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乘百法明門論(新講)10 色法 1

大乘百法明門論 

第十講 

最尊貴的淨蓮上師講解 

 
  各位居士大德！阿彌陀佛！ 
  今晚我們介紹色法。 
  百法的第一位是心法，第二位是心所有法，我們都介紹過了。百法的

第三位是色法。 
  首先我們要問：為什麼色法要擺在第三位呢？它的次第為什麼是這樣

子來介紹呢？因為色法是心法和心所有法所變現的，一定是先有能變，才

有所變，心法、心所有法是能變，色法是所變，是它所變現的，所以為了

要顯示色法，是心識所現的影像，所以就擺在第三位來介紹。 
  那什麼是色法呢？我們給它一個定義，就是有質礙的顏色，叫做色法。

有質礙，那什麼叫做有質礙呢？就是有物質的障礙。這個是相對前面的心

法來說的，因為心法是沒有物質的障礙，色法是有物質的障礙，所以叫做

有質礙的顏色，叫做色法。因為一切的物質，都有它自己的形狀、體積，

所以沒有辦法互相包容含攝，也就是說不同的物質，佔有不同的空間，不

能夠同時並存，一個空間沒有辦法放兩個東西上去，譬如說：這個桌上的

花，你就沒有辦法把它放到桌子裡面去，它一定要放在桌子上面，這就表

示說桌子有桌子所佔有的空間，花有它所佔有的空間，這個是沒有辦法互

相包容的，互相含攝，這就是所謂物質的障礙，物質跟物質當中沒有辦法

佔有同一個空間，互相並存，是沒有辦法做到的，這個就叫做有質礙的意

思，凡是有質礙的，我們都稱為它是色法，色法是有質礙的顏色。 
  那什麼叫做顏色呢？顏色在這裡就是指一切的色法。一切的色法有哪

些內容呢？我們就要看講義，第一個表，表一，我們看色法的內容。 
 

色法（表一） 
 

     能造  四大（地、水、火、風） 

                                可見有對 

                           色 

色法               五塵（五識所緣）     

                                   聲、香、味、觸 

               有對色                                          不可見有對 

     所造    十一色 

                                  五根（五識所依） 五色根 

                                                    

                                                    極略色 

                                                    極迥色 

                          無對色  法（意識所緣）    受所引色         不可見無對 

                                                    徧計所執色 

                                                    定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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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法有能造色，有所造色。 
  什麼是能造色呢？就是地、水、火、風四大，是能造一切色法，所以

它是能造色，所以一切色法都是由地、水、火、風四大所形成的。 
  那形成哪些內容呢？哪些色法的內容？就是五根和六塵，這十一個色

法是由四大所造的，所以稱為所造色。 
  所以，我們首先明白，能造色就是四大，所造色就是五根、六塵，這

就是色法的內容。 
  我們再看，以五根來說，五塵是它所相對的境界，所以五根和五塵稱

為「有對色」，就是根塵相對，像眼根對色塵、耳根對聲塵，根塵相對，五

根相對五塵，這個根塵相對，所以叫做「有對色」。五根相對五塵，生起五

識，所以五根是五識的所依，五塵是五識的所緣。 
  至於法塵，它是意識的所緣，因為法塵它不像五根相對五塵而生起五

識，所以它稱為「無對色」。法塵是意識的所緣，就是它不像五根是相對五

塵而生起五識，所以稱為無對色，就是不是根塵相對所生起的色法，我們

就叫做無對色。法塵不是根塵相對，像五根相對五塵，不是這樣的情況，

不是相對的，不是根塵相對的，我們就叫做無對色。所以，我們知道法塵

就是稱為無對色。 
  五塵當中的色法和四大一樣是可以被看見的，所以稱為「可見有對

色」。凡是你眼根可以看得見的，這個都是可見有對色。有對，就是我們剛

才講的根塵相對，但是你可以看得見的，像五塵中的色法，色、聲、香、

味、觸，這個色法你是可以看得見的，你知道它是什麼形狀、什麼顏色，

像這種情況，我們就叫做「可見有對色」。四大也一樣，四大你是可以看得

到的，看得到地大，看得到火大，看得到水，看得到風，地、水、火、風，

都是可以被看見的，所以這個都稱為可見有對色。 
  而五塵的聲、香、味、觸，這四法和五根一樣，是不可以被看見的，

所以稱為「不可見有對色」。像音聲，你看不到聲音，聲音長什麼樣？沒辦

法看見，所以看不見聲音；你看得見味道嗎？你也沒有辦法看見味道；你

也沒有辦法看見感覺長得什麼樣子的，同樣你也沒有辦法看到視覺神經、

聽覺神經……，這個五根是指勝義根，我們等一下會解釋，它不是感覺神

經（感覺器官），而是視覺神經，不是我們所謂的感官，不是浮塵根，而是

指勝義根，它就是指視覺、還有聽覺……等等的神經，這個是沒有辦法看

見的，反正沒有辦法看見的，我們就稱為不可見有對色。 
  最後法塵，它分為極略色、極迥色、受所引色、徧計所執色、和定果

色，這些都是不可以被看見的，所以稱為「不可見無對色」。 
  所以，現在我們知道色法有十一種，就是五根和六塵，這是色法的內

容。 
  再詳細解釋，我們再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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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眼根——能照矚一切境之義。 

    二、耳根——能聞之義。 

色   三、鼻根——能嗅之義。 

法   四、舌根——能嚐之義。 

十   五、身根——積聚、依止之義。 

一   六、色塵——可見義，為眼根所對之境。 

︵   七、聲塵——可聞義，為耳根所對之境。 

表   八、香塵——可嗅義，為鼻根所對之境。 

二   九、味塵——可嚐義，為舌根所對之境。 

︶   十、觸塵——可觸義，為身根所對之境。 

    十一、法塵——意根所對之五塵落謝影子。 

 
 
