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庫常用巴利作持文

一、取用四資具時的省思
(Taïkhaõikapaccavekkhaõapàñha)

比庫如理省思所受用的衣、食物、坐臥處和藥品
四種生活資具，稱為「資具依止戒」(paccayasannissita-

sãla)。一位比庫（也包括沙馬內拉）在受用四種資具
時須進行如理省思，即思維使用這四種資具的正確用
途和目的。若取用時未省思，則可於午後、初夜、中
夜或後夜爲之。如果到第二天明相出現時仍未省思，
則犯「欠債受用」，即如欠債般暫借來受用之意。

此省思文載於《中部·一切漏經》，在《清淨道
論·說戒品》中有詳細的解釋。

1、衣 (cãvara)

Pañisaïkhà yoniso cãvaraü pañisevàmi, yàvadeva sãtassa 
pañighàtàya,  uõhassa  pañighàtàya, óaüsa-makasa-
vàtàtapa-siriüsapa-samphassànaü pañighàtàya,  yàvadeva 
hirikopãnapañicchàdanatthaü.
我如理省思所受用（穿著）之衣，只是為了防禦寒冷，

為了防禦炎熱，為了防禦虻、蚊、風吹、日曬、爬蟲

類的觸惱，只是為了遮蔽羞處。



2、食物 (piõóapàta)

Pañisaïkhà yoniso piõóapàtaü pañisevàmi, n'eva davàya 
na madàya na maõóanàya  na  vibhåsanàya, yàvadeva 
imassa kàyassa ñhitiyà yàpanàya vihiüsuparatiyà brahma- 
cariyànuggahàya,  iti puràõa¤ca  vedanaü  pañihaïkhàmi 
nava¤ca vedanaü na uppàdessàmi, yàtrà ca me bhavissati 
anavajjatà ca phàsuvihàro cà'ti.
我如理省思所受用的食物，不為嬉戲、不為驕慢、不

為裝飾、不為莊嚴，只是為了此身住立存續，為了停

止傷害，為了資助梵行，如此我將退除舊受，並使新

受不生1，我將維持生命、無過且安住。

3、坐臥處 (senàsana)

Pañisaïkhà  yoniso  senàsanaü  pañisevàmi,  yàvadeva 
sãtassa pañighàtàya, uõhassa pañighàtàya, óaüsa-makasa-
vàtàtapa-siriüsapa-samphassànaü pañighàtàya, yàvadeva 
utuparissaya vinodanaü pañisallànàràmatthaü.
我如理省思所受用（居住）的坐臥處（住處），只是

為了防禦寒冷，為了防禦炎熱，為了防禦虻、蚊、風

吹、日曬、爬蟲類的觸惱，只是為了免除季候的危險，

而好獨處（禪修）之樂。

1 我受用此食物將能退除先前飢餓的苦受，也不會由於無限量地食用而
生起吃得過飽的新的苦受，應如病人服藥一般受用食物。



4、藥物 (bhesajja)

Pañisaïkhà yoniso gilàna-paccaya-bhesajja-parikkhàraü 
pañisevàmi, yàvadeva uppannànaü  veyyàbàdhikànaü 
vedanànaü pañighàtàya, abyàpajjha-paramatàyà'ti.
我如理省思所受用（服用）的病者所需之醫藥資具，

只是為了防禦已生起的病苦之受，為了儘量沒有身苦。



二、蘊護衛經

1、Khandha Parittaü

佛陀在世時，有一位比庫被毒蛇咬死了，於是佛
陀教導居住在森林的比庫（包括沙馬內拉）每天應當
唸誦此《蘊護衛經》。(Cv.251)

在唸誦的同時，也應依經義向一切有情散播慈愛。
傳統上相信唸誦《蘊護衛經》能夠避免遭到蛇、蠍等
毒蟲的傷害。

Viråpakkhehi me mettaü,  mettaü eràpathehi me,
chabyàputtehi me mettaü,  mettaü kaõhàgotamakehi ca.

Apàdakehi me mettaü,  mettaü dvipàdakehi me,
catuppadehi me mettaü,  mettaü bahuppadehi me.

