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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明上師開示觀照 6 

17-思維定也是觀照 

問：觀照和思維是什麼關係？ 

答：觀照是妙用，思維不思維都可以在觀照。思維也可以觀照，

觀照也可以不思維。思維不一定都是作意的，比如打坐的時候

座上心念耳聞，同時八識田裡會冒出很多種子。有一些種子冒

出來的時候，似乎是在想一些白天工作、生活中閃爍出來的念

頭，往往這些事情白天無論如何想、作意、分別，都不能夠找

到一個明確的答案，但是在打坐的過程當中，翻出了這些種子，

不用去想，不經意中就解決了問題。這個不屬於妄想，屬於妙

用。就像有位師兄，打坐翻出一大堆弘法利生的問題來，她也

沒打妄想，自動翻出來的，不是有意去想的。咒也念得了了常

知，也是心念耳聞，還能夠把問題給解決了。 

思維定是清晰的，沒有迷進去，入迷就是陷得很深了。在

交流的時候旁聽是最容易入思維定的，旁聽時在觀照，也在入

定，同時又加入了一定的思維，是很清晰的，所以大家都在思

維定中。不要怕思維，不可能完全離開思維的。思維定也是觀

照，所以說：“慧能無伎倆，不斷百思想。” 

18-覺在念前 

（1） 

問：如何能做到覺在念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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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打坐時體會到妄念紛飛，先由粗念到細念，由細念到微細

念，再由微細念到微微細念，這些念頭都跑到哪裡去了？跑到

念咒的“念”上去了。隨著持咒越來越深入，所有的一切生滅、

念相都融入到咒語當中，這時候稱之為心念耳聞。偶爾還能夠

看到妄念翻起，但翻起沒有表現得特別明顯的時候，我們已經

能發現了，即在持咒的過程中，對妄念是一切不住的，但是又

是可以觀察得到，這叫念頭起處。通過持咒就能夠體會到念頭

起處，這就是元音師尊所講的“覺在念前”，在打坐的過程中

就可以實證到。覺在念前就能夠發現念頭起處，能夠發現念頭

起處，那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這就是我佛世尊所講的“一切

眾生本來具足”。本來就是我們的覺性，這覺性是本來就具足

的，人人都在本覺中。 

打長坐的妙義就在這裡。下座啟用觀照，一切不住，不落

在作意上，心空無比，一切都了無所得。因為座上翻種子已經

翻完了，下座的時候心就是空靈無住的，什麼妄想執著都沒有，

只要不去作意分別、流浪、執著，當下就是心空無住。 

（2） 

問：覺得有妄念，能不能看著這個念頭？ 

答：不要怕妄念起來，不要認為它是妄念。看著念頭就是壓念，

不需要看，要看念頭起處，不是看念頭。這句話很微妙，看念

頭起處，其實就是覺在知以前，先覺而後知；如果是先知而後

覺，那就是看著念頭，先知後覺，覺反而起不來。念頭起處沒

有前後，不落在前後上。所以說“前念已過，後念未起”，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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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沒有前念，也沒有後念，這就是蕩然無住，一切不住就是

“前念已過，後念未起”，這也就是念頭起處。 

19-綿密觀照能製造時節因緣 

問：禪宗的公案裡經常會說某位禪師碰到某件事情突然就開悟

了，比如倒水或者聽到什麼聲響就開悟了，為什麼會這樣？ 

答：因為他是時刻觀照的，照到綿密之處，處處都是下手處。

綿密觀照才會出現時節因緣。賣肉的掌櫃都能讓人開悟，公案

中掌櫃來一句：“我這裡塊塊都是好肉。”那位禪師就言下大

悟了。什麼時候都可以是時節因緣。 

大愚祖師說過一句話：“拈花怎麼傳，不妨密且禪。”這

就告訴我們方法了——密和禪的結合，打坐是“密”，觀照是

“禪”。《圓覺經》上講座上培養奢摩他定，座下要培養三摩

地定，座上和座下相結合，就可以親證禪定。禪定是二六時中

都是覺照朗朗，所以叫“圓覺”。這要通過修行來印證佛經上

所說的，這就叫以心印心。佛經上所說的都是真實不虛的，但

是我們要通過修行來親證它。我們印證佛經所說都是真實不虛，

這跟佛經印證我們真實不虛是一樣的，印心宗的宗旨就在這裡。 

20-觀照可以破見惑和思惑  

問：如何培養平等智？ 

答：把心放空就是平等，平等智就是這麼培養出來的。有了平

等智，才會有妙觀察智。心不平等，帶有個人的意識去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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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叫妙觀察，叫分別作意。佛看一切眾生都是平等的，所以

