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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明上師開示觀照 7 

25-座下親證禪定 

（1） 

問：目前打七階段的定是什麼樣的？ 

答：大家在第二個七的階段要體會什麼呢？第一個是定，在這

裡不叫作入定，叫作定力。座上座下都是定，這個定也代表著

不亂，心是不亂的。多體會定，經常定，定能生慧。這個慧代

表什麼？慧代表觀察能力、洞察能力，或者說觀照力，觀照力

就是慧，慧力就是觀照力。這個觀照力也是承當力，因為心是

定的，這個觀照是直下承當的，而且是毫不懷疑的。所以這也

叫作智——本智，定能生慧就是這個意思。 

還要繼續止語，其實止語在這裡表現的就是定。如果有師

兄下座以後定住了，或者在床上定住了，或者是走在過道上突

然間定在那裡了，師兄們不要去打攪他。發現他定在那裡了，

可以默默地在他身邊護持，不要去打攪。在座上也一樣，要守

在他身邊護持他，不要讓他倒下，也不要讓人碰到他。如果發

現他要倒下了，要靠著他。因為定的狀況會這麼出現，應當馬

上告知老師。定會隨時出現，出現這種定是好事，因為當下一

心不亂了才會這樣。一般不會倒下，萬一他有倒下的傾向，就

馬上靠著他，不要讓他倒下，或者搬個凳子讓他坐下來，繼續

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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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形態很多，不光有這種站著定的、坐著定的，這些定

在諸多定中是最為普遍的，同時又是最為簡單的。真正的定體

現在行、住、坐、臥中：人在走動，手在做事，但是心中沒有

任何雜念，這種定層次是比較高的。剛才講了，站著或者坐著

定住了，那個是定相表現出來了，大家都知道這位師兄入定了。

還有一種定是時時刻刻的，他沒有表現出定在那裡，但是他在

做事、在走路、在說話時都在定中，這種叫真常定。所以定有

階段性的表現，也有不分階段性的、打成一片的表現。不管是

哪一種表現、哪一種定相，都離不開座上的心念耳聞，離不開

打長坐，唯有打長坐才可以培養如是大定。 

（2） 

問：這幾天有些師兄在路上或在院子裡入定，是不是只有能所

雙忘才能入這種定？ 

答：未必。這種定可以自然地入，也可以作意地入。如果是作

意地入，不需要能所雙忘也可以。即便是能所雙忘了，座下如

果功夫不夠綿密，也不會出現這種定。不用能所雙忘也能夠入，

但是要提示一下自己一切不住。只要一切不住、一切放下，很

自然地就能夠體會到了了常知，安住在了了常知當中，就不動

了。先用作意來提示一下，接著連作意也放下，就會入這種定。

可以先閉上眼睛，兩、三天后睜眼閉眼都一樣了，只要一切不

住，很自然地就入定了。雖說前面有作意在，剛開始是要先安

住，安住就是有點作意，馬上一切不住、了了常知，作意就放

下了，就不是安住在哪個點上了，就是一切不住了。一切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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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安住。 

到了座上能所雙忘的時候，下座之後自然顯現出清淨心，

而且不會去攀緣、牽掛、流浪、執著，很自然的就是一種定。

這種定的力量就更大了，不用非要坐在那裡了，行站坐臥皆在

此定中。不需要再去作意什麼，很自然地一切放下，就定在那

裡了。這個定還有一個名字叫胎藏定，胎藏就是啟用，入這個

定可以啟用萬法，得妙觀察智。這是能所雙忘之後出現的，在

沸沸揚揚的人群當中穿插漫步、自行其道，用的就是這個定，

既沒有離開大眾，也沒有主動投入到其中，同時還能夠遍知一

切。這個也是要做功夫的，否則座上修證出來的能所雙忘，下

座了又歸零了。 

要多體會各種定，所有定是互相作用的。無論道場中出現

的是哪一種定，對道場都有幫助，入定就有加持。如果道場裡

幾十個人站在那裡都定住了，你說有沒有加持力？ 

座下的力量就來自於座上的心念耳聞，心念耳聞之後會出

現極力追頂、咒輪、能所雙忘。能所雙忘之後有一個時間差，

過了一陣子念頭又起來，又開始極力追頂形成咒輪，然後又再

次產生出能所雙忘。再過一陣子念頭又起來，咒馬上跟著起來

了。這個過程是能所雙忘和業力掙扎不斷地產生作用，培養的

就是座下的定——禪定。座上培養奢摩他定，奢摩他定應用到

座下就是三昧耶定。座下的三昧耶定力量大了之後，跟座上的

奢摩他定打成一片，就形成了禪那——就是座上座下都在禪定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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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心宗用綿密持咒形成極力追頂、形成咒輪，然後超越所

