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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次
第
定
初
門
第
二
十
九 

一
初
禪 

二
二
禪 

三
三
禪 

四
四
禪 

五
空
處 
六
識
處 

七
無
所
有
處 

 

八
非
有
想
非
無
想
處 

九
滅
受
想
次
第
定 

次
六
通
而
辯
九
次
第
定
者
： 

上
所
明
禪
，
雖
體
用
具
足
，
而
並
是
觀
禪
，

未
明
練
熟
調
柔
之
相
。
今
欲
修
練
觀
禪
體
用
，

令
純
熟
入
體
，
及
起
時
心
無
間
念
，
故
次
明

也
。 

通
言
次
第
定
者
：
若
入
禪
時
，
深
心
智
慧
深

利
，
能
從
一
禪
入
一
禪
，
心
心
相
續
，
無

異
念
間
雜
，
故
名
次
第
定
也
。 

初
禪
次
第
定 

離
諸
欲
惡
不
善
法
，
有
覺
有
觀
，
離
生
喜
樂
。 

入
初
禪
定
時
：
是
中
初
禪
定
觀
均
齊
，
自
識

其
心
。
其
心
次
第
而
入
，
無
有
剎
那
雜
念
間

入
初
禪
定
，
是
為
初
禪
次
第
定
。 

二
禪
次
第
定 

 

若
從
初
禪
，
入
二
禪
時
：
是
中
二
禪
定
觀
均

齊
，
自
識
其
心
，
其
心
次
第
而
入
，
無
有
剎

那
雜
念
間
入
二
禪
定
，
是
為
二
禪
次
第
定
。 

三
禪
次
第
定 

 

意
類
如
初
禪
二
禪
中
明
。 

四
禪
次
第
定 

 

意
亦
類
如
初
禪
二
禪
中
明
。 

五
虛
空
處
次
第
定 

 

意
亦
類
同
初
禪
二
禪
中
明
。 

六
識
處
次
第
定 
 

意
亦
類
如
初
禪
二
禪
中
明
。 

七
無
所
有
處
次
第
定 

 

意
亦
類
同
初
禪
二
禪
中
明
。 

八
非
有
想
非
無
想
處
次
第
定 

 

意
亦
類
同
初
禪
二
禪
中
明
。 

九
滅
受
想
次
第
定 

 
若
從
非
有
想
非
無
想
，
入
滅
受
想
定
時
：
於

是
定
前
，
自
識
其
心
，
要
期
心
利
，
心
心
次

第
而
入
，
無
有
剎
那
雜
念
間
入
滅
受
想
定
，

是
為
滅
受
想
次
第
定
也
。 

     

四
禪
初
門
第
十
五 

一
初
禪 

二
二
禪 

三
三
禪 

四
四
禪 

今
次
諸
戒
品
而
辨
四
禪
者
： 

上
所
明
戒
相
，
雖
復
麁
細
有
殊
，
終
是
同
防

欲
界
身
口
外
惡
。
既
未
除
細
亂
，
豈
能
超
出

欲
界
之
境
。
若
自
尸
羅
皎
潔
，
志
在
禪
門
，

專
修
五
法
（
五
法
在
下
別
出
科
目
），
則
色
界

清
淨
，
四
大
自
現
身
中
緣
，
是
以
次
第
獲
得

根
本
四
禪
，
種
種
勝
妙
支
林
功
德
。
爾
乃
因

超
欲
網
，
果
居
色
界
。 

通
名
禪
者
：
禪
是
西
土
之
音
，
此
翻
棄
惡
。

能
棄
欲
界
五
蓋
等
一
切
諸
惡
，
故
云
棄
惡
。

或
翻
功
德
叢
林
，
或
翻
思
惟
修
，
今
不
具

釋
。 

而
言
根
本
者
：
以
無
量
心
、
背
捨
、
勝
處
、
一

切
處
。
神
通
變
化
，
及
無
漏
觀
慧
等
，
種

種
諸
禪
三
昧
，
悉
從
四
禪
中
出
，
故
稱
根

本
。 

初
禪
有
五
支 

 

一
覺
支 

二
觀
支 

三
喜
支 

 

四
樂
支 

五
一
心
支 

一
覺
支 

 



 

 

2 

 

