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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四如意足即是四種三摩地 

教材範圍教材範圍教材範圍教材範圍    

書籍 光碟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子題子題子題子題    

1.1.1.1.四如意足即是四種三摩地四如意足即是四種三摩地四如意足即是四種三摩地四如意足即是四種三摩地    1.1 四種三摩地 

1.2 這是依據大乘唯識學系所說 

1.3 三摩地的意思 

2.2.2.2.欲三摩地欲三摩地欲三摩地欲三摩地    
2.1 欲增上力所得三摩地 

2.2 欲增上力 

3.3.3.3.勤三摩地勤三摩地勤三摩地勤三摩地    
3.1 勤增上力所得三摩地 

3.2 勤增上力，又叫精進增上力 

4.4.4.4.心心心心三摩地三摩地三摩地三摩地    

4.1 是以守心攝心得勝定 

4.2 以習定因緣生起道分，以有漏無漏心

得禪定 

5.5.5.5.觀三摩地觀三摩地觀三摩地觀三摩地    

5.1 是以智慧、思惟觀察得勝定 

5.2 以思惟為主得定，以定因緣生起道分 

5.3 以如理、思惟、觀察來對治六種修習 

    禪定的障礙，對治十纏煩惱 

P.29~P.38  無 

6.6.6.6.四如意足能以遠離惡不善四如意足能以遠離惡不善四如意足能以遠離惡不善四如意足能以遠離惡不善    

        法法法法，，，，尚未永除諸種隨眠尚未永除諸種隨眠尚未永除諸種隨眠尚未永除諸種隨眠    

6.1 必須更生樂欲策勵，修集對治諸種隨

眠的各種道品 

    

1.1.1.1.    四如意足四如意足四如意足四如意足即是即是即是即是四種三摩地四種三摩地四種三摩地四種三摩地    

            1.11.11.11.1 四種三摩地四種三摩地四種三摩地四種三摩地：：：：        

     1.1.1     1.1.1     1.1.1     1.1.1 欲欲欲欲三摩地三摩地三摩地三摩地    

     1.1.     1.1.     1.1.     1.1.2222 勤勤勤勤三摩地三摩地三摩地三摩地    

     1.1.3     1.1.3     1.1.3     1.1.3 心心心心三摩地三摩地三摩地三摩地    

     1.1.4     1.1.4     1.1.4     1.1.4 觀觀觀觀三摩地三摩地三摩地三摩地    

   1.2    1.2    1.2    1.2 這是依據這是依據這是依據這是依據大乘唯識學系大乘唯識學系大乘唯識學系大乘唯識學系所說所說所說所說    

                 1. 1. 1. 1.2222.1 .1 .1 .1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瑜伽師地論瑜伽師地論瑜伽師地論瑜伽師地論》》》》卷二十九云卷二十九云卷二十九云卷二十九云：：：：「「「「欲三摩地欲三摩地欲三摩地欲三摩地、、、、勤三摩地勤三摩地勤三摩地勤三摩地、、、、心三摩地心三摩地心三摩地心三摩地、、、、    

觀三摩地觀三摩地觀三摩地觀三摩地。」。」。」。」    

1.1.1.1 也就是以欲、勤、心、觀，四增上力，所得三摩地。 

1.1.1.1.3333 三摩地三摩地三摩地三摩地的意思的意思的意思的意思：：：：定定定定、、、、等等等等、、、、持持持持、、、、一境性一境性一境性一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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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 欲三摩地欲三摩地欲三摩地欲三摩地    

2.12.12.12.1 欲增上力所得三摩地欲增上力所得三摩地欲增上力所得三摩地欲增上力所得三摩地：：：：    

《瑜伽師地論》：「若於是時，純生樂欲，生樂欲已，於諸所有惡不善法， 

自性因緣，過患對治，正審思察，起一境念；於諸善法自性因緣，功德出 

離，正審思察，住一境念。即由如是多修習故，觸一境性，於諸所有惡 

不善法，現行諸纏，能令遠離，而未永害，煩惱隨眠。」 

2.22.22.22.2 欲增上力欲增上力欲增上力欲增上力    

2.2.12.2.12.2.12.2.1 就是有個意願就是有個意願就是有個意願就是有個意願、、、、期待期待期待期待、、、、希望希望希望希望，，，，想要如何才能得定想要如何才能得定想要如何才能得定想要如何才能得定。。。。    

