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界法門

一、語義
1、字源√dhā：

placing、putting、holding, possessing、
having、bestowing、granting, causing。置、
放、持、有、因…

2、字義dhātu：
layer, stratum, constituent part, ingredient, 
fold( e.g. tri-dhātu, threefold), element, 
primitive matter . 種類、原素、層、成份、



• 《瑜伽師地論》：問何等是界義？答：「因義、種
子義、本性義、種性義、微細義、任持義，是界
義。」…問：「為顯何義建立界耶」。答：「為顯
因緣義，及顯根境受用義」。

• 《大毘婆沙論》問：「何故名界，界是何義？」答：
「種族義是界義，段義、分義、片義、異相義、不
相似義、分齊義，是界義。種種因義是界義…，任
持故名界，長養故名界。」

• 《俱舍論》：法種族義是界義，如一山中有多銅鐵
金銀等族說名多界。如是一身或一相續有十八類，
諸法種族名十八界。此中種族是生本義。如是眼等
誰之生本。謂自種類同類因故。…有說界聲表種類
義。謂十八法種類自性各別不同名十八界。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

界有「特性」的意義，古譯為「持」，
即一般說的「自相不失」。由於特性與特
性的共同，此界又被轉釋為「通性」。如
水有水的特性，火有火的特性，即分為水
界、火界。此水與彼水的特性相同，所以
水界即等於水類的別名。此六界，無論為
通性，為特性，都是構成有情自體的因素，
一切有情所不可缺的，所以又被解說為
「因性」。p62



二、十八界

1、種種界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種種

諸界。諦聽，善思，當為汝說。云何為種
種界？謂眼界、色界、眼識界，耳界、聲
界、耳識界，鼻界、香界、鼻識界，舌界、
味界、舌識界，身界、觸界、身識界，意
界、法界、意識界，是名種種界。」佛說
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雜
451)



2、種種界緣起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緣種種界生種
種觸，緣種種觸生種種受，緣種種受生種種
愛。云何種種界？謂十八界，眼界、色界、
眼識界，乃至意界、法界、意識界，是名種
種界。」

「云何緣種種界生種種觸，乃至云何緣種種受
生種種愛？謂緣眼界生眼觸，緣眼觸生眼受，
緣眼受生眼愛。耳、鼻、舌、身、意界緣生
意觸，緣意觸生意受，緣意受生意愛。」



• 「諸比丘！非緣種種愛生種種受，非緣種
種受生種種觸，非緣種種觸生種種界，要
緣種種界生種種觸，緣種種觸生種種受，
緣種種受生種種愛，是名比丘緣種種界生
種種觸，緣種種觸生種種受，緣種種受生
種種愛。」(雜452)

眼界
 眼識眼觸眼受眼愛
色界



三、六界

1、六界覺苦
云何六界法。我所自知、自覺為汝說。

謂地界。水、火、風、空、識界。是謂六
界法，我所自知，自覺為汝說也。以六界
合故，便生母胎，因六界便有六處。因六
處便有更樂，因更樂便有覺。比丘! 若有
覺者便知苦如真，知苦習，知苦滅．知苦
滅道如真。(中．「業相應」3)



2、六界無我
爾時，尊者羅睺羅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坐

一面，白佛言：「世尊！云何知、云何見我此識
身及外境界一切相，得無有我、我所見、我慢、
繫著、使？」
佛告羅睺羅：「諦聽，善思，當為汝說。羅睺

羅！若比丘於所有地界，若過去、若未來、若現
在，若內、若外，若麁、若細，若好、若醜，若
遠、若近，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如實知，
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亦復如是。
「羅睺羅！比丘如是知、如是見，於我此識

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有我、我所見、我慢繫著
使。羅睺羅！若比丘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
無有我、我所見、我慢、繫著、使，是名斷愛縛
諸結、斷諸愛、正慢無間等(止息)、究竟苦邊。」
(雜465)



四、眾生常與界俱
1、物以類聚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常與界俱，與界和合。云何
與界俱？謂眾生不善心時與不善界俱，善心時與善界俱，鄙心
時與鄙界俱，勝心時與勝界俱。

時，尊者憍陳如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是上座多聞大
德，出家已久，具修梵行。

復有尊者大迦葉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是少欲知足，
頭陀苦行，不畜遺餘。

尊者舍利弗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是大智辯才。

時，尊者大目揵連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是神通大力。

時，阿那律陀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是天眼明徹。



時，尊者二十億耳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
是勇猛精進，專勤修行者。

時，尊者陀驃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是能
為大眾修供具者。

時，尊者優波離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
是通達律行。

時，尊者富樓那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皆是辯
才善說法者。



時，尊者迦旃延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
皆能分別諸經，善說法相。時，尊者阿難與眾
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是多聞總持。

時，尊者羅睺羅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
皆是善持律行。

時，提婆達多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
是習眾惡行，是名比丘常與界俱，與界和合，
是故，諸比丘！當善分別種種諸界。」(雜447)



五、因義(緣種種界生種種…)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因生欲想，
非無因，有因生恚想、害想，非無因。

云何因生欲想？謂緣欲界也。緣欲界故，
生欲想、欲欲、欲覺、欲熱、欲求。愚癡
凡夫起欲求已，此眾生起三處邪，謂身、
口、心。如是邪因緣故，現法苦住，有苦、
有礙、有惱、有熱，身壞命終，生惡趣中，
是名因緣生欲想。



云何因緣生恚想、害想？謂害界也。緣害
界，生害想、害欲、害覺、害熱、害求，
愚癡凡夫起害求已，此眾生起三處邪，謂
身、口、心。起三處邪因緣已，現法苦住，
有苦、有礙、有惱、有熱，身壞命終，生
惡趣中，是名因緣生害想。



諸比丘！若諸沙門、婆羅門如是安於生，
生危嶮想，不求捨離，不覺、不吐，彼則
現法苦住，有苦、有礙、有惱、有熱，身
壞命終，生惡趣中。譬如城邑聚落不遠有
曠野，大火卒起，彼無有力能滅火者，當
知彼諸野中眾生悉被火害。如是諸沙門、
婆羅門安於生，生危嶮想，身壞命終，生
惡趣中。



諸比丘！有因生出要想，非無因。云何
為有因生出要想？謂出要界，緣出要界，
生出要想、出要欲、出要覺、出要熱、
出要求，謂彼慧者出要求時，眾生三處
生正，謂身、口、心，彼如是生正因緣
已，現法樂住，不苦、不礙、不惱、不
熱，身壞命終，生善趣中，是名因緣生
出要想。」(雜4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