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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神通的境界與功能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12 

～ 

P.115 

無 1.何謂神通？ 

1.1 神通的定義 

1.2 神通的類別 

1.3 神通與了生死 

 

1. 何謂神通？ 

  1.1神通的定義 

    1.1.1變化莫測，謂之神；無拘無礙，謂之通。 

       1.1.1.1 既能使人莫測所以，又能為所欲為而了無障礙 

    1.1.2十法界中除了未修的人與畜生，及地獄道眾生，都有或多或少的神通 

     1.1.3除了佛陀之外，其他的神通都不能到達絕對莫測與究竟無礙的境界  

1.2神通的類別 

    1.2.1由報而得：  

       1.2.1.1諸佛菩薩、天人，以及各種神鬼的神通，皆依各各的果報而自然感得。 

    1.2.2由修而得： 

        1.2.2.1三乘聖者從戒、定、慧三學的修持之中所得的六通 

        1.2.2.2外道以人從世間禪定的修持之中所得的五通。 

     1.2.3由變化而出： 

       1.2.3.1指三乘聖者，以其神通之力，所變現的種種神通。 

    1.2.4神通不能離開禪定與智慧而獨立存在 

1.2.4.1《瓔珞經》中說：「神名天心，通名慧性」 

       1.2.4.2凡是體驗到天真之心的，即為神；凡是透發智慧之性的，即能通。 

        1.2.4.3天心是定境，慧性是智照 

1.3神通與了生死  

    1.3.1凡夫外道不持戒，傴有得到五通的希望，不能了脫生死。 

     1.3.2三乘聖者有六通，多了一項漏盡通，是由於戒定慧的修行而來。 

     1.3.3《楞嚴經》中說到持戒的重要性 

       1.3.3.1戒淫：「淫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淫，必落魔 

                        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 

        1.3.3.2戒殺：「殺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殺，必落神 

                       道－上品之人，為大力鬼；中品則為飛行夜叉，諸鬼師等；下品當 



                                  0504《學佛知津》-06 神通的境界與功能 

第 4 頁，共 11 頁 

                       為地行羅剎。」 

        1.3.3.3戒偷盜：「偷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偷，必落 

                         邪道－上品精靈，中品妖魅，下品邪人。」 

        1.3.3.4戒妄語：「如是世界，六道眾生，雖則身心，無殺盜淫，三行已圓，若大 

                         妄語（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及三摩地（禪定），不得清淨，       

                         成愛見魔，失如來種。」 

     1.3.4經文中所言「塵」者，便是惑障，也就是煩惱生死。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15 

～ 

P.120 

無 2.五通與六通 
2.1名目 

2.2內容 

 

2. 五通與六通 

  2.1名目 

    2.1.1三界的凡夫外道乃至鬼神可得五通，出世聖人可得六通 

    2.1.2六通的名目，根據《大智度論》的次第排列： 

      2.1.2.1神境智證通，又稱身如意通，又稱神足通。 

       2.1.2.2天眼智證通 

       2.1.2.3天耳智證通 

       2.1.2.4他心智證通 

       2.1.2.5宿命智證通 

       2.1.2.6漏盡智證通 

     2.1.3佛有十通：是將六通中之神境智證通，另化為五通而成十通 

    2.1.4人能看到的種種神蹟，多出於神境智證通，比如十八神變 

     2.1.5五通、六通與十通的配合： 

                             神足通       示現神力方便智通       

                             天眼通       示現多身方便智通  

          聖者六通  凡外五通－  天耳通       往來速疾方便智通    如來十通 

                                  他心通       莊嚴剎土方便智通    

                                  宿命通       示現化身方便智通    

                                  漏盡通                           

  2.2內容 

    2.2.1神通之產生不離智慧，因此神通皆稱為智證通或智通 

       2.2.1.1由禪定產生智慧，由智慧產生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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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2世間凡夫外道的五通，有的可由藥力和咒力產生，但那不能持久 

