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觉 音 (Buddhaghosa) 所 著 的 《清 净 道 论》 (Visuddhimagga)， 是 综 述 南 传 上 
座 部 佛 教 思 想 的 一 部 最 详 细。 最 完 整、 最 著 名 的 作 品， 是 研 究 南 传 上 座 
部 教 理 的 必 读 之 书。 觉 音 引 用 了 整 个 南 传 三 藏 要 点 并 参 考 斯 里 兰 卡 当 
时 流 传 的 许 多 古 代 三 藏 义 疏 和 史 书 而 写 成 此 论。 所 以 《大 史》 
(Mahāvaṁsa) 称 它 “为 三 藏 和 义 疏 的 精 要”； 德 国 的 唯 里 曼 · 盖 格 (Wilhelm 
Geiger) 教 授 也 说 它 “是 一 部 佛 教 百 科 全 书”。 亚 洲 南 方 各 国 的 佛 教 学 者 
都 要 研 究 这 部 名 著， 其 他 的 世 界 佛 教 学 者 也 都 很 重 视 研 究 它。 读 了 此 
书， 可 以 了 解 南 传 佛 教 的 主 要 教 理； 也 可 以 看 到 一 些 当 时 当 地 的 社 会、 
经 济、 历 史 等 问 题。 尤 其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作 者 在 列 举 当 时 各 国 的 上 等 布 类 
中 有 中 国 的 丝 绸 （Cīnapaṭṭa —— 支 那 丝 绸）， 这 在 经 论 中 是 难 得 见 到 的 资 
料。 这 部 巴 利 三 藏 的 代 表 作， 在 世 界 各 国 有 多 种 文 字 的 译 本。  

觉 音， 公 元 五 世 纪 中 叶 人， 是 南 传 巴 利 语 系 佛 教 的 一 位 杰 出 学 者， 
他 用 巴 利 文 写 了 很 多 书， 对 上 座 部 佛 教 有 很 大 贡 献。 因 为 在 觉 音 时 代， 
印 度 大 部 分 的 佛 教 学 者 都 已 采 用 梵 文， 巴 利 文 佛 教 业 已 衰 落， 只 有 斯 里 
兰 卡 和 菩 提 场 的 比 丘 依 然 忠 于 巴 利 文。 由 于 觉 音 的 努 力， 巴 利 文 这 一 系 
的 佛 典 古 语 学 才 又 活 跃 起 来。  

根 据 《大 史》 记 载， 觉 音 出 生 于 北 印 度 菩 提 场 附 近 的 婆 罗 门 族， 通 
吠 陀 学， 晓 工 巧 明， 精 于 辩 论。 在 菩 提 场 一 座 斯 里 兰 卡 人 建 造 的 寺 院 出 
家， 从 离 婆 多 (Revata) 大 长 老 学 习 巴 利 语 三 藏。 受 了 比 丘 戒 后， 便 写 了 一 
部 书 叫 《发 智》 (Ñāṇodaya)。 为 了 进 一 步 深 入 研 究， 他 在 摩 河 男 (Mahānāma) 
王 时 代 (409～431) 来 到 斯 里 兰 卡 的 首 都 阿 努 罗 陀 补 罗 (Anurādhapura)， 住 在 
大 寺 (Mahāvihāra)， 从 僧 伽 波 罗 (Saṅghapāla) 长 老 学 习 三 藏 经 典 和 义 疏。 在 
此 期 间， 因 为 接 受 僧 伽 波 罗 的 请 求， 觉 音 首 先 撰 成 著 名 的 《请 净 道 
论》。 继 之， 大 寺 僧 众 即 把 所 有 僧 伽 罗 文 的 三 藏 注 疏 都 供 给 他 做 参 考， 
要 他 写 更 多 的 书。 于 是 觉 音 便 移 居 根 他 伽 罗 寺 (Ganthakara vihāra)，  埋 头 
苦 干， 长 期 从 事 著 作， 几 乎 对 全 部 巴 利 三 藏 都 做 了 注 解。 其 中 有 律 藏 的 
注 释 《普 悦》 （Samantapasādikā 善 见 律 毗 婆 沙）、 波 罗 提 木 叉 的 注 释 《析 
疑》 (Kaṅkhāvitaraṇī)、 长 部 经 注 《善 吉 祥 光》 (Sumaṅgalavilāsinī)、 中 部 经 注 
《破 除 疑 障》 (Papañcasudanī)、 相 应 部 经 注 《显 扬 心 义》 (Saratthapakāsinī)、 
增 支 部 经 注 《满 足 希 求》 (Manorathapuraṇī)、 小 部 第 一 （小 诵） 第 二 （经 
集） 注 《胜 义 光 明》 (Paramatthajotikā)、 《法 聚 论》 注 《殊 胜 义》 (Atthasālinī)、 
《分 别 论》 注 《迷 惑 冰 消》 (Sammohavinodanī)、 其 余 五 部 论 注 《五 论 释 义》 
(Pañcappakaraṇatthakathā)、 《本 生 注》 (Jātakaṭṭhavaṇṇanā)、 《法 句 譬 喻》 
(Dhammapadaṭṭhakathā)。 后 来 他 又 回 印 度 朝 礼 圣 菩 提 树， 不 知 所 终。 相 传 
在 柬 埔 寨 有 一 座 古 寺 名 觉 音 寺， 是 他 去 世 的 地 方。  

觉 音 写 《清 净 道 论》， 是 严 格 地 按 照 当 时 大 寺 派 的 思 想 体 系 来 著 述 
的。 其 组 织 的 次 第 和 内 容， 有 许 多 地 方 与 优 波 底 沙 (Upatissa) 所 著 的 《解 
脱 道 论》 相 似。 优 波 底 沙 约 早 于 觉 音 二 百 余 年。 本 论 除 了 序 论 和 结 论 
外， 全 书 分 为 二 十 三 品， 依 照 戒、 定、 慧 三 大 主 题 次 第 叙 述， 即 前 二 品 



说 戒， 中 间 十 一 品 说 定， 后 十 品 说 慧。  

前 二 品， 主 要 是 说 明 怎 样 持 戒， 戒 的 种 类， 持 戒 有 什 么 好 处， 怎 样 
自 愿 地 受 持 十 三 头 陀 支 等。 就 是 说 如 何 严 格 地 遵 循 比 丘 僧 团 的 生 活 方 
式。 作 者 在 评 论 持 戒 的 出 发 点 时 说： “以 爱 为 出 发 点， 为 求 生 命 享 受 而 
持 戒 者 为 下， 为 求 自 己 解 脱 而 持 戒 者 为 中， 为 求 一 切 众 生 解 脱 而 受 持 的 
波 罗 蜜 戒 为 上”。 可 见 作 者 也 接 受 了 当 时 发 展 中 的 某 些 大 乘 佛 教 的 思 想 
影 响。  

中 间 十 一 品， 主 要 是 叙 述 十 遍、 十 不 净、 十 随 念、 四 梵 住、 四 无 色 
定、 食 厌 想、 四 界 差 别 等 四 十 种 定 境 的 修 习 方 法。 这 里 对 于 怎 样 去 修 每 
一 种 定， 都 说 得 很 清 楚， 有 心 者 可 以 按 照 这 些 方 法 去 实 行。  

后 十 品 说 慧 学， 是 本 书 最 重 要 部 分， 集 南 传 佛 教 论 藏 的 主 要 内 容 和 
七 部 论 以 后 发 展 出 来 的 教 理。 其 主 要 论 题 有： 五 蕴、 十 二 处、 十 八 界、 
二 十 二 根、 四 谛、 十 二 缘 起 等。 这 里 解 释 物 质 方 面 的 色 蕴， 有 二 十 四 种 
所 造 色； 解 释 精 神 方 面 的 识 蕴， 有 八 十 九 心、 心 识 过 程 中 的 十 四 种 作 用 
和 五 十 二 心 所 法； 解 释 缘 起 的 各 种 条 件 有 二 十 四 缘 等。 这 些 都 是 南 传 上 
座 部 佛 教 的 特 色。  

这 部 汉 文 译 本 的 完 成， 其 经 历 是 曲 折 的。 早 在 1953 至 1956 年 间， 我 
在 斯 里 兰 卡 从 巴 利 文 学 者 般 若 难 陀 (Pandit P.Paññananda) 专 研 《清 净 道 论》 
时， 即 将 每 日 所 学 的 论 文 译 为 汉 文。 其 汉 译 手 稿， 于 1957 年 随 身 带 回 国 
内。 后 因 中 国、 佛 学 院 部 分 同 学 需 要 参 考， 未 经 修 改 便 誊 印 一 百 部， 其 
中 错 误 甚 多。 在 一 次 火 灾 中， 所 存 全 部 手 稿 和 油 印 本 均 被 焚 毁， 化 为 灰 
烬。 直 至 1973 年 始 从 别 处 找 回 一 部 幸 存 的 油 印 本， 方 能 重 新 据 此 而 从 事 
校 对 整 理 和 修 改 工 作， 于 1980 年 底 告 成。 翻 译 这 部 论 著， 斯 国 人 民 认 为 
是 交 流 中 斯 文 化 的 部 分 工 作， 曾 在 该 国 《兰 卡 之 光 报》 上 详 细 地 发 表 过 
消 息。 国 内 一 些 学 者 亦 重 视 此 事。 不 过 由 于 个 人 才 疏 学 浅， 在 译 文 上 错 
误 之 处 实 所 难 免， 希 望 读 者 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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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 书 是 依 据 巴 利 圣 典 协 会 (Pāli Text Society) 出 版 的 罗 马 字 体 本 巴 利 
原 文 译 为 汉 文 的， 并 以 锡 兰 字 体 和 暹 罗 字 体 版 本 为 参 考。  

一、 翻 译 本 书 时， 以 锡 兰 出 版 的 英 译 本 The  Path  of Purification by Bhikkhu 
Ñāṇamoli 和 英 国 出 版 的 英 译 本 The Path of Purity by Pe Maung Tin 以 及 日 
本 出 版 的 水 野 弘 元 的 日 译 本 《清 净 道 论》 为 参 考。  

一、 本 书 的 注 释， 是 根 据 巴 利 原 本 的 注 释、 巴 利 文 注 解 和 各 种 译 本 的 
注 释 而 注 释 的。  

一、 巴 利 原 本 有 不 少 错 字 或 遗 漏 之 处， 翻 译 本 书 时 都 参 考 别 的 版 本 一 
一 加 以 改 正 或 补 充， 有 的 加 注 说 明， 也 有 许 多 未 曾 注 出。  

一、 为 便 于 学 者 可 与 巴 利 原 文 对 读 之 故， 本 书 仍 以 直 译 为 主。  

一、 书 中 所 有 圆 括 弧 （  ） 内 的 字， 都 是 译 者 根 据 文 意 加 入 的。  

一、 书 中 括 弧 内 的 [1]、 [2]、 [3] 等 数 字， 是 巴 利 文 原 本 的 页 码。 因 为 
英、 日 等 各 种 译 本， 都 附 有 这 种 页 码， 为 了 便 于 互 相 参 看， 保 留 这 
个 数 字 是 必 要 的。  

一、 文 中 括 弧 内 的 【1】、 【2】、 【3】 等 号 码， 是 本 书 注 释 的 符 号。  

一、 书 中 所 写 的 锡 兰， 今 名 斯 里 兰 卡； 暹 罗， 今 名 泰 国。 为 了 和 过 去 的 
典 籍 一 致， 故 本 书 仍 然 采 用 旧 名。  

一、 本 书 中 的 人 名、 地 名 和 许 多 其 他 事 物 的 名 称， 有 的 义 译， 有 的 音 
译， 有 的 仿 古， 有 的 创 新。 但 对 音 译 和 义 译 的 名 词， 古 今 译 者 的 翻 
译 多 有 不 同， 故 作 《名 词 索 引》 于 书 后 以 供 参 考。  

一、 注 中 经 常 引 用 《大 正》 某 卷 某 页， 是 根 据 日 译 本 写 的。 我 国 各 图 书 
馆 保 存 有 不 少 《大 正 藏》， 仍 然 可 以 参 考。  

一、 本 论 和 《解 脱 道 论》 有 些 关 系， 所 以 在 注 释 中 举 出， 一 些 类 似 之 处 
以 供 参 考。  

一、 注 中 所 举 原 巴 利 文 经 典， 绝 大 多 数 是 用 略 语， 兹 列 略 语 表 于 下：  



   

       (1916 - 1985) 

南 传 上 座 部 佛 教 学 者 叶 均 居 士， 是 中 国 佛 教 协 会 常 务 理 事； 居 士 浙 江 瑞 
安 人， 早 年 剃 染， 法 号 了 参, 巴 利 法 号 昙 摩 结。 1941年 就 学 于 重 庆 汉 藏 教 理 院 
本 科， 1946 年 受 院 方 派 往 锡 兰 （斯 里 兰 卡） 留 学。 在 此 期 间 曾 先 后 译 出 南 传 
巴 利 《法 句 经》、 《清 净 道 论》 （初 稿） 六 十 余 万 言， 获 论 帅 学 位。 1957 年 回 
国， 任 教 于 中 国 佛 学 院， 最 后 完 成 《清 净 道 论》 定 稿。 1985 年 12 月 22 日 于 北 
京 入 灭。  

次 日， 中 国 佛 教 协 会 会 长 赵 朴 初 手 示： 叶 居 士 生 前 尚 未 印 行 的 译 著 应 与 
付 梓 流 通。 之 后， 即 对 译 者 最 后 的 译 著 《摄 阿 毗 达 摩 义 论》 槁 略 事 整 理 和 校 
对， 并 将 其 生 前 发 表 在 佛 教 刊 物 上 与 研 究 《义 论》 直 接 有 关 的 《觉 音 清 净 道 
论 的 简 介》、 《南 传 的 八 十 九 心》 等 作， 以 及 介 绍 斯 里 兰 卡 上 座 部 佛 教 的 文 
章 共 十 篇， 收 入 《附 录》， 以 供 参 考。 多 蒙 民 族 出 版 社 有 关 同 志 的 支 持 和 帮 
助， 顺 利 成 书， 中 国 佛 教 协 会 研 究 部 特 此 感 谢。 唯 编 者 限 于 水 平， 错 误 难 
免， 希 望 读 者 指 正。 



 
缩 写 词 

 
A. = Aṅguttaranikāya 增 支 部  
A.A. = Manorathapūraṇī 满 足 希 求 （增 支 部 注）  
Car. = Cariyāpiṭaka 行 藏  
Cnd. = Cullaniddesa 小 义 释  
D. = Dīghanikāya 长 部  
Da. = Sumaṅgalavilāsinī 善 吉 祥 光 （长 部 注）  
Dhp. = Dhammapada 法 句  
Dhp.A. = Dhammapada 

Aṭṭhakathā 
法 句 譬 喻  

Dhs. = Dhammasaṅgaṇi 法 聚 论  
It. = Itivuttaka 如 是 语  
J. = Jātaka 本 生 经  
Jat. = Jātakaṭṭha vaṇṇana 本 生 经 注  
Kh. = Khuddakapātha 小 诵  
Kv. = Kathāvatthu 论 事  
M. = Majjhimanikāya 中 部  
Mil. = Milindapañha 弥 陵 陀 问 经  
Mnd. = Mahāniddesa 大 义 释  
Mnda. = Saddhammapajjotikā 正 法 光 明  
Nd. = Niddesa 义 释  
PP. = Puggalapaññati 人 施 设 论  
Pṭs. = Paṭisambhidāmagga 无 碍 解 道  
Pṭs.A. = Paṭisambhidāmagga-

Aṭṭhakathā 
无 碍 解 道 义 释  

S. = Saṁyuttanikāya 相 应 部  
SA. = Saratthappakāsinī 显 扬 心 义 （相 应 部 注）  
Sn. = Suttanipāta 经 集  
Tika. = Tikapaṭṭhāna 三 显 示  
Thag. = Theragāthā 长 老 颂  
Ud. = Udāna 自 说 经  
Uda. = paramatthadīpanī 胜 义 灯  
Vin. = Vinaya 毗 奈 那 （律）  
Vibh. = Vibhaṅga 分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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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经 中 这 样 说： 

 
【1】

 住 戒 有 慧 人， 修 习 心 与 慧，

有 勤 智 比 丘， 彼 当 解 此 结。 

为 什 么 要 这 样 说 呢？ 据 说： 世 尊 在 舍 卫 城 时， 于 夜 分 中， 来 一 天 子， 为 
除 自 己 的 疑 惑， 提 出 这 样 的 问 题： 

 
【2】

 内 结 与 外 结， 人 为 结 缚 结，

瞿 昙 我 问 汝， 谁 当 解 此 结？ 

这 问 题 的 大 意 是： “结” 是 缔 结， 与 爱 网 同 义。 因 为 上 下 于 色 等 所 缘 境 
界 而 屡 屡 生 起 爱 着， 犹 如 竹 丛 中 的 竹 枝 纠 缠 而 称 为 枝 网， 故 名 为 结。 因 为 
对 于 自 物 他 物， 或 于 自 身 他 身， 或 于 内 处 及 外 处【3】 而 生 爱 着， 故 说 “内 结 
与 外 结”。 以 如 是 生 起 爱 着， 故 说 “人 为 结 缚 结”。 譬 如 竹 丛 为 枝 结 所 缠， 
一 切 有 情 为 爱 网 所 缠 结， 这 便 是 人 被 结 缠、 缠 缚、 缔 结 的 意 思。[2] 由 于 这 个 
结 的 问 题， 所 以 “瞿 昙 我 问 汝”。 瞿 昙 是 称 呼 世 尊 的 姓。 “谁 当 解 此 结”， 
是 问 谁 能 解 此 缠 缚 于 三 界 之 内 的 坚 牢 之 结。 

天 子 这 样 问 了 之 后， 那 位 于 诸 法 中 得 无 碍 智 行 者、 天 中 之 天、 帝 释 中 
之 胜 帝 释、 梵 天 中 之 胜 梵 天、 证 四 无 畏、 具 十 力、 得 无 障 智 及 慧 眼 的 世 尊， 
为 答 此 义 而 说 此 偈： 

住 戒 有 慧 人， 修 习 心 与 慧， 

有 勤 智 比 丘， 彼 当 解 此 结。 

 大 仙 （佛） 所 说 之 偈 的 戒 等 种 种 义， 

 现 在 我 要 如 实 的 解 释： 

 对 于 那 在 胜 者 （世 尊） 教 中 已 得 难 得 的 出 家， 

 不 得 如 实 而 知 包 摄 戒 等 安 稳 正 直 的 清 净 道， 

 虽 然 欲 求 清 净 而 精 进， 

 可 是 不 得 到 达 清 净 的 瑜 伽 者； 

 我 今 依 照 大 寺 住 者【4】 所 示 的 理 法， 

 为 说 能 使 他 们 喜 悦 极 净 决 择 的 清 净 道； 

 是 故 一 切 欲 求 清 净 者， 

 应 当 谛 听 我 的 恭 敬 说。 

此 中： “清 净”， 是 除 了 一 切 垢 秽 而 究 竟 清 净 的 涅 槃。 到 达 清 净 的 道 路 
为 清 净 道。 “道”， 是 至 彼 的 方 便。 这 便 是 我 现 在 要 解 说 的 清 净 道。 

                                                 
【1】 S.I, p.13; p.165, 《杂 阿 含》 五 九 九 经 （大 正 二 · 一 六 ○b）。 
【2】 同 上。 
【3】 内 处 (ajjhattikāyatana)， 即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外 处 (bāhirāyatana) 即 色 声 香 味 触 法。 
【4】 大 寺 住 者 (Mahāvihāra-vāsī)， 即 《西 域 记》 所 说 的 “摩 诃 毗 诃 罗 住 部”。 大 寺 在 当 时 锡 兰 

的 首 都 阿 努 罗 陀 补 罗 (Anurādhapura)， 觉 音 住 在 该 寺 造 沦 及 作 三 藏 的 注 疏。 南 传 的 佛 教 
即 是 属 于 大 寺 派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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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些 地 方， 清 净 道 只 是 毗 钵 舍 那 （观） 的 意 思。 所 谓： 

 
【5】

 一 切 行 无 常， 若 以 慧 观 见，

得 厌 离 于 苦， 此 乃 清 净 道。[3] 
有 些 地 方， 则 作 禅 与 慧 的 意 思。 所 谓： 

 
【6】

 禅 慧 兼 有 者， 彼 实 近 涅 槃。 

有 些 地 方， 则 为 业 等 的 意 思。 所 谓： 

 
【7】

 业 与 明 及 正 法， 戒 与 最 上 活 命，

人 依 此 等 清 净， 不 由 姓 与 财 净。 

有 些 地 方， 则 为 戒 等 的 意 思。 所 谓： 

 
【8】

 一 切 戒 圆 具， 有 慧 善 等 持，

精 进 勤 勇 者， 渡 难 渡 暴 流。 

有 些 地 方， 是 念 住 等 的 意 思。 所 谓：
【9】 “诸 比 丘， 有 情 的 清 净 …… 作 证 

涅 槃 的 一 乘 之 道， 即 四 念 住”。 四 正 勤 等 亦 然。 

但 在 这 里， 佛 陀 解 答 天 子 的 问 题， 是 以 戒 等 的 意 义 来 显 示 的。 现 在 来 
略 释 本 论 最 初 的 颂 意： 

“住 戒”， 即 安 住 于 戒 中。 这 里 指 圆 满 （受 持） 戒 律 的 人 而 称 为 住 戒 
者， 所 以 圆 满 戒 律 便 是 住 戒 的 意 义。 “人” 是 有 情。 “有 慧 人”， 是 由 业 生 
三 因 结 生【10】 的 慧， 为 有 慧 者。 “修 习 心 与 慧”， 是 修 习 三 摩 地 （定） 和 毗 钵 
舍 那 （观） 的 意 思。 这 里 是 用 “心” 字 来 显 示 三 摩 地， 以 “慧” 字 而 名 毗 钵 
舍 那。 “有 勤”， 是 有 精 进 的 人。 因 为 精 进 可 以 烧 尽 一 切 烦 恼， 故 称 为 热 
（勤）， 具 此 热 力 的 人 称 为 有 勤。 “有 智”， 智 名 为 慧， 即 具 有 那 智 慧 的 意 
思。 这 句 （有 智 的 智） 是 指 含 藏 慧。 在 解 答 问 题 的 这 个 颂 文 里， 曾 有 三 次 说 
到 慧： 第 一 （有 慧 人 的 慧） 为 生 慧 （生 来 的 慧）， 第 二 （修 习 心 与 慧 的 慧） 
为 观 慧， 第 三 （有 勤 智 的 智） 是 主 导 一 切 所 作 的 含 藏 慧【11】

。 见 轮 回 而 生 怖 
畏 者 为 “比 丘”。 “彼 当 解 此 结”， “彼”， 是 具 备 此 戒 及 由 心 字 所 显 示 的 
三 摩 地 与 三 种 慧 和 勤 等 六 法 的 比 丘。[4] 譬 如 一 人 立 于 大 地 上， 举 起 最 利 的 
刀 而 斩 除 大 竹 丛 一 样， 他 则 站 于 戒 地 上， 以 精 进 力 策 励 于 含 藏 慧 之 手， 举 
起 由 定 石 磨 得 很 利 的 观 慧 之 剑， 而 解 除 斩 断 及 摧 毁 使 他 自 己 （的 诸 蕴） 相 
续 沉 沦 的 一 切 爱 结。 他 在 修 （四 沙 门） 道 的 刹 那 叫 做 解 结； 在 证 （四 沙 门） 
果 的 刹 那， 他 便 是 天 界 和 人 界 最 上 应 供 的 解 结 者。 所 以 世 尊 说： 

住 戒 有 慧 人， 修 习 心 与 慧， 

有 勤 智 比 丘， 彼 当 解 此 结。 

颂 中 所 说 “有 慧 人” 的 慧、 不 是 现 在 所 能 造 作 的， 那 是 由 宿 世 业 力 所 成 
就 的。 “有 勤”， 是 说 常 作 精 勤 的 人。 “有 智”， 是 有 正 智 的 行 者。 “心 
                                                 
【5】 Thag. 676; Dhp. 277, 法 句 经 道 行 品 （大 正 四 · 五 六 九a）。 
【6】 Dhp. 372, 法 句 经 沙 门 品 （大 正 四 · 五 七 二a）。 
【7】 M.III, 262; S.I, 24, 55, 《杂 阿 含》 五 九 三 经 （大 正 二 · 一 五 八c）。 
【8】 S.I, 53, 《杂 阿 含》 一 三 一 六 经 （大 正 二 · 三 六 一c）。 
【9】 D.II, 290, 《中 阿 含》 九 八 经 （大 正 一 · 五 八 二b）, 《增 一 阿 含》 卷 五 （大 正 二 · 五 六 八a）, 

《杂 阿 含》 六 ○ 七 经 （大 正 二 · 一 七 一a）。 
【10】 业 生 三 因 结 生 (kammaja-tihetukapaṭisandhī), 是 由 无 贪、 无 瞋、 无 痴 的 三 因 善 业 所 生 的。 参 

考 底 本 四 五 七 页。 
【11】 含 藏 慧 (pārihāriyapaññā), 主 导 所 作， 如 取 定 境、 发 问、 发 奋 教 育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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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 即 止 观。 这 便 是 说 有 勤 智 的 比 丘， 既 持 戒 而 又 修 止 观 的 意 思。 当 知 在 
这 一 颂， 世 尊 是 用 戒 定 慧 三 门 显 示 清 净 道 的。 

进 一 层 说， 这 颂 也 是 阐 明 三 学， 三 种 善 教， 为 三 明 等 的 近 依 （强 因）， 
避 二 边 （极 端） 而 行 中 道， 超 越 恶 趣 等 的 方 便， 以 三 相 而 断 烦 恼， 违 犯 等 的 
对 冶， 三 杂 染 的 净 化， 以 及 为 须 陀 洹 等 的 原 因。 怎 样 阐 明 的 呢？ 

一、 （三 学） 这 里 的 戒 是 阐 明 增 上 戒 学； 定 是 增 上 心 学； 慧 是 增 上 慧 
学。 

二、 （三 种 善 教） 戒 是 阐 明 初 善； 所 谓：
【12】 “何 为 初 善 法？ 即 是 极 净 

戒”， 又 如【13】 “诸 恶 莫 作” 等 语， 都 是 说 明 以 戒 教 为 首 的； 复 次 得 无 后 悔 之 
德 故 为 善【14】

。 定 则 阐 明 中 善；[5] 如【15】 “众 善 奉 行” 等 语， 是 说 明 定 教 为 中， 
又 得 有 神 变 等 德 故 为 善。 慧 是 阐 明 后 善 教， 如【16】 “自 净 其 意， 是 诸 佛 教” 
等 语， 是 说 明 以 慧 为 最 上 及 最 后； 又 因 那 慧 对 于 好 恶 的 事 物 视 为 平 等 故 为 
善。 所 谓： 

 
【17】

 譬 如 坚 石 山， 不 为 风 所 动，

毁 誉 不 能 动， 智 者 亦 如 是。 

三、 （为 三 明 等 的 近 依） 戒 是 阐 明 为 三 明 的 近 依 （强 因）， 因 为 只 有 依 
于 戒 的 成 就 而 得 通 达 三 明 的。 定 是 阐 明 为 六 神 通 的 近 依。 因 为 只 有 依 于 定 
的 成 就 而 得 六 神 通 的。 慧 是 阐 明 为 无 碍 解 的 近 依， 因 为 只 有 依 于 慧 的 成 就 
而 得 达 四 无 碍 解， 不 是 由 于 别 的 原 因 所 成 就 的。 

四、 （避 二 边 而 行 中 道） 戒 是 阐 明 回 避 称 为 沉 溺 欲 乐 的 极 端 行 为。 定 是 
阐 明 回 避 称 为 自 苦 的 极 端 行 为。 慧 是 阐 明 行 于 中 道 之 教。 

五、 （超 越 恶 趣 等 的 方 便） 戒 是 阐 明 超 越 恶 趣 的 方 便。 定 是 超 越 欲 界 的 
方 便， 慧 是 超 越 一 切 有 的 方 便。 

六、 （以 三 相 而 断 烦 恼） 戒 是 阐 明 以 彼 分 断 而 断 烦 恼【18】
， 定 是 以 镇 伏 

断 而 断 烦 恼【19】
， 慧 是 以 正 断 而 断 烦 恼【20】

。 

七、 （违 犯 等 的 对 治） 戒 是 诸 惑 违 犯【21】 的 对 治。 定 是 缠 的 对 治， 慧 是 随 
眠 的 对 治。 

八、 （三 杂 染 的 净 化） 戒 是 阐 明 恶 行 杂 染 的 净 化。 定 是 爱 杂 染 的 净 化。 
慧 是 恶 见 杂 染 的 净 化。[6] 

九、 （为 须 陀 洹 等 的 原 因） 戒 是 阐 明 为 须 陀 洹 果 及 斯 陀 含 果 的 原 因。 定 
是 阿 那 含 果 的 原 因。 慧 是 阿 罗 汉 果 的 原 因。 因 为 证 得 须 陀 洹 的 人 称 为 戒 圆 

                                                 
【12】 S.V, 143; 165, 《杂 阿 含》 六 二 四 经 （大 正 二 · 一 七 五a）。 
【13】 D.II, 49; Dhp. 183, 法 句 经 佛 品 （大 正 四 · 五 六 七b）。 
【14】 因 具 戒 律 则 不 作 后 悔 的 罪 恶。 
【15】 D.II, 49; Dhp. 183, 法 句 经 佛 品 （大 正 四 · 五 六 七b）。 
【16】 同 上。 
【17】 Dhp. 81; Thag. 643; Mil. 386。 法 句 经 明 哲 品 （大 正 四 · 五 六 四a）。 
【18】 彼 分 断 (tadaṅgappahāna), 分 分 而 断， 以 各 种 善 而 对 治 各 种 恶， 加 以 灯 破 暗 一 样。 
【19】 镇 伏 断 (vikkhambhanappahāna) 以 初 掸 的 近 行 定 等 而 伏 断 烦 恼。 
【20】 正 断 断 (samucchedappahāna) 以 四 沙 门 道 而 决 定 断 烦 恼。 
【21】 违 犯 是 恶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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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 者， 斯 陀 含 果 亦 然。 证 阿 那 含 果 的 称 为 定 圆 满 者。 证 阿 罗 汉 果 的 称 为 慧 
圆 满 者。 

因 为 这 样， 故 说 此 颂 也 是 阐 明 三 学、 三 种 善 教、 为 三 明 等 的 近 依、 避 二 
边 而 行 中 道、 超 越 恶 趣 等 的 方 便， 以 三 相 而 断 烦 恼、 违 犯 等 的 对 治， 三 杂 
染 的 净 化， 以 及 为 须 陀 洹 等 的 原 因 的 九 类 并 其 他 象 这 样 的 三 德【22】

。 

这 是 序 论。 

                                                 
【22】 其 他 三 德 为 三 远 离 (viveka)、 三 善 根、 三 解 脱 门、 三 无 漏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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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 以 如 是 包 摄 诸 德 的 戒 定 慧 三 门 而 显 示 清 净 道， 但 太 简 略， 为 了 饶 益 
一 切 （众 生） 是 不 够 的， 所 以 再 加 详 细 叙 述。 这 里 先 设 些 关 于 戒 的 问 题：  

一、 什 么 是 戒？  
二、 什 么 是 戒 的 语 义？  
三、 什 么 是 戒 的 相、 味、 现 起、 足 处？  
四、 什 么 是 戒 的 功 德？  
五、 戒 有 几 种？  
六、 什 么 是 戒 的 杂 染？  
七、 什 么 是 净 化？  

解 答 如 下：  

      

什 么 是 戒？ 即 离 杀 生 等 或 实 行 于 义 务 行【1】 者 的 思 （意 志） 等 之 法。 《无 
碍 解 道》 说【2】

： “什 么 是 戒？ 即 思 戒， 心 所 戒， 律 仪 戒， [7] 不 犯 戒”。  
此 中： 完 成 不 杀 等 或 完 成 义 务 行 者 的 思 名 为 “思 戒”。 离 杀 生 等 的 离【3】 

名 为 “心 所 戒”。 其 次 舍 杀 生 等 的 七 业 道【4】 之 思 名 为 “思 戒”。【5】 “舍 贪 欲 而 离 
贪 心 住” 等 所 表 现 的 无 贪、 无 瞋、 正 见 之 法 名 为 “心 所 戒”。  

“律 仪 戒”， 当 知 有 五 种 律 仪： 即 别 解 脱 律 仪， 念 律 仪， 智 律 仪， 忍 律 
仪， 精 进 律 仪。 这 里【6】 “圆 满 具 足 别 解 脱 律 仪”， 是 说 关 于 别 解 脱 律 仪。

【7】 
“防 护 眼 根， 成 就 眼 根 律 仪”， 是 “念 律 仪”。  

世 尊 对 阿 耆 多 说：  
 

【8】
 世 界 一 切 的 瀑 流，  
念 是 他 们 的 防 御。  
我 说 诸 流 的 防 护，  
他 们 当 以 慧 来 遮。  

这 是 “智 律 仪”； 关 于 正 当 的 使 用 资 具 等 也 包 括 在 这 里 面。 其 次【9】 “对 寒 暑 忍 
耐” 等 的 表 述 为 “忍 律 仪”。【10】 “不 容 生 起 欲 寻” 等 的 表 述 为 “精 进 律 仪”； 活 命 
遍 净 戒 也 是 包 括 在 这 里 面 的。 上 面 这 五 种 律 仪， 以 及 怖 畏 罪 恶 的 善 男 子 离 
其 所 遭 的 恶 事， 一 切 都 是 律 仪 戒。  

“不 犯 戒”， 即 受 持 戒 律 之 人 的 身 口 等 不 违 犯 于 戒。  
这 里 解 答 关 于 什 么 是 戒 的 问 题。 [8] 

                                                 
【1】 义 务 行 (Vattapaṭipatti) 即 比 丘 在 寺 内 事 师 和 扫 除 等 的 义 务。 
【2】 Pṭs.I, 44. 
【3】 离 (vitari) 即 指 正 语， 正 业、 正 命 的 离 心 所。 
【4】 七 业 道 (satta-kammapatha) 即 于 身 三 口 四 意 三 的 十 善 业 道 中 除 去 意 三 的 七 善 业 

道。 
【5】 D.I, 71. 
【6】 Vibh. 246. 
【7】 D.I, 70. 
【8】 Sn.V, 1035. 
【9】 M.I, 10. 
【10】M.I,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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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的 问 题：  

        

戒 为 戒 行 的 意 思。 为 什 么 称 为 戒 行？ 即 正 持 —— 以 身 业 等 善 持 戒 律 而 
不 杂 乱 的 意 思； 或 确 持 —— 保 持 一 切 善 法 的 意 思。 此 二 义 实 为 通 晓 文 字 法 
者 所 允 许 的。 然 而 也 有 人 解 释 戒 为 头 义 及 清 凉 等 义 的【11】

。  

           
【12】

  

 （相） 戒 虽 有 多 种， 唯 戒 行 为 相。  
犹 如 种 种 色， 可 见 性 为 相。  

譬 如 青 黄 等 色， 虽 有 种 种 区 别， 而 色 处 的 特 相 总 不 出 于 可 见 性。 同 样 
的， 戒 虽 有 思 等 的 种 种 区 别， 总 不 出 于 以 正 持 身 业 等 及 保 持 善 法 的 戒 行 为 
相， 所 以 说 戒 之 相 为 戒 行。  
 （味） 摧 毁 诸 恶 戒， 具 足 诸 善 德，  

作 用 成 就 义， 是 即 名 为 味。  
此 戒 能 摧 毁 诸 恶 戒， 是 以 作 用 之 义 为 味； 其 次 具 诸 无 罪 之 德， 是 以 成 

就 之 义 为 味。 然 在 相 等 之 义 的 味， 只 可 说 作 用 或 成 就 为 味 （不 是 食 味 等 的 
味）。  

（现 起、 足 处）  
智 者 说 净 为 现 起，  
解 释 惭 愧 为 足 处。 [9] 

所 谓【13】 “身 净、 语 净、 意 净”， 这 是 说 净 为 此 戒 的 现 起。 因 为 由 净 性 的 显 
现 而 取 为 状 态 故。 智 者 曾 说 惭 与 愧 为 戒 的 足 处。 足 处 是 近 因 的 意 思； 因 为 
有 惭 愧 才 能 产 生 及 存 续 戒 律， 如 果 没 有 惭 愧 便 不 能 产 生 及 存 续 戒 律。  

当 知 这 是 戒 的 相、 味、 现 起、 足 处。  

         

什 么 是 戒 的 功 德？ 如 获 得 无 后 悔 等 的 种 种 功 德。 经 中 说：
【14】 “阿 难， 一 

切 善 戒 具 有 无 后 悔 的 目 的 和 功 德”。 又 说：
【15】 “诸 居 士， 持 戒 者 的 具 戒， 得 此 

五 种 功 德。 云 何 五 种？ 诸 居 士， 具 戒 的 持 戒 者， 因 不 放 逸， 得 大 财 聚， 这 是 
持 戒 者 具 戒 的 第 一 功 德。 复 次 诸 居 士， 具 戒 的 持 戒 者， 得 扬 善 名， 这 是 持 
戒 者 具 戒 的 第 二 功 德。 复 次 诸 居 士， 具 戒 的 持 戒 者， 无 论 亲 近 一 切 团 体 大 
众、 刹 帝 利 众、 婆 罗 门 众、 居 士 众、 或 沙 门 众， 在 接 近 之 时， 得 无 怖 畏 羞 
惭， 这 是 持 戒 者 具 戒 的 第 三 功 德。 复 次 诸 居 士， 具 戒 的 持 戒 者， 临 命 终 时， 
得 不 昏 昧， 这 是 持 戒 者 具 戒 的 第 四 功 德。 复 次 诸 居 士， 具 戒 的 持 戒 者， 此 
身 坏 死 之 后， 得 生 善 趣 天 界， 这 是 持 戒 者 具 戒 的 第 五 功 德”。  

又 如【16】 “诸 比 丘！ 若 有 比 丘， 愿 为 诸 同 梵 行 者 所 喜 爱、 欢 悦、 尊 重、 礼 
                                                 
【11】《解 脱 道 论》 有“头 义”、“冷 义”。 
【12】相 (lakkhaṇa) 是 特 相 或 特 征 之 意。 味 (rasa) 是 作 用 或 成 就 之 意。 现 起 (paccupaṭṭhāna) 

为 现 状。 足 处 (padaṭṭhāna) 是 近 因 或 直 接 原 因 的 意 思。 
【13】A.I, 271; D.III, 219. 
【14】A.V, 1. 
【15】D.II, 86. 《长 阿 含》 游 行 经 （大 正 一 · 一 二 b）。 
【16】M.I,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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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彼 当 圆 满 一 切 戒”。 这 都 是 说 始 于 喜 爱 欢 悦 等 而 终 于 漏 尽 的 诸 戒 的 功 
德。  

这 便 是 无 后 悔 等 种 种 戒 的 功 德， [10] 更 有：  
佛 教 给 与 善 男 子 的 住 处，  
除 了 戒， 更 无 别 的 了，  
戒 德 的 分 量， 谁 能 说 得 尽 呢？  
众 生 的 垢 秽，  
不 是 恒 河、 夜 摩 那 河、 沙 罗 婆 河，  
亦 非 沙 罗 伐 底 河、 阿 羯 罗 伐 底 河，  
也 不 是 摩 西 河、 摩 诃 奈 地 河 的 流 水，  
所 能 洗 得 清 净 的，  
唯 有 戒 水 能 净 有 情 的 尘 垢。  
不 是 带 来 有 雨 之 云 的 凉 风，  
亦 非 黄 色 的 旃 檀、 首 饰 的 明 珠，  
也 不 是 明 月 照 射 柔 和 的 光 辉，  
能 使 此 世 众 生 热 恼 的 安 宁，  
唯 有 善 护 圣 戒 能 使 热 恼 究 竟 的 清 凉。  
戒 香 不 但 顺 风 送， 也 得 逆 凤 熏，  
那 里 还 能 找 到 这 样 的 香 呢？  
为 升 天 的 阶 梯， 入 涅 槃 的 城 门。  
那 里 还 有 别 的 可 以 比 拟 戒 的 呢？  
国 王 虽 然 盛 饰 摩 尼 珠，  
不 如 行 者 以 戒 庄 严 的 光 辉。  
戒 能 摧 毁 自 责 等 的 怖 畏，  
具 戒 常 生 名 望 和 笑 颜。  
戒 为 诸 德 的 根 本， 一 切 罪 恶 的 破 坏 者，  
当 知 这 是 略 说 诸 戒 的 功 德。  

      

现 在 来 解 答 戒 有 几 种 的 问 题：  
㈠ 先 依 一 切 戒 自 己 的 戒 相 为 一 种。  
㈡ ⑴ 依 作 持、 止 持 有 二 种， ⑵ 如 是 依 等 正 行、 初 梵 行， ⑶ 离、 不 离， ⑷ 

依 止、 不 依 止， ⑸ 时 限、 终 身， ⑹ 有 限 制、 无 限 制， ⑺ 世 间 及 出 世 间 有 二 
种。 [11] 

㈢ ⑴ 依 下、 中、 上 有 三 种， ⑵ 如 是 依 我 增 上、 世 间 增 上、 法 增 上， ⑶ 执 
取、 不 执 取、 安 息， ⑷ 清 净、 不 清 净、 疑 惑， ⑸ 学、 无 学 及 非 学 非 无 学 等 有 
三 种。  

㈣ ⑴ 依 退 分、 住 分、 胜 分、 决 择 分 有 四 种， ⑵ 如 是 依 比 丘、 比 丘 尼、 未 
具 足、 在 家 戒， ⑶ 自 然、 惯 行、 法 性、 前 因 戒， ⑷ 别 解 脱 律 仪、 根 律 仪、 活 
命 遍 净、 资 具 依 止 戒 等 有 四 种。  

㈤ ⑴ 依 制 限 遍 净 戒 等 有 五 种； 这 在 《无 碍 解 道》 里 说 过：
【17】 “五 种 戒， 

即 制 限 遍 净 戒、 无 制 限 遍 诤 戒、 圆 满 遍 净 戒、 无 执 取 遍 净 戒、 安 息 遍 净 
戒”。 ⑵ 如 是 依 断、 离、 思、 律 仪。 不 犯 等 有 五 种。 此 中：  

                                                 
【17】Pṭs.I, 46.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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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一 法） 关 于 一 种 分 类 的 意 义， 已 如 前 说 易 知。  
㈡ （二 法） 关 于 二 种 分 类 的： ⑴ （作 持、 止 持） 世 尊 说 “此 事 应 作”！ 这 

样 制 定 给 与 照 行 的 学 处， 便 是 “作 持” （戒）； 又 说 “此 事 不 应 作”！ 那 样 禁 止 
不 作 的 便 是 “止 持” （戒）

【18】
。 其 语 义 如 下： 具 戒 者 行 于 此 中， 为 圆 满 戒 而 动 

作 是 作 持； 以 此 （止 持 戒） 而 遵 守 于 禁 上 的 是 止 持。 又 作 持 由 信 而 起 的 精 
进 所 成 就， 止 持 由 信 所 成 就。 这 是 作 持、 止 持 二 种。  

⑵ （等 正 行、 初 梵 行） 第 二 种 二 法： “等 正 行”， 为  上 的 行 为。 等 正 行 
即 等 正 行 戒， 或 等 正 行 是 制 定 关 于 应 行 的 等 正 行 戒。 这 除 了 活 命 第 八【19】 的 
戒 外， 其 他 的 都 是 同 义 语。 “初 梵 行”【20】 是 说 为 道 梵 行 的 初 步。 活 命 第 八 即 
是 此 戒 的 同 义 语。 因 为 是 修 行 者  初 必 须 清 净 的 部 分， 故 说 为 道 的 初 步。 
如 说【21】 “首 先 他 的 身 业、 语 业 和 活 命 已 极 清 净”。 或 者 说 微 细 的 学 处 [12] 为 等 
正 行 戒； 其 余 的 为 初 梵 行 戒。 或 以 两 种 《毗 崩 伽》

【22】 中 所 包 摄 的 戒 为 初 梵 
行； 《犍 度 品》

【23】 所 包 摄 的 义 务 为 等 正 行。 由 于 等 正 行 的 成 就 而 初 梵 行 戒 
才 能 成 就。 故 说【24】 “诸 比 丘！ 若 彼 比 丘 不 得 等 正 行 法 的 圆 满 而 能 得 初 梵 行 法 
的 圆 满 者， 实 无 是 处”。 这 是 等 正 行、 初 梵 行 二 种。  

⑶ （离、 不 离） 于 第 三 种 二 法 中， 离 杀 生 等 为 “离 戒”； 其 余 的 思 等 为 “不 
离 戒”。 这 是 离、 不 离 二 种。  

⑷ （依 止、 不 依 止） 于 第 四 种 二 法 中， 依 有 爱 依、 见 依 二 种。 如 说【25】 
“由 于 此 戒， 我 将 生 天 或 生 于 某 天”， 为 了 成 就 这 种 目 的 而 持 戒 的 名 为 “爱 依 
止”； 如 果 他 想【26】 “依 此 戒 而 得 净”， 具 此 （以 此 为） 净 之 见 而 持 戒 的 为 “见 依 
止”。 其 次 出 世 间 戒 及 可 作 出 世 间 的 因 缘 的 世 间 戒 为 “不 依 止”。 这 是 依 止、 
不 依 止 二 种。  

⑸ （时 限、 终 身） 于 第 五 种 二 法 中， 限 定 一 段 时 间 受 持 的 为 “时 限 
（戒）”； 尽 其 生 命 受 持 的 为 “终 身 （戒）”。 这 是 时 限、 终 身 二 种。  

⑹ （有 限 制、 无 限 制） 于 第 六 种 二 法 中， 有 利 养、 名 誉、 亲 戚、 肢 体、 
生 命 的 条 件 限 制 的， 名 为 “有 限 制 （戒）”； 相 反 的 为 “无 限 制 （戒）”【27】

。 在 
《无 碍 解 道》 也 说：

【28】 “什 么 为 有 限 制？ 即 为 利 养 限 制 戒， 为 名 誉 限 制 戒， 
为 亲 戚 限 制 戒， 为 肢 体 限 制 戒， 为 生 命 限 制 戒。 什 么 是 为 利 养 限 制 戒？ 世 
间 有 人 为 利 养 因， 为 利 养 缘， 为 利 养 故， 违 犯 其 受 持 的 学 处， 这 是 为 利 养 
限 制 戒”。 [13] 余 者 类 推 可 知。 对 于 无 限 制 戒 也 有 解 答：

【29】 “什 么 是 不 为 利 养 

                                                 
【18】作 持 (Cāritta)、 止 持 (Vāritta)， 《解 脱 道 论》 “性” 戒、 “制” 戒。 
【19】活 命 第 八 (ājīvaṭṭhamaka)， 三 身 业 和 四 语 业 的 七 清 净， 加 活 命 清 净 为 八 清 净。 
【20】等 正 行 (ābhisamācārika)、 初 梵 行 (ādibrahmacariyaka)， 《解 脱 道 论》 “微 细” 戒、 “梵 

行 之 初”。 
【21】cf. A.III, 124f. 
【22】两 种 毗 崩 伽 (Ubhato Vibhaṅga) 为 比 丘 与 比 丘 尼 毗 崩 伽。 
【23】犍 度 (Khandhaka) 即 大 品 (Mahāvagga)、 小 品 (Cullavagga)。 
【24】A.III, 14. 
【25】A.IV, 461; V, 18. 
【26】Dhs. § 1005. (Dhs. p.183; Vibh. p.365). 
【27】有 限 制 (sapariyanta)， 无 限 制 (apariyanta)， 《解 脱 道 论》 “有 边”， “无 边”。 
【28】Pṭs.I, 43. 
【29】Pṭs.I,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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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制 戒？ 世 间 有 人 为 利 养 因， 为 利 养 缘， 为 利 养 故， 甚 至 不 生 违 犯 其 所 受 
持 的 学 处 的 心， 何 况 违 犯？ 这 是 不 为 利 养 限 制 戒”。 余 者 类 推 可 知。 这 是 有 
限 制、 无 限 制 二 种。  

⑺ （世 间、 出 世 间） 在 第 七 种 二 法： 一 切 有 漏 戒 为 “世 间 戒”； 无 漏 戒 为 
“出 世 间 戒”。 此 中： 世 间 戒 能 使 有 （生 命） 的 殊 胜， 亦 为 出 离 三 有 的 资 粮。 
所 谓：

【30】 “毗 奈 耶 意 在 律 仪， 律 仪 意 在 无 后 悔， 无 后 悔 意 在 愉 悦， 愉 悦 意 在 
于 喜， 喜 意 在 轻 安， 轻 安 意 在 于 乐， 乐 意 在 于 定， 定 意 在 如 实 知 见， 如 实 知 
见 意 在 厌 离， 厌 离 意 在 离 欲， 离 欲 意 在 解 脱， 解 脱 意 在 解 脱 知 见， 解 脱 知 
见 意 在 无 取 涅 槃。 为 此 而 说 律， 为 此 而 讨 论， 为 此 而 亲 近 学 习， 为 此 而 谛 
听， 即 是 为 此 无 执 取 心 的 解 脱”。 出 世 间 戒 能 使 出 离 于 有 漏， 并 为 观 察 智 的 
基 地。  

这 是 世 间、 出 世 间 二 种。  
㈢ （三 法） 于 三 法 中： ⑴ （下、 中、 上） 先 说 第 一 种 三 法： 如 果 由 下 等 

的 欲、 心、 精 进、 观 （四 神 足） 所 建 立 的 戒 为 “下”； 由 中 等 的 欲 等 所 建 立 的 
为 “中”； 由 殊 胜 的 欲 等 所 建 立 的 为 “上”。 为 求 名 誉 而 受 持 的 为 下； 为 求 福 果 
而 受 持 的 为 中； 但 依 “此 是 应 作” 的 圣 性 而 受 持 的 为 上。 或 想 “我 是 具 戒 者， 
其 他 的 比 丘 都 是 恶 戒 者、 恶 法 者”， 有 这 种 自 举 轻 他 的 染 污 者 为 下； 无 此 染 
污 者 为 中； 出 世 间 戒 为 上。 或 者 以 爱 为 出 发 点， 为 求 生 命 享 受 而 持 戒 者 为 
下； 为 求 自 己 解 脱 而 持 戒 者 为 中； 为 求 一 切 众 生 解 脱 而 受 持 的 波 罗 蜜 戒 为 
上。 这 是 下 中 上 三 种。  

⑵ （我 增 上、 世 间 增 上、 法 增 上） 于 第 二 种 三 法 中： 为 求 弃 舍 自 己 不 适 
当 的， 为 自 尊 自 重 而 受 持 的 [14] 为 “我 增 上” （戒）。 欲 求 避 免 世 间 的 批 评， 
欲 为 世 间 尊 重 及 尊 重 世 间 而 受 持 的 为 “世 间 增 上” （戒）。 为 求 恭 敬 大 法、 为 
尊 重 法 而 受 持 的 为 “法 增 上 （戒）”【31】

， 这 是 我 增 上 等 三 种。  
⑶ （执 取、 不 执 取、 安 息） 于 第 三 种 三 法 中： 如 前 二 种 法 中 所 说 的 依 

止， 因 他 以 爱 见 而 执 取， 故 名 “执 取 （戒）”。 若 为 良 善 凡 夫 之 道 的 资 粮， 并 
与 诸 有 学 道 相 应 的 为 “不 执 取 （戒）”。 若 与 诸 有 学 果 及 无 学 果 相 应 的 为 “安 
息 （戒）”【32】

。 这 是 执 取 等 三 种。  
⑷ （清 净、 不 清 净、 有 疑） 于 第 四 种 三 法 中： 诸 戒 完 具 不 犯 罪 者， 或 犯 

了 罪 而 更 仟 悔 者 为 “清 净 （戒）”。 犯 了 罪 不 仟 悔 的 为 “不 清 净 （戒）”。 对 于 
犯 罪 的 事 物 （对 象）， 犯 的 那 种 罪， 是 否 有 犯 罪 的 行 为 而 生 疑 惑 者 的 戒 为 
“有 疑 戒”。 是 故 诸 瑜 伽 者 （修 行 者） 应 该 净 化 其 不 清 净 的 戒， 不 对 有 疑 惑 的 
事 物 而 采 取 行 动， 并 应 除 其 疑 惑。 这 样 他 将 得 到 安 乐。 这 是 清 净 等 三 种。  

⑸ （学、 无 学、 非 学 非 无 学） 于 第 五 种 三 法 中： 与 四 圣 道 及 三 沙 门 果 相 
应 的 戒 为 “学 （戒）”。 与 阿 罗 汉 果 相 应 的 戒 为 “无 学 （戒）”。 其 余 的 为 “非 学 
非 无 学 （戒）”。 这 是 学 等 三 种。  

但 在 《无 碍 解 道》 里 把 世 间 众 生 的 天 性 也 说 为 戒。 例 如 说： 这 是 乐 戒 

                                                 
【30】Vin.V, (parivāra) p.164. 
【31】我 增 上 (attādhipateyya)、 世 间 增 上 (lokādhipateyya)、 法 增 上 (dhammādhipateyya)， 《解 

脱 道 论》 “依 身、 依 世、 依 法”。 
【32】执 取 (parāmṭṭha)、 不 执 取 (aparāmaṭṭha)、 安 息 (paṭippassaddha)， 《解 脱 道 论》 “触、 

不 触、 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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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观 性）， 这 是 苦 戒 （悲 观 性）， 这 是 争 论 戒 （好 争 论 的）， 这 是 庄 严 戒 
（好 装 饰 的） 等。 因 此 在 那 里 说【33】 “有 三 种 戒， 即 善 戒、 不 善 戒、 无 记 戒”， 
把 善 等 也 作 为 三 种 戒 说。 当 知 象 那 里 所 举 的 “不 善”， 与 本 论 所 讲 的 戒 相 等 
的 意 义 是 没 有 一 种 可 以 相 合 的， 所 以 本 论 不 取。  

是 故 当 依 上 述 的 方 法 而 知 三 种 戒。  
㈣ （四 法） 于 四 法 中： ⑴ （退 分、 住 分、 胜 分、 决 择 分） 第 一 种 四 法：  

亲 近 恶 戒 者 不 与 持 戒 的 为 友，  
无 知 者 不 见 犯 事 的 过 咎， [15] 
充 满 邪 思 惟， 诸 根 不 防 护，  
此 人 必 然 生 起 “退 分 戒”。  
悦 于 此 世 有 戒 的 成 就，  
对 于 业 处 （定 境） 无 意 而 精 勤，  
以 戒 自 满， 更 不 向 上 而 努 力，  
这 是 比 丘 的 “住 分 戒” 成 就。  
圆 满 了 戒， 更 加 为 定 而 努 力，  
这 是 比 丘 的 “胜 分 戒” 成 就。  
不 以 戒 满 足， 更 为 厌 离 而 努 力，  
这 是 比 丘 “决 择 分 戒”

【34】 的 成 就。  
这 是 退 分 等 四 种。  
⑵ （比 丘、 比 丘 尼、 未 具 足、 在 家） 于 第 二 种 四 法 中： 制 定 关 于 比 丘 的 

学 处， 或 者 为 比 丘 尼 所 制 定 的 学 处 亦 应 为 比 丘 所 守 护 的 戒 为 “比 丘 戒”。 制 
定 关 于 比 丘 尼 的 学 处， 或 者 为 诸 比 丘 所 制 定 的 学 处 亦 应 为 比 丘 尼 所 守 护 的 
戒 为 “比 丘 尼 戒”。 沙 弥、 沙 弥 尼 的 十 戒 为 “未 具 足 戒”。 优 婆 塞、 优 婆 夷 的 常 
戒 五 学 处， 若 可 能 时 增 为 十 学 处， 依 布 萨 支 为 八 学 处， 此 为 “在 家 戒”【35】

。 这 
是 比 丘 戒 等 四 种。  

⑶ （自 然、 惯 行、 法 性、 宿 因） 如 北 俱 卢 洲 的 人 们 自 然 而 然 不 会 违 犯 的 
为 “自 然 戒”。 种 族、 地 方、 宗 教 等 各 自 规 定 其 奉 持 的 条 例 为 “惯 行 戒”。【36】 “阿 
难， 自 从 菩 萨 入 母 胎 之 后， 那 菩 萨 的 母 亲， 对 于 男 子 便 不 起 爱 欲 之 念， 是 
为 法 性”， 这 样 说 菩 萨 母 亲 的 戒 为 “法 性 戒”。 其 次 如 大 迦 叶 等 清 净 有 情 及 菩 
萨 在 世 世 生 生 的 戒 为 “宿 因 戒”【37】

。 这 是 自 然 等 四 种。  
⑷ （第 四 种 四 法 的 说 明） （别 解 脱 律 仪、 根 律 仪、 活 命 遍 净、 资 具 依 

止） 于 第 四 种 四 法 中， 世 尊 说：
【38】 “此 比 丘， 以 别 解 脱 律 仪 防 护 而 住， 正 行 

与 行 处 具 足， 对 于 微 细 的 罪 过 亦 见 其 怖 畏， 受 持 学 习 诸 学 处” 这 样 说 的 戒 为 
“别 解 脱 律 仪 戒”。  

                                                 
【33】Pṭs.I, 44. 
【34】退 分 (hānabhāgiya)、 住 分 (ṭhitabhāgiya)、 胜 分 (visesabhāgiya)、 决 译 分 (nibhedhabhāgi-

ya)， 《解 脱 道 论》 “退 分、 住 分、 胜 分、 达 分”。 
【35】比 丘 (bhikkhu)、 比 丘 尼 (bhikkhunī)、 未 具 足 (anupasampanna)、 在 家 (gahaṭṭha)， 《解 

脱 道 论》 “比 丘、 比 丘 尼、 不 具 足、 自 衣”。 
【36】M.III, 121, (D.II, p.13) 《长 阿 含》 大 本 经 （大 正 一 · 四 a）。 
【37】自 然 (pakati)、 惯 行 (ācāra)、 法 注 (dhammatā)、 宿 因 (pubbahetu)， 《解 脱 道 论》 

“性、 行、 法 志、 初 因”。 
【38】A．II, 22; 39; cf. D.I, 63; Vibh. 244; M.I, 33 (M.III, p.2), 《中 阿 含》 二 一 经 （大 正 一 · 四 

四 九 a）， 《杂 阿 含》 九 二 五 经 （大 正 二 · 二 三 五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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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次：
【39】 “彼 人 眼 见 色 已， [16] 不 取 于 相， 不 取 细 相。 因 为 他 的 眼 根 若 

不 防 护 而 住， 则 为 贪、 忧、 诸 恶， 不 善 法 所 侵 入， 故 彼 防 护 而 行 道， 保 护 眼 
根， 作 眼 根 律 仪。 如 是 耳 闻 声 已 …… 鼻 嗅 香 已、 舌 尝 味 已、 身 触 所 触 已， 意 
知 法 已， 不 取 于 相 …… 乃 至 意 根 律 仪”， 这 样 说 的 为 “根 律 仪 戒”。  

其 次， 舍 离 由 于 违 犯 为 活 命 之 因 而 制 定 的 六 种 学 处 （所 起 的 邪 命） 以 
及 （离 弃） 由 诡 诈、 虚 谈、 现 相、 瞋 骂 示 相、 以 利 求 利 等 恶 法【40】 所 起 的 邪 
命， 为 “活 命 遍 净 戒”。  

【41】“如 理 决 择， 为 防 寒 冷 应 用 衣 服” 的 表 现， 是 说 清 净 决 择 而 后 应 用 四 
种 资 具， 故 名 “资 具 依 止 戒”。  

现 在 对 这 第 四 种 四 法 的 句 子 次 第 解 释 如 下：  
(Ⅰ) 别 解 脱 律 仪 戒【42】 
“此”， 即 于 此 佛 教 中。  
“比 丘”， 因 为 能 见 轮 回 的 怖 畏， 或 为 穿 着 截 割 破 布 等 的 意 思， 所 以 他 得 

这 样 的 通 称， 即 以 别 解 脱 律 仪 防 护【43】 由 信 出 家 的 善 男 子。  
“以 别 解 脱 律 仪 防 护”， 这 里 的 别 解 脱 律 仪 即 是 学 处 戒。 因 为 守 护 者 得 

以 解 脱 及 离 恶 趣 等 苦， 故 名 “别 解 脱”。 律 仪 即 防 护， 是 依 身 语 的 不 犯 为 名。 
别 解 脱 自 己 便 是 律 仪， 所 以 名 为 “别 解 脱 律 仪”。 以 别 解 脱 律 仪 而 防 护， 为 
“以 别 解 脱 律 仪 防 护”。 “防 护” 是 保 持 及 具 备 的 意 思。 “住” 为 行 止 之 意。 [17] 

“正 行 与 行 处 具 足” 等 意 义， 当 知 在 圣 典 中 已 有 叙 述。 即 所 谓：
【44】 “正 行 

与 行 处 具 足， 先 说 正 行， 有 不 正 行 与 正 行。 什 么 是 不 正 行？ 由 于 身 的 违 犯、 
语 的 违 犯， 身 语 的 违 犯， 是 名 不 正 行【45】

。 亦 可 说 一 切 的 恶 戒 为 不 正 行。 兹 
或 有 人， （为 了 生 活 的 某 种 目 的） 以 竹 布 施、 以 叶 布 施， 或 以 花、 果。 盥 洗 
的 粉 及 齿 木 等 布 施， 或 说 谄 谀 语， 或 说 豆 汤 语【46】

， 或 以 抚 爱 （抚 爱 他 人 的 
孩 子）， 或 为 走 使 传 讯， 或 以 种 种 为 佛 陀 所 唾 弃 的 不 正 当 的 生 活 手 段 以 营 
求 其 生 活， 都 称 为 不 正 行。 什 么 是 正 行？ 身 不 违 犯， 语 不 违 犯， 身 语 不 违 
犯， 是 名 正 行。 亦 可 说 一 切 的 戒 律 仪 为 正 行， 兹 或 有 人， 不 以 竹 布 施， 不 以 
叶、 花、 果、 盥 洗 之 粉 及 齿 木 等 布 施， 或 不 说 谄 谀 语， 不 说 豆 汤 语， 不 为 走 
使 传 讯， 不 以 种 种 为 佛 陀 所 唾 弃 的 不 正 当 的 生 活 手 段 以 营 求 其 生 活， 都 称 
为 正 行。  

次 说 行 处， 亦 有 行 处 与 非 行 处。 什 么 是 非 行 处？ 兹 或 有 人， 行 于 淫 女 
处， 或 行 于 寡 妇、 成 年 处 女、 黄 门 （阴 阳 男 女 及 宦 官）、 比 丘 尼 及 酒 肆 之 

                                                 
【39】D.I, 70; M.I, 180, 269; III, 2; S.IV, 104; A.I, 113, etc. 《中 阿 含》 一 四 六 经 （大 正 一 · 六 

五 七 c）， 《增 一 阿 含》， 卷 （大 正 二 · 六  ○ 三 c）。 
【40】cf. A.III, 111 (D.I, p.8). 
【41】M.I, 10, (A.III, p.388), 《中 阿 含》 一  ○ 经 （大 正 一 · 四 三 二 b）， 《增 一 阿 含》 卷 三 

四 （大 正 二 · 七 四  c○ ）。 
【42】别 解 脱 律 仪 戒” (pāṭimokkhasaṁvara-Sīla)， 《解 脱 道 论》 “波 罗 提 木 叉 威 仪 戒”。 
【43】tena pāṭimokkhasaṁvarena saṁvuto 底 本 无， 依 锡 兰 本 加 入。 
【44】Vibh. p.246f. 
【45】不 正 行 (anācāra)、 正 行 (ācāra)、 非 行 处 (agocara)、 行 处 (gocara)， 《解 脱 道 论》 

“非 行、 行、 非 行 处、 行 处”。 
【46】豆 汤 语 (muggasupyatāya)， 犹 如 煮 了 的 绿 豆， 有 的 熟 了， 有 的 却 煮 不 熟 的； 这 譬 喻 

他 说 的 话， 半 真 半 假， 似 是 而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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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或 与 国 王、 大 臣、 外 道 及 外 道 的 弟 子 等 俗 人 作 不 适 当 的 交 际 而 住， 或 
与 那 些 对 于 比 丘、 比 丘 尼、 优 婆 塞、 优 婆 夷 无 信 仰、 无 欢 喜、 不 供 泉 水 （如 
无 水 之 井 不 能 供 给 所 需）、 骂 詈 谗 谤、 不 欲 他 们 得 利 益、 不 欲 其 适 意、 不 欲 
其 有 瑜 伽 安 稳 的 俗 人 相 依 亲 近 往 来 者， [18] 名 非 行 处。 什 么 是 行 处， 兹 或 有 
人， 不 行 于 淫 女 处， …… 不 行 于 酒 肆 之 处， 不 与 国 王 …… 外 道 的 弟 子 等 俗 人 
作 不 适 当 的 交 际 而 住， 或 与 那 些 对 于 比 丘 …… 优 婆 夷 有 信 仰、 欢 喜、 能 供 
泉 水 （可 以 满 足 需 求 的）、 爱 袈 裟 的 光 辉、 喜 比 丘 等 出 入、 欲 比 丘 等 得 利 
益 …… 欲 其 有 瑜 伽 安 稳 的 俗 人 相 依 亲 近 往 来 者， 名 为 行 处。 能 够 具 足、 正 
具 足、 达、 正 达、 成 就、 正 成 就、 圆 满 这 样 的 正 行 和 行 处， 所 以 称 为 “正 行 与 
行 处 具 足”。  

其 次 当 知 正 行 与 行 处 具 足 也 可 这 样 说： 即 不 正 行 有 身 语 二 种。  
什 么 是 身 不 正 行？ 兹 或 有 人， 在 僧 众 中， 不 思 尊 敬 长 老 比 丘， 挥 开 他 们 

冲 进 去 立， 冲 进 去 坐， 在 前 面 立， 在 前 面 坐， 在 高 座 坐， 用 衣 缠 头 而 坐， 站 
立 说 话， 挥 手 说 话， 诸 长 老 比 丘 没 有 穿 覆 经 行， 他 却 穿 履 经 行， 长 老 在 低 
经 行 处 经 行， 他 在 高 经 行 处 经 行， 长 老 在 普 通 的 地 上 经 行， 他 在 经 行 处 经 
行， 或 者 侵 害 长 老 的 位 置 而 立， 侵 占 其 座 位 而 坐， 又 拒 绝 新 学 比 丘 于 座 位 
之 外， 在 向 火 的 房 中 不 咨 询 长 老 比 丘 而 自 添 薪 火， 关 闭 门 户， 在 水 浴 场 上 
亦 冲 开 长 老 比 丘 行 下 去， 先 下 去， 冲 进 去 沐 浴， 先 沐 浴， 冲 上 来， 先 上 来， 
进 入 村 落 人 家， 冲 进 长 老 比 丘 而 行， 在 前 行， 超 越 长 老 比 丘 的 前 面 去 行， 
有 家 庭 主 妇 和 少 女 们 坐 在 那 里 的 秘 密 隐 藏 的 内 室， 他 突 然 闯 入， 触 摸 小 孩 
子 的 头， 是 名 身 不 正 行。  

什 么 是 语 不 正 行？ 兹 或 有 人， 在 僧 众 中， 不 思 尊 敬 长 老 比 丘， 不 咨 询 而 
自 说 法， 解 答 问 题， 诵 波 罗 提 木 义 戒， 站 立 说 话， [19] 挥 手 说 话， 进 入 村 落 
人 家 对 妇 人 或 少 女 们 这 样 说： 某 名 某 姓 门 下 有 些 什 么？ 有 粥 吗？ 有 饭 吗？ 
有 硬 食 吗【47】

？ 我 们 有 什 么 喝 的 呢？ 有 什 么 吃 的 呢？ 有 什 么 吞 啖 的 呢？ 有 什 
么 东 西 送 给 我 们 吗？ 象 这 样 的 拉 杂 空 谈， 名 为 语 不 正 行。  

其 次 当 知 和 上 面 相 反 的 为 正 行。 如 有 比 丘， 尊 敬 顺 从 长 上， 具 有 惭 愧、 
整 齐 庄 严 的 穿 着 （内 衣 和 外 衣）、 正 当 的 前 进、 后 退、 前 视、 旁 视 及 屈 伸 其 
肢 体、 眼 睛 下 视、 威 仪 具 足， 掩 护 六 根 门 头， 饮 食 知 量， 常 事 醒 觉， 具 备 正 
念 正 知， 少 欲 知 足， 常 勤 精 进， 对 于 诸 等 正 行 完 全 诚 意 恭 敬 尊 重 而 住， 是 
名 正 行。 如 是 当 知 先 为 正 行。  

其 次 行 处： 有 近 依 行 处， 守 护 行 处， 近 缚 行 处【48】 三 种。  
什 么 是 近 依 行 处？ 具 足 十 论 事【49】 之 德 的 善 友 为 近 依 行 处。 因 为 依 他 可 

以 闻 所 未 闻、 已 闻 的 更 明 白， 解 决 疑 惑， 矫 正 意 见， 安 息 其 心， 或 者 跟 他 学 
习 可 以 增 信， 亦 得 增 长 戒、 闻、 舍、 慧， 故 称 近 依 行 处。  

什 么 是 守 护 行 处？ 兹 有 比 丘， 进 入 村 落 行 于 道 上， 收 缩 眼 界 仅 见 眼 前 
一 寻 之 地， 善 加 防 护 而 行， 不 见 象 （兵）， 不 见 马 （兵）、 车 （兵）、 步 

                                                 
【47】硬 食 (khādaniya)， 即 甘 蔗 水 果 等 硬 的 食 物。 
【48】近 依 (upanissaya)、 守 护 (ārakkha)、 近 缚 (upanibandha)， 《解 脱 道 论》 “依、 守 护、 

系 缚”。 
【49】十 论 事 (dasa-kathāvatthu)， 《解 脱 道 论》 “十 处”。 见 第 四 品 （底 本 一 二 七 页） 详 

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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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妇 女、 男 人， 不 看 上， 不 看 下， 不 视 四 方 和 四 维 而 行， 是 名 守 护 行 
处。  

什 么 是 近 缚 行 处？ 便 是 约 束 其 心 于 四 念 住 中。 世 尊 说：
【50】 “诸 比 丘！ 什 

么 是 比 丘 行 处， 什 么 是 你 们 的 世 袭 传 承？ 便 是 四 念 住”。 是 名 近 缚 行 处。  
这 样 的 正 行 和 行 处 具 足 圆 满， 故 说 “正 行 与 行 处 具 足”。 [20] 
“对 于 微 细 的 罪 过 亦 见 其 怖 畏”， 便 是 对 于 无 意 而 犯 的 众 学 法【51】 及 生 起 

不 善 心 等 的 微 细 罪 过， 亦 能 见 其 怖 畏。  
“受 持 与 学 习 诸 学 处”， 便 是 对 于 任 何 应 当 学 习 的 学 处 都 正 持 学 习。 
这 里， “以 别 解 脱 律 仪 防 护”， 是 依 于 人 而 决 定 为 说 别 解 脱 律 仪 的。 其 次 

“正 行 与 行 处 具 足” 等 的 一 切， 都 是 关 于 如 何 圆 成 行 道 者 的 戒， 当 知 是 为 示 
行 道 而 说 的。  

(Ⅱ) 根 律 仪 戒【52】 
继 前 文 之 后 又 说： “彼 人 眼 见 色 已 ……” 等 等， 是 显 示 根 律 仪 戒。 
“彼 人”， 是 指 坚 持 别 解 脱 律 仪 戒 的 比 丘。  
“眼 见 色 已”， 是 由 于 有 见 色 能 力 的 眼 识 而 见 色 已 的 意 思。 然 而 古 人 说： 

“无 心 故 眼 不 能 见 色， 无 眼 故 心 亦 不 能 见 色； 当 （眼） 门 与 所 缘 （之 境） 相 接 
的 时 候， 由 于 以 眼 净 色 为 依 止 （而 起） 的 心 才 能 见 色”。 这 种 说 法 好 象 真 的 
为 见 的 原 因 论， 正 如 有 人 （说 射 箭） 说 “我 以 弓 射” 一 样。 是 故 以 眼 识 见 色 已 
便 是 这 里 的 正 确 意 义。  

“不 取 于 相”， 便 是 对 于 男 女 相， 净 相 （可 悦 相） 等 而 能 生 起 烦 恼 的 一 切 
事 相 不 取 着， 而 止 于 他 真 实 所 见 的。  

“不 取 细 相”， 便 是 对 于 能 使 烦 恼 显 现 而 得 通 名 为 细 相 的 手、 足、 微 笑、 
大 笑、 语、 视 等 种 种 相 不 生 取 着， 他 仅 见 其 所 见 的 真 实 部 分， 犹 如 住 在 支 
提 山【53】 的 大 帝 须 长 老 一 样。  

据 说： 长 老 从 支 提 山 来 阿 努 罗 陀 补 罗 乞 食， 有 一 位 良 家 妇 女 和 她 的 丈 
夫 争 吵 了 以 后； 装 饰 得 象 天 女 一 样 美 丽， 早 晨 从 阿 努 罗 陀 补 罗 城 内 出 来 向 
她 的 娘 家 走 去， 在 中 途 碰 见 了 长 老， 生 颠 倒 心， [21] 向 他 大 笑。 当 时 长 老 
想： “这 是 什 么”？ 于 是 向 她 一 看 （看 见 了 她 的 笑 口 的 牙 齿）， 便 对 她 的 牙 骨 
部 分 作 不 净 想， 证 得 阿 罗 汉 果。 于 是 他 说：  

看 见 了 她 的 齿 骨，  
随 念 于 以 前 所 修 的 不 净 之 想，  
长 老 就 站 在 那 里，  
证 得 了 阿 罗 汉 果。  

这 时， 她 的 丈 夫 亦 从 同 一 路 上 追 寻 而 来， 看 见 了 长 老 问 道： “尊 者， 你 
看 见 什 么 妇 女 吗”？ 长 老 说：  

我 不 知 道 是 男 是 女，  
向 这 路 上 走 去，  
但 见 一 堆 骨 聚，  

                                                 
【50】S.V, 148f; cf. M.I, 221, 《杂 阿 含》 六 一 七 经 （大 正 二 · 一 七 三 a）。 
【51】众 学 法 (Sekhiya-dhamma) 南 传 上 座 部 的 大 学 怯 为 七 十 五 条。 
【52】根 律 仪 戒 (Indriyasaṁvara-sīla)， 《解 脱 道 论》 “守 护 权 威 仪 戒”。 
【53】支 提 山 (Cetiyapabbata) 是 佛 教  初 输 入 锡 兰 的 工 地， 即 现 在 的 麻 恒 达 罗 (Mahin-

tale)， 离 阿 努 罗 陀 补 罗 (Anurādhapura) 约 八 英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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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于 这 平 平 的 大 路。  
“因 为 他 的 眼 根 若 不 防 护”， 是 说 因 为 不 以 念 之 窗 防 护 眼 根 及 关 闭 眼 门 

的 人， 便 为 贪 等 法 所 侵 入 所 系 缚。 “彼 防 护 而 行 道”， 是 说 以 念 窗 关 闭 他 的 眼 
根 而 行 道。 若 能 如 是 行 道 者， 即 名 “保 护 眼 根， 作 眼 根 律 仪”。  

仅 在 眼 根 中， 实 无 任 何 律 仪 或 不 律 仪 可 说， 在 眼 净 色 所 依 亦 无 有 念 或 
忘 念 生 起。 当 所 缘 之 色 现 于 眼 前 之 时， 经 过【54】 有 分 （识） 二 次 生 灭 之 后， 
便 起 了 唯 作 意 界 的 转 向 作 用， 经 过 一 生 灭 之 后， 便 有 眼 识 的 见 的 作 用， 自 
此 有 异 熟 意 界 的 领 受 作 用， 其 次 有 异 熟 无 因 意 识 界 的 推 度 作 用， 其 次 有 唯 
作 无 因 意 识 界 的 确 定 作 用， 经 过 一 生 灭 之 后， 便 起 速 行 的 作 用 了。 这 里 在 
有 分， 转 向 （乃 至 确 定） 等 的 任 何 作 用 阶 段 都 没 有 律 仪 或 不 律 仪 可 说。 但 
在 速 行 的 刹 那， 如 果 生 起 恶 戒， 或 忘 念、 无 智、 无 忍、 懈 怠， 便 为 不 律 仪。 
如 是 发 生 而 说 他 为 眼 根 不 律 仪。 [22] 

何 以 故？ 因 为 那 时 眼 门 没 有 守 护 了， 则 有 分 与 转 向 等 的 路 线【55】 亦 无 守 
护。 譬 如 城 市 的 四 门 若 无 守 护， 虽 然 城 内 的 家 门、 仓 库、 内 室 等 善 加 守 护， 
但 城 中 的 一 切 财 货 实 无 保 障， 因 诸 盗 贼 可 从 城 门 而 入 市 内 恣 其 所 欲 而 作 
故。 同 样 的， 如 果 在 速 行 的 阶 段 起 了 恶 戒 等， 则 那 时 成 为 不 律 仪， 眼 门 便 
无 守 护， 于 是 有 分 及 转 向 等 的 路 线 亦 无 守 护 了。 若 在 速 行 时 生 起 戒 等， 则 
眼 门 有 了 守 护， 于 是 有 分 及 转 向 等 的 路 线 也 有 了 守 护。 譬 如 城 门 若 能 善 加 
守 护， 虽 然 城 里 的 家 门 没 有 守 护， 但 市 内 的 一 切 财 货 亦 善 能 保 障， 因 为 城 
门 紧 闭 没 有 盗 贼 可 以 进 去 了。 同 样 的， 若 在 速 行 的 阶 段 生 起 戒 等， 则 眼 门 
有 所 守 护， 于 是 有 分 及 转 向 等 的 路 线 也 有 守 护 了。 故 在 速 行 的 刹 那 而 生 起 
律 仪， 名 为 眼 根 律 仪。  

“耳 闻 声 已” 等 其 义 亦 尔。  
如 是 当 知 业 已 略 说 以 回 避 取 着 色 等 烦 恼 随 缚 相 为 特 相 的 根 律 仪 戒。  
(Ⅲ) 活 命 遍 净 戒【56】 
今 于 根 律 仪 戒 之 后 而 说 活 命 遍 净 戒。 “为 活 命 之 因 而 制 定 的 六 种 学 处” 

如 下：
【57】 “㈠ 恶 欲 者， 为 欲 所 败 者， 为 活 命 因 及 活 命 原 由， 实 无 所 得 而 说 得 

上 人 法【58】
， 犯 （第 四） 波 罗 夷 罪【59】

。 ㈡ 为 活 命 因 及 活 命 原 由 而 作 媒 介 者， 
犯 （第 五） 僧 残 罪。 ㈢ 为 活 命 因 而 如 是 公 开 的 说： ‘住 在 某 精 舍 中 的 那 位 比 
丘 是 阿 罗 汉’， 犯 偷 兰 遮 罪 （舍 堕）。 ㈣ 为 活 命 因 及 活 命 原 由， 无 病 比 丘， 为 
                                                 
【54】有 分 (bhavaṅga) 见 底 本 四 五 七 页。 唯 作 (kiriyā) 见 底 本 四 五 四 页， 转 向 作 用 

(āvajjana-kicca) 见 底 本 四 五 八 页。 领 受 作 用 归 (sampaṭicchana-kicca) 见 庇 本 匹 五 八 
页。 推 度 作 用 (santīraṇa-kicca) 见 底 本 四 五 九 页。 唯 作 无 因 意 识 界 (kiriyāhetuka-
manoviññāṇa-dhātu) 见 底 本 四 五 二 页。 确 定 作 用 (votthapana-kicca) 见 底 本 四 五 九 
页。 速 行 (javana) 见 底 本 四 五 九 页。 

【55】路 线 (vīthi) 亦 可 译 为 过 程， 此 字 等 于 心 的 路 (citta-vīthi) 或 心 的 过 程， 即 诸 识 起 作 
用 的 过 程。 从 有 分 识 波 动 而 起 转 向 作 用 乃 至 速 行， 总 称 为 路 线。 

【56】活 命 遍 净 戒 (Ājīvapārisuddhi-sīla)， 《解 脱 道 论》 “命 清 净 戒”。 
【57】Vin. (Parivāra) V, 146. 
【58】上 人 法 (Uttarimanussadhamma) 即 四 向、 四 果、 禅 定、 神 通 等 胜 法。 
【59】波 罗 夷 (Pārājika)， 这 是 僧 伽 的 根 本 重 罪， 比 丘 有 四 条， 如 有 犯 者， 立 刻 逐 出 僧 

团。 僧 残 (Saṅghādisesa = 僧 伽 婆 尸 沙)， 比 丘 有 十 三 条。 偷 兰 遮 (Thullaccaya)。 单 
堕 (Pācittiya = 波 逸 提)， 比 丘 九 十 二 条。 悔 过 (Paṭidesaniya = 波 底 提 舍 尼)， 有 四 
条。 恶 作 (Dukkaṭa = 突 吉 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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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自 己 而 用 意 令 作 美 味 而 食 者， 犯 （第 三 十 九） 单 堕 罪。 ㈤ 为 活 命 因 及 活 
命 原 由， 无 病 比 丘 尼， 为 了 自 己 而 用 意 令 作 美 味 而 食 者， 犯 （第 三） 梅 过 
罪。 ㈥ 为 活 命 因 及 活 命 原 由， 无 病， 但 为 了 自 己 而 用 意 令 作 汤 或 饭 而 食 
者， [23] 犯 恶 作 罪”。 这 便 是 制 定 的 六 学 处。  

“诡 诈” 等， 在 圣 典 中 这 样 解 释：
【60】 “什 么 是 诡 诈？ 即 为 利 养、 恭 敬、 名 

誉 所 执 着 的 恶 欲 者、 为 欲 所 败 者， 所 谓 以 拒 绝 资 具【61】
， 或 以 迂 回 之 说， 或 

以 威 仪 的 装 束， 做 作， 矫 饰， 颦 眉， 蹙 额， 诡 诈， 虚 伪， 欺 诈， 是 名 诡 诈。  
什 么 是 虚 谈？ 即 为 利 养。 恭 敬、 名 誉 所 执 着 的 恶 欲 者、 为 欲 所 败 者， 对 

于 他 人 无 问 虚 谈、 虚 谈、 极 虚 谈、 赞 虚 谈、 极 赞 虚 谈、 缠 络 语、 极 缠 络 语、 
举 说、 极 举 说、 随 爱 语、 谄 谀 语、 豆 汤 语、 养 育 状， 是 名 虚 谈。  

什 么 是 现 相？ 即 为 利 养、 恭 敬、 名 誉 所 执 着 的 恶 欲 者、 为 欲 所 败 者， 对 
于 他 人 示 相、 示 相 业、 暗 示、 暗 示 业、 迂 回 谈、 曲 折 说， 是 名 现 相。  

什 么 是 瞋 骂 示 相？ 即 为 利 养、 恭 敬、 名 誉 所 执 着 的 恶 欲 者， 为 欲 所 败 
者， 对 于 他 人 怒 骂、 侮 蔑、 呵 责、 冷 语、 极 冷 语、 嘲 笑、 极 嘲 笑、 恶 口、 极 
恶 口、 恶 宣 传、 阴 口， 是 名 瞋 骂 示 相。  

什 么 是 以 利 求 利？ 即 为 利 养、 恭 敬、 名 誉 所 执 着 的 恶 欲 者、 及 为 欲 所 败 
者， 将 此 处 所 得 之 物 拿 到 彼 处， 或 将 彼 处 所 得 之 物 拿 到 此 处， 如 是 以 （甲） 
物 而 希 求、 贪 求、 遍 求、 希 望、 贪 望、 遍 望 于 （乙） 物， 是 名 以 利 求 利”。  

当 知 这 些 圣 典 的 文 句 亦 有 如 下 的 意 义。 先 释 关 于 诡 诈 的 一 节： “利 养 恭 
敬 名 誉 所 执 着 者”， 是 执 着 希 求 于 利 养 恭 敬 及 名 誉 的 意 思。 [24] “恶 欲 者”， 是 
无 道 德 而 欲 示 其 有 道 德 者。 “为 欲 所 败 者”， 是 为 欲 所 击 败 而 被 征 服 的 意 思。 
此 后 的 拒 绝 资 具、 迂 回 之 说、 假 肃 威 仪 的 三 种 诡 诈 之 事， 因 为 是 来 自 《大 
义 释》

【62】
， 所 以 现 在 来 显 示 此 三 事 也 用 所 谓 拒 绝 资 具 等 开 始 而 加 以 说 明。  

兹 有 欲 以 衣 服 等 作 布 施 者， 他 （比 丘） 的 心 里 虽 然 很 想 那 些 东 西， 但 因 
本 于 他 的 恶 欲 而 加 以 拒 绝， 等 到 知 道 了 诸 居 士 业 已 笃 信 自 己， 并 且 他 们 屡 
屡 这 样 说： “啊！ 尊 者 少 欲， 不 欲 接 受 我 们 的 任 何 东 西， 如 果 他 能 接 受 一 点 
什 么， 实 为 我 们 的 极 大 功 德”， 于 是 用 种 种 方 法 去 表 示 为 了 怜 悯 他 们 的 愿 望 
而 接 受 他 拿 来 的 上 等 的 衣 服 等 物。 此 后 便 使 居 士 们 惊 喜， 甚 至 用 车 辆 运 东 
西 来 供 养 了。 当 知 是 名 拒 绝 资 具 诡 诈 事。 即 如 《大 义 释》 中 说：

【63】 “什 么 称 
为 拒 绝 资 具 诡 诈 事？ 今 有 居 士， 邀 请 比 丘， 以 衣 服、 饮 食、 住 所、 医 药 作 供 
养， 然 彼 恶 欲 者， 为 欲 所 败 者， 因 为 欲 求 更 多 的 衣 服 …… 等， 所 以 拒 绝 接 受 
他 们 所 施 的 衣 服、 饮 食、 住 所 及 医 药， 而 且 这 样 说： ‘沙 门 为 什 么 要 用 高 价 
衣 服？  适 合 于 沙 门 的 是 从 坟 墓、 垃 圾 堆 或 店 前 拾 集 所 弃 的 碎 布 来 作 僧 伽 
梨 衣 穿。 沙 门 为 什 么 要 用 上 等 的 饮 食？  适 合 于 沙 门 的 是 以 行 乞 一 团 之 食 
来 维 持 其 生 命。 沙 门 为 什 么 要 用 上 等 的 住 所？  适 合 于 沙 门 的 是 在 树 下 或 
露 地 而 住。 沙 门 为 什 么 要 用 高 贵 的 医 药？  适 合 于 沙 门 的 是 用 牛 的 尿 或 一 

                                                 
【60】Vibh. 352f. 
【61】以 拒 绝 资 具 (paaccaya-paṭisedhana)， 此 字 是 根 据 锡 兰 字 体 本 译 的， 底 本 用 pacca-

ya-paṭisevana 则 应 译 为 以 资 具 受 用。 依 下 文 的 解 释 来 看， 用 拒 绝 资 具 比 较 好。 
【62】《大 义 释》Mahā-Niddesa 224f. 
【63】Nid. 22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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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诃 梨 勒 果【64】 作 药 品’。 于 是 他 便 穿 粗 糙 的 衣 服， 吃 粗 糙 的 饮 食， [25] 受 用 
粗 糙 的 住 所， 受 用 粗 糙 的 医 药。 使 居 士 们 知 道 了 他 这 样 说： ‘此 沙 门 是 少 欲 
知 足 者， 隐 居 者， 不 与 众 杂 住 者， 勤 精 进 者， 头 陀 行 者’。 如 是 他 们 便 常 常 
邀 请 而 供 以 衣 服 等 受 用 之 物。 他 便 这 样 说： ‘具 信 善 男 子， 三 事 现 前， 必 生 
多 福， 即 有 信 现 前， 有 所 施 之 物 现 前， 有 应 施 之 人 现 前， 具 信 善 男 子 必 生 
多 福。 你 们 便 是 有 信 者， 并 有 所 施 之 物 在 此， 又 有 我 是 受 者。 如 果 我 不 接 
受 你 们 的， 你 们 便 无 福 德 了。 然 而 我 实 不 需 此 等 东 西， 但 为 怜 悯 你 们， 只 
好 收 受 了’。 此 后 则 许 多 衣 服、 饮 食、 住 所、 医 药 也 都 收 受 了。 谁 是 这 样 颦 
眉、 蹙 额、 诡 诈、 虚 伪、 欺 诈 的， 便 是 称 为 拒 绝 资 具 的 诡 诈 事”。  

恶 欲 者 为 欲 表 示 自 己 证 得 上 人 法， 用 种 种 的 说 法 而 令 人 惊 喜， 称 为 迂 
回 之 谈 的 诡 诈 事。 即 所 谓：

【65】 “什 么 称 为 迂 回 之 谈 的 诡 诈 事？ 今 有 恶 欲 者、 
为 欲 所 败 者， 欲 求 人 们 恭 敬， 假 依 圣 人 的 法 语 作 如 是 说： ‘穿 这 样 衣 服 的 沙 
门， 则 为 一 大 有 能 力 者。 用 这 样 的 钵、 铜 碗、 水 瓶、 滤 水 囊、 钥、 带、 履 等 
的 沙 门 为 一 大 有 能 力 者。 有 这 样 的 和 尚， 阿 阇 黎， 同 一 和 尚 同 一 阿 阇 黎 的 
朋 友、 知 己、 同 伴 的 沙 门， 为 一 大 有 能 力 者。 住 这 样 的 精 舍、 半 边 屋 （仅 盖 
半 边 的）、 台 观 （筑 于 高 处 面 方 形 的）、 大 厦 （一 种 长 而 有 上 层 房 室 的 大 
厦）、 石 窟 （自 然 的）、 洞 穴 （人 造 而 有 门 的）、 小 屋、 重 阁、 望 楼 （可 了 望 
的）、 圆 屋 （多 角 形 的）、 长 屋 （仅 有 一 堂 一 门 的 长 屋）、 集 会 所、 [26] 假 屋 
（临 时 盖 的 房 屋 或 礼 堂 等）、 树 下， 则 彼 沙 门 实 为 一 大 有 能 力 者’。 或 者 此 
等 为 恶 所 染 者， 屡 屡 颦 蹙、 大 事 欺 诈、 饶 舌 不 已， 故 意 说 些 甚 深、 秘 密、 微 
妙、 隐 微、 出 世 间、 空 相 应 的 议 论， 然 后 连 接 他 的 议 论 而 假 以 口 头 恭 敬 于 
人 说： ‘这 样 的 沙 门， 实 已 得 住 禅 定’。 象 这 样 颦 眉、 蹙 额、 诡 诈、 虚 伪、 欺 诈 
的， 便 称 为 迂 回 之 谈 的 诡 诈 事”。  

其 次 恶 欲 者 为 求 恭 敬， 假 以 威 仪 令 人 惊 异， 便 是 假 肃 威 仪 诡 诈 事。 即 
所 谓：

【66】 “什 么 称 为 威 仪 诡 诈 事？ 今 有 恶 欲 者、 为 欲 所 败 者， 为 求 恭 敬， 并 
以 为 如 此 做 法 可 能 获 得 人 们 的 恭 敬， 便 假 肃 行、 住、 坐、 卧， 好 象 有 深 切 愿 
求 （圣 果） 似 的 行、 住、 坐、 卧， 又 好 象 深 入 三 昧 似 的 行、 立、 坐、 卧， 或 者 
故 意 在 人 们 看 见 的 地 方 修 禅 定， 象 这 样 作 威 仪 的 装 束， 做 作、 矫 饰、 颦 眉、 
蹙 额、 诡 诈、 虚 伪， 欺 诈， 便 称 为 威 仪 诡 诈 事”。  

这 里 的 “称 为 拒 绝 资 具”， 是 所 谓 拒 绝 资 具 或 者 仅 以 名 为 拒 绝 资 具 的 意 
思。 “迂 回 之 说” 是 用 近 乎 说 法 的 意 思。 “威 仪” 即 四 威 仪 （行 住 坐 卧）。 “装 束” 
是 预 先 的 布 置 或 尊 重 的 布 置。 “做 作’ 是 形 式 的 布 置。 “矫 饰” 是 加 以 完 善 布 置 
（装 模 作 样） 而 令 人 喜 乐 的 状 态。 “颦 眉”、 为 了 表 示 他 是 高 度 的 精 勤 而 故 作 
颦 眉 之 状 及 收 缩 其 嘴 脸。 常 作 颦 蹙 的 状 态 为 “蹙 额”。 “诡 诈” 为 欺 骗。 诡 诈 的 
制 造 为 “虚 伪”。 作 诡 诈 的 状 态 为 “欺 诈”。  

对 于 “虚 谈” 的 解 释： “无 问 虚 谈”， 例 如 他 看 见 了 俗 人 来 到 精 舍， 便 如 是 
先 作 空 谈： “你 为 什 么 目 的 到 这 里 来？ 邀 请 比 丘 吗？ 如 果 这 样， 你 先 回 去， 
我 将 取 钵 随 后 而 来”； 或 作 自 我 介 绍 说： “我 名 帝 须， 国 王 信 仰 我， 某 某 等 大 
臣 也 很 信 仰 我”， [27] 象 这 样 的 自 说 即 为 无 问 虚 谈。 “虚 谈” 是 被 人 询 问 之 后 
                                                 
【64】诃 梨 勒 果 (hariṭakī) 或 译 诃 子。 
【65】Nid. 226. 
【66】Nid.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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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说 象 前 面 这 些 话。 深 恐 居 士 们 有 恶 感， 屡 屡 让 他 们 有 说 话 机 会 而 作 巧 妙 
的 虚 谈 为 “极 虚 谈”。如 说 “大 富 者、 大 船 主、 大 施 主” 等 抬 举 的 虚 谈 为 “赞 虚 
谈”。 由 各 方 面 来 作 抬 举 的 虚 谈 为 “极 赞 虚 谈”。 “缠 络 语”， 如 说： “优 婆 塞 啊！ 
上 年 此 时， 你 曾 作 尝 新 的 布 施， 现 在 你 为 什 么 不 作 供 施 呢”？ 用 这 样 的 话 重 
重 的 缠 而 裹 之， 直 至 他 这 样 的 回 答： “尊 者， 我 们 要 供 施 的， 不 过 未 得 机 会 
而 已”。 或 者 见 人 手 拿 甘 蔗， 便 问 道： “优 婆 塞 啊！ 这 甘 蔗 从 哪 里 拿 来 的”？ 
“尊 者， 从 甘 蔗 田 里 拿 来 的”。 “那 甘 蔗 是 甜 的 吗”？ “尊 者， 这 要 尝 了 之 后 才 能 
知 道 的”。 “然 而 叫 你 把 甘 蔗 送 给 我， 这 话 是 不 合 于 比 丘 说 的”。用 这 种 纠 缠 
的 话 去 裹 住 所 欲 推 辞 的 人， 名 为 缠 络 语。 从 各 方 面 重 重 应 用 缠 络 语 为 “极 缠 
络 语”。 如 说： “这 家 人 只 知 道 我， 如 果 他 们 有 所 布 施 之 物， 只 有 给 我 的”， 象 
这 样 抬 举 的 表 示 为 “举 说”。 特 罗 根 达 利 迦 故 事【67】 亦 可 在 这 里 解 说。 从 各 方 
面 常 作 抬 举 之 说 为 “极 举 说”。 “随 爱 语”， 为 不 顾 是 否 契 合 于 理 或 契 合 于 法， 
只 是 说 些 令 人 喜 爱 的 话。 “馅 谀” 是 卑 下 的 行 动， 说 话 时 总 是 把 自 己 放 得 极 
低 的 地 位。 “豆 汤 语”， 意 为 象 豆 汤 一 样， 譬 如 煮 过 的 绿 豆， 有 些 是 不 可 能 煮 
熟 的， 其 余 的 则 熟 了， 同 样 的， 他 说 的 话， 有 一 部 分 是 真 的， 其 余 的 却 是 虚 
妄 的， 这 样 的 人 称 为 豆 汤 者， 他 的 状 态 就 象 豆 汤 一 样。 “养 育 状”， 意 为 养 育 
的 状 态， [28] 他 好 象 家 庭 的 乳 母， 用 腰 或 背 而 抱 负。 其 养 育 的 行 为 是 养 育 
业， 其 养 育 的 状 态 为 养 育 状。  

关 于 “现 相” 一 节 的 解 释： “示 相” 是 用 身 口 的 动 作 而 促 使 别 人 生 起 以 资 
具 供 养 之 想。 譬 如 看 见 来 人 手 持 饮 食， 便 问 道： “你 得 了 些 什 么 可 吃 的 吗”？ 
以 此 等 暗 示 的 动 作 而 希 求 所 需 的 为 “示 相 业”。 “暗 示”， 是 说 些 与 布 施 资 具 有 
关 的 话。 “暗 示 业”， 好 象 他 看 见 放 犊 牛 的 牧 童 问 道： “这 些 犊 子 是 母 牛 的 乳 
犊， 还 是 吸 薄 酪 的 犊”？ “尊 者， 它 们 还 是 乳 犊 啦”！ “晤！ 恐 怕 不 是 吧？ 如 果 
它 们 是 乳 犊， 则 比 丘 亦 可 获 得 其 母 牛 之 乳 的”， 由 于 这 些 暗 示 的 动 作 促 使 牧 
重 们 归 告 其 父 母 而 供 以 牛 乳。 “迂 回 谈”， 是 相 近 之 说。 这 里 当 举 一 位 与 一 人 
家 很 亲 近 的 比 丘 故 事 以 示 此 意。 据 说： 一 位 和 某 人 家 很 亲 近 的 比 丘， 欲 求 
饭 食 而 进 入 他 的 家 中 坐 着。 主 妇 看 见 了 他 不 欲 给 以 饭 食 而 故 意 地 说： “一 点 
米 也 没 有 了 啊”！ 但 她 装 着 要 借 米 的 样 子 跑 到 邻 家 去 了。 于 是 这 比 丘 便 入 内 
室 去 看 看， 在 门 角 里 发 现 了 一 些 甘 蔗， 瓮 中 有 砂 糖， 篮 中 有 一 块 盐 干 鱼， 
缸 中 有 米， 瓶 中 有 酪， 他 见 了 之 后 依 然 跑 出 来 坐 于 原 处。 未 几， 主 妇 回 来 
说： “没 有 借 得 米 啦”！ 比 丘 说： “优 婆 夷， 今 天 我 曾 见 一 预 兆， 知 道 不 能 获 得 
午 餐 的”。 “尊 者， 怎 样 的”？ “我 曾 见 一 条 象 那 门 角 里 的 甘 蔗 一 样 的 蛇， 为 了 
要 打 它， 找 了 一 块 象 那 瓮 中 的 砂 糖 一 样 的 石 头， 当 打 它 时， 那 蛇 鼓 胀 其 颈 
恰 如 篮 中 的 盐 干 鱼 一 样， 张 口 欲 去 咬 那 块 石 头 而 暴 露 的 牙 齿 恰 如 那 缸 中 的 
米 一 样， 由 于 它 的 愤 怒 而 流 出 的 毒 液 正 如 那 瓶 中 的 乳 酪 一 样”。 她 想： “实 在 
无 法 欺 瞒 这 秃 头 了”！ 于 是 便 给 他 甘 蔗、 [29] 煮 饭、 烧 鱼 并 给 以 糖 及 酪 等 的 
一 切。 作 此 等 相 近 之 说 而 欲 有 所 得 的 为 “迂 回 谈”。 “曲 折 说”， 老 是 曲 曲 折 折 

                                                 
【67】特 罗 根 达 利 迦 故 事 (Telakandarika-Vatthu)： 有 一 天， 有 两 位 比 丘 去 一 村 落 人 家， 坐 

在 中 堂 的 时 候， 看 见 一 位 相 识 的 女 子， 便 呼 她 到 面 前。 那 位 比 较 年 轻 的 比 丘 问 
较 长 的： “她 是 谁”？“她 是 我 的 檀 越 特 罗 根 达 利 迦 (Telakandarika) 优 婆 夷 的 女 
儿， 我 每 次 到 她 母 亲 的 家 里， 她 的 母 亲 老 是 供 养 我 满 瓮 的 乳 酪， 这 位 女 子 也 和 
她 的 母 亲 一 样， 非 常 热 诚 而 慷 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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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盘 绕 而 说， 直 至 获 得 他 所 需 求 的 为 止。  
对 于 “瞋 骂 示 相”【68】 一 节 的 解 释， “怒 骂” 即 以 十 种 怒 骂 事【69】 而 怒 骂。 “侮 

蔑” 即 说 轻 蔑 侮 辱 的 话。 “呵 责” 为 举 人 的 过 失 而 叫 他 “不 信 者、 不 信 乐 者” 等 
语。 “冷 语”， 如 说 “不 要 在 这 里 说 这 话” 等 的 冷 语。 从 各 方 面 举 出 根 据 及 理 由 
而 冷 言 之 为 “极 冷 语”。 或 者 看 见 不 肯 布 施 的 人 说 “施 主 呀！” 等 的 冷 言 为 “冷 
语”。 若 说 “大 施 主 呀！” 等 的 极 冷 之 言 为 “极 冷 语”。 “什 么 是 此 人 的 生 命？ 他 
是 食 种 子 者”， 如 是 讥 笑 于 人 为 “嘲 笑”。 “你 说 此 人 不 肯 布 施 吗？ 他 时 常 能 送 
给 你 一 句 ‘没 有’ 的”， 如 此 极 度 讥 讽 人 家 为 “极 嘲 笑”。 公 开 骂 人 为 吝 啬 者 或 
无 可 赞 美 者 是 “恶 口”。 从 各 方 面 而 恶 口 者 为 “极 恶 口”。 “恶 宣 传”， 他 以 为 ‘别 
人 将 会 恐 怖 我 的 恶 批 评 而 布 施 我 的’， 于 是 从 家 至 家， 从 村 至 村， 从 地 方 至 
地 方 的 从 事 恶 宣 传。 “阴 口”， 意 为 当 面 给 以 甜 言 蜜 语， 背 后 则 恶 意 诋 毁， 犹 
如 不 见 其 面 时， 便 吃 他 的 背 肉， 故 名 阴 口。 此 等 名 为 “瞋 骂 示 相”， 因 为 他 刮 
去 别 人 的 善 德， 象 用 一 竹 片 刮 去 身 上 所 涂 的 膏 药 一 样， 或 如 捣 碎 各 种 香 料 
而 求 取 香 味， 他 以 捣 碎 他 人 的 善 德 而 求 取 利 益， 故 名 瞋 骂 示 相。  

对 于 “以 利 求 利”【70】 一 节 的 解 释： “求” 是 追 寻 之 意。 “从 此 处 所 得 之 物”， 
意 为 从 此 户 人 家 所 得 的 东 西。 “彼 处”， 指 那 户 人 家 而 言。 “希 求” 为 欲 求。 “贪 
求” 为 追 求。 “遍 求” 为 再 再 追 求。 [30] 这 里 当 提 及 某 一 比 丘 的 故 事： 他 从  初 
的 人 家 获 得 所 施 的 食 物， 分 送 给 这 里 那 里 的 人 家 的 孩 子 们， 终 于 获 得 了 乳 
粥 而 去。 希 望， 即 希 求 等 的 同 义 语， 如 是 则 希 求 为 “希 望”， 贪 求 为 “贪 望”， 
遍 求 为 “遍 望”。  

这 便 是 诡 诈 等 的 意 义。  
现 在 来 说 “等 恶 法”【71】

： 这 里 的 “等” 字， 即 “或 有 沙 门、 婆 罗 门、 彼 等 食 信 
施 食， 依 然 用 下 贱 的 伎 俩 而 生 活 于 不 正 的 生 活 中， 如 相 手、 占 卜 预 兆、 谈 
天 地 变 易、 占 萝、 看 相、 占 鼠 咬 破 布、 火 供、 匙 的 献 供” 等， 如 《梵 网 经》

【72】 
中 所 包 摄 的 种 种 恶 法。  

如 是 由 于 违 犯 为 活 命 之 因 而 制 定 的 六 学 处 （的 生 活） 及 以 诡 诈、 虚 谈、 
现 相、 瞋 骂 示 相、 以 利 求 利 等 诸 恶 法 所 维 持 的 生 活 为 邪 命， 若 能 离 此 诸 种 
邪 命， 即 名 活 命 遍 净 戒。  

再 来 解 释 （活 命 遍 净 的） 语 义： 依 此 来 生 活 为 “活 命”。 那 是 什 么？ 即 努 
力 寻 求 于 资 具。 “遍 净” 为 遍 达 于 净 性。 遍 净 的 生 活 为 “活 命 遍 净”。  

(Ⅳ) 资 具 依 止 戒【73】  

                                                 
【68】瞋 骂 示 相。 是 依 据 文 内 各 种 骂 人 的 方 法 及 应 用 《解 脱 道 论》 的 成 语 而 作 此 意 译 

的。 原 文nippesikatā 英 译 作 crushing slander （压 服 诽 谤）， 《巴 英 字 典》 作 
jugglery， trickery (幻 法， 奸 诈)， 日 译 作 “激 磨”， 本 论 自 释 为 “刮 人 之 德 求 利， 或 
捣 碎 他 人 之 德 而 求 利”。 

【69】十 怒 骂 事 (dasa-akkosa-vatthu), 即 骂 人 为 盗 贼 (coro)、 愚 人 (bālo)、 蠢 货 (mūḷho)、 骆 
驼 (oṭṭho)、 牡 牛 (goṇo)、 驴 (gadrabho)、 地 狱 人 (nerayiko)、 畜 生 (tiracchāngato)、 无 
善 趣 者 (natthi tuyhaṁ sugati)、 恶 趣 行 者 (duggati yeva tuyhaṁ pāṭikaṅkhā)。 

【70】以 利 求 利 (lābhena lābhaṁ nijigiṁsanatā), 《解 脱 道 论》 “以 施 望 施”。 
【71】是  初 总 解 释 活 命 遍 净 戒 一 节 中 的 句 子， 见 底 本 第 十 六 页。 
【72】《梵 网 经》 (Brahmajāla), D.I, 9. 南 传 ＝ 《长 部》 第 一 经， 相 等 于 《长 阿 含》 二 一 《梵 

动 经》。 
【73】资 具 依 止 戒 (Paccayasannissita-sīla), 《解 脱 道 论》 “缘 修 戒” 或 “修 行 四 事 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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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后 〔如 理 决 择， 受 用 衣 服， 仅 为 防 护 寒 热， 防 护 虻、 蚊、 风、 炎、 爬 
行 类 之 触， 仅 为 遮 蔽 羞 部。 如 理 决 择， 受 用 团 食， 不 为 嬉 戏， 不 为 骄 慢， 不 
为 装 饰， 不 为 庄 严， 仅 为 此 身 住 续 维 持， 为 止 害， 为 助 梵 行， 如 是 思 惟： “我 
乃 以 此 令 灭 旧 受 （之 苦）， 不 起 新 受 （之 苦）； 我 将 存 命、 无 过、 安 住”。 如 
理 决 择， 受 用 床 座， 仅 为 防 护 寒 热， 防 护 虻、 蚊、 风、 炎、 爬 行 类 之 触， 仅 
为 避 免 季 候 之 危， 而 好 独 坐 （禅 思） 之 乐。 如 理 决 择， 受 用 医 药 资 具， 仅 为 
防 护 生 病 恼 受， 而 至 究 竟 无 苦 而 已【74】

。〕 是 说 资 具 依 止 戒。  
（一、 衣 服） “如 理 决 择”， 是 知 道 以 方 便 之 道 去 决 择、 善 知 观 察 之 意。 

这 里 所 提 示 的 “为 防 寒 冷” 等 的 观 察， 便 是 如 理 决 择。 “衣 服” 是 指 内 衣 等【75】 
的 任 何 一 种。 “仅” [31] 是 表 示 区 限 目 的 之 辞， 修 行 者 使 用 衣 服 的 目 的， 仅 限 
于 防 护 寒 冷 等， 别 无 他 意。 “寒” 是 由 自 身 内 界 的 扰 乱 （内 四 大 不 调） 或 由 外 
界 气 候 变 化 所 起 的 任 何 一 种 寒 冷。 “防 护” 即 防 止， 意 为 除 去 寒 冷 而 使 身 体 
不 生 疾 病； 因 为 寒 冷 侵 害 其 身， 则 内 心 散 乱， 不 能 如 理 精 勤， 故 世 尊 听 许 
使 用 衣 服 以 防 护 寒 冷。 这 种 说 法 亦 可 通 用 下 面 各 句 （此 后 只 说 明 其 不 同 之 
处）。 “热” 为 火 热， 如 森 林 著 火 等 所 生 的 热。 “虻 蚊 风 炎 爬 行 类 之 触”。 这 里 
的 “虻” 是 啮 蝇 和 盲 蝇。 “蚊” 即 蚊 子。” 风” 是 有 尘 及 无 尘 等 类 的 风。 “炎” 是 阳 
光 的 炎 热。 “爬 行 类” 即 蛇 等 匍 匐 而 行 的 长 虫。 “触” 有 啮 触 及 接 触 二 种。 若 披 
衣 而 坐 者 则 不 受 此 等 之 害， 在 这 种 情 形 下， 故 为 防 护 彼 等 而 受 用 衣 服。  

其 次 更 提 “仅” 字， 是 再 决 定 区 限 使 用 衣 服 的 目 的。 遮 蔽 羞 部 是 使 用 衣 
服 的 决 定 目 的， 其 他 的 目 的 是 有 时 间 性 的。 “羞 部” 是 他 们 （男 女） 的 隐 秘 之 
处， 因 为 暴 露 此 等 部 分， 则 扰 乱 及 破 坏 于 羞 耻， 以 其 能 乱 羞 耻， 故 名 羞 部。 
其 羞 部 的 遮 蔽 为 遮 蔽 羞 部， 有 些 地 方 亦 作 遮 蔽 于 羞 部。  

（二、 食 物） “团 食” 即 指 各 种 食 物。 由 于 彼 比 丘 的 行 乞 而 一 团 一 团 的 落 
在 钵 内 的 各 种 食 物 为 团 食， 或 一 团 团 的 降 落 故 为 团 食， 即 指 从 各 处 所 受 的 
施 食。 “不 为 嬉 戏”【76】

， 不 象 乡 村 的 孩 子 那 样 专 为 嬉 戏 游 玩。 “不 为 骄 慢”， 不 
象 拳 师 和 力 士 等 那 样 为 的 骄 态， 亦 即 不 为 勇 力 的 骄 态 及 强 壮 的 骄 态。 [32] 
“不 为 装 饰”， 不 象 宫 女、 妓 女 等 为 的 需 要 装 饰， 需 要 其 肢 体 的 丰 满 艳 丽。 
“不 为 庄 严”， 不 象 优 人 舞 女 那 样 为 着 皮 肤 的 色 泽 光 润 美 丽。 进 一 层 说， “不 
为 嬉 戏”， 是 舍 断 痴 的 近 因。 “不 为 骄 慢”， 是 舍 断 瞋 的 近 因。 “不 为 装 饰， 不 
为 庄 严”， 是 舍 断 贪 欲 的 近 因。 又 “不 为 嬉 戏， 不 为 骄 慢”， 是 阻 止 生 起 自 己 
的 结 缠。 “不 为 装 饰， 不 为 庄 严”， 是 阻 止 他 人 的 结 缠 生 起。 这 四 句 亦 可 说 为 
弃 舍 沉 溺 于 欲 乐 及 不 如 理 的 行 道。  

更 提 “仅” 字 之 意 已 如 前 说。 “此 身”， 即 此 四 大 种 （地 水 火 风） 所 成 的 色 
身。 “住 续”， 是 使 其 继 续 存 在 之 意。 “维 持”【77】 是 不 断 的 活 动 或 长 时 存 续 之 
意。 因 彼 （比 丘） 受 用 食 物 以 住 续 及 维 持 其 身 体， 犹 如 老 屋 之 主 （以 支 柱） 
                                                 
【74】M.I, p.10. 
【75】内 衣 (antaravāsaka) 或 译 下 衣， 即 裙。 南 传 通 常 的 三 衣： 一、 下 衣 (安 陀 会)， 二、 

郁 多 罗 僧 (uttarā saṅga) 译 为 上 衣， 即 平 日 所 穿 的 单 衣。 三、 僧 伽 梨 (saṅghāṭi) 译 
为 重 复 衣， 或 双 衣。 他 们 现 在 做 的 这 三 种 衣， 大 部 都 是 五 条， 并 不 像 我 们 中 国 
所 传 那 样 以 条 数 而 分 别 所 谓 大 衣 七 衣 及 五 衣 的。 

【76】嬉 戏 (davā)、 骄 慢 (madā)、 装 饰 (maṇḍanā)、 庄 严 (vibhūsanā)， 《解 脱 道 论》 “凶 险 
行、 自 高 行， 装 束、 庄 严”。 

【77】住 续 (ṭhiti)、 维 持 (yāpanā)， 《解 脱 道 论》 “住， 自 调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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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持 其 屋， 或 如 车 主 涂 油 于 车 轴 一 样， 并 非 为 嬉 戏， 为 骄 慢， 为 装 饰， 为 庄 
严 的。 且 住 续 与 命 根 同 义， 所 以 为 此 身 住 续 维 持， 亦 可 以 说 为 使 此 身 的 命 
根 继 续 存 在。 “为 止 害”， 这 里 的 “害” 是 为 饥 饿 所 恼 害。 比 丘 受 用 食 物 以 除 饥 
饿， 犹 如 敷 药 于 疮 伤 之 处 和 对 治 寒 暑 等 一 样。 “为 助 梵 行”， 是 为 助 益 全 佛 教 
的 梵 行 及 道 的 梵 行。 于 是 行 道 者 之 受 用 食 物， 是 为 借 助 体 力 而 勤 修 于 三 学 
（戒 定 慧）， 以 渡 有 的 沙 漠； 或 者 为 了 勤 修 梵 行 而 受 用 食 物， 犹 如 为 渡 沙 漠 
（绝 根） 的 人 而 食 其 子 之 肉， 如 渡 河 者 以 筏， 渡 海 者 用 船 一 样。  

“我 乃 以 此 令 灭 旧 受， 不 起 新 受”【78】
， [33] 是 说 他 这 样 想： “我 现 在 受 用 这 

种 食 物， 为 令 除 灭 旧 受 的 饥 饿 之 苦， 并 不 由 于 无 限 的 食 下 去 而 生 起 新 的 苦 
受， 不 象 食 之 过 多 而 借 助 他 人 之 手 拉 他 起 立， 食 之 鼓 腹 以 致 不 能 穿 衣， 食 
之 过 多 而 跌 卧 在 那 里， 食 之 充 满 至 颈 能 为 乌 鸦 啄 取， 食 至 呕 吐 而 犹 食 的 任 
何 一 种 婆 罗 门 那 样， 我 实 如 病 者 用 药 一 样”。 或 者 现 在 因 不 适 当 及 无 限 量 的 
饮 食 所 生 起 的 苦 痛 是 由 于 宿 业 之 缘， 故 称 “旧 受”； 我 今 以 适 当 及 适 量 之 食， 
灭 彼 旧 受 之 缘， 而 除 旧 受 之 苦。 由 于 现 在 作 不 适 当 受 用 所 积 聚 的 业， 将 产 
生 未 来 的 新 受 之 苦， 故 名 “新 受”； 我 今 以 适 当 的 受 用， 则 新 受 的 根 本 不 再 生 
起， 而 新 受 的 苦 痛 也 不 生 了。 当 知 这 也 是 这 里 的 意 思。 以 上 二 句 是 显 示 采 
取 适 当 的 受 用， 舍 断 沉 溺 于 苦 行， 不 离 于 法 乐。  

“我 将 存 命”【79】
， 是 他 在 受 用 食 物 之 时 作 如 是 想： 以 有 益 适 量 的 受 用， 

则 无 断 绝 命 根 及 破 坏 威 仪 的 危 险， 所 以 我 的 身 体 将 依 食 物 而 生 存， 犹 如 长 
病 之 人 而 受 用 医 药 一 样。  

“无 过， 安 住”， 由 于 避 去 不 适 当 的 遍 求 领 取 及 食 用 故 “无 过”； 由 于 适 量 
的 食 用 故 “安 往”。 或 无 因 不 适 当 及 无 限 量 的 食 缘 而 发 生 的 不 愉 快、 欲 睡、 呵 
欠 伸 腰、 为 识 者 所 呵 责 等 的 过 失 为 “无 过”； 由 于 适 当 适 量 的 食 缘 而 增 长 其 
身 力 为 “安 住”。 或 者 避 免 随 其 意 欲 而 食 之 满 腹， 或 弃 横 卧 之 乐、 展 转 侧 卧 之 
乐、 睡 眠 之 乐 等 为 “无 过”； 由 于 少 食 四 五 口 （不 过 饱）， 使 四 威 仪 相 应 而 行 
道 为 “安 住”。 故 我 受 用 食 物。 正 如 这 样 说： 

 
【80】

 少 食 四 五 口， 汝 即 当 饮 水，  
勤 修 习 比 丘， 实 足 以 安 住。 [34] 

这 （存 命、 无 过、 安 住 三 句） 是 说 明 中 道 为 （食 的） 根 本 目 的。  
（三、 床 座） “床 座”， 即 卧 所 与 坐 处。 无 论 在 精 舍 或 半 边 檐 的 盖 屋 中 所 

卧 的 地 方 为 卧 所； 无 论 什 么 座 席 为 坐 处。 把 它 们 合 成 一 起 而 说 为 床 座。 “为 
避 季 候 之 危， 而 好 独 坐 （禅 思） 之 乐”， 以 气 候 而 有 危 险 故 为 季 候 之 危。 为 
除 去 气 候 的 危 险 及 好 独 坐 （禅 思） 的 快 乐， 当 以 受 用 床 座 而 得 消 除 能 使 身 
体 害 病 心 地 散 乱 的 不 适 当 的 气 候， 故 说 为 除 季 候 之 危 及 好 独 坐 （禅 思） 之 
乐。 虽 然 为 避 季 候 之 危， 即 指 除 去 寒 冷 等 而 言， 但 前 面 衣 服 的 受 用， 是 以 
遮 蔽 羞 部 为 主 要 目 的， 为 防 寒 暑 等 仅 为 某 些 时 间 而 已， 可 是 受 用 床 座 是 以 
避 免 季 候 的 危 险 为 主 要 目 的。 季 候 之 意 已 如 前 说。 危 险 有 显 明 和 隐 匿 的 二 
种： 狮 子 猛 虎 等 为 显 明 的 危 险， 贪 瞋 等 为 隐 匿 的 危 险。 若 无 守 护 （如 住 树 

                                                 
【78】我 乃 以 此 令 灭 旧 受， 不 起 新 受 (purāṇañ ca vedenaṁ paṭihankhāmi navañ ca vedanaṁ na 

upādessāmi), 《解 脱 道 论》 “除 先 病 不 起 斩 疾”。 
【79】我 将 存 命 (yātrā bhavissati), 《解 脱 道 论》 “以 少 自 安”。 
【80】Theragāthā, ver.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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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等 而 有 显 危） 及 见 不 适 当 的 色 等 （有 隐 险）， 则 未 免 危 害， 而 彼 比 丘 既 知 
如 是 观 察 而 受 用 床 座， 此 乃 如 理 决 择 …… 为 避 季 候 之 危 而 受 用。  

（四、 医 药） “医 药” （病 者 的 资 具 药 品）， 这 里 的 资 具 是 治 病 之 义， 亦 
即 与 适 合 同 义。 由 医 生 的 工 作 所 配 合 的 为 药。 病 人 的 资 具 即 药， 故 病 者 的 
资 具 药， 即 指 医 生 所 配 合 的 任 何 适 用 于 病 人 的 油 蜜 砂 糖 等 而 言。 其 次 品 
字， 在【81】 “以 七 种 城 市 的 戒 备 而 善 防 护’ 等 的 意 义 中， 则 作 防 备 说。 又 在  
 

【82】
“ 此 车 有 戒 的 庄 严，  

有 定 的 轴 勤 的 轮” [35] 
等 的 意 义 中， 则 作 庄 严 说。 又 在【83】 “出 家 者 当 集 此 等 生 活 的 资 具” 等 的 意 义 
中， 则 作 必 需 品 说。 在 本 文 中， 当 取 必 需 品 和 防 备 之 义。 以 病 者 所 需 的 药 
为 防 备 生 命， 因 为 是 保 护 其 生 命 不 给 以 生 病 灭 亡 的 机 会 之 故。 同 时 以 必 需 
品 得 能 长 期 生 活， 故 说 为 防 备。 如 是 以 病 者 所 需 的 药 和 防 备 品， 说 为 病 者 
的 资 具 药 品。 病 者 的 资 具 药 品 （医 药） 即 指 医 生 为 病 者 所 配 合 的 任 何 适 用 
的 油 蜜 砂 糖 等 而 防 备 其 生 命 者。  

“生” 为 生 长 或 发 生 之 意。 “病 恼”， 恼 是 四 界 的 变 动 （四 大 不 调）， 因 为 
从 界 的 变 化 而 生 起 疥 癞 发 肿 脓 疱 等， 故 称 病 恼。 “受” 是 苦 受， 即 不 善 异 熟 
受， 而 为 病 恼 受。 “至 究 竟 无 苦”， 即 至 究 竟 不 苦， 是 为 直 至 断 除 一 切 病 苦 
（而 受 用 医 药） 之 意。  

如 是 简 要 的 如 理 决 择 受 用 资 具 的 特 相， 即 为 资 具 依 止 戒。 其 （资 具 依 
止 的） 语 义 如 次： 因 为 人 类 的 来 去 活 动 是 依 赖 于 受 用 衣 服 等， 故 名 资 具。 
依 止 于 资 具， 故 称 资 具 依 止。  

       

（一、 别 解 脱 律 仪 戒 的 成 就） 如 是 在 四 种 戒 中 的 别 解 脱 律 仪， 须 依 于 信 
而 成 就。 由 信 而 成， 因 为 制 定 学 处 是 超 越 于 声 闻 之 权 限 的， 如 佛 曾 拒 绝 其 
弟 子 （关 于 制 戒） 的 请 求【84】

， 可 为 这 里 的 例 证。 所 以 全 部 佛 制 的 学 处 必 须 
由 信 而 受 持， 甚 至 不 顾 其 生 命 而 善 成 就 之。 即 所 谓： [36] 
 

【85】
 如 鸡 鸡 鸟 护 卵， 牦 牛 爱 尾，  
如 人 爱 子， 保 护 他 的 独 眼。  
非 常 的 谨 慎 与 尊 重，  
护 戒 也 是 这 样 的。  

他 处 又 说：
【86】 “大 王 啊！ 我 为 声 闻 制 定 的 学 处， 我 的 声 闻 弟 子 们 纵 有 生 

命 之 危 亦 不 犯”。 在 这 里， 当 知 在 森 林 中 为 盗 贼 所 捆 缚 的 故 事： 据 说 在 （雪 

                                                 
【81】A.IV, 106, 七 种 城 市 的 戒 备 为 城 门 (kavāṭaparikkhepo)、 沟 (parikhā)、 梭 堡 (uddāpo)、 

城 墙 (pākāro)、 城 门 外 的 大 柱 (esikā)、 门 闩 (paligho)、 碉 堡 (pākāra-patthaṇḍilaṁ)。 
【82】S.V, 6. 
【83】M.I, 108. 
【84】有 一 次 舍 利 弗 请 佛 制 戒， 佛 拒 绝 了 他 说： 到 了 时 候 我 自 己 会 知 道 的。 
【85】此 颂， 据 锡 兰 版 本 注： 出 自 小 部 的 Apadāna， 依 日 译 本 注 为 Sumaṅgala-Vilāsinī I, 

p.56， 鸡 鸡 鸟 (kikī) 据 巴 英 字 典 为 jay 则 为 樫 鸟， 依 英 译 本 为 pheasant 则 为 雉。 牦 
牛 (Camarī)。 

【86】锡 兰 版 本 注 出 于 Kosala-Saṁyutta (S.I, 68f)， 底 本 说 那 里 找 不 出。 日 译 本 注 A.IV, 
p.201, cf. 底 本 的 大 王 (Mahārāja) 别 本 亦 作 巴 哈 罗 陀 (pahārā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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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边 的） 摩 河 跋 多 尼【87】 森 林 中， 有 一 长 老 为 盗 贼 用 黑 藤 缚 住， 放 倒 地 上， 
那 长 老 便 倒 在 那 里 七 天， 增 长 他 的 毗 钵 舍 那 （观）， 得 证 阿 那 含 果， 并 在 那 
里 命 终， 得 生 梵 天。  

另 一 位 在 铜 鍱 洲【88】 的 长 老， 为 盗 贼 用 蔓 草 缚 住， 放 倒 地 上， 恰 遇 林 火 
烧 来， 未 断 蔓 草 时， 便 起 毗 钵 舍 那， 得 证 等 首【89】 阿 罗 汉 果 而 入 涅 槃。 后 来 
长 部 诵 者 无 畏 长 老【90】 和 五 百 比 丘 来 到 这 里 看 见 了， 才 把 他 的 身 体 荼 毗 （火 
葬） 了， 并 建 塔 庙 供 养。 所 以 另 一 位 具 信 的 善 男 子 说：  

宁 失 身 命， 要 使 别 解 脱 清 净，  
不 破 世 界 主 所 制 的 戒 律 仪。  

（二、 根 律 仪 戒 的 成 就） 正 如 别 解 脱 律 仪 的 依 于 信， 而 根 律 仪 则 依 于 念 
而 成 就。 依 念 而 成， 因 为 由 于 念 的 坚 定， 则 诸 根 不 为 贪 欲 等 所 侵 袭。 故 说：
【91】 “诸 比 丘！ 宁 为 燃 烧 热 烈 辉 焰 的 铁 棒 而 触 其 眼 根， 亦 不 于 眼 所 识 的 诸 色 
而 执 取 其 （男 女 净 等 的） 细 相”， 这 是 说 善 须 忆 念 燃 烧 的 教 理， 而 善 成 就 其 
根 律 仪 戒， 以 不 忘 念 去 制 止 依 于 眼 门 等 所 起 的 （速 行） 识 对 于 色 等 境 界 而 
执 取 于 （男 女 等 净） 相， 为 贪 欲 所 侵 袭。 [37] 然 而 （根 律 仪 戒） 若 不 如 是 成 
就， 则 别 解 脱 律 仪 戒 亦 不 能 长 时 存 在， 犹 如 没 有 留 意 筑 以 栅 围 的 谷 田 （将 
为 畜 等 所 侵 害） 一 样。 又 如 敞 开 大 门 的 村 落， 随 时 可 为 盗 贼 所 袭， 若 无 根 
律 仪 戒， 则 亦 随 时 可 为 烦 恼 贼 所 害。 亦 如 不 善 盖 的 屋 为 雨 漏 所 侵， 而 他 的 
心 则 为 贪 欲 所 侵 入。 所 以 这 样 说：  

对 于 色 声 味 香 触，  
当 护 你 的 一 切 根。  
若 对 色 等 门 开 而 不 护，  
譬 如 盗 劫 村 落 而 为 害。  

 
【92】

 譬 如 恶 盖 屋， 必 为 雨 漏 侵，  
如 是 不 修 心， 将 为 贪 欲 侵。  

假 使 根 律 仪 戒 成 就， 则 别 解 脱 律 仪 戒 亦 能 长 时 受 持， 犹 如 善 筑 栅 围 的 
谷 田 一 样。 又 如 善 护 大 门 的 村 落， 则 不 为 盗 贼 所 劫， 而 他 亦 不 为 烦 恼 贼 所 
害。 亦 如 善 盖 的 屋， 不 为 雨 漏 所 侵， 而 他 的 心 则 不 为 贪 欲 所 侵 入。 所 以 这 
样 说：  

对 于 色 声 味 香 触，  
当 护 你 的 一 切 根。  
若 对 色 等 门 闭 而 善 护，  
譬 如 盗 贼 无 害 于 村 落。  

 
【93】

 譬 如 善 盖 屋， 不 为 雨 漏 侵，  

                                                 
【87】摩 诃 跋 多 尼 (Mahāvattani) 在 雪 山 边。 
【88】铜 鍱 洲 (Tambapaṇṇi-dipa) 即 锡 兰 岛。 
【89】等 首 (samasīsī)， 断 尽 烦 恼 得 证 阿 罗 汉 果 的 同 时 郎 断 命 根 而 死， 因 为 烦 恼 与 命 

根 同 时 而 断， 故 名 等 首， 这 一 种 称 为 命 等 首 (jīvitasamasīsī)。 另 一 种 人 于 四 威 仪 
中 得 证 阿 罗 汉 果 的 同 时 即 死 的， 称 为 威 仪 等 首 (iriyapathasamasīsī)。 还 有 一 种 人 
于 病 中 得 证 阿 罗 汉 果 的 同 时 即 死 的， 称 为 病 等 首 (rogasamasīsī)。 

【90】Dīghabhāṇaka-Abhaya-thera 长 部 诵 者 是 精 通 长 部 和 注 琉 的 人。 
【91】S.IV, 168. 
【92】Thag.V, 133; Dhp. V, 13. 
【93】Thag.V, 134; Dhp. V,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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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是 善 修 心， 不 为 贪 欲 侵。  
这 是  殊 胜 的 教 法。 心 是 这 样 迅 速 的 奔 驰， 所 以 必 须 以 不 净 作 意 而 断 

已 起 的 贪 欲， 使 根 律 仪 成 就。 犹 如 新 出 家 的 婆 耆 舍 长 老 一 样。 [38] 据 说： 新 
出 家 的 婆 耆 舍 长 老， 正 在 行 乞 之 际， 看 见 了 一 位 妇 人， 生 起 贪 欲 之 心。 于 
是 他 对 阿 难 长 老 说：  
 

【94】
 我 为 贪 欲 燃 烧 了，  
我 的 心 整 个 地 烧 起 来 了。  

 
【95】

 瞿 昙 啊， 哀 愍 我 吧！  
为 说 良 善 的 消 灭 法。  

阿 难 长 老 答 道：  
你 的 心 烧， 因 为 想 的 颠 倒，  
应 该 舍 弃 和 贪 欲 相 关 的 净 相，  
当 于 不 净 善 定 一 境 而 修 心，  
见 诸 行 的 无 常 苦 无 我，  
消 灭 你 的 大 贪 欲，  
切 莫 再 再 的 燃 烧 了！  

（婆 耆 舍） 长 老 即 除 去 贪 欲 而 行 乞。 其 次 比 丘 应 当 完 成 其 根 律 仪 戒， 犹 如 
住 在 乔 罗 达 格 大 窟【96】 的 心 护 长 老 及 住 在 拘 罗 格 大 寺 的 大 友 长 老。  

据 说： 在 乔 罗 达 格 大 窟 中 有 七 佛 出 家 的 绘 画， 非 常 精 美。 一 次， 有 很 多 
比 丘 参 观 此 窟， 见 了 绘 画 说： “尊 者， 这 画 很 精 美”。 长 老 说： “诸 师！ 我 住 此 
窟 已 六 十 多 年， 尚 不 知 有 此 画， 今 天 由 诸 具 眼 者 所 说， 才 得 知 道”。 这 是 说 
长 老 虽 在 这 里 住 这 么 久， 但 从 未 张 开 眼 睛 而 望 窟 上。 据 说： 在 大 窟 的 入 口 
处， 有 一 株 大 龙 树， 他 亦 一 向 来 曾 仰 首 上 望， 但 每 年 见 其 花 瓣 落 于 地 上， 
而 藉 知 其 开 花 而 已。 当 时 国 王 慕 长 老 之 德， 曾 三 度 遣 使 请 他 入 宫 受 供 养， 
但 都 遭 拒 绝 了。 于 是 国 王 便 令 王 城 内 乳 哺 小 儿 的 小 妇 们 的 乳 房 都 捆 缚 起 
来， 加 以 盖 印 封 锁。 他 说： “直 待 长 老 来 此， 一 切 乳 儿 才 得 吸 乳”。 [39] 长 老 
因 怜 悯 乳 儿， 遂 来 大 村【97】

。 国 王 闻 此 消 息， 便 对 其 臣 子 说： “去 请 长 老 入 
宫， 我 要 从 他 受 三 皈 五 戒”。 长 老 入 宫， 国 王 礼 拜 和 供 养 之 后 说： “尊 者！ 今 
天 很 忙， 没 有 机 会， 我 将 于 明 天 受 戒”， 并 取 长 老 的 钵， 和 王 后 共 同 略 送 一 
程， 然 后 拜 别。 但 当 国 王 或 王 后 礼 拜 时， 他 同 样 的 说： “祝 大 王 幸 福”！ 这 样 
过 了 七 天， 其 他 的 比 丘 问 长 老 道： “尊 者， 你 在 国 王 礼 拜 时 说， 祝 大 王 幸 
福， 为 什 么 王 后 礼 拜 时 也 说 同 样 的 句 子”？ 长 老 答 道： “我 井 没 有 分 别 谁 是 国 
王， 谁 是 王 后”。 过 了 七 天， 国 王 想 道： “何 必 使 长 老 住 在 这 里 受 苦 呢”？ 便 让 
他 回 去。 长 老 回 到 乔 罗 达 格 大 窟 后， 夜 间 在 经 行 处 经 行， 那 住 在 大 龙 树 的 
天 神 执 一 火 炬 站 于 一 边， 使 他 的 业 处 （定 境） 极 净 而 明 显。 长 老 心 生 喜 悦， 
想 道： “怎 么 我 的 业 处 今 天 这 样 异 常 的 明 显”？ 过 了 中 夜 之 后， 全 山 震 动， 便 
证 阿 罗 汉 果。 是 故 欲 求 利 益 的 其 他 善 男 子 亦 当 如 是：  

勿 奔 放 其 眼 目，  

                                                 
【94】S.I, 188; Thag. Ver. 1223-1224½. 
【95】瞿 昙 (Gotama) 这 里 指 阿 难， 他 和 释 尊 是 同 姓 的。 
【96】乔 罗 达 格 大 窟 (Kuraṇḍaka-Mahāleṇa) 在 锡 兰 的 东 甫 部。 心 护 (Cittaguta)。 拘 罗 格 大 

寺 (Coraka-Mahāvihāra)。 大 友 (Mahāmitta)。 
【97】大 村 (Mahāgāma) 在 锡 兰 的 东 南 部， 是 当 时 罗 哈 纳 (Rohaṇa) 的 首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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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森 林 的 猕 猴，  
如 彷 徨 的 野 鹿，  
如 惊 骇 的 幼 儿。  
放 下 你 的 两 眼，  
但 见 一 寻 之 地，  
勿 作 象 森 林 的 猿 猴，  
那 样 不 定 的 心 的 奴 隶。  

大 友 长 老 的 母 亲， 一 次 身 上 发 生 毒 肿， 便 对 她 的 女 儿 出 家 的 比 丘 尼 
说： “你 去 将 我 的 病 状 告 诉 你 的 哥 哥， 要 他 拿 些 药 来”。 她 即 往 告 其 兄。 长 老 
对 她 说： “我 实 不 知 如 何 采 集 药 根， 也 不 知 如 何 制 药； 然 而 我 将 告 诉 你 一 种 
药： 便 是 我 从 出 家 以 来， 从 未 以 贪 心 看 异 性 之 色 而 破 坏 我 的 诸 根 律 仪。 [40] 
你 将 我 的 实 语 告 诉 母 亲， 并 祝 她 迅 速 病 愈。 你 现 在 去 对 母 亲 优 婆 夷 这 样 
说， 同 时 按 摩 他 的 身 体”。 她 回 去 照 样 的 说 了 此 意。 便 在 那 一 刹 那 间， 优 婆 
夷 的 毒 肿 如 泡 沫 一 样 地 消 失 了， 她 的 心 中 无 限 喜 悦， 流 露 这 样 的 话： “如 果 
正 等 觉 者 在 世 的 话， 必 定 会 用 他 的 网 纹【98】 之 手 触 摩 象 我 的 儿 子 这 样 的 比 丘 
的 头 顶”。 是 故：  

今 于 圣 教 出 家 的 善 男 子，  
当 如 大 友 长 老 的 住 于 根 律 仪。  

（三、 活 命 遍 净 戒 的 成 就） 如 根 律 仪 的 依 于 念， 而 活 命 遍 净 戒 当 依 精 进 
而 成 就。 依 精 进 而 成， 因 为 善 于 励 力 精 迸 者， 能 舍 邪 命 故。 所 以 精 进 于 行 
乞 等 的 正 求， 得 以 断 除 不 适 合 的 邪 求， 受 用 于 遍 净 的 资 具， 得 以 违 避 不 遍 
净， 如 避 毒 蛇 一 样， 这 样 便 得 成 就 活 命 遍 净 戒。  

没 有 受 持 头 陀 支 的 人， 从 僧 伽 与 僧 集【99】 或 从 俗 人 由 于 信 乐 他 的 说 法 等 
的 德 而 得 来 的 资 具， 则 称 为 遍 净 的。 由 于 行 乞 等 而 得 来 的 为 极 清 净。 若 受 
持 头 陀 支 的 人， 由 行 乞 及 由 于 （俗 人） 信 乐 他 的 常 行 头 陀 之 德 或 随 顺 于 头 
陀 支 的 定 法 而 得 来 的 资 具， 则 称 为 遍 净 的。 若 为 治 病， 获 得 了 腐 烂 的 诃 黎 
勒 果 及 四 种 甘 药 （酥、 蜜、 油、 砂 糖）， 但 他 这 样 想： “让 其 他 同 梵 行 者 受 用 
这 四 种 甘 药”， 他 于 是 仅 食 诃 黎 勒 果 片， 这 样 的 人， 是 适 合 于 受 持 头 陀 支 
的。 他 实 名 为  上 雅 利 安 种 族 的 比 丘。 其 次 关 于 衣 服 等 资 具， 对 于 遍 净 活 
命 者， 若 用 示 相 暗 示 及 迂 回 之 说 而 求 衣 食， 是 不 适 合 的， 然 而 不 持 头 陀 行 
者， 若 为 住 处 而 用 示 相 暗 示 及 迂 回 之 说， 是 适 合 的。 [41] 

为 住 处 而 示 相， 例 如 他 在 准 备 一 块 土 地， 在 家 人 见 而 问 道， “尊 者！ 做 
什 么？ 谁 使 你 这 样 做”？ 答 道： “谁 也 没 有 呀”！ 象 这 样 的 其 他 形 式， 名 为 示 相 
业。 暗 示， 如 问 优 婆 塞 道： “你 住 在 什 么 地 方”？ “尊 者！ 高 阁 啦”。 “优 婆 塞， 
比 丘 不 能 住 高 阁 吗”？ 象 这 样 的 话， 为 暗 示 业。 若 说： “这 里 比 丘 的 住 处 实 在 
太 狭 小 了”， 象 此 等 的 话 为 迂 回 之 说。  

对 于 医 药 方 面， 一 切 示 相 等 也 是 适 合 的。 然 而 取 得 的 药 品， 治 病 痊 愈 
之 后， 是 否 仍 可 服 用？ 据 律 师 说， 这 是 如 来 许 可 的， 故 可 以 用。 经 师 说， 虽 
不 犯 罪， 但 扰 乱 活 命， 故 断 言 不 可 以 用。 虽 为 世 尊 所 允 许， 但 他 也 不 作 示 
相 暗 示 及 迂 回 之 说 等 的 表 示。 由 于 少 欲 之 德 等， 纵 有 生 命 之 危， 亦 仅 受 用 

                                                 
【98】网 纹 (jālavicitra) 是 佛 的 三 十 二 相 之 一。 
【99】僧 伽 (Saṅgha) 四 人 以 上 者， 僧 集 (gaṇa) 仅 三 人 或 二 人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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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自 示 相 等 以 外 的 资 具， 这 种 人 称 为  严 肃 的 生 活 者， 如 舍 利 弗 长 老。  
据 说： 一 次 舍 利 弗 和 大 目 犍 连 长 老 同 住 在 一 个 森 林 中， 修 远 离 行。 有 

一 天， 他 忽 然 腹 痛， 非 常 剧 烈。 晚 上 大 目 犍 连 长 老 来 访， 见 尊 者 卧 病， 探 得 
病 原 之 后， 问 道： “道 友！ 你 以 前 是 怎 样 治 愈 的”？ 答 道： “我 在 家 时， 母 亲 用 
酥 蜜 砂 糖 等 混 合 纯 粹 的 乳 粥 给 我 吃 了 便 好”。 “道 友！ 如 果 你 或 我 有 福 的 话， 
明 天 可 能 获 得 此 粥 的”。 此 时 一 位 寄 居 于 经 行 处 末 端 的 树 上 的 天 神， 听 到 了 
他 们 的 谈 话， 想 道： “明 天 我 将 使 尊 者 获 得 此 粥”。 他 即 刻 跑 到 长 老 的 檀 越 的 
家 里， [42] 进 入 他 的 长 子 身 内， 使 其 病 痛， 对 那 些 集 合 的 家 人 说 着 治 疗 的 方 
法 （附 于 长 子 身 内 的 天 神 而 托 他 的 口 说 的）： “如 果 明 天 你 们 准 备 某 种 乳 粥 
供 养 长 老， 我 将 离 去 你 的 长 子 之 身”。 他 们 说： “纵 使 你 不 说， 我 们 也 是 常 常 
供 养 长 老 的”。 第 二 天， 他 们 已 准 备 好 粥， 大 目 犍 连 长 老 早 晨 去 对 舍 利 弗 长 
老 说： “道 友！ 你 在 之 里 等 着， 宜 至 我 去 乞 食 回 来”。 当 他 进 入 村 落 时， 那 家 
人 看 到 了， 即 刻 向 前 接 过 长 老 的 钵， 盛 满 如 前 所 说 的 乳 粥 供 养 他。 长 老 即 
表 示 要 走 了。 可 是 他 们 要 求 长 老 在 那 里 吃 了， 然 后 再 装 满 一 钵 给 他 带 回 去 
供 养 舍 利 弗 长 老。 他 回 来 后， 把 粥 授 给 舍 利 弗 说： “道 友！ 请 吃 粥 吧”。 长 老 
看 了 说： “很 如 意 的 粥， 但 不 知 你 怎 样 获 得 的”？ 经 他 思 惟 之 后 而 知 此 粥 的 来 
由 说： “道 友 目 犍 连， 拿 去 吧， 我 不 应 受 用 此 粥”。 目 犍 连 长 老 并 没 有 想 “他 
竟 不 吃 象 我 这 样 的 人 替 他 拿 来 的 粥”， 听 了 他 的 话， 即 刻 拿 着 钵 的 边 缘 把 粥 
倒 在 一 边。 当 粥 倒 在 地 上 时， 长 老 的 病 也 好 了。 以 后 四 十 五 年【100】 间， 亦 未 
再 生 此 病。 于 是 他 对 目 犍 连 说： “道 友！ 纵 使 把 我 的 脏 腑 痛 出 肚 子 来 在 地 上 
跳 动， 也 不 应 该 吃 那 种 由 于 我 的 语 言 所 表 示 而 得 来 的 粥”。 并 喜 悦 此 颂：  

我 若 吃 了 由 我 的 语 言 表 示 所 得 的 蜜 粥，  
便 是 污 蔑 了 我 的 活 命 戒，  
纵 使 我 的 脏 腑 拼 出 于 肚 外，  
宁 舍 身 命 也 不 破 活 命 戒。  
除 邪 求， 我 的 心 多 么 自 在，  
我 决 不 作 为 佛 呵 弃 的 邪 求。 [43] 

食 芒 果 （庵 罗 果） 的 鸡 跋 罗 准 跋 住 者 大 帝 须 长 老 的 故 事【101】
， 亦 可 在 这 

里 说。 总 而 言 之：  
由 信 出 家 的 聪 慧 的 行 者， 

莫 起 邪 求 之 心 保 持 话 命 的 清 净。  
（四、 资 具 依 止 戒 的 成 就） 如 活 命 遍 净 戒 由 精 进 而 成 就， 资 具 依 止 戒 当 

依 智 慧 而 成 就。 因 为 有 慧 者 能 见 资 具 的 过 失 与 功 德， 故 说 由 慧 成 就。 是 故 
舍 离 资 具 的 贪 求， 依 正 当 的 方 法 而 获 得 的 资 具， 唯 有 以 慧 如 法 观 察 而 受 
用， 方 得 成 就 此 戒。  

这 里 有 获 得 资 具 时 及 受 用 时 的 两 种 观 察， 当 收 受 衣 服 等 的 时 侯， 依 界 

                                                 
【100】底 本 四 十 五 年 (pañcacattāḷisavassāni)， 锡 兰 版 本 作 四 十 年 (cattāḷisavassāni)。 
【101】鸡 跋 罗 准 跋 (Civaragumba) 住 者 大 帝 须 (Mahā-Tissa) 长 老， 有 一 天 不 得 食， 道 经 一 

芒 果 树 林， 因 饥 饿 疲 倦， 无 法 支 身， 倒 卧 林 下。 然 而 那 里 落 下 很 多 成 熟 的 芒 果， 
帝 须 因 严 持 戒 律， 虽 倒 卧 地 下， 亦 不 自 取 食。 后 来 一 位 老 年 优 婆 塞 经 过 这 里， 
知 长 老 饥 疲， 不 能 行 络， 遂 取 芒 果 作 浆， 给 他 饮 下， 并 以 背 负 长 老 至 其 住 处。 长 
老 在 他 的 背 上 想 道： “他 不 是 我 的 父 母 亲 属， 因 为 我 的 戒 律， 故 以 背 负 我”， 即 
在 他 的 背 上 作 观， 得 证 阿 罗 汉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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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别 想） 或 依 厌 （想）
【102】 的 观 察， 然 后 用 之 则 无 过。 在 受 用 时 亦 然。 于 受 

用 中 合 论 有 四 种 用 法： 即 盗 受 用， 借 受 用， 嗣 受 用 及 主 受 用【103】
。  

⑴ 若 破 戒 之 人 居 然 于 僧 众 中 坐 而 受 用 者， 名 为 “盗 受 用”。  
⑵ 具 戒 者 若 不 观 察 而 受 用， 则 名 “借 受 用”。 是 故 每 次 受 用 衣 服 时 须 作 

观 察， 每 食 一 口 饭 时 亦 得 观 察。 如 在 受 用 时 未 及 观 察， 则 于 食 前 （午 前）、 
食 后 （午 后 〕、 初 夜、 中 夜？ 后 夜 当 作 之。 如 至 黎 明 尚 无 观 察， 便 犯 于 借 受 
用。 在 每 次 受 用 床 座 时 亦 当 观 察。 在 受 用 医 药 时， 则 具 足 念 缘 即 可。 纵 使 
于 领 取 时 业 已 作 念， 若 于 受 用 时 不 作 念， 亦 属 于 违 犯。 然 于 领 取 时 虽 未 作 
念， 若 干 受 用 时 作 念 则 不 犯。  

有 四 种 清 净 法： 即 说 示 净、 律 仪 净、 遍 求 净 及 观 察 净。 此 中： 说 示 净 为 
别 解 脱 律 仪 戒， [44] 因 为 由 （佛 的） 说 示 而 清 净， 故 名 说 示 净。 律 仪 净 为 根 
律 仪 戒， 因 为 由 于 “我 不 再 如 是 作” 的 决 心 而 律 仪 清 净， 故 名 律 仪 净。 遍 求 净 
为 活 命 遍 净 戒、 彼 以 正 当 的 方 法 而 获 得 资 具， 能 舍 于 邪 求 而 遍 求 清 净， 故 
名 遍 求 净。 观 察 净 为 资 具 依 止 戒， 因 为 以 前 述 之 法 观 察 而 得 清 净， 故 名 观 
察 净。 如 果 他 们 在 收 受 时 未 作 念， 而 在 应 用 时 作 念， 亦 为 不 犯。  

⑶ 七 有 学 的 资 具 受 用， 为 “嗣 受 用”。 因 为 他 们 是 世 尊 的 儿 子， 所 以 是 父 
亲 所 属 的 资 具 的 嗣 受 者 而 用 其 资 具。 然 而 他 们 毕 竟 是 受 用 世 尊 的 资 具， 还 
是 受 用 在 家 信 众 的 资 具 呢？ 虽 为 信 施 之 物， 但 由 世 尊 所 听 许， 所 以 是 世 尊 
的 所 有 物。 故 知 为 受 用 世 尊 的 资 具。 这 里 可 以 《法 嗣 经》

【104】 为 例 证。  
⑷ 漏 尽 者 的 受 用 为 “主 受 用”， 因 为 他 们 业 已 超 越 爱 的 奴 役 成 为 主 而 受 

用。  
在 此 等 受 用 中， 主 受 用 与 嗣 受 用 则 适 宜 于 一 切 （凡 圣）。 借 受 用 则 不 适 

合。 盗 受 用 更 不 必 说 了。 然 而 具 戒 者 的 观 察 受 用， 因 对 治 借 受 用 故 成 为 非 
借 受 用， 属 于 嗣 受 用。 以 具 戒 者 具 备 诸 戒 学， 故 得 名 为 有 学 者。 在 这 些 受 
用 中 以 主 受 用 为  上。 是 故 希 求 于 主 受 用 的 比 丘， 当 依 上 述 的 观 察 方 法 而 
观 察 受 用， 以 成 就 于 资 具 依 止 戒。 如 是 作 者 为 作 其 所 应 作 者。 故 如 是 说： 
[45] 
 

【105】
 胜 慧 声 闻 已 闻 善 逝 所 说 法，  
对 于 团 食 精 舍 与 床 座，  
除 去 僧 伽 黎 衣 的 尘 垢 的 水，  
必 须 深 深 的 观 察 而 受 用。  
是 故 对 于 团 食 精 舍 与 床 座，  
除 去 僧 伽 黎 衣 的 尘 垢 的 水，  
比 丘 切 勿 染 著 此 等 法，  
犹 如 露 珠 不 著 于 荷 叶。  

 
【106】

 由 他 之 助 而 得 布 施 的 时 候，  

                                                 
【102】界 (dhātu) 即 界 差 别 想 (dhātu vavatthāna-saññā)， 见 底 本 三 四 七 页 以 下。 厌 

(paṭikula) 即 食 厌 想 (āhāre paṭikula-saññā)， 见 底 本 三 四 一 页 以 下。 
【103】盗 受 用 (theyyaparibhoga)、 借 受 用 (iṇaparibhoga)、 嗣 受 用 (dāyajjaparibhoga)、 主 受 用 

(sāmiparibhoga)， 《解 脱 道 伦，” 盗 受 用、 负 债 受 用、 家 财 受 用、 主 受 用”。 
【104】《法 嗣 经》 (Dhammadāyāda-Sutta) 《中 部》 第 三 经。 《中 阿 含， 八 八 · 求 法 经 （大 

正 一 · 五 六 九 c ff）， 《增 一 阿 含》 卷 九 （大 正 二 · 五 八 七 c ff）。 
【105】下 二 颂 Suttanipāta 391,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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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 硬 食 软 食 及 诸 味，  
应 常 观 察 而 知 量，  
犹 如 涂 药 治 疮 伤。  
如 渡 沙 漠 食 子 肉，  
亦 如 注 油 于 车 轴，  
但 为 维 持 于 生 命，  
如 是 取 食 莫 染 着。  

为 成 就 资 具 依 止 戒 的 （僧 护 长 老 的） 外 甥 僧 护 沙 弥 的 故 事， 亦 当 在 这 
里 叙 述， 他 以 正 当 的 观 察 而 受 用 是 这 样 的：  

我 食 沙 利 冷 米 粥， 和 尚【107】 对 我 说：  
 “ 沙 弥， 勿 无 制 限 烧 你 的 舌 头”！  

我 闻 和 尚 之 语 心 寒 栗，  
即 于 座 上 证 得 阿 罗 汉。  
我 的 思 惟 圆 满 犹 如 十 五 的 夜 月。  
诸 漏 已 尽， 自 此 更 无 后 有 了。 [46] 
是 故 那 些 欲 求 苦 的 灭 尽 者，  
亦 应 如 理 观 察 受 用 一 切 的 资 具。  

这 是 别 解 脱 律 仪 戒 等 四 种。  
上 面 为 杂 论 四 遍 净 戒。  
㈤ （五 法） 于 五 种 分 中： （1． 制 限 遍 净， 无 制 限 遍 净， 圆 满 遍 净， 无 执 

取 遍 净， 安 息 遍 净） 第 一 须 知 未 具 足 戒 等 五 种 义； 即 如 《无 碍 解 道》 中 说：
【108】 “⑴ 什 么 是 制 限 遍 净 戒？ 未 具 足 者 受 持 有 制 限 的 学 处， 为 制 限 遍 净 戒。 
⑵ 什 么 是 无 制 限 遍 净 戒？ 已 具 足 者 受 持 无 制 限 的 学 处， 为 无 制 限 遍 净 戒。 
⑶ 什 么 是 圆 满 遍 净 戒？ 与 善 法 相 应 的 善 良 凡 夫， 有 学 以 前 的 （三 学） 圆 具 
者， 不 顾 身 命 及 舍 身 命 而 受 持 学 处 者 （的 受 持 学 处）， 为 圆 满 遍 净 戒。 ⑷ 什 
么 是 无 执 取 遍 净 戒？ 七 有 学 （的 学 处）， 为 无 执 取 遍 净 戒。 ⑸ 什 么 是 安 息 遍 
净 戒？ 如 来 的 声 闻 弟 子 漏 尽 者， 缘 觉、 如 来、 阿 罗 汉、 等 正 觉 者 的 学 处， 为 
安 息 遍 净 戒’。  

⑴ 此 中， 未 具 足 戒， 因 在 数 目 上 有 限 制， 故 为 “制 限 遍 净 戒”。  
⑵ 已 具 足 者 的 戒：  

九 千 俱 胝 又 一 百 八 十 俱 胝【109】
， 

五 百 万 又 三 万 六 千。  
正 觉 者 说 此 等 的 防 护 戒。  
于 律 藏 中 依 然 是 以 略 门 显 示 戒 学 的。  

依 此 数 目， 虽 仍 有 限 制， [47] 但 以 无 限 而 受 持， 亦 不 为 利 养 名 誉 亲 属 肢 体 生 
命 的 条 件 所 限 制， 所 以 说 “无 制 限 遍 净 戒”。 犹 如 食 芒 果 的 鸡 跋 罗 准 跋 住 者 
大 帝 须 长 老 的 戒。 那 长 老 说：  

因 爱 肢 体 舍 于 财，  
为 护 生 命 舍 于 肢；  
依 法 而 作 思 惟 者，  

                                                                                                                                                    
【106】cf. S.II, 98; Jāt.I, 348. 
【107】沙 利 (Sāli) 是 一 种 上 等 的 米。 和 尚 (Upajjhāya 邬 波 陀 耶) 即 亲 教 师。 
【108】Pṭs.I, 42f. 
【109】俱 胝 (Koṭi) 是 一 千 万。 九 千 俱 胝 为 九 百 亿， 一 百 八 十 俱 胝 为 十 八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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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舍 一 切 财 命 肢。  
这 位 善 人 如 是 随 念 不 舍， 甚 至 有 生 命 之 危 的 时 候 亦 不 犯 学 处， 依 这 种 无 制 
限 的 遍 净 戒， 他 在 优 婆 塞 的 背 上， 便 得 阿 罗 汉 果。 所 谓：  
 “ 不 是 你 的 父 母 与 亲 友，  

因 你 具 戒 故 他 这 样 做”，  
我 生 寒 栗 而 作 如 理 的 正 观，  
便 在 他 的 背 上 证 得 阿 罗 汉。  

⑶ 善 人 之 戒， 自 从 圆 具 以 后， 即 如 善 净 的 明 珠 及 善 加 锻 炼 了 的 黄 金 一 
样 而 极 清 净， 连 一 心 的 尘 垢 也 没 有 生 起， 实 为 得 证 阿 罗 汉 的 近 因， 故 名 “圆 
满 遍 净 戒”， 犹 如 大 僧 护 长 老 和 他 的 外 甥 僧 护 长 老 的 戒 一 样。  

据 说： 大 僧 护 长 老， 年 逾 六 十 （法 腊）， 卧 于 临 死 的 床 上， 比 丘 众 问 他 
证 得 出 世 间 法 没 有？ 他 说： “我 没 有 证 得 出 世 问 法”。 于 是 他 的 一 位 少 年 比 丘 
侍 者 说： “尊 者！ 四 方 十 二 由 旬 之 内 的 人， 为 了 你 的 涅 槃， 都 来 集 合 于 此， 
如 果 你 也 和 普 通 的 凡 夫 一 样 命 终， 则 未 免 要 使 信 众 失 悔 的”。 “道 友！ 我 因 欲 
于 未 来 得 见 弥 勒 世 尊， 所 以 未 作 毗 钵 舍 那 （观）， [48] 然 而 众 望 如 是， 请 助 
我 坐 起， 给 我 以 作 观 的 机 会”。 长 老 坐 定 之 后， 侍 者 便 出 房 去。 当 在 他 刚 出 
来 的 刹 那， 长 老 便 证 阿 罗 汉 果， 并 以 弹 指 通 知 他。 僧 众 即 集 合 而 对 他 说： 
“尊 者！ 在 此 临 终 之 时 得 证 出 世 间 法， 实 为 难 作 已 作”， “诸 道 友！ 这 不 算 难 
作 之 事， 我 将 告 诉 你 真 实 难 作 的： 我 自 出 家 以 来， 未 曾 作 无 念 无 智 之 业”。  

他 的 外 甥 （僧 护）， 在 五 十 岁 （法 腊） 的 时 候， 亦 曾 以 类 似 之 事 而 证 阿 
罗 汉 果。  
 

【110】
 若 人 既 少 闻， 诸 戒 不 正 持，  
闻 戒 两 俱 无， 因 此 被 人 呵。  
若 人 虽 少 闻， 诸 戒 善 正 持，  
因 戒 为 人 赞， 闻 则 未 成 就。  
若 人 有 多 闻， 诸 戒 不 正 持，  
缺 戒 为 人 呵， 闻 亦 无 成 就。

【111】
 

若 人 有 多 闻， 诸 戒 善 正 持，  
戒 与 闻 双 修， 因 此 为 人 赞。  
多 闻 持 法 者， 有 慧 佛 弟 子，  
品 如 阎 浮 金， 谁 得 诽 辱 之？  
彼 为 婆 罗 门， 诸 天 所 称 赞。  

⑷ 有 学 的 戒 不 执 著 于 恶 见， 或 凡 夫 的 不 著 有 贪 之 戒， 故 名 “无 执 取 遍 净 
戒”。 如 富 家 之 子 帝 须 长 老 的 戒 一 样。 长 老 即 依 如 是 之 戒 而 证 得 阿 罗 汉 的， 
他 对 怨 敌 说：  
 “ 我 今 告 知 汝， 断 我 一 双 足，  

若 有 贪 之 死， 我 实 惭 且 恶”。 [49] 
我 如 是 思 惟， 如 理 而 正 观，  
至 于 黎 明 时， 得 证 阿 罗 汉。  

有 一 位 重 病 而 不 能 用 自 己 的 手 吃 饭 的 长 老， 卧 于 自 己 的 粪 尿 中。 一 位 
青 年 见 了 叹 气 说： “啊！ 多 么 命 苦 呀”！ 大 长 老 对 他 说： “朋 友！ 我 若 死 于 今 
时， 无 疑 的， 可 享 天 福。 然 而 坏 了 戒 而 得 天 福， 实 无 异 于 舍 了 比 丘 学 处 而 
                                                 
【110】A.II, 7f. 末 后 一 颂 Dhp. 230 亦 同。 
【111】无 成 就 (nāssa sampajjate) 缅 甸 本 作 tassa sampajjate 则 为 成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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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俗 家 的 生 活， 所 以 我 愿 与 戒 共 死”。 他 在 卧 于 原 处 对 他 的 病 而 作 正 观， 获 
得 阿 罗 汉 果， 对 比 丘 众 而 说 此 偈： 

 
【112】

 我 患 于 重 疾， 为 病 所 苦 恼，  
此 身 速 萎 悴， 如 花 置 热 土。  
非 美 以 为 美， 不 净 思 为 净，  
满 身 污 秽 物， 不 见 谓 色 净。  
臭 恶 不 净 身， 病 摧 痛 可 厌，  
放 逸 昏 迷 者， 善 趣 道 自 弃。  

⑸ 阿 罗 汉 等 的 戒， 因 一 切 的 热 恼 安 息 清 净， 故 名 “安 息 遍 净 戒”。 以 上 为 
制 限 遍 净 等 五 种。  

（2． 断、 离、 思、 律 仪、 不 犯） 就 第 二 种 五 法 中， 当 知 杀 生 的 舍 断 等 
义。 即 如 《无 碍 解 道》 中 说：

【113】 “五 戒， 为 杀 生 的 ⑴ 舍 断 戒， ⑵ 离 戒， ⑶ 思 
戒， ⑷ 律 仪 戒， ⑸ 不 犯 戒。 不 与 取 的， …… 邪 淫 的， …… 妄 语 的， …… 两 舌 
的， …… 恶 口 的， …… 绮 语 的， …… [50] 贪 欲 的， …… 瞋 恚 的， …… 邪 见 
的， …… 以 出 离 对 爱 欲 的， 以 无 瞋 对 瞋 恚 的， 以 光 明 想 对 惛 沉 睡 眠 的， 以 不 
散 乱 对 掉 举 的， 以 法 差 别 对 疑 的， 以 智 慧 对 无 明 的， 以 喜 悦 对 不 乐 的， 以 
初 禅 对 诸 盖 的， 以 二 禅 对 寻 伺 的， 以 三 禅 对 喜 的， 以 四 禅 对 苦 乐 的， 以 空 
无 边 处 定 对 色 想 —— 有 对 想 —— 种 种 想 的， 以 识 无 边 处 定 对 空 无 边 处 想 
的， 以 无 所 有 处 定 对 识 无 边 处 想 的， 以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定 对 无 所 有 处 想 的， 
以 无 常 观 对 常 想 的， 以 苦 观 对 乐 想 的， 以 无 我 观 对 我 想 的， 以 厌 恶 观 对 喜 
爱 的， 以 离 贪 观 对 贪 的， 以 灭 观 对 集 的， 以 舍 观 对 取 的， 以 尽 观 对 厚 聚 想 
的， 以 衰 观 对 行 作 的， 以 变 易 观 对 恒 常 的， 以 无 相 观 对 相 的， 以 无 愿 观 对 
愿 的， 以 空 观 对 我 执 的， 以 增 上 慧 法 观 对 取 坚 固 执 的， 以 如 实 知 见 对 痴 暗 
执 的， 以 过 患 观 对 爱 着 的， 以 决 择 观 对 无 决 择 的， 以 还 灭 观 对 结 合 执 的， 
以 须 陀 洹 道 对 见 与 （见） 一 处 的 烦 恼 的， 以 斯 陀 含 道 对 粗 烦 恼 的， 以 阿 那 
含 道 对 微 细 俱 烦 恼 的， 以 阿 罗 汉 道 对 一 切 烦 恼 的 ⑴ 舍 断 戒， ⑵ 离， ⑶ 思， 
⑷ 律 仪 及 ⑸ 不 犯 戒。 如 是 等 戒， 是 令 心 至 无 懊 悔， 至 喜 悦， 至 喜【114】

， 至 轻 
安， 至 乐， 习 行， 修 习， 多 作， 庄 严， 具 备 （定 的 资 粮）， 眷 属 （根 本 因）， 
圆 满， 一 向 厌 离， 离 贪， 灭， 寂 静， 神 通， 正 觉， 乃 至 涅 槃”。  

这 里 的 “舍 断”， 除 了 上 述 的 杀 生 等 的 不 发 生 之 外， 更 无 他 法 可 说。 杀 生 
等 的 舍 断 而 往 于 善 法， [51] 为 确 持 之 义， 又 不 使 其 动 摇， 为 正 持 义， 此 实 合 
于 前 面 所 说 的【115】 确 持 正 持 的 戒 行 之 义， 故 名 为 戒。  

关 于 其 他 的 四 法， 即 杀 生 等 的 “离”， 彼 等 的 “律 仪”， 与 此 （离 及 律 仪） 
两 者 相 应 的 “思” 及 不 犯 杀 生 等 的 “不 犯”， 都 是 依 心 的 转 起 自 性 而 说 的。 彼 等 
的 戒 的 意 义 已 如 前 说。 这 便 是 舍 断 戒 等 的 五 种。  

以 上 对 于 什 么 是 戒， 什 么 是 戒 的 语 义， 什 么 是 戒 的 相、 味、 现 起 及 足 
处， 什 么 是 戒 的 功 德 及 戒 有 几 种 等 的 问 题， 业 已 解 答 完 毕。  

                                                 
【112】Jāt.II, 437; cf. III, 244, 稍 微 不 同。 
【113】Pṭs.I, 46f. 
【114】喜 (pīti)， 后 面 的 喜 的 原 语 为 somanassa。 
【115】即 底 本 八 页 “什 么 是 戒 的 语 义” 处 所 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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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次 当 说 “什 么 是 戒 的 杂 染？ 什 么 是 戒 的 净 化”？ 毁 坏 等 性 为 杂 染， 不 毁 
坏 等 性 为 净 化。  

（杂 染） 于 毁 坏 等 性。 包 摄 ㈠ 为 利 养 名 誉 等 因 而 破 戒 及 ㈡ 与 七 种 淫 相 
应 者。  

㈠ 若 于 七 罪 聚【116】 之 首 或 末 而 破 坏 学 处 者， 如 割 断 衣 襟 一 样， 他 的 戒 名 
为 “毁 坏”， 若 破 其 中 部 学 处， 如 衣 断 中 部， 名 “切 断” 戒。 若 次 第 而 破 二 三 学 
处 的， 如 于 背 部 或 腹 部 生 起 了 黑 红 等 各 异 颜 色 的 某 种 有 体 色 的 牛 一 样， 名 
“斑 点” 戒。 若 于 这 里 那 里 间 杂 而 破 学 处 的， 如 于 体 上 这 里 那 里 带 有 各 异 的 
点 点 滴 滴 的 彩 色 的 牛 一 样， 名 “杂 色” 戒。 这 是 先 说 因 利 养 等 而 破 的 毁 坏 等 
性。  

㈡ 次 说 与 七 种 淫 相 应 的。 即 如 世 尊 说：
【117】 “⑴ 婆 罗 门！ 若 有 沙 门 或 婆 罗 

门 自 誓 为 正 梵 行 者， 实 未 [52] 与 妇 人 交 接， 然 而 允 许 妇 人 为 之 涂 油、 擦 身、 
沐 浴、 按 摩、 心 生 爱 乐 希 求 而 至 满 足。 婆 罗 门！ 此 亦 为 梵 行 之 毁 坏、 切 断、 
班 点 与 杂 色。 婆 罗 门， 是 名 行 不 净 梵 行， 与 淫 相 应 故， 我 说 不 能 解 脱 生 老 
死 …… 不 能 解 脱 苦。 ⑵ 复 次 婆 罗 门！ 若 有 沙 门 或 婆 罗 门 自 誓 为 正 梵 行 者， 
实 未 与 妇 人 交 接， 亦 不 许 妇 人 为 之 涂 油 …… 然 而 与 妇 人 嬉 笑 游 戏， 心 生 爱 
乐 …… 我 说 不 能 解 脱 苦。 ⑶ 复 次 婆 罗 门！ 若 有 沙 门 …… 实 未 与 妇 人 交 接， 不 
许 妇 人 为 之 涂 油 …… 亦 不 与 妇 人 嬉 笑 游 戏， 然 而 以 自 己 之 目 眺 望 妇 人 之 
目， 心 生 爱 乐 …… 我 说 不 能 解 脱 苦。 ⑷ 复 次 婆 罗 门！ 若 有 沙 门 …… 实 未 与 妇 
人 交 接 …… 亦 不 以 目 相 眺， 然 闻 隔 壁 妇 人 之 笑 语 歌 泣 之 声， 心 生 爱 乐 …… 
我 说 不 能 解 脱 苦。 ⑸ 复 次 婆 罗 门！ 若 有 沙 门 …… 实 未 与 妇 人 交 接 …… 不 以 
目 相 眺， 亦 不 喜 闻 其 …… 泣 声， 然 而 追 忆 过 去 曾 与 妇 人 相 笑 相 语 游 玩 时， 
心 生 爱 乐 …… 我 说 不 能 解 脱 苦。 ⑹ 复 次 婆 罗 门！ 若 有 沙 门 …… 实 未 与 妇 人 
交 接 …… 亦 不 追 忆 过 去 曾 与 妇 人 相 笑 相 语 游 玩， [53] 然 而 彼 见 长 者 或 长 者 子 
具 备 享 受 于 五 种 欲 时， 心 生 爱 乐 …… 我 说 不 能 解 脱 苦。 ⑺ 复 次 婆 罗 门！ 若 
有 沙 门 …… 实 未 与 妇 人 交 接 …… 亦 不 喜 见 长 者 或 长 者 子 …… 之 享 受， 然 而 
愿 成 天 众 而 修 梵 行， 谓 ‘我 以 此 戒 或 头 陀 苦 行 及 梵 行 将 成 天 人’， 于 是 心 生 喜 
乐 希 求 而 至 满 足。 婆 罗 门！ 此 亦 为 梵 行 之 毁 坏、 切 断、 斑 点 与 杂 色”。  

这 便 是 毁 坏 等 性 所 摄 的 为 利 养 等 因 而 破 的 及 与 七 种 淫 相 应 的。  
（净 化） 其 次 不 毁 坏 等 性， 包 摄 于 ⑴ 不 毁 坏 一 切 学 处， ⑵ 对 于 已 破 而 可 

以 忏 悔 的 戒 则 忏 悔 之， ⑶ 不 与 七 种 淫 相 应 的， ⑷ 忿、 恨、 覆、 恼、 嫉、 悭、 
谄、 诳、 强 情、 激 情、 慢、 过 慢、 骄、 放 逸【118】 等 恶 法 的 不 生， ⑸ 少 欲 知 足 减 
                                                 
【116】七 罪 聚 (Satta āpattikkhandha) 即 波 罗 夷、 僧 残、 不 定、 舍 堕、 单 堕、 悔 过 法， 众 学 

法。 
【117】A.IV, 54f. 《增 一 阿 含》 卷 三  ○ （大 正 二 · 七 一 四 c）。 
【118】忿 (kodha)、 恨 (upanāha)、 履 (makkha)、 恼 (paḷāsa)， 嫉 (issā)、 悭 (macchariya)、 谄 

(māyā)、 诳 (sātheyya)、 强 情 (thambha = thaddhabhāva-lakkhaṇa)、 激 情 (sārambha = 
karanuttariya-lakkhaṇa)、 慢 (māna)、 过 慢 (atimāna)、 骄 (mada)、 放 逸 (pamāda)、 《解 
脱 道 论》 “忿、 恼、 覆、 热、 嫉、 悭、 幻、 谄、 恨、 竟、 慢、 增 上 慢、 傲 慢、 放 
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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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 烦 恼 等 德 的 生 起， 而 且 不 为 利 养 等 因 而 破 戒， 或 因 放 逸 而 破 者 已 得 忏 
悔， 或 者 不 为 七 种 淫 相 应 及 忿 恨 等 恶 法 所 害 者， 都 名 不 毁 坏、 不 切 断、 不 
斑 点、 不 杂 色。 因 彼 等 （戒） 能 得 无 束 缚 的 状 态 故 称 自 由， 为 识 者 所 赞 叹 故 
称 识 者 所 赞， 以 不 执 取 于 爱 见 故 称 不 执 取， 能 助 成 近 行 定 或 安 止 定【119】 故 称 
定 的 助 成 者， 是 故 不 毁 坏 等 性 为 诸 戒 的 净 化。  

其 次 当 以 二 种 行 相 成 就 净 化： ⑴ 见 破 戒 的 过 患， ⑵ 见 具 戒 的 功 德。 [54] 
（一、 破 戒 的 过 患） 此 中：

【120】 “诸 比 丘！ 恶 戒 者 的 破 戒， 有 此 等 五 种 过 
患”， 当 知 这 是 依 于 经 而 显 示 破 戒 的 过 患 的。  

恶 戒 者， 因 恶 戒 不 为 天 人 所 喜 悦， 不 受 同 梵 行 者 所 教 导， 闻 恶 戒 者 被 
呵 责 时 而 苦 感， 闻 具 戒 者 被 赞 叹 时 而 失 悔， 同 时 破 戒 者 亦 如 穿 粗 麻 衣 一 样 
的 丑 恶。 若 人 随 于 恶 戒 者 的 意 见 而 行， 他 必 长 时 受 诸 恶 趣 之 苦。 恶 戒 者 虽 
受 所 施 之 物， 然 对 于 施 者 实 少 有 价 值 而 得 大 善 果。 他 如 多 年 的 粪 坑 难 使 清 
净， 亦 如 火 葬 的 火 把 同 为 僧 俗 所 弃。 虽 名 为 比 丘 实 非 比 丘， 如 驴 随 于 牛 群 
而 行。 如 大 众 之 敌 常 受 恐 怖。 如 死 尸 实 无 共 住 的 价 值。 虽 有 多 闻 之 德， 但 
亦 不 受 同 梵 行 者 所 敬， 如 婆 罗 门 不 敬 墓 火 一 样。 不 能 证 得 胜 位， 如 盲 者 不 
能 见 色。 亦 无 望 于 正 法， 如 旃 陀 罗【121】 的 童 子 无 望 于 王 位。 他 虽 思 惟 是 乐， 
其 实 是 苦， 如 《火 聚 喻》

【122】 中 所 说 的 受 苦 者 一 样。 即 是 说 因 为 恶 戒 者 的 心 
染 着 于 五 欲 的 受 用 及 受 礼 拜 恭 敬 等 的 乐 味， 甚 至 仅 仅 追 忆 其 过 去 亦 能 使 心 
生 热 恼 而 受 口 吐 热 血 的 剧 苦 的 程 度， 所 以 能 见 一 切 行 相 业 报 的 世 尊 说 （火 
聚 喻）：  
 【123】 “‘诸 比 丘！ 你 们 看 见 那 堆 燃 烧 光 辉 的 大 火 聚 吗’？ ‘看 见 的， 世 尊’。 ‘诸 比 
丘！ 如 果 抱 着 那 堆 燃 烧 光 辉 的 大 火 聚 而 坐 或 卧， 或 者 抱 着 手 足 柔 软 的 刹 帝 
利 少 女 或 婆 罗 门 少 女 及 长 者 的 少 女 而 坐 或 卧， 你 们 觉 得 那 一 种 较 好’？ ‘世 
尊！ 当 然 是 抱 着 刹 帝 利 的 少 女 …… 而 坐 或 卧 较 好， [55] 抱 着 …… 大 火 聚 而 卧 
是 多 么 苦 痛 啊’！ ‘诸 比 丘！ 我 今 告 知 你 们， 如 果 一 位 恶 戒 的， 恶 法 的， 不 净 
而 有 疑 惑 行 为 的， 有 隐 蔽 之 业 的， 非 沙 门 而 装 沙 门 的， 非 梵 行 者 而 装 梵 行 
的， 内 心 腐 败 流 落 诸 漏 生 诸 垢 秽 的， 他 实 抱 着 …… 大 火 聚 而 坐 或 卧 比 较 
好。 何 以 故？ 诸 比 丘！ 他 虽 然 因 抱 大 火 聚 之 缘 而 死 去， 或 受 等 于 死 的 苦 痛， 
然 而 他 身 坏 后， 不 会 堕 落 苦 处 恶 趣 恶 界 与 地 狱。 诸 比 丘！ 同 样 的， 如 果 恶 
戒 者 …… 生 诸 垢 秽 者 抱 着 刹 帝 利 少 女 …… 而 卧， 因 此 他 便 长 时 无 利 而 受 
苦， 身 坏 后， 堕 苦 处 恶 趣 恶 界 与 地 狱’”。  

在 《火 聚 喻》 中 业 已 显 示 受 用 有 关 女 人 的 五 欲 的 受 苦， 尚 有 相 似 的 说 
法：  

【124】“诸 比 丘！ 若 有 强 力 男 子， 用 坚 固 的 发 绳 绞 缠 比 丘 的 两 胫 而 引 擦， 先 
破 其 皮， 次 切 深 皮， 再 切 其 肉， 肉 切 而 后 切 腱， 腱 切 而 后 切 骨， 直 至 伤 害 其 
                                                 
【119】近 行 定 (upacāra-samādhi)、 安 止 定 (appanā-samādhi) 相 当 于 有 部 的 近 分 定 及 根 本 

定， 详 见 第 四 品。 
【120】A.III, 252. 
【121】旃 陀 罗 (Caṇḍāla) 是 印 度 所 谓 不 可 触 的 贱 民 阶 级。 
【122】《火 聚 喻》 (Aggikkhandhapariyāya) 下 面 所 引 的 文 出 于 此 经。 
【123】A.IV, 124, 《增 一 阿 含》 卷 二 五 （大 正 二 · 六 八 九 a） 《中 阿 含》 木 积 喻 经 （大 正 

一 · 四 二 五 a）。 
【124】A.IV, 129, 《增 一 阿 含》 （大 正 二 · 六 八 九 a） 《中 阿 含》 （大 正 一 · 四 二 五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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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 而 止； 或 者 受 刹 帝 利 大 家、 或 婆 罗 门 大 家 及 长 者 大 家 的 礼 敬 之 乐， 你 们 
觉 得 那 一 种 较 好？ [56] ……【125】 诸 比 丘！ 若 有 强 力 男 子， 用 锐 利 而 油 光 的 刀， 
刺 入 比 丘 的 胸， 或 者 受 刹 帝 利 大 家 婆 罗 门 大 家 及 长 者 大 家 的 合 掌 之 乐， 你 
们 觉 得 那 一 种 较 好？ …… 诸 比 丘！ 若 有 强 力 男 子， 用 热 烈 燃 烧 而 光 辉 的 铁 
板， 包 卷 比 丘 之 身， 或 者 受 用 刹 帝 利 婆 罗 门 长 者 大 家 信 施 的 衣 服， 你 们 觉 
得 那 一 种 较 好？ …… 诸 比 丘！ 若 有 强 力 男 子， 用 热 烈 燃 烧 而 光 辉 的 铁 叉， 叉 
开 他 的 口， 继 以 热 烈 燃 烧 而 光 辉 的 铣 丸 投 其 口 中， 烧 掉 他 的 唇 口 舌 喉 胃 肠 
及 肠 膜 而 后 从 下 部 出 去， 或 者 受 用 刹 帝 利 婆 罗 门 长 者 大 家 信 施 的 饮 食， 你 
们 觉 得 那 一 样 较 好？ …… 诸 比 丘！ 若 有 强 力 男 子， 执 他 的 头 和 躯 干， 使 坐 或 
卧 于 热 铁 燃 烧 而 光 辉 的 铁 椅 或 铁 床， 或 者 受 用 刹 帝 利 婆 罗 门 长 者 大 家 信 施 
的 床 椅， 你 们 觉 得 那 一 种 较 好？ …… 诸 比 丘！ 若 有 强 力 男 子， 执 之 而 颠 倒 其 
首 足， 投 入 热 烈 燃 烧 炽 盛 的 大 铁 釜 中， 使 他 在 釜 里 时 沉 时 浮 或 左 或 右 的 煎 
沸， 或 者 受 用 刹 帝 利 婆 罗 门 长 者 大 家 信 施 的 精 舍， 你 们 觉 得 那 一 种 较 好”？  

这 些 发 绳、 利 刀。 铁 板、 铁 丸、 铁 床、 铁 椅， 大 铁 釜 的 譬 喻， 是 显 示 恶 
戒 者 受 用 礼 敬、 合 掌、 衣 服、 饮 食、 床、 椅、 精 舍 等 之 苦。 是 故：  

沉 溺 于 欲 乐， 破 戒 有 何 乐？  
结 果 无 穷 苦， 过 于 抱 火 聚。  
虽 受 礼 敬 乐， 破 戒 有 何 乐？  
彼 因 此 受 苦， 过 于 引 绳 锯。 [57] 
受 信 众 合 掌， 无 戒 有 何 乐？  
彼 因 此 受 苦， 过 于 利 刀 刺。  
不 自 调 御 者， 受 用 衣 何 乐？  
久 受 地 狱 苦， 火 焰 铁 板 触。  
无 戒 受 美 食， 毒 如 哈 罗 哈【126】

，  
因 此 于 长 夜， 吞 咽 热 铁 丸。  
无 戒 用 床 座， 虽 苦 思 为 乐，  
热 铁 椅 与 床， 恼 苦 无 穷 极。  
信 施 寺 中 住， 破 戒 有 何 乐？  
因 此 彼 当 住， 热 红 大 铁 釜。  
世 间 导 师 呵： “ 破 戒 如 粪 土，  
具 恶 有 疑 行【127】

， 有 漏 而 内 腐”。  
不 御 非 沙 门， 但 穿 沙 门 服，  
善 根 自 掘 害【128】

， 此 生 实 卑 恶。  
如 欲 庄 严 者， 厌 离 粪 与 尸，  
寂 静 具 戒 者， 弃 彼 命 何 如？  
不 离 诸 怖 畏， 却 离 诸 证 乐，  
紧 闭 入 天 门， 登 临 地 狱 道。  
破 戒 者 破 戒， 具 足 诸 罪 恶，  
悲 愍 者 所 愍， 舍 彼 复 谁 属？  

如 是 观 察， 便 是 见 破 戒 的 过 患。  

                                                 
【125】A.IV, 130; A.IV, 131; A.IV, 132; A.IV, 133. 
【126】哈 罗 哈 (Halāhala) 是 一 种 致 命 的 毒 木。 
【127】有 疑 行 (Saṅkassara-Samācāra) 底 本 San-Kass-arasamācāra 误。 
【128】掘 (khatam) 底 本 chatam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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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具 戒 的 功 德） 与 上 述 相 反 的， 为 见 具 戒 的 功 德。 如 次 当 知。 [58] 
净 戒 无 垢 者， 彼 为 人 信 乐，  
受 持 衣 与 钵， 出 家 而 有 果。  
净 戒 比 丘 心， 如 暗 不 侵 日，  
自 责 等 怖 畏， 无 从 而 潜 入。  
比 丘 戒 成 就， 苦 行 林 光 耀，  
犹 如 盛 满 月， 高 悬 虚 空 照。  
具 戒 之 比 丘， 身 香 亦 可 喜，  
甚 至 诸 天 悦； 戒 香 何 须 说？  
一 切 诸 香 中， 戒 香  为 胜，  
此 香 熏 十 方， 而 无 有 障 碍。  
奉 侍 具 戒 者， 作 少 而 果 大，  
故 以 彼 为 器， 供 养 与 恭 敬。  
具 戒 于 今 世， 不 为 诸 漏 害，  
他 世 诸 苦 根， 因 缘 亦 断 绝。  
不 论 人 间 福， 以 及 诸 天 福，  
具 戒 者 有 愿， 实 非 难 得 事。  
诸 戒 成 就 者， 彼 心 常 追 逐：  
无 上 涅 槃 德， 究 竟 寂 静 乐。  
诸 乐 根 本 戒， 此 中 多 行 相，  
种 种 诸 功 德， 智 者 应 辨 别。  

若 能 如 是 辨 别， 则 意 志 倾 向 于 戒 的 成 就 而 畏 于 破 戒 了。 是 故 应 见 前 述 
破 戒 的 过 患 及 具 戒 的 功 德， 以 一 切 恭 敬 而 严 净 诸 戒。  

在 “住 戒 有 慧 人” 的 偈 颂 中， 以 戒 定 慧 三 门 显 示 清 净 之 道， 至 此 先 已 解 
说 戒 门。  

为 诸 善 人 所 喜 悦 而 造 的 清 净 道 论， 完 成 了 第 一 品， 定 名 为 戒 的 解 
释

【129】
。  

                                                 
【129】戒 的 解 释 (Sīlaniddeso)， 译 者 把 品 题 写 作 “第 一 说 戒 品”， 宜 译 应 作 “第 一 品 戒 的 

解 释” (Paṭhamo paricchedo Sīlaniddeso)， 下 面 各 品 题 都 是 这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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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今 以 少 欲 知 足 等 德 而 净 化 如 前 所 说 的 戒， 为 了 成 就 那 些 功 德， 故 持 戒 
的 瑜 伽 者 （修 行 者） 亦 宜 受 持 头 陀 支。 如 是 则 他 的 少 欲、 知 足、 减 损 （烦 
恼）、 远 离、 还 灭、 勤 精 进、 善 育 等 的 功 德 水， 洗 除 戒 的 垢 秽 而 极 清 净， 以 
及 其 务 （头 陀 法） 亦 得 成 就。 这 样 无 害 于 戒 及 务 （头 陀） 之 德 而 遍 净 一 切 正 
行 者， 则 得 住 立 于 古 人 的 三 圣 种【1】 以 及 得 证 第 四 修 习 乐 的 圣 种。 是 故 我 今 
开 始 说 头 陀 支。  

为 那 些 舍 离 世 间 染 着 不 惜 身 命 而 欲 勤 得 随 顺 行 （毗 钵 舍 那） 的 善 男 
子， 世 尊 听 许 他 们 受 持 十 三 头 陀 支。 即 ㈠ 粪 扫 衣 支， ㈡ 三 衣 支， ㈢ 常 乞 食 
支， ㈣ 次 第 乞 食 支， ㈤ 一 座 食 支， ㈥ 一 钵 食 支， ㈦ 时 后 不 食 支， ㈧ 阿 练 若 住 
支， ㈨ 树 下 住 支， ㈩ 露 地 住 支， (十一) 冢 间 住 支， (十二) 随 处 住 支， (十三) 常 坐 不 
卧 支。

【2】 这 里：  

语 义 与 相 等， 受 持 及 规 定，  
区 别 并 破 坏， 及 彼 之 功 德，  
并 于 善 三 法， 头 陀 等 分 别，  
以 及 总 与 别， 悉 应 知 决 择。 [60] 

（十 三 头 陀 支 的 语 义） 先 说 “语 义”： ㈠ 置 于 道 路 墓 冢 垃 圾 堆 等 任 何 尘 
土 之 上 的， 并 在 （比 丘 的） 穿 着 的 意 义 上 正 如 尘 堆 在 他 们 的 身 上， 故 名 粪 扫 
衣 （尘 堆 衣）； 或 者 被 视 如 尘 土 一 样 可 厌 的 状 态 为 粪 扫 衣【3】 —— 这 是 指 到 达 
可 厌 的 状 态 而 说 的。 如 是 在 粪 扫 衣 的 语 原 上 说， 有 着 粪 扫 衣 的 意 思。 有 着 
（粪 扫 衣） 的 习 惯 者 为 粪 扫 衣 者。 粪 扫 衣 者 的 支 分 为 “粪 扫 衣 支”。 支 分 为 
原 因。 故 知 （支 分） 与 （粪 扫 衣 者 的 原 因） 由 于 受 持 （的 思） 而 成 粪 扫 衣 者 
是 同 义 的。  

㈡ 与 前 类 似 的 解 释， 僧 伽 梨 （重 复 衣）， 郁 多 罗 僧 （上 衣）， 安 陀 会 
（下 衣）， 称 为 三 衣， 有 着 持 三 衣 的 习 惯 者 为 三 衣 者。 三 衣 者 的 支 分 为 “三 
衣 支”。  

㈢ 称 为 施 食 的 团 食 落 下 为 乞 食【4】
， 即 他 人 所 施 的 团 食 集 于 钵 中 的 意 

思。 到 各 户 人 家 去 求 食 者 为 乞 食 者； 或 誓 愿 行 乞 团 食 者 为 乞 食 者。 行 即 是 
走。 乞 食 者 即 乞 食 的 人。 他 的 支 分 为 “常 乞 食 支”。  
                                                 
【1】 三 圣 种 (ariyavaṁsattaya) 是 衣 知 足 (cīvara-santuṭṭhi)、 食 知 足 (pindapata-santuṭṭhi)、 住 

所 知 足 (senāsana-santuṭṭhi)。 第 四 圣 种 即 修 习 乐 (bhāvanārāmatā)。 
【2】 粪 扫 衣 支 (paṁsukūlikaṅga)、 三 衣 支 (tecīvarikaṅga)、 常 乞 食 支 (piṇḍapātikaṅga)、 次 第 

乞  食  支  (sāpadānacārikaṅga) 、  一  座  食  支  往  (ekāsanikaṅga) 、  一  钵  食  支 
(pattapiṇḍikaṅga)、 时 后 不 食 支 (khalupacchābhattikaṅga)、 阿 练 若 住 支 (āraññikaṅga)， 
树 下 住 支 (rukkhamūlikaṅga)、 露 地 住 支 (abbhokāsikaṅga)、 冢 间 住 支 (sosānikaṅga)、 
随 处 住 支 (yathāsanthatikaṅga)、 常 坐 不 卧 支 (nesajjikaṅga), 《解 脱 道 论》 “粪 扫 衣、 
三 衣、 乞 食、 次 第 乞 食、 一 坐 食、 节 量 食、 时 后 不 食、 无 事 处 坐、 树 下 坐、 露 地 
坐、 冢 间 坐、 遇 处 坐、 常 坐 不 卧”。 

【3】 粪 扫 衣 (paṁsukūla) 是 音 译， 非 义 译， 义 译 为 尘 堆 衣。 其 语 原 的 说 明： 如 尘 堆 在 
他 们 (tesu paṁsusu kūlaṁ iva = paṁsukūla) 阳 删  劝， 或 披 视 如 尘 土 可 厌 状 (paṁsu 
viya kucchitabhāra ulati = paṁsukūla)。 

【4】 团 食 落 下 为 乞 食 (āmisapiṇḍānaṁ pāto = piṇḍapāto)。 愿 行 团 食 者 为 乞 食 者 (piṇḍāya 
patituṁ vataṁ = piṇḍapātī)。 乞 食 者 ＝ 乞 食 人 (piṇḍapāti = piṇḍapāti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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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切 断 为 分 割， 离 切 断 为 不 断， 即 不 分 割 之 意。 与 不 断 共 为 有 不 断， 即 
随 每 家 不 分 割 之 意。 有 不 断 行 乞 的 习 惯 者 为 次 第 行 乞 者【5】

。 次 第 乞 食 者 即 
次 第 行 乞 的 人。 他 的 支 分 为 “次 第 乞 食 支”。  

㈤ 仅 在 一 座 而 食 为 一 座 食。 有 此 习 惯 者 为 一 座 食 者。 他 的 支 分 为 “一 
座 食 支”。  

㈥ 因 拒 绝 第 二 盘 而 仅 用 一 钵 中 的 食 物 为 钵 食。 在 得 一 钵 之 食 时 而 作 钵 
食 之 想， 有 此 一 钵 食 的 习 惯 者 为 一 钵 食 者。 他 的 支 分 为 “一 钵 食 支”。  

㈦ “客 罗” 是 个 无 变 化 词 —— 遮 止 的 意 思。 [61] 吃 完 了 以 后 所 得 的 食 物 
名 为 后 食。 食 此 后 食 的 为 食 后 食。 食 后 食 时 而 作 后 食 想， 有 食 后 食 的 习 惯 
者 名 为 后 食 者。 不 后 食 者 名 为 客 罗 后 食 者 （时 后 不 食 者）

【6】
， 这 是 依 受 持 时 

后 不 食 拒 绝 余 食 而 得 名 的。 依 照 义 疏【7】 说： “客 罗” 是 一 种 鸟 名， 它 若 用 嘴 
去 啄 一 枚 果 子 不 幸 而 掉 了 的 话， 便 不 再 食 别 的 果 子。 这 比 丘 亦 如 此 鸟， 故 
名 时 后 不 食 者。 他 的 支 分 为 “时 后 不 食 支”。  

㈧ 有 住 阿 练 若 的 习 惯 者 为 阿 练 若 住 者。 他 的 支 分 为” 阿 练 若 住 支”。  

㈨ 住 于 树 下 为 树 下 住。 有 那 种 习 惯 者 为 树 下 住 者。 树 下 住 者 的 支 分 为 
“树 下 住 支”。 ㈩ “露 地 住 支”， (十一) “冢 间 住 支”， 类 推 可 知。  

(十二) 任 何 已 敷 的， 即 如 所 敷 而 住， 这 与  初 指 定 床 座 说 “这 是 属 于 你 
受 用 的” 是 一 个 意 义。 有 如 其 所 敷 （的 床 座） 而 住 的 习 惯 者 为 随 处 住 者。 他 
的 支 分 为 “随 处 住 支”。  

(十三) 拒 绝 卧 下 而 有 常 坐 的 习 惯 者 为 常 坐 者。 他 的 支 分 为 “常 坐 不 卧 
支”。  

其 次 一 切 头 陀 支， 因 彼 等 的 受 持 而 除 去 （头 陀） 烦 恼， 故 除 去 （烦 恼） 
的 比 丘 的 支 分 （为 头 陀 支）， 或 因 除 去 烦 恼 故 头 陀 得 名 为 智， 此 等 的 支 分 而 
称 “头 陀 支”。 又 他 们 是 除 遣 其 敌 对 者 （烦 恼） 的 头 陀 及 行 道 的 支 分 故 称 
“头 陀 支”

【8】
。 如 是 当 先 决 择 此 等 头 陀 支 的 意 义。  

（头 陀 上 的 相、 味， 现 起、 足 处） 受 持 的 思 为 一 切 头 陀 支 的 相 （特 
征）。 义 疏 中 这 样 说： “受 持 者 为 人， 以 心 心 所 法 而 受 持， 受 持 的 思 为 头 陀 
支， 彼 所 拒 绝 者 为 事 （对 象）”。 破 除 一 切 贪 欲 为 味 （作 用）。 无 贪 欲 的 状 
态 为 现 起 （现 状）。 少 欲 等 的 圣 法 为 足 处 （近 因）。 [62] 如 是 当 知 以 相 等 决 
择。  

（头 陀 支 的 受 持、 规 定、 区 别、 破 坏、 功 德） 于 受 持 及 规 定 等 五 种 之 
中， 一 切 头 陀 支 的 受 持， 世 尊 在 世 时， 当 由 世 尊 听 许 而 受 待。 世 尊 灭 后， 则 
由 大 声 闻 的 听 许 而 受 持。 彼 若 无 时， 则 由 漏 尽 者 …… 阿 那 含 …… 斯 陀 含 …… 

                                                 
【5】 离 切 断 为 不 断 (apetaṁ dānato = apadānaṁ)。 与 不 断 共 ＝ 有 不 断 (saha apadānena = 

sāpadānaṁ)。 有 不 断 去 行 乞 者 ＝ 次 第 行 乞 者 (sāpadānaṁ carituṁ = sāpadānacārī)。 
【6】 客 罗 (khalu)， 容 罗 后 食 者 (khalupacchābhattiko) 是 说 明 时 后 不 食 者。 
【7】 义 疏 (Aṭṭhakathā) 是 锡 兰 文 的 三 藏 大 疏 (Mahā-aṭṭhakathā)。 
【8】 头 陀 支 (dhutaṅgāni) 的 语 原： (1) 头 陀 比 丘 的 支 (dhutassa bhikkhuno aṅgāni = 

dhutaṅgāni), (2) 头  陀  智  的  支  (dhutan ti laddhavohāraṁ ñāṇaṁ aṅgam etesani = 
dhutaṅgāni),  (3) 头 陀 与 支 (dhutāni ca tāni aṅgāni ca = dhutaṅgā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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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 陀 洹 …… 三 藏 师 …… 二 藏 师 …… 一 藏 师 …… 一 合 诵 师 （尼 迦 耶 师 ＝ 一 部 
师） …… 一 阿 含 师 …… 义 疏 师。 彼 若 无 时， 则 由 持 头 陀 支 者。 彼 若 无 时， 则 
往 塔 庙， 扫 净 而 后 蹲 踞 下 来， 如 对 正 觉 者 说， 听 其 受 持。 然 而 但 由 自 己 个 人 
受 持 亦 可 —— 这 里 当 以 支 提 山 两 位 兄 弟 长 老 中 的 大 兄 为 少 欲 而 自 受 持 头 陀 
支 的 故 事 为 例【9】

。 这 仅 是 通 论 （总 论 十 三 支 的 受 持 等）。 现 在 再 就 每 支 的 受 
持， 规 定， 区 别， 破 坏， 功 德 而 各 别 的 解 说：  

      

（受 持） 先 说 粪 扫 衣 支： 于 “我 今 禁 止 用 在 家 者 所 施 的 衣 服， 我 今 受 持 
粪 扫 衣 支” 的 二 语 中， 用 任 何 一 语 即 得 受 持。 这 是 第 一 粪 扫 衣 支 的 受 持。  

（规 定） 如 是 受 持 头 陀 支 者， 于 冢 间 的【10】 （布）、 店 前 的 （布）、 路 上 
布、 垃 圾 布、 胞 胎 布、 沐 浴 布、 浴 津 布、 往 还 布、 烧 残 布【11】

、 牛 啮 （布）
【12】

、 白 蚁 啮 （布）、 鼠 啮 （布）、 端 破 （布）、 缘 破 （布）、 置 旗、 塔 衣、 沙 
门 衣【13】

、 灌 顶 （衣）、 神 变 所 作 衣、 旅 者 （衣）、 风 散 （衣）、 天 授 （衣）、 
海 滨 （衣） 等 的 衣 布 中， 可 取 任 何 种 类， 撕 掉 之 后， 舍 其 腐 朽 部 分， 取 其 强 
纫 部 分 洗 刷 干 净 而 作 为 衣， 然 后 弃 俗 人 所 施 之 衣 而 受 用 （此 等 粪 扫 衣）。  

这 里 的 “冢 间 的 （布）” 是 抛 弃 于 冢 间 的。 “店 前 的 （布）” 是 抛 弃 于 店 
门 之 前 的。 “路 上 布” 是 希 求 福 德 者 从 窗 口 抛 弃 于 路 上 的 布。 “垃 圾 布” [63] 
是 弃 置 于 垃 圾 堆 的 布。 “胞 胎 布” 是 用 以 揩 拭 胎 垢 之 后 而 丢 掉 的。 据 说： 帝 
须 大 臣 之 母， 曾 用 价 值 百 金 的 布 令 拭 胎 垢 而 后 弃 于 多 罗 维 利 路【14】 中， 想 
道： “将 为 粪 扫 衣 者 拾 去 的”。 后 为 比 丘 们 拾 去 作 为 补  之 用。 “沐 浴 布” 
是 调 伏 恶 魔 者 将 病 人 从 头 至 足 沐 浴 之 后， 认 为 这 是 不 样 之 布 而 弃 掉 的。 
“浴 津 布” 即 弃 于 浴 场 的 布。 “往 还 布” 是 人 们 前 往 坟 墓 回 来 而 经 洗 浴 之 后 
所 丢 掉 的。 “烧 残 布” 是 烧 掉 一 部 分 而 为 人 们 所 弃 的。 “牛 啮 布” …… 等 的 
意 义 自 易 明 了， 此 等 布 也 是 人 们 所 弃 的。 “置 旗” 是 乘 船 的 人 树 立 一 旗 于 岸 
而 后 上 船 的， 等 他 开 船 而 去 至 于 不 能 看 见 的 距 离， 便 可 取 得 此 旗。 或 者 树 
立 于 战 场 上 的 旗， 至 两 军 撤 去 之 后， 亦 可 取 得。 “塔 衣” 是 围 盖 于 蚁 塔 之 上 
而 作 供 祠 的。 “沙 门 衣” 是 比 丘 所 有 的。 “灌 顶 衣” 是 丢 在 国 王 灌 顶 之 处 的 
衣。 “神 变 所 作 衣” 即 佛 言 “来， 比 丘” 的 衣。 “旅 者 衣” 是 落 在 道 中 的 衣 —
— 这 或 许 是 所 有 主 不 慎 失 落 的， 所 以 必 须 等 待 一 段 时 间， 然 后 取 之。 “风 散 
衣” 是 被 风 吹 到 远 方 而 落 下 来 的， 这 种 不 能 辨 别 其 所 有 主 的 时 候 是 可 取 

                                                 
【9】 据 说 有 两 兄 弟 长 老 住 在 支 提 山 (Cetiyapabbata), 长 兄 个 人 受 持 常 坐 不 卧 支， 不 让 别 

人 知 道。 但 一 夜 中， 因 闪 电 之 光， 其 弟 见 他 坐 于 床 上 不 卧 而 问 道： “我 兄 受 持 常 
坐 不 卧 吗”？ 当 时 长 老 即 默 然 而 卧 下， 但 事 后 则 重 新 受 持。 

【10】冢 间 布 (sosānika)、 店 前 布 (pāpaṇika)、 路 上 布 (rathiya-coḷa)、 垃 圾 布 (saṅkāra-coḷa), 
《解 脱 道 论》 “于 冢 间、 于 市 肆、 于 道 路、 于 粪 扫”。 

【11】烧 残 (aggidaḍḍha), 《解 脱 道 论》 “火 所 烧”。 
【12】牛 啮 (gokhāyita)、 白 蚁 啮 (upacikākhāyita)、 鼠 啮 (undūrakhāyita)、 端 破 (antacchinna)、 

缘 破 (dasacchinna), 《解 脱 道 论》 “牛 鼠 所 啮， 或 箭 凿 之 余”。 
【13】沙 门 衣 (samaṇa-cīvara), 《解 脱 道 论》 “外 道 衣”。 
【14】帝 须 (Tissa)， 多 罗 维 利 路 (Tāḷaveli-magga) 是 古 代 东 南 锡 兰 的 首 都 大 村 (Mahāgāma) 

中 的 一 条 路。 也 有 注 为 阿 努 罗 陀 补 罗 (Anurādhapura) 城 中 的 街。 



    37         

的。 “天 授 衣” 如 诸 天 授 与 阿 那 律 陀 长 老 的 衣 一 样【15】
。 “海 滨 衣” 是 由 海 浪 

推 到 岸 上 来 的。  

若 作 “我 等 施 与 僧 伽” 之 说 而 施 与 的， 或 者 由 于 行 乞 而 得 的 布， 不 为 粪 
扫 衣。 若 给 与 比 丘 （的 衣） 是 根 据  上 僧 腊 而 施 的， 或 者 给 与 全 住 处 共 用 的 
衣， 亦 不 为 粪 扫 衣。 如 非 直 接 而 取 的 可 算 粪 扫 衣。 若 由 施 者 将 衣 置 于 另 一 
比 丘 的 足 下 而 施， 由 彼 比 丘 置 于 粪 扫 衣 者 的 手 中， 则 从 一 方 面 说 为 净 物。 
又 （从 施 者） 置 于 比 丘 的 手 中 而 施， 由 彼 （比 丘） 再 置 于 粪 扫 衣 者 的 足 下， 
亦 算 从 一 方 面 说 为 净 物。 若 置 于 彼 比 丘 的 足 下 而 施， 再 由 他 以 同 样 的 方 式 
置 于 粪 扫 衣 者 的 足 下， 则 从 两 方 面 说 都 为 净 物。 [64] 如 果 施 者 置 于 比 丘 的 手 
中， 再 由 他 放 到 粪 扫 衣 者 的 手 中 而 施 者， 则 名 不 殊 胜 衣。 粪 扫 衣 者 当 知 这 
种 粪 扫 衣 的 差 别 而 受 用 之。 这 是 （粪 扫 衣 支 的） 规 定。  

（区 别） 其 次 有 上 中 下 三 种 粪 扫 衣 者： 仅 取 冢 间 之 布 为 上； 若 取 曾 作 
“出 家 者 将 拾 此 布” 之 念 而 舍 的 布 为 中； 受 取 置 于 他 的 足 下 的 为 下。  

（破 坏） 任 何 粪 扫 衣 者， 若 由 他 自 己 的 希 望 或 甘 受 俗 人 所 施 的 刹 那， 便 
为 破 坏 了 头 陀 支。 这 是 （粪 扫 衣 支 的） 破 坏。  

（功 德） 次 说 功 德： 适 合 于 “出 家 依 粪 扫 衣”
【16】 之 语 的 依【17】 行 道 的 情 

况， 住 立 于 第 一 圣 种 （衣 服 知 足）， 无 守 护 （衣 服） 之 苦， 得 不 依 他 的 自 由 
生 活， 无 盗 贼 的 怖 畏， 无 受 用 的 爱 着， 适 合 沙 门 的 衣 具， 为 世 尊 所 赞 的 “少 
价 易 得 而 无 过”

【18】 的 资 具， 令 人 信 乐， 得 成 少 欲 等 之 果， 增 长 正 行， 为 后 人 
的 模 范。  

为 降 魔 军 的 行 者 着 的 粪 扫 衣，  
如 穿 铠 甲 闪 耀 战 场 的 刹 帝 利。  
世 尊 亦 舍 迦 尸 绸 布 而 着 粪 扫 衣，  
还 有 那 个 不 宜 穿？  
比 丘 善 忆 自 己 的 宣 言【19】

， 

喜 穿 适 合 瑜 伽 行 者 的 粪 扫 衣。  
这 是 对 于 粪 扫 衣 支 的 受 持、 规 定、 区 别、 破 坏、 功 德 的 解 释。  

     

（受 持） 其 次 三 衣 支， 于 “我 今 禁 止 第 四 衣， 我 今 受 持 三 衣 支” 的 二 语 
之 中， 用 任 何 一 语 即 得 受 持。 [65] 

（规 定） 三 衣 者 获 得 衣 布 之 后， 自 己 不 善 做 或 不 能 剪 裁， 亦 不 能 获 得 专 
门 指 导 的 人， 或 者 未 得 针 等 任 何 工 具， 则 可 贮 藏 （至 获 得 条 件 时 为 止）， 并 
不 因 此 贮 藏 而 犯 过。 然 而 自 从 染 时 之 后， 便 不 宜 贮 藏 了， （如 贮 藏） 便 名 头 
陀 支 之 贼。 这 是 规 定。  

（区 别） 三 衣 者 亦 有 三 种 区 别： 一 为 上 者， 他 在 染 衣 的 时 候， 先 染 下 衣 

                                                 
【15】阿 那 律 陀 (Anuruddha)， 故 事 见 Dhp.A.II, p.173f. 
【16】Vin.I, p.58. 
【17】依 (nissaya) 为 衣 服、 食 物、 住 所、 医 药 的 四 依， 今 指 衣 服。 
【18】A.II, p.26. 
【19】受 戒 时 曾 有 宣 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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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陀 会） 或 上 衣 （郁 多 罗 僧）， 染 了 一 种 着 在 身 上 之 后， 再 染 另 一 种。 着 
了 下 衣 而 搭 上 衣 之 后， 当 染 重 衣 （僧 伽 梨）。 然 而 （在 染 衣 时） 重 衣 是 不 宜 
着 的。 这 是 就 住 在 村 边 者 而 说， 如 果 是 阿 练 若 住 者， 则 二 衣 （上 下 衣） 同 时 
洗 染 亦 可 （因 无 人 见 其 裸 体）。 然 而 他 必 须 就 近 坐 在 看 见 任 何 人 时 而 可 即 
刻 取 得 袈 裟 搭 在 身 上 的 地 方。 次 为 中 者， 可 在 染 衣 房 中 暂 时 着 染 衣 者 所 公 
用 的 袈 裟 从 事 染 衣。 后 为 下 者， 可 以 暂 时 穿 搭 同 辈 比 丘 的 衣 从 事 染 衣。 即 
暂 缠 那 里 的 敷 布 亦 可， 但 他 时 不 宜 取 用。 同 辈 比 丘 的 衣 一 时 一 时 的 受 用 亦 
可。 受 持 三 衣 头 陀 支 者， 亦 得 许 可 有 第 四 种 肩 袈 裟【20】

， 然 而 它 的 宽 度 仅 限 
于 一 张 手， 长 度 为 三 肘。  

（破 坏） 此 等 （上 中 下） 三 者， 若 受 用 第 四 衣 时， 便 算 破 坏 头 陀 支。 

（功 德 ） 次 说 功 德， 三 衣 的 比 丘 对 于 掩 护 身 体 的 衣 服 常 生 满 足， 衣 服 
随 身 如 鸟 带 翼 飞 行， 很 少 需 要 注 意 衣 服， 无 贮 藏 衣 服 之 累， 生 活 轻 便， 舍 余 
衣 之 贪。 虽 然 许 可 多 衣 而 他 却 作 适 量 的 应 用， 过 减 损 烦 恼 的 生 活， 得 少 欲 
等 之 果。 成 就 此 等 种 种 功 德。 [66] 

瑜 伽 智 者 不 爱 余 衣 不 收 藏，  
受 持 三 衣 体 会 知 足 的 乐 味。  
瑜 伽 者 有 衣 如 鸟 的 有 翼，  
欲 求 安 乐 当 乐 于 衣 制。  

这 是 对 于 三 衣 支 的 受 持、 规 定、 区 别、 破 坏、 功 德 的 解 释。  

      

（受 持） 于 “我 今 禁 止 余 分 之 食， 我 今 受 持 常 乞 食 支” 的 二 语 之 中， 用 
任 何 一 语 即 得 受 持 常 乞 食 支。  

（规 定） 常 乞 食 者， 对 于 僧 伽 食【21】
， 指 定 食， 招 待 食， 行 筹 食， 月 分 

食， 布 萨 食， 初 日 食， 来 者 （客） 食， 出 发 者 食， 病 者 食， 看 病 者 食， 精 舍 食
【22】

， （村） 前 （家） 食， 时 分 食 等 十 四 种 食 不 能 接 受。 如 果 不 是 用 “请 取 僧 
伽 食” 等 的 说 法， 而 易 之 用 “僧 伽 在 我 家 中 取 施 食、 大 德 亦 可 取 施 食” 的 说 
法 而 施， 则 他 可 以 接 受。 由 僧 伽 行 筹 而 给 他 的 非 食 （非 饭 食 的 药 物） 或 精 舍 
内 所 炊 之 食 亦 可 接 受。 这 是 规 定。  

（区 别） 其 区 别 亦 有 三 种： 此 中 上 者， 行 乞 时 在 他 的 前 面 与 后 面 有 人 送 
与 施 食， 他 也 接 受， 或 者 行 近 施 家 的 门 外 而 立 的 时 候， 施 家 取 其 钵 时 也 给 
他， 盛 满 施 食 再 送 回 他 亦 接 受， 然 而 那 一 天 如 果 要 他 坐 在 自 己 的 住 所 等 待 

                                                 
【20】肩 袈 裟 (aṁsakāsāva) 是 仅 披 左 肩 及 胸 背 的 汗 衣。 
【21】僧 伽 食 (Saṅgha-bhatta) 是 供 养 僧 伽 的 食 物 (《解 脱 道 论》 “僧 次 食”)。 指 定 食 

(uddesabhatta) 是 指 定 给 某 些 少 数 比 丘 的 食 物。 招 待 食 (nimantanabhatta) 由 邀 请 
而 供 养 的 食 物。 行 筹 食 (saḷākabhatta) 是 由 中 筹 者 而 得 的 食 物。 月 分 食 (pakkhika) 
即 于 每 月 的 满 月 或 缺 月 中 的 一 天 而 施 的 食 物。 布 萨 食 (uposathika) (《解 脱 道 
论》 “行 筹 食， 十 五 日 食， 布 萨 食”)。 初 日 食 (pāṭipadika) 是 每 半 月 的 第 一 日 所 
供 的 食。 

【22】精 舍 食 (vihārabhatta) 是 供 与 精 舍 之 食。 村 前 家 食 (dhurabhatta) 是 经 常 放 在 村 前 之 
家 作 布 施 之 食 (《解 脱 道 论》， “寺 食， 常 住 食”)。 时 分 食 (vārakabhatta) 是 村 人 
每 日 轮 流 所 供 之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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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食 则 不 取。 中 者， 如 果 要 他 那 一 天 坐 在 自 己 的 住 所 而 领 施 食， 他 也 接 受， 
不 过 第 二 天 再 如 是 便 不 接 受。 下 者， 则 明 天 又 明 天 的 施 食 也 接 受。 然 中 下 
二 者 未 得 无 依 自 由 之 乐， 而 上 者 得 之。  

据 说： 有 一 次 某 村 中 正 在 讲 《圣 种 经》， 一 位 上 者 对 其 他 二 位 （中 下 
者） 说： “贤 者！ 让 我 们 去 听 法 吧”？ 其 中 的 一 位 答 道， “大 德！ 我 因 为 昨 天 
被 一 人 请 坐 在 住 处 等 他 今 天 的 施 食 所 约 束 啦”！ 另 一 位 亦 说： “我 昨 天 亦 已 
答 应 人 家 明 天 的 施 食 了”！ 于 是 他 俩 便 失 掉 闻 法 的 机 会。 但 那 上 者 则 于 早 
晨 出 去 乞 食 之 后， 便 去 领 受 法 味 之 乐。 [67] 

（破 坏） 这 三 种 人， 如 果 接 受 了 僧 伽 食 等 余 分 之 食 的 刹 那， 便 算 破 坏 了 
头 陀 支。 这 是 破 坏。  

（功 德） 这 是 功 德， 适 合 于 “出 家 依 于 团 食”
【23】 之 语 的 ㈣ 依 行 道 的 情 

况， 住 立 于 第 二 圣 种 （食 物 知 足）， 得 不 依 他 的 独 立 生 活， 为 世 尊 所 赞 的 
“少 价 易 得 而 无 过”

【24】 的 资 具， 除 怠 惰， 生 活 清 净， 圆 满 众 学【25】 的 行 道， 不 
为 他 养，

【26】 饶 益 他 人， 舍 骄 慢， 除 灭 味 的 贪 爱， 不 犯 众 食， 相 续 食【27】 及 作 
持 的 学 处， 随 顺 少 欲 等 的 生 活， 增 长 正 当 的 行 道， 怜 悯 后 生 者 （为 他 们 的 先 
例）。  

团 食 知 足 不 依 他 生 活，  
行 者 除 去 食 欲 四 方 的 自 由。  
舍 弃 怠 惰 活 命 的 清 净，  
善 慧 莫 轻 乞 食 行。  
常 行 乞 食 比 丘 自 支 非 他 养，  
不 着 名 利 而 受 诸 天 的 景 仰。  

这 是 常 乞 食 支 的 受 持、 规 定、 区 别、 破 坏、 功 德 的 解 释。  

       

（受 持） 次 第 乞 食 支， 于 “我 今 禁 止 贪 欲 行 （乞）， 我 今 受 持 次 第 乞 食 
支” 的 二 语 之 中， 用 任 何 一 语 即 得 受 持。  

（规 定） 次 第 乞 食 者， 当 先 站 在 乡 村 的 门 口 观 察 村 内 是 否 有 什 么 危 险。 
如 见 道 路 上 或 村 中 有 危 险， 则 可 舍 离 彼 处 而 往 他 处 乞 食。 如 果 在 那 些 人 家 
的 门 口 或 在 道 中 或 于 村 内 都 未 得 到 任 何 东 西， 则 可 作 非 村 之 想 而 离 之 他 
去。 然 而 若 从 那 里 获 得 任 何 食 物， 则 不 宜 离 彼 而 他 往。 同 时 次 第 乞 食 者 亦 
宜 较 早 进 入 村 落， 因 为 若 遇 不 安 之 处 可 能 有 充 分 时 间 离 开 那 里 而 往 他 处 乞 
食。 [68] 如 果 施 者 在 他 的 精 舍 内 供 食 或 者 在 他 乞 食 的 途 中 有 人 拿 了 他 的 钵 
而 盛 以 食 物 给 他 亦 可。 然 而 在 他 出 去 乞 食 之 时， 若 已 行 近 村 庄， 则 必 须 入 
村 乞 食， 不 得 逾 越。 无 论 在 那 里 仅 得 一 点 食 物 或 全 无 所 得， 他 都 应 该 依 照 
乡 村 的 次 第 行 乞。 这 是 他 的 规 定。  
                                                 
【23】Vin.I, p.58. 
【24】A.II, p.26. 
【25】众 学 (sekhiya) 注 为 众 学 法 (sekhiya-dhamma)。 
【26】不 为 他 养 (aparapositā) 汪 解 亦 作 不 养 他 之 意。 
【27】众 食 (gaṇabhojana) 为 三 四 人 以 上 受 请 共 食 的 食 物。 相 续 食 (paramparabhojana) 是 

食 事 既 毕 受 请 再 食。 详 见 单 堕 第 三 十 二、 三 十 三 (Vin.IV, p.71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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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别） 次 第 乞 食 者 也 有 三 种 区 别： 此 中 上 者， 无 论 在 他 未 达 家 门 之 前 
送 食 给 他， 或 已 离 开 家 门 之 后 送 食 给 他， 或 者 他 已 从 乞 食 回 到 寺 内 的 食 堂 
再 供 他 食 物， 他 都 不 受。 然 而 若 已 行 近 家 门， 有 人 向 他 取 钵， 应 该 授 与。 实 
行 这 种 头 陀 支， 实 无 他 人 能 与 大 迦 叶 长 老 相 等 者， 然 在 那 样 的 情 形 下， 他 
也 给 与 他 的 钵 的。 中 者， 则 在 乞 食 时 未 达 家 门 前， 或 已 离 开 家 门 后， 甚 至 已 
回 到 住 所 的 食 堂 内， 如 有 人 送 食 给 他， 也 接 受 下 来， 若 已 行 近 家 门 也 授 与 
他 的 钵， 然 而 他 那 一 天 决 不 坐 在 精 舍 内 许 人 送 供 给 他。 就 这 点 说 是 和 常 乞 
食 的 上 者 相 似。 下 者， 则 亦 于 一 日 坐 在 精 舍 内 而 允 受 送 供。  

（破 坏） 如 是 三 者， 若 起 贪 欲 行， 便 算 破 坏 他 的 头 陀 支。  

（功 德） 次 说 功 德： （信 施 的） 家 常 常 是 新 的， 犹 如 月 亮， 对 （檀 越） 家 
无 悭【28】

， 平 等 的 怜 悯， 无 （檀 越） 家 亲 近 之 累， 不 喜 招 待， 不 望 人 家 献 食， 
随 顺 少 欲 等 的 生 活。  

次 第 乞 食 的 比 丘，  
如 月 而 施 家 常 新，  
无 悭 一 切 平 等 的 爱 悯，  
也 无 施 家 亲 近 的 烦 神。  
智 者 为 求 行 于 大 地 的 自 由，  
舍 他 的 贪 欲，  
收 他 的 眼 睛，  
前 见 一 寻 的 次 第 乞 食 行。  

这 是 次 第 乞 食 支 的 受 持、 规 定、 区 别、 破 坏， 功 德 的 解 释。 [69] 

      

（受 持） 一 座 食 支， 亦 于 “我 今 禁 止 多 座 食， 我 今 受 持 一 座 食” 的 二 语 
之 中， 用 任 何 一 语 即 得 受 持。  

（规 定） 其 次 一 座 食 者， 在 食 堂 中， 因 为 他 不 能 坐 长 老 的 座 位， 所 以 必 
须 预 先 观 察， 觉 得 这 里 是 合 于 我 的 座 位 方 才 坐 下。 如 果 在 他 的 食 事 未 终 之 
时， 而 他 的 阿 阇 黎 或 邬 波 驮 耶 （和 尚） 来， 可 以 起 立 去 作 他 （弟 子） 的 义 
务， 三 藏 小 无 畏 长 老 说： “应 当 保 护 其 座 位 或 食 物【29】

， 故 此 人 的 食 事 未 终， 
可 以 去 作 他 的 义 务， 但 不 应 再 食”。 这 是 规 定。  

（区 别） 其 次 亦 有 三 种 区 别： 此 中 的 上 者， 对 于 食 物 无 论 是 多 是 少， 只 
要 他 的 手 业 已 触 取 那 食 物， 他 便 不 得 再 取 别 的 食 物 了。 如 果 俗 人 这 样 想： 
“长 老 什 么 东 西 都 没 有 吃 啦”！ 于 是 拿 酥 等 给 他， 作 药 食 则 可， 但 非 普 通 食 
物。 中 者， 则 直 至 他 的 钵 中 的 饭 还 未 吃 完 可 取 别 的， 故 名 食 所 限 制 者。 下 
者， 则 直 至 未 从 座 起， 可 以 尽 量 的 吃， 因 为 直 至 他 取 水 洗 钵 之 时 而 得 受 食， 
故 名 水 所 限 制 者， 或 因 直 至 他 起 立 之 时 而 得 受 食， 故 名 座 所 限 制 者【30】

。 

（破 坏） 这 三 种 人， 如 吃 了 多 座 之 食 的 刹 那， 便 算 破 坏 了 头 陀 支。 这 是 
                                                 
【28】不 吝 我 的 檀 越 为 别 的 比 丘 所 得。 
【29】三 藏 小 无 畏 长 老 (Tipiṭaka-Cūḷābhayatthera)。 保 护 其 座 位 或 食 物， 即 保 持 座 位 等 到 

食 事 完 毕 才 起 立 或 者 起 立 而 不 再 食。 
【30】食 所 限 制 者 (bhojana-pariyantika)、 水 所 限 制 者 (udaka-pariyantika)、 座 所 限 制 者 

(āsana-pariyantika) 尸《解 脱 道 论》 “食 边、 水 边、 坐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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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坏。  

（功 德） 次 为 功 德： 少 病， 少 恼， 轻 快， 强 健， 安 乐 住， 不 犯 残 余 食 之 
过

【31】
， 除 味 爱， 随 顺 少 欲 等 的 生 活。  

一 座 食 者 不 会 因 食 而 病 恼，  
不 贪 美 味 不 妨 自 己 的 事 业。  
为 安 住 清 净 烦 恼 之 乐 的 原 因，  
净 意 行 者 当 喜 这 样 的 一 座 食。  

这 是 一 座 食 支 的 受 持、 规 定、 区 别、 破 坏、 功 德 的 解 释。 [70] 

      

（受 持） 一 钵 食 支， 亦 于 “我 今 禁 止 第 二 容 器， 我 今 受 持 一 钵 食 支” 的 
二 语 之 中， 用 任 何 一 语 即 得 受 持。  

（规 定） 一 钵 食 者， 饮 粥 的 时 候， 亦 得 各 种 调 味 于 容 器 中， 则 他 应 该 先 
食 调 味 或 者 先 饮 粥。 如 果 把 调 味 也 放 到 粥 里 去， 则 未 免 有 些 腐 鱼【32】 之 类 会 
坏 了 粥 的。 因 粥 不 坏 才 可 以 食， 这 是 关 于 这 种 调 味 品 说 的。 假 使 是 不 会 坏 
粥 的 蜜 和 砂 糖 等， 则 可 放 到 粥 里 去。 生 的 菜 叶， 他 应 该 用 手 拿 着 吃， 或 者 放 
到 钵 里 去。 因 为 他 已 禁 止 了 第 二 容 器， 即 任 何 树 叶 （作 容 器） 也 不 可 以 用 
的。 这 是 规 定。  

（区 别） 其 区 别 亦 有 三 种： 此 中 上 者； 除 了 吃 甘 蔗 之 外， 别 的 任 何 （不 
能 吃 的） 榨 物 也 不 可 弃 （于 别 的 容 器） 的。 对 于 团 食、 鱼、 肉、 饼 子 等 亦 不 
可 分 裂 而 食【33】

。 中 者， 可 用 一 只 手 分 裂 而 食， 所 以 称 他 为 手 瑜 伽 者。 下 者， 
则 称 他 为 钵 瑜 伽 者， 因 为 任 何 放 到 钵 内 的， 他 都 可 以 用 手 或 牙 齿 分 裂 而 
食。  

（破 坏） 这 三 种 人， 若 用 第 二 容 器 的 刹 那， 便 算 破 坏 了 头 陀 支。 这 是 破 
坏。  

（功 德） 次 为 功 德： 除 去 种 种 的 味 爱， 舍 弃 贪 多 钵 之 食 欲， 知 食 的 定 
量， 无 携 带 各 种 容 器 的 麻 烦， 不 散 乱 于 食 事， 随 顺 少 欲 等 的 生 活。  

眼 观 自 己 的 钵 不 乱 于 多 器，  
食 行 善 者 巧 把 爱 味 的 根 掘。  
显 然 可 见 知 足 的 喜 悦，  
一 钵 食 者 之 食 谁 能 食！  

这 是 一 钵 食 支 的 受 持、 规 定、 区 别、 破 坏、 功 德 的 解 释。 [71] 

       

（受 持） 时 后 不 食 支， 亦 于 “我 今 禁 止 残 余 食， 我 今 受 持 时 后 不 食 支” 
的 二 语 之 中， 用 任 何 一 语 即 得 爱 持。  

（规 定） 时 后 不 食 支 者， 已 经 吃 足 之 后， 则 不 宜 更 令 作 食 而 食。 这 是 规 
定。  

                                                 
【31】不 犯 食 事 完 毕 再 令 作 食 之 过。 
【32】腐 鱼 (pūtimacchaka) 底 本 pūtimajjhaka 误。 
【33】不 然， 未 免 贪 其 各 别 之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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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别） 其 次 亦 有 三 种 区 别： 此 中 上 者， 在 食 第 一 食 时 而 拒 绝 他 食， 故 
食 第 一 食 后 便 不 食 第 二 食。 中 者， 则 食 完 （钵 内） 所 有 的 食。 下 者， 则 可 食 
至 从 座 起 立 为 止。  

（破 坏） 这 三 种 人， 若 已 食 完 之 后， 更 令 作 食 而 食 的 刹 那， 便 算 破 坏 了 
头 陀 支。  

（功 德） 次 为 功 德： 不 犯 残 余 食 之 过【34】
， 无 贪 食 满 腹 之 病， 不 贮 食 物， 

不 再 求， 随 顺 少 欲 等 的 生 活。  

智 者 没 有 遍 求 也 无 贮 藏 的 麻 烦，  
时 后 不 食 的 瑜 伽 者 舍 离 满 腹 的 贪 婪。  
瑜 伽 欲 求 舍 过 奉 行 这 样 的 头 陀 支，  
增 长 知 足 等 德 而 为 善 逝 的 赞 扬。  

这 是 时 后 不 食 支 的 受 持、 规 定、 区 别、 破 坏、 功 德 的 解 释。  

       

（受 持） 阿 练 若 住 支， 亦 于 “我 今 禁 止 村 内 的 住 所， 我 今 受 持 阿 练 若 住 
支” 的 二 语 之 中， 用 任 何 一 语 即 得 受 持。  

（规 定） 阿 练 若 住 者， 离 去 村 内 的 住 所， 须 于 黎 明 之 前 到 达 阿 练 若。  

这 里 包 括 村 的 边 界 而 称 为 “村 内 的 住 所”。 无 论 一 屋 或 多 屋， 有 墙 围 或 
无 墙 围， 有 人 住 或 无 人 住， 乃 至 曾 经 为 商 侣 住 过 四 个 月 以 上 的 地 方 都 得 名 
为 “村”。 [72] 犹 如 阿 努 罗 陀 补 罗 有 二 帝 柱【35】 的 有 墙 围 的 村 落， 由 一 中 等 强 
力 的 男 子， 站 在 帝 柱 之 内 所 掷 出 的 石 子 所 落 之 处， 得 名 “村 的 边 界”

【36】
。 据 

律 师 的 意 见： 如 有 青 年 欲 示 他 的 力 量， 伸 出 腕 臂 投 掷 石 子， 其 所 掷 石 所 落 
之 所 亦 得 包 括 于 村 边 的 范 围。 但 据 经 师 的 意 见： 是 指 为 驱 乌 所 投 之 石 所 落 
之 处 而 言。 如 果 没 有 墙 围 的 村 庄， 在  末 的 房 屋， 若 有 一 妇 人 站 在 屋 门 口 
自 盂 中 弃 水， 那 水 所 落 之 处 为 屋 的 边 界。 再 以 上 述 的 方 法 从 那 屋 界 所 掷 的 
石 子 所 落 之 处 为 村。 再 从 那 里 所 掷 的 石 子 所 落 之 处 为 村 的 边 界。  

次 说 阿 练 若， 根 据 律 教 说： “除 了 村 和 村 的 边 界 外， 其 他 的 一 切 处 都 为 
阿 练 若”

【37】
。 若 据 阿 毗 达 磨 论 师 的 说 法： “于 帝 柱 之 外， 一 切 都 为 阿 练 若”

【38】
。 然 而 据 经 师 解 说 关 于 阿 练 若 的 范 围： “至 少 要 有 五 百 弓 的 距 离 才 名 阿 

练 若”
【39】

。 这 里 特 别 的 确 定， 须 用 教 师 的 弓【40】
， 若 有 墙 围 的 村， 自 帝 柱 量 

起， 没 有 墙 围 的 村， 则 从 第 一 个 石 子 所 落 之 处 量 起， 直 至 精 舍 的 墙 围 为 止。 
依 律 的 注 解 说： 如 果 没 有 墙 围 的 寺 院， 则 应 以 第 一 座 住 处 —— 或 食 堂 或 常 
集 会 所 或 菩 提 树 或 塔 庙 等， 离 精 舍  远 的 为 测 量 的 界 限。 然 据 中 部 的 义 疏 
解 释： 测 量 的 界 限， 亦 如 村 庄 一 样， 应 于 精 舍 村 庄 两 者 之 间， 都 留 下 一 掷 石 
                                                 
【34】详 见 单 堕 三 十 五 (Vin.IV, p.82)。 
【35】帝 柱 (indakhīla) 或 作 “界 柱”， “台 座”， “门 限”， 那 是 在 进 城 的 地 方 所 安 立 的 大 

而 坚 固 的 柱 子， 当 即 古 译 的 “坚 固 幢” 或 “帝 释 七 幢” 或” 因 陀 罗 柱”。 
【36】Vin.III, p.46. 
【37】Vin.III, p.46. 
【38】Vibh. p.251. 
【39】Samantapāsādikā p.301. 
【40】标 准 的 教 师 的 弓， 约 四 肘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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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地， 作 为 边 界 的 范 围。 这 是 阿 练 若 的 范 围。  

如 果 乡 村 相 近， 站 在 精 舍 内 可 能 听 到 村 内 人 们 的 声 音 的 话， 若 真 的 为 
山 河 等 的 自 然 环 境 所 隔 绝 而 不 能 取 直 道 而 行 的， 则 可 取 通 常 的 自 然 之 道， 
如 果 是 用 渡 船 等 相 通 的 路， 则 五 百 弓 的 测 量， 应 取 此 等 的 直 径。 若 取 了 五 
百 弓 绕 道 的 距 离 以 成 就 其 头 陀 支， 而 又 填 塞 各 处 的 近 村 之 道， 则 为 头 陀 支 
之 贼。  

如 果 住 阿 练 若 的 比 丘 的 邬 波 驮 耶 与 阿 阇 黎 有 病， 在 阿 练 若 中 不 得 安 
适， [73] 则 送 他 到 乡 村 的 住 处 而 且 随 从 侍 候 他； 但 必 须 于 黎 明 之 前 及 时 离 村 
去 阿 练 若， 以 成 其 头 陀 支。 然 而 在 他 应 离 村 落 之 时， 若 病 人 的 疾 病 转 笃， 则 
他 应 尽 其 侍 候 的 责 任， 不 应 顾 虑 其 头 陀 支 的 清 净。 这 是 规 定。  

（区 别） 其 次 区 别 亦 有 三 种： 此 中 上 者， 当 于 一 切 晨 曦 降 临 之 时， 都 在 
阿 练 若 中。 中 者， 得 于 四 个 月 的 雨 季 中 住 在 村 落 住 处。 下 者， 则 冬 季 亦 可 住 
在 那 里。  

（破 坏） 这 三 种 人， 若 于 一 定 的 时 间 从 阿 练 若 来 村 落 的 精 舍 听 人 说 法， 
虽 遇 晨 曦 的 降 临， 不 算 破 坏 头 陀 支； 若 听 完 了 法 回 去 阿 练 若， 虽 仅 行 至 中 
途 便 破 晓， 也 不 算 破 了 头 陀 支， 如 果 说 法 者 起 座 之 后， 而 他 想 道： “稍 微 寝 
息 之 后， 我 们 再 走”， 这 样 的 睡 去 而 至 破 晓。 便 算 破 坏 了 头 陀 支。 这 是 关 于 
破 坏 的。  

（功 德） 次 说 功 德： 若 住 在 阿 练 若 的 比 丘 常 作 阿 练 若 想， 则 未 得 的 定 能 
得， 已 得 的 能 护 持， 正 如 导 师 也 欢 喜 地 说： “那 伽 多！ 我 非 常 欢 喜 那 比 丘 住 
在 阿 练 若”

【41】
。 在 边 鄙 寂 静 住 处 的 住 者， 他 的 心 不 会 给 不 适 的 色 等 境 界 所 

扰 乱。 离 诸 怖 畏。 舍 离 生 命 的 爱 著。 得 尝 远 离 的 乐 味。 亦 适 宜 于 粪 扫 衣 等。  

欢 喜 远 离 独 居 边 鄙 的 住 所，  
森 林 住 者 也 为 佛 主 所 喜 乐。  
独 住 阿 练 若 的 行 者 得 安 乐，  
诸 天 帝 释 不 知 这 样 的 意 乐。  
他 穿 粪 扫 衣 如 着 鲜 明 的 盔 甲，  
赴 练 若 战 场 武 装 其 余 的 头 陀。  
不 久 便 得 降 服 魔 王 及 魔 军，  
是 故 智 者 当 喜 住 于 阿 练 若。  

这 是 阿 练 若 住 支 的 受 持、 规 定、 区 别、 破 坏， 功 德 的 解 释。 [74] 

      

（受 持） 树 下 住 支， 亦 于 “我 今 禁 止 在 盖 屋 之 下 而 住， 我 今 受 持 树 下 住 
支” 的 二 语 之 中， 用 任 何 一 语 即 得 受 持。  

（规 定） 其 次 树 下 住 者， 应 该 避 开 下 面 这 些 树： 两 国 交 界 处 的 树， 塔 庙 
的 树， 有 脂 汁 的 树， 果 树， 蝙 蝠 所 住 的 树， 空 洞 的 树， 生 长 在 精 舍 中 心 处 的 
树。 他 应 选 择 在 寺 院 边 隅 之 处 的 树 而 住。 这 是 规 定。  

（区 别） 其 区 别 亦 有 三 种： 此 中 的 上 者， 不 能 选 择 自 己 好 乐 的 树， 不 能 

                                                 
【41】那 伽 多 (Nāgita)。 A.III, p.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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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他 人 清 除 树 下， 只 可 用 他 自 己 的 足， 清 除 落 叶 而 住。 中 者， 可 令 来 到 树 下 
的 人 为 他 清 除。 下 者， 则 可 叫 寺 内 作 杂 务 的 俗 人 或 沙 弥 去 清 扫、 铺 平、 撒 
沙， 围 以 墙 垣 及 安 立 门 户 而 住。 然 而 若 遇 大 日 子【42】

， 则 树 下 住 者 应 离 原 处 
而 至 其 他 比 较 隐 秘 的 地 方 而 坐。  

（破 坏） 这 三 种 人， 若 于 盖 屋 之 内 作 住 处 的 刹 那， 便 算 破 坏 了 头 陀 支。 
然 而 据 增 支 部 的 诵 者 说： 如 果 他 明 知 自 己 在 盖 屋 中 而 让 晨 曦 的 降 临 为 破 
坏。 这 是 破 坏。  

（功 德） 次 说 功 德： 适 合 于 “出 家 依 于 树 下 的 住 所”
【43】 之 语 的 四 依 行 道 

的 情 况。 为 世 尊 所 赞 的 “少 价 易 得 而 无 过”
【44】 的 资 具。 由 于 常 常 得 见 树 叶 

的 转 变 易 于 生 起 无 常 之 想。 没 有 对 住 所 的 悭 吝 及 乐 于 造 作 的 活 动【45】
。 与 诸 

天 人 共 住， 随 顺 于 小 欲 等 的 生 活。  

 胜 佛 陀 所 赞 的 远 离 者 的 住 处，  
有 什 么 地 方 可 与 树 下 比 拟 的 呢？  
善 净 行 者 住 于 远 离 的 树 下，  
那 是 天 人 护 持 除 去 悭 吝 的 住 所。 [75] 
看 见 树 叶 深 红 青 绿 黄 色 而 降 落，  
除 去 常 住 的 想 念。  
具 眼 之 人 不 轻 远 离 的 树 下，  
那 是 佛 的 传 承 乐 于 修 习 的 住 所。  

这 是 树 下 住 支 的 受 持、 规 定、 区 别、 破 坏、 功 德 的 解 释。  

      

（受 持） 露 地 住 支， 亦 于 “我 今 禁 止 盖 屋 和 树 下 住， 我 今 受 持 露 地 住 
支” 的 二 语 之 中， 用 任 何 一 语 即 得 受 持。  

（规 定） 露 地 住 者， 若 为 听 法 为 布 萨 可 入 布 萨 堂。 假 使 进 去 之 后 下 雨， 
在 下 雨 时 不 出 来， 雨 停 止 了 应 该 出 来。 可 得 进 入 食 堂 火 室【46】 作 他 的 义 务， 
或 为 服 侍 长 老 比 丘 吃 饭， 学 习 和 教 授， 亦 可 进 入 屋 中， 或 将 杂 乱 的 放 在 外 
面 的 床 椅 等 取 之 入 内 亦 可。 若 为 年 老 的 比 丘 拿 东 西 行 于 道 中， 碰 到 下 雨 之 
时， 可 以 进 入 途 中 的 小 屋。 如 果 没 有 替 年 长 者 拿 什 么 东 西， 不 可 急 趋 于 小 
屋 避 雨， 须 以 平 常 自 然 的 步 骤 行 入， 住 至 雨 止 的 时 候 应 即 离 去。 这 是 规 定。 
前 面 的 树 下 住 者 亦 可 通 用 此 法。  

（区 别） 其 区 别 亦 有 三 种： 此 中 上 者， 不 得 依 于 树 山 或 屋 而 住， 只 可 在 
露 地 中 用 衣 作 小 幕 而 住。 中 者， 依 近 树 山 或 屋， 不 进 入 里 面 可 住。 下 者， 则 
没 有 加 盖 的 自 然 山 坡【47】

， 树 枝 所 盖 的 小 庵， 麦 粉 （糊） 的 布【48】
， 看 守 田 地 

                                                 
【42】大 日 子 (Mahādivasa) 指 布 萨 等 的 特 别 斋 戒 日。 
【43】Vin.I, p.58. 
【44】A.II, p.26. 
【45】不 乐 造 作 (kammārāmatā) 注 为 不 乐 新 的 造 作 (nava-kamma-arāmatā), 意 为 不 乐 于 修 

理 建 造 的 活 动。 
【46】火 室 (aggisāla) 烧 火 取 暖 的 房 间。 
【47】原 文acchannamariyāda pabbhāra 为 不 凿 的 山 坡 —— 即 不 加 人 工 雕 凿 的 自 然 的 山 

腹， 底 本 acchannamamariyāda 误。 
【48】麦 粉 (糊) 的 布 (piṭṭhapaṭa) 是 依 据 锡 兰 字 体 本 及 注 解。 底 本 pīṭhapaṭa 则 译 为 椅 布。 



    45         

的 人 所 弃 的 临 时 的 小 屋 等 都 可 以 住。  

（破 坏） 这 三 种 人， 若 从 露 地 的 住 处 进 入 屋 内 或 树 下 而 住 的 刹 那， [76] 
便 算 破 坏 了 头 陀 支。 据 增 支 部 的 诵 者 说： 如 他 知 道 自 己 是 在 彼 处 （屋 中 或 
树 下） 而 至 破 晓 的 为 破 坏。 这 是 破 坏。  

（功 德） 次 说 功 德： 舍 住 所 的 障 碍， 除 惛 沉 睡 眠， 符 合 于 “比 丘 无 着 无 
家 而 住 如 鹿 游 行”

【49】 的 赞 叹， 无 诸 执 着， 四 方 自 在， 随 顺 于 少 欲 等 的 生 活。  

露 地 而 住 适 于 无 家 易 得 的 生 活，  
比 丘 心 无 所 着 如 鹿 的 自 在，  
空 中 散 布 宝 珠 一 样 的 星 星，  
照 耀 着 如 灯 光 一 般 的 明 月，  
惛 沉 睡 眠 的 除 灭，  
乐 于 禅 定 的 修 习。  
不 久 便 知 远 离 的 乐 味，  
智 者 当 喜 于 露 地 而 住。  

这 是 露 地 住 支 的 受 持、 规 定、 区 别、 破 坏、 功 德 的 解 释。  

       

（受 持） 冢 间 住 支， 亦 于 “我 今 禁 止 住 于 非 冢 墓 处， 我 今 受 持 冢 间 住 
支” 的 二 语 之 中， 用 任 何 一 语 即 得 受 持。  

（规 定） 当 人 们 建 设 村 庄 时 议 决， 确 定 一 块 地 作 冢 墓， 家 墓 住 者 不 应 在 
此 处 住， 因 为 那 里 尚 未 荼 毗 死 尸， 还 不 能 说 是 冢 墓。 如 果 经 过 荼 毗 之 后， 纵 
使 弃 置 十 二 年 未 曾 再 荼 毗， 亦 得 为 冢 墓。 然 而 冢 墓 的 住 者， 不 应 该 在 那 里 
建 造 经 行 处 小 庵 等， 或 设 床 座 及 预 备 饮 水 食 物， 乃 至 为 说 法 而 住 亦 不 可。 
这 是 一 重 大 的 头 陀 支。 为 了 避 兔 发 生 危 险， 事 前 应 该 通 知 寺 内 的 僧 伽 长 老 
及 地 方 政 府 的 官 吏， 然 后 不 放 逸 而 往。 他 在 经 行 时， 当 开 半 眼 视 于 墓 上。 
[77] 当 去 冢 墓 之 时， 应 该 避 去 大 道， 从 侧 道 而 行。 在 白 天 内， 他 应 注 意 确 知 
冢 间 一 切 对 象 的 位 置， 如 是 则 夜 间 不 致 为 那 些 景 象 所 恐 惧。 若 诸 非 人 于 夜 
间 游 行 尖 叫， 不 应 用 任 何 东 西 去 打 他 们。 不 可 一 日 不 去 冢 墓。 据 增 支 部 的 
诵 者 说： 如 在 冢 间 度 过 中 夜， 可 于 后 夜 回 来。 为 诸 非 人 所 爱 好 的 胡 麻 粉、 豆 
（杂） 饭、 鱼、 肉、 牛 乳、 油、 砂 糖 等 的 软 食 和 硬 食， 不 宜 食。 不 要 入 檀 越 之 
家。 这 是 规 定。  

（区 别） 其 区 别 亦 有 三 种： 此 中 上 者， 当 在 常 烧 常 有 死 尸 及 常 有 号 泣 之 
处 而 住。 中 者， 于 上 述 的 三 种 之 中 有 一 种 即 可。 下 者， 住 在 如 前 述 的 冢 墓 形 
相 （荼 毗 后 十 二 年 未 再 茶 毗 的） 亦 可。  

（破 坏） 这 三 种 人， 若 不 住 于 冢 墓 之 处， 便 算 破 坏 了 头 陀 支。 增 支 部 的 
诵 者 说： 这 是 指 不 去 冢 墓 之 日 而 说 的。 这 是 破 坏。  

（功 德） 次 说 功 德： 得 念 于 死， 住 不 放 逸， 通 达 不 净 相， 除 去 欲 贪， 常 
见 身 的 自 性， 多 起 （无 常 苦 无 我 的） 悚 惧， 舍 无 病 之 骄 等， 克 服 怖 畏， 为 非 
人 所 敬 重， 随 顺 少 欲 等 的 生 活。  

                                                 
【49】S.I, p.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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冢 间 住 者 由 于 常 起 念 死 的 力 量，  
睡 眠 之 时 也 无 放 逸 的 过 失，  
因 为 数 数 观 死 尸，  
征 服 了 心 中 的 贪 欲。  
以 大 悚 惧， 渐 至 无 骄 的 境 地。  
为 求 寂 静 而 作 正 当 的 努 力；  
当 以 倾 向 涅 槃 的 心，  
去 行 那 具 有 种 种 功 德 的 冢 间 住 支。  

这 是 冢 间 住 支 的 受 持、 规 定、 区 别、 破 坏、 功 德 的 解 释。 [78] 

       

（受 持） 随 处 住 支， 亦 于 “我 今 禁 止 住 所 的 贪 欲。 我 今 受 持 随 处 住 支” 
的 二 语 之 中， 用 任 何 一 语 即 得 受 持。  

（规 定） 随 处 住 者， 对 于 别 人 向 他 说 “这 是 给 你 的” 授 与 的 住 所， 他 接 
受 了 便 生 满 足 之 想， 不 另 作 其 他 住 所。 这 是 规 定。  

（区 别） 其 区 别 亦 有 三 种： 此 中 的 上 者， 对 于 给 他 的 住 所， 不 宜 询 问 是 
远 或 近， 有 否 非 人 和 蛇 等 的 恼 乱， 热 或 冷？ 中 者， 可 以 询 问， 但 不 得 自 己 先 
去 视 察。 下 者， 则 可 先 去 视 察， 如 不 合 意， 另 取 他 处 亦 可。  

（破 坏） 这 三 种 人， 如 果 生 起 住 所 的 贪 欲， 便 算 破 坏 了 头 陀 支。 这 是 破 
坏。  

（功 德） 遵 守 对 于 所 得 当 生 满 足 的 教 诫， 希 求 同 梵 行 者 的 利 益， 舍 弃 劣 
与 胜 的 分 别， 无 合 意 不 合 意 的 观 念， 关 闭 了 随 处 贪 欲 之 门， 随 顺 少 欲 等 的 
生 活。  

所 得 知 足 随 处 而 住 的 行 者，  
即 卧 草 敷 也 无 分 别 的 安 乐。  
不 着  上 的 住 所， 得 下 劣 的 也 不 怒，  
常 悯 同 梵 行 的 新 学 的 利 乐。  
这 是 圣 人 所 行， 也 为 牟 尼 牛 王【50】 的 赞 叹，  
所 以 智 者 常 行 随 处 住 的 乐。  

这 是 随 处 住 支 的 受 持、 规 定、 区 别、 破 坏、 功 德 的 解 释。  

        

（受 持） 常 坐 不 卧 支， 亦 于 “我 今 禁 止 于 卧， 我 今 受 持 常 坐 不 卧 支” 的 
二 语 之 中， 用 任 何 一 语 即 得 受 持。  

（规 定） 常 坐 不 卧 者， 于 夜 的 三 时 （初 夜， 中 夜， 后 夜） 之 中， 当 有 一 
时 起 来 经 行。 于 四 威 仪 中， 只 不 宜 卧。 这 是 规 定。 [79] 

（区 别） 其 区 别 亦 有 三 种： 此 中 上 者， 不 可 用 凭 靠 的 东 西， 也 不 可 以 布 
垫 或 绷 布 为 蹲 坐。 中 者， 于 此 三 者 之 中 可 用 任 何 一 种。 下 者， 则 可 用 凭 靠 的 
东 西， 或 以 布 垫 为 蹲 坐， 以 及 用 绷 布、 枕 头、 五 肢 椅、 七 肢 椅 都 可。 四 足 及 
背 后 凭 靠 的 部 分 称 为 五 肢 椅。 五 肢 再 加 两 臂 所 凭 的 两 边， 称 为 七 肢 椅。 据 
说 此 椅 是 人 们 为 粪 无 畏 长 老 作 的； 这 长 老 证 得 阿 那 含 果 后 而 般 涅 槃。  
                                                 
【50】牟 尼 牛 王 (Muni-puṅgava) 即 是 佛， 以 牛 王 喻 伟 人， 井 非 不 尊 敬 之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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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坏） 这 三 种 人， 如 接 受 床 席 而 卧 时， 便 破 坏 了 头 陀 支。 这 是 破 坏。  

（功 德） 次 说 功 德： 他 的 心 断 了 所 谓 “耽 于 横 卧 之 乐， 转 卧 之 乐， 睡 眠 
之 乐 而 住”

【51】 的 结 缚。 适 合 一 切 业 处 的 修 习。 令 人 信 乐 的 威 仪。 随 顺 勤 精 
进。 正 行 增 长。  

结 跏 趺 坐 正 身 的 行 者，  
动 乱 了 魔 的 心。  
比 丘 舍 离 横 卧 睡 眠 之 乐，  
精 进 常 坐 光 耀 苦 行 之 林。  
行 此 得 证 出 世 的 喜 乐，  
智 者 当 勤 常 坐 的 苦 行。  

这 是 常 坐 不 卧 支 的 受 持、 规 定、 区 别、 破 坏、 功 德 的 解 释。  

现 在 再 来 解 释 此 颂【52】
：  

并 于 善 三 法， 头 陀 等 分 别，  
以 及 总 与 别， 悉 应 知 决 择。  

（头 陀 等 的 善 三 法） 此 中 的 善 三 法【53】
， 依 有 学， 凡 夫， 漏 尽 者 的 一 切 头 

陀 支， 有 善 与 无 记、 [80] 但 无 不 善 的 头 陀 支。 或 有 人 说： 根 据 “有 恶 欲 为 欲 
所 败 而 住 阿 练 若 者”

【54】 的 语 句， 则 也 有 不 善 的 头 陀 支。 对 他 的 答 复 是 这 样 
的： 我 们 并 不 否 认 有 以 不 善 之 心 而 住 阿 练 若 的。 任 何 住 于 阿 练 若 的 人 便 是 
阿 练 若 住 者， 他 们 可 能 有 恶 欲 的 或 少 欲 的。 然 而 因 为 受 持 于 此 等 头 陀 支 而 
得 除 去 （头 陀） 烦 恼， 故 除 去 烦 恼 的 比 丘 的 支 分 为 头 陀 支； 或 因 除 去 烦 恼 故 
头 陀 得 名 为 智， 此 等 的 支 分 而 称 为 头 陀 支； 又 它 们 是 除 遣 其 敌 对 者 （烦 恼） 
的 头 陀 及 行 道 的 支 分 故 称 头 陀 支。 实 无 任 何 支 分 以 不 善 而 称 头 陀 的； 不 
然， 则 我 们 应 该 说 有 不 能 除 去 任 何 东 西 的 不 善 的 头 陀 支！ 不 善 既 不 能 除 去 
衣 服 的 贪 等， 也 不 是 行 道 的 支 分。 故 可 断 言： 决 无 不 善 的 头 陀 支。 如 果 有 人 
主 张 有 离 善 等 三 法 （只 是 概 念） 的 头 陀 支【55】

， 则 无 头 陀 支 实 义 的 存 在； 如 
不 存 在 （只 是 概 念）， 那 末， 它 以 除 遣 些 什 么 故 名 头 陀 支 呢？ 同 时 他 们 也 违 
反 了 “受 持 头 陀 支 之 行” 的 语 句。 所 以 不 取 他 们 的 说 法。  

这 是 先 对 善 三 法 的 解 释。  

（头 陀 等 的 分 别） 头 陀 的 分 别： ⑴ 头 陀 当 知， ⑵ 头 陀 说 当 知， ⑶ 头 陀 法 
当 知， ⑷ 头 陀 支 当 知， ⑸ 何 人 适 合 于 头 陀 支 的 修 行 当 知。  

⑴ 头 陀 —— 是 除 遣 烦 恼 的 人， 或 为 除 遣 烦 恼 的 法。  

⑵ 头 陀 说 —— 这 里 有 是 头 陀 非 头 陀 说， 非 头 陀 是 头 陀 说， 非 头 陀 非 头 
陀 说， 是 头 陀 是 头 陀 说。 如 果 有 人， 他 自 己 以 头 陀 支 而 除 烦 恼， 但 不 以 头 陀 

                                                 
【51】M.I, p.103. 
【52】此 颂 从 本 品  初 而 来。 前 颂 释 竟， 今 释 后 颂。 
【53】善 三 法 (Kusalattika) 即 善、 不 善、 无 记 三 法。 
【54】A.III, p.219. 
【55】注 释 指 无 畏 山 住 者 (Abhayagiri-Vāsika), 他 们 说 头 陀 支 只 是 一 个 概 念 —— 假 设 法 

(paññatti) 而 已， 故 不 属 于 善、 不 善、 无 记 的 实 法。 本 论 是 根 据 大 寺 (Mahāvihāra) 
的 主 张 造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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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训 诫 和 教 授 别 人， 犹 如 薄 拘 罗 长 老【56】
， 故 为 是 头 陀 非 头 陀 说； 即 所 谓： 

“薄 拘 罗 尊 者， 是 头 陀 （者） 而 非 头 陀 说 （者）”。 若 人 自 己 [81] 不 以 头 陀 支 
除 烦 恼， 仅 以 头 陀 支 训 诫 教 授 他 人 的， 犹 如 优 波 难 陀 长 老【57】

， 故 为 非 头 陀 
是 头 陀 说； 即 所 谓： “释 子 优 波 难 陀 尊 者， 非 头 陀 （者） 是 头 陀 说 （者）”。 
两 种 都 没 有， 犹 如 兰 留 陀 夷 长 老【58】

， 故 为 非 头 陀 非 头 陀 说； 即 所 谓： “兰 留 
陀 夷 尊 者， 非 头 陀 （者） 非 头 陀 说 （者）”。 两 种 都 圆 满， 如 法 将 （舍 利 弗）
【59】

， 故 为 是 头 陀 是 头 陀 说； 即 所 谓： “舍 利 弗 是 头 陀 （者） 是 头 陀 说 
（者）”。  

⑶ 头 陀 法 当 知 —— 头 陀 支 的 思 所 附 属 的 少 欲、 知 足、 减 损 （烦 恼）、 远 
离、 求 德【60】 等 五 法， 从 “依 少 欲” 等 的 语 句， 故 知 为 头 陀 法。 此 中 的 少 欲、 
知 足 附 属 于 无 贪 中， 减 损、 远 离 附 属 于 无 贪 及 无 痴 的 二 法 中， 求 德 即 是 智， 
以 无 贪 而 得 除 去 所 禁 止 的 诸 事 之 中 的 贪， 以 无 痴 而 得 除 去 所 禁 止 的 诸 事 之 
中 覆 蔽 过 患 的 痴。 又 以 无 贪 得 以 除 去 于 听 许 受 用 的 事 物 中 所 起 的 沉 溺 欲 
乐， 以 无 痴 得 以 除 去 由 受 持 严 肃 的 头 陀 行 所 起 的 沉 溺 苦 行。 是 故 当 知 此 等 
诸 法 为 头 陀 法。  

⑷ 头 陀 支 当 知 —— 十 三 头 陀 支 当 知： 即 粪 扫 衣 支 …… 乃 至 常 坐 不 卧 支。 
此 等 的 相 等 意 义 已 如 前 述。  

⑸ 何 人 适 合 于 头 陀 支 的 修 行 当 知 —— 即 为 贪 行 者 及 痴 行 者。 何 以 故？ 
因 为 受 持 头 陀 支 是 一 种 苦 的 行 道 及 严 肃 的 生 活， 依 苦 的 行 道 得 止 于 贪， 依 
严 肃 的 生 活 得 除 放 逸 者 的 痴。 然 而 受 持 阿 练 若 住 支 和 树 下 住 支 亦 适 合 于 瞋 
行 者， 因 为 不 和 别 人 接 触 而 住 可 以 止 瞋。  

这 是 头 陀 等 分 别 的 解 释。 [82] 

（头 陀 支 的 总 与 别） 次 说 总 与 别： ⑴ 总 而 言 之， 此 等 头 陀 支 可 分 为 三 首 
要 支 及 五 单 独 支 为 八 支。 此 中 的 次 第 乞 食 支、 一 座 食 支、 露 地 住 支 等 为 三 
首 要 支。 因 为 守 住 次 第 乞 食 支 的 人， 则 常 乞 食 支 亦 得 遵 守， 守 住 一 座 食 支 
的 人， 而 一 钵 食 支 及 时 后 不 食 支 也 善 能 遵 守 了， 守 住 露 地 住 支 的 人， 对 于 
树 下 住 支 及 随 处 住 支 还 有 什 么 可 以 当 守 的 呢？ 此 三 首 要 支 加 阿 练 若 住 支、 
粪 扫 衣 支、 三 衣 支、 常 坐 不 卧 支、 及 冢 间 住 支 等 的 五 单 独 支 为 八。 又 以 关 于 
衣 服 的 有 二， 关 于 饮 食 的 有 五， 关 于 住 所 的 有 五， 关 于 精 进 的 有 一， 如 是 为 
四。 此 中 的 常 坐 不 卧 支 是 关 于 精 进 的， 余 者 易 知。 再 以 依 止 为 二： 属 于 资 具 
依 止 的 有 十 二， 属 于 精 进 依 止 的 有 一。 更 以 应 习 不 应 习 亦 为 二： 如 果 他 习 
行 头 陀 支， 对 于 他 的 业 处 （定 境） 有 所 增 长 的， 则 应 习， 假 使 习 行 者 对 于 业 
处 是 减 退 的， 则 不 应 习。 然 而 对 于 无 论 习 行 或 不 习 行 亦 得 增 长 其 业 处 而 无 
减 退 的 人， 但 是 为 了 怜 悯 后 生 者， 亦 应 习 行。 其 次 对 于 无 论 习 行 或 不 习 行 
亦 不 增 长 其 业 处 的 人， 为 了 培 植 未 来 的 善 根， 亦 应 习 行。 如 是 依 照 应 习 与 

                                                 
【56】薄 拘 罗 (Bakkula), cf. M.III, 124f. 
【57】优 波 难 陀 (Upananda), cf. Jātaka II, 441; III, 332. 
【58】兰 留 陀 夷 (Lāḷudāyī), cf. Jātaka I, 123f. 446f. 
【59】cf. Theragāthā 982. 
【60】原 文 idam-atthitā 英 译 “为 求 此 等 法”。 注 说 以 此 等 善 为 满 足 之 意。 这 是 一 种 智， 

比 丘 有 此 智， 才 能 得 诸 头 陀 支 之 德， 故 今 译 为 “求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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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应 习 为 二 种。 但 就 一 切 的 思 而 论， 则 仅 为 一 种 —— 即 一 种 受 持 头 陀 支 的 
思。 据 义 疏 （大 疏） 说： “他 们 说 有 思 即 为 头 陀 支”。  

⑵ 各 别 而 言： 则 为 比 丘 有 十 三， 比 丘 尼 有 八， 沙 弥 有 十 二， 式 叉 摩 那 及 
沙 弥 尼 有 七， 优 婆 塞 及 优 婆 夷 有 二， 共 为 四 十 二。 若 于 露 地 中 而 有 冢 墓 可 
以 成 就 阿 练 若 住 支 的 话， 则 一 个 比 丘 可 于 同 一 时 期 受 持 一 切 头 陀 支 了。 对 
于 比 丘 尼， 阿 练 若 住 支 及 时 后 不 食 支 是 由 于 学 处 所 禁 止 的； [83] 露 地 住 支， 
树 下 住 支 与 冢 间 住 支 的 三 支， 实 行 的 确 很 难， 而 且 比 丘 尼 不 应 离 开 第 二 女 
姓 而 独 住 的； 在 这 样 的 情 形 下 也 很 难 获 得 同 志， 纵 使 获 得 亦 未 免 合 众 同 住 
之 烦， 这 样 亦 难 成 就 她 受 特 此 等 头 陀 支 的 目 的； 如 是 除 了 不 可 能 受 持 的 五 
支 之 外， 当 知 为 比 丘 尼 的 只 有 八 支。 如 前 述 的 十 三 支 中， 除 去 三 衣 支， 其 他 
的 是 沙 弥 的 十 二 支。 （在 比 丘 尼 的 八 支 中 除 三 衣 支） 其 他 的 当 知 为 式 叉 摩 
那 及 沙 弥 尼 的 七 支。  

这 是 总 与 别 的 解 释。  

在 “住 戒 有 慧 人” 的 偈 颂 中， 以 戒 定 慧 三 门 显 示 清 净 之 道， 为 了 成 就 以 
少 欲 知 足 等 德 而 净 化 如 前 所 述 的 各 种 的 戒， 至 此 已 作 应 当 受 持 头 陀 支 的 论 
说。  

为 善 人 所 喜 悦 而 造 的 清 净 道 论， 完 成 了 第 二 品， 定 名 为 头 陀 支 的 
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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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既 以 遵 守 此 等 头 陀 支 成 就 少 欲 知 足 等 之 德 而 住 立 于 此 等 清 净 戒 中 的 
人， 当 自  

住 戒 有 慧 人  
修 习 心 与 慧  

的 语 句 中 依 于 “心” 的 要 目 而 修 习 三 摩 地 （定）， 然 而 显 示 于 这 个 偈 中 的 定 
却 如 此 简 略， 去 认 识 其 意 义 尚 且 不 易， 何 况 修 习？ 所 以 必 须 详 示 定 的 修 习 
法， 这 里 先 提 出 一 些 问 题：  

一、 什 么 是 定？  
二、 什 么 是 定 的 语 义？  
三、 什 么 是 定 的 相、 味、 现 起、 足 处？  
四、 定 有 几 种？  
五、 什 么 是 定 的 杂 染？  
六、 什 么 是 净 化？  
七、 怎 样 修 习？  
八、 修 定 有 什 么 功 德？ 

解 答 如 下：  

     

定 是 什 么？ 定 有 多 种。 如 果 一 开 头 便 作 详 细 的 解 答， 不 但 不 能 达 到 其 
说 明 的 目 的， 反 使 更 陷 于 混 乱。 为 了 这 种 关 系， 我 仅 说： 善 心 一 境 性 为 定。  

        

什 么 是 定 的 语 义？ 以 等 持 之 义 为 定。 为 什 么 名 为 等 持 呢？ 即 对 一 所 缘 
而 平 等 的 平 正 的 保 持 与 安 置 其 心 与 心 所； [85] 是 故 以 那 法 的 威 力 而 使 心 及 
心 所 平 等 平 正 不 散 乱 不 杂 乱 的 住 于 一 所 缘 中， 便 是 等 持。  

            

什 么 是 定 的 相、 味、 现 起、 足 处？ 这 里 的 定 是 以 不 散 乱 为 （特） 相， 以 
消 灭 散 乱 为 味 （作 用）， 以 不 散 动 为 现 起 （现 状）， 依 照 “乐 者 之 心 而 善 等 
持”

【1】 的 语 句， 故 知 乐 为 定 的 足 处 （近 因）。  

     

定 有 几 种？ ㈠ 先 以 不 散 乱 的 特 相 为 一 种。  

㈡ ⑴ 以 近 行、 安 止 为 二 种； ⑵ 以 世 间、 出 世 间； ⑶ 以 有 喜、 无 喜； ⑷ 以 
乐 俱、 舍 俱 为 二 种。  

㈢ ⑴ 以 下、 中、 上 为 三 种； ⑵ 以 有 寻、 有 伺 等； ⑶ 以 喜 俱 等； ⑷ 以 小、 
大、 无 量 为 三 种。  

㈣ ⑴ 以 苦 行 道 迟 通 达 等 为 四 种； ⑵ 以 小 小 所 缘 等； ⑶ 以 四 禅 支； ⑷ 以 
退 分 等； ⑸ 以 欲 界 等； ⑹ 以 优 越 等 为 四 种。  

                                                 
【1】D.III, 242; S.IV, 78, 351; V,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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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于 五 法 中 以 五 禅 支 为 五 种。  

㈠ （一 法） 此 中 的 一 种 分 的 意 义 自 易 明 了。  

㈡ （二 法） 于 四 种 分 中：⑴ （近 行、 安 止） 由 六 随 念 处 与 死 念、 寂 止 随 
念、 食 厌 想 及 四 界 差 别 等 所 得 的 心 一 境 性， 以 及 于 安 止 定 前 分 的 一 境 性 为 
“近 行 定”

【2】
。 据 “初 禅 的 遍 作 （准 备）， 依 无 间 缘 为 初 禅 的 缘”

【3】 等 的 语 
句， 而 知 遍 作 的 无 间 以 后 的 一 境 性 为 “安 止 定”。 如 是 依 近 行 与 安 止 为 二 
种。  

⑵ （世 间、 出 世 间） 第 二 种 二 法 中， 三 界 内 的 善 心 一 境 性 为 “世 间 
定”。 与 圣 道 相 应 的 一 境 性 为” 出 世 间 定”。 如 是 依 世 间 与 出 世 间 为 二 种。  

⑶ （有 喜、 无 喜） 第 三 种 二 法 中： 于 四 种 法【4】 中 的 初 二 禅 及 五 种 法 中 的 
初 三 禅 的 一 境 性 为 “有 喜 定”。 [86] 于 其 余 二 禅 的 一 境 性 为 “无 喜 定”。 而 
近 行 定 则 或 为 有 喜， 或 为 无 喜。 如 是 依 有 喜 与 无 喜 为 二 种。  

⑷ （乐 俱、 舍 俱） 第 四 种 二 法 中： 于 四 种 法 中 的 初 三 禅 及 五 种 法 中 的 初 
四 禅 的 一 境 性 为 “乐 俱 定”。 其 余 的 为 “舍 俱 定”。 而 近 行 定 则 或 为 乐 俱、 
或 为 舍 俱。 如 是 依 乐 俱 与 舍 俱 为 二 种。  

㈢ （三 法） 于 四 种 中： ⑴ （下、 中、 上） 第 一 种 三 法： 刚 才 获 得 （的 定） 
为 “下”； 不 甚 善 修 习 （的 定） 为 “中”； 甚 善 修 习 而 自 在 者 （的 定） 为 
“上”。 如 是 依 下、 中、 上 为 三 种。  

⑵ （有 寻 有 伺、 无 寻 唯 伺、 无 寻 无 伺） 于 第 二 种 三 法 中： 初 禅 定 与 近 行 
定 共 为 “有 寻 有 伺”

【5】
。 于 五 种 法 中 的 第 二 禅 定 为 “无 寻 唯 伺”。 如 果 他 仅 

见 寻 的 过 患 而 不 见 伺 的 过 患， 但 求 舍 断 于 寻 而 超 越 于 初 禅 者， 他 则 获 得 无 
寻 唯 伺 定。 有 此 差 别， 故 这 样 说。 于 四 种 法 中 的 第 二 等 及 五 种 法 中 的 第 三 
等 的 上 三 禅 的 一 境 性 为 “无 寻 无 伺 定”。 如 是 依 有 寻 有 伺 等 为 三 种。  

⑶ （喜 俱、 乐 俱、 舍 俱） 第 三 种 三 法： 于 四 种 法 中 的 初 二 禅 及 五 种 法 中 
的 初 三 禅 的 一 境 性 为 “喜 俱 定”

【6】
。 于 彼 等 四 种 法 及 五 种 法 的 第 三 及 第 四 

禅 的 一 境 性 为 “乐 俱 定”。 其 余 的 为 “舍 俱 定”。 而 近 行 定 则 为 喜 俱 乐 俱 或 
为 舍 俱。 如 是 依 喜 俱 等 为 三 种。  

⑷ （小、 大、 无 量） 第 四 种 三 法： 于 近 行 地 的 一 境 性 为 “小 定”。 色 界 
及 无 色 界 的 善 一 境 性 为 “大 定”。 与 圣 道 相 应 的 一 境 性 为 “无 量 定”。 如 是 
依 小 大 无 量 为 三 种。  

㈣ （四 法） 六 种 之 中： ⑴ （苦 行 道 迟 通 达、 苦 行 道 速 通 达、 乐 行 道 迟 通 

                                                 
【2】 近 行 定 (upacārasamādhi)、 安 上 定 (appanāsamādhi), 《解 脱 道 论》 “外 定、 安 定”。 
【3】cf. Tika. 165. 
【4】 四 种 法 (catukkanaya), 即 自 初 禅 至 第 四 禅 四 种。 五 种 法 (pañcakanaya), 自 初 禅 至 第 

五 禅 五 种。 
【5】 有 寻 有 伺 (savitakka-savicāra)、 无 寻 唯 伺 (avitakka-vicāramatta)、 无 寻 无 伺 (avitakka-

avicāra),  《解 脱 道 论》 为 “有 觉 有 观、 无 觉 少 观、 无 觉 无 观”。 
【6】 喜 俱 定 (pītisahagata-samādhi)、 乐 俱 定 (sukhasahagata-samādhi)、 舍 俱 定 (upekkhā-

sahagata-samādhi), 《解 脱 道 论》 作 “共 喜 生 定、 共 乐 生 定、 共 舍 生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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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乐 行 道 速 通 达） 于 第 一 种 四 法： 即 为 定 的【7】 苦 行 道 迟 通 达、 苦 行 道 速 通 
达、 乐 行 道 迟 通 达、 乐 行 道 速 通 达。 自  初 的 入 定 直 至 各 禅 的 近 行 生 起， 
（中 间） 继 续 （从 事 于） 定 的 修 习 而 称 为 “行 道”。 再 从 近 行 以 后 直 至 安 止 
所 起 的 慧 称 为 “通 达”。 这 种 行 道 对 于 有 些 人 是 苦 的 —— 因 诸 盖 等 的 障 碍 法 
的 现 行 故 为 苦 难； 亦 即 修 行 不 乐 的 意 思。 [87] 或 对 有 些 人 没 有 障 碍 是 乐 的。 
通 达 亦 对 有 些 人 是 迟 的 —— 钝 的 不 得 速 起 的； 或 者 对 有 些 人 是 速 的 —— 不 
钝 的 而 得 速 起 的。  

其 次 再 依 (Ⅰ) 适 不 适。 (Ⅱ) 破 除 障 碍 等 的 前 行 及 (Ⅲ) 安 止 善 巧 来 解 释： 
(Ⅰ) 若 人 不 适 当 的 习 行， 对 于 他 则 为 苦 行 道 而 迟 通 达； 对 于 适 当 的 习 行 者， 
则 为 乐 行 道 而 速 通 达。 其 次 若 人 于 前 分 中 不 适 当 的 习 行， 而 在 后 分 却 适 当 
的 习 行； 或 于 前 分 已 适 当 的 习 行， 而 在 后 分 却 无 适 当 的 习 行， 对 于 他 便 成 
为 混 杂 了 （苦 行 道 而 速 通 达， 乐 行 道 而 迟 通 达）。 (Ⅱ) 若 人 未 曾 成 就 破 除 障 
碍 等 的 前 行 便 勤 事 修 习 者， 则 为 苦 行 道； 相 反 的 为 乐 行 道。 (Ⅲ) 对 于 安 止 善 
巧 未 曾 成 就 者 为 迟 通 达， 成 就 者 为 速 通 达。 再 依 (Ⅳ) 爱 与 无 明 及 (Ⅴ) 止 与 观 
的 熟 习 等 的 区 别 亦 当 知 道。 即 是 (Ⅳ) 被 爱 所 克 服 者 为 苦 行 道， 不 被 克 服 者 为 
乐 行 道。 被 无 明 所 克 服 者 为 迟 通 达， 不 被 克 服 者 为 速 通 达。 (Ⅴ) 若 人 于 止 未 
作 熟 习 的， 对 于 他 则 为 苦 行 道， 对 止 熟 习 者， 则 为 乐 行 道。 若 对 于 观 不 熟 习 
者， 则 他 为 迟 通 达， 熟 习 者， 则 为 速 通 达。 (Ⅵ) 更 依 烦 恼 与 根 的 区 别 亦 当 知 
道： 即 烦 恼 强 而 且 饨 根 者 为 苦 行 道 与 迟 通 达， 利 根 者 为 速 通 达； 烦 恼 弱 与 
钝 根 者 为 乐 行 道 与 迟 通 达， 利 根 者 为 速 通 达。  

在 这 些 行 道 与 通 达 之 中， 因 为 他 是 由 于 苦 的 行 道 与 迟 的 通 达 而 得 证 于 
定， 所 以 说 他 的 定 为 苦 行 道 迟 通 达。 其 他 三 种 亦 同 此 法 可 知。 如 是 依 苦 行 
道 迟 通 达 等 为 四 种。  

⑵ （小 小 所 缘、 小 无 量 所 缘、 无 量 小 所 缘、 无 量 无 量 所 缘） 于 第 二 种 四 
法 中： 即 为 定 的 小 小 所 缘【8】

， 小 无 量 所 缘， 无 量 小 所 缘 及 无 量 无 量 所 缘。 此 
中 对 于 那 定 不 熟 习， 而 不 能 为 到 达 上 禅 之 缘 者， [88] 这 是 “小 定”， 若 于 所 
缘 没 有 什 么 增 长 而 起 的 （定）， 这 是 “小 所 缘” （定）。 如 果 那 定 是 善 加 修 
习 而 能 为 修 上 禅 之 缘 的， 这 是 “无 量” （定）。 若 于 所 缘 有 增 长 而 起 的 
（定）， 这 是 “无 量 所 缘” （定）。 次 依 上 述 之 相 而 加 以 配 合， 当 知 为 混 合 定 
的 解 释 法 （小 无 量 所 缘 及 无 量 无 量 所 缘）。 如 是 依 小 小 所 缘 等 为 四 种。  

⑶ （初 禅、 第 二 禅、 第 三 禅、 第 四 禅） 于 第 三 种 四 法 中， 由 于 镇 伏 诸 盖 
为 有 寻、 伺、 喜、 乐、 定 五 支 的 初 禅【9】

。 自 （初 禅） 以 后， 止 息 了 寻 与 伺 而 
成 为 三 支 的 第 二 （禅）。 此 后 离 了 喜 而 成 为 二 支 的 第 三 （禅）。 再 自 彼 后 舍 
断 了 乐 而 成 为 定 与 舍 受 俱 的 二 支 的 第 四 （禅）。 如 是 依 此 等 四 禅 之 支 而 有 
四 定。 如 是 依 四 禅 支 为 四 种。  

                                                 
【7】 苦 行 道 迟 通 达 (dukkhāpaṭipada-dandhābhiñña)、 乐 行 道 速 通 达 (sukhapaṭipada-khip-

pābhiñña), 《解 脱 道 论》 “苦 修 行 钝 智、 乐 修 行 利 智”。 
【8】 小 小 所 缘 (paritta-parittārammaṇa)、 无 量 无 量 所 缘 (appamāṇa-appamāṇārammaṇa), 

《解 脱 道 论》 “小 小 事、 无 量 无 量 事”。 
【9】 初 禅 (paṭhamajjhāna)、 第 二 (dutiya)、 第 三 (tatiya)、 第 四 (catuttha), 《解 脱 道 论》 

“初 禅、 二、 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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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退 分、 住 分、 胜 进 分、 决 择 分） 第 四 种 四 法， 为 定 的 退 分、 住 分、 
胜 进 分 与 决 择 分。 此 中 由 于 障 碍 的 现 行 为 定 的 “退 分” （定）， 由 于 彼 随 法 
念

【10】 的 住 立 为 “住 分” 定， 由 于 到 达 更 胜 的 （定） 为 “胜 进 分” （定）， 由 于 
与 厌 离 俱 的 想 和 作 意 的 现 行 为 “决 择 分” （定）。 即 所 谓【11】

： “得 初 禅 者， 
与 欲 俱 的 想 和 作 意 的 现 行， 为 退 分 的 慧。 被 随 法 念 的 住 立， 为 住 分 的 慧。 与 
无 寻 俱 的 想 和 作 意 的 现 行， 为 胜 进 分 的 慧。 与 厌 离 俱 的 想 和 作 意 的 现 行， 
为 与 离 欲 俱 的 决 择 分 的 慧”。 象 这 样 与 慧 相 应 的 而 有 四 定。 如 是 依 退 分 等 
为 四 种。  

⑸ （欲 界、 色 界、 无 色 界、 离 系） 第 五 种 四 法： 即【12】 欲 界 定、 色 界 定、 
无 色 界 定 及 离 系 定， 如 是 为 四 种 定。 此 中 一 切 近 行 的 一 境 性 为 欲 界 定。 而 
色 界 等 （色 界、 无 色 界、 出 世 界） 的 善 心 一 境 性 为 其 他 三 者 （色 界 定、 无 色 
界 定、 离 系 定）。 如 是 依 欲 界 等 为 四 种。  

⑹ （欲、 勤、 心、 观） 于 第 六 种 四 法 中： 即【13】 “比 丘 若 以 愿 欲 增 上 而 得 
定、 得 心 一 境 性 的， [89] 称 为 欲 定【14】

。 比 丘 若 以 精 进 增 上 而 得 定、 得 心 一 境 
性 的， 称 为 精 进 定。 比 丘 若 以 心 增 上 而 得 定、 得 心 一 境 性 的， 称 为 心 定。 比 
丘 若 以 观 增 上 而 得 定、 得 心 一 境 性 的， 称 为 观 定”。 如 是 依 于 增 上 的 为 四 
种。  

㈤ （五 法） （初 禅、 第 二 禅、 第 三 禅、 第 四 禅、 第 五 禅） 于 五 法 中， 犹 如 
前 述 的 （第 三 种） 四 法 之 中， 这 里 仅 以 超 越 于 寻 为 第 二 禅， 以 超 越 寻 与 伺 为 
第 三 禅， 如 是 （将 四 法 中 的 第 二） 分 为 二 种， 当 知 便 成 五 禅。 依 彼 等 （五 
禅） 的 支 而 有 五 定。 如 是 依 五 禅 支 而 为 五 种。  

        

      

其 次 什 么 是 杂 染？ 什 么 是 净 化？ 关 于 这 个 问 题 已 在 《分 别 论》 中 解 答。 
在 那 里 面 说【15】

： “杂 染 是 退 分 法； 净 化 是 胜 进 分 怯”。 此 中【16】
： “得 初 禅 者 

与 欲 俱 的 想 及 作 意 的 现 行， 为 退 分 之 慧”， 当 知 这 是 显 示 退 分 法 的。 又 “与 
无 寻 俱 的 想 及 作 意 的 现 行， 为 胜 进 分 之 慧”， 当 知 这 是 表 示 胜 进 分 法 的。  

     

其 次， 应 怎 样 修 习？ 对 此 问 题， 当 先 依 “世 间、 出 世 间 二 种” 说， 但 于 
此 （二 者） 中， 与 圣 道 相 应 的 定 （出 世 间 定） 的 修 习 法， 将 包 括 于 慧 的 修 习 
法 中 叙 述。 因 为 修 慧 的 时 候 当 然 亦 修 习 于 彼 （圣 道 相 应 定） 了。 所 以 关 于 彼 

                                                 
【10】彼 随 法 念 (tad-anudhammatā-sati), 意 为 彼 定 随 适 而 念 (tad-anurūpatābhūtā-sati)。 
【11】Vibh. 330. 
【12】欲 界 定 (Kāmāvacara-Samādhi)、 色 界 (Rūpavacara)、 无 色 界 (Arūpāvacara)、 离 系 (apa-

riyāpanna), 《解 脱 道 论》 “欲 定、 色、 无 色、 无 所 受” 
【13】Vibh. 216ff. 
【14】欲 定 (chanda-samādhi)、 精 进 (viriya)、 心 (citta)、 观 (vīmaṁsa), 《解 脱 道 论》 “欲 定、 

精 进、 心、 意”。 
【15】Vibh. 343. 
【16】Vibh. 330. 