初
心
在
緣
，
名
為
覺
。 

行
者
依
未
到
地
，
發
初
禪
色
界
清
淨
色
法
，

觸
欲
界
身
根
，
心
大
驚
悟
。
爾
時
即
生
身
識

覺
，
此
色
觸
未
曾
有
功
德
利
益
，
故
名
覺
支
。 

二
觀
支 

 

細
心
分
別
，
名
為
觀
。 

行
者
既
證
初
禪
功
德
，
即
以
細
心
分
別
，
此

禪
定
中
色
法
，
諸
妙
功
德
境
界
，
分
明
無
諸

蓋
覆
。
如
是
等
功
德
，
欲
界
之
所
未
有
，
故

名
觀
支
。 

三
喜
支 

 

欣
慶
之
心
，
名
為
喜
。 

行
者
初
發
禪
時
，
乃
有
喜
生
，
但
分
別
未
了
，

故
喜
心
未
成
。
若
觀
心
分
別
，
所
捨
欲
界
之

樂
甚
少
。
今
獲
得
初
禪
，
利
益
甚
多
。
如
是

思
惟
已
，
則
歡
喜
無
量
，
故
名
喜
支
。 

四
樂
支 

 

怡
悅
之
心
，
名
為
樂
。 

行
者
發
初
禪
時
，
乃
即
有
樂
，
但
分
別
喜
動

踊
，
心
息
則
恬
然
靜
慮
，
受
於
樂
觸
，
怡
悅

之
安
快
，
故
名
樂
支
。 

五
一
心
支 

 

心
與
定
法
一
，
故
名
曰
一
心
。 

行
者
初
證
禪
時
，
乃
即
著
定
，
而
心
猶
依
覺

觀
喜
樂
之
法
，
故
有
細
微
之
散
。
若
受
喜
樂

心
，
自
然
與
定
法
一
，
故
名
一
心
支
。 

二
禪
有
四
支 

 

一
內
淨
支 

二
喜
支 
 

三
樂
支 

  

四
一
心
支 

一
內
淨
支 
 

心
無
觀
覺
之
渾
濁
，
故
名
內
淨
。 

行
者
欲
離
初
禪
時
，
種
種
訶
責
覺
觀
。
覺
觀

既
滅
，
則
心
內
靜
。
心
與
靜
色
法
相
應
，
豁

爾
明
淨
，
故
名
內
淨
支
也
。 

二
喜
支 

 
欣
慶
之
心
，
名
之
為
喜
。 

行
者
初
得
內
淨
時
，
即
與
喜
俱
發
。
而
喜
心

未
成
，
次
心
自
慶
，
得
免
覺
觀
之
患
，
獲
得

勝
定
內
淨
之
喜
，
歡
喜
無
量
，
故
名
為
喜
支
。 

三
樂
支 

 

怡
悅
之
心
，
名
之
為
樂
。 

行
者
喜
踊
之
情
既
息
，
則
恬
然
靜
慮
，
受
於

內
淨
喜
中
之
悅
樂
，
故
名
為
樂
支
也
。 

四
一
心
支 

 

心
與
定
法
一
，
謂
之
一
心
。 

行
者
受
樂
心
息
，
則
心
與
定
一
，
澄
停
不
動
，

故
名
為
一
心
支
。 

三
禪
有
五
支 

 

一
捨
支 

二
念
支 

三
慧
支 

 

四
樂
支 

五
一
心
支 

一
捨
支 

 

離
喜
不
悔
，
此
心
名
捨
。 

行
者
欲
離
二
禪
時
，
種
種
因
緣
，
訶
責
於
喜
。

喜
既
滅
謝
，
三
禪
即
發
。
若
證
三
禪
之
樂
，

則
捨
二
禪
之
喜
，
不
生
悔
心
，
故
名
為
捨
，

亦
名
三
禪
。
樂
初
生
時
，
是
樂
三
界
第
一
，

能
生
心
著
。
心
著
則
禪
壞
，
故
須
行
捨
。 

二
念
支 

 

念
，
名
愛
念
。 

行
者
既
發
三
禪
之
樂
，
樂
從
內
起
，
應
須
愛

念
。
將
息
則
樂
得
增
長
，
乃
至
遍
身
，
如
慈

母
念
子
，
愛
念
將
養
，
故
名
念
支
。 

三
慧
支 

 

