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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序 

 

近年由於疫情的影響，內觀教育禪林的佛法課程調整

為網路教學，在這因緣下編出「佛陀的生命指引十講」作

遠距教學的講義，並由智軍同學錄製成影片，登上網站供

眾分享。 

這十講以釋尊的成佛與初期的度眾為主軸，此中特別

針對生命問題的探索及其答案來引導，內含重要的修行原

則。在阿含經中，保留有很多釋尊對不同根器的弟子給予

善巧的指導，使他們如實觀照身心的實相，走向滅苦。這

些指導仍適合我們去學習。 

願正法久住！ 

                                        林崇安 

                                 內觀教育基金會 

                                      2023.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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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恆河上的浮木 
 

【前言】 

 

自然界，許多因果的事件不斷發生著，但是常被我們忽略。颱風來

臨時，有些高山上的樹木被折斷，掉落各處，有的順著溪流沖到下

游，最後流入大海，這是台灣地區的自然景象；在佛陀時期的印度

也是如此，常常有大樹漂浮在恆河上，有些最後能夠流入大海。這

些大樹的流入大海，便是順著因果而行。 

但是，這些浮木要滿足多少因素才能抵達大海呢？ 

眾生就像在恆河上漂浮的大樹，要滿足多少因素才能抵達涅槃大海

呢？佛陀就利用這一景象，對弟子們指出如何在生命之流中抵達安

詳的涅槃。 

 

【佛陀的教導】 

 

有一時期，佛陀住在中印度的阿踰陀的恆河水邊。那時，有一位比

丘來到佛陀跟前，向佛陀求法，希望能夠專心修行，抵達涅槃，不

再於生死苦海中輪迴。 

 

（一）水流大樹的譬喻 

 

這時，佛陀看見恆河水中有一棵漂流的大樹，於是告訴這位比丘

說： 

「你看到這恆河中漂流的大樹嗎？」 

比丘回答說： 

「看到了，世尊！」 

佛陀告訴這位比丘說： 

「如果這棵大樹 1.不附著此岸、2.不附著彼岸、3.不沈沒於水底、

4.不受阻於洲渚、5.不捲入漩渦、6.不被人取走、7.不被非人取

走，8.內部又不腐敗，那麼，這棵大樹會隨著河水一直流向大海

嗎？」 

比丘回答佛陀說： 

「應當會這樣子，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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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接著說： 

「比丘也像這樣，如果 1.不附著此岸、2.不附著彼岸、3.不沈沒於

水底、4.不受阻於洲渚、5.不捲入漩渦、6.不被人取走、7.不被非

人取走，8.內部又不腐敗，那麼應當會隨著河水一直流向涅槃。」 

 

佛陀指出要滿足八個因素才能抵達涅槃大海。 

 

（二）修行的法義 

 

這位比丘對佛陀所說的八個因素的法義並不瞭解，所以他接著問佛

陀說： 

1.什麼叫做此岸？ 

2.什麼叫做彼岸？ 

3.什麼叫做沈沒？ 

4.什麼叫做洲渚？ 

5.什麼叫做漩渦？ 

6.什麼叫做被人取走？ 

7.什麼叫做被非人取走？ 

8.什麼叫做內部腐敗？請世尊為我解說。 

佛陀告訴這位比丘說： 

1.此岸，就是內六處–眼.耳.鼻.舌.身.意。 

2.彼岸，就是外六處–色.聲.香.味.觸.法。 

3.沈沒，就是指眷戀於俗事。 

4.洲渚，就是指我慢。 

5.捲入漩渦，指貪於五欲而退轉道心。 

6.被人取走，指習近俗人，憂喜苦樂，糾纏不清。 

7.被非人拿取，指修行只為了生天[然而福報用完又下墮]。 

8.內部腐敗，指貌似修行而實犯戒行惡。 

 

（三）比丘的實踐 

 

這位比丘聽聞佛陀的說法後，內心歡喜，告辭回去，奉行佛陀所說

的八個因素。 

1.不附著此岸：他不貪愛於眼、耳、鼻、舌、身、意，因為他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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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看清這內六處的實相是無常、苦和無我，因而放下對內六處的執

取。 

2.不附著彼岸：他不貪戀於色、聲、香、味、觸、法，因為他以正

見看清這外六處的實相是無常、苦和無我，因而放下對外六處的執

取。 

3.不沈沒於水底：他不眷戀於俗事，因為他以正見看清俗事是心的

重擔，只是苦而已。 

4.不受阻於洲渚：他不生起我慢的心理。5.不捲入漩渦：他不貪愛於

色、聲、香、味、觸等五欲，因為他以正見看清這五欲的實相是無

常、苦和無我，因而不執取五欲而退轉道心。 

6.不被人取走：他不習近俗人，不被憂喜苦樂所糾纏，因為他以正

見看清俗人的憂喜苦樂都是無常、苦和無我。 

7.不被非人拿取：他修行不是為了生天，而是為了出離三界之苦，

因為他以正見看清天界也是無常、苦和無我。 

8.內部不腐敗：他不犯戒，不行惡法，而以正語、正業、正命來生

活。 

當他的心時時以正見掌握這八個因素，不貪戀於內六處、外六處、

五欲、俗事、俗人、天界，不犯戒也不起我慢。在正見的帶領下，

他的心漸漸走向涅槃，就像河水自然流向大海一樣。他最後抵達了

涅槃，不再於生死苦海中輪迴了。 

 

【結語】 
 

二千五百年前，佛陀對眾生的開示，仍然生動地保留在《阿含經》

中，當日眾生的煩惱還是相同於今日眾生的煩惱；當日滅除煩惱的

方法還是相同於今日滅除煩惱的方法。佛陀所教導的正法是適用於

每一個人的。佛陀教導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要以正見引導，將自己

的心不貪戀於內外六處，不沈迷於俗事和五欲，不嚮往天界，不犯

戒也不起我慢，因而走在中道，最後順流抵達涅槃的大海。 

 

【參考資料】 

1.《阿含經和生活禪修》第十一章水流大樹，林崇安教授著，佛法

教學系列 H9，內觀教育基金會出版，2009。 

2.經典：《雜阿含 1174 經》、《增壹阿含 382 經》、《相應部六處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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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經》如樹幹經 a、《相應部六處相應 242 經》如樹幹經 b。 

 

【問答】 

 

問 1：《相應部六處相應 241 經、242 經》和《雜阿含 1174 經》有何

差異處？ 

答：依據《相應部處相應 241 經》，佛陀於八個因素之後說： 

「比丘們！這樣，那個樹幹必傾向大海、斜向大海、坡向大海，為

什麼呢？比丘們！恒河的水流是傾向大海、斜向大海、坡向大海

的。 

同樣的，比丘們！如果你們 1.不走到此岸，2.不走到彼岸，3.不在中

間沈沒，4.不在洲渚堆積，5.不被人拿走，6.不被非人拿走，7.不捲

入漩渦，8.內部不腐爛，比丘們！這樣，你們必傾向涅槃、斜向涅

槃、坡向涅槃，為什麼呢？比丘們！正見是傾向涅槃、斜向涅槃、

坡向涅槃的。」 

此處佛陀用「河流傾向於大海」來比喻「正見傾向於涅槃」。非人指

輪迴於三界的諸天。 

 

問 2：《增壹阿含 382 經》和《雜阿含 1174 經》有何差異處？ 

答：（一）依據《增壹阿含 382 經》，佛陀於八個因素之後說： 

「[此木]便當漸漸至海，所以然者，[諸江是海]之原本。汝等比丘亦

如是，設 1.不著此岸，2.不著彼岸，3.又不中沒，4.復非在岸上，

5.6.不為人、非人所捉，7.亦不為水所迴轉，8.亦不腐敗，[汝等]便

當漸漸至涅槃處，所以然者，[正見、正治、正語、正業、正命、正

方便、正念、正定]是涅槃之原本。」 

此處佛陀用「諸江是海的源頭」來比喻「八聖道是涅槃的源頭」。 

（二）《增壹阿含 382 經》有不同的解釋：「1.此岸者，身也；2.彼岸

者，身滅耶；…7.為水所迴轉者，此是邪疑也；8.腐敗者，邪見.邪

治.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此是腐敗也。」 

此處此岸是指貪愛於自身，執以為我，落入常邊；彼岸是指厭惡生

命而毀滅自身或輕生，落入斷邊。水所迴轉指心生懷疑而退。木的

腐敗指內心生起八邪道。 

 

問 3：在《雜阿含 1174 經》和《增壹阿含 382 經》，佛陀對眾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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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有何重要的指引？ 

答：漂浮的樹木指眾生之心，不斷受到生死輪迴之苦，佛陀指出要

在正見的指引下，滿足八個因素，最後圓滿八聖道，就可自然抵達

涅槃。八聖道就是中道，故行者的生命之流要順著中道，避免落入

貪愛身心為我的常邊，也要避免落入厭惡身心的斷邊，如此就能漸

漸抵達無苦的涅槃大海。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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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雨下的水泡 
 

每人從生到死，身上苦樂的感受不斷地生起滅去，心上憂喜的感覺

也不斷地生起滅去，還有不苦不樂的捨受也經常出現。當苦受生起

時我們就會生起瞋心，當樂受生起時我們就會生起貪心，在這種習

性的反應下，我們的一生就成了感受的奴隸。如何突破這生命的困

局呢？佛陀就以大雨中的水泡作譬喻，來解析感受，指出唯有真正

看透感受的實相後，人們才能脫離貪瞋的束縛。 

 

【佛陀的教導】 
 

有一時期，佛陀住在中印度阿踰陀處的恆河邊。當時處在雨季，雨

量驚人，河水暴漲，雨水撞擊河面和地面時，到處濺起水花和水

泡。黃昏的時候，比丘們聚集在佛陀的面前，聆聽開示。這一天，

佛陀就用大雨下的水泡來說法。他告訴比丘們說： 

 

「諸比丘！譬如大雨，水泡一起一滅。明目士夫，諦觀思惟分別。

諦觀思惟分別時，無所有、無牢、無實、無有堅固。所以者何？以

彼水泡無堅實故。」 

 

（一）解釋水泡的譬喻 

 

佛陀是說，下大雨時，河面和地面有水泡的生滅，明眼的智者會深

入地觀察、思維和分解，看清水泡的實相是無所有、無牢、無實、

無有堅固，因為水泡沒有真正獨立自存的實質。水泡是因緣和合而

有的：此中要有雲、雨水、河面或地面以及雨的撞擊等因素才形成

了水泡。每當因素具足時就生起水泡，因素不具足時水泡就滅去，

這生滅的水泡所展現出的是一個緣起的現象，此中完全沒有任何獨

立自存的實質。 

佛陀說完水泡的譬喻後，接著對比丘們指出感受的法義： 

 

「如是比丘！諸所有受，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

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比丘諦觀思惟分別。諦觀

思惟分別時，無所有、無牢、無實、無有堅固；如病、如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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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所以者何？以受無堅實故。」 

 

（二）解釋感受的法義 

 

佛陀是說，我們要將水泡的譬喻用到感受上。感受可以細分為十二

類：過去受、未來受、現在受，內受、外受，麤受、細受，好受、

醜受，遠受、近受。我們要像智者一樣，對所有的感受深入地觀

察、思維和分解，看清它們的實相都是無所有、無牢、無實、無有

堅固；還要看清感受都是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

空、非我，因為感受沒有任何獨立自存的實質。 

1.佛陀為何要我們將感受思惟如病、如癰、如箭、如殺呢？這是點

醒我們，感受是非常可畏懼的東西，就像慢性病、腫瘤、箭刺、殺

者一樣，會使我們斷命，不斷輪迴。所以我們要對感受保持距離，

不執取它們而生起貪心或瞋心。這種思惟稱作厭背想。 

2.為何我們要將感受思惟為無常、苦呢？因為苦樂的感受即生即

滅，所以是無常。苦樂的感受都是不斷地遭受生滅的逼迫，所以是

苦。這種思惟稱作過患想。 

3.為何我們要將感受思惟為空及無我或非我呢？眾生由於無明，執

取感受為我或我所；為了破除這一錯覺就要思惟空及無我。感受是

由根.境.識.觸等因素集合才能產生，例如，眼觸所生的感受，要有

眼根.顏色.眼識.眼觸等因素的集合。可知感受是眾多因素的緣起而

有。在感受之外沒有獨立自存的實質，所以稱作空。在感受之內也

沒有獨立自存的實質，所以稱作無我。這種思惟稱作實義想。 

總之，在感受的緣起過程中： 

1.感受剎那地變化著，所以是無常。 

2.感受被迫滅去，所以是苦。 

3.在感受之外沒有獨立自存的實質或主宰者，所以是空。 

4.在感受之內也沒有獨立自存的實質或主宰者，所以是無我。 

我們看清各種感受都是幻而無實後，就能平等地對待感受，不對苦

受生起瞋心、對樂受生起貪心，因而不再成為感受的奴隸，我們的

心就解脫自在了。 

 

（三）類推五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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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感受是幻而無實，我們的色.想.行.識也都是幻而無實，所以佛

陀總結色.受.想.行.識等五蘊說： 

 

觀色如聚沫，受如水上泡，想如春時燄，諸行如芭蕉，諸識法如

幻，日種姓尊說。這意思是說，我們的色身如同聚沫，感受如同水

泡，想蘊如同春日的陽燄，心行如同大芭蕉樹，識蘊如同幻師所化

的幻象.幻馬等，都是幻而無實的。這是太陽種姓的釋尊所說的偈

頌。 

 

（四）比丘的實踐 

 

最後，佛陀指導弟子們要修習內觀，觀照五蘊或身心的實相，使心

靈獲得清涼： 

 

比丘勤修習，觀察此陰身，晝夜常專精， 

正智繫念住，有為行長息，永得清涼處。 

 

佛陀是說，比丘們要日夜精進用功，修習內觀的念住：以正念正知

去觀察自己的五蘊或身心，生起真正的觀智，看清了五蘊的虛幻無

實，並將有為的業行息滅，心靈就獲得了永遠的清涼。 

 

【結語】 
 

二千五百年前，佛陀對眾生的開示，仍然生動地保留在阿含經中，

當日眾生的煩惱還是相同於今日眾生的煩惱；當日滅除煩惱的方法

還是相同於今日滅除煩惱的方法。佛陀所教導的正法是適用於每一

個人的。 

佛陀教導我們要觀照感受和其他諸蘊都是幻而無實，因而能放下對

苦樂感受的執取，不再成為感受的奴隸，我們的心就解脫自在了。 

 

【參考資料】 

1.《阿含經和生活禪修》第三章水泡，林崇安教授著，佛法教學系

列 H9，內觀教育基金會出版，2009。 

2.經典：《雜阿含 265 經》、《相應部蘊相應 95 經》〈如聚沫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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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 

