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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色】究竟色法表 
◎四大＝四界 ＝地界、水界、火界、風界。 
◎24種四大所造色： 
     五淨色：眼淨色，耳淨色，鼻淨色，舌淨色，身淨色。 
     四境色：色處[顏色]，聲處，香處，味處。[觸處：地、火、風界] 。 
     餘五所造色：1食素， 1命根色， 1心色， 1女性色， 1男性色。 
     十非真實色： 空界；身表、語表；色輕快性、色柔軟性、色適業性； 
                                色積集、色相續、色老性、色無常性。 

【色聚】 
※28色不能單獨存在，只能以色聚出現。色聚由四大和四大所造色組成。 
※每粒色聚必有[地、水、火、風、顏色、香、味、食素]八色法，合稱
[八不離色] 。例如，「 眼十法聚」 是 [八不離色] + 命根+眼淨色，組成
一色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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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術語】四大＝四界＝四元素 ＝地、水、火、風  
【經論依據】 
《大念處經》中，佛陀說：「比丘如其住立，如其所處，以界觀察此
身：於此身中，有 地界、 水界、 火界、 風界。」 
說明：全身充滿不同種類的「色聚」 ，內含四大和四大所造色。 
【四界的性質】特相、作用、現起、近因 
（一）地界 
特相：硬.粗糙 。 
作用：同一粒色聚裡其他色法（如顏色、香、味、食素）的立足處。 
現起：接受同一粒色聚裡的其他色法「住」於其上。 
近因：其他三界（水、 火、 風） 。 
（二）水界 
特相：流動。 
作用：增長其他俱生色法（指一起存在的色法）。 
現起：把同一粒色聚裡的諸色黏結。 
近因：其他三界（地、 火、 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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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火界 
特相：熱或冷（溫度）。 
作用：使到同一粒色聚裡的色法成熟。 
現起：使到同一粒色聚裡的色法柔軟。 
近因：其他三界（地、水、 風） 。 
（四）風界 
特相：支持。 
作用：推動；導致其他色法的移動。 
現起：帶動俱生色法從一處至另一處。 
近因：其他三界（地、水、 火） 。 
※什麼是四大不調？  
《佛說五王經》說： 「一大不調，百一病生；四大不調，四百四病同
時俱作。 地大不調，舉身沉重；水大不調，舉身膖腫；火大不調，舉
身蒸熱；風大不調，舉身掘強，百節苦痛，猶被杖楚。」 （No.523）  
※什麼是四大皆空？ 
依《四十二章經》 ，迦葉摩騰（西元73年卒）共法蘭譯。 佛言：「當
念身中四大，各自有名，都無我者，我既都無，其如幻耳。」  
四大皆空：四大和身都不是從自方存在，性空、無我而如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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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南北傳《阿含經》與相關論典 
2.《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菩提比丘編，尋法比丘中譯 
3.《攝阿毘達摩義論表解》 
      法雨道場明法比丘編 
4. 《智慧之光》 、 《親知實見》等 
      帕奧禪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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