       2.2.1.3多半的五通，皆依世間有漏禪定之所產生。 

    2.2.2神足通所包括的範圍廣大，具有好幾個名稱： 

       2.2.2.1身如意通(簡稱身通)：能使身體如意變化，自在隱現，速疾往還。 

       2.2.2.2神境通：能夠變現不可思議之境界 

         2.2.2.2.1比如佛能化娑婆世界為清淨佛土，化一身為千百億身，能使十方諸佛國 

                  土納於佛的一根毛孔之中，至於一根毫毛之端。 

       2.2.2.3神足通：能以神通之力，無遠弗屆，來去速疾。 

       2.2.2.4世間禪定初禪的工夫所得的神足通，不能與出世間定所得的神足通同日而語。 

    2.2.3天眼通：修得與色界天人同等的眼根，眼力與天人一樣 

      2.2.3.1天眼所見的範圍，六道眾生，萬事萬物，乃至眾生的死此生彼，自己以及眾 

               生的未來生死，都能看到。 

    2.2.4天耳通：修得與色界天人同等的耳根，聽覺可與天人一樣 

      2.2.4.1天耳能聽六道中一切聲音，並且各各分明，毫不混雜。 

    2.2.5他心通：能夠知道他人的心念，並亦自己觀得心念的生住異滅 

      2.2.5.1他心通只能用於有心念活動的人，如無心念的活動，也就莫測高深了 

         2.2.5.1.1故事：唐朝代宗時代，大耳三藏無法以他心通觀得慧忠國師入定止住了 

                   心念的活動(見《景德傳燈錄》卷五) 

    2.2.6宿命通：能知自己以及六道眾生在六道之中的過去生死 

       2.2.6.1人之回憶尚有遺忘的許多事，宿命通對於過去生死的種種情形是不會遺忘的。 

       2.2.6.2宿命通與天眼通相互為用，天眼通能知未來生死，宿命通能知過去生 

    2.2.7漏盡通：漏盡，是已斷生死煩惱之根，得漏盡通即是生死無礙之意 

      2.2.7.1漏是漏洞，修行而有漏洞，修行的功德永遠也不會圓滿 

       2.2.7.2持戒，便是堵塞這一生死漏洞的唯一方便 

       2.2.7.3五通可由報得或修行得，唯有第六漏盡通，凡夫外道以及異類鬼神是沒份的 

       2.2.7.4證到三乘聖果以上的聖者才能得到漏盡通，不受三界六道生死的束縛。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20 

～ 

P.126 

無 3.六通與三明 
3.1神通境界的高下差異 

3.2三明是六通的昇華 

 

3. 六通與三明 

  3.1神通境界的高下差異     

    3.1.1神足通        

       3.1.1.1外道五通以人所變的幻象最多能夠保持七天，其境界與種類也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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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2佛與羅漢弟子，神足通所變的境界是無限的、全面的及沒有暫久的 

        3.1.1.3但佛與羅漢之間神足通的通力，也有極大的距離。  

          3.1.1.3.1故事：目犍連走了七天才到摩利支世界，佛的神足通卻即在言下還到 

了本土。 

3.1.2天眼通   

        3.1.2.1外道五通以人不能看出眾生及自己的最後歸宿，只能看到未來的一生 

        3.1.2.2天人的天眼，也有差別的不等         

          3.1.2.3.1欲界天人的天眼，只能看到欲界以下，看不到欲界天以上的事物 

          3.1.2.3.2只有色究竟天的天人，可以看到三界眾生的一切活動 

          3.1.2.3.3到了無色界天，根本無有形色可看 

        3.1.2.3三界以上是天眼明的領域，佛及聖者的天眼皆稱為明 

3.1.2.4天眼通只能知道死此彼生的過程大略，天眼明能知道每一眾生、每一死生 

過程中的種種行業因緣，絲毫不差。  

3.1.2.5 三種天眼 

          3.1.2.5.1轉輪王以下稱為假天眼 

          3.1.2.5.2四王天以上的天人稱為生天眼 

          3.1.2.5.3羅漢以上的聖人稱為清淨天眼 

    3.1.3宿命通 

        3.1.3.1通常的鬼神及五通以人只能知過去一世兩世 

        3.1.3.2阿羅漢與辟支迦佛(獨覺)的宿命通，也傴能知過去八萬大劫中的生死之事。 

          3.1.3.2.1故事：舍利弗用宿命通看蟻子，過去八萬大劫蟻子還是蟻子，佛陀看 

到那隻蟻曾經為人，由於業報一墮蟻身，超過八萬大劫。 

    3.1.4他心通：到了無念之境便用不著，對於三界以上很少用到 

    3.1.5漏盡通：唯有出了三界生死的聖人才有 

     3.1.6到達羅漢果位的六通，實則傴有三通，其餘三通稱為明 

    3.1.7羅漢與菩薩稱為三明，到達佛境亦可稱三明，但另稱為三達。 

3.2三明是六通的昇華  

    3.2.1六通與三明的關係： 

                   神足通 

                   天眼通……天眼明     

                   天耳通 

             六通     他心通              三明 

                   宿命通……宿命通     

                   漏盡通……漏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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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以凡聖的階層，說明五通、六通、三達的配合： 