    54         

（出 世 间 定） 的 修 习， 在 这 里 没 有 各 别 叙 述 的 必 要。  

次 说 “世 间” （定）： 即 以 前 述 的 方 法 而 净 戒 及 已 住 立 于 遍 净 戒 中 的 
（比 丘）， ㈠ 破 除 那 十 种 障 碍 之 中 的 障 碍， ㈡ 亲 近 教 授 业 处 的 善 友， ㈢ 顺 适 
于 自 己 的 性 行， ㈣ 于 四 十 业 处 之 中 执 取 何 种 的 业 处， ㈤ 舍 离 不 适 合 于 修 定 
的 精 舍 而 住 于 适 合 的 精 舍， ㈥ 破 除 细 障， ㈦ 不 离 一 切 修 习 法 而 修 习。 这 是 
略 说 （世 间 定 的 修 习 法）。  

再 加 以 详 细 的 解 释： 

㈠ （破 除 十 种 障 碍） 先 就 “破 除 那 十 种 障 碍 之 中 的 障 碍” 而 说， [90] 即 
所 谓：  

住 所 家 利 养，  
众 与 业 第 五，  
旅 行 亲 戚 病，  
读 书 神 变 十。  

这 些 是 十 种 障 碍 的 名 字。 此 中 的 所 谓 住 所 —— 即 为 住 所 的 障 碍。 其 他 的 所 
谓 家 等 亦 以 同 样 的 方 法 解 说。  

(Ⅰ) “住 所” —— 是 指 一 个 内 室， 或 私 房， 亦 可 指 整 个 僧 伽 兰 而 说。 这 
并 非 说 对 一 切 人 都 是 障 碍 的。 诸 比 丘 中， 如 有 热 心 从 事 于 修 建 等 事， 或 者 
积 贮 很 多 物 品 的， 或 以 任 何 原 因 而 对 住 所 有 所 期 望 并 且 于 心 有 所 系 缚 的， 
对 于 这 样 的 人 则 住 所 成 为 障 碍。 对 于 其 他 的 则 不 然。 这 里 有 个 故 事。  

据 说： 有 两 位 善 男 子， 离 开 了 阿 努 罗 陀 补 罗 城， 渐 渐 地 到 达 塔 园 寺【17】 
出 了 家。 在 他 们 当 中， 有 一 位 是 学 通 了 两 本 （比 丘 戒 及 比 丘 尼 戒） 的， 满 了 
五 岁 （法 腊） 及 作 自 恣【18】 的 仪 式 之 后， 便 迁 去 巴 基 那 肯 达 罗 极【19】

， 而 另 一 
位 则 单 独 住 在 那 里 了。 迁 去 巴 基 那 肯 达 罗 极 的 那 位， 已 在 那 里 住 了 很 久， 
并 且 成 为 长 老 了， 他 想： “这 里 非 常 适 合 安 禅， 顶 好 是 能 告 诉 我 的 朋 友”。 
于 是 他 便 离 开 那 里 而 渐 渐 地 进 入 塔 园 寺。 他 的 同 年 的 长 老 看 见 了 他 进 来， 
便 向 前 迎 接， 取 了 他 的 衣 钵 而 尽 待 客 的 义 务。 作 客 的 长 老 进 入 他 的 住 所 之 
后 想 道： “现 在 我 的 朋 友 可 能 会 供 给 我 一 些 酥 油 和 砂 糖 及 其 他 的 饮 料， 因 
为 他 在 本 城 已 经 住 了 很 久 了”。 可 是 那 晚 上 没 有 得 到 什 么， 而 第 二 天 早 晨 
又 想： “如 今 侍 者 们 可 能 会 拿 来 一 些 粥 和 其 他 的 硬 食 吧”。 然 而 又 不 见 动 
静， 更 想： “没 有 赠 送 食 物 的 人， 恐 要 入 村 而 供 给 我 们 吧”。 于 是 早 晨 便 和 
他 的 朋 友 共 同 入 村。 他 们 同 路 而 行， 仅 得 一 匙 之 粥， 回 来 同 坐 于 食 堂 中 喝 
了。 那 作 客 的 长 老 又 想： “不 一 定 是 常 常 只 得 施 粥， 恐 于 食 时 会 施 给 一 些 美 
味 的”。 然 于 食 时 同 去 行 乞， 亦 仅 有 所 得， 吃 了 之 后 说： “大 德！ 怎 样 的， 
一 切 日 子 都 是 这 样 的 吗”？ “是 的， 道 友”。 “大 德！ 巴 基 那 肯 达 罗 极 很 安 
乐， 我 们 到 那 里 去 吧”。 那 长 老 即 刻 从 城 [91] 的 南 门 出 来， 向 陶 师 村 的 道 路 
走 去。 那 位 客 比 丘 说： “大 德！ 怎 么 走 到 这 条 路 上 来 的”？ “道 友！ 你 不 是 
赞 叹 巴 基 那 肯 达 罗 极 好 吗”？ “大 德！ 你 在 这 里 住 了 那 样 长 的 时 间， 难 道 一 
                                                 
【17】塔 园 寺 (Thūpārāma 多 宝 兰 麻) 在 阿 努 罗 陀 补 罗 (Anurādhapurā) 的 近 郊， 现 在 只 有 

塔 而 无 寺 了。 相 传 这 是 锡 兰 最 早 的 塔。 
【18】自 恣 (pavāreti) 是 雨 季 安 居 期 满 的 解 除 仪 式。 
【19】巴 基 那 肯 达 罗 极 (Pācīnakhaṇḍarāji) 在 阿 努 罗 陀 补 罗 的 东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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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别 的 用 具 也 没 有 吗”？ “是 的， 道 友！ 床 和 椅 是 属 于 僧 伽 的， 那 平 常 都 是 
处 理 好 了 放 在 那 里， 别 的 什 么 也 没 有”。 “然 而 大 德， 我 的 手 杖， 油 筒 及 鞋 
袋 尚 在 那 里 啦”！ “道 友！ 你 仅 仅 住 了 一 夜， 便 有 那 些 东 西 放 在 那 里”？ 
“是 的！ 大 德”。 于 是 那 客 比 丘 信 心 喜 悦， 礼 拜 了 那 长 老 说： “大 德！ 象 你 
这 样 的 人， 一 切 处 都 得 作 阿 练 若 住。 塔 园 寺 是 四 佛 的 遗 物【20】 贮 藏 处， 于 铜 
殿

【21】 闻 法 既 甚 容 易， 又 得 见 大 塔 寺，
【22】 见 诸 长 老， 实 在 等 于 佛 世 一 样。 所 

以 你 当 住 在 这 里”。 第 二 天 他 拿 了 衣 钵 独 自 回 去。  

对 于 这 样 的 人， 住 处 是 不 成 为 障 碍 的。  

(Ⅱ) “家” （家 族 的 意 思） —— 指 亲 戚 的 家， 或 外 护 的 家。 “外 护 之 家 幸 
福， 我 亦 幸 福”， 若 依 此 等 说 法 而 和 他 们 相 亲 相 结 而 住 者， 甚 至 若 无 他 们 作 
伴， 即 到 附 近 的 寺 院 听 法 也 不 去 的， 对 于 这 样 的 人 则 为 障 碍。 对 于 有 些 人， 
则 父 母 也 不 成 为 障 碍 的。 犹 如 住 在 哥 伦 陀 寺 中 的 长 老 的 外 甥 —— 一 年 轻 的 
比 丘 一 样。  

据 说： 为 了 修 学， 他 （年 轻 比 丘） 已 到 罗 哈 纳 （在 锡 兰 岛 的 东 南 部） 去 
了。 长 老 的 妹 妹 是 个 优 婆 夷， 她 常 常 向 长 老 询 问 她 的 儿 子 的 消 息。 有 一 天 
长 老 想： “我 去 把 年 轻 的 比 丘 领 来”， 于 是 便 向 罗 哈 纳 那 方 面 走 去。 那 少 年 
也 想 “我 已 经 在 这 里 住 了 很 久， 现 在 当 去 看 看 和 尚 （邬 波 驮 耶） 和 优 婆 夷 
（他 的 母 亲）”， 于 是 他 便 离 开 罗 哈 纳 向 这 边 走 来。 他 们 刚 好 在 大 河【23】 之 岸 
相 会。 他 在 某 一 株 树 下 向 长 老 作 了 应 作 的 义 务。 长 老 问 道： “你 到 什 么 地 方 
去”？ 他 把 来 意 回 答 了。 长 老 道： “你 来 得 真 好， 优 婆 夷 也 常 常 在 问 你 的 消 
息， 我 也 原 是 为 着 此 事 而 来 的。 你 回 去 故 乡， 我 便 住 在 这 里 过 雨 季 了”。 长 
老 把 他 送 走 了。 [92] 当 他 入 寺 （哥 伦 陀） 的 那 天， 恰 巧 是 雨 季 安 居 之 日。 他 
便 在 他 父 亲 所 作 的 僧 房 安 居 了。 第 二 天， 他 的 父 亲 来 到 寺 中 问 道： “尊 者！ 
谁 得 我 作 的 住 所”？ 他 听 得 是 一 少 年 客 僧， 便 到 他 的 面 前 礼 拜 了 之 后 说： 
“尊 者！ 在 我 作 的 僧 房 安 居 的 人， 当 有 某 些 义 务 的”。 “是 些 什 么 优 婆 
塞”？ “即 在 三 月 雨 季 内， 仅 在 我 的 家 中 取 其 施 食， 到 自 恣 日 后 而 离 去 时， 
应 通 知 我”。 他 便 默 然 允 许 了。 优 婆 塞 回 家 后， 也 告 诉 他 的 妻 子 说： “一 位 
作 客 的 尊 者， 在 我 们 所 作 的 住 处 安 居， 我 们 应 该 好 生 恭 敬 侍 奉”。 优 婆 夷 也 
说 “善 哉” 而 允 许 了， 并 且 准 备 美 味 的 硬 食 和 软 食 等。 到 了 食 时， 他 便 去 双 
亲 的 家， 但 没 有 任 何 人 认 得 他。 他 这 样 三 个 月 在 那 里 受 用 饮 食， 直 至 雨 季 
终 时 来 告 诉 他 们 说： “我 要 去 了”。 他 的 双 亲 说： “尊 者！ 明 天 去 吧”。 于 是 
第 二 天 请 他 在 家 里 吃 了 饭， 装 满 了 油 筒 并 且 送 给 他 一 块 砂 糖 及 九 肘 长 的 衣 
布 才 说： “尊 师 可 去 了”。 他 说 了 祝 福 的 话 之 后， 便 向 罗 哈 纳 方 面 走 去。 他 
的 和 尚 也 于 自 恣 日 后 向 他 相 对 的 路 上 走 回 来， 所 以 他 们 恰 巧 又 在 从 前 相 遇 
的 地 方 会 面， 照 样 在 一 株 树 下， 他 为 长 老 作 了 应 作 的 义 务。 长 者 问 他 道， 
                                                 
【20】四 佛 的 遗 物 (Catunnaṁ Buddhānaṁ dhātu) 即 拘 留 孙 (Kakusandha) 佛 的 水 瓮、 拘 那 含 

(Konāgamana) 佛 的 带、 迦 叶 (Kassapa) 佛 的 浴 衣、 释 迦 佛 的 舍 利。 见 Dīpavaṁsa 
17。 

【21】铜 殿 (Lohapāsāda) 锡 兰 文 叫 Lowā Mahā Pāya 是 纪 元 前 一 世 纪 锡 兰 最 大 的 建 筑 物。 
其 遗 址 石 柱 至 今 仍 存。 

【22】大 塔 寺 (Mahācetiya) 即 指 Ruanveliseya。 
【23】大 河 (Gangā) 是 锡 兰 的 第 一 大 河， 流 向 于 本 岛 东 部 的。 即 Mahāweli Gang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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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爱 的！ 你 看 见 优 婆 夷 没 有”？ “是 的， 尊 者”， 他 把 一 切 消 息 都 告 诉 了 
他， 并 且 用 那 油 涂 长 老 的 足， 以 砂 糖 作 饮 料 给 他 喝， 连 那 段 衣 布 也 送 给 了 
长 老， 然 后 说 道： “尊 者！ 罗 哈 纳 实 在 是 比 较 适 合 于 我 的”， 并 且 拜 别 而 
去。 长 老 也 就 动 身 回 到 他 自 己 的 寺 院 来， 并 于 第 二 天 进 入 哥 伦 陀 村 落。 而 
优 婆 夷 也 时 刻 伫 立 而 眺 望 于 道 上， 且 常 作 如 是 想： “现 在 我 兄 将 领 回 我 的 
儿 子 来 了”。 然 而 她 一 见 长 老 单 独 而 来 便 着 急 地 想： “我 的 儿 子 恐 怕 死 了？ 
长 老 独 自 回 来 啦”！ 马 上 俯 伏 于 长 老 的 足 下 号 泣 悲 伤 起 来。 长 老 想： “这 一 
定 是 少 欲 的 少 年， 没 有 示 知 其 自 己 的 真 相 而 去”。 [93] 他 即 安 慰 了 她， 告 诉 
她 一 切 经 过 的 情 形， 并 自 钵 袋 之 中 取 出 那 衣 布 来 给 她 看。 优 婆 夷 生 大 信 
乐， 即 朝 着 儿 子 行 去 的 方 面 俯 伏 礼 拜 而 说 道： “象 我 的 儿 子 这 样 的 比 丘， 我 
想 实 在 是 以 身 证 于 世 尊 所 说 的 《传 车 经》

【24】 中 的 行 道， 《难 罗 伽》
【25】 的 行 

道， 《多 伐 但 伽》
【26】 的 行 道， 以 及 《大 圣 种》

【27】 所 示 的 于 四 种 资 具 知 足 者 及 
乐 于 修 习 的 行 道。 他 甚 至 在 自 己 生 母 的 家 中 吃 了 三 个 月 的 饭， 也 不 说 我 是 
你 的 儿 子， 你 是 我 的 母 亲 的 话。 啊！ 实 为 希 有 之 人”！  

这 样 的 人， 对 于 自 己 的 父 母 尚 且 不 为 障 碍， 何 况 其 他 的 外 护 之 家。  

(Ⅲ) “利 养” —— 是 四 种 资 具。 这 些 怎 么 会 成 障 碍 的 呢？ 因 为 有 福 的 比 
丘 所 到 之 处， 人 们 供 给 他 甚 多 的 资 具。 于 是 他 使 得 对 他 们 说 祝 颂 随 喜 之 
法， 不 得 机 会 去 作 他 的 沙 门 之 法 了。 自 清 早 至 初 夜， 不 断 的 应 接 各 方 人 士。 
更 于 早 晨 有 些 多 求 的 乞 食 比 丘 来 说： “大 德！ 某 优 婆 塞、 优 婆 夷， 某 大 臣、 
某 大 臣 女 很 希 望 拜 见 大 德”。 他 便 说： “贤 者， 拿 了 我 的 衣 钵 吧”。 常 常 作 
这 样 的 准 备 和 忙 碌， 所 以 资 具 便 成 为 他 的 障 碍 了。 他 应 当 离 开 大 众 单 独 行 
于 那 些 没 有 人 知 道 他 的 地 方， 这 样 则 可 以 破 除 障 碍。  

(Ⅳ) “众” —— 是 经 学 众 或 论 学 众。 他 因 为 要 教 授 他 们 或 质 问 他 们， 致 
使 不 得 机 会 去 行 沙 门 之 法， 所 以 众 是 他 的 障 碍。 他 应 该 这 样 的 破 除： 如 果 
那 些 比 丘 众 已 经 学 得 了 多 数， 只 剩 少 数 未 学， 则 须 教 完 少 数 之 后， 即 入 阿 
练 若 而 住。 如 果 他 只 学 了 少 数， 还 有 多 数 未 学 的， [94] 当 在 一 由 旬 以 内 而 不 
超 过 一 由 旬 以 上 的 区 域 去 找 另 一 位 教 师 （众 诵 者） 对 他 说， “尊 者！ 请 摄 受 
教 授 他 们”。 如 果 不 能 这 样， 则 对 他 们 说： “诸 贤 者！ 我 现 在 有 一 件 重 要 事 
情， 你 们 当 到 你 们 所 喜 欢 的 地 方 去”， 当 这 样 舍 于 众 而 行 其 自 己 的 沙 门 的 
事 业。  

(Ⅴ) “业” 为 新 造 作 （修 建） 之 事。 他 必 须 知 道 工 匠 等 从 事 造 作 的 材 料 
是 否 获 得 了， 又 须 监 督 他 们 是 不 是 在 工 作， 这 一 切 都 是 障 碍。 他 也 应 当 这 
样 的 破 断： 如 果 只 有 少 许 未 作 的， 便 完 成 了 它； 依 然 还 有 大 部 分 的 话， 如 果 
是 属 于 僧 伽 的 修 建 事 业， 则 交 付 于 僧 伽 或 僧 伽 负 责 的 比 丘。 如 果 是 属 于 自 
己 的， 则 交 付 为 自 己 负 责 的 人。 若 不 得 这 样， 当 将 自 己 的 所 有 施 与 僧 伽 而 
去。  

(Ⅵ) “旅 行” —— 是 行 于 道 路 中。 如 有 任 何 地 方 的 人 希 望 从 他 出 家， 或 
                                                 
【24】《传 车 经》(Rathavinīta-sutta) M. Vol. I, p.145, 第 二 十 四 经， 说 七 种 清 净 的 行 道。 
【25】《难 罗 伽》(Nālaka) 即 Nālakasutta, Sn. p.134,ff., 因 难 罗 伽 比 丘 的 发 问 而 说 的。 
【26】《多 伐 但 伽》 —— 即 Tuvaṭaka-sutta, Sn. p.129,ff. 
【27】《大 圣 种》(Mahā-ariyavaṁsa), A.II, p.27; D.III, p.22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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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应 当 获 得 任 何 的 资 具， 如 果 不 得 彼 等 则 不 可 能 （从 他 处 而） 接 受， 纵 于 此 
时 进 入 阿 练 若 而 行 沙 门 之 法， 亦 难 断 旅 行 之 心 的， 所 以 他 应 该 去 作 了 那 
事， 然 后 专 心 从 事 于 沙 门 之 法。  

(Ⅶ) “亲 戚” —— 于 寺 院 中 则 为 阿 阇 梨、 和 尚、 门 人 （阿 阇 梨 的 弟 子）、 
徒 弟 （和 尚 的 弟 子）、 同 一 和 尚 者 （同 学）、 与 同 一 阿 阇 梨 者 （师 兄 弟）； 于 
家 中 则 为 父 母、 兄 弟 等。 他 们 有 病 便 是 他 的 障 碍。 所 以 他 应 该 看 护 他 们， 使 
其 痊 愈 之 后， 再 断 除 障 碍。 此 中 自 己 的 和 尚 生 病， 如 果 不 能 急 速 治 愈， 则 甚 
至 终 其 生 命 亦 得 看 护。 对 于 自 己 出 家 的 阿 阇 梨， 受 具 足 戒 的 阿 阇 梨， 徒 弟， 
授 具 足 的 门 人， 从 自 己 出 家 的 门 人， 门 人， 同 一 和 尚 者， 也 是 同 样 的。 还 有 
自 己 的 依 止 阿 阇 梨、 教 授 阿 阇 梨， 依 止 门 人， 教 授 门 人， 同 一 阿 阇 梨 者， 直 
至 其 依 止 和 教 授 未 终 之 期 间 应 该 看 护。 以 后 如 果 可 能， 亦 得 看 护 他 们 的 
病。 对 于 自 己 的 父 母 应 如 对 于 和 尚 一 样。 纵 使 他 们 获 得 了 王 位， 若 只 希 望 
自 己 的 儿 子 看 护， 他 应 该 照 作。 [95] 如 果 他 们 没 有 药 料， 应 将 自 己 所 有 的 给 
他 们。 如 果 自 己 没 有， 应 以 行 乞 而 募 给 他 们。 对 于 兄 弟 姊 妹 则 应 将 他 们 自 
己 所 有 的 药 调 合 起 来 给 他 们。 如 果 他 们 没 有， 则 应 将 自 己 所 有 的 暂 时 借 给 
他 们， 等 他 们 获 得 之 后 可 取 回 来， 但 如 果 他 们 不 得， 则 不 可 要 他 们 还 的。 对 
于 姊 妹 的 丈 夫， 因 非 直 系 的 亲 属， 则 不 可 直 接 替 他 作 药 及 授 给 他， 但 可 间 
接 的 给 他 的 姊 妹 说： “给 你 的 丈 夫 吧”。 对 兄 弟 的 妻 子 亦 然。 然 而 他 们 的 儿 
子 可 算 为 亲 属， 替 他 们 作 药 也 可 以 的。  

(Ⅷ) “病” —— 即 任 何 的 疾 病， 因 苦 恼 故 为 障 碍。 所 以 必 须 服 药 去 病。 
如 果 他 服 药 一 连 几 天 亦 无 见 效， 则 应 作： “我 不 是 你 的 奴 隶 和 雇 佣 者， 为 了 
养 你 使 我 沉 沦 于 无 终 的 轮 回 之 苦”， 这 样 的 呵 责 自 身 而 作 沙 门 之 法。  

(Ⅸ) “读 书” —— 为 圣 典 的 研 究。 对 于 常 常 从 事 于 诵 习 之 人 则 为 障 碍， 
余 者 不 然。 犹 如 这 些 故 事 所 说 的  

据 说： 一 位 中 部 的 诵 者 勒 梵【28】 长 老 前 去 亲 近 一 位 住 在 马 拉 耶【29】 的 勒 梵 
长 老， 请 教 业 处 （定 境）。 长 老 问： “贤 者！ 你 对 于 圣 典 学 得 怎 样”？ “尊 
者！ 我 是 精 通 《中 部》 的”。 “贤 者！ 中 部 不 易 研 究， 你 诵 习 了【30】 根 本 五 十 
经， 再 来 诵 中 分 五 十 经， 诵 完 那 分 又 得 诵 后 分 五 十， 那 末， 你 还 有 作 业 处 的 
时 间 吗”？ “尊 者！ 我 亲 近 你， 获 得 了 业 处 之 后， 即 不 看 经 典 了”。 他 修 了 
业 处 十 九 年， 未 曾 从 事 诵 习， 在 第 二 十 年 中， 便 证 得 阿 罗 汉 果， 后 来 他 对 为 
诵 习 而 来 的 比 丘 们 说： “诸 贤 者！ 我 已 二 十 年 没 有 看 经 了， [96] 但 我 仍 能 通 
晓， 便 开 始 吧”。 从 头 至 尾， 竟 无 一 字 疑 惑。  

又 一 位 住 在 迦 罗 利 耶 山 的 龙 长 老 业 已 放 弃 经 本 十 八 年， 一 但 为 诸 比 丘 
说 《界 论》 （南 传 的 七 论 之 一）， 他 们 和 住 在 村 中 的 长 老 顺 次 校 对， 亦 无 一 
个 问 题 错 误。  

更 有 一 位 住 在 大 寺 的 三 藏 小 无 畏 长 老， 在 他 未 曾 学 得 义 疏 的 时 候 想 
道： “我 现 在 要 在 五 部 （学 者） 众 中 解 说 三 藏”， 并 令 击 金 鼓。 比 丘 众 说： 

                                                 
【28】勒 梵 (Reva), 锡 兰 本 作 特 梵 (Deva), 次 者 亦 然。 
【29】马 拉 耶 (Malaya) 是 锡 兰 中 部 的 山 区。 
【30】把 全 部 《中 部》 经 典 略 分 为 三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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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的 解 说 是 从 那 些 阿 阇 梨 学 得 的？ 只 能 许 他 解 说 从 他 自 己 的 阿 阇 梨 所 学 
得 的， 异 说 则 不 许”。 他 自 己 的 和 尚 （亲 教 师） 当 他 前 来 侍 奉 之 时 问 道： 
“贤 者， 你 令 击 鼓 的 吗”？ “是 的， 尊 者”。 “为 什 么 原 故”？ “尊 者！ 我 要 
解 说 圣 典”。 “无 畏 贤 者， 诸 阿 阇 梨 对 这 一 句 是 怎 样 解 说 的”？ “尊 者！ 如 
是 如 是”。 长 老 用 “哦’ 否 决 了 他 的 说 法。 于 是 他 重 新 说 某 师 某 师 是 如 是 说 
的， 作 了 三 遍 解 说， 长 老 都 用 “哦” 而 否 决 了， 然 后 对 他 说： “贤 者！ 你 第 
一 种 解 说 是 符 合 于 诸 阿 阇 梨 的 论 法， 因 为 你 不 是 从 阿 阇 梨 之 口 学 得 的， 所 
以 你 不 可 能 象 阿 阇 梨 那 样 坚 定 的 说。 你 当 自 己 先 去 从 阿 阇 梨 听 闻 学 习”。 
“尊 者， 我 到 什 么 地 方 去 呢”？ “在 大 河 那 面 的 罗 哈 纳 地 方 的 多 拉 檀 罗 山 寺 
内， 住 着 一 位 精 通 一 切 圣 典 的 大 法 护 长 老， 你 去 亲 近 他”。 “好 的， 尊 
者”。 于 是 他 便 拜 别 了 长 老 和 五 百 比 丘 共 到 大 法 护 长 老 处， 礼 拜 过 后 坐 在 
一 边。 长 老 问： “你 们 来 做 什 么”？ “尊 者！ 前 来 闻 法 的”。 “无 畏 贤 者， 关 
于 长 部 及 中 部， 我 是 常 受 询 问 而 讨 论 的， 对 于 其 他 的， 则 已 三 十 年 不 见 了。 
所 以 你 当 于 每 天 夜 里 到 我 这 里 来 先 诵 给 我 听。 白 天 里 我 当 对 你 们 解 说”。 
“好 的， 尊 者”。 他 照 说 的 做 了。 在 僧 房 的 入 口 处， 曾 建 一 临 时 假 屋， 以 供 
村 人 们 每 天 前 来 听 法。 长 老 每 天 对 他 们 讲 说 夜 间 所 诵 的， [97] 这 样 次 第 讲 完 
了 的 时 候， 他 却 跑 到 无 畏 长 老 之 前 而 坐 在 地 面 的 一 张 席 上 说 道： “贤 者！ 请 
你 对 我 讲 业 处 吧”！ “尊 者！ 说 什 么？ 我 们 不 是 从 你 闻 法 的 吗？ 我 能 对 你 说 
些 什 么 你 所 不 知 道 的 呢”？ 长 老 对 他 说： “贤 者！ 证 者 之 道 是 在 讲 学 的 另 一 
面 的”。 据 说 无 畏 长 老 那 时 已 证 须 陀 洹 果。 他 给 （大 法 护 长 老） 说 了 业 处 之 
后 便 回 来， 不 料 当 他 在 铜 殿 说 法 之 际， 便 听 说 大 法 护 长 老 业 已 般 涅 槃。 他 
听 了 这 个 消 息 之 后 说： “贤 者！ 把 我 的 衣 拿 来 吧”。 他 穿 了 衣 又 说： “贤 
者！ 我 们 的 阿 阇 梨 大 法 护 长 老 证 阿 罗 汉 道 是 至 当 的。 贤 者！ 我 们 的 阿 阇 梨 
是 正 直 之 人。 他 曾 在 自 己 学 法 的 弟 子 前 坐 于 席 上 说： ‘教 我 业 处’。 贤 者！ 
长 老 的 阿 罗 汉 道 是 至 当 的”。  

对 于 这 样 的 人， 则 读 书 不 成 为 障 碍。  

(Ⅹ) “神 变” —— 是 指 凡 夫 的 神 变。 那 神 变 如 仰 卧 的 小 孩 儿， 又 如 小 
稻， 实 难 保 护， 以 少 许 便 得 破 坏。 对 于 毗 钵 舍 那 （观） 而 神 变 为 障 碍， 于 三 
摩 地 （定） 则 不 然， 因 由 得 定 而 得 种 变 之 故。 所 以 希 求 得 观 之 人 当 除 神 变 的 
障 碍， 对 于 其 他 的 （希 求 得 定 的 人） 则 除 其 余 的 （九 种 障 碍）。  

        

㈡ “亲 近 教 授 业 处 的 善 友”
【31】 —— 这 里 又 分 为 二 种 业 处： 即 一 切 处 业 

处 及 应 用 业 处。  

⑴ （一 切 处 业 处） 对 于 比 丘 僧 伽 等 作 慈 念 和 死 念 的， 称 为 一 切 处 业 处； 
但 有 人 说 连 不 净 想 也 是 的。 修 习 业 处 的 比 丘，  先 当 限 定 其 范 围， 对 于 同 
一 境 界 之 内 的 比 丘 僧 伽 这 样 的 修 习 慈 念： “愿 他 们 幸 福 而 无 恼 害”。 其 次 对 
诸 同 一 境 界 内 的 天 人， 次 对 附 近 的 首 领 人 物， 再 对 那 里 的 人 民 及 为 一 切 有 
情 而 修 慈。 因 他 对 诸 比 丘 僧 伽 修 慈， 得 使 同 住 者 生 起 柔 和 之 心， 所 以 他 们 
便 成 为 他 的 幸 福 同 住 者。 因 对 同 一 境 界 之 内 的 天 人 修 慈， 故 使 柔 和 了 心 的 
                                                 
【31】亲 近 善 友 (Kalyāṇamittam upasaṅkamitvā), 《解 脱 道 论》 “觅 善 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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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人 能 以 如 法 的 保 护 而 善 作 守 护。 [98] 对 诸 村 邻 的 首 领 人 物 修 慈， 则 使 柔 和 
了 心 的 首 脑 能 以 如 法 的 保 护 而 善 护 其 所 需 之 物。 对 诸 人 民 修 慈， 则 能 使 人 
民 生 起 信 乐 之 心， 不 会 轻 视 他 的 行 动。 对 一 切 有 情 修 慈， 则 在 一 切 处 行， 皆 
无 妨 害。 次 说 死 念， 即 是 由 “我 是 必 然 会 死 的” 想 念 而 断 除 其 邪 求， 更 加 增 
长 警 惕 之 心， 不 迷 恋 他 的 生 活。 其 次 如 果 通 达 不 净 想 者， 即 对 于 诸 天 的 所 
缘 境 界， 也 不 会 由 贪 欲 而 夺 去 他 的 心。 因 为 （慈 与 死 念 及 不 净 想） 有 这 样 多 
的 利 益， 所 以 当 于 一 切 处 希 求， 其 目 的 便 是 勤 修 瑜 伽 的 业 处， 故 名 为 “一 切 
处 业 处”。  

⑵ （应 用 业 处） 因 为 在 四 十 业 处 之 中， 对 于 任 何 适 合 他 自 己 的 性 行 的， 
应 该 常 常 的 应 用 （修 习）， 井 为 次 第 向 上 的 修 业 的 足 处 （近 因）， 所 以 名 为 
“应 用 业 处”。 能 够 给 与 这 两 种 业 处 的 人 名 为 教 授 业 处 者， 兹 当 亲 近 那 样 教 
授 业 处 的 善 友。 即 所 谓：  

可 爱 而 可 敬 重 者，  
善 语 而 堪 教 他 者，  
能 作 甚 深 论 说 者，  
非 道 不 作  恿 者。  

象 这 样 具 足 德 行 的， 专 为 他 人 利 益 的， 站 在 增 进 向 上 一 边 的 为 善 友。 
若 依 “阿 难！ 有 生 的 有 情 来 亲 近 象 我 这 样 的 善 友， 则 从 生 而 得 解 脱”

【32】 等 
的 语 句， 则 等 正 觉 者 实 为 具 足 一 切 行 相 的 善 友， 所 以 佛 在 世 时， 亲 近 世 尊 
而 学 业 处， 是  好 的 学 习。 在 佛 般 涅 槃 后， 则 应 亲 近 八 十 大 声 闻 中 的 住 世 
者 而 学 习。 如 果 他 们 也 不 在 世 时， 则 欲 求 学 习 业 处 者， 当 亲 近 依 此 （业 处） 
而 得 四 种 与 五 种 禅 及 以 禅 为 足 处 （近 因） 而 增 大 于 观 得 达 漏 尽 的 漏 尽 者。  

然 而 漏 尽 者， 难 道 他 自 己 对 你 表 示 “我 是 漏 尽 者” 的 吗？ 这 如 何 说 呢？ 
如 果 他 知 道 了 有 业 处 的 行 者 是 会 表 示 的， 如 马 护 长 老， [99] 岂 非 一 例， 一 位 
开 始 业 处 的 比 丘， 他 知 道 了， “此 人 是 作 业 处 者”， 即 以 皮 革 片【33】 敷 设 于 空 
中， 坐 在 其 上 对 他 说 业 处。  

所 以 若 能 获 得 漏 尽 者 当 然 是 很 好 的， 如 果 不 得， 则 于 阿 那 含、 斯 陀 含、 
须 陀 洹、 得 禅 的 凡 夫、 三 藏 持 者、 二 藏 持 者、 一 藏 持 者 等 人 之 中， 顺 次 的 亲 
近。 如 果 一 藏 持 者 也 不 可 得 时， 则 当 亲 近 精 通 一 部 及 其 义 疏 而 又 知 羞 耻 
者。 这 样 的 圣 典 持 者 是 保 护 系 统 及 维 持 传 统 而 继 承 阿 阇 梨 之 意 的 阿 阇 梨， 
不 是 他 自 己 的 意 见。 所 以 古 代 长 老 再 三 的 说： “知 耻 者 保 护 （佛 教）， 知 耻 
者 保 护”。 如 前 面 所 说 的 漏 尽 者 是 以 他 自 己 所 证 得 之 道 而 对 学 人 说 的。 而 
多 闻 者 则 曾 亲 近 各 各 阿 阇 梨 学 习 询 问 研 究 而 得 通 晓， 审 察 有 关 业 处 的 经 
理， 考 虑 适 不 适 合 于 学 人， 他 的 说 示 业 处， 诚 如 大 象 指 示 大 道 而 行 于 密 林 
之 处 一 样。 所 以 应 当 去 亲 近 这 样 教 授 业 处 的 善 友， 对 他 实 行 大 小 的 各 种 义 
务 而 学 习 业 处。  

若 能 于 同 一 寺 中 获 得 这 样 的 善 友 当 然 很 好， 如 不 可 得， 则 应 前 往 那 善 
友 的 住 处。 然 而 不 应 洗 足、 涂 油 于 足、 穿 鞋 覆、 持 伞、 令 人 拿 油 筒 与 砂 糖 等 
及 带 诸 弟 子 而 行， 他 应 该 完 全 作 诸 参 访 者 的 事 宜， 由 自 己 拿 衣 钵， 在 旅 途 
                                                 
【32】S.I, 88, 《杂 阿 含》 一 二 三 八 经 （大 正 二 · 三 三 九 a）。 
【33】锡 兰 僧 侣 作 为 礼 佛 及 打 坐 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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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中 进 入 任 何 地 方 的 精 舍 都 应 作 他 大 小 的 义 务， 仅 带 一 点 轻 贱 的 必 需 品， 
以  简 肃 的 生 活 而 行。 当 他 进 入 目 的 地 的 精 舍 的 路 上， 应 叫 人 准 备 齿 木 带 
入。 同 时 他 不 宜 先 入 其 他 的 僧 房 而 作 这 样 想： “让 我 休 息 一 下， 洗 足 涂 油 
等， 然 后 去 见 阿 阇 梨”。 何 以 故？ 如 果 他 在 那 里 遭 遇 阿 阇 梨 的 反 对 者， 则 他 
们 问 得 他 的 来 意 之 后， 未 免 对 阿 阇 梨 加 以 诽 谤， 而 且 说： “如 果 你 去 亲 近 他 
一 定 会 堕 落 的”， [100] 很 可 能 使 他 生 起 后 悔 而 回 去 的。 所 以 说 他 问 得 阿 阇 
梨 的 住 处 后， 应 该 直 接 到 那 里 去。 如 果 阿 阇 梨 比 他 年 少， 向 他 迎 取 衣 钵 之 
时， 不 宜 接 受。 如 果 阿 阇 梨 比 他 年 长， 则 应 趋 前 礼 拜 而 后 站 在 一 边， 若 向 他 
说： “贤 者！ 放 下 衣 钵 吧”， 他 宜 放 下。 又 说： “饮 水 吧”。 如 欲 饮 当 饮。 若 
云： “洗 足 吧”， 那 末， 不 宜 即 去 洗 足。 因 为 如 果 那 是 阿 阇 梨 取 来 的 水 是 不 
适 宜 于 他 的。 如 果 再 说： “贤 者！ 洗 吧， 此 水 不 是 我 汲 来 的， 是 别 人 取 来 
的”， 这 样 他 应 到 精 舍 的 一 边， 如 屋 檐 下 的 空 地 或 露 地 处 —— 阿 阇 梨 所 不 能 
看 见 的 地 方 坐 下 来 洗 足。 如 果 阿 阇 梨 取 油 瓶 给 他 时， 应 站 起 来 用 两 手 恭 敬 
地 接 来。 如 果 不 接 受， 则 阿 阇 梨 未 免 误 解： “今 后 与 此 比 丘 共 住 恐 有 麻 
烦”。 但 接 受 之 后，  初 不 宜 涂 足； 因 为 如 果 此 油 是 阿 阇 梨 自 己 用 以 涂 肢 体 
的， 则 他 涂 足 未 免 不 适 合； 所 以 他 应 先 涂 头， 其 次 涂 身。 如 果 他 说： “贤 
者！ 这 是 一 切 通 用 的 油， 你 亦 可 涂 足”， 他 即 可 以 少 许 涂 头 而 后 涂 足。 用 过 
之 后 他 应 该 说： “尊 者！ 油 瓶 放 在 这 里”， 如 果 阿 阇 梨 来 接 受 时， 应 该 给 
他。 即 在 来 寺 的 那 天 若 如 是 说：” 尊 者！ 请 对 我 说 业 处 吧”， 这 是 不 适 合 
的。 自 第 二 天 起， 如 果 阿 阇 梨 原 有 侍 者 的， 应 向 他 请 求 而 代 替 他 服 侍 阿 阇 
梨， 若 求 之 不 得， 则 一 遇 有 机 会 便 为 服 务。 当 服 务 时， 他 应 该 与 阿 阇 梨 大、 
小、 中 三 种 齿 木， 并 准 备 冷 和 热 的 两 种 洗 脸 水 及 沐 浴 的 水。 如 果 一 连 三 日， 
阿 阇 梨 都 是 应 用 那 一 样， 则 以 后 常 应 供 给 同 样 的。 如 果 他 随 便 应 用 的， 则 
获 得 什 么 便 供 给 什 么。 为 什 么 说 的 这 样 多 呢？ 因 为 世 尊 在 《犍 度》

【34】 中 已 
经 说 过： “比 丘！ 门 人 对 阿 阇 梨 应 作 正 务。 [101] 其 正 务 如 次： 早 晨 起 来， 脱 
去 鞋 履， 上 衣 偏 袒 一 肩， 给 与 齿 木 及 洗 脸 水， 敷 设 座 位。 如 果 有 粥， 当 洗 除 
器 皿 而 奉 供 之”

【35】
。 象 此 等 正 务 都 应 该 作 的。 以 此 等 正 务 而 成 就 师 心 欢 

喜， 晚 上 去 礼 拜 时， 师 说 “去 吧”， 即 应 回 去 自 己 的 房 内， 在 任 何 时 候 如 果 
师 问： “为 什 么 来 这 里”？ 则 应 告 以 来 由。 假 使 接 受 了 他 的 服 务， 但 从 不 问 
他 的 话， 则 经 过 十 天 或 半 月 之 后， 于 一 天 中， 纵 使 命 去 之 时 也 不 去， 却 乘 机 
而 告 以 来 意； 或 于 一 个 非 作 事 的 时 候 进 去 见 他， 他 必 问： “来 做 什 么”？ 此 
时 即 告 来 意。 如 果 他 说：” 你 早 晨 来”， 则 应 于 早 晨 去。 如 在 指 定 的 时 间， 
学 人 遇 有 胆 汁 病， 或 腹 痛， 或 消 化 力 弱 而 不 能 消 化 食 物， 或 有 任 何 其 他 的 
病 障 碍， 则 应 如 实 告 知 阿 阇 梨， 请 求 一 个 适 合 自 己 的 时 间 而 去 亲 近 学 习。 
假 使 时 间 不 适 当， 纵 使 说 了 业 处 也 不 能 专 心 记 忆 的。  

              

㈢ “顺 适 自 己 的 性 行”： ⑴ （性 行 的 区 别） 性 行 有 六 种， 即 贪 行、 瞋 

                                                 
【34】犍 度 (Khandhakra) 为 务 犍 度 (Vatta-khandhaka)。 
【35】Vin.II,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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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痴 行、 信 行、 觉 行、 寻 行【36】
。 或 有 人 说， 由 于 贪 等 三 种 的 组 合 另 成 四 种

【37】
， 同 样 的 由 信 等 的 组 合 亦 别 成 四 种， 如 是 以 此 八 种 和 前 六 种 合 为 十 四 种

【38】
。 若 依 这 种 说 法， 则 贪 等 和 信 等 的 组 合 也 可 成 为 多 种 的。 是 故 当 知 仅 略 

为 六 种 性 行。 性 行 和 本 性 增 性 是 同 一 意 义。 [102] 依 彼 等 性 行 而 成 为 六 种 
人， 即 贪 行 者、 瞋 行 者、 痴 行 者、 信 行 者、 觉 行 者、 寻 行 者。  

此 中 贪 行 者 若 起 善 业 时 则 信 力 强， 以 信 近 于 贪 德 故。 譬 如 于 不 善 中 贪 
是 极 柔 润 而 不 粗 的、 如 是 于 善 中 信 亦 柔 润 而 不 粗 的。 贪 为 事 物 的 爱 求， 如 
是 信 为 求 于 戒 等 之 德。 贪 为 不 舍 于 不 利 的， 如 是 信 为 不 舍 于 有 利 的。 是 故 
信 行 者 为 贪 行 者 的 同 分。  

其 次 瞋 行 者 若 起 善 业 之 时 则 慧 力 强， 因 慧 近 于 瞋 德 故。 譬 如 瞋 于 不 善 
法 中 为 不 润 不 着 所 缘， 而 慧 则 于 善 法 中 不 润 不 着 所 缘。 又 瞋 仅 为 寻 求 不 实 
的 过 失， 而 慧 则 寻 求 实 在 的 过 失。 瞋 以 回 避 有 情 之  度 为 用， 慧 以 回 避 诸 
行 之  度 为 用。 是 故 觉 行 者 为 瞋 行 者 的 同 分。  

其 次 痴 行 者 为 令 生 起 未 生 的 善 法 而 精 进 时， 则 常 有 甚 多 障 碍 的 诸 寻 生 
起， 以 寻 近 于 痴 相 故。 譬 如 痴 乃 混 乱 而 不 能 确 立， 而 寻 则 有 各 种 的 寻 求 而 
不 能 确 立。 痴 因 不 能 洞 察 所 缘 故 动 摇， 而 寻 则 以 轻 快 思 惟 故 动 摇。 是 故 寻 
行 者 为 痴 行 者 的 同 分。  

有 人 说 由 于 爱、 慢、 见 而 另 成 三 种 性 行。 然 而 爱 即 是 贪， 慢 亦 与 贪 相 应 
的， 所 以 这 两 种 可 以 不 必 例 于 贪 之 外 的。 依 痴 为 因 而 成 见， 故 见 行 即 为 随 
痴 行 而 起 的。  

此 等 性 行 以 何 为 因？ 当 如 何 而 知 此 人 为 贪 行 者， 此 人 为 瞋 等 中 的 何 等 
行 者？ 对 于 何 等 性 行 的 人 而 适 合 于 何 等？  

⑵ （性 行 的 原 因） 兹 先 就 他 人 所 说【39】 的 前 三 种 （贪 瞋 痴） 性 行 是 以 宿 
作 为 因【40】 及 依 界 与 病 素 为 因【41】 来 说： (Ⅰ) 据 说 因 宿 世 的 美 好 加 行 与 多 作 净 
业， 或 从 天 上 死 后 而 生 此 世 者， 成 为 贪 行 者。 因 宿 世 多 作 斩、 杀、 缚、 怨 等 
的 行 为， 或 从 地 狱 及 龙 界 死 后 而 生 此 世 者 成 为 瞋 行 者。 [103] 因 宿 世 多 饮 酒 
及 缺 乏 多 闻 与 问 究， 或 由 畜 界 死 后 而 生 此 界 者 成 为 痴 行 者。 这 是 他 们 的 宿 
作 的 原 因 说。  

(Ⅱ) 因 地 界 和 水 界 二 界 重 的 人， 成 为 痴 行 者。 其 他 二 界 （火 界 风 界） 重 
的， 成 为 瞋 行 者。 若 一 切 平 等 者 则 成 贪 行 者。  

(Ⅲ) 于 诸 病 素 之 中， 痰 增 长 成 贪 行 者， 风 增 长 成 痴 行 者， 或 者 以 痰 增 长 

                                                 
【36】贪 行(rāgacariyā)、 瞋 行 (dosacariyā)、 痴 行 (mohacariyā)、 信 行 (saddhācariyā)、 觉 行 

(buddhicariyā)、 寻 行 (vitakkacariyā), 《解 脱 道 论》 “欲 行、 瞋 恚 行、 痴 行、 信 行、 意 
行、 觉 行”。 

【37】即 贪 瞋 行， 贪 痴 行， 瞋 痴 行， 贪 瞋 痴 行。 信 等 四 种： 即 信 觉 行， 信 寻 行， 觉 寻 
行， 信 觉 寻 行。 

【38】《解 脱 道 论》 说 十 四 行。 
【39】注 释 中 指 优 波 底 沙 (Upatissa) 的 《解 脱 道 论》 (Vimuttimagga)。 
【40】以 宿 作 为 因 (pubbāciṇṇa-nidāna), 《解 脱 道 论》 “初 所 造 因 绿”。 
【41】依 界 与 病 素 为 因 (dhātu-dosa-nidāna), 《解 脱 道 论》 “诸 行 界 为 因 缘， 过 患 为 因 

缘”。 病 素 有 三 种： 即 胆 汁 (pitta), 风 (vāta), 痰 (sem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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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痴 行 者， 风 增 长 为 贪 行 者。 这 是 他 们 的 界 与 病 素 的 原 因 说。  

然 而 宿 世 的 美 好 加 行 及 多 作 净 业 者， 或 由 天 上 死 后 而 生 此 世 者， 并 不 
是 一 切 都 成 贪 行 者 或 其 他 的 瞋 行 者 与 痴 行 者 的。 同 样 的 依 上 述 的 方 法 对 于 
界 亦 无 增 长 的 肯 定 说 法。 致 于 在 病 素 中 则 仅 说 贪 痴 二 种； 而 且 又 前 后 自 相 
矛 盾。 他 们 对 于 信 等 性 行 则 一 种 原 因 也 没 有 说。 所 以 这 些 都 非 确 定 之 说。  

次 依 各 义 疏 师 的 意 见 作 决 定 之 说， 即 根 据 优 娑 昙 结 顿【42】 中 作 如 是 说： 
“此 等 有 情 依 宿 因 决 定 而 有 贪 增 盛， 瞋 增 盛， 痴 增 盛， 无 贪 增 盛， 无 瞋 增 盛 
及 无 痴 增 盛。 若 人 在 作 业 的 刹 那 贪 强 而 无 贪 弱， 无 瞋 与 无 痴 强 而 瞋 痴 弱， 
则 他 的 弱 的 无 贪 不 能 征 服 于 贪， 但 强 的 无 瞋 与 无 痴 得 能 征 服 于 瞋 及 痴； 是 
故 由 于 他 的 业 而 取 的 结 生， 便 成 为 贪 着 而 乐 天 性 的， 但 无 忿 有 慧 而 又 有 如 
金 刚 一 样 的 智。 若 人 在 他 作 业 的 刹 那 贪 与 瞋 强 而 无 贪 与 无 瞋 弱， 但 无 痴 强 
而 痴 弱， 则 他 依 前 说 的 方 法 而 成 为 贪 着 而 忿 怒 的， 但 有 慧 亦 有 如 金 刚 一 样 
的 智 —— 如 施 无 畏 长 老。 若 人 在 作 业 的 刹 那 贪 与 无 瞋 及 痴 强 而 其 他 的 都 
弱， 则 他 依 前 说 的 方 法 而 成 为 贪 着 与 愚 钝 及 乐 天 性 的， 但 无 有 忿， 如 拔 拘 
罗 长 老。 若 人 在 作 业 的 刹 那 贪 瞋 痴 三 者 都 强， 无 贪 等 都 弱， 则 他 依 前 说 的 
方 法 而 成 为 贪 着、 瞋 恚 而 又 愚 痴 的。 [104] 若 人 在 作 业 的 刹 那 无 贪 与 瞋 痴 强 
而 其 他 的 都 弱， 则 他 依 前 述 之 法 而 成 为 无 贪 着 而 少 烦 恼， 纵 见 诸 天 所 缘 之 
境 亦 不 为 动， 但 是 瞋 恚 而 又 钝 慧 的。 若 人 在 作 业 的 刹 那 无 贪 与 无 瞋 及 痴 强 
而 其 他 的 俱 弱， 则 他 依 前 述 之 法 而 成 为 无 贪 着、 无 瞋 恚 而 乐 天 性 的， 但 是 
愚 钝 的。 若 人 在 作 业 的 刹 那 无 贪 与 瞋 及 无 痴 强 而 其 他 的 俱 弱， 则 他 依 前 述 
之 法 成 为 无 贪 着 而 有 慧， 但 有 瞋 而 忿 的。 若 人 在 作 业 的 刹 那 无 贪 无 瞋 无 痴 
三 者 都 强 而 贪 等 俱 弱， 则 他 依 上 述 之 法 而 成 为 无 贪 无 瞋 而 有 慧 者 —— 如 大 
僧 护 长 老”。  

在 这 里 所 说 的 贪 着 者 即 贪 行 者。 瞋 与 钝 者 即 为 瞋 及 痴 行 者。 慧 者 即 觉 
行 者。 无 贪 着 无 瞋 而 本 来 具 有 信 乐 之 性 故 为 信 行 者。 或 以 随 无 痴 之 业 而 生 
者 为 觉 行 者， 如 是 随 强 信 之 业 而 生 者 为 信 行 者， 随 欲 寻 等 之 业 而 生 者 为 寻 
行 者。 随 贪 等 混 合 之 业 而 生 者 为 混 行 者。  

如 是 当 知 于 贪 等 之 中 随 于 何 种 业 而 结 生 者 为 性 行 之 因。  

⑶ （性 行 的 辨 知 法） 其 次 关 于 如 何 而 知 此 人 为 贪 行 者 等， 当 以 此 法 辨 
知：  

威 仪 与 作 业，  
而 食 及 见 等，  
于 法 之 现 起，  
辩 知 于 诸 行。  

(Ⅰ) 从 “威 仪” 中 看， 贪 行 者 是 用 自 然 的 步 骤 及 优 美 的 走 法 而 行 的， 徐 
徐 的 放 下 他 的 足， 平 正 的 踏 下， 平 正 的 举 起， 他 的 足 迹 是 曲 起 的 （中 央 不 着 
地）。 瞋 行 者 以 足 尖 象 掘 地 而 行， 他 的 足 急 促 的 踏 下， 急 促 的 举 起， 而 他 的 
足 迹 是 尾 长 的 （后 跟 展 长）。 痴 行 者 则 以 混 乱 的 步 法 而 行， 他 的 足 象 惊 愕 者 
的 踏 下， 亦 象 惊 愕 者 的 举 起， [105] 而 他 的 足 迹 是 急 速 压 下 的 （前 后 都 展 

                                                 
【42】优 娑 昙 结 顿 (ussadakittana 增 盛 说)， 解 说 “增 盛 说” 在 异 熟 论 中 (vipākakathāya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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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这 如 摩 根 提 那 经 的 记 事【43】 说：  

染 着 者 的 足 迹 曲 起，  
瞋 恚 者 的 足 迹 尾 长，  
愚 昧 者 的 足 迹 急 压，  
断 惑 者 的 足 迹 如 斯。

【44】
 

对 于 站 立 的 姿 势， 则 贪 行 者 是 以 令 人 喜 悦 而 优 美 的 姿 ， 瞋 行 者 以 顽 
固 的 姿 ， 痴 行 者 则 为 混 乱 的 姿 。 对 于 坐 的 姿 势 也 是 一 样。 其 次 贪 行 者 
不 急 的 平 坦 地 布 置 床 座， 慢 慢 地 卧 下， 以 令 人 喜 悦 的 姿  并 置 其 手 足 而 
睡； 若 叫 他 起 来 时， 则 紧 急 地 起 来， 如 有  疑 的 慢 慢 地 答 复。 瞋 行 者 则 急 促 
地 这 里 那 里 把 床 座 布 置 一 下， 即 投 身 作 蹙 眉 状 而 卧； 若 叫 他 起 来 之 时 则 紧 
急 地 起 来， 如 怒 者 而 答 复。 痴 行 者 则 不 善 计 划 的 布 置 床 座， 大 多 身 体 散 乱 
覆 面 而 卧； 若 叫 他 起 来 时， 则 作 “唔” 声 而 迟 缓 地 起 来。 其 次 信 行 者 等， 因 
为 是 贪 行 者 等 的 同 分， 故 彼 等 也 和 贪 行 者 等 同 样 的 威 仪。 如 是 先 以 威 仪 辨 
知 诸 行。 

(Ⅱ) “作 业” —— 于 扫 地 等 作 业 中， 贪 行 者 不 急 的 善 取 扫 帚， 不 散 乱 地 
上 的 沙， 象 撤 布 信 度 梵 罗 花 一 样 的 清 洁 而 平 坦 的 扫 地。 瞋 行 者 则 紧 张 地 取 
扫 帚， 两 边 急 捷 的 溅 起 沙 粒， 以 粗 浊 的 声 音 不 清 洁 不 平 坦 的 扫。 痴 行 者 则 
无 精 神 的 取 扫 帚。 回 旋 散 乱 不 清 洁 不 平 坦 的 扫。 如 于 扫 地， 如 是 于 其 他 一 
切 洗 衣 染 衣 等 作 业 也 是 一 样。 贪 行 者 对 于 浣 衣 等 则 巧 妙 优 美 平 等 而 留 意 地 
作。 瞋 行 者 则 粗 顽 不 平 等 地 作。 痴 行 者 则 笨 拙 混 乱 不 平 等 而 无 注 意 的 作。 
[106] 着 衣 亦 然； 贪 行 者 的 着 衣 是 不 急 不 缓 令 人 欢 喜 而 圆 满 的。 瞋 行 者 是 紧 
张 而 不 圆 满 的。 痴 行 者 是 缓 慢 而 紊 乱 的。 其 次 信 行 者 等 是 彼 等 的 同 分， 故 
依 此 类 推 可 知。 如 是 依 作 业 而 辨 知 诸 行。  

(Ⅲ) “食” —— 贪 行 者 是 欢 喜 脂 肪 及 甘 美 之 食， 食 时， 则 作 成 不 大 过 一 
口 的 圆 团。 细 尝 各 种 滋 味 而 不 急 迫 的 食， 若 得 任 何 美 味 则 生 喜 悦。 瞋 行 者 
是 喜 欢 粗 酸 之 食， 食 时， 作 满 口 之 团， 不 细 尝 滋 味 而 紧 急 地 食， 若 得 任 何 不 
美 之 食 则 生 瞋 怒。 痴 行 者 是 没 有 一 定 嗜 好 的， 食 时， 作 不 圆 的 小 团， 残 食 投 
入 食 器 中， 常 污 其 口， 散 乱 其 心 思 惟 彼 此 而 食。 其 他 信 行 者 等 因 与 彼 等 同 
分， 故 依 此 类 推 可 知。 如 是 依 食 而 辨 知 诸 行。  

(Ⅳ) “见” —— 贪 行 者 若 见 细 小 的 喜 悦 事 物， 亦 生 惊 愕 而 久 视 不 息， 纵 
有 小 德 亦 生 执 著， 但 实 有 大 过 亦 不 计 取， 甚 至 离 去 时， 亦 作 留 恋 回 顾 不 舍 
而 去。 瞋 行 者 若 见 细 小 的 不 如 意 事 物， 亦 如 倦 者 而 不 久 视， 纵 见 小 过 亦 生 
瞋 恼， 而 实 有 德 亦 不 计 取， 在 离 去 时， 作 欲 离 而 毫 无 顾 恋 而 去。 痴 行 者 所 见 
任 何 事 物 都 是 依 他 人 的 意 见 的， 闻 别 人 呵 责 他 人， 他 也 呵 责， 闻 人 赞 叹， 他 
也 赞 叹， 自 己 却 无 智 力 取 舍 辨 别 的。 闻 于 声 等 亦 然。 其 次 信 行 者 等 是 彼 等 
的 同 分， 故 依 此 类 推 可 知。 如 是 依 见 而 辨 知 诸 行。  

(Ⅴ) “法 之 现 起” —— 对 于 贪 行 者 常 有 如 是 等 法 生 起， 即 谄、 诳、 慢、 恶 
欲、 大 欲、 不 知 足。 淫 欲 炽 盛、 轻 佻 等。 [107] 对 于 瞋 行 者 则 有 忿、 恨、 覆、 
恼、 嫉、 悭 等 法。 对 于 痴 行 者 则 有 惛 沉、 睡 眠。 掉 举、 恶 作、 疑、 执 取、 固 执 
                                                 
【43】摩 根 提 耶 经 的 记 事 (Māgandiyasuttappatti), 见 Dhp.A.I, p.199-203. 
【44】指 佛 陀 的 足 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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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法。 对 于 信 行 者 则 有 施 舍、 欲 见 圣 者、 欲 闻 正 法， 多 喜 悦、 不 诳、 不 谄， 
信 于 可 信 乐 之 事 等 法。 对 于 觉 行 者 则 有 和 蔼、 可 为 善 友、 饮 食 知 量、 念 正 
知、 努 力 不 眠、 忧 惧 于 可 忧 俱 之 事、 有 忧 惧 者 的 如 理 精 勤 等 法。 对 于 寻 行 者 
则 常 有 多 言、 乐 众、 不 喜 为 善 而 努 力、 心 不 确 定、 夜 熏 （思 惟）、 日 燃 （实 
行）、 及 追 求 彼 此 等 法 生 起。 如 是 依 法 之 现 起 而 辨 知 诸 行。  

然 而 这 种 性 行 的 辨 知 法， 都 不 是 圣 典 或 义 疏 所 叙 述 的， 仅 依 阿 阇 梨 的 
意 见 而 说， 所 以 不 当 绝 对 的 坚 信。 因 为 对 于 贪 行 者 所 说 的 威 仪 等， 如 果 瞋 
行 者 等 成 为 不 放 逸 住 者 亦 可 行 的。 对 于 一 个 杂 行 的 人， 则 有 多 种 行 相， 而 
威 仪 等 不 会 现 起 的。 其 次 对 于 诸 义 疏 中 所 说 的 性 行 的 辨 知 法， 当 为 确 信。 
义 疏 曾 说： “获 得 他 心 智 的 阿 阇 梨， 既 知 弟 子 的 性 行 为 说 适 当 的 业 处； 其 他 
的 阿 阇 梨 则 当 向 弟 子 问 知 其 性 行”。 是 故 当 以 他 心 智 或 向 他 人 问 知 —— 此 
人 为 贪 行 者 或 此 人 为 瞋 等 的 何 种 性 行 者。  

⑷ （性 行 者 的 适 不 适） —— 何 种 性 行 者 适 合 于 何 种， 兹 先 就 “贪 行 者” 
说： 他 的 住 处 布 置 于 任 何 不 净 的 栏 杆 的 地 上， 自 然 的 山 窟、 草 舍、 柴 庵 等， 
散 遍 尘 垢， 充 满 蝙 蝠， 朽 腐 崩 溃， 过 高 或 过 低， 荒 芜 危 惧， 不 净 不 平 之 道， 
[108] 其 床 椅 亦 充 满 臭 虫， 恶 形 丑 色， 一 见 而 生 厌 恶 的， 象 此 等 是 适 当 的。 衣 
服 则 破 角， 垂 结 挂 丝， 槛 楼 如 面 饼 似 的 —— 粗 如 大 麻 布， 污 秽， 沉 重， 难 于 
穿 著， 这 是 适 当 的。 钵 亦 很 丑， 土 钵 或 曾 镶 钉 诸 钉 的 破 铁 钵， 既 重 而 状 又 
恶， 如 头 盖 骨 一 样 的 可 厌， 这 是 适 当 的。 其 行 乞 的 道 路 则 以 不 适 意， 不 近 于 
村 落 及 不 平 坦 者 为 适 当。 其 行 乞 的 村 落， 那 里 的 人 们 对 他 好 象 没 有 看 见 似 
的 走 着， 甚 至 连 一 家 也 得 不 到 饮 食 而 出 来， 有 人 偶 然 看 见 说： “来， 尊 
者”， 令 入 大 众 的 休 息 所 内 给 以 粥 饭， 他 们 去 时 也 如 关 牛 于 牛 栏 中 一 样 的 
不 望 一 下 而 去， 那 样 的 为 适 当。 给 侍 饮 食 者 亦 以 奴 婢 或 佣 人， 形 貌 丑 恶， 衣 
著 污 秽， 臭 气 厌 恶， 以 轻 蔑 的 姿  象 抛 弃 一 样 的 给 与 粥 饭 者 为 适 当。 粥 饭 
和 硬 食 亦 以 粗 糙 坏 色 的 稷 黍 米 屑 等 所 炊 的、 腐 酥、 酸 粥、 老 菜 叶 之 汤 等。 无 
论 何 种 都 只 以 充 饥 即 可。 他 的 威 仪 则 以 立 或 经 行 为 适 当。 于 所 缘 之 境， 当 
于 青 等 色 遍 之 中 取 其 不 净 之 色。 这 是 关 于 贪 行 者 所 适 当 的。  

“瞋 行 者” 的 住 所， 勿 过 高， 勿 过 低， 具 备 树 荫 和 水， 用 好 的 隔 壁 柱 子 
和 阶 梯， 善 饰 以 花 环 藤 饰 及 种 种 绘 画 的 辉 耀， 平 滑 柔 软 的 地 面， 犹 如 梵 官 
一 样 的 用 各 种 彩 花 云 布 善 为 严 饰 天 盖， 善 为 布 置 有 清 净 悦 意 配 备 的 床 椅， 
处 处 撒 布 以 芳 香 的 华 香， 一 见 而 生 喜 悦 者 为 适 当。 他 的 住 处 的 道 路 则 脱 离 
一 切 危 险， 清 净 平 坦 及 施 以 庄 严 设 备 者 为 宜。 [109] 他 的 住 处 的 用 具， 为 除 
去 蝎 与 臭 虫 及 蛇 鼠 等 的 寄 生 故 不 宜 多， 只 有 一 床 一 椅 为 宜。 他 的 衣 服 亦 宜 
以 优 美 的 支 那 绸、 苏 摩 罗 绸、 丝 布、 细 棉 布、 细 麻 布 等 做 成 轻 便 的 单 衣 或 双 
衣， 并 染 以 适 用 于 沙 门 的 优 等 颜 色。 其 钵 的 形 状 当 如 水 中 之 泡， 犹 如 宝 石 
一 样 的 善 加 磨 擦 而 除 垢， 以 适 合 于 沙 门 而 极 清 净 颜 色 的 铁 制 的 钵 为 宜。 其 
行 乞 的 道 路 则 以 脱 离 危 险 平 坦 而 喜 悦 的 及 离 乡 村 不 过 远 不 过 近 者 为 宜。 行 
乞 的 村 庄 亦 以 那 里 的 人 们 想 道： “圣 者 就 要 来 了”， 于 是 便 在 洒 扫 得 干 干 净 
净 的 地 方 布 置 好 座 位， 前 往 欢 迎， 接 过 他 的 钵， 引 之 入 家， 请 他 就 坐 于 已 敷 
的 座 上， 亲 手 恭 敬 地 奉 以 斋 饭， 如 是 者 为 适 当。 他 的 给 侍 者， 美 丽 可 爱， 浴 
净 涂 油， 有 熏 香 华 香 等 的 芳 香， 各 种 彩 色 洁 净 悦 意 的 衣 服 及 带 以 装 饰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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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 敬 地 侍 奉， 这 样 的 人 为 适 当。 粥 饭 硬 食 则 具 有 色 香 美 味 及 养 分 而 可 悦 
的， 一 切 均 以 优 胜 而 随 其 所 愿 者 为 宜。 他 的 威 仪 则 以 卧 或 坐 为 宜。 其 所 缘 
则 对 于 青 等 色 遍 中， 以 任 何 极 净 之 色 为 宜， 这 是 适 于 瞋 行 者 的。  

“痴 行 者” 的 住 处 以 面 向 四 方 没 有 障 碍 而 坐 在 那 里 能 见 四 方 空 敞 者 为 
宜。 其 威 仪 则 以 经 行 为 适 当。 他 的 所 缘 之 境 象 小 米 筛 或 茶 盆 那 样 大 是 不 适 
宜 的， 因 为 狭 小 的 空 间 会 更 使 他 愚 昧， 所 以 用 广 大 之 遍 为 宜。 其 余 的 如 对 
瞋 行 者 所 说 的 同 样。 这 是 适 于 痴 行 者 的。  

“信 行 者” 则 一 切 对 瞋 行 者 所 说 的 都 同 样 的 适 宜。 于 所 缘 境 中 则 以 六 
随 念 处 为 宜。  

“觉 行 者” 的 住 处， 对 于 这 些 是 没 有 不 适 合 的。  

“寻 行 者” 的 住 处， 面 向 四 方 的 空 处， 若 坐 在 那 里 能 见 [110] 美 丽 的 园 林 
池 塘 和 村 镇 地 方 的 连 续 及 青 山 等 是 不 适 当 的， 因 为 那 是 寻 思 散 乱 之 缘。 是 
故 应 于 象 腹 山 麻 恒 达 窟【45】 那 样 深 奥 而 洞 面 又 为 森 林 所 蔽 的 住 所 居 住。 他 的 
所 缘 不 宜 广 大， 因 为 那 是 寻 思 散 乱 之 缘， 故 以 小 的 为 宜。 余 者 如 同 贪 行 者 
所 说 的 一 样。 这 是 适 合 于 寻 行 者 的。  

对 于 “随 顺 自 己 的 性 行”， 上 面 已 用 性 行 的 区 别、 原 因、 辨 知 法、 适 不 
适 等 分 类 详 述。 但 对 于 随 顺 性 行 的 业 处 尚 未 有 详 细 分 析， 然 而 在 其 次 就 要 
详 论 的 （四 十 业 处） 母 句 之 中 自 当 明 了。  

㈣ （四 十 业 处） “于 四 十 业 处 中 执 取 何 种 的 业 处” 一 句 中 有 此 等 解 说： 
⑴ 依 名 称 的 解 释， ⑵ 依 近 行 与 安 止 的 导 入， ⑶ 依 禅 的 区 别， ⑷ 依 次 第 超 越， 
⑸ 依 增 不 增， ⑹ 依 所 缘， ⑺ 依 地， ⑻ 依 执 取， ⑼ 依 缘， ⑽ 依 性 行 的 顺 适， 今 
即 先 以 此 等 十 种 行 相 而 决 择 业 处：  

⑴ “依 名 称 的 解 释”： 是 就 “四 十 业 处 中” 而 说 的， 那 里 的 四 十 业 处， 
即 是： 十 遍、 十 不 净、 十 随 念、 四 梵 住、 四 无 色、 一 想、 一 差 别。  

此 中 的 地 遍、 水 遍、 火 遍、 风 遍、 青 遍、 黄 遍。 赤 遍、 白 遍、 光 明 遍、 限 
定 虚 空 遍 为 十 遍。

【46】  

膨 胀 相、 青 瘀 相、 脓 烂 相、 断 坏 相。 食 残 相、 散 乱 相、 斩 斫 离 散 相、 血 
涂 相、 虫 聚 相、 骸 骨 相 为 十 不 净。

【47】  

佛 随 念、 法 随 念、 僧 随 念、 戒 随 念、 舍 随 念、 天 随 念、 死 随 念、 身 随 
念、 入 出 息 随 念、 寂 静 随 念 为 十 随 念。

【48】 [111] 

慈、 悲， 喜、 舍 为 四 梵 住。
【49】 

空 无 边 处、 识 无 边 处、 无 所 有 处、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为 四 无 色。  

食 厌 想 为 一 想。  

                                                 
【45】在 Mihintale, 相 传 为 麻 恒 达 (Mahinda) 坐 卧 之 处。 
【46】十 遍 (dasakasiṇā),  《解 脱 道 论》 “十 一 切 入”。 
【47】十 不 净 (dasa asubhā), 《解 脱 道 论》 “十 不 净 想”。 
【48】十 随 念 (dasa anussatiyo), 《解 脱 道 论》 “十 念”。 
【49】四 梵 住 (cattāro brahmavihārā), 《解 脱 道 论》 “四 无 量 心”。 



    66         

四 界 差 别 为 一 差 别。  

当 知 这 是 依 名 称 的 解 释 而 决 择 业 处。  

⑵ “依 近 行 与 安 止 的 导 入” —— 于 四 十 业 处 之 中 除 了 身 随 念 与 入 出 息 
随 念 之 外， 其 余 的 八 随 念 及 食 厌 想 并 四 界 差 别 的 十 种 业 处 为 近 行 的 导 入， 
其 他 的 （三 十 业 处） 为 安 止 的 导 入。 如 是 依 近 行 与 安 止 的 导 入 而 决 择 业 处。  

⑶ “依 禅 的 区 别” —— 于 安 止 的 导 入 的 三 十 业 处 中， 入 出 息 随 念 及 十 遍 
是 属 于 四 种 禅 的 （初 禅 至 第 四 禅）。 身 随 念 及 十 不 净 是 属 于 初 禅 的。 初 三 种 
梵 住 是 属 于 三 种 禅 的 （初 禅 至 第 三 禅）。 第 四 梵 住 及 四 无 色 是 属 于 第 四 禅 
的。 如 是 依 禅 的 区 别 而 决 择 业 处。  

⑷ “依 超 越”【50】 —— 为 支 的 超 越 和 所 缘 的 超 越【51】 二 种 超 越。 那 里 属 于 三 
种 （初 三 梵 住） 及 四 种 禅 （入 出 息 随 念、 十 遍） 的 一 切 业 处 都 是 支 的 超 越， 
因 为 于 彼 等 同 一 所 缘 境 中 超 越 了 寻 伺 等 的 禅 支， 便 证 得 第 二 禅 等 之 故； 第 
四 梵 住 亦 同 样 —— 即 于 同 一 慈 等 所 缘 而 超 越 了 喜， 便 得 证 彼 第 四 梵 住。 其 
次 于 四 无 色 中 为 所 缘 的 超 越。 于 前 九 遍 中 超 越 了 任 何 所 缘， 便 证 得 空 无 边 
处。 超 越 了 虚 空 等， 便 证 得 识 无 边 处 等。 于 其 余 的 业 处 则 无 超 越。 如 是 依 超 
越 而 决 择 业 处。  

⑸ “依 增 不 增” —— 于 此 等 四 十 业 处 之 中， 唯 十 遍 当 增 大。 由 于 遍 的 扩 
大 空 间， 则 于 所 限 的 范 围 内 可 以 天 耳 界 闻 声， 以 天 眼 见 色， 以 他 心 智 而 知 
其 他 有 情 的 心。 其 次 身 随 念 与 诸 不 净 想 则 不 宜 增 大。 何 以 故？ 由 于 范 围 的 
限 制 及 不 成 功 德 故。 彼 等 （的 增 大 及） 范 围 的 限 制 将 于 修 习 法 中 明 了 的 说。 
若 对 于 彼 等 的 增 大， 则 只 有 尸 聚 的 增 大， [112] 实 无 任 何 功 德 增 大。 在 苏 波 
迦 的 问 答 中 如 是 说： “世 尊！ 于 色 想 明 显， 而 骨 想 则 不 明 显”。 在 那 里 因 为 
遍 的 相 增 大， 故 说 “色 想 明 显”， 于 不 净 相 不 增 大， 故 说 “骨 想 不 明 显”。 
其 次 说 “我 只 有 骨 想 扩 大 于 整 个 大 地”， 是 依 得 （骨 想） 者 所 显 现 的 状  而 
说 的。 譬 如 在 法 阿 输 迦 时 代， 有 迦 陵 频 伽 鸟， 于 房 内 四 方 壁 上 的 镜 中， 看 见 
自 己 的 影 像， 便 以 为 四 方 都 有 迦 陵 频 伽， 而 发 优 美 的 声 音。 长 老 亦 然， 由 于 
骨 想， 得 于 四 方 而 见 所 现 之 相， 并 想： “白 骨 充 满 于 整 个 大 地”。 如 果 这 
样， 岂 非 与 “于 诸 不 净 禅 有 无 量 所 缘” 之 说 相 矛 盾 吗？ 当 知 这 并 不 相 违 的， 
或 者 有 人 于 膀 胀 之 尸 或 于 大 骸 骨 中 取 相， 或 者 有 人 于 小 （不 净 物） 中 取 相， 
依 于 此 法， 则 对 一 人 为 小 所 缘 禅， 一 人 为 无 量 所 缘 禅。 或 者 他 在 增 大 不 净 
相 时， 因 不 见 其 过 患 故 增 大， 由 此 而 说 无 量 所 缘。 因 诸 不 净 相 不 成 为 功 德， 
故 不 当 增 大。 与 此 不 净 相 类 似 的 余 者， 亦 不 宜 增 大。 何 以 故？ 此 中 如 果 对 入 
出 息 之 相 而 增 大 者， 则 只 有 风 聚 增 大 而 已， 而 且 范 围 是 有 限 的， 有 如 是 多 
种 过 患 及 范 围 有 限， 故 不 宜 增 大。 诸 梵 住 以 有 情 为 所 缘， 若 于 此 等 相 增 大， 
则 仅 为 有 情 聚 增 大 而 已， 有 何 利 益？ 故 彼 等 梵 住 相 亦 不 宜 增 大。 “与 慈 心 
俱， 向 一 方 扩 展”

【52】 等 的 说 法， 是 根 据 相 的 执 取 而 说 的。 对 于 一 住 所 二 住 
所 等 的 有 情 及 渐 次 执 取 一 方 的 有 情 而 修 习 者， 说 为 一 方 遍 满， [113] 并 非 说 
                                                 
【50】超 越 (samatikkama), 《解 脱 道 论》 “正 越”。 
【51】支 的 超 越 (aṅga-samatikkama)、 所 缘 的 超 越 (ārammaṇa-samatikkama), 《解 脱 道 论》 

“越 色、 越 事”。 
【52】D.I, p.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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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增 大。 于 四 梵 住 实 无 相 似 相【53】
， 可 为 此 瑜 伽 者 之 所 增 大。 四 梵 住 的 小， 

无 量 所 缘， 当 知 也 是 依 执 取 而 说 的。 于 无 色 诸 所 缘 中 （空 无 边 处 的 所 缘）， 
虚 空 只 是 因 为 除 去 于 遍 故 （不 宜 增 大）， 且 彼 虚 空 亦 当 只 以 排 除 于 遍 而 得 
作 意。 除 此 （虚 空） 之 外 是 没 有 什 么 可 增 大 的。 （识 无 边 处 的 所 缘） 识 为 自 
性 法 故， 实 无 自 性 法 可 能 增 大 的。 （无 所 有 处 的 所 缘） 是 为 排 除 于 识 —— 即 
为 识 的 无 有 故 （不 宜 增 大）。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的 所 缘 因 为 是 自 性 之 法， 故 不 能 
增 大。 其 他 的 （佛 随 念 等 十 业 处） 为 非 相 （故 不 得 增 大）。 只 有 相 似 相 应 当 
增 大。 佛 随 念 等 不 是 相 似 相 所 缘， 所 以 不 当 增 大。 如 是 依 增 不 增 决 择 业 处。  

⑹ “依 所 缘”
【54】 —— 于 此 等 四 十 业 处 中， 十 遍， 十 不 净， 入 出 息 随 念 及 

身 随 念 的 二 十 二 种 为 相 似 相 所 缘， 其 余 十 八 业 处 为 非 相 似 相 所 缘。 在 十 随 
念 中 除 了 入 出 息 随 念 及 身 随 念 之 外， 其 余 的 八 种 随 念， 食 厌 想， 四 界 差 别， 
识 无 边 处 及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的 十 二 种 为 自 性 法 所 缘。 十 遍， 十 不 净， 入 出 息 
随 念 及 身 随 念 的 二 十 二 种 为 相 所 缘， 其 余 的 （四 梵 住 及 空 无 边 处 与 无 所 有 
处） 六 种 为 不 可 说 所 缘。 脓 烂 想， 血 涂 想， 虫 聚 想， 入 出 息 随 念， 水 遍， 火 
遍， 风 遍 及 光 明 遍 中 的 太 阳 等 圆 光 所 缘， 此 八 种 为 动 摇 所 缘 —— 然 彼 等 的 
动 摇 所 缘 仅 在 似 相 的 前 分。 在 似 相 的 阶 段， 便 成 为 固 定 而 不 动 了。 其 余 的 
则 为 不 动 摇 所 缘。 如 是 依 所 缘 而 决 择 业 处。  

⑺ “依 地” —— 这 里 十 不 净， 身 随 念 及 食 厌 想 十 二 种， 于 诸 天 中 是 不 会 
现 起 的。 彼 等 十 二 及 入 出 息 随 念， 这 十 三 种 于 梵 天 中 不 现 起。 于 无 色 有， 除 
了 四 无 色， 别 的 不 会 现 起。 于 人 界 中 则 一 切 都 得 现 起。 如 是 依 地 而 决 择 业 
处。 [114] 

⑻ “依 执 取” —— 依 于 见、 触 及 闻 而 执 取 当 知 决 择。 此 中 除 了 风 遍， 其 
余 九 遍 及 十 不 净 的 十 九 种， 是 由 于 见 执 取 的 —— 于 （似 相） 前 分 先 以 眼 见 彼 
等 之 相 而 执 取 之 义。 身 随 念 中 的 皮 等 五 法 （发 毛 爪 齿 皮） 由 于 见、 其 余 的 
（二 十 七 法） 由 于 闻 而 执 取， 如 是 身 随 念 当 由 于 见 及 闻 而 执 取。 入 出 息 随 念 
由 于 触， 风 遍 由 于 见 与 触， 其 余 的 十 八 种 由 于 闻 而 执 取。 其 次 （第 四） 舍 梵 
住 及 四 无 色 （的 五 种）， 对 于 初 学 者 不 宜 执 取； 应 取 其 余 的 三 十 五 种。 如 是 
依 执 取 而 决 择 业 处。  

⑼ “依 缘” —— 于 此 等 业 处 中， 除 了 空 遍， 其 余 九 遍 为 无 色 定 之 缘。 十 
遍 亦 为 诸 神 通 之 缘。 彼 前 三 梵 住 为 第 四 梵 住 之 缘。 下 下 的 无 色 定 为 上 上 的 
无 色 定 之 缘。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为 灭 尽 定 之 缘。 又 一 切 （遍） 为 乐 住 与 观 及 有 的 
成 就 之 缘。 如 是 依 缘 而 决 择 业 处。  

⑽ “依 性 行 的 顺 适” —— 这 里 性 行 的 顺 适 当 知 决 择。 即 对 于 贪 行 者 以 十 
不 净 及 身 随 念 的 十 一 种 业 处 为 适 合。 瞋 行 者 以 四 梵 住 及 四 色 遍 为 适 合。 痴 
行 者 与 寻 行 者 以 一 入 出 息 随 念 业 处 为 适 合。 信 行 者 以 前 六 随 念。 觉 行 者 以 
死 念、 寂 止 随 念、 四 界 差 别 及 食 厌 想 四 种。 其 余 六 遍 与 四 无 色 则 适 于 一 切 
行 者。 又 于 诸 遍 之 中， 小 所 缘 适 于 寻 行 者， 而 无 量 所 缘 适 于 痴 行 者。 如 是 当 
知 依 性 行 的 顺 适 而 决 择 业 处。 此 等 一 切 是 根 据 正 对 治 与 极 适 当 而 说 的。 实 

                                                 
【53】相 似 相 (paṭibhāga-nimitta), 《解 脱 道 论》 “分 别”。 
【54】所 缘 (ārammaṇa),  《解 脱 道 论》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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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此 等 善 法 的 修 习 而 不 镇 伏 于 贪 等 或 不 利 益 于 信 等 的。 如 《弥 醯 经》
【55】 

说： “应 数 数 修 习 四 种 法： 为 除 于 贪 当 修 不 净， 为 除 瞋 恚 当 修 于 慈， [115] 为 
断 于 寻 当 修 入 出 息 念， 为 绝 灭 于 我 慢 当 修 无 常 想”。 《罗 喉 罗 经》

【56】 亦 说： 
“罗 喉 罗， 修 习 于 慈 的 修 习” 等， 依 此 为 一 人 而 说 七 业 处【57】

； 所 以 不 宜 只 在 
文 句 上 固 执， 应 于 一 切 处 求 其 真 义。  

以 上 的 “执 取 于 业 处” 即 是 业 处 论 的 决 择。 对 于 “执 取” 一 句 的 意 义 说 
明： 即 如 瑜 伽 者 “亲 近 教 授 业 处 的 善 友” 那 句 所 表 现 的； 亲 近 善 友， 即 (Ⅰ) 
献 自 己 与 佛 世 尊 或 阿 阇 梨 及 (Ⅱ) 具 足 意 乐 具 足 胜 解 而 请 教 业 处。  

此 中： (Ⅰ) 当 如 是 供 献 自 己 于 佛 世 尊 说： “世 尊！ 我 今 舍 自 身 与 你”。 
若 不 如 是 而 舍 者， 住 在 边 鄙 的 住 处， 一 旦 恐 怖 的 所 缘 现 前， 则 不 可 能 阻 止， 
而 回 至 衬 落 与 俗 人 交 杂， 堕 于 邪 求， 陷 于 祸 害 了。 对 于 自 舍 者， 则 纵 有 恐 怖 
的 所 缘 现 前 亦 不 起 恐 怖 的。 “贤 者！ 你 以 前 不 是 曾 舍 自 身 于 佛 陀 了 吗”？ 他 
作 如 是 观 察 而 生 喜 悦。 譬 如 一 人 有 一 匹 上 等 的 迦 舍 迦 的 布， 放 在 那 里 给 老 
鼠 或 蚂 蚁 啮 了， 他 便 心 生 忧 愁！ 假 使 他 把 此 布 施 与 无 衣 的 比 丘， 在 剪 裁 成 
一 块 一 块 的 时 候， 他 却 见 之 而 心 生 喜 悦。 如 是 应 知 同 于 此 例， 舍 与 阿 阇 梨， 
亦 作 此 说： “尊 者！ 我 今 把 自 身 供 献 与 你”， 如 果 不 如 是 舍 弃 自 身， 则 成 为 
不 能 责 备 的、 顽 固 的、 不 听 劝 告 的， 或 不 咨 询 阿 阇 梨 随 自 己 所 欲 要 到 那 里 
就 去 那 里， 这 样 的 人 则 阿 阇 梨 不 予 以 财 施 或 法 施， 亦 难 学 得 奥 秘 的 典 籍。 
他 既 不 得 此 二 种 施， [116] 于 佛 教 中 亦 难 得 住 立， 不 久 将 陷 于 破 戒 或 在 家 的 
生 活 了。 舍 弃 自 身 者， 决 非 不 能 呵 责 的， 决 非 随 意 所 行 的， 是 顺 从 的， 依 照 
于 阿 阇 梨 而 生 活 的。 他 则 获 得 阿 阇 梨 的 财 法 二 施， 于 佛 教 中 得 至 于 增 进 广 
大。 犹 如 小 乞 食 帝 须 长 老 的 弟 子 一 样。 据 说 有 三 位 比 丘 来 亲 近 他， 其 中 一 
人 说： “尊 者！ 如 果 你 说 为 了 你 起 见， 跳 百 仞 的 悬 岩 我 也 努 力 为 之”。 第 二 
位 说： “尊 者！ 如 果 你 说 为 了 你 起 见， 将 自 身 从 脚 跟 起 磨 擦 于 石 上， 使 全 部 
成 为 残 废， 我 亦 努 力 为 之”。 第 三 位 说： “如 果 你 说 为 了 你 起 见， 停 止 出 入 
息 而 至 命 终， 我 亦 努 力 为 之”。 长 老 想： “此 等 比 丘 实 为 材 器”， 即 为 说 业 
处。 他 们 三 人 依 他 胁 教 训 都 证 得 阿 罗 汉 果。 这 是 舍 施 自 己 的 功 德。 所 以 说 
“舍 施 自 身 与 佛 世 尊 或 阿 阇 梨”。  

(Ⅱ) 关 于 “具 足 意 乐， 具 足 胜 解”， 是 说 瑜 伽 者 当 以 无 贪 等 六 种 行 相 具 
足 意 乐。 如 是 具 足 意 乐 得 证 三 菩 提 （等 正 菩 提， 辟 支 菩 提， 声 闻 菩 提）； 所 
谓 “有 六 种 意 乐 菩 萨 而 至 菩 提 成 熟： 即 无 贪 意 乐 诸 菩 萨 而 见 于 贪 之 过， 无 
瞋 意 乐 诸 菩 萨 而 见 于 瞋 之 过， 无 痴 意 乐 诸 菩 萨 而 见 于 痴 之 过， 出 家 意 乐 诸 
菩 萨 而 见 居 家 之 过， 远 离 意 乐 诸 菩 萨 而 见 集 众 之 过， 出 离 诸 菩 萨 而 见 一 切 
有 趣 之 过”。 无 论 过 去 未 来 及 现 在 的 须 陀 洹， 斯 陀 含， 阿 那 含， 漏 尽 者， 辟 
支 佛， 等 正 觉 者， 他 们 都 是 依 此 等 六 种 行 相 而 各 自 得 证 胜 位 的。 是 故 当 知 
依 此 六 种 行 相 而 具 足 意 乐。 其 次 当 以 胜 解 而 具 足 胜 解； 即 [117] 以 定 的 胜 
解， 定 的 尊 重， 定 的 趋 向， 及 涅 槃 的 胜 解， 涅 槃 的 尊 重， 涅 槃 的 趋 向 之 义。  

如 是 具 足 意 乐 及 胜 解 而 请 求 教 授 业 处 的 学 人， 如 有 他 心 智 的 阿 阇 梨， 
                                                 
【55】弥 醯 经 (Meghiya-sutta) Udāna 第 四 品 第 一 经。 Udāna p.37. 
【56】罗 喉 罗 经 (Rāhula-sutta) M.I, p.424, 《中 部》 六 二 经。 
【57】七 业 处 (satta kammaṭṭhānāni) 慈、 悲、 喜、 舍、 不 净、 无 常 想、 入 出 息 随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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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以 此 智 观 察 其 心 行 而 知 其 性 行； 余 者 则 应 以 此 等 方 法 问 知 其 性 行： “什 
么 是 你 的 性 行？ 你 常 常 现 行 的 是 什 么 法？ 你 以 什 么 作 意 而 觉 安 乐？ 你 的 心 
倾 向 于 何 种 业 处”？ 如 是 知 道 了， 然 后 当 适 合 其 性 行 而 对 他 说 业 处。 在 说 的 
时 候， 当 以 三 种 方 法 来 说： 对 于 自 然 业 处 已 有 把 握 者， 经 一 二 次 坐 谈 而 试 
其 所 学， 当 即 授 以 业 处； 对 于 住 在 近 边 的， 则 每 次 来 问 的 刹 那， 都 当 对 他 
说； 如 果 希 望 学 了 之 后 便 往 他 处 去 的， 则 应 对 他 不 宜 过 略 或 过 详 的 说。 譬 
如 于 地 遍 中， 应 说： 四 遍 的 过 失， 遍 的 作 法， 作 （遍） 者 的 修 习 法， 二 种 
相， 二 种 定， 七 种 适 不 适， 十 种 安 止 善 巧， 精 进 的 平 等， 安 止 的 规 定， 当 以 
此 等 九 种 行 相 而 说。 对 于 其 余 的 业 处 亦 当 那 样 适 当 的 说。 彼 等 一 切 将 于 修 
习 的 规 定 中 详 细 的 说。  

当 阿 阇 梨 说 业 处 时， 瑜 伽 者 应 当 谛 听 而 取 于 相。 所 谓 “执 取 于 相” 即 
“此 为 前 句， 此 为 后 句， 此 为 义 理， 此 为 其 意 旨， 此 为 譬 喻” 等 的 行 相 一 一 
忆 持 于 心 的 意 思。 如 是 恭 敬 谛 听 执 取 于 相 者 而 得 善 学 业 处。 唯 有 依 彼 （业 
处） 而 得 成 就 胜 位， 实 非 他 者。 这 是 说 明 “执 取” 之 义。  

上 面 是 对 于： “亲 近 善 友， 适 合 于 自 己 的 性 行， 于 四 十 业 处 之 中 执 取 何 
种 的 业 处” 等 句 一 切 行 相 的 详 细 解 释。  

为 诸 善 人 所 喜 悦 而 造 的 清 净 道 论， 于 论 定 的 修 习 中， 成 就 第 三 
品， 定 名 为 执 取 业 处 的 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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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㈤ 现 在 再 来 解 说：
【1】 “为 修 习 于 定， 舍 弃 不 适 合 的 精 舍， 而 住 于 适 合 的 

精 舍”， 这 里 是 说 若 与 教 授 业 处 的 阿 阇 梨 同 住 一 寺， 如 果 那 里 是 安 乐 的， 则 
应 住 其 处 而 善 净 业 处； 假 使 那 里 不 安， 则 应 迁 到 一 迦 乌 多【2】 或 半 由 旬 或 一 
由 旬 以 内 的 其 他 任 何 处 所 去 住。 因 为 这 样， 如 果 对 于 业 处 的 任 何 一 点 发 生 
了 疑 问 或 忘 记 了 的 时 候， 他 可 以 早 晨 起 来 做 完 了 寺 内 的 义 务 之 后， 沿 途 乞 
食 而 行， 饭 食 已 竟， 再 往 阿 阇 梨 的 住 所， 那 一 天 可 以 亲 近 阿 阇 梨 问 清 关 于 
业 处 的 问 题， 第 二 天 早 晨， 拜 别 了 阿 阇 梨， 沿 路 照 样 乞 食 而 行， 这 样， 则 不 
致 于 疲 劳 而 能 回 到 自 己 的 住 处。 若 在 一 由 旬 之 内 亦 不 得 安 适 的 住 处， 则 于 
阿 阇 梨 之 处 对 于 业 处 中 一 切 困 难 之 处 都 应 解 决 清 楚， 再 三 熟 思 业 处， 虽 然 
远 一 点， 为 了 修 定， 亦 宜 舍 离 不 适 的 精 舍 而 至 较 远 的 适 当 的 精 舍 去 住。  

⑴ （不 适 于 修 定 的 精 舍） 什 么 名 为 “不 适 当” 呢？ 即 于 十 八 过 失 中 具 备 
任 何 种 类 者。 这 是 十 八 过 失： 大 的， 新 的， 古 的， 路 旁 的， 有 泉， 有 叶， 有 
花， 有 果， 为 人 渴 仰 处， 近 于 城 市， 近 于 薪 林， 近 田， 有 不 和 合 者 居 住， 近 
贸 易 场， 近 边 疆， 近 国 界， 不 妥 当 者， 不 得 善 友 者。 [119] 于 此 十 八 种 过 失 中 
具 有 任 何 过 失 者， 即 名 为 不 适 当 的 精 舍， 而 不 宜 住。 何 以 故？  

(Ⅰ) “大 的 精 舍”， 那 里 有 很 多 不 等 意 见 者 集 合； 彼 等 互 相 违 背 不 作 义 
务， 如 菩 提 树 下 的 周 围 等 亦 不 扫 除， 不 预 备 饮 水 及 用 的 水。 在 那 里 如 果 此 
比 丘 这 样 想： “我 今 当 去 附 近 村 中 行 乞 了”， 当 他 拿 了 衣 钵 出 寺 之 时， 若 见 
未 作 的 义 务， 或 水 缸 中 无 水， 则 此 时 应 作 此 等 义 务 及 预 备 饮 水 等； 若 怠 于 
义 务 而 不 作， 则 犯 恶 作 （突 吉 罗） 之 罪； 作 之， 则 将 错 过 时 间。 过 时 入 村， 
所 施 的 食 物 完 了， 能 够 得 些 什 么？ 即 在 房 内 入 禅 之 时， 诸 沙 弥 及 年 青 比 丘 
的 喧 声 以 及 大 众 的 作 业， 亦 使 其 心 散 乱。 如 果 一 切 义 务 都 有 人 作， 并 无 其 
他 扰 乱 之 事， 象 此 等 大 寺 则 亦 可 住。  

(Ⅱ) “新 精 舍”， 有 甚 多 新 的 工 作， 如 不 参 加 工 作， 则 其 他 比 丘 会 出 怨 
言。 如 果 别 的 比 丘 们 能 作 此 说： “尊 者 自 由 行 沙 门 法， 我 等 当 作 一 切 新 
事”， 这 样 的 新 精 舍 则 亦 可 住。  

(Ⅲ) “古 寺”， 有 很 多 修 理 之 事， 甚 至 连 自 己 的 坐 卧 之 处 若 不 修 理， 别 
人 亦 出 怨 言。 然 从 事 修 理 又 将 间 断 业 处。  

(Ⅳ) 在 于 大 “路 旁 的” 精 舍， 日 夜 有 客 僧 来 集， 若 于 非 时 而 来 者， 则 须 
给 以 自 己 的 床 座， 而 自 己 当 于 树 下 或 石 上 而 住 宿。 翌 日 亦 尔， 则 无 业 处 的 
机 会 了。 若 无 此 等 客 僧 搅 扰 者 亦 可 住。  

(Ⅴ) “泉” 即 石 的 井 泉。 为 汲 饮 水， 将 有 许 多 人 集 合 在 那 里。 又 住 在 城 
市 里 为 王 家 亲 近 的 长 老 的 弟 子 们， 为 了 染 衣 到 这 里 来， 询 问 关 于 用 具 木 槽 
（染 衣 之 具） 等， [120] 必 须 指 示 他 们 在 某 处 某 处。 如 是 则 常 常 忙 碌 了。  

(Ⅵ) 如 果 有 各 种 “菜 叶” 的 精 舍， 若 在 那 里 执 取 业 处 而 于 日 间 的 住 处 打 
坐， 则 采 菜 的 妇 女 走 近 采 集 菜 叶 及 歌 唱， 以 各 样 的 声 调 而 扰 乱 障 碍 于 业 

                                                 
【1】 见 底 本 八 十 九 页。 
【2】 伽 乌 多 (gāvuta)， 一 由 旬 的 四 分 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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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Ⅶ) 如 有 各 种 花 丛 而 盛 开 诸 “花” 之 寺， 则 那 里 亦 同 样 的 有 害。  

(Ⅷ) 如 有 各 种 芒 果、 阎 浮、 巴 纳 萨【3】 等 果 实 之 寺， 有 希 望 采 果 者 来 求， 
不 给 他 则 彼 等 忿 怒 或 以 力 取。 又 晚 间 在 寺 的 中 心 经 行 之 际， 若 见 彼 等 如 是 
而 对 他 们 说： “诸 优 婆 塞！ 你 们 为 什 么 这 样”？ 则 他 们 将 存 心 怒 骂， 或 扰 乱 
他 而 使 其 不 能 安 住 于 此。  

(Ⅸ) 如 果 在 南 山【4】
， 象 腹， 支 提 山， 结 旦 罗 山【5】 等 “为 人 所 渴 仰” 的 山 

窟 精 舍 之 中 而 住， 则 他 们 想： “这 是 阿 罗 汉”！ 如 是 敬 重 而 欲 住 礼 拜 者 自 四 
方 来 集， 使 他 不 得 安 适。 如 果 那 里 对 他 是 觉 得 很 适 当 的 话， 则 白 天 当 往 他 
处， 而 夜 间 可 在 此 住。  

(Ⅹ) “近 于 城 市” 则 有 异 样 的 所 缘 现 行。 即 诸 取 水 的 婢 女 以 水 瓮 相 磨 擦 
而 行， （比 丘） 欲 通 过 时 亦 不 让 道； 又 诸 有 权 势 者 亦 在 寺 中 张 其 天 幕 而 坐 
等。  

(Ⅺ) “近 于 薪 林” 之 处， 那 里 有 各 种 薪 树 和 木 材， 诸 采 薪 妇 女 亦 如 前 面 
所 说 采 野 菜 的 归 女 一 样 作 诸 不 快 之 事。 又 人 们 想： “寺 中 有 树， 我 等 可 以 伐 
它 造 屋”， 便 来 采 伐。 如 在 晚 间 从 禅 堂 出 来 在 寺 中 经 行 之 时， 看 见 他 们 说： 
“诸 优 婆 塞！ 你 们 为 什 么 这 样 做”？ 于 是 他 们 便 任 意 恶 骂， 存 心 捣 乱 使 其 不 
能 安 住 于 此。  

(Ⅻ) 其 次 “近 田” 的 精 舍， 四 方 都 围 着 田， 人 们 在 寺 中 堆 稻、 打 谷、 晒 
干， 并 作 其 他 甚 多 不 适 之 事。 又 若 有 大 财 产 的 寺 院， 为 寺 院 耕 作 的 家 属， 阻 
止 他 人 放 牛， 又 不 准 他 家 应 用 灌 溉 的 贮 水 池， [121] 于 是 人 们 取 其 谷 穗 而 来 
示 于 寺 僧 说： “看 吧！ 这 是 你 们 寺 院 农 家 所 作 的”。 由 于 彼 此 的 理 由 而 诉 
讼， 则 须 出 入 于 国 王 或 大 臣 的 阁 门。 这 种 有 大 财 产 的 寺 院 亦 包 摄 于 “近 田” 
之 内。  

(ⅩⅢ) “有 不 和 合 者 居 住” 的 精 舍， 那 里 住 着 互 相 仇 视 不 和 的 比 丘， 从 
事 斗 争， 如 果 劝 阻 他 们 说： “尊 者， 不 要 这 样 做”。 他 们 可 能 反 而 说 道： 
“自 从 这 个 粪 扫 衣 者 来 了 之 后， 使 我 们 堕 落 了”！  

(ⅩⅣ) 无 论 近 水 的 “贸 易 场” 或 近 陆 的 “贸 易 场”， 那 里 通 常 有 自 船 上 或 
商 队 等 来 人 说： “借 一 个 地 方”， “给 我 一 点 水”， “给 我 一 点 盐” 等 的 种 种 
扰 乱 不 安 之 事。  

(ⅩⅤ) “近 边 疆” 的 精 舍， 那 里 的 人 们 对 于 佛 法 没 有 信 仰。  

(ⅩⅥ) “近 国 界” 的 精 舍， 则 常 有 国 王 的 畏 惧。 一 边 的 国 王 想： “那 里 不 
服 从 我 的 命 令” 便 攻 击 之； 另 一 方 的 国 王 又 想： “那 里 不 服 从 我 的 命 令” 亦 
攻 击 之。 在 那 里 居 住 的 比 丘， 有 时 在 这 个 王 所 征 服 之 处 行 走， 有 时 又 在 那 

                                                 
【3】 阎 浮 (jambu)， 是 一 种 玫 瑰 色 的 小 果。 巴 纳 萨 (paṇasa)， 一 种 树 干 或 枝 上 长 的 大 

果， 俗 称 面 包 果， 内 心 可 食， 子 也 可 烹 食， 即 菠 萝 蜜。 
【4】 “南 山” (Dakkhiṇā-Giri) —— 不 是 印 度 摩 竭 陀 国 的 南 山。 即 锡 兰 的 南 山 寺， 在 纪 

元 六 世 纪 初， 为 界 军 (Dhātu-Sena) 王 所 建。 
【5】 结 旦 罗 山 (Cittala-Pabbata) 在 南 锡 的 Tissamahārāma 附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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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王 所 征 服 之 处 行 走。 有 时 未 免 使 人  疑： “这 是 间 谍”， 令 受 意 外 的 祸 
害。  

(ⅩⅦ) “不 妥 当 者”， 即 异 性 之 色 等 的 所 缘 聚 集， 或 为 非 人 栖 止 之 所， 都 
为 不 妥 当 的 精 舍。 据 说：  

一 位 住 在 阿 练 若 的 长 老， 有 一 次， 一 位 夜 叉 女 站 在 他 的 草 庵 之 门 歌 
唱。 他 出 来 站 在 门 口 时， 她 却 跑 到 经 行 处 上 面 去 歌 唱。 等 长 老 来 到 经 行 处 
时， 她 又 站 到 百 仞 的 悬 崖 之 上 去 歌 唱， 此 时 长 老 即 回 来。 然 而 那 女 子 亦 急 
速 追 来【6】 对 他 说： “尊 者， 我 曾 经 吃 过 象 你 这 样 的 人 不 只 是 一 个 或 两 个 
了”。  

(ⅩⅧ) “不 得 善 友” 的 精 舍， 是 说 不 可 能 获 得 善 友 —— 如 阿 阇 梨 或 与 阿 
阇 梨 同 等 者、 和 尚 或 与 和 尚 同 等 者 的 地 方。 不 得 善 友 是 大 过 失。  

于 此 等 十 八 种 过 失 中， 具 有 任 何 种 类 的， 当 知 便 是 不 适 当 的 精 舍。 在 
义 疏 中 亦 曾 这 样 说：  

大 寺 与 新 寺，  
古 寺 及 路 旁，  
有 泉 菜 花 果，  
为 人 渴 仰 者， [122] 

近 城 与 林 田，  
或 住 不 和 者，  
近 于 贸 易 场，  
或 边 疆 国 界，  
不 妥 之 住 处，  
不 得 善 友 者，  
此 等 十 八 处，  
智 者 知 之 已，  
自 应 远 离 之，  
如 避 险 恶 道。

【7】

⑵ （住 于 适 当 的 精 舍） 具 备 自 行 乞 的 乡 村 不 过 远 不 过 近 等 五 支 的 精 
舍， 称 为 适 当。 即 如 世 尊 说【8】 “诸 比 丘， 什 么 是 具 备 五 支 的 住 所？ （Ⅰ） 其 
住 所 （离 行 乞 的 乡 村） 不 过 远 不 过 近 而 相 宜 于 往 返 者， （Ⅱ） 日 间 不 愦 闹 而 
夜 间 又 无 声 音 者， （Ⅲ） 无 虻、 蚊、 风、 热 及 蛇 触 者， （Ⅳ） 对 于 住 所 中 的 住 
者， 容 易 获 得 衣 服、 饮 食、 床 座 及 医 药 者。 （Ⅴ） 在 住 所 中 有 多 闻、 通 达 阿 
含、 持 法、 持 律 及 持 论 母 等 的 比 丘 长 老 居 住， 时 时 可 以 亲 近 询 问： ‘此 为 
何？ 此 为 何 义？’ 获 得 彼 等 能 为 解 释 其 所 不 解 者， 阐 明 其 所 不 明 者， 对 于 诸 
法 中 的 疑 惑 之 处 得 以 除 疑 者。 诸 比 丘， 即 如 是 具 备 五 支 的 住 所”。  

这 便 是 对 于 “为 修 习 禅 定 舍 离 不 适 当 的 精 舍 而 住 于 适 当 的 精 舍” 一 句 
的 详 细 解 释。  

㈥ “破 除 细 障” —— 住 在 适 当 的 寺 院 中， 对 于 细 小 障 碍， 亦 得 断 除。 即 
                                                 
【6】 若 依 圣 典 协 会 本 的 Vegena gahetvā 应 译 为 “急 捕”， 今 依 锡 兰 版 本 的 Vegen’ā-

gantvā 译 为 “急 速 追 来”。 
【7】Khuddakapātha-aṭṭhakathā, p.39. 
【8】A.V, p.1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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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 除 长 发 及 爪 毛， 补 缀 旧 衣 及 洗 染 污 秽 的 衣 服。 钵 如 生 垢 则 应 烧 煮。 以 及 
清 洁 其 床 椅 等。 这 是 详 述 破 除 细 障。  

㈦ （修 习 法） 兹 释 “不 离 一 切 修 习 法 而 修 习”， 今 先 详 述 地 遍 亦 得 用 以 
说 明 一 切 业 处 的。 [123] 即 如 是 断 除 细 障 的 比 丘， 饭 食 已 竟， 除 去 食 后 的 昏 
睡 （略 事 休 息）， 安 坐 于 寂 静 之 处 而 取 于 人 为 的 或 自 然 的 地 相。 即 如 古 义 疏 
中 说： 

⑴ （地 遍 修 习 法） “学 习 地 遍 者， 取 于 人 为 的 成 自 然 的 地 相， 其 地 须 有 
限 而 非 无 限 的， 有 际 而 非 无 际 的， 有 周 而 非 无 周 的， 有 边 而 非 无 边 的， 如 米 
筛 或 米 升 那 样 大。 彼 即 作 善 取， 善 忆 持， 善 坚 定 于 彼 相。 彼 既 作 善 取， 善 忆 
持， 善 坚 定 于 彼 相 已， 见 于 相 之 功 德， 作 珍 宝 想， 于 心 尊 重。 喜 爱， 集 结 其 
心 于 所 缘 之 相： ‘我 今 以 此 行 道， 诚 将 脱 离 老 死’。 于 是 彼 离 诸 欲 …… 具 证 
初 禅”。  

（自 然 之 地） 若 人 于 过 去 世 曾 于 佛 教 中 或 于 出 家 的 仙 人 处 而 出 家， 曾 
于 地 遍 中 生 起 四 种 与 五 种 禅 的， 象 这 样 具 有 宿 世 福 因 的 人， 则 于 自 然 之 地 
—— 如 耕 地 打 谷 场 等 处 而 得 现 起 于 相。 犹 如 曼 罗 迦 长 老 一 样。  

据 说： 尊 者 一 天 看 见 耕 地， 即 现 起 与 彼 耕 地 一 样 大 的 相。 他 增 长 了 彼 
相， 得 五 种 禅， 依 于 此 禅 而 建 立 毗 钵 舍 那 （观） 证 阿 罗 汉 果。  

(Ⅰ) （四 遍 过 失） （人 为 之 地） 若 无 如 是 过 去 世 的 经 验 者， 则 不 应 违 背 
于 亲 近 阿 阇 梨 时 所 学 习 的 业 处 的 规 定， 应 该 除 去 四 遍 的 过 失 而 作 遍。 即 以 
青， 黄、 赤、 白 的 混 合 为 四 遍 的 过 失。 是 故 不 宜 取 青 等 之 色 的 土， 应 以 恒 河 
（河 之 通 名 非 专 指 印 度 之 恒 河） 之 泥 及 如 黎 明 之 色 的 土 作 遍。 [124] 

(Ⅱ) （遍 的 作 法） 不 应 在 寺 院 的 中 央 为 沙 弥 等 行 走 之 处 作 遍。 当 在 寺 院 
的 边 隅 隐 蔽 之 处， 或 山 窟 或 茅 庵 中 而 作 可 移 动 的 或 固 定 的。  

可 移 动 的 是 在 四 根 棒 所 组 合 的 中 间 缚 上 一 块 布 片 或 皮 革、 或 席 片， 再 
用 除 去 草 根 石 子 沙 粒 而 善 加 揉 捏 了 的 泥 涂 到 那 上 面， 当 作 如 前 所 说 的 筛 和 
升 那 样 大 而 圆 形 的。 在 其 遍 作 （准 备） 之 时， 当 放 在 地 上 观 看。  

固 定 的 是 先 打 诸 桩 于 地 中， 然 后 以 蔓 草 标 织 起 来， 作 成 莲 蓬 那 样 的 圆 
形。  

如 果 适 合 作 遍 的 泥 土 不 够， 可 于 下 面 放 一 点 别 的 泥， 再 于 上 面 涂 以 极 
清 净 的 黎 明 色 的 泥， 当 作 一 张 手 又 四 指 的 直 径 的 圆 形。 这 便 是 说 关 于 米 筛 
或 米 升 那 样 大 的。  

“有 限 而 非 无 限” 等 是 依 遍 的 划 定 而 说 的。 如 是 依 上 面 所 说 之 量 而 划 
定 后， 若 以 木 掌 拍 之， 则 会 现 起 异 样 之 色， 故 不 宜 取 用， 应 以 石 掌 磨 之， 作 
成 鼓 面 一 样 的 平 坦。  

(Ⅲ) （修 习 法） 先 将 其 处 所 扫 除， 然 后 去 沐 浴 回 来， 在 离 遍 的 圆 相 （曼 
陀 罗） 二 肘 半 以 内 之 处， 敷 设 一 把 高 一 张 手 又 四 指 而 有 好 垫 子 的 椅 子 而 
坐， 因 为 如 果 坐 得 过 远 则 遍 不 显 现， 过 近 则 知 识 其 遍 的 过 患 之 处。 若 坐 得 
过 高 必 须 垂 首 而 视， 过 低 则 未 免 膝 痛。 故 依 上 述 之 法 而 坐。 再 依 “欲 味 甚 
少” 等 句 而 观 察 诸 欲 之 过， 对 于 离 欲 及 超 越 一 切 苦 的 方 便 出 要 （禅） 而 生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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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随 念 于 佛 法 僧 之 德 而 生 喜 悦 想： “此 乃 一 切 诸 佛， 辟 支 佛， 声 闻 所 实 行 
的 出 要 之 道”， 对 此 行 道 而 生 尊 重 想： “诚 然 以 此 行 道， 我 将 享 受 远 离 之 
乐”， [125] 发 精 进 心， 当 开 中 庸 之 两 眼 取 相 修 习。 若 眼 睛 张 得 太 大 则 未 免 疲 
劳， 而 且 曼 陀 罗 （圆 相） 过 于 明 显， 则 其 相 不 能 现 起。 如 果 开 得 太 小， 而 曼 
陀 罗 不 明 了， 心 亦 惛 沉， 如 是 则 相 亦 难 现 起。 是 故 如 见 镜 中 的 像， 当 开 中 庸 
的 两 眼 而 取 于 相 修 习。 不 要 观 察 曼 陀 罗 的 色 泽， 亦 勿 于 （地 的） 特 相 （坚 
硬） 作 意。 但 不 离 色 而 把 依 止 （的 地） 与 色 作 一 起， 更 进 而 置 心 于 （地 的） 
假 说 法 （概 念） 作 意。 于 巴 脱 唯， 摩 希， 墨 地 尼， 婆 弥， 梵 素 昙， 梵 松 达 兰 
等 地 的 诸 名 之 中， 好 乐 那 一 个， 当 即 顺 适 而 称 念 之。 然 而 “巴 脱 唯” 是 比 较 
普 通 之 名， 故 当 取 其 普 通： “巴 脱 唯， 巴 脱 唯 （地、 地） ……” 而 修 习。 应 当 
有 时 开 眼 而 视， 有 时 闭 眼 而 置 于 心。 直 至 取 相 未 曾 现 起， 则 百 度、 千 度， 乃 
至 更 多， 当 以 同 样 的 方 法 修 习。  

(Ⅳ) （二 种 相） 如 是 修 习， 直 至 闭 眼 而 置 于 心， 其 相 亦 来 现 于 心 中 犹 如 
开 眼 之 时 相 同， 此 时 名 为 “取 相” 生 起。  

他 的 取 相 生 起 之 后， 则 不 必 坐 在 彼 处， 可 进 入 他 自 己 的 住 处 坐 而 修 
习。 为 了 避 免 洗 足 等 的 麻 烦， 当 如 意 预 备 他 的 一 层 底 的 鞋 覆 及 手 杖。 如 果 
他 的 幼 稚 的 定， 因 为 什 么 不 适 合 的 原 故 而 消 逝 了， 当 即 穿 鞋 执 其 手 杖， 再 
去 那 里 （遍 的 地 方） 而 取 其 相 回 来， 安 坐 修 习， 数 数 专 注 思 维。 如 是 修 习， 
诸 盖 次 第 镇 伏， 止 息 烦 恼， 以 近 行 定 等 持 于 心， 则 “似 相”

【9】 生 起。  

前 面 的 “取 相” 和 这 里 的 “似 相” 的 差 别 如 次： 即 于 取 相 中 得 知 遍 的 过 
失 （如 指 印 等） 而 似 相 则 [126] 摧 破 取 相 而 出， 犹 如 从 袋 子 里 面 取 出 明 镜， 如 
洗 得 很 干 净 的 贝 壳， 如 出 云 翳 的 满 月， 如 在 乌 云 面 前 的 鹤， 显 现 得 极 其 清 
净， 实 百 倍 千 倍 于 （取 相）。 那 似 相 无 色 亦 无 形， 如 果 有 色 有 形， 则 为 眼 所 
识， 粗 而 触 发 于 （生 住 灭 或 无 常 苦 无 我） 三 相。 似 相 实 不 如 是， 只 是 一 位 得 
定 者 所 显 现 的 行 相， 是 从 想 而 生 的。 自 从 似 相 生 起 之 后， 即 镇 伏 他 的 诸 盖 
及 止 息 其 烦 恼， 以 近 行 定 而 等 持 其 心。  

(Ⅴ) （二 种 定） 二 种 定 即 近 行 定 与 安 止 定【10】
。 以 二 种 行 相 等 持 于 心： 于 

近 行 地 或 于 获 得 地。 这 里 “于 近 行 地” 则 以 舍 断 诸 盖 而 等 持 于 心， “于 获 得 
地” （安 止 地） 则 以 诸 支【11】 现 前 （而 等 持 于 心）。 这 二 种 定 有 如 下 的 种 种 作 
用： 于 近 行 定， 诸 支 是 不 强 固 的， 因 为 诸 支 未 生 强 力 之 故。 譬 如 幼 孩， 引 他 
站 立 而 屡 屡 跌 倒 在 地， 如 是 于 近 行 生 起 时， 他 的 心 有 时 以 相 为 所 缘 有 时 堕 
于 有 分【12】

。 于 安 止 定 则 诸 支 强 固， 因 为 有 强 力 之 故。 譬 如 有 力 之 人， 从 坐 
而 起， 可 以 整 天 的 站 立， 如 安 止 定 生 起 之 时， 则 他 的 心 一 时 断 绝 有 分， 整 夜 
整 日 亦 可 持 续， 因 以 善 的 速 行【13】 次 第 （相 续） 作 用。  

(Ⅵ) （七 种 适 不 适） 与 近 行 定 共 同 生 起 的 似 相， 他 的 生 起 是 很 困 难 的。 

                                                 
【9】 “似 相” (paṭibhāga-nimitta), 《解 脱 道 论》 “彼 分 相”。 
【10】“近 行 定” (upacāra-samādhi)、 “安 止 定” (apanā-samādhi), 《解 脱 道 论》 “禅 外 行、 

安”。 
【11】“支” (aṅga) 即 初 禅 的 寻、 伺、 喜、 乐、 心 一 境 性 五 支。 
【12】“有 分” (bhavaṅga), 参 看 底 木 四 五 八 页。 
【13】“速 行” (javana) 见 底 本 四 五 九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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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能 于 同 一 跏 趺 坐 禅 之 时 而 增 长 （似） 相 得 达 于 安 止 定， 是 很 好 的； 如 不 可 
能， 则 他 应 以 不 放 逸 而 护 其 相， 犹 如 保 护  有 转 轮 王 的 母 胎 相 似。 即 如 这 
样 的 说：  

对 于 似 相 的 守 护 者  
是 不 会 退 失 已 得 （的 近 行 定） 的，  
若 不 这 样 的 守 护，  
则 失 去 他 的 所 得。 [127] 

这 是 守 护 的 方 法：  

住 所、 行 境 与 谈 话，  
人 及 食 物 并 时 节， 

以 及 威 仪 有 七 种， 

应 避 此 等 不 适 者。  
应 用 适 当 的 七 种，  
这 样 的 行 道 者， 不 久 便 得 安 止 定。  

⑴ “住 所” —— 若 住 在 那 里 未 得 生 起 之 相 而 不 生 起， 或 已 生 起 而 又 亡 
失， 未 得 显 现 之 念 而 不 显 现， 未 得 等 持 之 心 而 不 等 持， 这 些 是 不 适 的。 如 在 
那 里 相 能 生 起 而 得 坚 固， 念 能 显 现， 以 及 心 得 等 持 之 处， 则 为 适 当 住 所； 犹 
如 住 在 龙 山【14】 而 精 勤 的 帝 须 长 老 的 住 所 一 样。 所 以 在 一 座 有 很 多 房 间 的 寺 
院， 每 一 住 所 先 住 三 天， 如 果 能 使 其 心 专 一 的 住 处， 当 在 那 里 住。 适 当 的 住 
所， 如 铜 　 洲 （即 锡 兰 岛） 的 小 龙 洞， 住 在 那 里 而 取 业 处 的， 便 有 五 百 比 丘 
证 得 阿 罗 汉 果； 曾 在 别 处 获 得 须 陀 洹 等 圣 地， 更 在 那 里 证 得 阿 罗 汉 的 实 在 
无 数， 其 他 如 结 但 罗 山 精 舍 也 是 一 样。  

⑵ “行 境” 为 行 乞 的 村 落， 从 他 的 住 处 往 北 或 往 南 都 不 过 远， 仅 一 俱 卢 
舍 半【15】

， 容 易 获 得 足 够 所 施 的 食 物 之 处 为 适 当； 相 反 者 为 不 适 当。  

⑶ “谈 话” —— 属 于 三 十 二 种 无 用 的 谈 论【16】 的 为 不 适； 因 为 会 使 他 的 
似 相 消 逝 了 的。 若 依 十 论 事【17】 而 谈 者 为 适 当， 但 亦 应 该 适 度 而 说。  

                                                 
【14】“龙 山” (Nāgapabbata) 在 锡 兰 中 部。 
【15】依 注： 一 俱 卢 舍 (kosa) 半 为 三 千 弓， 则 一 俱 卢 舍 为 二 千 弓。 但 也 有 说 一 俱 卢 舍 为 

五 百 弓 的。 
【16】“无 用 的 谈 论” (tiracchāna-kathā) —— 有 三 十 二 种： 一、 王 论 (rāja-kathā), 二、 贼 论 

(cora-K.), 三、 大 臣 论 (mahāmattā-K.), 四、 军 论 (sena-K.), 五、 怖 畏 论 (bhaya-K.), 六、 
战 论 (yuddha-K.), 七、 食 物 论 (anna-K.), 八、 饮 物 论 (pāna-K.), 九、 衣 服 论 (vattha-K.), 
十、 床 室 论 (sayana-K.), 十 一、 花 蔓 论 (mālā-K.), 十 二、 香 论 (gandha-K.), 十 三、 亲 戚 
论 (ñāti-K.), 十 四、 乘 物 论 (yāna-K.), 十 五、 乡 村 论 (gāma-K.), 十 六、 市 集 论 (nigama-
K.), 十 七、 城 论 (nagara-K.), 十 八、 地 方 论 (janapada-K.), 十 九、 女 论 (itthī-K.), 二 十、 
男 论 (purisa-K.), 二 一、 英 雄 论 (sūra-K.), 二 二、 道 旁 论 (visikhā-K.), 二 三、 井 边 论 
(kumbaṭṭhāna-K.), 二 四、 先 亡 论 (pubba-peta-K.), 二 五、 种 种 论 (nānatta-K.), 二 六、 世 
俗 学 说 (lokakkhāyikā), 二 七、 海 洋 起 源 论 (samuddakkhāyikā), 二 八、 有 无 论 
(itibhavābhava-K.), 二 九、 森 林 论 (arañña-K.), 三 十、 山 岳 论 (pabbata-K.), 三 一、 河 川 
论 (nadi-K.), 三 二、 岛 洲 论 (dīpa-K.)。 

【17】“十 论 事” (dasa-kathāvatthu) —— 一、 少 欲 (appicchata), 二、 知 足 (santuṭṭhitā)， 三、 
远 离 烦 恼 (paviveko)， 四、 无 着 (asaṁsaggo)， 五、 精 勤 (viriyārambho)， 六、 戒 
(sīla)， 七、 定 (samādhi)， 八、 慧 (paññā)， 九、 解 脱 (vimutti)， 十、 解 脱 知 见 
(vimuttiñāṇadass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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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人” —— 不 作 无 用 谈 论 之 人， 具 足 戒 等 之 德 者， 因 他 能 使 未 得 等 持 
之 心 而 得 等 持， 或 已 得 等 持 之 心 而 得 坚 固， 这 是 适 当 的。 多 事 身 体 及 作 无 
用 谈 论 之 人 为 不 适 当。 他 实 如 以 泥 水 放 到 清 水 之 中 而 使 其 污 浊， 亦 如 住 在 
俱 多 山 的 少 年 比 丘 失 去 他 的 三 摩 钵 地 一 样， 对 于 相 则 不 必 说 了。 [128] 

⑸ “食 物” —— 有 人 以 甘 的 为 适 合， 有 的 以 酸 的 为 适 合。  

⑹ “时 节” —— 有 人 适 于 冷， 有 的 适 于 热。 所 以 对 于 食 物 或 时 节 的 受 用 
以 安 适 为 主， 若 能 使 未 得 等 持 之 心 而 得 等 持， 已 得 等 持 之 心 更 得 坚 固， 这 
样 的 食 物 和 时 节 为 适 当， 余 者 为 不 适 当。  

⑺ “四 威 仪” —— 有 些 人 以 经 行 为 适 合， 或 者 以 卧、 立、 坐 等 的 任 何 一 
种 为 适 合。 所 以 亦 如 住 处 一 样， 他 应 先 以 三 天 的 试 验， 如 果 那 一 种 威 仪 能 
使 未 得 等 持 之 心 而 得 等 持， 己 得 等 持 之 心 而 更 得 坚 固 的 为 适 当， 余 者 为 不 
适。  

这 七 种 不 适 当 的 应 该 弃 去， 而 受 用 其 适 当 者， 若 能 这 样 行 道， 常 常 受 
用 于 相 之 人， 则 不 久 之 后， 便 可 获 得 安 止 定。  

(Ⅶ) （十 种 安 止 善 巧）
【18】 如 果 这 样 行 道 的 人 依 然 不 得 安 止 定， 则 他 应 该 

成 就 一 种 安 止 善 巧。 这 便 是 他 的 方 法 —— 当 以 十 种 行 相 而 求 安 止 善 巧： ⑴ 
令 事 物 清 净【19】

， ⑵ 使 诸 根 平 等 而 行 道， ⑶ 于 相 善 巧， ⑷ 当 策 励 于 心 之 时， 
即 策 励 于 心， ⑸ 当 抑 制 于 心 之 时， 即 抑 制 于 心， ⑹ 当 喜 悦 于 心 之 时， 即 喜 悦 
于 心， ⑺ 当 舍 心 之 时， 即 舍 于 心， ⑻ 远 离 无 等 持 的 人， ⑼ 亲 近 等 持 的 人， ⑽ 
倾 心 于 彼 （等 持）。  

⑴ “令 事 物 清 净” —— 便 是 使 内 外 的 事 物 清 净。 如 果 他 的 发、 爪、 毛 长 
了， 或 者 身 涂 汗 垢 之 时， 则 于 内 身 的 事 物 不 清 洁 不 干 净。 假 使 他 的 衣 服 破 
旧 肮 脏， 充 满 臭 气， 或 者 住 处 污 秽 的 时 候， 则 外 界 的 事 物 不 清 洁 不 干 净。 
[129] 如 果 内 外 的 事 物 不 清 洁 时， 则 于 生 起 的 诸 心 与 心 所 中 的 智 也 不 清 净； 
正 如 依 于 不 清 净 的 灯 盏 灯 芯 和 油 而 生 起 的 灯 焰 之 光 的 不 净 相 似。 若 以 不 净 
的 智 而 思 惟 于 诸 行， 则 诸 行 也 不 明 了 的， 勤 行 于 业 处 之 人， 其 业 处 也 不 增 
进 广 大 的。 然 而 如 果 内 外 的 事 物 清 洁， 则 于 所 生 起 的 诸 心 心 所 中 的 智 亦 清 
洁 干 净； 犹 如 依 于 极 清 净 的 灯 盏 灯 芯 和 油 而 生 起 的 灯 焰 之 光 的 清 净 相 似。 
若 以 极 净 的 智 思 惟 诸 行， 则 对 诸 行 很 明 了， 勤 行 于 业 处 之 人， 其 业 处 也 得 
增 进 广 大 的。  

⑵ “使 诸 根 平 等 而 行 道”
【20】

， 是 说 使 信 等 诸 根 的 力 量 平 均。 如 果 他 的 
信 根 力 强， 别 的 力 弱， 则 对 于 精 进 根 的 策 励 作 用， 念 根 的 专 注 作 用， 定 根 的 
不 散 乱 作 用， 慧 根 的 知 见 作 用 便 不 可 能 实 行。 所 以 由 于 观 察 诸 法 自 性 或 作 
意 之 时 而 生 起 了 强 信， 便 应 以 不 作 意 而 舍 弃 了 它， 跋 迦 离 长 老 的 故 事 可 以 
为 例【21】

。  

                                                 
【18】“十 种 安 止 善 巧” (dasavidha-appanākosalla)， 《解 脱 道 论》 “安 定 方 便”。 
【19】“令 事 物 清 净” (vatthuvisada-kiriya)， 《解 脱 道 论》 “令 观 处 明 净”。 
【20】“使 诸 根 平 等 行 道” (indriyasamattā-paṭipādana)， 《解 脱 道 论》 “遍 起 观 诸 根”。 
【21】圣 典 协 会 本 原 注：Cf. Pss. Of the Brethren. p.198f; Comy. on A.I, 24, 2, on S.III, 119f, 　

and on Dhp. 381 vol. IV, 118f, 日 注： Sn.-Aṭṭhakathā p.606; Dhp.- Aṭṭhakathā IV, p.117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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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仅 有 精 进 根 力 强， 则 信 根 的 胜 解 作 用 以 及 其 他 的 各 种 作 用 不 能 实 
行。 所 以 应 以 轻 安 等 的 修 习 而 舍 弃 了 它。 这 里 亦 可 以 苏 纳 长 老 的 故 事 为 例
【22】

。 如 是 在 别 的 诸 根 中， 若 对 一 根 太 强， 当 知 他 根 的 作 用 便 不 行 了。 这 里 
特 别 的 要 赞 叹 信 与 慧 及 定 与 精 进 的 平 等。 假 使 只 有 信 强 而 慧 弱， 则 成 为 迷 
信， 而 信 于 不 当 信 之 事； 若 慧 强 而 信 弱， 则 未 兔 倾 向 于 奸 邪， 犹 如 从 毒 药 而 
引 生 的 难 治 的 病 相 似； 以 两 者 均 等， 才 能 信 其 当 信 之 事。 若 定 强 而 精 进 弱， 
则 倾 向 于 定 的 怠 惰， 而 怠 惰 增 长； [130] 若 精 进 强 而 定 弱， 则 倾 向 于 精 进 的 
掉 举， 故 掉 举 增 长。 唯 有 定 与 精 进 相 应， 才 不 得 陷 于 怠 惰； 精 进 与 定 相 应， 
才 不 得 陷 于 掉 举。 所 以 应 使 两 者 均 等； 以 两 者 的 均 等 可 得 安 止 定。 然 而 对 
于 修 定 业 之 人， 信 力 强 亦 适 合， 如 果 信 赖 彼 可 证 得 安 止 定。 于 定 慧 中， 对 于 
修 定 业 者 一 境 性 强 亦 可， 如 是 他 可 证 得 安 止 定； 对 于 修 观 业 者， 慧 力 强 亦 
可， 如 是 他 可 获 得 通 达 （无 常、 苦、 无 我） 相。 如 果 定 慧 两 者 均 等 则 可 获 得 
安 止 定。 唯 念 力 强， 对 于 一 切 都 可 以。 因 为 以 念 可 以 保 护 由 于 信、 精 进、 慧 
的 倾 向 于 掉 举 而 陷 于 掉 举 及 由 于 定 的 倾 向 于 怠 惰 而 陷 于 怠 惰 的 心。 所 以 念 
是 好 象 合 于 一 切 菜 味 的 盐 和 香 料 相 似； 亦 如 综 理 一 切 事 物 的 大 臣 处 理 一 切 
政 务 相 似， 可 以 希 求 一 切 的。 故 义 疏 说： “世 尊 说， 念 能 应 用 于 一 切 处。 何 
以 故？ 心 常 以 念 为 依 止， 以 念 守 护 其 现 状， 以 及 无 念 则 不 能 策 励 抑 制 于 
心”。  

⑶ “于 相 善 巧”
【23】 （有 三 种）， 即 是 地 遍 等 的 心 一 境 性 的 相 未 能 成 就 者 

使 其 成 就 善 巧， 已 成 就 于 相 的 修 习 善 巧， 已 得 修 习 于 相 的 守 护 善 巧。 这 便 
是 于 相 善 巧 的 意 义。  

⑷ 什 么 是 “当 策 励 于 心 之 时 即 策 励 于 心”
【24】 呢？ 由 于 他 极 缓 的 精 进 等 

而 心 惛 沉 之 时， 他 便 不 应 修 习 轻 安 等 三 觉 支， 而 应 修 习 择 法 等 三 觉 支。 即 
如 世 尊 说：

【25】  

“诸 比 丘， 譬 如 有 人， 想 用 小 火 来 燃 烧， 他 在 那 小 火 上 面 放 些 湿 的 草， 
湿 的 牛 粪， 湿 的 柴， 用 水 气 来 吹， 又 撒 上 一 些 尘 土， 诸 比 丘， 你 们 以 为 那 人 
可 以 在 这 小 火 上 燃 烧 吗”？ [131] “实 在 不 可 能 的， 世 尊”。 “诸 比 丘， 正 如 
这 样， 心 惛 沉 时， 修 习 轻 安 觉 支 是 不 合 时 的， 修 习 定 觉 支 是 不 合 时 的， 修 习 
舍 觉 支 是 不 合 时 的。 何 以 故？ 诸 比 丘， 心 惛 沉 时， 以 此 等 法 是 很 难 现 起 的。 
诸 比 丘， 若 心 惛 沉 之 时， 修 习 择 法 觉 支 是 合 时 的， 修 习 精 进 觉 支 是 合 时 的， 
修 习 喜 觉 支 是 合 时 的。 何 以 故？ 诸 比 丘， 心 惛 沉 时， 以 此 等 法 是 容 易 现 起 
的。 诸 比 丘， 譬 如 有 人， 想 用 小 火 来 燃 烧， 他 在 那 小 火 上 放 了 些 很 干 燥 的 
草， 牛 粪， 柴， 以 口 吹 风， 又 不 撒 上 尘 土， 诸 比 丘， 你 们 以 为 此 人 能 以 小 火 
燃 烧 吗”？ “是 的， 世 尊”。  

这 里 当 依 （择 法 觉 支 等） 各 自 （所 得） 的 原 因， 而 知 择 法 觉 支 等 的 修 习 

                                                                                                                                                    
Aṭṭhakathā I, p.248f; S.- Aṭṭhakathā IV, p.119f. etc. 

【22】原 本 注：cf Pss. of the Brethren. p.276. 日 注： A.III, p.374 f; Thag.vv. 632—644. 
【23】“于 相 善 巧” (nimitta-kosalla)， 《解 脱 道 论》 “晓 了 于 相”。 
【24】“当 策 励 于 心 之 时 即 策 励 于 心” (yasmiṁ samaye cittaṁ paggahetabbaṁ, tasmiṁ samaye 

cittaṁ paggaṇhāti), 《解 脱 道 论》 “折 伏 懈 怠”。 
【25】S.V, p.112f, 《杂 阿 含》 七 一 四 经 （大 正 二 · 一 九 一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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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如 这 样 说：
【26】

“诸 比 丘， 有 善 不 善 法， 有 罪 无 罪 法， 劣 法 与 胜 法， 黑 白 分 法。 常 常 于 
此 等 法 如 理 作 意， 这 便 是 使 未 生 的 择 法 觉 支 生 起 的 原 因， 或 为 已 生 的 择 法 
觉 支 令 其 增 长、 广 大、 修 习 而 至 于 圆 满”。  

“诸 比 丘， 又 有 发 勤 界， 出 离 界， 勇 猛 界， 常 常 于 此 等 法 如 理 作 意， 这 
便 是 使 未 生 的 精 进 觉 支 生 起 的 原 因， 或 为 已 生 的 精 进 觉 支 令 其 增 长、 广 
大、 修 习 而 至 于 圆 满”。  

“诸 比 丘， 又 有 喜 觉 支 的 生 起 法。 常 于 此 法 如 理 作 意， 这 便 是 使 未 生 的 
喜 觉 支 生 起 的 原 因， 或 为 已 生 的 喜 觉 支 令 其 增 长、 广 大、 修 习 而 至 于 圆 
满”。 [132] 

在 前 面 的 引 文 中， 若 由 于 通 达 其 自 性 （特 殊 相） 和 （三 种） 共 相 而 起 作 
意， 即 名 为 “于 善 等 如 理 作 意”。 由 于 发 勤 等 的 生 起 而 起 作 意， 即 名 为 “于 
发 勤 界 等 如 理 作 意”。 那 里 的 “发 勤 界” 是 说 精 进 的 开 始。 “出 离 界” 是 出 
离 于 懒 惰 而 比 发 勤 界 更 强 了。 “勇 猛 界” 是 步 步 向 胜 处 迈 进 而 比 出 离 界 更 
强 的 意 思。 又 “喜 觉 支 的 生 起 法” 实 即 是 喜 的 名 称， 亦 即 于 它 的 生 起 而 作 
意， 名 为 “如 理 作 意”。  

（择 法 觉 支 生 起 的 七 缘） 其 次 又 有 七 法 为 择 法 觉 支 的 生 起： ㈠ 多 询 问， 
㈡ 清 洁 事 物， ㈢ 诸 根 平 等 而 行 道， ㈣ 远 离 恶 慧 的 人， ㈤ 亲 近 有 慧 的 人， ㈥ 观 
察 深 智 的 所 行 境 界【27】

， ㈦ 专 注 于 彼 （慧 或 择 法 觉 支）。  

（精 进 觉 支 生 起 的 十 一 缘） 有 十 一 法 为 精 进 觉 支 的 生 起： ㈠ 观 察 恶 趣 
等 的 怖 畏， ㈡ 见 于 依 精 进 而 得 证 世 间 出 世 间 的 殊 胜 功 德， ㈢ 如 是 观 察 道 
路： 我 当 依 于 佛、 辟 支 佛、 大 声 闻 所 行 的 道 路 而 行， 并 且 那 是 不 可 能 以 懒 惰 
去 行 的， ㈣ 受 人 饮 食 的 供 养 当 思 布 施 之 人 以 此 而 得 大 福 果， ㈤ 应 这 样 观 察 
大 师 （佛） 的 伟 大； 我 师 是 勤 精 进 的 赞 叹 者， 同 时 他 的 教 理 是 不 可 否 认 的， 
并 且 对 于 我 们 有 很 多 利 益， 只 有 以 恭 敬 的 行 道 而 为 恭 敬， 买 无 有 他， ㈥ 应 
这 样 观 察 其 遗 产 的 伟 大： 应 领 受 我 们 的 正 法 的 大 遗 产 —— 这 也 不 是 懒 惰 所 
能 领 受 的， ㈦ 以 光 明 想 而 作 意， 变 换 威 仪 及 露 地 住 而 习 行 等， 除 去 其 惛 沉 
和 睡 眠， ㈧ 远 离 懒 惰 之 人， ㈨ 亲 近 勤 于 精 进 的 人， ㈩ 观 察 四 正 勤， (十一) 专 注 
于 精 迸 觉 支。  

（喜 觉 支 生 起 的 十 一 缘） 有 十 一 法 为 喜 觉 支 的 生 起： ㈠ 佛 随 念， ㈡ 法 随 
念， ㈢ 僧 随 念， ㈣ 戒 随 念， ㈤ 舍 随 念， ㈥ 天 随 念， ㈦ 寂 止 随 念， [133] ㈧ 远 离 
粗 恶 的 人， ㈨ 亲 近 慈 爱 的 人， ㈩ 观 察 于 信 乐 的 经 典， (十一) 专 注 于 喜 觉 支。  

于 此 等 行 相 及 此 等 诸 法 的 生 起， 名 为 择 法 觉 支 等 的 修 习。 这 便 是 “当 
策 励 于 心 之 时 即 策 励 于 心”。  

⑸ 什 么 是 “当 抑 制 于 心 之 时 即 抑 制 于 心”
【28】

？ 由 于 他 的 过 度 精 进 等 而 
心 生 掉 举 之 时， 则 应 不 修 择 法 觉 支 等 三 种， 而 修 习 于 轻 安 觉 支 等 三 种。 即 
                                                 
【26】S.V, p.104, 《杂 阿 含》 七 一 五 经 （大 正 二 · 一 九 二 c）。 
【27】即 叙 述 蕴、 处、 界、 谛、 缘 及 空 等 的 经 典。 
【28】“当 抑 制 于 心 之 时 即 抑 制 于 心” (yasmiṁ samaye cittaṁ niggahetabbaṁ, tasmiṁ samaye 

cittaṁ niggaṇhāti)， 《解 脱 道 沦》 “制 心 令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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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世 尊 这 样 说：
【29】 “诸 比 丘， 譬 如 有 人， 想 消 灭 大 火 聚， 他 于 大 火 之 上 放 些 

干 草 …… 乃 至 不 撤 尘 土， 诸 比 丘， 你 们 以 为 那 人 能 够 消 灭 大 火 聚 吗”？ “不 
可 能 的， 世 尊”。 “诸 比 丘， 正 如 这 样， 当 他 的 心 掉 举 之 时， 修 习 择 法 觉 支 
是 不 合 时 的， 修 习 精 进 觉 支 …… 喜 觉 支 是 不 合 时 的。 何 以 故？ 诸 比 丘， 掉 举 
之 心， 用 此 等 法 来 止 息 它 是 非 常 困 难 的。 诸 比 丘， 心 若 掉 举 之 时， 修 习 轻 安 
觉 支 是 合 时 的， 修 习 定 觉 支 是 合 时 的， 修 习 舍 觉 支 是 合 时 的。 何 以 故？ 诸 比 
丘， 掉 举 之 心， 用 此 等 法 来 止 息 它 是 很 容 易 的， 诸 比 丘， 譬 如 有 人， 要 消 灭 
大 火 聚， 他 在 那 上 面 放 了 湿 的 草 …… 撒 上 了 尘 土； 诸 比 丘， 你 们 以 为 那 人 能 
够 消 灭 大 火 聚 吗”？ “是 的， 世 尊”。  

在 那 里 亦 应 知 道， 依 于 各 自 所 得 的 原 因， 修 习 轻 安 觉 支 等。 即 如 世 尊 
这 样 说：

【30】  

“诸 比 丘， 有 身 轻 安， 有 心 轻 安， [134] 若 能 于 此 常 常 如 理 作 意， 这 便 是 
使 未 生 的 轻 安 觉 支 生 起 的 原 因， 或 者 为 已 生 的 轻 安 觉 支 而 令 增 长、 广 大、 
惨 习 而 至 于 圆 满”。  

“诸 比 丘， 有 奢 摩 他 （止） 相， 有 不 乱 相。 若 能 于 此 常 常 如 理 作 意， 这 
便 是 使 未 生 的 定 觉 支 生 起 的 原 因， 或 者 为 已 生 的 定 觉 支 而 令 增 长、 广 大、 
修 习 而 至 于 圆 满”。  

“诸 比 丘， 有 舍 觉 支 的 生 起 法。 常 于 此 法 如 理 作 意， 这 便 是 使 未 生 的 舍 
觉 支 而 生 起 的 原 因， 或 者 为 已 生 的 舍 觉 支 而 令 增 长、 广 大、 修 习 而 至 于 圆 
满”。  

在 上 面 的 引 文 中 于 此 三 句 （轻 安， 定， 舍 “如 理 作 意”）， 即 于 它 们 
（轻 安 等） 的 生 起 而 作 意， 便 是 观 察 他 以 前 曾 经 生 起 的 轻 安 等 的 行 相。 “奢 
摩 他 相” 和 奢 摩 他 是 个 同 义 语。 “不 乱 相” 即 不 散 乱 的 意 思。  

（轻 安 觉 支 生 起 的 七 缘） 其 次 有 七 法 为 轻 安 觉 支 的 生 起： ㈠ 受 用 殊 胜 
的 食 物， ㈡ 受 用 安 乐 的 气 候， ㈢ 受 用 安 乐 的 威 仪， ㈣ 用 中 庸 的 加 行， ㈤ 远 离 
暴 恶 的 人， ㈥ 亲 近 于 身 轻 安 的 人， ㈦ 专 注 于 轻 安 觉 支。  

（定 觉 支 生 起 的 十 一 缘） 有 十 一 法 为 定 觉 支 的 生 起 ㈠ 清 洁 事 物， ㈡ 于 
相 善 巧， ㈢ 诸 根 平 等 而 行 道， ㈣ 适 时 抑 制 于 心， ㈤ 适 时 策 励 于 心， ㈥ 用 信 和 
悚 惧 使 无 兴 趣 之 心 而 生 喜 悦， ㈦ 对 于 正 行 而 不 干 涉， ㈧ 远 离 于 无 定 之 人， 
㈨ 亲 近 有 定 的 人， ㈩ 观 察 禅 与 解 脱， (十一) 专 注 于 定 觉 支。  

（舍 觉 支 生 起 的 五 缘） 有 五 法 为 舍 觉 支 的 生 起： ㈠ 中 庸 的 对 待 有 情， ㈡ 
中 庸 的 对 于 诸 行， ㈢ 远 离 对 于 有 情 和 诸 行 爱 着 的 人， ㈣ 亲 近 对 于 有 情 和 诸 
行 中 庸 的 人， ㈤ 专 注 于 舍 觉 支。 [135] 

若 以 此 等 行 相 于 此 等 诸 法 而 得 生 起 者， 名 为 轻 安 觉 支 等 的 修 习。 这 便 
是 “当 抑 制 于 心 之 时 即 抑 制 于 心”。  

⑹ 什 么 是 “当 喜 悦 于 心 之 时 即 喜 悦 于 心”
【31】 呢？ 由 于 他 的 慧 的 加 行 太 

                                                 
【29】S.V, p.114, 《杂 阿 含》 七 一 四 经 （大 正 二 · 一 九 二 a）。 
【30】S.V, p.104, 《杂 阿 含》 七 一 五 经 （大 正 二 · 一 九 二 c）。 
【31】“当 喜 悦 于 心 之 时 即 喜 悦 于 心” (yasmiṁ samaye cittaṁ sampahaṁsitabbaṁ, tasmi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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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 或 者 由 于 未 证 止 的 乐 而 心 无 乐 趣， 他 此 时 便 当 以 观 察 八 种 悚 惧 之 事 而 警 
觉 之。 八 种 悚 惧 之 事， 便 是 生、 老、 病、 死 四 种， 以 及 恶 趣 之 苦 第 五， 由 于 
过 去 的 轮 回 苦， 未 来 的 轮 回 苦 及 由 于 现 在 的 求 食 之 苦。 （心 生 悚 俱 之 后） 以 
佛 法 僧 的 随 念 而 生 起 他 的 信 乐。 这 样 便 是 “当 喜 悦 于 心 之 时 即 喜 悦 于 心”。  

⑺ 什 么 是 “当 舍 心 之 时 即 舍 于 心”
【32】 呢？ 当 他 这 样 的 行 道， 他 的 不 惛 

沉， 不 掉 举， 非 无 乐 趣， 对 于 所 缘 的 功 用 均 等， 行 于 奢 摩 他 （止） 的 道 路， 
此 时 则 不 必 作 策 励 抑 制 及 令 喜 悦 的 努 力。 犹 如 马 夫 对 于 平 均 进 行 的 马 一 
样。 这 便 是 “当 舍 心 之 时 即 舍 于 心” 的 意 思。  

⑻ “远 离 无 等 持 的 人” —— 即 远 舍 于 不 曾 增 进 出 离 之 道， 操 作 甚 多 事 务 
而 散 乱 于 心 的 人。  

⑼ “亲 近 等 持 的 人” —— 即 时 时 亲 近 行 于 出 离 之 道 而 得 于 定 的 人。  

⑽ “倾 心 于 彼” —— 即 倾 心 于 定， 尊 重 于 定， 趋 于 定， 向 于 定， 赴 于 定 
的 意 思。  

这 便 是 十 种 安 止 善 巧 成 就。  

(Ⅷ) （精 进 平 等）  

能 象 这 样 ——  
安 止 善 巧 的 成 就 者，  
得 相 的 时 候，  
安 止 定 生 起。  

如 果 这 样 行 道 的 人，  
而 安 止 定 却 不 生 起，  
贤 者 亦 宜 精 进，  
不 应 放 弃 瑜 伽。 [136] 

放 弃 了 精 进 的 人，  
即 获 得 一 些 些 —— 

殊 胜 的 境 地  
亦 无 此 理。  

是 故 贤 者 ——  
观 察 心 作 的 行 相，  
以 平 等 的 精 进，  
数 数 而 努 力。  

贤 者 须 策 励 ——  
少 少 消 沉 意，  
遮 止 于 心 的 过 于 勤 劳，  

                                                                                                                                                    
samaye cittaṁ sampahaṁseti)， 《解 脱 道 论》 “心 欢 喜”。 

【32】“当 舍 心 之 时 即 舍 于 心” (yasmiṁ samaye cittaṁ ajjhupekkhitabbaṁ, tasmiṁ samaye 
cittaṁ ajjhupekkhati)， 《解 脱 道 论》 “心 定 成 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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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其 继 续 平 等 而 努 力。  

譬 如 为 人 赞 叹 的 蜜 蜂 等，  
对 于 花 粉、 荷 叶、 蛛 丝、 帆 船 和 油 筒 的 行 动；  
中 庸 的 努 力 者 意 向 于 相 而 行 道，  
从 惛 沉、 掉 举 一 切 的 解 脱。  

对 于 后 面 这 个 颂 意 的 解 释：  

譬 如 过 于 伶 俐 的 蜜 蜂， 知 道 了 某 树 的 花 开 得 正 盛 之 时， 便 很 迅 速 的 飞 
去， 结 果 超 过 了 那 树， 等 到 再 飞 回 来 而 到 达 那 里 的 时 候， 则 花 粉 已 经 完 了。 
另 一 种 不 伶 俐 的 蜜 蜂， 迟 缓 的 飞 去， 到 达 之 后， 花 粉 也 完 了。 然 而 伶 俐 的 蜜 
蜂， 以 中 庸 的 速 度 飞 去， 很 容 易 地 到 达 了 花 聚， 遂 其 所 欲 采 取 花 粉 而 酿 蜜， 
并 得 尝 于 蜜 味。  

又 如 外 科 医 生 的 弟 子 们， 置 荷 叶 于 水 盘 中， 实 习 其 开 刀 的 工 作， 一 个 
过 于 伶 俐 的， 急 速 下 刀， 结 果 使 荷 叶 破 裂 为 二 片 或 者 沉 下 水 里。 另 一 个 不 
伶 俐 的， 惟 恐 荷 叶 破 裂 了 或 落 到 水 里， 于 是 用 刀 去 触 一 触 也 不 可 能。 然 而 
伶 俐 者， 用 中 庸 的 作 法 下 刀 荷 叶 而 显 示 他 的 技 巧， 于 是 实 际 的 工 作 于 各 处 
获 得 利 益。  

又 如 一 国 王 宣 布： “如 果 有 人 能 够 拿 来 四 寻 长 的 蛛 丝， 当 给 以 四 千 
金”。 于 是 一 位 太 伶 俐 了 的 人， 急 速 的 把 蛛 丝 牵 引 而 来， 结 果 这 里 那 里 的 断 
绝 了。 另 一 位 不 伶 俐 的， 惟 恐 蛛 丝 断 了， 则 用 手 去 一 触 亦 不 可 能。 然 而 伶 俐 
之 人 用 不 急 不 缓 的 适 中 手 法， 以 一 端 卷 于 杖 上， 拿 到 国 王 处， 获 得 了 奖 赏。  

又 如 过 于 伶 俐 了 的 [137] 船 长， 在 大 风 时， 扬 其 满 帆， 竟 被 飘 至 异 境 去 
了。 另 一 位 不 伶 俐 的， 在 微 风 时， 亦 下 其 帆， 则 他 的 船 永 久 停 滞 在 那 里。 然 
而 伶 俐 者， 在 微 风 时 扬 满 帆， 大 风 时 扬 半 帆， 随 其 所 欲 到 达 了 目 的 地。  

又 如 老 师 对 他 的 弟 子 们 说： “谁 能 灌 油 筒 中， 不 散 于 外 者， 当 得 赏 
品”。 一 位 过 于 伶 俐 而 贪 赏 品 的， 急 速 灌 油， 而 散 于 外。 另 一 位 不 伶 俐 的， 
惟 恐 散 于 外， 连 去 灌 注 也 不 可 能。 然 而 伶 俐 者， 以 平 正 的 手 法， 巧 妙 地 注 入 
油 筒， 得 到 了 赏 品。  

正 如 这 样， 一 个 比 丘， 相 的 生 起 时， 想 道： “我 今 将 迅 速 到 达 安 止 
定”， 便 作 勇 猛 精 进， 因 为 他 的 心 过 于 精 勤， 反 而 陷 于 掉 举， 不 能 得 入 安 止 
定。 另 一 位 见 到 了 过 于 精 进 者 的 过 失 之 后 想 道： “现 在 我 何 必 求 安 止 定 
呢”？ 便 舍 弃 精 进， 他 的 心 过 于 惛 沉， 自 精 进 而 陷 于 懒 惰， 他 也 是 不 能 证 安 
止 定 的。 如 果 他 甚 至 少 少 有 一 点 惛 沉 和 掉 举 之 心， 亦 须 脱 离 其 惛 沉 和 掉 举 
的 状 ， 以 中 庸 的 努 力， 趋 向 于 相， 他 便 得 证 安 止 定。 应 该 象 那 样 的 修 习。 
这 便 是 关 于 此 颂 所 说 的 意 义：  

譬 如 为 人 赞 叹 的 蜜 蜂 等，  
对 于 花 粉、 荷 叶、 蛛 丝、 帆 船 和 油 筒 的 行 动；  
中 庸 的 努 力 者 意 向 于 相 而 行 道，  
从 惛 沉、 掉 举 一 切 的 解 脱。  

(Ⅸ) （安 止 定 的 规 定） 他 这 样 的 意 向 于 相 而 行 道： 他 想 “我 今 将 成 安 止 
定 了”， 便 间 断 了 有 分 心， 以 念 于 “地、 地” 的 勤 修， 以 同 样 的 地 遍 为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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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 而 生 起 意 门 转 向 心。 此 后 对 于 同 样 的 所 缘 境 上， 速 行 了 四 或 五 的 速 行 
心， 在 那 些 速 行 心 的  后 的 一 念 为 色 界 心； 余 者 都 是 欲 界 的， 但 有 较 强 于 
自 然 心 的 寻、 伺、 喜、 乐、 心 一 境 性 的。 又 为 安 止 的 准 备 工 作 故 亦 名 为 遍 
作，

【33】 [138] 譬 如 乡 村 等 的 附 近 称 为 近 村 或 近 城， 正 如 这 样 的 近 于 安 止 或 行 
近 于 安 止， 故 亦 称 为 近 行【34】

； 又 以 前 是 随 顺 于 遍 作， 以 后 则 随 顺 于 安 止， 
故 亦 名 为 随 顺。 这 里 的 （三 或 四 的 欲 界 心 中 的）  后 的 一 个， 因 为 征 服 于 小 
种 姓 （欲 界 的） 而 修 习 于 大 种 姓 （色 界 的）， 故 又 名 为 种 姓【35】

。 再 叙 述 其 不 
重 复 的 （即 不 兼 备 众 名， 而 一 念 假 定 一 名 的）： 此 中， 第 一 为 预 作， 第 二 为 
近 行， 第 三 为 随 顺， 第 四 为 种 姓。 或 以 第 一 为 近 行， 第 二 为 随 顺， 第 三 为 种 
姓， 第 四 或 第 五 为 安 止 心。 即 于 第 四 或 弟 五 而 入 安 止。 这 是 依 于 速 行 的 四 
心 或 五 心 的 速 通 达 与 迟 通 达【36】 而 言。 此 后 则 速 行 谢 落， 再 成 为 有 分 的 时 间 
了。  

阿 毗 达 磨 师 （论 师） 乔 达 答 长 老 说： “前 前 诸 善 法 为 后 后 诸 善 法 的 习 行 
缘

【37】
， 依 据 此 种 经【38】 中 的 习 行 缘 来 说， 则 后 后 诸 善 法 的 力 量 更 强， 所 以 在 

第 六 与 第 七 的 速 行 心 也 得 有 安 止 定 的”。 然 而 在 义 疏 中 却 排 斥 他 说： “这 是 
长 老 一 己 的 意 见”。  

其 实 只 在 第 四 和 第 五 成 安 止 定， 此 后 的 速 行 便 成 谢 落 了， 因 为 他 已 近 
于 有 分 之 故。 如 果 深 思 此 说， 实 在 无 可 否 认。 譬 如 有 人 奔 向 于 峭 壁， 虽 欲 站 
住 于 峭 壁 之 端， 也 不 可 能 立 止 他 的 脚 跟， 必 堕 于 悬 崖 了， 如 是 在 第 六 或 第 
七 的 速 行 心， 因 近 于 有 分， 不 可 能 成 安 止 定。 是 故 当 知 只 有 在 第 四 或 第 五 
的 速 行 心 成 为 安 止 定。  

其 次， 此 安 止 定 仅 一 刹 那 心 而 已。 因 为 时 间 之 长 短 限 制， 有 七 处 不 同： 
即 于  初 的 安 止， 世 间 的 神 通， 四 道， 道 以 后 的 果， 色 无 色 有 的 有 分 禅 （无 
想 定 及 灭 尽 定）

【39】
， 为 灭 尽 定 之 缘 的 非 有 想 非 无 想 处， 以 及 出 灭 尽 定 者 所 

证 的 果 定。 此 中 道 以 后 的 果 是 不 会 有 三 刹 那 心 以 上 的。 [139] 为 灭 尽 定 之 缘 
的 非 有 想 非 无 想 处 是 不 会 有 二 刹 那 心 以 上 的。 于 色， 无 色 界 的 有 分 （无 想 
定 及 灭 尽 定） 是 没 有 限 量 的。 其 余 诸 处 都 只 有 一 刹 那 心 而 已。 在 安 止 定 仅 
一 刹 那 之 后， 便 落 于 有 分 了。 自 此 又 为 观 察 于 禅 的 转 向 心 而 断 绝 了 有 分 以 
后 便 成 为 禅 的 观 察。  

（四 种 禅 的 修 习 法） 1． （初 禅） 此 上 的 修 行 者， 唯 有 “已 离 诸 欲， 离 诸 
不 善 法， 有 寻 有 伺， 离 生 喜 乐， 初 禅 具 足 住”

【40】
， 如 是 他 已 证 得 舍 离 五 支， 

具 备 五 支， 具 三 种 善， 成 就 十 相 的 地 遍 的 初 禅。  

                                                 
【33】“遍 作” (parikamma), 《解 脱 道 论》 “修 治”。 
【34】“近 行” (upacara), 《解 脱 道 论》 “外 行”。 
【35】“种 姓” (gotrabhu), 《解 脱 道 论》 “性 除”。 
【36】“速 通 达” (khippābhiñña)、 “迟 通 达” (dandhābhiñña) 见 第 三 品 底 本 八 十 六 页 以 下。 
【37】“习 行 缘” (āsevana-paccaya) 见 底 本 五 三 八 页。 
【38】Tikapaṭṭhāna p.5; p.7. 
【39】“有 分 禅” (bhavaṅgajjhāna) 是 无 意 识 状  的 禅， 指 无 心 定 而 盲， 叩 色 界 的 无 想 定 

及 无 色 界 的 灭 尽 定。 
【40】Dīgha,I, p.73,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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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禅 的 舍 断 支） 那 里 的 “已 离 诸 欲” 是 说 已 经 离 欲， 无 欲 及 舍 弃 诸 
欲。 那 “已” 字， 是 决 定 之 义。 因 这 决 定 义， 说 明 初 禅 与 诸 欲 的 相 对 立。 虽 
然 得 初 禅 时， 诸 欲 可 能 不 存 在 （二 者 不 同 时， 似 乎 不 能 说 相 对 立） 但 初 禅 之 
获 证， 只 有 从 断 除 诸 欲 而 来 （故 二 者 仍 可 说 是 相 对 立）。 当 这 样 地 “已 离 诸 
欲”， 要 如 何 去 证 明 决 定 义 呢？ 答 道： 如 象 黑 暗 之 处， 决 定 无 灯 光； 这 样 诸 
欲 现 前 则 初 禅 决 定 不 生 起， 因 为 诸 欲 与 禅 实 为 对 立 故。 又 如 舍 离 此 岸 才 能 
得 达 彼 岸； 只 有 已 舍 诸 欲 才 能 得 证 初 禅。 是 故 为 决 定 之 义。  

或 者 有 人 要 问： “为 什 么 那 个 （已 字） 只 放 在 前 句， 而 不 放 在 后 句？ 难 
道 不 离 诸 不 善 法 亦 能 初 禅 具 足 住 吗”？ 不 应 作 如 是 想。 因 离 诸 欲， 故 于 前 句 
说。 因 为 此 禅 是 超 越 于 欲 界 及 对 治 于 贪 欲 而 出 离 诸 欲 的； 即 所 谓： “诸 欲 的 
出 离 谓 出 离”

【41】
。 对 于 后 句 正 如 [140] “诸 比 丘， 唯 此 为 第 一 沙 门， 此 为 第 二 

沙 门”
【42】

， 此 “唯” 字 亦 可 应 用 于 后 句。 然 而 不 离 诸 欲 外 而 称 为 诸 盖 的 不 善 
法， 而 禅 那 具 足 住 也 是 不 可 能 的； 所 以 对 于 这 两 句 亦 可 作 “已 离 诸 欲， 已 离 
诸 不 善 法” 来 解 说。 又 这 两 句 中 的 “离” 字， 虽 然 可 以 用 来 包 摄 于 彼 分 离 等
【43】 和 心 离 等【44】 的 一 切 “离”， 但 这 里 是 指 身 离、 心 离、 镇 伏 离 三 种。  

（身 离） 关 于 “欲” 的 一 句， 《义 释》 中 说【45】
： “什 么 是 事 欲， 即 可 爱 之 

色” 等， 是 说 事 欲； 于 《义 释》 及 《分 别 论》 说：
【46】 “欲 欲、 贪 欲、 欲 贪 欲， 

思 惟 欲、 贪 欲、 思 惟 贪 欲， 此 等 名 为 欲”。 这 是 说 烦 恼 欲， 包 摄 此 等 一 切 
欲。 象 这 样 说： “已 离 诸 欲” 于 事 欲 之 义 亦 甚 为 适 当， 那 就 是 说 “身 离”。  

（心 离） “离 诸 不 善 法”， 是 离 烦 恼 欲 或 离 一 切 不 善 的 意 思， 这 便 是 说 
“心 离”。  

（身 离 ＝ 事 欲 离， 心 离 ＝ 烦 恼 欲 离） 前 句 的 离 诸 事 欲 是 说 明 欲 乐 的 舍 
离， 第 二 句 离 诸 烦 恼 欲 是 说 明 取 著 出 离 之 乐。 如 是 事 欲 和 烦 恼 欲 的 舍 离 二 
句， 当 知 亦 可 以 第 一 句 为 杂 染 之 事 的 舍 断， 以 第 二 句 为 杂 染 的 舍 断， 第 一 
句 为 贪 性 之 因 的 舍 离， 第 二 句 为 愚 性 之 因 的 舍 离， 第 一 句 为 不 杀 等 的 加 行 
清 净， 第 二 句 为 意 乐 净 化 的 说 明。  

（镇 伏 离 ＝ 烦 恼 欲 离） 先 依 此 等 说 法， “诸 欲” 是 就 诸 欲 中 的 事 欲 方 面 
说 的。 次 就 烦 恼 欲 方 面 说， 欲 与 贪 等 这 样 各 种 不 同 的 欲 欲 都 是 欲 的 意 思。 
[141] 虽 然 那 欲 是 属 于 不 善 方 面 的， 但 依 《分 别 论》 中 说【47】

： “什 么 是 欲？ 即 
欲、 欲” 等 因 为 是 禅 的 反 对 者， 所 以 一 一 分 别 而 说。 或 者 因 离 于 烦 恼 欲 故 说 
前 句， 因 离 于 不 善 故 说 后 句。  

又 因 为 有 种 种 欲， 所 以 不 说 单 数 的 欲， 而 说 多 数 的 “诸 欲”， 虽 然 其 他 

                                                 
【41】D.III, p.275. 
【42】M.I, p.63; A.II, p.238. 
【43】彼 分 离 (tadaṅga-viveka) 等 —— 即 彼 分 离, 镇 伏 离 (vikkhambhana-viveka), 正 断 离 (sa-

muccheda-viveka), 安 息 离 (paṭippassaddhi-viveka)。 出 离 离 (nissaraṇa-viveka) 等 五 种。 
【44】心 离 (citta-viveka) 等 —— 即 心 离, 身 离 (kāya-viveka), 依 离 (upadhi-viveka) 等 三 种。  
【45】Niddesa I, p.1. 
【46】Nid. p.2, Vibh. p.256. 
【47】Vibh. p.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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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 法 亦 存 于 不 善 性， 但 依 照 《分 别 论》 中【48】
， “什 么 是 不 善？ 即 欲 欲 （瞋 

恚、 惛 沉 睡 眠、 掉 举 恶 作、 疑）” 等 的 说 法， 乃 表 示 以 五 盖 为 禅 支 所 对 治 
的， 故 说 五 盖 为 不 善。 因 为 五 盖 是 禅 支 的 反 对 者， 所 以 说 只 有 禅 支 是 他 们 
（五 盖） 的 对 治 者、 破 坏 者 及 杀 灭 者。 即 如 《彼 多 迦》 中 说：

【49】 “三 昧 对 治 
欲 欲， 喜 对 治 瞋 恚， 寻 对 治 惛 沉 睡 眠， 乐 对 治 掉 举 恶 作， 伺 对 治 疑”。  

如 是 这 里 的 “已 离 诸 欲” 是 说 欲 欲 的 镇 伏 离， “离 诸 不 善 法” 一 句 是 说 
五 盖 的 镇 伏 离。 但 为 避 免 重 复， 则 第 一 句 是 欲 欲 （盖） 的 镇 伏 离， 第 二 句 是 
其 余 四 盖 的 镇 伏 离； 又 第 一 是 三 种 不 善 根 中 对 五 种 欲 境【50】 的 贪 的 镇 伏 离， 
第 二 是 对 诸 九 恼 事【51】 等 境 的 瞋 和 痴 的 镇 伏 离。 或 者 就 暴 流 等 诸 法 说： 第 一 
句 为 欲 流、 欲 轭、 欲 漏、 欲 取、 贪 身 系、 欲 贪 结 的 镇 伏 离， 第 二 句 为 其 余 的 
暴 流、 轭、 漏、 取、 系、 结 的 镇 伏 离。 又 第 一 句 为 爱 及 与 爱 相 应 诸 法 的 镇 伏 
离， 第 二 句 为 无 明 及 与 无 明 相 应 诸 法 的 镇 伏 离； 亦 可 以 说 第 一 句 是 与 贪 相 
应 的 八 心 生 起 的 镇 伏 离， 第 二 句 是 其 余 四 不 善 心【52】 生 起 的 镇 伏 离。  

这 便 是 对 “已 离 诸 欲 与 离 诸 不 善 法” 的 意 义 的 解 释。  

（初 禅 的 相 应 支） 上 面 已 示 初 禅 的 舍 断 支， 现 在 再 示 初 禅 的 相 应 支， 即 
说 那 里 的 “有 寻 有 伺” 等。 [142] 

（寻）
【53】 寻 是 寻 求， 即 思 考 的 意 思。 以 专 注 其 心 于 所 缘 为 相。 令 心 接 

触、 击 触 于 所 缘 为 味 （作 用）； 盖 指 瑜 伽 行 者 以 寻 接 触， 以 寻 击 触 于 所 缘 而 
言。 引 导 其 心 于 所 缘 为 现 起 （现 状）。  

（伺）
【54】 伺 是 伺 察， 即 深 深 考 察 的 意 思。 以 数 数 思 维 于 所 缘 为 相。 与 俱 

生 法 随 行 于 所 缘 为 味。 令 心 继 续 （于 所 缘） 为 现 起。  

（寻 与 伺 的 区 别） 虽 然 寻 与 伺 没 有 什 么 分 离 的， 然 以 粗 义 与 先 行 义， 犹 
如 击 钟，  初 置 心 于 境 为 寻。 以 细 义 与 数 数 思 惟 性， 犹 如 钟 的 余 韵， 令 心 继 
续 为 伺。  

这 里 有 振 动 的 为 寻， 即 心 的 初 生 之 时 的 颤 动 状 ， 如 欲 起 飞 于 空 中 的 
鸟 的 振 翼， 又 如 蜜 蜂 的 心 为 香 气 所 引 向 下 降 于 莲 花 相 以。 恬 静 的 状  为 
伺， 即 心 的 不 很 颤 动 的 状 ， 犹 如 上 飞 空 中 的 鸟 的 伸 展 两 翼， 又 如 向 下 降 
于 莲 花 的 蜜 蜂 蹒 跚 于 莲 花 上 相 似。  

                                                 
【48】Vibh. p.256. 
【49】《彼 多 迦》 (Peṭaka) —— 即 迦 旃 延 (Kaccāyana) 所 作 的 Peṭakopadesa 三 藏 指 津, 但 未 出 

版。 
【50】M.I, 85. 
【51】A.IV, 408, V, 150. 
【52】见 底 本 四 五 四 页。 不 善 共 有 十 二 心， 与 贪 相 应 的 有 八 心， 其 余 与 瞋 相 应 及 与 痴 

相 应 的 各 有 二 心。 
【53】“寻” (vitakka), 《解 脱 道 论》 为 “觉”。 其 定 义 说： “云 何 为 觉？ 谓 种 种 觉、 思 惟、 

安、 思 想、 心 不 觉 知 入 正 思 惟 此 谓 为 觉。 …… 问： 觉 者 何 想， 何 味， 何 起， 何 
处？ 答： 觉 者， 修 猗 想 为 味， 下 心 作 念 为 起， 想 为 行 处”。 

【54】“伺” (vicāra), 《解 脱 道 论》 为 “观”。 其 定 义 说： “云 何 为 观？ 于 修 观 时， 随 观 所 
择， 心 住 随 舍， 是 谓 为 观。 …… 问： 观 看 何 相， 何 味， 何 起， 何 处？ 答： 观 者 随 择 
是 相， 令 心 猗 是 味， 随 见 觉 是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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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二 法 集 义 疏》
【55】 中 说： “犹 如 在 空 中 飞 行 的 大 鸟， 用 两 翼 取 风 而 后 

使 其 两 翼 平 静 而 行， 以 专 心 行 于 所 缘 境 中 为 寻 （专 注 一 境）。 如 鸟 为 了 取 风 
而 动 他 的 两 翼 而 行， 用 心 继 续 思 惟 为 伺”。 这 对 所 缘 的 继 续 作 用 而 说 是 适 
当 的。 致 于 这 两 种 的 差 异 在 初 禅 和 二 禅 之 中 当 可 明 了。  

又 如 生 锈 的 铜 器， 用 一 只 手 来 坚 持 它， 用 另 一 只 手 拿 粉 油 和 毛 刷 来 摩 
擦 它， “寻” 如 坚 持 的 手， “伺” 如 摩 擦 的 手。 亦 如 陶 工 以 击 旋 轮 而 作 器 
皿， [143] “寻” 如 压 紧 的 手， “伺” 如 旋 转 于 这 里 那 里 的 手。 又 如 （用 圆 规） 
画 圆 圈 者， 专 注 的 寻 犹 如 （圆 规） 止 住 在 中 间 的 尖 端， 继 续 思 惟 的 伺 犹 如 旋 
转 于 外 面 的 尖 端。  

犹 如 有 花 和 果 同 时 存 在 的 树 一 样， 与 寻 及 伺 同 时 存 在 的 禅， 故 说 有 寻 
有 伺。 《分 别 论》 中【56】 所 说 的 “具 有 此 寻 与 此 伺” 等， 是 依 于 人 而 设 教 的， 
当 知 这 里 的 意 义 也 和 那 里 同 样。  

“离 生”
【57】 —— 离 去 为 离， 即 离 去 五 盖 的 意 思。 或 以 脱 离 为 离， 脱 离 了 

五 盖 与 禅 相 应 法 聚 之 义。 从 脱 离 而 生 或 于 脱 离 五 盖 之 时 而 生， 故 名 离 生。  

“喜 乐”， 欢 喜 为 “喜”
【58】

。 彼 以 喜 爱 为 相， 身 心 喜 悦 为 味， 或 充 满 喜 
悦 为 味。 雀 跃 为 现 起。 喜 有 五 种： 小 喜、 刹 那 喜、 继 起 喜、 踊 跃 喜、 遍 满 
喜。

【59】  

这 里 的 “小 喜” 只 能 使 身 上 的 毫 毛 竖 立。 “刹 那 喜” 犹 如 电 光 刹 那 刹 那 
而 起。 “继 起 喜” 犹 如 海 岸 的 波 浪， 于 身 上 数 数 现 起 而 消 逝。 “踊 跃 喜” 是 
很 强 的， 踊 跃 其 身， 可 能 到 达 跃 入 空 中 的 程 度。  

即 如 住 在 波 奈 跋 利 迦 的 大 帝 须 长 老， 在 一 个 月 圆 日 的 晚 上， 走 到 塔 庙 
的 庭 院 中， 望 见 月 光， 向 着 大 塔 寺 那 方 面 想 道： “这 时 候， 实 为 四 众 （比 
丘、 比 丘 尼、 优 婆 塞， 优 婆 夷） 礼 拜 大 塔 庙 的 时 候”， 因 见 于 自 然 的 所 缘， 
对 于 佛 陀 所 缘 而 起 踊 跃 喜， 犹 如 击 美 丽 的 球 于 石 灰 等 所 作 的 地 上， 跃 入 空 
中， 到 达 大 塔 庙 的 庭 院 而 站 立 在 那 里。  

又 如 在 结 利 根 达 迦 精 舍 附 近 的 跋 多 迦 罗 迦 村 中 的 一 位 良 家 的 女 子， 由 
于 现 起 强 力 的 佛 陀 所 缘， 跃 入 空 中。 据 说： 那 女 子 的 父 母， 一 天 晚 上 要 到 寺 
院 去 闻 法， [144] 对 她 说： “女 儿 啊！ 你 已  妊， 这 时 候 是 不 能 出 去 的， 我 们 
前 去 闻 法， 替 你 祝 福 吧”。 她 虽 然 想 去， 但 不 能 拒 绝 双 亲 的 话， 留 在 家 里， 
独 立 于 庭 前， 在 月 色 之 下， 远 望 结 利 根 达 迦 精 舍 内 耸 立 于 空 中 的 塔 尖， 看 
见 供 养 于 塔 的 油 灯， 四 众 以 花 香 供 养 及 右 绕 于 塔。 并 且 听 见 比 丘 僧 的 念 诵 
之 声， 于 是 那 女 想 道： “那 些 去 到 塔 寺 的 人， 在 这 样 的 塔 园 中 步 行， 获 得 听 

                                                 
【55】《二 法 集 义 疏》 (Dukanipāta-aṭṭhakathā) 本 是 锡 兰 语 的 义 疏， 即 现 存 的 觉 音 所 作 的 

《满 足 希 求》 (Manoratha-pūraṇī) —— 《增 支 部》 的 注 解。 
【56】Vibh. 257, 本 书 是 依 禅 定 说， 《分 别 论》 是 依 修 禅 的 人 说。 
【57】离 生 (vivekaja), 《解 脱 道 论》： “寂 寂 所 成”。 
【58】“喜” (pīti)， 《解 脱 道 论》： “喜” —— 其 定 义 为 心 于 是 时 大 欢 喜 戏 笑， 心 满 清 

凉， 此 名 为 喜。 问： 喜 何 相， 何 味， 何 起， 何 处， 几 种 喜？ 答： 喜 者 谓 欣 悦 遍 满 
为 相， 欢 适 是 味， 调 伏 乱 心 是 起， 踊 跃 是 处。 

【59】小 喜 (khuddakā pīti)、 刹 那 喜 (khaṇikā pīti)、 继 起 喜 (okkantikā pīti)、 踊 跃 喜 (ubbegā 
pīti)、 遍 满 喜 (pharaṇā pīti), 《解 脱 道 论》： “笑 喜、 念 念 喜、 流 喜、 越 喜、 满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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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这 样 的 妙 法， 是 何 等 幸 福”！ 于 是 她 望 见 那 （灯 光 庄 严） 犹 如 真 珠 所 聚 的 
塔 寺 而 生 起 了 踊 跃 喜。 她 便 跃 入 空 中， 在 她 的 父 母 到 达 之 前， 即 从 空 中 降 
落 于 塔 园 中， 札 拜 塔 庙 已 站 在 那 里 听 法。 她 的 父 母 到 了 之 后 问 道： “女 儿 
啊！ 你 从 什 么 路 来 的”？ 她 说： “是 从 空 中 来 的， 不 是 从 路 上 来 的”。 “女 儿 
啊！ 诸 漏 尽 者 才 能 游 行 空 中， 你 是 怎 么 来 的 呢”？ 她 说： “我 站 在 月 色 之 
下， 望 见 塔 庙， 生 起 佛 陀 所 缘 强 力 的 喜， 不 知 道 自 己 是 站 的 还 是 坐 的， 由 取 
于 彼 相， 便 跃 入 空 中 而 降 落 在 塔 园 之 中 了”。 所 以 说 踊 跃 喜 可 得 到 达 跃 入 
空 中 的 程 度。  

“遍 满 喜” 生 起 之 时， 展 至 全 身， 犹 如 吹 胀 了 的 气 泡， 亦 如 给 水 流 冲 入 
的 山 窟 似 的 充 满。  

如 果 五 种 喜 到 了 成 熟 之 时， 则 身 轻 安 及 心 轻 安 二 种 轻 安 成 就。 轻 安 到 
了 成 熟 之 时， 则 身 心 二 种 乐 成 就。 乐 成 熟 时， 则 刹 那 定， 近 行 定， 安 止 定 三 
种 三 摩 地 成 就。 于 此 五 种 喜 中， 安 止 定 的 根 本 增 长 而 与 定 相 应 者 为 遍 满 
喜。 当 知 在 这 里 说 的 “喜” 即 遍 满 喜 的 意 思。 [145] 

（乐） 可 乐 的 为 乐【60】 即 善 能 吞 没 或 掘 除 身 心 的 苦 恼 为 乐。 彼 以 愉 悦 为 
相。 诸 相 应 法 的 增 长 为 味 （作 用）。 助 益 诸 相 应 法 为 现 起 （现 状）。  

（喜 与 乐 的 差 别） 虽 然 喜 与 乐 两 种 是 不 相 离 的， 但 是 对 于 乐 的 所 缘 而 
获 得 满 足 为 喜， 去 享 受 获 得 了 的 滋 味 为 乐。 有 喜 必 有 乐； 有 乐 不 必 有 喜。 喜 
为 行 蕴 所 摄， 乐 为 受 蕴 所 摄。 犹 如 在 沙 漠 中 困 疲 了 的 人， 见 闻 于 林 水 之 时 
为 喜； 进 入 林 荫 之 中 受 用 于 水 之 时 为 乐。 于 某 时 为 喜 某 时 为 乐， 当 知 如 是 
清 楚 的 辨 说。  

这 是 禅 的 喜 和 禅 的 乐 或 于 此 禅 中 有 喜 乐， 故 名 为 此 禅 的 喜 乐。 或 以 喜 
与 乐 为 喜 乐， 犹 如 法 与 律 而 称 法 律， 此 禅 的 离 生 喜 乐， 或 于 此 禅 中 的 故 言 
离 生 喜 乐。 如 禅 一 样， 喜 乐 亦 由 离 而 生。 而 初 禅 有 此 喜 乐， 故 仅 说 一 句 “离 
生 喜 乐” 即 可。 依 《分 别 论》 中 说【61】

： “此 乐 与 此 喜 俱” 等 当 知 也 是 同 样 的 
意 义。  

“初 禅” 将 在 以 后 解 说。  

“具 足” 是 说 行 近 与 证 得 之 义； 或 者 具 足 是 成 就 之 义。 在 《分 别 论》 中 
说

【62】
： “具 足 …… 是 初 禅 的 得、 获 得， 达、 到 达、 触 作 证， 具 足”， 当 知 即 是 

此 义。  

“住” 即 如 前 面 所 说 的 具 有 禅 那 者， 以 适 当 的 威 仪 而 住， 成 就 自 身 的 动 
作、 行 动、 护 持、 生 活、 生 计、 行 为、 住。 即 《分 别 沦》 中 说【63】

： “住 是 动 
作、 行 动、 护 持、 生 活、 生 计、 行 为、 住， [146] 故 言 为 住”。  

（舍 离 五 支、 具 备 五 支） 其 次 说 “舍 离 五 支， 具 备 五 支”， 此 中 由 于 舍 

                                                 
【60】“乐” (sukha)， 《解 脱 道 论》 “乐” —— 其 定 义 为： “问： 云 何 为 乐？ 答： 是 时 可 

爱 心 乐 心 触 所 成， 此 谓 为 乐。 问： 乐 何 相、 何 味、 何 起、 何 处， 几 种 乐， 喜 乐 何 
差 别？ 答： 味 为 相， 缘 爱 境 是 爱 味， 摄 受 是 起， 其 猗 是 处”。 

【61】Vibh. p.257. 
【62】Vibh. p.257. 
【63】Vibh. p.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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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爱 欲、 瞋 恚、 惛 沉 睡 眠、 掉 举 恶 作、 疑 等 五 盖， 当 知 为 “舍 离 五 支”。 如 
果 未 能 舍 断 此 等， 则 禅 那 不 得 生 起， 故 说 此 等 为 禅 的 舍 断 支。 虽 在 得 禅 的 
刹 那， 其 他 的 不 善 法 亦 应 舍 断， 但 此 等 法 是 禅 的 特 别 障 碍。 即 因 爱 欲 贪 着 
于 种 种 境 而 心 不 能 等 持 于 一 境， 或 者 心 为 爱 欲 所 征 服 而 不 能 舍 断 欲 界 而 行 
道。 由 于 瞋 恚 冲 击 于 所 缘 而 心 不 能 无 障 碍。 为 惛 沉 睡 眠 所 征 服 则 心 不 适 于 
作 业。 为 掉 举 恶 作 所 征 服 则 心 不 宁 静 而 散 乱。 为 疑 所 害， 则 不 能 行 道 而 证 
于 禅。 因 此 等 为 特 殊 的 禅 障， 故 说 舍 断 支。  

其 次 寻 令 心 专 注 所 缘， 而 伺 继 续 思 惟， 由 于 寻 伺 心 不 散 乱 而 成 就 加 
行， 由 于 加 行 的 成 就 而 生 喜 的 喜 悦 以 及 乐 的 增 长。 由 于 这 些 专 注， 继 续， 喜 
悦， 增 长 的 助 益 一 境 性， 则 使 与 其 他 的 相 应 法 俱 的 此 心， 得 于 同 一 所 缘 中 
保 持 平 等 正 直。 是 故 当 知 寻、 伺、 喜、 乐、 心 一 境 性 的 五 支 生 起， 名 为 五 支 
具 备。 当 此 五 支 生 起 之 时， 即 名 为 禅 的 生 起， 所 以 说 此 等 五 支 是 他 的 五 具 
备 支。 是 故 此 等 具 备 支 不 可 指 为 其 他 的 禅。 譬 如 仅 限 于 支 为 名 的 四 支 军【64】

， 五 支 乐【65】
， 八 支 道 等， 如 是 [147] 当 知 亦 仅 限 于 此 等 支 而 名 为 五 支 或 五 支 

具 备。  

这 五 支 虽 在 近 行 的 刹 那 也 有 —— 因 五 支 在 近 行 比 自 然 心 强， 但 初 禅 安 
止 定 （的 五 支） 比 近 行 更 强， 所 以 能 得 色 界 相。 即 于 安 止 定， 由 于 寻 的 生 
起， 以 极 清 净 的 行 相 而 专 注 其 心 于 所 缘， 伺 的 生 起 而 继 续 思 惟， 喜 乐 的 生 
起 而 遍 满 全 身， 故 言 “他 的 离 生 喜 乐 是 没 有 不 充 满 全 身 的”

【66】
。 心 一 境 性 

的 生 起 而 善 触 于 所 缘， 犹 如 上 面 的 盖 置 于 下 面 的 匣 相 似。 这 就 是 安 止 定 的 
五 支 和 其 他 近 行 等 五 支 的 不 同 处。  

这 里 的 心 一 境 性 虽 未 在 “有 寻 有 伺” 的 句 子 里 提 及， 但 在 《分 别 论》 中 
说

【67】
： “初 禅 是 寻 伺 喜 乐 心 一 境 性”， 如 是 说 心 一 境 性 为 初 禅 支。 这 为 世 尊 

自 己 所 简 略 了 的 意 义， 而 他 又 在 《分 别 论》 中 说 明。  

（三 种 善 与 十 相 成 就） 其 次 在 “三 种 善 与 十 相 成 就” 的 句 子 中， 即 初、 
中、 后 为 三 种 善， 如 是 须 知 由 三 种 善 而 有 十 相 成 就。  

如 圣 典 中 说【68】
： （三 种 善） 初 禅 的 行 道 清 净 为 初， 舍 的 随 增 为 中， 喜 悦 

为 后。  

（十 相 成 就） “初 禅 的 行 道 清 净 为 初”， 这 初 相 有 几 种？ 初 相 有 三 种： 
⑴ 心 从 结 缚 而 得 清 净； ⑵ 心 清 净 故 得 于 中 奢 摩 他 相 而 行 道； ⑶ 由 于 行 道 而 
心 得 跳 入 初 禅。 象 这 样 的 心 从 结 缚 而 得 清 净， 心 清 净 故 得 于 中 奢 摩 他 相 而 
行 道， 由 于 行 道 而 心 得 跳 入 初 禅， 是 初 禅 的 行 道 清 净 为 初 —— 此 等 为 初 三 
相， 故 说 此 为 初 禅 初 善 的 三 相 成 就。 [148] 

“初 禅 的 舍 随 增 为 中”， 中 相 有 几 种？ 中 相 有 三： 即 ⑴ 清 净 心 舍 置， ⑵ 

                                                 
【64】四 支 军 —— 象 兵， 马 兵， 车 兵， 步 兵。 
【65】五 支 乐 —— 单 面 鼓 (ātata), 双 面 鼓 (vitata), 弦 乐 器 (atata-vitata), 铙 钹 类 (ghana), 管 乐 

器 (susira)。 
【66】D.I, p.73; M.III, p.93. 
【67】Vibh. 257. 
【68】Pṭs.I, p.167—168, Samantapāsādikā II, p.395f, 引 文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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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 摩 他 行 道 心 舍 置， ⑶ 一 性 之 显 现 心 舍 置。 象 这 样 的 清 净 心 舍 置， 奢 摩 他 
行 道 心 舍 置， 一 性 之 显 现 心 舍 置， 是 初 禅 的 舍 随 增 为 中 —— 此 等 为 中 三 相， 
故 说 此 为 初 禅 中 善 的 三 相 成 就。  

“初 禅 的 喜 悦 为 后”， 后 相 有 几 种？ 后 相 有 四： ⑴ 以 初 禅 所 生 诸 法 互 不 
驾 凌 义 为 喜 悦， ⑵ 以 诸 根 一 味 （作 用） 义 为 喜 悦， ⑶ 以 适 当 的 精 进 乘 义 为 喜 
悦， ⑷ 以 数 数 习 行 义 为 喜 悦。 这 是 初 禅 的 喜 悦 为 后 —— 此 等 即 后 四 相。 故 说 
此 为 初 禅 后 善 的 四 相 成 就。  

有 人 （指 无 畏 山 住 者） 说： “‘行 道 清 净’
【69】 是 有 资 粮 的 近 行 （为 安 止 

定 的 助 因）， ‘舍 随 增’
【70】 是 安 止， ‘喜 悦’

【71】 是 观 察”。 圣 典 中 说【72】
： 

“心 至 专 一 而 入 行 道 清 净， 是 舍 随 增 与 由 智 喜 悦”， 是 故 行 道 清 净 是 仅 在 安 
止 中 生 起 的 以 中 舍 的 作 用 为 “舍 随 增”， 以 诸 法 互 不 驾 凌 等 成 就 —— 即 以 清 
白 之 智 的 作 用 成 就 为 “喜 悦”。 详 说 如 何？  

（行 道 清 净） ⑴ 称 为 五 盖 的 烦 恼 群 是 禅 的 结 缚， 当 在 安 止 生 起 的 时 候， 
其 心 从 彼 结 缚 而 得 清 净。 ⑵ 因 清 净 故 离 于 障 碍， 得 于 中 奢 摩 他 相 而 行 道。 
中 奢 摩 他 相 即 平 等 的 安 止 定。 在 安 止 定 以 前 的 （种 姓） 心 [149] 由 一 相 续 而 
转 变 进 行 于 如 性 （即 安 止 的 状 ）， 名 为 中 奢 摩 他 相 行 道。 ⑶ 由 于 这 样 行 道 
进 行 于 如 性， 名 为 跳 入【73】 初 禅。 如 是 先 在 以 前 的 （种 姓） 心 中 存 在 的 ㈢ 行 
相 成 就， 在 于 初 禅 生 起 的 刹 那 而 显 现， 故 知 为 行 道 清 净。  

（舍 随 增） ⑴ 如 是 清 净 了 的 禅 心， 不 须 再 清 净， 不 必 于 清 净 中 作 努 力， 
故 名 清 净 心 舍 置【74】

。 ⑵ 由 于 已 达 奢 摩 他 的 状 ， 不 再 于 奢 摩 他 行 道， 不 于 
等 持 中 作 努 力， 故 名 奢 摩 他 行 道【75】 心 舍 置。 ⑶ 因 以 奢 摩 他 行 道， 已 不 与 烦 
恼 结 合， 而 一 性 的 显 现， 不 再 于 一 性 的 显 现 中 作 努 力， 故 名 一 性 的 显 现【76】 
心 舍 置。 如 是 当 知 以 中 舍 的 作 用 为 舍 随 增。  

（喜 悦） 其 次 如 是 舍 随 增 时 ⑴ 于 禅 心 中 生 起 了 称 为 定 慧 的 双 运 法， 是 
互 不 驾 凌【77】 的 作 用 （行 相）。 ⑵ 因 信 等 ㈤ 根 解 脱 种 种 的 烦 恼， 是 解 脱 味 一 
味 的 作 用 （行 相）。 ⑶ 瑜 伽 行 者 进 行 于 禅 —— 即 互 不 驾 凌 与 一 味 随 顺 的 精 进 
乘

【78】 （行 相）。 ⑷ 他 的 禅 心 的 修 行 于 灭 去 的 刹 那 作 用 的 行 相， 此 等 一 切 行 
相 的 成 就， 是 在 以 智 见 杂 染 之 过 及 净 化 之 德 以 后 而 如 是 喜 悦 清 净 与 洁 白。 
是 故 当 知 由 于 诸 法 互 不 驾 凌 等 的 成 就 —— 即 清 白 之 智 的 作 用 成 就 为 喜 悦。  

于 此 （修 习 心） 由 于 舍 而 智 明 了， 故 说 智 的 作 用 为 喜 悦 而 称 为 后， 即 所 
谓： “以 善 舍 置 于 心 策 励， 于 是 从 舍 有 慧 而 慧 根 增 长， 由 于 舍 而 心 从 种 种 烦 

                                                 
【69】“行 道 清 净” (paṭipadā-visuddhi), 《解 脱 道 论》 “清 净 修 行”。 
【70】“舍 随 增” (upekhānubruhanā), 《解 脱 道 论》 “舍 增 长”。 
【71】“喜 悦” (sampahaṁsanā), 《解 脱 道 论》 “欢 喜”。 
【72】Pṭs.I, p.167. 
【73】“跳 入” (pakkhandati), 《解 脱 道 论》” 跳 踯”。 
【74】“舍 置” (ajjhupekkhati), 《解 脱 道 论》 “成 舍”。 
【75】“奢 摩 他 行 道” (samatha-paṭipanna), 《解 脱 道 论》 “得 寂 寂”。 
【76】“一 性 的 显 现” (ekattupaṭṭhāna), 《解 脱 道 论》 “一 向 住”。 
【77】“互 不 驾 凌” (anativattana), 《解 脱 道 论》 “随 遂 修 行”。 
【78】“随 顺 的 精 进 乘” (tadupaga-viriya-vāhana), 《解 脱 道 论》 “随 行 精 进 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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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轮） 为 一 切 之 义 而 称 “地 遍”。 依 于 地 的 曼 陀 罗 所 得 的 相 及 依 于 此 相 所 
得 的 禅 也 是 地 遍。 当 知 这 里 是 以 后 者 之 义 为 “地 遍 的 禅”。 依 于 后 者 而 称 
“证 得 地 遍 的 初 禅”。  

〔初 禅 的 进 展 ⑴ 行 相 的 把 握〕 如 是 证 得 初 禅 时 的 瑜 伽 行 者， 应 该 如 射 
发 的 人 及 厨 子 一 样 的 把 握 行 相。 譬 如 为 了 射 头 发 工 作 的 善 巧 的 弓 箭 手 射 发 
的 情 形， 那 时 对 于 站 足 与 弓 弧 及 弦 矢 的 行 相 须 有 把 握： “我 这 样 的 站， 这 样 
的 拿 弓 弧， 这 样 的 拉 弦， 这 样 的 取 矢 及 射 发”； 自 此 以 后， 他 便 用 那 些 同 样 
的 步 骤 而 成 就 不 失 败 的 射 发。 瑜 伽 者 也 是 这 样： “我 吃 这 样 的 食 物， 亲 近 这 
样 的 人， 在 这 样 的 住 所， 用 这 样 的 威 仪， 在 此 时 内 而 得 证 此 （初 禅）”， 应 
该 把 握 这 些 饮 食 等 的 适 当 行 相。 如 是 当 他 的 （初 禅） 消 失 之 时， 则 于 那 些 成 
就 的 行 相 而 令 （初 禅） 再 生 起。 或 于 不 甚 熟 练 的 （初 禅） 而 数 数 熟 练， 可 得 
安 止。  

又 如 善 巧 的 厨 师， 伺 其 主 人， 观 察 那 些 是 他  喜 欢 吃 的， 此 后 便 献 以 
那 样 的 食 物， 获 得 （主 人 的） 奖 赏。 瑜 伽 者 亦 然， 把 握 其 曾 证 初 禅 时 候 的 食 
物 的 行 相， 屡 屡 成 就 而 得 安 止。 所 以 他 如 射 发 者 及 厨 师 的 把 握 行 相。 世 尊 
曾 这 样 说：

【80】  

“诸 比 丘， 譬 如 贤 慧 伶 俐 而 善 巧 的 厨 师， 奉 献 国 王 或 大 臣 以 种 种 美 味， 
有 时 酸， 有 时 苦， 有 时 辣、 [151] 甘、 涩、 咸、 淡 等。 诸 比 丘， 那 贤 慧 伶 俐 而 
善 巧 的 厨 师， 观 察 他 自 己 的 主 人 的 行 相： ‘今 天 这 样 菜 是 合 于 我 主 人 的 口 
味， 或 取 这 样， 或 多 拿 这 样， 或 曾 赞 叹 这 样； 又 今 天 我 的 主 人 欢 喜 酸 味， 或 
曾 取 酸 味， 或 多 拿 酸 味， 或 曾 赞 叹 酸 味 …… 又 曾 赞 叹 淡 味 等’。 诸 比 丘， 这 
贤 慧 伶 俐 而 善 巧 的 厨 师 便 获 得 他 的 衣 服、 钱 物 及 奖 赏。 何 以 故？ 诸 比 丘， 因 
为 那 贤 慧 伶 俐 而 善 巧 的 厨 师 能 够 把 握 其 主 人 的 相 故。 诸 比 丘， 如 是 若 有 贤 
慧 伶 俐 而 善 巧 的 比 丘 于 身 观 身 住 …… 于 受 观 受 住 …… 于 心 观 心 住 …… 于 诸 
法 中 观 法 住 热 心 正 知 念、 调 伏 世 间 的 贪 和 忧。 于 诸 法 中 观 法 住， 则 得 等 持 
其 心， 舍 断 随 烦 恼， 把 握 他 的 相。 诸 比 丘， 彼 贤 慧 伶 俐 而 善 巧 的 比 丘， 得 住 
于 现 法 乐， 得 念 及 正 知。 何 以 故？ 诸 比 丘， 因 彼 贤 慧 伶 俐 而 善 巧 的 比 丘 能 够 
把 握 其 自 心 的 相 故”。  

〔初 禅 的 进 展 ⑵ 障 碍 法 的 净 化〕 由 于 把 取 于 相 及 再 于 彼 等 行 相 成 就 
者， 则 仅 为 安 止 定 （一 刹 那） 的 成 就， 不 是 长 久 的， 若 能 善 净 于 定 的 障 碍 
法， 则 得 长 久 继 续。 这 便 是 说 不 以 观 察 欲 的 过 失 等 而 善 镇 伏 于 爱 欲， 不 以 
身 轻 安 而 善 作 静 止 于 身 的 粗 重， 不 以 勤 界 作 意 等 而 善 除 去 惛 沉 睡 眠， 不 以 
奢 摩 他 相 的 作 意 等 而 善 除 掉 举 恶 作， [152] 对 于 其 他 定 的 障 碍 法 亦 不 善 清 
净， 比 丘 若 这 样 的 入 定， 则 如 蜂 入 不 净 的 窝， 亦 如 国 王 入 不 净 的 花 园 一 般， 
他 很 快 的 就 会 出 来 的 （出 定）， 如 果 善 净 定 的 障 碍 诸 法 而 入 定， 则 如 蜂 入 善 
净 的 窝， 亦 如 王 入 善 净 的 花 园 一 般， 他 可 以 终 日 安 于 定 中 了。 所 以 古 人 说：  

当 以 远 离 喜 悦 的 心，  
除 去 欲 中 之 欲，  
除 去 瞋 恚 掉 举 睡 眠 和 第 五 之 疑；  

                                                                           
明 “禅” (jhāna) 字 的 语 源。 

【80】S.V, p.151f. 《杂 阿 含》 六 一 六 经 （大 正 二 · 一 七 二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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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 摩 他 相 的 作 意 等 而 善 除 掉 举 恶 作， [152] 对 于 其 他 定 的 障 碍 法 亦 不 善 清 
净， 比 丘 若 这 样 的 入 定， 则 如 蜂 入 不 净 的 窝， 亦 如 国 王 入 不 净 的 花 园 一 般， 
他 很 快 的 就 会 出 来 的 （出 定）， 如 果 善 净 定 的 障 碍 诸 法 而 入 定， 则 如 蜂 入 善 
净 的 窝， 亦 如 王 入 善 净 的 花 园 一 般， 他 可 以 终 日 安 于 定 中 了。 所 以 古 人 说：  

当 以 远 离 喜 悦 的 心，  
除 去 欲 中 之 欲，  
除 去 瞋 恚 掉 举 睡 眠 和 第 五 之 疑；  
犹 如 王 行 净 园， 乐 在 初 禅 之 中。  

〔初 禅 的 进 展 ⑶ 似 相 的 增 大〕 所 以 欲 求 熟 练 （安 止 定） 的 人， 必 须 清 净 
诸 障 碍 法 而 入 定， 必 须 以 广 大 心 修 习 及 增 大 既 得 的 似 相。 似 相 的 增 大 有 二 
地 —— 近 行 地 及 安 止 地。 即 已 达 近 行 的 亦 得 增 大 似 相， 或 已 达 安 止 的， 于 此 
二 处 的 一 处 中 必 须 增 大。 所 以 说： 他 必 须 增 大 既 得 的 似 相。  

其 增 大 的 方 法 如 次： 瑜 伽 行 者 增 大 其 似 相， 不 要 象 （陶 工） 作 钵、 做 饼 
子， 煮 饭、 蔓 萝 及 湿 布 （污 点） 的 增 大； 当 如 农 夫 的 耕 田， 先 用 犁 划 一 界 
限， 然 后 在 其 所 划 的 范 围 内 耕 之， 或 者 如 比 丘 的 结 成 戒 坛， 先 观 察 各 种 界 
帜， 然 后 结 成， 如 是 对 于 他 的 已 得 之 相， 应 该 用 意 次 第 区 划 为 一 指、 二 指、 
三 指、 四 指 的 量， 然 后 依 照 其 区 划 而 增 大。 不 应 于 没 有 区 划 的 增 大。 自 此 以 
后 则 以 划 定 一 张 手、 一 肘， 一 庭 院、 一 屋、 一 寺 的 界 限 及 一 村、 一 城、 一 
县， 一 国 土、 一 海 的 界 限 而 增 大， [153] 或 者 划 定 轮 围 山 乃 至 更 大 的 界 限 而 
增 大。 譬 如 天 鹅 的 幼 雏， 生 成 两 翼 之 后， 使 少 许 少 许 向 上 作 练 习 飞 行， 次 第 
以 至 飞 近 于 日 月， 如 是 比 丘 亦 依 于 上 述 的 方 法 区 划 其 相， 增 大 至 轮 围 山 的 
境 界， 或 者 更 加 增 大。 当 他 的 相 增 大 的 地 方 —— 其 地 的 高 低、 河 流 的 难 渡、 
山 岳 的 崎 岖， 犹 如 百 钉 所 钉 的 牛 皮 一 样。 所 以 初 学 者 于 增 大 之 相 而 得 证 初 
禅 后， 应 该 常 常 入 定， 不 可 常 常 观 察； 如 果 常 常 观 察， 则 禅 支 成 为 粗 而 弱。 
如 果 他 的 禅 支 象 这 样 的 粗 弱， 则 无 向 上 努 力 的 机 缘； 假 使 他 于 初 禅 尚 未 精 
练， 即 求 努 力 于 多 多 观 察， 这 样 连 初 禅 都 要 退 失， 那 里 还 能 够 证 得 二 禅 呢？ 
故 世 尊 说：  

【81】
“诸 比 丘， 譬 如 山 中 的 牛， 愚 昧 而 不 知 适 当 之 处， 无 有 善 巧 而 登 崎 

岖 的 山， 且 这 样 想 道： ‘我 去 以 前 未 曾 去 过 的 地 方， 吃 未 曾 吃 过 的 草， 饮 未 
曾 饮 过 的 水， 是 比 较 好 的’。 它 未 曾 站 稳 前 足， 便 举 起 后 足， 于 是 它 永 远 也 
不 会 到 达 那 以 前 未 曾 到 过 的 地 方， 吃 未 曾 吃 过 的 草 及 饮 未 曾 饮 过 的 水 了。 
甚 至 它 曾 经 这 样 思 念 过： ‘我 去 以 前 未 曾 去 过 的 地 方 较 好 …… 乃 至 饮 水’， 
其 实 连 这 个 地 方 亦 难 安 全 的 转 来。 何 以 故？ 诸 比 丘， 因 为 那 山 中 的 牛， 愚 昧 
而 不 知 适 当 之 处， 无 有 善 巧 而 登 崎 岖 的 山 故。” 

“诸 比 丘， 若 有 如 是 比 丘， 愚 昧 而 不 知 适 当 之 处， 无 有 善 巧， 离 诸 
欲 …… 初 禅 具 足 住。 但 他 对 于 其 相 不 再 再 习 行， 不 多 多 修 习， 未 能 站 稳 脚 
跟， 他 便 这 样 想： ‘我 于 寻 伺 止 息 …… 第 二 禅 具 足 住 比 较 好’， [154] 他 实 不 
能 寻 伺 止 息， 二 禅 具 足 住。 他 亦 已 经 思 念 过 的： ‘我 离 诸 欲 …… 初 禅 具 足 住 
较 好’， 其 实 他 连 离 诸 欲 …… 而 初 禅 具 足 住 也 不 可 能 了。 诸 比 丘， 这 叫 做 比 
丘 两 者 俱 失， 两 者 都 退。 诸 比 丘， 譬 如 那 山 中 的 牛， 愚 昧 而 不 知 适 当 之 处， 
                                                 
【81】A.IV, p.41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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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有 善 巧 而 登 崎 岖 的 山 一 样”。  

〔初 禅 的 进 展 ⑷ 五 自 在〕 所 以 他 应 该 于 同 样 的 初 禅 中， 用 五 种 行 相， 自 
在 修 行。 五 种 自 在， 为 转 向 自 在、 入 定 自 在、 在 定 自 在、 出 定 自 在， 及 观 察 
自 在。 遂 其 所 欲 的 地 方， 遂 其 所 欲 的 时 间， 遂 其 所 欲 好 长 的 时 间 中， 转 向 于 
初 禅， 即 无 迟 滞 的 转 向， 为 转 向 自 在， 遂 其 所 欲 的 地 方 …… 入 初 禅 定， 即 无 
迟 滞 的 入 定， 为 入 定 自 在， 余 者 当 可 类 推。 五 自 在 之 义 解 说 如 次： 

从 初 禅 出 定，  初 转 向 于 寻 者， 先 断 了 有 分 而 生 起 转 向 以 后。 于 同 样 
的 寻 所 缘 而 速 行 了 四 或 五 的 速 行 心。 此 后 生 起 二 有 分。 再 于 伺 所 缘 而 生 起 
转 向 心， 又 如 上 述 的 方 法 而 起 速 行 心。 如 是 能 够 于 （寻、 伺、 喜、 乐、 心 一 
境 性） 五 禅 支 中 连 续 遣 送 其 心， 便 是 他 的 转 向 心 成 就。 这 种 自 在 达 到 了 顶 
点 时， 从 世 尊 的 双 重 神 变 中 可 得 见 到。 又 于 （舍 利 弗 等） 其 他 的 人 作 这 样 神 
变 时 亦 得 见 到。 比 以 上 的 转 向 自 在 更 迅 速 是 没 有 的。  

其 次 如 大 目 犍 连 尊 者 降 伏 难 陀， 优 波 难 陀 龙 王【82】 一 样 迅 速 入 定， 名 为 
入 定 自 在。  

能 够 于 一 弹 指 或 十 弹 指 的 时 间 住 在 定 中， 名 为 在 定 自 在。 能 以 同 样 的 
速 度 出 定， 名 为 出 定 自 在。 为 表 示 （在 定 自 在 及 出 定 自 在） 这 两 种 佛 护 长 老 
的 故 事 是 很 适 合 的： [155] 

尊 者 圆 具 后， 戒 腊 八 岁 时， 是 来 看 护 铁 罗 跋 脱 拉 寺 的 摩 诃 罗 哈 纳 瞿 多 
长 老 的 三 万 具 有 神 通 人 中 的 一 个。 一 只 金 翅 鸟 王 想 道： “等 看 护 长 老 的 龙 
王 出 来 供 粥 给 他 的 时 候， 我 当 捕 它 来 吃”， 所 以 它 一 看 龙 王 之 时， 即 自 空 中 
跳 下， 当 时 尊 者 即 刻 化 作 一 山， 取 龙 王 之 臂 潜 入 山 中。 金 翅 鸟 王 仅 一 击 于 
山 而 去。 所 以 大 长 老 说： “诸 位， 如 果 护 长 老 不 在 这 里， 我 们 未 免 要 被 人 轻 
蔑 了”。  

观 察 自 在 同 于 转 向 自 在 所 说。 即 在 那 里 的 转 向 心 以 后 而 易 以 观 察 的 诸 
速 行 心。  

2． （第 二 禅） 于 此 等 五 自 在 中 曾 修 行 自 在， 并 自 熟 练 的 初 禅 出 定， 觉 
得 此 定 是 近 于 敌 对 的 五 盖， 因 寻 与 伺 粗， 故 禅 支 弱， 见 此 过 失 已， 于 第 二 禅 
寂 静 作 意， 取 消 了 对 于 初 禅 的 希 求， 为 证 第 二 禅， 当 作 瑜 伽 行。 从 初 禅 出 定 
之 时， 因 他 的 念 与 正 知 的 观 察 禅 支， 寻 与 伺 粗 起， 喜、 乐、 心 一 境 性 寂 静 现 
起。 此 时 为 了 舍 断 他 的 粗 支 而 获 得 寂 静 支， 他 于 同 一 的 相 下 “地、 地” 的 数 
数 作 意， 当 他 想： “现 在 要 生 起 第 二 禅 了”， 断 了 有 分， 即 于 那 同 样 的 地 遍 
为 所 缘， 生 起 意 门 的 转 向 心。 自 此 以 后， 即 对 同 样 的 所 缘 速 行 了 四 或 五 的 
速 行 心。 在 那 些 速 行 心 中 的  后 一 个 是 色 界 的 第 二 禅 心， 其 余 的 如 已 述 的 
欲 界。  

以 上 这 样 的 修 行 者： “寻 伺 止 息 故， 内 净 心 专 一 故， 无 寻 无 伺， 定 生 喜 
乐， 第 二 禅 具 足 住”。 他 如 是 舍 离 二 支， 具 备 三 支， 三 种 善 及 十 相 成 就， 证 
                                                 
【82】大 目 犍 连 (Mahāmoggallāna) 降 伏 难 陀 (Nanda) 优 波 难 陀 (Upananda) 二 尤 王 的 故 事， 

依 日 注： Dhp.-Aṭṭhakathā III, p.224 ff; J.V, p.126, 《龙 王 兄 弟 经》 （大 正 一 五 · 一 三 
一） 等 可 参 考。 依 巴 利 本 注： Cf. Divy. 395; Jāt.A.V, p.126; J. P.T.S. 1891, p.67; J. R.A.S. 
1912,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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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地 遍 的 第 二 禅。 [156] 

这 里 的 “寻 伺 止 息 故” 是 寻 与 伺 二 种 的 止 息 和 超 越 之 故， 即 在 第 二 禅 
的 刹 那 不 现 前 的 意 思。 虽 然 一 切 初 禅 法 在 第 二 禅 中 已 不 存 在 —— 即 是 说 初 
禅 中 的 触 等 和 这 里 是 不 同 的 —— 但 为 了 说 明 由 于 超 越 了 粗 支 而 从 初 禅 得 证 
其 他 的 二 禅 等， 所 以 说， “寻 伺 止 息 故”。  

“内” —— 这 里 是 自 己 之 内 的 意 思。 但 《分 别 论》 中 仅 此 一 说【83】
： “内 

的， 个 人 的”。 故 自 己 之 内 义， 即 于 自 己 而 生 —— 于 自 己 相 续 发 生 的 意 义。  

“净” —— 为 净 信。 与 净 相 应 的 禅 为 净 禅， 犹 如 有 青 色 的 衣 叫 青 衣。 或 
以 二 禅 具 备 此 净 —— 因 为 止 息 了 寻 伺 的 动 摇 而 心 得 于 净， 故 名 为 净。 若 依 
第 二 义 的 分 别， 当 知 此 句 应 作 “净 的 心” 这 样 连 结， 若 依 前 义 的 分 别， 则 
“心” 应 与 “专 一” 连 结。  

那 里 的 （心 专 一 的） 意 义 解 释： 一 与 上 升 为 “专 一”
【84】

， 不 为 寻 伺 的 上 
升， 故  上  胜 为 “专 一” 之 义。  胜 是 说 在 世 间 为 唯 一 的 意 思， 或 说 离 了 
寻 伺 独 一 无 伴 亦 可。 或 能 引 起 诸 相 应 法 为 “上 升”， 这 是 现 起 义。  胜 之 义 
的 一 与 上 升 的 “专 一” 是 三 摩 地 （定） 的 同 义 语。 如 此 专 一 的 修 习 与 增 长 故 
名 第 二 禅 为 专 一。 这 专 一 是 心 的 专 一， 不 是 有 情 和 生 命 的 专 一， 所 以 说 “心 
专 一”。 

在 初 禅 岂 不 是 也 有 此 “信” 和 “专 一” 而 名 为 定， 为 什 么 仅 （在 第 二 
禅） 而 称 为 “净 心 专 一” 呢？ 答 道： 因 为 初 禅 [157] 为 寻 伺 所 扰 乱， 犹 如 给 波 
浪 所 动 乱 的 水， 不 是 很 净 的， 所 以 初 禅 虽 也 有 信， 但 不 名 为 “净”。 因 不 很 
净， 则 三 摩 地 亦 不 甚 明 了， 所 以 亦 不 名 为 专 一。 在 二 禅 中 己 无 寻 伺 的 障 碍 
而 得 强 信 生 起 的 机 会。 得 与 强 信 作 伴， 则 三 摩 地 亦 得 明 了， 故 知 仅 于 二 禅 
作 这 样 说。 在 《分 别 论》 中 亦 只 这 样 说【85】

： “净 即 信、 信 仰、 信 赖、 净 信， 
心 专 一 即 心 的 住 立 …… 正 定” 是。 依 照 《分 别 论》 的 说 法 与 此 义 是 不 会 矛 盾 
的， 实 与 别 处 相 符 的。  

“无 寻 无 伺” —— 依 修 习 而 舍 断 故， 或 于 此 二 禅 中 没 有 了 寻， 或 二 禅 的 
寻 已 经 没 有 了 为 “无 寻”。 亦 可 以 同 样 的 方 法 说 “无 伺”。 《分 别 论》 中 这 
样 说：

【86】 此 寻 与 此 伺 的 寂 止、 静 止、 止 息、 息 没、 湮 没、 熄 灭、 破 灭、 干 
枯、 干 灭 与 终 息。 故 称 为 “无 寻 无 伺”。  

那 么， 在 前 面 一 句 “寻 伺 的 止 息” 便 已 成 就 此 义， 为 什 么 再 说 “无 寻 无 
伺” 呢？ 答 道： 虽 在 那 里 已 成 无 寻 无 伺 义， 然 这 里 与 寻 伺 的 止 息 是 不 同 的。 
上 面 不 是 已 经 说 过： “为 了 说 明 超 越 粗 支 之 故， 而 自 初 禅 得 证 其 他 的 二 禅 
等， 所 以 说 寻 伺 止 息 故”， 而 且 这 是 由 于 寻 伺 的 止 息 而 净， 不 是 止 息 烦 恼 的 
染 污 而 净， 因 寻 伺 的 止 息 而 得 专 一， 不 是 象 近 行 禅 的 舍 断 五 盖 而 起， 亦 不 
如 初 禅 的 诸 支 现 前 之 故。 这 是 说 明 净 与 专 一 之 因 的 话。 因 为 那 寻 伺 的 止 息 
而 得 第 二 禅 无 寻 无 伺， 不 是 象 第 三 和 第 四 禅， 也 不 如 眼 识 等， 亦 非 本 无 寻 

                                                 
【83】Vibh. p.258. 
【84】这 是 从 语 源 如 何 形 成 此 字 来 解 释： 一 (eka) 加 上 升 (udeti) 成 为 “专 一” (ekodi)。 
【85】Vibh. p.258. 
【86】Vibh. p.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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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 之 故。 [158] 是 仅 对 寻 伺 止 息 的 说 明， 不 是 寻 伺 已 经 没 有 的 说 明， 仅 对 寻 
伺 之 无 的 说 明， 故 有 其 次 的 “无 寻 无 伺” 之 语。 是 故 已 说 前 句 又 说 后 句。 
“定 生”， 即 从 初 禅， 或 从 （与 第 二 禅） 相 应 的 定 而 生 的 意 思。 虽 然 在 初 禅 
也 是 从 相 应 定 而 生， 但 只 有 此 （第 二 禅） 定 值 得 说 为 定， 因 不 为 寻 伺 所 动 
乱， 极 安 定 与 甚 净， 所 以 只 为 此 （第 二 禅） 的 赞 叹 而 说 为 “定 生”。  

“喜、 乐” —— 已 如 （初 禅） 所 说。  

“第 二” —— 依 照 数 目 的 次 第 为 第 二， 在 于 第 二 生 起 故 为 第 二。 于 此 第 
二 （禅） 入 定 亦 为 第 二。  

其 次 说 “二 支 舍 离， 三 支 具 备”。 当 知 寻 与 伺 的 舍 断 为 二 支 舍 离。 在 初 
禅 近 行 的 刹 那 舍 断 诸 盖， 不 是 这 里 的 寻 伺 （舍 断）。 在 安 止 的 刹 那， 即 离 彼 
等 （寻 伺） 而 此 二 禅 生 起， 所 以 彼 等 称 为 二 禅 的 舍 断 支。 

“喜、 乐、 心 一 境 性” 这 三 者 的 生 起， 名 为 “三 支 具 备”。 故 于 《分 别 
论》 中 说【87】

： “第 二 禅 是 净、 喜、 乐、 心 一 境 性”， 这 是 为 表 示 附 随 于 禅 的 
（诸 支） 而 说 的。 除 开 净 支 之 外， 其 余 三 支， 都 是 依 于 通 达 禅 思 之 相 的。 所 
以 说：

【88】 “在 那 时 候 是 怎 样 的 三 支 禅？ 即 喜、 乐、 心 一 境 性” 是。 其 余 的 如 
初 禅 所 说。  

3． （第 三 禅） 如 是 证 得 第 二 禅 时， 已 于 如 前 所 述 的 五 行 相 中 而 习 行 自 
在， 从 熟 练 的 第 二 禅 出 定， 学 得 此 定 依 然 是 近 于 敌 对 的 寻 与 伺， 仍 有 喜 心 
的 激 动， 故 称 他 的 喜 为 粗， 因 为 喜 粗， 故 支 亦 弱， 见 此 二 禅 的 过 失 已， 于 第 
三 禅 寂 静 作 意， 取 消 了 对 二 禅 的 希 求， 为 了 证 得 第 三 禅， 为 修 瑜 伽 行， 当 自 
第 二 禅 出 定 时， [159] 因 他 的 念 与 正 知 的 观 察 禅 支 而 喜 粗 起， 乐 与 一 境 性 寂 
静 现 起。 此 时 为 了 舍 断 粗 支 及 为 获 得 寂 静 支， 他 于 同 一 的 相 “地、 地” 的 数 
数 作 意， 当 他 想： “现 在 要 生 起 第 三 禅 了”， 断 了 有 分， 即 于 那 同 样 的 地 遍 
作 所 缘， 生 起 意 门 的 转 向 心。 自 此 以 后， 即 于 同 样 的 所 缘 速 行 了 四 或 五 的 
速 行 心。 在 那 些 速 行 心 中 的  后 一 个 是 色 界 的 第 三 禅 心， 余 者 已 如 前 说【89】 
为 欲 界 心。  

以 上 的 修 行 者： “与 由 离 喜 故， 而 住 于 舍、 念 与 正 知 及 乐 以 身 受 —— 诸 
圣 者 说： ‘成 就 舍 念 乐 住’ —— 为 第 三 禅 具 足 住”。 如 是 他 一 支 舍 离， 二 支 
具 足， 有 三 种 善， 十 相 成 就， 证 得 地 遍 的 第 三 禅。  

“由 离 喜 故” —— 犹 如 上 述 以 厌 恶 于 喜 或 超 越 于 喜 名 为 离。 其 间 的 一 个 
“与” 字， 乃 连 结 的 意 思。 一、 可 以 连 结 于 “止 息” 之 句； 二、 或 可 连 结 于 
“寻 伺 的 止 息” 之 句。 这 里 （离 喜） 若 与 “止 息” 连 结， 则 当 作 如 是 解 释： 
“离 喜 之 故 而 更 止 息 于 喜 故”， 依 此 种 解 释， 离 是 厌 离 之 义。 是 故 当 知 喜 的 
厌 离 之 故 便 是 止 息 之 故 的 意 思。 如 果 连 结 于 “寻 伺 的 止 息”， 则 当 作 “喜 的 
舍 离 之 故， 更 加 寻 伺 的 止 息 之 故” 的 解 释。 依 这 样 解 释， 舍 离 即 超 越 义。 故 
知 这 是 喜 的 超 越 与 寻 伺 的 止 息 之 义。  

实 际， 此 等 寻 伺 于 第 二 禅 中 便 已 止 息， 这 里 仅 说 明 第 三 禅 的 方 便 之 道 
                                                 
【87】Vibh. p.258. 
【88】Vibh. p.263, 对 照。 
【89】见 底 本 一 三 七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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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为 赞 叹 而 已。 当 说 寻 伺 止 息 之 故 的 时 候， 即 得 认 清： 寻 伺 的 止 息 实 在 是 
此 禅 的 方 便 之 道。 譬 如 在 第 三 圣 道 （阿 那 含 向） 本 不 是 舍 断 的 然 亦 说 “舍 断 
身 见 等 五 下 分 结 故”， [160] 当 知 如 是 而 说 舍 断 是 赞 叹 的， 是 为 了 努 力 证 得 
（第 三 圣 道） 者 的 鼓 励 的； 如 是 此 （第 三 禅） 虽 非 止 息 的， 但 为 赞 叹 亦 说 是 
寻 伺 的 止 息。 这 便 是 说 “喜 的 超 越 故 与 寻 伺 的 止 息 故” 之 义。  

“住 于 舍” —— 见 其 生 起 故 为 舍【90】
。 即 平 等 而 见， 不 偏 见 是 见 义。 由 于 

他 具 备 清 明 充 分 和 坚 强 的 舍 故 名 具 有 第 三 禅 者 为 住 于 舍。 舍 有 十 种： 即 六 
支 舍、 梵 住 舍、 觉 支 舍， 精 进 舍、 行 舍， 受 舍， 观 舍、 中 舍、 禅 舍、 遍 净 舍。  

⑴ 【91】
“兹 有 漏 尽 比 丘， 眼 见 色 无 喜 亦 无 忧， 住 于 舍、 念、 正 知”， 如 是 

说 则 为 于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六 门 中 的 六 种 善 恶 所 缘 现 前 之 时， 漏 尽 者 的 遍 
净 本 性 舍 离 行 相 为 舍， 是 名 “六 支 舍”

【92】
。  

⑵ “与 舍 俱 的 心， 遍 满 一 方 而 住”
【93】

， 如 是 说 则 为 对 于 诸 有 情 的 中 正 
行 相 为 舍， 是 名 “梵 住 舍”

【94】
。  

⑶ “以 远 离 修 习 舍 觉 支”
【95】

， 如 是 说 则 为 对 俱 生 法 的 中 立 行 相 为 舍， 
是 名 “觉 支 舍”

【96】
。  

⑷ “时 时 于 舍 相 作 意”
【97】

， 如 是 说 则 为 称 不 过 急 不 过 缓 的 精 进 为 舍， 
是 名 “精 进 舍”

【98】
。  

⑸ “有 几 多 行 舍 于 定 生 起？ 有 几 多 行 舍 于 观 生 起？ 有 八 行 舍 于 定 生 起， 
有 十 行 舍 于 观 生 起”

【99】
， 如 是 说 则 称 对 诸 盖 等 的 考 虑 沉 思 安 静 而 中 立 为 

舍， 是 名 “行 舍”。 [161] 

⑹ “在 与 舍 俱 的 欲 界 善 心 生 起 之 时”
【100】

， 如 是 说 则 称 不 苦 不 乐 为 舍， 
是 名 “受 舍”

【101】
。 

⑺ “舍 其 现 存 的 与 已 成 的 而 他 获 得 舍”
【102】

， 如 是 说 则 称 关 于 考 察 的 中 
立 为 舍， 是 名 “观 舍”

【103】
。  

⑻ “或 者 无 论 于 欲 等 中”
【104】

， 如 是 说 则 称 对 诸 俱 生 法 的 平 等 效 力 为 

                                                 
【90】见 其 生 起 (upapattito ikkhati) 为 舍 (upekkhā) 是 从 语 言 学 上 来 解 释 的。 
【91】D.III, p.250; A.II, p.198; A.III, p.279. 
【92】“六 支 舍” (chaḷaṅgupekkhā), 《解 脱 道 论》 “六 分 舍”。 
【93】D.I, p.251; M.I, p.283 etc. 
【94】“梵 住 舍” (brahmavihārupekkhā)， 《解 脱 道 论》 “无 量 舍”。 
【95】S.IV, p.367; V, p.64; p.78 etc. 
【96】“觉 支 舍” (bojjhaṅgupekkhā), 《解 脱 道 论》 “菩 提 觉 舍”。 
【97】A.I, p.257. 
【98】“精 进 舍” (viriyupekkhā), 《解 脱 道 论》 “精 进 舍”。 
【99】Pṭs. p.64, 八 行 舍 是 那 些 与 证 得 八 定 相 应 的。 十 行 舍 是 那 些 与 四 道、 四 果、 解 脱 及 

解 脱 知 见 相 应 的。 
【100】Dhs. p.156. 
【101】“受 舍” (vedanupekkhā), 《解 脱 道 论》 “受 舍”。 
【102】日 注A.IV, p.70, 但 与 原 文 稍 有 出 入； 锡 注 含 糊 的 指 Saṁy-Ni-Mahāvappovol. V, p.70, 

但 不 能 探 索。 
【103】“观 舍” (vipassanupekkhā), 《解 脱 道 论》 “见 舍”。 
【104】“欲 等” 或 指 欲、 作 意、 胜 解、 中 舍 等 诸 心 所 法， 这 一 句 引 自 何 处 不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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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 是 名 “中 舍”
【105】

。  

⑼ “住 于 舍”， 如 是 说 则 称 对  上 乐 亦 不 生 偏 向 为 舍， 是 名 “禅 舍”
【106】

。 

⑽ “由 于 舍 而 念 遍 净 为 第 四 禅”， 如 是 说 则 称 遍 净 一 切 障 碍 亦 不 从 事 
于 止 息 障 碍 为 舍， 是 名 “遍 净 舍”

【107】
。 

此 中 的 六 支 舍、 梵 住 舍、 觉 支 舍、 中 舍、 禅 舍、 遍 净 舍 的 意 义 为 一， 便 
是 中 舍。 然 依 照 其 各 别 的 位 置 而 有 差 别： 譬 如 虽 然 是 同 一 有 情。 但 有 少 年、 
青 年、 长 老、 将 军、 国 王 等 的 差 别， 故 于 彼 等 之 中 的 六 支 舍 处， 不 是 觉 支 舍 
等 之 处， 而 觉 支 舍 处 当 知 亦 非 六 支 舍 等 之 处。  

正 如 此 等 同 一 性 质 的 意 义， 如 是 行 舍 与 观 舍 之 义 也 是 同 性， 即 根 据 彼 
等 的 慧 的 功 用 差 别 而 分 为 二。 譬 如 有 人 拿 了 一 根 象 羊 足 般 的 棒 （如 叉 类）， 
去 探 寻 夜 间 进 入 屋 内 的 蛇， 并 已 看 见 那 蛇 横 卧 于 谷 仓 中， 再 去 考 察： “是 否 
是 蛇”？ 等 到 看 见 了 三 卍【108】 字 的 花 纹 便 无 疑 惑 了， 于 是 对 于 “是 蛇 非 蛇” 
的 分 别 便 不 关 心 了； [162] 同 样 的， 精 勤 作 观 者， 以 观 智 见 得 （无 常、 苦、 无 
我） 三 相 之 时， 对 于 诸 行 无 常 等 的 分 别 便 不 关 心 了， 是 名 “观 舍”。 又 譬 如 
那 人 已 用 象 羊 足 的 棒 紧 捕 了 蛇， 井 已 在 想 “我 今 如 何 不 伤 于 蛇 及 自 己 又 不 
为 蛇 啮 而 放 了 蛇”。 当 探 寻 释 放 的 方 法 时， 对 于 捕 便 不 关 心 了； 如 是 因 见 无 
常 等 三 相 之 故， 而 见 三 界 犹 如 火 宅， 则 对 于 诸 行 的 取 着 便 不 关 心 了， 是 名 
“行 舍”。 当 观 舍 成 就 之 时， 行 舍 亦 即 成 就。 称 此 等 诸 行 的 分 别 与 取 着 的 中 
立 （无 关 心 的） 作 用 而 分 为 二。  

精 进 舍 与 受 舍 是 互 相 差 别 以 及 其 余 的 意 义 也 是 不 同 的。  

于 此 等 诸 舍 之 中， 禅 舍 是 这 里 的 意 义。 舍 以 中 立 为 相， 不 偏 为 味 （作 
用）， 不 经 营 为 现 起 （现 状）， 离 喜 为 足 处 （近 因）

【109】
。  

（问） 岂 非 其 他 的 意 义 也 是 中 舍 吗？ 而 且 在 初 禅 二 禅 之 中 也 有 中 舍， 故 
亦 应 在 那 里 作 “住 于 舍” 这 样 说， 但 为 什 么 不 如 是 说 呢？ （答） 因 为 那 里 的 
作 用 不 明 显 故， 即 是 说 那 里 的 舍 对 于 征 服 寻 等 的 作 用 不 明 显 故。 在 此 （第 
三 禅） 的 舍 已 经 不 被 寻 伺 喜 等 所 征 服， 产 生 了 很 明 显 的 作 用， 犹 如 高 举 的 
头 一 样， 所 以 如 是 说。  

“住 于 舍” 这 一 句 至 此 已 经 解 释 完 毕。  

在 “念 与 正 知” 一 句 中， 忆 念 为 念， 正 当 的 知 为 正 知。 这 是 指 人 所 具 有 
的 念 与 正 知 而 言。 此 中 念 以 忆 念 为 相， 不 忘 失 为 味， 守 护 为 现 起。 正 知 以 不 
痴 为 相， 推 度 为 味， 选 择 为 现 起【110】

。  

                                                 
【105】“中 舍” (tatramajjhattupekkhā), 《解 脱 道 论》 “平 等 舍”。 
【106】“禅 舍” (jhānupekkhā), 《解 脱 道 论》 “禅 支 舍”。 
【107】“遍 净 舍” (pārisuddhupekkhā), 《解 脱 道 论》 “清 净 舍”。 
【108】“卍” (sovatthika). 
【109】《解 脱 道 论》 对 于 舍 的 定 义： “舍 者 何 相、 何 味、 何 起、 何 处？ 平 等 为 相， 无 所 

着 为 味， 无 经 营 为 起， 无 染 为 处”。 
【110】《解 脱 道 论》 对 于 念 与 正 知 的 说 明： “云 何 为 念 念 随 念， 彼 念 觉 忆 持 不 忘， 念 

者， 念 根 念 力 正 念， 此 谓 念。 问： 念 者 何 相、 何 味、 何 起、 何 处？ 答： 随 念 为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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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 在 前 面 的 诸 禅 之 中 亦 有 念 与 正 知 —— 如 果 失 念 者 及 不 正 知 者， 即 近 
行 定 也 不 能 成 就， 何 况 安 止 定 —— 然 而 彼 等 诸 禅 粗 故， 犹 如 行 于 地 上 的 人， 
禅 心 的 进 行 是 乐 的， 那 里 的 念 与 正 知 的 作 用 不 明。 [163] 由 于 舍 断 于 粗 而 成 
此 禅 的 细， 譬 如 人 的 航 运 于 剑 波 海【111】

， 其 禅 心 的 进 行 必 须 把 握 于 念 及 正 知 
的 作 用， 所 以 这 样 说。  

更 有 什 么 说 念 与 正 知 的 理 由 呢？ 譬 如 正 在 哺 乳 的 犊 子， 将 它 从 母 牛 分 
开， 但 你 不 看 守 它 的 时 候， 它 必 定 会 再 跑 近 母 牛 去； 如 是 这 第 三 禅 的 乐 虽 
从 喜 分 离， 如 果 不 以 念 与 正 知 去 守 护 它， 则 必 然 又 跑 进 于 喜 及 于 喜 相 应。 
或 者 诸 有 情 是 恋 着 于 乐， 而 此 三 禅 之 乐 是 极 其 微 妙， 实 无 有 乐 而 过 于 此， 
必 须 由 于 念 与 正 知 的 威 力 才 不 至 恋 于 此 乐， 实 无 他 法。 为 了 表 示 这 特 殊 的 
意 义， 故 仅 于 第 三 禅 说 念 与 正 知。  

“乐 以 身 受” —— 虽 然 具 足 第 三 禅 之 人 没 有 受 乐 的 意 欲， 但 有 与 名 身 
（心 心 所 法） 相 应 的 乐 （受）； 或 者 由 于 他 的 色 身 曾 受 与 名 身 相 应 的 乐 而 起 
的  胜 之 色 的 影 响， 所 以 从 禅 定 出 后 亦 受 于 乐， 表 示 此 义 故 说 “乐 以 身 
受”。  

“诸 圣 者 说： 成 就 舍 念 乐 住”， 是 因 为 此 禅， 由 于 此 禅 而 佛 陀 等 诸 圣 者 
宣 说、 示 知、 立 说、 开 显、 分 别、 明 了、 说 明 及 赞 叹 于 具 足 第 三 禅 的 人 的 意 
思， 他 们 怎 样 说 呢？ 即 “成 就 舍 念 乐 住”。 那 文 句 当 知 是 与 “第 三 禅 具 足 
住” 连 结 的。 为 什 么 彼 诸 圣 者 要 赞 叹 他 呢？ 因 为 值 得 赞 叹 故。 即 因 那 人 达 到 

 上 微 妙 之 乐 的 三 禅 而 能 “舍” 不 为 那 乐 所 牵 引， 能 以 防 止 喜 的 生 起 而 显 
现 的 念 而 “念” 彼 以 名 身 而 受 诸 圣 所 好 诸 圣 习 用 而 无 杂 染 的 乐， 所 以 值 得 
赞 叹。 因 为 值 得 赞 叹， 故 诸 圣 者 如 是 赞 叹 其 德 说： “成 就 舍 念 乐 住”。 [164] 

“第 三” —— 依 照 数 目 的 次 第 居 于 第 三； 或 于 第 三 而 入 定 故 为 第 三。 

次 说 “一 支 舍 离， 二 支 具 备”， 此 中 以 舍 离 于 喜 为 一 支 舍 离。 犹 如 第 二 
禅 的 寻 与 伺 在 于 安 止 的 刹 那 舍 断， 而 喜 亦 在 第 三 禅 的 安 止 刹 那 舍 离， 故 说 
喜 是 第 三 禅 的 舍 断 支。  

次 以 “乐 与 心 一 境 性” 二 者 的 生 起 为 二 支 具 备。 所 以 《分 别 论》 说【112】
： 

“（第 三） 禅 即 是 舍， 念、 正 知、 乐 与 心 一 境 性”， 这 是 以 曲 折 的 方 法 去 表 
示 禅 那 所 附 属 的 各 支。 若 直 论 证 达 禅 思 之 相 的 支 数， 则 除 开 舍、 念 及 正 知， 
而 仅 有 这 两 支， 即 所 谓【113】

： “在 什 么 时 候 有 二 支 禅？ 即 乐 与 心 一 境 性” 是。  

余 者 犹 如 初 禅 所 说。  

4． （第 四 禅） 如 是 证 得 了 第 三 禅 时， 同 于 上 述 的 对 于 五 种 行 相 业 已 习 
行 自 在， 从 熟 练 的 第 三 禅 出 定， 觉 得 此 定 依 然 是 近 于 敌 对 的 喜， 因 此 三 神 
中 仍 有 乐 为 心 受 用， 故 称 那 （乐） 为 粗， 因 为 乐 粗， 故 支 亦 弱， 见 此 三 禅 的 

                                                                                                                                                    
不 忘 为 味， 守 护 为 起， 四 念 为 处”。 “云 何 为 智， 知 解 为 慧， 是 正 智， 此 谓 为 
智。 …… 问： 智 者， 何 相、 何 味、 何 起、 何 处？ 答： 不 愚 痴 为 相， 缘 着 为 味， 择 取 
诸 法 为 起， 正 作 意 为 处”。 

【111】“剑 波 海” (Khuradhārā) cf. Jāt.V, p.269。 
【112】Vibh. p.260. 
【113】Vibh. p.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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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失 已， 于 第 四 禅 寂 静 作 意， 放 弃 了 对 第 三 禅 的 希 求， 为 了 证 得 第 四 禅， 当 
修 瑜 伽 行。 自 三 禅 出 定 时， 因 他 的 念 与 正 知 的 观 察 于 禅 支， 名 为 喜 心 所 的 
乐 粗 起， 舍 受 与 心 一 境 性 寂 静 现 起， 此 时 为 了 舍 断 粗 支 及 为 获 得 寂 静 支， 
于 同 样 的 相 上 “地、 地 ……” 的 数 数 作 意， 当 他 想： “现 在 第 四 禅 要 生 起 
了， 便 断 了 有 分， 即 于 那 同 样 的 地 遍 作 所 缘， 生 起 意 门 的 转 向 心， 自 此 以 
后， 即 于 同 样 的 所 缘 起 了 四 或 五 的 速 行 心。 [165] 在 那 些 速 行 心 的  后 一 个 
是 色 界 第 四 禅 心， 余 者 已 如 前 述 为 欲 界 心。 但 有 其 次 的 差 别： （第 三 禅 的） 
乐 受 不 能 作 （第 四 禅 的） 不 苦 不 乐 受 的 习 行 缘【114】 之 缘， 于 第 四 禅 必 须 生 起 
不 苦 不 乐 受， 是 故 彼 等 （速 行 心） 是 与 舍 受 相 应 的， 因 与 舍 受 相 应， 故 于 此 
（第 四 禅 的 近 行 定） 亦 得 舍 离 于 喜。  

上 面 的 修 行 者， “由 断 乐 及 由 断 苦 故， 并 先 已 灭 喜 忧 故， 不 苦 不 乐 故， 
舍 念 清 净， 第 四 禅 具 足 住”。 如 是 一 支 舍 断， 二 支 具 备， 有 三 种 善， 十 相 成 
就， 证 得 地 遍 的 第 四 禅。  

此 中 “由 断 乐 及 断 苦 故”， 即 断 了 身 的 乐 及 身 的 苦。 “先 已” 是 在 那 以 
前 已 灭， 不 是 在 第 四 禅 的 刹 那。 “灭 喜 忧 故” 即 是 指 心 的 乐 与 心 的 苦 二 者 先 
已 灭 故， 断 故 而 说 的。  

然 而 那 些 （乐 苦 喜 忧） 是 什 么 时 候 断 的 呢？ 即 是 于 四 种 禅 的 近 行 刹 那。 
那 喜 是 在 第 四 禅 近 行 刹 那 断 的， 苦 忧 乐 是 在 第 一 第 二 第 三 （禅） 的 近 行 刹 
那 中 次 第 即 断， 但 《分 别 沦》 的 根 分 别 中【115】

， 表 示 诸 根 的 顺 序， 仅 作 乐 苦 
喜 忧 的 舍 断 这 样 说。  

如 果 这 苦 忧 等 是 在 那 样 的 近 行 中 而 舍 断， 那 么：
【116】 “生 起 苦 根， 何 处 

灭 尽？ 诸 比 丘， 兹 有 比 丘， 离 于 诸 欲 …… 初 禅 具 足 —— 即 生 起 苦 根 于 彼 初 禅 
灭 尽。 生 起 忧 根 …… 乐 根 …… 喜 根， 何 处 灭 尽？ [166] 诸 比 丘， 兹 有 比 丘， 舍 
断 于 乐 故 …… 第 四 禅 具 足 住 —— 即 生 起 喜 根 于 彼 第 四 禅 灭 尽”。 依 此 经 文 为 
什 么 仅 说 于 诸 禅 （的 安 止 定） 中 灭 尽 呢？  

（答） 这 是 完 全 灭 了 的 缘 故。 即 彼 等 在 初 禅 等 的 安 止 定 中 完 全 灭 了， 不 
是 仅 灭 而 已， 在 近 行 刹 那 中 只 是 灭， 不 是 全 灭。 （未 达 安 止 定） 而 在 种 种 转 
向 的 初 禅 近 行 中， 虽 灭 苦 根， 若 遇 为 蚊 虻 等 所 啮 或 为 不 安 的 住 所 所 痛 苦， 
则 苦 根 可 能 现 起 的， 但 在 安 止 定 内 则 不 然； 或 者 于 近 行 中 虽 然 亦 灭， 但 非 
善 灭 苦 根， 因 为 不 是 由 他 的 对 治 法 （乐） 所 破 灭 之 故。 然 而 在 安 止 定 中， 由 
于 喜 的 遍 满， 全 身 沉 于 乐 中， 以 充 满 于 乐 之 身 则 善 灭 苦 根， 因 为 是 由 他 的 
对 治 法 所 破 灭 之 故。 其 次 在 （未 达 安 止 定） 有 种 种 转 向 的 第 二 禅 的 近 行 中， 
虽 然 舍 断 忧 根， 但 因 寻 伺 之 缘 而 遇 身 的 疲 劳 及 心 的 苦 恼 之 时， 则 忧 根 可 能 
生 起， 若 无 寻 伺 则 不 生 起， 忧 根 生 起 之 时， 必 有 寻 伺。 在 二 禅 的 近 行 中 是 不 
断 寻 伺 的， 所 以 那 里 可 能 有 忧 根 生 起， 但 在 二 禅 的 安 止 中 则 不 然， 因 为 已 
断 忧 根 生 起 之 缘 故。 次 于 第 三 禅 的 近 行 中， 虽 然 舍 断 乐 根， 但 由 喜 所 起 的 
胜 色 遍 满 之 身， 乐 根 可 能 生 起 的， 第 三 禅 的 安 止 定 则 不 然， 因 在 第 三 禅 中 

                                                 
【114】“习 行 缘” (āsevana-paccaya), 见 底 本 五 三 八 页。 
【115】“根 分 别” (indriya-vibhaṅga) Vibh. p.122. 
【116】S.V, p.21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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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 乐 之 缘 的 喜 业 已 灭 尽 故。 于 第 四 禅 的 近 行 中， 虽 然 舍 断 喜 根， 但 仍 近 
（于 喜 根） 故， 因 为 未 曾 以 证 安 止 定 的 舍 而 正 越 （喜 根）， 故 喜 根 是 可 能 生 
起 的， 但 第 四 禅 （的 安 止） 中 则 决 不 生 起 喜 根。 是 故 说 “生 起 苦 根 于 此 （初 
禅） 灭 尽” 及 采 用 彼 彼 （二 禅 至 四 掸） （灭） “尽” 之 说。  

（问） 若 象 这 样 的 在 彼 彼 诸 禅 的 近 行 中 舍 断 此 等 诸 受， 为 什 么 要 在 这 
里 总 合 的 说 出？ （答） 为 了 容 易 了 解 之 故。 因 为 这 里 的 “不 苦 不 乐” 即 是 说 
不 苦 不 乐 受， 深 微 难 知， 不 易 了 解。 譬 如 用 了 种 种 方 法 向 此 向 彼 亦 不 能 去 
捕 捉 的 凶 悍 的 牛， 牧 者 为 了 易 于 捕 捉， 把 整 群 的 牛 都 集 合 到 牛 栏 里 去， [167] 
然 后 一 一 的 放 出， 等 此 （凶 悍 的 牛） 亦 依 次 出 来 时， 他 便 喊 道： “捉 住 
它”！ 这 便 捉 住 了。 世 尊 亦 然， 为 令 易 于 了 解， 把 一 切 受 总 合 的 说 出。 即 是 
总 合 的 指 示 诸 受 之 后 而 说 非 乐 非 苦 非 喜 非 忧， 此 即 不 苦 不 乐 受， 于 是 便 甚 
容 易 了 解。  

其 次 当 知 也 是 为 了 指 示 不 苦 不 乐 的 心 解 脱 之 缘 而 如 是 说。 即 是 乐 与 苦 
等 的 舍 断 为 不 苦 不 乐 的 心 解 脱 之 缘。 即 所 谓【117】

： “贤 者， 依 四 种 为 入 不 苦 
不 乐 的 心 解 脱 之 缘。 贤 者， 兹 有 比 丘 舍 于 乐 故 （舍 于 苦 故， 先 已 灭 喜 与 忧 
故， 以 不 苦 不 乐 舍 念 清 净 故）， 第 四 禅 具 足 住。 贤 者， 这 便 是 四 种 为 入 不 苦 
不 乐 的 心 解 脱 之 缘”。  

或 如 身 见 等 是 在 他 处 舍 断 的， 但 为 了 赞 叹 第 三 道 （阿 那 含 向） 亦 在 那 
里 说 舍； 如 是 为 了 赞 叹 第 四 禅， 所 以 彼 等 亦 在 这 里 说。  

或 以 缘 的 破 灭 而 示 第 四 禅 中 的 极 其 远 离 于 贪 瞋， 故 于 此 处 说。 即 于 此 
等 之 中： 乐 为 喜 的 缘， 喜 为 贪 的 缘， 苦 为 忧 的 缘， 忧 为 瞋 的 缘， 由 于 乐 等 的 
破 灭， 则 四 禅 的 贪 瞋 与 缘 俱 灭， 故 为 极 远 离。  

“不 苦 不 乐”
【118】 —— 无 苦 为 不 苦， 无 乐 为 不 乐， 以 此 （不 苦 不 乐 之 语） 

是 表 示 此 中 的 乐 与 苦 的 对 治 法 的 第 三 受， 不 只 是 说 苦 与 乐 的 不 存 在 而 已。 
第 三 受 即 指 不 苦 不 乐 的 舍 而 言。 以 反 对 可 意 与 不 可 意 的 经 验 为 相， 中 立 为 
味 （作 用）， 不 明 显 （的  度） 为 现 起 （现 状）， 乐 的 灭 为 足 处 （近 因）。  

“舍 念 清 净” —— 即 由 舍 而 生 的 念 的 清 净。 在 此 禅 中 念 极 清 净， 而 此 念 
的 清 净 是 因 舍 所 致， 非 由 其 他； 故 说 “舍 念 清 净”。 《分 别 论》 说【119】

： “此 
念 由 于 此 舍 而 清 净、 遍 净、 洁 白， 故 说 舍 念 清 净”， [168] 当 知 使 念 清 净 的 
舍， 是 中 立 之 义， 这 里 不 仅 是 念 清 净。 其 实 一 切 与 念 相 应 之 法 亦 清 净。 但 只 
以 念 的 题 目 （包 含 一 切 相 应 法） 而 说。  

虽 然 此 舍 在 下 面 的 三 禅 中 也 存 在， 譬 如 日 间 虽 亦 存 在 的 新 月， 但 为 日 
间 的 阳 光 所 夺 及 不 得 其 喜 悦 与 自 己 有 益 而 同 类 的 夜， 所 以 不 清 净 不 洁 白， 
如 是 此 中 舍 之 新 月 为 寻 等 敌 对 法 的 势 力 所 夺 及 不 得 其 同 分 的 舍 受 之 夜， 虽 
然 存 在， 但 在 初 等 三 禅 中 不 得 清 净。 因 彼 等 （三 禅 中 的 舍） 不 清 净， 故 俱 生 

                                                 
【117】M.I, p.296. 
【118】“不 苦 不 乐” (adukkhamasukhā), 在 《解 脱 道 论》 中 的 解 说 为： “不 苦 不 乐 受 者， 意 

不 摄 受， 心 不 弃 舍， 此 谓 不 苦 不 乐 受。 不 苦 不 乐 受 者， 何 相、 何 味、 何 起、 何 
处？ 中 间 为 相， 住 中 为 味， 除 是 起， 喜 灭 是 处”。 

【119】Vibh. p.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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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念 等 亦 不 清 净。 犹 如 日 间 不 明 净 的 新 月 一 样。 所 以 在 彼 等 下 禅 中， 连 一 
种 也 不 能 说 是 “舍 念 清 净” 的。 可 是 在 此 （四 禅 中） 业 已 不 为 寻 等 敌 对 法 的 
势 力 所 夺， 又 获 得 了 同 分 的 舍 受 的 夜， 故 此 中 舍 的 新 月 极 其 清 净。 因 舍 清 
净 故， 犹 如 洁 净 了 的 月 光， 则 俱 生 的 念 等 亦 得 清 净 洁 白。 是 故 当 知 只 有 此 
第 四 禅 称 为 “舍 念 清 净”。  

第 四 —— 照 数 目 的 次 第 为 第 四； 或 以 入 定 在 第 四 为 第 四。  

次 说 “一 支 舍 离， 二 支 具 备”。 当 知 舍 于 喜 为 一 支 舍 离； 同 时 那 喜 是 在 
同 一 过 程 中 的 前 面 的 诸 速 行 心 中 便 断 了， 所 以 说 喜 是 第 四 禅 的 舍 断 支。 舍 
受 与 心 一 境 性 的 二 支 生 起 为 二 支 具 备。 余 者 如 初 禅 中 说。  

兹 已 先 说 四 种 禅 的 修 习 法。  

（五 种 禅） （第 二 禅） 其 次 希 望 于 五 种 禅 生 起 的 人， 自 熟 练 的 初 禅 出 
定， 觉 得 此 定 是 近 于 敌 对 的 五 盖， 因 寻 粗 故 禅 支 亦 弱， 见 此 （初 禅 的） 过 失 
已， [169] 于 第 二 禅 寂 静 作 意， 取 消 了 对 于 初 禅 的 希 求， 为 证 第 二 禅， 当 作 瑜 
伽 行。 自 初 禅 出 定 之 时， 因 他 的 念 与 正 知 的 观 察 禅 支， 仅 有 寻 粗 起， 而 伺 等 
则 寂 静 （现 起）。 此 时 为 了 舍 断 他 的 粗 支 而 获 得 寂 静 支， 他 于 同 一 的 相 上 
“地、 地” 的 数 数 作 意， 即 如 前 述 而 第 二 禅 生 起。 此 第 二 禅 仅 以 寻 为 舍 断 
支， 而 伺 等 四 种 为 具 备 支。 余 者 如 前 述。  

（第 三 禅） 如 是 证 得 第 二 禅 时， 已 于 前 述 的 五 行 相 中 习 行 自 在， 并 自 熟 
练 的 第 二 禅 出 定， 觉 得 此 定 依 然 是 近 于 敌 对 的 寻， 因 伺 粗 故 禅 支 亦 弱， 见 
此 第 二 禅 的 过 失 已， 于 第 三 禅 寂 静 作 意， 取 消 了 第 二 禅 的 希 求， 为 证 第 三 
禅， 当 修 瑜 伽 行。 自 第 二 禅 出 定 之 时， 因 他 的 念 与 正 知 的 观 察 禅 支， 仅 有 伺 
粗 起， 而 喜 等 则 寂 静 （现 起）。 此 时 为 了 舍 断 粗 支， 为 了 获 得 寂 静 支， 于 同 
一 相 上 （地、 地） 的 数 数 作 意， 即 如 前 述 而 第 三 禅 生 起。 此 第 三 禅 只 以 伺 为 
舍 断 支， 犹 如 四 种 法 中 的 第 二 禅， 以 喜 等 三 种 为 具 备 支， 余 者 如 前 说。  

这 便 是 将 四 种 法 中 的 第 二 种， 分 为 五 种 法 中 的 第 二 及 第 三 两 种。 于 是 
四 种 法 中 的 第 三 禅 成 为 五 种 法 中 的 第 四 禅， 第 四 禅 成 为 第 五 禅 （四 种 法 的 
初 禅 即 为 五 种 法 的 初 禅）。  

为 诸 善 人 所 喜 悦 而 造 的 清 净 道 论， 于 论 定 的 修 习 中， 成 就 第 四 
品、 定 名 大 地 遍 的 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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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70] 在 地 遍 之 后， 现 在 详 论 水 遍， 犹 如 地 遍， 希 望 修 习 水 遍 之 人， 当 安 坐 而 
把 取 水 相。 （把 取 水 相） 有 人 为 的 及 自 然 的 一 切 应 当 辨 别。 于 此 水 遍 的 说 
明， 亦 可 如 是 应 用 于 火 遍 等 一 切 处， 以 后 连 （人 为 及 自 然） 这 一 点 也 不 再 说 
了， 唯 说 其 特 殊 差 别 之 处。 

此 水 遍 亦 有 曾 于 过 去 世 有 修 习 经 验 的 具 福 者， 则 可 于 池、 沼、 盐 湖、 大 
海 等 自 然 之 水 而 生 起 于 相。 犹 如 拘 罗 尸 浮 长 老。 

据 说： 尊 者 舍 弃 了 他 所 受 的 恭 敬 利 养， 欲 住 远 离 之 处， 于 锡 兰 的 大 港
【2】 乘 船 去 阎 浮 洲 （即 印 度）， 在 航 行 中 眺 望 大 海 之 际， 即 现 起 了 与 大 海 相 
似 的 遍 相。 

若 无 前 世 的 经 验 者， 除 去 回 种 遍 的 过 失， 不 取 青 黄 赤 白 及 其 他 任 何 有 
色 的 水， 当 以 净 布 接 取 只 有 空 中 而 未 落 地 的 雨 水， 或 其 他 与 此 同 样 清 净 无 
浊 的 水， 装 满 至 钵 口 或 瓮 口 之 后， 拿 去 放 在 已 如 前 述 的 精 舍 的 南 隅 或 隐 秘 
的 假 屋 之 处， 然 后 安 坐 下 来， 不 应 观 察 其 颜 色， 亦 不 应 于 其 特 相 作 意。 应 以 
整 个 无 差 别 的 水 与 色 而 置 心 于 假 想 法 （概 念） 上， 于 安 婆， 乌 达 根， 梵 黎， 
萨 利 楞 等 的 水 的 名 称 中， 仅 取 其 最 普 通 的 名 称 “水、 水” （阿 波、 阿 波） 的 
修 习。 如 是 修 习， 便 得 次 第 生 起 如 前 所 述 的 二 相 （取 相 与 似 相）。 

此 中 “取 相” 的 生 起 如 动 摇，[171] 如 果 水 是 和 水 沫 及 水 泡 混 成 一 起， 则 
生 取 的 （取 相） 也 是 同 样 的， 便 会 见 得 遍 的 过 患。 “似 相” 现 起 微 动， 如 置 
于 空 中 的 宝 珠 扇 及 宝 石 所 制 的 圆 镜 一 样。 由 于 似 相 的 显 现， 则 彼 行 者 得 证 
前 述 的 近 行 禅 四 种 与 五 种 的 安 止 禅。 

  【3】 

希 望 修 习 火 遍 的 人， 当 把 取 火 相。 此 中 若 以 有 经 验 而 具 福 者， 可 把 取 
其 自 然 的 火 相， 如 见 灯 火、 灶 火、 烧 钵 的 火 及 林 火 得 任 何 的 火 焰 都 得 生 起 
于 相。 如 心 护 长 老： 有 一 天 尊 者 闻 法， 进 入 布 萨 堂 而 见 灯 火 之 际， 即 生 起 于 
相。 其 他 没 有 经 验 者 必 须 作 遍， 其 作 法 如 次： 劈 开 一 种 有 脂 质 的 硬 木 晒 干 
之 后， 作 成 小 片 小 片， 跑 到 适 当 的 树 下 或 假 屋 之 内， 像 烧 钵 那 样 的 把 它 堆 
集 起 来， 点 上 火， 再 拿 一 块 席 子 或 皮 革 或 布， 穿 一 个 一 张 手 又 四 指 大 的 孔 
放 在 前 面， 然 后 如 前 述 （不 过 高 不 过 低） 的 坐 下 来， 不 对 下 面 的 草 薪 或 上 面 
的 烟 火 作 意， 仅 把 取 于 中 间 （孔 之 间） 的 盛 旺 的 火 相， 不 应 观 察 青 或 黄 等 的 
颜 色； 亦 不 宜 对 热 等 的 特 相 作 意。 置 心 于 火 与 色 等 整 个 的 假 想 法 （概 念） 
上， 即 于 根 哈 梵 答 尼， 迦 答 唯 陀， 河 多 萨 那 等 火 的 名 称 中， 取 其 比 较 普 通 的 
“火、 火” （德 瞿、 德 瞿） 而 修 习。 如 是 修 习， 他 便 能 次 第 生 起 如 前 述 的 二 
相。 

                                                 
【1】“水 遍” (āpo-kasiṇa)，《解 脱 道 沦》 “水 一 切 入”。 
【2】“大 港”  (Mahātittha) 有 说 是 锡 兰 的 Matara; 又 一 说 是 西 北 海 岸 的 Mannāra。 
【3】“火 遍” (tejo-kasiṇa) 《解 脱 道 论》 “火 一 切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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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中 “取 相” 的 显 现， 其 火 焰 如 破 裂 而 射 落。[172] 对 于 把 取 自 然 （之 
火） 者 则 见 遍 的 过 患， 即 火 炬 的 破 片 或 炭 块 或 灰 及 烟 等 的 显 现。 “似 相” 则 
不 动， 犹 如 放 在 空 中 的 赤 毛 毯， 如 金 扇 及 如 金 柱 的 显 现。 由 于 似 相 的 显 现， 
修 行 者 即 能 获 得 如 前 所 述 的 近 行 禅 及 四 种 与 五 种 的 安 止 禅。 

  【4】 

希 望 修 习 风 遍 的 人， 当 把 取 风 相。 可 由 眼 见 或 身 触 去 把 取。 即 如 诸 义 
疏 中 说： “把 取 风 遍 者， 取 于 风 相， 即 观 察 甘 蔗 的 叶 端 为 风 所 动 摇， 或 观 察 
竹 端 树 梢 及 头 发 的 尾 端 为 风 所 动 摇， 或 者 观 察 其 身 体 为 风 所 触， 所 以 他 看 
见 与 头 相 等 （同 人 一 样 高） 的 甘 蔗、 竹 子、 树， 或 者 长 有 四 指 长 的 密 发 的 男 
子 头 发 为 风 吹 动 之 时， 即 寄 以 此 念： “此 风 吹 于 此 处”； 或 者 风 从 窗 牖 壁 隙 
进 入 而 吹 到 身 上 任 何 部 分 之 时， 即 寄 念 彼 处、 于 梵 多、 麻 罗 多、 阿 尼 罗 等 风 
的 名 称 中， 取 其 比 较 普 通 的 “风、 风” （梵 瑜、 梵 瑜） 而 修 习。 

这 里 “取 相” 显 现 是 动 摇 的， 如 从 灶 上 才 拿 下 的 粥 所 升 的 热 汽 一 样。 
“似 相” 则 静 止 不 动， 余 如 前 述。 

  【5】 

以 后【6】
： “把 取 青 遍 者， 即 把 取 于 花， 或 布， 或 于 布 颜 色 的 青 相”， 依 

此 语， 对 于 已 有 经 验 的 具 福 者 无 论 见 到 那 样 青 色 的 花 丛， 奉 供 之 处 的 花 
席， 或 青 布 及 宝 石 等， 都 可 生 起 于 相，[173] 对 于 其 他 无 经 验 者， 则 采 诸 青 莲 
花 与 结 黎 根 尼 迦 （早 荣）

【7】 等 花， 不 见 其 花 蕊 及 花 茎， 仅 以 花 瓣 放 到 浅 盘 或 
平 篮 内， 填 满 至 其 口 而 散 布 开 来， 或 以 青 色 的 布 结 成 一 束 而 填 满 它， 在 诸 
（盘 篮 的） 口 的 周 围 结 成 如 鼓 面 一 样。 或 以 青 铜、 青 叶、 青 染 料 等 任 何 一 种 
有 色 的 东 西， 犹 如 地 遍 中 说， 作 为 可 以 携 带 的 或 仅 于 壁 而 作 遍 的 曼 陀 罗， 
外 边 用 一 种 不 同 的 颜 色 而 区 划 之。 自 此 如 地 遍 所 说 的 方 法 即 起 “青、 青” 
（尼 楞、 尼 楞） 的 作 意。 

这 里 在 “取 相” 中， 能 够 显 现 遍 的 过 患， 即 如 显 现 花 蕊、 花 茎 及 花 瓣 等 
的 间 隙。 “似 相” 显 现 则 脱 离 遍 的 曼 陀 罗， 犹 如 在 空 中 的 宝 珠 扇。 余 如 前 
述。 

  【8】 

黄 遍 亦 同 样， 即 如 此 说： “把 取 黄 遍 之 人， 对 于 花 或 布 或 有 颜 色 的 东 
西， 而 取 其 黄 相”。 故 于 此 中， 若 有 过 去 经 验 而 具 福 者， 则 看 见 任 何 这 样 黄 
色 的 花 丛、 花 席 及 黄 布 与 有 颜 色 的 东 西， 都 能 生 起 其 相。 如 心 护 长 老。 据 
说： 这 位 尊 者 在 制 多 罗 山 时， 看 见 人 家 用 巴 登 伽 花 散 布 在 供 座 上 作 供 养， 
由 此 一 见， 便 生 起 与 彼 供 座 一 样 大 的 相。 其 他 无 经 验 者， 用 迦 尼 迦 罗【9】 花 
                                                 
【4】“风 边” (vāyo-kasiṇa) 《解 脱 道 论》 风 一 切 入”。 
【5】“青 遍”  (nīla-kasiṇa) 《解 脱 道 论》 “青 一 切 入”。 
【6】指 义 疏 中 说。 
【7】结 黎 根 尼 迦 (Girikaṇṇikā)， 即 蓝 蝴 蝶 (clitoria ternatea)， 花 大 而 色 深 蓝 远 看 之 酷 似 蝴 

蝶。 
【8】“黄 遍” (pīta-kasiṇa) 《解 脱 道 论》 “黄 一 切 入”。 
【9】“迦 尼 迦 罗” (kaṇikāra) 《解 脱 道 论》 “迦 尼 迦 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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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或 黄 布 及 有 颜 色 的 东 西。 如 青 遍 中 所 说 的 作 遍 已， 然 后 “黄、 黄” （贝 多 
根、 贝 多 根） 的 作 意， 余 者 相 同。 

  【10】 

赤 遍 亦 同 样， 即 如 此 说， “把 取 赤 遍 之 人 对 于 花 或 布 或 有 颜 色 的 东 西 
而 取 其 赤 相”。[174] 故 于 此 中， 若 有 过 去 经 验 而 具 福 者， 则 看 见 任 何 这 样 赤 
色 的 盘 陀 祇 梵 迦【11】 等 的 花 丛 或 花 席， 或 赤 色 的 布 及 宝 石 与 有 颜 色 的 东 西， 
都 能 生 起 其 相。 其 他 无 经 验 者， 则 用 阇 耶 苏 曼 那， 盘 陀 祇 梵 迦， 罗 多 柯 伦 达 
迦 等 花， 或 以 赤 布 及 有 颜 色 的 东 西， 如 青 遍 中 所 说 的 作 遍 已， 然 后 起 “赤、 
赤” （罗 希 多 根、 罗 希 多 根） 的 作 意。 余 者 同 样。 

  【12】 

白 遍 亦 然： “把 取 白 遍 者， 对 于 白 色 的 花 或 布 或 有 颜 色 的 东 西 而 取 其 
白 相”， 若 有 过 去 经 验 而 具 福 者， 则 看 见 任 何 这 样 白 色 的 花 丛， 或 梵 悉 迦、 
苏 曼 那 等 的 花 席， 或 白 莲 的 花 聚， 或 白 布 及 有 颜 色 的 东 西， 都 能 生 起 于 相。 
或 于 锡 的 曼 陀 罗 （圆 轮）、 银 的 曼 陀 罗、 月 的 曼 陀 罗 等 亦 能 生 起 于 相。 若 无 
经 验 者， 则 如 前 述 的 用 白 花 或 白 布 及 有 颜 色 的 东 西， 如 青 遍 所 说 的 方 法 作 
遍 已， 然 后 起 “白、 白” （恶 达 多、 恶 达 多） 的 作 意。 余 者 亦 同 样。 

   【13】 

于 光 明 遍 中 说： “把 取 光 明 遍 的 人， 对 于 壁 隙 或 键 孔 或 窗 牖 之 间 而 取 
光 明 相”， 若 过 去 有 经 验 而 具 福 者， 则 看 见 任 何 透 过 壁 隙 的 日 光 或 月 光 照 
到 壁 上 或 地 上 所 现 的 曼 陀 罗 （圆 轮）， 或 透 过 枝 叶 茂 密 的 树 林 的 空 隙 和 茂 
密 的 树 枝 所 造 的 假 屋 而 照 到 地 上 所 现 的 曼 陀 罗， 都 能 生 起 于 相。 其 他 无 经 
验 者， 亦 得 于 上 述 的 光 明 的 曼 陀 罗 作 “光、 光” （恶 跋 沙、 恶 跋 沙） 或 “光 
明、 光 明” （阿 罗 迦、 阿 罗 迦） 的 修 习。 如 果 不 可 能 对 那 样 的 光 明 修 习， 则 
于 瓮 中 点 一 灯 封 闭 它 的 口， 再 把 瓮 凿 个 孔， 放 在 那 里 把 孔 向 到 壁 上。 这 样 
从 瓮 孔 中 透 出 的 灯 光 照 到 壁 上 便 成 为 曼 陀 罗， 然 后 对 它[175] 作 “光 明、 光 
明” 的 修 习。 这 灯 光 比 上 述 的 光 还 可 以 持 久。 

这 里 的 “取 相” 是 与 壁 上 或 地 上 所 现 的 曼 陀 罗 一 样 的。 “似 相” 则 如 很 
厚 而 净 洁 的 光 明 积 聚 一 样。 余 者 同 样。 

     
【14】 

限 定 虚 空 遍 亦 然： “把 取 虚 空 遍 的 人， 即 于 壁 隙 或 键 孔 或 窗 牖 之 间 而 
取 虚 空 相”。 若 过 去 有 经 验 而 具 福 者， 看 见 任 何 壁 孔 等 都 能 生 起 于 相。 其 他 
无 经 验 者， 则 于 盖 得 很 密 的 假 屋 的 壁 或 任 何 皮 革 席 子， 穿 一 个 （直 径） 一 张 
手 即 四 指 大 的 孔， 仅 于 那 种 壁 孔 等 的 孔 而 作 “虚 空、 虚 空” （阿 迦 沙、 阿 迦 
沙） 的 修 习。 
                                                 
【10】“赤 遍” (lohita-kasiṇa) 《解 脱 道 论》 “赤 一 切 入”。 
【11】盘 陀 　 梵 迦 (bandhujīvakā)，《解 脱 道 论》 “盘 偷 时 婆”。 
【12】“白 遍” (odāta-kasiṇa)， 《解 脱 道 论》 “白 一 切 入”。 
【13】“光 明 遍” (āloka-kasiṇa)，《解 脱 道 论》 “光 明 一 切 入”。 
【14】“限 定 虚 空 遍’ (paricchinnākāsakasiṇa)，《解 脱 道 论》 “虚 空 一 切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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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里 的 “取 相” 即 同 那 以 壁 等 为 边 际 的 孔 一 样， 如 欲 增 大 亦 不 能 增 大 
的。 “似 相‘ 则 仅 有 虚 空 曼 陀 罗 显 现， 如 欲 增 大 即 可 增 大。 余 者 与 地 遍 中 所 
说 的 一 样。 

   

见 一 切 法 的 十 力 者， 

说 此 为 色 界 四 种 —— 五 种 禅 因 的 十 遍。 

既 知 十 遍 和 它 们 的 修 法， 

亦 宜 更 知 它 们 的 杂 论。 

在 十 遍 中， 依 于 “地 遍” 能 以 一 成 为 多 等， 或 于 空 中， 或 于 水 中， 变 化 
作 地， 以 足 行 走 其 上 及 作 坐 立 等， 或 以 少 及 无 量 的 方 法 而 获 得 （第 一 第 二） 
胜 处， 有 此 等 的 成 就。 

依 于 “水 遍”， 能 出 没 于 地 中， 降 下 雨 水， 变 化 江 海 等， 震 动 大 地 山 岳 
楼 阁 等， 有 此 等 成 就。 

依 于 “火 遍”， 能 出 烟 和 燃 烧， 能 降 炭 雨， 以 火 灭 火， 欲 燃 则 燃，[176] 
为 了 要 以 天 眼 见 东 西 而 作 诸 光 明， 般 涅 槃 之 时 能 以 火 界 荼 毗 其 身 体， 有 此 
等 成 就。 

依 于 “风 遍”， 能 速 行 如 风， 能 降 风 雨， 有 此 等 成 就。 

依 于 “青 遍”， 能 变 化 青 色， 作 诸 黑 暗， 依 于 妙 色 及 丑 色 的 方 法 而 获 得 
（第 三） 胜 处， 证 净 解 脱， 有 此 等 成 就。 

依 于 “黄 遍”， 能 变 化 黄 色， 点 石 成 金， 依 前 述 （妙 色 丑 色） 的 方 法 而 
获 得 （第 四） 胜 处， 证 净 解 脱， 有 此 等 成 就。 

依 于 “赤 遍”， 能 变 化 赤 色， 依 前 述 的 方 法 获 得 （第 五） 胜 处， 证 净 解 
脱， 有 此 等 成 就。 

依 于 “白 遍”， 能 变 化 白 色， 离 诸 惛 沉 睡 眠， 消 灭 黑 暗， 为 了 要 以 天 眼 
看 东 西 而 作 诸 光 明， 有 此 等 成 就。 

依 于 “光 明 遍”， 能 变 化 辉 煌 之 色， 离 诸 惛 沉 睡 眠， 消 灭 黑 暗， 为 了 要 
以 天 眼 看 东 西 而 作 诸 光 明， 有 此 等 成 就。 

依 于 “虚 空 遍”， 能 开 显 于 隐 蔽， 在 大 地 中 及 山 岳 中 亦 能 变 化 虚 空， 作 
诸 （行 住 坐 卧 的） 威 仪， 可 于 墙 垣 上 自 由 步 行， 有 此 等 成 就。 

一 切 遍 都 得 有 上、 下、 横、 无 二、 无 量 各 种。 即 如 此 说【15】
： “有 人 于 地 

遍 作 上、 下、 横、 无 二、 无 量 想” 等。 此 中 “上” 即 上 向 于 天 空。 “下” 即 下 
向 于 地 面。 “横” 即 区 划 了 的 田 园 的 周 围。 即 是 说 或 者 有 人 仅 向 上 增 大 于 
遍， 有 人 向 下， 有 人 向 周 围， 犹 如 希 望 以 天 眼 见 色 而 （向 自 己 所 欲 的 方 向） 
扩 展 光 明 一 样，[177] 依 他 们 各 各 不 同 的 目 的 而 扩 展， 所 以 说 上、 下 与 横。 
“无 二” 即 指 这 一 遍 而 不 至 于 他 遍 说 的。 譬 如 有 人 入 于 水 中， 则 各 方 面 都 是 
水， 更 无 他 物， 如 是 于 地 遍 中 只 有 地 遍， 更 无 他 遍 的 成 分。 于 一 切 遍 都 是 这 
样。 “无 量” 是 依 遍 的 无 限 量 的 扩 展 而 说 的。 由 于 心 的 遍 满 于 遍 而 遍 满 于 一 
切， 没 有 这 是 遍 的 初， 遍 的 中 等 限 量。 
                                                 
【15】A.V,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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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说：
【16】 “那 些 具 足 业 障， 具 足 烦 恼 障， 具 足 异 熟 障， 无 信、 无 愿、 恶 

慧， 不 能 入 决 定 正 住 的 善 法 的 有 情”， 象 这 样 的 人 们， 甚 至 一 人 而 修 习 一 遍 
也 不 能 成 就。 

“具 足 业 障” 是 具 有 无 间 业 的。 “具 足 烦 恼 障” 是 决 定 邪 见 者， 两 性 者 
（阴 阳 人）， 黄 门 （半 择 迦）。 “具 足 异 熟 障” 是 由 无 因、 二 因 而 结 生【17】 者。 
“无 信” 即 对 佛 （法 僧） 等 没 有 信 的。 “无 愿” 即 对 非 敌 对 法 及 圣 道 而 无 有 
愿。 “恶 慧” 即 无 世 间、 出 世 间 的 正 见。 “不 能 入 决 定 正 性 的 善 法” 是 不 能 
人 于 善 法 中 而 称 为 决 定， 称 为 正 性 的 圣 道 的 意 思。 像 这 样 的 人 不 但 在 遍 
中， 就 是 在 一 切 业 处 之 中 一 个 也 不 能 修 习 成 就 的。 所 以 必 须 由 于 离 诸 异 熟 
障 的 善 男 子， 遥 远 地 回 避 了 业 障 与 烦 恼 障， 闻 正 法 而 亲 近 善 人 增 长 其 信， 
愿 与 智 慧， 勤 行 业 处 瑜 伽。 

为 诸 善 人 所 喜 悦 而 造 的 清 净 道 论， 于 论 定 的 修 习 中， 成 就 第 五 
品， 定 名 为 余 遍 的 解 释。 

                                                 
【16】A.I, 122 f; III, 436. cf. SIII, 225; Vibh. 341. 
【17】由 无 因、 二 因 而 结 生， 参 考 第 十 四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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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在 遍 之 后， 再 指 示 膨 胀 相、 青 瘀 相、 脓 烂 相、 断 坏 相、 食 残 相、 散 乱 
相、 斩 斫 离 散 相、 血 涂 相、 虫 聚 相、 骸 骨 相，

【1】 十 种 无 意 识 者 （死 者） 的 不 
净。 

（十 不 净 的 语 义）⑴ 在 命 终 之 后 渐 渐 地 膨 大， 犹 如 吹 满 风 的 皮 囊， 所 以 
叫 膨 胀。 膨 胀 即 “膨 胀 相”， 或 以 厌 恶 的 膨 胀 为 “膨 胀 相”。 即 与 膨 胀 的 尸 
体 是 同 义 语。 

⑵ 破 坏 了 的 青 色 为 青 瘀。 青 瘀 即 “青 瘀 相”， 或 以 厌 恶 的 青 瘀 为 “青 瘀 
相”。 在 那 肉 的 隆 起 处 是 红 色 的， 脓 所 积 聚 处 则 白 色， 其 他 多 处 则 青 色， 在 
青 的 地 方 如 为 青 衣 所 缠， 和 这 样 的 尸 体 是 同 义 语。 

⑶ 在 诸 破 坏 之 处 流 出 脓 来 叫 脓 烂。 脓 烂 即 “脓 烂 相”， 或 以 厌 恶 的 脓 烂 
为 “脓 烂 相”， 和 这 样 的 尸 休 是 同 义 语。 

⑷ 解 剖 为 二 而 未 离 开 的 为 断 坏。 断 坏 即 “断 坏 相”， 或 以 厌 恶 的 断 坏 为 
“断 坏 相”。 即 与 从 中 央 剖 开 的 尸 体 是 同 义 语。 [179] 

⑸ 这 里 那 里 各 各 为 犬 和 豺 所 食 啖 叫 做 食 残。 食 残 即 “食 残 相”， 或 以 厌 
恶 的 食 残 为 “食 残 相”。 象 这 样 的 尸 体 是 同 义 语。 

⑹ 种 种 离 散 为 散 乱。 散 乱 即 “散 乱 相”， 或 以 厌 恶 的 散 乱 为 “散 乱 
相”。 即 一 处 是 手， 另 一 处 是 脚， 又 一 处 是 头， 这 里 那 里 散 乱 着 的 尸 体 是 同 
义 语。 

⑺ 由 斩 斫 而 与 上 述 同 样 散 乱 的 为 “斩 斫 离 散 相”。 象 乌 鸦 的 足 迹， 于 肢 
体 中 以 刀 斩 斫 而 如 前 述 散 乱 的 尸 体 是 同 义 语。 

⑻ 流 出 的 血 散 布 在 这 里 那 里 为 “血 涂 相”。 即 为 流 出 的 血 所 涂 的 尸 体 
是 同 义 语。 

⑼ 诸 蛆 虫 为 虫， 为 虫 所 散 布 叫 “虫 聚”。 即 充 满 于 虫 的 尸 体 是 同 义 语。 

⑽ 骨 即 “骨 相”， 或 以 厌 恶 的 骨 为 “骨 相”。 即 与 骸 骨 是 同 义 语。 

其 次。 此 等 （十 不 净） 也 是 依 此 膨 胀 等 生 起 的 诸 相 的 名 字， 又 是 于 此 诸 
相 中 证 得 诸 禅 的 名 称。 

（修 习 法） ㈠ （膨 胀 相 的 修 习 法） 瑜 伽 者 若 欲 于 膨 胀 之 身 生 起 膨 胀 之 相 
而 修 称 为 膨 胀 之 禅 的， 应 该 如 地 遍 中 所 说 的 方 法 去 亲 近 阿 阇 梨 而 把 取 业 
处。 那 些 对 瑜 伽 者 说 业 处 的 人， 对 于 ⑴ 为 取 不 净 相 而 前 行 的 处 所，⑵ 四 方 诸 
相 的 考 察，⑶ 以 十 一 种 法 取 相，⑷ 观 察 （至 墓 场 等） 往 返 的 道 路，⑸ 乃 至 最 
后 的 安 止 规 定， 都 应 该 说。 那 些 瑜 伽 者 亦 应 善 学 一 切， 到 前 面 所 说 的 住 处， 
追 求 膨 胀 相 而 住。 

                                                 
【1】 膨 胀 相 (Uddhumātaka)、 清 瘀 相 (Vinilaka)、 脓 烂 相 (Vipubbaka)、 断 环 相 (Vic-

chiddaka)、 食 残 相 (Vikkhāyitaka)、 散 乱 相 (Vikkhittaka)、 斩 斫 离 散 相 (Hata-
vikkhittaka)、 血 涂 相 (lohitaka)、 虫 聚 相 (Puḷuvaka)、 骸 骨 相 (Aṭṭhika)。 《解 脱 道 
论》“ 膨 胀 泪、 青 瘀 相、 溃 烂 相、 斩 斫 离 散 相、 食 啖 相、 弃 掷 相、 杀 戮 弃 掷 
相、 血 涂 染 相、 虫 臭 相、 骨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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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为 取 不 净 相 而 前 行 的 处 所） 如 是 修 不 净 者， 若 听 见 人 家 说， 在 某 某 
村 口、 林 口、 道 路、 山 脚、 树 下， [180] 或 冢 墓 间 有 膨 胀 的 尸 体 丢 在 那 里 的 时 
候， 不 要 象 在 不 妥 当 的 渡 头 而 即 跳 去。 为 什 么 呢？ 因 为 不 净 的 尸 体 可 能 有 
野 兽 光 顾 或 非 人 觊 觎， 若 往 那 里 走， 则 有 生 命 的 危 险。 或 者 所 走 的 路 要 经 
过 村 口、 浴 场 与 田 边， 那 里 可 能 发 现 异 性 之 色， 甚 至 那 尸 体 便 是 异 性 —— 即 
男 子 以 女 体 为 异 性， 女 子 以 男 体 为 异 性。 如 果 异 性 之 体 是 新 近 才 死 的， 可 
能 生 起 净 想， 所 以 对 于 他 的 梵 行 也 是 障 碍， 如 果 他 能 够 这 样 的 自 觉， “这 对 
于 我 是 不 足 轻 重 的”， 那 么 他 便 可 去。 

在 出 发 的 时 候， 应 该 告 诉 僧 伽 的 长 老 或 其 他 通 达 的 比 丘。 何 以 故？ 假 
使 他 在 冢 墓 之 间， 为 非 人、 狮 子 虎 豹 等 的 形 色 和 声 音 等 不 顺 的 所 缘 所 威 胁 
而 肢 体 战 栗， 或 食 物 不 消 化 而 呕 吐， 或 其 他 意 外 的 病 发 生 时， 则 寺 内 的 长 
老 比 丘 既 能 善 护 其 衣 钵， 亦 将 派 遣 青 年 比 丘 及 沙 弥 去 看 护 那 比 丘。 还 有 些 
盗 贼 认 为 “冢 墓 是 一 个 不 被 人 怀 疑 的 地 方”， 故 在 已 盗 和 未 盗 的 时 候， 往 往 
在 那 里 集 合， 或 者 给 人 们 追 逐 的 盗 贼， 跑 进 比 丘 的 地 方， 把 赃 物 丢 在 那 里 
逃 走 了。 追 的 人 来 到 这 里 便 说： “我 们 被 盗 的 东 西 和 贼 都 找 到 了”！ 即 捕 此 
比 丘 及 伤 害 他。 此 时 则 僧 伽 长 老 即 可 阻 止 他 们 说： “莫 伤 害 他， 他 行 前 曾 经 
对 我 说 过， 是 来 这 里 行 道 的”， 人 们 既 得 了 解， 便 可 安 全 了。 这 便 是 行 前 要 
先 告 知 的 利 益。 所 以 欲 见 不 净 相 者， 依 照 前 述 的 方 法 告 知 比 丘 之 后， 应 如 
刹 帝 利 到 灌 顶 的 地 方 去， 又 如 祭 祀 者 到 祭 坛 去 一 样 的 生 起 喜 悦 心 而 行， 既 
生 喜 悦 心 后， 当 依 诸 义 疏 所 说 的 方 法 去 行。 即 所 谓： 

“摄 取 膨 胀 不 净 相 者， 置 念 不 忘， 内 摄 诸 根， 意 不 外 向， 观 察 往 返 的 
路， 不 与 他 人 作 伴 单 独 而 行。 在 弃 有 膨 胀 不 净 之 相 的 地 方， [181] 那 里 并 有 
岩 石、 蚁 塔、 树、 灌 木、 蔓 草 等 相 及 所 缘， 对 于 所 有 的 相 及 所 缘 既 作 注 意 之 
后， 再 观 察 其 膨 胀 不 净 相 的 自 性、 状 态。 即 是 对 于 颜 色、 性 别、 形 状、 方 
位、 空 间、 界 限、 关 节、 孔 隙、 凹 部、 凸 部 与 周 围 等 相， 他 得 深 深 的 习 取， 
善 能 把 握， 善 能 确 定， 他 对 于 那 些 相 既 善 习 取、 把 握 及 确 定 之 后， 置 念 不 
忘， 内 摄 诸 根， 意 不 外 向， 观 察 往 返 的 路， 不 与 他 人 作 伴 单 独 而 行。 他 经 行 
时 当 于 不 净 相 作 意 而 经 行， 坐 时 亦 当 于 不 净 相 作 意 而 打 坐。 

对 于 考 察 四 方 诸 相 有 什 么 作 用？ 有 什 么 功 德？ 考 察 四 方 诸 相 有 不 迷 惑 
的 作 用， 有 不 迷 惑 的 功 德。 以 十 一 种 法 取 相 有 什 么 作 用？ 有 什 么 功 德？ 以 十 
一 种 法 取 相 是 为 了 令 心 与 不 净 相 密 切 的 连 结， 有 密 切 连 结 的 功 德。 观 察 往 
来 的 路 有 什 么 作 用？ 有 什 么 功 德？ 观 察 往 来 的 路 是 为 了 给 与 （业 处 的） 正 当 
路 线， 有 给 与 正 路 的 功 德。 

他 见 不 净 相 的 功 德 之 后， 作 珍 宝 想， 起 恭 敬 而 生 喜 爱 置 心 于 所 缘 中： 
‘诚 然 依 此 行 道， 我 将 脱 离 生 死’， 因 彼 离 欲 …… 得 于 初 禅 具 足 住。 他 证 得 
色 界 的 初 掸， 得 天 住 及 由 修 行 所 成 的 福 业 之 事”。 

如 果 他 只 为 调 心 而 去 墓 场 看 尸 体 的， 则 应 鸣 钟 集 众 同 行。 若 以 业 处 为 
首 要 之 目 的， 则 应 不 舍 其 （念 佛 等 的） 根 本 业 处， 于 彼 作 意， 为 了 避 免 冢 间 
的 犬 等 的 危 险， 须 拿 手 杖 或 棍， [182] 坚 住 （于 念 佛 等 的 根 本 业 处）， 作 念 不 
忘， 内 摄 第 六 意 及 诸 根 令 不 外 向， 无 双 单 独 而 行。 从 寺 院 出 来 的 时 候 当 注 
意 观 察： “我 是 从 某 方， 某 门 出 来 的”。 此 后 行 路 之 时， 当 观 察 那 道 路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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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是 向 东 方 走 的， 或 向 南、 西、 北 方， 或 向 四 维”。 又 “这 里 向 左 折， 这 里 
向 右 走， 在 什 么 道 路 的 地 方 有 岩 石、 蚁 塔、 树 林、 灌 木、 蔓 草” 等， 在 路 上 
都 应 一 一 确 定， 趋 向 于 （不 净） 相 处 而 行。 不 要 逆 风 而 行， 因 逆 风 则 尸 体 的 
臭 气 扑 鼻， 令 脑 昏 乱， 或 使 呕 吐， 而 生 后 悔： “为 什 么 我 要 来 这 样 的 尸 体 之 
处”！ 所 以 应 避 逆 风 而 顺 风 行。 如 果 途 中 有 山， 或 削 壁、 岩 石、 篱 笆、 荆 
棘、 流 水、 沼 池， 不 可 能 顺 风 而 行， 则 用 衣 角 扪 鼻 而 行， 这 是 他 的 行 的 方 
法。 

⑵ （四 方 诸 相 的 考 察） 这 里 走 去 的 人， 不 应 即 刻 去 看 不 净 相， 须 先 确 定 
方 位； 因 为 所 站 的 一 方， 若 对 于 所 缘 不 明 显， 则 心 亦 不 适 于 工 作； 所 以 应 该 
避 免 那 一 方。 如 果 所 立 之 处 对 于 所 缘 很 明 显 的， 则 心 亦 适 于 工 作， 故 应 站 
在 那 里。 对 于 逆 风 和 顺 风 都 应 避 免， 站 于 逆 风 者 未 免 为 尸 体 的 臭 气 所 恼 而 
散 乱 于 心， 站 在 顺 风 者， 如 果 那 里 有 非 人 居 留， 则 未 免 触 怒 他 们 而 致 灾 害。 
所 以 应 该 稍 微 避 开 而 在 不 很 多 的 顺 风 处 站 立。 [183] 如 是 注 意 站 立， 亦 不 应 
离 尸 体 过 远 与 过 近 或 在 正 头 方 及 正 足 方 站 立， 因 为 站 得 过 远 对 于 所 缘 不 明 
显， 过 近 则 生 恐 怖。 若 站 在 正 头 方 或 正 足 方， 则 对 一 切 不 净 相 难 得 平 等 的 
认 识。 所 以 不 过 远 过 近 而 视， 当 在 尸 体 的 中 部 适 当 的 地 方 站 立。 

如 是 站 立 之 人， “那 里 并 有 岩 石 …… 蔓 藤 等 相”， 当 依 此 说 考 察 四 方 诸 
相。 其 考 察 的 方 法 如 次： 若 在 不 净 相 的 周 围 看 见 有 石 头， 应 该 确 定 这 石 头 
的 高、 低、 大、 小、 赤、 黑、 白、 长 及 圆 等。 此 后 应 该 观 察： “在 这 个 地 方 是 
这 个 石 头， 这 边 是 不 净 相； 这 边 是 不 净 相， 这 里 是 石 头”。 如 见 蚁 塔， 亦 应 
确 定 其 高、 低、 大、 小、 赤、 黑、 白、 长 与 圆 等。 此 后 应 该 观 察： “在 这 个 地 
方 是 这 个 蚁 塔， 这 边 是 不 净 相”。 如 见 树， 则 应 确 定 它 是 阿 说 他 （即 菩 提 
树）， 或 榕 树， 或 无 花 果 树， 或 迦 毗 他 伽 树， 及 它 的 高、 低、 大、 小、 黑、 白 
等。 此 后 应 该 观 察： “在 这 个 地 方 是 这 棵 树， 这 边 是 不 净 相”。 如 见 灌 木， 
则 应 确 定 它 是 醒 提， 或 迦 罗 曼 陀， 或 迦 那 维 罗， 或 鼓 轮 达 伽 及 它 的 高、 低、 
大、 小 等。 此 后 应 该 观 察： “在 这 个 地 方 是 这 样 的 灌 木， 这 边 是 不 净 相”。 
如 见 蔓 藤， 应 确 定 它 是 罗 婆 （葫 芦 瓜） 或 俱 盘 提 （南 瓜） 或 沙 麻、 或 黑 葛、 
或 臭 藤。 此 后 应 该 观 察： “在 这 个 地 方 是 这 样 的 蔓 藤， 这 边 是 不 净 相； 这 边 
是 不 净 相， 这 里 是 蔓 藤”。 这 便 包 摄 “与 相 俱 作， 与 所 缘 俱 作” 的 意 义。 再 
三 的 确 定 名 为 “与 相 俱 作”， 这 是 石 头 这 是 不 净 相， 这 是 不 净 相 这 是 石 头， 
往 往 这 样 双 双 连 结 确 定， 名 为 “与 所 缘 俱 作”。 