 

問 1：《相應部蘊相應 95 經》和《雜阿含 265 經》有何差異處？ 

答：《相應部蘊相應 95 經》於舉喻說明五蘊後，多出一段經文如

下： 

「比丘們！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厭於色，厭於受，厭於想，厭於

行，厭於識；厭故離欲，離欲故得解脫，有解脫之智：我生已盡、

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這段經文的意思是說：行者觀照自身的五蘊或身心是幻而無實後，

體證到五蘊是苦而無我，因而厭背五蘊，進而離欲並解脫，獲得聖

果。初果聖者持戒清淨，不再投生惡趣，故說「我生已盡」。三果聖

者梵行清淨，不再投生欲界，故說「梵行已立」。四果聖者已滅除無

明，不再投生三界，故說「所作已作、不受後有」。 

 

問 2：什麼是內受、外受，麤受、細受，好受、醜受，遠受、近

受？ 

答：依據《集異門足論》的解說： 

1.云何內受？答：若受在此相續，已得不失，是名內受。 

云何外受？答：若受在此相續，或本未得，或得已失，是名外受；

若他相續，是名外受。 

2.云何施設麤受、細受？答：觀待施設麤受、細受。 

復如何等？答：若觀待無尋唯伺受，則有尋有伺受名麤； 

若觀待有尋有伺受，則無尋唯伺受名細。 

若觀待無尋無伺受，則無尋唯伺受名麤； 

若觀待無尋唯伺受，則無尋無伺受名細。 

若觀待色界受，則欲界受名麤； 

若觀待欲界受，則色界受名細。 

若觀待無色界受，則色界受名麤； 

若觀待色界受，則無色界受名細。 

若觀待不繫受，則無色界受名麤； 

若觀待無色界受，則不繫受名細。 

3.云何施設劣受、勝受？ 

答：觀待施設劣受、勝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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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如何等？答：若觀待有覆無記受，則不善受名劣； 

若觀待不善受，則有覆無記受名勝。 

若觀待無覆無記受，則有覆無記受名劣； 

若觀待有覆無記受，則無覆無記受名勝。 

若觀待有漏善受，則無覆無記受名劣； 

若觀待無覆無記受，則有漏善受名勝。 

若觀待無漏善受，則有漏善受名劣； 

若觀待有漏善受，則無漏善受名勝。 

若觀待色界受，則欲界受名劣； 

若觀待欲界受，則色界受名勝。 

若觀待無色界受，則色界受名劣； 

若觀待色界受，則無色界受名勝。 

若觀待不繫受，則無色界受名劣； 

若觀待無色界受，則不繫受名勝。 

如是施設劣受、勝受。 

如是名為若劣、若勝。 

4.云何遠受？答：過去、未來受。 

云何近受？答：現在受。 

復次，云何遠受？答：若受過去，非無間滅；若受未來，非現前

起，是名遠受。云何近受？答：若受過去，無間已滅；若受未來，

現前正起，是名近受。 

如是名為若遠、若近。 

 

問 3：在《雜阿含 265 經》和《相應部蘊相應 95 經》，佛陀對眾生

的生命有何重要的指引？ 

答：處理生命問題時，要認清色.受等五蘊是幻而無實。眾生成為感

受的奴隸是因為沒有認清感受的實相，所以佛陀以水泡做比喻，指

出各種感受都是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

都是幻而無實。所以我們只要不被感受所迷惑，就能熄滅煩惱，獲

得清涼的涅槃。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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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妙的琴聲 
 

【前言】 

 

一般人認為宗教是勸人為善，這只是一個粗略的說法，因為善本身

有不同的層次，就像教育，小學和研究所的訓練方式和重點就有所

不同。佛陀善巧地引導眾生的心一層層地提升。第一個層次是守戒

所獲得的善，第二個層次是修定所獲得的善，這二種是世間的善。

第三個層次是修慧所獲得的善，這是出世間的善，使內心完全清淨

和自在。 

 

【佛陀的教導】 

 

有一時期，佛陀住在拘睒彌國的瞿師羅園裡。園內有比丘們在這兒

修行。每到黃昏的時候，比丘們都聚集在佛陀的面前，聆聽開示。 

 

（一）世間的善 

 

這一天，佛陀說：「如果有比丘或比丘尼，眼根於色境生起眼識時，

種種因緣產生了欲望、貪求、親昵、愛念、或者心生嫌惡，便應好

好防護自己的心。為什麼呢？因為這些是令人恐怖畏懼的險道，有

障礙、有艱難。這些是惡人所依靠的，不是善人所依靠的，所以自

己應該加以防護。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也是如此。」 

 

此處佛陀指出，當一個人的眼睛看到色法時，如果生起貪愛或生氣

的心理，這種以習性反應出的愛恨，就是惡人所依靠的險道，生起

這種心理是不對的，要立刻對眼根加以防護。同樣的，耳根聽到聲

音、鼻根聞到香氣、舌根嚐到味道、身根碰到東西、意根想到種種

的事物時，如果生起貪愛或生氣的心理，要對耳根、鼻根、舌根等

加以防護，如此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聽、非禮勿動，這便

是守戒所獲得的善。 

 

佛陀接著說：「如果田裡有好禾苗，守田人不放逸，每次看見牛跑進

田裡，立即左手牽著牛鼻，右手拿著木杖，搥打驅趕出田。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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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牛隻遭受搥打的苦痛後，還會像以前那樣跑去偷吃田裡的禾苗

嗎？」 

比丘們回答說：「不會的，因為牠想起以前捶杖之苦的緣故。」 

世尊說：「比丘們！對我們的心.意.識，也應像這樣，要安住內心，

制伏此心，繫念於一處。」 

 

此處以守田人不斷搥趕牛後，降伏牛想去吃稻草之心作譬喻，指出

我們同樣可以降伏自心，繫念一處，獲得禪定之樂。禪定有色界四

禪和無色界四禪，可使心寧靜快樂。這便是禪定所獲得的善。 

以上守戒和禪定所獲得的是世間的善，這部分，佛教與印度其他宗

教是共通的，但是只能暫時壓制煩惱，所以佛陀以下用琴聲的譬喻

教導出更進一層的出世間的善，經由開發智慧將煩惱拔除。 

 

（二）美妙琴聲的譬喻 

 

佛陀說：「過去世時，有一位國王聽到未曾聽過的美妙琴聲，生起了

非常愛樂、貪染的心，便問大臣說：『這是什麼聲音？令人非常愛

樂！』 

大臣回答說：『這是琴聲。』 

國王說：『去把那個聲音取來。』 

大臣接受命令，立即前往，取琴過來，報告國王說：『大王！這就是

發出好聽聲音的琴。』 

國王告訴大臣說：『我不用這琴，去取我先前聽見的可愛的琴聲

來。』 

大臣回答說：『這琴是由眾多的部份組合而成的，有琴柄、有琴身、

有琴柱、有琴絃、有琴皮，並有善巧彈琴的人彈它，具備這些眾多

的因素後，才能發出美妙的聲音，如果因素不具備是不會有美妙的

聲音的。剛才所聽到的琴聲，久已過去，已經滅盡了，不可能再把

它取來。』 

這時，國王說：『咄！何必用虛幻不實的東西！世間的琴就是虛幻不

實的東西，它使得世人沈迷、貪染。你現在就把這琴拿出去，一片

片的加以析破，丟棄到各方。』 

大臣接受命令，便將琴析為百份，丟棄到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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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世間的善 

 

佛陀這個琴聲的譬喻是說，有的修行人不斷的禪修，最後獲得禪定

之樂，印度早期的宗教大都以為這就是修行的目的，因而黏著在禪

定之樂，就像國王最初迷於琴聲的美妙一樣。佛陀在譬喻中指出，

為了破除這一迷戀之心，就必須開發智慧，看清美妙的琴聲是由眾

多的因素組合而成，是幻而無實的，同理，行者想破除對身心的迷

戀，就要修習觀禪來開發智慧，看清身心的真相。 

所以，佛陀接著對弟子們說： 

 

「如是比丘們！對色身、感受、想、思和欲求，要知道這些身心現

象都是無常、有為、心願所造、因緣所生的，原先以為這些『是

我，是我所有』，而今看清這些都不是我或我所有。比丘們！要生起

平等正智，如實觀察這些身心現象。」 

 

這是說，行者觀察自己的色身和感受等現象，看清都是緣起而無我

後，生起平等正智或道心，破除了我執和煩惱，獲得了出世間的善

和心靈的自在。 

 

【結語】 

 

二千五百年前，佛陀對眾生的開示，仍然生動地保留在《阿含經》

中，當日眾生的煩惱還是相同於今日眾生的煩惱；當日滅除煩惱的

方法還是相同於今日滅除煩惱的方法。佛陀所教導的正法是適用於

每一個人的。佛陀教導我們要守戒、修定，而後以琴聲的譬喻教導

我們要發展智慧，看清身心的實相，因而斷除煩惱，獲得心靈的真

正自在。這整個過程是順著因果的。 

 

【參考資料】 

1.《阿含經和生活禪修》第七章守田人和國王，林崇安教授著，佛

法教學系列 H9， 

內觀教育基金會出版，2009。 

2.經典：《雜阿含 1169 經》、《相應部六處相應 246 經》〈琵琶琴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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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 
 

問 1：《相應部六處相應 246 經》和《雜阿含 1169 經》有何經文的

差異？ 

答：前經對琴的處理更細： 

 

「碎為十分或百分，以此十分或百分碎為一片片，一片片則以火燃

燒，以火燒成灰，成灰後或被大風吹去，或被河川之急流漂去。」 

 

表示琴是虛幻無實的，分解後只是地.水.火.風四大而已，眾生對琴

的執著便是來自無明。同理，執著琴聲和樂受也是來自無明。 

 

問 2：什麼是經上所說的平等正智？ 

答：依據《瑜伽師地論》，行者順著戒.定.慧的次第修學，在慧學時

觀察自己的色身和感受等都是緣起而無我，如實通達四聖諦時，初

次生起平等正智或初果道心，破除了我執，永斷一切「見道所斷煩

惱」，並獲得有學律儀。 

行者繼續修習後，再生起的平等正智，分屬二果和三果道心。第四

次生起的平等正智是四果道心，破除了我慢.掉舉.色貪.無色貪.無

明，永斷一切「修道所斷煩惱」，並獲得究竟的無學律儀。 

 

問 3：在《相應部六處相應 246 經》和《雜阿含 1169 經》，佛陀對

眾生的生命有何重要的指引？ 

答：依據《瑜伽師地論》，佛陀指導眾生要順著戒.定.慧的修學次

第，獲得五種律儀，並清除心中的染污。 

以下解說這些術語的次第和意義。 

世間律儀：分 1.軟品世間律儀、2.中品世間律儀、3.上品世間律儀。 

出世間律儀：分 4.有學律儀、5.無學律儀。 

※世間律儀： 

1.又如有一，能速作意於諸境界而自攝斂，然未能觀所有過患令不

再起，是名為軟品世間律儀。 

2.又如有一，能速作意於諸境界而自攝斂，亦能觀彼所有過患令不

再起，是名為中品世間律儀。上二律儀屬思擇力。 

3.由此為依，獲得四種作意所攝九相心住。由得此故，名離欲貪諸



18 
 

18 
 

異生類。…如理審正觀察諸離欲地，是名上品世間律儀。後一律儀

屬修習力。 

 

※出世間律儀： 

4.彼既成就如是勝妙不放逸力，如實通達聖諦理故，便能永斷執我

我所以為前行「一切見道所斷煩惱」，又能獲得「有學律儀」。 

5.彼即修習有學律儀，復能永斷妄執我慢以為前行「一切修道所斷

煩惱」，究竟證得「無學律儀」。 

 

佛弟子的修行都是順著戒.定.慧的修學次第，最後獲得了無學律儀並

淨化了心靈。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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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揭開生命的真相 
 

【前言】 

 

為何有生老病死之苦？為何有眾生？眾生為何生而不平等？生命有

開始嗎？生命有意義嗎？這是歷代智者和哲學家都會思考的問題。

古印度時期的悉達多太子，在王宮享受欲樂的生活，二十九歲時外

出，看到老人、病人和死人後，回宮開始思考生老病死的問題，並

下定決心要找出生命的答案，毅然決然離開王宮，出家尋道。 

 

一、尋找生命的真相 

 

悉達多太子從阿羅羅仙人和水獺仙人二位老師，分別學習無所有處

定和非想非非想處定，修成後發現煩惱並未拔除，便告辭仙人繼續

去找答案；他在苦行林中用六年的時間專修極端的苦行，有憍陳

如、跋提、衛跋、摩訶那摩、阿說示五人隨行，最後他發現苦行不

能生起智慧，不能解決生命的問題，因此便獨自到尼連禪河菩提樹

下修行。 

 

二、親自體驗生命的真相 

 

悉達多太子（釋尊）三十五歲時，在菩提樹下悟道前，先進入四

禪，使心寧靜、柔軟、適合作業，而後分別於初夜（晚上六時到九

時）、中夜（晚上九時到早上三時）以及後夜（早上三時到六時）依

次生起三明：宿命明(即宿命通)、死生明(即天眼通)、漏盡明(即漏盡

通)。 

（1）釋尊於初夜證得「宿命通」，觀察到眾生過去的生命一世又一

世延續的事實，《薩遮迦大經》說： 

 

「予憶念種種宿命，即憶念過去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

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百千生、無量成

劫、無量壞劫、無量成壞劫。憶念於其處，予有如是名、如是姓、

如是種族、如是食、如是苦樂之受，如是以命終。予死於其處，生

於彼處，於彼處有如是名、如是姓、如是種族、如是食、如是苦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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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受，如是以命終，予死於彼處，生於此處。」 

 

（2）釋尊於中夜獲得「天眼通」，以天眼看到眾生依所造善惡業而

有因果輪迴的事實，《薩遮迦大經》說： 

 

「予以清淨而超人之天眼，見有情之生死，知卑賤、高貴、美麗、

醜陋、幸福、不幸福者，各隨其業：此等有情，身為惡行、口為惡

行、意為惡業，誹謗聖者，抱持邪見、持邪見業，彼等身壞命終生

於惡生、惡趣、墮處、地獄。又此等有情，身為善行、口為善行、

意為善行、不誹謗聖者，抱持正見，持正見業，彼等身壞命終生於

善趣、天界。」 

 

此時釋尊看清了生命的延續和三世因果的輪迴：造作惡業的眾生，

死後將投生到惡趣（如地獄.餓鬼.畜生），造作善業的眾生，死後將

投生到善趣（如人.天人），但仍受輪迴之苦。為了脫離生死輪迴之

苦，釋尊繼續觀察生命的實相： 

（3）釋尊於後夜生起「漏盡通」，滅除欲漏、有漏、無明漏等三漏

（三種煩惱），徹底體證苦.集.滅.道等四聖諦，心從煩惱解脫，獲得

自在，不再生死輪迴了，《薩遮迦大經》說： 

 