  這十一個色法的內容，一共有十一個。 
  眼根，就是能照矚一切境之義。什麼叫眼根呢？就是能夠照矚一切的

境界，就是說眼根能夠照見一切的境界，這個我們稱為眼根。凡是能照見

一切境界的，我們就稱為眼根。 
  耳根，是能聞之義。就是耳根能夠聽聞一切的音聲。 
  鼻根，是能嗅之義。就是說我們的鼻根能夠嗅一切的香臭。 
  舌根，能嚐之義。就是舌根能夠嚐一切的滋味。 
  身根，是積聚、還有依止二義。就是它有這兩個意思在裡面，包含兩

個意思，一個是積聚的意思，因為身根是積聚地、水、火、風四大所造成

的，所以稱為積聚，就是說我們這個身根，就是我們常常說我們的色身是

地、水、火、風四大的假合，就是這個意思，所以它是積聚，地、水、火、

風四大的積聚，而有這個身根，所以它第一個意思，就是積聚的意思。第

二個意思，是依止的意思，因為身根是眼、耳、鼻、舌等等，就是眼根、

耳根、鼻根、舌根等等所依止的地方，因此又稱為依止，身根是我們眼根、

耳根、鼻根等等所依止的地方，所以身根第二個意思，就是依止。 
  這是所謂的五根。 
  那六塵呢？有色、聲、香、味、觸、法這六塵。 
  色塵，就是可以被看見的，我們稱為色塵，它是眼根所相對的境界，

眼根所對的境界。 
  音聲這個聲塵，就是可以被聽見的，可聞義，可以被聽聞的，它是耳

根所對的境界。 
  香塵，是可嗅義，就是為鼻根所對的境界。 
  味塵，是可嚐義，是舌根所對的境界。 
  觸塵，是可觸義，為身根所對的境界。 
  法塵，是意根所對的五塵落謝的影子。 
  法塵，一般我們比較不知道它是什麼意思，它是五塵落謝的影子。五

塵，五塵是哪五塵？色、聲、香、味、觸，剛才講的色塵、聲塵、香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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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塵、觸塵，這五塵落謝的影子，什麼叫落謝的影子？譬如說：你眼根看

見色塵之後，那個影像落在你的心上，那個叫做落謝的影子，然後你的第

六意識去攀緣它，這個時候就稱為法塵。譬如說：今天我在街上坐車經過，

看見路邊有很多的富貴花，現在富貴花正在開，開得很漂亮，我眼根看見

富貴花，這個影像落在我的心上，成為我第六意識的所緣，這個就稱為法

塵。所以我現在一講富貴花，雖然富貴花不在我的眼前，但是大家的意識

馬上就可以現出那個富貴花的影像，有沒有？那個就是五塵落謝的影子，

就是它是一種影像，落在我們心上的一個影像，所以我一講富貴花，大家

意識就可以把那個影像觀想出來。講說你家的房子長得什麼樣，你馬上就

可以有你家的那個房子的影像出來，這個都是屬於法塵，所以它是意識所

緣的境界，稱為法塵。 
  我們現在要講「浮塵根」跟「勝義根」它的差別。一般我們這邊講的

五根六塵，這個五根，指的是勝義根，而不是浮塵根，這個要注意，講的

不是我們看得見的眼睛、耳朵、鼻子、舌頭，不是，不是指這個，而是指

勝義根，我們現在可以看得見的這個眼睛、耳朵、鼻子、舌頭、身體，這

個是屬於感覺器官，這個是浮塵根。現在書上指的這個五根，它是指視覺

神經、聽覺神經、嗅覺神經、味覺神經、還有觸覺神經，它是感覺神經，

不是感覺器官，而是感覺神經。 
  為什麼稱為「淨色根」呢？為什麼稱為「勝義根」呢？（它有另外一

個名稱，叫「淨色根」）就是為什麼稱為勝義根呢？因為這五根它是清淨的

四大所造成的，它形相非常的微細，我們一般的肉眼是看不見的，你即使

把身體解剖開來，你也看不到視覺神經它長得什麼樣子，因為它不是我們

眼根所看的，它是非常微細的、清淨的四大所構造成的。為什麼稱為淨色

根？就是因為它的自體非常的清淨，它能夠映攝外境，成為五識的所依，

所以就稱為淨色根。另外一個名稱，就叫做勝義根。 
  它跟浮塵根有什麼差別呢？我們能夠看得見的這個眼睛、耳朵、鼻子、

舌頭、身體，這個是由粗糙的四大所造的，所以它是不同的，一個是清淨

的四大，一個是粗糙的，非常粗糙的四大所造成的，那就是因為它粗糙混

濁，再加上非常的虛浮不實，所以我們就給它一個名稱，叫做浮塵根。虛

浮不實的意思，就是說它是浮現在我們的五官上面，所以我們看得見眼睛、

耳朵、鼻子、舌頭，可以看得見，這個身體也是可以看得見的，所以我們

說它是虛浮不實的意思，所以稱為浮塵根的來源就在這裡。 
  它們之間的關係，勝義根跟浮塵根，它們之間的關係也是非常的密切，

你說沒有這個五官，這個感覺器官，你的勝義根要依附在哪裡，然後可以

生起五識的作用？沒有依止的地方，所以變成說勝義根要生起五識的作

用，必須要依止這個浮塵根，所以浮塵根也不能夠沒有，它要透過這個眼

睛，你才可以生起眼識的作用，所以浮塵根雖然是虛浮不實的，但是它還

是有存在的必要。所以，浮塵根能夠扶持勝義根，是勝義根的所依處，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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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根所依止的地方，勝義根必須要依止浮塵根，才能夠生起五識的作用。

勝義根又能夠生起五識的活動，是五識的所依，所以我們五識能夠生起活

動，最主要還是靠勝義根，只是勝義根需要浮塵根的扶持，這樣而已，這

是它們兩者的關係，是非常密切的配合。 
  「五根」講完，我們接下來講「六塵」。 
  六塵，第一個是「色塵」，色塵是眼根所對的境界。 
  六塵，為什麼稱為「塵」呢？為什麼用這個名稱，稱為「塵」？因為

