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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田卢行武 宣讲

《华藏毗《华藏毗《华藏毗《华藏毗田田田田卢卢卢卢大觉经》大觉经》大觉经》大觉经》

卷一至卷三之 “三禅十八定”

现实当中，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当然有对有错，有是有非，所以每个人都是在昏和醒

之中交错，就必然受到某些外魔的干扰。以前你所伤害的一切生命，包括现世你吃的每一条鱼

和一块肉，当你进入到中度关的时候，都有可能成为外魔，来干扰你的修为。基于这些原因，

我先不跟你们说，就是让你们能够无所顾忌地去走应该走的这一段路——进入中度的这段路。

在你们走这段路的过程当中，我会给你们设置很多保护圈。当你们进入到这个层次的时候再告

诉你：你原来走过的路是多么多么的艰难，甚至是多么多么的危险。当你回过头一看也不用害

怕，因为你的路已经走过来了。就象一个人在过独木桥一样，这个桥随时有塌下去的可能和危

险，但我只能告诉你：没事，你走过去。这个时候，你本身有这个信心，在你的思维当中也不

存在什么危险和不危险、可怕和不可怕这么一种分别念，你就顺利走过去了。当你走过去以后

我才能够告诉你，你原来走的路是多么的危险，所以你会吓出一身汗。

对一个人来说，修持的过程即是一个成住坏空的过程。一个人的成住坏空过程也就是意味

着一个人从原初，到续发，到演化的整个规律。一个人从何而来，最后你怎么样能够使自己成

就，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由此，你的生命进行转换，去拥有完整和圆满的智慧，这个过程是一

个规律。那么从个人来说是这么走的，从必然规律性来说，必须由你去认识你的生命本原这一

时刻开始，然后遵循你的本原，最后去改变你本身的生命方程。到了整体，到了其它群体来说，

比如一个单位，一个社会，它都遵循这一个规律。从客观规律上来说，成住坏空就是以三世而

定。

佛家说三世，实际上我们现在来说，就是客观、主观和耦合。所谓客观就是我们现实所拥

有的客观环境和我们客观的身体，各种条件，由此决定这个事物的发展方向和决定一个人从成

长、到衰亡、到病死的客观规律性，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得出他的客观走向。从主观规律性来说，

即是由你自身去认识你现实、现有的规律，即是你去破译和了解你现在面临的环境，本身所拥

有的现实环境当中各种条件的因素，你就能够很清楚地明白：哪一个是优的，哪一个是劣的；

哪一方面是正确的，哪一方面又是错误的；哪一方面应该是大力地去激发和提高的，又有哪一

方面应该去纠正，使它消亡的。所以，你一旦从主观上认识了这个规律以后，就立即可以改变

这种现实规律。那就是说，比如当一个人明白自己得了什么病，它有一个先兆，你知道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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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这个病发作之前就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这个病就绝对不可能恶化，最后你就趋于健康。对

一个事物的发展，一个人面临的一种事业的选择，或者是一个局部，作为一个团体、一个公司、

一个单位，它面临着它当时的现状、当时的社会地位、社会环境和它的业务走向，它应该有自

己的优势和劣势，但不管他陷于任何一种困境和恶境之中，如果主导者能够去了解他当时客观

环境的各种因素而防患于未然，这个时候，他必然会摆脱困境而走向光明。由此来说，一个整

体、一个国家、人类乃至于宇宙，都是同样的这么一个规律。

我去年就开始逐步地讲“三藏十二部”和“华藏觉学”，今年开始，跟你们讲它们相互之

中的对应关系和转换关系，就意味着从你自身去破译你自身的现实拥有的客观条件。因为每个

人都受现在的阅历、知识，和身体素质、家庭环境以至于社会地位的限制，就奠定了作为一个

人，你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当你明白了你现在所处的环境，从而分辨出它的优势和劣势，

由此去破译出你现实的这种密码，然后改变你自身的环境，改变你自身的成住坏空的整个规律。

当你把这个规律把握了以后，即可以依事依人，都同样一个道理，小到个人，大到人类社会，

乃至整个虚空境，你都可以把握这个规律。这个时候，即是由主观去改变客观存在了，因为你

破译了它，所以你即能够改变于它。

这么久才跟你们讲这些，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能够让你们在不知道危险的情

况下往前走，因为我会帮你们作为保护圈，你绝对不会掉下去，所以这个时候你能够专心致志

地往前走。第二个原因，从这个事业的发展来说，华藏本身也存在一个成住坏空的转换过程。

我们从一个人七毛钱起家，到今天拥有了几千万人和广泛的涉及面，与这个社会各个层次的相

互统一和相互转换，它也遵循这么一个规律。今天讲，也就是说：我们整个华藏系统的发展，

也迈入了这么一个层次。由此让你们了解自我的同时，来了解这个对方。所以我们讲第一课，

先来讲“三界六道”。

“三界六道”即是我们所说的“三禅十八定”。这个本意上和传统的经典有一些不同之处，

你们从很多经典里面看，都是“四禅定”，而我们为什么说“三禅定”？下面我把三界的分别

层次给你列出来，你就会明白：“四禅定”是什么，“三禅定”又是什么。

（板书：）

非想非非想处天

无所有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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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色界 识无边天

空无边天

四禅天

色 界 三禅天

（中 界） 二禅天

初禅天

他化自在天

化乐天

兜率天

夜摩天

忉利三十三天

欲 界 四天王天

人道

阿修罗道

畜生道

饿鬼道

地狱道

所谓的“三界”是：欲界、色界和无色界，这就是在佛法里面和佛经里面所谓说的“三界”。

那么，我们且不说这种理论正确与否，正确与否现在由天文学家去研究了，这不是我们的任务。

但作为一种学术探讨，且不说“色界”和“无色界”，我们单纯来说“欲界”，欲界它分别层

次，作为我们人来说，你找一找，我们生活的空间，所谓的“三维物质世界”在哪里？在这里

——“人道”。如果作为一种佛学的知识来说，作为一种开拓人们的思想境界，开拓人们思维

的知识，它就给我们提供了除了我们生活的所谓“三维物质世界”之外，“人道”之外，以下

还有——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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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就是所谓的“六道”——天道、人道、修罗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天

道”就是——四天王天、忉利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在三界当中

的下界称为“欲界”。我们人类生命所居住的层次在“四天王界”之下，我们以下还有阿修罗

道、畜生道、饿鬼道和地狱道。作为一个人来说，以六道轮回往上走的话，意味着从最底层的

这个维度，我们只是迈过了四个维度，进入了人道。我们从人道要到最后这一天（指：他化自

在天），这个路子就这么长。

作为一种对于认识宇宙规律和认识事物的多层面认识来说，我们的认识，人类对自身的认

识和自己的定位，仅局限在欲界当中非常狭小的一个部分，一个非常狭小的角落，是“人道”。

以前，我们说宇宙是这个物质世界，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时间上无穷无尽，在空间上无

边无际。就是说，“四方上下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时空即是宇宙，而且把宇宙定为是