如 是 与 相 俱 及 与 所 缘 俱 作 已， 其 次 确 定 “自 性 的 状 态”， 即 是 说 当 时 不 
净 相 的 自 性 状 态 —— 不 与 他 共 的 独 特 的 膨 胀 的 状 态 作 意。 膨 胀 是 膀 义， 即 
以 这 样 的 自 性 与 作 用 而 确 定 之 义。 

⑶ （以 十 一 种 法 取 相） 如 是 确 定 之 后， 次 说 “以 色、 以 相、 以 形、 [184] 
以 方、 以 处、 以 界 限”

【2】 六 法 取 相， 怎 样 取 呢？ (Ⅰ) “以 色”， 即 瑜 伽 行 者 当 
确 定 这 尸 体 是 黑 的， 或 白 的， 或 金 黄 的 皮 肤 的 色。 (Ⅱ) “以 相”， 并 不 是 说 
确 定 其 女 相 或 男 相， 当 确 定 这 尸 体 是 青 年、 中 年 或 老 年 的。 (Ⅲ) “以 形”， 

                                                 
【2】 以 色 (vaṇṇato)、 以 相 (liṅgato)、 以 形 (saṇṭhānato)、 以 方 (disato)、 以 处  (okāsato)、 以 

界 限 (paricchedato), 《解 脱 道 论》“ 以 色、 以 男 女、 以 形、 以 方、 以 处、 以 分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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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只 依 膨 胀 的 形 而 确 定 这 是 他 的 头 形， 这 是 他 的 颈 形， 这 是 手 形， 这 是 腹 
形， 这 是 脐 形， 这 是 腰 形， 这 是 股 形， 这 是 胫 形， 这 是 足 形， (Ⅳ) “以 方”， 
即 确 定 这 尸 体 的 两 方， 从 脐 以 下 为 下 方， 脐 以 上 为 上 方； 或 者 确 定 我 是 站 
在 这 一 方， 而 不 净 相 则 在 那 一 方。 (Ⅴ) “以 处”， 当 确 定 手 在 此 处， 足 在 此 
处， 头 在 此 处， 中 部 身 体 在 此 处； 或 者 确 定 我 是 站 在 此 处， 而 不 净 相 则 在 彼 
处。 (Ⅵ) “以 界 限” 当 确 定 这 尸 体 下 以 足 掌， 上 以 发 顶， 横 以 皮 肤 为 界， 在 
其 界 限 之 内 观 察 三 十 二 分 充 满 污 秽 的 尸 体， 或 者 确 定 这 是 他 的 手 界， 这 是 
足 界， 这 是 头 界， 这 是 中 部 身 体 的 界 限。 

或 者 取 得 全 体 的 任 何 部 分， 即 以 彼 处 为 膨 胀 的 界 限。 男 子 对 于 女 体 
（尸）， 女 子 对 于 男 体 （尸） 是 不 适 宜 的。 在 异 性 的 尸 体 不 能 生 起 （不 净 相 
的 所 缘）， 只 是 扰 乱 的 缘 而 已。 如 中 部 义 疏 中 说： “虽 系 腐 烂 的 女 人 亦 能 夺 
去 男 子 的 心”。 所 以 当 对 同 性 的 尸 体 以 此 六 法 取 相。 

其 次 如 已 亲 近 过 去 诸 佛， 曾 习 业 处， 行 头 陀 支， 思 惟 （地 水 火 风 的） 大 
种， 把 握 （无 常、 苦、 无 我） 诸 行， 观 察 （缘 起 的） 名 色， 除 有 情 想， 行 沙 门 
[185] 法， 熏 习 其 （善 的） 熏 习， 修 其 所 修， 得 （解 脱） 种 子， 具 上 智 而 少 烦 
恼 的 善 男 子， 见 其 所 见 的 尸 体 处， 即 得 显 现 似 相。 如 果 不 能 如 是 显 现， 则 以 
此 六 法 取 相 而 得 显 现。 假 使 这 样 依 然 不 能 显 现， 那 么， 他 们 必 须 再 以 关 节、 
孔 隙、 凹 部、 凸 处、 周 围【3】 五 法 取 相。 

此 中 (Ⅶ) “以 关 节”， 是 一 百 八 十 关 节。 然 而 在 膨 胀 的 相 上 怎 么 能 够 确 
定 一 百 八 十 关 节 呢？ 所 以 他 应 观 察 右 手 的 三 关 节， 左 手 的 三 关 节， 右 足 的 
三 关 节， 左 足 的 三 关 节， 头 颈 一 关 节 及 腰 一 关 节 的 十 四 大 关 节。 (Ⅷ) “以 孔 
隙”， 即 应 观 察 手 胁 之 间， 足 与 足 间， 腹 的 中 间 及 耳 孔 的 孔 隙。 对 于 闭 眼 的 
状 态， 开 眼 的 状 态， 或 闭 口 开 口 的 状 态 亦 宜 观 察。 (Ⅸ) “以 凹 部”， 即 应 观 
尸 体 的 凹 处， 如 眼 窝、 口 腔 及 喉 底 等； 或 者 观 察 我 站 在 低 处， 而 尸 体 在 高 
处。 (Ⅹ) “以 凸 处”， 当 观 尸 体 的 高 处， 如 膝、 胸、 或 额 等； 或 者 观 察 我 站 在 
高 处， 而 尸 体 在 低 处。(Ⅺ) “以 周 围”， 当 观 察 尸 体 周 围 的 一 切。 以 智 行 于 全 
尸 体， 那 一 处 显 现 明 了 的， 即 置 心 于 彼 处： “膨 胀 相、 膨 胀 相” 而 念。 如 果 
这 样 也 不 能 显 现， 则 应 置 心 于 （上 半 身） 直 至 腹 端 最 膨 胀 之 处： “膨 胀 相、 
膨 胀 相” 作 念。 

今 对 “善 取 波 相” 等 作 如 是 的 决 择： 诸 瑜 伽 者 对 于 这 尸 体 当 依 前 述 的 
取 相 法 而 善 取 相， 专 心 置 念， 如 是 数 数 善 作 把 握 与 确 定。 离 尸 体 不 过 远 不 
过 近 之 处 站 立 或 坐， 开 眼 观 看 而 取 相。 [186] 心 念 “厌 恶 的 膨 胀 相、 厌 恶 的 膨 
胀 相”， 乃 至 百 回 千 回 的 开 限 观 看， 闭 眼 专 思。 行 者 当 如 是 数 数 取 相 而 至 善 
取。 什 么 时 候 为 善 取 呢？ 即 在 开 眼 见 相 闭 眼 而 思 相 亦 同 样 的 显 现 之 时， 名 
为 善 取。 他 如 是 取 相 而 得 善 取 善 把 握 而 善 观 察 已， 如 在 那 里 （冢 墓） 修 习 到 
最 后 仍 不 能 得 证 （初 禅）， 则 他 回 来 之 时 亦 如 前 说 的 方 法 单 独 无 伴， 于 同 样 
的 不 净 业 处 上 作 意， 置 念 专 注， 内 摄 诸 根， 意 不 外 向， 回 到 他 自 己 的 住 所。 
当 他 从 冢 墓 出 来 而 在 回 转 的 途 中， 应 如 是 观 察： “我 是 从 此 路 出 来 的， 此 路 

                                                 
【3】 以 关 节 (sandhito)、 以 孔 隙 (vivarato)、 以 凹 部 (ninnato)、 以 凸 处 (thalato)、 以 周 围 

(samantato),《解 脱 道 论》 以 节、 以 穴、 以 坑、 以 平 地、 以 平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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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东 走， 或 向 西、 南、 北 走， 或 向 四 维 走， 此 处 向 左 转， 此 处 向 右 折， 在 这 
里 有 石 头， 这 里 有 蚁 塔， 这 里 有 树， 这 里 有 灌 木， 这 里 有 蔓 藤”， 如 是 观 察 
归 途 而 回 来 后， 在 经 行 时 亦 宜 在 结 合 于 不 净 相 而 经 行， 即 是 应 该 向 不 净 相 
那 方 面 的 地 点 经 行 的 意 思。 坐 禅 的 时 候 亦 宣 布 置 与 不 净 相 结 合 的 坐 处。 如 
果 在 那 方 面 有 深 坑， 或 悬 崖、 树 木、 墙 围、 泥 沼 等， 不 可 能 向 那 方 面 去 经 
行， 而 坐 席 也 不 可 能 布 置 在 那 样 的 地 点， 所 以 他 只 得 在 望 不 见 那 方 的 不 适 
合 之 处 经 行 和 打 坐， 然 而 他 的 心 也 应 该 倾 向 于 那 方 面。 

现 在 说” 观 察 四 方 诸 相 依 什 么” 等 的 质 问 及 “为 了 不 迷 乱” 等 答 复 的 意 
义： 如 在 （夜 等 的） 非 时 往 膨 胀 相 的 地 方 观 察 四 方 诸 相， 为 取 相 而 开 眼 观 看 
时， 即 死 尸 好 象 [187] 起 立， 好 象 扑 过 来， 好 象 追 来 等 现 起， 他 见 到 那 样 恐 怖 
的 所 缘， 心 起 迷 乱 犹 如 狂 人， 怖 畏 昏 迷， 毛 骨 竖 立。 在 圣 典 中 分 别 三 十 八 所 
缘 里 面， 没 有 其 他 那 一 种 所 缘 象 这 样 恐 怖 的。 所 以 这 不 净 业 处 名 为 弃 舍 禅 
那 者。 何 以 故？ 因 为 于 此 业 处 中 太 恐 怖 故。 所 以 瑜 伽 者 必 须 坚 持 其 念： “死 
尸 决 不 会 起 立 而 追 的， 如 果 在 那 尸 体 旁 边 的 石 头 或 蔓 藤 能 追 来， 尸 体 才 可 
能 追 来， 如 果 那 石 头 或 蔓 藤 不 能 追 来， 而 尸 体 亦 不 能 追 来。 这 是 由 你 自 己 
的 想 生 想 成。 今 天 你 的 业 处 显 现 了。 比 丘， 莫 恐 怖 吧”！ 于 是 除 去 畏 惧 而 生 
欢 笑， 当 置 其 心 于 相 中。 如 是 得 证 于 超 胜 的 境 地。 所 以 如 是 说： “观 察 四 方 
诸 相 是 为 了 不 迷 乱 故”。 

次 以 十 一 种 法 取 相 成 就 令 心 与 业 处 密 切 的 连 结： 即 是 由 于 他 的 开 眼 观 
看 之 缘， 而 得 生 起 取 相， 由 于 置 念 于 取 相 而 得 生 起 似 相； 置 意 于 似 相 而 成 
就 安 止 定； 在 安 止 定 中 增 大 于 毗 钵 舍 那 （观） 而 得 证 阿 罗 汉。 所 以 说： “以 
十 一 种 法 相 是 为 了 令 心 与 不 净 相 密 切 的 连 结”。 

⑷ （观 察 往 来 的 路） “观 察 往 来 的 路 是 为 了 给 与 （业 处 的） 正 当 路 
线”， 即 是 观 察 去 的 路 及 回 来 的 路， 因 此 而 得 给 与 业 处 的 正 当 的 路 线 的 意 
思。 假 使 这 比 丘 取 了 业 处 回 来 时， 在 途 中 碰 到 了 什 么 人 问 他： “尊 师， 今 天 
是 什 么 日 子”？ 或 问 是 那 一 天， 或 提 出 什 么 问 题， 或 作 问 候 的 时 候， 他 是 不 
应 该 以 为 自 己 是 行 业 处 之 人 而 默 然 地 走 过 去 的。 他 必 须 说 是 什 么 日 子 及 答 
复 其 问 题。 如 果 他 不 知 道， 他 说： “我 不 知 道”， 并 得 作 如 法 的 问 候。 [188] 
因 为 这 样 做， 对 于 他 所 取 得 而 尚 幼 稚 的 不 净 相 就 要 消 失 了。 虽 然 消 失， 但 
也 得 答 复 其 所 问 的 日 子。 若 不 知 其 所 问， 当 说： “我 不 知 道”。 若 知 道 则 应 
简 单 的 说。 问 候 也 是 必 需 的。 如 见 作 客 的 比 丘， 应 向 客 僧 问 候。 其 他 如 塔 庙 
庭 院 的 义 务， 菩 提 树 园 的 义 务， 布 萨 堂 的 义 务， 食 堂、 火 房、 阿 阇 黎 与 和 
尚、 客 僧、 发 足 者 的 义 务 等， 如 在《 键 度》 中 的 一 切 义 务 都 应 操 作。 然 而 作 
了 那 些 事 情， 他 的 幼 稚 的 不 净 相 也 消 失 了。 虽 然 他 希 望 “我 再 去 取 相”， 但 
此 时 的 尸 体 已 为 非 人 或 野 兽 所 占， 故 不 可 能 再 去 冢 墓， 或 者 不 净 相 业 已 消 
逝， 因 为 膨 胀 相 放 了 一 两 天， 已 经 转 成 了 青 瘀 等 的 状 态。 在 一 切 业 处 之 中 
象 这 样 难 得 的 业 处 是 没 有 的， 所 以 那 失 去 了 不 净 相 的 比 丘， 当 在 夜 住 处 或 
日 住 处 中 坐 下： “我 是 从 这 扇 门 出 寺， 向 某 方 面 的 道 路 走 去， 在 某 处 向 左 
转， 某 处 向 右 折， 某 地 方 有 石 头， 某 处 有 蚁 塔、 树、 灌 木、 蔓 藤， 我 在 那 条 
路 步 行 时， 在 某 处 得 见 不 净 相， 在 那 里 向 那 方 面 站 着， 如 此 如 此 考 察 四 方 
诸 相， 如 是 取 得 不 净 相 之 后， 由 某 方 从 冢 墓 出 来， 由 这 样 的 路 作 如 是 如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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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回 来， 在 此 处 坐”， 应 如 是 在 坐 处 中 结 跏 趺 坐， 考 察 其 往 来 的 路。 由 于 他 
这 样 的 考 察， 则 不 净 相 依 法 显 现 明 了， 如 在 目 前， 再 得 依 照 以 前 所 行 的 业 
处 的 过 程 行 道。 所 以 说： “观 察 往 来 的 路 是 为 了 给 与 业 处 的 正 当 路 线”。 

⑸ （安 止 的 规 定） 对 于 “见 彼 功 德 之 后， 作 珍 宝 想， 起 恭 敬 而 生 喜 爱， 
置 心 于 所 缘 中” 的 句 子， 是 说 置 意 于 厌 恶 的 膨 胀 相 中， 得 生 禅 那， 以 禅 那 为 
足 处 （近 因） 而 增 长 毗 钵 舍 那 （观） 者， 便 得 见 此 [189] “诚 然 依 此 行 道， 我 
将 脱 离 生 死” 的 功 德。 譬 如 一 贫 穷 人， 获 得 了 很 名 贵 的 珠 宝， 便 作 “我 已 获 
得 其 实 难 得 的”， 起 珍 宝 想， 生 尊 重 心， 极 其 爱 好 而 加 保 护， 此 人 亦 然： 
“我 已 获 得 此 难 得 的 业 处， 如 那 穷 人 的 名 贵 的 珠 宝。 因 为 修 习 四 界 业 处 的 
人， 可 取 他 自 己 的 四 大， 安 般 （出 入 息） 业 处 者， 可 取 他 自 己 的 鼻 息， 遍 业 
处 者， 可 以 作 遍 而 随 意 修 习， 如 是 其 他 的 业 处 也 都 是 容 易 得 的。 唯 有 此 （膨 
胀 相） 持 续 一 二 天 后， 便 变 成 了 青 瘀 等 的 状 态， 实 在 没 有 象 这 样 难 得 的”， 
故 应 起 珍 宝 想， 生 尊 敬 心， 爱 好 的 保 护 彼 相， 在 夜 住 所 或 日 住 所 中， 应 该 数 
数 的 把 心 密 切 地 连 结 到 “厌 恶 的 膨 胀 相、 厌 恶 的 膨 胀 相” 上 面 去， 应 该 对 那 
相 再 三 考 虑、 作 意 与 思 惟。 能 这 样 做， 则 他 的 似 相 生 起。 

关 于 （取 相 与 似 相） 二 相 的 各 别 作 用： 即 “取 相” 的 显 现 是 坏 形 的、 可 
怕 的、 恐 怖 的 景 象。 然 而 “似 相” 则 如 四 肢 五 体 肥 满 的 人 随 其 所 欲 吃 饱 了 睡 
卧 的 样 子。 在 获 得 似 相 的 同 时， 因 对 外 欲 不 作 意 之 故 而 得 镇 伏 舍 于 爱 欲。 
因 舍 于 随 贪 而 他 的 瞋 恚 亦 舍， 犹 如 血 除 而 浓 亦 除。 同 样 的 由 于 勤 精 进 故 舍 
断 惛 沉 睡 眠。 因 无 追 悔 而 作 寂 静 法 的 精 勤， 舍 断 掉 举 恶 作。 因 得 殊 胜 的 现 
前， 故 对 指 示 行 道 的 导 师 （佛）， 对 行 道 及 行 道 的 果 而 得 除 疑。 如 是 舍 除 了 
五 盖， 同 时 于 似 相 中 以 心 的 攀 缘 为 相 的 寻 生 起， 成 为 相 续 思 维 作 用 的 伺， 
获 得 殊 胜 的 证 悟 之 缘 故 喜， 由 喜 意 而 生 轻 安， 因 轻 安 而 生 乐， [190] 由 乐 而 
生 心 定， 故 因 乐 而 成 心 一 境 性 的 五 禅 支 现 前。 如 是 初 禅 的 影 像 的 近 行 禅 亦 
在 那 一 刹 那 生 起。 此 后 得 证 初 禅 的 安 止 及 五 自 在 的 一 切， 如 地 遍 中 所 说。 

（其 余 的 九 不 净） 以 后 的 青 瘀 等 相， 也 是 依 那 “为 取 膨 胀 不 净 相 的 人， 
专 置 其 念、 无 双 单 独 前 往” 等 同 样 的 说 法， 从 起 初 出 发 前 往、 取 相 等 一 切 都 
用 那 “为 取 青 瘀 不 净 相 的 人 ……”， “为 取 脓 烂 不 净 相 的 人 ……”， 如 是 依 
照 前 述 的 同 样 方 法， 应 知 决 择 在 什 么 地 方 当 改 换 “膨 胀” 的 句 子。 其 次 说 他 
们 的 差 别 之 处： 

㈡ （青 瘀 相） 对 于 青 瘀 相， 当 起 “厌 恶 的 青 瘀 相、 厌 恶 的 青 瘀 相” 的 持 
续 作 意。 在 “取 相” 是 显 现 斑 点 的 色， 而 “似 相” 则 显 现 满 是 （青 瘀 色） 的。 

㈢ （脓 烂 相） 对 于 脓 烂 相， 当 起 “厌 恶 的 脓 烂 相、 厌 恶 的 脓 烂 相” 的 持 
续 作 意。 在 “取 相” 是 显 现 好 象 （脓 的 流 出）， 而 “似 相” 则 显 现 不 动 而 静 
止 的。 

㈣ （断 坏 相） 断 坏 相 在 战 场 上， 或 盗 贼 盘 踞 的 森 林 中， 或 国 王 令 斩 盗 贼 
的 冢 墓 间， 或 狮 子、 老 虎 啮 人 的 阿 练 若 间， 可 得 此 相。 若 去 这 样 的 地 方， 如 
果 落 在 各 方 的 断 坏 相 能 够 一 眼 见 到 的， 那 是 最 好， 如 不 可 能 见 到， 不 应 用 
自 己 的 手 去 触， 因 为 亲 手 去 触 未 免 成 为 太 亲 切 了， 所 以 应 令 寺 役 或 沙 弥 或 
其 他 什 么 人 （把 各 自 一 方 的 断 坏 相） 聚 集 在 一 处。 如 果 不 得 那 样 的 人 去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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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应 由 自 己 用 手 杖 或 棍 子 把 断 片 堆 放 一 处 排 列， 中 间 相 隔 一 指 的 断 缝。 这 
样 放 好 之 后， 即 起 “厌 恶 的 断 坏 相、 厌 恶 的 断 坏 相” 的 持 续 作 意。 这 里 的 
“取 相” 是 显 现 中 间 斩 断 似 的， 而 “似 相” 则 显 现 圆 满 的。 [191] 

㈤ （食 残 相） 于 食 残 相， 即 起 “厌 恶 的 食 残 相、 厌 恶 的 食 残 相” 的 持 续 
作 意。 在 “取 相” 时 是 显 现 这 里 那 里 被 取 食 了 的 样 子， 而 “似 相” 则 显 现 圆 
满 的。 

㈥ （散 乱 相） 于 散 乱 相， 即 用 断 坏 相 中 所 说 的 同 样 方 法， 令 他 人 或 自 己 
把 它 们 安 排 成 一 指 的 隔 离， 然 后 起 “厌 恶 的 散 乱 相、 厌 恶 的 散 乱 相” 的 持 续 
作 意。 在 “取 相” 时 是 显 现 通 常 明 了 的 隔 离， 而 “似 相” 则 圆 满 的 显 现。 

㈦ （斩 斫 离 散 相） 斩 斫 离 散 相， 亦 能 在 断 坏 相 中 所 说 的 那 样 的 地 方 获 
得， 去 到 那 里 以 后， 如 前 所 说 的 同 样 方 法 令 他 人 或 自 己 把 它 们 安 排 一 指 的 
隔 离， 然 后 起 “厌 恶 的 斩 斫 离 散 相、 厌 恶 的 斩 斫 离 散 相” 的 持 续 作 意。 在 
“取 相” 时， 是 显 现 可 以 认 识 的 被 斩 斫 的 伤 口 似 的， 而 “似 相” 则 圆 满 的 显 
现。 

㈧ （血 涂 相） 血 涂 相， 在 战 场 等 处 的 受 伤 者， 手 足 被 斫 的 疮 口 或 疖 疱 等 
伤 口 流 血 的 时 候 可 以 获 得， 看 见 那 血 相 后， 即 起 “厌 恶 的 血 涂 相、 厌 恶 的 血 
涂 相” 的 持 续 作 意。 在 “取 相” 时， 显 现 象 风 飘 的 红 旗 的 动 摇 的 相 状， 而 
“似 相” 则 显 现 静 止 的。 

㈨ （虫 聚 相） 虫 聚 相 即 是 过 了 二 三 天 之 后 的 臭 尸 的 九 个 疮 口【4】 涌 出 虫 
堆 的 时 候。 亦 可 在 狗 子、 豺、 人、 黄 牛、 水 牛、 象、 马、 蟒 蛇 等 的 尸 体 上 发 
现 聚 虫 象 一 堆 米 饭 似 的。 无 论 对 于 那 些 的 那 一 处， 即 起 “厌 恶 的 虫 聚 相、 厌 
恶 的 虫 聚 相” 的 持 续 作 意。 犹 如 小 乞 食 者 帝 须 长 老 对 黑 长 池 中 的 象 的 尸 体 
而 现 起 此 相 一 样。 在 “取 相” 中 是 显 现 象 动 摇 似 的， 而 “似 相” 则 如 一 块 静 
止 的 米 饭 的 显 现。 

㈩ （骸 骨 相） 对 于 骸 骨 相， 即 依 照 “如 果 看 见 抛 弃 在 坟 墓 附 有 血 肉 而 结 
以 筋 及 骨 节 连 锁 着 的 尸 体” [192] 等 的 种 种 说 法。 所 以 他 依 前 面 所 说 的 同 样 
方 法 从 住 处 出 来 及 前 往 目 的 地， 对 周 围 的 石 头 等 作 共 相 共 所 缘 而 念： “这 
骸 骨” 及 观 察 其 自 性 的 状 态， 依 色 等 十 一 种 行 相 而 习 取 于 相。⑴ 如 果 于 色 中 
而 见 白 色 者、 则 不 会 现 起 （厌 恶 相）， 因 为 掺 杂 了 白 遍， 于 是 应 该 只 以 厌 恶 
心 而 见 骸 骨。⑵ 在 这 里 的 持 相 是 指 手 等， 故 应 观 察 手、 足、 头、 腹、 腕、 腰、 
大 腿、 小 腿 等 相。⑶ 须 观 察 长、 短、 圆、 方、 小、 大 等 的 形 状。⑷ 观 察 方 位 及
⑸ 处 所， 已 如 前 说。⑹ 观 察 骸 骨 周 围 的 界 限， 对 于 那 一 部 分 骸 骨 显 现 得 明 了 
的 时 候， 即 取 那 一 部 直 至 证 得 安 止 定。（7、8） 次 当 观 察 那 样 那 样 的 骸 骨 的 
凹 处 凸 处 及 凹 部 凸 部； 于 其 所 立 之 处 亦 当 作 “我 在 低 处 骨 在 高 处 或 我 在 高 
处 骨 在 低 处” 的 观 察，⑼ 次 当 观 察 两 骨 衔 接 之 处 的 关 节。⑽ 观 察 骨 与 骨 间 的 
有 孔 无 孔。⑾ 以 他 的 智 行 于 一 切 处 后， 当 知 “在 这 里 是 这 样 的 骨”， 如 是 观 
察 于 周 围。 假 使 于 此 等 相 中 依 然 不 能 显 现 的 时 候， 则 应 置 心 于 额 骨 上。 正 
如 在 此 骸 骨 相 所 应 用 的 这 十 一 法 取 相， 在 以 前 的 虫 聚 相 等 亦 得 以 此 作 适 宜 
的 观 察。 于 此 骸 骨 业 处， 无 论 对 全 副 连 锁 的 骸 骨 或 对 一 骨 都 得 成 就。 所 以 
                                                 
【4】 九 个 疮 口 (nava  vaṇamukhāni)， 两 眼、 两 耳、 两 鼻 孔、 口、 大 小 便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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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那 些 骸 骨 里 面 无 论 对 那 一 部 分， 当 以 十 一 法 取 相 而 起： “厌 恶 的 骸 骨 相、 
厌 恶 的 骸 骨 相” 的 持 续 作 意。 这 里 的 “取 相” 和 “似 相”， 据 义 疏 说 是 相 同 
的。 但 对 于 一 骨 说 是 适 合 的。 然 而 若 对 连 锁 的 骸 骨， 则 在 “取 相” 中 是 能 认 
明 孔 隙 的， 在 “似 相” 中 乃 显 现 圆 满 的。 [193] 即 于 一 骨 亦 得 于 “取 相” 为 恐 
怖， 而 “似 相” 则 应 导 人 近 行 定 而 生 喜 悦， 在 这 种 场 合 对 于 在 义 疏 中 所 说 的 
（取 相 和 似 相 同 样）， 那 是 容 许 我 们 作 如 上 的 各 别 说 法 的。 如 在 义 疏 中 先 说 
“于 四 梵 住 及 十 不 净 中 是 没 有 似 相 的。 于 四 梵 住 中 其 界 线 的 混 合 为 相， 于 
十 不 净 中 作 正 当 的 辨 别 而 见 厌 恶 的 时 候 为 相”， 但 于 后 面 又 说 “这 是 取 相 
和 似 相 二 种 相”。 所 以 说 “取 相” 是 显 现 各 异 的 恐 怖 等。 如 果 经 过 思 考 之 
后， 则 我 这 里 的 说 法 是 适 合 的。 同 时 摩 诃 帝 须 长 老 由 于 看 见 齿 骨 而 显 现 全 
女 子 的 身 体 为 骨 聚 等 的 故 事， 可 引 为 这 里 的 例 子。 

    

这 些 为 一 一 禅 那 之 因 的 不 净， 

是 那 千 眼 帝 释 称 赞 的 净 德 的 十 力 者 的 演 说。 

既 已 知 道 了 它 们 和 他 们 修 习 的 方 法， 

关 于 它 们 的 杂 论 更 应 作 进 一 步 的 认 识。 

在 这 些 （十 不 净） 里 面 证 得 任 何 一 种 禅 那 的 人， 因 为 彻 底 镇 伏 了 贪， 故 
如 离 欲 者 （阿 罗 汉） 的 不 贪 行 者。 虽 然 已 经 说 了 各 种 不 净 的 区 别， 亦 应 知 道 
㈠ 依 尸 体 的 自 性 转 变 的 区 别 及 ㈡ 依 贪 行 者 的 区 别。 

㈠ 当 尸 体 成 为 厌 恶 状 态 的 时 候， 即 转 变 为 膨 胀 相 的 自 性 或 青 瘀 等 任 何 
其 他 的 自 性。 如 果 能 够 获 得 任 何 的 厌 恶 相， 即 在 那 里 作 “厌 恶 的 膨 胀 相， 厌 
恶 的 青 瘀 相” 的 取 于 不 净 相， 故 知 依 尸 体 的 （不 净） 自 性 转 变 而 说 十 种 不 净 
的 区 别。 

㈡ 依 贪 行 的 差 别 说， 即 是 由 于 膨 胀 相 的 显 示 其 尸 体 的 坏 形， 故 适 合 于 
贪 行 的 人。 由 于 清 瘀 相 的 显 示 其 坏 色 的 皮 肤， 故 适 合 于 贪 身 色 的 人。 由 于 
脓 烂 相 的 [194] 显 示 其 与 身 色 连 络 的 恶 臭 的 状 态， 故 适 合 贪 于 由 花 香 等 的 装 
饰 而 生 的 身 香 的 人。 由 于 断 坏 相 的 显 示 其 中 间 的 孔 隙， 故 适 合 贪 于 身 体 坚 
厚 的 人。 由 于 食 残 相 的 显 示 有 肉 的 丰 满 部 分 的 破 坏， 故 适 宜 贪 于 乳 房 等 身 
体 的 肉 的 部 分 的 人。 由 于 散 乱 相 的 显 示 四 肢 五 体 的 散 乱， 故 适 宜 贪 于 四 肢 
五 体 的 玩 弄 之 美 的 人。 由 于 斩 斫 离 散 相 的 显 示 其 整 个 身 体 的 破 坏 变 易， 故 
适 宜 贪 于 身 体 完 整 的 人。 由 于 血 涂 相 的 显 示 血 的 涂 抹 的 厌 恶 状 态， 故 适 宜 
贪 于 装 饰 成 美 丽 的 人。 由 于 虫 聚 相 的 显 示 普 通 都 有 的 身 体 的 无 故 的 蛆 虫， 
故 适 宜 贪 于 身 为 我 所 有 的 人。 由 于 骸 骨 相 的 显 示 身 体 的 骨 头 的 厌 恶， 故 适 
宜 于 贪 完 整 的 牙 齿 的 人。 如 是 当 知 依 照 贪 行 者 的 区 别 而 说 十 种 不 净 的 差 
别。 

次 于 十 种 不 净 之 中， 譬 如 在 水 不 静 止 而 急 流 的 河 中， 由 于 舵 的 力 量 可 
以 停 止 船 只， 若 无 有 舵 想 止 住 它 是 不 可 能 的； 如 是 因 所 缘 的 力 量 弱， 由 于 
寻 的 力 量， 止 住 于 心 而 成 专 一， 若 无 有 寻 想 止 住 他 是 不 可 能 的； 所 以 在 十 
不 净 中 只 能 获 初 禅， 不 能 得 第 二 禅 等 （第 二 禅 等 无 寻 故）。 

（于 厌 恶 的 所 缘 怎 么 会 生 喜 悦 呢？） 虽 然 干 此 厌 恶 的 不 净 所 缘 中， 因 为 
他 见 到 “诚 然 依 此 行 道， 我 将 脱 离 生 死” 的 功 德， 并 舍 弃 五 盖 的 热 恼， 所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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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起 喜 悦。 譬 如 消 除 粪 秽 的 人， 虽 在 粪 秽 聚 中 工 作， 因 为 见 到 我 将 获 得 更 
多 的 雇 金 的 利 益， 亦 生 欢 喜 心； 又 如 严 重 病 苦 的 人， 虽 给 以 呕 吐 及 下 泻 的 
疹 治， 也 欢 喜 的。 

虽 有 十 种 不 净 但 其 特 相 只 是 一 个； 即 是 十 种 的 不 净， 恶 臭 的 厌 恶 的 状 
态 为 特 相。 这 种 不 净 相 不 只 依 于 尸 体 而 起， 犹 如 住 在 支 提 山 的 摩 河 帝 须 长 
老 的 看 见 齿 骨， 又 如 僧 护 长 老 的 侍 者 沙 弥 看 见 坐 在 象 背 上 的 国 王 一 样， 亦 
可 在 生 人 的 身 上 生 起 的。 诚 然 尸 体 和 生 人 的 身 体 是 同 样 不 净 的， [195] 但 因 
生 人 的 身 体 给 外 部 的 装 饰 所 遮 蔽， 不 认 识 它 的 不 净 相 罢 了。 本 来 这 个 身 体 
是 三 百 多 根 的 骨 聚， 一 百 八 十 关 节 的 结 合， 九 百 腱 的 连 结， 九 百 块 肉 所 涂， 
湿 的 人 皮 （内 皮） 所 包， 外 为 表 皮 所 遮， 无 数 大 小 的 孔 隙 如 油 壶 一 样 的 上 下 
漏 流 不 净， 虫 聚 的 寄 生 处， 诸 病 的 住 处， 一 切 苦 法 的 根 据 地， 九 个 疮 口 如 溃 
破 了 的 老 脓 疱 一 样 的 常 流 不 净 —— 即 两 眼 出 眼 眵， 两 耳 孔 出 耳 垢， 两 鼻 孔 
出 鼻 涕， 口 出 食 物 津 液 痰 血， 两 下 门 出 大 小 便， —— 九 万 九 千 的 毛 孔 出 不 净 
的 汗 汁， 为 苍 蝇 的 缠 绕。 假 使 他 的 身 体 不 注 意 用 齿 木 刷 牙、 洗 脸、 沐 浴、 穿 
衣 等， 或 者 如 生 来 一 样 的 蓬 头 散 发 去 从 村 至 村 的 游 行， 则 于 国 王、 清 除 粪 
秽 者、 旃 陀 罗 等 之 间 是 同 一 厌 恶 之 身， 没 有 什 么 差 异 的。 这 里 国 王 或 旃 陀 
罗 的 身 体， 其 不 净、 恶 臭、 及 厌 恶 是 没 有 不 同 的。 只 是 在 此 身 上 用 齿 木 和 洗 
脸 等 清 除 其 齿 垢 等， 用 各 色 的 衣 服 遮 蔽 其 羞 部， 涂 以 各 种 颜 色 的 涂 料， 饰 
以 花 等 各 种 装 饰 品， 然 后 执 取 “我” 或 “我 的”， 如 是 作 成 其 形 式 而 得 其 地 
位。 

因 为 此 身 给 外 部 的 装 饰 所 遮 蔽， 不 知 道 他 的 如 实 相 的 不 净 相， 所 以 男 
子 喜 爱 女 人， 女 人 喜 爱 男 人。 依 第 一 义 说 实 无 少 许 值 得 喜 爱 之 处。 的 确， 不 
论 发、 毛、 爪、 齿、 唾、 涕、 大 便、 小 便 等 那 一 部 分， 若 从 身 体 落 下 之 后， 叫 
人 用 手 去 一 触 也 不 愿 意， 都 是 觉 得 那 是 憎 嫌 厌 恶 的。 其 实 遗 留 在 身 体 的 部 
分 和 落 在 外 面 的 是 同 样 厌 恶 的， 只 因 他 为 无 明 的 黑 暗 所 笼 罩， 自 生 贪 染， 
执 取 其 身 体 为 喜、 爱、 常、 [196] 乐、 我 而 已。 如 果 这 样 执 取 的 人， 正 如 昏 迷 
了 的 老 豺 一 样： 一 天 它 看 见 未 曾 落 花 的 甄 叔 迦 树， 便 自 想 道： “这 是 肉 
块”！ 所 以 说： 

譬 如 林 中 的 豺， 

看 见 了 开 花 的 甄 叔 迦。 

它 想 道： “我 已 得 到 了 肉 树”， 

急 急 的 向 前 奔 跳； 

贪 婪 的 豺， 

尝 尝 缤 纷 的 落 花， 

执 着 说： “这 地 上 的 不 是 肉， 

挂 在 那 树 上 的 才 是 啦”。 

有 智 慧 的 人， 

不 但 不 执 落 掉 的 部 分， 

留 在 身 上 的， 

也 视 为 同 样 的 不 净。 

昏 迷 的 愚 人， 

执 此 身 为 净， 

由 此 而 作 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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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 恼 不 解 脱。 

所 以 有 智 慧 的 人， 

在 死 人、 或 活 人 的 身 上， 

除 去 净 性 之 想， 

当 见 污 秽 之 身 的 自 性。 

即 是 这 样 说： 

此 身 象 粪 一 样 的 臭， 

象 尸 一 样 的 不 净， 

为 愚 夫 所 喜 爱， 

为 具 眼 者 所 呵 弃。 

这 个 臭 秽 之 身， 

那 知 是 个 湿 皮 囊， 

有 九 门 的 大 疮 伤， 

常 有 不 净 的 奔 放。 

若 把 此 身 的 内 部 

翻 过 外 面 来， 

就 要 拿 根 棒， 

把 乌 鸦 和 犬 赶 开。 

是 故 有 善 德 的 比 丘， 无 论 在 生 人 的 身 上 或 死 人 的 身 上， 认 识 了 不 净 的 行 
相， 即 取 那 相 作 为 业 处， 直 至 证 得 安 止 定。 

为 诸 善 人 所 喜 悦 而 造 的 清 净 道 论， 在 论 定 的 修 习 中 完 成 了 第 六 
品， 定 名 为 不 净 业 处 的 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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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在 不 净 业 处 之 后， 再 举 十 随 念。 数 数 起 念， 故 为 “随 念”， 又 于 应 该 发 
生 的 地 方 而 发 生， 故 正 信 而 出 家 的 善 男 子 的 随 适 而 念 为 “随 念”。 

（十 随 念 的 语 义）㈠ 所 起 的 随 念 与 佛 有 关 的 为 “佛 随 念”。 以 佛 德 为 所 
缘 是 念 的 同 义 语。㈡ 所 起 的 随 念 与 法 有 关 的 为 “法 随 念”。 以 善 说 等 法 的 德 
为 所 缘 是 念 的 同 义 语。㈢ 所 起 的 随 念 有 关 与 僧 的 为 “僧 随 念”。 以 善 行 道 等 
僧 德 为 所 缘 是 念 的 同 义 语。㈣ 所 起 的 随 念 与 戒 有 关 的 为 “戒 随 念”。 以 我 不 
毁 等 的 戒 德 为 所 缘 是 念 的 同 义 语。㈤ 所 起 的 随 念 与 舍 有 关 的 为 “舍 随 念”。 
以 施 舍 等 的 舍 德 为 所 缘 是 念 的 同 义 语。㈥ 所 起 的 随 念 与 天 有 关 的 为 “天 随 
念”。 以 天 为 例 证 的 自 己 的 信 等 的 德 为 所 缘 是 念 的 同 义 语。㈦ 所 起 的 随 念 与 
死 有 关 的 为 “死 随 念”。 以 断 绝 命 根 为 所 缘 是 念 的 同 义 语。㈧ 念 到 发 等 色 身 
的， 或 者 念 到 身 上 的 为 “身 至”。 “身 至” 加 “念” 依 文 法 应 读 短 音 的 “身 至 
念”， 但 这 里 不 读 短 音 而 说 长 音 的 “身 至 念”

【1】
。 以 发 等 身 部 的 相 为 所 缘 是 

念 的 同 义 语。㈨ 所 起 的 念 与 安 般（出 入 息） 有 关 的 为 “安 般 念”。 以 入 息 出 
息 相 为 所 缘 是 念 的 同 义 语。㈩ 所 起 的 随 念 与 寂 止 有 夫 的 为 “寂 止 随 念”

【2】
。 

以 一 切 苦 的 止 息 为 所 缘 是 念 的 同 义 语。 

    

 [198] 于 此 十 随 念 中， 先 说 为 欲 修 习 佛 随 念 而 证 信 具 足 的 瑜 伽 行 者， 当 于 适 
当 的 住 所 独 居 静 处 禅 思【3】 “彼 世 尊 亦 即 是 阿 罗 汉， 等 正 觉 者， 明 行 具 足 者， 
善 逝， 世 间 解， 无 上 士， 调 御 丈 夫， 天 人 师， 佛， 世 尊”， 应 该 如 是 随 念 于 
佛 世 尊 的 功 德。 其 随 念 的 方 法 是： “那 世 尊 亦 即 是 阿 罗 汉， 亦 即 是 等 正 觉 
者 …… 亦 即 是 世 尊” 这 样 的 随 念。 次 说 世 尊 有 这 样 那 样 种 种 名 称 的 原 由：  

㈠ （阿 罗 汉） ⑴ 远 离 故， ⑵ 破 贼 故， ⑶ 破 辐 故， ⑷ 应 受 资 具 等 故， ⑸ 无 
秘 密 之 恶 故， 先 依 此 等 理 由 而 随 念 于 世 尊 阿 罗 汉。  

⑴ 他 已 经 远 离 一 切 烦 恼， 即 是 说 对 烦 恼 已 经 站 得 很 远 了， 已 由 于 道 而 
完 全 断 了 一 切 烦 恼 和 习 气， 所 以 说 “远 离 故” 为 阿 罗 汉。  

不 具 烦 恼，  
说 他 为 远 离，  
无 诸 过 恶，  
称 我 主【4】 为 阿 罗 汉。  

⑵ 以 道 而 破 诸 烦 恼 之 贼， 所 以 说 “破 贼 故” 为 阿 罗 汉。  

我 主 以 般 若 之 剑，  
斩 杀 了  

                                                 
【1】 身 至 (Kāyagatā) 念 (sati) 短 音 的 身 至 念 为 ： Kāyagatasati, 长 音 的 身 至 念 为 ： 

Kāyagatāsati。 
【2】 佛 随 念 (Buddhānussati)、 法 随 念 (Dhammānussati)、 僧 随 念 (Saṅghānussati)、 戒 随 念 

(Sīlānussati)、 舍 随 念 (Cāgānussati)、 天 随 念 (Devatānussati)、 死 随 念 (Maraṇānussati)、 
身 至 念 (Kāyagatāsati)、 安 般 念 (Ānāpānasati)、 寂 止 随 念 (Upasamānussati)。 《解 脱 道 
论》 为： 念 佛、 念 法、 念 僧、 念 戒、 念 施、 念 天、 念 死、 念 身、 念 安 般、 念 寂 寂。 

【3】 D.I, 49; II, 93; III, 5; A.I, 207; III, 285. 《杂 阿 含》 九 三 一 经 （大 正 二 · 二 三 七 c）。 
【4】 “主” (Nātha) 即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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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称 为 贪 等 的 烦 恼 之 贼，  
所 以 叫 他 为 阿 罗 汉。  

⑶ 以 无 明 与 有 爱 作 成 的 毂， 由 福 行 等 所 成 的 辐， 老 与 
死 的 辋， 贯 以 诸 漏 集 成 的 轴， 连 接 于 三 有 的 车 的 这 个 无 始 
以 来 展 转 轮 回 的 车 轮， 世 尊 于 菩 提 树 下， 以 精 进 的 两 足， 
站 在 戒 的 地 上， 以 信 的 手， 执 业 尽 智 的 斧， 破 一 切 辐， 所 
以 说 “破 辐 故” 为 阿 罗 汉。 或 者 轮 回 的 轮 是 说 无 始 以 来 的 
轮 回 流 转， 因 为 无 明 是 根 本 故 为 毂， 老 死 是 最 后 故 为 辋， 

其 余 十 法 是 以 无 明 为 根 本， 以 老 死 为 周 边 故 为 辐。  

（说 十 二 支） 对 于 苦 等 四 谛 的 无 智 为 无 明， 欲 界 的 无 明 [199] 为 欲 界 诸 
行 的 缘， 色 界 的 无 明 为 色 界 诸 行 的 缘， 无 色 界 的 无 明 为 无 色 界 诸 行 的 缘。 
欲 界 的 诸 行 为 欲 界 结 生 识 的 缘， 余 者 （色 界 无 色 界 的 诸 行） 亦 同 样 的 （为 色 
无 色 界 结 生 识 的 缘）。 欲 界 的 结 生 识 为 欲 界 名 色 的 缘。 色 界 亦 然。 （无 色 界 
的 结 生 识） 但 为 无 色 界 的 名 的 缘。 欲 界 的 名 色 为 欲 界 六 入 的 缘， 色 界 的 名 
色 为 色 界 的 （眼 耳 意） 三 入 的 缘， 无 色 界 的 名 为 无 色 界 的 （意） 一 入 的 缘。 
欲 界 的 六 入 为 欲 界 六 种 触 的 缘， 色 界 的 三 入 为 色 界 的 （眼 耳 意） 三 触 的 缘， 
无 色 界 的 一 意 入 为 无 色 界 的 一 意 触 的 缘， 欲 界 的 六 触 为 欲 界 的 六 受 的 缘， 
色 界 的 三 触 为 那 里 的 三 受 的 缘， 无 色 界 的 一 触 为 一 受 的 缘。 欲 界 的 六 受 为 
欲 界 的 六 爱 身 的 缘， 色 界 的 三 受 为 三 爱 身 的 缘， 无 色 界 的 一 受 为 无 色 界 一 
爱 身 的 缘， 各 种 爱 为 各 种 取 的 缘， 而 取 等 为 有 等 的 缘。 何 以 故？ 兹 有 一 人 
想： “我 要 享 受 诸 欲”， 以 此 欲 取 为 缘， 身 行 恶 行。 口 行 恶 行， 意 行 恶 行， 
恶 行 满 足， 便 生 恶 趣。 这 里 他 的 生 的 因 的 业 为 业 有， 由 业 而 生 的 五 蕴 为 生 
有。 五 蕴 的 生 为 生， 蕴 的 成 熟 为 老， 蕴 的 破 坏 为 死。 又 有 一 人 想： “我 要 享 
受 天 福”， 同 样 的 （以 身 语 意） 行 诸 善 行， 善 行 满 足， 使 得 生 （六 欲） 天。 这 
里 他 的 生 的 因 的 业 为 业 有， 以 下 同 前 所 说。 又 有 一 人 想： “我 要 享 受 梵 天 的 
福”， 以 此 欲 取 为 缘， 修 习 慈、 悲、 喜、 舍、 [200] 修 习 圆 满， 便 生 梵 天。 这 里 
他 的 生 的 因 的 业 为 业 有， 其 他 的 同 前。 另 有 一 人 想： “我 要 享 受 无 色 界 的 
福”， 于 是 修 习 空 无 边 处 等 无 色 定， 修 习 圆 满， 便 得 生 于 彼 等 诸 处。 这 里 他 
的 生 的 因 的 业 为 业 有， 由 业 而 生 的 四 蕴 为 生 有。 四 蕴 的 生 为 生， 四 蕴 的 成 
熟 为 老， 四 蕴 的 破 坏 为 死： 其 余 诸 根 本 取 （见 取， 戒 禁 取， 我 语 取） 亦 以 同 
样 的 解 说。  

（法 住 智）
【5】 “如 是 这 无 明 是 因， 行 是 因 的 生 起， 把 握 这 两 者 的 因 与 生 

起 的 缘 的 慧 是 “法 住 智”。 过 去 世 和 未 来 世 亦 以 无 明 为 因， 行 为 因 的 生 起， 
把 握 这 两 者 的 因 与 生 起 的 慧 是 “法 住 智”。 其 他 各 句 亦 当 以 同 样 的 方 法 解 
说。  

（四 类） 于 此 十 二 支 之 中， 无 明 与 行 为 一 类， 识， 名 色， 六 入， 触 与 受 
为 一 类； 爱， 取 与 有 为 一 类； 生 与 老 死 为 一 类。 这 里 前 一 类 为 过 去 世， 中 间 
二 类 为 现 在， 生 与 老 死 的 后 一 类 为 未 来。  

                                                 
【5】 引 文 可 见 Pṭs.I,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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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世 二 十 行 相） 在 十 二 支 中， 当 你 说 无 明 与 行 的 时 候， 则 也 包 括 了 
爱、 取、 有、 三 支 的 意 思， 所 以 这 五 法 为 过 去 的 业 转， 识 （名 色、 六 入、 触、 
受） 等 五 法 为 现 在 的 异 熟 转。 当 你 说 爱、 取， 有 的 时 候， 则 亦 包 括 无 明 与 
行， 所 以 这 五 法 为 现 在 的 业 转， 生 与 老 死 一 句 即 表 示 识 等， 故 此 五 法 为 未 
来 的 异 熟 转。 这 便 是 依 十 二 支 行 相 而 成 为 二 十 种。  

（三 连 接） 十 二 支 中 的 行 与 识 之 间 是 一 个 连 接， 受 与 爱 之 间 是 一 个， 有 
与 生 之 间 是 一 个。  

世 尊【6】 “对 于 这 四 类 三 世 二 十 行 相 及 三 连 接 的 缘 起 的 一 切 行 相 都 能 知 
见 了 悟。 智 是 知 的 意 思， 慧 是 理 解 的 意 思。 所 以 说： ‘把 握 于 缘 的 慧 为 法 住 
智’”。 世 尊 以 此 法 住 智 如 实 而 知 彼 等 （十 二 支） 法， 于 彼 等 中 厌、 离、 离 
欲 而 解 脱， 破 离 断 绝 如 上 述 的 轮 回 车 轮 的 辐。 所 以 说， “破 辐 故’ 为 阿 罗 
汉。 [201] 

我 们 的 世 间 主，  
用 他 的 智 剑，  
破 了 轮 回 车 轮 的 辐，  
所 以 叫 他 阿 罗 汉。  

⑷ 因 为 他 是 最 胜 应 供 的 人， 所 以 才 值 得 领 受 衣 服 等 资 具 及 其 他 的 供 
养。 故 世 尊 现 世 时， 任 何 有 权 威 的 天 人 都 不 愿 在 他 处 作 供 养 的。 即 如 梵 天 
娑 婆 主 曾 以 量 如 须 弥 山 的 宝 环 供 养 世 尊， 又 如 频 毗 娑 罗 王、 桥 萨 罗 王【7】 等 
的 天 与 人 也 尽 力 供 养。 甚 至 对 于 般 涅 槃 之 后 的 世 尊。 如 阿 育 大 王 曾 费 了 九 
十 六 俱 胝 （九 万 万 六 千 万） 的 财 产， 于 全 阎 浮 洲 造 了 八 万 四 千 的 塔 寺， 其 他 
的 供 养 更 不 必 说 了。 所 以 说 “值 得 受 资 具 等 故” 为 阿 罗 汉。  

一 切 资 具 和 其 他 的 供 养，  
唯 有 世 间 主 才 值 得 领 受。  
阿 罗 汉 的 名 义，  
世 间 的 胜 利 者 才 得 相 符。  

⑸ 犹 如 世 间 上 自 以 为 智 的 愚 者， 深 怕 不 名 誉 而 秘 密 行 恶， 但 彼 （世 尊） 
决 不 会 做 这 样 的 事， 所 以 说 “不 密 行 恶 故” 为 阿 罗 汉。  

于 诸 恶 业 中，  
无 秘 密 可 说。  
因 无 秘 密 故，  
称 为 阿 罗 汉。  

再 综 合 的 说：  

因 为 牟 尼 的 远 离，  
杀 了 一 切 烦 恼 的 贼，  
破 了 轮 回 车 轮 的 辐，  
应 受 资 具 等 的 供 养，  
又 无 秘 密 的 行 恶，  
所 以 称 他 阿 罗 汉。  

                                                 
【6】 引 文 依 Pṭs.I, 52。 
【7】 频 毗 娑 罗 (Bimbisāra) 是 摩 竭 陀 国 王， 矫 萨 罗 王 (Kosala-rājā) 指 波 斯 匿 (Pasen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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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等 正 觉 者）
【8】 由 于 自 己 正 觉 一 切 法， 故 称 “等 正 觉 者”。 即 是 说 他 

是 一 切 法 的 正 觉 者， 应 该 通 达 的 诸 法 业 已 通 达 觉 悟， 应 该 遍 知 的 诸 （苦） 法 
业 已 遍 知， 应 断 的 诸 （集） 法 业 已 断 绝， 应 证 的 诸 （灭） 法 业 已 证 得， 应 修 
的 诸 （道） 法 业 已 修 习， 所 以 说  

应 知 的 我 已 知，  
应 修 的 我 已 修，  
应 断 的 我 已 断，  
所 以 婆 罗 门 呀， 我 是 觉 者。

【9】
 

 [202] 亦 即 眼 是 苦 谛， 由 于 他 的 根 本 原 因 而 生 起 的 过 去 的 爱 为 集 谛， （苦 与 
集） 两 者 的 不 存 在 为 灭 谛， 知 灭 的 行 道 为 道 谛， 如 是 举 其 四 谛 的 每 一 句， 亦 
得 由 自 己 正 觉 一 切 法， 于 耳、 鼻、 舌、 身、 意 （内 六 处） 也 是 同 样 的。 如 是 
对 色 等 的 （外） 六 处， 眼 识 等 的 六 识 身， 眼 触 等 的 六 触， 眼 触 等 所 生 的 六 
受， 色 想 等 的 六 想， 色 思 等 的 六 思， 色 爱 等 的 六 爱 身， 色 寻 等 的 六 寻， 色 伺 
等 的 六 伺， 色 蕴 等 的 五 蕴， 十 遍。 十 随 念， 膨 胀 想 等 十 不 净 想， 发 等 三 十 二 
行 相， 十 二 处， 十 八 界， 欲 有 等 的 九 有【10】

， 初 禅 等 的 四 禅， 修 慈 等 的 四 无 
量， 四 无 色 定， 逆 观 老 死 等 的 缘 起 支， 顺 观 无 明 等 的 缘 起 支， 亦 当 以 同 样 的 
方 法 解 说。 这 里 举 一 句 来 说： “老 死 是 苦 谛， 生 为 集 谛， 两 者 的 出 离 为 灭 
谛， 知 灭 的 行 道 为 道 谛， 如 是 举 其 一” 句 都 由 自 己 正 觉、 顺 觉、 逆 觉 一 切 
法。 所 以 说： “由 于 自 己 正 觉 一 切 法 为 等 正 觉 者”。  

㈢ （明 行 具 足 者）
【11】 因 为 明 与 行 具 足， 故 为 明 行 具 足 者。 这 里 的 “明” 

是 三 明、 或 八 明。 三 明 当 知 如 《怖 骇 经》
【12】 中 所 说； 八 明， 即 如 《阿 摩 昼 

经》
【13】 中 所 说 的 观 智 及 意 所 成 神 变 加 以 六 神 通 为 八 明。 “行” 即 戒 律 仪， 防 

护 诸 根 之 门， 食 物 知 量， 努 力 醒 觉， （信、 惭、 愧、 多 闻、 精 迸、 念、 慧） 的 
七 种 妙 法， 色 界 四 种 禅， 当 知 共 为 十 五 法。 因 为 依 此 十 五 法 行， 圣 弟 子 得 行 
于 不 死 的 方 向， 所 以 说 “行”。 即 所 谓： “摩 诃 男 （大 名）， 兹 有 圣 弟 子 具 
戒” 等， 一 切 如 在 中 分 五 十 经【14】 中 所 说。 [203] 世 尊 对 于 这 些 明 与 行 都 已 具 
足， 所 以 称 为 “明 行 具 足 者”。  

由 于 明 的 具 足， 而 世 尊 的 一 切 智 圆 满， 由 于 行 的 具 足， 而 他 的 大 悲 圆 
满。 他 以 一 切 智 而 知 一 切 有 情 的 利 与 不 利， 以 大 悲 而 令 有 情 避 去 不 利 而 促 
进 有 利 之 事。 因 为 世 尊 是 明 行 具 足 者， 所 以 他 的 弟 子 得 以 善 行 正 道， 不 象 
缺 乏 明 行 者 的 弟 子 们 所 作 苦 行 等 的 恶 行。  

㈣ （善 逝） 善 净 行 故， 善 妙 处 行 故， 正 行 故， 正 语 故 为 “善 逝”。  

                                                 
【8】 “等 正 觉 者” (Sammāsambuddha), 《解 脱 道 论》 “正 遍 觉”。 
【9】 Sn.V, 558, Thag.V, 828. 
【10】“九 有” (navabhavā) 是 欲 有， 色 有， 无 色 有， 想 有， 无 想 有， 非 想 非 非 理 有， 一 蕴 

有， 四 蕴 有， 五 蕴 有。 
【11】“明 行 具 足 者” (Vijjācaraṇa-Sampanna), 《解 脱 道 论》 “明 行 足”。 
【12】《怖 骇 经》(Bhayabherava-Sutta) M.I, 22 f。 南 传 《中 部》 经 典 第 四 经， 相 当 《增 一 阿 

含》 卷 二 十 三 第 一 经。 
【13】《阿 摩 昼 经》(Ambaṭṭha-Sutta) D.I, 100。 南 传 《长 部》 经 典 第 三 经， 相 当 于 汉 译 《长 

阿 含》 第 二 十 《阿 摩 昼 经》。 
【14】中 分 五 十 (Majjhima-paṇṇāsaka) M.I, 354, 即 《中 部》 五 十 三 《有 学 经》 (Sekha-Su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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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亦 名 为 逝。 便 是 说 世 尊 的 行 是 善 净， 遍 净 而 没 有 污 点 的。 是 什 么 行 
呢？ 便 是 圣 道。 世 尊 唯 以 此 圣 道 而 向 安 隐 的 方 所 没 有 执 著 的 行， 所 以 说： 
“善 净 故 为 善 逝”。  

善 妙 处 行 —— 即 在 不 死 的 涅 槃 中 行， 所 以 亦 说 “善 妙 处 行， 故 为 善 
逝”。  

由 于 各 种 的 行， 已 经 断 了 的 烦 恼 不 会 再 转 来 的 为 正 行。 即 如 《大 义 疏》 
所 说： “在 须 陀 洹 道 所 断 的 烦 恼， 而 那 些 烦 恼 便 不 会 再 转 来， 故 为 善 逝 …… 
在 阿 罗 汉 道 所 断 的 烦 恼， 而 那 些 烦 恼 便 不 会 转 来 的， 故 为 善 逝”。 或 者 说： 
自 从 在 燃 灯 佛 的 足 下 获 得 授 记 以 来， 直 至 在 菩 提 座 上 而 成 正 觉， 总 共 完 成 
了 三 十 波 罗 蜜【15】 的 正 行 而 给 与 一 切 世 间 的 利 益 与 快 乐， 不 作 常 见， 断 见， 
欲 乐， 苦 行 等 的 极 端 行 为， 故 为 正 行。 所 以 说 “正 行 故 为 善 逝”。  

他 又 是 正 语 的， 即 是 说 在 适 当 的 场 合 而 说 妥 当 的 话， 所 以 说 “正 语 故 
为 善 逝”。 这 里 有 经【16】 为 例： “如 来 知 道 那 些 是 不 实 不 真 无 有 利 益 的 话， 且 
为 他 人 不 喜 而 不 适 意 的， 如 来 便 不 说 那 样 的 话。 如 来 又 知 道 那 些 是 实 是 真 
但 无 利 益 的 话， 且 为 他 人 不 喜 而 不 适 意 的， 如 来 也 不 说 那 样 的 话。 [204] 如 
来 知 道 那 些 是 实 是 真 而 给 与 利 益 的 话， 但 为 他 人 所 不 喜 不 适 意 的， 加 来 知 
道 时 节 因 缘 成 熟 才 说 那 样 的 话。 如 来 知 道 那 些 不 实 不 真 无 有 利 益 的 话， 但 
为 他 人 所 喜 与 适 意 的， 如 来 亦 不 说 那 样 的 话。 又 如 来 知 道 那 些 是 实 是 真 但 
无 利 益 的 话， 然 为 他 人 所 喜 及 适 意 的， 如 来 也 不 说 那 样 的 话。 如 来 知 道 那 
些 是 实 是 真 而 给 与 利 益 的 话， 又 为 他 人 所 喜 欢 及 适 意 的， 如 来 知 道 那 是 适 
当 的 时 候， 才 说 那 样 的 话”。 当 知 这 是 “正 语 故 为 善 逝”。  

㈤ （世 间 解） 完 全 了 解 世 间， 故 为 “世 间 解”。 即 世 尊 依 自 性， 依 集 
因， 依 灭， 依 灭 的 方 便 而 普 遍 了 知 通 达 于 世 间。 即 如 所 说【17】

： “贤 者， 我 决 
不 说 由 于 步 行 而 能 知 能 见 得 达 那 世 界 的 边 际 不 生 不 老 不 死 不 亡 不 再 生 起 的 
地 方。 贤 者， 我 亦 不 说 不 能 得 到 世 间 的 边 际 苦 痛 的 尽 终。 然 而 贤 者， 我 却 宣 
示 即 在 这 有 想 有 意 而 仅 一 寻 的 身 体 之 内 的 世 间 与 世 间 的 集 因 世 间 的 灭 及 至 
世 间 之 灭 的 道。  

决 非 步 行  
得 达 世 间 的 终 点，  
亦 非 不 可 能 到 达  
世 间 的 边 缘、 苦 痛 的 解 脱。  
所 以 只 有 那 善 慧 的 世 间 解  
住 梵 行 而 行 于 世 间 的 终 点，  
寂 静 者 既 然 知 道 了 世 间 的 边 缘，  
不 更 希 求 于 此 世 间， 他 世 间”。  

又 有 三 世 间： 行 世 间， 有 情 世 间， 空 间 世 间。  

                                                 
【15】“三 十 波 罗 蜜” (tiṁsapārami), 即 十 波 罗 蜜， 十 近 波 罗 蜜 (upapārami), 十 第 一 义 波 

罗 蜜 (paramatthapārami)。 
【16】 M.I, 395. 
【17】 S.I, 61; A.II,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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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中【18】 说 的 “一 世 间： 即 一 切 有 情 依 食 而 住” 的 地 方， [205] 当 知 为 “行 
世 间”。 说 到【19】 “世 间 常 住 或 非 常 住” 的 地 方 为 “有 情 世 间”。  

 “ 日 月 的 运 行，  
光 明 所 照 的 地 方，  
这 样 一 千 倍 的 世 间，  
是 你 的 威 力 所 及”

【20】
。  

在 这 里 是 说 的 “空 间 世 间”。 那 样 的 三 世 间， 世 尊 完 全 了 解。  

⑴ （行 世 间） 即 是 那 里 的【21】 “一 世 间， 是 一 切 有 情 依 食 而 住。 二 世 间， 
是 名 与 色。 三 世 间， 是 三 受。 四 世 间， 是 四 食。 五 世 间， 是 五 取 蕴。 六 世 
间， 是 六 内 处。 七 世 间， 是 七 识 住。 八 世 间， 是 八 世 间 法。 九 世 间， 是 九 有 
情 居。 十 世 间， 是 十 处， 十 二 世 间， 是 十 二 处。 十 八 世 间， 是 十 八 界”。 这 
些 “行 世 间”， 世 尊 完 全 了 解。  

⑵ （有 情 世 间） 其 次 他 知 道 一 切 有 情 的 意 欲， 知 其 随 眠， 知 其 习 性， 知 
其 胜 解， 及 知 诸 有 情 的 少 垢， 多 垢， 利 根， 饨 根， 善 的 行 相， 恶 的 行 相， 易 
教 化 的， 难 教 化 的， 有 能 力 的， 无 能 力 的。 他 对 所 有 的 “有 情 世 间” 亦 完 全 
知 解。  

⑶ （空 间 世 间） 如 对 有 情 世 间 一 样， 亦 知 空 间 世 间。 便 是 他 知 道 一 轮 围 
世 界 的 纵 横 各 有 一 百 二 十 万 三 千 四 百 五 十 由 旬， 其 周 围 则 为：  

一 切 周 围 有 三 百 六 十 万  
又 一 万 三 百 五 十 的 由 旬。  

此 中：  

说 大 地 的 厚 数，  
有 二 十 四 万 由 旬。  

支 持 大 地 的 水：  

安 立 于 风 中 的 水，  
有 四 十 八 万 由 旬 的 深 度。  

水 的 支 持 者： [206] 

上 升 于 虚 空 的 风，  
有 九 十 万  
又 六 万 由 旬。  
世 间 的 建 立 成 功。  

在 世 间 的 安 立 中：  

诸 山 最 高 的 苏 迷 卢，  
深 入 大 海 的 部 分  
与 超 出 水 面 的 相 同，  
各 有 八 万 四 千 由 旬。  

                                                 
【18】 A.V, 50, 55. 
【19】 M.I, 427. 
【20】 M.I, 328; A.I, 227. 
【21】 Pṭs.I,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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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有 逾 健 达 罗， 伊 沙 驮 罗，  
竭 地 洛 迦， 苏 达 舍 那，  
尼 民 达 罗， 毗 那 怛 迦，  
頞 湿 羯 拿 等 的 大 山；

【22】  

它 们 的 入 海 和 高 出 水 面，  
自 那 苏 迷 卢 的 数 量  
次 第 一 半 一 半 的 低 下 来，  
上 面 还 有 种 种 天 宝 的 庄 严。  

在 苏 迷 卢 的 外 面，  
围 绕 着 七 重 大 山，  
为 四 大 无 王 的 住 所，  
又 栖 息 著 诸 天 与 夜 叉。  

雪 山 之 高，  
五 百 由 旬，  
三 千 由 旬 的 纵 横，  
严 以 八 万 四 千 的 奇 峰。  

一 株 称 为 奈 迦 的 阎 浮 树，  
它 的 身 干 的 周 围 十 五 由 旬，  
周 围 干 枝 的 长 度 五 十 由 旬，  
伸 展 的 直 径 和 高 度  
同 样 的 一 百 由 旬。  
阎 浮 洲 便 因 那 树 的 巨 大 而 得 名。  

和 阎 浮 树 一 样 大 的 树 有： 阿 修 罗 的 基 脱 罗 巴 答 利 树， 迦 楼 罗 的 胜 跋 利 
树， 西 俱 耶 尼 洲 （西 牛 货 洲） 的 迦 藤 跋 树， 北 俱 卢 洲 的 劫 波 树， 东 毗 提 诃 洲 
（东 胜 身 洲） 的 西 利 娑 树， 三 十 三 天 （忉 利 天） 的 巴 利 却 答 迦 树。 所 以 古 人 
说：  

巴 答 利 树， 胜 跋 利 树， 阎 浮 树，  
诸 天 的 巴 利 却 答 迦 树，  
迦 藤 跋 树， 劫 波 树，  
以 及 第 七 的 西 利 娑 树。  

轮 围 山，  
围 住 全 世 界，  
深 入 海 底 和 超 出 水 面 的 相 同，  
各 有 八 万 二 千 由 旬。  

                                                 
【22】逾 健 达 罗 (Yugandhara——持 双 山)， 伊 沙 驮 罗 （Isadhara—— 持 轴 山）， 竭 地 洛 迦 

（Karavīka—— 郭  公  山），  苏  达  舍  那  （Sudassana——善  见  山），  尼  民  达  罗 
（Nemindhara—— 持 边 山）， 毗 那 但 迦 （Vinataka—— 象 鼻 山）， 頞 湿 羯 拿 
（Assakaṇṇa—— 马 耳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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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在 世 界 之 中 的 月 轮， 四 十 九 由 旬， 日 轮 五 十 由 旬， 三 十 三 天 一 万 由 旬， 
阿 修 罗 天， 阿 鼻 大 地 狱， 阎 浮 洲 也 一 样 大。 西 俱 耶 尼 洲 七 千 由 旬， 东 毗 提 诃 
洲 也 一 样 大。 北 俱 卢 洲 八 千 由 旬。 一 一 大 洲 各 有 五 百 小 岛 围 绕 着。 这 样 的 
一 切 为 一 轮 围 山， 于 一 个 世 界 之 内。 在 世 界 与 世 界 的 中 间 是 地 狱。 如 是 有 
无 限 的 轮 围 山， 无 限 的 世 界， 世 尊 以 他 无 限 的 佛 智 都 能 了 解 通 达。 因 为 他 
这 样 完 全 了 解 空 间 世 间， 所 以 说 “遍 知 世 间 为 世 间 解”。  

㈥ （无 上 士 ） 因 为 他 自 己 的 德 更 无 超 胜 之 人， 故 以 无 过 于 他 之 上 者 为 
“无 上 士”。 即 是 他 的 戒 德 为 一 切 世 间 最 胜， 而 定、 慧、 解 脱 及 解 脱 知 见 之 
德 亦 然。 亦 即 是 说， 他 的 戒 德 是 无 有 相 等 的， 与 无 等 者 相 等 的， 无 比 的， 无 
对 敌 的 …… 乃 至 解 脱 知 见 之 德 亦 然， 即 所 谓【23】

： “我 实 不 见 于 天 界， 魔 
界 …… 乃 至 天 人 众 可 以 比 较 我 的 戒 德 圆 满 的”。 又 如 《最 上 信 乐 经》

【24】 等 及
【25】 “我 实 无 有 师” 等 颂 的 详 细 解 说。  

㈦ （调 御 丈 夫） 他 能 御 其 应 调 御 的 丈 夫 为 “调 御 丈 夫”， 调 御 即 调 伏 的 
意 思。 应 调 御 的 丈 未 是 说 未 调 御 而 当 调 御 的 畜 生 丈 夫、 人 类 丈 夫 及 非 人 类 
的 丈 夫。 即 如 世 尊 曾 经 调 伏 阿 钵 罗 （无 苗） 龙 王【26】

， 周 罗 达 罗 （小 腹） 龙 
王， 摩 诃 达 罗 （大 腹） 龙 王， 阿 伽 西 柯 （火 焰） 龙 王， 陀 摩 西 柯 （烟 焰） 龙 
王， 阿 罗 梵 楼 龙 王【27】 及 达 那 波 罗 （财 护） 象【28】 等 的 畜 生， 令 他 们 无 毒 而 皈 
依 住 戒， 又 以 种 种 的 调 御 方 便 而 调 伏 萨 遮 尼 干 子【29】

， 庵 跋 吒 学 童【30】
， [208] 

波 伽 罗 娑 帝【31】
， 沙 那 滕 达 （种 德 婆 罗 门）

【32】
， 俱 答 滕 答【33】 等 的 人 类， 及 阿 

罗 婆 迦 夜 叉， 苏 吉 罗 曼 （针 毛） 夜 叉， 客 勒 罗 曼 （粗 毛） 夜 叉【34】
， 帝 释 天 王

【35】 等 的 非 人。 又 如【36】 “鸡 尸， 我 以 柔 调 伏 诸 丈 夫， 亦 以 刚 调 伏 及 以 柔 与 刚 
而 调 伏” 等 的 经 文 亦 可 引 例 于 此。  

世 尊 对 于 戒 清 净 之 人 等， 初 禅 等， 须 陀 洹 等 已 经 调 御 的 人， 亦 为 说 向 
上 之 道 的 行 道 而 更 调 御 之。  

或 者 以 “无 上 士 调 御 丈 夫” 为 一 句 的 意 义。 因 为 世 尊 的 调 御 一 切 丈 夫， 
能 使 于 一 跏 趺 坐 趋 向 八 方 而 不 执 着， 所 以 说 “无 上 士 调 御 丈 夫”。 如 “诸 比 
丘， 当 调 御 的 象 由 调 象 师 调 御 可 走 一 方” 等 的 经 文【37】 可 以 引 例 于 此。  

                                                 
【23】 S.I, 139. 《杂 阿 含》 一 一 八 八 经 （大 正 二 · 三 二 二 a）。 
【24】最 上 信 乐 经 (Aggappasāda-Sutta) A.II, 34. 《增 一 阿 含》 卷 十 二 （大 正 二 · 六 ○ 一 c） 

相 等。 
【25】 M.I,171; Vin.I, 8. 
【26】 Divyā. 248, 385; Mhv. 30, 84. 
【27】 Mhb.V, 113. 
【28】 Vin.II, 19Of; cf. Jāt.I, 66; Mil. 207, 349, 410. 
【29】 M.I, 227f. 
【30】 D.I, 87f. 
【31】 Ibid. 109f; Sn.III, 9. 
【32】 D.I, 111f. 
【33】 Ibid. 127f. 
【34】 S.I, 213, 207; Sn.I, 10; II, 5. 
【35】 D.II, 263f. 
【36】 A.II, 112. 《杂 阿 含》 九 二 三 经 （人 正 二 · 二 二 四 c）。 
【37】 M.III,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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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天 人 师） 以 现 世， 来 世 及 第 一 义 谛 而 适 应 的 教 诲， 故 为 “师”。 又 
如 “商 队” 故 为 “师”。 世 尊 如 商 队 的 首 领。 譬 如 商 队 的 首 领 引 导 诸 商 队 度 
过 沙 漠 的 难 处， 度 过 盗 贼 的 危 险 地 带， 度 过 野 兽 的 恶 劣 处 所， 度 过 饥 饿 的 
困 难， 度 过 无 水 的 难 处， 如 是 令 度 种 种 难 处 得 达 安 稳 的 地 方； 世 尊 为 师！ 为 
商 队 之 主， 令 诸 有 情 度 诸 难 所， 度 生 的 难 所 等 的 意 义， 可 为 这 里 的 解 释。  

“天 人” 即 天 与 人。 这 仅 限 于 最 超 胜 的 诸 天 及 最 有 才 能 的 人 而 说。 然 世 
尊 亦 能 教 诲 诸 畜 生 故 为 师。 他 们 因 闻 世 尊 说 法 为 成 就 道 果 的 近 依 因， 由 于 
这 有 力 的 因 缘 成 就， 在 第 二 生 或 第 三 生 便 有 证 得 道 果 之 分。 例 如 蛙 天 子【38】 
等。  

据 说： 一 次 世 尊 在 伽 伽 罗 池 畔 为 瞻 波 市 的 住 民 说 法， 当 时 有 一 只 青 蛙 
正 在 听 取 世 尊 的 声 相， [209] 不 料 一 位 牧 牛 的 人 无 意 地 把 他 的 杖 拄 在 青 蛙 的 
头 上 及 凭 杖 而 立， 青 蛙 即 在 那 时 命 终， 以 闻 法 功 德 而 生 三 十 三 天 的 十 二 由 
旬 的 黄 金 宫 中。 它 好 象 从 梦 中 醒 来 一 样， 看 见 那 里 的 一 群 天 女 围 绕 着 自 
己， “喂！ 我 也 生 到 这 里 吗？ 我 曾 做 些 什 么 善 业 呢”？ 这 样 审 察 之 后， 除 了 
听 取 世 尊 的 声 相 以 外， 没 有 看 见 别 的 德 业。 所 以 他 即 刻 与 他 的 宫 殿 同 来 世 
尊 的 地 方， 以 头 礼 足。 世 尊 知 而 问 道：  

有 神 变 可 赞 的 光 辉，  
带 着 优 美 的 颜 色，  
照 耀 一 切 的 方 向，  
是 谁 礼 我 的 两 足？  

（答）：  

我 的 前 生 呀！  
是 水 栖 动 物 的 青 蛙，  
听 你 说 法 的 时 候，  
给 牧 牛 的 人 杀 了 啊！  

世 尊 对 他 说 法 已， 有 八 万 四 千 的 生 物 获 得 法 现 观。 蛙 天 子 亦 得 须 陀 洹 果， 
微 笑 而 去。  

㈨ （佛） 以 他 的 解 脱 究 竟 智 业 已 觉 悟 一 切 所 应 知 的， 故 为 “佛”。 或 者 
以 自 己 觉 悟 四 谛， 亦 令 其 他 有 情 觉 悟， 以 此 等 理 由 故 称 为 “佛”。  

又 曾 示 知 此 义： “觉 谛 故 为 佛， 令 人 觉 故 为 佛”， 这 样 的 说 法， 在 一 切 
义 疏【39】 及 《无 碍 解 道》

【40】 的 解 说 相 同。  

㈩ （世 尊） 这 是 与 德 之 最 胜， 一 切 有 情 之 最 上， 尊 敬 之 师 是 同 义 语， 所 
以 古 人 说：  

世 尊， 是 说 他 最 胜，  
世 尊， 是 说 他 最 上，  
那 值 得 尊 敬 的 师，  
才 称 他 世 尊。  

                                                 
【38】 V.V. 49; V.V.A. 209. 
【39】 Nidd. 457. 
【40】 cf. Pṭs.I,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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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有 四 种 名： 即 依 位 的， 依 特 相 的， 依 原 因 的， 随 意 而 起 的。 “随 意 
起”， [210] 是 说 依 世 间 的 名 言 随 意 取 名 的。 如 说 犊 子， 应 调 御 的 牛 （青 年 
牛）、 耕 牛 （成 年 牛）， 此 等 是 依 位 为 名 的。 如 说 有 杖 的， 有 伞 的， 有 冠 的 
（孔 雀）， 有 手 的 （象） 此 等 是 依 特 相 为 名 的， 如 说 三 明 者， 六 通 者 等， 是 
依 原 因 为 名 的。 如 说 多 幸 运 者， 多 财 者 等， 并 未 考 虑 此 等 的 字 义 而 起 的， 这 
便 是 随 意 而 起 的 名。 而 此 世 尊 的 名 是 依 据 原 因 的， 所 以 说 此 名 不 是 摩 诃 摩 
耶 夫 人， 不 是 净 饭 大 王， 不 是 八 万 亲 戚 所 作， 也 不 是 帝 释、 睹 史 多 等 的 殊 胜 
诸 天 所 作。 法 将 （舍 利 弗） 曾 这 样 说【41】

： “世 尊 这 个 名 字 不 是 母 亲 作 的 …… 
是 解 脱 之 后 得 的， 此 乃 诸 佛 世 尊 在 菩 提 树 下 证 得 一 切 知 智 之 时 共 同 获 得 的 
名 称”。 而 此 世 尊 之 名 是 依 诸 功 德 的 原 因， 为 说 明 此 等 功 德 而 说 此 颂：  

具 足 一 切 的 祥 瑞，  
受 用 适 当 的 住 所 与 法 宝，  
具 诸 功 德 分，  
分 别 种 种 的 道 果， 及 破 了 烦 恼，  
值 得 尊 重 而 吉 祥，  
修 习 了 种 种 的 修 法，  
到 达 了 有 的 边 方，  
故 得 世 尊 的 称 号。  

以 上 各 句 的 意 义， 当 知 以 《义 释》
【42】 中 所 说 的 方 法 来 解 释， 这 里 更 以 别 的 

方 法 来 说 明：  

具 足 吉 祥， 破 （了 恶），  
万 德 相 应， 而 分 别，  
修 习， 而 不 在 有 中 徘 徊，  
故 名 为 世 尊。  

在 这 里 应 用 增 加 一 个 字 母 和 更 换 字 母 等 的 语 源 学 的 特 相， 并 采 取 萨 陀 那 耶 
或 比 沙 陀 罗【43】 的 文 法 之 故， 所 以 虽 然 说 他 具 有 生 起 世 间 出 世 间 之 乐 而 得 达 
彼 岸 的 施 戒 等 的 吉 祥 之 德， 本 应 说 为 “具 吉 祥” 的， 但 说 他 为 “世 尊”

【44】
。  

其 次 他 已 破 了 贪、 瞋、 痴、 颠 倒 作 意， 无 惭、 无 愧、 忿、 恨、 覆、 恼、 
嫉、 悭、 谄 （诈）、 诳、 强 情 （顽 迷）、 激 情 （急 躁）、 慢、 过 慢、 骄、 放 逸、 
爱、 无 明、 三 不 善 根、 三 恶 业、 （爱 等 三） 杂 染、 （贪 等 三） 垢、 [211] （欲 等 
三） 不 正 想， （欲 等 三） 寻、 （爱 见 慢 三） 戏 论、 （常 乐 我 净） 四 种 颠 倒、 
（欲、 有、 见、 无 明 四） 漏、 （贪、 瞋、 戒 禁 取、 见 取 四） 系、 （欲、 有、 见、 
无 明 四） 暴 流 及 四 轭、 （欲、 瞋、 痴、 恐 怖 四） 恶 趣、 （四 资 具 的） 爱 取、 
（欲、 见、 戒 禁、 我 见 四） 取【45】

、 五 种 心 的 荒 秽 （疑 佛、 疑 法、 疑 僧、 疑 学 
处、 抱 怨 同 梵 行 者）、 五 缚 （欲 缚、 身 缚、 色 缚、 恣 意 食 睡、 求 天 界 而 行 梵 
行 者）、 五 盖、 （色 等 五） 欢 喜、 六 种 诤 根、 六 爱 身、 七 随 眠、 八 邪 性 （与 八 
正 道 相 反 的）、 九 爱 根、 十 不 善 业 道、 六 十 二 见、 百 八 爱 行 类、 一 切 的 不 
安、 热 恼、 百 千 的 烦 恼。 或 者 略 而 言 之 破 了 烦 恼、 蕴、 行、 天 子、 死 的 五 
                                                 
【41】 Pṭs.I, 174, Nid. 143, 458. 
【42】 Nid. 142, 466. 
【43】萨 陀 那 耶 (Saddanaya), 比 沙 陀 罗 (Pisodara)。 
【44】具 吉 祥 (Bhāgyavā), 世 尊 (Bhagavā)。 
【45】原 本 只 有 爱 取 (taṇhupādāna), 锡 兰 字 母 本 作 tanthupādupādāna, 故 加 一 “取”。 

 



    125         

魔； 所 以 虽 然 因 他 已 经 破 了 此 等 一 切 危 险， 本 应 说 为 “破 坏 的”
【46】

， 但 是 说 
他 为 “世 尊”。 故 如 是 说：  

破 了 贪， 破 了 瞋，  
破 了 痴 而 无 漏，  
破 了 一 切 的 恶 法，  
故 名 为 世 尊。  

以 “具 吉 祥” 是 说 明 他 的 百 福 特 相 的 色 身 成 就， 以 “破 恶” 是 说 明 他 的 
法 身 成 就。 如 是 （具 吉 祥 与 破 恶） 是 说 明 为 世 人 及 巧 智 人 之 所 尊 敬， 为 在 家 
及 出 家 者 之 所 亲 近， 能 令 亲 近 他 的 人 除 去 身 心 的 痛 苦， 为 财 施 及 法 施 的 饶 
益 者， 及 说 明 可 与 世 间 与 出 世 间 的 快 乐。  

其 次 于 世 间 的 自 在、 法、 名 声、 福 严、 欲、 精 勤 的 六 法 而 应 用 “有 德” 
之 语。 于 世 尊 的 自 心 中 有 最 胜 的 “自 在”， 或 者 有 变 小 变 大 等 （八 自 在） 为 
世 间 所 称 许 的 一 切 行 相 圆 满， “法” 是 世 间 法， 有 通 达 三 界 证 得 如 实 之 德 而 
极 遍 净 的 “名 声”。 佛 的 色 身， 一 切 相 好 圆 满 的 四 肢 五 体， 能 令 热 心 的 人 眼 
见 而 心 生 欢 喜 为 “福 严”。 佛 的 一 切 自 利 利 他 的 希 求， 悉 能 随 其 所 欲 而 完 
成， 故 称 遂 欲 成 就 为 “欲”。 成 为 一 切 世 间 所 尊 敬 的 原 因 的 正 精 进， 称 为 
“精 勤”。 所 以 以 此 等 “诸 德 相 应” —— 亦 即 是 他 有 德 之 义 而 称 “世 尊”。  

其 次 以 善 等 的 差 异 分 别 一 切 法， 或 分 别 蕴、 处、 界、 谛、 根、 缘 起 等 善 
法， [212] 或 以 逼 恼、 有 为。 热 恼、 变 易 之 义 而 分 别 苦 圣 谛， 以 增 进、 因 缘、 
结 缚、 障 碍 之 义 而 分 别 集 谛， 以 出 离、 远 离、 无 为、 不 死 之 义 而 分 别 灭 谛， 
以 引 出、 因、 见、 增 上 之 义 而 分 别 道 谛。 “分 别” 即 分 别 开 示 演 说 的 意 思。 
所 以 虽 应 说 “分 别 的”

【47】
， 但 是 说 “世 尊”。  

其 次 佛 陀 修 习、 习 行、 多 作 天 住、 梵 住、 圣 住， 身、 心 与 执 着 的 远 离， 
空、 无 愿、 无 相 三 解 脱， 及 其 他 一 切 世 间 出 世 间 的 上 人 法， 所 以 应 说 “修 习 
的”

【48】
， 但 是 说 “世 尊”。  

其 次 佛 陀 曾 经 舍 离 于 三 有 中 而 称 为 爱 的 旅 行， 所 以 本 应 说 “有 中 舍 离 
旅 行 者” （bhavesuvantagamana）， 但 现 在 取 有 （bhava） 的 婆 （bha） 字， 取 旅 
行 （gamana） 的 伽 （ga） 字， 取 舍 离 （vanta） 的 梵 （va） 字， 再 将 阿 （a） 变 
成 长 音 的 阿 （ā）， 故 称 “世 尊” （Bhagavā）。 正 如 世 间 中 本 应 说 “女 子 隐 
（mehanassa） 处 （khassa） 的 花 环 （mālā）”， 但 是 （取 me + kha + lā） 说 “金 
腰 带” （mekhalā）。  

（佛 随 念 的 修 法 及 功 德 等） “依 照 此 等 理 由 而 世 尊 为 阿 罗 汉” …… 乃 至 
“依 此 等 理 由 为 世 尊”， （瑜 伽 者） 象 这 样 的 随 念 佛 陀 之 德， 此 时 则 无 被 贪 
所 缠 之 心， 无 被 瞋 所 缠 之 心， 及 无 被 痴 所 缠 之 心， 他 的 心 是 只 缘 如 来 而 正 
直 的。 因 他 这 样 没 有 了 贪 等 所 缠， 故 镇 伏 五 盖， 因 向 于 业 处， 故 他 的 心 正 
直， 而 起 寻 伺 倾 于 佛 德； 佛 德 的 随 寻 随 伺 而 喜 生 起， 有 喜 意 者 由 于 喜 的 足 
处 （近 因） 而 轻 安， 不 安 的 身 心 而 得 安 息； 不 安 的 得 安， 则 亦 得 生 起 身 心 二 
乐； 有 乐 者 以 佛 德 为 所 缘 而 得 心 定 （心 一 境 性）； 在 这 样 次 第 的 一 刹 那 中 生 
                                                 
【46】破 坏 的 (bhaggavā),世 尊 (Bhagavā)。 
【47】分 别 的 (vibhattavā), 世 尊 (Bhagavā)。 
【48】修 习 的 (bhattavā), 世 尊 (Bhagav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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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了 五 禅 支【49】
。 因 为 佛 德 甚 深 或 因 倾 向 于 种 种 佛 德 的 随 念， 故 不 证 安 止 

定， 只 得 近 行 之 禅。 此 禅 是 依 于 随 念 佛 德 而 生 起， 故 称 佛 随 念。  

其 次 勤 于 佛 随 念 的 比 丘， 尊 敬 于 师， 顺 从 于 师， 得 至 于 信 广 大、 念 广 
大、 慧 广 大 及 福 广 大， 并 得 多 喜 悦， 克 服 怖 畏 恐 惧， [213] 而 安 忍 于 苦 痛， 及 
得 与 师 共 住 之 想， 且 因 他 的 身 中 常 存 佛 德 随 念， 所 以 他 的 身 体 亦 如 塔 庙 一 
样 的 值 得 供 养， 又 因 他 的 心 向 佛 地， 纵 有 关 于 犯 罪 的 对 象 现 前， 而 他 亦 能 
如 见 师 而 生 惭 愧。 他 虽 然 不 通 达 上 位 （近 行 以 上）， 但 来 世 亦 得 善 趣。  

真 实 的 善 慧 者，  
应 对 于 如 是  
有 大 威 力 的 佛 随 念，  
常 作 不 放 逸 之 行。  

先 详 论 佛 随 念 一 门。  

     

希 望 修 习 法 随 念 的 人， 亦 宜 独 居 静 处 禅 思【50】
： “法 是 世 尊 ㈠ 善 说， ㈡ 

自 见， ㈢ 无 时 的， ㈣ 来 见 的， ㈤ 引 导 的， ㈥ 智 者 各 自 证 知 的”， 这 样 的 教 法 
或 九 种 出 世 间 法【51】 的 功 德 应 当 随 念。  

㈠ “善 说” 这 一 句 是 收 摄 教 法 （及 出 世 间 法） 的， 其 他 （五 句） 仅 摄 于 
出 世 间 法。  

先 就 教 法 说： ⑴ 初 中 后 善 之 故， ⑵ 说 明 有 义 有 文 完 全 圆 满 遍 净 的 梵 行 
之 故 为 “善 说”。  

⑴ （初 中 后 善） 世 尊 虽 仅 说 一 偈， 也 是 全 部 善 美 的 法， 所 以 那 偈 的 第 一 
句 为 初 善， 第 二 第 三 句 为 中 善， 末 句 为 后 善。 如 果 只 有 一 个 连 结 的 经， 则 以 
因 缘 （序 分） 为 初 善， 结 语 （流 通 分） 为 后 善， 其 余 的 （正 宗 分） 为 中 善。 若 
有 许 多 连 结 的 经， 则 以 第 一 连 结 为 初 善， 最 后 的 连 结 为 后 善， 其 余 的 为 中 
善。 亦 以 因 缘 生 起 的 事 由 为 初 善， 为 顺 适 诸 弟 子 而 说 不 颠 倒 之 义 及 因 与 喻 
相 应 的 为 中 善， 令 诸 听 众 闻 而 生 信 的 及 结 语 为 后 善。 全 部 教 法 自 己 的 要 义 
的 戒 为 初 善， 止、 观、 道、 果 为 中 善， 涅 槃 为 后 善。 或 者 以 戒 与 定 为 初 善， 
[214] 止 观 与 道 为 中 善， 果 与 涅 槃 为 后 善。 （又 于 三 宝 中） 佛 的 善 觉 性 为 初 
善， 法 的 善 法 性 为 中 善， 僧 的 善 行 道 性 为 后 善。 又 闻 佛 法， 如 法 行 道。 得 证 
等 正 菩 提 为 初 善， 证 辟 支 菩 提 为 中 善， 证 声 闻 菩 提 为 后 善。 又 闻 此 法 而 得 
镇 伏 五 盖， 故 亦 以 闻 而 得 善 为 初 善， 行 道 之 时 取 得 止 观 之 乐， 故 亦 以 行 道 
得 善 为 中 善， 如 法 行 道 及 完 成 行 道 之 果 时， 取 得 那 一 如 的 状 态， 故 亦 以 取 
得 行 道 之 果 的 善 为 后 善， 这 是 依 教 法 的 初 中 后 善， 故 为 “善 说”。  

⑵ （有 义 有 文 等） 世 尊 说 的 法 是 说 明 教 梵 行 与 道 梵 行【52】 用 种 种 的 方 法 
说 其 教 法， 适 合 于 义 成 就 故 “有 义”， 文 成 就 故 “有 文”。 略 说、 释 明、 开 

                                                 
【49】禅 支 (jhānangāni) 即 指 寻、 伺、 喜、 乐、 定 （心 一 境 性） 五 种。 
【50】 D.II, 93; III, 5; A.I, 207; III, 285 等。 《杂 阿 含》 九 三 一 经 （大 正 二 · 二 三 八 a）。 
【51】九 种 出 世 间 法 (navavidha lokuttaradhamma) 即 四 向、 四 果 与 涅 槃。 
【 52 】“教  梵  行”  (sāsanabrahmacariya) 指  三  学  及  一  切  经  典  之  法，  “道  梵  行” 

（maggabrahmacariya） 指 圣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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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分 别、 阐 示、 叙 述， 是 义 与 句 的 结 合， 故 “有 义”， 教 法 的 字、 句、 文、 
文 相、 词 （语 原） 解 释 的 成 就， 故 “有 文”。 教 法 的 甚 深 之 义 及 甚 深 的 通 达 
为 “有 义”， 甚 深 的 教 法 及 甚 深 的 演 说 为 “有 文”。 得 达 义 无 碍 解 与 辩 说 无 
碍 解 故 为 “有 义”， 得 达 法 无 碍 解 及 词 无 碍 解 故 为 “有 文”。 是 智 者 所 知， 
为 考 察 者 所 欣 喜 故 “有 义”， 可 信 故， 为 世 间 的 人 所 欣 喜 故 “有 文”。 教 法 
有 甚 深 的 意 义， 故 “有 义”， 有 显 明 之 句 故 “有 文”。 一 切 圆 满 无 可 复 加， 
故 “完 全 圆 满”。 已 无 过 失【53】 无 可 复 除， 故 “遍 净”。  

亦 可 由 行 道 而 得 证 明， 故 “有 义”。 由 教 法 而 得 明 白 圣 教， 故 “有 
文”。 有 戒 （定、 慧、 解 脱、 解 脱 知 见） 等 五 法 蕴 相 应 故 “完 全 圆 满”。 没 有 
（见 慢 等） 随 烦 恼 故， 度 脱 轮 回 之 苦 故， 无 世 间 的 欲 望 故 “遍 净”。  

如 是 即 “说 明 有 义 有 文 完 全 圆 满 遍 净 的 梵 行” 为 “善 说”。  

⑶ 或 者 以 教 法 是 无 颠 倒 之 义， 故 善 （suṭṭhu） 与 说 （akkhāto） 为 善 说 
（svākkhāto）。 譬 如 其 他 外 道 的 法 义 是 颠 倒 的， 实 非 障 碍 法 [215] 而 他 说 为 障 
碍， 实 非 出 离 法 而 他 亦 说 为 出 离 法， 所 以 他 们 所 说 的 是 恶 说 法。 世 尊 的 法 
义 是 不 会 这 样 颠 倒 的， 不 会 超 越 违 背 “此 等 法 是 障 碍， 此 等 是 出 离 法” 等 所 
说 之 法 的。  

如 是 先 就 教 法 为 善 说。  

次 就 “出 世 间 法” 而 说 适 合 于 涅 槃 的 行 道， 及 适 合 于 行 道 的 涅 槃， 故 为 
善 说。 即 所 谓【54】

： “世 尊 对 诸 声 闻 善 示 通 达 涅 槃 的 行 道， 其 涅 槃 与 行 道 是 
符 合 的。 譬 如 恒 河 的 水 和 耶 牟 那 河【55】 的 水 相 会 合 流 一 样， 世 尊 对 诸 声 闻 善 
示 通 达 涅 槃 的 行 道， 其 涅 槃 和 行 道 也 是 这 样 合 流 的”。  

此 中 ⑴ 圣 道 是 不 采 取 二 极 端 而 从 中 道 的， 说 此 中 道 故 为 善 说。 ⑵ 诸 沙 
门 果 是 止 息 烦 恼， 说 此 烦 恼 的 止 息 故 为 善 说。 ⑶ 涅 槃 的 自 性 是 常 恒、 不 死、 
安 全 所、 皈 依 处 等， 说 常 恒 等 的 自 性 故 为 善 说。 如 是 依 出 世 间 法 亦 为 善 说。  

㈡ “自 见”
【56】 这 里 先 于 圣 道 自 己 的 相 续 而 令 无 贪， 故 由 圣 者 自 见 为 

“自 见”。 即 所 谓【57】
： “婆 罗 门， 为 贪 染 战 胜 而 夺 去 其 心 的， 则 思 恼 害 自 

己， 亦 思 恼 害 他 人， 及 思 恼 害 两 者， 同 时 心 亦 苦 受 忧 受。 若 舍 贪 时， 则 不 思 
恼 害 自 己， 亦 不 思 恼 害 他 人， 并 不 思 恼 害 两 者， 心 亦 不 会 有 苦 受 忧 受， 婆 罗 
门， 这 便 是 自 见 之 法。” [216] 

其 次 依 证 得 （四 向 四 果 及 涅 槃） 九 种 出 世 间 法 的 人， 他 们 不 是 依 照 别 
人 的 信 而 行， 而 是 各 各 依 其 观 察 智 自 见 的， 故 为 “自 见”。  

或 以 值 得 赞 叹 的 见 为 见； 依 见 而 征 服 烦 恼， 故 为 “见”。 此 中 ⑴ 于 圣 道 
依 相 应 正 见 而 征 服 烦 恼， ⑵ 于 圣 果 依 原 因 正 见， 及 ⑶ 于 涅 槃 依 所 缘 正 见 而 
征 服 一 切 烦 恼。 故 譬 如 以 车 战 胜 敌 人 的 为 车 兵， 如 是 因 见 九 种 出 世 间 法 而 
征 服 烦 恼， 故 为 “见”。  
                                                 
【53】“已 无 过 失” (niddosabhāvena), 底 本 niddesabhāvena 误。 
【54】 D.II, 223. 
【55】耶 牟 那 河 (Yamunā) 即 今 之 Jumnā。 
【56】“自 见” (sandiṭṭhika), 《解 脱 道 论》 “现 证”。 
【57】 A.I, 15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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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者 即 以 见 为 见 义， 因 值 得 见 故 为 “见”， 即 依 修 习 现 观 及 作 证 现 观
【58】 而 见 出 世 间 法， 击 退 轮 回 的 怖 畏。 譬 如 衣 服 值 得 着 故 着， 如 是 （出 世 间 
法） 值 得 见 故 “见”。  

㈢ 关 于 （学 人） 给 与 自 己 的 果 位 之 时 为 无 时， 无 时 即 为 “无 时 的”
【59】

。 

不 是 要 经 过 五 天 七 天 的 时 间， （圣 道） 才 给 圣 果 的， 就 是 说 在 自 己 发 生 
之 后 便 得 与 果 之 意。 或 者 要 经 过 长 时 期 方 能 给 与 自 己 的 果， 故 为 有 时 的。 
那 是 什 么？ 即 世 间 的 善 法。 （出 世 善 法） 即 在 圣 道 之 后 而 给 与 自 己 的 果， 故 
没 有 时 间 的 为 “无 时 的”。 所 以 （这 无 时 的 话） 是 专 指 圣 道 （给 与 圣 果） 说 
的。  

㈣ “这 是 来 见 之 法”， 因 为 值 得 这 样 说 来 看 的 话， 故 为 “来 见”， 为 什 
么 （出 世 法） 值 得 这 样 说 法 呢？ 的 确 存 在 故， 遍 净 故。  

譬 如 空 拳 之 内， 虽 说 有 金 钱 或 黄 金， 但 叫 人 来 看 是 不 可 能 的。 何 以 故？ 
的 确 不 存 在 故。 虽 有 存 在 之 物， 如 屎 尿 等， 而 说 这 是 很 可 爱 的， 但 欲 为 令 人 
心 喜 悦， 叫 他 来 看 是 不 可 能 的。 并 且 当 以 草 或 叶 来 遮 蔽 （屎 尿）。 何 以 故？ 
不 净 故。 这 九 种 出 世 间 法 是 本 来 存 在 的。 犹 如 空 中 出 了 云 翳 的 圆 满 的 月 
轮， 亦 如 放 在 黄 布【60】 上 的 宝 石 一 样 的 清 净； [217] 所 以 说 存 在 故， 遍 净 故， 
值 得 说 来 看 的 话 的 为 “来 见”。  

㈤ 当 引 进 故 为 “引 导 的”
【61】

。 其 义 的 决 择 如 次：  

引 近 为 引 导。 即 火 烧 自 己 的 衣 或 头 亦 可 置 之 不 理， 而 值 得 以 修 定 引 导 
出 世 法 于 自 心 中， 为 引 导 的。 这 是 说 从 事 于 有 为 的 出 世 间 法 （四 向 与 四 
果）。 若 是 无 为 的 涅 槃 则 值 得 以 自 心 引 进 为 引 导 的 —— 即 值 得 取 证 之 义。 或 
者 以 圣 道 为 引 导 者， 因 为 导 至 涅 槃 故。 以 果 与 涅 槃 为 引 导 者， 因 引 其 取 证 
故。 引 导 者 即 引 导 的。  

㈥ “智 者 各 自 证 知”
【62】 即 一 切 敏 智 （提 头 即 悟） 等 的 智 者。 当 各 各 自 

知： “我 修 道， 我 证 果， 我 证 灭”。 因 为 弟 子 是 不 能 依 赖 和 尚 所 修 之 道 而 断 
除 他 的 烦 恼 的， 不 能 享 受 他 的 和 尚 的 果 定 之 乐， 不 能 作 证 和 尚 所 证 的 涅 
槃。 所 以 出 世 法 是 不 应 如 看 别 人 的 头 饰 一 样。 当 于 自 己 的 心 中 见。 这 是 指 
智 者 的 实 证 而 说； 不 是 愚 者 的 境 界。  

（法 随 念 的 修 习 法 与 功 德 等） 此 法 为 善 说。 何 以 故？ 自 见 故； 又 因 无 时 
之 故 为 自 见； 可 说 来 见 之 故 为 无 时， 以 及 引 导 之 故 为 来 见。 瑜 伽 者 如 是 随 
念 善 说 等 类 的 达 摩 之 德， 那 时 则 无 被 贪 所 缠 之 心 ． 不 被 瞋 所 缠， 亦 不 被 痴 
所 缠； 而 他 的 心 是 只 缘 达 摩 而 正 直 的。 并 如 前 （佛 随 念） 所 述 的 同 样 方 法 而 
镇 伏 了 五 盖， 及 于 同 一 刹 那 中 生 起 了 五 禅 支。 因 为 达 摩 之 德 甚 深， 或 因 倾 

                                                 
【58】“修 习 现 观” (bhāvanābhisamaya) 是 见 道 法； “作 证 现 观” (sacchikiriyābhisamaya) 是 见 

涅 槃 法。 
【59】“无 时 的” (akālika), 《解 脱 道 论》 “无 时 节”。 
【60】“黄 布” (paṇḍukambala), 亦 可 作 黄 毛 毯； 又 是 一 种 做 帝 释 宝 座 所 用 的 美 石。 
【61】“引 导 的” (opanayika), 《解 脱 道 论》 “乘 相 应”。 
【62】“智 者 各 自 证 知” (paccattaṁ veditabba viññūhi), 《解 脱 道 论》 “智 慧 人 现 证 可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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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于 种 种 德 的 随 念， 故 不 证 安 止 定， 只 得 近 行 之 禅。 此 禅 是 依 于 随 念 达 摩 
的 德 而 生 起 的， 故 称 法 随 念。 [218] 

其 次 勤 于 法 随 念 的 比 丘 想： “演 说 如 是 引 导 的 法 及 具 足 此 等 德 支 的 
师， 除 了 世 尊 之 外， 我 实 在 过 去 世 未 见， 现 在 世 亦 未 得 见”， 因 他 如 是 见 于 
达 摩 之 德， 便 尊 敬 于 师， 顺 从 于 师， 尊 重 恭 敬 于 法， 得 至 于 广 大 的 信 等， 并 
成 多 喜 悦， 征 服 怖 畏 恐 惧 而 得 安 忍 于 苦 痛， 又 得 与 法 同 住 之 想， 且 因 他 的 
身 中 常 存 法 德 随 念， 所 以 他 的 身 体 亦 如 塔 庙 一 样 的 值 得 供 养， 又 因 他 的 心 
向 证 于 无 上 之 法， 纵 有 关 于 犯 罪 的 对 象 现 前， 而 他 亦 能 随 念 于 法 的 善 法 
性， 生 起 惭 愧。 他 虽 然 不 通 达 上 位， 但 来 世 亦 得 善 趣。  

真 实 的 善 慧 者，  
应 对 于 如 是  
有 大 威 力 的 法 随 念，  
常 作 不 放 逸 之 行。  

这 是 详 论 法 随 念 一 门。  

     

若 欲 修 习 僧 随 念 的 人， 当 独 居 静 处， 随 念 如 是 圣 僧 伽 的 功 德： “世 尊 的 
声 闻 众 是 善 行 道 的， 世 尊 的 声 闻 众 是 正 直 行 道 的， 世 尊 的 声 闻 众 是 真 理 行 
道 的， 世 尊 的 声 闻 众 是 正 当 行 道 的， 即 四 双 八 辈 的 世 尊 的 声 闻 众， 是 可 供 
养 者， 可 供 奉 者， 可 施 者， 可 合 掌 者， 为 世 间 无 上 的 福 田”。

【63】  

此 中 “善 行 道” （supaṭipanno）【64】 是 善 （suṭṭhu） 与 行 道 （paṭipanno） 的 
结 合， 即 指 正 道， 不 退 之 道， 随 顺 之 道， 无 故 之 道 的 行 道 而 言。 恭 敬 地 听 闻 
世 尊 的 训 示 教 诫， 故 为 “声 闻” （Sāvakā）。 声 闻 之 众 为 “声 闻 众”

【65】
， 便 是 

有 同 等 的 戒 和 见， [219] 而 集 体 生 活 的 声 闻 团 的 意 义。 其 次 那 正 道 亦 说 是 正 
直、 不 曲、 不 弯、 非 不 正 及 圣 与 真 理， 因 顺 当 故 名 正 当， 是 故 那 行 道 的 圣 
众， 亦 说 为 正 直 行 道， 真 理 行 道， 正 当 行 道。 此 中 在 圣 道 之 中 的 人， 因 他 们 
具 足 正 行 道 故 为 善 行 道； 在 圣 果 中 的 人， 因 为 由 于 正 道 而 证 得 其 当 证 的， 
这 是 依 照 关 于 过 去 的 行 道 为 “善 行 道”。 又 依 世 尊 善 说 的 法 与 律 而 行 道 故， 
依 可 靠 之 道 而 行 道 故， 为 “善 行 道”。 不 取 两 种 极 端 依 于 中 道 而 行 道 故， 舍 
弃 了 身 语 意 的 弯 曲 及 不 正 等 的 过 失 行 道 故， 为 “正 直 行 道”。 “真 理” 即 涅 
槃， 为 涅 槃 而 行 道， 故 为 “真 理 行 道”。 因 值 得 作 正 当 行 道 的 行 道， 故 为 
“正 当 行 道”

【66】
。  

“即” 是 即 为 此 等 之 意。 “四 双”， 依 双 数 来 说， 即 证 得 初 （须 陀 洹） 道 
者 及 证 得 （须 陀 洹） 果 者 为 一 双， 象 这 样 共 有 四 双。 “八 辈” 是 依 单 人 来 
说， 即 证 得 初 （须 陀 洹） 道 者 为 一， 初 果 者 为 一， 象 这 样 共 有 八 人。 在 此 句 
中 说 人 （purisa） 或 补 特 伽 罗 （puggala， 梵 文 pudgala） 同 是 一 义。 这 里 的 人 是 

                                                 
【63】 A.I, 208; II, 56; III, 286. D.II, 96f; III, 5, 《杂 阿 含》 九 一 三 经 （大 正 二 · 二 三 八 a）。 
【64】“善 行 道”， 《解 脱 道 论》 “善 修 行”。 
【65】“声 闻 众” （Sāvakasaṅgha）, 《解 脱 道 论》 “沙 门 众”。 
【66】“正  直  行  道”  (ujupaṭipanna)、  “真  理  行  道”  (ñāyapaṭipanna)、  “正  当  行  道” 

(sāmicipaṭipanna), 《解 脱 道 论》 “随 从 软 善”、 “随 从 如 法”、 “随 从 和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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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被 教 化 者 而 说。 “世 尊 的 声 闻 众”， 即 依 此 等 双 数 的 四 双 人， 或 依 单 独 的 
八 辈 补 特 伽 罗 为 世 尊 的 声 闻 众。  

“可 供 养 者”
【67】 等， 当 取 来 供 献 的 是 供 品， 亦 即 当 从 远 方 拿 来 布 施 具 

戒 者 之 物 的 意 思， 又 与 （饮 食、 衣 服、 卧 具、 医 药） 四 资 具 是 同 义 语。 因 为 
（声 闻 众 受 此 供 品） 能 令 施 者 得 大 果 报， 故 以 值 得 去 接 受 那 些 供 品 为 “可 供 
养 者”。 或 者 值 得 将 一 切 所 有 物 从 远 方 拿 来 此 处 供 献 为 可 供 献 的， 或 者 亦 
说 值 得 为 帝 释 等 所 供 养， 故 为 可 供 献 的， 象 诸 婆 罗 门 称 火 为 可 供 献 者， 因 
为 他 们 觉 得 如 是 供 祭， 可 以 得 大 果 报。 [220] 如 果 是 因 供 献 者 （施 者） 获 得 大 
果 为 可 供 献 者， 则 唯 有 僧 伽 为 可 供 献 者； 因 为 供 献 僧 伽 能 成 大 果 故。 即 所 
谓

【68】
： 

若 人 一 百 年，  
事 火 于 林 中，  
不 如 须 臾 间，  
供 养 修 己 者，  
彼 如 是 供 养，  
胜 祭 祠 百 年。  

这 一 句 在 其 他 部 派 （即 说 一 切 有 部） 用 “可 供 献 者” （āhavanīyo）， 此 部 （上 
座 部） 用 “可 供 养 者” （āhuneyyo）， 这 两 句 的 意 义 是 一 样 的， 不 过 文 句 稍 
有 一 点 不 同 而 已。 这 便 是 “可 供 养 者” 的 意 义。  

“可 供 奉 者”
【69】

， 从 四 方 八 面 而 来 的 亲 爱 悦 意 的 亲 戚 朋 友， 为 了 表 示 
敬 意 而 准 备 殷 勤 待 客 的 所 施 之 物 为 供 奉 物， 那 样 为 诸 客 人 所 设 置 之 物 是 适 
合 布 施 与 僧 伽 的， 而 僧 伽 领 受 它 也 相 宜。 实 无 尊 客 如 僧 伽， 因 为 僧 伽 仅 在 
一 佛 期 间【70】 可 见， 而 且 纯 一 无 杂， 具 备 令 人 敬 爱 的 （戒 等） 诸 法 故。 所 以 说 
供 奉 物 适 合 于 布 施 给 他 们， 及 他 们 亦 相 宜 去 领 受 供 奉 之 物 为 “可 供 奉 者”。 
在 别 部 （说 一 切 有 部） 的 圣 典 亦 用 “可 奉 献 者” （pāhavanīyo）， 那 便 是 说 僧 
伽 值 得 先 供， 故 以 最 先 当 拿 来 奉 献 僧 伽 为 “可 奉 献 者”， 或 以 最 先 值 得 奉 献 
为 “可 奉 献 者”。 所 以 那 个 字 和 上 座 部 所 说 的 “可 供 奉 者” （pāhuneyya） 是 
同 义 的。  

“可 施 者”
【71】 是 指 相 信 有 他 世 而 施 于 当 施 而 说。 值 得 施， 或 由 施 有 利， 

即 由 清 净 之 施 令 得 大 果， 故 为 “可 施 者”。  

值 得 受 彼 一 切 世 人 流 行 以 两 手 放 在 头 上 的 合 掌， 为 “可 合 掌 者”
【72】

。 

“世 间 无 上 的 福 田”
【73】

， 是 一 切 世 间 无 比 的 福 的 增 长 处。 譬 如 国 王 或 
大 臣 的 谷 或 麦 的 增 长 处， 称 为 国 王 的 谷 田 或 国 王 的 麦 田； 如 是 僧 伽 为 一 切 

                                                 
【67】“可 供 养” (āhuneyya), 《解 脱 道 论》 “可 请”。 
【68】 Dhp.V,107. 
【69】“可 供 奉 者”， 《解 脱 道 论》 “可 供 养”。 
【70】“一 佛 期 间” (ekabuddhantara) 是 指 一 佛 的 教 法 住 世 的 期 间。 
【71】“可 施 者” (dakkhiṇeyya), 《解 脱 道 论》 “可 施”。 
【72】“可 合 掌 者” (añjalikaraṇīya), 《解 脱 道 论》 “可 恭 敬”。 
【73】“世 间 无 上 的 福 田” (anuttaraṁ puññakkhetaṁ lokassa), 《解 脱 道 论》 “无 上 世 间 福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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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间 的 诸 福 增 长 处， 因 依 僧 伽， 而 一 切 世 间 的 利 益 安 乐 等 诸 福 增 长， 故 僧 
伽 是 “世 间 无 上 的 福 田”。  

（僧 随 念 的 修 法 与 功 德） 如 是 随 念 善 行 道 等 的 僧 德， [221] 那 时 则 无 被 
贪 所 缠 之 心， 无 瞋 所 缠 及 无 被 痴 所 缠 之 心； 而 他 的 心 是 只 缘 僧 伽 而 正 直 
的。 并 如 前 （佛 随 念） 所 述 的 同 样 方 法 而 镇 伏 了 五 盖， 及 于 同 一 刹 那 中 生 起 
了 五 禅 支。 因 为 僧 伽 之 德 甚 深， 又 因 倾 向 于 种 种 僧 德 的 随 念， 故 不 证 安 止 
定， 只 得 近 行 之 禅。 此 禅 是 依 于 随 念 僧 德 而 生 起 的， 故 称 “僧 随 念”。  

其 次 勤 于 僧 随 念 的 比 丘， 尊 敬 及 顺 从 于 僧 伽， 得 至 于 广 大 的 信 等， 并 
成 多 喜 悦， 征 服 怖 畏 恐 惧， 而 得 安 忍 于 苦 痛， 又 得 与 僧 伽 同 住 之 想， 且 因 他 
的 身 中 常 存 僧 随 念， 所 以 他 的 身 体 亦 如 集 合 僧 众 的 布 萨 堂 一 样 的 值 得 供 
养， 又 因 他 的 心 向 证 于 僧 德， 纵 有 关 于 犯 罪 的 对 象 现 前， 而 他 亦 如 面 见 僧 
伽， 生 起 惭 愧。 他 虽 然 不 通 达 上 位， 但 来 世 亦 得 善 趣。  

真 实 的 善 慧 者，  
应 对 于 如 是  
有 大 威 力 的 僧 随 念，  
常 作 不 放 逸 之 行。  

这 是 详 论 僧 随 念 一 门。  

     

欲 修 戒 随 念 的 人， 独 居 静 处， 当 以 如 是 不 毁 等 之 德 而 随 念 于 自 己 的 
戒， 即【74】 “哈 哈！ 我 的 戒 实 无 毁、 无 穿、 无 点、 无 杂【75】

、 自 在、 智 者 所 赞、 
无 所 触、 令 起 于 定”。  

在 家 人 随 念 在 家 戒， 出 家 人 随 念 出 家 戒， 无 论 在 家 戒 或 出 家 戒， 在 他 
们 的 戒 的 起 初 或 末 了， 一 条 也 不 破， 犹 如 不 破 边 的 衣 服， 那 样 的 戒， 因 无 毁 
故 名 “无 毁”。 [222] 

如 果 他 们 的 戒， 在 中 央 不 破 一 条， 犹 如 没 有 戳 穿 的 衣 服， 那 样 的 戒， 因 
无 穿 故 名 “无 穿”。  

他 们 的 戒 也 无 次 第 的 破 二 或 三 条， 犹 如 黑 或 赤 等 任 何 体 色 的 好 牛， 不 
在 她 的 背 上 或 腹 部 发 现 长 圆 等 形 的 异 色， 那 样 的 戒， 因 无 斑 点， 故 名 “无 
点”。  

他 们 的 戒， 不 在 中 间 的 这 里 那 里 破 了 几 条， 象 涂 以 各 种 颜 色 的 斑 点 的 
母 牛， 因 无 杂 色 故 名 “无 杂”。  

若 以 无 差 别 而 总 说 一 切 戒， 则 不 为 七 种 淫 相 应【76】 法 与 忿 恨 等【77】 的 恶 法 
所 毁 害， 故 名 无 毁、 无 穿、 无 点、 无 杂。  

                                                 
【74】 M.II, 251; S.II, 70; A.III, 36; A.I, 209; III, 286. 《杂 阿 含》 九 三 一 经 （大 正 二 · 二 三 八 

a）。 
【75】“无 毁” (akhaṇḍa)、 “无 穿” (acchidda)、 “无 点” (asabala)、 “无 杂” (akammāsa), 

《解 脱 道 论》 “无 偏、 无 穿、 无 点、 无 杂”。 
【76】“七 种 淫 相 应” (sattavadhi-methunasaṁyoga) 见 前 戒 的 杂 染。 
【77】“忿 恨 等” (kodhupanāhādi) 见 前 戒 的 净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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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们 的 戒， 因 脱 离 了 爱 等 的 支 配 而 成 自 由 的 状 态， 故 为 “自 在”。 为 佛 
陀 等 的 智 者 所 赞 叹， 故 为 “智 者 所 赞”

【78】
。 不 为 爱 与 见 等 所 触， 或 不 可 能 为 

任 何 人 所 责 难 说： “这 是 你 于 诸 戒 中 的 过 失”， 所 以 说 “无 所 触”。 能 令 近 
行 定 与 安 止 定， 或 道 定 与 果 定 生 起， 故 名 “令 起 于 定”

【79】
。  

（戒 随 念 的 修 法 及 功 德） 如 是 以 不 毁 等 的 德 而 随 念 于 自 己 的 戒， 那 时 
则 无 被 贪 所 缠 之 心， 无 瞋 及 无 痴 所 缠 之 心， 而 他 的 心 是 只 缘 于 戒 而 正 直 
的。 关 于 戒 亦 如 前 述 的 同 样 方 法 而 镇 伏 了 五 盖， 及 于 同 一 刹 那 中 生 起 了 五 
禅 支。 因 为 戒 德 甚 深， 又 因 倾 向 于 种 种 戒 德 的 随 念， 故 不 证 安 止 定， 只 得 近 
行 之 禅。 此 禅 是 依 于 随 念 戒 德 而 生 起 的， 故 称 “戒 随 念”。  

其 次 勤 于 戒 随 念 的 比 丘， 尊 敬 顺 从 于 戒 学， 与 具 戒 者 同 样 的 生 活， 殷 
勤 不 放 逸， 无 自 责 等 的 怖 畏， 少 量 之 过 亦 无 见 畏， 得 至 于 广 大 的 信 等， 成 多 
喜 悦， 虽 不 通 达 上 位， 但 来 世 亦 得 善 趣。  

真 实 的 善 慧 者，  
应 对 于 如 是  
有 大 威 力 的 戒 随 念，  
常 作 下 放 逸 之 行。  

这 是 详 论 戒 随 念 一 门。 [223] 

    

欲 修 舍 随 念 的 人， 当 倾 心 于 施 舍 的 天 性， 及 常 常 慷 慨 的 颁 与 所 施 之 
物。 或 者 初 修 的 人， 先 如 是 发 愿 受 持： “从 此 以 后， 若 有 受 者， 如 果 未 曾 给 
他 最 少 一 口 的 所 施 之 物， 我 决 不 食”， 于 是 从 那 天 起， 即 于 德 胜 的 受 者 之 
中， 依 其 能 力 给 与 所 施 之 物， 取 彼 施 舍 之 相， 独 居 静 处 禅 思【80】

： “我 实 有 
利， 我 实 善 得， 我 于 悭 垢 所 缠 的 世 人 中， 离 垢 悭 心 而 住， 是 放 舍 者， 净 手 
者， 喜 舍 与 者， 有 求 必 应 者， 喜 分 施 者”， 如 是 以 离 垢 悭 等 德 而 随 念 于 自 己 
的 舍。  

此 中 “我 实 有 利”
【81】 是 说 对 我 实 在 有 利， 例 如【82】

： “给 他 人 的 寿， 则 天 
人 的 寿 而 他 有 分”， 又 如【83】

： “爱 施 者 为 众 人 敬 爱”； 更 如【84】
： “爱 施 者， 

得 达 善 人 （菩 萨 等） 之 法”， 象 此 等 表 示， 都 是 佛 陀 赞 叹 施 者 的 利 益， 即 是 
说 我 必 得 彼 等 利 益 之 分 的 意 思。  

“我 实 善 得”
【85】 是 说 我 已 得 遇 佛 教 又 得 人 身， 那 实 在 是 我 的 善 得！ 何 

以 故？ 因 “我 于 悭 垢 所 缠 的 世 人 中 …… 是 喜 分 施 者”。 此 中 “悭 垢 所 缠”
【86】 

                                                 
【78】“自 在” (bhujissa)、 “智 者 所 赞” (viññūpasattha), 《解 脱 道 论》 “自 在” “智 慧 所 

叹”。 
【79】“无 所 触” (aparāmaṭṭha)、 “令 起 于 定” (samādhisaṁvattanika), 《解 脱 道 论》 “无 所 

触”、 “令 起 定”。 
【80】A.III, 313. (286), 《杂 阿 含》 大 三 一 经 （大 正 二 · 二 三 八 a）。 
【81】“我 实 有 利” （lābhā vata me）, 《解 脱 道 论》 “我 有 利”。 
【82】A.III, 42. 
【83】A.III, 40. 
【84】A.III, 41. 
【85】“我 实 善 得” (suladdhaṁ vata me), 《解 脱 道 论》 “善 得 利”。 
【86】“悭 垢 所 缠” (maccheramala-pariyuṭṭhitāya), 《解 脱 道 论》 “悭 垢 所 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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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为 悭 垢 征 服 之 意。 “世 人 中” 即 是 说 依 （自 业） 而 生 的 有 情。 所 以 即 于 不 
忍 将 自 己 所 得 的 与 他 人 共 有 为 特 相 的， 或 能 污 秽 自 心 的 光 辉 的 黑 业 之 一 的 
悭 垢 所 战 胜 的 有 情 之 中 的 意 思。  

“离 垢 悭”
【87】 即 其 他 的 贪 瞋 等 垢 及 悭 的 脱 离 为 离 垢 悭。 “以 心 住” 即 成 

为 上 述 的 心 而 住 的 意 思。 [224] 在 经 中【88】 亦 提 及 证 得 须 陀 洹 的 释 氏 摩 诃 男 
（大 名） 曾 经 询 问 关 于 依 止 住 的 方 法， 在 佛 陀 指 示 依 止 住 的 问 题 曾 说： “我 
住 家” （家 主）。 那 里 是 说 我 征 服 （烦 恼 家） 而 住 的 意 思。  

“放 舍 者” 是 施 舍 者。 “净 手 者” 是 手 的 清 净 者。 是 指 他 常 常 洗 手， 以 
自 己 的 手 恭 敬 地 给 以 所 施 之 物 而 说。 “喜 舍 与 者” 即 放 弃， 分 散， 遍 舍 之 
意。 他 喜 欢 常 常 实 行 舍 与， 故 说 喜 舍 与 者。 “有 求 必 应 者” 是 他 人 有 求 之 
物， 便 给 他， 即 应 于 求 的 意 思。 亦 可 读 作 供 应， 即 以 供 献 相 应 之 义。 “喜 分 
施 者”

【89】 为 喜 施 与 分。 即 “我 施 与” 及 “我 自 己 当 食 的 也 分 给 他”， 二 者 都 
欢 喜 的。 如 是 为 随 念 之 意。  

（舍 随 念 的 修 法 及 功 德） 如 是 以 离 垢 悭 等 的 德 而 随 念 于 自 己 的 戒， 那 
时 则 无 被 贪 所 缠 之 心， 无 瞋 及 无 痴 所 缠 的 心， 而 他 的 心 是 只 缘 于 舍 而 正 直 
的。 关 于 舍 亦 如 前 述 的 同 样 方 法 而 镇 伏 了 五 盖， 及 于 同 一 刹 那 中 生 起 了 五 
禅 支。 因 为 舍 德 甚 深， 又 因 倾 向 于 种 种 舍 德 的 随 念， 故 不 证 安 止 定， 只 得 近 
行 之 禅。 此 禅 是 依 于 随 念 舍 德 而 生 起 的， 故 称 “舍 随 念”。  

其 次 勤 于 舍 随 念 的 比 丘， 心 甚 倾 向 于 舍， 无 贪 的 意 向， 随 顺 慈 心， 自 知 
如 何 行， 得 多 喜 悦。 虽 不 通 达 上 位， 但 来 世 亦 得 善 趣。  

真 实 的 善 慧 者，  
应 对 于 如 是  
有 大 威 力 的 舍 随 念，  
常 作 不 放 逸 之 行。  

这 是 详 论 舍 随 念 一 门。 [225] 

    

欲 修 天 随 念 者， 当 具 有 依 圣 道 而 生 的 信 等 之 德。 独 居 静 处 禅 思【90】
： 

“有 四 大 王 天， 有 三 十 三 天， 焰 摩 天， 兜 率 天， 化 乐 天， 他 化 自 在 天， 梵 众 
天

【91】
， 有 以 上 的 天； 彼 等 诸 天， 因 具 备 那 样 的 信， 故 死 后 得 生 彼 处。 我 也 具 

有 这 样 的 信。 彼 等 诸 天 因 具 备 那 样 的 戒 …… 那 样 的 闻 …… 那 样 的 舍 …… 乃 至 

                                                 
【87】“离 垢 悭” (vigatamalamacchera), 《解 脱 道 论》 “无 悭”。 
【88】见 A.III, 248f。 
【89】“放 舍 者” (muttacāga), 《解 脱 道 论》 “常 施 与”。 “净 手 者” (payatapāṇī), 《解 脱 道 

论》 “常 乐 行 施”。 “喜 舍 与 者” (vossāggarata), 《解 脱 道 论》 “常 供 给”。 “有 求 
必 应 者” (yācayoga), “喜 分 施 者” (dānasaṁvibhāgarata), 《解 脱 道 论》 “常 分 布”。 

【90】 A.I, 210; III, 287f; V, 329f. 《杂 阿 含》 九 三 一 经 （大 正 二 · 二 三 八 a）。 
【91】“四 大 王 天” (Cātumahārājikā), “三 十 三 天” (Tāvatiṁsā), “焰 摩 天” (Yāmā), “兜 率 

天” (Tusitā), “化 乐 天” (Nimmānaratino), “他 化 自 在 天” (Paranimmitavasavattino), “梵 
众 天” (Brahmakāyikā), 《解 脱 道 论》 “四 王 天”， “三 十 三 天”， “焰 摩 天”， “兜 
率 天”， “化 乐 天”， “他 化 自 在 天”，” 梵 身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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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备 那 样 的 慧， 故 自 人 界 死 后 得 生 彼 处。 我 也 具 有 这 样 的 慧”。 如 是 以 诸 天 
为 例 证， 而 随 念 于 自 己 的 信 等 之 德。  

亦 如 经 中【92】 说： “摩 河 男， 圣 弟 子 随 念 于 自 己 及 彼 等 诸 天 的 信、 戒、 
闻、 舍 及 慧 的 时 候， 那 时 则 无 被 贪 所 缠 之 心”。 这 样 说， 当 知 亦 是 以 经 文 为 
例 证 而 说 明 诸 天 与 自 己 有 同 等 的 信 等 之 德。 在 义 疏 中 更 坚 决 地 说： “以 诸 
天 为 例 证 而 随 念 于 自 己 的 德”。  

（天 随 念 的 修 法 及 功 德） 是 故 预 先 随 念 于 诸 天 的 德， 然 后 随 念 他 自 己 
所 有 的 信 等 之 德， 那 时 则 无 被 贪 所 缠 之 心， 无 瞋 及 无 痴 所 缠 之 心， 那 时 他 
的 心 是 只 缘 诸 天 而 正 直 的。 并 以 前 （佛 随 念 所 说） 的 同 样 方 法 镇 伏 了 五 盖， 
及 于 同 一 刹 那 中 生 起 了 五 禅 支。 因 为 信 等 之 德 甚 深， 又 因 倾 向 于 种 种 天 德 
的 随 念， 故 不 证 安 止 定， 只 得 近 行 之 禅。 此 禅 因 为 是 随 念 于 诸 天 之 德 及 自 
己 的 信 等 之 德， 故 称 “天 随 念”。 [226] 

其 次 勤 于 天 随 念 的 比 丘， 为 诸 天 所 爱 乐， 更 加 证 得 广 大 的 信 等， 成 多 
喜 悦 而 住。 虽 不 通 达 上 位， 但 来 世 亦 得 善 趣。  

真 实 的 善 慧 者，  
应 对 于 如 是  
有 大 威 力 的 天 随 念，  
常 作 不 放 逸 之 行。  

这 是 详 论 天 随 念 一 门。  

  

再 详 论 此 等 （六 随 念）， 在【93】 “那 时 他 的 心 是 只 缘 如 来 而 正 直” 等 语， 
及 “摩 诃 男， 圣 弟 子 的 心 正 直 而 得 义 受， 得 法 受， 得 法 伴 悦， 悦 者 而 得 生 
喜” 等 语。  

这 里 依 “彼 世 尊 亦 即 是 阿 罗 汉” 等 义 而 生 满 足， 是 说 关 于 “得 义 受”， 
依 “圣 典” 而 生 满 足， 是 说 关 于 “得 法 受”。 依 于 两 者， 当 知 是 说 “得 法 伴 
悦”。  

在 天 随 念 中， 说 他 的 “心 缘 诸 天”， 即 是 说 他 先 以 心 缘 诸 天， 或 者 以 心 
缘 于 得 生 诸 天 而 与 诸 天 同 等 的 自 己 的 德。  

其 次 此 等 六 随 念 是 圣 弟 了 的 成 就， 因 为 依 于 彼 等 而 得 明 了 佛 法 僧 的 
德， 且 他 们 具 有 不 毁 等 德 的 戒， 离 诸 垢 悭 的 舍， 及 与 有 大 威 力 的 诸 天 同 等 
的 信 等 之 德。  

《摩 诃 男 经》 是 因 为 请 问 须 陀 洹 的 依 止 住 所 的 问 题， 而 世 尊 为 了 指 示 
须 陀 洹 的 依 止 住 所 而 详 说 这 六 随 念 的。  

在 《贪 求 经》
【94】 中 亦 说： “诸 比 丘， 兹 有 圣 弟 子， 随 念 如 来： 世 尊 亦 即 

是 阿 罗 汉 …… 那 时 心 成 正 直， 出 离 [227] 超 脱 于 贪 求。 诸 比 丘， 什 么 是 贪 求？ 
与 五 种 欲 是 同 义 语。 诸 比 丘， 兹 有 有 情 以 此 （由 佛 随 念 所 得 的 近 行 禅） 为 所 

                                                 
【92】A.III, 287f. 《杂 阿 含》 九 三 一 经 （大 正 二 · 二 三 八 a）。 
【93】详 见 《摩 诃 男 经》 (Mahānāma-Sutta); A.III, 285。 
【94】《贪 求 经》 (Gedha-Sutta) A.III,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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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 而 得 清 净”， 这 是 为 圣 弟 子 说 依 于 随 念 而 心 得 清 净， 更 证 得 第 一 义 的 清 
净。  

又 在 摩 诃 迦 旃 延 所 说 的 《障 碍 机 会 经》
【95】 中 说： “贤 者， 真 希 有！ 贤 

者， 实 未 曾 有！ 那 知 者、 见 者、 阿 罗 汉、 等 正 觉 者 的 世 尊， 承 认 在 障 碍 中 
（在 家） 的 有 情 亦 有 清 净 （超 越 悲 恼、 消 灭 忧 苦、 得 真 理） 及 证 涅 槃 的 机 会 
—— 即 此 六 随 念 处。 什 么 是 六？ 贤 者， 兹 有 圣 弟 子 随 念 于 如 来 …… 如 是 或 有 
有 情 而 得 清 净”， 这 是 仅 为 圣 弟 于 说 证 得 第 一 义 清 净 法 性 的 机 会。  

在 《布 萨 经》
【96】 中 亦 说： “毗 舍 祛， 怎 样 行 圣 布 萨？ 毗 舍 祛， 当 从 事 清 

净 其 随 染 污 的 心。 毗 舍 祛， 怎 样 从 事 清 洁 其 随 染 污 的 心 呢？ 毗 舍 祛， 即 随 念 
于 如 来”， 这 是 仅 对 受 持 布 萨 的 圣 弟 子， 显 示 以 清 净 心 而 随 念 业 处， 得 成 布 
萨 的 大 果。  

在 （增 支 部 的） 第 十 一 集【97】 中， 因 问： “尊 师， 我 们 住 于 各 种 不 同 的 生 
活， 当 以 何 种 的 生 活 而 住”？ 为 了 指 示 圣 弟 子 的 生 活 方 式 故 这 样 说： “摩 诃 
男， 有 信 者 是 成 功 的， 但 非 无 信 者， 勤 精 进 者 是 成 功 的 …… 常 忆 念 者 …… 禅 
定 者 …… 有 慧 者， 摩 诃 男， 是 成 功 的， 但 非 无 慧 者。 摩 诃 男， 你 应 该 住 立 于 
这 五 法 中， 更 当 修 习 六 法。 摩 诃 男， 你 应 随 念 如 来， 世 尊 亦 即 是 阿 罗 汉 …… 
佛、 世 尊”。  

在 此 等 诸 经 中 虽 然 是 为 圣 弟 子 说， 但 具 有 清 净 的 戒 等 之 德 的 凡 夫 亦 应 
作 意 随 念， [228] 由 于 随 念 佛 陀 等 的 功 德， 则 随 念 者 的 心 欣 净， 以 欣 净 的 心 
力， 即 得 镇 伏 诸 盖， 成 大 和 悦， 可 修 毗 钵 舍 那 （观）， 而 证 阿 罗 汉。 例 如 住 
在 迦 多 根 达 迦 罗 的 颇 率 特 梵 长 老。 据 说： 有 一 天 尊 者 看 见 了 魔 所 化 作 的 佛 
相， 他 想： “这 个 具 足 贪 瞋 痴 的 假 相， 尚 有 如 此 庄 严， 那 离 了 一 切 贪 瞋 痴 的 
世 尊， 怎 不 更 庄 严 光 辉 呢？ 于 是 以 佛 陀 为 所 缘 而 获 得 了 喜 悦， 增 长 了 他 的 
毗 钵 舍 那 观， 得 证 阿 罗 汉 果。  

为 诸 善 人 所 喜 悦 而 造 的 清 净 道 论， 在 论 定 的 修 习 中 完 成 了 第 七 
品， 定 名 为 六 随 念 的 解 释。  

                                                 
【95】《障 碍 机 会 经》 (Sambādhokāsa-Sutta) A.III, 314。 
【96】《布 萨 经》 (Uposatha-Sutta) A.I, 206 f。 
【97】“十 一 集” (Ekādasanipāta) A.V, 329;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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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在 六 随 念 之 后， 再 说 念 死 的 修 习。  

（念 死 的 意 义） “死” —— 是 一 个 有 情 的 命 根 的 断 绝。 诸 阿 罗 汉 断 除 轮 
回 之 苦， 称 为 “正 断 死”。 诸 行 的 刹 那 灭， 称 为 “刹 那 死”。 树 的 死， 金 属 的 
死 等， 称 为 “通 俗 死” （大 家 通 称 死）

【1】
。 这 些 死 不 是 这 里 的 意 思。 此 处 是 

指 “时 死” “非 时 死”
【2】 两 种。  

“时 死” —— 由 于 福 尽， 或 寿 尽， 或 两 者 俱 尽 所 发 生， “非 时 死” —— 
（生 存） 业 为 “断 业” 所 毁。  

虽 有 令 寿 命 存 续 的 （食 等 之） 缘 存 在， 但 因 令 其 结 生 的 业 的 成 熟 故 死， 
称 为 “因 福 尽 而 死”。  

如 现 时 的 （阎 浮 提 洲） 人， 不 具 （诸 天 的） 趣， （劫 初 人 的） 时， （北 俱 
卢 洲 人 的） 食 等， 仅 尽 百 岁 的 寿 量 便 死， 名 为 “由 寿 尽 而 死”。  

如 度 使 魔【3】 及 迦 蓝 浮 王【4】 等， 由 于 可 令 死 没 的 业， 即 在 那 时 那 地 断 绝 
其 生 命 的 延 续， 或 者 由 于 宿 业 关 系， 用 刀 剑 等 的 方 法 断 其 生 命 延 续 而 取 死 
者， 即 名 “非 时 死”。 [230] 

如 上 述 的 一 切 （时、 非 时 死） 即 为 命 根 的 断 绝 所 摄。 如 是 忆 念 称 为 命 根 
断 绝 的 死， 为 “念 死”。  

（念 死 的 修 法 之 一） 欲 修 念 死 的 人， 浊 居 静 处， 当 起 “死 将 来 临”， 
“命 根 将 断”， 或 “死， 死” 的 如 理 作 意。 如 果 念 喜 爱 者 的 死， 如 生 母 念 爱 
子 之 死 则 生 悲； 若 念 憎 恶 者 的 死， 如 怨 敌 念 他 的 仇 人 之 死 则 生 欢 喜； 若 念 
全 无 关 心 者 的 死， 如 烧 尸 者 见 死 骸 则 不 起 感 动， 若 念 自 己 的 死， 如 畏 怯 者 
见 屠 杀 者 之 举 剑 则 起 战 栗， 以 上 的 一 切 都 是 不 如 理 作 意， 因 为 不 起 忆 念 感 
动 及 智 的。 所 以 在 各 处 见 了 被 杀 或 死 的 有 情， 思 虑 他 们 过 去 曾 是 知 名 之 士 
的 死 而 生 忆 念 感 动 及 智 之 后， 当 起 “死 将 来 临” 等 的 方 法 作 意。 这 样 作 意 为 
起 如 理 作 意 —— 即 起 方 便 作 意 之 义。 如 是 作 意 之 时， 有 人 即 得 镇 伏 诸 盖， 住 
于 念 死 的 所 缘， 生 起 得 证 近 行 定 的 业 处。  

（念 死 的 修 法 之 二） 象 上 面 的 修 习， 如 果 依 然 不 能 现 起 业 处 之 人， 则 另 
有 八 种 修 法： ㈠ 以 杀 戮 者 追 近， ㈡ 以 兴 盛 衰 落， ㈢ 以 比 较， ㈣ 以 身 多 共 同 
者， ㈤ 以 寿 命 无 力， ㈥ 以 无 相 故， ㈦ 以 生 命 时 间 的 限 制， ㈧ 以 刹 那 短 促【5】 等 
八 种 行 相 而 念 于 死。  

                                                 
【1】“正 断 死” (samuccheda-maraṇa)、 “刹 那 死” (khaṇika-maraṇa)、 “通 俗 死” (sammuti-

maraṇa), 《解 脱 道 论》： “断 死、 念 念 死、 等 死”。 
【2】“时 死” (kāla-maraṇa)、 “非 时 死” (akāla-maraṇa), 《解 脱 道 论》： “时 节 死、 不 时 

节 死”。 
【3】“度 使 魔” (Dusimāra), M. 50 (Māratajjaniya-sutta) I, p.337. 《中 阿 含》 一 三 一 · 降 魔 经 

（大 正 一 · 六 二 二 a）。 
【4】“迦 蓝 浮 王” (Kalābu-rāja) Jāt. 313, III, p.39; V. p.135; Mil. 201, 即 忍 辱 仙 人 的 故 事。 
【5】《解 脱 道 沦》 的 八 种： 一 如 凶 恶 人 逐， 二 以 无 因 缘， 三 以 本 取， 四 以 身 多 属， 

五 以 寿 命 无 力 故， 六 以 无 相 故， 七 以 久 远 分 别， 八 以 刹 那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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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以 杀 戮 者 追 近” —— 犹 如 杀 戮 者 追 近。 即 譬 如 追 近 的 杀 戮 者 想 道： 
“我 要 斩 此 人 的 头”， 并 举 剑 放 到 他 的 头 颈 的 周 围 一 样， 念 死 的 追 近 亦 当 如 
是。 何 以 故？ 死 乃 与 生 俱 来 及 取 生 命 故。 譬 如 菌 芽 以 头 带 尘 而 出， 有 情 则 取 
老 死 而 生。 有 情 的 结 生 心 生 起 之 后 即 至 老 衰， 如 从 山 顶 落 下 的 石 头， 与 此 
相 应 蕴 共 同 坏 灭。 [231] 如 是 刹 那 死 是 与 生 俱 来， 生 者 必 死， 故 这 里 的 意 义 
（断 绝 命 根） 的 死 也 是 与 生 俱 来 的。 是 故 有 情 从 生 时 以 来， 即 如 升 起 的 太 
阳， 必 向 西 行， 其 所 行 之 处， 一 点 也 不 退 转 的； 或 如 河 川 的 急 流， 必 持 运 一 
切 （落 下 的 草 木 之 叶 等） 继 续 流 下， 一 点 也 不 退 转 的， 如 是 趋 向 于 死， 一 点 
也 不 退 转。 故 说 道：  

从 开 始 的 那 一 夜，  
小 儿 进 住 了 母 胎，  
如 云 起 而 行，  
一 去 不 复 回。

【6】
 

如 是 向 死 而 行 者， 犹 如 小 川 被 烈 日 蒸 发 而 枯 涸， 如 树 上 的 果 实， 随 夜 
间 的 水 来 湿 蒂 而 早 晨 脱 落， 如 锤 打 土 器 而 毁 坏， 如 日 照 露 珠 而 消 散， 近 于 
死 亦 然。 故 说 道：  

昼 夜 的 过 去，  
生 命 的 消 灭，  
人 寿 的 减 少，  
如 小 川 的 流 水。

【7】  

如 成 熟 的 果 实，  
怕 早 晨 的 脱 落，  
生 的 人，  
常 有 死 的 惧 怕。

【8】  

人 们 的 生 命，  
如 陶 师 所 造 的 土 器，  
不 论 大 小 烧 未 烧，  
最 后 终 至 于 毁 灭。

【9】  

犹 如 草 尖 的 朝 露，  
太 阳 上 升 而 消 灭，  
人 们 的 寿 命 亦 然。  
母 亲 勿 阻 我 （出 家）！

【10】  
如 是 与 生 俱 来 的 死， 犹 如 举 剑 的 杀 戮 者， 已 经 把 剑 放 到 他 的 颈 上， 必 

取 其 生 命 不 会 停 止 的。 [232] 是 故 与 生 俱 来 及 取 其 生 命 故， 如 举 剑 的 杀 戮 
者， 为 死 的 追 近， 当 这 样 以 杀 戮 者 的 追 近 而 念 于 死。  

                                                 
【6】Jāt.IV, 494. 
【7】S.I, 109. 《杂 阿 含》 一 ○ 八 五 经 （大 正 二 · 二 八 四 c）。 
【8】Jāt.IV, 127. Sn.V, 567. 
【9】原 注 not traced Cf. A.IV, 97; Dhp. 40. 日 注 D.II, p.120. Cf. Sn.V, 577. 
【10】Jāt.IV, 122; Cf. A.IV,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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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以 兴 盛 衰 落” —— 直 至 他 的 光 荣 不 为 衰 落 所 败 为 兴 盛。 更 无 光 荣 能 
够 战 胜 衰 落 而 继 续 存 在 故 衰 落。 即 所 谓：  

征 服 了 整 个 的 大 地，  
施 了 一 百 俱 胝【11】 的 具 福 者，  
到 了 临 终 的 时 候，  
只 得 半 个 庵 摩 罗 果 的 权 力。  
便 是 那 个 同 样 的 身 体，  
到 了 福 尽 的 时 候，  
也 要 去 见 死 的 面，  
无 忧 王 到 了 忧 的 境 地。

【12】  
同 时 一 切 的 健 康 终 至 于 病， 一 切 的 青 春 终 至 于 老， 一 切 的 生 命 终 至 于 死， 
一 切 世 间 的 大 众 必 随 生， 为 老 所 占， 为 病 所 侵， 为 死 所 袭。 所 以 说：  

譬 如 高 耸 入 云 的 大 石 山，  
周 围 展 转， 研 碎 四 方，  
老 死 对 于 众 生 类：  
刹 帝 利 与 婆 罗 门、  
吠 舍、 首 陀、 旃 陀 罗 与 波 孤 沙，  
一 切 都 粉 碎， 谁 也 不 能 逃。  
老 死 的 境 域， 没 有 象 车 步 兵 用 武 的 地 方，  
或 以 咒 语 战 术 及 财 贿， 也 无 可 能 战 胜 他。

【13】  
如 是 深 知 生 命 的 兴 盛， 终 至 于 死 的 衰 落， 以 “兴 盛 的 衰 落” 而 念 于 死。  

㈢ “以 比 较” —— 以 他 人 比 较 自 己。 即 以 七 种 行 相 作 比 较 而 念 于 死： ⑴ 
以 大 名， ⑵ 以 大 福， ⑶ 以 大 力， ⑷ 以 大 神 变， ⑸ 以 大 慧， ⑹ 以 辟 支 佛， ⑺ 以 
等 正 觉。 [233] 

⑴ 怎 样 比 较 呢？ 对 于 有 大 名 声， 大 眷 属， 大 财 富 及 多 牲 骑 等， 如 摩 诃 三 
摩 多 王【14】

， 曼 陀 多 王【15】
， 大 善 见 王【16】

， 坚 辐 王【17】
， 尼 弥 王【18】 等， 无 疑 的 都 

已 为 死 所 侵 袭， 象 我 这 样 的 人 怎 么 不 为 所 侵 呢？  

摩 诃 三 摩 多 等 大 名 的 大 王，  
他 们 都 已 为 死 所 制 服，  

                                                 
【11】“一 百 俱 胝” (kotisata), 一 俱 胝 为 一 千 万。 
【12】阿 育 王 的 故 事 可 参 考 《杂 呵 含》 六 四 一 · 阿 育 王 施 半 阿 摩 勒 果 因 缘 经 （大 正 

二 · 一 八 ○ a 以 下） 及 Divyāvadāna XXIX 阿 育 王 传、 阿 育 王 经 等。 
【13】S.I, 102. 《杂 阿 含》 —— 四 七 经 （大 正 二 · 三 · 五 c）， 刹 帝 利 (Khattiya), 婆 罗 门 

(Brāhmana), 吠 舍 (Vessa), 首 陀 (Sudda), 旃 陀 罗 (Caṇḍāla), 波 孤 沙 (Pukkusa)。 
【14】“摩 河 三 摩 多” (Mahāsammata) Jāt.II,311; III, 454. 译 作 太 平 等， 大 同 意， 众 许， 民 

主 或 典 主 等， 传 说 为 世 界  初 的 王。 
【15】“曼 陀 多” (Mandhātu—— 顶 生 王) Cf. A.II, 7. （日 注 A.II, p.17）; Therāgāthā, 486. 
【16】“大 善 见 王” (Mahāsudassana) D.II, 170f. （日 注 D.II, p.169f; p.146f.） 参 考 《长 阿 含》 

游 行 经 （大 正 一 · 二 一 c 以 下）。 《中 阿 含》 六 八 · 大 善 见 王 经 （大 正 一 · 五 
一 五 b 以 下）。 

【17】“坚 辐” (Dathanemi) D.III, 59 f. 参 考 《长 阿 含》 转 轮 圣 王 修 行 经 （大 正 一 · 三 九 
b 以 下）。 

【18】“尼 弥” (Nimi) Jāt.VI, 95 f. （日 注 J.IV, p.96 ff; M.II, 9, 78 f.） 见 《中 阿 含》 六 七 · 大 天 
捺 林 经 （大 正 一 · 五 四 一 b 以 下）， 《增 一 阿 含》 卷 四 八 （大 正 二 · 八 ○ 九 a 
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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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我 这 等 人，  
更 有 何 言 说。  

如 是 先 以 大 名 声 比 较 而 念 死。  

⑵ 怎 样 以 大 福 比 较 呢？  

殊 提【19】
， 阇 提 罗【20】

， 郁 伽【21】
，  

文 荼【22】
， 与 富 兰 那 迦【23】

，  
他 们 都 是 世 间 的 大 名 大 福 者，  
一 切 都 已 死，  
如 我 这 等 人，  
更 有 何 言 说。  

如 是 以 大 福 比 较 而 念 死。  

⑶ 怎 样 以 大 力 比 较 呢？  

婆 薮 提 婆， 婆 罗 提 婆【24】
，  

毗 曼 塞 那， 优 提 体 罗【25】
，  

迦 那 罗， 比 耶 檀 曼 罗【26】
，  

此 等 世 间 知 名 的 大 力 士，  
都 已 为 死 所 征 服；  
他 们 也 得 死，  
如 我 这 等 人，  
更 有 何 言 说。  

如 是 以 大 力 比 较 而 念 死。  

⑷ 怎 样 以 大 神 变 比 较 呢？  

第 二 上 首 弟 子， 神 通 第 一 的 （目 犍 连），  
用 他 的 足 趾， 便 得 震 动 毗 阇 延 多【27】 的 宫 殿，  
亦 如 麋 鹿 进 入 狮 子 口，  
带 者 神 通 进 入 恐 怖 的 死 的 口 里，  
如 我 这 等 人，  
更 有 何 言 说。  

如 是 以 大 神 变 比 较 而 念 死。  

⑸ 怎 样 以 大 慧 比 较？ [234] 

                                                 
【19】“殊 提” (Jotika 或 Jotiya) Dhp.A.I, 385; IV, p.199 ff. 见 佛 五 百 弟 子 自 说 本 起 经 （大 正 

四 · 一 九 五 c 以 下）。 
【20】“阇 提 罗” (Jaṭila) Dhp.A.I, 385; IV, p.214. 
【21】“郁 伽” (Ugga) Jāt.I, 94. （日 注 A.IV, p.208 f; p.212 f.） 见 《中 阿 含》 三 八 · 都 伽 长 者 

经 （大 正 一 · 四 八 ○ a 以 下）， 《中 阿 含》 三 九 · 郁 伽 长 者 经 （大 正 一 · 四 八 一 b 
以 下）。 

【22】“文 荼” (Meṇḍaka) Vin.I, 240 f. （日 注 Dhp.A.I, p.386; III, p.363 f.）。 
【23】“富 兰 那 迦” (Puṇṇaka) Dhp.A.I, 385; III, p.302 f. 
【24】“婆 薮 提 婆” (Vāsudeva), “婆 罗 提 婆” (Baladeva), Jāt.IV, 82 (79 ff). 
【25】“毗 曼 塞 那” (Bhīmasena), “优 提 体 罗” (Yudhiṭṭhila), Jāt.V, 426 (424 ff). 
【26】“迦 那 罗” (Cānura), “比 耶 檀 曼 罗” (Piyadā-Mallo 别 本 亦 作 Mahā-Mallo 大 力 士) Jāt.IV, 

81 (79 ff)。 
【27】“毗 阇 延 多” (Vejayanta —— 底 本 作 Vijayanta, 今 取 他 本) 是 三 十 三 天 帝 释 的 宫 殿， 

故 事 可 参 照 《杂 阿 含》 六 ○ 四 经 （大 正 二 · 一 六 八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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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了 世 主 之 外，  
他 人 的 慧 不 及 舍 利 弗 的 十 六 分 之 一，  
这 样 大 慧 的 第 一 上 首 弟 子【28】

，  
也 为 死 征 服，  
如 我 这 等 人，  
更 有 何 言 说。  

如 是 以 大 慧 比 较 而 念 死。  

⑹ 怎 样 以 辟 支 佛 比 较 呢？ 他 以 自 己 的 智 与 精 进 力， 破 了 一 切 烦 恼 之 
贼， 而 得 独 觉 —— 麟 角 喻 独 生 者， 亦 不 能 脱 离 于 死， 我 怎 么 能 脱 呢？  

观 察 各 种 原 因 的 大 仙，  
以 智 力 而 得 漏 尽 的 独 生 者，  
以 独 行 独 住 的 麟 角 喻 者，  
他 们 也 不 得 超 越 于 死，  
如 我 这 等 人，  
更 有 何 言 说。  

如 是 以 辟 支 佛 比 较 而 念 死。  

⑺ 怎 样 以 等 正 觉 者 比 较 呢？ 彼 世 尊 饰 以 八 十 种 好 及 三 十 二 相 庄 严 的 色 
身， 一 切 种 类 清 净 的 戒 蕴 等 德 宝 成 就 的 法 身， 大 名， 大 福， 大 力， 大 神 变， 
大 慧 都 达 到 顶 点， 无 等， 无 等 等， 无 比【29】 无 双 的 阿 罗 汉 等 正 觉 者， 如 大 火 
聚 给 雨 水 降 下 而 消 灭， 他 也 给 死 雨 降 下 而 即 座 寂 灭。  

这 样 有 大 威 力 的 大 仙，  
那 死 力 也 无 耻 无 畏 的 逼 来。  
无 耻 无 畏，  
粉 碎 一 切，  
象 我 这 样 的 有 情，  
怎 不 为 死 所 战 胜？  

如 是 比 较 等 正 觉 者 而 念 死。  

以 这 样 共 同 的 死， 拿 那 些 具 有 大 名 等 及 其 他 的 人 与 自 己 比 较， 象 那 些 
叶 胜 的 有 情 一 样， 念 我 也 要 死 的 则 生 起 得 达 近 行 定 的 业 处。 当 如 是 自 他 比 
较 而 念 死。 [235] 

㈣ “以 身 多 共 同 者” —— 此 身 是 许 多 人 共 同 的， 是 八 十 种 虫 聚 所 共 同 
的。 于 此 等 虫 聚 中， 依 外 皮 而 住 的 则 啖 外 皮， 依 内 皮 而 住 的 则 啖 内 皮， 依 肉 
而 住 的 则 啖 肉， 依 腱 而 住 的 则 啖 腱， 依 骨 而 住 的 则 啖 骨， 依 髓 而 住 的 则 啖 
髓。 它 们 即 在 那 住 所 中 生 而 老 而 死 及 屙 屎 放 尿， 身 体 是 它 们 的 生 家、 病 室、 
坟 墓、 厕 所 与 尿 桶。 此 身 为 彼 等 虫 聚 扰 乱 而 至 于 死。 如 彼 八 十 种 虫 聚， 在 身 
体 的 内 部 尚 有 共 同 的 数 百 种 病， 外 部 则 有 蛇 蝎 等 的 死 缘， 譬 如 建 立 在 四 衢 
通 道 的 鹄 的， 来 自 四 方 八 面 的 矢 剑 枪 石 等 都 落 于 此。 此 身 亦 然， 为 一 切 灾 
难 的 鹄 的。 此 身 为 诸 灾 难 所 袭 必 至 于 死。 所 以 世 尊 说【30】

：  

                                                 
【28】D.II, 5; M.III, 25; S.I, 63. 
【29】“无 比” (appaṭimo) 底 本 缺， 兹 据 僧 伽 罗 本 增 补。 
【30】A.III, 306; IV,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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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 比 丘！ 兹 有 比 丘， 日 去 夜 来 之 时， 作 是 思 惟： ‘我 实 有 甚 多 死 的 
缘， 蛇 啮 我， 蝎 啮 我， 百 足 虫 啮 我， 它 们 都 足 以 使 我 命 终， 所 以 都 是 我 的 危 
碍’。 或 者 ‘我 颠 踬 跌 倒， 饮 食 于 身 中 腐 败， 胆 汁 的 扰 乱， 痰 的 扰 乱， 剑 风 
的 扰 乱， 它 们 都 足 以 使 我 命 终， 所 以 都 是 我 的 危 碍’”。  

如 是 “以 身 多 共 同 者” 而 念 死。 

㈤ “以 寿 命 无 力” —— 此 寿 的 无 力 名 为 无 力。 因 有 情 的 命， ⑴ 须 出 入 息 
的 关 系， ⑵ 威 仪 的 关 系， ⑶ 冷 热 的 关 系， ⑷ 大 种 的 关 系， ⑸ 食 物 的 关 系。  

⑴ 此 命 须 得 出 入 息 的 平 衡 而 存 续。 如 果 呼 出 的 鼻 息 不 进 入 的 时 候， 或 
者 吸 入 的 不 出 来 时， 便 名 为 死。  

⑵ 获 得 四 威 仪 的 平 衡 而 命 能 存 续。 [236] 如 果 任 何 一 种 威 仪 过 分 了， 则 
寿 行 断 绝。  

⑶ 获 得 冷 热 的 平 衡 而 命 能 存 续。 如 为 过 冷 或 过 热 的 征 服 则 失 命。  

⑷ 获 得 （地 水 火 风 四） 大 种 的 平 衡 而 命 能 存 续。 如 果 地 界 及 水 界 等 任 
何 一 种 的 扰 乱， 则 强 壮 的 人 亦 成 身 体 僵 硬， 或 痢 疾 而 身 体 湿 污， 或 受 大 热 
之 苦， 或 关 节 败 坏 而 至 命 终。  

⑸ 获 得 适 当 的 段 食 时 而 命 存 续。 不 得 食 者 便 至 命 终。  

当 如 是 “以 寿 命 无 力” 而 念 死。  

㈥ “以 无 相 故” —— 是 因 为 无 确 定， 无 限 定 的 意 思。 所 以 有 情 的：  

命、 病、 时 与 身 倒 处，  
以 及 趣 等 的 五 种，  
在 这 生 命 的 界 内，  
那 是 无 相 无 知 的。  

⑴ “命” —— 不 能 作 “必 定 生 存 这 样 长 的 时 期， 更 无 过 之” 的 确 定， 故 
为 无 相。 有 情 在 羯 罗 蓝【31】 时 可 死， 在 　 部 昙 （abbuda）， 闭 尸， 键 南， 入 胎 
后 一 个 月， 两 个 月， 三 个 月， 四 个 月， 五 个 月， 乃 至 十 个 月 时 亦 可 死， 从 母 
胎 出 产 时 可 死， 以 后 乃 至 在 百 岁 以 内 或 以 外 都 要 死 的。  

⑵ “病” —— “有 情 必 以 此 病 而 死， 不 以 他 病”， 实 不 能 如 是 确 定， 故 
为 无 相。 因 为 有 情 以 眼 病 可 死， 以 耳 病 等 任 何 病 亦 可 死 的。  

⑶ “时” ——” 有 情 必 以 此 时 死， 不 以 他 时”， 实 不 能 如 是 确 定， 故 为 
无 相。 因 为 有 情 在 午 前 可 死， 在 正 午 等 任 何 一 时 亦 可 死 的。  

⑷ “身 倒 处” —— 谓 “死 者 的 身 体 当 于 此 处 倒， 不 在 他 处”， 实 不 能 如 
是 确 定， 故 为 无 相。 一 个 生 在 村 内 的 人， 其 身 体 可 倒 在 村 外， 生 在 村 外 者 可 
倒 在 村 内； 或 者 陆 生 者 的 身 体 可 倒 在 水 中， 水 生 者 倒 在 陆 上 等 等 的 多 种 可 
能。 [237] 

⑸ “趣” —— “有 情 自 彼 处 死 当 生 于 此”， 实 不 能 如 是 确 定， 故 为 无 
相。 因 为 自 天 界 死 者， 可 生 于 人 中， 自 人 界 死 者 亦 可 生 于 天 等 任 何 一 界 中， 
                         
【31】羯 罗 蓝 (kalala) 译 为 凝 滑， 即 父 母 的 两 精 结 合， 受 胎 之 后 第 一 周 的 状 态。 　 部 昙 

(abbuda) 译 为 胞， 受 胎 后 第 二 周 的 状 态。 闭 尸 (pesi) 译 为 血 肉 或 凝 结， 受 胎 后 第 三 
周 的 伏 态， 键 南 (ghana) 译 为 坚 肉， 受 胎 后 第 四 周 的 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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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是 旋 转 于 五 趣 界 （地 狱， 饿 鬼， 育 生， 人 间， 天 上） 中， 犹 如 牵 机 械 的 牛 
相 似。  

㈦ “以 生 命 时 间 的 限 制” —— 现 在 人 的 生 命 的 时 间 是 很 有 限 的。 如 果 长 
寿 者， 亦 不 过 百 岁 上 下。 所 以 世 尊 说：

【32】 “诸 比 丘， 人 寿 短 促， 不 久 便 至 来 
世。 故 当 作 善， 当 行 梵 行。 生 者 决 无 不 死。 诸 比 丘， 彼 长 寿 者， 百 岁 上 下 而 
已 ……”。 

人 寿 甚 短 促，  
善 人 时 轻 蔑； 

如 行 救 头 燃：  
无 有 死 不 来。  

又 说【33】
： “诸 比 丘！ 往 昔 有 师 名 阿 罗 迦”， 一 切 亦 在 以 七 种 譬 喻 庄 严 的 

经 中 详 说。  

又 说【34】
： “诸 比 丘！ 若 有” 比 丘 如 是 念 死 修 习； ‘呜 呼！ 我 命 实 在 一 日 

一 夜 之 间， 我 必 忆 念 世 尊 教 法， 我 实 多 有 所 作’。 诸 比 丘！ 若 有 比 丘 如 是 念 
死 修 习： ‘呜 呼！ 我 命 实 在 一 日 之 间， 我 必 忆 念 世 尊 教 法， 我 实 多 有 所 
作’。 诸 比 丘！ 若 有 比 丘 如 是 念 死 修 习： ‘呜 呼！ 我 命 实 在 一 顿 饭 食 之 间， 
我 必 忆 念 世 尊 教 法， 我 实 多 有 所 作’。 诸 比 丘！ 若 有 比 丘 如 是 念 死 修 习： 
‘呜 呼！ 我 命 实 在 咀 嚼 吞 下 四 五 团 饭 食 之 间， 我 必 忆 念 世 尊 教 法， 我 实 多 有 
所 作’。 诸 比 丘！ 此 等 称 为 住 于 放 逸 比 丘， 迟 缓 的 修 习 为 漏 尽 而 念 死。 [238] 
诸 比 丘！ 若 有 比 丘， 如 是 念 死 修 习： ‘呜 呼！ 我 命 实 在 咀 嚼 吞 下 一 团 饭 食 之 
间， 我 必 忆 念 世 尊 教 法， 我 实 多 有 所 作’。 诸 比 丘！ 若 有 比 丘 如 是 念 死 修 
习： ‘呜 呼！ 我 命 实 在 一 呼 吸 或 入 出 息 之 间， 我 必 忆 念 世 尊 教 法， 我 实 多 有 
所 作’。 诸 比 丘！ 此 等 称 为 住 于 不 放 逸 比 丘， 敏 捷 的 修 习 为 漏 尽 而 念 死”。  

如 是 咀 嚼 四 五 团 饭 食 之 间 的 短 促 寿 命 的 时 间 尚 不 可 靠， 当 这 样 的 “以 
生 命 的 限 制” 而 念 死。  

㈧ “以 刹 那 短 促” —— 有 情 的 刹 那 寿 命， 是 依 第 一 义 极 短 的 只 起 一 心 之 
间 而 已。 犹 如 车 轮 转 动 之 时， 只 以 一 辋 的 部 分 转 动， 停 止 时 亦 只 一 辋 部 分 
停 止， 如 是 有 情 的 寿 命 只 是 一 心 刹 那， 那 心 消 灭 之 时， 即 名 有 情 灭。 即 所 谓
【35】

： “过 去 心 刹 那 （的 有 情） 已 生 存， 非 现 在 生 存， 非 未 来 生 存。 未 来 心 刹 
那 （的 有 情） 非 已 生 存， 非 现 在 生 存， 是 未 来 生 存。 现 在 心 刹 那 （的 有 情） 
非 已 生 存， 是 现 在 生 存， 非 未 来 生 存”。  

命 与 自 体 及 苦 乐 （受）
【36】  

都 只 一 心 的 相 应，  
刹 那 迅 速 的 存 续。  
死 者 或 存 者，  
诸 蕴 灭 相 等， 

                                                 
【32】S.I, p.108, 《杂 阿 含》 一 ○ 八 四 经 （大 正 二 · 二 二 八 四 b 以 下）， 别 译 《杂 阿 含》 二 

三 经 （大 正 二 · 三 八 一 a 以 下）。 
【33】A.IV, p.136, 《中 阿 含》 一 六 ○ · 阿 兰 那 经 （大 正 一 ·六 八 二 b 以 下）。 
【34】A.IV, p.318 f. 
【35】MND. p.42; p.117 f. 
【36】“命” 为 命 根。 “自 体” 是 除 了 命 根 及 苦 乐 受 的 其 他 诸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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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去 不 再 生。  
以 （心） 未 生 故 不 生，  
依 现 存 （心） 而 生 存，  
由 心 灭 故 世 间 灭，  
此 依 第 一 义 施 设。  

如 是 “以 刹 那 的 短 促” 而 念 死。  

念 此 八 种 之 中 任 何 一 种 行 相 的 人， 以 数 数 作 意， 而 得 修 习 其 心， 住 念 
于 死 的 所 缘， 镇 伏 于 五 盖， 而 得 现 起 禅 支。 因 为 死 的 所 缘 的 自 性 法 故， 及 悚 
惧 故， 不 得 安 止 定， 只 证 近 行 之 禅。 [239] 

出 世 间 禅 及 第 二 第 四 无 色 禅， 由 于 自 性 法 的 殊 胜 修 习 得 证 于 安 止。 即 
因 为 依 清 净 修 习 的 次 第 故 得 证 出 世 间 安 止， 由 于 所 缘 的 超 越 修 习 故 得 证 无 
色 安 止。 因 为 在 那 里 （无 色 禅） 证 安 止 禅 的 只 有 一 所 缘 的 超 越。 然 而 此 （念 
死） 中 （清 净 修 习 及 所 缘 的 超 越） 两 者 都 没 有。 所 以 （念 死） 只 能 证 得 近 行 
之 禅。  

因 为 此 禅 是 由 于 念 死 之 力 而 生 起， 故 称 “念 死”。  

（念 死 的 功 德） 勤 修 念 死 的 比 丘， 是 常 不 放 逸 的， 对 一 切 有 得 不 爱 乐 
想， 舍 弃 命 的 爱 者， 是 呵 斥 罪 恶 者， 不 多 贮 藏， 对 于 资 具 离 诸 悭 垢， 得 至 熟 
练 于 他 的 无 常 之 想， 随 着 亦 得 现 起 苦 想 及 无 我 想。  

不 修 习 念 死 的 有 情， 死 的 时 候 未 免 陷 于 恐 怖 昏 昧， 如 突 然 地 遭 遇 猛 
兽， 夜 叉， 蟒 蛇， 盗 贼， 及 杀 戮 者 相 似， 如 是 （修 习） 则 不 陷 于 （恐 怖 昏 昧） 
而 得 无 畏 无 昏 昧 而 命 终。 他 十 现 世 纵 使 不 证 不 死 （的 涅 槃）， 来 世 亦 得 到 
达 善 趣。  

真 实 的 善 慧 者，  
应 对 于 如 是，  
有 大 威 力 的 念 死，  
常 作 不 放 逸 之 行。  

这 是 详 论 念 死 一 门。  

    

今 说 除 了 佛 陀 出 世 之 时 以 前 未 曾 流 行 的 及 非 一 切 外 学 的 境 界 的 “身 至 
念 处”， 世 尊 曾 于 诸 经 之 中 以 种 种 的 方 法 这 样 的 赞 叹【37】

： “诸 比 丘！ 兹 有 一 
法， 修 习 多 作， 助 成 大 悚 惧， 助 成 大 利 益， 助 成 大 瑜 伽 安 稳， 助 成 大 念 正 
知， 助 成 智 见 的 获 得， 助 成 现 法 乐 住， 助 成 ㈢ 明、 ㈧ 解 脱、 及 （沙 门） 果 的 
证 得。 一 法 云 何？ 身 至 念 ……。 诸 比 丘， 受 用 身 至 念 者， 受 用 不 死 （的 涅 
槃）。 诸 比 丘， 不 受 用 身 至 念 者， 不 受 用 不 死 （的 涅 槃）。 [240] 诸 比 丘！ 由 
受 用 身 至 念 者 而 受 用 不 死， 由 不 受 用 （身 至 念） 者 （不 受 用 不 死）， 舍 
者 …… 不 舍 者 …… 失 者 …… 不 失 者 …… 由 开 始 身 至 念 者 而 得 开 始 不 死”， 又 
云

【38】
： “诸 比 丘！ 身 至 念 云 何 修 习？ 云 何 多 作， 有 大 果， 有 大 功 德？ 诸 比 

丘！ 兹 有 比 丘 至 阿 练 若” 等， 依 此 等 ㈠ 安 般 （出 入 息） 节， ㈡ 威 仪 节， ㈢ 四 

                                                 
【37】A.I, p.43; 45. 
【38】M.III, 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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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知 节， ㈣ 厌 恶 作 意 节， ㈤ 界 作 意 节， （六 至 十 四） 九 种 墓 节 等 的 十 四 节 的 
指 示， 来 解 释 彼 （身 至 念） 的 修 习。  

此 （十 四 节） 中， ㈡ 威 仪 节， ㈢ 四 正 知 节， 及 ㈤ 界 作 意 节 的 三 节 依 观 
说， （六 至 十 四） 九 种 墓 节 依 （第 二 十 一 品 的 九） 观 智 中 的 （第 四） 过 患 随 
观 （智） 说。 又 此 （九 墓 节） 已 在 膨 胀 相 等 定 的 修 习 的 （第 六 品 之 十） 不 净 
的 解 释 中 说 明。 其 次 就 ㈠ 安 般 节 与 ㈣ 厌 恶 作 意 节 的 二 种 定 来 说。 然 而 这 两 
种 之 中 的 安 般 节 则 另 有 念 安 般 单 独 的 业 处 说 明。 如 云【39】

： “复 次， 诸 比 丘！ 
比 丘 于 此 足 蹠 以 上， 发 的 顶 端 以 下 及 以 皮 肤 为 周 围 的 身 体， 观 察 充 满 种 种 
的 不 净： 即 此 身 有 发， 毛 …… 尿”。 如 是 以 骨 髓 包 摄 于 脑， 为 厌 恶 作 意 而 说 
的 三 十 二 行 相 业 处， 便 是 这 “身 至 念” 的 意 义。  

释 此 （身 至 念） 的 修 习 （法）， 先 释 （上 面 的） 圣 典 （文 句）：  

（释 身 至 念 的 圣 典 文 句） “此 身” 是 这 四 大 种 所 成 的 污 秽 之 身。 “足 蹠 
以 上” 是 从 足 蹠 以 上。 “发 的 顶 端 以 下” 是 从 发 的 尖 端 下 面 起。 “以 皮 肤 为 
周 围” 是 周 围 以 皮 肤 为 界 限。 “观 察 充 满 种 种 的 不 净” [241] 是 观 见 此 身 充 满 
着 种 种 发 等 的 不 净。 如 何 观 察？ 即 观 “此 身 有 发 …… 乃 至 …… 尿”。  

在 彼 （此 身 有 发 …… 乃 至 …… 尿 的 文） 中： “有” 是 存 在 义。 “此” 是 指 
从 足 蹠 以 上， 发 的 顶 端 以 下， 以 皮 肤 为 周 围 而 充 满 种 种 的 不 净 而 说 的。 
“身” 即 身 体。 因 身 体 是 不 净 的 积 聚 故， 是 厌 恶 的 发 身 等 （的 生 处） 以 及 眼 
病 等 的 数 百 种 病 的 生 处， 故 称 为 身。 “发 毛” 即 指 发 等 的 三 十 二 种。  

上 文 中 的 “此 身 有 发”， 亦 应 作 “此 身 有 毛” 这 样 的 连 贯 各 句。 因 以 种 
种 行 和 考 察 这 足 蹠 以 上 发 顶 以 下 皮 肤 以 内 的 一 寻 的 身 躯 之 中， 实 不 见 有 任 
何 珍 珠 或 摩 尼 （宝 石）、 琉 璃、 沉 香 郁 金 香、 龙 脑 香、 香 粉 等 一 微 尘 的 净 
性， 但 见 极 臭 厌 恶 不 美 观 的 种 种 发 毛 等 臭 的 不 净。 是 故 说： “此 身 有 发， 
毛 …… 乃 至 …… 尿”。  

这 是 依 文 理 的 解 释。  

（身 至 念 的 修 法） 其 次 欲 修 （身 至 念） 业 处 的 初 学 善 男 子， 当 如 前 面 
（第 三 品） 所 说 的 亲 近 善 友， 而 习 业 处。 那 善 友 亦 应 对 学 者 说 “七 种 把 持 善 
巧” 及 教 以 “十 种 作 意 善 巧”。  

⑴ （七 种 把 持 善 巧） 此 中 当 如 是 教 他 (Ⅰ) 以 语， (Ⅱ) 以 意。 (Ⅲ) 以 色， (Ⅳ) 
以 形， (Ⅴ) 以 方 位， (Ⅵ) 以 处 所，(Ⅶ) 以 界 限 的 七 种 把 持 的 善 巧。  

(Ⅰ) 于 此 等 恶 作 意 业 处 中， 纵 使 他 是 三 藏 （持） 者， 但 作 意 时， 亦 应 第 
一 “以 语” 读 诵。 或 者 有 人 亦 能 于 读 诵 时 得 以 明 白 业 处， 例 如 去 亲 近 住 在 
（锡 兰 中 部） 马 拉 耶 的 大 天 长 老 的 两 位 长 老 相 似。  

传 说： 那 两 人 （向 大 天） 长 老 请 教 业 处， 长 老 [242] 教 他 们 在 四 个 月 内 读 
诵 圣 典 （所 说 的） 三 十 二 种 （身）。 他 们 虽 然 是 精 通 二 三 部 （尼 迦 耶） 的 
人， 但 亦 依 法 善 巧 的 在 四 个 月 中 读 诵 三 十 二 种 身， 直 至 证 得 须 陀 洹 果。  

                                                 
【39】D.II, p.293; M.I, p.57. 《中 阿 含》 九 八 · 念 处 经 （大 正 一 · 五 八 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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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 教 授 业 处 的 阿 阇 梨 当 对 弟 子 说： “第 一 以 语 读 诵”。 那 读 诵 者 当 先 
分 发 皮 的 五 种 来 顺 逆 的 读 诵， 即 顺 读： “发、 毛、 爪、 齿、 皮” 以 后， 再 逆 
诵： “皮、 齿、 爪、 毛、 发”。 此 后 又 顺 读 肾 的 五 种： “肉、 腱、 骨、 骨 髓、 肾 
脏”， 再 逆 诵： “肾 脏、 骨 髓、 骨、 腱、 肉、 皮、 齿、 爪、 毛、 发”。 自 此 又 读 
肺 的 五 种， “心 脏、 肝 脏、 肋 膜、 脾 脏、 肺 脏”， 再 逆 诵： “肺 脏、 脾 脏、 肋 
膜、 肝 脏、 心 脏、 肾 脏、 骨 髓、 骨、 腱、 肉、 皮、 齿、 爪、 毛、 发”。 此 后 又 诵 
脑 的 五 种： “肠、 肠 间 膜、 胃 中 物、 粪、 脑”， 再 逆 诵： “脑、 粪、 胃 中 物、 
肠 间 膜、 肠、 肺 脏、 脾 脏、 肋 膜、 肝 脏、 心 脏、 肾 脏、 骨 髓、 骨、 腱、 肉、 
皮、 齿、 爪、 毛、 发”。 此 后 又 诵 脂 肪 的 六 种： “胆 汁、 痰、 脓、 血、 汗、 脂 
肪”， 再 逆 诵： “脂 肪、 汗、 血、 脓、 痰、 胆 汁、 脑、 粪、 胃 中 物、 肠 间 膜、 
肠、 肺 脏、 脾 脏、 肋 膜、 肝 脏、 心 脏、 肾 脏、 骨 髓、 骨、 腱、 肉、 皮、 齿、 爪、 
毛、 发”。 此 后 又 诵 尿 的 六 种： “泪、 膏、 唾、 涕、 关 节 滑 液、 尿”， 再 逆 
诵： “尿、 关 节 滑 液、 涕、 唾、 膏、 泪、 脂 肪、 汗、 血、 脓、 痰、 胆 汁、 脑、 
粪、 胃 中 物、 肠 问 膜、 肠、 肺 脏、 脾 脏、 肋 膜、 肝 脏、 心 脏、 肾 脏、 骨 髓、 
骨、 腱、 肉、 皮、 齿、 爪、 毛、 发”。 [243] 

当 这 样 的 百 回、 千 回、 百 千 回 的 以 语 读 诵。 因 为 以 语 读 诵 （身 至 念） 业 
处 的 经 典 而 纯 熟， 则 心 不 至 于 这 里 那 里 的 散 乱， （身 的 三 十 二） 部 分 亦 得 明 
白， 了 如 指 掌， 亦 如 围 栅 行 列 的 明 显。 

(Ⅱ) 犹 如 “以 语”， 同 样 的 亦 当 “以 意” 读 诵 （即 默 诵）。 以 语 读 诵 是 为 
以 意 读 诵 之 缘； 以 意 读 诵 是 为 通 达 （特） 相 之 缘。  

(Ⅲ) “以 色” —— 是 应 当 确 定 发 等 之 色。  

(Ⅳ) “以 形” —— 即 当 确 定 它 们 （发 等） 的 形。  

(Ⅴ) “以 方 位” —— 于 此 身 中， 自 脐 以 上 为 上 方， （脐） 以 下 为 下 方。 故 
（三 十 二 分 中 的） 此 分 是 在 此 方 —— 当 如 是 确 定 方 位。  

(Ⅵ) “以 处 所” —— 这 一 部 分 是 在 此 处 —— 当 如 是 各 各 确 定 其 处 所。  

(Ⅶ) “以 界 限” —— 有 自 分 界 限 与 他 分 界 限 两 种 界 限。 此 中 每 一 部 分 的 
下、 上、 横 的 界 限， 当 知 如 是 的 “自 分 界 限”； 发 不 是 毛， 毛 不 是 发， 当 知 
如 是 分 别 “他 分 界 限”。  

如 是 教 授 七 种 把 持 善 巧 者， 亦 应 教 授 他 们 知 道 这 （身 至 念） 业 处， 在 某 
经 中 是 以 厌 恶 说 的， 在 某 经 中 是 以 界 说 的。 即 此 （身 至 念 业 处） 于 大 念 处 
（经）

【40】 中 是 以 厌 恶 说 的； 于 大 象 迹 喻 （经）
【41】

、 大 教 诫 罗 喉 罗 （经）
【42】 及 

界 分 别 （经）
【43】 中 是 以 界 说 的。 但 在 身 至 念 经【44】 中 则 以 关 于 那 （三 十 二 分 

                                                 
【40】大 念 处 (Mahāsatipaṭṭhāna) D.II, p.290 ff. 《中 阿 含》 九 八 · 念 处 经 （大 正 一 · 五 八 二 

b 以 下）。 
【41】大 象 迹 喻 (Mahāhatthipadopama) M.I, p.184 ff. 《中 阿 含》 三 ○ · 象 迹 喻 经 （大 正 

一 · 四 六 四 b 以 下）。 
【42】大 教 诫 罗 喉 罗 (Mahā-Rāhulovāda) M.I, p.420 ff. 
【43】界 分 别 (Dhātu-Vibhaṅga) M.III, p.237 ff. 《中 阿 含》 一 六 二 · 分 别 六 界 经 （大 正 

一 · 六 九 ○ a 以 下）。 
【44】身 至 念 经 (Kāyagatāsati-Sutta) M.III,p.88 ff, 《中 阿 含》 八 一 · 念 身 经 （大 正 一 · 五 五 

四 c 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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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每 分 的） 色 的 显 现 者 而 分 别 四 禅 的。 此 中 以 界 说 的 是 毗 钵 舍 那 （观） 的 业 
处， 以 厌 恶 说 的 是 奢 摩 他 （止） 的 业 处。 于 此 （厌 恶 作 意 节） 中 是 奢 摩 他 
（止） 业 处 的 意 义。  

⑵ （十 种 作 意 善 巧） 这 样 教 过 了 七 种 把 持 善 巧 之 后， 当 再 教 (Ⅰ) 以 次 
第， (Ⅱ) 以 不 过 急， (Ⅲ) 以 不 过 缓， (Ⅳ) 以 除 去 散 乱， (Ⅴ) 以 假 名 的 超 越， (Ⅵ) 
以 次 第 撤 去， (Ⅶ) 以 安 止， (Ⅷ — Ⅹ) 以 三 经 典 的 十 种 作 意 善 巧。  

(Ⅰ) “以 次 第” —— 于 此 （三 十 二 分 身）， 自 读 诵 以 后， [244] 当 次 第 的 作 
意， 不 要 跳 一 个 的 作 意。 如 果 跳 一 个 的 作 意， 则 如 无 技 巧 的 人， 登 三 十 二 级 
的 阶 梯， 以 跳 一 步 而 登， 结 果 身 体 疲 劳 而 失 败， 不 能 完 全 登 达， 如 是 他 （于 
三 十 二 分 中 跳 级 作 意 者） 亦 不 能 以 完 全 的 修 习 而 得 应 得 的 意 乐， 唯 有 其 心 
疲 劳 而 失 败， 不 能 完 成 其 修 习。  

(Ⅱ) 以 次 第 作 意 者 亦 应 “不 过 急” 作 意。 若 过 急 作 意 者， 虽 然 他 或 许 可 
得 完 成 其 业 处 的 终 点， 但 （对 业 处） 不 明 了， 不 得 至 于 殊 胜 （之 位）； 譬 如 
有 人 行 三 由 旬 的 道 路， 不 观 察 其 当 进 与 当 避 （之 道）， 即 以 速 度 的 往 返 百 
回， 虽 然 到 达 终 点 （亦 不 知 是 终 点）， 但 是 应 问 而 后 行 （才 知 终 点） 是 故 不 
宜 过 急。  

(Ⅲ) 如 不 过 急， 亦 宜 “不 过 缓” （作 意）， 若 过 缓 作 意 者， 则 不 能 到 达 业 
处 的 终 点， 而 证 胜 （位） 之 缘； 譬 如 欲 于 当 日 行 三 由 旬 之 道 的 人， 若 于 途 中 
的 树、 山、 池 等 处 处 耽 搁， 则 不 能 到 达 终 点。  

(Ⅳ) “以 除 去 散 乱” —— 当 除 去 即 放 弃 业 处 而 散 乱 于 外 部 的 种 种 所 缘 之 
心。 若 不 除 去 （散 乱） 则 忆 念 外 部 散 乱 之 时， 而 消 失 其 业 处； 譬 如 有 人 行 于 
仅 有 一 足 宽 的 削 壁 之 道， 不 察 具 放 足 （之 处）， 但 左 盼 右 顾， 错 乱 其 步 法， 
则 自 百 仞 的 削 壁 落 下 来 了。 是 故 应 除 去 散 乱 而 作 意。  

(Ⅴ) “以 假 名 的 超 越” —— 即 超 越 了 发 毛 等 的 假 名 （概 念）， 置 心 于 厌 
恶 中， 譬 如 大 旱 之 时， 有 人 在 林 中 发 现 了 泉 水， 即 在 那 里 结 以 多 罗 树 叶 等 
作 标 帜， （初 则） 依 那 标 帜 而 来 沐 俗 及 饮， [245] 但 是 因 为 常 常 来 而 到 了 其 行 
迹 明 显 之 时， 则 不 需 要 那 标 帜， 在 任 何 希 望 之 时， 即 可 来 浴 与 饮； 如 是 在 初 
分， 以 发 毛 等 的 假 名 作 意 者， 到 了 获 得 厌 恶 明 了 之 时， 则 当 超 越 发 毛 等 的 
假 名， 专 置 其 心 于 厌 恶 之 中。  

(Ⅵ) “以 次 第 撤 去” —— 应 撤 去 那 些 不 （于 心 中） 现 起 的 部 分， 为 次 第 
撤 去 作 意。 即 初 学 者 于 发 作 意， 又 撤 去 （发 的） 作 意 而 至  后 的 尿 的 部 分 而 
止； 于 尿 作 意， 又 撤 去 （尿 的） 作 意 而 至  初 的 发 的 部 分 而 止。 在 他 的 数 数 
作 意 中， 有 些 部 分 （于 心 中） 现 起， 有 些 则 不 现 起。 当 于 那 些 现 起 的 部 分 中 
先 作 （意） 业。 如 果 二 分 同 时 现 起 之 时， 亦 必 有 一 分 现 起 比 较 好 的， 加 是 当 
于 那 现 起 的 部 分 数 数 作 意。 而 生 起 安 止 定。  

这 是 个 有 关 的 譬 喻； 即 譬 如 要 捕 捉 住 在 三 十 二 株 多 罗 树 所 形 成 的 多 罗 
林 中 的 猕 猴 的 猎 师，  初 以 弓 矢 射 穿 那 猕 猴 所 居 的 多 罗 树 叶 及 作 呼 喊 之 
声， 此 时 那 猕 猴 便 顺 次 于 多 罗 树 上 一 一 的 跳 去 而 至  后 的 多 罗 树； 猎 师 亦 
追 至 那 里 行 其 同 样 的 方 法， 而 彼 （猕 猴） 又 以 同 样 的 方 法 逃 回  初 的 多 罗 
树。 如 是 由 于 各 处 屡 起 喊 声， 令 彼 （猕 猴） 数 数 次 第 奔 跳， 终 于 停 止 一 多 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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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 上， 坚 持 那 中 央  嫩 的 多 罗 叶， 纵 使 （弓 矢） 射 去 之 时 它 也 不 起 了。 当 知 
这 （与 三 十 二 分 身 的 次 第 撤 去） 是 相 似 的。  

这 譬 喻 （与 次 第 撤 去） 对 照 如 次： 即 三 十 二 株 多 罗 树 的 多 罗 林， 为 此 身 
的 三 十 二 部 分。 心 如 猕 猴， 瑜 伽 行 者 如 猎 师。 瑜 伽 行 者 的 心 环 行 于 三 十 二 
部 分 的 身 中 的 所 缘， 如 猕 猴 住 于 三 十 二 株 多 罗 树 的 多 罗 林。 瑜 伽 行 者 开 始 
于 发 的 作 意， 顺 次 行 去 及 置 心 于  后 的 部 分， 如 猎 师  初 以 弓 矢 射 穿 那 
（猕 猴） 所 居 的 多 罗 树 叶 及 作 呼 喊 之 声 的 时 候， 而 猕 猴 顺 次 于 多 罗 树 上 一 
一 跳 去 而 至  后 的 多 罗 树。 [246] 再 回 来 （至  初 部 分 及  初 的 多 罗 树） 的 
方 法 也 是 同 样 的。 数 数 作 意， 则 有 些 （部 分 于 心 中） 现 起， 舍 其 未 曾 现 起 的 
（部 分）， 而 对 现 起 的 （部 分） 行 遍 作 （准 备 定）， 如 猕 猴 再 再 继 续 于 喊 声 
所 发 之 处 的 上 面 起 （而 他 遁）。  后 于 二 （部 分） 现 起 时， 于 现 起 较 好 的 
（部 分） 数 数 作 意， 而 生 起 安 止， 如 （猕 猴） 来 至 一 多 罗 树 而 止， 坚 持 其 中 
央  嫩 的 多 罗 树 叶， 虽 射 之 亦 不 起 了。  

更 有 一 譬 喻： 譬 如 一 乞 食 的 比 丘， 住 在 三 十 二 家 的 村 落 附 近， 他 于 第 
一 家 获 得 了 二 （家） 分 的 饮 食， 便 超 越 了 其 他 的 一 家， 第 二 天 （于 第 一 家） 
获 得 三 分， 便 超 越 了 其 他 的 两 家， 第 三 天 于  初 （之 家） 获 得 了 满 钵， 便 
（不 行 乞 他 家） 回 至 坐 堂 （住 坐 所） 食 之。 当 知 这 亦 （与 三 十 二 分 身 的 作 
意） 相 似。 三 十 二 种 （部 分） 如 三 十 二 家 的 村 落。 瑜 伽 行 者 如 乞 食 者。 瑜 伽 
者 于 三 十 二 种 （部 分） 遍 作 （准 备 定） 如 彼 （乞 食 者） 的 住 于 村 落 的 附 近。 
数 数 作 意， 舍 弃 其 未 现 起 的 （部 分） 于 各 各 现 起 的 （部 分） 中， 及 于 二 部 分 
中 （现 起 较 好 的） 遍 作， 如 于 第 一 家 获 得 了 二 （家） 分 的 饮 食， 便 超 越 了 其 
他 的 一 家， 第 二 天 （于 第 一 家） 获 得 三 分， 便 超 越 了 其 他 的 两 家。 于 彼 二 
（部 分） 中 的 现 起 较 好 的， 数 数 作 意 而 生 起 安 止， 如 第 三 天 于  初 （之 家） 
获 得 了 满 钵， 便 回 至 坐 堂 （住 坐 所） 坐 而 食 之。  

(Ⅶ) “以 安 止” —— （三 十 二 部 分 中） （于 令 生） 安 止 （定） 的 部 分 （作 
意） 当 知 即 于 发 等 的 各 各 部 分 而 坐 起 安 止 （定）， 为 （安 止 定） 的 意 义。  

(Ⅷ 一 Ⅹ) “以 三 经 典” —— 即 增 上 心， 清 凉， 觉 支 善 巧 等 三 经， 当 知 精 
进 与 定 的 结 合， 是 这 （三 经） 的 意 义。  

(Ⅷ) 此 中【45】
： “诸 比 丘！ 勤 策 增 上 心 的 比 丘， 当 于 三 相 时 时 作 意： 即 时 

时 于 定 相 作 意， 时 时 于 策 励 相 作 意， 及 时 时 于 舍 相 作 意。 [247] 诸 比 丘！ 勤 策 
增 上 心 的 比 丘， 如 果 专 于 定 相 作 意， 则 心 趋 懈 怠。 诸 比 丘！ 勤 策 增 上 心 的 比 
丘， 如 果 专 于 策 励 相 作 意， 则 心 趋 掉 举。 诸 比 丘！ 勤 策 增 上 心 的 比 丘， 如 果 
专 于 舍 相 作 意， 则 他 的 心 不 为 漏 尽 而 正 等 持。 诸 比 丘！ 然 而 勤 策 增 上 心 的 
比 丘， 时 时 于 定 相、 策 励 相 及 舍 相 作 意， 则 他 的 心 成 为 柔 软， 适 合 作 业 与 清 
净， 及 不 会 破 坏 为 漏 尽 而 正 等 持”。  

“诸 比 丘！ 亦 如 金 匠 或 金 匠 的 弟 子 造 炉， 既 造 炉 已， 于 炉 口 点 火， 既 于 
炉 口 点 火 已， 以 火 钳 挟 金 投 入 炉 口， 时 时 吹 风， 时 时 洒 水， 时 时 放 舍。 诸 比 
丘！ 如 果 金 匠 或 金 匠 的 弟 子 专 一 对 金 吹 风， 则 金 将 烧 掉； 诸 比 丘！ 如 果 金 匠 
或 金 匠 的 弟 子 专 一 对 金 洒 水， 则 金 将 冷 却； 诸 比 丘！ 如 果 金 匠 或 金 匠 的 弟 
                                                 
【45】A.I, 256-258, 《杂 呵 含》 一 二 四 七 经 （大 正 二 · 三 四 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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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专 一 对 金 放 舍， 则 金 不 至 正 当 的 纯 熟。 诸 比 丘！ 然 而 金 匠 或 金 匠 的 弟 子， 
对 金 时 时 吹 风， 时 时 洒 水， 时 时 放 舍， 则 金 成 为 柔 软， 适 合 作 业， 净 洁 及 不 
会 破 坏 而 成 正 当 的 作 用 —— 如 欲 用 金 制 作 金 带、 耳 环、 颈 饰、 金 　 等 的 种 种 
装 饰 品， 都 得 完 成 他 的 目 的”。  

“诸 比 丘！ 如 是 勤 策 增 上 心 的 比 丘 …… 乃 至 …… 为 漏 尽 而 正 等 持。 [248] 
而 彼 （比 丘） 为 了 以 通 （智） 证 知 而 倾 心 于 通 （智） 证 知 之 法， 若 有 （宿 因 
等 的） 原 因， 得 以 现 证 彼 法” —— 当 知 此 经 是 “增 上 心”。  

(Ⅸ) 【46】
“诸 比 丘！ 具 足 六 法 的 比 丘， 得 证 无 上 清 凉。 云 何 为 六？ 诸 比 

丘！ 兹 有 比 丘， 心 当 抑 制 之 时， 即 抑 制 其 心； 心 当 策 励 之 时， 即 策 励 其 心； 
心 当 喜 悦 之 时， 即 喜 悦 其 心； 心 当 放 舍 之 时， 即 放 舍 其 心； 倾 心 于 胜 （道 与 
果）， 及 乐 于 涅 槃。 诸 比 丘！ 具 足 此 六 法 的 比 丘， 得 证 无 上 清 凉” —— 当 知 
此 经 是 “清 凉”。  

(Ⅹ) “觉 支 善 巧” —— 【47】
“如 是 诸 比 丘， 若 心 消 沉 之 时， 不 宜 修 习 轻 安 

觉 支” —— 此 等 已 在 （第 四 品） 论 安 止 善 巧 中 说 明。  

曾 经 善 学 七 种 把 持 善 巧 及 深 深 地 确 定 了 十 种 作 意 善 巧， 即 瑜 伽 者 当 以 
二 善 巧 善 取 业 处。  

如 果 （瑜 伽 者） 与 阿 阇 梨 （师） 安 住 一 寺， 则 不 必 （一 时） 详 细 请 教， 
（确 定 业 处 后） 当 以 策 励 业 处 得 进 步 已， 从 此 次 第 的 向 上 请 教。 若 欲 住 在 他 
处 的， 则 当 依 照 上 述 的 （七 种 把 持 善 巧 及 十 种 作 意 善 巧） 规 定 详 细 学 习， 再 
三 翻 覆 （读 诵）， 了 解 一 切 困 难 之 处， 如 于 （第 四 品） 地 遍 的 解 释 中 所 说 的 
方 法， 舍 离 不 适 当 的 住 所， 而 住 适 当 的 精 舍， 断 除 小 障 碍， 当 于 厌 恶 作 意 中 
遍 作 （准 备 定）。  

⑶ （取 三 十 二 分 身 之 相 与 厌 恶 性） （遍） 作 者 当 先 取 发 等 之 相。 怎 样 取 
呢？ 拔 出 一 二 根 头 发 置 于 掌 上， 当 先 确 定 其 色。 [249] 在 剃 发 处 看 发 亦 可。 或 
于 水 钵 或 于 粥 钵 中 看 （所 落 之 发） 亦 可。 见 黑 （发） 时， 当 思 惟 “黑”， 见 白 
时， 思 惟 “白”， （黑 白） 相 间 之 时， 则 从 多 数 的 思 惟。 犹 如 于 发， 见 一 切 
“皮 等 五 种” 亦 宜 如 是 取 相。  

如 是 取 相 已， 当 确 定 一 切 （三 十 二） 部 分 中 的 色、 形、 方 位、 处 所 与 界 
限， 及 确 定 色、 形、 香、 所 依 与 处 所 五 种 的 厌 恶 性。 关 于 这 一 切 部 分 的 确 定 
法 次 第 叙 述 如 下：  

⑴ （发） 先 就 发 的 自 然 之 色 是 黑 的， 象 木 槵 子 的 “色”。 “形” 则 长 圆 
如 称 杆 之 形。 “方 位” —— 生 在 （身 的） 上 方。 “处 所” —— 两 侧 以 耳 朵 边， 
前 以 额 际， 后 面 以 项 为 限； 封 盖 头 颅 的 湿 皮 为 发 的 处 所。 “界 限” —— 如 谷 
芒 插 入 封 盖 头 颅 的 皮 中 而 住 的 发， 下 以 （发） 根 自 己 的 面 积， 上 以 虚 空， 横 
以 （诸 发） 相 互 （之 间） 为 限， 决 无 二 根 头 发 （长） 在 一 处 的， 这 是 （发 的） 
“自 分 的 界 限”； 发 非 毛， 毛 非 发， 如 是 不 与 其 他 （发 以 外） 的 三 十 一 部 分 

                                                 
【46】A.III, 435. 
【47】S.V,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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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 同， 而 发 为 单 独 的 一 部 分， 这 是 （发 的） “他 分 的 界 限”。 这 是 发 的 色 等 
的 确 定。  

其 次 确 定 （此 发 的） 色 等 五 种 的 厌 恶： 即 依 发 的 色 是 厌 恶 的， 依 形， 依 
香， 依 所 依， 依 处 所 也 是 厌 恶 的。 如 在 一 钵 心 爱 的 粥 或 一 钵 饭 中， 虽 然 只 见 
少 许 象 头 发 的 色 的 东 西， 也 会 厌 恶 地 说： “这 里 混 杂 着 头 发， 快 拿 开”， 如 
是 依 发 之 “色” 是 厌 恶 的。 如 在 夜 间 吃 饭 的 人， 若 触 着 象 阿 迦 的 纤 维 与 曼 迦 
羯 的 纤 维 的 头 发 之 形， 亦 同 样 的 厌 恶， 如 是 依 “形” 是 厌 恶 的。 如 果 不 使 用 
涂 油 与 花 香 等， 头 发 之 香 是 极 厌 恶 的； 若 （把 头 发） 投 入 火 中， （那 气 味） 
就 更 讨 厌 了。 [250] 依 发 的 色 与 形， 或 许 不 很 厌 恶， 但 依 “香” 是 实 在 厌 恶 
的。  

譬 如 小 孩 子 的 粪 的 颜 色 象 郁 金 色， 其 形 亦 如 郁 金 块； 又 如 弃 于 粪 秽 聚 
中 而 膨 胀 了 的 黑 狗 的 尸 体， 色 如 多 罗 的 熟 果， 其 形 滚 转 则 如 所 弃 的 小 鼓 之 
形， 而 （犬） 牙 亦 加 素 馨 的 蓓 蕾。 依 这 两 种 的 色 与 形 看， 或 许 不 很 厌 恶， 若 
依 其 香 则 厌 恶 了。 同 样 的， 此 发 之 色 与 形 或 许 不 甚 厌 恶， 但 依 其 香 则 厌 恶 
了。  

譬 如 在 村 中 流 出 污 物 的 不 净 之 处 而 生 的 野 菜， 为 城 市 的 人 厌 恶 而 不 
食， 同 样 的， 这 头 发 是 依 于 脓、 血、 尿、 屎、 胆 汁、 痰 等 所 流 之 处 而 生， 故 
亦 厌 恶， 这 是 （发） 的 “所 依” 的 厌 恶。 此 发 生 于 三 十 一 部 分 的 积 聚 中， 犹 
如 生 于 粪 堆 之 上 的 菌， 亦 如 生 于 冢 墓 与 粪 秽 等 处 的 野 莱， 又 如 生 于 沟 中 的 
莲 花 与 睡 莲 等 的 花， 于 不 净 处 生， 故 甚 厌 恶。 是 故 它 们 （发） 的 “处 所” 是 
厌 恶 的。  

犹 如 于 发， 应 如 是 确 定 一 切 部 分 的 色、 形、 香、 所 依、 处 所 的 五 种 厌 恶 
性。 亦 应 确 定 一 切 部 分 各 各 的 色、 形、 方 位、 处 所 与 界 限 （的 五 种）。  

⑵ （毛） 毛 的 自 然 的 “色”， 不 象 发 那 样 纯 粹 黑 色， 却 成 黑 褐 色。 “形” 
一 尾 端 下 垂， 如 多 罗 树 根 的 形 状。 “方 位” —— 生 在 （脐 的 上 下） 两 方。 “处 
所” —— 除 了 生 发 的 部 分 及 手 掌 足 蹠 之 外， 生 在 其 他 大 部 分 盖 覆 身 体 的 皮 
肤 上。 “界 限” —— 生 入 盖 覆 身 体 的 皮 肤 之 内 一 虮【48】 下 以 （毛） 根 自 己 的 面 
积， 上 以 虚 空， 横 以 （诸 毛） 相 互 之 间 为 限， 没 有 二 毛 生 在 一 处 的， 这 是 
（毛 的） “自 分 的 界 限”。 “他 分 的 界 限” 与 发 相 似。  

                                                 
【48】一 虮 (likkhā) 是 长 度 的 一 个 单 位， 在 巴 利 佛 教 中 的 传 说 是 这 样： ㈠ 在 

Sammohavinodani p.343 中 说： 36 极 微 (paramāṇu) ＝ 1 微 (āṇu)， 36 微 ＝ 1 tajjāri, 36 
tajjāri = 1 rathareṇu, 36 rathareṇu = 1 虮 (likkhā), 7 虮 ＝ 1 虱 (ūkā), 7 虱 ＝ 1 dhaññamāsa, 7 
dhaññamāsa ＝ 1 指 节 (aṅgula), 12 指 节 ＝ 1 张 手 (vidatthe), 2 张 手 ＝ 1 肘 (ratana = 
hattha), 7 肘 ＝ 1 棒 (yaṭṭhi = daṇḍa), 20 棒 = 1 usabha, 80 usabha ＝ 1 gāvuta (= 2 kro　a 俱 
卢 舍), 4 gāvuta ＝ 1 由 旬 (yojana)。 ㈡ 根 据 Paramatthamañjūsā II, p.226, 则 有 不 同 的 说 
法： 8 极 微 ＝ 1 微， 8 微 ＝ 1 tajjāri, 8 tajjāri = 1 rathareṇu, 8 rathareṇu = 1 虮, 8 虮 ＝ 1 虱, 8 
虱 ＝ 1 稻 麦 (yava), 8 稻 麦 ＝ 1 指 节。 ㈢ 据 大 毗 婆 沙 论 卷 一 三 六 所 说： 7 极 微 ＝ 1 微 
尘， 7 微 尘 ＝ 1 铜 尘， 7 铜 尘 ＝1 水 尘， 7 水 尘 ＝ 1 兔 毫 尘， 7 兔 毫 尘 ＝ 1 羊 毛 尘， 7 
羊 毛 尘 ＝ 1 牛 毛 尘。 7 牛 毛 尘 ＝ 1 向 游 尘 (trasareṇu ＝ rathareṇu)， 7 向 游 尘 ＝ 1 虮， 7 
虮 ＝ 1 虱， 7 虱 ＝ 1 稻 麦， 7 稻 麦 ＝ 1 指 节， 24 指 节 ＝ 1 肘 (aratni ＝ ratana)， 4 肘 ＝ 1 
弓 (dhanu)， 500 弓 ＝ 摩 揭 陀 1 俱 卢 舍， 8 俱 户 舍 ＝ 1 逾 缮 那 (yojana)。 

 



              150

⑶ （爪） —— 有 二 十 枚 名 爪。” 它 们 都 是 白 “色”。 “形” 如 鱼 鳞。 “方 
位” —— 足 的 爪 在 下 方， 手 的 爪 在 上 方， [251] 如 是 生 在 两 方。 “处 所” —— 
生 在 指 （趾） 端 的 背 上。 “界 限” —— 两 方 以 （左 右） 指 端 的 肉， 内 以 指 背 的 
肉， 外 与 顶 以 虚 空， 横 以 （诸 爪） 相 互 之 间 为 限， 没 有 二 爪 长 在 一 处 的。 这 
是 它 的 “自 分 的 界 限”。 “他 分 的 界 限” 与 发 相 似。  

⑷ “齿” —— 齿 长 得 完 全 的 人， 有 三 十 二 个 齿 骨。 他 们 的 “色” 也 是 白 
的。 “形” —— 有 种 种 的 形 状， 先 就 它 们 的 下 一 排 来 说， 在 中 间 的 四 齿， 好 
象 次 第 插 在 一 团 粘 土 之 上 的 葫 芦 瓜 的 子 的 形 状； 在 它 们 （四 个） 两 边 的 每 
一 个 有 一 根 及 一 尖 端， 如 曼 莉 迦 （素 馨 的 一 种） 的 蓓 蕾 之 形； 此 外 的 一 个 
（小 臼 齿） 有 一 根 二 尖 端， 如 车 的 支 柱 之 形； 再 外 边 的 二 枚 （小 臼 齿 和 大 臼 
齿） 有 二 根 三 尖 端； 更 外 边 的 二 枚 （大 臼 齿） 有 四 根 四 尖 端。 上 面 的 一 排 也 
是 同 样 的。 “方 位” —— 生 在 上 方。 “处 所” —— 在 （上 下） 二 腭 骨 中。 “界 
限” —— 下 以 在 腭 骨 中 的 （齿） 根 自 己 的 面 积， 上 以 虚 空， 横 以 （诸 齿） 相 
互 为 界， 二 齿 长 在 一 处 是 没 有 的。 这 是 它 们 的 “自 分 的 界 限”。 “他 分 的 界 
限” 与 发 相 似。  

⑸ （皮） —— 盖 覆 全 身 的 皮。 在 上 （层） 的 黑 色、 青 色 或 深 褐 色、 黄 色 
等 色 的 为 肤 （外 面 的 薄 皮）， 若 把 那 全 身 的 外 皮 共 聚 起 来 不 过 如 枣 核 之 量。 
皮 的 本 “色” 是 白 的， 这 （皮 的） 白 色， 若 为 火 伤 或 打 击 等 而 脱 去 外 皮 之 时 
则 更 明 显 了。 “形” —— 略 而 言 之， 与 身 形 同； 详 言 之： 则 足 趾 的 皮 如 蚕 茧 
之 形； 足 背 的 皮 如 皮 靴 套 足 之 形； 胫 的 皮 如 以 多 罗 树 叶 包 裹 食 物 之 形； 股 
的 皮 如 装 满 米 的 长 袋 之 形； 臀 的 皮 如 装 满 水 的 滤 水 囊 之 形； 背 的 皮 如 铺 张 
在 板 上 的 皮 革 之 形： 腹 的 皮 如 铺 张 在 琵 琶 的 空 穴 的 盖 膜 之 形； 胸 的 皮 略 如 
四 角 形； 两 臂 的 皮 如 套 入 箭 筒 的 皮 革 之 形； 手 背 的 皮 如 剃 刀 鞘 之 形 或 栉 袋 
之 形； 手 指 的 皮 如 钥 袋 之 形； 颈 的 皮 如 包 颈 布 之 形， 面 的 皮 [252] 如 有 大 小 
孔 的 昆 虫 的 窝 的 形 状； 头 皮 如 钵 袋 之 形。  

取 于 皮 的 瑜 伽 行 者， 当 输 送 他 的 智 于 从 上 唇 开 始 的 上 方 的 面 部，  先 
当 确 定 盖 覆 面 部 的 皮 肤。 其 次 （确 定） 额 骨 的 皮 肤。 其 次 譬 如 伸 手 于 放 在 袋 
内 的 钵 与 袋 之 间， 输 送 他 的 智 于 头 骨 及 头 皮 之 间， 分 离 其 皮 与 骨 的 结 合 状 
态， 而 确 定 其 头 皮。 其 次 （确 定） 肩 的 皮。 其 次 以 顺 与 逆 （确 定） 右 手 的 
皮。 次 以 同 样 的 方 法 （确 定） 左 手 的 皮。 次 则 （确 定） 背 的 皮。 次 以 顺 与 逆 
（确 定） 右 足 的 皮。 次 以 同 样 的 方 法 （确 定） 左 足 的 皮。 以 后 次 第 的 确 定 生 
殖 器 官、 腹、 胸、 颈 的 皮。 在 颈 皮 之 后， 确 定 下 腭 的 皮，  后 （输 送 他 的 
智） 到 达 下 唇 而 （确 定） 完 结。 如 是 次 第 取 了 粗 （皮） 的 人， 对 于 细 （皮） 亦 
得 明 白。 “方 位” —— 生 于 （上 下） 二 方。 “处 所” —— 盖 覆 全 身。 “界 限” 
—— 下 面 （里 面） 以 骨 的 面 积， 上 面 （外 面） 以 虚 空 为 限。 这 是 它 的 “自 分 
的 界 限”， 而 “他 分 的 界 限” 与 发 相 似。  

⑹ “肉” 有 九 百 肉 片。 一 切 的 颜 “色” 都 是 赤 的， 与 甄 叔 迦 花 相 似。 
“形” —— 胫 的 肉 团 象 多 罗 的 叶 包 食 物 之 形； 股 （大 腿） 的 肉 象 研 石 之 形； 
臀 部 的 肉 象 灶 的 后 边 之 形； 背 的 肉 象 多 罗 果 汁 所 作 的 糖 板 之 形； 两 边 的 肋 
肉 象 仓 库 的 （壁） 孔 涂 以 薄 薄 的 粘 土 之 形； 乳 房 的 肉 象 投 在 地 上 的 粘 土 团 
之 形； 两 臂 的 肉 象 两 只 剥 了 皮 的 大 鼠 之 形。 如 是 取 了 粗 （肉） 的 人， 对 于 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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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 亦 得 明 白。 “方 位” —— 生 在 （上 下） 二 方。 “处 所” —— 包 住 三 百 多 
骨。 [253] “界 限” —— 下 面 （里 面） 以 附 着 骨 聚 的 面 积， 上 （外 面） 以 皮 肤， 
横 以 相 互 （的 肉） 为 限。 这 是 它 的 “自 分 的 界 限”， 而 “他 分 的 界 限” 与 发 
相 似。  

⑺ “腱” 有 九 百 的 腱。 “色” —— 一 切 都 是 白 的。 “形” —— 有 种 种 形。 
于 此 （腱） 中： 从 颈 的 上 部 开 始， 有 五 根 大 腱 联 络 身 体 向 前 面 下 走， 有 五 根 
向 （身 的） 后 面， 五 根 向 右， 五 根 向 左。 联 络 右 手 的， 亦 于 手 的 前 面 有 五， 
后 面 有 五。 联 络 左 手 的 亦 同 样。 联 络 右 足 的， 亦 于 足 的 前 面 有 五， 后 面 有 
五。 联 络 左 足 的 亦 同 样。 如 是 支 持 身 体 的 有 六 十 根 大 腱 联 络 身 体 而 向 下 走 
的。 它 们 亦 名 为 筋， 一 切 如 百 合【49】

的 球 茎 之 形。 其 他 散 在 各 处 的 （腱） 较 细 
的 如 绳 之 形， 更 细 的 如 臭 蔓 之 形， 又 细 的 如 琵 琶 之 弦 的 形， 又 细 的 如 粗 线 
之 形。 手 背 与 足 背 的 腱 如 鸟 足 之 形。 头 的 腱 如 小 儿 的 头 缠 （帽 子）。 背 的 腱 
如 展 在 日 光 之 下 的 湿 网 之 形。 其 他 附 着 四 肢 五 体 各 处 的 腱 如 网 衣 穿 在 身 上 
的 形 状。 “方 位” —— 生 在 （上 下） 二 方。 “处 所” —— 附 结 于 全 身 的 骨。 
“界 限” —— 下 以 三 百 骨 之 上 的 面 积， 上 以 皮 肉 接 触 之 处， 横 以 相 互 （之 
腱） 为 界。 这 是 它 的 “自 分 的 界 限”， 而 “他 分 的 界 限” 与 发 相 似。  

⑻ “骨” —— 是 除 了 三 十 二 颗 齿 骨 之 外， 其 他 的 六 十 四 根 手 骨， 六 十 四 
根 足 骨， 六 十 四 根 筋 肉 依 止 的 软 骨， 二 根 踵 骨， 每 一 足 各 有 二 根 的 踝 骨， 各 
有 二 根 胫 骨 （胫 骨 与 腓 骨）， 各 有 一 膝 盖 骨， 各 一 大 腿 骨， 二 臀 骨 （肠 
骨）， 十 八 根 脊 椎 骨， [254] 二 十 四 根 肋 骨， 十 四 根 胸 骨 （肋 软 骨）， 一 心 骨 
（胸 骨）， 二 锁 骨， 二 肩 （胛） 骨， 二 臂 骨 （上 膊 骨）， 各 二 前 膊 骨 （桡 骨 与 
尺 骨）， 七 颈 骨 （颈 椎）， 二 腭 骨， 一 鼻 骨 （鼻 腔）， 二 眼 骨 （眼 窝）， 二 耳 
骨 （听 腔）， 一 额 骨 （前 头 骨）， 一 头 骨 （后 头 骨）， 九 头 盖 骨 （颅 顶 骨、 颞 
颥 骨 等）， 即 如 是 的 大 约 三 百 骨。 它 们 一 切 的 “色” 都 是 白 的。 “形” 一 有 
种 种 形。 其 中 足 趾 的 骨 （趾 骨） 的 前 端 象 迦 多 迦 （马 钱 子） 的 种 子 之 形； 
（自 前 端） 以 后 的 中 节 的 骨 象 巴 纳 萨 （波 罗 蜜） 的 种 子 之 形； 元 节 骨 如 小 鼓 
（一 种 面 大 腰 小 的 手 鼓） 之 形， 足 背 的 骨 （蹠 骨） 如 被 压 碎 的 百 合 的 球 根 聚 
之 形。 踵 的 骨 （附 骨） 如 单 核 子 的 多 罗 果 子。 踝 的 骨 如 （两 个 以 线） 系 往 来 
游 戏 的 球 形。 胫 骨 附 着 于 踝 骨 之 处 如 剥 去 了 皮 的 圣 提 （枣 椰 树？） 木 的 顶 上 
嫩 的 部 分 的 形 状。 小 胫 骨 （腓 骨） 如 小 弓 的 弧 形； 大 的 （胫 骨） 如 干 了 的 蛇 
背 之 形。 膝 盖 骨 如 缺 灭 了 一 部 分 的 水 泡 形。 而 胫 骨 附 着 （于 膝 盖 骨） 之 处， 
其 尖 端 如 牛 角 形。 大 腿 骨 如 没 有 削 平 的 斧 钺 的 柄 的 形 状， 而 彼 （大 腿 骨） 依 
附 于 臀 骨 之 处 如 游 戏 的 球 形。 而 臀 骨 依 附 于 （腿 骨） 之 处 如 切 去 前 端 的 大 
波 那 伽 （铁 力 木） 果 的 形 状。 两 个 臀 骨 的 连 成 一 起 如 陶 师 （造 土 器） 的 灶 
形： 若 分 开 来 一 个 则 如 铁 匠 的 锤 的 革 纽 之 形。 在 （脊 椎 骨 的） 尾 端 的 尾 闾 骨 
（及 荐 骨） 如 倒 捕 的 蛇 头 之 形， 有 七 处 的 大 小 孔， 从 脊 椎 骨 的 内 部 （看） 重 
叠 而 上 如 头 巾 盘 绕【50】 之 形； 自 外 部 （看） 如 一 列 的 环 形。 在 彼 等 （脊 椎） 之 
间 处 处 有 二 三 棘 状。 如 锯 齿 形 在 二 十 四 根 肋 骨 之 中， 不 完 全 的 （四 根） 如 不 

                                                 
【49】百 合 (kandala)， 异 本 作 kandaḷa 则 译 为 睡 莲。 
【50】头 巾 盘 绕 (sīsapaṭṭaveṭhaka)， 异 本 将 veṭhaka 作 vedhaka 则 可 译 为 “贯 通 一 列 铅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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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全 的 镰 刀【51】
， [255] 其 完 全 的 （二 十 根） 如 完 全 的 镰 刀 形； 全 部 的 （肋 骨） 

则 如 白 鸡 的 展 翼 状。 十 四 根 胸 骨 （肋 软 骨） 如 古 老 的 战 车 的 框 架 的 形 状。 心 
骨 （胸 骨） 如 杓 的 头 形。 锁 骨 如 小 铜 斧 的 柄 形。 肩 （胛） 骨 如 用 缺 了 一 部 分 
的 锡 兰 的 锄 头 形。 臂 骨 （上 膊 骨） 如 镜 柄 之 形。 前 臂 骨 （桡 骨 与 尺 骨） 如 一 
对 多 罗 树 的 球 茎 之 形。 连 珠 骨 （腕 骨） 如 头 巾 的 盘 绕 之 形。 手 背 骨 （掌 骨） 
如 彼 压 碎 的 百 合 的 球 茎 聚 之 形。 在 手 指 骨 中， 其 元 节 骨 如 小 鼓 之 形； 中 节 
骨 如 未 完 全 的 巴 纳 萨 的 种 子 形； 前 端 的 节 骨 如 迦 多 迦 （马 钱 子 〕 的 种 子 之 
形。 七 个 颈 骨 如 以 棍 贯 成 一 串 切 为 圆 圈 的 竹 笋 的 形 状。 下 腭 骨 如 铁 匠 的 铁 
锤 的 革 纽 之 形； 上 腭 骨 如 削 （甘 蔗 的） 皮 的 小 刀 之 形。 眼 窝 与 鼻 腔 的 骨 如 已 
取 去 果 肉 的 嫩 的 多 罗 的 核 子 形。 额 骨 （前 头 骨） 如 倒 置 的 贝 壳 的 杯 的 形 状。 
耳 根 骨 （听 腔） 如 剃 匠 的 剃 刀 鞘 之 形。 在 前 额 及 听 腔 之 上 的 缠 头 巾 之 处 的 
骨， 如 一 个 充 满 （乳 酪 的 瓮） 的 皱 缩 的 乳 酪 的 膜 的 形 状。 （后） 头 骨 如 椰 子 
切 了 倾 斜 的 口 的 形 状。 头 盖 骨 如 缝 纫 起 来 的 破 葫 芦 的 形 状。 “方 位” —— 在 
上 下 二 方。 “处 所” —— 概 言 之 在 全 身； 分 别 而 言， 则 头 骨 在 颈 骨 之 上， 颈 
骨 在 脊 椎 骨 之 上， 脊 椎 骨 在 臀 骨 之 上， 臀 骨 在 腿 骨 之 上， 腿 骨 在 膝 骨 之 上， 
膝 骨 在 腔 骨 之 上， 胫 骨 在 踝 骨 之 上， 踝 骨 在 足 背 骨 之 上。 “界 限” —— 内 以 
骨 髓， 外 以 肉， 两 端 以 相 互 （之 骨） 为 界。 这 是 它 们 的 “自 分 的 界 限”。 “他 
分 的 界 限” 与 发 相 似。  

⑼ “骨 髓” —— 是 在 各 种 骨 的 内 部 的 髓。 其 “色” 是 白 的。 “形” [256] —
— 在 种 种 大 骨 之 内 的 （髓）， 如 放 入 竹 筒 中 蒸 了 的 大 笋 的 形 状， 在 各 种 小 骨 
之 内 的 （髓）， 如 放 入 竹 棍 的 节 中 蒸 了 的 细 笋 的 形 状。 “方 位” —— 生 在 上 
下 二 方。 “处 所” —— 在 各 种 骨 的 内 部。 “界 限” —— 以 各 种 骨 的 内 部 的 面 
积 为 限。 这 是 它 的 “自 分 的 界 限”。 “他 分 的 界 限” 与 发 相 似。  

⑽ “肾 脏” —— 是 连 结 一 处 的 两 个 肉 团。 它 的 “色” 为 淡 红 色， 如 巴 利 
跋 陀 迦 （珊 瑚 树） 的 种 子 之 色。 “形” —— 如 小 孩 子 所 玩 的 一 双 球 形， 或 如 
结 在 一 个 蒂 上 的 两 只 芒 果 之 形。 “方 位” —— 处 于 上 方。 “处 所” —— 从 喉 
底 由 一 根 出 发， 下 行 少 许， 分 为 二 支 的 粗 筋 连 结 （肾 脏）， 并 围 于 心 脏 肉 而 
住。 “界 限” —— 以 肾 脏 及 肾 脏 的 （边 际） 部 分 为 限。 这 是 它 的 “自 分 的 界 
限”。 “他 分 的 界 限” 与 发 相 似。  

⑾ “心 脏” —— 即 肉 心。 其 “色” 红 如 莲 的 花 瓣 的 背 面 之 色。 “形” —— 
如 除 去 外 部 的 花 瓣 而 倒 置 的 莲 蕾 之 形。 外 部 光 滑， 内 如 丝 瓜 的 内 部。 智 慧 
者 的 （心 脏） 略 开 少 许 （如 莲 花）， 无 慧 者 的 （心 脏） 仅 如 （莲 花 的） 蕾。 而 
（心 脏） 内 空 可 放 一 波 那 伽 （铁 力 木） 的 种 子， 在 那 里 有 半 掌 握 的 血， 意 界 
及 意 识 界 依 彼 而 活 动。 贪 行 者 的 （心 脏） 是 红 的， 瞋 行 者 的 是 黑 色， 痴 行 者 
的 如 洗 肉 的 水 的 颜 色， 寻 行 者 的 如 野 豌 豆 的 汁 的 颜 色， 信 行 者 的 如 迦 尼 迦 
罗 （一 种 开 花 的 树） 花 的 色 （黄 色）， 慧 行 者 的 （心 脏） 犹 如 洁 白 清 净 无 瑕 
而 琢 磨 了 的 宝 贵 的 摩 尼 珠 的 光 辉。 “方 位” —— 生 在 上 方。” 处 所” —— 在 
于 两 乳 之 间 的 身 内。 “界 限” —— 以 心 脏 又 心 脏 的 边 际 为 限。 这 是 它 的 “自 
分 的 界 限”。 “他 分 的 界 限” 与 发 相 似。 [257] 

                                                 
【51】镰 刀 (asita), 底 本 作 asi 译 为 剑， 今 取 异 本 的 镰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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⑿ “肝 脏” 是 一 对 的 肉 膜。 其 颜 “色” 赤 色， 淡 赤 色， 不 甚 浓 赤 色， 如 
白 莲 的 花 瓣 的 背 部 之 色。 “形” —— 根 上 是 一， 到 了 顶 端 分 为 一 双 （左 右 二 
叶） 如 俱 毗 兰 罗 （乌 木？） 的 叶 形。 愚 痴 者 （的 肝 脏） 仅 一 片 叶， 而 智 者 （的 
肝 脏） 则 成 二 或 三 的 小 叶。 “方 位” —— 生 在 上 位。 “处 所” —— 寄 在 二 乳 房 
的 内 部 的 右 侧。 “界 限” —— 肝 脏 以 肝 脏 的 （边 际） 部 分 为 限。 这 是 它 的” 
自 分 的 界 限”， “他 分 的 界 限” 与 发 相 似。  

⒀ “肋 膜” 是 分 为 覆 蔽 （膜） 与 不 覆 蔽 （膜） 的 两 种 盖 覆 肉。 两 者 的 
“色” 都 是 白 的， 如 陀 拘 罗 的 布 片 之 色。 “形” —— 即 它 自 己 所 占 的 处 所 之 
形。 “方 位” —— 覆 蔽 肋 膜 在 上 方， 余 者 生 在 二 方。 “处 所” —— 覆 蔽 肋 膜 盖 
覆 心 脏 及 肾 脏， 不 覆 蔽 肋 膜 则 于 全 身 的 皮 肤 之 下 盖 覆 于 筋 肉。 “界 限” —— 
下 以 筋 肉， 上 以 皮 肤， 横 以 助 膜 的 部 分 为 限。 这 是 它 的 “自 分 的 界 限”。 
“他 分 的 界 限” 与 发 相 似。  

⒁ “脾 脏” 是 象 舌 状 的 胃 的 肉。 它 的 “色” 是 青 的， 如 尼 均 提 花 的 颜 
色。 “形” —— 有 七 指 （七 寸） 大， 如 黑 犊 的 舌 形。 “方 位” —— 寄 于 上 方。 
“处 所” —— 在 心 脏 的 左 侧， 寄 于 胃 膜 的 上 侧。 如 果 它 被 打 击 出 来 时， 有 情 
的 命 便 尽 了。 “界 限” —— 以 脾 脏 的 （边 际） 部 分 为 限。 这 是 它 的 “自 分 的 
界 限”。 “他 分 的 界 限” 与 发 相 似。  

⒂ “肺 脏” —— 是 分 为 三 十 二 片 肉 的 肺 肉。 它 的 “色” 赤 色， 如 未 甚 熟 
的 无 花 果 的 颜 色。 “形” —— 如 一 厚 片 没 有 切 平 的 饼 的 形 状。 如 果 （身 体） 
内 部 因 无 饮 食 之 时 而 发 生 业 生 的 火 热 伤 害 （肺 脏） 之 故， 则 如 食 干 草 团 的 
无 味 无 生 气 的。 “方 位” —— 生 于 上 方。 “处 所” —— 在 两 乳 之 间 的 身 体 的 
内 部， 盖 覆 及 悬 挂 于 心 脏 [258] 及 肝 脏 的 上 方。 “界 限” —— 以 肺 脏 的 （边 
际） 部 分 为 限。 这 是 它 的 “自 分 的 界 限”。 “他 分 的 界 限” 与 发 相 似。  

⒃ “肠” （这 里 指 消 化 管 食 道 及 胃 肠 等 的 全 体） 即 男 子 有 三 十 二 手 
（尺）， 妇 人 有 二 十 八 手 （尺）， 及 有 二 十 八 处 曲 折 的 内 脏。 它 的 “色” 白 
色， 如 白 糖 之 色。 “形” —— 象 切 了 头 而 盘 绕 于 血 槽 之 中 的 蛇 的 形 状。 “方 
位” —— 生 在 二 方。 “处 所” 上 自 喉 底， 下 连 于 大 便 道， 故 在 于 喉 底 及 大 便 
道 为 边 端 的 身 体 的 内 部。 “界 限” —— 以 肠 的 （边 际） 部 分 为 限。 这 是 它 的 
“自 分 的 界 限”。 “他 分 的 界 限” 与 发 相 似。  

⒄ “肠 间 膜” 是 结 于 肠 的 曲 折 之 处。 它 的 “色” 是 白 的， 如 白 睡 莲 的 根 
的 颜 色。 “形’ —— 亦 如 白 睡 莲 的 根 形。 “方 位” —— 生 在 二 方。 “处 所” —
— 如 用 锄 与 斧 作 事 等 的 人 牵 引 （锄 斧 等） 器 具 的 时 候， 以 器 具 的 绳 （结 住） 
器 具 的 板 相 似， 又 如 拭 足 的 垫 子， 于 诸 圆 轮 之 间 以 线 缝 之 （令 不 脱 离）， 
（肠 间 膜） 是 结 住 肠 的 曲 折 之 处 令 不 脱 离 于 一 边， 在 二 十 一 个 肠 的 曲 折 处 
之 间。 “界 限” —— 以 肠 间 膜 的 （边 缘） 部 分 为 限。 这 是 它 的 “自 分 的 界 
限”。 “他 分 的 界 限” 与 发 相 似。  

⒅ “胃 中 物” 是 胃 中 一 切 吃 的 饮 的 嚼 的 尝 的 东 西。 它 们 的 “色” 即 如 吃 
下 的 食 物 之 色， “形” —— 如 洒 水 囊 装 了 米 而 没 有 结 紧 的 形 状。 “方 位” —
— 据 于 上 方。 “处 所” —— 在 胃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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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谓 胃， 是 犹 如 压 紧 湿 布 的 两 方 而 中 央 生 起 气 泡 相 似 的 内 脏 膜， 外 
滑， 而 内 则 可 说 如 腐 烂 的 肉 包， 如 污 秽 的 巴 梵 罗 迦 的 花， 亦 如 腐 烂 了 的 巴 
纳 萨 果 的 皮 的 内 部。 在 （胃） 中， 有 蛆 虫、 如 蚯 蚓 虫、 如 多 罗 形 虫、 针 口 
虫、 如 布 丝 虫 与 绦 虫 等 三 十 二 种 的 虫 聚 在 蠢 动， 当 没 有 饮 食 [259] 的 时 候， 
它 的 跳 动 叫 唤， 侵 害 心 脏 之 肉， 当 饮 食 之 时， 它 们 张 口 向 上， 把  初 吞 下 的 
二 三 口 （食 物）， 很 快 的 便 争 夺 去 了。 胃 实 为 它 们 的 生 家、 便 所、 病 室 与 坟 
墓。 这 胃 里 面， 又 譬 如 旃 陀 罗 的 村 庄 门 口 的 污 水 池， 在 暑 热 之 时， 倾 盆 大 
雨， 因 水 而 泛 滥 出 来 的 尿、 粪、 皮、 骨、 腱 等 的 碎 片 及 唾、 涕、 血 等 的 种 种 
污 物， 落 于 （池） 中 集 合， 混 杂 泥 水， 过 了 两 三 天 之 后， 便 生 蛆 虫， 更 由 日 
光 的 热 力 蒸 曛， 起 了 一 个 又 一 个 的 水 泡 和 气 泡， 变 成 了 青 黑 色， 极 臭 而 极 
厌 恶； 这 时 （那 些 污 物） 即 走 近 去 一 看 也 无 价 值， 何 况 去 嗅 或 去 尝 呢？ 同 样 
的， 种 种 的 饮 食， 用 牙 齿 的 杵 来 粉 碎 了 它， 用 舌 的 手 来 搅 转 它， 混 杂 以 唾 
液， 在 那 一 刹 那， 便 已 失 去 了 原 来 的 色 香 及 美 味 等， 然 后 如 织 者 的 浆， 如 犬 
的 吐 泻 之 物， 落 下 （胃 中） 混 杂 以 胆 汁、 痰 与 风 等， 以 及 胃 中 的 消 化 热 的 煮 
蒸， 杂 以 虫 聚， 起 了 一 个 又 一 个 的 水 泡 及 气 泡， 成 为 极 污 极 臭 而 极 厌 恶 的 
状 态； 那 样 的 （胃 中 物）， 即 闻 之 而 对 饮 食 亦 有 不 快 之 感， 何 况 以 慧 眼 观 
察。 又 落 下 （胃 中） 的 饮 食 被 分 为 五 分： 一 分 给 生 物 （虫 聚） 吃 了， 一 分 给 
胃 中 的 消 化 热 烧 了， 一 分 成 尿， 一 分 成 粪， 一 分 成 液 体 即 增 长 血 肉 等。  

“界 限” —— 以 胃 膜 及 胃 中 物 的 部 分 为 限。 这 是 它 的” 自 分 的 界 限”。 
“他 分 的 界 限” 与 发 相 似。  

⒆ “粪” 即 大 便。 它 的 “色” 大 部 是 吞 下 的 食 物 之 色。 “形” —— 是 粪 的 
处 所 之 形。 “方 位” —— 在 于 下 方。 “处 所” —— 在 熟 脏 （结 肠 的 Ｓ 状 部 及 直 
肠） 中。  

“熟 脏” 的 位 置 在 脐 之 下 及 脊 椎 的 根 （荐 骨 及 尾 闾 骨） 之 间， 是 肠 的  
后 部 分， [260] 高 约 八 指 （约 八 寸） 如 竹 笋 相 似。 犹 如 下 雨 于 高 地 之 上， 而 水 
下 流 于 低 地 储 蓄； 如 是 饮 食 落 到 胃 中， 以 胃 的 泡 沸 的 消 化 热 煮 烧， 如 以 磨 
石 研 碎 而 变 软 物， 然 后 经 肠 管 而 下， 如 压 入 竹 节 中 的 黄 色 的 粘 土， 积 集 于 
（熟 脏） 中。  

“界 限” —— 以 熟 脏 膜 及 粪 的 部 分 为 限。 这 是 它 的 “自 分 的 界 限”。 
“他 分 的 界 限” 与 发 相 似。  

⒇ “脑” 是 在 头 盖 腔 内 的 髓 聚。 它 的 “色” 是 白 的， 如 蛇 菌 团 的 颜 色， 
亦 可 说 如 未 成 于 酪 的 状 态 而 腐 败 了 的 牛 乳 之 色。 “形” —— 即 如 脑 的 处 所 之 
形。 “方 位” —— 居 于 上 方。 “处 所” —— 在 四 缝 合 线 所 接 合 的 头 盖 腔 之 内， 
如 结 合 的 四 个 麦 粉 团 放 在 那 里 相 似。 “界 限” —— 以 头 盖 里 面 及 脑 髓 的 部 分 
为 限。 这 是 它 的 “自 分 的 界 限”。 “他 分 的 界 限” 与 发 相 似。  

(21) “胆 汁” 有 停 滞 胆 汁 及 流 动 胆 汁 两 种 胆 汁。 此 中 停 滞 胆 汁 的 “色”， 
如 浓 的 末 头 迦 的 油 色； 流 动 胆 汁， 如 萎 了 的 阿 拘 利 花 之 色。 “形” —— 两 者 
都 和 它 们 的 处 所 同 形。 “方 位” —— 停 滞 胆 汁 生 于 上 方； 余 者 生 于 二 方。 
“处 所” —— 流 动 胆 汁 除 了 发、 毛、 齿、 爪 （等） 的 无 肉 之 处 及 坚 硬 干 燥 的 
皮 肤 之 外， 弥 漫 于 其 他 的 全 身， 犹 如 油 滴 （弥 漫） 于 水 上 相 似； 如 果 （流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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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 汁） 激 动 之 时， 则 两 眼 变 黄 而 动 摇， 以 及 四 肢 战 动。 停 滞 胆 汁， 寄 于 心 脏 
及 肺 之 间， 依 于 肝 的 肉， 储 藏 于 象 丝 瓜 的 囊 的 胆 囊 中； 如 果 （停 滞 胆 汁） 激 
动 之 时， 则 有 情 发 狂， 生 颠 倒 心， 弃 舍 惭 愧， 作 不 应 作， 说 不 当 说， 思 不 应 
思。 “界 限” —— 以 胆 汁 的 部 分 为 限。 这 是 它 的 “自 分 的 界 限”。 “他 分 的 界 
限” 与 发 相 似。 [261] 

(22) “痰” 身 体 的 内 部 约 有 一 体 的 痰。 它 的 “色” 是 白 的， 如 那 伽 跋 罗 的 
叶 的 汁 色。 “形” —— 如 它 的 处 所 之 形。 “方 位” —— 生 在 上 方。 “处 所” —
— 在 胃 膜 之 中， 当 吞 下 食 物 之 时， 譬 如 水 面 上 的 苔 及 水 草， 丢 下 一 根 木 头 
或 一 块 石 子 之 时， 则 分 裂 为 二， 但 展 开 而 又 合 为 一， 如 是 食 物 吞 下 （胃 中） 
之 时， 裂 （痰） 为 二， 但 展 开 而 又 合 为 一； 于 （痰） 衰 弱 之 时， 则 胃 发 生 了 
如 成 熟 了 的 脓 疱 坏 了 的 鸡 蛋 极 厌 恶 的 坏 尸 一 样 的 臭， 亦 从 那 里 上 升 有 臭 气 
的 呃， 这 口 也 臭 得 如 坏 尸 一 样。 那 样 将 使 人 对 他 说： “走 开 些！ 你 吐 出 很 臭 
的 气”， 如 果 痰 厚 厚 的 增 加， 则 如 厕 所 的 盖 板 相 似， 而 得 防 止 胃 的 内 部 的 污 
秽 之 物 的 臭 气。 “界 限” —— 以 痰 的 部 分 为 限。 这 是 它 的 “自 分 的 界 限”。 
“他 分 的 界 限” 与 发 相 似。  

(23) “脓” 是 依 坏 了 的 血 而 起 的 脓， 它 的 “色” 如 萎 了 的 黄 叶 之 色， 于 尸 
体 内 （的 脓） 如 坏 了 的 浓 粥 的 泡 沫 之 色。 “形” —— 象 它 的 处 的 形。 “方 位” 
—— 生 于 二 方。 “处 所” —— 在 那 里 积 集 便 在 那 里， 没 有 一 定 的 处 所 可 说； 
在 身 上 那 些 给 树 桩 所 击 或 棘 或 火 焰 等 所 伤 的 部 分， 血 被 停 止 在 那 里 而 化 了 
脓， 或 者 生 成 了 脓 疱 或 疮 等， （脓） 便 在 那 些 地 方。 “界 限” —— 以 脓 的 部 
分 为 限。 这 是 它 的 “自 分 的 界 限”。 “他 分 的 界 限” 与 发 相 似。  

(24) “血” 有 积 聚 血 和 循 环 血 两 种 血。 此 中 积 聚 血 的 “色” 如 煮 了 的 浓 
的 虫 漆 汁 的 色； 循 环 血 则 如 清 的 虫 漆 计 的 色。 “形” —— 两 者 都 如 其 所 在 的 
处 所 之 形。 “方 位” —— 积 聚 血 生 在 上 方， 余 者 生 在 两 方。 “处 所” —— 循 环 
血， 除 了 发、 毛、 齿、 爪 等 无 肉 之 处 及 坚 固 干 燥 的 皮 肤 之 外， 随 于 静 脉 网 而 
遍 在 全 身； 积 聚 血 约 有 一 钵 之 量， 装 满 肝 脏 所 在 处 的 下 方， [262] 在 心 脏、 肾 
脏、 肺 脏 的 上 方， 一 点 一 点 的 滴 流 下 去 而 滋 润 于 肾 脏、 心 脏。 肝 脏 及 肺 脏。 
如 果 肾 脏 及 心 脏 等 不 得 （血） 滋 润 之 时， 则 有 情 成 为 渴 了。 “界 限” —— 以 
血 的 部 分 为 限。 这 是 它 的 “自 分 的 界 限”。 “他 分 的 界 限” 与 发 相 似。  

(25) “汗” 是 由 毛 孔 渗 出 的 水 界 （液 体）。 它 的 “色” 象 清 的 胡 麻 油 的 
色。 “形” —— 如 汗 的 处 所 之 形。 “方 位” —— 居 于 二 方。 “处 所” —— 汗 的 
处 所 是 没 有 固 定 的， 不 象 血 的 常 在。 如 果 因 为 火 的 热 力、 太 阳 的 热 力、 气 候 
的 变 化 等 而 身 体 发 热 之 时， 则 自 一 切 的 发 与 毛 孔 流 出 （汗） 来， 犹 如 一 束 从 
水 里 拔 起 来 而 没 有 切 平 的 莲 的 须 根 及 白 睡 莲 的 茎 相 似 （滴 下 水 来）。 是 故 
（汗 的） 形 亦 得 依 发 与 毛 的 孔 而 知。 取 于 汗 的 瑜 伽 者 可 对 充 满 于 发 及 毛 的 
孔 的 汗 而 作 忆 念。 “界 限” —— 以 汗 的 部 分 为 界。 这 是 它 的 “自 分 的 界 
限”。 “他 分 的 界 限” 与 发 相 似。  

(26) “脂 肪” 是 凝 固 的 脂 膏。 它 的 “色” 如 分 裂 了 的 郁 金 之 色。 “形” —
— 先 就 肥 大 的 身 体 说， 在 皮 肤 与 筋 肉 之 间， 如 郁 金 色 的 （纤 细 的） 陀 拘 罗 的 
布 片 之 形； 瘦 小 的 身 体 则 附 著 在 他 的 胫 肉、 腿 肉、 脊 椎 附 近 的 背 肉， 胃 的 周 
围 之 肉 等 处， 象 折 成 二 重 三 重 的 郁 金 色 的 陀 拘 罗 的 布 片 之 形。 “方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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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于 二 方。 “处 所” —— 遍 满 肥 大 者 的 全 身； 附 着 于 瘦 小 者 的 胫 肉 等 处， 虽 
称 为 肪， 但 也 是 非 常 厌 恶 的。 所 以 （人 们） 不 拿 （脂 肪） 作 涂 头 的 油， 也 不 
用 作 鼻 油 的。 “界 限” —— 下 以 肉， 上 以 皮 肤， 横 以 脂 肪 的 部 分 为 限。 这 是 
它 的 “自 分 的 界 限”。 “他 分 的 界 限” 与 发 相 似。  

(27) “泪” 是 从 眼 中 渗 出 的 水 界 （液 体）。 它 的 “色” 如 清 的 胡 麻 的 油 的 
色。 “形” —— 如 它 的 处 所 形。 [263] “方 位” —— 生 在 上 方。 “处 所” —— 在 
眼 孔 中。 然 而 这 泪 并 不 是 象 胆 汁 在 胆 囊 中 那 样 常 积 集 于 眼 孔 之 中 的。 当 有 
情 心 生 欢 喜 而 大 笑 之 时， 或 生 悲 哀 而 哭 泣 之 时， 或 吃 了 特 殊 的 食 物 之 时， 
或 因 烟 及 灰 尘 等 侵 入 眼 中 之 时， 则 （泪） 与 喜、 悲 或 特 殊 的 食 物 及 气 候 等 共 
同 生 起 而 盈 满 眶 或 渗 出 眼 孔 之 外。 取 于 泪 的 瑜 伽 者 当 取 充 满 于 眼 孔 的 泪。 
“界 限” —— 以 泪 的 部 分 为 限。 这 是 它 的 “自 分 的 界 限”。 “他 分 的 界 限” 与 
发 相 似。  

(28) “膏” —— 是 溶 解 的 脂 膏。 它 的 “色” 如 椰 子 油 的 色； 亦 可 说 象 撒 布 
于 粥 上 面 的 油 的 颜 色。 “形” —— 如 在 沐 浴 之 时， 脂 膏 之 滴 撒 布 于 清 净 的 水 
上 浮 动 的 形 态。 “方 位” —— 生 于 二 方。 “处 所” —— 大 多 在 手 掌、 手 背、 足 
蹠、 足 背、 鼻 孔、 额 与 肩 等 之 处。 然 而 膏 在 这 些 地 方， 并 非 常 是 液 状 的； 当 
火 热、 太 阳 热、 气 候 的 变 化， （体 内 地 水 火 风 四） 界 的 变 化 之 时， 而 在 此 
（掌） 等 之 处 也 变 化 了， 此 时 则 如 沐 浴 之 时 的 脂 膏 之 滴 撒 布 于 水 面 上 相 似， 
在 各 处 浮 出 膏 来。 “界 限” —— 以 膏 的 部 分 为 限。 这 是 它 的 “自 分 的 界 
限”。 “他 分 的 界 限” 与 发 相 似。  

(29) “唾” 是 在 口 内 混 以 泡 沫 的 水 界 （液 体）。 它 的 “色” 白 如 泡 沫 色。 
“形” —— 如 其 处 所 之 形， 亦 可 说 如 泡 沫 形。 “方 位” —— 生 于 上 方。 “处 
所” —— 自 两 颊 边 下 流 于 舌 上。 然 而 此 （唾） 并 非 常 积 聚 在 舌 上 的； 当 有 情 
看 见 或 忆 想 某 种 食 物 之 时， 或 把 任 何 热、 苦、 辛、 咸、 酸 等 味 放 到 舌 上 之 
时， 或 者 心 脏 （对 某 特 殊 食 物） 厌 倦 及 对 任 何 种 类 而 生 厌 恶 之 时， 则 唾 生 自 
两 颊 之 侧 而 下 流 止 于 舌 上。 在 舌 端 的 唾 是 淡 的， 在 舌 根 的 是 浓 的， 把 磨 了 
的 米 或 饭 或 任 何 其 他 硬 食 放 到 口 里 的 时 候， 犹 如 在 河 堤 的 沙 中 掘 的 小 穴， 
不 断 的 渗 出 水 来， （唾） 亦 不 尽 的 流 来 而 得 滋 润 （食 物）。 [264] “界 限” —— 
以 唾 的 部 分 为 限。 这 是 它 的 “自 分 的 界 限”。 “他 分 的 界 限” 与 发 相 似。  

(30) “涕” —— 是 从 脑 上 流 来 的 不 净。 它 的 “色” 如 嫩 的 多 罗 果 （椰 子 
果） 内 心 的 髓 （肉） 的 颜 色。 “形” —— 如 其 处 所 之 形。 “方 位” —— 生 在 上 
方。 “处 所” —— 充 满 在 鼻 孔 之 内。 然 而 涕 亦 不 是 常 积 聚 在 鼻 孔 内 的； 譬 如 
有 人 用 荷 叶 包 凝 乳， 在 下 面 用 针 刺 穿 一 小 孔， 凝 乳 的 澄 液 便 从 小 孔 流 落 于 
外。 如 是 当 有 情 哭 泣 之 时， 或 因 特 殊 的 饮 食 及 气 候 的 变 化 而 内 界 发 生 动 乱 
（四 大 不 调） 之 时， 则 从 头 中 的 脑 变 成 一 种 象 腐 败 了 的 痰 状 的 东 西 流 下 经 
过 口 盖 的 上 部 的 开 孔 流 入 及 充 满 于 鼻 孔， 或 流 出 （鼻 孔） 之 外。 取 于 涕 的 瑜 
伽 者， 当 取 充 满 在 鼻 孔 的 涕。 “界 限” —— 以 涕 的 部 分 为 限。 这 是 它 的 “自 
分 的 界 限”。 “他 分 的 界 限” 与 发 相 似。  

(31) “关 节 滑 液” —— 是 身 体 的 关 节 内 部 的 滑 的 污 秽 的 东 西。 它 的 “色” 
象 迦 尼 迦 罗 的 树 脂 之 色。 “形” 如 它 的 处 所 之 形。 “方 位” —— 生 于 二 方。 
“处 所” —— 在 一 百 八 十 的 关 节 之 内， 行 滑 润 骨 节 的 工 作。 如 果 （关 节 的 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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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 少 者， 则 起 立， 坐 下， 行 走， 转 身， 屈 身 与 伸 直 之 时， 它 的 骨 都 作 “格 
答 格 答” 之 声， 如 弹 指 声； 他 纵 使 一 二 由 旬 的 道 路， 亦 因 风 界 激 动 而 觉 四 肢 
疼 痛。 然 而 （夫 节 滑 液） 多 者， 则 于 起 坐 等 时， 他 的 骨 下 去 作 “格 答 格 答” 
之 声， 虽 走 长 路， 亦 不 会 激 动 风 界 及 不 觉 四 肢 疼 痛。 “界 限” —— 以 关 节 滑 
液 的 部 分 为 限。 这 是 它 的 “自 分 的 界 限”。 “他 分 的 界 限” 与 发 相 似。  

(32) “尿” —— 它 的 “色” 如 曼 率 豆 的 硷 质 性 的 汁 的 颜 色。 “形” —— 如 
倒 置 的 水 瓮 内 部 流 出 来 的 水 的 形 状。 “方 位” —— 生 于 下 方。 “处 所” —— 
在 膀 胱 的 内 部。 “膀 胱” 即 小 便 袋。 譬 如 投 入 污 池 而 无 口 的 罗 梵 那 瓮， [265] 
而 污 水 进 入 （瓮 中）， 然 而 看 不 出 （瓮 水） 所 入 之 道， 同 样 的 从 身 体 进 入 
（膀 胱 中） 的 尿， 也 看 不 出 它 的 所 入 之 道。 但 放 出 之 道 是 明 白 的， 当 （膀 胱 
之 中） 的 尿 充 满 之 时， 有 情 便 说： “我 要 小 便” 而 忙 于 小 便 了。 “界 限” —— 
以 膀 胱 的 内 部 及 尿 的 部 分 为 限。 这 是 它 的 “自 分 的 界 限”。 “他 分 的 界 限” 
与 发 相 似。  

如 是 于 发 等 部 分 中， 确 定 了 他 们 的 色、 形、 方 位、 处 所、 界 限 之 后， 依 
（前 说 的） 次 第， 不 过 急 等 （十 种 作 意 善 巧） 的 方 法， 以 色、 形、 香、 所 依、 
处 所 的 五 种 而 作 “厌 恶！ 厌 恶！” 的 忆 念 者，  后 则 超 越 （发 等 的） 假 名 
（而 修 习）， 譬 如 有 眼 的 人， 看 见 有 三 十 二 种 颜 色 的 花 而 结 在 一 根 线 上 的 花 
蔓， 一 切 的 花 是 不 分 何 始 何 终 的 同 时 显 现， 如 是 作 “此 身 有 发 毛’ 等 的 观 身 
之 人， 对 于 彼 等 （三 十 二 分） 的 一 切 法 亦 不 分 何 始 何 终 的 显 现。 所 以 在 （前 
面 的） 作 意 善 巧 论 中 说：

【52】 “初 学 者 于 发 作 意， 去 （彼 于 发） 作 意 已， 至  
后 的 尿 的 部 分 而 止”。 如 果 （瑜 伽 者） 对 （自 身 之） 外 部 （的 其 他 的 身 体） 
专 注 作 意， 以 及 如 是 于 （他 人 的） 一 切 部 分 都 明 了 之 时， 则 对 游 行 的 人 与 畜 
等 （于 瑜 伽 者 的 眼 中） 舍 了 有 情 的 行 相， 只 是 现 起 一 堆 （三 十 二） 部 分 的 积 
聚 而 已； 若 （见） 彼 等 （人 或 畜） 吞 下 饮 食 之 时， 亦 仅 现 起 如 投 （食 物） 于 
（三 十 二） 部 分 的 积 聚 之 中 相 似。 （于 三 十 二 分） 以 次 第 撤 去 等 而 作 “厌 
恶！ 厌 恶！” 的 次 第 忆 念 者， 得 以 次 第 生 起 安 止 定。 那 里 依 发 等 的 色、 形、 
方 位、 处 所、 界 限 而 得 现 起 “取 相”； 依 （发 等 的 色、 形、 香、 所 依、 处 所 五 
种 的） 一 切 行 相 的 厌 恶 （考 察） 而 得 现 起 “似 相”。 那 （似 相） 的 修 习 者， 依 
照 如 ㈩ 不 净 业 处 中 所 说 的 方 法 而 得 生 起 初 禅 的 安 止 （定）。 彼 （安 止） 若 人 
于 （三 十 二 身 分 的） 一 部 分 明 白 了， 于 一 部 分 中 证 得 安 止， 不 再 修 习 其 他 的 
瑜 伽 者， 则 他 仅 生 起 一 （安 止 定）。 若 人 （于 三 十 二 身 分 中） 多 分 明 白 了， 
或 于 一 （部 分） 而 证 （安 止） 禅， 更 于 其 他 部 分 而 修 瑜 伽 者， 则 他 得 依 部 分 
的 数 目 而 生 起 初 禅 定， 犹 如 摩 罗 迦 长 者 相 似。 [266] 

据 说： 那 尊 者 （摩 罗 迦） 握 住 长 部 师 无 畏 长 老 的 手 说： “朋 友 无 畏！ 先 
研 究 这 个 问 题： 摩 罗 迦 长 老 于 三 十 二 分 中 得 三 十 二 的 初 禅， 如 果 他 夜 入 一 
禅， 日 入 一 禅， 则 以 半 月 余 而 得 成 就； 若 每 日 入 一 禅， 则 以 月 余 而 得 成 
就”。  

如 是 此 （身 至 念） 业 处 虽 依 初 禅 而 成， 但 是 由 于 忆 念 （三 十 二 分 的） 
色、 形 等 之 力 而 成， 故 称 为 “身 至 念” （业 处）。  

                                                 
【52】底 本 二 四 五 页。 

 



              158

（身 至 念 的 功 德） 精 勤 于 身 至 念 （业 处） 的 比 丘， 是 战 胜 不 乐 与 乐 的， 
不 是 为 不 乐 及 乐 所 战 胜 的。 他 是 常 常 征 服 生 起 的 不 乐 而 住。 他 是 战 胜 怖 畏 
恐 惧 的， 不 是 为 怖 畏 恐 惧 所 战 胜 的。 他 是 常 常 征 服 生 起 的 怖 畏 恐 惧 而 住。 
他 是【53】 “忍 辱 者， 能 忍 寒、 热 …… 乃 至 能 忍 夺 取 其 生 命 之 苦”。 依 发 等 的 色 
一 类 （青、 黄、 赤、 白 之 遍）， 得 证 四 禅， 而 达 六 通。  

真 实 的 善 慧 者，  
应 对 于 如 是  
有 大 威 力 的 身 至 念，  
常 作 不 放 逸 之 行。  

这 是 详 论 身 至 念 一 门。  
【54】

今 者【55】
： “诸 比 丘！ 此 安 般 念 —— 三 摩 地 修 习 与 多 作 时， 实 为 寂 静， 殊 

胜， 纯 粹 与 乐 住， 对 已 生 的 恶 不 善 法 即 能 消 灭 与 寂 止” —— 世 尊 这 样 赞 叹 之 
后 又 说【56】

： “然 而 诸 比 丘， 云 何 修 习 安 般 念 三 摩 地？ 云 何 多 作， 实 为 寂 静、 
殊 胜、 不 杂 与 乐 住 及 已 生 的 恶 不 善 法 即 能 消 灭 与 寂 止？ 诸 比 丘！ 兹 有 比 丘， 
去 阿 练 若， 或 去 树 下， 或 去 空 闲 处， 结 跏 趺 坐， 正 直 其 身， 置 念 面 前， [267] 
而 彼 （比 丘） 或 念 入 息， 或 念 出 息。 ㈠ 【57】

出 息 长 时， 知 ‘我 出 息 长’， 或 者 
入 息 长 时， 知 ‘我 入 息 长’。 ㈡ 出 息 短 时， 知 ‘我 出 息 短’， 或 者 入 息 短 时， 
知 ‘我 入 息 短’。 ㈢ ‘觉 知 全 身 我 出 息’ 及 ‘觉 知 全 身 我 入 息’ 彼 如 是 学。 
㈣ ‘安 息 身 行 我 出 息’ 及 ‘安 息 身 行 我 入 息’ 彼 如 是 学。 ㈤ 觉 知 喜 …… ㈥ 觉 
知 乐 …… ㈦ 觉 知 心 行 …… ㈧ 觉 知 安 息 心 行 …… ㈨ 觉 知 心 …… ㈩ 令 心 喜 悦 …… 
（十 一） 令 心 等 持 …… （十 二） 令 心 解 脱 …… （十 三） 观 无 常 …… （十 四） 观 
离 欲 …… （十 五） 观 灭 …… （十 六） ‘观 舍 遣 我 出 息’ 及 ‘观 舍 遣 我 入 息’ 彼 
如 是 学”， 如 是 有 十 六 事 而 显 示 安 般 念 业 处。 以 下 来 （解 释） 那 （安 般 业 
处） 的 修 习 法。 只 就 那 圣 典 （的 文 句） 来 解 释， 说 完 了 便 一 切 完 具， 所 以 这 
里 先 来 解 释 圣 典 （的 文 句）：  

（释 安 般 念 的 圣 典 文 句） “然 而 诸 比 丘， 云 何 修 习 安 般 念 三 摩 地”？ 先 
于 此 句 中： “云 何” —— 是 为 了 要 详 细 解 答 安 般 念 三 摩 地 的 修 习 的 种 种 方 面 
的 征 问。 “然 而 诸 比 丘， 修 习 安 般 念 三 摩 地” —— 是 对 于 所 征 问 的 种 种 方 面 
的 指 示。 “云 何 多 作 … 乃 至 … 寂 止” 也 是 同 样 的。  

此 中 “修 习” 是 生 起， 或 增 长。  

“安 般 念 三 摩 地” —— 即 与 执 持 念 出 入 息 相 应 的 定， 或 念 于 出 入 息 的 
定， 为 安 般 念 三 摩 地。  

                                                 
【53】M.I, p.10. 
【54】安 般 念 (ānāpānasati)， 《解 脱 道 论》 （念 安 般）。 
【55】S.V, 321. 
【56】S.V, 322. 
【57】下 面 关 于 安 般 念 的 十 六 种 重 要 文 句， 在 《解 脱 道 论》 是： 一 长 息 入 长 息 出， 

二 短 息 入 短 息 出， 三 知 一 切 身， 四 令 灭 身 行， 五 知 喜， 六 知 乐， 七 知 心 行， 
八 令 灭 心 行， 九 知 心， 十 令 欢 喜 心， 十 一 令 教 化 心， 十 二 令 解 脱 心， 十 三 见 
无 常， 十 四 见 无 欲， 十 五 见 灭， 十 六 见 出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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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作” 是 数 数 而 作。  

“实 为 寂 静 殊 胜” 是 必 寂 静 必 殊 胜， 这 两 者 的 “必” 当 知 为 决 定 之 语。 
何 以 故？ 譬 如 不 净 业 处， 只 是 由 于 通 达 （于 禅 之 时） 而 寂 静 殊 胜， 因 （不 净 
业 处 的） 所 缘 粗 故 及 所 缘 厌 恶 故， 依 （不 净 业 处 的） 所 缘 决 非 寂 静 非 殊 胜 
的， 但 此 （安 般 念 业 处） 则 不 如 是 以 任 何 法 门 不 寂 静 或 不 殊 胜 的， 即 是 依 
“所 缘 的 寂 静 性” 之 故 是 寂 静、 寂 止、 寂 灭 的， 依 称 为 通 达 （禅） 支 的 寂 静 
性 之 故 也 是 （寂 静、 寂 止、 寂 灭） 的， 依 “所 缘 所 殊 胜 性” 之 故 是 殊 胜 的， 
（修 习） 无 满 足 的， [268] 依 （称 为 通 达） “（禅） 支 的 殊 胜 性” 之 故 也 是 （殊 
胜 而 无 满 足） 的。 是 故 说 彼 （安 般 念 业 处） “实 为 寂 静 殊 胜”。  

“纯 粹 与 乐 住” —— 此 定 之 中 无 夹 杂 之 物 故 为 纯 粹， 不 渗 杂， 不 间 杂， 
单 独， 不 共。 （安 般 念） 不 是 由 于 遍 作 （准 备 定） 及 近 行 （定） 而 得 寂 静， 即 
从  初 入 定 以 来 本 来 就 寂 静 殊 胜 之 义。 然 亦 有 人 （指 北 寺 住 者） 说 “纯 粹 是 
无 渗 杂 势 力 本 来 美 妙”。 如 是 这 纯 粹 （的 安 般 念） 每 于 证 得 安 止 定 的 刹 那 而 
获 得 身 心 之 乐， 故 知 为 “乐 住”。  

“屡 屡 生 起” 是 屡 屡 未 曾 镇 伏。  

“恶” 即 罪 恶。  

“不 善 法” —— 是 不 善 巧 （无 明） 所 生 法。  

“即 能 消 灭” —— 仅 以 刹 那， 即 令 消 灭， 即 令 镇 伏。 “寂 止” —— 是 非 常 
寂 静， 或 者 （于 安 般 念） 的 顺 决 择 分 之 故 以 次 第 圣 道 的 增 进， 而 言 （诸 恶 不 
善 法 的） 断 灭， 安 息。  

其 次 对 以 上 的 文 的 略 释 如 下： “诸 比 丘， 以 何 方 法， 以 何 行 相， 以 何 规 
定 修 习 安 般 念 三 摩 地！ 以 何 方 法 多 作 （安 般 念 定）， 寂 静 （安 般 念 
定）， …… 乃 至 …… 恶 不 善 法 寂 止”。 现 在 再 来 详 说 其 （解 答 之） 义， 而 说 
“兹 有 比 丘” 等。  

“诸 比 丘， 兹 有 比 丘” —— 诸 比 丘， 是 于 佛 教 中 的 比 丘。 这 里 的 “兹” 
之 一 语， 即 显 示 生 起 一 切 种 类 的 安 般 念 三 摩 地 之 人 的 所 依 之 （佛） 教， 并 示 
他 （异） 教 不 具 于 此 （安 般 念 定）。 即 所 谓【58】

： “诸 比 丘， 兹 有 （第 一） 沙 
门 …… 乃 至 …… （第 四 沙 门）， 于 其 他 教 派， 实 无 此 等 沙 门”。 依 这 样 说， 故 
说 为 佛 教 中 的 比 丘。  

“去 阿 练 若 …… 或 去 空 闲 处” —— 这 是 举 以 示 明 那 （比 丘） 的 修 习 安 般 
念 三 摩 地 的 适 当 的 住 所。 因 为 这 比 丘 的 心 长 时 追 求 于 色 等 所 缘， 无 意 趋 向 
于 安 般 念 三 摩 地 所 缘， 犹 如 恶 牛 驾 车， 只 走 邪 道。 譬 如 牧 者， [269] 要 调 伏 一 
只 饮 了 恶 母 牛 的 乳 而 长 大 的 恶 犊， （先 令 犊） 隔 离 于 母 牛， 在 一 边 打 下 了 一 
大 柱 子， 用 绳 把 它 系 在 那 柱 上， 它 的 犊 虽 种 种 挣 扎， 亦 不 能 逃 遁， 终 于 只 近 
柱 边 或 坐 或 卧。 同 样 的， 此 比 丘 欲 调 御 其 长 时 贪 着 色 等 所 缘 的 邪 恶 之 心， 
先 离 开 色 等 所 缘， 入 阿 练 若， 或 树 下， 或 空 闲 处， 在 那 里 的 出 入 息 的 柱， 以 
念 的 绳 而 系 于 心。 如 是 他 的 心 虽 亦 种 种 挣 扎 于 以 前 所 习 惯 的 所 缘， 但 不 能 

                                                 
【58】M.I, 63; A.II,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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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断 念 的 绳 而 逃 遁， 终 于 只 在 近 行 （定） 与 安 止 （定） 的 所 缘 的 附 近 （出 入 
息） 而 坐 及 卧。 所 以 古 人 说：  

欲 调 御 的 世 人。  
以 犊 系 于 柱 上，  
以 念 于 所 缘。  
坚 固 的 系 住 自 己 的 心。  

如 是 那 样 的 住 所 对 于 他 的 修 习 是 适 当 的。 所 以 说： “举 以 示 明 那 （比 
丘） 的 修 习 安 般 念 三 摩 地 的 适 当 的 住 所”。  

或 者 于 种 种 业 处 之 中， 此  上， 得 证 一 切 知 佛、 辟 支 佛、 佛 的 声 闻 弟 子 
等 的 胜 位 及 至 现 法 乐 住 的 足 处 （近 因） 的 安 般 念 业 处， 不 舍 男 女 象 马 等 声 
所 骚 扰 的 村 庄 （住 所） 则 不 易 修 习 —— 因 声 为 禅 的 荆 棘 （障 碍） 故 —— 在 非 
村 的 阿 练 若 中， 瑜 伽 行 者 取 此 （安 般 念） 业 处 已， 于 安 般 念 而 生 起 四 禅， 以 
此 作 基 础， 思 惟 诸 行， 而 证  胜 的 阿 罗 汉 果， 便 容 易 了。 所 以 世 尊 示 彼 以 适 
当 的 住 所 说： “去 阿 练 若” 等。  

世 尊 如 宅 地 学 的 （工 程） 师。 [270] 譬 如 那 宅 地 学 的 （工 程） 师， 看 了 
（适 合 建） 城 市 的 地， 善 加 考 察 之 后， 便 教 以 “建 城 于 此 处”， 到 了 安 全 地 
完 成 城 市 之 时， 便 得 王 家 的 甚 大 尊 敬， 彼 （世 尊） 考 察 了 瑜 伽 行 者 的 适 当 的 
住 所 之 后， 便 教 以 “当 于 此 业 处 中 精 勤”， 此 后 以 此 业 处 而 精 勤 的 瑜 伽 行 者 
证 得 阿 罗 汉 果 时， （世 尊） 便 受 （瑜 伽 行 者 的） 大 尊 敬 说： “彼 世 尊 实 为 等 
正 觉 者”！  

又 说 比 丘 如 豹。 譬 如 大 豹 王， 依 阿 练 若 中 的 草、 丛、 森 林、 丛 山 而 埋 
伏， 以 捕 野 牛、 麋 鹿、 野 猪 等 的 兽 类； 同 样 的， 于 阿 练 若 中 精 勤 业 处 的 比 
丘， 渐 次 而 取 须 陀 洹， 斯 陀 含， 阿 那 含， 阿 罗 汉 道 及 圣 果。 所 以 古 人 说：  

如 豹 埋 伏， 捕 诸 兽 类，  
佛 子 亦 尔， 勤 瑜 伽 观，  
入 阿 练 若， 取 最 上 果。  

是 故 为 示 彼 （比 丘） 的 （修 习 的） 努 力 相 应 之 地 的 阿 练 若 住 所， 而 世 尊 
说： “去 阿 练 若” 等。  

此 中 “去 阿 练 若”， 即【59】
： “阿 练 若， 出 （村 的） 帝 柱 （界 标） 之 外， 都 

是 阿 练 若” 及 “阿 练 若 的 住 所 至 少 （离 村） 五 百 弓”， 即 于 如 是 所 说 的 相 状 
的 阿 练 若 中， 去 任 何 能 得 远 离 之 乐 的 阿 练 若。  

“去 树 下” 即 行 近 于 树。  

“去 空 闲 处”， 即 去 空 闲 寂 静 之 处。 这 里 除 了 阿 练 若 及 树 下 之 外， 去 其 
他 的 七 种 住 所， 亦 可 说 为 去 空 闲 处。 [271] 

如 是 （世 尊） 既 已 对 他 （比 丘） 指 示 了 随 顺 三 季 （寒 暑 雨）， 随 顺 三 界 
（三 种 体 质 —— 痰 风 旭 汁） 及 随 顺 六 种 行 （六 种 性 格 —— 贪 行、 瞋 行、 痴 
行、 信 行、 寻 行、 觉 行） 而 适 合 于 安 般 念 的 修 习 的 住 所。 又 指 示 不 落 于 惛 沉 
及 掉 举 的 寂 静 的 威 仪， 故 说 （结 跏 趺） “坐”， 因 为 指 示 他 的 坐 禅 坚 固， 维 
持 出 入 息 的 舒 适 及 取 所 缘 的 方 便， 故 说 “结 跏 趺” 等。  
                                                 
【59】Pṭs.I, 176. 参 考 底 本 七 二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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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跏 趺’ 即 完 全 盘 腿 而 坐。 “结” 即 盘 的 意 思。  

“正 直 其 身” —— 是 上 半 身 置 之 端 正， 使 十 八 脊 椎 骨 之 端 与 端 成 为 整 
列， 这 样 坐 的 人， 则 皮 肤、 筋 肉、 腱 不 致 于 歪 屈。 不 会 生 起 因 骨 等 歪 屈 而 刹 
那 刹 那 生 起 的 苦 痛。 彼 等 （苦 痛） 不 生 之 时， 则 心 得 专 一， 不 退 失 业 处， 且 
得 增 长 而 至 圆 满。  

“置 念 面 前” —— 即 置 念 于 业 处 的 面 前。 或 者 “遍” —— 为 遍 持 之 义， 
“面 前” —— 为 出 离 之 义， “念” —— 为 （心） 现 起 之 义： 故 名 为 “念 面 
前”。 当 知 这 是 依 无 碍 解 （道）

【60】 所 说 之 义。 综 前 句 之 略 义 为 “遍 持 出 离 而 
念”。  

“彼 念 出 息， 或 念 入 息” —— 即 彼 比 丘 这 样 的 坐 好 及 现 起 如 是 的 念 之 
后， 不 舍 彼 念， 而 念 出 息 或 念 入 息， 彼 比 丘 则 说 为 念 行 者。  

现 在 要 知 以 什 么 方 法 （而 比 丘） 为 念 行 者， 为 示 那 种 方 法 而 （世 尊） 说 
“出 息 长 时” 等。 在 《无 碍 解 道》 中 作 如 是 说： “彼 念 出 息 或 念 入 息”， 同 时 
对 同 句 如 是 分 别：

【61】 “以 三 十 二 种 方 法 为 念 行 者： 即 ⑴ 依 长 出 息 不 散 乱 了 
知 心 一 境 性 者 而 念 现 起， 使 用 此 念 及 此 智 （他） 为 念 行 者。 ⑵ 依 长 入 息 …… 
乃 至 …… (31) 依 舍 遣 观 出 息。 (32) 舍 遣 观 入 息 不 散 乱 了 知 心 一 境 性 者 而 念 现 
起， 使 用 此 念 与 此 智 （他） 为 念 行 者”。  

（安 般 念 的 十 六 事） 此 中 ㈠ “出 息 长” 即 维 持 长 的 出 息。 [272] “出 息” 
（assāsa） 是 外 出 的 息， “入 息” （passāsa） 是 内 入 的 息 —— 这 是 根 据 毗 奈 耶 
义 疏 说 的。 然 而 诸 经 的 义 疏 则 所 说 相 反 （即 以 assāsa 为 入 息，passāsa 为 出 
息）。 在 此 （两 说） 中。 一 切 的 胎 儿 从 母 胎 出 来 之 时，  初 是 内 部 的 息 先 外 
出， 然 后 外 面 的 气 带 着 微 尘 而 进 入 内 部， （更 外 出） 触 口 盖 后 而 灭 （故 依 律 
的 义 疏 说 为 正 当）， 当 如 是 先 知 以 上 的 出 入 息 （之 义）。 其 次 当 知 那 （出 入 
息 的） 长 短 是 依 时 间 的。 譬 如 展 于 空 间 的 水 或 沙， 而 说 长 水 长 沙， 或 短 水 短 
沙， 如 是 一 片 片 的 出 入 息， 在 象 与 蛇 的 身 中， 徐 徐 地 充 满 他 们 长 度 的 肉 体， 
又 徐 徐 出 去， 所 以 说 长 （的 出 入 息）； 急 速 地 充 满 犬 兔 等 的 短 度 的 肉 体， 又 
速 速 地 出 去， 所 以 说 短 （的 出 入 息）。 在 人 类 之 中， 有 的 出 息 与 入 息， 依 照 
时 间 长 如 象 与 蛇 等， 有 的 则 短 如 犬 兔 等， 所 以 对 于 他 们 （的 出 入 息） 是 依 时 
间 的， 长 时 间 的 出 与 人 为 长 （出 入 息）， 短 时 间 的 出 与 入 为 短 （出 入 息）。  

此 中， 这 比 丘 以 九 种 方 法 的 长 出 息 与 入 息， 而 将 “知 我 长 出 息 （长） 入 
息”。 如 是 了 知 者， 当 知 即 以 一 法 修 习 身 观 念 处 成 就。 即 如 无 碍 解 道 所 说
【62】

： 

“云 何 彼 于 长 出 息 时， 知 ‘我 出 息 长’， 长 入 息 时， 知 ‘我 入 息 长’？ ⑴ 
长 出 息 于 长 时 出 息。 ⑵ 长 入 息 于 长 时 入 息。 ⑶ 长 出 息 入 息 于 长 时 出 息 入 
息， 长 出 息 入 息 于 长 时 出 息 入 息 者 （于 彼） 生 起 （善） 欲。 ⑷ 由 于 欲 而 比 以 
前 更 微 细 的 长 出 息 于 长 时 出 息。 ⑸ 由 于 欲 而 比 以 前 更 微 细 的 长 入 息 …… 乃 
至 …… ⑹ 长 出 息 入 息 于 长 时 出 息 入 息。 由 于 欲 而 比 以 前 更 微 细 的 长 出 息 入 
                                                 
【60】Pṭs.I, 176. 
【61】Pṭs.I, 176. 
【62】Pṭs.I,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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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于 长 时 出 息 入 息 者 生 起 喜 悦。 [273] ⑺ 由 于 喜 悦 而 比 以 前 更 微 细 的 长 出 息 
于 长 时 出 息。 ⑻ 由 于 喜 悦 而 比 以 前 更 微 细 的 长 入 息 …… 乃 至 …… ⑼ 长 出 息 
入 息 于 长 时 出 息 入 息。 由 于 喜 悦 而 比 以 前 更 微 细 的 长 出 息 入 息 于 长 时 出 息 
入 息 者， （他 的） 心 从 出 息 入 息 而 转 去， 而 生 起 舍。 以 此 等 九 种 方 法 （彼） 
于 长 出 息 入 息 的 身 与 现 起 的 念 及 观 的 智 —— 身 为 现 起 而 非 念， 念 为 现 起 与 
念 —— （彼） 以 那 念 及 那 智 而 观 身。 所 以 说 ‘于 身 修 习 身 观 念 处’”。  

㈡ 对 于 “短” 的 句 也 是 同 样 的， 但 有 其 次 的 不 同： 即 那 里 说 “长 出 息 于 
长 时 出 息”， 如 是 在 这 里 则 说 “短 出 息 于 短 时 出 息”。 是 故 以 短 字 直 至  后 
的 “故 言 于 身 修 习 身 观 念 处” 而 代 替 前 者 （的 长 字 即 可）。 如 是 当 知 此 （瑜 
伽 者） 依 长 时 及 短 时 以 此 等 各 九 种 方 法 而 了 知 于 出 息 入 息， “长 出 息 时 知 
我 出 息 长 …… 乃 至 …… 短 入 息 时 知 我 入 息 短” 对 于 如 是 了 知 者：  

比 丘 的 鼻 端，  
起 了 长 的 和 短 的  
出 息 与 入 息，  
这 样 有 四 种。  

㈢ “学 我 将 知 一 切 身 出 息 …… 入 息” —— 即 我 于 全 出 息 身 的 初 中 后 为 令 
觉 知 明 白 其 出 息 而 学； 我 于 全 入 息 身 的 初 中 后 为 令 觉 知 明 白 其 入 息 而 学。 
如 是 为 令 （出 入 息 的 一 切 身） 觉 知 及 明 白 者， 以 智 相 应 心 出 息 与 入 息， 故 说 
“我 学 出 息 与 人 息”。 因 为 有 的 比 丘 对 于 片 片 展 于 （体 内） 的 出 息 身 或 入 息 
身 的 初 则 明 白， 然 非 中 后； 他 只 能 取 其 初， 面 对 中 后 则 觉 疲 倦。 有 的 则 对 于 
中 的 明 白， 然 非 初 后。 或 者 对 于 后 的 明 白， 然 非 初 中； 他 只 能 取 其 后， [274] 
对 于 初 中 则 觉 疲 倦。 或 者 对 于 （初 中 后） 一 切 都 明 白， 他 亦 能 取 一 切， 不 对 
任 何 而 觉 疲 倦。 为 了 指 示 以 那 样 的 修 习， 故 （世 尊） 说， “学 我 知 一 切 身 出 
息 … 乃 至 … 入 息”。  

在 前 句 中 的 “学” 字 是 努 力 精 勤 之 意。 如 他 那 样 的 律 仪 为 增 上 戒 学。 如 
他 那 样 的 定 为 增 上 心 学。 如 他 那 样 的 慧 为 增 上 慧 学。 以 上 的 三 学 的 所 缘， 
以 念， 以 作 意 而 学， 而 习， 而 修， 而 多 作， 便 是 这 里 的 语 义。  

至 此 的 文 句 中， 那 前 面 的 （一 二 修 习） 法， 专 门 是 出 息 及 入 息 的， 并 无 
其 他 的 任 何 东 西； 然 而 此 后 （自 三 以 下 的 修 习） 便 于 令 智 生 起 等 作 瑜 伽 行， 
所 以 在 （一 二） 的 地 方 只 是 “知 我 出 息， 知 我 入 息”， 正 如 依 现 在 时 的 圣 典 
所 说， 以 后 为 示 令 智 生 起 等 的 行 相 而 说 “知 我 一 切 身 出 息” 等， 当 知 是 依 未 
来 时 的 语 法 而 叙 述 圣 典 的。  

㈣ “学 我 念 安 息 身 行 出 息 …… 乃 至 …… 入 息” —— 是 学 对 于 粗 的 身 行 念 
安 息， 极 安 息、 消 灭、 寂 止、 而 我 出 息 入 息。  

如 是 （出 入 息 —— 即 身 行 的） 粗 细 与 安 息 当 知 如 下： 即 如 这 比 丘 以 前 未 
修 出 入 息 之 时， 则 他 的 身 心 不 安 而 粗。 身 心 粗 而 不 寂 静 时， 则 出 入 息 亦 粗， 
成 为 更 有 力 的， 甚 至 不 能 以 鼻 （出 入 息）， 须 以 口 出 息 入 息。 如 果 他 的 身 心 
已 修 （出 入 息） 时， 则 身 心 寂 静， 寂 止。 他 的 （身 心） 寂 静 之 时， 所 起 的 出 
息 入 息 很 微 细， 到 了 有 无 （出 入 息） 亦 难 辨 别 的 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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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 如 有 人 从 山 上 跑 下， 或 将 重 负 从 头 上 卸 下 而 立 时， 他 的 出 入 息 是 粗 
的， 甚 至 不 能 以 鼻 （出 入 息）， 要 用 口 出 息 入 息。 如 果 他 除 去 疲 劳， 洗 了 
澡， 喝 了 水， [275] 以 湿 布 当 胸， 卧 于 凉 荫 之 下 时， 则 他 的 出 息 入 息 很 微 细， 
到 了 有 无 （出 入 息） 亦 难 辨 别 的 状 态。 同 样 的， 这 比 丘 以 前 未 修 出 入 息 之 
时 …… 乃 至 难 辨 的 状 态。  

何 以 故？ 因 为 他 以 前 未 修 （出 入 息） 时， 没 有 作 过 “我 令 诸 粗 的 身 行 次 
第 安 息” 的 思 惟、 念 虑、 作 意、 观 察。 然 而 既 修 （出 入 息） 时， 则 有 （我 令 诸 
粗 的 身 行 次 第 安 息 的 思 惟 念 虑 作 意 观 察）。 故 从 他 的 未 修 （出 入 息） 时 而 至 
已 修 之 时， 身 行 便 成 微 细 了。 故 古 人 说：  

身 心 热 恼 的 时 候，  
起 了 很 粗 的 （出 入 息），  
身 （心） 没 有 热 恼 的 时 候，  
起 的 很 微 细。  

然 而 持 （出 入 息） 时 的 （出 入 息） 亦 粗， 初 禅 的 近 行 （定） 之 时 的 细； 
那 时 的 也 粗， 而 初 禅 （安 止 定） 的 细； 在 初 禅 及 二 禅 的 近 行 之 时 的 粗， 在 二 
禅 （安 止） 之 时 的 细； 在 二 禅 及 三 禅 近 行 之 时 的 粗， 在 第 三 禅 （安 止） 之 时 
的 细； 在 三 禅 及 四 禅 近 行 之 时 的 粗， 在 第 四 禅 （安 止） 之 时 的  细， 而 至 不 
起 （出 入 息） —— 这 是 先 依 长 部 师 及 杂 部 师 的 意 见。 然 而 中 部 师 则 说 在 初 禅 
（安 止） 之 时 的 （出 入 息） 粗， 在 二 禅 的 近 行 之 时 的 （出 入 息） 细， 如 是 主 
张 自 下 下 的 禅 （安 止 定） 而 至 上 上 的 近 行 之 时 而 愈 细， 然 而 依 （长 部 师 杂 部 
师 及 中 部 师） 他 们 一 切 的 意 见 都 是 在 未 持 （出 入 息） 之 时 起 身 行， 已 持 之 时 
而 安 息， 在 持 （出 入 息） 时 起 身 行， 在 初 禅 的 近 行 之 时 （而 安 息） …… 乃 
至 …… 在 四 禅 的 近 行 之 时 起 身 行， 在 第 四 禅 （安 止） 之 时 安 息。 这 是 依 奢 摩 
他 （止） 之 时 的 （身 行 的） 方 法。  

次 于 毗 钵 舍 那 （观） 之 际， 未 执 持 （何 物） 时 所 起 的 身 行 （即 出 入 息） 
粗， 在 执 持 （地 本 火 风 四） 大 种 之 时 （所 起 的 身 行） 细； 那 （执 持 大 种 之 时 
的） 亦 粗， 在 执 持 所 造 色 之 时 （所 起 的 身 行） 细； 但 彼 亦 粗， 而 在 执 持 （大 
种 所 造 色 的） 一 切 色 时 的 细； 但 彼 亦 粗， 而 在 执 持 无 色 之 时 的 细； 然 彼 亦 
粗， 而 在 执 持 色 无 色 之 时 的 细； 但 彼 亦 粗， 而 在 执 持 缘 起 之 时 的 细； 然 彼 亦 
粗， 而 在 见 缘 起 共 名 色 之 时 的 细； 但 彼 亦 粗， 在 （诸 行 无 常 苦 无 我 等） 相 所 
缘 观 之 时 的 细； 然 于 （相 所 缘） 弱 观 之 时 （的 身 行） 亦 粗， 而 在 强 观 之 时 
（所 起 的 身 行） 为 细。 于 此 （毗 钵 舍 那） 中， 与 前 （奢 摩 他） 所 说 的 方 法 同， 
前 前 的 （毗 钵 舍 那 的 身 行） 以 后 后 的 （毗 钵 舍 那 的 身 行） 而 止 息。 当 如 是 而 
知 以 上 的 （身 行 的） 粗 细 及 安 息。 [276] 

在 《无 碍 解 道》 中， 关 于 他 们 的 意 义， 其 问 答 如 下：  

“（问） 云 何 （比 丘） 学 我 令 安 息 身 行 出 息 及 学 我 （令 安 息 身 行） 入 
息？ 什 么 是 身 行？  

（答） 长 出 息 …… （长 入 息 …… 短 出 息 …… 短 入 息 …… 知 一 切 身 出 
息 …… 知 一 切 身） 入 息 身 的， 与 此 等 （出 入 息 的） 诸 法 身 有 关 系 的 身 行。 为 
那 身 行 的 安 息、 灭、 寂 止 而 学 （安 般 念）。 …… 此 等 身 行 如 身 的 前 屈、 侧 
屈、 全 屈、 后 屈、 转 动、 颤 动、 摇 动、 震 动 等： （粗 的） 身 行 我 令 安 息 出 息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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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之， （如 此 等 粗 的） 身 行 我 令 安 息 入 息 而 学 之。 此 等 身 行 如 身 的 不 前 屈， 
不 侧 屈， 不 全 屈， 不 后 屈， 不 转 动， 不 颤 动。 不 摇 动， 不 震 动 等 寂 静 微 细 的 
身 行 我 令 安 息 出 息 入 息 而 学。  

（问） 若 如 以 上 所 说， （比 丘） 而 学 我 令 安 息 身 行 出 息， 而 学 我 令 安 息 
身 行 入 息， 然 而 那 时 （微 细 的 身 行 亦 令 安 息） 岂 非 不 起 （出 入 息 的） 风 （所 
缘 与 心）， 不 起 出 息 和 入 息， 不 起 安 般 念， 不 起 安 般 念 定， 以 及 智 者 亦 无 对 
彼 （安 般 念） 定 的 入 定 与 出 定。  

（答） 若 如 以 上 所 说， （比 丘） 而 学 我 令 安 息 身 行 出 息， 及 学 我 令 安 息 
身 行 入 息， 然 而 那 时 得 起 （出 入 息 的） 风 （所 缘 与 心）， 得 起 出 息 入 息， 得 
起 安 般 念， 得 起 安 般 念 定， 以 及 智 者 亦 得 对 彼 （安 般 念） 定 入 定 与 出 定。  

