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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心定和尚出家弘法三十余年，其足迹遍及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他曾在台湾东海大学教授“佛教与人生”的课程，对佛理曾做缜密的思维，融贯了原始佛教与大乘佛
法，并在南北传佛教的融合上做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
    《心定》一书是根据心定和尚在禅堂或佛学讲座的讲稿整理而成，内容包括参禅修定的具体方法、
要领，佛法上的思考和理解，以及如何将这些修行的方法运用在生活上。
心定和尚的这些弘法教学，既颇具深度，又能做条理的层次分析，对参禅修定的初学者来说，是很好
的禅修导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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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心定和尚，号慧熙，台湾云林人，1944年出生，1968年披剃出家，一直投入开山的粗重工作，1969年
在基隆海会寺求授具足大戒，1971年毕业于佛光山东方佛教学院，除了照顾建设工程之外，也兼任教
师及各项法务工作。
 
    1981年进入“中国文化大学”印度文化研究所研究两年，结业后，曾代替星云大师在东海大学教授
“佛教与人生”的课程，同时也到各地为信徒开示佛法。
 
    1986年开始，心定和尚走向国际弘扬佛法，到2005年为止，其足迹已遍及四十多个国家地区。
曾多次在世界各国知名大学演讲佛法，受聘于“国主中山大学”，教授佛学将近两年。
 
    心定和尚曾担任马来西亚龙华寺、美国西来寺，台湾普贤寺、普门寺，以及佛光山寺住持。
 
    心定和尚对于佛理曾做缜密的思维，融贯了原始佛教与大乘佛法。
心定和尚演说佛法时所散发出来的慈悲气息，平易近人的个性，深受广泛信众盼爱戴。
在电视上的弘法教学，既颇具深度，又能做条理的层次分析，更是受到佛教界的肯定。
 