物质世界。显然，从当今的学科发展来说，他们也己经承认这种定义是错误的。宇宙是一个多

元世界，由肉眼能看得到的物质世界和肉眼看不到的多元世界所组成，就是虚和实当中所组成，

称为一个宇宙世界。由此，实际上是向人们揭示了，在我们认识的局限性当中，还存在着很多

在我们现行认识之外未知的天地。这个未知的天地即是真正的广泛空间，而我们所拥有的和所

居住的只不过在欲界当中、最下界当中的偏下界。

我刚才说了，我们说的“三禅定”和某些说法的“四禅定”是不同的。所谓不同，你看在

现在的诸多经典里面，就是说，修持由初禅进入三摩地，达到四禅就已经证得正等正觉，对不

起，这个时候你是小乘罗汉果，因为“四禅天”还是色界。所以你如果依此而修，不管你是显

宗和密宗，权教和实教，如果你依“四禅天”去修持，你就是到了最顶端，还没有脱离色界，

你最顶端就是一个小乘圣者，阿罗汉果。所以构成了我们现实佛教界当中，修佛的人很多很多，

但真正证果的人又非常非常地少。可以说，从传统的教义和现实认识上存在着这个误区，这个

误区即是，《大日如来经》当中所阐述的“四禅天”，包括我们《阿弥陀经》所说的这个境界

只在于“四禅天”，在色界。“四禅天”只是概括了“中界”当中——我们从欲界到无色界当

中必须要经过的这个“中界”，也就是色界，必须要经过的——它只是描绘了“中界”当中存

在的各种现象和从欲界进入色界的各种修证方法。所谓的“四禅地”，并不等于完完全全已经

进入到了无色界，不能进入涅槃境。所以传统的说法和现实的潮流认识的误区在于这里——所

谓的传统上的“四禅天”是在色界的。

我们所谓的“三禅定”，实际上就是“三界定”。为什么把三禅分成十八定呢？“四禅天”

是“四禅四定”，如果一说“三禅十八定”，他们会说“胡说八道，你看我们经典里面记载的

是四禅天嘛，四禅天就是四禅四定嘛，哪有三禅十八定？还减掉一禅，还加了一个十四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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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三禅十八定”中，“三禅”即是“三界”——无色界、色界和欲界。“十八定”，除

了我们自身是人道之外，因为我们可以往下堕落，也可以往上升华，你已经是一个人了，你修

与不修，你承认与否，因为你本身居住这个人道，你已经在人道当中，所以除了人道这一定，

把人道去掉之外，你们数一数，三界的每一层是不是十八层？——欲界：一、二、三、四，（去

除人道），五、六、七、八、九、十；色界：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无色界：十五、十六、

十七、十八。这就是我们的“十八定”。

我们这个“三禅十八定”，它不等同于在某些经典里所说的“四禅四定天”，这个“四禅

四定天”只局限于在色界当中达到了小乘阿罗汉，称为“四禅天”。尽管你达到“四禅天”，

从“大三元论”来说，你还有可能往下走，你唯有达到无色界，进入了“空无边天”的时候，

才能够证得不生不灭，所以你永远不会往下坠。你进入到“四禅天”，在色界和无色界的衔接

当中，你也有可能往下走，当然了，也有可能往上走。

那么从这个本意上，作为华藏法门来说，你们应该明白了，“三禅十八定”，“十八定”

是代表什么？代表了三界当中十八个维度。现在我们所认识的是三维世界，把三维之外的统称

为多维时空。其实我们所居住的并不是在“三维世界”，不过我现在还不想说这一点，说了以

后会起哗然大波的。我们所谓说的三维世界，三维，在这里——畜生界。当然，在于三维、四

维、五维，从欲界当中，除非直达天道之外，因为天道生命的存在形式和人道以下的存在形式

不同，它们之间的这种生物功能也不同。我们现在所谓生活在人道的世界，以我们作为一个人

的具体体现，对于人所拥有的各种生物功能和他的认识，他对天界的这一道，用肉眼看不到，

就认为不存在。对于以下的维度，他视为肉眼能看到，所以它存在。他能看到什么呢？能看到

畜生道。为什么说我们居住的并不等于是三维，因为你想啊，如果是三维，三维是畜生道，但

是畜生道和我们人道是不是生在一起？猪、牛、狗、鸭，包括蚂蚁，这些都是畜生道，而畜生

道和我们人道，如果是以现代科学这种立论来说，三维，那畜生道是几维？修罗道是一切化生，

成灵，成为修罗道，包括大树，那些百年古树，有些具有精灵的、灵气的，这些都称为是修罗

道。所以，现实当中，以我们的认知和以认识物质世界的这种思维观念，可以认识到了天道、

阿修罗道、畜生道，这种维度是连接的，是在一起的。那么由此而论，所谓我们生活在三维时

空，这个值得探讨，起码来说不完全正确。那么，至于饿鬼道和地狱道，作为我来说我能看得

很清楚，但作为某些人，他看不到，他认为是假的。那么我们将会从它们分别的含义和分别的

相互关系，来向世人揭示出三界是一种什么关系，一种什么结构，它的形成怎么形成，消化又

怎么消化，演化怎么演化。最后，从色界到欲界当中，这种层次怎么往下走和怎么往上走，这

个时候我们把这个规律总结出来，然后展示给世人，同时也展示给佛教界。只是某一个方面，

不是全部啊，但起码几乎是，尤其是在显教当中，几乎成为一种主流，就是把所谓“四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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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是直达究竟涅槃的境地。“四禅定”，现在我跟你们说，“四禅定”是色界，是小乘色界，

没到无色界。

你们现在都已经知道了，“三禅”在我们华藏里面解释，它本来应该是：无色界、色界和

欲界，称为“三禅”。也就是说，生命的转换和事物的转换必然要经过：欲界、色界，到无色

界这三个层次。那么“十八定”，因为我们所处的已经在人道，不管你承认与否，反正你是一

个人，在人道，那么，除了人道这一道，我们把人道，把自己这一道作为一个衔接，衔接口，

你可能作为一个往上走的台阶，也可能往下坠的台阶。作为人道，作为衔接口之外，三界分别

的各个维度，刚好十八层维度，那么，即“十八定”，“三禅十八定”。

而在我们华藏修持来说，“三禅十八定”是分别由你认识某一个维度的规律，然后去突破

这个维度，最后以十八种方法直达到“非想非非想处天”，就是每一个层次的分别不同了。明

白了没有？“三禅”是什么？

众：三界，无色界、色界、欲界。

师：那么“十八定”，除了人道之外，往下和往上的十八个维度，十八个维度。那“三禅

十八定”在我们华藏修持来说就是“三步九法”。“三步”也就是中、高、低，实际上就是“三

禅”了。“九法”是十八定当中分有两层次，就是两个维度，一个虚和实的相应加在一起，那

么就称为九法。二九是不是十八？九法。因为每一步当中有一个静和一个动，有一个心和一个

物，就是形和物，它都是紧密的；显和密，权与实都是非常紧密的。所以一个修为层次即为由

两种方法——“心悟”和“行悟”的两种方法来达到突破你这个维度。把这两个方法，结合起

来，就等于是九个层次，也就是“三步九法”。“三步九法”在这里就叫做“三禅十八定”，

因为“九法”每一法当中有两个程度，那么二九十八，就是“十八定”。这就是华藏整个层次

的分别。

所以现在从传统佛教，除了有两本经典之外，其它所有经典，可能是我们在汉传佛教传歪

掉，也有可能啊，都是把“四禅天”称为是“究竟涅槃境”。那么“四禅天”，现在你们知道

啦，“四禅天”只是色界，还没有达到最后无色界。所以就是使现代佛教人们的修持依照这种

认识的误区去以“四禅天”作为最终究竟的修证，那么就构成了他们这种理解，和修持方法将

构成现行佛教当中逐步走向了末法。所谓逐步走向末法就是说：得道者没有，真正证得佛果的

没有，证得罗汉果的有，但是自成佛果。当他已经达到这种“四禅天”的时候，他已经要走了，

那最多就是作为一个肉身，这个肉身还是死肉身啊，不是生肉身，象现在有六祖，还有很多这

个僧尼，圆寂以后这个肉身不坏，金刚不坏的，实际上这个是称为达到“四禅天”，成为阿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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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果，他还不能够真正地了脱生与死。那么当他已经证得这个果位的时候，往色界他上不去了，

