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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定是寄心一處，久後得定，得定即稱三昧。】
　　禪定的修法，起初把心安在一處，時間久了就得定，得到定就
叫三昧，三昧是梵語，音譯的，梵語叫三昧，中國意思叫正定，也
叫正受，正常的享受。我們凡夫享受不正常，凡夫的享受，佛在經
上講五類：苦、樂、憂、喜、捨。這種享受不正常，大家一定要知
道。心有憂喜兩種享受，身有苦樂兩種享受，不苦不樂、無憂無喜
叫做捨。統統都放下了，捨。捨不是很好嗎？是好，但是它時間太
短了，它不能永遠保持，永遠保持就叫定。我們捨的時間很短暫，
一遇到境界，苦樂憂喜又現前。由此可知，寄心一處是很高明的方
法。前面說過，古大德的教學，為什麼教給我們一門深入？一門，
心安住在一處，久了就得定。方法很多，有用參禪的方法，有用念
佛的方法，有用持咒的方法，有用讀經的方法。讀經、讀一部經，
才能得定！每天都讀，不要去換第二本。
　　我們在《壇經》裡面看到，法達禪師讀《法華經》，他《法華
經》讀了三千多遍。我們知道《法華經》是相當大的分量，有七卷
，大概一天念一遍，三千多遍就是十年，十年念《法華經》，他心
定了，相當的定功。所以到六祖會下，六祖幾句話一說，他就開悟
了。我們為什麼開不了悟？我們心不定，道理就在此地。真正高明
的善知識，看到你定到相當程度，幾句話給你一個啟示，你就恍然
大悟，明心見性！特別是在禪宗裡，禪宗這些古大德，他們的手法
妙極了，真正是成就人的。



　　教下也不例外，一部經上下功夫。當然最好的，選擇讀經最好
的，是要像《法華經》、《楞嚴經》這麼大部的，一天念一遍，念
的時候要注意，要用真誠心去念、清淨心去念、恭敬心去念，要極
其恭敬，你才能得定。經卷展開，從如是我聞念到信受奉行，不許
打一個妄想，那叫修定！打妄想不行。經裡面有很多意思，可不可
以想一想？不能想，一想把你的定又破壞掉了。不要去想經義，就
是一直去念，這一種是很高明的修行方法。給諸位說，不僅是修定
，這裡頭有戒還有慧，戒定慧三學一次完成；一部經你要念三個小
時、四個小時，你就在那裡這三、四個小時修戒定慧。戒是什麼？
前面說過，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你讀經就像面對著佛菩薩，聽佛
菩薩的教誨，恭恭敬敬，一念不生，專心在諦聽，一個妄念都不起
，那就諸惡都莫作。不但身不作惡，口不作惡，心裡面惡念都沒有
，諸惡莫作。大乘經典是如來從真如本性裡面流露出來的真言，世
出世間法第一善，讀經就是眾善奉行。戒具足了，不要一條一條去
學，大小乘戒律統統具足了，都在其中。專心去讀，這就是修定。
念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沒有念錯字，沒有念漏字，沒有念錯行
，那是慧。你才曉得念經是戒定慧三學一次完成，真修行！如果你
在念經，一面念一面想經裡頭什麼意思，那就完了，戒定慧全部破
壞掉了。所以讀經跟讀世間那些課本不一樣，世間學生讀課本是可
以去想的，裡頭沒有戒定慧，讀佛經我們目的是修戒定慧，所以讀
誦的時候不可以想意思。我要修定，用這個方法來修定，修戒、修
定、修慧，這個法子妙得很！
　　我們現在為什麼不選大部經，去選《無量壽經》？現在人沒有
耐心，你叫他坐在那裡念三個鐘點，要他命！這怎麼得了，他受不
了！所以沒有法子，才選一個適當的。小，《心經》很少，不管用
，時間太短了，時間太短了不管用。看來看去，像《無量壽經》這



個分量恰到好處，這部經如果你念熟，念到可以背誦，念一遍大概
半個小時，半個小時不長也不短，一個人的心能定下來半個小時很
難得！一天當中能夠把心輕鬆，一切妄念放下，讓自己的心定半個
鐘點，很有受用，對於你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幫助，這是讀經的好
處。讀經的方法一定要懂，就是決定不要去想經裡的意思，想經裡
面的教訓，你讀完了以後再去想，那個可以，想想經上怎麼講的，
我們日常生活當中應當怎麼做，那個行。讀經的時候我是修定，讀
完之後，我要把佛的教訓在我這一天生活當中去用上，這個可以想
。這叫寄心一處，久後就得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