2.2.22.2.22.2.22.2.2 就就就就是是是是不斷不斷不斷不斷、、、、不斷地觀察自己的心不斷地觀察自己的心不斷地觀察自己的心不斷地觀察自己的心，，，，知道所有一切的妄念知道所有一切的妄念知道所有一切的妄念知道所有一切的妄念，，，，無非煩惱無非煩惱無非煩惱無非煩惱    

2.2.2.1 也就是觀察惡法及善法的自性因緣 

2.2.2.1.1 看看這個煩惱是真的有嗎？它的本性又是什麼？ 

2.2.2.1.2 如果知道它只是一種虛妄的妄念，不是實在的，那為什麼還要有煩惱？ 

2.2.2.1.3 執著自己的煩惱心，反而變成了麻煩， 

     2.2.3     2.2.3     2.2.3     2.2.3 心念的統一心念的統一心念的統一心念的統一    

2.2.3.1 不斷的觀察，用方法，使得妄念越來越少，到最後就是心念的統一 

2.2.3.2 稱為「起一境念」、「住一境念」 

2.2.3.3 而得遠離「惡不善法」及「現行諸纏」，不過尚未永除「煩惱隨眠」。 

    

3.3.3.3.勤三摩地勤三摩地勤三摩地勤三摩地    

3.13.13.13.1 勤增上力所得三摩地勤增上力所得三摩地勤增上力所得三摩地勤增上力所得三摩地    

《瑜伽師地論》：「若於過去未來現在，所緣境界，能順所有惡不善法，能 

順所有下中上品煩惱纏中，其未生者為令不生，其已生者為令斷滅，自策 

自勵，發勤精進，行彼所緣，於彼境界自性因緣，過患對治，正審思察， 

住一境念。即由如是多安住故，能正生起心一境性，於諸所有惡不善法， 

現行諸纏，能令遠離，而未永害，煩惱隨眠。」 

3.23.23.23.2 勤增上力勤增上力勤增上力勤增上力，，，，又叫精進增上力又叫精進增上力又叫精進增上力又叫精進增上力。。。。    

3.2.13.2.13.2.13.2.1 心中所想的念頭心中所想的念頭心中所想的念頭心中所想的念頭，，，，不論是過去的不論是過去的不論是過去的不論是過去的、、、、未來的未來的未來的未來的、、、、現在的現在的現在的現在的，，，，全部都是妄念全部都是妄念全部都是妄念全部都是妄念。。。。

3.2.23.2.23.2.23.2.2「「「「能能能能」」」」調調調調「「「「順所有惡不善法順所有惡不善法順所有惡不善法順所有惡不善法」，」，」，」，也是也是也是也是「「「「能能能能」」」」隨隨隨隨「「「「順所有順所有順所有順所有」「」「」「」「煩惱纏煩惱纏煩惱纏煩惱纏」」」」縛縛縛縛：：：：    

3.2.2.1 過去的已經過去，不要再去管它； 

3.2.2.2 未來的還沒有來，讓它不要產生； 

3.2.2.3 現在有的妄念，不執著它，趕快停止。        

3.2.33.2.33.2.33.2.3 這個時候的心這個時候的心這個時候的心這個時候的心，，，，只有清淨的一念境只有清淨的一念境只有清淨的一念境只有清淨的一念境    

 3.2.3.1 必須不斷地觀察現在這一念，停在現在這一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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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2 這就是《金剛經》所說的：「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3.2.4     3.2.4     3.2.4     3.2.4 即使還沒有達到即使還沒有達到即使還沒有達到即使還沒有達到《《《《金剛經金剛經金剛經金剛經》》》》過現未三心不可得程度過現未三心不可得程度過現未三心不可得程度過現未三心不可得程度，，，，但是方向相同但是方向相同但是方向相同但是方向相同。。。。