解
知
之
心
，
名
慧
。 

行
者
既
發
三
禪
之
樂
，
此
樂
微
妙
難
得
，
增

長
遍
身
。
若
非
善
巧
之
解
慧
，
則
不
能
方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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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養
此
樂
得
遍
身
。 

四
樂
支 

 
怡
悅
之
心
，
名
之
為
樂
。 

行
者
發
三
禪
樂
已
，
若
能
善
用
捨
念
慧
，
將

護
此
樂
。
樂
既
無
過
，
則
增
長
遍
身
怡
悅
受

樂
，
安
快
三
禪
之
樂
。
三
禪
為
最
樂
，
若
離

三
禪
，
餘
地
更
無
遍
身
之
樂
也
。 

五
一
心
支 

 

心
與
定
法
一
，
名
曰
一
心
。 

行
者
受
樂
心
息
，
則
心
自
與
定
法
一
，
澄
渟

不
動
，
名
一
心
支
。 

四
禪
四
支 

 

一
不
苦
不
樂
支 

二
捨
支 

三
念
支 
 

四
一
心
支 

一
不
苦
不
樂
支 

 

中
庸
之
心
，
不
苦
不
樂
。 

行
者
欲
離
三
禪
時
，
種
種
因
緣
，
訶
責
於
樂
。

樂
既
謝
滅
，
則
不
動
之
定
，
與
捨
俱
發
，
故

內
心
湛
然
，
不
苦
不
樂
也
。 

二
捨
支 

 

離
樂
不
悔
，
此
心
名
捨
。 

行
者
既
得
第
四
禪
不
動
真
定
，
則
捨
三
禪
難

捨
之
樂
，
不
生
悔
心
，
故
名
捨
支
。
亦
云
：
證

四
禪
不
動
定
時
，
不
應
取
定
起
動
念
心
。
若

心
行
捨
，
則
無
動
念
之
乖
也
。 

三
念
清
淨
支 

 

念
者
：
愛
念
也
。 

行
者
既
得
四
禪
真
定
，
當
念
下
地
之
過
，
念

自
功
德
，
方
便
將
養
令
不
退
失
，
進
入
勝
品
，

故
名
為
念
。
亦
云
：
是
四
禪
中
，
有
不
動
照

了
正
念
分
明
，
故
名
念
支
。 

四
一
心
支 

 

心
與
定
法
一
，
名
一
心
支
。 

行
者
既
得
四
禪
捨
俱
之
定
，
捨
念
將
息
，
則

心
無
所
依
，
泯
然
凝
寂
，
一
心
在
定
。
猶
如

明
鏡
不
動
，
淨
木
無
波
，
湛
然
而
照
，
萬
像

皆
現
。 

何
故
此
四
禪
中
，
獨
名
不
動
定
也
？ 

初
禪
，
覺
觀
動
。 

二
禪
，
喜
所
動
。 

三
禪
，
樂
所
動
。 

是
四
禪
中
，
先
離
憂
喜
，
今
復
除
苦
樂
，
故

名
真
定
也
。
三
界
勝
定
，
無
復
過
此
。
若
三

乘
行
人
，
善
巧
照
了
分
明
，
則
因
此
定
，
發

真
無
漏
。 

有
漏
外
道
，
無
慧
方
便
，
入
此
定
時
，
不
壞

身
色
，
直
滅
其
心
，
入
無
想
定
，
謂
為
涅
槃
，

是
為
邪
倒
，
非
涅
槃
也
。 

從
初
禪
至
四
禪
，
有
十
八
法
，
皆
名
支
者
：

支
派
也
。
從
四
禪
中
分
派
，
出
十
八
功
德
，

故
名
支
也
。 

 

四
無
量
心
初
門
第
十
六 

一
慈
無
量
心 

二
悲
無
量
心 

三
喜
無
量
心 

四
捨
無
量
心 

 