                         神足通                                      

                         天耳通 

             三界五通    他心通                                      聖者六通 

                         天眼通     

                         宿命通     大阿羅漢至大菩薩三明   佛三達    

                         漏盡通     

    3.2.3經論所說：  

      3.2.3.1《大毘婆沙論》卷七七：「身如意(神足通)但工巧，天耳通但聞聲，他心但 

               知他人心，故此不立為明；餘三所以為明者，天眼知未來苦，宿命知過去苦， 

               俱能厭離生死，又，漏盡能為正觀而斷煩惱故。」 

         3.2.3.1.1能用於出世間法，能使人出離三界的生死苦海的，才可稱之為明。 

       3.2.3.2《大智度論》卷二：「直至過去宿命事，是名通；知過去因緣行業，事名明(宿 

               命)；直知死此生彼，是名通；知行因緣際會不失，示名明(天眼)；直盡結 

               使，不知更生不生，是名通；若知漏盡，更不復生，是名明(漏盡)。」 

    3.2.4三明六通是阿羅漢所具的功德 

      3.2.4.1小乘聖者均可能有六通，但未證大阿羅漢以前，只能稱通而不得稱明 

       3.2.4.2大阿羅漢以上，又將天眼、宿命、漏盡的三通，稱之為三明 

       3.2.4.3《觀無量壽經》中：「聞眾音聲，讚嘆四諦，應時即得，阿羅漢道，三明六 

               通，具八解脫。」 

     3.2.5神通的境界，除了佛陀，其餘都是未圓滿不究竟的 

      3.2.5.1所謂明，是明白的覺照，但尚未能透達至最高深與極無限處 

       3.2.5.2唯有佛陀，才能對於事出世間的一切萬法，無不明白覺照，透達窮盡。 

     3.2.6三明的工夫，到了佛果圓成之時，便稱之為三達。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26 

～ 

P.132 

無 4.神通不是萬能 
4.1 佛的神通最為究竟，但也非萬能 

4.2 神通的發起與使用 

 

4. 神通不是萬能 

  4.1佛的神通最為究竟，但也非萬能 

    4.1.1佛有三種不能： 

      4.1.1.1不能度無緣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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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2不能令眾生界空 

