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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比丘！而何為應由體見斷除之

諸漏？

於此，諸比丘！

無聞凡夫不見諸聖者，不熟知聖

法，無調伏於聖法；

不見諸善士，不熟知善士法，無

調伏於善士法

──不了知應作意之法，不了知

不應作意之法。

彼不了知應作意諸法、不了知不

應作意諸法之時，彼等不應作意

諸法，彼作意之；彼等應作意諸

法，彼不作意之。

在《瑜伽师地论》的意地里，心指阿赖耶识，意指末那识，识指第六识（其实意

地里面也说到前五识，这样子意地就是包括了一切的识都在内）。阿赖耶识集起

一切法的种子，现起一切法的现行。第六识的这个识，它对色声香味触法的外境

的了别作用特别强。末那识的意又为前六识生起的所依，比如说前五识要依止前

五根，那么第六识要依末那识为根。所以说到这个意根，也就包括了识，所以意

为识的依止处，这是一个和前六识关涉的地方；另外，末那识又去缘阿赖耶识，

这个意就是缘阿赖耶识的。末那识以阿赖耶识为所依。

说到末那识的意又为前六识生起的所依，比如说眼识，眼识的生起需要9个条件

- 空间、光线、所缘境、作意、眼识的种子、俱有依（即眼根），分别依（即第

六识），第七识（第七识的染污意），第八识根本依 阿赖耶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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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识讲：名言安立的一切法，都是毕竟空的。这是在说遍计执。概念和名言是一个意思。

眼耳鼻舌身意识在缘色声香味触法时，有两个所缘：业力变现的依他起法属于疏所缘缘，这是

被前五识所缘，此时还没有名言概念附加上来，比如眼睛耳朵看到一个人、听见他在说话，那

这个人就是疏所缘缘，他发出来的声音也是疏所缘缘；然后第六意识马上就起分别，加上名言

去分别这个人怎么怎么样，他说的话什么什么意思，这是第六意识在它自己所创造的影像、也

就是亲所缘缘上进行遍计执的虚妄分别了。

破除遍计执，也就是破除了凡夫执着概念、影像都是真实的这样的增益执，也就是明白了概念、

影像都是毕竟空的，概念所表达的法，若执着真实，那就是遍计执，而执着为真实的遍计执是

没有的、是不存在的、是毕竟空的。世俗谛，在唯识讲，是指依他起法。遍计执不属于世俗谛

所以在认识的过程中，其实有两个人，一个是那个人业力变现的依他起的人，一个是我们第六

识又变现出来一个影像的人，第六识就是在这个自己变现出来的影像人上起各种分别，它并不

能去分别那个业力变现的依他起的人的，因为，依他起法也是离名言相的，不可言说的。当然

圆成实性这个真如也是不可言说、离名言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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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內住、等住中，有力勵運轉作意；於安住、近住、調順、寂靜、

最極寂靜中，有有間缺運轉作意；於專注一趣中，有無間缺運轉作

意；於等持中，有無功用運轉作意。

九心住的前兩個住，內住和等住裡邊有力勵運轉作意。心是很狂亂的，東想西想願意怎

麼想就怎麼想，這是快樂的；現在你把他強迫安住在那兒不要動，這件事他不歡喜，所

以你要加強力量控制他，「運轉」就是用聽聞力和思惟力，把這一念心，綁在所緣境上

不要動，特別要用功才可以，叫做「力勵運轉作意」。

於安住、近住、調順、寂靜、最極寂靜，這五個裡邊，還有雜念；貪心來了，你要調動

你的心，用正念把貪煩惱滅掉，這要用你的智慧來調動，所以這五個心住是「有有間缺

運轉作意」。於專注一趣，這時候沒有妄想，所以「有無間缺運轉作意」。在等持中，

不需要特別的勇猛精進、用力，自然是明靜而住，所以這是「有無功用運轉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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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當知如是四種作意，於九種心住中，是奢摩他品。

「解」應當知道這四種作意，在九種心住中，是屬於奢摩他的止這一類，

就是把內心的雜念都停下來，叫它明靜而住。

「論」又即如是獲得內心奢摩他者，於毗缽舍那勤修習時。復即由是四種

作意，方能修習毗缽舍那，故此亦是毗缽舍那品。

「解」又如前面不怕辛苦的成就了九心住，內心有了止的功夫，對於毗缽

舍那的觀，勤修習時。又要由這四種作意，才能修習毗缽舍那，所以這四

種作意，也是屬於觀這一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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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安住所緣 四念住講記 玅境老和尚

「為安住所緣者：謂如說言，於四所緣，安住其念」：安住所緣就是在四種所緣

境界，安住其念。第一、遍滿所緣，第二、淨行所緣，第三、善巧所緣，第四、

淨惑所緣；念安住這四種所緣境界修行，才能夠於境無染的。

第一「遍滿所緣」：就是普遍的圓滿這個所緣境事。以此為所緣境加以修行，一

切功德都圓滿了。在《解深密經．分別瑜伽品》解釋，遍滿毘缽舍那、遍滿奢摩

他、遍滿一切事、一切理的修行。這境界是很廣大的，就是在一切緣起法，在一

切真如法性上，修奢摩他、毘缽舍那，或者成就世間的四禪八定，或者是出世間

的無漏三 昧、真如三昧；這都叫做遍滿所緣。在《瑜伽師地論》卷二十六所說即：

有分別影像所緣境事、無分別影像所緣境事、事邊際所緣境事、所作成辦所緣境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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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安住所緣 四念住講記 玅境老和尚

