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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谛十六行禅观》

前言

　　由于宿缘，我对佛法禅观有着自然而深刻的欣悦。而自幼以来为了寻求超越生死、离苦得乐的法
门，也相应地依止佛法禅观为解脱的宝筏。　　佛陀依禅出教，以其内证的大觉，开示了法界的究竟
实相。而他所宣说的文字般若，都是让我们能够现观成就的指示。但佛陀的大觉，是经由自证而得，
我们如果不能依佛陀的成就次第而得圆满，只是数着佛陀的珍宝，毕竟无益。而佛陀的观照般若，是
由至深的禅观修证而来。因此，个人依随因缘，不揣浅陋，乃在佛前发愿，希望将禅观法门次第开出
；上令诸佛欢喜，下令众生得利，所以陆续地开出了一系列的禅观修证法门。　　自一九七八年以来
，一直随因随缘地教授禅法，至今也将近二十年了，但是一直感觉未能将佛法禅观做较完整的整理，
虽然也陆续开讲了禅定学，但数年来一直未进入实修次第，总觉遗憾。一九九四年，我忽然清晰地体
悟，开讲完整禅观的因缘已至，因此决定自一九九五年起，宣说圆顿禅人五年高阶禅观修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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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谛十六行禅观》

内容概要

佛陀在鹿野苑初转法轮所宣说的苦、集、灭、道四谛，是佛法的基础共学。四谛禅观各分别具有四种
观照行相，所以共有十六行相，因此本禅观称为四谛十六观。 四谛十六行禅观是一切佛教行者断除轮
回生死、离苦得乐、成证解脱涅槃的根本妙门。
四谛十六行禅观-佛陀初转法轮的殊胜法门 内容简介
佛陀最先宣讲的苦、集、灭、道是佛教的四圣谛，是佛法的基础共学与根本禅观。在《涅槃经》卷十
四中佛陀说：“我昔与汝等，不见四真谛，是故久流转，生死大苦海。若能见四谛，则得断生死，生
死既已尽，更不受诸有。”
《四谛十六行禅观:佛陀初转法轮的殊胜法门》首先以修持总颂来总摄四谛禅观，再依生灭次第修习，
加以无生见地修习。更特殊之处，《四谛十六行禅观:佛陀初转法轮的殊胜法门》强调以大悲心真如法
性、法界全体、圆顿胜见来修习四谛观。读者依四谛十六行禅观修证，必能成证如来亲赞的妙义，成
就圆满的菩提之道。
《四谛十六行禅观:佛陀初转法轮的殊胜法门》内容简介：佛陀最先宣讲的苦、集、灭、道是佛教的四
圣谛，是佛法的基础共学与根本禅观。在《涅槃经》卷十四中佛陀说：“我昔与汝等，不见四真谛，
是故久流转，生死大苦海。若能见四谛，则得断生死，生死既已尽，更不受诸有。”《四谛十六行禅
观:佛陀初转法轮的殊胜法门》首先以修持总颂来总摄四谛禅观，再依生灭次第修习，加以无生见地修
习。更特殊之处，《四谛十六行禅观:佛陀初转法轮的殊胜法门》强调以大悲心真如法性、法界全体、
圆顿胜见来修习四谛观。读者依四谛十六行禅观修证，必能成证如来亲赞的妙义，成就圆满的菩提之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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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谛十六行禅观》

作者简介

洪启嵩先生十岁开始修学中华禅，二十岁开始教授中华禅，并多年闭关修持中华禅各派禅法，在中国
大陆、台湾地区以及北美、各国的高等学院与寺院禅堂举办数百次禅学讲座与禅修训练，对于人类身
心气脉的改造、人类身心境界的提升，有深入研究与修证。
洪启嵩先生几十年来在佛教的大小乘禅法、显密教禅法、南传北传禅法、汉传藏传禅法、教下与宗门
禅法等均有深入与系统的研究与讲授，在海内外已出版各种佛教禅学著作上百种。
洪启嵩先生作为中华禅的卓越导师，发愿构建适宜当代人的中华禅学修体系，以中华禅为根本，来弘
扬中华传统文化；以中华禅为宗旨，来引导当代世界文明。　　  洪启嵩先生认为，真实的佛教应“
依禅出教”，“藉教悟宗”。并且坚信，“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中国文化的特质也在禅”；“中华
禅是中国佛学的精华，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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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谛十六行禅观》

章节摘录

　　《莲花生大士全传》第二部《狮子吼声》。这是关于灌鼻疗法。　　“熏”是指芳香疗法。一般
我们点香都是供佛的，其实平常也可以点，尤其是上等、质纯的沉香，在身体很累的时候，可以把手
放在香的烟上面熏一熏，指头一下子就恢复血色了。甚至拿沉木放在手上，手会变长，表示它是对身
体有助益的。如果吸进身体，或直接喝沉茶，对身心都很好。这是应熏、应取汗等等疗病之法。　　
“云何良医善知治病已，于未来世永不动发？”这是根治病源。“良医善知种种病，令究竟除，于未
来世永不复起，是名良医善知治病，更不动发。”　　“如来、应、等正觉为大医王，成就四德，疗
众生病，亦复如是。云何为四？谓如来知此是苦圣谛如实知，此是苦集圣谛如实知，此是苦灭圣谛如
实知，此是苦灭道迹圣谛如实知。诸比丘！彼世间良医，于生根本对治不如实知，于老病死、忧悲恼
苦根本对治不如实知。如来、应、等正觉为大医王，于生根本知对治如实知，于老病死、忧悲恼苦根
本对治如实知，是故如来、应、等正觉名大医王。”为什么佛会被称为大医王？其缘起就在这里，是
从《良医经》来的。而药师佛或是医王佛，则成独自各别的佛。一般而言“大医王”是指释迦牟尼，
也是指一切佛陀。若是特别的指设，医药的佛就是指药师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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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谛十六行禅观》

编辑推荐

　　佛陀在鹿野苑初转法轮所宣说的苦、集、灭、道四谛，是佛法的基础共学。四谛禅观各分别具有
四种观照行相，所以共有十六行相，因此本禅观称为四谛十六观。 四谛十六行禅观是一切佛教行者断
除轮回生死、离苦得乐、成证解脱涅槃的根本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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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谛十六行禅观》

精彩短评

1、大国学基金会于2010年6月11日捐赠
2、买了两本洪先生的书，感觉不值得，有种凭写书生财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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