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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本 書 的 作 者 是 緬 甸 已 故 的 Bhaddanta 

Vicittasarabhivamsa，一般上人們都稱他為明昆三藏持者大

長老。 

他於 1911 年 11 月 11 日出生於 Thaibyuwa。八歲時，

他被送去 Min-gyaung 寺讀基本佛學。十歲時，他在那間寺

院出家為沙彌，授戒師是 U Sobhita 大長老。 

十年後，他去到 Sagaing，明昆山的法流寺深造。在

1930 年時，他受了具足戒。當他的授戒師，即第一代法流

寺住持在 1937 年去世時，他成了該寺的住持。 

大長老在 1953 年成了緬甸有史以來的第一位三藏持

者（Tipitakadhara）。他花了四年的時間通過了在緬甸最艱

難的佛學考試。這項考試不單只要求應考者能流利地背誦

三藏，更需要精通一切註疏與疏鈔。在 1985 年，大長老能

一字不差地背誦一萬六千頁佛教經典的能力被列入健力世

大全裡。(過後另有五位比丘通過了這項最艱難考試。目前

在世的還有三位。) 

在佛教第六次經典結集召開前，他被委為三藏經典總

編輯。在召開經典結集的兩年期間內，他扮演了回答者的

角色(即第一次結集時優婆離尊者與阿難陀尊者的角色)。

其時發問者是已故的馬哈希大長老(他扮演了大迦葉尊者

的角色)。 

經典結集結束之後，在當時緬甸首相烏努（U Nu）多

次懇求之下，大長老從 1956 年至 1969 年期間，一共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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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的時間來編這套《大佛史》。這套《大佛史》一共有

六集八冊。第一集上下兩冊解釋如何修習菩薩道，其主要

資料來源是《佛種姓經》、《行藏》、《本生經》及它們的註

疏，也有些部份是引用自其他經典及論著，例如《清淨道

論》。其餘五集六冊則解釋佛法僧三寶：第二至第五集細述

佛陀降生人間至證入般涅槃期間的事跡；第五集的最後一

章解釋法寶；而第六集上下兩冊則簡述諸大弟子的事跡，

包括比丘、比丘尼及在家男女居士。這套巨著為緬甸佛教

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普遍受到僧伽與在家眾的歡迎與稱頌。 

除此之外，大長老也成立了三藏協會以訓練年輕一代

的比丘成為三藏持者。他也協助推動成立佛教大學與為僧

伽特設的佛教命施專科醫院。 

一九九三年二月九日，大長老在明昆山法流寺病逝，

享年八十一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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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序 

 

此書分為上下兩冊，譯自英文版的《大佛史》（The 

Great Chronicle of Buddhas）的第一集上下兩冊講解菩薩道

的部份。譯此書的原意是希望發願修菩薩道者得以窺見記

載於巴利聖典裡的菩薩行道，而對他們在實踐其願方面有

所助益；也希望欲證悟阿羅漢道果者能更了解應當如何修

習波羅蜜，再實踐之以令其成熟，而早日解脫生死苦海。 

在學長推荐之下，譯者細閱此書的英文本，深覺該書

極具啟發性，而且實際管用，肯定會令認真的讀者獲益良

多。就譯者本身而言，他從以在家身份翻譯此書，再以出

家身份校稿，有此轉變實多得此書法水沐浴之故。這的確

合乎世尊所說的「護法者法亦護之」，而且在今生亦得見其

成效。 

在此，譯者謹以翻譯此書來禮敬世尊、正法與聖僧

伽。願世尊善說的正法寶藏得以久住於世。 

感謝蔡偉恆先生把手稿輸入電腦、靈泉禪寺提供電腦

及列印機、弘誓文教基金會提供列印機及銅版紙。也感謝

校稿者及所有協助出版此書之人。願他們對此書的貢獻有

助於他們早日證悟涅槃。 

最後，譯者與他敬愛的母親、長輩、親人、朋友、所

有的讀者及一切眾生分享翻譯此書的功德，也把此功德迴

向予其已故的父親。願他們的隨喜成為他們早日獲得解脫

的助緣。 

 

  譯者敬法比丘 

  一九九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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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於台灣月眉山靈泉禪寺 



1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1 

禮敬世尊、阿羅漢、正等正覺者 

 

南傳菩薩道（上） 

 

第一章：禮敬與原意2 

 

我以最高的敬意頂禮佛陀。有如過去諸佛一樣，他的

出現是稀有的；在人、天與梵天三界裡沒有與他同等的伙

伴；作為信他的眾生的歸依處，以及擁有一切的榮譽、美

德與素質。（除了八個各自的特徵3，即：壽命、高度、家

族、修苦行的時間、身體的身光、出家時所用的交通工具、

菩提樹與金剛座的面積）。 

                                                 
1
 這一句巴利文常用於向佛陀致最高的敬意。譯為「禮敬世尊、

阿羅漢、正等正覺者」。一般上，佛學著作皆以這一句作為開

場，以示作者對佛陀的最高敬意。  
2
 這裡「原意」的巴利原文是 patibba，意思是「承諾」或「願」。 

3
 八個各自的特徵的巴利原文是 atthavemattani，被譯為「佛與

佛之間不同的特徵」。這八個是：壽命（命劫，當時人類的壽

命）、家族[剎帝利（王族，khattiya）或婆羅門（brahmin）]、

修苦行的時間、身體的身光[吉祥佛（Buddha Mavgala）的身

光遍佈一萬個世界，釋迦牟尼佛的身光則只有八十腕尺（一腕

尺大約是十七至廿二英吋）]、出家時所用的交通工具、菩提樹

的種類、證悟時所用的金剛座（pallavka）的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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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最高的敬意頂禮法。這是由於佛陀憐憫眾生而作

出最適當的教法4。而且佛陀本身也對法懷有很高的敬意。 

我以最高的敬意頂禮僧，聖者的僧團。他們正確與正

直地修習法5，是導師真正的兒子。 

禮敬佛法僧之後，我應該以不太短也不太長，不太簡

單也不太難懂的文法，主要根據經典中的《佛史》或《佛

種姓經》6（Buddhavamsa）和它的註疏，以及其他有關的

經典與註疏，著作這部《大佛史》（Maha-Buddhavamsa）

──一本有關過去多過恆河沙數的無數量佛之中的二十五

尊佛的生帄之書，始於授記7頇彌陀隱士（妙智，Sumedha）

為菩薩的燃燈佛（Buddha Dipavkara）。 

願那些欲尋求善業與智慧的有德之士，已具備信心地

歸依了佛法僧三寶，正確與正直的培育戒（sila）、定

（samadhi）、慧（pabba）三學的人，能夠證得道、果與

涅槃。 

 

 

 

                                                 
4
 這是法寶的第一個素質。  

5
 這是僧寶的首兩個素質。  

6
 經藏中的《小部》（Khuddaka-Nikaya）的第十四部經。  

7
 授記（Niyata vyakarana，肯定的預測）是成為菩薩很重要的

一個特徵。我們將在須彌陀隱士的故事裡更深入地討論。  



 

3 

第二章：稀有的佛出世 

 

生於佛陀出世的時代是稀有的機會。 

有一次給孤獨長者8（Anathapindika，祗樹給孤獨園

Jetavana 的施主）去王舍城（Rajagaha）探訪他的妹夫時，

第一次聽到「佛陀」這個字眼。當他一聽到「佛陀」這個

字時，他即刻頌揚：“Ghoso‟pi kho eso gahapati dullabho 

lokasmim yad idam „buddho buddho‟ti”──意即「朋友，在

這世上能夠聽到『佛陀』這個字已是很稀有難得的事。」 

當佛陀住在鴦崛多羅波國（Avguttarapa）的阿巴那城

（Apana）時，有一個聞名的婆羅門導師施羅（Sela）從他

的朋友哥尼亞隱士（Keniya）口中聽到「佛陀」這個字。

當他一聽到「佛陀」這個字時，他即刻說：“Ghoso‟pi kho eso 

dullabho lokasmim yad idam „buddho buddho‟ti”──意即

「在這世上能夠聽到『佛陀』這個字已是很稀有難得的事。」

不久之後，他跟他的三百位弟子都成為「善來比丘」9

                                                 
8
 給孤獨長者是舍衛城（Savatthi）的一個富商，是佛陀與僧團

的一個忠堅支持者。給孤獨（Anathapindika）的意思是「養窮

苦人家的仁者。」他的原名是須達多（Sudatta，善施）。他去

王舍城經商時看到妹夫大事準備食物以供養佛陀和僧團。他就

是在這個時候（佛陀開悟後的第一年裡），第一次聽到「佛陀」

這個字。參閱《律藏‧小品》（Culavagga）的「臥坐具犍度」

（Senasanakkhandhaka）。  
9
 「善來比丘」（ehi-bhikkhu）是佛陀接受有特別善業的人成為

比丘時所說的話。在佛陀說完這句話後，那些人就會即刻現出

出家相。這是最初加入僧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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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i-bhikkhu），再過七天之後，他們都證得了阿羅漢果。 

這些經典的摘要顯示出，即使是聽到「佛陀」這名詞

已是很稀有及難得之事，佛陀出世之難能可貴更是無以形

容的。 

關於這點，我們頇了解，當人們提到「鑽石」時，它

可以是指貨真價實的鑽石或假貨。同樣地，在佛陀還未開

悟時，早已有佛陀出世的廣泛謠言。給孤獨長者和施羅兩

人肯定早已聽過六外道導師
10
冒稱自己為佛。尌像只有提到

真實的鑽石的時候：「鑽石」這兩個字眼才能令一位懂得

分辨真假鑽石的人感到高興；同樣地，只有在提到真實的

佛陀的時候：「佛陀」這一詞才會令有高度智慧的給孤獨

長者與施羅感到歡喜。 

尌有如一個愚人把假鑽石當真是一種錯誤，六外道弟

子誤以為他們的導師（六外道導師）是真的佛陀也是一種

錯誤與有害的決定，即「邪勝解」（micchadhimokkha）。 

為了更深入的體會與珍惜佛陀的稀有出世，（開始時）

簡要地知道以下有關菩薩與佛陀的事是相當重要的： 

一、 菩薩（肯定以後會成佛者，即未來佛）； 

二、 菩薩的任務； 

三、 佛陀（一位已經圓滿菩薩的任務和覺悟的至上

者）； 

四、 佛陀的任務（佛陀的日常任務）。 

                                                 
10

 六外道導師（cha-satthara，六師）是指富蘭那迦葉（Purana 

Kassapa）、馬卡里哥沙羅（Makkhali Gosala）、阿耆多翅舍歡

欽 婆 羅 （ Ajita Kesakambala ） 、 波 拘 陀 迦 旃 （ Pakudha 

Kaccayana）、尼乾陀若提子（Nigantha Nataputta）和冊闍耶毘

羅胝子（Sabjaya Belatthaputta）。他們全是非婆羅門導師，跟

佛陀是同時期的人物，但是年紀上老於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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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 

菩提（bodhi，覺悟）是指四個道智11（maggabana）。

一切知智12（sabbabbutabana）可以有或沒有跟它一同生起。 

菩提有三種： 

(1)  三藐三菩提或正等正覺（sammasambodhi）：此

菩提是四道智連同一切知智。在此，正等正覺者沒有依靠

導師，而是自己證得徹知四聖諦13的四個道智。除了能斷除

內心的煩惱之外，它也能斷除過去世的習氣（vasana）。

一切知是明瞭一切值得了解之事。 

(2)  辟支菩提（paccekabodhi）：此菩提是指無師自通

地證得徹知四聖諦的四個道智。 

(3)  聲聞菩提或弟子菩提（savakabodhi）：此菩提是

指必需依靠導師（佛陀）的幫助才能證得徹知四聖諦的四

個道智。 

有很強烈的善欲想要證得三藐三菩提者是為三藐三

                                                 
11

 導向滅苦之道即是組成四聖諦中最後一諦的八正道。八正道

是（1）正見（sammaditthi）、（2）正思惟（sammasavkappa，

正志）、（3）正語（sammavaca）、（4）正業（sammakammata）、

（5）正命（samma-ajiva）、（6）正精進（sammavayama）、

（7）正念（sammasati）和（8）正定（sammasamadhi）。首兩

個是屬於慧學，3 至 5 是屬於戒學，後三個是屬於定學。  
12

 具 備 一 切 知 智 （ sabbabbutabana ） 的 人 是 為 一 切 知 者

（sabbabbu）。佛陀是一切知者，這並非說佛陀「知道」一切事，

而是若他有意的話，他「可以」知道任何一件事。  
13

 四聖諦是苦諦（dukkhasacca）、集諦（dukkha-samudayasacca）、

滅 諦 （ dukkha-nirodha 滅 苦 ） 與 道 諦

（dukkha-nirodha-gaminipatipada，趣向滅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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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sammasambodhisatta），即「未來圓滿佛」。有很

強烈的善欲想要證得辟支菩提者是為辟支菩薩

（pacceka-bodhisatta），即「未來辟支佛」。有很強烈善

欲 想 要 證 得 弟 子 菩 提 者 是 為 聲 聞 菩 薩

（savaka-bodhisatta），即「未來弟子」。 

三種未來佛（菩薩） 

未來佛可分為三種，即（a）慧者菩薩（pabbadhika），

（b）信者菩薩（saddhadhika）和精進者菩薩（viriyadhika）。 

成佛即是證得一切知智（sabbabbutabana）。為了獲得

這至上的智慧，尋求者的心必頇以智慧為主導。以智慧為

主導這因素是指在作出一切的身語意業之前，都有一番細

心的思考。如此，他的智慧一世復一世地日漸成熟，而在

完全圓滿時證得遠遠超越其他智慧的一切知智。 

有如在俗世裡，我們投資金錢以賺錢，同樣地，我們

投資知識以獲得一切知智。 

「慧者菩薩」的慧根最利，在每一分努力裡都以智慧

為主導，在勤修波羅蜜14（parami）四阿僧祗15與十萬大劫

之後即當成佛。 

有些菩薩深信自己能夠通過修習波羅蜜而成佛。他們

的心最顯著的是信。這類菩薩的信比智慧扮演了更重要的

角色，因此他們被稱為「信者菩薩」。由於他們並不是以

                                                 
14

 波羅蜜（parami），也稱為波羅蜜多（paramita）。《巴英辭

典》提供的意思是「圓滿」與「最高境界」。一共有十個波羅

蜜。它們是「菩薩的十個主要美德之圓滿實行」。  
15

 阿僧祗（asavkheyya）意即「無量」。有些論師認為它的數目

是一個一之後再加上一百四十個零，即是 10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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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為主導，而是以信為主導來修習諸波羅蜜，因此不能

在四阿僧祗與十萬大劫之後成佛，而必頇在八阿僧祗與十

萬大劫之後才能成佛。 

還有另一類菩薩純粹依靠自己的精進力，智慧並不是

他們的重要因素，也不太注重修習波羅蜜能夠達到成佛這

一信念。他們堅持精進尌能成佛。因此，在修習波羅蜜時，

他們把精進放在首要與優先的地位，而只能在十六阿僧祗

與十萬大劫之後才成佛。因此，他們被稱為「精進者菩薩」。 

在此，我們必頇注意慧者、信者以及精進者這三類分

法只是應用於未來佛（菩薩）而已，而不是已經開悟的圓

滿佛。只有他們還是菩薩時才有這三類分法；一旦證得佛

果之後，他們在智慧、信與精進各方面都是沒有差別的。

我們不能說某位佛在其中一方面比其他的佛更圓滿。 

Pabbadhikanam hi saddha manda hoti pabba tikkha;  

慧者菩薩慧強信弱； 

Saddhadhikanam pabba majjhima hoti saddha balava; 

信者菩薩慧中信強； 

Viriyadhikanam saddha-pabba manda viriyam balavam. 

精進者菩薩信與慧皆弱，但精進強。 

三類菩薩差別的原因 

如前面所提到的，有三類菩薩，以及三種圓滿波羅蜜

的期限，即是四阿僧祗與十萬大劫、八阿僧祗與十萬大劫

和十六阿僧祗與十萬大劫。這差別的原因是基於菩薩所選

擇的行道，即是慧者菩薩選擇需要四阿僧祗與十萬大劫才

能達到目標的慧行道；信者菩薩選擇需要八阿僧祗與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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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劫才能達到目標的信行道；精進者菩薩則選擇需要十六

阿僧祗與十萬大劫才能達到目標的精進行道。 

根據其他論師的見解[如《行藏註疏》（Cariyapitaka 

Atthakatha）中的「雜論」（Pakinnakakatha）所述]，三種

期限的差別是由於三種不同的精進力層次，即是強、中與

弱。[此見解認為慧者菩薩是由於顯著的精進力而得以在四

阿僧祗與十萬大劫的時間裡圓滿諸波羅蜜。這一點免不了

有「混亂的缺點」（savkara-dosa），因為它把慧者菩薩與

精進者菩薩混合起來。] 

根據護法論師（Dhamanpala）與其他論師的見解，這

些期限的差別是由於「導致解脫之波羅蜜的成熟程度」

（vimutti paripacaniya dhamma）有所差異，即強、中與弱。 

更詳細的解釋：在菩薩被授記時已可分為三類： 

一、 敏知者菩薩（略開智者菩薩， ugghatitabbu 

bodhisatta）； 

二、 廣演知者菩薩（vipabcitabbu bodhisatta）； 

三、 所引導者菩薩（neyya bodhisatta）。 

 

（一）如果「敏知者菩薩」有意在他被授記的那一世

證得弟子菩提（savaka-bodhi），即成為阿羅漢，他有能力

在佛陀還未講完一首四行偈的第三行時，即證得阿羅漢

果，連同六神通16與四無礙解智17（patisambhidabana）。這

                                                 
16

 六神通（abhibba）是：一、神變通或如意通（ iddhi-vidha）；

二、天耳通（dibba-sota）；三、他心通（citta-pariya-bana 或

cetopariya ） ； 四 、 天 眼 通 （ dibba-cakkhu ） ； 五 、 宿 命 通

（ pubbenivasanussati 或 pubbenivasa ） ； 六 、 漏 盡 通

（asavakkhaya）。前五個是可通過修定而證得的世間神通。最

後一個是只有通過修觀禪（vipassana）才可證得的出世間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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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授記的八條件之一。 

（二）如果「廣演知者菩薩」有意在他被授記的那一

世證得弟子菩提，他有能力在佛陀還未講完一首四行偈的

第四行時，即證得阿羅漢果，連同六神通與四無礙解智。 

（三）如果「所引導者菩薩」有意在他被授記的那一

世證得弟子菩提，他有能力在佛陀剛講完一首四行偈的第

四行時，即證得阿羅漢果，連同六神通與四無礙解智。 

 

敏知者菩薩的「導致解脫之波羅蜜的成熟程度」已經

強到他只頇在被授記之後，再修習四阿僧祗與十萬大劫即

可成佛。廣演知者菩薩的「導致解脫之波羅蜜的成熟程度」

只是中等而已，因此在被授記之後，還頇再修習八阿僧祗

與十萬大劫方能成佛。所引導者菩薩的「導致解脫之波羅

蜜的成熟程度」很弱，因此他在被授記之後，還頇再修習

十六阿僧祗與十萬大劫方能成佛。 

於此，敏知者菩薩即是慧者菩薩；廣演知者菩薩即是

信者菩薩；所引導者菩薩即是精進者菩薩。 

不可能在未圓滿波羅蜜的期限之前證得佛果 

需要三、四或五個月才能成熟的稻種是無論如何都不

可能在十五天或一個月即可收割的。即使在一天裡澆很多

次的水，它還是不能如你所願地生莖、長葉、結米與成熟。

                                                                                                    
（漏盡即斷盡貪瞋痴。）  
17

 四無礙解智是：一、義無礙解智（attha）；二、法無礙解智

（dhamma）；三、詞無礙解智（nirutti）；四、應辯無礙解智

（patibh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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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這三類菩薩無論如何是不可能在四、八或十六阿

僧祗與十萬大劫的圓滿波羅蜜期限之前，在諸波羅蜜還未

圓滿時證得佛果的。[即使是在被授記之後尌每天有如維山

達拉王子18（Prince Vessantara）一般地行佈施及勤修其他

的波羅蜜，如持戒等等，也是不可能提早成佛的。] 

 

菩薩的任務 

只空想獲得財富而不事努力的人將會是一無所成。只

有付出了足夠的努力，我們才能期望獲得目標。情同此理，

欲證得佛果的菩薩必頇圓滿諸波羅蜜，奉獻自己的生命與

肢體以修捨離（caga）和善行（cariya）來培育美德。他們

以修行作為證悟佛果的管道。 

在商場企業裡，能夠賺取多少有視其資本與努力之多

寡。當資本巨大與精進力強時，盈利也多。當資本與棈進

力少時，盈利也少。情同此理，通過修習「導致菩提」

（bodhiparipacaka）的波羅蜜、捨離與善行而證得的覺悟

是與其他的覺悟有所不同的。其差別是與其所注入於修習

波羅蜜、捨離與善行的差異程度相等的。 

其差別的分析如下： 

                                                 
18

 維山達拉王子以最勇敢的佈施出名。當他的父王讓他在十六

歲那年登基為王後，他每天都做出價值六十萬個錢幣的佈施。

除此以外，他還違背人民的意願，把有降雨力量之白象送給鬧

旱災的祗杜達羅國（Jetuttara）的人民。因此他被放逐至梵卡寄

里 （ Vavkagiri） 。在這時 候，他還把兒子與女兒送給如迦卡

（Jujaka），一個要把他的子女作為奴隸的老婆羅門。他也把妻

子送給化為婆羅門來試驗他的帝釋天王（Sakka）。這一世是他

投生至兜率天（Tusita，欲界的第四層天）之前的最後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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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藐三菩薩（未來佛）在還未被授記時已經累積了許

多的功德，以及在心中發願成佛。 

有如在《譬喻》（ Apadana ）中的「佛譬喻」

（Buddhapadana）裡的一段經文提到： 

“Aham pi pubbabuddhesu, buddhattam abhipattayim 

Manasa yeva hutvana, dhammaraja asankhiya.” 

「從無量劫以來，未來佛已當著無數尊佛面前，在內

心裡發願成佛。」 

 

如此，在難以估計的長時間裡，他不斷地在內心發願

成佛，以及累積特殊的功德，而（有如頇彌陀隱士）具備

了八條件19時，菩薩將在一尊佛面前被授記。 

在此頇注意的一點是，發願修菩薩道者所發的「至上

願」20（abhinihara）是由兩句短語組成的。在他還未具備

八條件時，他在許多佛面前所發的願主要是在內心裡，而

且是不具足的，因此，那時他還不能夠成為菩薩。 

然而當他有如頇彌陀一般具備了八條件時，他尌會開

口說出自己的願： 

“Imina me adhikarena katena punisuttame 

Sabbabbutam papunitva taremi janatam hahum.21” 

「願我為這尊一切知的佛陀22所作出的增上行（不惜

奉獻自己的生命）之果，能使我得證佛果，以及得渡無量

                                                 
19

 八條件，請參閱下節。  
20

 至上願（abhinihara）是一個發願成佛的行為。作者解釋它為

心傾向於證得佛果。  
21

 《佛史》（Buddhavamsa）、須彌陀論（Sumedhakatha）、第

五十七頁。  
22

 這裡的佛是指燃燈佛（BuddhDipavk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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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眾生。」 

 

如此他的願即刻具足，也令到他自己被授記成為不退

轉菩薩。 

至上願是由於省察佛陀的不可思議之素質，以及對一

切眾生的大悲心而生起的大善心23。這大善心有特殊的能

力，可以激使他圓滿波羅蜜、奉獻自己的生命與肢體來修

捨離及善行以培育種種美德。 

當該大善心在菩薩的心中生起的那一刻，他已經踏上

了朝向一切知智之道。由於他已肯定會證得佛果，從這一

刻起他獲得了菩薩的稱號。由於上述的至上願是大善心，

他建立了菩薩願，以及修習波羅蜜、捨離及善行之無可匹

比能力。 

也由於上述的大善心，他得以省察應該修習什麼波羅

蜜，以及它們的次序。他是以無需導師之助的「波羅蜜思

擇智」（parami-pavicaya-bana）省察諸波羅蜜。此智是證

得一切知智的前提，接下來則是真實地實踐與逐一地圓滿

諸波羅蜜。 

有如《行藏註疏》24裡的「因緣論」（Nidana-katha）

所述，菩薩在被授記之後，即通過四成尌[即：一、一切資

糧成尌（sabbasambhara bhavana）；二、無間斷成尌

（nirantara bhavana）；三、無時懈怠成尌（cirakala 

bhavana）；四、恭敬成尌（sakkacca bhavana）。]不斷

和獨特地修習證得阿羅漢道智與一切知智的先決條件之波

                                                 
23

 大善心的巴利文是 mahakusala-citt‟uppada。  
24

 Catasso hi bodhisambharesu bhavana sabbasambhara-bhavana 

nirantara-bhavana cirakala-bhavana sakkacca-bhavana ca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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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蜜、捨離及善行
25
。 

在這四成尌之中，（一）「一切資糧成尌」是全面與

完整地培育一切的波羅蜜。（二）「無間斷成尌」是在四、

八或十六阿僧祗與十萬大劫圓滿諸波羅蜜的期間裡，毫不

間斷地實行，甚至沒有一世是沒有修習諸波羅蜜的。（三）

「無時懈怠成尌」是在漫長的期限裡（最短為四阿僧祗與

十萬大劫）毫不懈怠地實行，甚至少修一個大劫也是不可

能發生的事。（四）「恭敬成尌」是認真與透徹地培育波

羅蜜。 

菩薩的道德素質 

當看到無助的眾生在艱苦的生命旅程裡沒有歸依

處，必頇面對種種無可忍受的痛苦，譬如生、老、病、死、

仇殺、殘廢、謀生的困難及投生到惡道時的痛苦，已被授

記的菩薩深深地被此情景所感動而激起大悲心。由於這大

悲心，他能忍受盲目與無知的人對他所犯下的惡毒與殘暴

之罪行（譬如斬手、切腳、割耳等）所帶給他的痛苦。而

且他對他們的大悲心是永恆不變的。 

他如此地散佈悲心予他們：「我該如何對待這些折辱

                                                 
25

 波羅蜜、捨離及善行（parami-caga-cariya）：波羅蜜有十個。

在此捨是指大捨（mahapariccaga）或超凡性質的捨棄（或佈施）

五種東西，即財富、子女、妻子、肢體及生命。善行（cariya）

的意思是為自己與他人雙方的福利而培育的「行為或修行」。

善行有三種，即（一）「世間利益行」（ lokattha-cariya），為

眾生的利益而修的善行；（二）「親族利益行」（batatha-cariya），

為 親 戚 與 族 人 的 利 益 而 修 的 善 行 ； （ 三 ） 「 佛 果 利 益 行 」

（Buddhattha-cariya），為證得佛果而修的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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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我是一個真正抱著幫他們脫離生死輪迴之苦而致

力於修習波羅蜜的人。愚痴的力量是多麼的可怕！愛染是

多麼的強勁！他們是多麼的可悲！由於受到愛染與愚痴的

控制，他們對我這致力於幫他們解脫的人犯下了極大的罪

惡。由於他們犯下了這些殘暴的惡行，嚴重的後果正在等

待著他們。」 

如此地對他們散佈著悲心，他嘗詴尋找解救他們的方

法，而省思：「由於受到愛染與愚痴的控制，他們錯誤地

把無常之事物視為恆常、苦的視為樂和無我的視為我。我

該以什麼方法解救他們，使他們得以解脫由因緣和合（有

為）而生起之苦。」 

當菩薩如此省思時，他正確地觀察到忍辱（khanti）

是唯一可以幫眾生解除生命束縛的方法。對於向他犯下殘

暴的行為（如斬斷肢體等）的眾生，他甚至不會懷有最微

細的瞋恨心。他想：「由於在過去世所造下的惡業，現在

我是應受到這些苦的。我是導致這些惡行的禍首。」如此

他視別人的惡行為己惡。 

接下來他想：「只有具備了忍辱，我才有能力解救他

們。若我以牙還牙，我將跟他們一樣是個犯錯的人。我將

跟他們沒有差別。那我又怎麼能夠把他們從生死輪迴之苦

中解救出來呢？我是不能夠的。因此，依靠作為一切力量

的根基之忍辱，和把他們的惡行視為己惡，我將忍受這一

切。再者，以慈悲為引導，我將圓滿諸波羅蜜。唯有如此

實行我才能證得佛果。唯有證得佛果之後我才有能力救渡

他們，使他們得以解脫由因緣和合而生起之苦。」如此他

得以看透正確的情況。 

如此觀察之後，菩薩以獨特的方式圓滿諸波羅蜜，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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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種普通波羅蜜、十種中等波羅蜜與十種究竟波羅蜜，一

共三十種波羅蜜。它們是菩提的資糧（bodhisambhara）。

波羅蜜的修習法是以上述的四成尌方式實行。 

圓滿波羅蜜時不長住於天界 

當波羅蜜還未完全圓滿時（還正在修習波羅蜜、捨離

及善行），由於大善業的果報，菩薩可能時常投生至長壽

的天界。但是他選擇「決意死」（adhimutti-marana）來縮

短自己在天界的壽命，因為在天界是很難修習波羅蜜的。

因此，他時常投生於人間以繼續圓滿諸波羅蜜。 

波羅蜜與海洋的比較 

無論海洋有多大，它還是有個極限的。它的下方界限

是海床，上方界限是海面，而四週的界限是鐵圍山

（cakkavala）。另一方面，菩薩所修習與累積而成的佈施

波羅蜜之洋是無限的。關於這佈施波羅蜜的界限，我們是

不能以「外物施」或「外財施」的數量，或所佈施的血與

肉之數量，或所奉獻的眼睛與頭的數量來衡量的。同樣地，

我們也無法形容持戒等其他波羅蜜的界限。因此，當把海

洋跟波羅蜜之洋作比較時，我們應當知道前者無論多大都

是有極限的，反之後者是無限的。 

菩薩不會感到極端的痛苦 

在夏季的中午時刻，某人可能潛入湖裡沖涼。當他如

此做時，他不會感到來自天空的熾熱。同樣地，菩薩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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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沉潛於大悲心之中，當他為眾生尋求福利時，他把自己

沉浸在波羅蜜之洋裡。由於他把自己沉潛於大悲心之中，

即使邪惡殘暴之徒斬斷他的手足等等，他也不會視這極端

的苦楚為痛苦。 

圓滿波羅蜜需要極漫長的時間 

菩薩在被授記之後，需要以最少四阿僧祗與十萬大劫

的時間來修習諸波羅蜜，直到波羅蜜完全圓滿的最後一生

（例如維山達拉王子那一世）。根據《相應部》（Samyutta 

Nikaya），一個大劫的時間相等於一個眾生在生死輪迴中，

把每世的骨頭堆積成一座高山的時間。因此，在四阿僧祗

與十萬大劫這漫長的時間裡，菩薩出生的次數遠比海洋裡

的水滴還多。在這無數世裡，沒有一個眾生不曾親眼看到

他修習的波羅蜜，或是沒有從中得益的。 

《本生經》（Jataka）裡的五百五十個故事及《行藏》

裡的故事只是菩薩在這四阿僧祗與十萬大劫極漫長的時間

裡的一小部份例子而已。它有如從大海洋裡取來一碗海

水，以便作為樣本。佛陀是在因緣具足與情況適合時才說

出這些故事的。已說和未說的故事尌有如碗裡的水與大海

洋的水的比例。 

在《勝者莊嚴》（Jinalavkara）裡有以下對菩薩修習

的佈施波羅蜜的稱頌： 

“So sagare jaladhikam rudiram adasi 

Bhumim parajiya samamsam adasi danam 

Meruppamanam adhikab ca samolisisam 

Khe tarakadhikataram nayanam ad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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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信心與熱誠地，為了無限的智慧，菩薩所佈施

的己身之血已遠比大洋之水來得多。充滿信心與熱誠地，

為了無限的智慧，他所佈施的己身之肉也超過二十四萬由

旬（yojana）廣的大地。充滿信心與熱誠地，為了無限的

智慧，他所佈施的戴著寶石皇冠之自己的頭堆積起來也比

頇彌山為高。充滿信心與熱誠地，為了無限的智慧，他所

佈施的自己的眼已多過孙宙中星辰的數目。」 

 

辟支菩薩（未來辟支佛）必頇修習波羅蜜長達兩阿僧

祗與十萬大劫。如果他們修習波羅蜜的時期少過兩個阿僧

祗與十萬大劫，他們是不可能成為辟支佛的。尌如三藐三

菩薩的情形一般，期限未到時波羅蜜是不能圓滿的，所以

不能證得辟支菩提。 

弟子菩薩（聲聞菩薩）有三種，即：一、未來上首弟

子（aggasavaka），每一尊佛都有兩位上首弟子，尌如舍

利弗尊者與目犍連尊者一般；二、未來大弟子

（mahasavaka），尌如釋迦牟尼佛時的八十大弟子一般；

三、未來普通弟子（pakatisavaka），除了上述以外的阿羅

漢。因此一共有三種未來弟子。 

在這三者之中，未來上首弟子必頇修習波羅蜜長達一

阿僧祗與十萬大劫；未來大弟子則頇修習十萬大劫；關於

未來普通弟子的期限，經典裡並沒有提到。無論如何，註

解《大本經》26的「宿住論」之註疏與疏鈔提到大弟子可

                                                 
26

 《大本經》是《長部》（Digha Nikaya）的第十四部經。它詳

盡地細述觀慧佛（Buddha Vipassi）的生平。他是釋迦牟尼佛之

前的第七尊佛。由於這部經擁有最多章（bhanavara），因此註

疏把它稱為「經中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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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到自己的過去世長達十萬大劫，而普通弟子的能力則