Mà maü apàdako hiüsi,  mà maü hiüsi dvipàdako,
mà maü catuppado hiüsi,  mà maü hiüsi bahuppado.

Sabbe sattà, sabbe pàõà, sabbe bhåtà ca kevalà,
sabbe bhadràni passantu,  mà ki¤ci pàpa'màgamà.

Appamàõo buddho, Appamàõo dhammo, Appamàõo saïgho.
pamàõavantàni siriüsapàni,
Ahi vicchikà satapadã uõõànàbhã sarabhå måsikà,
Katà me rakkhà, kataü me parittaü, pañikkamantu bhåtàni.



So'haü namo bhagavato,
namo sattannaü sammàsambuddhànaü.

2、堪塔巴利當（音譯）2

維盧巴K hi 美 美當，美當 噯拉巴特hi 美，

差不牙布疊hi 美 美當，美當 甘哈苟答馬給hi 遮。

阿巴達給hi 美 美當，美當 地巴達給hi 美，

吒督巴疊hi 美 美當，美當 巴呼巴疊hi 美。

馬 忙 阿巴達果 hing西，馬 忙 hing西 地巴達果，

馬 忙 吒督巴多 hing西，馬 忙 hing西 巴呼巴多。

薩北 薩達，薩北 巴那，薩北 普達 遮 給瓦拉，

薩北 帕德瓦尼 巴山督 馬 gin即 巴把馬嘎馬。

阿巴馬諾 布陀，阿巴馬諾 曇摩，阿巴馬諾 桑扣，

巴馬那萬達尼 西林薩巴尼，

阿hi，威赤嘎，薩達巴地,un納那毗，薩拉普，木西嘎，

嘎達 美 拉卡 嘎當 美 巴利當，巴地嘎滿督，普達

尼。

索杭 那摩 帕嘎瓦多，那摩 薩丹囊 三馬三布塔囊。

2 由於漢語的發音極為有限，此音譯僅供參考，實際讀音須以口傳為准。



3、蘊護衛經（意譯）

我散播慈愛給維盧巴卡，我散播慈愛給伊拉巴他，

我散播慈愛給差比阿子，我散播慈愛給黑苟答馬3。

我散播慈愛給無足者，我散播慈愛給兩足者，

我散播慈愛給四足者，我散播慈愛給多足者。

願無足者勿傷害我，願兩足者勿傷害我，

願四足者勿傷害我，願多足者勿傷害我。

一切有情、一切有息者、一切生類之全部，

願見到一切祥瑞，任何惡事皆不會到來！

佛無量，法無量，僧無量，

爬行類卻有限量：蛇、蠍、蜈蚣、蜘蛛、蜥蜴、老鼠，

我已作保護，我已作護衛，願諸[傷害性]生類皆退避。

我禮敬彼世尊！禮敬七位全自覺者4！

3 維盧巴卡等為四類蛇王族。
4 七位全自覺者：是指過去的六位佛陀：維巴西佛 (Vipassã)、西奇佛 
(Sikhi)、韋沙菩佛 (Vessabhu)、咖古三塔佛 (Kakusandha)、果那嘎馬那佛 
(Konàgamana)、咖沙巴佛 (Kassapa)，以及現在的苟答馬佛 (Gotama)。



三、懺悔罪過

如果比庫違犯了較輕的學處（如土喇吒亞、巴吉
帝亞、惡作等）時，須向一位沒有違犯同項罪過（同
分罪）的比庫發露懺悔（對首懺）。犯輕戒的比庫能
夠通過如法的懺悔而恢復清淨。

在懺罪時，兩位或三位比庫偏袒右肩，蹲踞，合
掌當額，下座比庫先向上座發露懺罪，接下來上座比
庫向下座懺，然後下座比庫再次向上座懺一次。

1、下座比庫向上座比庫懺罪

下座：Ahaü bhante sabbà àpattiyo àvikaromi.
      阿杭  槃得  薩巴  阿巴帝唷  阿威嘎羅米。

意即：尊者，我要發露一切罪。

上座：Sàdhu àvuso sàdhu sàdhu.
      薩度  阿烏所  薩度  薩度。

意即：薩度，賢友，薩度，薩度。

下座： Ahaü  bhante  sambahulà  nànàvatthukà sabbà 
àpattiyo àpajjiü tà tumhà måle pañidesemi.
      阿杭  槃得  桑巴虎拉  那那瓦土嘎  薩巴 