佛可以度一切眾生；如果佛的心是不平等的，他就度不了眾生。 

自性是平等的，沒有分別的，見性不只是見自己的諸佛本

性，也是見每一個人的諸佛本性。見性之人看每個人都是見性

的，他可以看到每一個人的自性，看每一個人都本性具足。他

絕對不會認為這個人是凡夫，那個人是菩薩，那個人又是六道

眾生，不會有這種分別。佛看一切眾生皆是佛，所以他自己才

是佛。佛看每個人都是這樣，看一切眾生同樣是平等的。有人

說看人是平等的可以接受，看一切眾生是平等的接受不了，這

是還著眾生相。凡是還著眾生相的就是凡夫，這還有見惑在。

還被相所迷惑就是見惑；還被思維、文字所迷惑就是思惑。惑

就是迷失，就是惑問。當然也不要落在這個概念上認為見惑、

思惑沒破就不是見性，這種概念還是知見，這個知見也要破。 

要用什麼方法破？返聞聞自性就是方法，也就是觀照。回

歸自性本位就是方法，要念念回歸自性本位。自性什麼時候迷

惑過你？從來沒有迷惑過，這就是開悟，開悟就是悟到自己從

來不迷。沒有什麼境界能夠迷惑我，這叫破見惑、思惑。悟到

自己從來不迷，不是說昨天還迷，今天就悟了。小時候迷過嗎？

在娘胎裡面迷過嗎？娘未生時迷過嗎？其實從來不迷。 

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心念清淨的時候才可以透得過去。持續

地心念清淨之後，從內心深處翻出來的全是智慧種子，這些智

慧種子可以了卻一切善惡諸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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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返觀自照就是觀照 

問：痛和觀照是什麼關係？ 

答：打七的階段最能夠體現出觀照，時時刻刻都在體現。觀照

用到哪裡去了？師兄們說痛，手痛腳痛腰腿痛，觀照用在痛上

了。但痛的程度不同：有人說很痛、很難受；有人說痛雖然在，

但是感覺這個痛與我無關；還有的人說雖然也知道痛，但是發

現痛的同時，還會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歡喜，痛得很開心，痛得

很快樂。 

其實能夠知道痛，就是把觀照力用在了痛上。如果這個時候返

觀回照，痛的是誰？這返觀自照就是觀照。觀照無論在任何一

個境界，時時刻刻都能夠生起，而且生起觀照是很自然的，一

點都不費力氣，這個是誰？喝茶的是誰？聽的是誰？落筆的是

誰？低頭不語的又是誰？這都是在返觀自照。了了常知就是觀

照，觀照的當下心是清淨的，同時又是活活潑潑的，一切不住

又活活潑潑，不是死在那裡，所以觀照可以靈活起妙用。 

22-觀照的當下要認取 

問：觀照時要如何認取？ 

答：在觀照的當下要認取。認取是什麼呢？肯定自己，這就是

觀照，把它認取下來，不要再去找觀照。認取到什麼程度名為

自然觀照呢？不取不捨了，正在觀照，亦不認為是觀照，就是

觀照也不可得，很自然了，這叫自然觀照。起心動念都沒有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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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它，一點都沒作意，很自然地就知道是觀照。 