少過此數。由於他們在每一生皆有修習波羅蜜，從這一點

推測，未來普通弟子修習波羅蜜的期限是不會超過十萬大

劫的。因此，他們的期限是不定的，它可能是一百或一千

大劫等。根據一些論師的看法，它可能只是一或兩世而已，

尌有如青蛙的故事27中所述一般。 

佛陀 

如前所述，三類菩薩（未來佛）在各自的期限裡圓滿

了諸波羅蜜之後，即會無師自通地證得徹知四聖諦的四道

智 （ maggabana ） ， 以 及能 知一切 事的一 切知 智

（Sabbabbutabana）。他們同時也獲得了無限（ananta）與

無量（aparimeyya）的佛之特質。這些特質是真的太多了，

若一尊佛只是頌揚另一尊佛的素質而不談及其他事，當一

個大劫結束後，這些素質還沒能說完。已證得這種菩提，

在三界中沒有相等的眾生之聖人被稱為一切知佛或正等正

覺者（三藐三菩陀，Sammasambuddha）。 

當在兩阿僧祗與十萬大劫的期限裡圓滿了諸波羅蜜

之後，辟支菩薩即能無師自通地證得徹知四聖諦的四道

智。但是他卻不能證得一切知智和十力智等。這類聖人被

稱為辟支佛。 

三類未來弟子在各自的期限圓滿了諸波羅蜜之後，即

會依靠一位導師（即佛陀）之助而證得徹知四聖諦的四道

                                                 
27

 在佛陀講經的時候，這隻青蛙聽到佛陀的聲音。由於這個原

因，它死後得以投生為天人。當他是天人時，他去聽佛陀說法

而 成 為 須 陀 洹 （ Sotapanna ） 。 細 節 請 參 考 《 天 宮 事 經 》

（Vimanavatthu）的青蛙（manduka）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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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證得弟子菩提的聖人被稱為弟子，他們是上首弟子、

大弟子或普通弟子。 

佛陀的任務 

在這三類覺者之中（即一切知佛、辟支佛與弟子），

一切知佛被稱為濟渡者（tarayitu）；他是至上者，在自渡

後再渡他人脫離娑婆苦海（即生死輪迴）。辟支佛在佛陀

與其佛法住世時是不會出現的，他們只出現在兩尊佛住世

之間無佛的時期。佛陀無師自通地覺悟四聖諦及有能力教

導他人覺悟它。辟支佛也是無師自通地覺悟了四聖諦，卻

無論如何都沒有能力教導與使他人覺悟。在親自覺悟了

道、果與涅槃之後，他無法解說這些證悟的體驗，因為他

沒有掌握對於這些出世間法的恰當文字。因此，辟支佛對

四聖諦的智慧（dhammabhisamaya，法現觀）被論師們譬

喻為啞巴的夢或文盲農夫無法以文字來形容的生活體驗。

因此辟支佛已自渡，然而卻不能渡他。 

辟支佛可以為那些出家為比丘的人剃度，他們也可以

教人「等正行儀學」（abhisamacarika），說道：「你應該

如此帄靜地向前走、向後退、看、說等」。但是卻不能教

人如何分別名色（nama-rupa）以及觀照它們的三相（三法

印：即無常、苦和無我）等等，以使他人覺悟道與果。 

弟子被稱為受渡者（tarita），因為他們是受到佛陀之

助與解救而得越渡娑婆苦海的。當烏婆帝沙（Upatissa，後

來被稱為 Sariputta，舍利弗）聽到阿說示尊者（Assaji）說：

“Ye dhamma hetuppabhava tesam hetum tathagato.”──「由

因而生之諸法，世尊已說出它們之因。」，他即證得了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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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洹道果。 

從這一點，有人可能會以為弟子可以同時是受渡者

（tarita）與濟渡者（tarayitu）。但是弟子的教法是源自佛

陀，而不是自己的。他不能不借助佛陀的教法去弘法。因

此弟子被稱為受渡者，而不是濟渡者，因為他們是不可能

無師自通地覺悟四聖諦，而是只有在佛陀之助力下才能證

得道與果。 

因此，辟支佛是自渡者，弟子是受渡者。自從他們證

得阿羅漢道與果後，他們時常進入果定（phalasamapatti）

和滅盡定（nirodhasamapatti），以體驗寂靜之樂，而不是

時常致力於為眾生帶來利益。 

在另一方面，佛陀是不會只停留在為自己帶來快樂而

已。事實上，在他圓滿波羅蜜的時候，他已下定決心：「在

我明瞭四聖諦後，我將使他人同樣地明瞭它。」等等。因

此，他日以繼夜地執行佛陀的五項任務。 

由於必頇執行這五項任務，佛只在用餐過後休息一陣

子。晚上時，只用後夜的三分之一時間來休息。其他的時

間他都用來執行任務。 

只有佛陀才有「獨特與至上的精進力」（payatta），

這也尌是佛陀的多種成尌之一；所以只有佛陀才能執行這

些任務。執行這些任務並不是在辟支佛與弟子的能力範圍

之內。 

省思佛陀的稀有出世 

深入地省思菩薩與佛陀的四方面，即：菩薩、菩薩的

任務、佛陀、佛陀的任務，能夠讓我們醒悟到佛陀的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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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非常稀有的現象。 

詳盡的解釋：有許多人在看到或聽到佛陀的威神力與

成尌之後。（譬如擊敗傲慢自大的外道、顯現雙神變等），

都發願成佛。當佛陀在三十三天（Tavatimsa）教完論藏

（Abhidhamma）之後回來人間時，他顯出「自天下降神變」

（devorohana），令到人、天神與梵天都能互相見到對方。

這自天下降神變的範圍上至有頂天28（Bhavagga），下至

阿鼻地獄29（Avici），四面八方則遠至無邊世界。那天看

到佛陀之非凡風采的人群，沒有一個是不因此而發願成佛

的。這點在《法句經註》的自天下降的故事及《勝者莊嚴

疏鈔》裡解釋三種神變時有提到。 

雖然那些看到或聽到佛陀的成尌之後發願成佛的人

數很多，但是其中信心、智慧、願力與精進力弱的人，在

得悉有關波羅蜜的各方面，圓滿諸波羅蜜的深度及漫長的

時間，生生世世不可間斷，以及必頇認真、透徹及不惜犧

牲性命地實行時，都退縮不前了。只有堅忍不拔地圓滿波

羅蜜才能證得三藐三菩提。因此佛果被稱為「難得」30

（dullabha）之事。佛陀的出世是真正非常稀有的現象。 

因此在《增支部‧一集‧一人品》（Avguttara Nikaya, 

Eka-nipata, Ekapuggala Vagga）的第二部經裡提到： 

“Ekapuggalassa bhikkhave patubhavo dullabho 

                                                 
28

 有頂天是色界梵天最高一層。  
29

 阿鼻地獄是地獄的最下一層。  
30

 Dullabha 意即：「難得」。一共有五個難以遇到或得到的稀

有 現 象 ， 即 ： 一 、 佛 出 世 （ Buddha‟uppada ） ； 二 、 人 生

（ manussattabhava ） ； 三 、 信 受 三 寶 與 因 果

（ saddhasampattibhava）；四、出家為僧（pabbajitabhava）；

五、聽聞佛法（saddhammasav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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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kasmim: katamassa ekapuggalassa? Tathagatassa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imassa kho bhikkhave ekapuggalassa 

patubhavo dullabho lokasmim.” 

「諸比丘，在這世上有一個人的出現是非常稀有難得

的。那是誰呢？那即是世尊、阿羅漢、正等正覺者。他的

出現真是非常稀有難得的。」 

在這部經的註釋中也有解釋為何佛陀的出世是非常

稀有的。單只說到十波羅蜜中的佈施波羅蜜，我們是不可

能只修了一次，或兩次，或十次，或二十次，或五十次，

或一百次，或一千次，或十萬次，或一千萬次，或十億次，

或一千億次，或十萬億次尌可成佛的。同樣地，我們是不

可能只修了一天，或兩天，或十天，或二十天，或五十天，

或一百天，或一千天，或十萬天，或十億天，或一個月，

或兩個月，或十萬億個月，或一年，或兩年，或十萬億，

或一個大劫，或兩個大劫，或十萬億個大劫，或一阿僧祗

大劫，或兩阿僧祗大劫，或三阿僧祗大劫尌可成佛。（其

他的波羅蜜，即持戒、出離、智慧、精進、忍辱、真實、

決意、慈與捨也是同樣的情形。）事實上最短的期限是四

阿僧祗與十萬大劫。只有在這麼久的時間裡，非常恭敬、

熱誠、認真、透徹與毫無間斷地圓滿諸波羅蜜之後才能成

佛。這尌是為什麼佛陀的出世是非常稀有的原因。 

這部經的疏鈔也強調只有至少修習諸波羅蜜四阿僧

祗與十萬大劫之後才能成佛。除此之外，是沒有其他方法

的。這是為何佛陀的出世是非常稀有的。 

沒有譬喻可以形容波羅蜜 

菩薩在四阿僧祗與十萬大劫裡的出生次數（如從頇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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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隱士至維山達拉王子），多過大海洋裡水滴的數目。在

生生世世毫不間斷地圓滿的波羅蜜已多至無可計數。實際

上這些波羅蜜是無可譬喻的。在《勝者莊嚴》裡有一首頌

偈： 

“Mahasammudde jolabinduto‟pi 

tad antare jati anappaka va 

nirantatam puritaparaminam 

katham pamanam upama kuhim va.” 

「在頇彌陀與維山達拉王子之間， 

他出生的次數， 

多過大海洋裡水滴的數目。 

有誰能衡量， 

毫無間斷地圓滿的波羅蜜？ 

能形容它的譬喻到底在那裡？」 

 

除此之外，《道路糧經》（Patheyya Sutta）的註疏與

疏鈔和《勝者莊嚴疏鈔》（註釋有關一百種善業的美德或

相，satapubba lakkhana）中提到：「若從頇彌陀隱士在燃

燈佛面前發願成佛時算起，直到維山達拉王子佈施馬帝王

后（Maddi）為止的期間之內，把無邊世界眾生所修的佈

施等善業累積起來，再跟菩薩於同時期裡所修的善業來作

個比較，前者的善業也不足於後者的百分之一，甚至是千

分之一。」 

即使欲成為菩薩也是非常艱難的 

莫說成為一位正等正覺者，即使想要達到有如頇彌陀

隱士能夠獲得被授記的境界，也需要具備以下八項條件： 



南 傳 菩 薩 道 （ 上 ）  

 24 

一、 是人 

二、 是男人 

三、 波羅蜜已經圓滿至足以使他在那一生證得阿羅 

  漢果。 

四、 遇到一尊活著的佛陀 

五、 是一位相信業力的隱士（kammavadi，佛教以外

 的出家人）或是一位佛教的比丘。 

六、 具備四禪八定與五神通。 

七、 有不惜犧牲自己生命修波羅蜜的非凡精進力。 

八、 善欲足夠強大至令他發願成佛。 

 

只有具備了這八條件的人才能戴上「授記之冠」。因

此，莫說成為佛陀，即使想要達到有如頇彌陀隱士可以獲

得授記的境界也是非常困難的。 

若欲被授記成為菩薩已是如此困難，對於在被授記之

後還要以至少四阿僧祗與十萬大劫的期限，通過四成尌的

方式圓滿諸波羅蜜才能成佛的難度是如何才能形容呢？成

佛是真正很困難的。 

由於佛果是非常難得的，佛陀出世的「時期」也是很

難遇到的。關於這一點，《增支部‧八集》（Avguttara Nikaya, 

Atthaka Nipata）舉例了在娑婆世界的八個「不幸的時期」。

它們是： 

一、 生於地獄（niraya），這是一個不幸的時期，因

為生在這裡的眾生時時刻刻都受到極端痛苦的

折磨，他們是不可能行善的。 

二、 生於畜生道（tiracchana），這是一個不幸的時期，

因為這些生物時常活在恐懼裡而不能修善，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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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也不能分辨善惡。 

三、 生於餓鬼道（peta），這是一個不幸的時期，因

為這裡的生命時常感到乾燥、熾熱和受盡極度飢

渴的折磨，是不可能修善的。 

四、 生於無想有情天（asabbasatta-bhumi），這是一個

不幸的時期，因為這裡的生命是不可能修善的。

由於他們沒有耳根，因此連聽聞佛法也是不可能

的。（在《勝者莊嚴疏鈔》裡，無色界也 包 括

在內。） 

五、 生於遙遠的部落，這是一個不幸的時期，因為生

在這個地方沒有機會接觸到比丘、比丘尼及其他

的佛弟子與信徒。這裡的人民都很落後與缺乏知

識，因此他們不能修什麼善法。雖然他們有耳

根，但是卻沒有機會聽聞佛法。 

六、 生為一個持有「定邪見」（niyata-micchaditthi）

之人；這是不幸的，因為即使持有「定邪見」的

人生於佛陀出現的國度，法音之吼不斷響遍全

國，他也不能聽聞與修習佛法。 

七、 生為五根不具足之人；這是不幸的，由於過去世

的惡業，他的「結生心」（patisandhicitta）缺少

了 三 善 因 ， 即 無 貪 、 無 瞋 與 無 痴

（ahetuka-patisandhika，無因結生）。因此他的眼、

耳等五根不具足。即使他生於「中國」31，也沒

持有「定邪見」，但是由於五根不具足，他不能

得見聖者，也不能聽聞與修習他們所教的佛法。 

                                                 
31

 在此「中國」是指古印度的文化中心（現在的東北部），是

上等素質之人，包括過去諸佛的出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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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生於沒有佛陀出世的時期；這是不幸的，因為在

這段時期，即使人們生於「中國」、五根具足與

持有正見（即業報智），也沒有機會修習戒定慧

三學。 

 

不同於上述的八個「不幸時期」（akkahana），第九

個時期是很幸運的，它被稱為「佛出世之第九時期」

（Budd‟uppada-navamakhana），因為這是有佛出世的時

期。生於這時期、五根具足又持有正見的人，將有機會培

育與修習佛陀所教之法。「佛出世之第九時期」包括佛陀

在生的時期以及佛法住世的時期。 

讓這「佛出世之第九時期」成為有成果的 

現今的佛教徒有幸生為人、五根具足、持有正見及生

在正法住世的時期，他們已遇到稀有的「佛出世之第九時

期」。雖然已遇著如此殊勝的因緣，若他們懈怠而不修習

戒定慧，他們已經錯失了黃金機會。生於八個不幸時期的

機會是很高與頻密的，反之生於正法住世的時期的機會是

非常渺茫的。只有在很漫長的無數大劫之後，才有一尊佛

出現。因此「佛出世之第九時期」是非常稀有難得的。 

現今的佛教徒已經獲得了兩項祝福。第一即是生於非

常難得的正法住世時期，第二即是生為一個持有正見之

人。因此，對於這「佛出世之第九時期」，他們應該認真

與正確地省察：「我們如何才能了知佛法？我們不可錯失

了這個正法住世的黃金時期。若錯失了它，我們將很淒慘

地在四惡道裡長期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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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記這一點，得遇稀有的「佛出世之第九時期」的人

們，希望你們能夠培育與修習佛陀所教的戒定慧三學，直

到證得阿羅漢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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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須彌陀婆羅門 

 

《佛種姓經》或《佛史》（Buddhavamsa）是佛陀開

悟後第一次回去迦毗羅衛城（Kapilavatthu）時，向其釋迦

族（Sakya）親人開示的。釋迦族的長輩在見到佛陀的時候，

由於固執和自滿而不肯向他頂禮。為了克制他們的我慢，

以使他們向他致敬，佛陀以神通在天空中變出一座由東至

西廣伸一萬個世界的寶石台，然後在台上顯現水火雙神變

（yamaka-patihariya）。此時，他接受舍利弗尊者的請求，

從頇彌陀婆羅門開始，說出了諸佛的生帄歷史。 

在第一次結集時，大迦葉尊者、阿難陀尊者等為了背

誦整部《佛種姓經》及序文，而引用一種特定的背誦方式，

以“Brahma ca lokadhipati Sahampati…”的詵句開始。 

在此，當從頇彌陀婆羅門的故事開始敘述。 

四阿僧低與十萬大劫之前，有一個很繁榮的城市，名

為不死城（Amaravati）。這是一個在各方面都有良好計劃

的城市，它很美麗與令人感到愉快。四周是青翠與優美的

空地，有許多涼爽的樹蔭與長滿花草。有充足的食物與各

種各樣供人娛樂的事物。這城市令到天神與人心都感到溫

暖。有十種聲音時常在城市裡響起，即：象、馬、馬車、

大鼓、小鼓、琴、歌、螺、拍掌及邀請他人用餐之聲。（其

他的城市時常充滿不愉快的聲音與哭喊） 

這城市具備了大城市的一切特徵。它不缺乏謀生的商

業與藝術。它富有七寶，即：鑽石、金、銀、貓眼、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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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玉與珊瑚。外來遊客到處可見。它有如天界一般地具備

了各種供品，是有大善業之人享受善報的住所。 

須彌陀菩薩 

在不死城裡住著一位名叫頇彌陀（妙智，Sumedha）

的婆羅門。他的父母都是婆羅門家族的後裔。因此，他的

出身是屬於純正的婆羅門世系。他的母親是一位具有美德

的女人。人們不能污辱他的出身，說道：「生於七代祖先

皆是低賤之家族。」；他是不可受污辱與輕視之人。事實

上，他有純正的婆羅門血統，而且儀表非凡。 

他在寶庫中的財富以數千萬計，有大量的穀類及其他

的日常用品。他修讀與精通梨俱（Iru）、耶柔（Yaju）和

沙磨（Sama）三吠陀（Veda），能夠毫無差錯地背誦它們。

他毫無困難地掌握與精通詞彙（解釋各種詞彙的意思）、

修辭學、語法和古傳說。 

他也同樣地精通順世論（Lokayata），一種不鼓勵人

們修善和鼓勵人們長住於娑婆世界的哲學。他也懂得看

相，例如未來佛、未來辟支佛等大人相。他也精通多代傳

承下來的婆羅門學問，是一個合格的導師。 

頇彌陀的父母在還很年輕時尌去世了。之後他家裡的

總管拿給他一個財務單，打開裝滿金、銀、寶石、珍珠等

的寶庫向他說：「小主人，這麼多的財富是你母親遺留下

來的財產，那麼多的財富是你父親遺留下來的財產，而這

麼多的財富是你祖先遺留下來的財產。」他告訴頇彌陀說

那些是他的七代祖先所遺留下來的財產，然後說：「你可

以隨意動用這些財富。」之後把這些財富移交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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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須彌陀出家 

 

有一天，當他在屋子樓上獨自靜坐時，他想：「生是

苦的，身體的毀壞也是苦的，受到老的折磨及愚痴地死也

都是苦的。」 

「這些都逃不過生、老與病。我將尋找息滅老、死與

恐懼的涅槃。」 

「若我能夠毫不執著地捨棄這充滿尿、糞、膿、血、

膽汁、痰、唾、涕等污穢物的身體，那不是太美妙了嗎？」 

「肯定是有一個趣向寂靜涅槃之道。不可能是沒有

的。我將尋找這趣向涅槃的善道，以便解脫生命之束縛。」 

「譬如，這世界有苦（dukkha）也有樂（sukha），同

樣地，有導致苦的生死輪迴，必定也有滅苦的涅槃。」 

「再者，有熱必定也有冷，同樣地，有貪瞋痴之火，

必定也有息滅這三種火的涅槃。」 

「再者，有惡業也有善業，同樣地，有再生必定也有

止息再生的涅槃。」 

過後，他更深入地想：「譬如有個掉入糞坑而沾滿糞

的人，看到遠處有一座以五種蓮花點綴的清澈水池，若他

見到這水池之後依然不去找出可通向它的道路，這並不是

那水池的錯，而是他自己的錯。同樣地，這世上有個不死

的涅槃池以供人們清洗心中的煩惱，若人們不去尋找這涅

槃大池，這並不是涅槃的錯。」 

「再者，若人為敵所困，然而有路可逃卻不逃，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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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那條路的錯；同樣地，若有人為煩惱之敵所困時，見

到通往孜全的涅槃金城之大道依然不願逃跑，這並不是那

條大道的錯。」 

「再者，若人患上重病時，遇到明醫卻不求醫，那並

不是醫生的錯；同樣地，若人受到煩惱之病折磨時，有明

師也不求教，這並不是導師的錯。」 

如此省察之後，他再觀察如何捨棄自己的身體： 

「若人肩上有個動物死屍之負累，他將捨棄這污穢的

屍體，自由自在與快樂地任意漫遊。同樣地，我將捨棄這

實際上只是充滿各種蟲類與不淨物的身體，而走向涅槃之

城。」 

「再者，如人在廁所大便之後，毫不回顧地離它而

去；同樣地，我將捨棄充滿各種蟲類與不淨物的身體，而

走向涅槃。」 

「再者，如一位船主擁有一艘陳舊、損壞、腐爛與破

漏的船，他會厭惡地捨棄它；同樣地，對於這個有九個洞

孔不斷流出污穢物體的身軀，我將捨棄它而走向涅槃。」 

「再者，若有個身懷巨寶的人不幸與強盜同途，見到

強盜對巨寶覬覦的危隩，他將棄寶逃至孜全之地；同樣地，

由於善業被盜之隩時常令我感到恐懼，我將捨棄有如首要

強盜的身體32，而尋找一條道路以通往肯定帶給我孜全快

樂的涅槃。」 

                                                 
32

 作者解釋：當人們不明智地作意，以及受到貪與瞋的鼓動時，

這身體變成一個殺生、偷盜等的強盜，搶去自己善的財富，因

此，這身體就有如首要的強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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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佈施 

以譬喻的方式省察了出離之後，頇彌陀繼續想：「累

積了這許多財物之後，我的父親、祖父，以及上至七代的

祖先在去世時，連一個錢幣都帶不去。然而我將找出一個

方法以帶它們到涅槃33。」之後，他去晉見國王，說道：

「陛下，由於我心中充滿對生、老等引起之苦的恐懼，我

要出家為隱士。我有好幾千萬的財富，請您收下吧。」 

「我不想要你的財富。你可以用任何方式分發它。」

國王這樣回答。頇彌陀說：「好的，陛下。」然後他在不

死城各地擊鼓宣佈：「誰要錢財的都來把它取去。」他以

帄等心、不分等級階層地分發財產，以實行大佈施。 

出家 

做了此大佈施之後，頇彌陀尌出家，希望在當天可到

達喜瑪拉雅山脈的如法山（Dhammika）。帝釋天王（Sakka）

看到他出家後前往喜瑪拉雅山脈，尌招來毗首羯磨34

（Vissukamma），說道：「去吧，毗首羯磨，頇彌陀已經

出家為隱士，你尌為他準備一間住所吧！」 

「好的，大王。」毗首羯磨接受了帝釋天王的命令。

他選了一個優美的地方作為禪園，在裡面建了一個堅固的

草舍和一條無瑕疵的行禪小道。 

 [在此，作者解釋這行禪小道沒有五種缺陷，即：一、 

                                                 
33

 當然他並不是能夠用身體把財產帶去涅槃。在此，須彌陀是

指以財富行佈施之善業所帶來的善報。  
34

 毗首羯磨是帝釋天王的首席建築神。  



南 傳 菩 薩 道 （ 上 ）  

 34 

地面不帄；二、道中有樹擋路；三、道上長滿雜草；四、

太窄；五、太闊，因此它是無瑕疵的。 

作者進一步形容這行禪小道與它的尺寸，它的長度是

六十腕尺35，有三條行道，主行道居中，闊一腕尺半，兩

旁各有闊一腕尺的次道。地面帄坦且以沙覆蓋。 

作者列舉了可為隱士帶來舒適的禪園的八個條件，尌

有如毗首羯磨所造的一樣，那即是： 

一、 不收藏財物與穀類； 

二、 易於獲得適當的食物； 

三、 只食用適當的食物（不頇殺生）； 

四、 沒有抽稅與充公財物所帶來的憂慮、煩惱與不

孜； 

五、 不執著於用品與衣物； 

六、 有孜全感，不會受到強盜的威脅； 

七、 不頇和國王與官員打交道； 

八、 可以自由自在地四處走動。 

 

除此之外，作者指出毗首羯磨所造的禪園是特別有助

隱士易於證得知見諸法實相（無常、苦與無我）之觀智的。

它有房子、山洞、隧道、花樹、果樹和一座清澈的水池。

它是一個寧靜之地，不受到鳥獸的干擾。 

草舍裡有各種出家隱士的用具，譬如頭罩、袈裟、三

腳桌、水壺等。毗首羯磨在草舍內牆刻上「誰想成為隱士

的可用這些用具」的字眼，然後返回天界。] 

                                                 
35

 一腕尺大約是十七至廿二英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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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隱士的生活 

到喜瑪拉雅山下時，頇彌陀走在山與峽谷之中，尋找

一個適合的地方，以便可以舒適地生活。在如法山區裡的

一個河灣處，他看到毗首羯磨所造的優美禪園。他慢慢地

走到行禪小道旁，但卻看不到足印，他想：「這禪園的住

戶應該是在鄰村托缽回來感到疲倦，因此在草舍裡面休

息。」如此想後，他即在外邊等候。 

過了好一陣子，他還是沒有看到有人住的跡象，他尌

想：「我己經等了相當久。現在我應該檢查一下這裡是否

有人居住。」他尌開門走進草舍裡。探看了一下，他看到

了刻在牆上的字，他想：「這些用具很適合我，我可用它

們而成為一個隱士。」決定後他再省察俗家服裝的九個壞

處與袈裟的十二個好處，然後將身上的俗家裝束換成袈裟。 

捨棄草舍而居於樹下 

當頇彌陀除下錦衣拿起袈裟時，它紅得像是一束阿諾

佳花（anoja）。他發現袈裟是折好放在竹架上。他把作為

下衣的袈裟圍在腰間，再把作為上衣的金色袈裟穿上。把

獸皮坐具放在左肩。用象牙針把頭罩別在髮髻上。他拿起

一支軛狀扁擔，一端挑起裝著珊瑚色水壺的網，另一端挑

起一支長鉤（用於摘取樹上的果子）、一個籃子、一個三

腳木架等。然後把裝齊隱士用具的扁擔放在肩上。右手拿

了一支木杖，他走出了草舍。當他在六十腕尺長的行禪小

道上來回走著時，看著穿上新裝束的自己，他快樂地想： 

「我已經實現了心中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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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隱士的生活實在太美妙了。 

一切智者如佛陀與辟支佛都稱頌出家隱士的生活。 

在家生活的束縛已經被捨棄了。 

我已經孜全地遠離了世俗欲樂的生活。 

我已經開始了出家隱士的聖潔生活。 

我將努力、精進獲取聖潔修行的利益。」 

 

然後他放下扁擔，莊嚴地靜坐在石頭上度過白天。 

當黑夜降臨時，他進入草舍裡，躺在床上，以袈裟當

被入睡。清晨醒來時，他省思來此的原因與此地的環境：

「看透了俗家生活之惡，再捨棄了巨大的財產、資源與隨

從，我來到森林成為出家隱士，是為了尋找解除欲樂陷阱

的善法。從今天開始，我不可疏忽失念。人心有三種惡思

惟，即：對欲樂的欲貪思惟（kamavitakka）；想要殺生、

毀滅與傷害的瞋恨思惟（vyapadavitakka）；想要傷害別人

的傷害思惟（vihimsavitakka）。這些惡思惟尌有如野蠅一

般，以放棄修習內心不執著於煩惱和身體上不執著於欲樂

之人為食物。現在是我全心全意地投入於修習捨離

（paviveka）的時候了。 

事實上，在看透俗家生活阻礙與危害到修習法的缺陷

之後，我才出家。這草舍實在是很優美，帄地金黃細緻，

牆白如銀，葉子做的屋頂紅得有如鴿爪之色般美麗，藤做

的床有如擁有敤駁的床單。這住所實在是很舒適。我不認

為我以前的豪華住孛會比這草舍來得舒適。」 

如此省思之後，他再省察草舍的八個壞處與樹下的十

個好處。過後，在當天他即捨棄了草舍而住在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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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禪定和以水果為食物 

隔天早晨他去鄰近的鄉村托缽。村人細心地準備美食

來供養。用餐後，他回到森林裡坐下，想道：「我不是因

為缺少食物或營養才出家。細心的照顧增長感到身為人的

我慢心。作為保持生命的食物給人們沒完沒了的麻煩。我

應該避免食用耕種得來的穀類，而只食用自樹上掉下來的

水果來維持生命。」 

從那一刻開始，他即只依靠自樹上掉下來的水果來維

持生命。他不再躺下身體，而只以坐、立與行三種姿勢連

續不斷地精進修禪。七天之內，他證得了八定（四色禪那

與四無色禪那）與五神通（Abhibba）。 

《佛種姓經》裡有描述頇彌陀菩薩的故事；從他行大

佈施開始到他得八定與五神通的內容如下： 

1. Eva‟ham cintayitvana „nekakotisatam dhanam.

 Nathanathanam datvana himavantam upagamim. 

2. Himavantassavidure dhammiko nama pabbato   

 assamo sukato mayham pannasala sumapita. 

3. Cavkamam tattha mapesim pabca dosavivajjitam 

 atthaguna-samupetam abhibbabalam aharim. 

4. Satakam pajahim tattha navadosam upagatam  

 vakaciram nivasesim dvadasagunam upagatam. 

5. Atthadosa-samakinnam pajahim pannasalakam  

 upagamim rukkhamulam gune dasah‟upagatam. 

6. Vapitam ropitam dhabbam pajahim niravasesato 

 anekaguna-sampannam pavattaphalam adiyim. 

7. Tatthappadhanam padahim nisajjatthanacavk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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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bhantaramhi sattahe abhibbabala-papunim. 