       4.1.1.3不能滅眾生定業 

    4.1.2佛陀能誓願度盡眾生，卻不能度脫一個與佛無緣的眾生。 

      4.1.2.1比如有些人生在佛時，竟未聞有佛之出世 

       4.1.2.2舍利弗與目犍連能度他們出家，卻不受佛的度化，這都是緣的關係。 

    4.1.3教化的責任在於佛陀，學佛修行的責任則在每一個眾生，不受教化的 

          眾生，佛也愛莫能助。 

    4.1.4 成佛之後的釋迦世尊，由於先世的業因，仍要感受十種煩惱的果報： 

      4.1.4.1六年苦行 

       4.1.4.2孫陀利殺女謗佛 

       4.1.4.3乞食羅閱城時，目槍刺足 

       4.1.4.4毘蘭邑安居三月中，食馬麥 

       4.1.4.5琉璃王滅釋迦族，頭背疼痛 

       4.1.4.6娑利那村乞食，空鉢而回 

       4.1.4.7栴茶女偽裝懷孕，謗佛通姦 

       4.1.4.8提婆達多推下山石，傷破足指出血 

       4.1.4.9在阿羅婆伽林，入夜寒風破竹 

       4.1.4.10娑羅雙樹間臂痛 

    4.1.5以佛的諸大弟子為例，神通不敵業力 

      4.1.5.1舍利佛是智慧第一，也是多病第一，一生幾乎是在生病中度過。 

       4.1.5.2畢陵伽婆差以神通聞名，也是經常生病 

       4.1.5.3目犍連是有名的神通第一，但自己到最後被執杖外道圍打而死 

       4.1.5.4迦留陀夷是大阿羅漢，度化眾生時竟被暗殺而埋屍於糞坑之中 

       4.1.5.5以道比丘本為國王，後來出家證得阿羅漢果，但被其子派人殺害 

       4.1.5.6蓮華色比丘尼是尼眾之中的神通第一，遇色狼被狠狠毒打一頓 

     4.1.6阿羅漢是最後一生，即使在最後一生中，也要算清最後一次的業障 

    4.1.7因為「定業」必定受報，如果業不受報，便違背了因果定律。 

  4.2 神通的發起與使用 

    4.2.1神通的產生有報得與修得的兩種，變化而得的神通可以包括在修得的 

         神通中 

    4.2.2報得與修得的神通，在功用上相同，但在發起或使用上有所不同。 

       4.2.2.1報得的神通，隨時可以使用、隨時靈通 

       4.2.2.2修得的神通，必須由定力的發動，才能使用 

    4.2.3阿羅漢可能有神通，但並非每一位羅漢皆有神通 

       4.2.3.1《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三：「時彼長老圓滿，有大智慧，不修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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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而作是念：我雖斷諸煩惱，不修神通，同諸外道，所有神通。」 

     4.2.4羅漢有慧解脫與定慧俱解脫，慧解脫羅漢若不修神通便沒有神通。 

       4.2.4.1《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毘奈耶》卷二：蓮華色尼教導妙賢羅漢尼修神通， 

              在須臾之間便得神足通。 

     4.2.5聖者的神通不會失去，凡夫的神通會由於貪嗔癡的旺盛而失去。 

      4.2.5.1《破僧事》卷十三：提婆達多由十力迦葉教他而發神通，因為自傲自狂又失 

               神通。 

       4.2.5.2佛經有記載，有五百個飛空以人，由於一念貪著宮中娛樂而失去神通不會飛。 

       4.2.5.3釋迦世尊指令天神不再降雨，乾旱十二年後以人貪樂淫欲使神通喪失而下雨。 

     4.2.6修得的神通需要入定始能發通，報得的神通在煩惱現前時不起作用 

      4.2.6.1比如龍的神通是由報而得的，但有五時不能變化： 

         4.2.6.1.1生時是龍，嗔時是龍，淫時是龍，眠時是龍，死時是龍。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32 

～ 

P.134 

無 5.佛教不重神通 
5.1 佛教不以神通而成為高僧 

5.2 佛在原則上不許弟子們現神通 

 

5. 佛教不重神通 

  5.1佛教不以神通而成為高僧 

    5.1.1神通的境界雖以佛教最高，佛教卻是不重神通的 

      5.1.1.1基督徒們總喜歡誇讚耶穌的神蹟，這些神蹟在佛教中簡直數不勝數 

       5.1.1.2除了佛陀，即在佛教的高僧，能有這些神蹟的也是不勝枚舉。 

    5.1.2佛教史上，最受後人敬仰並於後世影響最大的不是神僧，而是有學有 

         行、有得有成、有作有為的出家人。 

  5.2 佛在原則上不許弟子現神通 

    5.2.1佛陀在世的時候，不主張仰賴神通度化眾生，甚至禁止弟子們現神通 

      5.2.1.1《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二：「苾芻不應於俗人前現其神力，若顯 

               現者，得越法罪。」 

       5.2.1.2《根本薩婆多部律攝》卷九：「若對俗人現神通者，得惡作罪。.....無犯者， 

               為顯聖教，現希有事，自陳己德，或欲令彼所化有情心調伏故，故現無罪。」 

    5.2.2佛及佛的弟子們在必要之時才會現神通 

       5.2.2.1折伏凡夫的傲慢心，顯現佛及佛的羅漢弟子們的聖行聖德，因此而可化度無 

              數的眾生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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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1.1佛陀為度外道迦葉，曾現十種神通 

         5.2.2.1.2為降伏六師外道，曾大現神通 

         5.2.2.1.3為彰薄福善來(大弟子)的德行，便使他去以神通降伏失收摩羅山的毒龍 

    5.2.3佛教的偉大，乃在有其偉大的智慧與文化，尤其是偉大的慈悲精神， 

         並不在於區區的神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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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題目 

1. 神通的定義？ 

2. 神通的類別？ 

3. 說明五通、六通與十通的名目及內容？ 

4. 說明三明與三達的境界？ 

5. 佛有哪三種不能辦到的事？ 

6. 為何成佛之後的釋迦世尊仍要感受到煩惱的果報？有哪些？ 

7. 阿羅漢皆有神通嗎？請說明。 

8. 報得與修得的神通在發起或使用上有何不同？ 

9. 為何凡夫的神通會失去？ 

10. 為何佛教的高僧不以神通影響及後世？ 

11. 佛及佛的弟子們在什麼情況下才會現神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