他的认识局限在这里，他认为这里就是一个天地了，就是一个宇宙了，那么对于无色界，根本

上他不存在那个概念，由此他就上不去了。那么他一旦进入到“四禅天”后，他必须要走的，

因为你上也上不去呀，下你只能是，如果你不走，那你就往下走，因为你上不去嘛。修持就是

象“逆水行舟”一样，非进即退。当你上不去的时候，你又不愿意往下走，这个时候你只能是

涅槃，涅槃以后可以证得一个金刚不坏体，就是阿罗汉果，所谓的肉身祖。你们看啊，当他一

旦进入到这个禅天（指：四禅天）的时候，在他不具备正等正觉、佛果和游戏神通的时刻，没

有实行普渡，这个时候他本身自圆佛果，成就，就是所谓肉身和尚，就是在四禅天上。

那么作为华藏法门，毗卢座下，你们现在就应该要明白，所谓的“四禅天”是色界，而初

禅到四禅并不等于作为一个人道直达到“非想非非想处天”的整个层次，他只是停留在中间这

个层次。由此以后，佛教界可能也会有这个想法，当我们向世人揭示它分别的含义，从虚和实

的相应上，我们有足够的理论和足够的实验方法来说明这十八个维度它确实是存在的，它存在

又以什么形式存在，怎么转换，这是我们绝对可以向世人所揭示出来。

那么作为你们来说，从佛法的宣化上，你们就应该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去进行法布施，让他

们知道，所谓的“四禅天”的修持的四个层次，并不是所有，它只是在色界当中，而真正的应

该是“三界定”，或者是“三禅定”。它是以十八个维度和十八个层次所组成，最后直达究竟。

接下来讲“三禅定”。也就是第一， “初禅欲界定”，在座的，几乎都已经走过了。当

我给你讲完以后，由你这个认识，马上去结合你在这几年修持当中所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情，这

个时候你会很快地找到这种和融统一点，这个时候封条你就可以自己打开了。

“初禅欲界定”，我们刚才所说的“欲界”就是六道，包括天道。那么，“初禅定”我们

分为四个层次。所谓的“四念处”。这个“四念处”和我们身、受、心、法的“四念处”是等

同的，而每一种禅定都是在四念处当中去规范和系统，但它的分别在于层次的分别。以“初禅

欲界定”，也是通过身、受、心、法四个层次，最后达到了你超越六道。当你超越六道的时候，

你要注意啊，意味着你将不受轮回，不往下走，你不可能成为畜生界、饿鬼界，你只有往上走

的时候。那么，它和最后这个无色界的身、受、心、法也是相对应的，但那层次是不同的。这

个层次不同是什么呢？因为它三界当中每一界都自成体系，而这个体系都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体

系，体系当中，它的最高形式表现和最低形式表现都是以一种相同等的存在形式，就是身、受，

心、法在三界当中的分别，只是在层次给予界限，但是它的系统是一样的。“四念处”在欲界

来说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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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

粗定粗定粗定粗定 细定细定细定细定 欲定欲定欲定欲定 未到地定未到地定未到地定未到地定

实际上呢，我们沿袭《大日（如来）经》的整个修佛过程的语言来讲，粗定、细定、欲定

和未到地定实际上就是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在修持上的分别含义就是，这个你

们都已经走过了，我现在跟你们讲，你们就可以自己去对号入座。

“粗定”，从你们入门的那一天，告诉你，把你自己的思维，我们般若初禅当中的“摩阿

般若多罗密”这七个字实际上它的根本含义是什么？叫“挂住断绳的马车”，它的根本含义是

这样，就是把这个断绳的马车给挂住了。它这一句话就比喻着一个人的心神就象断绳的马车一

样，你今天想这个，明天想那个，心无定处，老是乱窜。所以会随外在的环境，客观环境所牵

引，使你的心不定，心不定也导致了身不定，所谓外在环境就是突然非常热闹，外面嚷嚷什么

什么，这个时候你一听，外界的环境，这时候，你本来刚好在喝茶，在下棋，你一听，这时候

你分神了。进一步的话，由于心不定导致身不定，你想出去看一看，但是走出去的时候，外面

可能是火灾、水灾，或者是一个大石头从天上掉下来，或者造成车祸，也不一定，反正你已经

把自己卷入那个是非圈了，不管你是不是当事者，只要你出去一看，你已经看到了，看的时候，

由于外界的事要干扰你的神，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神智也受它干犹，这个时候，你已经是作为当

事人之一被卷进去。那么初定实际上是让你们什么呢，你们在修持华藏心法当中的每一个层次，

它都有意念、手印和密咒。这种意念、手印、密咒实际上就是让你在一个时间内，把你的意念

集中在一处，不要受外境太多的牵动，使这个断绳的马车能够把它收回来，不让它乱跑。这是

“粗定”。每一个人他都经过这个层次，他都会经过，哎呀脚酸啦，腿麻啦，或者一打坐的时

候，心里面在胡思乱想，他没办法入定，也没办法入静。这个时候是“粗定”。但就起码来说，

你这个心智受外境影响以后，你的身不随，你在打坐的时候听到，因为你在打坐嘛，所以你不

会跑出去，你一跑出去你就卷入这个是非圈了，这个时候你不可能跑出去，只是说，你受它的

波动和干扰。就是说，这匹马它还想在外跑，但是呢，你这个绳已经把它给捆住了，这个时候，

马车它就不会滑下去，你这个身就不会出去，这是“粗定”。你们都经历过了。

“细定”。“细定”就是到了，第一个就是身念处的对应。我刚才说了，是不是很形象了？

“身念处”就是说，使你的身体不受外境所牵引，能够自我主宰。而它的层次又非常非常的多，

同时，层次高低也非常不同，由你这个“粗定”进入“细定”以后，也就是“身念处”实际上

它最终达到什么呢？达到了你的身体不受寒、冷，然后呢，不受其它外界的感染，和你自身这

个身体之外的其它足可以影响和破坏你整个整体系统的诸多信息，你都可以屏蔽，就是说你的

身体不受外界很多不良的信息和物质的干扰。这个时候，身念处就是，第一个，直接的，你不

可能生病了，因为你不会受细菌的感染，不会因为天气，或者是什么自然气候，或者是食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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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等等，导致你身体某一个局部失调，产生疾病，这时候你不可能生病了，但是你这个“粗定”

的功夫还要到家，你如果你不到家，你的身体还是不行。由“粗定”到了“细定”这个时候，

“粗定”，就是说你的身是定了，但是你的心还没定，但你起码你不会卷入那个是非圈，你起

码你不会说，你外面听到一个什么声音你跑出去。你的心会受波动，但你的身已经用强制性的

打坐、持咒、观想的方法已经强行地把这个“车”给框住了，给定住了，虽然马还在往外跑，

但你的绳子已经勒得很紧，所以这个“马车”就不会跑下山坡了。

那么到了“细定”以后，就是要求到你的心和身都专注于一定。心和身专注于一定，就达

到“细定”。“细定”就是说，你听到、看到，你的心都不会受外界信息的干扰和影响。同时

呢，你又了了分明，因为虽然你听到一个声音，某某人来说你，来说一个是非，不管这个是非

的动机如何，这个时候你能够达到“以不变应万变”，那么你这个时候就远离是非颠倒和善恶

颠倒了。因为你这个时候心和身已经是定在一处，在一念之中。那你内外都不受波动和不受干

扰，这就进入“细定”。那么它的体现呢？到了“细定”以后，就真正的到完成了“身念处”，

你不受眼、耳、鼻、舌、身、意的干扰，你能够屏蔽外缘的眼、耳、鼻、舌、身、意的刺激，

同时，你能够使自身的整个身与心、生物功能以你的这种思维功能不受你自身的眼、鼻、耳、

舌、身、意的制约，不受这个制约。我们往往受的一个最大制约就是意和身的制约，意是最大，

这个意和身的制约就是，意，我想的，我想飞出去，但是我这个身，它飞不起来，这时候就是

意和身的制约了。那么当你进入到“细定”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以定生慧了，将近要达到生慧