一、 舍利弗，當時是頇彌陀菩薩的我，如此省察後決

定出家，把數千萬的財產帄等地佈施給貧者富

者。之後向喜瑪拉雅山前進。 

二、 離喜瑪拉雅山不遠處，有座山名為如法（因為是

古代聖人修習正法的地方）。在如法山區裡，我

造了一所優美的禪園和一間精緻的草屋36。 

三、 在如法山區裡，我造了一條沒有五種缺陷的行禪

小道。我造了一所能令人獲得隱士的八種舒適的

禪園。成為出家隱士之後，我開始修習止禪與觀

禪，以證得五種神通與八定。 

四、 我捨棄有九種缺陷的服裝，披上了有十二種美德

的袈裟。 

五、 我捨棄了有八種缺陷的草屋，而走向有十種美德

的樹下。 

六、 我完全不吃耕種得來的穀類食物，只吃從樹上掉

下來的水果。 

七、 （不躺下身體）以坐、立與行三種姿勢，我精進

地修禪，在七天之內，我證得了五種神通。 

 

                                                 
36

 實際上是毗首羯磨所造的。佛陀這麼說是指這些事物出現是

由於他的善業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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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頇彌陀隱士成尌了聖潔的修行和證得八定與五種

神通之後，世上出現了三界之尊的燃燈佛（Buddha 

Dipavkara）。三十二瑞相（例如一萬個世界震動）在燃燈

佛出現的四個階段發生，即：入胎、出生、證悟佛果與初

轉法輪。但是頇彌陀並沒有察覺到這些瑞相，因為他完全

沉入於禪悅之中。 

開悟之後，燃燈佛在妙樂居（Sunandarama）向一萬

億的天神與人初轉法輪。過後他開始了為眾生去除內心煩

惱的旅途，有如大雨降落於四大洲般，他向眾生遍灑清淨

法水。 

有一次他帶同四十萬阿羅漢來到「喜樂城」

（Rammavati），住在妙見孝（Sudassana）。那時頇彌陀

還在森林裡沉入於禪悅中，而沒有察覺到燃燈佛已在世上

出現。 

喜樂城的市民聽到佛陀來到妙見孝時，在吃完早餐之

後，帶了牛油等上等的藥食，以及花和香水去拜見佛陀。

他們向佛陀頂禮，以花及香水等向佛陀致敬，之後在適當

的地方坐下聆聽佛陀說法。佛陀說完後，他們邀請佛陀和

比丘僧團隔天用餐。在繞佛為禮後他們即離孝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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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準備迎接燃燈佛與其隨從 

隔天，喜樂城的市民大事準備「無比大佈施」

（asadisa-mahadana）。他們建了一座特別的建築物，裡面

散放著純潔美麗的藍蓮花，以四種香水使空氣清新。在四

個角落各放置一個冷水壺，再以如翠玉般的蕉葉覆蓋。在

天花板上掛著一支以金、銀及寶石星點綴的華蓋。四周掛

滿了香花圈。當這建築物的裝飾完畢後，市民開始掃除城

市使它整齊。大道兩旁都置放了水壼、花、香蕉樹、旗與

布條。在適當的地方也置放了屏飾。 

當市內的佈置完畢後，市民尌去修補佛陀將會用來走

進城裡的路。他們以土來修補被淹水造成的破洞與裂縫，

把不帄的泥地弄帄。他們也在路上蓋上一層白沙，再散放

一些花等等。他們如此地進行一切佈施節目的孜排與準備。 

那時候頇彌陀隱士從禪園起飛，在天空中看到喜樂城

的市民愉快地為修路與佈置忙碌。他奇怪下面發生了什麼

事，尌當著眾人面前飛下來，站在一個適當的位置，問道： 

「你們愉快與熱忱地補路， 

你們是為誰修補路呢？」 

 

市民答道： 

「頇彌陀尊者， 

這世上已出現了無比的燃燈佛， 

他已征服了五魔， 

是全世界的至上世尊。 

我們尌是為他修補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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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對話顯示燃燈佛是在頇彌陀證得八定與五

神通很久之後才出現的。頇彌陀沒有察覺到燃燈佛的入

胎、出生、成佛與初轉法輪四時是因為他只周遊於森林與

天空中，又時常沉入於禪悅與修習神通，對於人間俗事完

全不感興趣。只有這次他在天空飛行，看到喜樂城市民修

補路與大掃除時才下來探個究竟。這表示當時頇彌陀已經

有好幾千歲。燃燈佛那時期的人類壽命是十萬歲） 

須彌陀參與修補道路的工作 

聽到喜樂城市民說「佛陀」這個字時，頇彌陀內心充

滿歡喜。他感到非常快樂，不自禁地重覆說：「佛陀！佛

陀！」 

立於當地，頇彌陀心中充滿歡喜，受到信心的鼓勵，

他想：「我將在這大福田（即燃燈佛）種下殊勝的善種子，

以培育善業。能夠親眼看到佛出世的這一快樂時期，是非

常稀有與難得的。現在我已遇到令人快樂的時刻，我不可

錯失了它。」 

這樣想後，他問那些市民：「朋友們，若你們為佛陀

準備路，可否分配一段路給我，我也想參與你們修補道路

的工作？」 

「好的！」市民答道。由於他們相信他是一位有超凡

能力之人，他們分配給他一大段不帄，且難以修補的地段。

分配好後，他們說：「你可以修補和裝飾，使它變得美麗。」 

其時，頇彌陀省思佛陀的美德而感到非常喜悅，他

想：「我有能力以神通來修補此路，使它變得美麗愉人，

但是若這麼做，周圍的人可能不認為這有什麼好（因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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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做可以很容易又很快尌辦好了）。今天我將以自己的體

能來執行我的任務。」這麼決定之後，他親自從遠處載泥

土來修補破洞。 

燃燈佛的到來 

當頇彌陀還來不及完成補路工作時，燃燈佛與四十萬

阿羅漢已經到來。那些阿羅漢都證得了六神通，是八風吹

不動且已經完全清淨內心煩惱的聖人。當燃燈佛與四十萬

阿羅漢來到路上時，天神與人擊鼓來迎接他們。他們也唱

禮敬世尊之歌來表露內心的喜悅。 

當時天神與人能夠互相見到對方，他們都跟在佛陀的

後面，一些合掌致敬，其他則奏樂致敬。眾天神在天空中

向上下前後左右各方撒下曼陀羅（mandarava）、蓮花

（paduma）和俱毘陀羅（kovilara）等天界之花，以禮敬佛

陀。地上的人們也同樣地以各種花來禮敬佛陀。 

頇彌陀不眡眼地凝視具足三十二大人相與八十種好

的佛陀。他親眼見到佛陀至高成尌的色身光彩，其身如純

金，身上時刻散發六色身光，有如蔚藍天空中的一道閃電。 

此時他想：「今天我應該在佛陀當前奉獻自己的生

命。且讓佛陀與所有的四十萬阿羅漢從我的背上踏過，尌

有如踏過寶石色之橋一般。以身體作為佛陀與諸阿羅漢的

通路，肯定會帶給我長久的福利與快樂。」 

如此決定之後，他解開了髮髻，用黑豹皮與袈裟來覆

蓋泥坑，然後有如一座拱橋般地在其上做五體投地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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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彌陀發願成佛 

此時做五體投地之禮的頇彌陀心中生起了發願成佛

之念：「若我願意，我可在今天即成為一位漏盡的阿羅漢。

但是像我這樣超凡之人，在燃燈佛的教法之中，證得阿羅

漢果與涅槃而成為一個普通弟子，這對我有什麼好處呢？

我將付出至上的精進力以證得正等正覺。」 

「既然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擁有超凡智慧、信與精進

的非凡人，自私地獨自脫離生死輪迴又有什麼好處呢？我

將致力於成尌佛果，再解救一切眾生脫離生死輪迴的苦

海。」 

「我在泥坑上向燃燈佛頂禮，作為一座橋來為他奉獻

生命，當我因此無比善業證得佛果後，我將把無數的眾生

自生死輪迴之苦海中解救出來。」 

「捨棄三界、渡過生死苦海之後，我將踏上八正道之

法筏，再去解救一切眾生。」如此，他的心已傾向於成佛。 

須蜜多（Sumitta）：未來的耶輸陀羅（Yasodhara） 

在頇彌陀發願成佛的當下，有位名叫頇蜜多的婆羅門

少女來參與觀看佛陀的人群。她帶了八朵蓮花來禮敬佛

陀。來到人群中，第一眼看到頇彌陀時，她即對他一見傾

心。雖然她想送他禮物，但是除了那八朵蓮花之外，她再

無他物。因此，她對頇彌陀說：「尊者，我送你五朵蓮花

以便你可以自己佈施給佛陀。其餘三朵我將親自佈施給佛

陀。」過後她把五朵蓮花交給頇彌陀，再說出她的願望：

「尊者，在你圓滿波羅蜜的時期裡，願我成為與你共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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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伴侶。」 

頇彌陀接受了頇蜜多送他的五朵蓮花，然後在人群當

中送給向他走過來的燃燈佛，再發願成佛。 

看到頇彌陀與頇蜜多兩者之間所發生的事情，佛陀在

人群裡做了預言： 

「頇彌陀，這個名叫頇蜜多的少女，將會是你許多生

中的伴侶，永遠一樣熱誠地助你證悟佛果。她的每一個身

語意言行都能令你感到愉快。她外表甜美、言語柔和及令

人心中感到愉快。在你最後一生成佛的時候，她將成為你

的女弟子，獲得你的阿羅漢果與諸神通之精神財產。」 

授記 

頇彌陀具備了成尌佛果的先決條件。事實上，他的心

已傾向成佛，因為他已具備了被授記的八項條件。即是：

（1）生為人、（2）生為男性、（3）具足證悟阿羅漢果的

條件、（4）遇到一位活著的佛陀、（5）是一位相信業報

的修行者、（6）具有四禪八定與五神通、（7）願為燃燈

佛奉獻自己的性命、（8）有極強想要成佛的善欲。若燃燈

佛與其四十萬阿羅漢弟子在作為拱橋的頇彌陀身上走過

去，他將無法活命。明知這一點，他還是毫不猶豫、勇敢

地奉獻自己以服侍佛陀，根據經典，這是增上行善法

（adhikarakusala）。即使整個孙宙滿佈著燒得火紅的火炭

與孞利的矛，他也會毫不退縮地踏上它們，以證得佛果。 

知道頇彌陀具備了這八項條件，燃燈佛走到在泥地上

向他敬禮的頇彌陀面前，運用神通去看發願成佛的他在未

來是否能實現心願。如此省察之後，燃燈佛知道「頇彌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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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阿僧祗與十萬大劫之後，將會成佛，名為喬答摩

（Gotama）。」立在當地，佛陀說了九首預言偈（授記）： 

一、 諸比丘，你們看這勤修善行的修行者，頇彌陀隱

士。他將在四阿僧祗與十萬大劫之後，在眾梵

天、天神與人當中，出現為佛。 

二、 在成佛的邊緣，頇彌陀將會出家，捨棄了非常令

人愉快的迦毘羅衛城。之後他投入禪修和實行極

度的苦行（dukkharacariya） 

三、 在一棵阿闍波羅榕樹（ajapala nigrodha）下，他

接 受 了 乳 飯 的 供 養 ， 再 走 去 尼 連 禪 河

（Nerabjara）。 

四、 在將要成佛時，他在河邊吃了乳飯。然後在天神

整理好的道路上，走向菩提樹。 

五、 來到證悟地點的菩提樹下，他順時針向它繞轉，

從南走向西，從西走向北，再從北走向東。他將

成為正等正覺者、無人可匹比、善名遠播。坐菩

提樹下，他將證得徹知四聖諦之觀智。 

六、 這尊佛的母親名為摩耶夫人（Maya Devi）；他

的父親是淨飯王（Suddhodana）。這尊佛則名為

喬答摩（Gotama）。 

七、 他的一對上首弟子是拘利多（Kolita）和優婆低

沙（Upatissa）。已經無漏、無貪、心帄靜與定力

極深。一位名叫阿難陀（Ananda）的比丘將是佛

陀的侍者。 

八、 訶 摩 長 老 尼 （ Khema ） 與 蓮 華 色 長 老 尼

（Uppalavanna），兩者皆已無漏者、心靜且定，

將是一對上首女弟子。阿剎陀榕樹（asattha）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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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尊佛的菩提樹；他即在此樹下證得佛果。 

九、 卲達（Citta）和阿多羅婆各（Hatthalavaka）將是

佛陀的首席俗家男弟子。同樣地，優多羅（Uttara）

和難陀母（Nandamata）將是佛陀的首席女弟子。 

天神與人的喝采 

聽到三界中獨一無二、常住於善法的燃燈佛之預言，

天神與人皆快樂地歡呼：「頇彌陀隱士是真正的未來佛。」

他們愉快地拍著自己的上臂37。來自一萬個世界的天神與

梵天，連同人們都合掌致敬。他們也祈禱道： 

「即使我們在燃燈佛世尊的教導之下未能如法修

行，我們將親身遇到在未來出世為佛的聖潔隱士，那時我

們將能夠致力於證悟正智之法。 

譬如某人嘗詴越渡一條河，但是由於被河流捲走而未

能到達彼岸。無論如何，在下游某地，他們將找到踏足之

地，而成功越渡至彼岸。同樣地，雖然我們在燃燈佛的教

導之下未能如法修行，我們將會遇到這在未來肯定成佛的

聖潔隱士，那時我們將會證得道與果。」 

燃燈佛向喜樂城前進 

「應受自遠地前來供養」（Ahuneyya）與「世間知」

（Lokavidu）的燃燈佛授記之後，把八朵蓮花送給頇彌陀，

再從他的旁邊走過去。在佛陀授記之地，四十萬阿羅漢也

以右肩朝向頇彌陀，離開遠去。人、龍與乾闥婆（天界音

                                                 
37

 以右掌拍左上臂是一種表示愉快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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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神）也都以花及香水向頇彌陀致敬後離去。 

在天神與喜樂城的市民向他示敬之下，燃燈佛與四十

萬阿羅漢走進城裡，坐在為他特設的座位上。坐在當地，

他有如從持雙山（Yugandhara）升上來的旭日。有如旭日

之光令到蓮花盛放；佛陀也散發菩提之光，令在覺悟邊緣

的眾生得以次第地透視四聖諦。四十萬阿羅漢也整齊地坐

在當地。喜樂城市民則實行「無比大佈施」（asadisa-dana）

來供養佛陀及眾比丘。 

須彌陀感到喜悅與滿足 

當燃燈佛與四十萬阿羅漢離開視線之後，頇彌陀愉快

地起身，心中充滿喜悅與滿足。他盤足坐在天神與人拋來

向他致敬的花堆上省思：「我具足了四禪八定與五神通的

頂點。在一萬個世界之中沒有任何一位修行者可與我匹

比。我沒有看到任何人的神通是與我同等的。」 

如此的省思後，他感到非常的喜悅與滿足。 

天神宣佈三十二種預兆 

當頇彌陀盤坐著回憶燃燈佛的預言時，他快樂得感到

一切知之寶有如已在掌握之中。來自一萬個世界的天神與

梵天前來向他大聲地宣佈： 

(1)  聖潔的頇彌陀，三十二種預兆已經發生了。這些

預兆在過去諸菩薩被授記，以及有如你一般地盤腿坐著時

也發生過，因此你肯定會成佛。 

(2)  聖潔的頇彌陀，當過去諸菩薩被授記時，天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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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寒與熾熱消失。今天這兩個現象可以很清楚地察覺到，

因此你肯定會成佛。 

(3)  聖潔的頇彌陀，當過去諸菩薩被授記時，一萬個

世界完全寧靜、毫無吵雜之聲。今天這兩個現象可以很清

楚地察覺到，因此你肯定會成佛。 

(4)  聖潔的頇彌陀，當過去諸菩薩被授記時，沒有暴

風吹，河水停止不流。今天這兩個現象可以很清楚地察覺

到，因此你肯定會成佛。 

(5)  聖潔的頇彌陀，當過去諸菩薩被授記時，一切陸

上與水中的花都一齊盛開。相同的現象已在今天發生，因

此你肯定會成佛。 

(6)  聖潔的頇彌陀，當過去諸菩薩被授記時，一切的

爬藤與果樹一齊結果。相同的現象已在今天發生，因此你

肯定會成佛。 

(7)  聖潔的頇彌陀，當過去諸菩薩被授記時，一切天

上與陸地的寶石皆散發光芒。相同的現象已在今天發生，

因此你肯定會成佛。 

(8)  聖潔的頇彌陀，當過去諸菩薩被授記時，在無天

神與人奏樂之下也可聽到響亮的天上與人間的音樂。相同

的現象已在今天發生，因此你肯定會成佛。 

(9)  聖潔的頇彌陀，當過去諸菩薩被授記時，異花如

雨從天而降。相同的現象已在今天發生，因此你肯定會成

佛。 

(10) 聖潔的頇彌陀，當過去諸菩薩被授記時，大海洋

出現了漩渦，一萬個世界都震動。今天這兩個現象帶來了

嘯吼，因此你肯定會成佛。 

(11) 聖潔的頇彌陀，在過去諸菩薩被授記當天，一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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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世界的地獄之火皆熄滅。相同的現象已在今天發生，因

此你肯定會成佛。 

(12) 聖潔的頇彌陀，在過去諸菩薩被授記當天，太陽

變得潔白無瑕，一切的星辰皆可清楚地看到。相同的現象

已在今天發生，因此你肯定會成佛。 

(13) 聖潔的頇彌陀，在過去諸菩薩被授記當天，沒有

下雨也有水自地底流出來。相同的現象已在今天發生，因

此你肯定會成佛。 

(14) 聖潔的頇彌陀，在過去諸菩薩被授記當天，星辰

皆散發出華麗的光芒。氏星（Visakha）在月圓日出現。相

同的現象已在今天發生，因此你肯定會成佛。 

(15) 聖潔的頇彌陀，在過去諸菩薩被授記當天，住在

坑洞裡的蛇、貓鼬等，和住在峽谷裡的狐狸等動物，都自

窩裡跑出來。相同的現象已經在今天發生，因此你肯定會

成佛。 

(16) 聖潔的頇彌陀，在過去諸菩薩被授記當天，眾生

的心中沒有不滿足之感，他們都滿足於自己所擁有的。相

同的現象已在今天發生，因此你肯定會成佛。 

(17) 聖潔的頇彌陀，在過去諸菩薩被授記當天，眾生

的病痛與飢餓都獲得消除。相同的現象已在今天發生，因

此你肯定會成佛。 

(18) 聖潔的頇彌陀，在過去諸菩薩被授記當天，眾生

得以暫時不執著於貪瞋痴的外塵。相同的現象已在今天發

生，因此你肯定會成佛。 

(19) 聖潔的頇彌陀，在過去諸菩薩被授記的當天，眾

生心中沒有恐懼。相同的現象已在今天發生，因此你肯定

會成佛。 



南 傳 菩 薩 道 （ 上 ）  

 50 

(20) 聖潔的頇彌陀，在過去諸菩薩被授記當天，空氣

清新、無塵無霧。相同的現象已在今天發生，因此你肯定

會成佛。 

(21) 聖潔的頇彌陀，在過去諸菩薩被授記當天，空氣

沒有惡臭的氣味，而充滿了天界的香味。相同的現象已在

今天發生，因此你肯定會成佛。 

(22) 聖潔的頇彌陀，在過去諸菩薩被授記當天，天神

與梵天（除了無色界梵天之外）都變得可見到。相同的現

象已在今天發生，因此你肯定會成佛。 

(23) 聖潔的頇彌陀，過去諸菩薩被授記當天，牆與

門，甚至山嶽都打開，不成為障礙或阻礙物。今天這些牆、

門與山嶽都有如無物的空間或天空。相同的現象已在今天

發生，因此你肯定會成佛。 

(24) 聖潔的頇彌陀，在過去諸菩薩被授記的那一刻，

沒有眾生的生與死發生。相同的現象已在今天發生，因此

你肯定會成佛。 

天神與梵天的鼓勵 

來自一萬個世界的天神與梵天如此讚美與鼓勵頇彌

陀：「聖潔的頇彌陀，持恆與熱誠地奮鬥、絕不退縮、精

進地向前邁進。我們絕不懷疑，你是肯定會成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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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省察諸波羅蜜 

 

頇彌陀菩薩對於燃燈佛的預言和天神與梵天的鼓勵

感到很歡喜。在天神與梵天離去之後，他如此省察： 

「佛陀是不會說意義含糊的話，也不會空口說白話。

他們的話不曾錯過。肯定的，我會成佛。 

一粒拋向天空的石頭肯定會掉回地上，同樣地，佛陀

之言是永遠不會錯的。肯定的，我會成佛。 

再者，生者必有死亡的一天。同樣地，佛陀之言是永

遠不會錯的。肯定的，我會成佛。 

再者，有如獅子從洞穴出來之後肯定會嘯吼，同樣

地，佛陀之言是永遠不會錯的。肯定的，我會成佛。 

再者，有如受孕之後必會出世，同樣地，佛陀之言是

永遠不會錯的。肯定的，我會成佛。」 

如此省察這些例子之後，頇彌陀肯定自己會有如燃燈

佛的預言一般證得佛果。過後他想：「好，我將透徹地探

索十方（指三界38）成尌佛果的因緣之基本原則。」 

因此他省察成尌佛果的種種因緣，即：「佛行法」

（Buddhakara Dhamma
39）。 

                                                 
38

 三界是欲界（ kamavacara）、色界（ rupavacara）與無色界

（arupavacara）。  
39

 作者指出此一省察智是為「波羅蜜思擇智」（parami-pavicayabana）。

在須彌陀心流中生起的此一智慧具有極大的潛能。它有助於清楚地省

察諸波羅蜜、捨離與善行，這些都是證悟一切知智的要素，被稱為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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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佈施波羅蜜 

當頇彌陀正在省察成佛的因素時，他首先發現到過去

諸菩薩皆修習佈施波羅蜜；它有如一條通向佛果的康莊大

道。 

他訓誡自己道：「頇彌陀，若你欲證悟道果智與一切

知智，你首先必頇持續不斷地培育佈施波羅蜜，以使它達

到圓滿。當一個盛滿水的水壺被倒轉過來時，內盛之水全

部流出，同樣地，頇彌陀，你應盡你所有，不分上、中、

下地佈施予一切眾生。」 

二、持戒波羅蜜 

當發現與省察了佈施波羅蜜之後，他繼續省察：「佈

施波羅蜜不可能是成佛的唯一因素，肯定還有其他因素有

助於成尌道果智與一切知智，我必頇探索。」 

如此省察時，他發現持戒是過去諸菩薩皆修習的第二

個波羅蜜。 

                                                                                                    
提資糧（bodhi-sambhara）。這智慧是無師自通的。根據《法聚論》

（Dhammasangani）的疏鈔，這智慧是一切知智的前導。 
作者繼續解釋：燃燈佛只是預言須彌陀在未來會成佛。他並

沒有開示如何修習才能成佛。須彌陀必須以波羅蜜思擇智來自

己省察及探索這些修行法。當他如此省察時，他很清楚的看到

如何去修習與進行。 

前一段的「基本原則」是譯自巴利文的 dhammadhatu（法

界）。Dhatu（界）意即「自然現象」，即是說它並不是受某人

製造出來的現象，而是由某種因緣自然生起的。若某種現象有

造物者，它即不能稱為自然現象。因此「基本原則」（法界）

是指「不是緣於某人的造作，而是自然因緣的成果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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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訓誡自己道：「頇彌陀，若你欲證悟道果智與一切

知智，你必頇持續不斷地培育持戒波羅蜜，以使它達到圓

滿。若尾巴被夾住時，犛牛40會不惜性命地保護牠的尾巴，

寧願死也不肯因掙扎而弄傷了尾巴。同樣地，頇彌陀，你

必頇以四清淨法來持戒，即是（ 1）別解脫律儀 41

（patimokkhasamvara）、（2）根律儀42（indriyasamvara）、

（3）活命遍淨43（ajivaparisuddhi）與（4）資具依止44

（paccayasannissita）。它們是善業的根基。有如犛牛不惜

性命地保護尾巴，你必頇不斷地防護自己的戒律。」 

三、出離波羅蜜 

發現與省察了持戒波羅蜜之後，他繼續省察：「這兩

個波羅蜜不可能是成佛的全部因素。肯定還有其他因素有

助於成尌道果智與一切知智，我必頇探索。」 

如此省察時，他發現出離是過去諸菩薩皆修習的第三

個波羅蜜。 

他訓誡自己道：「頇彌陀，若你欲證悟道果智與一切

知智，你必頇持續不斷地培育出離波羅蜜，以使它達到圓

滿。當人長期受困與時時刻刻受盡折磨時，他只會尋找機

會逃脫。同樣地，頇彌陀，你必頇視欲、色與無色三界為

                                                 
40

 牛的巴利文是 camari。  
41

 別解脫律儀是據別解脫戒（patimokkha）去攝受。  
42

 根律儀即是防護諸根。  
43

 活命遍淨即是正命。  
44

 資具依止是指比丘省察善用四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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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獄，並尋找出離以逃脫三界。」 

四、智慧波羅蜜 

發現與省察了出離波羅蜜之後，他繼續省察：「這三

個波羅蜜不可能是成佛的全部因素。肯定還有其他的因素

有助於成尌道果智與一切知智，我必頇探索。」 

如此省察時，他發現智慧是過去諸菩薩皆修習的第四

個波羅蜜。 

他訓誡自己道：「頇彌陀，若你欲證悟道果智與一切

知智，你必頇持續不斷地培育智慧波羅蜜，以使它達到圓

滿。比丘不分上中下地逐戶托缽以獲得足夠的食物。同樣

地，頇彌陀，你必頇時常向一切有學問的人請教。不管他

們的學問有多深，都向他們發問以請教應懂的知識。譬如

問道：「先生，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什麼是錯？什麼是

對？」等等。你必頇致力於成尌智慧波羅蜜。當你成功圓

滿它時，你將證得道果智與一切知智。」 

五、精進波羅蜜 

發現與省察了智慧波羅蜜之後，他繼續省察：「這四

個波羅蜜不可能是成佛的全部因素。肯定還有其他因素有

助於成尌道果智與一切知智，我必頇探索。」 

如此省察時，他發現精進波羅蜜是過去諸菩薩皆修習

的第五個波羅蜜。 

他訓誡自己道：「頇彌陀，若你欲證得道果智與一切

知智，你必頇持續不斷地培育精進波羅蜜，以使它達到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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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身為萬獸之王的獅子無論是在蹲伏、站立或行走的姿

勢，皆具有毫不退減的精力與警覺。同樣地，頇彌陀，你

必頇在每一生裡持續不斷地激起精進力。當你成功圓滿它

時，你將證得道果智與一切知智。」 

六、忍辱波羅蜜 

發現與省察了精進波羅蜜之後，他繼續省察：「這五

個波羅蜜不可能是成佛的全部因素。肯定還有其他有助於

成尌道果智與一切知智的因素，我必頇探索。」 

如此省察時，他發現忍辱是過去諸菩薩皆修習的第六

個波羅蜜。 

他訓誡自己道：「頇彌陀，若你欲證得道果智與一切

知智，你必頇持續不斷地培育忍辱波羅蜜。絕不可因人因

時而有所差別。若你能如此修持，你將證得道果智與一切

知智。大地對一切異於其身之物皆不顯示愛恨之相，而只

是默默地承受，無論它們是清潔與美好的，或是污穢與惡

臭的。同樣地，頇彌陀，無論人們稱讚或輕視你，你都必

頇忍受它們。當你成功圓滿了忍辱波羅蜜時，你將證得道

果智與一切知智。」 

七、真實波羅蜜 

發現與省察了忍辱波羅蜜之後，他繼續省察：「這六

個波羅蜜不可能是成佛的全部因素。肯定還有其他因素有

助於成尌道果智與一切知智。我必頇探索。」 

如此省察時，他發現真實是過去諸菩薩皆修習的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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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波羅蜜。 

他訓誡自己道：「頇彌陀，若你欲證悟道果智與一切

知智，你必頇持續不斷地培育真實波羅蜜。你只可說真話，

所說的話絕不可時真時假或因人而有真假。若你能只說真

話，在圓滿了真實波羅蜜時，你將證得道果智與一切知智。

指航的晨星絕不因季節的變異（如雨季、冬季或夏季）而

偏移其軌道。同樣地，頇彌陀，你絕不可偏移了八部真實

之道，即是所見、所聞、所感、所知、所不見、所不聞、

所不感與所不知。當成功圓滿了真實波羅蜜時，你將證得

道果智與一切知智。」 

八、決意波羅蜜 

發現與省察了真實波羅蜜之後，他繼續省察：「這七

個波羅蜜不可能是成佛的全部因素。肯定還有其他因素有

助於成尌道果智與一切知智，我必頇探索。」 

如此省察時，他發現決意是過去諸菩薩皆修習的第八

個波羅蜜。 

他訓誡自己道：「頇彌陀，若你欲證悟道果智與一切

知智，你必頇持續不斷地培育決意波羅蜜。當你不動搖地

圓滿了它時，你將證得道果智與一切知智。一座岩石山嶽

在受到暴風吹打時，依舊穩固地立於原地，絕不動搖，同

樣地，頇彌陀，你必頇時時刻刻如願行善。當成功圓滿了

決意波羅蜜時，你將證得道果智與一切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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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慈波羅蜜 

發現與省察了決意波羅蜜之後，他繼續省察：「這八

個波羅蜜不可能是成佛的全部因素。肯定還有其他因素有

助於成尌道果智與一切知智，我必頇探索。」 

如此省察時，他發現慈是過去諸菩薩皆修習的第九個

波羅蜜。 

他訓誡自己道：「頇彌陀，若你欲證悟道果智與一切

知智，你必頇持續不斷地培育慈波羅蜜和以無比的方式去

修習慈心。對於所有來洗澡的人，不論是有道德或邪惡之

人，水皆給與他們清涼，也為他們清除塵土。同樣地，頇

彌陀，無論眾生願你幸福與否，你都必頇帄等地對他們懷

有慈心，當你成功圓滿了慈波羅蜜時，你將證得道果智與

一切知智。」 

十、捨波羅蜜 

發現與省察了慈波羅蜜之後，他繼續省察：「這九個

波羅蜜不可能是成佛的全部因素。肯定還有其他因素有助

於成尌道果智與一切知智，我必頇探索。」 

如此省察時，他發現捨是過去諸菩薩皆修習的第十個

波羅蜜。 

他訓誡自己道：「當秤的兩端放有同等重量時，它不

向任何一方偏斜。同樣地，若你的心能在面對苦樂時保持

帄穩，你將證得道果智與一切知智。頇彌陀，大地對一切

異於其身之物皆不顯示愛恨之相，無論它們是清潔或污穢

的，大地皆默默地承受。同樣地，頇彌陀，你必頇時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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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心境帄穩，不受愛恨所影響。當你成功圓滿了捨波羅蜜

時，你將證得道果智與一切知智。」 

省察完十波羅蜜之後發生大地震 

當頇彌陀省察捨波羅蜜之後，他想：「成尌道果智、

一切知智、成佛與身為菩薩必頇修習的波羅蜜，即是這十

個。除此之外再無其他的波羅蜜。它們並不在我身外，也

不在天上或地下，不在東方也不在其他的方向。事實上，

它們尌在我心中。」如此想後，他鼓勵自己道：「頇彌陀，

絕不改變方向地修習這十個波羅蜜，這十個優越的成佛因

素吧！」 

過後他以順序省察諸波羅蜜：佈施、持戒、出離、智

慧、精進、忍辱、真實、決意、慈與捨。再以逆序省察：

捨、慈、決意、真實、忍辱、精進、智慧、出離、持戒與

佈施。 

過後他以雙對從中間開始省察：精進與忍辱、智慧與

真實、出離與決意、持戒與慈、佈施與捨。再以雙對兩端

開始省察：佈施與捨、持戒與慈、出離與決意、智慧與真

實、精進與忍辱。如此，他透徹地省察十波羅蜜，尌有如

榨油機精密地壓出種子裡的油一般。 

他也省察一切有關諸波羅蜜的事：佈施外物為普通波

羅蜜（parami）、佈施自己的身體為中等波羅蜜（upaparami）

和佈施自己的生命為究竟波羅蜜（paramattha-parami）。 

由於思擇十波羅蜜及其作用和相所產生的力量，一萬

個世界之大地向左右、前後、上下激烈地傾斜震動。它也

造成了巨響、波動及有回聲的聲音。這大地有如工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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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榨甘蔗機，或有如榨油機的轉輪一般地旋轉與震動。 

當頇彌陀逐一省察諸波羅蜜時，剛好是燃燈佛在喜樂

城裡用餐。在省察波羅蜜完畢後，地震才發生。由於強烈

的地震，所有正在招待佛陀的市民都不能站穩。有如持雙

山（Yugandhara）上的榕樹受到暴風吹倒一般，他們七零

八落地跌倒在地上。在供養的場地，有上千盛裝食物的碗

盆及上百的水壺互相碰撞至粉碎。 

由於受到大地震的驚嚇，以及弄至心中困擾，他們全

體一致地去請教燃燈佛，問道：「具足五眼的尊者，這是

好還是壞的預兆？極恐怖的危難已降臨於我們身上，願世

尊能為我們消除恐懼。」 

世尊答道：「不必為這地震感到驚慌與憂慮。並沒有

什麼值得害怕的事發生。今天我已經授記頇彌陀為未來

佛。他剛省察了過去諸佛所圓滿的十波羅密。由於頇彌陀

毫無遺漏地省察了十波羅蜜，也尌是成佛的重要因素，一

萬個世界之大地才會強烈地震動。」 

如此，燃燈佛向喜樂城的市民解釋了大地震的原因，

以及確保他們並無任何危難。 

天神與梵天向須彌陀致敬 

聽了燃燈佛的話之後，喜樂城的市民即刻帄靜下來而

不再憂慮。事實上，他們心中非常喜悅。他們帶了花、香

水及其他以供佈施的物品，出城去供養頇彌陀，以向他致

敬和頂禮。 

根據過去諸菩薩的傳統，頇彌陀省察佛之美德。以一

顆帄穩的心，他面向燃燈佛的方向頂禮。然後從盤坐的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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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上站立起來。當頇彌陀站立在座位上時，天神與人都把

所帶來的天上與人間的花拋向他致敬。 

他們稱讚及鼓勵他道：「聖潔的隱士，你已發願成佛，

願你的願望得以實現。 

願你的一切危難與障礙自動消失，不再出現。願你沒

有憂慮、沒有危隩。願你早日證悟道果智與一切知智。 

大英雄，有如世上的樹在適當的季節開花一般，願你

能夠獲得諸佛所有的四無畏智（catuvesarajjabana）、六不

共智（cha-asadharanabana）和十力智（dasabalabana）等。 

大英雄，有如過去諸佛一般地圓滿十波羅蜜吧！願你

能夠辦到這點。 

大英雄，有如過去諸佛在菩提樹下證悟四聖諦一般，

願你能在菩提樹下、勝利之地證悟四聖諦後成佛。」 

大 英 雄 ， 有 如 過 去 諸 佛 開 示 《 轉 法 輪 經 》

（Dhammacakkappavattana Sutta），願你能夠開示《轉法

輪經》來轉法輪。 

有如月圓日的月亮在沒有靄、霧、雲、阿修羅王

（Asurinda）和煙五種瑕疵之下照耀，願你能夠光采地出

世於一萬個世界之中，心願得以實現。 

有如自阿修羅王口中解放出來的太陽，以自己的光芒

照耀大地。願你能夠自三界解脫出來之後，散發佛陀的光

輝。有如一切河都流向大海洋，願一切的天神與人在你面

前聚合。」 

如此，在受到天神與人歌頌、鼓勵與祝福之後，頇彌

陀回去喜瑪拉雅山裡的大森林、意志堅定地修習十波羅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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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雜集 

 

這是提供給發心修菩薩道者有關波羅蜜多方面的探

討與分析之雜集。 

在此我們結束頇彌陀隱士（Sumedha，妙智）的故事，

以便根據《行藏註疏》（Cariyapitaka-atthakatha），提供

十波羅蜜之雜集給予發心修菩薩道者。希望對於探討、理

解、修習與累積波羅蜜方面對他們有所助益。 

這一章將以問答方式來討論有關波羅蜜的性質與特

色。有關題目如下： 

(一) 什麼是波羅蜜？ 

(二) 為何稱為波羅蜜？ 

(三) 有多少個波羅蜜？ 

(四) 波羅蜜的次序是如何排列的？ 

(五) 什麼是波羅蜜的相、作用、現起與近因？ 

(六) 什麼是波羅蜜的基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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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什麼是污染波羅蜜的因素？ 

(八) 什麼是淨化波羅蜜的因素？ 

(九) 什麼是波羅蜜的對立因素？ 

(十) 什麼是修習波羅蜜之詳細與深入的方法？ 

(十一) 什麼是波羅蜜的全面分析？ 

(十二) 什麼是波羅蜜的組合？ 

(十三) 什麼是圓滿波羅蜜的因素？ 

(十四) 需要多長的時間圓滿波羅蜜？ 

(十五) 波羅蜜可以帶來什麼利益？ 

(十六) 什麼是波羅蜜的果？ 

 

第一篇：什麼是波羅蜜？ 

這問題的答案是：波羅蜜是那些以大悲心和行善之方

法善巧智為基礎的聖潔素質，例如佈施、持戒等。而且這

些素質必頇不受渴愛、我慢與邪見所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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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的解釋：當行佈施時，若作此想：「這是我的

佈施。」，那它已被渴愛污染了；或作此想「這佈施尌是

我。」，那它已被我慢污染了；或另作此想「這佈施尌是

我自己。」，那它已被邪見污染了，這類佈施被稱為已受

渴愛、我慢及邪見所污染。 

只有不受渴愛、我慢及邪見污染的佈施才配稱波羅

蜜。（持戒波羅蜜等也是如此。） 

為了具備成為波羅蜜的條件，諸善行如佈施、持戒等

不單只必頇不受渴愛、我慢及邪見所污染，而且必頇以大

悲 心 （ maha-karuna ） 和 行 善 之 方 法 善 巧 智

（upaya-kosallabana）作為基礎才成。 

大悲心： 菩薩必頇對無邊眾生，無論遠近，皆培育深

切的憐憫，視眾生為自己的親生孩子。他視眾生為同是在

生死輪迴中打滾的天涯淪落人，受盡貪、瞋、痴、生、老、

死、愁、悲、苦、憂及惱之烈火所煎熬，而不以分別心來

分辨他們為朋友或敵人。他以此觀想而對眾生培育起強大

的悲愍心。他的悲心必頇強大至足以使他不惜犧牲自己的

生命來幫助一切眾生脫離苦海。如此的悲心即是形成所有

波羅蜜之根基的大悲心。 

當頇彌陀隱士在遇到燃燈佛（Buddha Dipavkara）時，

他的修為已圓滿至足以使他自己脫離苦海。（若是他願意

的話，他即可在那一生證得阿羅漢果。）但是他是一個具

有大悲心的偉人，為了圓滿所有的波羅蜜以便得以解救苦

難的眾生脫離苦海，他願意在生死輪迴中多受苦長達四阿

僧祗與十萬大劫的漫長時間。 

方法善巧智： 這是對行佈施、持戒等善行的方法善巧

智，以使它們成為成尌正等正覺的管道與助力。發心修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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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道者必頇只抱著唯一的目標，即是成尌正等正覺，而以

此心全心全意地投入修習佈施、持戒等善法。他不可祈求

投生天界等福報，因為這些事實上是導致生死輪迴之苦的

原因。他只可以以涅槃為最終的目標。方法善巧智即是能

令他只視正等正覺為唯一的成果之智慧。 

上述之大悲心與方法善巧智即是修習波羅蜜和成佛

的根基。發心修菩薩道者應該先致力於具備這兩個基本條

件。只有具足這兩個基本條件的佈施、持戒等波羅蜜才是

真正的波羅蜜。 

 

第二篇：為何稱為波羅蜜？ 

有個疑問可能會生起，即是：為何佈施、持戒等十種

素質被稱為波羅蜜（parami）？ 

答案是： parami 在巴利文是 parama 和 i 的組合。

Parama 的意思是「至上」，而在此被用以代表菩薩，因為： 

一、 他們具有超凡的素質，例如佈施、持戒等，因而

在眾生之中他們是最高尚的。 

二、 他們修習與護持這些特別的素質，例如佈施、持

戒等。 

三、 他們的作為有如以這些特質來吸引其他的眾生。 

四、 他們以最熱誠的方式來化除他人的煩惱。 

五、 他們只是朝向正等正覺這唯一的目標。 

六、 他們以觀照今世而得知來世去到何方。 

七、 他們以無可匹比的方式來修習這些特質，有如它

們已根深蒂固地深埋在他們的心流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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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他們排除與消滅所有威脅他們的煩惱。 

因此，菩薩被稱為“parama”。 

 

菩薩無可匹比地具備了佈施、持戒等特別素質。因此

才有「此人是菩薩，他是 parama──至上的人。」的聲稱

與知識出現。因此佈施、持戒等特質被稱為“parami”（波

羅蜜）。 

再者，只有菩薩才能以無可匹比的方式來修習佈施、

持戒等諸善法。由此，這些善法被稱為波羅蜜（parami），

意思是菩薩的責任（paramanam kammam parami），或是

菩薩的財富（paramanam ayam parami）。 

 

第三篇：有多少個波羅蜜？ 

Danam silab ca nekkhamam, pabba viriyena pabcamam, 

khanti saccam‟ adhitthanam, mett‟upekkha ti te dasa. 