「予如實知『此是苦』，如實知『此是苦之集』，如實知『此是苦之

滅』，如實知『此是苦滅之道』；如實知『此是漏』，如實知『此是漏

之集』，如實知『此是漏之滅』，如實知『此是漏滅之道』。予如是

知、如是見，予從欲漏心解脫、予從有漏心解脫、予從無明漏心解

脫。予有解脫之智，自知：此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不受

後有。」 

 

釋尊終於成佛，滅除無明，獲得解脫，不再輪迴，解決了生老病死

的問題。 

 

三、轉法輪 
 

釋尊成佛後，名號為釋迦牟尼佛（簡稱佛陀），接著，佛陀開始「轉

法輪」，也就是將生命的真相傳給有緣的眾生。首先，釋尊在波羅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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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鹿野苑，對憍陳如等五比丘教導《轉法輪經》和《無我相經》，他

們也體證了四聖諦，滅除了無明，都成為阿羅漢。 

此時，人間有了佛寶、法寶、僧寶等三寶，作為眾生的歸依處。佛

法在印度就傳播開了。 

 

【結語】 

 

依據「眾聖點記」，釋尊成佛的時期，約為西元前五三一年。二千五

百年前，佛陀對眾生的開示，仍然生動地保留在《阿含經》中，當

日眾生的煩惱還是相同於今日眾生的煩惱；當日滅除煩惱的方法還

是相同於今日滅除煩惱的方法。在南傳的《薩遮迦大經》，佛陀說出

自己的禪修經驗：先修出四禪，而後觀察到生命的延續和三世的因

果，進而照見身心實相，體證四聖諦，滅除無明，徹底解決了生死

的問題。 

佛陀的歷代弟子們，遵循佛陀的教導，結果有成千上萬的弟子成為

具有神通的阿羅漢，他們也都親自觀察到生命的延續和三世因果的

事實，作為真理的證人。他們經由持守戒律、修習禪定，發展智

慧，而後看清身心的實相，滅除無明，獲得心靈的自在，並解決了

生死的問題，這整個修行的過程都是順著因果的。他們不是只停留

在聞思的階段，而是積極修行，獲得解脫，作為後人的榜樣。＃ 

 

【參考資料】 

1.〈釋尊的禪修過程〉，林崇安教授發表於「第四屆中華國際佛學會

議」，中華佛學研究所主辦，2002 年 1 月 18 日。 

2.經典：南傳《中部 36 經》，即《薩遮迦大經》。 

 

【問答】 

 

問 1：什麼是苦聖諦.集聖諦.滅聖諦.道聖諦等四聖諦？ 

答：依據《轉法輪經》，佛說： 

 

比丘們！這是「苦聖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

別離苦、求不得苦，略攝一切五取蘊苦。 

比丘們！這是「苦集聖諦」：此愛能引導再生，伴有喜、貪，隨處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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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的愛，即：欲愛、有愛、無有愛。 

比丘們！這是「苦滅聖諦」：對愛的無餘離欲、滅盡、捨離、棄捨、

解脫、無執。 

比丘們！這是「苦滅道聖諦」：就是八聖道──正見、正思維、正

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問 2：什麼是欲漏.有漏.無明漏等三漏？ 

答：《大毗婆沙論》引《品類足論》說： 

 

云何欲漏？謂欲界除無明，諸餘結縛、隨眠、隨煩惱、纏，是名欲

漏。 

云何有漏？謂色.無色界除無明，諸餘結縛、隨眠、隨煩惱、纏，是

名有漏。 

云何無明漏？謂三界無知，是名無明漏。 

 

問 3：什麼是眾生？什麼是生命？ 

答：眾生是由名和色（身心五蘊）所組成。名指心[識]和 52 心所，

色指 28 色法。「生命」是通俗用語，在究竟界是指「命根」。命根有

兩種，一是維持相應名法之命的「名命根」，一是維持俱生色法之命

的「命根色」。名命根是 52 心所之一。命根色是 28 色法之一。名命

根控制相應名法，命根色控制俱生色法。死亡是指在一世中命根斷

了。行者出定後，以觀禪可觀到名命根、命根色。 

 

問 4：為何有生老病死之苦？生老病死之苦能夠滅除嗎？ 

答：從佛法的角度來看，由於無明（集諦，屬因），眾生看不清生命

的實相，因而造業而有生老病死之苦（苦諦，屬果）。 

因此，只要滅除無明，就能滅除生老病死之苦。 

 

問 5：為何有眾生？眾生為何生而不平等？為何有不同形色的眾

生？ 

答：眼前的眾生只是名色（身心五蘊）的組合，依緣起而存有，以

宿命通和天眼通由現今往前世逆推，可觀察出眾生由於無明而造

業，死後投生而有新的名色（身心五蘊）的組合，不斷逆推可觀察

出眾生無始即有，無明也是無始即有，這是觀察的結果。眾生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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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的善惡業不同，導致生而不平等以及出現不同形色的眾生。 

 

問 6：生命有開始嗎？ 

答：眾生是由名和色（身和心）所組成。名指心[或識]和 52 心所，

色指 28 色法。「生命」在究竟界是指「命根」。命根分「名命根」和

「命根色」。名命根是 52 心所之一。命根色是 28 色法之一。以宿命

通，由現今往前世逆推，可觀察出眾生無始，所以命根或生命沒有

起點，只是依緣起而有生命之流，此中沒有造物者，也沒有從自方

存在的「我」。 

 

問 7：生命有意義嗎？ 

答：從佛法的角度來看，當智者覺察到一直生死輪迴是沒有意義

後，就依據佛陀的教導，逐漸提升心的品質，從守戒修定，到生起

智慧，看清身心的實相，不再執取身心，最後滅除無明而出輪迴，

獲得究竟的解脫，這便是生命的意義。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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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起智慧之火 
 

【前言】 

 

眾生由於無明（愚痴），看不清生命的真相，對順逆的對境，造作出

善惡的行為，導致不斷生死輪迴於欲界、色界和無色界等三界內。

為了脫離生死之苦，就必須生起智慧，滅除無明。但是如何生起智

慧之火呢？當年印度的釋尊（悉達多太子）經由觀察、推理、譬

喻、實踐和檢驗，終於找到了正確的方法。 

釋尊二十九歲出家後，先學無所有處和非想非非想處的禪定，經由

實踐和檢驗後，發現內心的煩惱並未滅除，便遊行到了優樓頻螺的

西那聚落。此處叢林清適、川流澄淨，附近有豐裕的村落，適於精

進修行，釋尊就選在此處靜修，有一天，他心中突然出現「前所未

聞而可驚嘆的三個譬喻」，讓他有了修行的方向。這是釋尊成佛後，

對離繫派的薩遮迦（阿義耶薩那）的開示和問答，記錄於《薩遮迦

大經》。 

 

一、第一個可驚嘆的譬喻 

 

「譬如置於水中之濕潤生木，而有人執來火鑽說：『我起火、令現

光。』彼人令此水中濕潤之生木，以火鑽而鑽之，得起火、現光

耶？」 

「不然！生木濕潤，且浸於水中。彼人疲勞困憊而已。」 

 

說明：這是釋尊對薩遮迦（阿義耶薩那）說出第一個譬喻，在這譬

喻中的火鑽是指起火的工具，用火鑽對水中濕潤生木，無論如何努

力鑽，是鑽不起火的。 

 

「如是任何沙門婆羅門，若身不離欲，且於欲，欲貪、欲愛、欲昏

睡、欲渴望、欲熾熱，於內不善捨之、不善滅之： 

1.彼等沙門婆羅門若感受劇苦、猛烈之受，彼等不得知、見無上等

正覺。 

2.彼等沙門婆羅門若不感受劇苦、猛烈之受，彼等亦不得知、見無

上等正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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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釋尊指出，若沙門婆羅門（修行者）身外被色.聲.香.味.觸等

五欲包圍，且內心對五欲也貪愛不捨，那麼 1.他若修苦行，2.他若

不修苦行，都不可能獲得覺悟。 

 

二、第二個可驚嘆的譬喻 

 

「譬如有離水之濕潤生木，置於燥地，而有人執來火鑽說：『我起

火、令現光。』彼人令此離水之濕潤生木，置於燥地，以火鑽而鑽

之，得起火、現光耶？」 

「不然！雖離水置於燥地，此是濕潤之生木。彼人疲勞困憊而

已。」 

 

說明：這是釋尊對薩遮迦（阿義耶薩那）說出第二個譬喻，用火鑽

對燥地上的濕潤生木，無論如何努力鑽，也是鑽不起火的。 

 

「如是任何沙門婆羅門，雖身離諸欲，而於欲，欲貪、欲愛、欲昏

睡、欲渴望、欲熾熱，於內不善捨之、不善滅之： 

1.彼等沙門婆羅門若感受劇苦、猛烈之受，彼等不得知、見無上等

正覺。 

2.彼等沙門婆羅門若不感受劇苦、猛烈之受，彼等亦不得知、見無

上等正覺。」 

 

說明：若沙門婆羅門（修行者）身外雖不被五欲包圍，但是內心對

五欲貪愛不捨，那麼 1.他若修苦行，2.他若不修苦行，都不可能獲

得覺悟。 

 

三、第三個可驚嘆之譬喻 

 

「譬如有離水之乾燥枯木，置於燥地，而有人執來火鑽說：『我起

火、令現光。』彼人令此離水之乾燥枯木，置於燥地，以火鑽而鑽

之，得起火、現光耶？」 

「然！此是乾燥之枯木，且離水置於燥地也。」 

 

說明：這是釋尊對薩遮迦（阿義耶薩那）說出第三個譬喻，用火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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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燥地上的乾燥枯木，是可以鑽起火的。 

 

「如是任何沙門婆羅門，身離諸欲，且於欲，欲貪、欲愛、欲昏

睡、欲渴望、欲熾熱，於內善捨之、善滅之： 

1.彼等沙門婆羅門若感受劇苦、猛烈之受，彼等能得知、見無上等

正覺。 

2.彼等沙門婆羅門若不感受劇苦、猛烈之受，彼等亦能得知、見無

上等正覺。」 

 

說明：若修行者身外不被五欲包圍，且內心對五欲棄捨，那麼 1.他

若修苦行，2.他若不修苦行，都有可能獲得覺悟。此處有二種修法

可能獲得覺悟，所以，釋尊接著要以實修去檢驗。 

 

四、修苦行與檢驗 

 

釋尊從三個譬喻中推知，要依據第三個譬喻去實踐才可能獲得覺

悟，但是有二種修法。所以，他先修當時通行的苦行：去感受劇烈

之苦受，並檢驗能否生起智慧，獲得覺悟。佛陀說： 

 

「予以齒置於齒，以舌壓於上齶，以心受持心，制御、降伏

之。……予住於止息禪。……如是予已生之苦受不遍執於心。」 

「予一掬一掬，漸次攝少食，或綠荳汁、或烏豌豆汁、或小豌豆

汁、或豌荳汁。…予之身體極為瘦弱。」 

「任何過去…任何未來…任何現在之沙門婆羅門，感受激苦痛烈之

受，此是苦行最高者，無有比此更上者。然予以此過酷之苦行，尚

未達到成為聖者特殊智見之過人法，應有其他達到菩提之道。」 

 

說明：釋尊親身實修各種極端的苦行，最後檢驗出不能生起智慧，

知道此路不通，應有其他不用修苦行而能抵達覺悟的路。 

 

五、不修苦行的方法與檢驗 
 

釋尊先修當時通行的苦行，發現不能生起智慧之火，知道要用非苦

行的修法才可能成功，因此要找出這方法。佛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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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時予作是念：『予父釋迦王行耕事時，予坐於畦畔之閻浮樹蔭

下，離欲、離不善法、有尋有伺，由離生喜樂成就初禪。』由此記

憶，予作是念：『此是到菩提之道耶？』阿義耶薩那！予隨念智生：

『此乃至菩提之道也。』」 

 

說明：釋尊想起小時曾經體驗的禪定之樂，知道這才是走向覺悟之

道。佛陀說： 

 

「阿義耶薩那！如是予思惟：『除欲及不善法外之樂，予有畏懼其他

之樂否？』阿義耶薩那！予其次思惟之：『除欲及不善法外之樂，予

無畏懼其他之樂也。』 

如是，阿義耶薩那！予思惟：『以如是極為瘦弱之身，難逮得彼樂，

然予攝粗食乳靡耶？』阿義耶薩那！予攝粗食乳靡。」 

 

說明：釋尊檢驗禪定之樂是不同於五欲之樂，不用畏懼禪定之樂而

且要用禪定幫助智慧的生起。想通了，釋尊開始飲食，使身體有

力，並修出禪樂。佛陀說： 

 

「如是予攝粗食乳靡，得體力，離欲、離不善法，有尋、有伺，由

離生喜樂成就初禪。……由定生喜樂，成就第二禪而住。……成就

第三禪而住。……予捨樂、捨苦，先已滅喜憂，捨不苦不樂，念清

淨成就第四禪而住。……如是予心等持、清淨、皎潔、無穢、無

垢、柔軟、堪任而心得確立不動。」 

 

說明：釋尊依次修出初禪、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獲得心清

淨：無穢、無垢、柔軟、堪任而不動。這是安住於「正定」。佛陀

說： 

 

「予引心向宿命智……向有情死生智……向漏盡智，予如實知『此

是苦』，如實知『此是苦之集』，如實知『此是苦之滅』，如實知『此

是苦滅之道』……予如是知、如是見，予從欲漏心解脫，予從有漏

心解脫，予從無明漏心解脫也。」 

 

說明：釋尊用這清淨心去開發智慧，終於生起宿命智、死生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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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智。此中照見身心實相後生起漏盡智，體證四聖諦，滅除無明而

成佛。而這整個過程是不用苦行的修法。 

 

【結語】 
 

二千五百年前，佛陀對眾生的開示，仍然生動地保留在《阿含經》

中，當日眾生的煩惱還是相同於今日眾生的煩惱；當日滅除煩惱的

方法還是相同於今日滅除煩惱的方法。從《薩遮迦大經》，佛陀以譬

喻教導生起智慧的過程是：修行者要身離諸欲，心於諸欲善捨之，

這是戒清淨；不用苦行，修出正定獲得心清淨，而後觀照身心的實

相，生起漏盡智，滅除無明，獲得自在。＃ 

 