3.2.4.1 從有間歇的一念，成為持續的一念，便是「心一境性」的三摩地 

3.3.3.3.2222....5555 能夠安能夠安能夠安能夠安住住住住在在在在「「「「心一境性心一境性心一境性心一境性」，」，」，」，便能遠離便能遠離便能遠離便能遠離「「「「所有惡不善法所有惡不善法所有惡不善法所有惡不善法」」」」及及及及「「「「現行諸纏現行諸纏現行諸纏現行諸纏」」」」    

3.2.5.1 但是尚未永除「煩惱隨眠」  

    

4. 4. 4. 4. 心三摩地心三摩地心三摩地心三摩地    

4444.1.1.1.1 心增上力所得三摩地心增上力所得三摩地心增上力所得三摩地心增上力所得三摩地：：：：    

《《《《瑜伽師地論瑜伽師地論瑜伽師地論瑜伽師地論》》》》：：：：「「「「若復策發諸下劣心若復策發諸下劣心若復策發諸下劣心若復策發諸下劣心，，，，或復制持諸掉舉心或復制持諸掉舉心或復制持諸掉舉心或復制持諸掉舉心，，，，又時時間修增又時時間修增又時時間修增又時時間修增    

上捨上捨上捨上捨，，，，由是因緣由是因緣由是因緣由是因緣，，，，於諸所有惡不善法於諸所有惡不善法於諸所有惡不善法於諸所有惡不善法，，，，若能隨順惡不善法及諸善法若能隨順惡不善法及諸善法若能隨順惡不善法及諸善法若能隨順惡不善法及諸善法，，，，若能若能若能若能    

隨順所有善法自性因緣隨順所有善法自性因緣隨順所有善法自性因緣隨順所有善法自性因緣，，，，過患功德過患功德過患功德過患功德，，，，對治出離對治出離對治出離對治出離，，，，正審思察正審思察正審思察正審思察，，，，住一境念住一境念住一境念住一境念，，，，即即即即    

由如是多安住故由如是多安住故由如是多安住故由如是多安住故，，，，能正生起心一境性能正生起心一境性能正生起心一境性能正生起心一境性。」。」。」。」    

4.24.24.24.2 心增上力心增上力心增上力心增上力    

4.2.14.2.14.2.14.2.1 即是持心不昏即是持心不昏即是持心不昏即是持心不昏、、、、不散不散不散不散、、、、不掉舉不掉舉不掉舉不掉舉，，，，名為奢摩他名為奢摩他名為奢摩他名為奢摩他。。。。    

4.2.1.1 時時省察自己的心，念念不斷觀察自己的心，是否有掉舉等的現象，發現了馬 

上要捨。 

4.2.1.2 此即是隨順一切惡法及善法， 

4.2.1.3 如理審察其自性因緣，或為過患、或為功德，或對治、或出離， 

4.2.1.4 便能得三摩地而住於「一境念」，而發起「一境性」。 

4.2.24.2.24.2.24.2.2 此三摩地此三摩地此三摩地此三摩地，，，，能遠離所有惡不善法及現行諸纏能遠離所有惡不善法及現行諸纏能遠離所有惡不善法及現行諸纏能遠離所有惡不善法及現行諸纏    

4.2.2.1 亦尚未能永除「煩惱隨眠」。 

 

5. 5. 5. 5. 觀三摩地觀三摩地觀三摩地觀三摩地    

5.15.15.15.1 觀增上力所得三摩地觀增上力所得三摩地觀增上力所得三摩地觀增上力所得三摩地：：：：    

《瑜伽師地論》：「若於能順惡不善法，作意思惟，為不如理；復於能順所 

有善法，作意思惟，以為如理。如是遠離彼諸纏故，及能生起諸纏對治，定 

為上首，諸善法故，能令所有惡不善法，皆不現行。便自思惟：我今為有現 

有惡不善法，不覺知耶？為無現無惡不善法，不覺知耶？我今應當遍審觀 

察。彼由觀察作意增上力故，自正觀察，斷與未斷，正審思察，住一境念。 

即由如是多安住故，能正觸證，心一境性。由是因緣，離增上慢，如實自知： 

我唯於纏心得解脫，未於一切一切隨眠心得解脫；我唯獲得及已修習，諸纏 

對治，定為上首，所有善法；而未獲得及未修習，隨眠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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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5.2  5.2  5.2 觀察審思自己是否正觀察審思自己是否正觀察審思自己是否正觀察審思自己是否正在用功在用功在用功在用功：：：：    