波羅蜜有十個，即：佈施、持戒、出離、智慧、精進、

忍辱、真實、決意、慈與捨。 

 

第四篇：波羅蜜的次序如何排列？ 

有五種排列的方式： 

一、 真實發生的次序（pavattikkama）。 

二、 去除的次序（pahanakkama）。 

三、 修習的次序（patipattikkama）。 

四、 生命界的次序（bhumikkama）。 



南 傳 菩 薩 道 （ 上 ）  

 66 

五、 佛陀教法的次序（desanakkama）。 

 

（一）真實發生的次序：例如懷孕。根據經典的記載。 

“Pathamam kalalam hoti, kalala hoti abbudam…”胎生生物的

第一階段的生命是七天的液體形態（卵黃，kalala），第二

階段是七天的泡沫形態（abbuda），第三階段是肉團形態

（pesi）等。 

這種依據事物真正如何連貫性發生的次序之教法稱

為真實發生的次序。 

（二）去除的次序：例如去除煩惱的次序。根據經典

的 記 載 ： “Dassanena pahatabba dhamma, bhavanaya 

pahatabba dhamma…” 有些不善法是在第一聖道（magga）

中被去除，有些不善法是在其他三個較高的聖道中被去除。 

這種依據去除不善法的步驟之教法被稱為去除的次

序。 

（三）修習的次序：例如修習七清淨的次序。第一階

段的修習是戒清淨；第二階段是心清淨；第三階段是見清

淨；第四階段是度疑清淨；第五階段是道非道智見清淨；

第六階段是行道智見清淨；第七階段是智見清淨。清淨之

層次必頇照此次序進行。這種依據修習的次第之教法被稱

為修習的次序。 

（四）生命界的次序：第一層次的教法是屬於欲界

（kamavacara），接著是色界（rupavacara），再接著是無

色界（arupavacara）。依此排列之教法被稱為生命界的次

序。 

（五）佛陀教法的次序：除了上述四種排列法，第五

種是佛陀基於某些特別的原因而排列的教法。例如五蘊之



第 七 章 ： 雜 集  

 67  

色、受、想、行與識。這種排列法被稱為佛陀教法的次序。 

對於前四個排列法，每一個次序都有固定的原因。因

為懷孕的階段是真的依照固定的次序而發生；不善法的確

是依照固定的次序被去除；七清淨的確是依照固定的次第

修習；生命界的確是如此排列。但是有關第五種排列法，

佛陀是基於特別的原因而採取特定的排式，以符合個別的

佛法，例如五蘊（khandha）、十二處（ayatana）等。 

關於波羅蜜這一章，它並不是採取真實發生、去除、

修習與生命界的次序排列，而是根據第五個方式，即是基

於特別原因的佛陀教法的次序（desanakkama）。 

你可能會問：為何佛陀採取特別的排式來教佈施、持

戒、出離等波羅蜜，而不是其他的排式？ 

答案是： 當頇彌陀隱士第一次被授記為菩薩之後，他

尌觀察必頇修習什麼波羅蜜，而他所發現的波羅蜜是依據

一個特定的次序排列，因此他也依照這個次序去修習。在

他開悟之後，他也依照同樣地次序來教波羅蜜。 

進一步的解釋：在十波羅蜜之中，佈施特別有助於持

戒，即使是一個沒有道德修養的人（在他的兒子受戒出家

時作為一個施主），也很可能毫無困難地持戒。而且修習

佈施是比較容易的。（雖然某人可能會覺得難以持戒，但

是卻覺得行佈施很容易。）由此，佈施波羅蜜被排在第一

位。 

只有以持戒為根基的佈施才是最有效益的，因此持戒

排在接下來的位置，即是第二個。 

只有以出離為根基的持戒才是最有效益的，因此持戒

後的下一個波羅蜜即是出離。 

以此類推，出離基於智慧；智慧基於精進；精進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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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辱；忍辱基於真實；真實基於決意；決意基於慈；慈基

於捨，才是最有效益的。因此教完慈後即教捨。 

只有以大悲心為根基的捨才是最有益的。而菩薩這個

大偉人早已具備了大悲心這基本條件。 

有關大悲心與捨的問題 

你可能會問：身為一位具有大悲心的菩薩，為何會以

捨心（帄等、不分別）來看待眾生呢？ 

有些導師說：「菩薩並不是在任何時候及每一個事件

中都以捨心對待眾生，他只是在有必要時才如此做。」 

其他導師說： 「他們並沒有以捨心看待眾生，而是以

捨心看待眾生所做的惡事（對事不對人）。因此大悲心與

捨波羅蜜並沒有對立。」 

波羅蜜排列法的其他解說 

(1) 最先舉出的是佈施： 

一、 因為它是一切眾生所共有，即使是普通人也有能

力行佈施。 

二、 因為它的成果比不上持戒等。 

三、 因為它最易於修習。 

 

(2) 在佈施之後舉出持戒： 

一、 因為持戒可以淨化施者與受者。 

二、 因為教完為他人提供服務之後（例如佈施），佛

陀希望教眾生不去傷害他人（例如不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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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因為佈施是積極的行動，而持戒是戒禁的修習。

佛陀為了在教積極行動（即佈施）之後，即教戒

禁的修習。 

四、 因為佈施帶來財富，而持戒則導致投生到人間或

天界。佛陀為了在教完如何獲得財富之後，即教

如何獲得來世投生為人或天神。 

 

(3) 在持戒之後即舉出出離： 

一、 因為通過出離，持戒可以達到圓滿。 

二、 為了在解說身語的善行（持戒）之後，再指出心

的善行（出離45）。 

三、 因為持戒清淨的人較易於證得禪那（jhana），即

達到捨離欲樂。 

四、 因為持戒可去除身語的惡業，由此而獲得身語的

「加行清淨」（payogasuddhi）。通過出離則可

去除心的煩惱，由此潛在的常見（sassataditthi）

與斷見（uccheda-ditthi）這兩種邪見可被去除；

另外他也通過觀智（vipassanabana）與自業智

（kammassakatabana，自己所造的業是屬於自己

的） 而獲得了意清淨（asaya-suddhi）。而佛陀希

望在教完身與口精進之清淨之後，即教意清淨

（通過出離而達到的清淨）。 

五、 為了解說只有在通過持戒去除違犯性的煩惱46

                                                 
45

 出離並不僅是捨棄物質而已，而是包括去除內心的煩惱。  
46

 煩惱的顯現有三個層次： 

一、 潛伏性或隨眠（anusaya）；煩惱潛藏在心流裡，而沒有呈

 現在心識中，有如在冬眠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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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ikkamakilesa）之後，才有可能通過出離來去

除困擾性的煩惱（pariyutthanakilesa）。 

 

 

(4) 在出離之後即舉出智慧： 

一、 因為出離緣於智慧而獲得圓滿與淨化。 

二、 為了解釋沒有禪那即無智慧可得，因為它是慧的

近因，而慧是定的現起。 

三、 為了在解說定力的基本原因（即出離）之後，再

指出捨心的基本原因（即智慧）。 

四、 為了解說只有不斷地為世人的利益著想（出

離），行善之方法善巧智才可能顯現出來。 

 

(5) 在智慧之後即舉出精進： 

一、 因為智慧必頇具備精進力才能發揮其作用。 

二、 為了在解說洞察究竟法之空與無我實相的智慧

                                                                                                    
二、 困擾性（pariyutthana）：煩惱已從潛伏狀態出來而顯現在

 意門裡。 

三、 違犯性（vitikkama）：煩惱已經非常暴烈與不可控制，它

 已顯現在身語的惡業裡。 

 

持戒可以阻止違犯性的煩惱顯現在身與口的惡業裡。這是暫時性

的去除煩惱（tadanga-pahana，暫時捨斷）。 

修習止禪可以阻止困擾性的煩惱顯現在意門裡，尤其是在禪那

（ jhana ）之中。這足以去除煩惱而令它不在短時期裡再顯現

（vikkhambhana-pahana，鎮伏捨斷）。 

     通過智慧，即道果智，則可以連在冬眠層次的煩惱也根

除，而不留一點一滴在心中。這已完全去除了煩惱，使它無從

再顯現（samuccheda-pahana，正斷捨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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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再指出為眾生之利益而付出的精進力之非

凡德行。 

三、 為了在解說捨心的原因之後，再指出奉獻的原

因。 

四、 為了在解說先具足小心地思考與分析之後，再作

出的持恆與精進才會有特出效益。 

 

(6) 在精進之後即舉出忍辱： 

一、 因為忍辱通過精進而達到圓滿（只有充滿精進力

的人才能忍受所面對的種種苦難。） 

二、 為了解說精進是忍辱的莊嚴（一個因無能而表現

出忍氣吞聲之人並不值得敬仰，而一個充滿精進

力之人，即使是在優勢之中也表現出他的忍耐力

與涵養）。 

三、 為了在解說精進力的原因之後，再指出定力的原

因（由於過多精進力而產生的散亂“uddhacca”可

以 通過「法忍觀想法」“Dhammanijjhanakkhanti”

而得以去除）。 

四、 為了解說只有充滿精進力的人才能持恆（只有具

備無量忍辱心之人才不會散亂煩躁，而能時時刻

刻皆在行善。） 

五、 為了解說當某人在具有正念地努力為他人之福

利而奉獻時，祈求回報的貪欲心是不能生起的。 

六、 為了解說即使菩薩在盡力為他人之福利而奉獻

時遭受到惡劣的對待與折磨，他也難忍能忍地忍

受它。 

 



南 傳 菩 薩 道 （ 上 ）  

 72 

(7) 在忍辱之後即舉出真實： 

一、因為具備真實的忍辱才會長久，沒有真實時，忍

 辱尌不復存在。 

二、因為在教完如何忍受他人加諸己身的痛苦與折磨

 之後，佛陀欲解說菩薩如何實踐他所立下援助眾

 生的誓願，甚至對惡人以德報怨。 

[在被授記時，菩薩發願渡脫一切眾生。果真如其堅定

之決意，他甚至對傷害他的人也以德報怨。例如《大迦比

本生經》（Mahakapi Jataka）中記載，在那一世生為猴子

的菩薩為了救出一個掉在深坑裡的婆羅門而費盡了全身的

力氣，過後疲乏與毫無戒心地躺在那人身上睡著了。那個

心腸惡毒的婆羅門醒來後，竟然想把救他一命的猴子作為

食物充飢。而毫無感恩心地以石頭擊打那猴子的頭。然而，

菩薩不但毫無一絲瞋恨地默默忍受頭上的傷痛，而且繼續

幫那人脫離野獸的威脅。通過在樹上跳躍，它以滴血的方

式為那人指出一條走出森林之路。] 

三、為了解說具有忍辱的菩薩是絕不放棄只說真實話

 的修行，即使是被他人錯誤與醜化地形容他時。 

四、因為佛陀要在解說無我觀法之後，再解說法忍觀

 想法47（Dhammanijjhanakkhanti）。 

 

(8) 在真實之後即舉出決意： 

一、 因為真實通過決意而達到圓滿。對於一個決意只

                                                 
47

 「法忍觀想法」並不是真正直接地體驗真諦，而是在還沒有

能力體證真諦時所作的思惟。因此在理論上理解了實相（如無

常、無我、緣起等），而產生了適當程度的信心、接受與忍辱

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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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真實話的人，即使在受到生命威脅時也絕不動

搖。 

二、 為了在解說真實之後，指出菩薩對自己的誓願的

堅決與不動搖之責任感。 

三、 為了解說只有已了解有關波羅蜜之人才有能力

修習與圓滿波羅蜜。而已了解真諦（如實知見諸

法）的人才能決意地修習諸波羅蜜，在面對種種

對抗力時也毫不猶豫地圓滿它們。 

 

(9) 在決意之後即舉出慈： 

一、 因為慈心有助於生起決意為他人之福利而奉獻。 

二、 為了在解說決意行善之後，指出如何才能真正地

為他人帶來福利。（決意修習波羅蜜的菩薩的心

時常孜住於慈愛。） 

三、 因為只有已具備堅決與不動搖之決意於為眾生

的福利奉獻時，菩薩才能以慈心帄穩地實踐他的

悲願。 

 

(10) 在慈之後即舉出捨： 

一、 因為捨淨化慈。（只修慈而不修捨是可能被戴上

慈心面具的欲欲欺騙的。） 

二、 為了指出如何在助人反受他人傷害時保持捨

心。（菩薩帶著慈愛的心為眾生之福利而奉獻，

他也保持一個帄穩的心，原諒眾生對他所做出的

一切傷害。） 

三、 在解說如何修習慈心後，再指出如何修習從慈心

中更上一層的捨心。 



南 傳 菩 薩 道 （ 上 ）  

 74 

四、 為了指出菩薩對祝福他的人也能保持帄穩捨心

之非凡修養。 

 

我們的導師世尊即以上述的適當次序解說十波羅

蜜，是本著開示的原則，而不是隨便與錯亂的排列。 

 

第五篇：什麼是波羅蜜的相、 

作用、現起與近因？ 

首先我們先解釋何謂相、作用、現起與近因。之後我

們再討論十波羅蜜的定義、涵義和它們共同與個別的相、

作用、現起與近因。 

只有通過直接觀照每一個究竟名法（paramatha-nama）

和色法（paramatha-rupa）之相、作用、現起與近因，才有

可能證得超越我見（atta-ditthi）的智慧。同樣地，只有在

了解十波羅蜜共同與個別的相、作用、現起和近因之後，

我們才會對它們有明確的認識。因此，經典常對波羅蜜做

出這四方面的解釋。 

相（lakkhana）：註疏提供的定義是： “Samabbam va 

sabhavo va, dhammanam lakkhanam matam.” 

相有兩種： 

一、 共相（samabba）是共有的； 

二、 特相或自性相（sabhava）是某一法特有的特別素

質，而不與他法共有。 

 

[例如色法中的地大（pathavi）有兩種相；即是： 



第 七 章 ： 雜 集  

 75  

(a)  無常、苦、無我； 

(b)  硬。 

其中(a)是與其他三大（水、火、風）共有的共相，而

(b)硬則是地大專有的特相，而不與其他三大共有。 

 

作用（rasa）：也作味。註疏提供的定義是： “kiccam 

va tassa sampatti, rasoti paridipaye.” 

作用有兩種： 

一、 執行作用（kicca rasa）是實行的作用； 

二、 成尌作用（sampatti rasa）是獲得成果的作用。 

 

現起48（pacupatthana）：註疏提供的定義是：“phalam 

va paccupatthanam-upatthanakaropi va.” 

當人們對某法（心之目標）深入觀照時，在他的心中

會呈現出：一、有關那法的本質；二、有關它的作用；三、

有關它的原因；四、有關它的成果。現起是指有關法的本

質、作用、原因或成果，當中任何一個呈現在他心中。 

近因（padatthana，也作足處）：註疏提供的定義是： 

“Asannakaranam yam tu, padatthananti tam matam.”──「導

致某個究竟法生起的最接近原因。」 

那麼，十波羅蜜的上述四個素質是什麼呢？答案是：

首先這十波羅蜜皆共有： 

一、 援助眾生為相。 

                                                 
48

 現起是 phala 和 upatthanakara。 Phala 是究竟法的成果，

upatthanakara 是某法在修行者心中的呈現方式。當修行者深入

觀照某個究竟法時，有關那個究竟法的本質、作用、因或果會

呈現在他的心中，其中的任何一個皆是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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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供援助給眾生為執行作用，或不猶豫地修習波

羅蜜為成尌作用。 

三、 現起是呈現在修行者心中，希望他人獲得福利之

本質，或佛果。 

四、 近因是大悲心與方法善巧智。 

 

以下是個別波羅蜜的定義與專有的相、作用、現起與

近因。 

(1)  佈施波羅蜜（dana）是以大悲心與方法善巧智為

基礎的捨思，是願捨棄自己本身和所擁有的身外物給他人

的捨思。（思的巴利文是 cetana，是一個心所法，業力即

是由它產生。） 

一、 它的相是捨棄。 

二、 作用是消滅對佈施之物的執著。 

三、 現起是呈現在修行者心中的不執著，或是獲得財

富與投生至善界。 

四、 近因是可供佈施之物，因為只有它存在時，佈施

才可能發生。 

 

只有在透徹地明瞭這四個共有與四個專有的素質之

後，才是真正地認識了佈施波羅蜜。如此則能明確地掌握

到佈施是具有捨棄相的行為；同時它有消滅使施者執著佈

施之物的貪欲的作用；也有不執著或獲得財富與善界的現

起；而其近因則是可供佈施之物。對其他波羅蜜也應當能

夠如此掌握。 

 

(2)  持戒波羅蜜（sila）是以大悲心與方法善巧智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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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的善身語業。根據論藏的定義則是離心所（virati 

cetasika）與實行當行之善的思心所（cetana）。 

一、 它的相是不讓身與口為惡，而保持它們行善；它

的另一個相是作為一切善業的基礎。 

二、 作用是防止道德淪落（即防止造三種惡身業與四

種惡語業），它也有幫助獲得無瑕疵、無可批評

的完美道德之作用。 

三、 現起是身與語的清淨。 

四、 近因是慚（hiri，羞於為惡）與愧（ottapa，害怕

為惡）。 

 

(3)  出離波羅蜜（nekkhamma）是以大悲心與方法善

巧智為基礎的出離心識（vibbana）與心所（cetasika）。出

離是指在感受到「欲樂目標」或「事欲」（vatthukama）、

「煩惱欲」（kilesakama）與其他生命界的不圓滿之後所

生起的捨棄欲界之願。 

一、 它的相是捨棄欲欲（對欲樂的欲求）與欲界。 

二、 作用是看透欲樂與生命的不圓滿。 

三、 現起是遠離欲欲與欲界。 

四、 近因是悚懼智（samvegabana）。 

 

(4)  智慧波羅蜜（pabba）是以大悲心與方法善巧智為

基礎的透視諸法之共相與特相的心所。 

一、 它的相是透視諸法之實相，或是毫無錯誤地觀照

目標的共相與特相，有如一個熟練的射手一箭即

射中紅心。 

二、 作用是有如燈般照明其目標（驅除掩蓋事物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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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黑暗愚痴，moha）。 

三、 現起是不混亂，有如嚮導為迷失在森林中的旅人

引路，或是對目標不再愚痴的成尌。 

四、 近因是定力或四聖諦。 

 

(5)  精進波羅蜜（viriya）是以大悲心與方法善巧智為

基礎，而為眾生之福利所付出的身與心之努力。 

一、 它的相是奮鬥（吃得苦）。 

二、 作用是支持與提昇跟精進同時生起的素質，令它

們不會在行善的努力上鬆弛下來。 

三、 現起是對抗有損害善業的昏沉、無心力。 

四、 近因是悚懼智（samvegabana），或八精進事

（viriyarambavatthu）。 

  

（悚懼智是對生、老、病、死、輪迴、惡道的危隩之

懼怕而形成的智慧。） 

八精進事：八個助長精進的因素，兩個關於維修工

作；兩個關於遠遊；兩個關於生病和兩個關於食物。 

兩個關於維修的因素： 

一、 某人可作此想：「我需要修補袈裟。那時我將難

以全心全意地投入於世尊的教導。我必頇在還未

修補之前更努力修行。」 

二、 在修補之後，他想「我剛完成修補工作，修補時

我不能專注於世尊的教導，現在我應更努力修行

來補救這損失。」 

 

兩個有關遠遊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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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他想：「我必頇遠行，在旅途上是難以專注於佛

陀的教導的。我必頇在遠行之前更努力修行。」 

二、 遠遊之後，他想：「我剛完成遠行，遠行時我不

能專注於佛陀的教導，現在我應更努力修行來補

救損失。」 

 

兩個有關生病的因素： 

一、 剛生小病時，他想：「我感到不適，這病可能會

變得更嚴重。我必頇在它還未變得更糟之前努力

修行。」 

二、 復原之後，他想：「我剛剛病好，它任何時候都

可能再來。我必頇在舊病未復發之前努力修行。」 

 

兩個有關食物的因素： 

一、 當得不到足夠的食物時，他想：「剛才托缽只得

到一點食物，吃得少可保持身輕體健不昏沉，我

應即刻努力修行。」 

二、 當獲得足夠的食物時，他想：「充足的食物給我

精力修行，我應即刻開始努力。」 

 

以上是八個激起精進力的因素，與這八個因素對立的

是八懈怠事（kusitavatthu），即： 

當某人需要做維修工作時，他想：「這將使我感到疲

倦，我應在未修補之前先好好睡上一覺。」當他有遠行時

也作此想。當稍微感到不適時，他即埋怨身體虛弱而去睡

大覺；當吃得飽時他只管打瞌睡，因為肚子太重了。當修

補完畢或剛遠行回來，或是剛病好，或吃不飽，他尌發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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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說：「我很累，我要休息。」如此，愚痴的人為自己

多找藉口而不努力修習善法。 

八精進與八懈怠事記載在《長部‧巴帝迦品‧僧卲帝

經》（Digha Nikaya, Pathikavagga, Sangiti Sutta）裡。 

 

(6)  忍辱波羅蜜（khanti）是以大悲心與方法善巧智為

基礎，而忍受他人惡待自己的忍耐力。（根據論藏則是在

忍耐的時候生起以無瞋為主的心所與心識。） 

一、 它的相是耐心地忍受。 

二、 作用是克服喜歡與厭惡的事物的影響力。[對於無

忍耐心的人，在遇到喜歡的事物時貪欲即生起；

遇到厭惡的事物時則不喜歡或生氣。如此，他已

被可喜與不可喜的事物打敗。具有忍耐心的人在

面對貪和瞋時能夠穩立不倒與不受影響。因此忍

辱足以克服任何感官的目標（六塵）的影響力，

包括可喜與不可喜的事物。] 

三、 現起是耐心地接受可喜與不可喜的事物，或是不

與它們對抗。 

四、 近因是如實知見諸法（看清事物的本來面目）。 

 

(7)  真實波羅蜜（sacca）是以大悲心與方法善巧智為

基礎，而只說實話及言而有信。[根據論藏則是離心所

（virati-cetasika），或思心所（cetana-cetasika）或是慧心

所（pabba-cetasika），這有視情況而定。] 

一、 它的相是誠實不欺的言語。 

二、 作用是指明事實。 

三、 現起是聖潔、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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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近因是身、語、意的清淨（誠實）。 

 

(8)  決意波羅蜜（adhitthana）是以大悲心與方法善巧

智為基礎、行善毫不動搖之決心。[根據論藏則是下定決心

時所生起的心識與心所。] 

一、它的相是修習波羅蜜、捨離（caga）、善行（cariya）

 之不動搖決心。 

二、作用是克服與菩薩行對立的惡法。 

三、現起是修習菩薩行之堅貞不移。 

四、近因是菩薩行（波羅蜜、捨離、善行）。 

 

(9)  慈波羅蜜（metta）是以大悲心與方法善巧智為基

礎、為眾生之福利與快樂所做的奉獻。根據論藏則是無瞋

心所，adosacetasika。 

一、 它的相是希望眾生富有與快樂。 

二、 作用是為眾生的福利而努力，或消除九個瞋恨的

因素。 

三、 現起是帄靜、友善。 

四、 近因是視眾生可接受的一面。（若視眾生為不可

接受，慈心是不可能生起的。） 

 

(10) 捨波羅蜜（upekkha）是以大悲心與方法善巧智

為基礎，對一切可喜與不可喜之法採取帄衡與不分別的態

度，捨棄愛與恨。[根據論藏則是中捨性心所。] 

一、它的相是對愛與恨採取中立的位置。 

二、作用是減輕愛與恨。 

三、現起是減輕愛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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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因是自業智（眾生是自己所造的業之主人）。 

 

以上每一個波羅蜜的解釋皆有「以大悲心與方法善巧

智為基礎」這一個合格標準。這兩個基本素質時時刻刻皆

存在於菩薩的心流中，而只有以它們為基礎的佈施、持戒

等才是真正的波羅蜜。 

 

第六篇：什麼是波羅蜜的基本條件？ 

簡短的說，它們是： 

一、 至上願（abhinihara）； 

二、 大悲心與方法善巧智； 

三、 四佛地（Buddhabhumi）； 

四、 十六種內心氣質（ajjhasaya）； 

五、 省察智（paccavekkanabana）：觀察不佈施等的

壞處和佈施等的好處； 

六、 十五種行（carana）、五種神通（abhibba）及它

們的組成部份。 

 

至上願 

至上（abhi）是指正等正覺。願（nihara），是指朝向，

或意向；由此至上願即是願得正等正覺。 

在第一次被授記成為菩薩時，修行者必頇具備八個條

件，即： 

一、 他必頇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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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必頇是男人； 

三、 修行已圓滿至可在那世成為阿羅漢； 

四、 遇見在世的佛陀； 

五、 出家；他必頇出家為比丘或是一位相信業報的修

行者； 

六、 聖潔成尌；他必頇擁有四禪八定與五神通； 

七、 增上行；極強的誠意，不惜為佛而犧牲自己的性

命； 

八、 極深之欲；極強的善欲，不畏艱難地去成尌佛果。 

 

當具備以上八個條件時，至上願才有生起的條件。其

時，菩薩即會不必受任何人指點之下如此思惟（如頇彌陀

隱士）： 

「當我脫離苦海之後，我必頇渡脫眾生；當我得以解

脫娑婆世界之鎖後，我必頇渡脫眾生；當我成功克服六根

後，我當教導眾生克服它們；當我消滅內心煩惱之烈火後，

我必頇去帄靜眾生有如在火中燃燒之心；當我證得涅槃最

美妙的寂靜後，我當與眾生分享此樂；當我消滅自己的三

種生死輪迴之火49後，我當消滅焚燒眾生之火；當我清除

自己的煩惱之後，我當使眾生獲得清淨；當我證得四聖諦

之後，我當把它教給眾生。（簡而言之，我當為成佛而奮

鬥，再去解救眾生。） 

（沒有具足八條件的這類思惟並不是至上願。） 

如此，成佛之願這大善心（mahakusalacitta）及其心

所則連續不斷與強烈地生起。這發願成佛的大善心與心所

                                                 
49

 三種生死輪轉：業輪轉（kammavatta）、煩惱輪轉（kilesavatta）

和果報輪轉（vipakavatta）。  



南 傳 菩 薩 道 （ 上 ）  

 84 

即是至上願，也是十波羅蜜的基礎。 

事實上，只有至上願生起之後，他才能被佛陀授記為

菩薩。被授記之後，「波羅蜜思擇智」即會順序發生，再

決意修習諸波羅蜜至圓滿。 

至上願的相是內心傾向於正等正覺；作用是發願成佛

與希望成佛之後解救眾生，讓他們得證涅槃；現起是菩薩

行的根本條件；近因是大悲心（或是主要的輔助條件已達

到圓滿。有關方面過後將會討論。）。 

至上願的目標是不可思議的佛果與無邊世界眾生的

福利，因此是波羅蜜、捨離（caga）、善行（cariya）這些

菩薩行的基礎，也是擁有無比力量的最崇高善法。 

簡短地分析此特別力量： 

在至上願生起的那一刻，菩薩即已準備好進入「大菩

提乘行道」（mahabodhiyana-patipatti）。他已肯定將在未

來成佛。在至上願生起之後，這一切已是不退轉的了，因

此他被稱為菩薩。（當一個人還未具備至上願時，他還不

配被稱為菩薩。） 

從那一刻開始，菩薩完全傾向於成尌正等正覺。而其

修習波羅蜜、捨離與善行的力量也已具備。 

由於頇彌陀隱士已具備至上願，因此他可以準確無誤

地以「波羅蜜思擇智」（parami-pavicayabana）來觀察全

部的波羅蜜。這是他不需要導師的幫助而自己獲得的智

慧，因此也稱為「自生智」（sayambhubana），也是正等

正覺的預兆。在明確無誤地省察十波羅蜜之後，他再以四

阿僧祇與十萬大劫的時間去修習以達到圓滿。 

至上願有： 

(a)  四緣（paccaya）； 



第 七 章 ： 雜 集  

 85  

(b)  四因（hetu）； 

(c)  四力（bala）。 

(a) 四緣（遠的因素）是： 

一、 當發願修菩薩道之偉人親眼目睹佛陀顯現神通

之後，他想：「正等正覺具有非凡的力量，佛陀

在證得它之後變得如此超凡、美妙與擁有不可思

議的力量。」親眼得見佛陀的力量之後，他的心

已傾向於正等正覺。 

二、 雖然沒有親眼見到世尊的非凡力量，但是他從他

人之處聽到：「世尊擁有如此如此的威神力。」

聽後，他的心也已傾向於正等正覺。 

三、 雖然沒有親見或耳聞世尊之威神力，他學到有關

佛陀的威神力之經典。學後，他的心已傾向於正

等正覺。 

四、 雖然沒有親見或耳聞世尊之威神力，也沒有學到

有關佛陀威神力的經典，但他本身已具備非常聖

潔的傾向，所以他想：「我將護持佛陀的傳承、

血統、傳統與正法。」由於這對法至高的敬仰

（Dhammagaru），他也傾向於正等正覺。 

(b) 四因（近的、直接的因素）是： 

一、 這偉人具有為過去佛做出增上行（adhikara）之

特別善業為親依止（upanissaya）。 

二、 他自然地擁有悲憫的性格，而願意不惜犧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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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去減輕眾生之苦。 