【參考資料】 

1.〈釋尊的禪修過程〉，林崇安教授發表於「第四屆中華國際佛學會

議」，中華佛學研究所主辦，2002 年 1 月 18 日。 

2.經典：南傳《中部 36 經》，即《薩遮迦大經》、北傳《有部破僧

事》。 

 

【問答】 
 

問 1：為什麼經上說：『除欲及不善法外之樂，予無畏懼其他之樂

也。』？ 

答：欲樂及不善法之樂，屬五蓋中的貪欲蓋。五蓋是修禪定的障

礙，故要將之降伏。此外之樂，例如，前三禪的樂，屬禪支，是禪

定的一部分，可協助修觀生起智慧，因為定是慧的因。 

 

問 2：釋尊小時體驗的初禪和從二位老師學的無色界禪有何差異，

為何沒有導向覺悟？ 

答：由於過去累積的波羅蜜，釋尊小時自動體驗了初禪，但只是休

息而不知修觀；從二位老師學的無色界禪也只是處在寧靜狀態，不

知如何修觀。後來釋尊想找開發智慧的方法，這時察覺到小時體驗

的初禪是安住的清淨心，可用來觀照身心，生起智慧，導向覺悟。

至於無色界定，當時無人指導如何用來修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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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3：北傳《有部破僧事》的第三個譬喻是：「朽爛之木，無有津

潤，在於濕岸有人求火，雖以火鑽而鑽之，火無然法。」這譬喻對

南傳《薩遮迦大經》有何補充？ 

答：（1）這一譬喻的朽爛之木，可指不守戒的修行者，其內心的根

基已壞，不可能生起智慧之火。（2）這一譬喻的朽爛之木，可指修

極端的苦行後的身心情況。禪修者原先正常的身心，猶如乾燥枯

木，只要以火鑽正確鑽之，就可起火。 

但是極端的苦行者，為了身體離欲，採用減食或斷食，因而身體變

成衰弱；為了內心離欲，拼命打壓心的愛染，因而心變成無欲而乏

力，這種身心就像朽爛之木，已不是乾燥之木，以火鑽如何鑽之，

都不可能起火。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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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走在中道上 
 

【前言】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不要吃太飽也不要吃太少，不要穿太厚也不要

穿太薄，不要太忙也不要太懶，如此可以身心舒適。從這事實，可

看出大自然在教導我們不要走極端，而要走在中道。在解決生命的

問題上，釋尊成佛後，所教導的第一個經就是以中道為主軸的《轉

法輪經》。佛陀四十多年的教導，始終沒有離開中道這一主題。 

 

一、五比丘 

 

釋尊（悉達多太子）在修苦行時，有五比丘作為侍者，也一起修苦

行。五比丘是憍陳如、跋提、衛跋、摩訶那摩、阿說示。當釋尊放

棄苦行而食用粗食乳靡時，他們失望地說：「沙門瞿曇放逸而捨棄精

進了，趣向奢侈了。」 

五比丘就離開釋尊到波羅奈仙人墜處的鹿野苑，繼續修苦行。當釋

尊在菩提樹下成佛後，觀察到五比丘是第一批可以度化的弟子，所

以就來鹿野苑教導他們。 

 

二、佛陀的教導 

 

（一）避開兩邊 

 

佛陀對五比丘說： 

 

「有此兩邊，修行者不可耽溺在其中： 

一是沉迷於感官的樂行：這是下劣、卑賤、凡俗、非聖、無益的。 

一是折磨自己的苦行：這是痛苦、非聖、無益的。」 

 

說明：佛陀直接指出，五比丘是耽溺在苦行這一邊，這是痛苦、非

聖、沒有利益的。另一邊是一般不修行的人，沉迷於感官的樂行，

這是凡俗、非聖、沒有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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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道與八聖道 

 

佛陀說： 

「比丘們！避此兩邊，如來實踐中道──眼生、智生，導致寂靜、

增上智、正覺、涅槃。比丘們！什麽是如來實踐中道──眼生、智

生，導致寂靜、增上智、正覺、涅槃？就是八聖道：正見.正思維.

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說明：避免沉迷於感官的樂行以及折磨自己的苦行後，如來實踐中

道，最後生起法眼、真智，也就是生起道智和果智，體證了涅槃。 

中道導致寂靜、增上智、正覺、涅槃。寂靜指煩惱的熄滅。增上智

和正覺指徹悟四聖諦的智慧。涅槃指生死輪迴的結束，是渴愛的止

息，也是苦蘊的止息。 

中道是徹知四聖諦與獲得證悟涅槃的唯一道路。 

四聖諦是苦諦、集諦、滅諦及道諦。 

此處的中道或道諦就是八聖道：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

命、正精進、正念、正定。簡要解釋如下： 

正見：徹知「四聖諦」的智慧。 

正思惟：將心投入「四聖諦」。 

正見與正思惟，屬於慧學。 

正語、正業與正命，屬於戒學。 

正精進、正念與正定，屬於定學。 

正精進：修行觀禪時，為了徹知苦諦、集諦、滅諦與道諦而付出的

努力。 

正念：對苦諦、集諦、滅諦及道諦的憶念不忘。 

正定：在觀禪中，對行法（身心五蘊或名色與因果）以及其三相

（無常.苦.無我）的專注，這是世間正定。出世間正定則是以涅槃為

目標的專注。 

分析：由於五比丘偏向苦行，所以釋尊教導他們要走中道或八聖

道，修行時要先以「正見」指引方向，不落入苦行和樂行的兩邊，

並以「正思維」脫離欲尋、恚尋、害尋，其後應用到生活上能夠

「正語、正業和正命」而具有清淨的戒，接著對治五蓋（貪欲.瞋恚.

昏眠.掉悔.疑），以「正精進、正念」培養出輕鬆、安住、適合工作

的清淨心，獲得「正定」，最後以此清淨心去開發智慧，徹見四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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諦，生起出世間八聖道。 

 

（三）四聖諦 

 

佛陀說： 

「諸比丘！這是苦聖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

別離苦、求不得苦。簡單地說：五取蘊是苦。」 

 

說明：五取蘊就是苦聖諦（苦諦）。五取蘊是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

行取蘊及識取蘊。眾生由於無明，執色蘊為「我」、「我的」或「我

的自我」，如此即產生了對色蘊的執取。對受、想、行、識也如此。

這五蘊都是凡夫執取的目標。事實上，除了出世間的名法，此外其

餘的蘊都是取蘊。 

佛陀說： 

「諸比丘！這是苦集聖諦：它是造成投生的貪愛，四處追求愛樂，

也就是欲愛、有愛及無有愛。」 

 

說明：苦集聖諦（集聖諦、集諦）是三愛： 

1.欲愛：以欲望而貪愛享受色、聲、香、味、觸、法、六處（法處

包括五種淨色、十六種微細色、心、心所及概念法）。 

2.有愛：伴隨著常見而生起的貪愛。 

3.無有愛：伴隨著斷見而生起的貪愛。 

集諦是苦諦的因。因此，集諦是五取蘊生起的原因。 

佛陀說： 

「諸比丘！這是苦滅聖諦：即是此貪愛的息滅無餘.捨棄.遣離.解

脫.無執。」 

 

說明：苦滅聖諦（滅聖諦、滅諦）是貪愛的完全止息。 

佛陀說： 

「諸比丘！這是導致苦滅的道聖諦：那就是八聖道，即正見、正思

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說明：導致苦滅的道聖諦（道諦）就是修行八聖道。眾生生命的問

題就是煩惱和痛苦，佛陀給出的藥方就是修習八聖道的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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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佛陀對四聖諦的親身體驗 

 

「當我思惟 1.『此是苦聖諦』─這是前所未聞之法，我心中生起

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明。」 

「當我思惟 2.『此苦聖諦應被遍知』…「當我思惟 3.『此苦聖諦已

被遍知』─這是前所未聞之法，我心中生起眼，生起智，生起慧，

生起明，生起光明。」 

 

說明：此處釋尊思維「苦聖諦」依次三轉而有三智：1.諦智、2.作

智、3.已作智；並生起眼、智、慧、明，這是道心和果心的呈現。

生起光明，這是智慧之光的呈現。 

佛陀說： 

「當我思惟 1.『此是苦集聖諦』─這是前所未聞之法，我心中生起

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明。」 

「當我思惟 2.『此苦集聖諦應被斷除』─這是前所未聞之法… 

「當我思惟 3.『此苦聖諦已被斷除』─這是前所未聞之法，我心中

生起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明。」 

 

說明：釋尊思維「集聖諦」依次三轉而有三智：1.諦智、2.作智、3.

已作智，餘同前。 

佛陀說： 

「當我思惟 1.『此是苦滅聖諦』─這是前所未聞之法，我心中生起

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明。」 

「當我思惟 2.『此苦滅聖諦應被證悟』─這是前所未聞之法… 

「當我思惟 3.『此苦滅聖諦已被證悟』─這是前所未聞之法，我心

中生起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明。」 

 

說明：釋尊思維「滅聖諦」依次三轉而有三智：1.諦智、2.作智、3.

已作智，餘同前。 

佛陀說： 

「當我思惟 1.『此是導致苦滅的道聖諦』─這是前所未聞之法，我

心中生起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明。」 

「當我思惟 2.『此導致苦滅的道聖諦應被修習』─這是前所未聞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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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思惟 3.『此導致苦滅的道聖諦已被修習』─這是前所未聞之

法，我心中生起眼，生起智，生起慧，生起明，生起光明。」 

 

說明：釋尊思維「道聖諦」依次三轉而有三智：1.諦智、2.作智、3.

已作智，餘同前。 

佛陀對五比丘總結說： 

「諸比丘！只要我對這三轉十二相四聖諦的如實知見還不清淨，我

就不向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天.人眾的世間，宣稱證悟無上圓

滿正覺。然而，諸比丘！一旦我對這三轉十二相四聖諦的如實知見

完全清淨，我就向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天.人眾的世間，宣稱

證悟無上圓滿正覺。我內心生起智與見：我的解脫是不可動搖的，

這是我的最後一生，將不再有未來的投生。」 

 

（五）憍陳如生起法眼 

 

《轉法輪經》說： 

「世尊開示完後，憍陳如心中生起遠塵、離垢的法眼，他見到：『凡

是集法，皆是滅法。』 

當世尊如此轉法輪時，地神叫喚：『世尊在波羅奈仙人墜處的鹿野苑

轉無上法輪，沙門.婆羅門、諸天魔.梵或世間任何者，皆不能阻

止。』 

當四天王天…忉利天…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梵

天的眾天神聽到諸神的叫喚時，他們也叫喚：『世尊在波羅奈仙人墜

處的鹿野苑轉無上法輪，沙門.婆羅門、諸天魔.梵或世間任何者，

皆不能阻止。』 

就在那個剎那，那個當下，那個瞬間，叫喚之聲傳遍了整個梵天。 

此十千世界在顫動、抖動、震動，並有廣大無邊的光明出現在世

界，勝於諸天的光輝。 

是時，世尊大聲道:『憍陳如覺悟了！憍陳如覺悟了！』故尊者憍陳

如獲得這名字：『『『「阿若覺覺悟．憍憍陳如』。」 

 

說明：憍陳如證得初果後立刻請求出家。佛陀同意並說： 

 

「善來！比丘！法已善說，善修梵行以滅盡一切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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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憍陳如受比丘戒的情況。 

以上便是佛陀初轉法輪以及憍陳如遵循中道證得初果的過程。 

隨後，跋提迦、衛跋、摩訶那摩及阿說示也逐日證得初果，並且以

同樣的方式得到比丘戒。 

 

【結語】 

 

二千五百年前，佛陀對眾生的開示，仍然生動地保留在《阿含經》

中，當日眾生的煩惱還是相同於今日眾生的煩惱；當日滅除煩惱的

方法還是相同於今日滅除煩惱的方法。眾生生命的問題就是煩惱和

痛苦，於《轉法輪經》，佛陀分享自身的經驗：修行者要走中道，不

斷照見煩惱和痛苦及其實相，最後生起出世間的八聖道，這是道

諦，由此滅除集諦，體證滅諦，獲得自在，這是修行的果。＃ 

 

【參考資料】 

1.經典：南傳《相應部 56 諦相應·第 11 經》，即《轉法輪經》、北傳

《三轉法輪經》。 

2.〈三轉法輪經的要義〉，林崇安教授編，大圓滿廟，第 10 期，

2014 年 10 月。 

3.《顯正法藏》帕奧禪師講解；弟子合譯.；2008 年 3 月。 

 

【問答】 
 

問 1：經說：『生起光明』，指何光明？ 

答：生起光明是指生起智慧之光。體證涅槃的道心與果心都能產生

許多「心生色聚」。每一色聚裡都含有稱作「顏色」的究竟色法。道

心與果心所產生的顏色很明亮。這些心生色聚裡的「火界」也能產

生許多新的「時節生色聚」；其內的顏色也很明亮。時節生色聚裡的

顏色的光明不只散佈在體內，也會散佈到體外。此內外之光明稱為

智慧之光。 

 

問 2：南傳上座部《轉法輪經》與北傳說有部《三轉法輪經》有何

差異？ 

答：《三轉法輪經》第一轉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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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等苾芻！此是苦聖諦。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是苦集聖諦、苦滅聖諦、順苦滅道聖諦。於所聞法如

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此處第一轉是境，對象是四聖諦：苦聖諦、集聖諦、滅聖諦、道聖

諦，第一轉屬見道。眼：見道慧眼。智.明.覺：依過去.未來.今世差

別。 

第二轉經文： 

「1.此苦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知。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

智.明.覺。 

2.此苦集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斷。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

智.明.覺。 

3.此苦滅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證。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

智.明.覺。 

4.此順苦滅道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修。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

眼.智.明.覺。」 

 

此處第二轉是行或道，對四聖諦：應知.應斷.應證.應修，第二轉屬

修道。眼：修道慧眼。智.明.覺：依過去.未來.今世差別。 

第三轉經文： 

「1.此苦聖諦是所了法，如是已知。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

智.明.覺。 

2.此苦集聖諦是所了法，如是已斷。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

智.明.覺。 

3.此苦滅聖諦是所了法，如是已證。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

智.明.覺。 

4.此順苦滅道聖諦是所了法，如是已修。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

眼.智.明.覺。」 

 

此處第三轉是果，對四聖諦：已知.已斷.已證.已修，第三轉屬無學

道。眼：無學道慧眼。智.明.覺：依過去.未來.今世差別。 

 

問 3：什麼是出世間八聖道的性質？ 

答：修行觀禪到了最後，純觀行者證悟涅槃時，出世間的八聖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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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他的心中。正見是徹知涅槃，屬慧心所；正思惟是將心投入涅