（问） 以 什 么 譬 喻 得 以 说 明？  

（答） 譬 如 敲 金 属 （器） 的 时 候， 初 起 粗 音； （闻 音 者） 因 为 善 取 善 作 
意 善 省 察 于 粗 音 之 相， 故 在 粗 音 灭 了 之 后， 犹 起 细 音； 因 为 善 取 善 作 意 善 
省 察 于 细 音 之 相， 故 在 细 音 灭 了 之 后， [277] 犹 起 细 音 之 相 所 缘 及 心。 同 样 
的 （比 丘） 初 起 粗 的 出 息 入 息， 因 为 善 取 善 作 意 善 省 察 于 粗 的 出 息 入 息 之 
相， 故 在 粗 的 出 息 入 息 灭 了 之 后， 犹 起 细 的 出 息 入 息； 因 为 善 取 善 作 意 善 
省 察 的 细 的 出 息 入 息 之 相， 故 在 细 的 出 息 入 息 灭 了 之 后， 犹 有 细 的 出 息 入 
息 之 相 所 缘 及 心 不 至 于 散 乱。 如 是 则 那 时 得 起 （出 入 息 的） 风 （所 缘 及 
心）， 得 起 出 息 入 息， 得 起 安 般 念， 得 起 安 般 念 定， 以 及 智 者 亦 得 对 彼 （安 
般 念） 定 入 定 与 出 定。 为 令 安 息 身 行 （比 丘） 于 出 入 息 之 身 与 现 起 之 念 及 观 
之 智 —— 身 为 现 起 而 非 念， 念 为 现 起 及 念 —— （彼） 以 那 念 那 智 而 观 身， 所 
以 说 于 身 修 习 观 身 念 处”。  

以 上 （的 四 法） 是 先 以 （身 受 心 法 的 四 念 处 中 的） 观 身 （念 处） 而 说 的 
（十 六 法 的） 第 一 四 法 的 次 第 的 解 说。  

（第 一 四 法 的 修 法） 这 （第 一） 四 法 是 依 初 学 者 的 （观 身 念 处 的 奢 摩 
他） 业 处 说 的， 然 而 其 他 （第 二 第 三 第 四） 的 三 种 四 法 是 依 （于 第 一 四 法） 
已 得 禅 那 者 的 观 受、 心、 法 （念 处 的 毗 钵 舍 那 业 处） 说 的。 是 故 欲 以 为 四 禅 
的 足 处 （近 因） 的 安 般 （念 业 处） 及 毗 钵 舍 那 （观） 与 四 无 碍 解 共 而 得 证 阿 
罗 汉 果 的 初 学 善 男 子， 应 依 前 （地 遍 的 说 明 中） 所 说 的 方 法 而 作 遍 净 戒 律 
等 的 一 切 所 作， 亦 如 （地 遍 的 修 习 中） 所 说 的 亲 近 阿 阇 梨， 受 持 五 节 的 （安 
般 念） 业 处。 这 便 是 五 节： ⑴ 受 持， ⑵ 遍 问， ⑶ 现 起， ⑷ 安 止， ⑸ 相。 此 中 
⑴ 受 持 —— 是 学 习 业 处。 ⑵ 遍 问 —— 是 遍 问 业 处。 ⑶ 现 起 —— 现 起 业 处 （之 
相）。 ⑷ 安 止 [278] —— 业 处 的 安 止。 ⑸ 相 —— 业 处 的 特 相。 如 是 当 知 是 说 应 
该 省 察 业 处 的 相 及 业 处 的 自 性。  

如 是 受 持 五 节 业 处 的 人， 自 己 不 至 于 疲 倦， 亦 不 令 阿 阇 梨 恼 乱。 故 应 
求 教 少 分， 多 时 诵 习， 如 是 学 得 了 五 节 业 处 之 后， 亲 近 阿 阇 梨 而 住， 或 在 如 
前 （地 遍 的 修 习） 所 说 的 其 他 （的 适 当） 的 住 所 而 住， 断 诸 小 障 碍， 食 事 既 
毕， 除 去 食 后 的 懒 睡 （略 事 休 息） 安 坐 下 来， 忆 念 三 宝 的 功 德， 令 心 喜 悦， 
受 持 阿 阇 梨 的 所 教， 一 句 也 不 会 忘 失， 于 此 安 般 念 业 处 而 作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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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是 作 意 的 规 定： 数， 随 逐， 触， 安 住， 观 察， 还 灭， 遍 净， 及 彼 等 的 
各 别 观。 此 中 ⑴ 数 —— 算 （出 入 息）。 ⑵ 随 逐 —— 为 随 行。 ⑶ 触 —— 为 触 处。 
⑷ 安 住 —— 为 安 止。 ⑸ 观 察 —— 为 毗 钵 舍 那 （观）。 ⑹ 还 灭 —— 为 道。 ⑺ 遍 
净 —— 为 果。 彼 等 的 各 别 观 —— 为 观 察。  

⑴ （数） 于 此 （作 意 的 规 定） 中 初 学 的 善 男 子 第 一 以 数 于 此 （安 般 念） 
业 处 而 作 意。 数 （出 入 息） 对 不 宜 止 于 五 以 下， 不 取 至 十 以 上， 中 间 亦 不 应 
脱 数。 因 为 如 止 在 五 以 下， 则 在 迫 窄 的 空 间 内 未 免 心 生 苦 恼， 犹 如 彼 押 在 
迫 窄 的 牛 舍 之 内 的 牛 群 相 似。 若 超 过 十 数 以 上， 则 心 生 起 仅 依 止 于 数 （仅 
取 出 入 息 的 数 目 作 意）。 若 中 间 脱 数， 则 发 生 “我 是 否 已 达 业 处 的 顶 点” 而 
紊 乱 其 心。 所 以 应 该 避 去 这 些 过 失 而 数 （出 入 息）。 数 （出 入 息） 时，  初 
应 该 慢 慢 的 数， 如 量 谷 之 人 的 数 相 似。 即 量 谷 者 充 满 一 筒 （量 谷 的 器 具） 便 
说 “一” 而 倒 出， 更 在 充 装 时 若 见 任 何 污 物 取 而 弃 之， 口 中 仍 言 “一、 
一”。 对 于 “二、 二” 等 也 是 同 样。 如 是 此 （瑜 伽） 者 于 彼 现 起 的 出 息 入 息 
中 即 取 彼 （息） 而 作 “一、 一” 等， [279] 这 样 观 察 其 所 起 （之 息）， 数 至 于 
“十、 十”。 如 是 数 出 与 数 入 的 （瑜 伽） 者， 便 得 明 了 出 息 和 入 息； 于 是 那 
时， 他 得 放 弃 象 量 谷 者 之 数 的 慢 慢 地 数， 而 取 如 牧 牛 者 的 数 的 快 快 地 数。 
即 熟 练 的 牧 牛 者， 取 些 小 石 子 放 在 衣 角 内， 手 拿 绳 与 鞭， 早 晨 前 往 牛 舍， 打 
了 牛 的 背， 坐 在 门 栏 的 柱 头 上， 对 于 从 （牛 舍 的） 门 口 出 来 每 头 牛， 都 “一、 
二” 的 投 以 石 子 而 数。 因 为 在 三 时 的 （初 中 后） 一 夜 苦 居 于 迫 窄 的 空 间 内 的 
牛 群， （从 牛 舍） 出 来 时， 互 相 拥 挤， 急 速 地 一 群 一 群 的 出 来。 他 便 “三、 
四、 五” 乃 至 “十” 而 急 速 地 数。 如 是 此 （瑜 伽） 者 亦 用 以 上 （急 速） 的 方 法 
来 数， 他 对 出 息 入 息 既 得 明 了， 便 快 快 地 数 数 而 行。 自 此 以 后， 他 既 了 知 
（出 入 息 的 快 快 地） 数 数 而 行， 不 执 持 （出 入 息 于 身 体 之） 内 与 外， 每 等 
（出 入 息） 到 达 其 （出 入 之） 门 而 执 持：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 乃 至 …… “八” …… 
“九” …… “十” 的 快 快 地 而 数。 以 数 连 结 于 业 处， 由 于 数 的 力 量， 而 心 得 
以 专 注， 譬 如 由 于 舵 的 支 持 之 力， 而 得 停 舟 于 激 流 之 中。 这 样 快 快 而 数 的 
人， 其 业 处 如 连 续 而 不 间 断 的 现 起。 他 既 知 “（业 处） 连 续 不 间 断 而 起”， 
不 取 （身 体 的） 内 与 外 之 息， 仅 如 前 述 的 方 法 快 快 而 数 （其 到 达 鼻 孔 之 息） 
因 为 如 果 他 的 心 与 入 息 并 入 内 部， 则 （心 于 内 部） 将 成 为 如 被 息 所 击 或 如 
充 满 脂 肪 相 似； 如 果 他 的 心 与 出 息 共 同 出 外， 则 心 将 散 乱 于 外 面 的 种 种 所 
缘。 只 于 （息 的） 所 触 之 处 （即 鼻 孔） 而 置 念 修 习 者， 而 得 （安 般 念 业 处 
的） 修 习 成 就。 所 以 说， “不 取 内 与 外 之 息， 仅 如 前 述 的 方 法 快 快 而 数”。  

然 而 需 要 好 长 的 时 间 来 数 （出 入 息） 呢？ 直 至 不 数 （出 入 息） [280] 亦 能 
（自 然） 住 立 其 念 于 出 息 入 息 的 所 缘 为 止。 因 为 数 的 目 的 只 是 断 绝 散 乱 于 
外 面 的 寻 （杂 念） 而 住 立 其 念 于 出 息 人 息 的 所 缘。 如 是 既 已 以 数 而 作 意， 次 
当 以 “随 逐” 而 作 意。  

⑵ （随 逐） 随 逐 即 放 弃 了 数 以 念 随 行 于 不 断 的 出 息 入 息， 然 亦 不 是 随 
行 于 （出 入 息 的） 初 中 后 的。 即 外 出 的 息 以 脐 为 初， 以 心 脏 为 中， 以 鼻 端 为 
后； 内 入 的 息 以 鼻 端 为 初， 以 心 脏 为 中， 以 脐 为 后， 若 随 行 于 此 等 （出 入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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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初 中 后）， 则 彼 （瑜 伽 者） 的 心 散 乱 而 至 热 恼 及 动 乱。 即 所 谓【63】
： “以 念 

随 行 于 出 息 的 初 中 后 者， 由 于 他 的 内 心 散 乱， 则 身 与 心 皆 成 热 恼、 动 乱 而 
颤 动。 以 念 随 行 于 入 息 的 初 中 后 者， 由 于 散 乱 于 外 的 心， 而 身 与 心 皆 成 热 
恼、 动 乱 而 颤 动”。 是 故 以 “随 逐” 作 意 者， 不 应 以 （出 入 息 的） 初 中 后 作 
意， 但 以 “触” 及 “安 往” 而 作 意。  

⑶ （触） 触 与 安 住 是 不 能 各 别 的 作 意 象 数 与 随 逐 的 （作 意） 那 样。 即 于 
（出 入 息 的） 所 触 之 处 而 数 （出 入 息） 者， 以 数 与 触 （同 时） 而 作 意。 即 于 
彼 （所 触 之） 处 而 放 弃 了 数， 以 念 随 行 于 彼 等 （出 入 息）， 以 安 止 而 安 住 其 
心 者， 而 名 为 随 逐 与 触 及 安 住 而 作 意。  

当 知 这 种 意 义， 曾 在 诸 义 疏 中 说 跛 者 及 门 卫 的 譬 喻， 井 在 《无 碍 解 道》 
中 所 说 的 锯 的 譬 喻。  

这 是 “跛 者 的 譬 喻” —— 譬 如 一 跛 者， 与 妻 子 玩 秋 千， 他 推 动 秋 千 之 
后， 在 那 秋 千 的 柱 之 下 而 坐， 见 那 一 来 一 去 的 秋 千 的 （坐） 板 的 两 端 及 中 
间， [281] 不 是 从 事 去 看 其 两 端 及 中 间 的。 如 是 比 丘 置 念 于 所 缘 业 处 的 柱 
（即 鼻 端） 下， 牵 动 出 息 入 息， 对 于 （鼻 端 等） 相 以 念 而 坐， 以 念 随 行 于 一 
来 一 去 （的 出 入 息） 于 所 触 之 处 的 出 息 入 息 的 初 中 后， 安 住 其 心 于 彼 处 而 
见 （出 入 息 的 初 中 后）， 但 不 是 从 事 去 见 彼 等 （出 入 息 的 初 中 后） 的， 这 是 
跛 者 的 譬 喻。  

其 次 门 卫 的 譬 喻 —— 譬 如 门 卫 对 城 市 之 内 与 外 的 人 并 不 调 查： “你 是 
谁？ 从 何 处 来？ 到 何 处 去？ 手 内 拿 的 什 么”？ 因 为 这 （对 城 内 城 外 的 人 的 调 
查） 不 是 他 的 责 任， 他 只 查 询 到 达 城 门 的 人， 如 是 这 比 丘 对 于 内 入 的 息 及 
外 出 的 息， 不 是 他 的 （思 惟） 责 任， 只 对 到 达 （出 入 息 的） 门 口 （鼻 端） 的 
（出 入 息） 是 他 （思 惟） 的 责 任。 这 是 门 卫 的 譬 喻。  

次 为 锯 的 譬 喻 —— 这 是  先 当 知 的， 即 所 谓：
【64】  

相 （鼻 端） 与 出 息 及 入 息， 不 是 一 心 的 所 缘，  
不 知 其 三 法， 不 得 （安 般） 的 修 习。  
相 与 出 息 及 入 息， 不 是 一 心 的 所 缘，  
若 知 此 三 法， 便 得 （安 般 的） 修 习。  

怎 样 是 此 等 三 法 非 一 心 的 所 缘？ （怎 样） 为 不 是 不 知 此 等 的 三 法？ （怎 
样） 是 心 不 至 于 散 乱？ （怎 样） 而 知 精 勤？ （怎 样） 而 成 加 行？ （怎 样） 而 证 
殊 胜？  

譬 如 （伐 倒） 置 于 平 地 上 的 树 木， 那 人 用 锯 去 截 断 它， 他 只 起 念 （注 
意） 在 触 木 的 锯 齿， 不 于 来 去 的 锯 齿 而 作 意， 但 不 是 不 知 其 来 去 的 锯 齿， 亦 
知 截 的 精 勤， 与 成 就 （截 的） 加 行 及 得 殊 胜 （的 制 品）。 如 是 （出 入 息 的） 
近 结 相 （即 鼻 端 或 上 唇） 如 倒 在 平 地 的 树 木。 出 入 息 如 锯 齿， [282] 而 比 丘 仅 
于 鼻 端 或 口 相 起 念 而 坐， 不 于 来 去 的 出 息 入 息 而 作 意， 但 不 是 不 知 其 来 去 
的 出 入 息， 亦 知 （安 般 念 的） 精 勤 与 成 就 其 加 行， 及 得 其 殊 胜， 即 譬 如 那 人 

                                                 
【63】Pṭs.I, 165. 
【64】Pṭs.I, 17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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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 起 念 （注 意） 于 触 木 的 锯 齿， 不 于 来 去 的 锯 齿 而 作 意， 但 不 是 不 知 其 来 去 
的 锯 齿， 亦 知 精 勤 与 成 就 加 行， 及 得 殊 胜。  

“精 勤” 是 什 么 精 勤 呢？ 即 是 使 精 进 者 的 身 心 适 合 于 工 作 的 精 勤。 是 什 
么 加 行 呢？ 即 舍 断 精 进 者 的 随 烦 恼， 而 寂 止 于 寻 的 加 行。 什 么 殊 胜 呢？ 即 舍 
断 精 进 者 的 （烦 恼） 结 而 灭 随 眠 的 殊 胜。 如 是 此 等 三 法 非 一 心 的 所 缘， 不 是 
不 知 此 等 三 法， 而 心 不 至 散 乱， 亦 知 精 勤 与 成 就 加 行， 及 得 殊 胜。  

彼 人 若 成 就， 善 修 安 般 念，  
次 第 而 行 者， 如 佛 陀 所 说：  
彼 照 耀 此 世， 如 月 出 云 翳。  

这 是 锯 的 譬 喻。  

⑷ （安 住） 其 次 当 如 此 （瑜 伽 者） 只 不 依 于 来 去 （的 出 入 息） 而 作 意 为 
目 的。 于 此 （安 般 念） 业 处 而 作 意 的 人 们， 有 的 不 久 便 得 生 起 （似） 相 及 称 
为 安 止 （定） 的 其 余 （寻 伺 等） 诸 禅 支， 为 “安 住” 成 就。 然 而 有 的 人 则 自 
从 以 数 （出 入 息） 而 作 意 以 来， 因 次 第 的 息 灭 了 粗 的 出 入 息， 得 以 寂 止 身 的 
不 安 而 成 身 心 的 轻 安， 如 身 体 跃 入 空 中 的 状 态。 譬 如 身 体 热 恼 者， 坐 于 床 
上 或 椅 上 时， 则 床 椅 弯 曲 而 作 轧 轧 之 声， 及 使 所 敷 之 物 而 成 折 皱， 如 果 身 
无 热 恼 者 所 坐 的 床 椅， 则 不 弯 曲 及 不 作 轧 轧 之 声， 而 所 敷 之 物 亦 得 折 皱， 
却 如 充 满 兜 罗 绵 （即 木 绵） 的 床 椅 相 似。 何 以 故？ 因 无 热 恼 之 身 而 轻 安 故。 
同 样 的， 自 从 以 数 （出 入 息） 而 作 意 以 来， 因 次 第 的 息 灭 了 粗 的 出 入 息， 得 
以 寂 止 身 的 不 安， 而 成 身 心 的 轻 安， 如 身 体 跃 入 空 中 相 似。 [283] 他 的 粗 的 
出 入 息 灭 了 的 时 候， 而 起 细 的 出 入 息 的 相 所 缘 之 心。 （细 的 出 入 息 的 相） 灭 
时， 则 次 第 而 起 更 微 细 的 相 所 缘 之 心。  

怎 样 （的 状 态）？ 譬 如 有 人， 以 大 铜 桴 而 敲 金 属 之 器， 由 一 击 而 起 大 
音， 则 他 亦 起 粗 音 所 缘 之 心， 粗 音 灭 了 之 后， 而 起 细 音 的 相 所 缘 （之 心）， 
而 此 灭 时， 则 次 第 而 起 更 微 细 之 音 的 相 所 缘 （之 心） 当 知 如 是， 又 如 前 面 所 
说 的， “譬 如 敲 金 属 （器） 时”

【65】 等 等。  

对 于 其 他 的 诸 业 处 （之 相） 愈 向 上 （修 习） 而 愈 明 了， 但 此 （业 处 之 
相） 则 不 然。 此 （安 般 念 业 处 之 相） 则 愈 向 上 修 习 而 至 于 更 微 细， 甚 至 于 不 
现 起。 若 到 了 （出 入 息） 不 现 之 时， 彼 比 丘 不 宜 从 座 而 起 拂 除 （其 所 坐 的） 
皮 革 片 （之 尘） 而 去。 怎 么 办 呢？ 即 不 应 起 如 是 想： “我 去 问 阿 阇 梨” 或 
“现 在 已 失 去 了 我 的 业 处”。 因 为 乱 了 他 的 威 仪 而 去， 只 成 为 新 新 的 业 处。 
是 故 只 应 坐 于 （原 处） 而 于 （出 入 息 的） 所 触 之 处 取 回 （业 处 之 相）。  

取 回 （业 处 之 相） 的 方 法 如 下： 即 彼 比 丘 既 知 业 处 不 现， 便 应 如 是 考 
察： “这 出 息 入 息 在 何 处 有？ 在 何 处 无？” 或 “谁 有？ 谁 无”？ 即 如 是 考 察： 
“在 母 胎 中 的 （胎 儿） 无 （出 入 息）， 潜 入 水 中 的 人 无， 如 是 无 想 天 人， 死 
者， 第 四 禅 的 入 定 者， 生 居 于 色 及 无 色 界 者。 入 灭 尽 定 者 （无 出 入 息）”， 
既 知 如 此， 他 便 责 问 他 自 己： “智 者， 你 不 是 在 母 胎 之 内， 不 是 潜 水 者， 非 
无 想 者， 非 死 者， 不 是 入 第 四 禅 定 者， 不 是 生 居 色 无 色 界 者， 不 是 入 灭 尽 定 
者， 你 当 然 是 有 出 息 入 息 的， 只 因 你 的 智 慧 迟 钝， 故 不 能 执 持 （出 入 息） 而 

                                                 
【65】见 底 本 二 七 六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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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此 时 他 便 置 心 于 （出 入 息 的） 自 然 的 所 触 （之 处） 而 起 作 意。 即 （出 
入 息） 于 长 鼻 者 的 鼻 孔 起 触， [284] 于 短 鼻 者 的 上 唇 （起 触）。 是 故 那 比 丘 即 
以 “（出 入 息） 于 此 处 触” 而 安 置 （其 心） 于 相 （即 触 处）。 即 以 这 种 意 义 而 
考 察， 如 世 尊 说：

【66】 “诸 比 丘！ 我 不 说 忘 念 及 不 正 知 之 人 是 安 般 念 的 修 习 
者”。 虽 然 任 何 业 处 都 只 是 念 者 及 正 知 者 而 成 就， 但 于 此 （安 般 念） 以 外 的 
（业 处） 作 意 者 是 明 了 的。 然 而 这 重 要 而 难 修 的 安 般 念 业 处， 只 是 佛、 辟 支 
佛、 佛 子 等 大 人 物 的 作 意 境 地， 不 是 低 的 有 情 所 能 习 得 的。 对 于 （安 般 念） 
作 意， 则 愈 加 寂 静 而 微 细， 故 于 此 （修 习） 必 须 有 强 念 与 强 慧。  

譬 如 缝 细 妙 的 衣 服 时， 针 要 细， 穿 针 孔 的 更 要 细， 如 是 修 习 （安 般 念） 
业 处 之 时 象 缝 细 妙 之 衣， 象 针 的 念， 及 如 穿 针 孔 的 （与 念） 相 应 的 慧 必 须 坚 
强。  

其 次 具 足 了 此 念 与 慧 的 比 丘， 对 于 出 入 息 （之 相） 不 应 向 自 然 的 触 处 
（鼻 孔 或 上 唇） 以 外 去 希 求。  

譬 如 农 夫， 耕 田 之 后， 卸 去 轭 牛， 放 到 草 地 上， （自 己） 坐 于 树 荫 之 下 
休 息， 此 时 他 的 牛 便 很 快 的 进 入 森 林 去 了。 如 果 是 伶 俐 的 农 夫， 想 再 捕 他 
的 牛 来 耕 田， 不 必 尾 行 它 们 的 足 迹 而 彷 徨 于 森 林 中， 但 拿 了 绳 和 鞭， 直 接 
跑 到 它 们 集 合 的 浴 场 而 坐 或 卧。 于 是 他 的 牛 游 行 （吃 草） 至 日 中， 都 集 到 它 
们 的 浴 场， 浴 了 及 饮 了 水 之 后 便 上 来 站 着， 此 时 （农 夫） 看 见 了 之 后， 便 系 
之 以 绳， 击 之 以 鞭， 牵 来 驾 轭 再 耕。 同 样 的， 比 丘 之 于 出 入 息 （之 相） 不 向 
自 然 的 触 处 以 外 去 希 求， 但 取 其 念 绳 及 慧 鞭， 而 置 其 心 于 自 然 的 触 处 而 起 
作 意。 [285] 他 这 样 作 意， 不 久 之 后， 那 些 出 息 入 息 便 再 现 起， 如 诸 牛 之 集 合 
于 浴 场 相 似。 此 后 那 比 丘 便 系 之 以 念 绳 而 轭 之 于 （自 然 的 触） 处， 更 系 之 以 
慧 鞭， 于 （安 般 念） 业 处 数 数 而 精 勤。  

如 是 精 勤， 不 久 便 现 起 （取 相 与 似） 相。 而 彼 相 （的 现 起） 并 非 一 切 都 
同 样 的， 有 一 部 分 人 说， 有 人 于 现 起 （之 相） 而 生 乐 触， 如 于 兜 罗 绵， 如 于 
迦 巴 率 绵 及 如 于 微 风 中。 其 次 是 依 诸 义 疏 的 决 择 说。 即 有 人 的 （相 现 起） 如 
星 色， 如 摩 尾 珠， 如 珍 珠； 或 者 （现 起） 而 成 粗 触 如 绵 子， 如 树 心 （所 作） 
的 针； 有 的 如 长 腰 带， 如 花 环， 如 烟 焰； 有 的 现 起 扩 展 如 蛛 丝， 如 云 翳， 如 
莲 华， 如 车 轮， 如 月 轮， 及 如 口 轮。 而 此 （似 相）， 正 如 一 群 比 丘， 诵 了 经 
而 坐 的 时 候， 一 比 丘 问 道： “你 们 对 于 此 经 现 起 象 什 么”？ 一 人 答 道： “在 
我 现 起 象 从 大 山 流 下 的 河 流”； 另 一 人 答 道： “在 我 象 一 排 森 林”； 又 一 人 
答 道： “在 我 象 一 株 枝 叶 茂 盛 满 结 果 实 而 荫 凉 的 树”。 他 们 只 于 一 经， 因 各 
人 的 想 不 同， 而 现 起 种 种 （的 经 相）。 如 是 仅 于 一 种 业 处， 由 于 （各 修 习 者 
的） 想 不 同， 而 现 起 种 种 （安 般 念 业 处 的 相）。 因 为 此 （相） 是 从 想 生， 以 
想 为 因， 以 想 为 根 源； 故 知 由 不 同 之 想 而 现 起 种 种 （之 相）。  

于 此 （修 习） 之 处， 一 为 出 息 所 缘 心， 一 为 入 息 所 缘 心， 一 为 相 （鼻 端 
或 上 唇） 所 缘 心， （三 者） 是 不 同 的。 若 无 此 三 法 者， 则 他 的 业 处 不 得 安 止 
定， 也 不 得 近 行 定； 然 而 具 有 此 三 法 者， 则 他 的 业 处 可 得 近 行 定 及 安 止 定。 
即 如 所 说：  

                                                 
【66】S.V, 337; cf. S.V, p.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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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与 出 息 及 入 息， 不 是 一 心 的 所 缘，  
不 知 此 三 法， 不 得 修 习；  
相 与 出 息 及 入 息， 不 是 一 心 的 所 缘，  
若 知 此 三 法， 便 得 修 习。 [286] 

如 是 现 起 （似） 相 之 时， 那 比 丘 当 去 告 诉 阿 阇 梨： “尊 师， 我 现 起 这 样 
（的 境 界）”。 然 而 阿 阇 梨 不 应 对 他 说： “这 是 似 相” 或 “这 非 似 相”， 但 
说： “贤 者！（修 习 者） 是 这 样 的， 你 应 该 数 数 的 作 意”； 因 为 若 说 是 似 相， 
未 免 使 他 终 止 了 （修 习）， 若 说 非 似 相， 则 未 免 使 他 失 望。 所 以 （阿 阇 梨） 
两 者 都 不 说， 只 勉 励 他 去 作 意。 —— 这 是 依 长 部 师 的 意 见； 但 中 部 师 则 说 应 
该 对 他 说： “贤 者！ 这 是 似 相， 善 人， 汝 应 于 业 处 而 数 数 作 意”。  

（当 似 相 现 起 之 时） 彼 （比 丘） 应 安 住 其 心 于 似 相。 如 是 自 从 （似 相 现 
起） 以 后， 他 便 依 安 住 而 修 习， 即 如 古 人 说：  

于 相 安 住 心， 离 种 种 行 相，  
于 出 息 入 息， 智 者 系 自 心。  

如 是 他 的 似 相 现 起 之 后， 便 镇 伏 了 他 的 五 盖， 寂 止 其 烦 恼， 现 起 其 念， 
以 近 行 定 而 等 持 其 心。  

而 彼 （比 丘） 不 于 （似） 相 的 （如 绵 如 星 等） 色 而 作 意， 亦 不 观 察 （粗 
等 的） 特 相， 但 避 去 住 所 等 的 七 种 不 适 合 的， 而 以 七 种 适 合 的 善 加 保 护 （其 
似 相）， 如 刹 帝 利 的 皇 后 （保 护 其） 转 轮 王 的 胎 儿 及 农 夫 的 （保 护 其） 稻 麦 
之 穗 相 似。  

他 既 如 是 保 护 （其 似 相） 以 数 数 作 意 而 令 （似 相） 增 长， 当 成 就 十 种 安 
止 善 巧， 而 从 事 于 平 等 的 精 进。 如 是 精 勤 的 （比 丘）， 依 照 地 遍 所 说 的 次 
序， 得 于 似 相 所 缘 而 生 起 四 种 禅 及 五 种 禅。  

⑸ （观 察） ⑹ （还 灭） ⑺ （遍 净） 如 是 于 此 （安 般 念 业 处） 而 得 四 种 禅 
及 五 种 禅 的 比 丘， 以 “观 察” 及 “还 灭’ 增 长 了 他 的 业 处， 欲 得 “遍 净”， 于 
同 样 的 禅， 通 达 了 五 种 自 在【67】

， 确 定 了 名 色， 而 建 立 毗 钵 舍 那 （观）。  

怎 样 （修 习）？ 他 从 三 摩 钵 底 （定） 出 来， [287] 而 观 业 生 身 及 心 为 出 息 
入 息 之 集 （因）。 譬 如 铁 匠 的 风 箱 吹 火 之 时， 由 于 风 箱 及 人 的 适 当 的 精 进 之 
缘 而 得 生 风， 如 是 由 于 身 与 心 之 缘 而 起 出 息 入 息。 从 此 他 便 确 定 了 出 入 息 
及 身 为 色， 并 确 定 心 及 （心） 的 相 应 诸 法 为 无 色。  

以 上 为 略 说 （名 色 的 确 定）； 详 论 名 色 的 确 定 将 在 以 后 （第 十 八 品） 分 
明 （—— 以 上 见 清 净）。 如 是 确 定 了 名 色 之 后， （而 此 比 丘） 遍 求 （名 色 的） 
缘 （起）； 遍 求 的 他， 得 见 了 那 （缘 起） 也 除 了 关 于 三 世 名 色 进 行 的 疑 惑 
（—— 以 上 为 度 疑 清 净）。 除 了 疑， 他 以 （色） 聚 的 思 惟 而 提 起 了 （无 常、 
苦、 无 我 的） 三 相， 断 了 在 生 灭 随 观 以 前 生 起 的 无 明 等 十 种 观 的 随 烦 恼
【68】

， 确 定 了 解 脱 随 烦 恼 的 行 道 智 为 道 （—— 以 上 为 道 非 道 智 见 清 净）。 舍 
了 生 （随 观）， 获 得 了 坏 随 观， 以 后 依 坏 随 观 于 呈 现 衰 灭 的 一 切 诸 行 中 而 得 
                                                 
【67】五 种 自 在， 见 底 本 一 五 四 页 以 下。 
【68】十 种 观 的 随 烦 恼 (dasa vipassanupakkilesā), 即 二 十 品 所 说 的 十 种 观 的 染； ㈠ 光 

明， ㈡ 智， ㈢ 喜， ㈣ 轻 安， ㈤ 乐， ㈥ 胜 解 （即 信）， ㈦ 策 励 （即 精 进）， ㈧ 现 起 
（即 念）， ㈨ 舍， ㈩ 欲。 详 见 底 本 六 页 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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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 离、 离 欲、 解 脱 （—— 以 上 为 行 道 智 见 清 净）， 依 次 得 四 圣 道， 成 阿 罗 汉 
果， 而 达  后 的 十 九 种 观 察 智【69】

， 成 为 包 括 诸 天 的 世 界 的  上 应 施 者 （—

— 以 上 为 智 见 清 净）。  

以 上 以 “数” 为  初， 以 “分 别 观” 为  后 而 （说 明） 安 般 念 三 摩 地 的 
修 习 完 毕。 这 是 一 切 行 相 的 第 一 四 法 的 解 说。  

在 其 余 的 三 种 四 法， 因 无 各 别 的 业 处 修 习 法， 故 仅 以 逐 句 解 释 的 方 法 
而 示 彼 等 （三 种 四 法） 之 义。  

第 二 种 四 法：  

㈤ “知 喜” —— 为 喜 的 觉 知， 为 （喜 的） 明 白， “而 学 我 将 出 息 入 息”。 
此 中 从 两 方 面 而 知 喜： 一 从 所 缘， 二 从 不 痴。  

如 何 “从 所 缘” 而 知 喜？ （比 丘） 于 有 喜 的 二 禅 （初 禅 与 第 二 禅） 入 
定， 在 他 入 定 的 刹 那 获 得 的 禅 （喜）， 是 为 从 所 缘 而 知 喜， 因 从 所 缘 而 知 
故。  

如 何 “从 不 痴” （而 知 喜）？ （比 丘） 于 有 喜 的 二 禅 入 定 以 后 而 出 定 
[288] 思 惟 那 与 禅 相 应 的 喜 “是 可 灭 的” “是 衰 坏 的”， 在 他 的 毗 钵 舍 那 
（观） 的 刹 那 而 通 达 （喜 的） 特 相， 是 为 从 不 痴 而 知 喜。 即 如 《无 碍 解 道》 
所 说：

【70】  

“了 知 以 长 出 息 而 专 心 不 乱 者 则 念 现 起， 由 于 那 念 及 那 智 而 知 喜。 了 
知 以 长 入 息 …… 以 短 出 息 …… 以 短 入 息 …… 以 知 一 切 身 出 息 入 息 …… 以 安 息 
身 行 出 息 入 息 而 专 心 不 乱 者 则 念 现 起， 由 于 那 念 及 那 智 而 知 喜。 念 虑 者 而 
知 喜， 知 者， 见 者， 观 察 者， 心 坚 决 者， 以 信 而 信 解 者， 勤 精 进 者， 念 现 起 
者， 心 等 持 者， 以 慧 了 知 者， 当 通 达 （而 通 达 者）， 当 遍 知 （而 遍 知 者）， 当 
舍 断 （而 舍 断 者）， 当 修 习 （而 修 习 者）， 当 作 证 而 作 证 者 而 知 喜。 是 为 知 
喜”。  

以 此 同 样 的 方 法 亦 知 其 余 诸 句 之 义。 以 下 只 述 其 不 同 之 处。  

㈥ 当 知 即 于 （第 一 第 二 第 三 的） 三 禅 用 “知 乐”， 于 ㈦ （第 一 至 第 四 
的） 四 禅 用 “知 心 行”。 “心 行” —— 是 受 想 二 蕴。 那 “知 乐” 之 句 是 为 表 观 
的 境 地， 《无 碍 解 道》 说：

【71】 “乐 —— 即 身 乐 与 心 （乐） 的 二 乐”。 ㈧ “安 息 
心 行” —— 即 粗 的 心 行 安 息， 消 灭 之 义。 欲 知 其 详， 即 如 于 说 明 （安 息） 身 
行 句【72】 的 同 样 方 法。  

然 而 于 此 （第 二 四 法） 中， 于 ㈤ “喜” 之 句 是 以 喜 的 首 目 而 说 （相 应） 
受 的， 于 ㈥ “乐” 之 句 是 依 自 性 受 说， 于 ㈦ ㈧ 二 “心 行” 之 句 即 “想 与 受 心 
所。 此 ㈡ 法 与 心 连 结， 为 心 行” 之 语， 故 “想” 为 想 应 受。 [289] 如 是 当 知 是 
依 （四 念 处 中 第 二 的） 受 随 观 （念 处） 的 方 法 而 说 此 （第 二） 四 法。  

                                                 
【69】十 九 种 观 察 智 (ekūnavīsati bhedapaccavekkhaṇāñāṇa) 见 第 二 十 二 品， 底 本 六 七 六 

页。  
【70】Pṭs.I, 186. 
【71】Pṭs.I, 188. 
【72】见 底 本 二 七 四 页 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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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种 四 法：  

㈨ 当 知 亦 依 （初 禅 至 第 四 的） 四 禅 而 “知 心”。  

㈩ “令 心 喜 悦” —— 即 令 心 悦、 喜 悦、 笑、 欢 笑， “而 学 我 将 出 息 入 
息”。 此 中 以 两 方 面 而 生 喜 悦： 一 定， 二 观。  

如 何 以 “定” （而 生 喜 悦）？ （比 丘） 于 有 喜 的 二 禅 （初 禅 与 二 禅） 入 
定， 当 他 入 定 的 刹 那， 由 于 （与 禅） 相 应 的 喜 而 喜 悦 其 心。 如 何 以 “观” 
（而 生 喜 悦）？ （比 丘） 既 于 有 喜 的 二 禅 入 定 而 出 定 之 后， 思 惟 即 与 禅 相 应 
的 喜 是 可 灭 的， 是 衰 坏 的， 当 他 这 样 观 的 刹 那， 便 以 与 禅 相 应 的 喜 为 所 缘 
而 喜 悦 其 心。  

这 样 行 道 之 人， 故 说 “为 学 令 心 喜 悦 我 将 出 息 入 息”。  

(十一) “令 心 等 持” —— ⑴ 以 初 禅 等 令 心 等 持 等 置 于 所 缘 之 中； ⑵ 或 者 既 
于 彼 等 诸 禅 入 定 而 出 定 之 后， 他 观 与 禅 相 应 的 心 是 可 灭 的 可 衰 坏 的， 当 他 
在 观 的 刹 那， 由 于 通 达 （无 常 等） 相， 生 起 了 刹 那 的 心 一 境 性， 由 于 生 起 了 
这 样 的 刹 那 的 心 一 境 性， 亦 令 其 心 等 持 等 置 于 所 缘 之 中。 （如 是 等 持 者） 故 
说 “为 学 令 心 等 持 我 将 出 息 入 息”。  

(十二) “令 心 解 脱” —— ⑴ 以 初 禅 令 心 脱 离 解 脱 于 五 盖， 以 第 二 禅 （令 心 
脱 离 解 脱 于） 寻 伺， 以 第 三 禅 （解 脱） 于 喜， 以 弟 四 禅 令 心 脱 离 解 脱 于 苦 与 
乐； ⑵ 或 者 （比 丘） 既 于 彼 等 诸 禅 入 定 而 出 定 之 后， 思 惟 那 与 禅 相 应 的 心 是 
可 灭 的 可 衰 坏 的， 当 他 在 这 样 观 的 刹 那， 以 无 常 观 令 心 脱 离 解 脱 于 常 想， 
以 苦 观 （令 心 解 脱） 于 乐 想， 以 无 我 观 （令 心 解 脱） 于 我 想， 以 厌 离 观 （令 
心 解 脱） 于 喜 爱， 以 离 欲 （令 心 解 脱） 于 欲， 以 灭 观 （令 心 解 脱） 于 集， 以 
舍 遣 观 令 心 脱 离 解 脱 于 执 持， 出 息 与 入 息。 所 以 说 [290] “为 学 令 心 解 脱 我 
将 出 息 入 息”。 如 是 当 知 是 依 （四 念 处 中 第 三 的） 心 随 观 （念 处） 而 说 此 
（第 三 的） 四 法。  

第 四 种 四 法：  

(十三) “观 无 常” —— 在 此 句 中， 当 先 知 无 常， 知 无 常 性， 知 无 常 观， 知 
观 无 常 者。 这 里 的 “无 常” 即 五 蕴， 何 以 故？ 因 （五 蕴 的） 自 性 生、 灭、 变 易 
之 故。 “无 常 性” —— 即 彼 等 （五 蕴） 的 生、 灭、 变 易， 或 （五 蕴 的） 生 已 又 
无； 即 （彼 等 五 蕴） 不 停 止 于 （生） 的 状 态 而 以 刹 那 灭 而 灭 的 意 思。 “无 常 
观” —— 即 于 无 常 性 的 色 等 而 观 无 常。 “观 无 常 者” —— 即 具 有 那 无 常 观 的 
人。 故 如 是 （观 无 常） 而 出 息 入 息 者， 此 为 “学 观 无 常 我 将 出 息 入 息”。 

(十四) “观 离 欲” —— 在 此 句 中， 有 灭 尽 离 欲 与 究 竟 离 欲 的 二 种 离 欲。 
“灭 尽 离 欲” 是 诸 行 的 刹 那 坏 灭； “究 竟 离 欲” 是 涅 槃。 “观 离 欲” 是 观 彼 
两 种 而 起 毗 体 舍 那 （观） 与 道 的。 具 足 观 彼 二 种 （离 欲） 而 出 息 入 息 者， 为 
“学 观 离 欲 我 将 出 息 入 息”。 

(十五) “观 灭” 一 句 也 是 同 样 的。  

(十六) “舍 遣 观” 的 句 中， 也 有 遍 舍 舍 遣 及 跳 入 舍 遣 两 种 舍 遣、 舍 遣 即 是 
观， 故 名 舍 遣 观。 然 而 毗 钵 舍 那 （观） 以 部 分 而 遍 舍 诸 蕴 及 诸 行 的 烦 恼 （—

— 以 上 为 遍 舍 舍 遣）， 以 见 有 为 的 过 失 及 倾 向 （与 有 为） 相 反 的 涅 槃 而 跳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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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 以 上 为 跳 入 舍 遣）， 故 说 遍 舍 舍 遣 及 跳 入 舍 遣。 次 于 道 以 部 分 而 遍 
舍 诸 蕴 及 诸 行 的 烦 恼 （—— 以 上 为 遍 舍 舍 遣）， 以 所 缘 而 跳 入 涅 槃 （以 上 为 
跳 入 舍 遣）， 故 说 遍 舍 舍 遣 及 跳 入 舍 遣。 而 两 者 （观 智 与 道 智） 是 随 其 前 起 
的 智 而 观， 故 亦 名 随 观。 [291] 具 足 观 彼 二 种 舍 遣 而 出 息 入 息 者， 为 “学 舍 遣 
观 我 将 出 息 入 息”。  

此 第 四 的 四 法 是 只 依 纯 粹 的 毗 钵 舍 那 （观） 说 的； 然 而 前 三 种 （四 法） 
是 依 奢 摩 他 （止） 与 毗 钵 舍 那 （观） 说 的。 如 是 当 知 依 四 种 四 法 有 十 六 事 修 
习 安 般 念。  

（安 般 念 定 的 功 德） 依 此 十 六 事 而 修 安 般 念 有 大 果 实 有 大 功 德。  

⑴ 关 于 此 （安 般 念） 而 有 【73】
“诸 比 丘， 于 此 安 般 念 三 摩 地 修 习 多 作 是 

寂 静 殊 胜” 等 语， 故 依 寂 静 的 状 态 等 而 （安 般 念 定） 有 大 功 德。  

⑵ 亦 依 能 断 于 寻 故 （有 大 功 德）。 即 于 此 （安 般 念 定） 寂 静， 殊 胜， 不 
杂， 乐 住 之 故， 断 绝 了 依 定 的 障 碍 的 寻 而 驱 驰 在 这 里 那 里 的 心， 令 心 趋 向 
于 安 般 的 所 缘。 所 以 说：

【74】 “为 断 寻 而 修 安 般 念”。  

⑶ 为 完 成 明 （即 道） 与 解 脱 （即 果） 的 根 本， 故 知 此 定 有 大 功 德。 即 如 
世 尊 说：

【75】 “诸 比 丘！ 修 习 而 多 作 安 般 念 则 得 完 成 四 念 处， 修 习 而 多 作 四 
念 处 则 得 完 成 七 觉 支， 修 习 而 多 作 七 觉 支 则 得 完 成 明 与 解 脱”。  

⑷ 亦 得 知 道  后 （命 终 时） 的 出 息 入 息， 故 知 此 定 有 大 功 德。 即 如 世 尊 
说：

【76】 “罗 喉 罗！ 如 是 修 习 多 作 安 般 念 之 时， 你 必 知  后 的 出 息 入 息 之 灭， 
不 是 不 知 的”。  

依 那 （出 入 息 之） 灭 有 三 种  后 （的 出 入 息）： 即 有 的  后， 禅 的  
后， 死 的  后。 ⑴ 于 诸 有 之 中 的 欲 有 起 出 息 入 息， 于 色 无 色 有 中 不 起， 故 彼 
等 （出 息 入 息） 为 （欲） “有 的  后”。 ⑵ 于 诸 禅 之 中 前 三 禅 起 （出 入 息）， 
于 第 四 禅 不 起， 故 彼 等 （出 入 息） 为 （前 三） “禅 的  后”。 ⑶ 在 死 心 之 前 
起 了 十 六 心 之 后， [292] （出 入 息） 与 死 心 共 灭， 是 名 “死 的  后” （的 出 入 
息）。 而 此 死 的  后 即 此  后 （的 出 入 息） 之 义。  

于 此 （安 般 念） 业 处 精 勤 的 比 丘， 因 为 善 能 把 握 安 般 的 所 缘， 故 在 死 心 
之 前 的 十 六 心 生 起 的 刹 那， 思 虑 （安 般 的） 生 而 知 彼 等 （安 般） 的 生， 思 虑 
（安 般 的） 住 而 知 彼 等 的 住， 思 虑 （安 般 的） 灭 而 知 彼 等 的 灭。  

然 而 若 修 习 （安 般 念 业 处） 以 外 的 其 他 业 处 而 证 阿 罗 汉 的 比 丘， 或 能 
知 其 寿 命 的 期 间， 或 者 不 知。 如 果 是 修 习 此 十 六 事 的 安 般 念 而 证 阿 罗 汉 的 
比 丘， 则 必 定 知 其 寿 命 的 期 间。 他 既 得 知 “我 的 寿 命 只 能 维 持 这 样 长， 更 无 
多 的 了”， 能 够 自 己 作 其 自 然 的 （沐 浴 剪 发 等） 身 体 之 事 及 穿 着 衣 服 等 的 工 
作， 然 后 闭 其 眼 睛。 犹 如 住 在 各 得 山 寺 的 帝 须 长 老、 住 在 摩 河 伽 楞 羯 耶 寺 
的 大 帝 须 长 老、 住 在 天 子 大 园 的 乞 食 者 帝 须 长 老 及 住 在 羯 但 罗 山 寺 的 两 兄 
弟 长 老 相 似。  
                                                 
【73】S.V, 321. 
【74】A.IV, 353. 
【75】M.III, 82; cf. S.V, p.335. 
【76】M.I, 425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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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里 但 举 一 个 故 事 为 例： 据 说 那 两 兄 弟 长 老 中 的 一 个， 在 一 个 月 圆 的 
布 萨 日， 诵 了 波 罗 提 木 义 （戒） 之 后， 从 诸 比 丘 去 他 自 己 的 住 所， 站 在 经 行 
处 看 了 月 光 之 后， 察 觉 了 他 自 己 的 寿 命， 便 对 诸 比 丘 说： “你 们 以 前 曾 经 看 
过 些 怎 样 般 涅 槃 的 比 丘”？ 有 的 说： “我 们 曾 见 坐 座 而 般 涅 槃 的”； 或 者 
说： “我 们 曾 见 于 空 中 结 跏 趺 坐 （而 般 涅 槃）”。 长 老 说： “我 现 在 要 叫 你 
们 看 在 经 行 时 般 涅 槃 了”， 继 之 他 便 在 经 行 处 划 一 根 线 说： “我 从 经 行 处 的 
这 一 端 去 那 一 端， 转 来 到 达 这 线 上 将 般 涅 槃 了”。 当 他 在 经 行 处 上 去 那 一 
端 而 转 来， 以 一 足 踏 到 那 线 上 时， 即 般 涅 槃。 [293] 

真 实 的 善 慧 者，  
应 对 于 如 是 ——  
有 大 威 力 的 安 般 念，  
常 作 不 放 逸 之 行。  

这 是 详 论 安 般 念 一 门。  
【77】

在 安 般 念 之 后， 提 示 寂 止 随 念， 若 欲 修 习 者， 居 于 静 处 禅 思， 随 念 如 是 
称 为 一 切 苦 寂 止 的 涅 槃 之 德， 即【78】

： “诸 比 丘！ 法 只 是 有 为 或 无 为， 于 彼 等 
诸 法 中， 离 欲 称 为  胜， 即 骄 的 粉 碎， 渴 的 调 伏， 阿 赖 耶 （执 着） 的 破 灭， 
轮 回 的 摧 碎， 爱 的 除 去， 离 欲、 灭、 与 涅 槃”。  

（圣 典 的 文 句） 此 中， “只” 是 限 止 之 辞。 “法” 是 自 性 之 意。 “有 为 或 
无 为” 即 诸 缘 和 合 而 生 （是 有 为） 或 非 （诸 缘 和 合） 生 （为 无 为）。 “于 彼 等 
诸 法 中 离 欲 称 为  胜” 即 于 彼 等 有 为 及 无 为 诸 法 中 离 欲 称 为  胜 —— 名 为 

 高，  上。  

这 里 的 “离 欲” 不 仅 是 无 欲 而 已， 而 “即 骄 的 粉 碎 …… 乃 至 涅 槃” 即 彼 
获 得 骄 的 粉 碎 等 诸 名 的 无 为 法 为 离 欲。 因 彼 （无 为 法） 已 至 一 切 慢 骄、 人 骄 
等 的 骄 而 成 为 非 骄 无 骄 及 灭 亡 的 境 地， 故 说 “骄 的 粉 碎”。 亦 因 已 至 一 切 欲 
的 渴 调 伏 与 消 灭， 故 说 “渴 的 调 伏”。 因 为 已 至 五 种 欲 的 执 着 （阿 赖 耶） 的 
碎 灭， 故 说 “阿 赖 耶 的 破 灭”。 因 为 已 至 断 灭 三 界 的 轮 回， 故 名 “轮 回 的 摧 
碎”。 因 为 已 至 一 切 爱 的 除 灭、 离 欲、 及 灭， 故 名 “爱 的 除 去， 离 欲， 灭”。 
因 为 此 （无 为 法） 是 超 脱 出 离 重 重 结 缠 于 四 生、 五 趣、 七 识 住、 九 有 情 居 而 
得 通 名 为 “梵 那” 的 爱， [294] 故 名 为 “涅 槃”。  

世 尊 亦 在 其 他 的 诸 经 中 说【79】
： “诸 比 丘！ 我 对 你 们 说 无 为 …… 诸 比 丘！ 

我 对 你 们 说 谛 …… 彼 岸 …… 极 难 见， 不 老、 不 变、 无 戏 论、 不 死、 平 安、 安 
稳、 未 曾 有、 无 灾、 无 恼、 清 净、 洲 渚、 安 全 处 及 洞 窟” 等 的 寂 止 之 德， 亦 
当 依 此 等 （德） 而 随 念。  

（寂 止 随 念 的 修 法） 如 是 依 骄 的 粉 碎 等 德 而 作 寂 止 随 念 （的 瑜 伽） 者， 
那 时 则 无 为 欲 所 缠 之 心， 无 瞋 （所 缠 之 心）， 无 痴 所 缠 之 心。 然 而 那 时 他 的 
心 却 成 正 直 等。 关 于 寂 止 亦 如 于 佛 随 念 等 所 说 的 同 样 方 法 在 镇 伏 五 盖 的 刹 

                                                 
【77】寂 止 随 含 (upasamānussati), 《解 脱 道 论》 “念 寂 寂”。 
【78】A.II, 34. 
【79】S.IV, 362; 369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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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生 起 了 诸 禅 支。 因 为 寂 止 之 德 甚 深， 或 因 他 倾 心 随 念 种 种 德， 故 不 达 安 
止 定， 仅 得 近 行 之 禅。 因 彼 （近 行 禅） 是 由 于 随 念 寂 止 之 德 而 生 起， 故 称 为 
寂 止 随 念。  

如 六 随 念， 而 此 （寂 止 随 念） 亦 仅 圣 弟 子 所 证 得； 然 而 尊 重 寂 止 的 凡 夫 
亦 应 作 意。 即 仅 以 闻 亦 于 寂 止 而 生 信 乐 之 心。  

（寂 止 随 念 的 功 德） 其 次 精 勤 于 寂 止 随 念 的 比 丘， 得 以 安 乐 而 眠， 安 乐 
而 寤， 诸 根 寂 静， 及 意 寂 静， 具 足 惭 愧 与 信 乐， 倾 向 于 殊 胜 （的 涅 槃） 为 诸 
同 梵 行 者 所 尊 重 恭 敬。 纵 不 通 达 上 位， 来 世 亦 得 善 趣。  

真 实 的 善 慧 者，  
应 对 于 如 是 ——  
有 大 威 力 的 寂 止 随 念，  
常 作 不 放 逸 之 行。  

这 是 详 论 寂 止 随 念 一 门。  

为 诸 善 人 所 喜 悦 而 造 的 清 净 道 论， 在 论 定 的 修 习 中 完 成 了 第 八 
品， 定 名 为 随 念 业 处 的 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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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在 随 念 业 处 之 后 所 提 示 的 慈 悲 喜 舍 四 梵 住 中， 先 说 欲 修 慈 的 初 学 瑜 伽 行 
者， 断 了 （十 种 的） 障 碍， 受 持 了 业 处， 食 事 既 毕， 除 去 食 后 的 懒 睡， 在 远 离 
的 地 方 善 敷 座 位， 安 坐 下 来，  先 当 观 察 瞋 恚 的 过 患 及 忍 辱 的 功 德。 

（观 察 瞋 恚 之 过 及 忍 辱 之 德） 何 以 故， 因 为 修 此 （慈 梵 住） 当 断 瞋 恚 而 证 
忍 辱， 未 曾 有 不 见 过 失 而 能 断 及 不 知 功 德 而 能 证 得 的； 是 故 应 见【1】 “贤 者！ 
若 为 瞋 恚 所 战 胜，（为 瞋 恚） 而 夺 取 其 心 者， 则 杀 害 生 物” 等 经 中 所 说 的 瞋 恚 
的 过 患； 亦 应 知： 

 
【2】

“ 诸 佛 说 —— 

忍 辱 是 最 高 的 苦 行， 

容 忍 是 最 上 的 涅 槃”。 

 
【3】

“ 具 有 忍 力 的 强 军， 

我 说 他 是 婆 罗 门”。 
 【4】

“ 忍 辱 无 有 胜” 

等 所 说 的 忍 辱 的 功 德。 

（初 学 者 当 避 免 的 慈 的 所 缘） （瑜 伽 者） 如 是 见 其 过 患 而 为 离 于 瞋 恚 心 
及 知 其 功 德 而 为 与 忍 辱 （心） 相 应， 当 勤 修 于 慈。 勤 修 （于 慈） 者 应 先 了 知 
“对 此 等 人  初 不 应 修 慈， 对 此 等 人 则 绝 对 不 应 修 慈” 的 人 的 差 别。 [296] 即 
是 此 慈  初 对⑴ 不 爱 的 人，⑵ 极 爱 的 朋 友，⑶ 中 间 人 （无 关 者），⑷ 敌 人 等 的 
四 种 人 不 应 修 习；⑸ 不 应 专 对 异 性 修 习，⑹ 绝 对 不 应 对 死 者 修 习。 为 什 么  初 
不 应 对 不 爱 等 人 修 习 呢？⑴ 因 为 （初 学 者） 若 把 不 爱 者 置 于 爱 处 是 会 疲 倦 的；

⑵ 若 把  爱 的 朋 友 置 于 无 关 系 者 之 处 是 会 疲 倦 的， 因 为 对 彼 （极 爱 者） 甚 至 
现 起 少 许 的 痛 苦， 也 会 使 （修 习 者） 呈 现 悲 泣 的 状 ；⑶ 若 把 无 关 系 的 人 置 于 
尊 重 敬 爱 之 处 也 会 疲 倦 的；⑷ 若 对 敌 人 随 念 则 起 忿 怒。 所 以  初 不 应 对 不 爱 
等 人 修 习。 

（不 可 对 他 修 慈 的 人）⑸ 如 果 专 对 异 性 （修 习）， 则 修 习 者 未 免 生 贪 欲。 

据 说： 有 一 位 大 臣 之 子， 一 次 问 一 位 和 自 家 亲 切 的 长 老 道： “尊 师！ 当 对 
谁 修 慈”？ 长 老 答 道： “对 爱 的 人”。 那 （大 臣 子） 以 为 自 己 的 妻 子 是 爱 人， 
便 对 那 女 修 慈 （而 生 贪 欲） 要 入 她 的 房 内， （于 门 外） 叩 壁 终 夜。 

是 故 不 应 专 对 异 性 修 慈。⑹ 如 对 死 者 修 慈， 绝 对 不 能 得 证 安 止 定 与 近 行 
定。 

据 说： 有 一 少 年 比 丘， 开 始 对 自 己 的 阿 阇 梨 修 慈， 但 他 的 慈 不 能 现 起。 
于 是 去 问 大 长 老 道： “尊 师！ 我 对 于 慈 的 禅 定 是 很 熟 练 的， 但 今 不 能 入 此 慈 
定， 不 知 是 什 么 原 故”？ 长 老 说： “贤 者！ 你 当 寻 求 （慈 的 所 缘） 相”。 当 寻 求 
时， 他 知 道 了 阿 阇 梨 已 死， 再 对 他 人 行 慈， 乃 能 安 止 于 定。 
                                                 
【1】参 看A. I, 189. 
【2】D.II, 49; Dhp.184. 《法 句 经》 述 佛 品 （大 正 四 · 五 六 七a）。 
【3】Sn. 623; Dhp. 399. 《法 句 经》 梵 志 品 （大 正 四 · 五 七 二c）。 
【4】S.I, 226.  《杂 阿 含》 一 一 一 九 经 （大 正 二 · 二 九 六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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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故 决 不 应 对 死 者 修 慈。 

⑴ （对 自 己 修 慈）  初 须 对 自 己 “我 欲 乐、 不 苦” 或 “保 持 我 自 己 无 怨、 
无 害【5】

、 无 恼、 有 乐” 这 样 的 屡 屡 修 习。 

（问） 如 果 这 样 （先 对 自 己 修 慈）， 那 么， 《分 别 论》
【6】 说： “诸 比 丘！ 如 

何 比 丘 以 具 慈 心 遍 满 一 方 而 住？ 即 如 看 见 一 个 可 爱 可 喜 的 人 而 起 于 慈， 同 样 
的 对 一 切 有 情 以 慈 遍 满”； 同 时， 《无 碍 解 道》

【7】 亦 说： “如 何 以 五 种 行 相 无 
限 制 的 遍 满 慈 心 解 脱？ 即 使 一 切 有 情 保 持 自 己 无 怨、 无 害、 无 恼、 有 乐， 使 一 
切 生 物， [297] 一 切 生 类， 一 切 人， 一 切 动 物 保 持 自 己 无 怨、 无 害、 无 恼、 有 
乐” 等； 并 且 《慈 经》

【8】 中 说： “使 一 切 有 情 有 乐、 安 稳、 幸 福” 等， 这 些 经 论 
中 都 未 说 对 自 己 修 慈， 岂 不 与 此 矛 盾？ 

（答） 彼 此 不 矛 盾 的。 

（问） 何 以 故？ 

（答） 彼 诸 经 论 是 依 安 止 （定） 说， 这 样 是 以 （自 己） 为 证 人 说 的。 然 而 
纵 使 百 年 或 千 年 以 “我 欲 乐” 等 的 方 法 对 自 己 修 慈， 他 也 不 会 得 安 止 （定） 
的。 修 习 “我 欲 乐”， 即 是 说 “我 欲 乐、 厌 苦、 欲 生、 欲 不 死， 其 他 的 有 情 也 
是 同 样 的”， 这 样 以 自 己 作 证 人， 亦 欲 与 其 他 一 切 有 情 的 利 益 和 快 乐。 世 尊 
亦 曾 指 示 这 个 道 理： 

 
【9】

 以 心 遍 察 一 切 的 方 向， 

不 见 有 比 自 己 的 可 爱； 

他 人 都 是 爱 他 自 己 的， 

爱 自 己 的【10】 不 要 害 他 人。 

⑵ （对 可 爱 者 修 慈） 所 以 为 作 证 人 第 一 以 慈 遍 满 自 己 之 后， 为 了 容 易 起 
慈， 对 自 己 可 爱 可 喜 尊 重 恭 敬 的 阿 阇 梨 或 与 阿 阇 梨 相 等 的 人， 和 尚 或 与 和 尚 
相 等 的 人， 随 念 他 们 有 令 人 起 可 爱 可 喜 之 念 的 爱 语 等， 及 令 人 起 尊 重 恭 敬 之 
念 的 戒， 闻 等， 然 后 用 “令 此 善 人 有 乐 无 苦” 等 的 方 法 修 慈。 对 于 这 一 类 人 是 
容 易 成 就 安 止 （定） 的。 

⑶ （对 一 切 人 修 慈） 这 比 丘 并 不 以 此 为 满 足， 犹 欲 破 除 （自 己、 爱 的 人、 
极 爱 的 人、 无 关 系 者、 怨 敌 等 的） 界 限， 以 后 便 对 极 爱 的 朋 友 （修 慈）， 自 极 
爱 的 朋 友 而 对 无 关 系 者 （修 慈）， 自 无 关 系 者 而 对 怨 敌 修 慈。 修 慈 者 已 于 爱 
者、 极 爱 者、 无 关 者、 怨 敌 等 各 部 分 令 心 柔 软 而 适 合 于 工 作 之 后， 当 取 其 他。 
如 果 完 全 没 有 怨 敌 之 人， 或 者 因 天 赋 大 人 性 格 不 会 对 害 他 的 敌 人 而 生 怨 敌 之 
想 的 人， 则 他 不 必 作 “对 于 无 关 系 的 人 我 的 慈 心 业 已 适 合 工 作， 今 当 对 怨 敌 
而 起 慈 心” 的 努 力。 [298] 当 知 “自 无 关 系 者 而 对 怨 敌 修 慈” 是 对 有 怨 敌 的 人 
说 的。 

⑷ （对 怨 敌 修 慈）⑴ 如 果 对 怨 敌 而 起 慈 心， 随 念 曾 受 敌 人 之 害 而 生 瞋 恨 
                                                 
【5】无 害（avyāpajjho）, 底 本 avyāpajjo 误。 
【6】Vibh.  272. 
【7】Pṭs. II, 130. 
【8】Sn. V, 145; Khp. IX. 
【9】S. I, 75; Ud. vi (Ud. p.47) 
【10】爱 自 己 的（attakāmo） 底 本 atthakāmo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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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时， 则 他 应 该 对 以 前 的 （爱 者、 极 爱 者、 无 关 者） 任 何 的 人 数 数 而 入 慈 定， 
出 定 之 后， 再 屡 屡 对 敌 人 行 慈， 除 去 瞋 恨。 

⑵ 如 果 这 样 精 进 的 人 依 然 不 能 灭 瞋， 则 应： 

数 数 为 断 瞋 恨 而 努 力， 

随 念 锯 等 譬 喻 的 教 训。 

而 彼 （为 断 瞋 恨 而 努 力 者） 亦 以 此 法 而 劝 诫 自 己： “喂！ 忿 的 人！ 世 尊 不 是 说
【11】

： 诸 比 丘！ 纵 有 恶 盗 用 两 柄 的 踞 而 切 断 他 的 四 肢 五 体， 那 时 他 若 起 瞋 意， 
而 他 不 是 我 教 的 实 行 者”； 又 说【12】

： 

 “ 对 于 忿 者 即 还 之 以 忿 者， 

他 的 恶 尤 过 于 那 忿 的 人； 

对 于 忿 者 而 不 还 以 忿 者， 

他 能 战 胜 那 难 胜 的 战 争。 

若 知 他 人 怒， 

具 念 寂 静 者， 

对 于 自 与 他， 

两 者 都 有 利”。 

又 说【13】
： “诸 比 丘！ 此 七 法 为 敌 人 所 欲， 为 敌 人 所 作， 是 男 或 女 而 生 忿 怒 的。 

什 么 是 七 法？ 诸 比 丘！ ㈠ 兹 有 敌 人 这 样 希 望 他 的 仇 敌： ‘唉！ 真 的 令 他 貌 丑 
吧’！ 为 什 么 这 样？ 诸 比 丘！ 敌 人 是 不 欢 喜 他 的 仇 敌 美 丽 的。 诸 比 丘！ 这 个 忿 
怒 的 人 是 给 忿 所 战 胜、 给 忿 所 征 服 了。 虽 然 他 仍 善 加 沐 浴， 善 加 涂 香， 剪 剃 
须 发 及 着 清 白 的 衣 服， 但 他 是 丑 陋 的 是 给 忿 所 征 服 的。 诸 比 丘！ 这 是 第 一 法 
为 敌 人 所 欲， 为 敌 人 所 作， 是 男 或 女 而 生 忿 怒 的。㈡ 复 次： 诸 比 丘！ 敌 人 这 样 
的 希 望 他 的 仇 敌： ‘唉！ 真 的 令 他 受 苦 吧’！ …… ㈢ ‘真 的 不 令 他 多 财 
吧’！ …… ㈣ ‘真 的 不 令 他 享 乐 吧’！ …… ㈤ ‘真 的 不 令 他 有 名 声 吧’！ …… ㈥ 
‘真 的 不 令 他 有 朋 友 吧’！ [299] …… 乃 至 ㈦ ‘唉！ 真 的 令 他 身 坏 死 后 不 生 善 趣 
天 界 吧’！ 为 什 么 这 样？ 诸 比 丘！ 敌 人 是 不 欢 喜 他 的 仇 敌 去 善 趣 的。 诸 比 丘！ 
这 忿 怒 的 人， 给 忿 所 战 胜， 给 忿 所 征 服， 便 以 身 行 恶， 以 语 行 恶， 以 意 行 恶， 
为 忿 所 征 服 者 由 于 身 语 意 的 行 恶， 他 的 身 坏 死 后， 即 生 到 苦 界、 恶 趣、 堕 处、 
地 狱”； 又 说【14】

： “诸 比 丘！ 譬 如 火 葬 所 用 的 薪， 烧 了 两 端， 中 间 烧 残 而 沾 粪 
秽 的 部 分， 既 不 拿 至 村 落 应 用 为 薪， 亦 不 于 林 中 应 用 为 薪 …… 诸 比 丘！ 我 说 
此 人 也 与 这 譬 喻 同 样。 你 现 在 这 样 的 忿 怒， 将 成 不 是 世 尊 之 教 的 实 行 者， 成 
为 以 忿 怒 而 还 忿 怒 的 恶 人 而 不 能 战 胜 难 胜 的 战 争 了。 敌 人 所 行 之 法 你 现 在 自 
己 行 于 自 己。 你 同 火 葬 所 用 的 薪 的 譬 喻 一 样 （无 用） 了”！ 

⑶ 象 以 上 这 样 精 勤 瑜 伽 的 人， 若 能 除 灭 瞋 恨 便 很 好； 若 不 能 灭， 则 随 念 那 人 
的 寂 静 遍 净 之 法 而 取 信 乐， 随 念 彼 法， 折 伏 瞋 怒。 即 ㈠ 有 的 人 只 是 身 正 行 而 

                                                 
【11】M. I, 129; cf. Thag. V. 445. 
【12】S. I, 62f.; 222; Thag. Ver. 441-444. （日 注：S. I, p.162f; p.163; p.222; p.223; Thag. VV. 442-

443.） 前 偈 《杂 阿 含》 一 一 五 二 经 （大 正 二 · 三 ○ 七b）， 后 偈 《杂 阿 含》 一 一 ○ 经 
（大 正 二 · 二 九 二c）。 

【13】A. IV, 94-96. 《中 阿 含》 一 二 九 · 怨 家 经 （大 正 一 · 六 一 七b 以 下）。 
【14】A. II, 95; Itv. 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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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 静， 因 寂 静 故 一 切 人 都 知 道 他 所 行 的 大 小 的 工 作。 但 他 的 语 正 行 及 意 正 行 
则 不 寂 静。 彼 （瑜 伽 者 对 此 人） 不 思 念 他 的 （语 正 行 及 意 正 行） 二 种， 但 念 其 
身 正 行 的 寂 静。 ㈡ 有 的 人 只 是 语 正 行 而 寂 静， 一 切 人 都 知 道 他 的 寂 静 —— 即 
他 有 天 赋 的 殷 勤 待 人 的 亲 切 语 欢 乐 语， 可 喜 的 清 朗 语、 感 人 语， 以 优 美 的 声 
调 说 法 及 以 完 全 的 词 句 说 法。 然 而 他 的 身 正 行 及 意 正 行 则 不 寂 静， （瑜 伽 行 
者） 不 思 念 他 的 彼 等 二 种， 但 念 他 的 语 正 行 寂 静。 ㈢ 有 的 人 只 有 意 正 行 寂 
静， 因 寂 静 故 一 切 人 都 知 道 他 在 塔 庙 礼 拜 等。 如 果 没 有 寂 静 的 心， 则 他 礼 拜 
塔 庙 或 菩 提 树 或 长 老 之 时 不 会 恭 敬 的， [300] 在 听 法 座 上 听 法 之 时 也 会 散 乱 其 
心 或 坐 在 那 里 打 瞌 睡 的； 然 而 心 寂 静 者 则 能 （对 塔 庙 等） 诚 信 恭 敬 的 礼 拜， 
由 身 或 语 显 示 其 信 受 及 求 法 之 心 而 倾 耳 谛 听 佛 法。 如 是 意 正 行 寂 静 者， 或 者 
身 与 语 正 行 不 寂 静， （瑜 伽 者 对 他） 不 思 念 那 两 种， 但 念 他 的 意 正 行 寂 静。 ㈣ 
有 的 人 于 此 等 （身 语 意） 三 种 （正 行） 法 中， 一 种 寂 静 也 没 有， 对 这 样 的 人 
（瑜 伽 者） 应 念 “此 人 现 在 虽 在 人 间， 但 过 数 日 后， 他 便 要 堕 八 大 地 狱【15】 及 
十 六 小 地 狱【16】 了” 而 起 悲 心。 因 有 悲 心 亦 得 止 其 瞋 怒。 ㈤ 有 的 人 于 这 三 法 都 
寂 静， 则 对 他 的 三 法 中 可 听 （瑜 伽 者 的） 愿 望【17】 而 随 念 那 一 种， 对 这 样 的 人 
修 慈 是 没 有 什 么 因 难 的。 为 了 明 自 上 述 之 义， （佛 说）

【18】
： “贤 者！ 此 等 五 种 

折 伏 瞋 怒 之 法， 若 比 丘 生 瞋 之 时， 当 一 切 折 伏”， 详 说 在 （增 部） 第 五 集 中 的 
《折 伏 瞋 怒 经》

【19】
。 

 ⑷   如 果 这 样 精 勤， 他 依 然 生 瞋， 则 应 如 是 的 教 诫 自 己： 

如 果 是 仇 敌 给 予 你 自 身 的 苦 恼， 

为 什 么 非 他 力 你 要 自 心 受 苦 呢？ 

既 然 离 了 悲 颜 哭 泣 的 恩 深 骨 肉， 

为 什 么 不 舍 有 大 害 的 忿 怒 仇 敌？ 

断 绝 你 所 护 持 诸 戒 之 根 的 忿 怒， 

你 爱 它！ 谁 个 象 你 这 样 的 愚 昧？ 

你 忿 怒 别 个 造 卑 劣 的 业， 

为 什 么 自 己 要 这 样 做 呢？ 

要 你 生 瞋， 别 人 对 你 作 诸 不 快 的 事 情， 

难 道 你 偏 要 生 瞋 而 满 足 他 人 的 快 意？ 

你 忿 怒 别 个， 不 知 道 他 有 苦 没 有 苦， 

但 你 自 己 此 刻 已 受 忿 怒 苦 恼 的 滋 味。 

如 果 敌 人 的 忿 怒 是 增 长 不 利 的 恶 道， 

为 什 么 你 也 忿 怒 而 跟 着 他 们 去 学 习？ 

                                                 
【15】八 大 地 狱 (aṭṭhamahāniraya): 一、 等 活 (Sañjīva = Saṁjīva), 二、 黑 绳 (Kāḷasutta = Kālasūtra), 

三、 众 合 (Saṅghāta = Saṁghāta), 四、 号 叫（Roruva = Raurava）， 五、 大 号 叫 (Mahā-roruva 
= Mahā-raurava), 六、 焦 热 (Tapa 或 Tapana = Tāpana), 七、 大 焦 热 (Mahā-tapa 或 Patāpana = 
Mahātāpana 或 Pratāpana), 八、 无 间 (Avīci)。 汉 译 《长 阿 含》 世 记 经 地 狱 品 （大 正 
一 · 一 二 一c）、 《增 一 阿 含》 卷 三 六 （大 正 二 · 七 四 七c 以 下）、 《大 毗 婆 沙 论》 卷 
一 七 二 （大 正 二 七 · 八 六 六a） 等 可 参 考。 

【16】二 十 六 小 地 狱 (Solasa  ussadaniraya) ussada 是 增 高 之 意， 古 译“ 十 六 游 增 地 狱” 或“ 十 
六 隔 子 地 狱”。 即 各 各 大 地 狱 的 四 门 之 外 各 有 四 小 狱 而 合 为 十 六。 可 参 看 《长 阿 
含》 世 记 经， 《增 一 阿 含》 卷 三 六， 及 《大 毗 婆 沙 论》 卷 一 七 二 等。 

【17】愿 望（yaṁ  yaṁ  icchati） 底 本 naṁ  yaṁ  icehati 误。 
【18】A. III, 185f  《中 阿 含》 二 五 · 水 喻 经 （大 正 一 · 四 五 四a）。 
【19】《折 伏 瞋 怒 经》 (Āghātapaṭivinayasu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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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 人 是 因 你 而 作 不 爱 的 瞋， 

你 应 该 断 瞋， 为 什 么 不 必 要 的 恼 乱？ [301] 
使 你 不 快 的 五 蕴 之 法 是 刹 那 的， 

他 们 已 灭 去， 现 在 你 对 谁 个 忿？ 

这 里 并 无 那 个 令 你 苦 恼 的 人， 

你 自 己 是 苦 因， 为 什 么 忿 怒 他 人？ 

⑸ 如 果 他 这 样 教 诫 自 己， 依 然 不 能 息 灭 瞋 恨， 则 当 观 察 自 己 和 他 人 的 自 
作 业【20】

。 于 此 （二 种） 中， 先 观 自 己 自 作 业： “喂！ 你 为 什 么 对 他 忿 怒？ 因 此 
瞋 恚 之 业， 岂 非 将 使 你 至 于 不 利 吗？ 你 为 自 作 业， 受 作 业 分 （受 业 的 嗣）， 业 
的 生， 业 的 眷 属， 业 的 坚 固，

【21】 你 将 作 业 而 受 那 业 的 嗣， 而 且 现 在 由 于 你 的 
（瞋 所 起 的） 业， 你 既 不 得 等 正 觉， 亦 不 能 得 辟 支 菩 提、 声 闻 地、 梵 天、 帝 
释、 转 轮 王、 王 侯 等 的 任 何 地 位， 但 此 业 将 把 你 从 佛 教 开 除 出 去， 成 为 受 残 
食 的 （畜 生） 等， 并 将 生 到 地 狱 等 的 大 苦 处。 你 作 此 （瞋 恚 之 业）， 正 如 以 双 
手 去 取 刚 才 出 焰 的 炭 火 或 粪 而 欲 打 他 人， 只 是 先 烧 了 自 己 或 受 了 恶 臭”。 这 
样 观 察 了 自 己 的 自 作 业【22】

， 也 这 样 的 观 察 他 人 的 自 作 业： “为 什 么 他 要 对 你 
忿 怒？ 此 （瞋 恚 之 业） 岂 非 使 他 至 于 不 利 吗？ 盖 此 尊 者 为 自 作 业， 受 作 业 
分 ……， 他 将 作 业 而 受 那 业 的 嗣， 而 且 现 在 由 于 他 的 业， 既 不 得 等 正 觉， 亦 不 
得 辟 支 菩 提、 声 闻 地、 梵 天、 帝 释、 转 轮 王、 王 侯 等 的 任 何 地 位， 但 此 业 将 把 
他 从 佛 教 开 除 出 去， 成 为 受 残 食 的 （畜 生） 等， 并 将 生 到 地 狱 等 的 大 苦 处。 他 
的 所 作， 正 如 站 在 逆 风 之 处 欲 向 他 人 扬 尘 相 似， 只 有 自 己 受 尘”。 即 如 世 尊 
说： 

 
【23】

 若 犯 无 邪 者， 清 净 无 染 者， [302] 
罪 恶 向 愚 人， 如 逆 风 扬 尘。 

⑹ 如 果 他 这 样 观 察 自 作 业 依 然 不 能 息 灭 瞋 恨， 则 应 忆 念 导 师 （世 尊） 宿 
世 所 行 之 德。 即 这 样 的 观 察： “喂！ 你 这 出 家 者！ 你 的 导 师 在 未 成 正 觉 之 前 为 
未 成 正 觉 的 菩 萨， 岂 非 为 完 成 诸 波 罗 蜜 曾 于 四 阿 僧 祇 及 十 万 劫 之 间 在 各 处 为 
杀 害 的 仇 敌 所 杀 害 之 时 而 不 起 瞋 怒 吗”？ 即： 

㈠ 如 具 戒 王 的 本 生 故 事【24】
： 因 为 （具 戒 王 的） 恶 大 臣 瞋 恨 王 后， （跑 到 

敌 国 去） 引 来 敌 王， 占 领 了 他 的 王 国 三 百 由 旬， 但 他 为 防 自 己 的 臣 子 起 来 反 
抗 不 许 他 们 去 拿 武 器。 于 是 和 他 的 臣 下 一 千 人 （都 为 敌 王 所 捕） 于 墓 场 上 挖 
了 一 土 坑 深 至 头 颈 而 被 埋 下， 但 他 的 心 中 亦 不 生 瞋， 结 果 为 了 要 来 吃 尸 体 的 
豺 挖 去 泥 土， 加 以 人 力 （出 坑） 而 全 性 命， 再 由 夜 叉 的 神 力 助 他 到 达 自 己 的 
宫 殿， 看 见 敌 王 睡 在 自 己 的 床 上， 不 但 不 生 瞋， 而 且 互 相 发 誓 作 朋 友， 并 说： 

 
【25】

“ 人 必 抱 着 希 望， 贤 者 莫 自 厌 弃， 

                                                 
【20】自 作 业 (Kammassaka)。 
【21】受 作 业 分 (Kammadāyāda), 业 的 生 (Kammayoni), 业 的 眷 属 (Kammabandhu), 业 的 坚 固 

(Kammappaṭisaraṇa), 见 M. III, 203。 
【22】自 作 业 (Kammassakataṁ) 底 本 Kammassa kataṁ 误。 
【23】Sn. 662; S. I, 13; Dhp. 125, 《杂 阿 含》 — — 五 四 经 （大 正 二 · 三 ○ 七b 以 下） 及 一 二 七 

五 经 （三 五 ○c）， 《法 句 经》 恶 行 品 （大 正 四 · 五 六 五a）。 
【24】具 戒 王 的 本 生 故 事 (Sīlava-jātaka) J. 51 (I, p. 261ff) — — 日 注。 原 文 注：    Mahā sīlava-

jātaka Vol. I, p. 128。 
【25】J. I, p.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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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如 我 见 自 己， 得 以 遂 愿 而 成”。 

㈡ 如 忍 辱 主 义 者 的 本 生 故 事【26】
： 愚 痴 的 迦 尸 王 问 道： “你 是 什 么 主 义 的 

人”？ 答 道： “我 是 忍 辱 主 义 者”。 即 令 苔 之 以 棘 鞭， 然 后 截 断 其 手 足， 但 他 
不 生 少 许 瞋 恨。 

㈢ 已 经 长 大 了 的 出 家 人 这 样 做 不 算 得 很 希 奇， 然 而 小 护 法 的 本 主 故 事【27】 
还 是 一 个 仰 卧 的 婴 儿 便 说； 

 
【28】

 王 呀！ 

当 继 承 统 此 大 地 的 护 法， 

截 了 涂 以 旃 檀 之 香 的 手 腕。 

断 我 的 气 息。 

当 他 的 母 亲 悲 哭 时， [303] 名 为 大 威 势【29】 的 父 王， 令 截 他 的 手 足 如 切 竹 笋 相 
似， 仍 未 以 此 为 满 足， 更 发 命 令： “斩 他 的 头 首”！ 这 时 他 想 “这 正 是 你 抑 制 
自 心 的 时 候 了。 喂！ 护 法！ 现 在 对 于 命 令 斩 你 的 首 的 父 亲， 斩 首 的 人， 悲 哭 的 
母 亲 以 及 自 己 的 四 人 之 中， 应 以 平 等 之 心”， 他 这 样 决 意， 不 示 一 点 瞋 恨 的 
样 子。 

㈣ 这 样 人 间 所 作 的 事 犹 不 希 奇， 然 而 生 于 畜 生 界 中 而 名 为 六 牙 象 王， 给 
毒 箭 射 穿 肚 脐 之 时， 对 于 那 加 害 于 他 的 猎 师 亦 不 起 瞋 心。 即 所 谓： 

中 了 大 箭 的 象， 

没 有 瞋 心 的 对 猎 师 说： 

  “ 朋 友！ 为 什 么 要 射 我？ 

又 是 谁 来 叫 你 射 我 的？” 

它 这 样 说 了 之 后， 猎 师 答 道： “因 为 迦 尸 王 后 要 你 的 牙， 所 以 叫 我 来 射 的， 尊 
者”！ 它 为 了 满 她 的 愿， 便 折 下 自 己 的 放 着 六 色 的 光 辉 而 美 丽 的 牙 给 他。 

㈤ （菩 萨） 为 大 猿【30】 时， 由 自 己 从 悬 崖 下 救 出 的 人 作 如 是 想： 
 【31】

 猿 如 林 中 其 他 可 食 的 野 兽， 

杀 它 来 吃 正 可 救 我 的 饥 饿， 

吃 个 满 足 再 来 拿 走 它 的 肉， 

作 为 旅 途 的 资 粮 以 渡 沙 漠。 

当 他 想 了 之 后 举 石 来 打 碎 它 的 头 颅 之 时， 它 以 泪 盈 满 眶 之 眼 而 望 着 那 人 说： 

 
【32】

 我 的 尊 客 圣 者 啊！ 

你 不 要 这 样 做 吧！ 

你 难 道 是 长 寿 的 吗？ 

妨 碍 别 个 是 应 该 的 吗！ 

但 它 不 对 那 人 生 瞋， 亦 不 思 自 己 的 痛 苦， 那 人 亦 得 到 达 安 全 地 带。 
                                                 
【26】忍 辱 主 义 者 的 本 主 故 事 (Khantivādī-jātaka) J. No. 313, Vol. 39f; Jātakamāla, 28 , Ksānti (p. 

181ff) 《六 度 象 经》 卷 五 （大 正 三 · 二 五a 以   下）， 《贤 愚 经》 卷 二 （大 正 囚 · 二 五 
九c 以 下） 可 参 考。 

【27】小 护 法 的 本 生 故 事 (Cūḷadhammapāla-jātaka) J. III, p.178f. 
【28】J. III, p.181. 
【29】大 威 势 (Mahāpatāpa)。 
【30】大 猿 (Mahākapi) 本 主 故 事。 J. III, 369f. J. 516. 参 考 《六 度 集 经》 卷 五 （大 正 三 二 七b）。 
【31】J. V, 71. 
【32】J. V,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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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菩 萨） 生 为 菩 利 达 多 龙 王【33】
， [304] 因 为 遵 守 布 萨 的 戒 条， 卧 于 蚁 塔 

的 顶 上 之 时， 全 身 曾 被 洒 以 象 劫 火 相 似 的 猛 烈 的 药， 然 后 把 它 放 进 笼 中， 拿 
到 全 阎 浮 洲 各 处 令 它 玩 耍， 对 那 样 的 婆 罗 门 也 不 起 少 许 瞋 恨 之 意。 所 谓： 

以 手 把 我 挤 压 入 笼 中， 

我 只 怕 破 戒 而 不 生 瞋。 

㈦ （菩 萨） 生 为 瞻 波 龙 王【34】 为 捕 蛇 者 恼 乱 之 时， 亦 不 起 丝 毫 瞋 恨 之 意。 
所 谓： 

我 在 遵 行 布 萨 之 法 的 时 候， 

捕 蛇 者 把 我 捉 到 王 门 去 游 戏。 

他 的 心 思 想 念 青 黄 和 赤 色， 

我 便 随 着 他 的 心 思 而 转 变。 

我 实 可 变 陆 为 水 而 水 为 陆， 

若 一 怒 便 叫 他 刹 那 变 成 末。 

我 若 为 心 使， 便 要 把 戒 破， 

破 戒 的 人 不 成 最 上 的 佛 果。 

㈧ （菩 萨） 生 为 护 螺 龙 王【35】
， 曾 给 人 以 利 刃 刺 穿 八 处， 更 以 棘 蔓 穿 诸 伤 

口， 以 坚 固 的 绳 穿 过 鼻 子， 由 十 六 位 乡 人 之 子 用 杠 抬 走， 身 拖 地 面， 受 大 痛 
苦， 虽 然 只 要 以 怒 目 相 视， 则 一 切 乡 人 之 子 便 得 皆 成 灰 烬， 但 他 闭 其 眼 目， 
不 生 少 许 瞋 怒。 即 所 谓： 

 
【36】

“ 阿 蓝 罗 呀！ 

十 四 十 五 我 访 守 布 萨， 

十 六 位 村 人 的 儿 子， 

拿 来 绳 和 坚 强 的 钩 索。 

残 忍 的 人 割 了 我 的 鼻， 

贯 以 绳 子 把 我 拖 了 去； 

此 等 苦 痛 我 忍 受， 

不 违 布 萨 不 瞋 怒”。 [305] 
不 但 以 上 这 些， 更 于 其 他 养 母 的 本 生 故 事【37】 等， （菩 萨） 做 了 种 种 希 有 

之 事， 既 有 这 证 得 一 切 知 者 及 具 有 天 人 世 间 中 无 可 比 拟 的 忍 辱 之 德 的 世 尊 导 
师 为 你 的 证 人， 现 在 你 起 瞋 恨 是 极 不 相 应 不 适 当 的。 

⑺ 如 果 这 样 观 察 导 师 宿 世 所 行 之 德， 依 然 长 时 为 烦 恼 驱 使， 不 能 息 灭 瞋 
恨， 则 应 观 察 无 始 以 来 的 轮 回。 即 所 谓：

【38】 “诸 比 丘！ 难 得 有 有 情 不 是 往 昔 
的 母 亲， 不 是 往 昔 的 父 亲， 不 是 往 昔 的 兄 弟。 姊 妹 及 子 女 的”， 于 是 便 能 对 那 
（敌） 人 生 起 这 样 的 心： 这 人 实 在 曾 成 我 过 去 世 的 母 亲， 我 在 她 的 胎 内 住 过 
十 月， （出 生 后） 加 拿 黄 旃 檀 一 样 的 拿 开 我 屎 尿 涕 唾 等 不 生 厌 恶， 抱 我 于 胸 

 及 负 之 以 腰 的 养 育 我； 亦 曾 成 为 我 的 父 亲， 旅 行 山 羊 的 （小） 道 及 崎 岖 的 

                                                 
【33】菩 利 达 多 (Bhūridatta) 本 生 J. 543. 参 考 《六 度 集 经》 卷 五 （大 正 三 · 二 九a 以 下）。 
【34】瞻 波 龙 王 (Campeyya-nāgarāja) 本 生 J. 506. 
【35】护 螺 龙 王 (Saṅkhapāla-nāgarāja) 本 生 J. 524. 
【36】J. V, 172f. 
【37】养 母 本 生 (Mātuposaka-jātaka) J. 455. 参 考 《杂 宝 藏 经》 卷 二 （大 正 四 · 四 五 六a 以 

下）。 
【38】出 处 不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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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为 我 而 经 商， 冒 生 命 之 险 而 进 入 两 军 对 峙 的 战 场， 乘 船 出 于 大 海， 以 及 经 
历 其 他 一 切 的 困 苦， 为 的 只 念 “抚 养 此 子” 而 以 种 种 的 方 法 蓄 财 来 养 育 我； 
亦 曾 成 为 （我 过 去 世 的） 兄 弟 姊 妹 子 女， 对 我 做 了 各 种 的 助 益。 所 以 我 对 此 
人 而 起 恶 意， 是 不 相 应 的。 

⑻ 如 果 这 样 依 然 不 能 息 灭 瞋 心， 则 应 如 是 观 察 其 次 的 慈 的 功 德： “喂！ 
你 这 出 家 者！ 世 尊 不 是 说 过 吗”？

【39】 “诸 比 丘！ 修 习 多 作 实 行 确 立 熟 习 善 勤 
精 修 于 慈 心 解 脱， 当 得 十 一 种 功 德。 什 么 是 十 一？即 安 眠， 安 寤， 不 见 恶 梦， 
为 人 爱 敬， 为 非 人 爱 敬， 诸 天 守 护， 不 为 火 烧 或 中 毒 或 刀 伤， 心 得 迅 速 等 持， 
颜 色 光 彩， 临 终 不 昏 迷， 不 通 达 上 位 而 得 梵 天 界”， [306] 如 果 你 不 息 灭 瞋 心， 
则 汝 不 能 获 得 此 等 功 德。 

⑼ 若 这 样 亦 不 能 息 灭 （瞋 心）， 则 应 作 界 的 分 析： 即 “喂！ 你 这 出 家 者！ 
你 对 此 人 忿 怒 时， 忿 的 什 么？ 对 他 头 发 忿 怒 吗？ 或 对 毛， 对 爪 …… 乃 至 对 尿 忿 
怒 呢？ 或 于 发 等 之 中 对 地 界 忿 怒 吗？ 对 水 界、 火 界 及 风 界 忿 怒 吗？ 或 者 因 为 
五 蕴、 十 二 处、 十 八 界 的 和 合 而 称 此 尊 者 为 某 某 的 名 字， 在 此 （蕴 处 界） 等 之 
中 你 对 色 蕴 忿 吗？ 或 对 受、 想、 行、 识 蕴 而 忿 呢？ 或 者 你 对 眼 处 而 忿， 对 色 处 
而 忿 …… 乃 至 对 意 处 而 忿， 对 法 处 而 忿？ 或 者 你 是 对 眼 界 而 忿， 对 色 界， 对 眼 
识 界 …… 乃 至 对 意 界， 对 法 界， 对 意 识 界 而 忿 呢”？ 如 果 这 样 对 界 的 分 析， 则 
如 置 芥 子 于 针 峰， 绘 图 画 于 虚 空， 他 的 忿 怒 实 无 可 置 之 处。 

⑽ 如 果 不 能 这 样 对 界 的 分 析 的 人， 当 行 分 施 —— 即 把 自 己 所 有 的 东 西 施 
与 他 人， 亦 受 他 人 所 有 的 东 西。 如 果 他 人 成 为 生 活 困 难 而 需 要 我 不 受 用 的 资 
具， 当 施 以 自 己 的 所 有 的 东 西。 若 这 样 做， 则 自 己 对 那 人 的 瞋 恨 便 会 息 灭； 
而 他 人 甚 至 自 往 世 以 来 （对 我） 所  的 忿 怒 也 会 在 那 一 刹 那 消 灭。 例 如： 

一 位 乞 食 的 长 老， 曾 经 三 度 被 逐 出 （南 锡 兰 的） 羯 但 罗 山 寺 的 住 所【40】
， 

（一 天 对 大 长 老） 说 道： “尊 者！ 此 钵 是 我 的 母 亲 —— 优 婆 夷 给 我， 值 八 两 金 
价， 是 正 当 得 来 的， 愿 尊 师 为 令 大 优 婆 夷 得 福 （而 受 此 钵）”， 即 以 所 得 之 钵 
施 与 大 长 老 （他 的 憎 恨 亦 即 息 灭）。 

这 种 施 实 在 有 很 大 的 威 力。 所 以 说： 

  “ 布 施 调 御 未 调 御 的 人， 

布 施 成 就 一 切 的 利 益； 

若 以 布 施 说 爱 语。 

便 得 举 首 和 低 头”
【41】

。 [307] 
这 样 对 敌 人 止 息 了 瞋 恨 的 人， 当 如 对 爱 的 人， 极 爱 的 朋 友， 或 非 憎 非 爱 

的 中 立 者 一 样 的 对 那 敌 人 而 起 慈 心。 

⑸ （修 平 等 慈） 他 这 样 数 数 行 慈， 对 于 自 己， 爱 的 人， 非 憎 非 爱 的 中 立 
者， 敌 人 这 四 种 人 中， 当 以 平 等 之 心 破 除 界 限。 这 便 是 他 （破 除 界 限） 的 特 
相： 譬 如 （瑜 伽 者） 与 爱 的 人， 非 憎 非 爱 的 中 立 者， 敌 人 连 自 己 为 第 四 人， 坐 
在 一 处 之 时， 诸 盗 贼 来 说： “尊 者！ 请 你 给 我 一 位 比 丘”。 （瑜 伽 者） 问： “为 

                                                 
【39】A. V, 342; Pṭs. II, 130; J. II, 60f. Mil. p.198. 
【40】羯 但 罗 山 寺 (Cittalapabbata-vihāra) 因 大 长 老 的 憎 恨 而 被 驱 逐 出 寺。 
【41】施 者 举 首 — — 即 被 赞 叹 之 意， 受 者 低 头 恭 敬。 

 182



    183        

什 么”？ 答： “要 杀 了 他， 取 喉 咙 的 血 来 献 供”。 此 时 如 果 比 丘 这 样： “捕 某 
某” 便 不 算 破 除 界 限； 假 使 他 想： “捕 我 吧， 不 要 捕 其 他 三 人”， 也 不 算 破 除 
界 限。 何 以 故？ 因 为 他 （于 四 人 中） 欲 以 一 人 被 捕， 欲 于 此 人 不 利， 而 于 其 他 
三 人 有 利。 如 果 他 于 四 人 之 中 不 愿 见 一 人 与 盗 贼， 对 自 己 及 其 他 三 人 起 平 等 
之 心 则 为 破 除 界 限。 所 以 古 德 说： 

若 于 自 己、 爱 者、 中 立 者、 不 爱 者 的 四 人 中， 

而 对 他 们 的 生 命 利 益 之 心 有 差 别 的 时 候， 

不 能 说 他 是 希 求 得 慈 及 于 慈 善 巧 的 人。 

若 破 除 四 者 的 界 限， 

以 慈 心 遍 满 一 切 天 人 世 界 而 平 等， 

则 大 胜 于 前 者 而 为 不 见 有 界 限 的 比 丘。 

如 是 破 除 界 限 的 同 时， 而 此 比 丘 亦 得 （破 除 界 限 的） 相 与 近 行 （定）。 破 
除 界 限 时， 而 于 彼 相 修 习 多 作 者， 依 地 遍 所 说 的 同 样 方 法， 即 不 难 证 得 安 止 
（定）。 以 同 样 的 方 法 证 得 舍 五 支 具 五 支 具 足 三 善 十 相 与 慈 俱 的 初 禅。 证 得 
（初 禅） 时， 同 样 而 于 彼 相 修 习 多 作 者， 则 得 次 第 证 于 四 种 禅 的 第 二 第 三 禅 
及 五 种 禅 的 第 二 第 三 第 四 禅。 彼 以 初 禅 等 的 任 何 一 种【42】 “与 慈 俱 心， 对 一 方 
遍 满 而 住。 同 样 的 第 二、 第 三、 第 四。 如 是 上、 下、 横、 一 切 处， 一 切 看 作 自 
己， 具 一 切 （有 情）， 世 间， 广 大， 无 量， 无 怨， 无 憎， 与 慈 俱 心 遍 满 而 住”。 
依 初 禅 等 而 证 安 止 （定） 的 人 而 得 完 成 此 等 心 的 变 化。 [308] 

（释 慈 定 的 圣 典 文 句） “慈 俱” —— 即 具 有 慈。 “心” —— 以 心。 “一 方” 
—— 这 是 说 于 一 方  初 把 持 一 个 有 情 及 于 一 方 遍 满 （一 切） 的 有 情， “遍 满” 
—— 接 触 之 后 而 为 所 缘。 “住” —— 维 持 从 事 于 梵 住 的 威 仪 住。 

“同 样 的 第 二” —— 如 于 东 方 等 方 之 中 的 任 何 一 方 （慈 心） 既 已 遍 满 而 
住， 以 后 同 样 的 于 第 二、 第 三 及 第 四 方 的 意 思。 

“上” —— 即 以 同 样 的 方 法 于 上 方 （慈 心 遍 满 而 住）。 “下 横” —— 下 方 
与 横 方 亦 然。 “下” —— 在 下 方。 “横” —— 在 四 维。 

如 是 展 转 遣 送 具 慈 之 心 于 一 切 方 中， 正 如 在 跑 马 场 中 跑 马 相 似。 以 上 这 
样 一 方 一 方 的 把 取 而 显 示 有 限 制 的 慈 的 遍 满。 

其 次 “一 切 处” 等 是 为 示 无 限 制 （的 慈 的 遍 满） 而 说。 

此 中 “一 切 处” —— 一 切 处 所。 “一 切 看 作 自 己” —— 于 一 切 下、 中、 上、 
朋 友、 怨 敌、 非 亲 非 怨 的 中 立 等 类 之 人 都 看 作 自 己 一 样； 即 是 说 不 作 “这 是 
其 他 有 情” 的 区 别 而 视 同 自 己 一 样； 或 者 说 “一 切 看 作 自 己” 是 以 全 部 的 心 
而 不 遗 留 一 点 在 外。 [309] 

“具 一 切 有 情” —— 是 具 有 一 切 有 情， 与 一 切 有 情 相 应 之 义。 

“世 间” —— 为 有 情 世 间。 

其 次 为 示 “广” 等 的 同 义 语 故 于 此 处 重 新 提 及 “与 慈 俱”， 或 者 不 象 于 有 
限 制 （的 慈） 的 遍 满 中 再 说 “同 样 的” 和 “如 是” 之 语， 故 于 此 处 重 新 说 “与 
                                                 
【42】D. I, 250f; M. I, 283, 297, 351, 369; A. II, 128f, 225; V. 299. 参 考 《长 阿 含》 三 明 经 （大 正 

一 · 一 ○ 六c），  《中 阿 含》 一 八 三 · 马 邑 经 （大 正 一 · 七 二 六b）； 《杂 阿 含》 七 
四 三 经 （大 正 二 · 一 九 七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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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 俱 心”； 或 者 说 与 慈 心 是 结 语 之 辞。 

“广” —— 因 （慈 心） 遍 满 故 为 广。 依 地 （色 界） 故 比 （慈 定） 为 “大”， 
以 精 练 及 以 无 量 有 情 为 所 缘 故 为 “无 量”， 舍 了 憎 的 敌 故 为 “无 怨”， 舍 了 忧 
及 无 苦 故 说 “无 憎”。 

以 上 是 以 “与 慈 俱 心” 等 而 说 （慈 梵 住 的） 变 化 之 义。 

（种 种 的 慈 心 解 脱） 因 为 这 样 变 化 是 心 证 安 止 （定） 的 人 而 得 成 就， 如 
《无 碍 解 道》 中 说【43】

：“⑴ 以 五 种 行 相 无 限 制 的 遍 满 慈 心 而 解 脱；⑵ 以 七 种 行 
相 有 限 制 的 遍 满 慈 心 而 解 脱，⑶ 以 十 种 行 相 十 方 遍 满 慈 心 而 解 脱”， 当 知 这 
种 变 化 也 是 心 证 安 止 而 得 成 就 的。 

⑴
【44】 “㈠ 愿 一 切 有 情 无 怨、 无 憎、 无 恼、 而 自 有 乐， ㈡ 愿 一 切 有 息 者， ㈢ 

一 切 生 物， ㈣ 一 切 人 （补 伽 罗）， ㈤ 一 切 肉 体 所 有 者 无 怨 （无 憎 无 恼） 而 自 有 
乐”， 当 知 这 是 “以 五 种 行 相 无 限 制 的 遍 满 慈 心 而 解 脱”。 

⑵
【45】 “㈠ 愿 一 切 女 人 无 怨 （无 憎 无 恼） 而 自 有 乐，㈡ 愿 一 切 男 子， ㈢ 一 切 

圣 者， ㈣ 一 切 非 圣 者， ㈤ 一 切 天， ㈥ 一 切 人， ㈦ 一 切 堕 （恶 道） 者 无 怨 （无 憎 
无 恼 而 自 有 乐）”， 当 知 这 是 “以 七 种 行 相 有 限 制 的 遍 满 慈 心 而 解 脱”。 

⑶
【46】 “㈠ 愿 一 切 东 方 的 有 情 无 怨 （无 憎 无 恼） 而 自 有 乐。 ㈡ 愿 一 切 西 方 

的 ㈢ 一 切 北 方 的 ㈣ 一 切 南 方 的 [310] ㈤ 一 切 东 （南） 隅 的 ㈥ 一 切 西 （北） 隅 的 
㈦ 一 切 （东） 北 隅 的 ㈧ 一 切 （西） 南 隅 的 ㈨ 一 切 下 方 的 ㈩ 一 切 上 方 的 有 情 无 
怨 （无 憎 无 恼） 而 自 有 乐。 ㈠ 愿 东 方 的 一 切 有 息 者、 生 物、 人、 肉 体 所 有 者 无 
怨 （无 憎 无 恼 而 自 有 乐）。  …… 乃 至 ㈠ 愿 东 方 的 一 切 女 人， 一 切 男 子， 圣 者， 
非 圣 者， 天 人， 堕 （恶 道） 者 无 怨 （无 憎 无 恼 而 自 有 乐）。 ㈡ 愿 西 方 的 ㈢ 北 方 
的 ㈣ 南 方 的 ㈤ 东 隅 的 ㈥ 西 隅 的 ㈦ 北 隅 的 ㈧ 南 隅 的 ㈨ 下 方 的 ㈩ 上 方 的 一 切 女 人 
（一 切 男 子， 圣 者， 非 圣 者， 天 人） 堕 恶 道 者 无 怨 无 憎 无 恼 而 自 有 乐”。 当 知 
这 是 “以 十 种 行 相 十 方 遍 满 慈 心 而 解 脱”。 

在 上 面 的 引 文 中， “一 切” —— 是 包 括 无 余 的 意 思。 

“有 情” —— 因 为 他 们 对 于 色 等 五 蕴 以 欲 与 贪 而 执 着（sattā） 极 执 着
（visattā） 故 为 有 情（sattā）。 即 如 世 尊 说：

【47】 “罗 陀（Rādha）！ 对 于 色， 那 
欲， 那 贪， 那 喜， 那 爱， 于 彼 执 着 极 执 着， 故 名 有 情。 对 受， 对 想， 对 行， 对 
识， 那 欲 那 贪 那 喜 那 爱， 于 彼 执 着 极 执 着， 故 名 有 情”。 然 此 （有 情 的） 术 
语， 随 于 一 般 通 俗 的 用 法， 亦 得 应 用 离 贪 的 人， 譬 如 一 种 用 蔑 做 的 扇 子， 通 
常 也 称 它 为 多 罗 扇 （贝 叶 扇）。 其 次 文 法 家 主 张 不 要 考 虑 （有 情 的） 语 义， 这 
只 是 一 个 名 字 而 已。 但 要 考 虑 语 义 的 人 则 主 张 有 情（sattā） 是 从 “力”

（satvā） 演 变 出 来 的。 

“有 息 者” —— 由 于 息 的 作 用， 即 依 于 出 息 与 入 息 而 得 生 存 的 意 思。 

                         
【43】Pṭs. II, p.130. 
【44】Pṭs. II, p.130f. 
【45】Pṭs. II, p.131. 
【46】Pṭs. II, p.131. 
【47】S. III, 190. 《杂 阿 含》 一 二 二 经 （大 正 二 · 四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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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生 而 存 在 的 为 “生 物” —— 即 由 发 生 及 出 生 而 存 在 的 意 义。 

“补 伽 罗”（puggalā） —— 由 于 地 狱 之 义 的 “补’（pun） 及 堕 于 彼 处 （地 
狱） 之 义 的 “伽 罗”（galanti） 而 成 为 补 伽 罗 （人）。 

肉 体 即 身 体 或 五 蕴， 因 为 依 彼 （五 蕴 所 成 的 肉 体） 而 成 为 一 生 物 的 假 名 
（概 念）， 所 以 包 括 于 肉 体 中 称 为 “肉 体 所 有 者”。 “所 有” —— 即 限 止 包 括 
之 义。 

正 如 有 情 一 语 相 似， 其 他 的 （生 物 等 语） 亦 仅 取 其 普 通 流 行 之 意， 当 知 
此 等 一 切 都 是 一 切 有 情 的 异 名 同 义 之 字。 [311] 虽 然 亦 有 其 他 的 “一 切 生 者， 
一 切 寿 者” 等 的 一 切 有 情 的 同 义 异 名 之 语， 但 这 里 只 取 （有 情、 有 息 者、 生 
物、 人、 肉 体 所 有 者） 五 种 比 较 显 著 的， 说 为 “以 五 种 行 相 无 限 制 的 遍 满 慈 心 
而 解 脱”。 

其 次 有 人 对 “有 情， 有 息 者” 等 语， 意 谓 不 仅 是 名 称 而 已， 但 亦 主 张 其 意 
义 的 差 别， 即 是 与 “无 限 制 的 遍 满” （之 语） 相 违 的。 是 故 不 应 取 其 （差 别 
之） 义， 于 五 种 行 相 之 中， 不 论 依 那 一 种 无 限 制 的 遍 满 慈 心。 

于 此 （五 种 行 相 无 限 制 的 遍 满 慈 心） 中， ㈠ “愿 一 切 有 情 无 怨” 为 一 安 止 
定； ㈡ “愿 （一 切 有 情） 无 憎” 为 一 安 止 定， “无 憎” 为 无 瞋 恚 之 义； ㈢ “愿 
（一 切 有 情） 无 恼” 为 一 安 止 定， “无 恼” 为 无 苦 之 义； ㈣ “愿 （一 切 有 情） 自 
己 有 乐” 为 一 安 止 定。 于 此 等 ㈣ 句 中， 亦 当 于 那 一 句 较 显 明 的， 便 依 那 一 句 
遍 满 于 慈。 于 此 五 种 行 相 中， 每 一 种 有 四 安 止 定。 则 依 （五 种 行 相） 遍 满 之 
慈， 共 有 二 十 安 止 定。 

其 次 有 限 制 的 遍 满 之 慈， 对 七 种 行 相 各 各 有 四， 则 共 有 二 十 八 （安 止 
定）。 

于 前 （有 限 制 的 遍 满 文） 中， “女 人、 男 子” 是 依 性 别 而 说 的。 “圣 者、 
非 圣 者” 是 依 圣 人 及 凡 夫 说 的。 “天 人、 堕 恶 道 者” 是 依 其 生 而 说 的。 

次 于 十 方 遍 满 （慈 心 而 解 脱）， 依 “东 方 的 一 切 有 情” 等 （的 五 行 相 遍 
满） 之 法， 一 一 方 各 有 二 十， 则 （十 方） 共 有 二 百 （安 止 定）。 次 依 “东 方 的 
一 切 女 人” 等 （的 七 种 行 相 遍 满） 之 法， 一 一 方 各 有 二 十 八， 则 （十 方） 共 有 
二 百 八 十 （安 止 定）。 如 是 （二 百 加 二 百 八 十） 合 为 四 百 八 十 安 止 定。 

此 等 一 切 在 《无 碍 解 道》 亦 说： 共 有 五 百 二 十 八 安 止 定 （以 五 行 相 无 限 
制 的 遍 满 之 慈 有 二 十 安 止 定， 以 七 行 相 有 限 制 的 遍 满 之 慈 有 二 十 八 安 止 定， 
以 十 方 遍 满 的 慈 心 而 解 脱 有 四 百 八 十 安 止 定）。 

（修 慈 的 功 德） 于 此 等 （五 百 二 十 八） 安 止 定 中， 不 论 依 那 一 种 修 习 慈 心 
而 解 脱 的 瑜 伽 行 者， 便 能 获 得 前 面 所 说 的 “安 眠” 等 的 十 一 种 功 德。 即： 

㈠ “安 眠” —— 即 不 象 他 人 那 样 辗 转 反 侧 及 作 鼾 声 的 睡 得 不 安， 却 能 安 
眠； 其 人 眠 如 入 定 相 似。 

㈡ “安 寤” —— 没 有 他 人 那 样 呻 吟， 欠 伸， 辗 转 反 侧 的 不 安 而 寤 的 现 象， 
犹 如 开 的 莲 花， 安 乐 不 变 而 寤。 [312] 

㈢ “不 见 恶 梦” —— 能 见 吉 样 之 梦， 如 礼 塔 庙， 作 供 养 及 闻 法 等。 不 象 别 
人 梦 见 自 己 为 盗 贼 所 围， 为 野 兽 所 追 及 坠 于 悬 崖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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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为 人 爱 敬” —— 为 人 喜 悦， 如 挂 在 胸 前 的 珠 饰， 如 头 饰 及 花 　 相 似。 

㈤ “为 非 人 爱 敬” —— 如 为 人 爱 敬 一 样 亦 为 非 人 爱 敬， 如 毗 舍 祛 长 老 相 
似。 

据 说： 在 波 吒 厘 子 城 （华 氏 城） 有 一 位 富 翁， 他 住 在 那 里 的 时 候， 听 说 铜 
　 洲 （即 锡 兰） 饰 以 塔 庙 的 花 　， 有 袈 裟 辉 煌， 在 那 国 土 中， 到 处 可 以 随 意 或 
坐 或 卧， 气 候 适 宜， 住 所 适 宜， 人 民 适 宜， 听 法 适 宜， 此 等 一 切 都 很 容 易 获 
得。 于 是 他 便 把 自 己 的 财 产 授 与 妻 子， 只 取 一 两 金 系 于 衣 角 之 内， 离 开 家 
庭， 到 了 海 岸 去 等 船， 在 那 里 住 了 一 个 月。 因 为 他 有 经 商 的 善 巧， 从 这 里 买 
货， 又 向 他 处 卖 掉， 作 合 法 的 买 卖， 仅 于 一 月 之 间， 便 积 金 千 两。 后 来 渐 渐 地 
来 到 了 （锡 兰 首 都 阿 耨 兰 陀 补 罗 的） 大 寺， 并 求 出 家。 正 当 领 导 他 到 出 家 的 
坛 场 准 备 出 家 之 时， 他 便 让 腰 带 之 内 的 千 金 之 袋 落 地。 长 老 问： “这 是 什 
么”？ 答： “尊 师！ 是 千 两 金”。 “优 婆 塞！ 出 家 之 后 是 不 能 蓄 饯 的； 现 在 你 当 
应 用 它”。 他 想： “来 到 毗 舍 祛 出 家 之 处 的 人 们， 不 要 让 他 们 空 手 回 去 吧”。 
即 解 开 钱 袋， 在 戒 坛 的 庭 院 分 散 了 （千 金）， 然 后 出 家 及 受 具 足 戒。 他 已 有 五 
岁 （戒 腊）， 通 晓 二 部 母 论 （比 丘 戒 本 及 此 丘 尼 戒 本）， （在 第 五 雨 季 安 居 完 
毕） 自 恣 之 后， 习 取 了 适 合 于 自 己 的 业 处 （定 境）， 即 出 处 游 历， 准 备 于 每 一 
寺 院 居 留 四 个 月， 作 平 等 住【48】 而 住。 他 的 游 历 是 这 样 的： 

在 林 间 的 长 老 毗 舍 祛， 

观 自 己 之 德 而 哮 吼 说： 

自 从 受 了 具 足 戒， 

直 至 来 到 于 此 地， 

中 间 全 无 过 失， 

啊！ 这 是 你 最 大 的 胜 利！ [313] 
他 去 羯 但 罗 山 寺 的 时 候， 遇 到 歧 路， 正 站 着 想 道： “是 这 条 路 呢 还 是 那 条 
路”？ 住 在 该 山 的 山 神 伸 手 指 示 说： “是 这 条 路”。 他 既 到 了 羯 但 罗 山 寺 并 且 
住 了 四 个 月， 晚 上， 睡 卧 之 时 想 道： “早 晨 我 要 到 别 处 去 了”。 在 经 行 处 上 边 
的 摩 尼 罗 树 的 树 神 便 坐 在 阶 级 上 哭 泣。 长 老 问： “你 是 谁”？ “尊 师！ 我 是 摩 
尼 罗 树 神”。 “为 什 么 哭”？ “尊 师！ 因 为 你 要 去 了”。 “我 住 在 这 里 对 你 们 有 
什 么 好 处”？ “尊 师！ 你 住 在 这 里， 诸 非 人 得 以 互 相 慈 爱； 现 在 你 走 了， 则 他 
们 会 争 斗 及 说 粗 恶 之 语”。 长 老 说： “若 我 住 在 这 里， 使 你 们 相 安 而 住， 那 是 
好 的”。 于 是 在 那 里 再 住 了 四 月， 又 起 他 去 之 心。 无 神 亦 同 样 的 悲 泣。 他 如 是 
在 那 里 继 续 的 住， 以 及 般 涅 槃 在 那 里。 

如 是 住 于 慈 的 比 丘， 亦 为 非 人 所 爱 敬。 

㈥ “诸 天 守 护” —— 为 诸 天 之 所 守 护， 如 父 母 保 护 儿 子 一 样。 

㈦ “不 为 火 烧 或 中 毒 或 刀 伤” —— 对 于 住 于 慈 者 的 身 体 不 为 火 烧 如 郁 多 
罗 优 婆 夷【49】

， 不 中 毒 如 杂 部 师 的 小 尸 婆 长 老， 不 为 刀 伤 如 僧 揭 笈 沙 弥【50】
。 

关 于 “不 能 伤 害 他 的 身 体”， 这 里 亦 说 一 母 牛 的 故 事 为 例： 
                                                 
【48】是 说 明 游 历 客 僧 的  度， 他 与 常 住 寺 内 的 比 丘 一 样 的 作 诸 义 务， 并 对 一 切 有 情 作 

平 等 的 慈 梵 住。 
【49】见 底 本 三 八 一 页。 
【50】见 底 木 三 七 九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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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说 一 只 母 牛 正 在 站 立 着 给 犊 子 哺 乳 之 时， 一 位 猎 人 想： “我 今 刺 它”， 
即 手 拿 长 枪 瞄 准 的 射 去。 不 料 枪 触 其 身 之 时 竟 成 鬈 曲 （无 伤 其 身） 如 多 罗 叶 
（贝 叶） 相 似。 这 并 非 由 于 近 行 定 或 安 止 定 的 力 量， 只 是 由 于 坚 强 的 爱 犊 之 
心 所 致。 

这 是 慈 的 大 威 力。 

㈧ “心 得 迅 速 等 持” —— 住 于 慈 者， 心 得 迅 速 等 持， 不 是 迟 钝 的。 [314] 

㈨ “颜 色 光 彩” —— 他 的 颜 色 光 彩， 如 欲 离 蒂 而 落 熟 了 的 多 罗 果 相 似。 

㈩ “临 终 不 昏 迷” —— 住 于 慈 者， 没 有 昏 迷 而 死 的， 必 能 不 昏 迷 如 入 眠 一 
样 的 命 终。 

(十一) “不 通 达 上 位” —— 慈 定 不 能 证 得 阿 罗 汉 的 上 位， 然 而 死 后 生 于 梵 
天 犹 如 睡 醒 一 般。 

这 是 详 论 慈 的 修 习。 

    

希 望 修 悲 的 人， 当 观 察 无 悲 的 过 患 及 有 悲 的 功 德 而 开 始 修 悲。 开 始 （修 
悲） 者 不 应  初 对 爱 的 人 等 开 始； 因 为 （初 学 者） 对 爱 的 人 当 然 是 爱 者， 极 爱 
的 朋 友 当 然 是 极 爱 之 友， 中 立 者 当 然 是 中 立 者， 不 爱 者 当 然 为 不 爱 者， 怨 敌 
当 然 是 怨 敌。 对 于 异 性 及 死 者 则 永 远 不 是 （悲 的） 对 象。 

在 《分 别 论》 中 说【51】
： “比 丘！ 云 何 与 悲 俱 心 一 方 遍 满 而 住？ 譬 如 见 一 人 

遭 遇 逆 境 恶 运 而 起 悲 愍， 如 是 对 一 切 有 情 而 悲 遍 满”。 是 故  先 若 见 任 何 可 
怜、 丑 恶、 境 遇 极 难、 逆 境、 恶 运、 穷 人、 饥 饿 常 带 乞 食 之 碗 在 前 者， 生 在 孤 
独 堂 中 者， 手 足 常 集 蛆 虫 者 及 作 呻 吟 之 声 者， 当 生 悲 愍 之 想： “此 等 有 情 实 
在 困 苦！ 他 们 必 须 摆 脱 这 些 苦 厄 才 好”。 

如 果 不 能 获 得 这 样 的 人， 则 当 对 现 在 幸 福 而 作 恶 的 人 比 作 受 死 刑 者 而 生 
悲。 云 何？ 譬 如 一 个 连 脏 物 一 概 被 捕 的 盗 贼， 国 王 命 令 处 以 死 刑， 王 臣 即 绑 
了 他， 送 他 到 刑 场 的 途 中 在 每 一 十 字 街 口 给 以 一 百 鞭 挞。 但 人 人 给 他 硬 食、 
软 食、 花 鬘、 香 水、 涂 油、 并 蒟 酱 （嚼 物）

【52】
。 [315] 虽 然 他 此 时 食 用 这 些 东 

西， 好 象 幸 福 而 有 许 多 受 用 品 一 样 的 前 去 刑 场， 但 决 没 有 人 想： “他 实 在 幸 
福 而 得 大 受 用”。 相 反 的 会 怜 愍 那 人 道： “这 个 可 怜 者 要 被 斩 杀 了？ 他 的 每 一 
踏 步， 都 是 挨 近 他 的 死”。 以 悲 为 业 处 的 比 丘， 亦 应 对 现 在 幸 福 的 人 作 如 是 
的 悲 愍： “这 个 可 怜 者， 虽 然 很 幸 福 而 受 用 财 富， 但 是 他 的 （心 口 意） 三 门， 
连 一 门 善 业 也 没 有， 现 在 他 就 要 在 恶 趣 受 无 限 的 痛 苦 与 忧 悲 了”， 既 对 此 人 
生 起 悲 愍 之 后， 当 以 同 样 的 方 法 对 其 他 爱 的 人， 中 立 者， 怨 敌 而 顺 次 的 生 起 
悲 愍。 

如 果 那 瑜 伽 者 象 前 面 （修 慈） 所 说 一 样 的 对 怨 敌 生 起 瞋 恨， 则 应 该 用 修 
慈 中 所 说 的 同 样 方 法 而 寂 灭 其 瞋 恨。 又 对 于 此 世 行 善 者， 若 见 或 闻 其 遭 遇 眷 
属 破 坏 生 病 及 失 财 等 任 何 灾 难， 而 对 他 生 起 悲 愍， 纵 无 此 等 之 失， 亦 不 能 逃 
                                                 
【51】Vibh. 273. 
【52】“蒟 酱” （嚼 物）(tambūla) —— 胡 椒 科 的 植 物， 印 度、 锡 兰 等 地 的 人 采 其 叶 合 槟 榔 子 

及 烟 叶 壳 灭 等 一 起 咀 嚼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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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 轮 回 之 苦， 故 亦 当 对 此 点 而 生 悲 愍 说： “彼 实 苦 痛”！ 既 如 是 生 悲 之 后， 当 
依 （于 慈） 同 样 的 方 法 破 坏 对 自 己、 爱 者、 中 立 者、 及 怨 敌 的 四 人 之 间 的 界 
限， 对 被 （破 坏 界 限 的） 相 数 数 修 习 多 作， 以 慈 中 所 说 的 同 样 方 法 由 （四 种 禅 
的 初） 三 禅 及 （五 种 禅 中 的） 四 禅 而 增 长 其 安 止 定。 

然 而 增 部 的 义 疏 说，  初 当 悲 愍 敌 人， 对 敌 人 而 令 其 心 柔 软 之 后， 再 悲 
愍 逆 境 者、 爱 者 以 及 自 己， 这 才 是 顺 序。 可 是 这 种 顺 序 是 不 合 于 （前 面 所 引 
《分 别 论》 中） “逆 境 恶 运” 的 圣 典 之 文 的， 所 以 这 里 只 应 依 前 述 的 次 序 开 始 
修 习， 破 坏 其 界 限， 增 长 安 止 定。 

以 后 其 他 的 变 化， 即 以 五 种 行 相 无 限 制 的 遍 满， 以 七 种 行 相 有 限 制 的 遍 
满， 及 以 十 种 行 相 十 方 遍 满。 亦 当 依 慈 的 同 样 方 法 而 知 有 “安 眠” 等 （十 一 种 
悲 的） 功 德。 

这 是 详 论 悲 的 修 习。 [316] 

    

开 始 修 喜 的 人， 亦 不 应 对 爱 的 人 等 开 始。 因 为 爱 者 当 然 是 爱 者， 故 不 是 
喜 的 足 处 （近 因） 至 于 中 立 者 与 怨 敌 更 不 必 说 了。 异 性 与 死 者 则 绝 对 不 是 
（喜 梵 住 的） 对 象。 

但 极 爱 的 朋 友 为 （喜 梵 住 的） 足 处。 即 义 疏 中 所 说 的  喜 的 密 友。 因 为 
他 是 先 笑 而 后 说 话 的 人， 所 以  初 应 对 他 而 遍 满 喜； 或 者 见 到 或 闻 到 可 爱 的 
人 充 满 幸 福 而 喜 悦， 亦 应 喜 悦 他 说： “这 有 情 实 在 喜 悦， 多 么 好 啊！ 多 么 愉 快 
啊”！ 关 于 此 义 即 如 《分 别 论》 中 说【53】

： “云 何 比 丘 以 喜 俱 心 遍 满 一 方 而 住？ 
譬 如 见 一 可 爱 可 意 之 人 而 生 喜 悦， 如 是 对 一 切 有 情 而 遍 满 喜”。 

如 果 他 的 密 友 或 可 爱 的 人， 过 去 非 常 幸 福， 但 现 在 已 遭 遇 逆 境 恶 运， 则 
应 忆 念 其 过 去 的 幸 福 状 ， 把 取 “他 过 去 有 大 财 富， 大 眷 属 而 常 喜 悦” 的 行 
相 而 生 喜。 或 者 念 他 “将 来 更 得 成 功， 而 坐 象 肩 马 背 及 乘 金 轿 旅 行” 而 取 其 
未 来 的 喜 的 行 相 而 生 喜。 

如 果 象 前 面 （修 慈） 所 说 一 样 的 对 怨 敌 生 起 瞋 恨， 亦 用 修 慈 中 所 说 的 同 
样 方 法 而 寂 灭 了 他 的 瞋， 再 对 （爱 者、 中 立 者、 怨 敌 的） 三 人 及 自 己 四 者 之 间 
以 平 等 心 破 除 界 限， 而 对 彼 相 数 数 修 习 多 作， 以 初 三 禅 或 四 禅 而 增 长 其 安 止 
定。 

以 后 其 他 的 变 化， 即 以 五 种 行 相 无 限 制 的 遍 满， 以 七 种 行 相 有 限 制 的 遍 
满， 及 以 十 种 行 相 十 方 遍 满， 亦 当 依 慈 的 同 样 方 法 而 知 有 “安 眠” 等 十 一 功 
德。 

这 是 详 论 喜 的 修 习。 [317] 

    

希 望 修 习 于 舍 的 修 习 者， 由 于 慈 等 已 经 获 得 了 下 三 禅 或 四 禅。 并 已 从 熟 
练 了 的 第 三 禅 （或 五 种 禅 中 的 第 四 禅） 出 定， 及 见 前 面 （慈 悲 喜 三 者） 的 过 患 
—— 由 于 “愿 彼 等 幸 福” 等 而 对 有 情 与 爱 着 作 意 相 应 故， 瞋 恨 与 爱 着 接 近 故， 

                                                 
【53】Vibh.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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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相 应 粗 故 —— 又 见 舍 的 功 德 —— 自 性 寂 静 故， 当 舍 之 成 为 自 然 的 中 立 者 而 
生 起 舍。 此 后 再 对 爱 的 人 等 而 修 舍。 即 所 谓【54】

： “云 何 比 丘 以 舍 俱 心 遍 满 一 
方 而 住？ 譬 如 见 一 非 可 意 非 不 可 意 之 人 而 成 为 舍， 如 是 对 一 切 有 情 以 舍 遍 
满”。 是 故 依 上 述 之 法 先 对 中 立 者 而 生 起 舍， 如 是 对 爱 者， 对 密 友 及 怨 敌 而 
起 舍。 如 是 对 （爱 者 密 友 怨 敌） 三 者 与 自 己 之 间， 以 一 切 中 立 而 破 除 界 限， 对 
那 相 数 数 修 习 而 多 作。 

已 作 如 是 行 者， 得 如 地 遍 中 所 说 的 方 法 而 生 起 第 四 禅。 那 末， 在 地 遍 中 
生 起 第 三 禅 的 人， 能 否 生 起 这 第 四 禅 呢？ 这 是 不 可 能 生 起 的。 何 以 故， （遍 业 
处 及 舍 业 处 的） 所 缘 异 故。 然 而 于 慈 等 生 起 第 三 禅 的 人 则 得 生 起 这 第 四 禅， 
因 为 所 缘 同 故。 

关 于 其 他 的 变 化 及 所 得 的 功 德， 如 修 慈 中 所 说 一 样。 

这 是 详 论 舍 的 修 习。 

    

既 知 最 上 梵 （佛） 所 说 的 四 梵 住， 

亦 应 更 知 此 等 （四 梵 住） 的 杂 论。 

（慈 悲 喜 舍 的 语 义） 就 此 等 慈 悲 喜 舍 的 语 义， 先 当 说 爱 而 为 “慈”， 即 慈 
爱 之 义。 或 者 对 友 人 的  度 [318] 及 关 于 友 谊 的 行 动 故 名 为 “慈”。 他 人 苦 时， 
令 诸 善 人 的 心 震 动 （同 情） 为 “悲”； 或 者 拔 除 杀 灭 他 人 之 苦 为 “悲”。 或 者 
“悲” 乃 散 布 于 苦 者 以 遍 满 而 扩 展 之。 “喜” —— 即 对 所 有 之 人 而 喜， 或 自 己 
喜 悦， 或 仅 喜 悦 之 意。 弃 舍 “愿 彼 等 无 怨” 等 的 （慈 等 三 者 的） 所 作 而 至 于 中 
立 的 状 ， 是 “舍” 的 意 思。 

（慈 悲 喜 舍 的 相、 味、 现 起、 足 处、 成 就、 失 败） 次 于 （慈 悲 喜 舍 的） 相 
等， 先 说 “慈” 以 维 持 有 情 的 利 益 行 相 为 相。 取 来 有 情 的 利 益 为 味 （作 用）， 
恼 害 的 调 伏 为 现 起 （现 状）， 见 有 情 的 可 爱 为 足 处 （近 因）， 瞋 恚 的 止 息 为 
（慈 的） 成 就， 产 生 爱 著 为 （慈 的） 失 败。 

“悲” 以 拔 除 有 情 之 苦 的 行 相 为 相， 不 堪 忍 他 人 之 苦 为 味， 不 害 为 现 起， 
见 为 苦 所 迫 者 的 无 所 依 怙 为 足 处， 害 的 止 息 为 （悲 的） 成 就， 生 忧 则 为 （悲 
者） 失 败。 

“喜” —— 以 喜 悦 为 相， 无 嫉 为 味， 不 乐 的 破 坏 为 现 起， 见 有 情 的 成 功 为 
足 处， 不 乐 的 止 息 是 它 的 成 就， 发 生 （世 俗 的） 笑 则 为 它 的 失 败。 

“舍” —— 对 有 情 而 维 持 其 中 立 的  度 为 相， 以 平 等 而 视 有 情 为 味， 瞋 恨 
与 爱 着 的 止 息 为 现 起， “诸 有 情 的 业 为 自 己 的 所 有， 他 们 随 业 力 而 成 幸 福， 
或 解 脱 痛 苦， 或 既 得 的 成 功 而 不 退 失” —— 如 是 见 业 为 所 有 为 足 处， 瞋 恚 与 
爱 着 的 止 息 是 它 的 成 就， 发 生 了 世 俗 的 无 智 的 舍 是 它 的 失 败。 

（修 四 梵 住 的 目 的） 获 得 毗 钵 舍 那 之 乐 及 有 的 成 就 （善 趣） 为 此 等 四 梵 
住 的 共 同 目 的； 破 除 瞋 恚 等 为 （四 梵 住 的） 不 共 （各 别） 的 目 的。 即 破 除 瞋 恚 
为 慈 的 目 的， 其 余 的 （悲 喜 舍） 以 破 除 害、 不 乐 及 贪 为 目 的。 亦 即 所 谓【55】

： 

                                                 
【54】Vibh. 275. 
【55】D. III, 248; A. III, 291. 《大 集 法 门 经》 卷 下 （大 正 一 · 二 三 二a 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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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 友， 瞋 恚 的 出 离， 即 慈 心 解 脱 ……， 朋 友， 害 的 出 离， 即 悲 心 解 脱 ……。 
朋 友， 不 乐 的 出 离， 即 喜 心 解 脱 ……。 朋 友， 贪 的 出 离， 即 舍 心 解 脱”。 

（四 梵 住 之 敌） 于 此 （四 梵 住） 中 各 各 有 近 与 远 二 种 敌。 即： “慈 梵 
住”。 [319] ⑴ 以 贪 为 近 敌， 因 其 性 质 （与 慈） 同 类 故， 好 象 行 近 其 人 的 仇 敌 相 
似。 那 （贪） 是 很 容 易 得 有 机 会 侵 袭 的， 所 以 应 该 好 生 保 护 于 慈。⑵ 瞋 恚 是 远 
敌， （与 慈 的） 性 质 不 同 故， 好 象 一 人 之 敌 藏 于 深 山 里 面 相 似。 是 故 当 以 无 恐 
怖 （于 瞋 恚） 而 行 慈。 若 人 行 慈 而 同 时 起 瞋 怒 是 不 可 能 的。 

“悲 梵 住”，⑴
【56】 “未 得 愿 望 的 好 乐 的 爱 的 悦 意 的 适 意 的 与 世 间 品 质 相 

应 的 眼 所 识 之 色， 而 忆 念 其 未 得 （而 起 忧）， 或 者 忆 念 过 去 已 得 的 而 今 已 成 
过 去 消 灭 及 变 易 的 而 起 忧， 此 等 忧 名 为 世 俗 的 忧”， 象 此 等 所 说 的 世 俗 的 忧 
为 （悲 梵 住 的） 近 敌， 因 见 失 败 （与 悲） 同 类 故。⑵ 害 是 远 敌， （与 悲 的） 性 质 
不 同 故。 是 故 当 以 无 恐 怖 而 行 悲 愍。 若 行 悲 愍 而 同 时 以 手 等 去 加 害 是 不 可 能 
的。 

“喜 梵 住”，⑴
【57】

： “所 得 愿 望 的 好 乐 的 爱 的 悦 意 的 适 意 的 与 世 间 品 质 相 
应 的 眼 所 识 之 色， 忆 念 其 所 得 （而 起 喜）， 或 者 忆 念 过 去 已 得 的 而 今 已 成 过 
去 消 灭 及 变 易 的 而 起 喜， 此 等 喜 名 为 世 俗 的 喜”， 象 此 等 所 说 的 世 俗 的 喜 为 
（喜 梵 住 的） 近 敌， 因 见 成 功 为 同 类 故。⑵ 不 乐 是 远 敌， （与 喜 的） 性 质 不 同 
故。 是 故 当 无 恐 怖 而 修 喜。 若 修 喜 而 同 时 对 诸 边 远 的 住 处 或 对 （止 观 等） 殊 
胜 的 善 法 而 抱 不 满 是 不 可 能 的。 

“舍 梵 住”，⑴
【58】

： “愚 者、 痴 者、 凡 夫、 未 能 制 胜 （烦 恼） 者、 未 胜 异 熟 
者、 不 见 （恶 法 的） 过 患 者 无 闻 的 凡 夫， 以 眼 见 色 而 起 舍， 这 样 的 舍， 是 不 能 
超 越 于 色 的， 故 名 为 世 俗 的 舍”， 象 这 样 所 说 的 世 俗 的 无 智 的 舍 是 （舍 梵 住 
的） 近 敌， 因 为 不 能 辨 别 过 失 与 功 德 而 视 同 类 故。⑵ 贪 与 瞋 是 远 敌， 因 性 质 不 
同 故。 是 故 当 无 恐 怖 而 行 舍。 [320] 若 行 舍 而 同 时 贪 求 及 瞋 害 是 不 可 能 的。 

（四 梵 住 的 初 中 后） 于 此 等 （四 梵 住） 中， 以 欲 行 之 愿 为 初， 镇 伏 ㈤ 盖 等 
为 中， 安 止 定 为 后。 

（增 长 四 梵 住 的 所 缘） 依 假 法 的 一 有 情 或 多 数 有 情 为 （四 梵 住 的） 所 缘。 
获 得 近 行 定 或 安 止 定 的 时 候 而 增 长 所 缘。 其 增 长 所 缘 的 次 序 如 下： 譬 如 善 巧 
的 农 夫 先 把 所 耕 的 田 地 划 一 界 限 而 耕 之， 如 是 先 以 一 住 所 为 界 限， 对 此 （一 
住 所 之） 内 的 有 情， 以 “愿 此 住 所 之 内 的 有 情 无 怨” 等 的 方 法 而 修 慈。 于 此 一 
处 令 心 柔 软 而 适 合 于 工 作 之 后， 再 以 二 住 所 为 界 限。 此 后 次 第 以 三 以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住 所） 以 一 街、 半 村、 一 村、 一 县、 一 国、 一 方 乃 
至 扩 大 至 一 轮 围 界， 或 者 更 过 之， 对 于 其 中 的 有 情 而 修 慈。 如 是 悲 等 亦 同 
样。 这 是 增 长 四 梵 住 的 所 缘 的 次 序。 

（四 梵 住 的 等 流 关 系） 例 如 无 色 定 是 十 遍 定 的 等 流 （果），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是 （色 界 及 下 三 无 色） 定 的 等 流 （果）， 果 定 是 毗 钵 舍 那 （观） 的 等 流 （果）， 
灭 尽 定 是 止 观 的 等 流 （果）。 如 是 于 四 梵 住 中 的 舍 梵 住 是 前 三 梵 住 的 等 流 
                                                 
【56】M. III, p. 218. 《中 阿 含》 一 三 六 · 分 别 六 处 经 （大 正 一 · 六 九 三a）。 
【57】M. III, p. 217. 同 上 （大 正 一 · 六 九 二c）。 
【58】原 注：  cf. M. I, 364-367; Vibh. 382. 日 注： M. III, p. 219. 同 上 （大 正 一 · 六 九 三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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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譬 如 （建 屋） 不 安 柱 子 不 架 栋 梁， 而 于 空 中 放 置 椽 桷 是 不 可 能 的， 是 
故 缺 乏 前 （三 者 之） 中 的 第 三 禅 去 修 第 四 禅 是 不 可 能 的。 

（关 于 四 梵 住 的 四 个 问 题） 这 里 有 几 个 问 题：⑴ 为 什 么 此 等 慈 悲 喜 舍 名 
为 梵 住？⑵ 为 什 么 （梵 住） 有 四？⑶ 此 等 （四 梵 住） 的 次 序 如 何？⑷ 为 什 么 在 阿 
毗 达 磨 之 中 称 （梵 住） 为 无 量？ 

⑴ 答 道： 先 依  胜 之 义 及 无 过 失 而 了 解 梵 住 之 意。 即 此 等 住 是 以 正 当 的 
行 道 而 对 诸 有 情 故 为  胜。 譬 如 诸 梵 天 以 无 过 失 之 心 而 住， 与 此 等 （四 梵 
住） 相 应 的 瑜 伽 者 则 等 于 诸 梵 天 而 住。 所 以 说 依  胜 之 义 及 无 过 失 而 称 为 
“梵 住”。 [321] 

其 次 对 于 “为 什 么 （梵 住） 有 四” 等 的 问 题 答 复 如 下： 

依 清 净 道 等 而 有 四， 

依 利 益 等 的 行 相 有 这 样 的 次 序。 

对 无 量 之 境 而 起， 

故 有 无 量。 

⑵ 即 于 此 等 （四 梵 住） 中， 慈 为 多 瞋 恚 者 的 （清 净 道）， 悲 为 多 害 者 的 
（清 净 道）， 喜 为 多 不 乐 者 的 （清 净 道）， 舍 为 多 贪 者 的 清 净 道。 是 故 对 诸 有 
情 有 四 种 （清 净 如 理 的） 作 意： ㈠ 取 来 （他 人 的） 利 益， ㈡ 拔 除 （他 人 的） 不 
利， ㈢ 喜 悦 （他 人 的） 幸 福， ㈣ 以 无 关 心。 譬 如 母 亲 对 于 幼 儿、 病 者、 青 年、 
自 能 谋 生 者 的 四 位 儿 子。 ㈠ 对 幼 儿 希 望 其 成 长， ㈡ 对 病 者 希 望 其 病 的 痊 愈， 
㈢ 对 青 年 希 望 其 永 久 保 持 青 年 的 幸 福， ㈣ 对 于 自 谋 生 活 者 则 没 有 什 么 关 心。 
以 无 量 而 住 者， 亦 应 以 慈 等 而 对 一 切 有 情， 是 故 依 清 净 道 而 有 四 无 量 （住）。 

⑶ 欲 修 习 此 等 四 （梵 住） 者， ㈠ 第 一 须 以 维 持 利 益 的 行 相 对 诸 有 情 而 行 
（慈）； 且 慈 有 维 持 他 人 的 利 益 的 特 相。 ㈡ 其 次 若 见 若 闻 若 思 希 望 获 得 利 益 
的 有 情 为 苦 所 逼 恼， 当 起 拔 除 他 们 的 苦 恼 （而 对 他 们 行 悲）； 且 悲 有 拔 除 他 
人 的 苦 恼 的 行 相 为 特 相。 ㈢ 如 是 （修 习 者） 若 见 希 望 得 利 益 及 希 望 拔 除 苦 恼 
的 彼 等 （有 情） 而 获 得 成 功， 当 以 喜 悦 他 们 的 幸 福 （而 对 他 们 行 喜）； 且 喜 有 
喜 悦 （他 人 幸 福） 的 特 相。 ㈣ 此 后 更 无 所 作 故 当 以 称 为 舍 置 的 中 立  度 而 行 
（舍）； 且 舍 有 维 持 中 立 的 行 相 的 特 相。 是 故 说 依 利 益 等 的 行 相 而 第 一 为 慈， 
其 次 为 悲、 为 喜、 为 舍， 是 他 们 的 次 序。 

⑷ 其 次 此 等 一 切 （四 梵 住） 是 对 无 量 之 境 而 起， 因 为 无 量 的 有 情 是 此 等 
（四 梵 住） 的 境 界。 甚 至 就 一 有 情 说， 亦 不 采 取 “仅 对 一 部 分 身 而 修 慈 等” 的 
这 样 限 量， 须 以 遍 满 全 身 而 起 （慈 等）。 是 故 说 道： [322] 

  “ 依 清 净 道 等 而 有 四， 

依 利 益 等 的 行 相 有 这 样 的 次 序。 

对 无 量 之 境 而 起， 

故 有 无 量”。 

（四 梵 住 与 色 界 诸 禅 的 关 系） 如 是 无 量 之 境 虽 然 为 此 等 （四 梵 住） 的 同 
一 特 相， 但 前 面 三 （梵 住） 仅 属 于 （四 种 禅 中 的 前） 三 禅 及 （五 种 禅 中 的 前） 
四 禅。 何 以 故？ 彼 等 与 喜 相 应 故。 怎 么 与 喜 相 应 呢？ 因 为 出 离 了 自 忧 等 而 起 
的 瞋 恚 等 之 故， 而 后 者 （舍 梵 住） 则 仅 属 于 其 余 的 一 禅 （第 四 禅 或 第 五 禅）。 
何 以 故？ 与 舍 受 相 应 故； 因 为 （舍 梵 住） 是 对 诸 有 情 以 中 立 的 行 相 而 起， 所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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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 住 舍 若 无 舍 受 则 不 起。 

或 者 有 人 问 道： 世 尊 在 （增 部） 第 八 集 中 关 于 四 无 量 是 以 无 区 别 而 说 
的；

【59】 “比 丘！ 汝 当 修 习 这 有 寻 有 伺 定， 亦 应 修 无 寻 唯 伺 （定）， 修 无 寻 无 伺 
（定）， 修 有 喜 （定）， 修 无 喜 （定）， 修 乐 俱 （定） 及 修 舍 俱 （定）” —— 所 以 
四 无 量 应 属 于 四 种 禅 及 五 种 禅 （的 一 切）。 

（答） 他 不 应 作 如 是 说。 如 果 象 他 这 样 说， 那 么， 身 随 观 （身 念 处） 等 亦 
应 属 于 四 种 禅 及 五 种 禅？ 然 而 连 受 随 观 等 （后 三） 亦 全 无 初 禅， 更 不 必 说 第 
二 禅 等 了。 切 莫 只 取 字 句 之 影 而 诽 谤 世 尊！ 佛 语 甚 深， 常 亲 近 阿 阇 梨 而 习 取 
其 真 意。 当 知 这 才 是 那 经 中 的 真 意， 因 为 那 比 丘 这 样 的 请 求 世 尊 说 法： “尊 
师！ 如 果 世 尊 为 我 略 说 法 要， 则 幸 甚 矣！ 我 闻 了 世 尊 之 法 后， 当 独 离 愦 闹 不 
放 逸 热 心 自 勤 精 进 而 住”， 然 而 此 比 丘 以 前 已 经 闻 法， 但 仍 然 住 在 那 里 不 去 
实 行 沙 门 之 法， 是 故 世 尊 呵 责 他 说： “兹 有 痴 人， 只 是 请 我 （说 法）， 我 说 了 
法， 他 却 只 想 随 从 我 （不 去 修 行）”！ 然 而 又 因 为 他 具 有 得 阿 罗 汉 的 近 依 （强 
因）， 所 以 世 尊 又 教 诫 他 说 [323] ：【60】 “然 而 比 丘， 当 如 是 说： 我 要 集 中 而 善 
建 立 我 的 内 心， 使 已 生 的 恶 不 善 法 不 在 心 内 取 着。 比 丘！ 你 应 该 这 样 的 学”。 
这 只 是 教 诫 他 以 自 己 的 内 心 （一 刹 那 的） 一 境 性 的 （初 步 的） 根 本 定 而 说。 

此 后 则 指 示 不 要 仅 以 此 （初 步 的 根 本 定） 而 生 满 足， 当 增 长 那 定 说：
【61】 

“比 丘！ 你 的 内 心 既 已 集 中 而 善 建 立， 使 已 生 的 恶 不 善 法 不 在 心 内 取 着， 那 
么， 比 丘！ 此 后 你 应 这 样 学： 我 要 修 习 多 作 常 作 实 地 作 确 立 熟 练 善 修 慈 心 解 
脱。 比 丘！ 你 应 这 样 学”！ 这 是 对 他 说 以 慈 的 修 习， 继 之 又 说：

【62】 “比 丘！ 自 
从 由 你 修 习 多 作 如 是 之 定， 故 此 后 比 丘， 汝 应 修 习 这 有 寻 有 伺 的 根 本 定 …… 
乃 至 亦 修 舍 俱 定”。 它 的 意 思 是 这 样 的： “比 丘！ 如 是 以 慈 修 习 此 根 本 定 之 
时， 你 不 仅 以 此 根 本 定 为 满 足， 亦 于 其 他 的 （地 遍 等） 所 缘 修 习 有 寻 有 伺 等 
定 而 获 至 四 种 及 五 种 禅”。 这 样 说 了 之 后， 再 指 示 他 以 悲 等 其 余 的 梵 住 为 先 
导 而 于 其 他 的 （地 遍 等） 所 缘 修 习 四 种 禅 及 五 种 禅 说：

【63】 “比 丘！ 因 你 如 是 
修 习 多 作 此 定， 故 比 丘， 其 次 你 当 这 样 学： 我 以 悲 心 解 脱” 等 等。 

如 是 指 示 了 以 慈 等 为 先 导 而 修 习 四 种 及 五 种 禅， 再 指 示 以 身 随 观 等 为 先 
导 说：

【64】 “比 丘！ 因 你 修 习 多 作 此 定， 故 比 丘！ 其 次 你 当 这 样 学： 我 于 身 观 身 
住 等”， 又 说：

【65】 “比 丘！ 你 要 修 习 此 定 而 善 修 习 已， 此 后 比 丘！ 则 你 行 于 何 
处 必 得 安 乐 行， 立 于 何 处 必 得 安 乐 立， [324] 坐 于 何 处 必 得 安 乐 坐， 卧 于 何 处 
必 得 安 乐 卧”， 这 样 以 阿 罗 汉 果 的 顶 点 而 结 束 其 说 法。 

是 故 慈 等 （的 前 三 梵 住） 仅 属 于 （前） 三 禅 及 （前） 四 禅， 而 舍 梵 住 仅 属 
其 余 的 一 禅。 

                                                 
【59】A. IV, p. 300. 
【60】A. IV, p. 299. 
【61】A. IV, p. 299f. 
【62】A. IV, p. 300. 
【63】同 上。 
【64】同 上。 
【65】A. IV, p.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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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在 阿 毗 达 摩（ 《法 聚 论》
【66】 的 心 生 品 等） 中 亦 同 样 解 说。 

（四 梵 住 所 达 的  高 处） 如 是 依 照 （前） 三 禅 及 四 禅 并 依 照 其 余 的 一 禅 
而 成 立 为 二 种 的 四 梵 住， 当 知 根 据 其  高 的 清 净 （解 脱） 等 是 有 互 相 不 同 的 
特 殊 的 威 力 的。 即 如 郁 金 布 经 中 依 照 此 等 （四 梵 往） 的  高 的 清 净 （解 脱） 等 
而 区 别 的 说：

【67】 “诸 比 丘！⑴ 我 说 慈 心 解 脱 以 清 净 （解 脱） 为  上： 诸 比 丘！

⑵ 我 说 悲 心 解 脱 以 空 无 边 处 为  上 …… 诸 比 丘！⑶ 我 说 喜 心 解 脱 以 识 无 边 处 
为  上 …… 诸 比 丘！⑷ 我 说 舍 心 解 脱 以 无 所 有 处 为  上”。 

为 什 么 此 等 （四 梵 住） 要 这 样 说 呢？ 因 为 是 它 们 的 近 依 （强 因） 之 故。 
即： 

⑴ 慈 住 者 是 不 厌 恶 有 情 的， 当 他 （对 有 情） 熟 练 不 厌 恶， 而 专 注 其 心 于 
不 厌 恶 的 青 等 的 遍 净 之 色 时 则 他 的 心 进 入 那 （遍 净 色） 中 而 无 困 难 了。 如 是 
则 慈 为 清 净 解 脱 的 近 依 （强 因）， 更 无 过 上， 所 以 说 （慈） 以 清 净 解 脱 为  
上。 

⑵ 悲 住 者， 是 对 于 为 杖 所 击 等 的 色 相 而 观 有 情 之 苦 生 起 悲 愍 的， 故 能 善 
知 色 的 危 险。 当 他 熟 悉 了 色 的 危 险， 离 去 任 何 地 遍 等， 而 专 注 其 心 于 出 离 了 
色 的 虚 空 之 时， 则 他 的 心 进 入 那 （虚 空） 而 无 困 难 了。 如 是 则 悲 为 空 无 边 处 
的 近 依， 更 无 过 上， 所 以 说 （悲） 以 空 无 边 处 为  上。 

⑶ 喜 住 者， 因 为 随 观 由 于 各 种 可 喜 的 原 因 而 生 喜 悦 的 有 情 的 识 而 生 起 
喜， 所 以 他 的 心 是 非 常 的 理 解 于 识 的。 当 他 次 第 的 超 越 空 无 边 处 而 专 注 其 心 
于 虚 空 境 相 的 识 的 时 候， [325] 则 他 的 心 很 容 易 的 进 入 那 识 了。 如 是 喜 为 识 无 
边 处 的 近 依， 更 无 过 上， 所 以 说 （喜） 以 识 无 边 处 为  上。 

⑷ 舍 住 者， 因 为 没 有 思 虑 “愿 有 情 乐， 或 愿 其 解 脱 痛 苦， 或 愿 其 不 脱 离 
所 得 的 幸 福 及 因 为 于 胜 义 中 解 脱 苦 与 乐 等 的 执 取， 所 以 他 的 心 （于 胜 义 中） 
是 不 存 在 着 执 取 之 苦 的。 当 他 的 心 熟 练 了 自 胜 义 中 解 脱 （苦 乐 等 的） 执 取 及 
自 胜 义 中 不 存 在 着 执 取 之 苦 而 次 第 的 超 越 识 无 边 处 专 注 其 心 于 胜 义 中 的 无 有 
识 的 自 性 存 在 之 时， 则 他 的 心 不 难 进 入 于 无 识 了。 如 是 则 舍 为 无 所 有 处 的 近 
依， 更 无 过 上。 所 以 说 （舍） 以 无 所 有 处 为  上。 

（四 梵 住 为 十 波 罗 蜜 等 一 切 善 法 的 圆 满 者） 如 是 既 依 净 （解 脱） 为  上 
等 而 知 此 等 （四 梵 住） 的 威 力， 更 应 知 道 此 等 （四 梵 住） 是 布 施 等 一 切 善 法 的 
圆 满 者。 即： ㈠ 为 求 有 情 的 利 益， ㈡ 不 堪 有 情 的 痛 苦， ㈢ 希 望 有 情 持 续 其 殊 
胜 的 幸 福， ㈣ 及 对 一 切 有 情 以 无 偏 无 倚 而 起 平 等 之 心 的 摩 河 萨 （大 士）。 ㈠ 
不 作 “此 人 应 施， 此 人 不 应 施” 的 分 别 而 行 为 一 切 有 情 的 快 乐 之 因 的 “布 
施”， ㈡ 为 避 免 加 害 彼 等 （一 切 有 情） 而 “持 戒”， ㈢ 为 圆 满 戒 律 而 行 “出 
离”， ㈣ 为 了 不 愚 痴 于 有 情 的 有 益 无 益 而 净 其 “慧”， ㈤ 为 了 有 情 的 利 益 安 乐 
而 常 勤 “精 进”， ㈥ 以 获 得  上 的 精 进 与 勇 猛 而 对 有 情 的 违 犯 行 “忍”， ㈦ 对 
于 “我 要 给 你 这 些， 我 要 替 你 做” 的 允 许 决 不 破 约 （即 “谛” ＝ 真 实）， ㈧ 为 
彼 等 （有 情） 的 利 益 安 乐 而 作 不 变 动 的 “决 意”， ㈨ 对 诸 有 情 以 不 变 动 之 
“慈” 而 施 以 恩 惠， ㈩ 由 于 “舍” 而 不 希 望 酬 报。 他 （菩 萨） 如 是 完 成 了 十 波 
                                                 
【66】《法 聚 论》(Dhammasaṅgani) pp.  53-55。 
【67】S. V, p. 119f. 《杂 阿 含》 七 四 三 经 （大 正 二 · 一 九 七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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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蜜【68】 乃 至 十 力【69】
、 四 无 畏【70】

、 六 不 共 智【71】
、 十 八 佛 法【72】 等 一 切 善 法 亦 得 

圆 满。 所 以 此 等 （四 梵 住） 是 布 施 等 一 切 善 法 的 圆 满 者。 

为 诸 善 人 所 喜 悦 而 造 的 清 净 道 论， 在 论 定 的 修 习 中 完 成 了 第 九 品， 
定 名 为 梵 住 的 解 释。 

 

                                                 
【68】波 罗 蜜 (pāramī), 巴 利 佛 教 说 十 皮 罗 蜜 与 北 传 佛 教 所 说 的 六 波 罗 蜜 或 十 波 罗 蜜 不 

同。 即 施 (dāna)、 戒 (sīla)、 出 离 (nekkhamma)、 慧 (paññā)、 精 进 (viriya)、 忍 辱 (khanti)、 
谛 (sacca)、 决 意 (adhiṭṭhāna)、 慈 (mettā)、 舍 (upekkhā)。 《解 脱 道 论》 卷 六 所 译 的 十 波 
罗 蜜 为： 施、 戒、 出、 忍、 谛、 受 持、 慈、 舍、 精 进、 智 慧。 

【69】十 力 (dasa-bala), 如 来 的 十 力 为： 一 处 非 处 智 力、 二 业 异 熟 智 力、 三 遍 趣 行 智 力、 四 
种 种 界 智 力、 五 种 种 胜 解 智 力、 六 根 上 下 智 力、 七 禅 解 脱 定 等 至 智 力、 八 宿 住 随 
念 智 力、 九 死 生 智 力、 十 漏 尽 智 力。 南 北 两 传 相 同。 在 巴 利 文 献 中 说 十 力 的， 见 
M. Sutta 12; M. I, p. 69ff; A. V, p. 33ff; Pṭs. II, p.174; Vlbh. P. 317, 335ff. 《解 脱 道 论》 卷 六 （大 
正 三 二 · 四 二 七c）。 

【70】四 无 畏 (catu-vesārajja): 一 正 等 觉 无 畏， 二 漏 永 尽 无 畏， 三 说 障 法 无 畏， 四 说 出 道 无 
畏。 南 北 方 所 说 同 样。 巴 利 佛 教 中 见 M. Sutta 12; M. I, 71f; A. II, p. 8f. 

【71】六 不 共 智 (cha  asādhāraṇa-ñāṇā) （不 与 声 间 弟 子 所 共） 是 巴 利 佛 教 所 说， 北 传 佛 教 无 
此 名 称。 一、 根 上 下 智 (indriyaparoporiyatte ñāṇā), 二、 众 生 意 乐 随 眠 智 (sattānaṁ 
āsayānusaye ñāṇā), 三、  双  示  导  智  (yama kapāṭihīre ñāṇā), 四、  大  悲  定  智  (mahā 
karuṇāsamāpattiyā ñāṇā), 五、 一 切 知 智 (sabbaññuta-ñāṇā), 六、 无 障 智 (anāvaraṇa ñāṇā) 见 
Pṭs. I, p.121f; p. 133. 《解 脱 道 沦》 卷 六 译 为 诸 根 智、 众 生 欲 乐 烦 恼 使 智、 双 变 智、 大 
慈 悲 定 智、 一 切 智、 不 障 碍 智。 可 参 考 Milinda-pañha p. 285. 

【72】十 八 佛 法 (aṭṭhārasa  buddhadhamma), 在 巴 利 文 献 中 很 少 说 十 八 佛 法。 莫 名 目 可 见 
Milinda-pañha  p. 105; p. 285, 并 可 参 考cp。 的 注 解。 兹 据 《解 脱 道 伦》 卷 六 所 述： 一 于 
过 去 佛 智 不 障 碍、 二 未 来 佛 智 不 障 碍、 三 现 在 佛 智 不 障 碍、 四 随 于 佛 智 遍 起 身 
业、 五 随 于 佛 智 遍 起 口 业、 六 随 于 佛 智 遍 起 意 业 七 欲 无 退、 八 精 进 无 退、 九 念 无 
退、 十 定 无 退、 十 一 慧 无 退、 十 二 解 脱 无 退、 十 三 无 可 疑 事、 十 四 无 诬 师 事、 十 五 
无 不 分 明、 十 六 无 有 急 事、 十 六 无 隐 覆 处、 十 八 无 不 观 舍。 这 十 八 佛 法 与 大 般 若、 
大 宝 积 诸 佛 传 类 等 经 及 显 扬 圣 教、 集 大 乘 相 等 诸 论 所 说 的 十 八 不 共 法 大 体 是 相 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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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空 无 边 处 业 处 的 修 法） 在 四 梵 住 之 后， 提 示 四 无 色 （定） 之 中， 先 说 
希 望 修 习 空 无 边 处 的 人 这 样 的 考 察： “由 于 有 色 之 故， 才 见 得 有 取 杖、 取 刀 
剑， 吵 嘴 辩 驳 争 论； 然 而 在 无 色 界 中 则 全 无 此 等 事 情”

【1】
， 他 依 于 “为 厌 

离、 为 离 贪、 为 灭 色 而 行 道”
【2】 的 说 法， 见 此 业 生 色 中 有 取 杖 等 的 过 患 及 眼 

耳 之 病 等 的 数 千 病 患， 为 了 要 超 越 那 种 过 患， 除 了 有 限 制 的 虚 空 遍 之 外， 
以 其 余 的 地 等 九 遍 中 的 任 何 一 遍 而 生 起 第 四 禅。 他 虽 然 已 用 色 界 的 第 四 禅 
而 超 越 了 业 生 色， 但 是 那 遍 的 色 也 是 （与 业 生 色） 类 似 的， 所 以 连 那 （遍 的 
色） 亦 欲 超 越。 

何 以 故？ 譬 如 一 个 怕 蛇 的 人， 在 林 中 为 蛇 所 追 逐， 急 速 而 逃， 但 在 其 所 
逃 之 处 看 到 （象 蛇 皮 的） 花 纹 的 多 罗 叶 或 藤 或 绳 或 裂 地 的 裂 痕， 亦 生 怖 畏 
而 战 栗， 所 以 连 那 种 （相 象 的 东 西） 也 不 愿 见【3】

， 又 譬 如 一 位 和 加 害 他 的 敌 
人 共 住 在 一 村 的 人， 为 敌 人 的 杀 缚 与 放 火 烧 房 等 所 恼 乱， 因 此 便 去 他 村 而 
住， 但 在 那 里 看 到 （与 敌） 相 似 的 面 容、 声 音 及 行 动 的 人， 亦 生 恐 怖 而 战 
栗， 所 以 也 不 愿 见 他。 

这 譬 喻 与 前 说 的 结 合 如 下： 比 丘 以 其 所 缘 而 具 有 业 生 色 的 时 候， 如 那 
人 为 蛇 或 为 敌 所 恼 乱 的 时 候。 [327] 比 丘 以 色 界 的 第 四 禅 而 超 越 业 生 色 之 
时， 如 那 人 的 急 速 而 逃 及 向 他 村 而 行。 比 丘 考 察 遍 的 色 也 类 似 于 彼 （业 生 
色）， 故 亦 欲 超 越 那 遍 的 色， 如 那 人 于 所 逃 之 处 及 他 村 看 见 有 花 纹 的 多 罗 
叶 等 及 与 敌 人 相 似 的 人 亦 生 恐 怖 而 战 粟， 故 亦 不 愿 见 他 们。 

又 被 野 猪 所 袭 的 狗 及 怕 鬼 的 人 的 譬 喻【4】
， 亦 可 引 例 于 此 处。 

如 是 那 比 丘 因 厌 离 于 第 四 禅 的 所 缘 的 遍 的 色， 且 欲 超 越 它， 曾 于 （转 
向、 入 定、 在 定、 出 定、 观 察 等 的） 五 行 相 而 得 自 在。 从 熟 练 了 的 色 界 第 四 
禅 出 定 之 后， 看 见 那 禅 有 这 样 的 过 患： “在 那 第 四 禅 中 是 以 我 所 厌 离 的 色 
为 所 缘”， “这 第 四 禅 与 喜 之 敌 相 近 故”， “这 （第 四 禅） 较 粗 于 （无 色 禅 
的） 寂 静 解 脱 故”。 

然 而 论 （第 四 禅 的） 支 是 没 有 粗 的， 因 为 如 色 （界 第 四 禅 所 具） 的 二 支 
（舍， 一 境 性）， 在 无 色 （禅） 也 同 样 的 （具 此 二 支）。 

他 看 见 这 样 的 过 患 之 后， 并 盼 望 除 去 它， 即 于 空 无 边 处 的 寂 静 无 边 而 
作 意， 扩 大 他 的 遍 至 于 轮 围 （世 界） 的 范 围 或 者 遂 其 所 欲 的 远 大， 以 那 （扩 
大 了 的） 遍 所 触 的 空 间 而 “虚 空！ 虚 空！” 或 “虚 空 无 边” 的 这 样 作 意， 而 
除 去 那 遍。 然 而 所 谓 除 去， 并 不 是 象 卷 席 子， 也 不 是 象 从 锅 子 里 拿 出 烧 饼 

                                                 
【1】cf. D. III, 289 IV; A. IV, 400f. 
【2】 原 注 说 不 知 引 自 何 处。 日 注：cf. S. III, p. 163. 
【3】 愿 见 (dakkhitukāmo) 原 文 dukkhitukāmo 误。 
【4】 被 野 猪 (sūkara) 所 袭 的 狗 (sunakha) 的 譬 喻： 即 一 只 狗 在 森 林 中 为 野 猪 袭 击 而 逃 

遁， 在 黄 昏 时 分， 远 远 地 看 见 了 镬， 以 为 是 野 猎， 遂 生 恐 怖 战 栗 而 逃 遁。 怕 鬼 
(Pisāca) 人 的 譬 喻： 一 怕 鬼 人， 某 夜 至 一 陌 生 地 方， 看 见 断 了 顶 的 多 罗 树 干， 以 
为 是 鬼， 心 主 恐 怖 战 栗， 竟 使 气 绝 而 倒 于 地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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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样， 只 是 对 于 那 遍 不 念 虑 不 作 意 不 观 察 而 已。 （即 是 说 对 于 那 遍） 不 念 虑 
不 作 意 不 观 察 而 专 以 那 遍 所 触 的 空 间 “虚 空！ 虚 空！” 这 样 的 作 意 名 为 遍 的 
除 去。 除 去 遍 时， 不 是 增 加， 也 不 是 减 少， 光 是 对 遍 的 不 作 意 及 于 “虚 空！ 
虚 空！” 而 作 意 而 名 为 除 去。 只 是 明 了 除 去 遍 的 虚 空。 “除 去 遍 的 虚 空” 或 
“遍 所 触 的 空 间” 或 “离 遍 的 虚 空” 都 是 同 样 的。 他 对 那 除 去 遍 的 虚 空 之 相 
[328] 作 “虚 空！ 虚 空！” 的 数 数 念 虑 思 惟。 由 于 他 这 样 数 数 念 虑 思 惟， 镇 伏 
他 的 五 盖， 住 于 念， 以 近 行 而 等 持 其 心。 他 于 那 （虚 空） 相 数 数 修 习 而 多 
作。 他 如 是 数 数 念 虑 而 作 意 时， 如 色 界 心 之 （安 止） 于 地 遍 等 （所 缘）， 而 
空 无 边 处 心 则 安 止 于 虚 空 （所 缘）。 于 此 （空 无 边） 处， 亦 （如 第 四 禅） 以 
前 分 的 三 或 四 速 行 为 欲 界 心 并 且 是 与 舍 相 应 的， 其 第 四 或 第 五 （速 行） 为 
无 色 界 心。 

其 余 的 地 遍 中 所 说 的 同 样， 但 以 下 这 些 是 其 差 别， 即 如 是 生 起 无 色 界 
心 之 时 的 比 丘， 譬 如 观 瞻 以 青 布 或 黄 或 赤 或 白 等 任 何 的 布 所 系 缚 住 的 车 门 
或 袋 或 瓮 等 的 口 的 人， 忽 给 疾 风 或 仕 何 人 除 去 了 布 的 时 候， 则 他 当 见 虚 
空， 同 样 的， 先 以 禅 眼 而 观 遍 的 曼 陀 罗 而 住， 次 以 “虚 空！ 虚 空！” 的 遍 作 
（准 备） 而 作 意 急 急 地 除 去 那 （曼 陀 罗） 相 时， 则 仅 观 虚 空 而 住 了。 

对 于 这 样 的 修 行 者， 即 如 所 说：
【5】 “超 越 一 切 色 想 灭 有 对 想， 种 种 想 不 

作 意， （思） ‘无 边 虚 空’， 空 无 边 处 具 足 而 住”。 

（释 空 无 边 处 业 处 的 圣 典 文 句） 此 中 “一 切” 是 一 切 行 相， 或 一 切 无 余 
之 义。 

“色 想” —— 是 以 想 的 首 目 而 说 色 界 禅 及 它 的 所 缘。 于 “有 色 者 见 色”
【6】 等 句 则 亦 名 色 界 禅 为 色； 于 “见 外 面 的 美 丑 之 色”

【7】 等 句 则 说 色 界 禅 的 
所 缘 （为 色）。 所 以 此 处 关 于 色 的 想 为 色 想， 及 “以 想 的 首 目 而 说 色 界 禅” 
的 （色 想） 是 同 义 语。 （此 色 界 禅） 即 色 即 想 故 色 想， 即 指 色 是 它 的 名 而 
说。 当 知 地 遍 等 类 及 它 的 所 缘 是 同 义 语。 [329] 

“超 越” —— 是 由 于 离 贪 及 灭。 这 怎 么 说 呢？ 即 依 （五 种 禅 各 有） 善、 
异 熟、 唯 作 （三 种）

【8】 而 称 为 十 五 种 禅 的 色 想 及 依 地 遍 等 称 为 九 种 （十 遍 中 
除 了 限 制 虚 空 遍） 所 缘 的 此 等 色 想 以 一 切 的 方 法 或 无 余 的 离 贪 及 灭 故 —— 
即 因 为 （此 等 色 想 的） 离 贪 及 因 为 灭 的 缘 故， 所 以 空 无 边 处 具 足 而 住。 若 不 
超 越 一 切 色 想， 那 空 无 边 处 具 足 而 住 是 不 可 能 的。 

关 于 此 （超 越 之） 意， 因 为 贪 于 所 缘 者 是 不 能 有 想 的 超 越， 若 超 越 了 想 
的 时 候 则 超 越 所 缘， 所 以 不 说 所 缘 的 超 越， 而 在 《分 别 论》

【9】 中 只 说 想 的 超 
越， 即： “此 中 什 么 是 色 想？ 于 色 界 定 入 定 者 的 （善 想）， 或 生 （色 界） 者 的 

                                                 
【5】D. II, 112; III, 262; M. II, 13; A. IV, 306. 《长 阿 含》 十 上 经 （大 正 一 · 五 六 的、 十 报 法 

经 （大 正 一 · 二 三 八 a）。 
【6】D. II, 111; III, 161; M. II, 12; A. IV, 306. 
【7】D. II, 110; III, 260; M. II, 13; A. IV, 306. 
【8】“善” 是 指 欲 界 的 人 从 修 定 而 入 色 界 禅 心。“异 熟” 是 指 过 去 世 修 习 色 界 禅 而 得 

报 为 现 在 生 于 色 界 诸 天 的 基 础 的 心。“ 唯 作” 是 指 脱 离 一 切 烦 恼 的 阿 罗 汉 而 得 
游 往 无 碍 现 法 乐 住 于 色 界 禅 心。 

【9】Vibh.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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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熟 想）， 或 现 法 乐 住 者 的 （唯 作） 想、 想 念、 已 想 念， 是 名 色 想。 因 为 这 
色 想 的 超 越 之 故， 所 以 说 ‘一 切 色 想 超 越 故’”。 因 为 此 等 （无 色） 定 是 由 
于 超 越 所 缘 而 得， 不 象 初 禅 等 （色 界 定） 可 在 同 一 所 缘 中 而 得， 所 以 亦 用 超 
越 所 缘 而 解 释 此 意。 

“灭 有 对 想” —— 由 于 眼 等 事 物 （感 官） 对 于 色 等 所 缘 而 生 想 为 有 对 
想。 与 色 想 等 是 同 义 语， 即 所 谓【10】

： “此 中 什 么 是 有 对 想？ 即 色 想， 声 想， 
香 想， 味 想， 触 想 —— 是 名 有 对 想”。 善 异 熟 的 （色 声 香 昧 触） 五 （有 对 想）
【11】 及 不 善 异 熟 的 五 （有 对 想） 的 此 等 一 切 十 有 对 想 的 灭、 舍 断、 不 起、 不 
存 续， 故 说 （灭 有 对 想）。 

可 是 此 等 有 对 想 在 入 于 初 禅 等 定 的 人 也 是 没 有 的 —— 因 为 在 入 定 之 时 
不 会 由 五 （根） 门 而 起 其 心 故。 [330] （为 什 么 只 在 这 里 说 灭 呢？） 然 而 这 正 
如 已 在 他 处 舍 断 的 苦 乐 却 在 第 四 禅 中 说 （舍 断）， 亦 如 有 身 见 等 （在 须 陀 洹 
道 即 已 舍 断） 却 在 第 三 道 （阿 那 含 道） 中 说 （舍 断）， 当 知 为 了 鼓 励 于 此 
（空 无 边 处） 禅 中 而 起 精 勤 以 及 由 于 赞 叹 此 禅， 故 于 此 （空 无 边 处 禅） 而 说 
此 等 之 语 （灭 有 对 想）。 或 者 说 虽 然 入 色 界 定 者 也 无 彼 等 有 对 想， 但 非 因 为 
舍 断 而 无 —— 因 为 色 界 的 修 习 是 不 生 起 离 色 贪 的， 而 是 色 及 有 对 想 维 持 关 
系 的； 然 而 这 空 无 边 处 定 的 修 习 是 由 于 离 色 贪 而 生 起 的， 所 以 可 说 彼 等 有 
对 想 在 此 空 无 边 处 定 是 舍 断 的， 不 但 只 可 以 说， 实 可 断 然 接 受。 因 为 在 此 
（空 无 边 处） 以 前 未 曾 舍 断 彼 等 （有 对 想）， 故 世 尊 说【12】

： “声 是 入 初 禅 定 
者 的 刺”。 此 空 无 边 处 业 已 舍 断 有 对 想， 故 说 入 无 色 定 者 不 动 及 寂 静 解 脱。 
如 阿 罗 罗 与 迦 罗 摩【13】 入 无 色 定 时， 有 五 百 辆 车 经 过 他 的 近 旁， 也 不 见 及 不 
闻 其 声。 

“种 种 想 不 作 意 故” —— 对 种 种 境 而 起 的 想， 或 种 种 的 想。 这 种 种 想 的 
意 义 在 《分 别 论》

【14】 中 作 这 样 的 分 别： “什 么 是 种 种 想？ 即 未 入 定 者 及 具 意 
界 者 或 具 意 识 界 者 的 想， 想 念， 已 想 念， 故 名 种 种 想”， 即 未 入 定 者 的 意 界 
—— 意 识 界 所 摄 的 想， 生 起 于 色 声 等 类 种 种 不 同 自 性 的 境 上 （故 名 种 种 
想）。 其 次 有 八 欲 界 善 想， 十 二 不 善 想， 十 一 欲 界 善 异 熟 想， 二 不 善 异 熟 
想， 十 一 欲 界 唯 作 想【15】

， 如 是 有 四 十 四 种 想， 其 种 种 自 性 互 相 不 同， 故 名 
种 种 想。 

种 种 想 皆 不 作 意 故 —— 不 念 虑 故、 不 思 考 故、 不 观 察 故 —— 即 是 说 不 念 

                                                 
【10】同 上。 
【11】善 异 熟 的 五 想， 即 与 善 异 熟 的 前 五 识 相 应 的 想， 善 异 熟 的 五 识 见 底 本 四 五 四 

页， 不 善 异 熟 的 五 识 见 底 本 四 五 六 页。 
【12】A. V, 135. 《中 阿 含》 八 四 · 无 刺 经 （大 正 一 · 五 六 一a）。 
【13】故 事 见D. II, 110, 参 考 《佛 般 泥 洹 经》 下 （大 正 一 · 二 六 八b）， 《大 般 涅 槃 经》 中 

（大 正 一 · 一 九 七c）。 
【14】Vibh. p261. 
【15】八 欲 界 善 想， 即 与 八 欲 界 善 心 相 应 的 想。 以 下 各 种 的 说 法 一 样， 八 欲 界 善 心， 见 

底 本 四 五 二 页 以 下。 十 二 不 善 心， 见 底 本 四 五 四 页。 十 一 欲 界 善 异 熟 心， 即 无 
因 的 三 心 （除 前 五 识） 及 有 因 的 八 心， 见 底 本 四 五 五 页。 二 不 善 异 熟 心 （除 前 五 
识）， 见 底 本 四 五 六 页。 十 一 欲 界 唯 作 心， 即 无 因 的 三 心 没 有 因 的 八 心， 见 底 本 
四 五 六 页。 

 197



    198        

虑、 不 思 考、 不 观 察 于 彼 等 （种 种 想） 故。 

因 此 （色 想、 有 对 想、 种 种 想） 中， 前 面 的 色 想 及 有 对 想， 由 于 空 无 边 
处 禅 所 生 的 （无 色） 有 中 便 不 存 在， 更 不 必 说 在 于 这 （无 色） 有 中 具 足 此 
（空 无 边 处） 禅 而 住 的 时 候 了。 因 超 越 及 灭 于 彼 等 （色 想 及 有 对 想）， 故 说 
彼 等 二 者 的 无 有。 [331] 其 次 于 种 种 想 中， 八 欲 界 善 想， 九 唯 作 想， 十 不 善 想
【16】 这 二 十 七 想 则 依 然 存 在 于 （空 无 边 处） 禅 所 生 的 （无 色） 有 中， 是 故 说 
“种 种 想 不 作 意 故”。 盖 具 此 禅 而 于 彼 （空 无 边） 处 住 者， 是 因 为 彼 等 （种 
种 想） 不 作 意 故 具 足 此 禅 而 住， 若 于 彼 等 （种 种 想） 作 意 者， 则 不 得 入 （空 
无 边 处） 定。 

（关 于 这 三 句 的） 简 而 说 之： 则 “超 越 色 想” 一 句 是 指 一 切 色 界 法 的 舍 
断 而 言， “灭 有 对 想， 不 作 意 种 种 想 故” 二 句 是 指 一 切 欲 界 的 心， 心 所 的 舍 
断 与 不 作 意 而 说 的。 

“虚 空 无 边” —— 因 不 知 这 虚 空 的 生 的 边 际 或 灭 的 边 际 故 “无 边”。 
“虚 空” 是 说 除 去 了 遍 （而 现） 的 虚 空。 当 知 此 处 的 无 边 亦 因 作 意 的 无 边。 
故 《分 别 论》

【17】 说： “他 于 那 虚 空 中， 置 心 专 注， 无 边 遍 满， 所 以 说 虚 空 无 
边”。 

“空 无 边 处 具 足 而 住” —— 在 此 句 中， 没 有 它 的 边 际 故 “无 边”。 虚 空 
的 无 有 边 际 为 虚 空 无 边， 而 虚 空 无 边 即 空 无 边。 即 此 空 无 边 是 它 的 相 应 法 
的 （空 无 边 处） 禅 的 住 处， 故 以 住 处 之 义 为 空 无 边 处， 犹 如 诸 天 的 住 处 为 天 
处。 

“具 足 而 住” —— 是 获 得 了 空 无 边 处 的 成 就， 以 适 合 于 空 无 边 处 定 的 威 
仪 住 而 注。 

这 是 详 论 空 无 边 处 业 处。 

      

（识 无 边 处 业 处 的 修 法） 欲 求 修 习 识 无 边 处 （业 处） 者， 曾 以 五 种 行 相 
于 空 无 边 处 定 修 习 自 在， 他 看 见 了 空 无 边 处 有 这 样 的 过 患： “此 （空 无 边 
处） 定 依 然 近 于 色 界 禅 之 敌， 不 及 识 无 边 处 的 寂 静”， 欲 求 离 去 空 无 边 处， 
于 识 无 边 处 的 寂 静 作 意， 便 对 那 遍 满 虚 空 而 起 的 识： “识、 识” 的 数 数 念 
虑， 作 意， 观 察 与 思 惟。 [332] 但 不 是 “无 边、 无 边” 这 样 的 作 意。 

他 这 样 的 运 用 其 心 于 那 （识） 相 之 中， 镇 伏 了 五 盖， 安 立 于 念， 以 近 行 
定 等 持 其 心。 他 对 于 彼 相 数 数 修 习 而 多 作。 当 他 如 是 行 的 时 候， 便 得 安 止 
他 的 识 无 边 处 心 于 那 遍 满 于 虚 空 的 识， 如 对 虚 空 而 安 止 空 无 边 处 心 相 似。 
至 于 安 止 的 方 法 如 于 空 无 边 处 所 说 的 同 样。 

因 此 而 说 这 （修 行 的） 人 为：
【18】 “超 越 一 切 空 无 边 处， （思 惟） ‘识 无 

                                                 
【16】九 唯 作 想， 即 子 十 一 欲 界 唯 作 心 中 除 去 最 初 的 二 无 因 唯 作 心 的 九 吃 作 心 相 应 的 

想， 见 底 本 四 五 七 页。 十 不 善 想， 即 于 十 二 不 善 心 中 除 去 与 瞋 相 应 的 二 心 的 十 
不 善 心 相 应 的 想， 见 底 本 四 五 四 页。 

【17】Vibh. p262. 
【18】D. II, 112; III, 262; M. II, 13; A. IV, 306. 《长 阿 含》 十 上 经 （大 正 一 · 五 六a）、 十 报 法 

经 （大 正 一 · 二 三 八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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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 识 无 边 处 具 足 而 住”。 

（释 识 无 边 处 业 处 的 圣 典 文 句） 此 中 “一 切” 已 如 前 述。 

“超 越 空 无 边 处” —— 此 句 如 前 面 （空 无 边 处） 所 说 的 方 法， 以 （空 无 
边 处） 禅 及 （空 无 边 处 的） 所 缘 为 空 无 边 处。 依 前 面 所 说 的 空 无 边 是 所 缘， 
因 为 它 是 初 无 色 禅 的 所 缘， 故 以 住 所 之 义 为 处， 象 诸 天 的 住 所 为 天 处， 故 
名 空 无 边 处， 又 空 无 边 是 （空 无 边 处） 禅 的 生 起 之 因， 则 以 产 生 之 处 的 意 义 
为 处， 故 名 空 无 边 处。 譬 如 剑 蒲 阇【19】 是 马 的 （产） 处 等 等。 如 是 由 于 他 不 起 
及 不 作 意 于 （空 无 边 处） 禅 与 所 缘， 故 得 超 越 于 二 者， （换 言 之） 即 他 具 足 
此 识 无 边 处 而 住， 是 故 把 此 （禅 与 所 缘） 二 者 作 为 一 起 而 说 “超 越 空 无 边 
处”。 

“识 无 边” —— 是 说 他 对 “虚 空 无 边” 如 是 遍 满 而 起 的 识， 而 这 样 “识 
无 边！ 识 无 边！” 的 作 意。 或 者 以 作 意 为 无 边。 因 以 虚 空 为 所 缘 的 识， 为 全 
部 的 作 意， 而 彼 比 丘 作 意 “（识） 无 边”。 

正 如 《分 别 论》
【20】 说： “识 无 边， 是 他 作 意 那 遍 满 虚 空 的 识 为 无 边 遍 

满， 所 以 说 识 无 边”， 这 句 中 的 “识” 字 是 用 作 对 格 的 意 义 解 释。 诸 义 疏 师 
对 于 此 义 作 这 样 的 解 释： “无 边 遍 满， 即 是 说 他 作 意 那 遍 满 虚 空 的 识”。 

“识 无 边 处 具 足 而 住” —— 此 句 中： [333] 没 有 他 的 边 际 故 为 无 边 际。 无 
边 际 即 无 边。 本 来 识 加 无 边 的 合 为 “识 的 无 边”， 但 现 在 说 “识 无 边”

【21】
， 

就 通 俗 的 用 法， 那 识 无 边 是 它 的 相 应 法 的 （识 无 边 处） 禅 的 住 处， 故 以 住 所 
之 义 为 识 无 边 处， 犹 如 诸 天 的 住 处 为 天 处。 余 者 如 前 所 说。 

这 是 详 论 识 无 边 业 处。 

      

（无 所 有 处 业 处 的 修 法） 欲 求 修 习 无 所 有 处 （业 处） 者， 曾 以 五 种 行 相 
于 识 无 边 处 定 修 习 自 在， 他 看 见 了 识 无 边 处 有 这 样 的 过 患： “此 （识 无 边 
处） 定 依 然 近 于 空 无 边 处 之 敌， 不 及 无 所 有 处 的 寂 静”， 欲 求 离 去 （识 无 边 
处）， 于 无 所 有 处 的 寂 静 作 意， 便 作 意 那 为 识 无 边 处 的 所 缘 的 空 无 边 处 的 
识 的 无， 空 及 远 离。 如 何 （作 意 呢）？ 即 不 作 意 于 识， 却 对 “无， 无”， 或 
“空， 空”， 或 “远 离， 远 离” 的 数 数 念 虑、 作 意、 观 察 与 思 惟。 

他 这 样 的 运 用 其 心 于 那 相 中， 镇 伏 了 五 盖， 安 立 于 念， 以 近 行 定 等 持 
其 心。 他 对 于 彼 相 数 数 修 习 而 多 作。 当 他 这 样 行 的 时 候， 便 得 安 止 他 的 无 
所 有 处 心 于 那 遍 满 于 虚 空 而 起 的 广 大 的 识 的 空、 远 离、 及 无 等 （所 缘）， 如 
对 遍 满 虚 空 的 广 大 的 识 而 安 止 识 无 边 处 （心） 相 似。 

至 于 安 止 的 方 法 当 知 已 如 前 说。 但 这 些 是 它 的 差 别： 当 他 的 安 止 心 生 
起 之 时， 譬 如 一 人， 看 见 了 为 些 事 情 而 集 会 于 园 堂 等 处 的 比 丘 众， 便 到 别 
的 地 方 去， 在 比 丘 们 终 结 了 集 会 之 事 离 座 而 去 之 后， 此 人 又 来 （园 堂 处）， 
站 在 门 口， 再 看 那 集 会 之 处， 只 见 空， 只 见 （人 已） 离 去， 此 时 他 并 不 这 样 

                                                 
【19】“剑 蒲 阇” (Kambojā)。 
【20】Vibh. 262. 
【21】Viññāṇaṁ （识） ānañcaṁ （无 边 的） 合 为 Viññāṇānañcaṁ, 今 就 通 俗 说 为 Viññāṇañca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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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那 些 比 丘 都 已 命 终 或 去 诸 方 了”， [334] 但 见 此 处 空、 离 去、 及 无 有。 
同 样 的， 这 比 丘 以 前 是 用 识 无 边 处 的 禅 眼 而 见 依 虚 空 而 起 的 识 而 住， 后 来 
由 于 “无、 无” 等 的 遍 作 （准 备） 的 作 意 而 消 除 那 识 的 时 候， 则 他 见 被 称 为 
（识 的） 离 去 的 无 而 住。 

因 此 而 说 这 （修 行 的） 人 为【22】
： “超 越 一 切 识 无 边 处， （思 惟） ‘无 所 

有’， 无 所 有 处 具 足 而 住”。 

（释 无 所 有 处 业 处 的 圣 典 文 句） 此 中 “一 切” 如 前 所 述。 

“识 无 边 处” —— 此 句 亦 以 前 述 的 方 法， 以 （识 无 边 处） 禅 及 所 缘 为 识 
无 边 空 处。 依 前 面 所 说 的 识 无 边 是 所 缘， 因 为 它 是 第 二 无 色 禅 的 所 缘， 故 
以 住 处 之 义 为 处 而 名 识 无 边 处， 如 诸 天 的 住 处 为 天 处， 又 识 无 边 是 （识 无 
边 处） 禅 的 生 起 之 因， 则 以 产 生 之 处 的 意 义 为 处、 故 名 识 无 边 处， 如 说 剑 浦 
阇 是 马 的 （产） 处 等 等。 如 是 由 于 他 不 起 及 不 作 意 于 （识 无 边 处） 禅 及 所 
缘， 故 得 “超 越” 于 二 者， （换 言 之） 即 他 具 足 此 无 所 有 处 而 住， 是 故 把 此 
（禅 与 所 缘） 两 者 作 为 一 起 而 说 “超 越 识 无 边 处”。 

“无 所 有” —— 是 说 他 “无！ 无”！ “空！ 空”！ “远 离！ 远 离”！ 这 样 的 
作 意。 正 如 《分 别 论》

【23】 所 说： “无 所 有， 是 令 那 （空 无 边 处） 识 的 无 有， 
令 成 非 有， 令 其 消 灭， 见 无 所 有， 故 名 无 所 有”。 虽 然 似 乎 是 说 灭 尽 识 的 思 
惟， 但 此 义 是 这 样 的： 即 不 念 虑 不 作 意 不 观 察 那 （空 无 边 处 的） 识， 单 是 作 
意 那 （识 的） 无 的 自 性、 空 的 自 性 及 远 离 的 自 性， 而 说 为 无 有、 非 有 及 消 
灭， 实 无 他 义。 

（无 所 有 处 具 足 而 住） 在 此 句 中， 没 有 任 何 东 西 故 无 所 有， 是 说 连 一 点 
残 余 也 没 有。 无 任 何 的 有 为 无 所 有， 和 离 去 空 无 边 处 的 识 是 一 同 义 语。 [335] 
那 无 所 有 是 （无 所 有 处） 禅 的 住 处， 故 以 住 处 之 义 为 空 无 边 处， 如 诸 天 的 住 
处 为 天 处。 余 者 如 前 述。 

这 是 详 论 无 所 有 业 处。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业 处 的 修 法） 欲 求 修 习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业 处） 者， 曾 以 
五 种 行 相 于 无 所 有 处 定 修 习 自 在， 他 以 为： “此 （无 所 有 处） 定 依 然 近 于 识 
无 边 处 之 敌， 不 及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的 寂 静”， 或 者 以 为 “想 是 病， 想 是 疖， 想 
是 箭【24】

， 而 此 非 想 非 非 想 是 寂 静， 是 胜 妙”， 他 看 见 无 所 有 处 有 这 样 的 过 
患 并 见 上 面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的 功 德， 欲 求 离 去 无 所 有 处， 于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寂 静 作 意， 便 对 以 无 （所 有） 为 所 缘 而 起 的 无 所 有 处 定 “寂 静， 寂 静” 的 数 
数 念 虑、 作 意、 观 察 与 思 惟。  

他 这 样 的 数 数 用 意 于 那 （无 所 有 处 定 的） 相 中， 镇 伏 了 五 盖， 安 立 于 
念， 以 近 行 定 等 持 其 心， 他 于 此 相 数 数 修 习 多 作。 当 他 如 是 行 时， 便 得 安 止 

                                                 
【22】D. II, 112; III, 262; M. II, 13; A. IV, 306. 《长 冈 台》 十 上 经 （大 正 一 · 五 六a）、 十 报 法 

经 （大 工 一 · 二 三 八a）。 
【23】Vibh. 262. 
【24】cf. M. I, 435ff; A. IV, 422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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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的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心 于 那 称 为 四 蕴 的 无 所 有 处 定， 如 对 识 的 离 去 而 安 止 无 
所 有 处 心 相 似。 至 于 安 止 的 方 法 当 知 已 如 前 说。 

因 此 而 说 这 （修 行 的） 人 为【25】
： “超 越 无 所 有 处，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具 足 而 

住”。 

（释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业 处 的 圣 典 文 句） 此 中 “一 切” 已 如 前 述。 

“超 越 无 所 有 处” —— 此 句 依 前 述 之 法， 以 （无 所 有 处） 禅 及 所 缘 为 无 
所 有 处。 依 前 面 所 说 的 无 所 有 是 所 缘， 因 为 它 是 第 三 无 色 禅 的 所 缘， 故 以 
住 处 之 义 为 处， 名 为 无 所 有 处， 象 诸 天 的 住 处 为 天 处； 又 无 所 有 是 （无 所 有 
处） 禅 的 生 起 之 因， 则 以 产 生 的 意 义 为 处， 故 名 无 所 有 处， 如 说 剑 蒲 阇 是 马 
的 （产） 处 等 等。 [336] 如 是 由 于 他 不 起 及 不 作 意 于 此 （无 所 有 处） 禅 及 所 
缘， 故 得 “超 越” 于 二 者， （换 言 之） 即 他 具 足 此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而 住， 是 故 
把 此 （禅 与 所 缘） 两 者 作 为 一 起 而 说 “超 越 无 所 有 处”。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一 语， 称 此 禅 为 非 想 非 非 想， 是 因 为 实 有 那 样 的 想 的 
存 在 之 故。 为 了 先 示 那 行 道 者 的 想， 《分 别 论》

【26】 提 示 为 “非 想 非 非 想 的 
人”， 并 说 “他 对 那 无 所 有 处 寂 静 作 意， 及 修 习 残 余 的 行 定， 所 以 说 为 非 想 
非 非 想 的 人”。 

前 面 引 文 中 的 “寂 静 作 意”， 是 （作 意） 这 （无 所 有 处） 定 实 为 寂 静； 
即 以 无 所 有 为 所 缘 而 安 立， 因 有 这 样 寂 静 的 所 缘， 故 作 意 那 （无 所 有 处） 为 
寂 静。 如 果 作 意 为 寂 静， 怎 么 能 够 超 越 它 呢？ 因 为 他 不 欲 再 入 定 故。 即 他 虽 
然 作 意 那 （无 所 有 处） 为 寂 静， 但 他 没 有 “我 要 于 此 （无 所 有 定） 转 向， 我 
要 入 定， 我 要 在 定， 我 要 出 定， 我 要 观 察” 等 的 思 惟、 念 虑 及 作 意。 何 以 
故？ 因 为 非 想 非 非 想 比 较 无 所 有 处， 更 寂 静 更 胜 妙 之 故。 

譬 如 一 大 威 势 的 国 王， 乘 大 象 之 背 而 巡 行 于 都 城 中 的 街 道 上， 看 见 雕 
刻 象 牙 等 的 技 工， 紫 着 一 衣， 另 以 一 布 缠 于 头 上， 四 肢 沾 满 象 牙 的 粉， 制 造 
各 种 象 牙 等 的 工 艺 品， 并 对 他 们 的 技 艺 感 觉 满 意 地 说： “诸 位 呀！ 此 等 技 师 
能 制 造 这 样 的 工 艺 品， 多 么 技 巧 啊”！ 但 他 不 会 这 样 想： “啊！ 如 果 我 成 为 
这 样 的 技 工， 我 将 放 弃 我 的 王 位”。 何 以 故？ 因 为 光 辉 的 王 位 有 更 大 的 功 德 
之 故。 同 样 的， 此 瑜 伽 者 虽 对 这 （无 所 有 处） 定 而 作 意 为 寂 静， 但 他 不 会 这 
样 的 思 惟、 念 虑 与 作 意： “我 要 于 此 定 转 向 入 定， 在 定， 出 定 及 我 要 观 察” 
等。 

如 前 面 所 述 的 瑜 伽 者， 因 对 无 所 有 处 定 作 意 为 寂 静， [337] 得 达 那 最 细 
妙 的 安 止 定 的 想 （即 非 想 非 非 想）， 即 以 那 样 的 想 而 名 为 非 想 非 非 想 者， 并 
称 他 为 修 习 残 余 的 行 定。 “残 余 的 行 定” 便 是 到 达 究 竟 细 微 的 状 态 的 行 的 
第 四 无 色 定。 

现 在 为 示 到 达 了 这 样 的 想 而 称 为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的 意 义 说【27】
：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是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入 定 者 的 （善 的 心、 心 所 法）， 或 生 者 的 （异 熟 的 
                                                 
【25】D. II, 112; III, 262; M. II, 13; A. IV, 306. 《长 阿 含》 十 上 经 （大 正 一 · 五 六a）、 十 报 法 

经 （大 正 一 · 二 三 八a）。 
【26】Vibh. 263. 
【27】Vibh.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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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心 所 法）， 或 现 法 乐 住 者 的 （唯 作 的） 心、 心 所 法”。 在 这 里， 是 指 （入 
定 者、 生 者、 现 法 乐 住 者） 三 者 之 中 的 入 定 者 的 心、 心 所 法 的 意 义。 

次 说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的） 语 义： 因 为 没 有 粗 的 想 而 有 细 妙 的 想， 故 不 是 
与 其 他 的 相 应 之 法 共 的 禅 的 想 亦 非 无 想， 故 言 “非 想 非 非 想”； 而 非 想 非 非 
想 是 属 于 意 处 及 法 处 的 处， 故 名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或 者 此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的） 想 不 能 有 利 想 的 作 用 故 “非 想”， 因 有 残 余 的 诸 行 的 细 妙 的 状 态 的 存 在 
故 “非 非 想”， 是 名 “非 想 非 非 想”。 非 想 非 非 想 是 那 其 余 诸 法 的 住 处 之 义 
而 为 “处”， 故 名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不 仅 这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的） 想 是 这 样 
的， 但 那 受 亦 为 非 受 非 非 受， 心 亦 为 非 心 非 非 心， 而 触 亦 为 非 触 非 非 触， 当 
知 那 说 法 是 由 想 而 代 表 其 余 的 诸 相 应 法 的。 

这 个 意 思 可 以 用 涂 钵 的 油 等 的 譬 喻 来 辨 明： 据 说 一 位 沙 弥 用 油 涂 了 钵 
而 放 在 那 里， 到 了 饮 粥 的 时 候， 长 老 对 那 沙 弥 说： “拿 钵 来”！ 他 说： “钵 
内 有 油， 尊 师”。 “那 么， 沙 弥， 拿 油 来， 把 它 倒 在 油 筒 里 面 去”。 沙 弥 说： 
“可 是 没 有 油， 尊 师”。 在 这 个 譬 喻， 因 为 钵 中 涂 着 油 不 适 用 于 盛 粥 之 义 故 
说 “有 油”， 然 而 又 没 有 油 可 以 倒 入 油 筒 故 说 “无 油”， 如 是 而 此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之） 想 不 能 有 利 想 的 作 用 故 “非 想”， 因 有 残 余 的 诸 行 的 细 妙 状 态 的 
存 在 故 “非 非 想”。 [338] 

然 而 什 么 是 想 的 作 用？ 即 想 念 所 缘 及 （其 所 缘） 成 为 观 境 之 后 （而 对 那 
境） 生 起 厌 离。 譬 如 温 水 中 的 火 界 （热） 不 能 行 燃 烧 的 作 用， 而 此 （非 想 非 
非 想） 不 能 行 敏 捷 的 想 念 作 用， 此 想 亦 不 能 如 在 其 他 诸 定， 对 那 成 为 观 境 
之 后 （的 境） 生 起 厌 离。 事 实 若 对 其 余， （色 受 等） 诸 蕴 不 作 思 惟 的 比 丘， 
对 此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蕴 既 思 惟 而 又 厌 离 是 不 可 能 的。 但 尊 者 舍 利 弗 可 以 那 样 
做， 或 者 与 生 俱 来 而 有 观 及 有 大 慧 如 舍 利 弗 的 人 则 有 可 能； 然 而 他 （舍 利 
弗） 也 是 用【28】 “如 是 此 等 诸 法 实 非 有 而 后 生， 生 已 而 后 灭” 这 样 的 总 体 思 
惟 才 可 能 这 样 做， 并 非 依 各 别 法 观 而 生 的。 这 是 此 定 细 妙 的 状 态。 

此 义 正 如 涂 钵 的 油 的 譬 如， 可 用 道 路 的 水 的 譬 喻 来 辨 明： 据 说 一 位 行 
路 而 走 在 长 老 前 面 的 沙 弥， 看 见 少 许 的 水 说 道： “有 水！ 尊 师， 脱 掉 你 的 鞋 
子 吧”。 长 老 说： “有 水 吗？ 那 未， 拿 我 的 浴 衣 来， 我 要 沐 浴”。 沙 弥 却 说： 
“没 有 水， 尊 师”。 在 这 个 譬 喻 中， 是 仅 足 以 湿 鞋 之 义 为 “有 水”， 然 不 能 
作 为 沐 裕 之 用 故 言 “无 水”。 如 是 它 （非 想 非 非 想） 不 能 行 敏 捷 之 想 的 作 用 
故 名 “非 想”， 因 有 残 余 的 诸 行 的 细 妙 的 状 态 的 存 在 故 为 “非 非 想”。 

不 但 可 用 此 等 譬 喻， 亦 可 应 用 其 他 的 适 当 的 譬 喻 来 辨 明 此 义。 

“具 足 而 住” 已 如 前 述。 

这 是 详 论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业 处。 

 

无 等 伦 的 主 （世 尊）， 

已 说 四 种 的 无 色， 

既 然 知 道 了 那 些， 

                                                 
【28】M. III,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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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当 认 识 其 杂 论。 

由 于 超 越 所 缘 而 成 无 色 定 的 四 种， 

然 而 慧 者 却 不 希 望 超 越 此 等 定 的 支。 

（超 越 所 缘） 此 四 无 色 定 中， 因 色 相 的 超 越 而 成 初 （无 色 定）， 因 虚 空 
的 超 越 而 成 第 二 （无 色 定）， 因 超 越 于 虚 空 而 起 的 识 而 成 第 三 （无 色 定）， 
因 超 越 于 虚 空 而 起 的 识 的 除 去 故 成 第 四 （无 色 定）。 如 是 当 知 因 为 超 越 一 
切 的 所 缘， 故 成 为 此 等 四 种 无 色 定。 [339] 

（后 后 更 胜 妙 于 前 前） 其 次 关 于 贤 者 并 不 希 望 超 越 此 等 定 的 支。 即 不 
象 于 色 界 定， 而 于 此 等 （无 色 界 定） 没 有 支 的 超 越， 因 于 此 等 （无 色 界 定） 
都 只 有 舍 与 心 一 境 性 的 二 禅 支。 虽 然 如 此： 

但 各 各 较 后 的 更 胜 妙， 

须 知 层 楼 衣 服 的 譬 喻。 

即 譬 如 有 四 层 的 大 搂， 在 最 下 层 虽 可 得 有 天 的 歌 舞、 音 乐、 芳 香、 花 
　、 饮 食、 卧 具、 衣 服 等 胜 妙 的 五 种 欲 （色 声 香 味 触）， 但 在 第 二 层 （的 五 
欲） 可 得 较 胜 于 下 层， 第 三 层 更 胜， 第 四 层 可 得 一 切 最 胜 妙。 虽 然 这 四 层 大 
楼， 依 层 楼 是 没 有 什 么 差 别， 但 依 五 种 欲 的 成 就 而 言 差 别， 即 愈 上 层 而 次 
第 比 较 下 层 为 愈 加 胜 妙。 

又 譬 如 由 一 位 妇 人 纺 的 粗 的、 软 的、 更 软 的 及 最 软 的 丝 而 制 成 四 斤、 
三 斤、 二 斤、 一 斤 的 四 种 衣 服， 其 长 度 与 宽 度 都 是 相 同 的。 虽 然 就 那 四 种 衣 
服 的 相 等 的 长 度 和 宽 度 说， 是 没 有 什 么 差 别， 但 根 据 其 触 肌 的 舒 服， 细 软 
的 状 态 及 高 贵 的 价 值， 则 愈 后 者 次 第 的 比 较 前 者 愈 为 胜 妙。 

如 是 虽 然 这 四 无 色 定 中 都 只 有 舍 与 心 一 境 性 的 二 支， 但 依 照 其 修 习 的 
差 别 则 彼 等 （四 无 色 定） 的 支 成 为 一 层 胜 一 层， 故 知 后 后 次 第 而 较 为 胜 妙。 

此 等 （四 无 色 定） 有 这 样 次 第 的 比 较 胜 妙： 

一 人 紧 握 不 净 的 草 蓬， 

另 外 一 人 靠 着 他 而 立， 

一 人 不 以 靠 近 而 在 外， 

另 一 人 又 靠 着 他 而 立。 

正 如 这 样 的 四 个 人， 

慧 者 当 知 四 （无 色 定） 的 次 第。 

关 于 此 颂 的 意 义 如 次： 在 一 个 不 净 的 地 方 有 一 座 小 草 蓬。 有 一 个 人 来 
到 此 地， 厌 嫌 那 里 的 不 净， 以 两 手 搭 挂 于 草 蓬， 好 象 贴 紧 在 那 里 而 立。 此 时 
另 有 一 人 来， 靠 着 那 贴 紧 于 小 草 蓬 的 人 而 立。 又 一 人 来 想 道： “那 贴 紧 草 蓬 
的 人， 这 靠 近 他 的 人， 两 者 所 站 之 处 都 很 坏， 诚 然 草 蓬 倒 时 则 他 们 亦 倒， 我 
现 在 站 在 外 面”。 [340] 于 是 他 便 不 靠 近 那 前 人 所 靠 之 处 而 站 在 外 面。 另 有 
一 人 来 想 道： “那 贴 紧 草 蓬 的 人 及 靠 近 他 的 人， 两 者 都 不 安 全， 那 站 在 外 面 
的 人 很 好”， 他 便 靠 近 那 人 而 立。 

在 前 面 的 譬 喻 中： 当 知 那 除 去 了 遍 的 虚 空， 如 在 不 净 之 处 的 小 草 蓬。 
因 厌 恶 色 相 而 以 虚 空 为 所 缘 的 空 无 边 处， 如 厌 恶 不 净 而 贴 紧 草 蓬 的 人。 依 
那 以 虚 空 为 所 缘 的 空 无 边 处 而 起 的 识 无 边 处， 如 那 依 靠 贴 紧 草 蓬 的 人 而 立 
的 人。 不 以 空 无 边 处 为 所 缘， 却 以 那 （空 无 边 处 的 识 的） 无 为 所 缘 的 无 所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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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如 思 念 那 两 人 的 不 安 全 而 不 靠 近 贴 紧 草 蓬 的 人 而 站 在 外 面 的 人。 在 称 
为 识 的 无 的 外 部 而 立 的 无 所 有 处 而 起 的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如 思 念 那 贴 紧 小 草 
蓬 的 及 靠 近 他 而 立 的 不 安 全， 并 思 那 站 在 外 面 的 为 好 的 站 处 而 靠 近 他 而 立 
的 人。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以 无 所 有 处 为 所 缘 的 理 由） 然 有 这 样 的 意 思： 

这 （非 想 非 非 想） 以 那 （无 所 有 处） 为 所 缘， 

因 为 没 有 其 他 （所 缘） 的 缘 故。 

譬 如 人 民 虽 见 国 王 的 过 恶， 

但 为 了 生 活 也 只 得 来 用 他。 

即 此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用 那 无 所 有 处 为 它 的 所 缘， 虽 然 知 道 那 （无 所 有） 定 有 
着 近 于 识 无 边 处 之 敌 的 这 样 的 过 患， 但 因 为 没 有 别 的 所 缘 之 故。 这 好 象 什 
么？ 譬 如 人 民 虽 然 知 道 国 王 的 过 恶， 但 为 了 他 们 的 生 活 亦 得 用 他 为 王。 即 
譬 如 一 位 具 身 语 意 的 粗 恶 的 行 为 而 支 配 着 全 国 的 暴 君， 人 民 虽 然 知 道 他 的 
粗 恶 的 行 为， 但 不 能 干 他 处 获 得 生 活， 故 为 生 活 只 得 依 靠 他。 同 样 的， 这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虽 见 那 （无 所 有 处 的） 过 失， 但 不 得 其 他 适 当 的 所 缘， 故 以 无 
所 有 处 为 他 的 所 缘。 

同 时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也 是 这 样 的： 

譬 如 登 长 梯 者 而 握 该 梯 的 横 木， 

又 如 登 山 顶 者 紧 望 该 山 的 山 峰， 

更 如 攀 石 山 者 靠 着 他 自 己 的 足 膝， 

此 人 则 依 这 （无 所 有 处） 禅 而 生 起。 

为 诸 善 人 所 喜 悦 而 造 的 清 净 道 论， 在 论 定 的 修 习 中 完 成 了 第 十 
品， 定 名 为 无 色 的 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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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41] 今 在 无 色 之 后， 再 来 解 释 前 面 所 提 示 的 “一 想”
【2】 的 食 厌 想【3】 的 修 习。 

（食 厌 想 的 语 义） 这 里 的 “食” 是 取 来 的 意 思。 有 段 食、 触 食、 意 思 
食、 识 食 的 四 种【4】

。 然 而 这 四 种 中， 是 谁 取 来 什 么？ 即 ㈠ 段 食 取 来 以 滋 养 素 
为 第 八 的 八 种 元 素【5】

， ㈡ 触 食 取 来 （苦 乐 舍 的） 三 受， ㈢ 意 思 食 取 来 于 
（欲、 色、 无 色 的） 三 有 中 结 生， ㈣ 识 食 取 来 于 结 生 刹 那 的 名 色。 

在 此 四 食 中， 段 食 有 贪 求 的 怖 畏， 触 食 有 接 触 （所 缘） 的 怖 畏， 意 思 食 
有 （诸 有 的） 生 的 怖 畏， 识 食 有 结 生 的 怖 畏， 关 于 它 们 的 怖 畏， 以 （自 己） 
儿 子 的 肉 的 譬 喻【6】 而 说 明 段 食， 以 坏 皮 肤 的 牛 的 譬 喻【7】 而 说 明 触 食， 以 火 
坑 的 譬 喻【8】 说 明 意 思 食， 以 剑 戟 的 譬 喻【9】 而 说 明 识 食。 

在 此 等 四 食 之 中， 只 是 吃 的、 饮 的、 咬 的、 尝 的 等 类 的 段 食 是 这 里 的 食 
的 意 义。 由 于 对 此 食 而 取 厌 恶 的 态 度 所 起 的 想 为 “食 厌 想”。 

（食 厌 想 的 修 法） 欲 求 修 习 食 厌 想 的 人， （向 阿 阇 黎） 习 取 了 业 处 之 
后， 当 对 所 学 一 句 也 不 忘 失， 独 居 静 处， [342] 对 那 吃 的、 饮 的、 咬 的、 尝 的 
等 类 的 段 食， 以 十 种 行 相【10】 而 作 厌 恶 的 观 察。 即 ㈠ 以 行 乞， ㈡ 以 遍 求， ㈢ 
以 受 用， ㈣ 以 分 泌， ㈤ 以 贮 藏 处， ㈥ 以 未 消 化， ㈦ 以 消 化， ㈧ 以 果， ㈨ 以 排 
泄， ㈩ 以 涂【11】 于 此 等 中。 

㈠ “以 行 乞” 是 在 这 有 大 威 力 的 佛 教 中 出 家 的 人， 终 夜 读 诵 佛 语， 或 行 
沙 门 法， 早 晨 起 床 之 后， 做 过 了 塔 园 及 菩 提 树 园 的 义 务 （扫 除）， 叫 人 准 备 
好 饮 水 及 沐 浴 的 用 水， 洒 扫 僧 房， 调 整 身 体， 登 上 禅 座， 思 惟 业 处 二 三 十 
回， 起 来 之 后， 拿 了 衣 钵， 舍 离 了 无 人 愦 闹 而 有 远 离 之 乐 具 备 树 荫 和 水 的 
清 净 清 凉 的 地 域 的 苦 行 之 林， 不 观 其 圣 远 离 之 乐， 为 了 获 得 饮 食 而 行 向 村 
落， 犹 如 豺 之 趋 向 于 弃 尸 的 坟 墓 相 似。 象 这 样 的 行 乞 者， 自 从 下 床 或 下 椅 
之 后， 即 踏 上 散 满 从 足 落 下 的 尘 及 家 蜥 蜴 的 粪 等 的 敷 地 的 东 西。 此 后 则 须 
见 屋 前 面 有 时 为 老 鼠 及 蝙 蝠 的 粪 等 所 沾 污 之 故 而 比 内 室 更 厌 恶。 而 后 又 须 
见 楼 上 有 时 为 鸺 鹠 及 鸠 的 粪【12】 等 所 涂 之 故 而 比 楼 下 更 厌 恶。 而 后 又 得 见 各 
                                                 
【1】 食 厌 想 (āhārepaṭikūlasañña), 《解 脱 过 论》：  “不 耐 食 想”。 
【2】 底 本 一 一 一 页。 
【3】 cf. A.IV, 46f; D.III, 289, 291. 
【4】 D.III, 228, 276; M.I, 48; S.II, 11; A.V, 52. 
【5】  滋  养  素  第  八  (ojaṭṭhamaka), 这  八  法  名  为  纯  八  法  (suddhaṭṭhamaka) 或  八  法  聚 

(aṭṭhadhammakalāpa), 即 地、 水、 火、 风、 色、 香、 味、 滋 养 素， 而 滋 养 素 为 第 八。 
【6】 子 肉 喻 (Puttamaṁsūpama) S.II, 98. 《杂 阿 含》 三 七 三 经 （大 正 二 · 一 ○ 二 b）。 
【7】 坏 皮 牛 喻 (Niccammagāvūpama) S.II, 99. 《杂 呵 含》 三 七 三 经 （大 正 二 · 一 ○ 二 c）。 
【8】 火 坑 喻 (Aṅgārakāsūpama) S.II, 99. 《杂 阿 含》 三 七 三 经 （大 正 二 · 一 ○ 二 c）。 
【9】 剑 戟 喻 (Sattisūlūpama) S.I, 128; M.I, 130, 364 f. （日 注： S.II, p.100） 《杂 阿 含》 三 七 三 

经 （人 正 二 · 一 ○ 二 c）。 
【10】十 行 相， 《解 脱 道 论》 以 五 行 相： 一 以 经 营， 二 以 散 用， 三 以 处， 四 以 流， 五 以 

聚。 
【11】以 涂 (sammakkhanato), 底 本 sammakkha nato 分 开 误。 
【12】粪 (vacca) 底 本 pacca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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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 房 （的 庭 院） 时 时 由 风 而 吹 来 的 落 叶 及 枯 草， 由 于 有 病 的 沙 弥 的 大 小 便， 
及 因 为 雨 季 时 候 的 泥 水 所 污， 比 较 楼 下 更 厌 恶。 又 见 精 舍 外 的 道 路 比 僧 房 
（的 庭 院） 更 厌 恶。 他 次 第 的 礼 拜 了 菩 提 树 及 塔 庙 之 后， 站 在 那 里 思 惟 （今 
天 到 何 处 去 行 乞）， 便 不 注 意 了 那 象 真 珠 所 积 集 的 塔 庙， 象 一 束 孔 雀 的 尾 
羽 一 样 美 丽 的 菩 提 树 以 及 具 有 天 宫 的 庄 严 的 住 所， 为 了 获 得 饮 食， 他 必 须 
去 行 乞， 把 这 样 喜 乐 之 处 留 在 背 后， 自 精 舍 出 来 之 后， 他 步 行 于 村 落 的 路 
上， 必 须 见 诸 树 桩 与 荆 棘 之 道 及 为 大 水 冲 坏 了 的 不 平 之 道。 那 时 他 穿 了 内 
衣 如 包 疖 相 似， 捆 了 腰 带 如 扎 绷 带 相 似， 缠 了 外 衣 如 包 骸 骨 相 似， 取 出 钵 
来 如 拿 出 药 罐 相 似。 [343] 他 到 达 了 村 口 之 时， 又 要 见 象 尸、 马 尸、 黄 牛 尸、 
水 牛 尸、 人 的 尸、 蛇 的 尸 及 狗 尸 等。 不 但 要 看， 那 些 坏 尸 的 臭 气 扑 鼻， 亦 得 
忍 受。 此 后 站 在 村 门 口 时， 为 了 避 免 恶 象 及 恶 马 等 的 危 险， 又 要 眺 望 村 内 
的 道 路。 上 面 所 说 始 于 敷 地 的 东 西 而 至 于 各 种 臭 尸 等 的 厌 恶 的 事 物， 为 了 
饮 食 他 必 须 踏、 必 须 看、 必 须 嗅。 他 必 须 这 样 依 行 乞 而 观 察 （食 的） 厌 恶： 
“喂！ 多 么 可 厌 的 食 啊”！ 

㈡ 如 何 “以 遍 求” 而 观 察？ 既 然 这 样 的 忍 受 行 乞 的 厌 恶， 他 进 入 了 村 
落， 缠 着 僧 伽 梨 衣 （袈 裟）， 必 须 步 行 于 村 落 的 道 路， 象 普 通 的 乞 丐 一 样 的 
用 手 拿 着 钵 一 家 一 家 的 次 第 乞 食。 如 果 在 村 中 碰 到 下 雨 的 时 候， 他 必 须 置 
足 于 泥 泞， 其 所 蹈 之 处， 往 往 至 于 胫 肉 之 上； 此 时 他 必 须 以 一 手 拿 钵， 而 以 
另 一 手 提 其 衣 襟。 如 果 炎 热 之 时， 他 必 须 以 满 身 带 着 由 狂 风 吹 起 的 尘 埃 和 
草 末 而 行。 既 至 各 家 的 门 前， 他 必 须 看 见 或 涉 过 那 满 是 蛆 虫 苍 蝇 而 混 杂 着 
洗 鱼、 洗 肉、 洗 米 的 水 及 唾 涕 与 犬 豕 的 粪 等 的 污 秽 池 塘 及 泥 沼。 有 时 从 那 
里 起 飞 的 苍 蝇， 停 歇 于 他 的 僧 伽 梨 衣 和 钵 及 头 上。 比 丘 进 入 人 家 乞 食 时， 
有 的 人 给 他， 有 的 人 不 给 他。 给 他 的 时 候， 又 有 的 人 把 昨 天 所 煮 的 饭、 旧 的 
糖 饼 及 坏 了 的 乳 酥 莱 蔬 等 给 他； 不 给 他 的 时 候， 有 的 人 说： “希 望 别 一 家， 
尊 师”； 有 的 人 则 粗 恶 地 说： “滚 出 去， 秃 头”！ 他 这 样 象 乞 丐 一 样 的 行 于 
村 落 中 乞 食 之 后， 又 必 须 回 来。 如 是 从 进 入 村 落 以 至 归 来， 为 了 获 得 饮 食， 
对 于 泥 水 等 的 厌 恶 事 物， 他 必 须 踏 过， 必 须 看， 必 须 忍 受。 所 以 他 必 须 这 样 
的 依 遍 求 而 观 察 食 的 厌 恶。 “喂！ 多 么 可 厌 的 食 啊！” [344] 

㈢ 如 何 “以 受 用” 而 观 察？ 这 样 遍 求 了 食 物 的 比 丘， 在 村 外 的 一 个 适 意 
的 地 方 安 坐 下 来 之 后， 在 他 未 曾 伸 手 入 钵 取 饭 之 时， 若 看 见 有 尊 敬 的 比 丘 
或 知 耻 的 人， 亦 得 招 待 他 们 吃， 如 果 已 伸 手 入 钵 欲 取 食 时， 则 又 耻 于 对 那 
人 说： “请 你 吃 吧”！ 当 他 伸 手 捏 拌 饭 食 时， 往 往 出 汗 而 从 五 指 流 下 把 干 硬 
的 食 物 而 湿 润 为 柔 软。 等 到 由 捏 拌 而 失 去 了 原 来 的 美 净 而 作 成 一 团 放 入 口 
里 之 时， 又 得 以 下 面 的 牙 齿 作 臼 用， 以 上 面 的 牙 齿 作 杵 用， 以 舌 头 作 手 用。 
放 进 了 口 里 的 食 物， 好 象 放 在 大 盂 中 的 犬 食， 以 齿 杵 捣 过 了， 又 以 舌 头 去 
拌 转， 混 以 舌 尖 上 的 清 淡 的 唾 水， 并 混 以 舌 中 所 出 浓 唾 及 杨 枝 所 不 及 擦 去 
的 齿 垢。 到 了 这 一 刹 那， 那 嚼 碎 及 混 杂 而 失 去 了 色 香 之 美 的 食 物， 实 已 到 
达 了 最 厌 恶 的 状 态， 正 如 狗 子 吐 泻 在 狗 盂 中 的 东 西 相 似。 象 这 样 的 状 态， 
因 眼 睛 没 有 看 见， 所 以 吞 下 去 了。 应 依 这 样 的 受 用 而 观 食 的 厌 恶。 

㈣ 如 何 “以 分 泌” 观 察？ 这 样 把 食 物 吃 进 体 内 之 后， 便 成 为 非 常 的 厌 恶 
了， 因 为 佛、 辟 支 佛、 及 转 轮 王 只 有 在 胆 汁、 痰、 脓、 血 的 四 种 分 泌 中 的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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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一 种 分 泌， 而 其 他 福 薄 的 人 则 有 四 种 分 泌， 所 以 如 果 胆 汁 多 的 人， 则 他 
吃 下 的 食 物 好 象 混 杂 了 浓 厚 的 蜜 树 油【13】 一 样 的 极 其 厌 恶， 如 果 痰 多 的 人， 
则 他 的 所 食 之 物 好 象 混 杂 了 那 伽 婆 罗【14】 的 叶 汁， 如 果 脓 多 的 人， 则 他 的 所 
食 之 物 好 象 混 杂 了 腐 烂 了 的 酥 乳， 如 果 血 过 多 的 人， 他 的 所 食 之 物 则 成 为 
好 象 混 杂 了 染 色 一 样 的 可 厌。 他 必 须 这 样 的 依 分 泌 而 观 察 食 的 可 厌。 

㈤ 如 何 “以 贮 藏 处” 而 观 察？ 食 物 混 合 了 这 四 种 分 泌 中 的 任 何 一 种 的 
分 泌 物 而 进 入 了 胃 中， 这 不 是 把 它 贮 藏 在 金 器 中， 也 不 是 贮 藏 在 宝 珠 及 银 
所 作 的 器 皿 中， 如 果 吃 了 十 岁 饮 食 的 孩 子， 则 他 的 食 物 的 贮 藏 处 好 象 十 年 
未 洗 的 粪 桶。 [345] 如 果 吃 了 二 十、 三 十、 四 十、 五 十、 六 十、 七 十、 八 十、 
九 十， 乃 至 吃 了 一 百 岁 的 人， 则 他 的 食 物 的 贮 藏 处 好 象 一 百 年 未 洗 的 粪 
桶。 他 必 须 这 样 的 依 贮 藏 处 而 观 察 食 的 可 厌。 

㈥ 如 何 “以 未 消 化” 而 观 察？ 那 吃 下 去 的 食 物， 贮 藏 在 那 样 的 地 方， 直 
至 未 曾 消 化 的 期 间， 停 在 前 面 所 说 的 极 黑 暗 犹 如 带 着 各 种 臭 尸 的 气 味 的 风 
的 通 路 而 极 臭 极 可 厌 恶 的 处 所 （胃）， 把 今 天、 昨 天、 前 天 所 吃 的 一 切 饮 食 
集 在 一 起， 盖 着 痰 的 膜， 由 身 火 的 热 力 煮 烧， 生 起 了 涎 沫 气 泡， 现 起 极 其 可 
厌 的 状 态， 正 如 旱 热 之 时， 由 于 意 外 的 密 云 骤 雨， 把 草、 叶、 坏 席 片、 蛇 
尸、 狗 尸、 人 尸 等 都 集 中 到 旃 陀 罗 村 门 前 的 池 塘 中， 由 于 太 阳 的 热 力 所 熏， 
生 存 着 许 多 的 涎 沫 气 泡 一 样。 他 应 该 这 样 的 依 未 消 化 而 观 察 食 的 可 厌。 

㈦ 如 何 “以 消 化” 而 观 察？ 那 食 物 由 于 身 火 的 热 力 既 然 消 化 了 的 时 候， 
不 是 变 成 象 用 金 银 等 原 料 所 作 的 金 银 等 器 的 状 态， 但 升 起 了 涎 沫 气 泡， 如 
放 在 磨 石 上 磨 碎 了 的 黄 泥 而 塞 进 管 子 里 一 样 的 变 成 了 粪 而 充 塞 于 熟 脏 （直 
肠）， 一 部 分 变 成 了 尿 而 充 塞 于 膀 胱。 他 应 该 这 样 的 依 消 化 而 观 察 食 的 可 
厌。 

㈧ 如 何 “以 果” 而 观 察？ 如 果 饮 食 得 以 适 当 的 消 化， 其 结 果 产 生 了 发、 
毛、 爪、 齿 等 的 种 种 污 垢； 假 使 不 能 获 得 适 当 的 消 化， 便 会 产 生 轮 癣、 疥 
癣、 天 花、 獭 病、 瘟 疫、 肺 痨、 咳 嗽、 痢 疾 等 的 数 百 种 病【15】

。 这 便 是 食 的 结 
果。 所 以 他 应 该 这 样 的 依 果 而 观 察 食 的 可 厌。 

㈨ 如 何 “以 排 泄” 而 观 察？ 吞 下 食 物 之 时 由 一 门 而 入， 排 泄 之 时， 则 由 
眼 睛 出 眼 垢， 由 耳 朵 出 耳 垢 等 的 多 门 而 排 泄， 吃 的 时 候 和 许 多 眷 属 们 共 同 
的 吃， 排 泄 的 时 候， 则 成 为 大 小 便 等， 由 一 个 人 单 独 的 排 泄 出 去。 [346] 第 一 
天 他 吃 得 快 快 乐 乐 欢 欢 喜 喜 的， 第 二 天 他 排 泄 时， 则 捏 其 鼻， 歪 其 脸， 而 心 
生 厌 恶。 在 第 一 天 虽 然 对 食 物 染 着 贪 爱 迷 恋 地 吃 了 下 去， 但 过 了 一 夜 到 第 
二 天， 他 便 不 贪 憎 恶 而 厌 嫌 的 排 了 出 去。 所 以 古 人 说： 

珍 美 的 食 物、 饮 物、 硬 食、 软 食， 
一 门 而 入， 九 门 而 出。 
珍 美 的 食 物、 饮 物、 硬 食、 软 食， 
与 诸 亲 朋 会 食， 一 人 潜 伏 排 出。 
珍 美 的 食 物、 饮 物、 硬 食、 软 食， 

                                                 
【13】蜜 树 油 (madhuka-tela)。 
【14】那 伽 婆 罗 (nāgabala), 意 为 “象 力”， 是 一 种 藤 属 的 药 草。 
【15】数 百 种 病 (rogasatāni), 底 本 rogasatani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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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时 欢 喜， 排 时 厌 弃。 
珍 美 的 食 物、 饮 物、 硬 食、 软 食， 
过 了 一 夜， 便 成 臭 物。 

他 应 该 这 样 的 依 排 泄 而 观 察 食 的 可 厌。 

㈩ 如 何 “以 涂” 而 观 察？ 即 在 食 时， 而 此 饮 食 涂 于 手、 唇、 舌、 腭 等。 
因 为 给 食 物 所 涂 而 手 等 便 成 厌 恶， 纵 使 洗 去 了 它 们， 但 为 了 除 去 臭 气， 还 
要 再 三 再 四 的 洗。 譬 如 煮 饭 的 时 候， 那 满 上 来 的 糠 与 米 屑 米 皮 等 涂 于 镬 口 
镬 边 及 镬 盖 等， 同 样 的， 吃 下 的 饭， 由 于 全 身 的 身 火 所 煮 沸 （消 化） 而 满 出 
的， 以 齿 垢 涂 于 牙 齿， 以 眼 垢、 耳 垢、 涕、 尿、 粪 等 涂 于 眼、 耳、 鼻、 大 小 便 
道 等， 由 于 彼 等 所 涂 的 此 等 诸 门， 虽 然 天 天 的 洗， 也 不 会 清 净 悦 乐 的。 在 这 
些 里 面， 有 时 你 洗 了 一 处， 还 要 用 水 来 洗 手， 有 时 洗 了 一 处， 虽 然 二 三 次 的 
用 牛 粪【16】 粘 土 和 香 粉 等 洗 了 手， 但 依 然 是 厌 恶 的。 所 以 他 应 如 是 依 涂 而 观 
察 食 的 可 厌。 

这 样 以 十 种 行 相 而 观 察 思 惟 食 的 可 厌 的 比 丘， 以 厌 恶 的 行 相 而 得 明 了 
段 食。 [347] 他 再 对 那 （厌 恶 的 段 食 之） 相 数 数 修 习 而 多 作。 他 这 样 做， 便 镇 
伏 了 五 盖。 由 于 段 食 的 自 性 法 （本 质） 及 深 奥 之 故， 不 达【17】 安 止 定， 只 以 近 
行 定 等 持 其 心。 由 于 习 取 厌 恶 的 行 相 而 得 明 了 此 （段 食 的 可 厌） 相， 所 以 称 
此 业 处 为 “食 厌 想”。 

（食 厌 想 的 功 德） 于 此 食 厌 想 而 精 勤 的 比 丘， 则 退 缩 回 转 他 的 贪 味 之 
心。 譬 如 欲 渡 沙 漠 的 人， 离 去 桥 心 而 吃 自 己 的 儿 子 之 肉， 他 只 是 为 了 要 度 
脱 苦 海 而 取 饮 食。 因 为 遍 知 段 食 之 故， 则 他 不 难 于 遍 知 五 欲 之 贪。 由 于 他 
遍 知 了 五 欲， 亦 得 遍 知 于 色 蕴。 由 于 未 消 化 等 的 厌 恶 的 行 相， 他 的 身 至 念 
（业 处） 的 修 习 亦 得 完 成。 他 是 行 于 不 净 想 的 随 顺 的 行 道。 依 此 （食 厌 想 
的） 行 道， 现 世 他 虽 然 不 能 得 达 不 死 （涅 槃） 而 终， 但 来 世 必 至 善 趣。 

这 是 详 论 食 厌 想。 

    【18】    

今 在 食 厌 想 之 后， 来 解 释 前 所 提 示 的 “一 差 别”
【19】 的 四 界 差 别 的 修 

习。 

（四 界 差 别 的 语 义） 这 里 的 “差 别” 是 以 辨 别 而 确 定 之 义。 四 界 的 差 别 
为 “四 界 差 别”。 界 的 作 意， 界 的 业 处 与 四 界 差 别 （三 者） 是 同 一 意 义。 

（四 界 差 别 的 经 典） 来 叙 述 这 四 界 差 别， 经 中 有 略 与 详 二 种： 略 的 如 
“大 念 处”

【20】 经 所 述； 详 的 如 “大 象 迹 喻”
【21】 经 “罗 喉 罗 教 诫”

【22】 经 及 “界 

                                                 
【16】印 度 人 以 牛 粪 为 清 净 的 东 西。 
【17】达 (appattena), 底 本 appanattena 误。 
【18】四 界 差 别 (Catu  dhātuvavatthāna), vavatthāna 应 译 为 “安 立” “评 定” 等， 但 古 译 常 用 

“界 差 别 观” 等 语， 故 这 里 译 为 “差 别”。 《解 脱 道 论》 “观 四 大”。 
【19】底 本 一 一 一 页。 
【20】大 念 处 (Mahāsatipaṭṭhāna) M.I, 290 ff. 《中 阿 含》 九 八 · 念 处 经 （大 正 一 · 五 八 二 b以 

下）。 
【21】大 象 迹 喻 (Mahāhatthipadūpama) M.I, 184ff. 《中 阿 含》 三 ○ · 象 迹 喻 经 （大 正 一 · 四 

六 四 b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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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别”
【23】 经 所 述。 

⑴ （大 念 处 经 说） 那 里 说【24】 “诸 比 丘！ 譬 如 精 练 的 屠 牛 者 或 屠 牛 者 的 
弟 子， 杀 了 牛， 坐 于 四 衢 大 道， [348] 把 它 割 截 成 一 片 一 片 的。 诸 比 丘！ 比 丘 
也 这 样 的 观 察 此 身 如 其 所 处， 如 其 所 置， 从 界 而 观： 于 此 身 中， 有 地 界、 水 
界、 火 界、 风 界”， 在 大 念 处 经 中 是 为 有 利 慧 而 修 界 业 处 的 人 这 样 简 略 地 说 
的。 

此 文 的 全 意 如 下： 譬 如 善 巧 的 屠 牛 者 或 帮 他 工 作 的 弟 子， 杀 了 牛， 分 
剖 之 后， 坐 于 称 为 通 达 四 方 的 大 路 的 中 心 处 的 四 衢 大 道， 把 它 的 肉 割 截 成 
一 片 一 片。 同 样 的， 比 丘 观 此 依 四 威 仪 的 任 何 行 相 而 住 为 “如 其 所 处”， 或 
因 如 其 所 处 即 为 “如 其 所 置” 的 身， 依 界 而 如 是 观 察： “于 此 身 中 有 地 界 乃 
至 风 界”。 这 毕 竟 作 如 何 说？ 譬 如 屠 牛 者 的 饲 牛， 牵 牛 至 屠 场， 捆 好 它 放 于 
屠 场 上， 杀 其 牛， 见 牛 的 被 杀 而 死， 直 至 未 曾 割 截 它 的 肉 成 为 一 片 一 片 之 
时， 他 的 “牛” 的 想 还 没 有 消 失； 但 到 了 割 截 了 它 的 肉 （成 为 碎 片） 而 坐 下 
来 的 时 候， 便 消 失 了 “牛” 的 想， 产 生 了 “肉” 的 想， 他 决 不 会 这 样 想， “我 
卖 牛， 此 人 来 买 牛”， 可 是 他 想： “我 卖 肉， 此 人 来 买 肉”。 同 样 的， 比 丘 以 
前 为 愚 痴 凡 夫 时， 在 家 时 及 初 出 家 时， 直 至 未 作 分 析 这 具 体 之 身 如 其 所 处 
如 其 所 置 及 未 曾 依 界 而 观 察 之 时， 他 的 “有 情” “人” “补 特 伽 罗” 的 想 未 
曾 消 失。 但 他 从 界 而 观 察 之 时， 则 消 失 了 有 情 之 想， 并 依 于 界 而 建 立 其 心。 
所 以 世 尊 说： “诸 比 丘！ 譬 如 精 练 的 屠 牛 者 或 …… 乃 至 坐； 同 样 的， 比 
丘 …… 乃 至 风 界”。 

⑵ （大 象 迹 喻 经 说） 次 于 大 象 迹 喻 经 中 说【25】
： “诸 贤！ 什 么 是 ‘内 地 

界’？ 那 内 自 身 的 坚 的， 固 体 的， 所 执 持 的， 即 发、 毛 （爪、 齿、 皮、 肉、 
腱、 骨、 骨 髓、 肾、 心 脏、 肝 脏、 肋 膜、 脾 脏、 肺 脏、 肠、 肠 间 膜、 胃 中 物） 
粪， 或 任 何 其 他 在 内 自 身 的 坚 的， 固 体 的， 所 执 持 的； 诸 贤！ 是 名 内 地 
界”。 [349] “【26】

诸 贤！ 什 么 是 ‘内 水 界’？ 那 内 自 身 的 水， 似 水 的 （液 体） 所 
执 持 的， 即 胆 汁 （痰、 脓、 血、 汗、 脂、 泪、 膏、 唾、 涕、 关 节 滑 液） 尿， 或 
任 何 其 他 内 自 身 的 水， 似 水 的， 所 执 持 的； 诸 贤！ 是 名 内 水 界”。 “【27】

诸 
贤！ 什 么 是 ‘内 火 界’？ 那 内 自 身 的 火， 似 火 的 （热）， 所 执 持 的， 即 以 它 而 
热， 以 它 而 衰 老， 以 它 而 燃 烧， 及 以 它 而 使 食 的 饮 的 嚼 的 尝 的 得 以 消 化 的， 
或 任 何 其 他 内 自 身 的 火， 如 火 的， 所 执 持 的； 诸 贤！ 是 名 内 火 界”。 “【28】

诸 
贤！ 什 么 是 ‘内 风 界’？ 那 内 自 身 的 风， 似 风 的 （气 体）， 所 执 持 的， 即 上 行 
风， 下 行 风， 腹 外 风， 腹 内 风， 肢 体 循 环 的 风， 入 息， 出 息， 或 任 何 其 他 内 
自 身 的 风， 似 风 的， 所 执 持 的； 诸 贤！ 是 名 内 风 界”。 这 是 对 不 甚 利 慧 而 修 

                                                                                                                                                    
【22】罗 喉 罗 教 诫 (Rāhulovāda) M. 62 (I, p.421 ff) 《增 一 阿 含》 卷 七 （大 正 二 · 五 八 一 c以 

下）。 
【23】界 分 别 (Dhātu-vibhaṅga) M. 140 III, p.237 ff) 《中 阿 含》 一 六 二 · 分 别 六 界 经 （大 正 

一 · 六 九 ○ a以 下）。 
【24】D.II, p.294; M.I, p.58. 《中 阿 含》 九 八 · 念 处 经 （大 正 一 · 五 八 三 b）。 
【25】M.I, p.185. 《中 阿 含》 三 ○· 象 迹 喻 经 （大 正 一 · 四 六 四 c）。 
【26】M.I, p.187. 同 上 （四 六 五 a）。 
【27】M.I, p.188. 同 上 （四 六 五 c）。 
【28】M.I, p.188. 同 上 （四 六 六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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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业 处 的 人 详 细 叙 述 的， 还 有 在 罗 喉 罗 教 诫 经 及 界 分 别 经 也 这 样 详 述 的。 

下 面 来 解 释 （大 象 迹 喻 经 中） 一 些 不 明 了 的 句 子： 

先 说 “内 的 自 身 的”， 这 两 者 与 “自 己 的” 为 一 同 义 语。 “自 己” 即 于 
自 己 中 生 而 属 于 自 己 的 相 续 的 意 思。 譬 如 世 间 中 谈 论 关 于 妇 人 的， 称 为 
“妇 女 的 （论）”， 因 在 自 己 之 内 而 生 起 故 称 “内 的”， 因 为 是 自 己 的 缘 而 
起 故 称 “自 身 的”。 

“坚 的” 是 硬 的。 “固 体 的” 是 粗 触 的。 此 中 第 一 句 是 说 它 的 特 相， 第 
二 句 是 说 它 的 形 相。 因 为 地 界 是 以 坚 为 特 相， 却 以 粗 触 为 形 相， 故 说 是 固 
体 的。 “执 持” 是 坚 执， 即 如 是 坚 执 —— 执 着 我 与 我 所 之 义。 “即” 是 无 变 
化 的 附 属 词， 即 说 明 那 是 什 么 的 意 思。 为 了 指 示 什 么 是 地 界， 故 说 是 “发 
毛” 等。 当 知 加 上 “脑”， 共 以 二 十 种 行 相 解 说 地 界。 “或 任 何 其 他” 是 说 
包 摄 于 其 余 （水、 火、 风 界） 三 部 分 之 中 的 地 界。 [350] 

以 流 动 的 状 态 而 到 达 各 处 故 为 “水”。 在 于 由 业 而 起 等 的 各 种 水 中 故 
为 “水 态” （液 体）。 那 是 什 么？ 即 水 界 的 粘 结 的 特 相。 

猛 利 故 为 “火”。 在 于 前 述 的 诸 火 之 中 故 为 “火 态”。 那 是 什 么？ 即 火 
界 的 暖 热 的 特 相。 “以 它 （而 热）” 即 由 于 火 界 的 激 动 而 此 身 发 热， 如 由 于 
一 日 的 疟 疾 等 而 发 热。 “以 它 而 老” 即 由 于 它 而 此 身 衰 老， 成 为 根 坏 力 竭 皮 
皱 发 白 等 的 状 态。 “以 它 燃 烧” 即 由 于 火 界 的 激 动 而 烧 此 身， 那 被 烧 者 哀 叫 
着 “我 烧： 我 烧！” 并 希 冀 涂 以 经 过 百 次 清 洗 的 酥 而 混 以 牛 乳 和 旃 檀， 并 希 
多 罗 扇 的 风。 “以 它 而 使 食 的 饮 的 嚼 的 尝 的 得 以 消 化” 即 由 于 它 而 使 食 的 
饭 等， 饮 的 饮 料 等， 嚼 的 麦 粉 所 作 的 硬 食 等 及 尝 的 芒 果 蜜 砂 糖 等 得 以 消 化 
—— 由 （消 化） 液 等 的 作 用 而 分 化 （食 物） 之 义。 这 里 前 面 的 （热、 老、 燃 
烧） 三 火 界 是 （业、 心、 食、 时 节 的） 四 等 起【29】

， 最 后 的 （消 化 —— 火 界） 只 
是 业 等 起。 

吹 动 故 为 “风”。 在 前 面 所 述 的 诸 风 之 中 故 为 “风 态” （气 体）。 那 是 
什 么？ 即 （风 界 的） 支 持 的 特 相。

【30】 “上 行 风” —— 是 起 呕 吐。 打 呃 等 的 上 
升 的 风。 “下 行 风” —— 是 排 泄 大 小 便 等 的 下 降 的 风。 “腹 外 风” —— 是 肠 
外 的 风。 “腹 内 风” —— 是 肠 内 的 风。 “肢 体 循 环 风” —— 是 经 过 静 脉 网 而 
循 环 于 全 身 的 肢 体 及 屈 伸 等 而 生 的 风。 “入 息” —— 是 入 内 的 鼻 风。 “出 
息” —— 是 出 外 的 鼻 风。 此 中 前 五 种 （风 界） 是 （业、 心、 食、 时 节） 四 等 
起， 入 息 出 息 只 是 心 等 起。 [351] 在 （水 火 风 界 的） 一 切 处 都 用 “任 何 其 他” 
之 句， 是 说 水 界 等 已 摄 于 其 余 的 三 部 分 中。 

如 是 详 述 四 界 的 四 十 二 种 行 相， 即 在 地 界 中 有 二 十 种， 水 界 中 十 二 
种， 火 界 中 四 种， 风 界 中 六 种。 这 是 对 经 文 的 解 释。 

（四 界 差 别 的 修 法） 至 于 修 习 的 方 法： ㈠ 利 慧 的 比 丘， 若 依 “发 是 地 
界， 毛 是 地 界” 这 样 的 详 细 而 取， 则 未 免 感 到 太 迟 缓， 故 只 依 “坚 硬 相 的 是 
                                                 
【29】物 质 的 生 起， 有 从 业、 心、 食 物 及 时 节 的 四 种。 从 业 生 起 的， 叫 业 等 起， 余 者 亦 

然。 
【30】下 面 几 种 风， 《解 脱 道 论》 译 为 向 上 风、 向 下 风、 依 腹 风、 依 背 风、 依 身 分 风、 

出 入 息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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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界， 粘 结 相 的 是 水 界， 遍 熟 相 的 是 火 界， 支 持 相 的 是 风 界” 这 样 的 作 意， 
他 的 业 处 便 得 明 了。 ㈡ 不 很 利 慧 的 人， 若 如 前 者 的 作 意， 则 （他 的 业 处） 成 
黑 暗 而 不 明 显， 所 以 要 依 前 述 的 详 细 方 法 作 意 才 得 明 了。 怎 么 呢？ 譬 如 两 
位 比 丘 在 念 诵 许 多 重 复 的 经 典， 那 利 慧 的 比 丘， 只 一 回 两 回 详 述 其 重 复 之 
处， 以 后 便 （省 略 重 复 之 处） 只 诵 其 首 尾 而 已。 那 不 很 利 慧 的 人 这 样 说 道： 
“此 人 怎 么 诵 的！ 连 上 下 的 嘴 唇 都 不 接 触 一 下。 象 这 样 诵， 那 一 天 才 会 精 通 
经 典”？ 他 自 己 则 完 全 详 诵 所 有 重 复 之 处。 那 利 慧 的 人 说： “此 人 怎 样 诵 
的！ 好 象 不 让 它 终 结 似 的， 象 这 样 诵， 那 一 天 才 会 诵 完 经 典 呢”？ 同 样 的， 
利 慧 者 若 依 发 等 而 详 细 取 界， 则 未 免 感 到 太 迟 缓。 所 以 只 以 “坚 硬 相 是 地 
界” 等 的 简 略 方 法 而 作 意， 他 的 业 处 便 得 明 了。 那 不 利 慧 者 若 这 样 作 意， 则 
成 黑 暗 而 不 明 显。 所 以 他 要 依 发 等 详 细 作 意 而 得 明 了。 

（利 慧 者 的 修 法 之 一） 是 故 先 说 欲 修 业 处 的 利 慧 者， 独 居 静 处， 念 虑 于 
自 己 的 全 色 身： “于 此 身 中， 坚 性 或 固 性 的 是 地 界， 粘 结 性 或 流 动 性 的 [352] 
是 水 界， 遍 熟 性 或 暖 热 性 的 是 火 界， 支 持 性 或 浮 动 性 的 是 风 界”。 他 这 样 简 
略 地 取 了 诸 界， 当 数 数 地 念 虑 作 意 及 观 察 “地 界、 水 界” 的 仅 是 界 而 非 有 情 
非 寿 者 的 身。 这 样 精 进， 不 久 之 后， 取 得 照 界 差 别 慧， 生 起 他 的 —— 以 自 性 
法 为 所 缘 的 未 达 安 止 只 是 近 行 的 —— 定。 

（利 慧 者 的 修 法 之 二） 或 者 为 示 四 大 种 而 非 有 情， 如 法 将 （舍 利 弗） 所 
说 的 四 部 分【31】 “因 骨 因 腱 因 肉 因 皮 包 围 空 间 而 称 为 色”。 于 它 们 （四 部 分） 
之 间， 用 智 手 来 一 一 分 别。 以 前 面 “坚 性 或 固 性 的 是 地” 等 的 同 样 方 法 而 取 
了 诸 界， 当 数 数 地 念 虑 作 意 及 观 察 “地 界、 水 界” 的 仅 是 界 而 非 有 情 非 寿 者 
的 身。 这 样 精 进， 不 久 之 后， 取 得 照 界 差 别 慧， 生 起 他 的 —— 以 自 性 法 为 所 
缘 的 未 达 安 止 只 是 近 行 的 —— 定。 

这 是 略 说 四 界 差 别 的 修 法。 

（不 很 利 慧 者 的 修 法） 其 次 详 述， 当 知 如 是 四 界 差 别 的 修 法。 即 欲 修 习 
此 业 处 而 不 甚 利 慧 的 瑜 伽 者， 亲 近 阿 阇 黎， 详 细 地 习 取 了 四 十 二 种 的 界， 
住 于 如 前 面 所 说 的 适 当 的 住 所， 作 了 一 切 应 作 的 义 务， 独 居 静 处， 用 这 样 
的 四 种 方 法 修 习 业 处： ㈠ 以 简 略 其 机 构， ㈡ 以 分 别 其 机 构， ㈢ 以 简 略 其 相， 
㈣ 以 分 别 其 相。 

1． （以 简 略 其 机 构 而 修 习） 如 何 “以 简 略 其 机 构” 而 修 习 呢？ 兹 有 比 
丘， 确 定 二 十 部 分 之 中 的 坚 固 行 相 为 地 界； 确 定 十 二 部 分 之 中 而 称 为 水 的 
液 体 的 粘 结 行 相 为 水 界； [353] 确 定 四 部 分 之 中 遍 熟 的 火 为 火 界； 确 定 六 部 
分 之 中 的 支 持 行 相 为 风 界。 这 样 确 定， 则 那 比 丘 的 四 界 而 成 明 了。 他 这 样 
的 数 数 地 念 虑 作 意， 如 前 所 述 的 便 得 生 起 他 的 近 行 定。 

2． （以 分 别 其 机 构 而 修 习） 如 果 这 样 修 习， 他 的 业 处 仍 未 成 就 者， 当 
“以 分 别 其 机 构” 而 修 习。 如 何 修？ 而 彼 比 丘， 第 一 不 忘 失 三 十 二 分 身 中 所 
说 的 一 切 善 巧 —— 如 身 至 念 业 处 的 解 释 中 所 说 的 七 种 学 习 善 巧【32】 及 十 种 作 
意 善 巧， 然 后 当 顺 逆 的 诵 习 皮 的 五 种 等， 一 切 都 依 那 里 所 述 的 规 定 而 行。 

                                                 
【31】M.I, p.190. 《中 阿 含》 三 ○ · 象 迹 喻 经 （大 正 一 · 四 六 四 a）。 
【32】见 底 本 二 四 一 页 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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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有 这 样 的 差 异： 那 里 是 以 色、 形、 方 位、 处 所 及 界 限 而 作 意 于 发 等， 
以 厌 恶 而 置 其 心， 这 里 则 以 界 （而 置 其 心）。 是 故 以 色 等 五 种 的 作 意 于 发 等 
之 后， 当 维 持 这 样 的 作 意： 

(Ⅰ) （地 界 二 十 部 分 的 作 意） ⑴ “发” —— 生 于 封 盖 头 颅 的 皮 肤 上。 譬 
如 “公 多 草”

【33】 长 于 蚁 塔 的 顶 上， 蚁 塔 的 顶 不 知 道， “公 多 草 生 于 我 上”， 
公 多 草 亦 不 知 道： “我 生 于 蚁 塔 的 顶 上”； 同 样 的， 封 盖 头 颅 的 皮 肤 不 知 
道： “发 生 于 我 上”， 发 亦 不 知： “我 生 于 封 盖 头 颅 的 皮 肤 上”。 因 此 两 者 
没 有 互 相 思 念 与 观 察。 此 发 在 此 身 上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坚 固 的 地 界。 

⑵ “毛” —— 生 于 盖 覆 身 体 的 皮 肤 上。 譬 如 草 木 长 于 无 人 的 村 落， 无 人 
的 村 落 不 知 道： “草 木 长 于 我 上”， 草 木 亦 不 知 道： “我 生 于 无 人 的 村 落 
上”； 同 样 的， 盖 覆 身 体 的 皮 肤 不 知 道： “毛 生 于 我 上”， 毛 亦 不 知： “我 生 
于 盖 覆 身 体 的 皮 肤 上”。 因 此 两 者 没 有 互 相 思 念 及 观 察。 此 毛 在 此 身 上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坚 固 的 地 界。 

⑶ “爪” —— 生 于 指 端 上， 譬 如 儿 童 用 棒 掷 蜜 果 的 核 子 作 游 戏， 棒 [354] 
不 知 道： “蜜 果 的 核 子 放 于 我 上”， 蜜 果 的 核 子 亦 不 知 道， “我 放 于 棒 
上”； 同 样 的， 指 不 知 道： “爪 生 于 我 的 指 端 上”， 爪 亦 不 知 道： “我 生 于 指 
端 上”。 因 此 两 者 没 有 互 相 思 念 与 观 察。 此 爪 在 此 身 上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坚 固 的 地 界。 

⑷ “齿” —— 生 于 腭 骨 上。 譬 如 建 筑 家 把 石 柱 置 于 础 石 之 上， 用 一 种 水 
泥 结 合 它 们， 础 石 不 知 道： “石 柱 置 于 我 上”， 石 柱 亦 不 知 道： “我 在 础 石 
之 上”； 同 样 的， 腭 骨 不 知 道： “齿 生 于 我 上”， 齿 亦 不 知： “我 生 于 腭 骨 之 
上”。 因 为 这 两 者 没 有 互 相 思 念 及 观 察。 这 齿 在 此 身 上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坚 固 的 地 界。 

⑸ “皮” —— 包 于 全 身， 譬 如 湿 的 牛 皮 而 包 大 琴， 大 琴 不 知 道： “以 湿 
的 牛 皮 包 住 我”， 湿 牛 皮 亦 不 知 道， “我 包 住 大 琴”； 同 佯 的， 身 不 知 道： 
“我 为 皮 所 包”， 皮 亦 不 知： “身 为 我 所 包”， 因 为 这 两 者 没 有 互 相 的 思 念 
和 观 察。 这 皮 在 此 身 上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坚 固 的 地 
界。 

⑹ “肉” —— 附 于 骨 聚 上。 譬 如 以 厚 厚 的 粘 土 涂 于 墙 上， 墙 不 知 道： 
“我 为 粘 土 所 涂”， 粘 土 亦 不 知 道： “墙 为 我 所 涂”； 同 样 的， 骨 聚 不 知 道： 
“我 为 几 百 片 肉 所 涂”， 肉 亦 不 知： “骨 聚 为 我 所 涂”。 因 为 这 两 者 没 有 互 
相 的 思 念 和 观 察。 这 肉 在 身 上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坚 固 
的 地 界。 

⑺ “腱” —— 联 结 于 身 体 内 部 的 骨。 譬 如 用 藤 联 结 于 栅 木， 栅 木 不 知 
道： [355] “以 藤 联 结 我 们”， 藤 亦 不 知： “以 我 们 联 结 栅 木”； 同 样 的， 骨 不 
知 道： “以 腱 联 结 我 们”， 腱 亦 不 知： “以 我 们 联 结 于 骨”。 因 为 这 两 者 没 
有 互 相 的 思 念 和 观 察。 这 腱 在 此 身 中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33】公 多 草 (kuṇṭha-tiṇa)。 

 



    213        

情， 坚 固 的 地 界。 

⑻ 于 诸 “骨” 中， 踵 骨 支 持 踝 骨， 踝 骨 支 持 胫 骨， 胫 骨 支 持 大 腿 骨， 大 
腿 骨 支 持 臀 骨 （肠 骨）， 臀 骨 支 持 脊 椎 骨， 脊 椎 骨 支 持 颈 骨 （颈 椎）， 颈 骨 
支 持 头 骨， 头 骨 在 颈 骨 上， 颈 骨 在 脊 椎 上， 脊 椎 在 臀 骨 上， 臀 骨 在 大 腿 骨 
上， 大 腿 骨 在 胫 骨 上， 胫 骨 在 踝 骨 上， 踝 骨 在 踵 骨 上。 譬 如 砖 瓦、 木 材、 牛 
粪 重 重 堆 积 之 时， 下 面 的 不 知： “我 等 支 持 上 面 的”， 上 面 的 亦 不 知： “我 
等 放 在 下 面 的 上 面”； 同 样 的， 踵 骨 不 知 “我 支 持 踝 骨”， 踝 骨 不 知 “我 支 
持 胫 骨”， 胫 骨 不 知 “我 支 持 大 腿 骨”， 大 腿 骨 不 知 “我 支 持 臀 骨”， 臀 骨 
不 知 “我 支 持 脊 椎 骨”， 脊 椎 骨 不 知 “我 支 持 颈 骨”， 颈 骨 不 知 “我 支 持 头 
骨”， 头 骨 不 知 “我 在 颈 骨 上”， 颈 骨 不 知 “我 在 脊 椎 骨 上”， 脊 椎 骨 不 知 
“我 在 臀 骨 上”， 臀 骨 不 知 “我 在 大 腿 骨 上”， 大 腿 骨 不 知 “我 在 胫 骨 上”， 
胫 骨 不 知 “我 在 踝 骨 上”， 踝 骨 不 知 “我 在 踵 骨 上”。 因 为 此 等 诸 法 没 有 互 
相 的 思 念 和 观 察。 这 骨 [356] 在 此 身 中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坚 固 的 地 界。 

⑼ “骨 髓” —— 在 于 各 种 骨 的 内 部。 譬 如 蒸 了 的 竹 笋 放 入 竹 筒 中， 竹 筒 
不 知 “笋 等 放 在 我 等 之 中”， 笋 亦 不 知 “我 等 放 在 竹 筒 中”； 同 样 的， 骨 不 
知 “髓 在 我 等 之 中”， 髓 亦 不 知 “我 在 骨 中”。 因 为 这 两 者 没 有 互 相 的 思 念 
和 观 察。 这 骨 髓 在 此 身 中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坚 固 的 地 
界。 

⑽ “肾 脏” —— 从 喉 底 由 一 根 出 发， 下 行 少 许， 分 为 两 支 的 粗 筋 连 结 
（肾 脏）， 并 围 于 心 脏 肉 而 住。 譬 如 连 结 于 一 茎 的 两 只 芒 果， 果 茎 不 知 “由 
我 连 结 两 只 芒 果”， 两 芒 果 亦 不 知 “我 由 茎 结”； 同 样 的， 粗 筋 不 知 “由 我 
连 结 肾 脏”， 肾 脏 亦 不 知 “我 由 粗 筋 连 结”。 因 为 这 两 者 没 有 互 相 的 思 念 和 
观 察。 这 肾 脏 在 此 身 中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坚 固 的 地 
界。 

⑾ “心 脏” —— 依 止 于 身 内 以 胸 骨 所 作 的 匣 的 中 央。 譬 如 依 止 于 古 车 的 
匣 内 而 放 肉 片， 古 车 的 匣 内 不 知 “肉 片 依 我 而 住”， 肉 片 亦 不 知 “我 依 古 车 
的 匣 内 而 住”； 同 样 的， 胸 骨 所 作 的 匣 内 不 知 “心 脏 依 我 而 住”， 心 脏 亦 不 
知 “我 依 胸 骨 之 匣 而 住”。 因 为 这 两 者 没 有 互 相 的 思 念 和 观 察。 这 心 脏 在 此 
身 中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坚 固 的 地 界。 

⑿ “肝 脏” —— 依 止 于 身 体 之 内 的 两 乳 房 的 内 部 的 右 侧。 譬 如 粘 在 油 炸 
镬 里 面 的 一 双 肉 团， 油 炸 镬 的 里 面 不 知 道 “一 双 肉 团 粘 在 我 内”， 一 双 肉 团 
亦 不 知 [357] “我 粘 在 油 炸 镬 内”； 同 样 的， 乳 房 内 部 的 右 侧 不 知 “肝 脏 依 我 
而 住”， 肝 脏 亦 不 知 “我 依 乳 房 内 部 的 右 侧 而 住”。 因 为 此 两 者 没 有 互 相 的 
思 念 和 观 察。 这 肝 脏 在 此 身 内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坚 固 
的 地 界。 

⒀ “肋 膜” —— 覆 蔽 肋 膜 围 于 心 脏 及 肾 脏 而 住； 不 覆 蔽 肋 膜 则 包 于 全 身 
的 皮 肤 之 下 的 筋 肉 而 住。 譬 如 缠 于 绷 带 之 内 的 肉， 肉 不 知 “我 为 绷 带 所 
缠”， 绷 带 亦 不 知 “以 我 缠 肉”； 同 样 的， 肾 脏 心 脏 及 全 身 的 肉 不 知 道 “我 
为 肋 膜 所 覆”， 肋 膜 亦 不 知 “以 我 覆 肾 脏 心 脏 及 全 身 的 肉”。 因 为 此 等 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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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 相 的 思 念 和 观 察。 这 肋 膜 在 此 身 内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坚 固 的 地 界。 

⒁ “脾 脏” —— 在 心 脏 的 左 侧， 依 止 于 胃 膜 的 上 侧 而 住。 譬 如 依 止 米 仓 
的 上 侧 而 住 的 牛 粪 团， 米 仓 的 上 侧 不 知 “牛 粪 团 依 止 我 住”， 牛 粪 团 亦 不 知 
“我 依 米 仓 的 上 侧 而 住”； 同 样 的， 胃 膜 的 上 侧 不 知 “脾 脏 依 止 我 住”， 脾 
脏 亦 不 知 “我 依 胃 膜 的 上 侧 而 住”， 因 为 这 两 者 没 有 互 相 的 思 念 和 观 察。 这 
脾 脏 在 此 身 中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坚 固 的 地 界。 

⒂ “肺 脏” —— 在 两 乳 之 间 的 身 体 的 内 部， 盖 覆 及 悬 挂 于 心 脏 与 肝 脏 之 
上。 譬 如 悬 挂 于 古 米 仓 内 部 的 鸟 巢， 古 米 仓 的 内 部 不 知 “鸟 巢 悬 于 我 内”， 
鸟 巢 亦 不 知 “我 悬 于 古 米 仓 的 内 部”； [358] 同 样 的， 身 体 的 内 部 不 知 “肺 脏 
悬 于 我 内”， 肺 亦 不 知 “我 悬 于 这 样 的 身 体 内 部”。 因 为 此 等 两 者 没 有 互 相 
的 思 念 和 观 察。 这 肺 在 此 身 内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坚 固 
的 地 界。 

⒃ “肠” —— 住 在 以 喉 底、 及 大 便 道 （肛 门） 为 边 端 的 身 体 的 内 部。 譬 
如 盘 绕 于 血 桶 之 内 而 斩 了 头 的 蛇【34】 尸， 血 桶 不 知 “蛇 尸 在 我 中”， 蛇 尸 亦 
不 知 “我 在 血 桶 中”； 同 样 的， 身 体 的 内 部 不 知 “肠 在 我 中”， 肠 亦 不 知 
“我 在 身 体 的 内 部”。 因 为 这 两 者 没 有 互 相 的 思 念 和 观 察。 这 肠 在 此 身 内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坚 固 的 地 界。 

⒄ “肠 间 膜” —— 在 肠 之 间， 结 住 肠 的 二 十 一 个 曲 折 之 处。 譬 如 布 绳 所 
作 的 足 拭 （拭 足 的 垫 子）， 以 线 缝 住 其 圆 轮 之 间， 布 绳 的 足 拭 的 圆 轮 不 知 
“线 缝 住 我”， 线 亦 不 知 “我 缝 住 布 绳 的 足 拭 的 圆 轮”； 同 样 的， 肠 不 知 
“肠 间 膜 结 住 我”， 肠 间 膜 亦 不 知 “我 结 住 肠”。 因 为 此 等 两 者 没 有 互 相 的 
思 念 和 观 察。 这 肠 间 膜 在 此 身 内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坚 
固 的 地 界。 

⒅ “胃 中 物” —— 是 在 胃 中 吃 的 饮 的 嚼 的 尝 的 东 西。 譬 如 狗 子 呕 吐 于 犬 
盂 中 的 东 西， 犬 盂 不 知 “狗 子 的 呕 吐 物 在 我 中”， 狗 子 的 呕 吐 物 亦 不 知 “我 
在 犬 盂 中”； 同 样 的， 胃 不 知 “胃 物 在 我 中”， 胃 物 亦 不 知 “我 在 胃 中”， 因 
为 这 两 者 没 有 互 相 的 思 念 和 观 察。 这 胃 中 物 是 此 身 内 的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坚 固 的 地 界。 

⒆ “粪” —— 在 肠 的 尾 端 约 长 八 指 犹 如 竹 筒 而 称 为 熟 脏 （直 肠） 的 里 
面， [359] 譬 如 压 入 竹 筒 之 中 的 柔 软 的 黄 土， 竹 筒 不 知 “黄 土 在 我 中”， 黄 土 
亦 不 知 “我 在 竹 筒 中”； 同 样 的， 熟 脏 不 知 “粪 在 我 中”， 粪 亦 不 知 “我 在 
熟 脏 中”， 因 为 这 两 者 没 有 互 相 的 思 念 和 观 察。 这 粪 在 此 身 中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坚 固 的 地 界。 

⒇ “脑” —— 在 头 盖 腔 内。 譬 如 装 在 古 葫 芦 器 中 的 粉 团， 葫 芦 器 不 知 
“粉 团 在 我 中”， 粉 团 亦 不 知 “我 在 葫 芦 器 中”； 同 样 的， 头 盖 腔 内 不 知 
“脑 在 我 中”， 脑 亦 不 知 “我 在 头 盖 赃 内”。 因 为 这 两 者 没 有 互 相 的 思 念 和 
观 察。 这 脑 在 此 身 内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坚 固 的 地 界。 

                                                 
【34】蛇， 兹 依 锡 兰 的 僧 伽 罗 字 体 本 的 dhammani 译 为 蛇， 底 本 用 dhamani 应 译 为 静 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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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水 界 十 二 部 分 的 作 意） ⑴ “胆 汁” 之 中 的 流 动 胆 汁， 与 命 根 结 
合， 遍 满 于 全 身； 停 滞 胆 汁 则 储 于 胆 囊 之 内。 譬 如 遍 满 了 油 的 炸 饼， 炸 饼 不 
知 “油 遍 满 于 我”， 油 亦 不 知 “我 遍 满 于 炸 饼”； 同 样 的， 身 体 不 知 “流 动 
胆 汁 遍 满 于 我”， 流 动 胆 汁 亦 不 知 “我 遍 满 于 全 身”。 又 如 丝 瓜 的 囊 满 装 雨 
水， 丝 瓜 的 囊 不 知 “雨 水 在 我 中”， 雨 水 亦 不 知 “我 在 丝 瓜 的 囊 中”； 同 样 
的， 胆 囊 不 知 “停 滞 胆 汁 在 我 中”， 停 滞 胆 汁 亦 不 知 “我 在 胆 囊 中”。 因 为 
此 等 没 有 互 相 的 思 念 和 观 察。 这 胆 汁 在 此 身 中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液 态 及 粘 结 行 相 的 水 界。 

⑵ “痰” —— 约 有 一 杯 的 分 量， 在 胃 膜 中。 譬 如 污 水 池 的 面 上 生 起 了 水 
泡 膜， 污 水 池 不 知 “水 泡 膜 生 于 我 上”， 水 泡 膜 亦 不 [360] 知 “我 在 污 水 池 
上”； 同 样 的， 胃 膜 不 知 “痰 在 我 中”， 痰 亦 不 知 “我 在 胃 膜 中”。 因 为 此 等 
没 有 互 相 的 思 念 和 观 察。 这 痰 在 此 身 中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液 态 及 粘 结 行 相 的 水 界。 

⑶ “脓” —— 没 有 固 定 的 处 所， 在 身 上 那 些 为 树 桩、 荆 刺、 打 击、 火 焰 
等 所 伤 的 部 分， 血 被 停 滞 在 那 里 而 化 为 脓， 或 者 生 了 脓 疱 和 疮 等， 脓 便 在 
那 些 地 方。 譬 如 树 木 的 为 斧 所 伤 之 处 而 流 出 树 脂， 那 树 的 伤 处 不 知 “树 脂 
在 我 们 的 地 方”， 树 脂 亦 不 知 “我 在 树 的 伤 处”； 同 样 的， 身 上 为 树 桩 荆 棘 
等 所 伤 之 处 不 知 “脓 在 我 等 之 处”， 脓 亦 不 知 “我 在 彼 等 之 处”。 因 为 此 等 
没 有 互 相 的 思 念 和 观 察。 这 脓 在 此 身 中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液 态 及 粘 结 行 相 的 水 界。 

⑷ 在 “血” 中 的 循 环 血， 犹 如 胆 汁 而 遍 满 于 全 身； 积 聚 血 充 满 于 肝 脏 所 
在 之 处 的 下 方， 约 有 一 杯 之 量， 而 在 滋 润 于 肾 脏、 心 脏、 肝 脏 及 肺 脏。 关 于 
循 环 血， 犹 如 流 动 胆 汁 中 所 说 明 的。 其 他 的 （积 聚 血）， 譬 如 漏 的 钵， 降 下 
雨 水 时， 润 湿 了 下 面 的 土 块 的 碎 片 等， 土 块 的 碎 片 等 不 知 “我 等 为 水 所 
润”， 水 亦 不 知 “我 润 土 块 的 碎 片 等”； 同 样 的， 肝 赃 所 在 之 处 的 下 方 或 肾 
脏 等 不 知 “血 在 我 中” 或 “血 在 润 于 我 等”， 血 亦 不 知 “我 充 满 于 肝 脏 的 下 
方 及 在 润 于 肾 脏 等”。 因 为 此 等 没 有 互 相 的 思 念 和 观 察， 这 血 在 此 身 中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液 态 及 粘 结 行 相 的 水 界。 

⑸ “汗” —— 在 火 热 等 的 时 候， 充 满 于 发 毛 等 的 孔 隙 及 流 出 来。 譬 如 
[361] 一 束 从 水 里 拔 起 来 的 莲 的 须 根 及 白 睡 莲 的 茎， 莲 等 的 束 的 孔 隙 不 知 
“由 我 等 流 水”， 由 莲 等 的 束 的 孔 隙 所 流 出 的 水 亦 不 知 “我 由 莲 等 的 束 的 孔 
隙 所 流 出”； 同 样 的， 发 毛 等 的 孔 隙 不 知 “由 我 等 出 汗”， 汗 亦 不 知 “我 由 
发 毛 等 的 孔 隙 而 出”。 因 为 此 等 没 有 互 相 的 思 念 和 观 察。 这 汗 在 此 身 中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液 态 及 粘 结 行 相 的 水 界。 

⑹ “脂 肪” —— 凝 固 的 脂 膏， 遍 满 于 肥 者 的 全 身， 依 止 于 瘦 者 的 胫 肉 等 
处。 譬 如 覆 以 郁 金 色 的 布 片 的 肉 块， 肉 块 不 知 “郁 金 色 的 布 片 依 于 我”， 郁 
金 色 的 布 片 亦 不 知 “我 依 于 肉 块”； 同 样 的， 在 全 身 或 胫 等 的 肉 不 知 “脂 肪 
依 于 我”， 脂 肪 亦 不 知 “我 依 于 全 身 或 胫 等 的 肉”。 因 为 此 等 没 有 互 相 的 思 
念 和 观 察， 这 脂 肪 在 此 身 中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液 态 及 
粘 结 行 相 的 水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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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泪” —— 生 起 之 时， 充 满 于 眼 窝 或 渗 出 眼 窝 之 外。 譬 如 嫩 的 多 罗 果 
的 核 子 的 孔 内 充 满 了 水， 嫩 的 多 罗 果 核 的 孔 不 知 “水 在 我 中”， 在 嫩 的 多 罗 
果 核 的 孔 内 的 水 亦 不 知 “我 在 嫩 的 多 罗 果 核 的 孔 内”； 同 样 的， 眼 窝 不 知 
“泪 在 我 中”， 泪 亦 不 知 “我 在 眼 窝 中”。 因 为 此 等 没 有 互 相 的 思 念 和 观 
察， 这 泪 在 此 身 中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液 态 及 粘 结 行 相 
的 水 界。 

⑻ “膏” —— 在 火 热 等 的 时 候， 在 手 掌、 手 背、 足 蹠、 足 背、 鼻 孔、 额 及 
肩 等 地 方 溶 解 的 脂 膏。 譬 如 倒 油 于 饭 的 泡 沫 上， 饭 的 泡 沫 不 知 “油 散 布 于 
我 上”， 油 亦 不 知 “我 散 布 于 饭 的 泡 沫 上”； 同 样 的。 手 掌 等 处 [362] 不 知 
“膏 散 布 于 我 等 上”， 膏 亦 不 知 “我 散 布 于 手 掌 等 处”。 因 为 此 等 没 有 互 相 
的 思 念 和 观 察。 这 膏 在 此 身 中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液 态 
及 粘 结 行 相 的 水 界。 

⑼ “唾” —— 由 于 某 种 生 唾 之 缘， 从 两 颊 之 侧 流 下 而 止 于 舌 面 上。 譬 如 
在 河 岸 的 井， 不 间 断 的 渗 出 水 来， 井 面 不 知 “水 在 我 中”， 水 亦 不 知 “我 在 
井 面 中”； 同 样 的， 舌 面 不 知 “从 两 颊 之 侧 流 下 的 唾 而 止 于 我 上”， 唾 亦 不 
知 “我 从 两 颊 之 侧 流 下 而 止 于 舌 面 上”。 因 为 此 等 法 没 有 互 相 的 思 念 和 观 
察。 这 唾 在 此 身 中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液 态 及 粘 结 行 相 
的 水 界。 

⑽ “涕” —— 生 起 之 时， 充 满 于 鼻 孔， 或 流 出 （鼻 外）。 譬 如 牡 蛎 壳 充 
满 腐 败 的 凝 乳， 牡 蛎 壳 不 知 “腐 败 的 凝 乳 在 我 中”， 腐 败 的 凝 乳 亦 不 知 “我 
在 牡 蛎 壳 中”； 同 样 的， 鼻 孔 不 知 “涕 在 我 中”， 涕 亦 不 知 “我 在 鼻 孔 中”。 
因 为 此 等 法 没 有 互 相 的 思 念 及 观 察。 这 涕 在 此 身 中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液 态 及 粘 结 行 相 的 水 界。 

⑾ “关 节 滑 液” —— 在 一 百 八 十 的 关 节 中， 行 滑 润 骨 节 的 作 用。 譬 如 注 
油 于 车 轴， 车 轴 不 知 “油 滑 润 我”， 油 亦 不 知 “我 滑 润 车 轴”； 同 样 的， 一 
百 八 十 的 关 节 不 知 “骨 节 滑 液 在 滑 润 于 我 等”， 骨 节 滑 液 亦 不 知 “我 在 滑 润 
于 一 百 八 十 的 关 节”。 因 为 此 等 法 没 有 互 相 的 思 念 和 观 察， 这 关 节 滑 液 在 
此 身 中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液 态 及 粘 结 行 相 的 水 界。 

⑿ “尿” —— 在 膀 胱 的 内 部。 譬 如 投 入 污 池 而 口 向 下【35】 的 罗 梵 那 瓮， 罗 
梵 那 瓮 不 知 “污 水 在 我 中”， 污 水 亦 不 知 “我 在 罗 梵 那 瓮 中”； 同 样 的， 膀 
胱 不 知 [363] “尿 在 我 中”， 尿 亦 不 知 “我 在 膀 胱 中”。 因 为 此 等 法 没 有 互 相 
的 思 念 和 观 察。 这 尿 在 此 身 中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液 态 
及 粘 结 行 相 的 水 界。 

(Ⅲ) （火 界 四 部 分 的 作 意） 既 已 如 是 于 发 等 而 起 作 意， 这 当 于 火 风 而 起 
如 是 的 作 意： 

⑴ 以 它 而 热。 这 在 此 身 中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以 遍 
熟 为 行 相 的 火 界。 

⑵ 以 它 而 老。 

                                                 
【35】底 本 二 四 六 页 用 无 口 (amukhe)， 这 里 用 口 向 下 (adhamuk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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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以 它 而 燃 烧。 

⑷ 以 它 而 吃 的 饮 的 嚼 的 尝 的 得 以 适 当 的 消 化。 这 在 此 身 中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以 遍 熟 为 行 相 的 火 界。 

(Ⅳ) （风 界 六 部 分 的 作 意） 其 次 对 风 的 部 分 如 是 作 意： 

⑴ 于 上 行 风 而 知 晓 其 上 行， 

⑵ 于 下 行 风 知 晓 其 下 行， 

⑶ 于 腹 外 风 知 晓 其 腹 外， 

⑷ 于 腹 内 风 知 晓 其 腹 内， 

⑸ 于 肢 体 循 环 风 知 晓 其 肢 体 循 环， 

⑹ 于 入 息 出 息 知 晓 其 入 息 出 息 之 后， 他 当 作 意 上 行 风 于 此 身 内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而 以 支 持 为 行 相 的 风 界。 如 是 下 行 风， 腹 
外 风， 腹 内 风， 肢 体 循 环 风， 乃 至 入 息 出 息 风， 在 此 身 内 是 单 独 部 分， 无 
思， 无 记， 空， 非 有 情， 而 以 支 持 为 行 相 的 风 界。 

他 起 这 样 的 作 意， 则 他 的 诸 界 面 成 明 了。 因 他 对 彼 等 诸 界 数 数 的 念 虑 
和 作 意， 便 得 生 起 如 前 所 说 的 近 行 定。 

3． （以 简 略 其 相 而 修 习） 如 果 这 样 修 习， 他 的 业 处 依 然 未 能 成 就， 则 
他 应 “以 简 略 其 相” 而 修 习。 如 何 修 呢？ 

⑴ 于 二 十 部 分 之 中， 确 定 其 坚 固 相 为 地 界， 此 （二 十 部） 中 的 粘 结 相 为 
水 界， 遍 熟 相 为 火 界， 支 持 相 为 风 界。 

⑵ 于 十 二 部 分 中， 确 定 其 粘 结 相 为 水 界； 此 （十 二 部） 中 的 遍 熟 相 为 火 
界， 支 持 相 为 风 界。 

⑶ 于 四 部 分 中， 确 定 其 遍 熟 相 为 火 界， 与 彼 难 分 别 的 支 持 相 为 风 界， 
[364] 坚 固 相 为 地 界， 粘 结 相 为 水 界。 

⑷ 于 六 部 分 中， 确 定 其 支 持 相 为 风 界； 而 此 中 的 坚 固 相 为 地 界， 粘 结 
相 为 水 界， 遍 熟 相 为 火 界。 这 样 的 确 定， 他 的 诸 界 便 得 明 了。 因 对 彼 等 诸 界 
数 数 念 虑 与 作 意， 便 得 生 起 如 前 所 说 的 近 行 定。 

4． （以 分 别 其 相 而 修 习） 如 果 这 样 修 习， 他 的 业 处 依 然 未 能 成 就， 则 
他 应 “以 分 别 其 相” 而 修 习。 如 何 修 呢？ 即 以 如 前 面 所 说 的 方 法， 习 取 了 发 
等 之 后， 确 定 发 中 的 坚 固 相 为 地 界， 此 （发） 中 的 粘 结 相 为 水 界， 遍 熟 相 为 
火 界， 支 持 相 为 风 界。 如 是 于 一 切 （三 十 二） 部 分 中， 一 一 部 分 都 应 作 四 界 
差 别。 这 样 的 确 定， 他 的 诸 界 便 得 明 了。 于 彼 等 四 界 数 数 念 虑 与 作 意， 使 得 
生 起 如 前 所 述 的 近 行 定。 

（十 三 行 相 的 修 法） 其 次 亦 当 以 此 等 行 相 而 于 诸 界 作 意： ㈠ 以 语 义， ㈡ 
以 聚， ㈢ 以 细 末， ㈣ 以 相 等， ㈤ 以 等 起， ㈥ 以 一 与 多， ㈦ 以 分 别 不 分 别， ㈧ 
以 同 分 异 分， ㈨ 以 内 外 差 别， ㈩ 以 摄， (十一) 以 缘， (十二) 以 不 思 念， (十三) 缘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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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别【36】
。 此 中： 

㈠ “以 语 义” 而 作 意： 广 布 故 为 地。 流 动 故， 可 干 故， 或 增 大 故 为 水。 
热 故 为 火。 动 故 为 风。 总 括 的 （作 意）： 保 持 自 相 故， 领 受 苦 故 为 界。 当 如 
是 以 别 与 总 的 语 义 而 （于 四 界） 作 意。 

㈡ “以 聚” —— 曾 以 发 毛 等 的 二 十 种 显 示 地 界， 及 以 胆 汁 与 痰 等 的 十 二 
种 显 示 水 界。 故 此 中 是： 

色、 香、 味、 食 素 及 四 界 八 法 聚 合， 成 为 发 的 名 言， 分 析 了 它 们， 
便 无 发 的 名 言。 

所 以 “发” —— 只 是 八 法 的 聚 合【37】
， “毛” [365] 等 亦 然。 其 次 此 （三 十 二 身 

分） 中， 由 业 等 起 的 部 分， 加 命 根 和 （男 女） 性 共 为 十 法 聚【38】
。 但 由 于 增 盛 

之 故， 称 为 地 界、 水 界 等。 如 是 以 聚 而 作 意。 

㈢ “以 细 末” —— 在 此 身 中， 取 其 中 等 的 （身） 量 计 算， 若 粉 碎 为 极 微 
与 细 尘， 则 地 界 有 一 陀 那【39】 的 分 量， 此 等 （地 界） 由 半 （陀 那） 分 量【40】 的 水 
界 摄 受 （结 合）， 由 火 界 作 保 护， 由 风 界 来 支 持， 故 不 致 于 离 散 及 毁 灭。 因 
（地 界） 不 离 散 不 毁 灭， 故 形 成 男 性 女 性 之 别， 呈 现 小、 大、 长、 短、 坚、 固 
等 的 状 态。 次 于 此 （身） 中， 液 态 的 粘 结 相 的 水 界， 依 地 而 住， 以 火 保 护， 
以 风 支 持， 才 不 致 滴 漏 流 散， 因 不 滴 漏 及 流 散， 故 渐 渐 呈 示 肥 满 的 状 态。 于 
此 （身） 中， 能 令 饮 食 消 化， 有 暖 相 及 热 性 的 火 界， 依 地 而 住， 摄 之 以 水， 
由 风 支 持， 遍 热 于 此 身， 取 来 此 身 的 美 丽， 并 且 由 火 而 遍 熟， 故 此 身 不 呈 现 
于 腐 败。 于 此 （身） 中， 弥 漫 于 四 肢 五 体， 以 运 动 及 支 持 为 特 相 的 风 界， 依 
地 而 住， 摄 之 以 水， 由 火 保 护， 支 持 此 身。 由 于 （以 支 持 为 特 相 的） 风 界 的 
支 持， 故 此 身 不 倒 而 能 直 立， 由 于 其 他 的 （以 运 动 为 特 相 的） 风 界 激 动， 故 
能 表 示 于 行 住 坐 卧 的 四 威 仪， 能 屈， 能 伸， 手 足 能 动。 如 是 以 男 女 等 的 状 态 
而 诳 惑 愚 人 的， 是 如 幻 之 物 的 四 界 的 机 巧 作 用。 如 是 此 界 当 以 细 末 而 作 
意。 

㈣ “以 相 等” —— 地 界 有 什 么 相 （特 征）？ 有 什 么 味 （作 用）？ 有 什 么 现 
起 （现 状）？ 既 如 是 念 四 界 已， 当 以 相 等 这 样 作 意： “地 界” 有 坚 性 的 相， 
住 立 的 味， 领 受 的 现 起。 “水 界” 有 流 动 的 相， 增 大 的 味， 摄 受 的 现 起。 
“火 界” 有 热 性 的 相， 遍 熟 的 味， 给 与 柔 软 的 现 起。 “风 界” 有 支 持 的 相， 
转 动 的 味， 引 发 的 现 起。 [366] 

㈤ “以 等 起” —— 为 了 详 细 指 示 地 界 等， 而 示 这 发 等 四 十 二 部 分： 这 里 
面 的 胃 中 物、 粪、 脓、 尿 的 四 部 分， 只 由 时 节 （自 然 现 象） 的 等 起； 泪、 汗、 

                                                 
【36】这 十 三 行 相 与 《解 脱 道 沦》 中 的 十 行 大 致 相 同。 《解 脱 道 论》 的 十 行 是： 一 以 语 

言 义、 二 以 事、 三 以 聚、 四 以 散、 五 以 不 相 离、 六 以 缘、 七 以 相、 八 以 类 非 类、 
九 以 一 义 种 种 义、 十 以 界。 此 中 的 一 三 四 七 九 八 五 六 的 八 种 与 本 论 一 二 三 四 六 
八 十一 十三 的 八 种 相 似。 

【37】八 法 聚 见 本 品 说 食 厌 想 中 的 第 五 条 注。 底 本 三 四 一 页。 
【38】前 八 法 聚 加 命 恨 为 命 九 法， 再 加 男 女 根 为 性 十 法。 
【39】一 陀 那 (doṇa) 依 注 释： 1 doṇa ＝ 16 nāḷi, 1 nāḷi = 4 kuḍuva, 1 kuḍuva = 4 muṭṭhi。 《解 脱 道 

论》 把 一 陀 那 译 为 一 斛 二 升。 
【40】《解 脱 道 论》 作 “六 升 五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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唾、 涕 的 四 部 分， 由 时 节 与 心 的 等 起； 使 饮 食 等 遍 熟 （消 化） 的 火， 只 由 业 
的 等 起； 出 息 入 息， 只 由 心 的 等 起； 其 余 的 一 切 （部 分） 由 （时、 心、 业、 
食） 四 种 的 等 起。 如 是 此 界 当 以 等 起 而 作 意。 

㈥ “以 一 与 多” —— 一 切 的 界， 依 照 他 们 的 相 等， 故 有 多 性 —— 即 地 界 
的 相、 味、 现 起 及 水 界 等 的 （相 味 现 起 的） 差 异， 虽 然 依 相 等 及 依 业 的 等 起 
等 有 多 性， 但 是 此 等 依 色、 大 种、 界、 法 及 无 常 等 则 为 一。 一 切 的 界 都 不 能 
超 越 于 恼 坏 （变 坏） 之 相 故 为 “色”， 因 有 大 的 现 前 等 的 理 由 故 为 “大 
种”。 

“以 大 的 现 前 等” —— 此 等 界 之 所 以 称 为 大 种， 因 有 此 等 理 由： 即 大 的 
现 前 故， 如 大 幻 者 之 故， 当 大 供 养 故， 有 大 变 异 故， 大 故 生 存 故。 此 中： 

“大 的 现 前 故” —— 因 为 此 等 （大 种） 在 于 无 执 受 （无 生 物） 的 相 续 及 
有 执 受 （有 生 物） 的 相 续 中 而 大 现 前。 “于 无 执 受 的 相 续”： 

二 十 万 又 四 万 的 由 旬， 
这 大 地 有 这 样 的 厚 数。 

依 此 等 法 而 彼 等 的 大 现 前， 已 如 “佛 随 念 的 解 释”
【41】 中 说， “于 有 执 受 

的 相 续”： 依 鱼、 龟、 天、 邪 神 等 的 身 体 而 大 现 前。 即 如 此 等 说：
【42】 “诸 比 

丘！ 在 大 海 中， 有 一 百 由 旬 长 的 身 体”。 

“如 大 幻 者 之 故” —— 因 此 等 （大 种）， 譬 如 幻 师， 能 把 本 非 宝 珠 的 水 
而 示 作 宝 珠， 本 非 黄 金 的 石 块 而 示 作 黄 金； 又 如 他 自 己 本 非 夜 叉 亦 非 夜 叉 
女， 能 现 为 夜 叉 及 夜 叉 女 的 姿 态。 如 是 （大 种） 自 己 非 青， 能 现 青 的 所 造 
色， 非 黄、 非 赤、 非 白 [367] 而 能 现 （黄 赤） 白 的 所 造 色。 所 以 说 如 幻 师 的 大 
幻 者 之 故 为 大 种。 

亦 譬 如 那 样 的 夜 叉 的 大 种， 既 不 能 发 现 在 他 所 占 的 任 何 人 的 内 部， 亦 
不 能 发 现 在 那 人 的 外 部， 但 不 是 不 依 凭 那 人 而 存 在； 此 等 （大 种） 亦 不 能 发 
现 它 们 互 相 的 在 内 或 在 外， 但 不 是 不 相 依 而 存 在。 因 有 这 不 可 思 议 的 关 系 
和 理 由， 如 那 类 似 的 夜 叉 的 大 种， 故 为 大 种。 