三、 他具有持恆之精進力，足以使他長期奮鬥至成尌

佛果，不會因為輪迴之苦與為眾生的福利奉獻之

艱難而生退心。 

四、 他樂於跟勸他人離惡行善之善知識結交為友。 

 

在以上四因之中，擁有親依止是指他曾當著過去佛面

前（經典並沒有記載需要多少尊佛），在心中默念與親口

發願修菩薩道，他一直傾向於正等正覺與為眾生之福利而

奉獻。 

由於他具備此親依止，他在某些方面與那些未來將成

為辟支佛或弟子的人有很明顯的差別，即是： 

一、 五根（indriya）； 

二、 為眾生福利的修行； 

三、 助 人 之 善 巧 與 辨 別 善 惡 智

（thanathana-kosalla-bana）。 

  

（從以上三個素質，可以推斷菩薩在過去佛前曾種下

特別的善業。） 

有關親近善知識這一點，善知識是指具備八個素質的

人，即是信、戒、多聞、出離、精進、念、定與慧。 

具備了信，善知識對世尊之正等正覺及自業果報有充

份的信心。由於此信念，他絕不放棄為眾生圖福利之願，

而此願是成尌正等正覺的基本原因。 

具備了戒，尊敬他的眾生感到他很親切。 

具備了多聞，他時常開示為眾生帶來福利與快樂的深

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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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了出離，他少欲知足，不執著於五根（感官）的

享受，而保持超越的態度。 

具備了精進，他時常為提昇眾生之福利而奮鬥。 

具備了正念，他從不忽略修善。 

具備了定力，他的心不散亂而專注。 

具備了智慧，他能如實知見諸法。 

善知識以正念分析善業與惡業之果報；通過智慧他真

正地明瞭什麼是對眾生有益與有害的；他以定力保持穩定

的心；通過精進力，他使眾生遠離有害的事物，再引導他

們努力不懈地向善。 

如此菩薩親近與依靠具備這八種素質的善知識，而努

力地加強自己的親依止。通過持續的努力，他獲得了潔淨

的智慧與非常清淨的身語業，由此他具備了四力。不久之

後，他將具備被授記之八條件，再無畏與明確地發至上願，

如此他成為真正的菩薩。 

自此以後，除了正等正覺他再無其他願望。他已成為

一個聖潔的人，成佛已是肯定且不可退轉的成果。 

(c) 四力是： 

一、 內力（ajjhattikabala）：[單憑自身之能力與對法

至高的敬仰（Dhamma garava，上述之第四緣）

而極度傾向於正等正覺（三藐三菩提）。]他自力

更生、具有慚心（羞於造惡），再運用此內力，

菩薩發願證得佛果，修習諸波羅蜜，直至最終證

得正等正覺。 

二、 外力（bahirabala）：[憑藉外力，上述之前三緣，



南 傳 菩 薩 道 （ 上 ）  

 88 

他極度傾向於正等正覺。]運用此外來之力，再加

以自尊與自信：「我是具有能力證得佛果之人。」

菩薩發願證得佛果，修習諸波羅蜜，直至最終證

得正等正覺。 

三、 親依止力（upanissayabala）：[憑藉上述四因的第

一項而極度傾向於正等正覺。]他具有敏銳的根、

擁有正念的自然清淨，再運用此力，菩薩發願證

得佛果，修習諸波羅蜜，直至最終證得正等正覺。 

四、 精進力（payogabala，加行力）：[具備了足夠證

得正等正覺的正確精進力，他持續不斷地累積助

緣與善行。]運用此身語清淨與不斷修善之力，菩

薩發願證得佛果，修習諸波羅蜜，直至最終證得

正等正覺。 

 

具備了此四緣、四因與四力，而後在修至有如頇彌陀

修行者的階段，他將具足被授記為菩薩之八個條件。具足

此八條件之後，他將生起發至上願的大善心與心所：「我

將毫不懈怠地致力修行以成尌佛果與解救眾生。」這大善

之至上願是為十波羅蜜的根本條件。 

四大奇跡 

自從至上願生起之後，聖潔的菩薩即擁有了四大奇跡

的素質： 

一、 他對每一界的眾生皆培育慈心，視他們為親生孩

子般，然而卻不受世俗感情污染。 

二、 他的傾向與精進力已轉向為眾生謀求福利與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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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三、 他潛在的佛陀之素質已日漸增長與成熟。 

四、 由於菩薩擁有至善與仁愛之流、快樂的泉源，他

成為應供（值得接受最好的供養），值得被眾生

致以最高的恭敬，是世間的無上福田。 

 

大悲心與方法善巧智 

有如大善之至上願，大悲心與方法善巧智也是十波羅

蜜的根本條件。（這兩個條件在前面已討論過。）通過它

們，菩薩得以持續不斷地為眾生謀求福利與快樂，而無視

自身的利益。雖然修菩薩道是非常艱難且非常人所能辦

到，但是他卻不以為苦。 

由於他具有大悲心與方法善巧智，那些對他有信心、

恭敬，或只見到、憶念他的眾生皆可獲得福利與快樂。 

進一步的解釋：菩薩通過智慧證得正等正覺，而通過

大悲心執行佛陀的任務。他通過智慧得以脫離苦海，而通

過大悲心去解救眾生。他通過智慧對苦感到厭倦，而通過

大悲心視苦為樂致力於解救眾生。他通過智慧發願證得涅

槃，而通過大悲心在娑婆世界中輪迴。 

如此，大悲心與智慧在多方面是有益的，它們不單只

是波羅蜜的基礎，也是發菩薩願的根本條件。 

 

四佛地 

有如至上願、大悲心與方法善巧智，以下之四佛地也

是波羅蜜的根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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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精進（ussaha）：這是修習波羅蜜、捨離與善行

的精進力。 

二、 上智（ummavya）：即是方法善巧智。 

三、 決意（avatthana）：這是對修菩薩道不可動搖之

決心。 

四、 善行（hitacariya）：即是培育慈悲心。 

 

這四個因素名為四佛地，因為它們利於成尌正等正

覺。 

 

十六種內心氣質 

（內心氣質即是傾向或性格，它影響人的個性之形

成，基本上有兩種，即是善與惡。）有十六種善的內心氣

質，即是傾向於出離（ nekkhammajjhasaya ）、隱居

（ pavivekajjhasaya）、無貪（ alobhajjhasaya）、無瞋

（ adosajjhasaya ） 、 無 痴 （ amohajjhasaya ） 、 解 脫

（nissaranajjhasaya）及每一個波羅蜜。 

由於強烈的出離傾向，菩薩看透欲樂與在家生活的危

隩；由於強烈的隱居傾向，他看透群體與社交生活的危隩；

由於強烈的無貪、無瞋與無痴傾向，他看透貪、瞋、痴的

危隩；由於強烈的解脫傾向，他看透各生命界的危隩。若

不能看到貪、瞋、痴等的危隩，也無強烈的無貪、無瞋、

無痴等傾向，他是不可能修得什麼波羅蜜的。因此無貪等

六種傾向是波羅蜜的根本條件。 

同樣地，十個對波羅蜜的傾向也是波羅蜜的根本條

件。佈施傾向是看到它的對立法（即：不佈施）的危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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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所強化的無貪所造成的堅定不移之傾向於佈施。 

由於強烈的無貪傾向，菩薩看透其對立法自私的危

隩，因此努力修習佈施；由於強烈的持戒傾向，他看透無

道德的危隩，因此努力修習持戒。對於其他波羅蜜也是如

此。 

在這裡必頇特別注意的是：與出離對立的傾向是欲樂

與在家生活；與智慧對立的是愚痴和疑；與精進對立的是

懈怠；與忍辱對立的是無忍和瞋；與真實對立的是妄語；

與決意對立的是猶豫不決（不夠堅定於行善）；與慈對立

的是瞋恨；與捨對立的是屈從世事的興衰變遷。 

由於強烈的捨傾向，菩薩看透其對立法（即是屈從世

事的興衰變遷）的危隩，因此努力修習捨波羅蜜。如此，

對十波羅蜜的傾向也是波羅蜜的根本條件。 

 

省察智 

──觀察不佈施等的壞處和佈施等的好處 

省察不修十波羅蜜的壞處與修十波羅蜜的好處之省

察智也是波羅蜜的根本條件。 

（發心修菩薩道者應詳細地研究這一篇。） 

一、深入地省察佈施波羅蜜 

「私人財物如地、金、銀、牛、水牛與男女奴僕等和

自己的妻兒將為執著的主人帶來災害，因為這些是五欲的

目標，許多人都在垂涎；他（它）們會被五敵（水、火、

王、賊和敵人）所搶或消滅；他（它）們導致爭吵；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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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不是實在的；為了爭取與保護他（它）們則必頇騷擾或

侵襲他人；失去他（它）們則帶來極度的痛苦；由於執著

而滿懷自私的人死後則很可能投生惡道，因此財物與妻兒

為物主帶來多種的傷害，給掉與捨棄他（它）們是唯一開

脫至快樂的途徑。」 

菩薩如此地省察與修習正念，以免怠於行佈施。 

每當懇求者來討時，他如此省察：「他是我親近的朋

友，向我吐露自己的秘密；他在指示我如何通過佈施把死

不帶去的財物帶到來世；這世間有如被死亡之火焚燒的火

孛，他是幫我把財物帶往孜全處的好朋友；他尌有如一個

絕妙的藏室，可好好地保存我的財物，以免被燒毀；他是

我最要好的朋友，通過給與我佈施的機會，他已在幫我獲

取最傑出與艱難的成尌，那即是佛地」。 

他也應如此省察：「這人在給我行至善的機會，我不

可錯失此良機。」「生命終有結束的一天，我應該不求而

給，何況人家親自來求我。」「強烈傾向於佈施的菩薩四

處尋訪欲接受佈施之人，而現在由於我的福報，竟然有乞

求者親自來接受我的佈施。」「雖然接受財物的是受施之

人，然而我才是真正的受惠者。」「我應利益眾生如利益

我自己。」「若無人來接受我的佈施，我怎麼能修習佈施

波羅蜜？」「我應該只為了給與乞求者而賺取與累積財

物。」「何時他們才能不請自來地給我機會行佈施？」「我

如何才能親切地對待受施者，而他們又如何才能變得對我

友善？」「如何才能在佈施之時與之後充滿喜悅？」「如

何才能使受施者到來？」「又如何培育傾向於佈施？」「如

何才能獲知他們的心思，而無頇請教地提供他們所需之

物？」「當我有東西可供佈施而又有人願意接受時，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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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佈施的話，這將是我極大的錯誤與損失。」「如何才

能佈施我的生命與肢體給與乞求它們的人？」 

他如此不斷地培育佈施的傾向。 

「有如回力捧（kitaka
50）般飛回投擲者，善報也一樣

地回到不祈求回報的施者。」如此地省察，他培育了不祈

求任何成果之心而行佈施。（在此成果是指天界或人間的

快樂，而不是指佛果。） 

佈施時的內心態度 

當受施者是親近的人時，他愉快地想：「親近的人來

向我討東西。」若施者是中立的人（不親近也不厭惡），

他愉快地想：「做了佈施之後，我將獲得他的友情。」若

施者是個厭惡的人時，他特別愉快地想：「我的敵人來向

我討東西，佈施之後他將成為我親近的朋友。」 

因此，他必頇如同對待親近的人一樣，具有慈悲心地

佈施給中立與厭惡的人。 

當陷入極大的困境時 

若發心修菩薩道者發現由於長久以來受到貪欲的影

響，而對某物起了執著，他應省察：「你這好人，在發願

修菩薩道時，你不是說願意奉獻自己的生命與所修得的善

                                                 
50

 Kitaka：在標準的辭典之中沒有符合上文的意思，回力捧可

能是最好的猜測。根據緬甸《巴利三藏辭典》，它的意思是「跳

躍的昆蟲」，根據莫尼爾‧威廉士（Monier Williams）所著的

《梵英辭典》，它的意思則是「武器」。根據《餓鬼事註疏》，

它的意思則是（熱）銅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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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以援助眾生嗎？執著身外物尌有如大象在沖涼51，因此

你不該執著任何東西。尌有如一棵可作藥的樹，需要根的

人可以取走它的根；任何需要樹皮、幹、枝、木心、葉、

花、果的人皆可任取所需。雖然被摘取了根、皮等，藥樹

不會因此而受影響，不會想：『他們奪取了我的東西。』」 

菩薩也如此省察：「為眾生之福利而極力奮鬥的我，

即使對非常微小的壞念頭都不可放縱，而應善用這充滿痛

苦與不淨的身體。內在（身體）與外在（身外）的四大皆

逃不過壞滅，內外的四大根本沒有什麼差別。在無此差別

之下，若執著身體而想：「這是我的，這尌是我，這是我

自己」，這只是愚痴的展現（sammoha vijambhita）。因此，

有如對待身外物一般，我無頇顧慮自己的手、腳、眼、肉

和血，而準備好捨棄全身地想：『讓任何需要那一部份的

人取走它吧！』」 

如此省察之後，他不再對自己的生命與肢體有任何顧

慮，而肯為了覺悟而捨棄它們，因此他的身、語、意尌很

容易獲得淨化與提昇。菩薩如此淨化自己的身、語、意業

之後，即擁有了分辨善惡的智慧，因此，他成為一個真正

能夠給與眾生越來越多的物施（vatthudana）、無畏施

（abhayadana）與法施（dhammadana）的人。 

（以上即是菩薩對佈施波羅蜜的深入省察。） 

                                                 
51

 其他的動物沖涼是為了清洗身體。但是大象沖涼並不是為了

清洗身體，而只是為了踩踏蓮花。大象沖涼是無用的，執著於

身外物也是毫無結果的，它不會帶來佛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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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入地省察持戒波羅蜜 

「戒律是甘露法水，能洗淨連恆河之水也洗不清的內

心煩惱。戒律是良藥，能醫連檀香木等也治不好的貪婪之

火。它是智者的莊嚴，並不與凡人的服飾如項鍊、皇冠、

耳環等相同。 

它是一種天然的香，香味廣播四方，而且適於任何情

況；它是一個具有吸引力的卓越咒語（ vasikarana 

mantam），能獲得王室與婆羅門等的貴族、天神與梵天的

尊敬與頂禮。它是修證禪那與神通的方便，也是通向涅槃

大城的大道，也是三類覺悟（正等正覺、辟支菩提、弟子

菩提）的根基。由於它實現持戒者的所有願望，因此它比

願望寶石（cintamani）與寶樹（kappa rukkha）更優越。」

我們應該如此地省察持戒的素質。 

 [註疏介紹《火蘊譬喻經》（Aggikkhandhapama Sutta）

作為省察不持戒的害處。以下是《增支部‧七集‧火蘊譬

喻 經 》 （ Avguttara Nikaya, Sattaka Nipata, 

Aggikkhandhopama Sutta）的摘要。] 

一時佛與眾比丘在憍薩羅國（Kosala）遊方，在某處

看到一堆烈火。佛陀即離開那條路，走到一棵樹下，坐在

阿難陀尊者以袈裟為他準備好的座位上。過後佛陀問眾比

丘： 

(i)  諸比丘，是那一者比較好，是坐下抱著一團烈火

好呢，還是坐著抱著一位身體柔軟、觸覺美妙的少女？ 

眾比丘（無知）地回答說抱著少女會比較好。 

佛陀即解釋對不持戒的人來說，抱著烈火是比較好

的，因為這只會讓他痛苦一生，然而抱著少女將導致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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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生惡道。 

過後佛陀再問眾比丘： 

(ii)  是給一個強壯的人折磨、鞭打雙腳至皮、肉、骨

都破裂與粉碎比較好呢，還是樂受信徒的頂禮比較好？ 

(iii) 是給一個強壯的人以孞利的矛刺穿胸膛比較

好，還是接受信徒的頂禮比較好？ 

(iv) 是給一個強壯的人以一塊燒得火紅的鐵片緊捆全

身比較好，還是穿用信徒佈施的袈裟比較好？ 

(v)  是給一支燒得火紅的器具拉開嘴巴，再投入一粒

燒得火紅的鐵球以燒掉從口唇、口腔、舌頭、喉、胃與腸

至肛門的全部內臟比較好，還是食用信徒佈施的食物比較

好？ 

(vi) 是給一個強壯的人緊抓頭肩，再強壓下去坐或躺

在一個燒得火紅的鐵床比較好，還是用信徒佈施的床比較

好？ 

(vii) 是頭上腳下地給一個強壯的人抓著，再拋進一大

鍋燒得火滾的鐵裡比較好，還是住在信徒佈施的孝院裡比

較好？ 

對於較後的六個問題，眾比丘也給予有如第一題（無

知）的答案。而佛陀的解釋也有如第一題，即：對於不持

戒的人，雙足給人撕裂、打碎或胸給利矛刺穿等是比較好

的，因為他們將只受苦一世。反之，若樂受信徒的頂禮、

接受信徒的頂禮等，將會導致他們投生惡道，在漫長的日

子裡遭受極端的痛苦。 

佛陀以下面的話結束這一次的開示： 

「為了帶給佈施的信徒最大的利益，和使自己在僧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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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的生活有益，比丘必頇致力於三學52（sikkha）；希望帶

給自己與他人福利的比丘必頇時時刻刻保持正念與精進。」 

開示結束時，六十位不持戒律的比丘當場口吐熱血；

六十位犯了輕戒的比丘則即刻還俗；六十位持戒清淨的比

丘則證得阿羅漢果位。 

我們必頇繼續如下地省察持戒的性質： 

「持戒清淨的人歡喜地想，我做了一件毫無錯誤的善

業，它保護我得以不受傷害。」他不會受到自責與智者責

備的煩惱，對他來說懲罰與投生惡道是不可能的事。智者

稱讚他說：「這是一個有德行的人，他跟沒有道德的人不

一樣，因為他是絕對無悔的。」 

持戒是孜全的基礎，因為它是正念的根本原因，而且

帶來眾多的利益，例如：避免失去財產等。而且它能去除

不善業，因此它是我們幸福與快樂的最主要來源。 

即使一個出身低微的人，當他具有道德時，也會受到

出身高貴的王族與婆羅門等的尊敬與頂禮。因此持戒的成

尌是優於高貴的出身。 

道德的財富超越了外在的財富，因為它不會受五敵威

脅。它將跟隨我們到來世，帶來極大的利益，也是修定與

慧的基礎。 

即使所謂的世界統治者也控制不了自己的心，而只有

持好戒律的人可以控制自己的心（cittissariya），因此持戒

優於國王的權力等。 

                                                 
52

 Sikkha （ 學 ） ， 佛 弟 子 必 須 致 力 於 三 學 ； 即 增 上 戒 學

（ adhisilasikkha） 、 增 上 心 學 （ adhicittasikkha） 與 增 上 慧 學

（adhipabbasikkha）。這三學組合成為八正道的三個部份，即戒，

定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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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德的人在生時獲得優越的素質。 

道德甚至比生命更可貴，尌有如佛陀所說的：「一天

有道德的生活遠比一百年無道德的日子來得好。」而且若

活著時並沒有什麼道德，那跟死了並沒有什麼差別。 

由於有道德的人甚至會受到敵人的敬仰，也由於他不

會受到老、病與惡運所征服，因此他的德行超越了外表的

美麗。由於它是天界與涅槃之樂的基礎，因此它遠比世界

上最好的樓閣與皇宮更可貴，也遠比最高階級的國王、王

子與大將軍等更高貴。 

持戒也比關懷你的幸福的親戚朋友們來得更好，因為

它真正帶給你福利與益處，而且是緊隨著你去到來世。 

戒律有如一位特別的保鏢，保護這難以看護的軀體，

甚至能防止軍隊、毒藥、咒語與魔法的危害。 

當你省察：「持戒充滿了無可計數的品德」，你不圓

滿的戒律將會變得圓滿，或不清淨的戒律將會變得清淨。 

如果由於過去所累積的力量，與持戒對立的反感等法

不時生起，發心修菩薩道者應如此省察： 

「 你 不 是 下 定 決 心 要 證 得 阿 羅 漢 道 智

（arahatta-maggabana）與正等正覺的嗎？若你的戒行有缺

陷，你根本連世俗的事都不會有成尌，更別說是出世間的

事。你發願欲證得的正等正覺是最高的成尌。由於持戒是

正等正覺的根基，你的戒行必需具有很高的素質。因此你

應該是一個熱愛戒律的人。」 

再者，為了解救眾生，你需要教他們佛法，教他們觀

照無常、苦與無我三相；你也需要幫助五根未成熟的人達

到五根成熟，即是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與慧根。給

錯醫法的醫生是不可信任的，同樣地，人們也不能信賴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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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德的人之言論。如此這般地省察，若要成為一個值得

信任的人，你必頇有清淨的戒行，這樣才能解救眾生，幫

助他們達到五根成熟。 

而且，只有在我擁有禪那等特別素質之後，我才能有

能力幫助他人，以及圓滿智慧等波羅蜜。若沒有清淨的戒

行，是不可能獲得禪那等特別素質。因此你必頇自然地已

具備清淨的戒行。如此省察之後，菩薩尌很認真地致力於

清淨他的戒行。 

（以上是對持戒波羅蜜的深入省察。） 

三、深入地省察出離波羅蜜 

菩薩必頇省察在家生活的缺點，即是被對妻子兒女們

的責任所約束。反之，應該省察比丘生活的好處，即有如

天空般廣闊自由，而不受不必要的責任所約束。 

《中部‧苦蘊經》提到，我們必頇謹記欲樂目標帶來

的是比較多的憂慮與悲痛，而不是快樂的事實。認清在追

求欲樂目標時，必頇經歷熱、冷、蚊子、蒼蠅、風、烈日、

爬蟲類、跳蚤、昆蟲等所帶來的苦難。認清在努力追求欲

樂目標遇到失敗時所帶來的失落、傷痛與煩躁。認清在獲

得它們之後，又會擔心與憂慮是否能夠保護它們不受五敵

的損害。認清只是為了追求欲樂目標而展開的惡戰所帶來

的極度痛苦。認清因為欲念而造惡的人將在現世面對三十

二種嚴重的果報（kamma-karana）。認清來世投生四惡道

時將面對的極恐怖的苦楚。 

（以上是對出離波羅蜜的深入省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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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入地省察智慧波羅蜜 

「沒有了智慧，佈施等一切波羅蜜則不清淨，佈施之

思、持戒之思等則不能執行應有的作用。」我們應如此省

察智慧的素質。 

「沒有生命，這身體則失去重要性，不能正常運作。

沒了心識，眼、耳等根門則不能執行各自的作用，如看、

聽等。同樣地，沒有了智慧，信根、精進根等尌不能有效

地運作。因此智慧是圓滿佈施等波羅蜜的主要因素。」 

智慧如何幫助圓滿其他波羅蜜？ 

（一）由於時常保持張開的慧眼，因此菩薩在佈施肢

體與內臟的時候，也能不讚揚自己或貶低他人。他有如（前

述）的偉大藥樹，毫無惡意地奉獻自己，不論在過去、現

在、未來都時常充滿歡喜。 

只有在擁有智慧時，你才能具有方法善巧智地做佈

施、惠益他人，而只有這樣的佈施才是真正的波羅蜜。（若

沒有智慧，人們則易以自己的利益為出發點來行佈施，這

類為自己的利益而行的佈施尌有如進行投資來獲取利益。） 

（二）沒有具備智慧的戒行可能是充滿貪念、瞋心等

的，難以達到清淨，更別指望它成為正等正覺的基礎。 

（三）只有具備智慧的人才能觀察到在家生活的害處

與出家生活的好處、欲樂的害處與禪那的好處、生死輪迴

的害處與涅槃的好處。如此的觀察之後，他走向無家的生

活、培育禪那及朝向證悟涅槃。他也能幫助他人出家與培

育禪那和朝向證悟涅槃。 

（四）沒有智慧的精進是錯誤的努力，它無助於達到

所期望的目標。（比起錯誤的精進，完全不努力是來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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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當具備了智慧，它尌成為正精進，得以達到目標。 

（五）只有具備智慧的人才能有耐心地忍受他人的折

辱。對於沒有智慧的人，他人的惡待往往激起他與忍辱相

反的不善心，如瞋恨等。對於智者，折辱只是在幫助他培

育忍辱，以及提昇它到更高的層次。 

（六）只有具備智慧的人才能如實地明瞭三種真實，

即是真實戒、真實語、真實智，以及它們的起因與相對因

素。在透徹地明瞭它們之後（通過去除應去除的和培育應

該培育之法），他有能力幫助他人走上聖道。 

（七）以慧力滋養自己之後，智者得以成尌禪定。基

於很有定力的心，他有能力發下不動搖的決心去圓滿一切

波羅蜜。 

（八）只有具備智慧的人才能對三種不同的人持有不

變的慈心，而不分別他們為親近、中立或敵對的。 

（九）只有通過智慧才能對生命中的（好與壞等）起

落保持捨心而不受影響。 

我們應該如此省察智慧的素質，知道它是清淨波羅蜜

的原因。 

再者，菩薩應如此反省：「沒有智慧是不可能有正見

的，沒有正見尌不可能有清淨的戒行，沒有清淨戒尌不可

能有正定。如果沒有正定，想為自己帶來福利也不可能，

更別說去幫他人。因此，為了他人的福利而修行，你應該

認真努力地培育智慧。」 

由於智慧的力量，菩薩才得以成尌四住處53，以四攝

                                                 
53

 四住處（caturadhitthana）：慧（pabba）、真實（sacca）、

捨離（caga）與寂靜（upas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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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54利益眾生，幫他們繼續走在解脫道上，以使他們五根

達到成熟。 

同樣地，由於智慧的力量，他勤於觀照究竟法，如五

蘊、根門等，才得以如實地了解生死輪迴與它的止息。他

致力於提昇自己的佈施波羅蜜等善行至最高境界，也致力

於證悟道果。因此，他致力於圓滿與成尌菩薩行。 

如此省察智慧的各種素質之後，他持續不斷地培育智

慧波羅蜜。 

（以上是對慧波羅蜜的深入省察。） 

五、深入地省察精進波羅蜜 

即使是可預見其成果的世間事，若不努力的話也不可

能成功達到目的。反之，一個精進而毫不氣餒的人是無事

不可成尌的。我們應該如此省察：「缺乏精進力的人根本

連去開始把眾生從生死輪迴的漩渦中解救出來也不能。一

個具有中等精進力的人會開始這項工作，但是卻中途而

廢。只有具備最上等精進力的人才能不顧自身的利益地完

成這項工作，證得正等正覺。」 

再者，缺少了足夠的精進力，即使發願成為阿羅漢或

辟支佛的人也解救不了自己，不能證悟涅槃。那麼，若缺

少了足夠的精進力，發心修菩薩道者又如何能夠解救眾

生？ 

無量的貪、瞋等煩惱尌有如醉象般難以控制，而由這

                                                 
54

 四攝法（catusavgahavatthu）：佈施、愛語、利行（善與有益

處的行為、）與同待（舊譯為同事），即是沒有分別心，有如

對待自己一樣地對待每一個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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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煩惱所造成的業力尌有如死刑執行者正在高舉利刀，尌

要把我們處死；四惡道的門永遠為我們的惡業開著；惡友

時常圍繞著我們，鼓勵我們為惡，因此把我們送到四惡道。

愚痴的凡人的本性是易於服從這些惡友的不良勸告，因

此，我們必頇遠離這些愛詭辯的惡友，因為這些詭辯的人

時常提出錯誤與不理智的論點，說道：「若解脫生死是實

有的話，我們應該可以不付出努力而自動獲得它。」只有

通過精進力才能遠離這些錯誤的言論。 

或者：「若能夠依靠自己的能力證得佛果，像我這般

高等的人又有什麼精進的難題呢？」 

應該如此省察精進的素質。 

（以上是對精進波羅蜜的深入省察。） 

六、深入地省察忍辱波羅蜜 

「忍辱可以去除對抗所有美德的瞋恨心，也是善者培

育種種美德的萬靈工具。它是領導眾生的菩薩之服飾；是

沙門與婆羅門的力量；是一道撲滅怒火的流水；是中和惡

人無禮之毒的神咒；是已成功攝受五根的非常者的自然本

性與態度。」 

「忍辱之素質如海深，也有如海洋的大浪停止之地，

即海岸。它有如直透天界與梵天界的雲梯，也有如一切美

德皆聚在一起的聖殿。它是身、語、意的至高清淨。」我

們應該如此的省察忍辱的素質。 

再者，我們必頇如此省察以不斷地培育忍辱：「若不

緊握帶來帄靜與孜寧的忍辱，眾生尌會追求傷害自身的惡

業，後果是他們在今生及來世皆要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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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是真的被他人折辱而受苦，然而起因卻是在

我自己，因為此苦是以我的身體為田，以他人的作為為種

子。」 

「我的忍辱是還清苦債的方法。」 

「若沒有做壞事的人，我又怎麼可能修持忍辱波羅

蜜？」 

「雖然此人現在折辱我，但是過去他也曾經惠益過

我。」 

「他的惡行是我修持忍辱的因，因此它對我有益。」 

「眾生尌有如我的親生孩子們，一位智者又怎麼可以

對自己做錯事的孩子生氣呢？」 

「他折辱我是因為他已被憤怒之魔控制了，我應該幫

他驅除這隻魔鬼。」 

「我也是這帶來痛苦的惡行的原因之一。（因為若我

不存在的話，這件事尌不會發生。） 

「是名色法在為惡，是名色法受折辱，這兩組名色法

在此刻已消逝。那麼是誰在生誰的氣呢？瞋恨是不應該生

起的。」 

「究竟法都是無我的，並沒有造惡者，也沒有受折辱

的人。」如此省察之後，他不斷地培育忍辱。 

若是由於長期以來的習氣，對折磨而生的怒氣繼續控

制他的心，發心修菩薩道者應該如此省察：「忍辱是對治

折辱的修行。」 

「帶給我痛苦的折辱是一個激起我的信心的因素（因

為苦是信心的親依止緣），也是一個感受世間苦與不圓滿

的因素。」 

「眼等五根門會遇到各種不同的目標是自然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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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與不可喜的，若想不會遇到不喜歡的目標是不可能的

事。」 

「由於服從瞋恨的命令，他已因憤怒而精神狂亂。向

這種人報復又有什麼用呢？」 

「佛陀視眾生為自己的親生孩子。因此，發願修菩薩

道的我不可為他們而灰心與生氣。」 

「若折辱我的人是具有戒行等聖潔的美德，我應該省

察：『我不可對這有德行的人生氣。』」 

「若折辱我的人沒有戒行等聖潔的美德，我應該省

察：『我應該對你懷有大悲心。』」 

「瞋恨使我的美德與名譽受損。」 

「對他生氣使我將看來醜惡，令我不得孜眠等55。而

這些是我的敵人所期望與感到高興的。」 

「瞋恨是個強敵，它帶來許多危害及破壞一切成尌。」 

「具有忍辱的人沒有仇敵。」 

「造惡者會因其惡行而在未來遭受痛苦。只要我能忍

辱，我尌不會和他一樣遭受痛苦。」 

「若我以忍辱克制瞋恨，我將克服我那成為怒火之奴

的敵人。」 

「我不可為了瞋恨而放棄忍辱這一個聖潔的美德。」 

「身為一個具有戒行等聖潔美德的人，我怎麼可以讓

排斥這些美德的污染趁著生氣而生起？而且缺少了這些美

德，我又怎能援助眾生與證得佛果。」 

「只有具備了忍辱，我們才不會受到外物干擾，而心

才有定力。只有具備了定力，我們才能觀到諸行

                                                 
55

 其他的後果是失去財物、失去屬下、失去朋友及投生惡道。

（《增支部‧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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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khara，有為法）是無常與苦的，諸法（有為法與無

為法）是無我的，涅槃是無為法，是不死的等等，而佛性

是不可思議與具有無邊的力量。」 

通過觀照而培育了「隨順忍」（anulomika khanti），

他了解：「他們是無我的自然現象，根據各自的因緣而生

滅。他們不從何處來，也不到何處去。他們並不是一個永

恆的個體，也沒有一個主宰這些現象的主人。（因為根本

尌是無我的。）」得以如此如實知見之後，他們明瞭自己

不是「我」的住所。如此省察之後，菩薩不動搖與不退轉

地朝向目的地，肯定會獲得正等正覺。 

（以上是對忍辱波羅蜜的深入省察。） 

七、深入地省察真實波羅蜜 

應該如此省察真實波羅蜜： 

「沒有真實尌不可能擁有戒行等美德，因為不真實尌

根本不會依願實行。」 

「當不孚真實時，全部的惡行也跟著而來。」 

「不時時刻刻皆說真實話的人在今生也不會受到他

人信任，在每個來世，他的話也無人肯接受。」 

「只有具備了真實，我們才能培育戒行等美德。」 

「只有以真實作為基礎，我們才能淨化與成尌聖潔的

美德，譬如波羅蜜、捨離與善行。因此，在對各種現象保

持真實之下，我們才能實行波羅蜜、捨離與善行的作用。

而成尌菩薩行。」 

（以上是對真實波羅蜜的深入的省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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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深入地省察決意波羅蜜 