    心定和尚现任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总会长，以及《人间福报》的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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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都会有很多习惯性的动作。
做事、讲话是一种习惯，我们的念头也是一种习惯，因为我们无法克制自己不去想它。
一般凡夫没有修定的境界，是不可能叫他不要想的。
但事实上的确有方法可以让妄念逐渐减少，达到一念不起的境界。
　　我们的心念这么多，无法知道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多？
佛法讲“无明”，就是说一开始即是这个样了的。
例如虚空，不论是被白云或乌云覆盖，宇宙是本来就有的。
佛法所说的地、水、火、风，也是本来就存在的。
虚空里的乌云、白云这一类东西不晓得是何时形成的；我们的心意、念头很多，也不晓得是从什么时
候开始的。
只不过因为从有念头以后，我们就把不真实的误认为是真实的，从此继续在见解上繁衍出身、口、意
三方面的错误行为。
　　从错误的思想形成了见解上的一种执著，再由见解上的执著衍生了身、口、意的一些固定行为。
这样反复辗转的相依、相关，使得我们生生世世都不断增加一些错误或没有意义的行为，最后这些身
、口、意三业的痕迹就形成了我们的心意识。
　　在唯识学里，我们身体、语言、心念的这些行为、动作，就是我们所谓的“有表业”。
当其变成记忆力时，现行的这些有表业回到我们第八意识，成为第八意识里的一部分。
第八意识就像一个大仓库，储存起来后永远不会消失。
　　因为我们的任何动作，包括身体的、语言的、心念的，这些都是质量化的状态。
一旦发动成质量化的动作以后，就立刻转化成“能量”的状态。
好比汽油挥发了以后，就成为一种能量化的状态（成为气体，而不再是液体），这种能量状态虽然看
不见，但确实是存在的。
　　因此，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动作、语言的任何一个动作、或者心念的任何一个动作，都已变成质
量化的状态，称为“现行”。
而这个现行，很自然而然地就转变成能量化的记忆力。
所以我们说由“现行”回到阿赖耶识以后成为习气，这种习气也可以说是一种能量。
就好比汽油挥发了以后，存在于虚空，虽看不见，但却存在。
　　我们的阿赖耶识如果用现代话来说，就是“记忆力”。
我们的记忆力当中哪一类最多，哪一类就会经常显现出来，包括做梦的时候。
所以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就是记忆力较多时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功能、作用。
因此我们日常所说的话哪一类比较多，所做的事哪一类比较多，就称为“印象加深”或“印象深刻”
，其实这都是我们记忆力里比较强的部分在起作用。
　　这比较强的部分如果是针对某一个人，他心里就常常喜欢去找那个人；若是针对某一件事，就常
常喜欢去做它。
无论是什么东西，只要是喜欢吃的、喜欢穿的，他心里就常常喜欢去吃那个东西或是去穿那件衣服。
在我们的记忆力里比较强的部分就是这样子驱使我们。
　　从这里就可以想到，其实我们的心意识就是我们的行为所造成的。
每一次行为之后，就强化了我们心意识的某一部分。
因此在我们的脑海里，生生世世（不管古代、现代）都会增加一些记忆。
因此，我们所作的许多现行（显现出来的行为）大部分都是我们曾经记忆过的心念所引发的。
　　在我们的阿赖耶识（记忆）里收藏了我们曾经做过的事，然后见到现前的外在境界时（佛教所谓
的色、声、香、味、触、法），就把它吸收进来，再回忆我们脑海里有没有曾经记忆过这些东西？
如果曾经记忆过这些东西，很相同、很类似的记忆，那就称为“相应”。
　　遇到相应的时候，心里就会感到特别喜欢。
譬如见到某一个人，我们心里就在想：“好像在哪里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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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对了！
原来是这样，有这么一段因缘！
”所以对这个人就特别喜欢，对一件东西也是这样子的。
　　总之，我们的心意识（阿赖耶识）里的记忆是无量无边的，就像无数亿的电子一样（因为我们的
记忆是能量化的）。
我们不断地透过六根，吸收六尘的境界回来，再跟原有的记忆作比对。
相类似的，就产生喜欢、染着、贪爱；不相同的，就排斥、打击、破坏它，并且不断透过六根来追逐
六尘，制造身、口、意的一些贪、嗔、痴行为。
这些行为马上又变成记忆力，成为阿赖耶识的一部分。
等到临命终时，就是靠我们的记忆力中平时做得最多、最强的那一部分的力量，再引导我们去投胎转
世。
　　当我们投胎转世以后，就住进一个新的生命体里。
在母亲的肚子里，这个胎儿的个性好坏、长得好不好看、健不健康，这些都不是母亲给的，而是由胎
儿本身的这股超强记忆力的内涵来作为它的基因和标准。
如果过去给人快乐、欢喜的成分比较多，那么这个小孩的原料就很好，生出来的样子就特别可爱，很
好看、很有人缘。
如果过去世的记忆力里常惹人生气，带给人家苦恼、痛苦，那么这一辈子的长相就没有人缘、很难看
。
　　过去世的记忆力除了构成一个人现在的身相、面貌、健康情况以及钱财多寡之外，还含藏了许多
习气，跟着这个生命体一起继续长大。
内心里曾经在过去世累积过某一类比较强的记忆力时，长大以后就会依照这一类记忆力而选择自己喜
欢做的工作，或自己喜欢接触的人。
　　就这样，我们一个人的心意识，可以说都是身、口、意行为不断从过去世累积到今生，又不断地
在今生当中继续累积，然后再带着我们去投胎，在来生中无止尽地累积下去，所以我们心里会有许多
这种特别强的力量。
不管自己喜欢去做些什么、讲些什么、想些什么，都有一股特别强大的力量，在内心里推动我们去做
。
其他的力量并不会完全消失，能量是不可能消灭的，它只是生生世世都含藏在我们的心意识里。
　　因为心意识里习气种子的记忆力太多，所以当我们静下来以后，这些念头就一直往外窜。
这就好比森林里的树木都抢着要争取阳光，而一直往高处冲，所以森林的树木一棵比一棵高。
我们的妄念也是一样的，急速地想展现为现行，因此一个接一个冒出来。
由此可知，我们的念头就由身、口、意行为回到阿赖耶识，也就是从质量的行为转变成能量化的记忆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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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唯有禅定的力量，才能控制心念，使情爱不到处乱窜。
 　　唯有般若智慧，才能消除我们的习气。
 　　每一位学佛的人都希望早一点开悟，都希望明心见性，但必须了解到无始以来的这些习气，不是
一个禅七可以消除净尽的，一定要悟后而修。
 　　人间佛教的修行，就是心里要明白世间一切都是假相，当下安住在所缘境上，才能离五欲、去五
盖。
 　　修习禅定的人，不要盼望未来，或是怀念过去。
未来的还做不到，过去的挽得回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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