第二「淨行所緣」：我們凡夫雖然什麼煩惱都有，但又不完全一樣。貪煩惱重的

人，叫做貪行者。貪心不重，瞋心特別重，叫瞋行者。不相信有因果、生死輪迴，

不相信世出世間的道理，叫癡行者；乃至我慢的行者。或者尋行者，就是散亂心

很強的人。各式各樣的煩惱，各有所偏。「行」就是指這些煩惱的活動特別重的

人。

各別煩惱特別重的人，要怎麼樣去用功修行呢？貪行者要修不淨觀、瞋行者要修

慈愍觀、愚癡行者要修緣起觀、高慢心特別強的人修界分別觀、尋行者要修持息

念。這五種名「淨行所緣」，就是用來清淨煩惱心的；通常叫做「五停心」。這

五種是初開始修行時的方法。才開始用功修行的人，先要對治自己特別強的煩惱，

這叫做淨行所緣。



諸比丘！而何為應由體見斷除之

諸漏？

於此，諸比丘！

無聞凡夫不見諸聖者，不熟知聖

法，無調伏於聖法；

不見諸善士，不熟知善士法，無

調伏於善士法

──不了知應作意之法，不了知

不應作意之法。

彼不了知應作意諸法、不了知不

應作意諸法之時，彼等不應作意

諸法，彼作意之；彼等應作意諸

法，彼不作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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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善巧所緣」：有蘊善巧、界善巧、處善巧、緣起善巧、處非處善巧等五種。也有地方說

是七種善巧的。善巧就是通達，實在就是智慧的意思。就是由聞思修所成的智慧學習佛法，觀

察五蘊、十八界、十二處、緣起的這一切法時，能與聖境的無我義相應，那就叫做善巧所緣。

(1)蘊善巧：通達了色受想行識這五蘊的道理，明白只是五蘊而已，並沒有常恆住、不變易的我，

也就不會有我執、我見；叫做蘊善巧。

(2)界善巧：就是通達六根、六塵、六識這十八界的道理。十八界善巧，在《瑜伽師地論》和

《顯揚聖教論》都提到，有人認為諸法是由梵天創造的，或者無因緣而有 的，這就是對十八界

不善巧。佛說十八界這一切法，各有各的因緣，沒有不平等因、或者無因——這些錯誤的思想。

所以，若通達界善巧，就可以對治這樣的過失。

(3)處善巧：對於六根、六境這十二處不善巧的人，執著有一個「我」依止身體而攀緣一切境界。

佛說十二處中沒有我，只是一念心，依止六根去攀緣色聲香味觸法六種境界而已，這叫做處善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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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安住所緣 四念住講記 玅境老和尚

(4)緣起善巧：緣起，就是一切事物現起的原因，事物雖然很多，主要是眾生的生命。

眾生的生命是怎麼現起的？就是十二因緣，即生命現起的十二個次第。在這緣起法上，

通達它是無常義，這叫做緣起善巧。

(5)處非處善巧：合道理名之為處，不合道理名為非處；若有這樣的智慧，就能了知平

等、不平等的因果道理。計我論者認為「我」能造一切業，或者造染污業而流轉生死、

或者造清淨業而得涅槃。佛說處非處善巧，則是要通達無我的道理，沒有我！誰得解脫？

解脫者不可得！誰流轉生死？流轉者不可得！那就叫做處非處善巧。

第四「淨惑所緣」：有兩種。第一、修色界四禪，它能清淨欲界的煩惱，所以名為淨惑

所緣。第二、學習苦集滅道四諦，能除遣一切愛煩惱、見煩惱，得成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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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佛之道》 印順導師

內住亦續住，安住復近住，調順及寂靜，次最極寂靜，

專注於一趣，等持無作行：聖說止方便，不越九住心。

從初學的攝心，到成就正定，有九住心，也就是住心的修習過程，可分為九個階段。

一、內住：修止，就是要收攝此外散的心，使心住到內心所緣上來，不讓他向外跑。

二、續住：修習久了，動心也多少息下來了，才能心住內境，相續而住，不再流散了。

三、安住：能做到妄念一起，心一外散，就立即覺了，攝心還住於所緣中。到這階段，心才可

說安定了。

四、近住：妄念將起，就能預先覺了，先為制伏。這樣，心能安定住於所緣，不會遠散出去。

五、調順：現在心已安住了，深知定的功德，也就能了知欲的過失。所以以靜制欲，內心柔和

調順，不會因這些相的誘惑而散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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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寂靜：不正尋思——國土尋思、親里尋思、不死尋思、欲尋思、恚尋思、害尋思等。五蓋——

貪欲、瞋恚、惛沈睡眠、掉舉惡作、疑。對這些，也能以內心的安定功德而克制他，免受他的

擾亂。到這，內心是寂靜了，如中夜的寂無聲息一樣。

七、最極寂靜：尋思等一起，就立即除遣，立刻除滅。所以定力一強，從五到七，就是降伏煩

惱的過程。必靜而又淨，這才趣向正定了。

八、專注一趣：心已安住，不受內外不良因素所動亂，臨到了平等正直持心的階段。就此努力

使心能專注於同一，能不斷的，任運的（自然而然的）相續而住。

九、等持：功夫純熟，不要再加功用，無作行而任運自在的，無散亂的相續而住。修習止而到

達這一階段，就是要得定了。

修定的方法不一；到達的時間，也因人而不同。但從最初攝心，到成就正定，敘述這一完整的

學程，依聖者所說：修止的方便過程，不會超越九住心的，也就是不外乎九住心的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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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得輕安樂，是名止成就。

在修止過程中，早就有些輕快舒悅的身心感覺，而也一定有熱觸，動觸等發現。

但一直到第九住心，能無分別，無功用的任運，還只是類似於定，不能說已成就

定。

這一定要，若得生起身心的輕安樂，引發身心精進，於所緣能自在，有堪能，這

才名為止成就，也就是得到第一階段的未到地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