的境地。这时候呢，你就身和心一定要专注在一起。但是这种层次它是永远都停留在这个层次

的啊，并不等于是，你经过了这个层次以后就可以不经过了，以后到了无色界，就可以不经过

了，你还是要经过的，只不过体现出来的这种层次和果地不同，就是“细定”的含义，实际上

就是心定。身、受，“受”就是感受嘛，感觉。“身”就是身体，“受”是感受，身是外的，

细是里的，受也是里的，所以就是内外的高度协调和高度统一。

由此，这个时候，你就将会出现了“宿命通”。“宿命通”就是说，你能够知道这个事物

根本本原，由此你不会受轮回的牵制，因为你已经眼、鼻、耳、舌、身、意，不受相互之中的

制约，进入到一种真如本地的时候，那么，第三个是“欲界定”，也叫“欲定”。

在初禅定中的“欲定”这一关，往往是会使人被打回到“粗定”还不如，就从“人道”一

下子给打到修罗道，打到畜生道和饿鬼道都有可能的。“欲定”不管你前世是佛还是魔，不管

你根器再怎么大，再怎么好，欲定任何人必须经过，而且必须经过这个魔考，叫“欲定”。

“欲定”是什么呢？也即是初禅的“中度关”。这个“欲定”它就是说，当你把这个身和

受，到相当一定层次的时候，你会自然进入到“欲界定”，也叫“欲定”。“欲定”的体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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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中度”，“中度”实际上就是“魔障”，也就突破了“末那障识”。所谓这个“欲”

就是欲望的意思，它有内和外之分。一个内，当你打坐入静的时候，第一个最体现的我执、我

慢，由执生疑，由疑生慢。所谓“由执生疑”是什么呢？这种疑在信当中走过一步也称为疑，

疑己和疑人是同样的概念。那么疑己就是我执，对自己怀疑，那么疑他就是我慢，疑他实际上

是从我们现象上是疑，对他人怀疑实际上就是对他人的不信任，所以你自认为比他高，你才会

去怀疑，自认为比他对，这时候就是我慢，疑他是我慢。所以由执生疑，由疑生慢。那么我执

和我慢来自于，执着于你自己的各种感受，执着于你现在的地位，现在的生活方式，或者执着

于你现在的这种逻辑思维，也执着于你现在的是非观、人生观、宇宙观、思想行为，执着于以

你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来对别人和其他事产生怀疑和抵制，由此，我慢心起、高傲，这个时候，

立堕修罗界。修罗界是我疑和我慢的最高体现。而这也称为中度的内魔，内魔是有我而做，由

我执产生了我疑，由我疑产生了我慢，这个时候就是欲界的第一关。任何一个人，包括我在内，

以前在修持的时候，我也必须经过这一关了，任何人必须要经过这一关。但你们比我要麻烦一

点，跟你们说我过这一关，我只用六天时间我过了欲界关，六天时间。什么原因？这不是我的

根基，就是我在四谛当中的染谛没有象你们这样严重。因为我从小就在山里面，在寺院里面长

大，很小就离开了社会的纷争，什么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没有，因为从小当我

思想成形的时候就接受这种平等、真如的教育，那么在我的思维当中，就不可能、也没有存在

着好与坏、对与错、真与假、虚和实，不存在，我自心的本心、现心的习性就比你们清静得多，

所以我过这一关六天就过了。如果你这一个人，好，在人世间生活五十年，这五十年你都在是

非圈里面斗，然后还形成你这种争强斗胜，还认为自己很了不起的习性的时候，完蛋，你肯定

很难很难过这一关。

在我的学生当中，有一位政要，他一直到退出政坛才过这个定关。因为他本身从人道上来

说，经过了很多次的政治斗争，而且在政治斗争当中，他必然是步步获胜，他最后也拥有足够

的智慧、谋略，和足够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这种水平和胆略，他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地位。那么

他这种思维模式已经建立起来了，他在过这个欲关的时候，那就是由执生疑，由疑生慢，都是

在内魔里面过不去。直到什么？直至到他已经不用动用脑筋跟谁去争斗了，明争暗斗了，已经

完全把提高到最紧张的思维状况已经松懈的时候，静下来，现在我再不跟人家争了，争也没用，

我也不想争了，已经到顶了，到头了，已经到年龄，已经该退休了。我说：“你现在你还争吗？”

“啊，争也没用了。”“"你如果还争，你还可以争，”我说，“如果你现在放下以后就会明

白，你立即知道你的位置是什么位置。就是说，你最高高到什么，最低低到什么，你对自己的

生命一目了然，你还有必要去争吗？没必要了，已经是这样。那么你要争呢，只不过争一个使

你升华，而升华已经超越这个程度了，已经越过这个程度的升华，比如说，从人道的升华你只

有往天道走，而你在人道还想争什么？你不争也存在，争也依然存在，只不过让你去知道这个

位置以后，你可以去往上走，你不往下掉而已。”我说：“你现在还争吗？”他说：“不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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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不争？不争，好。你不争以后你这个内魔就破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也不会去看低

别人，也不会去怀疑别人，也不会去疑心疑鬼，这个时候，就破了内魔。内魔就是，刚才说的

就是归为这三点啦，由我执产生了我慢，由我慢产生了疑。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所谓的内魔。

外魔，欲界的外魔。外魔是一个人从现实上，你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情，包括你做的任何一

件亏心事，别人不知道的，你认为天知地知和你知，别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但你在进入定界的

时候，在末那识当中，它会把你以往的记忆翻腾出来，一幕一幕给你翻腾出来，这个时候起码

你作为一个人都会有良知，那你就会很内疚，而这种内疚也就变成你的障碍，这是第一。第二

呢，累世你所伤害的生命，这时候，它也会变成外魔，这种外魔呢，它体现在声闻。它可以跟

你说一句话，你在打坐的时候它叫你“哎，某某，某某，你赶紧起来。”或者是“哎，我是佛。”

跟你说话，然后呢，让你去跳搂，让你去杀人，都有可能。这时候，是由于累世所伤害的生命，

或者是累世的债主，你还没有还清这个债的债主，作为外魔。那么这种外魔它用不同形式出现，

以不同声音，就叫声闻，不同声音出现，但你看不见，但你能听见，你能感觉到，这个时候就

是所谓的外魔了。

内，是由你本身的业障和习性。外魔是你累世的，也就是业障所产生的。那么当进入欲界

的时候，中度，那就是惟有一个，第一，以平等心来融合于所有的人、事与物，平等心，你不

比他高也不比他低的那种心态，以平等心。以清静心来达到不受外缘和内境的牵动，那么这个

时候，“佛来斩佛，魔来斩魔”，由此而说，由此而出。你们看神话上《西游记》当中那个孙

悟空到小西天的时候，他也是看到，啊，释迦牟尼，还有诸多佛像，当时那是魔变出来的，不

是真佛。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能执着于这个相了，你执着于这个相，那对不起，你就非常容易

走火入魔，那时候入魔呢，你就是进入到修罗道，就是修罗了。这个时候，就是以你自身的清

净和平等，达到了“佛来斩佛，魔来斩魔”。为什么说斩，不是让你去杀他，不是那回事，就

是说你和佛、和魔平等；反过来说，你只是你自己，你一定要不受内和外的任何牵引，始终以

一颗清静心，只管走路，清净心。这是内魔和外魔，以突破这个“欲定”。

当“欲定”突破以后，到了“未到地定”，估计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已经经历过了。什