槃，屬尋心所；正精進是為了徹知涅槃而付出的努力，屬精進心

所；正念是對涅槃明記不忘，屬念心所；正定是專注於涅槃，屬一

境性心所。正語、正業與正命，屬三個離心所，因為能造成邪語、

邪業與邪命的煩惱都被道智滅除了。如此，八聖道分同時具足。 

 

問 4：關於苦諦，於《轉法輪經》佛陀如何教導三智：諦智、作

智、已作智？ 

答：1.在修行觀禪時，行者須知「此是苦諦」，這稱為諦智。於此行

者須知五取蘊是苦諦。 

2.行者須知「此苦諦是應被遍知」，這稱為作智，意即明白自己有義

務要遍知這苦諦法。 

3.行者須知「此苦諦已被遍知」，這稱為已作智。 

 

問 5：關於集諦，於《轉法輪經》佛陀如何教導三智：諦智、作

智、已作智？ 

答：1.在修行觀禪時，行者須知集諦；這是諦智。於此行者須知貪

愛是集諦。 

2.行者必須明瞭此苦因（集諦）是應當被滅除的；這是作智。 

3.當行者證悟涅槃時，行者的道智會逐步地徹底滅除煩惱，尤其是

貪愛（集諦）。那時行者明瞭自己已經滅除集諦法（苦因）；這是已

作智。  （關於滅諦和道諦的三智，類推） 

 

問 6：經上「諸天若魔.若梵.沙門.婆羅門.天.人眾」是如何安立的？ 

答：〈攝事分〉說： 

「謂 1若天世間覺若魔.若梵．，2若沙門.婆羅門，3若諸天.人。如

是三種世間，由三因緣應知安立：一、由得欲自在及淨自在故，謂

若魔.若梵世間；二、由勤修得彼因故，謂若沙門.婆羅門；三、趣

種種業因果故，謂若諸天.人。」 

 

這是將所有天與人選出「諸天若魔.若梵」與「沙門.婆羅門」二類，

剩下即為「天.人眾」一類。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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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從身心找真理 
 

【前言】 

 

眾生不外是身心或五蘊（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的組

合。身方面的色蘊是物質的四大所組成。心方面的受蘊、想蘊、行

蘊是五十二種心所，是認知的配角；心方面的識蘊是心王，是認知

的主角。佛陀對五比丘指出，眾生想從煩惱解脫出來就必須看清身

心的真相是無我，所以，在開示《轉法輪經》之後第五天就開示

《無我相經》。 

 

一、身心五蘊不是我 

 

在波羅奈附近的鹿野苑，世尊告訴五比丘說： 

 

「諸比丘！色不是我。諸比丘！如果色是我，那麼色就不會遭遇疾

病，而且人們可以控制色，說道：『讓色成為這樣，不要讓色成為那

樣。』然而，諸比丘！因為色不是我，所以色會遭遇疾病，人們不

能控制色，說道：『讓色成為這樣，不要讓色成為那樣。』」 

 

說明：由於色較為粗顯，所以佛陀先開示色法，而後類推較細緻的

受、想、行、識。 

色法、色身或色蘊不是我，因為色法不會依個人的意願而生起；它

是依於因緣和合而生起，依於因緣壞滅而壞滅。佛陀接著開示其餘

的四蘊，類推如下： 

 

「受不是我。諸比丘！如果受是我，那麼受就不會遭遇疾病，而且

人們可以控制受，說道：『讓受成為這樣，不要讓受成為那樣。』想

不是我……。行不是我……。識不是我。諸比丘！如果識是我，那

麼識就不會遭遇疾病，而且人們可以控制識，說道：『讓識成為這

樣，不要讓識成為那樣。』 

然而，諸比丘！因為識不是我，所以識會遭遇疾病，人們不能控制

識，說道：『讓識成為這樣，不要讓識成為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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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以上佛陀指出，將個人的身心分解成色、受、想、行、識等

五蘊後，經由觀察和推理，可以知道它們都不是個人所能控制的，

它們的實相都是無我。所以，身心或五蘊的實相不是我，這不是理

論而已，行者要親自從自己的身心去找出這真理。當行者體驗到

「無我」後，才能放下「我執」，心靈才能解脫自在。 

 

二、以問答確認身心的實相 
 

接著佛陀以問答的方式（或記說）來確認五比丘對身心實相的體

認： 

「你們認為如何，諸比丘！色是常或無常呢？」 

「無常，世尊。」 

「既然是無常，那麼它是苦或樂呢？」 

「苦，世尊。」 

「既然它是無常、苦、變化不定，那麼，是否適合認為它：『這是我

的；這是我；這是我的自我』？」 

「不適合，世尊。」 

 

說明： 

1.從這問答中，我們可以看出，五比丘當下能以觀智清楚照見色法

的實相是無常、苦、無我，因此當佛陀問他們時，他們能夠明確地

回答是無常、苦、無我。如果還未照見色法的本質，他們就不能如

此確認。 

2.五比丘照見到色法一生起後就立刻壞滅，因此它們是無常；它們

一直受到生滅的逼迫，因此是苦；在色法當中沒有一個能控制或主

宰的自我存在，因此是無我。 

3.由於色法是無常、苦、無我，所以不能說：「這是我的；這是我；

這是我的自我」。 

4.由於色較為粗顯，所以佛陀先以問答的方式確認色是無常.苦.無

我，而後類推較細緻的受、想、行、識，也是無常.苦.無我： 

 

「你們認為如何，諸比丘！受…想…行…識，是常或無常呢？」 

「無常，世尊。」 

「既然是無常，那麼它是苦或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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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世尊。」 

「既然它是無常、苦、變化不定，那麼，是否適合認為它：『這是我

的；這是我；這是我的自我』？」 

「不適合，世尊。」 

 

說明：五比丘已透徹照見五蘊為無常、苦、無我，所以不會說：「這

是我的；這是我；這是我的自我」。觀照為「無常、苦、無我」的三

相，就是觀照「這不是我的、這不是我、這不是我的自我」的三

相。這兩種「三相」的解釋法是一樣的。以色法作說明如下： 

（1）對色法執著「這是我的」是愛取。對色法的「愛取」通常透過

認為「色法能帶來快樂」的錯覺而產生。當行者照見色法不斷受到

生滅逼迫而苦時，就不會說「這是我的」。因此，行者一再地觀照

「色法為苦」，達到相當程度時，「愛取」就會消失。觀照色法為

苦，稱為「苦隨觀」，它與愛取相對立。 

（2）對色法執著「這是我」是慢取。「慢取」通常透過認為值得驕

傲的色法是恆常存在的錯覺而產生。當行者照見色法為無常變化

時，就不會說：「這是我」。行者無法在色法中見到「我」，驕慢就失

去了立足點，因此觀照「色法為無常」，慢取就會逐漸消失。這種觀

法稱為「無常隨觀」，它與慢取相對立。 

（3）對色法執著「這是我的自我」是我取。「我取」通常透過認為

「色法中有我」的錯覺而產生。當行者照見色法為無常與苦時，就

不會說色法中有一個不變的自我。行者觀照到「色法為無我」，我取

就會逐漸消失。這種觀法稱為「無我隨觀」，它與「我取」相對立。 

 

三、以觀禪照見五蘊的實相 
 

接著佛陀開示觀禪的五蘊法門如下： 

 

「因此，諸比丘！對於一切的色，不論是過去、未來或現在，內在

或外在，粗或細、低劣或勝妙、遠或近，都應當以智慧如實看待它

們：『這不是我的；這不是我；這不是我的自我。』」 

 

說明：五比丘聽聞佛陀開示時，當下就進行觀禪，觀照色的十一類

別：過去、未來與現在、內在與外在、粗與細、低劣與勝妙、遠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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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並且徹知它們的三種實相。同樣的方式也用於受、想、行、

識，因此佛陀開示說： 

 

「對於一切的受……對於一切的想……對於一切的行……對於一切

的識，不論是過去、未來或現在，內在或外在，粗或細、低劣或勝

妙、遠或近，都應當以智慧如實看待它們：『這不是我的；這不是

我；這不是我的自我。』」 

 

說明：五比丘在聽聞佛陀開示的當下，如實觀照了五蘊的十一類別

以及它們的實相是：「這不是我的；這不是我；這不是我的自我。」

也就是，它們都是「無常、苦、無我」。 

 

四、生起厭患、遠離欲染而解脫 
 

佛陀繼續開示說： 

 

「諸比丘！具備如此認知後，多聞聖弟子對色厭患、對受厭患、對

想厭患、對行厭患、對識厭患。如此厭患後，遠離欲染。遠離欲染

後，得到解脫。得到解脫後，生起如此的智慧：『我已經得到解

脫。』他知道：『此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說明：聖弟子清楚照見十一類五蘊的實相後，對五蘊生起厭患、離

欲，而後得到究竟的解脫。 

《無我相經》說： 

 

「世尊如此開示時，五比丘對世尊的話感到欣悅與歡喜。此經說完

之後，五比丘心無執取，解脫諸漏。」 

 

說明：五比丘尚未聽聞《無我相經》之前已證得預流果，現在聽聞

《無我相經》時，繼續以觀智照見十一類五蘊的實相。結果，他們

以「一來道智」將欲貪與瞋的力量削弱；然後以「不還道智」徹底

滅除欲貪與瞋；最後以「阿羅漢道智」徹底滅除剩餘的煩惱：色

貪、無色貪、慢、掉舉、無明。至此五比丘都證得阿羅漢果。此時

世間有六阿羅漢，佛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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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二千五百年前，佛陀對眾生的開示，仍然生動地保留在《阿含經》

中，當日眾生的煩惱還是相同於今日眾生的煩惱；當日滅除煩惱的

方法還是相同於今日滅除煩惱的方法。眾生生命的問題來自無明和

我執，佛陀於《無我相經》指出，要將身心分解成五蘊後找出真

相：『這不是我的；這不是我；這不是我的自我。』進而生起厭患、

離欲，而後得到解脫，這是修行的果。 

 

【參考資料】 

1.經典：南傳《相應部 22 蘊相應·第 59 經》，即《無我相經》、北傳

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 6、《雜阿含 34 經》。 

2.《釋迦牟尼佛傳原典選集》第二章.法輪的初轉，林崇安教授編.佛

法教材系列 S1.內觀教育基金會.2021 年第 2 版。 

3.《顯正法藏》帕奧禪師講解；弟子合譯.；2008 年 3 月。 

 
【問答】 

 

問 1：佛陀度化五比丘的過程，於南傳上座部與北傳說有部的經文

有何差異處？ 

答：南傳和北傳的法義相同，而五比丘證悟的過程則略有不同。依

據北傳《毘奈耶．破僧事》，憍陳如證得初果後，佛陀對五比丘解釋

四聖諦法，憍陳如就證得四果阿羅漢而其他四位比丘則證得初果，

此時世間有二阿羅漢，一是世尊，二是憍陳如。幾天後，佛陀開示

《無我相經》，四位比丘也都證得四果，此時世間有六阿羅漢，佛為

第一。 

 

問 2：依據經文「多聞聖弟子對色厭患、對受厭患、對想厭患、對

行厭患、對識厭患。如此厭患後，遠離欲染。遠離欲染後，得到解

脫」，解釋厭患、遠離欲染、解脫？ 

答：依據《瑜伽師地論．攝事分》： 

 

「云何厭？謂有對治現前故，起厭逆想，令諸煩惱不復現行。云何

離欲？謂由修習厭心故，雖於對治不作意思惟，然於一切染愛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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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不現行，此由伏斷增上力故。云何解脫？謂即於此伏斷對治多修

習故，永拔隨眠。」 

 

問 3：為何五比丘聽聞佛陀開示後，很快就開悟成為聖者？ 

答：他們具備快速證悟的遠因與近因這兩項因素：1.在過去的十萬

大劫裡，也就是從蓮華勝佛時代開始，這五位比丘都在修習積聚波

羅蜜，並曾數度在過去佛的教化期中，修行觀禪達到行捨智的階

段，這是遠因。2.他們在此世依據佛陀的教導以觀禪一再反覆地觀

照身心的實相，這是近因。在這兩種因素的支持下，他們能夠快速

地證悟阿羅漢果連同四無礙解智。 

 

問 4：在《無我相經》，佛陀對眾生的生命有何重要的指引？ 

答：眾生的煩惱和痛苦都發生在身心之內，所以佛陀指引眾生要觀

察身心：將自己的身心分解成色.受.想.行.識等五蘊，每蘊又有過去.

未來.現在.內在.外在.粗.細.低劣.勝妙.遠.近等十一類別，都要以智慧

如實看出它們的真相是：「這不是我的；這不是我；這不是我的自

我。」行者看到真相後，自然放下「我執」，而後逐步滅除煩惱，最

後抵達無苦的涅槃。 

 

───吉祥圓滿─── 



44 
 

44 
 

八、苦來逼我 
 

【前言】 

 

從佛法的觀點，眾生由於過去的善業而投生為人，在人間過著苦苦

樂樂的日子時，都只想逃避痛苦，一心追逐欲樂，生起貪瞋，因而

不斷輪迴受苦。佛陀指出，要面對苦，並徹知「苦聖諦」才能解決

生命的問題。苦聖諦就是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

苦、愛別離苦、求不得苦、略說五取蘊苦。以下舉長者子耶舍的故

事來說明。 

 

一、耶舍的出生因緣 

 

佛陀度化五比丘後，接著就來到波羅痆斯城的婆羅奈河邊。 

 

那時，城中的善覺長者有一子，名為耶舍。最初，善覺長者一直沒

有兒子，後來只好依照習俗向樹神求子，樹神轉向帝釋天主請求。

剛好有一天神壽命將盡，帝釋天主就請他發願投生到長者家中。他

投生後成為長者子耶舍。這是耶舍的出生因緣。善覺長者對耶舍悉

心照顧，長大娶妻後，日日令奏女樂，享受五欲之樂。 

 

說明：五欲之樂是由色.聲.香味.觸.而獲得的欲界快樂。耶舍由於過

去世的善業成熟，生下來就一直享受生命的美好與快樂。 

 

二、苦來逼我的因緣 
 

有一天，耶舍享受五欲之樂後，覺得身心疲倦，即便眠臥。侍女們

則圍遶而睡。耶舍於中夜忽然覺醒，見侍女們口水流溢，頭髮蓬

亂，衣服污垢，手足亂動，囈言喧雜，東傾西倒，或趴或仰，猶如

死屍在屍陀林中。耶舍心生驚怖，穿起寶履，此寶履價值百千兩

金。他趨至門邊，大聲叫喚：「諸人當知！苦來逼我。」並且悲泣哽

噎。 

說明：屍陀林是古印度棄置死屍的墳場。耶舍看到侍女們的不淨和

如同死屍的樣子，首次驚覺到生命的老苦、病苦和死苦。在苦的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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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震撼和恐懼下，不由得說出：苦來逼我。 