明
行
人
有
二
種
：  

釋
禪
般
羅
蜜
次
第
法
門
卷
六 

一
者
、
世
間
行
人
； 

二
者
、
出
世
間
行
人
。 

就
凡
夫
行
人
中
，
則
有
三
： 

一
者
、
樂
高
勝
自
在
，
求
作
梵
天
王
，
是
故
雖
得

四
禪
，
而
更
進
修
無
量
心
。
何
以
故
？ 

然
四
禪
但
是
色
界
，
自
行
具
足
，
而
無
益
他
之
德

淺
薄
。
若
生
彼
天
，
不
得
王
領
。
若
修
四
無
量
心
，

緣
於
十
方
眾
生
而
入
三
昧
，
慈
悲
普
攝
，
利
他
心

大
，
是
故
功
德
轉
多
。
若
生
彼
天
，
必
作
梵
天
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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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領
自
在
，
是
故
能
得
四
禪
，
猶
更
修
習
四
無
量

心
。 

二
者
、
外
道
行
人
雖
得
四
禪
，
而
見
有
心
識
之
患
，

欲
求
涅
槃
無
想
寂
滅
，
不
知
破
色
，
直
用
邪
智
滅

心
，
入
無
想
定
。 

三
者
、
或
有
凡
夫
外
道
行
人
悉
厭
患
色
，
猶
如
牢

獄
，
一
心
破
色
，
修
四
空
定
，
是
為
凡
夫
行
人
同

得
此
定
，
志
樂
不
同
，
各
隨
所
習
，
愛
樂
不
同
。 

 

若
佛
弟
子
，
有
二
種
人
，
所
謂
小
、
大
兩
乘
。
是

二
種
人
得
四
禪
時
，
進
修
無
量
心
者
： 

小
乘
之
人
為
自
調
心
，
增
長
福
德
，
易
得
涅
槃
故 

大
乘
之
人
欲
度
眾
生
，
必
以
大
悲
為
本
，
故
次
四

禪
，
明
修
四
無
量
心 

次
四
禪
而
辨
四
無
量
心
者
： 

四
禪
但
是
自
證
禪
定
功
德
，
而
未
有
利
他
之

功
，
故
樂
大
功
德
者
，
當
憐
愍
一
切
眾
生
，

修
慈
悲
喜
捨
，
四
無
量
定
。 

此
四
通
名
無
量
心
者
：
從
境
以
得
名
，
以
所

緣
眾
生
無
量
故
，
能
緣
之
心
，
亦
隨
境
無

量
，
故
悉
受
無
量
心
名
。 

一
慈
無
量
心 

 

能
與
他
樂
之
心
，
名
之
為
慈
。 

若
行
者
於
禪
定
中
，
念
眾
生
令
得
樂
時
，
心

數
法
中
生
定
，
名
為
慈
定
。 

是
慈
相
應
心
，
無
瞋
無
恨
，
無
怨
無
惱
，
善

修
得
解
，
廣
大
無
量
遍
滿
十
方
，
名
慈
無
量

心
。 

二
悲
無
量
心 
 

能
拔
他
苦
之
心
，
名
之
為
悲
。 

若
行
者
於
禪
定
中
，
念
受
苦
眾
生
，
令
得
解

脫
時
，
心
數
法
中
生
定
，
名
為
悲
定
。 

是
悲
相
應
心
，
無
瞋
無
恨
，
無
怨
無
惱
，
善

修
得
解
，
廣
大
無
量
遍
滿
十
方
，
是
為
悲
無

量
心
也
。 

三
喜
無
量
心 

 

慶
他
得
樂
，
生
歡
悅
心
，
名
之
為
喜
。 

若
行
者
於
禪
定
中
，
念
眾
生
令
離
苦
得
樂
歡

喜
時 

，
心
數
法
中
生
定
，
名
為
喜
定
。 

是
喜
相
應
心
，
無
瞋
無
恨
，
無
怨
無
惱
，
善

修
得
解
，
廣
大
無
量
遍
滿
十
方
，
是
為
喜
無

量
心
。 

四
捨
無
量
心 

 

若
緣
於
他
，
無
憎
無
愛
之
心
，
名
之
為
捨
。 

行
者
於
禪
定
中
，
念
眾
生
悉
念
同
得
無
憎
無

愛
如
證
涅
槃
，
寂
然
清
淨
。
如
是
念
時
，
心

數
法
中
生
定
，
名
為
捨
定
。 

是
捨
相
應
心
，
無
瞋
無
恨
，
無
怨
無
惱
，
善

修
得
解
，
廣
大
無
量
遍
滿
十
方
，
是
為
捨
無

量
心
。 

 

