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初阶佛学读  
  
第九课  四大与五蕴 

 

    经说：「四大本空，五蕴非有」。四大和五蕴，也是佛教重要的教义。它们的关系又是很密切

的，所以现在一同来解明 

    四大是地大、水大、火大、风大。地是坚硬性，水是潮湿性，火是温暖性，风是流动性。这四大

种，是一切物体构成的元素，一切有形的物体，都不能离开四大而存在，逃不了四大的范畴，所以称

之为大。譬如说一个茶杯，他的原料是磁的，是用泥土烧成的。这泥土，就属於坚性的地大。但这泥

土的烧成磁器，是有水和火的成分在里面的，就具有湿性的水大和暖性的火大了。须经风吹，始成固

体的茶杯，就离不了动性的风大。一个茶杯的成就不离四大，推至其他一切物体的成就，也多离不了

四大的关系。 

 

    外面器界的物体，固然成於四大；就是内面自己的根身，也不外是四大和合而构成。如根身上固

体硬性的骨节筋肉，发毛爪齿，是坚硬性的，属於地大；唾涕脓血，津液便利，是湿性的，属於水

大；身体热度是温暖性的，属於火大；呼吸息气是流动性的，属於风大。试问在我们的身体上，除 了

这四大元素集合，还找得出其他东西的存在吗？由於四大和合的缘聚，而有了这个身体的假相；缘散

则离，其性非有，所以要说「四大本空」了。  

 

    四大是根身构成的元素；但在根身的总和，不出色、受、想、行、识的五蕴。蕴是积聚义。由这

色等五种东西总积起来，就构成我们这个身体的总相。色是质碍义、 变坏义，属於物质的。身体上的

皮肉筋骨等有形可见的，都是色蕴的积聚。受想行识是属於精神的。受是领受，有苦受、乐 受、舍

受。想是构想，有过去想，现在想，未来想。行是迁流不息，心念上种种生住异灭的过程。识是了

别，有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 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试问我们的身体，除了属於物质

的色蕴、属於 精神的受想行识四蕴，还有其他东西可得吗？所以说身体是五蕴的总聚。 但五蕴中的

色有无量色，乃至识亦有无量识，由这许多东西的关系结合， 才聚成这个身体。这些关系遇缘存在，

就有了身体的假相出现；到结成这 些关系的助缘散灭，身体的假相也就坏了。所以说：「五蕴非

有」，因它的性质本空，了不可得。永嘉大师说：「四大五阴，一一非我，和合亦无，内外推求，如

水聚沫，浮泡阳焰，芭蕉幻化，镜像水月，毕竟无人。 无明不了，妄执为我，於非实中，横生贪著。

杀生偷盗，淫秽荒迷，竟夜 终朝，造业；虽非真实，善恶报应，如影随形」。人生如石火电光， 转

瞬即逝，这些话是值得我们省悟、警惕和玩味的。 

 

    宋朝有个佛印禅师，一日在金山寺讲经，碰到苏东坡学士来看他。佛印戏谓：「苏学士何来？此

间却无你坐处！」东坡学禅，好斗机锋，随口答道：「既无坐位，就 借你的身体来坐吧。」佛印说：

「山僧有个问题， 你若答得，我便将身借你做凳坐；若答不得，请你解下腰系的玉带，留镇我的山

门。」东坡应诺。佛印便问：「我的身体是四大所积，五蕴所聚的；四大本空，五蕴 非有，学士要向

甚么处坐？」东坡语塞，输却玉带。 这玉带直到现在，尚保存在金山寺的「留玉楼」中。懂了这则掌

故，对於 「四大本空，五蕴非有」的道理，应可思过其半了。   

    问题练习：  

    1.四大因何称大？  

    2.试举一个新例说明四例？  
    3.身体怎样是四大构成？  

    4.略说五蕴的名义。  

    5.五蕴为何非有呢？  

    6.默写永嘉大师说的话。  

    7.苏东坡为何输了玉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