又 譬 如 称 为 夜 叉 女 的 大 种， 化 为 悦 意 的 形 色 媚 态， 而 盖 覆 其 自 己 的 恐 
怖 的 形 相， 迷 惑 有 情； 此 等 （大 种） 亦 然， 于 男 女 的 身 体， 以 悦 意 的 肤 色， 
以 自 己 悦 意 的 四 肢 五 体 和 形 相， 用 悦 意 的 手 指 足 趾 及 眉 毛 的 媚 态， 盖 覆 自 
己 的 坚 性 等 的 自 性 之 相， 迷 惑 愚 人， 不 容 许 得 见 自 己 的 自 性。 如 假 冒 的 夜 
叉 女 的 大 种 等， 故 为 大 种。 

“当 大 供 养 故”， 因 为 要 以 大 资 具 维 持 故。 即 此 等 （大 种） 每 天 都 要 供 
给 大 量 的 饮 食 和 衣 服 等 而 存 在， 故 为 大 种， 或 者 因 大 供 养 而 存 在， 故 为 大 
种。 

“有 大 变 异 故”， 因 为 此 等 （大 种） 于 无 执 受 （无 生 物） 及 有 执 受 （有 
生 物） 中 而 有 大 变 异 故。 此 中 的 无 执 受， 在 劫 尽 之 时， 其 变 异 之 大 而 成 明 
了； 有 执 受 则 在 界 的 动 摇 （四 大 不 调） 之 时 而 成 明 了。 即 所 谓： 
                                                 
【41】底 本 二 ○ 五 页。 
【42】A.IV, p.200; p.207; Ud. p.54; Vin.II, p.238. 《中 阿 含》 三 五 · 阿 修 罗 经 （大 正 一 · 四 七 

六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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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 火 燃 烧 世 间 的 时 候， 
从 地 而 起 的 火 焰， 上 至 于 梵 天。 
世 间 为 怒 水 亡 沉 的 时 候， 
消 灭 了 百 千 俱 胝 的 一 轮 回 界。 
世 间 为 怒 风 界 所 亡 的 时 候， 
消 灭 了 百 千 俱 胝 的 一 轮 回 界。 
犹 如 给 木 口 （毒 蛇） 所 啮， 身 成 僵 硬， 
地 界 激 怒 之 身， 亦 如 为 木 口 所 啮 的 那 样。 
犹 如 给 臭 口 （毒 蛇） 所 啮， 身 成 腐 烂， 
水 界 激 怒 之 身， 亦 如 为 臭 口 所 啮 的 那 样。 [368] 
犹 如 给 火 口 （毒 蛇） 所 啮， 身 成 燃 烧， 
火 界 激 怒 之 身， 亦 如 为 火 口 所 啮 的 那 样。 
犹 如 给 刀 口 （毒 蛇） 所 啮， 身 被 切 断， 
风 界 激 怒 之 身， 亦 如 为 刀 口 所 啮 的 那 样。 

如 是 有 大 变 异 的 存 在 故 为 大 种。 

“大 故 存 在 故”， 因 为 此 等 （大 种） 应 该 以 大 努 力 而 存 在， 所 以 大 故 存 
在 故 为 大 种。 

如 是 此 等 一 切 界， 以 大 的 现 前 等 的 理 由 为 大 种。 

因 为 能 持 自 相 故， 领 受 苦 故， 亦 即 不 能 超 越 一 切 界 的 相 故 为 “界”。 由 
于 保 持 自 相， 及 保 持 自 己 于 适 当 的 刹 那 故 为 “法”。 以 坏 灭 之 义 为 “无 
常”。 以 怖 畏 之 义 为 “苦”。 所 以 说 一 切 （四 界） 依 于 色、 大 种、 界、 法、 无 
常 等 则 为 一。 如 是 此 界 当 以 一 与 多 而 作 意。 

㈦ “以 分 别 不 分 别”， 在 此 等 四 界 俱 起 时， 若 于 每 界 的 最 低 的 纯 八 法 等 
聚

【43】 中， 则 无 部 分 的 分 别， 但 依 （四 界 的） 相 则 有 分 别。 如 是 以 分 别 不 分 别 
而 作 意。 

㈧ “以 同 分 异 分”， 此 等 四 界 虽 无 上 面 所 说 的 分 别， 但 前 二 界 （地 水） 
重 故 为 同 分， 同 样 的 后 二 界 （火 风） 轻 故 （为 同 分）， 前 二 界 与 后 二 界， 后 
二 界 与 前 二 界 为 异 分。 如 是 以 同 分 异 分 而 作 意。 

㈨ “以 内 外 差 别”， 内 四 界 是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的 六） 识 事【44】 （身 语 的 
二） 表， 及 （女 男 命 的 三） 根 的 所 依， 有 四 威 仪， 及 自 （业 心 时 食） 四 的 等 
起。 外 四 界 则 与 上 述 的 相 反。 如 是 以 内 外 差 别 而 作 意。 

㈩ “以 摄”， 由 业 等 起 的 地 界 与 由 业 等 起 的 其 他 （三 界） 为 同 一 摄， 因 
为 它 们 的 等 起 无 异 故。 同 样 的， 由 心 等 而 等 起 的 （地 界） 与 由 心 等 而 等 起 的 
其 他 （三 界） 为 同 一 摄。 如 是 以 摄 而 作 意。 

(十一) “以 缘”， 此 地 界， 以 水 摄 之， 以 火 保 护， 以 风 支 持， 是 （水 火 风） 
三 大 种 的 住 处 及 缘。 水 界， 以 地 而 住， 以 火 保 护， 以 水 支 持， 是 （地 火 风） 
三 大 种 的 结 着 及 缘。 火 界， 以 地 而 住， 以 水 摄 之， [369] 以 风 支 持， 是 （地 水 
风） 三 大 种 的 遍 熟 及 缘。 风 界， 以 地 而 住， 以 水 摄 之， 以 火 遍 熟， 是 （地 水 

                                                 
【43】纯 八 法 等， 参 考 底 本 三 四 一 及 三 六 四 页 等 的 注。 
【44】识 事 (Viññāṇavatthu) 即 眼 等 六 识 所 依 的 物 质， 如 眼 识 事 即 眼 根 等。 参 考 底 本 四 四 

五 页 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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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三 大 种 的 支 持 及 缘。 如 是 以 缘 而 作 意。 

(十二) “以 不 思 念”， 地 界 不 知： “我 是 地” 或 “我 是 其 余 三 大 种 的 住 处 
及 缘”； 其 余 的 三 界 亦 不 知： “地 界 是 我 们 的 住 处 及 缘”。 其 余 的 一 切 可 以 
类 推。 如 是 以 不 思 念 而 作 意。 

(十三) “以 缘 的 分 别”， 四 界 有 业、 心、 食、 时 的 四 缘。 此 中 由 业 等 起 的 
界， 只 以 业 为 缘， 非 以 心 等 为 缘。 由 心 等 而 等 起 的 界， 亦 只 以 心 等 为 缘， 而 
非 其 他。 业 为 业 等 起 的 界 的 生 缘， 据 经 说 是 其 余 诸 界 的 近 依 缘 （强 因）

【45】
。 

心 为 心 等 起 的 界 的 生 缘， 是 余 界 的 后 生 缘、 有 缘 及 不 离 缘。 食 为 食 等 起 的 
界 的 生 缘， 是 余 界 的 食 缘、 有 缘、 及 不 离 缘。 时 节 为 时 等 起 的 界 的 生 缘， 是 
余 界 的 有 缘 及 不 离 缘。 

业 等 起 的 大 种 为 业 等 起 的 诸 大 种 之 缘， 亦 为 心 等 的 等 起 的 （诸 大 种 之 
缘）。 如 是 心 等 起， 食 等 起， 乃 至 时 等 起 的 大 种 为 时 等 起 的 诸 大 种 之 缘， 亦 
为 业 等 的 等 起 的 （诸 大 种 之 缘）。 

此 中， 由 业 等 起 的 地 界 为 业 等 起 的 其 他 （水 火 风 三 界） 的 缘 —— 是 依 照 
俱 生、 相 互、 依 止、 有 及 不 离 缘 及 依 住 处， 但 非 依 生 缘。 亦 为 其 他 （时、 
心、 食） 三 （等 起 的） 相 续 的 诸 大 种 之 缘 —— 是 依 照 依 止、 有 及 不 离 缘， 但 
非 依 住 处， 亦 非 依 生 缘。 

由 业 等 起 的 水 界， 为 其 他 （业 等 起 的 地 火 风） 三 界 的 缘 —— 是 依 照 俱 生 
等 缘 及 依 结 著， 但 非 依 生 缘， 亦 为 其 他 （时、 心、 食） 三 （等 起） 相 续 （的 诸 
大 种） 之 缘 —— 是 依 照 依 止， 有 及 不 离 缘， 但 非 依 结 著， 亦 非 依 生 缘。 

由 业 等 起 的 火 界， 为 其 他 （业 等 起 的 地 水 风） 三 界 的 缘 —— 是 依 照 俱 生 
等 缘 及 依 遍 熟， 但 非 依 生 缘。 亦 为 其 他 （时、 心、 食） 三 （等 起） 相 续 （的 诸 
大 种） 之 缘 —— 是 依 照 依 止、 有、 及 不 离 缘， 但 非 依 遍 熟， 亦 非 依 生 缘。 

由 业 等 起 的 风 界， 为 其 他 （业 等 起 的 地 水 火） 三 界 的 缘 [370] —— 是 依 照 
俱 生 等 缘 及 依 支 持， 但 非 依 生 缘。 亦 为 其 他 （时、 心、 食） 三 （等 起） 相 续 
（的 诸 大 种） 之 缘 —— 是 依 照 依 止、 有、 及 不 离 缘， 但 非 依 支 持， 亦 非 依 生 
缘。 

关 于 心、 食、 时 等 起 的 地 界 等， 以 此 类 推 之。 

如 是 由 于 俱 生 等 的 缘 的 力 量 而 起 的 此 等 四 界 之 中： 

以 一 界 为 缘 而 起 三 界 有 四 种， 
以 三 界 为 缘 而 起 一 界 有 四 种， 
以 二 界 为 缘 而 起 二 界 有 六 种。 

即 是 说 以 地 界 等 的 一 一 界 为 缘 而 起 其 他 的 各 各 三 界， 如 是 故 以 一 界 为 
缘 而 起 三 界 有 四 种。 同 样 的 地 界 等 的 一 一 界 以 其 他 的 各 各 三 界 为 缘 而 起， 
如 是 故 以 三 界 为 缘 而 起 一 界 有 四 种。 其 次 以 前 二 （地 水 界） 为 缘 而 起 后 二 
（火 风 界）， 以 后 二 （火 风） 为 缘 而 起 前 二 （地 水）， 以 第 一 第 三 （地 火） 为 
缘 而 起 第 二 第 四 （水 风）， 以 第 二 第 四 为 缘 而 起 第 一 第 三， 以 第 一 第 四 （地 
风） 为 缘 而 起 第 二 第 三 （水 火）， 以 第 二 第 三 为 缘 而 起 第 一 第 四， 如 是 故 以 

                                                 
【45】各 种 不 同 的 缘， 见 底 本 五 三 二 及 五 三 六 页 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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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界 为 缘 而 起 二 界 有 六 种。 

在 彼 等 四 界 中， 地 界 是 举 步 往 返 等 时 候 的 压 足 之 缘。 由 水 界 随 伴 的 地 
界， 是 立 足 之 缘。 由 地 界 随 伴 的 水 界， 是 下 足 之 缘。 由 风 界 随 伴 的 火 界， 是 
举 足 之 缘。 由 火 界 随 伴 的 风 界， 是 运 足 向 前 或 向 左 右 之 缘， 如 是 以 缘 的 分 
别 而 作 意。 

如 是 以 语 义 等 （的 十 三 行 相） 而 作 意 者， 由 一 一 门 而 得 明 了 四 界。 于 彼 
四 界 数 数 念 虑 作 意 者， 依 前 述 的 同 样 方 法 而 得 生 起 近 行 定， 因 为 这 （近 行 
定） 是 由 于 四 界 差 别 的 智 力 而 生 起， 故 称 为 四 界 差 别。 

（四 界 差 别 的 功 德） 勤 于 四 界 差 别 的 比 丘， 洞 察 空 性， 灭 有 情 想。 因 他 
灭 了 有 情 之 想， 不 会 去 分 别 猛 兽、 夜 叉、 罗 刹 等， 克 服 恐 怖， 克 制 不 乐 与 
乐， 不 于 善 恶 取 舍， 成 大 慧 者， 得 至 究 竟 不 死 （的 涅 槃） 或 来 世 而 至 善 趣。 

有 慧 的 瑜 伽 者。 
当 常 修 习 —— 
这 有 大 威 力 的 四 界 差 别， 
那 也 是 胜 师 子 的 游 戏。 

这 是 修 习 四 界 差 别 的 解 释。 [371] 

（论 修 定 的 结 语） 为 了 详 示 修 定 的 方 法， 前 面 曾 经 提 出 这 些 问 题： “什 
么 是 定？ 什 么 是 定 的 语 义”

【46】 等。 在 那 些 问 题 中， （第 七） “怎 样 修 习” 的 
一 句， 曾 以 各 方 面 的 意 义 解 释 完 毕。 

在 这 里 （的 定） 包 括 两 种， 即 近 行 定 旨 安 止 定。 此 中 于 （除 了 身 至 念 及 
安 般 念 的 八 随 念 而 加 食 厌 想 及 四 界 差 别 的） 十 业 处 中 （的 一 境 性） 及 于 安 
止 定 的 前 分 心 的 一 境 性 为 近 行 定； 于 其 余 的 （三 十） 业 处 中 的 心 一 境 性 为 
安 止 定。 因 为 修 习 了 彼 等 （四 十） 业 处， 亦 即 是 修 习 了 这 （安 止 定 和 近 行 定 
的） 两 种， 所 以 说 “怎 样 修 习” 的 一 句， 曾 以 各 方 面 的 意 义 解 释 完 毕。 

        

其 次 对 于 所 说 的 “修 定 有 什 么 功 德”
【47】 的 问 题， 有 现 法 乐 住 等 五 种 修 

定 的 功 德。 即： 

㈠ （现 法 乐 住） 诸 漏 尽 阿 罗 汉 既 已 入 定， 念 “我 以 一 境 心 于 一 日 中 乐 
住” 而 修 定， 由 于 他 们 修 习 安 止 定， 故 得 现 法 乐 住 的 功 德。 所 以 世 尊 说【48】 
“周 那？ 此 等 于 圣 者 之 律， 不 名 为 损 减 （烦 恼）， 此 等 于 圣 者 之 律， 称 为 现 
法 乐 住”。 

㈡ （毗 钵 舍 那） 有 学、 凡 夫， 从 定 而 出， 修 习： “我 将 以 彼 定 心 而 观 
察”， 因 为 修 习 安 止 定 是 毗 钵 舍 那 （观） 的 足 处 （近 因）， 亦 因 为 修 习 近 行 
定 而 于 （烦 恼） 障 碍 中 有 （得 利 的） 机 会， 故 得 毗 钵 舍 那 的 功 德。 所 以 世 尊 
说

【49】
： “诸 比 丘！ 汝 应 修 定， 诸 比 丘！ 得 定 的 比 丘 如 实 而 知”。 

                                                 
【46】见 底 本 第 三 品 第 八 四 页。 
【47】这 句 从 底 本 八 四 页 而 来。 
【48】M.I, p.41. 《中 阿 含》 九 一 · 周 那 问 见 经 （大 正 一 · 五 七 三 b）。 
【49】S.III, p.13. 《杂 阿 含》 六 五 经 （大 正 二 · 一 七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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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神 通） 其 次 曾 生 八 等 至， 入 于 为 神 通 基 础 的 禅 那， 出 定 之 后， 希 求 
及 产 生 所 谓【50】 “一 成 为 多” 的 神 通 的 人， 他 有 获 得 神 通 的 理 由， 因 为 修 习 
安 止 定 是 神 通 的 足 处， 故 得 神 通 的 功 德。 所 以 世 尊 说【51】

： “他 倾 心 于 彼 彼 
神 通 作 证 法， 具 有 理 由， 必 能 成 就 于 神 通 作 证 之 法”。 [372] 

㈣ （胜 有） “不 舍 禅 那， 我 等 将 生 于 梵 天” —— 那 些 这 样 希 求 生 于 梵 天 
的 人， 或 者 虽 无 希 求 而 不 舍 于 凡 夫 定 的 人， 修 安 止 定 必 取 胜 有， 而 得 胜 有 
的 功 德。 所 以 世 尊 说【52】

： “曾 少 修 初 禅 的 人 生 于 何 处？ 生 为 梵 众 天 的 伴 侣” 
等， 修 近 行 定， 必 得 欲 界 善 趣 的 胜 有。 

㈤ （灭 尽 定） 诸 圣 者 既 已 生 起 八 等 至， 入 灭 尽 定， 如 是 修 习： “于 七 日 
间 无 心， 于 现 法 证 灭 尽 涅 槃 我 等 乐 住”， 彼 等 修 安 止 定 而 得 灭 尽 定 的 功 德。 
所 以 说【53】

： “以 十 六 智 行 及 以 九 定 行 得 自 在 慧 而 成 灭 尽 定 之 智”。 

如 是 现 法 乐 住 等 是 修 定 的 五 种 功 德。 

是 故 智 者， 
对 于 这 样 —— 
多 有 功 德 能 净 烦 恼 之 垢 的 禅 定， 
当 作 不 放 逸 之 行。 

以 上 是 说 明 以 “有 慧 人 住 戒” 一 偈 中 的 戒 定 慧 三 门 而 示 清 净 之 道 中 的 
定 门。 

为 诸 善 人 所 喜 悦 而 造 的 清 净 道 论， 完 成 了 第 十 一 品， 定 名 为 定 的 
解 释。 

                                                 
【50】D.I, p.78; A.I, p.255. 《长 阿 含》 阿 摩 昼 经 （人 正 一 · 八 六 a）、 寂 志 果 经 （大 正 

一 · 二 七 五 b）、 《增 一 阿 含》 卷 二 九 （大 正 二 · 七 一 二 b）。 
【51】A.I, p.254f. 
【52】Vibh. p.424. 
【53】Pṭs. p.9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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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 兹 因 于 地 遍 等 得 证 第 四 禅 的 瑜 伽 者， 当 修 瑜 伽， 成 就 所 说 的【1】 “修 定 
而 有 神 通 的 功 德” 的 世 间 的 诸 神 通， 由 于 他 修 习 这 样 的 定 而 得 证 功 德 及 更 
成 坚 固， 且 他 既 得 具 足 那 证 得 功 德 而 成 坚 固 的 定 的 修 习， 则 甚 易 成 就 于 慧 
的 修 习， 所 以 现 在 开 始 先 论 神 通。 即 如 世 尊 对 证 得 第 四 禅 的 善 男 子， 为 示 
修 定 的 功 德 及 为 了 要 说 更 微 细 的 法， 曾 说 ㈠ 神 变、 ㈡ 天 耳 界 智、 ㈢ 他 心 智、 
㈣ 宿 住 随 念 智、 ㈤ 有 情 死 生 智【2】 的 五 种 世 间 的 神 通。 用 这 样 的 表 示 法【3】

： 
“当 他 的 心 如 是 得 达 等 持 遍 净 洁 白 无 垢 离 诸 随 烦 恼 柔 软 适 于 工 作 住 立 不 动 
之 时， 则 他 引 导 其 心 倾 向 于 神 变。 他 得 享 受 于 种 种 的 神 变： 即 如 一 身 而 成 
多 身 等”。  

    

（以 十 四 行 相 调 心） 此 中： 欲 求 “一 身 而 成 多 身” 等 神 变 行 动 的 初 学 瑜 
伽 者， 于 （地 水 火 风 青 黄 赤） 而 至 白 遍 的 八 遍 中， 各 各 生 起 八 种 等 至 之 后， 
当 以 此 等 十 四 行 相 调 伏 其 心： [374] ㈠ 以 顺 遍， ㈡ 以 逆 遍， ㈢ 以 顺 逆 遍， ㈣ 以 
顺 禅， ㈤ 以 逆 禅， ㈥ 以 顺 逆 禅， ㈦ 以 跳 禅， ㈧ 以 跳 遍， ㈨ 以 跳 禅 与 遍， ㈩ 以 
超 支， (十一) 以 超 所 缘， (十二) 以 超 支 与 所 缘， (十三) 以 支 的 确 定， (十四) 以 所 缘 的 
确 定。  

怎 么 为 “顺 遍”？ 乃 至 怎 么 为 “所 缘 的 确 定” 呢？  

㈠ 兹 有 比 丘， 先 于 地 遍 入 禅， 次 于 水 遍 入 禅， 如 是 顺 次 于 八 遍 中 百 回 
千 回 的 入 禅， 故 名 “顺 遍”。  

㈡ 从 白 遍 开 始， 与 前 同 样 的 逆 次 入 定， 故 名 “逆 遍”。  

㈢ 从 地 遍 开 始 而 至 白 遍， 从 白 遍 开 始 而 至 地 遍， 如 是 以 顺、 以 逆 数 数 
入 定， 故 名 “顺 逆 遍”。  

㈣ 从 初 禅 开 始 顺 次 而 至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如 是 数 数 入 定， 故 名 “顺 禅”。  

㈤ 从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开 始 逆 次 而 至 初 禅， 数 数 入 定， 故 名 “逆 禅”。  

㈥ 从 初 禅 开 始 而 至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从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开 始 而 至 初 禅， 如 
是 以 顺 以 逆 数 数 入 定， 故 名 “顺 逆 禅”。  

㈦ 于 地 遍 中 入 初 禅 定 已， 次 于 同 样 的 地 遍 而 入 第 三 禅 定， 自 此 除 去 地 
遍 而 入 空 无 边 处 定， 而 后 入 无 所 有 处 定， 如 是 不 跳 遍 而 仅 于 中 间 跳 过 一 
禅， 故 名 “跳 禅”。 同 样 的 对 于 水 遍 等 的 基 本 定， 当 可 类 推 而 知。  

㈧ 于 地 遍 中 入 初 禅 定 已， 次 于 火 遍 中 再 入 初 禅 定， 后 于 青 遍 及 于 赤 遍 
中 亦 然， 象 这 样 的 不 跳 禅， 仅 于 中 间 跳 过 一 遍， 故 名 “跳 遍”。  

㈨ 于 地 遍 中 入 初 禅 定 已， 次 于 火 遍 入 第 三 禅 定， 而 后 除 青 遍 而 入 空 无 

                                                 
【1】 底 本 三 七 一 页。 
【2】 神 变 (iddhividha), 天 耳 界 智 (dibbasotadhātuñāṇa), 他 心 智 (cetopariyañāṇa), 宿 住 随 念 

智 (pubbenivāsānussatiñāṇa), 有 情 死 生 智 (sattānaṁ cutūpapāteñāṇa=dibbacakkhuñāṇa 天 
眼 智), 《解 脱 道 论》 作 “神 通， 天 耳 通， 他 心 智 通， 宿 命 通， 天 眼 通”。 

【3】 D.I, 77f. 参 考 《寂 志 果 经》 （大 正 一· 二 七 五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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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 处 定， 后 自 赤 遍 而 入 无 所 有 处 定， 象 这 样 的 跳 过 禅 及 遍， 故 名 “跳 禅 与 
遍”。  

㈩ 于 地 遍 中 入 初 禅 定 已， [375] 亦 于 彼 地 遍 而 入 其 他 （二 禅 三 禅 四 禅） 
的 定， 故 名 “超 支”。  

(十一) 于 地 遍 中 入 初 禅 定 已， 次 于 水 遍 乃 至 白 遍 亦 同 入 初 禅 定， 如 是 于 
一 切 遍 中 只 入 一 禅 定， 故 名 “超 所 缘”。  

(十二) 于 地 遍 中 入 初 禅 定 已， 次 于 水 遍 入 第 二 禅， 于 火 遍 入 第 三 禅， 于 
风 遍 入 第 四 禅， 除 去 青 遍 而 入 空 无 边 处 定， 自 黄 遍 而 入 识 无 边 处 定， 自 赤 
遍 而 入 无 所 有 处 定， 自 白 遍 而 入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定， 如 是 一 一 地 超 越 支 与 所 
缘， 故 名 “超 支 与 所 缘”。  

(十三) 于 初 禅 确 定 五 支， 第 二 禅 三 支， 第 三 禅 二 支， 同 样 的 第 四 禅） 空 无 
边 处， 乃 至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亦 为 二 支）， 只 是 这 样 的 确 定 禅 支， 故 名 “支 的 
确 定”。  

(十四) 同 样 的 确 定 这 是 地 遍， 水 遍， 乃 至 白 遍， 如 是 只 确 定 所 缘， 故 名 
“所 缘 的 确 定”。  

然 亦 有 人 主 张： “支 与 所 缘 的 确 定” 的， 但 在 义 疏 中 未 曾 述 及， 当 然 不 
成 为 修 习 之 门。  

若 以 此 等 十 四 行 相， 不 能 调 伏 其 心， 则 于 预 修 的 初 学 瑜 伽 行 者， 实 无 
成 就 神 变 之 理。 即 为 初 学 者 得 遍 的 遍 作 （准 备 定） 亦 困 难， 于 百 人 千 人 之 
中， 或 有 一 人 能 得。 作 了 遍 的 准 备 定 者， 生 起 （似） 相 难， 于 百 人 千 人 之 
中， 或 有 一 人 能 得。 生 起 了 似 相 得 以 增 大， 而 证 安 止 定 难， 于 百 人 千 人 中， 
或 有 一 人 能 得。 证 得 安 止 者， 以 十 四 行 相 调 伏 其 心 难， 于 百 人 千 人 中， 或 有 
一 人 能 得。 即 以 十 四 行 相 调 伏 其 心 者， 得 神 变 亦 难， 于 百 人 千 人 中， 或 有 一 
人 能 得。 得 神 变 者， 即 刻 现 起 神 变 难， 于 百 人 千 人 中， 或 有 一 人 能 得 即 刻 现 
起 神 变。 即 如：  

在 三 万 具 有 神 变 的 人 来 到 长 老 芒 果 山 看 摩 诃 罗 哈 纳 瞿 多 长 老 的 病， 其 
中 仅 有 八 岁 法 腊 的 （佛） 护 长 老 相 似。 [376] 关 于 他 的 威 力 已 如 地 遍 中 说【4】

。 
（摩 诃 罗 哈 纳 瞿 多） 长 老 看 见 了 他 的 威 力 说 道： “诸 君！ 如 果 （佛） 护 不 在 
这 里 的 话， 则 我 们 都 要 被 责 难 不 能 保 护 龙 王 了。 所 以 当 行 净 除 （烦 恼） 垢 
秽， 自 执 （神 变 的） 武 器 而 行”。 彼 等 三 万 比 丘， 遵 守 长 老 的 教 训， 都 得 成 
为 即 刻 观 起 神 变 的 人。  

虽 得 即 刻 现 起 神 变， 但 救 护 他 人 难， 千 百 人 千 人 中 或 有 一 人。 犹 如 运 
物 至 山 供 养 时【5】 恶 魔 骤 降 火 雨， 一 长 老 即 于 空 中， 化 作 大 地 防 止 火 雨【6】

。  

但 是 曾 于 宿 作 有 力 的 修 行， 如 佛， 辟 支 佛 及 诸 大 声 闻 等， 则 可 不 必 经 
过 上 述 的 次 第 修 习， 当 证 得 阿 罗 汉 果 时， 可 得 成 就 神 变 的 行 动 及 其 他 的 ㈣ 

                                                 
【4】 底 本 一 五 五 页。 
【5】 “运 物 至 山 供 养” (Giribhaṇḍavāhanapūjā), 山 指 支 提 山。 这 是 过 去 一 年 一 次 的 大 供 

典。 据 注 解 说： 自 支 提 山 开 始， 全 岛 及 海， 作 一 由 旬 的 大 灯 供 养。 
【6】 cf. Jāt.I,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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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碍 解 等 的 功 德。  

所 以 当 如 金 匠， 欲 作 某 些 装 饰 品， 以 吹 火 等 动 作 令 金 柔 软， 然 后 作 装 
饰 品； 亦 如 陶 师， 欲 作 某 种 陶 器， 捏 诸 粘 土 而 令 柔 软 然 后 作 诸 陶 器； 初 学 者 
亦 然， 以 此 十 四 行 相 调 伏 其 心， 以 欲 为 主， 以 心 为 主， 以 精 进 为 主 及 以 观 慧 
为 主 而 入 定， 以 转 向 等 的 五 自 在【7】

， 令 心 柔 软 适 于 工 作， 修 诸 神 变 之 行。 然 
而 若 具 宿 世 之 因 的 人， 亦 可 仅 于 诸 变 而 修 第 四 禅 得 诸 自 在。  

（神 变 修 行 的 方 法 及 引 经 的 解 释） 世 尊 曾 经 指 示 神 变 修 行 的 方 法 说
【8】

： “彼 如 是 心 得 等 持， 清 净 洁 白 无 秽 离 诸 随 烦 恼 柔 软 适 于 作 业 安 住 不 动 
时， 引 导 其 心 倾 向 于 神 变， 及 证 得 种 种 神 变。 即 以 一 （身） 为 多 （身）， 多 
（身） 为 一 （身）， 显 身， 隐 身， 穿 壁， 穿 墙， 穿 山 无 有 障 碍， 如 行 空 中， 出 
没 地 上 如 在 水 中， 涉 水 不 沉 如 履 地 上， 趺 坐 空 中 而 复 经 行 如 鸟 附 翼， 日 之 
与 月 有 大 神 力 有 大 威 德 手 能 扪 之， 虽 梵 天 界 身 能 到 达”。  

依 上 面 的 圣 典 文 句 解 释 而 决 择 神 变 之 论。 此 中：  

“彼” —— 是 彼 证 得 第 四 禅 的 瑜 伽 者。 “如 是” —— 是 指 次 第 证 得 此 第 
四 禅。 即 是 说 次 第 的 证 得 初 禅 等 乃 至 第 四 禅。 “等 持” —— 是 以 第 四 禅 而 等 
持。 “心” —— 是 色 界 的 心。  

“清 净” 等 的 文 句 中， 以 舍 念 而 清 净 故 为 “清 净”。 [377] 因 清 净 故 即 为 
“洁 白” —— 光 洁 之 义。  

由 于 破 了 乐 等 诸 缘 而 离 贪 等 之 秽 故 为 “无 秽”。 无 秽 故 “离 随 烦 恼”。 
即 彼 心 不 为 秽 之 染 污。  

心 善 修 习， 故 为 “柔 软”。 即 心 得 自 在 之 义。 因 以 自 在 活 动 故 说 心 得 柔 
软。 因 柔 软 故 “适 于 作 业” —— 即 可 作 业 及 合 于 作 业 之 义。 因 为 只 有 柔 软 之 
心 才 适 于 作 业， 犹 如 经 过 炉 火 的 黄 金 相 似。 这 （柔 软 和 适 于 作 业） 二 者 都 是 
依 于 心 善 修 习 之 故， 即 所 谓【9】

： “诸 比 丘！ 我 实 未 见 有 其 他 一 法， 象 心 这 样 
的 修 习 多 作 而 成 柔 软 适 于 作 业 的”。  

安 立 于 此 等 清 净 性 等 故 为 “安 住”。 由 于 安 住 故 “不 动” —— 即 不 摇 无 
动 之 义。 或 者 自 己 以 柔 软 及 适 于 作 业 的 状 态 而 自 在 安 住 故 “安 往”； 以 信 等 
摄 护 其 心 故 “不 动”， 因 为 以 信 摄 护 之 心 不 得 为 不 信 所 动； 以 精 进 摄 护 之 心 
不 得 为 懈 怠 所 动； 以 念 摄 护 之 心 不 得 为 放 逸 所 动； 以 定 摄 护 之 心 不 得 为 掉 
举 所 动； 以 慧 摄 护 之 心 不 得 为 无 明 所 动； 以 （智） 光 摄 护 之 心 不 得 为 烦 恼 的 
黑 暗 所 动。 以 此 六 法 摄 护 成 为 不 动。 如 是 具 备 这 （等 持、 清 净、 洁 白、 无 
秽、 离 随 烦 恼、 柔 软、 适 于 作 业、 安 住 不 动） 八 支 的 心， 则 适 合 于 以 作 证 神 
通 的 诸 法 而 证 诸 神 通 了。  

亦 可 以 另 一 种 方 法 解 说： 即 以 第 四 禅 定 而 “等 持”； 以 远 离 诸 盖 而 “清 
净”； 以 超 越 寻 伺 等 而 “洁 白”： 以 没 有 为 得 禅 的 障 碍 的 恶 欲 之 行 故 “无 
秽”； 以 离 诸 贪 欲 等 心 的 随 烦 恼 故 “离 随 烦 恼”。 而 此 （无 秽 及 离 随 烦 恼） 

                                                 
【7】 五 自 在， 见 底 本 一 五 四 页。 
【8】 D.I, 77f. 参 考 《寂 志 果 经》 （大 正 一 · 二 七 五 b）。 
【9】 A.I,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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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者， 当 知 在 《无 秽 经》 及 《布 喻 经》
【10】 中 说 由 于 获 得 自 在 故 “柔 软”。 由 

于 近 于 神 足 的 状 态 故 “适 于 作 业”。 以 完 成 修 习 而 近 于 微 妙 的 状 态 故 “安 住 
不 动”。 如 成 不 动 即 是 安 住 之 义。 如 是 具 备 这 八 支 的 心， [378] 则 为 （神 通 
的） 基 础 及 足 处 （直 接 的 原 因） 而 适 合 于 以 作 证 神 通 的 诸 法 而 证 诸 神 通。  

“引 导 其 心 倾 向 于 神 变”， 此 中 以 成 就 为 “神 变”， 即 指 成 功 之 义 及 获 
得 之 义 而 说。 因 为 由 于 完 成 及 获 得 而 称 为 成 就。 即 所 谓【11】

： “有 愿 望 者 而 
成 就 他 的 愿 望”。 成 就 出 离 故 为 神 变， 因 抗 拒 了 敌 对。 成 就 阿 罗 汉 道 故 为 神 
变， 因 抗 拒 了 敌 对。  

另 一 种 解 释： 神 变 之 意 的 成 就， 与 方 便 成 就 是 同 义 语。 因 为 方 便 成 就 
而 产 生 效 果， 故 为 （所 愿） 成 就。 即 所 谓【12】

： “质 多 居 士 是 具 有 戒 与 善 法 
的， 如 果 他 希 望 未 来 世 为 转 轮 王， 可 随 愿 而 成。 因 为 具 戒 者 的 心 愿 清 净 
故”。  

另 一 种 解 释： 以 诸 有 情 的 成 就 为 “神 变”。 成 就， 即 是 说 成 长 而 证 上 位 
的 意 思。  

（十 种 神 变） 彼 有 十 种。 即 所 谓： “神 变 有 十 种 神 变”， 更 进 一 层 的 说
【13】

： “什 么 是 十 种 神 变？ ㈠ 决 意 神 变， ㈡ 变 化 神 变， ㈢ 意 所 成 神 变， ㈣ 智 遍 
满 神 变， ㈤ 定 遍 满 神 变， ㈥ 圣 神 变。 ㈦ 业 报 生 神 变， ㈧ 具 福 神 变， ㈨ 咒 术 所 
成 神 变， ㈩ 彼 彼 处 正 加 行 缘 成 神 变”。 此 中：  

㈠ （决 意 神 变）
【14】 本 来 是 一 （身） 而 意 念 多 （身）， 或 意 念 百 （身）， 千 

（身） 及 百 千 （身）， 以 智 决 意 我 成 多 （身）。 如 是 分 别 而 显 示 的 神 变， 是 由 
于 决 意 而 成 就 的， 故 名 “决 意 神 变”。  

㈡ （变 化 神 变）
【15】 他 隐 去 本 来 的 形 态 而 显 现 童 子 的 形 态， 或 现 为 

龙 …… 乃 至 种 种 军 队 的 形 态， 象 这 样 所 说 的 神 变， 是 隐 去 本 来 的 形 态 而 变 
化 起 来 的， 故 名 “变 化 神 变”。 [379] 

㈢ （意 所 成 神 变）
【16】 “兹 有 比 丘， 即 从 此 身， 化 作 另 一 个 由 意 所 成 的 有 

                                                 
【10】《无 秽 经》 (Anaṅgaṇasutta) M. 第 五 经 (I, 24ff.) 《中 阿 含》 八 七 秽 品 经 （大 正 一 · 五 

六 六 a以 下）、 《增 一 阿 含》 卷 十 七 （大 正 二 · 六 三 二 a以 下）、 《布 瑜 经》 
(Vatthūpama-Sutta) M. 第 七 经 (I, 36ff.)、 《中 阿 含》 九 三 水 净 梵 志 经 （大 正 一 · 五 七 
五 a以 下）、 《增 一 阿 含》 卷 六 （大 正 二 · 七 五 三 c 以 下）。 

【11】Sn.V, 766. 《义 足 经》 上 （大 正 四 · 一 七 五 c）， 《大 毗 婆 沙 论》 卷 三 四 （大 正 二 
七 · 一 七 六 a 以 下）， 《瑜 伽 师 地 论》 卷 一 九 （大 正 三 ○· 三 八 七 b）。 

【12】S.IV, 303. 
【13】Pṭs.II, 205. 在 Atthasālinī 91. 亦 举 十 神 变 名， ㈠ 决 意 神 变 (Adhiṭṭhāna iddhi), ㈡ 变 化 神 变 

(Vikubbanā iddhi), ㈢ 意 所 成 神 变 (Manomayā iddhi), ㈣ 智 遍 满 神 变 (ñāṇavipphārā iddhi), ㈤ 
定  遍  满  神  变  (Samādhivipphārā iddhi), ㈥  圣  神  变  (Ariyā iddhi), ㈦  业  报  生  神  变 
(Kammavippākākajā iddhi), ㈧ 具 福 神 变 (Puññavaṭo iddhi), ㈨ 咒 术 所 成 神 变 （Vijjamayā 
iddhi）, ㈩ 彼 彼 处 正 加 行 缘 成 神 变 (Tattha tattha samāpayogapaccayā ijjhanaṭṭhena 
iddhi)。 《解 脱 道 论》： “受 持 变， 作 变” 意 所 作 变， 智 变， 定 变， 圣 变， 业 果 报 所 
生 变， 功 德 人 变， 明 术 所 造 变， 方 便 变”。 

【14】Pṭs.II, 207. 
【15】Pṭs.II, 210. 
【16】Pṭs.II, 210; D.I,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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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之 身”， 象 这 样 所 说 的 神 变， 是 由 自 己 的 内 身 而 起 另 一 个 的 意 所 成 之 身， 
故 名 “意 所 成 神 变”。  

㈣ （智 遍 满 神 变） 在 生 起 （阿 罗 汉 道） 智 以 前 或 以 后 或 于 同 一 刹 那 之 间 
所 起 智 力 的 殊 胜 妙 用， 名 为 “智 遍 满 神 变”。 即 如 这 样 说： “由 于 无 常 观 成 
舍 断 常 想， 故 为 智 遍 满 神 变 …… 乃 至 于 阿 罗 汉 道 成 舍 断 一 切 烦 恼， 故 为 智 
遍 满 神 变。 例 如 ⑴ 尊 者 薄 拘 罗 的 智 遍 满 神 变； ⑵ 尊 者 僧 结 发 的 智 遍 满 神 
变； ⑶ 尊 者 婆 多 波 罗 的 智 遍 满 神 变”。 此 中：  

⑴ 【17】
尊 者 薄 拘 罗 幼 年 时， 于 某 一 吉 日， 在 河 中 替 他 沐 浴， 由 于 乳 母 的 

不 慎， 使 他 落 在 河 流 中。 一 条 鱼 把 他 吞 下 去 了。 此 鱼 游 到 波 罗 奈 城 附 近 的 
渡 头， 为 渔 人 所 捕， 并 且 卖 给 一 长 者 的 妻 子。 那 妇 人 对 此 鱼 起 爱 好 心， 说 
道： “我 自 己 来 煮”。 当 她 剖 开 鱼 时， 忽 见 一 幼 儿 在 鱼 腹 中 俨 如 金 像， 生 大 
欢 喜 道： “我 得 一 子”！ 这 位 受  后 有 者 的 尊 者 薄 拘 罗， 在 鱼 腹 中 能 得 无 
恙， 因 为 他 自 身 当 得 生 起 阿 罗 汉 道 智 的 力 量 之 故， 为 “智 遍 满 神 变”。 其 故 
事 （此 处 略 说） 自 当 详 论。  

⑵ 【18】
其 次 僧 结 笈 长 老 当 在 母 胎 之 时， 他 的 母 亲 便 死 了， 当 用 叉 贯 穿 她 

的 尸 体 放 到 薪 堆 去 烧 的 时 候， 因 叉 触 及 胎 儿 的 眼 窝 而 出 哭 声， 于 是 人 们 
说： “胎 儿 尚 生 存”！ 便 取 尸 而 剖 其 腹， 出 幼 儿 给 与 他 的 祖 母。 他 由 祖 母 养 
育 成 年 而 出 家， 得 证 与 四 无 碍 解 共 的 阿 罗 汉 果。 这 样 于 火 葬 堆 中 而 得 无 
恙， 因 与 上 述 （尊 者 薄 拘 罗） 同 样 的 理 由， 是 尊 者 僧 结 笈 的 “智 遍 满 神 
变”。  

⑶ 婆 多 波 罗 的 父 亲 是 王 舍 城 的 贫 穷 者。 [380] 他 为 取 薪 而 驱 车 至 森 林， 
集 了 薪 束 之 后， 晚 上 回 到 城 门 附 近， 当 他 卸 下 了 牛 的 轭 的 时 候， 不 料 他 的 
牛 便 闯 入 城 内 去 了， 他 即 令 小 儿 坐 于 车 足 旁， 自 己 入 城 去 追 牛。 当 他 欲 出 
城 时， 却 已 关 了 城 门。 城 外 有 猛 兽 夜 叉 的 横 行， 但 小 儿 终 夜 在 那 里 而 得 无 
恙。 因 与 上 述 同 样， 名 为 他 的 “智 遍 满 神 变”。 故 事 当 另 详 述 之。  

㈤ （定 遍 满 神 变） 在 生 起 （初 禅 等） 定 以 前 或 以 后 或 于 同 一 刹 那 之 间 所 
起 的 定 力 的 殊 胜 妙 用， 名 为 “定 遍 满 神 变”。 即 如 这 样 说【19】

： 由 于 初 禅 而 得 
舍 断 五 盖 之 故 …… 乃 至 由 于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定 而 得 舍 断 无 所 有 处 想 之 故， 为 
定 遍 满 神 变。 例 如 ⑴ 尊 者 舍 利 弗 的 定 遍 满 神 变， ⑵ 尊 者 僧 祇 婆 的， ⑶ 尊 者 
羯 那 挢 陈 如 的， ⑷ 郁 多 罗 优 婆 夷 的， ⑸ 差 摩 婆 帝 优 婆 夷 的 定 遍 满 神 变。  

⑴ 尊 者 舍 利 弗 和 大 目 犍 连 同 住 在 迦 布 德 迦 精 舍， 新 剃 了 头 发， 于 月 夜 
中 露 地 而 坐， 有 一 凶 恶 夜 叉， 不 听 他 的 夜 叉 友 的 劝 阻， 给 予 舍 利 弗 当 头 一 
击， 声 如 雷 鸣。 此 时 长 老， 即 于 夜 叉 所 击 之 时， 安 止 于 三 摩 钵 底 （定） 中， 
虽 被 一 击， 亦 无 任 何 痛 恼。 这 是 由 于 尊 者 的 “定 遍 满 神 变”。 这 故 事 从 《自 
说 经》 中 来【20】

。 

                                                 
【17】薄 拘 罗 的 故 事， 见 Manorathapūraṇī I, 306f. Thag. VV. 225　226 注。 《贤 愚 经》 卷 五 （大 

正 四 · 三 八 五 b以 下）。 
【18】僧 结 笈 的 故 事， 见 Dhp.A.II, 240. 
【19】Pṭs.II, 212f. 
【20】《自 说 经》 (Udana) Ud.IV, 4. (p.3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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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僧 祇 婆 长 老 入 灭 尽 定， 给 牧 牛 的 人 们 看 见， 以 为 他 死 了， 便 聚 集 草 
薪 及 牛 粪 等 点 火 燃 烧。 然 而 甚 至 不 能 焚 去 长 老 的 衣 的 一 丝。 这 因 为 是 依 于 
他 的 ㈨ 次 第 定 而 起 奢 摩 他 （止） 的 力 量 之 故， 为 定 遍 满 神 变。 故 事 来 自 经 中
【21】

。 

⑶ 【22】
羯 那 挢 陈 如 长 老， 原 是 常 常 入 禅 定 的。 有 一 天 夜 里， 他 正 坐 在 阿 

练 若 中 入 定， [381] 有 五 百 盗 贼 盗 了 财 物 而 去， 他 们 想， “如 今 已 无 随 后 来 追 
我 们 的 人 了”， 并 欲 休 息 一 回， 看 见 长 老 以 为 是 树 桩， 把 所 盗 之 物 都 放 在 他 
的 顶 上。 他 们 休 息 之 后 动 身 而 去， 当 取 下 了  初 他 们 所 置 的 财 物 时， 长 老 
亦 因 入 定 的 时 限 而 出 定。 他 们 看 见 长 老 动 起 来 的 形 态 不 觉 恐 怖 而 号 叫。 长 
老 说： “诸 优 婆 塞， 你 们 不 要 怕！ 我 是 比 丘”。 他 们 便 来 礼 拜 对 长 老 而 生 净 
信 并 出 家， 证 得 了 无 碍 解 共 的 阿 罗 汉 果。 这 里 以 五 百 束 财 物 的 积 重 亦 无 痛 
恼， 是 长 老 的 “定 遍 满 神 变”。  

⑷ 【23】
郁 多 罗 优 婆 夷 是 富 兰 那 迦 长 者 的 女 儿， 因 为 尸 利 摩 妓 女 对 她 起 了 

嫉 妒 心， 用 一 锅 煮 开 的 油 灌 到 她 的 头 上。 郁 多 罗 即 在 那 一 刹 那 入 慈 定。 那 
热 油 竟 如 水 滴 自 莲 叶 上 滚 落 下 去 一 样。 这 是 她 的 定 遍 满 神 变。 故 事 自 当 详 
述 （今 略）。  

⑸ 【24】
差 摩 婆 帝 是 优 填 王 的 王 后。 摩 健 提 婆 罗 门 欲 谋 以 自 己 的 女 儿 为 王 

后， 令 藏 一 毒 蛇 于 琵 琶 中， 然 后 对 国 王 说： “大 王 呀！ 差 摩 婆 帝 要 谋 杀 陛 
下， 曾 藏 一 毒 蛇 于 琵 琶 中”。 王 见 毒 蛇 而 大 怒 道： “我 必 杀 了 差 摩 婆 帝”！ 
即 拿 了 他 的 弓 及 浸 了 毒 箭。 差 摩 婆 帝 和 她 的 五 百 侍 女 同 对 国 王 修 慈。 国 王 
既 不 能 放 箭 亦 不 能 把 它 放 下， 只 是 战 栗 地 站 着。 王 后 说： “大 王， 你 疲 倦 了 
吗”？ “是 的， 我 疲 倦 了”。 “那 么 你 放 下 弓 吧”。 箭 即 落 于 国 王 的 足 下。 于 
是 王 后 教 诫 道： “大 王， 勿 害 无 恶 之 人”！  

㈥ （圣 神 变） 于 厌 恶 等 的 事 物 作 不 厌 恶 想 而 住 等 为 圣 神 变。 即 所 谓
【25】

： “什 么 为 圣 神 变？ 兹 有 比 丘， 若 欲 ‘我 要 于 厌 恶 的 事 物 中 作 不 厌 恶 想 
而 住’， 即 能 于 彼 作 不 厌 恶 想 而 住 …… 乃 至 于 彼 舍、 念、 正 知 而 住”。 [382] 
这 只 是 心 得 自 在 的 圣 者 才 有 可 能， 故 名 “圣 神 变”。 即 是 说 圣 神 变 是 具 足 漏 
尽 的 比 丘， 对 厌 恶 不 悦 的 事 物， 以 遍 满 慈 心 或 以 作 意 为 界 而 作 不 厌 恶 想 而 
住。 对 不 厌 恶 喜 悦 的 事 物， 以 遍 满 不 净 或 作 意 为 无 常 而 作 厌 恶 想 而 住。 同 
样 的， 对 厌 恶 不 厌 恶 的 事 物， 亦 以 遍 满 慈 心 或 作 意 为 界 而 作 不 厌 恶 想 而 
住； 对 不 厌 恶 厌 恶 的 事 物， 亦 以 遍 满 不 净 或 作 意 无 常 而 作 厌 恶 想 而 住。 其 
次 如 说【26】 “他 以 眼 见 色 而 不 生 喜 悦” 等 而 起 六 分 舍， 对 厌 恶 及 不 厌 恶 两 种 
都 避 去 而 以 舍、 念 及 正 知 而 住。 即 如 无 碍 解 道【27】 如 是 分 别 其 义 说： “怎 样 
                                                 
【21】M.I, 333. （第 五 十 经 Māratajjaniya-sutta）： 《中 阿 含》 一 三 一 降 魔 经 （大 正 一 · 六 二 

○ c 以 下）， 魔 娆 乱 经 （大 正 一 · 八 六 四 c以 下）， 弊 魔 试 目 连 经 （大 正 一 · 八 六 
七 a 以 下）。 

【22】故 事 见 cf. Dhp.A.II,254 f. 
【23】故 事 见 Dhp.A.III, 310 ff. 
【24】故 事 见 Dhp.A.I, 215 ff. 
【25】Pṭs.II, 212f. 
【26】A.II, 198; III, 279. 《中 阿 含》 一 二 经 （大 正 一 · 四 三 四 c）。 
【27】Pṭs.II, 212. 

 



    230         

对 厌 恶 作 不 厌 恶 想 而 住？ 对 不 喜 悦 的 事 物 以 遍 满 慈 心 或 念 于 界 而 住” 等。 
这 只 是 心 得 自 在 的 圣 者 才 有 可 能， 故 名 “圣 神 变”。  

㈦ （业 报 生 神 变） 如 鸟 等 能 于 空 中 飞 行， 名 为 “业 报 生 神 变”。 即 所 谓
【28】

： “什 么 是 业 报 生 神 变？ 即 一 切 鸟 类， 一 切 天 神， 一 部 分 人 类 及 一 部 分 
堕 恶 趣 者， 是 名 业 报 生 神 变”。 此 中 一 切 鸟 类 的 飞 行 于 空 中， 是 没 有 禅 那 或 
毗 钵 舍 那 （观） 的 关 系。 同 样 的， 一 切 天 神 及 劫 初 的 一 部 分 人 类 亦 能 飞 行。 
还 有 如 毕 陵 伽 母 夜 叉 女【29】

、 郁 多 罗 母 （夜 叉 女）、 补 沙 蜜 多 （夜 叉 女）、 昙 
摩 崛 多 （夜 叉 女） 与 一 部 分 堕 恶 趣 者， 亦 能 于 空 中 飞 行， 故 为 “业 报 生 神 
变”。  

㈧ （具 福 神 变） 如 转 轮 王 等 能 于 空 中 飞 行， 名 为 “具 福 神 变”。 即 所 谓
【30】

： “什 么 是 具 福 神 变？ 如 转 轮 王， 能 够 统 领 他 的 （象 马 车 步） 四 军 乃 至 马 
卒 牛 卒 等 于 空 中 飞 行。 ⑴ 如 殊 提 居 士 的 具 福 神 变。 ⑵ 阇 提 罗 居 士 的 具 福 神 
变。 [383] ⑶ 瞿 师 多 居 士 的 具 福 神 变。 ⑷ 文 荼 居 士 的 具 福 神 变。 ⑸ 五 大 福 者 
的 具 福 神 变”。 略 而 言 之， 即 具 有 福 因 而 至 成 熟 之 时 的 妙 用， 为 具 福 神 变。 
此 中：  

⑴ 殊 提 居 士 破 了 大 地， 涌 出 来 宝 珠 的 宫 殿 及 六 十 四 株 劫 波 树 （如 意 
树）， 这 是 他 的 “具 福 神 变”。 ⑵ 【31】

阇 提 罗 居 士 生 起 八 十 肘 高 的 黄 金 山 （是 
他 的 具 福 神 变）。 ⑶ 【32】

瞿 师 多 居 士 曾 于 七 处 被 杀， 都 得 无 恙， 是 他 的 具 福 
神 变。 ⑷ 【33】

文 荼 居 士 仅 于 一 锄 之 处。 出 现 了 七 宝 所 制 的 山 羊， 是 他 的 具 福 
神 变。 ⑸ “五 大 福 者”， 即 名 为 文 荼 长 者， 他 的 妻 子 旃 陀 波 陀 曼 悉 利， 他 的 
儿 子 达 能 吉 耶， 他 的 媳 妇 苏 曼 那 特 唯 及 他 的 工 人 富 楼 那。 在 他 们 里 面： 长 
者 洗 他 的 头， 望 空 中 时， 降 下 一 万 二 千 五 百 仓 库， 充 满 赤 米。 他 的 妻 子 只 取 
一 难 利 的 饭， 供 全 阎 浮 洲 的 住 民 也 吃 不 完。 他 的 儿 子 取 一 千 袋 的 货 币， 散 
给 全 阎 浮 洲 的 住 民， 而 钱 币 不 尽。 他 的 媳 妇 仅 取 一 桶 谷， 施 以 全 阎 浮 洲 的 
住 民， 而 谷 也 不 尽。 他 的 工 人 只 用 一 犁， 可 耕 左 右 七 行， 一 次 共 耕 十 四 行。 
这 都 是 他 们 的 具 福 神 变。  

㈨ （咒 术 所 成 神 变） 咒 术 师 等 飞 行 空 中 等， 为 咒 术 所 成 神 变。 所 谓：
【34】 

“什 么 是 咒 术 所 成 神 变？ 即 咒 术 师 念 了 咒 语， 于 空 中 飞 行， 亦 于 虚 空 现 起 象 
（军） …… 乃 至 现 起 种 种 的 军 队”。  

㈩ （彼 彼 处 正 如 行 缘 成 神 变） 由 于 某 种 正 加 行， 而 得 某 种 业 的 成 就， 故 
名 “彼 彼 处 正 加 行 缘 成 神 变”。 即 所 谓：

【35】 “由 出 离 而 成 舍 断 爱 欲， 故 为 彼 
彼 处 正 加 行 缘 成 神 变 …… 乃 至 由 阿 罗 汉 道 而 成 舍 断 一 切 烦 恼， 故 为 彼 彼 处 
正 加 行 缘 成 神 变”。 [384] 这 里 是 说 明 正 加 行 为 行 道， 叙 述 圣 典 的 文 句 与 前 

                                                 
【28】Pṭs.II, 213. 
【29】毕 陵 伽 母 (Piyankaramatā) cf. S.I, 209. 
【30】Pṭs.II, 213. 
【31】故 事 见 Dhp.A.IV, 216. 
【32】Dhp.A.I, 208. 
【33】Vin.I, 242f.; Dhp.A. 384f. 
【34】Pṭs.II, 213. 
【35】Pṭs.II,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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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定 遍 满 神 变） 的 圣 典 相 似。 但 在 义 疏 中 则 作 如 是 解 说： 由 于 作 诸 车 形 阵 
（轮 形 阵、 莲 花 阵 的 军 阵） 等 等， 任 何 的 工 巧 业， 任 何 的 医 业， 学 习 三 吠 
陀， 学 习 三 藏， 乃 至 作 耕 耘 播 种 等 的 种 种 业 而 生 妙 用， 为 彼 彼 处 正 加 行 缘 
成 神 变。  

于 此 等 十 种 神 变 之 中， （在 长 部 沙 门 果 经 的） “神 变” 一 句 是 说 决 意 神 
变。 但 于 此 处 （本 书） 亦 应 论 及 变 化 神 变 及 意 所 成 神 变。  

    

“于 神 变” —— 于 各 类 神 变 或 于 各 种 神 变。 “引 导 其 心 倾 向” —— 即 如 
前 述 （以 十 四 种 调 心 等） 的 比 丘， 他 的 心 已 得 神 通 的 基 础 之 时， 为 了 证 得 神 
变， 即 引 导 此 曾 作 神 变 的 准 备 的 心 离 去 遍 的 所 缘， 而 向 于 神 变。 “倾 向” —
— 即 倾 向 于 应 得 的 神 变。 “他” —— 即 是 这 引 导 其 心 的 比 丘。 “种 种” —— 
为 多 种 多 类。 “神 变” —— 为 神 变 类。 “证 得” —— 是 经 验 接 触 作 证 完 成 之 
义。  

⑴ （一 身 成 多 身 神 变） 现 在 为 示 种 种 的 变 化， 故 世 尊 说： “曾 以 一 身” 
等。 此 中： “以 一 身” —— 在 现 神 变 之 前 原 来 是 一 身 的。 “为 多 身” —— 即 欲 
就 近 于 许 多 人 经 行、 或 欲 读 诵、 或 欲 请 问 而 成 百 身 千 身。  

然 而 如 何 得 此 神 变？ 即 具 足 神 变 的 四 地、 四 足、 八 句、 十 六 根 本、 以 智 
决 意 （而 得 神 变）。 此 中：  

“四 地” —— 当 知 为 四 禅。 即 如 法 将 （舍 利 弗） 说：
【36】 “什 么 是 神 变 的 

四 地？ 即 初 禅 离 生 地， 二 禅 喜 乐 地， 三 禅 舍 乐 地， 四 禅 不 苦 不 乐 地。 因 这 神 
变 的 四 地， 令 得 神 变、 证 神 变、 变 作 诸 神 变、 生 诸 神 变 的 功 德、 神 变 的 自 在 
及 神 变 的 无 畏”。  

这 里 的 前 三 禅 之 人， 由 于 遍 满 喜 及 遍 满 乐 而 入 乐 想 及 轻 想， 成 为 轻 乐 
及 适 于 工 作 的 身 而 获 得 神 变， [385] 所 以 因 此 前 三 禅 而 至 于 获 得 神 变 之 故， 
为 （获 得 神 变 的） 资 粮 地。 但 第 四 禅 是 获 得 神 变 的 基 本 地。  

“四 足” —— 即 四 神 足。 所 谓：
【37】 “什 么 是 神 变 的 四 足？ 兹 有 比 丘， ㈠ 

修 习 欲 三 摩 地 勤 行 具 备 神 足， ㈡ 修 习 精 进 （三 摩 地 勤 行 具 备 神 足）， ㈢ 修 习 
心 （三 摩 地 勤 行 具 备 神 足）， ㈣ 修 习 观 三 摩 地 勤 行 具 备 神 足。 由 于 此 等 神 变 
的 四 足， 令 得 神 变 …… 乃 至 神 变 的 无 畏”。  

在 上 面 的 引 文 中： “欲 三 摩 地” 是 以 欲 为 因 或 以 欲 为 主 的 定， 即 以 欲 作 
其 所 欲 为 主 而 得 定 是 一 同 义 语。 精 勤 之 行 为 “勤 行”， 即 成 为 四 作 用 的 正 勤 
精 进 是 一 同 义 语。 “具 备” 即 具 欲 定 与 勤 行。 “神 足” 是 以 另 一 门 的 成 就 之 
义， 或 因 有 情 由 此 成 功 繁 荣 而 至 上 位 之 义， 故 得 神 变 的 名 称 —— 即 与 神 通 
心 相 应 的 欲 定 勤 行 之 足 的 其 余 的 心 心 所 法 所 聚 之 义。 即 所 谓：

【38】 “神 足 即 
如 是 的 受 蕴、 （想 蕴、 行 蕴、） 识 蕴”。 或 以 能 行 故 为 足， 即 到 达 （神 变） 之 

                                                 
【36】Pṭs.II, 205. 
【37】Pṭs.II, 205. cf. D.II, 213; M.I, 103; S.V, 284. 
【38】Vibh.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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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神 变 的 足 为 神 足， 与 欲 等 是 同 义 语。 所 谓：
【39】 “诸 比 丘！ 若 有 比 丘， 于 

欲 依 止， 得 三 摩 地， 得 心 一 境 性， 是 名 欲 定。 他 勤 行 于 未 生 诸 恶 而 令 不 
生 …… 是 名 勤 行。 诸 比 丘！ 此 欲， 此 欲 三 摩 地 及 此 勤 行， 是 名 欲 三 摩 地 勤 行 
具 备 神 足”。 如 是 其 余 的 （精 进、 心、 观、） 神 足 之 义 可 知。  

“八 句” —— 即 欲 等 八 句。 所 谓：
【40】 “什 么 是 神 变 的 八 句？ 诸 比 丘！ 若 

有 比 丘， ㈠ ～ ㈡ 于 欲 依 止， 得 定， 得 心 一 境 性， 欲 非 是 定， 定 非 是 欲， [386] 
欲 定 相 异。 若 有 比 丘， ㈢ ～ ㈣ 于 精 进 依 止 …… 若 有 比 丘， ㈤ ～ ㈥ 于 心 依 
止 …… 若 有 比 丘， ㈦ ～ ㈧ 于 观 依 止， 得 定， 得 心 一 境 性， 观 非 是 定， 定 非 是 
观， 观 定 相 异。 于 此 等 神 变 的 八 句 而 得 神 变 …… 乃 至 神 变 的 无 畏”。 此 处 欲 
是 欲 生 神 变， 与 定 结 合 而 得 神 变。 精 迸 等 句 亦 同 样。 是 故 当 知 说 此 八 句。  

“十 六 根 本” —— 是 以 十 六 行 相 而 心 不 动。 所 谓：
【41】 “神 变 有 几 种 根 

本？ 有 十 六 种 根 本： ㈠ 以 不 向 下 心 于 懈 怠 不 动 故 不 动， ㈡ 以 不 向 上 心 于 掉 
举 不 动 故 不 动， ㈢ 以 不 染 著 心 于 贪 不 动 故 不 动， ㈣ 以 不 抗 拒 心 于 瞋 不 动 故 
不 动， ㈤ 以 不 依 止 心 于 见 不 动 故 不 功， ㈥ 以 不 结 缚 心 于 欲 贪 不 动 故 不 动， 
㈦ 以 离 脱 心 于 爱 贪 不 动 故 不 动， ㈧ 以 不 相 应 心 于 烦 恼 不 动 故 不 动， ㈨ 以 离 
界 限 心 于 烦 恼 的 界 限 不 动 故 不 动， ㈩ 以 一 境 性 心 于 种 种 性 的 烦 恼 不 动 故 不 
动， (十一) 以 信 摄 护 心 于 不 信 不 动 故 不 动， (十二) 以 精 进 摄 护 心 于 懈 怠 不 动 故 
不 动， (十三) 以 念 摄 护 心 于 放 逸 不 动 故 不 动， (十四) 以 定 摄 护 心 于 掉 举 不 动 故 
不 动， (十五) 以 慧 摄 护 心 于 无 明 不 动 故 不 动， (十六) 以 光 明 心 于 无 明 黑 暗 不 功 
故 不 动。 有 此 等 神 变 的 十 六 根 本 而 得 神 变 …… 乃 至 神 变 的 无 畏”。  

虽 然 此 （不 动 之） 义 于 前 面 的 “如 是 于 心 等 持” 等 句 中 已 得 成 就 （那 里 
是 指 得 第 四 禅 者 说）， 但 现 在 为 示 初 禅 等 （前 三 禅） 是 神 变 的 地、 足、 句、 
根 本， 所 以 再 说 （不 动）。 前 者 是 来 自 经 中， 后 者 是 依 《无 碍 解 道》 中 说 
的。 如 是 为 了 两 者 的 不 惑 乱， 所 以 再 说。  

“以 智 决 意”
【42】 —— 比 丘 业 已 成 就 此 等 神 变 的 地、 足、 句、 根 本 诸 法 

（前 三 禅）， [387] 入 于 神 通 的 基 础 禅 （第 四 禅）， 出 定 之 后， 若 欲 成 百 身， 
念 “我 成 百 身， 我 成 百 身” 而 作 准 备 定 已， 再 入 神 通 的 基 础 定， 出 定 后， 而 
决 意， 由 决 意 之 心 便 成 百 身。 于 千 身 处 亦 同 样。  

如 果 这 样 而 未 成 （神 变）， 再 作 准 备 定， 再 入 禅 定 而 出 定 后， 即 当 决 
意。 正 如 相 应 部 （杂 部） 的 义 疏 说： “当 一 回 二 回 入 定”。 基 础 禅 （第 四 禅） 
心 有 似 相 所 缘， 遍 作 （前 三 禅） 心 有 百 身 所 缘 或 千 身 所 缘。 而 此 等 （百 千 
身） 是 依 具 体 的， 不 是 依 概 念 的。 决 意 心 亦 同 样 的 有 百 身 所 缘 或 千 身 所 缘。 
彼 （决 意 心） 如 前 面【43】 （第 四 品 地 遍 的 解 释） 所 说 的 安 止 心， 于 种 姓 心 之 后 
仅 一 刹 那 而 生 起， 是 属 于 色 界 第 四 禅。 即 如 《无 碍 解 道》

【44】 说： “本 来 是 一 
身 而 念 多 身。 念 百 身 千 身 或 百 千 身 已， 以 智 决 意 ‘我 成 多 身’， 即 成 多 身。 

                                                 
【39】S.V, 268, cf. Vibh.216. 
【40】Pṭs.II, 205f. 
【41】Pṭs.II, 206. 
【42】cf. Pṭs.II, 207f. 
【43】底 本 一 二 七 页。 
【44】Pṭs.II,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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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 如 尊 者 周 利 槃 陀 迦”。  

这 引 文 中 的 “念” 是 依 遍 作 （准 备） 说 的。 “念 已 以 智 决 意” 是 依 神 通 
智 说 的。 是 故 他 念 多 身， 然 后 于 遍 作 心 之 末 而 入 定， 出 定 之 后， 更 念 “我 成 
多 身”， 自 此 起 了 三 或 四 的 前 分 心 之 后， 仅 以 生 起 一 刹 那 的 神 通 智 而 决 意 
—— 以 决 定 而 得 名 为 决 意。 如 是 当 知 这 里 的 意 义。  

次 说 “譬 如 尊 者 周 利 槃 陀 迦”， 是 举 示 多 身 的 实 例。 其 故 事 说 明 如 下：  

据 说【45】
， 他 们 两 兄 弟 因 为 是 生 于 路 边， 所 以 得 名 为 槃 陀 迦。 他 们 之 中 

的 哥 哥 摩 诃 槃 陀 迦 （大 路 边）， 出 家 之 后， 曾 证 得 了 具 有 无 碍 解 的 阿 罗 汉 
果。 他 证 阿 罗 汉 后， 遂 令 其 弟 周 利 槃 陀 迦 （小 路 边） 出 家， 教 以 此 偈： [388] 

 
【46】

 俱 迦 难 陀 紫 金 莲，  
清 早 开 花 几 芳 鲜，  
鸯 耆 罗 娑 （即 佛） 光 普 照，  
犹 如 红 日 照 空 间。  

然 而 他 用 了 四 个 月 工 夫 也 不 能 念 熟 此 偈。 于 是 （摩 阿 槃 陀 迦） 长 老 对 他 说： 
“你 不 能 入 教”， 即 逐 他 于 精 舍 之 外。 当 时 长 老 是 一 位 监 食 者 （典 座）。 耆 
婆 （医 王） 来 对 长 老 说： “尊 师， 明 天 请 世 尊 带 领 五 百 比 丘 到 我 的 家 里 应 
供”， 长 老 说： “除 了 周 利 槃 陀 迦 之 外， 其 余 的 都 得 听 许”。 周 利 槃 陀 迦 站 
在 寺 门 外 悲 泣。 世 尊 以 天 眼 看 见 了， 即 走 近 他 说： “为 什 么 事 悲 泣”？ 他 便 
告 以 始 末 之 事。 世 尊 说： “不 能 读 诵 者， 不 是 不 能 入 教 的。 比 丘， 不 要 
哭”！ 便 携 其 臂 进 入 精 舍， 并 以 神 变 化 作 一 块 小 白 布 给 他 说： “比 丘， 现 在 
抹 拭 此 布， 并 念 ‘去 尘、 去 尘’”。 他 便 这 样 做， 不 料 那 布 却 变 成 黑 色 了。 
他 想 道： “这 净 白 的 布 原 无 过 失， 污 秽 了 布 是 自 己 的 过 失”， 令 他 智 察 五 
蕴， 增 长 毗 钵 舍 那 （观）， 于 随 顺 （心） 而 达 种 姓 心【47】

。 这 时 世 尊 对 他 说 此 
光 明 偈：  

 
【48】

 贪 尘 不 名 为 微 尘，  
尘 为 贪 的 同 义 语，  
彼 等 智 者 舍 了 尘，  
得 于 离 尘 教 中 住。  

瞋 尘 不 名 为 微 尘，  
尘 为 瞋 的 同 义 语，  
彼 等 智 者 舍 了 尘，  
得 于 离 尘 教 中 住。  

痴 尘 不 名 为 微 尘，  
尘 为 痴 的 同 义 语，  

                                                 
【45】周 利 槃 陀 迦 （小 路 边） 的 故 事， 见 Jat.I, 116f. Manorathapūraṇī I, p.215ff.; Dhp.A.I, 

p.241ff. 
【46】Manorathapūraṇī I, p.215; Dhp.A.I, p.244. 
【47】随 顺 心， 种 姓 心， 见 底 本 一 三 八 页。 
【48】cf. Divyā. 491, MND. p.505; Dhp.A.I, p.246. 参 考 《有 部 毗 奈 耶》 卷 三 一 （大 正 二 三 · 七 

九 七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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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 等 智 者 舍 了 尘，  
得 于 离 尘 教 中 住。 [389] 

在 说 完 此 偈 之 后， 他 便 获 得 了 四 无 碍 解 与 六 神 通 为 伴 的 九 出 世 间 法 （四 向 
四 果 及 涅 槃）。  

在 第 二 天， 导 师 （佛） 与 比 丘 众 赴 耆 婆 家。 食 前 的 供 水 已 毕， 当 供 粥 
时， 世 尊 以 自 己 的 手【49】 遮 钵， 耆 婆 问： “何 以 故， 尊 师”？ “因 为 寺 内 还 有 
一 位 比 丘”。 耆 婆 即 遣 一 人 道： “去！ 速 请 那 位 上 人 来”。 世 尊 在 出 寺 之 时 
曾 说 此 偈：  

 
【50】

 周 利 槃 陀 迦， 自 化 作 千 身。  
庵 婆 林 间 坐， 直 至 来 请 时。  

那 人 去 了 之 后， 看 见 满 园 的 袈 裟 辉 煌， 回 来 说： “尊 师， 满 园 都 是 比 丘， 我 
不 知 道 是 那 一 位 上 人”？ 世 尊 对 他 说： “你 去， 看 见  初 的 一 位， 便 拉 住 他 
的 衣 角 说， 导 师 要 你 去”。 他 又 去， 拉 住 长 老 的 衣 角。 其 他 一 切 变 化 之 身， 
便 立 刻 消 失 了。 长 老 道： “你 先 去 吧”！ 他 做 了 洗 脸 及 大 小 便 等 事， 并 早 在 
那 人 之 前 到 达 坐 于 为 他 所 设 的 座 上 了。 与 此 有 关， 所 以 说 “譬 如 尊 者 周 利 
槃 陀 迦”。  

此 处 所 化 的 多 身 与 能 化 的 神 变 者 是 相 似 的， 因 为 没 有 决 定 （各 别 的） 
化 作 之 故。 即 于 立 坐 或 语 默 等 的 态 度 中， 神 变 者 怎 样 行， 那 （被 化 作 者） 也 
怎 样 行。 如 果 神 变 者 希 望 （其 所 变 化 者 的） 作 不 同 的 形 态： 有 些 是 青 年、 有 
些 中 年、 有 些 老 年， 或 者 有 些 长 发 的、 半 秃 发 的、 全 剃 了 的、 斑 白 发 的， 半 
红 衣 的、 黄 衣 的， 或 者 诵 句、 说 法、 咏 唱、 质 问、 返 答、 染 衣、 缝 衣、 洗 濯 
等； 或 者 希 望 化 作 其 他 各 各 种 类， 则 由 彼 （神 变 者） 自 基 础 禅 出 定 已， 用 
“这 些 比 丘 为 青 年” 等 的 方 法 而 遍 作 （准 备）， 再 入 定 而 出 定， 便 当 决 意。 
与 决 意 心 共， 便 如 其 所 欲 而 作 各 各 种 类。  

⑵ （多 身 成 一 身 神 变） 上 面 的 方 法 亦 可 用 于 “多 身 而 成 一 身” 等。 其 不 
同 之 处 如 下： 由 此 比 丘 化 作 多 身 已， 更 思 “我 成 一 身 经 行， 我 读 诵， [390] 我 
质 问”； 或 者 此 少 欲 者 想： “此 寺 只 有 少 数 比 丘， 如 果 有 人 来 看 到 说： ‘那 
里 来 的 这 些 相 似 的 比 丘， 这 当 然 是 长 老 的 神 力’， 于 是 他 们 会 知 道 我 （是 神 
变 者）”， 由 于 他 希 望 于 （此 未 达 预 定 神 变 的 期 限） 中 便 成 为 一 身， 故 入 基 
础 禅 而 出 定 已， 以 “我 成 一 身” 而 遍 作 （准 备） 之 后， 再 入 定 而 出 定， 当 决 
意 “我 成 一 身”。 与 决 意 心 共， 便 成 一 身， 如 果 不 这 样 做， 则 到 了 预 定 的 期 
限 而 自 成 一 身。  

“显 与 隐” —— 即 作 显 现 及 作 隐 匿 之 义。 关 于 此 义， 正 如 《无 碍 解 道》
【51】 中 说： “显， 即 无 任 何 东 西 盖 覆、 无 遮 蔽、 开 显、 明 了。 隐， 即 被 什 么 东 
西 盖 覆、 遮 蔽、 关、 闭”。  

⑶ （显 现 神 变） 此 （显 与 隐） 中， 具 神 变 者， 欲 求 显 现， 令 黑 暗 为 光 
明， 令 遮 蔽 为 开 朗， 或 令 不 见 为 可 见， 他 怎 样 做 呢？ 即 此 人 （神 变 者） 希 望 
自 己 或 他 人， 虽 然 遮 蔽 着 或 站 在 远 处 亦 可 得 见， 于 是 他 从 基 础 禅 出 定 已， 
                                                 
【49】以 手 (hatthena) 底 本 缺， 依 他 本 增 补。 
【50】Thag.V, 563; Dhp.A. p.248. 
【51】Pṭs.II,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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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念 “此 黑 暗 之 处 将 成 光 明”、 或 “此 遮 蔽 将 成 开 朗”， 或 “此 不 可 见 的 将 
成 可 见” 而 遍 作 （准 备）、 更 以 前 述 的 同 样 方 法 而 决 意。 与 决 意 共、 便 成 如 
他 的 决 意。 他 人 站 在 远 处 可 见， 如 果 他 希 望 自 己 亦 可 见。  

然 而 谁 曾 行 过 这 种 神 变？ 即 由 世 尊。 因 世 尊 受 小 善 贤 女 之 请， 乘 毗 首 
羯 磨 所 化 作 的 五 百 座 高 楼， 从 舍 卫 城 出 发， 到 距 离 七 由 旬 以 外 的 娑 鸡 帝 城 
的 时 候， 他 决 意 那 婆 鸡 帝 城 的 住 民 得 见 舍 卫 城 的 住 民， 舍 卫 城 的 住 民 得 见 
婆 鸡 帝 城 的 住 民。 他 于 市 的 中 间 下 降， 破 大 地 为 二 分， 直 至 阿 鼻 （地 狱）， 
并 开 虚 空 为 二 分， 直 至 梵 天 界， 使 他 们 都 看 见。 此 义 亦 得 以 世 尊 自 三 十 三 
天 下 降 来 解 释：  

据 说【52】 世 尊 曾 作 双 神 变， 使 八 万 四 千 生 类 解 除 结 缚， 他 念 “过 去 诸 佛 
行 过 双 神 变 后 至 于 何 处”？ 并 知 至 三 十 三 天。 [391] 于 是 世 尊 以 一 足 踏 于 地 
面， 置 另 一 足 于 持 双 山， 又 拔 其 前 足 踏 到 须 弥 山 顶， 于 崩 陀 根 跋 罗 宝 石 上 
作 雨 季 安 居， 对 聚 集 在 那 里 的 一 万 轮 围 界 的 诸 天，  初 讲 说 阿 毗 达 摩【53】

。 
当 乞 食 的 时 候， 他 便 化 作 另 一 化 佛 在 那 里 对 他 们 说 法。 而 世 尊 则 嚼 龙 蔓 的 
齿 木， 到 阿 耨 达 池 洗 了 脸， 往 北 俱 卢 洲 去 乞 食， 又 到 阿 耨 达 池 之 畔 来 吃。 舍 
利 弗 长 老 到 那 里 去 礼 拜 世 尊。 世 尊 授 长 老 以 纲 要 说： “今 天 我 对 诸 天 说 这 
么 多 的 法”。 他 这 样 连 续 的 说 了 三 个 月 的 阿 毗 达 磨， 听 法 者 有 八 亿 诸 天 获 
得 法 现 观。 当 世 尊 在 三 十 三 天 现 双 神 变 的 时 候， （地 上） 聚 集 了 十 二 由 旬 长 
的 群 众， 作 帐 篷 而 住 说： “直 至 见 到 世 尊 之 后 才 去”， 他 们 都 由 小 给 孤 独 长 
者

【54】 供 给 一 切 资 具。 群 众 为 了 要 知 道 世 尊 究 在 何 处， 请 求 阿 那 律 陀 长 老 探 
望。 长 老 增 大 光 明， 以 天 眼 看 见 世 尊 在 那 里 安 居 雨 季， 并 告 诉 他 们。 他 们 为 
了 要 瞻 札 世 尊， 又 求 大 目 犍 连 长 老 去 请。 长 老 即 于 群 众 中 潜 入 大 地， 贯 穿 
须 弥 山， 于 如 来 足 下 之 地 出 现， 顶 礼 世 尊 说： “尊 师， 阎 浮 提 洲 的 住 民 欲 见 
世 尊， 顶 礼 佛 足”。 世 尊 问： “目 犍 连， 你 的 兄 长 法 将 （舍 利 弗） 在 什 么 地 
方”？ “尊 师， 他 在 僧 伽 施 市”。 “目 犍 连， 要 看 我 的 人， 叫 他 们 明 天 到 僧 伽 
施 市 来。 因 为 明 天 是 满 月 大 自 恣 的 布 萨 日， 我 要 下 行 于 僧 伽 施 市”。 “唯 然 
世 尊”。 长 老 拜 过 了 十 力 （世 尊）， 从 原 路 回 到 群 众 的 身 边。 长 老 在 去 与 来 
时， 都 决 意 让 群 众 看 得 到 他。 这 是 大 目 犍 连 长 老 初 行 显 现 神 变。 他 回 来 将 
此 消 息 告 诉 他 门 之 后 说： “你 们 不 要 以 为 僧 伽 施 市 太 远， 明 天 早 餐 后 出 发 
去 那 里”。  

世 尊 对 帝 释 天 王 说： “大 王， 明 天 我 耍 回 到 人 间 了”。 天 王 [392] 命 令 毗 
首 羯 磨 道： “朋 友， 世 尊 欲 于 明 日 去 人 间， 你 当 造 阶 三 行， 一 以 黄 金 造， 一 
以 白 银 造， 一 以 宝 珠 造”。 他 便 依 命 建 造。 第 二 天 世 尊 站 在 须 弥 山 顶， 眺 望 
东 方 世 界。 多 千 的 轮 回 世 界， 忽 然 开 朗， 如 一 广 场。 如 是 见 西 方、 北 方 及 南 
方， 亦 如 见 东 方 的 一 样 开 朗。 他 见 下 至 阿 鼻 地 狱， 上 至 阿 迦 腻 吒 （色 究 竟） 

                                                 
【52】详 细 故 事， 见 Dhp.A.II, pp.216～226, 参 考 《杂 阿 含》 五 ○ 六 经 （大 正 二 · 一 三 四 a以 

下）， 《增 一 阿 含》 卷 二 八 （大 正 二 · 七 ○ 五 b以 下）。 
【53】据 南 传 上 座 部 的 传 说， 佛 上 三 十 三 天 为 佛 母 摩 耶 夫 人 说 法， 在 那 里 三 个 月 为 诸 

天 说 阿 毗 达 磨， 每 天 再 为 舍 利 弗 略 说， 由 舍 利 弗 为 诸 比 丘 说， 这 是 南 传 七 论 的 
来 源。 

【54】小 给 孤 独 长 者 (Cūḷa-Anāthapiṇḍika) 本 名 须 末 那 (Sumana), 即 大 给 孤 独 长 者 的 弟 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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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他 们 说 那 一 天 实 为 世 间 的 开 显 日。 人 能 见 天， 天 亦 见 人， 并 不 是 说 人 向 
上 望， 诸 天 向 下 望， 一 切 都 是 对 面 相 见 的。 世 尊 由 中 央 的 宝 珠 所 造 之 阶 下 
来， 六 欲 诸 天 在 左 侧 的 金 阶， 净 居 天 与 大 梵 天 在 右 侧 的 银 阶。 帝 释 天 王 替 
他 拿 衣 钵， 大 梵 天 拿 三 由 旬 大 的 白 伞， 须 夜 摩 天 持 牦 牛 尾 的 拂， 健 闼 婆 之 
子 五 顶 持 三 伽 乌 多 大 的 毗 罗 梵 崩 陀 的 琴， 奏 乐 以 供 如 来。 那 一 天 看 见 世 尊 
的 人， 实 无 一 人 不 希 望 成 佛 的。 这 便 是 世 尊 行 显 现 神 变。  

还 有 在 铜 鍱 洲， 住 在 多 楞 迦 罗 的 法 授 长 老， 坐 在 帝 须 大 精 舍【55】 的 塔 
园， 对 诸 比 丘 讲 《纯 真 经》：

【56】 “诸 比 丘！ 具 备 三 法 （守 护 根 门， 于 食 知 
量， 警 寤 精 勤） 的 比 丘， 行 纯 真 道 者”， 并 以 扇 下 指， 直 至 阿 鼻 地 狱 成 一 广 
场， 以 扇 上 指， 直 至 梵 天 界 成 一 广 场。 长 老 警 告 以 地 狱 的 怖 畏 及 导 以 诸 天 
之 乐， 对 他 们 说 法。 闻 法 者， 有 的 得 须 陀 洹， 有 的 得 斯 陀 含、 阿 那 含 及 阿 罗 
汉。  

⑷ （隐 匿 神 变） 欲 隐 匿 者， 使 光 明 为 黑 暗， 使 无 遮 蔽 成 遮 蔽。 使 可 见 的 
成 为 不 可 见。 怎 样 呢？ 即 神 变 者 欲 求 自 己 或 他 人， 虽 无 遮 蔽 或 近 在 身 边 亦 
使 不 见， 他 从 基 础 禅 出 定 己， 念 “此 光 明 之 处 将 成 黑 暗”， 或 [393] “此 无 蔽 
处 将 成 遮 蔽” 或 “此 可 见 而 成 不 可 见”， 遍 作 （准 备） 已， 当 依 前 述 之 法 而 
决 意， 与 决 意 心 共， 使 得 成 就 他 所 决 意 的。 使 站 近 的 他 人 不 能 见【57】

， 如 欲 
自 身 不 见， 亦 得 不 见。  

然 而 谁 曾 行 过 这 神 变？ 即 世 尊。 世 尊 曾 使 虽 然 坐 得 很 近 的 耶 舍 善 男 
子， 他 的 父 亲 亦 不 能 见 他【58】

。  

又
【59】 世 尊 出 迎 自 一 百 二 十 由 旬 来 访 的 大 劫 宾 那 王， 使 他 得 住 阿 那 含 

果， 及 令 他 的 一 千 臣 子 得 住 须 陀 洹 果 之 后， 他 的 夫 人 阿 那 娇 和 一 千 侍 女 亦 
于 此 时 追 踪 而 来， 虽 坐 于 国 王 附 近， 但 使 他 们 不 见 国 王 与 从 臣， 故 她 问 道： 
“尊 师， 你 看 见 国 王 吗”？ 世 尊 说： “你 寻 国 王 为 胜， 或 寻 自 己 为 胜”？ “尊 
师， 实 寻 自 己 为 胜”。 世 尊 便 对 坐 在 那 里 的 她 （及 国 王） 说 了 同 样 的 法。 她 
和 他 的 一 千 待 女 得 住 须 陀 洹 果， 诸 臣 子 得 阿 那 含 果， 国 王 得 阿 罗 汉 果。  

又
【60】 摩 哂 陀 长 老， 初 来 铜 鍱 洲 （锡 兰） 之 日， 曾 使 国 王 不 能 见 他 及 与 

他 同 来 的 人， 行 此 隐 匿 神 变。  

一 切 明 显 的 神 变， 名 显 现 神 变； 一 切 不 明 显 的 神 变， 名 隐 匿 神 变。 此 
中， 于 明 显 的 神 变， 则 神 变 与 神 变 者 都 显 示， 这 可 以 双 神 变 来 说 明。 即 如：
【61】 “如 来 行 双 神 变， 非 声 闻 所 有， 如 来 能 于 上 身 现 火 聚， 而 于 下 身 现 流 
水”， 如 是 （神 变 与 神 变 者） 两 者 都 显 示。 于 不 明 显 的 神 变， 则 仅 显 示 神 

                                                 
【55】帝 须 大 精 舍 (Tissa-Mahāvihāra) 在 锡 兰 的 南 部， 见 Mahāvaṁsa 20, 25. 
【56】《纯 真 经》 (Apaṇṇakasutta) A, 3, 16 (Vol.I, p.113). 《增 一 阿 含》 卷 一 二 （大 正 二 · 六 ○ 

三 c以 下）。 
【57】底 本 Passanti （见） 应 改 为 Na passanti （不 见）。 
【58】Vin.I, 16; Thag.V,117. 
【59】Dhp.A.II, pp.118～125, Manorathapūraṇī I, p.322f. 
【60】Mahāvaṁsa 　IV, 6. 
【61】Pts.I,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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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不 显 示 神 变 者； 这 可 以 《摩 诃 迦 经》
【62】 及 《梵 天 请 经》

【63】 来 说 明。 在 那 
里 尊 者 摩 诃 迦 与 世 尊， 仅 显 示 神 变， 不 显 示 神 变 者， 即 所 谓：

【64】 “坐 在 一 边 
的 质 多 居 士 对 摩 诃 迦 说： ‘尊 者， 如 果 摩 诃 迦 上 人 对 我 现 上 人 法 的 神 变， 实 
为 幸 福’！ ‘那 末。 居 士， 你 于 廊 前 铺 设 郁 多 罗 僧 （上 衣）， [394] 上 面 放 些 
草 聚 吧’。’ 唯 然 尊 师’。 质 多 居 士 答 应 了 摩 诃 迦 之 后， 即 于 廊 前 铺 设 郁 多 
罗 僧， 放 上 草 聚。 尊 者 摩 诃 迦 进 入 精 舍， 关 上 了 门， 而 现 如 是 的 神 变： 从 钥 
孔 及 门 闩 的 孔 隙 发 出 火 焰， 烧 了 草 聚， 但 不 烧 郁 多 罗 僧”。  

又 所 谓：
【65】 “诸 比 丘！ 我 行 这 样 的 神 变， 使 梵 天、 梵 众 及 梵 众 眷 属， 可 

闻 我 声 而 不 见 我 身， 我 今 隐 身 而 说 此 偈：  

我 见 于 有 生 恐 怖，  
亦 见 求 有 求 无 有，  
我 已 于 诸 任 何 有，  
不 迎 不 乐 不 执 着。”  

⑸ （不 障 碍 神 变） “穿 壁、 穿 墙、 穿 山、 无 有 障 碍， 如 行 空 中”， 此 中 
“穿 壁” 为 透 壁 —— 即 透 过 壁 的 那 一 边。 他 句 亦 同 样。 “壁” —— 与 屋 的 壁 
是 同 义 语。 “墙” —— 是 家、 寺、 村 落 等 周 围 的 墙。 “山” —— 是 土 山 或 石 
山。 “无 碍” —— 即 无 障， “如 空 中” —— 好 象 在 空 中。  

欲 这 样 无 碍 而 行 者， 入 虚 空 遍 定 而 出 定 已， 念 壁 或 墙 或 须 弥 及 轮 围 等 
的 任 何 山 而 遍 作 （准 备）， 当 决 意 “成 虚 空”， 便 成 虚 空。 欲 下 降 或 欲 上 升 
者 便 有 坑， 欲 穿 透 而 行 者 便 有 洞， 他 便 可 从 那 里 无 碍 而 行。 关 于 此 事， 三 藏 
小 无 畏 长 老 说： “道 友， 为 什 么 要 入 虚 空 遍 定？ 如 果 那 样， 若 欲 化 作 象 马 
者， 不 是 也 要 入 象 马 等 遍 定 吗？ 于 诸 遍 中 遍 作 （准 备）， 已 得 八 等 至 自 在， 
岂 非 已 够 条 件 遂 其 所 欲 而 行 神 变 了 吗”？ 诸 比 丘 说： “尊 师， 在 圣 典 中 只 述 
虚 空 遍， 所 以 必 须 这 样 说”！ 圣 典 之 文 如 下：

【66】 “本 来 已 得 虚 空 遍 者， 而 念 
穿 壁 穿 墙 穿 山， [395] 念 已 以 智 决 意： ‘成 为 虚 空’， 便 成 虚 空， 穿 壁 穿 墙 穿 
山， 无 碍 而 行， 正 如 普 通 的 人， 没 有 任 何 东 西 的 遮 隔， 所 行 无 碍， 而 此 神 变 
者， 心 得 自 在， 穿 壁 穿 墙 穿 山， 无 有 障 碍， 如 行 空 中”。  

若 比 丘 业 已 决 意， 于 所 行 途 中， 又 现 起 山 或 树， 不 是 再 要 入 定 而 决 意 
吗？ 无 妨 的。 再 入 定 而 决 意， 正 如 取 得 邬 波 驮 那 （和 尚） 的 听 许 依 止 一 样。 
因 此 比 丘 业 已 决 定 成 为 虚 空， 故 有 虚 空， 由 于 他 先 前 的 决 意 之 力， 于 途 中 
又 现 起 任 何 山 或 树 或 气 候 所 成 的， 实 无 此 理。 如 果 由 别 的 神 变 者 所 化 作 
的， 则 初 化 作 的 力 强， 其 他 的 必 须 经 下 面 或 上 面 而 行。  

⑹ （地 中 出 没 神 变） 于 “地 中 出 没” 的 句 中， “出” 为 出 现， “没” 为 潜 
没。 出 与 没 故 名 出 没。 欲 求 如 是 行 者 入 水 遍 定 而 出 定 已， 限 定 “于 此 处 之 地 
而 成 为 水” 而 遍 作 （准 备）， 当 依 所 说 而 决 意， 与 决 意 共， 彼 所 限 定 之 地 便 
                                                 
【62】《摩 诃 迦 经》 (Mahāka-Sutta) S.41, 4 (Vol.IV, p.288f.) 《杂 阿 含》 五 七 一 经 （大 正 二 · 一 

五 一 b以 下）。 
【63】《梵 天 请 经》 （Brahmanimantanika-Sutta） M. 49 (Vol.I, p.326f.) 《中 阿 含》 七 八 梵 天 请 

佛 经 （大 正 一 · 五 四 七 a）。 
【64】S.IV,p.290. 《杂 阿 含》 五 十 一 经 （大 正 二 · 一 五 一 c）。 
【65】M.I, 330. 《中 阿 含》 七 八 经 （大 正 一 · 五 四 八 c）。 
【66】Pts.II,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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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为 水， 而 他 即 在 彼 处 出 没。 有 关 的 圣 典 如 下：
【67】 “本 已 获 得 水 遍 定 者， 念 

于 地， 念 已 以 智 决 定： ‘成 为 水’， 便 成 为 水。 而 他 即 于 地 中 出 没。 譬 如 普 
通 无 神 变 的 人 在 水 中 出 没 一 样， 如 是 此 神 变 者， 心 得 自 在， 于 地 中 出 没， 如 
在 水 中”。  

他 不 仅 得 于 地 中 出 没 而 已， 如 他 希 望 沐 浴 饮 水 洗 脸 洗 衣 等， 彼 亦 可 
作。 不 但 化 地 为 水 而 已， 如 欲 作 酥 油 蜜 糖 水 等， 念 “这 些 成 为 这 样， 这 些 成 
为 那 样”， 遍 作 （准 备） 之 后 而 决 意， [396] 便 得 成 为 他 所 决 意 的。 如 从 那 里 
取 出 置 于 器 皿 中， 则 所 化 的 酥 俨 然 是 酥， 油 俨 然 是 油， 水 俨 然 是 水。 如 他 希 
望 那 里 面 湿 便 为 湿， 希 望 不 湿 便 不 湿。 只 是 对 于 他 而 那 地 成 为 水， 对 于 别 
人 则 依 然 是 地。 人 们 依 然 在 那 上 面 步 行， 驱 车 而 行 及 耕 耘 等。 然 而 如 果 他 
希 望 亦 为 他 们 而 化 为 水， 便 成 为 水。 过 了 神 变 的 期 限 之 后， 除 了 本 来 在 瓮 
中 及 池 内 等 的 水 之 外， 其 余 所 限 定 的 地 方 依 然 成 为 地。  

⑺ （水 上 不 沉 神 变） 于 “水 上 不 沉” 的 句 中， 如 果 涉 水 而 过 会 沉 没 的 名 
为 沉， 相 反 的 为 “不 沉”。 欲 求 如 是 行 者， 入 地 遍 定 而 出 定 已， 限 定 “这 一 
处 水 而 成 为 地” 而 遍 作 （准 备） 之 后， 当 依 所 说 决 意， 与 决 意 共， 即 把 那 限 
定 的 水 变 为 地， 他 便 在 那 上 面 行 走。 有 关 的 圣 典 如 下：

【68】 “本 已 获 得 地 遍 
定 者， 念 于 水， 念 已 以 智 决 意： ‘成 为 地’， 便 成 为 地， 他 即 行 于 那 水 上 而 
不 沉。 譬 如 普 通 没 有 神 变 的 人， 行 于 地 上 不 沉 一 样， 如 是 那 神 变 者， 心 得 自 
在， 行 于 水 上 不 沉， 如 在 地 上”。  

他 不 仅 得 于 水 上 行 走 而 已， 如 欲 于 水 上 作 种 种 威 仪， 他 亦 能 作。 不 但 
能 把 水 作 为 地， 如 果 欲 变 为 宝 珠、 黄 金、 山、 树 等 物， 他 依 前 述 之 法 而 念 而 
决 意， 便 成 其 所 决 意 的。 只 对 于 他 而 变 那 水 为 地， 对 于 他 人 则 依 然 是 水、 鱼 
龟 及 水 鸦 （鹈 鸪） 等 仍 在 那 里 面 如 意 游 泳。 然 而 如 果 他 希 望 亦 为 他 人 而 化 
大 地， 便 能 化 作。 过 了 神 变 的 期 限 之 后， 依 然 成 为 水。  

⑻ （飞 行 神 变） “结 跏 经 行” 即 以 结 跏 而 行。  

“如 鸟 附 翼” 即 如 有 翼 之 鸟。 欲 求 如 是 而 行 者， 于 地 遍 入 定 之 后 而 出 
定， [397] 如 欲 以 坐 而 行， 则 限 定 结 跏 的 座 位 那 样 大 的 处 所 而 遍 作 （准 备）， 
然 后 当 依 前 说 而 决 意； 若 欲 以 卧 而 行， 是 床 的 面 积； 若 欲 步 行， 是 道 路 的 面 
积。 如 是 限 定 了 适 合 的 处 所， 如 前 所 说 而 决 意： “成 为 地”， 与 决 意 共， 便 
成 为 地， 有 关 的 圣 典 如 下：

【69】 “于 空 中 结 跏 经 行， 如 鸟 之 附 翼。 本 已 获 得 地 
遍 定 者， 念 于 空， 念 已 以 智 决 意 ‘成 为 地’， 便 成 为 地， 他 于 虚 空 之 中 作 行 
住 坐 卧。 譬 如 本 无 神 变 的 人， 在 地 上 作 行 住 坐 卧 一 样， 如 是 此 神 变 者， 心 得 
自 在， 于 虚 空 之 中 作 行 住 坐 卧”。  

欲 于 空 中 而 行 的 比 丘， 亦 须 获 得 天 眼。 何 以 故？ 在 他 的 飞 行 途 中， 为 了 
去 观 看 因 时 节 等 所 起 的 山 与 树 等， 或 由 龙 与 金 翅 鸟 等 的 嫉 妒 而 造 的。 他 看 
见 了 这 些 之 后， 应 该 怎 样？ 于 基 础 禅 入 定 之 后 而 出 定， 念 “成 为 空” 而 遍 作 
（准 备）， 然 后 决 意。 （三 藏 小 无 畏） 长 老 说： “道 友， 何 必 再 入 定？ 他 的 心 

                                                 
【67】同 上。 
【68】同 上。 
【69】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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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 非 已 得 等 持？ 若 他 决 意 “这 里 那 里 成 为 空’， 便 得 成 空”。 虽 然 他 这 样 
说， 但 应 依 穿 壁 神 变 所 说 的 方 法 而 行 道。 同 时 为 了 要 在 适 当 的 处 所 下 降， 
神 变 者 亦 须 获 得 天 眼。 如 果 他 在 浴 场 及 村 门 口 等 不 适 当 之 处 下 降， 则 为 许 
多 人 所 见。 所 以 当 以 天 眼 见 之， 避 去 不 适 当 之 处 而 于 适 当 的 地 方 下 降。  

⑼ （手 触 日 月 神 变） “手 能 触 拭 有 大 神 力 有 大 威 德 的 日 月” 的 句 中： 日 
月 运 行 于 四 万 二 千 由 旬 的 上 方， 故 “有 大 神 力”； 一 刹 那 间， 光 照 三 洲， 故 
“有 大 威 德”。 [398] 或 者 因 为 它 们 运 行 于 上 方 及 光 照， 故 有 大 神 力， 有 大 神 
力 故 有 大 威 德。 “触” 即 扪 握， 或 触 其 一 部 分。 “拭” 如 遍 拭 镜 面 相 似。 而 
他 的 神 变 是 由 神 通 的 基 础 禅 所 成； 此 处 没 有 入 遍 定 的 决 定。 即 如 《无 碍 解 
道》 所 说：

【70】 “手 能 触 拭 有 大 神 力 有 大 威 德 的 日 月， 此 神 变 者， 心 得 自 
在， …… 念 于 日 月， 念 已 以 智 决 意： ‘来 近 我 手’， 即 近 于 手。 他 或 坐 或 卧， 
都 能 以 手 接 触 拂 拭 于 日 月。 譬 如 原 无 神 变 的 人， 得 能 接 触 拂 拭 任 何 近 手 之 
物， 如 是 此 神 变 者 …… 能 以 手 拭 日 月”。  

如 果 他 希 望 行 近 日 月 而 接 触 之， 即 可 行 而 接 触， 假 使 他 只 坐 或 卧 于 此 
处 而 欲 触 摸 日 月， 则 决 意 “来 近 我 手”， 由 于 决 意 之 力， 即 如 多 罗 果 从 果 蒂 
脱 落 相 似， 来 近 在 手 上 可 以 触 摸， 或 者 增 大 其 手 去 触 摸。 然 而 增 大 的 手 是 
原 来 的 或 非 原 来 的？ 即 依 原 来 的 增 大 为 非 原 来 的。 但 三 藏 小 龙 长 老 说： “诸 
君！ 原 来 的 难 道 不 能 大 能 小 的 吗？ 如 比 丘 从 钥 孔 等 处 出 来 时， 岂 非 是 原 来 
的 小？ 如 大 目 犍 连 长 老 成 大 身 时， 岂 非 原 来 的 大”？  

据 说： 有 一 次 给 孤 独 居 士 听 了 世 尊 说 法 之 后 说： “尊 师！ 明 天 请 带 五 百 
比 丘， 到 我 的 家 里 来 受 供”， 他 这 样 请 过 之 后 便 回 去 了。 世 尊 听 许 了 之 后， 
度 过 了 那 一 天 的 残 日 及 夜 分， 早 起 时， 观 察 一 万 世 界。 此 时 有 一 名 难 陀 优 
波 难 陀 龙 王 映 入 他 的 智 眼 内， 世 尊 想 道： “这 龙 王 映 入 我 的 智 眼， 是 否 具 有 
皈 依 三 宝 的 因 缘”？ 他 察 知 那 原 是 一 个 不 信 三 宝 的 邪 见 者。 [399] 又 想 道： 
“谁 能 使 他 脱 离 邪 见”？ 他 知 道 大 目 犍 连 长 老 可 以 去 教 化 他。 到 了 天 亮， 做 
了 洗 脸 嗽 口 等 身 体 的 工 作 之 后， 对 尊 者 阿 难 陀 说： “阿 难 陀， 去 叫 五 百 比 
丘， 说 如 来 要 到 天 上 去 旅 行”。  

【71】
这 一 天， 诸 龙 已 经 预 备 了 为 难 陀 优 波 难 陀 的 宴 会。 他 （龙 王） 坐 在 

天 宝 的 座 上， 有 持 天 的 白 伞 者、 三 种 舞 女 及 诸 龙 众 围 绕 着， 望 着 装 在 天 器 
之 内 的 各 种 饮 食。 那 时 世 尊， 使 龙 王 看 见 他 和 五 百 比 丘 经 过 他 的 宫 殿【72】 之 
上， 向 三 十 三 天 界 行 去。 此 时， 难 陀 优 波 难 陀 便 起 了 这 样 的 恶 见： “真 的， 
这 些 秃 头 沙 门， 次 第 的 经 过 我 的 上 方 世 界， 出 入 于 三 十 三 天 界， 自 今 以 后， 
不 许 他 们 走 在 我 的 上 面， 散 布 他 的 足 尘”， 便 起 来 跑 到 须 弥 山 之 麓， 舍 了 他 
的 真 相， 盘 绕 须 弥 山 七 匝， 展 开 他 的 头 在 上 面， 又 把 头 从 上 而 向 下， 遮 住 三 
十 三 天， 令 不 能 见。 当 时 尊 者 护 国 对 世 尊 说： “尊 师， 从 前 我 站 在 这 里， 可 
以 看 见 须 弥 山， 看 见 须 弥 山 腰， 看 见 三 十 三 天， 看 见  胜 宫， 看 见  胜 宫 上 
面 的 旗。 尊 师， 何 因 何 缘， 现 在 却 不 能 见 须 弥 山 …… 乃 至 不 能 见  胜 宫 上 面 
的 旗”？ “护 国， 因 为 难 陀 优 波 难 陀 龙 王 对 你 们 发 怒 了， 他 盘 绕 了 须 弥 山 七 
                                                 
【70】同 上。 
【71】故 事 可 参 考 《增 一 阿 含》 卷 二 八 （大 正 二 · 七 ○ 五 b）。 
【72】宫 殿 (Vimāna) 依 锡 兰 字 母 本， 底 本 为 盖 (Vitā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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匝， 以 他 的 头 遮 住 上 面， 而 成 黑 暗”。 “那 末， 尊 师， 让 我 去 降 伏 他 吧”？ 世 
尊 没 有 允 许。 于 是 尊 者 拔 提， 尊 者 罗 喉 罗 及 一 切 比 丘， 都 次 第 的 起 而 请 求， 
但 世 尊 都 没 有 允 许。  后， 大 目 犍 连 长 老 说： “尊 师， 让 我 去 降 伏 他 吧”。 
世 尊 听 许 道： “目 犍 连， 去 降 伏 他”。 长 老 舍 了 自 己 的 本 相， 化 成 龙 王 之 
形， 盘 绕 须 弥 山 十 四 匝， 把 自 己 的 头 放 在 他 的 头 之 上， 把 他 和 须 弥 山 一 起 
捆 紧 在 里 面。 龙 王 即 吐 烟， [400] 长 老 说： “不 只 是 你 的 身 体 有 烟， 我 也 有 
的”， 亦 吐 烟。 龙 王 的 烟 不 能 恼 乱 长 老， 但 长 老 的 烟 却 能 恼 乱 龙 王。 于 是 龙 
王 放 火。 长 老 亦 放 火 说： “不 只 是 你 的 身 体 有 火， 我 也 有 的”。 龙 王 的 火 焰 
不 能 热 恼 长 老， 但 长 老 的 火 焰 却 使 龙 王 热 恼。 龙 王 想： “此 人 能 捆 我 和 须 弥 
山， 又 吐 烟， 又 放 火”， 便 问 道： “你 是 谁”？ “难 陀， 我 是 目 犍 连”。 “尊 
师， 请 现 你 的 比 丘 相 吧”。 长 老 舍 了 火 龙 之 身 而 成 小 身， 从 龙 王 的 右 边 耳 孔 
而 入， 从 左 边 耳 孔 而 出， 从 左 边 耳 孔 而 入， 从 右 边 耳 孔 而 出； 又 从 右 边 鼻 孔 
而 入， 从 左 边 鼻 孔 而 出， 从 左 边 鼻 孔 而 入， 从 右 边 鼻 孔 而 出。 于 是 龙 王 张 
口， 长 老 便 从 他 的 口 入 其 腹 中， 自 东 至 西 自 西 至 东 的 经 行。 世 尊 说： “目 犍 
连， 目 犍 连， 你 应 该 当 心！ 此 龙 有 大 神 变”。 长 老 说： “尊 师， 我 已 修 习 多 
作 及 作 为 车 乘 作 基 础 实 行 熟 练 而 善 精 勤 于 四 神 足， 尊 师， 随 便 难 陀 优 波 难 
陀 对 我 怎 样， 我 将 降 伏 一 百 一 千 及 百 千 象 难 陀 优 波 难 陀 这 样 的 龙 王”。 龙 
王 想 道。 “他 进 去 时， 我 没 有 看 见， 等 他 出 来 时， 我 要 把 他 放 在 牙 齿 之 间 咬 
死 他”， 说 道： “尊 师， 出 来 吧， 不 要 在 我 的 腹 内 往 来 经 行 恼 乱 我”。 长 老 
便 出 来， 站 在 外 面， 龙 王 看 见 了 说： “这 就 是 他”！ 马 上 自 鼻 喷 气。 长 老 即 
入 第 四 禅 定， 龙 的 鼻 气 竟 不 能 动 他 一 毫 毛。 据 说 其 余 的 比 丘， 都 可 能 行 目 
犍 连 起 初 所 行 的 一 切 神 变， 但 遇 到 这 样 的 情 形， 如 是 迅 速 寂 止 入 定 则 不 可 
能。 所 以 世 尊 不 听 许 他 们 去 降 伏 龙 王。 龙 王 想： “我 的 鼻 气 竟 不 能 动 这 沙 门 
一 毫 毛， 沙 门 实 在 有 大 神 变”。 长 老 又 舍 其 细 小 身 体， 化 为 金 翅 鸟， 鼓 其 翼 
风 来 追 逐 龙 王。 [401] 龙 王 舍 其 大 龙 之 身， 化 为 童 子 之 形， 礼 拜 长 老 之 足 道： 
“尊 师， 我 现 在 皈 依 你 了”。 长 老 说： “难 陀， 导 师 来 了， 我 们 同 去”。 他 降 
伏 了 龙 王， 使 令 无 毒， 捉 到 世 尊 的 地 方 来， 龙 王 顶 礼 世 尊 说： “尊 师， 我 今 
皈 依 尊 师”。 世 尊 说： “龙 王， 祝 你 幸 福”！ 世 尊 与 诸 比 丘 众 即 来 给 孤 独 的 
家 里。 给 孤 独 问 道： “尊 师， 怎 么 来 得 这 样 迟”？ “因 为 目 犍 连 与 难 陀 优 波 
难 陀 作 战”。 “尊 师， 谁 胜 谁 败”？ “目 犍 连 胜， 难 陀 败”。 给 孤 独 说： “尊 
师， 听 许 于 七 日 间 继 续 受 我 供 食， 使 我 得 于 七 日 之 间 恭 敬 长 老”。 便 于 七 日 
间， 对 于 以 佛 陀 为 首 的 五 百 比 丘， 作 大 恭 敬。  

上 面 降 伏 难 陀 优 波 难 陀 之 事， 即 是 目 犍 连 的 大 身， 所 以 说： “如 大 目 犍 
连 长 老 成 大 身 时， 岂 非 原 来 的 大”。 虽 然 他 这 样 说， 但 诸 比 丘 说： “依 止 原 
来 的 而 增 大 为 非 原 来 的”。 此 处 当 以 后 说 为 妥。  

有 这 样 的 神 变 者， 不 但 只 能 触 摸 日 月， 如 果 他 希 望， 亦 可 作 足 台 放 脚， 
作 椅 子 坐， 作 床 睡， 或 作 长 枕 依 凭。  

如 是 一 神 变 者 及 另 一 神 变 者， 乃 至 许 多 百 千 比 丘 同 时 而 行 神 变， 各 各 
都 能 成 就。 日 月 亦 得 照 常 运 行 与 发 亮。 譬 如 盛 满 了 水 的 一 千 只 碗， 月 轮 同 
时 映 现 于 一 切 碗 中， 但 月 的 运 行 和 光 亮 依 然 如 故， 这 神 变 也 是 这 样。  

⑽ （身 自 在 神 变） “至 于 梵 界”， 是 以 梵 （天） 界 为 限。 “身 得 自 在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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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是 自 己 能 够 自 在 以 身 到 达 于 梵 天 界。 依 圣 典 可 知 其 义。 圣 典 如 下：
【73】 

“至 梵 天 界， 身 得 自 在 到 达。 如 果 心 得 自 在 的 神 变 者， 欲 至 梵 界， 他 决 意 远 
处 而 成 为 近， [402] 便 成 为 近。 他 决 意 近 处 而 成 为 远， 便 成 为 远。 他 决 意 多 成 
为 少， 便 成 为 少。 他 决 意 少 成 为 多， 便 成 为 多。 他 以 天 眼 见 梵 天 之 色； 以 天 
耳 闻 梵 天 之 声： 以 他 心 智 知 梵 天 之 心。 如 果 心 得 自 在 的 神 变 者， 欲 以 可 见 
之 身 而 去 梵 界， 他 以 身 变 易 其 心， 以 身 决 定 其 心。 以 身 变 易 了 心 及 以 身 决 
定 了 心 之 后， 他 入 于 乐 想 与 轻 想， 便 以 可 见 之 身 而 去 梵 界。 如 果 心 得 自 在 
的 神 变 者， 欲 以 不 可 见 之 身 而 去 梵 界， 他 以 心 变 易 其 身， 以 心 决 定 其 身， 以 
心 变 易 了 身 及 以 心 决 定 了 身 之 后， 他 入 于 乐 想 与 轻 想， 便 以 不 可 见 之 身 而 
去 梵 界。 他 在 梵 天 之 前， 化 作 有 四 肢 五 休 诸 根 完 具 的 意 所 成 的 色 身。 如 果 
神 变 者 （在 人 间） 步 行， 他 所 化 作 之 身 也 在 彼 处 （梵 界） 步 行。 若 神 变 者 
立 …… 坐 …… 卧， 被 化 作 者 亦 在 彼 处 …… 卧。 若 神 变 者 出 烟 …… 发 火 …… 说 
法 …… 问 …… 答， 被 化 作 者 亦 在 彼 处 …… 答。 若 神 变 者 与 梵 天 对 立、 谈 论、 
会 话、 被 化 作 者 亦 在 彼 处 与 梵 天 对 立、 谈 论、 会 话。 总 之， 神 变 者 （在 人 
间） 怎 样 行， 被 化 作 者 也 怎 样 行”。 在 上 面 的 引 文 中： “他 决 意 远 处 而 成 为 
近”， 即 从 入 基 础 禅 而 出 定 之 后， 他 念 远 处 的 天 界 或 梵 界 “成 为 近”， 念 已 
遍 作 （准 备 〕， 再 入 定 后， 以 智 决 意： “成 为 近”！ 便 成 为 近。 其 他 的 句 子 
也 同 样。  

谁 曾 令 远 而 为 近？ 世 尊。 即 世 尊 行 了 双 神 变 后 而 去 天 界 时， 曾 缩 近 持 
双 山 与 须 弥 山， 从 地 面 出 发， 一 足 踏 在 [403] 持 双 山 上， 另 一 足 便 置 于 须 弥 
山 顶。  

还 有 别 的 人 吗？ 有 大 目 犍 连 长 老。 即 长 老 吃 了 早 餐， 与 十 二 由 旬 长 的 
群 众， 从 舍 卫 城 出 发， 缩 近 僧 伽 施 市 三 十 由 旬 的 道 路， 即 刻 到 达 那 里。  

还 有 铜 鍱 洲 的 小 海 长 老。 据 说： 正 在 饥 馑 时 期， 一 天 早 晨 来 了 七 百 比 
丘。 长 老 想 道： “这 样 的 大 比 丘 众， 到 什 么 地 方 之 乞 食 呢”？ 他 知 道 在 全 铜 
鍱 洲 中 实 无 可 去 的 地 方， 只 有 在 对 岸 （印 度） 的 华 氏 城。 于 是 令 诸 比 丘 著 衣 
持 钵 而 后 说： “道 友， 我 们 去 乞 食 吧”。 他 便 缩 近 其 地 而 至 华 氏 城， 诸 比 丘 
问： “尊 师， 这 是 什 么 城 市”， “道 友， 是 华 氏 城”。 “尊 师， 华 氏 城 多 么 远 
啊”！ “道 友， 大 耆 宿 的 长 老， 缩 远 方 而 为 近”。 “尊 师， 那 里 是 大 洋”？ 
“道 友， 在 路 上 不 是 经 过 一 条 青 水 沟 吗”？ “然 而 尊 师， 大 洋 多 么 大 呀”！ 
“道 友， 大 耆 宿 的 长 老， 令 大 为 小”。  

同 样 的， 帝 须 达 多 长 老 亦 曾 这 样 做。 他 一 天 傍 晚 沐 浴 之 后， 穿 了 上 衣， 
起 了 欲 礼 大 菩 提 树 之 心， 即 得 缩 近 （在 印 度 摩 竭 陀 国 的 大 菩 提 树）。  

谁 曾 使 近 处 成 为 远？ 世 尊。 即 世 尊 使 鸯 瞿 利 摩 罗 与 自 己 的 尺 咫 之 间 而 
成 为 远【74】

。 

谁 曾 使 多 而 为 少？ 大 迦 叶 长 老。 据 说【75】 在 王 舍 城 一 个 祭 星 的 节 日， 有 
五 百 童 女， 拿 了 月 饼 去 祭 星， 虽 然 看 见 了 佛 陀， 但 没 有 供 养 他 任 何 东 西。 然 

                                                 
【73】Pts.II, 209. 
【74】M.II, p.99. 参 考 《杂 阿 含》 一 ○ 七 七 经 （大 正 二 · 二 八 ○ c）。 
【75】参 考 Dhp.A.III, p.28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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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她 们 看 见 了 后 来 的 长 老 说： “我 们 的 长 老 来 了， 把 饼 子 供 养 他”， 便 拿 了 
一 切 饼 子 走 近 长 老， 长 老 取 出 他 的 钵， 使 她 们 所 有 的 饼 子， 恰 恰 只 装 了 一 
钵。 当 长 老 来 的 时 候， 世 尊 已 在 前 面 坐 着 等 他。 长 老 拿 出 饼 来 供 养 世 尊。  

其 次 在【76】 伊 利 率 长 者 的 故 事 中， 大 目 犍 连 长 老 曾 令 少 而 为 多。 在 迦 伽 
跋 利 耶 的 故 事 中， 世 尊 亦 然。  

据 说： 大 迦 叶 长 老， 入 （灭 尽） 定， 过 七 日 后 （出 定）， 欲 使 贫 者 得 益， 
便 去 立 在 迦 伽 跋 利 耶 贫 者 的 门 前。 [404] 他 的 妻 子 看 见 了 长 老， 便 把 原 为 丈 
夫 所 煮 的 无 盐 而 酸 的 粥， 倒 在 长 老 的 钵 中。 长 老 拿 了 它 放 在 世 尊 的 手 中。 
世 尊 决 意 使 大 比 丘 众 满 足。 如 是 仅 取 来 一 钵 之 粥， 能 使 一 切 大 众 都 得 饱 
满。 过 了 七 日 之 后， 迦 伽 跋 利 耶 亦 成 为 富 翁 长 者。  

不 但 能 令 少 成 为 多， 如 果 神 变 者 希 望 把 甜 的 成 为 不 甜， 不 甜 的 成 为 
甜， 一 切 亦 得 随 愿 而 成。 即 如 摩 诃 阿 那 律 长 老， 看 见 许 多 比 丘， 乞 食 之 后， 
仅 得 干 食， 坐 在 （锡 兰 的） 竞 伽 河 岸 来 吃。 长 老 决 意 把 竞 伽 的 河 水 变 为 醍 
醐， 并 示 诸 沙 弥 去 取。 他 们 用 小 碗 取 来 给 比 丘 众。 一 切 比 丘 都 当 甜 的 醍 醐 
美 味 吃。  

“以 天 眼” 等， 即 在 此 人 间， 增 大 光 明， 而 见 梵 天 之 色。 亦 在 人 间， 闻 
梵 天 的 语 言 之 声， 并 知 其 心。  

“以 身 变 易 其 心” —— 以 业 生 身 之 力 而 变 易 其 心， 即 取 基 础 禅 心 置 于 身 
内， 令 心 随 于 身， 慢 慢 地 行， 因 身 行 是 缓 慢 的。  

“入 于 乐 想 与 轻 想”， 是 入 于 以 基 础 禅 为 所 缘 的 神 变 心 俱 生 的 乐 想 与 
轻 想。 “入” 即 进 入、 触、 达 成 之 意。 “乐 想”， 即 与 舍 相 应 之 想， 因 舍 而 寂 
静 故 说 为 乐。 并 且 此 想， 业 已 解 脱 了 五 盖 及 寻 等 的 障 敌， 故 为 “轻 想”。 因 
他 入 于 （乐 想 及 轻 想）， 所 以 他 的 业 生 身 亦 如 兜 罗 绵 一 样 的 轻 快， 他 便 如 是 
以 可 见 之 身 而 去 梵 界， 好 象 风 吹 兜 罗 绵 一 样 的 轻 快。  

这 样 去 梵 界 的 人， 如 果 他 希 望 步 行， 依 地 遍 （定） 而 化 一 道 于 虚 空， 由 
步 行 至 梵 天。 若 希 望 飞 行， 依 风 遍 （定） 而 决 意 起 风， 乘 风 而 上 梵 天， 如 兜 
罗 绵 相 似。 此 处 则 只 以 欲 去 为 主 要 条 件。 因 有 欲 去 之 时，

【77】 他 便 如 是 决 
意， 由 决 意 之 力 而 投 之， 其 可 见 之 身 而 上 梵 界， 如 射 手 放 箭 一 样。 [405] 

“以 心 而 变 易 其 身”， 是 取 其 身 而 置 于 心， 令 随 于 心， 速 速 地 行， 因 心 
行 是 急 速 的。 “入 于 乐 想 与 轻 想”， 是 入 于 以 色 身 为 所 缘 的 神 变 心 俱 生 的 乐 
想 与 轻 想。 余 者 如 前 述 可 知。 此 处 只 是 心 行 为 主。 

然 而 如 是 以 不 可 见 之 身 而 行 者， 是 在 他 的 决 意 心 生 起 的 刹 那 而 行？ 或 
在 住 的 刹 那， 或 在 灭 的 刹 那 而 行 呢？ （诸 义 疏 师 中 的） 一 长 老 说： “他 在 三 
刹 那 共 同 中 而 行”。 然 而 他 自 己 行 呢？ 或 遣 其 所 化 的？ 可 以 随 意 而 行。 但 此 
处 是 说 他 自 己 行。  

“意 所 成”， 由 于 决 意 而 化 作， 故 为 意 所 成。 “诸 根 完 具”， 是 就 眼 耳 
等 的 形 态 说。 然 而 所 化 的 色 身 是 没 有 净 色 根 的。  

                                                 
【76】Dhp.A.I, 367f.; cf. Jāt.I, 349f. 
【77】底 本 Vaso 误， 应 为 Va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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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神 变 者 经 行， 则 所 化 的 亦 在 彼 处 经 行” 等， 是 指 一 切 声 闻 所 化 的 
说。 假 使 是 佛 陀 所 化 的， 则 依 世 尊 的 所 行 而 行。 但 依 照 世 尊 的 意 欲 亦 能 作 
其 他 的 事 情。 然 而 这 里， 神 变 者 虽 然 在 这 人 间， 能 以 天 眼 见 （梵 天 之） 色， 
以 天 耳 闻 其 声， 以 他 心 智 而 知 其 心， 但 依 然 未 得 由 身 而 自 在 的。 同 时 他 虽 
在 此 界， 能 与 梵 天 对 立， 谈 论 与 会 话， 亦 非 由 身 而 自 在 的。 虽 然 他 决 意 令 远 
而 为 近 等， 亦 非 由 身 而 自 在 的。 他 虽 以 可 见 或 不 可 见 之 身 而 去 梵 天， 亦 非 
由 身 而 自 在 的。 但 他 计 划 “在 梵 天 之 前 变 化 色 身” 等 的 说 法， 是 由 身 而 得 自 
在 的。 至 于 这 里 的 其 余 的 （天 眼 乃 至 远 近 神 变 等）， 是 为 示 身 自 在 神 变 的 前 
分 神 变 而 说 的。 上 面 为 “决 意 神 变”。  

下 面 是 “变 化 神 变” 及 “意 所 成 神 变” （与 决 意 神 变） 不 同 的 地 方。  

    

先 说 行 变 化 神 变 的 人， [406] 于 童 子 等 的 形 状 中， 他 希 望 那 一 种， 便 应 
决 意 那 一 种， 即 所 谓：

【78】 “他 舍 了 本 来 的 面 目 而 现 童 子 的 形 状， 或 现 龙 形， 
或 现 金 翅 鸟 形、 阿 修 罗 形、 帝 释 形、 天 形、 梵 天 形、 海 形、 山 形、 狮 子 形、 
虎 形、 豹 形， 或 现 象 兵、 马 兵、 车 兵、 步 兵， 及 现 种 种 的 军 队”。 要 这 样 决 
意 的 人， 他 从 于 地 遍 等 中 无 论 以 那 一 种 为 所 缘 的 神 通 基 础 禅 出 定， 当 念 自 
己 如 童 子 的 形 状， 念 已 而 遍 作 （准 备） 之 后， 再 入 定 而 出 定， 即 决 意 “我 成 
这 样 的 童 子”， 与 决 意 心 共， 便 成 童 子， 如 提 婆 达 多【79】

。 其 他 各 句 也 是 同 样 
的 方 法。 对 于 “亦 现 象 兵” 等， 是 指 现 自 己 以 外 的 象 兵 等 而 说， 所 以 这 里 不 
应 作 “我 成 象 兵” 的 决 意， 应 作 “将 成 象 兵” 的 决 意， 其 他 马 兵 等 的 地 方 也 
是 一 样。 上 面 是 “变 化 神 变”。  

     

欲 作 意 所 成 神 变 的 人， 从 基 础 禅 出 定 之 后， 先 念 （自 己 的 业 生） 身， 依 
前 述 之 法 而 决 意 “将 成 空 洞”， 便 （于 自 身） 成 空 洞。 于 是 念 他 的 内 部 的 
（意 所 成） 身 而 遍 作 （准 备 定）， 依 前 述 之 法 而 决 意 “在 他 的 内 部 而 成 他 
身” （便 成 他 身）。 他 即 可 取 出 （意 所 成 身）， 如 从 蔓 吉 草 中 抽 出 芦 苇， 如 
从 剑 鞘 引 剑， 如 蛇 蜕 皮 一 样。 所 以 说：

【80】 “兹 有 比 丘， 从 此 身 而 化 作 有 四 肢 
五 体 诸 根 完 具 的 意 所 成 的 有 色 的 他 身。 譬 如 有 人， 从 蔓 吉 草 中 抽 出 芦 苇， 
他 这 样 的 思 考： ‘这 是 蔓 吉， 这 是 芦 苇， 蔓 吉 是 一 样 东 西， 芦 苇 是 另 一 样 东 
西， 然 而 芦 苇 是 从 蔓 吉 抽 出 的’”。 这 里 如 芦 苇 等 与 蔓 吉 等 相 似， 为 示 意 所 
成 色 （身） 与 神 变 者 相 似， 故 说 此 譬 喻。 这 是 “意 所 成 神 变”。  

为 善 人 所 喜 悦 而 造 的 清 净 道 论， 完 成 了 第 十 二 品， 定 名 为 神 变 的 
解 释。  

                                                 
【78】Pts.II, 210. 
【79】提 婆 达 多 化 作 小 儿 的 故 事， 见 Dhp.A.I, 139. 《杂 阿 含》 三 经 （大 正 二 · 三 七 四 

b）， 《有 部 毗 奈 耶 破 僧 事》 卷 一 三 （大 正 二 四 · 一 六 八 c）。 
【80】D.I, 77; Pts.II, 211. 《寂 志 果 经》 （大 正 一 · 二 七 五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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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 现 在 来 解 释 天 耳 界， 在 这 以 后 当 有 三 种 神 通。 对 于 “他 如 是 等 持 
其 心”

【1】 等 的 经 典 文 句， 如 前 所 说。 此 后 只 是 解 释 其 差 别 之 处。 

彼 以 清 净 超 人 的 天 耳 界， 闻 天 人 两 者 及 闻 远 近 之 声【2】
。 

这 经 文 中 的 “以 天 耳 界”， 和 天 的 相 似， 故 为 “天”。 因 为 诸 天 之 所 以 
获 得 净 耳 界， 是 由 于 行 善 业 而 生 —— 没 有 胆 汁 痰 血 等 的 障 碍， 及 解 脱 了 随 
烦 恼， 所 以 虽 然 很 远 的 所 缘 亦 能 领 受。 而 此 比 丘， 由 于 精 进 修 习 的 力 量， 产 
生 象 天 耳 界 的 智 耳 界， 所 以 说 和 天 的 相 似 故 为 “天”。 又 因 依 天 住 而 得， 自 
己 亦 依 止 天 住， 故 为 “天”。 因 为 行 耳 界 的 工 作， 犹 如 耳 界， 故 为 “耳 界”。 
所 以 说 “以 天 耳 界”。 因 为 遍 净 及 离 随 烦 恼， 故 为 “清 净”。 “超 人 的”， 是 
超 过 人 的 境 界， 即 超 越【3】 人 的 肉 耳 所 闻 的。 “闻 两 者 之 声”， 即 闻 二 者 之 
声， 什 么 是 二？ 即 “天 与 人”， 是 指 天 的 声 和 人 的 声 而 说。 当 知 此 句 是 说 特 
殊 部 分 的 声。 “远 与 近”， 即 如 他 方 世 界 的 远 处 的 声 音， 乃 至 近 处 寄 生 于 自 
身 的 生 物 的 声 音， 都 可 以 听 到。 当 知 此 句 是 指 无 限 的 一 切 声 音 说。 

怎 样 会 生 起 天 耳 界 的 呢？ 瑜 伽 比 丘， [408] 入 了 神 通 的 基 础 禅， 出 定 之 
后， 以 遍 作（准 备） 定 心， 最 先 当 念 由 自 然（肉） 耳 听 到 的 远 处 森 林 中 的 狮 
子 等 的 粗 声， 其 次 如 精 舍 之 内 的 钟 声、 鼓 声、 螺 声、 沙 弥 及 青 年 比 丘 的 高 声 
读 诵 之 声， 如 “尊 师 怎 样”、 “诸 师 怎 样” 等 的 普 通 谈 话 声、 鸟 声、 风 声、 足 
声、 沸 水 的 叽 嘟 叽 嘟 声、 太 阳 晒 干 了 的 多 罗 叶 声、 蚂 蚁 声， 如 是 从 最 粗 的 开 
始 次 第 而 念 微 细 之 声， 他 应 意 念 东 方 的 诸 声 的 声 相， 意 念 西 方、 北 方、 南 
方、 下 方、 上 方、 东 隅、 西 隅、 北 隅、 南 隅 的 诸 声 的 声 相， 当 这 样 意 念 粗 细 
诸 声 的 声 相。 那 些 声 音， 虽 然 他 的 原 来 的 心 也 明 了， 但 他 的 遍 作 定 心 更 明 
了。 他 如 是 于 诸 声 相 作 意， “现 在 天 耳 界 要 生 起 了”， 他 于 诸 声 之 中 无 论 以 
那 一 种 为 所 缘， 生 起 意 门 转 向 心【4】

， 在 那 灭 时， 速 行 四 或 五 的 速 行 心， 那 些
（速 行 心） 的 前 面 三 或 四 而 名 遍 作、 近 行、 随 顺、 种 姓 的 是 欲 界 心， 第 四 或 
第 五 是 安 止 心， 属 于 色 界 的 第 四 禅。 此 中， 与 彼 安 止 心 共 同 生 起 的 智， 便 是 
天 耳 界。 

此 后 便 落 入 智 耳 之 中， 为 了 加 强 它， 他 应 该 限 定 一 指 之 地 想 道： “我 将 
在 这 个 范 围 之 内 闻 声”， 然 后 扩 大 其 范 围， 此 后 他 增 加 限 定 为 二 指、 四 指、 
八 指、 一 张 手、 一 肘、 内 室、 前 庭、 殿 堂、 僧 房、 僧 伽 兰、 邻 村、 一 县 等【5】 乃 
至 一 轮 围 界、 或 者 更 多。 如 是 证 得 神 通 的 人， 虽 然 不 再 入 基 础 禅， 但 亦 可 以 
神 通 智 而 闻 由 于 基 础 禅 的 所 缘 所 触 的 范 围 之 内 所 起 的 音 声。 能 够 这 样 听 闻 
的 人， 直 至 梵 天 界， [409] 虽 然 是 螺 贝 大 鼓 小 鼓 等 的 一 团 杂 乱 之 声， 但 如 果 
要 辨 别 它， 他 便 能 辨 别： “这 是 螺 声， 这 是 鼓 声” 等。 

                                                 
【1】 底 本 三 七 六 页。 
【2】 D.I, p.79. 
【3】 “超 越” (Vītivattitvā), 底 本 Pītivattitvā 误。 
【4】 参 考 底 本 一 三 七 页。 
【5】 “一 县 等”(janapadādi), 底 本 janapadāni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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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耳 界 论 毕。 

    

（ “彼 如 是 心 得 等 持 … … 安 住 不 动 时， 引 导 其 心 倾 向 于 他 心 智。 彼 以 
己 心， 悉 知 其 他 有 情 及 其 他 补 特 伽 罗 之 心： 

有 贪 心 而 知 有 贪 心， 

离 贪 心 而 知 离 贪 心， 

有 瞋 心 而 知 有 瞋 心， 

离 瞋 心 而 知 离 瞋 心， 

有 痴 心 而 知 有 痴 心， 

离 痴 心 而 知 离 痴 心， 

沉 寂 心 而 知 沉 寂 心， 

散 乱 心 而 知 散 乱 心， 

广 大 心 而 知 广 大 心， 

不 广 大 心 而 知 不 广 大 心， 

有 上 心 而 知 有 上 心， 

无 上 心 而 知 无 上 心， 

等 持 心 而 知 等 持 心， 

不 等 持 心 而 知 不 等 持 心， 

解 脱 心 而 知 解 脱 心， 

不 解 脱 心 而 知 不 解 脱 心”）
【6】

。 

在 论 他 心 智 中 的 “他 心 智”（心 差 别 智）， 此 中 的 “差 别” 是 了 解、 确 定 
之 义。 心 的 了 解 为 “心 差 别”， 心 差 别 而 且 以 智 故 说 “心 差 别 智”（他 心 
智）。 “其 他 有 情” 是 除 了 自 己 之 外 的 其 他 有 情。 “其 他 补 特 伽 罗” 和 前 句 
同 义， 只 由 于 教 化 及 说 法 的 方 便 而 说 不 同 的 字 而 已。 “以 己 心 … … 心” 即 以 
己 心 而 知 他 心。 “悉” 即 确 定。 “知” 即 知 有 贪 等 各 各 种 类。 

然 而 这 智 是 怎 样 生 起 的 呢？ 即 以 天 眼 而 成 就 的， 那 天 眼 于 他 心 智 的 遍 
作（准 备）。 所 以 比 丘， 扩 大 其 光 明， 以 天 眼 而 见 他 人 依 附 于 心 脏 的 血 液 的 
色， 寻 求 他 的 心。 因 为 心 欢 喜 时， 则 血 红 如 熟 了 的 榕 树 果， 若 心 忧 悲 时， 则 
血 黑 如 熟 了 的 阎 浮 果， 若 心 舍 时， 则 血 清 如 麻 油。 于 是 他 观 看 了 他 人 的 心 
脏 的 血 色， 分 析 “这 种 色 是 从 喜 根 等 起 的、 这 种 色 是 从 忧 根 等 起 的、 这 种 色 
是 从 舍 根 等 起 的”， 寻 求 他 人 的 心， 加 强 他 的 他 心 智。 当 他 这 样 获 得 了 强 有 
力 之 时， 则 不 必 见 心 脏 的 血 色， 亦 能 从 心 至 心 的 展 转 次 第 了 知 一 切 欲 界 
心、 色 界 心 及 无 色 界 心。 义 疏 中 说： “如 果 欲 知 无 色 界 中 的 他 人 之 心， 见 谁 
的 心 脏 血 色、 见 谁 的 根 的 变 化 呢？ 实 在 没 有 谁（的 心 脏 及 根 可 见） 的。 当 知 
神 通 者 的 境 界， 只 要 他 念 虑 三 界 中 仅 何 一 处 的 心， 便 能 知 道 十 六 种 心【7】

。 
此（见 心 脏 之） 说， 是 依 未 证 神 通 的 初 学 者 说 的”。 

其 次 “有 贪 心” 等 的 句 子 中， 当 知 与 贪 俱 的 八 种 心【8】 [410] 是 “有 贪 
心”。 其 余 的（三 界 及 出 世 间 的） 四 地 的 善 及 无 记 心 是 “离 贪 心”。 然 而 二 

                                                 
【6】 D.I, p.79. 
【7】 十 六 种 心， 即 指 下 面 所 说 的 有 贪、 离 贪、 有 瞋、 离 瞋、 有 痴、 离 痴、 沉 寂、 散 乱、 

广 大、 不 广 大、 有 上、 无 上、 等 持、 不 等 持、 解 脱、 不 解 脱 等 十 六 种 心。 
【8】 即 底 本 四 五 四 页 所 说 贪 根 的 八 种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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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忧 心【9】 及 疑 与 掉 举 二 心 等 的 四 心， 则 不 包 慑 于 这（有 贪 心、 离 贪 心） 二 法 
中。 但 有 些 长 老 也 包 摄 此 等（四 心 于 二 法 之 中） 的。 

二 种 忧 心 名 “有 瞋 心”。 其 他 四 地 的 一 切 善 及 无 记 心 是 “离 瞋 心”。 其 
他 的 十 不 善 心， 则 不 包 摄 于 这（有 瞋 心、 离 瞋 心） 二 法 中。 但 有 些 长 老 也 包 
摄 此 等（十 不 善 心 于 二 法 中） 的。 

“有 痴、 离 痴” 的 句 子 中， 依 严 密 各 别 的 说， 与 疑 及 掉 举 俱 的 二 心 是 
“有 痴 心”； 因 为 痴 是 生 于 一 切 的 不 善 心 中， 即 十 二 种 的 不 善 心 中 也 都 有 痴 
心 的。 其 余 的 是 “离 痴 心”。 

随 从 着 惛 沉、 睡 眠 的 心 是 “沉 寂 心”， 随 从 着 掉 举 的 心 是 “散 乱 心”。 

色 界、 无 色 界 的 心 是 “广 大 心”， 余 者 是 “不 广 大 心”。 

一 切（欲、 色、 无 色） 三 地 的 心 是 “有 上 心”， 出 世 间 心 是 “无 上 心”。 

证 近 行 定 的 心 及 证 安 止 定 的 心 是 “等 持 心”， 不 证 此 二 定 的 心 是 “不 等 
持 心”。 

证 得 彼 分（解 脱）、 镇 伏（解 脱）、 正 断（解 脱）、 安 息（解 脱）、 远 离 解 
脱 的 心 是 “解 脱 心”

【10】
， 不 证 得 这 五 种 解 脱 的 心 是 “不 解 脱 心”。 

获 得 他 心 智 的 比 丘， 则 了 知 一 切 种 类 的 心， 即 “有 贪 心 而 知 有 贪 
心 … … 乃 至 不 解 脱 心 而 知 不 解 脱 心”。 

他 心 智 论 毕。 

      

（彼 如 是 心 得 等 持 … … 安 住 不 动 时， 引 导 其 心 倾 向 于 宿 住 随 念 智。 彼 
于 种 种 的 宿 住 随 念， 即 一 生、 二 生、 三 生、 四 生、 五 生、 十 二、 二 十 生、 三 
十 生、 四 十 生、 五 十 生、 百 生、 千 生、 百 千 生、 许 多 坏 劫、 许 多 成 劫、 许 多 
坏 成 劫。 “我 于 某 处， 有 如 是 名， 如 是 种 姓， 如 是 容 貌， 食 如 是 食 物， 受 如 
是 苦 乐， 有 如 是 寿 量。 我 从 彼 处 死， 生 于 某 处， 我 亦 于 彼 处， 有 如 是 名， 如 
是 种 姓， 如 是 容 貌， 食 如 是 食， 受 如 是 苦 乐， 有 如 是 寿 量。 我 从 彼 处 死， 来 
生 于 此 界”， 如 是 忆 念 种 种 宿 住 的 形 相 种 姓）

【11】
。 

在 宿 住 随 念 智 论 中， “宿 住 随 念 智” —— 因 为 那 智 是 关 于 忆 念 宿 住 的。 
“宿 住” —— 是 宿 世 过 去 生 中 曾 住 的 五 蕴。 曾 住 —— 是 曾 经 居 住 经 验 于 自 己 
的 五 蕴 相 续 中 生 灭， 或 者 为 曾 住 的 诸 法。 曾 住 —— 以 所 缘 境 及 经 验 而 曾 住， 
即 以 自 己 的 识 认 识 分 别， 或 由 他 人 的 识 认 识 —— 如 在 断 路 者（佛） 的 忆 念 之 
中 等 等， 彼 等（断 路 者 的 随 念） 只 是 诸 佛 所 得 的。 “宿 住 随 念” —— 以 此 念 
而 忆 念 宿 住 的， 为 宿 住 随 念。 “智” —— 是 与 念 相 应 的 智。 [411] “向 于 宿 住 
随 念 智” —— 是 为 了 证 得 宿 住 随 念 智 而 说。 “种 种” —— 是 许 多 种 类； 或 以 
各 种 行 相 而 说 明 的 意 思。 “宿 住” —— 直 自 过 去 有 生 以 来 在 各 处 的 诸 蕴 相 
续。 “随 念” —— 是 依 于 五 蕴 次 第 或 以 死 及 结 生 而 忆 念。 
                                                 
【9】 即 底 本 四 五 四 页 所 说 瞋 根 二 种 心。 
【10】 这 五 种 在 《解 脱 道 论》 卷 一 （大 正 三 二 · 三 九 九 c） 作 “彼 分 解 脱、 伏 解 脱、 断 

解 脱、 猗 解 脱、 离 解 脱”。 
【11】 D.I, 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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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种 人 的 宿 住 随 念） 于 此 宿 住 有 六 种 人 随 念： 即 异 教 徒、 普 通 的 声 
闻、 大 声 闻、 上 首 声 闻、 辟 支 佛、 佛。 此 中： 异 教 徒 只 能 忆 念 四 十 劫， 更 没 
有 多 的。 何 以 故？ 因 为 他 们 的 慧 弱 —— 他 们 不 能 分 析 名 与 色 故 是 慧 弱。 普 通 
的 声 闻 可 以 忆 念 百 劫、 千 劫， 因 为 他 们 的 慧 强 之 故。 八 十 大 声 闻 可 以 忆 念 
十 万 劫。（舍 利 弗、 目 犍 连） 二 上 首 声 闻 可 以 忆 念 一 阿 僧 抵 劫 又 十 万 劫。 辟 
支 佛 可 以 忆 念 二 阿 僧 抵 劫 又 十 万 劫。 然 而 上 面 这 些 人 的 智 力 都 是 有 限 的。 
唯 有 佛 陀 的 智 力 是 无 限 的。 

异 教 徒 只 能 依 于 五 蕴 次 第 的 忆 念， 他 们 不 能 离 开 次 第 而 以 死 及 结 生 的 
忆 念： 他 们 正 如 盲 者， 不 能 得 达 其 所 欲 之 处， 譬 如 盲 人 不 离 手 杖 而 行， 他 们 
亦 不 能 离 五 蕴 的 次 第 而 念。 普 通 的 声 闻， 可 依 五 蕴 次 第 的 忆 念， 亦 可 以 死 
及 结 生 而 忆 念。 八 十 大 声 闻 也 是 同 样。 二 上 首 声 闻， 则 完 全 不 依 五 蕴 次 第 
的， 他 们 见 一 人 的 死 而 知 其 结 生， 又 见 另 一 人 的 死 而 知 其 结 生， 如 是 只 依 
死 与 结 生 而 行（宿 住 随 念）。 辟 支 佛 亦 然。 然 而 诸 佛， 既 不 依 五 蕴 而 次 第， 
亦 不 依 死 及 结 生 而 行， 无 论 他 欲 念 于 何 处， 则 于 许 多 千 万 劫 中 的 前 前 后 
后， 都 得 明 了。 所 以 虽 然 是 许 多 的 千 万 劫， 好 象 该 省 略 的 经 文 相 似， 随 便 他 
们 要 忆 念 什 么 地 方， 即 能 忆 念 那 些 地 方， 犹 如 狮 子 的 跳 跃 相 似。 譬 如 精 炼 
了 能 射 头 发 的 射 手 —— 如 萨 罗 绷 伽【12】 的 放 箭， 中 间 不 会 给 树 木 藤 蔓 所 阻， 
必 中 标 的， 如 是 彼 等 诸 佛 而 行 其 智， 不 会 给 中 间 的 诸 生 所 阻， [412] 必 不 失 
败， 而 能 捉 摸 其 所 欲 之 处。 

在 此 等 宿 住 随 念 的 有 情 中， 异 教 徒 的 宿 住 的 智 力 现 起 仅 如 萤 火 之 光， 
普 通 的 声 闻 则 如 灯 光， 大 声 闻 的 如 火 炬， 上 首 声 闻 的 如 灿 烂 的 晨 星， 辟 支 
佛 的 如 月 光， 而 诸 佛 所 起 的 智 见 则 如 千 光 庄 严 的 秋 天 的 日 轮。 外 道 的 宿 住 
随 念 如 盲 者 依 于 他 们 的 杖 端 而 行， 普 通 的 声 闻 的 则 如 过 独 木 桥， 诸 大 声 闻 
的 如 走 过 人 行 桥， 上 首 声 闻 的 如 走 过 车 桥， 辟 支 佛 的 如 履 人 行 大 道， 而 诸 
佛 的 宿 住 随 念 则 如 行 于 车 行 大 道。 

然 而 在（本 书） 此 品 所 说 的 是 声 闻 的 宿 住 随 念 的 意 思。 所 以 说 “随 念” 
是 依 于 五 蕴 次 第 或 以 死 及 结 生 而 忆 念。 是 故 欲 如 是 忆 念 的 初 学 比 丘， 自 乞 
食 回 来 及 食 后， 独 居 静 处， 次 第 的 入 诸 四 禅 定， 并 自 神 通 的 基 础 禅 出 定， 忆 
念 自 己 完 了 一 切 工 作 之 后 曾 坐 于 此 座。 如 是 应 顺 次 的 忆 念 其 整 天 整 夜 所 行 
的 事 情， 即 回 溯 其 敷 座， 进 入 自 己 的 卧 座 所 内， 收 拾 他 的 衣 钵， 食 时， 从 村 
中 回 来 时， 在 村 内 乞 食 之 时， 入 村 乞 食 时， 出 寺 之 时， 在 塔 庙 及 菩 提 树 的 庭 
园 礼 拜 之 时， 洗 钵 时， 取 钵 时， 自 取 钵 时 至 洗 脸 时 的 一 切 所 行， 早 晨 的 一 切 
所 行， 后 夜 的 行 作， 乃 至 初 夜 的 一 切 行 作。 上 面 这 些 虽 然 普 通 的 人 的 心 也 
明 了， 但 遍 作（准 备） 的 定 心 则 极 其 明 了。 如 果 在 这 些 事 情 里 面 有 任 何 不 明 
了 的， 则 应 更 入 基 础 禅， 出 定 之 后 再 忆 念。 这 样 他 便 成 为 象 点 灯 时 候 一 样 
的 明 显。 如 是 顺 次 的 回 忆 其 第 二 日、 第 三、 第 四、 第 五 日 的 行 作。 在 十 日 
间， 半 月 间。 一 月 间， 乃 至 一 年 间 的 一 切 行 作。 以 这 样 的 方 法 而 念 十 年 二 十 
年 乃 至 在 此 生 的 自 己 的 结 生 的 人， [413] 他 当 忆 念 在 前 生 的 死 的 刹 那 所 行 的 
名 色。 智 者 比 丘， 只 要 在 第 一 次， 便 能 离 去 结 生 而 取 前 生 的 死 的 刹 那 的 名 

                                                 
【12】 萨 罗 绷 伽 (Sarabhaṅga), 故 事 见 Sarabhaṅgajātaka (J.V, p.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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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为 所 缘。 前 生 的 名 色 既 已 无 余 的 坏 灭， 而 生 起 了 其 他 的（名 色）， 所 以 那
（前 生 的） 处 所 是 阻 障 如 黑 暗 的、 劣 慧 之 人 是 非 常 难 见 的。 然 而 他 们（劣 慧 
者） 不 应 说“我 离 去 结 生 而 取 前 生 的 死 的 刹 那 所 行 的 名 色 为 所 缘 是 不 可 能 
的” 而 断 绝 他 的 忆 念。 他 们 应 该 数 数 入 基 础 禅， 再 再 出 定 而 忆 念 那（前 生 
的） 处 所。 譬 如 强 人， 为 了 要 取 造 宫 殿 所 需 的 栋 梁 而 伐 大 树， 只 砍 下 枝 叶， 
便 坏 了 斧 口 的 锋 刃， 不 能 再 伐 大 树， 但 他 并 不 放 弃 工 作， 跑 到 铁 匠 的 屋 内， 
把 斧 头 整 理 锐 利 之 后， 回 来 再 伐： 若 再 坏 了， 亦 同 样 的 再 修 再 伐。 他 这 样 伐 
时， 已 伐 的 部 分 不 必 再 伐， 只 伐 其 未 伐 的 部 分， 不 久 之 后， 便 伐 倒 大 树 了。 
同 样 的， 这 样 努 力 的 比 丘， 从 基 础 禅 出 定， 以 前 已 能 忆 念 的 不 必 再 念， 只 忆 
念 结 生， 不 久 之 后， 便 能 离 去 结 生， 以 前 生 的 死 的 刹 那 所 行 的 名 色 为 所 缘 
了。 此 义 亦 可 用 樵 夫 及 理 发 师 的 譬 喻 来 说 明。 

在 这 里， 从 最 后 而 坐 于 现 在 的 座 起 溯 至 于 现 世 的 结 生 为 所 缘 而 起 的 
智， 不 名 为 宿 住 智， 只 是 遍 作（准 备） 定 智 而 已。 也 有 人 说 这 是 过 去 分 智， 
然 而 他 把 它 当 作 色 界 的 是 不 适 当 的（因 为 遍 作 定 智 是 欲 界 的 定）。 然 此 比 
丘， 当 他 越 过 了 结 生 而 以 前 生 的 死 的 刹 那 所 行 的 名 色 为 所 缘 时， 则 生 起 意 
门 转 向 心【13】

， 那 心 灭 时， 以 彼 同 样 的 名 色 为 所 缘 而 速 行 了 四 或 五 的 速 行 
心。 此 中 如 前 所 说 的 前 面 的（三 或 四 速 行 心） 名 为 遍 作（近 行、 随 顺、 种 姓） 
等 的 是 欲 界 心。 最 后 的（一 速 行） 是 属 于 色 界 第 四 禅 的 安 止 心。 这 时 和 他 的 
安 止 心 共 同 生 起 的 智， 便 是 宿 住 随 念 智。 与 此 智 相 应 而 念， 为 “彼 于 种 种 的 
宿 住 随 念， 即 一 生、 二 生 …… [414] 乃 至 忆 念 一 切 宿 住 的 形 象 详 情”。 

在 上 面 的 引 文 中： “一 生” —— 是 从 生 开 始 以 死 为 终 属 于 一 生 的 一 期 五 
蕴 相 续。 “二 生” 等 同 样。 “许 多 坏 劫” 等 句 中， 减 劫 为 “坏 劫”， 增 劫 为 
“成 劫”。 此 中 坏 劫 亦 包 摄 坏 住 劫， 因 坏 住 劫 以 坏 劫 为 出 发 点 之 故。 成 劫 摄 
成 住 劫。 象 这 样 说， 则 包 摄 此 等 诸 劫， 即 所 谓【14】

： “诸 比 丘！ 有 此 等 四 阿 增 
祇 劫。 云 何 为 四？ 坏、 坏 住、 成、 成 住”。 

（世 间 的 破 坏） 这 里 有 三 种 坏【15】
： 水 坏、 火 坏、 风 坏， 这 是 三 种 坏 的 界 

限：（第 二 禅 的） 光 音 天，（第 三 禅 的） 遍 净 天，（第 四 禅 的） 广 果 天。 这 便 
是 说， 为 劫 火 所 毁 时， 光 音 天 以 下 都 给 火 烧 了； 为 劫 水 所 毁 时， 遍 净 天 以 下 
都 给 水 淹 没 了： 为 劫 风 所 毁 时， 广 果 天 以 下 都 给 风 灭 了。 详 细 的 说， 则 常 常 
说 此 三 种 坏 为 一 佛 刹 土 消 灭。 佛 的 刹 土 有 三 种： 诞 生 刹 土、 威 令 刹 土、 境 界 
刹 土。 此 中， “诞 生 刹 土” —— 是 如 来 人 胎 等 时 所 震 动 的 一 万 轮 围 世 间。 
“威 令 刹 土” —— 是 百 千 俱 胝 的 轮 围 世 间， 是 他 的 宝 经、 蕴 护 咒、 幢 顶 护 
咒、 稻 竿 护 咒、 孔 雀 护 咒【16】 等 的 护 咒【17】 威 力 所 能 保 护 的。 “境 界 刹 土” —— 

                                                 
【13】 参 考 底 本 一 三 七 页。 
【14】 A.II, 156. 
【15】 三 坏 即 三 灾， 可 参 考 《长 阿 含》 世 记 经 三 灾 品 （大 正 一 · 一 三 七 b）， 《大 毗 婆 

沙 论》 卷 一 三 三 （大 正 二 七 · 六 八 九 c）， 《俱 舍 论》 卷 一 二 （大 正 二 九 · 六 六 
b）。 

【16】 “宝 经” (Ratana-sutta) Sn.II, I (p.39ff.); Khp.VI, (p.3f.)。 “蕴 护 咒” (Khandha-paritta) A.II, 
p.72; Vin.II, p.109f. 《五 分 律》 卷 二 六 （大 正 二 二· 一 七 一 a）。 “幢 顶 护 咒” 
(Dhajagga-paritta) S.I, 218. 《杂 阿 含》 九 八 一 经 （大 正 二· 二 五 五 a）， 《增 一 阿 含》 
卷 十 四 （大 正 二· 六 一 五 a）。 “稻 竿 护 咒” (Āṭānāṭiya-paritta)  D. 32 (III, p.194), 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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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无 边 无 量 的 世 间。 或 说 “以 愿 望 为 限”， 这 便 是 说， 如 来 所 愿 望 之 处 都 能 
知 道。 如 是 在 这 三 种 佛 的 刹 上 中，（坏 劫 是） 一 威 令 刹 土 的 灭 亡。 在 它 灭 亡 
时， 则 诞 生 刹 土 亦 必 灭 亡。 因 为 它 们 灭 亡 必 同 时 灭 亡， 成 立 亦 必 同 时 成 立 
之 故。 其 灭 亡 与 成 立， 当 知 如 下： 

    

当 为 劫 火 毁 灭 之 时， [415] 是 初 起 了 劫 灭 的 大 云， 于 百 千 俱 胝 的 轮 围 世 
间 下 了 一 阵 大 雨， 人 们 觉 得 满 足 喜 悦， 都 取 出 他 们 的 一 切 种 子 来 播。 可 是 
谷 类 生 长 到 了 可 以 给 牛 吃 的 程 度 时， 虽 然（雷） 如 驴 鸣， 但 一 滴 雨 也 不 下。 
从 此 时 起， 雨 便 完 全 停 止 了。 关 于 此 事， 世 尊 说【18】

：“诸 比 丘！ 到 了 那 时， 
有 许 多 年， 许 多 的 百 年， 许 多 的 千 年， 许 多 的 百 千 年， 天 不 下 雨”。 依 雨 水 
生 活 的 有 情 命 终 生 于 梵 天 界， 依 诸 花 果 生 活 的 天 神 亦 然。 这 样 经 过 了 很 长 
的 时 间， 这 里 那 里 的 水 便 成 涸 竭。 这 样 次 第 的 鱼 和 龟 死 了， 亦 生 于 梵 天 界。 
地 狱 的 有 情 亦 然。 也 有 人 说， “地 狱 的 有 情， 由 第 七 个 太 阳 出 现 时 灭 亡”。 

“不 修 禅 则 不 生 梵 天 界。 此 等 有 情， 有 的 被 饥 饿 所 恼， 有 的 不 能 证 得 禅 
定， 他 们 怎 么 得 生 梵 界”？ 于 天 界 获 得 禅 那（而 生 梵 界）。 即 在 那 时 候， 有 
欲 界 天 人， 名 罗 伽 毗 由 赫【19】

， 知 道 百 千 年 后， 世 间 将 成 劫 灭， 于 是 披 头 散 
发， 哭 着 以 手 而 拭 眼 泪， 著 红 衣， 作 奇 形 怪 状， 行 于 人 行 道 上， 而 作 如 是 哀 
诉： “诸 君！ 诸 君！ 自 今 而 后 百 千 年 将 为 劫 灭， 这 世 间 要 灭 了， 大 海 要 涸 竭 
了， 这 大 地 与 须 弥 山 王 要 烧 尽 而 亡 灭 了， 直 至 梵 界 的 世 间 要 灭 亡 了。 诸 君！ 
你 们 快 修 慈 啊！ 诸 君 修 悲 修 喜、 修 舍 啊！ 你 们 孝 养 父 母， 尊 敬 家 长 啊”！ 他 
们 听 了 这 话， 大 部 人 类 及 地 居 天， 生 恐 惧 心， 成 互 相 柔 软 心， 行 慈 等 福， 而 
生（欲） 天 界， 在 那 里 食 诸 天 的 净 食， 于 风 遍 而 遍 作（准 备 定）， 获 得 了 禅 
定。（大 恶 趣 的） 其 他 的 有 情， 则 因 顺 后 受 业（他 世 受 业） 而 生 天 界。 因 为 在 
轮 回 流 转 的 有 情 是 没 有 无 有 顺 后 受 业 的， 他 们 亦 在 那 里 获 得 禅 定。 [416] 如 
是 由 于 在（欲） 天 界 获 得 禅 那， 故 一 切（欲 界 有 情） 得 生 于 梵 天 界。 

自 从 断 雨 以 后， 经 过 很 长 的 时 间， 便 出 现 了 第 二 个 太 阳。 对 此 世 尊 亦 
曾 说 过： “诸 比 丘！ 到 了 那 时 ……”。 详 在 七 日 经【20】 中。 这 第 二 太 阳 出 现 
时， 便 没 有 昼 与 夜 的 分 别 了。 一 日 升， 一 日 没， 世 界 不 断 地 变 着 阳 光 的 热 
力。 普 通 的 太 阳 是 日 天 子 所 居， 这 劫 灭 的 太 阳 是 没 有（日 天 子） 的。 普 通 的 
太 阳 运 行 时， 空 中 有 云 雾 流 动， 劫 灭 的 太 阳 运 行 时， 则 无 云 雾， 太 虚 无 垢， 
犹 如 镜 面。 此 时 除 了 五 大 河【21】 之 外， 其 它 小 河 的 水 都 干 了。 

此 后 再 经 过 一 长 时 期， 第 三 个 太 阳 出 现， 因 它 出 现， 故 五 大 河 也 干 了。 

                                                                                                                                                    
Fragment of Āṭānāṭiya Sūtra (Hoernle I, p26)。 “孔 雀 护 咒” (Mora-paritta) Jāt.II, No.159 
(p.33ff)。 

【17】 “护 咒” (Paritta) 可 参 考 Mil.150f。 
【18】 A.IV, p.100, 可 参 考 《中 阿 含》八 经 七 日 经 （大 正 一 · 四 二 八c）， 《增 一 阿 含》 卷 

三 四 （大 正 二 · 七 三 六 b）。 “世 尊” (Bhagavatā) 底 本 Bavagatā 误。 
【19】 “罗 伽 毗 由 赫” (Lokabyūhā) cf. Jātaka-nidāna (J.I, p.47f.)。 
【20】 “七 日 经” (Sattasuriya-Sutta) A.T, 62 (IV, p.100ff.)。 《中 阿 含》 八 经 七 日 经 （大 正 

一· 四 二 八 c）， 《增 一 阿 含》 卷 三 四 （大 正 二 · 七 三 六 b）。 
【21】 五 大 河： 恒 河、 摇 尤 那、 舍 牢 浮、 阿 夷 罗 婆 提、 摩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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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后 又 经 过 一 长 时 期， 第 四 个 太 阳 出 现， 因 它 出 现， 故 五 大 河 的 源 泉 —— 在 
云 山 中 的 狮 子 崖 池， 鹅 崖 池， 钝 角 池， 造 车 池， 无 热 恼 池， 六 牙 池， 郭 公 池 
等 的 七 大 湖 也 干 了。 此 后 又 经 过 一 长 时 期， 第 五 个 太 阳 出 现， 因 它 的 出 现， 
故 次 第 以 至 大 海， 连 一 点 滋 润 指 节 的 水 也 没 有 了。 此 后 又 经 过 长 时 期， 第 
六 个 太 阳 出 现， 因 它 的 出 现， 故 整 个 的 轮 围 界 变 成 一 团 烟， 由 烟 吸 去 了 一 
切 的 水 份。 如 是 乃 至 百 千 俱 胝 的 轮 围 界 也 是 同 样。 

从 此 又 经 过 一 长 时 期， 第 七 个 太 阳 出 现， 由 于 它 的 出 现， 故 整 个 的 轮 
围 界 乃 至 百 千 俱 胝 的 轮 围 界， 共 成 一 团 火 焰， 如 有 一 百 由 旬 高 的 种 种 须 弥 
山 峰， 此 时 都 要 破 碎 而 消 失 在 空 中。 火 焰 继 续 上 升， 漫 延 到 四 大 王 天） 那 里 
的 黄 金 宫、 宝 宫、 珠 宫 等 都 被 烧 掉。 再 毁 了 三 十 三 天。 如 是 漫 延 到 初 禅 地， 
把 那 里 的（梵 众、 梵 辅、 大 梵） 三 梵 天 界 烧 掉， 直 至 光 音 天 为 止。 [417] 如 果 
尚 有 一 微 尘 的 物 质 存 在， 此 火 亦 不 停 息。 等 到 一 切 的 诸 行 都 已 灭 尽 时， 此 
火 才 如 烧 酥 油 的 火 焰 不 留 余 灰 的 息 灭。 此 时 下 方 的 虚 空 与 上 方 的 虚 空 同 成 
一 大 黑 暗。 

这 样 经 过 了 一 长 时 期， 然 后 起 了 大 云， 初 下 细 雨， 次 第 的 下 了 如 莲 茎、 
如 杖、 如 杵、 如 多 罗 树 干 等 一 样 大 的 水 柱， 直 至 充 满 了 百 千 俱 胝 的 轮 围 界 
中 一 切 业 被 烧 掉 了 的 地 方， 大 雨 才 停 止。 在 那 水 的 下 面 起 了 风 而 吹 过 水， 
令 水 凝 成 一 团 圆 形， 如 荷 叶 上 面 的 水 珠 相 似。 怎 么 能 把 那 样 大 的 水 聚 凝 成 
一 团 的 呢？ 因 为 给 以 孔 隙 之 故 —— 即 那 水 让 风 吹 进 各 处 的 孔 隙。 那 水 由 风 
而 结 集 及 凝 成 一 团 而 退 缩 时， 便 渐 渐 地 向 下 低 落， 在 水 的 渐 渐 低 落 之 时， 
落 到 梵 天 界 的 地 方 便 出 现 梵 天 界； 落 到 上 面 的（空 居 的） 四 欲 界 天 的 地 方 便 
出 现 了 那 些 天 界。 再 落 到 地（居 天 及 四 人 洲） 处 之 时， 便 起 了 强 烈 的 风， 那 
风 停 止 了 水 不 让 再 流 动， 好 象 在 闭 了 口 的 水 瓮 里 面 的 水 相 似。 在 那 甘 的 水 
退 缩 时，（水 的） 上 面 生 起 了 地 味， 这 地 味 具 有 颜 色 及 芳 香 美 味， 犹 如 不 冲 
水 的 乳 糜 上 面 的 膜 相 似。 

这 时 那 先 生 于（第 二 禅 的） 梵 界 中 的 光 音 天 的 有 情， 因 为 寿 终 或 福 尽， 
从 那 里 死 了 而 生 于 此。 他 们 以 自 己 的 光 明 在 空 中 飞 行， 如 在 起 世 因 本 经【22】 
中 所 说， 因 为 他 们 欲 尝 地 味， 为 贪 爱 所 制 伏， 便 开 始 吃 它 一 口， 因 此 便 失 掉 
自 己 的 光 明， 成 为 黑 暗。 他 们 见 黑 暗 而 起 恐 怖， 此 后 便 有 五 十 由 旬 大 的 日 
轮 出 现， 令 他 们 消 灭 恐 怖 而 生 勇 气。 他 们 看 见 了 日 轮， 非 常 满 足 而 喜 悦 他 
说： “我 们 获 得 了 光 明， 它 的 出 现， 灭 除 我 们 恐 怖 的 人 的 恐 怖 令 生 勇 气， 所 
以 它 为 太 阳”， 便 给 以 太 阳 之 名。 当 太 阳 于 日 间 发 光 之 后 而 落 下 时， 他 们 又 
生 恐 怖 说：“我 们 得 到 了 的 光 明， 现 在 也 失 掉 了”！ 他 们 又 想： “如 果 我 们 
获 得 另 一 光 明 是 多 么 幸 福 啊”！ [418] 这 时 好 象 知 道 他 们 的 心 相 似， 便 出 现 
了 那 四 十 九 由 旬 大 的 月 轮。 他 们 看 到 了， 更 加 欢 喜 满 足 的 说： “这 好 象 是 知 

                                                 
【22】 “起 世 因 本 经” (Aggañña-sutta) D.III, p.80f. 27 经。 《长 阿 含》 小 缘 经 （大 正 一 · 三 

七 b）， 《中 阿 含》 一 五 四 婆 罗 婆 堂 经 （大 正 一 · 六 七 四 b）， 白 衣 金 幢 二 婆 罗 门 
缘 起 经 （大 正 一 · 二 一 八 b）， 《长 阿 含》 世 记 经 世 本 缘 品 （大 正 一 · 一 四 五 a） 
《俱 舍 论》 卷 一 二 （大 正 二 九 · 六 五 b） 等 处， 都 可 以 参 考 关 于 这 种 世 界 变 化 的 
说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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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我 们 的 希 望 而 出 现 的， 所 以 为 月”， 便 给 以 月【23】 的 名 称。 如 是 在 日 月 出 
现 之 时， 各 种 明 星 亦 出 现。 从 此 以 后， 便 能 分 别 昼 与 夜， 及 渐 渐 地 辨 别 一 
月、 半 月、 季 节 及 年 等。 当 日 月 出 现 之 日， 亦 即 出 现 了 须 弥 山、 轮 围 山 及 雪 
山， 它 们 是 在 孟 春 月 的 月 圆 日 同 时 出 现 的。 怎 样 的 呢？ 譬 如 煮 稷 饭 时， 一 时 
起 了 种 种 的 泡， 有 的 高， 有 的 低， 有 的 平，（而 此 大 地 的） 高 处 为 山， 低 处 
为 海， 平 坦 之 处 则 为 洲。 

在 那 些 吃 了 地 味 的 有 情， 渐 渐 地 有 些 长 得 美 丽， 有 些 长 得 丑 陋。 那 些 
美 貌 的 人 往 往 轻 蔑 丑 陋 的。 由 于 他 们 的 轻 蔑 之 缘， 消 失 了 地 味， 出 现 了 另 
一 种 地 果； 由 于 他 们 依 然 如 故， 所 以 地 果 也 消 失 了， 出 现 另 一 种 甘 美 的 藤 
叫 槃 陀 罗 多。 以 同 样 的 理 由， 这 也 失 去 了， 又 出 现 一 种 不 是 耕 种 的 熟 米 —— 
那 是 无 皮 无 糠 清 净 芳 香 的 自 米 实。 此 后 便 出 现 器 皿， 他 们 把 米 放 在 器 皿 
中， 置 于 石 上， 能 起 自 然 的 火 焰 来 煮 它。 那 种 饭 如 须 摩 那 花（素 馨）， 不 需 
汤 菜 等 调 味， 他 们 希 望 吃 那 样 的 味， 即 得 那 种 味。 因 为 他 们 吃 了 这 种 粗 食， 
所 以 此 后 便 产 生 小 便 和 大 便 了。 

此 时 为 了 他 们 的 排 泄（大 小 便）， 而 破 出 疮 口（大 小 便 道）， 男 的 出 现 
男 性， 女 的 亦 出 现 女 性。 女 对 男， 男 对 女 长 时 的 注 视 相 思。 经 过 他 们 长 时 的 
注 视 相 恋 之 缘， 生 起 爱 欲 的 热 恼， 于 是 便 行 淫 欲 之 法。 [419] 后 来 因 为 他 们 
常 作 非 法 享 受， 为 诸 智 者 所 谴 责， 为 了 覆 蔽 他 们 的 非 法， 便 建 立 他 们 的 家。 
他 们 住 在 家 中， 渐 渐 地 仿 效 某 些 怠 惰 的 有 情 而 作（米 的） 贮 藏。 以 后 米 便 包 
有 糠 壳 之 谷， 获 谷 之 处 便 不 再 生 长。 于 是 他 们 集 聚 悲 叹， 如《起 世 因 本 经》 
说

【24】
： “诸 君！ 于 有 情 中 实 已 流 行 恶 法。 我 们 过 去 原 是 意 生 的”。 

此 后 他 们 建 立 了（各 人 所 有 物 的） 界 限， 以 后 却 发 生 有 人 盗 取 他 人 所 有 
的 东 西。 他 们 第 二 次 呵 斥 他。 可 是 第 三 次 使 用 手、 用 石 头、 用 棍 等 来 打 他 
了。 发 生 了 这 样 的 偷 盗、 谴 责、 妄 语、 棍 击 等 的 事 件 之 后， 他 们 相 集 会 议 思 
考： “如 果 我 们 在 我 们 里 面 来 选 举 一 位 公 正 的 人 —— 执 行 贬 黜 其 当 贬 黜 的， 
呵 责 其 当 呵 责 的， 摈 除 其 当 摈 除 的， 岂 不 是 好， 但 我 们 每 人 都 给 他 一 部 分 
米”。 在 这 样 决 议 的 人 群 之 中， 一 位 是 贤 劫（释 迦） 世 尊 在 那 时 还 是 菩 萨， 
在 当 时 的 群 众 中， 他 算 是 最 美 最 有 大 力 及 具 有 智 慧 能 力 而 足 以 劝 导 及 抑 止 
他 们 的 人。 他 们 便 去 请 求 他 当 选（为 主）。 因 为 他 是 大 众 选 举 出 来 的， 所 以 
称 他 为 “大 众 选 的”（Mahāsammato）， 又 因 他 是 刹 土 之 主， 故 称 他 为“刹 帝 
利”（Khattiyo）， 又 因 为 他 依 法 平 等 公 正 为 众 人 所 喜， 故 称 他 为 “王”

（Rājā）， 于 是 便 以 这 三 个 名 字 称 呼 他。 那 世 间 中 希 有 的 地 位， 菩 萨 是 第 一 
个 就 位 的 人， 他 们 这 样 选 他 为 第 一 人 之 后， 便 成 立 刹 帝 利 的 眷 属。 以 后 更 
渐 次 的 成 立 婆 罗 门 等 的 种 姓。 

这 里 从 劫 灭 的 大 云 现 起 时 而 至 劫 火 的 熄 灭 为 一 阿 僧 祇， 名 为 坏 劫。 从 
劫 火 熄 灭 之 时 而 至 充 满 百 千 俱 胝 的 轮 围 界 的 大 云 成 就 为 第 二 阿 僧 祇， 名 为 
坏 住 劫。 自 大 云 成 就 之 时 而 至 日 月 的 出 现 为 第 三 阿 僧 祇， 名 为 成 劫。 自 日 
月 出 现 之 时 而 至 [420] 再 起 劫 灭 的 大 云 为 第 四 阿 僧 祇， 名 为 成 住 劫。 这 四 阿 

                                                 
【23】 月， 通 常 都 用 Canda, 但 底 本 都 是 用 Chanda （欲） 来 解 释 的。 
【24】 D.III, p.9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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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 祇 为 一 大 劫。 当 如 是 先 知 为 火 所 灭 及 其 成 立。 

    

其 次 世 间 为 水 所 灭 之 时， 先 起 劫 灭 的 大 云 与 前 面 所 说 相 同； 其 不 同 之 
处 如 下： 如 前 面 的 起 了 第 二 太 阳 之 时， 但 这 里 则 为 起 了 劫 灭 的 碱 质 性 的 水 
的 大 云。 它 初 下 细 雨， 渐 次 的 下 了 大 水 流， 充 满 了 整 个 的 百 千 俱 胝 的 轮 围 
界。 给 那 碱 质 性 的 水 所 触 的 大 地 山 狱 等 都 溶 解 掉。 那 水 的 各 方 面 是 由 风 支 
持 的。 从 大 地 起 而 至 第 二 禅 地 都 给 水 所 淹 没。 那（第 二 禅 的 少 光、 无 量 光、 
光 音 的） 三 梵 界 亦 被 溶 解， 直 至 遍 净 天 为 止。 如 果 尚 有 最 微 细 的 物 质 存 在， 
那 水 即 不 停 止， 要 把 一 切 的 物 质 完 全 消 灭 了 以 后， 此 水 才 停 止 而 散 失。 这 
时 下 面 的 虚 空 和 上 面 的 虚 空 同 成 一 大 黑 暗， 余 者 皆 如 前 述。 但 这 里 是 以 
（第 二 禅 的） 光 音 梵 天 界 为 最 初 出 现 的 世 界。 从 遍 净 天 死 了 的 有 情 来 生 于 
光 音 天 等 处。  

这 里 从 劫 灭 的 大 云 现 起 时 而 至 劫 灭 的 水 的 息 灭 为 一 阿 僧 祇。 从 水 的 息 
灭 至 大 云 成 就 为 第 二 阿 僧 祇。 从 大 云 成 就 至 …… 乃 至 此 等 四 阿 僧 祇 为 一 大 
劫。 如 是 当 知 为 水 所 灭 及 其 成 立。  

     

其 次 世 间 为 风 所 灭 之 时， 先 起 劫 灭 的 大 云 与 前 同 样。 但 这 是 它 的 不 同 
之 处： 如 前 面 的 起 了 第 二 太 阳 时， 这 里 则 为 起 了 劫 灭 的 风。 它 起 初 吹 起 粗 
的 尘， 以 后 则 吹 起 软 尘， 细 沙， 粗 沙， 石 子， 大 石， [421] 乃 至 象 重 阁 一 样 大 
的 岩 石 及 生 在 不 平 之 处 的 大 树 等。 它 们 从 大 地 面 去 虚 空， 便 不 再 落 下 来， 
在 空 中 粉 碎 为 微 尘 而 成 为 没 有 了。 那 时 再 从 大 地 的 下 方 起 了 大 风， 翻 转 大 
地 并 颠 覆 了 它 把 它 吹 上 空 中。 大 地 破 坏 成 一 部 分 一 部 分 的， 如 一 百 由 旬 大 
的、 二 百、 三 百、 四 百、 乃 至 五 百 由 旬 大 的， 都 给 疾 风 吹 走， 在 空 中 粉 碎 为 
微 尘 而 成 为 没 有 了。 于 是 风 吹 轮 围 山 及 须 弥 山 并 把 它 们 掷 在 空 中， 使 它 们 
互 相 冲 击， 破 碎 为 微 尘 而 消 灭 掉。 象 这 样 的 消 灭 了 地 居 天 的 宫 殿 与 空 后 天 
的 宫 殿 及 整 个 的 六 欲 天 界 之 后， 乃 至 消 灭 了 百 千 俱 胝 的 轮 围 界。 此 时 则 轮 
围 山 与 轮 围 山， 雪 山 与 雪 山， 须 弥 山 与 须 弥 山 相 碰， 碎 为 微 尘 而 消 灭。 此 风 
从 大 地 而 破 坏 至 第 三 禅， 消 灭 了 那 里 的 （少 净、 无 量 净、 遍 净） 三 梵 天 界， 
直 至 （第 四 禅 的） 广 果 天 为 止。 此 风 消 灭 了 一 切 物 质 之 后， 它 自 己 也 息 灭 
了。 于 是 下 方 的 虚 空 和 上 方 的 虚 空 同 成 为 一 大 黑 暗， 余 者 如 前 所 说。 但 这 
里 是 以 遍 净 梵 天 界 为 最 初 出 现 的 世 界。 从 广 果 天 死 了 的 有 情 而 生 千 遍 净 天 
等 处。  

这 里 从 劫 灭 的 大 云 现 起 时 而 至 劫 灭 的 风 的 息 灭 为 第 一 阿 僧 祇。 从 风 的 
息 灭 而 至 大 云 的 成 就 为 第 二 阿 僧 祇 …… 乃 至 此 等 四 阿 僧 祇 为 一 大 劫。 如 是 
当 知 为 风 所 灭 及 其 成 立。  

（世 间 毁 灭 的 原 由） 什 么 是 世 间 这 样 毁 灭 的 原 由？ 因 不 善 根 之 故。 即 不 
善 根 增 盛 之 时， 世 间 这 样 的 毁 灭。 而 彼 世 间 如 果 贪 增 盛 时， 则 为 火 所 灭。 若 
瞋 增 盛 时， 则 为 水 所 灭 —— 但 有 人 说， 瞋 增 盛 时 为 火 所 灭， 贪 增 盛 时 为 水 所 
灭， 若 痴 增 盛 时， 则 为 风 所 灭。 这 样 的 灭 亡， 是 连 续 地 先 为 七 次 的 火 所 毁 
灭， 第 八 次 则 为 水 灭， 再 经 七 次 的 火 灭， 第 八 次 又 为 水 灭， 这 样 每 个 第 八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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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水 灭， 经 过 了 七 次 的 水 灭 之 后， [422] 再 为 七 次 的 火 所 毁 灭。 上 面 一 共 是 
经 过 六 十 三 劫。 到 了 这 （第 六 十 四） 次 本 来 是 为 水 所 灭 的， 可 是 它 停 止 了， 
却 为 得 了 机 会 的 风 取 而 代 之， 毁 灭 了 世 间， 破 碎 了 寿 满 六 十 四 劫 的 遍 净 
天。  

于 劫 忆 念 的 比 丘， 虽 于 宿 住 随 念， 也 于 此 等 劫 中， 忆 念 “许 多 坏 劫， 许 
多 成 劫， 许 多 坏 成 劫”。 怎 样 忆 念 呢？ 即 以 “我 于 某 处” 等 的 方 法。 此 中： 
“我 于 某 处” —— 是 我 于 坏 劫， 或 我 于 某 生、 某 胎、 某 趣、 某 识 住、 某 有 情 
居， 或 某 有 情 众 的 意 思。 “有 如 是 名” —— 即 帝 须 （Tissa） 或 弗 沙 （Phussa） 
之 名。 “有 如 是 姓” —— 是 姓 迦 旅 延 或 迦 叶。 这 是 依 于 忆 念 他 自 己 的 过 去 生 
的 名 与 姓 而 说。 如 果 他 欲 忆 念 于 过 去 生 时 自 己 的 容 貌 的 美 丑， 或 粗 妙 饮 食 
的 生 活 状 态， 或 音 乐 的 多 寡， 或 短 命 长 寿 的 状 况， 亦 能 忆 念， 所 以 说 “如 是 
容 貌 …… 如 是 寿 量”。 此 中： “如 是 容 貌” —— 是 白 色 或 褐 色。 “如 是 食 物” 
—— 是 米 肉 饭 或 自 然 的 果 实 等 的 食 物。 “受 如 是 苦 乐” —— 是 享 受 各 种 身 心 
或 有 欲 无 欲 等 的 苦 乐。 “如 是 寿 量” 一 是 说 我 有 一 百 岁 的 寿 量， 或 八 万 四 千 
劫 的 寿 量。  

“我 于 彼 处 死 生 于 某 处” 一 是 我 从 那 生、 胎、 趣、 识 住、 有 情 居、 有 情 
众 而 死， 更 生 于 某 生、 胎、 趣、 识 住、 有 情 居、 有 情 众 之 中 的 意 思。 “我 亦 
于 彼 处” —— 是 我 在 于 那 生、 胎、 趣、 识 住、 有 情 居、 有 情 众 的 意 思。 “有 如 
是 名” 等 与 前 面 所 说 相 同。 可 是 “我 于 某 处” 的 句 于 是 说 他 次 第 回 忆 过 去 世 
的 随 意 的 忆 念。 “从 彼 处 死” 是 转 回 来 的 观 察， 所 以 “生 于 此 界” 的 句 子 是 
表 示 “生 于 某 处” 一 句 关 于 生 起 此 生 的 前 一 生 的 他 的 生 处。 “我 亦 于 彼 处” 
等， [423] 是 指 忆 念 于 他 的 现 在 生 以 前 的 生 处 的 名 与 姓 等 而 说。 所 以 “我 从 
彼 处 死， 来 生 于 此 界” 是 说 我 从 现 世 以 前 的 生 处 死 了， 而 生 于 此 人 界 的 某 
刹 帝 利 家 或 婆 罗 门 的 家 中。 “如 是” —— 即 此 的 意 思。 “形 相 种 姓” —— 以 
名 与 姓 为 种 姓， 以 容 貌 等 为 形 相。 以 名 与 姓 是 指 有 情 帝 须、 迦 叶 的 种 姓， 以 
容 貌 是 指 褐 色 白 色 的 各 种 差 别， 所 以 说 以 名 姓 为 种 姓， 以 余 者 为 形 相。 “忆 
念 种 种 宿 住” 的 意 义 是 明 白 的。  

宿 住 随 念 智 论 已 毕。  

     

（彼 如 是 心 得 等 持 …… 安 住 不 动 时， 引 导 其 心 倾 向 于 死 生 智。 彼 以 超 人 
的 清 净 天 眼， 见 诸 有 情 死 时 生 时， 知 诸 有 情 随 于 业 趣， 贵 贱 美 丑， 幸 与 不 
幸。 即 所 谓 “诸 贤！ 此 等 有 情， 具 身 恶 行， 具 语 恶 行， 具 意 恶 行， 诽 谤 诸 
圣， 怀 诸 邪 见， 行 邪 见 业。 彼 等 身 坏 死 后， 生 于 苦 界， 恶 趣， 堕 处， 地 狱。 
或 者 诸 贤， 此 等 有 情， 身 具 善 行， 语 具 善 行， 意 具 善 行， 不 谤 诸 圣， 心 怀 正 
见， 行 正 见 业。 彼 等 身 坏 死 后， 生 于 善 趣 天 界”。 如 是 彼 以 超 人 的 清 净 天 
眼， 见 诸 有 情 死 时 生 时， 知 诸 有 情 随 所 造 业， 贵 贱 美 丑， 善 趣 恶 趣）

【25】
。 

在 论 有 情 的 死 生 智 中： “死 生 智” —— 是 死 与 生 的 智； 即 由 于 此 智 而 知 
有 情 的 死 和 生， 那 便 是 因 为 天 眼 智 的 意 思。 “引 导 其 心 倾 向” —— 是 引 导 及 
倾 向 他 的 遍 作 （准 备） 心。 “彼” —— 即 曾 倾 向 他 的 心 的 比 丘。 其 次 于 “天 
                                                 
【25】 D.I, 82. 论 文 是 次 第 解 释 此 文， 所 以 把 它 全 段 引 出， 以 便 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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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等 句 中： 和 天 的 相 似， 故 为 “天 （的）”。 因 为 诸 天 之 所 以 获 得 天 的 净 
眼， 是 由 于 行 善 业 而 生 —— 没 有 胆 汁 痰 血 等 的 障 碍， 及 解 脱 了 随 烦 恼， 所 以 
虽 然 很 远 的 所 缘 亦 能 领 受。 而 此 比 丘， 由 于 精 进 修 习 的 力 量， 产 生 象 天 的 
净 眼 的 智 眼， 所 以 说 和 天 的 类 似 故 为 “天”。 又 因 依 天 住 而 得， 自 己 亦 依 止 
天 住 故 为 “天”。 又 因 把 握 光 明 而 有 大 光 辉 故 为 “天”。 又 因 能 见 壁 等 的 那 
一 边 的 色 （物 质） 而 成 广 大 故 为 “天”。 当 知 这 是 依 于 一 切 声 论 的 解 释。 以 
见 义 故 为 “眼”， 又 因 为 行 眼 的 工 作 如 眼 故 为 “眼”。 由 于 见 死 与 生 为 见 清 
净

【26】 之 因 故 为 “清 净”。 那 些 只 见 死 而 不 见 生 的， 是 执 断 见 的； 那 些 只 见 生 
而 不 见 死 的， 是 执 新 有 情 出 现 见 的； 那 些 见 死 与 生 两 种 的， 是 超 越 了 前 面 
两 种 恶 见 的， 所 以 说 他 的 见 为 见 清 净 之 因。 佛 子 是 见 死 与 生 两 种 的。 所 以 
说 [424] 由 于 见 死 与 生 为 见 清 净 之 因 故 为 “清 净”。 超 过 了 人 所 认 识 的 境 界 
而 见 色， 故 为 “超 人 的”， 或 者 超 过 肉 眼 所 见 故 为 “超 人 的”。 是 故 “彼 以 
超 人 的 清 净 天 眼， 见 诸 有 情”， 是 犹 如 以 人 的 肉 眼 （见）， （而 以 天 眼） 见 
诸 有 情。  

“死 时 生 时” —— 那 死 的 刹 那 和 生 的 刹 那 是 不 可 能 以 天 眼 见 的， 这 里 是 
说 那 些 临 终 即 将 死 了 的 人 为 “死 时”， 那 些 已 取 结 生 而 完 成 其 生 的 人 为 “生 
时” 的 意 义。 即 指 见 这 样 的 死 时 和 生 时 的 有 情。 “贱” —— 是 下 贱 的 生 活 家 
庭 财 产 等 而 为 人 所 轻 贱 侮 蔑 的， 因 为 与 痴 的 等 流 相 应 故。 “贵” —— 恰 恰 与 
前 者 相 反 的， 因 为 与 不 痴 的 等 流 相 应 故。 “美” —— 是 有 美 好 悦 意 的 容 貌 
的， 因 为 与 不 瞋 的 等 流 相 应 故。 “丑” —— 是 不 美 好 不 悦 意 的 容 貌 的， 因 为 
与 瞋 的 等 流 相 应 故； 亦 即 非 妙 色 及 丑 色 之 意。 “幸” —— 是 在 善 趣 的， 或 者 
丰 富 而 有 大 财 的， 因 为 与 不 贪 的 等 流 相 应 故。 “不 幸” —— 是 在 恶 趣 的， 或 
者 贫 穷 而 缺 乏 饮 食 的， 因 为 与 贪 的 等 流 相 应 故。 “随 于 业 趣” —— 由 他 所 积 
造 的 业 而 生 的。  

在 上 面 的 引 文 中： 那 “死 时” 等 的 前 面 的 句 子 是 说 天 眼 的 作 用， 这 后 面 
（知 诸 有 情 随 于 业 趣） 的 句 于 是 说 随 业 趣 智 的 作 用。 这 是 （天 眼 及 随 业 趣 智 
的） 次 第 的 生 起 法： 兹 有 比 丘， 向 下 方 的 地 狱 扩 大 光 明， 见 诸 有 情 于 地 狱 受 
大 苦 痛， 此 见 是 天 眼 的 作 用。 他 这 样 想： “此 等 有 情 行 了 什 么 业 而 受 这 样 大 
的 痛 苦 呢”？ 而 他 知 道 他 们 “造 如 是 业 而 受 苦”， 则 他 生 起 了 以 业 为 所 缘 的 
智； 同 样 的， 他 向 上 方 的 天 界 扩 大 光 明， 见 诸 有 情 在 欢 喜 林， 杂 合 林， 粗 涩 
林

【27】 等 处 受 大 幸 福， 此 见 也 是 天 眼 的 作 用。 他 这 样 想： “此 等 有 情 行 了 什 
么 业 而 受 这 样 的 幸 福 呢”？ 而 他 知 道 他 们 “造 如 是 业”， 则 他 生 起 了 以 业 为 
所 缘 的 智， 这 名 为 随 业 趣 智。 此 智 没 有 （与 天 眼 智） 各 别 的 遍 作 （准 备 
定）， 如 是 未 来 分 智 也 是 同 样 （没 有 与 天 眼 智 各 别 的 遍 作）， 因 为 这 二 种 智 
都 是 以 天 眼 为 基 础， 必 与 天 眼 共 同 而 成 的。 [425] 

“身 恶 行” 等， 恶 的 行， 或 因 烦 恼 染 污 故， 为 “恶 行”。 由 于 身 体 的 恶 
行， 或 者 从 身 体 而 起 的 恶 行 （为 身 恶 行）。 其 余 的 （口 恶 行 及 意 恶 行） 也 是 

                                                 
【26】 “见 清 净” (ditthivisuddhi) 见 本 书 第 十 八 品 “见 清 净 的 解 释”。 
【27】 欢 喜 林 (Nandavana) 在 三 十 二 天 的 善 见 堂 的 北 方， 杂 合 林 (Missakavana) 在 善 见 堂 的 

西 方， 粗 涩 林 (Phārusakavana) 在 善 见 堂 的 东 方。 参 考 《长 阿 含》 世 记 经 忉 利 天 品 
（大 正 一·一 三 一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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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样。 “具” —— 即 足 备。  

“诽 谤 诸 圣” —— 是 说 起 陷 害 的 欲 望， 以 极 端 的 恶 事 或 以 损 毁 他 们 的 德 
来 诽 谤、 骂 詈、 嘲 笑 于 佛， 辟 支 佛， 佛 的 声 闻 弟 子 等 诸 圣 者， 乃 至 在 家 的 须 
陀 洹。 此 中： 若 说 “这 些 人 毫 无 沙 门 法， 而 非 沙 门”， 是 以 极 端 的 恶 事 诽 
谤。 若 说 “这 些 人 无 禅、 无 解 脱、 无 道、 无 果” 等， 是 以 损 毁 他 们 的 德 的 诽 
谤。 无 论 他 是 故 意 的 诽 谤， 或 无 知 的 诽 谤， 两 者 都 是 诽 谤 圣 者。 （谤 诸 圣 
者） 业 重 如 无 间 （业）， 是 生 天 的 障 碍 及 得 道 的 障 碍， 然 而 这 是 可 以 忏 悔 的
【28】

。 为 明 了 起 见 当 知 下 面 的 故 事：  

据 说， 有 一 次， 二 位 长 老 和 一 青 年 比 丘 在 一 村 中 乞 食， 他 们 在 第 一 家 
获 得 一 匙 的 热 粥。 这 时 长 老 正 因 腹 内 的 风 而 痛。 他 想： “此 粥 与 我 有 益， 不 
要 等 它 冷 了， 我 便 把 它 喝 下 去”。 他 便 坐 于 一 根 人 家 运 来 放 在 那 里 准 备 作 
门 柱 的 树 干 上 喝 了 它。 另 一 青 年 比 丘 则 讨 厌 他 说： “这 位 老 师 饿 得 这 个 样 
子， 实 在 叫 我 们 可 耻”！ 长 老 往 村 中 乞 食 回 到 寺 里 之 后， 对 那 青 年 比 丘 说： 
“贤 者！ 你 于 教 中 有 何 建 树”？ “尊 师！ 我 是 须 陀 洹”。 “然 而 贤 者， 你 不 要 
为 更 高 的 道 努 力 吧”！ “尊 师！ 什 么 缘 故”

【29】
？ “因 为 你 诽 谤 漏 尽 者”。 他 

便 向 那 长 老 求 仟 悔。 而 他 的 谤 业 亦 得 到 宽 恕。  

因 此 无 论 什 么 人 诽 谤 圣 者， 都 应 该 去 向 他 求 忏 悔， 如 果 他 自 己 是 （比 
被 谤 的 圣 者） 年 长 的， [426] 则 应 蹲 坐 说： “我 曾 说 尊 者 这 样 这 样 的 话， 请 许 
我 忏 悔”！ 如 果 他 自 己 是 年 轻 的， 则 应 向 他 礼 拜 而 后 蹲 坐 及 合 掌 说： “尊 
师！ 我 曾 说 尊 师 这 样 这 样 的 话， 请 许 我 忏 悔”！ 如 果 被 谤 者 已 离 开 到 别 地 方 
去， 则 他 应 自 己 去 或 遣 门 弟 子 等 前 去 向 圣 者 求 忏 悔。 如 果 不 可 能 自 己 去 或 
遣 门 弟 子 等 去， 则 应 去 他 自 己 所 住 的 寺 内 的 比 丘 之 前 求 忏 悔， 如 果 那 些 比 
丘 比 自 己 年 轻， 以 蹲 坐 法， 如 果 比 自 己 年 长， 则 以 对 所 说 的 年 长 的 方 法 而 
行 忏 悔 说： “尊 师， 我 曾 说 某 某 尊 者 这 样 这 样 的 话， 愿 彼 尊 者 许 我 忏 悔”。 
虽 无 那 本 人 的 听 许 忏 悔， 但 他 也 应 该 这 样 作。 如 果 那 圣 者 是 一 云 水 比 丘， 
不 知 他 的 住 处， 也 不 知 他 往 那 里 去， 则 他 应 去 一 智 者 比 丘 之 前 说： “尊 师！ 
我 曾 说 某 某 尊 者 这 样 这 样 的 话， 我 往 往 忆 念 此 事 而 后 悔， 我 当 怎 样”？ 他 将 
答 道： “你 不 必 忧 虑， 那 长 老 会 许 你 忏 悔 的； 你 当 安 心”。 于 是 他 应 向 那 圣 
者 所 行 的 方 向 合 掌 说： “请 许 我 忏 悔”。 如 果 那 圣 者 已 般 涅 槃， 则 他 应 去 那 
般 涅 槃 的 床 的 地 方， 或 者 前 去 墓 所 而 行 忏 悔。 他 这 样 做 了 之 后， 便 不 会 有 
主 天 的 障 碍 及 得 道 的 障 碍， 他 的 谤 业 获 得 了 宽 恕。  

“怀 诸 邪 见” —— 是 见 颠 倒 的 人。 “行 邪 见 业” —— 因 邪 见 而 行 种 种 恶 
业 的 人， 也 是 那 些 怂 恿 别 人 在 邪 见 的 根 本 中 而 行 身 业 等 的 人。 这 里 虽 然 以 
前 面 的 “语 恶 行” 一 语 而 得 包 摄 “诽 谤 圣 者”， 以 “意 恶 行” 一 语 而 得 包 摄 
“邪 见”， 但 更 述 此 等 （诽 谤 圣 者 及 邪 见） 二 语， 当 知 是 为 了 表 示 此 二 大 罪 
之 故。 因 为 诽 谤 圣 者 是 和 无 间 业 相 似， 故 为 大 罪。 即 所 谓【30】

： “舍 利 弗， 譬 
如 戒 具 足 定 具 足 及 慧 具 足 的 比 丘， 即 于 现 世 而 证 圆 满 （阿 罗 汉 果）。 舍 利 
弗， 同 样 的， 我 也 说： 如 果 不 舍 那 （诽 谤 圣 者 之） 语， 不 舍 那 （诽 谤 圣 者 
                                                 
【28】 cf. Mil.192, 221, 344. 
【29】 Kasmā bhante it　 这 句 底 本 缺， 今 依 他 本 补。 
【30】 M.I, 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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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心， 不 舍 那 （诽 谤 圣 者 之） 见， 则 如 被 （狱 卒） 取 之 而 投 地 狱 者 一 样 的 
必 投 于 地 狱”。 [427] 并 且 更 无 有 罪 大 于 邪 见。 即 所 谓【31】

： “诸 比 丘！ 我 实 未 
见 其 他 一 法 有 如 邪 见 这 样 大 的 罪。 诸 比 丘！ 邪 见 是 最 大 的 罪 恶”。  

“身 坏” —— 是 舍 去 有 执 受 （有 情） 的 五 蕴。 “死 后” —— 即 死 后 而 取 新 
生 的 五 蕴 之 时； 或 者 “身 坏” 是 命 根 的 断 绝， “死 后” 是 死 了 心 以 后。 “苦 
界” 等 几 个 字 都 是 地 狱 的 异 名。 因 为 地 狱 无 得 天 与 解 脱 的 因 缘 及 缺 乏 福 德 
之 故， 或 因 不 受 诸 乐 之 故 为 “苦 界”。 因 为 是 苦 的 趣 —— 即 苦 的 依 处 故 为 
“恶 趣”； 或 由 多 瞋 及 恶 业 而 生 的 趣 为 “恶 趣”。 因 为 作 恶 者 不 愿 意 而 堕 的 
地 方 故 为 “堕 处”； 或 因 灭 亡 之 人 破 坏 了 四 肢 五 体 而 堕 于 此 处 故 为 “堕 
处”。 因 为 这 里 是 毫 无 快 乐 利 益 可 说 的， 故 为 “地 狱”。 或 以 苦 界 一 语 说 为 
畜 界， 因 为 畜 界 不 是 善 趣 故 为 苦 界， 又 因 有 大 威 势 故 龙 王 等 亦 生 其 中 故 非 
恶 趣。 以 恶 趣 一 语 说 为 饿 鬼 界， 因 为 他 不 是 善 趣 及 生 于 苦 趣， 故 为 苦 界 及 
恶 趣， 但 不 是 堕 趣， 因 为 不 如 阿 修 罗 的 堕 趣 之 故。 以 堕 趣 一 语 说 为 阿 修 罗， 
因 依 上 面 所 说 之 义， 他 为 苦 界 及 恶 趣， 并 且 因 为 弃 了 幸 福 而 堕 其 处 故 为 堕 
趣。 以 地 狱 一 语 说 为 阿 鼻 地 狱 等 的 种 种 地 狱。 “生” —— 是 接 近 及 生 于 彼 处 
之 义。  

和 上 面 所 说 的 相 反 的 方 面 当 知 为 白 分 （善 的 方 面）。 但 这 是 差 别 之 处： 
此 中 以 善 趣 一 语 包 摄 人 趣， 以 天 则 仅 摄 天 趣。 此 中 善 的 趣 故 名 “善 趣”。 在 
色 等 境 界 中 是 善 是 最 上 故 为 “天”。 以 “善 趣 及 天 的” 一 切 都 是 破 坏 毁 灭 之 
义 故 为 “界”。 这 是 语 义。  

“以 天 眼” 等 是 一 切 的 结 语。 如 是 以 天 眼 见 是 这 里 的 略 义。  

想 这 样 以 天 眼 见 的 初 学 善 男 子， 应 作 以 遍 为 所 缘 及 神 通 的 基 础 禅， 并 
以 一 切 行 相 引 导 适 合 （于 天 眼 智）， 于 火 遍、 白 遍、 [428] 光 明 遍 的 三 遍 之 
中， 取 其 任 何 一 遍 而 令 接 近 （于 天 眼 智）； 即 令 此 遍 为 近 行 禅 的 所 缘 之 境， 
增 大 它 及 放 置 它。 然 而 这 不 是 说 在 那 里 生 起 安 止 禅 的 意 思， 如 果 生 起 安 止 
禅， 则 此 遍 便 成 为 基 础 禅 的 依 止， 而 不 是 为 遍 作 （准 备 定） 的 依 止 了。 于 此 
等 三 遍 之 中， 以 光 明 遍 为 最 胜， 所 以 他 应 以 光 明 遍 或 以 其 他 二 遍 的 任 何 一 
种 为 所 缘； 当 依 遍 的 解 释 中 所 说 的 方 法 而 生 起， 并 在 于 近 行 地 上 而 扩 大 
它； 此 遍 的 扩 大 的 方 法， 当 知 亦 如 在 遍 的 解 释 中 所 说【32】

。 而 且 只 应 在 那 扩 
大 的 范 围 之 内 而 见 色。 当 他 见 色 时， 则 他 的 遍 作 的 机 会 便 过 去 了。 自 此 他 
的 光 明 也 消 失 了， 在 光 明 消 失 之 时， 亦 不 能 见 色。 此 时 他 便 再 人 基 础 禅， 出 
定 之 后， 更 遍 满 光 明， 象 这 样 次 第 的 练 习， 便 得 增 强 其 光 明。 在 他 限 定 “此 
处 有 光 明” 的 地 方， 光 明 便 存 在 于 此 中， 如 果 他 终 日 地 坐 在 那 里 见 色， 即 得 
终 日 而 见 色。 这 譬 如 有 人 用 草 的 火 炬 来 行 夜 路 相 似。  

据 说 一 人 用 草 的 火 炬 来 行 夜 路， 当 他 的 草 的 火 炬 灭 了， 则 不 见 道 路 的 
高 低。 他 把 草 的 火 炬 向 地 上 轻 轻 地 一 敲 而 再 燃 起 来。 那 再 燃 的 火 炬 所 放 的 
光 明 比 以 前 的 光 明 更 大。 如 是 再 灭 而 再 燃， 太 阳 便 出 来 了。 当 太 阳 升 起 时， 
则 不 需 火 炬 而 弃 了 它， 可 终 日 而 行。  

                                                 
【31】 A.I, p.33. 
【32】 底 本 一 五 二 页。 

 



    257         

此 中 遍 作 （准 备） 时 的 遍 的 光 明， 如 火 炬 的 光 明， 当 他 见 色 时 而 超 过 了 
遍 作 的 机 会 及 光 明 消 失 时 而 不 能 见 色， 如 灭 了 火 炬 而 不 见 道 路 的 高 低。 再 
入 定， 如 敲 火 炬。 再 遍 作 而 遍 满 更 强 的 光 明， 如 再 燃 的 火 炬 的 光 明 比 以 前 
的 光 明 更 大。 在 他 限 定 之 处 所 存 在 的 强 光， 如 太 阳 上 升。 弃 了 小 光 明 而 以 
强 力 的 光 明 得 以 终 日 见 色， 如 弃 了 火 炬 可 终 日 而 行。  

在 这 里， 当 那 比 丘 的 肉 眼 所 不 能 见 的 在 腹 内 的， 在 心 脏 的， 在 地 面 底 
下 的， 在 壁 山 墙 的 那 一 边 的， 在 其 他 的 轮 围 界 的 物 质 （色）， [429] 出 现 于 智 
眼 之 前 的 时 候， 犹 如 肉 眼 所 见 的 一 样， 当 知 此 时 便 是 生 起 天 眼 了。 这 里 面 
只 有 天 眼 能 见， 而 没 有 前 分 诸 心 的。 然 而 那 天 眼 却 是 凡 夫 的 危 险。 何 以 故？ 
如 果 那 凡 夫 决 意 “在 某 处 某 处 有 光 明”， 即 能 贯 穿 于 那 些 地 中、 海 中、 山 中 
而 生 起 光 明， 他 看 见 那 里 的 恐 怖 的 夜 叉 罗 刹 等 的 形 色 而 生 起 怖 畏， 则 散 乱 
了 他 的 心 及 惑 乱 了 他 的 禅 那。 是 故 他 于 见 色 之 时， 当 起 不 放 逸 之 心。  

这 里 是 天 眼 的 次 第 生 起 法： 即 以 前 面 所 说 的 （肉 眼 所 见 的） 色 为 所 缘， 
生 起 了 意 门 转 向 心， 又 灭 了 之 后， 以 彼 同 样 的 色 为 所 缘， 起 了 四 或 五 的 速 
行 等， 一 切 当 知 已 如 前 说【33】

。 这 里 亦 以 前 分 诸 心 有 寻 有 伺 的 为 欲 界 心， 以 
最 后 的 完 成 目 的 的 心 为 第 四 禅 的 色 界 的 心， 和 它 同 时 生 起 的 智， 名 为 “诸 
有 情 的 死 生 智” 及 “天 眼 智”。  

死 生 智 论 已 毕。  

     

主 （世 尊） 是 五 蕴 的 知 者，  
已 说 那 样 的 五 神 通，  
既 然 明 白 了 那 些，  
更 应 知 道 这 样 的 杂 论。  

即 于 此 等 五 神 通 之 中， 称 为 死 生 智 的 天 眼， 还 有 他 的 两 种 相 联 的 智 —
— 名 未 来 分 智 及 随 业 趣 智【34】

。 故 此 等 二 神 变 及 五 神 通 曾 说 为 七 神 通 智。  

现 在 为 了 不 惑 乱 而 说 彼 等 的 所 缘 的 差 别：  

大 仙 曾 说 四 种 的 所 缘 三 法，  
当 于 此 中 说 明 有 七 种 神 通 智 的 存 在。  

这 偈 颂 的 意 思 是： 大 仙 曾 说 四 种 的 所 缘 三 法。 什 么 是 四？ 即 小 所 缘 三 法， 道 
所 缘 三 法， 过 去 所 缘 三 法， 内 所 缘 三 法。 于 此 （七 智）：  

       [430]

神 变 智 是 依 于 小、 大、 过 去、 未 来、 现 在、 内 及 外 的 所 缘 等 的 七 所 缘 而 
进 行 的。 如 何 （进 行）？ ⑴ 当 那 比 丘 令 身 依 止 于 心 并 欲 以 不 可 见 之 身 而 行， 
以 心 力 来 转 变 他 的 身， 安 置 其 身 于 大 心 （神 变 心） 之 时， 便 得 以 身 为 所 缘， 
因 为 以 色 身 为 所 缘， 所 以 是 （神 变 智 的） “小 所 缘”。 ⑵ 当 令 其 心 依 止 于 身 
并 欲 以 可 见 之 身 而 行， 以 身 力 转 变 其 心， 安 置 他 的 基 础 禅 心 于 色 身 之 时， 
使 得 以 心 为 所 缘， 因 为 以 大 心 （色 界 禅 心） 为 所 缘， 所 以 是 （神 变 智 的） 
                                                 
【33】 底 本 一 三 七 页。 
【34】 未 来 分 智 (anāgataṁsañāṇa), 随 业 趣 智 (yathākammūpagañāṇa), 《解 脱 道 论》 “未 来 分 

智， 如 行 业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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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所 缘”。 ⑶ 因 为 他 以 过 去 曾 灭 的 （基 础 禅） 心 为 所 缘， 所 以 是 （神 变 智 
的） “过 去 所 缘”。 ⑷ 如 在 安 置 大 界 （佛 的 舍 利）

【35】 中 的 摩 诃 迦 叶 长 老 所 决 
定 于 未 来 的 是 “未 来 所 缘”。  

据 说， 在 安 置 佛 的 舍 利 时， 摩 诃 迦 叶 长 老 作 这 样 的 决 定： “在 未 来 的 二 
百 十 八 年 间 （直 至 阿 育 王 出 现）， 这 些 香 不 失， 这 些 花 不 萎， 以 及 这 些 灯 不 
灭”， 一 切 都 成 为 那 样。  

又 如 马 护【36】 长 老 曾 经 看 见 在 婆 多 尼 耶 住 所 的 比 丘 众 吃 干 食， 便 这 样 决 
定： “在 每 天 午 前， 把 这 井 内 的 泉 水 变 成 酪 之 味”， 果 然 在 午 前 吸 的 井 水 便 
是 酪 味， 午 后 则 为 普 通 的 水。  

⑸ 当 他 令 身 依 止 于 心 及 以 不 可 见 之 身 而 行 的 时 候， 是 （神 变 智 的） “现 
在 所 缘”。 ⑹ 当 他 以 身 力 转 变 他 的 心， 或 以 心 力 转 变 他 的 身 的 时 候， 或 者 把 
他 自 己 变 为 童 子 等 的 形 态 的 时 候， 因 为 以 他 自 己 的 身 心 为 所 缘， 所 以 是 
（神 变 智 的） “内 所 缘”。 ⑺ 当 他 化 作 外 部 的 象、 马 等 的 时 候， 是 （神 变 智 
的） “外 所 缘”。 当 如 是 先 知 神 变 智 的 进 行 是 依 于 七 所 缘 的。  

        

天 耳 界 智 是 依 于 小、 现 在、 内、 外 的 所 缘 等 的 四 所 缘 而 进 行 的。 如 何 
（进 行）？ ⑴ 因 为 那 （天 耳 界 智） 是 以 声 为 所 缘， 声 是 有 限 的， 所 以 是 （天 
耳 界 智 的） “小 所 缘”。 ⑵ 因 为 是 依 于 现 存 的 声 为 所 缘 而 进 行， 所 以 是 它 的 
“现 在 所 缘”。 ⑶ 当 他 听 自 己 的 腹 内 的 声 音 的 时 候， 是 它 的 “内 所 缘”。 ⑷ 
闻 他 人 之 声 的 时 候 为 “外 所 缘”。 [431] 如 是 当 知 天 耳 界 智 的 进 行 是 依 于 四 
所 缘 的。  

       

他 心 智 是 依 于 小、 大、 无 量、 道、 过 去、 未 来、 现 在、 外 的 所 缘 等 的 八 
所 缘 而 进 行【37】 的。 怎 样 （进 行） 呢？ ⑴ 知 道 在 欲 界 的 他 人 的 心 的 时 候， 是 它 
的 “小 所 缘”。 ⑵ 知 道 色 界 无 色 界 的 心 的 时 候， 是 它 的 “大 所 缘”。 ⑶ 知 道 
果 时 为 “无 量 所 缘”。 然 而 这 里， 凡 夫 是 不 知 须 陀 洹 的 心 的， 须 陀 洹 亦 不 知 
斯 陀 含 之 心， 乃 至 （阿 那 含） 不 知 阿 罗 汉 之 心， 可 是 阿 罗 汉 则 知 一 切 的 心。 
即 证 得 较 高 的 人 可 以 知 道 较 低 的 人 的 心， 应 该 了 解 这 一 个 特 点。 ⑷ 以 道 心 
为 所 缘 时， 是 “道 所 缘”。 ⑸ 知 道 过 去 七 日 间 及 ⑹ 未 来 七 日 间 的 他 人 的 心 
时， 是 “过 去 所 缘” 及 “未 来 所 缘”。  

⑺ 什 么 是 他 心 智 的 “现 在 所 缘”？ 现 在 有 三 种： 刹 那 现 在， 相 续 现 在， 
一 期 现 在。 关 于 这 些 的 ㈠ 得 至 生， 住， 灭 （的 三 心 刹 那） 的 是 “刹 那 现 
在”。 ㈡ 包 摄 一 或 二 相 续 时 间 的 是 “相 续 现 在”。 即 如 一 个 曾 在 黑 暗 中 坐 的 
人， 去 到 光 明 之 处， 他 不 会 即 刻 明 了 所 缘 的， 到 了 明 了 所 缘 的 中 间， 当 知 是 
一 或 二 相 续 的 时 间。 一 个 在 光 明 的 地 方 出 行 的 人， 初 入 内 室， 也 不 会 迅 速 

                                                 
【 35 】  安  置  大  界  (Mahādhātunidhāna) Sumaṅgala Vilāsinī on D.II, 167　 ——  Evaṁ etaṁ 

bhūtapubbaṁ. （大 迦 叶 故 事 见 Sam.V.II, p.614）。 
【36】 马 护 （Assagutta） 佛 灭 三 四 百 年 后 的 人， 和 那 先 (Nāga sena) 同 时 代， 见 Mil. p.14ff。 
【37】 进 行 (Pavattati) 底 本 Pavati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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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了 于 色 的， 到 了 明 了 于 色 的 中 间， 当 知 是 一 或 二 相 续 的 时 间。 如 站 在 远 
处 的 人， 看 见 浣 衣 者 的 手 （以 棍 打 衣） 的 一 上 一 下 及 见 敲 钟 击 鼓 的 动 作， 也 
不 会 即 刻 闻 其 声， 等 到 听 到 那 声 音 的 中 间， 当 知 亦 为 一 或 二 相 续 的 时 间。 
这 是 《中 部》 诵 者 的 说 法。 然 而 《增 支 部》 诵 者 则 说 色 相 续 及 非 色 相 续 为 二 
相 续， 如 涉 水 而 去 者， 那 水 上 所 起 的 波 纹 趋 向 岸 边 不 即 静 止； 从 旅 行 回 来 
的 人。 他 的 身 上 的 热 不 即 消 退； 从 日 光 底 下 而 来 入 室 的 人， 不 即 离 去 黑 暗； 
在 室 内 忆 念 业 处 （定 境） 的 人， 于 日 间 开 窗 而 望， 不 即 停 止 他 的 目 眩； 这 便 
是 色 相 续。 二 或 三 速 行 的 时 间 为 非 色 相 续。 他 们 说 这 两 种 为 相 续 现 在。 [432] 
㈢ 限 于 一 生 的 期 间 为 “一 期 现 在”。 关 于 此 意， 曾 在 《贤 善 一 夜 经》

【38】 中 
说： “诸 君！ 意 与 法 二 种 为 现 在。 于 此 现 在， 而 识 为 欲 贪 结 缚， 因 为 欲 贪 结 
缚 之 故， 而 识 喜 于 现 在。 因 欢 喜 于 彼， 故 被 吸 引 于 现 在 诸 法”。 这 三 现 在 
中， 相 续 现 在， 于 义 疏 中 说； 一 期 现 在， 于 经 中 说。  

也 有 人 （指 无 畏 山 的 住 者） 说， 这 里 面 的 刹 那 现 在 心 是 他 心 智 的 所 缘。 
什 么 道 理 呢？ 因 为 神 变 者 与 其 他 的 人 是 在 同 一 刹 那 中 生 起 那 心 的。 这 是 他 
们 的 譬 喻： 譬 如 一 手 握 的 花 掷 上 虚 空， 则 花 与 花 梗 与 梗 必 然 相 碰， 当 他 忆 
念 许 多 群 众 的 心 说 “我 要 知 他 人 的 心” 的 时 候， 则 必 定 会 在 生 的 刹 那 或 住 
的 刹 那 或 灭 的 刹 那 由 （他 自 己 的） 一 心 而 知 另 一 人 的 心。 然 而 这 种 主 张 是 
义 疏 所 破 斥 的： “纵 使 有 人 忆 念 百 年 千 年， 而 那 念 的 心 和 知 的 心 两 者 也 不 
会 同 时 的， 因 为 转 向 （念 的 心） 和 速 行 （知 的 心） 的 处 所 及 所 缘 的 状 态 都 是 
不 同 的， 有 了 这 些 过 失， 所 以 他 们 的 主 张 不 妥”。  

当 知 应 以 相 续 现 在 及 一 期 现 在 为 他 心 智 的 所 缘。 此 中 自 那 现 存 的 速 行 
的 经 过 （路） 或 前 或 后 的 二 三 速 行 的 经 过 （路） 的 时 间 是 他 人 的 心， 那 一 切 
名 相 续 现 在， 《增 支 部》 的 义 疏 说： “一 期 现 在 只 依 速 行 时 说” 这 是 善 说。 
那 里 的 说 明 如 下： “神 变 者 欲 知 他 人 的 心 而 忆 念， 以 那 转 向 的 刹 那 现 在 心 
为 所 缘 之 后， 并 且 同 灭 了。 自 此 起 了 四 或 五 的 速 行 心。 这 最 后 的 速 行 是 神 
变 心， 其 他 的 三 或 四 的 速 行 是 欲 界 心， 那 一 切 （的 速 行 心）， 都 是 以 那 灭 了 
的 （转 向） 心 为 所 缘， 没 有 各 别 的 所 缘， 是 依 一 期 为 现 在 所 缘 之 故。 虽 然 于 
同 一 所 缘， 但 只 有 神 变 心 而 知 他 人 的 心， 不 是 别 的 心 （转 向 心 及 欲 界 的 速 
行 心 等）， 正 如 于 眼 门， 只 有 眼 识 而 见 色， 并 非 其 他”。  

如 是 这 他 心 智 是 以 相 续 现 在 及 一 期 现 在 的 现 在 为 所 缘， [433] 或 者 因 为 
相 续 现 在 亦 摄 入 于 一 期 现 在 中， 所 以 只 依 一 期 现 在 的 现 在 为 那 他 心 智 的 所 
缘。 ⑻ 以 他 人 的 心 为 所 缘， 所 以 是 它 的 “外 所 缘”。 如 是 当 知 他 心 智 的 进 行 
是 依 于 八 所 缘 的。  

         

宿 住 智 是 依 于 小、 大、 无 量、 道、 过 去、 内、 外、 不 可 说 所 缘 的 八 所 缘 
而 进 行 的。 怎 样 （进 行） 呢？ ⑴ 这 宿 住 智 随 念 于 欲 界 的 五 蕴 之 时， 是 它 的 
“小 所 缘”。 ⑵ 随 念 于 色 界 无 色 界 的 诸 蕴 之 时， 是 它 的 “大 所 缘”。 ⑶ 随 念 
于 过 去 的 自 己 的 和 他 人 的 修 道 及 证 果 之 时， 是 它 的 “无 量 所 缘”。 ⑷ 仅 随 念 
于 修 道 之 时， 是 它 的 “道 所 缘”。 ⑸ 依 此 宿 命 智 决 定 的 是 它 的 “过 去 所 
                                                 
【38】 《贤 善 一 夜 经》 （Bhaddekaratta-Sutta） M.III, p.197. （大 正 一 · 六 九 八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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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  

这 里 虽 然 他 心 智 及 随 业 趣 智 也 有 过 去 所 缘， 可 是 他 心 智 只 能 以 七 日 以 
内 的 过 去 心 为 所 缘， 而 且 这 他 心 智 亦 不 知 其 他 诸 蕴 （色 受 想 行） 及 与 ㈤ 蕴 
相 关 的 （名 姓 等）； 又 （前 面 所 说 的 他 心 智 的 道 所 缘） 因 为 是 与 道 相 应 的 心 
为 所 缘， 故 以 绮 丽 的 文 词 而 说 道 所 缘。 其 次 随 业 趣 智 亦 只 以 过 去 的 思 （即 
业） 为 它 的 缘。 然 而 宿 住 智 则 没 有 任 何 过 去 的 诸 蕴 及 与 诸 蕴 相 关 的 （名 姓 
等） 不 是 它 的 所 缘 的； 而 它 对 于 过 去 的 蕴 及 与 蕴 有 关 的 诸 法， 正 如 一 切 智 
一 样。 当 知 这 是 它 们 （他 心 智， 随 业 趣 智， 宿 住 智） 的 差 别。 上 面 是 义 疏 的 
说 法。  

可 是 《发 趣 论》
【39】 则 说： “善 蕴 是 神 变 智、 他 心 智、 宿 命 随 念 智、 随 业 

趣 智 及 未 来 分 智 的 所 缘”， 所 以 其 他 的 四 蕴 也 是 他 心 智 及 随 业 趣 智 的 所 
缘。 不 过 这 里 的 随 业 趣 智 是 以 善 及 不 善 的 诸 蕴 为 所 缘。  

⑹ （宿 命 智） 随 念 于 自 己 的 诸 蕴 之 时， 是 它 的 “内 所 缘”。 ⑺ 随 念 于 他 
人 的 诸 蕴 之 时， 是 它 的 “外 所 缘”。 ⑻ 例 如 忆 念 “过 去 有 毗 婆 尸 世 尊， 他 的 
母 亲 是 盘 头 摩 帝， 父 亲 是 盘 头 摩”

【40】 等， 他 以 这 样 的 方 法 随 念 于 名、 姓、 地 
与 相 等 之 时， 是 它 的 “不 可 说 所 缘”。 当 然 这 里 的 名 与 姓 是 和 蕴 连 结 及 世 俗 
而 成 的 文 义， 不 是 文 字 的 本 身。 因 为 文 [434] 包 摄 于 声 处， 所 以 是 有 限 的， 
（小 所 缘）。 即 所 谓【41】

： “词 无 碍 解 有 小 所 缘”。 这 是 我 们 所 同 意 的 见 解。 
如 是 当 知 宿 住 智 的 进 行 是 依 于 八 所 缘 的。  

       

天 眼 智 是 依 于 小、 现 在、 内 及 外 所 缘 的 四 所 缘 而 进 行 的。 怎 样 （进 行 
呢）？ ⑴ 那 天 眼 智 以 色 为 所 缘， 因 为 色 是 有 限 的， 所 以 是 它 的 “小 所 缘”。 
⑵ 于 现 存 的 色 而 进 行， 所 以 是 它 的 “现 在 所 缘”。 ⑶ 见 自 己 的 腹 内 的 色 时， 
是 它 的 “内 所 缘”， ⑷ 见 他 人 的 色 时， 是 它 的 “外 所 缘”。 如 是 当 知 天 眼 智 
的 进 行 是 依 于 四 所 缘 的。  

        

未 来 分 智 是 依 于 小、 大、 无 量、 道、 未 来、 内、 外 及 不 可 说 所 缘 故 八 所 
缘 而 进 行 的。 怎 样 呢？ ⑴ 那 未 来 分 智 知 道 “此 人 未 来 将 生 于 欲 界” 时， 是 它 
的 “小 所 缘”。 ⑵ 知 道 “此 人 将 生 于 色 界 或 无 色 界” 对， 是 它 的 “大 所 缘”。 
⑶ 知 道 “他 将 修 道 和 证 果” 时， 是 它 的 “无 量 所 缘”， ⑷ 只 知 道 “他 将 修 
道” 时， 是 它 的 “道 所 缘”。 ⑸ 依 它 的 常 规 是 决 定 有 它 的 “未 来 所 缘 的”。  

这 里 虽 然 他 心 智 也 有 未 来 所 缘， 可 是 他 心 智 只 能 以 七 日 以 内 的 未 来 心 
为 所 缘， 并 且 它 亦 不 知 其 他 的 诸 蕴 （色 受 想 行） 或 与 诸 蕴 相 关 的 （名 姓 
等）。 而 这 未 来 分 智 和 前 面 所 说 的 宿 住 智 一 样， 则 没 有 任 何 在 未 来 的 不 是 
它 的 所 缘 的。 ⑹ 知 道 “我 将 生 于 某 处” 时， 是 它 的 “内 所 缘”。 ⑺ 知 道 “某 
人 将 主 于 某 处” 时， 是 它 的 “外 所 缘”。 ⑻ 知 道 “有 弥 勒 世 尊 将 出 现 于 未 

                                                 
【39】 Tikapaṭṭhāna II, p.154. 
【40】 参 阅 Atthasālinī p.414f; D.II, 6-7. （大 正 一 · 三 b）。 
【41】 Vibh.p.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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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须 梵 摩 婆 罗 门 将 是 他 的 父 亲， 梵 摩 婆 帝 婆 罗 门 女 将 是 他 的 母 亲 等”，
【42】 象 这 样 的 知 道 名 姓 等 的 时 候， 依 宿 住 智 所 说 的 方 法， 是 它 的 “不 可 说 所 
缘”。 如 是 当 知 未 来 分 智 的 进 行 是 依 于 八 所 缘 的。  

        

随 业 趣 智 是 依 于 小、 大、 过 去、 内 及 外 所 缘 的 五 所 缘 而 进 行 的。 怎 样 
呢？ ⑴ 那 随 业 趣 智 知 道 欲 界 的 业 时， 是 它 的 “小 所 缘”。 [435] ⑵ 知 道 色 界 及 
无 色 界 的 业 时， 是 它 的 “大 所 缘”。 ⑶ 知 道 过 去 时， 是 它 的 “过 去 所 缘”。 
⑷ 知 道 自 己 的 业 时， 是 它 的 “内 所 缘”。 ⑸ 知 道 他 人 的 业 时 是 它 的 “外 所 
缘”。 如 是 当 知 随 业 趣 智 的 进 行 是 依 于 五 所 缘 的， 在 这 里， 关 于 说 内 所 缘 及 
外 所 缘， 当 有 时 知 内 有 时 知 外 之 时， 亦 说 是 “内 外 所 缘”。  

为 善 人 所 喜 悦 而 造 的 清 净 道 论， 完 成 了 第 十 三 品， 定 名 为 神 通 的 
解 释。  

                                                 
【42】 参 阅 Vibh.p.415, 《增 一 阿 含》 卷 四 四 （大 正 二 · 七 八 八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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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现 在， 这 比 丘， 进 一 层 的 完 满 了 修 定， 并 由 神 通 而 证 得 了 （定 的） 
功 德， 既 已 修 习 完 成 在 解 释  

有 慧 人 住 戒  
修 习 心 与 慧  

的 偈 颂 中 于 “心” 的 名 目【1】 下 的 定 的 一 切 行 相， 此 后 即 应 修 慧。 然 而 那 
“慧” （在 偈 中） 却 说 得 这 样 简 单， 认 识 尚 且 不 易， 何 况 修 习？ 是 故 为 了 详 
示 修 法， 先 提 出 这 些 问 题：  

一、 什 么 是 慧？  

二、 什 么 是 慧 的 语 义？  

三、 什 么 是 慧 的 相、 味、 现 起、 足 处？  

四、 慧 有 几 种？  

五、 当 如 何 修 习？  

六、 什 么 是 修 慧 的 功 德？  

解 答 如 下：  

     

慧 有 多 种 多 样。 如 果 一  头 便 去 说 明【2】 一 切 来 作 详 细 的 解 答， 不 但 不 
能 达 到 其 说 明 的 目 的， 反 使 更 陷 于 混 乱。 为 了 这 种 关 系， 所 以 我 在 这 里 只 
说 “与 善 心 相 应 的 观 智” 为 慧。  

        

以 了 知 之 义 为 慧。 这 了 知 是 什 么？ 是 和 想 知 及 识 知 的 行 相 有 别 的 各 种 
知。 [437] 即 想、 识、 慧 虽 然 都 是 以 知 为 性， 可 是， 想 —— 只 能 想 知 所 缘 “是 
青 是 黄”， 不 可 能 通 达 “是 无 常 是 苦 是 无 我” 的 特 相； 识 一 既 知 所 缘 “是 青 
是 黄”， 亦 得 通 达 特 相， 但 不 可 能 努 力 获 得 道 的 现 前； 慧 —— 则 既 知 前 述 的 
（青 黄 等） 所 缘， 亦 得 通 达 特 相， 并 能 努 力 获 得 道 的 现 前。  

例 如 一 位 天 真 的 小 孩， 一 位 乡 村 的 人， 一 位 银 行 家。 当 三 人 看 见 一 堆 
放 在 柜 台 上 的 货 币， 那 天 真 的 小 孩， 只 知 道 货 币 的 色 彩 长 短【3】 方 圆， 却 不 
知 它 是 人 们 认 为 可 以 利 用 受 用 的 价 值； 那 乡 村 的 人， 既 知 色 彩 等 状， 亦 知 
它 是 人 们 认 为 可 以 利 用 受 用 的 价 值， 但 不 知 是 真 是 假 及 半 真 半 假 的 差 别； 
那 银 行 家， 则 知 一 切 行 相， 因 为 他 知 道， 所 以 无 论 看 货 币 的 色， 闻 其 敲 打 之 
声， 嗅 其 气， 尝 其 味， 及 以 手 拿 其 轻 重， 都 能 知 道； 并 且 晓 得 那 是 在 某 村 某 
市 某 城 或 在 某 山 某 诃 岸 及 由 某 某 造 市 师 所 铸 造。  

由 这 个 例 子 当 知 （想 识 慧 的 区 别） 如 是， 因 为 想， 只 知 于 所 缘 所 表 现 的 

                                                 
【1】 Cittasīsena 底 本 误 作 Cittasīlena。 
【2】 说 明 (Vibhāvayituṁ) 底 本 bhāvayituṁ 误。 
【3】 短 (rassa) 底 本 无 此 字， 依 暹 罗 本 增 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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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等 的 行 相， 所 以 如 天 真 的 小 孩 所 看 见 的 货 币。 因 为 识， 既 知 青 等 的 所 缘 
的 行 相， 亦 得 通 达 特 相， 所 以 如 乡 村 的 人 所 看 见 的 货 币。 因 为 慧， 既 知 青 等 
的 所 缘 的 行 相 及 通 达 特 相 之 后， 更 能 获 得 道 的 现 前， 所 以 如 银 行 家 所 看 见 
的 货 币。 是 故 当 知 和 想 知 及 识 知 的 行 相 有 别 的 各 种 知， 是 这 里 的 了 知。 有 
关 于 此， 所 以 说： “以 了 知 之 义 为 慧”。  

有 想 与 识 之 处， 不 一 定 会 有 此 慧 的 存 在。 [438] 可 是 有 慧 存 在 时， 则 不 
利 想 及 识 分 别， 因 为 它 们 那 样 微 细 难 见， 实 在 不 得 作 这 样 的 分 别： “这 是 
想， 这 是 识， 这 是 慧”， 所 以 尊 者 那 伽 斯 那 （即 那 先 或 龙 军） 说【4】 “大 王， 
世 尊 曾 为 难 为 之 事”。 “尊 师 那 伽 斯 那， 什 么 是 世 尊 为 所 难 为 之 事”？ “大 
王， 世 尊 曾 为 难 为 之 事， 即 他 对 于 一 所 缘 而 起 的 非 色 的 心 与 心 所 法 作 这 样 
的 分 别 说： 这 是 触， 这 是 受， 这 是 想， 这 是 思， 这 是 心”。  

            

这 “慧” 以 通 达 语 法 的 自 性 为 （特） 相， 以 摧 破 覆 蔽 诸 法 自 性 的 痴 暗 为 
味 （作 用）， 以 无 痴 为 现 起 （现 状）， 因 为 这 样 说【5】 “等 持 （入 定） 之 人 而 得 
如 实 知 见”， 所 以 定 是 （慧 的） 足 处 （近 因 —— 直 接 因）。  

     

㈠ 先 以 通 达 诸 法 自 性 的 相 为 一 种。  

㈡ ⑴ 以 世 间 与 出 世 间 为 二 种。 ⑵ 同 样 的 以 有 漏 及 无 漏 等， ⑶ 以 名 与 色 
的 差 别 观， ⑷ 以 喜 俱 及 舍 俱， ⑸ 以 见 地 及 修 地 为 二 种。  

㈢ ⑴ 以 思、 闻、 修 所 成 为 三 种。 ⑵ 同 样 的 以 小、 大、 无 量 的 所 缘， ⑶ 以 
（善 的） 入 来， （恶 的） 离 去 及 方 便 的 善 巧， ⑷ 以 内 往 等 为 三 种。  

㈣ ⑴ 依 于 四 谛 的 智 为 四 种。 ⑵ 依 四 无 碍 解 为 四 种。  

㈠ （一 法） 这 里 面 的 第 一 种 分 类 的 意 义 是 明 了 的。  

㈡ （二 法） 于 二 种 分 类 中： ⑴ （世 间 慧、 出 世 间 慧） 与 世 间 的 道 相 应 的 
慧 为 “世 间 慧”。 与 出 世 间 的 道 相 应 的 慧 为 “出 世 间 慧”。 加 是 以 世 间 出 世 
间 为 二 种。  

⑵ （有 漏 慧、 无 漏 慧） 在 第 二 的 二 法 中， 以 有 诸 漏 为 所 缘 的 慧 为 “有 漏 
慧”， 无 彼 等 所 缘 的 慧 为 “无 漏 慧”， 此 等 （有 漏 慧 无 漏 慧） 的 意 义 也 是 世 
间 出 世 间 慧。 亦 可 以 同 样 的 说： 与 漏 相 应 的 慧 为 有 漏 慧， 与 漏 不 相 应 的 慧 
为 无 漏 慧。 如 是 以 有 漏 无 漏 为 二 种。  

⑶ （名 差 别 慧、 色 差 别 慧） 在 第 三 的 二 法 中， 欲 修 毗 钵 舍 那 （观） 的 
人， 依 于 四 种 非 色 蕴 差 别 的 慧 为 “名 差 别 慧”。 [439] 依 于 色 蕴 的 差 别 的 慧 为 
“色 差 别 慧”。 如 是 依 于 名 与 色 的 差 别 的 慧 为 二 种。  

⑷ （喜 俱 慧、 舍 俱 慧） 在 第 四 的 二 法 中， 于 欲 界 的 二 善 心【6】 及 于 五 种 禅 

                                                 
【4】 Mil.87; 在 Papañca-sūdanī, II, p.344, Atthasālinī, p.142 亦 引 用 此 文。 
【5】 见 底 本 三 七 一 页。 S.III, p.13. 
【6】 欲 界 二 善 心， 即 本 品 说 明 识 蕴 处 （底 本 四 五 二 页） 所 指 的 钛 界 八 善 心 中 的 ⑴ 喜 

俱 智 相 应 无 行， ⑵ 喜 俱 智 相 应 有 行 的 二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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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前 四 禅 的 十 六 道 心【7】 中 的 慧 为 “喜 俱”。 于 欲 界 的 二 善 心【8】 及 于 第 五 禅 
的 四 道 心 中 的 慧 为 “舍 俱”。 如 是 依 喜 俱 舍 俱 为 二 种。  

⑸ （见 地 慧、 修 地 慧） 在 第 五 的 二 法 中， 第 一 （须 陀 洹） 道 的 慧 为 “见 
地 慧”。 其 他 的 （斯 陀 含、 阿 那 含、 阿 罗 汉） 三 道 的 慧 为 “修 地 慧”。 如 是 依 
见 修 之 地 为 二 种。  

㈢ （三 法） 于 三 法 中： ⑴ （思、 闻、 修 所 成 慧） 在 第 一 的 三 法， 不 闻 他 
教 而 获 得 的 慧 —— 因 为 是 由 于 自 己 的 思 惟 而 成， 所 以 是 “思 所 成 （慧）”。 
闻 他 教 丽 获 得 的 慧 —— 因 为 由 闻 而 成， 所 以 是 “闻 所 成 （慧）”。 无 论 依 那 
一 种 修 习 而 成 及 证 安 止 的 慧， 是 “修 所 成 （慧）”。 即 如 这 样 说【9】

： “此 中： 
什 么 是 思 所 成 慧， 即 于 从 事 瑜 伽 的 事 业 之 时， 或 于 从 事 瑜 伽 的 工 巧 （技 术） 
之 时， 或 于 从 事 瑜 伽 的 学 术 之 时 的 业 自 性 慧 或 谛 随 顺 慧 —— 如 色 是 无 常， 
受 …… 想 …… 行 …… 识 是 无 常 等 这 样 的 随 顺 的 忍、 见、 意 欲、 觉 慧、 见 解、 
法 虑 忍 （都 是 慧 的 别 名） —— 不 闻 他 教 而 获 得， 故 名 为 思 所 成 慧。 …… 乃 至 
闻 他 教 而 获 得， 故 名 为 闻 所 成 慧， 入 定 者 的 一 切 慧 都 是 修 所 成 慧”。 

⑵ （小 所 缘 慧、 大 所 缘 慧、 无 量 所 缘 慧） 在 第 二 的 三 法 中： 缘 于 欲 界 法 
而 起 的 慧 为 “小 所 缘 慧”。 缘 于 色、 无 色 界 法 而 起 的 慧 为 “大 所 缘 慧”。 这 
两 种 是 世 间 的 毗 钵 舍 那 （观）。 缘 于 涅 槃 而 起 的 慧” 为 “无 量 所 缘 慧”。 这 
是 出 世 间 的 毗 钵 舍 那。 如 是 依 小、 大、 无 量 所 缘 为 二 种。  

⑶ （入 来 善 巧 慧、 离 去 善 巧 慧、 方 便 善 巧 慧） 在 第 三 的 三 法 中： 入 来 是 
增 长 的 意 思。 因 为 断 其 不 利 的 及 生 起 有 利 的， 所 以 有 两 方 面。 有 那 样 的 善 
巧， 是 “入 来 善 巧”。 即 所 谓【10】

： “这 里， 什 么 是 入 来 善 巧？ 于 此 等 诸 法 作 
意 者， 未 生 的 诸 不 善 法 令 不 生， 已 生 的 诸 不 善 法 令 断。 或 于 此 等 诸 法 作 意 
者， [440] 未 生 的 诸 善 法 令 生， 已 生 的 诸 善 法 使 其 增 长， 广 大， 增 修 而 达 圆 
满。 在 这 里 面 的 慧、 了 知 …… 乃 至 无 痴、 择 法、 正 见、 是 名 入 来 善 巧”。 其 
次 离 去 是 不 增 长 的 意 思， 那 也 有 两 方 面： 即 断 其 有 利 的 及 生 起 不 利 的。 有 
那 样 的 善 巧， 是 “离 去 善 巧”。 即 所 谓【11】

： “这 里 什 么 是 离 去 善 巧？ 于 此 等 
诸 法 作 意 者， 未 生 的 诸 善 法 不 生【12】 等 等”。 其 次 在 一 切 处， 于 诸 法 的 成 因 
的 方 便 中 所 即 刻 而 起 即 座 而 生 的 善 巧， 为 “方 便 善 巧”。 所 谓【13】

： “一 切 处 
的 方 便 慧 为 方 便 善 巧”。 如 是 依 入 来， 离 去， 方 便 善 巧 为 三 种。  

⑷ （内 住 慧、 外 住 慧、 内 外 住 慧） 在 第 四 的 三 法 中： 取 自 己 的 诸 蕴 来 勤 
修 的 观 慧， 是 “内 住 慧”。 取 他 人 的 诸 蕴 或 取 与 根 不 相 连 的 外 色 （物 质） 来 
勤 修 的 观 慧， 是 “外 住 慧”。 取 （内 外） 二 者 来 勤 修 的 观 慧， 是 “内 外 住 

                                                 
【7】 “四 禅 的” (catukkajjhānikesu) 底 本 catutthajjhānikesu 误。 十 六 心， 于 每 一 禅 有 须 陀 洹 

道 乃 至 阿 罗 汉 道 的 四 心， 五 禅 中 的 前 四 禅 共 有 十 六 心。 
【8】 欲 界 的 二 善 心， 即 欲 界 八 善 心 中 的 ⑸ 舍 俱 智 相 应 无 行， ⑹ 舍 俱 智 相 应 有 行 的 二 

心。 
【9】 Vibh.p.324f. 
【10】Vibh.p.324f. 
【11】Vibh.p.326. 
【12】不 生 (na uppajjanti) 底 本 没 有 na 字， 这 里 的 意 思 是 和 上 面 相 反 的， 今 据 别 本 增 补。 
【13】Vibh.p.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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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 如 是 依 内 住 等 为 三 种。  

㈣ （四 法） 在 四 法 中： ⑴ （四 谛 智） 在 第 一 的 四 法 中： 缘 苦 谛 而 起 的 智 
为 “苦 智”。 缘 苦 集 而 起 的 智 为 “苦 集 智”。 缘 苦 灭 而 起 的 智 为 “苦 灭 智”。 
缘 苦 灭 道 而 起 的 智 为 “苦 灭 道 智”。 如 是 依 于 四 谛 智 而 有 四 种。  

⑵ （四 无 碍 解） 在 第 二 的 四 法 中： 四 无 碍 解， 即 于 义 等 来 区 别 的 四 智。 
即 如 这 样 说【14】 “对 于 义 的 智 为 义 无 碍 解。 对 于 法 的 智 为 法 无 碍 解。 对 于 法 
的 词 的 智 为 词 无 碍 解， 对 于 诸 智 的 智 为 辩 无 碍 解”。 这 里 的 “义” —— 略 悦 
与 “因 的 果” 是 同 义 语。 因 为 因 的 果 是 从 于 因 而 得 到 达， 故 名 为 义。 若 区 别 
的 说， 当 知 任 何 从 缘 所 生 的， [441] 涅 槃， 所 说 之 义， 异 熟， 唯 作【15】 等 的 五 法 
为 义。 那 观 察 于 义【16】 者 之 区 别 于 义 的 智， 为 “义 无 碍 解”。 “法” —— 略 说 
与 “缘” 是 同 义 语； 因 为 缘 能 处 置、 能 起、 或 使 得 达 种 种 效 果， 故 名 为 法。 
若 区 别 的 说， 当 知 任 何 生 果 及 它 的 因， 圣 道， 说 的 善， 不 善 等 的 五 法 为 法。 
那 观 察 于 法 者 之 区 别 于 法 的 智， 为 “法 无 碍 解”。 这 意 义 在 阿 毗 达 磨 中【17】 
曾 以 这 样 的 方 法 显 示 分 别： “于 苦 的 智 是 义 无 碍 解。 于 苦 集 的 智 是 法 无 碍 
解。

【18】 于 苦 灭 的 智 是 义 无 碍 解。 于 苦 灭 道 的 智 是 法 无 碍 解。 于 因 的 智 是 法 
无 碍 解。 于 因 之 果 的 智 是 义 无 碍 解。 在 于 彼 等 已 生、 已 成、 已 发 生、 已 起
【19】

、 已 生 起、 已 现 前 的 诸 法 中 的 智 是 义 无 碍 解。 从 彼 等 诸 法 而 此 等 诸 法 已 
生、 已 成、 已 发 生、 已 起、 已 现 前， 于 彼 等 诸 法 中 的 智 是 法 无 碍 解。 …… 于 
老 死 的 智 是 义 无 碍 解。 于 老 死 的 集 的 智 是 法 无 碍 解 …… 乃 至 于 行 灭 的 智 是 
义 无 碍 解。 于 行 灭 之 道 的 智 是 法 无 碍 解 …… 兹 有 比 丘 知 法 一 修 多 罗， 祗 
夜 …… 乃 至 毗 陀 罗 —— 是 名 法 无 碍 解。 对 于 所 说 之 （法 的） 义， 他 知 解 ‘这 
是 所 说 之 （法 的） 义’， 是 名 义 无 碍 解 …… 什 么 诸 法 是 善？ 在 欲 界 善 心 生 起 
之 时 …… 乃 至 此 等 诸 法 是 善。 于 此 等 诸 法 的 智 是 法 无 碍 解。 于 彼 等 异 熟 的 
智 是 义 无 碍 解” 等。 那 里 “于 法 的 词 的 智” 一 句 中： 即 在 于 此 义 和 法 中 的 自 
性 词 （自 然 的 文 法）， 不 变 的 用 语， 在 用 它 来 叙 说 及 讲 述 的 时 候， 听 到 那 所 
叙 所 说 及 所 讲 的， 能 于 被 称 为 法 的 词 的 自 性 词 —— 摩 竭 陀 语， 一 切 有 情 的 
根 本 语 —— 作 如 是 区 别 “这 是 自 性 词， 这 是 非 自 性 词” 的 智， 是 “词 无 碍 
解”； [442] 即 是 说 获 得 词 无 碍 解 的 人， 听 到 “派 素 （触）， 唯 达 难 （受）” 等 
语， 知 道 “这 是 自 性 词”； 听 到 “派 沙， 唯 达 那”

【20】 等 语， 知 道 “这 是 非 自 
性 词”。 “于 诸 智 中 的 智” —— 即 以 一 切 智 为 所 缘 而 观 察 者 的 以 智 为 所 缘 的 
智， 或 于 如 上 述 的 （义 法 词 无 碍 解） 三 智 中 依 它 们 的 （所 缘 之） 境 及 作 用 等 
的 详 细 方 法 的 智， 是 “辩 无 碍 解” 的 意 义。  
                                                 
【14】Vibh.p.293; 331. 
【15】唯 作 (kiriyā) 见 本 品 解 释 识 蕴 中， 底 本 四 五 六 页。 
【16】义 (atthaṁ) 兹 据 异 本， 底 本 为 ettha。 
【17】Vibh.p.293f. 
【18】下 面 二 句 底 本 漏 落， 兹 据 暹 罗 本 补 此 二 句： Dukkhanirodhe ñāṇaṁ atthapaṭisambhidā, 

Dukkhanirodha-gāminīpaṭipadāya ñāṇaṁ dhammapaṭisambhidā. 
【19】已 起 (nibbattā) 底 本 缺， 据 他 本 增 补。 
【20】派 素 (Phasso) 是 阳 件 词， 唯 达 难 (Vedanā) 是 阴 性 词， 派 沙 (Phassā) 是 把 阳 性 词 误 作 

阴 性 饲， 唯 达 那 (Vedano) 是 把 阴 性 词 误 作 阳 性 词。 底 本 把 后 者 亦 写 作 Phassa-
Vedanā 是 不 对 的， 今 据 他 本 改 作 Phassā-Vedano, 因 为 这 里 是 举 它 们 作 为 非 自 性 词 
的 例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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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等 四 无 碍 解 分 为 有 学 地 及 无 学 地 二 处。 此 中 上 首 弟 于【21】 及 （八 十） 
大 声 闻 的 （无 碍 解） 是 属 于 无 学 地 的 区 域； 如 阿 难 长 老， 质 多 居 士， 昙 弥 迦 
优 婆 塞， 优 婆 离 居 士， 久 寿 多 罗 优 婆 夷 等 的 （无 碍 解） 是 属 于 有 学 地 的 区 
域。 如 是 区 分 为 二 地 的 此 等 （四 无 碍 解）， 是 依 于 证、 教、 闻、 问 及 宿 行 五 
种 行 相 而 得 明 净 的。 这 里 的 “证” —— 是 证 得 阿 罗 汉 果。 “教” —— 是 研 究 
佛 语。 “闻” —— 是 恭 求 闻 法。 “问” —— 是 决 择 圣 典 及 义 疏 中 的 难 句 和 义 
句 的 议 论。 “宿 行” —— 曾 于 过 去 诸 佛 的 教 内 往 复 勤 修， 宜 至 随 顺 种 姓【22】 附 
近 及 为 毗 钵 舍 那 （观） 的 修 行。  

他 人 说：  

宿 行 博 学 与 方 言，  
圣 教 遍 问 与 证 得，  
亲 近 良 师 及 善 友，  
是 为 无 碍 解 之 缘。  

此 中： “宿 行” —— 如 前 述。 “博 学” —— 是 精 通 各 种 学 问 和 工 巧 （艺 术）。 
“方 言” —— 即 精 通 一 百 零 一 种 地 方 的 语 言， 特 别 是 善 巧 于 摩 竭 陀 语。 “圣 
教” 一 至 少 亦 得 研 究 譬 喻 品【23】 的 佛 语。 “遍 问” 一 甚 至 为 决 择 一 偈 之 义 而 
问。 “证 得” —— 是 证 得 须 陀 洹 果 …… 乃 至 阿 罗 汉 果。 “良 师” —— 即 亲 近 多 
闻 智 慧 的 诸 师。 “善 友”—— 即 获 得 那 样 （多 闻 智 慧） 的 朋 友。 [443] 这 里， 诸 
佛 与 辟 支 佛 是 依 于 宿 行 及 证 得 而 成 就 无 碍 解 的。 诸 声 闻 则 依 此 等【24】 一 切 的 
原 因 （而 得 无 碍 解 的）。  

为 得 无 碍 解 不 修 特 殊 的 业 趣【25】 修 习。 但 诸 有 学 在 证 得 有 学 果 的 解 脱 之 
后， 诸 无 学 在 证 得 无 学 果 的 解 脱 之 后 而 获 得 无 碍 解。 犹 如 诸 如 来 的 十 力 
（唯 证 佛 果 而 成 就） 相 似， 诸 圣 者 的 无 碍 解 唯 证 圣 果 而 得 成 就。 有 关 于 这 样 
的 无 碍 解， 所 以 说 依 四 无 碍 解 而 有 四 种。  

      

这 里 ㈠ 蕴， ㈡ 处， ㈢ 果， ㈣ 根， ㈤ 谛， ㈥ 缘 起 等 种 种 法 是 慧 的 地。 ㈠ 戒 
清 净， ㈡ 心 清 净 的 二 种 清 净 是 慧 的 根。 ㈠ 见 清 净， ㈡ 度 疑 清 净， ㈢ 道 非 道 智 
见 清 净【26】

， ㈣ 行 道 智 见 清 净， ㈤ 智 见 清 净 的 五 种 清 净 是 慧 的 体。 是 故 应 以 
学 习 遍 问 而 熟 知 于 （慧 的） 地 的 诸 法【27】

， 而 成 就 （慧 的） 根 的 二 种 清 净 之 后 
及 为 完 成 （慧 的） 体 的 五 清 净 而 修 慧。 这 是 略 说 （慧 的 修 习）。 次 当 广 说。  

    ——      

先 说 “㈠ 蕴 ㈡ 处 ㈢ 界 ㈣ 根 ㈤ 谛 ㈥ 缘 起 等 的 种 种 诸 法 是 慧 的 地”： 这 里 
的 “蕴” 即 五 蕴： ㈠ 色 蕴， ㈡ 受 蕴， ㈢ 想 蕴， ㈣ 行 蕴， ㈤ 识 蕴。  

                                                 
【21】指 舍 利 弗、 目 键 连。 
【22】详 见 底 本 六 七 二 页。 
【23】譬 喻 品 (Opammavagga), 注 解 说 是 《法 句》 的 双 要 品 (Yamaka-Vagga) 或 《中 部》 的 根 

本 五 十 经 中 的 双 要 品。 
【24】此 等 (etāni) 底 本 ekāni 误。 
【25】关 于 业 趣， 见 前 第 三 品。 
【26】道 非 道 (maggāmagga) 底 本 只 有 magga, 今 依 他 本 补。 
【27】于 （慧） 地 诸 法 (bhūmibhūtesu dhammesu), 底 本 bhūmīsu tesu maggesu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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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中， 有 任 何 寒 冷 等 坏 相 之 法， 当 知 一 切 总 括 为 “色 蕴”。 虽 然 此 色 依 
坏 相 说 只 有 一 种， 但 因 为 （大） 种 及 所 造 的 区 别， 所 以 有 二 种， 此 中 的 “大 
种 色”， 即 地 界、 水 界、 火 界、 凤 界 的 四 种。 它 们 的 相、 味 及 现 起， 已 在 “四 
界 差 别”

【28】 中 说 过； 而 说 它 们 的 足 处 （直 接 因）， 则 它 们 都 以 （自 己 以 外 
的） 其 余 三 界 为 足 处。 [444] “所 造 色” 有 二 十 四 种： ㈠ 眼、 ㈡ 耳、 ㈢ 鼻、 ㈣ 
舌、 ㈤ 身、 ㈥ 色、 ㈦ 声、 ㈧ 香、 ㈨ 味、 ㈩ 女 根、 （十 一） 男 根、 （十 二） 命 
根、 （十 三） 心 所 依 处、 （十 四） 身 表、 （十 五） 语 表、 （十 六） 虚 空 界、 （十 
六） 色 轻 快 性、 （十 八） 色 柔 软 性、 （十 九） 色 适 业 性、 （二 十） 色 积 集、 
（二 十 一） 色 相 续、 （二 十 二） 色 老 性、 （二 十 三） 色 无 常 性、 （二 十 四） 段 
食。  

⑴ （释 二 十 四 所 造 色） 此 中：
【29】 ㈠ “眼” —— 以 应 与 色 接 触 的 种 净【30】 为 

（特） 相。 或 以 欲 见 因 缘 的 业 等 起 的 种 净 为 （特） 相。 以 牵 引 （眼 识） 于 色 
中 为 味 （作 用）。 以 保 持 眼 识 为 现 起 （现 状）。 以 欲 见 因 缘 的 业 而 生 的 （四 
大） 种 为 足 处 （直 接 因）。  

㈡ “耳” 一 以 应 与 声 接 触 的 种 净 为 相， 或 以 欲 闻 因 缘 的 业 等 起 的 种 净 
为 相， 以 牵 引 （耳 识） 于 声 中 为 味， 以 保 持 耳 识 为 现 起。 以 欲 闻 因 缘 的 业 而 
生 的 （四 大） 种 为 足 处。  

㈢ “鼻” —— 以 应 与 香 接 触 的 种 净 为 相， 或 以 欲 嗅 因 缘 的 业 等 起 的 种 净 
为 相。 以 牵 引 （鼻 识） 于 香 中 为 味。 以 保 持 鼻 识 为 现 起。 以 欲 嗅 因 缘 的 业 而 
生 的 （四 大） 种 为 足 处。  

㈣ “舌” —— 以 应 与 味 接 触 的 种 净 为 相， 或 以 欲 尝 因 缘 的 业 等 起 的 种 净 
为 相。 以 牵 引 （舌 识） 于 味 中 为 味。 以 保 持 舌 识 为 现 起。 以 欲 尝 因 缘 的 业 而 
生 的 （四 大） 种 为 足 处。  

㈤ “身” —— 以 应 与 所 触 接 触 的 种 净 为 相， 或 以 欲 触 因 缘 的 业 等 起 的 种 
净 为 相。 以 牵 引 （身 识） 于 所 触 中 为 味。 以 保 持 身 识 为 现 起。 以 欲 触 因 缘 的 
业 而 生 的 （四 大） 种 为 足 处。  

然 而 有 人 （指 大 众 部） 说： 眼 是 火 的 成 分 多 的 诸 大 种 的 净 （根）。 耳、 
鼻、 舌 （次 第 的） 是 风、 地、 水 的 成 分 多 的 诸 大 种 的 净 （根）。 身 是 一 切 （大 
种 平 均） 的 净 （根）。 其 他 的 人 又 说： 眼 是 火 的 成 分 多 的 （诸 大 种 的 净 
根）， 耳、 鼻、 舌、 身 （次 第 的） 是 虚 空、 风、 水、 地 的 成 分 多 的 （大 种 的 净 
根）。 那 么， 应 该 反 问 他 们 说： “请 拿 经 典 来 为 证”！ 自 然 他 们 是 找 不 到 那 
样 的 经 的。 但 有 人 将 指 出 他 们 的 这 样 的 理 由： “因 为 助 以 火 等 的 德 的 色 等 
而 见 故”

【31】
。 那 么， 再 反 问 他 们 说： “谁 说 那 色 等 是 火 等 之 德”？ [445] 于 诸 

大 种 中 实 不 可 能 作 那 样 的 简 别 说： “那 大 种 有 那 样 的 德， 这 大 种 有 这 样 的 

                                                 
【28】见 底 本 三 四 七 页。 
【29】下 面 一 段 文 引 自 Atthasālinī p.312。 
【30】种 净 (bhūtappasāda) 是 眼 等 的 感 官， 为 四 大 种 所 造 的 微 细 明 净 的 物 质， 相 当 于 有 

部 所 说 的 胜 义 根， 亦 名 净 色 (pasāda-rūpa), 参 看 底 本 四 五 ○ 页。 
【31】例 如 光 是 灯 火 之 德 能 助 眼 之 见 色； 声 是 风 的 德 能 助 耳 之 闻 声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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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此 时 他 们 又 说： “正 如 你 们 所 主 张 的 地 等 有 支 持 等 的 工 能， 因 为 是 在 
各 种 元 素 （物 质 形 成 的 色 聚） 中 的 某 大 种 的 成 分 较 多 的 缘 故， 如 是 于 火 等 
成 分 较 多 的 元 素 中 而 见 色 等 的 成 分 较 多 之 故， 你 应 该 同 意 这 “色 等 是 彼 
（火） 等 的 德” 的 主 张。 这 样 当 再 反 驳 他 们 说： “（你 说 香 是 属 于 地、 色 是 
属 火） 那 么， 如 果 那 地 （界） 的 成 分 多 的 绵 的 香 是 胜 过 水 （界） 的 成 分 多 的 
香 水 的 香 的 话， 如 果 那 冷 水 的 色 彩 是 减 少 于 火 （界） 的 成 分 较 多 的 热 水 的 
色 彩 的 话， 则 我 们 承 认 你 的 主 张； 可 是 这 两 种 都 不 可 能 发 生， 所 以 你 必 须 
放 弃 （眼 等 的 差 别 是） 此 等 所 依 的 大 种 的 差 别 的 说 法。 例 如 于 一 色 聚 的 大 
种 虽 无 差 别， 但 大 种 的 色 与 味 等 则 互 相 各 别， 如 是 差 别， 虽 无 别 的 原 因， 但 
说 眼 净 等 （相 异）”。 然 而 那 眼 耳 等 怎 么 会 互 相 的 不 同？ 只 有 业 是 它 们 的 差 
别 的 原 因。 因 为 业 的 差 别， 所 以 有 此 等 （眼、 耳 等） 的 差 别， 并 非 因 大 种 的 
差 别 之 故。 即 如 古 人 说： “如 果 大 种 有 差 别 时， 则 无 净 （根） 生 起， 因 为 净 
（根 的 大 种） 是 相 等 而 非 相 异”。 由 于 业 的 差 别 之 故， 所 以 于 此 等 （眼 等） 
的 差 别 中， 眼 与 耳 的 取 境 在 不 必 到 达 于 境 时， 因 为 它 们 的 识 起 下 不 依 附 于 
自 己 的 所 依 的 境 （声 色） 中 之 故； 鼻、 舌 和 身 的 取 境 在 到 达 于 境 时， 因 为 它 
们 的 识 起 于 依 附 于 自 己 的 所 依 的 境 中 之 故。  

【32】 其 次 于 这 （眼 等 五 种 之） 中 的 “眼 （根）”， 世 人 称 呼 那 象 青 莲 的 花 
瓣 而 围 以 黑 睫 毛 及 呈 有 黑 白 色 的 圆 球 为 眼， 即 在 于 那 全 体 的 眼 （球） 而 围 
以 白 圆 圈 之 内 的 黑 眼 珠 的 中 央 前 面 —— 那 站 在 面 前 的 人 的 身 体 形 像 所 映 现 
的 地 方， 它 遍 满 眼 膜， 好 象 渗 透 了 油 的 七 个 绵 膜 （灯 芯）， 由 四 界 的 保 持 
（地） 粘 结 （水） 成 熟 （火） 动 摇 （风） 四 种 作 用 的 资 助， 好 象 刹 帝 利 工 族 的 
孩 子 由 四 位 保 姆 的 抱、 浴、 著 饰、 打 扇 的 四 种 工 作 所 保 护， 由 时 节 （寒 暑 等 
的 自 然 现 象）， 心 和 食 所 支 持， 由 寿 所 保 护， 由 色 香 味 等 所 随 从， 不 过 于 虱 
的 头 那 么 大， 它 恰 好 是 眼 识 等 处 的 所 依 和 门 （是 认 识 的 入 口）。 [446] 正 如 法 
将 （舍 利 弗） 说：  

由 于 眼 净， 随 观 诸 色，  
既 小 而 细， 如 虱 之 头。  

“耳 （根）” —— 【33】 在 全 体 的 耳 腔 之 内， 即 在 那 掩 有 薄 薄 的 黄 毛 犹 如 指 
套 的 形 状 的 地 方， 由 前 面 所 说 的 四 界 的 资 助， 由 时 节、 心 和 食 的 支 持， 由 寿 
所 保 护， 由 色 等 所 随 从， 它 恰 好 是 耳 识 等 处 的 所 依 与 门。  

“鼻 （根）” —— 在 全 体 的 鼻 孔 之 内 那 如 山 羊 足 的 形 状 的 地 方， 它 的 资 
助、 支 持、 保 护、 随 从， 已 如 前 述， 它 恰 好 是 鼻 识 等 处 的 所 依 和 门。  

“舌 （根）” —— 在 全 体 的 舌 的 中 央 的 上 部， 即 在 那 象 莲 的 花 瓣 的 前 部 
的 形 状 的 地 方， 它 的 资 助、 支 持、 保 护、 随 从， 已 如 前 述， 它 恰 好 是 舌 识 等 
的 所 依 和 门。  

“身 （根）” —— 存 在 于 身 体 之 中 有 执 受 色 （有 神 经 的 部 分） 的 一 切 
处， 如 油 脂 遍 在 绵 布 中 相 似， 成 为 如 前 面 所 述 的 资 助。 支 持、 保 护、 及 随 从 
的 对 象， 它 恰 好 是 身 识 等 的 所 依 和 门。  

                                                 
【32】下 面 一 段 文 引 自 Atthasālinī p.307 略 有 出 入。 
【33】Atthasālinī p.31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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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如 蛇、 鳄【34】
、 鸟、 狗、 豺 之 对 于 蚁 塔、 水、 虚 空、 村 落、 墓 场， 各 各 

有 它 自 己 的 境 域， 而 这 些 眼 等 之 对 于 色 等 亦 各 有 它 们 自 己 的 境 域。  

于 诸 根 以 外 的 其 他 的 色 等 之 中【35】
： ㈥ “色” —— 有 刺 眼 的 特 相。 有 为 眼 

识 之 境 的 味 （作 用）。 以 它 存 在 的 范 围 为 现 起 （现 状）。 以 四 大 种 为 足 处 
（直 接 因）。 如 色 的 解 说 亦 可 应 用 其 他 的 一 切 所 造 色； 以 下 仅 说 它 们 的 不 同 
之 处。 这 色 依 青 黄 等 有 多 种。  

㈦ “声” —— 有 刺 耳 的 特 相。 有 为 耳 识 之 境 的 味。 以 它 存 在 的 范 围 为 现 
起。 此 声 依 大 鼓 小 鼓 等 有 多 种。 [447] 

㈧ “香” —— 有 扑 鼻 的 特 相。 有 为 鼻 识 之 境 的 味。 以 它 存 在 的 范 围 为 现 
起。 它 有 根 香 及 木 髓 之 香 等 多 种。  

㈨ “味” —— 有 刺 舌 的 特 相。 有 为 舌 识 之 境 的 味。 以 它 存 在 的 范 围 为 现 
起。 它 有 根 味 及 干 味 等 多 种。 

㈩ “女 根” —— 有 女 性 的 特 相， 有 显 示 是 女 的 味。 是 女 的 性、 相 貌、 行 
为、 动 作 的 原 因 为 现 起。  

(十一) “男 根” —— 有 男 性 的 特 相。 有 显 示 是 男 的 味。 是 男 的 性、 相 貌、 
行 为、 动 作 的 原 因 为 现 起。 而 此 （男 女 根） 二 者 亦 遍 在 全 身， 犹 如 身 净 
（根）。 然 而 不 得 说 是 “在 身 净 所 在 之 处” 或 “在 身 净 不 在 之 处”。 男 女 根 
没 有 混 杂 之 处， 犹 如 色 与 味 等 相 似。  

(十二) “命 根” —— 有 守 护 俱 生 色 的 特 相。 有 使 它 们 （俱 生 色） 前 进 的 
味。 使 他 们 的 维 持 为 现 起。 以 应 存 续 的 大 种 为 足 处， 虽 然 （命 根） 有 守 护 
（俱 生 色） 的 特 相 等， 但 必 须 有 俱 生 色 的 刹 那 它 才 能 守 护， 正 如 水 的 保 护 莲 
华 相 似。 虽 然 它 们 各 有 它 们 自 己 的 生 起 之 缘， 然 而 （命 根） 保 护 （它 们）， 
正 如 保 姆 的 保 护 孩 子 相 似。 （命 根） 自 己 当 与 进 行 之 法 结 合 而 进 行， 正 如 船 
长 和 船 相 似。 它 不 能 在 （俱 生 色） 破 坏 了 以 后 而 自 己 进 行， 因 为 没 有 了 使 它 
进 行 之 法 存 在 的 缘 故。 它 不 能 存 在 于 （俱 生 色 的） 破 坏 的 刹 那， 因 为 它 自 己 
也 破 坏 的 缘 故， 正 如 油 尽 的 灯 芯， 不 能 保 持 灯 焰 一 样。 因 为 （命 根） 已 在 上 
述 （的 俱 生 色） 的 刹 那 完 成 了 它 的 工 作， 当 知 这 并 不 是 说 它 没 有 守 护 及 令 
其 进 行 和 存 续 的 能 力。  

(十三) “心 所 依 处” —— 有 为 意 界 及 意 识 界 依 止 的 特 相。 有 保 持 彼 等 二 界 
的 味。 以 运 行 彼 等 为 现 起。 它 在 心 脏 之 中， 依 止 血 液 而 存 在， 如 在 “论 身 至 
念”

【36】 中 已 说。 由 四 大 种 的 保 持 等 的 作 用 所 资 助， 由 时 节 及 心 和 食 所 支 
持， 山 寿 所 守 护， 恰 好 为 意 界 意 识 界 及 与 它 们 相 应 的 诸 法 的 所 依 处。  

(十四) “身 表” 一 是 由 于 从 心 等 起 的 风 界 所 转 起 的 往 （还 屈 伸） 等， 以 俱 
生 色 身 的 支 援 保 持 和 动 的 缘 的 变 化 行 相。 [448] 有 表 示 自 己 的 意 志 的 味。 为 
身 的 动 转 之 因 是 现 起。 从 心 等 起 的 风 界 是 足 处。 而 此 （身 表） 因 为 由 于 身 的 
动 转 而 表 明 意 志 之 故， 并 且 它 自 己 亦 称 为 身 动 转， 因 为 由 身 而 表 （意 志） 之 

                                                 
【34】鳄 (suṁsumāra)。 底 本 saṁsumāra 误。 
【35】见 Atthasālinī p.318　323。 
【36】底 本 二 五 六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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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是 名 身 表。 当 知 往 （还 屈 伸） 等 的 转 起， 是 因 为 身 表 的 动 及 时 节 生 等 
（的 诸 色） 与 心 生 的 诸 色 亦 结 合 而 动 之 故。  

(十五) “语 表” —— 是 由 于 从 心 等 起 的 地 界 中 的 有 执 受 色 （唇 喉 等） 的 击 
触 之 缘 而 转 起 种 种 语 的 变 化 的 行 相。 有 表 示 自 己 的 意 志 的 味。 为 语 音 之 因 
是 现 起， 以 从 心 等 起 的 地 界 （唇 喉 等） 为 足 处。 而 此 （语 表） 因 为 由 于 语 音 
而 表 明 意 志 之 故， 并 且 它 自 己 亦 称 为 语 音【37】

， 因 为 由 语 而 表 （意 志） 之 故， 
是 名 语 表。 譬 如 看 见 在 森 林 之 中， 高 悬 于 竿 头 之 上 的 牛 头 骨 等 的 水 的 标 
帜， 便 知 道 “这 里 有 水”， 如 是 把 握 身 的 动 转 及 语 音 而 知 身 表 和 语 表。  

(十六) “虚 空 界” —— 【38】 有 与 色 划 定 界 限 的 特 相。 有 显 示 色 的 边 际 的 功 
用 （味）。 以 色 的 界 限 为 现 状 （现 起）； 或 以 （四 大 种） 不 接 触 的 状 态 及 孔 
隙 的 状 态 为 现 状。 以 区 划 了 的 色 为 近 因 （足 处）。 因 为 由 这 （虚 空 界） 区 划 
了 色， 我 们 才 起 了 “这 是 上 这 是 下 这 是 横 度” 的 概 念。  

(十七) “色 轻 快 性” —— 有 不 迟 钝 的 特 相， 有 除 去 诸 色 的 重 性 的 功 用。 以 
（色 的） 轻 快 转 起 为 现 状。 以 轻 快 的 色 为 近 因。  

(十八) “色 柔 软 性” —— 有 不 坚 固 的 特 相。 有 除 去 色 的 坚 硬 性 的 功 用。 以 
不 反 对 （色 的） 一 切 作 业 为 现 状。 以 柔 软 的 色 为 近 因。  

(十九) “色 适 业 性” —— 有 使 身 体 的 作 业 随 顺 适 合 工 作 性 的 特 相。 有 除 去 
不 适 合 于 作 业 的 功 用。 以 不 弱 力 的 状 态 为 现 状。 以 适 业 的 色 为 近 因。  

此 等 （色 轻 快 性、 色 柔 软 性、 色 适 业 性） 三 种 并 不 互 相 舍 弃 的。 虽 然 如 
是， 当 知 亦 有 这 样 的 差 别： 譬 如 无 病 的 健 康 者， 那 色 的 轻 快 性、 不 迟 钝、 种 
种 轻 快 迅 速 的 转 起， 是 从 反 对 令 色 迟 钝 的 界 的 动 乱 的 缘 所 等 起 的， 这 样 的 
色 的 变 化 为 “色 轻 快 性”。 其 次 如 善 揉 的 皮 革， 那 色 的 柔 软 性， 能 于 一 切 种 
种 的 作 业 中 得 以 自 由 柔 顺， [449] 是 从 反 对 令 色 硬 化 的 界 的 动 乱 的 缘 所 等 
起， 这 样 的 色 的 变 化 为 “色 柔 软 性”。 其 次 如 善 炼 的 黄 金， 那 色 的 适 业 性， 
随 顺 于 身 体 的 种 种 作 业 是 从 反 对 令 诸 身 体 的 作 业 不 随 顺 的 界 的 动 乱 的 缘 所 
等 起 的， 这 样 的 色 的 变 化 为 “色 适 业 性”。  

(二十) “色 积 集” —— 有 积 聚 的 特 相。 有 从 诸 色 的 前 分 而 令 出 现 （现 在） 
的 功 用。 以 引 导 为 现 状， 或 以 （色 的） 圆 满 为 现 状。 以 积 集 的 色 为 近 因。  

(廿一) “色 相 续” —— 有 （色 的） 转 起 的 特 相。 有 随 顺 结 合 的 功 用。 以 不 
断 为 现 状。 以 令 随 顺 结 合 的 色 为 近 因。  

这 （色 积 集 和 色 相 续） 二 者 与 “生 色” 为 同 义 语， 然 而 （生 的） 行 相 有 
多 种 之 故， 所 以 依 照 化 导 方 面 面 略 举 积 集 和 相 续 的 要 目。 因 为 不 是 义 有 多 
种 之 故， 所 以 只 就 此 等 的 句 来 详 为 解 说【39】

： “（色 等 诸） 处 的 积 聚， 是 色 积 
集； 那 色 的 积 集， 是 色 的 相 续”。 但 在 义 疏 中 说： “积 聚 是 生 起， 积 集 是 增 
长， 相 续 是 转 起”。 并 且 举 一 譬 喻 说： “犹 如 在 河 岸 旁 边 掘 一 穴， 水 涌 上 来 
的 时 候 为 积 聚 —— 生 起， 水 充 满 时 如 聚 集 —— 增 长， 水 溢 出 时 如 相 续 —— 转 

                                                 
【37】底 本 Kāyavacīghosa 误， 应 作 tāya vacī ghosa。 
【38】Atthasālinī p.326f. 
【39】Dhs. §§642, 732, 865. cf. Atthasālinī. 327. Dhs.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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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说 了 譬 喻 之 后 又 说： “这 是 怎 么 说 的 呢？ 以 处 而 说 积 聚， 以 积 聚 而 说 
为 处”。 是 故 诸 色 在 最 初 生 起 的 为 积 聚； 在 他 们 以 后 生 起 的 其 他 —— 因 为 他 
们 的 生 起 是 以 增 长 的 行 相【40】 而 现 起， 故 说 “积 集”； 在 此 等 之 后 而 生 起 而 
再 再 生 起 的 其 他 —— 因 为 他 们 的 生 起 是 以 随 顺 结 合 的 行 相 而 现 起， 故 说 
“相 续”。  

(廿二) “色 老 性”
【41】 —— 有 色 的 成 熟 的 特 相。 有 引 导 （色 的 坏 灭） 的 功 

用。 犹 如 陈 谷， 虽 然 不 离 色 的 自 性， 但 已 去 新 性 是 它 的 现 状。 以 曾 经 成 熟 了 
的 色 为 近 因。 如 牙 齿 的 脱 落 等， 是 显 示 齿 等 的 变 化， 所 以 说 这 （色 老 性） 是 
“显 老”。 非 色 法 的 老， 名 为 “隐 老”； 那 隐 老 则 没 有 这 表 面 的 变 化。 在 地、 
水、 山、 月、 太 阳 等 的 老 （亦 无 可 见 的 变 化）， 名 为 “无 间 老”。 [450] 

(廿三) “色 无 常 性” 一 有 （色 的） 坏 灭 的 特 相。 有 （色 的） 沉 没 的 作 用。 
以 （色 的） 灭 尽 为 现 状。 以 受 坏 灭 的 色 为 近 因。  

(廿四) “段 食” —— 有 滋 养 素 的 特 相。 有 取 色 （与 食 者） 的 作 用。 以 支 持 
身 体 为 现 状。 以 作 成 一 团 团 当 取 而 食 的 食 物 为 近 因。 而 此 段 食 与 维 持 有 情 
的 营 养 素 是 一 同 义 语。  

上 面 所 说 的 色 都 是 来 自 圣 典 的。 然 而 义 疏 中 还 说 有 力 色、 成 色、 生 色、 
病 色， 并 有 人 （无 畏 山 住 者） 更 说 眠 色。 提 示 了 这 些 其 他 的 色 之 后， 再 引【42】 
“确 实 的， 你 是 牟 尼 正 觉 者， 你 已 没 有 了 诸 盖” 等 的 句 子， 否 定 了 “眠 色”
【43】

。 在 别 的 诸 色 中： “病 色” 则 包 摄 于 （色） 老 性 及 无 常 性 中， “生 色” 则 
包 摄 于 积 集 和 相 续 中， “成 色” 则 包 摄 于 水 界 中， “力 色” 则 包 摄 于 风 界 中
【44】

。 所 以 在 此 等 色 中， 结 论 则 一 种 也 不 能 各 别 的 存 在。  

上 面 的 二 十 四 种 所 造 色， 并 前 面 已 说 的 四 大 种， 合 为 二 十 八 种 色， 不 
少 也 不 多。  

⑵ （色 的 一 法 乃 至 五 法） （一 法） 这 一 切 色 依 一 种 说： 即 是 ㈠ 非 因， ㈡ 
无 因， ㈢ 与 因 不 相 应 的， ㈣ 有 缘 的， ㈤ 世 间 的， ㈥ 有 漏 的。  

（二 法） 依 二 种 说： 即 是 ㈠ 内 与 外， ㈡ 粗 和 细， ㈢ 远 和 近， ㈣ 完 与 不 
完， ㈤ 净 色 及 非 净 色， ㈥ 根 与 非 根， ㈦ 有 执 受 与 非 执 受， 在 这 里 面： ㈠ 眼、 
耳、 鼻、 舌、 身 等 五 种， 因 为 是 依 于 自 己 的 身 体 而 转 起 之 故 为 “内”； 其 余 
的 （二 十 三 种） 由 于 外 故 为 “外”。 ㈡ 眼 等 九 种【45】 和 （四 界 中） 除 了 水 界 以 
外 的 三 界 的 十 二 种， 由 接 触 而 取 故 为” 粗”； 其 他 的 因 为 相 反 故 为 “细”， 
㈢ 那 细 的 色 甚 难 察 知 其 自 性 故 为 “远”； 其 余 的 容 易 察 知 其 自 性 故 为 
“近”。 ㈣ 四 界 及 眼 等 十 三 种【46】 并 段 食 的 十 八 种 色， 因 为 超 越 区 划， 变 化， 
相， 性， 而 得 把 握 自 性 故 为 “完 （色）”； 其 余 的 相 反 故 为 “不 完 （色）”。 
                                                 
【40】底 本 Vaḍḍhi; ākārena 误， 应 作 Vaḍḍhi-ākārena。 
【41】“色 老 性” (rūpassa jaratā) 底 本 只 jaratā, 今 依 他 本 补。 
【42】Sn.541 cd. 
【43】因 为 “眠” 是 属 于 五 盖 中 的 睡 眠 盖， 是 心 所 法 而 非 色 法。 
【44】身 体 等 的 所 以 生 起 力 量， 是 由 于 风 界 的 作 用。 
【45】“九 种”： 眼、 耳、 鼻、 舌、 身、 色、 声、 香、 味。 
【46】“十 三 种”： 眼、 耳、 鼻、 舌、 身、 色、 声、 香、 味、 女 根、 男 根、 命 根、 心 所 依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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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眼 等 五 种 而 取 色 等 之 缘， 犹 如 镜 面 一 样 的 明 净 故 为 “净 色”； 其 他 的 与 此 
相 反， 故 为 “非 净 色”。 [451] ㈥ 五 净 色 及 女 根 （男 根、 命 根） 等 三 种 共 以 增 
上 之 义 而 为 “根”； 余 者 相 反 故 为 “非 根”， ㈦ 在 后 面 要 说 的 业 生 色， 由 业 
所 执 受 故 为 “有 执 受”， 余 者 相 反 故 为 “非 执 受”。  

（三 法） 更 于 一 切 色， 依 有 见 及 业 生 等 的 三 法 为 三 种。 此 中： ㈠ （十 三 
种） 粗 色 中 的 色， 为 “有 见 有 对”， 余 者 为 “无 见 有 对”； 一 切 细 色 则 为 “无 
见 无 对”。 如 是 先 依 有 见 等 的 三 法 为 三 种， ㈡ 次 依 业 生 等 的 三 法 为 三 种， 即 
从 业 而 生 的 色 为 “业 生”； 从 别 的 缘 生 的 色 为 “非 业 生”； 不 从 任 何 而 生 的 
为 “非 业 生 非 非 业 生”。 ㈢ 从 心 而 生 的 为 “心 生”； 从 别 的 缘 生 的 为 “非 心 
生”； 不 从 任 何 而 生 的 为 “非 心 生 非 非 心 生”。 ㈣ 从 食 而 生 的 为 “食 生”； 
从 别 的 缘 生 的 为 “非 食 生”； 不 从 任 何 而 生 的 为 “非 食 生 非 非 食 生”。 ㈤ 从 
时 节 而 生 的 为 “时 生”； 从 别 的 缘 生 的 为 “非 时 生”； 不 从 任 何 而 生 的 为 
“非 时 生 非 非 时 生”。 如 是 依 业 生 等 三 法 为 三 种。  

（四 法） 更 就 （色 的） 见 等， 色 色 等， 依 处 等 的 四 法 为 四 种。 此 中： ㈠ 
色 处 是 所 见 之 境， 故 为 可 “见” 的； 声 处 是 所 闻 之 境， 故 为 可 “闻” 的； 香、 
味、 触 处 是 要 等 接 触 之 后 而 取 的 根 的 境， 故 为 可 “觉” 的； 其 他 的 是 识 的 
境， 故 为 可 “识” 的。 ㈡ 次 以 （十 八 种） 完 色 名 “色 色”， 虚 空 界 名 “区 划 
色”； 身 表 乃 至 适 业 性 等 （五 种） 名 为 “变 化 色”； 生 （积 集、 相 续）、 老、 
坏 （无 常 性） （的 四 种） 名 为 “相 色”。 如 是 依 色 色 等 的 四 法 为 四 种。 ㈢ 次 
以 心 （所 依 处） 色 名 为 “是 所 依 处 非 门”； （身、 语） 二 表 名 为 “是 门 非 所 依 
处”； 净 色 名 为 “是 所 依 处 是 门”； 余 者 名 为 “非 所 依 处 非 门”。 如 是 依 所 
依 处 的 四 法 为 四 种。  

（五 法） 其 次 就 （色 的） 一 生、 二 生、 三 生、 四 生、 无 处 生 等 的 区 别 为 
五 种。 此 中： 只 从 业 生 的 及 只 从 心 生 的， 名 为 从 “一 生”； 这 里 以 根 色 及 心 
所 依 处 是 只 从 业 生 的， 以 （身、 语） 二 表 是 只 从 心 生 的。 其 次 从 心 及 时 节 而 
生 的 名 为 从 “二 生”； 只 有 声 处 是。 其 次 从 时 节、 心、 食 [452] 的 三 法 所 生 的 
名 为 从 “三 生”； 只 有 轻 快 性 （柔 软 性、 适 业 性） 等 三 种。 其 次 从 业 （时 节、 
心、 食） 等 四 法 所 生 的 名 为 从 “四 生”； 这 除 了 相 色 （四 种） 之 外 其 他 的【47】 
都 是。 其 次 相 色 为 “无 处 生” （不 从 任 何 处 生）。 何 以 故？ 没 有 生 起 的 生 起 
之 故， 即 以 生 起 的 则 只 有 其 他 的 成 熟 （老） 与 坏 灭 （无 常） 二 种 了。 例 如【48】 
“色 处、 声 处、 香 处、 味 处、 触 处、 虚 空 界、 水 界、 色 轻 快 性、 色 柔 软 性、 色 
适 业 性、 色 积 集、 色 相 续、 段 食， 此 等 诸 法 从 心 等 起”， 在 此 等 文 中， 承 认 
生 （色 积 集、 色 相 续） 从 何 处 而 生， 当 知 是 指 那 色 生 的 诸 缘 所 表 示 其 作 用 威 
力 的 刹 那 而 说 （为 生） 之 故。  

这 是 先 为 详 论 色 蕴 一 门。  

   

在 其 他 的 四 蕴， 把 一 切 有 觉 受 相 的 总 括 为 受 蕴， 把 一 切 有 想 念 相 的 总 
括 为 想 蕴， 把 一 切 有 行 作 相 的 总 括 为 行 蕴， 把 一 切 有 识 知 相 的 总 括 为 识 
                                                 
【47】指 四 大 种， 色、 香、 味、 虚 主 界、 段 食 等 九 种。 
【48】Dhs.p.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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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 此 中 如 果 能 够 知 解 识 蕴， 则 其 他 的 三 蕴 便 很 容 易 知 解 了。 所 以 最 初 先 
来 解 说 识 蕴。  

这 里 说 “一 切 有 识 知 相 的 总 括 为 识 蕴”， 怎 么 是 有 识 知 相 的 为 识 呢？ 即 
所 谓【49】

： “朋 友， 识 知 识 知， 故 名 为 识”。 “识” 和 心、 意 之 义 为 一。 而 此 识 
的 自 性 与 识 知 相 也 是 一 种。 不 过 依 其 类 别 而 有 善、 恶、 无 记 的 三 种， 此 中：  

⑴ （八 十 九 心） 一 （善 心）， 善 （心） 依 于 地 的 差 别 故 有 欲 界、 色 界、 无 
色 界、 出 世 间 的 四 种。 此 中：  

㈠ （欲 界 善 心） 欲 界 （善 心） 因 有 喜、 舍、 智、 行 的 差 别 故 有 八 种： 即 
所 谓 ⑴【50】 喜 俱 智 相 应 无 行， ⑵ （喜 俱 智 相 应） 有 行， ⑶ （喜 俱） 智 不 相 应 
（无 行）， ⑷ （喜 俱 智 不 相 应 有 行）， ⑸ 舍 俱 智 相 应 无 行， ⑹ （舍 俱 智 相 应） 
有 行， ⑺ （舍 俱） 智 不 相 应 [453] （无 行）， ⑻ （舍 俱 智 不 相 应） 有 行。 即 ⑴ 当 
他 获 得 了 所 施 的 东 西 及 受 施 的 人。 或 由 其 他 的 可 喜 之 因， 而 心 生 大 欢 喜 
（喜 俱）， 第 一 便 起 “应 施” 等 的 正 见 （智 相 应）， 不 犹 豫， 没 有 他 人 的 怂 恿 
（无 行）， 而 行 施 等 的 福 德， 那 时 他 的 心 是 “喜 俱 智 相 应 无 行”。 ⑵ 当 如 上 
面 同 样 的 理 由 而 心 生 大 欢 喜 （喜 俱）， 先 起 正 见 （智 相 应）， 虽 然 亦 行 不 很 
慷 慨 的 施 舍， 但 有 犹 豫 或 由 他 人 的 怂 恿 而 行 （有 行）， 那 时 他 的 心 是 “（喜 
俱 智 相 应） 有 行”。 在 这 个 意 义 上， “行”， 和 依 于 自 己 或 他 人 而 转 起 的 前 
加 行， 是 同 义 语。 ⑶ 如 幼 童 由 于 看 见 亲 属 （父 母 等） 布 施 等 的 习 惯， 当 看 见 
诸 比 丘 时， 心 生 欢 喜， 便 把 手 上 所 有 的 东 西 布 施 给 比 丘， 或 作 礼 拜， 那 时 则 
为 生 起 第 三 （喜 俱 智 不 相 应 无 行） 心。 ⑷ 其 次 由 于 亲 属 的 怂 恿 说： “你 去 布 
施 吧！ 你 去 礼 拜 吧”！ 这 样 才 去 行 的， 那 时 则 为 生 起 第 四 （喜 俱 智 不 相 应 有 
行） 心。 ⑸～⑻ 其 次 不 得 所 施 的 东 西 及 受 施 的 人， 或 者 缺 乏 其 他 的 欢 喜 之 
因， 没 有 前 面 所 说 的 四 种 欢 喜， 那 时 则 为 生 起 其 余 四 种 舍 俱 的 心。 如 是 由 
于 喜、 舍、 智、 行 的 差 别 之 故， 当 知 有 八 种 欲 界 善 心。  