六根面對這六個境界的時候，會引生煩惱，染污我們的心，就好像塵埃一

樣，所以叫做塵。像我們眼根一看到色塵，馬上就生起喜歡、不喜歡，喜

歡就生貪，不喜歡就生瞋，沒有喜不喜歡就跟愚癡相應，所以它就能夠引

發我們的煩惱，染污我們的心，所以我們給它一個名稱，叫做塵，就好像

塵垢一樣，會染污，這是塵的來源。 
  第一個「色塵」，是眼根所對的境界。我們看表三，第三個表。 
 
 
          形色  長、短、方、圓、高、下、正、不正。 

 

色塵               本顯色  青、黃、赤、白。 

          顯色 

                   差別色  光、影、明、暗、雲、煙、塵、霧。 

 
  色塵，依物體的形態和所顯現的顏色，分為形色跟顯色，形色跟顯色。 
  形色有長、短、方、圓、高、下（高下，就是高低）、還有正、不正（不

正就是斜），有這些形狀，所以稱為形色。這些形色是由意識分別了知之後，

所起的差別，所以它是屬於意識的所緣。就是說，我們說這個東西是長，

有多長、有多短，它其實是第六意識分別之後所起的那個差別，那個長跟

短，它是相對來說的，相對這個短，它就顯得比較長，可是你拿一個更短

的，這個原來短的，又變成長了，因為還有一個比它更短的，所以是什麼

去把它分別說那個長、短，或者是方的、還是圓的，都是第六意識的分別

了知之後，然後去說出它的差別相，所以它是屬於意識所緣的境界，跟下

面講的那個顯色，它是屬於眼識所緣的境界，情況是不一樣的，所以形色

它是由意識所緣的境界，由第六意識去分別了知之後，才說出它形體的差

別相，這個叫做形色。 
  為什麼叫顯色呢？顯色，就是顯彰之色。它是色法當中最明顯、最顯

著的，我們眼根一看到，就馬上能夠分別它的顏色，所以它是眼識所緣的

境界。這個顯色，又分為本顯色和差別色。為什麼叫做本顯色呢？因為一

切顯色以此為根本，就是一切顯色的根本，所以稱為本顯色。這個「本」，

就是根本的意思，一切顯色的根本，那就是譬如有青、黃、赤、白，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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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切顯色的根本，為什麼呢？你要說出的顏色，都是從它配出來的顏色，

譬如說：紅色加藍色，就等於紫色，對不對？紅色加白色，等於粉紅色，

所以它變成說是基本色，所以本顯色的意思，就是說明一切的顯色，都是

以這個為根本，所產生出來的種種的差別色。什麼叫差別色呢？就是依根

本顯色而產生的差別色，譬如說有這邊講的光、影、明、暗、雲、煙、塵、

霧等等，它是依根本顯色而產生的差別色，就表示差別物質的顏色，我們

就稱為差別色。 
  這些都稱為色塵，就是眼根所對，眼識所取的境界。 
  什麼是「聲塵」呢？六塵的第二個是聲塵。聲塵它是由地、水、火、

風四大互相碰撞所造的聲音，是耳根所對的境界。種種的音聲，它是怎麼

產生的呢？是互相碰撞所產生來的音聲，就是地、水、火、風互相碰撞所

造的音聲。 
  這個所造的聲音的種類，一般我們是把它分成四類： 
  第一類是依所發出聲音的原因來分。這個聲音是怎麼發出來的？是有

情發出來的？還是無情發出來的？還是有情跟無情兩個合起來，一起發出

來的聲音？它是第一類。由有情所發的語言音聲，譬如說：說話、唱歌，

這是由有情發出來的聲音。也有由無情所發出來的聲音，譬如說：刮風的

聲音、或者是水聲、或者是雷聲，這個是無情所發出來的聲音。那也有由

有情和無情共同發出來的聲音，譬如說：我彈奏樂器、或者是敲打鐘鼓所

發出來的聲音，就是有情和無情共同發出來的。這是第一類。 
  第二類是依聽了之後的反應，我們來分音聲的種種差別。那就是可意

聲、不可意聲、或者兩個都不是。可意聲，就是喜歡聽的，你喜歡聽的，

你聽了之後的反應，是會讓你生起歡喜的，譬如說：有人讚歎你，讓你聽

了心生歡喜，這個就稱為可意，就是非常讓你舒適愜意的音聲。不可意的

音聲，就是聽起來那個反應是不舒服的，或者聽起來很反感、很討厭聽的，

譬如說：有人毀罵你，那個是大家都不喜歡聽的，那個就稱為不可意聲。

兩者都不是，就是沒有特別喜歡、不喜歡的音聲，譬如說：時鐘的滴答、

滴答，那個沒有什麼特別喜不喜歡的，這個就不能說它是可意、或者不可

意，我們就說它兩者都不是。 
  第三類，我們是依說的差別，把它分成世俗語、聖賢語、還有外道語。 
  第四類，是再把說的內容分為正語、和非正語。 
  這些都是有關於聲塵的內容跟種類。 
  六塵的第三個是「香塵」。香塵是可以被鼻根所嗅出的種種香氣，它的

種類有六種： 
  第一個是好香。就是聞了之後，使人感到舒服喜悅的。譬如說種種的

精油，你喜歡什麼樣味道的精油，你聞了以後覺得很舒服，有的會生起喜

悅的心，這個就稱為好香。 
  聞了之後，你會感到緊張的、或者是不安的，譬如說那個毒氣，聞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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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不舒服的，或者是頭暈、噁心想吐，這個我們就稱為惡香，就是不好聞