四
空
定
初
門
第
十
七 

一
虛
空
處
定 

二
識
處
定 

 

三
無
所
有
處
定  

四
非
有
想
非
無
想
處
定 

次
無
量
心
而
辨
四
空
處
定
者
： 

四
無
量
心
中
，
雖
有
大
功
德
，
而
未
免
形
質

之
患
累
。
若
行
人
厭
色
如
牢
獄
者
，
則
心
心

樂
欲
出
離
色
籠
，
故
次
無
量
以
明
四
空
處
定
。 

通
言
空
者
：
此
四
定
體
無
形
色
，
故
名
為
空
。

各
依
所
證
之
境
，
為
處
境
法
持
心
，
心
無

分
散
，
故
名
定
也
。 

一
空
處
定 

 

若
滅
三
種
色
，
緣
空
而
入
定
者
，
名
空
處
定
。 

行
者
厭
患
色
如
牢
獄
，
心
欲
出
離
，
即
修
觀

智
，
破
於
色
故
過
一
切
色
相
。
滅
有
對
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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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種
種
相
，
入
無
邊
虛
空
處
，
心
與
虛
空
之

法
相
應
，
是
為
虛
空
處
定
。 

二
識
處
定 

 

若
捨
空
緣
識
而
入
定
者
，
名
識
處
定
。 

行
者
厭
患
虛
空
，
虛
空
無
邊
，
緣
多
則
散
，

能
破
於
定
，
即
捨
虛
空
，
轉
心
緣
識
。
心
與

識
法
相
應
，
名
為
識
處
定
。 

三
無
所
有
處
定 

 

若
捨
識
處
心
，
依
無
所
有
法
而
入
定
者
，
名

無
所
有
處
定
。 

行
者
厭
患
於
識
，
三
世
之
識
無
邊
，
緣
多
則

散
，
能
破
於
定
，
故
捨
緣
識
，
轉
心
依
無
所

有
法
。
心
與
無
所
有
法
相
應
，
名
為
無
所
有

處
定
。 

有
人
解
云
：
捨
多
識
取
少
識
，
緣
之
入
定
，

名
無
所
有
處
定
也
。 

四
非
有
想
非
無
想
定 

若
捨
二
邊
之
想
而
入
定
者
，
名
非
有
想
非
無

想
定
。 

行
者
厭
患
無
所
有
處
想
如
癡
，
有
想
處
如
癰

如
瘡 

，
更
有
定
名
非
有
想
非
無
想
處
。
即
捨
無
所

有
處
，
緣
念
非
有
非
無
想
之
法
，
心
與
非
有

非
無
想
法
相
應
，
是
為
非
有
想
非
無
想
處
定
。 

亦
云
：
凡
夫
外
道
得
此
定
，
謂
證
涅
槃
。
斷

一
切
想
，
故
言
非
有
想
。
佛
弟
子
如
實
知
有

細
想
，
依
四
眾
而
住
，
故
云
非
無
想
得
失
。

合
而
立
名
，
故
云
非
有
想
非
無
想
處
定
。 

略
明
三
界
十
二
門
禪
，
極
在
於
此
也
。 

 

 

四
諦
初
門
第
三
十
三 

一
苦
諦 

二
集
諦 

三
滅
諦 

四
道
諦 

次
超
越
而
辯
四
諦
者
： 

但
上
來
所
說
，
諸
無
漏
禪
中
，
乃
禪
禪
悉
有

四
諦
觀
慧
。
彼
既
明
禪
相
，
則
隱
理
顯
事
，

從
事
以
立
名
。
是
以
雖
有
四
諦
觀
法
，
而
不

從
諦
得
名
。
如
囊
中
有
寶
，
不
探
示
人
，
人

無
見
者
。
是
以
今
更
次
諸
禪
後
，
明
四
諦
等

八
科
慧
行
法
門
。 

此
四
通
言
諦
者
：
諦
以
審
實
為
義
。 

此
四
諦
法
門
，
正
為
聲
聞
人
，
從
聞
生
解
，

故
必
須
藉
教
詮
理
。
今
明
教
理
不
虛
，
故
云

審
實
也
。 

若
由
因
感
果
，
則
應
先
因
而
後
果
。
今
悉
先

果
而
後
因
者
，
教
門
引
物
為
便
，
故
皆
先
果

而
後
因
也
。 

一
苦
諦 

 