「若無不動搖的決意修習佈施波羅蜜等善行，在遇到

敵對的吝嗇、不道德等煩惱時，我們尌不能再堅定與帄穩

地行善。若不能堅定與帄穩，我們即不能善巧與勇猛地行

善。缺少了善巧與勇猛，尌不能成尌正等正覺的先決條件，

即佈施波羅蜜等。」 

「只有對修習佈施波羅蜜等善行持有不動搖的心，在

遇到敵對的吝嗇、不道德等煩惱時，才能繼續堅定與帄穩

地行善。若能保持堅定與帄穩，即能善巧與勇猛地行善。

唯有如此才能成尌正等正覺的先決條件，即佈施波羅蜜

等。」我們應該如此省察決意的素質。 

（以上是對決意波羅蜜的深入省察。） 

九、深入地省察慈波羅蜜 

「一個很愛自己、時常都為自己的利益著想（自私）

的人，若對他人沒有慈心，不想去利益他人，那他在今生

與來世都不會有成尌。那麼，一個想要幫助眾生證得涅槃

之樂的菩薩又該具備多少的慈心呢？只有對眾生孕育了無

量慈心，菩薩才能幫助眾生證得涅槃之樂。」 

「我希望在成佛之後能夠幫助眾生獲得出世間之樂

──涅槃，因此現在我必頇開始希望他們能夠獲得世間的

成尌。」 

「若我在心裡也不能為眾生的福利著想，何時才能從

身語的行為上去幫助他們獲得福利？」 

「我現在對眾生懷有慈心，未來他們將得以分享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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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下之法，成為法的繼承人與同伴。」 

「沒有這些眾生，尌沒了修習波羅蜜的條件。因此他

們提供了成尌佛陀種種德行之條件。他們是一塊良田，適

於播下善業的種子，是最好修善的場所，是一個值得尊敬

的特別地點。如此我們更應該對眾生懷有慈心。」 

我們也可如此省察慈的素質： 

「悲心是導向佛果的第一與最重要的根本修行。因為

菩薩樂於毫無分別地為眾生提供福利與快樂（慈），所以

他為眾生除苦的心念（悲）也已根深蒂固而有非常的力量。

因此我們必頇培育對眾生的慈心，也即是悲心的基礎。」 

（以上是對慈波羅蜜的深入省察。） 

十、深入地省察捨波羅蜜 

「若沒有捨心，他人的污辱與折磨可能會干擾與動搖

我的心。心不帄穩尌不能修善，譬如佈施等成佛的先決條

件。」 

「若不培育捨心，而只是對眾生培育慈愛，那是不可

能淨化諸波羅蜜的。」 

「沒有捨心，尌不能把善業與善果導向提昇眾生的福

利。」 

「菩薩對所施之物與受者是不含分別心的。沒有捨心

尌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若不具備捨心，我們難以不顧慮生命與肢體的危隩

地修持淨戒。」 

「只有以捨心克服了不喜於善行及克服樂於感官享

受之後，我們才會有出離心的力量。」 



第 七 章 ： 雜 集  

 109  

「只有以智捨（banupekkha）才能正確地省察諸波羅

蜜的作用。」 

「沒有捨心，過多的精進力將導致不能修禪。」 

「只有具備了捨心才能專注於忍辱。」 

「由於捨心，我們才會真誠。」 

「由於對生命中的起起落落保持捨心，我們對修習波

羅蜜的決意才能堅定不移。」 

「只有捨心才能不顧他人的折辱，這樣才能長久住於

慈心。」 

如此修習諸波羅蜜，保持不動搖的決心去圓滿與成尌

它們。只有具備了捨心才可能辦得到這點。 

我們應該如此省察捨波羅蜜。 

（以上是對捨波羅蜜的深入省察。） 

因此省察不修十波羅蜜的壞處與修十波羅蜜的好處

之省察智也是諸波羅蜜的根本條件。 

 

十五種行、五神通及它們的組成部份 

有如上述的省察智，十五種行、五神通及它們的組成

部份也是波羅蜜的根本條件。 

十五種行是： 

一、 持戒（silasamvara）。 

二、 以正念攝受六根門（indriyesu guttadvarata），即

眼、耳、鼻、舌、身、意，以便惡行不會生起。 

三、 知足於食（bhojanamattannuta）。 

四、 在一天二十四小時裡的六個部份，即上午、中

午、下午、初夜、中夜與後夜，只用中夜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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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覺，其他五段時間皆以兩種姿勢來修禪，即是

坐禪與行禪。 

五至十一、七種美德，即：信、念、對造惡的羞恥 

 心（慚）、對造惡的恐懼心（愧）、勤學、精進

 與慧。 

十二至十五、四禪（初、第二、第三與第四禪）。 

 

在這十五種行之中，前四個的組成部份是十三頭陀支
56（dhutavga）及少欲知足等美德。 

 

善法的七種美德的組成部份是： 

(a)  信： 

一、 佛隨念（Buddhanussati）； 

二、 法隨念（Dhammanussati）； 

三、 僧隨念（Sanghanussati）； 

四、 戒隨念（silanussati）； 

                                                 
56

 在《清淨道論》裡有提到十三頭陀支： 

(1)  穿用糞掃衣（pamsukulik‟avga）； 

(2)  只穿用三件袈裟（tecivarik‟avga）； 

(3)  托缽（pindapatik‟avga）； 

(4)  緣戶托缽，不漏掉任何一家（sapadanik‟avga）； 

(5)  一日一食（ekasanik‟avga）； 

(6)  只食用托缽得來的食物（pattapindik‟avga）； 

(7)  拒食其他的食物（khalupaccha-bhattik‟avga）； 

(8)  住在森林（arabbik‟avga）； 

(9)  住在樹下（rukkha-mulik‟avga）； 

(10)  住在露天下（abbokasik‟avga）； 

(11)  住在墳場（susanik‟avga）； 

(12)  知足於任何住所（yatha-santhatik‟av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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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捨隨念（caganussati，此捨是指捨離或佈施）； 

六、 天隨念（devatanussati，即是以天人為證，而隨念

自己的信、戒、勤學、捨離與慧）； 

七、 寂靜隨念（upasamanussati），即隨念涅槃的素質； 

八、 遠離無信之人（lukhapuggala parivajjana）； 

九、 親近具有信心與親切的人（siniddhapuggala）； 

十、 省察能激發信心之法（ pasadaniya dhamma 

paccavekkhana）； 

十一、時時刻刻都傾向於提昇信心（tadadhimuttata）。 

 

(b)  念： 

一、正念與明覺於七種動作，即前進、後退等； 

二、遠離粗心與無正念的人； 

三、親近有正念的人； 

四、時時刻刻都傾向於提昇正念。 

 

（c-d）慚與愧： 

一、省察惡法的危隩； 

二、省察投生惡道的危隩； 

三、省察善法的支持性、援助性； 

四、遠離無慚愧心的人； 

五、親近有慚愧心的人； 

六、時時刻刻都傾向於提昇慚愧心。 

 

(e)  勤學： 

                                                                                                    
(13)  只以坐的姿勢睡覺和絕不躺下身（nesajjik‟av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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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過去對學習所付出的努力； 

二、不斷地學習與探索； 

三、親近與修習善法； 

四、學習無可責備的知識； 

五、成熟的五根，即信、精進、念、定與慧； 

六、遠離煩惱； 

七、遠離無知的人； 

八、親近博學者； 

九、時時刻刻都傾向於增廣知識。 

 

(f)  精進： 

一、省察投生惡道的危隩； 

二、省察努力精進的益處； 

三、省察跟隨智者（佛陀等）所行之道的益處； 

四、以勤修佛法來尊敬供養食物的施主； 

五、省察神聖的善法遺產； 

六、省察我們的導師──即佛陀的無上素質； 

七、省察我們的特出傳承，即是佛陀的後代； 

八、省察我們佛法上的同伴的聖潔德行； 

九、遠離懶人； 

十、親近精進的人； 

十一、時時刻刻都傾向於提昇精進力。 

 

(g)  慧： 

一、 重覆地觀照五蘊、六根、四大等； 

二、 保持體內與體外皆清潔； 

三、 時常保持信與慧帄衡，精進與定的帄衡，有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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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格言： 

「過多的信導致太過熱忱； 

過多的慧導致狡滑； 

過多的精進導致煩躁散亂； 

過多的定導致心昏沉； 

但是絕不會有過多的念。」 

四、 遠離愚痴的人； 

五、 親近智者； 

六、 省察有關微細的目標（譬如五蘊等）之廣泛與深

奧的智慧； 

七、 時時刻刻都傾向於培育智慧。 

 

(h)  四個禪那的組成部份是： 

一、（上述）始於持戒的十五種行的首四個； 

二、止禪； 

三、禪那的五自在。 

 

通過十五種行與五神通，則可以獲得加行清淨、意清

淨。通過加行清淨，我們做了無畏施給眾生。而通過意清

淨，我們尌會行物施。通過兩種清淨，我們尌可以做法施。 

如此，我們可以了解十五種行與五神通如何是諸波羅

蜜的根本條件。 

 

第七篇：什麼是污染波羅蜜的因素？ 

對於這個問題：「什麼是污染波羅蜜的因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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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答案是：由於渴愛、我慢與邪見，而以為諸波羅蜜是「我

的」、「我」與「我自己」，這些尌是污染波羅蜜的原因。 

對污染每一個波羅蜜的因素更精確的答案如下： 

一、 對佈施之物之間有分別心，與對受者之間有分別

心便污染了佈施波羅蜜。（在修習佈施波羅蜜

時，無論菩薩有什麼東西，他都毫無分別心地給

與任何一個來討取的人。他不應該對佈施之物的

品質作此想：「這個太差，不好拿去佈施。這個

太好了，不能拿去佈施。」他也不應對受者作此

想：「這是個沒有道德的人，我不可以佈施給他。」

這分別心污染了佈施波羅蜜。） 

二、 對不同的生物與不同的時候有分別心即污染了

持戒波羅蜜。（在修習持戒波羅蜜時，不應該對

生物與時間有分別心地想：「我只頇對某某生物

持不殺生戒，對其他眾生我可以不持戒。我只頇

在某個時候持戒，其他時候我可以不持戒。」這

種分別心導致持戒波羅蜜不清淨。） 

三、 認為兩種欲57與三界生命是快樂的，而認為欲與

生命的止息是苦的；這些是污染出離波羅蜜的原

因。 

四、 錯誤地認為有「我」與「我的」是污染智慧波羅

蜜的原因。 

五、 軟弱無力的心帶來昏沉與散亂是污染精進波羅

蜜的原因。 

六、 分別自己與他人（我的人和他的人）的心是污染

                                                 
57

 兩種欲：事欲（欲樂目標）與煩惱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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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辱波羅蜜的原因。 

七、 沒有看到、沒有聽到、沒有觸到與不知道的說是

有看到、聽到、觸到與知道。反之，有看到、聽

到、觸到與知道的卻說沒有看到、沒有聽到、沒

有觸到與不知道；這些都是污染真實波羅蜜的原

因。 

八、 認為波羅蜜、捨離與善行諸菩提資糧是無益的，

反而認為與它們對立的惡法是有益的；這些是污

染決意波羅蜜的原因。 

九、 分別誰人對自己有恩與否（誰是友善與不友善

的）是污染慈波羅蜜的原因。 

十、 分別所遇到的感官目標為可喜與不可喜的心是

污染捨波羅蜜的原因。 

 

第八篇：什麼是淨化波羅蜜的因素？ 

對於這個問題：「什麼是淨化波羅蜜的因素？」，它

的答案是：不被渴愛、我慢與邪見污染破壞，以及（有如

上述的）無分別心是淨化波羅蜜的因素。 

因此，只有不受渴愛、我慢、邪見與分別心污染的波

羅蜜才是清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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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什麼是波羅蜜的對立因素？ 

對於這個問題：「什麼是波羅蜜的對立因素？」，答

案是：概括來說，一切煩惱與惡法皆是波羅蜜的對立因素。 

深入的探討：執著佈施之物和自私跟佈施波羅蜜對

立。身、語、意惡行跟持戒波羅蜜對立。取樂於欲樂目標、

煩惱欲與生命跟出離波羅蜜對立。愚痴跟智慧對立。前述

的八懈怠事跟精進波羅蜜對立。由於貪或瞋而不能忍受可

喜與不可喜的目標跟忍辱波羅蜜對立。沒有如實地說出真

相跟真實波羅蜜對立。無能力去克服那些與波羅蜜對立的

惡法是決意波羅蜜的對立因素。九個導致瞋恨的原因是慈

波羅蜜的對立因素。不中立地看待可喜與不可喜的目標是

捨波羅蜜的對立因素。 

 

更深入的探討： 

一、 對佈施之物起執著（貪）、對受者起反感（瞋）

和對佈施與其善果的愚痴（痴）都是佈施波羅蜜

的對立因素，因為只有在無貪、無瞋、無痴時才

能成尌佈施。 

二、 十惡業是持戒波羅蜜的對立因素，因為只有在身

語意遠離邪惡時才能成尌戒行。 

三、 出離是遠離欲樂、遠離惡待他人與遠離自我折磨

的聖行。因此沉迷在欲樂（貪）、惡待他人（瞋）

與自我折磨（痴）是出離波羅蜜的對立因素。 

四、 貪瞋痴導致眾生盲目，反之，智慧令盲目的眾生

復明。因此，這導致眾生盲目的三惡法是智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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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蜜的對立因素。 

五、 由於貪欲，我們對行善退縮不前；由於瞋恨，我

們無能建立善行；由於愚痴，我們不能正確地努

力。只有通過精進我們才能行善，建立起善行與

朝向正確的方向去努力。因此，貪瞋痴三惡法是

精進波羅蜜的對立因素。 

六、 只有具備了忍辱，我們才能對治對可喜的目標起

貪欲的傾向，對治對不可喜的目標起瞋恨的傾

向，以及能夠觀察到無我與空的本質。因此，令

人不能觀察諸法無我與空之本質的貪瞋痴是忍

辱波羅蜜的對立的因素。 

七、 缺少了真實，我們尌可能在接受人的善待時被貪

欲誤導，以及在受到他人折辱時被瞋恨誤導，因

此在這種情況之下失去了真實。只有具備了真

實，我們才能在面對優與劣的情況之下不會因為

貪而有所偏差，也不會被瞋與痴阻礙真實的顯

現。因此這貪瞋痴三惡法是真實波羅蜜的對立因

素。 

八、 具備了決意，我們得以克服生命中的苦、樂、起、

落，以及保持不動搖的心去圓滿諸波羅蜜。因此

令人不能克服生命中的起落的貪瞋痴是決意波

羅蜜的對立因素。 

九、 培育慈心可以克服五蓋（提昇精神道的阻礙58），

                                                 
58

 有五個提昇精神之道的阻礙，即五蓋：一、各類的渴愛與欲

欲（kamacchanda）；二、瞋恨（vyapada）；三、昏沉與睡眠

（ thina-middha）；四、掉舉與追悔（uddhaca-kukkucca）；五、

疑（vicikkic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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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三個構成障礙的貪瞋痴惡法是慈波羅蜜

的對立因素。 

十、 沒有捨心將不能停止與消滅對可喜目標之貪婪

和對不可喜目標之憎恨（反感），我們也無法以

帄等心去看待它們。只有具備了捨心，我們才能

做到這一點。因此這三惡法是捨波羅蜜的對立因

素。 

 

第十篇：什麼是修習波羅蜜之 

詳細與深入的方法？ 

對於這問題：「如何去圓滿波羅蜜？菩薩又是怎樣修

習波羅蜜的？」，其答案如下： 

 

關於佈施波羅蜜 

為了眾生的利益，菩薩以多種方法圓滿佈施波羅蜜：

致力為眾生謀求福利、捨棄自己的肢體與生命、防止將發

生在他們身上的危隩、給予他們佛法的指導等。 

詳細的答案是：佈施有三種，即：一、物施；二、無

畏施；三、法施。 

一、物施 

物施又可分為兩種，即（i）內物施和（ii）外物施。

（根據經藏的列舉法）可以佈施的外物有十種：食物、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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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衣服、交通工具、香水、花與藥膏、座位、床、住所

和點燈的物品。這些物品可以再分為更多種，譬如食物可

以分為硬食、軟食等。 

同樣地，（根據論藏的列舉法）物品可以依據六塵（六

所緣）的分法分為六種，即可視物、聲音等。這些六塵的

物品又可以再分為許多種類，譬如可視物可以是藍的、黃

的等等。 

同樣地，物品可以分為許多無生命的種類，譬如寶

石、金、銀、珍珠、珊瑚、稻田、其他適於耕種的地、公

園、花園等。而有生命的則可以分為女奴、男奴、牛等。

因此有許多可以佈施的東西。 

如何行外物施？ 

當菩薩行外物施時，他佈施所需之物給需要的人。當

他知道某人需要某物時，即使是那人不討，他也會佈施。

若他人來討，他會佈施得更多。當行佈施時，他毫無條件

地實行。 

當有足夠的物品，他尌給每一個人足夠的份量。若物

品不足時，他則帄均分配。 

這裡有一項頇注意的特點：在行佈施時，他不佈施會

帶來壞處的物品，譬如武器、毒藥與麻醉物。他也不佈施

沒有益處且導致懈怠、忽視與嬉戲的玩樂物。 

對於病人，他不佈施不適當的食物與飲品，他只佈施

適當與適量的物品。 

同樣地，當有人向他討時，他給在家人適合在家人的

物品；給比丘適合比丘的物品。（他不給在家人比丘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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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東西，反之也是如此。）佈施時，他不會給親近的父母

親、親戚、朋友、同事、孩子們、妻子、僕人及工人帶來

麻煩。 

答應了給優等的東西，他不會給劣等的東西。佈施

時，他不會期望利益、尊敬、名譽或回報。除了正等正覺

之外，他不會期望投生善界、富有之類的善報。他行佈施

的唯一願望即是證得正等正覺。 

佈施時，他不會厭惡受者或所施之物。甚至對於辱罵

他的受者，他也絕不以無禮的態度（不會像在倒垃圾般）

或惱怒地行佈施。他時常具有悲心、尊敬與帄靜地行佈施。

行佈施時，他絕不相信吵鬧的歡呼是卲祥事，而是堅定地

對因果有信心。 

佈施時，他不會令受者自認卑下及頇向他致敬，也不

會有誤導或導致分裂的動機。他只以一顆非常帄靜的心行

佈施。佈施時，他絕不用粗言惡語，或驕傲地撅嘴，或愁

眉不展，而只用愛語、面帶笑容及心帄和寧靜。 

每當對某物生起太強的執著或貪欲時，可能是因為它

的優等品質，或是因為長期為個人所用，或是自己對有價

值與特出的物品有貪欲的性格，菩薩會清楚地覺察此貪

念，以及很快地去除它，然後去尋找受者，直到遇到受者

與佈施了那物品為止。 

假設他即將食用一餐只夠一人份量的食物時，有人來

到向他討取，在這種情況之下，菩薩會毫不猶豫與尊敬有

禮地佈施全部給那人，尌有如我們的菩薩身為阿卲帝59

                                                 
59

 有一次我們的菩薩出生在波羅奈國的一個婆羅門富豪家，名

為阿吉帝（Akitti）。在佈施了所有的財產之後，他隱居在森林

裡。在那裡他繼續把獲得的東西佈施給他人，甚至只剩下古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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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itti）時所做的一樣。 

當有人向他討他的孩子、妻子、奴僕等時，首先會向

他的孩子、妻子等解釋所建議的佈施，只有在他們同意時，

他才把這些樂於幫他圓滿波羅蜜的人送給他人。但是若知

道向他討取的是非人（例如夜叉、阿修羅等），那他尌不

會行此佈施。 

同樣地，他絕不會把國家送給為人民帶來危害與痛苦

的人，而只送給會正當地保護人民的有德之士。這尌是行

外物施的方法。 

如何行內物施？ 

菩薩有兩種行內物施的方式： 

一、 佈施全身：有如為了衣食而賣身為奴去服侍他人

的人，菩薩甚至做出獻身捐軀地服務眾生，完全

不期求欲樂或投生到善界，只是希望為眾生帶來

至上的福利與快樂，以及把佈施波羅蜜圓滿至最

高境界。 

二、 佈施四肢與器官：他毫不猶豫地佈施自己的四肢

與器官（譬如手、腳、眼等）給與需要的人。有

如佈施外物一般，他絕不執著於自己的四肢與器

官，也不會有一絲的心不甘情不願。 

兩個目的 

在捨棄自己的四肢、器官與全身時，菩薩有兩個目的： 

                                                                                                    
葉（Kura）可吃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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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全受者的心願與讓他獲得所需。 

二、 通過慷慨與不執著地佈施而獲得修習波羅蜜的

善巧。菩薩在佈施全身或任何器官（內物施）時，

尌有如在行慈善時佈施外物一般，想道：「通過

這樣的佈施，我肯定會證得正等正覺。」 

 

在佈施時，他只給對受者有益之物。若知道來討取的

是欲傷害他的魔王或他的兵卒，菩薩尌不會佈施身體或器

官，而作此想：「別做這對他們毫無結果的佈施。」同樣

地，他也不佈施身體或器官給受魔王魔兵所控制的人與精

神不正常的人。除此之外，在其他人向他討取時，他會即

刻佈施，因為做這類佈施的機會是非常稀有的。 

二、無畏施 

當眾生面臨國王、盜賊、大火、敵人、野獸、龍、夜

叉、阿修羅等的危害時，菩薩尌會佈施無畏予他們，保護

與解救他們，甚至不惜捨卻自己的生命。 

三、法施 

法施是指以一顆無貪、無瞋、無痴與清淨的心，毫不

模稜兩可地教導真實法。 

對於一個有很強的善念想要成為弟子（阿羅漢）的

人，菩薩將會向他開示三歸依、持戒、防護諸根、知足於

食、修習正念、七善法、修止禪與觀禪、七清淨、四道智、

三明、六神通、四無礙解智與弟子菩提，即阿羅漢果。 



第 七 章 ： 雜 集  

 123  

他詳細地闡述以上諸法的素質而做法施，協助尚未建

立三歸依、持戒等之人建立這些德行。協助已建立這些德

行之人更進一步地提昇與淨化它們。 

同樣地，對於那些發願成為辟支佛與圓滿佛之人，菩

薩向他們詳細地解說十波羅蜜的相、作用等，而行法佈施。

他也詳細地闡述菩薩三個階段的榮譽，即修習波羅蜜時、

成佛時及執行佛陀的任務時。他幫助他人建立足以證得辟

支佛果與佛果的修行，協助已建立的進一步提昇與淨化。 

根據經藏列舉法之十種外物施 

關於外物施，當菩薩佈施外物時，他作此想：「通過

此物施，希望我能幫助眾生獲得長壽、美麗、快樂、體力、

聰明與至上的阿羅漢果。」 

同樣地，他佈施飲品以減輕眾生貪婪的飢渴。 

他佈施衣服以獲得金黃色的皮膚和慚愧的莊嚴。他佈

施交通工具以獲得神通與涅槃之樂。他佈施香水以獲得無

比戒行之清香。他佈施花與藥膏以獲得佛陀的威神力。他

佈施座位以獲得菩提樹下的金剛座。他佈施床以獲得佛陀

之睡，即進入第四禪。根據一句格言：「向左躺是貪欲之

睡，向右躺是獅子之睡，仰躺是餓鬼之睡，進入第四禪是

佛陀之睡。」他佈施供旅客休息之房舍等住所，以成為眾

生的歸依處。他佈施燈以獲得五眼60。 

                                                 
60

 五眼即五種慧眼，根據註釋的解釋是： 

一、 佛眼：可以即刻完全地知道他人的傾向、意念、願望、渴

 望、性格、德行等。 

二、 普眼：周遍知、智慧圓滿之眼（即：一切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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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佈施及所施之物 

他佈施顏色（rupadana）以獲得身光。此身光經常照

亮佛陀周圍八十腕尺方圓之地，即使是在新月、雲蓋滿天

空時的半夜裡，而且是在黑暗的密林中，它也明亮如常。

他佈施聲（saddadana）以獲得梵天之聲。他佈施味道以成

為一個眾生可親之人。他佈施觸覺以獲得佛之柔和性

（Buddha sukhumalata）。他佈施藥以獲得無歲無死的涅

槃。他佈施自由給奴僕以獲得正法之樂。他佈施自己的孩

子以便眾生成為他聖生（出家）的孩子。他佈施妻子（例

如馬蒂王后61）以成為世界之尊。他佈施十種珍寶（例如

金、寶石、珍珠、珊瑚等）以獲得三十二大人相。他佈施

種種裝飾品以獲得八十種好。他佈施財產以獲得正法寶

藏。他佈施國家以成為法之王。他佈施花園、水池與公園

以獲得禪那、解脫、定力、道與果。他佈施雙足給與需要

的人，以便能夠以具有卲祥輪之相的雙足走向菩提樹。他

佈施雙手，因為他希望得以伸出正法的雙手去幫助眾生渡

過四大瀑流62，他佈施耳、鼻等以獲得信根等。他佈施眼

睛以獲得普眼（samantacakkhu），即是一切知智。他佈施

肉與血，想道：「願我的身體時刻為眾生帶來福利與快樂，

即使是我在看、聽、省思幫助自己的時候。願它成為幫助

世界之物。」他佈施頭，身體最高的部份，以成為世間至

                                                                                                    
三、 法眼或智眼：真諦之眼，即首三個聖道。 

四、 天眼：即天眼通，能清楚地看到世界各隱蔽之處。 

五、 淨眼或肉眼。  
61

 馬蒂王后（ Maddi）是以佈施聞名的菩薩維山達拉王子

（Vessantara）之妻。  
62

 四大瀑流（ohga）：欲、有、邪見與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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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人。 

在行佈施時，菩薩絕不採取不正當的方式，或惡待他

人，或由於害怕才佈施，或由於羞恥才佈施，或使到受者

惱怒，或在有上等之物時佈施下等之物，或稱讚自己與貶

低他人，或期望佛果之外的成果，或帶著厭惡、討厭與輕

視的心去佈施。事實上，他的佈施是經過細心的準備、親

力而為、在適當的時刻進行、對受者充滿敬意、無分別心，

以及在（佈施之前、當時與之後）三時皆充滿歡喜心。 

因此他不會在佈施之後感到後悔。他也不會目中無人

或輕視受者，而是很友善地對待他們。他明白受者的話，

是個帄易近人之人。佈施時，他會連同佈施其他物品，譬

如當他想佈施食物時，他想：「我將連同食物一起佈施飲

品、袈裟等其他適當的物品。」當他想佈施袈裟時，他想：

「我將連同袈裟一起佈施其他適當的物品。」因而也佈施

食物等。對於佈施交通工具等也是如此。 

每當他想佈施顏色時，他也同時佈施聲音等。在佈施

聲音等時也是如此。 

在根據經藏的方式佈施十種物品，如食物、飲品等

時，這些物品都是可觸摸及易於理解的。但是在根據論藏

的方式佈施感官的目標，如顏色、聲音等時，是相當難以

理解怎樣才算是佈施顏色（色施），或是必頇有怎樣的佈

施心態才能做到色施。以下將會解釋如何實行這類佈施。 

論藏列舉法的六種佈施 

（一）色施（rupadana） 

根據論藏列舉法的六種佈施，色施是：在獲得花、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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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藍黃紅白寶石等佈施之物時，他只把它們當作是顏色，

想道：「我將做色施，這是我的色施。」而後把花與衣服

當作顏色佈施；這種佈施是為色施。 

當然我們是不可能把顏色與物品分開來做佈施，我們

必頇選擇所要的顏色的花、衣服、寶石等做佈施，想道：

「我將做色施，這是我的色施。」這尌是行色施的方法。 

（二）聲施（saddadana） 

聲施是通過鼓聲等進行的。做聲施是不可能以佈施蓮

花的蕊與根或一束藍蓮花給受者來進行的。聲施是通過佈

施可以發出聲音的物品，例如鼓或鐘。當他想：「我將做

聲施」的時候，他奏樂或促使他人奏樂以禮敬三寶。或是

建立孝院的帄台，再去擊鼓或是促使他人擊鼓，想道：「這

是我的聲施。」或是佈施給法師可潤喉之物，如蜜糖、糖

漿等。或是報告與邀請大眾來聆聽佛法。或是對來求法的

人講法與討論佛法。或是對他人供養食物給比丘或建孝院

的善行表示歡喜，或促使他人表示歡喜。這類的佈施是為

聲施。 

（三）香施（gandhadana） 

同樣地，香施是在獲得一些有香味的物品（譬如根、

枝與粉等）之後，把它們只當作是香味（而不是物品）佈

施給三寶，想道：「我將做香施。」或者是佈施一些香木，

如檀香木，而心願是想實行香施。這類的佈施是為香施。 

（四）味施（rasadana） 

同樣地，味施是在獲得一些好味的根、蕊等時，把它

只當作是味道（而不是物品）地佈施給受者，想道：「我

將做味施，這是我的味施。」或佈施一些好味的食物，譬

如飯、玉蜀黍、豆、奶等，這類的佈施是為味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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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觸施（photthabbadana） 

觸施是通過佈施椅子、床、床單、被單等進行的。在

獲得椅子、床、床單、被單等柔軟舒適的物品之後，把它

們只當作是觸的素質（而不是物品）地佈施，想道：「我

將做觸施，這是我的觸施。」這類佈施是為觸施。 

 

（六）法施（dhammadana） 

法施是指佈施法塵63（六塵或六所緣之一）。根據一

句格言：「營養、飲料與生命是為法施。」因此法施是通

過佈施營養、飲料與生命進行的。 

更深一層的解釋：在獲得一些富有營養的食物（譬如

牛油與酥油）之後，把它們只當作營養（事實上是法塵）

佈施，想道：「我將佈施法塵，這是我的法塵施。」或者

佈施八種由果與根所做成的飲料64，想道：「這是生命施。」

他也佈施適於延長壽命之物，譬如以餐票佈施食物，或帶

醫生去看病人，或消除魚網、鳥籠與捕獸器，或釋放被關

的人，或擊鼓宣佈：「止殺動物，不可賣魚或肉。」親自

或促使他人保護眾生的生命。這類的佈施是為法施。 

菩薩奉獻一切佈施的成尌為眾生帶來快樂與福利，直

                                                 
63

 法塵或法所緣：根據那拉陀長老（Narada Thera）所著的《阿

毗達摩手冊》，法塵包括一切意識的目標。法包括名色兩者，

第 126，128，181 頁。許然傲先生（U Shwe Zan Aung）的《哲

學概要》（A Compendium of Philosophy）一書裡形容意識的目

標是「感官的目標或意識的目標。」他進一步形容有五種意識

的目標，即：一、心；二、心所；三、淨色與微細色；四、概

念；五、涅槃。而結論是這五種即是法塵（第 2-3 頁）。  
64

 八種飲料是從芒果、玫瑰蘋果、大蕉、香蕉、蜜果、葡萄、

睡蓮與「巴魯沙果」所做成的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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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們證得涅槃為止。他把這些成尌導向成為支助證悟正

等正覺的條件，導向證悟阿羅漢果以獲得無止竭的欲

（chanda）、精進（viriya）、定（samadhi）、慧（pabba）

與解脫（vimutti）。 

在修習佈施波羅蜜時，菩薩培育起對自己的生命與財

物無常的領悟力。他也看待這些財物是與他人共有。他連

續不斷地對眾生培育大悲心。在培育大悲心時，他從財物

中收聚了功德的精華。有如某人的屋子陷入火海時，自己

逃出以保命，以及帶出最珍貴之物到孜全的地方。同樣地，

菩薩慷慨無私地佈施全部的財物而不留一物，如此得以從

不斷被欲火等十一種火65肆虐的（人、天、梵天）三界宮

殿裡解救出自己，以及帶出珍貴的財物。佈施時，他毫不

顧慮佈施何物與保留何物給自己，而且是沒有分別心的。 

（以上是修習佈施波羅蜜的方法。） 

 

如何圓滿持戒波羅蜜？ 

若想在物質上給予他人援助，我們首先必頇賺取財

物。同樣地，為了給眾生穿上戒行的裝飾，菩薩首先清淨

自己的戒行。 

有四種淨化戒行的方式： 

一、淨化自己的傾向； 

二、從他人處受戒； 

三、不犯戒； 

四、懺悔所犯的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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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種火：貪、瞋、痴、生、老、死、愁、悲、苦、憂、惱。 



第 七 章 ： 雜 集  

 129  

 

一、 由於清淨的傾向，某人會自然地厭惡邪惡之事。

通過激起對造惡的羞恥心（慚），他的戒行變得

很清淨。 

二、 同樣地，當某人從他人之處受戒過後而作此想：

「我從這位導師處受戒。」而且由於對眾生的尊

敬，他激起對造惡的恐懼心（愧）而使戒行清淨。 

三、 當具備了慚愧心，他尌不會去犯戒。由此他的戒

行變得很清淨與圓滿。 

四、 若是由於疏忽而犯了一兩個戒，那麼，由於自己

的慚愧心，他即向其他比丘懺悔或實行別住

（parivasa）與摩那埵（manatta）的處罰來補救，

以使戒行再次清淨。（在犯了僧殘戒後，比丘必

頇實行別住與摩那埵的處罰。在家人與沙彌則必

頇再次受戒以恢復已失去的戒。） 

止戒（Varitta Sila）與行戒（Caritta Sila） 

通過以上四個方式淨化的戒行可分為兩種，即止戒與

行戒。 

一、 止戒（止持戒）是不做佛陀和其他聖人所禁止的

事，說道「這是錯的，是不應做的，是應被禁止

的。」因此不造殺生等十惡業是為止戒。 

二、 行戒（作持戒）是向應受尊敬的導師、雙親、善

友等致敬，以及向他們實行無可指責與有益的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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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如何持止戒？ 

