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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慈悲 諸位比丘大德 淨人 

 
大家早安 阿彌陀佛 

 
請看著課本 第十一頁 

 
十一頁的第四行 註 

 
《五戒相經箋要集註》 

 
第十一頁的第四行 註 

 
佛說 佛是梵語 此翻覺者 

 
覺一切法 謂覺了性相之者 

 
具有三義 

 
一 自覺 覺知自心本無生滅 

 
二 覺他 覺一切法無不是真如 

 
我們上一個講次 講到這裡 

 
今天從第三開始 

 
三 覺滿 二覺理圓 稱之為滿 

 
第三的覺悟圓滿  

 
二覺 兩種覺悟之理 

  
圓融無礙 稱之為滿 

 
自覺覺他 二覺之理 圓融無礙 

 



稱之為滿 

 
十方三世皆有佛住世 

 
諸佛皆為眾生說法 

 
此經 此五戒相經 

 
為釋迦牟尼佛金口親自宣揚 

 
故曰佛說 

 
又為什麼開題要標明佛說二字呢 

 
來表示尊重的意思 

 
因為經通五種人說 

 
經典 通於五種人說 

 
《大智度論》卷二 

 
第一 佛自口說 第二 佛弟子說 

 
第三 仙人說 第四 諸天說 

 
第五 化人說 我們看經典 

 
就是佛陀問 然後這個諸天仙人 

 
他們來回答 或者化人來說 

 
都由佛陀親自印證 

 
精通五種人說 

 
律唯佛說 戒律唯獨佛陀來宣說 

 



《戒本疏行宗記》卷三 

 
第十三頁 說大千界內 佛為法王 

   
在三千大千世界之內 

 
佛為法王 於法自在 律是佛室  

 
戒法 律儀是佛陀的教室 

 
唯聖制立 

 
唯獨是大乘佛陀 堪可制立 

 
堪可為七眾弟子 制立戒法 

 
至於下位 但可依承 至於下位  

 
從等覺菩薩以下的聖人 

 
只是可以依佛智而奉承  

 
但可依承 良以如來行果極圓 

 
實在是因為 

 
如來經歷三大阿僧祇劫修行 

 
果證極為圓滿 

  
窮盡眾生 重輕業性 

 
能窮盡 完全明瞭 

 
一切眾生 所造重輕善惡業性 

 
所以堪可為眾生制戒 

 



對治他的煩惱習性 

 
等覺以下 猶非所堪 

 
等覺菩薩 猶然有一分 

 
生相無明未破 

 
十地以下的菩薩 

 
猶然不是他所堪任 

 
況於小乘則敢擬議 

 
何況其餘小乘 阿羅漢 辟支佛 

 
怎麼敢隨便擬定 議論呢 

 
只有依教奉行而已 

 
不敢隨便擬定議論 

 
有如國家的賞罰號令 

 
必從國王親自制出 

  
臣下僭越 大臣以下的文武百官 

  
超越自己的本份 庶人失信 

 
平民 老百姓就失去信心了 

 
亡敗無日 這個國家敗亡就不久了 

 
佛法亦爾 佛法呢 也是如此 

 
若容他說 群生不奉 法不久住故也 

 



若容許有其他的說法 

 
佛陀這麼世界 

 
要容許有其他的說法 

 
群生不奉 眾生呢 不能奉行 

 
要聽誰的 當然是聽佛陀的 

 
所以佛法就不能久住世間的緣故 

 
因此 律為佛說 

 
戒律 唯獨是佛陀所宣說 

 
經 契經隨時隨地皆可說 

 
在郊外 在房中 在天上 在人間等等 

 
律 則一定要在比丘僧團中才講 

 
這個 戒律 

 
一定是要在比丘僧團中來說 

 
凡是謂比丘 比丘尼等 

 
七眾佛弟子結戒 

 
如來 一定是先集比丘僧 

 
打板集僧 為比丘僧來制戒 

 
故開題標明「佛說」 

 
這是要注意的 

 