的香。 
  第三個是平等香。所謂的平等，就是它的氣味不會太濃或者是太淡，

均等，就是氣味平均，恰到好處，這個我們就稱為平等香。 
  第四個是俱生香。俱生香，就是天然氣味的，沒有調製過、或者是加

工過的，就是天然的純味，這個我們就稱為俱生香。 
  第五個和合香。就是經過混合之後的氣味，叫做和合香。 
  第六個變易香。就是經過變易之後的氣味，就是它的味道已經改變了，

已經不是原來的味道，我們就稱為變易，就是改變以後的香氣。 
  六塵，第四個就是「味塵」。味塵，是可以被舌根所嚐出的種種滋味。

我們每天都在吃種種不同的食物，所以它有種種不同的滋味，有鹹的、淡

的、甜的、苦的、辣的（辛就是辣的意思，甘就是甜的意思）、還有酸的。

可意，就是我們認為它口味好的，就是很合我的意，叫可意；不可意，就

是口味不好的，不合我的心意的；非可意不可意，就是口味沒有什麼好不

好的差別，我們就稱為非可意不可意。俱生，就是原味，我們說它原味，

原來的味道，天然的味道，我們就稱為俱生；和合，就是幾種味道把它放

在一起，像我們做菜、配菜，那個就是和合；變易，就是變了味道之後的

那個，我們稱為變易。這個是味塵。 
  六塵，第五個是「觸塵」，就是身根所對的境界。就是你身體每一分、

每一秒隨時隨地都有不同的觸感，這個就是屬於觸塵的內容。所以它有能

造觸、還有所造觸。能造觸，就是地、水、火、風，就是所有的觸都是跟

地、水、火、風有關係，是由它所造出來的種種不同的觸感。有輕的，那

個沒有份量，沒有辦法量出它的重量的，然後它很容易被轉變，或者被移

動的，這個我們就稱它輕，它是很輕的，像灰塵，你沒有辦法稱出它的重

量，灰塵到底有多重？沒辦法稱出來，那我們就說它很輕，它也很容易到

處飄動，所以它是很容易被移動的，這個我們就稱它是輕的觸感。重的話，

就是有份量的，可以稱出它的重量的，不容易被轉變、或者是移動的，我

們就稱為重。還有粗糙的、強硬的，我們就稱為澀。柔和、輕軟的，我們

就稱為滑，像一些絲織品，非常的滑，那個我們就稱為滑，柔和輕軟的，

我們稱為滑。還有冷氣太強了，冬天太冷了，我們就會說：「好冷啊！」那

個就是一種冷的觸感。或者是煖。或者是肚子餓了，也是身體的觸感，我

現在覺得很餓了，晚上沒有吃飯，這個就是饑。還有口很渴，還有我吃飽

了，那個飽的感覺，還有硬、軟、力、劣。劣，就是沒有力氣叫做劣，所

以它是相對上面那個力來說的，有力、沒力。還有悶，也是一種觸感。還

有癢、粘、老、病、死、瘦，這等等都是觸塵的內容。 
  我們看六塵的第六個是「法塵」，法塵是意根所對的境界。我們剛才說

什麼叫法塵呢？五塵落謝的影子，五根攀緣五塵之後，留在我們心中的影

像，第六意識再去攀緣它，就成為法塵境界，所以我們知道，法塵境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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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識所緣的境界，它的內容非常非常的多。 
  第一個是「極略色」。就是我們把色法分析到最小，所呈現的極微，就

稱為極略色。這個用觀想或者是用假想，把色法一直分析、一直分析，分

析到不能夠再分析，分析到不能夠再分析之後，我們的肉眼已經沒有辦法

看到了，小到我們肉眼已經沒有辦法看到，只能用意識去想像它最小最小，

小到不能再小，你只能用意識去想像，對不對？所以它是一種假設，假想

出來的顏色，你用意識去想像，或者去觀想它最小最小，小到沒有辦法再

小，這個我們就稱為極略色。所以這個法塵，是第六意識假想出來的境界，

因為看不見，所以不是眼識所緣，看得見的話，是眼識所緣，因為它現在

已經小到我們眼睛沒有辦法看得見，所以就變成是意識的所緣，凡是意識

的所緣，它都是屬於法塵境界。所以第一類是極略色，小到不能再小，用

意識去想像它很小很小、最小最小，那個就稱為極略色，用意識去想像、

去分析它最小。 
  第二類是「極迥色」。把色法推到最遠最遠，遠到不能看見，所呈現的

極微，我們就稱為極迥色。這個也是用我們第六意識去想像、去假想、或

者去觀想，把色法慢慢推遠，愈推愈遠、愈推愈遠，一直遠到看不見了，

這個時候只能夠用意識去想像它最遠最遠，這個時候的色法，我們就稱為

極迥色。 
  這兩個其實是用在修行的法門上，所以我們現在不知道在講什麼，其

實它是用在觀想，修空觀、或者是修本尊觀、或者是觀想一些種子字，你

們有一些師兄可能就修過，要把本尊觀想起來，或者是把種子字觀想起來，

最後它要化空，對不對？或者是那個種子字把它愈變愈小，小小小……小

到最後看不見，所以這兩個其實它是屬於空觀之色，它是用來修觀想用的，

因為我們一般不會去做這樣的想像，說沒事情就想說最小最小，不會這樣

子嘛，所以它其實是用在觀想，修觀用的，尤其是修空觀，它就會用到，

那個法門會用到這兩種，一個是把物質分析到最小，或者色法把它分析到

最小，或者是把它分析到最遠、最遠，遠到看不見。 
  第三種就是「受所引色」。受，是領受的意思；引，是引取。所以我們

心在領受某種境界、或者是誓言之後，第六意識會去引取善惡的功能，這

個時候所顯的色法，我們就稱為受所引色。就是領受之後所引取的色法，

叫做受所引色。 
  像我們在受戒之後，我們的第六意識就會開始發揮防非止惡的功能，

還有行善、修善的功能。就是說我們去受戒之後，我們就會開始想要持戒

清淨，說我一定不能夠犯，然後你會起那個防護心，這個時候你的第六意

識已經開始發揮它的功能了，所以它是屬於法塵。它為什麼屬於法塵？就

是說你受戒跟第六意識有什麼關係呢？有很大的關係，它讓你一直要保持

不要破戒，一直想要清淨持戒，還有起那個高度防護、不要破戒的那個心，

都是第六意識的功用，所以你一旦受戒之後，你的第六意識就會開始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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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功用了，防非止惡的功用，就是說我不可以再去傷害眾生了，因為

