思惟、

抉擇，對小事或還管用。若是大事，牽涉的層面很廣，單用第六意識思考，往

往就力不從心矣！ 

很多想法就只在外面打轉，無法整合成形。故大事情如只是用第六意識去

思惟、抉擇，則第一、沒辦法很快完成整合，第二、未必是那麼精準、善巧。 

鼓風爐的比喻 

所以我以前就說過「鼓風爐」的比喻。相信各位都知道，鼓風爐是冶鍊金

屬的設備，而鍊金屬首先要採集礦砂。要鍊銅，得採集銅的礦砂；要鍊金，得

採集金的礦砂。待礦砂採集得差不多了，再把它倒入鼓風爐裡，然後封爐加熱，

不同的金屬即對應有不同的熱度，大致得達攝氏一千多度以上，才能把礦砂溶

解。 

溶解之後，裡面的純金屬和礦渣，會因為比重不同，重的下沉、輕的上浮，

所以金屬跟礦渣就能慢慢分離了。分離之後，金屬結晶就能得到真金屬。 

以採集礦砂的過程比如為我們碰到問題後（生活的問題或生命的疑情），

我們就去採集相關的資料，這喻為採集礦砂。你想得到的、上網找得到的、朋

友之間搜得到的，都稱為採集礦砂。 

採集礦砂，過一段時間後覺得差不多了，下面就是整合。整合如用第六識

思惟是很辛苦的，最省事的就是打坐；故打坐就如鼓風爐的封爐、加熱。熱度

越高代表定力越深，要溫度夠高才有辦法把礦砂溶解。同理，要定力夠深才有

辦法將資料整合，而完成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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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定修到某種程度，突然心裡，一念乍起：咦，我明白了。明白什麼嗎？

這即是我所要的答案！但是否真相應呢？你要再用理性的思惟，再檢查一下。 

如確認了，即可「胸有成竹」地拿去應用了。 

氣脈的影響 

聽起來似很簡單，可是很多人卻說：我雖連坐了好幾天，都沒有這種成效。

有些人為何不能得到結晶呢？主要為： 

一、 主題不夠明確。 

我們平常採集的，是什麼礦砂都有。但是鍊鋼，要加含鋼的礦砂、鍊銅

要加含銅的礦砂，不能什麼都加進去。 

所以要有明確的主題，才有辦法把相關的資料確認。否則，只是打坐而

無明確的疑情，它就無法結晶。 

二、 資料不夠厚實： 

如果有主題，但資料不夠豐富。爐內空空的怎麼鍊？火力再大，也是鍊

不出來。所以資料不夠當然鍊不出來。 

三、定力不深：溫度不夠高，礦砂無法溶解。 

四、脈障太重，氣無法循行一周。 

在我的經驗裡，這跟氣脈也有關係。因為如在禪坐的過程中，氣脈碰到障

礙，它就卡在那邊不能動彈了。現代人都認為我們的資料都儲存在大腦裡，其

實以我的認知：我們的資料，不只存在大腦裡，也有很多是存在身上不同的脈

叢處。所以當我們的氣，偏上或偏下，思惟、情緒即會受其影響。大致而言：

氣偏上的，瞋心重；偏下者，貪心重。氣卡在胸中，就比較容易抑鬰寡歡。 

因此如氣只走到一半，就卡住了，即沒辦法把資料收集地很完全；要完走

一圈，才有辦法把資料收集完全，並整合、結晶。 

在我的經驗，結晶的時刻似與氣能循行一周有關。因此，脈障嚴重者，不

要說循行一周，連過一關都很困難。故哪能分離結晶呢？ 

或問：循行一周，是指小周天，還是大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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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云：小周天有小周天的功德，大周天有大周天的功德。如果你有大周天