苦
：
以
逼
惱
為
義
。 

一
切
有
為
心
行
，
常
為
無
常
患
累
之
所
逼
惱
，

故
名
為
苦
。 

苦
有
三
種
： 

一
苦
苦
。
二
壞
苦
。
三
行
苦
。 

今
明
三
苦
，
有
別
有
通
。 

別
者
：
三
苦
即
別
對
三
受
： 

苦
受
：
從
苦
緣
生
，
情
覺
是
苦
，
即
苦
苦
也
。 

樂
受
：
樂
壞
時
生
苦
，
即
是
壞
苦
。 

不
苦
不
樂
受
：
常
為
無
常
遷
動
，
即
是
行
苦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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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通
論
三
苦
，
則
三
受
通
有
三
苦
也
。
所
以

然
者
？ 

三
受
之
心
，
即
是
苦
。
通
從
苦
緣
生
，
故
通

是
苦
。 

苦
三
受
之
心
，
通
為
壞
相
。
所
壞
故
，
通
是

壞
苦
也
。 

三
受
之
心
，
通
是
起
役
運
動
不
停
之
相
，
故

通
是
行
苦
也
。 

若
三
受
心
，
若
別
若
通
，
無
非
是
苦
者
，
當

知
苦
是
審
實
而
有
，
故
名
諦
也
。 

二
集
諦 

 

集
：
以
招
聚
為
義
。 

若
心
與
結
業
相
應
，
未
來
定
能
招
聚
生
死
之

苦
，
故
名
為
集
。 

集
有
三
種
業
，
攝
一
切
業
： 

一
不
善
業
：
即
十
不
善
也
。 

二
善
業
：
即
十
善
也
。 

三
不
動
業
：
即
十
二
門
禪
也
。 

具
如
前
辯
。 

煩
惱
者
，
二
種
煩
惱
攝
一
切
煩
惱
： 

一
屬
愛
煩
惱
。 

二
屬
見
煩
惱
。 

是
二
煩
惱
出
一
切
三
毒
、
五
蓋
、
十
使
、
九

十
八
煩
惱
等
，
皆
如
前
辯
。 

若
此
煩
惱
與
前
業
合
，
則
未
來
定
能
招
聚
三

界
死
生
苦
果
，
即
是
集
諦
也
。 

三
滅
諦 

 

滅
：
以
滅
無
為
義
。 

結
業
既
盡
，
則
無
生
死
之
患
累
，
故
名
為
滅
。 

若
發
見
思
無
漏
真
明
，
具
三
十
四
心
斷
結
者
，

則
三
界
九
十
八
使
皆
滅
。
以
煩
惱
結
使
滅
故
，

三
界
業
亦
滅
。 

若
三
界
業
煩
惱
滅
者
，
即
是
滅
諦
有
餘
涅
槃

也
。 

因
滅
故
果
滅
，
捨
此
報
身
時
，
後
世
苦
果
，

永
不
相
續
，
名
入
無
餘
涅
槃
，
真
滅
度
也
。 

滅
理
不
虛
，
故
名
為
諦
。 

四
道
諦 

 

道
：
以
能
通
為
義
。 

正
道
及
助
道
，
是
二
相
扶
，
能
通
至
涅
槃
，

故
名
為
道
。 

正
道
者
：
實
觀
三
十
七
品
，
三
解
脫
門
，
緣

理
慧
行
，
名
為
正
道
。
次
下
當
出
科
目
。 

助
道
者
：
得
解
觀
中
，
種
種
諸
對
治
法
，
及

諸
禪
定
，
皆
是
助
道
，
具
如
上
出
。 

復
次
正
道
者
：
謂
見
諦
八
忍
八
智
十
六
心
，

思
惟
九
無
礙
九
解
脫
十
八
心
，
真
無
漏
慧
，

名
為
正
道
。 

其
餘
方
便
對
治
：
諸
禪
三
昧
，
及
三
十
七
品
，

三
解
脫
等
，
皆
是
助
道
。 

此
二
道
相
扶
，
能
通
涅
槃
。
審
實
不
虛
，
即

名
道
諦
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