我是受戒的佛教徒，所以以後不可以再去傷害任何的眾生，然後我也不可

以再有什麼非分之想，或者不應該拿的東西，我也不應該拿，我也不應該

再講騙話，我也不應該再亂發脾氣……種種的，就是所有戒律的內容，應

該要守的那些內容，你會提高警覺，有那個防護的心，是哪裡來的？就是

第六意識的作用，它開始發揮它的作用了，所以你會很小心的來護戒，儘

量不要犯，犯了之後要知道趕快懺悔，這個都是第六意識的功能。也希望

自己能夠愈來愈好，希望持戒清淨，這個就是一種行善、修善的功能，這

個也是第六意識發揮它的功能，一個是止惡，一個是要行善。這個是在受

戒之後，它很自然的就有這樣的一個功能，這個就是所謂的受所引色。 
  所以這個色法，它是屬於戒體之色，就是你受戒之後，它很自然就會

有這樣的功能，它是第六意識所發揮的功能，所以它是屬於法塵境界。我

們不要小看它的作用，所以受戒跟沒有受戒，它有很大的差別，因為沒有

受戒的人，他就不會有這樣的一個功能，所以他也沒有戒所引色，他也沒

有這個戒體之色，也沒有。一旦受戒之後，它是很自動的就發揮這樣的功

能，即使你睡著了，你已經忘記你受戒這件事情，或者是你平常沒有很精

進的，你是放逸、懈怠的，但是它就是還是很堅固的，還是堅守的這個戒，

一直到有一天你破戒，或者是你的心捨戒了，說：「太難守了，我不要再持

這些戒律了」，你的心中有那個念頭說「我要捨戒了」，或者是你破戒了，

就在這一剎那，第六意識就不再發揮這樣的功能，所以你所生起的那個戒

體之色，就在那一剎那就毀壞掉了。受戒之後，它就有，但是你一旦捨戒

或者破戒，它就當下就毀壞了，它就是很自然的就有那個功能，第六意識

的功能出來。 
  同樣的，我們如果說發毒誓、發惡誓的話，也是同樣的，剛才是說好

的方面，不好的方面也是，像我們看武俠小說有沒有？都是這樣演的，有

一個小孩子，有一天晚上，那個仇家把他們滅門血案，全家殺光光，因為

他躲在櫃子後面，所以沒有把他殺了，所以他從小看到血淋淋的這個，他

永遠印在他的腦海裡面，那個就是法塵境界，五塵落謝的影子，他親眼看

到他們的仇家，把他的父親殺掉，把他的母親殺掉，把他的哥哥、姊姊統

統都殺掉，所以深深地烙在他的心上面之後，於是就種下將來一定要復仇

的種子，所以他一定是從小就要拜門學藝，要練得一身的武功，要報仇，

所以他一旦下定決心要報仇的那一剎那，第六意識也相同的發揮那個功

能，可是這個時候引的是惡色，剛才那個受戒是善色，我們說它都是屬於

色法，剛才那個戒體之色，它是屬於善色，一旦發了毒誓說：「我一定要報

仇」，還是「我一定要讓你死得很難看」、還是什麼，這個誓願一旦發出去

之後，第六意識也開始發揮那個功能，這時候所引的那個惡色，我們也稱

為這一類的。所以，他也是啊，他那個復仇的火把也是，即使睡著了，夢

中都還在上演復仇的計畫，所以他夢中也不會忘記，隨時心心念念都不會



 