阿巴帝唷  阿巴金  大  敦哈  木雷  巴帝叠斜密。

意即：尊者，我違犯了種種不同類的罪，我爲此而在

您跟前懺悔。



上座：Passasi àvuso tà àpattiyo? 
      巴薩西  阿烏所  大  阿巴帝唷？

意即：賢友，你見到那些罪嗎？

下座：âma bhante passàmi.
      阿馬 槃得 巴薩密。

意即：是的，尊者，我見到了。

上座：âyatiü àvuso saüvareyyàsi.
      阿牙丁 阿烏所 桑瓦雷牙西。

意即：賢友，你以后應當守護。

下座：Sàdhu suññhu bhante saüvarissàmi.
      薩度  蘇度  槃得  桑瓦利萨密。

意即：薩度，尊者，我將會好好地守護。

上座：Sàdhu àvuso sàdhu sàdhu.
      薩度 阿烏所 薩度 薩度。

意即：薩度，賢友，薩度，薩度。

2、上座比庫向下座比庫懺罪

接下來，上座比庫向下座比庫懺罪：

上座：Ahaü àvuso sabbà àpattiyo àvikaromi.
      阿杭 阿烏所 薩巴 阿巴帝唷 阿威嘎羅米。

意即：賢友，我要發露一切罪。



下座：Sàdhu bhante sàdhu sàdhu.
      薩度  槃得  薩度  薩度。

意即：薩度，尊者，薩度，薩度。

上 座 ： Ahaü  àvuso  sambahulà  nànàvatthukà  sabbà 
àpattiyo àpajjiü tà tumhà måle pañidesemi.
      阿杭   阿烏所  桑巴虎拉  那那瓦土嘎  薩

巴  阿巴帝唷  阿巴金  大  敦哈  木雷  巴帝疊斜

密。

意即：賢友，我違犯了種種不同類的罪，我爲此而在

你跟前懺悔。

下座：Passatha bhante tà àpattiyo? 
      巴萨他  槃得  大  阿巴帝唷？

意即：尊者，您見到那些罪嗎？

上座：âma àvuso passàmi.
      阿馬  阿烏所  巴萨密。

意即：是的，賢友，我見到了。

下座：âyatiü bhante saüvareyyàtha.
      阿牙丁  槃得  桑瓦雷牙他。

意即：尊者，您以后應當守護。

上座：Sàdhu suññhu àvuso saüvarissàmi.
      薩度  蘇度  阿烏所  桑瓦利薩密。

意即：是的，賢友，我將會好好地守護。



下座：Sàdhu bhante sàdhu sàdhu.
      薩度  槃得  薩度  薩度。

意即：薩度，尊者，薩度，薩度。

3、下座比庫再次向上座比庫懺罪

此 時 ，下座比 庫只需從Ahaü bhante sambahulà 
nànàvatthukà  sabbà  àpattiyo  àpajjiü  tà  tumhà  måle 
pañidesemi.「阿杭   槃得  桑巴虎拉  那那瓦土嘎 

萨巴  阿巴帝唷  阿巴金  大  敦哈  木雷  巴帝叠

斜密。」開始念直到懺罪詞之結尾即可。



四、三衣的受持 (adhiññhàna) 與取消 (paccuddhara)

比庫必須對自己所持用的那一套三衣進行決意：
Imaü saïghàñiü adhiññhàmi. (x3) 
我決意這件桑喀帝。（三遍）

Imaü uttaràsaïgaü adhiññhàmi. (x3) 
我決意這件上衣。（三遍）

Imaü antaravàsakaü adhiññhàmi. (x3) 
我決意這件下衣。（三遍）

在明相出現時，比庫不能離開其決意之三衣的任
何一件衣 ，否則 犯尼薩耆亞 巴 吉 帝 亞 (nissaggiya 
pàcittiya, 捨心墮）第2條。

假如在明相出現之際必須離衣（如上廁所等）或
無法與三衣會合，義註(aññhakathà)建議可以暫時取消
該衣的受持，避免違犯這條戒。其取消受持之文如下：
Etaü Saïghàñiü paccuddharàmi. (x3)