最後一行 註 佛是此經說法主 

 
我們必須知道佛是誰 有什麼功德 

 
佛是天中天 聖中聖 

 
我們先說這個天中天 

 
天中天 就是天神之中的天神 

 
連天神都要恭敬禮拜菩薩 

 
所以是天中之天 

 
《根本說一切有部 

 
毘奈耶破僧事》卷二  

 
時 劫比羅城有一藥叉 

 
名為釋迦增長 

 
城內若有釋迦族類生得男女 

  
先將向彼藥叉 而為作禮 

  
時 彼大王 便勅臣佐 

 
將其太子 往增長藥叉處 

 
時 釋迦牟尼菩薩 

 
至藥叉廟所 彼釋迦增長藥叉 

  
遙見菩薩漸近廟所 

  
即從座起 五體投地頂禮菩薩 

  



眾人見已 甚大驚怪 

  
即往淨飯王所 白言 

  
大王 今藥叉神遙見太子  

 
從廟而出 頂禮雙足 

 
時 王聞已甚大歡喜 作如是言 

  
若天神禮拜太子故 知是天中天 

  
以此緣故 號為天中天 

 
出在根本律 

  
《根本說一切有部 

 
毘奈耶破僧事》第二卷 

 
時 劫比羅城有一位藥叉 

 
藥叉神 鬼神 名為釋迦增長 

 
當時的劫比羅城 有一個藥叉神 

 
叫做釋迦增長 城內有釋迦族類 

 
生得男女 先將向彼藥叉 而為作禮 

 
在城內 若有釋迦種族 生得男女 

 
小孩子剛剛出生家裡面 

  
出生男孩子或者女孩子 

 
先要帶著嬰兒 

 



到藥叉神廟 向藥叉神作禮 

 
保平安 保平安的意思 

 
帶著小孩到藥叉神廟去拜拜 

 
時 彼大王 便勅臣佐 

 
將其太子 往增長藥叉處 

 
當時彼淨飯王就叫敕左右的大臣 

 
帶著太子 前往增長藥叉 

 
這個天神廟 

 
時 釋迦牟尼菩薩 至藥叉廟所 

 
這個時候 釋迦牟尼菩薩 

 
到了藥叉天神廟 

 
禮釋迦增長藥叉 

 
那一位藥叉天神 

 
遙見菩薩漸近廟所 

 
遙遠的見到釋迦牟尼菩薩 

 
漸漸地接近神廟的地方 

 
即從座起 五體投地 頂禮菩薩 

 
藥叉天神即刻從座位 

 
從座位上起來 五體投地 

 



兩肘 兩膝 頭頂 五輪著地 

 
頂禮釋迦牟尼菩薩 

 
眾人見已 甚大驚怪 

 
眾人見到以後 大吃一驚 

 
感到很驚奇 怪未曾有 

 
即往淨飯王所 白言 

  
大王 今藥叉神遙見菩薩 

  
從廟而出 頂禮雙足 

 
從來沒有看過這種事情 

 
左右大臣 即時前往淨飯王所 

  
他的地處 稟白說 大王 

 
現在藥叉神 遙遠見到 

  
釋迦牟尼太子就從天神廟出來 

 
頂禮太子雙足 

 
時 王聞已甚大歡喜 作如是言 

  
若天神禮拜太子故 知是天中天 

 
當時候淨飯王 聽聞這件事 

 
生起很大的歡喜心 作如此的言語 

 
若是天神禮拜太子的緣故 

 



就可以了知 釋迦牟尼太子 

 
是天中天 以此緣故號為天中天 

 
由於這個緣故 

 
釋迦牟尼菩薩做太子的時候 

 
就稱為天中天 天神之中的天神 

 
連天神都要恭敬頂禮菩薩 

 
這是天中天 聖中聖 

 
有四種聖人 聲聞 阿羅漢 

 
緣覺 辟支佛 三賢 十聖 

  
等覺位的菩薩 如來 

 
這四種聖人 佛陀如來 

  
乃是成就自己的聖位 妙覺佛果 

 
所以是聖中之聖 

 
在聖人中 自己圓滿的聖人 

 
這是聖中聖 

  
三界法王是我們這個  

 
欲界 色界 無色界 

  
三界中的法王 於法自在 

 
四生慈父是 胎生  

 