大乘百法明門論(新講)10 色法 10

忘記，一心一意要復仇這樣子，不放過任何的機會，除非有一天他原諒他

的仇家，譬如說他學佛了，發了菩提心了，他那個惡誓所生起來的惡色，

也會在那一剎那，他原諒他的仇家的那一剎那也毀壞了，他沒有反悔之前，

沒有原諒對方之前，他也一直都守著那個誓言，所以第六意識也一直發揮

那個功能，這就是現在講的這個「受所引色」。 
  那我們就要問啊，它為什麼屬於色法呢？不管你是受了戒之後，引發

那個善的功能，或者是下了毒誓之後，所引發那個惡的功能，它為什麼是

屬於色法呢？那就是因為第六意識能夠引取發善、或者是發惡的這個功

能，這個功能雖然我們眼睛看不見，也不能夠表示出來，但是，它會在無

形當中影響我們的身業、還有口業，所以它是屬於色法。因為身業跟語業

在小乘戒裡面，它是屬於色法，身跟語業它是屬於色法，那就是因為你一

旦受戒或者是發了毒誓之後，它會引發善或者惡的功能，它會在無形當中

影響我們的身業、還有語業，因此它稱為色法。譬如說：你受了五戒之後，

你的身就不會殺、盜、婬，對不對？你的語也不會妄語、離間、惡口、綺

語，所以它是不是就影響你的身業跟語業？所以它為什麼稱為色法的原因

在這裡，這是講受戒。那同樣的，你立下了任何的毒誓之後，也是同樣的

道理，它會影響你的身業跟語業，所以它稱為色法的原因在這裡。這是第

三種。 
  第四種「徧計所執色」。這是第六意識起徧計所執，所產生的種種色境。

它有很多內容，譬如說：回憶，你坐在那邊，然後回想過去種種的快樂的、

悲傷的、忿怒的，你所回憶的那些情境不在你的眼前，而是由你的第六意

識去回憶，對不對？所以它是第六意識所緣的境界，因為這個時候前五識

並沒有引發五塵境界，只有第六意識單獨作用，就是你的第六意識去回想

過去的種種的情境，這個種種的情境，都是屬於法塵境界。還有幻想，你

坐在那邊做種種的幻想，這個幻想也沒有實際的五塵境界現前，只是你坐

在那邊幻想那個不存在的東西，根本沒有的東西，有的東西，我們叫做想，

根本不存在的東西，叫做幻想，不切實際的一些想像的東西，我們稱為幻

想，這個也是法塵境界，第六意識所緣的法塵境界。這個時候也是由第六

意識單獨作用，然後編織各種不切實際的影像。 
  回憶跟幻想它是有差別的，就是我們以現量、比量、跟非量來說，現

量、比量、非量知道嗎？知道嗎？三量，這唯識的名相。現量，就是當下

你可以現見的，它就是實際上是什麼樣子，它就是什麼樣子，你當下看得

見的，它是什麼樣子，那個我們叫做現量。比量，就是比度來的，比較來

的，它不一定是當下現見的東西，譬如說：你遠遠看到有煙，你就知道那

邊可能是發生火災了，可能是有火在燒，所以才會有煙，這個是用比量來

的，就是用你第六意識去做一些比度，所以你就能夠得出這樣的結論，那

個我們就稱為比量，不是當下現見的。譬如說：你等一下出門，看到地上

有水，你就會想說可能剛剛有下一場雨，這個叫做比量，因為你沒有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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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見那個雨落下來，你只是用你的第六意識去比度，推出這樣的一個結論

說剛才可能下了一場雨，所以現在地都是溼的，這個叫比量。那個非量，

就是根本不存在的東西，叫做非量，我們說龜毛兔角，根本沒有這樣的東

西，兔子不會長角，烏龜不會長毛，這個是世界上沒有這樣的東西存在，

我們就稱為非量，根本不存在的東西。 
  回憶是屬於哪一量？回憶不是現量，你當下沒有看到那情景，只是回

想而已，所以它是屬於比量，對不對？那幻想呢？幻想屬於非量，對不對？

根本不存在，不切實際的一些想像浮現在你的腦海裡面，所以它是屬於非

量。像第七識也是屬於非量的，第七識是非量的，懂嗎？這是說明什麼呢？

根本沒有「我」的存在，世界上沒有「我」這個東西存在，懂嗎？第七識

恆審思量，執八識的見分為我，這個是非量的，第七識是非量的，這個很

重要，當你起了顛倒見，以為有「我」的存在的時候，你就趕快想：「這個

是非量的」，根本沒有這個東西存在，懂嗎？找不到「我」的存在，它是非

量的，根本沒有「我」這個東西，它只是因緣所生，是生滅無常的，所以

第七識是屬於非量，根本不存在的東西。現量、比量、非量，我們大概有

一個印象了。 
  還有，屬於徧計所執色的還有夢境，也是屬於徧計所執色。夢境也是

第六意識單獨的作用，因為這個時候前五根睡著了，只有第六意識現起種

種的法塵境界，那個我們稱為夢境。那夢境屬於哪一量啊？現量、比量、

非量，屬於哪一個？夢境，可不可能屬於現量？跟當下的情境有關，有沒

有可能？冬天很冷，北方很冷，你晚上踢被子，你可能就會夢到下雪了，

可不可能？自己躺在冰窖裡面這樣子，這個時候屬於現量哦。你的夢境，

如果是比較像回憶一些種種的場景，就是說你的夢境裡面是一般日常生活

會發生的事情，那個就屬於比量，對不對？還有根本不是這個世界的東西，

你夢到自己會飛啊，那個是非量，對不對？或者夢到踩在那個很柔軟、很

柔軟的地上，還有夢裡面的顏色，你們的夢是有顏色？還是沒有顏色？是

黑白的？還是彩色的？有的人的夢是黑白的，有的人是彩色的，可是有一

種夢，它的彩色全部倒過來，本來樹是綠的、花是紅的，它現在倒過來了，

樹是紅的、花是綠的，有夢過這個夢，懂嗎？然後夢到我們剛才講的，踩

在那個很柔軟的地上，每一腳踏下去，踩下去，陷得好深喔！那個草很柔

軟，每一步踩下去，就好像陷在那個比地毯還柔軟，沒有那個柔軟的地毯，

我們世界上沒有這樣的東西，所以它是屬於非量的，那是到了哪裡？那是

到了天界，懂嗎？那個地是非常非常柔軟的，然後花園開的那個花，是這

個世界上看不到的花，非常的美麗，那個都是屬於非量的，不是這個世界

存在的東西。所以，夢境我們就知道，它是通三量，現量、比量、非量都

有，這就是所謂的夢境。 
  這些都是由第六意識所現起的法塵境界，就是徧計所執，一般我們就

說有回憶，之前我們講的，五塵落謝的影子叫做法塵，現在又講徧計所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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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包含了回憶、幻想、還有夢境，這些都是屬於徧計所執色，為什麼叫「徧

