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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六
處
之
四
諦

好
極
了
，
朋
友
！

然
而
，
朋
友
啊
！
是
否
還
有

別
的
方
式
，
能
夠
表
明
聖
弟

子
擁
有
正
見
，
見
解
正
直
，

對
法
具
足
證
信
，
達
到
正

法
？

有
的
，
朋
友
們
！
當
一
位
聖

弟
子
知
道
六
處
，
知
道
六
處

的
集
，
知
道
六
處
的
滅
，
知

道
通
往
六
處
滅
之
道
；
朋
友

們
！
這
樣
就
是
聖
弟
子
擁
有

正
見
，
見
解
正
直
，
對
法
具

足
證
信
，
達
到
正
法
。

然
而
，
朋
友
們
！
什
麼
是
六

處
？
什
麼
是
六
處
的
集
？
什

麼
是
六
處
的
滅
？
什
麼
是
通

往
六
處
滅
之
道
？

朋
友
們
！
有
這
六
種
感
知
的
處
所
∣
眼
處
、

耳
處
、
鼻
處
、
舌
處
、
身
處
、
意
處
。
由
於

名
色
的
集
，
而
有
六
處
的
集
；
由
於
名
色
的

滅
，
而
有
六
處
的
滅
；
而
這
八
支
聖
道
，
就

是
通
往
六
處
滅
之
道
∣
那
就
是
正
見
，
乃
至

正
定
。

朋
友
們
！
當
一
位
聖
弟
子
像
這
樣
知
道
六
處
，
像
這
樣

知
道
六
處
的
集
，
像
這
樣
知
道
六
處
的
滅
，
像
這
樣
知

道
通
往
六
處
滅
之
道
；
他
就
能
完
全
捨
斷
貪
的
隨
眠
，

除
去
瞋
的
隨
眠
，
根
除
﹁
我
是
這
個
﹂
的
見
和
慢
的
隨

眠
，
斷
無
明
，
生
明
，
就
在
現
世
今
生
達
到
苦
的
邊

際
。
朋
友
們
！
這
樣
就
是
聖
弟
子
擁
有
正
見
，
見
解
正

直
，
對
法
具
足
證
信
，
達
到
正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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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處」是指在舌頭上佈滿了一種特別

的色法、物質，能接收、感知特別的味

道。「身處」即身體中佈滿的淨色，能

感受到觸受。

意處

什麼是「意處」？前五處的作用就

如一扇門或基礎，能讓認識作用產生，

而「意處」是一種特定的心理狀態，能

作為生起六種意識心的基礎。我必須強

調「意處」不是什麼物質性能讓心生起

的東西，不是物質或色法。後來的佛教

文獻中，有個名詞叫作「心所依處」，

但這不是「意處」。「意處」可說是一

種功能，讓意識心生起的「門」。

據我的瞭解，經典中並沒有非常清

楚地解釋「意處」。文獻中提及或說明

「意處」時，好像大家都理所當然地已

經明白知道，所以並無明確的解釋。因

此，至阿毘達磨時代，「意處」就被解

釋、探討、分析。不同阿毘達磨學派的

論師對「意處」有不同的解釋、分析，

有不同的講法，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

南傳上座部中對「意處」的看法也不

同：有的認為「意處」是「有分識」，

也就是識潛沈的心相續流，總說就是

「意門轉向心」，在心尚未生起的心門，

與心在一起，就叫做「意處」。

為了較容易了解，我認為應從「六

處」開始，再探討「觸」、「受」。「六

處」指的就是感官之處，即眼、耳、

鼻、舌、身、意處。在經典中提到六處

時，只是列出眼、耳、鼻、舌、身、意

處。隨著佛教的發展，有關「六處」的

探討不斷地繼續。基本上，「六處」並

非指肉眼可見的身體感官。對「六處」

的闡明，很重要的在：發現每個感官

中，各有一種很重要的物質，這物質可

以覺知感官的對象（所緣）。這個色能接

受感官的所緣，即所謂的「淨色

（pasAdarUpa）」。後來，淨色的觀點納入為

阿毗達磨的觀點中，被納為色法之一。

前五處

所謂的「眼處」並不只是指眼球，

而是眼球中有某種特別微細的物質，可

以感覺光和顏色。現代生理學的說法認

為眼球中有可感受光與顏色的特別細

胞，即眼中有某種特別的物質、色法，

可感覺光與顏色，紀錄它，並且會有特

別的感應。

同樣的，「耳處」不是指外面的耳

朵，而是耳朵內有種特別的物質，能感

應音波而轉換成我們聽到的聲音。「鼻

處」是鼻孔深處有個特別的物質，可感

應到特別的味道，並且紀錄這些味道。

非常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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