么叫“未到地定”呢？就是说，你还没有到的意识，就是说你在打坐的时候，你看到了上海，

你看到了西天，你看到了未来，你看到了三界当中的任何一界，你都看到了，你的意识都看到

了，但是你的整个虚实还没有到，你知道，就叫未到，“未到定”，就是说你还没有到那个地方，

这是一个含义。另外一个含义呢？你去了，看到一个江洋大海，注意，“未到地”就是你不要

下去，就是你到这个海边看一下，行了，我知道了，这是一个海，你知道前面是一个海就行了，

就回来，你没必要跳下去，如果你突然到了中阴界，到了地狱界，你一去，一看，啊，知道了，

地狱是这样，中阴是这样，你知道了就行了，回来，你没必要进去，因为那不是你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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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时候往往人们就执着了，以为到了未到地定就要追究，就是不要到那个尽头。“未到定”

呢，这个时候作为“人道”当中你可以从“下五道”，或直接到“天道”的每一道你都可以看

到，都能去，但你最后你还要修到“非想非非想处天”啊，你还要到最高啊，所以你不能把你

自己定在那一道上。比如说，你现在到了天道，在打坐的时候，你神游出离到了天道，到了天

道以后你去看一下，你知道，啊，天道是怎么回事就行，就必须回来，继续修，再往上走，因

为你最后的终点不是天道，所以你千万别进去，你进去就把你框在天道里面了，你再也上不去

了，这还算好。如果在修的当中，你神游地狱道或者饿鬼道，那岂不坏了？而你去了，看到以

后，你还想进去，那你就进去了。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能超越于三界制约，你想怎么样这个

时候就即心即法了，你想自己变成怎么样就变成怎么样了。所以就是说，“未到地定”就是让

你不要到那个极限去。那么你能在修持当中，你都会看到，看到哪一道，畜生道、饿鬼道、修

罗道，也看到了天道，甚至到了色界的四禅天道，甚至到了无色界的“非想非非想处天”，你

都能看到，也都能去，只不过是让你去认识一下路，认识自己应该走的这一条路，让你认识，

让你知道它存在在哪里。比如说，实际上就相当于，在人道上来说，从北京到广州去，告诉你

往南方向，然后呢，你往这个方向去那就到了，不管你是用什么工具，你如果你往北去，那就

相反了，它只是告诉你，这个方向在这里，一个基本概况告诉你，然后你去了解一下，马上回

来，千万别下去。所以严格说起来，到目前为止，修持能够突破这一定的，抛开我们自己“王

婆卖瓜”，抛开我门下不说，能够到了这一定的，到目前来说是那是寥寥无几的，先不要说达

到“四禅定”，到“未到地定”。所以争来争去，就是说，充其量你是一个“人道”，还有可能

往下走。所以真正突破了“欲定”和“未到地定”的人寥寥无几，没有几个。

你们现在听，要注意啊，这个听，也可能会在现场当中闻法得法。我们只是不注重于形式，

只是我这么简单给你们讲而已，而这些是人天大法。那么如果从现实来说，什么功什么派，什

么胡吹八道，它如果是不按照这个规律走，那就很容易把人误入歧途了。现在有一个功派它就

是这样，一下子还没有学，就“我们是第一，最大的，最好的，其他都是魔。”好，烧其他功

派的书，连释迦牟尼都藐视，你这个时候已经我疑、我慢生了，那你不是修罗道还能到哪里去

啊？那你这个“欲定”还突不破，就不要说到“未到地定”了。

你们以后在走的时候就应该明白了，“欲定”就是：断却内魔和外魔。所谓内魔就是由我

执生我慢，这个时候，那就变成了我执障，心魔。外魔是你累世造的业障，使你进入声闻中度

界，这种声闻中度界不管来自于真和假，你只需知道即可，不要内随外转动。这个时候你自然

进入到了“未到地定”，而“未到地定”这一切都是真的了。欲界的时候有真有假，有佛也有

魔，有佛跟你说，也有魔来跟你说，但他都以迎合你的这个心理所体现出来的相。如果你想啊，

一个佛来，他就以一个佛来，想一个菩萨来，他就是一个菩萨来，迎合于你的需要而来的。这

个时候当然会有真与假之分，但这个时候真假之中，那就是佛与魔以平等而待，平等和清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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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以前呢，修密法就是“佛来斩佛，魔来斩魔”。实际上就是到了一个中度，进入中度声闻

界的时候那就是这样。唯有这样的时候，你不执着这个相了，那你马上进入“未到地定”。“未

到地定”那你一切都知道了，这个时候，进入“未到地定”一般他都能达到了“宿命通”和“神

足通”。所谓“宿命通”，应该什么呢，你什么事情你都能够看到，事情的原初、续发，整个过

程你能够看得很清楚，那么此方和彼方你都能够一目了然地看到，那意味着你本身已经得到了

这个“宿命通”。同时呢，“神足通”，就是说，你可以随时随地的想进去你就可以进去，你可

以到地狱界，到畜生界，到饿鬼道，到天道，你都可以去，但去了以后你别忘了回来，因为你

还不能在那里，就是叫“未到地”，不要到那个地上，你去看一遍就回来，这时候他必须具有

“神足通”，这就是到了“未到地定”。

那么对于你们来说，“粗定”、“细定”这两定非常容易达到，因为这没有魔干扰，当然这

出不了任何神通，只是身体好而已。到了“欲定”，那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关口。“欲定”

的时候就应该明白有内魔和外魔的干扰，这个时候，内魔和外魔都是一切不受其左右，“佛来

斩佛，魔来斩魔”，就是这样。当这一度一突破以后，到了“未到地定”这个时候，你就是得

到的什么信息都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都是真正的信息，也都是看到的真正图象，但你不要

执着于它，看到以后要回来。看到一个大海，明明知道你去了，你到了太平洋去了，你在定当

中你都可能去的，你就在那个岸上看一下，或者在半空看一下就行，千万别下去呀，你又不是

鱼，下去干吗？你知道就行了，你回来，这个时候你就具有“神足通”。所以我平时在你们身

上，这些我没有说的时候，我做，不跟你们讲道理，我这多年来，在你们周围所谓玩的一些小

神通，你们应该明白是怎么回事。实际上，你如果是没有突破这个“未到地定”，你只是意到，

还去不了。

那么初禅的四个层次，概括起来它是这么一个关系，当你达到了“欲定”，那就意味着你

已经出离“人道”了，你将不受“人道”的因果、善恶和生老病死的制约。所以你在人道当中

已经直接到了“四天王道”。一旦你突破“欲定”，意味着你已经不遵循作为一个人的生老病死

的规律了，这个时候你已经往上走了。那么到了“未到地定”的时候，就是在整个“三十三天”

当中，你可以随时去什么地方，随时回来，但你这个时候呢，你不能停留在那里，如果停留在

那里你就回不来了。所以我经常万不得已的时候用神通的方法，你们某些人都很清楚，现在去

一个什么地方，非常紧急，三分钟之后我必须要到，而我相距几千里，那怎么去呢？没办法，

就用这个办法啦。意念一动，过去。当过去之后，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眼睛一闭，步一迈，实

际上就是把那个地方就看在眼前，这一步你过去，虽然是一步过去，你会感觉到是一步过去，

但其实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因为我还必须从人道当中直越于这个“三十三天”，我才能把平面

作为立体，站在最高最高，这个时候一步迈过来，所以往往在两、三分钟我可以几千里我过去

了，但如果我迈过去的时候，停留在那个过程当中，那坏了，对不对？就是，停留在“未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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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那就坏了，我如果停留在那个过程，那我就没了。所谓没了，我就已经跑到天道去了，