卵生 溼生 化生 

 
這四生的大慈悲父 

 
故 所以 以下大略的敘述 

 
世尊的傳記 

  
一 家世 世尊的家世詳細了解 

 
可以看這個釋迦譜 

 
釋迦譜裡面 

 
都是根據三藏聖教引出來的 

 
內容很豐富 

 
釋迦牟尼佛 俗名悉達多 

 
父淨飯王  

 
《大方便佛報恩經》卷三 

 
經文說 白淨王種  

 
白淨王種姓 有兄弟三人 

 
其他的經典 說有兄弟四人 

 
這部經 說有兄弟三人 

 
最年長者號淨飯王 

 
第二 名斛飯王 

 
最小者 名甘露飯王 

 



淨飯王生兩個兒子 

 
長者 名為悉達 小者 名難陀 

 
這是簡單的介紹淨飯王 

 
母 摩耶夫人 摩耶夫人 

 
在《四十華嚴》卷三十 

 
《大方廣佛華嚴經》 

 
四十卷的《華嚴經》卷三十 

 
摩耶夫人 願為一切菩薩之母 

 
發願 作一切菩薩的母親 

 
告善財言 善男子 

  
我已成就菩薩大願 

 
智幻莊嚴解脫門 

 
是故常為菩薩母 

 
因此呢 恆常作菩薩之母 

 
如我於此閻浮提中 

 
迦毗羅城 淨飯王家 

 
右脇而生悉達太子 

 
簡單就引到這裡 

 
就是母 母親就是摩耶夫人 

 



七 耶輸陀羅 

 
耶輸陀羅 過去是賣花女 

 
跟世尊在過去世有一段姻緣 

 
耶輸陀羅《佛本行集經》 

 
卷五十一 耶輸陀羅生息之時 

 
生 羅睺羅的時候 

 
耶輸陀羅生息之時 

 
是羅睺羅阿修羅王 捉食其月 

  
這個阿修羅王 

 
他能夠用手捉這個月亮 

 
暫捉月亮 這一天這個時候 

 
正好是羅睺羅阿修羅王捉食其月 

  
捉食這個月亮 於剎那頃  

 
暫捉還放 

 
在剎那之間 很短暫的時間 

 
他捉住月亮 然後馬上就放開了 

 
暫捉還放 是故釋種親族等 

 
釋種的親族 

 
釋迦種姓的親族等等 

 



聚集議論 於羅睺羅食月之際 

 
將這個月亮光明擋住了 

 
於羅睺羅阿修羅王食月之際 

 
一剎那間 生此童子 

 
生下這個童子 羅睺羅 

 
是故立名羅睺羅 

 
這是耶輸陀羅 

 
耶輸陀羅生子羅睺羅 

 
其中的一個典故 還有很多 

 
釋迦意為能仁 意思叫做能仁 

 
牟尼 意為寂默 

 
釋迦牟尼就是我們娑婆世界教主 

 
本師釋迦牟尼佛 

 
釋迦是姓 稱作釋迦文 

 
也稱作釋迦文 

 
《修行本起經》卷上 

 
釋迦文 漢言能仁 

 
釋迦兩個字 翻譯叫做能 

 
能者能力 釋迦文三個字 

  



漢地的語言 翻為能仁 

 
仁 親也 從人二 

 
從人有兩個 有兩個人 

 
二者厚之相 

 
這兩個人就是厚 

 
親厚的相貌 親厚的相狀 

 
彼此相親 厚待對方 

 
不要刻薄 要善待對方 

 
善待一切眾生 

 
所以仁 就是厚以待人 

 
待人很寬厚 不刻薄 

 
本意作親來解釋 乃是彼此親厚 

  
互相親近 互相愛護 

 
處處設身處地 為人著想的意思 

 
能行仁德以化物 

 
能夠修行仁德來教化眾生 

 
故曰能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 

 
 卷二十 

 