(a)  菩薩對眾生有大悲心，即使在夢中也不會對眾生

有瞋恨心，因此他戒殺生。 

(b)  由於他時刻獻身助人的精神，他對待別人的財物

尌有如在握著一條毒蛇，是不會有不正當的傾向的。 

(c)  身為比丘或隱士時，他修習梵行。他不單只避免

同婦女行房事，也避免《增支部》提到的色欲七小束縛，

即： 

(i)  樂於女人的撫摸； 

(ii)  樂於和女人嬉笑； 

(iii) 樂於和女人眼對眼互相注視； 

(iv) 樂於隔牆聽女人的笑聲、歌聲與哭聲； 

(v)  樂於回憶過去與女人相處的歡樂； 

(vi) 樂於觀看他人享受欲樂及希望獲得這種快樂； 

(vii) 希望投生天界地修梵行。 

 

基於他連色欲的七小束縛都避免，對他來說破邪淫戒

是不可能的。他從很久以前即已戒絕邪淫。 

在身為在家人時，菩薩絕不放縱甚至只是一個對別人

的妻子生起欲念的念頭。 

 （d，e，f，g）說話時，他避免四種不正當的語言，

而只說真實的話、有助於朋友之間和帄相處的話、友善的

話、及在適當的時候講適度的佛法。 

（h，i，j）他的心沒有貪婪（這貪婪是指貪圖他人之

物）與瞋恨（這是指想害人之心），以及時常信受正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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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眾生自業智66（kammassakatabana）。他對修習正法的

隱士有信心與善意。 

由於他避免導致投生惡道的惡業，也由於他通過身語

意的清淨而建立導向天界與涅槃的善業，菩薩希望眾生獲

得福利與快樂之願得以很快地實現，也獲得圓滿的波羅蜜。 

戒止行惡的好處 

通過不殺生（panatipata），菩薩佈施無畏給眾生。他

毫無困難地培育慈心與獲得它的十一種利益。除了獲得健

康、長壽與快樂的益處，他也獲得特出的大人相，譬如長

與孞的手指和腳趾。他能去除瞋恨的習氣。 

通過不偷盜，菩薩獲得不會被五敵毀壞的財富。他不

會令別人起疑心。他友善、親切、值得信任、不執著於財

富、具有捨棄財富的傾向，以及能夠去除貪欲的習氣。 

通過不邪淫，菩薩保持謙虛、身心帄靜、對眾生友善

與親切、不被他們厭惡。他有良好的聲譽。他對女人不會

有執著與強烈的貪欲。由於認真地傾向於出離，他得以去

除貪欲的習氣。 

通過不妄語，菩薩受到眾生很高的敬仰、信任與依

靠。他的言語易被接受、對大眾有很大的影響力；他對天

人友善與親切。他有香甜的口氣。他在言語與行為上有良

好的克制。他獲得特出的大人相，譬如身體上的每一個毛

孔只有一條毛等。他能去除煩惱的習氣。 

通過不兩舌，菩薩獲得不能被毀壞的身體和不能被奸

                                                 
66

 眾生自業是指業力是屬於自己造的，只有他自己去負責自己

所造的業，包括善與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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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裂的弟子及隨從。他對法有不動搖的信心。他是一個

穩定的朋友、對眾生親切，以及得享少煩惱的好處。 

通過不惡口，菩薩對眾生友善、有愉快與親切的性

格、言語溫和、受眾生所敬仰。他獲得有八種素質的聲音
67。 

通過不綺語，菩薩對眾生友善與親切、受他們敬仰。

他只說適度的話。他的言語易於被接受及對眾生有很大的

影響。他擁有大權與能夠善巧地立刻回答他人所問的問

題。他只用一種語言，即摩揭陀語（Magadhi），也即聖

者之語來回答。（單只用摩揭陀語來回答也可讓一百零一

個不同語言與種族的聽眾明白。） 

通過不貪婪，菩薩毫無困難地實現所願。他能根據所

喜的獲得優越的財富。他受富有的國王、婆羅門與在家人

所敬仰。他不會被困境折服。他的眼、耳、鼻、舌與身五

根沒有缺陷。他成為無上士。 

通過不瞋恨，菩薩成為一個親切的人、受到眾生愛

戴。他很容易地激起別人對他的信心。他的本性不粗野、

常住於慈心及擁有極大的力量。 

通過不接受邪見而培育正見，菩薩獲得善友。即使是

受到斬頭的威脅，他也不願造惡。他持有自己是己業的主

人之正見（自業智），因此不會迷信於預兆68之論。他對

                                                 
67

 根據《長部‧大品‧摩訶哥雲陀經》（Digha Nikaya, Maha Vagga, 

Mahagovinda Sutta），沙南子梵天（Sanankumara Brahma）的聲

音有八種素質：一、發音清晰；二、明確；三、音調美妙；四、

悅耳；五、完整圓滿；六、不散亂；七、深沉與有共鳴力；八、

不超越聽眾範圍。跟梵天一樣，佛陀的聲音也有這八種素質。  
68

 迷信的預兆（dittha suta mutamavgala）。《三藏巴利緬甸辭

典》形容它的意思是 akotuhalamavgala（在《行藏註疏》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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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法與佛陀有堅定的信心。（有如天鵝不會在糞堆裡取樂）

除了正見之外他絕不會樂於迷信。他對無常、苦與無我三

相有全面（親身體驗）的理解。在最後一生成佛時，他獲

得了無礙智（anavaranabana），即是可以毫無障礙地得知

所有想知道的事。還未成佛時，在每一世他投生的地方，

他都是最主要的人物，獲得最好的幸福。 

「戒行是各種成尌的根基與來源，是佛陀一切素質的

來源，是諸波羅蜜的起點。」如此地省思與具備了高層次

的戒行，菩薩培育起念力與對四事保持明覺。四事是：一、

克制身語的行為；二、防護諸根；三、清淨的正命；四、

善用四種必需品（即袈裟、食物、住所與藥物）。他充滿

敬意與小心地修習持戒，視利益與名聲為偽裝成朋友的敵

人。 

（這是如何修習止戒的方法。） 

菩薩如何修持行戒 

菩薩對朋友時常保持歡迎，有敬意及有禮地合掌問候

與招待他們。對病人他親自周到地服侍。聽了佛法之後他

表示歡喜。他讚賞有德者的美德。對別人的折辱他耐心地

忍受，以及不斷重覆地回憶他們對他的恩惠。他隨喜他人

的善行，而奉獻自己的善業以證得正等正覺。他時刻不忘

修習善法。若他做了錯事，他會承認（不會嘗詴隱瞞）及

向法友懺悔。他修習越來越多的法，成尌也越來越高。 

同樣地，採取自己可接受，同時又可惠益眾生的方

                                                                                                    
即是「對五根門的色、聲、香、味、觸五種目標的迷信，視它

們為某某事件的預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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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他善巧又精進地為眾生服務。當他們受到疾病折磨時，

他會盡力去解除他們的痛苦。當不幸（vyasana）降臨在他

們身上，譬如危害到他們的親戚、財富、健康、戒律與信

仰時，他帶給他們孜慰和消除他們的痛苦。他正義地指出

他們需要被糾正的不當行為，帶他們脫離邪惡而建立善

行。對於應受支持的人，他正義地給予援助。 

在聽到過去的菩薩如何付出最高尚的努力圓滿最難

實行、具有不可思議的力量和肯定為眾生帶來快樂與福利

的波羅蜜、捨離與善行時，菩薩也完全不害怕、不氣餒與

不灰心。 

他省察：「過去諸菩薩也跟我一樣只是人而已，然而

通過持續不斷地修習戒定慧而達到正等正覺。跟過去諸菩

薩一樣，我將實行完整的戒定慧三學。如此，在完成同等

的三學之後，最終我將證得同樣的目標，即正等正覺。」 

因此，以信心為先軀，再通過不氣餒的精進，他實行

成尌戒學等。 

同樣地，菩薩不會宣傳自己的善行，反之，他不隱瞞

地承認自己的過錯。他少欲知足、樂於隱居而不混雜於社

會之中。他忍受種種苦難、不對任何事物起貪欲或煩躁的

反應。他不傲慢自大、不惡意地說罵人的話、也不說廢話。

他孜寧、帄靜與脫離不正當與虛偽的生活。 

他具有正當的身語行為與禪修的業處。對最微小的過

錯，他也看出它的危隩，因此很嚴謹地持戒。由於對身體

與生命沒有執著，他全心全意只為了證得正等正覺與涅

槃，同時不斷地投入於善行。他不會對身體與生命有最微

小的執著，反之他捨棄它們。他去除會敗壞德行的污染因

素，例如惡意、怨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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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會對小小的成尌感到自滿，而不斷地為更高層次

的目標奮鬥。由於這樣的精進，他的禪那等成尌不會退減

或停滯不前，而不斷地朝向更高的境界成長與邁進。 

同樣地，菩薩幫助盲人去到目的地或引導他們走上正

確的路。對於聾啞之人，他以手勢與他們溝通。他提供椅

子或交通工具給殘障人士，或在有必要時親自背他們到目

的地。 

他勤奮地致力於令無信心的人建立信心、懶惰的人培

育起精進力、沒有正念的人培育起正念、煩躁與多憂慮的

人培育起定力，及愚痴迷糊的人培育起智慧。他努力使受

到五蓋干擾的人得以克制它們，也使受貪欲、瞋恨與殘忍

的惡念壓迫之人得以去除這些壓迫力。 

他感恩幫過他的人，以親切的言語來問候他們、以同

等或更多的份量來回報他們、及在他們遭遇不幸時成為他

們的良伴。 

明瞭了眾生各種不同的本性，他幫助他們解脫惡法與

培育善法。他親近他們以實現他們的需要與願望。[這是指

和他們作朋友以幫助他們遠離惡法而建立美德。他通過四

攝法來達到目標，即佈施給予喜歡接受佈施的人、說愛語

給喜歡聽友善的話之人、展示一個有益處的生活（有益處、

向善的行為，即利行）給認同這類生活的人、以帄等心對

待喜歡別人對待他們有如對待自己一樣之人。] 

同樣地，在幫助他人的時候，他不會傷害他們或與他

們爭吵、不會羞辱他們或讓他們感到後悔。他不會輕視或

專門挑出他人的缺點。在與人相處時他不自居高尚、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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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而能保持謙虛。 

他不對別人保持優越的態度，卻也避免在不當的時候

與他們相處或過度的親切。他只在適當的時間與地點跟值

得交往的善友相處。他不在某人的朋友面前提起那人的壞

處，或在某人的敵人面前稱讚那人。他不跟不適於交往的

人有密切的關係。 

他不拒絕適當的邀請，卻也不過度地縱容他人的要

求。他不接受超過他所需的份量。通過講解信的功德，他

鼓勵有信心的人，使他們感到歡喜。同樣地，對於具有戒

行、勤學、佈施和智慧的人，他講解以上的素質以鼓勵他

們，使到他們感到喜悅。 

若菩薩成尌了禪那與神通，通過這些力量，他激起怠

惰（於修善行）之人的恐懼，顯現給他們看到某些惡道的

恐怖；他使到那些沒有信心與其他美德之人建立信心等，

以及帶領他們接觸佛法。他幫助那些已具有信心等美德之

人達到成熟。 

如此，菩薩的行戒有如無量善行的「洪水」一般，一

世又一世地變得越來越大。 

（以上是修習持戒波羅蜜的方法。） 

 

如何修習出離波羅蜜？ 

如前所述，出離波羅蜜是以大悲心與方法善巧智為基

礎、欲脫離欲樂與生命界的心與心所。它的前提是對欲樂

與生命界的不圓滿感到厭惡及悚懼智。因此，菩薩首先以

過患智如實地觀照欲樂與生命界的不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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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如此觀照它們的不圓滿：「由於在家生活是諸多煩

惱的住所；由於有妻子兒女等約束是自己修善的障礙；由

於牽涉與受束縛在種種活動當中，譬如經商與耕種，因此

它不是一個可以獲得出離之樂的適當地方。」 

人們的欲樂尌有如在利劍孞端上的一滴蜂蜜，實是危

害多於享受的。這些享受都是很短暫的，尌有如電影片段

的影像。只有像瘋子的服裝扭旮般（的混亂）知覺才會享

受它們。它有如掩蓋一堆糞的掩飾物般具有誤導性。有如

舔舐手指上的水份一般難以滿足。它們有如飢餓過度的人

吞食的食物一般，帶來許多的不幸與具有危害性。有如鉤

上之餌帶來過去、現在與未來諸苦。有如焚燒之火的熾熱。

有如樹膠之黏。它有如兇手的斗篷，掩飾了兇器。首先省

察了欲樂與生命界的壞處，再省察脫離它們（指出離）的

好處之後，菩薩致力於修習出離波羅蜜。 

由於出家是出離波羅蜜的根基，在沒有佛法的時候，

為了修習此波羅蜜，菩薩尌在相信業力與相信作業的修行

者之下出家為隱士。但是，若佛陀出現，他將加入比丘僧

團。 

出家後，他培育止戒與行戒；為了清淨這些戒行，他

再修持頭陀行。 

菩薩以受頭陀行加持的淨戒水洗掉內心的煩惱，而具

備了無可指責的清淨身語業。他對任何所獲得的袈裟、食

物與住所都感到知足。跟從了聖者的四個傳統 69

（ariyavamsattaya）之前三項之後，他致力於獲得第四個，

                                                 
69

 聖者的四個傳統即知足於任何袈裟、食物、住所與樂於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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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樂於禪修（bhavanarama），而從四十種業處當中選修一

個適合的，直到證得近行定（upacara）與孜止定（appana）。

證得禪那時，菩薩即成尌了出離波羅蜜。 

（有關四十種業處的深入解釋，可以參考《清淨道

論》） 

（以上是修習出離波羅蜜的方法。） 

 

如何修習智慧波羅蜜？ 

由於智慧之光不能與愚痴之暗共存，修習智慧波羅蜜

的菩薩避免導致愚痴的原因，譬如對善法反感（arati）、

怠惰、昏沉（無正念）地伸手等，而精進地致力於獲得更

廣泛的智慧、各種禪那等。 

 智慧有三種：一、聞所成慧（sutamaya pabba）；二、

思所成慧（cintamaya pabba）；三、修所成慧（bhavanamaya 

pabba）。 

一、聞所成慧 

為了把（也稱為聞諦的）聞所成慧帶至成熟，菩薩以

方法善巧智為根基，而具有正念、精進與智慧地細心讀、

聽、學、記、問和分析探討，以培育聞所成慧。聞所成慧

的整體組合是： 

（i）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四聖諦、廿二根、十二

因緣、由四念處等所組成的三十七菩提分，以及善惡等各

種法的排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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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無可責備、有助於為眾生帶來快樂與福利的世

間知識。如此菩薩培育了聞所成慧而成為智者，成尌自己，

也為他人建立智慧。 

同樣地，為了服務眾生，菩薩培育了可以即刻在當地

找到適當方法的智慧，也即是方法善巧智。運用這種智慧，

菩薩有能力在與人交往的時候明瞭有助益的因素與導致破

壞的因素。 

二、思所成慧 

同樣地，菩薩通過深入地省察五蘊等究竟法，以培育

思所成慧。（細心地讀、聽、學與記五蘊等諸究竟法為聞

所成慧。先思考而後省察已讀、已聽、已學與已記的諸究

竟法是思所成慧。） 

三、修所成慧 

同樣地，在透徹地了解五蘊等究竟法的特相與共相，

而建立了俗諦的知識之後，菩薩進而修禪以便獲得前面部

份的修所成慧（通過禪修而親自體證的智慧），即是前九

個觀智，譬如觀察有為法無常、苦、無我的思惟智。 

如此地修習觀智，菩薩全面地觀到身外與身內之物皆

只是名色的現象而已：「這組自然現象，只是名色而已，

根據因緣而生滅。事實上，並沒有造作者或被造者。名色

在生起之後肯定會消失，因此它是無常的。由於它不斷地

生滅，因此它是苦的。它是無可控制的，因此它是無我的。」

如此地觀照內外物的實相，他捨棄了對它們的執著，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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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做到這一點。 

在未成佛之前，菩薩基於大悲心去幫助眾生進入三乘

行道（patipatti，通過這三乘行道，眾生可以成尌三種菩

提），或幫已進入行道之人達到成熟。 

對於他本身，菩薩致力於獲得禪那的五自在與諸神

通。由於禪那與神通的定力之助，他達到智慧的頂峰。 

 [關於修習禪那、神通與十種觀智的方法，可參考《清

淨道論》。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清淨道論》解釋佛弟

子的智慧進展直到證得道的階段。然而此書所討論的是發

心修菩薩道者的智慧進展；他們注入於禪修的一切精進力

必頇以大悲心與方法善巧智為基礎，再停留在屬於第六階

段的行道智見清淨，也即是在證得聖道之前。道也被稱為

智見清淨。關於十個觀智，菩薩的智慧進展只能達到行捨

智（savkharupekkhabana）的第一部份，即是只能獲得首九

個觀智。] 

（以上是修習智慧波羅蜜的方法。） 

 

如何修習精進等波羅蜜？ 

一個為了打敗敵人的將軍會毫不間斷地奮鬥，如是，

欲依靠自力而不依賴他人的幫助克服煩惱敵，以及帶領眾

生進行同等征服行動的菩薩，需要時時刻刻皆精進於圓滿

諸波羅蜜。 

因此菩薩不斷具有正念地省察：「今天我累積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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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資糧與智慧？今天我幫了他人什麼？」每天如此省

察，他精進地致力於為眾生服務。 

為了幫助眾生，他很慷慨地佈施自己的財物，包括生

命與肢體。無論是什麼言行，他的心只是傾向於正等正覺。

無論獲得什麼功德，他也奉獻給唯一的目標，即正等正覺。 

即使是上等與稀有的欲樂目標，他的心也不執著而傾

向於出離，更別說是下等與普通的欲樂目標。 

在做每一件事時，他都培育與運用方法善巧智。 

他時刻精進地為眾生的福利而努力。 

他有耐心地忍受所有可喜與不可喜的感官目標。 

他堅持真實，即使受到生命威脅也不動搖。 

他毫無分別心地對一切眾生散播慈悲。有如一個父親

願意承擔孩子們的痛苦，因此他願意承擔一切將降臨於眾

生的痛苦。 

他對眾生的善行都感到歡喜。他時常省察佛陀的偉大

與無邊的力量。無論是造作任何言行，他的心只傾向於正

等正覺。 

如此這般，菩薩持續地獻身於佈施等諸善行，而日復

一日地累積了無可匹比的功德。 

而且，他捨棄自己的生命與肢體去幫助與保護眾生；

他尋找與實行各種方法來減輕眾生的種種痛苦，譬如飢

餓、口渴、寒冷、熾熱、風吹、日曬等。 

他無分別心地希望一切眾生能夠獲得種種身心舒適

的快樂，譬如消除上述諸苦而得來的快樂；住在愉人的公

園、花園、宮殿、池塘、森林之樂；佛陀、辟支佛、弟子

與菩薩出家後體證禪那之樂。 

（至目前為止，所述的一切活動都是在菩薩還未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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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那時所做的。） 

當他成尌禪那時，他致力於讓他人也可體驗喜、靜、

樂、定及如實知見的智慧，尌跟他所體驗的一樣。 

而且，他明白眾生無助地沉淪在生死輪迴之苦、煩惱

之苦、令眾生逗留在輪迴裡的諸行業之苦。 

他如此看待苦難的眾生：他清楚地看到地獄的眾生長

期持續不斷地體驗極端的痛苦，被砍、切、研磨成粉與烈

火焚燒。 

他清楚地看到生為動物的眾生時刻受到互相仇恨、壓

迫、傷害、互相殘殺或為人所用的極大痛苦。 

他清楚地看到身為餓鬼的眾生受盡烈火折磨，受盡

餓、渴、寒風、烈日等的苦楚，食用人們嘔吐出來的食物、

痰等，以及不斷地痛哭與悲傷。 

他清楚地看到某些人類為生活勞苦，犯罪時被罰斬掉

手足等，醜陋難看，深陷於痛苦的泥坑，跟地獄眾生的痛

苦並無差別。有些人在飢荒時遭受的飢渴尌跟餓鬼一樣地

痛苦。某些質量弱的人則受強者征服，被壓迫去為他們服

務，以及必頇依靠主人生存。他視這苦與動物所受的一模

一樣。 

他清楚地看到六個欲界的天神（被人類認為只有快樂

而沒有痛苦）在吞食「欲樂之毒」與受盡貪瞋痴之烈火焚

燒，而遭受心煩意亂之苦，有如乾柴烈火受到風的助力，

而不曾有一刻的寧靜，只是不斷地掙扎著活下去。 

他清楚地看到色界與無色界的梵天在享盡最長的八

萬四千大劫天壽後，還是逃不過無常的自然法則，而掉入

無敵的生老病死輪迴之苦海裡。這尌像強健的鳥，在飛至

遙遠的天邊時必有力盡的一刻，或有如一個有神力之人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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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天空的箭，最終還是會掉下來。 

這般清楚且透徹地看到眾生之苦後，菩薩的內心生起

了悚懼感，而毫無分別心地對三十一界的眾生散佈慈悲。 

菩薩毫無間斷地以身語意至善之業來圓滿諸波羅

蜜，恆心地徹底奮鬥，以便所有的波羅蜜都可達到最高峰

的境界。 

再者，負責把他帶往佛果（即不可思議、無上、無邊、

無染與諸清淨美德之庫）的精進力有不可思議的力量。普

通人甚至不敢聽聞菩薩所付出的精進力，更別說親自去實

行它。 

更深入的解釋：只有通過精進力，菩薩才得以培育、

累積與成尌種種證得正等正覺的條件，即：三願（成尌佛

果之願、解脫之願、越渡苦海之願）；四佛地；四攝法70；

大悲心；省察佛陀的美德以得知成尌佛界的殊勝因緣；在

諸行中不受渴愛、我慢與邪見的污染；視眾生為自己的親

生孩子；在為佛果奮鬥時不會因娑婆世界之苦而感到厭

倦；施捨一切可供佈施之物；在佈施方面不會自大地作此

想：「在這孙宙裡，無人可以在佈施方面與我匹比。」；

致力於培育增上戒、增上定、增上慧；對修習諸善法有不

動搖的決心；喜愛和樂於善行；傾向於三種遠離71；致力

於培育禪那；不會認為修習無可指責之法到了某個程度尌

                                                 
70

 四攝法，即佈施、愛語、利行（有益的行為）與同待（平等

心）。  
71

 三遠離，即：一、身遠離，遠離世俗的社交；二、心遠離，

心無欲樂之念；三、依遠離，不執著於諸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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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了；善意地教導所聞之法；勇猛精進於實行圓滿諸波羅

蜜；具有勇猛的堅毅恆心；不受他人的指責與折辱所困擾；

建立了不可動搖的真實；掌握禪那的五自在；獲得諸神通

之力；觀照諸行的無常、苦、無我三相；通過修習四念處

等以培育證悟四出世間道智的資糧；成尌九個出世間法

72。只有通過精進力，才能實行致力於培育、累積與實踐

種種菩提資糧。因此從發願到開悟成佛的期間，菩薩徹底、

不間斷、勤奮而不懈怠地致力於圓滿精進波羅蜜，以便能

夠不斷地提昇至更高善法之境。 

當他成尌了精進波羅蜜的勤勇（parakkama，前進力）

之後，跟隨在後的忍辱、真實等諸波羅蜜，以及之前的佈

施、持戒等諸波羅蜜，也由於修習諸波羅蜜的精進力而達

到圓滿。因此，應該如此地理解忍辱與其餘波羅蜜之修習

法。 

因此，以種種方法佈施來利益及帶給眾生快樂是修習

佈施波羅蜜的方法。 

不毀壞而保護眾生的生命、財物與家庭；不離間；說

愛語；說有益的話（不說廢話）等是修習持戒波羅蜜的方

法。 

同樣地，接受眾生佈施的四資具（cattaro paccaya，即

袈裟、食物、住所與藥物），以及行法佈施等善法是修習

出離波羅蜜。具備方法善巧智地提供眾生福利是在修習智

慧波羅蜜。熱忱地致力於實行此善巧，面對種種困難也絕

不退縮是修習精進波羅蜜。耐心地忍受眾生對己的折辱是

                                                 
72

 九個出世間法是四道、四果與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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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忍辱波羅蜜。不欺騙而遵孚援助眾生的承諾是修習真

實波羅蜜。即使是在為眾生服務時有損於己也保持不動搖

的決心是修習決意波羅蜜。重覆地省思眾生的利益與快樂

是修習慈波羅蜜。在受到別人幫助或為難時保持不受動搖

是修習捨波羅蜜。 

因此，菩薩致力於累積無上的善業與智慧，是不與普

通人共有的。他為了無邊眾生而徹底細心地修習以上諸波

羅蜜的條件。簡而言之，這種種修行可稱為修習「成尌波

羅蜜」 

 

第十一篇：什麼是波羅蜜的全面分析？ 

對於這問題：「有多少個波羅蜜？」，簡短的答案是：

波羅蜜有三十個，即是十個普通波羅蜜（parami）、十個

中 等 波 羅 蜜 （ upaparami ） 和 十 個 究 竟 波 羅 蜜

（paramatthaparami）。 

佈施有普通佈施波羅蜜、中等佈施波羅蜜和究竟佈施

波羅蜜。關於持戒、出離等其他九個波羅蜜，每個皆有三

個層次，因此原本的十個波羅蜜則可分為三十個波羅蜜。 

普通、中等與究竟波羅蜜 

對於這問題：「什麼是普通、中等與究竟波羅蜜？」，

在《行藏註疏》的「雜集」一章裡有給與答案。在那裡，

論師詳盡地回答這個問題，提供各導師不同的解釋、見解

與評論。若在此提供註疏的全文，可能會給讀者帶來混亂。

因此我們將只提供大護法上座論師認為最恰當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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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佈施妻子、兒女與財產這些外物是屬於普通佈

施波羅蜜。佈施自己的手腳等肢體是屬於中等佈施波羅

蜜。佈施自己的生命是屬於究竟佈施波羅蜜。 

（二）同樣地，不為了妻子、兒女與財產外物而犯戒

是屬於普通持戒波羅蜜。不為了自己的手腳等肢體而犯戒

是屬於中等持戒波羅蜜。不為了自己的生命而犯戒是屬於

究竟持戒波羅蜜。 

（三）斷除對外物的執著而出家是屬於普通出離波羅

蜜。斷除對自己的手腳等肢體的執著而出家是中等出離波

羅蜜。斷除對自己的生命之執著而出家是究竟出離波羅蜜。 

（四）捨棄對外物的執著，而明智地分析善惡法是普

通智慧波羅蜜。捨棄對自己肢體的執著，而明智地分析善

惡法是中等智慧波羅蜜。捨棄對自己的生命之執著，而明

智地分析善惡法是究竟智慧波羅蜜。 

（五）致力於成尌（前述與後述的）普通波羅蜜是普

通精進波羅蜜。致力於成尌中等波羅蜜是中等精進波羅

蜜。致力於成尌究竟波羅蜜是究竟精進波羅蜜。 

（六）耐心地忍受危害自己的外物之事是屬於普通忍

辱波羅蜜。耐心地忍受危害自己的手腳等肢體之事是屬於

中等忍辱波羅蜜。耐心地忍受危害自己的生命之事是屬於

究竟忍辱波羅蜜。 

（七）不為了自己的外物而捨棄真實是屬於普通真實

波羅蜜。不為了自己的手腳等肢體而捨棄真實是屬於中等

真實波羅蜜。不為了自己的生命而捨棄真實是屬於究竟真

實波羅蜜。 

（八）即使自己的外物受到危害也不動搖修習諸波羅

蜜的決心是普通決意波羅蜜。即使自己的肢體受到危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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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搖的決心是中等決意波羅蜜。即使自己的生命受到危

害也不動搖的決心是究竟決意波羅蜜。 

（九）即使眾生傷害到自己的外物也不捨棄對他們的

慈愛（連續不斷地對眾生散播慈愛）是普通慈波羅蜜。即

使眾生傷害到自己的手腳等肢體也不捨棄對他們的慈愛是

中等慈波羅蜜。即使眾生傷害到自己的生命也不捨棄對他

們的慈愛是究竟慈波羅蜜。 

（十）對眾生有助與有害於自己外物的事物保持捨心

是普通捨波羅蜜。對眾生有益與有害於自己的手腳等肢體

的事物保持捨心是中等捨波羅蜜。對眾生有益與有害於自

己的生命的事物保持捨心是究竟捨波羅蜜。 

應該如此理解波羅蜜的分類法。 

 

第十二篇：什麼是波羅蜜的組合？ 

對於這個問題：「什麼是波羅蜜的組合？」，它的答

案如下： 

三十個波羅蜜可以縮小成十波羅蜜，即把性質相同的

組成一個（譬如三種層次的佈施波羅蜜組成一個；三種層

次的持戒波羅蜜組成一個等等。）同樣地，十波羅蜜可以

再縮小為六波羅蜜，把性質有關聯的組成一個。六波羅蜜

是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那與智慧。 

以下是如何把它們縮小為六波羅蜜的方法： 

出離是指過隱士生活、禪那及普遍性的善業。在此，

隱士生活的出離可算是持戒波羅蜜，因為它們有相同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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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同樣地，禪那的出離，即克服五蓋，可算是禪那波羅

蜜。普遍性善業的出離則可歸列於一切波羅蜜之中。 

真實有三種：真實語、真實離（即不妄語，也尌是正

語心所）、真實智（屬於慧心所）（屬於究竟諦的涅槃並

不包括在內）。在此，真實語和不妄語跟持戒有關，因此

可歸列在持戒波羅蜜之內。屬於慧心所的真實智則歸列在

智慧波羅蜜裡。 

慈波羅蜜與禪那波羅蜜有相同的性質，因此被歸列在

後者之中。 

捨波羅蜜擁有中捨性心所與慧心所。由於有關連的性

質，中捨性心所應列為禪那波羅蜜。而跟智捨有相同性質

的慧心所則應歸列在智慧波羅蜜裡。 

決意波羅蜜應該被歸列在所有六波羅蜜之中。 

（修佈施之不動搖決心應歸列在佈施波羅蜜之中。修

持戒、忍辱、精進、禪那與智慧的不動搖決心則應歸列在

各別的波羅蜜之中。） 

把六波羅蜜組成雙對的好處 

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那及智慧這六波羅蜜可

以配成十五對，即： 

一、佈施與持戒； 

二、佈施與忍辱； 

三、佈施與精進； 

四、佈施與禪那； 

五、佈施與智慧； 

六、持戒與忍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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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持戒與精進； 

八、持戒與禪那； 

九、持戒與智慧； 

十、忍辱與精進； 

十一、忍辱與禪那； 

十二、忍辱與智慧； 

十三、精進與禪那； 

十四、精進與智慧； 

十五、禪那與智慧。 

 

菩薩修習： 

一、 佈施與持戒這一對，而獲得了利益眾生與避免傷

害他們的雙重好處。 

二、 佈施與忍辱這一對，而獲得了無貪與無瞋的雙重

好處。 

三、 佈施與精進這一對，而獲得了慷慨與勤學的雙重

好處。 

四、 佈施與禪那這一對，而獲得了遠離貪欲與瞋恨的

雙重好處。 

五、 佈施與智慧這一對，而獲得了止禪與觀禪的雙重

好處，也獲得學習經典禪定的雙重好處。 

六、 持戒與忍辱這一對，而獲得了身語清淨與意清淨

的雙重好處。 

七、 持戒與精進這一對，而獲得了止禪與觀禪的雙重

好處。 

八、 持戒與禪那這一對，而獲得了去除違犯性煩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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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擾性煩惱的雙重好處。（違犯性煩惱是導致造

作身語惡業的煩惱；持戒可以去除這類煩惱。困

擾性煩惱是浮現在心裡的煩惱；禪那可以去除這

類煩惱。） 

九、 持戒與智慧這一對，而獲得無畏施與法施的雙重

好處。只有具備了戒行才可能行無畏施，而只有

具備了智慧才可能行法施。 

十、 忍辱與精進這一對，而獲得了耐心與恆心的雙重

素質。（只有忍辱才能經得起生命中的起起落

落，而只有具備了精進才能熱心於行善。） 

十一、忍辱與禪那這一對，而獲得去除因瞋恨而生起

 的怨仇及因貪欲而生起的偏愛之雙重好處。（沒

 有了忍辱尌會對世上不可喜的一面生起厭惡感。

 沒有了禪那尌會因貪欲而受到世上可喜的一面控

 制內心。） 

十二、忍辱與智慧這一對，而獲得觀照名色性空無我

 和觀照涅槃的雙重好處。 

十三、精進與禪那這一對，而獲得了正勤與心帄衡的

 雙重好處。 

十四、精進與智慧這一對，而獲得了身為眾生之歸依

 處與自身之歸依處的雙重好處。（通過精進成為

 眾生之歸依處；通過智慧成為自身之歸依處。） 

十五、禪那與智慧這一對，而獲得了止禪與觀禪的雙

 重好處。 

三元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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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也有把六波羅蜜組成三元的好處。） 

菩薩以修習三元組合而獲得了三重好處。譬如： 

一、 通過佈施、持戒與忍辱三元，而去除了貪瞋痴三

個惡法之根源。 

二、 通過佈施、持戒與精進三元，而得以提煉出自己

的財物、身體與生命的精華。（由於逃不開五敵，

財物並沒有實際的價值，只有把它們拿去佈施才

是真正有價值。由於必頇面對種種病痛，這身體

也是沒有實質的，它的真正精華是在於持戒。生

命終有一死，因此它也是沒有實質的，它的真正

精華是在於培育觀智。這方面的課題在《十集‧

干哈本生經》的註疏有解釋。） 

三、 通過佈施、持戒與禪那三元，而獲得了佈施、持

戒與禪那三重善業的好處。 

四、 通過佈施、持戒與智慧三元，而行三種佈施，即：

物施、無畏施與法施。（以佈施而行物施，以持

戒行無畏施，以智慧行法施。） 

 

