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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泡 

 

林崇安教授 

（《人乘季刊》29 卷,第 1 期,2007） 

 

 

【前言】 
 

每當雨季來臨時，整天滴滴答答的，我們常看到的一幅鄉景就是，

小孩子們不想呆在屋內，只想在屋簷下看著水泡，玩著紙船，等著大人

回來。印度的雨季，下起雨來更是驚人。有智慧的人將會看出，大自然

時時都在向我們說法。 

 
【佛陀在阿含的開示】 
 

有一時期，佛陀住在中印度阿毘陀處的恆河邊。黃昏的時候，比丘

們都聚集在佛陀的面前，聆聽開示。佛陀是最懂得因材施教的人，也是

最懂得就地取材的人，這一天，佛陀就用大自然的水泡來說法，告訴比

丘們說： 

 

諸比丘！譬如大雨，水泡一起一滅。明目士夫，諦觀思惟分別。諦

觀思惟分別時，無所有、無牢、無實、無有堅固。所以者何？以彼

水泡無堅實故。 

 

這意思是說，下大雨時，一般的人只是看到水泡的生起和滅去，也

許會有一些無常的感觸，但是這是不夠的，要深入一層地觀察、思維和

分解，要像明眼的士夫，看清水泡是由「雨水」撞擊「地面」而生起，

這一剎那的撞擊，就是一個因緣合和的過程，在這過程中，沒有主宰者、

掌控者，如果沒有雨水就沒有水泡，沒有地面也同樣沒有水泡，沒有撞

擊當然也沒有水泡，這一小小的水泡所展現出來的就是緣起的法則，經

由仔細地觀察和分解，明眼的士夫看清水泡是無所有、無牢、無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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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堅固，因而對水泡不生起執著的心理。 

佛陀說完水泡的譬喻後，接著說：  

 

如是比丘！諸所有受，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

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比丘諦觀思惟分別。諦觀思

惟分別時，無所有、無牢、無實、無有堅固；如病、如癰、如刺、

如殺，無常、苦、空、非我。所以者何？以受無堅實故。 

 

這意思是說，我們要像生物科學家一樣，仔細觀察和分析感受的種

類。感受是經由六根分別生起，因而有眼觸所生受、耳觸所生受、鼻觸

所生受、舌觸所生受、身觸所生受、意觸所生受等六種感受；每一種又

細分為十二類的感受：過去受、未來受、現在受，內受、外受，麤受、

細受，好受、醜受，遠受、近受。佛陀舉出這些類別是要我們重視這一

現象，仔細觀察分析，才能不再被感受所迷惑。 

接著，我們要進一步觀察分析這些感受的生起過程：感受是由根和

境的接觸而生起，就像水泡是由地面和雨水的撞擊而生起。例如，眼根

接觸到美色的這一剎那生起了眼識和快樂的感受，耳根接觸到噪音的這

一剎那生起了耳識和痛苦的感受。如果不能看清感受的無所有、無牢、

無實、無有堅固，我們必然依照著習性的運作，對快樂的感受生起貪愛

之心，對痛苦的感受生起瞋恨之心。人們從早到晚，時時刻刻都有感受

的生起，並且跟著感覺跑，這就是痛苦輪迴的產因。為了不再跟著感覺

跑，佛陀要我們看清這些感受是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

空、非我。為何要看清感受是如病、如癰、如刺、如殺呢？這是為了對

感受產生厭離的心理（這種心理稱作厭背想），不再為追求感受而疲於

奔命。為何要要看清感受是無常和苦呢？這是為了認清感受的缺點，產

生過患的心理（這種心理稱作過患想）。對為何要看清感受是空和非我

呢？這是為了認清感受的真正性質，生起無所有、無牢、無實、無有堅

固的心理（這種心理稱作實義想）。 

佛陀講完經後，所有聽講的比丘們都高高興興地遵行佛陀的教導。

以上所介紹的這一經是《雜阿含經》的第 265 經中的水泡喻。 

 

【一些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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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所教導的正法是適用於每一個人的。每人的貪愛和瞋恨是來自

於感受，必須看清感受的流轉和還滅的緣起過程。譬如舌頭嘗到味道，

第一剎那叫做舌觸。觸之後接著就立刻產生感受，這個味道你很喜歡，

你馬上就產生快樂的感受，快樂的感受之後，接著就立刻產生下一步的

貪愛，前後發生的時間不到 0.1 秒，只一下子，這個愛就發展成「取」，

取是強烈的執取，接著就產生身、語、意的行為，例如趕快吃下去、多

吃幾口，或者出聲讚不絕口，這些行為稱做「有」。愛、取、有之後是

「生老病死苦」，這就是一個因果的流轉過程。一旦養成習慣後，這個

運作過程一再地發生在你身上，讓你不能自在：你只喜歡這種口味，排

斥其他的味道，你漸漸就變成習性的奴隸。喜歡的，你就一直想要擁有

它，但是感受這一現象是無常、無我的，不能被掌控，一旦消失，你就

大大地失望，又想拼命去得到這個，結果，你當下就陷入活生生的輪迴

中。人們一生的煩惱和痛苦，就是從這兒陷下去的。一個不快樂的人，

就是整天一再順著這種輪迴流轉的人，他活著的時候不快樂，死後當然

也不快樂，因為他已經變成了習性的奴隸。 

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要在觸的那一剎那，或苦受、樂受產生的那

一剎那，就要切斷這輪迴的流轉。這兒就要透過止觀禪修的訓練來看清

自己感受的真相，看到感受的無常，第 0.1 秒跟 0.2 秒，其實都不一樣，

能夠看清它，才能夠放下它，愛和恨就不隨著感受產生。止觀修行時，

首先，要使心很穩定，這叫「止」。心不亂跑之後，才能看清楚接觸的

那一剎那並且看到感受的無常和無我。「觀」是毘缽舍那，就是要看清

楚感受是因緣條件下產生的。用內觀的智慧看清楚感受根本不是我，既

然不是我，何必作它的奴隸？何必生起貪愛和生氣？應該放掉它，這樣

就開始走向緣起的還滅過程。這個緣起的過程是普遍的，即使是外星

人，只要有血有肉、有愛有恨，他的輪迴的流轉過程也一定是一樣的；

還滅的過程也必定是一樣的，也一定要經由止觀修行，才能滅苦。 

 

【結語】 
 

二千五百年前佛陀對眾生的開示，仍然生動地保留在《阿含經》中，

當日眾生的煩惱還是相同於今日眾生的煩惱；當日滅除煩惱的方法還是



 4 

相同於今日滅除煩惱的方法。即使生到極樂世界去修行，所修的方法還

是一樣的，因為諸佛的教導都是相同的：都是觀察緣起的流轉和還滅，

都是必須看清感受的無常和無我。任何人只要順著正法，走同一條道

路，當然就會走到相同的目的地，這個目的地，我們稱做涅槃，也就是

痛苦和煩惱的徹底滅除。佛陀善巧地用「水泡」的譬喻作說明，要我們

在生活中時時往內觀察自己的感受，不要以為它是真實存在而盲目地追

求，要像明眼的士夫一樣，看清楚「水泡」只是虛幻不實的現象。不但

感受是虛幻不實，我們的色蘊、想蘊、行蘊和識蘊也都是如此，所以佛

陀說： 

 

觀色如聚沫，受如水上泡， 

想如春時燄，諸行如芭蕉， 

諸識法如幻，日種姓尊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