㈡ （色 界 善 心） 其 次 色 界 善 心， 因 为 与 禅 支 相 应 的 各 别 而 有 五 种； 即 所 
谓： ⑼ 与 寻、 伺、 喜、 乐、 定 相 应 的 为 第 一， ⑽ 以 超 寻 为 第 二， ⑾ 更 超 伺 为 
第 三， ⑿ 更 离 喜 为 第 四， ⒀ 以 灭 去 乐 而 与 舍、 定 相 应 的 为 第 五。  

㈢ （无 色 界 善 心） 无 色 界 善 心， 因 为 与 四 无 色 相 应 而 有 四 种； 即 如 （前 
面 四 无 色 业 处 中） 所 说， ⒁ 与 空 无 边 处 禅 相 应 的 为 第 一， ⒂～⒄ 与 识 无 边 处 
等 相 应 的 为 第 二、 第 三、 第 四。  

㈣ （出 世 间 善 心） 出 世 间 善 心， 因 为 与 〔⒅ 须 陀 洹， ⒆ 斯 陀 含、 ⒇ 阿 那 
含、 (21) 阿 罗 汉〕 四 道 相 应 而 为 四 种。 如 是 先 说 善 的 识 只 有 二 十 一 种。 [454] 

二 （不 善 心）， 其 次 不 善 心， 依 地 只 有 欲 界 一 种。 依 根 则 有 贪 根、 瞋 
根、 痴 根 三 种。 此 中：  

㈠ （贪 根） 贪 根 因 依 喜、 舍、 邪 见、 行 的 差 别 而 有 八 种； 即 所 谓： (22) 喜 
俱 邪 见 相 应 无 行， (23) （喜 俱 邪 见 相 应） 有 行， (24) （喜 俱） 邪 见 不 相 应 （无 
行）， (25) （喜 俱 邪 见 不 相 应 有 行）， (26) 舍 俱 邪 见 相 应 无 行， (27) （舍 俱 邢 见 
                                                 
【49】M.I, p.292. 
【50】下 面 的 （ ） 内 从 1 至 89 的 数 字 特 为 加 入 作 为 八 十 九 心 的 符 号， 以 便 易 于 联 系 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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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应） 有 行， (28) （舍 俱） 邪 见 不 相 应 （无 行）， (29) （舍 俱 邪 见 不 相 应 有 
行）。 即 (22) 先 起 这 样 的 邪 见 说： “于 诸 欲 中 无 有 过 失” 等 （邪 见 相 应）， 起 
大 欢 喜 之 心 （喜 俱）， 以 自 性 的 锐 利 及 不 由 他 人 所 怂 恿 的 心 （无 行）， 享 受 
诸 欲， 或 于 见 （闻、 觉） 的 吉 祥 等 视 为 真 实， 这 时 则 为 第 一 不 善 心 生 起。 (23) 
若 以 迟 钝 及 由 于 他 人 所 怂 恿 的 心 （有 行） 而 作 时， 则 为 第 二 （不 善 心）。 (24) 
如 果 先 无 邪 见 （邪 见 不 相 应）， 只 起 欢 喜 心 （喜 俱）， 以 自 性 的 锐 利 及 不 由 
他 人 所 怂 恿 的 心 （无 行）， 行 淫， 贪 图 他 人 的 利 益， 或 盗 取 他 人 的 财 物， 这 
时 为 第 三 （不 善 心）。 (25) 若 以 迟 钝 及 由 他 人 所 怂 恿 的 心 （有 行） 而 作 时， 为 
第 四 （不 善 心）。 (26)～(29) 如 果 由 于 不 得 欲 境 或 者 缺 乏 其 他 的 欢 喜 之 因， 而 
无 前 面 所 说 的 四 种 欢 喜 之 时， 则 为 其 他 四 种 舍 俱 的 （不 善 心） 生 起。 如 是 由 
于 喜、 舍、 邪 见、 行 的 差 别 之 故， 当 知 有 八 种 贪 根。  

㈡ （瞋 根） 其 次 瞋 根 （的 不 善 心） 有 二 种： (30) 忧 俱 瞋 恚 相 应 无 行， 及 (31) 
（优 俱 瞋 恚 相 应） 有 行。 当 知 它 们 是 在 于 行 杀 生 等 的 时 候 而 转 起 的 锐 利 和 
迟 钝 的 心。  

㈢ （痴 根） 与 痴 相 应 的 （不 善 心） 有 二 种： (32) 舍 俱 疑 相 应， 及 (33) （舍 
俱） 掉 举 相 应。 当 知 它 们 是 由 于 不 决 定 及 散 乱 之 时 而 转 起 的。 如 是 不 善 的 
识 有 十 二 种。  

三 （无 记 心）， 无 记 心， 依 其 类 别， 故 有 异 熟 及 唯 作 二 种。 （甲） （异 熟 
无 记 心） 此 中 异 熟， 依 地 而 有 四 种， 即 欲 界、 色 界、 无 色 界、 出 世 界。  

㈠ （欲 界 异 熟） 此 中 欲 界 有 善 异 熟 及 不 善 异 熟 二 种。 善 异 熟 又 分 无 因 
及 有 因 二 种。  

（无 因 善 异 熟） 此 中， 没 有 无 贪 等 （相 应） 的 因 的 异 熟 为 无 因， 有 八 
种， 即 (34) 眼 识， (35) 耳 识， (36) 鼻 识， (37) 舌 识， (38) 身 识， (39) 有 领 受 作 用 的 意 
界， 及 (40)～(41) 有 推 度 等 作 用 的 二 意 识 界。 [455] 

此 中： (34) “眼 识”， 有 识 知 依 止 于 眼 （现 于 眼 前） 的 色 的 特 相。 有 单 以 
色 为 所 缘 的 功 用 （味）。 以 色 的 现 前 状 态 为 现 状 （现 起）。 离 去 以 色 为 所 缘 
的 唯 作 意 界【51】 为 直 接 因 （足 处）。 (35)～(38) “耳、 鼻、 舌、 身 识”， 有 识 知 依 
止 于 耳 等 （与 耳 等 相 接） 的 声 等 的 特 相。 有 只 以 声 等 为 所 缘 的 功 用。 以 声 等 
的 现 前 状 态 为 现 状。 离 去 以 声 为 所 缘 等 的 唯 作 意 界 为 直 接 因。 (39) （有 领 受 
作 用 的） “意 界”， 有 于 眼 识 等 之 后 而 识 知 色 等 的 特 相， 有 领 受 色 等 的 作 
用。 以 彼 相 同 的 （领 受） 状 态 为 现 状。 离 去 眼 识 等 为 直 接 因。 (40)～(41) “有 推 
度 等 作 用 的 二 种 意 识 界”， 有 识 知 于 无 因 异 熟 的 六 所 缘 的 特 相。 有 推 度 等 
的 作 用。 以 彼 相 同 的 （推 度 等） 状 态 为 现 状。 以 心 所 依 处 为 直 接 因。 因 为 与 
喜、 舍 相 应， 及 有 二 处、 五 处 （作 用） 的 差 别 之 故， 所 以 它 有 二 种 各 别； 即 
于 此 等 （二 者） 之 中， 一 (40)， 是 因 为 专 干 好 的 所 缘 而 转 起 为 自 性 之 故， 所 
以 成 为 喜 相 应 的， 并 且 因 为 是 由 于 推 度 及 彼 所 缘 （的 二 作 用）

【52】 于 （眼 等 
的） 五 门 的 速 行 的 未 后 而 转 起 之 放， 所 以 有 二 处 （作 用）。 一 (41)， 是 因 为 于 
好 的 中 所 缘 （舍） 而 转 起 为 自 性 之 故， 所 以 成 为 舍。 应 的， 并 且 因 为 是 由 于 

                                                 
【51】“唯 作 意 界” 即 八 十 九 心 中 的 第 七 十 心。 
【52】“推 度 及 彼 所 缘” 见 底 本 四 五 九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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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度、 彼 所 缘、 结 生、 有 分 及 死【53】 而 转 起 之 故， 所 以 有 五 处 （的 作 用）。  

这 八 种 无 因 异 熟 识， 因 为 有 定 与 不 定 的 所 缘， 故 有 二 种； 又 依 舍、 乐、 
喜 的 差 别， 故 为 三 种， 即 此 中 前 五 识， 因 为 次 第 的 对 于 色 等 而 转 起， 故 为 定 
所 缘； 余 者 （三 种） 为 不 定 所 缘【54】

。 然 而 此 中 意 界 是 对 色 等 的 五 种 而 转 起， 
二 意 识 界 则 对 六 种 （所 缘） 而 转 起。 其 次 在 此 八 种 中 的 身 识 是 与 乐 相 应； 有 
二 处 作 用 的 意 识 界 (40) 是 与 喜 相 应； 余 者 则 与 舍 相 应。 如 是 为 说 善 异 熟 无 因 
的 八 种。  

（有 因 善 异 熟） 其 次 有 因 （异 熟 心）， 是 与 无 贪 等 因 相 应 的 异 熟。 这 和 
欲 界 的 善 心 同 名， 依 喜 等 的 差 别， 故 有 八 种 〔即 (42) 喜 俱 智 相 应 无 行， (43) 喜 
俱 智 相 应 有 行， (44) 喜 俱 智 不 相 应 无 行， (45) 喜 俱 智 不 相 应 有 行， (46) 舍 俱 智 
相 应 无 行， (47) 舍 俱 智 相 应 有 行， (48) 舍 俱 智 不 相 应 无 行， (49) 舍 俱 智 不 相 应 
有 行〕， 但 此 （有 因 异 熟 心） 不 是 象 善 心 那 样 以 布 施 等 方 法 对 于 六 所 缘 而 转 
起 的， 因 为 这 是 以 结 生、 有 分、 死 及 彼 所 缘 （的 四 作 用） 对 于 小 法 （欲 界） 
所 摄 的 六 所 缘 而 转 起 的。 于 此 （八 心） 中 的 有 行、 无 行 的 状 态， 当 知 是 由 于 
原 因 而 来【55】

。 [456] 对 于 相 应 的 诸 法， 虽 然 （在 八 善 心 与 八 异 熟 心 之 间） 没 
有 什 么 差 别， 而 异 熟 心 却 如 映 在 镜 中 的 面 相， 没 有 潜 在 的 力 用， 善 心 则 如 
（自 己 的） 面 而 有 潜 在 的 力 用。  

（不 善 异 熟） 不 善 异 熟 都 是 无 因 的。 这 有 七 种， 即 (50) 眼 识， (51) 耳 识， 
(52) 鼻 识， (53) 舌 识， (54) 身 识， (55) 有 领 受 作 用 的 意 界， (56) 有 推 度 等 五 处 作 用 
的 意 识 界。 它 们 的 相 等， 当 知 与 善 无 因 异 熟 中 所 说 的 同 样。 可 是 善 异 熟 心 
是 只 取 好 的 及 好 的 中 所 缘， 而 此 等 （不 善 异 熟 心） 则 只 取 不 好 的 及 不 好 的 
中 所 缘 （舍）。 那 些 善 异 熟， 由 于 舍、 乐、 喜 的 差 别 故 为 三 种， 而 此 等 不 善 
异 熟 则 由 于 苦 及 舍 为 二 种。 即 这 里 的 身 识 是 与 苦 俱 的， 余 者 是 舍 俱 的。 而 
此 等 （不 善 异 熟 心） 中， 那 舍 俱 心 是 劣 钝 的， 是 不 很 锐 利 如 苦 俱 心； 在 其 他 
的 （善 无 因 异 熟 心） 中， 那 舍 俱 心 是 劣 如 乐 俱 心 不 很 锐 利 的。 如 是 此 等 七 种 
不 善 异 熟 及 前 面 的 十 六 种 善 异 熟， 是 二 十 三 种 欲 界 的 异 熟 识。  

㈡ （色 界 异 熟） 其 次 色 界 的 异 熟 心 ． 和 色 界 的 善 心 同 名， 有 (57)～(61) 
（初 禅 乃 至 第 五 禅 的） 五 种。 然 而 善 心 是 由 于 等 至 （定） 在 速 行 的 过 程 中【56】 
而 转 起 的； 而 此 异 熟 心 是 在 生 于 色 界 由 结 生、 有 分、 死 （的 三 作 用 而 转 起 
的）。  

㈢ （无 色 界 异 熟） 如 色 界 的 异 熟 心 相 似， 而 这 无 色 界 的 异 熟 心， 亦 与 无 
色 界 的 善 心 同 名， 有 (62)～(65) （空 无 边 处 乃 至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四 种。 它 们 
（善 与 异 熟） 的 转 起 的 差 别， 亦 如 色 界 中 所 说。  

㈣ （出 世 间 异 熟） 出 世 间 异 熟 心， 因 为 是 四 道 相 应 心 的 果， 所 以 有 
(66)～(69) （须 陀 洹 果 乃 至 阿 罗 汉 果） 四 种。 它 们 是 由 （圣） 道 的 过 程 及 由 果 
                                                 
【53】见 底 本 四 五 七 页。 
【54】“不 定 所 缘” (aniyatārammaṇaṁ) 底 本 Saniyatārammaṇaṁ 误。 
【55】有 些 阿 阇 梨 主 张： 八 异 熟 心 是 过 去 欲 界 八 善 心 的 异 熟 果， 所 以 八 异 热 心 中 的 有 

行 及 无 行， 是 以 八 善 心 的 有 行 及 无 行 为 来 因。 亦 有 人 主 张： 是 由 于 强 力 的 业 缘 
等 而 主 起 异 熟 心 的 无 行 等 的。 

【56】速 行 的 过 程 （javana-vīthi） 见 底 本 四 五 九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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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二 种 而 转 起 的。  

如 是 子 四 地 中， 共 有 三 十 六 种 异 熟 识。  

（乙） （唯 作 无 记 心） 其 次 唯 作【57】
， 依 地 的 差 别， 有 欲 界、 色 界、 无 色 

界 三 种。  

㈠ （欲 界 唯 作） 此 中， 欲 界 有 二 种： 无 因 与 有 因。  

（无 因 难 作） 此 中， 没 有 无 贪 等 之 因 的 唯 作 为 无 因。 依 意 界 及 意 识 界 的 
差 别 故 有 二 种。 此 中， (70) “意 界” 是 有 识 知 于 眼 识 等 的 前 行 的 色 等 的 特 
相。 有 转 向【58】 的 作 用。 以 色 等 现 前 的 状 态 为 现 状。 以 断 去 有 分 为 直 接 因。 
它 只 是 与 舍 相 应 的。 其 次 “意 识 界” 有 共 （凡 圣 共 通） 不 共 （唯 在 阿 罗 汉） 
二 种。 [457] 此 中， (71) “共” 的 与 舍 俱 的 无 因【59】 唯 作， 有 识 知 （色 声 等） 六 所 
缘 的 特 相。 依 其 作 用， 则 于 五 （根） 门 及 意 门 中 有 确 定、 转 向 的 作 用。 以 同 
样 的 （确 定 及 转 向 的） 状 态 为 现 状。 以 离 去 无 因 异 熟 意 识 界【60】 及 有 分 （心） 
的 任 何 一 种 为 直 接 因。 (72) “不 共” 的 与 喜 俱 的 无 因【61】 唯 作， 有 识 知 六 所 缘 
的 特 相。 依 作 用， 则 有 诸 阿 罗 汉 对 诸 丑 恶 的 事 物 （如 骨 锁、 饿 鬼 的 恣 态 等） 
生 笑 的 作 用。 以 同 样 的 （生 笑） 状 态 为 现 状。 一 定 以 心 所 依 处 为 直 接 因。 如 
是 欲 界 唯 作 无 因 心 有 三 种。  

（有 因 唯 作） 其 次 有 因， 依 喜 等 的 差 别， 如 欲 界 的 善 心， 有 八 种 〔即 (73) 
喜 俱 智 相 应 无 行， (74) 喜 俱 智 相 应 有 行， (75) 喜 俱 智 不 相 应 无 行， (76) 喜 俱 智 
不 相 应 有 行， (77) 舍 俱 智 相 应 无 行， (78) 舍 俱 智 相 应 有 行， (79) 舍 俱 智 不 相 应 
无 行， (80) 舍 俱 智 不 相 应 有 行〕。 但 善 心 只 是 在 有 学 及 凡 夫 生 起， 而 此 （唯 
作 心） 则 只 在 阿 罗 汉 生 起， 这 是 它 们 的 差 别 处。 如 是 先 说 欲 界 的 唯 作 心 有 
十 一 种。  

（色 界 及 无 色 界 唯 作） 色 界 （唯 作 心） 及 无 色 界 （唯 作 心）， 如 善 心 
（同 名 的） 有 五 种 (81)～(85) 及 四 种 (86)～(89)。 但 这 （唯 作 心） 只 是 在 阿 罗 汉 生 
起 的， 这 是 和 善 心 不 同 之 处。 如 是 于 一 切 三 界 有 二 十 种 的 唯 作 识。  

上 面 有 二 十 一 种 善 心， 十 二 不 善 心， 三 十 六 异 熟 心， 二 十 唯 作 心， 一 共 
有 八 十 九 种 识。  

⑵ （八 十 九 心 的 十 四 作 用） 此 等 （八 十 九 心） 依 十 四 种 行 相 而 转 起， 即 
㈠ 结 生， ㈡ 有 分， ㈢ 转 向， ㈣ 见， ㈤ 闻， ㈥ 嗅， ㈦ 尝， ㈧ 触， ㈨ 领 受， ㈩ 推 
度， （十 一） 确 定， （十 二） 速 行， （十 三） 彼 所 缘， （十 四） 死。 怎 样 的 呢？ 
即：  

㈠ （结 生） 由 于 八 种 欲 界 的 善 心 ⑴～⑻ 的 潜 力， 而 有 情 生 于 （六 欲） 天 
及 人 类 之 中 的 时 候， 便 （转 起） 八 种 有 因 的 欲 界 异 熟 (42)～(49) （而 结 生）； 以 
及 堕 于 人 类 之 中 的 半 择 迦 等 的 人， 而 （转 起） 力 弱 的 二 因 的 善 异 熟 与 舍 俱 

                                                 
【57】“唯 作” (kiriyā), 是 指 非 善 非 不 善 及 非 异 熟 心 的 阿 罗 汉 离 业 而 自 由 作 用 的 无 记 

心。 
【58】关 于 转 向， 见 底 本 四 五 八 页。 
【59】“舍 俱 无 因” (upekkhāsahagatāhetuka) 底 本 upekkhāsahagatā hetuka 误。 
【60】无 因 异 熟 意 识 界， 是 指 八 十 九 心 中 的 第 四 十、 四 十 一 及 五 十 六 的 三 心。 
【61】喜 俱 无 因 (Somanassasahagāhetuka) 底 本 Somanassasahagā hetuka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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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无 因 异 熟 意 识 界 (41) 而 结 生， 这 是 他 们 （在 前 世 的） 临 终 之 时 所 现 起 的 
业， 业 相 及 趣 相【62】

， 不 论 以 那 一 种 为 所 缘 而 发 生 的， 这 是 （由 欲 界 的 善 心 
之 力） 转 起 九 异 熟 心 而 结 生。 其 次 由 于 色 界 ⑼～⒀， 无 色 界 ⒁～⒄ 的 善 心 之 
力， （有 情） 生 于 色， 无 色 界 的 时 候， 便 转 起 九 种 色 及 无 色 界 异 熟 (57)～(65) 
（而 结 生）， 这 是 他 们 （在 前 世 的） 临 终 之 时 所 现 起 的 业 及 业 相【63】

， 不 论 以 
那 一 种 为 所 缘 而 发 生 的。 其 次 由 于 不 善 心 之 力， （有 情） 生 于 恶 趣 之 时， 便 
转 起 一 种 不 善 异 熟 无 因 意 识 界 (56)， 这 是 他 们 （在 前 世 的） 临 终 之 时 所 现 起 
的 业、 业 相、 趣 相【64】

， 不 论 以 那 一 种 为 所 缘 而 发 生 的。 [458] 如 是 当 知 这 里 
有 十 九 种 异 熟 识 是 依 结 生 （的 作 用） 而 转 起 的。  

㈡ （有 分） 当 结 生 识 （在 怀 孕 时） 息 灭 之 时， 即 刻 随 着 那 （十 九 异 熟 识 
中 的） 任 何 一 种 业 的 异 熟 的 结 生 识， 并 于 那 （结 生 识 的） 同 样 的 所 缘， 起 了 
（与 结 生 识） 类 似 的 有 分 识 （潜 意 识）。 如 是 连 续 同 样 的 再 再 生 起 无 数 的 有 
分 识 （生 命 流）， 如 河 流 相 似， 甚 至 在 无 梦 的 酣 睡 之 中， 直 至 有 别 的 心 生 起 
前 来 转 变 它。 如 是 当 知 依 有 分 （作 用、 而 起 彼 等 （十 九） 识。  

㈢ （转 向） 其 次 有 分 这 样 相 续 转 起 之 时， 若 诸 有 情 的 （眼 等） 诸 根 获 得 
了 取 其 所 缘 的 机 会， 那 时 如 果 是 色 现 于 眼 前， 则 眼 净 （眼 根） 击 触 于 色 缘。 
由 于 击 触 之 力， 而 有 分 （潜 意 识） 波 动； 继 之 于 有 分 息 灭 之 时， 即 于 那 同 样 
的 色 所 缘， 生 起 好 象 是 有 分 的 断 绝 而 行 转 向 （唤 起 认 识 的 注 意） 作 用 的 唯 
作 意 界 (70)。 于 耳 门 等 也 是 同 样 的。 如 果 六 种 所 缘 现 于 意 门 之 时， 在 有 分 的 
波 动 之 后， 生 起 好 象 是 有 分 的 断 绝 而 行 转 向 作 用 的 舍 俱 无 因 唯 作 意 识 界 
(71)。 如 是 当 知 由 转 向 作 用 而 起 的 唯 作 识。  

（四 ～ 八） （见、 闻、 嗅、 尝、 触） 其 次 在 转 向 之 后， 于 眼 门 生 起 以 眼 净 
（眼 根） 为 所 依 而 行 见 的 作 用 的 眼 识 (34)～(50)， 于 耳 门 等 生 起 行 闻 等 作 用 的 
耳、 鼻、 舌、 身 识 (35)～(38)， (51)～(54)。 在 此 等 识 中， 如 果 对 好 的 及 好 的 中 境 
而 起 的 为 善 异 熟 (34)～(38)； 如 对 不 好 的 及 不 好 的 中 境 而 起 的 为 不 善 异 熟 (50)～
(54)。 如 是 当 知 依 见、 闻、 嗅、 尝、 触 （的 作 用） 而 起 十 异 熟 识。  

㈨ （领 受） 其 次 依 照 此 等 说 法【65】
： “即 在 眼 识 界 的 生 起 和 息 灭 之 后， 生 

起 心、 意、 意 思 …… 乃 至 …… 是 相 当 的 意 界”， 所 以 即 在 眼 识 等 之 后， 领 受 
它 们 的 境 （认 识 的 对 象）， 即 是 说 在 善 异 熟 （的 前 五 识） 之 后 而 起 善 异 熟 
（的 意 界） (39)， 在 不 善 异 熟 （的 前 五 识） 之 后 [459] 而 起 不 善 异 熟 的 意 界 
(55)。 如 是 当 知 依 领 受 （的 作 用） 而 起 二 异 熟 识。  

㈩ （推 度） 其 次 依 照 此 等 的 说 法【66】
： “即 在 意 界 的 生 起 和 息 灭 之 后， 生 

起 心、 意、 意 思 …… 乃 至 …… 是 相 当 的 意 识 界”， 所 以 即 是 对 意 界 所 领 受 的 
境 加 以 推 度， 即 是 说 在 不 善 异 熟 的 意 界 之 后 而 起 不 善 异 熟 （意 识 界） (56)， 
在 善 异 熟 （意 界） 之 后 对 好 的 所 缘 而 起 喜 俱 的 （善 异 熟 无 因 意 识 界） (40)， 
对 好 的 中 所 缘 而 起 舍 俱 的 善 异 熟 无 因 意 识 界 (41)。 如 是 当 知 依 推 度 （作 用） 
                                                 
【62】见 底 本 五 四 九 页。 
【63】见 底 本 五 五 ○ 页。 
【64】见 底 本 五 四 八 页。 
【65】Vibh. p.88. 
【66】Vibh. 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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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起 三 异 熟 识。  

（十 一） （确 定） 其 次 即 在 推 度 之 后， 于 那 同 样 的 境 上 面 起 确 定 的 舍 俱 
唯 作 无 因 意 识 界 (41)。 如 是 当 知 依 确 定 （作 用） 只 起 一 唯 作 识。  

（十 二） （速 行） 其 次 在 确 定 之 后， 如 果 色 等 所 缘 是 强 大 的， 即 于 那 确 
定 的 同 一 境 上， 无 论 由 八 欲 界 善 ⑴～⑻ 或 十 二 不 善 (22)～(33) 或 其 他 的 九 欲 界 
唯 作 (72)～(80) 中 的 那 一 种， 速 行 了 六 或 七 的 速 行。 这 是 先 就 （眼 等） 五 门 的 
方 法 说； 其 次 了 意 门， 则 在 意 门 转 向 之 后， 以 同 样 的 方 法 而 起 此 等 （二 十 九 
心 的 速 行）。 如 果 是 从 种 性 心【67】 之 后 （而 起 的 速 行）， 则 从 色 界 的 五 善 ⑼～

⒀， 五 唯 作 (81)～(85)， 从 无 色 界 的 四 善 ⒁～⒄， 四 唯 作 (86)～(89) 及 从 出 世 间 的 
四 道 心 ⒅～(21)， 四 果 心 (66)～(69) 之 中， 获 得 它 们 的 缘 而 起 速 行。 如 是 当 知 依 
速 行 （作 用） 而 起 五 十 五 的 善、 不 善、 唯 作， 及 异 熟 的 识。  

（十 三） （彼 所 缘） 其 次 如 果 于 五 门 是 极 大 （的 色 等 所 缘）， 及 于 意 门 
是 明 了 的 所 缘， 则 于 速 行 之 后 一 一 即 于 欲 界 的 速 行 之 未 由 于 好 的 所 缘 等 及 
宿 业 的 速 行 心 等 而 获 得 各 种 缘， 即 以 那 些 缘， 于 八 种 有 因 的 欲 界 异 熟 (42)～
(49) 及 三 种 异 熟 无 因 的 意 识 界 (40)、 (41)、 (56) 之 中， 起 了 一 种 异 熟 识， 它 是 随 
着 速 行 心 而 对 于 有 分 的 所 缘 以 外 的 另 一 所 缘 而 速 行 二 回 或 [460] 一 回 的 （异 
熟 识）， 好 象 暂 时 随 着 逆 流 而 行 的 船 的 流 水 一 样。 这 便 是 说， 因 为 那 异 熟 识 
本 来 可 对 有 分 的 所 缘 而 起， 可 是 它 却 以 速 行 的 所 缘 为 自 己 的 所 缘 而 起， 所 
以 称 它 为 “彼 所 缘”。 如 是 当 知 由 于 彼 所 缘 （的 作 用） 而 起 十 一 异 熟 识。  

（十 四） （死） 其 次 在 彼 所 缘 之 后， 必 再 起 有 分。 于 有 分 断 时， 再 起 转 
向 等。 如 是 在 心 的 相 续 中， 获 得 了 缘， 便 于 有 分 之 后 生 起 转 向， 于 转 向 之 后 
生 起 见 等， 这 样 由 于 心 的 一 定 的 法 则， 再 再 生 起， 直 至 于 一 有 （一 生） 中 的 
有 分 火 尽 为 止。 那 一 生 （有） 之 中 最 后 的 有 分， 因 为 是 从 生 （有） 而 火， 故 
称 为 “死”。 所 以 这 死 心 也 （和 结 生 及 有 分 的 识 一 样） 只 有 十 九 种， 如 是 当 
知 由 于 死 （的 作 用） 而 起 十 九 异 熟 识。  

其 次 从 死 之 后 再 结 生， 从 结 生 之 后 再 有 分， 如 是 于 三 有、 ㈤ 趣、 （七 
识） 住、 （九 有 情） 居 中 轮 回 的 诸 有 情 而 起 不 断 的 相 续 的 心。 只 有 那 些 于 轮 
回 中 证 得 阿 罗 汉 果 的 人， 在 他 的 死 心 灭 时 而 识 即 灭。  

这 是 详 论 识 蕴 一 门。  

   

现 在 再 说【68】
： “一 切 有 觉 受 相 的 总 括 为 受 蕴”， 有 觉 受 相 的 即 为 

“受”， 所 谓【69】
： “朋 友， 觉 受 觉 受， 故 名 为 受”。 这 受 的 自 性 与 觉 受 相 虽 

为 一 种， 然 依 类 别 而 有 善、 不 善、 无 记 三 种。 此 中【70】
： “欲 界 因 有 喜、 舍、 

智、 行 的 差 别 故 有 八 种” 等， 与 前 面 所 说 的 同 样 方 法， 和 善 识 和 应 的 受 为 
善， 和 不 善 识 相 应 的 受 为 不 善， 与 无 记 识 相 应 的 受 为 无 记。 [461] 
                                                 
【67】这 里 的 种 姓 (gotrabhū) 是 含 有 遍 作 (parikamma), 近 行 (upacāra), 清 净 (vodāna) 等 的 意 

思。 关 于 这 些， 可 参 看 底 本 一 三 七、 三 八 七 页、 四 ○ 八 页、 六 六 九 页 等。 
【68】底 本 四 五 二 页。 
【69】M.I, p.293. cf. S.III, p.86. 
【70】底 本 四 五 二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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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依 其 自 性 类 别 为 （身） 乐、 （身） 苦、 （心） 喜、 （心） 忧、 舍， 却 有 
五 种。 

此 中： 与 善 异 熟 身 识 (38) 相 应 的 受 为 “乐”， 与 不 善 异 熟 （身 识） (54) 
（相 应 的 受） 为 “苦”。 与 此 等 六 十 二 识 相 应 的 受 为 “喜”， 即： 欲 界 的 四 善 
⑴～⑷、 四 有 因 异 熟 (42)～(45)、 一 无 因 异 熟 (40)、 四 有 因 唯 作 (73)～(76)、 一 无 因 
唯 作 (72)、 四 不 善 (22)～(25)， 色 界 的 除 了 第 五 禅 识 的 其 他 四 善 ⑼～⑿、 四 异 熟 
(57)～(60)、 四 唯 作 (81)～(84)， 及 出 世 间 的 识 是 没 有 无 禅 的， 所 以 八 种 出 世 间 心 
各 有 五 禅 而 成 为 四 十 心， 除 去 各 各 的 第 五 禅 八 种， 其 他 的 三 十 二 种 的 善 及 
异 熟 （共 六 十 二 识）。 与 二 不 善 (30)、 (31) 相 应 的 受 为 “忧”。 与 其 余 的 五 十 
五 识 相 应 的 受 为 “舍”。  

此 中， “乐” （受） —— 有 享 受 可 意 的 可 触 的 （境） 的 特 相， 有 使 相 应 的 
（心， 心 所 法） 增 长 的 作 用 （味）； 以 身 受 乐 为 现 状 （现 起）； 以 身 根 为 近 因 
（足 处）。 “苦” （受） —— 有 受 不 可 意 的 可 触 的 （境） 的 特 相； 有 使 相 应 的 
（心， 心 所 法） 的 消 沉 的 作 用； 以 身 的 苦 恼 为 现 状； 以 身 根 为 近 因， “喜” 
（受） —— 有 享 受 可 意 的 所 缘 的 特 相； 有 以 各 种 方 法 受 用 可 意 的 行 相 的 作 
用； 以 心 的 愉 快 为 现 状； 以 轻 安 为 近 因。 “忧” （受） —— 有 受 不 可 意 的 所 
缘 的 特 相； 有 以 各 种 方 法 受 用 不 可 意 的 行 相 的 作 用； 以 心 的 苦 恼 为 现 状； 
只 以 心 所 依 处 为 近 因。 “舍” （受） —— 有 中 （不 苦 不 乐） 受 的 特 相； 有 使 相 
应 的 （心、 心 所 法） 不 增 长 不 消 沉 的 作 用； 以 寂 静 的 状 态 为 现 状； 以 离 喜 之 
心 为 近 因。  

这 是 详 论 受 蕴 门。  

   

现 在 再 说【71】
： “一 切 有 想 念 相 的 总 括 为 想 蕴”， 这 里 亦 以 想 念 相 即 为 

“想”， 所 谓【72】
： “朋 友， 想 念 想 念， 故 名 为 想”。 此 想 念 的 自 性 及 想 念 相 

虽 为 一 种， 然 依 类 别 则 有 三： 即 善、 不 善、 及 无 记。 此 中， [462] 与 善 识 相 应 
的 （想） 为 善， 与 不 善 识 相 应 的 想 为 不 善， 与 无 记 识 相 应 的 想 为 无 记。 没 有 
任 何 识 是 不 与 想 相 应 的， 所 以 那 识 的 区 别， 便 是 想 的 区 别。 此 想 与 识 虽 以 
同 样 的 区 别， 然 而 就 相 等 来 说， 则 一 切 想 都 自 有 想 念 的 特 相； 有 给 以 再 起 
想 念 之 缘 的 相 说 “这 就 是 它” 的 作 用， 如 木 匠 等 （想 起》 木 料 等； 依 所 取 之 
相 而 住 著 于 心 为 现 状， 如 盲 人 见 象 相 似【73】

； 以 现 前 之 境 为 近 因， 如 小 鹿 看 
见 草 人 而 起 “是 人” 之 想 相 似。  

这 是 详 论 想 蕴 门。  

   

其 次 再 说【74】
： “一 切 有 行 作 相 的 总 括 为 行 蕴”， 这 里 的 有 行 作 相 便 是 

有 聚 合 相 的 意 思， 那 是 什 么 呢？ 便 是 行。 所 谓【75】
： “诸 比 丘！ 造 作 诸 行 （组 

                                                 
【71】底 本 四 五 二 页。 
【72】M.I, p.293. 
【73】如 盲 人 摸 得 了 象 的 一 部 分 之 相， 住 着 于 心， 以 为 这 便 是 象。 
【74】底 本 四 五 二 页。 
【75】S.III, 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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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复 合 物）， 故 名 为 行”。 彼 等 诸 行 有 行 作 的 特 相； 有 发 动 组 合 的 作 用， 以 
忙 碌 为 现 状， 以 其 余 三 蕴 为 近 因。 如 是 依 相 等 虽 为 一 种， 然 依 类 别， 有 善、 
不 善、 无 记 三 种。 此 中， 与 善 识 相 应 的 行 为 善， 与 不 善 识 相 应 的 行 为 不 善， 
与 无 记 识 相 应 的 行 为 无 记。  

⑴ （与 诸 善 心 相 应 的 行） 这 里 先 说 与 欲 界 第 一 善 识 相 应 的 三 十 六 种： 
即 决 定 依 自 身 生 起 的 二 十 七， 不 论 何 法【76】 的 四 种， 及 不 决 定 生 起 的 五 种
【77】

。 此 中，  

1． 触、 2． 思、 3． 寻、 [463] 4． 伺、 5． 喜、 6． 精 进、 7． 命、 
8． 定、 9． 信、 10． 念、 11． 惭、 12． 愧、 13． 无 贪、 14． 无 瞋、 
15． 无 痴、 16． 身 轻 安、 17． 心 轻 安、 18． 身 轻 快 性、 19． 心 轻 快 
性、 20． 身 柔 软 性、 21． 心 柔 软 性、 22． 身 适 业 性、 23． 心 适 业 性、 
24． 身 练 达 性、 25． 心 练 达 性、 26． 身 正 直 性、 27． 心 正 直 性，  

此 等 是 决 定 依 自 身 生 起 的 二 十 七 种。  

28． 欲、 29． 胜 解、 30． 作 意、 31． 中 舍 性，  
此 等 是 不 论 何 法 的 四 种。  

32． 悲、 33． 喜、 34． 离 身 恶 行、 35． 离 语 恶 行、 36． 离 邪 命，  
此 等 是 不 决 定 的 五 种。 因 为 他 们 （不 定 心 所） 是 有 时 偶 然 生 起 的， 而 且 

生 起 之 时 亦 不 一 起 生 起 的。 此 中，  

⑴ 因 为 触 故 为 “触”
【78】

。 它 有 触 的 特 相； 有 触 击 的 作 用； 以 集 合 为 现 
状； 以 现 于 诸 识 之 门 的 境 为 近 因。 它 虽 然 不 是 色 法， 但 由 触 于 所 缘 而 起； 如 
眼 之 于 色， 如 耳 之 于 声， 虽 非 直 接 （如 肉 体 的） 冲 击 到 一 边， 然 促 使 心 与 所 
缘 的 触 击 而 联 合， 依 它 自 己 所 显 示 的 原 因 是 （根 境 识） 三 法 的 集 合 而 称 为 
触 之 故， 所 以 说 以 集 合 为 现 状。 因 为 它 是 由 于 适 当 注 意 的 识， 依 于 根 及 于 
现 前 的 境 而 生 起 的， 所 以 说 以 现 于 诸 识 之 门 的 境 为 近 因。 因 为 它 是 受 的 依 
处， 所 以 当 知 触 如 脱 皮 之 牛【79】

。  

⑵ 意 志 活 动 故 为 “思”， 统 领 （与 自 己 相 应 之 法） 的 意 思。 它 是 意 志 的 
特 相； 有 发 动 组 合 的 作 用； 以 指 导 为 现 状， 犹 如 大 木 匠 及 其 上 首 弟 子 能 令 
自 他 的 工 作 完 成。 显 然 的， 此 思 是 在 于 思 维 紧 急 的 业 务 等， 令 相 应 的 （心、 
心 所） 共 同 努 力 而 起 的。 [464] 

⑶～⑸ “寻、 伺、 喜” —— 应 该 说 的， 都 已 在 地 遍 的 解 释 中 说 明 初 禅 的 
地 方 说 过【80】

。  

⑹ 勇 猛 为 “精 进”。 它 有 努 力 的 特 相； 有 支 持 俱 生 （的 心、 心 所） 的 作 
用； 以 不 沉 落 的 状 态 为 现 状； 由 于 此 等 说 法【81】

： “怖 畏 （无 常 等） 的 人， 作 

                                                 
【76】“不 论 何 法” (yevāpanaka), 依 Dhs.I, (p.9), 此 字 是 “ye vā pana tasmiṁ samaye aññe pi atthi 

paṭiccasamuppannā arūpino dhammā kusulā” 一 句 的 省 略 词， 这 里 只 取 此 yevāpanaka (ye 
vā pana) 作 为 一 个 术 语 为 此 等 心 所 的 符 号 而 已。 

【77】Dhammasaṅgaṇī §§ 1028　1030. 
【78】下 面 的 定 义 说 明， 参 看 Atthasālinī p.107f。 
【79】如 脱 皮 的 牛， 触 到 任 何 乐 西 部 觉 痛 苦， 如 是 由 触 而 生 受。 
【80】底 本 第 四 品 一 四 二 页。 
【81】A.II, 115; cf. Dhs. § 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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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理 的 精 进”， 故 以 怖 畏 为 近 因， 或 以 会 起 精 勤 的 故 事 为 近 因。 当 知 正 勤 为 
一 切 成 功 的 根 本。  

⑺ 依 此 而 （相 应 诸 法 得） 活 故， 或 他 自 己 活 故， 或 仅 为 生 命 故 为 
“命”。 关 于 相 等 已 于 前 面 色 法 的 命 根 中 说 过【82】

。 小 过 那 里 是 色 法 的 命， 这 
里 则 为 非 色 法 的 命 的 一 点 差 别 而 已。  

⑻ 对 于 所 缘 持 心 平 等， 或 正 持， 或 心 的 等 持 故 为 “定”。 它 有 不 散 或 不 
乱 的 特 相； 有 统 一 俱 生 （心、 心 所） 的 作 用， 如 水 之 于 洗 澡 粉 相 似； 以 寂 止 
为 现 状； 以 殊 胜 的 乐 为 近 因。 当 知 于 定 中 的 心 的 静 止， 正 如 在 无 风 之 处 的 
灯 焰 的 静 止 一 样。  

⑼ 依 此 而 （人） 信 故， 或 他 自 己 信 故 或 只 是 信 故 为 “信”。 它 有 信 或 信 
任 的 特 相。 有 净 信 的 作 用， 如 能 净 水 的 摩 尼 宝 珠； 或 有 跳 跃 （从 不 信 至 信） 
的 作 用， 如 渡 瀑 流 相 似。 以 下 玷 污 为 现 状， 或 以 信 解 为 现 状。 以 起 信 之 事 为 
近 因， 或 以 听 闻 正 法 等 的 须 陀 洹 支【83】 为 近 因， 当 知 信 如 手、 财 产， 及 种 子
【84】

。  

⑽ 依 此 而 （相 应 诸 法） 忆 念 故， 或 他 自 己 忆 念 故， 或 只 是 忆 念 故 为 
“念”， 它 有 不 使 流 去【85】 或 不 忘 失 的 作 用。 以 守 护 或 向 境 的 状 态 为 现 状。 以 
坚 固 之 想 或 身 等 念 处 为 近 因。 当 知 念 能 坚 住 于 所 缘 故 为 门 柱， 因 为 看 护 眼 
门 等 故 如 门 卫。  

⑾～⑿ 惭 厌 身 的 恶 行 等 故 为 “惭”， 与 “耻” 是 一 同 义 语。 愧 惧 身 的 恶 
行 等 故 为 “愧”， 与 “怖 恶” 是 一 同 义 语。 此 中， 惭 有 厌 恶 于 恶 的 特 相， 愧 
有 怖 骇 的 特 相。 惭 有 耻 作 诸 恶 的 作 用， 愧 有 怖 骇 诸 恶 的 作 用。 此 等 （惭 愧） 
以 上 述 的 退 避 诸 恶 为 现 状， 以 尊 重 自 己 （为 惭 的 近 因）， 尊 重 他 人 为 （愧 
的） 近 因。 [465] 尊 重 自 己 以 惭 舍 恶， 如 良 家 的 妇 女； 尊 重 他 人 以 愧 舍 恶， 如 
诸 淫 女。 当 知 这 二 法 是 维 护 世 间 的。  

⒀～⒂ 依 此 而 人 不 贪， 或 自 己 不 贪， 或 只 是 不 贪 故 “无 贪”。 “无 瞋、 无 
痴”， 依 此 类 推。 它 们 之 中： “无 贪” 能 于 所 缘 有 不 贪 求 或 不 执 着 的 特 相， 
如 水 滴 之 于 荷 叶 相 似； 有 不 遍 取 的 作 用， 如 解 脱 了 的 比 丘 相 似； 以 不 滞 着 
的 状 态 为 现 状， 如 堕 于 不 净 之 中 的 人 （不 滞 着 于 不 净） 相 似。 “无 瞋” 有 不 
激 怒 或 不 反 对 的 特 相， 如 随 顺 的 亲 友； 有 调 伏 瞋 害 或 调 伏 热 恼 的 作 用， 犹 
如 旃 檀； 以 温 和 的 状 态 为 近 因， 犹 如 满 月。 “无 痴” 有 通 达 如 实 性 或 通 达 无 
过 的 特 相， 如 善 巧 的 弓 手 射 箭 相 似； 有 照 境 的 作 用， 如 灯 相 似； 以 不 痴 迷 为 
现 状， 如 行 于 森 林 之 中 的 善 导 者。 当 知 这 三 法 是 一 切 善 的 根 本。  

⒃～⒄ 身 的 安 息 为 “身 轻 安”。 心 的 安 息 为 “心 轻 安”。 这 里 的 “身” 是 
指 受 （想 行） 等 的 三 蕴。 把 这 两 种 合 起 来 说 为 身 心 的 轻 安。 有 寂 灭 身 心 的 不 
安 的 特 相； 有 破 除 身 心 不 安 的 作 用； 以 身 心 的 不 颤 动 与 清 凉 的 状 态 为 现 

                                                 
【82】底 本 一 四 二 页。 
【83】亲 近 善 人， 听 闻 正 法， 如 理 思 惟， 如 法 行 道 为 须 陀 洹 支。 Saṁyutta V, 347。 
【84】如 以 手 取 物， 以 信 而 取 善 法； 如 由 财 产 而 得 所 欲 之 物， 由 信 而 成 诸 圣 法； 如 由 种 

子 而 生 果 实， 由 信 而 得 涅 槃 之 果。 
【85】如 中 流 的 鱼 不 让 流 去， 念 能 注 意 所 缘 坚 定 如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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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以 身 心 为 近 因。 当 知 它 们 是 对 治 使 身 心 不 寂 静 的 掉 举 等 烦 恼 的。  

⒅～⒆ 身 （受 想 行） 的 轻 快 状 态 为 “身 轻 快 性”。 心 的 轻 快 状 态 为 “心 
轻 快 性”。 它 们 有 寂 灭 身 心 的 沉 重 的 状 态 的 特 相； 有 破 除 身 心 的 沉 重 状 态 
的 作 用； 以 身 心 的 不 粗 重 为 现 状； 以 身 心 为 近 因。 当 知 它 们 是 对 治 使 身 心 
成 沉 重 状 态 的 惛 沉 及 睡 眠 等 的 烦 恼 的。  

⒇～(21) 身 （受 想 行） 的 柔 软 状 态 为 “身 柔 软 性”。 心 的 柔 软 状 态 为 “心 
柔 软 性”。 它 们 有 寂 灭 身 心 的 强 情 的 特 相； 有 破 除 身 心 的 强 情 状 态 的 作 用； 
以 不 抵 抗 为 现 状； 以 身 心 为 近 因。 当 知 它 们 是 对 治 使 身 心 成 强 情 状 态 的 见 
与 慢 等 的 烦 恼 的。  

(22)～(23) 身 （受 想 行） 的 适 业 状 态 为 “身 适 业 性”。 心 的 适 业 状 态 为 “心 
适 业 性”。 它 们 有 寂 灭 身 心 的 不 适 业 状 态【86】 的 特 相； [466] 有 破 除 身 心 的 不 
适 业 状 态 的 作 用； 以 身 的 把 握 所 缘 的 成 功 为 现 状； 以 身 心 为 近 因。 当 知 它 
们 是 对 治 除 了 （掉 举、 惛 沉、 睡 眠、 见、 慢 等） 以 外 而 使 身 心 的 不 适 业 状 态 
的 诸 盖 的， 能 于 信 乐 事 中 取 来 信 乐， 能 于 利 益 的 行 为 中 而 取 堪 任 适 当 的 状 
态， 正 如 纯 金 相 似。  

(24)～(25) 身 （受 想 行） 的 熟 练 状 态 为 “身 练 达 性”。 心 的 熟 练 状 态 为 “心 
练 达 性”。 它 们 有 身 心 健 全 的 特 相； 有 破 除 身 心 不 健 全 的 作 用； 以 无 过 失 为 
现 状； 以 身 心 为 近 因， 当 知 它 们 是 对 治 使 身 心 有 过 失 的 不 信 等 的。  

(26)～(27) 身 （受 想 行） 的 正 直 状 态 为 “身 正 直 性”。 心 的 正 直 状 态 为 “心 
正 直 性”。 它 们 有 身 心 正 直 的 特 相； 有 破 除 身 心 至 曲 的 作 用； 以 身 心 的 正 直 
为 现 状！ 以 身 心 为 近 因。 当 知 它 们 是 对 治 使 身 心 成 歪 曲 状 态 的 谄 与 诳 等 
的。  

(28) “欲” 与 希 望 去 做 是 一 同 义 语。 所 以 此 欲 有 欲 作 的 特 相； 有 遍 求 所 
缘 的 作 用， 希 求 于 所 缘 为 现 状； 井 以 希 求 于 所 缘 为 近 因。 当 知 此 欲 之 取 于 
所 缘， 如 伸 心 手 相 似【87】

。  

(29) “胜 解” 等 于 信 解。 有 确 信 的 特 相； 有 不 犹 豫 的 作 用； 以 决 定 为 现 
状； 以 确 信 之 法 为 近 因。 当 知 它 于 所 缘 有 不 动 的 状 态， 如 因 陀 罗 的 柱 石 
（indakhila —— 界 标）。  

(30) “作 意” 是 作 法 —— 于 意 中 工 作 （置 所 缘 于 意 中）。 因 为 和 前 面 的 意 
（有 分） 不 同 的 作 意 故 为 作 意。 这 有 三 种： ㈠ 支 持 所 缘 （作 意）， ㈡ 支 持 路 
线 （心） （作 意）， ㈢ 支 持 速 行 （作 意）。 此 中： “支 持 所 缘 作 意” —— 是 作 
所 缘 于 意 中。 它 有 导 向 所 缘 的 特 相； 有 使 相 应 的 （心、 心 所） 与 所 缘 结 合 的 
作 用； 以 面 向 于 所 缘 的 状 态 为 现 状； 以 所 缘 为 近 因。 它 是 行 蕴 所 摄， 因 为 能 
使 相 应 的 （心、 心 所） 支 持 所 缘， 所 以 如 御 车 者。 “支 持 路 线【88】 作 意” —— 
与 “五 门 转 向” 是 一 同 义 语。 “支 持 速 行 作 意” —— 与 “意 门 转 向” 是 一 同 
义 语。 这 里 是 指 前 一 种， 不 是 后 二 种 的 意 思。  
                         
【86】“身 心 不 适 业 状 态” (kāyacittākammaññabhāva) 底 本 kāyacittakam maññabhāva 误。 
【87】如 贼 在 黑 暗 中 去 摸 取 东 西 相 似。 
【88】“路 线” (vīthi) 即 指 前 面 所 说 的 十 四 种 心 的 作 用 中 的 转 向 → 见 → 领 受 → 推 度 → 确 

定 → 速 行 → 彼 所 缘 等 的 心 的 作 用 的 经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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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 舍 性” —— 是 对 于 诸 （心、 心 所） 法 抱 中 立 的 态 度， 它 有 心 与 心 
所 平 衡 的 特 相； 有 遮 止 太 过 与 不 足 的 作 用， [467] 或 有 断 绝 偏 向 的 作 用； 以 
中 庸 的 状 态 为 现 状。 关 于 它 的 台 置 心 与 心 所 的 状 态， 正 如 御 者 的 舍 置 平 等 
牵 驾 的 良 马 相 似。  

(32)～(33) “悲” 与 “喜”， 与 梵 住 的 解 释【89】 中 所 说 的 方 法 一 样。 只 有 一 
点 不 同 的 是： 那 里 的 （悲 喜） 是 属 于 色 界 而 证 达 安 止 （根 本 定） 的， 这 里 是 
属 于 欲 界 的。 有 人 主 张 慈 与 舍 亦 属 于 不 定 心 所。 然 而 这 是 不 能 接 受 的； 因 
为 依 于 义 理， 无 瞋 即 是 慈， 中 舍 即 是 舍。  

(34)～(36) 离 去 身 的 恶 行 为 “离 身 恶 行”。 其 他 的 （离 语 恶 行， 离 意 恶 行） 
亦 是 这 样。 其 次 从 相 等 来 说， 此 等 三 者 都 有 对 身 恶 行 等 为 对 象 不 犯 的 特 相 
—— 即 是 说 不 蹂 躏 的 特 相； 有 摆 脱 身 恶 行 等 的 对 象 的 作 用； 以 不 作 （恶 行） 
为 现 状， 以 信、 惭、 愧、 少 欲 等 的 德 为 近 因， 即 是 心 的 不 向 恶 行 的 状 态。  

当 知 上 面 的 三 十 六 行 是 和 第 一 欲 界 善 识 相 应 的。 与 第 一 善 心 一 样， 第 
二 善 心 （亦 和 三 十 六 行 相 应）， 只 是 由 有 行 而 起 的 一 点 差 别。 第 三 善 心， 除 
了 无 痴 之 外， 和 余 者 （三 十 五 行 相 应）。 第 四 善 心 同 样 （有 三 十 五 行 相 
应）， 只 是 由 有 行 而 起 的 一 点 差 别。 如 第 一 善 心 所 说 的 （诸 行） 中， 除 了 喜 
之 外， 余 者 （三 十 五 行） 是 第 五 善 心 相 应 的。 第 六 善 心 与 第 五 相 同 （有 三 十 
五 行 相 应）， 只 是 由 有 行 而 起 的 一 点 差 别。 其 次 第 七 善 心， 再 除 无 痴 外， 和 
其 余 的 （三 十 四 行 相 应）。 第 八 善 心 亦 然 （与 三 十 四 行 相 应）， 只 是 由 有 行 
而 起 的 一 点 差 别。  

如 第 一 （欲 界 善 心） 所 说 的 （诸 行） 中， 除 了 三 种 离 （恶 行）
【90】 其 余 的 

（三 十 三 行） 是 与 色 界 第 一 善 心 相 应 的。 第 二 （色 界 善 心）， 除 去 寻 （与 三 
十 二 行 相 应）， 第 三 （色 界 善 心） 更 除 去 伺 （与 三 十 一 行 相 应）， 第 四 （色 
界 善 心） 更 除 去 喜 （与 三 十 行 相 应）， 第 五 （色 界 善 心） 更 除 去 不 定 中 的 悲 
和 喜 （与 二 十 八 行 相 应）。 在 四 无 色 善 心 中 也 是 同 样 （与 二 十 八 行 相 应）， 
这 里 只 是 在 无 色 界 的 一 点 不 同 而 已。  

出 世 间 的 善 心 中， 先 说 在 初 禅 的 ㈣ 道 识 的 （相 应 行）， 与 第 一 色 界 善 识 
中 所 说 的 相 同， 在 第 二 禅 等 的 （四 道 识 的） 种 类， 与 第 二 色 界 识 等 中 所 说 的 
相 同。 但 这 里 没 有 悲。 喜【91】

， 却 决 定 有 离 （三 恶 行）
【92】

， 并 且 是 出 世 间， 只 
此 一 点 差 别 而 已。 上 面 是 先 说 善 的 诸 行。 [468] 

⑵ （与 诸 不 善 心 相 应 的 行） 在 不 善 的 诸 行 之 中， 先 说 与 贪 根 中 第 一 不 
善 心 相 应 的 十 七 行， 即 决 定 依 自 身 生 起 的 十 三， 不 论 何 法 的 四 种， 此 中：  

1． 触、 2． 思、 3． 寻、 4． 伺、 5． 喜、 6． 精 进、 7． 命、 8． 定、 
9． 无 惭、 10． 无 愧、 11． 贪、 12． 痴、 13． 邪 见，  

此 等 是 决 定 依 自 身 生 起 的 十 三 种。  
                                                 
【89】底 本 三 一 八 页。 
【90】因 为 入 禅 者 的 身 语 言 本 已 清 净， 不 致 于 犯 身 语 意 的 三 种 恶 行， 所 以 色 界 善 心 不 

必 有 离 三 恶 行。 
【91】悲 喜 是 以 有 情 为 所 缘 的， 出 世 间 必 是 以 涅 槃 为 所 缘， 所 以 没 有 悲， 喜 无 量。 
【92】因 为 出 世 间 是 常 有 正 语、 正 业、 正 命 的 三 支 圣 道， 所 以 它 的 离 恶 行 是 决 定 有 的， 

不 是 象 欲 界 善 心 的 是 不 定 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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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欲、 15． 胜 解、 16． 掉 举、 17； 作 意，  
此 等 是 不 论 何 法 的 四 种。 此 中。  

⑼～⑽ 无 惭 厌 之 故 为 “无 惭 者”； 无 惭 者 的 状 态 为 “无 惭”。 无 愧 惧 之 
故 为 “无 愧”。 此 中： 无 惭 有 不 厌 恶 身 的 恶 行 等 的 特 相， 或 有 无 耻 的 特 相。 
无 愧 有 不 畏 缩 身 恶 行 等 的 特 相， 或 以 无 怖 骇 为 特 相。 这 是 略 说， 若 欲 详 说， 
当 知 即 如 惭、 愧 所 说 的 反 面。  

⑾～⑿ 依 此 而 （相 应 法） 贪 故， 或 自 己 贪 故， 或 只 是 贪 故 为 “贪”。 依 此 
而 （相 应 法） 愚 痴 故， 或 自 己 愚 痴 故， 或 只 是 愚 痴 故 为 “痴”。 此 中， “贪” 
—— 有 把 持 所 缘 的 特 相， 如 捕 猿 的 粘 胶； 有 粘 着 的 作 用， 如 投 于 热 锅 的 肉 
片； 以 不 施 舍 为 现 状， 如 灯 上 的 油 垢， 于 诸 结 缚 之 法 认 为 有 乐 味 为 近 因。 当 
知 贪 能 增 长 爱 河 而 趋 向 恶 趣， 犹 如 急 流 的 河 而 向 大 海 一 样。 “痴” 一 有 心 的 
暗 冥 的 特 相。 或 以 无 智 为 特 相； 有 不 通 晓 或 覆 蔽 所 缘 的 自 性 的 作 用； 以 不 
正 的 行 为 或 暗 冥 为 现 状； 以 不 如 理 作 意 为 近 因。 当 知 痴 为 一 切 不 善 的 根 
本。  

⒀ 依 此 而 （相 应 法） 邪 见 故， 或 自 己 邪 见 故， 或 只 是 邪 见 故 为 “邪 
见”。 [469] 它 有 不 如 理 的 见 解 的 特 相； 有 执 着 的 作 用； 以 邪 的 见 解 为 现 状； 
以 不 欲 见 诸 圣 者 等 为 近 因。 当 知 邪 见 是 最 上 的 罪 恶。  

⒃ “掉 举” —— 是 心 的 浮 动 状 态。 有 不 寂 静 的 特 相， 犹 如 给 风 吹 动 的 水 
波； 有 不 稳 定 的 作 用， 如 风 扬 旗 帜； 以 散 动 的 状 态 为 现 状， 如 投 以 石 而 散 布 
的 灰 尘； 由 于 心 不 寂 静 而 起 不 如 理 的 作 意 为 近 因。 当 知 掉 举 即 是 心 的 散 
乱。 其 余 诸 不 善 行， 当 知 如 前 面 的 善 行 中 所 说。 只 有 不 善 的 状 态， 是 因 为 不 
善 之 故 为 卑 劣， 这 些 是 和 彼 等 诸 善 行 的 一 点 差 别。 当 知 上 面 的 十 七 行 是 与 
第 一 不 善 识 相 应 的。 第 二 不 善 心 也 和 第 一 不 善 心 相 似， 但 这 里 是 有 行 而 
起， 并 有 惛 沉、 睡 眠 二 种 不 定 的 心 所 （有 十 九 行 相 应）， 只 有 这 一 点 差 别 而 
已。  

此 中： 心 的 沉 重 为 “惛 沉”。 心 的 倦 睡 为 “睡 眠”。 即 说 此 等 是 精 神 萎 
靡 缺 乏 勇 气 不 堪 努 力 之 意。 惛 沉 与 睡 眠 合 为 “惛 沉 睡 眠”。 此 中： 惛 沉 以 不 
堪 努 力 为 特 相； 有 除 去 精 进 的 作 用； 以 心 的 消 沉 为 现 状。 睡 眠 以 不 适 业 为 
特 相； 有 闭 塞 （其 心） 的 作 用； 以 心 的 沉 滞 或 眼 的 昏 昏 欲 睡 为 现 状。 这 两 种 
都 是 由 不 乐 及 欠 伸 等 而 起 不 如 理 的 作 意 为 近 因。  

第 三 不 善 心， 如 第 一 不 善 心 所 说 的 诸 行 中， 除 一 邪 见， 而 有 不 定 的 慢， 
唯 此 差 别， 余 者 相 同 （亦 有 十 七 行 相 应）。 “慢” 以 令 心 高 举 为 特 相； 有 傲 
慢 的 作 用； 以 欲 自 标 榜 为 现 状； 以 与 见 不 相 应 的 贪 为 近 因。 当 知 慢 如 狂 人 
相 似。  

第 四 不 善 心， 如 第 二 所 说 的 诸 行 中， 除 一 邪 见 而 有 不 定 的 慢， 唯 此 差 
别， 余 者 相 同 （有 十 九 行 相 应）。 第 五 不 善 心， 如 第 一 所 说 的 诸 行 中， 除 去 
一 喜， 与 其 余 的 （十 六 行） 相 应。 第 六 不 善 心， 亦 如 第 五 所 说， 唯 一 不 同 
的， 这 里 是 从 有 行 而 起， 并 有 惛 沉、 睡 眠 二 不 定 （有 十 八 行 相 应）。 第 七 不 
善 心， 如 第 五 所 说， 除 见 而 存 一 不 定 的 慢 （有 十 六 行 相 应）。 第 八 不 善 心， 
如 第 六 所 说 的 诸 行 中， 除 见 而 存 一 不 定 的 慢， 余 者 相 同 （有 十 八 行 相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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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次 于 瞋 根 的 二 不 善 心 中， [470] 先 说 与 第 一 心 相 应 的 十 八 行； 即 决 定 
依 自 身 生 起 的 十 一， 不 论 何 法 的 四 种， 及 不 决 定 生 起 的 三 种， 此 中：  

1． 触、 2． 思、 3． 寻、 4． 伺、 5． 精 进、 6． 命、 7． 定、 8． 无 惭、 
9． 无 愧、 10． 瞋、 11． 痴，  

此 等 是 决 定 依 自 身 生 起 的 十 一 种。  

12． 欲、 13． 胜 解、 14． 掉 举、 15． 作 意，  
此 等 是 不 论 何 法 的 四 种。  

16． 嫉、 17． 悭、 18． 恶 作，  
此 等 是 不 决 定 生 起 的 三 种。  

此 中： ⑽ 由 此 而 起 瞋 故， 或 自 瞋 故， 或 即 以 瞋 故 为 “瞋”。 它 有 激 怒 的 
特 相， 如 被 击 的 毒 蛇， 有 （怒） 涨 （全 身） 的 作 用， 加 毒 遍 （全 身 的 作 用） 相 
似， 或 有 燃 烧 自 己 的 所 依 （身 体） 的 作 用， 如 野 火 相 似； 以 瞋 怒 为 现 状， 如 
敌 人 获 得 机 会 相 似； 以 起 瞋 害 的 事 物 为 近 因， 当 知 瞋 如 混 了 毒 的 腐 尿 一 
样。  

⒃ 嫉 妒 作 为 “嫉”。 它 有 嫉 羡 他 人 的 繁 荣 的 特 相； 有 不 喜 （他 人 的 繁 
荣） 的 作 用； 以 面 背 （他 人 的 繁 荣） 为 现 状； 以 他 人 所 得 的 繁 荣 为 近 因。 当 
知 嫉 是 结 缚。  

⒄ 悭 吝 故 为 “悭”。 它 有 隐 秘 自 己 已 得 或 当 得 的 利 益 的 特 相； 有 不 能 与 
他 人 共 有 他 的 所 得 的 作 用； 以 收 缩 或 吝 啬 为 现 状； 以 自 己 的 所 得 为 近 因。 
当 知 悭 是 心 的 丑 恶。  

⒅ 轻 蔑 其 所 作 为 恶 所 作， 此 种 状 态 为 “恶 作” （悔）。 它 有 后 悔 的 特 
相； 事 后 悲 悔 有 己 作 与 未 作 的 作 用； 以 后 悔 为 现 状； 以 作 与 未 作 为 近 因。 当 
知 恶 作 如 奴 隶 的 状 态。  

其 他 诸 行， 已 如 前 说。 上 面 所 说 的 十 八 行， 是 和 第 一 瞋 根 的 心 相 应 的。 
第 二 瞋 心 亦 与 第 一 相 同， 唯 一 差 别 的， 这 里 是 从 有 行 而 在， 并 于 不 定 之 中 
存 有 惛 沉 及 睡 眠 （有 二 十 行 相 应）。  

于 痴 根 的 二 心 中； 先 说 疑 相 应 心 （所 相 应 的 诸 行）： [471] 

1． 触、 2． 思、 3． 寻、 4． 伺、 5． 精 进、 6。 命、 7． 心 止、 8．无 
惭、 9． 无 愧、 10． 痴、 11． 疑 一 此 等 十 一 种 是 决 依 自 身 生 起 的； 
12． 掉 举、 13． 作 意 —— 这 两 种 是 不 论 何 法， 合 有 十 三 行 相 应。  

此 中： ⑺ “心 止” 只 是 维 持 心 的 静 止 的 弱 定。 ⑾ 不 能 治 愈 其 心 故 为 “疑”。 
它 有 怀 疑 的 特 相； 有 动 摇 的 作 用； 以 不 决 定 或 无 决 定 见 为 现 状； 由 疑 丽 起 
不 如 理 的 作 意 为 近 因。 当 知 疑 是 行 道 的 障 碍。  

其 次 掉 举 相 应 心 （所 相 应 的 诸 行）， 如 疑 相 应 心 中 所 说 的， 除 去 疑， 而 
存 其 余 的 十 二 行。 但 这 里 由 于 无 疑 而 起 胜 解。 合 胜 解 而 成 十 三 行。 因 有 胜 
解， 故 可 能 成 为 强 定。 并 且 这 里 的 掉 举 是 决 依 自 身 生 起 的， 胜 解 则 属 于 不 
论 何 法。 当 知 上 面 所 说 的 是 不 善 行。  

⑶ （与 异 熟 无 记 心 相 应 的 行） 无 记 的 诸 行 中： 先 依 异 熟 无 记 的 无 因 与 
有 因， 别 为 二 种。 此 中， 与 无 因 异 熟 识 相 应 的 行 为 无 因。 于 无 因 中， 先 说 与 
善 及 不 善 异 熟 的 眼 识 相 应 的 行 有 五 种， 即 决 依 自 身 生 起 的 触、 思、 命、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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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及 不 论 何 法 的 作 意。 与 耳、 鼻、 舌、 身 识 相 应 的 行 亦 同 样。 二 异 熟 意 界 
(39)、 (55) （相 应 的 行）， 同 前 面 的 五 种， 再 加 寻、 伺、 胜 解 为 八 种， 但 于 此 中 
的 喜 俱 心 (40)， 更 加 一 喜 （有 九 行 相 应）。  

其 次 与 有 因 异 熟 识 相 应 的 行 为 有 因。 此 中 先 说 与 八 欲 界 异 熟 (42)～(49) 相 
应 的 行， 与 八 欲 界 善 心 ⑴～⑻ 相 应 的 行 相 似； 但 这 里 没 有 （八 欲 界 善 心 中 所 
说 的） 悲 与 喜 二 不 定 （心 所） —— 因 为 悲 喜 是 以 有 情 为 所 缘， 故 异 熟 心 中 是 
没 有 的； 井 因 为 欲 界 异 熟 心， 一 向 是 小 所 缘 的， 所 以 不 但 没 有 悲 喜， 也 没 有 
三 种 离 在 异 熟 心 中。 [472] 如 说： “五 学 处 只 是 善 的”  

其 次 与 色 界、 无 色 界、 出 世 间 诸 异 熟 识 (57)～(69) 相 应 的 行， 等 于 那 些 善 
识 ⑼～(21) 相 应 的 行。  

⑷ （与 唯 作 无 记 心 相 应 的 行） 唯 作 无 记 亦 依 无 因、 有 因， 别 为 二 种。 此 
中， 与 无 因 唯 作 识 相 应 的 行 为 无 因， 他 们 与 善 异 熟 意 界、 (39) 及 二 无 因 意 识 
界 (41)、 (40) 相 等。 但 这 里 的 二 意 识 界 (71)、 (72) 增 加 精 进， 由 于 有 精 进， 故 亦 
可 能 成 为 强 定。 这 便 是 这 里 的 唯 一 不 同 之 处。 次 与 有 因 唯 作 识 相 应 的 行 为 
有 因。 此 中： 先 说 与 八 欲 界 唯 作 识 相 应 的 行， 除 去 三 离， 余 者 等 于 八 欲 界 善 
心 相 应 的 行， 关 于 色 界、 无 色 界 的 唯 作 心 相 应 的 行， 完 全 等 于 彼 等 善 识 相 
应 的 行。 当 知 上 面 的 是 无 记 行。  

这 是 详 论 行 蕴 门。  

        

⑴ （五 蕴 的 经 文 解 释） 上 面 是 先 依 阿 毗 达 摩 中 的 句 的 分 别 法 而 详 论 五 
蕴 门。 其 次， 世 尊 曾 这 样 的 详 说 诸 蕴【93】

： “任 何 色 不 论 是 过 去 的、 未 来 的、 
现 在 的、 或 内、 或 外、 或 粗、 细、 劣、 胜、 远、 近 的， 集 结 在 一 起， 总 名 为 色 
蕴。 任 何 受 …… 任 何 想 …… 任 何 行 …… 任 何 识， 不 论 是 过 去 的、 未 来 的、 现 
在 的 …… 乃 至 总 名 为 识 蕴”。  

上 面 所 引 的 文 句 中： “任 何” 是 遍 取 无 余 之 意。 “色” 是 给 以 限 止 于 超 
过 色 的 意 义。 由 于 这 三 字 的 结 合， 便 成 色 的 包 括 无 余 之 义。 然 后  始 对 此 
色 作 过 去 等 的 分 别 —— 即 此 色， 有 的 是 过 去 的， 有 的 是 未 来 的 各 种 差 别。 受 
等 亦 然。  

此 中： 先 说 此 色， 依 于 世、 相 续、 时、 刹 那 的 四 种 名 为 “过 去”。 “未 
来、 现 在 也 是 同 样 的。  

此 中： ㈠ 先 就 “世” 说， 即 于 一 个 人 的 一 有 的 结 生 之 前 为 过 去 世； 在 死 
的 以 后 为 后 世； 在 两 者 之 间 的 为 现 在 世。  

㈡ 依 “相 续” 说， 由 于 同 一 时 节 等 起 的 色 及 同 一 食 等 起【94】 的 色， 虽 系 
前 后 持 续 而 起， [473] 亦 为 现 在 相 续； 于 （现 在 的） 以 前 所 不 同 的 时 节 及 食 等 
起 的 色 为 过 去 相 续； 以 后 的 为 未 来 相 续。 心 生 的 色， 则 于 同 一 路 线 一 速 行
【95】

、 一 三 摩 钵 底 等 起 的 为 现 在 相 续； 在 此 以 前 的 为 过 去 相 续； 以 后 的 为 未 

                                                 
【93】Vibh.1, 2, 5, 7, 9. cf. M.III, p.16f. 
【94】见 底 本 六 一 六 页。 
【95】见 底 本 四 六 六 页， 及 本 书 注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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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相 续。 业 等 起 的 色， 依 相 续 没 有 过 去 等 的 各 别； 因 为 那 （业 等 起 的 色） 只 
是 由 时 节、 食 及 心 等 起 的 诸 色 的 支 持 者， 当 随 （时 节 等 起 的 色 等 的 过 去 等） 
而 知 此 （业 等 起 的 色） 的 过 去 等 的 分 别。  

㈢ 依 “时” 说： 即 依 于 一 须 臾、 朝、 夕、 昼、 夜 等 的 时 间 中 相 续 而 起 的 
色， 彼 等 的 时 为 现 在 时， 从 此 前 面 的 为 未 来 时， 在 此 后 面 的 为 过 去 时。  

㈣ 依 “刹 那” 说： 即 由 于 生 住 灭 的 三 刹 那 所 摄 的 色【96】 为 现 在； 从 此 前 
面 的 为 未 来； 在 后 面 的 为 过 去。 或 以 有 过 的 因 缘 作 用 的 色 为 过 去； 已 尽 因 
的 作 用 而 未 尽 缘 的 作 用 的 为 现 在； 未 曾 达 成 （因 缘） 两 种 作 用 的 为 未 来。 或 
者 在 行 其 自 作 用 （地 能 坚 持 等） 的 刹 那 为 现 在； 从 此 前 面 的 为 未 来； 在 后 面 
的 为 过 去。 这 里 只 有 刹 那 等 说 是 非 差 别 的 （正 义）， 余 者 （世、 相 续、 时） 
是 差 别 的 （借 喻 的）。  

“内、 外” 的 差 别， 已 如 前 说【97】
。 这 里 也 是 以 个 己 为 内、 以 他 人 为 外。  

“粗、 细” 之 别， 已 如 前 说【98】
。  

“劣、 胜” 之 别， 有 差 别 （借 喻 的） 及 非 差 别 （正 义） 二 种。 此 中： 比 较 
色 究 竟 天 的 色， 则 善 见 天 的 色 为 劣； 而 此 善 见 天 的 色 比 较 善 现 天 则 为 胜。 
如 是 乃 至 地 狱 有 情 的 色， 当 知 从 差 别 而 比 较 胜 劣。 其 次 依 非 差 别 说， 那 不 
善 异 熟 识 生 起 之 处 的 色 为 劣， 善 异 熟 识 生 起 之 处 的 色 为 胜。  

“远、 近” 亦 如 前 说【99】
。 这 里 亦 当 依 处 所 比 较 而 知 远 近。  

“集 结 为 一 起”， 即 上 面 以 过 去 等 句 各 别 显 示 的 一 切 色， 以 汇 集 聚 起 
来， 成 为 称 作 变 坏 相 的 一 种 状 态， 总 名 为 “色 蕴”。 这 便 是 经 文 之 义。  

依 于 此 说， 即 指 一 切 的 色， 于 变 坏 的 特 相 中 集 聚 起 来 为 色 蕴， 井 非 于 
色 之 外 另 有 色 蕴。 [474] 

（受 蕴 等） 与 色 同 样， 而 受 等 亦 于 觉 受 的 特 相 等 集 聚 起 来 为 受 蕴 等， 并 
非 于 受 等 之 外 另 有 受 蕴 等。  

其 次 于 过 去 等 的 分 别， 这 里 亦 依 相 续 及 刹 那 等 而 知 有 受 的 过 去、 未 
来、 现 在 的 状 态。 此 中： 先 “依 相 续” 说 即 属 于 一 路 线、 一 速 行、 一 等 至 所 
摄 的 受 及 于 一 种 境 而 起 的 为 现 在； 在 以 前 的 为 过 去， 在 以 后 的 为 未 来。 次 
“依 刹 那 等” 说， 即 属 于 （生、 住、 灭） 三 刹 那 所 摄 的、 及 在 前 际 后 际 的 中 
间 而 行 自 己 的 作 用 的 受 为 现 在； 在 以 前 的 为 过 去， 在 以 后 的 为 未 来。  

“内 外” 之 别， 当 知 亦 依 个 己 等 而 说。  

“粗、 细” 之 别， 当 依 种 类、 自 性、 人、 世 间 及 出 世 间 而 知， 即 如 《分 别 
论》

【100】 所 说 “不 善 受 为 粗， 善 及 无 记 受 为 细” 等 的 方 法。  

㈠ 先 就 “种 类” 说： 不 善 受， 因 为 是 有 罪 行 之 因， 是 烦 恼 热 苦 的 状 态， 
是 不 寂 静 的 习 惯， 所 以 比 较 于 善 受 则 为 粗； 又 因 为 是 有 造 作 故， 是 有 （为 结 
                                                 
【96】见 底 本 六 一 四 页。 
【97】见 底 本 四 五 ○ 页。 
【98】见 底 本 四 五 ○ 页。 
【99】见 底 本 四 五 ○ 页。 
【100】Vibh.p.3,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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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而） 努 力 故， 有 取 得 异 熟 故， 是 烦 恼 热 苦 的 状 态 及 有 罪 之 故， 比 较 异 熟 无 
记 受 则 为 粗； 只 因 为 是 有 异 熟， 是 烦 恼 热 苦 的 状 态， 是 障 害 及 有 罪 之 故， 比 
较 唯 作 无 记 受 则 为 粗。 其 次 善 受 及 无 记 受， 恰 恰 与 上 述 相 反， 所 以 比 较 不 
善 受 则 为 细。 又 善 与 不 善 二 种 受， 因 为 有 造 作， 有 努 力， 能 取 异 熟 之 故， 比 
较 二 种 无 记 受 又 为 粗。 恰 恰 与 上 述 相 反 的 二 种 无 记 受， 比 较 彼 等 （善、 不 善 
受） 则 为 细。 如 是 先 依 种 类 而 知 粗 细。  

㈡ “依 自 性” 说： 苦 受、 因 为 无 乐、 不 静、 烦 扰、 恐 怖 及 为 他 所 克 胜 之 
故， 比 较 其 他 （乐、 舍） 二 受 为 粗。 其 他 的 （乐、 舍） 二 受， 因 为 是 乐、 是 寂 
静、 是 胜、 是 适 意 及 中 庸 之 故， 比 较 苦 受 则 为 细。 其 次 乐 与 苦 的 二 受， 因 为 
不 静， 烦 拢 及 明 了 之 故， 比 较 不 苦 不 乐 受 则 为 粗。 那 （不 苦、 不 乐 受） 恰 恰 
与 上 述 相 反， 故 比 较 前 二 者 为 细。 如 是 当 依 自 性 而 知 粗 细。  

㈢ “依 人” 说： 不 入 定 者 的 受， 因 对 种 种 的 所 缘 而 散 乱， 故 比 较 入 定 者 
的 受 为 粗。 与 此 相 反 的 （入 定 者 的 受） 则 为 细， 如 是 当 依 人 而 知 粗 细。 [475] 

㈣ “依 世 间 及 出 世 间” 说： 有 漏 的 受 为 世 间。 那 有 漏 受， 因 为 是 起 漏 之 
因， 是 为 瀑 流 所 流， 为 轭 所 轭， 为 缚 所 缚， 而 至 取 着 及 杂 染 之 故， 是 凡 夫 所 
共 之 故， 比 较 无 漏 受 则 为 粗。 而 无 漏 受 与 此 相 反， 故 比 较 有 漏 则 为 细。 如 是 
当 依 世 间、 出 世 间 而 知 粗 细。  

这 里 以 种 类 及 自 性 等 的 分 别， 应 该 注 意 避 免 其 （粗 细 的） 混 杂。 虽 然 与 
不 善 异 熟 身 识 相 应 的 受， 依 种 类 说， 因 无 记 故 为 细， 但 依 自 性 （人、 世 间、 
出 世 间） 等 说 则 为 粗。 即 如 这 样 说【101】

： “无 记 受 为 细， 苦 受 为 粗。 入 定 者 的 
受 为 细， 不 入 定 者 的 受 为 粗。 无 漏 受 为 细， 有 漏 受 为 粗”。 亦 如 苦 受 所 说， 
而 乐 受 等 依 种 类 说 虽 为 粗， 依 自 性 等 则 为 细。 因 此 依 种 类 等 没 有 混 杂， 当 
知 诸 受 的 粗 细 不 混。 即 所 谓： 无 记 受 依 种 类 说， 则 比 较 善 与 不 善 为 细。 可 是 
这 里 不 应 作 如 是 自 性 等 的 分 别 说： “什 么 是 无 记？ 它 是 苦 受 吗？ 乐 受 吗？ 它 
是 入 定 者 的 受 吗？ 是 不 入 定 者 的 受 吗？ 它 是 有 漏 受 吗？ 它 是 无 漏 受 吗”？ 其 
他 的 一 切 处 也 是 这 样。 

更 依 这 样 的 语 句【102】 “或 依 彼 此 的 受， 互 相 比 较， 而 知 受 的 粗 细”， 甚 
至 于 不 善 等 中， 瞋 俱 受， 因 为 如 火 烧 自 己 的 所 依 （心 依 处） 一 样， 故 比 较 贪 
俱 受 为 粗； 而 贪 俱 受 则 比 较 为 细。 于 瞋 俱 受 中， 亦 以 决 定 有 者 为 粗， 不 决 定 
有 者 为 细。 于 决 定 有 者 的 受 中， 亦 以 劫 住 （生 存 一 劫） 者 的 受 为 粗， 余 者 为 
细

【103】
。 于 劫 住 者 的 受 中， 亦 以 无 行 的 为 粗， 有 行 的 为 细。 其 次 于 贪 俱 的 

受， 与 见 相 应 的 为 粗， 余 者 为 细。 于 见 相 应 的 受 中， 亦 以 决 定、 劫 住、 无 行 
的 为 粗， 余 者 为 细。 总 之， 不 善 的 受， 能 产 生 许 多 异 熟 的 为 粗， 产 生 少 异 熟 
的 为 细。 善 的 受， 则 产 生 少 异 熟 的 为 粗， 产 生 许 多 异 熟 的 为 细。  

还 有： 欲 界 的 善 受 为 粗， 色 界 的 为 细； 无 色 界 的 受 更 细； 出 世 间 的 受 再 

                                                 
【101】Vibh.p.3f. 
【102】Vibh.p.4. 
【103】底 本 脱 此 数 句， 兹 据 他 本， 应 于 Niyatāpi 之 后 加 入 kappaṭṭhitikā oḷārikā itarā sukhumā 

一 句。 劫 住 者： 是 指 犯 了 弑 父、 弑 母、 弑 阿 罗 汉， 出 佛 身 血， 及 破 和 合 僧 的 五 逆 
罪 者， 堕 无 间 地 狱， 生 存 一 劫 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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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 于 欲 界 的 善 受， 施 所 成 的 为 粗， 戒 所 成 的 为 细； 修 所 成 的 更 细。 于 修 所 
成 受 中， 有 二 因 的 为 粗， 有 三 因 的【104】 为 细。 于 三 因 的 受 中， 有 行 的 粗， 无 
行 的 细。 于 色 界 善 受 中， 初 禅 受 粗 …… 乃 至 第 五 禅 受 为 细。 于 无 色 界 善 受 
中， 空 无 边 处 相 应 受 为 粗 …… [476] 乃 至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受 为 细。 于 出 世 间 善 
受 中， 须 陀 洹 道 相 应 受 为 粗 …… 乃 至 阿 罗 汉 道 相 应 受 为 细。 同 样 的， 关 于 各 
地 的 异 熟， 唯 作 的 受， 依 苦 等、 不 入 定 者 等、 有 漏 等 的 方 法， 与 所 说 的 受 中 
一 样。  

依 处 所 说， 地 狱 的 苦 为 粗， 畜 生 界 的 苦 为 细 …… 乃 至 他 化 自 在 天 的 苦 
为 细。 犹 如 苦 受， 而 乐【105】 受 亦 宜 就 一 切 处 类 推 而 知。  

依 事 物 说， 任 何 由 劣 的 事 物 所 起 的 受 为 粗， 由 胜 的 事 物 所 起 的 受 为 
细。  

次 依 “劣、 胜” 的 分 别， 当 知 那 粗 的 受 为 劣， 而 细 的 受 为 胜。 

其 次 关 于 “远、 近” 之 句， 在 《分 别 论》 曾 作 此 等 分 别【106】
： “不 善 受 与 

善 及 无 记 受 隔 远； 不 善 受 与 不 善 受 接 近” 等。 是 故 不 善 受， 因 为 是 不 同 分
【107】

， 不 相 合， 不 类 似， 故 与 善 及 无 记 受 隔 远； 同 样 的， 善 及 无 记 受 与 不 善 
受 隔 远。 其 他 一 切 类 推 可 知， 不 善 受， 因 为 是 同 分， 类 似， 故 与 不 善 受 接 
近。 

这 是 详 论 受 蕴 的 过 去 等 的 分 别。  

⑵ （关 于 五 蕴 的 决 择 说） 对 于 与 诸 受 相 应 的 想 等 （三 蕴）， 亦 当 以 同 样 
的 方 法 而 知。 既 然 知 道 了 这 些， 更 应 该：  

为 了 欲 于 诸 蕴 而 得 种 种 智，  
一 以 次 第， 二 差 别，  
三 不 增 减， 四 譬 喻，  
五 以 二 种 的 所 见，  
六 以 如 是 见 者 的 利 益 成 就。  
智 者 当 知 此 等 正 确 的 决 择。  

此 中： (Ⅰ) “以 次 第”， 有 生 起 的 次 第， 舍 断 的 次 第， 行 道 的 次 第， 地 的 
次 第， 以 及 说 法 的 次 第 等 种 种 的 次 第。  

此 中： 

 “ 最 初 便 是 羯 罗 监，  
羯 罗 蓝 后 　 部 昙”

【108】
。 

此 等 是 “生 起 的 次 第”。 “以 见 舍 断 法， 以 修 舍 断 法”
【109】

， 此 等 是 “舍 断 的 
次 第”。 “戒 清 净 [477] …… 心 清 净”

【110】
， 此 等 是 “行 道 的 次 第”。 “欲 界、 色 

                                                 
【104】二 因 的， 是 指 欲 界 八 善 心 中 的 智 不 相 应 的 四 心 （三、 四、 七、 八） 相 应 的 受； 三 

因 的， 是 智 相 应 的 四 心 （一、 二、 五、 六） 相 应 的 受。 
【105】乐 (sukhā) 底 本 Sukhumā 误。 
【106】Vibh.p.4. 
【107】不 同 分 (Visabhāgato) 底 本 Sabhāgato 误。 
【108】S.I, p.206; Jāt. IV, 496; KV. XIV, 2; Mil.I, 63. 
【109】Dhs.p.1. 
【110】D.III,288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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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111】

， 此 等 是 “地 的 次 第”。 “四 念 处， 四 正 勤”
【112】 或 “施 说、 戒 说”

【113】
， 此 等 是 “说 法 的 次 第”。  

于 此 等 之 中， 先 说 这 里 不 合 于 生 起 的 次 第， 因 为 诸 蕴 的 生 起 是 不 能 象 
羯 罗 蓝 等 那 样 确 定 前 后 的。 舍 断 的 次 第 也 不 合， 因 为 善 与 无 记 应 不 舍 断 之 
故。 行 道 的 次 第 亦 不 适 合， 因 为 不 善 不 可 作 为 行 道 之 故。 地 的 次 第 亦 不 适 
合， 因 为 受 等 是 包 摄 于 四 地 之 中 的。 只 有 说 法 的 次 第 是 适 合 的。 即 世 尊 对 
不 分 别 五 蕴 而 起 我 执 的 应 该 化 导 的 人， 欲 令 他 们 脱 离 我 执， 为 示 （五 蕴） 积 
聚 的 区 别， 并 欲 使 他 们 获 益 及 容 易 了 解 起 见， 故 最 初 对 他 们 说 眼 等 之 境 而 
较 粗 的 色 蕴。 其 次 说 有 觉 受 于 好 与 不 好 的 色 的 受， 有 觉 受 而 有 想 念 之 故， 
次 说 如 是 把 取 于 受 的 境 的 行 相 的 想。 次 说 由 于 想 而 行 作 的 行。 最 后 说 彼 受 
（想 行） 等 所 依 止 及 为 彼 等 之 主 的 识。 如 是 当 知 先 依 次 第 而 决 择。  

(Ⅱ) “以 差 别”， 即 依 蕴 与 取 蕴 的 差 别。 什 么 是 它 们 的 差 别 呢？ “蕴” 是 
普 通 无 差 别 而 说 的： “取 蕴”， 因 为 是 有 漏 与 取 着 的 对 象， 所 以 是 差 别 说 
的。 即 所 谓【114】

： “诸 比 丘！ 我 对 你 们 说 五 蕴 及 五 取 蕴， 汝 当 谛 听。 诸 比 丘， 
什 么 是 五 蕴？ 诸 比 丘！ 那 任 何 色， 过 去、 未 来、 现 在 …… 乃 至 或 近 的， 诸 比 
压， 是 名 色 蕴。 那 任 何 受 …… 乃 至 那 任 何 识 …… 那 至 或 近 的， 诸 比 丘， 是 名 
识 蕴。 诸 比 丘， 此 等 名 为 五 蕴。 诸 比 丘， 什 么 是 五 取 蕴？ 诸 比 丘， 那 任 何 
色 …… 乃 至 或 近 的， 是 有 漏 的， 取 着 的， 诸 比 丘， 是 名 色 取 蕴。 那 任 何 
受 …… 乃 至 那 任 何 识， 或 近 的， 有 漏 的， 取 着 的， 诸 比 丘， 是 名 识 取 蕴。 诸 
比 丘， 此 等 名 为 五 取 蕴”。 [478] 

在 此 经 中： 受 等 是 有 无 漏 的， 而 色 是 没 有 无 漏 的。 然 而 此 色 由 于 聚 的 
意 义， 是 适 合 于 蕴 的 意 义， 故 说 为 蕴； 此 色 由 于 聚 义 及 有 漏 之 义， 则 适 合 子 
取 蕴， 故 说 为 取 蕴。 可 是 受 等 在 蕴 中 说 是 无 漏 的， 在 取 蕴 中 说 是 有 漏 的。 在 
这 里 的 取 蕴， 当 知 是 “取 着 之 境 的 蕴 为 取 蕴” 的 意 义， 然 而 在 这 里 （清 净 道 
论） 是 把 此 等 （蕴、 取 蕴） 一 切 总 括 一 起 而 单 说 为 蕴 的。  

(Ⅲ) “以 不 增 减’， 为 什 么 世 尊 只 说 五 蕴 而 不 多 不 少 呢？ ㈠ 一 切 有 为 法 
依 同 分 而 类 集 为 五 之 故， ㈡ 是 我 与 我 所 执 的 对 象 的 最 上 之 故， ㈢ 此 五 蕴 包 
摄 其 他 （戒 蕴 等） 之 故。 ㈠ 于 各 种 的 有 为 法 中， 依 其 同 分 及 总 括 为 一 起 的 方 
面 说： 即 色 依 色 的 同 分 而 集 结 一 起 为 一 蕴， 受 依 受 的 同 分 而 集 结 一 起 为 一 
蕴， 如 是 想 等 也 一 样。 所 以 说 “一 切 有 为 法 依 同 分 而 类 集 为 五 之 故”。 ㈡ 于 
我 与 我 所 执 的 对 象 中 以 此 色 等 五 种 为 最 上， 即 所 谓【115】

： “于 现 存 的 色 中， 
由 于 取 色 而 住 着 于 色， 生 起 这 样 的 见： ‘这 是 我 的， 我 是 此， 这 是 我 自 
己’； 于 现 存 的 受 中 …… 想 中 …… 行 中 …… 乃 至 识 中， 由 于 取 识 而 住 着 于 
识， 生 起 这 样 的 见： ‘这 是 我 的， 我 是 此， 这 是 我 自 己’”。 所 以 说 “是 我 与 
我 所 执 的 对 象 的 最 上 之 故”。 ㈢ 关 于 其 他 所 说 的 戒 等 的 五 法 蕴， 他 们 都 包 
摄 于 这 行 蕴 之 中。 所 以 说： “此 五 蕴 包 摄 其 他 （戒 蕴 等） 之 故”。 如 是 当 知 

                                                 
【111】Dhs.§ 1292.etc. 
【112】D.II, 120. 
【113】A.IV, 186.etc. 
【114】A.IV, 47f. 
【115】A.IV 181f. 

 



    291        

依 不 增 减 而 决 择。  

(Ⅳ) “以 譬 喻”， 色 取 蕴 如 病 院， 因 为 它 是 象 病 人 的 识 取 蕴 的 基 地 （所 
依）， 门 （根）， 所 缘 （境）， 有 住 所 的 意 义 之 故。 受 取 蕴， 因 起 苦 痛 之 故 如 
病。 想 取 蕴， 因 为 由 于 欲 想 等 而 起 与 贪 等 相 应 的 受， 所 以 譬 如 病 的 等 起 因。 
行 取 蕴， 因 为 是 受 的 病 的 因 缘， 所 以 譬 如 不 适 当 侍 病。 [479] 如 经 中 说【116】

： 
“受 是 为 觉 受 性 而 行 作”； 即 是 说【117】 “因 为 行 了 不 善 业， 积 集 起 来， 故 成 异 
熟 报， 生 起 苦 俱 的 身 识”。 识 取 蕴， 因 为 不 脱 离 于 受 的 病， 所 以 譬 如 病 人。 
此 等 五 蕴， 又 如： 牢 狱、 惩 罚、 犯 罪、 惩 罚 者、 服 罪 者； 亦 如 食 器、 食 物、 
菜、 侍 候 者、 食 者， 如 是 当 知 以 譬 喻 而 决 择。  

(Ⅴ) “以 二 种 所 见”， 即 以 简 略 及 详 细 的 二 种 见， 为 这 里 的 决 择。 ㈠ 
“简 略”， 即 如 毒 蛇 喻【118】 经 中 所 说 的 道 理， 当 见 举 剑 的 敌 人 为 五 取 蕴； 在 
重 担 经【119】 所 说 的， 应 见 重 担； 于 说 食 经【120】 中 所 说 的， 应 见 食 者； 于 阎 摩 迦 
经

【121】 中 所 说 的， 应 见 无 常、 苦、 无 我、 有 为 及 杀 戮 者 为 五 蕴。 ㈡ 详 细， 即 应 
视 色 如 泡 沫 聚【122】

， 因 为 不 能 捏 成 之 故。 视 受 如 水 泡， 因 有 暂 时 之 乐 的 缘 
故。 视 想 如 阳 焰， 因 为 幻 象 之 故， 视 行 如 芭 蕉 之 干， 因 无 真 实 心 髓 之 故。 视 
识 如 幻， 因 为 欺 诈 之 故。 再 特 别 详 细 的 说： 内 部 的 色， 虽 极 优 美， 亦 当 视 为 
不 净。 视 受 为 苦， 因 为 不 离 三 苦 之 故。 视 想 与 行 为 无 我， 因 为 它 们 不 能 受 制 
之 故。 视 识 为 无 常， 因 为 是 生 灭 之 法 的 缘 故。  

(Ⅵ) “以 如 是 见 者 的 利 益 成 就” —— 如 是 以 简 略 与 详 细 二 种 而 见 者， 成 
就 利 益， 而 知 决 择。 即 先 以 简 略 而 见 五 取 蕴 如 举 剑 的 敌 人 等， 则 不 为 诸 蕴 
所 恼 害。 次 以 详 细 而 见 色 等 如 泡 沫 聚 等 之 人， 则 不 会 于 不 真 实 而 见 为 真 
实。 更 就 五 蕴 特 别 他 说： [480] 

⑴ 见 内 色 为 不 净 者， 则 善 知 段 食， 能 于 不 净 之 中 而 舍 断 于 净 的 颠 倒， 
超 越 于 欲 流， 解 除 欲 的 轭， 以 欲 漏 而 成 无 漏， 破 除 贪 欲 身 系， 不 取 于 欲 取。  

⑵ 见 受 为 苦 者， 则 善 知 触 食， 能 于 苦 中 而 舍 断 于 乐 的 颠 倒， 超 越 于 有 
流， 解 除 有 的 轭， 以 有 漏 而 成 无 漏， 破 除 瞋 恚 身 系， 不 取 于 戒 禁 取。  

⑶ 见 想、 行 为 无 我 者， 则 善 知 意 思 食， 能 于 无 我 中 而 舍 断 我 的 颠 倒， 超 
越 于 见 流， 解 除 见 的 轭， 以 见 漏 而 成 无 漏， 破 除 以 此 为 真 实 住 着 的 身 系， 不 
取 于 我 语 取。  

⑷ 见 识 为 无 常 者， 则 善 知 识 食， 能 于 无 常 中 而 舍 断 于 常 的 颠 倒， 超 越 

                                                 
【116】cf. S.III, 87. 
【117】Dhs.§ 556. 
【118】毒 蛇 喻 (Āsīvisūpamo) S.IV, p.172f. 《杂 阿 含》 一 一 七 二 经 （大 正 二 · 三 一 三 b）。 

《增 一 阿 含》 卷 二 三 （大 正 二 · 六 六 九 c） 
【119】重 担 轻 (Bhāra-sutta) S.III, p.25f。 《杂 阿 含》 七 三 经 （大 正 二 · 一 九 a） 《增 一 阿 

含》 卷 一 七 （大 正 二 · 六 三 七 c） 
【120】说 食 经 (Khajjanīya-pariyāya) S.III, p.87f. 《杂 阿 含》 四 六 经 （大 正 二 · 一 一 c）。 
【121】阎 摩 迦 经 (Yamaka-sutta—— 双 经) S.III, p.114f. 《杂 阿 含》 一 ○ 四 经 （大 正 二 · 三 一 

b）。 
【122】以 下 五 喻， 见 S.III, p.140f; p.141; p.142。《杂 阿 含》 二 六 五 经 （大 正 二 · 六 八 c）， 

《五 阴 譬 喻 经》 （大 正 二 · 五 ○ 一）， 《水 沫 所 漂 经》 （大 正 二 · 五 ○ 一）。 

 



    292        

于 无 明 流， 解 除 无 明 的 轭， 以 无 明 漏 而 成 无 漏， 破 除 戒 禁 取 的 身 系， 不 取 于 
见 取。  

因 见 五 蕴 是 谋 杀 者，  
它 有 这 样 大 的 功 德，  
智 者 呀！  
当 见 五 蕴 是 杀 戮 者。  
为 善 人 所 喜 悦 而 造 的 清 净 道 论， 在 论 慧 的 修 习 中， 完 成 了 第 十 四 
品， 定 名 为 蕴 的 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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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81] 诸 “处” 有 十 二 处， 即 眼 处、 色 处、 耳 处、 声 处、 鼻 处、 香 处、 舌 
处、 味 处、 身 处、 触 处、 意 处、 法 处。 释 此 十 二 处： 

义、 相、 限 量， 次 第 及 简 详。 
并 以 所 见 而 知 于 决 择。 

 ㈠ “以 义” 这 里 先 以 各 别 的 说： 见 故 为 “眼”， 即 是 它 欣 享 及 启 示 于 色 
的 意 思。 显 示 自 己 故 为 “色”， 即 是 一 个 人 的 颜 色 变 化 而 能 “尔 他 的 心 意 的 
意 思。 闻 故 为 “耳”。 发 音 故 为 “声”， 即 发 声 的 意 思：， 嗅 故 为 “鼻”。 开 
显 故 为 “香”， 即 开 陈 自 己 的 事 的 意 思。 呼 （食 物 而 保 持 他 的） 命 故 为 
“舌”。 有 情 嗜 爱 故 为 “味”， 即 嗜 尝 于 味 的 意 思。 是 可 厌 的 有 漏 法 的 来 处 
故 为 “身”， 来 处 即 生 起 的 地 方。 接 触 故 为 “触”。 思 考 故 为 “意”。 保 持 自 
己 的 特 相 故 为 “法”。 

 其 次 普 通 的 说 （处 的 意 义）： ㈠ 努 力 故， ㈡ 来 的 仲 展 故， ㈢ 长 领 导 故， 
当 知 为 “处”。 即 ㈠ 于 眼 及 色 等 的 根 门、 所 缘、 而 心、 心 所 法 各 各 紧 张 发 奋 
努 力 精 进 其 自 己 的 感 受 等 的 作 用 （所 以 说 努 力 故 为 处）。 ㈡ 此 等 十 二 处 能 
伸 展 扩 大 彼 等 所 来 的 心、 心 所 法， 所 以 说 （来 的 伸 展 故 为 处）。 ㈢ 直 至 那 在 
无 始 轮 回 中 所 起 的 极 长 的 轮 回 之 苦 未 得 停 止， 而 此 等 十 二 处 便 起 领 导 （而 
受 轮 回 之 苦）， 所 以 说 （长 领 导 故 为 处）。[482] 是 以 说 此 等 一 切 （十 二 处） 
法， 因 努 力 故， 因 来 的 伸 展 故， 因 长 领 导 故 为 “处”。 

 还 有 ㈠ 以 住 处 之 义， ㈡ 以 矿 山 之 义， ㈢ 以 会 合 处 之 义， ㈣ 以 产 地 之 
义， ㈤ 以 原 因 之 义 故 为 “处”。 即 ㈠ 如 说 世 间 是 自 在 天 处， 梵 苏 天【1】 处 等， 
故 说 以 住 处 之 义 为 处。 ㈡ 如 说 金 处、 银 处 等， 故 说 以 矿 山 之 义 为 处。 ㈢ 如 佛 
教 中 说【2】

： 

  “ 悦 意 之 处， 诸 鸟 同 栖”。 
 在 这 些 地 方， 则 以 “会 合 处” 为 处。 ㈣ 如 说 “南 路【3】 是 产 牛 之 处” 等， 

则 以 “产 地” 为 处。 ㈤ 如 说【4】 “如 有 处， 他 必 得 证 明 的 能 力” 等， 则 以 “原 
因” 为 处。 ㈠ 因 为 心、 心 所 法 住 于 眼 等 之 中， 依 他 们 而 存 在 之 故， 所 以 限 等 
是 心， 心 所 法 的 住 处。 ㈡ 因 为 心、 心 所 法 散 布 于 眼 等 之 中， 以 他 们 为 依 止 及 
以 他 们 为 所 缘 之 故， 所 以 眼 等 是 心， 心 所 法 的 矿 山。 ㈢ 眼 等 是 心， 心 所 法 的 
基 地 （所 依）， 认 识 之 门， 所 缘 及 集 合 之 处， 所 以 是 他 们 的 会 合 处。 ㈣ 因 为 
心、 心 所 法 以 眼 等 为 依 止， 为 所 缘 始 能 生 起， 所 以 是 他 们 的 产 地。 ㈤ 若 无 眼 
等， 亦 无 心、 心 所 法， 所 以 眼 等 是 他 们 的 原 因。 如 是 依 住 处 之 义， 矿 山 之 
义， 会 合 处 之 义， 产 地 之 义 及 原 固 之 义 等 的 理 由， 故 说 此 等 法 为 处。 依 照 上 
述 的 意 义， 眼 即 是 处， 故 名 眼 处 …… 乃 至 法 即 是 处， 故 名 法 处。 如 是 当 先 以 
义 而 知 决 择。 

                                                 
【1】“梵 苏 天” (Vāsu-deva) cf., Jāt. IV, 82. 
【2】 A. III, 43. 
【3】“南 路”(Dakkhiṇāpatha) —— 即 今 名 “德 干”(Decan)。 
【4】 M. I,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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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 “以 相”， 这 里 亦 当 以 眼 等 的 相 而 知 决 择。 他 们 的 相 与 蕴 的 解 释【5】 
中 所 说 的 同 样。 

 ㈢ “以 限 量”， 即 是 说 以 那 样 的 数 量。 眼 等 亦 即 是 法。 那 末， 为 什 么 不 
说 眼 等 为 法 处， 却 说 为 十 二 处 呢？ 因 为 依 据 确 定 六 识 身 生 起 的 门 及 所 缘 之 
故， 即 由 于 确 定 这 六 识 身 的 门 及 所 缘 的 差 别 故 说 为 十 二。 [483] 因 为 属 于 眼 
识 路 线 所 摄 的 识 身， 只 有 眼 处 是 他 的 生 起 之 门， 色 处 是 他 的 所 缘。 其 他 诸 
识 身 和 诸 处 也 是 同 样。 唯 第 六 （意 识 身）， 只 有 称 为 有 分 意 的 意 处 的 一 分 是 
他 的 生 起 之 门， 不 共 的 法 处 是 他 的 所 缘。 这 是 依 据 确 定 六 识 身 的 生 起 之 门 
及 所 缘， 故 说 十 二。 如 是 当 知 以 限 量 而 决 择。 

 ㈣ “以 次 第”， 这 里 也 适 合 应 用 于 前 面【6】 所 说 的 生 起 次 第。 即 于 六 内 
处 中 的 眼 处， 因 为 以 有 见 有 对 色 为 境 之 故， 是 明 了 的， 所 以 最 先 说。 其 次 因 
为 以 无 见 有 对 色 为 境 之 故， 所 以 说 耳 处 等。 或 者 由 于 见 优 胜、 闻 优 胜、 有 许 
多 利 益 之 故， 于 内 处 中， 先 说 眼 处 及 耳 处， 此 后 再 说 鼻 等 三 处。 意 处 以 五 种 
为 活 动 的 范 围， 故 于 最 后 说。 其 次 根 据 眼 处 等 的 活 动 范 围， 所 以 在 内 六 处 
之 间， 次 第 而 说 外 六 处 的 色 处 等。 亦 因 确 定 识 的 生 起 的 原 因， 故 说 此 等 十 
二 处 的 次 第。 即 如 世 尊 说【7】

： “诸 比 丘， 以 眼 与 色 为 缘 生 起 眼 识 …… 乃 至 以 
意 与 法 为 缘 生 起 意 识”。 如 是 当 知 这 十 二 处 的 次 第 的 决 择。 

 ㈤ “以 简 略 与 详 细”， 先 就 简 略 说： 意 处 及 法 处 的 一 部 分 是 属 于 名 所 
摄， 其 他 的 诸 处 属 于 色 所 摄， 所 以 十 二 处 只 是 名 与 色 而 已。 其 次 详 细 他 说： 
先 内 六 处 中 的 眼 处， 依 种 类 只 是 “净 眼”， 但 依 于 （善 恶 等 的 业） 缘， （地 
狱 乃 至 天 界 的 五） 趣， （象 马 或 刹 帝 利 等 的） 都 类 及 （凡 圣 等 的） 人 的 不 
同， 则 有 无 数 的 区 别。 耳 处 等 四 种 也 是 同 样。 意 处， 同 有 善、 不 善、 异 熟、 
唯 作 识 的 不 同， 所 以 有 八 十 九 种 或 一 百 二 十 一 种【8】 的 区 别。 色、 声、 香、 味 
处， 因 （青 黄 等 的） 异 分 及 （善 恶 等 的 业） 缘 等 的 不 同， 故 有 无 数 的 区 别。 
触 处， 依 地 界、 火 界、 风 界， 有 三 种 区 别； [484] 若 依 缘 等 的 不 同， 则 有 多 数 
的 区 别。 法 处， 依 受、 想、 行 蕴、 细 色【9】

、 涅 槃、 （苦 乐 等 的） 自 性 及 （眼 触 
所 生、 耳 触 所 生 等 的） 种 种 性 不 同， 故 有 多 数 的 区 别。 如 是 当 以 简 略 与 详 细 
而 知 决 择。 

 ㈥ “以 所 见”， 在 这 里， 一 切 有 为 的 处， 都 应 视 为 不 来 不 去。 因 为 他 们 
（有 为 处） 在 生 起 之 前 无 所 从 来， 在 消 灭 之 后 亦 无 所 去。 诚 然 它 们 在 生 起 之 
前 为 不 得 自 性， 在 消 灭 之 后 则 完 全 破 坏 了 自 性， 唯 在 前 际 与 后 际 的 中 间， 
与 缘 给 合 而 起 作 用， 不 能 自 在 控 制 的， 所 以 说 应 视 （有 为 处） 为 不 来 不 去。 

 同 样 的， 应 视 （有 为 处） 为 非 努 力， 亦 非 创 作。 因 为 眼 与 色 等 决 不 会 这 
样 思 念： “呀！ 好 的， 我 们 和 合， 令 识 生 起”！ 它 们 （有 为 处） 亦 不 会 努 力 从 
事 以 （认 识 之） 门， 以 基 地 （所 依）， 或 以 所 缘， 令 色 生 起。 只 是 法 性 本 然， 

                                                 
【5】 底 本 四 四 四 页。 
【6】 底 本 四 七 六 页。 
【7】 M. I, p. 111; III, p. 285; S. IV, 67, 87. 
【8】 参 看 底 本 四 五 二 页。 一 百 二 十 一 心， 是 出 世 间 的 八 心 配 合 五 禅 而 开 为 四 十 心， 

加 世 间 心 八 十 一， 成 为 一 百 二 十 一。 
【9】 细 色， 可 参 看 底 本 四 五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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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 与 色 等 和 合 之 时， 而 眼 识 等 生 起。 所 以 说 应 视 有 为 处 为 非 努 力 亦 非 创 
作。 

 并 且 应 视 内 六 处 如 无 人 的 乡 村， 因 为 没 有 常、 净、 乐、 我 的 状 态 之 故； 
应 视 外 六 处 如 抢 劫 村 庄 的 强 盗， 因 为 它 们 有 害 于 内 六 处 之 故。 即 所 谓【10】

： 
“诸 比 丘！ 眼 为 可 意 及 不 可 意 的 色 所 害”。 亦 应 视 内 六 处 如 六 种 功 物【11】

； 视 
外 六 处 如 彼 等 （六 动 物） 的 活 动 境 界。 如 是 应 以 所 见 而 知 决 择。 

 这 是 先 为 详 论 十 二 处。 

     ——    

 其 次 说 “界” 有 十 八， 即 眼 界、 色 界、 限 识 界、 耳 界、 声 界、 耳 识 界、 
鼻 界、 香 界、 鼻 识 界、 舌 界、 味 界、 舌 识 界、 身 界、 触 界、 身 识 界： 意 易、 法 
界、 意 识 界。 释 此 十 八 界： 

一 以 义， 二 以 相 等， 三 以 次 第， 四 以 限 量， 五 以 数， 六 以 缘， 七 以 
所 见 而 知 于 决 择。 

 此 中： ㈠ “以 义”， 即 见 故 为 眼， 显 示 自 己 故 为 色， 眼 的 识 故 为 眼 识。 
当 以 此 等 方 法， 而 知 决 择 眼 等 十 八 界 的 各 别 意 义。 [485] 其 次 普 通 说 界 的 意 
义： ㈠ 令 倾 向 故， ㈡ 负 运 故， ㈢ 配 给 故， ㈣ 因 此 令 向 故， ㈤ 此 中 保 持 故 为 
界。 即 ㈠ 譬 如 金 银 等 的 要 素 （界） 能 生 金 银 等， 由 于 世 间 的 诸 界 决 定 的 原 
因， 令 向 于 种 种 的 轮 回 之 苦。 ㈡ 负 即 运 义， 由 有 情 负 于 界， 如 运 夫 的 负 重。 
㈢ 此 等 （世 间 的 诸 界） 只 配 给 苦， 不 如 人 意 之 故。 ㈣ 由 于 此 等 （诸 界） 为 
因， 而 有 情 倾 向 于 轮 回 之 苦。 ㈤ 保 持 即 放 置 义， 是 说 把 苦 保 持 于 此 等 （诸 
界） 之 中 的 意 思。 如 是 于 眼 等 的 一 一 法 由 生 而 令 倾 向 及 负 运 等 的 意 义， 故 
名 为 界。 

 又 ㈠ 譬 如 诸 外 道 所 说 的 我， 实 在 是 毫 无 自 性 的， 此 等 （十 八 界） 则 不 
然， 它 们 是 保 持 自 己 的 自 性 的， 所 以 为 界。 ㈡ 譬 如 世 间 种 种 黄 的 雄 黄 及 红 
的 砒 石 等 是 岩 石 的 成 分， 而 说 为 界， 如 是 此 等 诸 界 亦 如 界 （成 分）， 因 为 此 
等 种 种 （界） 是 智 及 可 知 的 成 分。㈢ 譬 如 称 为 身 体 的 复 合 体 的 成 分 中 的 脂 肪 
质 和 血 等， 由 于 特 相 不 同， 互 相 各 异， 而 称 为 界， 如 是 称 为 五 蕴 的 身 体 的 成 
分 中 的 十 八 界， 亦 称 为 界， 因 为 此 等 眼 等 诸 界 的 特 相 亦 互 相 各 异 不 同 之 
故。 ㈣ 又 界 与 “非 命” 是 一 同 义 语。 即 如 世 尊 为 了 欲 使 断 除 命 想 的 说 法 所 示
【12】

： “比 丘！ 此 人 是 六 界 所 成” 等。 所 以 依 照 上 面 所 说 的 方 法， 眼 即 是 界 故 
为 眼 界 …… 乃 至 意 识 即 是 界 故 为 意 识 界。 如 是 当 知 先 依 此 等 的 义 而 决 择。 

 ㈡ “以 相 等” 这 里 当 知 以 限 等 的 相 等 而 决 择。 他 们 的 相 等， 与 蕴 的 解 
释 中【13】 所 说 的 一 样。 

 ㈢ “以 次 第”， 这 里 亦 如 前 面【14】 所 说 的 生 起 次 第 等 之 中， 以 说 法 的 次 

                                                 
【10】 S. IV, 175, 《杂 阿 含》 一 一 七 二 经 （大 正 二 · 三 一 三c） 可 资 参 考。 
【11】 六 动 物： 蛇、 鳄、 鸟、 犬、 豺、 猿。 S. IV, 198f. 《 杂 阿 含》 一 一 七 一 经 （大 正 

二 · 三 一 三a） 为 狗、 鸟、 毒 蛇、 豺、 失 收 摩 罗（suṁsumāra —— 鳄）、 猕 猴。 
【12】 M. III, 239. 
【13】 见 底 本 四 四 四 页， 四 五 五 页， 四 六 一 页。 
【14】 底 本 四 七 六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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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为 适 宜。 那 说 法 的 次 第， 是 指 确 定 因 果 的 次 序 而 说， 即 眼 界 与 色 界 二 种 
为 因， 而 眼 识 界 是 果。 余 者 亦 然。 

 ㈣ “以 限 量”， 即 以 数 量 而 说。 在 各 种 的 经 与 论 中， [486] 亦 曾 说 到 十 八 
界 以 外 的 其 他 诸 界， 如： 光 明 界、 净 界、 空 无 边 处 界【15】

、 识 无 边 处 界、 无 所 
有 处 界、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界、 想 受 灭 处 界【16】

、 欲 界、 恚 界、 害 界【17】
、 出 离 界、 

无 恚 界、 无 害 界【18】
、 乐 界、 苦 界、 喜 界、 优 界、 舍 界【19】

、 无 明 界【20】
、 精 进 

界、 勤 界、 勤 勇 界【21】
、 劣 界、 中 界、 胜 界【22】

、 地 界、 水 界、 火 界、 风 界、 空 
界、 识 界【23】

、 有 为 界、 无 为 界【24】
、 多 界、 种 种 界 的 世 间【25】

。 

 （问） 既 然 这 样， 为 什 么 不 以 一 切 界 为 限 而 只 以 此 十 八 界 为 限 呢？ 
（答） 因 为 所 存 的 一 切 界， 从 自 性 上 说， 都 可 以 含 摄 于 此 十 八 界 之 中 的 缘 
故。 即 “光 明 界” 只 不 过 是 色 界。 “净 界” 亦 与 色 等 有 关。 何 以 故？ 因 为 它 
只 是 一 种 净 的 相， 即 净 相 而 为 净 界， 那 净 相 是 不 能 离 开 色 等 而 存 在 的。 或 
者 说， 善 异 熟 识 的 所 缘 的 色 等 为 净 界， 所 以 净 界 只 是 色 等 而 已。 在 “空 无 边 
处 界” 等 之 中， 那 心 法 则 摄 意 识 界 中， 余 者 （心 所 法） 则 摄 于 法 界 中， 其 次 
“想 受 灭 界”， 实 无 自 性； 只 是 （意 识 界 及 法 界） 二 界 的 灭 而 已。 “欲 界” 只 
是 法 界； 即 所 谓【26】

： “此 中 欲 界 怎 样？ 便 是 与 欲 有 关 的 思 择、 寻 求 …… 乃 至 
邪 思 雁”。 或 者 十 八 界 即 欲 界； 所 谓【27】

： “下 自 无 间 地 狱 起， 上 至 他 化 自 在 
天 止， 任 何 行 动 于 此 中 及 包 摄 于 此 中 的 蕴、 界、 处、 色、 受、 想、 行、 识。 是 
名 为 欲 界”。 

[487] “出 离 界” 亦 只 是 法 界。 依 据 此 说【28】
： “一 切 善 法 为 出 离 界”。 所 

以 即 是 意 识 界。 

 “恚 界、 害 界、 无 恚 界、 无 害 界、 乐 界、 苦 界、 喜 界、 忧 界、 舍 界、 无 明 
界、 精 进 界、 勤 界、 勤 勇 界” 亦 只 是 法 界 而 已。 

 “劣 界、 中 界、 胜 界” 只 是 十 八 界 而 已。 因 为 劣 的 眼 等 为 劣 界， 中、 胜 
的 眼 等 为 中 界 及 胜 界。 总 而 言 之： 不 善 之 法 界 及 意 识 界 为 劣 界； 世 间 的 善 
及 无 记 的 眼 界 等 同 为 中 界， 出 世 间 的 法 界 及 意 识 界 为 胜 界。 

 “地 界、 火 界、 风 界” 只 是 触 界 而 已。 “水 界 和 空 界” 只 是 法 界。 “识 
界” 只 是 眼 识 等 七 识 界 的 简 略 之 说。 

                                                 
【15】 空 无 边 处 (Ākāsānañcāyatana) 底 本 Ākāsañcāyatana 误。 
【16】 S. II, 150. 
【17】  S. II, 151; D. III, 215; A. III, 447. 
【18】 S. II, 152; D. III, 215; A. III, 447. 
【19】  Vibh. 85. 
【20】  S. II, 153. 
【21】  A. I, 4; III, 338; Vibh. 85. 
【22】  S. II, 154. 
【23】  D. III, 247; M. III, 239; S. II, 248; III, 231, 234. 
【24】  Dhs. §§ 1085, 1086; 1434, 1439. 
【25】  A. I, 22; V, 33, 37; cf. S. II, 140f. 
【26】  Vibh. p.86. 
【27】  Vibh. p.86. 
【28】  Vibh. 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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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七 界 及 法 界 的 一 部 分 是 “有 为 界”。 “无 为 界” 则 只 是 法 界 的 另 一 部 
分。 

 如 是 存 在 的 一 切 界， 从 自 性 上 说， 都 得 含 摄 于 十 八 界 之 内， 所 以 只 说 
十 八 界， 也 是 为 了 欲 除 有 人 于 有 知 识 的 自 性 的 识 中 而 起 的 命 想， 所 以 这 样 
说。 即 因 为 有 于 知 识 的 自 性 的 识 中 而 作 命 想 的 有 情， 世 尊 为 了 欲 使 他 们 断 
灭 长 时 所 怀 的 命 想， 指 明 有 眼 识 界、 耳 识 界、 鼻 识 界、 舌 识 界、 身 识 界、 意 
界、 意 识 界 等 多 识 的 差 别， 并 且 它 们 是 依 止 于 眼 及 色 等 的 缘 而 起 作 用， 是 
无 常 的， 所 以 佛 说 十 八 界。 更 因 为 是 随 顺 其 所 教 化 的 弟 子 的 意 乐， 所 以 这 
样 说。 又 这 样 不 过 于 简 略 也 不 过 于 详 细 的 说 法， 是 随 顺 其 所 教 化 的 有 情 的 
意， 所 以 说 明 十 八。 

世 尊 以 广 略 的 法 门 而 说 法， 
他 的 正 法 之 光 照 耀 的 时 候， 
其 所 化 有 情 心 中 的 黑 暗， 
便 在 刹 那 之 间 消 灭 了。 

 如 是 当 知 以 限 量 而 决 择。 

 ㈤ “以 数”， 先 说 眼 界， 据 种 类， 依 净 眼 只 有 一 法 数。 [488] 耳、 鼻、 
舌、 身、 色、 声、 香、 味 界 亦 同 样， 依 净 耳 等 亦 只 有 一 法 数。 其 次 触 界， 依 
地、 火、 风， 有 三 法 数。 眼 识 界， 依 善 与 不 善 的 异 熟， 有 二 法 数。 如 是 耳、 
鼻、 舌、 身 识 界 亦 同。 其 次 意 界， 依 五 门 转 向 的 善 与 不 善 的 异 熟 及 领 受 （唯 
作）， 有 三 法 数。 法 界， 依 三 无 色 蕴 （受 想 行） 及 十 六 细 色 并 无 为 界， 有 二 
十 法 数。 意 识 界， 依 其 余 的 善、 不 善、 无 记 的 识， 有 七 十 六 法 数。 如 是 当 知 
以 数 而 决 择。 

 ㈥ “以 缘”， 先 说 眼 界， 给 与 眼 识 界 以 不 相 应、 前 生、 有、 不 离、 依 
止、 根 缘 的 六 缘 为 缘。 色 界 给 与 眼 识 界 以 前 生、 有、 不 离、 所 缘 缘 的 四 缘 为 
缘。 如 是 耳 界、 声 界 等 给 与 耳 识 界 等 为 缘 亦 然。 

 其 次 对 于 眼 识 等 的 五 种， 则 五 门 转 向 的 意 界【29】 给 与 他 们 以 无 间、 等 无 
间、 非 有、 离、 亲 依 止 的 五 缘 为 缘。 而 彼 等 前 五 识 亦 给 与 领 受 意 界 （以 五 缘 
为 缘）。 同 样 的， 领 受 意 界 给 与 推 度 意 识 界， 推 度 意 识 界 给 与 确 定 意 识 界， 
确 定 意 识 界 给 与 速 行 意 识 界 （以 五 缘 为 缘）。 而 速 行 意 识 界 再 给 与 各 各 以 
后 的 速 行 意 识 界 以 彼 等 （无 间、 等 无 间、 非 有、 离、 亲 依 止） 的 五 缘 及 数 数 
修 习 缘 的 六 缘 为 缘。 这 是 在 五 门 作 用 的 方 法。 

 次 于 意 门， 则 有 分 意 识 界 给 与 （意 门） 转 向 意 识 界， 而 （意 门） 转 向 意 
识 界 给 与 速 行 意 识 界 以 上 面 所 说 的 五 缘 为 缘。 

 其 次 法 界 （受 想 行 —— 心 所 法） 给 与 七 识 界 以 俱 生， 相 互、 依 止、 相 
应、 有、 不 离 等 的 多 种 缘 为 缘。 而 眼 界 等 及 一 部 分 的 法 界 （如 细 色、 涅 槃 
等） 则 给 与 一 部 分 的 意 识 界 以 所 缘 缘 等 为 缘。 对 于 眼 识 界 等， 不 只 是 以 眼 
界 及 色 等 为 生 起 之 缘， 亦 以 光 明 等 为 缘， 所 以 古 师 说： “以 眼、 色、 光 明， 
作 意 为 缘 生 起 眼 识， [489] 以 耳、 声、 空 间， 作 意 为 缘 生 起 耳 识； 以 鼻、 香、 
风， 作 意 为 缘 主 起 鼻 识； 以 舌、 味、 水， 作 意 为 缘 生 起 舌 识； 以 身、 触、 地， 

                                                 
【29】 关 于 意 界、 意 识 界 等， 参 考 底 本 四 五 七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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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意 为 缘 生 起 身 识； 以 有 分 意、 法， 作 意 为 缘 生 起 意 识”。 这 里 是 略 说。 对 
于 缘 的 详 细 分 别， 将 在 缘 起 的 解 释【30】 中 更 明 白 他 说。 如 是 当 知 （这 十 八 
界） 以 缘 而 决 择。 

 ㈦ “以 所 见”， 是 说 当 以 所 见 而 知 决 择 之 义。 即 一 切 的 有 为 界， 无 论 是 
前 际 后 际 的 都 应 视 为 无 真 实 性， 没 有 常、 净、 乐、 我 的 特 性， 并 且 都 是 依 于 
缘 而 相 关 的 作 用。 

 次 就 十 八 界 各 别 而 说： 当 视 眼 界 如 鼓 面， 色 界 如 鼓 槌， 眼 识 界 如 鼓 
声， 又 眼 界 如 镜， 色 界 如 面， 眼 识 界 如 映 于 镜 中 的 面 相； 或 者 眼 界 如 甘 蔗 与 
胡 麻， 色 界 如 榨 机 的 轮 轴， 眼 识 界 如 甘 蔗 汁 及 麻 油； 或 视 为 眼 界 如 下 面 的 
木 燧， 色 界 如 上 面 的 木 燧， 眼 识 界 如 所 起 的 火。 对 于 耳 界 等 亦 应 视 为 同 样。 

 其 次 意 界， 从 生 起 方 面 说， 应 视 它 是 眼 识 界 的 先 驱 及 随 从 者【31】
。 

 在 法 界 中 的 受 直， 当 视 如 箭 如 桩。 其 中 的 想 蕴 及 行 蕴， 则 如 受 了 与 受 
的 箭 桩 的 苦 痛。 或 者 凡 夫 的 想， 因 由 意 欲 而 生 苦 痛 之 故 如 空 拳， 或 因 取 于 
不 如 实 之 想， 故 如 森 林 之 鹿 （见 假 的 草 人 而 作 人 想）。 行 蕴， 由 它 而 投 人 于 
结 生， 故 应 视 如 投 人 于 火 坑 的 人， 或 因 它 而 为 生 苦 所 随， 故 应 视 如 为 官 吏 
所 追 的 盗 贼， 或 因 为 它 是 取 来 一 切 不 利 的 蕴 的 相 续 之 因， 故 应 视 如 毒 树 的 
种 子。 （而 法 处 所 摄 的） 色， 因 为 是 种 种 的 危 险 之 相， 故 应 视 如 刀 轮。 

 对 于 无 为 界， 则 应 视 为 不 死、 寂 静、 安 隐。 何 以 故？ 因 为 是 反 对 取 来 一 
切 不 利 之 故。 [490] 

 意 识 界， 于 诸 所 缘， 不 能 确 定， 故 应 视 如 森 林 的 猿 猴； 甚 难 调 御， 故 如 
野 马； 它 能 落 于 任 何 所 欲 之 境， 故 如 投 于 空 中 的 棍； 出 它 穿 了 贪 瞋 等 的 种 
种 烦 恼 之 衣， 故 应 视 如 盛 装 的 舞 女。 

为 诸 善 人 所 喜 悦 而 造 的 清 净 道 论， 在 论 慧 的 修 习 中 完 成 了 第 十 五 
品， 定 名 为 处 界 的 解 释。 

                                                 
【30】 底 本 第 十 七 品， 五 三 二 页。 
【31】 五 门 转 向 的 意 界 是 眼 识 界 等 的 先 驱， 领 受 意 界 是 眼 识 界 等 的 随 从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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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91] 其 次 在 界 之 后， 举 示 二 十 二 根： 即 眼 根、 耳 根、 鼻 根、 舌 根、 身 
根、 意 根、 女 根、 男 根、 命 根、 乐 根、 苦 根、 喜 根、 忧 根、 舍 根、 信 根、 精 进 
根、 念 根、 定 根、 慧 根、 未 知 当 知 根、 已 知 根、 具 知 根。 释 此 二 十 二 根： 

一 以 义， 二 以 相 等， 三 次 第， 
四 以 别 无 别， 
五 以 作 用， 六 以 地， 
我 等 如 是 知 决 择。 

此 中： ㈠ “以 义”， 先 说 眼 等， 即 如 前 面 所 说【1】 的 见 故 为 眼 等 的 方 法。 
但 最 后 的 三 （无 漏 根） 中： 第 一， 在 修 习 的 前 分， 由 于 “我 将 知 道 未 知 的 不 
死 之 道 或 四 谛 法” 这 样 的 行 道 者 所 生 起 故， 且 有 根 的 意 义， 故 说 “未 知 当 知 
根”。 第 二， 已 知 （四 谛） 故， 且 有 根 的 意 义， 故 说 “已 知 根”。 第 三， 是 全 
知 者 —— 即 完 成 四 谛 智 的 作 用 者 及 漏 尽 者 所 生 起 故， 且 有 根 的 意 义， 故 说 
“具 知 根”。 

然 而 什 么 是 彼 等 （二 十 二 根） 的 根 的 意 义？ ㈠ 因 陀 （主） （业） 的 表 相 
之 义 为 根 义； ㈡ 因 陀 （世 尊） 所 教 示 之 义 为 根 义； ㈢ 因 陀 （世 尊） 所 见 之 义 
为 根 义； ㈣ 因 陀 （业） 所 生 起 之 义 为 根 义， ㈤ 因 陀 （世 尊） 所 习 用 之 义 为 根 
义。 这 一 切 义 都 适 合。 即 以 世 尊、 等 正 觉 者 是 最 上 自 在 者 之 故 为 “因 陀”。 
又 因 为 没 有 任 何 人 能 主 于 业 故 以 善 及 不 善 的 业 为 “因 陀”。 [492] 

是 故 于 此 （二 十 二 根） 中， 先 说 ㈠ 由 业 而 生 的 诸 根， 所 以 说 “因 陀 的 表 
相 之 义” 及 ㈣ “因 陀 所 生 起 之 义” 为 根 义。 其 次 ㈡ 此 等 一 切 （二 十 二 根） 是 
由 世 尊 如 实 而 说 明， 及 ㈢ 正 觉 之 故， 所 以 说 “因 陀 所 教 示 之 义” 及 “因 陀 所 
见 之 义” 为 根 义。 ㈤ 因 为 有 些 根 由 世 尊 —— 牟 尼 因 陀 作 为 境 习 用， 有 些 作 为 
修 习 用， 故 说 “因 陀 所 习 用 之 义 为 根 义”。 

又 此 等 之 所 以 说 为 根， 是 ㈥ 因 为 称 为 增 上 （有 力） 的 自 在 之 义， 即 眼 识 
等 的 生 起， 是 眼 等 的 成 就 之 力 （增 上） ， 若 此 等 （成 就 之 力） 锐 利 时， 彼 等 
（眼 识 等 亦 起） 锐 利， 此 等 迟 钝 时， 彼 等 亦 迟 钝。 这 是 先 以 义 而 决 择。 

㈡ “以 相 等”， 是 以 相、 味、 现 起、 足 处 而 知 决 择 眼 等 主 义。 而 彼 等 
（二 十 二 根） 的 相 等， 已 于 蕴 的 解 释【2】 中 说， 即 最 后 的 慧 根 （及 三 无 漏 根） 
等 的 四 种 是 无 痴 之 义。 余 者 都 己 在 那 （蕴 的 解 释） 中 而 述 他 们 的 真 实 状 。 

㈢ “以 次 第”， 这 里 也 是 （前 面 所 说 的 各 种 次 第 中 的） 说 法 次 第。 

由 于 善 知 内 法 而 证 得 圣 地 之 故， 所 以 先 说 摄 属 于 身 体 的 眼 根 等。 

其 次， 为 示 那 与 身 体 有 关 系 之 法 而 被 称 为 男 或 女， 故 此 后 说 女 根、 男 
根。 其 次 为 了 知 道 （那 男 女 的 身 体） 二 者 是 与 命 根 结 合 而 生 存， 故 此 后 说 命 
根。 

为 了 知 道 直 至 命 根 的 存 在， 而 此 等 觉 受 亦 不 灭， 并 旦 一 切 觉 受 都 是 苦 
                                                 
【1】 底 本 四 八 一 页。 
【2】 底 本 匹 四 四 页， 四 四 六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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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故 此 后 说 乐 根 等。 

为 了 指 示 “为 灭 彼 等 苦 当 修 此 等 法” 的 行 说， 故 此 后 说 信 等。 

为 了 指 示 行 道 不 是 徒 然 无 益 的， 由 于 那 （信 等 的） 行 道， 最 初 便 得 此 法 
现 于 自 己 之 前， 故 此 后 说 未 知 当 知 根。 因 为 这 是 那 未 知 当 知 根 所 产 生 的 
果， 并 应 于 彼 根 之 后 即 刻 修 习 此 根， 故 继 之 说 此 已 知 根。 为 了 知 道 由 于 修 
习 前 面 的 根 而 后 得 证 于 此 根， 证 得 此 根 之 时， 便 是 更 无 所 作 了， 故 在 最 后 
说 此 最 上 安 乐 的 具 知 根。 这 是 诸 恨 的 次 第。 [493] 

㈣ “以 别 无 别”， 在 此 等 诸 根 之 中， 只 是 命 根 有 分 别： 即 是 色 命 根 及 非 
色 根 二 种。 余 者 无 别， 如 是 当 以 别 无 别 而 知 决 择。 

㈤ “以 作 用”， 什 么 是 诸 根 的 作 用？ 先 依 这 样 的 语 句【3】 “眼 界， 由 于 根 
缘 的 意 义， 是 眼 识 界 及 其 相 应 诸 法 的 缘”， 这 是 由 于 根 源 所 成 就 的 作 用， 又 
依 照 自 己 的 锐 利 及 迟 钝 等 的 状 ， 而 使 眼 识 等 法 的 锐 利 及 迟 钝 等 亦 受 自 己 
的 行 相 的 影 响 （作 用） —— 这 是 眼 根 的 作 用。 耳、 鼻、 舌、 身 根 的 作 用 亦 
然。 其 次 意 根 的 作 用 是 把 俱 生 的 诸 （心 所） 法 置 于 自 己 的 势 力 之 下。 

命 根 的 作 用 是 保 护 俱 生 的 （色、 心、 心 所） 诸 法。 女 根 和 男 根 的 作 用 是 
处 置 男 女 的 形 状、 相 貌、  度 及 行 动【4】 的 方 式。 

乐、 苦、 喜、 忧 根 的 作 用， 是 克 服 俱 生 的 （心、 心 所） 诸 法， 并 使 获 得 
如 同 自 己 的 粗 显 的 行 相。 舍 根 的 作 用， 则 使 获 得 寂 静、 胜、 中 庸 的 行 相【5】

。 

信 等 的 （五 根 的 作 用） 是 克 服 其 反 对 的 （不 信 等）， 并 使 其 相 应 的 
（心、 心 所） 诸 法 获 得 信 乐 等 行 相 的 状 。 未 知 当 知 根 的 作 用， 是 所 除 （身 
见、 疑、 戒 禁 取 的） 三 结， 并 使 其 相 应 的 （心、 心 所 法） 趋 向 于 如 是 的 舍 
断。 已 知 根 的 作 用， 是 减 少 及 舍 断 欲 贪 与 瞋 恚 等； 并 使 其 俱 生 的 （心、 心 所 
法） 亦 受 自 己 的 影 响。 具 知 根 的 作 用， 是 舍 断 对 一 切 作 用 的 热 望， 及 使 其 相 
应 的 （心、 心 所 法） 趋 向 于 不 死 （涅 槃）。 这 是 当 以 作 用 而 知 决 择。 

㈥ “以 地”， 于 此 （二 十 二 根） 中： 眼、 耳、 鼻、 舌、 身、 女、 男、 乐、 
苦、 忧 根， 只 是 欲 界 的。 意 根、 命 根、 舍 根、 信、 精 进、 念、 定、 慧 根 包 摄 于 
（三 界 及 出 世 间 的） 四 地。 喜 根， 包 摄 于 欲 界， 色 界， 出 世 间 的 三 地。 其 余 
的 三 （无 漏 根） 是 出 世 间 的。 如 是 以 地 当 知 决 择。 然 

常 惧 无 常 的 比 丘， 
住 于 根 律 仪， 
善 知 于 诸 根， 
终 至 于 苦 灭。 
这 是 详 论 二 十 二 根。 

    ——    

[494] 在 根 之 后 而 说 “谛”， 即 苦 圣 谛、 苦 之 集 圣 谛、 苦 之 灭 圣 谛、 苦 灭 
之 道 圣 谛 的 四 圣 谛。 释 此 四 圣 谛： 

                                                 
【3】 Tikapaṭṭhāna I, p, 5. 
【4】 行 动 (ākappa) 底 本 ākuppa 误。 
【5】 中 庸 的 行 相 (majjhattākāra) 底 本 majjhattāra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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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 分 别， 二 分 解， 以 及 三 以 相 等 别， 
四 以 义， 五 以 义 的 要 略， 六 以 不 增 减， 
七 以 次 第， 八 以 生 等 的 决 定， 九 以 智 作 用， 
十 以 区 别 内 容， 十 一 以 譬 喻， 十 二 以 四 法， 
十 三 以 空， 十 四 以 一 种 等， 十 五 以 同 分 与 异 分， 
智 者 当 于 教 法 的 次 第 而 知 于 决 择。 

此 中： ㈠ “以 分 别” —— 分 别 苦 等， 各 各 有 四 种 的 如 实， 非 不 如 实、 非 
不 如 是 之 义， 于 苦 等 现 观 之 人 当 这 样 显 现 观 察。 即 所 谓【6】

： “苦 是 逼 迫 义、 
有 为 义、 热 恼 义、 变 易 义 ……”， 此 等 四 种 是 苦 的 如 实 非 不 如 实 非 不 如 是 之 
义。 “集 是 堆 积 义、 因 缘 义、 结 缚 义、 障 碍 义 ……。 灭 是 出 离 义、 远 离 义、 无 
为 义、 不 死 义 ……。 道 是 出 义、 因 义、 见 义、 增 上 （力） 义 ……”， 此 等 四 种 
是 道 的 如 实 非 不 如 实 非 不 如 是 之 义。 又 如 说 “苦 是 逼 迫 义、 有 为 义、 热 恼 
义、 交 易 义、 现 观 义” 等。 如 是 当 依 各 有 四 义 的 分 别 而 知 苦 等。 这 是 先 以 分 
别 决 择。 

㈡ （以 分 解） “以 分 解 及 相 等 各 别” 的 句 于 中， 先 “以 分 解” 说： “堕 
肯” （苦） —— “堕” 的 音 是 表 示 厌 恶 的 意 思， 如 人 说 厌 恶 的 儿 子 为 “堕 补 
多” （恶 子）。 其 次 “肯” 的 音 是 空 的 意 思， 如 说 虚 空 力 “肯”。 而 此 第 一 苦 
谛， 因 为 是 许 多 危 难 的 住 处， 所 以 是 厌 恶； 又 因 为 缺 乏 那 愚 人 所 思 惟 的 常、 
净、 乐、 我 之 性， 所 以 是 空。 是 以 厌 恶 故， 空 故， 名 为 “堕 肯” （苦）

【7】
。 

[495] 

其 次 （集）， “三” 的 音， 如 用 在 “三 曼 格 摩、 三 妹 等” （来 集、 集 结） 
的 诸 字 中， 是 表 示 集 合 的 意 思， “邬” 的 音， 如 用 在 “邬 本 能、 邬 地 等” （生 
起、 上 升） 诸 字 中， 是 表 示 生 起 之 意。 “阿 耶” 的 音， 是 表 示 原 因 之 意。 而 
此 第 二 集 谛 是 表 示 和 其 他 的 缘 集 合 之 时 为 生 起 苦 的 原 因。 如 是 因 为 集 合 而 
为 生 起 苦 的 原 因， 所 以 说 是 “苦 之 集”

【8】
。 

其 次 第 三 的 灭 谛 （呢 罗 达）， “呢” 的 音， 是 非 有 之 意。 “罗 达” 的 音， 
是 表 示 牢 狱 之 意， 即 是 没 有 一 切 趣 的 苦 之 故， 所 以 这 里 （灭 谛） 是 说 没 有 称 
为 轮 回 牢 狱 之 苦 的 逼 迫， 或 者 说 到 达 （此 灭） 之 时， 便 没 有 称 为 轮 回 牢 狱 之 
苦 的 逼 迫 了。 又 因 为 是 苦 的 对 治 之 故， 所 以 说 是 “苦 之 灭”， 或 者 因 为 是 苦 
的 不 生 起 与 消 灭 之 缘， 所 以 说 “苦 之 灭”

【9】
。 

其 次 第 四 的 道 谛， 因 为 是 以 苦 之 灭 为 所 缘 为 目 的 而 前 进 故 得 证 于 苦 之 
灭， 并 且 （此 第 四 谛） 是 得 至 于 苦 灭 之 道， 所 以 说 为 “导 至 苦 灭 之 道”

（dukkha-nirodha-gāminī patipadā）。 

此 等 四 谛 之 所 以 称 为 圣 谛， 因 为 是 佛 陀 等 的 圣 人 所 通 达 之 故。 即 所 谓
【10】 “诸 比 丘！ 有 此 等 四 圣 谛。 什 么 是 它 们？ …… 乃 至 …… 诸 此 丘， 此 等 是 四 
                         
【6】 Pṭs. I, 118. 
【7】 堕 肯 (dukkhaṁ), 堕 (du), 肯 (khaṁ), 堕 补 多 (dupputto)。 
【8】 集 (samudaya), 三 (saṁ), 三 曼 格 摩 (samāgamo), 三 妹 等 (sametaṁ), 邬 (u), 邬 本 能 

(uppannaṁ) ． 邬 地 等 (uditan), 阿 耶 (aya)。saṁ + u + aya =  Samudaya。 苦 之 集 (dukkha-
samudaya)。 

【9】 灭 (nirodha), 呢 (ni), 罗 达 (rodha), 苦 之 灭 (dukkha-nirodha)。 
【10】S. V, 433,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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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 谛”。 它 们 是 圣 人 所 通 达 故 名 为 圣 谛。 

又 是 圣 人 之 谛 故 为 圣 谛， 即 所 谓【11】
： “诸 比 丘！ 于 天 世 间 中 …… 乃 

至 …… 于 天 及 人 世 间 中， 如 来 是 圣 者。 故 名 圣 谛。 

或 因 正 觉 此 等【12】 而 成 圣 位， 故 名 圣 谛。 即 所 谓【13】
： “诸 比 丘！ 因 为 如 

实 正 觉 此 等 四 圣 谛， 故 名 如 来 是 阿 罗 汉 等 正 觉 者 及 圣 者”。 

又 因 圣 即 谛 故 名 圣 谛。 圣 —— 是 如 实， 非 不 如 实， 真 实 不 虚 之 义。 即 所 
谓

【14】
： “诸 比 丘！ 此 等 四 谛 是 如 实， 非 不 如 实， 非 不 如 是， 故 名 圣 谛”。 如 

是 当 以 分 解 而 知 决 择。 

㈢ 怎 样 “以 相 等 的 区 别”？ 于 此 四 谛 之 中， 苦 谛， 有 苦 难 的 特 相， [496] 
有 热 恼 的 作 用 （味）， 以 继 续 进 行 为 现 状 （现 起）。 集 谛， 有 生 起 的 特 相， 
有 不 断 绝 的 作 用， 以 障 碍 为 现 状。 灭 谛， 有 寂 静 的 特 相， 有 不 死 的 作 用， 以 
无 相 为 现 状。 道 谛。， 有 出 离 的 特 相， 有 断 烦 恼 的 作 用， （从 烦 恼） 出 来 为 
现 状。 又 四 谛 次 第 的 以 发 生 （苦）， 使 其 发 生 （集）， 停 止 （灭）， 使 其 停 止 
（道） 为 特 相； 亦 次 第 的 以 有 为 （苦）、 渴 爱 （集）、 无 为 （灭）、 （智） 见 
（道） 为 特 相。 如 是 当 以 相 等 的 区 别 而 知 决 择。 

㈣ （以 义） 在 “以 义 及 义 的 要 略” 的 句 于 中， 先 “以 义” 说： 什 么 是 谛 
的 意 义？ 对 于 以 慧 眼 而 善 观 察 的 人， 则 知 这 不 是 如 幻 的 变 化， 不 是 如 阳 焰 
的 虚 伪， 不 是 如 异 教 所 说 的 我 的 不 可 得 性。 然 而 由 于 如 实， 非 不 如 实 及 非 
不 如 是 性， 并 以 苦 难、 生 起、 寂 静、 出 离 的 方 法， 这 是 圣 者 之 智 的 境 界。 是 
以 当 知 如 实， 非 不 如 实 及 非 不 如 是 性 是 谛 的 意 义， 正 如 火 的 相 及 世 问 的 自 
然 性 相 似。 即 所 谓【15】 “诸 比 丘！ 此 苦， 是 如 实， 非 虚， 非 不 如 是 等”。 还 
有： 

无 苦 非 逼 迫， 无 逼 迫 非 苦， 
决 以 逼 迫 性， 而 说 此 为 谛。 
苦 是 集 所 成， 从 彼 而 非 他， 
决 定 苦 之 因 —— 爱 着 以 为 谛。 
去 灭 无 寂 静， 寂 静 灭 所 成， 
决 以 寂 静 性， 而 说 此 为 谛。 
无 道 无 出 离， 出 离 由 于 道， 
如 实 出 离 性， 故 说 此 为 谛。 
是 故 诸 智 者， 于 此 苦 等 四， 
不 变 真 实 性， 总 说 义 为 谛。 

如 是 当 以 义 而 知 决 择。 

㈤ 如 何 “以 义 的 要 略”？ 这 个 谛 字， 见 有 多 种 意 义， 例 如： 

⑴ “谛 语 不 瞋 恚”
【16】 

                                                 
【11】S. V, 435. 
【12】此 等 (etesaṁ), 底 本 ekesaṁ 误。 
【13】S. V, 433. 
【14】S. V, 431. 
【15】S. V, 430. 
【16】Dhp.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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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等 是 说 语 真 实 的 意。 

⑵ “沙 门、 婆 罗 门 住 立 于 谛”
【17】

， 

此 等 是 说 离 （妄） 谛 的 意 思。 [497] 

⑶ “彼 等 善 于 议 论 说 法 者， 为 何 以 种 种 法 说 谛”
【18】

， 

此 等 是 见 解 谛 理 的 意 义。 

⑷ “谛 唯 有 一 无 第 二”
【19】

， 

此 等 是 说 第 一” 谛 —— 涅 槃 及 道 的 意 义。 

⑸ “四 圣 谛 的 善 有 好 多”
【20】

？ 

此 等 是 说 圣 谛 之 意。 这 里 也 是 适 合 于 圣 谛 的 意 义。 如 是 当 以 义 的 要 路 而 知 
决 择。 

㈥ “以 不 增 减”： 为 什 么 只 说 四 圣 谛 不 少 也 不 多 呢？ 因 为 没 有 别 的 谛 存 
在 及 不 能 删 去 任 何 一 谛 之 故。 即 是 说 不 能 增 加 其 他 一 谛 于 此 等 之 上， 也 不 
能 干 此 等 四 谛 之 中 删 去 一 个。 即 所 谓【21】

： “诸 比 丘！ 兹 有 沙 门 或 婆 罗 门， 来 
作 这 样 的 主 张： ‘此 非 苦 圣 谛， 另 有 苦 圣 谛， 我 要 除 去 这 个 苦 圣 谛， 宣 布 另 
一 苦 圣 谛’， 这 是 不 可 能 的 事”。 又 所 谓【22】

： “诸 比 丘！ 无 论 是 沙 门 或 婆 罗 
门， 这 样 说： ‘这 不 是 沙 门 瞿 昙 所 说 的 第 一 苦 圣 谛， 我 要 否 认 这 第 一 苦 圣 
谛， 宣 布 另 一 第 一 苦 圣 谛’， 这 也 是 不 可 能 的”。 又 世 尊 说 （轮 回 的） 发 生 
之 时， 同 时 亦 说 明 其 原 因； 在 说 （轮 回 的） 停 止 之 时， 同 时 亦 说 明 其 停 止 的 
方 法。 如 是 说 其 发 生 及 停 止 并 此 二 者 之 因， 故 结 论 只 有 四 种； 或 以 应 知 
（苦）、 应 断 （集）、 应 证 （灭）、 应 修 （道）； 或 以 爱 事 （处）、 爱、 爱 之 
灭、 爱 灭 之 方 便； 或 以 阿 赖 耶 （执 着）、 喜 阿 赖 耶、 破 阿 赖 耶、 破 阿 赖 耶 之 
方 便， 而 说 为 四。 如 是 应 以 不 增 减 而 知 决 择。 

㈦ “以 次 第”， 这 里 也 是 说 法 的 次 第。 于 此 等 四 谛 之 中： 因 为 是 粗、 是 
一 切 有 情 所 共 同 的， 所 以 最 初 说 容 易 知 解 的 苦 圣 谛。 为 了 指 示 他 的 因， 故 
继 之 说 集 谛。 为 知 因 灭 故 果 灭， 所 以 此 后 说 灭 谛。 为 示 证 灭 的 方 便， 故 最 后 
说 道 谛。 [498] 

或 者 为 使 系 缚 于 有 乐 之 乐 的 有 情 而 生 畏 惧 之 想， 故 最 初 说 苦。 为 示 那 
苦 不 是 无 作 而 自 来， 也 不 是 由 自 在 天 所 化 作 等， 而 是 从 因 而 生 的， 所 以 继 
之 说 集。 为 了 对 那 些 畏 惧 为 有 因 的 苦 所 逼 迫， 并 有 希 求 出 离 于 苦 之 意 的 
人， 指 示 由 出 离 而 生 的 安 乐， 故 说 灭。 为 令 彼 等 得 证 于 灭， 故 最 后 说 导 达 于 
灭 之 道。 如 是 当 以 次 第 而 知 决 择。 

㈧ “以 生 等 的 决 定”， 即 在 四 圣 谛 的 解 释 中， 世 尊 解 释 诣 圣 谛， 曾 说 生 
等 诸 法， 所 以 这 里 当 以 生 等 的 决 定 而 知 四 谛 的 决 择。 一、 释 苦 有 十 二 法：

                                                 
【17】所 出 不 明。 
【18】Sn. 885. 
【19】Sn. 884. 
【20】Vibh. 112. 
【21】cf. S. V, p. 428. 
【22】S. V, 428, 《杂 阿 含》 四 一 八 经 （大 正 二 · 一 一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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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⑴ 生 是 苦、⑵ 老 是 苦、⑶ 死 是 苦、⑷ 愁、⑸ 悲、⑹ 苦、⑺ 忧、⑻ 恼 是 苦、⑼ 

怨 憎 会 是 苦、⑽ 爱 别 离 是 苦、⑾ 求 不 得 是 苦、⑿ 略 说 五 取 蕴 是 苦”。 二、 释 
集， 有 三 法：

【24】 “此 爱 能 取 再 有 （生）， 与 喜 贪 俱， 处 处 而 求 欢 乐， 即 所 谓
⑴ 欲 爱、⑵ 有 爱、⑶ 无 有 爱”。 三、 释 灭， 只 一 涅 槃 法 而 例 如 是 之 义【25】

： “即 
彼 前 述 之 爱 的 （消 灭） 无 余 离 贪、 灭、 舍 离、 放 弃、 解 说、 无 执 着 （无 阿 赖 
耶）”。 四、 释 道， 有 八 法【26】

： “何 者 是 导 正 苦 灭 之 道 圣 谛？ 即 八 支 圣 道。 
所 谓⑴ 正 见 …… 乃 正 ……⑻ 正 定”。 

1    

⑴   （生 是 苦） 这 “生” 字 亦 有 多 义。 例 如； ㈠ “一 生、 二 生”
【27】

， 是 说 
有 （生） 的 意 思； ㈡ “毗 舍 祛， 有 沙 门 生 （种） 名 尼 犍 陀”

【28】
， 是 作 部 类 之 

意； ㈢ “生 为 二 蕴 所 摄”
【29】

， 是 作 有 为 相 之 意； ㈣ “于 母 胎 中， 初 心 生 起， 
初 识 现 前， 由 此 名 为 他 的 生”

【30】
， 是 作 结 生 的 意 想， [499] ㈤ “阿 难！ 菩 萨 正 

在 生”
【31】 是 作 出 生 之 意， ㈥ “关 于 他 们 生 说 （系 统 说） 是 无 可 轻 视 无 可 责 难 

的”
【32】 是 作 家 族 之 意， ㈦ “姊 姊！ 从 那 时 起， 我 便 以 圣 生 而 生”

【33】
， 是 作 圣 

戒 的 意 思。 这 里 的 生， 是 指 胎 生 者 自 结 生 （入 胎） 之 后 直 至 从 母 胎 出 来 所 进 
行 的 诸 蕴 说。 至 于 其 他 的 生 （湿 生、 化 生）， 当 知 是 只 依 结 生 蕴 说 的， 这 不 
过 是 一 些 散 摄 的 说 法。 

直 接 他 说， 即 生 于 各 处 的 有 情 的 诸 蕴 最 初 的 呈 现 名 为 生。 而 此 生 有 于 
各 种 生 命 最 初 出 生 的 特 相， 有 回 返 （诸 蕴） 的 作 用； 从 过 去 生 而 生 起 此 生 为 
现 状， 或 以 种 种 苦 为 现 状。 

生 为 什 么 是 苦？ 因 为 是 许 多 苦 的 基 础 的 缘 故。 苦 有 许 多： 所 谓 苦 苦、 坏 
苦、 行 苦、 隐 苦、 显 苦、 间 接 苦、 直 接 苦。 

此 中： 身 心 的 苦 受， 因 为 自 性 及 名 称 都 是 苦 的， 故 说 “苦 苦”。 乐 受， 
因 为 是 由 变 坏 而 苦 的 生 起 之 因， 故 说 “坏 苦”。 舍 受 及 其 余 三 地 的 诸 行， 因 
有 生 灭 的 逼 迫， 故 说 “行 苦”。 如 耳 痛、 齿 痛、 贪 的 热 恼、 瞋 的 热 恼 等 的 身 
心 的 病 痛， 因 为 要 询 问 才 能 知 道， 并 且 此 等 病 痛 的 袭 击 是 不 明 了 的， 所 以 
叫 “隐 苦”， 又 名 不 明 之 苦。 如 因 三 十 二 种 刑 罚 所 起 的 苦 痛， 不 必 询 问 而 
知， 并 且 此 等 苦 痛 的 袭 击 是 明 显 的， 所 以 叫 “显 苦”， 又 称 明 了 之 苦。 除 了 
苦 苦 之 外， 其 余 的 苦 都 是 根 据 于（ 《分 别 论》 中 的） 谛 分 别【34】

。 其 次 生 等 的 
一 切， 因 为 是 种 种 苦 的 基 地， 故 为 “间 接 苦”， 而 苦 苦 则 名 为 “直 接 苦”。 

                                                 
【23】D. II, 305; M. III, 249; Pṭs. I, 37; Vibh. 99. 
【24】D. II, 308; M. III, 250f; Pṭs. I, 39; Vibh. 101. 
【25】D. II, 310; M. III, 251; Pṭs. I, 40; Vibh. 103. 
【26】D. II, 311; M. III, 251; Pṭs. I, 40; Vibh. 104. 
【27】D. I, 81, etc. 
【28】A. I, 206. 
【29】Dhātu-kathā 15. 
【30】V. I, 93. 
【31】M. III, 123. 
【32】A. III, 152. 
【33】M. III, 103. 
【34】Vibh. 9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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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尊 曾 于 《贤 愚 经》
【35】 等 用 譬 喻 说 明： 因 为 此 “生” 是 地 狱 之 苦 的 基 

地， 及 虽 生 于 善 趣 人 间 而 由 于 入 胎 等 类 之 苦 的 基 地， 所 以 （说 生） 是 苦。 
[500] 

此 中， ㈠ 由 于 入 胎 等 类 的 苦： 有 情 生 时， 不 是 生 于 青 莲、 红 莲、 白 莲 之 
中， 但 是 生 于 母 胎 中， 在 生 脏 （胃） 之 下， 熟 脏 （直 肠） 之 上、 粘 膜 和 脊 椎 
的 中 间、 极 其 狭 窄 黑 暗、 充 满 着 种 种 的 臭 气、 最 恶 臭 而 极 厌 恶 的 地 方， 正 如 
生 在 腐 鱼、 烂 乳、 污 池 等 之 中 的 蛆 虫 相 似。 他 生 于 那 样 的 地 方， 十 个 月 中， 
备 尝 种 种 苦， 肢 体 不 能 自 由 屈 伸， 由 于 母 胎 发 生 的 热， 他 好 象 是 被 煮 的 一 
袋 菜 及 被 蒸 的 一 团 麦 饼。 这 是 说 由 于 入 胎 之 苦。 

㈡ 当 母 亲 突 然 颠 踬、 步 行、 坐 下、 起 立、 旋 转 之 时， 则 那 胎 儿 受 种 种 
苦， 如 在 醉 酒 者 的 手 中 的 小 羊， 如 在 玩 蛇 者 的 手 中 的 小 蛇。 忽 然 给 他 牵 前、 
拖 后、 引 上、 压 下 等。 又 母 亲 饮 冷 水 时， 他 如 堕 于 八 寒 地 狱， 母 亲 吃 热 粥 或 
食 物 之 时， 如 落 下 火 雨 相 似， 母 亲 吃 咸 酸 的 东 西， 如 受 以 斧 伤 身 而 又 洒 以 
盐 水 相 似， 备 尝 诸 苦。 这 是 由 于  胎 之 苦。 

㈢ 如 果 母 亲 妊 娠 不 正 常， 则 胎 儿 在 母 亲 的 亲 朋 密 友 亦 不 宜 看 的 处 所， 
而 受 割 切 等 手 术 的 痛 苦。 这 是 由 于 堕 胎 之 苦。 

㈣ 在 母 亲 生 产 之 时， 胎 儿 受 苦， 由 于 业 生 之 风 倒 转， 如 堕 地 狱， 然 后 问 
于 可 怖 的 产 道， 从 极 狭 窄 的 产 门 而 出， 如 从 键 孔 拉 出 大 龙， 或 如 地 狱 有 情 
为 雨 山 研 成 粉 碎 相 似。 这 是 由 于 分 娩 之 苦。 

㈤ 初 生 的 如 嫩 芽 的 身 体， 以 手 取 之 而 浴 而 洗 及 以 布 拭 等 的 时 候， 如 受 
针 刺 及 剃 刀 割 裂 之 苦 一 样。 这 是 由 于 从 母 胎 出 外 之 苦。 [501] 

㈥ 从 此 以 后， 于 维 持 生 活 中， 有 犯 自 杀 的， 有 誓 行 裸 体 及 从 事 曝 于 烈 
日 之 下 或 火 烧 的， 有 因 忿 怒 而 绝 食 的， 有 缢 颈 的， 受 种 种 苦。 这 是 由 于 自 己 
所 起 的 苦。 

㈦ 其 次 受 别 人 谋 杀 捆 缚 等 的 苦。 这 是 由 于 他 人 所 起 的 苦。 

如 是 此 生 是 一 切 苦 的 基 地。 所 以 这 样 说： 

如 果 你 下 生 到 地 狱 里 面 去， 
怎 么 会 受 那 里 火 烧 等 难 塔 的 痛 苦 呢？ 
所 以 牟 尼 说： 
这 里 的 生 是 苦。 
在 畜 生 里 
要 受 鞭 杖 棍 棒 等 许 多 的 痛 苦， 
难 道 不 生 到 那 里 也 会 有 吗？ 
所 以 那 里 的 主 是 苦。 
在 饿 鬼 里 
便 有 饥 渴 热 风 的 种 种 苦， 
不 生 在 那 里 是 没 有 苦 的， 
所 以 牟 尼 说 那 生 是 苦。 
在 那 黑 暗 极 冷 的 世 间 中 的 阿 修 罗， 

                                                 
【35】《贤 愚 经》 (Bālapaṇḍita-sutta) M. III, 163f (No. 129); cf. D. II, 305f; 《中 阿 含》 一 九 九 痴 

慧 地 经 （大 正 一 · 七 五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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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多 么 苦 啊！ 
不 生 在 那 里 便 不 会 有 那 样 的 苦 的， 
所 以 说 此 生 是 苦。 
有 情 久 住 在 那 如 粪 的 地 狱 的 母 胎 中。 
一 旦 出 来 便 受 可 怕 的 痛 苦， 
不 生 在 那 里 是 不 会 有 苦 的， 
所 以 此 生 是 苦。 
更 何 必 多 说， 
何 处 何 时 不 有 苦？ 
然 而 离 了 生 是 绝 对 不 会 有 苦 的， 
所 以 大 仙 说 生 是 第 一 苦。 

——        —— [502]

⑵ “老 是 苦”， 老 有 二 种， 即 有 为 相， 及 包 摄 于 一 有 的 诸 蕴 在 相 续 中 而 
变 老 的 —— 如 齿 落 等。 这 里 是 后 者 的 意 思。 此 老 以 蕴 的 成 熟 为 特 相； 有 令 近 
于 死 的 作 用； 以 失 去 青 春 为 现 状。 此 老 因 为 是 行 苦 及 苦 的 基 地， 所 以 是 苦。 
由 于 四 肢 五 体 的 弛 缓， 诸 根 变 丑、 失 去 青 春、 损 减 力 量、 丧 失 念 与 觉、 及 为 
他 人 轻 蔑 等 许 多 的 缘， 生 起 身 心 的 苦， 所 以 老 是 它 的 基 地。 故 如 是 说： 

肢 体 的 弛 缓、 诸 根 的 变 化， 
青 春 的 丧 失， 力 量 的 消 亡， 
失 去 念 等 而 受 妻 儿 的 责 呵， 
由 于 这 些 以 及 愚 昧 的 缘 故， 
而 人 获 得 了 身 和 意 的 痛 苦， 
这 都 是 以 老 为 因 故 它 是 苦。 

——         ——

⑶ “死 是 苦”， 死 有 两 种： 一 是 关 于 所 说【36】 “老 死 为 二 蕴 所 摄” 的 有 为 
相； 一 是 关 于 所 说【37】 “常 畏 于 死” 的 包 摄 于 一 有 （生） 的 命 根 的 相 续 的 断 
绝。 这 里 是 后 者 之 意。 又 以 生 为 缘 的 死、 横 死、 自 然 死、 寿 尽 死、 福 尽 死 也 
是 这 里 的 死 的 名 字。 死 有 死 亡 的 特 相， 有 别 离 的 作 用， 以 失 去 现 在 的 趣 为 
现 状。 因 为 此 死 是 苦 的 基 地， 故 知 是 苦。 所 以 这 样 说： 

恶 者 看 见 了 他 的 恶 业 等 的 相 的 成 熟， 
善 者 不 忍 离 去 他 的 可 爱 的 事 物， 
同 样 是 临 终 之 人 的 意 的 痛 苦。 
所 了 关 节 的 连 络， 刺 到 要 害 的 末 摩【38】

， [503] 
这 都 是 难 堪 难 治 的 身 生 的 痛 苦。 
因 为 死 是 苦 所 依， 故 说 它 是 苦。 

——          ——

⑷ 其 次 于 愁 等 之 中 的 “愁”， 是 丧 失 了 亲 就 等 事 的 人 的 心 的 热 恼。 虽 然 
它 的 意 义 与 忧 一 样， 但 它 有 心 中 炎 热 的 特 相， 有 令 心 燃 烧 的 作 用， 以 忧 愁 
                                                 
【36】Dhātu-kathā 15. 
【37】Suttanipāta 576. 
【 38 】 末  摩  (mamma) 是  正  穴。  刺  到  末  摩  (Vitujamāna mammānaṁ) 底  本  写  作 

Vitujamānadhammānaṁ, 今 据 他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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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现 状。 因 为 愁 是 苦 苦 及 苦 的 所 依 故 是 苦。 所 以 这 样 说： 

愁 如 毒 箭 而 刺 有 情 的 心， 
亦 如 赤 热 的 铁 丸 而 燃 烧。 
因 愁 而 起 病 老 死 等 种 种 苦， 
故 说 愁 是 苦。 

——         ——

⑸ “悲” —— 是 丧 失 亲 戚 等 事 的 人 的 心 的 号 位。 它 有 哀 哭 的 特 相， 有 叙 
述 动 德 和 过 失 的 作 用， 以 烦 乱 为 现 状。 因 为 悲 是 行 苦 的 状  及 苦 的 所 依 故 
是 苦。 所 以 说： 

为 愁 箭 所 伤 的 人 的 悲 哭， 
于 了 喉 唇 口 盖 实 难 受， 
比 起 愁 来 苦 更 甚， 
所 以 世 尊 说 是 苦。 

——         ——

⑹ “苦” —— 是 身 的 苦。 身 的 逼 迫 是 它 的 特 相， 使 无 慧 的 人 起 忧 是 它 的 
作 用， 身 的 病 痛 是 它 的 现 状。 因 为 它 是 苦 苦 及 使 意 苦 故 为 苦。 所 以 说： 

逼 迫 于 身 更 生 意 的 苦， 
所 以 特 别 说 此 苦。 

——         —— [504]

⑺ “忧” —— 是 意 的 苦。 心 的 逼 恼 是 它 的 特 相， 烦 扰 于 心 是 它 的 作 用， 
意 的 病 痛 是 它 的 现 状。 因 为 它 是 苦 苦 及 令 身 苦 故 为 苦。 陷 于 心 苦 的 人， 往 
往 散 发 哭 泣， 捶 胸。 翻 复 地 滚 前 滚 后， 足 向 上 而 例， 引 刀 自 杀， 服 毒， 以 绳 
缢 颈， 以 火 烧 等， 受 种 种 苦。 所 以 说： 

逼 恼 于 心 令 起 身 的 逼 迫。 
所 以 离 忧 之 人 说 忧 苦。 

——         ——

⑻ “恼” —— 是 丧 失 亲 戚 等 事 的 人 由 于 过 度 的 心 痛 而 产 生 的 过 失。 也 有 
人 说 这 不 过 是 行 蕴 所 摄 的 一 种 （心 所） 法 而 已。 心 的 燃 烧 是 它 的 特 相， 呻 吟 
是 它 的 作 用， 憔 悴 是 它 的 现 状， 因 为 它 是 行 苦 的 状 、 令 心 烧 燃 及 身 形 憔 
悴 故 为 昔。 所 以 这 样 说： 

因 为 此 恼 令 心 的 燃 烧 及 身 形 的 憔 悴， 
生 起 极 大 的 痛 苦， 所 以 说 为 苦。 

——        ——

在 此 （愁 悲 恼 之） 中， “愁” 是 如 以 弱 火 而 烧 釜 中 的 东 西。 “悲” 是 如 
以 烈 火 而 烧 的 东 西 逃 出 镬 的 外 面 来， “恼” 则 犹 如 不 能 外 出 留 在 釜 内 而 被 
烧 干 了 的 东 西 相 似。 

⑼ “怨 憎 会” —— 是 和 不 适 意 的 有 情 及 事 物 相 会。 与 不 合 意 的 相 会 是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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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特 相， 有 令 心 苦 恼 的 作 用， 不 幸 的 状 【39】 是 它 的 现 状。 因 为 它 是 苦 的 基 
地 故 为 苦。 所 以 如 是 说： 

见 到 怨 憎 是 心 中 第 一 的 痛 苦。 
从 此 而 生 身 的 苦。 
因 为 它 是 心 身 二 苦 的 所 依， 
所 以 大 仙 说 怨 憎 会 是 苦。 

——          —— [505]

⑽ “爱 别 离” —— 是 和 适 意 的 有 情 及 事 物 别 离 的 意 思。 与 可 爱 的 事 物 别 
离 是 它 的 特 相， 有 生 愁 的 作 用， 不 幸 是 它 的 现 状。 因 为 它 是 愁 苦 的 所 依 故 
为 苦。 所 以 这 样 说： 

因 为 亲 戚 财 产 的 别 离， 
愚 者 深 爱 愁 箭 的 刺 激， 
所 以 说 此 爱 别 离【40】 是 苦。 

——          ——

⑾ “求 不 得”， 如 说【41】
： “呀！ 如 果 我 们 不 生 多 么 好 啊”！ 象 于 此 等 的 

事 物 中 欲 求 而 不 能 得， 故 说 “求 不 得 苦”。 对 于 不 能 得 的 事 物 而 希 求 是 它 的 
特 相， 有 遍 求 的 作 用， 不 得 其 所 求 是 它 的 现 状。 因 为 它 是 苦 的 所 依 故 为 苦。 
所 以 这 样 说： 

因 为 希 求 那 些 而 不 得 的 缘 故， 
有 情 生 起 了 烦 扰 的 痛 苦。 
对 那 不 得 的 事 物 的 希 求 是 苦 之 因， 
所 以 胜 者 说 此 所 求 而 不 得 是 苦。 

——          ——

⑿ “略 说 五 取 蕴 是 苦”， 关 于 此： 

如 如 不 动 者 说 生 是 苦 痛 的 起 源， 
以 及 未 说 的 一 切 苦， 除 了 五 蕴 不 生 存【42】

。 
所 以 大 仙 为 示 苦 痛 的 终 灭。 
略 说 此 等 五 取 蕴 是 苦。 

即 此 五 取 蕴 为 生 等 的 种 种 痛 苦 所 逼 迫， 正 如 火 之 烧 薪【43】
， 武 器 之 射 标 

的， 虻 蚊 等 之 集 于 牛 身， 收 获 者 之 刈 于 田 地， 乡 间 的 劫 掠 者 之 抢 于 村 落； 又 
生 等 之 生 于 五 取 蕴， 亦 如 草 和 蔓 等 之 生 于 地 上。 花、 果、 嫩 叶 之 生 于 树 上 一 
样。 “生” 是 五 取 蕴 的 最 初 的 苦， “老” 是 它 的 中 间 的 苦， “死” 是 它 的 最 后 
的 苦。 “愁” 是 如 被 正 死 的 苦 所 袭 击 的 燃 烧 之 苦。 “悲” 是 不 堪 于 前 面 的 苦 
的 人 的 悲 泣 之 苦。 “苦” 是 称 为 界 的 动 摇 （四 大 不 调） 而 与 不 如 意 的 触 所 相 
应 者 的 身 的 病 苦。 [506] “忧” 是 由 于 身 病 的 影 响 于 诸 凡 夫 生 起 心 的 病 苦。 
“恼” 是 由 于 愁 等 的 增 长 而 生 起 憔 悴 呻 吟 者 的 心 的 燃 烧 的 苦。 “求 不 得” 是 
                                                 
【39】不 幸 的 状  (anatthabhāva) 底 本 anattabhāva 误。 
【40】爱 别 离 (piyavippayogo) 底 本 viya vippayogo 误。 
【41】Vibh. p.101; M. III, p.250. 
【42】底 本 etena vijjati 误， 应 作 ete na vijjati. 
【43】薪 (indhana) 底 本 indana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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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得 如 意 的 人 的 不 能 完 成 其 所 希 求 的 苦。 如 是 以 种 种 的 方 法 来 考 察， 则 知 
五 取 蕴 是 苦。 如 果 把 苦 一 一 来 指 示， 则 经 多 劫 也 说 不 完。 正 如 取 一 滴 水 而 
代 表 全 大 海 的 水 漏 的 味 一 样， 世 尊 为 了 指 示 一 切 苦 而 简 略 于 五 取 蕴 中， 所 
以 说 “略 说 五 取 蕴 是 苦”。 

——          ——

以 上 先 依 苦 的 解 释 法。 

2    

其 次 于 集 的 解 释 中【44】
： “此 爱” —— 即 此 渴 爱。 “能 取 再 有” —— 令 其 

再 有 为 取 再 有， 即 是 它 的 性 质 是 再 有 的， 故 为 能 取 再 有。 伴 着 喜 和 贪， 故 为 
“与 喜 贪 俱”。 爱 的 意 义 和 喜 贪 相 同， 是 作 为 一 起 说 的。 “处 处 而 求 欢 乐” 
—— 即 于 个 人 所 生 的 这 里 那 里 而 求 乐 的 意 思。 “所 谓” —— 是 不 变 之 词， 它 
是 含 有 “那 是 什 么” 的 意 思。 “欲 爱、 有 爱、 无 有 爱” 将 于 “缘 起 的 解 释”
【45】 中 说 明。 然 而 应 知 这 里 是 以 此 三 种 同 生 苦 谛 之 义， 而 一 起 说 为 苦 集 圣 谛 
的。 

3      

在 解 释 苦 之 灭， 即 以 集 之 灭 中 的 “即 彼 之 爱” 等 的 方 法 来 说， 为 什 么 这 
样 说？ 因 为 集 灭 则 苦 灭， 即 是 由 于 集 之 灭 而 灭 苦， 更 无 他 法。 所 以 世 尊 说
【46】

： [507] 

不 伤 深 固 根， 虽 伐 树 还 生。 
爱 随 眠 不 断， 苦 生 亦 复 尔。 

因 为 这 样 由 于 集 之 灭 而 灭 苦， 所 以 世 尊 说 苦 灭 而 示 以 集 灭。 而 诸 如 来 
的 行 动 是 等 于 狮 子【47】

， 他 们 在 使 其 灭 苦 而 示 苦 之 灭， 是 注 重 于 因 而 非 从 于 
果。 然 诸 外 道 的 行 动 则 等 于 狗 子【48】

， 他 们 在 使 其 灭 苦 而 示 苦 之 灭， 教 以 勤 
修 苦 行 等 但 注 重 于 果 的 问 题 而 不 从 于 因。 如 是 应 先 知 道 其 说 教 的 意 旨 关 于 
苦 之 灭 是 由 于 集 之 灭。 这 是 “即 彼 之 爱” 的 意 义， 即 彼 前 面 所 说 的 “能 取 再 
有” 而 以 欲 爱 等 分 别 的 爱。 

“离 贪” 说 为 道， 因 为 说：
【49】 “离 贪 故 解 脱”。 由 离 贪 而 灭 为 “离 贪 

灭”。 完 全 的 断 灭 了 随 眠， 故 无 亲 及 离 贪 灭 为 “无 余 离 贪 灭”。 或 者 说 离 贪 
是 舍 断， 是 故 无 余 的 离 贪 是 无 余 的 灭。 如 是 当 知 这 里 的 语 句 的 接 续， 依 它 
的 意 义， 则 此 等 一 切 与 涅 槃 是 一 同 义 语。 依 第 一 义 说 苦 灭 圣 谛 便 是 涅 槃。 
因 为 到 达 了 涅 槃 之 时 则 爱 离 而 且 灭， 所 以 说 涅 槃 为 离 贪 与 灭。 因 为 到 达 了 
涅 槃 时 则 是 爱 的 舍 等， 及 于 彼 （涅 槃） 处 而 于 五 欲 的 执 著 中 即 一 执 若 也 没 
有， 所 以 又 名 为 “舍 离、 放 弃、 解 脱、 无 执 着”。 

此 “灭” 有 寂 静 的 特 相， 有 不 死 的 作 用， 或 令 得 乐 的 作 用， 无 相、 或 无 
                                                 
【44】释 前 底 本 四 九 八 页 的 四 谛 中 的 经 文。 
【45】见 底 本 五 六 七 页。 
【46】Dhp. 338 颂。 
【47】狮 子 被 射 击 之 时, 是 不 顾 弓 矢 而 直 扑 射 手 的。 
【48】如 果 人 以 仗 石 等 打 狗, 而 狗 不 知 去 咬 人, 却 怒 咬 杖 石 等。 
【49】S. IV,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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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碍 是 它 的 现 状。 

（问） 是 否 没 有 涅 槃， 犹 如 兔 角 而 不 可 得 的 呢？ （答） 不 然， 由 于 方 便 
而 得 之 故， 因 为 那 涅 槃 是 由 于 称 为 适 当 的 行 道 的 方 便 而 得， 犹 如 以 他 心 智 
得 知 他 人 的 出 世 间 心 相 似， 所 以 不 应 说 “不 可 得 故 无 有”。 亦 不 应 说 因 为 愚 
人 及 凡 夫 的 不 得 故 无 涅 槃。 更 不 应 说 没 有 涅 槃。 何 以 故？ [508] 终 于 不 成 为 
行 道 的 徒 然 无 益 之 故， 即 是 说， 若 无 涅 槃， 则 导 以 正 见 而 摄 于 戒 等 三 学 中 
的 正 当 的 行 道 终 于 成 为 徒 然 无 益 的 了， 然 此 行 道， 因 得 涅 槃 之 故， 不 是 徒 
然 无 益 的。 （问） （能 得 涅 槃 故） 行 道 终 非 徒 然 无 益， 是 不 是 因 得 （五 蕴） 
非 有 之 故？ （答） 不 然， 虽 然 过 去 未 来 的 （五 蕴） 非 有， 但 非 证 涅 槃。 （问） 
那 么， 彼 等 （现 在 的 五 蕴） 非 有 应 是 涅 槃？ （答） 不 然， 现 在 的 五 蕴 非 有【50】 
是 不 可 能 的， 如 果 非 有 （诸 蕴）， 则 不 成 为 现 在 的 状  了； 又 （如 果 现 在 的 
五 蕴 非 有 是 涅 槃） 未 免 有 依 止 于 现 在 的 诸 蕴 的 道 的 刹 那 而 生 起 有 余 涅 槃 界 
的 过 失。 （问） 在 那 时 （道 的 刹 那）， 诸 烦 恼 的 不 现 在 （现 起） （说 为 涅 槃） 
应 无 过 失？ （答） 不 然 （有 过 失 的）， 因 为 圣 道 成 为 无 用 之 故， 如 果 这 样 
（说 烦 恼 不 现 起 为 涅 槃）， 在 圣 道 的 刹 那 以 前 也 有 无 烦 恼 的， 圣 道 不 是 成 为 
无 用 了 吗？ 所 以 这 是 不 合 理 的。 

（问） 依 照【51】 “朋 友， 那 是 贪 等 的 尽” 等 的 句 子， 则 （贪 等 的） 尽 应 是 
涅 槃？ （答） 不 然， 阿 罗 汉 也 只 是 （贪 等 的） 尽， 因 为 曾 以 同 样 的 句 子 说： 
“朋 友， 那 是 贪 等 的 尽” 等。 并 且 （如 果 说 尽 是 涅 槃） 涅 槃 会 成 为 暂 时 的 过 
失 之 故 （因 为 尽 是 暂 时 的）。 如 果 这 样 （尽 是 涅 槃）， 则 涅 槃 等 于 暂 时 的 有 
为 相， 那 又 何 必 依 正 精 进 去 证 得 它；

【52】 因 为 有 为 相 故 则 （涅 槃） 包 摄 于 有 
为 中， 包 摄 于 有 为 之 故 为 贪 等 之 火 所 烧， 烧 故 成 为 苦 了！ （问） 因 为 尽 了 
（烦 恼） 以 后 便 不 再 起 之 故， 此 （尽） 为 涅 槃 应 无 过 失？ （答） 不 然， 因 为 没 
有 这 样 的 尽 之 故， 纵 使 有， 也 未 免 有 如 前 面 所 说 的 过 失 之 故； 并 且 圣 道 亦 
可 认 为 涅 槃 的 状 ， 因 为 圣 道 而 尽 诸 烦 恼， 故 名 为 尽， 圣 道 以 后 便 不 再 起 
过 失 故。 其 次 就 广 义 说， 这 是 称 为 不 生 及 灭 的 尽 的 （涅 槃 的） 亲 依 之 故， 成 
了 它 的 亲 依， 以 接 近 而 说 （涅 槃） 为 尽。 （问） 为 什 么 不 直 接 的 说 （涅 槃 
的） 本 质 呢？ （答） 因 为 极 微 细 之 故。 因 为 太 微 细， 亦 曾 影 响 世 尊 不 太 热 心 
去 说， 并 且 这 是 由 圣 眼 才 能 见 证 的。 又 此 涅 槃 是 具 有 道 者 才 能 获 得【53】 之 故 
为 不 共。 又 无 前 际 之 故 而 非 新 生。 （问） 既 于 有 圣 道 时 而 有【54】 涅 槃， 岂 非 新 
生？ （答） 不 然， 这 是 不 能 由 道 而 生 的。 只 是 由 道 而 得 证 而 不 是 由 道 而 生 
的， 所 以 这 不 是 新 生。 非 新 生 故 无 老 死， 既 非 新 生 及 无 老 死 故 （涅 槃） 是 
常。 [509] （问） （外 道 的） 做 （自 性、 神 我、 时） 等 的 常 性， 是 否 如 得 涅 槃 的 
常 性 一 样？ （答） 不 然， 因 为 （彼 等 的 贪） 无 有 因 故。 （问） 是 否 因 为 涅 槃 常 
故， 而 彼 （微） 等 是 常？ （答） 不 然， 因 为 因 相 不 得 故。 （问） （微 等） 是 否 

                                                 
【50】底 本 abhāvā sambhavato 应 作 abhāvāsambhavato. 
【51】S. IV, p. 251. 
【 52 】底  本  漏  落  了  这  些  句  子：   Saṅkhatalakkhaṇattā yeva ca saṅkhatapariyāpānnaṁ, 

Saṅkhatapariyāpannattā rāgādīhi aggihi ādittaṁ ādittattā dukkhañ cā ti pi apajjati, 兹 据 他 本 补 
入。 

【53】获 得 故 (pattaboato) 底 本 vattabtlato。 
【54】底 本 bhavāto 应 作 bhāv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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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涅 槃 非 有 生 起 等 故 为 常？ （答） 不 然， 因 为 微 等 不 是 成 就 之 故， 依 照 上 述 
的 道 理 的 自 性， 故 只 有 涅 槃 是 常， 因 为 超 越 于 色 的 自 性， 故 涅 槃 非 色。 诸 佛 
等 的 究 竟 涅 槃 无 有 差 别， 故 究 竟 是 一。 

由 于 人 的 修 习 而 得 涅 槃 时， 他 的 烦 恼 业 已 寂 静 尚 有 余 依 （即 身 体 的 诸 
蕴） 在 故， 与 余 依 共 同 命 名 为 “有 余 依 （涅 槃）”。 由 于 他 除 去 集 因， 舍 断 
业 果， 于 最 后 心 以 后 便 不 再 生 起 诸 蕴， 并 且 已 生 的 诸 蕴 亦 灭 之 故， 无 有 余 
依； 这 里 是 依 照 无 有 余 依 之 故 而 命 名 为 “无 余 依 （涅 槃）”。 由 于 坚 强 的 努 
力 的 结 果 及 由 殊 胜 之 智 而 证 得 之 故， 是 一 切 知 者 所 说 之 故， 是 第 一 义 的 自 
性 之 故， 所 以 涅 槃 不 是 不 存 在 的。 即 所 谓【55】

： “诸 比 丘！ 这 是 不 生、 不 成、 
无 作、 无 为”。 

这 是 解 释 苦 之 灭 的 决 择 论。 

4         

其 次 于 解 释 导 正 苦 灭 之 道 的 八 （正 道） 法， 虽 然 曾 于 蕴 的 解 释 中 说 明 
此 义， 但 这 里 将 为 说 明 彼 等 于 一 刹 那 而 起 的 差 别。 即 简 略 他 说： 

㈠ 为 通 达 四 谛 而 行 道 的 瑜 伽 者 的 —— 以 涅 槃 为 所 缘 而 能 断 绝 无 明 之 根 
的 慧 眼 为 “正 见”； 正 的 见 是 它 的 特 相， 如 界 的 显 明 是 它 的 作 用， 破 除 无 明 
的 黑 暗 是 它 的 现 状。 ㈡ 具 有 如 上 述 的 见 （的 瑜 伽） 者 的 —— 与 正 见 相 应 而 破 
除 邪 思 惟 之 心 的 决 定 于 涅 槃 为 “正 思 惟”； 正 心 的 决 定 是 它 的 特 相， 令 心 安 
止 是 它 的 作 用， 断 除 邪 思 惟 是 它 的 现 状。 ㈢ 有 如 上 述 的 见 及 思 惟 （的 瑜 伽） 
者 的 与 彼 （正 见 正 思 惟） 相 应 而 断 绝 语 的 恶 行 的 离 于 邪 语 [510] 为 “正 语”； 
和 合 语 是 它 的 特 相， 离 （邪 语） 是 它 的 作 用， 舍 断 邪 语 是 它 的 现 状。 ㈣ 有 如 
上 述 的 离 （邪 语 的 瑜 伽） 者 的 与 彼 （正 语） 相 应 而 正 断 邪 业 的 离 于 杀 生 等 为 
“正 业”； （离 杀 生 等 的） 等 起 是 它 的 特 相， 离 （邪 业） 是 它 的 作 用， 舍 断 邪 
业 是 它 的 现 状。 ㈤ 他 （瑜 伽 者） 的 —— 彼 等 正 语、 正 业 的 清 净， 与 彼 （正 语 
正 业） 相 应， 断 除 诡 诈 等 —— 离 于 邪 命 为 “正 命”； 洁 白 是 它 的 特 相， 维 持 
正 当 的 生 活 是 它 的 作 用， 舍 断 邪 命 是 它 的 现 状。 ㈥ 那 注 立 于 称 为 正 语、 正 
业、 正 命 的 戒 地 （的 瑜 伽） 者 的 —— 随 顺 于 彼 （正 语 正 业 正 命）， 与 彼 相 
应， 正 断 懈 怠 的 勤 精 进 为 “正 精 进”； 策 励 是 它 的 特 相， 未 起 的 不 善 而 令 不 
起 是 它 的 作 用， 舍 断 邪 精 进 是 它 的 现 状。 ㈦ 那 如 是 的 精 进 者 的 —— 与 彼 （正 
精 进） 相 应， 除 去 邪 念 的 心 不 忘 失 为 “正 念”， 注 意 是 它 的 特 相， 不 忘 失 是 
它 的 作 用， 舍 断 邪 念 是 它 的 现 状。 ㈧ 如 是 以 无 上 的 念 而 守 护 其 心 者 的 —— 
与 彼 （正 念） 相 应， 除 灭 邪 定 的 心 一 境 性 为 “正 定”； 不 散 乱 是 它 的 特 相， 
等 持 是 它 的 作 用， 舍 断 邪 定 是 它 现 状。 

这 是 导 至 苦 灭 之 道 的 解 释 法。 
如 是 当 知 这 四 谛 中 的 生 等 的 决 择。 

㈨ “以 智 作 用” —— 当 知 即 以 谛 智 的 作 用 的 决 择。 谛 智 有 随 觉 智 及 通 达 
智 二 种【56】

。 此 中： “随 觉 智” 是 世 间 的， 由 于 随 闻 等 而 对 于 灭、 道 （的 所 
缘） 而 起 的。 “通 达 智” 是 出 世 间 的， 以 灭 为 所 缘 的 作 用 而 通 达 四 谛 的。 即 

                                                 
【55】Itv. p. 37; Ud. p. 80. 
【56】cf. S. V, 43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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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谓【57】
： “诸 比 丘！ 见 苦 者， 亦 见 苦 之 集， 亦 见 苦 之 灭， 亦 见 导 至 苦 灭 之 

道” 等 一 切 当 知。 而 此 （出 世 间 的 智） 作 用 将 于 智 见 清 净 （的 解 释）
【58】 中 说 

明。 [511] 但 于 这 里 的 世 间 智 中， “苦 智”， 由 于 克 胜 缠 （烦 恼） 而 能 遮 止 起 
有 身 见； “集 智” 能 遮 止 断 见； “灭 智”， 能 遮 止 常 见； “道 智”， 能 遮 止 无 
作 见。 或 者 “苦 智” 能 遮 止 对 于 果 的 异 计 —— 于 没 有 常、 净、 乐、 我 之 性 的 
诸 蕴 之 中 而 计 为 常、 净、 乐、 我 之 性； “集 智” 能 遮 止 对 于 因 的 异 计 —— 于 
非 因 而 起 为 因 之 想， 以 为 是 由 于 自 在 天、 初 因【59】

、 时、 自 然 等 而 起 世 间； 
“灭 智” 能 遮 止 对 于 灭 的 异 计 —— 于 无 色 界 及 世 界 之 顶 而 执 为 理 想 境 界 （涅 
槃）

【60】
； “道 智” 能 遮 止 对 于 方 便 的 异 计 —— 耽 溺 于 欲 乐 及 苦 行 等 的 不 清 净 

之 道 而 执 为 清 净 之 道。 所 以 这 样 说： 

世 间 和 世 间 的 生 因， 
世 间 之 灭 的 幸 福 和 它 的 方 便 之 道， 
未 知 真 谛 时， 
人 是 痴 迷 的。 

——            ——

㈩ “以 内 含 的 区 别” 即 除 了 爱 及 诸 无 漏 法， 其 余 的 一 切 法 都 包 含 于 苦 
谛 之 内。 三 十 六 种 爱 行【61】 则 包 含 于 集 谛 之 内， 灭 谛 则 纯 一 无 杂。 于 道 谛 
中： ㈠ 属 于 正 见 部 门 的 有 观 神 足、 慧 根、 慧 力、 择 法 觉 支； ㈡ 由 于 正 思 惟 所 
表 示 的 有 出 离 寻 等【62】 的 三 种； ㈢ 于 正 语 所 表 示 的 有 四 种 语 的 善 行【63】

； ㈣ 于 
正 业 所 表 示 的 有 三 种 身 的 善 行【64】

； ㈤ 属 于 正 命 部 门 的 是 少 欲 知 足； 又 此 等 
一 切 的 正 语、 正 业、 正 命 是 圣 所 爱 的 戒 故， 及 圣 所 爱 的 戒 是 由 于 信 的 手 而 
持 故， 依 彼 等 （戒） 的 存 在 而 有 （信 的） 存 在 之 故， 亦 含 信 根、 信 力 及 欲 神 
足； ㈥ 于 正 精 进 所 表 示 的 是 四 种 正 勤、 精 进 神 足【65】

、 精 进 根、 精 进 力 及 精 
进 觉 支； ㈦ 于 正 念 的 表 示 的 是 四 种 念 处、 念 根、 念 力、 念 觉 支； ㈧ 以 正 定 的 
表 示 而 包 含 有 寻 有 伺 等 的 三 定、 心 定 （心 神 足）、 定 根、 [512] 定 力、 及 喜 觉 
支、 轻 安 觉 支、 定 觉 支、 舍 觉 支。 

如 是 当 知 内 含 于 此 四 谛 中 的 区 别 的 决 择。 
(十一) “以 譬 喻”： 苦 谛 如 重 担， 集 谛 如 负 重 担， 灭 谛 如 放 下 重 担， 道 谛 

如 放 下 重 担 的 方 法。 或 苦 谛 如 病， 集 谛 如 病 之 因， 灭 谛 如 病 愈， 道 谛 如 药。 
或 苦 谛 如 饥 谨， 集 谛 如 旱 灾， 灭 谛 如 丰 收， 道 谛 如 时 雨。 又 以 怨 恨、 怨 恨 的 
根 源、 怨 恨 的 断 绝、 断 绝 怨 恨 的 方 法； 怖 畏、 怖 畏 的 根 源、 无 怖 畏 及 其 到 达 
的 方 法； 此 岸、 急 流、 彼 岸 及 其 到 达 的 努 力。 当 知 四 谛 山 适 合 于 此 等 譬 喻。 

                                                 
【57】S. V, 437. 
【58】见 底 本 六 七 二 页。 
【59】初 因 (padhāna) 梵 文 pradhāna （胜） 同, 底 本 padāna 误。 
【60】如 阿 罗 逻 仙 人 及 郁 陀 迦 仙 人, 以 无 色 界 为 理 想 境 界； 如 耆 那 教 主 张 世 界 之 顶 ——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为 解 脱 境 界。 
【61】三 十 六 爱 行, 即 十 二 处 各 有 欲 爱、 有 爱、 无 有 爱 为 三 十 六。 Vibh. 392, 396。 
【62】即 出 离 寻、 不 害 寻、 不 瞋 恚 寻。 见 D. III, p. 215。 
【63】A. II, 141. 
【64】cf. A. I, 114. 
【65】精 进 神 足 (Viriyiddhipāda), 底 本 无， 依 暹 罗 本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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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二) “以 四 法 （四 句 分 别）”： ㈠ 是 苦 而 非 圣 谛， ㈡ 是 圣 谛 而 非 苦， ㈢ 
是 苦 亦 是 圣 谛， ㈣ 非 苦 亦 非 圣 谛。 此 中： ㈠ 与 道 相 应 的 诸 （心、 心 所） 法 及 
沙 门 果， 依 照 “无 常 者 是 苦”

【66】 的 句 子， 因 为 是 行 苦 之 故 为 苦， 而 非 圣 谛。 
㈡ 灭 是 圣 谛 而 非 苦。 其 他 的 （集 道） 二 谛 可 说 为 苦， 因 为 无 常 之 故， 但 不 是 
因 为 世 尊 的 梵 行 所 领 解 的 如 实 的 苦 谛 之 义。 ㈢ 除 了 爱 之 外， 其 五 取 蕴 则 依 
一 切 的 行 相 都 是 苦 也 是 圣 谛。 [513] ㈣ 与 道 相 应 的 诸 法 及 诸 沙 门 果， 苦 依 世 
尊 的 梵 行 所 领 解 的 如 实 的 谛 理 则 非 苦 亦 非 圣 谛， 如 是 集 等 亦 得 依 此 类 推。 
这 里 当 知 是 以 四 法 的 决 择。 

(十三) （以 空） “以 空 及 以 一 种 等” 的 一 句 中， 先 说 “以 空”： 一 切 四 
谛， 依 第 一 义 说， 因 无 受 （苦） 者， 作 （烦 恼） 者， 入 灭 者 及 行 （道） 者 之 
故， 当 知 （四 谛） 是 空。 所 以 这 样 说： 

有 苦 而 无 什 么 受 苦 者， 
有 作 而 无 作 者 的 存 在， 
有 灭 而 无 入 灭 者， 
有 道 却 无 行 者 的 存 在。 

或 者： 

前 面 的 苦 集 二 种 是 常 恒、 净、 乐、 我 的 空， 
不 死 之 灭 是 我 的 空， 
道 是 常、 净、 我 的 空， 
于 此 四 谛 之 中 的 是 空。 

或 者 （苦 集 道） 三 者 是 灭 空、 灭 是 其 余 三 者 空。 或 者 因 （集、 道） 是 果 （苦 
灭） 的 空， 因 为 集 中 无 有 苦 故， 道 中 无 有 灭 故。 不 像 自 性 论 者 （数 论 派） 所 
说 的 自 性， 果 不 是 含 于 因 中 的。 果 （苦 灭） 是 因 （集 道） 的 空， 因 为 苦 与 
集、 灭 与 道 不 结 合 之 故。 不 像 合 论 者 （胜 论 派） 所 说 的 二 微 等， 因 不 是 与 因 
的 果 结 合 的。 所 以 这 样 说： 

三 者 是 灭 空， 灭 是 三 者 空， 
因 是 果 的 空， 果 亦 是 因 空。 

——            —— [514]

(十四) “以 一 种 等”： 此 四 谛 中， 一 切 的 “苦”， 依 其 现 起 之 性 为 一 种。 
依 名 与 色 为 二 种。 依 欲、 色、 无 色 界 的 生 起 各 别 为 三 种。 依 四 食 为 四 种。 依 
五 取 蕴 的 差 别 为 五 种。 

“集” 亦 依 其 现 起 之 性 为 一 种。 由 于 邪 见 的 相 应 与 不 相 应 为 二 种。 依 欲 
爱、 有 爱、 无 有 爱 为 三 种。 由 四 果 道 所 断 故 为 四 种。 由 于 色 欢 喜 等【67】 的 不 
同 为 五 种。 由 于 六 爱 身 的 不 同 为 六 种。 

“灭” 亦 依 无 为 界 为 一 种。 依 于 经 说 的 有 余 依 及 无 余 依 的 差 别 为 二 种。 
由 于 三 有 的 寂 灭 故 为 三 种。 由 于 四 圣 道 而 证 故 为 四 种。 由 于 五 欢 喜 （色 声 
香 味 触 的 五 欲） 的 寂 灭 故 为 五 种。 由 于 六 爱 身 的 灭 尽 的 各 别 为 六 种。 

                                                 
【66】S. II, 53; III, 22. 
【67】即 色、 受、 想、 行、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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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亦 依 其 修 习 为 一 种。 依 止、 观 之 别 或 依 见、 修 之 别 为 二 种， 依 
（戒、 定、 慧） 三 蕴 之 别 为 三 种。 因 为 此 道 有 ㈧ 部 分 之 故， 可 以 三 蕴 而 包 
摄， 犹 如 都 市 包 摄 于 国 内。 即 所 谓【68】

： “朋 友， 毗 舍 祛， 不 是 以 八 支 圣 道 而 
包 摄 三 蕴。 朋 友， 毗 舍 祛， 以 三 蕴 而 包 摄 八 支 圣 道。 朋 友， 毗 舍 祛， 正 语、 
正 业、 正 命 的 三 法 包 摄 于 戒 蕴 中。 正 精 进、 正 念、 正 定 的 三 法 包 摄 于 定 蕴 
中。 正 见、 正 思 惟 的 二 法 包 摄 于 慧 蕴 中”。 

此 中 的 正 语 等 三 种 只 是 戒， 所 以 因 同 种 而 包 摄 于 戒 蕴。 在 圣 典 中 的 
“戒 蕴 中” 虽 以 位 格【69】 来 说 明， 然 而 应 依 作 格【70】 之 义。 其 次 于 正 精 进 等 的 
三 种 之 中， 以 定 自 己 的 法 性 是 不 能 专 注 所 缘 而 安 止 （入 定） 的， 当 它 获 得 精 
进 完 成 其 策 励 的 作 用 及 念 的 完 成 其 不 忘 的 作 用 之 时 的 精 助， 便 得 安 止。 

这 里 有 一 个 相 当 的 譬 喻： 即 如 有 朋 友 三 人， 为 了 祭 祀 共 同 进 入 园 中， 
一 人 看 见 了 盛 开 的 瞻 波 伽【71】 花， 虽 然 举 手 去 采， 但 不 可 能， 另 一 人 便 屈 他 
的 背 给 他 站， 他 虽 然 站 在 他 的 背 上， 但 因 动 摇 亦 不 能 取 得 花。 [515] 此 时 第 
三 者 又 供 给 他 的 肩， 于 是 他 站 在 一 人 的 背 上， 握 住 另 一 人 的 肩， 随 其 所 欲 
而 采 了 花。 用 以 严 饰 而 享 受 祭 祀。 当 知 这 譬 喻 是 这 样 的： 三 友 同 入 园 中， 如 
正 精 进 等 三 法 同 时 而 生。 盛 开 的 瞻 波 伽 如 所 缘。 举 手 去 滴 而 不 可 能， 如 以 
定 的 自 己 的 法 性 不 制 专 注 所 缘 而 安 止。 屈 背 给 他 站 的 朋 友 如 精 进。 另 一 位 
站 着 而 供 给 他 的 肩 的 朋 友 如 念。 于 是 他 站 在 一 人 的 背 上 握 住 另 一 人 的 肩 随 
其 所 欲 而 采 了 花， 如 获 得 了 精 进 完 成 其 策 励 的 作 用 及 念 的 完 成 其 不 忘 的 作 
用 之 时 的 帮 助 的 定， 得 以 专 注 所 缘 而 安 止。 

是 故 这 里 的 定 是 依 其 同 种 而 包 摄 于 定 蕴 中， 精 进 及 念 则 依 其 作 用 而 包 
摄 于 定 蕴 中。 于 正 见、 正 思 惟 之 中， 慧 的 自 己 的 法 性 是 不 能 决 定 所 缘 为 无 
常、 苦 及 无 我 的， 但 获 得 寻 （正 思 惟） 的 时 时 冲 击 所 缘 的 帮 助 之 时 而 得 决 
定， 何 以 故？ 譬 如 一 银 行 家， 置 饯 币 于 手 中， 虽 欲 视 察 其 全 部， 但 眼 面 是 不 
能 翻 转 （钱 币） 的， 只 能 以 指 节 去 翻 转 它 而 得 视 察 它 的 各 部 分。 如 是 以 慧 自 
己 的 法 性 是 不 可 能 决 定 所 缘 为 无 常 等， 只 有 由 那 以 专 注 （所 缘） 为 相 而 有 
接 触 （所 缘） 作 用【72】 的 寻 （正 思 惟） 的 资 助， 如 冲 击 如 翻 转 及 取 而 与 之 （的 
所 缘） 才 能 决 定。 是 故 正 见 是 依 同 种 而 包 摄 于 慧 蕴 中， 正 思 惟 则 依 （资 助 
的） 工 作 而 包 摄 于 慧 蕴 中。 如 是 以 此 等 三 蕴 而 摄 （八 正） 道。 所 以 说 “由 于 
三 蕴 的 差 别 而 有 三 种”。 依 须 陀 洹 道 等 有 四 种。 

又 一 切 四 谛， 由 于 真 如 及 可 知 之 故 为 一 种。 依 世 间、 出 世 间， 或 依 有 
为、 无 为 之 故 为 二 种。 由 于 见 断、 修 断、 及 由 见 与 修 不 可 断 之 故 为 三 种。 由 
于 遍 知 （舍 断、 作 证、 修 习） 等 的 差 别 之 故 有 四 种。 

如 是 当 知 由 于 一 种 等 的 差 别 而 决 择。 [516] 
(十五) “以 同 分、 异 分”： 一 切 四 谛 都 是 不 违 真 如 故、 我 空 故、 难 通 达 

                                                 
【68】M. I, p. 301 参 考 《中 阿 含》 二 一 ○ 经 （大 正 一 · 七 八 八c）。 
【69】以 位 格 〖处 所 格〗 (bhummena)。 
【70】依 作 格 〖工 具 格〗 (karaṇavasena)。 
【71】瞻 波 伽 (campaka) （金 色 花）， 底 木 campatha 误。 
【72】底 本 pariyāhananavasena 误， 应 作 pariyāhananaras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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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所 以 互 相 为 同 分。 即 所 谓【73】
：“ ‘阿 难！ 你 的 意 思 怎 样？ 一 人 从 远 处 而 

把 箭 射 过 细 小 的 键 孔， 每 发 都 不 失 败， 或 者 一 人 以 破 裂 为 百 分 的 发 尖 而 射 
穿 发 尖， 那 一 种 比 较 困 难 比 较 难 得 呢’？ ‘如 是 尊 师， 那 以 破 裂 为 百 分 的 发 
而 射 穿 发 尖， 实 为 困 难， 实 为 难 得’。 ‘阿 难！ 贯 穿 其 最 难 贯 穿 的， 还 算 是 
那 些 如 实 通 达 这 是 苦 …… 乃 正 如 实 通 达 这 是 导 至 苦 灭 之 道’”。 

（四 谛 的） 自 相 各 别 故 为 异 分。 前 （苦 集） 二 种 都 因 难 恩【74】
、 甚 深、 世 

间、 有 漏 之 故 为 同 分， 但 果 与 因 有 别， 及 应 通 知 与 舍 断 的 差 别 之 故 为 异 分。 
后 （灭 道） 二 种 都 因 甚 深、 难 思、 出 世 间、 无 漏 之 故 为 同 分。 但 因 境 （所 
缘） 与 有 境 （有 所 缘） 之 别， 及 应 作 证 与 修 习 之 别 故 为 异 分。 第 一 第 三 同 指 
为 果 故 为 同 分， 但 是 有 为 及 无 为 之 故 为 异 分。 第 二 第 四 同 指 为 因 故 为 同 
分， 因 为 一 是 善 一 是 不 善 故 为 异 分。 第 一 第 四 因 有 为 故 为 同 分， 但 世 间 和 
出 世 间 各 别 故 为 异 分。 第 二 第 三 是 非 学 非 无 学 故 为 同 分， 但 是 有 所 缘 与 无 
所 缘 故 为 异 分。 

如 是 智 者 当 以 品 类 与 方 法， 
认 识 四 圣 谛 的 同 分 和 异 分。 
为 善 人 所 喜 悦【75】 而 造 的 清 净 道 论， 在 论 慧 的 修 习 中 完 成 了 第 十 六 
品， 定 名 为 根 谛 的 解 释。 

                                                 
【73】S. V, 454 参 考 《杂 阿 含》 四 ○ 五 经 （大 正 二 · 一 ○ 八b）。 
【74】底 本 duravagāhattena 误， 应 作 duravagāhatthena。 
【75】底 本 pāmojjattāya 误， 应 作 pāmojjatthā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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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17] 如 前 面 所 说 的【1】 “蕴 处 界 根 谛 缘 起 等 种 种 法 是 慧 地” 的 慧 地 诸 法 
之 中， 只 留 下 缘 起 及 包 摄 于 “等” 字 之 中 的 缘 生 法 了， 所 以 现 在 当 来 说 明 
它 们。 

此 中 当 先 知 道 无 明 等 法 是 “缘 起”。 即 如 世 尊 说【2】
： “诸 比 丘， 什 么 是 

缘 起？ 无 明 缘 行、 行 缘 识、 识 缘 名 色、 名 色 缘 六 处、 六 处 缘 触、 触 缘 受、 受 
缘 爱、 爱 缘 取、 取 缘 有、 有 缘 生、 由 生 之 缘 而 发 生 老、 死、 愁、 悲、 苦、 忧、 
恼， 如 是 这 是 一 切 苦 蕴 的 集 （生 起）。 诸 比 丘， 是 名 缘 起”。 其 次 当 知 老 死 
等 为 “缘 生 法” 即 如 世 尊 说【3】

： “诸 比 丘， 什 么 是 缘 生 法？ 诸 比 丘， 老 死 是 
无 常、 有 为、 缘 生、 尽 法、 衰 法、 离 贪 法、 灭 法。 诸 比 丘， 生 …… 乃 至 …… 
有、 取、 爱、 受、 触、 六 处、 名 色、 识、 行 …… 诸 比 丘， 无 明 是 无 常、 有 力、 
缘 生、 尽 法、 衰 法、 离 贪 法、 灭 法。 诸 比 丘， 是 名 缘 生 法”。 [518] 

       

这 是 （缘 起 和 缘 生 法 的） 简 略 的 解 释： “缘 起”
【4】 是 缘 的 法。 “缘 生 

法， 是 由 那 些 缘 所 生 的 法。 怎 么 能 够 了 解 这 些 呢？ 当 知 依 照 世 尊 的 语 言， 
即 如 世 尊 在 指 示 缘 起 与 缘 生 法 的 经 中 说【5】

： “诸 比 丘， 什 么 是 缘 起？ 诸 比 
丘， 以 生 为 缘 有 老 死， 无 论 诸 佛 如 来 出 世 或 不 出 世， 而 此 （缘 起 的） 界 （自 
性） 住 立， 是 法 住 性、 是 法 不 变 性、 是 此 缘 性。 如 来 于 此 现 正 觉， 现 观； 现 
正 觉、 现 观 之 后， 讲 它、 说 它、 施 设、 确 定、  显、 分 别 及 显 示 它， 而 说 
‘汝 等 当 见’！ 诸 比 丘， 以 生 为 缘 有 老 死， 诸 比 丘， 以 有 为 缘 有 生 …… 乃 
至 …… 以 无 明 为 缘 有 行， 无 论 如 来 出 世 …… 乃 至 …… 分 别 显 示， 而 说 ‘汝 等 
当 见’！ 诸 比 丘， 以 无 明 为 缘 有 行。 诸 比 丘， 这 里 的 是 如 性、 不 违 自 性、 不 
他 性、 是 此 缘 性。 诸 比 丘， 是 名 缘 起”。 如 是 依 佛 所 示 的 缘 起， 与 如 性 等 是 
同 义 语， 所 以 说 缘 的 法 为 缘 起。 

是 故 当 知 “缘 起” 是 以 老 死 等 诸 法 的 缘 为 特 相， 有 与 苦 结 合 的 作 用， 邪 
道 （轮 回） 是 它 的 现 状， 这 （缘 起） 由 于 这 样 不 少 不 多 的 缘 而 发 生 那 样 的 
法， 故 说 “如 性”； 因 为 诸 缘 和 合 之 时， 虽 一 须 臾， 想 不 从 此 而 发 生 诸 法 是 
不 可 能 的。 所 以 说 “不 违 如 性”。 不 能 由 其 他 诸 法 的 （生 起 之） 缘 而 生 起 别 
的 法， 所 以 说 “不 他 性”； 是 上 面 所 述 的 此 等 老 死 等 的 缘 之 故， 或 为 它 们 的 
缘 的 聚 合 之 故， 说 为 “此 缘 性”。 而 此 （此 缘 性 的） 语 义 是 这 样： 是 此 等 
（老 死 等） 的 缘 为 此 缘， 此 缘 即 为 此 缘 性； 或 以 此 缘 的 聚 合 为 此 缘 性。 而 此 
（缘 起 的 语） 相 则 应 于 文 法 中 求 之。 

有 人 不 顺 外 道 （数 论） 所 遍 计 的 自 性、 神 我 等 的 原 因， 却 说 缘 正 生 起 为 
缘 起， 如 是 只 以 生 起 为 缘 起。 他 这 种 说 法 是 不 恰 当 的！ [519] 何 以 故，⑴ 无 有 
                                                 
【1】 底 本 四 四 三 页。 
【2】 S.II, p.1. 
【3】 S.II, 26. 
【4】 缘 起 (paṭiccasamuppādo) 底 本 paṭiccamuppādo 误。 
【5】  S.II, 2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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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说 故，⑵ 与 经 相 违 故，⑶ 缺 乏 甚 深 之 理 故，⑷ 破 坏 语 法 故。 

⑴ 没 有 什 么 经 中 说 只 以 生 起 为 缘 起 的。 

⑵ 那 主 张 只 以 生 起 为 缘 起 的 人、 与 部 分 住 的 经 相 违 故， 怎 么 相 违 呢？ 
因 为 依 据 世 尊 所 说 的【6】 “尔 时 世 尊， 于 初 夜 分 对 缘 起 顺 逆 地 作 意” 等 语 之 
故， 则 缘 起 作 意 是  初 的 正 觉 住 的 部 分 住 —— 即 是 彼 世 尊 的 一 部 分 住。 所 
谓

【7】
： “诸 比 丘， 我 以 那  初 正 觉 的 住 法 而 住， 以 那 部 分 住 而 住”。 是 故 那 

时 的 世 尊 是 见 缘 相 而 住， 不 是 仅 见 生 起 而 住 的。 他 又 说【8】
： “那 我 作 如 是 

了 解： 有 的 是 以 邪 见 之 缘 的 觉 受， 有 的 是 以 正 见 之 缘 的 觉 受， 有 的 是 以 邪 
思 惟 之 缘 的 觉 受” 等 等。 如 是 那 主 张 只 以 生 起 为 缘 起 的 人， 是 违 反 干 部 分 
住 的 经 中 的 意 思 的， 同 时 亦 与 《迦 旃 延 经》 相 违。 即 如 迦 旃 延 经 中 说【9】

： 
“迦 旃 延， 世 间 的 集 （因）， 以 正 慧 如 实 而 见 者， 对 于 他 是 不 会 以 为 世 间 是 
非 有 性 的”。 因 为 顺 的 缘 起 是 世 间 的 生 起 之 缘 故 为 世 间 的 集 （因）， 是 为 断 
除 断 见 而 说 的； 但 说 只 是 生 起 则 不 然， 因 为 只 见 生 起 是 不 会 断 除 断 见 的； 
只 有 山 于 见 缘 的 相 续 才 能 断 它， 因 为 有 缘 相 续 之 时 而 果 亦 不 断 之 故。 如 又 
那 主 张 只 以 生 起 为 缘 起 的 人 是 与 迦 旃 延 经 相 违 的。 

⑶ “缺 乏 甚 深 之 理 故”， 即 如 世 尊 说【10】
： “阿 难， 这 缘 起 甚 深、 甚 

深”！ 有 四 种 而 名 甚 深， 后 面 当 说【11】
。 这 种 甚 深 之 理 在 仅 仅 生 起 中 是 不 会 

存 在 的， 即 是 古 人 赞 说 这 缘 起 有 四 种 道 理 （四 句 分 别） 而 庄 严， 而 此 四 法 
是 不 会 存 在 于 仅 仅 生 起 之 中 的。 所 以 说 因 为 缺 乏 甚 深 之 理， 故 不 是 仅 以 生 
起 为 缘 起。 

⑷ “破 坏 语 法 故”， [520] 这 里 的 “缘”（paṭicca） （由 于 缘） 字 是 结 合 于 
过 去 时（pubbakāle）， 对 于 同 一 主 词 而 完 成 其 意 义 （与 动 词 起 字 的 作 用 相 
同）。 例 如【12】

： “由 于 眼 与 诸 色 的 缘 而 起（uppajjati） 眼 识”。 如 果 这 里 与 动 
名 词 的 “起”（uppāda） 结 合， 则 因 为 缺 乏 （两 个 动 词） 同 一 主 词 之 故， 便 破 
坏 了 语 法， 还 能 够 完 成 些 什 么 意 义 呢？ 所 以 说 因 为 破 坏 语 法 之 故， 不 可 仅 
以 生 起 为 缘 起。 

这 里 更 有 以 为 （缘 之 一 语） 可 与 动 词 “成”（hoti） 字 结 合， 而 成 为 “缘 
起 成”（paṭiccasamuppādo  hoti）， 这 也 是 不 合 理 的！ 诃 以 故？ 因 为 不 可 能 这 样 
结 合 的， 并 且 （如 果 这 样 结 合） 会 成 为 生 起 的 生 起 的 错 误。 即 如【13】

： “诸 比 
丘， 我 为 汝 等 说 缘 起。 诸 比 丘， 什 么 是 缘 起？ …… 乃 至 …… 诸 比 丘， 是 名 缘 
起”。 在 这 些 句 子 中， 没 有 用 一 个 “成” 字 来 结 合 的， 并 非 是 生 起 的。 如 果 
是 那 样 结 合， 则 应 有 一 个 生 起 的 生 起？ 

又 有 人 想 道： “此 缘 的 状 态 为 此 缘 性。 这 状 态 便 又 无 明 等 的 行 相， 是 行 

                                                 
【6】  Vin.I, p.2. 
【7】  S.V, p.12; p,13. 
【8】  S.V, p.12. 
【9】  S.II, 17; III,135. 
【10】 D.II, 55; S.II, 92. 
【11】 底 本 五 八 三 页。 
【12】 S.II, 72. 
【13】 S.II,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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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现 前 之 因。 而 此 状 态 在 于 行 的 变 化 中 即 名 缘 起”。 他 这 种 说 法 也 是 不 合 
理 的！ 阿 以 故？ 因 为 已 说 无 明 为 因 之 故。 即 如 世 尊 说【14】

： “是 故 阿 难， 只 有 
生 是 老 死 的 因、 是 它 的 因 缘、 是 它 的 集、 是 它 的 缘 …… 乃 至 …… 只 有 无 明 是 
行 的 …… 缘”。 如 是 佛 陀 只 说 无 明 等 是 因、 不 是 说 它 们 的 变 化 （是 因）。 是 
故 当 知 缘 起 便 是 缘 的 法， 唯 此 说 为 正 说。 

       

其 次 关 于 缘 起， 由 于 文 字 的 遮 蔽 （错 误）， 而 说 它 只 是 生 起， 对 于 此 语 
应 采 取 下 面 这 样 的 意 义， 而 除 去 其 （错 误 的） 想 念。 即 如 世 尊 说： 

于 彼 从 缘 而 起 的 法 聚， 

说 此 缘 起 一 语 有 二 义， 

是 故 说 它 的 缘 为 缘 起。 

这 是 用 果 之 语 而 说 的。 

（智 者） 主 张 即 于 从 此 缘 性 转 起 的 法 聚 中 而 说 缘 起 一 语 有 二 种 意 思： 
[521] ⑴ 此 缘 起， 因 为 了 解 它 有 助 于 利 益 和 幸 福， 故 智 者 值 得 去 领 解
（paccetuṁ）， 是 名 为 “缘”（paṭicca）【15】

， 生 起 之 时， 是 俱（saha） （生 起 
uppajjati） 而 非 单 独， 是 正（sammā） 生 起（uppajjati） 而 非 无 因， 是 名 为 “起”

（samuppādo）。 如 是 缘 与 起 故 为 “缘 起”（paṭicca-samuppādo）。⑵ 其 次 是 俱 
生 起 故 为 “起”。 诸 缘 的 和 合 而 不 是 拒 绝 （诸 缘 的 和 合） 故 为 “缘”。 如 是 
缘 与 起 故 为 “缘 起”。 因 为 此 等 因 聚 是 彼 等 （果） 的 缘 故 为 “彼 缘”， 是 彼 
等 的 缘 故 此 是 因。 譬 如 世 间 的 糖 块 是 痰 的 缘， 便 叫 它 痰 糖 块； 又 如 教 法 中 
说， 乐 的 缘 是 诸 佛 的 出 世， 所 以 说【16】

： “诸 佛 出 世 乐”。 故 知 这 缘 起 是 用 果 
的 语 言 而 说 （因） 的。 

⑶ 或 者 说： 

由 此 因 聚 向 于 果， 故 说 为 “缘”。 

因 聚 生 起 俱 生 法， 故 说 为 “起”。 

即 是 那 使 行 等 现 前 而 以 无 明 等 一 一 因 的 名 目 而 说 故 因 聚， 因 为 由 此 而 
产 生 共 同 （一 定） 的 成 果 的 意 义， 以 不 缺 乏 故 意 义， 及 由 此 诸 和 合 支 （因 
聚） 的 互 相 趋 向 于 果 之 义， 故 说 为 “缘”。 因 为 它 门 （因 聚） 生 起 共 同 互 相 
不 可 分 离 的 法， 故 说 为 “起”。 如 是 缘 与 起 故 为 “缘 起”。 

⑷ 还 有 别 的 说 法： 

由 此 缘 性 的 互 相 为 缘， 

平 等 俱 时 的 生 起 诸 法， 牟 尼 如 是 说 缘 起。 

即 因 为 那 些 以 无 明 等 名 目 而 说 的 诸 缘 中 的 缘， 生 起 行 等 的 法， 如 果 它 
们 不 互 相 为 缘 及 互 相 缺 乏 之 时， （诸 法） 是 不 可 能 生 起 的， 故 为 缘。 由 于 缘 
性 的 生 起 诸 法， 是 以 平 等 而 非 各 各 参 差， 是 以 俱 时 而 非 前 后 （故 为 起）。 那 
随 顺 义 理 言 说 善 巧 的 牟 尼 如 是 说 此 缘 起 之 义。 （世 尊） 得 作 如 是 说： 

                                                 
【14】 cf. D.II, p.57 ff. 
【15】 pacceti = paṭi + ī; pacceti it = paṭicca. 
【16】 Dhp.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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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前 句 说 常 等 的 非 有， 

以 后 句 说 断 等 的 破 灭， 

以 此 两 句 说 明 正 的 道。 

“以 前 句” —— 即 以 说 明 缘 的 和 合 的 “缘” 的 一 句， [522] 因 为 有 在 的 诸 
法 是 依 于 缘 的 和 合 而 生 起， 故 （缘 的 一 句） 是 说 明 常 论、 无 因 论、 （自 性、 
微、 时 等 的） 异 因 论 及 自 在 天 论 等 类 的 “常 等 的 非 有”； 因 为 是 由 于 缘 的 和 
合、 那 里 是 由 于 常 等 或 无 因 等 的 呢？ “以 后 句” —— 即 以 说 明 诸 法 生 起 的 
“起” 的 一 句， 由 于 缘 的 和 合 而 得 诸 法 的 生 起， 所 以 是 破 灭 断 论、 非 有 论 及 
无 作 论 等， 故 （以 起 的 一 句） “说 明 断 等 的 破 灭”， 因 为 由 于 前 前 的 缘 而 数 
数 生 起 后 后 的 法， 怎 么 是 断、 非 有 或 无 作 的 呢？ “以 此 两 句” —— 是 以 缘 与 
起 的 全 句 一 由 于 那 洋 那 样 的 缘 的 和 合 相 续 不 断 而 有 那 些 那 些 的 法 生 起， 说 
明 中 道， 即 舍 弃【17】 “作 者 与 受 者 是 一， 或 作 者 与 受 者 是 异” 的 （邪 论）， 不 
着 于 世 人 所 用 的 语 言， 亦 不 超 越 世 俗 的 名 称， 这 是 “说 明 正 道”。 上 面 是 先 
说 缘 起 的 语 义。 

       

其 次 世 等 演 说 缘 起， 曾 于 经 典 中 用 “由 无 明 的 缘 而 有 行” 等 的 方 法 说， 
要 解 说 它 的 意 义 的 人， 应 去 入 于 分 别 论 者【18】 的 会 众。 不 诽 谤 诸 阿 阇 梨， 不 
放 弃 自 宗 的 意 义， 不 攀 他 宗 的 意 义， 不 违 于 经， 随 顺 于 律， 见 大 法 教【19】

， 
了 解 于 法， 把 握 其 义， 再 三 思 虑 及 以 其 他 的 各 种 方 法 来 解 说 其 意 义。 解 释 
缘 起 之 义， 自 然 困 难， 即 如 古 人 说： 

谛、 有 情、 结 生、 缘 相 的 四 法， 

难 见 极 难 说。 

所 以 除 了 精 通 及 证 得 经 典 之 义 的 人 之 外， 去 解 释 缘 起 之 义 实 在 不 易， 这 样 
考 虑 了 之 后： 

现 在 我 想 解 释 此 缘 相。 

如 入 大 海 而 无 立 足 处， [523] 
然 此 教 法 严 饰 着 种 种 的 说 法。 

并 有 存 在 着 不 断 的 古 师 之 道。 

我 依 此 二 来 释 缘 起 义， 

希 望 你 们 等 持 心 来 听。 

古 代 的 阿 阇 梨 亦 曾 这 样 说： 

谁 人 乐 我 而 听 者， 

获 得 前 后 （永 久 的） 胜 法： 

获 得 前 后 的 胜 法， 

到 达 了 死 王 不 见 的 境 地。 

⑴ （无 明 缘 行） 先 就 “无 明 缘 行” 等 的 句 子 说： 

(Ⅰ) 以 说 法 的 差 别， 

                                                 
【17】 S.II, 20. 
【18】 分 别 论 者 (Vibhajjavādī) 是 指 锡 兰 上 座 部 的 大 寺 派。 
【19】 大 法 教 (Mahāpadesa), 可 参 考 人 A.II, p.167f; D.II, p.123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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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以 义， 

(Ⅲ) 以 相 等， 

(Ⅳ) 以 一 种 等， 

(Ⅴ) 以 缘 起 支 的 差 别。 

如 是 当 知 决 择 说。 

此 中： (Ⅰ) “以 说 法 的 差 别”， 世 尊 有 四 种 缘 起 的 说 法， 犹 如 四 位 采 蔓 
的 人 相 似， 从  初 或 从 中 间  始 而 至 于  后， 及 从  后 或 从 中 间  始 而 至 
于  初。 即⑴ 譬 如 四 位 采 蔓 的 人 中 一 人 先 看 见 蔓 的 根， 他 便 割 断 根， 一 切 
都 拉 来， 取 而 使 用； 世 尊 亦 这 样 从  初  始 而 至  后 说 缘 起【20】

： “诸 比 
丘， 无 明 缘 行 …… 乃 至 …… 生 缘 老 死”。⑵ 譬 如 彼 等 四 人 之 中， 一 人 先 看 见 
蔓 的 中 部， 他 便 割 断 中 部， 只 拉 其 上 部， 取 而 使 用。 世 尊 亦 这 样 从 中 间  
始 而 至  后 说【21】

： “对 于 他 的 受 而 欢 喜 而 欢 迎 而 耽 著 者 生 起 喜， 那 于 爱 中 
的 喜 是 取。 以 取 为 缘 的 是 有。 以 有 力 缘 的 是 生”。⑶ 譬 如 四 人 中 的 一 人， 先 
看 见 蔓 的 尾 端， 便 执 其 尾 端， 从 尾 至 根， 取 其 全 部 而 使 用。 世 尊 亦 这 样 从 

 后 而 至  初 说 缘 起【22】
： “我 说 生 缘 老 死。 诸 比 丘， 是 否 生 缘 老 死， 你 们 

的 意 思 怎 样？ 尊 师， 生 缘 老 死， 我 们 的 意 思 是 生 缘 老 死。 [524] 我 说 有 缘 
生 …… 乃 至 …… 无 明 缘 行。 诸 比 丘， 是 否 无 明 缘 行， 你 们 的 意 思 怎 样？

【23】 尊 
师， 无 明 缘 行， 我 们 的 意 思 是 无 明 缘 行”。⑷ 在 这 些 人 里 面 的 一 人， 先 看 见 
蔓 的 中 部， 他 便 割 断 中 部， 向 下 而 至 于 根， 取 而 使 用。 世 尊 亦 这 样 从 中  
始 而 至  后 说【24】

： “诸 比 丘， 此 等 四 食， 是 什 么 因 缘？ 是 什 么 集？ 是 什 么 生 
因？ 是 什 么 原 因？ 此 等 四 食 以 渴 爱 为 因 缘， 以 渴 爱 为 集， 以 渴 爱 为 生 因， 以 
渴 爱 为 原 因。 渴 爱 是 什 么 因 缘？ … 受 … 触 … 六 处 … 名 色 … 识 … 行 是 什 么 因 
缘？ …… 行 以 无 明 为 因 缘 …… 乃 至 …… 行 以 无 明 为 原 因”。 

为 什 么 他 要 这 样 说？ 因 为 缘 起 的 完 善 及 他 （世 尊） 自 己 到 达 说 法 的 微 
妙 之 故。 即 缘 起 的 确 是 完 善 的， 由 （四 种 说 法 的） 任 何 一 种 都 得 通 达 正 道。 
因 为 世 尊 以 无 畏 及 四 无 碍 相 应 并 到 达 四 种 甚 深 的 状 态， 故 为 到 达 说 法 的 微 
妙， 因 他 到 达 说 法 的 微 妙， 所 以 才 能 以 种 种 的 方 法 而 说 法。 

特 别 是：⑴ 他 从  初  始 的 顺 说， 因 为 他 观 察 其 所 化 的 人 （弟 于 们） 迷 
昧 于 （诸 法） 进 行 的 原 因 的 分 别， 为 示 各 各 以 自 己 的 原 因 而 进 行、 为 示 其 
生 起 的 次 第， 所 以 他 曾 这 样 说。⑶ 他 从  后  始 的 逆 说， 因 为 他 以 此 等 方 
法 而 见 世 人 陷 于 苦 恼【25】

： “这 世 人 实 在 陷 于 苦 恼！ 有 生、 有 老、 有 死、 有 死 
灭、 有 再 生” 等， 为 示 从 他 在 （成 道 的） 前 分 所 通 达 （的 缘 起） 而 自 证 的 老 
死 等 苦 的 原 因。 所 以 这 样 说。⑷ 从 中 间  始 而 至  初 的 说 法， 是 为 了 从 确 
定 食 的 因 缘 而 回 溯 到 过 去 世【26】

， 再 示 从 过 去 世 以 来 的 因 果 次 第， 所 以 这 样 
                                                 
【20】 M.I, 261; S.II, p.12. 
【21】 M.I, 226. 
【22】 M.I, 261f. 
【23】 依 锡 兰 字 体 本 如 下 面 几 句： Avijjāpaccayā, bhante, saṅkhārā, evaṁ no ettha hoti　 

avijjāpaccayā saṅkhārāti. 
【24】 M.II, 161; S.II, 11f. 
【25】 D.II, 30; S.II, 5. 
【26】 依 注 解， 食、 爱、 受、 触、 六 入、 名 色、 识， 为 现 在 世， 行 及 无 明 为 过 去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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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⑵ 从 中 间  始 而 至  后 的 说 法， 是 为 了 指 示 那 未 来 世 的 因 即 于 现 在 世 
起 始 的 未 来 世 的 状 态。 

于 此 等 说 法 中， 为 了 对 于 迷 惑 了 转 起 的 原 因 的 所 化 之 人、 提 示 各 各 由 
于 自 己 的 原 因 而 进 行 及 其 生 起 的 次 第， 而 说 从  初  始 的 顺 的 说 法， [525] 
当 知 这 里 便 是 这 一 种。 

为 什 么 于 此 （顺 缘 起） 中  先 说 无 明？ 这 无 明 是 否 无 因 而 为 世 间 的 根 
本 因 犹 如 自 性 论 者 （数 论 派） 的 自 性 呢？ 不 是 无 因 的， 因 为 “由 于 漏 集 故 有 
无 明 之 集”

【27】
， 所 以 说 为 无 明 的 原 因。 

那 末， 有 以 （无 明） 为 根 本 的 原 因 的 说 法 怎 么 说 的 呢？ 于 轮 转 说 （无 
明） 成 为 首， 即 世 尊 于 轮 转 说 中 曾 说 （无 明 及 有 爱） 二 法 为 首， 第 一 是 无 明 
（为 首）， 即 所 谓：

【28】 “诸 比 丘， 因 为 不 知 无 明 的 前 际， 所 以 说 ‘无 明 以 前 
不 存 在， 从 此 以 后 而 发 生’。 诸 比 丘， 虽 然 这 样 说， 但 应 知 道 由 此 （漏） 缘 
有 无 明”。 第 二 是 有 爱 （为 首）， 即 所 世：

【29】 “诸 比 丘， 因 为 不 知 有 爱 的 前 
际， 所 以 说 ‘有 爱 以 前 不 存 在， 从 此 以 后 而 发 生’。 诸 比 丘， 虽 然 这 样 说， 
但 应 知 道 由 此 （受） 缘 而 有 有 爱”。 

然 而 世 尊 于 轮 转 说 中， 为 什 么 以 此 二 法 为 首？ 因 为 它 们 是 至 善 趣 及 恶 
趣 的 业 的 特 别 原 因 之 故， 即 ㈠ 无 明 是 至 恶 趣 的 业 的 特 别 原 因， 例 以 故？ 因 
为 给 无 明 所 克 制 的 凡 夫， 而 造 杀 生 等 种 种 至 恶 趣 的 业， 那 是 有 烦 恼 的 热 苦 
而 无 乐 味， 并 且 会 堕 恶 趣 而 对 自 己 是 不 利 的； 譬 如 因 为 给 火 所 烧 为 棍 所 打 
而 逼 使 力 竭 的 屠 牛， 饮 了 热 水 一 样， 那 是 痛 苦 而 无 乐 味， 井 对 自 己 是 不 利 
的。 ㈡ 有 爱 是 至 善 趣 的 业 的 特 别 原 因。 何 以 故？ 因 为 给 有 爱 克 制 的 凡 夫， 
为 了 去 烦 恼 之 热 而 有 乐， 及 为 至 于 善 趣 而 除 自 己 的 恶 趣 之 苦， 而 行 离 杀 生 
等 种 种 至 善 趣 的 业； 譬 如 上 述 的 屠 牛， 因 爱 冷 水 有 清 凉 之 乐， 并 且 为 了 除 
去 自 己 的 疲 乏， 而 饮 冷 水 一 样。 

在 轮 转 说 的  头 的 此 等 （无 明 及 有 爱 的 二） 法 中， 有 时 世 尊 说 一 法 为 
根 本。 即 所 谓：

【30】 [526] “诸 比 丘， 以 无 明 为 亲 因 而 有 行， 以 行 为 亲 因 而 有 
识” 等。 又 说：

【31】 “诸 比 丘， 于 令 其 取 著 的 诸 法 中 而 视 为 乐 的 住 者， 则 爱 增 
长， 以 爱 为 缘 而 有 取” 等。 有 时 亦 说 两 者 为 根 本， 即 所 谓【32】

： “诸 比 丘， 有 
无 明 盖 及 爱 相 应 的 愚 夫， 得 成 如 是 之 身， 此 身 与 外 的 名 色 为 二 种， 由 此 二 
缘 有 触 与 六 处， 以 此 等 触， 愚 者 有 苦 受 乐 受” 等。 于 此 等 的 说 法 中： “以 无 
明 为 缘 而 有 行”， 这 样 以 无 明 一 法 为 根 本 的 说 法， 当 知 为 此 处 之 意。 

——               —— 

(Ⅱ) “以 义”， 即 以 无 明 等 句 之 义。 即 所 谓： 

（无 明）⑴ 以 不 应 成 就 的 身 恶 行 等 名 为 不 当 有 —— 不 应 得 的 意 思， 那 不 

                                                 
【27】 cf. M.I, p.55. 
【28】 A.V, p.113. 
【29】 A.V, p.116. 
【30】 S.II, p.31. 
【31】 S.II, p.84. 
【32】 S.II, p.2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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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有 而 有， 故 为 无 明。⑵ 相 反 的， 身 善 行 等 名 为 当 有， 那 当 有 而 不 有， 故 为 
无 明。⑶ 因 为 对 于 蕴 的 聚 义， 处 的 努 力 义， 界 的 空 义， 根 的 增 上 义， 谛 的 如 
实 义， 都 不 知 故 为 无 明，⑷ 不 知 以 逼 恼 等 而 说 苦 等 四 种 之 义， 故 为 无 明。⑸ 
于 无 始 的 轮 回， 令 诸 有 情 徘 徊 于 一 切 胎、 趣、 有、 识 住、 有 情 居 之 中， 故 为 
无 明。⑹ 奔 走 于 第 一 义 不 存 在 的 男 女 等 之 中， 而 不 奔 走 于 第 一 义 存 在 的 蕴 
等 之 中， 故 为 无 明。⑺ 障 蔽 眼 识 等 的 所 依、 所 缘 及 缘 起、 缘 生 法 等 之 故 为 无 
明。 

（缘） 果 从 彼 缘 而 来 故 为 “缘”。 “从 缘”， 是 非 无 及 不 拒 绝 之 义。 
“来” 即 生 起 及 进 行 之 义， 又 缘 的 意 义 为 资 助 之 义。 无 明 即 缘 为 “无 明 之 
缘”； 所 以 说 “由 无 明 之 缘” （而 有 行）。 

（行）， 行 作 有 为 故 为 “行”。 行 有 二 种： ㈠ “由 无 明 之 缘 而 有 行” 的 
行； ㈡ 由 于 说 行 的 语 句 而 来 的 行。 此 中： ㈠ 福 行、 非 福 行、 不 动 行 三 种， 及 
身 行、 语 行、 心 行 三 种【33】 的 此 等 六 种 为 “由 无 明 之 缘 而 有 行” 的 行； 它 们 
都 只 是 世 间 的 善 及 不 善 的 思 而 已。 ㈡ 由 于 说 行 的 语 句 而 来 的 行 有 四 种：⑴ 
有 力 行， [527] ⑵ 曾 行 作 行， ⑶ 在 行 作 的 行， ⑷ 加 行 的 行。 此 中： 

⑴ 在【34】 “诸 行 无 常” 等 句， 是 说 一 切 有 缘 的 法， 名 “有 为 行”。⑵ 在 义 
疏 中 说 业 所 生 的 （欲、 色、 无 色 界） 三 地 的 色 法 及 非 色 法， 为 “曾 行 作 
行”； 这 亦 包 摄 于 “诸 行 无 常” 的 句 子 中， 但 其 各 别 叙 述 的 来 处 则 不 清 楚。

⑶ 三 地 的 善 与 不 善 的 思， 名 为 “在 行 作 的 行”。 它 的 来 处， 见 于【35】 “诸 比 
丘， 这 在 无 明 中 的 人， 在 行 作 福 行” 等 句，⑷ 由 于 身 心 的 精 进， 名 “加 行 的 
行”， 它 来 自【36】 “直 至 车 轮 行 作 之 时， 停 止 车 轴 都 固 定” 等 句。 

不 只 是 此 等 方 法 而 已， 并 有 其 他 由 行 字 而 来 的 方 法， 如：
【37】 “朋 友， 毗 

舍 祛， 那 于 想 受 灭 入 定 的 比 丘， 先 是 语 行 灭， 其 次 身 行， 其 次 心 行 灭” 等。 
然 而 此 等 一 切 行， 没 有 不 包 摄 于 有 为 行 里 面 的。 

其 次 于 “行 缘 识” 等 句 之 中， 亦 如 上 述 的 方 法。 还 没 有 说 明 的 如 下： 识 
知 故 为 “识”。

【38】 倾 向 故 为 “名”。 可 坏 故 为 “色”。 来 者 伸 展 及 扩 大 的 引 
导 故 为 “处”。 觉 受 故 为 “受”。 渴 故 为 “爱”。 取 着 故 为 “取”。 成 有 及 使 
有 故 为 “有”。 生 的 故 为 “生”。 老 的 为 “老”。 （人） 以 此 而 死 故 为 
“死”。 忧 愁 的 为 “愁”。 悲 痛 的 为 “悲”。 苦 痛 为 苦；

【39】 或 依 破 坏 于 生 住 
二 种 故 为 “苦”。 不 快 意 的 状 态 为 “忧”。 深 忧 为 “恼”。 “发 生” 即 生 起。 
“发 生” 一 字， 并 非 只 与 愁 等 诸 字 结 合， 当 知 是 和 一 切 句 结 合 的， 不 然 的 
话， 说 “由 无 明 缘 而 行”， 而 行 做 什 么 呢？ 则 不 清 楚， 如 有 “发 生” 来 结 合 
之 时， 则 无 明 即 是 缘 为 无 明 缘， 所 以 形 成 [528] “由 无 明 缘 而 行 发 生”， 则 确 

                                                 
【33】 身、 语、 心 行 三 种 (kāyavacīcitta saṅkhārā tayo) 底 本 漏 落 这 一 句。 
【34】 D.II, 157; S.I, 158. 
【35】 S.II, p.82. 
【36】 A.I, p.112. 
【37】 M.I, p.302. 
【38】 倾 向 故 为 名 (namatī ti nāmaṁ) 可 坏 故 为 色 (ruppatī ti rūpaṁ) 来 者 伸 展 及 扩 大 的 引 导 故 

为 处 (Āye tanoti āyatañ ca nayatī ti āyatanaṁ)。 
【39】 或 依 破 坏 于 生 住 二 种 故 为 苦 (uppādaṭṭhitivasena vā dvidhā khaṇatī ti pi dukkha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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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其 缘 与 缘 生 的 意 思 了。 其 他 各 句 也 是 同 样。 “如 是” 即 指 刚 才 所 说 的 方 
法， 便 是 说 无 明 等 是 原 因， 而 不 是 自 在 天 等 所 化 作。 “这” 是 如 上 所 说 的。 
“一 切” 是 不 杂 或 全 体 之 义。 “苦 蕴 的” 是 苦 聚 的， 不 是 有 情 的， 不 是 乐 净 
等 的。 “集” 即 生。 “是” 即 成 为。 

——          —— 

(Ⅲ) “以 相 等”， 即 以 无 明 等 的 相 等， 所 谓： “无 明” 有 无 明 的 特 相， 有 
蒙 昧 的 作 用 （味）， 有 障 敝 的 现 状 （现 起）， 以 漏 为 近 因 （足 处）。 “行” 有 
行 作 的 特 相， 有 奋 勉 的 作 用， 思 是 它 的 现 状， 无 明 是 它 的 近 因， “识” 有 识 
知 的 特 相， 有 先 行 的 作 用， 结 生 是 它 的 现 状， 以 行 为 近 因， 或 以 所 依 及 所 
缘 力 近 因。 “名” 有 倾 向 的 特 相， 有 （与 识） 相 应 的 作 用， 不 分 别 是 它 的 现 
状， 以 识 为 近 因。 “色” 有 毁 坏 的 特 相， 有 散 布 的 作 用， 无 记 是 它 的 现 状， 
以 识 为 近 因。 “六 处” 有 努 力 的 特 相， 有 见 等 的 作 用， （识 的） 所 依 及 （识 
的） 门 是 它 的 现 状， 以 名 色 为 近 因。 “触” 有 接 触 的 特 相， 有 冲 击 的 作 用， 
结 合 是 它 的 现 状， 以 六 处 为 近 因。 “受” 有 领 纳 的 特 相， 有 受 用 境 味 的 作 
用， 苦 乐 是 它 的 现 状， 以 触 为 近 因。 “爱” 有 因 的 特 相， 有 欢 喜 的 作 用， 不 
满 足 是 它 的 现 状， 以 受 为 近 因。 “取” 有 执 取 的 特 相， 有 不 放 的 作 用， 强 烈 
的 爱 及 恶 见 是 它 的 现 状， 以 爱 为 近 因。 “有”， 业 和 业 果 是 它 的 特 相， 令 存 
在 及 生 存 是 它 的 作 用， 善、 不 善、 无 记 是 它 的 现 状， 取 是 它 的 近 因。 “生” 
等 的 相 等， 当 知 如 谛 的 解 释【40】 中 所 说。 

——           —— 

(Ⅳ) “以 一 种 等”， 此 中： “无 明” —— 因 无 智、 无 见、 痴 等 之 性， 故 为 
一 种。 因 不 行 道、 邪 行 道 之 故 为 二 种； 或 依 有 行、 无 行：

【41】 之 故 为 二 种。 三 
受 相 应 故 为 三 种。 四 谛 不 通 达 故 为 四 种。 隐 蔽 五 趣 的 过 恶 故 为 五 种。 [529] 
于 ㈥ 门 ㈥ 所 缘 （而 起） 故； 亦 于 一 切 非 色 法 中 故 为 六 种。 

“行” —— 在 有 漏 异 熟 法 的 法 等 之 性 故 为 一 种。 善、 不 善 故 有 二 种， 亦 
依 大、 小、 劣、 中、 邪、 正、 定、 不 定 故 有 二 种。 依 ㈢ 福 行 等 之 性 故 为 三 
种。 依 （胎、 卵、 湿、 化 的） 四 胎 而 起 故 为 四 种。 导 正 五 趣 故 为 五 种。 

“识” —— 依 世 间 （有 漏） 异 熟 等 性 故 为 一 种。 依【42】 有 因、 无 因 故 为 二 
种， 是 三 有 所 摄 故， 三 受 相 应 故， 又 无 因、 二 因、 三 因 故 为 三 种。 ㈣ 胎。 ㈤ 
趣 故 为 四 种 及 五 种。 

“名 色” —— 于 识 为 依 止 故、 以 业 为 缘 故 为 一 种。 有 所 缘 及 无 所 缘 故 为 
二 种。 因 有 过 去 （现 在、 未 来） 等 故 为 三 种。 依 ㈣ 胎、 ㈤ 起 故 为 四 种 及 五 

                                                 
【40】 底 本 四 九 九 页。 
【41】 关 于 有 行、 无 行， 见 底 本 四 五 三 页。 
【42】 有 因、 无 因 (Sahetukāhetuka)。 有 因， 即 有 贪、 瞋、 痴 三 不 善 根 及 无 贪、 无 瞋、 无 

痴 三 善 根。 无 因， 即 无 此 等 任 何 的 一 种。 有 十 五 异 熟 无 记 心 及 三 种 唯 作 无 记 心 
的 十 八 心 为 无 因。 在 十 二 种 不 善 心 中 的 痴 根 相 应 的 二 心 为 一 因。 其 他 十 种 不 善 
心 及 欲 界 智 不 相 应 的 十 二 善 心 的 二 十 二 心 为 二 因。 十  二 欲 界 智 相 应 善 心 及 上 二 
界 与 出 世 间 三 十 五 心 的 四 十 七 心 为 三 因。 可 参 考 底 本 四 五 二 页 及 《摄 阿 毗 达 摩 
义 论》 第 三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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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六 处” —— 是 （心、 心 所 的） 发 生、 会 合 之 处 故 为 一 种。 是 种 净【43】 及 
识 等 之 故 为 二 种。 有 到 达 于 境、 不 到 达 于 境 及 非 二【44】

之 故 为 三 种。 因 为 包 
摄 于 ㈣ 胎 及 ㈤ 趣 之 故 为 四 种 及 五 种。 关 于 “触” 等 的 一 种 等， 亦 可 以 此 同 
样 的 方 法 类 推 而 知。 

——            —— 

(Ⅴ) “以 缘 起 支 的 差 别” —— 在 此 （缘 起 支） 中， 愁 等 是 为 示 有 轮 的 不 
断 而 说 的， 因 为 给 老 死 所 袭 击 的 愚 人 而 发 生 了 愁 等。 即 所 谓：

【45】 “诸 比 
丘， 无 闻 的 凡 夫， 接 触 身 的 苦 受、 愁 烦 悲 痛、 捶 胸 哭 泣、 陷 于 蒙 昧”。 直 至 
愁 等 进 行 之 时， 而 彼 无 明 进 行， 再 由 无 明 之 缘 而 有 行， 如 是 成 为 有 轮 相 
续。 所 以 愁 等 即 与 老 死 作 为 一 起， 仅 成 十 二 缘 起 支。 如 是 当 知 以 缘 起 支 的 
差 别 的 决 择， 然 而 这 里 只 是 略 说 其 差 别 而 已， 祥 说 如 次： 

“无 明” —— 依 于 经 说， [530] 是 对 于 苦 等 的 四 谛 处 无 智。 依 照 阿 毗 达 磨 
说， 是 对 于 前 际 等 及 四 谛 的 八 处 无 智， 即 所 谓：

【46】 “此 中， 什 么 是 无 明？ 是 
对 于 苦 无 智 …… 乃 至 …… 对 于 苦 灭 之 道 无 智， 对 于 前 际 无 智， 对 于 后 际 无 
智， 对 于 前 后 际 无 智， 对 于 此 缘 性 及 缘 生 法 无 智”。 此 中， 虽 然 是 除 了 出 世 
间 的 （灭 道） 二 谛， 于 其 他 的 诸 处 为 所 缘 而 生 起 无 明， 但 这 里 是 以 障 蔽 之 
意 为 无 明。 即 因 为 这 （无 智 的） 生 起 是 由 于 障 敝 了 苦 谛， 不 得 通 达 （苦 谛 
的） 如 实 自 然 之 相。 如 是 关 于 集、 灭、 道、 称 为 前 际 的 过 去 的 五 蕴， 称 为 后 
际 的 未 来 的 五 蕴， 称 为 前 后 际 的 两 者， 亦 是 同 样， 乃 至 由 于 障 敝 了 称 为 此 
缘 性 缘 生 法 的 此 缘 性 （缘 起） 及 缘 生 法， 不 得 通 达 这 是 无 明， 这 是 行 的 （缘 
起 及 缘 生 法 的） 如 实 自 然 之 相， 所 以 说 是 “对 于 苦 无 智 …… 乃 至 …… 对 于 此 
缘 性 及 缘 生 法 无 智”。 

“行” —— 即 前 面 曾 经 略 说 的【47】 福 等 三 种 及 身 行 等 三 种 的 六 种。 这 里 
再 详 说： ㈠ “福 行”， 有 十 三 种 思： 即 依 于 进 行 施 戒 等 所 起 的 八 种 欲 界 善 思 
及 依 于 进 行 修 习 所 起 的 五 种 色 界 善 思【48】

。 ㈡ “非 福 行”， 即 依 于 进 行 杀 生 
等 所 起 的 十 二 种 不 善 思。 ㈢ “不 动 行”， 即 依 于 进 行 修 习 所 起 的 四 种 无 色 
界 善 思。 如 是 这 （福 行 等） 三 行 共 有 二 十 九 种 思。 在 其 余 的 三 种 之 中： ㈣ 由 
于 身 的 思 为 “身 行”。 ㈤ 由 于 语 的 思 为 “语 行”。 ㈥ 由 于 意 的 思 为 “心 
行”。 这 三 法 是 为 示 在 造 业 的 刹 那， 为 福 等 三 种 转 起 之 门 而 说 的。 因 为 八 
种 欲 界 的 善 思 及 十 二 种 不 善 思 的 正 二 十 思， 在 身 表 等 起 之 后 而 由 身 门 转 起 
的， 名 为 “身 行”。 彼 等 （同 样 的 二 十 思） [531] 在 语 表 等 起 之 后 而 由 语 门 转 
起 的， 名 为 “语 行”。 可 是 在 此 （二 十 思 之） 中， 那 神 通 的 思 因 为 是 属 于 另 
一 种 东 西， 不 能 作 为 （行 缘 识 的 结 生） 识 之 缘， 所 以 是 不 包 含 在 内 的。 与 神 

                                                 
【43】 种 净 —— 指 眼 等 五 根。 底 本 四 四 四 页。 
【44】 到 达、 不 到 达、 非 二 (Sampattāsampatta-nabhaya) 底 本 Sampattāsampattatobhaya 误。 参 

看 底 本 四 四 五 页。 
【45】 S.IV, p.206. 
【46】 Dhammasaṅganī 1162, Vibhaṅga p.362. 
【47】 底 本 五 二 六 页。 
【48】 八 欲 界 善 思， 即 八 欲 界 善 心 相 应 的 思。 十 二 不 善 思 及 五 色 界 善 思 亦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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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思 一 样， 悼 举 思 亦 不 包 含 于 此， 所 以 那 （悼 举 思） 亦 应 除 去 为 识 之 缘。 但 
此 等 一 切 思 （连 神 通 思 及 悼 举 思 在 内） 都 是 由 无 明 之 缘 而 生 （的 行）。 其 次 
一 切 二 十 九 思， 在 （身 语） 二 表 不 等 起， 而 从 意 门 生 起 的 为 “心 行”。 如 是 
因 此 （身 行 等） 三 法 而 入 （福 行 等） 三 法 之 故， 由 于 此 义， 当 知 即 以 福 行 等 
是 由 于 无 明 的 缘 性 的。 

或 者 有 人 发 问： 如 何 得 知 此 等 行 是 由 无 明 之 缘 而 成？ 

（答） 因 为 有 无 明 之 时 而 有 行 故， 即 对 于 苦 等 不 断 称 为 无 明 的 无 智 之 
人， 他 对 于 苦 乃 至 前 际 等， 由 于 无 智， 把 轮 回 之 苦 作 为 乐 想，  始 作 此 （苦 
之） 因 的 （福 行 等 的） 三 种 行。 又 对 于 集， 由 于 无 智，  始 作 此 苦 的 因 及 爱 
的 工 具 的 行， 却 思 惟 为 乐 之 因。 又 对 于 灭、 道， 由 于 无 智， 把 不 是 苦 的 灭 的 
（梵 天 等 的） 胜 趣 作 为 苦 灭 之 想， 把 不 是 苦 灭 之 道 的 祭 祀、 苦 行 等 作 为 苦 
灭 之 道 想， 欲 求 苦 之 灭，  始 以 祭 祀、 苦 行 等 而 作 三 种 行。 又 因 为 彼 无 智 
者 对 于 四 谛 的 无 明 不 断 之 故， 特 别 是 对 于 那 些 混 着 生 老 病 死 等 许 多 危 险 而 
都 称 为 福 果 的 苦， 不 知 是 苦， 为 了 获 得 它 （福 果），  始 作 身 语 心 行 等 的 福 
行， 正 如 为 求 天 女 者 而 跳 悬 崖 一 样。 又 因 为 他 不 见 那 虽 然 认 为 是 乐 的 福 
果， 但 在 终 了 之 时， 生 大 热 恼 的 坏 苦 性 及 不 乐 性， 于 是  始 实 行 那 为 福 果 
之 缘 的 前 面 所 述 的 （祭 祀 苦 行 等 的） 福 行， 这 好 象 灯 蛾 的 扑 灯， 亦 如 贪 图 
蜜 滴 之 人， 涂 蜜 于 刀 口 而 舔 之。 又 于 业 报 中 受 用 诸 欲 而 不 见 其 过 失 者， 由 
于 作 为 乐 想 及 为 烦 恼 所 克 服， 而 作 （身 语 心） 三 门 转 起 的 非 福 行， 这 好 象 
愚 人 的 玩 粪， 亦 如 求 死 者 的 服 毒 相 似。 又 于 无 色 之 报 中， 不 知 其 为 行 苦 及 
坏 苦， 由 于 常 等 的 颠 倒， 而 作 称 为 心 行 的 不 动 行， 这 好 象 是 迷 了 方 向 的 
人， 行 向 恶 鬼 的 城 市 的 道 路 一 样。 如 是 故 说 无 明 有 故 行 有， [532] 不 是 无 （无 
明） 有 （而 行 有）， 所 以 应 知 此 等 行 是 由 于 无 明 之 缘 而 生。 即 所 谓：

【49】 “诸 
比 丘， 无 知 者， 有 无 明 者， 造 作 福 行， 造 作 非 福 行， 造 作 不 动 行。 诸 比 丘， 
如 果 比 丘 的 无 明 断 除， 则 明 生 起， 因 为 他 离 去 无 明 而 明 生 起， 故 不 造 作 福 
行”。 

或 有 人 问 道： 我 们 已 经 领 解 无 明 是 行 的 缘， 但 更 要 问： 对 于 那 一 种 行 
以 及 怎 样 为 缘 呢？ （答） 即 如 世 尊 说 这 样 的 二 十 四 缘：

【50】 “因 缘、 所 缘 缘、 
增 上 缘、 无 间 缘、 等 无 间 缘、 俱 生 缘、 相 互 缘、 依 止 缘、 亲 依 止 缘、 前 生 
缘、 后 生 缘、 数 数 修 习 缘、 业 缘、 异 熟 缘、 食 缘、 根 缘、 禅 缘、 道 缘、 相 应 
缘、 不 相 应 缘、 有 缘、 无 有 缘、 离 去 缘、 不 离 去 缘”。 

（1． 释 二 十 四 缘） ㈠ （因 缘） 以 之 为 因， 又 以 为 缘 名 为 “因 缘”。 即 成 
为 因 故 为 缘 —— 是 说 依 于 因 的 状 态 而 为 缘。 于 前 缘 缘 等 也 是 同 样 的 意 思。 
此 （因 缘） 中： “因” 与 ㈠ 论 式 的 部 分 ㈡ 原 因 ㈢ 根， 是 一 同 义 语。 即 ㈠ 于 论 
式 的 部 分， 如 宗、 因 （喻、 合、 结） 等 的 地 方， 是 世 间 说 之 为 “因”。 ㈡ 在 佛 
教 中 所 说【51】 “诸 法 从 因 生” 等 处， 是 说 原 因 为 因。 ㈢ 在【52】 “三 种 善 因 三 种 
不 善 因” 等 处 是 说 （善 不 善） 根 为 因， 这 里 正 是 “根” 的 意 思。 “缘” 的 语 
                                                 
【49】 S.II, 82. 引 文 和 原 文 有 出 入， 见 底 本 五 三 二 页 注。 
【50】 Tikapaṭṭhāna I, p.1. 
【51】 Vin.I, 40. 
【52】 Dhs. § 1053 (p.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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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是 这 样： “以 缘 故 从 此 而 行” 力 缘 —— 即 不 除 去 它 而 （一 法） 进 行 之 意， 
（何 以 故？） 凡 是 某 法 不 除 去 另 一 法 而 住 或 生 起 的， 则 说 那 （后） 法 为 
（前） 法 的 缘。 但 以 相 说， 缘 有 资 助 的 特 相； [533] 凡 是 某 法 助 成 另 一 法 的 存 
在 或 生 起， 则 说 那 （前） 法 为 （后） 法 的 缘。 如 缘、 因、 原 因、 因 缘、 生 起、 
发 源 等， 都 是 异 文 同 义 之 字。 这 里 是 以 根 义 为 “因”， 以 资 助 之 义 为 
“缘”， 故 略 说 即 以 根 之 义 的 资 助 法 为 “因 缘”。 

诸 阿 阇 梨【53】 的 意 见： 则 以 为 它 （因 缘） 对 于 善 等 是 善 等 之 性 的 成 就 
者， 犹 如 对 于 稻 等 的 稻 的 种 子 等， 对 珠 光 等 的 珠 的 色 泽 等。 如 果 这 样 说 
（因 缘 是 成 就 善 等 之 性 者）。⑴ 则 于 那 （因 缘） 等 起 的 诸 色 便 不 成 为 因 缘 
性； （何 以 故？） 因 为 它 （因 缘） 不 成 就 彼 等 （色） 的 善 等 之 性 故。 然 而 亦 
非 不 是 因 缘， 因 为 曾 作 如 是 说：

【54】 “因 是 对 于 因 相 应 的 诸 法 及 彼 等 起 的 诸 
色， 由 于 因 缘 而 为 缘” 故， 于 清 无 因 心 的 无 有 （因）， 是 为 成 立 它 的 无 记 
性。⑵ 又 那 有 因 心， 是 由 于 如 理 作 意 等 的 关 系 而 成 善 性， 不 是 由 于 相 应 因 
的 关 系 而 成。 如 果 说 于 相 应 因 中 是 由 自 性 便 有 善 等 之 性， 那 未， 于 诸 相 应 
法 中 依 因 的 关 系 的 无 贪， 亦 应 是 善 或 无 记； 因 为 两 者 （善 与 无 记） 都 有 之 
故。 于 是 应 于 诸 相 应 法 中， 于 如 是 诸 因 中， 而 求 善 等 之 性。 

然 而 如 果 不 以 善 等 之 性 的 成 就 来 解 释 此 因 的 根 义， 而 取 完 成 善 安 住 的 
状 态， 则 没 有 什 么 矛 盾； 因 为 获 得 了 因 缘 的 诸 法， 好 象 长 成 了 深 固 的 根 的 
树 而 善 安 住 之 故， 那 无 因 的 （诸 法）， 则 如 胡 麻 芽 等 的 水 草 而 不 善 安 住 之 
故。 如 是 以 根 的 意 义 的 资 助 以 完 成 善 安 住 的 状 态 的 资 助 法， 当 知 为 因 缘。 

㈡ （所 缘 缘） 于 此 （因 缘 之） 后 的 其 他 （二 十 三 缘） 中： 由 于 所 像 为 助 
成 法， 故 为 “所 缘 缘”。 论 中 曾 举【55】 “色 处 对 于 眼 识 界” 为 始， 乃 至 结 论 以
【56】 “凡 是 以 此 等 诸 法 为 缘， 而 彼 等 诸 法 —— 即 诸 心、 心 所 法 生 起， 则 此 等 
诸 法 对 于 彼 等 诸 法， 由 所 缘 缘 为 缘” 为 终， 故 不 论 何 法 莫 非 为 所 缘 缘。 譬 
如 力 弱 之 人， 凭 于 杖 或 绳 而 得 起 来 站 立， 如 是 诸 心、 心 所 法 亦 以 色 等 所 缘 
为 缘 而 得 生 起 及 住。 是 故 所 缘 诸 法 对 于 一 切 心、 心 所 法、 应 知 为 所 缘 缘。 
[534] 

㈢ （增 上 缘） 依 于 主 要 义 而 助 成 之 法， 为 “增 上 缘”。 它 依 俱 生 及 所 缘 
有 二 种。 此 中： ㈠ 依 照【57】 “欲 增 上 对 于 欲 相 应 诸 法 及 彼 等 起 的 诸 色， 由 增 
上 缘 为 缘” 等 的 语 句 看， 故 知 称 为 欲、 精 进、 心、 观 的 四 法 为 “俱 生 增 上 
缘”。 但 不 是 （这 四 法） 一 起 （为 增 上 缘） 的。 因 为 以 欲 为 首 以 欲 为 主 而 心 
转 起 之 时， 则 唯 以 欲 为 增 上， 而 非 其 他 的 几 种。 余 者 （精 进、 心、 观） 亦 同 
此 理。 ㈡ 其 次 若 以 某 法 为 主 而 使 非 色 法 （心 及 心 所 法） 转 起 的， 则 某 法 为 
彼 等 （非 色 法） 的 “所 缘 增 上”。 所 以 说：

【58】  “凡 以 某 等 法 为 主 而 彼 等 法 —
— 心 及 心 所 法 生 起， 则 某 等 法 对 于 此 等 法， 由 增 上 缘 为 缘”。 

                                                 
【53】 离 婆 多 (Revata) 等。 
【54】 Tikapaṭṭhāna I, p.1. 
【55】 同 上。 
【56】 Tika. I, p.1f. 
【57】 Tika. I, p.2. 
【58】 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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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无 间 缘） ㈤ （等 无 间 缘） 由 于 无 间 而 助 成 之 法 为 “无 间 缘”， 由 于 
等 无 间 而 助 成 之 法 为 “等 无 间 缘”。 对 于 此 二 种 缘， 虽 有 多 种 解 说， 但 其 要 
义 如 下： 即 于 眼 识 之 后 必 为 意 界， 意 界 之 后 必 为 意 识 界 等， 这 是 心 的 规 
则， 必 依 于 前 前 之 心 而 成 立， 不 是 由 于 别 的， 所 以 若 于 各 自 之 后 而 能 够 无 
间 的 便 适 当 的 心 生 起 的 法， 为 无 间 缘。 故 说：

【59】  “无 间 缘， 是 眼 识 界 及 其 
相 应 诸 （心 所） 法， 对 于 意 界 及 其 相 应 诸 （心 所） 法， 由 无 间 缘 为 缘”。 

无 间 缘 即 是 等 无 间 缘。 譬 如【60】 积 集 和 相 续、 增 语 和 词 的 二 法， 只 是 名 
称 的 各 别， 不 是 意 义 的 不 同。 

诸 阿 阇 梨 的 意 思， 则 以 世 的 无 间 性【61】 为 无 间 缘， 以 时 的 无 间 性 为 等 无 
间 缘。 但 此 说 与【62】 “从 灭 尽 （定） 出 定 者 的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善， 对 于 果 定， 是 
由 于 等 无 间 缘 而 为 缘” 等 的 文 句 相 违。 这 里 他 们 （诸 阿 阇 梨） 又 说：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善 的） 诸 法 等 起 性 的 能 力 尚 未 消 失， 因 为 由 于 修 习 之 力 的 阻 
止， 故 令 诸 法 于 等 无 间 不 生 起”， 这 正 是 没 有 时 无 间 性 存 在 的 证 明。 在 这 
里 由 于 修 习 之 力 而 无 时 无 间， 亦 即 是 我 们 的 主 张。 [535] 因 为 没 有 时 无 间， 
所 以 不 应 说 等 无 间 性。 因 为 “依 时 无 间 为 等 无 间 缘” 是 他 们 的 主 张， 所 以 
（我 们） 不 执 着 他 们 的 说 法， 应 该 知 道 这 里 只 是 名 称 的 各 别， 不 是 意 义 的 
不 同。 何 以 故？ 因 于 此 中 无 有 间 断， 故 为 无 间； 因 为 无 形 而 全 无 间， 故 为 等 
无 间。 

㈥ （俱 生 缘） （一 法） 生 起 之 时， 依 俱 生 性 （对 于 他 法） 而 助 成 之 法， 
为 “俱 生 缘”。 如 对 于 光 的 灯 相 似。 由 于 非 色 蕴 等 有 六 种： 即 所 谓【63】 “⑴ 四 
非 色 蕴 相 互 由 俱 生 缘 为 缘，⑵ 四 大 种 相 互 （由 俱 生 缘 为 缘），⑶ 入 胎 的 刹 那 
名 与 色 相 互 （由 俱 生 缘 为 缘），⑷ 心、 心 所 法 于 心 等 起 的 诸 色 相 互 （由 俱 生 
缘 为 缘），⑸ 四 大 种 对 于 诸 所 造 色 相 互 （由 俱 生 缘 为 缘），⑹ 诸 有 色 法 （心 
所 依 处） 对 于 诸 非 有 色 法 （心 与 心 所）， 有 时 由 俱 生 缘 为 缘， 有 时 （对 于 无 
色 界 的 心， 心 所 法 等） 非 由 俱 生 缘 为 缘”。 这 里 （的 诸 有 色 法） 正 指 心 所 依 
处 （心 脏） 而 说 的。 

㈦ （相 互 缘） 以 相 互 生 起 与 支 持 性 质 而 助 成 之 法， 为 “相 互 缘”。 如 三 
根 杖 的 相 互 支 持 相 似。 此 依 非 色 蕴 等 有 三 种： 即 所 谓【64】

：“⑴ 四 非 色 蕴 由 
相 互 缘 为 缘，  ⑵ 四 大 种 （由 相 互 缘 为 缘），⑶ 入 胎 刹 那 的 名 与 色 由 相 互 缘 
为 缘”。 

㈧ （依 止 缘） 依 于 作 住 处 及 依 止 的 方 式 而 助 成 之 法， 为 “依 止 缘”。 如 
大 地、 布 帛 对 于 树 木 及 绘 画 等。 如 说【65】

“四 非 色 蕴 相 互 由 依 止 缘 为 缘”， 如 
是 当 知 依 照 俱 生 缘 中 所 说 的 同 样 方 法 （亦 有 六 种）， 不 过 这 里 在 第 六 部 分 

                                                 
【59】 同 上。 
【60】 见 底 本 四 四 九 页。 
【61】 世 的 无 间 性 (addhānantara) 底 本 atthānantara, 兹 取 Tika. 上 的 同 文 的 一 个 字。 依 底 本 

则 应 译 为 事 自 的 或 义 的 无 间 性。 
【62】 Tika.I, p.160. 此 文 非 时 无 间。 
【63】 Tika.I, p.3. 
【64】 同 上。 
【65】 Tika.I, p.4. 