在打七的過程中，最容易生起自然觀照。大家下座後止語，

不去攀緣，不流浪在物相上，也不流浪在一切境界上，朗朗清

清，又是朗朗自照，這就是自然觀照。剛才讓大家去散步，要

知道什麼叫散步，不是散心，心沒有散，只是散步。這散步正

是觀照，左腳右腳，每一步都是踏踏實實的，每一步都是輕鬆

自在的，每一個動作都是毫無執著的，這就是自然觀照。散步

的時候就是儘量地讓自己體現出自然觀照，一點造作都沒有。

能夠清清朗朗地認識到這是自然觀照，就能夠體會到觀照，時

時刻刻、分分秒秒、在在處處都是自然流露，清淨佛性、本妙

覺性會自然流露。流露在哪裡？就流露在觀照上，觀照就是清

淨本來的自然流露，大家要認取它，不要再懷疑它。 

打七是剋期取證，剋期取證就是大家集中一個時間段來共

修，目的就是在短短的幾周內能夠體會到自性流露、自然觀照，

能夠承當自己的本來面目。這就是我們的本來面目，大家都要

承當，都要認取它。印心宗最大的特點就是先認取真心，認取

我們的本來面目，承當下來之後，深入經藏，去開發一切佛經

的妙用，開發一切佛法的妙用。如果修了這麼多年，打了這麼

多年的七，承當不了自性流露，承當不了自然觀照，那還要繼

續迷惑、迷失，這樣的話修行就漫長了。 

23-見清淨心就是見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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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觀照和見性是什麼關係？ 

答：觀照就是見性，觀照就是回歸清淨心，能夠體會到心是清

淨的，就是見性，這就是“當下一念清淨心光即法身佛”。見

清淨心就是見佛，見佛就是見性，這個一定要肯定下來，不能

懷疑它。一日當中，有幾分肯定，就會有幾分成就，時時肯定，

就是時時都在見性中。 

打七是剋期取證，就是讓人人都能夠當下見性，見性就是

證得佛性。座下要發大願，心量要大，座上更容易體會到自性

是法喜充滿的。在整個打七的過程中，首先要肯定我們的清淨

佛性，再加上大願，按照這個打七的進度，大家在功夫上會越

來越熟透。 

只有掌握了這個方法，以後才是在果地上修行。因地上修

行是找方法、找方式，包括聽大德講座，從佛經上面去找理論。

當你認清楚歸家之路，能夠認清觀照就叫歸家之路，這就是果

地上的修行了。 

（2） 

問：一點妄念都沒有才叫觀照，是嗎？ 

答：佛說一瞬間有十萬八千念，那怎麼解釋？這是佛說的，佛

的境界，妄念恰恰是妙用。什麼叫佛？念念不住便是佛，不住

就沒有生滅了，有住著那就是凡夫。做功夫要朝這個方向來做

才究竟，要承當自己，否則你打多少個七都沒有用，都是錯過。

打七就如同坐火箭，但是如果不敢承當，火箭也是白坐。不敢

認取、不敢承當，永遠是白坐，坐十次火箭飛來飛去有什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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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目的、沒有目標，就沒有結果。 

24-座下化空 

（1） 

問：座上每一座都很好，都容易化空，座下為什麼不容易化空？ 

答：座下也會化空，不執著就化空了。不執著，座下一切本空，

這就是化空。你座下有執著，老要看人家在幹什麼，要找人跟

你講話，這就有執著了，座上跟座下成兩碼事了，這怎麼化空？

有“我”在，便有是非在；同樣，有“人”在，也有是非在。 

（2） 

問：有時表現出來忘性特別大，一轉頭就忘了剛才要幹什麼。

這是怎麼回事？ 

答：這是化空了。化空了沒關係，知道該做什麼再做也來得及。

挺好的，這是定相出來了，但是還不能爐火純青。爐火純青是

定和慧互相作用，該定就定，該慧就慧，都是自然流露。忘性

大就是化空了，有這個階段，沒關係。化空了怎麼樣才能夠從

空裡面出來知道嗎？發願，發願就從空裡面出來了。 

（3） 

問：最近很多次吃飯忘拿碗了，洗衣服不知道洗了幾遍，這是

怎麼回事？ 

答：挺好，這是定相的表現，這叫心空不住，儘量心空不住

就行了。本來就是如此的，誰天生就會拿碗的？這都是後天

形成的，現在是在回歸本來的過程中，表現出很多的回歸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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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狀態的現象。有時候在洗手，抬頭看鏡子會問：“這是

誰？怎麼那麼熟悉？”這並不是一種不好的現象，都是定的

表現、定的自然流露。不存在“是不是傻了”，不要起這些

疑問，要直心承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