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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習】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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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餘五真實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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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色.近色.撞擊性色]：五淨色與七境色（顏色 .聲.香.味.地.火.風）這
12色法易於被觀智辨識而近於智。 
[細色. 遠色.非撞擊性色]：其餘16色法（水.餘五真實色 .十非真實色）
不易辨識。 
【色聚】明淨色聚、非明淨色聚 
五淨色是明淨（敏感）的色法。具有五淨色之一的色聚，稱作[明淨色
聚] 。其餘是[非明淨色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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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術語】四界分別觀＝四界差別觀 
四界分別觀：觀察身體是由地、水、火、風組成，屬四十業處之一。 
【論典依據】 
（1）《清淨道論》用八特相辨識四界：「欲修習此業處的利慧者應
往靜處禪坐，思惟自己整個色身：於此身中，1硬性或2粗性為地界，
3 黏結或4流動為水界，5遍熟或6熱性為火界，7支持或8推動為風界。」 
（2）根據《法集論》 ，用十二特相辨識全身的四界： 
地界—1.硬 2.粗 3.重 4.軟 5.滑 6.輕。 水界—7.流動 8.黏結。 
火界—9.熱 10.冷。   風界—11.支持 12.推動。 
【實習】 
（1）初學者逐一辨識十二特相，每次一個。先辨識較易的，通常順
序是：推動、硬.粗.重、支持、軟.滑.輕、熱.冷、黏結.流動。每個特
相先從身體中的某一部位開始辨識，然後擴展到全身。前十個特相可
通過身體的觸覺直接感知。而水界的流動和黏結不能直接從觸覺覺知，
只能間接地從觀察其他色法黏在一起而得知。禪修者不斷思惟、觀察
這四界，只是「界」而不是「我」。如此反復辨識百遍、千遍乃至百
萬遍，將生起由辨識四界之慧所增強的「近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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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禪修者朝向近行定時，開始出現像灰煙的光。繼續辨識灰光裡
的四界，將變得白亮。進而全身呈現為一團白色物體。繼續辨識白色
物體裡的四界，就會變成透明體進而發亮放光，達到近行定，這透明
體即是五淨色。繼續利用這光來尋找透明體內的微小空間，以辨識空
界；該透明體將粉碎為小微粒，稱為「色聚」。見到色聚後，分辨出
兩類色聚，透明的是明淨色聚，不透明的是非明淨色聚。 
（3）禪修者接著辨識色聚裡的究竟色法，逐一、逐處辨識諸界，由
易至難。修習到非常熟練時，就能同時見到一粒色聚中的四界：它的
硬.粗.重或軟.滑.輕，這是地界；黏結.流動是水界，溫度是火界，支持.
推動是風界。當禪修者已見到單一明淨色聚和單一非明淨色聚中的四
界時，這是修「止」的終點，以及修「觀」的開始。 
※問：辨識地界、火界、風界與水界有何難度的不同？ 
地界、火界、風界屬粗色.撞擊性色，可通過身門和意門辨識。 
水界屬細色.非撞擊性色，不能通過身門感受到，只能通過意門辨識。 
※修習四界分別觀為何不能證入安止定？ 
修習四界分別觀，是以自性法為所緣，且心忙於觀察諸多不同的要義
，要用強的尋，致使一境性不能專注至證入安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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