我取消那件桑喀帝[的受持]。（三遍）

取消上衣或下衣亦同，只需更換斜體字即可。
當比庫與衣重新會合之後，則應當將所取消的衣

重新作決意受持。



五、淨施（vikappana,共同擁有）

如果比庫獲得三衣以外的袈裟並且想要儲存它，
則必須在十天之內和其他比庫作淨施法，即把該衣的
所有權如法地分施給另一位比庫。否則，儲存多餘的
衣超過十天則犯尼薩耆亞巴吉帝亞第1條。

　 1、若上座想把一件袈裟與下座共同擁有時，則唸 ：
　A: Imaü cãvaraü tuyhaü vikappemi. (x3)

這件衣與你共同擁有。（三遍）

　B: Imaü cãvaraü mayhaü santakaü paribhu¤jatha và 
vissajjetha và yathàpaccayaü và karotha.
　　這件我的衣您可以穿用，或者送人，或者隨您如

何處理。

2、若下座想把一件袈裟與上座共同擁有時，則唸：
　A: Imaü cãvaraü àyasmato vikappemi. (x3)

　　這件衣與具壽共同擁有。（三遍）

　B: Imaü cãvaraü mayhaü santakaü paribhu¤ja và 
visajjehi và yathàpaccayaü và karohi.                     
    這件我的衣你可以穿用，或者送人，或者隨你如

何處理。

3、若上座想把兩件或兩件以上的袈裟與下座共同
擁有時，則唸：



　A: Imàni cãvaràni tuyhaü vikappemi. (x3)

　　這些衣與你共同擁有。（三遍）

　B: Imàni cãvaràni mayhaü santakàni paribhu¤jatha và 
vissajjetha và yathàpaccayaü và karotha.
　　這些我的衣您可以穿用，或者送人，或者隨您如

何處理。

     4、若下座想把兩件或兩件以上的袈裟與上座共同
擁有時，則唸：
　A: Imàni cãvaràni àyasmato vikappemi. (x3)

這些衣與具壽共同擁有。（三遍）

　B: Imàni cãvaràni mayhaü santakàni paribhu¤ja và 
vissajjehi và yathàpaccayaü và karohi.
　　這些我的衣你可以穿用,或者送人，或者隨你如何

處理。

如果作共同擁有之衣位於伸手所及處之外，則其
中的代詞應作如下更改：
　Imaü (這件) →Etaü（那件）

　Imàni (這些) →Etàni（那些）



六、點淨 (bindukappaü)

比庫在披著新袈裟之前必須先進行點淨。5

點淨時可以使用黑色或藍色的鋼筆或圓珠筆，在
衣的一角作一點或三點。所作的點不可小於臭蟲，也
不應大於孔雀的眼睛。

在點淨之時，一邊作點，一邊唸點淨文：
Kappabinduü karomi. (x3)

我作點淨。（三遍） 或
Imaü bindukappaü karomi. (x3)

我作此點淨。（三遍）

假如已經作过點淨的袈裟在日后經過長期的披着
或刷洗而使该點模糊乃至消失時，也不必重新作點淨。

七、非时入村

如果比庫必須於非時（包括下午、黃昏或晚上）
進入村莊（發生意外、生病、被毒蛇咬傷等緊急情況
除外），在離開之前必須告知寺院裡的另一位比庫：
Vikàle gàmapavesanaü àpucchàmi. (1x)

我請求在非時進入村莊。6

5 假如比庫穿著未經點淨的新衣，則犯巴吉帝亞第 58條。但毯子、肩袈
裟等可以不用點淨。
6 也可以使用對方能夠瞭解的任何語言進行告白 。



八、請求依止 (nissaya)

未滿五個瓦薩 (vassa,即戒齡)的新戒比庫，或者是
還沒有具足離依止條件的比庫，如果沒有和自己的戒
師同住在一座寺院，則必須請求和他住在同一座寺院
的一位至少有十個瓦薩的賢明長老比庫作為他的依止
師(àcariya,阿闍梨)。如果未滿五瓦薩的比庫不請求依
止，則每天皆犯惡作罪。