計所執色」呢？這個名稱到底怎麼來的？徧計，就是周徧計度的意思（度

量衡的度，計畫的計），周徧計度，徧計就是周徧計度。周徧就是隨時、非

常普徧的，隨時都是起這樣的計度，計度就是第六意識的分別，隨時都起

這樣的分別，它是非常普徧的現象，隨時隨地都是這樣子來想的，所以叫

做周徧計度，就是第六意識周徧計度，執一切因緣所生的色法是真實存在

的，所以就叫做徧計所執色。本來色法是因緣所生，自性是空的，它是生

滅無常的，可是我們把因緣所生、無自性空的這個色法，把它當作是真實

存在的，這個就叫做周徧計度，一切色法是實有的，我們第六意識起這樣

的執著，所以它是屬於徧計所執色。 
  本來一切因緣所生法是生滅無常，自性是空的，並不是真實存在的，

但是我們第六意識卻把它執為實有，所以它的內容就包含了我們剛才講五

塵落謝的影子，這個我們稱為法塵，還有現在由第六意識單獨作用的回憶、

幻想、夢境，其實這些都是虛妄不真實的，但是我們第六意識會把它周徧

計度所妄執的色法是真實存在的，我們就稱為徧計所執色，就是周徧計度

所妄執的色法，就叫做徧計所執色，周徧計度所妄執的色法是真實存在的。

本來是虛妄不真實的，不管是回憶也好、幻想也好、夢境也好，它都是虛

妄不真實的，它都是生滅無常的，空無自性的，所以作好夢、壞夢有什麼

差別呢？有很大的差別，對不對？夢到棺材，嚇死了，有人跟你說見棺發

財，哇！又好高興，我們每天都在作夢，然後每天都在嚇自己，忘記它不

是真實存在的，夢境不是真實存在的，它是屬於我們現在講的什麼？徧計

所執色，它不是真實存在的。種種的回憶，它已經過去了，所以也沒什麼

好痛苦的、悲傷的，它也是假的，所以沒有什麼過不去的門檻，什麼打的

心結啊，它也已經是過去了，可是你每次想起來，你就要恨一次、要跺一

次腳、要心痛一次，就是很笨嘛！因為它是屬於徧計所執色，不是真實存

在的，所以這個認知也是很重要。 
  最後一個「定果色」。 
  所以剛才我們講的那個第四種，它是凡夫妄執之色，凡夫才有的，你

開悟以後，就知道一切有為法如夢幻泡影，那是菩薩境界，見了空性以後

才說得出來的，我們現在背得很熟，但是一面對境界，統統變成真實存在

的，不再是夢幻泡影，所以這個徧計所執色，是凡夫所執著的，它稱為妄

執之色。妄，就是虛妄的，但是凡夫很執著它是真實的，所以它叫做妄執

之色，妄執的色法，凡夫才會起這樣虛妄的執著，把這些色法當作是真實

存在的，稱為徧計所執色。 
  第五個「定果色」。這個是修行的人，他在修定的時候，在定中所現起

的種種境界。那為什麼稱為定果色呢？因為是由定力所引生的色法，所以

稱為定所引色。定果色，又稱為定所引色，就是它是由定力所引生的色法，

所以就稱為定所引色，或稱為定果色。 



 

大乘百法明門論(新講)10 色法 13

  這個由定力所引的色法，凡夫跟菩薩、或者是佛，祂們有很大的差別，

像我們沒有開悟的眾生，凡夫眾生來說的話，我們都會修本尊觀，或者是

觀想一個什麼，譬如說：我現在在定中觀想阿彌陀佛，用什麼東西觀想啊？

用第六意識觀想，對不對？觀想一定是第六意識，前五識沒有辦法觀想，

所以我的第六意識就現起了阿彌陀佛的影像，這是屬於法塵境界，對不對？

第六意識浮現了阿彌陀佛的影像，因為我是在定中修觀，我觀阿彌陀佛的

樣子，所以我的第六意識就現起阿彌陀佛的影像，這個時候也可以稱為定

所引色，因為是由定力所引生的色法，就叫做定所引色，由定力所引生的

色法，這個時候是一個阿彌陀佛的像。但是，你看我不是阿彌陀佛，我還

是我，還是原來的我，這就是凡夫的觀想，他沒有辦法起實際的作用，他

還是凡夫之身，即使他第六意識是觀想阿彌陀佛，可是別人看他，還是他

原來那個凡夫的樣子，這是凡夫修這個觀想，沒有辦法把它變成真實的境

界，所以它是屬於假色，假的顏色，假的色法。但是八地以上的菩薩就不

一樣了，八地菩薩入定之後，因為他已經觀想成就，所以他要觀想哪一個

本尊，你看他就是那個本尊，懂嗎？那個就是真實的色法了，所以叫做實

色，所以凡夫跟菩薩雖然同樣的修定，同樣的修觀想，但是結果不一樣，

一個是第六意識呈現那個境界，但是沒有辦法變成真實的色法，但是八地

以上的菩薩可以，因為觀想成就的關係，所以他做任何的觀想，你可以實

際看得到，他就是那一尊阿彌陀佛、或者是任何一尊本尊，這個都是屬於

定所引色。那我們也常常看到那個什麼感應錄，說在鬧饑荒的時候，菩薩

就可以變現很多食物，讓大家充饑，讓那些饑民可以充饑，鬧旱災的時候，

他就化成一口井水，讓大家可以解渴，那這些食物、或者是那一口井，是

菩薩神通變現出來，但是你是真的可以受用，真的可以吃下去就飽了，喝

了那個水就可以解渴了。這個就是定所引色，菩薩的境界，所以它稱為神

通之色，在定中所現的種種的真實的色法，是可以真正的受用的，所以它

又稱為神通之色，就是在定中顯現那個神通，他所變現的物質，這些色法

都是實有的，都是真實的，你可以看得見、你可以聽得見、可以觸摸，然

後也可以受用的種種的境界。到了成佛的時候，也能夠依佛的願力顯現出

來各式各樣的淨土，這個時候所構成的種種淨土世界，也是屬於現在講的

定所引色，它依不同的願力，然後化現不同的、顯現不同的淨土世界，也

是屬於現在講的定所引色。 
  以上我們所說的這五種，都是屬於法塵境界，前面兩種是在修空觀的

時候會用到的，就是屬於空觀之色，第三種屬於戒體之色，第四種屬於凡

夫妄執之色，第五種是屬於菩薩的神通之色。 
  今天所介紹的色法，一共有五根六塵，總共是十一個，我們現在介紹

完了，我們最主要介紹色法的目的是什麼呢？除了要知道五根六塵這十一

種色法之外，你要知道五根六塵它是屬於色法，更重要的，要知道色法是

從哪裡來的啊？我們一開始說色法怎麼來的？跟心法、心所有法有什麼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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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啊？心法、心所有法所變現的嘛！心法有八識，對不對？所以它是八識