再回不来这个现实社会了。因为那个时候是把整个自己身体的四大分子完全分离掉，然后进行

转换，实际上就是生命的转换。因为首先我必须是超越于人道，我才能这样做，如果不超越人

道，作为一个人，人的生物功能就是这样的，人不可能会飞，你飞你也不可能那么快，坐火箭

你也不可能那样，那你唯有是超越于人道，你本身外表作为一个人的体现，但你的生物功能已

经超越于人道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一念之中就可以跑了。如果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停留在那个

过程，那我也就回不来了，因为我已经把作为一个人表现，把作为一个人的形象，外表已经把

它分解掉了，直接作为一个天道的生命体存在了。我作为一个天道体的生命存在，我才能穿越

时间和空间的障碍。我上一次从沈阳回北京之时，实际上以现在时间来计算是两秒种不到，但

我不能停，不能落在这点，我必须落在一个我当时从沈阳起来的那个点，落到于北京和它那个

地方相对应的那个点，然后我才走过来，实际上，它整个时空过程实际就是几秒钟的过程，在

这几秒钟我必须把我作为一个人的这种生物功能分解，然后重新组合成天道的生命态，由此我

才能过来。但我过来的时候我停留在天道的过程当中，那就回不来了，就没有了，马上进入天

道。当你达到“未到地定”的时候，实际上在欲界当中你已经超越了人道，已经作为一个人的

体现，但是你本身的各种功能已经不受所谓的生老病死的制约了，已经超越了人道了，但你还

寄生于人道，这个躯壳还寄生于人道。但这躯壳又可以随着你自己的变换，随之于你的需要，

可以分解、再组合，分解、再组合，那就到了“未到地定”，你已经具备了“神足通”的过程。

但这个“欲定”这一关一定要过的。

然后跟你们说，华藏法门“初禅定”的境界，就和他们所说的“四禅地”、“三摩地”一样。

那你想一想，所谓的“三摩地”，其实我刚才说的传统的误区啊，就是“四禅天”并不是究竟，

它是在“中界”当中的“色界天”而已，那如果是以“四禅天”作为最终了脱生死轮回，那我

们华藏初禅的“未到地定”就可以达到。

还要具体的，整个“三禅定”讲完可能要一个月，详细的。但对你们说，我不用说得太详

细。

我们现在再说“二禅”。“二禅定”也称为“色界定”，三界当中的色界定。“色界定”，

即是说，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即称为色界，三界当中的中界——色界，那么“色界定”

它就由“八触”、“十功德”和“五枝觉”所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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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

*八 触：动、痒、轻、重、凉、热、涩、滑

*十功德：空、明、定、智、善心、柔软、欢喜、欢乐、解脱、见性

*五枝觉：觉、观、喜、乐、一心

到了“二禅定”也就是“色界定”了。“色界定”其实就是说，你已经是由欲界的众生进

入到色界的众生。因为欲界的众生呢，他还是受寄身的制约。所谓“寄身”就是受肉身和色身

的制约，也就是“报身”的制约。你不管在人道，还是在天道，你都必须要有一个外在和外表，

而且你的外表受你原来的这种果地的制约。所以这个时候，它也同样具有寿命，也有可能轮回。

到了这个“色界定”以后，其实这个“色界定”实际上也就是概括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密教当中

所说的“四禅定”，也就是密教当中所概括的整个修持，当然，对我们来说，它是中间的一部

分。

“二禅定”是“色界定”，“色界定”它体现“八触”，“八触”绝对不是象那些气功书

解释的“八触”，那些“八触”的解释是胡说八道的，实际上是在误导众生的。它的字是一样

的，但现在气功书就解释成身体的什么痒啊、疼啊，这种，那是胡说八道的“八触”，那已经

超越过了。“八触”是动，也有痒、轻、重，凉，热、涩、滑。“十功德”，“八触十功德”，

“十功德”是空、明、定、智、善心、柔软、欢喜、欢乐、解脱、见性，这称为“十功德”。

然后呢，“五枝觉”是觉、观、喜、乐、一心，就是觉枝、观枝、喜枝、乐枝、一心枝，叫“五

枝觉”。

对不起，二禅定要在十一点十五分才能讲，现在不讲。你们现在先把一禅定消化一下。

（休息）

今天我讲的这个叫什么？

这几个字现在还不能写，我们暂时执一执这个相，暂时忍耐十几二十分钟。

（板书） 华藏毗华藏毗华藏毗华藏毗田田田田卢卢卢卢大觉经大觉经大觉经大觉经

今天讲的是第一到第三卷。这是我们华藏再转法轮的第一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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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讲的这些，你们都可以分章在四方丛林里面广泛传播，尤其是扭转四禅和三禅的关

系，广泛传播。

我刚开始讲的时候说，在很多气功书籍里面说“八触”，把“八触”说成是身体的八种体

表和身体皮肉筋骨的八种反应，这个只是它微小的一部分。在色界当中，进入到色界，也即是

说，超脱了在欲界当中的生命四大制约，即是地、水、火、风的四大制约。以这种四大制约，

你超越了这四大制约以后，最终你才能进入到色界的初禅。色界初禅也就是说生命存在形式已

经解脱于地水火风和生老病死的制约了，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将获得在这个六道当中已经超脱了

六道，那么也将意味着你将不受生老病死的制约。

“八触”分别是——动、痒是地；轻、重是水；凉、热是火；涩、滑是风，地、水、火、

风。它们在对应上，作为一个人的，在整个社会，几乎都停留在身体的八种感觉，而其实这身

体的八种感觉来源于你本身超脱于所谓的六道的地水火风制约之后，呈现出来的这种人天相应

的感觉。

第一个——动。“动”，这个“地”，它即是说在修持上进入到“地分离境”。进入到“地

分离境”的时候，在你坐的时候，第一个你将会从你自身的感觉上就非常非常的沉重。你们在

法坛里面几乎人人都过这一关了，整个身体就非常非常沉重，就会觉得压力非常大。在这个情

况下，使你自己的生物功能，尤其是你的感应和地心引力移位。这个时候，有些人就会出现天

旋地转，有些人就会出现连呼吸都困难，有一种非常沉重的感觉。由于“地分离”的时候，它

是从一种静态到了动态。这个“地”，我们都知道，形象来说它是一块土地，是非常凝固的，

这个时候它是死的。当这个地要化活的时候，与天相应的时候，它必须动，就是地本身的结构

分解，这个时候就由于地动而产生你的身动。这就可以给你们解释清楚了，打坐为什么有些人

他会动起来、会有动作？那么你们要去除一种：他是不是故意？那个人故意乱晃？或者别人动

的时候你们反感。其实你们动是必然，因为进入地分离他必然动，而他动的程度体现在地分离

的彻底度达到什么样。由于地分离和他自身，人的组成也是地、水、火、风的分离，那么人与

天是相应的，这个时候，他分离的时候必然出现由静止的地，到松动的地，产生到以动去化生。

这时候他必然会从他坐下去的方向感应上，坐着坐着突然转一个方向，或者是没有天南地北之

分，或者是突然非常高，非常低，产生他自己身体的某一个地方、某一个部分动，而这个部分

动，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动也取决于他地分离的层次，有些是内脏微微地动，有些是手动，有些

是脚动，有些是头动。那么下一步我会讲，哪一方面动就说明他上一界是从哪一道来的。如果

他是涌泉穴和脚先动，那他是从地狱道来的，对不对？那如果是他的头部先动，那他们起码是

在色界来的。如果是心焦，非常的恐慌，或者害怕，或者是压迫，那他肯定是从畜生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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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动——人道。这个动取决于他自身的地分离，就是过去与现在，就是过去的、相对应的，