 



    328         

应 作 这 样 的 分 别： 即 “眼 处 对 于 眼 识 界 （及 彼 相 应 的 心 所 法） …… 乃 至 耳、 
鼻、 舌、 身 处 对 于 （耳、 鼻、 舌） 身 识 界 及 彼 相 应 诸 （心 所） 法， 由 依 止 缘 
为 缘。 凡 依 止 于 某 色 （心 脏） 而 意 界 及 意 识 界 得 以 生 起， 则 那 色 对 于 意 界、 
意 识 界 及 彼 等 相 应 诸 （心 所） 法， 由 依 止 缘 为 缘”。 

㈨ （亲 依 止 缘） “亲 依 止 缘”， 这 里 先 就 如 下 的 语 义 来 说： [536] 因 为 依 
彼 而 起 故， 为 了 自 己 的 成 果 而 他 依 止 而 不 违 拒， 故 为 “依 止”。 譬 如 强 烈 的 
痛 恼 为 激 恼， 如 是 强 力 的 依 止 为 “亲 依 止” —— 即 与 强 力 的 原 因 是 一 同 义 
语。 故 知 以 强 有 力 的 原 因 而 助 成 之 法 为 “亲 依 止 缘”。 有 所 缘 亲 依 止、 无 间 
亲 依 止 及 本 性 亲 依 止 的 三 种。 此 中： 

⑴ “所 缘 亲 依 止” 先 就 所 缘 亲 依 止 与 所 缘 增 上 似 乎 没 有 什 么 差 别 而 分 
别 说：

【66】 “行 布 施， 受 持 戒 律， 行 布 萨 业， 尊 重 其 事 而 行 观 察。 尊 重 过 去 的 
善 行 而 观 察， 从 禅 那 出 定 尊 重 禅 那 而 行 观 察。 诸 有 学 者， 尊 重 种 姓【67】 而 行 
观 察， 尊 重 清 白 （心）

【68】 而 行 观 察。 诸 有 学 者， 从 道 （定） 出， 尊 重 其 道 而 
行 观 察” 等。 然 而 此 中： 因 尊 重 某 所 缘 而 心、 心 所 法 生 起。 则 彼 所 缘 决 定 干 
彼 等 （心、 心 所 法） 诸 所 缘 之 中 是 强 有 力 的 所 缘。 如 是 但 以 应 所 尊 重 之 义 
为 所 缘 增 上， 以 强 有 力 的 原 因 之 义 为 所 缘 亲 依 止， 当 知 这 是 它 们 的 差 别。 

⑵ “无 间 亲 依 止” 亦 曾 与 无 间 缘 一 起 作 没 有 什 么 差 别 的 方 法 而 分 别 
说：

【69】 “前 前 诸 善 蕴 对 于 后 后 诸 善 蕴， 由 亲 依 止 缘 为 缘” 等。 但 在 （二 十 四 
缘 的） 论 母 的 概 论 中， 对 无 间 缘 的 说 法 是：

【70】 “眼 识 界 及 彼 相 应 诸 （心 所） 
法， 对 于 意 界 及 彼 相 应 诸 （心 所） 法。 由 无 间 缘 为 缘” 等。 对 亲 依 止 （缘） 
的 说 法， 则 为【71】 “前 前 诸 善 法， 对 于 后 后 诸 善 法， 由 亲 依 止 缘 为 缘” 等。 所 
以 来 自 概 论 的 文 句 是 有 差 别 的， 可 是 在 意 义 上 亦 唯 同 一 而 已。 虽 然 如 是， 
当 知 在 各 自 之 后 无 间 而 有 适 当 之 心 生 起 的 可 能 性， 故 为 无 间 性， 在 后 心 生 
起 之 时， 是 由 于 前 心 的 强 力 性， 故 为 无 间 亲 依 止 性。 譬 如 在 因 缘 等 中， 即 
无 任 何 法， 而 心 亦 得 生 起， 但 没 有 无 间 心， 则 心 决 不 生 起， 是 故 此 （无 间 
心） 为 强 有 力 的 缘。 如 是 由 各 自 之 后 无 间 的 生 起 适 当 之 心 的 为 无 间 缘， 由 
强 有 力 的 原 因 的 为 无 间 亲 依 止 缘， 当 知 这 是 它 们 的 差 别。 

⑶ 其 次 “本 性 亲 依 止”， 本 性 的 亲 依 止 为 本 性 亲 依 上。 于 自 己 的 相 续 中 
生 起 的 信 戒 等 或 习 惯 的 时 节 食 物 等， 名 为 “本 性”。 或 者 由 于 自 然【72】 的 亲 
依 止 [537] 为 本 性 亲 依 止。 其 意 义 是 和 所 缘 （亲 依 止） 及 无 间 （亲 依 止） 不 混 
杂 的。 当 知 它 有 这 样 种 种 不 同 的 分 别 法：

【73】 “本 性 亲 依 止， 是 以 信 为 亲 依 
止 而 行 布 施， 受 持 戒 律， 行 布 萨 业， 生 起 禅 那， 生 起 毗 钵 舍 那 （观）， 生 起 
道， 生 起 神 通， 生 起 三 摩 钵 底 （定）。 以 戒、 闻、 施 舍、 慧 为 亲 依 止 而 行 布 
施 …… 乃 至 生 起 三 摩 钵 底。 则 信、 戒、 闻、 舍、 慧 之 对 于 信、 戒、 闻、 舍、 
                                                 
【66】 Tika.II, p.165. 
【67】 尊 重 种 姓， 是 须 陀 洹， 参 看 底 本 六 七 二 页。 
【68】 尊 重 清 白 心， 是 斯 陀 含 及 阿 那 含。 
【69】 Tika.I, p.4. 
【70】 同 上。 
【71】 同 上。 
【72】 本 性 (pakata) 有 准 备、 所 造、 及 自 然 等 义。 
【73】 Tika.II, p.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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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 由 亲 依 止 缘 为 缘”。 如 是 由 于 此 等 信 等 的 本 性 及 以 强 有 力 的 原 因 之 义 
的 亲 依 止， 故 为 本 性 亲 依 止。 

㈩ （前 生 缘） 由 于 先 生 起 而 进 行 助 成 之 法， 为 “前 生 缘”。 这 由 于 五 门 
的 所 依 及 所 缘 并 心 厘 依 而 有 十 一 种， 即 所 谓：

【74】 “眼 处 对 于 眼 识 界 及 彼 相 
应 诸 （心 所） 法、 由 前 生 缘 为 缘， 耳、 鼻、 舌、 身 处， 色、 声、 香、 味、 触 
处， 对 于 （耳 鼻 舌 身 识 界、 眼 耳 鼻 舌） 身 识 界 及 彼 相 应 诸 （心 所） 法， 由 前 
生 缘 为 缘。 色、 声、 香、 昧、 触 处， 对 于 意 界 （及 彼 相 应 诸 心 所 法， 由 前 生 
缘 为 缘）。 因 为 意 界 及 意 识 界 依 止 子 彼 色 （心 所 依 处） 而 转 起， 所 以 那 色 之 
对 于 意 界 及 彼 相 应 诸 （心 所） 法， 由 前 生 缘 为 缘， 对 于 意 识 界 及 彼 相 应 诸 
（心 所） 法， 则 有 时 由 前 生 缘 为 缘， 有 时 不 由 前 生 缘 为 缘”。 

(十一) （后 生 缘） 对 于 前 生 的 色 法 以 支 持 之 义 而 助 成 的 非 色 法， 为 后 生 
缘。 如 对 于 小 鹫 儿 的 身 体 而 依 求 食 之 思 相 似。 所 谓：

【75】 “后 生 [538] 的 心 及 
心 所 法 对 于 前 生 的 此 身， 由 后 生 缘 为 缘”。 

(十二) （数 数 习 行 缘） 依 照 数 数 习 行 的 意 义， 对 于 （在 自 己 之 后 而 来 的） 
无 间 （法） 的 熟 练 及 强 力 性 而 有 资 助 的 法， 为 数 数 习 行 像。 如 于 典 籍 等 的 
预 习。 这 由 于 善、 不 善、 唯 作 的 速 行 而 有 三 种。 即 所 谓：

【75】
“前 前 诸 善 法， 

对 于 后 后 诸 善 法， 由 数 数 习 行 缘 为 缘， 前 前 诸 不 善 法 …… 乃 至 诸 唯 作 无 记 
法， 对 于 后 后 诸 唯 作 无 记 法， 由 数 数 习 行 缘 为 缘”。 

(十三) （业 缘） 称 为 心 的 如 行 而 以 作 用 性 的 助 成 之 法 为 业 缘。 这 由 于 许 
多 刹 那 的 善 与 不 善 的 思、 及 俱 生 的 一 切 思， 有 二 种。 即 所 谓：

【75】
“善 及 不 善 

业， 对 于 异 熟 诸 蕴 及 业 果 诸 色， 由 业 缘 为 缘。 俱 生 的 思， 对 于 相 应 诸 （心、 
心 所） 法 及 彼 等 起 诸 色， 由 业 缘 为 缘”。 

(十四) （异 熟 缘） 由 于 无 精 勤 的 寂 静 性， 对 于 无 精 勤 的 寂 静 性 而 助 成 的 
异 熟 法， 为 异 熟 缘。 它 在 （五 门） 转 起 之 时， 是 彼 （异 熟 识） 等 起 诸 色 的 
缘， 在 结 生 之 时， 是 业 果 诸 色 的 缘， 在 一 切 时， 是 （与 异 熟） 相 应 诸 法 的 
缘。 即 所 谓：

【76】 “异 熟 无 记 的 一 蕴， 对 于 （其 他 的） 三 （异 熟 无 记） 蕴 及 心 
等 起 诸 色， 由 异 熟 缘 为 缘 …… 乃 至 在 结 生 刹 那 异 熟 无 记 的 一 蕴， 对 于 三 蕴 
及 业 果 诸 色 …… 三 蕴 对 于 其 他 的 一 蕴 …… 二 蕴 对 于 其 他 的 二 蕴 及 业 果 诸 
色， 由 异 熟 缘 为 缘。 （异 熟 识 的） 诸 蕴 对 于 （心） 所 依， 由 异 熟 缘 为 缘”。 

(十五) （食 缘） 对 于 色 与 非 色、 依 支 持 之 义 而 助 成 的 四 食、 为 食 缘。 即 所 
谓：

【77】 “段 食 对 于 此 身， 由 食 缘 为 缘。 （触、 意 思、 识 的） 诸 非 色 的 ㈢ 食， 
对 于 诸 相 应 的 （心、 心 所） 法 及 彼 等 起 诸 色， 由 食 缘 为 缘”。 又 在 （发 趣 论 
的） 问 分 中 说：

【78】 “在 结 生 刹 那 的 诸 异 熟 无 记 食， 对 于 相 应 诸 蕴 及 诸 业 果 
色， 由 食 缘 为 缘”。 

(十六) （根 缘） 除 去 女 根 男 根， 依 增 上 的 意 义 而 助 成 的 其 余 二 十 根， [539] 

                                                 
【74】 Tika.I, p.4f. 
【75】 Tika.I, p.5. 
【76】 Tika.II, p.173. 
【77】 Tika.I, p.5. 
【78】 Tika.II, p.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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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根 缘。 此 中： 眼 根 等 （五 根） 只 对 非 色 法 为 缘， 余 者 （十 五 根） 对 诸 色 与 
非 色 （法） 为 缘。 即 所 谓：

【79】 “眼 根 对 于 眼 识 界 （及 彼 相 应 诸 心 所 法） …… 
乃 至 耳、 鼻、 舌、 身 根 对 于 （耳、 鼻、 舌） 身 识 界 及 彼 相 应 诸 法， 由 根 缘 为 
缘。 色 命 根 对 于 诸 业 果 色， 由 根 缘 为 缘。 非 色 的 诸 根 对 于 相 应 诸 （心、 心 
所） 法 及 彼 等 起 诸 色， 由 根 缘 为 缘”。 又 在 间 分 中 说：

【80】 “在 结 生 刹 那 的 异 
熟 无 记 根 对 于 相 应 诸 蕴 及 业 果 诸 色， 由 根 缘 为 缘”。 

(十七) （禅 缘） 依 审 虑 的 意 义 而 有 资 助 的， 除 去 于 二 种 五 识 中 的 乐 受 与 
苦 受 的 二 （身 识）

【81】
， 一 切 有 善 （不 善、 无 记） 等 各 别 的 七 禅 支【82】

， 为 禅 
缘。 即 所 谓：

【83】 “诸 禅 支 对 于 与 禅 相 应 的 诸 （心、 心 所） 法 及 彼 等 起 诸 色， 
由 禅 缘 为 缘”。 又 在 问 分 中 说：

【84】 “在 结 生 刹 那 的 异 熟 无 记 的 诸 禅 支 对 于 
相 应 的 诸 蕴 及 业 果 诸 色， 由 禅 缘 为 缘”。 

(十八) （道 缘） 于 任 何 处 依 导 引 之 义 而 资 助 的， 有 善 （不 善、 无 记， 等 各 
别 的 十 二 支【85】

， 为 道 缘。 即 所 谓：
【86】 “诸 道 支 对 于 相 应 的 诸 （心、 心 所） 法 

及 彼 等 起 诸 色， 由 道 缘 为 缘”。 又 在 问 分 中 说：
【87】 “在 结 生 刹 那 的 异 熟 无 

记 的 诸 道 支 对 于 相 应 的 诸 蕴 及 业 果 诸 色， 由 道 缘 为 缘”。 当 知 此 等 禅 缘 及 
道 缘 二 种， 在 无 因 的 二 种 五 识 心 中 是 不 可 得 的。 

(十九) （相 应 缘） 依 于 所 谓 同 一 所 依、 同 一 所 缘、 同 时 生、 同 时 灭 的 相 应 
状 态 而 资 助 的 非 色 法， 为 相 应 缘， 即 所 渭：

【88】 “四 非 色 蕴 相 互 由 相 应 缘 为 
缘”。 

(二十) （不 相 应 缘） 不 依 同 一 所 依 等 的 状 态 而 资 助 的， 为 不 相 应 缘， 有 色 
的 诸 法 对 于 非 色 的 诸 （心、 心 所） 法 （为 缘）， 非 色 的 诸 （心、 心 所） 法 对 
于 有 色 的 （诸 法 为 缘）。 此 有 俱 生、 后 生、 前 生 三 种。 即 所 谓【89】

： “俱 生 的 
诸 善 蕴 对 于 心 等 起 诸 色， 由 不 相 应 缘 为 缘。 后 生 [540] 的 诸 善 蕴 对 于 前 生 的 
此 身， 由 不 相 应 缘 为 缘”， 于 无 记 句 的 俱 生 （不 相 应 缘） 的 分 别 亦 说：

【90】 
“在 结 生 刹 那 的 异 熟 无 记 诸 蕴 对 于 业 果 诸 色， 由 不 相 应 缘 为 缘。 诸 （非 色） 
蕴 对 于 所 依 （色）

【91】
， 所 依 （色） 对 于 诸 （非 色） 蕴， 由 不 相 应 缘 为 缘”。 

                                                 
【79】 Tika.I, p.5f. 
【80】 Tika.II, p.175. 
【81】 即 不 善 异 熟 无 因 五 识 中 与 身 识 俱 的 苦 受、 及 善 异 熟 无 因 五 识 中 与 身 识 俱 的 乐 

受。 
【82】 七 禅 支： 寻、 伺、 喜 (pīti), 一 境 性、 喜 (Somanassa)、 忧、 舍， 参 考 Tika.I, p.51; 

Abhidhammattha-saṅgaha VII, p.33. 
【83】 Tika.I, p.6. 
【84】 Tika.II, p.176. 
【85】 十 二 道 支： 正 见、 正 思 惟、 正 语、 正 业、 正 命、 正 精 进、 正 念、 正 定、 邪 见、 邪 

思 惟、 邪 精 进、 邪 定。 参 考 Tika.I, p.52; Abhidhammattha-saṅgaha VII, p.33. 
【86】 Tika.I, p.6. 
【87】 Tika.II, p.176. 
【88】 Tika.I, p.6. 
【89】 Tika.II, p.176. 
【90】 同 前。 
【91】 所 依 (vatthu), 这 要 当 指 五 根 及 心 所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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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前 生 （不 相 应 缘） 依 眼 根 等 所 依 当 知。 即 所 谓：
【92】 “前 生 的 眼 处 对 于 （后 

生 的） 眼 识【93】 …… 乃 正 （前 生 的） 身 处 对 于 （后 生 的） 身 识、 由 不 相 应 缘 为 
缘。 （前 生 的 心） 所 依 对 于 （后 生 的） 异 熟 无 记 及 唯 作 无 记 诸 蕴 …… （前 生 
的 心） 所 依 对 于 （后 生 的） 善 的 诸 蕴 …… 乃 至 （前 生 的 心） 所 依 对 于 （后 生 
的） 不 善 的 诸 蕴、 由 不 相 应 缘 为 缘”。 

(廿一) （有 缘） 由 现 在 相 及 由 有 的 状 态， 对 于 同 样 （状 态 的） 法， 依 支 持 
义 而 助 成 之 法， 为 有 缘。 这 （有 缘） 曾 以 非 色 蕴、 大 种、 名 色、 心 心 所、 大 
种、 处、 所 依 等 七 种 论 母 来 说。 即 所 谓：

【94】 “⑴ 四 非 色 蕴 相 互 由 有 缘。⑵ 四 
大 种 （相 互 亦 然），⑶ 在 入 胎 刹 那 的 名 色 相 互 ……⑷ 心、 心 所 法 对 于 心 等 起 
诸 色 ……⑸ 诸 大 种 对 于 诸 所 造 色 ……⑹ 眼 处 对 于 眼 识 界 （及 彼 相 应 诸 心 所 
法） …… 乃 至 身 处 …… 色 处 …… 触 处 对 于 身 识 界 及 彼 相 应 诸 （心 所） 法 由 有 
缘 为 缘。 色 处 …… 乃 至 触 处 对 于 意 界 及 彼 相 应 诸 （心 所） 法 （由 有 缘 为 
缘）。⑺ 凡 依 止 于 某 色 （心 所 依 处） 而 意 界 及 意 识 界 得 起 作 用， 则 彼 色 之 对 
于 意 界 与 意 识 界 及 彼 相 应 诸 （心 所） 法， 由 有 缘 为 缘”。 其 次 在 问 分 中 亦 曾 
以 俱 生、 前 生、 后 生、 食、 根 （的 五 种） 来 说。 先 于 俱 生， 以【95】 “一 蕴 对 于 
其 他 三 蕴 及 心 等 起 诸 色， 由 有 缘 为 缘” 等 的 方 法 解 说。 次 于 前 生， 由 于 前 
生 的 眼 等 的 方 法 而 说【96】

。 次 于 后 生 中， 则 以 对 于 前 生 的 此 身 是 由 于 后 生 的 
心 与 心 所 法 为 缘 等 解 说【97】

。 又 于 食 及 根 中， 则 作 如 是 解 说： 段 食 对 于 此 
身， 由 有 缘 为 缘； [541] 色 命 根 对 于 业 果 诸 色， 由 有 缘 为 缘。 

(廿二) （非 有 缘） 对 于 在 自 己 之 后 无 间 生 起 的 非 色 诸 法， 给 以 转 起 的 机 
会 而 资 助 的 等 无 间 灭 的 非 色 法， 为 非 有 缘。 即 所 谓：

【98】 “等 无 间 灭 的 诸 
心、 心 所 法 对 于 现 在 的 诸 心、 心 所 法， 由 非 有 缘 为 缘”。 

(廿三) （离 去 缘） 即 彼 等 （前 非 有 缘 的 非 色 法） 由 于 离 去 而 助 成 故， 为 离 
去 缘。 即 所 谓：

【99】 “等 无 间 离 去 的 心、 心 所 法 对 于 现 在 的 诸 心、 心 所 法， 由 
于 离 去 缘 为 缘”。 

(廿四) （不 离 去 缘） 即 诸 有 缘 法， 应 知 依 不 离 去 的 状 态 而 助 成 之 故， 为 不 
离 去 缘。 然 而 这 里， 是 依 于 说 法 的 微 妙 或 为 化 导 其 所 化 （的 弟 子）， 故 （于 
有 缘、 非 有 缘 之 外） 再 说 此 （离 去 缘 及 不 离 去 缘） 二 法。 正 如 已 说 无 因 （及 
有 因） 等 二 法， 更 说 因 不 相 应 （及 因 相 应） 等 的 二 法。 

（2． 无 明 与 行 的 缘 的 关 系） 如 是 在 此 等 二 十 四 缘 中， 这 无 明 

对 于 福 行 为 二 种 缘， 

对 于 其 他 （的 非 福 行） 为 多 种 缘， 

对 于 后 者 （的 不 动 行） 只 为 一 种 缘。 

                                                 
【92】 Tika.II, p.177. 
【93】 对 于 眼 识 (cakkhuviññāṇassa), 底 本 漏 落 cakkhu 一 字。 
【94】 Tika.I, p.6. 
【95】 Tika.II, p.177. 
【96】 cf. Tika.II, p.178f. 
【97】 cf. Tika.II, p.177f. 
【98】 Tika.I, p.6. 
【99】 Tika.I,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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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中： “对 于 福 行 为 二 种 缘”， 即 依 所 缘 缘 及 亲 依 止 缘 为 二 种 缘。 即 彼 
（无 明）， 在 （良 善 凡 夫） 思 惟 无 明 为 “尽 灭 法， 衰 灭 法” 的 时 候， 则 对 于 
欲 界 诸 福 行， 由 所 缘 缘 为 缘； 以 神 通 心 （他 心 智） 而 知 有 痴 心 的 时 候， 对 于 
色 界 （诸 逼 行 由 所 缘 缘 为 缘）。 其 次 对 于 为 超 越 无 明 而 完 成 施 等 的 欲 界 的 
福 业 之 事 者 及 （为 超 越 无 明） 而 生 起 色 界 禅 者 的 二 种 人， 则 （无 明） 由 亲 依 
止 缘 为 缘， 同 样 的， 对 于 为 无 明 所 痴 迷 故， 希 求 欲 有、 色 有 的 幸 福 而 行 彼 
等 （欲 界 色 界 的） 福 行 者 （则 无 明 亦 由 亲 依 止 缘 为 缘）。 

“对 于 其 他 （的 非 福 行） 为 多 种 缘”， 即 （无 明） 对 于 非 福 行 为 多 种 的 
缘。 怎 么 样 呢？ 若 依 无 明 为 缘 而 生 起 贪 等 之 时， 则 由 增 上 缘 （为 缘）； 若 尊 
重 （无 明） 而 欣 赏 之 时， 由 所 缘 增 上 缘 及 所 缘 亲 依 止 缘 为 缘： 对 于 为 无 明 
所 迷 惑 不 见 其 过 失 而 行 杀 生 等 人， 则 由 亲 依 止 缘 为 缘； 对 于 （不 善 的） 第 
二 速 行 等， 则 由 无 间 缘、 等 无 间 缘、 无 间 亲 依 止 缘、 数 数 习 行 缘、 非 有 缘、 
离 去 缘 （为 缘）； 对 于 任 何 等 的 不 善 行 者， 则 以 因 缘、 俱 生 缘、 相 互 缘、 依 
止 缘、 相 应 缘、 有 缘、 不 离 去 缘 （为 缘）． 如 是 成 为 多 种 的 缘。 

“对 于 后 者 （的 不 动 行） 只 为 一 种 缘”： [542] 即 （无 明） 对 于 不 动 行 只 
由 亲 依 止 缘 的 一 种 为 缘。 而 此 （无 明） 的 亲 依 止 缘 的 状 态， 当 知 在 福 行 中 
所 说 的 相 同。 

有 人 问 道： “怎 么？ 只 是 无 明 一 种 为 行 的 缘， 还 是 另 有 其 他 为 （行 的） 
缘 呢？ 这 里 如 果 只 有 （无 明） 一 种 （为 行 的 缘）， 则 陷 于 一 因 说； 若 更 有 别 
的 缘， 则 说 明 “由 无 明 之 缘 而 有 行” 的 一 种 原 因 为 不 适 合 了？ （答） 这 不 是 
不 适 合 的， 何 以 故？ 

不 是 从 一 因 而 生 一 果 或 多 果， 

亦 非 从 多 因 而 只 生 一 果。 

然 而 说 一 因 果 是 有 意 义 的。 

在 此 世 间， 不 是 从 一 因 而 生 一 果 或 多 果， 亦 非 从 多 因 而 只 生 一 果。 但 
是 由 于 多 因 而 成 多 果。 如 从 气 侯、 土 地、 种 子 及 水 等 的 种 种 因， 我 们 看 见 
生 起 具 有 色、 香、 味 等 而 称 为 芽 的 果。 然 而 这 里 说 “由 无 明 缘 而 有 行， 由 行 
缘 而 有 识” 的 一 因 一 果， 是 具 有 意 义 及 目 的 的， 即 世 尊 的 微 妙 说 法 为 适 应 
其 所 化 的 弟 子 有 些 依 主 要 故， 有 些 依 明 了 故， 有 些 依 不 （与 他） 共 故， 所 以 
说 一 因 一 果。 如 说 “由 触 缘 而 有 受” 的 一 因 一 果， 是 依 （因 果 的） 主 要 之 
故， 触 是 受 的 主 要 原 因， 因 为 受 依 于 触 而 确 定 之 故。 受 是 触 的 主 要 之 果， 
因 为 触 依 于 受 而 确 定 之 故。 如 说【100】 “病 由 痰 等 起”， 是 依 明 了 的 一 因 之 
故， 因 为 这 里 明 了 的 是 痰， 而 不 是 业 等。 如 说【101】 “诸 比 丘， 任 何 诸 不 善 
法， 都 以 不 如 理 作 意 为 根 本 （因）”， 是 依 不 （与 他） 共 的 一 因 说； 因 为 不 
如 理 作 意 是 不 善 的 不 （与 其 他 善 等 所） 共， 而 所 依 及 所 缘 等 是 （其 他 善 等 
所） 共 的。 

虽 然 在 行 的 原 因 中 也 有 其 他 的 所 依、 所 缘 及 俱 生 法 等 存 在， 但 依【102】 

                                                 
【100】 cf. A.II, p.87. 
【101】 cf. S.V, p.91. 
【102】 S.II, p.84. 参 考 底 本 五 二 六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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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为 乐 者 而 爱 增 长” 及【103】 “由 于 无 明 之 集 而 为 漏 之 集” 等 语， 虽 存 有 其 
他 的 爱 等 的 原 因， 而 无 明 为 行 的 主 要 原 因 之 故。 又 依【104】 “诸 比 丘， 无 知 而 
有 无 明 者， 行 作 福 行” 之 语， 则 （无 明 为 行 的 因） 甚 明 了 故， 且 不 （与 他） 
共 故， 所 以 说 此 无 明 为 行 的 因。 [543] 如 是 以 上 面 所 说 明 的 一 因 一 果 （的 目 
的）， 当 知 亦 是 说 明 （其 他） 一 切 （缘 起 支） 的 一 因 一 果 的 目 的。 

兹 有 反 问 者： “如 果 这 样， 那 一 向 取 不 善 的 果 而 且 有 过 恶 的 无 明， 却 为 
福 行 及 不 动 行 之 缘， 岂 能 妥 当？ 决 无 尼 婆【105】 的 种 子 能 生 甘 蔗 之 理”？ 
（答） 怎 么 不 妥 当， 即 于 世 间 之 中： 

相 违、 不 相 违、 似 同 与 不 同， 

都 是 诸 法 的 缘 的 成 就。 

然 而 它 们 不 只 是 异 熟。 

于 世 间 中， 诸 法 由 于 处 所、 自 性、 作 用 等 的 相 违 及 不 相 违 的 缘 而 成 就， 
即 如 前 心 之 对 于 后 心 是 处 所 相 违 的 缘， 以 前 的 工 巧 等 的 学 习 对 于 后 起 的 工 
巧 等 的 行 为 （是 处 所 相 违 的 缘）。 业 之 对 于 色 是 自 性 相 违 的 缘、 牛 乳 等 对 
于 酪 等 （是 自 性 相 违 的 缘）。 光 明 之 对 于 眼 识 等 是 作 用 相 违 的 缘。 砂 糖 等 
对 于 酒 等 （是 作 用 相 违 的 缘）。 其 次 眼 与 色 等 对 于 眼 识 等 是 处 所 不 相 违 的 
缘。 前 面 的 速 行 等 对 于 后 面 的 速 行 等 是 自 性 不 相 违 及 作 用 不 相 违 的 缘。 正 
如 缘 的 相 违 与 不 相 违 的 成 就， 而 似 同 与 不 同 亦 然。 即 所 谓 时 节、 食 物 等 的 
似 同 之 色， 为 （似 同 的） 色 的 缘， 稻 的 种 子 等 为 稻 的 果 实 的 缘。 不 同 的 色 亦 
为 非 色 的 缘， 及 非 色 亦 为 色 的 缘。 牛 毛、 羊 毛、 角、 酪、 胡 麻、 麦 粉 等 为 吉 
祥 草、 香 草 等 的 缘【106】

。 然 诸 法 以 彼 等 相 违、 不 相 违、 似 同、 不 同 的 诸 （法） 
为 缘， 但 此 等 诸 法 不 只 是 彼 等 诸 法 的 异 熟。 如 是 这 无 明， 虽 依 异 熟， 一 向 
是 取 不 善 的 果， 并 依 自 性 虽 是 罪 恶 的， 应 知 对 于 此 等 一 切 福 （非 福、 不 动） 
行 等， 依 适 宜 的 处 所、 作 用 及 自 性 的 相 违 与 不 相 违 缘 及 似 同 与 不 同 缘， 则 
可 能 为 缘。 

那 （无 明） 缘 的 状 态， 即 以 此 等 方 法 说： 因 彼 不 断 对 于 苦 等 无 智 而 称 为 
无 明 的 人， 他 对 于 苦 乃 至 前 际 等， 由 于 无 智， 把 轮 回 的 痛 苦 作 为 乐 想， 而 

 始 作 那 轮 回 之 因 的 （福、 非 福、 不 动 的） 三 种 行 等。 

其 次 是 另 一 种 的 解 说： 

对 于 死 生 轮 回 和 诸 行 的 相， 

对 于 缘 生 之 法 的 迷 妄 者。 [544] 
因 为 他 作 福 与 非 福 及 不 动 的 三 种 行， 

故 此 无 明 是 那 三 种 行 的 缘。 

（问） 然 而 那 对 于 此 等 （轮 回 等） 迷 妄 的 人， 他 怎 么 会 行 这 三 种 行 的 
呢？ （答）⑴ 先 说 对 于 死 而 迷 妄 者， 他 常 常 不 以 为 死 —— 即 是 诸 蕴 破 坏 的 意 
思， 却 妄 计 是 “有 情 死， 而 此 有 情 转 移 到 另 一 个 身 体 去” 等。⑵ 对 于 生 而 迷 

                                                 
【103】 M.I, p.55. 
【104】 cf. S.II, p.82. 
【105】 尼 婆 (nimba), 即 margosa, 是 一 种 树， 味 苦 可 做 药。 
【106】 牛 毛、 羊 毛 所 集 之 处 是 吉 祥 草 生 起 的 缘， 角 （笛） 是 音 的 缘， 酪、 胡 麻、 麦 粉、 

砂 糖 是 香 草 的 缘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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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 者， 他 不 以 为 生 —— 即 是 诸 蕴 现 前 的 意 思， 却 妄 计 是 “有 情 生， 而 有 情 出 
现 于 新 的 身 体” 等。⑶ 对 于 轮 回 而 迷 妄 者， 他 不 以 为 轮 回 的 意 义 是 这 样 说 
的： 

诸 蕴 和 界、 处 的 相 续， 

不 断 的 进 行 名 轮 回。 

可 是 他 却 妄 计 “这 有 情 从 此 世 界 去 其 他 的 世 界， 从 他 界 而 来 此 界” 等。⑷ 对 
于 诸 行 的 相 而 迷 妄 者， 他 不 以 为 （色 受 等） 诸 行 的 自 性 相， 即 （无 常 无 我 等 
的） 同 相， 却 妄 计 诸 行 是 “我、 我 所、 常、 乐、 净” 等。⑸ 对 诸 缘 生 法 而 迷 妄 
者， 不 以 为 由 无 明 等 而 转 起 行 等， 却 妄 计 是 “我 知 或 我 不 知”， “我 作 或 令 
作”， “我 于 结 生 中 生 起”， “微、 自 在 等， 以 羯 逻 蓝 等 的 状 态 而 形 成 他 
（自 我） 的 身 体， 令 具 诸 根， 他 （自 我） 具 诸 根 而 触 而 受 而 爱 而 取 而 激 励， 
他 更 于 后 有 而 生 存”。 或 妄 计 “一 切 有 情 是 由 于 命 运 及 偶 然 的 事 态 而 转 
变”。 因 为 他 为 无 明 所 迷， 而 作 如 是 妄 计， 譬 如 盲 人， 行 于 地 上， 而 行 于 是 
道 非 道 高 低 平 坦 凹 凸 之 处， 同 样 的， 他 （亦 无 知） 而 作 福 行 非 福 行 及 不 动 
行， 所 以 这 样 说。 

譬 如 生 盲 之 人 而 无 别 的 领 导 者， 

有 时 行 于 正 道、 有 时 行 于 邪 道 上， 

那 无 他 人 领 导 而 在 轮 回 而 转 的 愚 者， 

有 时 作 福 行、 有 时 亦 作 非 福 行。 

如 果 他 知 道 了 法 而 现 观 于 四 谛， 

那 时 则 无 明 寂 灭 而 得 涅 槃 的 寂 静。 

——            —— [545] 

⑵ （行 缘 识） 在 “行 缘 识” 一 句 中： “识” 即 眼 识 等 的 六 种。 此 中： 眼 识 
有 善 异 熟 及 不 善 异 熟 二 种， 如 是 耳、 鼻、 舌、 身 识 也 是 同 样 的， 意 识 有 二 十 
二 种， 即 善、 不 善 异 熟 的 二 意 界， 无 因 （异 熟） 的 三 意 识 界， 八 有 因 异 熟 欲 
界 心， 五 色 界 （异 熟 心） 及 四 无 色 界 （异 熟 心）， 如 是 此 等 六 识， 一 共 是 包 
摄 三 十 二 种 世 间 （有 漏） 异 熟 识。 那 出 世 间 的 心 是 不 应 作 为 轮 回 论 的， 所 
以 不 包 摄 在 内。 

（问） 如 何 得 知 如 上 所 述 的 识 是 由 于 行 的 缘 而 生 的 呢？ （答） 这 可 由 没 
有 积 业 则 无 异 熟 （之 报） 去 了 解， 因 为 （此 识） 是 异 熟， 若 无 积 业 之 时， 异 
熟 是 不 会 生 起 的。 如 果 （无 业 亦 能） 生 起 的 话， 则 一 切 有 情 都 能 生 起 这 异 
熟 识 了。 然 而 决 不 会 这 样 生 起 的， 是 故 当 知 此 识 是 由 于 行 的 缘 而 起 的。 

〔(Ⅰ) 行 与 识 的 关 系〕 然 而 由 什 么 行 的 缘 而 起 什 么 识 呢？ 先 说： 

⑴ 由 欲 界 的 福 行 之 缘 而 生 善 异 熟 的 眼 等 五 识， 意 识 中 的 一 意 界 与 二 无 
因 意 识 界 及 八 欲 界 异 熟 的 十 六 种， 即 所 谓：

【107】 “因 作 而 积 欲 界 的 善 业， 故 
生 起 （善） 异 熟 的 眼 识。 耳、 鼻、 舌、 身 识 亦 然 …… 乃 至 生 起 异 熟 意 界 …… 
生 起 喜 俱 意 识 界 …… 生 起 舍 俱 意 识 界 …… 喜 俱 智 相 应 （无 行） …… 喜 俱 智 相 
应 有 行 …… 喜 俱 智 不 相 应 （无 行） …… 喜 俱 智 不 相 应 有 行 …… 舍 俱 智 相 应 
（无 行） …… 舍 俱 智 相 应 有 行 …… 舍 俱 智 不 相 应 （无 行） …… 舍 俱 智 不 相 应 

                                                 
【107】 Dhs. p.89, 91, 92, 95,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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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行 （的 意 识 界 生 起）”。 

⑵ 其 次 由 色 界 的 福 行 之 缘 而 生 五 色 界 异 熟。 即 所 谓：
【108】 “因 作 而 积 色 

界 善 业， [546] 故 离 诸 欲 …… 异 熟 初 禅 …… 乃 至 第 五 禅 具 足 住”。 如 是 由 福 行 
之 缘 而 有 二 十 一 种 识 （即 欲 界 十 六， 色 界 五 种）。 

⑶ 其 次 由 非 福 行 之 缘 而 生 不 善 异 熟 的 眼 识 等 五 种 与 一 意 界 及 一 意 识 界 
的 七 种 识。 即 所 谓：

【109】 “因 作 而 积 不 善 业， 故 生 （不 善） 异 熟 的 眼 识 …… 生 
起 耳、 鼻、 舌、 身 识 …… （不 善） 异 熟 的 意 界 …… （不 善） 异 熟 的 意 识 界”。 

⑷ 其 次 由 不 动 行 的 缘 而 生 四 无 色 异 熟 的 四 种 识。 即 所 谓：
【110】 “因 作 而 

积 无 色 界 的 善 业 之 故， 超 越 一 切 色 想 …… 空 无 边 处 想 俱 （异 熟 识） …… 识 无 
边 处 …… 无 所 有 处 ……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想 俱 （异 熟 识） 及 舍 断 乐 与 苦 之 故 …… 
第 四 禅 具 足 住”。 

〔(Ⅱ) 异 熟 识 的 转 起 及 结 生 的 活 动〕 既 然 这 样 知 道 了 由 行 的 缘 而 有 此 
识， 其 次 应 知 此 识 有 这 样 的 活 动： 即 此 一 切 识 是 依 转 起 及 结 生 二 种 而 活 
动。 此 中： （前） 二 种 五 识、 二 意 界 及 喜 俱 无 因 意 识 界 的 十 三 种， 只 于 五 蕴 
有 （欲 界 及 色 界） 中 转 起 而 活 动， 其 他 的 十 九 种， 则 于 三 有 （欲、 色、 无 
色） 中 适 宜 转 起 及 于 结 生 而 活 动。 怎 样 的 呢？ 

先 说 善 异 熟 的 眼 识 等 五 种， 由 现 于 从 善 异 熟 或 不 善 异 熟 而 生 —— 并 随 
于 业 而 根 已 成 熟 的 人 的 眼 等 之 前 的 好 与 中 好 的 色 等 所 缘 为 缘， 依 止 于 眼 净 
（眼 根） 等， 实 行 其 见、 闻、 嗅、 尝、 触 等 的 作 用。 不 善 异 熟 的 五 （识） 亦 
然， 不 过 此 等 只 有 不 好 与 不 中 好 的 所 缘 不 同 而 已。 此 等 十 （识） 是 有 一 定 
的 （认 识 之） 门、 所 缘、 所 依、 处 所 及 有 一 定 的 作 用 的。 从 此 于 善 异 熟 的 眼 
识 等 之 后 的 意 界， 即 于 彼 等 （眼 识 等） 的 所 缘 为 缘， 依 止 于 心 所 依， 而 实 行 
领 受 的 作 用【111】

。 [547] 如 是 于 不 善 异 熟 的 （前 五 识 之） 后 的 不 善 异 熟 （的 意 
界） 亦 然。 此 二 （意 界） 是 无 一 定 的 门 及 所 缘， 而 有 一 定 的 所 依 及 处 所 并 有 
一 定 的 作 用。 其 次 喜 俱 无 因 （异 熟 的） 意 识 界， 于 善 异 熟 意 界 之 后， 即 以 彼 
（意 界） 的 所 缘 为 缘， 依 止 于 心 所 依， 而 实 行 推 度 的 作 用； （此 喜 俱 无 因 意 
识 界） 若 于 六 门 的 强 有 力 的 所 缘， 于 欲 界 诸 有 情 多 起 贪 相 应 的 速 行 之 末， 
断 有 分 的 路 线， 即 对 于 速 行 （心） 所 取 的 所 缘， 由 彼 所 缘 （作 用） 而 转 起 一 
回 或 二 回 —— 这 是 根 据 中 部 义 疏 的 说 法。 然 依 阿 毗 达 磨 的 义 疏， 则 于 彼 所 
缘 （作 用） 有 二 回 心 转。 此 心 有 “彼 所 缘” 及 “有 分 顶” 的 二 名。 （此 心） 无 
一 定 的 门 及 所 缘【112】

， 有 一 定 的 所 依， 并 无 一 定 的 处 所 及 作 用。 如 是 先 说 十 
三 （心） 于 五 蕴 有 中 转 起 而 活 动。 

其 他 的 十 九 种 的 任 何 一 种 不 能 说 不 适 合 于 自 己 的 结 生 而 活 动。 但 于 转 
起， 先 说 善、 不 善 异 熟 的 二 无 因 意 识 界，⑴ 于 五 门 的 善、 不 善 异 熟 意 界 之 后 
行 推 度 作 用，⑵ 于 六 门 亦 如 前 面 所 说 的 方 法 而 行 彼 所 缘 作 用，⑶ 由 它 们 自 

                                                 
【108】 Dhs. p.97. 
【109】 Dhs. p.117f, p.119. 
【110】 Dhs. p.97f. 
【111】 领 受 作 用 (sampaṭicchanakiccaṁ) 底 本 sampapaṭicchan-akiccaṁ 误。 
【112】 底 本 Aniyatadvārāmmaṇaṁ 误， 应 作 Aniyatadvārārammaṇa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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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给 与 结 生 以 来， 如 无 断 绝 有 分 的 心 生 起 之 时， 行 有 分 作 用，⑷ 于 （生 活 
的）  后 而 行 死 作 用， 如 是 实 行 四 种 作 用， 有 一 定 的 所 依， 无 一 定 的 门、 所 
缘、 处 所 及 作 用。 八 欲 界 有 因 （异 熟） 心，⑴ 如 前 所 说 的 方 法 于 六 门 而 行 彼 
所 缘 作 用，⑵ 由 它 们 自 己 给 与 结 生 以 来， 如 无 断 绝 有 分 的 心 生 起 之 时， 而 
行 有 分 作 用，⑶ 于  后 而 行 死 作 用， 如 是 实 行 三 种 作 用， 有 一 定 的 所 依， 无 
一 定 的 门、 所 缘、 处 所 及 作 用。 五 色 界 （异 熟 心） 及 四 无 色 （界 异 熟 心），

⑴ 由 它 们 自 己 给 与 结 生 以 来， 如 无 断 绝 有 分 的 心 生 起 之 时， 而 行 有 分 作 
用，⑵ 于  后 而 行 死 作 用， 如 是 实 行 二 种 作 用。 于 此 等 之 中， 色 界 （心） 有 
一 定 的 所 依、 门【113】 及 所 缘， 都 无 一 定 的 处 所 及 作 用， 其 余 的 （无 色 界 心） 
有 一 定 的 所 依、 一 定 的 所 缘， 而 无 一 定 的 处 所 及 作 用。 如 是 先 说 三 十 二 种 
识 由 行 之 缘 于 转 起 而 活 动。 这 里， 彼 等 诸 行 之 对 于 识， 是 依 业 缘 及 亲 依 止 
缘 为 缘。 [548] 

〔(Ⅲ) 三 界 诸 趣 的 业 与 结 生〕 其 次 关 于 “其 他 的 十 九 种 的 任 何 一 种 不 能 
说 不 适 合 于 自 己 的 结 生 而 活 动” 的 一 句， 未 免 太 简 略 而 难 知， 所 以 再 对 此 
语 详 为 指 示：⑴ 有 多 少 结 生？⑵ 有 多 少 结 生 心？⑶ 以 何 心 而 于 何 处 结 生？⑷ 
结 生 心 的 所 缘 怎 样？ 

⑴ 连 无 想 （有 情） 的 结 生 共 有 二 十 结 生。⑵ 如 上 面 所 说 的 有 十 九 种 结 生 
心。⑶ 在 此 （十 九 心） 中， 以 不 善 异 熟 的 无 因 意 识 界， 是 在 恶 趣 中 结 生。 以 
善 异 熟 （的 无 因 意 识 界）， 是 在 人 界 中 的 生 盲 者， 生 而 聋 者， 生 而 精 神 错 乱 
者， 生 而 哑 者 及 非 男 非 女 （阴 阳 人） 等 中 结 

生。 以 八 有 因 欲 界 异 熟 （心）， 是 在 欲 界 诸 天【114】 及 人 中 的 具 福 者 之 中 结 
生。 以 五 色 界 异 熟 （心）， 是 在 有 色 梵 界 中 结 生， 以 四 无 色 界 异 熟 （心）， 
是 在 无 色 界 中 结 生。 以 何 心 于 何 处 结 生， 此 （结 生） 心 即 适 合 结 生【115】

。⑷ 
略 说 （结 生 心 的 所 缘）， 结 生 心 有 过 去、 现 在、 不 可 说 的 三 种 所 缘； 而 无 想 
（有 情 的） 结 生 则 无 所 缘。 此 中： 于 识 无 边 处 及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结 生 心 的 所 
缘 为 过 去。 十 欲 界 （结 生 心） 的 所 缘 为 过 去 或 现 在。 其 他 的 （结 生 心 的 所 
缘） 为 不 可 说。 如 是 对 于 三 所 缘 而 转 起 的 结 生， 是 在 （以） 过 去 所 缘 或 不 可 
说 所 缘 （为 所 缘） 的 死 心 之 后 而 转 起 的， 决 无 死 心 是 以 现 在 所 缘 （为 所 缘） 
的。 是 故 应 知 如 何 于 （过 去、 不 可 说 的） 二 所 缘 中 以 任 何 所 缘 （为 所 缘） 的 
死 心 之 后 而 转 起 于 （过 去、 现 在、 不 可 说 的） 三 所 缘 中 以 任 何 所 缘 （为 所 
缘） 的 结 生 心 于 善 趣 及 恶 趣 中 而 转 起 行 相。 例 如： 

（1． 于 欲 界 善 趣 而 有 恶 业 者 的 结 生） 先 说 在 欲 界 善 趣 而 有 恶 业 之 人， 
依 据【116】 “临 终 之 时 他 的 恶 业 悬 于 他 前” 等 语， 当 他 卧 在 临 终 的 床 上， 依 他 
生 前 所 积 的 恶 业 或 恶 业 之 相， 即 来 现 于 他 的 意 门 之 前， 由 于 那 （恶 业 或 业 
相 之） 缘 的 生 起， 即 在 以 彼 所 缘 为 终 的 速 行 的 路 线 之 后， 以 有 分 之 境 为 所 
缘 而 生 起 死 心。 在 （死 心） 灭 时， 即 以 那 现 （于 意 门 的） 业 或 业 相 为 缘 而 生 
起 由 于 未 断 烦 恼 之 力 的 倾 向 及 为 恶 趣 所 摄 的 结 生 心。 [549] 这 是 即 在 以 过 去 
所 缘 （为 缘） 的 死 心 之 后 而 转 起 以 过 去 所 缘 （为 缘） 的 结 生。 另 一 种 人， 在 

                                                 
【113】 门 (dvārā) 底 本 无 比 字， 今 依 暹 罗 本 加 入。 
【114】 在 欲 界 诸 天 (kāmāvacaradevesu), 底 本 只 有 在 诸 天， 今 据 暹 罗 本 加 入 欲 界。 
【115】 适 合 结 生 (anurūpā-paṭisandhi), 底 本 arūpāpaṭisandhi 误。 
【116】 M.III, p.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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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终 之 时， 由 于 上 述 之 类 的 业， 而 地 狱 等 的 火 焰 之 色 等 的 恶 趣 相 来 现 于 意 
门 之 前。 于 是 在 生 起 二 回 有 分 而 灭 之 时， 有 三 种 路 线 心 生 起： 即 以 彼 （恶 
趣 相） 所 缘 为 缘 而 起 一 （刹 那 的） 转 向 心， 并 且 因 近 于 死 而 速 力 迟 钝 之 故， 
只 起 五 （刹 那 的） 速 行 心 及 二 （刹 那 的） 彼 所 缘 心， 此 后 即 以 有 分 之 境 为 所 
缘 而 起 一 死 心。 至 此 则 已 经 过 十 一 心 刹 那。 此 时 他 在 五 心 刹 那 的 残 余 之 寿 
于 彼 同 样 的 所 缘 生 起 结 生 心。 这 是 在 以 过 去 所 缘 （为 缘） 的 死 心 之 后 而 转 
起 以 现 在 所 缘 （为 缘） 的 结 生。 

另 一 种 人， 于 临 终 之 时， 有 以 贪 等 为 因 的 恶 劣 所 缘 来 现 于 五 门 中 的 任 
何 一 门 之 前。 他 在 顺 次 的 生 起， 于 确 定 作 用 之 未， 因 近 于 死 而 速 力 迟 钝 之 
故， 只 生 起 五 （刹 那 的） 速 行 心 及 二 （刹 那 的） 彼 所 缘 心， 此 后 即 以 有 分 之 
境 为 所 缘 而 生 起 一 （刹 那 的） 死 心。 至 此 业 已 经 过 十 五 心 刹 那： 即 二 有 分、 
一 转 向、 一 见 （作 用）、 一 领 受、 一 推 度、 一 确 定、 五 速 行、 二 彼 所 缘 及 一 
死 心。 此 时 在 一 心 刹 那 的 残 余 之 寿 于 彼 同 样 的 所 缘 生 起 结 生 心。 这 也 是 在 
以 过 去 所 缘 （为 缘） 的 死 心 之 后， 而 转 起 以 现 在 所 缘 （为 缘） 的 结 生。 

上 面 是 先 说 在 以 过 去 所 缘 （为 缘） 的 善 趣 死 心 之 后 而 以 过 去 或 现 在 所 
缘 （为 缘） 的 结 生 心 于 恶 趣 中 转 起 的 行 相。 

（2． 于 恶 趣 而 有 善 业 者 的 结 生） 在 恶 趣 而 积 有 非 恶 业 者， 依 照 前 述 的 
方 法， 他 的 非 恶 业 或 （非 恶） 业 的 相 来 现 于 意 门， 所 以 （在 前 面 所 说 的） 黑 
分 之 处 而 （在 这 里） 易 之 以 白 分 之 外， 当 知 其 他 的 方 法 和 前 面 相 同。 这 是 
在 以 过 去 为 所 缘 的 恶 趣 死 心 之 后 而 以 过 去 或 现 在 所 缘 （为 缘） 的 结 生 心 于 
善 趣 中 转 起 的 行 相。 

（3． 于 欲 界 善 趣 而 有 善 业 者 的 结 生） 其 次 在 善 趣 而 积 有 非 恶 业 的 人， 
依 据【117】 “临 终 之 时 他 的 善 业 悬 于 他 前” 等 语， 当 他 卧 于 临 终 的 床 上， 依 他 
生 前 所 积 的 非 恶 业 或 （非 恶） 业 的 相， 即 来 观 于 他 的 意 门 之 前 —— 这 （非 恶 
业 或 业 相） 是 只 指 （现 于） 积 有 欲 界 的 非 恶 业 的 人 而 说； [550] 如 果 （生 前） 
积 有 大 业 （上 二 界 的 禅 定） 的 人， 则 只 有 业 相 来 现。 由 于 那 （非 恶 业 或 业 相 
的） 缘 的 生 起， 即 在 以 彼 所 缘 为  后 或 仅 于 速 行 的 路 线 之 后， 以 有 分 之 境 
为 所 缘 而 生 起 死 心， 在 （死 心） 灭 的， 即 以 那 （于 临 终） 来 现 的 业 或 业 相 为 
缘 而 生 起 由 于 未 断 烦 恼 之 力 的 倾 向 及 为 善 趣 所 摄 的 结 生 心。 这 是 在 以 过 去 
为 所 缘 的 死 心 之 后 而 转 起 以 过 去 所 缘 或 以 不 可 说 所 缘 （为 缘） 的 结 生。 

另 一 种 人， 在 临 终 之 时， 由 于 欲 界 的 非 恶 业， 那 在 人 界 而 称 为 母 胎 的 
形 相， 或 于 天 界 而 称 为 游 苑、 宫 殿、 劫 波 树 等 形 相 的 善 趣 之 相， 来 现 于 意 
门 之 前。 在 他 的 死 心 之 后， 如 在 恶 趣 相 中 所 示 的 程 序 相 同 的 生 起 结 生 心。 
这 是 在 以 过 去 所 缘 （为 缘） 的 死 心 之 后 而 转 起 以 现 在 所 缘 （为 缘） 的 结 生。 

另 一 种 人， 在 临 终 之 时， 他 的 来 属 拿 一 些 东 西 到 他 的 五 门 之 前， 如 以 
花 环、 幢 幡 等 色 的 所 缘， 或 以 闻 法 及 供 养 的 音 乐 等 声 的 所 缘， 或 以 香 的 烟 
及 薰 香 等 香 的 所 缘， 对 他 说： “亲 爱 的， 这 些 供 佛 的 供 品， 是 替 你 作 供 养 
的， 你 应 心 生 喜 乐”； 或 以 蜜 及 砂 相 等 味 的 所 缘， 对 他 说： “亲 爱 的， 这 些 

                                                 
【117】 M.III, p.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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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西 是 替 你 作 布 施 的， 你 尝 尝 吧”； 或 以 支 那 的 绸 布 及 苏 摩 罗 的 绸 布【118】 等 
触 的 所 缘， 对 他 说： “亲 爱 的， 这 是 替 你 作 布 施 的 东 西， 你 触 摸 此 物 啊”。 
对 于 此 等 现 在 他 的 面 前 的 色 等 所 缘， 次 第 的 生 起 确 定 作 用 之 后， 因 近 于 死 
而 速 力 迟 钝 之 故。 只 生 起 五 （刹 那 的） 速 行 及 二 （刹 那 的） 彼 所 缘。 此 后 即 
以 有 分 之 境 为 所 缘 生 起 一 （刹 那 的） 死 心， 于 彼 心 后， 对 于 一 心 刹 那 住 的 
同 样 的 所 缘 而 生 起 结 生 心。 这 也 是 在 以 过 去 所 缘 （为 缘） 的 死 心 之 后， 而 
转 起 以 现 在 所 缘 （为 缘 的 结 生）。 

（4． 从 色 界 的 结 生） 其 他 一 种 由 于 地 遍 禅 等 而 获 得 大 界 （色 界 定） 及 
住 在 （色 界） 善 趣 者， 在 临 终 之 时， 有 欲 界 的 善 业、 （善） 业 相、 （善） 趣 相 
的 任 何 一 种， 或 地 遍 等 相， 或 大 心 （上 二 界 心） 来 现 于 意 门； [551] 或 有 生 起 
于 善 的 因 的 殊 胜 所 缘 来 现 于 眼 及 耳 的 任 何 一 种 之 前， 在 他 的 次 第 生 起 确 定 
作 用 之 后， 因 近 于 死 而 速 力 迟 钝 之 故， 只 生 起 三 （刹 那 的） 速 行。 因 为 在 大 
趣 者 （上 二 界 的 有 情） 是 没 有 彼 所 缘 的。 所 以 在 速 行 之 后， 即 以 有 分 之 境 
为 所 缘 而 生 起 一 死 心。 此 后 便 生 起 以 所 现 起 属 于 欲 界 及 大 界 （上 二 界） 的 
任 何 善 趣 的 诸 所 缘 之 中 的 任 何 所 缘 （为 所 缘） 的 结 生 心。 这 是 在 以 不 可 说 
所 缘 （为 缘） 的 （色 界） 善 趣 的 死 心 之 后 而 转 起 以 过 去、 现 在 或 不 可 说 诸 所 
缘 的 任 何 一 种 为 所 缘 的 结 生。 

（5． 从 无 色 界 的 结 生） 在 无 色 的 死 心 之 后 的 结 生， 应 该 照 此 类 推 而 
知。 这 是 在 以 过 去 或 不 可 说 所 缘 的 善 趣 的 死 心 之 后 而 （转 起） 以 过 去 不 可 
说、 现 在 所 缘 的 结 生 转 起 的 行 相。 

（6． 于 恶 趣 而 有 恶 业 者 的 结 生） 其 次 在 恶 趣 而 有 恶 业 者， 依 照 前 述 的 
方 法， 有 （恶） 业、 （恶） 业 相、 或 （恶） 趣 相 来 现 于 意 门， 或 者 有 生 起 不 善 
之 因 的 所 缘 来 现 于 五 门 之 前。 如 是 在 他 的 次 第 转 起 死 心 之 后， 便 生 起 以 属 
于 恶 趣 的 彼 等 所 缘 的 任 何 一 种 为 所 缘 的 结 生 心。 这 是 在 以 过 去 所 缘 的 恶 趣 
的 死 心 之 后 而 （转 起） 以 过 去 或 现 在 所 缘 的 结 生 转 起 的 行 相。 

〔(Ⅳ) 结 生 识 与 诸 色 法 的 关 系〕 以 上 曾 以 十 九 种 识 的 结 生 而 说 明 其 活 
动。 并 且 此 等 识 是 这 样 的： 

其 活 动 于 结 生 依 业 有 二 种。 

若 依 混 合 等 的 差 别 则 有 二 种 与 多 种。 

即 此 十 九 种 异 熟 识 在 结 生 中 活 动， 由 于 业 有 二 种。 各 自 的 生 业， 由 多 刹 那 
的 业 缘 及 亲 依 止 缘 是 它 的 （异 熟 识 的） 缘。 即 所 谓：

【119】 “善 与 不 善 的 业， 
依 亲 依 止 缘， 是 异 熟 的 缘”。 如 是 活 动， 当 知 由 它 （异 熟） 的 混 合 的 差 别， 
则 有 二 种 与 多 种。 即 此 （异 熟） 由 于 结 生 虽 只 一 种， 但 依 与 色 的 混 合 及 不 
混 合 的 差 别， 故 有 二 种； [552] 依 欲 有、 色 有、 无 色 有 的 差 别， 故 有 三 种； 依 
卵 生、 胎 生、 湿 生、 化 生， 有 四 种； 依 ㈤ 趣 有 五 种； 依 ㈦ 识 住 有 七 种； 依 ㈧ 
有 情 居 有 八 种【120】

。 此 中： 

性 的 混 合 有 二 种， 其 中 有 性 又 二 种。 

若 与 初 说 的 相 共， 至 少 有 二 三 十 法。 
                                                 
【118】 支 那 (cīna) 即 中 国， 苏 摩 罗 (somāra) 不 知 何 处？ 
【119】 Tikapaṭṭhāna I, p.5; II, p.167; p.169. 
【120】 即 九 有 情 居 中， 除 一 无 想 有 情， 故 只 有 八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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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的 混 合 有 二 种” —— 此 （十 九 结 生 识 之） 中， 除  无 色 有 （的 结 
生）， 与 色 混 合 所 生 起 的 结 生 识， 则 有 有 性 和 无 性 的 两 种： 因 为 它 在 色 有 
中 是 没 有 所 谓 女 根 及 男 根 的 性 生 起 的， 并 在 欲 有 中， 除  生 成 半 择 迦 （无 
性 者 的）， 是 有 性 的 生 起 的。 

“其 中 有 性 又 二 种” —— 此 （前 二 种） 中 的 有 性， 又 因 是 具 女 性 或 男 性 
的 任 何 一 种 生 起 的， 所 以 有 二 种。 

“若 与 初 说 的 相 共， 至 少 有 二 三 十 法” —— 在 （与 色） 混 合 及 不 混 合 的 
二 者 中， 若 与 初 种 的 色 混 合 的 结 生 识， 则 与 此 （结 生 识） 相 共 的， 至 少 亦 有 
所 依 （十 法） 及 身 十 法 的 二 种 十 法 或 所 依、 身、 性 十 法【121】 的 三 种 十 法 共 同 
生 起， 因 为 此 色 是 更 不 能 减 少 这 些 成 分 了 的。 于 卵 生、 胎 生 的 二 种 胎 中 所 
生 起 如 是  少 分 的 色， 犹 如 用 一 根  微 细 的 羊 毫【122】 所 沾 引 出 来 的 乳 酪 那 
样 大 的 数 量， 此 即 名 为 羯 罗 蓝 的 生 起。 于 此 （结 生 之） 中， 当 知 由 于 趣 的 差 
别 而 可 能 有 怎 样 的 生 的 差 别； 于 此 等 （的 差 别） 即 是 这 样： 

地 狱 与 除 了 地 （居 天） 的 诸 天 

没 有 前 面 的 三 生， 

（人、 畜、 饿 鬼 的） 三 趣 

则 具 有 四 生。 

此 中： “与 诸 天” 的 “与” 字， 即 于 地 狱 与 除 了 地 （居 天） 的 诸 天， 应 知 
并 包 摄 一 种 烧 渴 饿 鬼， 都 没 有 前 面 的 （胎、 卵、 湿） 三 生； 因 为 他 们 只 有 化 
生 的。 而 于 其 余 名 为 畜 生、 饿 鬼 及 人 的 三 趣， 并 于 上 面 所 除 去 的 地 居 天， 
则 有 四 种 生。 

于 有 色 界 中 三 十 九 种 色， 

于 胜 者、 湿 生 及 化 生 

则 有 七 十 种 的 色【123】
， 

或 于 劣 者 三 十 色。 

先 说 于 化 生 的 有 色 的 诸 梵 天 （色 界 天）， 依 照 眼、 耳、 （心） 所 依 的 十 
法 及 命 的 九 法【124】 的 四 聚， 则 有 三 十 九 种 色 与 结 生 识 共 同 生 起。 [553] 除 却 有 
色 的 梵 天， 于 其 他 的 湿 生、 化 生 的 胜 者， 依 眼、 耳、 鼻、 舌、 身、 所 依、 性 
的 十 法， 有 七 十 色； 这 些 色 是 常 在 诸 夭 的。 

此 中： 色、 香、 味、 食 素【125】 及 （地、 水、 火、 风） 四 界， 加 净 眼 及 命 的 
十 色 量、 色 聚， 名 为 眼 十 法， 其 他 的 亦 应 推 知。 

其 次 于 劣 者 的 生 盲、 生 聋、 无 鼻、 非 男 （非 女） 者， 则 生 起 依 舌、 身、 

                                                 
【121】 所 依 十 法 (vatthudasaka) 为 地、 水、 火、 风、 色、 香、 味、 食 素、 命 根、 心 所 依 的 十 

法。 身 十 法 (kāyadasaka) 即 前 十 法 中， 除 去  后 的 心 所 依 而 易 之 以 身 净 
(kāyapasāda) （即 身 根）。 性 十 法 （bhāvadasaka） 即 上 面 十 法 中 的 前 九 法 而 加 一 女 
根 或 男 根。 

【122】 羊 毫 (jāti-uṇṇā), 据 注 疏 说 是 雪 山 的 善 种 的 羊 而 生 下 仅 有 一 无 的 小 羊 的 毛。 
【123】 底 本 satta ti ukkaṁ satotha rūpāni 误， 应 改 为 sattati ukkaṁsato tharūpāni。 
【124】 眼 十 法 (cakkhu dasaka), 即 前 面 的 所 依 十 法 中 除 心 所 依 而 易 之 以 眼 净。如 是 耳 十 

法， 鼻 十 法， 舌 十 法 等 准 此 可 知。 命 九 法 (jīvitanavaka) 即 地、水、 火、 风、 色、 香、 
味、 食 素、 命 根。 

【125】 食 素 (ojā) 为 段 食 的 元 素， 或 滋 养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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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依 的 十 法 的 三 十 法【126】
。 如 是 于 胜 者 及 劣 者 之 间， 当 知 适 宜 的 分 别。 

已 知 如 是， 更 有： 

以 蕴、 所 缘、 趣、 因、 受、 喜、 寻、 伺， 

而 知 死 （心） 与 结 生 （心） 的 别 与 差 别 的 不 同。 

即 （无 色） 混 合 及 不 混 合， 有 二 种 结 生， 及 于 （结 生 之） 前 的 死， 意 即 
由 此 等 之 蕴 有 别 无 别 的 不 同 之 义。 怎 样 的 呢？ 即 有 时 于 四 蕴 的 无 色 界 的 死 
之 后， 亦 以 口 蕴 为 所 缘 的 结 生 是 （与 死 心 的 所 缘） 无 差 别 的， 有 时 于 非 大 
趣 （欲 界） 以 外 （蕴） 为 所 缘 （的 死 之 后） 而 以 大 趣 （无 色） 的 内 （蕴） 为 所 
缘 （结 生）。 这 两 种 是 先 于 无 色 地 （结 生） 的 方 法。 有 时 于 四 蕴 的 无 色 的 死 
之 后， 以 欲 界 的 五 蕴 而 结 生。 有 时 于 五 蕴 的 欲 界 的 死 或 色 界 的 死 之 后， 而 
以 四 蕴 的 无 色 界 （结 生）。 如 是 于 过 去 为 所 缘 的 死 之 后 而 （转 起） 以 现 在 为 
所 缘 的 结 生， 有 的 于 善 趣 死 后， 或 于 恶 趣 结 生。 于 无 因 心 的 死 之 后， 以 有 
因 心 结 生。 于 二 因 心 的 死 后， 以 三 因 心 结 生。 于 舍 俱 心 的 死 后， 以 喜 俱 心 
结 生。 于 无 喜 心 的 死 后， 以 有 喜 心 结 生。 于 无 寻 心 的 死 后， 以 有 寻 心 结 生。 
于 无 伺 心 的 死 后， 以 有 伺 心 结 生。 于 无 寻 无 伺 心 的 死 后， 以 有 寻 有 伺 心 结 
生。 当 以 如 是 等 的 相 对 而 成 适 当 的 组 合。 

只 是 得 缘 之 法 

而 起 他 有， 

这 不 是 从 过 去 有 的 转 生， 

亦 非 从 彼 而 无 因。 

即 此 只 是 获 得 了 缘 的 色 与 非 色 之 法 的 生 起， 名 为 “生 起 他 有”。 不 是 有 
情、 [554] 亦 非 是 命。 然 亦 不 是 从 过 去 有 而 转 生 于 此， 亦 非 从 彼 （过 去 有） 无 
因 而 显 现 于 此 的。 

这 种 意 思， 我 们 将 以 明 显 的 人 类 的 死 与 结 生 的 次 第 来 说 明。 即 于 过 去 
有， 无 论 是 由 于 自 然 或 以 手 段 而 迫 近 于 死 的 人， 他 难 受 那 刀 剑【127】 的 集 合 而 
切 断 一 切 四 肢 五 体 的 关 节 连 络 的 难 堪 的 临 死 之 苦， 身 体 渐 成 憔 悴， 犹 如 多 
罗 （棕 榈） 的 青 叶 曝 晒 于 烈 日 之 下 一 样， 眼 等 诸 根 的 消 灭， 及 身 根、 意 根、 
命 根 而 存 在 于 心 所 依 之 时， 在 这 一 刹 那 而 依 止 于 残 留 的 心 所 依 的 识， 便 转 
行 于 重、 数 习、 近 死、 宿 作 的 诸 业 的 任 何 一 种 获 得 了 残 余 的 （无 明 等 的） 缘 
而 称 为 行 的 业， 或 于 现 起 的 业 相、 趣 相 之 境。 如 是 转 起 的 识， 因 为 未 断 渴 
爱 与 无 明， 故 渴 爱 使 它 倾 向 于 由 无 明 障 蔽 了 利 害 的 （恶 趣 等） 境， 及 俱 生 
的 诸 行 投 它 于 此 境。 彼 识 于 相 续 中， 由 于 渴 爱 所 倾 向， 由 于 诸 行 所 投， 放 
弃 于 前 依 止。 譬 如 有 人 悬 于 结 缚 于 此 岸 的 树 上 的 绳 而 越 过 水 道， 无 论 他 喜 
乐 或 不 喜 乐， 由 业 而 等 起 后 依 止， 及 由 所 缘 （缘） 等 的 缘 而 转 起。 此 处 因 为 
前 面 的 识 的 死 亡 故 名 为 死， 而 后 面 的 识 于 他 有 结 生 故 名 为 结 生。 然 而 此 识 
不 是 即 从 前 有 而 来 于 此， 亦 非 从 前 有 毫 无 业、 行、 倾 向 于 境 等【128】 之 因 而 现 
前 的。 

兹 以 回 声 等 譬 喻， 

                                                 
【126】 因 为 生 盲、 生 聋、 无 鼻、 无 性 者， 缺 乏 眼、 耳、 鼻、 性 的 四 十 法， 所 以 只 有 三 十 

色， 对 于 缺 乏 一 或 二 等， 应 该 增 减 的 色 可 知。 
【127】 底 本 sattānaṁ 误， 应 作 satthānaṁ。 
【128】 底 本 kammasaṅkhāran ativisayādi 误， 应 改 为 kamma-saṅkhāra-nativisayā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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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为 相 续 连 接，  
不 一 亦 不 异。 

此 识 不 是 从 前 有 而 来 于 此， 却 由 同 于 过 去 有 的 诸 困 而 生 起。 正 如 回 
声、 灯 光、 印 章、 映 像 等 法 的 譬 喻。 即 如 回 声、 灯 光、 印 章、 影 等 是 由 于 声 
等 之 音， 不 移 于 他 处， 此 心 亦 然。 所 以 这 里 说： 

 “因 为 相 续 连 接， 不 一 亦 不 异”。 

即 于 相 续 连 接 中， 若 决 定 是 一， 则 不 能 从 牛 乳 而 成 为 酪， 若 决 定 是 异， 
则 无 酪 是 依 于 牛 乳 的 了。 一 切 因 与 生 起 的 关 系 都 是 这 样。 如 果 那 样 （决 定 
是 一 是 异）， 则 一 切 世 间 的 语 言 郁 将 割 断， 那 是 不 成 的。 所 以 这 里 当 取 不 
决 定 是 一 或 是 异。 [555] 

这 里 或 有 人 （问） 道： “如 果 （从 前 生 至 今 生） 这 样 无 转 生 而 现 前， 那 
么 属 于 那 人 身 体 的 蕴 即 已 灭 亡， 而 为 果 之 缘 的 业 又 不 转 移 至 果， 难 道 这 是 
别 人 的 果？ 及 能 另 从 他 因 而 有 此 果？ 并 无 （业 果 的） 受 用 者， 此 果 给 与 谁？ 
所 以 此 说 不 妥”！ 回 答 如 下： 

于 相 续 中 而 有 果， 

此 果 不 是 其 他 的， 

亦 非 从 他 因 而 有， 

以 播 种 义 得 成 就。 

即 于 一 相 续 中 而 生 果， 因 为 不 可 能 说 决 定 是 一 是 异 之 故， 所 以 说 “不 
是 其 他 的， 亦 非 从 他 因 而 有”。 这 可 “以 播 种 之 义 而 得 成 就”－－ 即 加 以 行 
作 而 种 下 芒 果 的 种 子， 而 此 种 子 在 （发 芽 成 长 的） 相 续 中， 因 获 得 了 缘， 他 
日 生 起 （和 种 子 同 样 的） 特 殊 之 果， 这 不 是 其 他 种 子 的 果， 亦 非 由 于 别 的 
行 作 之 缘 而 生 起。 又 非 就 是 那 些 种 子 或 行 作 本 身 到 达 于 果 处， （此 识 之 因 
果） 应 知 如 是 配 合。 

亦 应 知 此 义 亦 如 在 幼 年 时 勤 习 学 术、 技 艺、 医 药 等， 而 在 他 日 长 大 成 
人 之 时 给 与 效 果。 

关 于 “无 受 用 者， 此 果 给 与 谁” 的 问 题 则 这 样： 

果 之 生 起 故， 

世 说 受 用 者； 

如 因 生 果 实，  
世 说 树 结 果。 

譬 如 只 称 为 树 的 一 部 分 之 法 的 树 果 的 生 起， 被 称 为 树 结 果 或 已 结 果， 
同 样 的， 由 于 只 称 为 天、 人 的 蕴 的 一 部 分 而 被 称 为 受 用 之 物 的 苦 乐 之 果 的 
生 起， 而 说 天 或 人 受 乐 或 苦。 所 以 这 里 实 无 说 有 任 何 受 用 者 的 必 要。 

（问）： “如 果 这 样， 是 彼 等 诸 行 存 在 为 果 之 缘， 抑 不 存 在？ 若 存 在 
（而 为 果 之 缘）， 则 应 于 彼 等 （诸 行） 转 起 的 刹 那 而 有 它 们 的 异 熟？ 若 不 存 
在 （而 为 果 之 缘）， 则 得 在 （诸 行） 转 起 之 前 及 以 后 常 能 感 果”？ 对 他 的 答 
复 如 下： 

因 为 行 作 故 它 们 为 缘。 

但 它 们 不 是 常 常 感 果 的。 

这 里 应 知 保 证 等 的 譬 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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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因 诸 行 的 行 作 故 为 自 果 之 缘， 并 非 由 存 在 或 不 存 在 故 （为 自 果 之 
缘）。 所 谓【129】

： [556] “因 行 作 欲 界 的 善 业 及 积 集 之 故， 生 起 异 熟 的 眼 识” 
等。 （诸 行） 即 适 应 于 自 果 之 缘 以 后， 由 于 异 熟 已 熟 之 故， 不 再 感 果。 为 了 
辨 知 此 义， 当 知 保 证 者 等 的 譬 喻。 即 如 在 世 间， 为 了 达 到 某 种 目 的 而 作 保 
证 者。 他 买 东 西、 或 借 钱， 他 的 事 业 推 行 是 为 达 到 目 的 之 缘， 并 非 事 业 的 
存 在 或 不 存 在。 到 了 达 到 目 的 之 后， 亦 无 保 证 了。 何 以 故？ 目 的 已 达 之 故。 
如 是 诸 行 的 行 作 故 为 自 果 之 缘。 且 于 适 应 自 果 之 后， 便 不 再 感 果【130】 了。 

以 上 是 说 明 由 于 行 的 转 起 为 与 色 混 合 及 不 混 合 二 种 结 生 识 的 缘。 

〔(Ⅴ) 行 与 识 的 缘 的 关 系〕 现 在 为 除 对 于 此 等 一 切 三 十 二 异 熟 识 的 迷 
惑： 

于 诸 有 等 之 中 的 结 生 与 转 起， 

应 知 此 等 诸 行 怎 样 为 异 熟 识 的 缘。 

此 中， 三 有、 四 生、 五 趣、 七 识 住、 九 有 情 居 为 “诸 有 等”。 意 即 于 此 
等 的 诸 有 等 之 中 的 结 生 和 转 起， 当 知 此 等 诸 行 是 异 熟 识 的 缘， 及 怎 样 为 
缘。 

此 中：（1． 福 行 与 结 生） 失 于 福 行， 而 欲 界 的 八 恩 差 别 的 福 行， 通 常 说 
对 于 欲 有 的 善 趣【131】 中 的 九 异 熟 的 结 生， 依 多 刹 那 的 业 缘 及 亲 依 止 缘 的 二 
种 为 缘。 而 色 界 的 五 善 思 差 别 的 福 行， 只 于 色 有 的 五 结 生 （依 多 刹 那 的 业 
缘 及 亲 依 止 缘 的 二 种 为 缘）。 

（2． 福 行 的 转 起） 如 上 述 的 欲 界 的 （八 福 行）， 于 欲 有 的 善 趣 中。 除 舍 
俱 无 因 意 识 界， 对 于 七 小 异 熟 识， 不 于 结 生 只 于 转 起 而 依 前 述 的 （业 缘 及 
亲 依 止 缘） 二 种 为 缘。 彼 同 样 的 （福 行）， 对 于 色 有 的 五 异 熟 识【132】

， 不 于 
结 生 只 于 转 起 为 同 样 的 （二 种） 缘。 次 于 欲 有 的 恶 趣， 则 对 于 八 小 异 熟 识
【133】

， 不 于 结 生 只 于 转 起 为 同 样 的 （二 种） 缘。 [557] 

这 里 在 地 狱 中， 如 大 目 犍 连 长 老 的 旅 行 地 狱 之 时， 和 那 样 的 可 喜 的 所 
缘 会 合， 则 彼 （福 行） 是 （识 的） 所 缘。 其 次 有 大 神 变 的 畜 生 及 饿 鬼， 亦 得 
有 可 喜 的 所 缘。 而 此 （福 行） 于 欲 有 的 善 趣， 对 于 十 六 善 异 熟 识【134】

， 则 同 
子 转 起 及 结 生 为 （二 种） 缘， 通 常 说 福 行， 于 色 有 中， 对 于 十 异 熟 识【135】

， 
亦 同 于 转 起 及 结 生 为 缘。 

（3． 非 福 行 与 结 生 及 转 起） 有 十 二 不 善 思 的 差 别 的 非 福 行【136】
， 对 于 欲 

有 中 的 恶 趣 的 一 （无 因 异 熟 意） 识， 不 于 转 起 只 于 结 主 为 （二 种） 缘。 （此 
非 福 行） 对 于 （除 上 述 的 一 识 的） 六 （不 善 异 熟 识）， 不 于 结 生 只 于 转 起 为 
缘。 对 于 （恶 趣 的） 七 不 善 异 熟 识， 则 于 转 起 及 结 生 为 缘。 次 于 欲 有， 对 于 

                                                 
【129】 Dhs. §431 p.87; Vibh. p.187. 
【130】 底 本 phālavahā 应 改 为 phalāvahā。 
【131】 底 本 kāmabhavesu gatiyaṁ 误， 应 改 为 kāmabhave sugatiyaṁ。 
【132】 五 异 熟 识 为 善 异 熟 的 眼 识、 耳 识、 领 受 心、 二 推 度 心。 
【133】 八 小 异 熟 识 为 不 善 异 熟 的 眼 等 五 识、 领 受 心、 推 度 心、 彼 所 缘 心。 
【134】 十 六 善 异 熟 识 为 欲 界 善 异 熟 的 八 无 因 心 及 八 有 因 心。 
【135】 十 异 熟 识 为 五 色 界 异 熟 心 及 善 异 熟 的 眼 识、 耳 识、 领 受 心、 二 推 度 心。 
【136】 非 福 行 (apuññābhisaṅkhāro) 底 本 puññābhisaṅkhāro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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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趣 的 此 等 七 （不 善 异 熟 识）， 不 于 结 生 但 于 转 起 为 缘。 次 于 色 有， 对 于 四 
异 熟 识【137】 不 于 结 生， 但 于 转 起 为 缘。 而 此 （非 福 行） 亦 于 欲 界， 由 于 见 不 
喜 之 色 及 闻 不 喜 之 声 为 缘。 于 梵 天 界， 则 无 不 喜 的 色 等， 于 欲 界 中 的 天 界 
也 是 同 样。 

（4． 不 动 行 与 结 生 及 转 起） 其 次 不 动 行， 于 无 色 有， 对 于 四 异 熟 识， 
于 转 起 及 结 生 为 同 样 的 二 种 缘。 

如 是 先 于 诸 有 由 结 生 及 转 起 而 此 等 诸 行 为 彼 （异 熟 识） 之 缘， 如 何 为 
缘， 当 知 如 上。 于 胎 等 中， 亦 以 同 样 的 方 法 可 知。 

其 次 再 说 明 自  初 以 来 的 概 要： 即 于 此 等 （福、 非 福、 不 动 的 三） 行 
中，⑴ 福 行， 于 （欲、 色） 二 有 中 给 以 结 生 之 后 而 生 起 自 己 的 异 熟。 同 样 
的， 于 卵 生 等 的 四 生， 于 天 人 的 二 趣， 于 异 身 异 想 （如 人 类）， 异 身 一 想 
（如 梵 众 天 初 生）， 一 身 异 想 （如 光 音 天） ， 一 身 一 想 （如 遍 净 天） 的 四 识 
住） 及 只 于 —— 因 为 在 无 想 有 情 居 而 此 （福 行） 只 是 色 的 造 作 （故 除） —— 
四 有 情 居 而 给 以 结 生 之 后 生 起 自 己 的 异 熟。 是 故 这 （福 行） 于 此 等 的 二 
有、 四 生、 二 趣、 四 识 住 及 四 有 情 居 中， 对 于 二 十 一 （善） 异 熟 识 之 于 结 生 
及 转 起， [558] 依 上 述 的 （业 缘 及 亲 依 止 缘） 为 缘。 

⑵ 非 福 行， 于 一 欲 有， 于 四 生， 于 其 余 的 （地 狱、 饿 鬼、 畜 生） 三 趣， 
于 异 身 一 想 的 一 识 住， 于 同 样 的 一 有 情 居， 由 结 生 而 给 与 异 熟； 所 以 这 
（非 福 行） 于 一 有、 四 生、 三 趣、 一 识 住 及 一 有 情 居， 对 于 七 （不 善） 异 熟 
之 于 结 生 及 转 起， 依 前 述 的 （二 种） 为 缘。 

⑶ 不 动 行， 只 于 一 无 色 有， 于 一 化 生， 于 一 天 趣， 于 空 无 边 处 等 的 三 识 
住， 于 空 无 边 处 等 的 四 有 情 居， 由 结 生 而 给 与 异 熟； 所 以 这 （不 动 行） 于 一 
有、 一 生、 一 趣、 三 识 住 及 四 有 情 居， 对 于 四 （无 色 界 的） 异 熟 之 于 结 生 及 
转 起， 依 于 如 前 所 述 的 为 缘。 如 是： 于 诸 有 等 之 中 的 结 生 与 转 起， 应 知 此 
等 诸 行 怎 样 为 异 熟 识 的 缘【138】

。 

——           —— 

⑶ （识 缘 名 色） 关 于 “识 缘 名 色” 的 一 句： 

(Ⅰ) 以 名 色 的 分 别。 

(Ⅱ) 以 于 有 等 的 转 起， 

(Ⅲ) 以 摄， 

(Ⅳ) 以 缘 的 方 法 而 知 决 择。 

(Ⅰ) “以 名 色 的 分 别”： 这 里 的 “名”， 因 为 倾 向 于 所 缘， 所 以 是 受 等 的 
三 蕴。 “色”， 即 四 大 种 及 四 大 种 所 造 色； 彼 等 的 分 别， 已 如 蕴 的 解 释【139】 
中 所 说。 如 是 先 以 名 色 的 分 别 而 知 决 择。 

(Ⅱ) “以 于 有 等 的 转 起”： 此 中， “名” 则 转 起 于 一 切 有、 生、 趣、 识 住 
及 除 去 （无 想 有 情） 一 有 情 居 的 其 余 的 ㈧ 有 情 居 中。 “色” 则 转 起 于 二 有、 
四 生、 五 趣、 前 四 识 住 及 （前） 五 有 情 居 中。 此 名 色 在 如 是 转 起 之 时， [559] 
                                                 
【137】 四 异 熟 识 为 不 善 异 熟 的 眼 识、 耳 识、 领 受 心、 推 度 心。 
【138】 此 偈 见 前 底 本 五 五 六 页。 
【139】 底 本 四 四 三 页 （第 十 四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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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为⑴ 无 性 （无 男 女 性） 的 胎 生 者 及 卵 生 者 在 结 生 的 刹 那， 而 所 依 及 身 十 
法 的 二 色 相 续 要 目【140】 与 三 种 非 色 蕴 现 前。 所 以 详 言 之， 即 色 色 （这 里 指 所 
依 十 法 及 身 十 法）

【141】 的 二 十 法 及 三 种 非 色 蕴 的 此 等 二 十 三 法， 当 知 是 以 识 
为 缘 （而 生 起） 的 “名 色”。 如 果 除 去 重 复 的 一 相 续 要 目 的 九 种 色 法【142】 则 
为 十 四 法。 

⑵ 加 入 有 性 的 性 十 法 则 为 三 十 三 法 （现 前）。 如 果 除 去 重 复 的 二 相 续 
要 目 的 十 八 色 法， 则 为 十 五 法。 

⑶ 因 为 在 化 生 的 有 情 中， 于 梵 众 天 等 的 结 生 的 刹 那， 而 眼、 耳、 所 依 的 
十 法 及 命 根 的 九 法 的 四 色 相 续 要 目 与 三 非 色 蕴 现 前， 所 以 详 言 之， 即 色 色 
的 三 十 九 法 及 三 非 色 蕴 的 此 等 四 十 二 法， 当 知 是 以 识 为 缘 （而 生 起） 的 名 
色。 如 果 除 去 重 复 的 三 相 续 要 目 的 二 十 七 法， 则 为 十 五 法。 

⑷ 其 次 于 欲 有， 因 为 其 余 的 化 生 者、 湿 生 者 或 有 性 而 具 （内 六） 处 者
【143】 在 结 生 的 刹 那， 而 （眼、 耳、 鼻、 舌、 身、 所 依、 性 的） 七 色 相 续 要 目 及 
三 非 色 蕴 现 前， 所 以 详 言 之， 即 色 色 的 七 十 法 及 三 非 色 蕴 的 此 等 七 十 三 
法， 当 知 是 以 识 为 缘 （而 生 起） 的 名 色， 如 果 除 去 重 复 的 六 色 相 续 要 目【144】 
的 五 十 四 法， 则 为 十 九 法； 这 是 指 胜 者 而 说。 

⑸ 但 依 劣 者， 减 去 其 缺 乏 的 色 相 续 要 目， 其 简 与 详， 当 知 于 结 生 以 识 
为 缘 的 名 色 的 数 目。 

⑹ 于 无 色 （有 的 结 生） 者， 只 有 三 非 色 蕴 （现 前）。 

⑺ 于 无 想 （有 的 结 生） 者， 只 有 色 的 命 根 九 法 （现 前）。 以 上 是 先 于 结 
生 的 方 法。 

⑻ 其 次 于 转 起， 于 一 切 有 色 转 起 的 地 方， 于 结 生 心 存 续 的 刹 那， 即 有 
与 结 生 心 共 同 转 起 的 时 节 （寒 暑 等） 及 由 时 节 等 起 的 单 纯 八 法【145】 现 前。 但 
结 生 心 不 能 等 起 色， 因 为 由 所 依 的 柔 弱 而 彼 （结 生 心 自） 柔 弱 故 不 能 令 色 
等 起， 譬 如 跌 落 悬 崖 之 人 不 能 为 （助） 他 人 之 缘 一 样， 自 结 生 心 之 后 的  
初 的 有 分  始， [560] 而 由 心 等 起 的 单 纯 八 法 现 前。 

⑼ 于 声 现 前 之 时， 在 结 生 之 后 由 转 起 的 时 节 及 心 （转 起） 的 声 九 法【146】 
现 前。 

⑽ 致 于 依 段 食 而 活 命 的 那 些 胎 生 的 有 情， 由 于 此 等 之 语： 

他 的 母 亲 所 食 的 食 物 和 饮 料， 

维 持 住 在 母 胎 的 胎 儿 的 生 命。 

即 由 于 母 亲 所 吃 的 食 物 消 散 于 身 体 之 时 （由 食 等 起 的 单 纯 八 法 现 前）。 

                                                 
【140】 相 续 要 目 (santati-sīsa) 等 于 色 聚 (rūpa-kalāpa)。 
【141】 色 色 (rūparūpa) 见 底 本 四 五 一 页。 
【142】 因 为 所 依 十 法 与 身 十 法 中 的 地、 水、 火、 风、 色、 香、 味、 食 素、 命 的 九 法 是 同 

的， 所 以 说 除 去 重 复 的。 
【143】 底 本 paripuṇṇāyatanaṁ 误， 应 作 paripuṇṇakāyatanānaṁ。 
【144】 六 色 相 续 要 目 (rūpasantatisīsacchakkato) 底 本 cakkato 误。 
【145】 单 纯 八 法 (suddhaṭṭhaka) 即 地、 水、 火、 风、 色、 香、 味、 食 素 的 八 种 要 素。 
【146】 声 九 法 (saddanavaka) 即 单 纯 八 法 而 加 一 声。 

 



    345         

⑾ 于 诸 化 生 （的 有 情）， 则 在 （结 生 后） 吞 下  初 由 自 己 口 中 所 生 唾 液 
之 时， 由 食 等 起 的 单 纯 八 法 现 前。 

这 由 食 等 起 的 单 纯 八 法， 并 于 胜 处 由 时 节 及 心 等 起 的 二 （声） 的 九 法， 
有 二 十 六 种， 如 前 所 说【147】

于 一 一 刹 那 有 三 回 生 （住 灭） 而 由 业 等 起 的 
（眼、 耳、 鼻、 舌、 身、 所 依、 性 十 法） 有 七 十 种， 合 为 九 十 六 种 色 并 加 三 
非 色 蕴， 统 计 九 十 九 法 （现 前）。 或 者 因 为 声 是 不 定 的， 只 在 有 的 时 候 现 
前， 所 以 除 去 这 二 种 声， 当 知 此 等 九 十 六 法【148】

， 对 于 一 切 有 情 的 发 生， 是 
以 识 为 缘 （而 生 起） 的 名 色。 即 彼 等 （有 情） 无 论 在 睡 眠、 在 放 逸、 在 食、 
在 饮、 于 昼 于 夜， 而 此 等 （九 十 六 法 或 八 十 一 法） 是 以 识 为 缘 而 转 起 的。 彼 
等 的 识 缘 的 状 态， 我 们 将 在 以 后 解 释【149】

。 

然 而 这 里 的 业 生 色， 虽 系  初 建 立 于 有、 生、 趣、 （识） 住 及 有 情 居 
中， 若 无 由 （时 节、 心、 食） 三 等 起 的 色 来 支 持， 它 是 不 可 能 持 续 的。 而 三 
等 起 色 若 无 业 生 色 的 支 持， 亦 不 可 能 （持 续）。 譬 如 芦 束， 虽 为 风 吹， 因 由 
四 方 而 得 站 立， 亦 如 破 船， 虽 为 怒 涛 所 击， 因 于 大 海 之 中 获 得 了 避 风 之 处 
（故 得 不 动）， 而 此 等 （四 等 起 色） 由 于 互 相 支 持， 故 能 不 倒 而 持 续， 一 年 
二 年 乃 至 百 年， 直 至 彼 等 有 情 的 寿 终 或 福 尽 而 得 转 起。 这 是 于 有 等 的 （名 
色 的） 转 起 当 知 决 择。 

(Ⅲ) “以 摄”， 于 无 色 （有） 的 转 起、 结 生， 并 于 五 蕴 有 （欲 界 及 色 界） 
的 转 起， 只 是 以 识 为 缘 而 有 名。 于 无 想 （有） 的 一 切 处 及 于 五 蕴 有 的 转 起， 
只 是 以 识 为 缘 而 有 色。 于 五 蕴 有 的 一 切 处， [561] 则 是 以 识 为 缘 而 （生 起） 名 
色。 这 一 切 的 名、 色、 名 色， 如 是 由 各 自 特 质 的 一 分， 统 摄 为 “名 色” 一 
语， 而 说 “识 缘 名 色” 应 知。 

（问） 于 无 想 （有） 因 无 有 识 （说 识 缘 名 色） 岂 能 妥 当？ （答） 非 不 妥 
当。 即 所 谓： 

识 为 名 色 因， 而 彼 有 二 种： 

异 熟 非 异 熟， 是 故 为 妥 适。 

即 为 名 色 之 因 的 识 有 异 熟 及 非 异 熟 的 两 种。 因 为 于 无 情 有 情 的 色 是 由 业 等 
起 的， 它 是 由 于 以 五 蕴 有 转 起 的 （业） 行 作 识 为 缘 的； 同 样 的， （此 色） 是 
在 五 蕴 有 转 起 善 等 之 心 的 刹 那 而 由 业 等 起 的， 所 以 说 是 妥 当 的。 如 是 当 知 
以 摄 的 决 择。 

(Ⅳ) “以 缘 的 方 法”， 即： 

异 熟 识 是 名 的 九 种 缘， 

是 所 依 色 的 九 种， 

也 是 其 他 的 色 的 八 种 缘。 

行 作 识 是 色 的 一 种 缘， 

其 他 的 识 —— 

是 其 他 的 （名 色 的） 适 合 的 缘。 

                                                 
【147】 前 底 本 五 五 三 页。 
【148】 九 十 七 法 (sattanavuti-dhammā), 然 而 依 据 Sammohavinodanī p.171 一 段 同 样 的 文 则 用 

八 十 一 法 (ekāsiti dhammā)。 依 本 文 的 前 后 相 关 来 看， 用 八 十 一 法 似 乎 比 较 合 理。 
【149】 见 底 本 六 一 三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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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⑴ 结 生 或 其 他 的 异 熟 识， 对 于 那 些 在 结 生 或 于 转 起 而 称 为 异 熟 的 名 
无 论 是 与 色 混 合 或 不 混 合 的 由 俱 生、 相 互、 依 止、 相 应、 异 熟、 食、 根、 
有、 不 高 去 缘 的 九 种 为 缘，⑵ 于 结 生 （的 异 熟 识） 对 于 所 依 色， 由 俱 生、 相 
互、 依 止、 异 熟、 食、 根、 不 相 应、 有、 不 离 去 缘 的 九 种 为 缘。⑶ 除 了 所 依 
色， 对 于 其 他 的 色， 即 于 上 面 的 九 （缘） 中 除 去 一 相 互 缘， 由 其 余 的 八 缘 为 
缘。⑷ 其 次 行 作 识 对 于 无 想 有 情 的 色， 或 对 于 五 蕴 有 的 业 生 色， 依 于 经 的 
方 法 由 一 亲 依 止 缘 为 缘。⑸ 其 他 的 从  初 有 分  始 的 一 切 识， 当 知 是 它 是 
那 些 名 色 的 适 当 的 缘。 如 欲 详 细 指 示 缘 的 方 法， 则 应 详 述 全 部 的 《发 趣 
论》， 我 们 不 便 在 这 里 引 述。 

或 有 人 问： 如 何 得 知 [562] 于 结 生 的 名 色 是 以 识 为 缘 的 呢？ （答） 依 经 典 
及 合 理 之 故。 即 于 经 典 之 中， 以 “诸 法 随 心 转”

【150】 等 的 种 种 方 法， 便 成 就 
对 于 受 等 是 以 识 为 缘 的。 次 以 合 理： 

由 已 见 的 心 生 之 色， 

证 明 未 见 的 色 以 识 为 缘。 

即 于 心 中 欣 喜 或 不 欣 喜 之 时， 而 见 生 起 （与 心） 相 合 的 色 （如 面 有 喜 色 
及 不 悦 之 色 等）。 如 是 由 已 见 的 色 而 推 知 未 见 的 色， 即 当 以 可 见 的 心 生 之 
色 而 推 知 不 可 见 的 结 生 色 是 以 识 为 缘 的。 对 于 业 等 起 的 （色）， 亦 如 心 等 
起 的 色， 是 以 识 为 缘 的， 此 说 来 自 《发 趣 论》。 如 是 “以 缘” 而 知 决 择。 

——           —— 

⑷ （名 色 缘 六 处） 关 于 “名 色 缘 六 处” 的 一 句， 

三 蕴 为 名， 

大 种、 所 依 等 为 色。 

此 等 综 合 的 名 色， 

是 那 同 样 的 六 处 之 缘。 

即 彼 六 处 之 缘 的 名 色 中， 受 等 的 三 蕴 为 “名”。 “色” 即 属 于 自 身 相 续 
的 四 大 种、 六 所 依 及 命 根， 如 是 当 知 “大 种、 所 依 等 为 色”。 那 名、 色 及 名 
色 所 综 合 的 “名 色”， 当 知 是 第 六 处 及 六 处 所 综 合 的 “六 处” 之 缘。 何 以 
故？ 因 为 于 无 色 （有） 中， 此 名 只 是 为 第 六 处 的 缘。 不 是 他 处 的 缘， 即 如 
《分 别 论》 说【151】

： “第 六 处 以 名 为 缘”。 

或 有 人 间： 如 何 得 知 名 色 为 六 处 之 缘？ （答） 因 名 色 存 在 之 时 而 （六 
处） 存 在 故。 即 此 名 此 色 存 在 之 时 而 有 彼 彼 之 处， 非 因 其 他。 这 种 “此 有 故 
彼 有” （的 意 义）， 将 于 （下 面） 论 缘 的 方 法 中 说 明。 [563] 是 故： 

在 于 结 生 或 转 起， 彼 为 彼 之 缘， 

并 以 何 法 而 为 缘， 智 者 应 知 之。 

此 义 之 解 释 如 下： 

〔(Ⅰ) 名 缘〕 （于 无 色 的 结 生 与 转 起） 

于 无 色 （有） 的 结 生 和 转 起， 

最 少， 名 是 七 种 和 六 种 的 缘。 

                                                 
【150】 Dhs. §1522 p.5. 
【151】 Vibh. 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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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 样 的 呢？ 先 说 于 （无 色 有 的） 结 生， 此 名 对 于 第 六 处， 至 少 由 俱 生、 
相 互、 依 止、 相 应、 异 熟、 有、 不 离 去 缘 的 七 种 为 缘。 但 有 些 （名） 则 由 因 
缘， 有 些 亦 由 食 缘， 如 是 亦 由 其 他 的 缘 为 缘。 当 知 如 是 由  多 和  少 的 数 
目 为 缘。 

次 于 （无 色 有 的） 转 起， 异 熟 （名） 亦 由 如 前 所 述 的 （俱 生 等 七 种 缘） 
为 缘。 其 余 的 （非 异 熟 名） 至 少 亦 以 如 前 所 述 的 七 缘 之 中 而 除 去 异 熟 缘 的 
六 缘 为 缘。 但 有 些 （名） 则 由 因 缘， 有 些 亦 由 食 缘， 如 是 亦 由 其 他 的 缘 为 
缘。 当 知 这 样 由  多 和  少 的 数 目 为 缘。 

（于 五 蕴 有 的 结 生） 

名 于 他 有 的 结 生， 

对 于 第 六 处 是 同 样 的。 

对 于 其 他 的 （五 处）， 

由 六 种 为 缘。 

即 于 无 色 有 之 外 的 其 他 的 五 蕴 有 （的 结 生）， 那 与 心 所 依 为 伴 的 异 熟 
名， 对 于 第 六 处， 至 少 由 七 种 缘 为 缘， 如 于 无 色 有 中 所 说。 对 于 其 他 的 眼 
等 五 处， 那 与 四 大 种 为 伴 的 （名）， 由 俱 生、 依 止、 异 熟、 不 相 应、 有、 不 
离 去 缘 的 六 种 为 缘。 但 有 些 则 由 因 缘， 有 些 亦 由 食 缘， 如 是 亦 由 其 他 的 缘 
为 缘。 当 知 这 样 由  多 和  少 的 数 目 为 缘。 

（于 五 蕴 有 的 转 起） 

于 转 起， 异 熟 为 异 熟 的 缘 是 同 样 的， 

非 异 熟 为 非 异 熟 的 第 六 处 的 六 种 缘。 

即 于 五 蕴 有 的 转 起， 亦 如 于 结 生 所 说， 而 异 熟 的 名 对 于 异 熟 的 第 六 
处， 至 少 由 七 种 缘 为 缘。 而 非 异 熟 的 （名） 对 于 非 异 熟 的 第 六 处， 至 少 由 除 
去 那 七 种 之 中 的 异 熟 缘 的 六 种 为 缘。 这 里  多 和  少 的 数 目 如 前 可 知。 

于 同 样 的 五 蕴 有， 

异 熟 是 其 他 的 五 处 的 四 种 缘。 

非 异 熟 也 与 此 说 同 样 的。 [564] 
即 于 彼 处 （五 蕴 有） 的 转 起， 依 净 眼 等 所 依 的 其 他 的 异 熟 名， 对 于 其 余 

的 眼 处 等 的 五 处， 由 后 生、 不 相 应、 有、 不 离 去 缘 的 四 种 为 缘。 非 异 熟 （对 
于 眼 等 的 五 处） 亦 如 异 熟 所 说 的 一 样。 是 故 种 种 的 善 等 （心、 心 所） 对 于 彼 
等 （眼 等 五 处）， 当 知 由 四 种 缘 为 缘。 如 是 当 知 先 说 名 于 结 生 或 转 起， 是 彼 
等 何 处 的 缘， 及 如 何 而 为 缘。 

〔(Ⅱ) 色 缘〕 

这 里 的 色 于 无 色 有 

不 成 为 任 何 一 处 的 缘。 

色 于 五 蕴 有 的 结 生， 

所 依 为 第 六 （处） 的 六 种 缘， 

大 种 对 于 五 处 

总 说 为 四 种 缘。 

即 色 于 （五 蕴 有 的） 结 生， 所 依 色 对 于 第 六 意 处， 由 俱 生、 相 互、 依 
止、 不 相 应、 有、 不 离 去 缘 的 六 种 为 缘。 其 次 四 大 种 于 （五 蕴 有 的） 结 生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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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起， 就 任 何 生 起 的 处， 总 而 言 之， 对 于 眼 处 等 五， 由 俱 生、 依 止、 有、 不 
离 去 缘 的 四 种 为 缘。 

命 与 食 在 于 （结 生 及） 转 起， 

是 此 等 （五 处） 的 三 种 缘， 

此 等 （五 处） 是 第 六 处 的 六 种 缘， 

所 依 是 它 的 五 种 缘。 

其 次 于 （五 蕴 有 的） 结 生 及 转 起， 那 色 的 命 对 于 眼 等 的 五 （处）， 由 
有、 不 离 去、 根 缘 的 三 种 为 缘。 食 则 由 有、 不 离 去、 食 缘 的 三 种 为 缘。 如 以 
食 而 生 活 的 有 情 的 食 物 循 环 于 他 们 的 身 体， 则 此 食 只 是 于 转 起 的 缘， 不 是 
于 结 生 的。 

其 次 此 等 眼 处 等 五， 对 于 称 为 眼、 耳、 鼻、 舌、 身 识 的 第 六 意 处， 但 于 
转 起 不 于 结 生， 由 依 止、 前 生、 根、 不 相 应、 有、 不 离 去 缘 的 六 种 为 缘。 如 
是 当 知 色 于 结 生 或 转 起， 是 彼 等 何 处 的 缘 及 如 何 而 为 缘。 [565] 

〔(Ⅲ) 名 色 缘〕 

名 色 二 种 是 何 处 的 缘， 

智 者 应 知 于 一 切 处 是 怎 样 的 缘。 

即 所 谓 先 于 五 蕴 有 的 结 生， 称 为 三 蕴 及 所 依 色 的 名 色， 对 于 第 六 处， 
由 俱 生、 相 互、 依 止、 异 熟、 相 应、 不 相 应、 有、 不 离 去 缘 等 为 缘。 这 只 是 
说 其 要 点； 因 为 依 此 方 法 可 以 推 知 一 切， 所 以 这 里 便 不 详 示 了。 

——            —— 

⑸ （六 处 缘 触） 关 于 “六 处 缘 触” 一 句： 

略 说 触 有 眼 触 等 的 六 种， 

详 说 他 们 则 有 如 识 的 三 十 二。 

即 于 “六 处 缘 触” （的 句 中）， 略 说 触 有 眼 触、 耳 触、 鼻 触、 舌 触、 身 
触、 意 触 的 此 等 六 种。 详 说 则 有 眼 触 等 五 种 善 异 熟、 五 种 不 善 异 熟 的 十 种 
及 与 二 十 二 世 间 异 熟 相 应 的 二 十 二 种，

【152】 如 是 一 切 正 如 “行 缘 识” 所 说 的 
三 十 二 种 一 样。 其 次 为 此 三 十 二 种 之 缘 的 六 处 中： 

智 者 对 于 六 处 的 主 张： 

和 第 六 处 相 共 的 眼 等 内 六 处 与 外 六 处。 

此 中， 先 说 那 些 人 指 出： 因 为 这 是 有 执 受 （身 心） 的 转 起 论， 只 是 属 于 
自 己 相 续 中 的 缘 及 缘 所 起 的， 依 据 经 典 所 说【153】

： “以 第 六 处 为 缘 而 有 
触”， 则 是 在 无 色 有 的 第 六 处 及 包 摄 一 切 在 其 他 （欲 有 色 有） 的 六 处 而 为 
触 的 缘， 即 取 （第 六 处 的） 一 部 分 的 自 性 而 含 （六 处 的） 一 分， 所 以 主 张 是 
“和 第 六 处 相 共 的 眼 等 内 六 处”。 这 便 是 说 第 六 处 与 六 处 [566] 共 称 为 六 处。 

其 次 那 些 人 只 指 出 缘 生 （果） 是 属 于 （自 己 的） 一 相 续 的， 而 缘 则 属 于 
不 同 的 相 续 的， 只 以 那 样 的 处 是 触 的 缘， 所 以 主 张 包 括 于 一 切 处 和 第 六 

                                                 
【152】 二 十 二 世 间 异 熟， 即 欲 界 无 因 不 善 异 熟 的 意 界、 意 识 界 二 种， 无 因 善 异 熟 的 意 

界 及 二 意 识 界 三 种， 欲 界 有 因 善 异 熟 八 种， 色 界 异 熟 五 种， 无 色 界 异 熟 四 种， 
共 二 十 二 种。 

【153】 Vibh. 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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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相 共 的 内 （眼 处 等） 及 外 色 处 等 为 六 处。 这 便 是 说 以 第 六 处 与 （内） 
六 处 及 （外） 六 处 一 起 合 称 为 六 处。 

这 里 有 人 问： 不 能 从 一 切 处 而 生 一 触， 亦 不 能 从 一 处 而 生 一 切 触， 然 
而 这 “六 处 缘 触” 是 从 单 数 说 的， 是 什 么 缘 故？ 对 他 的 答 复 如 下： 那 是 真 
的， 从 一 切 不 能 生 一， 从 一 亦 不 能 生 一 切， 但 从 多 （处） 而 生 一 （触）。 譬 
如 眼 触 是 从 眼 处、 色 处， 称 为 眼 识 的 意 处 及 其 他 相 应 的 法 处 而 生 的， 如 是 
亦 可 适 当 的 应 用 于 一 切 处。 所 以 说： 

如 如 者 （世 尊） 以 单 数 之 语 而 说 法， 

指 示 一 触 是 从 多 处 而 生 的【154】
。 

“以 单 数 之 语 而 说 法”， 即 是 如 如 者 以 “六 处 缘 触” 的 单 数 之 语 而 说 
法， 以 示 从 多 处 而 成 一 触 之 义。 其 次 于 诸 处 之 中： 

于 五 是 六 种 的 缘， 

其 后 之 一 是 九 种 的 缘， 

外 六 于 适 当 而 发 生， 

如 是 辨 别 它 （意 触） 的 缘。 

这 里 的 解 释 如 下：⑴ 先 说 眼 处 等 五 （处） 对 于 眼 触 等 的 五 种 触， 由 依 
止、 前 生、 根、 不 相 应、 有、 不 离 去 缘 的 六 种 为 缘。⑵ 此 后 的 一 异 熟 意 处 对 
于 各 种 的 异 熟 意 触， 由 俱 生、 相 互、 依 止、 异 熟、 食、 根、 相 应、 有、 不 离 
去 缘 的 九 种 为 缘。⑶ 于 外 （处） 中： 色 处 对 于 眼 触， 由 所 缘、 前 生、 有、 不 
离 去 缘 的 四 种 为 缘； 声 处 等 对 于 耳 触 等 也 是 同 样 的。⑷ 其 次 彼 等 （现 在 的 
色 等 五 处） 及 法 处 （所 摄 的 色）

【155】 对 于 意 触 亦 同 样 的 （由 四 种 为 缘）。⑸ 
（非 现 在 的 色 等 五 处 及 法 处 对 于 意 触） 只 由 所 缘 缘【156】 为 缘。 所 以 说” 外 六 
于 适 当 而 发 生， 如 是 辨 别 它 （意 触） 的 缘”。 

——           —— 

⑹ （触 缘 受） 在 “触 缘 受” 的 句 中： 

依 于 门， 故 说 受 只 有 眼 触 所 生 等 六 种， 

由 于 区 别 则 它 们 有 八 十 九。 

在 《分 别 论》 中 解 释 此 句 说：
【157】 “眼 触 所 生 的 受、 耳、 鼻、 舌、 身、 意 

触 所 生 的 受”， 这 样 是 依 于 门， 故 只 说 六 种 受。 [567] 其 次 由 于 区 别， 因 它 们 
是 和 八 十 九 心 相 应 的， 所 以 说 有 八 十 九。 

在 这 些 受 里 面， 

这 里 是 说 与 异 熟 心 相 应 的 三 十 二 受 的 意 思。 

此 中， 于 五 门 （此 触） 是 五 （受） 的 八 种 缘， 

此 触 是 其 余 的 一 种 缘， 

于 意 门 中 也 是 同 样 的。 

这 里，⑴ 眼 触 等 的 触， 于 五 门 中， 对 于 以 净 眼 等 为 所 依 的 五 受， 由 俱 

                                                 
【154】 底 本 Pan’ekāyatanappabhavo 误， 应 改 为 panekāyatanappabhavo。 
【155】 法 处 包 摄 六 法： 即 净 色、 细 色、 心、 心 所、 涅 槃、 名 言 (paññatti)。 这 里 指 色 的 部 

分。 
【156】 只 由 所 缘 缘 (ārammaṇapaccayamatten’eva)。 底 本 ārammaṇapaccayam atten’eva 误。 
【157】 Vibh. p.136; S.II,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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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相 互、 依 止、 异 熟、 食、 相 应、 有、 不 离 去 缘 的 八 种 为 缘。⑵ 其 次 这 眼 
触 等 的 触， 于 一 一 门， 对 于 由 领 受、 推 度、 彼 所 缘 （作 用） 而 转 起 其 余 的 欲 
界 诸 异 熟 受， 只 由 亲 依 止 缘 一 种 为 缘。⑶ “于 意 门 中 也 是 同 样 的”， 即 于 意 
门， 那 称 为 便 生 意 触 的 触， 对 于 由 彼 所 缘 而 转 起 的 欲 界 诸 异 熟 受， 也 是 由 
同 样 的 八 种 缘 为 缘。 （此 俱 生 意 触） 对 于 由 结 生、 有 分 及 死 而 转 起 的 三 地 
的

【158】 异 熟 受 亦 然 （由 八 种 为 缘）。⑷ 其 次 意 门 转 向 （心） 相 应 的 意 触， 于 意 
门， 对 于 由 彼 所 缘 而 转 起 的 欲 界 诸 受， 由 亲 依 止 缘 的 一 种 为 缘。 

——           —— 

⑺ （受 缘 爱） 在 “受 缘 爱” 的 句 中： 

这 里 的 爱， 由 色 爱 等 的 差 别 有 六 种， 

由 于 转 起 的 行 相， 一 一 有 三 种。 

于 此 句 中， 如 《分 别 论》 中 说：
【159】 由 所 缘 而 得 名 的 （渴 爱）， 有 色 爱、 

声 爱、 香 爱、 味 爱、 触 爱、 法 爱。 譬 如 说 长 者 子、 婆 罗 门 子， 此 于 是 从 父 而 
得 名 的。 在 彼 等 渴 爱 中， 从 一 一 渴 爱 而 转 起 的 行 相， 有 欲 爱、 有 爱 及 无 有 
爱 的 三 种。 即 色 爱 转 起 以 欲 乐 而 享 受 现 于 眼 的 视 线 之 前 的 色 所 缘 之 时， 名 
为 “欲 爱”； 当 它 与 认 为 所 缘 “是 恒 是 常” 的 常 见 共 同 转 起 之 时， [568] 名 为 
“有 爱” —— 与 常 见 作 伴 的 贪 而 名 有 爱； 当 它 与 认 为 所 缘 “是 断 是 灭” 的 断 
见 共 同 转 起 之 时， 名 为 “无 有 爱” —— 与 断 见 作 伴 的 贪 而 名 无 有 爱。 于 声 爱 
等 的 方 法 也 是 同 样 的。 如 是 则 此 等 （六 爱） 而 成 十 八 渴 爱。 彼 （爱） 于 内 色 
等 十 八 及 外 （色 等） 十 八 而 成 三 十 六。 如 是 过 去 三 十 六， 未 来 三 十 六， 现 在 
三 十 六， 故 成 一 百 零 八 的 渴 爱。 其 次 略 而 言 之， 彼 （爱） 依 色 等 所 缘 而 为 
六， 依 欲 爱 等 则 只 有 三 爱 而 已。 因 为 此 等 有 情， 如 爱 （自 己 的 亲 生） 子， 由 
于 爱 子 而 尊 敬 （此 子 的） 保 姆， 因 爱 由 色 等 所 缘 而 生 起 的 受； 由 于 爱 受 而 
给 以 色 等 所 缘 的 尊 敬， 如 给 与 画 家、 音 乐 家、 制 香 者、 厨 师、 织 者 及 供 给 药 
品 的 医 生 的  大 的 尊 敬 一 样。 是 故 应 知 由 此 等 一 切 受 缘 而 有 爱。 

因 为 这 里 是 一 异 熟 的 乐 受 的 意 思， 

故 此 （乐 受） 是 爱 的 一 种 缘。 

“一 种” 即 是 只 由 亲 依 止 为 缘。 或 因： 

苦 者 求 乐、 乐 者 求 更 多 的 乐， 

舍 则 寂 静， 所 以 说 是 乐。 

因 为 三 受 是 渴 爱 的 缘， 

大 仙 便 说 受 缘 爱。 

受 缘 爱， 若 无 随 眠 则 不 成， 

是 故 此 爱 不 存 于 梵 行 已 立 的 婆 罗 门。 

——          —— 

⑻ （爱 缘 取） 关 于 “爱 缘 取” 一 句： 

对 于 四 种 取， 以 义 而 分 别， 

以 法 之 广 略， 依 次 序 辨 别。 [569] 

                                                 
【158】 三 地 的 (tebhūmika), 底 本 tesaṁ ete bhūmika, 今 依 他 本。 
【159】 Vibh. 380,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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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的 辨 别 如 下： “四 种 取”， 即 欲 取、 见 取、 戒 禁 取、 我 语 取。 

〔(Ⅰ) 以 义 分 别〕 这 是 它 们 的 意 义 的 分 别： 即 执 取 称 为 事 （对 象） 的 
欲， 故 为 “欲 取”。 欲 即 是 取， 故 为 欲 取。 取（upādānaṁ） 是 坚 执 之 意。 因 为 
这 （取 字 的） “邬 波’（upa） 一 音 含 有 坚 的 意 义， 如 在 恼（upāyāsa） 及 接 近
（upa-kaṭṭha） 等 字 之 中 一 样。 同 样 的， 见 即 是 取， 故 为 “见 取”， 或 执 取 于 
见 故 为 见 取。 即 于 “我 与 世 间 是 常” 等， 以 后 见 取 于 前 见。 同 样 的， 执 取 戒 
禁

【160】 故 为 “戒 禁 取”， 或 戒 禁 即 是 取 故 为 禁 取。 因 为 执 着 为 净， 故 牛 戒、 
牛 禁 等 的 自 身 即 是 取。 同 样 的， （人 们） 以 此 而 语 故 为 “语”。 （人 们） 以 
此 而 取 着 故 为 “取”。 语 什 么 或 取 什 么 呢？ 即 自 取 自 己 的 语 为 “我 语 取”。 
或 （人 们） 以 此 而 取 我 语 是 我 故 为 我 语 取。 这 是 先 就 它 们 （四 取） 的 意 义 的 
分 别。 

〔(Ⅱ) 以 法 的 广 略〕 其 次 依 法 的 广 略， 先 说 欲 取：
【161】 “此 中 什 么 是 欲 

取？ 即 对 于 诸 欲 的 欲 欲、 欲 贪、 欲 欢 喜、 欲 渴 爱、 欲 粘、 欲 热 恼、 欲 迷、 欲 
缚、 是 名 欲 取”， 这 是 来 自 经 典 的 略 说 坚 持 的 渴 爱。 坚 持 的 渴 爱， 即 是 由 前 
面 的 渴 爱 的 亲 因 缘 而 强 化 了 的 后 面 的 渴 爱。 也 有 人 说： “未 达 境 的 希 求 为 
渴 爱， 如 盗 贼 在 黑 暗 中 伸 出 他 的 手 相 似， 已 达 境 的 取 为 （欲） 取， 如 彼 （盗 
贼） 已 取 东 西。 少 欲 知 足 是 彼 等 （欲 取） 的 相 对 法。 同 时 它 们 （欲 取） 是 遍 
求 及 守 护 之 苦 的 根 本”。 关 于 其 余 的 三 取， 略 说 只 是 见 而 已。 其 次 详 细 他 
说： 渴 爱 之 强 烈 的 为 欲 取， 亦 如 前 面 的 色 （爱） 等 中 所 说， 有 一 百 零 八 种。 
十 事 邪 见 为 见 取； 即 所 谓：

【162】 “此 中 见 取 如 何？ 一、 无 布 施， 二、 无 供 养， 
三、 无 祭 祀， 四、 无 善 行 恶 行 诸 业 的 果 报， 五、 无 此 世， 六、 无 他 世， 七、 
无 母， 八、 无 父， 九、 无 化 生 有 情， 十、 于 世 间 中 无 有 依 正 直 行 道 而 于 此 世 
他 世 自 证 及 （为 世 人） 说 法 （的 沙 门、 婆 罗 门）， 这 样 的 见 …… 乃 至 颠 倒 执 
着， 名 为 见 取”。 其 执 取 由 戒 禁 而 清 净 的 为 戒 禁 取； 即 所 谓：

【163】 “此 中 戒 
禁 取 如 何？ …… 由 戒 而 净， 由 禁 而 净， [570] 由 戒 禁 而 净 的 这 样 的 见 …… 乃 正 
颠 倒 执 着， 名 为 戒 禁 取”。 二 十 事 有 身 见 为 我 语 取； 即 所 谓：

【164】 “此 中 我 
语 取 如 何？ 兹 有 无 闻 凡 夫 …… 于 善 人 法 不 能 调 顺， ㈠ 视 色 是 我， 〔㈡ 视 我 有 
色， ㈢ 视 色 在 我 中， ㈣ 视 我 在 色 中， ㈤ ～ ㈧ 视 受 是 我 …… ㈨ ～ (十二) 想 是 
我 …… (十三) ～ (十六) 行 …… (十七) ～ (二十) 视 识 是 我， 我 有 识， 识 在 我 中， 我 在 识 
中， 这 样 的 见〕 …… 乃 至 颠 倒 执 着， 名 为 我 语 取”。 这 是 （四 取） 法 的 广 
略。 

〔(Ⅲ) 依 次 序〕 其 次 依 它 们 的 次 序， 有 三 种： ㈠ 生 起 的 次 序。 ㈡ 舍 断 的 
次 序， ㈢ 说 法 的 次 序。 此 中： ㈠ 因 为 于 无 始 的 轮 回 没 有  初 的 起 源， 所 以 
不 能 直 接 的 说 诸 烦 恼 生 起 的 次 序， 只 能 间 接 的 于 一 有 之 中 大 概 来 说， 我 执 
（我 语 取） 是 常 与 断 的 住 着 （见 取） 的 先 导。 自 此 执 “我 为 常” 者 为 便 我 清 
净 而 起 戒 禁 取。 执 “我 为 断” 而 不 顾 他 世 者 则 起 欲 取。 如 是  初 为 我 语 取， 

                                                 
【160】 戒 (sīla) 是 戒 法， 禁 (vata) 是 誓 愿 的 意 思。 
【161】 Dhs. p.212; Vibh. p.375. 
【162】 同 上。 
【163】 同 上。 
【164】 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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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为 见 取， 戒 禁 取 及 欲 取， 这 便 是 此 等 （四 取） 于 一 有 中 的 生 起 的 次 序。 ㈡ 
此 （四 取 之） 中， 见 取 等 （三 种） 因 为 是 在 须 陀 洹 道 所 断， 所 以 是  先 舍 断 
的； 而 欲 取 因 为 是 在 阿 罗 汉 道 所 断， 所 以 为 后 断， 这 便 是 它 们 舍 断 的 次 
序。 ㈢ 此 （四 取） 中 的 欲 取， 因 为 是 大 境 及 明 了 之 故 在  先 说。 即 彼 （欲 
取） 是 与 八 （贪） 心 相 应 的 故 为 大 境。 其 他 的 （三 种） 是 与 四 （瞋、 痴） 心 
相 应 的 故 为 小 境。 大 概 人 们 都 是 乐 阿 赖 耶 （五 取 蕴） 的， 所 以 欲 取 为 明 了， 
余 者 则 不 然。 或 以 欲 取 者， 为 了 得 欲， 往 往 举 行 祭 典， 而 彼 （祭 典） 是 他 
（欲 取 者） 的 见 取【165】

， 所 以 此 （欲 取 之） 后 为 见 取。 这 （见 取） 分 为 戒 禁 取 
及 我 语 取 的 二 种。 于 此 二 者 之 中， 戒 禁 取 是 粗 的， 因 为 见 牛 的 所 作 及 狗 的 
所 作 易 知 之 故 而 先 说， 我 语 取 微 细， 故 于 后 说。 这 是 它 们 （四 取） 的 说 法 的 
次 序。 

渴 爱 为 此 中 第 一 （欲 取） 的 一 种 缘， 

它 为 其 他 （三 取） 的 七 种 或 八 种 缘。 

这 便 是 说， 于 此 四 取 中， 渴 爱 对 于 第 一 欲 取， 只 由 亲 依 止 的 一 种 为 缘； 
因 为 （欲 取） 是 在 于 渴 爱 所 欢 喜 的 诸 境 之 中 而 生 起 之 故。 而 （渴 爱） 对 于 其 
他 的 三 取， 则 由 俱 生、 相 互、 依 止、 相 应、 有、 不 离 去、 因 缘 的 七 种 为 缘 或 
加 亲 依 止 缘 的 八 种 为 缘。 然 而 它 （渴 爱） 若 由 亲 依 止 为 （三 取 的） 缘 之 时， 
那 （爱 与 取） 不 是 俱 生 的。 

——          —— [571] 

⑼ （取 缘 有） 在 取 缘 有 的 一 句 中： 

以 义、 以 法、 以 有 用、 以 区 分、 以 摄、 以 什 么 为 什 么 之 缘， 当 知 决 择。 

此 中， (Ⅰ) “以 义” —— 有 故 为 有， 此 （有） 分 为 业 有 及 生 有 二 种。 即 所 
谓：

【166】 “什 么 是 二 种 有？ 是 业 有、 生 有”。 此 中， 业 即 是 有 为 业 有， 同 样 的 
生 即 是 有 为 生 有。 并 且 这 里 是 生 起 有 故 为 有。 其 次， 譬 如 因 为 是 乐 的 原 因 
故 说【167】 “诸 佛 出 世 乐”， 如 是 应 知 业 是 有 的 原 因， 故 由 其 果 而 说 有。 如 是 
当 知 先 以 义 而 决 择。 

(Ⅱ) “以 法” —— 首 先 略 说 “业 有”， 便 是 称 为 思 及 与 思 相 应 的 贪 欲 等 
的 业 的 诸 法。 即 所 谓：

【168】 “此 中， 什 么 是 业 有？ 即 属 于 小 地 或 大 地 的 福 
行、 非 福 行、 不 动 行， 名 为 业 有。 亦 即 至 一 切 有 的 业 为 业 有”。 此 中： 福 行 
是 十 三 思， 非 福 行 是 十 二 思， 不 动 行 是 四 思【169】

。 如 是 “属 于 小 地 或 大 地” 
的 一 句 是 只 说 彼 等 思 的 异 熟 的 强 弱。 而 “至 一 切 有 的 业” 的 一 句 是 说 与 思 
相 应 的 贪 欲 等。 

其 次 略 说 “生 有”， 便 是 由 业 所 生 的 诸 蕴， 差 别 有 九 种。 即 所 谓：
【170】 

“此 中， 什 么 是 生 有？ 即 欲 有， 色 有， 无 色 有， 想 有， 无 想 有， 非 想 非 非 想 

                                                 
【165】 底 本 sā’ssatan ti, 今 依 锡 兰 本 sā’ssa ditthi。 
【166】 Vibh. p.137. 
【167】 Dha. p.194 颂。 
【168】 Vibh. p.137. 
【169】 关 于 十 三 思 等， 参 考 底 本 五 三 ○ 页。 
【170】 Vibh. p.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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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一 蕴 有， [572] 四 蕴 有， 五 蕴 有， 是 名 生 有”。 此 中： 称 为 欲 的 有 为 “欲 
有”。 “色 有， 无 色 有” 等 也 是 同 样。 有 想 者【171】 的 有、 或 于 此 有 中 有 想， 故 
为 “想 有”。 相 反 的 为 “无 想 有”。 因 为 没 有 粗 的 想 而 有 细 的 想 （为 非 想 非 
非 想）， 故 于 此 有 而 有 非 想 非 非 想 为 “非 想 非 非 想 有”。 此 有 充 满 着 一 色 
蕴、 或 有 一 蕴 于 此 有， 故 为 “一 蕴 有”。 “四 蕴 有、 五 蕴 有” 也 是 同 样 的。 
此 中： 欲 有 为 五 取 蕴， 色 有 亦 然。 无 色 有 为 四 （取 蕴）。 想 有 为 四、 五 （取 
蕴）。 无 想 有 为 一 取 蕴。 非 想 非 非 想 有 为 四 取 蕴。 一 蕴 有 等 是 依 取 蕴 的 一、 
四、 五 蕴。 如 是 当 知 以 （取 的） 法 而 决 择。 

(Ⅲ) “以 有 用” —— 于 此 有 中 的 解 释 正 如 在 前 面 的 行 的 解 释 中【172】 所 说 
的 福 行 等 一 样， 虽 然 如 是， 但 前 面 是 说 由 过 去 的 业 而 成 此 世 的 结 生 之 缘， 
这 里 是 说 由 现 在 的 业 而 为 未 来 的 结 生 之 缘， 所 以 重 复 的 说 是 有 作 用 的。 或 
者 前 面 的 解 释 是 说 思 为 行， 如 说：

【173】 “此 中， 什 么 是 福 行？ 即 是 欲 界 （色 
界） 的 善 思 ……”； 但 这 里 根 据” 至 一 切 有 的 业” 的 语 句， 是 也 说 与 思 相 应 
的 诸 法。 又 前 面 是 说 行 只 是 为 识 之 缘 的 业； 这 里 亦 说 生 起 无 想 有 的 业。 又 
何 必 说 得 这 么 多 呢？ 在 “无 明 缘 行” 一 句 中 曾 说 福 行 等 的 善 与 不 善 法， 在 
这 里 的 “取 缘 有”， 因 为 包 摄 了 生 有， 所 以 说 善、 不 善 及 无 记 法。 是 故 一 切 
处 的 重 说 都 是 有 意 思 的。 如 是 当 知 以 有 用 而 决 择。 

(Ⅳ) （以 区 分） “以 区 分 和 摄”， 即 是 “取 缘 有” 的 区 分 和 包 摄。 

即 由 欲 取 的 缘 所 造 而 生 欲 有 的 业 为 “业 有”； 由 此 而 生 的 诸 蕴 为 “生 
有”。 于 色、 无 色 有 亦 然。 如 是 [573] 由 欲 取 之 缘 而 有 二 欲 有 （业 有 与 生 
有）， 在 这 里 并 包 含 了 想 有 及 五 蕴 有。 （由 欲 取 之 缘） 有 二 色 有， 这 里 亦 包 
含 了 想 有、 无 想 有、 一 蕴 有 及 五 蕴 有。 （由 欲 取 之 缘） 有 二 无 色 有， 这 里 也 
包 含 想 有、 非 想 非 非 想 有 及 四 蕴 有。 这 样 连 包 含 在 内 的 共 为 六 有。 由 其 他 
的 取 的 缘， 亦 如 由 欲 取 之 缘 而 有 六 有 及 包 含 的 （诸 有） 一 样。 如 是 由 取 之 
缘 的 区 分 为 二 十 四 有 及 包 含 的 （诸 有） 在 内。 

(Ⅴ) 其 次 “以 摄”， 即 合 业 有 与 生 有 为 一 及 所 包 含 的 （诸 有） 是 由 欲 取 
之 缘 而 起 的 一 欲 有， 同 样 的 （由 欲 取 之 缘 而 起 一） 色、 无 色 有， 而 成 三 有。 
同 样 的 由 其 余 的 ㈢ 取 之 缘 （各 有 三 有）。 如 是 连 所 包 含 的 （诸 有） 是 从 取 之 
缘 而 起 的 十 二 有。 

但 总 括 的 说， 由 取 之 缘 而 至 于 欲 有 的 业 为 业 有， 由 此 而 生 的 蕴 为 生 
有。 于 色、 无 色 有 亦 然。 如 是 由 取 之 缘 而 起 二 欲 有、 二 色 有、 二 无 色 有 及 所 
包 含 的 （诸 有）， 这 是 依 另 一 种 方 法 而 摄 为 六 有。 或 者 不 依 业 有 及 生 有 的 
区 分， 则 连 所 包 含 的 在 内 只 有 欲 有 等 的 三 有。 如 果 也 不 依 欲 有 等 的 区 分， 
则 只 成 业 有 及 生 有 的 二 有。 若 更 不 依 业 与 生 的 区 分， 则 “取 缘 有” 的 有 只 
成 一 有 了， 如 是 当 知 以 取 缘 有 的 区 分 及 包 摄 而 决 择。 

(Ⅵ) “以 什 么 为 什 么 的 缘”， 即 以 什 么 取 为 什 么 （有） 的 缘 而 应 知 决 择 
的 意 思。 这 里 什 么 是 什 么 的 缘 呢？ 即 任 何 （取） 为 任 何 （有） 的 缘。 那 凡 夫 

                                                 
【171】 底 本 saññā va taṁ  兹 依 注 疏 (Tika) saññāvantānaṁ puggalānaṁ。 
【172】 见 前 底 本 五 三 ○ 页。 
【173】 Vibh. p.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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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狂 人， 他 不 伺 察 这 是 适 当， 这 是 不 适 当， 只 有 任 何 的 取 希 求 任 何 的 有 而 
行 任 何 的 业。 是 故 有 人 说： 由 于 戒 禁 取 不 成 为 色 及 无 色 有， 这 是 不 应 接 受 
的。 这 里 应 取 由 一 切 （取） 而 成 一 切 （有） 的 意 思。 

即 如 有 人 由 于 闻 或 由 于 见， 想 道： “这 些 欲， 是 在 人 界、 刹 帝 利、 大 家 
族 及 于 六 欲 天 界 中 满 足 的”， [574] 为 了 获 得 彼 等 （诸 欲）， 并 给 听 了 非 正 法 
的 欺 骗， 思 惟 “由 此 业 而 得 诸 欲”， 便 由 欲 取 而 行 身 恶 行 等。 由 于 他 的 恶 
行， 结 果 生 于 恶 趣。 或 者 为 现 世 的 诸 欲 及 护 持 其 已 得 者， 由 欲 取 而 行 身 恶 
行 等， 由 于 他 的 恶 行， 结 果 生 于 恶 趣。 这 里 他 的 生 因 之 业 为 业 有， 从 业 而 
生 的 诸 蕴 为 生 有； 而 想 有 及 五 蕴 有 亦 包 含 在 内。 

另 一 种 由 于 听 闻 正 法 而 增 智 者， 思 惟 “由 此 业 而 得 诸 欲”， 更 由 欲 取 而 
行 身 善 行 等， 由 于 他 的 善 行， 结 果 生 于 诸 （欲 界） 天 或 人 中。 这 里 他 的 生 因 
之 业 为 业 有， 由 业 而 生 的 诸 蕴 为 生 有， 而 想 有 及 五 蕴 有 亦 包 含 在 内。 上 面 
的 （二 例） 是 说 欲 取 为 欲 有 及 所 包 含 各 种 区 别 （的 诸 有） 的 缘。 

另 一 种 人， 由 于 听 闻 或 遍 计 “于 色、 无 色 有 中 成 就 （比 欲 有） 更 多 的 
欲”， 便 由 欲 取 而 生 起 色、 无 色 定， 由 于 定 力 而 生 色、 无 色 的 梵 天 界 中。 这 
里 他 的 生 因 之 业 为 业 有， 由 业 而 生 的 诸 蕴 为 生 有， 而 想 有、 非 想 非 非 想 
有、 一 蕴 有、 四 蕴 有 及 五 蕴 有 亦 包 含 在 内。 这 是 说 欲 取 为 色 无 色 有 及 所 包 
含 的 种 种 区 别 （的 诸 有） 的 缘。 

另 一 种 人， 以 为 “此 我 在 成 就 欲 界 的 有 （善 趣） 或 于 色 无 色 有 的 任 何 一 
处 时 便 断 绝， 全 断”， 如 是 由 取 断 见， 而 行 至 彼 之 业， 他 的 业 为 业 有， 由 业 
而 生 的 诸 蕴 为 生 有， 而 无 想 有 等 亦 包 含 在 内。 这 是 说 见 取 为 欲、 色、 无 色 
三 有 及 所 包 含 的 种 种 （有） 的 缘。 

另 一 种 人， 以 为 “此 我 在 成 就 欲 界 的 有 （善 趣） 或 于 色、 无 色 有 的 任 何 
一 处 时 便 是 离 热 恼 者 及 乐 者 （幸 福 者）”， 由 我 语 取 而 行 至 彼 之 业， 他 的 业 
为 业 有， 由 彼 （业） 而 生 的 诸 蕴 [575] 为 生 有， 而 想 有 等 亦 包 含 在 内。 这 是 说 
我 语 取 为 三 有 及 所 包 含 的 种 种 （有） 的 缘。 

另 一 种 人， 以 为 “圆 满 此 戒 禁 者， 得 于 成 就 欲 界 的 有 （善 趣） 或 于 色、 
无 色 有 的 任 何 一 处 时 便 完 成 他 的 乐”， 由 戒 禁 取 而 行 正 彼 之 业。 他 的 业 是 
业 有， 由 彼 而 生 的 诸 蕴 为 生 有， 而 想 有 等 亦 包 含 在 内。 这 是 说 戒 禁 取 为 三 
有 及 所 包 含 的 种 种 （有） 的 缘， 如 是 当 知 “以 什 么 为 什 么 的 缘” 而 决 择。 

其 次， 什 么 取 为 什 么 有 的 缘 的 方 法 怎 样？ 

取 之 对 于 色 无 色 有 由 亲 依 止 缘 为 缘， 

对 于 欲 有 由 俱 生 缘 等 为 缘。 

即 此 四 种 取， 对 于 色 元 色 有 及 对 于 属 于 欲 有 的 业 有 中 之 善 业 与 生 有， 
只 由 亲 依 止 缘 一 种 为 缘。 对 于 欲 有 中 与 自 己 相 应 的 不 善 业 有， 由 俱 生、 相 
互、 依 止、 相 应、 有、 不 离 去、 因 缘 之 差 别 的 “俱 生 缘 的” （七 缘） 为 缘。 又 
对 于 （欲 有 中 与 自 己） 相 应 的 （不 善 业 有）， 只 由 亲 依 止 缘 为 缘。 

——          —— 

⑽   （有 缘 生、 生 缘 老 死 等） 在 “有 缘 生” 等 之 中， 生 等 的 决 择， 当 知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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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谛 的 解 释”
【174】 中 所 说。 但 在 这 里 的 “有”， 是 业 有 的 意 思） 因 为 它 （业 

有） 是 生 的 缘， 而 非 生 有。 此 （有 对 于 生） 由 业 缘 及 亲 依 业 缘 二 缘 为 缘。 

有 人 问， “如 何 得 知 有 是 生 的 缘”？ 

（答）： 虽 然 外 缘 相 等， 但 见 （于 生） 有 劣 与 胜 等 的 差 别 之 故， 即 父、 
母、 白 （精 子） 赤 （卵 子）、 食 物 等 的 外 缘 虽 然 相 等， 纵 便 双 生 子 亦 见 有 劣 
与 胜 的 差 别， 那 种 差 别 不 是 无 因 的， 因 为 不 是 于 一 切 时 而 一 切 人 都 有 的。 
[576] 除 了 业 有 实 无 他 因， 因 为 在 彼 所 生 的 有 情 的 内 相 续 中 没 有 别 的 原 因， 
所 以 只 是 业 有 为 （差 别 之） 因。 因 为 业 是 有 情 的 劣 与 胜 等 的 差 别 之 因， 故 
世 等 说：

【175】 “这 是 业 分 别 了 有 情 的 劣 与 胜”， 是 故 当 知 “有 是 生 的 缘”。 

因 为 无 生 之 时， 则 无 老 死 及 愁 等 诸 法； 然 而 有 生 之 时， 即 有 老 死 并 有 
与 受 老 死 苦 法 逼 恼 的 愚 人 有 关 于 老 死 的 （愁 等 诸 法）， 或 有 与 受 （老 死 以 
外 的） 彼 等 苦 法 逼 恼 的 人 无 关 （于 老 死） 的 愁 等 诸 法。 故 知 此 主 为 老 死 及 
愁 等 之 缘。 而 此 （生 对 于 老 死 等） 只 由 亲 依 止 缘 一 种 为 缘。 

——         —— 

       

⑴ （十 二 缘 起 的 特 质） 因 为 此 （十 二 缘 起） 中， 愁 等 在  后 说， 所 以 
“无 明 缘 行” 在 有 轮 的  初 说： 

无 明 是 由 愁 等 而 成 就， 

有 轮 而 不 知 其【176】
， 

没 有 作 者 和 受 者。 

十 二 种 的 性 空 故 为 空。 

当 知 这 是 在 常 相 续 而 转 起 的。 然 而 这 里： 如 何 为 “无 明 由 愁 等 而 成 就” ？ 
如 何 为 “有 轮 而 不 知 其 始” ？ 如 何 为 “没 有 作 者 和 受 着” ？ 如 何 为 “十 二 种 
的 性 空 故 为 空” ？ 

(Ⅰ) （无 明 由 愁 等 而 成 就） 因 为 愁、 （苦
【177】

）、 忧、 恼 与 无 明 是 不 相 离 
的； 悲 是 在 于 痴 者 之 故； 所 以 只 于 彼 等 （愁 悲 等） 成 就， 而 无 明 成 就。 即 所 
谓：

【178】 “由 漏 集 故 有 无 明 集”。 同 时 亦 由 漏 集 故 有 此 等 的 愁 等。 何 以 故 ？ 
㈠ 当 与 事 欲 不 相 应 之 时， 则 愁 以 欲 漏 为 集 （因）。 即 所 谓。 

 
【179】

 苦 以 欲 为 乘， 及 欲 增 长 者， 

失 却 彼 诸 欲， 苦 恼 如 箭 刺。 

即 所 谓【180】 “愁 自 欲 生”。 ㈡ 此 等 一 切 （愁 等） 以 见 漏 为 集。 即 所 谓：
【181】 

“那 些 [577] 有 ‘我 是 色， 色 是 我 的’ 观 念 而 住 者， 由 于 色 的 不 定 变 易 而 生 起 
愁、 悲、 苦、 忧、 恼”。 ㈢ （愁 等） 如 以 见 漏 为 集， 如 是 亦 以 有 漏 为 集。 即 所 
                                                 
【174】 见 底 本 四 九 八 页 以 下。 
【175】 M.III, p.203. 
【176】 底 本 aviditādini 应 改 为 aviditādīṁ。 
【177】 苦 (dukkha) 底 本 无 此 字， 据 前 文 看 应 有 此 字。 
【178】 M.III, p.203; I, 55. 
【179】 Sn. 767 颂。 
【180】 Dhp. 215 颂。 
【181】 S.III,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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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
【182】 “彼 等 诸 天， 虽 然 长 寿、 美 丽、 多 乐、 长 时 住 于 高 大 的 宫 殿， 但 他 们 

听 了 如 来 的 说 法， 亦 生 起 怖 畏、 战 栗、 悚 惧”， 即 如 诸 天 见 到 了 五 前 兆 （五 
衰 相）

【183】
为 死 的 怖 畏 所 战 栗。 ㈣ （愁 等） 如 以 有 漏 为 集， 如 是 亦 以 无 明 漏 

为 集。 即 所 谓：
【184】 “诸 比 丘， 此 愚 者 于 现 世 而 受 三 种 的 苦 与 忧”。 

如 是 因 由 漏 集 而 有 此 等 （愁 等） 诸 法， 故 此 等 （愁 等） 成 就 之 时。 而 成 
为 无 明 之 因 的 诸 漏； 诸 漏 成 就 之 时， 由 于 缘 有 而 （果） 有， 故 无 明 （果） 亦 
必 成 就。 如 是 当 知 这 里 先 说 “无 明 由 愁 等 而 成 就”。 

(Ⅱ) （有 轮 而 不 知 其 始） 其 次， 如 是 于 缘 有 故 果 有 而 无 明 成 就 之 时， 再 
“由 无 明 为 缘 而 有 行， 由 行 为 缘 而 有 识”， 如 是 因 果 相 续 无 有 终 期。 是 故 由 
于 因 果 的 连 结 而 转 起 的 十 二 支 的 有 轮， 是 不 知 其 成 就 之 始 的。 （问） 如 果 
这 样， 岂 非 与 “无 明 缘 行” 的 （无 明） 为 始 之 说 相 矛 盾 吗 ？ 

（答） 不 是 （无 明） 为 始 之 说， 这 是 作  要 之 法 说。 即 于 （业、 烦 恼、 异 
熟） 三 种 轮 转 无 明 为  要。 由 于 执 著 无 明 而 其 余 的 烦 恼 轮 转 及 业 等 障 碍 于 
愚 者， 正 如 由 于 捕 捉 蛇 首 而 其 余 的 蛇 身 卷 于 腕 臂 一 样。 而 断 除 无 明 之 时， 
则 彼 等 （其 余 的 烦 恼 及 业 等） 亦 得 解 脱， 正 如 斩 了 蛇 首 亦 得 解 脱 卷 住 腕 臂 
（的 蛇 身） 一 样。 即 所 谓：

【185】 “由 于 无 明 的 无 余 故 离 贫 及 灭 而 行 灭” 等， 如 
是 执 著 无 明 而 有 等， 放 弃 无 明 而 成 解 脱， 这 是 说 那 无 明 为 （缘 起 支 中 的） 

 要 之 法， 而 非 作 起 始 之 说。 如 是 当 知 此 “有 轮 而 不 知 其 始”。 

(Ⅲ) （没 有 作 者 和 受 者） 这 （有 轮） 是 由 于 无 明 等 的 因 而 转 起 行 等 之 
故， 所 以 与 （无 明 等） 以 外 的 所 谓 “梵 天、 大 梵 天、  胜 者、 创 造 者” 的 如 
是 遍 计 为 轮 回 的 作 者 的 梵 天 等 是 毫 无 关 系 的， 或 与 所 谓 “我 的 我 是 说 者、 
是 受 者” 的 如 是 遍 计 我 是 苦 乐 的 受 者 是 毫 无 关 系 的， 如 是 当 知” 没 有 作 者 
和 受 者”。 [578] 

(Ⅳ) （十 二 种 的 性 空 故 为 空） 此 无 明， 因 为 是 生 灭 法 故 恒 常 性 空； 因 为 
是 染 污 及 可 染 污 故 净 性 空； 因 为 是 生 灭 烦 恼 故 乐 性 空； 因 为 是 依 于 缘 而 进 
行 故 自 在 的 我 性 空， 行 等 诸 支 的 说 法 亦 然。 或 者 说 无 明 非 我， 非 我 的， 非 
在 我 中， 亦 非 我 有。 行 等 诸 支 亦 然。 是 故 应 知” 十 二 种【186】 的 性 空 故 此 有 轮 
是 空”。 

⑵ （三 世 两 重 因 果） 

(Ⅰ) （二 种 有 轮 的 三 时） 如 果 已 知， 则 应 更 知： 

有 轮 的 根 本 是 无 明 与 渴 爱， 

过 去 等 是 它 的 三 时， 

依 照 十 二 支 中 的 自 性， 

分 为 二、 八、 二 的 诸 支。 

当 知 无 明 及 渴 爱 二 法 是 有 轮 的 根 本。 这 有 轮 有 二 种： 因 为 从 前 际 而 得 
                                                 
【182】 S.III, 85. 
【183】 五 前 兆 (pañca pubbanimittāni)： 一、 花 鬘 萎 悴， 二、 衣 服 垢 腻， 三、 两 胁 汗 出， 四、 

身 失 威 光， 五、 不 乐 天 座。 
【184】 M.III, 163. 
【185】 S.II, 4, 12, 17. 
【186】 十 二 种， 即 指 十 二 缘 起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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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故 无 明 是 根 本 而 受 为  后； 从 后 际 的 相 续， 故 渴 爱 是 根 本 而 老 死 为  
后。 此 中 前 者 是 依 见 行 者 说， 后 者 是 依 爱 行 者 说； 因 为 见 行 者 的 无 明 （是 
轮 回 的 引 导 者） 及 爱 行 者 的 渴 爱 是 轮 回 的 引 导 者。 或 为 除 断 见 而 说 第 一 
（有 轮）， 因 为 由 于 果 的 生 起 而 显 示 诸 因 非 断 之 故； 为 除 常 见 而 说 第 二 （有 
轮）， 因 为 显 示 其 生 起 之 法 而 成 老 死 之 故。 或 为 胎 生 者 而 说 前 者， 因 为 说 
明 依 次 转 起 之 故。 为 化 生 者 而 说 后 者， 因 为 显 示 一 时 生 起【187】 之 故。 过 去、 
现 在、 未 来 是 它 （有 轮） 的 三 时。 在 圣 典 中， 从 它 们 的 自 性 说： 无 明 与 行 二 
支 为 过 去 时， 以 有 为  后 的 识 等 八 支 为 现 在 时， 生 及 老 死 二 支 为 未 来 时。 
[579] 

(Ⅱ) （三 连 结 及 四 摄 类） 更 应 知 道： 

这 有 轮 而 有 以 因 及 果 与 因 为 首 的 三 连 结， 

有 四 分 慑 及 二 十 行 相 的 辐， 

有 三 轮 转， 

辗 转 不 息。 

此 中： 行 与 结 生 识 之 间 为 一 因 果 的 连 结， 受 与 爱 之 间 为 一 果 因 的 连 
结， 有 与 生 之 间 为 一 因 果 的 连 结， 如 是 当 知 “有 以 因 及 果 与 因 为 首 的 三 连 
结”。 

其 次 依 三 连 结 的 初 后 而 差 别 为 四 摄 类： 即 无 明 与 行 为 一 摄； 识、 名 色、 
六 处、 触、 受 为 第 二 摄； 爱、 取、 有 为 第 三 摄； 生、 老 死 为 第 四 摄。 如 是 当 
知 这 有 轮 的 “四 分 摄”。 

(Ⅲ) （二 十 行 相 的 辐） 

过 去 有 五 因， 今 世 有 五 果， 

今 世 有 五 因， 未 来 有 五 果。 

当 知 以 此 等 二 十 行 相 的 辐 为 “二 十 行 相 的 辐”。 此 中： “过 去 有 五 
因”， 亦 不 过 是 说 无 明 与 行 的 二 种 而 已。 但 因 为 无 知 者 而 渴 爱， 渴 爱 者 而 
取， 以 取 为 缘 而 有， 故 （于 无 明 及 行 中） 亦 包 摄 了 爱、 取、 有。 所 以 说：

【188】 
“于 以 前 的 业 有， 痴 即 无 明， 努 力 为 行， 欲 求 为 渴 爱。 接 近 为 取， 思 即 是 
有。 如 是 此 等 于 以 前 的 业 有 的 五 法， 是 今 世 结 生 的 缘”。 

这 里 的 “于 以 前 的 业 有”， 是 在 以 前 的 业 有， 意 即 在 过 去 生 时 所 作 的 业 
有。 “痴 即 无 明”， 即 那 时 对 于 苦 等 的 痴， 并 为 痴 所 痴 迷 而 行 业， 便 是 无 
明。 “努 力 为 行”， 即 彼 行 业 者 以 前 所 起 的 思 （意 志） —— 即 如 生 起 “我 将 
布 施” 之 心， 乃 至 一 月、 一 年 而 准 备 其 所 施 之 物 者 的 思， 到 了 把 所 施 之 物 
置 于 受 者 的 手 中 的 人 的 思， 便 名 为 （业） 有。 [580] 或 者 于 一 （意 门） 转 起 的 
六 速 行 中 的 思， 名 为 努 力 的 行。 于 第 七 （速 行 的 思） 为 有。 或 者 任 何 思 都 名 
为 有， 而 相 应 的 思 为 努 力 之 行。 “欲 求 为 渴 爱”， 即 彼 行 业 者 对 于 生 有 之 果 
的 欲 求 和 希 求 名 为 渴 爱。 “接 近 为 取”， 是 业 有 之 缘 —— 即 如 “我 作 此 行， 
将 于 某 处 而 受 诸 欲 或 断 灭” 等 的 转 起、 接 近、 执、 执 取， 是 名 为 取。 “思 即 
是 有”， 是 说 在 努 力 之 后 的 思 为 （业） 有。 当 知 如 是 之 义。 
                                                 
【187】 底 本 此 字 为 sakuppatti, 是 自 生 起 之 意， 今 依 注 解 作 一 时 生 起 (sahuppatti) —— 是 说 

诸 蕴 一 时 生 起 之 意。 
【188】 Pṭs.I, 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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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世 有 五 果”， 即 如 圣 典 所 说 的 从 识 至 受 的 五 种。 即 所 渴：
【189】 “此 世 

的 结 生 为 识， 入 胎 为 名 色， 净 色 为 处， 去 触 为 触， 曾 受 为 受。 如 是 此 等 于 此 
世 的 生 有 的 五 法， 是 以 宿 作 的 业 为 缘”。 此 中： “结 生 识” —— 此 识 之 所 以 
称 为 结 生， 因 为 是 连 结 于 他 （过 去） 有 而 生 起 之 故。 “入 胎 为 名 色” —— 那 
来 入 于 母 胎 之 中 的 色 与 非 色 诸 法， 如 入 来 似 的， 是 为 名 色。 “净 色 为 处” —
— 是 指 限 等 的 五 处 而 说。 “去 触 为 触” —— 去 触 所 缘 而 生 起 触， 是 名 为 触。 
“曾 受 为 受” —— 与 结 生 识， 或 与 以 六 处 为 缘 的 触 共 同 生 起 的 异 熟 受， 是 名 
为 受。 此 义 应 知。 

“今 世 有 五 因”， 是 渴 爱 等； 即 来 自 圣 典 所 说 的 爱、 取、 有。 说 有 之 
时， 则 包 含 了 它 的 前 分 （行） 或 与 它 相 应 的 行。 说 爱 与 取 之 时， 则 包 含 了 与 
它 们 相 应 的 （无 明） 或 愚 痴 者 以 彼 而 行 业 的 无 明。 如 是 则 有 （爱、 取、 有、 
行、 无 明 的） 五 因。 所 以 说：

【190】 “因 为 此 世 成 熟 了 的 处， 痴 即 无 明， 努 力 为 
行， 欲 求 为 渴 爱， 接 近 为 取， 思 即 是 有。 如 是 此 等 于 今 世 业 有 的 五 法， 是 未 
来 的 结 生 之 缘”。 [581] 此 中： “此 世 成 熟 了 的 处” —— 是 显 示 于 成 熟 了 的 
（内 六） 处 的 作 业 之 时 的 痴 迷。 余 者 易 知。 

“未 来 有 五 果”， 是 识 等 的 五 种， 它 们 是 用 生 的 一 语 来 说 的。 老 死 亦 即 
彼 等 （识 等） 的 老 死。 所 以 说：

【191】 “未 来 的 结 生 识， 入 胎 为 名 色， 净 色 为 
处， 去 触 为 触， 曾 受 为 受。 如 是 此 等 五 法 于 未 来 的 生 有， 是 以 此 世 所 作 之 
业 为 缘 的”。 这 是 二 十 行 相 的 辐。 

(Ⅳ) （三 轮 转） 其 次 “有 三 轮 转， 辗 转 不 息”， 此 （缘 起 支） 中： 行 与 有 
为 业 轮 转。 无 明、 渴 爱， 取 为 烦 恼 轮 转。 识、 名 色、 六 处、 触、 受 为 异 熟 轮 
转。 这 有 轮 以 此 等 三 种 轮 转 为 三 轮 转。 因 为 直 至 烦 恼 轮 转 未 断， 则 无 间 断 
之 缘， 故 为 “不 息”； 再 再 回 转， 故 为 “辗 转”。 

⑶ （缘 起 的 决 定 说） 如 是 辗 转 的 有 轮： 

以 谛 的 发 生， 以 作 用， 以 遮 止， 以 譬 喻， 

以 甚 深， 以 法 理 的 差 别， 当 适 宜 而 知。 

此 中： (Ⅰ) （以 谛 的 发 生） 因 为 善、 不 善 业， 依 据 宁 谛 分 别 所 说 的 总 体 
的 集 谛， 故 知 于 “无 明 缘 行” （等 句）， 以 无 明 为 缘 而 有 行， 是 由 第 二 谛 发 
生 第 二 谛。 由 行 而 生 识， 是 由 第 二 谛 发 生 第 一 谛。 由 识 而 生 名 色 乃 至 异 熟 
之 受， 是 由 第 一 谛 发 生 第 一 谛。 由 受 而 生 渴 爱， 是 由 第 一 谛 发 生 第 二 谛。 
由 渴 爱 而 生 取， 是 由 第 二 谛 发 生 第 二 谛。 由 取 而 生 有， 是 由 第 二 谛 发 生 第 
一 和 第 二 谛。 由 有 而 有 生， 是 由 第 二 谛 发 生 第 一 谛。 由 生 而 有 老 死， 是 由 
第 一 谛 发 生 第 一 谛。 如 是 当 先 适 宜 而 知 （此 有 轮） 由 谛 的 发 生。 

(Ⅱ) （以 作 用） 此 （缘 起 支） 中： 无 明 使 有 情 对 于 事 物 的 痴 迷， 并 为 行 
的 现 前 之 缘。 行 则 造 作 有 为， [582] 并 为 识 的 现 前 之 缘。 识 则 认 识 事 物， 并 为 
名 色 之 缘。 名 色 则 互 相 支 持， 并 为 六 处 之 缘。 六 处 则 于 自 境 转 起， 并 为 触 
的 缘。 触 则 去 接 触 所 缘， 并 为 受 的 缘。 爱 则 尝 于 所 缘 之 味， 并 为 渴 爱 之 缘。 

                                                 
【189】 同 上。 
【190】 同 上。 
【191】 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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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则 染 著 于 可 染 著 的 诸 法， 并 为 取 的 缘。 取 则 取 其 可 取 的 诸 法， 并 为 有 的 
缘。 有 则 散 于 种 种 的 趣 中， 并 为 生 的 缘。 生 则 生 起 诸 蕴， 并 且 由 于 彼 等 （诸 
蕴） 的 生 而 转 起 故 为 老 死 之 缘。 老 死 则 主 持 诸 蕴 的 成 熟 与 破 坏， 且 为 愁 等 
的 住 处 （原 因） 故 为 他 有 的 现 前 之 缘。 是 故 当 适 宜 而 知 于 一 切 句 都 转 起 二 
种 的 作 用。 

(Ⅲ) （以 遮 止） 此 中： “无 明 缘 行” 是 遮 止 有 作 者 的 见。 “行 缘 识” 是 遮 
止 有 自 我 转 生 的 见【192】

。 “识 缘 名 色” 是 遮 止 因 为 见 事 物 的 区 别 而 遍 计 自 我 
的 浓 厚 之 想。 “名 色 缘 六 处” 等 是 遮 止 我 见 …… 乃 至 识、 触、 觉 受、 渴 爱、 
取、 有、 生、 老 死 等 亦 然。 是 故 当 适 宜 而 知 这 有 轮 是 遮 止 邪 见 的。 

(Ⅳ) （以 譬 喻） 于 此 （有 轮） 之 中， 无 明 如 盲 者， 因 为 不 见 诸 法 的 自 相 
及 共 相 之 故； 以 无 明 为 缘 的 行 如 盲 者 的 颠 踬； 以 行 为 缘 的 识 如 颠 踬 者 的 跌 
倒； 以 识 为 缘 的 名 色 如 跌 倒 者 （被 击 伤） 所 现 的 肿 物； 以 名 色 为 缘 的 六 处 
如 肿 物 所 成 将 破 裂 的 脓 疱； 以 六 处 为 缘 的 触 如 脓 疱 的 触 击； 以 触 为 缘 的 受 
如 触 击 的 痛 苦； 以 受 为 缘 的 渴 爱 如 热 望 痛 苦 的 治 愈； 以 渴 爱 为 缘 的 取 如 以 
热 望 治 愈 而 取 不 适 当 的 药； [583] 以 取 为 缘 的 有 如 涂 以 不 适 当 的 药； 以 有 为 
缘 的 生 如 因 为 除 了 不 适 当 的 药 而 肿 物 起 了 变 化； 以 生 为 缘 的 老 死 如 肿 物 的 
破 裂。 

或 者， 无 明 以 不 行 道 及 邪 行 道 的 状 态 而 迷 惑 有 情， 如 白 内 障 对 于 两 眼 
相 似， 为 无 明 所 迷 惑 的 愚 人 以 能 取 再 有 的 行 包 裹 自 己， 如 蚕 作 茧 自 缠 自 
缚。 由 行 取 来 的 识 而 得 住 于 诸 趣， 如 由 首 相 扶 持 的 王 子 （得 住） 于 王 位。 因 
为 遍 计 生 起 之 相， 而 识 于 结 生 中 生 起 多 种 的 名 色， 如 幻 师 之 现 幻 相。 于 名 
色 中 存 在 的 六 处 而 至 增 长 广 大， 如 存 在 于 沃 土 的 丛 林 （而 至 增 长 广 大）。 
由 于 处 的 击 触 而 生 触， 如 从 燧 木 的 摩 擦 而 生 火。 由 触 于 所 触 而 现 起 受， 如 
为 火 触 者 而 现 起 伤。 由 于 （苦 乐 受 的） 受 者 而 渴 爱 增 长， 如 饮 盐 水 者 而 增 
渴。 渴 爱 者 热 望 于 诸 有， 如 渴 者 热 望 于 水。 而 彼 （热 望） 是 他 的 取， 由 ㈣ 取 
而 自 取 于 有， 如 鱼 贪 味 而 上 钩。 有 了 有 则 生， 如 有 了 种 子 则 发 芽。 生 者 必 
有 老 死， 如 生 的 树 必 倒。 是 故 当 以 适 宜 的 譬 喻 而 知 有 轮。 

(Ⅴ) （以 甚 深 的 差 别） 其 次 关 于 以 义、 以 法、 以 说 法、 以 通 达 （而 说 明 
这 缘 起 的） 甚 深 性， 世 尊 说：

【193】 “阿 难， 此 缘 起 甚 深， 具 甚 深 相”， 故 应 以 
适 宜 的 甚 深 的 差 别 而 知 有 轮。 

（义 甚 深） 此 中： 无 生 无 老 死， 不 是 从 生 以 外 的 其 他 而 有 （老 死）， 而 
此 （老 死） 是 从 生 而 来 的， 如 是 这 以 生 为 缘 而 生 起 之 义 难 知， 故 此 老 死 以 
生 为 缘 而 生 成 生 起 之 义 甚 深。 同 样 的， 生 以 有 为 缘 …… 乃 至 行 以 无 明 为 缘 
而 生 成 生 起 之 义 甚 深。 是 故 这 有 轮 义 甚 深 是 先 说 “义 甚 深”。 [584] 这 里 是 以 
因 的 果 而 名 为 义。 即 所 谓：

【194】 “关 于 因 之 果 的 智 为 义 无 碍 解”。 

（法 甚 深） 其 次 以 什 么 行 相 及 什 么 位 置 的 无 明， 为 什 么 行 的 缘， 实 难 觉 
知， 故 无 明 为 行 的 缘 的 意 义 甚 深。 同 样 的， 行 …… 乃 至 生 为 老 死 的 缘 的 意 

                                                 
【192】 自 我 转 生 的 见 (attasaṅkantidassana), 底 本 attasaṅkan ti dassan 是 错 的。 
【193】 D.II, p.55. 
【194】 Vibh. p.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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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甚 深。 是 故 这 有 轮 的 法 甚 深。 这 是 说 “法 甚 深”。 这 里 是 以 因 为 法。 即 所 
谓：

【195】 “对 于 因 的 智 为 法 无 碍 解”。 

（说 法 甚 深） 其 次 这 缘 起， 因 为 是 由 种 种 的 原 因 而 转 起 种 种 的 说 法， 故 
亦 甚 深。 除 了 一 切 知 的 智 以 外 的 智 而 不 得 住 （不 能 说 缘 起 法）。 而 这 （缘 
起）， 在 有 些 经 中 顺 说， 有 些 逆 说， 有 的 顺 逆 说， 有 的 从 中 间  始 或 顺 说 或 
逆 说， 有 的 作 三 连 结 及 四 种 略 说， 有 的 作 二 连 结 及 三 种 略 说， 有 的 作 一 连 
结 及 二 种 略 说， 是 故 这 有 轮 的 说 法 甚 深。 这 是 “说 法 甚 深”。 

（通 达 甚 深） 其 次 此 （缘 起） 中： 这 无 明 等 的 自 性， 是 由 于 通 达 无 明 等 
的 自 相 （的 智） 而 正 通 达， 因 此 甚 难 洞 察 故 甚 深。 所 以 这 有 轮 的 通 达 甚 深。 
因 为 无 明 的 无 智 无 见 及 谛 不 通 达 之 义 甚 深； 行 的 行 作、 造 作、 有 贪 及 离 贪 
之 义 甚 深； 识 的 空 性、 不 作 为、 不 转 生【196】 及 结 生 现 前 之 义 甚 深； 名 色 的 同 
时 生 起、 各 别 （互 不 相 应）、 不 各 别 倾 向 （名） 及 恼 坏 （色） 之 义 甚 深； 六 
处 的 增 上、 世 间、 门、 田 及 具 境 之 义 甚 深； 触 的 接 触、 击 触、 会 合 及 集 合 之 
义 甚 深； 受 的 尝 所 缘 之 味、 苦、 乐、 中 庸 （舍）、 无 命 者 及 所 受 之 义 甚 深； 
渴 爱 的 欢 喜、 缚 著、 如 流 水、 如 蔓、 如 河、 爱 海 及 难 充 满 之 义 甚 深； 取 的 取 
着、 把 持、 住 着、 执 取 及 难 度 越 之 义 甚 深； 有 的 造 作、 行 作、 投 之 于 生、 
趣、 （识） 住 及 （有 情） 居 之 义 甚 深； 生 的 生、 入 胎、 出 胎、 生 起 及 现 前 之 
义 甚 深； 老 死 的 灭 尽、 衰 灭、 破 坏 及 变 易 之 义 甚 深。 是 为 此 （缘 起 的） “通 
达 甚 深”。 

(Ⅵ) （以 理 法 的 差 别） 于 此 [585] （缘 起）， 有 同 一 之 理、 差 别 之 理、 不 作 
为 之 理、 如 是 法 性 之 理 的 四 种 义 理， 是 故 “以 理 法 的 差 别” 适 宜 而 知 有 轮。 

（同 一 之 理） 此 中： 象 “无 明 缘 行、 行 缘 识”， 并 如 由 种 子 的 发 芽 等 的 
状 态 而 成 树 木 的 状 态， 相 续 不 断 名 为 “同 一 之 理”。 正 见 者， 由 于 觉 知 因 果 
的 连 结 相 续 不 断， 故 舍 断 见； 邪 见 者， 因 解 因 果 的 连 结 而 转 起 相 续 不 断 以 
为 是 同 一 的， 故 取 常 见。 

（差 别 之 理） 无 明 等 的 各 各 自 相 差 别 为” 差 别 之 理”。 正 见 者， 因 见 
（事 物） 常 常 有 新 的 生 起， 故 断 除 常 见。 邪 见 者， 于 似 乎 有 多 种 相 续 的 一 相 
续 中， 认 为 差 别 法， 故 取 断 见。 

（不 作 为 之 理） 于 无 明， 没 有 “诸 行 由 我 生 起” 的 作 为 于 诸 行， 没 有 
“识 由 我 等 生 起” 的 作 为， 此 等 名 为 “不 作 为 之 理”。 正 见 者， 因 觉 知 无 有 
作 者， 故 断 除 我 见， 邪 见 者， 因 不 解 无 明 等 虽 无 作 为， 但 依 自 性 而 决 定 成 
为 因 性， 所 以 他 取 无 作 见。 

（如 是 法 性 之 理） 只 由 无 明 等 的 原 因 而 成 行 等， 如 从 牛 乳 等 而 成 酪 等， 
不 是 由 其 他 （而 成） 是 名 “如 是 法 性 之 理”。 正 见 者， 因 觉 知 随 顺 于 缘 而 有 
果， 故 断 除 无 因 见 及 无 作 见。 邪 见 者， 因 不 知 随 顺 于 缘 而 起 果， 以 为 可 从 
任 何 事 物 而 生 任 何 事 物， 故 取 无 因 见 为 决 定 论。 是 故 于 此 有 轮： 

以 谛 的 发 生， 以 作 用， 以 遮 止， 以 譬 喻， 

以 甚 深， 以 法 理 的 差 别， 当 适 宜 而 知。 

                                                 
【195】 同 上。 
【196】 不 转 生 (asaṅkanti), 底 本 saṅkanti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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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有 轮） 非 常 的 深 故 甚 难 究 竟， 而 种 种 法 理【197】 的 密 林 实 难 通 过。 甚 至 
在 殊 胜 的 定 石 上 磨 利 了 的 智 剑 亦 难 击 破 有 轮， 如 雷 电 之 轮 而 常 摧 碎 于 人 的 
轮 回 的 怖 畏， 即 在 梦 中 也 没 有 谁 能 超 越 的【198】

。 [586] 

世 尊 这 样 说：
【199】 “阿 难， 这 缘 起 法 甚 深， 具 甚 深 相。 阿 难， 因 此 人 类 对 

于 此 法 不 知 不 觉， 故 如 一 束 缠 结 的 丝【200】
， 如 俱 罗 鸟 巢 的 线 球， 如 们 义 草 及 

波 罗 波 草， 不 得 出 离 于 苦 界、 恶 趣、 堕 处、 轮 回”。 是 故 当 为 自 己 及 他 人 的 
利 益 和 安 乐 而 行 道， 而 舍 弃 其 他 的 工 作。 

于 甚 深 的 种 种 的 缘 相【201】
， 

智 者 当 知 得 彻 底 而 常 念 精 进。 

为 善 人 所 喜 悦 而 造 的 清 净 道 论， 在 论 慧 的 修 习 中 完 成 了 第 十 七 
品， 定 名 为 慧 地 的 解 释。 

                                                 
【197】 种 种 法 理 (nānānaya), 底 本 nānāya 误。 
【198】 底 本 yatthi 应 作 pyatthi。 
【199】 D.II, p.55. 
【200】 如 俱 罗 鸟 巢 的 线 球 (guḷāguṭṭhikajātā) 相 当 于 旧 译 的 “乱 丝”。 俱 罗 (guḷā) 是 一 种 鸟 

的 名 字， 它 的 巢 是 做 得 特 别 结 缠 的。 guṇṭhikā 是 线 球， 所 以 这 里 作 这 样 译。 们 义 
草 (muñja) 的， 波 罗 波 草 (pabbaja)。 

【201】 种 种 的 缘 相 (paccayākārappabhede), 底 本 paccayā kārappabhede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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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87] 现 在 再 说 那 前 面 已 经 说 过 的：
【1】 “既 以 学 习 及 遍 问 而 熟 知 （慧 的） 

地 的 诸 法 之 后， 当 完 成 二 种 是 （慧 的） 根 的 清 净： 即 戒 清 净 与 心 清 净”。 此 
中： “戒 清 净”， 即 极 清 净 的 别 解 脱 律 仪 等 四 种 戒， 业 已 在 “戒 的 解 释”

【2】 
中 详 细 地 说， 而 “心 清 净”， 即 与 近 行 （定） 相 共 的 等 至， 这 也 曾 于 以 心 为 
题 目【3】 的 “定 的 解 释”

【4】 中 以 一 切 行 相 而 详 细 地 说 过 了。 是 故 应 知 那 些 详 
说 过 了 的 方 法。 其 次 那 里 说：

【5】 “见 清 净、 度 疑 清 净、 道 非 道 智 见 清 净、 行 
道 智 见 清 净、 智 见 清 净 的 五 清 净 是 （慧 的） 体”。 此 中： 如 实 而 见 名 色 为 
“见 清 净”。 

  

⑴ （简 略 的 方 法） 先 说 为 欲 完 成 （见 清 净） 的 奢 摩 他 （止） 行 者， 当 从 
除 了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之 外 的 其 余 的 色 及 无 色 界【6】 禅 的 任 何 一 种 禅 出 定， 以 
相、 味 （作 用） 等 而 把 握 寻 等 诸 禅 支 及 与 它 相 应 的 诸 法。 有 了 把 握 之 后， 则 
应 确 定 它 们 以 倾 向 之 义 而 为 “名”， 因 为 面 向 于 一 切 所 缘 之 故。 譬 如 有 人 看 
见 了 蛇 在 屋 中， 便 追 逐 它 而 发 现 它 的 洞， 如 是 此 瑜 伽 行 者， 遍 观 此 名 而 作 
遍 求： “此 名 是 依 止 什 么 而 起 的 呢”？ 便 见 其 所 依 [588] 的 心 色 （心 的 所 依 
处）。 自 此 他 便 把 握 了 心 色 的 所 依 的 大 种 及 以 大 种 为 依 的 其 他 的 所 造 色 的 
色。 他 确 知 一 切 （色） 都 是 恼 坏 之 故 为 “色”。 于 是 他 简 略 地 确 知 名 色， 即 
有 倾 向 之 相 的 为 名， 有 恼 坏 之 相 的 为 色。 

⑵（四 界 的 差 别 法） 其 次 那 纯 毗 钵 舍 那 （观） 的 行 者 或 奢 摩 他 的 行 者， 
即 以 在 四 界 差 别 （的 解 释）

【7】 中 所 说 的 诸 界 的 把 握 门 中 的 任 何 一 门 而 简 略 
或 详 细 的 把 握 四 界。 此 时， 当 他 在 由 于 如 实 的 自 作 用 （味） 及 自 相 上 而 明 了 
的 诸 界 之 中， 先 于 业 等 起【8】 的 发， 而 知 有 （地 水 火 风） 四 界、 色、 香、 味、 
食 素、 命、 身 净 的 身 十 法【9】 的 十 色。 于 同 样 的 （发） 中， 因 有 性 的 存 在， 亦 
有 性 十 法 的 十 色。 叉 于 发 中， 亦 有 由 食 等 起 的 而 以 食 素 为 第 八 （的 八 法）， 
及 由 时 节 等 起 的 和 心 等 起 的 （以 食 素 为 第 八 的 各 八 法） 共 二 十 四 色 （和 前 
面 的 身 十 法 及 性 十 法 合 为 四 十 四 色）。 如 是 于 （三 十 二 身 分 之 中 由 业、 食、 
时 节、 心 的） 四 等 起 的 二 十 四 部 分【10】

， 各 各 （部 分） 有 四 十 四 色。 其 次 在 由 
于 时 节 及 心 等 起 的 汗、 泪、 唾、 涕 的 此 等 四 种 之 中， 各 各 有 二 种 以 食 素 为 第 

                                                 
【1】见 底 本 四 四 三 页。 
【2】见 第 一 品， 底 本 十 五 页 以 下。 
【3】底 本 Cittasīlena 误， 应 改 Cittasīsena。 
【4】第 三 品 至 第 十 一 品。 
【5】见 底 本 四 四 三 页。 
【6】色 无 色 界（rūpārūpāvacara）， 底 本 rūpā arūpāvacara 分 开 误。 
【7】见 底 本 三 五 一 页 以 下。 
【8】关 于 业 等 起 的 色 等， 参 考 底 本 三 六 六 页、 六 一 四 页、 六 二 三 页。 
【9】关 于 身 十 法 等， 参 考 底 本 五 五 二 页。 
【10】二 十 四 部 分， 即 于 三 十 二 身 分 中 除 去 下 面 所 说 的 汗、 泪、 唾、 涕、 胃 物、 粪、 

脓、 尿 的 八 种。 关 于 三 十 二 身 分， 参 考 底 本 二 四 九 页 及 三 五 三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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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的 十 六 色。 在 由 于 时 节 等 起 的 胃 物、 粪、 脓、 尿 的 此 等 四 种 之 中， 则 各 各 
只 有 由 时 节 等 起 而 以 食 素 为 第 八 的 八 色。 这 是 先 于 三 十 二 行 相 中 （把 握 色 
法） 的 方 法。 

 其 次 明 白 了 这 三 十 二 行 相 之 时， 则 亦 明 了 其 他 的 十 种 行 相【11】
。 此 中， 

先 说 明 了 在 食 物 等 的 消 化 中 由 业 生 的 火 的 部 分， 有 以 食 素 为 第 八 （的 八 
法） 及 命 的 九 色。 同 样 的， 在 由 心 生 的 出 息 入 息 的 （风 界 的） 部 分， 亦 有 以 
食 素 为 第 八 （的 八 法） 及 声 的 九 色。 再 明 了 在 四 处 起 的 其 他 的 八 （部 分） 
中， 各 各 有 命 九 法 及 三 种 以 食 素 为 第 八 的 三 十 三 色。 

 他 （修 习 者） 这 样 详 细 地 由 四 十 二 行 相【12】 而 明 了 此 等 大 种 及 所 造 色 的 
种 类 之 时， 更 由 所 依 及 （认 识 之） 门 而 明 白 了 眼 十 法 等 及 心 所 依 十 法 的 六 
十 色。 

 他 把 此 等 一 切 （色） 以 恼 坏 之 相 而 作 为 一 以 观 “色”。 他 这 样 把 握 了 
色， 再 由 （认 识 之） 门 而 明 了 非 色 法， 即 二 种 （前） 五 识。 三 意 界 及 六 十 八 
[589] 意 识 界 的 八 十 一 世 间 心。 与 此 等 （八 十 一） 心 俱 生 的 心 所， 总 说 有 触、 
受、 想、 思、 命、 心 止、 作 意 的 此 等 七 种。 对 于 出 世 间 心， 既 非 纯 毗 钵 舍 那 
行 者 亦 非 奢 摩 他 行 者 所 能 把 握 的， 因 为 未 得 证 达 之 故。 他 把 一 切 的 非 色 法 
以 倾 向 之 相 而 作 为 一 以 观 “名”。 如 是 有 人 以 四 界 差 别 门 而 详 细 地 确 知 名 
色。 

⑶（十 八 界 的 观 察 法） 另 一 种 人 则 以 十 八 界 （而 确 知 名 色）。 怎 样 的 
呢？ 兹 有 比 丘 如 是 忆 念 诸 界： “于 此 身 体， 有 眼 界 …… 乃 至 意 识 界”， 而 他 
不 取 世 人 所 想 念 饰 以 黑 白 球 而 在 眼 窝 之 中 结 以 腱 筋 及 有 广 长 的 肉 团 为 眼， 
却 依 蕴 的 解 释 的 所 造 色【13】 中 所 说 的 眼 净 而 确 知 为 眼 界。 亦 不 确 定 （眼 净） 
以 外 的 其 他 的 五 十 三 色 为 眼 界， 即 为 眼 净 所 依 的 （地 水 火 风） 四 界 及 其 所 
属 的 色、 香、 味、 食 紊 的 四 色 与 保 护 （眼 净） 的 命 根 的 九 种 俱 生 色， 在 彼 
（眼 中） 的 身 十 法、 性 十 法 的 二 十 业 生 色， 由 食 等 起 （心 等 起、 时 节 等 起） 
等 的 三 种 以 食 素 为 第 八 的 二 十 四 无 执 受 色 （非 业 等 起 的）， 如 是 为 其 他 的 
五 十 三 色。 于 耳 界 等 亦 然。 但 于 身 界 为 （除 了 眼 十 法 等 的） 其 余 的 四 十 三 
色。 然 而 也 有 人 说， （于 身 界） 由 时 节 及 心 等 起 （的 色） 各 各 加 一 声 为 九 
色， 如 是 共 有 四 十 五 色。 这 样 此 等 （眼 等 的） 五 净 及 它 们 的 境 的 色、 声、 
香、 味、 触 五 种 的 十 色 为 十 界。 其 余 诸 色 为 法 界。 依 止 于 眼 及 以 色 为 缘 而 转 
起 的 心 为 眼 识 界。 如 是 二 种 （前） 五 识 为 五 识 界， 三 意 界 心 为 一 竟 界， 六 十 
八 意 识 界 心 为 意 识 界， 如 是 一 切 八 十 一 世 间 心 为 七 识 界。 与 彼 （诸 识） 相 应 
的 触 等 为 法 界。 于 是 此 （十 八 界） 中， 有 十 界 半 为 “名”； 有 七 界 半 为 
“色”。[590] 如 是 有 人 由 十 八 界 而 确 知 名 色。 

⑷（十 二 处 的 观 察 法） 另 一 种 人 以 十 二 处 （确 定 名 色）。 怎 样 的 呢？ 即 
如 在 眼 界 所 说 的 方 法， 除 了 五 十 三 色， 他 只 以 眼 净 而 确 定 为 眼 处。 同 样 的， 
以 耳、 鼻、 舌、 身 界 所 说 的 方 法 而 确 定 耳、 鼻、 舌、 身 处。 为 它 们 的 境 的 

                                                 
【11】十 行 相， 参 考 底 本 三 六 三 页。 即 火 界 的 四 部 分： 及 风 界 的 六 部 分。 
【12】四 十 二 行 相， 即 三 十 二 身 分 及 火 界 与 风 界 的 十 行 相。 
【13】参 考 第 十 四 品， 底 本 四 四 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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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等） 五 法 为 色、 声、 香、 味、 触 处。 世 间 的 七 识 界 为 意 处。 与 它 相 应 的 
触 等 及 其 余 的 色 为 法 处。 如 是 此 （大 二 处） 中， 十 处 半 为 “色”， 一 处 半 为 
“名”。 这 样 有 人 由 十 二 处 而 确 知 名 色。 

⑸（五 蕴 的 观 察 法） 另 一 种 人 以 更 简 单 的 蕴 而 确 定 （名 色）。 怎 样 的 
呢？ 即 于 此 身 中， 由 四 等 起 的 （地 水 火 风） 四 界， 及 以 彼 为 依 止 的 色、 香、 
味、 食 素、 眼 净 等 的 五 净、 所 依 色、 （男 女） 性、 命 根、 及 由 （时 节、 心） 二 
等 起 的 声， 此 等 十 七 色 是 可 得 专 精 的 完 色 及 色 色【14】

。 而 身 表、 语 表、 虚 空 
界、 色 轻 快 性、 柔 软 性、 适 业 性、 积 集、 相 续、 老 性、 无 常 性 的 此 等 十 色 是 
相 （色）、 变 化 （色） 及 区 划 （色）

【15】
， 而 非 完 色 及 色 色。 因 为 此 色 的 相， 变 

化 与 区 分 之 故 而 称 为 色。 如 是 此 等 一 切 的 二 十 六 色 为 色 蕴。 与 八 十 一 世 间 
心 共 同 生 起 的 受 为 受 蕴。 与 彼 相 应 的 想 为 想 蕴。 行 为 行 蕴。 识 为 识 蕴。 这 样 
色 蕴 为 “色”， 四 非 色 蕴 为 “名”。 如 是 有 些 比 丘 由 五 蕴 而 确 知 名 色。 

⑹（简 单 的 观 察 法） 另 一 种 人， 则 以 最 简 单 的 方 法 而 确 定 名 色。 他 以 为 
一 切 色， 即 是 四 大 种 及 四 大 种 所 造 色， 如 是 简 略 地 于 此 身 体 而 把 握 于 
“色”， 同 样 的， 他 把 握 意 处 及 法 处 的 一 部 分 为 “名”, 即 此 是 名， 此 是 色， 
是 为 名 色。 

  

[591] 如 果 那 瑜 伽 者 以 诸 门 （观 察 法） 把 握 了 色， 而 后 去 把 握 非 色， 然 因 
微 细、 非 色 不 能 现 起， 但 他 不 可 放 弃 重 任 （修 行）， 必 须 把 色 数 数 思 惟、 作 
意、 把 握、 确 定。 当 他 对 于 色 次 第 澄 清、 去 结、 而 极 清 净 之 时， 则 以 彼 
（色） 为 所 缘 的 非 色 法 亦 自 明 了。 

 譬 如 有 眼 的 人， 对 不 净 的 镜 而 看 他 的 面 相， 然 不 见 相， 但 他 并 不 以 为 
“不 能 见 相” 而 丢 了 镜， 却 数 数 摩 擦， 当 他 把 镜 擦 得 非 常 干 净 之 时， 而 他 的 
相 亦 自 明 了。 又 如 需 要 油 的 人， 把 胡 麻 粉 放 到 桶 内。 洒 了 水， 经 一 二 次 的 压 
榨， 然 不 出 油， 但 他 并 不 丢 掉 胡 麻 粉， 却 加 以 热 水 数 数 压 榨， 这 样， 他 便 压 
出 清 明 的 油 来， 亦 如 想 把 水 澄 清 的 人， 拿 了 迦 答 迦 的 子【16】

， 把 手 伸 入 水 缸 
之 内， 经 一 二 次 的 摩 擦， 水 仍 不 能 澄 清， 但 他 并 不 丢 掉 迦 答 迦 的 子， 却 数 数 
摩 擦， 这 样 则 污 泥 以 落 而 水 自 清。 

 如 是 这 比 丘 既 不 放 弃 他 的 重 负， 而 对 于 色 数 数 思 惟、 作 意、 把 握、 确 
定。 当 他 对 于 色 次 第 澄 清、 去 结、 而 极 清 净 之 时， 则 他 的 障 碍 的 烦 恼 沉 落， 
如 无 浊 泥 之 水， 心 得 清 净， 对 于 以 彼 （色） 为 缘 的 非 色 法 亦 自 得 明 了。 

 此 义 亦 可 用 其 他 的 甘 蔗 （榨 糖）、 盗 贼 （的 拷 打 成 招）、 牛 （的 调 
御）、 酪 （作 醍 醐） 及 （烹） 鱼 等 的 譬 喻 来 说 明。 

 其 次 对 于 这 样 把 握 了 极 清 净 的 色 （的 瑜 伽） 者， 则 由 触、 受、 或 识 的 三 
种 行 相 而 现 起 非 色 法。 怎 样 的 呢？ 

⑴（由 触 现 起 非 色 法） 先 说 有 人， 以 “地 界 有 凝 固 之 相、 等 的 方 法 而 把 

                                                 
【14】关 于 完 色、 色 色， 参 考 底 本 四 五 ○ 页。 
【15】关 于 相、 变 化、 区 划， 参 考 底 本 四 五 一 页。 
【16】迦 答 迦（kataka） 是 胡 桃 的 一 种， 其 核 子 可 以 洗 水 缸 清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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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 诸 界 的， 最 初 现 起 冲 击 的 触， 与 彼 相 应 的 受 为 受 蕴， 想 为 想 蕴， 与 触 俱 的 
思 为 行 蕴， 心 为 识 蕴。[592] 同 样 的， 于 发 中， 以 地 界 有 凝 固 的 相 …… 乃 至 于 
入 息 出 息， 以 地 界 有 凝 固 的 相 （等 的 方 法 而 把 握 诸 界 者）， 而 最 初 现 起 冲 击 
的 触， 与 彼 相 应 的 受 为 受 蕴 …… 乃 至 心 为 识 蕴。 如 是 由 触 而 现 起 非 色 法。 

⑵（由 受 现 起 非 色 法） 有 人 以 地 界 有 凝 固 之 相 的， 现 起 享 受 被 所 缘 （地 
界） 之 味 的 受 为 受 蕴， 与 彼 相 应 的 想 为 想 蕴， 与 彼 相 应 的 触 及 思 为 行 蕴， 与 
彼 相 应 的 心 为 识 蕴。 同 样 的， 于 发 中， 以 地 界 有 凝 固 之 相 …… 乃 至 于 入 息 出 
息， 以 地 界 有 凝 固 之 相 者， 现 起 享 受 彼 所 缘 之 味 的 受 为 受 蕴 …… 乃 至 与 彼 
相 应 的 心 为 识 蕴。 如 是 由 受 而 现 起 非 色 法。 

⑶（由 识 现 起 非 色 法） 有 人 以 地 界 有 凝 固 之 相 的， 而 现 起 知 识 所 缘 （地 
界） 的 识 为 识 蕴， 与 彼 相 应 的 受 为 受 蕴， 想 为 想 蕴， 触 与 思 为 行 蕴， 同 样 
的， 于 发 中， 以 地 界 有 凝 固 之 相 …… 乃 至 于 入 息 出 息， 以 地 界 有 凝 固 之 相 
者， 现 起 知 识 所 缘 的 识 为 识 蕴， 与 彼 相 应 的 受 为 受 蕴， 想 为 想 蕴， 触 与 思 为 
行 蕴。 如 是 由 识 而 现 起 非 色 法。 

 兹 当 说 明： 于 发 等 的 四 十 二 界 的 部 分 中 的 各 各 四 界， 则 以 同 样 的 方 
便， 即 于 业 等 起 的 发， 以 地 界 有 凝 固 之 相 等 的 方 法， 而 于 其 他 的 眼 界 等 的 
色 的 把 握 之 门， 则 以 完 全 不 同 的 方 法。 因 为 对 于 如 是 把 握 了 极 清 净 的 色 的 
人， 由 三 种 行 相 而 得 明 了 于 非 色 法， 所 以 只 有 由 把 握 清 净 之 色 者 而 能 作 把 
握 非 色 的 努 力， 实 无 其 他 之 人。 如 果 现 起 一 色 法 或 二 色 法 之 时， 便 舍 色 而 
取 非 色， 则 将 退 失 业 处， 如 于 地 遍 修 习 的 解 释【17】 中 所 说 的 山 顶 之 牝 牛 相 
似；[593] 若 以 把 握 极 清 净 的 色 而 作 把 握 非 色 的 努 力 者， 则 得 使 业 处 增 长 广 
大。 他 这 样 由 触 等 所 现 起 的 四 种 非 色 蕴 而 确 定 力 “名”， 为 彼 等 （非 色 法） 
的 所 缘 的 四 大 种 及 四 大 种 所 造 色 而 确 定 为 “色”。 

 他 这 样 把 十 八 界、 十 二 处、 五 蕴 一 切 的 （欲、 色、 无 色 的） 三 地 之 法 而 
确 定 为 名 与 色 二 种， 正 如 以 剑 劈 开 箱 子 或 破 裂 多 罗 树 干 以 为 二 相 似， 于 是 
他 获 得 结 论： 除 了 名 色 之 外， 更 无 其 他 的 有 情、 补 特 伽 罗、 天 或 梵 天 等。 

  

 他 既 然 以 如 实 自 性 而 确 定 了 名 色， 为 了 更 舍 有 情 及 补 特 伽 罗 等 的 世 问 
之 想， 为 了 超 越 对 有 情 的 痴 迷， 为 了 置 其 心 于 无 有 痴 迷 之 地， 依 诸 经 典， 确 
定 “祗 是 名 色， 而 无 有 情 及 补 特 伽 罗”， 并 以 比 喻 而 确 定 （名 色）。 即 如 这 
样 说： 

譬 如 部 分 的 结 集 说 为 车， 

有 了 诸 蕴 而 成 有 情 的 假 名。 

 他 处 说：
【18】 “贤 者， 譬 如 因 为 以 木 材 为 缘， 以 蔓 为 缘， 以 泥 为 缘， 以 草 

力 缘， 围 盖 空 处， 故 名 为 屋， 如 是 诸 贤， 以 骨 为 缘， 以 腱 为 缘， 以 肉 为 缘， 
以 皮 为 缘， 围 盖 空 处， 故 名 为 色”。 他 处 又 说： 

                                                 
【17】参 考 底 本 一 五 三 页。 
【18】M.I,p.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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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仅 为 苦 之 生， 苦 住 与 苦 灭， 

除 苦 无 有 生， 除 苦 亦 无 灭。 

 如 此 曾 有 数 百 经， 但 说 名 色， 而 无 有 情 及 补 特 伽 罗。 是 故 譬 如 车 轴、 
车 轮、 车 厢、 车 辕 等 部 分 集 成 一 形 之 时， 说 它 为 车， 依 第 一 义 说， 于 一 一 部 
分 去 观 察 之 时， 则 无 有 车， 亦 如 木 材 等 的 造 屋 材 料， 围 盖 空 间 而 成 一 形 之 
时， 而 名 为 屋， 于 第 一 义 中， 则 无 有 屋； 又 如 手 指、 拇 指 等 形 成 一 相， 而 说 
为 拳，[594] 譬 如 胴、 弦 等 名 为 琵 琶， 象、 马 等 名 为 军 队， 城 墙、 房 屋、 城 门 
等 名 为 城 市， 干、 枝、 叶 等 形 成 一 相 之 时， 而 名 为 树， 于 第 一 义 中， 一 一 观 
察 之 时， 则 无 有 树， 如 是 仅 于 五 取 蕴 存 在 之 时 而 名 有 情 及 补 特 伽 罗， 于 第 
一 义 中， 观 察 一 一 法， 则 无 执 着 者 的 所 谓 “我” 或 “我 是” 的 有 情， 只 是 第 
一 义 的 名 色 而 已。 作 如 是 观 者 的 见 名 为 如 实 之 见。 

 其 次 如 果 舍 此 如 实 之 见 而 执 有 “有 情” 者， 则 认 为 （自 己） 有 灭 或 不 
灭。 认 为 不 灭 者 则 堕 常 见， 认 为 灭 者， 则 堕 断 见。 何 以 故？ 因 为 没 有 为 彼 
（有 情） 出 生 的 其 他 之 法 象 从 乳 出 酪 那 样 的， 所 以 那 执 “有 情 为 常” 者 名 为 
滞 着， 执 “有 情 为 断” 者 名 曰 过 度。 世 尊 说：

【20】 “诸 比 丘， 为 二 种 恶 见 缠 缚 
的 天 人， 或 者 滞 着， 或 者 过 度。 唯 具 （正） 眼 者 而 见 （真 实）。 诸 比 丘， 如 何 
为 或 者 滞 着？ 诸 比 丘， 即 乐 于 有， 喜 于 有 及 悦 于 有 的 天 人。 若 对 他 们 说 有 之 
灭 的 法 时， 则 心 不 踊 跃、 不 欢 欣、 不 安 住、 不 信 解。 诸 比 丘， 是 为 或 者 滞 
着。 诸 比 丘， 如 何 为 或 者 过 度？ 即 有 人 为 有 所 逼 恼 而 觉 羞 惭 厌 恶、 欢 喜 无 
有， 以 为 此 我 于 身 坏 死 后， 是 断、 是 灭， 死 后 更 无 存 续， 故 为 寂 静、 胜 妙、 
真 实。 诸 比 丘， 是 名 或 者 过 度。 诸 比 丘， 如 何 为 具 （正） 眼 者 而 见？ 诸 比 
丘， 兹 有 比 丘， 见 五 蕴 如 实， 既 见 五 蕴 如 实， 便 为 它 们 的 厌 离、 离 贪 与 灭 而 
行 道。 诸 比 丘， 是 为 具 眼 者 而 见”。 

 所 以 譬 如 木 偶， 是 空、 无 命、 无 力， 但 由 于 木 与 线 的 结 合 而 行 而 止，

[595] 看 来 似 乎 有 力、 会 动； 如 是 当 知 此 名 与 色， 是 空、 无 命、 无 力， 但 由 于 
相 互 的 结 合 而 行 而 止， 看 来 似 乎 有 力、 会 动。 古 人 说： 

实 际 只 是 名 与 色， 

没 有 人 和 有 情 的 存 在， 

空 如 造 作 的 木 偶。 

一 团 苦， 如 草 木。 

 而 此 （名 色） 不 但 如 木 偶， 亦 应 以 其 他 的 芦 束 等 的 譬 喻 来 说 明【21】
。 即 

譬 如 二 芦 束， 互 相 依 止 而 立， 此 一 为 另 一 的 支 持， 一 束 倒 时， 另 一 亦 倒， 如 
是 于 五 蕴 有 中， 名 色 互 相 依 止 而 生 存， 此 一 为 另 一 的 支 持， 由 于 死， 此 一 倒 
时， 另 一 亦 倒。 古 人 说： 

名 色 一 双 是 互 相 依 止 的， 

一 破 坏 时 则 两 缘 都 破 坏 了。 

 譬 如 由 于 以 棍 击 鼓 而 发 声 之 时， 鼓 是 一 物， 而 声 是 另 一 种， 鼓 与 声 是 
不 相 混 杂 的， 于 鼓 无 声， 于 声 无 鼓。 如 是 依 于 称 为 所 依、 （认 识 之） 门 的 所 
                                                 
【19】S.I,p.135.cf.KV.p.66; MNd.p.439; Mil.p.28.《杂 阿 含》 一 二 ○ 二 经 （大 正 二 · 三 二 七

b）。 
【20】It.p.24 (11, 12). 
【21】说 明（Vibhāvetabbaṁ） 底 本 bhāvetabbaṁ, 今 依 他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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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 的 色 而 起 名 时， 色 是 一 物， 名 是 另 一” 种， 名 与 色 是 不 相 混 杂 的， 于 名 无 
色， 于 色 无 名； 更 如 依 鼓 为 缘 而 发 声， 依 色 为 缘 而 以 名， 古 人 说： 

以 触 为 第 五 的 （识、 受、 想、 思、 触） 不 从 于 眼 生， 

不 从 色 生， 亦 不 从 （眼、 色） 两 者 之 间 而 生。 

有 为 诸 法 由 因 缘 而 生， 

譬 如 由 于 击 鼓 而 发 音。 

以 触 为 第 五 的 不 从 于 耳【22】 生， 

不 从 声 生， 亦 不 从 两 者 之 间 而 生 ……。 

以 触 为 第 五 的 不 从 于 鼻 生， 

不 从 香 生， 亦 不 从 两 者 之 间 而 生 ……。 

以 触 为 第 五 的 不 从 于 舌 生， 

不 从 味 生， 亦 不 从 两 者 之 间 而 生 ……。 

以 触 为 第 五 的 不 从 于 身 生， 

不 从 所 触 生， 亦 不 从 两 者 之 间 而 生 ……。[596] 
有 为 诸 法 不 从 所 依 色 而 生， 

亦 非 从 诸 法 处 而 出 生。 

有 为 诸 法 从 因 缘 而 生， 

譬 如 由 于 击 鼓 而 发 音。 

 于 此 （名 色） 中， 名 是 无 力， 不 能 由 自 己 的 力 量 转 起【23】
， 不 食、 不 饮、 

不 说、 不 作 （行 住 坐 卧 的） 威 仪。 色 亦 无 力， 不 能 由 自 己 的 力 量 而 转 起， 不 
欲 食、 不 欲 饮、 不 欲 说、 不 欲 作 威 仪。 但 色 依 于 名 而 转 起， 名 依 于 色 而 转 
起。 由 于 名 的 欲 食、 欲 饮、 欲 言、 欲 作 威 仪 之 时， 而 色 食 之、 饮 之、 言 之、 
作 诸 威 仪。 

 其 次 再 引 用 这 譬 喻 而 说 明 此 义： 譬 如 生 盲 者 和 跛 子， 欲 去 他 方。 生 盲 
者 对 跛 子 说： “我 能 以 两 足 行 其 所 行， 但 无 眼 睛 以 见 高 低”。 跛 子 对 生 盲 者 
说： “我 能 以 眼 睛 见 其 所 见， 但 无 足 以 向 前 向 后”。 生 盲 者 非 常 满 意， 即 负 
跛 子 于 自 己 的 背 上。 跛 者 乘 于 盲 者 的 背 上 指 导 他 说 “离 左 边 走 右 边， 离 右 
边 走 左 边”。 这 里 生 盲 者 无 力， 不 能 依 自 己 的 力 量 单 独 而 行， 而 破 于 亦 无 
力， 不 能 依 自 己 的 力 量 单 独 而 行。 但 他 们 互 相 依 止， 则 非 不 能 步 行。 

 如 是 名 亦 无 力， 不 能 依 自 己 的 力 量 生 起， 而 行 其 种 种 的 工 作； 色 亦 无 
力， 不 能 依 自 己 的 力 量 生 起， 而 行 其 种 种 的 工 作。 但 它 们 互 相 依 止， 则 不 能 
不 生 起 或 转 起。 所 以 这 样 说： 

不 能 由 自 己 的 力 量 而 生， 

不 能 由 自 己 的 力 量 而 住， 

有 为 诸 法 自 己 的 力 弱， 

依 于 他 法 的 力 量 而 生。 

 [597] 从 他 缘 生 及 从 其 他 的 所 缘 而 起， 

此 等 （有 为） 是 从 所 缘 缘 及 其 他 的 诸 法 而 生。 

譬 如 人 在 海 洋 依 于 船， 

如 是 名 身 转 起 依 于 色。 

譬 如 船 行 海 中 依 于 人， 

                                                 
【22】从 耳（sotato） 底 本 so tato 分 开 误。 
【23】转 起（pavattituṁ） 底 本 pavattesu 误。 

 



    368          

如 是 色 身 转 起 依 于 名。 

人 船 相 依 行 海 中， 

如 是 名 色 共 相 依。 

 如 是 以 种 种 的 方 法 而 确 定 名 色 者， 克 服 了 有 情 之 想， 立 于 无 痴 之 地 如 
实 而 见 名 色， 当 知 为 见 清 净。 确 定 名 色 及 行 的 辨 别， 也 是 见 清 净 的 同 义 语。 

为 诸 善 人 所 喜 悦 而 造 的 清 净 道 论， 在 论 慧 的 修 习 中 完 成 了 第 十 八 
品， 定 名 为 见 清 净 的 解 释。 

 



    369           

        

    ——    

[598] 以 把 握 名 色 之 缘， 而 越 度 了 关 于 （过 去、 现 在、 未 来） 三 世 的 疑 惑 
所 建 立 的 智， 名 为 “度 疑 清 净”。 希 望 完 成 它 （度 疑 清 净） 的 比 丘， 如 是 忆 
念 而 求 名 色 的 因 缘， 犹 如 名 医， 见 疾 病 而 求 其 起 因 相 似， 或 如 具 有 怜 悯 之 
心 的 人， 看 见 了 仰 卧 路 上 的 天 真 的 小 孩， 想 念 “这 是 谁 的 孩 子” 而 求 其 父 母 
一 样。 

  

他 最 初 这 样 观 察： “因 为 于 一 切 处、 一 切 时、 一 切 人， 这 （名 色） 都 是 
一 如 的 状 态， 故 此 名 色 不 是 无 因 的； 也 不 是 以 自 在 天 等 为 因， 因 为 没 有 名 
色 之 外 的 自 在 天 等 之 故。 有 些 人 说 自 在 大 等 即 是 名 色， 据 他 们， 则 称 为 名 
色 的 自 在 天 等 便 成 为 无 因 的 状 态。 于 是 这 名 色 必 有 他 的 因 缘 的。 然 而 什 么 
是 它 的 因 缘 呢”？ 

⑴ （把 握 色 身 之 缘） 他 如 是 忆 念 名 色 的 因 缘， 而 先 这 样 的 把 握 色 身 的 
因 缘： “此 身 生 时， 不 是 生 于 青 莲、 红 莲、 白 莲、 睡 莲 之 间， 亦 非 生 于 宝 石 
及 珍 珠 等 之 间， 但 生 于 生 脏 （胃） 及 熟 脏 （直 肠） 之 间， 在 腹 膜 之 后， 背 椎 
之 前， 围 着 肠 与 肠 间 膜 自 己 亦 觉 厌 恶 臭 秽 而 极 狭 窄 之 处， 正 如 蛆 虫 生 于 腐 
鱼、 烂 尸、 腐 乳、 污 池、 泥 塘”； 等 相 似。 对 于 这 样 而 生 的 色 身， 那 无 明、 
爱、 取、 业 等 的 四 法，[599] 因 为 是 生 它 的 故 为 因， 那 食 物 因 为 是 支 持 它 的 故 
为 缘， 这 五 法 便 是 色 身 的 因 缘。 在 它 们 之 中， 无 明 等 三 之 对 于 此 身， 是 亲 依 
止 缘， 故 如 儿 子 的 母 亲， 业 是 生 缘， 如 儿 子 的 父 亲， 食 物 是 支 持 者， 如 儿 子 
的 乳 母”。 

⑵ （把 握 名 身 之 缘） 如 是 把 握 了 色 身 之 缘， 更 以【1】 “由 眼 与 色 的 缘 而 生 
起 眼 识” 等 的 方 法 把 握 名 色 之 缘。 

（舍 三 世 的 十 六 疑） 他 以 如 是 之 缘 而 见 名 色 的 转 起 之 后， 亦 如 于 现 在， 
而 观 察 于 过 去 世 由 缘 而 转 起， 于 未 来 世 亦 将 由 缘 而 转 起。 他 如 是 观 察 关 于 
所 说 的 前 际 的 五 疑：

【2】 “㈠ 我 于 过 去 世 存 在 吗？ ㈡ 我 于 过 去 世 不 存 在 吗？ ㈢ 
我 于 过 去 世 是 什 么？ ㈣ 我 于 过 去 世 是 怎 样 （的 状 态）？ ㈤ 我 于 过 去 世 从 什 么 
至 什 么”？ 关 于 所 说 后 际 的 五 疑：

【3】 “㈠ 我 于 未 来 世 存 在 吗？ ㈡ 我 于 未 来 世 
不 存 在 吗？ ㈢ 我 于 未 来 世 将 是 什 么？ ㈣ 我 于 未 来 世 将 是 怎 样 （的 状 态）？ ㈤ 
我 于 未 来 世 将 从 什 么 至 什 么”？ 关 于 所 说 的 现 在 的 六 疑：

【4】 “其 次 关 于 现 在 
世 的 疑 惑： ㈠ 我 是 存 在 的 吗？ ㈡ 我 是 不 存 在 的 吗？ ㈢ 我 是 什 么？ ㈣ 我 是 怎 样 
（的 状 态）？ ㈤ 而 此 有 情 （我） 从 何 处 而 来？ ㈥ 他 将 至 何 处 去”？ 他 断 此 一 
切 的 疑。 

                                                 
【1】M.I, p.111. 
【2】M.I, p.8. 《中 阿 含》 一 ○ 经 （大 正 一 · 四 三 二 a）。 
【3】同 上。 
【4】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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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一 （瑜 伽 者）， 以 共、 不 共 而 观 二 种 名 的 缘， 以 业 等 而 观 四 种 色 的 
缘。 （名 的 缘） 即 名 的 缘 有 共 与 不 共 二 种。 此 中： 眼 等 的 六 门 及 色 等 的 六 所 
缘 为 名 的 “共 缘”， 因 为 善 等 差 别 的 一 切 行 相 都 是 从 彼 等 （六 门 及 六 所 缘） 
而 起 之 故。 作 意 等 为 （名 的） “不 共 缘”， 因 为 如 理 作 意 及 听 闻 正 法 等 只 是 
善 的 （缘），[600] 相 反 的 为 不 善 的 （缘）， 业 等 为 异 熟 的 （缘）， 有 分 等 为 唯 
作 的 （缘）。 （色 的 缘） 其 次 色 的 缘 为 业、 心、 时 节 及 食 的 四 种。 此 中： 过 去 
的 “业” 为 业 等 起 色 的 缘， 生 起 的 “心” 为 心 等 起 色 之 缘， “时 节 及 食” 为 
时 节 及 食 等 起 色 于 存 续 刹 那 的 缘。 

有 人 是 如 上 面 所 说 的 这 样 把 握 名 色 之 缘。 他 既 然 以 加 是 之 缘 而 见 名 色 
的 转 起， 亦 如 现 在， 而 观 过 去 世 依 这 样 的 缘 而 转 起， 于 未 来 世 亦 以 这 样 的 
缘 而 转 起。 如 是 观 察， 他 便 舍 弃 了 如 前 所 述 的 关 于 三 世 的 疑 惑。 

  

其 他 的 （瑜 伽 者）， 既 见 此 等 称 为 名 色 的 诸 行 而 老， 老 而 衰， 衰 而 坏， 
便 以 这 样 的 逆 的 缘 起 而 把 握 名 色 之 缘： 即 此 诸 行 的 老 死 是 由 于 有 生 之 时 而 
有， 生 是 由 于 有 有 之 时， 有 是 由 于 有 取 之 时， 取 是 由 于 有 爱 之 时， 爱 是 由 于 
有 受 之 时， 受 是 由 于 有 触 之 时， 触 是 由 于 有 六 处 之 时， 六 处 是 由 于 有 名 色 
之 时， 名 色 是 由 于 有 识 之 时， 识 是 由 于 有 行 之 时， 行 是 由 于 有 无 明 之 时。 他 
如 是 观 察 而 断 了 如 前 所 说 的 关 于 三 世 的 疑 惑。 

        

其 他 的 （瑜 伽 者）， 则 以 “由 无 明 之 缘 而 有 行” 等 已 如 前 述 的 顺 的 缘 起 
而 把 握 名 色 之 缘， 他 亦 断 了 如 上 所 说 的 疑 惑。 

        

其 他 的 （瑜 伽）， 以 业 轮 转 及 异 熟 轮 转 而 把 握 名 色 之 缘。 便 是 这 样 的：
【5】 “于 过 去 的 业 有， 痴 为 无 明， 造 作 为 行， 欲 求 为 渴 爱。 接 近 为 取， 思 为 
有。 此 等 于 过 去 业 有 的 五 法， 为 此 世 的 结 生 之 缘。 于 此 世 的 结 生 为 识， 入 胎 
为 名 色， 净 （色） 为 处， 曾 触 为 触， 曾 受 为 受。 此 等 于 此 世 生 有 的 五 法， 是 
宿 作 之 业 的 缘 （的 果）。 从 此 世 成 熟 的 （内 六） 处 （所 生） 的 痴 为 无 明 …… 
乃 至 思 为 有。 此 等 于 此 世 业 有 的 五 法， 是 未 来 的 结 生 之 缘。[601] 

（业 轮 转） 此 中 有 现 法 受 （业）、 次 生 受 （业）、 后 后 受 （业） 及 既 有 业 
（无 机 会 受 果 的 业 的 四 种 业。 于 一 速 行 的 过 程 中 的 七 （上 行） 心， 善 或 不 善 
的 第 一 速 行 思 名 为 “现 法 受 业”。 此 业 是 即 于 此 身 （现 世） 给 与 异 熟 的。 如 
果 它 不 能 这 样 给 与 异 热 的 为 既 有 业， 由 于 过 去 无 业 异 熟， 未 来 将 无 业 异 
熟， 现 在 无 业 异 熟 的 三 种， 故 名 “既 有 业”。 其 次 达 到 目 的 的 第 七 速 行 思 名 
为 “次 生 受 业”； 因 为 此 业 是 于 （现 世） 以 后 之 身 而 给 与 异 熟 的。 如 果 它 不 
能 这 样， 则 依 上 面 所 说 的 名 为 “既 有 业”。 于 （第 一 及 第 七 速 行 思） 两 者 之 
间 的 五 速 行 思 名 为 “后 后 受 业”； 因 为 此 业 是 于 （次 生 以 后 的） 未 来 之 身 得 

                                                 
【5】Pṭs. I, 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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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机 会 之 时 才 给 与 异 熟 的。 直 至 有 轮 回 转 起 之 时， 这 （五 速 行 恩） 是 没 有 
“既 有 业” 的。 

更 有 重 （业）、 多 （业）、 近 （业）、 已 作 业 的 四 种 业。 此 中： 无 论 是 善 
或 不 善， 在 重 与 轻 之 中， 如 弑。 等 之 业 或 大 （上 二 界） 业 的 “重 业”， 则 最 
初 成 熟 （受 报）。 同 样 的， 于 （次 数 的） 多 与 少 之 中， 那 “多 （数 的）” 善 性 
的 或 不 善 性 的 （业） 先 成 熟。 于 临 终 之 时 所 忆 念 的 业 名 为 “近 业”； 即 近 于 
死 者 能 去 忆 念 并 以 此 业 而 生 的。 其 次 除 了 此 等 三 种 业 之 外 而 得 数 数 行 作 的 
业 为 “已 作 业”， 是 在 没 有 那 三 种 业 之 时 而 引 起 结 生 的） 

更 有 令 生 业、 支 持 业、 妨 害 业、 破 坏 业 （的 四 种）。 此 中： “令 生 业” 是 
善 与 不 善 并 于 结 生 及 转 起 令 生 色 与 非 色 的 异 熟 蕴 之 业。 而 “支 持 业” 是 不 
能 生 异 熟， 但 支 持、 持 续 由 于 其 他 的 业 给 与 结 生 之 时 而 生 的 异 熟 中 所 生 起 
的 苦 乐， “妨 害 业” 是 妨 害 障 碍 及 不 予 持 续 由 于 其 他 的 业 给 与 结 生 之 时 而 
生 的 异 熟 中 所 生 起 的 苦 乐， “破 坏 业” 自 己 虽 亦 是 善 或 不 善，[602] 但 破 坏 其 
他 力 弱 的 业 及 排 斥 它 的 异 熟， 而 作 为 自 己 的 异 熟 生 起 的 机 会。 

于 此 十 二 种 业 中 的 业 及 异 熟 的 差 别， 唯 有 不 与 诸 声 闻 所 共 的 诸 佛 所 具 
的 业 及 异 熟 之 智 而 得 明 了 其 如 实 的 自 性。 其 次 毗 钵 舍 那 的 行 者 能 知 业 与 异 
熟 的 差 别 的 一 部 分。 是 故 略 示 这 （十 二 业 之） 门 以 说 明 业 的 差 别。 

如 是 这 十 二 种 业 是 包 含 于 业 轮 转 之 中， 有 人 即 以 这 业 轮 转 及 异 熟 轮 转 
而 把 握 名 色 之 缘。 他 既 这 样 依 业 轮 转 及 异 熟 轮 转 而 见 名 色 是 由 于 缘 而 转 起 
的， 犹 如 现 在， 亦 以 业 轮 转 及 异 熟 轮 转 而 观 于 过 去 世 由 缘 而 起， 并 以 业 轮 
转 及 异 熟 轮 转 而 观 于 未 来 世 由 缘 而 起。 如 是 业 与 业 的 异 熟， 业 轮 转 与 异 熟 
轮 转， 业 转 起 与 异 熟 转 起， 业 相 续 与 异 熟 相 续， 所 作 与 所 作 的 果， 他 这 样 的 
观 察： 

从 业 起 异 熟， 异 熟 业 为 因， 

从 业 而 再 有， 世 间 起 如 是。 

如 是 观 察 的 人， 则 完 全 断 除 关 于 前 际 的 所 谓 “我 于 过 去 世 存 在 的 吗” 
的 此 等 的 一 切 十 六 种 疑 惑。 于 一 切 的 有、 生、 趣、 （识） 住、 （有 情） 居 中， 
他 认 识 了 只 是 由 于 因 果 的 连 续 而 转 起 名 色。 他 见 到 于 原 因 之 外 无 作 者， 于 
异 熟 的 转 起 之 外 没 有 异 熟 的 受 者。 他 以 正 慧 而 见 得 很 清 楚： 说 有 原 因 之 时 
为 “作 者”， 有 异 熟 的 转 起 之 时 为 “受 者”， 这 不 过 是 智 者 依 于 世 俗 的 概 念 
的 言 说 而 已。 古 人 说： 

没 有 业 的 作 者， 也 无 异 熟 的 受 者， 

只 是 诸 法 的 转 起； 这 是 正 确 的 见 解。 

这 样 的 业 和 异 熟 有 因 而 转 起， 

犹 如 种 子 和 树 等， 不 知 其 前 际。 

于 未 来 的 轮 回 亦 不 知 他 们 的 不 起， 

不 知 此 意 而 诸 外 道 的 见 解 不 自 在。 

  [603] 他 们 执 着 有 情 之 想 而 有 常 见 与 断 见， 

执 诸 六 十 二 见 而 使 他 们 的 意 见 自 相 违。 

他 们 为 自 己 的 见 缚 所 缚， 被 爱 流 冲 去 了； 

被 渴 爱 之 流 冲 去 了， 自 己 的 痛 苦 不 解 脱。 

佛 的 弟 子 比 丘 而 以 自 己 的 通 智 知 此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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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达 甚 深 微 妙 的 空 与 缘。 

异 熟 之 中 无 有 业， 业 中 亦 不 存 异 熟， 

两 者 互 相 都 是 空， 可 是 离 了 业 无 果。 

譬 如 太 阳、 宝 珠、 牛 粪 之 中 无 有 火， 

亦 非 从 彼 等 之 外 而 有， 但 以 此 等 资 料 而 生 火。 

如 是 异 熟 不 在 于 业 中， 亦 非 在 于 业 之 外， 

业 亦 不 是 存 于 异 熟 中， 

果 中 无 有 业， 业 中 亦 无 果。 

但 因 由 于 取 业 而 生 果。 

没 有 天 与 梵 天 为 轮 回 的 作 者， 

但 由 因、 缘 而 诸 法 的 转 起。 

如 是 以 业 轮 转 及 异 熟 轮 转 而 把 握 名 色 之 缘； 及 断 除 对 于 三 世 的 疑 惑 
者， 以 死 与 结 生 而 知 一 切 过 去 未 来 及 现 在 的 诸 法。 这 是 他 的 遍 知 之 智。 

        

他 这 样 的 了 解： 于 过 去 由 业 缘 而 生 的 诸 蕴， 已 在 彼 处 而 灭； 由 于 过 去 
的 业 缘 而 于 此 有 生 起 别 的 诸 蕴； 但 没 有 一 法 是 从 过 去 有 而 来 于 此 有 的。 于 
此 有 由 于 业 缘 而 生 的 诸 蕴 将 灭， 于 再 有 （来 世） 别 的 （诸 蕴） 将 生； 自 此 有 
亦 无 一 法 将 去 于 再 有。 

譬 如 讽 诵， 不 是 从 阿 　 梨 之 口 而 入 于 弟 子 之 口， 但 不 能 说 不 是 由 于 他 
的 讽 诵 之 缘， 而 于 弟 子 之 口 起 了 讽 诵。 又 加 （病 者 的） 使 者 所 饮 的 咒 水 并 未 
入 于 病 者 的 腹 中， 但 不 能 说 不 是 由 于 此 缘 而 得 治 病。 亦 如 对 镜 化 妆 他 的 
面， 并 未 施 丁 镜 中 的 面 像， 但 不 能 说 不 是 由 于 此 缘 而 得 知 其 化 妆。 （譬 如 从 
灯 点 灯） 并 非 从 这 一 盏 灯 芯 上 的 灯 焰 跑 走 另 一 盏 的 灯 芯 上 面 去， 但 不 能 说 
不 是 由 于 此 缘 而 生 那 一 灯 芯 的 灯 焰。 如 是 没 有 任 何 一 法 是 从 过 去 有 而 转 移 
至 此 有， 亦 不 从 此 有 而 转 移 至 再 有 的，[604] 但 不 能 说 不 是 由 于 过 去 有 的 蕴、 
处、 界 之 缘 而 生 此 世 （的 蕴 处 界）， 或 由 此 世 的 蕴、 处、 界 之 缘 而 生 再 有 的 
蕴、 处、 界 的。 

譬 如 意 界 之 后 的 眼 识， 

不 自 彼 处 来， 但 在 彼 后 生， 

同 样 的， 结 生 之 时 是 由 心 相 续 而 起。 

前 心 破 坏 了， 后 心 继 之 生。 

他 们 没 有 中 间 者， 也 无 有 间 断， 

没 有 一 物 是 从 死 心 来， 但 生 于 结 生。 

如 是 以 死 及 结 生 而 知 一 切 法 者， 曾 经 增 加 了 以 一 切 行 相 而 把 握 名 色 之 
缘 的 智， 善 断 十 六 种 的 疑 惑。 不 但 如 此， 并 且 断 了 “关 于 疑 师” 等 的 八 种 疑 
惑

【6】 及 镇 伏 了 六 十 二 种 恶 见【7】
。 如 是 应 知 以 种 种 的 方 法 而 把 握 名 色 之 缘 及 

越 度 了 关 于 三 世 的 疑 惑 所 建 立 的 智 为 度 疑 清 净”， 同 时 “法 住 智”、 “如 实 
智”、 “正 见” 也 是 这 度 疑 清 净 的 同 义 语。 即 所 谓【8】

： “由 无 明 之 缘 而 有 行 

                                                 
【6】八 种 疑 惑， 即 对 ㈠ 佛、 ㈡ 法、 ㈢ 僧、 （四） 学、 （五） 前 际、 （六） 后 际、 （七） 前 

后 际、（八） 此 缘 性 缘 生 法 的 八 种 而 疑 惑， 可 参 考 Dhs. p.183。 
【7】六 十 二 恶 见， 可 参 考 D. I, p.36ff. 
【8】Pṭs. I, p.5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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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缘 生。 这 两 者 都 是 缘 生， 把 握 此 缘 的 智 为 法 住 智”。 
【9】

“忆 念 无 常 者， 于 何 等 法 如 实 知 见？ 如 何 成 为 正 见？ 从 何 而 善 见 一 切 
诸 行 为 无 常？ 断 何 等 的 疑 惑， 忆 念 苦 及 无 我 者， 于 何 等 法 如 实 知 见？ …… 乃 
至 断 何 等 的 疑 惑？ 忆 念 无 常 者， 于 相 如 实 知 见， 因 此 而 言 正 见。 如 是 由 彼 而 
善 见 一 切 诸 行 为 无 常， 断 除 对 于 彼 等 的 疑 惑。 忆 念 苦 者， 于 转 起 如 实 知 见。 
忆 念 无 我 者， 于 相 及 转 起 如 实 知 见， 因 此 名 为 正 见。 如 是 由 彼 而 善 见 一 切 
诸 法 为 无 我， 断 除 对 于 彼 等 的 疑 惑。[605] 而 如 实 智， 正 见， 度 疑 的 此 等 三 法 
是 异 义 异 义， 或 为 一 义 而 异 文？ 而 如 实 智、 正 见、 段 疑 的 此 等 三 法 是 一 义 而 
异 文”。 

由 此 （如 实 之） 智 而 具 观 者， 于 佛 教 中 名 为 得 入 息 者 （圣 果）、 得 建 立 
者 （圣 道）、 决 定 至 者 及 小 须 陀 洹。 

是 故 为 欲 越 度 疑 惑 比 丘。 

应 该 常 念 与 把 握 一 切 名 色 之 缘。 

为 善 人 所 喜 悦 而 造 的 清 净 道 论， 在 论 慧 的 修 习 中， 完 成 了 第 十 九 
品， 定 名 为 度 疑 清 净 的 解 释。 

                                                 
【9】Pṭs. II, p.6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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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06] “这 是 道， 这 是 非 道”， 象 这 样 知 道 了 道 与 非 道 所 建 立 的 智 为 “道 
非 道 智 见 清 净”。 

欲 求 完 成 那 （道 非 道 智 见 清 净） 的 人， 先 应 以 称 为 聚 的 思 惟【1】 的 方 法 
观 而 行 瑜 伽。 何 以 故？ 因 为 初 观 者 于 光 明 等【2】 的 发 生 之 时 而 发 生 道 非 道 智 
之 故。 因 为 于 光 明 等 发 生 之 时 而 有 道 非 道 智， 而 聚 的 思 惟 是 初 步 的 观， 所 
以 这 （道 非 道 智） 在 度 疑 （清 净） 之 后 来 显 示。 更 因 于 审 察 遍 知 进 行 之 时 而 
生 起 道 非 道 智， 及 审 察 遍 知 是 在 知 遍 知 之 后。 是 故 欲 求 完 成 这 道 非 道 智 见 
清 净 的 人， 先 应 以 聚 的 思 惟 而 行 瑜 伽。 

  

这 是 关 于 它 们 的 决 定 之 说： 世 间 的 遍 知 有 三 种： 即 知 遍 知、 审 察 遍 知、 
断 遍 知。 关 于 它 们 的 曾 有 这 样 的 说 法：

【3】 “知 通 之 慧 以 已 知 之 义 为 智， 遍 知 
之 慧 以 审 察 之 义 为 智， 断 的 慧 以 遍 舍 之 义 为 智”。 此 中： “色 以 恼 坏 为 相， 
受 以 所 受 为 相”， 以 这 样 的 观 察 彼 等 诸 法 的 各 别 自 相 而 起 的 慧， 名 为 “知 遍 
知”。 “色 是 无 常， [607] 受 是 无 常”， 以 此 等 方 法 来 处 置 彼 等 诸 法 的 共 相 而 
转 起 以 相 为 所 缘 的 观 慧， 名 为 “审 察 遍 知”。 其 次 对 于 彼 等 （色 受 等） 的 诸 
法， 以 舍 断 常 想 等 而 转 起 以 相 为 所 缘 的 观 慧， 名 为 “断 遍 知”。 

此 中： 自 诸 行 （名 色） 的 辨 别 而 至 于 缘 的 把 握 为 知 遍 知 的 范 围， 因 为 此 
间 是 以 通 达 诸 法 的 各 别 自 相 为 主。 其 次 从 聚 的 思 惟 而 至 于 生 灭 随 观【4】 为 审 
查 遍 知 的 范 围； 因 为 此 间 是 以 通 达 诸 法 的 共 相 为 主。 从 坏 随 观【5】 开 始， 此 
后 为 断 遍 知 的 范 围； 因 为 自 此 以 后， 于 无 常 随 观 者 则 断 常 想， 于 苦 随 观 者 
则 断 乐 想 …… 乃 至 于 无 我 随 观 者 则 断 我 想， 厌 离 者 断 喜， 离 贪 者 断 贪， 灭 者 
断 集， 舍 遣 者 断 取。 这 是 以 能 令 舍 断 常 等 的 七 随 观 为 主。 如 是 于 此 等 三 遍 
知 之 中， 由 于 成 就 诸 行 的 辨 别 及 对 于 缘 的 把 握， 故 此 瑜 伽 者 得 证 于 知 遍 
知， 及 当 证 于 其 他 的 （二 遍 知）。 所 以 说：

【6】 “于 审 察 遍 知 进 行 之 时 而 生 起 
道 非 道 智、 及 审 察 遍 知 是 在 知 遍 知 之 后。 是 故 欲 求 完 成 这 道 非 道 智 见 清 净 
的 人， 先 应 以 聚 的 思 惟 而 行 瑜 伽”。 

         

这 是 圣 典 中 有 关 的 文 句：
【7】 “如 何 节 略 过 去 未 来 及 现 在 的 诸 法 而 确 定 

的 慧 为 思 惟 之 智？ 即 无 论 什 么 色， 于 过 去 未 来 现 在， 或 内 …… 乃 至 或 远 或 近 
的， 确 定 一 切 色 无 常， 为 一 思 惟。 确 定 是 苦， 为 一 思 惟。 确 定 是 无 我 为 一 思 
惟。 无 论 什 么 受 …… 乃 至 无 论 什 么 识 …… 乃 至 确 定 无 我， 为 一 思 惟。 眼 …… 
                                                 
【1】 聚 思 惟， 在 底 本 六 ○ 七 页 以 下 说 明。 
【2】 关 于 光 明 等， 见 底 本 六 三 三 页 以 下。 
【3】 Pṭs.I, p.87. 
【4】 关 于 生 灭 随 观， 见 底 本 六 二 九 页 以 下 及 六 三 九 页 以 下。 
【5】 关 于 坏 随 观， 见 底 本 六 四 ○ 页 以 下。 
【6】 此 文 见 前 底 本 六 ○ 六 页。 
【7】 Pṭs.I, p.5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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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 至 过 去 未 来 现 在 的 老 死， 确 定 无 常， 为 一 思 惟。 确 定 苦、 无 我， 为 一 思 
惟。 过 去 未 来 现 在 的 色， 依 灭 尽 之 义 为 无 常， 依 怖 畏 之 义 为 苦， 依 不 实 之 义 
为 无 我， 这 样 节 略 而 确 定 的 慧 为 思 惟 智。 受 … [608] 识 … 眼 …… 乃 至 老 死 …… 
为 思 惟 智。 过 去 未 来 现 在 的 色， 是 无 常、 有 为、 缘 生、 灭 尽 法、 衰 灭 法、 离 
贪 法、 灭 法， 这 样 节 略 而 确 定 的 慧 为 思 惟 智。 受 … 识 … 眼 … 过 去 未 来 现 在 
的 老 死 是 无 常、 有 为 …… 乃 至 灭 法， 这 样 节 略 而 确 定 的 慧 为 思 惟 智。 生 缘 老 
死， 无 生 则 无 老 死， 这 样 节 略 而 确 定 的 慧 为 思 惟 智。 于 过 去 世， 未 来 世， 亦 
是 生 缘 老 死， 无 生 则 无 老 死， 这 样 节 略 而 确 定 的 慧 为 思 惟 智。 有 缘 生 …… 乃 
至 无 明 缘 行， 无 无 明 则 无 行， 这 样 节 略 而 确 定 的 慧 为 思 惟 智。 于 过 去 世， 未 
来 世， 亦 是 无 明 缘 行、 无 无 明 则 无 行， 这 样 节 略 而 确 定 的 慧 为 思 惟 智。 以 知 
之 义 为 智， 以 知 解 之 义 为 慧， 故 说 以 节 略 过 去 未 来 现 在 的 诸 法 而 确 定 的 慧 
为 思 惟 智”。 

在 此 圣 典 的 文 中， 以 “眼 …… 乃 至 老 死” 的 省 略 之 文， 当 知 包 括 此 等 法 
聚： 即 与 （认 识 之） 门 及 所 缘 共 同 于 门 转 起 的 诸 法、 五 蕴、 六 门、 六 所 缘、 
六 识、 六 触、 六 受、 六 想、 六 思、 六 爱、 六 寻， 六 伺， 六 界， 十 遍、 三 十 二 分 
（身）、 十 二 处、 十 八 界、 二 十 二 根、 三 界、 九 有、 四 禅、 四 无 量、 四 无 色 
定、 十 二 缘 起 支。 

这 曾 于 知 通 的 解 释【8】 中 说： “诸 比 丘， 一 切 应 知 通。 诸 比 丘， 什 么 是 一 
切 应 知 通？ [609] 诸 比 丘， 眼 应 知 通。 色 … 眼 识 … 眼 触， 由 眼 触 之 缘 所 生 起 的 
受， 或 苦 或 乐 或 不 苦 不 乐 应 知 通。 耳 … 乃 至 由 意 触 之 缘 所 生 起 的 受， 或 苦 
或 乐 或 不 苦 不 乐 应 知 通。 色 … 识 … 眼 … 意 …… 色 … 法 … 眼 识 … 意 识 … 眼 
触 … 意 触， 由 眼 触 之 缘 所 生 的 受， 由 意 所 生 的 受， 色 想 … 法 想， 色 思 … 法 
思， 色 爱 … 法 爱， 色 寻 … 法 寻， 色 伺 … 法 伺， 地 界 … 识 界， 地 遍 … 识 遍， 
发 …… 乃 至 脑， 眼 处 … 法 处， 眼 界 … 意 识 界， 眼 根 … 具 知 根， 欲 界， 色 界， 
无 色 界， 欲 有， 色 有， 无 色 有， 想 有， 无 想 有， 非 想 非 非 想 有， 一 蕴 有， 四 
蕴 有， 五 蕴 有， 初 禅 … 第 四 禅， 慈 心 解 脱 … 舍 心 解 脱， 空 无 边 处 定 …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定， 无 明 应 知 通 …… 乃 至 老 死 应 知 通”。 这 在 彼 （知 通 的 解 释） 都 是 
详 说 的， 但 在 这 里 一 切 都 是 用 省 略 之 文 略 说 的。 

因 为 于 省 略 的 文 中 所 含 的 出 世 间 法， 不 能 拿 来 于 此 处 思 惟 之 故， 所 以 
不 摄 取 于 此 章 之 中。 即 于 拿 来 思 惟 的 法， 对 他 是 明 了 的， 容 易 把 握 的， 他 应 
于 此 等 法 开 始 思 惟。 

         

⑴ （各 各 思 惟 的 十 一 种） 此 中， 这 是 以 蕴 开 始 修 行 的 规 定：
【9】 “任 何 

色 …… 乃 至 确 定 一 切 色 是 无 常， 为 一 思 惟， 确 定 是 苦 是 无 我， 为 一 思 惟”。 
于 此 文 中， [610] 这 比 丘 先 把 这 不 确 定 而 说 的 “任 何 色”， 分 别 为 十 一 部 分： 
即 过 去 的 三 法 及 四 内 等 二 法【10】

而 “确 定 一 切 色 无 常”， 这 即 是 思 惟 无 常。 怎 

                                                 
【8】 Pṭs.I, p.5f. 
【9】 Pṭs.I, p.53. 
【10】 四 内 等 二 法， 即 内 外、 粗 细、 劣 胜、 远 近 的 四 种 二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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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的 呢？ 当 如 下 面 所 说 的。 即 所 谓：
【11】 “过 去、 未 来、 现 在 的 色， 以 灭 尽 之 

义 为 无 常”。 是 故 他 这 样 思 惟， 这 里 所 说 的 “过 去 的 色”， 是 因 为 必 在 过 去 
灭 尽， 而 非 来 到 此 有 的， 故 以 灭 尽 之 义 为 无 常。 那 “未 来 的 色” 则 于 后 有 
（来 世） 将 生， 亦 必 将 于 彼 处 （来 世） 灭 尽， 不 从 彼 而 去 至 他 有， 故 以 灭 尽 
之 义 为 无 常。 那 “现 在 的 色”， 亦 必 于 此 处 灭 尽， 不 从 此 而 去 至 来 世， 故 以 
灭 尽 之 义 为 无 常。 那 “内 色”， 亦 必 于 内 灭 尽， 不 至 于 外 的 状 态， 故 以 灭 尽 
之 义 为 无 常。 那 “外 色” …… 乃 至 “粗”、 “细”、 “劣”、 “胜”、 “远”、 
“近 色”， 亦 必 于 彼 处 灭 尽， 不 至 于 远 的 状 态， 故 以 灭 尽 之 义 为 无 常。 象 这 
样 的 思 惟 一 切 “以 灭 尽 之 义 为 无 常” 是 一 思 惟， 而 区 别 有 十 一 种。 

一 切 “以 怖 畏 之 义 为 苦”， 以 怖 畏 之 义 即 有 怖 畏 的 人， 因 为 无 常 令 生 怖 
畏， 如 于《 师 子 喻 经》

【12】
所 说 使 诸 天 怖 畏 相 似。 如 是 思 惟 这 一 切 “以 怖 畏 之 

义 为 苦” 为 一 思 惟， 而 区 别 亦 有 十 一 种。 于 苦 亦 然， 一 切 “以 不 实 之 义 为 无 
我”。 以 不 实 之 义 —— 是 说 没 有 象 “我”、 “住 者”、 “作 者”、 “受 者”、 
“自 在 者” 的 此 等 偏 计 的 实 在 之 我。 因 为 无 常 的 便 是 苦， 及 不 能 避 免 自 己 的 
无 常 性 或 生 灭 的 逼 恼， 那 里 还 有 他 的 作 者 等 之 性 呢？ 所 以 说：

【13】 “诸 比 丘， 
若 此 色 是 我， 则 此 色 不 至 于 有 病” 等。 如 是 思 惟 “这 一 切 以 不 实 之 义 为 无 
我” 为 一 思 惟， 其 区 别 有 十 一 种。 [611] 

受 等 也 是 同 样 的。 

其 次 无 常 则 决 定 是 有 为 等 类。 所 以 为 示 无 常 的 同 义 之 意 或 为 示 以 各 种 
行 相 进 行 忆 念， 而 圣 典 中 又 说：

【14】 “过 去、 未 来、 现 在 的 色， 是 无 常， 是 有 
为， 是 缘 生， 是 灭 尽 法， 是 衰 灭 法， 是 离 贪 法， 是 灭 法”。 于 受 等 亦 然。 

⑵ （以 四 十 行 相 思 惟 五 蕴） 为 了 巩 固 彼 （瑜 伽 者） 于 五 蕴 的 无 常、 苦 及 
无 我 的 思 惟， 而 世 尊 说：

【15】 “以 怎 样 的 四 十 行 相 而 获 得 随 顺 忍？ 以 怎 样 的 
四 十 行 相 入 于 正 决 定？” 其 分 别 的 方 法 是 这 样 的：

【16】 “他 观 五 蕴 是 无 常、 
苦、 病、 痈、 箭、 恶、 疾、 敌、 毁、 难、 祸、 怖 畏、 灾 患、 动、 坏、 不 恒、 非 保 
护 所、 非 避 难 所、 非 归 依 处、 无、 虚、 空、 无 我、 患、 变 易 法、 不 实、 恶 之 
根、 杀 戮 者、 不 利、 有 漏、 有 为、 魔 食、 生 法、 老 法、 病 法、 死 法、 愁 法、 悲 
法、 恼 法、 杂 染 法”， 以 此 等 四 十 行 相 而 观 五 蕴 无 常 者， “获 得 随 顺 忍”； 
而 观 五 蕴 之 灭 是 涅 槃 者， “入 于 正 决 定”， 世 尊 以 此 等 分 别 随 顺 智 的 方 法， 
以 （四 十 行 相 的） 区 别 而 说 无 常 等 的 思 惟， 亦 即 以 此 而 思 惟 此 等 五 蕴。 怎 样 
思 惟 呢？ 

即 彼 （瑜 伽 者） 思 惟 一 一 蕴：  ⑴ “是 无 常” —— 因 为 其 结 果 不 是 常 的， 
而 是 初 后 （生 灭） 之 故。⑵ “是 苦” —— 因 为 给 生 灭 所 逼 恼， 是 苦 的 基 地。⑶ 
“是 病” —— 因 为 由 于 缘 而 得 维 持， 是 病 的 根 本。⑷ “是 痈” —— 因 为 与 苦 痛 
相 应， 常 流 烦 恼 之 不 净， 由 生 老 死 的 膨 胀， 成 熟， 及 破 坏 之 故。⑸ “是 箭” 

                                                 
【11】 Pṭs.I, p.54.  
【12】 《师 子 喻 经》(Sīhopamasutta) S.III, p.84f. 
【13】 V.I, p.13; S.III, p.66. 
【14】 Pṭs.I, p.53. 
【15】 Pṭs.II, p.238. 
【16】 同 上。 

 



    377              

—— 因 生 逼 恼， 刺 击 于 内， 甚 难 取 出 之 故。⑹ “是 恶” —— 因 为 是 可 呵 责， 使 
无 增 益， [612] 为 恶 的 基 地 之 故。⑺ “是 疾” —— 因 为 不 生 独 立 性， 是 疾 病 的 
直 接 之 因。⑻ “是 敌” —— 因 为 无 自 由， 受 支 配 之 故。⑼ “是 毁” —— 因 为 被 
病 老 死 所 毁 坏 之 故。⑽ “是 难” —— 因 为 招 来 种 种 的 不 幸 之 故。⑾ “是 祸” —
— 因 为 招 来 意 外 的 广 大 的 不 利， 是 一 切 灾 祸 的 基 础。⑿ “是 怖 畏” —— 因 为 
是 一 切 怖 畏 的 矿 藏， 是 称 为 苦 之 寂 灭 的 最 上 入 息 （圣 果） 的 对 抗 之 故。⒀ 
“是 灾 患” —— 因 为 给 种 种 的 不 利 所 追 随， 为 过 恶 所 牵 制， 如 不 值 得 忍 受 的 
危 险 之 故。⒁ “是 动” —— 因 为 被 病 老 死 及 利 等 的 世 间 法 所 动 摇 之 故。⒂ 
“是 坏” —— 因 为 被 手 段 及 自 然 的 破 坏 所 迫 近 之 故。⒃ “是 不 恒” —— 因 为 
这 是 可 能 落 于 一 切 地 位 的， 没 有 坚 定 性 之 故。⒄ “是 非 保 护 所” —— 因 无 救 
护， 不 得 安 隐 之 故。⒅ “是 非 避 难 所， —— 因 为 不 值 得 去 隐 藏， 不 能 对 避 难 
者 尽 避 难 的 工 作 之 故。⒆ “是 非 归 依 处” —— 因 为 不 能 对 依 止 者 遣 去 怖 畏 之 
故。⒇ “是 无” —— 因 为 无 有 如 遍 计 的 常 净、 乐、 我 的 状 态 之 故。(21) “是 虚” 
—— 亦 如 无， 或 者 少 故 为 虚， 如 于 世 间 说 少 为 空 虚。(22) “是 空” —— 因 无 有 
主、 住 者、 作 者、 受 者、 决 意 者 之 故。(23) “是 无 我” —— 因 为 非 自 非 主 等 之 
故。(24) “是 患” —— 因 起 （轮 回 之） 苦， 是 苦 的 灾 患 之 故； 或 者 因 为 进 行 至 
于 悲 惨 故 为 灾 患 —— 与 悲 惨 之 人 是 一 同 义 语， 诸 蕴 亦 如 悲 惨 者， 因 为 象 悲 
惨 者 的 悲 惨， 故 为 灾 患。(25) “是 变 易 法” —— 因 为 由 于 老 死 二 种 的 自 然 的 变 
易 之 故。(26) “是 不 实” —— 因 为 力 弱， 如 树 壳 的 易 于 破 坏 之 故。(27) “是 恶 之 
根” 一 因 为 是 恶 的 原 因 之 故。(28) “是 杀 戮 者” —— 因 为 如 朋 友 之 面 的 敌 人， 
破 坏 友 谊 之 故。(29) “是 不 利” —— 因 无 吉 利， 从 非 吉 利 （爱 见） 而 生 之 故。

(30) “是 有 漏” —— 因 为 是 漏 的 直 接 之 因。(31) “是 有 为” —— 因 为 是 因 缘 所 
作。(32) “是 魔 食” —— 因 为 是 死 魔 及 烦 恼 魔 的 食 物。(33) ～ (36) “是 生、 老、 
病、 死 法” —— 因 为 有 自 然 的 生 老 病 死 之 故，(37) ～ (39) “是 愁、 悲、 恼 法” —
— 因 为 是 愁 悲 恼 之 因。(40) “是 杂 染 法” —— 因 为 是 爱、 见、 恶、 行、 杂 染 的 
境 法 之 故。 如 是 以 这 样 所 说 的 （四 十 行 相 的） 区 别 及 以 无 常 等 的 思 惟 而 思 
惟。 

此 （四 十 行 相 之） 中， [613] 是 无 常、 毁、 动、 坏、 不 恒、 变 易 法、 不 实、 
不 利、 有 为、 死 法， 于 一 一 蕴， 各 有 这 十 种 思 惟， 成 为 五 十 “无 常 随 观”。 
是 敌、 无、 虚、 空、 无 我、 于 一 一 蕴， 各 有 这 五 种 思 惟， 成 为 二 十 五 “无 我 
随 观”。 其 余 的 苦、 病 等， 于 一 一 蕴， 各 有 这 二 十 五 思 惟， 成 为 一 百 二 十 五 
“苦 随 观”。 以 此 无 常 等 的 二 百 种 思 惟 而 思 惟 于 五 蕴 者， 则 他 强 化 了 称 为 方 
法 观 的 无 常、 苦、 无 我 的 思 惟。 先 于 此 （道 非 道 智 见 清 净 之） 中 随 于 圣 典 所 
说 的 方 法 之 后 而 作 开 始 思 惟 的 规 定。 

        

⑴ （以 九 行 相 而 使 诸 根 锐 利） 如 果 他 虽 以 这 样 的 方 法 观 而 行 瑜 伽， 但 
依 然 不 能 成 就 方 法 观 者， 则 应 以 九 行 相 而 使 诸 根 锐 利， 以 观 次 第 生 起 的 诸 
行 的 灭 尽。 于 此 （灭 尽 观） 中： ㈠ 以 恭 专 的 （修 习） 工 作 而 成 就 之， ㈡ 以 时 
常 的 工 作 而 成 就 之， ㈢ 以 适 当 的 工 作 而 成 就 之， ㈣ 以 取 定 之 相 而 成 就 之， 
㈤ 以 顺 适 的 觉 支 而 成 就 之， ㈥ 不 偏 于 身， ㈦ 不 偏 于 命， ㈧ 于 此 中 以 出 离 （精 
进） 克 服 （苦 痛）， ㈨ 以 不 于 中 途 而 中 止， 既 以 所 说 的 九 行 相 而 使 诸 根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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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当 依 地 遍 的 解 释【17】
中 所 说 的 方 法， 避 去 七 种 不 适 当 的， 习 行 七 种 适 当 

的， 有 时 思 惟 于 色， 有 时 思 惟 于 非 色。 

⑵ （色 的 思 惟 法） 思 惟 于 色， 当 观 色 的 生 起； 即 此 色 是 由 业 等 的 四 行 相 
而 生 起。 此 中： 

(Ⅰ) （业 等 起 色） 一 切 有 情 的 色 的 生 起 之 时， 最 初 是 从 业 生 起 的。 先 说 
胎 生 的 有 情 于 结 生 的 刹 那， 那 称 为 所 依、 身、 性 十 法 的 三 十 色， 是 由 三 相 续 
生 起 的； 而 彼 等 （三 十 色） 是 在 结 生 心 的 生 的 刹 那； 如 在 生 的 刹 那， 亦 在 住 
的 刹 那 及 灭 的 刹 那。 此 （名 色） 中， 而 色 则 迟 钝 的 灭 及 沉 重 的 转 起； 而 心 则 
迅 速 的 灭 及 轻 快 的 转 起。 所 以 说：

【18】 “诸 比 丘， 我 不 见 有 其 他 的 一 法 象 这 
样 轻 快 的 转 起 的， [614] 诸 比 丘， 此 即 是 心”。 因 为 色 的 （一 回） 存 续 之 间， 
是 有 分 心 的 十 六 回 生 灭。 而 心 的 生 的 刹 那 和 住 的 刹 那 及 灭 的 刹 那 是 一 样 
（长） 的。 然 而 色 的 生 与 灭 的 刹 那 是 轻 快 的， 和 彼 等 （心 的 生 灭 的 刹 那） 一 
样， 可 是 住 的 刹 那 则 较 大， 要 存 续 到 十 六 心 的 生 灭。 第 二 有 分 的 生 起， 是 依 
止 于 结 生 心 的 生 的 刹 那 所 生 而 到 达 住 位 及 成 为 前 生 （缘） 的 （心） 所 依， 而 
第 三 有 分 的 生 起， 是 依 止 于 和 （第 二 有 分） 共 生 而 到 达 住 位 及 成 为 前 生 
（缘） 的 （心） 所 依。 直 至 在 生 活 的 期 间， 当 知 是 以 这 样 的 方 法 而 转 起。 

其 次 于 临 终 的 人， 则 只 依 于 到 达 住 位 及 成 为 前 生 （缘） 的 一 （心） 所 依 
而 生 起 十 六 心。 在 结 生 心 的 生 的 刹 那 所 生 的 色， 则 与 结 生 心 以 后 的 第 十 六 
心 共 同 而 灭。 在 （结 生 心 的） 住 的 刹 那 所 生 的 色， 则 与 第 十 七 心 的 生 的 刹 那 
共 同 而 灭。 在 （结 生 心 的） 灭 的 刹 那 所 生 的 色， 则 到 达 第 十 七 心 的 住 的 刹 那 
而 灭。 直 至 有 （轮 回 的） 转 起， 便 象 这 样 的 进 行 着。 

对 于 化 生 的 有 情， 也 是 同 样 的 依 七 相 续 而 转 起 七 十 色。 

于 此 （业 生 色 的 转 起 中）， 当 知 有 业、 业 等 起、 业 缘、 业 缘 心 等 起、 业 
缘 食 等 起、 业 缘 时 节 等 起 的 区 别。 此 中： ㈠ “业” —— 是 善、 不 善 的 思。 ㈡ 
“业 等 起” —— 是 异 熟 蕴 及 眼 十 法 等 的 正 七 十 色。 ㈢ “业 缘” —— 与 前 面 的 
（业 等 起） 相 同， 因 为 业 是 业 等 起 的 支 持 之 缘。 ㈣ “业 缘 心 等 起” —— 是 从 
异 熟 心 等 起 的 色。 ㈤ “业 缘 食 等 起” —— 是 于 业 等 起 中 到 达 了 住 位 的 食 素 而 
等 起 其 他 的 以 食 素 为 第 八 （的 色）。 而 此 （其 他） 的 食 素 到 达 了 住 位， 又 等 
起 其 他 （以 食 素 为 第 八 的 色）， 如 是 有 四 或 五 结 合 而 转 起。 ㈥ “业 缘 时 节 等 
起” —— 是 业 生 的 火 界 到 达 了 住 位 而 等 起 时 节 等 起 的 以 食 素 为 第 八 （的 
色）， 而 此 时 节 （火 界 到 达 了 住 位 又 等 起） 其 他 以 食 素 为 第 八 （的 色）， 如 
是 亦 有 四 或 五 结 合 而 转 起。 当 知 这 是 先 说 业 生 色 的 生 起。 [615] 

(Ⅱ) （心 等 起 色） 于 心 生 中， 当 知 亦 有 心、 心 等 起、 心 缘、 心 缘 食 等 起、 
心 缘 时 节 等 起 的 区 别。 此 中： 

㈠ “心” —— 是 八 十 九 心。 

三 十 二、 二 十 六、 十 九、 十 六 心， 

是 色、 威 仪 及 表 的 令 生 者 与 不 令 生 者。 

即 是 欲 界 的 八 善 ⑴ ～ ⑻， 十 二 不 善 (22) ～ (33)， 除 去 意 界 的 十 （欲 界 的） 
                                                 
【17】 参 考 底 本 一 二 七 页。 
【18】 A.I, p.10. cf.KV.p.205. 本 事 经 一 · 六 ○ （大 正 一 七 · 六 七 二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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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 作 (71) ～ (80)， 从 善 及 唯 作 的 二 神 通 心， 共 三 十 二 心， 是 生 起 色、 ㈣ 威 仪 及 
（身 语 二） 表 的。 除 去 异 熟 的 其 余 的 十 色 界 心 ⑼ ～ ⒀、(81) ～ (85)、 八 无 色 界 
心 ⒁ ～ ⒄、(86) ～ (39)、 八 出 世 间 心 ⒅ ～ (21)、(66) ～ (69)， 共 二 十 六 心， 是 生 起 色 
与 威 仪 的， 但 不 生 表。 于 欲 界 的 有 分 心 (41) ～ (49)， (56)、 色 界 的 五 有 分 心 
(57) ～ (61)、 三 意 界 (39)， (55)， (70)、 一 异 熟 无 因 喜 俱 意 识 界 (40)， 共 十 九 心， 是 
生 起 色 的， 但 不 生 起 威 仪 与 表。 二 种 （前） 五 识 (34) ～ (38)，(50) ～ (54)， 一 切 有 
情 的 结 生 心、 漏 尽 者 的 死 心、 四 无 色 界 的 异 熟 (62) ～ (65)， 共 十 六 心， 是 不 生 
起 色 与 威 仪 及 表 的。 此 （诸 心 之） 中， 其 生 色 是 不 在 住 的 刹 那 或 灭 的 刹 那 
的。 因 为 此 时 的 心 的 力 量 弱， 但 在 生 的 刹 那 的 心 的 力 量 强， 所 以 （此 心） 只 
在 那 （生 的 刹 那 之） 时 依 止 前 生 的 （心） 所 依 而 等 起 色。 

㈡ “心 等 起” —— 是 三 种 （受 想 行） 非 色 蕴 及 声 九 法、 身 表、 语 表、 虚 
空 界、 （色） 轻 快 性、 柔 软 性、 适 业 性、 积 集、 相 续 等 的 十 六 种 色。 

㈢ “心 缘” —— 是 由 （业、 心、 食、 时 节 的） 四 等 起 色， 如 说：
【19】 “后 生 

的 心、 心 所 法 是 前 生 的 此 身 的 缘”。 

㈣ “心 缘 食 等 起” —— 是 干 心 等 起 的 色 中 而 到 达 了 住 位 的 食 素 等 起 其 
他 以 食 素 为 第 八 的 （色）， 如 是 有 二 或 三 结 合 而 转 起。 

㈤ “心 缘 时 节 等 起” —— 是 心 等 起 的 时 节 （火 界） [616] 到 达 了 住 位 而 等 
起 其 他 以 食 素 为 第 八 的 （色）， 如 是 有 二 或 三 结 合 而 转 起。 当 知 这 是 心 生 色 
的 生 起。 

(Ⅲ) （食 等 起 色） 于 食 生 中： 当 知 亦 有 食、 食 等 起、 食 缘、 食 缘 食 等 起、 
食 缘 时 节 等 起 的 区 别。 此 中： ㈠ “食” —— 即 段 食。 ㈡ “食 等 起” —— 是 由 于 
获 得 了 有 执 受 的 业 生 色 的 缘 及 曾 建 立 而 到 达 了 住 位 的 食 素 所 等 起 以 食 素 为 
第 八 的 （色）、 虚 空 界、 （色） 轻 快 性、 柔 软 性、 适 业 性、 积 集、 相 续 等 的 十 
四 种 色。 ㈢ “食 缘” —— 是 从 四 等 起 的 色， 如 说：

【20】 “段 食 对 于 此 身， 由 食 
缘 为 缘”。 ㈣ “食 缘 食 等 起” —— 是 于 食 等 起 的 色 中 而 到 达 了 住 位 的 食 素 等 
起 其 他 以 食 素 为 第 八 的 （色）。 而 此 食 素 又 等 起 其 他 的， 如 是 有 十 或 十 二 回 
结 合 而 转 起。 在 一 日 所 食 的 食 物， 得 能 支 持 （身 体 七 天）。 而 诸 天 的 食 素 则 
能 支 持 一 月 二 月。 母 亲 所 食 的 食 物 亦 得 周 遍 胎 儿 的 身 体 而 等 起 于 色。 即 涂 
于 身 上 的 食 物 亦 得 等 起 于 色。 业 生 食 是 说 有 执 受 （属 于 身 体） 之 食， 而 它 到 
达 了 往 位 而 等 起 于 色。 而 此 食 素 亦 复 等 起 其 他 的 （色）， 如 是 有 四 或 五 结 合 
而 转 起。 ㈤ “食 缘 时 节 等 起” —— 是 食 等 起 的 火 界 到 达 了 住 位 而 等 起 时 节 等 
起 以 食 素 为 第 八 的 （色）。 这 里 此 食 之 对 于 食 等 起 的 色 是 依 令 生 者 为 缘。 对 
于 其 他 的 （业、 心、 时 节 等 起 色）， 则 由 依 止、 食、 有、 不 离 去 缘 为 缘。 当 知 
这 是 食 生 色 的 生 起。 

(Ⅳ) （时 节 等 起 色） 于 时 节 生， 亦 有 时 节、 时 节 等 起、 时 节 缘、 时 节 缘 
时 节 等 起、 时 节 缘 食 等 起 的 区 别。 此 中： ㈠ “时 节” —— 即 由 （业、 心、 食、 
时 节） 四 种 等 起 的 火 界， 有 暑 与 寒 的 两 种 时 节。 ㈡ “时 节 等 起” —— 是 由 四 
种 的 时 节 获 得 了 有 执 受 （身 体 之 中） 的 缘 而 到 达 了 住 位 所 等 起 于 身 内 的 

                                                 
【19】 Tika.I, p.5. 
【20】 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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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617] 这 （由 时 节 等 起 的 色） 有 声 九 法、 虚 空 界、 （色） 轻 快 性、 柔 软 性、 
适 业 性、 积 集、 相 续 等 的 十 五 种。 ㈢ “时 节 缘” —— 即 时 节 对 于 由 四 种 等 起 
的 色 是 转 起 及 灭 亡 的 缘。 ㈣ “时 节 缘 时 节 等 起” —— 是 时 节 等 起 的 火 界 到 达 
了 住 位 而 等 起 其 他 以 食 素 为 第 八 的 （色）。 而 此 （食 素 第 八 之） 中 的 时 节 又 
等 起 其 他 的， 如 是 这 时 节 等 起 （色） 长 时 在 无 执 受 的 部 分 （非 情 物） 中 转 
起。 ㈤ “时 节 缘 食 等 起” —— 即 时 节 等 起 的 食 素 到 达 了 住 位 而 等 起 其 他 的 以 
食 素 为 第 八 的 （色）， 此 中 的 食 素 又 生 起 其 他 的， 如 是 有 十 或 十 二 回 结 合 而 
转 起。 这 里， 时 节 对 于 时 节 等 起 （色） 是 依 令 生 者 为 缘， 对 于 其 他 的 （业、 
心、 食 等 起 色） 则 由 依 止、 有、 不 离 去 缘 为 缘。 如 是 当 知 对 节 生 色 的 生 起。 

这 样 观 色 的 生 起 之 人， 为 “于 时 而 思 惟 于 色”。 

⑶ （非 色 的 思 惟 法） 正 如 思 惟 于 色 （而 观） 色 的 （生 起）， 同 样 的， 思 
惟 非 色 亦 应 观 非 色 的 生 起。 而 此 （非 色） 只 依 八 十 一 世 间 心 的 生 起 说。 即： 

（于 结 生） 此 非 色 的 生 起， 由 于 过 去 生 的 行 业 而 于 （此 生 的） 结 生 有 十 
九 种 不 同 的 心 生 起。 其 生 起 之 相， 当 知 如 “缘 起 的 解 释”

【21】 中 所 说。 这 （非 
色） 自 结 生 心 之 后 则 以 有 分 （而 转 起）， 于 临 终 之 时 则 以 死 心 （而 转 起）。 
此 （十 九 心） 中 的 欲 界 心， 若 于 六 门 中 的 强 力 的 所 缘 时， 则 以 彼 所 缘 心 （而 
转 起）。 

（于 转 起） 其 次 于 转 起 （进 行）， 因 为 眼 不 损 坏， 诸 色 来 现 于 视 线 之 
前， 故 眼 识 依 止 于 光 明 及 因 作 意 与 诸 相 应 的 法 共 同 生 起， 即 于 净 眼 的 住 的 
刹 那， 到 达 了 住 位 的 色 而 冲 击 于 眼。 于 此 （色 的） 冲 击 之 时， 有 二 回 有 分 生 
起 而 灭。 自 此 即 于 彼 同 样 的 （色） 所 缘 生 起 唯 作 意 界 而 完 成 转 向 的 作 用。 此 
后 便 生 起 见 彼 同 样 的 色 的 善 异 熟 或 不 善 异 熟 的 眼 识。 [618] 此 后 生 起 异 熟 意 
界 而 领 受 彼 同 样 的 色， 此 后 生 起 异 熟 无 因 意 识 界 而 推 度 彼 同 样 的 色。 此 后 
生 起 唯 作 无 因 舍 俱 意 识 界 而 确 定 彼 同 样 的 色。 此 后 便 于 欲 界 的 善、 不 善、 
唯 作 诸 心 中 之 一 或 舍 俱 无 因 心， 生 起 五 或 七 （刹 那） 的 速 行。 此 后 于 欲 界 的 
有 情， 则 于 十 一 彼 所 缘 心 中， 生 起 适 应 于 速 行 的 任 何 的 彼 所 缘。 于 其 他 的 
（耳 鼻 等） 诸 门 亦 然。 其 次 于 意 生 起 大 心 （上 二 界 心）。 如 是 当 知 于 六 门 中 
的 色 的 生 起。 

这 是 观 非 色 的 生 起 者 于 时 而 思 惟 非 色。 

    

如 是 有 的 （瑜 伽 者）， 于 有 时 思 惟 于 色， 于 有 时 思 惟 非 色 而 提 起 （无 
常、 苦、 无 我 的） 三 相， 于 次 第 行 道 而 完 成 修 慧。 

其 他 的 （瑜 伽 者）， 则 以 色 的 七 法 及 非 色 的 七 法 而 提 起 三 相 思 惟 诸 行。 

⑴ （以 色 的 七 法） 此 中： (Ⅰ) 以 取 舍， (Ⅱ) 以 年 龄 的 增 长 而 消 灭， (Ⅲ) 以 
食 所 成， (Ⅳ) 以 时 节 所 成， (Ⅴ) 以 业 生， (Ⅵ) 以 心 等 起， (Ⅶ) 以 法 性 色， 以 此 等 
㈦ 行 相 而 提 起 （三 相） 思 惟， 为 “以 色 的 七 法 提 起 思 惟”。 所 以 古 师 说： 

以 取 舍， 以 年 龄 的 增 长 而 消 灭， 

以 食， 以 时 节， 以 业， 

                                                 
【21】 见 底 本 五 四 五 页 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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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心， 以 法 性 之 色， 

以 此 详 细 的 七 种 而 观 （色）。 

(Ⅰ) （以 取 舍） 这 里 的 “取” 是 结 生。 “舍” 是 死， 而 此 瑜 伽 行 者， 以 此 
等 的 取 舍， （从 生 至 死） 限 定 一 百 年， 提 起 于 诸 行 之 中 的 三 相。 怎 样 的 呢？ 
即 于 此 生 之 中 的 一 切 诸 行 都 是 无 常。 何 以 故？ 因 为 是 生 灭 转 起、 变 易、 暂 时 
及 与 常 相 反 之 故。 诸 行 生 起， 到 达 住 位， 于 住 位 中 必 成 老 衰， 到 达 老 位， 必 
成 坏 灭， 因 为 （生、 老、 灭 的） 常 常 逼 恼， 难 堪， 是 苦 之 基。 与 乐 相 反 之 故 
为 苦。 诸 行 生 起， 欲 使 勿 至 住 位。 至 住 位 欲 使 勿 老， 至 老 位 欲 使 勿 坏， 对 于 
这 样 的 三 处 的 任 何 一 种 都 是 不 得 自 在 的， 由 于 他 们 的 空 无 自 在 之 相， 所 以 
空、 无 主、 不 自 在， 与 我 相 反 之 故 为 无 我。 [619] 

(Ⅱ) （以 年 龄 的 增 长 而 消 灭） 如 是 既 以 取 舍 而 区 限 于 一 百 年， 于 色 而 提 
起 三 相 之 后， 更 以 年 龄 的 增 长 而 消 灭 以 提 起 色 的 三 相。 此 中 “年 龄 的 增 长 
而 消 灭” 即 是 由 于 年 龄 的 增 长 的 色 的 消 灭， 依 此 而 提 起 三 相 之 义。 怎 样 的 
呢？ 

㈠ 即 彼 （瑜 伽 者） 于 此 一 百 年 而 区 限 为 初 龄、 中 龄、 后 龄 的 三 龄。 此 中 
最 初 的 三 十 三 年 为 初 龄， 其 次 的 三 十 四 年 为 中 龄， 其 后 的 三 十 三 年 为 后 
龄。 如 是 区 划 了 三 个 年 龄， 而 这 样 的 提 起 三 相： “在 初 龄 转 起 的 色， 不 至 于 
中 龄， 必 在 那 初 龄 而 灭， 所 以 无 常， 无 常 故 苦， 苦 故 无 我。 在 中 龄 转 起 的 
色， 不 至 于 后 龄， 必 在 那 中 龄 而 灭， 故 亦 无 常、 苦、 无 我。 在 后 龄 的 三 十 年 
间 所 转 起 的 色， 是 不 可 能 到 达 于 死 后 的， 所 以 无 常、 苦、 无 我”。 

㈡ 如 是 以 初 龄 等 的 年 龄 的 增 长 而 消 灭 提 起 了 三 相 之 后， 更 以 钝 十 年、 
戏 十 年、 美 色 十 年、 力 十 年、 慧 十 年、 退 十 年、 前 倾 十 年、 曲 十 年、 蒙 昧 十 
年、 卧 十 年 的 此 等 十 个 十 年 的 年 龄 的 增 长 而 消 灭 提 起 三 相。 

在 此 十 个 十 年 之 中， ㈠ 有 一 百 年 寿 命 的 人 的 初 十 年， 因 为 那 时 他 是 鲁 
钝 不 定 的 孩 子， 故 为 “钝 十 年”。 ㈡ 此 后 的 十 年， 因 为 他 大 部 是 嬉 戏 的， 故 
为 “戏 十 年”。 ㈢ 其 次 的 十 年， 因 为 他 的 美 色 之 处 业 已 丰 满 广 大， 故 为 “美 
色 十 年”。 ㈣ 其 次 的 十 年， 因 为 他 的 力 气 业 已 盛 大， 故 为 “力 十 年”。 ㈤ 其 
次 的 十 年， 因 为 善 能 建 立 确 定 了 他 的 慧， 甚 至 天 赋 劣 慧 之 人， 此 时 亦 得 发 
达 一 些， 故 为 “慧 十 年”。 ㈥ 其 次 的 十 年， 因 为 此 时 他 的 嬉 戏 兴 趣、 美 色、 
力、 慧 都 减 缩 了， 故 为 “退 十 年”。 ㈦ 其 次 的 十 年， 因 为 此 时 他 的 身 体 已 向 
前 倾 了， [620] 故 为 “前 倾 十 年”。 ㈧ 其 次 的 十 年， 因 为 此 时 他 的 身 体 弯 曲 了 
如 犁 　 相 似， 故 为 “曲 十 年”。 ㈨ 其 次 的 十 年， 因 为 此 时 他 是 蒙 昧 健 忘， 对 
于 他 的 所 作 片 刻 便 忘 记 了 的， 故 为 “蒙 昧 十 年”。 ㈩ 其 次 的 十 年， 因 为 百 岁 
的 人， 卧 的 时 间 多， 故 为 “卧 十 年”。 

如 是 这 瑜 伽 者 以 此 等 十 个 十 年 的 年 龄 的 增 长 而 消 灭 以 提 起 三 相， 他 便 
以 如 下 的 观 察 而 提 起 三 相： “在 第 一 十 年 中 转 起 的 色， 不 能 到 达 第 二 的 十 
年， 必 于 那 第 一 的 十 年 而 灭， 故 （此 色） 为 无 常、 苦、 无 我。 在 第 二 个 十 年 
中 转 起 的 色 …… 乃 至 于 第 九 的 色， 不 能 到 达 第 十 的 十 年， 必 于 彼 处 而 灭。 于 
第 十 的 十 年 中 转 起 的 色， 不 能 到 达 再 有 （来 世）， 必 于 此 世 而 灭， 故 为 无 
常、 苦、 无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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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如 是 既 以 十 年 的 年 龄 的 增 长 而 消 灭 以 提 起 三 相 之 后， 更 把 这 一 百 年 
分 作 五 年 的 二 十 部 分， 以 年 龄 的 增 长 而 消 灭 来 提 起 三 相。 怎 样 的 呢？ 即 作 
如 下 的 观 察： “在 第 一 五 年 中 转 起 的 色， 不 能 到 达 第 二 的 五 年， 必 于 彼 处 而 
灭。 于 第 二 的 五 年 中 转 起 的 色 …… 乃 至 在 第 十 九 的 五 年 中 转 起 的 色， 不 能 
到 达 第 二 十 的 五 年， 必 于 彼 处 而 灭。 在 第 二 十 的 五 年 中 转 起 的 色， 不 能 至 
于 死 后， 所 以 是 无 常、 苦、 无 我”。 

㈣ 如 是 既 以 二 十 部 分 的 年 龄 的 增 长 而 消 灭 以 提 起 三 相， 再 分 作 二 十 五 
部 分， 以 四 年 四 年 （的 年 龄 的 增 长 而 消 灭） 而 提 起 （三 相）。 

㈤ 其 次 再 以 三 年 三 年 而 分 作 三 十 三 部 分。 

㈥ 以 二 年 二 年 分 作 五 十 部 分。 

㈦ 以 一 年 一 年 分 作 一 百 部 分。 

㈧ 其 次 更 于 每 一 年 分 为 三 部 分， 即 雨 季、 冬 季、 夏 季 的 三 季， 以 各 季 而 
提 起 这 年 龄 的 增 长 而 消 灭 的 色 中 的 三 相。 怎 样 的 呢？ 即 “于 雨 季 四 个 月 中 
转 起 的 色， 不 能 到 达 冬 季， 必 于 彼 处 而 灭。 于 冬 季 转 起 的 色， 不 能 到 达 夏 
季， 必 于 彼 处 而 灭， 更 于 夏 季 转 起 的 色， 不 能 到 达 雨 季， 必 于 彼 处 而 灭。 所 
以 是 无 常、 [621] 苦、 无 我”。 

㈨ 既 已 如 是 提 起， 更 于 一 年 而 分 为 六 部 分， 即 “于 雨 季 二 个 月 转 起 的 
色， 必 于 彼 处 而 灭， 不 能 到 达 秋 季。 于 秋 季 转 起 的 色， 不 能 到 冬 季 …… 于 冬 
季 转 起 的 色， 不 能 到 达 冷 季 …… 于 冷 季 转 起 的 色， 不 能 到 达 春 季 …… 于 春 季 
转 起 的 色， 不 能 到 达 夏 季 …… 更 于 夏 季 转 起 的 色， 必 于 彼 处 而 灭， 不 能 到 达 
雨 季， 所 以 是 无 常、 苦、 无 我”。 如 是 以 年 龄 的 增 长 而 消 灭 提 起 色 中 的 三 
相。 

㈩ 既 已 如 是 提 起， 更 以 （一 个 月 的） 黑、 白 二 分 而 提 起 三 相： 即 “于 黑 
分 转 起 的 色， 不 能 到 达 白 分， 于 白 分 转 起 的 色 不 能 到 达 黑 分， 必 于 彼 处 而 
灭， 故 是 无 常、 苦、 无 我”。 

(十一) 以 昼 夜 提 起 三 相： “于 夜 间 转 起 的 色， 不 能 到 达 昼 间， 必 于 彼 处 而 
灭， 于 昼 间 转 起 的 色， 不 能 到 达 夜 间， 必 于 彼 处 而 灭， 所 以 是 无 常、 苦、 无 
我”。 

(十二) 此 后 分 一 昼 夜 为 早 晨 等 六 部 分 而 以 提 起 三 相： “于 早 晨 转 起 的 
色， 不 能 到 达 日 中， 于 日 中 转 起 的 色， 不 能 至 夕， 夕 间 转 起 的 色 不 能 至 初 
夜， 初 夜 转 起 的 色 不 能 至 中 夜， 中 夜 转 起 的 色 不 能 至 后 夜， 必 于 彼 处 而 灭。 
更 于 后 夜 转 起 的 色 不 能 至 早 晨， 必 于 彼 处 而 灭。 所 以 是 无 常、 苦、 无 我”。 

(十三) 既 已 如 是 提 起， 更 于 彼 同 样 之 色， 以 往。 返、 前 视、 侧 视、 屈、 伸 
而 提 起 三 相： “往 时 转 起 的 色 不 能 到 达 返 时， 必 于 彼 处 而 灭， 于 返 时 转 起 的 
色 不 至 于 前 视， 于 前 视 转 起 之 色 不 至 于 侧 视， 于 侧 视 转 起 之 色 不 至 于 屈 
时， 于 屈 时 转 起 之 色 不 至 于 伸 时， 必 于 彼 处 而 灭。 所 以 是 无 常、 苦、 无 
我”。 

(十四) 此 后 更 于 一 步 而 分 举 足、 向 前、 伸 足、 下 足、 置 足、 踏 地 的 六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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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中： “举 足” —— 是 把 足 从 地 举 起。 “向 前” —— 是 把 足 举 向 前 面。 
“伸 足” —— 是 看 看 是 否 有 木 桩、 棘、 蛇 等 任 何 东 西 而 把 足 避 去 这 里 那 里。 
“下 足” —— 是 把 足 放 下 来。 [622] “置 足” 一 是 置 足 于 地 面。 “踏 地” —— 是 
另 足 再 举 之 时， 把 这 一 足 踏 紧 于 地。 此 中 举 足 之 时， 则 地 水 二 界 劣 而 钝， 而 
其 他 的 （火 风） 二 界 优 而 强。 于 向 前 及 伸 足 亦 然。 于 下 足 之 时， 则 火 风 二 界 
劣 而 钝， 其 他 的 二 界 优 而 强。 于 置 足 及 踏 地 亦 然。 

如 是 分 成 了 六 部 分， 依 彼 等 的 年 龄 的 增 长 而 消 灭 的 色 以 提 起 三 相， 怎 
样 的 呢？ 即 他 作 这 样 的 观 察： “于 举 足 时 转 起 的 诸 界 及 所 造 色 等 一 切 诸 法， 
不 能 到 达 向 前， 必 于 彼 处 （举 足） 而 灭。 所 以 是 无 常、 苦、 无 我。 于 向 前 转 
起 的 色 不 至 于 伸 足， 于 伸 足 转 起 的 不 至 于 下 足， 于 下 足 转 起 的 不 至 于 置 
足， 于 置 足 转 起 的 不 至 于 踏 地， 必 于 彼 处 而 灭。 如 是 于 此 处 （于 六 部 分 中 的 
任 何 部 分） 生 起 的 （色） 不 能 到 达 其 他 的 部 分， 即 于 此 处 一 节 节、 一 连 结 一 
连 结、 一 分 分 的 破 坏 了 诸 行， 正 如 放 在 锅 内 炒 的 胡 麻 子 而 作 答 答 之 声 的 
（破 坏 了） 一 样。 所 以 （此 色） 是 无 常、 苦、 无 我”。 如 是 观 诸 行 节 节 破 坏 者 
的 思 惟 于 色 是 很 微 细 的。 

关 于 这 微 细 的 （思 惟 的） 譬 喻 如 下： 如 一 位 使 用 惯 了 木 柴 和 藁 等 火 把 
的 乡 下 人， 从 未 见 过 油 灯 的， 一 旦 进 城 来， 看 见 店 内 辉 煌 的 灯 火， 向 一 人 
道： “朋 友， 这 样 美 丽 的 是 什 么”？ 此 人 回 答 他 说： “这 有 什 么 美 丽？ 不 过 
是 灯 火 而 已。 由 于 油 尽 及 灯 芯 尽， 则 此 （灯 的） 去 路 将 不 可 得 而 见 了”。 另 
一 人 （第 三 者） 对 他 （指 第 二 者） 说： “此 说 尚 属 粗 浅。 因 为 这 灯 芯 次 第 的 
燃 烧 三 分 之 每 一 分 的 灯 焰 都 不 能 到 达 其 他 的 部 分 便 灭 了 的”。 另 有 一 人 对 
他 （指 第 三 者） 说： “此 说 亦 属 粗 浅。 因 为 灯 焰 是 灭 于 这 （灯 芯 的） 每 一 指 
长 之 间， 每 半 指 之 间， 每 一 线 之 处， 每 一 丝 之 处， 都 不 能 到 达 另 一 丝 的”。 
然 而 除 了 一 丝 丝 却 不 可 能 得 见 有 灯 焰 的。 

[623] 此 （譬 喻） 中： 一 人 之 智 在 “由 于 油 尽 及 灯 芯 尽， 则 此 灯 的 去 路 将 
不 可 得 而 见 了”， 是 譬 如 瑜 伽 者 以 取 舍 （从 生 至 死） 限 定 一 百 年 的 色 中 而 提 
起 三 相。 一 人 之 智 在 “这 灯 芯 的 三 分 之 每 一 分 的 灯 焰 都 不 能 到 达 其 他 的 部 
分 便 灭 了 的”， 是 譬 如 瑜 伽 者 于 区 划 一 百 年 为 三 分 的 年 龄 的 增 长 而 消 灭 的 
色 中 而 提 起 三 相。 一 人 之 智 在 “灯 焰 是 灭 于 这 （灯 芯 的） 每 一 指 长 之 间， 不 
能 到 达 其 他 的 部 分”， 是 譬 如 瑜 伽 者 于 区 限 十 年、 五 年、 三 年、 二 年、 一 年 
的 色 中 而 提 起 三 相。 一 人 之 智 在 “灯 焰 是 灭 于 每 半 指 之 间， 不 能 到 达 其 他 
的 部 分”， 是 譬 如 瑜 伽 者 以 季 节 而 分 一 年 为 三 分 及 六 分， 于 所 限 的 四 个 月 
及 二 个 月 的 色 中 而 提 起 三 相。 一 人 之 智 在 “灯 焰 是 灭 于 一 线 之 处， 不 能 到 
达 其 他 的 部 分”， 是 譬 如 瑜 伽 者 于 所 区 划 的 黑 分、 白 分 及 昼 夜， 并 于 所 分 划 
一 昼 夜 为 六 分 的 早 晨 等 的 色 中 而 提 起 三 相。 一 人 之 智 在 “灯 焰 是 灭 于 一 丝 
丝 之 处， 不 能 到 达 其 他 的 部 分”， 是 譬 如 瑜 伽 者 于 所 区 划 的 往 还 等 及 举 足 
等 的 一 一 部 分 的 色 中 而 提 起 三 相。 

(Ⅲ) （以 食 所 成） 他 既 然 以 这 样 的 种 种 行 相 于 年 龄 的 增 长 而 消 灭 的 色 中 
而 提 起 三 相 之 后， 再 分 析 那 同 样 的 色， 作 为 食 所 成 等 的 四 部 分， 于 一 一 部 
分 而 提 起 三 相。 此 中： 他 对 于 食 所 成 色 是 以 饥 饿 与 饱 满 而 得 明 了。 即 于 饥 
饿 之 时 所 等 起 的 色 是 萎 疲 的， 其 恶 色 恶 形， 好 象 烧 过 了 的 木 桩 及 如 藏 伏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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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 篓 之 中 的 乌 鸦 一 样。 于 饱 满 之 时 所 等 起 的 色 是 肥 满 软 润 及 快 触 的。 那 瑜 
伽 者 把 握 此 色 如 是 而 于 彼 处 提 起 三 相： “于 饥 饿 之 时 转 起 的 色， 必 于 此 处 
而 灭， 不 能 到 达 饱 满 之 时， 于 饱 满 之 时 转 起 的 色， 必 于 此 处 而 灭， 不 能 到 达 
饥 饿 之 时。 所 以 是 无 常、 苦、 无 我”。 

(Ⅳ) （以 时 节 所 成） 对 于 时 节 所 成 色 是 以 寒 及 热 而 得 明 了， 即 于 热 时 等 
起 的 色 是 萎 疲 丑 恶 的， [624] 于 寒 时 等 起 的 色 是 肥 满 软 润 及 快 触 的。 那 瑜 伽 
者 把 握 此 色 如 是 而 于 彼 处 提 起 三 相： “于 热 时 转 起 的 色， 必 于 此 处 而 灭， 不 
能 到 达 寒 时， 于 寒 时 转 起 的 色 必 于 此 处 而 灭， 不 能 到 达 热 时， 所 以 是 无 常、 
苦、 无 我”。 

(Ⅴ) （以 业 生） 对 于 业 生 色 以 六 处 门 而 得 明 了。 即 于 眼 门 由 眼、 身、 性 
十 法 而 有 三 十 业 生 色， 并 有 支 持 它 们 的 时 节、 心、 食 等 起 的 （以 食 素 为 第 八 
的） 二 十 四， 共 计 五 十 四 色。 于 耳、 鼻、 舌 门 亦 然。 于 身 门 中， 则 由 身、 性 
十 法 及 由 时 节 等 起 等 （的 二 十 四） 共 有 四 十 四 色。 于 意 门 中， 则 由 心 所 依、 
身、 性 十 法 及 时 节 等 起 等 （的 二 十 四） 共 有 五 十 四 色。 那 瑜 伽 者 把 握 此 一 切 
色 而 于 彼 处 提 起 三 相： “于 眼 门 转 起 的 色， 必 于 此 处 而 灭， 不 至 耳 门。 于 耳 
门 转 起 的 色 不 至 鼻 门， 于 鼻 门 转 起 的 色 不 至 舌 门， 于 舌 门 转 起 的 色 不 至 身 
门， 于 身 门 转 起 的 色〕 必 于 此 处 而 灭， 不 至 意 门。 所 以 是 无 常、 苦、 无 
我”。 

(Ⅵ) （以 心 等 起） 对 于 心 等 起 色， 以 喜 忧 而 得 明 了。 即 于 喜 时 生 起 之 色 
是 润 软 丰 满 与 快 触 的。 于 忧 时 生 起 的 色 是 萎 疲 丑 恶 的。 那 瑜 伽 者 把 握 此 色 
而 于 彼 处 提 起 三 相： “于 喜 时 转 起 的 色， 必 于 此 处 而 灭， 不 至 忧 时。 于 优 时 
转 起 的 色， 必 于 此 处 而 灭， 不 至 喜 时。 所 以 是 无 常、 苦、 无 我”。 

如 是 把 握 了 心 等 起 色， 并 于 彼 处 提 起 三 相 的 瑜 伽 者， 则 明 此 义： 

生 命 与 身 体， 苦 受 与 乐 受， 

只 是 一 心 相 应， 刹 那 迅 速 而 灭。 

纵 使 存 续 了 八 万 四 千 小 劫 的 诸 天， 

也 不 得 二 心 生 存 于 一 起。 [625] 
此 世 的 死 者 或 生 者 的 诸 蕴， 

一 旦 灭 去 不 转 生 是 同 样 的。 

那 些 已 坏 与 未 来 当 坏 的 诸 蕴， 

以 及 中 间 正 灭 的 诸 蕴 的 坏 相 无 差 异。 

心 不 生 而 无 生， 由 心 现 起 而 生 存， 

心 灭 而 世 间 灭， 这 是 第 一 义 的 施 设。 

已 坏 之 法 不 是 去 贮 藏 起 来 的， 

也 不 是 有 于 未 来 积 聚 的， 

即 是 那 些 现 在 存 续 的 诸 蕴， 

如 置 芥 子 于 针 峰。 

坏 灭 预 定 了 现 生 的 诸 法， 

存 续 的 可 灭 之 法 与 前 灭 之 法 而 不 杂。 

不 知 它 们 所 从 来， 坏 了 不 见 何 所 去， 

犹 如 空 中 的 电 光， 须 臾 而 生 灭。 

(Ⅶ) （以 法 性 色） 如 是 于 食 所 成 色 等 提 起 三 相 之 后， 更 于 法 性 色 提 起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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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法 性 色” —— 是 在 外 界 与 根 无 关 的 色， 自 成 劫 以 来 所 生 起 的 铁、 铜、 
锡、 铝、 金、 银、 珍 珠、 摩 尼 珠、 琉 璃、 螺 贝、 宝 石、 诸 瑚、 红 玉、 玛 瑙、 土 
地、 岩 石、 山、 草、 木、 蔓 等。 例 如 阿 恕 迦 树 的 嫩 芽， 最 初 是 淡 红 色， 过 了 
两 三 天 成 深 红 色， 再 过 两 三 天 为 暗 红 色， 此 后 如 嫩 芽 色， 如 叶 色， 成 绿 叶 
色， 成 青 叶 色。 从 青 叶 之 时 以 后、 相 续 其 同 样 之 色 约 至 一 年 的 光 景 成 为 黄 
叶， 并 自 叶 柄 而 脱 落。 那 瑜 伽 者 把 握 了 它 而 于 彼 处 提 起 三 相： “于 淡 红 色 之 
时 转 起 的 色， 不 至 于 深 红 色 之 时 必 灭， 于 深 红 色 之 时 转 起 的 色 不 至 于 暗 红 
色 之 时， 于 暗 红 色 之 时 转 起 的 色 不 至 于 如 嫩 芽 色 之 时， 于 如 嫩 芽 色 时 转 起 
的 色 不 至 于 如 叶 色 之 时， 于 如 叶 色 时 转 起 的 色 不 至 于 绿 色 之 时， 于 绿 叶 色 
时 转 起 的 色 不 至 于 青 叶 色 之 时， 于 青 叶 时 转 起 的 色 不 至 于 黄 叶 之 时， 于 黄 
叶 时 转 起 的 色 不 [626] 至 于 自 叶 柄 脱 落 之 时 而 必 灭。 所 以 是 无 常、 苦、 无 
我”。 他 以 这 样 的 方 法 而 思 惟 一 切 的 法 性 之 色。 

如 是 先 以 色 七 法 提 起 三 相 思 惟 诸 行。 

⑵ （以 非 色 七 法） 其 次 是 说 “以 非 色 七 法”， 这 些 是 有 关 的 论 题： (Ⅰ) 
以 聚， (Ⅱ) 以 双， (Ⅲ) 以 刹 那， (Ⅳ) 以 次 第， (Ⅴ) 以 除 见， (Ⅵ) 以 去 慢， (Ⅶ) 以 破 
欲。 

(Ⅰ) 此 中： “以 聚”， 是 以 触 为 第 五 之 法 （识、 受、 想、 思、 触）。 如 何 
以 聚 而 思 惟 呢？ 兹 有 比 丘 作 这 样 的 观 察： “此 等 在 思 淮 发 是 无 常、 苦、 无 我 
之 时 而 生 起 的 以 触 为 第 五 之 法， 在 思 惟 毛 …… 乃 至 脑 是 无 常、 苦、 无 我 之 时 
而 生 起 的 以 触 为 第 五 之 法， 彼 等 一 切 都 不 能 到 达 其 他 的 状 态， 由 一 节 节 一 
分 分 的 灭 亡， 正 如 投 于 热 釜 之 内 的 胡 麻 子 作 答 答 之 声 而 破 坏 了 的 一 样； 所 
以 是 无 常、 苦、 无 我”。 这 是 先 依 清 净 说 中 的 方 法。 但 于 圣 种 说 中 的 说 法， 
是 于 前 面 所 说 的 色 七 法 的 七 处 中 而 思 惟 “色 是 无 常 苦 无 我” 所 转 起 之 心， 
再 以 次 一 （刹 那） 必 思 惟 彼 心 是 无 常 苦 无 我， 是 名 以 聚 思 惟。 此 说 （较 前 
说） 更 妥。 是 故 以 同 样 的 方 法 而 分 别 其 他 的 （六 法）。 

(Ⅱ) “以 双”， 兹 有 比 丘， 思 惟 取 舍 色 （从 生 至 死 的 色） 是 无 常 苦 无 我， 
再 以 另 一 心 思 惟 彼 心 亦 是 无 常 苦 无 我。 思 惟 年 龄 的 增 长 而 消 灭 之 色、 食 所 
成 色、 时 节 所 成 色、 业 生 色、 心 等 起 色、 法 性 色 是 无 常 苦 无 我： 再 以 另 一 心 
思 惟 彼 心 是 无 常 苦 无 我， 是 名 以 双 思 惟。 

(Ⅲ) “以 刹 那”， 兹 有 比 丘， 思 惟 取 舍 色 是 无 常 苦 无 我， 彼 第 一 心 以 第 
二， 第 二 以 第 三， 第 三 以 第 四， 第 四 以 第 五 心 思 惟 各 各 是 无 常 苦 无 我。 思 惟 
年 龄 的 增 长 而 消 灭 的 色， 食 所 成 色， 时 节 所 成 色， [627] 业 生 色， 心 等 起 色， 
法 性 色 是 无 常 苦 无 我， 彼 第 一 心 以 第 二 心， 第 二 以 第 三， 第 三 以 第 四， 第 四 
以 第 五 心 思 惟 各 各 是 无 常 苦 无 我。 如 是 以 把 握 了 色 的 心 以 后 的 四 心 思 惟， 
是 名 以 刹 那 思 惟。 

(Ⅳ) “以 次 第”， 思 惟 取 舍 色 是 无 常 苦 无 我， 彼 第 一 心 以 第 二 心， 第 二 
以 第 三， 第 三 以 第 四 …… 乃 至 第 十 以 第 十 一 心 思 惟 各 各 是 无 常 苦 无 我。 思 
惟 年 龄 的 增 长 而 消 灭 的 色， 食 所 成 色， 时 节 所 成 色， 业 生 色， 心 等 起 色， 法 
性 色 是 无 常 苦 无 我 彼 第 一 心 以 第 二 心， 第 二 以 第 三 …… 乃 至 第 十 以 第 十 一 
心 思 惟 各 各 是 无 常 苦 无 我， 如 是 以 次 第 观 亦 可 于 整 天 去 思 惟。 然 而 到 了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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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心 的 思 惟， 他 对 于 色 的 业 处 及 非 色 的 业 处 已 经 熟 练， 是 故 曾 （于 圣 种 说 
中） 说， 此 时 他 应 止 于 第 十 心。 如 是 思 惟， 名 为 以 次 第 思 惟。 

(Ⅴ) “以 除 见”， (Ⅵ) “以 去 慢”， (Ⅶ) “以 破 欲”， 这 三 种 没 有 各 别 的 思 
惟 法。 他 把 握 了 前 面 所 说 的 色 及 这 里 所 说 的 非 色。 观 彼 （色 非 色） 者， 除 色 
与 非 色 之 外， 不 见 有 其 他 的 有 情。 不 见 了 有 情 之 后， 便 除 去 有 情 之 想。 由 于 
除 去 有 情 之 想 的 心 而 把 握 诸 行 者， 则 见 不 生 起。 见 不 生 起 之 时， 名 为 除 见。 
由 于 除 见 之 心 而 把 握 诸 行 者， 则 慢 不 生 起。 慢 不 生 起 之 时， 名 为 去 慢， 由 于 
去 慢 之 心 而 把 握 诸 行 者， 则 爱 不 生 起， 爱 不 生 起 之 时， 是 名 破 欲。 这 是 先 依 
清 净 说 中 的 说 法。 

其 次 于 圣 种 说 中， 在 “除 见、 去 慢、 破 欲” 的 论 题 之 后 而 示 这 样 的 方 
法： 即 若 这 样 见 解 “我 将 作 观”， “我 的 观 （毗 钵 舍 那）”， 则 他 不 成 为 除 
见。 [628] 只 是 领 解 “诸 行 而 观、 而 思 惟、 而 确 定、 而 把 握、 而 分 别 诸 行” 者 
而 得 除 见。 如 果 作 “我 将 善 观”、 “我 将 愉 快 地 观” 的 见 解， 则 他 不 成 去 
慢。 只 有 领 解 “诸 行 而 观、 而 思 惟、 而 确 定、 而 把 握、 而 分 别 诸 行” 者 而 得 
去 慢。 如 果 以 为 “我 能 作 观” 而 享 毗 钵 舍 那 之 乐 者， 则 不 成 破 欲， 只 有 领 解 
“诸 行 而 观、 而 思 惟、 而 确 定、 而 把 握、 而 分 别 诸 行” 者 而 得 破 欲。 “如 果 
诸 行 是 我， 则 我 是 可 以 了 解 的， 但 是 无 我 而 误 认 为 我， 所 以 彼 等 （诸 行） 是 
依 不 自 在 之 义 为 无 我， 依 成 己 而 无 之 义 为 无 常， 由 生 灭 所 逼 恼 之 义 为 苦”， 
作 这 样 领 解 的 人 名 为 除 见。 “如 果 诸 行 是 常， 则 常 是 可 以 了 解 的， 但 是 无 常 
而 误 认 为 常， 所 以 彼 等 （诸 行） 是 依 成 已 而 无 之 义 为 无 常， 由 生 灭 所 逼 恼 之 
义 为 苦， 以 不 自 在 之 义 为 无 我”， 这 样 领 解 者 名 为 去 慢。 “如 果 诸 行 是 乐， 
则 乐 是 可 以 了 解 的， 但 是 苦 而 误 认 为 乐， 所 以 彼 等 （诸 行） 是 由 生 灭 所 逼 恼 
之 义 为 苦， 以 成 已 而 无 之 义 为 无 常， 以 不 自 在 之 义 为 无 我”， 这 样 领 解 者 名 
为 破 欲。 如 是 见 诸 行 无 我 者 名 为 除 见， 见 诸 行 无 常 者 名 为 去 慢， 见 诸 行 苦 
者 名 为 破 欲。 如 是 这 （三 种） 观 各 各 有 其 自 己 的 立 场。 

如 是 以 非 色 七 法 提 起 三 相 思 惟 诸 行。 

至 此 他 己 通 达 色 的 业 处 及 非 色 的 业 处 了。 

    

他 既 这 样 通 达 色 与 非 色 的 业 处， 更 应 于 坏 随 观 后， 以 断 遍 知 而 得 一 切 
行 相 的 十 八 大 观， 这 里 先 说 通 达 它 们 （十 八 大 观） 的 一 部 分 之 人 的 舍 断 其 
相 反 的 诸 法。 十 八 大 观 意 即 无 常 随 观 等 的 慧。 此 中：⑴ 修 无 常 随 观 者 断 常 
想，⑵ 修 苦 随 观 者 [629] 断 乐 想，⑶ 修 无 我 随 观 者 断 我 想，⑷ 修 厌 离 随 观 者 断 
欢 喜 想，⑸ 修 离 贪 随 观 者 断 贪，⑹ 修 灭 随 观 者 断 集，⑺ 修 舍 遣 随 观 者 断 取，

⑻ 修 灭 尽 随 观 者 断 坚 厚 想，⑼ 修 衰 灭 随 观 者 断 增 盛，⑽ 修 变 易 随 观 者 断 恒 常 
想，⑾ 修 无 相 随 观 者 断 相，⑿ 修 无 愿 随 观 者 断 愿，⒀ 修 空 随 观 者 断 住 着，⒁ 
修 增 上 慧 法 观 者 断 执 取 为 实 的 住 着，⒂ 修 如 实 智 见 者 断 痴 味 的 住 着，⒃ 修 过 
患 随 观 者 断 执 着，⒄ 修 省 察 随 观 者 断 不 省 察，⒅ 修 还 灭 随 观 者 断 结 缚 住 着。 

因 为 他 既 以 此 无 常 等 的 三 相 而 见 诸 行， 所 以 是 通 达 了 这 十 八 大 观 中 的 
“无 常 随 观、 苦 随 观、 无 我 随 观” （的 三 种）。 因 为 曾 说 无 常 随 观 与 无 相 随 
观 的 二 法 是 一 义 而 异 文 的， 同 样 的， 苦 随 观 与 无 愿 随 观 的 二 法 是 一 义 而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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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的， 无 我 随 观 及 空 随 观 的 二 法 是 一 义 而 异 文 的【22】
， 是 故 他 亦 通 达 了 这 些 

（无 相、 无 愿、 空 随 观 三 种）。 其 次 一 切 观 都 是 增 上 慧 法 观。 如 实 智 见 则 摄 
于 度 疑 清 净【23】

之 中。 如 是 这 两 种 （增 上 慧 法 观、 如 实 智 见） 亦 已 通 达。 于 其 
余 的 ㈩ 随 观 智 中， 有 的 已 通 达， 有 的 未 通 达， 它 们 将 于 后 面 来 说 明【24】

。 关 
于 已 经 通 达 了 的 所 以 这 样 说： “他 既 这 样 通 达 色 与 非 色 的 业 处， 更 应 于 坏 
随 观 后， 以 断 遍 知 而 得 一 切 行 相 的 十 八 大 观， 这 里 先 说 通 达 它 们 （十 八 随 
观） 的 一 部 分 之 人 舍 断 其 相 反 的 诸 法”。 

     

他 如 是 舍 断 了 与 无 常 随 观 等 相 反 的 常 想 等， 得 清 净 智 而 到 达 了 思 惟 智 
的 彼 岸 （终 点）， 为 了 证 得 于 思 惟 智 之 后 所 说 的【25】 [630]“现 在 诸 法 的 变 易 随 
观 慧 是 生 灭 随 观 之 智” 的 生 灭 随 观 而 开 始 其 瑜 伽。 其 开 始 之 时， 先 从 简 单 
的 下 手。 即 如 这 样 的 圣 典 之 文：

【26】 “如 何 是 现 在 诸 法 的 变 易 随 观 慧 为 生 灭 
随 观 之 智？ 生 色 为 现 在， 此 （生 色 的） 生 起 相 为 生， 变 易 相 为 灭， 随 观 即 
智。 生 受 …… 想 …… 行 …… 识 …… 生 眼 …… 生 有 为 现 在， 它 的 生 起 相 为 生， 
变 易 相 为 灭， 随 观 即 智”。 他 依 据 这 圣 典 的 论 法， 正 观 生 之 名 色 的 生 起 相、 
生、 起、 新 行 相 为 生， 变 易 相、 灭 尽、 破 坏 为 灭。 他 这 样 的 了 解， “这 名 色 
的 生 起 之 前， 没 有 未 生 起 的 （名 色 的） 聚 或 集， 其 生 起 时 不 从 任 何 的 聚 或 集 
而 来， 灭 时 没 有 到 任 何 方 维 而 去， 已 灭 的 没 有 于 一 处 聚、 集、 或 贮 藏， 譬 如 
奏 琵 琶 时 生 起 的 音 声， 生 起 之 前 未 尚 积 集， 生 起 之 时 亦 非 从 任 何 积 集 而 
来， 灭 对 不 到 任 何 方 维 而 去， 已 灭 的 不 在 任 何 处 积 集， 只 是 由 琵 琶、 弦 及 人 
的 适 当 的 努 力 之 缘， 其 未 有 （之 音） 而 生， 既 有 而 灭。 如 是 一 切 色 与 非 色 之 
法， 未 有 者 而 生， 既 有 者 而 灭”。 

⑴ （五 蕴 的 生 灭 观 —— 五 十 相） 既 已 如 是 简 单 地 忆 念 生 灭， 他 更 于 这 生 
灭 智 的 分 别：

【27】 “由 无 明 集 而 有 色 集， 以 缘 集 之 义 而 观 色 蕴 之 生。 由 爱 
集 …… 由 业 集 …… 由 食 集 而 有 色 集， 以 缘 集 之 义 而 观 色 蕴 之 生。 见 生 起 之 相 
者 亦 见 色 蕴 之 生。 见 色 蕴 之 生 者 而 见 此 等 五 相【28】

。 由 无 明 灭 而 色 灭， 以 缘 
灭 之 义 而 观 色 蕴 之 灭。 由 爱 灭 …… 由 业 灭 …… 由 食 灭 而 色 灭， 以 缘 灭 之 义 而 
观 色 蕴 之 灭。 [631] 见 变 易 之 相 者 亦 见 色 蕴 之 灭。 见 色 蕴 之 灭 者 亦 见 此 等 五 
相”。 

相 似 的 说：
【29】 “由 无 明 集 而 有 受 集， 以 缘 集 之 义 而 观 受 蕴 之 生。 由 爱 

集 …… 由 业 集 …… 由 触 集 而 有 受 集， 以 缘 集 之 义 而 观 受 蕴 之 生。 见 生 起 之 相 
者 亦 见 受 蕴 之 生。 见 受 蕴 之 生 者 而 见 此 等 五 相。 由 无 明 灭 …… 由 爱 灭 …… 由 
业 灭 …… 由 触 灭 而 受 灭， 以 缘 灭 之 义 而 观 受 蕴 之 灭。 见 变 易 之 相 者 亦 见 受 
                                                 
【22】 底 本 漏 落 这 样 一 段 文： yā ca anattānupassanā yā ca suññatānupassana ime dhammā 

ekatthā vyañjanam eva nānan, 今 据 他 本 增 补。 
【23】 见 底 本 六 ○ 四 页 以 下。 
【24】 见 底 本 六 九 四 页 以 下。 
【25】 Pṭs.I, p.54. 
【26】 同 上。 
【27】 Pṭs.I, p.55f. 
【28】 五 相、 即 无 明、 渴 爱、 业、 食 四 法 的 有 为 相 以 及 色 的 生 起 相。 
【29】 Pṭs.I, 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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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 之 灭。 见 受 蕴 之 灭 者 而 见 此 等 五 相”。 

犹 如 受 蕴， 对 于 想、 行、 识 三 蕴 也 是 同 样。 但 有 这 一 点 不 同： 即 （于 受 
蕴 的） 触 的 地 方， 于 识 蕴 中 则 易 为 “由 名 色 集 …… 由 名 色 灭”。 如 是 每 一 蕴 
的 生 灭 观 有 十 种， 则 说 （五 蕴） 有 五 十 相。 以 此 等 （诸 相） “如 是 为 色 的 
生， 如 是 为 色 的 灭， 如 是 生 色， 如 是 灭 色”， 以 （生 灭 的） 缘 及 以 刹 那 而 详 
细 的 作 意。 

⑵ （以 缘 及 刹 那 的 生 灭 观） 如 是 作 意 “诚 然 以 前 未 有 而 生、 既 有 而 
灭”， 则 他 的 智 更 加 明 净 了。 如 是 以 缘 及 刹 那 二 种 而 观 生 灭， 则 他 得 以 明 了 
谛 与 缘 起 的 种 种 理 和 相。 

(Ⅰ) （四 谛 之 理） 即 他 所 观 的 “由 无 明 集 而 有 蕴 集， 由 无 明 灭 而 蕴 
灭”， 这 是 他 的 以 缘 的 生 灭 观。 其 次 见 生 起 之 相， 变 易 之 相 者 而 见 诸 蕴 之 生 
灭， 这 是 他 的 以 刹 那 的 生 灭 观。 即 在 生 起 的 刹 那 为 生 起 之 相， 在 破 坏 的 刹 
那 为 变 易 之 相。 如 是 以 缘 及 刹 那 二 种 而 观 生 灭 者， 以 缘 而 观 生， 因 为 觉 了 
生 （因）， 故 得 明 了 “集 谛”。 [632] 以 刹 那 而 观 生， 因 为 觉 了 生 苦， 故 得 明 
了 “苦 谛”。 以 缘 而 观 灭， 因 为 觉 了 缘 不 生 起 则 具 缘 者 （果） 不 生 起， 故 得 
明 了 “灭 谛”。 以 刹 那 而 观 灭， 因 为 觉 了 死 苦， 故 得 明 了 “苦 谛”。 他 的 生 
灭 观 是 世 间 之 道， 能 除 关 于 （此 道 的） 痴 昧， 故 得 明 了 “道 谛”。 

(Ⅱ) （缘 起 等 的 种 种 理 与 相） 以 缘 而 观 生， 因 为 觉 了 “此 有 故 彼 有”， 
所 以 他 能 明 了 “顺 的 缘 起”。 以 缘 而 观 灭， 因 为 觉 了 “此 灭 故 彼 灭”， 所 以 
能 得 明 了 “逆 的 缘 起”。 其 次 以 刹 那 而 观 生 灭， 因 为 觉 了 有 为 相， 故 得 明 了 
“缘 生 的 诸 法”， 由 于 有 生 灭 的 是 有 为 及 缘 生 法。 以 缘 而 观 生， 因 为 觉 了 因 
果 的 结 合 相 续 不 断， 故 得 明 了 （因 果 的） “同 一 之 理”， 进 一 步 而 他 舍 于 断 
见。 以 刹 那 而 观 生， 因 为 觉 了 新 新 的 生 起， 故 得 明 了 （因 果 的） “差 别 之 
理”； 进 一 步 而 他 舍 于 常 见。 以 缘 而 观 生 灭， 因 为 觉 了 诸 法 的 不 自 在， 故 得 
明 了 “非 造 作 之 理”， 进 一 步 而 他 舍 于 我 见。 其 次 以 缘 而 观 生， 因 为 觉 了 依 
于 缘 而 有 果 的 生 起， 故 得 明 了 “如 是 法 性 之 理”， 进 一 步 而 他 断 于 无 作 见。 
以 缘 而 观 生， 由 于 觉 了 诸 法 非 自 作 而 是 由 缘 的 关 系 而 起 的， 故 得 明 了 “无 
我 相”。 以 刹 那 而 观 生 灭， 由 于 觉 了 既 有 而 无 及 前 际 后 际 的 差 别， 故 得 明 了 
“无 常 相”。 （以 刹 那 而 观 生 灭） 由 于 觉 了 生 灭 的 逼 恼， 故 得 明 了 “苦 相”。 
（以 刹 那 而 观 生 灭） 由 于 觉 了 生 灭 的 区 限， 故 得 明 了 “自 性 相”。 在 （明 
了） 自 性 相 时， 由 于 觉 了 于 生 的 刹 那 无 灭 及 于 灭 的 刹 那 无 生， 故 亦 明 了 “有 
为 相 的 暂 时 性”。 