 

這時帝釋天主出現，暗中打開大門，耶舍就走出大門。耶舍走出大

門後，又叫喚說：「諸人當知！苦來逼我。」他不知不覺走到城門，

如前叫喚，帝釋天主繼續開門。耶舍出城門後，走到婆羅奈河邊。

此時，佛陀正在對岸河邊經行。耶舍見水，又叫喚說：「諸人當知！

苦來逼我。」 

佛陀聞聲，對耶舍說：「此處無畏，汝可渡來。」 

耶舍一聽，心中恐懼消失，便脫下寶履，渡河走到佛前，佛陀就帶

耶舍回自己的住處。 

佛就座後，耶舍就頂禮佛足，坐在佛前。 

 

三、佛陀的次第教法 
 

接著，佛陀對耶舍開示「次第教法」，依據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的記載如下： 

 

「諸佛常法，先說此法，所謂布施、持戒、生天之因；復說五欲所

有過患，讚歎出家獨處山林，思惟觀察斷諸煩惱，演說廣大微妙之

法，開示令解。諸有聽者，聞說此法，歡喜清淨，無有疑惑。」 

 

說明：諸佛對在家者的次第教法是，1、布施論；2、持戒論；3、生

天論；4、五欲的過患；5、讚歎出離的功德利益；6、宣說苦集滅道

四聖諦法。 

此時佛陀對耶舍也依次先開示前五個世間的教法，略說如下。 

1.布施助人可得福報，布施給德行愈高者，所帶來的利益愈大。布

施給同一對象，所帶來的利益又依布施者的動機而有不同。 

2.持戒使心不懊悔而清涼，在家居士持守五戒，可避免遭受地獄之

苦。 

3.布施和持戒的善業成熟時，可以投生為欲界天神，享受五欲的快

樂、福報。天宮以金、銀，及各種珠寶建造而成，依照個人過去的

業力而有不同。 

4.但是五欲有種種的過患：感官欲樂就像充滿熱炭的火坑。感官欲

樂又像餓狗口中那根沒有肉的骨頭，無法消除飢餓；又像禿鷹口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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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肉，會被群鷹搶啄，因而遭受致命的痛苦。 

5.從感官欲樂出離，就像從火坑脫離，身心將獲得寧靜而喜悅；獨

處山林可遠離喧雜；精勤修行可斷諸煩惱，所以功德利益甚多。 

耶舍正是感受到欲樂帶來的壓迫與痛苦，聽到佛陀讚歎出離的功德

利益，找到了出路，生大歡喜，內心清淨，對佛陀具足信心而無懷

疑。 

 

「佛觀知已，更復為說出世之法，所謂苦.集.滅.道聖諦。猶如浣

衣，先除垢穢，既清淨已，色即易染。耶舍亦爾，初聞佛說，心器

清淨，便能了知四聖諦法，證預流果。」 

 

說明：佛陀知道此時耶舍內心清淨，適合開發智慧，接著向他宣說

出世間的四聖諦法，也就是，苦、苦因（或集）、苦滅、滅苦之道。 

如同洗衣，先把污漬去除，成為潔淨的衣後，就很容易均勻地染

色，耶舍也是如此，他聽聞布施、持戒、生天、五欲過患、出離的

功德後，內心清淨，所以很容易吸收四聖諦的教導，他當下觀照身

心，因而徹知四聖諦，生起初果道心，成為預流果聖者。四聖諦的

內容： 

苦聖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求不得苦.略說五

取蘊苦。 

苦集聖諦：三愛，即欲愛.有愛.無有愛。 

苦滅聖諦：三愛的息滅無餘。 

導致苦滅的道聖諦：就是八聖道，即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

精進.正念.正定。 

 

四、耶舍親友的陸續證果 

 

耶舍證得預流果不久，善覺長者一路尋找兒子到了河邊，見到寶

履，就渡河過來，漸至佛所。佛以神力，令長者不見其子。 

長者頂禮佛足後，問道：「世尊！可曾見到我子耶舍？」 

佛說：「長者！汝宜且坐，容於此處與子相見。」 

長者聽後起歡喜心，在一面坐。佛陀接著對長者同樣開示次第教

法，最後長者證得了預流果，其子耶舍則證得了阿羅漢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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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此時世間有七位阿羅漢，佛為第一。耶舍是佛陀的第六個阿

羅漢弟子。 

 

接著，善覺長者邀請佛陀隔日來住宅處供養食物。長者離開後，耶

舍在佛前出家。第二天，佛陀與耶舍到長者住宅。耶舍母親和妻子

敷設座具，請世尊坐。耶舍母親和妻子禮世尊足，在一面坐。佛陀

接著對她們開示次第教法，最後她們也都證得了預流果。 

 

說明：耶舍的父親、母親和妻子，過去世都累積了足夠的波羅蜜，

因而現在聽聞佛陀的次第教法，就能照見身心實相而證得初果。 

 

波羅痆斯城有五長者子：耶舍覺或耶輸陀．、富樓那覺或滿足．、無

垢覺或毘摩羅．、驕梵拔提覺或牛主．、妙肩覺或善臂．。耶舍出家，

作佛弟子後，其他四位長者子聽到也想出家。 

這四位長者子便從波羅痆斯城到世尊面前請求出家，作佛弟子。在

佛陀的教導下，他們全都證得阿羅漢果。 

波羅痆斯城中，又有五十豪族子弟，聽到五長者子從佛出家，證阿

羅漢果，便從波羅痆斯城到世尊面前請求出家，作佛弟子。在佛陀

的教導下，他們也都證得阿羅漢果。 

此時世間有六十一位阿羅漢，佛為第一。 

 

此中六十位阿羅漢弟子如下： 

五比丘：憍陳如.跋提.衛跋.摩訶那摩.阿說示。 

五長者子：耶舍.富樓那.無垢.牛主.妙肩。 

五十豪族子弟。 

 

五、阿羅漢各自去利益眾生 

 

佛陀住在波羅痆斯城仙人墮處的鹿野苑中，此時有六十比丘前後圍

遶，他們都是不久前證得阿羅漢果。這時，佛陀對比丘們說： 

 

「諸比丘！我與你們都解脫了人.天的一切束縛。你們各方去遊歷，

為諸眾生作大利益，哀愍世間，為諸天人得安樂，且你們各各而

往，不要兩人同行。我也將前往優樓頻螺聚落說法，為了利益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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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六十比丘接受佛陀的指示，就隨緣到印度各地去說法度眾。 

 

【結語】 

 

二千五百年前，佛陀對眾生的開示，仍然生動地保留在《阿含經》

中，當日眾生的煩惱還是相同於今日眾生的煩惱；當日滅除煩惱的

方法還是相同於今日滅除煩惱的方法。佛陀對耶舍開示次第教法，

最後指出，要解決生命的問題，就要直接面對苦和苦因（或集），並

生起八聖道而後止息煩惱和苦。又佛陀指示耶舍等六十阿羅漢，要

利益眾生，各自往印度傳法，顯然都不是自了漢。 

 

【參考資料】 

1.經典：北傳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唐義淨法師譯；《佛本行集

經》，隋闍那崛多譯。 

2.《釋迦牟尼佛傳原典選集》第二章.法輪的初轉，林崇安教授編.佛

法教材系列 S1.內觀教育基金會.2021 年第 2 版。 

 

【問答】 

 

問 1：證得預流果時，一般經文的描寫為：「生起法眼、遠塵、離

垢、見法、得法等等」，這些術語是何意義？ 

答：依據《瑜伽師地論．攝事分》： 

 

覺1．由二種相，當知聖者慧眼[法眼]清淨，謂由遠塵及離垢故。由

見所斷諸煩惱纏得離繫故，名為遠塵。由彼隨眠得離繫故，說名離

垢。 

覺2．於諸法中得法眼時，當知即得十種勝利。何等為十？ 

一者、於四聖諦已善見故，說名見法。 

二者、隨獲一種沙門果故，說名得法。 

三者、於己所證，能自了知：我今已盡所有那落迦、傍生、餓鬼，

我證預流，乃至廣說，由如是故說名知法覺極通達法．。 

四者、得四證淨，於佛、法、僧、如實知故，名遍堅法覺究竟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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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五者、於自所證無惑。 

六者、於他所證無疑。 

七者、宣說聖諦相應教時，不藉他緣，[不觀他面，不看他口]覺不

假他緣．。 

八者、於此正法、毘奈耶中，一切他論所不能轉覺於大師教餘不能

引．。 

九者、記別一切所證解脫，都無所畏。 

十者、由二因緣隨入聖教，謂正世俗及第一義故。覺歸依三寶及成佛

教聖者． 

 

問 2：行者證果後，經文說：「此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不

受後有」是何意義？ 

答：依據《瑜伽師地論．攝事分》： 

 

若於「有學解脫」轉時，由二種相內慧觸證： 

覺1．此生已盡：謂我已盡諸惡趣中所生諸行；又我已盡除其七生、

二生、一生所餘後有所生諸行。覺註：再生欲界，預流果除其七生，

一來果除其二生、一生，依此安立此生已盡． 

覺2．梵行已立：又我已住能究竟盡無退轉道。覺註：不還果不再退

轉投生欲界，依此安立梵行已立． 

若於「無學解脫」轉時，即由如是二種相故，內慧觸證： 

覺1．所作已作：謂我已作為斷其餘一切煩惱所應學事， 

覺2．不受後有：我今尚無餘一生在，況二、況七！覺註：阿羅漢一

切煩惱已滅、不再投生三界，依此安立所作已作、不受後有．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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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切都在燃燒 
 

【前言】 

 

眾生的心，日夜不斷地生滅延續著，人的一生只是自己的內六處與

外六處接觸而呈現種種的心理活動而已。內六處是眼.耳.鼻.舌.身.意

處。外六處是色.聲.香.味.觸.法處。南傳論典中，「處」所辨識的只

是究竟法。依據佛陀的教導，解決生命問題的一捷徑就是從內六處

和外六處直接下手。以下將以燃燒經來說明。 

 

一、尼連禪河邊的迦攝三兄弟 

 

佛陀成佛後，依次度化六十比丘成阿羅漢，接著自往優樓頻螺聚

落，以「次第教法」度化六十賢部，而後度化二女（歡喜與歡喜

力），使證得預流果；此二女在釋尊成佛前，曾於苦行後，以乳糜供

養釋尊，使身力恢復強健。 

接著佛陀觀察到，有結髮外道名優樓頻螺迦攝及五百弟子，在尼連

禪河邊林中修習苦行。佛知有緣，便去度化他們。由於佛的大威

力，他們都於佛前剃髮出家，受比丘戒。優樓頻螺迦攝有弟二人，

名那提迦攝與伽耶迦攝，住河下游，各有二百五十弟子，接著也於

佛前剃髮出家，受比丘戒。如此共一千比丘。 

 

二、佛陀的三種示導 

 

佛陀與迦攝三兄弟一千比丘，於優樓頻螺地區隨意住後，漸漸遊行

到伽耶山（象頭山），住在山頂窣堵波處。這時因緣成熟，佛陀以三

種神通（或三種示導）教化這一千比丘。 

覺1．神足通或神變示導：佛陀入定後，從本座忽然隱沒，現於東

方，上昇虛空行住坐臥，入火光定，即於身內出種種光，青黃赤白

及以紅色；雙現其相：身下出火，上流清水；身下出水，上發火

光。南西北方亦復如是。既現相已，從虛空沒，還復本處而現。 

說明：佛陀顯現的是雙神變，迅速交替進入火遍與水遍第四禪，然

後決意讓火與水自身同時射出，令千比丘生起敬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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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2．他心通或記心示導：佛陀尋求諸比丘心行差別，觀察彼心、

意、識，指示彼應作如是念，不應作如是念；彼應作如是捨，彼應

作如是身證住；彼應如是善尋伺，不應不善尋伺。 

 

說明：此處佛陀以他心通指導諸比丘，糾正修行的心理使之正確，

因而千比丘對佛起大信心，內心柔軟清淨，適合開發智慧。 

 

覺3．漏盡通或教誡示導：佛陀對千比丘教誡正法，宣說《燃燒

經》，引導他們生起道智。 

 

說明：前二種神足通和他心通只是引生敬信心，真正目的是第三漏

盡通的教導，引生智慧，滅除煩惱。由於千比丘以前修火供，熟悉

外在的燃燒，所以佛陀特地教導《燃燒經》，以觀禪照見內六處和外

六處的燃燒實相。 

 

三、佛陀開示《燃燒經》 
 

依據有部《毘奈耶．破僧事》的記載如下： 

 

「何者一切熾然？眼熾然，色熾然，眼識熾然，眼觸熾然，為因眼

觸內所生受，或苦、或樂、非苦非樂，亦是熾然。」 

說明：佛陀先以內六處的眼與外六處的色，接觸而有眼識與眼觸，

並生起苦.樂.非苦非樂等三受，這些都在燃燒。 

「以何火熾然？貪火熾然、瞋火熾然、癡火熾然。生老病死、愁歎

憂悲苦惱，亦復如是火然，此皆為苦。眼既如是，耳、鼻、舌、

身、意亦復如是。」 

 

說明：這些都是被貪火、瞋火、癡火燃燒。又被生老病死、愁歎憂

悲苦惱燃燒，因而這些都是苦。同理類推，內處的耳、鼻、舌、

身、意與外處的聲、香、味、觸、法接觸而生起的耳識、鼻識、舌

識、身識、意識以及耳觸、鼻觸、舌觸、身觸、意觸，並生起苦、

樂、非苦非樂等三受，這些都是被貪火、瞋火、癡火燃燒，又被生

老病死、愁歎憂悲苦惱燃燒，因而這些都是苦。 

在佛陀的一步步指導下，千比丘一項一項如實觀照，並直接體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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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在燃燒而苦。這是修習觀禪。由於他們以前修習火供，只往

外觀，此時轉向內觀，就看清了內六處與外六處，以及三受等的實

相都是苦。 

 

「世尊說此法時，彼千苾芻不受後有故，於諸有漏，心得解脫，皆

得阿羅漢果。」 

 

說明：千比丘（或千苾芻）當下如實體驗到內六處與外六處的實相

都是苦，因而放下對它們的執取並生起道智，以道智依次滅除了諸

煩惱（或諸有漏），最後心得解脫，證得阿羅漢果，將不再投生於三

界內（或不受後有）。 

 

四、優樓頻羅迦攝的過去因緣 
 

迦攝三兄弟中，大哥優樓頻羅迦攝在過去的勝蓮花佛時期是一位在

家居士。有一天他見到勝蓮花佛宣布獅子音比丘為「隨從人數第一

的大弟子」；他隨喜其成就，並且發願自己也能在未來佛的教化期中

得到同樣的榮銜。為了實現這心願，他持戒清淨，積極布施與供養

資具給佛與僧團，修習止禪，並修習觀禪達到行捨智的階段。這些

善業雖是無常，但在他的心流中留下了業力。到了今日釋尊時期，

他遇到佛陀，因緣成熟，有大批弟子跟隨，並證得阿羅漢果。後來

佛陀在比丘眾中宣布優樓頻螺迦攝是「隨從人數第一的大弟子」。 

 

【結語】 

 

二千五百年前，佛陀對眾生的開示，仍然生動地保留在《阿含經》

中，當日眾生的煩惱還是相同於今日眾生的煩惱；當日滅除煩惱的

方法還是相同於今日滅除煩惱的方法。眾生的生命由於愛取而一直

輪迴受苦。佛陀以三種示導教化眾生，並於教誡示導指出，行者如

實觀照內六處和外六處的實相是苦，就能不執取而獲得解脫，直接

解決生命的問題。＃ 

 

【參考資料】 

1.經典：北傳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唐義淨法師譯；《雜阿含 197



53 
 

53 
 

經》；《相應部六處相應》28 燃燒經；《長阿含 24 堅固經》。 

2.《釋迦牟尼佛傳原典選集》第二章.法輪的初轉，林崇安教授編.佛

法教材系列 S1.內觀教育基金會.2021 年第 2 版。 

 

【問答】 

 

問 1：解釋十二處與十八界的關係為何？ 

答：十二處：眼處.耳處.鼻處.舌處.身處.意處； 

 色處.聲處.香處.味處.觸處.法處。 

十八界：眼界.耳界.鼻界.舌界.身界.意界； 

 色界.聲界.香界.味界.觸界.法界； 

眼識界.耳識界.鼻識界.舌識界.身識界.意識界。 

※上可看出，意處分成七識界：意界.眼識界.耳識界.鼻識界.舌識界.