是時 菩薩乘四寶輿 

 
無量百千天 

 
無量百千人天翊從 

 
當時候 悉達多太子出生之後 

 
是時 釋迦菩薩乘著 

 
四寶做成的車輿 

 
無量百千人天翊從 入劫比羅城 

 
有無量的百千人天侍從 

 
跟著進入劫比羅城 

 
諸釋迦子 體懷傲慢 立性多言 

 
諸多釋迦種族的子弟 

 
體態懷著高傲驕慢 

 
因為是王種 通常都比較高傲 

 
比較驕慢 肅立的性情 

  
習性是多言 喜歡講話 多言 

 
多有言論 喜歡議論 

 
菩薩入城皆悉默然 牟尼無語 

 
釋迦族的子弟見到菩薩太子 

  
進入劫比羅城 

 



這時候都完全默然了 

 
都不講話了 牟尼沒有言語 

 
王見是已 報諸臣曰 

 
太子的父王見到如此的情形 

 
告訴文武大臣說 

 
諸釋迦子 體懷傲慢 立性多言 

 
諸釋迦族的子弟 

 
體態是懷著傲慢 

 
建立的習性是多喜言說 

 
喜歡講話 喜歡議論 

 
太子入城皆悉默然 牟尼無語 

 
見到太子入城 都完全默然了 

 
牟尼沒有言語 

 
應與太子名曰釋迦牟尼 

 
應當給予太子立名 叫做釋迦牟尼 

 
在菩提樹下成道以後 

 
就稱為釋迦牟尼佛 

 
《修行本起經》卷上說 

 
佛名釋迦文 此言能仁 

 



此方翻譯 叫做能仁 

 
有一個公案 

 
《根本有部律破僧事》卷二 

 
我們聽一聽 佛陀的身世 

 
佛告大目犍連尊者 

 
汝為釋子說 釋迦種族的因緣 

 
佛陀就告訴 

 
神通第一的大目犍連尊者 

 
你為釋迦的弟子 

 
宣說釋迦種族的因緣 

 
也就是得名的由來 

 
這釋迦能仁 怎麼得到這個名稱呢 

 
簡單 這裡省略的說 

 
有四位王子因為某種的因緣 

 
被他的父王擯出國界 

 
這個國家不給他們住了 

 
你們到外面去住 擯出國界 

  
之後到了雪山之下 

 
仙人的住處 親近供養仙人 

 



安止住處 百姓漸漸多起來了 

 
成為一個城 

  
爾時四位王子的父王 問群臣說 

  
我的四位王子今何所在呢 

 
現在他們在哪裡 

 
群臣回報說在雪山之下 

 
自己經營廣大的城邑 

 
國王說 我的四位王子 

 
難道能自己如此有成就嗎 

 
群臣回報說 能 可以 能 

 
國王於是大踴躍歡喜 

 
端身正坐 舉手告諸大臣說 

 
我子大能 我子大能 

 
我的四位王子啊 

 
大大有能力啊 講了兩次 

 
由大威德的國王 

 
應當就是轉輪聖王 

 
大威德的國王言 

 
大能 大能的緣故 

 



得到釋迦這個名稱 能仁 

  
這是說到 

 
釋迦種族能仁得名的因緣 由來 

 
大有才智 大有才幹叫做能 大能 

 
能仁 剛剛解釋過了 

 
釋迦 意為能仁 

 
這個牟尼 意為寂默 

 
能仁是姓 寂默是字 

 
寂默者 身口意三業 

 
離一切惡業過失 

 
寂靜 寂默之意 

 
叫做有德行的稱號 能仁寂默 

 
蕅益大師的解釋 

 
說釋迦此方翻為能仁 

 
佛陀的姓  

 
牟尼 此方中華翻為寂默 

 
是佛陀的名字 

 
以上就是說過 釋迦意為能仁 

 
牟尼意為寂默 

 