5.2.15.2.15.2.15.2.1 隨順一切惡法隨順一切惡法隨順一切惡法隨順一切惡法，，，，為不如理為不如理為不如理為不如理，，，，隨順一切善法隨順一切善法隨順一切善法隨順一切善法，，，，為如理為如理為如理為如理。。。。    

5.2.25.2.25.2.25.2.2 遠離諸纏遠離諸纏遠離諸纏遠離諸纏，，，，對治諸纏對治諸纏對治諸纏對治諸纏，，，，皆由如理思惟皆由如理思惟皆由如理思惟皆由如理思惟    

5.2.35.2.35.2.35.2.3 如是如是如是如是反覆遍審觀察反覆遍審觀察反覆遍審觀察反覆遍審觀察，，，，便能得三摩地便能得三摩地便能得三摩地便能得三摩地    

   5.2.3.1 便是能「住一境念」，而「觸證心一境性」 

 5.2.3.2「離」未得謂得、未證謂證的「增上慢」心。 

 5.2.3.3 自知雖於現行諸纏，心得解脫，未於一切「隨眠」，心得解脫  

 

6.6.6.6.四如意足能以遠離惡不善法四如意足能以遠離惡不善法四如意足能以遠離惡不善法四如意足能以遠離惡不善法，，，，尚未永除諸種隨眠尚未永除諸種隨眠尚未永除諸種隨眠尚未永除諸種隨眠    

  6.1   6.1   6.1   6.1 必須更生樂欲策勵必須更生樂欲策勵必須更生樂欲策勵必須更生樂欲策勵，，，，修集對治修集對治修集對治修集對治諸種諸種諸種諸種隨眠的隨眠的隨眠的隨眠的各各各各種道品種道品種道品種道品    

      如《瑜伽師地論》卷二十九：「彼由如是四三摩地增上力故，已遠諸纏，復 

      為永害一切一切惡不善法，諸隨眠故，及為修集能對治彼諸善法故，便更 

      生起樂欲策勵，廣說如前修四正斷，加行道理。」  

6.1.16.1.16.1.16.1.1 四如意足四如意足四如意足四如意足，，，，雖能以之遠離惡不善法的雖能以之遠離惡不善法的雖能以之遠離惡不善法的雖能以之遠離惡不善法的現行現行現行現行諸纏諸纏諸纏諸纏，，，，尚未永除一切惡不善尚未永除一切惡不善尚未永除一切惡不善尚未永除一切惡不善    

法的諸種隨眠法的諸種隨眠法的諸種隨眠法的諸種隨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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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題目討論題目討論題目討論題目 
 

1. 1. 1. 1. 四如意足四如意足四如意足四如意足就就就就是四種三摩地是四種三摩地是四種三摩地是四種三摩地，，，，這是根據什麼而說的這是根據什麼而說的這是根據什麼而說的這是根據什麼而說的？？？？    

2. 2. 2. 2. 何謂何謂何謂何謂「「「「三摩地三摩地三摩地三摩地」？」？」？」？    

3. 3. 3. 3. 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欲三摩地欲三摩地欲三摩地欲三摩地」？」？」？」？    

4. 4. 4. 4. 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勤三摩地勤三摩地勤三摩地勤三摩地」？」？」？」？    

5. 5. 5. 5. 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心三摩地心三摩地心三摩地心三摩地」？」？」？」？    

6. 6. 6. 6. 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觀三摩地觀三摩地觀三摩地觀三摩地」？」？」？」？    

7. 7. 7. 7. 修行四種三摩地可以永斷諸種隨眠嗎修行四種三摩地可以永斷諸種隨眠嗎修行四種三摩地可以永斷諸種隨眠嗎修行四種三摩地可以永斷諸種隨眠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