向長老比庫請求依止時，先偏袒右肩，頂禮三拜，
蹲踞，合掌，唸如下之請求文：
âcariyo me, bhante, hohi, àyasmato nissàya vacchàmi.
尊者，請做我的[依止]師，我依止具壽而住。

Dutiyam'pi, àcariyo me ……vacchàmi.
第二次，尊者，……而住。

Tatiyam'pi, àcariyo me ……vacchàmi.
第三次，尊者，……而住。

請求之後，如果長老答應作為依止師，通常會說：
Pàsàdikena sampàdehi.
應以淨信而成就7．

請求者回答說：
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7 依止師有時也可以用以下的文詞表示答應：Sàdhu（很好）；Lahu（可
以）；Opàyikaü（這是適合的）；Pañiråpaü（這是適當的）。



　　接下來，請求者應承諾他對依止師的職責8：
Ajjatagge'dàni thero mayhaü bhàro, aham'pi therassa 
bhàro. (x3)

從今天起，長老是我的職責，我也是長老的職責。（三遍）

弟子對依止師有侍奉等的職責，依止師對弟子有
教導等的職責。如果雙方沒有履行彼此之間的職責，
則每天皆犯惡作罪。9

8 弟子對依止師的職責及依止師對弟子的職責，見《律藏·大品·大篇》
 (Vin. Mv. Mahàkhandhaka)

9 但在帕奧禪林，師徒間為了有更多的時間可以致力於止觀禪修，通常
會在依止關係成立之後，表白彼此之間互相免除職責。



九、隨喜功德與請求原諒10

禮敬者：Okàsa vandàmi, Bhante. 
請讓我禮敬尊者。（頂禮一拜）

尊者：  Sukhi hotu, nibbànapaccayo hotu.
        祝你快樂，願成為涅槃的助緣。

禮敬者：Mayà kataü pu¤¤aü Sàminà anumoditabbaü.
願您隨喜我所作的功德。 

尊者：  Sàdhu! anumodàmi.
薩度！我隨喜。

禮敬者：Sàminà kataü pu¤¤aü mayhaü dàtabbaü
願您所作的功德也與我[分享]。

尊者：  Sàdhu! anumoditabbaü.
薩度！[你]應隨喜。

禮敬者：Sàdhu Sàdhu anumodàmi. Okàsa, dvàrattayena 
kataü sabbaü accayaü, khamatha me, Bhante.
薩度！薩度！我隨喜。尊者，若我由[身、

語、意]三門所作的一切過失，請原諒我。

尊者：  Khamàmi, khamitabbaü.
我原諒[你]，[你也]應原諒[我]。

禮敬者：Sàdhu! Okàsa, khamàmi, Bhante.
薩度！尊者，我原諒[您]。（頂禮三拜）

尊者：  Sukhi hotu, nibbànapaccayo hotu.
祝你快樂，願成為涅槃的助緣。

10 在下座比庫禮敬上座比庫，或在家人禮敬比庫時，皆可唸誦此文。在
斯里蘭卡的 Shrã kalyàõã yogàshrama saüsthà(室利·咖離阿尼修行園派)，
禮敬上座成為比庫們的日常功課之一。



十、入雨安居 (vassàvàso)

緬甸、泰國等上座部佛教國家和印度一樣，一年
可以分為三個季節：熱季、雨季和涼季。在雨季的四
個月當中，佛陀規定僧人在其中的三個月期間應停止
到處雲遊參學，安住在一固定的住所過雨安居並精進
地禪修。
雨安居可以分為「前安居」和「後安居」兩種，

皆為期三個月。前安居的時間在每年陽曆7月月圓日的
次日至10月的月圓日，相當於中國農曆的六月十六日
至九月十五日；後安居則再推遲一個月。

在入雨安居的第一天，住在同一寺院的所有比庫
和沙馬內拉皆齊集於界堂11，決意將在雨季的三個月
期間安居本寺，度過雨季，勤修止觀。在宣佈寺院的
範圍（寺界）之後，所有比庫皆按照瓦薩的順序，一
位接一位地唸12下面的決意文：