所變現的，八識就是前五識、第六、第七、第八，八識所變現的，八識所

變現的相分。八識是不是實有的呢？八識怎麼來的？八識是真實存在的

嗎？是嗎？是、還是不是？點頭、搖頭？八識是不是真實存在的？八識從

哪裡來？一念妄動來，一念無明，一念不覺生三細，真心本來無念，可是

你一動念，就是心一動，就起了無明，就有了八識，所以八識從哪裡來？

一念無明來的，懂嗎？如果你一直保持無念，一直在真心的狀態，沒有八

識的，懂嗎？你什麼時候一起妄動，什麼時候一起無明，八識就變現出來

了，然後就有了八識的見分，這叫做「能見相」，有能見，就一定有所見，

所以又變現了八識的相分，這叫做「境界相」。 
  第一個是「業相」，一念不覺生三細，那個三細，第一個就是業相。業，

就是造作，就是一念妄動，起了無明，就有八識，這是第一個業相。有了

八識之後，就有「能見相」，有了能見，就要所見，就要有「境界相」，這

就是「一念不覺生三細」，三細就是業相、能見相、跟境界相。 
  所以八識是不是真實存在的？是不是真實存在的啊？不是啊！一念妄

動才有的，從無明來的，有無明，才有八識，然後八識再變現見分、相分，

然後再「境界為緣長六粗」。八識不是真實存在的，那由八識所變現的色法，

是真實存在的嗎？不是嘛！對不對？所以不論是五根、還是六塵，都不是

真實存在的，都是生滅無常，空無自性的，自性是空的，是無我的，這個

是我們今天要了解色法最主要的，要明白它自性是空的，它還是屬於生滅

無常，它不是真實存在的，只要是五根六塵，眼根、耳根、鼻根、舌根、

身根，我們剛才講勝義根，這些感覺神經都不是真實存在的。 
  了解了這個，對你的修行有很大的幫助，你很快就跳脫了五根的束縛，

尤其是身根，懂嗎？我們說薩迦耶見最難破嘛，你薩迦耶見破了，其他五

不正見就全部都破了，破了就證初果了嘛，很快，所以證果很快，所以這

個認知很重要，就是它可以幫忙我們證果，明白五根它是屬於色法，它不

是實有的，眼、耳、鼻、舌、身五根，這身根，尤其這個身根，我們剛才

講，其他的根都要依附在身根上面，這身根不是實有的，其他眼根、耳根、

舌根也都不是實有的，對不對？身根都不是實有的，何況是依附在身根上

面的眼根、耳根、鼻根、舌根，當然不是真實存在的，那你的身見就破了，

是不是很快？所以學習色法，就是很快就把這個薩迦耶見破掉了。 
  六塵境界也不是真實存在的，我們每天六根面對六塵境界，多麼地執

著！多麼地真實！我眼睛看到喜歡就是喜歡，不喜歡就是不喜歡，怎麼會

有這麼大的分別？喜歡就生貪，不喜歡就生瞋，所以念念都在造業，懂嗎？

每一念，六根面對六塵，念念都生煩惱，念念生貪瞋癡，都在造業，可是

我們不知道，喜歡、不喜歡，就已經生煩惱，喜歡、不喜歡就是貪、瞋、

癡，沒有喜不喜歡就是癡，所以眼睛看到的、耳朵聽到的，都是在生貪、

瞋、癡，然後都一直回熏到第八識，成為貪、瞋、癡的種子，但是我們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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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都在過這樣的生活不知道，完全不知道。所以我們現在學習色法，就要

知道六塵境界也不是真實存在的，它是八識所變現的相分，它是八識的相

分，不是真實的。所以你眼見色的時候，會不會被它騙了？不會啊！看就

是看，第六意識保持現量境，不會回熏到第八識，耳朵聽的也是，沒有說

噪音聽起來很惱人，音聲也是無自性的嘛！所以人家罵你跟讚歎你，有什

麼差別？音聲自性是空的啊，沒有差別，所以你心就不會動了。 
  面對六塵境界心不動，如如不動，怎麼做到？知道六塵境界都是虛妄

不真實的，就全部空掉了，當下就空掉了。所以你說學色法多重要！明白

五根六塵都不是真實，都是虛妄不真實的，都是生滅無常、無我的，所以

你就不會再被六塵境界所矇騙，不會在面對六塵境界生煩惱、然後造業，

當下就知道六塵境界自性是空的，當下就把它空掉了。但是還要不要過生

活？還是要啊！那你吃東西，好吃、好吃，還要不要知道好吃？好吃、不

好吃，自性都是空的，那你要不要知道它好吃、還是不好吃？還是要了了

分明啊！不然人家問你說：「你今天中午吃的那碗麵好不好吃？」好不好

吃，自性都是空的，什麼好不好吃，沒感覺，錯！你比以前更敏銳，懂嗎？

六根更敏銳，但是你不會執著，如如不動，不動如泰山，就是因為你如實

的了知六塵境界它不是真實存在的，但是你還是可以受用，但是你受用不

會生煩惱、不會造業，多好，還是享受六塵境界，懂嗎？但是你不會生煩

惱、不會造業，還是可以去吃那個好吃的、看好看的、聽好聽的，但是心

不動，心不動才沒有生煩惱，才不會造業喔，所以每天可以六根面對六塵，

儘管去受用那個境界，但是心不分別執著，為什麼可以做到不分別執著？

因為知道色塵的自性是空的，生滅無常、無我的，是虛妄不真實的，當下

就可以空掉它，空掉它不是沒有六塵境界，而是在受用的當下，不分別執

著、不生煩惱、不造業。這就是我們今天學色法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明

白五根六塵是虛妄不真實的，不要再被它騙了。 
  我們今天到這裡。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切，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