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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根，是指生理學的全部範圍。佛教看宇宙人生，既不是唯物論者，也不是唯心論者，更不是唯神

論者，乃是主張因緣和合的緣生論者。所以，佛教看一個人的構成，是從心理﹑生理﹑物理的三方

面來分析的。上面所說的六根是屬於生理學，加上六塵的物理學及六識的心理學，便是一個人的總

和，六根﹑六塵﹑六識的形成，稱為十八界，十八界的三大類，構成鼎足之勢，相互為用，缺了一

類，其他的二類也就不能存在。因為六塵與六識要靠六根的媒介才有作用，六塵與六根要靠六識的

判別才有價值，六根與六識要有六塵的反映才有功效。  

 

什麼是六根﹑六識﹑六塵 

  甚麼是六根六塵和六識呢？說起來，很簡單，那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從心理與物理

的媒介功能上說，稱為六根，也就是生理學上的神經官能。眼有視神經，耳有聽神經，鼻有嗅神經，

舌有味神經，身有感觸神經，意有腦神經，這些都是心與物的媒介的根本，所以稱為六根。  

  

  從六根所接觸的物件上說，稱為六塵，也就是物理學上的各類物質。眼根所見的顏色和形色，耳

根所聽的聲音，鼻根所嗅的香臭，舌根所嘗的味道，身根所觸的粗細冷熱與濕滑等，意根思想的稱

為「法」——指極微極遠的無從捉摸的東西，這些就被稱為六塵。  

  

  從六根接觸六塵而產生的判別力與記憶力上說，稱為六識。如果沒有六識而僅有六根與六塵，那

就不是活人而是死屍，所以，六識是六根的操縱者，六根是六識用來接觸六塵的工具。 

  

為什麼要稱為六根清淨呢 

  因為六根是六識的工具，作善作惡，固然是出於六識的主張，造成善惡行為的事實，卻是在於六

根的作用。人之流轉於生死輪回的苦海之中，就是由於六根不曾清淨，自從無始以來的一切罪業，

均由六根所造，比如眼根貪色﹑耳根貪聲﹑鼻根貪香﹑舌根貪味﹑身根貪細滑﹑意根貪樂境；有貪，

也必有嗔，貪與嗔，是由無明——煩惱而來，合起來，就是「貪﹑嗔﹑癡」的三毒交加，惡多善少，

永無出離生死苦海的日子了。  

  

  修持解脫道的工夫，不外戒﹑定﹑慧的三學，但是，慧的主要根源是戒與定，所以修持的入門工

夫，應從身心的兩方面著手，一是修身，一是修心。把不好的念頭修理掉，稱為修心，修心的主要

工夫是禪定；把不好的行為修理掉，稱為修身，所以修身也可稱為修行，修身的主要工夫是持戒，

持戒的目的是在守護根門——守衛保護住六根的大門，不讓壞事從六個根門之中溜進我們的心田，

以致種下生死流轉的禍苗。  

  

  因為，一個凡夫，除了進入禪定的境界之外，就不能沒有妄想，妄想是促成六根造業的導火線，

佛教的戒律，就是妄想與六根之間的保險絲或滅火器，在戒律的防衛之下，六根才能漸漸地清淨，

一旦到了六根清淨的程度，超凡入聖的境界，也就快要接近了。 

 

  所以，一般的凡夫僧尼，只能在戒律的保護下，勉強守住了六根，至於清淨二字，那是談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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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的觀念，總以為僧尼們只要不犯淫行，不貪非分之財，不介入人我是非，便算是六根清淨了。

事實上，凡是貪逐於物境的受用，總是六根不淨，不論是看的﹑聽的﹑嗅的﹑吃的﹑穿的﹑玩的﹑

用的，只要有了貪取不捨的情形，就是六根不淨。因為除了男女及錢財等的問題，都不容易覺察出

來，淨與不淨，也就很少有人細心地注意它了。  

  

  根據中國天台宗的判斷，六根清淨位，便是五十二個菩薩階位最初十階的十信位，要斷見思二

惑——相當唯識宗的分別煩惱與分別所知的二障，這應該是從普通（外）凡夫進入賢位（內）凡夫

的階段。  

  

  又據法華經及涅盤經中說，能得六根清淨，便可六根互用，所謂六根互用，那是說，六根之中的

任何一根。均可兼備其他五根的功能，眼能見色，也能聞聲﹑嗅香﹑嘗味等，耳能聞聲，也能見色﹑

嗅香﹑嘗味等，鼻根﹑舌根﹑身根﹑意根，也是一樣。  

  