有的定相，這個超越是很快的。雖說超越所有的定相，其實超

越本身就是一種定的體現。在這其中，還要有承當、認取、肯

定、不疑。 

（3） 

問：什麼是“沒有定相”的定？ 

答：定可以示現定相，也可以不現定相。宗門藥師法裡有一種

定叫“藥師隨緣定”，就沒有定相。行站坐臥皆是定，就是行

站坐臥皆是禪，禪就是禪定。定相做得細緻之後，沒有定相也

是定。藥師法裡有說思維定和隨緣定；《佛心經品亦通大隨求

陀羅尼》中，佛也入思維定。一句“心不亂就是定”，超越了

一切所說的定。功夫是相應的：看誰都在定中，自己就是定的，

這也叫認取；看誰都是佛菩薩，自己就是佛菩薩；看誰都是凡

夫，自己就是凡夫。 

（4） 

問：如何觀察每一個人的定相？ 

答：打了那麼長時間七，有沒有培養出定來？定得怎麼樣？表

現在哪裡？從各位的表情就可以看得出來了。定是受用，這個

受用是藏不住的，會自然流露出來，表現在每一個人的每一個

瞬間。 

樓下那位師兄也在表現，他是略有一些定相，同時他還加

上了一種追求，表情就有點僵硬。定是自然流露，是不會僵硬

的，可以看得出心是歡喜的，定是喜的，不是悲的。頭低低的

http://www.baidu.com/link?url=NO2Vap98Yejqa6UGg8g_vpqUO6Mvoghr8abDjdZzU5db0hqyo8BEZuw9fm9gWFbJ7WpiBecokfg6J__Xehdsyejma3w8X-VIZm_qy8VUAxdIQAY3059gEJsoNZCgRyfi7RdBcJ19Q1-vfFoRHUbmLRF_qvsXURpT7oJx8_6sSxEnifqZDYM-a4Sby3v1-UWk_AdO61BoFfosVYxvPMJHaGKpmiC2Ka_-gldJzFE47Jm
http://www.baidu.com/link?url=NO2Vap98Yejqa6UGg8g_vpqUO6Mvoghr8abDjdZzU5db0hqyo8BEZuw9fm9gWFbJ7WpiBecokfg6J__Xehdsyejma3w8X-VIZm_qy8VUAxdIQAY3059gEJsoNZCgRyfi7RdBcJ19Q1-vfFoRHUbmLRF_qvsXURpT7oJx8_6sSxEnifqZDYM-a4Sby3v1-UWk_AdO61BoFfosVYxvPMJHaGKpmiC2Ka_-gldJzFE47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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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悲，定力是向上的，頭是抬起來的。有的人表現得很自信，

這也是一種定的形態，很自信的人頭肯定不會是低低的，都是

抬起來的。當然傲慢不一樣，傲慢不會歡喜。修印心宗講的是

自然觀照，要活潑，不是默照禪，默照禪頭是低低的，死氣沉

沉的。 

（5） 

問：一切不住有哪些表現？ 

答：順其自然，這就是觀照，心念清淨、一切不住。還有一

種表現也是一切不住，就是在座下人會出現定在那裡的狀

況，定的時間有長有短，有十分鐘，也有半個小時，一個小

時，甚至兩個小時都有可能。如果發現自己定住了，那可以

繼續定一會兒，但是時間也不要定太長，意識還是可以控制

的，可以左右自己的定境。 

（6） 

問：下座如何體會禪定？ 

答：呼吸、走路，起心動念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了了覺知。你

不會走路都不知道、呼吸都察覺不到，這都是了了覺知的，了

了覺知就是本來清淨，因為沒有在妄想。下座要止語觀照、親

證禪定，就是不去打妄想、不去攀緣，那是很自然的。了了覺

知就是我們的本來面目，本來就是具足的，要通過修行去親證

它。所謂的親證是時時刻刻要去用，才能夠起到親證的作用。

如果打完坐，下座流浪、找人說話、做別的事去了，把座上培

養出來的定力放縱掉了，就體會不到下座之後觀照是怎麼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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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具足的天真佛性，時時刻刻都在自然流露，能體會到就是