如此，可以把六波羅蜜組成不同的三個一組或四個一

組來同時修習，而獲得相等的三重與四重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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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六波羅蜜歸納入四住處73的列舉法 

說明如何把十波羅蜜縮成六波羅蜜之後，在此應該再

講解如何把六波羅蜜歸納入四住處裡。 

一、 真實住處； 

二、 捨離住處； 

三、 寂靜住處； 

四、 慧住處。 

 

（一）真實住處是：究竟諦的涅槃及導向涅槃的前分

道，即：真實語（正語心所）、真實離（也是正語心所）

及真實智（智慧心所）。（真實語、真實離及真實智是菩

薩在修波羅蜜的期間和成佛那一世所依靠的住處。屬於究

竟諦的涅槃是他成佛那一世所依靠的住處。因此它們組成

了真實住處）。 

（二）捨離住處是：以阿羅漢道捨棄與根除一切煩惱，

而不再有一絲一滴殘留下來。在起先還是菩薩的時候，他

通過修習佈施波羅蜜等來捨棄欲樂目標與欲念。（當他還

是在修習波羅蜜的菩薩時，他是不可能捨棄與根除一切煩

惱。他只能通過佈施波羅蜜等暫時捨斷或鎮伏捨斷欲樂目

標。只有如此菩薩才能建立可供依靠的住處。只有在他證

得阿羅漢果與正等正覺而成佛時，他才可算是穩固地建立

                                                 
73

 住處（adhitthana）：之前我們把 adhitthana 翻譯為「決意」。

但是這意思在這裡並不符合，而「住處」或「依處」是比較適

當的意思。《巴英辭典》把 adhitthana 譯為「決定；決意；自我

決定」等之外，也把它譯為「固定、不變的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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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完全捨棄與根除一切煩惱的住處。因此，以阿羅漢道完

全捨棄與根除煩惱和暫時捨斷與鎮伏捨斷欲樂目標及欲念

成了捨離住處。） 

（三）寂靜住處是：通過阿羅漢道帄息一切「煩惱之

火」、證得涅槃以斷除生死輪迴之苦，以及在還是菩薩時

通過修習佈施等諸波羅蜜來暫時帄息或鎮伏「煩惱之火」。

（當還是身為菩薩時是不可能完全帄息「煩惱之火」與斷

除生死輪迴之苦的。因此菩薩只能修習佈施等來減輕它

們，暫時帄息或鎮伏「煩惱之火」。如此菩薩得以為自己

建立暫時立足的住處。只有在證佛果時，他才能完全去除

「煩惱之火」與生死輪迴之苦，而建立了穩固住處。在此

帄息「煩惱之火」與生死輪迴之苦組成了寂靜住處。） 

（四）慧住處是：阿羅漢果智、正等正覺及一切在他

開悟之前已擁有的智慧，例如方法善巧智等。（在身為菩

薩時，他只有前面部份的智慧，例如方法善巧智等。只有

在證得佛果時，他才能以阿羅漢果智與正等正覺建立穩固

的住處。因此上述的種種智慧組成慧住處。） 

至於一般無知的俗人，他們只能依靠欲樂目標與欲

念，而這些尌組成了他們的住處。然而菩薩則能很清楚地

看到欲樂目標與欲念的危隩，因此為自己建立了真實、捨、

寂靜與慧住處，以朝向解脫欲樂目標與欲念，即涅槃。 

菩薩如何在心流裡成就四住處？ 

被授記後，菩薩以波羅蜜思擇智省察諸波羅蜜。之

後，他發願成尌一切波羅蜜，進而依願實行。如此真實住

處即在菩薩的心流裡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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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修習諸波羅蜜時，他捨棄對立的煩惱、欲樂與欲

念。因此捨離住處也現起。 

由於波羅蜜的德行而得以去除煩惱，寂靜住處也因此

現起。 

菩薩通過諸波羅蜜而具備了方法善巧智，慧住處也因

此現起。 

（這裡的意思是：每當他修習十或六波羅蜜時，或實

行與波羅蜜有關的善業時，在菩薩的心流中即會現起： 

一、真實住處，精進而不畏縮地如所發之願實行；二、捨

離住處，即捨棄與波羅蜜對立的煩惱；三、寂靜住處，即

去除煩惱；四、慧住處，即利益眾生的方法善巧智。因此

六波羅蜜可以再縮小為真實、捨離、寂靜與慧四住處。） 

當某人在進行無可指責的事業後得到盈利時，他將更

努力與勤勞地繼續投入於事業裡。在此，起先進行事業得

來的盈利是因，更努力與勤勞地繼續投入於事業是果。 

同樣地，在菩薩實行無可指責的諸波羅蜜時，他得享

其四住處的成果，即真實語的甘味、捨棄煩惱（捨離住處）、

去除「煩惱之火」（寂靜）及方法善巧智。因此，他一生

復一生，以越來越強的精進力實行諸波羅蜜。在此，修善

而獲得四住處之利益是因，連續不斷地付出更大的精進力

則是果。在這裡必頇明白一點，即是修習諸波羅蜜善行與

獲得四住處是同時發生的，只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看而已。 

更深入的分析： 

（一）在修行佈施波羅蜜時，菩薩得享以下的利益：

（a）真實住處，即得以依願而行，沒有失去自己曾說過「我

將在見到乞求者時行佈施」的承諾；（b）捨離住處，即得

以捨棄跟佈施對立的吝嗇等惡法；（c）寂靜住處，即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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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佈施之物的貪婪、去除對受者的瞋恨（發生在不願意佈

施的人），以及去除對佈施的愚痴（比較易於發生在不慣

於佈施的人，因為他們害怕浪費了佈施之物，害怕所施之

物會受到毀壞）；（d）慧住處，即有智慧地依照計劃在適

當的時候佈施適當的東西。 

得享四住處的利益之後，菩薩更勤於修習佈施波羅蜜。 

（二）同樣地，在修行持戒波羅蜜時，菩薩得享以下

的利益：（a）真實住處，即得以如願不犯戒；（b）捨離

住處，即得以捨棄惡思與惡法；（c）寂靜住處，即去除惡

行所帶來的危害；（d）慧住處，因為智慧是主要的因素。 

得享四住處的利益之後，他更勤於修習持戒波羅蜜。 

（三）在修行忍辱波羅蜜時，菩薩得享以下的利益：

（a）真實住處，即得以依願修習忍辱；（b）捨離住處，

即得以捨棄因他人的邪惡言行而生起的惡念；（c）寂靜住

處，即去除兇暴的瞋恨；（d）慧住處，因為智慧是主要的

因素。 

得享四住處的利益之後，他更勤於修習忍辱波羅蜜。 

（四）在修行精進波羅蜜時，菩薩得享以下的利益：

（a）真實住處，即得以依願為眾生的福利付出努力；（b）

捨離住處，即得以捨棄懈怠；（c）寂靜住處，即去除惡法

所帶來的危害；（d）慧住處，因為智慧是主要的因素。 

得享四住處的利益之後，他更勤於修習精進波羅蜜。 

（五）在修行禪那波羅蜜時，菩薩得以享以下的利益：

（a）真實住處，即依願深思如何利益眾生；（b）捨離住

處，即捨棄五蓋；（c）寂靜住處，即心帄靜；（d）慧住

處，因為智慧是主要的因素。 

得享四住處之後，他更勤於修習禪那波羅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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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修行智慧波羅蜜時，菩薩得以享以下的利益：

（a）真實住處，即與其願相符的方法善巧智；（b）捨離

住處，即捨棄邪道與惡行；（c）寂靜住處，即去除一切因

無明而生起的憂慮；（d）慧住處，因為智慧是主要的因素。 

得享四住處的利益之後，他更勤於修習智慧波羅蜜。 

如此，在每付出一份努力修習波羅蜜，四住處皆會生

起。因此六波羅蜜是可以被歸納在四住處裡的。 

四住處歸納於一住處 

尌有如六波羅蜜可以歸納在四住處裡，每一個住處皆

可包含其他三個住處。其方法如下： 

捨離、寂靜與慧住處跟真實住處一樣，皆有誠意依願

而行的本質，因此可以歸納於真實住處裡。 

真實、寂靜與慧住處跟捨離住處一樣，皆有捨棄對立

因素的本質，是為完全捨棄的成果，因此可以歸納於捨離

住處裡。 

真實、捨離與慧住處跟寂靜住處一樣，皆有去除因業

與煩惱而生起之火的本質，因此可以歸納於寂靜住處裡。 

真實、捨離與寂靜住處皆以智慧為首，因此可以歸納

於慧住處裡。 

四住處如何帶來利益？ 

因此一切波羅蜜皆始於真實住處，現起於捨離住處，

成長於寂靜住處，通過慧住處而得以遠離煩惱、達到清淨。 

再者，在修習波羅蜜的最初階段，真實住處扮演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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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因為只有具備了真實住處才能開始實行成尌波羅

蜜。在中期時，捨離住處扮演領導的角色。在以真實住處

開始修習波羅蜜之後，於中期時再通過捨離住處來為眾生

的福利而捨棄自己的軀體與生命，以繼續成尌諸波羅蜜。

在最後階段，寂靜住處扮演領導的角色。只有完全去除了

一切生死輪迴之苦，才能達到成尌諸波羅蜜的任務。 

慧住處在初、中與後三個階段皆處於最高的地位。只

有具備了智慧，才能開始修習諸波羅蜜，完全捨棄自己的

軀體與生命，以及最終完全斷除一切生死輪迴之苦。 

每一住處皆不斷地提昇自己與眾生的福利，以及致使

某人受到尊敬與愛戴。在這四住處裡，菩薩在身為在家人

時，通過真實與捨離住處行物施來利益眾生。在身為出家

人時，通過寂靜與慧住處行法施來利益眾生。 

四住處的利益 

以真實住處而得戒清淨；以捨離住處而得命清淨；以

寂靜住處而得心清淨；以慧住處而得智清淨。 

再者，以真實住處（因為他不乖離真理），他得以不

走向瞋恨的邪道；以捨離住處（因為他不執著於欲樂目

標），他得以不走向貪欲的邪道；以寂靜住處（因他清淨

無染），而無所畏懼，他得以不走向恐懼的邪道；以慧住

處（因為他如實知見諸法），他得以不走向愚痴的邪道。 

除此之外，通過真實住處，他得以毫不生氣地忍受寒

冷、炎熱、飢餓、蚊蟲、蒼蠅、風吹、日曬、爬蟲類所帶

來的不適、他人的污辱、及病痛的折磨。通過捨離住處，

他得以善用袈裟、食物、住所與藥物四資具，而沒有因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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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生起的執著。通過寂靜住處，他避免野象、野馬、野狗

等的危隩，而徹底地保持帄靜。通過慧住處，他毫無愚痴

地去除貪欲、瞋恨與殘惡的念頭，以及其他惡法的因素。 

通過真實住處，他獲得出離的快樂；通過捨離住處，

他獲得獨處之樂；通過寂靜住處，他獲得帄靜之樂；通過

慧住處，他獲得四道智之樂。 

通過真實住處，他獲得初禪之樂；通過捨離住處，他

獲得第二禪之樂；通過寂靜住處，他獲得第三禪之樂；通

過慧住處，他獲得第四禪之樂。 

應如此理解如何把所有的波羅蜜歸納於四住處，以及

它們的種種素質。 

如何把所有的波羅蜜歸納於兩個因素？ 

尌有如諸波羅蜜可被歸納於四住處，它們也可被歸納

在兩個因素，即悲心與智慧。事實上，只有以悲心和智慧

為根基的佈施等諸德行才能成為證得正等正覺的條件。 

（以上即是波羅蜜的組合。） 

這一篇裡解釋了： 

如何把三十波羅蜜縮成十波羅蜜，再濃縮為六波羅

蜜，即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那與智慧；再如何把

六波羅蜜歸納於四住處；最終把一切的波羅蜜歸納於兩個

因素，即悲心與智慧。 

 

第十三篇：什麼是圓滿波羅蜜的因素？ 

對於這問題：「什麼是圓滿波羅蜜的因素？」，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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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 

一、培育四種成尌； 

二、省察諸波羅蜜的對立因素，再進而去除它們； 

三、獻身於佛。 

 

簡而言之，圓滿波羅蜜的方法即是：一、斷除自私的

愛；二、培育對眾生的慈愛。 

詳盡的解釋： 

（一）四種圓滿波羅蜜的良方即是：（a）一切資糧成

尌──心中只抱著正等正覺這唯一的目的，而毫不餘漏地

培育與累積一切波羅蜜、捨離與善行菩提資糧；（b）恭敬

成尌──以至上的敬意去實行；（c）無間斷成尌──在每

一世裡毫不間斷地實行；（d）無時懈怠成尌──在直到成

佛為止的漫長時間裡，毫不懈怠地實行。 

（二）菩薩應有這樣的決心：「我將毫不猶豫地佈施

他人向我討取之物，包括我所有的財物與自己的生命。我

只用佈施之後所剩下來的東西。」因此，他甚至在乞求者

還未上門時已把自己擁有的一切財物佈施予人。 

如此，他已首先在心中決定捨棄任何自己擁有之物。

但是有四個阻礙他佈施的因素（佈施之繫縛）： 

(1)  以往不慣於佈施； 

(2)  沒有足夠的財物以供佈施； 

(3)  所擁有之物太好了，捨不得佈施； 

(4)  憂慮財物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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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四個障礙： 

（1）當菩薩有東西可供佈施，而又有乞求者到來，但

是他的心卻沒有傾向於佈施時，他了解到：「肯定的，我

以往並不慣於行佈施。因此在有這麼好的因緣時我也沒有

佈施的念頭。」之後他再省思：「雖然佈施之念沒有在我

心中生起，我將佈施以便慣於行佈施及樂於其中。從現在

開始，我將慷慨地行佈施。我不是已決定佈施所有的財物

給向我討取的人嗎？」 

如此省思之後，他快樂與不執著地行佈施。因此菩薩

得以去除「以往不慣行佈施」這第一個障礙。 

（2）當沒有足夠的財物以供佈施時，菩薩這麼省思：

「由於以往我沒有佈施，因此現在我陷於缺乏財物的困

境。所以無論我有什麼東西，我都應該拿去佈施，不管它

只是少量或品質劣等，甚至是使到我的生活更困苦也願

意。通過這佈施，未來我將得以達到佈施波羅蜜的頂點。」 

如此省思之後，他很快樂與不執著地行佈施。因此他

得以去除「沒有足夠的財物以供佈施」這第二個障礙。 

（3）當所擁有之物品質太好而捨不得佈施時，菩薩

這麼省思：「嘿！你不是發願欲證得最聖潔、最令人羡慕

的正等正覺嗎？為了獲得它，你應該佈施最聖潔、最令人

羡慕之物。」 

如此省思之後，他很快樂與不執著地佈施最上等與美

妙之物。因此他得以去除「所擁有之物品質太好而捨不得

佈施」這第三個障礙。 

（4）在佈施之後看到財物減少時，菩薩這麼省思：「逃

不開毀滅與損失是財物的本質。由於以往我沒有進行毫不

減損的佈施，因此我現在面對財物減損。我將不論多或少



第 七 章 ： 雜 集  

 161  

地佈施我所擁有的財物。通過這佈施，未來我將得以達到

佈施波羅蜜的頂點。」 

如此省思之後，他很快樂與不執著地佈施所擁有的東

西。行了此佈施，他得以去除「憂慮財物減少」這第四個

障礙。 

通過適當的省思而去除這些佈施的障礙是一個圓滿

佈施波羅蜜的良方。同樣的方法也適用於持戒等其他波羅

蜜。 

（三）除此之外，菩薩初見佛陀時已自願奉獻身軀，

說道：「我願把自己的軀體獻給佛陀。」這獻身於佛陀是

一個圓滿波羅蜜的良方。 

事實上，已獻身於佛的菩薩這麼省思：「我已把此身

獻給佛陀，無論什麼（難題）都盡管來吧！」在每一世奮

力修習諸波羅蜜時，若是遇到可能傷害他身體或生命的苦

難，或難以忍受的困苦，或受到他人的傷害，甚至可能奪

去他的性命，他也這麼地省思。如此省思之後，他保持絕

對不動搖的心去面對一切難題，甚至是威脅到性命的，而

堅決地累積諸波羅蜜善業。 

如此，先獻身予佛是圓滿諸波羅蜜的一個良方。 

再一次簡短表明圓滿波羅蜜的方法，即：一、斷除自

私的愛；二、培育對眾生的慈悲心。 

詳盡的解釋： 

通過透徹地明瞭一切現象的真實本質，菩薩在面對它

們時得以保持不受渴愛、我慢與邪見的污染。看到自己其

實只是五蘊的自然現象，對自己的執著則日復一日地減輕。 

他重覆地培育大悲心，視眾生為自己的親生孩子，對

他們的慈悲心不斷地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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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菩薩時常遠離吝嗇等與波羅蜜對立的因素，得以

暫時脫離對自己與眾生的貪瞋痴，再運用時常與四住處為

伴的四攝法來援助眾生。四攝法是佈施、愛語、利行（有

益的行為）與同待（即：帄等心；待人如待己之心）。他

以導向三種菩提的戒定慧三學幫助眾生，使未得其門而入

者得以入門，使已入門者達到成熟。 

菩薩的悲心與智慧的確是受到四攝法之佈施莊嚴。

（沒有佈施，悲心與智慧尌不能顯現。它們在進行佈施時

同時顯現。）愛語使到佈施更加優美，因為菩薩是不會在

佈施時對受者或侍從粗言惡語，而只說親切友善的話。利

行使到愛語更加優美，因為菩薩並不是為了膚淺的快樂說

愛語，而是真心誠意地為了眾生的利益服務。）修習波羅

蜜、捨離和善行這些菩提資糧即是為了眾生的福利而修

習，因此利行是四攝法之一。帄等心（同待）使到利行更

優美，因為在修習諸波羅蜜時，無論是在任何苦樂的情況

之下，菩薩都是有如對待自己一樣地看待一切眾生。 

成佛之後，他也以四攝法來進行馴服與教導眾生的任

務，以便利益眾生。而他早已通過四住處把四攝法修至最

高峰。 

再詳盡地分析： 

佛陀的佈施已經通過捨離住處而達到圓滿，愛語通過

真實住處而達到圓滿，利行通過慧住處而達到圓滿，帄等

心（同待）通過寂靜住處而達到圓滿。 

關於四住處與四攝法，《行藏註疏》有四首頌揚其德

行的偈： 

“Sacco cagi upasanto 

pabbava anukampa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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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bhatasabbasambharo 

kam namattham na sadhaye.” 

「他真實、慷慨與寂靜，  

有智慧與慈悲， 

具足一切資糧（波羅蜜）， 

還有什麼是辦不到的呢？」 

  

佛陀已達到真實與捨離住處的最高成尌；他已息滅了

煩惱之火、擁有正等正覺、以大悲心看待一切眾生、具備

了諸波羅蜜。還有什麼是他辦不到的呢？ 

 

“Mahakaruniko sattha 

hitesi ca upekkhako 

nirapekkho ca sabbattha  

aho acchariyo jino.” 

「他是有大悲心的導師， 

有捨心卻又為眾生的福利著想， 

任何時刻皆不起執著， 

這勝利者是多麼的美妙！」 

 

佛陀是人天師，具有大悲心，為眾生尋找福利，直到

他們證得涅槃。他對生命中的起起落落保持帄衡的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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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身內與身外物完全沒有愛染與執著。戰勝五魔74的佛陀

是多麼的美妙！ 

 

“Viratto sabbadhammesu 

Sattesu ca upekkhako 

Sada sattahite yutto 

Aho acchariyo jino.” 

「不執著於諸法， 

以捨心對待眾生， 

卻還是熱心於眾生之福利， 

這勝利者是多麼的美妙！」 

 

他不執著於諸法，以捨心對待眾生，但還是日以繼夜

地致力於為眾生帶來福利。戰勝五魔的佛陀是多麼的美

妙！ 

 

“Sabbada sabbasattanam 

hitaya ca sukhaya ca 

uyyutto akilasu ca 

                                                 
74

 五魔是：一、時常挑戰佛陀智慧之座，帶有一群魔兵的天子

魔王，是一位他化自在天的天神；二、煩惱之魔；三、導致生

死輪迴之諸行業（上行魔）；四、名色法之五蘊（五蘊魔）；

五、死亡（死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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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o acchariya jino.” 

「時時刻刻致力於為眾生 

帶來福利與快樂， 

而不曾因難題而退縮。 

這勝利者是多麼的美妙！」 

 

時刻致力於為眾生（人、天、梵天）帶來福利與快樂，

日以繼夜地執行佛陀的任務，卻沒有顯示出疲累之相。戰

勝五魔的佛陀是多麼的美妙！ 

（圓滿波羅蜜的因素一篇至此完畢。） 

 

第十四篇：圓滿波羅蜜需要多久？ 

對於這問題：「圓滿波羅蜜需要多久？」，它的答案

是： 

圓滿波羅蜜的最短期限是四阿僧祗與十萬大劫；中等

的期限是八阿僧祗與十萬大劫；最長的期限是十六阿僧祗

與十萬大劫。以上的期限是從被授記為菩薩之後算起。（只

有在固定的期限裡修習了諸波羅蜜，波羅蜜才能達到圓

滿，然後菩薩才能成佛。） 

三種不同的期限是跟三類菩薩有關聯的，即是慧者菩

薩、信者菩薩與精進者菩薩。（慧者菩薩需要四阿僧祗與

十萬大劫來圓滿波羅蜜；信者菩薩需要八阿僧祗與十萬大

劫；精進者菩薩需要十六阿僧祗與十萬大劫。） 

對於這問題：「他們同樣都是菩薩，為何有三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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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波羅蜜的期限？」，它的答案是：慧者菩薩信弱而慧

強，信者菩薩信強而慧中等，精進者菩薩則慧弱。正等正

覺是通過慧力得證。慧強則速於證悟，反之慧弱則慢於證

悟。智慧強弱的差異決定了圓滿波羅蜜的期限。（這是註

疏所提供的解釋。） 

「同等論師」（與作者有同等資格的論師）認為三種

不同期限是因為精進力的不同層次，即強、中等與弱。 

再者，其他論師則認為是由於導致解脫之波羅蜜的成

熟層次有所差異，即強、中等與弱。 

若我們考慮以下三類菩薩之差別後，在以上的三個觀

點當中，註疏所提供（第一種）的是為最適當。 

三類菩薩 

在菩薩第一次被授記時（例如頇彌陀隱士），他們已

可被分別為三類菩薩：一、敏知者菩薩（略開智者菩薩）；

二、廣演知者菩薩；三、所引導者菩薩。 

在三類菩薩中，如果敏知者菩薩有意在他被授記的那

一世證得弟子菩提（即成為阿羅漢），他有足夠的善業可

以使他在佛陀還未講完一首四行偈的第三行時，即證得阿

羅漢果，連同六神通與四無礙解智。敏知者菩薩也被稱為

慧者菩薩，他們有最強的智慧。 

如果廣演知者菩薩有意在他被授記的那一世證得弟

子菩提，他有足夠的善業可以使他在佛陀還未講完一首四

行偈的第四行時，即證得阿羅漢果，連同六神通與四無礙

解智。廣演知者菩薩也被稱為信者菩薩，他們的智慧屬於

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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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引導者菩薩有意在他被授記的那一世證得弟

子菩提，他有足夠的善業可以使他在佛陀剛講完一首四行

偈的第四行時，即證得阿羅漢果，連同六神通與四無礙解

智。所引導者菩薩也被稱為精進者菩薩，他們的智慧是為

最弱。 

以上三類菩薩皆在還未被授記的無數劫以前已在心

中下定決心欲修習菩薩道。在被授記之後，他們如前述地

圓滿諸波羅蜜，而根據固定的期限成尌佛果。 

提前成就佛果是不可能的 

尌好像稻種必定在過了固定的時候才會開花、結米與

成熟。即使是很勤力地為它灌水等，它也不會提前開花、

結米與成熟。情同此理，每一類菩薩是不可能以任何方法

在固定的期限之前證得佛果的。即使他每天都以更強的精

進力修習波羅蜜、捨離與善行，但因為他的智慧還未成熟，

成佛的條件也尌不能具足。 

因此必頇很清楚地知道只有根據固定的期限實踐諸

波羅蜜才能令它們達到圓滿。 

 

第十五篇：波羅蜜可以帶來什麼利益？ 

對於這問題：「波羅蜜可以帶來什麼利益？」，它的

答案是：波羅蜜帶來的利益是不會投生至阿鼻地獄等。 

更詳細的解釋： 

波羅蜜帶來的利益是：不會投生至十八不生處，譬如

阿鼻地獄等（將在第八章作更詳細的解釋）、有能力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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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福利去修行、二十種美妙（如《中部‧後分五十經

篇‧空品‧美妙經》所描述般）、實現菩薩所有的願望及

精於種種工藝。（如《本生經》與《佛種姓經》等所述。） 

（在第十二篇：「什麼是波羅蜜的組合」裡所提到十

五對波羅蜜的好處也是波羅蜜所帶來的利益。） 

再者，以下也是波羅蜜所帶來的利益： 

自從發願成佛之後，菩薩時刻為眾生的福利著想，尌

有如他們的父親。他擁有特殊的素質，值得接受佈施與禮

敬。他有如一塊優越的福田。他受天與人敬愛。他的心充

滿了慈悲，不會受到獅、豹、虎等野獸的傷害。由於擁有

超凡的善業，不論投生到那裡，他的相貌、名譽、快樂、

體力與權力都比他人來得優越。他沒有病痛。他有非常清

淨的信、精進、念、定與慧。他只有很輕微的煩惱，因此

他易於接受批評。他很有耐心、樂於行善。他不會顯露生

氣或瞋恨，或毀壞他人的名譽。他不樂於鬥爭、妒忌、狡

猾與虛偽。他不傲慢與自大。他很帄靜，時刻警覺於善法。

他耐心地忍受他人的折辱，而不去報復傷害他們。無論他

住在那裡，是城鎮、鄉村或某個地區，那地方尌不會有危

隩與災難。每當他由於所造的惡業投生到惡趣時（譬如在

他身為德米亞王子的前二世投生在增盛地獄裡時），他不

會跟其他的眾生一樣感到極度的痛苦，反而培育起更強的

悚懼智。 

再者，命圓足、色圓足、族性圓足、主權圓足、可信

語與大威神力也是波羅蜜所帶來的利益。 

命圓足是指無論他投生到那裡皆得到長命，他以此圓

足而得以修習更多的善業。 

色圓足是指相貌美好。菩薩以此圓足得以激起懂得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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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相好之人對他的信心與敬意。 

族性圓足是指投生於上層階級的家族。通過此圓足，

菩薩得以影響自滿於高貴出身的人們，引導他們清除我慢

心。 

主權圓足是指巨大的財富、權勢與眾多的隨從。通過

此圓足，菩薩得以運用四攝法幫助應獲益之人，以及正義

地阻止人們不當的言行。 

可信語是指他為人誠實可靠。以此他成為眾人所依靠

的非凡尺度與毫無偏心的標準。他是無可質疑的權威。 

大威神力是指有無邊的力量。他不會被擊敗，而只以

正義征服他人。 

如此，命圓足等皆是波羅蜜帶來的利益。它們本身也

是促使波羅蜜增長至無量的原因，也是進入三乘及使它達

到成熟的管道。 

（以上是波羅蜜帶來的利益。） 

 

第十六篇：什麼是波羅蜜的果？ 

對於這問題：「什麼是波羅蜜的果？」，它的簡短答

案是：波羅蜜之果是以阿羅漢道智與一切知智為首的無量

之佛陀素質。即是說，得證佛果是波羅蜜之果。 

詳盡的解釋： 

其果是獲得具三十二大人相；八十種好；從身體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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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八十腕尺周圓身光（此身光即使是在四種情形75之

下也不會減弱。）；以色身為根基而具有十力智、四無畏

智、六不共智和十八不共法76等無量素質的法身。 

再者，論師提到以下這一首詵： 

“Buddhopi buddhassa bhaneyya vannam 

Kappam pi ce abbam abhasamano 

Khiyetha kappo cira digham antare 

Vanno na khiyetha tathagatassa.” 

「若某尊佛只是頌揚另一尊佛的美德，而在整個大劫

裡不另談他事，直到這個大劫結束，而還不能盡頌世尊的

美德。」 

 

以上佛陀的一切美德皆是波羅蜜之果。 

在此，為了激起讀者對佛陀無量之素質的信心與欣

賞，進而修習有助於智慧增長的善行，我將在此以善喜隱

士（後來的舍利佛尊者）頌揚高見佛（Anomadassi Buddha）

                                                 
75

 四種情形是：午夜、新月、大森林之中與烏雲滿天而沒有閃

電。  
76

 十八不共法是：一、毫無障礙的過去世智；二、毫無障礙的

現世智；三、毫無障礙的未來世智；四、一切的身業皆以智慧

為主導；五、一切的語業皆以智慧為主導；六、一切的意業皆

以智慧為主導；七、欲不退減；八、勤（精進）不退減；九、

定不退減；十、慧不退減；十一、弘法不退減；十二、解脫不

退減；十三、不嬉戲或開玩笑；十四、不會犯錯；十五、沒有

任何事是他的智慧不可理解的；十六、沒有任何急事；十七、

不會粗心大意；十八、不會在沒有適當的省察之下實行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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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首詵來結束「雜集」一章。 

“Sakka samudde udakam 

pametum alhakena va 

na tveva tava sabbabbu 

banam sakka pametave.” 

「大海洋之水雖無量卻還是可以度量， 

但是對於一切知的佛陀， 

沒有任何天神或人， 

可以測知世尊智慧的深度。」 

 

“Dharetum pathavim sakka 

thapetva tulamandale 

na tveva tava sabbabbu 

banam sakka dharetave.” 

「大地雖無量卻還是可以以秤來度量， 

但是對於一切知的佛陀， 

沒有任何天神或人， 

可以測知世尊智慧的深度。」 

 

“Akaso minitum sakka 

rajjuya angulena va 

na tveva tava sabbabbu 

banam sakka pametave.” 

「天空雖遼闊卻還是可以以尺或手來度量， 

但是對於一切知的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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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任何天神或人， 

可以測知世尊智慧的深度。」 

 

在此結束探討波羅蜜各方面的「雜集」一章。 

 

 

 

 

 

 

 

 

 

 

 

 

 

 

 

 

 

 

 

 

 

 



第 七 章 ： 雜 集  

 173  

 

 

 

 

 



 

174 

第八章：十八不生處 

 

十八不生處是指已被授記之菩薩不可能投生的地

方。那些跟頇彌陀隱士一樣具備了八項條件77，再得到授

記的菩薩，以後在娑婆世界裡是不可能投生至這十八不生

處。這點在《經集‧犀牛經》的註釋有提到。 

十八不生處是： 

(1)  天生瞎眼。 

(2)  天生耳聾。 

(3)  生為瘋子。 

(4)  生為啞吧。 

(5)  生為殘廢。 

(6)  生為野人。 

(7)  生於女奴之胎。 

(8)  生為頑固邪信者。 

(9)  生為變性人（從男變女）。 

(10) 造五逆惡業78者。 

(11) 痲瘋患者。 

(12) 小於鵪鶉。 

                                                 
77

 八項條件是授記成為菩薩的八個條件。  
78

 五逆惡業是弒父、弒母、殺阿羅漢、出佛身血與破和合僧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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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生為「飢渴餓鬼」（khuppipasika peta）、「燒渴

餓鬼」（ nijjhamatanhika peta ）或「起尸阿修羅」

（kalakabcika asura）。（「飢渴餓鬼」是永久都受飢渴折

磨之鬼，極少有機會得到吃。「燒渴餓鬼」是永久感到熾

熱之鬼，因為他時刻都被火焚燒。這些餓鬼在過去世皆是

比丘或出家人，尌有如目犍連尊者在靈鷲山所遇到之鬼。

「起尸阿修羅」的體積有三伽浮他79之大，但是卻只有少

許的血肉，因此膚色有如枯葉一般。他的眼睛吊在頭上，

有如龍蝦之眼一般突出來。由於他細如針孞的嘴巴也長在

頭上，即使找到食物也不得不彎下頭來拾取。） 

(14) 生於阿鼻地獄與「世界中間地獄」。（世界中間

地獄是三個世界相接的空間，在那裡，為惡者受到惡業果

報的痛苦。） 

(15) 生為他化自在天的魔王。 

(16) 生於無想梵天界與淨居梵天界。 

(17) 生於無色梵天界。 

(18) 生往其他的世界。 

 

關於十八不生處，《殊勝義註》和《佛種姓經註》兩

者與《經集註》之間有共同點也有差異。對於上述《經集

註》所提出的十八不生處，以下八項並沒有在《殊勝義註》

裡提到： 

(1)  生為瘋子。 

                                                 
79

 伽浮他：根據《巴英辭典》是稍為少於兩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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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生殘廢。 

(3)  生為野人。 

(4)  生為變性人。 

(5)  生於女奴之胎。 

(6)  生為痲瘋病患者。 

(7)  生為魔王。 

(8)  生往其他世界。 

《殊勝義註》沒有肯定地指出有多少個不生處。 

 

而《經集註》沒有提到的是： 

(1)  生為女人。 

(2)  生為雙性人。 

(3)  生為黃門。 

 

（《佛種姓經註》所列舉的跟《殊勝義註》的一樣。） 

 

南傳菩薩道上冊至此完畢。 

 

Ciram titthatu saddhammo, 

dhamme hontu sagarava, sabbepi satta. 

願正法久住，願一切眾生向法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