身識界.意識界。 

※依據南傳論典，意處即 89 心，分配到七識界： 

意界 3 心，即五門轉向 1 心.領受 2 心。眼識界 2 心。耳識界 2 心。

鼻識界 2 心。舌識界 2 心。身識界 2 心。意識界是剩餘 76 心。其他

十一處與界相同。 

 

問 2：依南傳論典，十二處的究竟法為何？ 

答：內六處：眼處.耳處.鼻處.舌處.身處.意處； 

 外六處：色處.聲處.香處.味處.觸處.法處。 

※眼處.耳處.鼻處.舌處.身處是眼淨色.耳淨色.鼻淨色.舌淨色.身淨

色。[5 粗色] 

※色處.聲處.香處.味處是顏色.聲.香.味。[4 粗色] 

※觸處是地界.火界.風界。[3 粗色] 

※意處是 89 心。 

※法處是 52 心所、16 細色及 1 涅槃。16 細色是水界.食素.命根色.

心色.男根色.女根色及 10 非完成色（空界.身表.語表.輕快性.柔軟性.

適業性.色積集.色相續.色老性.色無常性）。 

以上共有究竟法：89 心、52 心所、12 粗色、16 細色及 1 涅槃。 

 

問 3：法處與法所緣有何差別？ 

答：（1）「處」所辨識的只是究竟法，意處是 89 心。法處是 52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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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16 細色、涅槃。 

（2）每一心及其相應心所皆必緣取一個所緣。有六所緣：色所緣、

聲所緣、香所緣、味所緣、觸所緣、法所緣。前四所緣就是[顏]

色、聲、香、味。觸所緣是地界、火界、風界。 

（3）法所緣是 89 心、52 心所、5 淨色、16 細色、涅槃、概念。比

法處多出 89 心、5 淨色、概念。 

心是法所緣：心不能識知自己本身，但在某心流裡的一個心則能識

知在同一心流裡的其他心，亦能識知其他眾生的心。 

 

問 4：依何情況顯現或不顯現三種示導？ 

答：《大毘婆沙論》卷 103 說： 

 

「若於佛法，決定信者及不信者不應為現。若不定者應為現之，引

入正法，除此更無餘方便故。」 

 

此處指出，用神足通、他心通、漏盡通三種示導來度化眾生，是決

定於對象：對佛法已經決定相信者（如，預流果）或完全決不信佛

的眾生，不應顯現；對不定者則可顯現，因為這些人不排斥佛法而

可以引入正法，除此沒有其他方法了。此中漏盡通的顯現，是指教

導義理和指導止觀，使對方經由推理和實踐來檢驗真理而後接受。 

 

問 5：為何不顯現天耳通.天眼通.宿命通來現前度眾？ 

答：六種神通中，不採用天耳通、天眼通或宿命通現前度眾，因為

不能使聽眾當下信伏。 

《大毘婆沙論》說： 

 

「若自說：『我能遠聞、我能遠見、我能遠憶諸宿住事。』他皆生

疑：『為虛？為實？』不即信伏，故非示導。」 

 

由於所說的話當下不能證實，聽眾會起懷疑而不相信，不適合現前

度眾。所以，現前度眾只適合三種示導：神變示導（神足通），記心

示導（他心通），教誡示導（漏盡通）。此中又以教誡示導為主，因

為這是導向滅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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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6：依據《長阿含 24 堅固經》，堅固長者子白佛言：「唯願世尊敕

諸比丘，若有婆羅門、長者、居士來，當為現神足、顯上人法。」

為何佛陀不同意？ 

答：由於敕令諸比丘對婆羅門、長者、居士們顯現神足，這種主張

過於極端，所以佛陀不同意，並於《堅固經》中舉出三種示導來分

析： 

覺1．神通神變(神足)：比丘能以一身變成無數，…山河石壁，自在

無礙，…身出烟火，如大火聚；手捫日月，立至梵天。若有得信居

士見此神變，去告訴未得信居士。彼未得信居士便誹謗說：「我聞有

瞿羅呪，能現如是無量神變，乃至立至梵天。」 

覺2．記心神變(他心通)：比丘觀眾生心所念法，隱處所為皆能識

知。若有得信居士見此神變，去告訴未得信居士。彼未得信居士便

誹謗說：「有乾陀羅呪，能觀察他心，隱處所為皆悉能知。」 

 

說明：以上神足通和他心通，是比丘修四禪後所獲得，信佛者見到

或遇到會相信這些神變，但若轉告給不信佛者，不信佛者就會貶低

說唸咒就有此神變，而不敬重比丘。其實比丘顯現神足通和他心通

只是使觀眾生起敬信心而後易引入教誡神變來教導滅苦的佛法。例

如，最初優樓頻羅迦攝有神通而自滿，佛陀便先顯現神通使他信伏

而後他才誠心接受佛陀的教導。 

 

覺3．教誡神變(漏盡通)：若如來出現於世，為他說法，上中下言皆

悉真正，義味清淨，梵行具足。若居士聞已，於中得信，出家修

道，具諸功德乃至滅諸闇冥，生大智明。 

 

依據《堅固經》，這段經文是教誡神變。其重點是教導佛法義理和指

導修行，使信眾經由推理和實踐去體證真理，生起智慧，滅除無明

黑暗。這種教誡神變是佛陀要顯現給大眾看到的。 

總之，六神通中，當眾顯現天耳.天眼.宿命通，大眾會起疑而不信

伏，所以不用顯現。當眾顯現神足通或他心通，則要看對象而有條

件地使用。以漏盡通教導佛法則是必須的。由上可知，「敕令諸比丘

對婆羅門、長者、居士們顯現神足」是很極端的主張，所以佛陀不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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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7：從三種示導或神變，佛陀對度化眾生有何重要的指引？ 

答：佛陀示出，以神通度化眾生要採行中道，對於有神通而自滿

者，可顯現神足通或他心通使他起敬信心，對於完全不信佛者則不

應顯現。宿命通、天眼通、天耳通不適用於現前度眾。漏盡通則隨

時可用。為了有效地度化眾生，佛和大阿羅漢們每天一早會用宿命

通和天眼通等去觀察各地有緣的眾生，接著前去度化他們，這是廣

度大眾的善巧方便。至於沒有前五通的阿羅漢們就只以漏盡通去利

益眾生。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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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瓶沙王的開悟 
 

【前言】 

 

瓶沙王，又作頻毘娑羅王、頻鞞娑邏王、頻婆娑羅王，意譯為影勝

王。瓶沙王是與釋尊同時代的摩揭陀國王。其王后為韋提希夫人，

生一子，即阿闍世王。依據《大史》，瓶沙王十五歲即位，在位五十

二年，由此可知他世壽六十七歲。佛陀度化優樓頻螺迦攝等一千比

丘後，接著度化的就是瓶沙王和他的眷屬臣民。以下依據經律的記

載來說明。 

 

一、瓶沙王面見佛陀 

 

瓶沙王（頻毘娑羅王）聽到釋尊已經成佛，並與一千比丘就在國內

的伽耶山，便派使者邀請來王舍城供養飲食.衣服.臥具.醫藥等四

事。當佛陀和優樓頻螺迦攝一千比丘抵達中途的善住窣堵波竹林

時，王與眾多眷屬就往佛前禮拜。依據《毘奈耶．破僧事》： 

 

「覺王．頂禮佛足卻坐一面。其摩揭陀國婆羅門.居士等，一分頂禮

佛足亦坐一面。一分合掌問訊：『大沙門！少病少惱，氣力安不？』

亦坐一面。一分合掌而不致問，亦坐一面。一分遠住默然而坐。」 

 

說明：王的眾多眷屬對佛的態度，有的有敬心，有的客套，有的平

常，有的冷淡。 

 

二、優樓頻螺迦攝顯現神變 

 

年老的優樓頻螺迦攝在摩揭陀國的威望甚高，此時婆羅門.居士等分

不清楚是佛陀跟他學法，還是他跟佛陀學法。佛陀知道他們心中的

疑惑，就讓優樓頻螺迦攝當眾顯現神通。 

 

「迦攝聞佛語已，即入三摩地，此心定故，即從本處忽然不現，即

於東方，上昇虛空行住坐臥，…身下出火上流清水，身下出水上發

火光，東方既爾，南西北方亦復如是。現是相已，從虛空沒還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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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地上而立，往至佛所，頂禮佛足，作如是言：世尊是我教師，我

是世尊聲聞弟子。」 

 

說明：迦攝於眾人面前顯現雙神變，並自認是佛陀的弟子，目的是

使大眾對佛陀生起敬心。 

 

三、佛陀對大眾先說次第教法 
 

依據《頻鞞娑邏王迎佛經》，佛陀知道大眾已起敬心，適合開示端正

法（次第教法）： 

 

「如諸佛法，先說端正法，聞者歡悅。謂 1.說施、2.說戒、3.說生

天法，4.毀呰欲為災患，生死為穢，5.稱歎無欲為妙，道品白淨。

世尊為彼大王說之。佛已知彼有歡喜心.具足心.柔軟心.堪耐心.昇

上心.一向心.無疑心.無蓋心，有能有力堪受正法，謂如諸佛所說正

要。6.世尊卽為彼說苦.集.滅.道。」 

 

說明：端正法是去惡向善，提升生命的大道理，大眾聽後生柔軟

心、無疑心、無蓋心，接著就有能力接受更高的四聖諦法。所以，

佛陀接著開示了以下五段正法。 

 

四、開示正法（1） 
 

以下依據《毘奈耶．破僧事》，佛陀開示的第一段正法是： 

 

「色有生滅，大王！當須了知色法生滅因緣。受.想.行.識，亦復如

是。大王！若能了知色法生滅異，即能了知色之自性。受.想.行.

識，亦復如是。大王！若善男子知色性已，而不愛著亦不領受，亦

復不持，而能於此決定無我及以我所。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說明：此處先將「身」分解成地.水.火.風等色法，將「心」分解成

受.想.行.識等名法，如此分成五蘊後，就能看清五蘊的自性都是生

滅無常而不去執取，並能於五蘊中決定沒有獨立自存的我及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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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開示正法（2） 
 

婆羅門.居士等聽到佛陀說五蘊中決定沒有獨立自存的我，便內心想

著：「如果五蘊中沒有獨立的自我，那麼，什麼法是我呢？誰是有

情？有情造了善惡業，誰來接受果報？誰捨前蘊，而取後蘊？」佛

陀知道他們的想法，所以對比丘們開示第二段正法： 

 

「從集生苦，證滅斷苦，從集生行，證滅行滅，彼因緣滅彼滅。彼

因緣故，能生諸有情次第流轉，如是因緣，有情生滅，如來了知畢

竟無我。」 

 

說明：（1）苦的因是集，從集產生了苦；將苦的因滅了，就能斷

苦，所以說證滅斷苦。 

（2）苦的因是無明，無明是集，以無明為緣生行，所以說從集生

行。將無明滅了，行就滅了，所以說證滅行滅。彼因緣滅了，彼果

就滅了。 

（3）當因緣具足時，能生出諸有情，一世又一世次第流轉，在這因

緣下，有情生生滅滅，如來知道，此中完全沒有獨立自存的我。 

（4）什麼法是我呢？誰是有情？答：把五蘊所組成的眾生（於無色

界只有四蘊），在世俗上安立為「我」或「有情」，此內並無獨立的

我。 

（5）有情造了善惡業，誰來接受果報？答：有情的次第流轉，前世

的有情造了善惡業，流轉後的有情來接受果報，這有情前後的五蘊

連續生滅變化而已，此中沒有獨立自存的我。 

（6）誰捨前蘊，而取後蘊？答：不是有一獨立自存的我捨前五蘊，

取後五蘊；其實前後只是有情的五蘊生滅流轉而已。認為「有一獨

立自存的我」是來自無明。 

（7）但是有情的前後世的因果關係，是一非常隱蔽的事實，如何證

實呢？由於大眾此時對佛陀有堅強的信心，因此接下來佛陀就以證

人的身份來作證。 

 

六、開示正法（3） 

 

接著，佛陀對比丘們開示的第三段正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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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清淨天眼過於人間，觀見有情流轉生滅，勝者.劣者.妙色.惡

色，趣善惡道，所有作業如實我知，1.如是見一有情造身口意惡

業，誹謗聖者，執著邪見，行邪惡業，由此因緣，從此捨命墮於地

獄。2.復見有情造三善業，不謗聖者，住正信心，行正命行，由此

因緣，從此捨命生於天上，如是等事我悉知見。」 

 

說明：此處佛陀以證人的身份來作證：有情於前世以身語意造善惡

業後，於後世就有投生為善惡趣的果報。事實上這些具有天眼通的

比丘們也都是證人。眾生確信有三世的因果後，佛陀就易於指導向

上，提升生命。 

 

七、開示正法（4） 
 

由於此時大眾接受三世因果，所以佛陀進一步開示第四段正法，內

容是緣起的流轉與還滅： 

 

