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諦也稱為「四聖諦」；「諦」，

審實不虛之義，四諦即指苦、

集、滅、道四種正確無誤之真理。此

四者皆真實不虛，故稱四諦、四真諦；

又此四者為聖者所知見，故稱四聖諦。

四諦乃佛教用以解釋宇宙現象的「十二

緣起說」之歸納，是釋尊最初之說法。

《長阿含經》曰：「復有四法，謂四

聖諦：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

苦出要聖諦。」《佛垂般涅槃略說教

誡經》說：「佛說苦諦真實是苦，不

可令樂。集真是因，更無異因。苦若

滅者即是因滅，因滅故果滅。滅苦之

道實是真道，更無餘道。」由此可知

四諦是佛陀成道以後，在鹿野苑為五

比丘初轉法輪之說，是生死解脫的法

門。

「苦」與「集」表示迷妄世界之果

與因：苦泛指逼迫身心苦惱之狀態；集，

招聚之義，集諦即關於世間、人生諸

苦之生起及其根源的真諦。

而「滅」與「道」表示證悟世界之

果與因：滅即寂滅，滅諦是關於滅盡

苦、集之真諦；道，能通之意，道諦

即關於八正道之真諦。

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四苦，再加

上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求不得苦和

五取蘊苦（或稱五陰盛苦）。從佛教

醫學的立場來看四聖諦，苦諦是病人

症狀的診察；集諦是病因論；滅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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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理想的健康體的確立，也可以說是

治癒疾病、恢復健康的狀態；道諦是治

療方法。

四諦與醫學的關係，可以示圖如下：

四  諦 醫  學

苦諦（人生八苦） 病症的診斷

集諦（渴愛、煩惱） 病因的診察

滅諦（涅槃境地） 理想的健康體

道諦（修行法門） 治療方法

以上內容提示以佛教教義為基礎的

佛教醫學，是完整而成體系的醫學，具

有深奧完備的義理、嚴謹的結構，展現

了從診斷病症進而思索探究病因，更進

而實踐有助於獲得理想健康體的治療

法這一過程。此亦說明疾病發生的根源

與診療思路，可以透過佛教義理來闡明

和得到啟示，運用佛教醫學的角度和理

念來看待疾病的本質，既是一個全新的

探索，也是具有科學性和現實意義。

人身由四大五蘊構成

一、「四大」相依學說

「四大」是「四大種」略稱，又稱

為四界、四種。佛教認為人體是由四大

（四種元素）和合而構成，如《圓覺經》

曰：「我今此身四大和合。」若四大調

和則身體健康，四大不調則易發生軀體

疾病。

（一）四大種

四大，見於《俱舍論》、《大毗婆

沙論》。「大」即廣大之意，「種」有

能生的作用，如同種子一般；「界」是

種類的意思。佛教主張物質存在（色

法）由地、水、火、風等四大要素構成，

具體來說，本質為堅性，有保持作用

者，能受持萬物，稱為地大；本質為濕

性，有攝集作用者，稱為水大；本質為

暖性，有成熟作用者，稱為火大；本質

為動性，有生長作用者，稱為風大。

積聚四大即可生成物質，因此四大

又稱能造之色、能造之大種。若四大調

和，則身體健康，眾病皆癒；四大不調，

會導致各種疾病，甚至危害健康與生

命。若將四大對應於人體而言，則身之

毛髮爪牙、皮肉筋骨等，屬於「地大」

的範疇；口之痰淚、唾涕、精血、津液、

大小便等屬於「水大」；溫度、暖氣等

屬於「火大」；出入氣息的呼吸運動、

身體動轉等，則屬於「風大」範圍。

▌四諦與醫學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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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大與五行