第三 籍貫 

 
佛陀是北印度迦毗羅衛國太子 

 
今尼泊爾南部 提羅里克附近 

 
拉布提河東北 

 
其母分娩前 祂的母親 

  
摩耶夫人分娩 在生產前 

 
依照印度當時的習俗 

 
返回娘家天臂城待產 

 
途中經過藍毘尼園 

 
所以於藍毘尼園無憂樹下 到裡面 

  
這個無憂樹 當時候花葉茂盛 

 
摩耶夫人呢 便舉右手 

 
舉出她的右手欲牽摘之 

 
想要牽摘這個無憂樹 

 
菩薩漸漸從右脇出生 

 
從摩耶夫人的右脇出生 

 
就產下太子 

 
現在尼泊爾境內洛明達 

 
這個太子 就是世尊 

 



第三 時代 

 
佛陀誕生年代有多種的說法 

 
現在依南傳佛教通用說法為 

 
西元前 623年 

 
第四 出家 

 
太子少時 就七歲的時候 

 
從婆羅門學習文藝及武技 

 
太子年至七歲的時候 

 
父王就心裡這麼想念 

 
太子已經長大了  

 
七歲了宜令學書  

 
應當使令他學習書 讀書 

 
訪覓國中聰明的婆羅門 

 
善解諸書技藝 

 
請使令來以教太子 

 
教他學習文藝及武技 皆悉通達  

 
後來由四城門出遊 

 
見老 病 死 沙門 

 
感到人生苦痛及無常 

 



我們就講這個公案 

 
後由四城門出遊 

 
見到老 病 死以及沙門 

 
如來示現這個世間啊 

 
告訴我們有生老病死 

 
這個問題要解決 

 
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呢 

 
我們的生死看不到邊際 

 
《方廣大莊嚴經》卷五 

 
一時太子出城遊觀 

 
駕車馬的人上奏於王 

 
淨飯王即派遣使者打掃園林 

 
平除道路 香水灑地 散眾名花等等 

 
又使路邊沒有可厭惡之事 

 
衰老疾病以及死屍 

 
聾盲瘖啞 六根不具的人 

 
不准在路上走 全部都要驅逐 

 
不吉祥的事 全部都驅逐 

 
爾時菩薩與諸官屬 

 



前後引導 隨從 出城東門 

 
從東門 第一次 

 
從東門出去遊觀 

 
東方的門 出城遊觀 

 
時 當時候 淨居天子化作老人 

 
這第一次就見到老人了 

 
淨居天子色界第四禪  

 
證得不還果 

 
三果阿那含的聖人住在五淨居天 

 
當時色界第四禪天 

  
淨居天子 是小乘三果的聖人 

 
從色界天下來 

 
在太子身前 變化作老人 

 
髮白體羸 膚色枯槁 

 
髮白 頭上的髮都變白了 

 
身體羸弱 很瘦弱 

 
皮膚的顏色 枯槁 很乾燥 

 
扶杖傴僂 喘息低頭 

 
他走路啊 手要扶著拐杖 

 



撐著枴杖走路 扶杖 

 
傴僂 傴 這個傴呢 

  
人字旁 右邊一個區分的區 

 
僂呢 左邊人字旁 

  
右邊一個樓房的樓 

 
木字旁去掉 傴僂 

 
背脊彎曲的病 

  
背脊彎曲的病 叫做傴僂 

 
駝背 柱著拐杖 彎腰駝背 

 
走路很困難 

 
這是我們以後要面對的情況 

 
走路很困難 喘息低頭 

 
走起路來很吃力 

 
走兩步 走三步就很喘了 

 
喘息低頭 所以呼吸急促 很喘 

 
喘著氣息低著頭 背已經彎曲了 

 
只能低著頭走路 

 
抬頭挺胸 他做不到了 喘息低頭 

 
皮骨相連 筋肉銷耗 

 