見性、見佛，體會不到就是迷失。 

（7） 

問：為什麼打坐沒有入定的感覺？ 

答：四個小時、六個小時的長座都是定，不一定要有入定的感

覺，能夠坐在那裡一動不動四個小時、六個小時，這個定是最

不可思議的。周邊的一切都能了了常知，是在覺知當中定，叫

覺知定。有了覺知定，下座之後隨緣去了，也沒關係，心也是

不動不搖的，也是不迷失的，也就是隨緣定。座上是覺知定，

座下是隨緣定，座上座下都在定中，心不亂就是定。 

所以不要去找個定境，因為一切事相都是無常的，心沒有

跟著無常走、沒有去流浪、沒有去攀緣，這就是楞嚴大定。而

且這個定相沒有出定入定之說，沒有說要入定了，馬上坐在那

裡一動不動了，沒有這個過程，很自然的。用它的時候也是定，

不用它的時候還是定，從來就沒有離開過定，這就叫大定。認

識了這個大定之後，大家就能夠起神通妙用。 

（8） 

問：走路也能培養禪定嗎？ 

答：走路時心是踏實的，又加上不亂，這就是禪定。要親身體

會，才能夠體會得到。在走路的時候，腳要踏著大地，這踏實

不光是大地踏實，心也是踏實的，同時又是不亂的，這樣走路

也是在培養禪定。其實人很多時候是在禪定當中的，只是他不

知道這叫禪定。禪定包含什麼呢？包含著踏實，包含著不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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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著愉悅，這是天生的，不是別人教的。比如小孩子吃奶就

是一種禪定，很踏實、很實在、很充足，而且又有一種快樂在

裡面。 

人從吃奶開始就學會定了，所以說本來是定的。吃飯的時

候也是禪定，過去的禪宗大德說：“如何是佛？”祖師們就回

答：“饑來食，睏來睡。”這就是禪定。所以吃飯就好好吃飯，

不要胡思亂想，有的人邊吃飯還邊拿著手機，這是在打妄想。

這就叫什麼呢？錯過了禪定。一下座馬上就變成牛了，手機是

牛繩，一出來就馬上要把自己給套住，用繩子把自己給套住了。

要當手機的主人，不要當手機的奴才。 

所謂的當主人是時時刻刻、在在處處、分分秒秒做一切事

情都當主人，心不亂就是主人了，也就是自主。怎麼樣讓自己

心不亂？觀照、發願、一切放下。這個世界本來就是踏實的，

這世界本來就是不亂的，沒什麼好亂的，一切放下就不亂了。

多多體會止語觀照和走路觀照，除了打坐，每天座下就重複做

這個功夫就可以了。 

（9） 

問：想入定就入定這種狀態是幾禪定？ 

答：一般是四禪定，當然初禪定也可以出現，從三禪定開始就

已經沒有定相了，定無定相。禪定伴隨著佛法的真修行，禪定

是跟登地菩薩相應的，登地菩薩也不過如此——定無定相。平

時所講的四禪八定，只是講修行上的定，還不是講見地上的定。

不在境界上也可以定，心不亂就是定。金剛大定是沒有入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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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定的相的。 

（10） 

問：有時自己閉眼入十分鐘的定，感覺這樣一天不容易流浪，

有沒有必要做這個功夫？ 

答：不入定的話心亂嗎？不亂就是定，還要入它幹嘛？流浪不

流浪，跟睜眼閉眼沒有關係。不住就是安住，安住就是不住。

綿密是入不入都是定，不是綿密入定。定無出入相、無增減相、

無分別相，這叫禪定。 

在行持上，是因人而異、各個不同。體會不一樣，風格不

一樣，下手處不同，所以說出來的也不一樣。方便是可以說的，

這個方便也是因人而異的，所以說法無定法。方便是在啟用上，

如何去應用它，讓這個方便不離究竟。以直指究竟為說，這個

是絕對的，沒有可商量的餘地，這叫做無人情可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