他原来的前生。同时呢，以他现在的这种身体，心和性的感受，他动与静将体现出他这个地分

离的层次不同，动作也有大小，也不同。这个过程每一个人有，你们认为别说，我打坐下来什

么也不动，你外不动，你内也动，没有不动的，每个人他都要经过这个分离。这时候你将会发

生由于地的表层和你自身的生物功能，从内核，表层，从深层意识到这个表层意识，从身体的

骨髓到了皮肤，它整个由静到了分离、分解、重新组合的状态，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心

里面特别的难受，心里面发生一种说不是痒又是痒，但这个时候，动的时候和出现内外一种感

触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执着于这个相。有些人在法坛之中在打坐的时候，好象是有虫子在鼻子

里面爬，几乎有百分之六、七十都是忍不住，咬牙切齿，或者挠一挠，这一挠对不起，你还要

重新开始走，给你挠回去了。动已出现到身体这种皮肤感觉的时候，就意味着它的程度大和小，

意味着你地的分离程度怎么样。那么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左和右，脚和手，意味着你的相对

应的你今生与来世的相对应的度。

接下来，轻、重是“水分离”状况。轻、重呢，轻的时候可以使人觉得你整个人飘起来，

甚至在平常你不打坐的时候会轻软无力，一点力气也没有，连动都懒得去动。那么重的时候同

样，是从身体的这个各方面都感觉到非常沉重，也懒得动。水分离也同样，水分离取决于轻，

就是说你本身，从你自身人体上，因为这个地你已经分离过了，分离过了已经那就说明你这个

本原已经开始改变。到水分离的时候只是改变你自己的心和性的合一了。心性合一就是，以地、

水、火、风构成我们这个身体的元素来说，水就说明我们里面所有的内分泌或者是血，当它分

离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整个内分泌的调整和血压的调整。这个时候它忽然高和忽然低，由此以

这个“水”来治“地”，使这个地的本质产生变化，由水来润它，产生变化，那么它必须以有

别于你现行的水元素来促成你已经改变过的地的结构，产生这个地的变化，所以果地和地基由

此产生。人家所谓说的果地，果和地，地是指你的本原，果是说你的境界。

那这个时候，尤其在“重”的时候，我自己曾经试过。当我在试重的时候，曾经有十一个

人来抬我可抬不起来，因为我的体重最多会增加三百倍，按照正常来说，人的体重最多会增加

三百倍的体重。“轻”就轻到就可以在打坐的时候突然飘起来，就出现这种感觉，那么它本意

上是水的分离，它的相对应也是同样，就是说，你的心性和色界当中的这个代表水的易动的这

种性质的东西，或者它的这一方面的元素，或者这一方面的事物产生合融的时候，或者是阴性

的产生合融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将会以你的自身去感应整个色界的存在规律。那在身体上是这

样一种表现，它本意上是在于整个色界的水分离导致你身体自身的水分离。

凉与热是“火分离”。火生就热，火熄就凉。而且凉和热是最关键的一关了。凉和热的时

候，从身体的体现来说，进入到这个定境的时候，它将会出现全身开始冒冷汗，凉，冒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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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血压下降，最严重的直至到休克，到人整个给休克过去了，或者是一个人突然打坐的时候

倒下去了，半昏迷，没有知觉，这个第一它是这个过程，没有必要去恐慌。以前不了解的话，

很多往往一倒下马上给送到医院去了。心火，也叫障火，业障的障，当它平息和下降的时候，

第一个你刚开始体验会心非常的沉，非常的沉静，非常轻松，由此来带动你的身体的任何一个

细胞，都会感觉到一种轻逍和凉爽的感觉，然后随之于你本身的心火降低到最低最低，把火熄

灭，把你原来这种魔火、障火熄灭的时候，你这个人就会产生将近要接近于快要死，或者断气、

停止呼吸，然后冒凉汗，停止呼吸，到将近要断气了，就休克过去了，甚至是出现了昏迷状态。

这时候就把你原来所有的障火，也叫魔火完全地平息下来，扑灭了。扑灭以后，立即进入第二

阶段，第二阶段也叫神火，在修持上，道家称“火种”，或者称为“火候”，或者称“火丹”。

在佛家来说，称为“舍利关”。当你把原来的心火和障火完全熄灭以后，这个时候你将会感觉

到进入到将近要休克，这个时候突然开始温热，那就说明你这个神火“武火下降，文火上升”，

那这个时候神火就开始复燃了。复燃这种热度呢，它就会从冷到开始有温，有体温的知觉、感

觉，就一直热高到最高最高，高到你无法忍受，从内外的焦，这个时候往往就出现功能了。那

就是武火已经平息了，而文火上升了，那就是说，魔火和障火已经平息，而神火已经开始点燃，

到了最极点。那么即是凉和热是“火分离”。

到了“风分离”状的时候，第一个体现的是，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这个皮肤不敢摸，一触摸

就好象摸到一块石头或一块树皮一样的粗糙。然后就是任何一个人去碰你一下你都会觉得非常

难受。这个时候，是风分离的第一段，第一段是什么呢？是把这个相，把这个可以说是散出去

“相”凝聚、集中起来，就相当于鼓风机一样，作为再进一步地激起这个文火的火种。

第一个“风分离”是“八风”的分离，八风的分离我们都把它称做是八种习障。八风分离

的时候，因为苦、乐、生、死、喜、悲你全都已经经历过了。那这个时候进入到了八风的分离，

八风的分离那就是一切的是非、好坏、真假，包括你自身存在与否，你都会产生更深层次、非

常深刻地去理悟和体悟它，由此它会从你身体的内部向外延，一个新生的生命，从生物功能上

来说，由内到外，就象那个逐步地脱外壳一样，最后它把在你最深处的污垢一直往外挤，最终

挤到你的体表。这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包括其他门派它都会有的，练功、练功，突然整个皮肤

特别的难看，起包啦，长疮啦，或者是越来越粗糙，这个就是由里向外地扩，就是从八风的开

始分离。进入“滑”的阶段以后，由于一个新的从里面开始外延，脱到完全从外相上获得一个

全新的新生命，这个时候，你就摸哪里都舒服，就象打麻将一样。这个时候你的神态，就是你

本身内在的气质，由于地、水、火的三个从内在上已经调整到你已经拥有一个全新的生命、全

新的思维，那么一个人内在的气质和神韵就体现出来了。体现出来以后，由于风的分离以后，

外表的庄严、柔软、高雅，这些也即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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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八触”可以达到了人成！所以人们说，你看这个人就是不管他打扮得再怎么样，

你就是越看越烦他，这就是他里面的东西不怎么样，所以他外表再怎么打扮都不行。一个人如

果是他内在的心火、魔障已经平息，然后他自己的神明，神智已经开启，这个时候，他必然具

有内质，以这种内质来衬托出他整个生命的神光和灵光。当他神光与灵光他从内在开始往外呈

现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一看他，他将必然会具有一种让任何人一看都有一种庄严相。但庄

严相并不是他看起来很凶，就是你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有一种不卑不亢、不喜不乐、不好

不坏、恰到好处的庄严相。然后，取决于他内在的这三个方面的组合，由此才产生一个人整个

外表的变化。

这是“八触”分别的感觉和功用以及它的过程。不过只讲百分之三十，还有百分之七十。

因为我从一卷开始讲，讲到“十八定”的时候，我还要分别对应着讲。那么它这种意义就远远

不同于现在气功界的所谓什么身体的反应了，它是从内到外的相呼应的。

“三禅”除了“八触”之外，还有“十功德”。“十功德”必须经过“八触”以后进入“十

功德境”。第一，“十功德”是“空”、“明”，“空”、“明”和“定”、“智”，两者是相依存的。

“空”、“明”什么，进入到整个人的地、水、火、风完全重新组合，本身已经超越了生、老、

病、死，这个时候你已经获得了人成，已经超越了，已经不受地、水、火、风和生、老、病、

死的制约了，这个时候呢，你进入了一个空境，空寂。这种“空寂境”在心智上体现出来，就

是说你会认为自己，不是从意识上和认识上了，是你真正达到了“其大无外，其小无里”的那

么一种感觉，就是心智的量度。那你就会你可以拥有一切但是你又一无所有，你可以做什么但

是你又什么都不能做，就是空的境。空的境也就是空当中就是随，就是随境而用、随境而应。

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你自己，我用“感觉”这个词，但其实不是“感觉”，而是你本来就可