  六根清淨了，就能六根互用，這在一般的讀者看來，難免會說這是神乎其神的神話。事實上，我

們之所以不能六根互用，正因為自己把六根的官能限制住了，也就是說，我們利用六根而執取六塵，

六塵充塞了六根，障礙了六眼，六根便成了六塵的奴才，也習慣地成了六塵的應聲蟲，色塵來了，

眼根應付，聲塵來了，耳根應付，香塵來了，鼻根應付，舌﹑身﹑意根，也是一樣。  

  

  如果不是這樣，如果六根不執六塵，六根不受六塵的支配與誘惑，那麼，六根就從六塵之中得到

了解脫，解脫了的六根，便是自由的六根，自由的六根，自然可以彼此互用而不分界限了。這個自

由的六根，也就是清淨的六根，因為自由的六根雖然仍與六塵打交道，但已不受六塵的引誘而造生

死的染污之業，所以稱為六根清淨。 

  

六根 六識 六塵 

  說得明白一些，所謂六根清淨，不是沒有了六根，而是我們的生理官能，不再隨著外境的幻象而

轉，這就叫做一塵不染——但這絕不是等閒的工夫所能辦到的事。  

  

為了便於讀者的記憶，再將六識﹑六根﹑六塵的名目，抄錄如下：  

一﹑眼﹑耳﹑鼻﹑舌﹑身﹑意——六識。  

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  

三﹑色﹑聲﹑香﹑味﹑觸﹑法——六塵。  

  

  六識發動六根而接觸六塵，六塵映入六根而由六識判別及記憶保存，再從六識的記憶保存中顯現

出來，發動六根貪取六塵，就這樣交互回還而造成生生死死之流，六根清淨的目的，便在斷絕並超

越這一生生死死的生命之流。  

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根有能生的意思，也就是說六根能生六識。 

六塵是色﹑聲﹑香﹑味﹑觸﹑法。是六根所緣的外境，因能染污人們的心靈，所以叫六塵。 

六識是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六根對六塵而產生見﹑聞﹑嗅﹑味﹑覺﹑思的識別

作用就是六識。六根﹑六塵﹑六識合起來稱為十八界。 

五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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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色蘊，即一切色法之類聚。 

(二)受蘊，苦﹑樂﹑捨﹑眼觸等所生之諸受。 

(三)想蘊，眼觸等所生之諸想。 

(四)行蘊，除色﹑受﹑想﹑識外之一切有為法，亦即意志與心之作用。 

(五)識蘊，即眼識等諸識之各類聚。 

  

十二因緣 

一﹑無明；二﹑行；三﹑識；四﹑名色；五﹑六入；六﹑觸；七﹑受；八﹑愛；九﹑取；十﹑有；

十一﹑生；十二﹑老死。  

  

一﹑無明：指人們心中無明煩惱，晦昧空境，無所明了，昏擾擾相，以為心性最初一念叫做生相無

明，無明是粗細煩惱迷惑妄心，是分段生死與變易生死的根源。同時也是涅槃解脫，菩提寂靜的根

本。《楞嚴經》對於真妄二種根本道理，講得十分透徹。 

 

二﹑行：行是業行，因為有了無明迷惑妄心，所以於諸法本來無我妄執有我，本來無法可得，妄執

有法。因有我法二執，就起惑造業，就有了業行。無明緣行，是過去惑業的因。 

  

三﹑識：一剎那之間在父母面前，看到現前欲境，就生起一念愛心，為受生的種子，納於父精母血

之中，而為胞胎。  

  

四﹑名色：指心法與父精母血的色法，和合成為我們的身心。   

  

五﹑六入：六入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因為六根能入於六塵，又為色﹑聲﹑香﹑

味﹑觸﹑法六塵所入，六根六塵，互相涉入。譬如眼根能夠見色，就入於色塵，其他諸根也是這樣

的，所以叫做六入。   

  

六﹑觸：三和合是觸，因為有了六根，它就能夠感受和觸對六塵境界。觸是十二因緣中十分重要的

一支，能觸是根，所觸是境。環境的好壞，就會聯繫到我們根的感受，所以古人說：近朱者赤，近

墨者黑。例如孟母，她為什麼要選擇鄰居呢？這都是充分表明了客觀的環境，對我們人主觀的意識

是起極大的作用。我們經常能夠親近高賢﹑或大善知識，時時受到至理嘉言的薰陶，那一定是天天

向上，步步前進。如果因緣成熟，經常能在名山古剎清淨道場，安心居住，時時刻刻常受佛教的薰

陶，即能：名山久住道心生。清淨佛地，因緣殊勝。對於所觸的環境《遺教經》說：「當制五根，

勿令放逸於五欲，譬如放牛之人，執杖視之，不令縱逸，犯人苗稼。若縱五根，非唯五欲，將無涯

畔，不可制也。又如惡馬，不加控制，將牽人墜於坑阱。」能夠把住這個觸的大關，是一件重要的

大事。   

  