对 于 这 样 明 了 诸 谛 及 缘 起 的 种 种 理 相 的 瑜 伽 者， 则 知 此 等 诸 法， 未 生 
者 生， 已 生 者 灭， 这 样 常 新 的 现 起 诸 行。 [633] 不 但 是 常 新 而 已， 即 它 们 的 现 
起 也 是 暂 时 的， 如 日 出 之 时 的 露 珠， 如 水 上 泡， 如 以 棍 划 水 的 裂 痕， 如 置 芥 
子 于 针 峰， 如 电 光 相 似； 同 时 它 们 的 现 起 不 是 真 实 的， 如 幻、 阳 焰、 梦 境、 
旋 火 轮、 乾 闼 婆 城 （蜃 楼）、 泡 沫、 芭 蕉 等。 至 此 他 便 通 达 了 易 灭 之 法 的 生 
及 生 者 的 灭 的 此 等 正 五 十 相， 证 得 了 名 为 “生 灭 随 观” 的 初 步 的 观 智， 因 为 
证 此 （生 灭 随 观 智） 故 称 他 为 初 观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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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次 以 此 初 步 的 观 法 而 开 始 作 观 者， 会 生 起 十 种 观 的 染。 此 种 观 的 
染， 对 于 已 得 通 达 的 圣 弟 子 行 邪 道 者， 放 弃 了 业 处 者 及 懈 怠 者 是 不 会 生 起 
的， 只 是 对 于 正 行 道 如 理 加 行 而 作 初 观 的 善 男 子 才 会 生 起。 什 么 是 十 种 
染？ 即 ⑴ 光 明， ⑵ 智， ⑶ 喜， ⑷ 轻 安， ⑸ 乐， ⑹ 胜 解， ⑺ 策 励， ⑻ 现 起， ⑼ 
舍，⑽ 欲。 如 这 样 的 说：

【30】 “如 何 是 于 法 的 掉 举 而 异 执 其 意？ 即 于 无 常 作 意 
者 的 生 起 光 明， 他 便 忆 念 光 明 以 为 “光 明 是 法”。 从 此 而 起 散 乱 为 掉 举。 为 
此 掉 举 而 异 执 其 意 者， 则 不 能 如 实 了 知 所 现 起 的 （法） 是 无 常 …… 是 苦， 不 
能 如 实 了 知 所 现 起 的 法 是 无 我。 如 是 于 无 常 作 意 者 的 生 起 智 …… 喜 …… 轻 
安 …… 乐 …… 胜 解 …… 策 励 …… 舍 …… 生 起 欲， 他 便 忆 念 欲 以 为 “欲 是 法”。 
从 此 而 起 散 乱 为 掉 举， 为 此 掉 举 而 异 执 其 意 者， 则 不 能 如 实 了 知 所 现 起 的 
法 是 无 常 [634] …… 是 苦， 不 能 如 实 了 知 所 现 起 的 法 是 无 我”。 

⑴ 此 中 的 “光 明” 即 是 由 观 （而 起） 的 光 明。 这 光 明 生 起 之 时， 瑜 伽 行 
者 想： “我 今 生 起 这 种 以 前 未 曾 生 起 过 的 光 明， 我 实 在 得 圣 道、 圣 果 了”！ 
如 是 非 道 而 执 为 道， 非 果 而 执 为 果。 执 非 道 为 道 非 果 为 果 者， 是 则 名 为 他 
的 观 道 落 于 邪 途。 他 便 放 弃 了 自 己 的 根 本 业 处 而 只 坐 享 光 明 之 乐 了。 然 这 
光 明， 对 于 有 的 比 丘， 只 生 起 用 于 结 咖 跌 坐 之 处， 有 的 则 照 室 内， 有 的 照 至 
室 外， 有 的 照 至 整 个 精 舍。 有 的 照 一 拘 卢 舍 （一 由 旬 的 四 分 之 一）， 有 的 半 
由 旬， 有 的 一 由 旬。 二 由 旬， 三 由 旬 …… 乃 至 有 的 照 到 从 地 面 而 至 阿 迦 腻 叱 
（色 究 竟） 梵 天 的 一 世 间。 但 在 世 尊 所 生 起 的 则 照 一 万 个 世 界。 这 里 有 个 关 
于 光 明 不 同 的 故 事： 

据 说， 在 结 但 罗 山， 有 两 位 长 老 坐 于 一 座 有 二 重 墙 的 屋 内。 这 一 天 是 
黑 （月） 分 的 布 萨 日， 四 方 盖 着 密 云， 又 是 夜 分， 实 具 四 支 黑 暗【31】

之 夜。 此 
时 一 长 老 说： “尊 师， 我 今 能 见 那 塔 庙 院 中 的 师 子 座 （供 花 的） 上 面 的 五 色 
之 花”。 另 一 人 对 他 说： “朋 友， 你 所 说 的 有 什 么 希 奇， 我 今 能 见 大 海 中 一 
由 旬 之 处 的 鱼 鳖”。 

然 而 这 种 观 的 染 大 多 是 在 得 止 观 的 人 生 起 的， 因 为 以 定 而 镇 伏 其 烦 恼 
的 不 现 行， 他 便 起 “我 是 阿 罗 汉” 之 心， 如 住 在 优 吉 梵 利 伽 的 摩 河 那 伽 长 
老， 如 住 在 汉 伽 拿 伽 的 摩 河 达 多 长 老， 如 住 在 结 但 罗 山 上 的 尼 迦 宾 那 迦 巴 
檀 那 伽 罗 屋 内 的 周 罗 须 摩 那 长 老 相 似。 

这 里 但 说 一 个 故 事： 据 说， 一 位 住 在 多 楞 伽 罗 为 大 比 丘 众 的 教 授 曾 得 
无 碍 解 的 大 漏 尽 者， 名 为 昙 摩 陈 那 长 老。 有 一 天， 他 坐 在 自 己 的 日 间 的 住 
处， 想 念 “住 在 优 吉 梵 利 伽 的 我 们 的 阿 阇 梨 摩 河 那 伽 长 老 [635] 是 否 完 成 其 
沙 门 的 业 务”？ 但 看 见 他 仍 然 是 个 凡 夫， 并 知 “我 若 不 往 （彼 处） 一 行， 则 
他 将 以 凡 夫 而 命 终”， 于 是 便 以 神 变 飞 行 空 中， 在 日 间 的 住 处 坐 着 的 长 老 
身 旁 下 来， 顶 礼 及 行 过 弟 子 的 义 务 之 后， 退 坐 一 边。 那 长 老 问 道： “昙 摩 陈 
那 啊！ 你 怎 么 来 于 非 时”？ 答 道： “尊 师， 我 是 来 问 些 问 题 的”。 “那 末， 你 

                                                 
【30】 Pṭs.II, p.100f. 
【31】 四 支 黑 暗， 即 指 一 为 黑 月 分 的 布 萨 日， 二 为 密 云 所 蔽， 三 为 夜 分， 四 为 密 林 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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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吧， 我 将 把 我 所 知 的 告 诉 你”。 他 便 问 了 一 千 个 问 题， 那 长 老 都 一 一 对 答 
无 滞， 于 是 他 说： “尊 师， 我 师 之 智 甚 利， 你 是 什 么 时 候 证 得 此 （无 碍 解 
之） 法 的”？ 答 道： “朋 友， 在 六 十 年 前 了”。 “尊 师， 你 能 行 （神 变） 定 
吗”？ “朋 友， 此 非 难 事”！ “尊 师， 即 请 化 一 条 象 吧”。 那 长 老 便 化 了 一 条 
净 白 之 象。 “尊 师， 现 在 再 令 此 象 竖 其 耳， 伸 其 尾， 置 其 鼻 于 口， 作 恐 怖 的 
鸣 吼 之 声， 向 尊 师 奔 腾 而 来”。 长 老 这 样 做 对， 不 料 看 到 此 象 的 来 势 恐 怖， 
便 开 始 起 立 而 逃！ 此 时 这 漏 尽 的 长 老 便 伸 手 而 执 住 他 的 衣 角 说： “尊 师， 漏 
尽 者 还 有 怖 畏 的 吗”？ 此 时 他 才 知 道 自 己 依 然 是 凡 夫， 便 蹲 踞 于 此 漏 尽 者 
的 足 下 说： “朋 友 昙 摩 陈 那， 请 救 护 我”！ “尊 师， 我 原 为 援 助 你 而 来， 请 
勿 忧 虑”。 便 说 业 处 （禅 定 的 对 象）。 那 长 老 把 握 了 业 处， 上 经 行 处， 仅 行 
至 第 三 步， 便 证 得 了 最 上 的 阿 罗 汉 果。 据 说 这 长 老 是 个 瞋 行 者。 那 样 的 比 
丘 是 战 栗 于 光 明 的。 

⑵ “智” —— 是 观 智。 即 彼 （瑜 伽 者） 思 惟 色 与 非 色 之 法， 生 起 无 穷 速 
率、 锐 利、 勇 健 的 明 净 之 智， 如 因 陀 罗 的 金 刚 一 样。 

⑶ “喜” —— 是 观 的 喜。 即 于 此 时， 在 他 生 起 小 喜、 刹 那 喜、 继 起 （如 
波 浪） 喜、 踊 跃 喜、 遍 满 喜 的 五 种 喜 而 充 满 于 全 身。 

⑷ “轻 安” —— 是 观 的 轻 安。 即 于 此 时， 坐 于 他 的 夜 住 处 或 日 间 住 处， 
[636] 而 身 心 无 不 安、 无 沉 重、 无 坚 硬、 无 不 适 业、 无 病、 无 屈 曲， 但 他 的 身 
心 是 轻 安、 轻 快、 柔 软、 适 业、 明 净 与 正 直， 他 以 此 等 的 轻 安 等 而 把 握 身 
心， 则 此 时 享 诸 非 世 人 之 喜， 即 所 谓： 

比 丘 入 屏 处， 彼 之 心 寂 静， 

审 观 于 正 法， 得 受 超 人 喜。 

若 人 常 正 念： 诸 蕴 之 生 灭， 

获 得 喜 与 乐。 知 彼 得 不 死。
【32】

 

如 是 于 他 生 起 与 轻 快 性 等 相 应 的 轻 安， 成 就 超 人 之 喜。 

⑸ “乐” —— 是 观 的 乐。 即 于 此 时， 于 他 生 起 流 通 于 全 身 的 极 胜 妙 之 
乐。 

⑹ “胜 解” —— 即 信。 因 他 生 起 与 观 相 应 及 对 于 他 的 心 与 心 所 极 其 信 乐 
而 强 有 力 的 信。 

⑺ “策 励” —— 即 精 进。 因 他 生 起 与 观 相 应 不 松 弛 不 过 劲 而 善 猛 励 的 精 
进。 

⑻ “现 起” —— 即 念。 因 他 生 起 与 观 相 应 善 现 善 住 善 安 立 而 不 动 如 山 王 
（雪 山） 的 念。 当 他 忆 念 专 注 作 意 审 观 之 处， 即 能 进 入 彼 处， 现 起 他 的 念， 
如 于 天 眼 者 之 现 起 其 他 的 世 间 相 似。 

⑼ “舍” —— 即 观 舍 与 转 向 舍。 因 为 他 于 此 时 生 起 对 于 一 切 诸 行 而 成 中 
立 的 强 有 力 的 “观 舍”， 并 于 意 门 （生 起） “转 向 舍”。 即 他 注 意 任 何 之 处， 
而 此 （转 向 舍） 都 有 勇 健 锐 利 的 作 用， 如 因 陀 罗 的 金 刚 及 如 热 铁 丸 之 投 于 
叶 袋 一 样。 

                                                 
【32】 上 面 的 二 偈 是 引 自 Dhp. 373~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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⑽ “欲” —— 是 观 的 欲。 即 是 生 起 微 细 而 具 凝 静 之 相 的 欲， 对 于 这 样 以 
光 明 等 为 严 饰 的 观 而 作 执 着。 这 是 不 可 能 执 此 欲 以 为 染 的。 [637] 如 于 光 明 
一 样， 而 于 此 等 （其 余 的 九 种） 中 任 何 一 种 生 起 之 时， 瑜 伽 者 想 道： “我 今 
生 起 这 种 以 前 未 曾 生 起 过 的 智 …… 喜 …… 轻 安 …… 乐， 胜 解， 策 励， 现 起， 
舍， 乃 至 我 今 生 起 未 曾 生 起 过 的 欲， 我 实 在 得 圣 道、 圣 果 了”！ 如 果 非 道 而 
执 为 道， 非 果 而 执 为 果， 执 非 道 为 道 非 果 为 果 者， 是 则 名 为 他 的 观 道 落 于 
邪 途。 他 便 放 弃 了 自 己 的 根 本 业 处 而 只 坐 享 欲 乐 了。 

于 此 （观 染 之） 中， 因 为 光 明 等 是 染 的 基 础， 故 说 为 染， 并 非 不 善 之 
意。 然 而 欲 则 是 染 亦 为 染 的 基 础。 据 此 等 基 础 则 唯 有 十， 但 依 于 执 则 成 三 
十。 怎 样 的 呢？ 因 以 执 我 的 光 明 生 起 者 为 见 执。 执 可 爱 的 光 明 生 起 者 为 慢 
执。 享 受 光 明 之 乐 者 为 爱 执。 如 是 于 光 明 中 依 见、 慢、 爱 而 有 三 执。 余 者 亦 
然， 所 以 依 于 执 则 恰 恰 成 为 三 十 染。 因 为 对 于 此 等 无 善 巧 无 经 验， 故 瑜 伽 
者 为 光 明 等 所 动 摇 与 扰 乱， 而 观 光 明 等 的 一 一 “是 我 的， 是 我 自 己， 是 
我”。 所 以 古 人 说： 

心 被 光 明 智 与 喜， 

轻 安 乐 胜 解 策 励， 

现 起 观 舍 转 向 舍， 

以 及 为 欲 而 震 动。 

如 果 （对 此 等 染） 是 有 善 巧、 聪 慧、 经 验、 觉 慧 的 瑜 伽 者， 则 光 明 等 生 
起 之 时， 能 够 以 慧 来 这 样 的 分 析 与 审 观： “于 我 生 起 光 明， 这 不 过 是 无 常、 
有 为、 缘 生、 灭 尽 法、 衰 灭 法、 离 贪 法 及 灭 法 而 已”， 或 作 如 是 思 念： “如 
果 光 明 是 我， 那 我 是 可 以 了 解 的， 然 而 是 执 无 我 以 为 我。 所 以 依 不 自 在 之 
义 为 无 我， 以 既 有 而 无 之 义 为 无 常， 以 生 灭 逼 恼 之 义 为 苦”， 一 切 详 细 的 方 
法 已 在 非 色 的 七 法 中 说【33】

。 如 于 光 明， 余 者 亦 然。 他 既 如 是 审 观， 则 正 观 
光 明 为 “非 是 我 的， 非 我 自 己， 非 是 我”。 [638] 正 观 智 …… 乃 至 欲 为 “非 是 
我 的， 非 我 自 己， 非 是 我”。 如 是 正 观 者， 则 不 为 光 明 等 所 动 摇 与 扰 乱。 所 
以 古 人 说： 

于 此 等 十 处， 以 慧 决 择 者， 

善 巧 法 掉 举， 不 至 于 散 乱。 

他 这 样 不 至 于 散 乱， 解 除 恰 恰 三 十 种 染 的 缚， 而 确 定 道 与 非 道 是 这 样 的： 
“光 明 等 法 不 是 道， 解 脱 于 染 而 行 于 正 道 的 观 智 为 道”。 象 “这 是 道， 这 是 
非 道” 这 样 而 知 道 与 非 道 所 建 立 的 智， 当 知 为 道 非 道 智 见 清 净。 

（确 定 三 谛） 至 此 则 他 业 已 确 定 了 三 谛。 怎 样 的 呢？ 先 于 见 清 净， 他 曾 
以 确 定 名 色 而 确 定 了 “苦 谛”； 次 于 度 疑 清 净 曾 以 把 握 于 缘 而 确 定 了 “集 
谛”； 更 于 此 道 非 道 智 见 清 净 以 决 断 正 道 而 确 定 了 “道 谛”。 如 是 先 以 世 间 
之 智 而 确 定 三 谛。 

为 善 人 所 喜 悦 而 造 的 清 净 道 论， 在 说 慧 的 修 习 中 完 成 了 第 二 十 
品， 定 名 为 道 非 道 智 见 清 净 的 解 释。 

                                                 
【33】 见 底 本 六 二 八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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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 其 次 以 八 智 而 到 达 顶 点 的 观 及 第 九 谛 随 顺 智， 是 名 “行 道 智 见 清 
净”。 此 中： 八 智 —— 即 解 脱 于 染 而 行 正 道 及 称 为 观 的 ㈠ 生 灭 随 观 智， ㈡ 坏 
随 观 智， ㈢ 怖 畏 现 起 智， ㈣ 过 患 随 观 智， ㈤ 厌 离 随 观 智， ㈥ 欲 解 脱 智， ㈦ 审 
察 随 观 智， ㈧ 行 舍 智。 第 九 谛 随 顺 智 与 随 观 是 一 同 义 语。 是 故 为 欲 成 就 于 
此 （行 道 智 见 清 净） 者， 当 从 解 脱 于 染 的 生 灭 （随 观） 智  始， 于 此 ㈨ 智 而 
行 瑜 伽。 

     

问： 为 什 么 还 要 于 生 灭 （随 观） 智 而 行 瑜 伽 （因 于 前 面 的 道 非 道 智 见 清 
净 已 修 生 灭 随 观 智）？ （答） 为 观 察 于 相 之 故。 因 于 前 面 （的 道 非 道 智 见 清 
净）， 生 灭 智 为 十 染 所 染， 不 能 依 如 实 的 自 性 而 观 察 于 三 相， 但 这 里 则 得 解 
脱 于 染， 所 以 为 了 观 察 于 相 再 （于 生 灭 随 观 而） 行 瑜 伽。 [640] 

然 而 因 为 不 忆 念 什 么 及 为 什 么 所 覆 蔽 而 不 现 起 三 相 的 呢？ 因 不 忆 念 生 
灭， 为 相 续 所 覆 蔽， 故 不 现 起 无 常 相。 因 不 忆 念 数 数 之 逼 恼， 为 四 威 仪 所 覆 
蔽， 故 不 现 起 苦 相。 因 不 忆 念 种 种 界 的 分 别， 为 坚 实 所 覆 蔽， 故 不 现 起 无 我 
相。 然 而 把 握 生 灭 破 除 相 续 之 时， 则 依 如 实 的 自 性 而 现 起 无 常 相。 忆 念 数 
数 之 逼 恼 除 去 四 威 仪 之 时， 则 依 如 实 的 自 性 而 现 起 苦 相。 分 别 种 种 界 除 去 
坚 实 之 时， 则 依 如 实 的 自 性 而 现 起 无 我 相。 

这 里 当 知 三 相 的 分 别： 即 无 常、 无 常 相， 苦、 苦 相， 无 我、 无 我 相。 此 
中： 无 常 意 为 五 蕴。 何 以 故？ 生 灭 变 易 或 有 已 而 无 之 故。 生 灭 变 易 为 无 常 
相， 或 有 已 而 无 是 相 的 变 化。 其 次 依 据【1】 “无 常 即 苦” 之 语， 故 即 彼 五 蕴 是 
苦。 何 以 故？ 数 数 逼 恼 之 故。 数 数 逼 恼 相 为 苦 相。 再 依【2】 “苦 即 无 我” 之 
语， 故 即 彼 五 蕴 是 无 我。 何 以 故？ 不 自 在 之 故。 不 自 在 相 为 无 我 相。 

瑜 伽 者 对 此 一 切， 以 解 脱 于 染 行 于 正 道 而 称 为 观 的 “生 灭 随 观 智” 依 
如 实 的 自 相 而 审 观。 

    

既 已 如 是 审 观， 再 再 思 虑 推 度 色 与 非 色 之 法 “是 无 常， 是 苦， 是 无 
我”， 则 它 的 智 成 为 锐 利， 而 诸 行 便 轻 快 地 现 起 了。 当 智 成 锐 利 而 诸 行 轻 快 
地 现 起 之 时， 他 不 到 达 于 生， 或 住， 或 转 起， 或 （诸 行 之） 相， 但 于 灭 尽、 
衰 灭、 破 坏 及 灭 而 建 立 其 念 （智）。 [641] 他 观 诸 行 “如 是 生 已 如 是 灭”， 即 
于 此 处 生 起 名 为 “坏 随 观 智” 的 观 智。 关 于 此 说 如 下： 

【3】
“如 何 是 审 察 所 缘 的 所 谓 坏 随 观 之 慧 为 观 智？ 即 是 以 色 为 所 缘 的 心 

的 生 起 而 破 坏。 他 随 观 彼 审 察 所 缘 的 心 的 破 坏。 随 观 又 是 怎 样 的 随 观？ 即 
随 观 这 是 无 常 而 非 常。 随 观 这 是 苦 而 非 乐。 随 观 这 是 无 我 而 非 我。 是 厌 离 

                                                 
【1】 S.IV, p.1; S.III, p.22. 
【2】 同 上。 
【3】 Pṭs. I, p.5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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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非 欢 喜， 离 贪 而 非 染 贪， 灭 而 非 集， 舍 而 非 取。 随 观 无 常 而 断 常 想。 随 观 
是 苦 而 断 乐 想， 随 观 无 我 断 我 想 …… 厌 离 断 欢 喜 … 离 贪 断 贪 … 灭 断 集 … 舍 
断 取。 以 受 为 所 缘 …… 以 想 为 所 缘 …… 以 行 为 所 缘 …… 以 识 为 所 缘 …… 以 眼 
为 所 缘 …… 乃 至 以 老 死 为 所 缘 的 心 的 生 起 而 破 坏 …… 舍 断 取。 

事 的 转 移， 慧 的 还 灭， 以 及 转 向 之 力， 

这 些 是 审 察 的 （坏 随） 观。 

依 （现 在） 所 缘， 确 定 两 者 （过 去 未 来） 是 一， 以 及 

于 灭 胜 解， 这 是 衰 灭 相 观。 

审 察 所 缘， 随 观 破 坏， 

空 的 现 起， 是 增 上 慧 观。 

善 巧 于 三 随 观 及 四 观 的 人， 

因 为 善 巧 于 三 现 起， 所 以 不 为 种 种 的 见 所 动 摇。 

这 是 以 知 之 义 为 智， 以 了 解 之 义 为 慧， 所 以 审 察 所 缘 的 所 谓 坏 随 观 的 慧 为 
观 智”。 

此 （引 文） 中： “审 察 所 缘” —— 是 曾 审 察 任 何 的 所 缘， 即 曾 知、 见 （所 
缘） 灭 尽 衰 灭 之 义。 “坏 随 观 慧” —— 即 彼 随 观 于 曾 经 审 察 所 缘 的 灭 尽 衰 灭 
而 生 起 的 智 的 破 坏 的 慧， 是 名 观 智。 [642] “如 何” —— 是 为 解 说 而 设 的 疑 
问。 为 了 指 示 那 是 怎 样 的， 便 说 “以 色 为 所 缘 的” 等 等。 

此 中： “以 色 为 缘 的 心 的 生 起 而 破 坏” —— 即 此 心 以 色 为 所 缘 而 生 起 及 
破 坏， 或 者 是 于 色 所 缘 的 状 态 中 的 心 的 生 起 及 破 坏。 “审 察 所 缘” —— 即 曾 
审 察 所 缘 曾 知 曾 见 灭 尽 衰 灭 之 义。 “随 观 彼 心 的 破 坏” —— 即 以 什 么 心 而 视 
彼 所 缘 为 灭 尽 衰 灭 的， 他 再 以 另 一 心 随 观 彼 心 的 破 坏 的 意 思。 所 以 古 人 
说： “知 与 智 二 者 都 观”。 “随 观” —— 是 随 顺 观， 即 以 种 种 相 再 再 而 观 之 
义。 所 以 说 “随 观 又 是 怎 样 的 随 观？ 随 观 无 常” 等。 

此 中： 因 为 坏 是 无 常 性 的 极 点， 所 以 作 坏 随 观 的 瑜 伽 者 “随 观” 一 切 行 
“是 无 常 而 非 常”。 于 是 无 常 的 故 是 苦， 苦 的 故 是 无 我， 同 样 的 他 “随 观 这 
是 苦 而 非 乐， 随 观 这 是 无 我 而 非 我”。 其 次 那 无 常、 苦、 无 我 的， 当 不 欢 喜 
它， 那 不 当 欢 喜 的 当 不 染 着 它， 所 以 顺 应 于 坏 随 观， 他 “厌 离” 那 见 为 无 
常、 苦、 无 我 的 诸 行 “而 不 欢 喜， 使 离 贪 而 不 染 贪”。 

他 既 如 是 无 有 染 着， 先 以 世 间 智 而 使 “灭” 贪 “而 非 集”， 即 不 使 集 之 
义。 或 者 他 既 如 是 离 贪， 已 见 诸 行， 对 于 那 未 见 的 亦 以 类 智 而 使 灭 不 使 集。 
他 仅 于 灭 作 意， 即 仅 观 灭 而 不 观 集 之 义。 

如 是 行 道， 他 便 “舍 而 非 取”。 这 是 怎 样 说 的 呢？ 此 无 常 等 的 随 观， 因 
以 部 分 遍 舍 与 蕴 及 行 相 共 的 诸 烦 恼， 并 且 因 见 有 为 的 过 患 [643] 而 倾 向 跃 入 
于 相 反 的 涅 槃， 所 以 名 为 遍 舍 舍 及 跃 入 舍。 是 故 具 此 （观 慧） 的 比 丘， 遍 舍 
了 所 说 的 诸 烦 恼 及 跃 入 于 涅 槃。 不 取 依 此 而 生 的 烦 恼 及 不 取 于 不 见 过 患 的 
有 为 的 所 缘， 所 以 说 “舍 而 非 取”。 

现 在 为 示 他 以 此 等 智 而 断 的 什 么 法， 所 以 说 “随 观 无 常 而 断 常 相” 等。 

此 中： “欢 喜” —— 是 有 喜 的 渴 爱。 余 者 即 如 所 说 可 知。 

其 次 在 偈 颂 中： “事 的 转 移” —— 是 已 见 色 的 破 坏， 再 见 那 曾 见 坏 的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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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坏， 如 是 从 前 面 的 事 （色） 而 转 移 到 其 他 的 事 （心）。 “慧 的 还 灭” —— 即 
曾 舍 断 于 生 而 住 于 灭。 “及 转 向 之 力” —— 是 已 见 色 的 坏 之 后， 再 为 去 见 那 
以 坏 为 所 缘 的 心 的 坏 的 转 向 的 能 力。 “是 审 察 的 观” —— 是 曾 审 察 所 缘 的 坏 
随 观。 

“依 所 缘 确 定 两 者 是 一” —— 意 即 依 眼 前 所 见 的 所 缘， 比 类 于 此 （现 在 
的 所 缘） 同 样 的， 于 过 去 的 行 已 坏， 于 未 来 的 当 坏， 如 是 确 定 两 者 是 同 一 自 
性 的。 所 以 古 人 这 样 说： 

对 于 现 生 有 清 净 观 的 人， 

依 此 而 知 过 去 与 未 来。 

（三 世 的） 一 切 行 都 是 坏 的。 

犹 如 日 出 之 时 的 露 滴。 

“于 灭 胜 解” —— 意 即 曾 经 确 定 （过 去 未 来） 两 者 是 一， 于 此 称 为 坏 的 灭 而 
胜 解， 尊 重 它， 倾 向 它。 “这 是 衰 灭 相 观” —— 是 说 这 （样 的 确 定） 便 是 衰 
灭 相 观。 

“审 察 所 缘” —— 是 曾 知 前 面 的 色 等 所 缘。 “随 观 破 坏” —— 是 曾 见 那 
所 缘 的 坏， 而 后 随 观 以 彼 为 所 缘 的 心 的 坏。 [644] “空 的 现 起” － － 他 这 样 的 
随 观 破 坏， 只 是 诸 行 的 破 坏， 彼 等 （诸 行） 的 破 坏 为 死， （诸 行 之 外） 实 无 
他 物， 故 得 成 就 现 起 （诸 行 的） 空。 所 以 古 人 说： 

诸 蕴 是 灭， 更 无 别 的， 

诸 蕴 的 破 坏 而 说 为 死。 

不 放 逸 者 见 它 们 的 灭 尽， 

好 象 金 刚 如 理 的 钻 宝 石。 

“是 增 上 慧 观” —— 即 彼 审 察 所 缘 的， 随 观 破 坏 的 及 现 起 空 的， 名 为 增 
上 慧 观。 

“善 巧 于 三 随 观 者” —— 即 精 练 于 无 常 随 观 等 三 种 的 比 丘。 “于 四 观” 
—— 即 于 厌 离 等 的 四 观。 “因 为 善 巧 于 三 现 起” —— 是 因 为 善 巧 于 灭 尽， 衰 
灭

【4】
， 空 的 三 种 的 现 起。 “不 为 种 种 的 见 所 动 摇” —— 是 不 为 常 见 等 的 种 种 

见 所 动 摇。 

他 既 如 是 不 动 摇， 起 这 样 的 忆 念： “未 灭 的 在 灭， 未 破 坏 的 在 破 坏”， 
含 弃 诸 行 的 生， 住， 转 起 之 相， 唯 观 破 坏， 如 脆 弱 的 器 皿 的 破 坏， 如 微 尘 的 
散 布， 如 炒 胡 麻 子 一 样。 譬 如 明 目 之 人， 站 在 池 畔 或 河 岸， 看 见 大 雨 落 于 水 
面， 生 起 了 大 水 泡， 很 快 的 破 坏 了， 他 观 一 切 诸 行 的 破 坏 也 是 这 样。 世 尊 曾 
说 有 关 于 这 样 的 瑜 伽 行 者： 

 
【5】

“ 视 如 水 上 浮 沤， 视 如 海 市 蜃 楼， 

若 人 观 世 如 是， 死 王 不 得 见 他”。 

这 样 屡 观 一 切 诸 行 继 续 地 破 坏， 则 得 增 强 他 的 伴 着 八 种 功 德 的 坏 随 观 
智。 这 是 八 神 功 德：  ⑴ 断 除 有 见，  ⑵ 遍 舍 你 的 欲，⑶ 常 常 如 理 加 行，  ⑷ 活 
命 的 清 净，⑸ 除 去 过 劳，  ⑹ 离 去 怖 畏。⑺ 获 得 忍 辱 与 柔 和，  ⑻ 超 脱 乐 与 不 
乐。 [645] 所 以 古 人 说： 
                                                 
【4】 底 本 在 衰 灭 之 后 尚 有 怖 畏 (bhayati) 一 字， 其 他 的 本 子 则 无 此 字， 故 令 亦 略 去。 
【5】 Dhp.170 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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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 尼 为 得 不 死 法， 

已 见 此 最 上 八 德， 

于 坏 随 观 屡 思 惟。 

加 救 衣 服 与 头 燃。 

——       —— 

     

如 是 修 习 多 作 以 一 切 诸 行 的 灭 尽， 衰 灭， 破 坏 及 灭 为 所 缘 的 坏 随 观 的 
瑜 伽 者， 于 一 切 的 有、 生、 趣、 （识） 住、 有 情 居 的 在 破 坏 的 诸 行， 起 大 怖 
畏。 正 如 胆 怯 而 欲 求 快 乐 生 活 的 人， 对 于 狮 子， 虎， 豹， 熊， 鬣 狗， 夜 叉， 
罗 刹， 恶 牛， 恶 犬， 流 液 时 期 的 恶 象， 可 怕 的 毒 蛇， 雷 电， 战 场， 坟 墓， 燃 
烧 的 火 坑 等 （起 大 怖 畏）。 如 是 他 观 “过 去 的 诸 行 已 灭， 现 在 的 （诸 行） 正 
灭。 于 未 来 生 起 的 诸 行 亦 将 如 是 而 灭”， 即 于 此 处 生 起 “怖 畏 现 起 智”。 

有 个 这 样 的 譬 喻： 有 一 位 妇 人 的 三 个 儿 子 犯 了 王 法。 国 王 下 令 把 他 们 
斩 头。 她 也 跟 着 儿 子 来 到 刑 场。 当 时 她 的 长 子 的 头 己 被 斩 掉。 并 已  始 斩 
其 次 子。 她 看 见 了 长 子 的 头 已 斩， 便 放 弃 对 幼 子 的 爱 着。 知 道 “此 子 亦 必 同 
他 们 一 样”。 这 里 瑜 伽 者 之 见 过 去 的 诸 行 已 灭， 如 妇 人 之 见 长 子 的 头 已 斩； 
见 现 在 的 （诸 行） 正 灭； 如 见 正 斩 次 子 的 头； 见 未 来 的 （诸 行 之） 灭， 而 知 
“于 未 来 生 起 的 诸 行 亦 将 破 坏”， 如 对 幼 子 放 弃 爱 着。 而 知 “此 子 亦 必 同 他 
们 一 样”。 作 如 是 观 者， 即 于 彼 处 生 起 怖 畏 现 起 智。 

另 一 个 譬 喻： 如 一 位 专 产 生 而 即 死 的 儿 子 的 妇 人， [646] 她 已 生 了 十 
子。 其 中 有 九 位 已 死， 一 位 正 抱 在 手 中 而 死。 还 有 一 位 在 胎 中。 她 见 九 子 已 
死， 第 十 位 正 在 死， 便 放 弃 对 胎 儿 的 爱 着， 知 道 “这 胎 几 亦 必 同 他 们 一 
样”。 这 里 瑜 伽 者 之 观 过 去 的 诸 行 已 灭， 如 妇 人 之 念 九 子 已 死； 观 现 在 的 
（诸 行） 正 灭， 如 见 抱 着 的 （第 十 子） 正 死； 观 未 来 的 （诸 行 之） 灭， 如 放 弃 
对 胎 儿 故 爱 着。 作 如 是 观 者， 即 于 此 刹 那 生 起 怖 畏 现 起 智。 

然 而 这 怖 畏 现 起 智 自 己 是 怖 畏 或 非 怖 畏？ 这 是 非 怖 畏 的， 因 为 这 只 是 
审 观 “过 去 的 诸 行 已 灭， 现 在 的 （诸 行） 正 灭， 未 来 的 （诸 行） 当 灭”， 所 以 
如 明 眼 者 的 看 见 于 城 门 的 三 个 火 坑， 他 自 己 则 不 怖 畏； 因 为 他 只 是 审 知 
“那 些 落 于 这 里 面 的 人， 备 受 许 多 的 苦 痛”。 亦 如 明 眼 者 看 见 怯 地 罗 （硬 木 
所 制） 的 尖 桩， 铁 的 尖 桩， 金 的 尖 桩 的 三 种 尖 桩 次 第 的 排 列 的 时 候， 他 自 己 
并 不 怖 畏， 因 为 他 唯 审 知 “那 些 落 于 这 些 尖 桩 之 上 的 人， 备 受 许 多 的 痛 
苦”。 如 是 而 此 怖 畏 现 起 智 自 己 是 不 怖 畏 的。 因 为 这 只 是 审 观 于 如 三 火 坑 
及 如 三 个 尖 桩 的 三 有 中； “过 去 的 诸 行 已 灭， 现 在 的， （诸 行） 正 灭， 未 来 
的 （诸 行） 当 灭”。 因 子 此 智， 现 起 于 一 切 有、 生、 趣、 （识） 住、 （有 情） 
居 中 陷 于 不 幸 而 具 怖 畏 的 诸 行 的 怖 畏， 所 以 说 “怖 畏 现 起 智”。 

这 是 圣 典 中 关 于 他 的 （诸 行 的） 怖 畏 现 起 的 文 句：
【6】 “对 于 忆 念 无 常 者 

现 起 什 么 怖 畏？ 对 于 忆 念 苦 …… 无 我 者 现 起 什 么 怖 畏？ 对 于 忆 念 无 常 者 现 
起 相 的 怖 畏， 对 于 忆 念 苦 者 现 起 转 起 的 怖 畏。 对 于 忆 念 无 我 者 现 起 相 与 转 
起 的 怖 畏”。 
                                                 
【6】 Pṭs.II, 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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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中： “相” —— 即 行 的 相。 与 过 去、 未 来、 现 在 的 诸 行 是 同 义 语。 [647] 
即 忆 念 无 常 者 唯 见 诸 行 的 死。 所 以 说 于 彼 现 起 相 的 怖 畏。 

“转 起” —— 即 色 与 非 色 有 的 转 起。 忆 念 苦 者， 唯 见 虽 思 为 乐 的 数 数 的 
逼 恼 的 转 起。 所 以 说 于 彼 现 起 转 起 的 怖 畏。 忆 念 无 我 者， 则 见 两 者 （相 及 转 
起）， 如 空 无 人 烟 的 村 落， 如 阳 焰 乾 闼 婆 城 （蜃 楼） 等， “无， 虚， 空， 无 
主， 无 导 者”， 所 以 说 于 彼 现 起 相 及 转 起 两 者 的 怖 畏。 

——       —— 

     

多 作 修 习 此 怖 畏 现 起 智 的 瑜” 者， 了 知 于 一 切 有、 生、 趣、 （识） 住、 
有 情 居 中， 无 避 难 所， 无 救 护 处， 无 归 趣， 无 皈 依 所； 于 一 切 有、 生、 趣、 
（识） 住、 有 情 居 的 诸 行 之 中， 甚 至 对 于 一 行 亦 无 希 求 无 执 着。 三 有 如 充 满 
没 有 火 焰 的 炭 火 的 火 坑， 四 大 种 如 极 毒 的 毒 蛇， 五 蕴 如 举 剑 的 杀 戮 者， 六 
内 处 如 空 村， 六 外 处 如 劫 村 落 的 盗 贼， 七 识 住 及 九 有 情 居 如 以 十 一 种 火【7】 
燃 烧 炽 然， 一 切 诸 行 如 痈、 疾、 箭、 痛、 病， 无 喜 无 乐， 是 一 堆 大 过 患 的 现 
起。 怎 样 的 呢？ 譬 如 对 于 一 位 希 望 生 活 安 乐 而 胆 小 的 人， 如 虽 有 美 丽 的 外 
表 而 内 有 猛 兽 的 森 林， 如 有 豹 子 的 洞 窟， 如 有 捕 人 的 （鳄） 及 罗 刹 的 河 水， 
如 举 剑 的 敌 人， 如 有 毒 的 食 物， 如 有 盗 贼 的 道 路， 如 燃 烧 的 炭 火， 如 对 阵 的 
战 场。 譬 如 这 （胆 小 的） 人 来 到 此 等 有 猛 兽 的 森 林 等， 则 毛 骨 悚 立， 仅 见 全 
面 的 过 患， 如 是 这 瑜 伽 者 由 于 坏 随 观， 于 现 起 怖 畏 的 一 切 诸 行 中， 完 全 无 
喜 无 乐， 但 见 过 患。 如 是 见 者， 是 名 过 患 智 的 生 起， 下 面 是 有 关 于 此 的 说 
法： 

【8】
“如 何 怖 畏 现 起 之 慧 成 为 过 患 之 智？ [648] 生 起 是 怖 畏， 这 样 的 怖 畏 

现 起 之 慧 成 为 过 患 之 智。 转 起 是 怖 畏 …… 相 是 怖 畏 …… 造 作 是 怖 畏 …… 结 生 
是 怖 畏 …… 趣 是 怖 畏 …… 发 生 是 怖 畏 …… 起 是 怖 畏 …… 生 是 怖 畏 …… 老 是 怖 
畏 …… 病 是 怖 畏 …… 死 是 怖 畏 …… 愁 是 怖 畏 …… 悲 是 怖 畏 …… 恼 是 怖 畏， 这 
样 的 怖 畏 现 起 之 慧 成 为 过 患 之 智。 

不 生 起 是 安 稳， 为 寂 静 之 道 智。 不 转 起 …… 乃 至 无 恼 是 安 稳， 为 寂 静 之 
道 智。 

生 起 是 怖 畏， 不 生 起 是 安 稳， 为 寂 静 之 道 智； 转 起 …… 乃 至 恼 是 怖 畏， 
无 恼 是 安 稳， 为 寂 静 之 道 智。 

生 起 是 苦， 这 样 的 怖 畏 现 起 之 慧 成 为 过 患 之 智； 转 起 …… 乃 至 恼 是 苦， 
这 样 的 怖 畏 现 起 之 慧 成 为 过 患 之 智。 

不 生 起 是 乐， 为 寂 静 之 道 智： 不 转 起 …… 乃 至 无 恼 是 乐， 为 寂 静 之 道 
智。 

生 起 是 苦， 不 生 起 是 乐， 为 寂 静 之 道 智； 转 起 …… 乃 至 恼 是 苦， 无 恼 是 
乐， 为 寂 静 之 道 智。 

                                                 
【7】 十 一 种 火， 即 一 贪， 二 瞋， 三 痴， 四 生， 五 老， 六 死， 七 愁， 八 悲， 九 苦， 十 忧， 

十 一 恼。 
【8】 Pṭs.I, p.5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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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起 是 欲 乐， 这 样 的 怖 畏 现 起 之 慧 成 为 过 患 之 智； 转 起 …… 乃 至 恼 是 
欲 乐， 这 样 的 怖 畏 现 起 之 慧 成 为 过 患 之 智。 

不 生 起 是 无 欲 乐， 为 寂 静 之 道 智； 不 转 起 …… 乃 至 无 恼 是 无 欲 乐， 为 寂 
静 之 道 智。 

生 起 是 欲 乐， 不 生 起 是 无 欲 乐， 为 寂 静 之 道 智； 转 起 …… 乃 至 恼 是 欲 
乐， 无 恼 无 欲 乐， 为 寂 静 之 道 智。 

生 起 是 行， 这 样 的 怖 畏 现 起 之 慧 成 为 过 患 之 智； 转 起 …… 乃 至 恼 是 行， 
这 样 的 怖 畏 现 起 之 慧 成 为 过 患 之 智。 

不 生 起 是 涅 槃， 为 寂 静 之 道 智； 不 转 起 …… 乃 至 无 恼 是 涅 槃， 为 寂 静 之 
道 智。 生 起 是 行， 不 生 起 是 涅 槃， 为 寂 静 之 道 智； 转 起 …… 乃 至 恼 是 行， 无 
恼 是 涅 槃， 为 寂 静 之 道 智。 [649] 

生 起、 转 起、 相、 造 作 与 结 生， 

观 此 为 苦， 是 过 患 的 智。 

不 生 起， 不 转 起， 无 相， 不 造 作 与 不 结 生， 

观 此 为 乐， 是 寂 静 的 道 智。 

于 五 处 生 起 过 患 的 智， 

于 五 处 生 起 寂 静 的 道 智。 

他 知 解 了 这 十 智。 

因 为 善 巧 于 二 智， 故 于 诸 见 不 动 摇。 

以 知 之 义 为 智， 以 领 解 之 义 为 慧； 所 以 说 于 怖 畏 现 起 之 慧 成 为 过 患 之 智”。 

此 中： “生 起” —— 是 以 过 去 的 业 为 缘 而 于 此 世 生 起。 “转 起” —— 即 
已 如 是 生 起 的 转 起。 “相” —— 即 一 切 行 的 相。 “造 作” —— 是 为 未 来 结 生 
之 因 的 业。 “结 生” —— 是 未 来 的 生 起。 “趣” —— 是 彼 结 生 所 趣 之 处。 “发 
生” —— 是 诸 蕴 的 发 生。 “起” —— 是【9】 “入 定 者 或 生 起 者” 这 样 所 说 的 异 
熟 的 转 起。 “生” —— 是 为 老 死 之 缘 及 以 有 为 缘 的 生。 “老 死” 等 之 义 则 易 
明 了。 

这 里 生 起 等 的 五 种 （生 起、 转 起、 相、 造 作、 结 生） 是 指 为 过 患 智 的 基 
础 而 说 的。 余 者 则 与 彼 等 是 同 义 语。 即 发 生 及 生 的 二 种 与 生 起 及 结 生 是 同 
义 语。 趣 及 起 的 二 种 与 转 起 是 同 义 语。 老 等 与 相 是 同 义 语。 所 以 说： 

生 起、 转 起、 相、 造 作 与 结 生， 

观 此 为 苦， 是 过 患 的 智。 

于 五 处 生 起 过 患 的 智。 

“不 生 起 是 安 稳， 为 寂 静 之 道 智” 等， 是 为 示 与 过 患 智 所 相 反 的 智 而 
说。 或 者 是 为 由 怖 畏 现 起 智 曾 见 过 患 而 心 有 恐 怖 的 人 生 起 这 样 的 安 心： 
“亦 有 无 怖 畏， 安 稳， 无 过 患 的”。 或 者 因 为 已 善 确 立 生 起 等 的 怖 畏 者 的 心 
倾 向 于 那 相 反 的 （不 生 起 等）， [650] 所 以 为 示 由 怖 畏 现 起 智 而 成 就 过 患 智 
者 的 功 德， 作 如 是 说。 

此 中， 那 怖 畏 的 决 定 是 苦 的， 那 苦 的 是 欲 乐 的 —— 因 为 不 能 脱 离 轮 转 
的 欲 乐， 世 间 的 欲 乐 及 烦 恼 的 欲 乐 之 故， 那 欲 乐 的 则 唯 是 行： 所 以 说： “生 

                                                 
【9】 Pṭs.I, p.84; Dhs. p.224; Vibh. p.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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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是 苦， 这 样 的 于 怖 畏 现 起 之 慧 成 为 过 患 之 智” 等。 虽 然 这 样， 但 应 由 于 怖 
畏 的 相， 若 的 相， 欲 乐 的 相 等 种 种 的 相 的 转 起， 而 知 此 （智 的） 种 种 性。 

“知 解 了 十 智” —— 即 知 解 过 患 智 者 的 知 解 通 达 证 悟 于 生 起 等 的 五 事 
及 不 生 起 等 的 五 事 的 十 种 智。 

“善 巧 于 二 智” —— 是 善 巧 于 过 患 智 及 寂 静 道 智 的 二 种。 

“于 诸 见 不 动 摇” —— 是 对 于 （外 道 等 所 说 的） 由 最 极 的 现 法 涅 槃 等 所 
转 起 的 诸 见 而 不 动 摇。 余 者 之 义 易 明。 

——       —— 

     

他 这 样 的 观 一 切 诸 行 的 过 患， 则 厌 离 背 弃 不 喜 于 一 切 有、 生、 趣、 识 
住、 有 情 居 中 可 破 坏 的 诸 行。 

譬 如 喜 住 于 结 多 古 多 山 麓 的 金 鹅 王， 是 不 喜 于 旅 陀 罗 村 口 的 不 净 的 水 
坑， 但 喜 于 七 大 湖【10】

； 如 是 这 瑜 伽 鹅 王， 是 不 喜 于 善 见 其 过 患 而 可 破 坏 的 
诸 行， 但 喜 其 具 备 修 习 之 乐 修 习 之 喜 的 七 随 观。 譬 如 兽 中 之 王 的 狮 于 是 不 
喜 投 入 黄 金 的 兽 槛， 但 喜 于 宽 广 三 千 由 旬 的 雪 山； 如 是 这 瑜 伽 狮 子 是 不 喜 
于 三 善 趣 有， 但 乐 于 三 随 观。 譬 如 纯 白 而 七 处 平 满【11】 以 神 变 飞 行 的 六 牙 象 
王 是 不 喜 于 城 市 的， 但 喜 于 雪 山 的 六 牙 池 （六 牙） 森 林 的【12】

； [651] 如 是 这 
瑜 伽 象 王 是 不 喜 于 一 切 诸 行， 但 喜 意 向 倾 心 以 “不 生 起 是 安 稳” 等 的 方 法 
而 见 寂 静 之 道。 

——       —— 

    

这 （厌 离 随 观 智） 与 前 二 （怖 畏 现 起 智， 过 患 随 观 智） 的 意 义 是 一， 所 
以 古 师 说： “于 一 怖 畏 现 起 而 得 三 名。 曾 见 一 切 诸 行 为 怖 畏， 故 名 怖 畏 现 起 
智； 于 此 等 诸 行 生 起 过 患， 放 名 过 患 随 观； 对 于 此 等 诸 行 生 起 厌 离， 故 名 厌 
离 随 观”。 于 圣 典 中 亦 说：

【13】 “那 怖 畏 现 起 之 慧， 过 患 之 智， 及 厌 离 的 此 等 
㈢ 法 义 一 而 文 异”。 

其 次 以 此 厌 离 智 而 厌 离 背 弃 不 喜 （于 诸 行） 的 善 男 子 的 心， 对 于 一 切 
有、 生、 趣、 识 住、 有 情 居 中 可 破 坏 的 诸 行， 甚 至 一 行 亦 不 执 着 缠 缚， 唯 欲 
解 脱 欲 出 离 于 一 切 行。 

譬 如 什 么？ 譬 如 落 网 的 鱼， 入 蛇 口 的 青 蛙， 投 入 笼 中 的 野 鸡， 落 入 坚 固 
陷 阱 的 鹿， 在 使 蛇 者 手 中 的 蛇， 陷 于 大 泥 沼 中 的 象， 在 金 翅 鸟 口 中 的 龙 王， 
入 罗 喉【14】 口 中 的 月， 为 敌 所 围 的 人 等， 都 欲 从 彼 而 解 脱 而 出 离。 

                                                 
【10】 七 大 湖， 即 Anotattā, Sīhapapātā, Raṭhakārā, Kaṇṇamuṇḍā, Kuṇālā, Chaddantā, Mandākinī。 

cf.A.IV, p.101。 
【11】 七 处 平 满 (sattapatiṭṭho), 是 七 处 能 着 地 的 意 思。 七 处 即 诣 四 肢， 鼻， 尾 和 阴 茎。 
【12】 cf.Jāt.V, 37. 
【13】 Pṭs.II, p.63. 
【14】 罗 喉 (Rāhu) 据 说 是 吞 月 的 恶 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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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是 对 于 一 切 诸 行 离 执 着 者， 欲 从 一 切 行 而 解 脱 者， 生 起 “欲 解 脱 
智”。 

——      —— 

     

如 是 欲 求 解 脱 于 一 切 有、 生、 趣、 识 住、 有 情 居 中 可 破 坏 的 诸 行， 为 欲 
从 一 切 行 而 解 脱， [652] 再 以 “审 察 随 观 智” 提 起 及 把 握 彼 等 诸 行 的 三 相， 他 
对 一 切 诸 行， 以 终 于 是 无 常 的， 暂 时 的， 限 于 生 灭 的，， 坏 灭 的， 刹 那 的
【15】

， 动 摇 的， 破 坏 的， 非 恒 的， 变 易 法 的， 不 实 的， 非 有 的， 有 为 的， 死 法 
的 种 种 理 由 而 观 “无 常”。 以 因 为 是 屡 屡 逼 恼 的， 是 有 苦 的， 是 苦 之 基， 是 
病， 是 痈， 是 箭， 是 恼， 是 疾， 是 祸， 是 怖 畏， 是 灾 患， 非 救 护 所， 非 避 难 
所， 非 皈 依 处， 是 过 患， 是 痛 苦 之 根， 是 杀 戮 者， 是 有 漏， 是 魔 食， 是 生 
法， 是 老 法， 是 病 法， 是 愁 法， 是 悲 法， 是 恼 法， 是 杂 染 法 等 的 种 种 理 由 而 
观 “苦”。 以 因 为 是 非 可 爱 的， 是 恶 臭 的， 是 可 厌 的， 是 可 恶 的， 不 值 得 庄 
严 的， 是 丑 陋 的， 是 弃 舍 的 种 种 的 理 由 而 观 为 苦 相 的 随 伴 的 “不 净”。 以 因 
为 是 他， 是 无， 是 虚， 是 空， 无 主， 不 自 在， 不 自 由 等 种 种 的 理 由 而 观 “无 
我”。 如 是 而 观， 则 说 是 他 提 起 三 相 而 把 握 诸 行。 

然 而 为 什 么 他 要 如 是 把 握 此 等 诸 行？ 因 为 是 要 成 就 解 脱 的 方 便。 这 里 
是 一 个 有 关 于 此 的 譬 喻： 

兹 有 一 人 想 道： “我 将 捕 鱼”， 便 取 一 捕 鱼 的 筌 投 入 水 中， 他 从 筌 口 插 
进 他 的 手， 在 水 中 捕 住 一 蛇 颈， 欢 喜 道： “我 已 捕 得 一 鱼”。 他 想： “我 实 
得 一 大 鱼”， 把 它 拿 上 来 一 看， 由 于 看 见 了 （蛇 头 上 的） 三 根 花 纹， 知 道 了 
这 是 蛇， 便 起 恐 怖 而 见 过 患 （危 险）， 并 厌 其 所 捕 （之 蛇）， 欲 求 脱 离。 为 
作 解 脱 的 方 便， 先 自 尾 端 解 除 他 的 （被 缠 的） 手 然 后 举 臂 于 头 上 旋 转 二 三 
回， 把 蛇 弄 弱 之 后 而 放 掉 它 说： “去！ 恶 蛇”！ 急 上 池 岸， 伫 望 来 路 道： “我 
实 从 大 蛇 之 口 而 解 脱”！ 

此 （譬 喻） 中： 那 人 捕 住 蛇 颈 以 为 是 鱼 而 生 欢 喜 之 时， 如 这 瑜 伽 者 起 初 
获 得 自 身 而 生 欢 喜 之 时。 他 从 捕 鱼 的 筌 口 拿 出 蛇 头 而 见 三 根 花 纹， [653] 如 
瑜 伽 者 的 分 析 （诸 蕴 的） 稠 密 而 见 诸 行 之 中 的 三 相。 他 起 恐 怖 时， 如 此 （瑜 
伽 者） 的 怖 畏 现 起 智。 此 后 而 见 过 患 （危 险）， 如 过 患 随 观 智。 厌 离 所 捕， 
如 厌 离 随 观 智。 欲 求 于 蛇 解 脱， 如 欲 解 脱 智。 作 解 脱 的 方 便， 加 以 审 察 随 观 
智 提 起 诸 行 的 三 相。 如 那 人 旋 转 了 蛇 把 它 弄 弱 不 能 转 来 咬 人 而 善 巧 的 放 
了， 如 是 这 瑜 伽 者 以 提 起 三 相 旋 转 诸 行 而 令 力 弱， 再 不 能 现 起 常、 乐、 净、 
我、 的 相 而 善 巧 的 解 脱 它 们。 所 以 说： “为 成 就 解 脱 的 方 便 而 如 是 把 握”。 

至 此 便 生 起 了 他 的 审 察 智， 下 面 是 有 关 于 此 的 说 法：
【16】 “忆 念 无 常 

者， 生 起 什 么 审 察 智？ 忆 念 苦 …… 无 我 者， 生 起 什 么 审 察 智？ 忆 念 无 常 者， 
生 起 相 审 察 智。 忆 念 苦 者， 生 起 转 起 审 察 智。 忆 念 无 我 者， 生 起 相 与 转 起 审 
察 智”。 

                                                 
【15】 刹 那 的 (khaṇikato) 底 本 无 此 字， 兹 据 暹 罗 本 增 补。 
【16】 Pṭs.II, 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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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中： “相 审 察” —— 是 以 无 常 相 而 知 行 的 相 “是 · 非 恒 与 暂 时 的”。 
虽 无 先 知 而 后 起 智， 但 如【17】 “以 意 与 法 为 缘 而 起 意 识” 等， 是 依 惯 例 而 说 
的。 或 者 是 依 于 （因 果） 同 一 之 理， 把 前 后 作 为 一 而 这 样 说。 当 知 这 种 方 法 
亦 得 适 合 于 其 他 的 二 句 （转 起 审 察， 相 与 转 起 审 察） 之 义。 

——       —— 

   

⑴ （观 空） （一 行 相 空 与 二 行 相 空） 他 这 样 以 审 察 随 观 智 而 把 握 了 “一 
切 诸 行 是 空” 之 后， 再 “以 我 （空） 与 我 所 （空） 而 把 握 二 空”。 

（四 行 相 空） 他 既 如 是 不 见 有 我， 亦 不 见 有 其 他 任 何 建 立 自 己 的 （苦 乐 
的） 资 具 之 后， 再 把 握 象 这 样 说 的 四 空： [654] “㈠ 我 不 在 任 何 处， ㈡ 不 在 任 
何 人 的 任 何 物， ㈢ （他） 不 在 任 何 处， ㈣ 任 何 人 不 是 我 的 任 何 物”。 

怎 样 的 呢？ ㈠ “我 不 在 任 何 处”， 即 他 不 见 有 我 在 任 何 处。 ㈡ “不 在 任 
何 人 的 任 何 物”， 即 他 不 见 有 自 己 的 我 属 于 任 何 其 他 的 人 的 任 何 物； 这 意 
思 是 说 他 不 以 想 象 而 见 这 （自 我） 是 属 于 兄 弟 位 中 的 兄 弟， 朋 友 位 中 的 朋 
友， 或 资 具 位 中 的 资 具。 在 “我 的 不 在 任 何 处” 的 句 子 中， 先 除 去 “我 的” 
一 字， 则 成 ㈢ “不 在 任 何 处” —— 即 他 不 见【18】 有 他 人 的 我 在 任 何 处 的 意 思。 
现 在 再 把 “我 的” 一 字 拿 （到 下 句） 来， 则 成 ㈣ “任 何 人 不 是 我 的 任 何 物” 
—— 即 他 不 见 有 他 人 的 我 是 我 的 任 何 法； 即 是 说 他 不 见 这 他 人 的 我 为 自 己 
之 兄 弟 位 中 的 兄 弟， 朋 友 位 中 的 朋 友， 或 资 具 位 中 的 资 具 这 样 属 于 任 何 处 
的 任 何 法 的 意 思。 如 是 因 为 他 不 见 于 任 何 处 有 我， 不 见 彼 （自 我） 是 属 于 他 
人 的 任 何 法， 不 见 有 他 人 的 我， 及 不 见 他 人 的 我【19】 是 属 于 自 己 的 任 何 法， 
是 故 他 得 把 握 于 四 空。 

（六 行 相 空） 他 既 这 样 把 握 了 四 空， 更 以 六 相 而 把 握 于 空。 怎 样 的 呢？ 
眼 是 ㈠ 我， ㈡ 我 所， ㈢ 常， ㈣ 恒， ㈤ 常 恒。 ㈥ 不 变 易 法 的 空 …… 意 是 空 …… 
色 是 空 …… 法 是 空 …… 眼 识 …… 意 …… 识 …… 眼 触 …… 这 样 直 至 老 死 都 是 同 
一 方 法 的。 

（八 行 相 空） 如 是 以 六 相 把 握 了 空 之 后， 他 更 以 八 相 而 把 握 空。 即 所 
谓：

【20】 “色 是 不 坚 实， 无 坚 实， 而 离 坚 实 如 平 常 所 认 为 的 ㈠ 常 坚 实 的 坚 实， 
㈡ 恒 坚 实 的 坚 实， ㈢ 乐 坚 实 的 坚 实， ㈣ 我 坚 实 的 坚 实， ㈤ 常， ㈥ 恒， ㈦ 常 
恒， ㈧ 不 变 易 法。 受 …… 想 …… 行 …… 识 …… 眼 …… 乃 至 老 死 是 不 坚 实， 无 
坚 实， 而 离 坚 实 如 平 常 所 认 为 的 常 坚 实 的 坚 实， 恒 坚 实 的 坚 实， 乐 坚 实 的 
坚 实， 我 坚 实 的 坚 实， 常， 恒， 常 恒， 不 变 易 法。 譬 如 芦 苇 的 不 坚 实 无 坚 实 
而 离 坚 实， 如 伊 兰 陀 （蓖 麻）， 如 优 陀 婆 罗 （无 花 果）， 如 塞 多 梵 触 （树）， 
如 巴 利 跋 陀 迦 （树）， 如 泡 沫， 如 水 泡， 如 阳 焰， 如 芭 蕉 树 干， [655] 如 幻 的 
不 坚 实 无 坚 实 而 离 坚 实， 如 是 的 色 …… 乃 至 老 死 的 不 坚 实 无 坚 实 而 离 坚 实 
如 平 常 所 认 为 的 常 坚 实 的 坚 实 …… 乃 至 不 变 易 法”。 
                                                 
【17】 S.II, p.72. 
【18】 不 见 (na passati) 底 本 仅 用 passati （见）， 兹 据 别 本 改 正。 
【19】  不 见 他 人 的 我 (Passati, na parassa attānaṁ) 底 本 无 此 句， 兹 依 暹 罗 本 增 补。 
【20】 Cullaniddesa 27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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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行 相 空） 他 这 样 以 八 相 把 握 了 空 之 后， 再 以 十 相 而 把 握 （空）。 怎 
样 的 呢？ 即【21】 “观 色 是 ㈠ 无， ㈡ 虚， ㈢ 空， ㈣ 无 我， ㈤ 无 主， ㈥ 非 随 欲 所 作 
者， ㈦ 不 可 得 者， ㈧ 不 自 在 者， ㈨ 是 他， ㈩ 是 （因 果） 分 别 的。 观 受 …… 识 
是 无 …… 乃 至 是 分 别 的”。 

（十 二 相 空） 他 这 样 以 十 相 把 握 了 空 之 后， 再 以 十 二 相 把 握 （空）。 即 
所 谓：

【22】 “色 ㈠ 非 有 情， ㈡ 非 寿 者， ㈢ 非 人， ㈣ 非 摩 奴 之 子 （青 年）， ㈤ 非 
女 人， ㈥ 非 男 人， ㈦ 非 我， ㈧ 非 我 所， ㈨ 非 自 ㈩ 非 我 的， (十一) 非 他 的， (十二) 
非 任 何 人； 受 …… 乃 至 识 …… 非 任 何 人”。 

（四 十 二 相 空） 他 这 样 以 十 二 行 相 把 握 了 空 之 后， 再 以 推 度 遍 知 的 四 
十 二 相 把 握 空。 即【23】 “观 色 是 ㈠ 无 常， ㈡ 苦， ㈢ 病， ㈣ 痈， ㈤ 箭， ㈥ 恶， ㈦ 
疾， ㈧ 他， ㈨ 毁， ㈩ 难， (十一) 祸， (十二) 怖 畏， (十三) 灾 患， (十四) 动， (十五) 坏， (十
六) 不 恒， (十七) 非 保 护 所， (十八) 非 避 难 所， (十九) 非 皈 依 处， (二十) 非 去 皈 依 法， 
(廿一) 无， (廿二) 虚， (廿三) 空， (廿四) 无 我， (廿五) 无 乐 味， (廿六) 过 患， (廿七) 变 易 法， 
(廿八) 不 实， (廿九) 恶 之 根， (三十) 杀 戮 者， (卅一) 不 利， (卅二) 有 漏， (卅三) 有 为， (卅四) 
魔 食， (卅五) 生 法， (卅六) 老 法， (卅七) 病 法， (卅八) 死 法， (卅九) 愁 悲 苦 优 恼 法， (四十) 
集， (卌一) 灭， (卌二) 出 离。 观 受 …… 乃 至 识 是 无 常 …… 乃 至 出 离”。 所 以 这 样 
说：

【24】 “观 色 是 无 常 …… 乃 至 出 离 者， 观 察 世 间 空。 观 受 …… 乃 至 识 是 无 
常 …… 乃 至 出 离 者， 观 察 世 间 空”。 [656] 

 
【25】

“ 莫 伽 罗 阇 呀！ 

常 念 破 除 自 我 的 见， 

观 察 世 间 的 空， 可 以 超 越 于 死。 

这 样 的 观 察 世 间 者， 

是 不 会 给 那 死 王 看 见 的”。 

⑵ （行 舍 智 的 结 果） 如 果 是 观 空 而 提 起 三 相， 把 握 诸 行 而 舍 断 怖 畏 与 
欢 喜， 则 对 于 诸 行 成 为 无 关 心 而 中 立， 不 执 它 们 为 我 及 我 所， 正 如 与 妻 子 
离 了 婚 的 人 相 似： 

譬 如 一 人 有 一 可 爱 适 意 的 好 妻 子， 他 极 宠 爱 她， 和 她 实 在 片 刻 难 离。 
一 旦 他 看 见 此 女 和 别 的 男 人 同 立， 同 坐， 或 语， 或 笑， 则 恼 怒 不 乐， 受 大 忧 
苦。 后 来 他 继 续 看 见 此 女 的 过 失， 便 欲 放 弃 她， 和 她 离 异， 不 再 执 她 是 我 的 
了。 从 此 以 后， 他 看 见 她 和 任 何 人 作 任 何 事， 也 下 会 恼 怒 忧 苦， 绝 无 关 心 而 
中 立 了。 

如 是 此 （瑜 伽 者） 欲 从 一 切 诸 行 而 脱 离， 以 审 察 随 观 智 而 把 握 诸 行， 观 
见 不 应 执 彼 为 我 及 我 所， 舍 断 了 怖 畏 与 喜 欲， 对 一 切 诸 行 成 为 无 关 心 而 中 
立。 如 是 而 知 如 是 而 见 者， 则 对 于 三 有， 四 生， 五 趣， 七 识 住， 九 有 情 居， 
他 的 心 无 滞 着、 萎 缩、 回 转 而 不 伸 展， 住 立 于 舍 （中 庸） 或 厌 恶。 譬 如 水 滴 
之 于 倾 斜 的 莲 叶， 无 滞 着， 萎 缩， 回 转 而 下 伸 展； 亦 如 鸡 的 羽 毛 或 如 筋 络， 

                                                 
【21】 同 上, p.279. 
【22】 同 上, p.280; cf. CND. p.251. 
【23】 MND. p.277; cf. Pṭs.II, p.238. 
【24】 这 段 文 原 注 说 引 自 小 义 释 278 页， 但 文 句 有 出 入。 
【25】 Sn. 1119 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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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之 于 火， 无 滞 着、 萎 缩、 回 转 而 不 伸 展。 如 是 这 （瑜 伽 者） 对 于 三 
有， …… 乃 至 舍 或 厌 恶。 这 是 他 的 行 舍 智 的 生 起。 

如 果 彼 （行 舍 智） 见 寂 静 故 涅 槃 寂 静， 则 舍 一 切 诸 行 的 转 起 而 跃 人 涅 
槃。 若 不 见 涅 槃 寂 静， [657] 则 再 再 以 诸 行 为 所 缘 而 转 起； 正 如 航 海 者 的 方 
向 乌 鸦 相 似： 

譬 如 航 海 的 商 人， 带 着 方 向 乌 鸦 上 船。 当 他 们 的 船 为 风 飘 流 至 异 域 而 
不 知 是 否 有 海 岸 之 时， 便 放 出 他 们 的 方 向 乌 鸦。 于 是 那 乌 鸦 便 从 桅 竿 飞 入 
空 中， 探 察 一 切 方 维， 若 见 海 岸， 便 向 那 方 面 飞 去， 如 果 不 见， 则 屡 屡 回 来 
而 止 于 桅 竿 之 上。 如 是， 如 果 行 舍 智 见 寂 静 的 涅 槃 寂 静， 则 舍 一 切 诸 行 的 
转 起 而 跃 入 涅 槃； 若 不 见， 则 屡 屡 以 诸 行 为 所 缘 即 转 起。 

这 （行 舍 智） （净） 如 在 粉 筛 上 旋 转 的 麦 粉， 亦 如 去 了 子 在 弹 的 棉 花， 
以 种 种 相 把 握 诸 行， 舍 断 怖 畏 和 欢 喜， 于 审 察 诸 行 中 而 成 中 立， 以 （无 常， 
苦， 无 我） 三 种 随 观 而 住。 如 是 而 住 （的 行 舍 智）， 则 入 于 三 种 解 脱 门 的 状 
态， 及 为 七 圣 者 的 各 别 之 缘。 

(Ⅰ) （三 解 脱 门） 因 为 这 （行 舍 智） 是 由 三 种 随 观 而 转 起， 所 以 说 以 
（信、 定、 慧） 三 根 为 主 而 入 三 种 解 脱 门 的 状 态。 即 是 说 以 三 种 随 观 为 三 解 
脱 门。 所 谓：

【26】 “此 等 三 解 脱 门 是 引 导 出 离 世 间 的。 （即 无 相 解 脱 门 是） 由 
屡 观 一 切 诸 行 为 区 限 与 路 向， 并 以 导 其 心 入 于 无 相 界； （无 愿 解 脱 门 是） 对 
于 一 切 诸 行 由 于 意 的 恐 惧， 井 以 导 其 心 入 于 无 愿 界； （空 解 脱 门 是） 由 屡 观 
一 切 法 为 他， 并 以 导 其 心 入 于 空 界。 故 此 等 三 解 脱 门 是 引 导 出 离 世 间 的”。 

此 中： “为 区 限 与 路 向”， 即 以 生 灭 为 区 限 与 路 向。 因 为 在 无 常 随 观 区 
限 了 “自 生 以 前 无 诸 行”， 再 追 求 它 们 （诸 行） 的 所 趣， 则 屡 观 “（诸 行） 灭 
后 无 所 去， 必 于 此 处 而 消 灭” 为 路 向。 

“由 于 意 的 恐 惧”， 即 是 由 于 心 的 恐 惧。 因 为 由 于 苦 随 观， 对 于 诸 行 而 
心 悚 然。 [658] 

“屡 观 （一 切 法） 为 他”， 即 以 “无 我、 无 我 所” 这 样 的 观 无 我。 

当 知 此 等 三 句 是 依 无 常 随 观 等 而 说 的。 所 以 跟 着 那 以 后 的 答 问 中 便 这 
样 说：

【27】 “忆 念 无 常 者， 现 起 诸 行 为 灭 尽。 忆 念 苦 者、 现 起 诸 行 为 怖 畏。 忆 
念 无 我 者， 现 起 诸 行 为 空”。 

然 而 此 等 三 随 观 门 的 那 些 解 脱 是 什 么？ 即 无 相， 无 愿， 空 的 三 种。 即 如 
这 样 说：

【28】 “忆 念 无 常 者 则 胜 解 多， 而 获 得 无 相 解 脱。 忆 念 苦 者 则 轻 安 多， 
而 获 得 无 愿 解 脱。 忆 念 无 我 者 则 知 多， 而 获 得 空 解 脱”。 

此 中： “无 相 解 脱”， 是 以 无 相 之 相 的 涅 槃 为 所 缘 而 转 起 的 圣 道。 因 此 
（圣 道） 于 无 相 界 而 生 起 故 为 无 相， 从 烦 恼 而 解 脱 故 为 解 脱。 同 样 的， 以 无 
愿 之 相 的 涅 槃 为 所 缘 而 转 起 的 （圣 道） 为 “无 愿 （解 脱）”。 以 空 之 相 的 涅 
槃 为 所 缘 而 转 起 的 （圣 道） 为 “空 （解 脱）”。 

                                                 
【26】 Pṭs.II, p.48. 
【27】 同 上。 
【28】 Pṭs.II, 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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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次 于 阿 毗 达 磨 中 只 说 这 样 的 二 种 解 脱：
【29】 “当 修 习 导 至 出 离 及 灭 的 

出 世 间 之 禅 时， 为 除 恶 见， 为 得 初 地， 离 诸 欲， 具 足 无 愿 及 空 的 初 禅 而 
住”。 这 （二 解 脱） 是 直 接 关 于 从 观 而 来 说 的。 因 为 观 智， 虽 曾 于 《无 碍 解 
道》 中 这 样 说：

【30】 “无 常 随 观 智， 因 为 脱 离 常 的 住 着， 故 为 空 解 脱； 苦 随 观 
智， 因 为 脱 离 乐 的 住 着 …… 无 我 随 观 智， 因 为 脱 离 我 的 住 着， 故 为 空 解 
脱”。 如 是 由 于 脱 离 住 着 而 说 空 解 脱。 “无 常 随 观 智， 因 为 脱 离 常 的 相， 故 
为 无 相 解 脱； 苦 随 观 智， 因 为 脱 离 乐 相 …… 无 我 随 观 智， 因 为 脱 离 无 我 相， 
故 为 无 相【31】 解 脱”， 如 是 依 于 脱 离 于 相， 故 说 无 相 解 脱。

【32】 [659] “无 常 随 
观 智， 因 为 脱 离 常 的 愿， 故 为 无 愿 解 脱， 苦 随 观 智， 因 为 脱 离 乐 的 愿 …… 无 
我 随 观 智， 因 为 脱 离 我 的 愿， 故 为 无 愿 解 脱”。 如 是 依 于 脱 离 于 愿， 故 说 无 
愿 解 脱， 然 而 这 （三 解 脱） 因 为 不 是 舍 断 行 的 相， 所 以 非 直 接 的 无 相， 但 是 
直 接 的 说 空 与 无 愿。 对 这 （二 解 脱） 是 由 于 从 （观） 而 来， 于 圣 道 的 刹 那 而 
论 解 脱 的。 是 故 当 知 （于 阿 毗 达 磨） 只 说 无 愿 与 空 的 二 种 解 脱。 

——        —— 

(Ⅱ) （为 七 圣 者 的 各 别 之 缘） 其 次 在 所 说 的【33】 “为 七 圣 者 的 备 别 之 缘” 
的 文 中： 即 ㈠ 随 信 行， ㈡ 信 解 脱， ㈢ 身 证， ㈣ 俱 分 解 脱， ㈤ 随 法 行， ㈥ 见 
得， ㈦ 慧 解 脱， 这 是 先 说 七 圣 者。 这 行 舍 智 为 彼 等 （七 圣 者） 的 各 别 之 缘。 

㈠ 那 忆 念 无 常 者 是 信 解 多 而 获 得 信 根 的， 他 于 须 陀 洹 道 的 刹 那 为 “随 
信 行”。 ㈡ 在 其 他 的 七 处【34】 为 “信 解 脱”。 （三 月 下 忆 念 于 苦 者 是 轻 安 多 而 
获 得 定 根 的， 他 于 一 切 处【35】 名 为 “身 证”。 ㈣ 其 次 得 无 色 定 而 得 最 上 果 （阿 
罗 汉） 者， 名 为 “俱 分 解 脱”。 ㈤ 那 忆 念 无 我 者 是 知 多 而 获 得 慧 根 的， 他 于 
须 陀 洹 道 的 刹 那 为 “随 法 行”。 ㈥ 在 六 处【36】 为 “见 得”， ㈦ 在 最 上 果 为 “慧 
解 脱”。 

即 如 这 样 的 说：
【37】 “忆 念 无 常 者 则 信 根 增 盛； 由 于 信 根 的 增 盛， 而 获 

得 须 陀 洹 道； 所 以 说 他 为 随 信 行”。 [660] 亦 说：
【38】 “忆 念 无 常 者 则 信 根 增 

盛， 由 于 信 根 的 增 盛 而 证 得 须 陀 洹 果； 所 以 说 他 为 信 解 脱 等”， 又 说：
【39】 

“他 信 故 解 脱 为 信 解 脱。 他 证 最 后 的 触 （无 色 禅）， 故 为 身 证。 得 最 后 见， 
故 为 见 得。 信 故 解 脱 为 信 解 脱。 他 先 触 于 （无 色） 禅 触， 而 后 证 灭、 涅 槃， 
故 为 身 证。 诸 行 是 苦， 灭 是 乐， 他 这 样 以 慧 而 知、 见、 觉 知、 作 证 及 触， 故 
为 见 得”。 在 其 余 的 四 者 之 中， 他 随 行 于 信， 或 以 信 随 行 而 行， 故 为 随 信 
行。 同 样 的， 他 随 行 于 称 为 慧 的 法， 或 以 法 而 随 行， 故 为 随 法 行。 以 无 色 掸 

                                                 
【29】 Dhs. 510; p.70~71. 
【30】 Pṭs.II, p.67. 
【31】 无 相 (animitto) 底 本 nimitto 误。 
【32】 Pṭs.II, p.68. 
【33】 此 句 见 底 本 六 五 七 页。 
【34】 其 他 七 处， 是 除 了 须 陀 洹 向 的 其 余 三 向 四 果。 
【35】 一 切 处， 是 指 四 向 四 果。 
【36】 六 处， 是 除 须 陀 洹 向 及 阿 罗 汉 果 的 其 余 三 向 三 果。 
【37】 Pṭs.II, p.53. 
【38】 Pṭs.II, p.53. 
【39】 Pṭs.II, 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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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圣 道 的 两 分 而 解 脱， 故 为 俱 分 解 脱。 他 知 解 故 解 脱， 为 慧 解 脱。 如 是 当 知 
这 样 的 语 义。 

——    —— 

⑶ （行 舍 智 的 三 名） 其 次 这 （行 舍 智） 与 前 面 的 二 智 意 义 是 同 一 的。 所 
以 古 师 说： “这 行 舍 智 虽 为 一 而 得 三 名： 初 名 欲 解 脱 智， 中 名 审 察 随 观 智， 
后 达 顶 点 而 名 行 舍 智”。 于 圣 典 中 亦 曾 这 样 说：

【40】 “如 何 欲 解 脱、 审 察、 止 
住 之 慧 成 为 行 舍 之 智？ 对 于 生 起 欲 脱、 审 察、 止 住 之 慧 为 行 舍 之 智。 对 于 转 
起 …… 相 …… 乃 至 恼 欲 脱、 审 察、 止 住 之 慧 为 行 舍 之 智。 生 起 是 苦 …… 乃 至 
是 怖 畏 …… 是 欲 乐 …… 乃 至 生 起 是 行 …… 乃 至 恼 是 行、 欲 脱、 审 察、 止 住 之 
慧 为 行 舍 之 智”。 

此 中： 欲 脱 与 审 察 及 止 住 为 “欲 脱 审 察 止 住 （之 慧）”。 [661] 加 是 于 
（修 道 的） 前 分 以 厌 离 智 而 厌 离 者 的 欲 舍 于 生 起 等 为 “欲 脱”。 为 作 解 脱 的 
方 便 而 于 中 间 审 察 为 “审 察”。 即 已 解 脱 而 后 舍 （中 立） 为 “止 住”。 有 关 
于 此 的 曾 作 这 样 说：

【41】 “生 起 是 诸 行。 子 彼 等 诸 行 而 舍， 故 为 行 舍” 等。 如 
是 此 智 （三 者） 是 一。 

其 次 当 知 于 圣 典 的 文 中 这 （三 智） 唯 是 一。 即 如 所 说：
【42】 “那 欲 脱 与 审 

察 随 观 及 行 舍 的 此 等 三 法， 是 义 一 而 文 异”。 

⑷ （至 出 起 观） 如 是 证 得 行 舍 的 善 男 子 的 观， 是 达 于 顶 点 而 至 出 起。 
“达 顶 点 观” 或 “至 出 起 观”， 这 只 是 行 舍 等 的 三 智 之 名 而 已。 因 这 （观） 
到 达 了 顶 点 最 上 的 状 态， 所 以 是 “达 顶 点”， 因 去 至 出 起， 所 以 是 “至 出 
起”。 因 为 从 住 着 的 事 物 之 外 的 相 （而 出 起） 及 从 于 内 转 起 的 （烦 恼 蕴） 而 
出 起， 故 说 道 为 出 起。 去 至 此 （道） 为 “至 出 起 （观）”， 即 与 道 结 合 之 意。 

这 里 为 说 明 “住 着” 与 “出 起”， 有 这 些 论 母： ㈠ 于 内 住 着 从 内 出 起， 
㈡ 于 内 住 着 从 外 出 起， ㈢ 于 外 住 着 从 外 出 起， ㈣ 于 外 住 着 从 内 出 起， ㈤ 于 
色 住 着 从 色 出 起， ㈥ 于 色 住 着 从 无 色 出 起， ㈦ 于 无 色 住 着 从 无 色 出 起， ㈧ 
于 无 色 住 着 从 色 出 起， ㈨ 以 一 下 从 五 蕴 出 起， ㈩ 以 无 常 住 着 从 无 常 出 起， 
(十一) 以 无 常 住 着 从 苦 及 无 我 出 起， (十二) 以 苦 住 着 从 苦、 无 常， 无 我 出 起， ㈩ 
以 无 我 住 着 从 无 我、 无 常、 苦 出 起。 怎 样 的 呢？ 

㈠ 兹 或 有 人， 先 住 着 （其 心） 于 内 诸 行， 住 着 之 后 而 观 彼 等 （诸 行）。 
可 是 但 观 于 内 是 不 会 有 道 的 出 起 的， 亦 应 观 于 外， 所 以 他 亦 观 他 人 的 诸 蕴 
及 非 执 受 的 （与 身 心 无 关 的） 诸 行 为 “无 常、 苦、 无 我”。 他 于 一 时 [662] 思 
惟 于 内， 于 一 时 思 惟 于 外， 如 是 思 惟、 当 在 思 惟 于 内 之 时， 他 的 观 与 道 结 
合， 是 名 “于 内 住 着 从 内 出 起”。 ㈡ 如 果 在 思 惟 于 外 之 时， 他 的 观 与 道 结 
合， 是 名 “于 内 住 着 从 外 出 起”。 ㈢ ～ ㈣ 此 法 亦 可 解 说 “于 外 住 着 从 外 从 内 
出 起” 的 地 方。 

另 一 种 人， ㈤ 先 住 着 （其 心） 于 色， 住 着 之 后 而 观 大 种 色 及 所 造 色 为 一 

                                                 
【40】 Pṭs.I, p.60f. 
【41】 Pṭs.I, p.61. 
【42】 Pṭs.II, 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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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可 是 但 观 于 色 是 不 会 有 道 的 出 起 的， 亦 应 观 无 色， 所 以 他 以 彼 色 为 所 
缘 之 后， 亦 观 生 起 “受、 想、 行、 识 为 非 色” 的 无 色。 他 于 一 时 思 惟 于 色， 
于 一 时 思 惟 于 无 色。 他 如 是 思 惟， 当 在 思 惟 于 色 之 时， 他 的 观 与 道 结 合， 是 
名 “于 色 住 着 从 色 出 起”。 ㈥ 如 果 在 思 惟 无 色 之 时， 他 的 观 与 道 结 合， 则 名 
“于 色 住 着 从 无 色 出 起”。 ㈦ ～ ㈧ 此 法 亦 可 解 说 “于 非 色 住 着 从 无 色 及 色 出 
起” 的 地 方。 ㈨ 其 次 若 这 样 住 着 “任 何 集 的 法 一 切 都 是 灭 的 法”， 如 是 出 起 
之 时， 则 名 “以 一 下 从 五 蕴 而 出 起”。 

或 有 人， ㈩ 先 以 无 常 思 惟 诸 行。 可 是 只 以 无 常 思 椎 是 不 会 有 出 起 的， 
亦 应 以 苦 及 无 我 而 思 惟， 所 以 他 亦 以 苦 及 无 我 而 思 惟。 如 是 行 道 者 在 以 无 
常 思 惟 之 时 而 得 出 起 的， 是 名 “以 无 常 住 着 从 无 常 出 起”。 (十一) 如 果 在 以 苦 
及 以 无 我 思 惟 之 时 而 得 出 起 的， 则 名 “以 无 常 住 着 从 苦 及 从 无 我 出 起”。 
(十二) ～ (十三) 此 法 亦 可 解 说 “以 苦 及 无 我 住 着 从 余 者 出 起” 的 地 方。 

这 里， 那 以 无 常 住 着 者， 以 苦、 以 无 我 住 着 者， 在 出 起 之 时， 若 从 无 常 
而 得 出 起 的， 则 此 三 人 胜 解 多， 获 得 信 根， 由 无 相 解 脱 而 解 脱） 于 初 道 的 刹 
那 为 随 信 行， 在 其 他 的 七 处 为 信 解 脱。 [663] 如 果 从 苦 而 得 出 起 的， 则 三 人 
轻 安 多， 获 得 定 根， 由 无 愿 解 脱 而 解 脱， 于 一 切 处 都 为 身 证。 但 这 里 若 以 无 
色 禅 为 所 依 处 者， 则 他 于 最 上 果 为 俱 分 解 脱。 如 果 他 们 从 无 我 而 得 出 起 
的， 则 三 人 知 多， 获 得 慧 根， 由 空 解 脱 而 解 脱， 子 初 道 的 刹 那 为 随 法 行， 在 
六 处 为 见 得， 在 最 上 果 为 慧 解 脱。 

⑸ （至 出 起 观 的 譬 喻） 为 了 说 明 与 前 后 之 智 （怖 畏 现 起 智 及 种 姓 智 等） 
相 共 的 至 出 起 观， 当 知 有 十 二 种 譬 喻。 它 们 的 要 目 如 下： 

蝙 蝠、 黑 蛇、 屋、 牛、 夜 叉 女， 

孩 子、 饥、 渴、 冷、 热、 黑 暗、 毒。 

此 等 譬 喻 可 以 适 用 于 从 怖 畏 现 起 智  始 的 任 何 智。 取 之 适 用 于 这 里 （至 出 
起 观） 之 时， 则 从 怖 畏 现 起 而 至 于 果 智 的 一 切 智 悉 皆 明 了， 所 以 当 适 于 此 
处 而 说。 

㈠ “蝙 蝠” —— 据 说 有 一 只 蝙 蝠【43】
， 歇 在 一 株 有 五 枝 的 蜜 果 树 上 想 道： 

“我 可 于 这 里 获 得 了 花 或 果”， 探 察 了 一 技， 不 见 有 任 何 可 取 的 花 或 果。 如 
于 第 一 技， 这 样 探 寻 了 第 二、 第 三、 第 四、 第 五 枝， 亦 毫 无 所 见。 它 想 “此 
树 实 在 无 果， 毫 无 可 取 之 物”， 于 是 放 弃 了 对 于 此 树 的 爱 着， 便 升 到 上 面 的 
树 枝， 从 树 枝 中 伸 首 上 望， 飞 入 虚 空， 歇 于 另 一 株 的 树 枝 上。 这 里 当 知 瑜 伽 
者 如 蝙 蝠， 五 取 蕴 如 有 五 枝 的 蜜 果 树， 瑜 伽 者 住 着 于 五 蕴 如 蝙 蝠 歇 于 那 
里， 瑜 伽 者 思 惟 了 色 蕴， 不 见 彼 处 有 任 何 可 取 之 物， 再 思 惟 其 他 的 诸 蕴， 如 
蝙 蝠 探 寻 了 一 技， 不 见 有 任 何 可 取 之 物， 再 探 寻 其 他 的 诸 枝， 瑜 伽 者 于 五 
蕴 中 由 于 见 无 常 相 等 而 生 厌 离 的 欲 脱 等 三 智， [664] 如 蝙 蝠 知 道 “此 树 实 在 
无 果” 而 放 弃 了 爱 着 此 树 一 样， 瑜 伽 者 的 随 顺 （智） 如 它 的 升 到 上 面 的 树 
枝， 其 种 姓 智 如 伸 首 上 望， 其 道 智 如 飞 入 虚 空， 其 果 智 如 歇 于 其 他 的 果 树。 

㈡ “黑 蛇” 的 譬 喻， 曾 于 审 察 智 中 说 过【44】
。 但 在 合 譬 中， 这 是 其 差 别 之 

                                                 
【43】 热 带 地 方 有 一 种 大 蝙 蝠 是 吃 花 与 果 的。 
【44】 见 底 本 六 五 二 页 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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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种 姓 智 如 放 蛇， 道 智 如 放 了 之 后 而 伫 望 其 未 路， 果 智 如 去 站 于 无 怖 畏 
之 处。 

㈢ “屋” —— 据 说 有 一 屋 主， 晚 上 吃 了 饭， 在 上 床 入 眠 之 时， 屋 内 起 
火。 他 惊 醒 了， 见 火 而 恐 怖。 他 想 “我 若 在 被 烧 之 前 逃 出 去 便 好”。 于 是 他 
四 方 张 望， 看 见 了 （有 可 逃 的） 路 而 逃 出。 急 急 趋 于 安 全 之 处 而 立。 这 里， 
愚 昧 的 凡 夫 执 五 蕴 为 “我 与 我 所”， 如 屋 主 的 食 后 而 上 床 入 眠； 他 行 正 道 而 
见 （五 蕴 无 常 苦 无 我 的） 三 相 （生 起） 怖 畏 现 起 智， 如 惊 醒 之 后 见 火 而 生 恐 
怖 之 时； 其 欲 脱 智 如 望 逃 出 的 路； 其 随 顺 智 如 见 路； 其 种 姓 智 如 逃 出； 其 道 
智 加 急 急 而 行； 其 果 智 如 立 于 安 全 之 处。 

㈣ “牛” —— 据 说 有 一 农 夫， 于 夜 分 入 眠 之 时， 他 的 牛 破 了 牛 栏 而 逃。 
他 在 清 早 至 牛 栏 处 看， 知 道 它 们 逃 了， 便 追 踪 而 见 国 王 之 牛。 他 想 “这 是 我 
的 牛” 而 牵 了 它 们。 到 了 天 亮 时， 他 才 知 道 “这 不 是 我 的 牛， 而 是 国 王 的 
牛”！ 他 便 恐 怖 道： “在 国 王 的 差 人 未 曾 把 我 当 作 盗 牛 者 而 捕 去 受 刑 之 前， 
我 必 须 逃 走”， 他 便 舍 弃 了 牛 急 急 而 逃， 站 于 无 怖 畏 之 处。 这 里， 愚 昧 的 凡 
夫 执 诸 蕴 为 我 与 我 所， 如 以 国 王 之 牛 为 我 的 牛。 瑜 伽 者 以 三 相 而 知 诸 蕴 为 
无 常 苦 无 我， 如 于 天 亮 之 时 而 知 为 国 王 之 牛。 其 怖 畏 现 起 智 如 生 恐 怖 之 
时。 其 欲 脱 （智） 如 欲 舍 牛 而 逃。 种 姓 智 如 舍 弃。 道 智 如 逃。 果 智 如 逃 了 之 
后 而 站 于 无 怖 畏 之 处。 [665] 

㈤ “夜 叉 女， —— 据 说 一 男 人 与 夜 叉 女 同 居。 她 于 夜 分， 想 道： “此 男 
业 已 深 睡”， 便 去 新 尸 之 墓 而 食 人 肉。 他 想 道： “此 女 到 那 里 去”？ 跟 踪 而 
见 食 人 之 肉， 便 知 她 为 非 人， 怖 畏 道： “在 她 未 曾 吃 我 之 前， 我 应 逃 走”， 
便 速 速 逃 走， 站 于 安 全 之 处。 这 里： 执 诸 蕴 为 我 与 我 所， 如 与 夜 叉 女 同 居。 
见 诸 蕴 的 三 相 而 知 无 常 等 的 状 态， 如 见 于 新 墓 食 人 肉 而 知 她 是 夜 叉 女。 怖 
畏 现 起 智 如 怖 畏 之 时。 欲 脱 智 如 欲 逃。 种 姓 智 如 离 墓。 道 智 加 速 速 而 逃。 果 
智 如 站 于 无 怖 畏 处。 

㈥ “孩 子” 一 据 说 一 位 溺 爱 儿 子 的 女 人， 她 坐 于 楼 上， 听 到 街 中 有 孩 子 
的 声 音， 想 道： “岂 非 我 的 儿 子 被 人 所 害 吗”？ 速 速 而 去， 抱 了 他 人 的 孩 子 
以 为 是 自 己 的 孩 子。 到 了 她 认 得 这 是 别 人 的 孩 子， 愧 惧 道： “不 要 叫 别 人 说 
我 是 盗 子 者”， 便 东 张 西 望， 把 孩 子 放 于 原 处， 再 急 急 上 楼 而 坐。 这 里， 执 
五 蕴 为 我 与 我 所， 如 抱 他 人 之 子 以 为 是 自 己 的 孩 子。 以 三 相 而 知 无 我 无 我 
所， 如 认 得 这 是 他 人 之 子。 怖 畏 现 起 智 如 愧 惧。 欲 脱 智 如 东 张 西 望。 随 顺 
（智） 如 把 孩 子 放 于 原 处， 种 姓 智 如 下 来 站 于 街 中。 道 智 如 上 楼。 果 智 如 上 
楼 之 后 而 坐。 

㈦ ～ (十二) 其 次 “饥， 渴， 冷， 热， 黑 暗， 毒” 等 的 六 种 譬 喻， 是 为 示 在 
至 出 起 观 看 的 倾 向 于 出 世 间 法 而 说 的。 

㈦ 即 譬 如 为 “饥” 饿 所 袭 的 极 饥 者 之 希 求 于 美 食， 如 是 这 为 轮 回 辗 转 
所 触 的 瑜 伽 行 者 希 求 于 甘 露 之 味 的 身 至 念 之 食。 

㈧ 譬 如 喉 干 的 “渴” 者 希 求 加 以 种 种 东 西 的 饮 料， 如 是 这 [666] 为 轮 回 
辗 转 之 渴 所 触 的 瑜 伽 行 者 希 求 于 八 支 圣 道 的 饮 料。 

㈨ 譬 如 为 “寒 冷” 所 袭 者 之 希 求 于 热， 如 是 这 为 轮 回 辗 转 的 渴 爱 之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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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寒 冷 所 触 的 瑜 伽 行 者 希 求 于 能 烧 去 烦 恼 的 圣 道 之 火。 

㈩ 譬 如 为 “热” 所 逼 的 人 的 希 求 于 寒 冷， 如 是 为 轮 回 辗 转 的 十 一 种 火
【45】 所 热 的 瑜 伽 行 者 希 求 于 能 寂 灭 十 一 种 火 的 涅 槃。 

(十一) 譬 如 在 “黑 暗” 之 中 的 人 希 求 于 光 明， 如 是 为 无 明 黑 暗 所 包 围 的 
瑜 伽 行 者 希 求 于 修 习 智 光 之 道。 

(十二) 譬 如 为 “毒” 所 触 之 人 希 求 于 消 毒 的 药， 如 是 为 烦 恼 毒 所 触 的 瑜 
伽 行 者 希 求 于 能 破 烦 恼 之 毒 的 甘 露 之 药 的 涅 槃。 所 以 如 前 面 所 说：

【46】 “如 
是 知 如 是 见 者， 对 于 三 有 …… 乃 至 九 有 情 居， 他 的 心 无 滞 着， 萎 缩， 回 转 而 
不 伸 展， 住 立 于 舍 或 厌 恶。 譬 如 水 滴 之 于 倾 斜 的 莲 叶 等 等”， 一 切 当 知 如 前 
所 说。 至 此 当 知 名 为 无 滞 着 行 者， 这 是 有 关 于 他 的 说 法： 

 
【47】

“ 无 滞 着 之 行 的 比 丘， 

他 不 示 自 己 于 诸 有 之 中， 

养 成 于 远 离 之 意， 

说 那 是 他 的 和 合 （涅 槃）”。 

⑹ （行 舍 智 的 决 定） 如 是 这 行 舍 智 既 决 定 了 瑜 伽 者 的 无 滞 着 行、 更 决 
定 于 圣 道 的 觉 支、 道 支、 禅 支、 行 道 及 解 脱 的 差 别。 

(Ⅰ) （决 定 觉 支、 道 支、 禅 支 的 差 别） 某 长 老 说：
【48】 是 基 本 禅 决 定 觉 

支、 道 支、 禅 支 的 差 别； 另 一 长 老 说：
【49】 是 为 观 的 所 缘 的 诸 蕴 决 定 它 们； 又 

一 长 老 说：
【50】 是 个 人 的 意 乐 决 定 它 们。 于 他 们 的 诸 说 之 中， 当 知 只 是 前 分 

至 出 起 观 （行 舍 智） 的 决 定。 这 是 有 关 乎 此 的 次 第 之 说： 即 以 观 的 决 定 的 于 
观 者 （无 禅 那 者） 的 生 起 之 道， 与 得 定 者 不 以 禅 为 基 本 的 生 起 之 道， 以 及 以 
初 禅 为 基 本 和 思 惟 （基 本 禅 以 外 的） 复 杂 诸 行 的 生 起 之 道， 都 是 [667] 属 于 
初 禅 的。 于 一 切 （道） 都 有 七 觉 支、 八 道 支 及 五 禅 支。 因 为 于 彼 等 （生 起 之 
道） 的 前 分 观 曾 与 喜 俱 及 舍 俱， 在 出 起 （道） 之 对 到 达 了 行 舍 的 状 态 则 与 喜 
俱。 在 五 种 禅 法 中， 以 第 二、 第 三、 第 四 禅 为 基 本 生 起 的 圣 道 中， 次 第 的 有 
四 支、 三 支 及 二 支 的 禅 支【51】

， 但 于 一 切 （三 种 禅 中） 有 七 道 支【52】
。 在 第 四 

禅 （即 以 第 四 禅 为 基 本 的 道） 有 六 觉 支【53】
。 这 （禅 支 等 的） 差 别 是 依 基 本 禅 

的 决 定 及 由 观 的 决 定 的。 因 为 此 等 （诸 道） 的 前 分 观 曾 与 喜 俱 及 舍 俱， 在 至 
出 起 （观） 是 与 喜 俱 的。 其 次 在 以 第 五 禅 为 基 本 生 起 的 道 中， 只 有 舍 与 心 一 
境 性 的 二 禅 支， 及 六 觉 支 与 七 道 支。 这 （禅 支 等 的） 差 别 也 是 依 （禅 与 观） 
二 者 的 决 定 的。 因 为 此 处， 于 前 分 观 曾 与 喜 俱 或 舍 俱， 在 至 出 起 （观） 只 是 

                                                 
【45】 见 底 本 六 四 七 页 同 语 的 注 ⑦。 
【46】 见 底 本 六 五 六 页。 
【47】 Sn. 810, 《义 足 经》 卷 上 （大 正 四 · 一 七 九a）。 
【48】 是 Tipiṭaka-Cūlanāgatthera 的 主 张。 
【49】 是 Moravāpivāsi-Mahādattatthera 的 主 张。 
【50】 是 Tipiṭaka-Cūlābhayatthera 的 主 张。 
【51】 即 第 二 禅 的 伺、 喜、 乐、 一 境 性 的 四 支， 第 三 禅 的 喜、 乐、 一 境 性 的 三 支， 第 四 

禅 的 乐、 一 境 性 的 二 支。 
【52】 七 道 支， 即 从 八 正 道 支 除 去 正 思 惟 一 支。 因 为 正 思 惟 属 于 寻， 从 第 二 禅 以 上 便 

没 有 寻 了。 
【53】 六 觉 支， 即 从 七 觉 支 除 去 喜 觉 支。 因 为 第 四 禅 已 经 没 有 喜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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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舍 俱 的。 在 以 无 色 禅 为 基 本 生 起 的 道， 也 是 同 样 的。 

如 是 从 基 本 禅 出 定， 思 惟 了 任 何 的 诸 行， 于 所 现 的 圣 道 的 附 近 之 处 而 
生 起 的 定 是 和 自 己 的 状 态 相 等 的。 正 如 土 地 之 色 是 和 大 蜥 蜴 的 色 相 等 的。 

在 第 二 长 老 的 说 法， 既 从 诸 定 而 出 定， 曾 思 惟 了 彼 等 诸 定 的 诸 法 而 生 
道， 则 （此 道） 是 必 与 彼 等 诸 定 相 等 的。 即 与 所 思 惟 的 定 相 等 之 义。 若 思 惟 
于 欲 界 的 诸 法， （此 道） 亦 必 属 于 初 禅 的【54】

。 这 里， 观 的 决 定 应 知 亦 如 前 
述。 

在 第 三 长 老 的 说 法， 由 于 各 自 的 意 乐， 以 诸 掸 为 基 本， 曾 思 惟 了 彼 等 
诸 禅 的 诸 法 而 生 道， 则 （此 道） 是 必 与 彼 等 诸 禅 相 等 的。 如 无 基 本 禅 或 思 惟 
禅， 只 是 意 乐 这 （同 等） 是 不 成 的。 此 义 如 于 《教 诫 难 陀 经》

【55】 所 说。 这 
里， 观 的 决 定 应 知 亦 如 前 述。 

如 是 当 知 先 说 行 舍 智 的 决 定 于 觉 支、 道 支 及 禅 支。 

(Ⅱ) （决 定 行 道 的 差 别） 如 果 这 （行 舍 智） 于 起 初 的 镇 伏 烦 恼， 是 以 苦 
以 加 行 及 以 有 行 而 得 镇 伏 的， 则 名 为 苦 行 道； [668] 若 以 相 反 的 名 为 乐 行 
道。 其 次 既 伏 烦 恼， 观 的 遍 住 及 道 的 现 前 是 徐 徐 而 起 的， 则 名 为 迟 知 通， 与 
此 相 反 的 为 速 知 通。 如 是 这 行 舍 智 在 于 （道 的） 来 处 给 与 各 自 之 道 的 名 字， 
所 以 道 得 四 名 （苦 行 道 迟 知 通， 苦 行 道 速 知 通， 乐 行 道 迟 知 通， 乐 行 道 速 知 
通）。 这 行 道， 对 于 有 的 比 丘 （在 须 陀 洹 乃 至 阿 罗 汉 的 四 道） 是 相 异 的， 对 
于 有 的 比 丘 在 四 道 是 统 一 的。 对 于 诸 佛 的 成 就 四 道， 只 是 乐 行 道 速 知 通。 
对 于 法 将 （舍 利 弗） 亦 然。 但 对 于 大 目 键 连 长 老， 在 初 道 是 乐 行 道 速 知 通， 
在 上 面 的 三 道 则 为 苦 行 道 迟 知 通。 

犹 如 行 道， 而 （欲、 精 进、 心、 观 的） 增 上 亦 然， 有 的 比 丘 于 四 道 是 相 
异 的， 有 的 于 四 道 是 同 的。 这 是 行 舍 智 决 定 行 道 的 差 别。 

(Ⅲ) （决 定 解 脱 的 差 别） 其 次 （行 舍 智 的） 决 定 解 脱 的 差 别 已 如 前 述
【56】

。 此 道 亦 由 五 种 理 由 而 得 名： 即 ㈠ 以 自 性， ㈡ 以 反 对 者， ㈢ 以 自 德， ㈣ 
以 所 缘， ㈤ 以 来 由。 

㈠ 如 果 行 舍 （智） 是 思 惟 诸 行 为 无 常 之 后 （从 种 姓） 而 出 起， 则 （此 
道） 为 由 无 相 解 脱 而 解 脱。 若 思 惟 为 苦 之 后 而 出 起， 则 为 由 无 愿 解 脱 而 解 
脱。 若 思 惟 为 无 我 之 后 而 出 起， 则 为 由 空 解 脱 而 解 脱。 这 是 以 自 性 而 得 （道 
之） 名。 

㈡ 因 为 这 （道） 是 由 于 无 常 随 观 除 了 诸 行 的 坚 厚 （想）， 及 舍 断 常 相、 
恒 相、 常 恒 相 而 来， 故 为 无 相。 由 于 苦 随 观 舍 断 了 乐 想， 干 竭 了 愿 与 希 求 而 
来， 故 为 无 愿。 由 于 无 我 随 观 舍 断 了 我、 有 情、 补 特 伽 罗 想， 见 诸 行 为 （我 
等 之） 空， 故 为 空。 这 是 以 反 对 者 而 得 （道 之） 名。 

                                                 
【54】 上 面 这 两 句 底 本 漏 落， 暹 罗 字 体 本 则 增 加 这 样 的 句 子： Sammasitasamā pattisadiso 

tyattho, Sace pana kāmāvacaradhamme sammasati paṭhamajjhāniko va hoti 在  Atthasalini  
p.228; Pṭs. A.I, p.195 等 处 的 同 样 的 文 中 也 有 这 两 句， 所 以 增 补。 

【55】 《教 诫 难 陀 经》(Nandakovādasutta) M.III, p.270f, M, 146。 《杂 阿 含》 二 十 六 经 （大 正 
二 · 七 三c 以 下）。 

【56】 见 底 本 六 五 八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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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这 （道） 是 由 于 贪 等 的 空 故 为 空。 由 于 没 有 色 相 等 或 贪 相 等 故 为 无 
相。 由 于 没 有 贪 愿 等 故 为 无 愿。 这 是 以 （此 道 的） 自 德 为 名。 

㈣ 这 （道） 是 以 空 无 相 无 愿 的 涅 槃 为 所 缘， 故 亦 说 为 空、 无 相、 无 愿。 
这 是 以 （此 道 的） 所 缘 为 名。 [669] 

㈤ 其 次 以 来 由 有 二 种： 即 观 的 来 由 及 道 的 来 由。 此 中： 由 观 而 得 来 于 
道， 由 道 而 得 来 于 果。 即 无 我 随 观 名 为 空， 由 空 观 而 道 为 空。 无 常 随 观 名 为 
无 相， 由 无 相 随 观 而 道 为 无 相。 而 此 （道 为 无 相 之） 名 不 是 得 自 阿 毗 达 摩 的 
说 法， 是 得 于 经 的 说 法。 因 为 彼 处 （经 的 说 法） 说 种 姓 智 以 无 相 的 涅 槃 为 所 
缘 而 名 无 相， 其 自 己 （种 姓 智） 站 于 （道 的） 来 处， 而 给 与 道 的 （无 相 之） 
名， 故 说 道 为 无 相。 由 于 道 而 来 的 果 为 无 相 是 合 理 的。 若 随 观 因 为 对 于 诸 
行 而 干 竭 了 愿 而 来， 故 名 元 愿， 由 于 无 愿 观 而 道 为 无 愿。 无 愿 道 的 果 为 无 
愿， 如 是， 观 给 自 己 之 名 与 道， 而 道 给 与 果。 这 是 以 来 由 而 得 名。 

如 是 这 行 舍 智 决 定 解 脱 的 差 别。 

——     —— 

   

那 习 行 修 习 而 多 作 行 舍 智 的 他 （瑜 伽 者）， 则 胜 解 与 信 更 为 强 有 力， 善 
能 策 励 精 进， 而 念 善 得 现 起， 心 善 等 持， 生 起 更 加 锐 利 的 行 舍 智。 “他 现 在 
要 生 起 圣 道 了” —— 他 的 行 舍 智 思 惟 诸 行 为 无 常 或 苦 或 无 我 而 入 于 有 分
【57】

。 在 有 分 之 后， 于 行 舍 智 同 样 的 以 诸 行 为 所 缘， 是 无 常， 或 是 苦， 或 是 
无 我， 而 生 起 意 门 转 向 （心）。 此 后， 在 转 有 分 而 生 起 的 唯 作 心 之 后， 无 间 
的 心 相 续 连 结， 以 同 样 的 诸 行 为 所 缘， 生 起 第 一 速 行 心， 是 名 遍 作 （准 备 
心）。 此 后 亦 以 彼 同 样 的 诸 行 为 所 缘 而 生 起 第 二 速 行 心， 是 名 近 行。 此 后 
[670] 亦 以 彼 同 样 的 诸 行 为 所 缘 而 生 起 第 三 速 行 心， 是 名 随 顺。 这 是 它 们 的 
备 别 之 名。 如 果 概 括 的 说， 则 这 （遍 作、 近 行、 随 顺） 三 种 都 得 名 为 习 行， 
亦 得 名 为 遍 作， 近 行 及 随 顺。 对 什 么 随 顺 呢？ 即 对 前 分 与 后 分 （而 随 顺）。 
因 此 （随 顺 智） 如 同 （八 观 智 的 思 惟 三 相 的） 作 用， 故 随 顺 于 前 面 的 八 观 
智， 及 （随 顺 于） 后 面 的 三 十 七 菩 提 分 法。 即 此 （随 顺 智） 是 以 无 常 相 等 缘 
于 诸 行 而 转 起， 故 随 顺 如 同 此 等 八 智 的 （思 惟 三 相 的） 作 用， 即 如 “生 灭 
（随 观） 智 是 见 有 生 灭 的 诸 法 的 生 灭”， “坏 随 观 智 是 见 有 坏 的 （诸 法 的） 
坏”， “怖 畏 现 起 （智） 是 于 有 怖 畏 的 （诸 法） 现 起 怖 畏”， “过 患 随 观 
（智） 是 见 于 有 过 患 （诸 法） 的 过 患”， “厌 离 智 是 厌 离 可 厌 的 （诸 法）”， 
“欲 解 脱 智 是 对 于 当 脱 的 （诸 法） 生 起 解 脱 之 欲”， “以 审 察 智 审 察 于 当 审 
察 的 （诸 法）”， “以 行 舍 （智） 舍 于 当 舍 的”， 并 且 （随 顺 智 亦 随 顺） 于 后 
面 的 三 十 七 菩 提 分 法， 因 为 以 此 行 道 （而 得 其） 当 得 的 （道 果） 之 故。 

譬 如 如 法 （公 正） 的 国 王， 坐 于 裁 判 所 而 闻 他 的 （八 个） 裁 判 官 的 判 
决， 舍 其 不 合 法 而 取 公 正， 便 随 顺 他 们 的 判 决 而 给 予 同 意 道： “即 如 是 
吧”， 并 且 也 随 顺 古 代 的 王 法。 当 知 这 里 亦 然： 即 国 王 如 随 顺 智。 八 个 裁 判 
官 如 八 智。 古 代 的 王 法 如 三 十 七 菩 提 分。 这 里： 国 王 说 “即 如 是 吧” 而 随 顺 

                                                 
【57】 关 于 有 分 等 参 考 底 本 四 五 八 页 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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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裁 判 官 的 判 决 及 王 法， 如 这 （随 顺 智） 是 以 无 常 等 缘 于 诸 行 而 生 起， 故 是 
随 顺 八 智 的 作 用， 及 （随 顺） 后 面 的 三 十 七 菩 提 分。 所 以 说 此 为 谛 随 顺 智。 

——     —— [671] 

符 合 经 文 

这 随 顺 智 是 以 诸 行 为 所 缘 的 至 出 起 观 的 最 终。 但 就 全 体 而 言， 则 种 姓 
智 为 至 出 起 观 的 最 终。 

现 在 为 了 明 白 这 至 出 起 观， 当 知 与 此 经 文 的 符 合： 即 此 至 出 起 观， 在 
《六 处 分 别 经》 中 说 为 “不 彼 所 成 性” （无 渴 爱）， 如 说【58】 “诸 比 丘， 依 止 
于 不 彼 所 成 性 （无 渴 爱）， 到 达 不 彼 所 成 性， 兹 有 一 之 义 及 依 止 于 一 之 义 的 
舍， 断 它 及 超 越 它”。 在 《蛇 喻 经》 中 说 为 “厌 离”， 如 说【59】 “厌 离 者 离 贪， 
离 贪 故 解 脱”。 在 《须 尸 摩 经》 中 说 为 “法 住 智”， 如 说【60】 “须 尸 摩， 先 为 
法 注 智， 后 为 涅 槃 智”。 在 《布 吒 波 陀 经》 中 说 为 “最 高 之 想”， 如 说【61】 
“布 吒 波 陀， 先 生 起 最 高 之 想， 而 后 （生 起） 智”。 在 《十 上 经》 中 说 为 “遍 
净 胜 支”， 如 说【62】 “行 道 智 见 清 净 为 遍 净 胜 支”。 在 《无 碍 解 道》 中 以 （欲 
解 脱、 审 察 随 观、 行 舍） 三 名 而 说， 如 说【63】 “欲 解 脱 （智）， 审 察 随 观 
（智）， 行 舍 （智） 的 此 等 三 法， 义 一 而 文 异”。 在 《发 趣 论》 中 以 二 名【64】 而 
说， 如 说【65】 “种 姓 的 随 顺、 净 白 的 随 顺”。 在 《传 车 经》 中 说 为 “行 道 智 见 
清 净”， 如 说【66】 “朋 友， 为 行 道 智 见 清 净 而 从 世 尊 住 梵 行 吗”？ 

大 仙 以 种 种 之 名， 

而 说 寂 静 遍 净 的 至 出 起 观。 

欲 出 极 大 怖 畏 的 轮 回 的 苦 沼， 

智 者 常 于 此 （观） 作 瑜 伽。 

为 善 人 所 喜 悦 而 造 的 清 净 道 论， 在 论 慧 的 修 习 中， 完 成 了 第 二 十 
一 品， 定 名 为 行 道 智 见 清 净 的 解 释。 

                                                 
【58】 M.III, p.220. 
【59】 M.I, p.139. 
【60】 S.II, p.124. 
【61】 D.I, p.65. 
【62】 D.III, p.288. 
【63】 Pṭs.II, p.64. 
【64】 以 二 名 (dvīhi nāmehi), 底 本 与 锡 兰 本 相 同， 但 暹 罗 本 和 注 解 等 都 是 以 三 名 (tīhi 

nāmehi) （即 随 顺、 种 姓、 净 白）。 今 译 依 然 是 根 据 底 本 的。 
【65】 Tikapaṭṭhāna II, p.159. 
【66】 M.I, p.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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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72] 其 次 为 种 姓 智。 因 为 这 是 转 入 于 道 之 处， 既 非 （属 于） 行 道 智 见 清 
净， 亦 非 属 于 智 见 清 净。 但 是 中 间 的 （就 清 净 道 而 论） 无 此 名 称。 然 因 入 于 
观 之 流 故 称 为 观。 其 次 在 须 陀 洹 道、 斯 陀 含 道、 阿 那 含 道、 阿 罗 汉 道 的 四 道 
智 为 智 见 清 净。 

   

⑴ （须 陀 洹 道 智） 此 中， 先 说 由 于 为 欲 完 成 初 道 智 者， 实 无 可 作。 因 为 
他 所 应 作 的， 都 曾 在 以 随 顺 为 最 后 的 观 生 起 之 时 作 了。 如 是 生 起 随 顺 智 的 
（瑜 伽 者）， 以 彼 等 （遍 作、 近 行、 随 顺） 三 随 顺 智 的 各 自 之 力， 消 灭 了 覆 
蔽 谛 理 的 广 大 黑 暗 之 时， 他 的 心 不 入、 不 住、 不 信 解、 不 着、 不 执、 不 缚 于 
一 切 行 中， 但 离 去、 退 缩、 还 转， 如 从 蓬 叶 的 水 相 似。 一 切 的 相 所 缘 及 一 切 
的 转 起 所 缘 呈 现 都 是 障 碍。 

于 一 切 的 相 及 转 起 的 所 缘 而 呈 现 都 是 障 碍 之 时， 在 他 习 行 了 随 顺 智 之 
末， 生 起 似 无 相、 不 转 起、 离 （有 为） 行、 灭、 涅 槃 为 所 缘 的， 超 越 凡 夫 种 
姓、 凡 夫 名 称、 凡 夫 之 地 的， 入 于 圣 者 种 姓、 圣 者 名 称、 圣 者 之 地 的， 最 初 
转 入、 最 初 专 念、 最 初 思 虑 于 涅 槃 所 缘 的， 以 无 间、 等 无 间、 修 习、 亲 依 
止、 非 有、 离 去 的 六 种 缘 的 状 态 而 实 行 于 道 的、 [673] 达 顶 点 的、 是 观 的 最 高 
的、 不 再 退 转 的 种 姓 智。 这 是 有 关 于 此 的 论 说：

【1】 “如 何 自 外 的 出 起 及 于 还 
灭 的 慧 成 为 种 姓 智 呢？ 克 服 生 起 故 为 种 姓。 克 服 转 起 …… 乃 至 恼 故 为 种 
姓 …… 克 服 外 的 行 之 相 故 为 种 姓。 入 于 不 生 起 故 为 种 姓。 入 于 不 转 起 …… 乃 
至 入 于 无 恼、 灭、 涅 槃 故 为 种 姓。 克 服 生 起 而 入 于 不 生 起 故 为 种 姓、。 如 是 
当 知 一 切 详 说。 

这 里， 虽 然 是 由 一 转 向 （作 用） 于 一 （速 行 的） 过 程 中 转 起， 但 为 示 随 
顺 与 种 姓 对 于 各 别 的 所 缘 而 转 起， 正 如 这 样 的 譬 喻： 好 象 一 位 要 跳 过 大 水 
沟 而 站 于 彼 岸 的 人， 快 快 跑 来， 握 住 结 悬 于 水 沟 此 岸 的 树 枝 之 上 的 绳 子 或 
杖 而 跳 跃， 倾 向 其 身 赴 于 彼 岸， 到 达 于 彼 岸 的 上 部 之 时， 便 放 弃 它 （绳 或 
杖）， 仍 动 摇 其 身 于 彼 岸， 才 濒 浙 地 站 定。 如 是 这 瑜 伽 者 亦 欲 住 于 有、 生、 
趣、 （识） 住、 （有 情） 居 的 彼 岸 涅 槃， 以 生 灭 随 观 等 急 速 而 行， 以 随 顺 转 
（心） 而 把 握 结 悬 于 自 身 树 枝 上 的 色 绳 或 受 等 的 任 何 杖 为 无 常 苦 无 我， 不 
即 放 弃 它， 以 第 一 随 顺 心 跳 跃， 以 第 二 （随 顺 心） 倾 向 其 意 赴 于 涅 槃， 如 那 
人 倾 向 其 身 赴 于 彼 岸， 以 第 三 （随 顺 心） 而 成 现 在 将 近 于 当 证 的 涅 槃 了， 如 
那 人 到 达 于 彼 岸 的 上 都， 由 于 彼 心 （第 三 心） 之 灭 而 放 弃 了 那 自 为 的 所 缘， 
以 种 姓 心 而 证 离 （有 为） 行 的 彼 岸 涅 槃。 因 为 对 一 （涅 槃） 所 缘 是 未 曾 修 习 
的， 所 以 不 即 善 住， 如 那 人 依 然 动 摇 其 身， 此 后 以 道 智 而 得 善 住。 

此 中： 随 顺 （智） 能 除 覆 蔽 谛 理 的 烦 恼 黑 暗， 但 不 能 以 涅 槃 为 所 缘； 种 
姓 （智） 则 只 能 以 涅 槃 为 所 缘， 但 不 能 去 那 覆 蔽 谛 理 的 黑 暗。 正 如 这 样 的 譬 
喻： 

                                                 
【1】 Pṭs. I, 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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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674] 有 明 眼 之 人 想 道： “我 要 观 察 星 相”， 于 夜 分 出 来， 仰 观 明 月。 
但 为 乌 云 所 覆， 他 不 能 见 月。 此 时 起 了 一 阵 大 风， 吹 散 浓 厚 的 乌 云， 另 一 阵 
（风 吹） 中 等 的 （云）， 又 一 阵 （风 吹） 微 薄 的 云。 自 此 他 得 看 见 明 月 现 于 
离 去 云 翳 的 太 空， 而 观 察 星 相。 

此 中： 三 种 乌 云 如 覆 蔽 谛 理 的 粗 中 细 的 烦 恼 黑 暗。 三 阵 风 如 三 随 顺 
智。 明 限 之 人 如 种 姓 智。 月 如 涅 槃。 一 一 风 次 第 的 吹 散 （三） 乌 云， 如 一 一 
随 顺 智 的 除 去 覆 蔽 谛 理 的 黑 暗。 此 人 于 离 去 云 翳 的 太 空 中 而 见 清 净 的 明 
月， 如 于 除 去 覆 蔽 谛 理 的 黑 暗 之 时 的 种 姓 智 见 于 清 净 的 涅 槃， 譬 如 三 阵 风 
能 吹 散 覆 蔽 明 月 的 乌 云， 但 不 能 见 月， 如 是 （三） 随 顺 智 能 除 去 覆 蔽 谛 理 的 
黑 暗， 但 不 能 见 涅 槃， 譬 如 那 人 能 见 月， 但 不 能 除 去 云 翳， 如 是 种 姓 智 得 见 
涅 槃， 但 不 能 除 去 烦 恼 的 黑 暗。 是 故 说 此 （种 姓 智） 为 转 入 于 道。 然 而 这 
（种 姓 智 自 己） 虽 非 转 入 （于 道）， 但 是 它 站 于 转 入 之 处， 而 给 与 “当 如 是 
生” 这 样 的 道 的 想 念 （印 象） 之 后 而 灭。 而 道 亦 不 放 弃 由 此 （种 姓 智） 所 示 
与 的 想 念， 无 间 相 续 的 随 从 于 此 （种 姓） 智， 即 主 起 而 摧 破 那 未 曾 摧 破 的 贪 
蕴 瞋 蕴 与 痴 蕴。 

这 里 是 一 个 譬 喻： 好 象 一 位 弓 箭 手， 叫 人 放 一 百 个 盾 于 八 优 萨 婆【2】 的 
距 离 之 处， 以 布 包 面， 取 箭 站 于 轮 机 之 上。 另 一 人 转 动 轮 机， 当 盾 与 弓 箭 手 
对 面 之 时， 即 以 杖 给 与 暗 示。 弓 箭 手 不 放 弃 那 杖 的 暗 示， 即 放 箭 而 射 穿 一 
百 个 盾。 这 里 种 姓 智 如 以 杖 给 与 暗 示。 道 智 如 弓 箭 手。 [675] 如 弓 箭 手 之 不 
放 弃 那 杖 的 暗 示 而 射 穿 一 百 个 后， 是 道 智 的 不 放 弃 由 种 姓 智 所 示 与 的 想 
念、 以 涅 槃 为 所 缘、 而 摧 破 那 未 曾 摧 破 的 贪 瞋 痴 蕴。 

此 道 不 仅 破 贪 蕴 等， 亦 得 干 竭 无 始 轮 回 展 转 的 苦 海， 封 闭 一 切 恶 趣 之 
门， 使 七 圣 财【3】 现 前， 舍 断 八 支 邪 道， 寂 灭 一 切 怖 畏， 导 至 于 等 正 觉 者 的 真 
子， 使 得 其 他 数 百 种 的 功 德， 如 是 和 给 与 许 多 功 德 的 须 陀 洹 道 相 应 的 智， 
为 须 陀 洹 道 智。 

——   【4】  —— 

（须 陀 洹 果） 在 此 （须 陀 洹 道） 智 之 后， 生 起 其 （须 陀 洹 道 的） 异 熟 或 
二 或 三 （刹 那） 的 （须 陀 洹） 果 心。 因 为 这 是 出 世 间 善 的 无 间 （直 接 给 与） 
的 异 熟， 所 以 说： 

【5】
“他 们 说 那 是 无 间 定” 及【6】 “因 为 灭 尽 诸 漏 而 得 的 迟 钝 的 无 间 定”。 

然 而 有 人 说： 有 一、 二、 三 或 四 （刹 那） 的 果 心。 这 是 不 应 接 受 的。 因 
为 在 修 习 随 顺 智 之 末 而 生 起 种 姓 智， 所 以 最 低 限 度 应 有 二 随 顺 心， 一 （随 
顺 心） 是 不 得 为 修 习 之 缘 的， 同 时 在 一 速 行 的 过 程 最 长 的 是 七 心， 所 以 对 

                                                 
【2】 优 萨 霎（usabha）， 依 注 解 说： 一 优 萨 婆 为 二 十 杖， 一 杖 等 于 四 肘， 八 优 萨 婆 等 

于 六 百 四 十 肘。 
【3】 七 圣 财， 即 信、 戒、 惭、 愧、 闻、 舍、 慧 财。 
【4】 第 一 智（paṭhamañāṇaṁ） 是 根 据 暹 罗 本 译， 但 底 本 和 锡 兰 本 都 用paṭhamaggañāṇaṁ, 

则 应 译 为 第 一 最 胜 智。 
【5】 Sn. 226 颂。 
【6】 A. II, 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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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些 人 有 二 随 顺 （心）， 第 三 为 种 姓 （心）， 第 四 为 道 心， （最 后 的） 三 （刹 
邵） 为 果 心。 对 有 些 人 则 有 三 随 顺 心， 第 四 为 种 姓， 第 五 为 道 心， （后 面 
的） 二 （刹 那） 为 果 心。 因 此 故 说 “生 起 或 二 或 三 的 果 心”。 

有 人 说： 有 四 随 顺， 第 五 为 种 姓， 第 六 为 道 心， （后） 一 为 果 心。 然 于 
第 四 或 第 五 （圣 道） 而 得 安 止 （入 定）， 不 得 过 此， 因 为 此 后 便 近 于 有 分 
（不 能 安 止）， 所 以 （此 说） 也 是 否 定 的， 不 应 视 为 真 实 之 说。 [676] 

至 此 是 名 为 须 陀 洹 的 第 二 圣 者。 纵 使 他 是 过 于 放 逸 的， 经 过 七 番 在 天 
与 人 中 展 转 轮 回 之 后， 便 得 灭 尽 于 苦 （般 涅 槃）。 

（十 九 种 观 察） 其 次 于 得 果 之 后， 他 的 心 便 入 于 有 分。 自 此 既 断 有 分， 
为 观 察 于 道 而 起 意 门 转 向 心。 此 （心） 灭 时， 次 第 的 （起 了） 观 察 于 道 的 七 
速 行。 于 是 再 入 有 分， 同 样 的 为 了 观 察 果 等 而 生 起 转 向 等。 由 于 它 们 的 生 
起， 他 ㈠ 观 察 道， ㈡ 观 察 果， ㈢ 观 察 已 断 的 烦 恼， ㈣ 观 察 残 余 的 烦 恼， ㈤ 观 
察 涅 槃。 即 他 ㈠ 以 “我 实 由 此 道 而 来” 而 观 道， ㈡ 以 “我 曾 获 得 这 样 的 功 
德” 而 观 果， ㈢ 以 “我 曾 舍 断 此 等 的 烦 恼” 而 观 已 断 的 烦 恼， ㈣ 以 “此 等 是 
我 的 残 余 的 烦 恼” 而 观 将 由 上 面 的 三 道 所 断 的 烦 恼， ㈤ 最 后 这 样 观 察 不 死 
的 涅 槃： “我 以 此 法 为 所 缘 而 通 达”， 这 是 须 陀 洹 圣 者 的 五 种 观 察。 这 样 斯 
陀 含、 阿 那 含 亦 如 须 陀 洹 （各 有 五 种 观 察）。 其 次 在 阿 罗 汉 则 无 观 察 残 余 的 
烦 恼 （故 只 有 四 观 察）。 如 是 一 切 名 为 十 九 种 观 寨； 此 （数） 是 最 大 的 限 
度， 因 为 观 察 已 断 （的 烦 恼） 及 残 余 的 烦 恼， 在 诸 有 学 是 或 有 或 无 的。 正 如 
无 此 观 察 的 摩 河 男 （大 名） 问 世 尊 道：

【7】 “于 我 之 内 尚 有 何 法 未 曾 舍 离， 使 
我 时 为 贪 法 而 占 据 我 心 呢”？ 应 知 一 切 的 详 细 说 法。 

⑵ （斯 陀 含 道 智） 如 是 观 察 之 后， 那 须 陀 洹 圣 弟 子， 即 坐 于 他 的 本 座， 
或 于 其 他 的 时 候， 为 使 轻 簿 欲 贪 与 瞋 恚 及 为 得 证 第 二 地 而 行 瑜 伽。 他 集 中 
了 根、 力、 觉 支、 以 智 思 惟 那 区 别 为 色、 受、 想、 行、 识 的 诸 行 “是 无 常、 
苦、 无 我”， 反 复 思 惟， 入 于 观 的 程 序。 [677] 如 是 行 道 者， 依 前 面 所 说 的 方 
法， 于 行 舍 智 之 末， 由 一 （意 门） 转 向 而 生 起 随 顺 智 及 种 姓 智 时， 即 在 种 姓 
之 后 生 起 斯 陀 含 道。 与 彼 相 应 的 智 为 斯 陀 含 道 智。 

——     —— 

（斯 陀 含 果） 在 此 智 之 后， 当 知 如 前 所 说 （有 二 或 三 刹 那） 的 果 心。 至 
此 名 为 斯 陀 含 （一 来） 的 第 四 圣 者， 他 只 一 次 来 此 世 间 便 得 灭 尽 于 苦。 此 后 
的 观 察， 亦 如 前 述。 

⑶ （阿 那 含 道 智） 如 是 观 察 之 后， 那 斯 陀 含 圣 弟 子， 即 坐 于 他 的 本 座， 
或 于 其 他 的 时 候， 为 断 欲 贪 与 瞋 恚 而 无 余 及 为 证 得 第 三 地 而 行 瑜 伽。 他 集 
中 了 根、 力、 觉 支， 以 智 思 惟 那 诸 行 “是 无 常、 苦、 无 我”， 反 复 思 惟， 进 入 
观 的 程 序。 如 是 行 道 者， 依 前 述 之 法， 于 行 舍 智 之 末， 由 一 （意 门） 转 向 而 
生 起 随 顺 智 及 种 姓 智 时， 即 在 种 姓 之 后 生 起 阿 那 含 道， 与 彼 相 应 之 智 为 阿 
那 含 道 智。 

——     —— 

                                                 
【7】 M. I, 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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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那 含 果） 在 此 智 之 后， 当 知 如 前 所 说 （有 二 或 三 刹 那） 的 果 心。 至 
此 名 为 阿 那 含 （不 还） 的 第 六 圣 者， 即 于 彼 化 生 之 处 而 般 涅 槃， 不 复 还 来 —
— 依 结 生 而 不 再 来 此 世 问 之 故。 此 后 的 观 察 亦 如 前 述。 

⑷ （阿 罗 汉 道 智） 如 是 观 察 之 后， 那 阿 那 含 圣 弟 子， 即 坐 于 他 的 本 座， 
或 于 其 他 的 时 候， 为 断 色 （贪）、 无 色 贪、 慢、 掉 举、 无 明 而 无 余 及 为 证 得 
第 四 地 而 行 瑜 伽。 他 集 中 了 根、 力、 觉 支， 以 智 思 惟 那 诸 行 “是 无 常、 苦、 
无 我”， 反 复 思 惟， 进 入 观 的 程 序。 [678] 如 是 行 道 者， 依 前 述 之 法， 于 行 舍 
智 之 末， 由 一 （意 门） 转 向 而 生 起 随 顺 智 及 种 姓 智 之 时， 即 于 种 姓 之 后 生 起 
阿 罗 汉 道。 与 彼 相 应 之 智 为 阿 罗 汉 道 智。 

——     —— 

（阿 罗 汉 果） 在 此 智 之 后， 当 知 如 前 所 说 （有 二 或 三 刹 那） 的 果 心。 至 
此 名 为 阿 罗 汉 第 八 圣 者， 大 漏 尽 者， 具 最 后 身， 卸 去 重 担， 随 得 自 己 目 的， 
尽 诸 有 结， 是 以 正 知 解 脱， 为 天 及 （人） 世 间 的 最 高 应 施 者。 是 故 说：

【8】 
“在 须 陀 洹 道、 斯 陀 含 道、 阿 那 含 道、 阿 罗 汉 道 的 四 道 智 为 智 见 清 净”， 这 
是 说 关 于 顺 次 可 得 的 此 等 四 智。 

 

现 在 是 为 知 这 四 智 的 智 见 清 净 的 威 力： 

⑴ 圆 满 菩 提 分 的 状 态， 
⑵ 出 起 与 力 的 结 合， 
⑶ 断 那 应 断 的 诸 法。 
⑷ 于 现 观 之 时 所 说 的 遍 知 等 的 作 用， 

此 等 一 切 

都 应 依 它 们 的 自 性 而 知 解。 

⑴ （圆 满 三 十 七 菩 提 分） 此 中： “圆 满 菩 提 分 的 状 态”， 是 菩 提 分 的 圆 
满 状 态。 即 四 念 处、 四 正 勤、 四 神 足、 五 根、 五 力、 七 觉 支、 八 支 圣 道 的 此 
等 三 十 七 法， 因 为 依 菩 提 的 支 分 之 义 而 得 名 菩 提 是 在 于 圣 道 的 一 边 的， 故 
名 为 菩 提 分， 在 于 一 边 是 说 在 资 助 的 状 态 之 故。 

（四 念 处） 因 为 进 入 彼 等 所 缘 而 现 起 故 为 “处”。 念 即 是 处 故 为 “念 
处”。 因 于 身、 受、 心、 法 而 把 握 不 净、 苦、 无 常、 无 我 之 相， 及 由 于 舍 离 
净、 乐、 常、 我 之 想 而 转 起， [679] 故 分 为 四 种； 是 故 名 为 四 念 处。 

（四 正 勤） 以 此 而 勤 故 为 “勤”。 美 的 勤 为 “正 勤”； 或 以 此 而 作 正 当 
的 勤 为 “正 勤”； 或 囚 无 烦 恼 之 丑 故 为 美， 因 以 能 生 利 益 安 乐 之 义 而 取 得 殊 
胜 的 状 态 及 能 作 最 优 的 状 态 故 为 勤， 是 名 “正 勤”。 这 与 精 进 是 一 同 义 语。 
即 已 生 与 未 生 的 恶 而 令 断 与 不 生 的 作 用， 及 未 生 与 已 生 的 善 而 令 生 起 与 存 
续 的 作 用， 而 有 四 种。 是 故 名 为 四 正 勤。 

（四 神 足） 即 以 前 面【9】 所 说 的 成 就 之 义 为 “神 变”。 由 于 和 那 （神 变） 
相 应 的 （而 为 神 变 的） 先 导 之 义， 及 由 于 作 为 （神 变） 果 的 前 分 之 义， 是 神 
                                                 
【8】 见 底 本 六 七 二 页。 
【9】 见 底 本 三 七 八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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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的 基 本， 故 为 “神 足”。 由 于 那 欲 等 而 有 四 种， 故 名 “四 神 足”。 即 所 谓：
【10】 “四 神 足 是 欲 神 足， 精 进 神 足， 心 神 足， 观 神 足”， 这 些 是 出 世 间 的。 其 
次 世 间 的， 因 如 此 等 说 法：

【11】 “若 诸 比 丘， 以 欲 为 主 而 得 定， 得 心 一 境 性， 
是 名 欲 定”， 故 亦 以 欲 等 为 主 而 得 （世 间 法）。 

（五 根、 五 力） 因 为 克 服 了 不 信、 懈 怠、 放 逸、 散 乱、 愚 痴， 故 以 称 克 
服 的 增 上 之 义 为 “根”。 因 为 不 给 不 信 等 所 胜， 故 以 不 动 之 义 为 “力”。 此 
两 者 都 依 信 等 而 有 五 种， 故 说 “五 根、 五 力”。 

（七 觉 支、 八 支 圣 道） 念 等 是 觉 了 有 情 的 支 分， 故 为 七 觉 支。 正 见 等 依 
出 离 之 义 为 八 道 支。 所 以 说 “七 觉 支、 八 支 圣 道”。 

而 此 等 三 十 七 菩 提 分 法。 于 （圣 道 的） 俞 分 而 起 世 间 观 时， 若 以 十 四 种
【12】 而 把 握 于 身 的， 是 身 随 观 念 处。 若 以 九 种【13】 而 把 握 于 受 的， 是 受 随 观 念 
处。 若 以 十 六 种【14】 而 把 握 于 心 的， 是 心 随 观 念 处。 [680] 若 以 五 种【15】 而 把 握 
于 法 的， 是 法 随 观 念 处。 

（于 前 分 的 世 间 观） 当 他 见 到 自 己 未 曾 生 起 却 于 他 人 生 起 的 恶， 为 了 
令 恶 不 生 而 作 这 样 的 精 进： “此 （恶） 曾 于 如 是 行 者 而 生 起。 我 将 不 如 是 
行， 我 将 不 生 如 是 的 恶”， 这 是 第 一 正 勤。 当 他 见 到 曾 于 自 己 现 行 不 善， 为 
令 断 此 而 精 进， 是 第 二 （正 勤）。 为 令 生 起 未 曾 于 自 己 生 起 的 禅 或 观 而 精 进 
者， 是 第 三 （正 勤）。 如 是 令 其 屡 屡 生 起 于 已 生 的 （禅 或 观） 使 其 不 退 者， 
是 第 四 正 勤。 

（于 前 分 的 世 间 观） 以 欲 为 主 而 生 善 时 为 欲 神 足， …… 乃 至 离 邪 语 时 为 
正 语。 如 是 （在 前 分 的 世 间 观） 于 种 种 心 中 而 得 （三 十 七 菩 提 分 法）。 

然 而 在 此 等 四 （圣 道） 智 生 起 之 时， 则 于 一 心 中 而 得 （三 十 七 菩 提 分 
法。 在 （圣） 果 的 刹 那， 除 了 四 正 勤， 而 得 其 余 的 三 十 三 （菩 提 分 法）。 如 
是 于 一 心 中 所 得 的 这 些， 只 以 涅 槃 为 所 缘 的 一 念 由 于 对 身 等 而 断 净 想 等 的 
作 用 的 效 果 而 说 为 四 念 处。 只 一 精 进 由 于 令 未 生 （之 恶） 不 生 等 的 作 用 的 
效 果 而 说 为 四 正 勤。 （除 四 念 处 四 正 勤 外） 其 他 的 是 没 有 减 与 增 的。 

并 于 彼 等 （三 十 七 菩 提 分 法） 之 中： 

九 为 一 种， 一 为 二 种， 以 及 四、 五 种， 

                                                 
【10】 Vibh. p.223. 
【11】 Vibh. p.216. 
【12】 十 四 种： 一、 安 般， 二、 威 仪， 三、 四 正 知， 四、 厌 恶 作 意， 五、 界 作 意， 六 至 十 

四、 九 种 墓 节。 参 考 底 本 二 四 ○ 页 及 南 传 中 部 经 典 第 十 念 处 经（ 普 慧 大 藏 经 刊 
行 会 译 印 南 传 大 藏 经 中 部 经 典 一， 第 十 念 处 经 四 二 至 四 三 页）。 

【13】 九 种： 一、 乐 受， 二、 苦 受， 三、 不 苦 不 乐 受， 四、 色 乐 受， 五、 非 色 乐 受， 六、 
色 苦 受， 七、 非 色 苦 受， 八、 色 不 苦 不 乐 受， 九、 非 色 不 苦 不 乐 受。 参 考 南 传 中 
部 经 典 第 十 念 处 经（ 同 上 四 四 页）。 

【14】 十 六 种： 一、 有 贪 心， 二、 无 贪 心， 三、 有 瞋 心， 四、 无 瞋 心， 五、 愚 痴 心， 六、 
无 愚 痴 心， 七、 摄 心， 八、 散 心， 九、 高 广 心， 十、 非 高 广 心， 十 一、 有 上 心， 十 
二、 无 上 心， 十 三、 定 心， 十 四、 不 定 心， 十 五、 解 脱 心， 十 六、 不 解 脱 心。 参 考 
中 部 第 十 念 处 经（ 同 上 四 四 至 四 五 页）。 

【15】 五 种： 一、 五 盖， 二、 五 取 蕴， 三、 十 二 处， 四、 七 觉 支， 五、 四 圣 谛。 参 考 中 部 
第 十 念 处 经（ 同 上 四 五 至 四 六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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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种 与 九 种 —— 如 是 它 们 有 六 种。 

“九 为 一 种” —— 即 欲、 心、 喜、 轻 安、 舍、 思 惟、 语、 业、 命 （之 九）， 
此 等 依 欲 神 足 等 只 一 种， 它 们 不 入 于 其 他 的 部 分。 

“一 为 二 种” —— 即 信， 依 根 与 力 为 二 种。 

“以 及 四、 五 种” —— 即 其 他 的 一 为 四 种， 一 为 五 种 的 意 思。 此 中： 一 
定， 依 根、 力、 觉 支、 道 支 为 四 种。 一 慧， 依 彼 等 （根 力 觉 支 道 支） 四 及 神 
足 的 一 部 分 为 五 种。 

“八 种 与 九 种” —— 是 其 他 的 一 为 八 种， 一 为 九 种 的 意 思。 即 念， 依 四 
念 处、 根、 力、 觉 支、 道 支 为 八 种。 而 精 进， 依 四 正 勤、 神 足、 根、 力、 觉 
支、 道 支 为 九 种。 [681] 如 是： 

此 等 菩 提 分， 有 十 四【16】 的 不 离 （纯 无 区 分 的）， 

依 部 分 为 七 类【17】
， 却 有 三 十 七 的 分 别。 

因 为 完 成 自 己 的 作 用 及 于 自 性 而 转 起， 

彼 等 一 切 的 发 生 都 是 在 获 得 圣 道 的 时 候。 

如 是 先 于 此 （智 见 清 净） 中 当 知 “圆 满 菩 提 分 的 状 态”。 

⑵ （出 起 与 力 的 结 合） （出 起） “出 起 与 力 的 结 合”， 是 出 起 及 力 的 结 
合。 即 世 间 观。 因 为 是 以 相 为 所 缘 及 不 断 于 转 起 之 因 的 集， 故 不 从 于 相 及 
转 起 而 出 起。 而 种 姓 智， 因 为 不 断 于 （转 起 之） 集， 故 不 从 转 起 而 出 起， 但 
因 以 涅 槃 为 所 缘， 故 从 相 而 转 起； 这 只 是 从 一 （相） 而 转 起。 所 以 说：

【18】 
“从 外 而 转 起 及 回 转 的 智 为 种 姓 智”。 相 似 的 说：

【19】 “因 为 从 生 而 回 转 入 于 
不 生 故 为 种 姓。 从 转 起 而 回 转 等” —— 如 是 应 知 一 切。 然 此 等 四 （道） 智， 
因 以 无 相 为 所 缘， 故 从 相 而 出 起； 因 断 于 （转 起 之） 集， 故 从 转 起 而 出 起； 
这 是 从 二 者 而 出 起 的。 所 以 说：

【20】 “如 何 从 二 者 而 出 起 及 回 转 的 慧 成 为 道 
智？ 即 在 须 陀 洹 道 的 刹 那， 由 见 之 义 的 正 见， 从 邪 见 而 出 起， 及 从 随 彼 （邪 
见） 的 烦 恼 和 蕴 而 出 起， 并 从 外 的 一 切 相 而 出 起， 所 以 说 从 两 者 而 出 起 及 
回 转 的 慧 成 为 道 智。 由 攀 著 之 义 的 正 思 惟， 从 邪 思 惟 …… 由 把 握 之 义 的 正 
语 从 邪 语 …… 由 等 起 之 义 的 正 业 …… 由 净 自 之 义 的 正 命 …… 由 策 励 之 义 的 
正 精 进 …… 由 现 起 之 义 的 正 念 …… 由 不 散 乱 之 义 的 正 定， 从 邪 定 而 出 起， 及 
从 随 彼 （邪 定） 的 烦 恼 和 蕴 而 出 起， 并 从 外 的 一 切 相 而 出 起， 所 以 说 从 两 者 
而 出 起 及 回 转 的 慧 成 为 道 智。 

在 斯 陀 含 道 的 刹 那， 由 见 之 义 的 正 见 …… 由 不 散 乱 之 义 的 正 定， 从 粗 
的 欲 贪 结、 瞋 恚 结， 及 从 粗 的 贪 随 眠、 瞋 恚 随 眠 而 出 起 …… 在 阿 那 含 道 的 刹 
那， 由 见 之 义 的 正 见 …… 由 不 散 乱 之 义 的 正 定， [682] 从 微 细 的 欲 贪 结， 瞋 恚 
结， 及 从 微 细 的 欲 贪 随 眠、 瞋 恚 随 眠 而 出 起 …… 乃 至 在 阿 罗 汉 道 的 刹 邓， 由 
见 之 义 的 正 见 …… 由 不 散 乱 之 义 的 正 定， 从 色 贪、 无 色 贪、 慢、 掉 举、 无 

                                                 
【16】 十 四： 即 前 面 所 说 九 为 一 种 的 欲、 心、 喜、 轻 安、 舍、 正 思 惟、 正 语、 工 业、 正 

命 的 九 种 及 二 种 乃 至 九 种 中 的 信、 定、 慧、 念、 精 进 的 五 种， 合 为 十 四。 
【17】 七 类： 即 念 处、 正 勤、 神 足、 根、 力、 觉 支、 圣 过 的 七 部 分。 
【18】 Pṭs. I, p.66. 
【19】 Pṭs. I, p.67. 
【20】 Pṭs. I, p.6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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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慢 随 眠、 有 贪 随 眠、 无 明 随 眠 而 出 起； 及 从 随 彼 转 起 的 烦 恼 和 蕴 而 出 
起； 并 从 外 的 一 切 相 而 出 起， 所 以 说 从 二 者 而 出 起 及 回 转 的 慧 成 为 道 智”。 

（力 的 结 合） 在 修 习 世 间 的 八 等 至 （定） 之 时， 则 止 的 力 为 优 胜， 修 无 
常 随 观 等 的 时 候， 则 观 的 力 （为 优 胜）。 然 而 在 圣 道 的 刹 那， 彼 等 （止 观） 
之 法 则 依 互 相 不 超 胜 之 义 而 一 双 结 合 而 起； 是 故 在 此 等 四 （道） 智 是 两 力 
结 合 的。 即 所 谓【21】 “从 那 与 掉 举 俱 的 烦 恼 和 蕴 而 出 起 者 的 心 一 境 性 而 不 散 
乱 的 定 是 以 灭 为 境 （所 缘） 的。 从 那 与 无 明 俱 的 烦 恼 和 蕴 而 出 起 者 的 随 观 
之 义 的 观 也 是 以 灭 为 境 的。 所 以 由 出 起 之 义， 止 与 观 是 同 一 作 用 的， 一 双 
是 结 合 的， 互 不 超 胜 的。 是 故 说 依 出 起 之 义 修 习 止 与 观 一 双 的 结 合”， 如 是 
当 知 于 此 （智 见 清 净） 中 的 出 起 与 力 的 结 合。 

⑶ （断 那 应 断 的 诸 法） “断 那 应 断 的 诸 法”， 是 说 在 此 等 四 （道） 智 
中， 当 知 以 什 么 智 而 断 什 么 应 断 的 诸 法。 即 此 等 （四 道 智） 如 理 的 断 那 称 为 
结、 烦 恼、 邪 性、 世 间 法、 悭、 颠 倒、 系、 不 应 行、 漏、 暴 流、 轭、 盖、 执 
取、 取、 随 眠、 垢、 不 善 业 道、 （不 善） 心 生 起 的 诸 法。 

此 中： “结” —— 因 为 （今 世 的） 诸 蕴 与 （来 世 的） 诸 蕴、 业 与 果 有 情 与 
苦 的 连 结， 故 称 色 贪 等 的 十 法 （为 结）。 即 直 至 有 彼 等 （诸 结 的 生 起） 而 此 
等 （蕴 果 苦 等） 不 灭。 此 中： 色 贪、 无 色 贪、 慢、 掉 举、 无 明 等 的 五 种， 因 为 
是 生 于 上 （二 界） 的 诸 蕴 等 的 结， 故 称 上 分 结； [683] 有 身 见、 疑、 戒 禁 取、 
欲 贪、 瞋 恚 等 的 五 种， 因 为 是 生 于 下 （欲 界） 的 诸 蕴 等 的 结， 故 称 下 分 结。 

“烦 恼” —— 即 贪、 瞋、 痴、 慢、 见、 疑、 惛 沉、 掉 举、 无 惭、 无 愧 等 的 
十 法， 因 为 它 们 自 己 是 杂 染 及 杂 染 其 相 应 之 法 的 缘 故。 

“邪 性” —— 因 为 是 于 邪 而 起 之 故， 即 邪 见、 邪 思 惟、 邪 语、 邪 业、 邪 
命、 邪 精 进、 邪 念、 邪 定 等 的 八 法， 或 加 邪 解 脱 及 邪 智 为 十 法。 

“世 间 法” —— 因 为 世 间 的 （诸 蕴） 进 行 之 时， 它 们 是 不 易 止 息 之 法， 
即 利、 不 利、 名 誉、 不 名 誉、 乐、 苦、 毁、 赞 等 的 八 法。 但 在 这 里， 依 原 因 与 
近 行 （依 附）， 以 此 世 间 法 之 语， 则 含 有 以 利 等 为 基 的 随 贪 以 及 不 利 等 为 基 
的 瞋 恚。 

“悭” —— 有 住 处 悭、 家 族 悭、 利 得 悭、 法 悭、 称 赞 悭 的 五 种， 这 些 是 
因 为 于 住 处 等 不 愿 与 他 人 共 有 而 起 的。 

“颠 倒” —— 是 对 于 无 常、 苦、 无 我、 不 净 的 事 物 而 起 常、 乐、 我、 净 的 
想 颠 倒、 心 颠 倒、 见 颠 倒 等 的 三 种。 

“系” —— 因 为 是 名 身 及 色 身 之 系， 故 有 贪 欲 等 四 种。 即 是 说， 贪 欲 身 
系， 瞋 恚 身 系， 戒 禁 取 身 系， 此 是 谛 住 着 身 系。 

“不 应 行” —— 即 由 于 欲、 瞋、 痴、 怖 畏、 不 应 作 而 作， 应 作 而 不 作 的 
语 义 相 同。 因 为 圣 者 不 应 以 此 而 行， 故 说 不 应 行。 

“漏” —— 因 为 依 所 缘 至 于 种 姓 智 及 依 处 所 至 于 有 顶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而 漏 落 故， 或 依 常 流 之 义， 如 水 缸 之 漏 水， 因 不 防 护 （眼 等 之） 门 而 漏 故， 

                                                 
【21】 Pṭs. II, 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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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者 是 轮 回 之 苦 的 漏， 故 与 欲 贪、 有 贪、 邪 见、 无 明 的 语 义 是 相 同 的。 [684] 

“暴 流” —— 因 为 （上 面 的 贪 欲 等 四 法） 有 拖 拉 于 海 洋 之 义 及 难 度 之 义 
故 （亦 说 暴 流）。 

“轭” —— 因 为 不 与 所 缘 分 离， 不 与 苦 分 离， 所 以 与 彼 等 （欲 贪 等） 的 
语 义 是 相 同 的。 

“盖” —— 是 心 的 障、 盖、 覆 蔽 之 义， 有 贪 欲 （瞋 恚、 惛 沉 睡 眠、 掉 举 恶 
作、 疑） 等 的 五 种。 

“执 取” —— 因 为 这 是 从 超 出 了 自 性 以 及 执 着 其 他 的 不 实 的 自 性 之 相 而 
起， 故 与 邪 见 之 语 同 义。 

“取” —— 曾 以 一 切 相 于 “缘 起 的 解 释”
【22】 中 说 过， 即 欲 取 等 四 种。 

“随 眠” —— 依 强 有 力 之 义， 有 欲 贪 等 七 种， 即 欲 贪 随 眠， 瞋 恚、 慢、 
见、 疑、 有 贪 及 无 明 随 眠。 因 为 它 们 强 有 力， 屡 屡 为 欲 贪 等 的 生 起 之 因， 眠 
伏 （于 有 情 中） 故 为 随 眠。 

“垢” —— 有 贪、 瞋、 痴 的 三 种， 因 为 它 们 自 己 不 净， 亦 使 别 的 不 净， 
如 泥 为 油 膏 所 涂 相 似。 

“不 善 业 道” —— 即 是 不 善 业 及 为 恶 趣 之 道 的 杀 生、 偷 盗、 邪 淫、 妄 
语、 两 舌、 恶 口、 绮 语、 贪 欲、 瞋 恚、 邪 见 等 的 十 种。 

“不 善 心 生 起” —— 是 八 贪 根、 二 瞋 根、 二 痴 根 的 十 二 种【23】
。 

如 是 此 等 （四 道 智） 如 理 而 断 彼 等 的 结 等。 怎 样 的 呢？ 先 说 于 十 结 之 
中， 有 身 见、 疑、 戒 禁 取 及 令 至 恶 趣 的 欲 贪、 瞋 恚 等 的 五 法 是 初 智 所 断。 其 
余 的 粗 的 欲 贪、 瞋 恚 是 第 二 智 所 断。 细 的 （欲 贪、 瞋 恚） 是 第 三 智 所 断。 而 
色 贪 等 五 种 只 是 第 四 智 所 断。 下 面 虽 然 不 以 “只” 字 而 作 确 定， 但 说 彼 等 
（不 善） 是 上 位 的 智 所 断， 当 知 已 由 下 位 的 智 破 除 了 彼 等 令 至 恶 趣 的 
（恶）， （其 残 余 的） 是 由 上 位 的 智 所 断。 

于 “烦 恼” 中： 见 与 疑 是 初 智 所 断。 瞋 是 第 三 智 所 断。 贪、 痴、 慢、 惛 
沉、 掉 举、 无 惭、 无 愧 是 第 四 智 所 断。 

在 “邪 性” 中： 邪 见、 妄 语、 邪 业、 邪 [685] 命 是 初 智 所 断。 邪 思 惟、 两 
舌、 恶 口 是 第 三 智 所 断。 当 知 这 里 是 说 思 为 语。 绮 语、 邪 精 进、 （邪） 念、 
（邪） 定、 （邪） 解 脱、 （邪） 智 是 第 四 智 所 断。  

在 “世 间 法” 中： 瞋 恚 是 第 三 智 所 断。 随 贪 是 第 四 智 所 断。 有 人 说： 对 
于 名 誉 和 称 赞 的 随 贪 是 第 四 智 所 断。 

“悭”， 唯 是 初 智 所 断。 

在 “颠 倒” 中： 以 无 常 为 常 以 无 我 为 我 的 想、 心、 见 的 颠 倒， 及 以 苦 为 
乐 以 不 净 为 净 的 见 颠 倒， 是 初 智 所 断。 以 不 净 为 净 的 想 与 心 的 颠 倒， 是 第 
三 智 所 断。 以 苦 为 乐 的 想 与 心 的 颠 倒， 是 第 四 智 所 断。 

                                                 
【22】 见 底 本 五 七 一 页 以 下。 
【23】 关 于 十 二 不 善 心， 见 底 本 四 五 四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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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系” 中： 戒 禁 取 及 此 是 谛 住 著 身 系， 是 初 智 所 断。 瞋 恚 身 系 是 第 三 
智 所 断。 其 余 的 （贪 欲 身 系） 是 第 四 智 所 断。 

“不 应 行” 唯 是 初 智 所 断。 

在 “漏” 中： 见 漏 是 初 智 所 断。 欲 漏 是 第 三 智 所 断。 其 余 的 （有 漏， 无 
明 漏） 是 第 四 智 所 断。 在 “暴 流 及 轭” 中 亦 同 于 此。 

在 “盖” 中： 疑 盖 是 初 智 所 断。 贪 欲、 瞋 恚、 恶 作 （后 悔） 的 三 种 是 第 
三 智 所 断。 惛 沉、 睡 眠、 掉 举 是 第 四 智 所 断。 

“执 取” 唯 是 初 智 所 断。 

于 “取” 中： 因 为 一 切 世 间 法， 以 基 础 欲 而 说 则 都 是 欲， 故 色、 无 色 贪 
亦 摄 人 欲 取； 所 以 此 欲 取 是 第 四 智 所 断。 其 余 的 （三 种） 是 初 智 所 断。 

在 “随 眠” 中： 见 与 疑 随 眠 是 初 智 所 断。 欲 贪 与 瞋 恚 随 眠 是 第 三 智 所 
断。 慢、 有 贪 及 无 明 随 眠 是 第 四 智 所 断。 

于 “垢” 中： 瞋 垢 是 第 三 智 所 断。 其 余 的 （贪、 痴） 是 第 四 智 所 断。 

于 “不 善 业 道” 中： 杀 生、 偷 盗、 邪 淫、 妄 语、 邪 见 是 初 智 所 断。 两 舌、 
恶 口、 瞋 恚 的 三 种 是 第 三 智 所 断。 绮 语、 贪 欲 是 第 四 智 所 断。 

于 “不 善 心 生 起”： 四 种 与 见 相 应 的 及 与 疑 相 应 的 五 （心） 是 初 智 所 
断。 二 种 与 瞋 相 应 的 是 第 三 智 所 断。 其 余 的 （五 种） 是 第 四 智 所 断。 而 任 何 
法 是 由 彼 智 所 断 的， 即 是 由 那 智 所 应 断 的。 所 以 说： “此 等 四 道 智 如 理 而 断 
彼 等 的 结 等 的 诸 法”。 

然 而 此 等 （四 智） 是 断 此 等 诸 法 的 过 去 与 未 来 呢？ 还 是 [686] 现 在 呢？ 在 
这 里， 如 果 说 是 （断） 过 去 与 未 来 的， 则 精 进 成 为 无 果 的 了。 何 以 故？ 因 无 
可 断 之 法 的 缘 故。 若 断 现 在 的， （则 同 样 的 精 进） 亦 成 为 无 果 的 了， 因 为 当 
断 之 法 与 精 进 共 同 存 在， 而 道 的 修 习 亦 成 为 杂 染 了； 或 者 成 为 （道 的 修 习） 
与 烦 恼 不 相 应 的 了； 实 无 现 在 的 烦 恼 与 心 不 相 应 的。 此 非 特 殊 的 责 难。 这 
曾 在 圣 典 中 说：

【24】 “断 烦 恼 者， 断 过 去 的 烦 恼； 断 未 来 的 烦 恼， 断 现 在 的 烦 
恼”。 又 说： “若 断 过 去 的 烦 恼， 则 为 尽 其 已 尽， 灭 其 已 灭， 离 其 已 离， 没 
其 已 没， 即 是 说 断 其 过 去 不 存 在 的”， 所 以 否 定 了 说： “他 不 断 过 去 的 烦 
恼”。 同 样 的：

【25】 “若 断 未 来 的 烦 恼， 则 为 断 其 未 生 的， 断 其 未 来 的， 断 其 
未 起 的， 断 其 未 曾 现 前 的； 即 是 说 断 其 未 来 不 存 在 的”， 所 以 也 否 定 了 说： 
“他 不 断 未 来 的 烦 恼”。 同 样 的，

【26】 “若 断 现 在 的 烦 恼， 那 么， 则 贪 染 者 断 
贪， 瞋 怒 者 断 瞋， 愚 痴 者 断 痴， 慢 者 断 慢， 执 取 者 断 邪 见， 散 乱 者 断 掉 举， 
疑 者 断 疑， （烦 恼 的） 强 有 力 者 断 随 眠， 即 是 说 黑 白 的 诸 法 双 双 结 合 而 起， 
而 道 的 修 习 亦 成 为 杂 染 了”。 所 以 否 定 了 一 切 说： “他 不 断 过 去 的 烦 恼， 不 
断 未 来 的 烦 恼， 不 断 现 在 的 烦 恼”。 但 在 问 题 的 终 结 说： “然 而 这 样 则 无 修 
道、 无 证 果、 无 断 烦 恼、 无 现 观 法 了”。 可 是 认 为 “不 然， 是 有 修 道 …… 乃 

                                                 
【24】 Pṭs. II, p.217. 
【25】 同 上。 
【26】 Pṭs. II, p.21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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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有 现 观 法 的”。 “象 什 么 呢”？ 即 这 样 说：
【27】 “譬 如 未 结 果 的 嫩 树。 如 果 

有 人 砍 断 了 （此 树 的） 根， 则 此 树 的 未 曾 所 生 的 果， 未 生 者 便 不 生， 未 发 者 
便 不 发， 未 起 者 便 不 起， 未 现 前 者 便 不 现 前。 如 是 生 起 为 生 烦 恼 的 因， 生 起 
为 （生 烦 恼 的） 缘。 既 见 生 起 的 过 患， 而 心 入 不 生 起 （的 涅 槃）。 因 为 他 的 
心 人 于 不 生 起， 故 彼 以 生 起 为 缘 而 生 的 烦 恼， 未 生 者 便 不 生 …… 乃 至 未 现 
前 者 便 不 现 前。 如 是 因 灭 故 苦 火。 转 起 为 因 [687] …… 相 为 因 …… 造 作 为 
因 …… 乃 至 因 为 他 的 心 入 于 无 作， 故 彼 以 造 作 为 缘 而 生 的 烦 恼， 未 生 者 …… 
乃 至 未 现 前 者 便 不 现 前。 如 是 因 灭 故 果 灭。 所 以 说 有 修 道 证， 有 证 果， 有 断 
烦 恼， 有 现 观 法”。 

此 说 是 指 什 么 而 说 的 呢？ 这 是 指 断 得 地 的 烦 恼 而 说 的。 然 而 得 地 的 
（烦 恼） 是 过 去， 是 未 来， 还 是 现 在 的 呢？ 它 们 是 得 地 而 生 起 的。 因 为 “生 
起” 有 现 在、 生 已 离 去、 作 机 会、 得 地 等 的 许 多 种 类。 此 中： ㈠ 称 为 一 切 具 
有 生、 老、 坏 者， 为 “现 在 生”。 ㈡ 已 尝 所 缘 之 味 而 后 灭， 称 为 尝 已 而 离 去 
的 善、 不 善、 及 彼 已 达 生 （老 坏） 等 三 而 后 灭， 称 为 已 生 而 离 去 的 其 他 的 有 
为 法， 为 “生 已 离 去 生”。 ㈢ 即 如 所 说 由 他 于 过 去 所 行 的 任 何 业， 此 业 虽 是 
过 去， 因 为 已 拒 绝 了 其 他 的 （业 的） 异 熟 （报）， 造 作 了 自 己 的 异 熟 的 （生 
起 的） 机 会， 并 且 这 已 造 作 了 机 会 的 异 熟 虽 未 生 起， 但 如 是 作 了 机 会 之 时 
是 必 然 会 生 起 的， 所 以 名 为 “作 机 会 生”。 ㈣ 于 诸 地 中 未 曾 绝 根 的 不 善， 名 
为 “得 地 生”。 

这 里 当 知 地 与 得 地 的 差 别。 “地” —— 是 为 观 所 缘 的 （欲、 色、 无 色 
的） 三 地 为 五 蕴。 “得 地” —— 是 值 得 于 此 等 诸 蕴 之 中 生 起 的 一 种 烦 恼。 因 
为 彼 此 （烦 恼） 所 得 之 地， 故 名 “得 地”。 然 而 此 “地” 不 是 所 缘 的 意 思； 因 
为 依 所 缘 的 意 思， 是 缘 于 一 切 过 去 未 来 的 （诸 蕴） 及 缘 于 业 已 遍 知 的 漏 尽 
者 的 诸 蕴 而 生 起 烦 恼， 正 如 输 罗 耶 长 者 的 缘 于 大 迦 旃 延【28】 及 难 陀 学 童 的 缘 
于 莲 华 色 （比 丘 尼） 等【29】

。 如 果 说 彼 （依 所 缘 而 起 的 烦 恼） 为 得 地， 因 为 那 
（所 缘） 是 不 能 断 的， 那 么 便 没 有 人 能 断 有 的 根 本 了。 当 知 得 地 是 依 基 地 
（烦 恼 的 生 处） 的 意 思 而 说 的。 即 任 何 未 曾 为 观 所 遍 知 的 诸 蕴 生 起， 自 从 彼 
等 诸 蕴 生 起 以 来， 便 即 眼 于 彼 等。 诸 蕴） 之 中 而 为 轮 转 之 根 的 一 种 烦 恼， 以 
未 断 于 彼 （种 烦 恼） 之 义 名 为 “得 地”。 [688] 

此 中： 于 任 何 人 的 诸 蕴 之 中 而 依 未 断 之 义 的 随 眠 烦 恼， 他 们 只 是 以 他 
（自 己） 的 诸 蕴 为 他 的 烦 恼 之 基， 不 是 属 于 别 人 的 诸 蕴 （为 他 的 烦 恼 之 
基）。 过 去 的 诸 蕴， 是 过 去 的 诸 蕴 中 未 断 的 随 眠 烦 恼 之 基， 不 是 其 他 （的 未 
来 现 在 的 诸 蕴 为 基）。 同 样 的， 欲 界 的 诸 蕴， 是 欲 界 诸 蕴 中 未 断 的 随 眠 烦 恼 
之 基， 不 是 其 他 （的 色 无 色 界 的 诸 蕴 为 基）。 于 色、 无 色 界 也 是 一 样。 其 次 
于 须 陀 洹 等 （的 圣 者 之） 中， 在 任 何 圣 者 的 诸 蕴 中 而 为 轮 转 的 根 本 的 烦 恼 
种， 已 由 此 等 之 这 断 掉 了， 此 等 圣 者 的 诸 蕴， 因 为 不 是 已 断 的 轮 转 的 根 本 
的 此 等 烦 恼 之 基， 所 以 不 得 称 为 地。 于 诸 凡 夫， 冈 为 未 断 一 切 的 轮 转 的 根 
本 烦 恼， 故 作 善 或 不 善 之 业； 如 是 由 于 他 的 业、 烦 恼 之 缘 而 辗 转 轮 回。 然 而 
                                                 
【27】 Pṭs. II, p.218. 
【28】 输 罗 耶 (Soreyya) 长 者 与 大 迦 旃 延 (Mahākaccāna) 的 故 事， 见 Dhp. A. I, p.325f. 
【29】 难 陀 学 童 (Nandamāṇavaka) 与 莲 华 色 (Uppalavaṇṇa) 的 故 事， 见 Dhp. A. II, 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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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能 说 “他 的 轮 转 的 根 本 （烦 恼） 只 在 色 蕴 而 不 在 受 蕴 等， 或 只 在 识 蕴 而 不 
在 色 绝 等”。 何 以 故？ 因 为 是 随 眠 于 无 差 别 的 五 蕴 之 中 的 缘 故。 怎 样 的 呢？ 

正 如 在 树 内 的 地 味 等。 譬 如 大 树， 长 于 地 面， 依 地 味 及 水 味 之 缘， 而 使 
根、 干、 大 枝、 小 枝、 嫩 芽、 叶、 花、 果 得 以 繁 荣， 招 展 于 虚 空， 直 至 劫 未， 
由 于 种 子 的 展 转 而 树 种 相 续 之 时， 决 不 能 说 那 地 味 等 只 在 根 部 不 在 于 
等 …… 乃 至 只 在 果 而 不 在 根 等。 何 以 故？ 因 为 （地 味 等） 是 无 差 别 的 行 于 一 
切 根 等 之 故。 又 如 有 人 厌 恶 某 树 的 花 果 等， 用 一 种 叫 做 曼 陀 伽 刺 （一 种 鱼 
的 刺） 的 毒 刺， 刺 进 此 树 的 四 方， 此 树 因 被 那 毒 所 触， 被 侵 夺 了 地 味 和 水 
味， 当 然 不 能 生 育 及 继 续 生 长 了。 

如 是 厌 恶 于 诸 蕴 转 起 的 善 男 子 于 自 己 的 相 续 中 而 开 始 修 习 四 道， 正 如 
那 人 加 毒 于 树 的 四 方。 此 蕴 的 相 续 被 四 道 的 毒 触 所 触 之 时， 因 被 剥 夺 了 一 
切 轮 转 根 本 的 烦 恼， 至 身 业 等 一 切 种 类 的 业 成 为 唯 作 的 状 态， 到 达 了 不 再 
生 于 未 来 的 有， 则 自 然 不 能 发 生 于 他 有 （来 世） 的 相 续 了。 [689] 只 由 最 后 识 
之 灭， 如 无 薪 之 火， 于 无 取 而 般 涅 槃。 如 是 当 知 地 与 得 地 之 差 别。 

其 次 有 ㈠ 现 行， ㈡ 固 执 所 缘， ㈢ 未 镇 伏， ㈣ 未 绝 根 的 四 种 生 起。 

此 中： ㈠ “现 行 生 起” 便 是 现 在 生 起。 ㈡ 当 所 缘 来 入 字 眼 等 之 门， 于 前 
分 虽 未 生 起 的 烦 恼 种， 因 为 固 执 所 缘， 于 后 分 必 然 生 起 （烦 恼 种） 所 以 称 为 
“固 执 所 缘 生 起”； 犹 如 在 迦 尔 耶 那【30】 村 乞 食 的 大 帝 须 长 老， 固 见 异 性 的 
姿 色 而 起 烦 恼 种 一 样。 ㈢ 未 以 任 何 止 观 而 镇 伏 的 烦 恼 种， 亦 未 入 于 心 的 相 
续， 因 为 缺 乏 生 起 的 遮 止 之 因， 故 名 “未 镇 伏 生 起”。 ㈣ 虽 已 以 止 观 而 镇 
伏， 但 因 未 以 圣 道 而 绝 （烦 恼 种 之） 根， 仍 未 超 脱 生 起 的 可 能 性， 故 名 “未 
绝 根 生 起”。 正 如 获 得 了 八 等 至 的 长 老， 飞 行 于 虚 空 之 时， 因 为 听 到 了 于 开 
花 的 树 林 中 采 花 的 妇 女 的 美 妙 歌 声， 而 起 烦 恼 种 一 样。 这 回 执 所 缘， 未 镇 
伏 及 未 绝 根 生 起 的 三 种， 当 知 都 包 摄 于 得 地 中。 

在 上 面 所 说 的 种 种 生 起 中， 那 称 为 现 在、 存 已 离 去、 作 机 会 及 现 行 的 
四 种 生 起， 因 为 那 不 是 由 于 道 所 断 的， 所 以 不 得 由 任 何 （道） 智 而 断。 其 次 
称 为 得 地、 固 执 所 缘、 未 镇 伏 及 未 绝 根 的 （四 种） 生 起， 因 为 生 起 彼 等 世 间 
出 世 间 之 智 而 灭 此 等 的 生 起 状 态， 所 以 此 等 一 切 （的 生 起） 是 当 （以 此 智） 
断 的。 如 是 于 此 （智 见 清 净） 中， 应 知 “以 此 （智） 断 那 应 断 的 诸 法”。 

⑷ （作 用） 

  “ 于 现 观 之 时 所 说 的 遍 知 等 的 作 用， 

此 等 一 切 都 应 依 它 们 的 自 性 而 知”
【31】

。 

即 是 说 于 谛 现 观 之 时， 在 此 等 （须 陀 洹 道 等 的） 四 智 的 一 一 刹 那 所 说 
的 遍 知、 舍 断、 作 证、 修 习 等 的 各 各 四 种 作 用， 而 此 等 （作 用） 都 应 依 他 们 
的 自 性 而 知。 [690] 古 师 说： 譬 如 灯 火， 在 非 前 非 后 的 同 一 刹 那 而 行 四 种 作 
用 —— 燃 烧 灯 芯， 破 除 黑 暗， 发 光， 消 油， 如 是 道 智 亦 于 非 前 非 后 的 同 一 刹 
那 而 现 观 四 谛。 即 以 遍 知 现 观 而 现 观 苦， 以 舍 断 现 观 而 现 观 集， 以 修 习 现 
观 而 现 观 道， 以 作 证 现 观 而 现 观 灭。 这 是 怎 么 说 的 呢？ 因 为 是 以 灭 为 所 缘 

                                                 
【30】 迦 尔 耶 那 (Kalyāṇa) 即 现 在 的  Kelanīya, 在 锡 兰 首 都  Colombo 附 近。 
【31】 引 文 见 底 本 六 七 八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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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得 成 就 观 见 及 通 达 于 四 谛 的。 即 所 谓：
【32】 “诸 比 丘， 见 苦 者， 亦 见 苦 之 

集， 见 苦 之 灭， 以 及 见 苦 灭 之 道”。 又 说：
【33】 “具 道 者 之 智， 亦 即 是 苦 的 

智， 亦 即 是 苦 之 集 的 智， 亦 即 是 苦 之 灭 的 智， 亦 即 是 昔 灭 之 道 的 智”。 

这 里： 譬 如 灯 火 的 燃 烧 灯 芯， 是 道 智 的 遍 知 于 苦。 如 （灯 火 的） 破 除 黑 
暗， 是 （道 智 的） 舍 断 于 集。 如 （灯 火 的） 发 光， 是 （道 智） 由 于 以 生 等 的 缘 
而 修 习 称 为 正 思 惟 等 法 的 道。 如 （灯 火 的） 消 油 是 （道 智 的） 消 除 烦 恼 而 作 
证 于 灭。 应 知 这 样 的 合 喻。 

另 一 说 法： 譬 如 日 出， 非 前 非 后， 在 出 现 之 时 而 行 四 种 作 用 —— 照 色、 
破 暗、 现 光、 止 寒， 如 是 道 智 …… 乃 至 以 作 证 现 观 而 现 观 于 灭。 这 里 譬 如 太 
阳 的 照 色， 是 道 智 的 遍 知 于 苦。 如 破 暗 是 舍 断 于 集。 如 现 光 是 由 于 俱 生 等 
的 缘 而 修 道。 如 止 寒 是 止 息 烦 恼 而 作 证 于 灭， 应 知 这 样 的 合 喻。 

又 一 种 说 法， 譬 如 渡 船， 非 前 非 后， 于 同 一 刹 那 而 行 四 种 作 用—— 舍 此 
岸， 渡 中 流， 运 载 货 物， [691] 到 达 彼 岸。 如 是 道 智 …… 乃 至 以 作 证 现 观 而 现 
观 于 灭。 这 里 譬 如 渡 船 的 舍 此 岸， 是 道 智 的 遍 知 于 苦； 渡 中 流， 是 舍 断 于 
集； 运 载 货 物， 是 由 于 俱 生 等 的 缘 而 修 道； 到 达 彼 岸， 是 作 证 彼 岸 的 涅 槃。 
应 知 这 样 的 合 喻。 

如 是 在 谛 现 观 之 对 于 一 刹 那 依 四 种 作 用 而 转 起 的 智 的 四 谛【34】 依 十 六 行 
相 的 如 实 之 义 是 一 时 通 达 的。 即 所 谓：

【35】 “如 何 依 如 实 之 义 而 四 谛 一 时 通 
达 呢？ 依 十 六 行 相 的 如 实 之 义 而 四 谛 是 一 时 通 达 的。 即⑴ 逼 迫 义，⑵ 有 为 
义，⑶ 热 恼 义，⑷ 变 易 义， 这 是 苦 的 如 实 之 义；⑸ 增 益 义，⑹ 因 缘 义，⑺ 结 缚 
义，⑻ 障 碍 义， 这 是 集 的 如 实 之 义；⑼ 出 离 义，⑽ 远 离 义，⑾ 无 为 义，⑿ 不 死 
义， 这 是 灭 的 如 实 之 义；⒀ 出 义，⒁ 因 义，⒂ 见 义，⒃ 增 上 义， 这 是 道 的 如 实 
之 义。 依 此 等 十 六 行 相 的 如 实 之 义， 则 四 谛 为 一 摄。 此 一 摄 为 一 性； 邪 一 性 
由 一 智 而 通 达， 所 以 说 四 谛 是 一 时 通 达 的”。 

或 有 人 问： 还 是 苦 等 的 其 他 的 如 病 及 痈 之 义， 为 什 么 只 说 四 义 呢？ 答 
道： 因 为 由 于 见 其 他 的 （集 等 之） 谛 而 此 等 （病 痈 等） 之 义 得 以 明 了 之 故。 

此 中：
【36】 “什 么 是 苦 的 智？ 即 由 苦 缘 所 生 起 的 慧 及 知 解”， 由 此 等 方 

法。 亦 即 以 一 一 谛 为 所 缘 而 说 谛 智。 又 依 这 样 的 方 法：
【37】 “诸 比 丘， 见 苦 者 

亦 见 其 集” 等， 是 说 以 一 谛 为 所 缘， 亦 得 完 成 在 其 余 诸 谛 的 作 用。 

此 中： 以 一 一 谛 为 所 缘 之 时， 先 由 于 见 “集”， 亦 得 明 了 于 其 自 性 的 
“逼 迫” 相 的 苦 的 “有 为” 之 义； （何 以 故？） 因 为 这 （苦） 是 由 于 增 益 相 的 
集 所 增 益、 作 为 及 聚 集 的。 又 因 为 道 是 去 烦 恼 之 热 而 极 清 凉 的， [692] 所 以 
由 于 见 “道”， 而 明 了 它 （苦） 的 “热 恼” 之 义； 正 如 尊 者 难 陀， 由 于 见 天 女 

                                                 
【32】 S. V, p.437. 
【33】 Pṭs. I, p.119. 
【34】 四 谛 (cattānī saccānī) 是 根 据 暹 罗 本 及 锡 兰 本 译 的， 若 依 底 本 作 cattānī kaccānī， 则 应 

译 为 四 作 用。 依 下 文 看， 是 以 四 谛 为 比 较 恰 当。 
【35】 Pṭs. II, p.107. 
【36】 Pṭs. I, p.119. 
【37】 S. V, p.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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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明 了 孙 陀 利 的 不 美【38】
。 其 次 由 于 见 不 变 易 的 “灭”， 而 明 了 它 的 “变 易” 

之 义， 更 不 必 说 了。 

同 样 的， 由 于 见 “苦”， 亦 得 明 了 于 其 自 性 的 “增 益” 相 的 集 的 “因 
缘” 之 义； 正 如 因 见 由 于 不 适 的 食 物 所 生 的 病， 而 明 了 食 物 是 病 的 因 缘。 由 
于 见 离 系 的 “灭”， 亦 明 了 （集 的） “障 碍” 之 义。 

同 样 的， 由 于 见 不 远 离 的 “集”， 亦 得 明 了 “出 离” 相 的 灭 的 “远 离” 
之 义。 由 于 见 “道”， 明 了 （灭 的） “无 为” 之 义， 然 而 此 瑜 伽 者， 虽 于 无 始 
的 轮 回 而 未 曾 见 道， 但 因 为 彼 （道） 是 有 缘 故 有 为， 所 以 无 缘 法 （灭） 的 无 
为 而 极 其 明 白。 由 此 见 “苦”， 亦 明 了 此 （灭 的） “不 死” 义。 因 为 苦 是 毒， 
而 涅 槃 是 不 死。 

同 样 的， 由 于 见 “集”， 亦 得 明 了 于 “出” 相 的 道 的 “因” 义， 即 知 此 
（集） 非 （至 涅 槃 之） 因， 而 此 （道） 是 得 涅 槃 之 因。 由 于 见 “灭”， 亦 明 了 
（道 的） “见” 义， 正 如 见 极 细 微 之 色 者， 明 了 其 眼 睛 的 明 净 说： “我 的 眼 
睛 实 在 明 净”。 由 于 见 “苦”， 亦 明 了 （道 的） “增 上” 义， 正 如 见 种 种 病 痛 
贫 穷 之 人， 而 明 了 自 在 之 人 的 庄 严。 

如 是 因 为 依 于 （四 谛 的） 自 相 而 明 了 每 一 谛 之 义， 并 且 由 于 见 其 他 的 
谛 而 明 了 其 他 的 各 三 （谛 之 义）， 所 以 说 于 一 一 谛 各 有 四 义。 但 在 圣 道 的 刹 
那， 此 等 一 切 （十 六 行 相） 之 义， 则 只 由 各 有 四 作 用 的 苦 （智） 等 中 的 一 智 
而 通 达。 

其 次 对 那 些 主 张 种 种 现 观 的 人 的 答 复， 曾 在 阿 毗 达 磨 的 《论 事》
【39】 中 

说。 

现 在 来 说 所 说 的 遍 知 等 的 四 作 用。 此 中： 

遍 知 有 三 种， 断 与 证 亦 尔， 

修 习 有 二 种， 当 知 决 择 说。 

(Ⅰ) （遍 知） “遍 知 有 三 种” —— 即 ㈠ 知 遍 知， ㈡ 度 遍 知， ㈢ 断 遍 知 的 三 
种 遍 知。 此 中：  

㈠
【40】 “知 通 之 慧 是 知 之 义 的 智”， 这 样 概 举 了 之 后， [693] 又 简 略 地 说： 

“任 何 被 知 通 之 法， 即 为 已 知”， 更 详 细 地 说：
【41】 “诸 比 丘， 一 切 当 知 通。 

诸 比 丘， 什 么 是 一 切 当 知 通？ 诸 比 丘， 即 眼 是 当 知 通 等 等”， 是 名 “知 遍 
知”， 知 解 名 色 与 缘 是 它 的 （知 遍 知 的） 不 共 （独 特） 之 地。 

㈡
【42】 “遍 知 之 慧 是 度 知 之 义 的 智”。 这 样 概 举 了 之 后， 又 简 略 地 说： 

“任 何 被 遍 知 之 法， 即 为 度 知”， 更 详 细 地 说：
【43】 “诸 比 丘， 一 切 当 遍 知。 

诸 比 丘， 什 么 是 一 切 当 遍 知？ 诸 比 丘， 即 眼 是 当 遍 知 等 等”， 是 名 “度 遍 

                                                 
【38】 故 事 见 Jāt. II,p.92f. 参 考 《增 一 阿 含》 卷 九（ 大 正 二 · 五 五 一c）、 《佛 本 行 集 经》 

卷 五 六 （大 正 三 · 九 一 二b）。 
【39】 Kv. p.212f (II, 9). 
【40】 Pṭs. I, p.87. 
【41】 S. IV, p.29; Pṭs. I, p.5. 
【42】 Pṭs. I, p.87. 
【43】 Pṭs. I, p.87; I,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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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因 为 这 是 由 审 度 “无 常、 苦、 无 我” 而 转 起 的， 所 以 从 聚 的 思 惟 而 至 
于 随 顷 智， 是 它 的 （度 遍 知 的） 不 共 之 地。 

㈢
【44】 “舍 断 之 慧 是 遍 舍 之 义 的 智”， 这 样 概 举 了 之 后， 又 详 细 地 说： 

“任 何 被 舍 断 之 法， 即 为 遍 舍”， 并 且 因 以 这 样 的 方 法 而 转 起 的： “由 无 常 
随 观 而 断 常 想 等”， 故 名 “断 遍 知”。 从 坏 髓 观 而 至 于 道 智 是 它 的 地。 在 这 
里， 此 （断 遍 知） 是 （遍 知 之） 意。 或 者 因 为 知 （遍 知） 与 度 遍 知 是 帮 助 于 
彼 （断 遍 知） 之 义， 及 因 为 舍 断 了 任 何 法， 必 然 是 知 与 度 知 的， 是 故 当 知 依 
于 此 法 而 三 种 遍 知 都 是 道 智 的 作 用。 

(Ⅱ) （断） 断 如 遍 知， 亦 有 三 种： 即 ㈠ 伏 断， ㈡ 彼 分 断。 ㈢ 正 断。 此 中： 

㈠ 以 彼 等 世 间 定 而 伏 五 盖 等 的 敌 对 法， 如 投 水 瓮 于 长 着 水 草 的 水 中 而 
压 一 部 分 的 水 草， 是 名 “伏 断”。 但 圣 典 中 对 于 诸 盖 的 镇 伏 只 说：

【45】 “诸 盖 
的 伏 断， 是 由 修 初 禅 者”； 当 知 是 明 了 故 这 样 说。 因 为 诸 盖 在 禅 的 前 分 或 后 
分 是 不 能 迅 速 压 伏 于 心 的； 只 是 寻 等 （被 压 伏） 于 安 止 （根 本 定） 的 刹 那， 
所 以 诸 盖 的 镇 伏 是 明 了 的。 

㈡ 如 在 夜 分， 由 燃 灯 而 去 暗， 如 是 以 彼 观 的 部 分 的 对 治 的 智 支， 而 断 
彼 等 应 断 之 法， 是 名 “彼 分 断”。 [694] 即 先 以 分 析 名 色 而 断 有 身 见， 以 执 取 
于 缘 而 断 无 因 及 不 等 因 的 疑 垢， 以 聚 的 思 惟 而 断 我 及 我 所 的 聚 合 执， 以 分 
别 道 与 非 道 而 断 于 非 道 作 道 想、 以 见 生 起 而 舍 断 见， 以 见 衰 灭 而 断 常 见， 
以 现 起 怖 畏 而 断 于 有 怖 畏 起 无 怖 畏 想， 以 见 过 患 而 断 享 乐 之 想， 以 厌 离 随 
观 而 断 乐 想， 以 欲 脱 而 断 不 欲 脱， 以 审 察 而 断 不 审 察， 以 舍 而 断 不 舍， 以 随 
顺 而 舍 违 逆 于 谛 之 执。 或 于 十 八 大 观 中：

【46】
⑴ 以 无 常 随 观 断 常 想，⑵ 以 苦 随 

观 断 乐 想，⑶ 以 无 我 随 观 断 我 想，⑷ 以 厌 恶 随 观 断 喜，⑸ 以 离 贪 随 观 断 贪，

⑹ 以 灭 随 观 断 集，⑺ 以 舍 遣 随 观 断 过 患，⑻ 以 灭 尽 随 观 断 坚 厚 想，⑼ 以 衰 灭 
随 观 断 造 作，⑽ 以 变 易 随 观 断 恒 想，⑾ 以 无 相 随 观 断 相，⑿ 以 无 愿 随 观 断 
愿，⒀ 以 空 随 观 断 住 着，⒁ 以 增 上 慧 法 观 断 坚 实 住 着，⒂ 以 如 实 智 见 断 痴 昧 
住 着，⒃ 以 过 患 随 观 断 执 着，⒄ 以 审 察 随 观 断 不 审 察，⒅ 以 还 灭 断 结 着。 此 
亦 为 “彼 分 断”。 

此 中： 以 无 常 随 观 等 的 前 七 种 而 断 常 想 等， 它 们 已 如 “坏 随 观”
【47】 中 

所 说。 

⑻ “灭 尽 随 观”， 即 是 “依 分 离 厚 想 及 灭 尽 之 义 为 无 常” 这 样 而 见 灭 尽 
者 的 智， 并 以 此 智 而 断 厚 想。 

⑼ “衰 灭 随 观”， 即 如 这 样 说： 
【48】

“依 （现 在） 所 缘 而 确 定 （过 去 未 来） 两 者 为 一， 于 灭 胜 解， 是 衰 灭 
随 观”。 以 现 前 所 见 的 及 以 推 理 而 见 诸 行 的 坏 灭， 即 于 那 称 为 坏 灭 之 灭 而 
胜 解， 以 此 （衰 灭 随 观） 而 断 造 作。 因 为 若 观 “为 什 么 要 造 作 彼 等 [695] 象 这 

                                                 
【44】 Pṭs. I, p.87. 
【45】 Pṭs. I, p.27. 
【46】 十 八 大 观， 见 底 本 六 二 八 页。 
【47】 见 底 本 六 四 二 页。 
【48】 本 偈 引 自 Pṭs. II, p.580， 参 考 底 本 六 四 一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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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的 衰 灭 法” 之 人 的 心， 是 不 会 倾 向 于 造 作 的。 

⑽ “变 易 随 观”， 是 超 越 了 依 色 七 法 等【49】 的 区 分， 而 见 一 些 其 他 各 异 
变 相 的 转 起； 或 者 以 老 与 死 二 相 而 见 生 起 的 变 易。 以 此 （交 易 随 观） 而 断 恒 
想。 

⑾ “无 相 随 观” 即 无 常 随 观。 以 此 而 断 常 相。 

⑿ “无 愿 随 观” 即 苦 随 观。 以 此 而 断 乐 愿 与 乐 求。 

⒀ “空 随 观” 即 无 我 随 观。 以 此 而 断 有 我 的 住 着。 

⒁ “增 上 慧 法 观”， 即 如 这 样 说： 

 
【50】

“ 审 察 所 缘， 于 坏 随 观， 

及 空 现 起， 得 增 上 慧。” 

这 便 是 知 色 等 所 缘 及 见 此 所 缘 （的 坏） 与 彼 所 缘 之 心 的 坏， 并 以 “诸 行 
必 坏， 诸 行 有 死， 更 无 他 物” 这 样 的 坏 灭 方 法 而 了 解 （诸 行 的） 空 性 所 转 起 
的 观； 因 为 此 观 是 作 增 上 慧 及 诸 法 的 观， 故 名 “增 上 慧 法 观”。 以 此 观 而 善 
见 无 实 常 及 无 实 我， 故 断 坚 实 住 着。 

⒂ “如 实 智 见”， 即 把 握 缘 与 名 色。 以 此 而 断 由 于 “我 于 过 去 是 否 存 
在” 等 （的 疑 惑） 及 “世 间 是 从 自 在 天 所 生” 等 （的 邪 见） 所 转 起 的 痴 昧 住 
着。 

⒃ “过 患 随 观”， 是 由 怖 畏 而 现 起 及 见 一 切 有 中 的 过 患 的 智， 以 此 不 见 
有 任 何 可 以 执 着 之 物， 故 断 执 着。 

⒄ “审 察 随 观”， 是 解 脱 的 方 便 的 审 察 智。 以 此 而 断 不 审 察。 

⒅ “还 灭 随 观”， 即 行 舍 智 及 随 顺 智。 这 是 指 此 时 他 （瑜 伽 者） 的 心 从 
一 切 诸 行 退 缩 沉 没 及 还 转 而 说 的， 如 在 倾 斜 的 荷 叶 上 的 滴 水 相 似。 以 此 而 
断 结 着 [696] —— 即 是 断 欲 结 等 的 烦 恼 住 着 及 烦 恼 的 转 起 之 义。 

当 知 这 是 “彼 分 断” 的 详 说。 在 圣 典 中 则 仅 这 样 的 略 说：
【51】 “修 决 择 分 

之 定 的 人， 则 断 恶 见 的 一 部 分”。 

㈢ 其 次 如 以 雷 电 之 击 树， 因 以 道 智 而 断 结 等 诸 法 不 再 转 起， 这 样 的 断 
为 “正 断”。 有 关 于 此 的 说 法：

【52】 “这 是 修 习 至 于 灭 尽 的 出 世 间 之 道 者 的 正 
断”。 

于 上 面 的 三 种 断 中， 这 里， 是 正 断 的 意 思。 然 而 这 瑜 伽 者 于 前 分 的 镇 
伏 断 及 彼 分 断， 是 为 了 助 此 （正 断） 之 义， 故 依 此 法， 当 知 这 三 种 断 都 是 道 
智 的 作 用， 正 如 杀 了 敌 王 而 取 其 王 位 的 人， 则 他 在 （即 位） 以 前 的 一 切 行 
为， 亦 都 说 是 王 的 行 为 了。 

(Ⅲ) （证） 虽 然 “证” 是 分 为 世 间 证 及 出 世 间 证 的 两 种， 但 于 出 世 间 证 
有 见 与 修 之 别， 故 有 三 种。 此 中： 

                                                 
【49】 关 于 色 七 法 等， 参 考 底 本 六 一 八 页 以 下。 
【50】 本 偈 引 自 Pṭs. I, p.58。 参 考 底 本 六 四 一 页。 
【51】 Pṭs. I, p.27. 
【52】 Pṭs. I,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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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我 是 初 禅 的 获 得 者 及 自 在 者， 我 已 证 得 初 禅”， 经 这 样 与 初 禅 等 的 
接 触， 是 “世 间 证”。 “接 触” 为 曾 证， 即 如 “我 已 证 此” 这 样 以 显 明 的 智 触 
而 触， 关 于 此 义， 曾 概 举 说：

【53】 “证 之 慧 是 接 触 之 义 的 智”， 并 曾 对 证 的 解 
释 说： “任 何 已 证 之 法 为 曾 被 接 触”。 然 而 （定、 道、 果 等） 虽 未 于 自 己 的 
相 续 中 生 起， 但 彼 等 诸 法 唯 由 于 非 他 缘 的 智 而 知 为 证。 所 以 说：

【54】 “诸 比 
丘， 一 切 当 证。 诸 比 丘， 什 么 是 一 切 当 证？ 诸 比 丘， 是 当 证 眼 等”。 又 说：
【55】 “见 色 者 而 证， [697] 见 受 …… 乃 至 见 识 者 而 证。 见 眼、 老、 死， 乃 至 见 属 
于 不 死 的 涅 槃 者 而 证。 任 何 已 证 的 诸 法 为 曾 被 接 触”。 

㈡ 于 初 道 的 刹 那 见 涅 槃 为 “见 证”。 

㈢ 于 其 余 诸 道 的 刹 那 （证 涅 槃） 为 “修 证”。 因 此 （见 证、 修 证） 二 种 
是 这 里 的 意 义， 所 以 由 见 与 修 而 证 涅 槃 当 知 为 此 （道） 智 的 作 用。 

(Ⅳ) （修 习） “修 习 有 二 种”， 即 世 间 修 习 及 出 世 间 修 习 的 二 种。 此 中： 

㈠ 世 间 的 戒 定 慧 的 生 起 及 以 它 们 而 相 续 其 习 惯， 为” 世 间 修 习”。 

㈡ 出 世 间 的 （戒 定 慧 的） 生 起 及 以 它 们 而 相 续 其 习 惯， 为 “出 世 间 悠 
习”。 

在 此 两 种 之 中， 这 里 是 出 世 间 修 习 的 意 思。 因 此 四 种 （道） 智 生 起 出 世 
间 的 戒 等， 由 于 对 它 们 是 俱 生 缘 等 之 性 故， 并 以 它 们 而 （瑜 伽 者） 相 续 其 习 
惯 之 故， 所 以 只 是 出 世 间 修 习 为 此 （道 智） 的 作 用。 如 是： 

 
【56】

“ 于 现 观 之 时 所 说 的 遍 知 等 的 作 用， 

此 等 一 切 都 应 依 它 们 的 自 性 而 知”。 

至 此， 对 于 

  “ 有 慧 人 住 戒， 

修 习 心 与 慧”， 

如 是 为 示 依 其 自 性 而 来 的 慧 的 修 法， 业 已 详 说 所 说 的【57】 “完 成 了 （慧 
之） 根 的 二 种 清 净 之 后， 当 以 完 成 （慧 之） 体 的 五 种 清 净 而 修 习”。 并 已 解 
答 了【58】 “当 如 何 修 习” 的 问 题。 

为 善 人 所 喜 悦 而 造 的 清 净 道 论， 在 论 慧 的 修 习 中， 完 成 了 第 二 十 
二 品， 定 名 为 智 见 清 净 的 解 释。  

                                                 
【53】 Pṭs. I, p.35 (I, p.87). 
【54】 S. IV, p.29; Pṭs. I, p.35. 
【55】 同 上。 
【56】 本 偈 出 于 底 本 六 七 八 页。 
【57】 见 底 本 四 四 三 页。 
【58】 见 底 本 四 三 六 及 四 四 三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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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 其 次 我 要 说 “修 慧 有 什 么 功 德”
【1】

？ 修 慧 实 有 数 百 的 功 德， 欲 详 说 
此 等 功 德， 纵 经 长 时， 也 不 容 易； 略 而 言 之， 当 知 有 ㈠ 摧 破 种 种 烦 恼， ㈡ 尝 
受 圣 果 之 昧， ㈢ 可 能 入 于 灭 定， ㈣ 成 就 应 供 养 者 等 等。 此 中： 

      

所 说 的 区 别 名 色 而 摧 破 有 身 见 等 的 种 种 烦 恼， 是 为 世 间 修 慧 的 功 德。 
于 圣 道 的 刹 那 摧 破 结 等 的 种 种 烦 恼， 是 为 出 世 间 修 慧 的 功 德。 

如 恐 怖 的 迅 雷 击 于 石 山， 

如 疾 风 的 吹 火 烧 去 野 林， 

如 光 热 的 日 轮 照 破 黑 暗。 

这 样 修 慧， 摧 破 长 时 的 随 缠 

以 及 给 与 一 切 不 利 的 烦 恼 之 网。 

当 知 这 是 现 世 可 得 的 功 德。 

      

“尝 受 圣 果 之 味”， 是 说 修 慧 的 功 德， 不 但 是 摧 破 烦 恼， 亦 得 尝 受 圣 果 
之 味。 [699] “圣 果” 即 须 陀 洹 果 等 的 沙 门 果。 于 二 相 而 尝 此 （圣 果 之） 味：

⑴ 于 圣 道 的 过 程， ⑵ 于 果 之 转 起。 此 中： 

⑴ 此 （圣 果 的） 转 起 曾 示 于 圣 道 的 过 程 之 中。 对 于 那 些 说 “只 是 断 结 名 
为 果， 更 无 他 法” 的 人 （案 达 罗 派）， 当 示 以 此 经：

【2】 “如 何 由 加 行 安 息 的 
慧 而 为 果 智？ 即 于 须 陀 洹 道 的 刹 那， 以 见 之 义 的 正 见， 从 邪 见 而 出 起， 从 彼 
（邪 见） 随 转 的 烦 恼 和 诸 蕴 而 出 起， 从 那 外 在 的 一 切 相 而 出 起； 因 为 那 （邪 
见 的） 加 行 的 安 息 而 生 起 正 见， 故 说 这 是 道 的 果”。 尚 有 其 他 的 例 证：

【3】 
“四 圣 道 及 四 沙 门 果 筹 的 诸 法 以 无 量 为 所 缘”。 “大 （上 二 界） 法 对 无 量 法 
依 无 间 缘 为 缘” 等。 

⑵ 其 次 为 示 “于 果 定 的 转 起” 而 提 出 这 些 问 题： ㈠ 什 么 是 果 定？ ㈡ 谁 入 
彼 定？ ㈢ 谁 不 入 彼 定？ ㈣ 为 什 么 入 定？ ㈤ 是 怎 样 入 定？ ㈥ 如 何 在 定？ ㈦ 如 何 
出 定？ ㈧ 于 果 之 后 是 什 么？ ㈨ 果 在 什 么 之 后？ 此 中： 

㈠ “什 么 是 果 定”？ 即 彼 以 灭 为 所 缘 的 圣 果 的 安 止 （根 本 定） （为 果 
定）。 

㈡ ～ ㈢ “谁 入 彼 定？ 谁 不 入 彼 定”？ 是 一 切 凡 夫 不 入 彼 定。 何 以 故？ 因 
为 他 们 未 证 得 （此 果 定） 之 故。 唯 一 切 圣 者 入 于 彼 定。 何 以 故？ 因 为 他 们 已 
证 得 （此 果 定） 之 故。 可 是 上 位 （的 圣 者） 不 入 于 下 位 （的 果 定）， 因 为 他 
们 已 达 于 其 他 的 圣 者 之 位， （下 位 的 果 定） 业 已 安 息 之 故。 而 下 位 （的 圣 
者） 亦 不 入 于 上 位 （的 果 定）， 因 未 证 得 之 故。 但 各 各 于 他 们 自 己 的 果 入 
定， 这 是 这 里 的 确 定 之 说。 
                                                 
【1】 见 底 本 四 三 六 页。 
【2】 Pṭs. I, p.71. 
【3】 cf. Dhs. §1403 (p.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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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人 说： 须 陀 洹 及 斯 陀 含 亦 不 入 定， 唯 上 二 位 （阿 那 含 及 阿 罗 汉） 入 
定。 他 们 的 理 由， 是 说 此 等 （阿 那 含 及 阿 罗 汉） 是 定 的 完 成 者。 可 是 凡 夫 亦 
得 于 他 们 自 己 获 得 了 的 世 间 定 入 定， 所 以 这 是 没 有 理 由 的。 然 而 在 这 里 为 
什 么 要 考 虑 有 理 由 无 理 由？ 因 为 圣 典 中 说：

【4】 “什 么 十 种 姓 法 由 观 生 起？ 
[700] 为 了 获 得 须 陀 洹 道， 克 胜 了 生 起 …… 转 起 …… 乃 至 恼 …… 外 在 的 诸 行 之 
相， 故 为 种 姓。 为 了 证 须 陀 洹 果 定 …… 斯 陀 含 道 …… 乃 至 为 阿 罗 汉 果 定 …… 
为 空 住 定 …… 为 无 相 住 定， 克 胜 生 起 …… 乃 至 外 在 的 诸 行 之 相， 故 为 种 
姓”。 所 以 一 切 的 圣 者 各 各 于 他 们 自 己 的 果 人 定， 是 这 里 的 结 论。 

㈣ “为 什 么 入 定”？ 是 为 了 现 法 乐 住。 正 如 王 享 王 乐， 天 受 天 乐， 如 是 
圣 者 道： “我 将 享 受 圣 出 间 之 乐”， 划 定 期 限， 于 自 己 所 欲 的 刹 那 入 于 果 
定。 

㈤ “怎 样 入 定？ 如 何 在 定？ 如 何 出 定”？ 先 说 以 二 相 入 定。 即 不 忆 念 于 
涅 槃 以 外 的 所 缘 及 忆 念 于 涅 槃。 所 谓：

【5】 “朋 友， 于 无 相 心 解 脱 有 二 缘： 即 
不 忆 念 一 切 相 及 忆 念 无 相 界”。 这 是 入 定 的 次 序： 欲 入 果 定 的 圣 弟 子， 当 至 
空 闲 处 与 寂 静 处， 依 生 灭 等 而 观 诸 行。 他 的 观 智 的 次 第 转 起， 在 以 诸 行 为 
所 缘 的 种 姓 智 之 后， 由 入 果 定 而 他 的 心 安 止 于 灭。 因 为 他 的 心 向 果 定， 即 
在 有 学 亦 只 生 起 果 而 非 生 起 道 的。 

有 的 人 （指 无 畏 山 住 者） 说： “须 陀 洹 念 ‘我 将 入 于 果 定’ 而 住 观 之 
后， 即 成 斯 陀 含， 以 及 斯 陀 含 成 阿 那 含”。 对 于 他 们 则 应 这 样 说， 那 么， 阿 
那 含 将 成 阿 罗 汉， 阿 罗 汉 将 成 辟 支 佛， 而 辟 支 佛 将 成 为 佛 了！ 所 以 决 不 如 
是， 此 说 应 以 （前 面 所 引 的 十 种 姓 的） 圣 典 而 加 否 定 不 可 接 受。 只 能 这 样 
说： “有 学 亦 只 生 起 果， 非 生 起 道”。 如 果 他 （有 学） 是 证 得 属 于 初 掸 的 
道， 则 生 起 的 果 也 是 属 于 初 禅 的。 如 果 所 证 之 道 是 属 于 第 二 等 任 何 之 禅， 
则 果 也 是 属 于 第 二 等 任 何 之 禅 的。 这 是 先 说 （于 果 定） 入 定。 

㈥ （如 何 在 定） [701] 其 次 依 此 说 而 以 三 相 在 定：
【6】 “朋 友， 在 无 相 心 解 

脱 而 有 三 缘： 即 不 忆 念 一 切 相， 忆 念 无 相 界 及 于 事 前 的 行 作”。 这 里 “事 前 
的 行 作”， 是 在 入 定 之 前 预 作 （在 定 的） 时 限。 因 为 直 至 未 到 他 所 作 的 “我 
将 于 某 某 时 出 定” 的 时 限， 他 是 在 定 的。 这 是 说 他 的 在 定。 

㈦ （如 何 出 定） 其 次 依 此 说 而 以 二 相 出 定：
【7】 “朋 友， 从 无 相 心 解 脱 出 

定 有 二 缘： 即 忆 念 一 切 相 及 不 忆 念 无 相 界”。 这 样 的 “一 切 相”， 是 色 相 及 
受 想 行 识 之 相。 虽 然 他 不 一 定 把 此 等 一 切 作 一 起 忆 念， 但 摄 为 一 切 而 说。 
是 故 当 他 忆 念 于 有 分 的 所 缘， 便 从 果 定 而 出 定。 当 知 这 是 他 的 出 定。 

㈧ “于 果 之 后 是 什 么？ 果 在 什 么 之 后”？ 先 说 于 果 之 后 便 于 果 或 是 有 
分。 

㈨ （果 在 什 么 之 后） 即 果⑴ 在 道 之 后，⑵ 在 果 之 后，⑶ 在 种 姓 之 后，⑷ 在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之 后。 此 中：⑴ （果） 于 道 的 过 程 中 为， “在 道 之 后”。⑵ 后 后 

                                                 
【4】 Pṭs. I, p.68. 
【5】 M. I, P.296. 
【6】 M. I, P.296~297. 
【7】 M. I, P.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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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果） 在 前 前 的 “果 之 后”。 ⑶ 于 果 定 中 的 前 前 （之 果） 是 “在 种 姓 之 
后”。 这 里 的 “种 姓”， 当 知 即 是 随 顺 智。 即 如 《发 趣 论》 中 说：

【8】 “阿 罗 汉 
的 随 顺， 依 无 间 缘 为 果 定 之 缘。 诸 有 学 的 随 顺， 依 无 间 缘 为 果 定 之 缘”。 ⑷ 
从 灭 定 出 定 （所 得） 的 果 是 在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之 后。 

此 中： 除 了 于 道 的 过 程 生 起 的 果 之 外， 余 者 都 是 由 果 定 转 起 的。 如 是 
这 为 （此 果） 于 道 的 过 程 或 于 果 定 的 生 起 法： 

不 安 者 安， 涅 槃 为 所 缘， 唾 弃 世 间 乐， 

是 清 净 寂 静 最 上 的 沙 门 果。 [702] 
（沙 门 之 果） 甜 如 蜜， 

以 有 食 素 净 乐 可 意 极 可 意 的 甘 露 而 滋 润。 

这 圣 果 之 乐 是 无 上 乐， 

因 为 是 智 者 修 慧 的 所 得， 

所 以 才 能 尝 此 圣 果 的 乐 味。 

这 是 修 习 毕 钵 舍 那 的 功 德。 

      

“可 能 入 于 灭 定”， 是 说 不 但 得 尝 圣 果 之 味， 当 知 这 修 回 的 功 德， 亦 能 
入 于 灭 定， 这 里 为 了 分 别 灭 定 而 提 出 这 些 问 题： ㈠ 什 么 是 灭 定？ ㈡ 谁 入 彼 
定？ ㈢ 谁 不 入 彼 定？ ㈣ 于 何 处 入 定？ ㈤ 为 什 么 入 定？ ㈥ 是 怎 样 入 定？ ㈦ 如 何 
在 定？ ㈧ 如 何 出 定， ㈨ 出 定 者 的 心 是 向 于 什 么？ ㈩ 死 者 和 入 定 者 有 什 么 差 
别？ (十一) 灭 定 是 有 为 或 无 为、 世 间 或 出 世 间、 完 成 或 不 完 成？ 此 中： 

㈠ “什 么 是 灭 定”？ 是 以 次 第 而 灭 心 及 心 所 法 之 不 转 起。 

㈡ ～ ㈢ “谁 入 彼 定？ 谁 不 入 彼 定”？ 一 切 凡 夫、 须 陀 洹、 斯 陀 含、 乾 观 
的 阿 那 含 及 阿 罗 汉 不 入 定。 获 得 八 等 至 的 阿 那 含 及 漏 尽 者 （阿 罗 汉） 入 定。 
即 如 所 说：

【9】 “具 二 力 故， 三 行 安 息 故， 以 十 六 智 行、 九 定 行 而 得 自 在 的 
慧， 是 灭 定 的 智”。 而 此 （灭 定 的） 完 成， 除 了 获 得 八 等 至 的 阿 那 含 及 漏 尽 
者 之 外， 余 者 是 没 有 的。 所 以 只 是 彼 乃 （二 者） 入 定， 余 者 不 然。 

这 里， 什 么 是 “二 力”？ 乃 至 什 么 是 …… “得 自 在 者”？ 在 这 里 我 们 可 
以 不 必 说 什 么， 因 为 都 已 解 释 其 概 举 （即 上 面 的 引 文） 中 说 过。 即 所 谓：

【10】 
“二 力， 即 止 与 观 的 二 力。 [703] 什 么 是 止 力？ 以 出 离 而 得 心 一 境 性 及 不 散 乱 
是 止 力。 以 不 瞋 恚 …… 以 光 明 想 …… 以 不 散 乱 …… 乃 至 以 舍 遣 随 观 的 入 
息 …… 以 舍 遣 随 观 的 出 息 而 得 心 一 境 性 及 不 散 乱 是 止 力。 止 力 是 什 么 意 
义？ 即 以 初 禅 而 于 诸 盖 不 动 故 为 止 力， 以 第 二 禅 而 于 寻 伺 …… 乃 至 以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定 而 于 无 所 有 处 想 不 动 故 为 止 力。 于 掉 举、 与 掉 举 相 关 的 烦 恼 及 
诸 蕴 不 动 不 摇 不 震 荡 故 为 止 力， 这 便 是 止 力。 

“什 么 是 观 力？ 无 常 随 观 是 观 力； 昔 随 观 … 无 我 随 观 … 厌 离 随 观 … 离 
贪 随 观 … 灭 随 观 … 舍 遣 随 观 是 观 力。 对 于 色 无 常 随 观 …… 对 于 色 舍 遣 随 观 
是 观 力。 对 于 受 … 想 … 行 … 识 … 乃 至 眼 … 老 死 无 常 随 观 … 对 于 老 死 舍 遣 随 

                                                 
【8】 Tika. II, p.159 (I, 159) 
【9】 Pṭs. I, p.97. 
【10】Pṭs. I, p.9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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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是 观 力。 以 什 么 意 义 为 观 力？ 以 无 常 随 因 而 于 常 想 不 动 故 为 观 力。 以 苦 
随 观 而 于 乐 想 不 动 故 … 以 无 我 随 观 而 于 我 想 不 动 故 … 以 厌 离 随 观 于 喜 不 动 
故 … 以 离 贪 随 观 于 贪 不 动 故 … 以 灭 随 观 于 集 不 动 故 … 以 舍 遣 随 观 于 取 不 动 
故 为 观 力。 于 无 明： 与 无 明 相 共 的 烦 恼 及 诸 蕴 不 动 不 摇 不 震 荡 故 为 观 力。 
这 便 是 观 力。 

以 三 行 安 息 故 — — 是 以 什 么 三 行 安 息 的 呢？ 于 第 二 掸 入 定 者 则 寻 伺 的 
语 行 安 息。 于 第 四 禅 入 定 者 则 入 息 出 息 的 身 行 安 息。 于 想 受 灭 定 入 定 者 则 
想 与 受 的 心 行 安 息。 即 以 此 等 三 行 的 安 息 之 故。 

以 十 六 智 行 — — 是 以 什 么 十 六 智 行 呢？⑴ 以 无 常 随 观 智 行，⑵ 苦， ⑶ 无 
我， ⑷ 厌 离， ⑸ 离 贪， ⑹ 灭， ⑺ 舍 遣， ⑻ 以 还 灭 随 观 智 行， [704] ⑼ 以 须 论 洹 
道 智 行， ⑽ 以 须 陀 洹 果 定 智 行，⑾ 斯 陀 含 道 …… 乃 至⒃ 以 阿 罗 汉 果 定 智 行。 
即 以 此 等 十 六 智 行。 

以 丸 定 行 — — 是 以 什 么 九 定 行 呢？ ⑴ 以 初 裸 定 行，⑵ 以 第 二 掸 定 行 …… 
乃 至 ⑻ 以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定 行。⑼ 以 为 了 获 得 初 禅 而 有 寻、 伺、 喜、 乐、 心 一 
境 性 的 （近 行 定） …… 乃 至 以 为 了 获 得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定 而 有 寻、 伺、 喜、 
乐、 心 一 境 性 的 （近 行 定）。 

自 在 — — 即 以 ⑴ 转 向 自 在， ⑵ 入 定 自 在， ⑶ 在 定 自 在， ⑷ 出 定 自 在， ⑸ 
观 察 自 在 的 五 自 在。⑴ 遂 其 所 欲 之 处 所 欲 之 时 而 得 转 向 于 初 禅， 因 为 转 向 
无 滞 故 为 转 向 自 在，⑵ 遂 其 所 欲 之 处 所 欲 之 时 得 于 初 掸 入 定， 因 为 人 定 无 
滞 故 为 人 定 自 在， ⑶ …… 在 定 …… ⑷ …… 出 定 …… ⑸ …… 观 察， 因 为 观 察 无 
滞 故 为 观 察 自 在。 于 二 禅 …… 乃 至 遂 其 所 欲 之 处 所 欲 之 时 而 得 转 向 于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 乃 至 观 察， 因 为 观 察 无 滞 故 为 观 察 自 在。 这 便 是 以 五 种 自 
在”。 

此 中： “以 十 六 智 行”， 是 依 最 多 的 智 行 而 说。 在 阿 那 含 则 只 以 十 四 智 
行。 如 果 这 样， 岂 非 在 斯 陀 含 · 只 十 二 （智 行）， 而 在 须 陀 洹 只 十 （智 行） 
了 吗？ 不 然， 因 为 （在 斯 陀 含 及 须 陀 洹） 是 未 断 定 的 障 碍 的 五 种 欲 贪 的； 即 
是 说 他 们 未 断 此 贪， 故 未 得 止 力 圆 满， 当 此 （止 力） 未 得 圆 满， 因 为 力 弱， 
欲 入 当 以 （止 观） 二 力 而 入 的 灭 定 是 不 可 能 的。 可 是 在 阿 那 含 则 已 断 彼 
（贪）， 所 以 此 （止 观 二） 力 是 圆 满 的。 因 为 力 圆 满， 故 可 能 （入 灭 定）。 所 
以 世 尊 说：

【11】 “从 灭 定 而 出 定 者 的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的 善， 依 无 问 缘 为 果 定 之 
缘”。 这 是 在 发 趣 大 论 中 只 说 关 于 阿 那 含 的 从 灭 定 之 出 定。 [705] 

㈣ “于 何 处 入 定”？ 是 于 五 蕴 有。 何 以 故？ 因 由 次 第 定 生 故。 于 四 蕴 有 
（无 色） 是 没 有 初 禅 等 生 起 的， 所 以 在 彼 处 （四 蕴 有） 不 能 入 （灭） 定。 亦 
有 人 说 （于 四 蕴 有） 是 没 有 心 所 依 的 （故 不 能 入 灭 定）。 

㈤ “为 什 么 入 定”？ 因 为 厌 恶 诸 行 的 种 种 生 灭 转 起， 想 道： “即 于 现 世 
而 成 无 心， 我 将 至 于 灭 的 涅 槃 而 住 于 乐”， 这 样 便 入 定 了。 

㈥ “如 何 入 定”？ 即 曾 行 预 备 的 工 作， 依 止 观 的 努 力， 灭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者， 如 是 入 （灭） 定。 因 为 以 止 努 力 者， 则 只 得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定 为 止； 若 只 

                                                 
【11】Tika. II, p.159 (I,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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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观 努 力 者， 则 仅 得 果 定 为 止。 然 以 止 观 的 努 力， 已 作 预 备 的 行 为， 而 灭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者， 则 他 入 于 （灭） 定。 这 是 略 说。 

其 次 为 详 说： 兹 有 比 丘， 欲 人 灭 定， 食 事 已 毕， 善 洗 手 足， 于 远 离 处， 
坐 于 善 敷 的 座 上， 结 跏 趺 已， 持 身 端 正， 置 念 面 前， 入 初 禅 已， 出 定 之 际， 
而 观 诸 行 为 无 常 苦 无 我。 

观 有 三 种， 即⑴ 行 把 握 观，⑵ 果 定 观，⑶ 灭 定 观。 此 中：⑴ 行 把 握 观 是 或 
钝 或 利， 然 而 必 为 道 的 近 因。⑵ 果 定 观 当 唯 是 利， 犹 如 修 道。⑶ 灭 定 观 当 不 
过 钝 亦 不 过 利。 是 故 他 应 以 不 过 钝 及 不 过 利 的 观 而 观 彼 等 诸 行。 

此 后 入 第 二 洋 而 出 定， 这 里 亦 同 样 的 观 彼 诸 行。 此 后 人 第 三 禅 …… 乃 
至 入 识 无 边 处 定 而 出 定， 这 里 亦 同 样 的 观 彼 诸 行。 其 次 入 无 所 有 处 定 而 出 
定 之 后， 作 这 样 的 四 种 准 备 行 为： ⑴ 使 无 损 害 属 于 诸 人 的 资 具， ⑵ 僧 伽 的 
期 待， ⑶ 师 （佛） 召， ⑷ 寿 限。 [706] 

⑴ “使 无 损 害 属 于 诸 人 的 资 具”， 即 不 是 属 于 这 比 丘 一 身 的。 是 属 于 众 
人 的 衣 钵 床 椅 住 屋 或 其 他 的 任 何 资 县。 他 应 决 意 使 此 等 资 具 不 受 火 水 风 盗 
及 鼠 等 的 损 失。 其 决 意 的 方 法 如 下： “某 某 等 物， 于 此 （入 定 的） 七 日 之 
内， 不 为 火 烧， 不 为 水 漂， 不 为 风 吹， 不 为 盗 贼 所 取， 不 为 鼠 等 所 啮”！ 当 
他 如 是 决 定， 则 （此 等 资 具） 于 七 日 之 内 没 有 什 么 危 险。 如 果 他 不 作 这 样 的 
决 定， 则 未 免 受 火 等 的 损 失， 正 如 摩 河 那 伽 长 老 的 事 相 似： 

据 说， 这 长 老 入 了 他 母 亲 优 婆 夷 的 村 落 中 乞 食。 那 优 婆 夷 施 他 一 些 
粥， 并 请 他 在 休 息 所 中 坐 着。 这 长 老 便 坐 下 而 入 灭 定。 当 他 在 坐 时， 这 休 息 
所 失 了 火， 别 的 比 丘 们 都 各 自 拿 了 座 具 逃 走。 村 人 来 集， 见 此 长 老 说： “这 
懒 惰 的 沙 门， 这 懒 惰 的 沙 门”！ 火 已 烧 了 （屋 的） 盖 草 及 竹 木 等， 并 已 包 围 
了 长 老。 人 们 以 水 瓮 取 了 水， 灭 了 火， 除 了 灰， 净 了 地， 向 他 散 花 礼 拜。 长 
老 在 预 定 之 时 而 出 定， 看 见 了 他 们 说： “我 已 被 他 们 发 现 了”， 便 升 空 而 去 
毕 云 古 岛【12】 了。 

这 是 名 为 “使 无 损 害 属 于 诸 人 的 资 具”。 对 于 属 于 一 己 的 衣 服 座 具 等 
是 不 需 要 作 各 别 决 意 的。 因 为 那 是 必 然 为 定 所 保 护 的， 如 尊 者 僧 祇 婆 的 事 
相 似。 所 以 说：

【13】 “尊 者 憎 祇 婆 的 神 变 是 定 遍 满 的， 尊 者 舍 利 弗 的 神 变 是 
定 遍 满 的”。 

⑵ “僧 伽 的 期 待”， 是 僧 伽 的 等 待 和 期 望。 即 直 至 这 比 丘 来 为 止 而 不 行 
僧 伽 羯 磨 的 意 思。 在 这 里， 那 期 待 并 非 他 的 （入 定 比 丘 的） 预 备 行 为， 但 顾 
念 期 待 是 他 的 预 备 工 作， 所 以 他 应 作 这 样 顾 念： “如 果 当 我 坐 于 这 里 在 七 
日 之 间 入 于 灭 定 之 时， 僧 伽 欲 行 白 羯 磨 等 的 任 何 羯 磨， 则 不 等 什 么 比 丘 来 
召 我 时， 我 即 出 定”。 [707] 先 作 如 是 决 定 而 入 定 者， 则 必 于 那 时 而 出 定。 若 
不 这 样 做， 在 僧 伽 集 合 而 不 见 他 之 时 间 道： “某 比 丘 在 那 里”？ 答： “正 在 
入 灭 定”。 于 是 遣 一 比 丘 道： “你 去！ 说 僧 伽 召 他”。 此 时 这 （使 者） 比 丘 去 

                                                 
【12】 毕 云 古 岛 (Piyangu-dīpa)， 在 大 史 中 24, 25, 104 等 处 都 得 到 此 岛 之 名。 据 说 此 岛 

即 锡 兰 的 Jaffna 附 近。 据 《大 史》 英 泽 本 的 注 说 明， 此 岛 便 是 Panicum 或 Saffron 
岛。 

【13】 Pṭs. II, p.212, 参 考 底 本 三 八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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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入 定 者 可 以 听 得 声 音 的 地 方 站 着 说： “朋 友， 僧 伽 在 等 待 你”， 他 使 出 
定。 这 实 在 是 因 为 僧 伽 的 命 令 如 是 重 大， 所 以 他 应 预 先 顾 念 到 它 而 入 定， 
以 能 自 动 而 出 定。 

⑶ “师 召”， 这 里 亦 只 顾 念 师 召 为 他 的 预 备 工 作。 所 以 他 应 这 样 顾 念： 
“如 果 当 我 坐 于 这 里 在 七 日 之 间 入 于 灭 定 之 时， 或 因 发 生 了 某 些 事 故 而 师 
（佛） 欲 制 学 处 （戒）， 或 因 必 要 而 欲 说 法， 则 不 等 什 么 比 丘 来 召 我 时， 我 
即 出 定”。 先 作 如 是 决 定 而 入 定 者， 则 必 于 那 时 而 出 定。 若 不 这 样 做， 在 僧 
伽 集 合 而 师 不 见 他 之 时 间 道： “某 比 丘 在 那 里”？ 答： “正 在 入 灭 定”。 于 
是 遣 一 比 丘 道： “你 去！ 说 我 召 他”。 此 时 这 （使 者） 比 丘 去 到 入 定 者 可 以 
听 到 音 声 的 地 方 站 着 说： “师 召 尊 者”， 他 便 出 定。 这 实 在 因 为 师 召 是 这 样 
的 重 大。 所 以 他 应 预 先 顾 念 而 入 定， 以 能 自 动 而 出 定。 

⑷ “寿 限”， 是 寿 命 的 对 限。 即 此 比 丘 应 善 巧 而 知 其 寿 限。 他 当 顾 念 自 
己 的 寿 行 “于 七 日 之 间 延 续 或 不 延 续” 而 后 入 定。 如 果 他 不 顾 念 于 七 日 之 
间 要 灭 亡 的 寿 行 而 入 定， 而 他 的 灭 定 是 不 能 抵 抗 死 的； 又 因 于 灭 定 中 是 没 
有 死 的， 得 于 定 的 中 途 而 出 定。 是 故 他 必 须 先 顾 念 （此 寿 限） 而 后 入 定， 即 
是 说 对 于 余 者 （三 预 备 行） 或 可 不 顾 念， 但 对 于 此 则 必 须 顾 念。 

他 这 样 入 无 所 有 处 定 而 出 定， 作 此 预 备 的 行 为 之 后 而 入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定。 在 那 里 经 过 了 一 或 二 心 （刹 那） 而 成 无 心， 便 与 灭 定 接 触。 然 而 为 什 么 
不 转 起 二 心 以 上 的 心 呢？ 由 于 灭 的 加 行 之 故。 此 比 丘 以 止 观 二 法 双 双 的 结 
合， 直 至 八 等 至 都 是 次 第 灭 的 加 行。 [708] 因 为 不 是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定 （的 加 
行） 而 是 灭 的 加 行， 故 不 转 起 二 心 以 上 的。 其 次 如 果 那 比 丘 从 无 所 有 处 定 
出 定， 不 行 这 预 备 工 作， 入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定， 则 此 后 不 能 成 为 无 心， 唯 又 退 
转 住 于 无 所 有 处。 这 里 当 说 行 于 未 曾 行 过 的 道 路 的 人 的 譬 喻： 

据 说 一 位 行 于 未 曾 走 过 的 道 路 的 人， 在 中 途 来 到 了 一 个 满 水 的 峡 谷， 
或 者 一 处 在 通 过 深 深 的 泥 沼 中 而 被 烈 日 晒 得 很 热 的 岩 石。 因 为 他 的 衣 服 没 
有 穿 的 适 当， 所 以 一 下 峡 谷 便 怕 打 湿 资 具 而 再 来 此 岸 而 立， 或 者 一 踏 上 岩 
石 便 因 足 烫 而 转 来 此 方 而 立。 正 如 那 人 因 为 没 有 穿 好 衣 服， 所 以 一 下 峡 谷 
或 只 一 踏 热 石 便 回 来 此 方 而 立。 如 “是 瑜 伽 行 者 亦 因 没 有 做 预 备 工 作， 所 
以 只 入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定， 便 转 来 住 于 无 所 有 处。 如 果 已 经 来 过 此 路 的 人， 
到 了 这 里， 穿 紧 一 衣 于 身， 另 一 衣 拿 在 手 上， 使 得 涉 过 峡 谷， 或 一 踏 热 石 便 
至 彼 方。 如 是 这 行 了 预 备 工 作 的 比 丘， 入 了 非 想 非 非 想 处 定， 则 此 后 必 得 
无 心 接 触 灭 定 而 住。 

㈦ “如 何 在 定”？ 如 是 入 定 者， 若 无 中 途 寿 尽， 僧 伽 的 期 待 及 师 召， 则 
依 此 （灭 定 的） 时 限 而 在 定。 

㈧ “如 何 出 定”？ 在 阿 那 含 以 生 起 阿 那 含 果 （而 出 定） 在 阿 罗 汉 以 生 起 
阿 罗 汉 果 （而 出 定）， 如 是 有 二 种 出 定。 

㈨ “出 定 者 的 心 是 向 于 什 么”？ 是 向 于 涅 槃。 即 如 这 样 说：
【14】 “朋 友 毗 

舍 怯， 从 想 受 灭 定 而 出 定 的 比 丘 的 心， 向 于 远 离， 倾 于 远 离， 赴 于 远 离”。 

                                                 
【14】 M.I, p.302; S.IV, p.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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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 

㈩ “死 者 和 入 定 者 有 什 么 差 别”？ 此 义 已 在 经 中 说 过， 所 谓：
【15】 “朋 

友， 这 死 者 命 终 者， 是 他 的 身 行 息 灭。 语 行 …… 乃 至 心 行 息 灭， 寿 尽， 暖 
消， 诸 根 破 坏。 而 此 入 于 想 受 灭 定 的 比 丘， 亦 是 他 的 身 行 息 灭， 语 行 …… 乃 
至 心 行 息 灭， 可 是 寿 未 尽， 暖 未 消， 诸 根 未 曾 破 坏”。 

(十一) “灭 定 是 有 为 或 无 为” 等 的 问 题， 这 是 不 该 说 （灭 定） 是 有 为、 无 
为、 世 问 及 出 世 间 的。 何 以 故？ 因 为 它 的 自 性 非 有 之 故。 然 而 此 定 是 依 入 定 
者 而 说 入 定， 故 可 以 说 这 是 完 成 的 而 不 是 不 完 成 的。 

因 为 智 者 修 习 了 圣 慧 而 入 此 —— 

圣 者 所 行 的 寂 静 而 称 现 法 涅 槃 的 定。 

所 以 入 此 灭 定 的 可 能 性， 

说 是 在 圣 道 中 慧 的 功 德。 

        

“成 就 应 供 养 者 等 等”， 不 但 是 能 入 灭 定， 当 知 成 就 应 供 养 者 等 等， 也 
是 这 修 出 世 间 慧 的 功 德。 概 而 言 之： 因 为 他 修 此 （出 世 间 的 道 慧）， 所 以 这 
修 慧 者 是 人 天 世 间 的 应 供 养 者、 应 奉 者、 应 施 者、 应 合 掌 恭 敬 者、 是 世 间 的 
无 上 福 田。 

其 次 各 别 而 言， ⑴ 曾 修 初 道 慧 的： ㈠ 虽 以 钝 观 而 来 的 钝 根 者， 亦 名 为 
“极 多 七 番”， 于 善 趣 有 经 过 七 次 轮 回 之 后 而 成 苦 之 灭 （般 涅 槃）。㈡ 以 中 
等 的 观 而 来 的 中 根 者， 名 为 “家 家”， 于 善 （趣 之） 家 经 过 二 或 三 次 流 转 轮 
回 之 后 而 成 苦 之 灭。㈢ 以 利 观 而 来 的 利 根 者， 名 为 “一 种 了”， 生 于 人 有 一 
次 之 后 而 成 苦 之 灭。⑵ 修 第 二 道 慧 的， 名 为 “斯 陀 含” （一 来）， 经 一 次 来 
此 世 间 后 而 成 苦 之 灭。 [710]⑶ 修 第 三 道 慧 的， 名 为 “阿 那 含” （不 还）， 他 
们 由 于 根 的 不 同 有 五 种 而 离 此 世 终 结： ㈠ 中 般 涅 槃， ㈡ 生 般 涅 槃， ㈢ 无 行 
般 涅 槃， ㈣ 有 行 般 涅 槃， ㈤ 上 流 至 阿 迦 腻 吒 行 （色 究 竟）。 

此 中： ㈠ “中 般 涅 槃”， 即 生 于 任 何 的 净 居 天 中， 未 达 于 中 寿 顶 般 涅 槃 
的。㈡ “生 般 涅 槃”， 是 过 了 中 寿 而 般 涅 槃 的。㈢ “无 行 般 涅 槃”， 无 行， 即 
不 以 加 行 而 生 于 上 道 （阿 罗 汉 道） 的。 ㈣ “有 行 般 涅 槃”， 有 行， 即 以 有 加 
行 而 生 于 上 道 的。 ㈤ “上 流 至 阿 迦 腻 吒 行”， 即 从 其 所 生 之 处， 流 向 上 方， 
直 至 升 到 阿 迦 腻 吒 （色 究 竟）， 在 彼 处 而 般 涅 槃。 

⑷ 修 第 四 道 慧 的， ㈠ 有 的 成 为 “信 解 脱”， ㈡ 有 的 成 为 “慧 解 脱”， ㈢ 
有 的 成 为 “俱 分 解 脱”， ㈣ 有 的 成 为 “三 明 者”， ㈤ 有 的 成 为 “六 神 通 者”， 
㈥ 有 的 成 为 “获 得 种 种 无 碍 解 的 大 漏 尽 者”。 有 关 于 此 （第 四 道） 的 曾 说：
【16】 “在 道 的 刹 那， 此 圣 者 名 为 解 结； 在 果 的 刹 那， 他 便 名 为 曾 解 结 者， 是 
人 天 世 间 的 最 胜 应 施 看”。 

修 此 圣 慧 有 这 样 多 的 功 德， 

智 者 应 该 好 乐 于 修 习。 

至 此， 已 经 解 说 了 在 
                                                 
【15】 M.I, p.296; S.IV, p.294. 
【16】 见 底 本 六 七 八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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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慧 人 住 戒， 修 习 心 与 慧， 

有 勤 智 比 丘， 彼 当 解 此 结。 

的 偈 颂 中 以 戒 定 慧 三 门 所 示 的 清 净 道 中 的 修 慧 的 功 德。 

为 善 人 喜 悦 而 造 的 清 净 道 论， 完 成 第 二 十 三 品， 定 名 为 说 修 慧 的 
功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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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 有 慧 人 住 戒， 修 习 心 与 慧， 

有 勤 智 比 丘， 彼 当 解 此 结。 

我 提 出 了 此 偈 之 后 又 说： 

 
【17】

 大 仙 所 说 之 偈 的 戒 等 种 种 义， 

现 在 我 要 如 实 的 解 释； 

对 于 那 在 胜 者 教 中 已 得 而 难 得 的 （那 些） 出 家 （的 人 们）， 

如 果 不 得 如 实 认 识 到 包 摄 戒 等 安 稳 正 直 的 清 净 道， 

虽 然 欲 求 清 净 而 精 进， 

可 是 不 会 到 达 清 净 的 瑜 伽 者， 

我 今 依 照 大 寺 住 者 所 示 的 理 法， 

为 说 能 使 他 们 喜 悦 极 净 决 择 的 清 净 道； 

是 故 一 切 欲 求 清 净 者， 

应 当 谛 听 我 的 恭 敬 说。 

这 些 我 在 前 所 许 的， 也 都 说 过 了； 然 而 在 这 里， 

那 些 戒 等 诸 义 的 决 定 说， 

也 是 根 据 五 部 尼 迦 耶 的 义 疏 的 理 法， 

取 自 一 切 所 说 的 决 定 说， 

可 说 脱 离 一 切 复 杂 的 过 失； 

欲 求 清 净 而 有 净 慧 的 瑜 伽 者， 

应 该 尊 重 于 此 清 净 道。 

我 因 受 了 属 于 有 名 的 上 座 （都） 

最 胜 分 别 说 （部） 的 大 寺 住 者 系 

具 有 智 辨 生 活 严 净 律 行 与 行 道 相 契 的 

并 以 忍 辱 柔 和 慈 悲 等 德 庄 严 其 心 的 

 [712] 大 德 —— 僧 伽 波 罗 的 恳 请， 

并 且 为 欲 正 法 久 住 造 此 论； 

我 愿 将 此 一 切 所 得 的 功 德， 

回 向 一 切 众 生 受 利 乐。 

今 以 五 十 又 八 诵 分 的 圣 典 （量）， 

造 完 清 净 道 论 无 障 碍。 

并 愿 一 切 善 巧 世 人 的 意 欲， 

都 得 迅 速 成 就 无 障 碍。 

    【18】

这 是 饰 以 最 清 净 信、 觉 慧、 精 进、 集 诸 戒 行 正 直 柔 软 等 德， 深 入 自 宗 义 
及 其 他 宗 义、 具 足 聪 慧、 对 于 三 藏 及 诸 义 疏 等 的 世 尊 教 法 而 有 权 威 的 智 
力、 大 文 法 家、 文 字 学 者、 天 赋 词 章 优 美 的 雄 辩 家、 合 理 的 演 说 家、 优 胜 的 
理 论 者、 大 诗 人、 为 那 些 对 于 饰 以 六 神 通 及 种 种 无 碍 解 之 德 的 上 人 法 而 有 
权 威 觉 慧 的 上 座 部 的 明 灯 的 大 寺 住 者 的 诸 长 老 系 中 的 庄 严 者、 有 广 大 清 净 

                                                 
【17】 此 颂 见 底 本 二 页。 
【18】 依 据 暹 罗 本， 在 这 里 有 这 样 的 一 句 Visuddhimagga ppakaranaṁ niṭṭhitaṁ （清 净 道 

沦 毕）。 依 文 理 看， 觉 音 所 造 的 清 净 道 沦 到 这 里 已 经 结 束。 上 文 是 出 于 觉 音 
之 手， 后 面 的 一 段 可 能 是 后 人 所 加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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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觉 慧、 由 其 尊 师 授 与 觉 音 之 名 而 称 为 摩 楞 陀 笈 多 迦【19】 的 长 老 造， 定 名 为 
清 净 道 论。 

直 至 那 净 心 者 如 如 者 世 间 的 最 胜 者 

大 仙 佛 陀 的 名 字 的 住 世， 

对 于 那 些 欲 求 出 世 的 善 男 子， 

此 论 亦 得 存 续 而 示 净 戒 的 方 法。 

 [713] 由 我 写 成 此 论 的 功 德， 

以 及 其 他 福 业 所 感 的 来 世， 

愿 于 三 十 三 天 而 乐 于 戒 德， 

不 着 五 欲 征 初 果； 

愿 以 最 后 之 身 得 见 世 间 第 一 的 救 主、 

利 乐 一 切 有 情 的 弥 勒 牟 尼 的 牛 王， 

听 了 智 者 宣 示 的 正 法， 

证 得 最 高 之 果 光 扬 胜 者 的 言 教【20】
。 

——      —— 

                                                 
【19】 摩 楞 陀 笈 多 迦 (Moraṇḍacetaka)， 这 个 字 拐 近 代 学 者 的 意 见 是 指 南 印 度 的 一 个 

地 名， 觉 音 是 这 个 地 方 的 人 或 者 和 它 有 着 密 切 的 关 系。 有 的 人 说 就 是 现 在 印 
度 的 Karnat 地 方， 然 而 这 个 字 在 暹 罗 本 作 为 Murandakhetaka, 缅 甸 本 又 作 为 
Mudantakhedaka。 所 以 此 字 毕 竟 是 什 么 意 思 还 不 明 白。 

【20】 关 于 这 个 颂 子 的 句 子， 锡 兰 本 完 全 和 底 本 相 同； 暹 罗 本 只 有 前 面 的 四 句， 没      
有 后 面 的 八 句； 缅 甸 本 却 在 前 面 相 同 的 四 句 之 后， 加 了 一 个 不 相 同 的 颂 子。      
所 以 无 论 依 文 句 的 语 气 或 依 各 本 不 同 的 写 法， 看 来 后 面 这 段 长 行 和 偈 颂， 都 
可 能 是 后 人 所 加， 不 是 出 于 觉 音 本 人 之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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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罗利耶（山） Kāraḷiya [96] 

迦巴率绵 kappāsa-picu [285] 

迦毗他伽 kapitthaka [183] 

  

觉音 Buddhaghosa [1] 

南无 Namo [1] 

南山 Dakkhiṇāgiri [120] 

胜者 Jina [2] 

胜跋利树 Simbalirukkha [206] 



派素 Phasso [442] 

派沙 Phassā [442] 

修多罗 Sutta [441] 

首陀（族） Sudda [232] 

胡麻 Tila [262] 

狮子崖池 Sīhapātana [416] 

界论 Dhatukathā [96] 

信度梵罗（花） Sindhuvāra [105] 

度使魔 Dūsimāra [229] 

施无畏 Dattābhaya [103] 

哈罗哈 Halāhala [57] 

剑波海 Khuradhārā [163] 

剑蒲阇 Kambojā [332] 

恒河 Gaṅgā [10], [123], [215] 

差摩婆帝 Sāmāvatī [380], [381] 

持双山 Yugandhara-pabbata [391] 

钝角池 Kaṇṇamuṇḍaka [416] 

蚁塔 Vammika [183] 

侨罗达格大窟 Kuraṇḍaka-Mahāleṇa [38] 

侨萨罗王 Kosalarājā [201] 

客罗 Khalu [61] 

客勒罗曼（粗毛）夜叉 Kharaloma-yakkha [208] 

帝释 Inda [406] 

帝释 Sakka [2], [193], [301], [391] 

帝释天王 Sakkadevarājā [208] 

帝柱 Indakhīla [72] 

帝须 Tissa [27], [63], [127], [292], [422] 

帝须大精舍 Tissa-Mahāvihāra [392] 

帝须达多 Tissadatta [403] 

须弥山 Sineru [201], [391] 

须陀洹 Sotāpanna [4], [62], [242] 

须陀洹 Sotāpatti [270] 

须陀洹道 Sotāpattimagga [202] 

须尸摩 Susīma [671] 

须尸摩经 Susīmasutta [671] 

须摩那（花） Sumana [418] 

须夜摩天 Suyāma [392] 

须梵摩 Subrahma [434] 

毗舍佉 Visākha [498] 

毗舍佉长老 Visākhatthera [312] 

毗钵舍那（观） Vipassanā 
 [2], [97], [187], [228], [275] 

毗奈耶 Vinaya [13] 

毗崩伽 Vibhaṅga [12] 

毗罗梵崩陀 Beluvapaṇḍu [392] 

毗首羯磨 Vissakamma [390] 

毗陀罗 Vedalla [441] 

毗婆尸 Vipassī [433] 

毗曼塞那 Bhīmasena [233] 

毗那怛迦（象鼻山） Vinataka [206] 

毗阇延多 Vejayanta [233] 

结跏趺坐 Pallanka [79], [634] 

结跏趺坐 pallankaṁ abhujitvā [180] 

结利根达迦 Girikaṇḍaka [143] 

结黎根尼迦 Girikaṇṇika [173] 

结多古多 Cittakuṭa [650] 

结孤独 Anāthapiṇḍika [398] 

结但罗山 Cittalapabbata [120], [127], [634] 

  

哥伦陀（寺） Koraṇḍaka [91] 

耆婆 Jivaka [388] 

陶师村 Kumbhakāragāma [91] 

郭公池 Kuṇāladaha [416] 

臭口（毒蛇） Pūtimukha [367] 

悔过（波底提舍尼） Paṭidesanīya [22] 

特罗根达利迦 Telakandarika [27] 

造车池 Rathakāradaha [416] 

健闼婆 Gandhabba [392] 

铁罗跋脱拉寺 Therambatthala [155] 

锇鬼 Peta [501] 

根哈梵答尼 Kaṇhavattani [171] 

格答格答（声） katakata [264] 

殊提 Jotiya (Jotika) [233], [282] 

娑婆主 Sahampati [201] 



娑鸡帝城 Saketa [390] 

难陀 Nanda [154] 

难陀学童 Nandamāṇavaka [687] 

难陀优波难陀 Nandopananda [398] 

难罗伽 Nālaka [93] 

难利 Êāli [383] 

恶作（突吉罗） Dukkaṭa [23], [119] 

恶跋沙（光） Obhāsa [174] 

恶达多（白） Odāta [174] 

案达罗派 Andhaka [699] 

莫伽罗阇 Mogharāja [656] 

荼毗 Jhāpeti [36], [76], [176] 

莲花色 Uppalavaṇṇa [687] 

旃陀罗（族） Caṇḍāla [51], [195], [232], [259] 

旃陀波陀曼悉利 Candapadumasirī [383] 

旃檀 Candana [10] 

般若 Paññā [198] 

 

 

 

 

般涅槃 Parinibbāna [79], [98], [176], [292], [677] 

涅槃 Nibbāna [2], [293] 

俱罗（鸟） Guḷā [586]

俱胝 Koṭi [46], [201], [232] 

俱多山 Koṭapabbata [127] 

俱迦难陀 Kokanada [388] 

俱卢舍 Kosa [127]

俱盘提 Kumbhaṇḍī [183]

俱毗兰罗（乌木） Koviḷāra [257] 

俱答滕答 Kūṭadanta [208] 

鸯瞿利摩罗 Aṅgulimāla [403] 

鸯耆罗沙 Aṅgīrasa [388] 

竞伽 Gaṅgā [404] 

   

勒梵 Reva [95] 

偷兰遮 Thullaccaya [23] 

麻罗多 Māluta [172] 

乾闼婆城 Gandhabbanagara [633] 

崩陀根跋罗 Paṇḍukambala [391] 

欲界（欲有） Kāmabhava [198] 

兜率（天） Tusitā [225] 

兜罗绵（木绵） Tula [282], [404] 

颇率特梵长老 Phussadevatthera [228] 

蛇喻经 Alagaddasutta [671] 

粗涩林 Phārusakavana [424] 

教诫难陀经 Nandakovādasutta [667] 

雪山 Himavā [206] 

清净道 Visuddhimagga [1] 

焰摩（天） Yāmā [225] 

基脱罗巴答利（树） Citrapāṭali [206] 

唯达那 Vedano [442] 

袈裟 Kāsāva (kāsāya) [18], [65] 

麻恒达窟 Mahindaguhā [110] 

奢摩他（止） Samatha [134], [243], [275] 

庵罗（芒果） Amba [43] 

庵婆 Amba [389] 

庵摩罗（果） Āmalaka [232] 

庵跋吒学童 Ambaṭṭha-māṇava [207] 

阇提罗 Jaṭila [233] 

阇提罗 Jaṭilaka [382] 

阇耶苏曼那（花） Jayasumana [174] 

盘头摩 Bandhuma [433] 

盘头摩帝 Bandhumatī [433] 

盘陀祗梵迦（花） Bandhujīvakā [174] 

铜殿 Lohapāsāda [91] 

铜鍱 Tambapaṇṇi [392] 

铜鍱洲 Tambapaṇṇidīpa [36], [127], [312] 

野干（豺） Siṅgāla (sigāla) [179], [196] 

野干（豺） Siṅgāla [302] 

野豌豆 Kulattha [256] 

菩提 Bodhi [116] 

菩提树 Bodhi [72], [198] 

菩萨 Bodhisatta [15], [116], [499]

菩利达多（龙王） Bhūridatta [303] 

阎浮（树） Jambu [120], [206] 

阎浮（果） Jambu [409] 

阎浮洲 Jambudīpa [170], [201], [206], [304], [383] 



阎浮金 Jambonada [48] 

曼陀罗（圆相） Maṇḍala [150], [173], [328] 

 

 

 

曼罗迦 Mallaka [123] 

曼陀伽 Maṇḍūka [688] 

曼陀多（王） Mandhātu [233]

曼迦羯 Makaci [249] 

婆伽梵 Bhagavā [1] 

娑罗门（族） Brāhmaṇa [9], [215], [232] 

娑耆舍 Vaṅgīsa [38] 

婆弥（地） Bhūmi [125] 

婆罗提婆 Baladeva [233] 

婆薮提婆 Vāsudeva [233] 

婆多尼亚 Vattaniya [430] 

婆多波罗 Bhūtapāla [379] 

梵天 Brahman [2], [301] 

梵天 Brahmaloka [36], [199], [634] 

梵苏天 Vāsudeva [482] 

梵悉迦（花） Vassika [174] 

梵多 Vāta [172] 

梵众（天） Brahmakāyikā [225] 

梵黎 Vāri [170] 

梵那（爱） Vāna [293] 

梵瑜（风） Vāya [172] 

梵摩婆帝 Brahmavatī [434] 

梵素昙（地） Vasudhā [125] 

梵松达兰（地） vasundharā [125] 

   

喻健达罗（持双山） Yugandhara [296] 

覩史多（天） Santusita [210] 

遍净天 Subhakiṇhā [414] 

斯陀含 Sakadāgāmi [6], [62], [270] 

蛙天子 Maṇḍūka-devaputta [206] 

跏趺坐 Pallanka [208] 

提婆达多 Devadatta [406] 

跋迦离 Vakkali [129]

跋多迦罗迦 Vattakālaka [143] 

等正菩提 Abhisambodhi [214] 

等正觉 Sammāsambuddha [232] 

粪无畏 Mīḷhābhaya [79]

粪扫衣 paṁsukūla [59], [63] 

頞部昙（胞） abhuda [476] 

頞湿羯那（马耳山） Assakaṇṇa [206] 

最上信乐经 Aggappasādasutta [207] 

最上梵 Brahmuttama [317] 

最胜宫 Vejayanta [399] 

象腹 Hatthikucchi [120] 

象腹山 Hatthikucchipabbhāra [110] 

犍度 Khandhaka [101], [188] 

犍度品 Khandhaka [12] 

禅那 Jhāna [140], [145], [164] 

鹅崖池 Haṁsapātana [416] 

富楼那 Puṇṇa [383] 

富兰那迦 Puṇṇaka [233], [381] 

萨陀那耶 Saddanava [210] 

萨利楞 Salila [170] 

萨罗崩伽 Sarabhaṅga [411] 

萨遮尼乾子 Saccaka-Nigaṇṭhaputta [207] 

   

甄叔迦 Kiṁsuka [196], [252] 

键南 Ghana [236] 

塔园寺 Thūpārāma [90] 

鼓轮达伽 Kuraṇḍaka [183] 

锡兰的 Sīhaḷa [255] 

辟支佛 Paccekabuddha [116], [232], [234] 

辟支菩提 Paccekabodhi [214] 

塞多梵触 Setavaccha [654] 

障碍机会经 Sambādhokāsa-sutta [227] 

输罗耶长者 Soreyyaseṭṭhi [687] 

瑜伽 Yoga [14], [113] 

频毗娑罗（王） Bimbisāra [201] 



   

蔓吉 Muñja [406] 

竭地洛迦（郭公山） Karavīka [206] 

槃陀罗多 Badalatā [418] 

榕树 Nigrodha [183] 

蜜树油 Madhuka-tela [344] 

僧 Saṅgha [18] 

僧伽 Saṅgha [40], [705] 

僧伽梨衣 Saṅghāti (saṅghāti) [24], [343] 

僧伽兰（蓝） Saṅghārāma [90], [408] 

僧集 Gaṇa [40] 

僧祇婆 Sañjīva [380], [706] 

僧护 Saṅgharakkhita [45], [194] 

僧残（僧伽婆尸沙） Saṅghādisena [22] 

僧结笈 Saṅkicca [379] 

僧揭笈沙弥 Saṅkicca-sāmaṇera [313] 

僧伽施（市） Saṅkassa [391] 

僧伽波罗 Saṅghapāla [711] 

   

增支（部） Aṅguttara [74], [76] 

额部昙 Abbuda [236] 

犛（牦）牛 Camarī [36], [392] 

墨地尼（地） Medinī [125] 

德瞿（火） Tejo [171] 

羯磨 Kamma [706] 

羯罗蓝（凝滑） Kalala [236], [476], [552] 

羯但罗山寺 Cittalapabbatavihāra 

  [292], [306], [313] 

羯那侨陈如 Khāṇukoṇḍañña [380] 

摩罗迦 Mallaka [265] 

摩诃男 Mahānāma [202], [224], [676] 

摩诃男经 Mahānāma-sutta [226] 

摩诃槃陀迦 Mahāpanthaka [387] 

摩诃迦旃延 Mahākaccāna [227] 

摩诃达罗（大腹龙王） Mahodara [207] 

摩诃达多 Mahādatta [634] 

摩诃萨 Mahāsattā [325] 

摩诃迦 Mahaka [393] 

摩诃罗哈纳瞿多 Mahārohaṇagutta [155], [375] 

摩诃摩耶 Mahāmāyā [210] 

摩诃那伽 Mahānāga [706] 

摩诃帝须 Mahātissa [193] 

摩诃三摩多（王） Mahāsammata [233] 

摩诃伽楞羯耶寺 Mahākarañjiya-vihāra [272] 

摩诃阿那律 Mahā-Anuḷa [404] 

摩诃奈地河 Mahānadī [10] 

摩诃跋多尼 Mahāvattani [36] 

摩奴之子 Māṇava [655] 

摩尼（珠） Maṇi [10], [241], [256], [313], [625] 

摩健提 Māgaṇḍi [381] 

摩竭陀语 Māgadhikāya [441] 

摩哂陀 Mahinda [393] 

摩西河 Mahī [10] 

摩希（地） Mahī [125] 

摩楞陀笈多迦 Moraṇḍaceṭaka [712] 

摩根提耶经的记事 Māgandiyasuttuppatti [105] 

   

燃灯佛 Dīpankara [203] 

醒提 Sindi [183] 

薄拘罗 Bakkula [80], [379] 

   

檀越 Upaṭṭhāka [41] 

   

瞿昙 Gotama [1], [497] 

瞿师多 Ghosita [383] 

瞻波市 Campānagara [208]  

瞻波伽（金色花） Campaka [514] 

    

魔 Māra [73], [79] 

 



      

[1], [2] 等 是 巴 利 文 底 本 的 页 码 符 号 

  

A
 
Akaniṭṭha 阿迦腻吒（色究竟） 
  [392], [634], [710] 
Akka 阿迦  [249] 

Aggappasādasutta 最上信乐经  [207] 

Aggimukha 火口  [368] 

Aggisikha 阿伽西柯（火焰龙王）  [207] 

Aṅgīrasa 鸯耆罗沙  [388] 

Aṅguttara 增支（部）  [74], [76] 

Aṅgulimāla 鸯瞿利摩罗  [403] 

Aciravatī 阿羯罗伐底河  [10] 

Ajita 阿耆多  [7] 

Addāriṭṭhaka 木槵子  [249] 

Anāgāmi 阿那含  [6], [62], [79], [270] 

Anāthapiṇḍika 结孤独  [398] 

Anila 阿尼罗  [172] 

Anurādhapura 阿努罗（努拉）陀补罗（城） 
  [20], [72], [90] 
Anuruddha 阿那律陀  [63], [391] 

Anojā 阿那娇  [393] 

Anotattadaha 无热恼池  [416] 

Anotatta-daha 阿耨达池  [391] 

Antaravāsaka 安陀会（下衣）  [60] 

Andhaka 案达罗派  [699] 

Aparagoyāna 西俱耶尼洲（西牛货洲）  [206] 

Apalālonāgarājā 阿钵罗（无苗）龙王  [7] 

Abbuda 额部昙  [236] 

Abhayatthera 无畏长老  [36] 

Abhidhamma 阿毗达磨  
 [72], [138], [320], [441], [530], [658] 
Abhisambodhi 等正菩提  [214] 

Abhuda 頞部昙（胞）  [476] 

Amba 庵罗（芒果）  [43] 

Amba 庵婆  [389] 

Ambaṭṭha-māṇava 庵跋吒学童  [207] 

Ambaṭṭhasutta 阿摩昼经  [202] 

Ambu 安婆  [170] 

Arahatta 阿罗汉  [1], [187], [234] 

Arako 阿罗迦  [237] 

Arañña 阿练若 
 [59], [72], [91], [190], [240], [266] 
Arahattamagga 阿罗汉道  [203] 

Arūpabhava 天色界（无色有）  [199] 

Alagaddasutta 蛇喻经  [671] 

Aḷāra 阿蓝罗  [304] 

Avīci 阿鼻（地狱）  [390], [427] 

Avīcimahāniraya 阿鼻大地狱  [207] 

Asaṅkheyya 阿僧祇  [302], [411], [421] 

Asura 阿修罗  [206], [406], [427], [501] 

Asoka 无忧（王）  [232] 

Asoka 阿恕迦（树）  [625] 

Asokamahārājā 阿育大王  [201] 

Assagutta 马护  [98] 

Assakaṇṇa 頞湿羯那（马耳山）  [206] 

Assattha 阿说他  [183] 

Aṁsakāsāva 肩袈裟  [65] 
 

Ā 
Ākāsa 阿迦沙（虚空）  [175] 

Āgama 阿含  [62], [122] 

Ācariya 阿阇梨  [242], [248] 

Ācariya 阿阇黎（梨）  [25], [69], [179], [522] 

Ānanda 阿难  [9], [98], [499] 

Ānanda 阿难陀  [399] 

Ānandatthera 阿难长老  [442] 

Ānāpana 安般（出入息）  [189], [240]  

Āpo 阿波（水）  [170] 

Āmalaka 庵摩罗（果）  [232] 

Āravāla 阿罗梵楼（龙王）  [207] 

Ālaya 阿赖耶（执着）  [293], [497] 

Ālayarāmattā 乐阿赖耶  [570] 

Āloka 阿罗迦  [174] 

Āḷāra 阿罗罗  [330] 

Āḷavaka-yakkha 阿罗婆迦夜叉  [208] 

Ābhassarā 光音天  [414] 
 

I 
Inda 因陀（主）  [491] 

Inda 帝释  [406] 

Indakhīla 因陀罗的柱石（界标）  [466] 

Indakhīla 帝柱 [72] 

Indavajira 因陀罗的金刚 [635] 

Illisa 伊利率 [403] 

Isadhara 伊沙驮罗（持轴山） [206] 

Issara 自在（天） [482] 
 

U 
Ugga 郁伽  [233] 

Uccavālika 优吉梵利伽  [634] 

Uttarakuru 北俱卢（洲）  [15], [206], [391] 

Uttaramātā 郁多罗母  [382] 



Uttarā 郁多罗  [380] 

Uttarāsaṅga 郁多罗僧（上衣）  [60], [393] 

Udaka 乌达根  [170] 

Udumbara 无花果  [257] 

Udumbara 优陀婆罗  [654] 

Udena 优填  [381] 

Upajjhāya 邬波驮耶（和尚）  [69], [395] 

Upajjhāya 和尚（亲教师）  [25], [188] 

Upaṭṭhāka 檀越  [41] 

Upananda 优波难陀  [81], [154] 

Upāligahapati 优婆离居士  [442] 

Upāsaka 优婆塞  [15], [82], [312] 

Upāsikā 优婆夷  [15], [82], [91], [306] 

Uposatha 布萨  [15], [75], [301], [391] 

Uposathasutta 布萨经  [227] 

Uposathāgāra 布萨堂  [171], [188] 

Uppalavaṇṇa 莲花色  [687] 

Usabha 优萨娑  [674] 

Ussadakittana 优娑昙结顿  [103] 
 

E 
Eraṇḍa 伊兰陀  [654] 
 

O 
Odāta 恶达多（白）  [174] 

Obhāsa 恶跋沙（光）  [174] 
 

K 
Kaccāna 迦旃延  [422], [519] 

Kaccānasutta 迦旃延经  [519] 

Kacchaka 无花果树  [183] 

Kaṇikara 迦尼迦罗（树）  [256], [264] 

Kaṇikāra 迦尼迦罗（花）  [173] 

Kaṇṇamuṇḍaka 钝角池  [416] 

Kaṇhavattani 根哈梵答尼  [171] 

Kataka 迦多迦（马钱子）  [254] 

Kataka 迦答迦  [591] 

Katakata 格答格答（声）  [264] 

Katakandhakāra 迦多根达迦罗  [228] 

Katthamukha 木口  [367] 

Kadamba 迦藤跋（树）  [206] 

Kanavīra 迦那维罗  [183] 

Kandala 百合  [253] 

Kapitthaka 迦毗他伽  [183] 

Kapotakandarā 迦布德迦  [380] 

Kappa 劫（劫波）  [302], [411] 

Kapparukkha 劫波树  [206], [383], [550] 

Kappāsa-picu 迦巴率绵  [285] 

Kambojā 剑蒲阇  [332] 

Kamma 羯磨  [706] 

Karamanda 迦罗曼陀  [183] 

Karavīka 竭地洛迦（郭公山）  [206] 

Karavīka 迦陵频伽（鸟）  [112] 

Kalala 羯罗蓝（凝滑）  [236], [476], [552] 

Kalābu-rāja 迦蓝浮王  [229] 

Kalyāṇa 迦尔耶那  [689] 

Kassapa 迦叶  [422] 

Kākavalliya 迦伽跋利耶  [403] 

Kāmabhava 欲界（欲有）  [198] 

Kāraḷiya 迦罗利耶（山）  [96] 

Kāḷāma 迦罗摩  [330] 

Kāsāva (kāsāya) 袈裟  [18], [65] 

Kāsi 迦尸  [64] 

Kāsika 迦舍迦  [115] 

Kāsi-raññā 迦尸王  [302] 

Kikī 鸡鸡鸟  [36] 

Kiṁsuka 甄叔迦  [196], [252] 

Kuṇāladaha 郭公池  [416] 

Kuṇṭhatina 多公草  [353] 

Kumbhakāragāma 陶师村  [91] 

Kumbhaṇḍī 俱盘提  [183] 

Kuraṇḍaka 鼓轮达伽  [183] 

Kuraṇḍaka-Mahāleṇa 侨罗达格大窟  [38] 

Kulattha 野豌豆  [256] 

Kūṭadanta 俱答滕答  [208] 

Kesi 鸡尸  [208] 

Kokanada 俱迦难陀  [388] 

Koṭapabbata 俱多山  [127] 

Koṭapabbata Vihāra 各得山寺  [292] 

Koṭi 俱胝  [46], [201], [232] 

Koraṇḍaka 哥伦陀（寺）  [91] 

Koviḷāra 俱毗兰罗（乌木）  [257] 

Kosa 俱卢舍  [127] 

Kosalarājā 侨萨罗王  [201] 
 

Kh 
Khaṇa 刹那  [4], [230], [238] 

Khattiya 刹帝利（族）  [9], [180], [232] 

Khadira 佉地罗  [646] 

Khandhaka 犍度  [101], [188] 

Khandhaka 犍度品  [12] 

Kharaloma-yakkha 客勒罗曼（粗毛）夜叉 
 [208] 
Khalu 客罗  [61] 

Khāṇukoṇḍañña 羯那侨陈如  [380] 

Khujjuttarā-upāsikā 久寿多罗优婆夷  [442] 

Khuradhārā 剑波海  [163] 
 

G 
Gaggarāya 伽伽罗（池）  [208] 

Gaṅgā 大河  [91] 

Gaṅgā 恒河  [10], [123], [215] 

Gaṅgā 竞伽  [404] 

Gaṇa 僧集  [40] 



Gandhabba 健闼婆  [392] 

Gandhabbanagara 乾闼婆城  [633] 

Garuḷa 迦楼罗（金翅鸟）  [206] 

Gahapati 居士  [9] 

Gāvuta 伽乌多  [118] 

Girikaṇḍaka 结利根达迦  [143] 

Girikaṇṇika 结黎根尼迦  [173] 

Guḷā 俱罗（鸟）  [586] 

Gedhasutta 贪求经  [226] 

Geyya 祇夜  [441] 

Gotama 瞿昙  [1], [497] 

Godatta 乔达答  [138] 
 

Gh 
Ghana 键南  [236] 

Ghosita 瞿师多  [383] 
 

C 
Cakkavāḷa 轮围山  [153], [206] 

Caṇḍāla 旃陀罗（族）  [51], [195], [232], [259] 

Candana 旃檀  [10] 

Candapadumasirī 旃陀波陀曼悉利  [383] 

Camarī 犛（牦）牛  [36], [392] 

Campaka 瞻波伽（金色花）  [514] 

Campānagara 瞻波市  [208] 

Cātumahārājikā 四大王天  [225] 

Cānura 迦那罗  [233] 

Cittakuṭa 结多古多  [650] 

Cittagahapati 质多居士  [378], [442] 

Cittagutta 心护  [38], [171], [173] 

Cittalapabbata 制多罗山  [173] 

Cittalapabbata 结但罗山  [120], [127], [634] 

Cittalapabbatavihāra 羯但罗山寺 
 [292], [306], [313] 
Citrapāṭali 基脱罗巴答利（树）  [206] 

Cīnapaṭa 支那（绸）布  [550] 

Cīnapaṭṭa 支那丝绸  [109] 

Cunda 周那  [371] 

Cūḷanāgaleṇa 小龙洞  [127] 

Cūḷa-Panthaka 周利槃陀迦  [387] 

Cūḷapiṇḍapatika-Tissa 小乞食帝须  
 [116], [191] 
Cūḷa-Samudda 小海  [403] 

Cūḷa-Sivatthera 小尸婆长老  [313] 

Cūḷa-Sīva 拘罗尸浮  [170] 

Cūḷa-Subhaddā 小善贤女  [390] 

Cūḷasumana 周罗须摩那  [634] 

Cūḷodara 周罗达罗（小腹龙王）  [207] 

Cetiyagiri 支提山  [120] 

Cetiyapabbata 支提山  [20], [62], [194] 

Corakamahāvihāra 拘罗格大寺  [38] 
 

Ch 
Cha kāmāvacaradevā 六欲诸天  [392] 

Chaddantadaha 六牙池  [416] 
 

J 
Jaṭila 阇提罗  [233] 

Jaṭilaka 阇提罗  [382] 

Jambu 阎浮（树）  [120], [206] 

Jambu 阎浮（果）  [409] 

Jambudīpa 阎浮洲 
  [170], [201], [206], [304], [383] 
Jambonada 阎浮金  [48] 

Jayasumana 阇耶苏曼那（花）  [174] 

Jātavedo 迦答唯陀  [171] 

Jina 胜者  [2] 

Jivaka 耆婆  [388] 

Jotiya (Jotika) 殊提  [233], [282] 
 

Jh 
Jhāna 禅那  [140], [145], [164] 

Jhāpeti 荼毗  [36], [76], [176] 
 

Ñ 
Ñattikamma 白羯磨  [706] 
 

Ṇ 
Ṇāli 难利  [383] 
 

T 
Tathāgata 如来  [203], [227] 

Tambapaṇṇi 铜鍱  [392] 

Tambapaṇṇidīpa 铜鍱洲  [36], [127], [312] 

Taḷankara 多楞迦罗  [634] 

Taḷangara 多楞迦罗  [392] 

Tāla 多罗（树）  [244], [254], [554] 

Tālaveḷi 多罗维利（路）  [63] 

Tāvatiṁsa 三十三天（忉利天） 
 [206], [209], [225], [390] 
Tipiṭaka-Cūḷanāga 三藏小龙  [398] 

Tipiṭaka-Cūḷābhaya 三藏小无畏  
 [69], [96], [394] 
Tila 胡麻  [262] 

Tissa 帝须  [27], [63], [127], [292], [422] 

Tissadatta 帝须达多  [403] 

Tissa-Mahāvihāra 帝须大精舍  [392] 

Tula 兜罗绵（木绵）  [282], [404] 

Tulādhārapabbatavihāra 多拉檀罗山寺  [96] 

Tuvaṭaka 多伐但伽  [93] 

Tusitā 兜率（天）  [225] 

Tejo 德瞿（火）  [171] 

Telakandarika 特罗根达利迦  [27] 
 
 



Th 
Thullaccaya 偷兰遮  [23] 

Thūpārāma 塔园寺  [90] 

Therambatthala 长老芒果山  [375] 

Therambatthala 铁罗跋脱拉寺  [155] 

Theravāda 上座部  [712] 
 

D 
Dakkhiṇāgiri 南山  [120] 

Dattābhaya 施无畏  [103] 

Daḷhanemi 坚辐  [233] 

Dasuttarasutta 十上经  [671] 

Dīpankara 燃灯佛  [203] 

Dukanipāta-aṭṭhakathā 二法集叉疏  [142] 

Dukāla 陀拘罗（布）  [257] 

Dukkaṭa 恶作（突吉罗）  [23], [119] 

Dūsimāra 度使魔  [229] 

Devadatta 提婆达多  [406] 

Devaputtamahāraṭṭha 天子大园  [292] 

Doṇa 陀那  [365] 
 

Dh 
Dhatukathā 界论  [96] 

Dhanañcaya 达能吉耶  [383] 

Dhanapālaka 达那波罗（财护象）  [207] 

Dhammaguttā 昙摩崛多  [382] 

Dhammadinna 法授  [392] 

Dhammadinna 昙摩陈那  [634] 

Dhammāsoka 法阿输迦  [112] 

Dhammika-upāsaka 昙弥迦优婆塞  [442] 

Dhutaṅga 头陀支  [40] 

Dhūmasikha 陀摩西柯（烟焰龙王）  [207] 
 

N 
Naga 奈迦  [206] 

Nanda 难陀  [154] 

Nandakovādasutta 教诫难陀经  [667] 

Nandamāṇavaka 难陀学童  [687] 

Nandavana 欢喜林  [424] 

Nandopananda 难陀优波难陀  [398] 

Namo 南无  [1] 

Nāgatthera 龙长老  [96] 

Nāgapabbata 龙山  [127] 

Nāgabala 那伽婆罗  [344] 

Nāgabalā 那伽跋罗  [261] 

Nāgalatā 龙蔓  [391] 

Nāgasena 那伽斯那（那先）  [438] 

Nāgita 那伽多  [73] 

Nālaka 难罗伽  [93] 

Nikapennakapadhānaghara 尼迦宾那迦巴檀 
那伽罗  [634] 

Nikāya 尼迦耶 [711] 

Nigantha 尼犍陀  [498] 

Nigguṇḍi 尼均提（花）  [257] 

Nigrodha 榕树  [183] 

Niddesa 义释  [140], [210] 

Nibbāna 涅槃  [2], [293] 

Nimba 尼婆  [543] 

Nimi 尼弥（王）  [233] 

Nimindhara 尼民达罗（持边山）  [206] 

Nimmānaratino 化乐（天）  [225] 

Niraya 地狱  [55], [207] 

Nīla 尼楞（青）  [173] 
 

P 
Pakativādīn 自性论者（数论派）  [513] 

Paccekabodhi 辟支菩提  [214] 

Paccekabuddha 辟支佛  [116], [232], [234] 

Pañcasikha 五顶  [392] 

Paññā 般若  [198] 

Paṭidesanīya 悔过（波底提舍尼）  [22] 

Paṭisambhida 无碍解道  [6] 

Paṭṭhāna 发趣论  [671] 

Paṭhavī 巴脱唯（地）  [125] 

Paṇasa 巴纳萨（波罗蜜果）  [120], [254] 

Paṇḍukambala 崩陀根跋罗  [391] 

Pattanga 巴登伽（花）  [173] 

Pandaka  半择迦（黄门）   [177], [457], [552] 

Pabbaja 波罗波（草）  [586] 

Paranimmitavasavattino 他化自在天  [225] 

Paramī 波罗蜜  [203], [302] 

Parinibbāna 般涅槃 
 [79], [98], [176], [292], [677] 
Palibhaddaka 巴利跋陀迦（珊瑚材） 
 [6], [654] 
Pallanka 结跏趺坐  [79], [634] 

Pallanka 跏趺坐  [208] 

Pallankaṁ abhujitvā 结跏趺坐  [180] 

Pavāreti 自恣  [90] 

Paṁsukūla 粪扫衣  [59], [63] 

Pācittiya 单堕（波逸提）  [22] 

Pācīnakhaṇḍaraji 巴基那肯达罗极  [90] 

Pāṭaliputta 华氏城  [403] 

Pāṭaliputta 波吒厘子（城）  [312] 

Pātimokkha 波罗提木叉（戒）  [18], [292] 

Pāramitāsīla 波罗蜜戒  [13] 

Pārājika 波罗夷  [22] 

Pāricchataka 巴利却答迦树  [206] 

Pāvāraka 巴梵罗迦（树）  [258] 

Piṇḍapātika-Tissa 乞食者帝须  [292] 

Piyaṅkaramātā 毕陵伽母  [382] 

Piyaṅgudīpa 毕云古岛  [706] 

Piyadā-mallo 比耶檀曼罗  [233] 



Pisadara 比沙陀罗  [210] 

Pītakam 贝多根（黄）  [173] 

Pukkusa 波孤沙（族）  [232] 

Puggala 补特伽罗  [219], [409], [668] 

Puṇṇa 富楼那  [383] 

Puṇṇaka 富兰那迦  [233], [381] 

Puṇṇavallika 波奈跋利迦  [143] 

Punnāga 波那伽（铁力木）  [254], [256] 

Pubbavideha 东毗提河洲（东胜身洲）  [206] 

Pūtimukha 臭口（毒蛇）  [367] 

Peṭaka 彼多迦  [141] 

Peta 锇鬼  [501] 

Pesi 闭尸  [236] 

Poṭṭhapāda 布吒波陀  [671] 

Poṭṭhapādasutta 布吒波陀经  [671] 

Pokkharasāti 波伽罗裟帝  [208] 
 

Ph 
Phagguṇa 孟春月  [418] 

Phassā 派沙  [442] 

Phasso 派素  [442] 

Phārusakavana 粗涩林  [424] 

Phussa 弗沙  [422] 

Phussadevatthera 颇率特梵长老  [228] 

Phussamittā 补沙蜜多  [382] 
 

B 
Bakkula 薄拘罗  [80], [379] 

Badalatā 槃陀罗多  [418] 

Bandhujīvakā 盘陀祗梵迦（花）  [174] 

Bandhuma 盘头摩  [433] 

Bandhumatī 盘头摩帝  [433] 

Baladeva 婆罗提婆  [233] 

Bākula 拔拘罗  [103] 

Bimbisāra 频毗娑罗（王）  [201] 

Buddha 佛陀  [3], [17], [74], [115], [227] 

Buddhaghosa 觉音  [1] 

Buddharakkhita 佛护  [154] 

Beluvapaṇḍu 毗罗梵崩陀  [392] 

Bodhi 菩提  [116] 

Bodhi 菩提树  [72], [198] 

Bodhisatta 菩萨  [15], [116], [499] 

Brahmakāyikā 梵众（天）  [225] 

Brahmaloka 梵天  [36], [199], [634] 

Brahman 梵天  [2], [301] 

Brahmavatī 梵摩婆帝  [434] 

Brahmuttama 最上梵  [317] 

Brāhmaṇa 娑罗门（族）  [9], [215], [232] 
 

Bh 
Bhagavā 世尊驰吒  [1], [204], [203] 

Bhagavā 婆伽梵  [1] 

Bhaddiya 拨提  [399] 

Bhayabheravasutta 怖骇经  [202] 

Bhikkhu 比丘  [3], [235], [322] 

Bhikkhunī 比丘尼  [11], [82] 

Bhīmasena 毗曼塞那  [233] 

Bhūtapāla 婆多波罗  [379] 

Bhūmi 婆弥（地）  [125] 

Bhūmipappaṭaka 地果  [418] 

Bhūridatta 菩利达多（龙王）  [303] 
 

M 
Makaci 曼迦羯  [249] 

Maṇḍala 曼陀罗（圆相）  [150], [173], [328] 

Maṇḍūka 曼陀伽  [688] 

Maṇḍūka-devaputta 蛙天子  [206] 

Maṇi 摩尼（珠）  [10], [241], [256], [313], [625] 

Madhuka 末头迦（树）  [260] 

Madhuka-tela 蜜树油  [344] 

Marīci 阳炎  [647] 

Malaya 马拉耶  [95], [241] 

Mallaka 曼罗迦  [123] 

Mallaka 摩罗迦  [265] 

Mahaka 摩诃迦  [393] 

Mahā-atthakathā 大义疏  [203] 

Mahā-Anuḷa 摩诃阿那律  [404] 

Mahā-ariyavaṁsa 大圣种  [93] 

Mahākaccāna 大迦旃延  [687] 

Mahākaccāna 摩诃迦旃延  [227] 

Mahā-Kappina 大劫滨那（王）  [393] 

Mahākarañjiya-vihāra 摩诃伽楞羯耶寺  [272] 

Mahākassapa 大迦叶  [15], [68], [403] 

Mahāgāma 大村  [39] 

Mahācetiya 大塔寺  [91], [143] 

Mahātittha 大港  [170] 

Mahātissa 摩诃帝须  [193] 

Mahā-Tissa 大帝须  [20], [143], [194], [689] 

Mahādatta 摩诃达多  [634] 

Mahā-Deva 大天  [241] 

Mahā-Dhammarakkhita 大法妒  [96] 

Mahānadī 摩诃奈地河  [10] 

Mahānāga 摩诃那伽  [706] 

Mahānāma 摩诃男  [202], [224], [676] 

Mahānāma-sutta 摩诃男经  [226] 

Mahāpanthaka 摩诃槃陀迦  [387] 

Mahābrahma 大梵天  [392] 

Mahāmāyā 摩诃摩耶  [210] 

Mahāmitta 大友  [38] 

Mahā-Moggallāna 大目犍连  [880], [399] 

Mahārohaṇagutta 摩诃罗哈纳瞿多 
 [155], [375] 
Mahāvattani 摩诃跋多尼  [36] 



Mahāvihāra 大寺  [96], [312] 

Mahāvihāravāsī 大寺住者  [2], [711] 

Mahāsattā 摩诃萨  [325] 

Mahāsammata 摩诃三摩多（王）  [233] 

Mahāsudassana 大善见（王）  [233] 

Mahesi 大仙  [2], [501], [234] 

Mahinda 摩哂陀  [393] 

Mahindaguhā 麻恒达窟  [110] 

Mahī 摩西河  [10] 

Mahī 摩希（地）  [125] 

Mahodara 摩诃达罗（大腹龙王）  [207] 

Mandhātu 曼陀多（王）  [233] 

Māgaṇḍi 摩健提  [381] 

Māgadhikāya 摩竭陀语  [441] 

Māgandiyasuttuppatti 摩根提耶经的记事 
 [105] 
Māṇava 摩奴之子  [655] 

Māra 魔  [73], [79] 

Māluta 麻罗多  [172] 

Missakavana 杂合林  [424] 

Mīḷhābhaya 粪无畏  [79] 

Muñja 们义（草）  [586] 

Muñja 蔓吉  [406] 

Muni 牟尼  [201] 

Munipuṅgava 牟尼牛王  [78] 

Meghiyasutta 弥醯经  [114] 

Meṇḍaka 文荼  [233], [383] 

Metteyya 弥勒  [47], [434] 

Medinī 墨地尼（地）  [125] 

Moggallāna 目犍连  [154] 

Mogharāja 莫伽罗阇  [656] 

Moraṇḍaceṭaka 摩楞陀笈多迦  [712] 
 

Y 
Yakkha 夜叉  [206], [239], [302], [342] 

Yakkhinī 夜叉女  [121] 

Yakkhī 夜叉女  [366] 

Yamunā 夜摩那河  [10], [215] 

Yasa 耶舍  [393] 

Yāmā 焰摩（天）  [225] 

Yugandhara 喻健达罗（持双山）  [296] 

Yugandhara-pabbata 持双山  [391] 

Yughiṭṭhila 优提体罗  [233] 

Yoga 瑜伽  [14], [113] 

Yojana 由旬  [47], [94], [118], [205], [302] 
 

R 
Raṭṭhapāla 护国  [399] 

Rattakoraṇḍaka 罗多柯伦达迦（花）  [174] 

Rathakāradaha 造车池  [416] 

Rathavinīta-sutta 传车经  [93], [671] 

Ravaṇaghaṭa 罗梵那瓮  [264] 

Rājagaha 王舍城 [379], [403] 

Rāhu 罗喉  [651] 

Rāhula 罗喉罗  [115], [291], [399] 

Rāhula-Sutta 罗喉罗经  [115] 

Rūpabhava 色界（色有）  [199] 

Reva 勒梵  [95] 

Rohaṇa 罗哈纳  [91] 
 

L 
Lākhā-rasa 虫漆汁  [261] 

Lābu 罗婆  [183] 

Lāḷudāyī 兰留陀夷  [81] 

Lokabyūhā 罗迦毗由赫  [415] 

Lohapāsāda 铜殿  [91] 

Lohitakaṁ 罗希多根（赤）  [174] 
 

V 
Vakkali 跋迦离  [129] 

Vaṅgīsa 娑耆舍  [38] 

Vattakālaka 跋多迦罗迦  [143] 

Vattaniya 婆多尼亚  [430] 

Vammika 蚁塔  [183] 

Vasudhā 梵素昙（地）  [125] 

Vasundharā 梵松达兰（地）  [125] 

Vassika 梵悉迦（花）  [174] 

Vāta 梵多  [172] 

Vāna 梵那（爱）  [293] 

Vāya 梵瑜（风）  [172] 

Vāri 梵黎  [170] 

Vāsudeva 婆薮提婆  [233] 

Vāsudeva 梵苏天  [482] 

Vibhaṅga 分别论  [89], [140] 

Vibhaṅga 毗崩伽  [12] 

Vibhajjavādi 分别说（部）  [711] 

Vibhajjavādī 分别论者  [522] 

Vinataka 毗那怛迦（象鼻山）  [206] 

Vinaya 毗奈耶  [13] 

Vipassanā 毗钵舍那（观） 
 [2], [97], [187], [228], [275] 
Vipassī 毗婆尸  [433] 

Visākha 毗舍佉  [498] 

Visākhatthera 毗舍佉长老  [312] 

Visuddhimagga 清净道  [1] 

Vissakamma 毗首羯磨  [390] 

Vejayanta 毗阇延多  [233] 

Vejayanta 最胜宫  [399] 

Vedano 唯达那  [442] 

Vedalla 毗陀罗  [441] 

Vessa 吠舍（族）  [232] 

Vehapphalā 广果天  [414] 
 
 



S 
Sakadāgāmi 斯陀含  [6], [62], [270] 

Saketa 娑鸡帝城  [390] 

Sakka 帝释  [2], [193], [301], [391] 

Sakkadevarājā 帝释天王  [208] 

Saṅkassa 僧伽施（市）  [391] 

Saṅkicca 僧结笈  [379] 

Saṅkicca-sāmaṇera 僧揭笈沙弥  [313] 

Saṅgha 僧  [18] 

Saṅgha 僧伽  [40], [705] 

Saṅghapāla 僧伽波罗  [711] 

Saṅgharakkhita 僧护  [45], [194] 

Saṅghāṭi (saṅghāṭi) 僧伽梨衣  [24], [343] 

Saṅghādisena 僧残（僧伽婆尸沙）  [22] 

Saṅghārāma 僧伽兰（蓝）  [90], [408] 

Saccaka-Nigaṇṭhaputta 萨遮尼乾子  [207] 

Sañjīva 僧祇婆  [380], [706] 

Satthamukha 刀口（毒蛇）  [368] 

Saddanava 萨陀那耶  [210] 

Santusita 覩史多（天） [210] 

Samaṇa 沙门  [9], [93], [140], [215], [322] 

Samatha 奢摩他（止）  [134], [243], [275] 

Samādhi 三昧  [26], [141] 

Samādhi 三摩地  [3], [84], [97], [144], [267] 

Samāpatti 三摩钵地  [127], [286], [473] 

Samavāyavādīn 合论者  [513] 

Sambādhokāsa-sutta 障碍机会经  [227] 

Sammāsambuddha 三藐三菩陀  [1] 

Sammāsambuddha 等正觉  [232] 

Sarabhaṅga 萨罗崩伽  [411] 

Sarabhū 沙罗婆河  [10] 

Sarasvatī 沙罗伐底河  [10] 

Salila 萨利楞  [170] 

Saḷāyatanavibhaṅgasutta 六处分别经  [671] 

Sahampati 娑婆主  [201] 

Sāmaṇera 沙弥  [15], [74], [82] 

Sāmaṇerī 沙弥尼  [15], [82] 

Sāmā 沙麻  [183] 

Sāmāvatī 差摩婆帝  [380], [381] 

Sāriputta 舍利弗  [234], [380] 

Sāli 沙利  [45] 

Sāvaka 声闻  [45], [62], [98] 

Sāvakabodhi 声闻菩提  [214] 

Sāvatthi 舍卫城  [1], [390] 

Sikkhamāna 式叉摩那  [82] 

Siṅgāla 野干（豺）  [302] 

Siṅgāla (sigāla) 野干（豺）  [179], [196] 

Sindi 圣提（树）  [254] 

Sindi 醒提  [183] 

Sindhuvāra 信度梵罗（花）  [105] 

Sineru 苏迷卢  [206] 

Sineru 须弥山  [201], [391] 

Simbalirukkha 胜跋利树  [206] 

Sirimā 尸利摩 [381] 

Sirisa 西利娑树  [206] 

Sīhapātana 狮子崖池  [416] 

Sīhaḷa 锡兰的  [255] 

Sīhopamasutta 师子喻经  [610] 

Sutta 修多罗  [441] 

Sudassana 苏达舍那（善见山）  [206] 

Sudda 首陀（族）  [232] 

Suddhāvāsa 净居天  [392] 

Suddhodana-mahārāja 净饭大王  [210] 

Sundari 孙陀利  [692] 

Supaṇṇarājā 金翅鸟王  [155] 

Subhakiṇhā 遍净天  [414] 

Subrahma 须梵摩  [434] 

Sumaṇadevī 苏曼那特唯  [383] 

Sumana 苏曼那（花）  [174] 

Sumana 须摩那（花）  [418] 

Suyāma 须夜摩天  [392] 

Susīma 须尸摩  [671] 

Susīmasutta 须尸摩经  [671] 

Sūciloma-yakkha 苏吉罗曼（针毛）夜叉 
 [208] 
Setavaccha 塞多梵触  [654] 

Soṇa 苏纳  [129] 

Soṇadanda 沙那滕达（种德婆罗门）  [208] 

Sotāpatti 须陀洹  [270] 

Sotāpattimagga 须陀洹道  [202] 

Sotāpanna 须陀洹  [4], [62], [242] 

Sopāka 苏波迦  [112] 

Somāra 苏摩罗  [109] 

Somārapaṭa 苏摩罗（绸）布  [550] 

Soreyyaseṭṭhi 输罗耶长者  [687] 

Sovatthika 卍  [161] 
 

H 
Hatthikucchi 象腹  [120] 

Hatthikucchipabbhāra 象腹山  [110] 

Hankanaka 汉伽拿伽  [634] 

Haritakī 诃梨勒（果）  [24] 

Halāhala 哈罗哈  [57] 

Haliddavasana-Sutta 郁金布经  [324] 

Haṁsapātana 鹅崖池  [416] 

Himavā 雪山  [206] 

Hutasano 诃多萨那  [171] 

 



摘至《  
 
【槵】户惯切，音患，谏韵，植物名，亦名无患子。详无患子条。 
 
【无患子】（Spindus mukurosi）植物名，无患子科，落叶乔木，高二三丈。叶

互生，偶数羽状复叶，小叶长卵形。夏月开淡黄色小花，圆锥花序；雄花八雄

蕊，雌花子房三室。花後结实，形圆，果皮坚硬；内有种子一，色黑而坚，可

作念珠；果皮含钾，其煎汁可供洗濯之用。名见本草，又有木患子（亦作木槵

子）菩提子等名。李时珍曰：『释家取为数珠（即念珠），故谓之菩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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