Imasmiü vihàre imaü temàsaü vassaü upemi. (x3)

我於此寺院過三個月的雨安居。（三遍）

每當一位比庫決意入雨安居後，其餘的比庫皆隨喜：
Sàdhu! Sàdhu! Sàdhu!
薩度！薩度！薩度！

11 界堂：巴利語 sãmà。共住在一所寺院或某一區域內的僧團為了舉行誦
戒、授具足戒、入雨安居、自恣等甘馬而設立的特定場所或建築物。
12 若僧團人數眾多，也可同瓦薩者一起唸。下面的自恣和隨喜咖提那亦
同。



十一、自恣 (pavàraõà)

在雨安居的最後一天，比庫皆齊集於界堂進行自
恣。唸過動議之後，所有的比庫皆按照瓦薩的順序，
一位接一位地唸下面的自恣文：

Saïghaü, bhante,  pavàremi:  diññhena  và  sutena  và 
parisaïkàya  và,  vadantu  maü  àyasmanto  anukampaü 
upàdàya, passanto pañikarissàmi.
尊者們，我對僧團自恣(邀請)，若以見、聞或懷疑

[我犯戒]，請具壽們出於慈愍而告訴我，[如果]見

[罪]，我將懺悔。

Dutiyam'pi,bhante, saïghaü pavàremi:… pañikarissàmi.
第二次，尊者們，……我將懺悔。

Tatiyam'pi, bhante, saïghaü pavàremi: …pañikarissàmi.
第三次，尊者們，……我將懺悔。

每當一位比庫自恣之後，其餘的比庫皆隨喜：
Sàdhu! Sàdhu! Sàdhu!
薩度！薩度！薩度！



十二、隨喜咖提那

在雨安居結束之後的一個月內（約相當於中國農
曆的九月十六至十月十五日），僧團將會安排其中的
一天來敷展咖提那衣（kañhina,迦絺那衣；功德衣）。
敷展咖提那衣的所有程序，包括從接受布料，到

裁剪、縫製、染色、晾乾13，以及在僧團當中進行分
配、隨喜，皆必須在一天之內完成。

當咖提那衣縫染完畢，住在同一區域内的所有比
庫（通常也會邀請他處的比庫前來隨喜）皆齊集界堂，
選出一位比庫接受咖提那衣。僧團作甘馬將咖提那衣
授予那位接受衣的比庫。該比庫決意受持咖提那衣之
後，應請僧團隨喜咖提那衣的如法敷展。其他的比庫
則按照瓦薩的順序一位接一位地唸下列的隨喜文：

Atthataü, bhante, saïghassa kañhinaü, dhammiko 
kañhinatthàro anumodàma. (x3)

尊者們，僧團的咖提那[衣]已經敷展，我們隨喜如法

地敷展咖提那。（三遍）

每當一位比庫唸完隨喜文後，其餘的比庫皆隨喜：
Sàdhu! Sàdhu! Sàdhu!
薩度！薩度！薩度！

13 僧團也可接受現成的袈裟作為咖提那衣，如此則可略去裁剪等程式，
直接在僧團中進行分配與隨喜。



十三、作淨 (kappiya)

如果比庫在接受含有種子的水果或者還有可能生
長的瓜豆蔬菜等（即可經由種子、根、節、塊莖而生
長的植物）之供養時，必須先讓沙馬內拉或居士作淨，
使其成為比庫可以使用的如法物品之後才能食用。

作淨時，比庫把果蔬交給作淨者，接著說：
比　庫：Kappiyaü karohi.

作淨（使它成爲如法）吧！

作淨者：Kappiyaü, bhante.

尊者，[這是]淨的。

有五種作淨的方法：
1.火損壞：在火上燒過乃至擦過；
2.刀損壞：用刀劃破皮；
3.指甲損壞：用指甲劃破皮；
4.無種子；
5.種子已除去。
注意：應作淨的所有食物都必須連接或碰觸在一

起作淨。當如此作淨時，只需對其中的一個果蔬作淨，
則盤中其餘的食物都算已經作淨了。作淨之後，作淨
者再將食物手授給比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