七﹑受：根塵相互觸對，一定就會接受所觸對的塵境，譬如我們的耳根，對聲塵，就會接受各種聲

音，如笙簫鼓樂，同時演奏，我們就會同時接受，而且層次分明，清楚明白。以上識﹑名色，六入﹑

觸﹑受，是現在世的五支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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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愛：愛是貪愛，六根既然領受六塵，對於所接之境，妄生思量分別，對於稱意的就歡喜，便生

貪愛之心，不稱意的就生煩惱厭惡之心。這個貪愛和厭惡之心，它是眾生六道輪回的生死根源，發

心學佛修行，就是要修這個妄想心。《金剛經》說：雲何應住，雲何降伏其心？也就是用金剛般若

妙智來回光返照降伏妄想。要令它對境不生愛染之心，不起分別之念，心如枯木寒灰，意似寒潭死

水，一念不生，萬慮俱寂，這就是一刀斬斷煩惱因，雙腳踢開業障苦。記得古德說：鐵牛哪怕獅子

吼，恰似木人看花鳥，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這裡最為吃緊的是無心二字，就是六根

對六塵不生貪愛之心，一心念佛或照顧話頭，就能降伏其心。日久月深，功夫自然成熟。古人讚無

盡意菩薩說：世界無邊塵擾擾，眾生無數業茫茫，愛河無底浪滔滔，是故我名無盡意。說明愛的作

用很大，愛有喜﹑怒﹑哀﹑樂﹑愛﹑惡﹑欲的七種情念。一﹑喜，成就我所愛的，心中就歡喜。二﹑

怒，奪了我所愛的，心中就要發怒。三﹑哀，失去我愛的，心中就生悲哀。四﹑樂，得到我所愛的，

心中就生快樂。五﹑愛，一切環境，對我有利的，心中就生起貪愛，貪得無厭的妄念。六﹑惡，違

背我所愛的，心中就生厭惡。七﹑欲，順從我所愛的，心中就生貪欲。依此看來，愛的確是生死的

根本，煩惱的首惡。古人說：踏斷腳下紅絲線，跳出紅蓮大火坑。什麼是腳下紅絲線？就是這個愛

字。 

  

九﹑取：既愛了所貪的五欲境界，就想盡辦法把它攫取過來，隨心所欲的為我享受，多多益善，貪

得無厭，毫無疑問，就會做出種種惡業，如果感到違反我所貪愛的環境，就橫生忿恨，不顧一切，

任意胡為做出許多罪業，所以說取是罪魁禍首，我們要時刻把住這個取的關口，能夠斷除煩惱因。

可以免受生死苦，這個取和上面的愛以及最初的無明，這三支叫做煩惱的迷惑因。 

  

十﹑有：有就是因果不昧的有，對於所愛之境，將其取來，對不愛之境，把它捨掉，因此就做出種

種業，真是業海茫茫，苦惱無量，有業因一定招感業果，因果定律，絲毫不錯。愛﹑取﹑有三支是

於現世造作的未來三支苦因。 

  

十一﹑生，根據愛﹑取﹑有三支苦因，依因感果，又出世投生。 

  

十二﹑老死，凡有生，一定就會由少而長，由長而壯，由壯而老，步步向前邁進，最後走向死亡的

道路，這是不可抗拒的客觀規律。世界每個人的生老病死苦，正如釋迦牟尼佛未出家之前，遊四門

時看到的那樣，真是令人感到萬分痛苦。而且這種痛苦，我們每人都是無法解決的，這是由於現在

的愛取有三支苦因，而感招未來世的生﹑老﹑病﹑死的苦果。古人有一首偈語：過去二支因，現在

五支果，現在三支因，未來二支果。概括的說明了十二因緣三世二重因果，佛對緣覺人說這十二因

緣法門，就是揭示過去﹑現在﹑未來三世的因果輪回循環的規律。總的說來就是無明緣行，行緣識，

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古人

有四句偈：無明愛取三煩惱，行有二支為業道，從識至受並老死，如是七事為苦道。是說十二因緣

為惑業苦三道流轉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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