以达到这种心智的非常宽广，达到了一种“空明境”。

那么第一个“空境”就是说——我刚才强调的这一点——你会认为自己在清静、平等和慈

悲的基础上，因为你已经达到了，那么你会认为你自己什么都是你，又什么都不是你，就是已

经达到了“人格宇宙化”的概念。那么这个空，你只是已经达到这个境界而已，以你自己的能

量和自己的心智，你会达到你和万物万象都是真如的，所以你的心量可以“大到无外，小到无

里”，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我又一切都是我，已经到了非我相、非众生相、非寿者相、非佛相，

就是说，一切都是你又一切都不是你。那这个时候，你会进入一个意识的转换真空期，然后立

即转入到“明”，到“明境”。到了明境和空境，进入“明境”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飞跃了。空境

你只是感觉到你什么都能又什么都不能，什么都是你又什么都不是你，没有什么分别了。到了

明境的时候，那你就有一个绝对的，随之于缘起，就是绝对的是与非，回到了绝对是与非，那

就超越了相对是非，进入到绝对是非。绝对是非的时候，那么随之于你看到一个事情，看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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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看到面临的一件事情，看到一个景象，你会立即明白它的过去和未来，然后同时立即调

整你在这个位置、在这个空间的角色，达到了“真实理地”，一切无碍。空、明达到了一切无

碍。

进入到“定”、“智”的时候，通过空体现出一切诸法为空相的妙境。当进入到一切万法为

空相的妙用，就是——妙境是空，妙用是明。进入到定的时候，就是以你本身，这个时候已经

悲心动了，这个时候以你本身的愿力和愿行，使你自身真正地去达到了为了某一件事情，为了

某一个人，以你自身的愿力在定境中去无限度地扩大，然后去有所为。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小我

之执，达到有所为。而这个定，是由你自身，你完完全全地、彻底地从“二禅”进入“三摩地”，

达到这个境地意味着你本身已经是获得大阿罗汉果。在定当中，由于你空和明，你知道万象的

空境和万象的妙用的时候，你还会以心去生万象，由你这个定和智达到以心去生万象，以心去

造万象。而以心去造万象就是“寻声救苦”，就是随之于众生需要而你能够去达到了“大布施

位”，就是达到了智。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智慧度”这一关。

那么进入“智慧度”以后，接下来就是“善心”。这些实际上到了后面以后就是整个“佛

觉”，或者作为大阿罗汉的某一种体现。比如说“善心”，大阿罗汉果，在七地，进入到了“善

心境”的时候，就是进了“寻声救苦境了”。这时候，虽然你顺应和顺缘，可以心造万物和心

造万缘，但你都是以一种大量的慈悲，你本身具有好生之德，去爱护一切生命，去尊重一切的

生命，同时也可以去创造一切的生命，但一切以悲和心为怀。这时候你的心智整个已经从自成

自了达到了自他兼济。

“柔软”，要从两个功用上体现出来。第一就是说，你一切的法度和一切的法相都是以一种

顺、柔、和、贵体现，使人们一看到就欢喜。一看到就喜欢，而不是一看到就怕。一看到就喜

欢，一看到就愿意去接近，那从你的各种处事方法上，包括从仪态外表上，你都充分体现出一

种悲怀、悲念和悲举。那这时候如果是落在人事上和人相上就会体现出他的整个风范，整个佛

界的风范或者是整个菩萨的风范，一种让人看起来非常地非常地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你们自

己去想啊。

进入“欢喜”和“欢乐德”，欢喜，这由绝对的是非又到了一个无是无非。绝对是非就是

说，好与坏，对与错、佛与魔、真与假，他能一目了然，而且能够止恶扬善，能够分辨一个对

与错，而且从他的明智上到他的行为上都体现出一个真与假、善与恶的“分明境”。到了“柔

软境”，实际上已经从他的心智上、心境上已经达到了佛与魔都是生命，他看到了善的和看到

了恶的，他都能够去包容，他都能够去承受，也都能够去接近。那么“欢喜境”对自身而言，

对自身量而言，也就是这个“乐枝”和这个“喜枝”，欢喜境这时候所谓的在修持上，在藏传



华藏心法....大觉经

资料来源：http://www.zenmasterxingwu.orghttp://www.zenmasterxingwu.orghttp://www.zenmasterxingwu.orghttp://www.zenmasterxingwu.org PagePagePagePage 21 ofofofof 21

或者在本原修持上，它使你从自身的体现和整个虚空界三界体现达到了善恶同源、阴阳同源、

真假同源、是非同源，达到了一切无碍，都是以欢和喜来表现。

那这个“欢喜德”和“欢乐德”呢？“欢乐德”是相对于他而言，“欢喜”是对己而言。

对他而言就是说，当你以本身的“十德”的布施度使对方能够达到了“悟前法喜”，就是开悟

之前和了悟之前充满的真真实实的那种高兴和欢乐，就是欢喜是我相，欢乐是众生相。由于你

有这个我相，你的慈悲达到了善、恶、佛、魔、阴、阳，达到了同源的时候，那么众生必然会

达到了这个进入悟前“法喜境”。因为他随之于你的愿力的接引和加被以后，他将会意识到在

他那个立场和在他那个角度，他能够接近和能够亲近；同时由于你的布施，他能够找到解脱和

开悟的方法，就使他永远超脱于他原来沉迷的苦海，就是体现出悟前法喜。那么欢喜是对己而

言，欢乐是对他而言。

“解脱”和“见性”。“解脱”，这已经是包含到己和他，已经进入到“同性解脱”了。由

于他本身所证的和所获得的，和他本身的这种量、明、空和智，已经达到他可以顺应于众生的

万千因缘，随之于众生当时的切身需要，然后以众生能够顺应和接受的因缘，使众生得以度化。

那么这个时候，他自身也是以这种相随时获得解脱，那么众生也因这种相而获得解脱。这个解

脱是双向的，而真正的双向解脱是已经达到了“涅槃境”，但“涅槃境”不是究竟。“涅槃境”

和“究竟涅槃”本意是不同的，“涅槃境”是到了什么？到了“我即一切，一切即我”。实际上

是从大概上应该这么说。

那么一旦从“解脱”进入到“见性定”，“见性定”你们都已经知道了。所谓“明心”，先

在里面达到了“明心”，最终落到了“见性”。“见性”是所有众生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缘起，

包括自身过去、现在、未来的缘起，在秋毫之中，可以了达一切。然后呢，在了达一切的过程，

以你自身随之于现在与未来，众生的共缘、共业和你的悲心去决定你自身，你是立即成阿罗汉

果，自了；还是寻声救苦，行菩萨道。行菩萨道的时候，因为这时候你明白了众生的共源、共

性和共业，那么你本身行菩萨道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顺应于众生的万千因缘，然后去把众生引

向你给众生所设计的路上。

在“十八定”没有相对应来讲的时候，就是分别以它们的一个方面的性质来跟你们讲。那

么讲到“十八定”的时候呢，将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佛历二五四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戌时（西元 1999 年 1 月 1 日晚 8：30）于北京开示]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