中醫學的「五行」脫胎於中國傳統

哲學觀念，指具有木、火、土、金、水

五類物質的功能、屬性、運動特點等狀

態的統稱和歸納。五行是中國古代先賢

在長期的生活實踐中，發現的存在並運

行於天地間的一種規律。

五行各具特點，古人在實際運用中

將其引申，認為世間萬物都是由這五種

基本物質的相互運動和變化而生成。根

據「木曰曲直」、「火曰炎上」、「土

爰稼穡」、「金曰從革」、「水曰潤下」

的五行特點，歸納研究其他事物的屬性

和特點，運用取象比類的象思維法，將

其他事物分別歸於這五類物質。

中醫學的五行理論與佛教醫學的四

大理論有很多相似性，都具有整體思維

的特點，五行是生成育化萬物的要素，

與佛教的地、水、火、風為能造之說有

相通處。

佛教傳入我國後，佛教「四大」學

說也影響了中醫五行學說。如隋代巢元

方的《諸病源候論》，總論中用中醫五

行學說和佛教四大學說來闡明病源。唐

代孫思邈將四大學說與中醫的陰陽五

行理論結合，在《千金要方》序例中記

載了四大不調的主要表徵，通過臨床症

狀辨別疾病的陰陽屬性與五行歸屬，同

時也可以判斷病情輕重。

又，卷二十七「養性調氣法」中記載：

「凡百病不離五臟，五臟各有八十一種

疾，冷熱風氣計成四百四病，事須識其

相類，善以知之。」說明四大與五行之

間可以通過「識其相類」的方法，即中

醫學的象思維法，抓住事物之間的特點

與關聯點，從而建立起某種合理的關

係，以更好地認識疾病，治療疾病。

根據現代學者研究，四大與五行這

兩種學說，各家融合的並不成功。因

此，這一課題有待於後之學者繼續探索

和研究，以期能有新的收穫和成果。

（三）四百四病

四百四病是由四大不調所引起的疾

病總稱，也泛指所有疾病。即由地大、

水大、火大、風大增損而引起的疾病各

有一百零一種，合計四百零四病，即

四百四病。

這在佛經中也可以找到依據，例如

《佛說佛醫經》：「人身中本有四病：

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風。風

增，氣起；火增，熱起；水增，寒起；

土增，力盛。本從是四病，起四百四病。

地屬身，水屬口，火屬眼，風屬耳，火

少寒多目冥。」

可見四大的失調，是導致四百四病

產生的根本原因，即「四大不調，百病

叢生」。在佛教醫學中，四大一方面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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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是構成人體的基本元素，另一方面

也能解釋疾病產生的原因。

二、「五蘊」假和合

佛教認為人的生命是肉體和心的調

和體、統一體，並對此統一的狀態言簡

意賅地以「五蘊假和合」一詞來形容。

《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序釋》曰：

「五蘊假和合處橫計有人。」眾生即指

人的生命，我們用身體這個詞語作為與

生命相同的意義，而與肉體相區別。

    （一）五蘊的含義

「五蘊」又作五陰、五眾、五聚。蘊，

是積聚、類別之意，即類聚一切有為法

之五種類別。五蘊即色、受、想、行、

識五種要素。

佛教認為一切有情都是由色、受、

想、行、識等五法聚成。色蘊，即一切

色法之類聚；受蘊，苦、樂、捨、眼觸

等所生之諸受；想蘊，眼觸等所生之諸

想；行蘊，除色、受、想、識外之一切

有為法，亦即意志與心之作用；識蘊，

即眼識等諸識之各類聚。五蘊之中除色

蘊為物質現象外，後四蘊是精神心理要

素。這五要素和合、統一的生命體，即

是有情眾生的身體。

（二）五蘊與佛教醫學

在佛教看來，色、受、想、行四蘊

都是心的作用，識蘊作為心的主體，包

含有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和

意識，前五識分別與五根（眼根、耳根、

鼻根、舌根、身根）相關聯，五根又與

身外世界的五境（色境、聲境、香境、

味境、觸境）發生作用。意識則與意根

相對應，意根的作用在於以透過其他五

根而納入的印象、表像等（法境）為物

件，描畫出思維的內容，並發動意識作

用。

佛教醫學以五蘊為基礎，對人體生

理功能和生理現象的理解、闡釋頗具獨

到之處。生命的質素是五蘊，此中生理

方面的質素名為色蘊，「色」是人的物

質基礎，由四大（地水火風）和合而成；

心理的統合功能名為識蘊；心理的情

感、理性、意志與其它功能，分別名為

受、想、行蘊。

由於凡夫執取此五蘊和合的身心，

五蘊既由煩惱而生，又能產生煩惱，故

又名為「五取蘊」。五蘊包含了人的情

感、意志、想像、知覺、感覺、思維等

心理內容。從佛教醫學的角度來看，生

命體以識蘊為核心，一面顯現色、受、

想、行各蘊的作用，一面構成作為生物

的活動。

以四大、五蘊為基礎，佛教將有情

人類看作是身、心、境或心、色互為緣

起的體系，心物合集而成身心世界。佛

教講「萬法唯心」，佛教醫學的重點在

於闡明心的作用及如何認識、接納、調

治自心，進而調身，保持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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