的能耐，豈止於小周天的範疇？ 

這不是思議的問題，而是證量的結果。 

開發藏識的功德 

其實，這種方法不只參禪可用，現在有很多世間人也已啟用：比如要作行

銷規劃或藝術創造，不妨經禪坐後，而得到結晶，這反而能有突破性的思考。

我們的思考易被過去的慣性所限制，但經過禪坐之後，業習的力量會變得比較

鬆弛、柔軟，所以能有較大的突破。 

現在的心理學家也都教人去開發潛意識的力量。潛意識怎麼開發呢？庶與

有明確的主題、有足夠的資料、修定脈又通有關。 

這剛開始是用「思議」的方法，從確立主題，到採取礦砂是思議的。後面

的封爐、加熱、結晶，是不思議的。不思議反用的是第八識的資料，而這比第

六識豐富多了，也比用思惟的方法既輕鬆又有效。 

如不思議的結晶，不得現前，則可以在下座前略作思議。過去我在竹科帶

禪修時，於打禪七的第六天──他們都在歲末時打禪七，即告之曰：趁著你們

現在頭腦正清楚、情緒尚穩定時，快把下年度的工作好好規劃吧！後來有人跟

我反應：這一提醒，真的幫他輕鬆地過了一年。一切胸有成竹、老神在在！ 

退而求其次，我們每天早上禪坐，在下座前五分鐘、十分鐘，把今天要處

理的事情先沙盤演練一下，今天即可過得很有條理。而不會像無頭蒼蠅、莽莽

撞撞地想到什麼就做什麼，全無次第。 

在下座前，頭腦正清楚，情緒最穩定。此時不利用，更待何時呢？這就是

作睿智的抉擇，而且是否睿智，事後一定有辦法驗證的。別人也可以分辨出你

是不是睿智！ 

從鼓風爐到「無功用心」 

以大菩薩平日就深入相法，資料已夠厚實。心也是經常處在「定」的狀態

中，如所謂「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脈亦常通。故只要有問題，即可當

下完成睿智的抉擇，這稱為「無功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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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就是在意識與藏識間，幾無間隔而是直通的。一般人的第六識跟第八

識之間是有間隔的，什麼間隔呢？第七識。因為第七識會自我保護，所以很多

資料的進出都得審定：既進去的當審，也出來的會審。 

當修行者，把第七識的自我中心慢慢去除之後，八識跟六識之間即可一路

相通。因此對任何問題，即可用第八識的資料，當下作組合、結晶。這稱為「無

功用心」，不用思惟就可抉擇，而且是非常睿智的抉擇。 

世間上有些人成為那領域的頂尖高手，他也可以在剎那間，完成睿智的抉

擇。但只限於那一行、那個領域還可以，其它的就不行了。而大菩薩沒有是領

域、非領域的區別！都可以不經思議，即完成睿智的抉擇，這稱為「無功用心」。 

證得無功用心，當然沒煩惱。不只自己無煩惱，猶能解決他人的煩惱，這

個才偉大！不要自己沒煩惱，卻讓別人起很多的煩惱。 

「無功用心」當然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因為它不用思考，就可以當下

作反應。所以我以前就把「無功用心」，比喻為「全方位的導航系統」。根本

不用思考，就可以趨向更大的圓滿。 

成就「一切道種智」 

云何剛才講：很多人都把智慧講成偏一邊──偏到空的那一邊。因為偏空，

就不能深入相法；而不能深入相法，就不能作成睿智的抉擇。所以既一方面要

消除自我中心，與空相應。二方面要深入相法，才有辦法作成睿智的抉擇。 

這即是經典上所謂的「一切道種智」。一切智是悟一切法的共通性，道種

智是了知諸法的差別相。共通性是無常、無我、空，這傳統上都說得很多。而

差別相，就千差萬別矣！尤其在此多元化的資訊時代，當更是萬紫千紅、滿目

琳琅也。 

萬丈高樓從地起 

關於智慧，最後我還是要重申：過去所講的智慧，都離我們太遙遠了！因

為都是講「不可說、不可思議」的境界。 

然「不可說」乃以「可說」為基礎，「不可思議」必以「思議」為根基。

否則，乃只是「空中樓閣」而已！看得見、摸不著，唯乾瞪眼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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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八正道」一定要從建立正見，才有辦法修成正定。無正見者，不可

能成就正定的。而正見，必從聞思修，以打好基礎；才能慢慢提升。 

所以大菩薩的不思議，大菩薩的無功用心。也都是從作意、思議慢慢啟修

的，到最後才能成就不思議的境界！如果下手，即從不思議入門，便是犯了「倒

果為因」的錯誤。既是倒果為因，必是南轅北轍也。 

所以佛教雖強調智慧法門，但事實上，真有智慧者還沒有太多！因為既得

深入相法，又得成就禪定、調通脈障，才完成睿智的抉擇，實不容易啊！但是

至少我們已確認所要努力的方向，如此堅持努力，就可慢慢證得智慧的境界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