「然是因緣：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謂無明緣行，行緣

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

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如是此大五蘊聚集。

所謂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謂無明滅即行滅，行滅即識滅，識

滅即名色滅，名色滅即六處滅，六處滅即觸滅，觸滅即受滅，受滅

即愛滅，愛滅即取滅，取滅即有滅，有滅即生滅，生滅即老死.憂

悲.苦惱滅，如是此大五蘊聚集滅。」 

 

說明：（1）在十二緣起中，以三世來看：無明.行，屬過去世的集

諦。識.名色.六處.觸.受，屬現在世的苦諦。愛.取.有，屬現在世的集

諦。生.老死，屬未來世的苦諦。 

（2）前後世中，任一有情的心是生滅延續而有前後因果的關係。有

情的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中，只是五蘊不斷生滅而已。十二緣

起的流轉中，任一有情的五蘊於前後世中不斷生滅而已，在這前後

因果的演變中，沒有任何獨立自存的我或自性，這就是緣起無我。 

（3）只要有無明，有情就將一直流轉而輪迴下去。只要滅除無明，

就可還滅而出輪迴。無明的滅除無餘，就是滅諦。而滅除無明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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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或道，就是道諦。以上內容包含四聖諦。 

 

八、開示正法（5） 

 

接著佛陀檢驗瓶沙王（頻毘娑羅王）的體驗而和他進行第五段的正

法對答。 

 

「佛告摩揭陀主頻毘娑羅王曰：於意云何？色為常耶？為無常耶？ 

答曰：大德！色是無常。 

又問：若無常者，為苦、非苦？ 

答曰：是苦。 

又問：色若無常苦者，即是變壞，若多聞弟子執色是我，我有諸

色，色屬於我，我在色中不？ 

答曰：不也。」 

說明：佛陀先檢驗瓶沙王對色蘊的實相的內觀體驗，接著才是其他

四蘊。 

 

「又問：如是受、想、行、識，為是常耶？為無常耶？ 

答曰：是無常也。 

又問：乃至識等是無常者，為苦、非苦？ 

答曰：是苦。 

又問：識等無常苦者，即是變壞，若有多聞弟子，執乃至識是我，

我有諸識，識屬於我，我在識中不？ 

答曰：不也。」 

 

說明：在佛陀的一步步指導下，此時瓶沙王觀照自己的五蘊的實相

來作回答，他直接體驗到五蘊的實相都是無常.苦.無我，這是他的回

答，這是修習觀禪的結果。 

 

「是故當知！諸所有色，1.若過去.未來.現在，2.若內.若外，3.若

麤.若細，4.若勝.若劣，5.若近.若遠，如是諸色，非我我所，我有

諸色，非屬於我，我不在色中，如實遍知應如是見。乃至受想行識

亦復如是。大王！有聲聞弟子具足多聞，觀五取蘊離我我所。如是

觀已，知諸世間實無可取，無可取故不生怖畏，無怖畏故內證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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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 

 

說明：佛陀進一步將色蘊分成相對的五組色法後，同樣都不是

「我」、「我的」，因而要平等看待所有內色與外色、麤色與細色、勝

色與劣色、近色與遠色而不執取。對待受.想.行.識蘊也同樣。知道

世間實無可取後，放下五取蘊，心就自在了。 

 

九、瓶沙王證得初果 

 

於《頻鞞娑邏王迎佛經》，佛陀總結說： 

 

「大王！若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彼便厭色，厭覺[受]、想、行、

識，厭已便無欲，無欲已便得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

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說明：聖弟子照見五蘊的實相不是我後，生起厭、離欲而解脫，獲

得了解脫知見。 

 

「佛說此法時，摩竭陀王洗尼憍頻鞞娑邏，遠塵離垢，諸法法眼

生；及八萬天、摩竭陀諸人萬二千，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 

 

說明：（1）遠塵離垢：指滅除身見、戒禁取、疑三結，證得初果。

瓶沙王（洗尼．頻鞞娑邏）是第一位證得初果的國王。 

（2）另有一萬二千婆羅門.居士以及八萬天人開悟，這是過去累積

波羅蜜而今成熟的結果。 

（3）瓶沙王已得初果，即從座起，稽首佛足，說： 

 

「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

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此後瓶沙王終生供養三寶，佛陀說他是「優婆塞中好喜惠施最為第

一」。 

（4）瓶沙王年老時，阿闍世太子受提婆達多蠱惑，篡奪王位，瓶沙

王受禁食之苦而死，這是他過去生喝罵一獨覺並關於房內的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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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沙王死後投生為北方多聞天王的下屬藥叉，名為闍尼沙（勝結）

或人牛王，由於王已得初果，不墮惡道，七次人天往返，即出輪

迴。 

 
【結語】 

 

二千五百年前，佛陀對眾生的開示，仍然生動地保留在《阿含經》

中，當日眾生的煩惱還是相同於今日眾生的煩惱；當日滅除煩惱的

方法還是相同於今日滅除煩惱的方法。眾生由於無明，於身心執取

有一獨立的自我而輪迴受苦。佛陀對瓶沙王等人指出，解決生命的

問題要觀照五蘊的實相；於十二緣起中，有情造作善惡業而有三世

輪迴，此中無獨立的自我。修習觀禪，照見五蘊的實相後，生起

厭、離欲而獲得解脫。＃ 

 

【參考資料】 

1.經典：北傳《中阿含 62 經》即《頻鞞娑邏王迎佛經》。有部《毘

奈耶．破僧事》。《雜阿含 1074 經》。 

2.《阿毗達摩概要精解》菩提比丘編，尋法比丘中譯。 

3.《釋迦牟尼佛傳原典選集》第二章.法輪的初轉，林崇安教授編.佛

法教材系列 S1.內觀教育基金會.2021 年第 2 版。 

 

【問答】 
 

問 1：佛法的內容可分幾大類？佛陀度化瓶沙王時用了哪些類？ 

答：（1）佛法內容有四大類：五蘊類、六處類、緣起類、道品類。

前三類五蘊、六處、緣起標出所觀之境。後一類道品是培養能觀之

智。 

※緣起類：包含十二緣起、四食、四聖諦、種種界、種種受。※道

品類：包含四念住等三十七菩提分法，以及入出息念、三學、四證

淨。 

（2）佛陀對瓶沙王開示了五蘊、緣起以及隱含的道品。此中的道

品：觀五蘊就是修四念住。1.觀色蘊是修身念住。2.觀受蘊是修受念

住。3.觀想、行、識蘊，是修心念住和法念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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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2：為何瓶沙王等人及八萬天人當下就證得初果？ 

答：（1）瓶沙王等人及天人，過去生中長期累積波羅蜜，並修行觀

禪達到行捨智階段；他們在佛陀指引下觀照五蘊後，從行捨智提升

到初果道智，滅除身見、戒禁取和疑等三結，當下就證得初果。 

（2）佛陀是天人師，當有緣的天人來聽法時，其中過去生中累積波

羅蜜並修行觀禪達到行捨智階段的天人，在佛陀的指引下觀照五

蘊，生起初果道智後，當下就證得初果。這都是順著因果而獲得。 

 

問 3：初果聖者以及預流道心有何特質？ 

答：初果聖者，即預流果、須陀洹。 

※預流果已斷除最粗的三結：身見.戒禁取.疑。於四漏，已斷除邪見

漏。於十四不善心所，已斷除邪見心所與疑心所，以及嫉心所與慳

心所。 

於十二不善心，根除了四個邪見相應的貪根心，以及一個疑相應的

痴根心。 

※初果的行為特徵是堅守五戒。 

※預流果會在最多七世的時間內，證得最終的解脫，且不會投生至

任何惡道。有三種預流果： 

1.極七返有：最多再投生人間與天界七次。 

2.一種子：只再投生一次即證得阿羅漢果。 

3.家家者：在證得阿羅漢果前再投生於良善家庭兩或三次。 

※預流道心：進入趣向解脫的不退轉的道心。「流」即八聖道：正

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如恆河之

水不斷地從喜瑪拉雅山流向海洋，出世間八聖道亦從正見之生起，

不斷地流向證悟涅槃。 

※預流道心的作用是斷除三結：身見結、戒禁取結、疑結。 

※預流道心是通過修習觀禪而證得。禪修者持續地觀照名色法的生

滅，知見它們的無常、苦、無我的實相；當觀智成熟時，就生起道

心。 

 

問 4：什麼是身見結、戒禁取結和疑結？各屬何心所？ 

答：（1）身見結或我見，是認為五蘊的任一個是我或我所有。對五

蘊的每一個有四種見解：認為「色蘊是我，或我擁有色蘊，或色蘊

是在我裡面，或我在色蘊裡面」，對於受蘊、想蘊、行蘊與識蘊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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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如此共二十身見。 

（2）戒禁取結，是認為實行儀式或修苦行及其種種戒禁，能夠導向

解脫。 

（3）疑結，是懷疑三寶、三學、過去五蘊、未來五蘊、過去與未來

五蘊、十二緣起。 

※身見結與戒禁取結是屬於邪見心所。疑結是屬於疑心所。 

 

問 5：比丘們問佛：「云何影勝王造何等業，果報成熟： （1）有大富

貴.豐財受用，於王宮生，復得見佛.知聖諦理？（2）後被刺脚禁

閉，身受飢渴苦困，因茲餓死？」佛陀如何回答？ 

答：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 18，佛說： 

 

乃往昔時，無佛出世，…此時一辟支佛遊行，往至波羅痆斯城，居

至一陶家輪舍所，亦有自餘商人等同共止息。中有一商人夜在房

中，遂失大便，不淨污地，夜總即去。… 

覺1．主人入房乃見房中糞污不淨…便發惡念，報辟支佛曰：『汝出

家人脚不被刺，何因不出房外大便，在此房內而放不淨？』 

于時主人以鎖鎖門口云：『汝今可於此房餓死。』爾時辟支佛作是思

惟：『恐此主人後受苦報，我若開門自出，又恐嗔恨。』默然居住。 

 

說明：陶家主人對辟支佛[獨覺]口出惡語，並鎖門使其飢餓，造下

大惡業。 

 

覺2．至中食時，主人嗔息，命辟支佛[獨覺]曰：『可來喫食。』 

告曰：『我時已過，更不食也。』 

『若如是者，今夜更宿，明旦食齋。』 

辟支佛以慈愍而攝受故，便即為住。 

至於明旦，[主人]造淨妙食供養辟支佛。 

是時，辟支佛為欲利益此主人故，現身變化而為說法，或現神通，

或身上出火，或身下出水，種種變現。 

其時，主人見此神變，心切悔過，…口發願言：『於聖者邊而發惡

意，願無業報。又願供養功德善根，於當來世咸得廣大財富自在，

亦常供養諸佛如來，心無厭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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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陶家主人供養辟支佛[獨覺]住宿、美食等，造下大善業。 

 

佛告諸苾芻：『於汝意云何？爾時陶家人者，今影勝王是。當於爾時

向辟支佛，心懷惡意，口出麁語，業成熟故今刀刺脚，閉在房中飢

渴餓死。由生悔心，發願力故，彼業成熟得生王宮，富貴多財，於

世尊所…證得預流果。』 

 

問 6：已造惡業後，另造善業，是否會減弱惡業的果報？反之也是

如此？ 

答：依作用，有四種業：令生業、支助業、阻礙業、毀壞業。 

1.令生業分善的或不善的。令生業是造成投生的業，能夠產生下一

世結生時及那一期生命中的果報名色。唯有在臨死時成熟的業才是

令生業，才能造成下一世的結生。 

2.支助業不能產生投生的果報，但其他的業產生投生的果報後，支

助業能夠延續其已生起的苦報或樂報。例如善的令生業導致某眾生

投生為人，支助業即協助延長壽命乃至豐衣足食等。 

3.阻礙業是在其他業產生投生的果報後，阻礙其已生起的苦報或樂

報，不使它延續下去。阻礙業切斷其他業的果報，但並沒有產生投

生的果報。例如，某眾生由於善的令生業而投生為人，阻礙業會帶

來病痛阻止那人享受其善報。 

4.毀壞業分善的或不善的。毀壞業中斷弱的業的果報，然後產生自

己的結生果報。例如，某眾生由於善的令生業而生為天神，但是某

個毀壞業突然成熟，使他突然死亡而投生於惡道。 

【例】以提婆達多為例，來說明四種業： 

1.他有善的令生業使他投生在王族裡；由於 1.該善的令生業及 2.支

助業的緣故，他得以繼續活在幸福的生活中。 

3.但是後來他造作惡行而被僧團隔絕時，阻礙業即開始生起效力，

他開始受人輕視。 

4.他最後造成僧團分裂的重業是毀壞業，使他投生到地獄裡。 

【例】列迪長老以故意殺人為例，說明四種業： 

1.某人殺人後，只要該殺生業在臨死時沒有機會成熟以產生結生

（不作令生業），該殺生業只能執行支助、阻礙與毀壞三種作用之

一，即：該殺生業能支助其他惡業成熟；或阻礙善業成熟；或中止

善業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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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當殺生業有機會成熟時，作為令生業而投生到惡趣。過後，當該

殺生業沒有能力再導致投生時，該殺生業還是有能力執行其他三種

作用，在未來十萬大劫都還有效。 

 

問 7：佛陀的教法，對眾生生命的提升，有何主要的指引？ 

答：（1）觀察五蘊：人的一生，從結生心到死亡心，他的身心只是

五蘊的演變而已。人從嬰兒.童子.少年.中年到老年都是由五蘊所組

成。由於五蘊剎那生滅變化，因而是無常；由於五蘊不斷遭受生滅

的逼迫，因而是苦；由於五蘊不能被完全地控制，因而是無我。此

中沒有獨立自存的我，但是由於無明卻以為有一不變的我，認為五

蘊是「我」、「我的」或「我的自我」，如此產生了對五蘊的貪愛與執

取，因而造業並一直輪迴受苦。 

（2）觀察六處：每一世的身心也是內六處所組成，內六處與外六處

接觸生起六識與感受，這一切都是生滅變化而沒有獨立自存的我。 

（3）觀察緣起：十二緣起的三世輪迴中，每世眾生的五蘊或六處生

滅延續著。眾生順著惑（無明）、業、苦而流轉下去，這是流轉門。

無明滅則行滅，導致苦滅，這是還滅門。流轉和還滅中都沒有獨立

的我，這是緣起而無我。 

（4）修習道品：要出輪迴就要滅除無明，要滅除無明就要修習觀

禪，提升心的品質，培養正念正知，修習四念住等菩提分法，生起

道智，最後滅除無明，得究竟解脫，成為無學聖者。生命的學習到

此就畢業了。 

佛陀的生命指引共 10 講完 

 

───吉祥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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