皮膚跟骨頭呢 相連在一起 

 
我們常常想到這種情況 

 
就知道要好好的修行 

 
好好的信願念佛 這世間太苦了 

 
中間沒有肉了啊 

 
皮骨相連 中間都沒有肉了 

 
筋肉銷耗 損減到已經皮骨相連 

 
牙齒缺落 牙齒差不多掉光了 

 
要吃菜不行了 這個菜咬不動了 

 
涕唾交流 鼻涕口水 交相流下來 

 
或住或行 乍伏乍偃  

 
或者柱著拐杖駝背 

 
孤苦無依 站在那裡 

 
或者一下子又撐著拐杖走一走 

 
忽然體力不能支持 

 
面就朝下 趴在路邊 

 
忽然偃臥 仰面向上 乍伏乍偃等 

 
太子見到老人的身體 

 
有如此地不吉祥 

 



非常地不吉祥 衰敗的相狀 

 
菩薩見已問馭者言 

 
菩薩太子見到人會有這樣的情況 

 
以後我們都會有這種情況 

 
問駕車馬的人說 

 
此曰何人 形狀如是 

 
這是什麼樣的人 他的形狀如此 

 
是生下來就這樣子嗎 

 
爾時淨居天 以神通力 

 
使令駕車馬的人回報太子說 

 
此老人也 變成如此的形狀 

 
在這個人世間稱作老人 

 
他叫做老人 太子又問 何謂為老 

 
在人世間當中 什麼是老 

 
答曰 凡言老者  

 
曾經少年漸至衰朽 

 
回答 凡是說到老的情況 

 
這個人 他曾經是臉色紅潤 

 
牙齒潔白 眼睛很明亮 

 



色相美貌 頭髮烏黑 

 
充滿青春 很有活力的美少年 

 
經過無常歲月的摧殘 

 
身體漸漸走到衰老 朽壞的地步 

 
諸根萎熟氣力綿微 

 
眼睛老花了 耳朵重聽了 

 
飯菜沒有胃口了 行動不方便了 

 
六根凋萎衰退 氣力薄少微弱 

 
飲食不消 形體枯竭 

 
吃下去的飲食不好消化 

 
所以要吃那個比較好消化的 

 
形體乾枯  

 
剩下來的命光沒有多少了 

 
以是因緣 故名為老 

 
由於如此的因緣 

 
所以稱他叫做老 

 
又問 此人獨爾 一切皆然 

 
太子又問了 

 
說 此人獨爾 單獨的獨 

  



爾時的爾 此人獨爾 

 
這個人獨獨如此 只有他會老 

 
還是一切皆然 

 
還是一切生下來的人都會老 

 
馭者答言 一切世間皆悉如是 

 
駕車馬的人回答說 

 
一切的人世間 一切的有情世間 

 
完全都是這樣 

 
生下來就必定要漸漸地衰老 

 
菩薩又問 如我此身亦當爾耶 

 
菩薩太子這麼年輕 這麼少年 

 
又問 如同我這一生 

 
如同我貴為太子 

 
貴為太子的身分 亦當爾耶 

 
也應當會如此嗎 也會老嗎 

 
馭者答言 

  
凡是有生 若貴若賤皆有此苦 

 
為太子駕車馬的人 來回答 

 
凡是有生 只要生下來 

 



出生來到人間 若貴若賤 

 
不論他的身分地位 

 
尊貴如同國王 

 
或者卑賤如同乞丐 

 
皆有此苦 都有這個老苦 

 
身體都有衰老 沒有氣力的苦 

 
一切世間眾生都不能超越  

 
老這一法 勝不過它 

 
不能超越老這一法 

 
爾時太子內心憂愁不樂 

 
告訴駕車馬的人 

 
若我這一生 不能離開老這一法 

 
還不能超越衰老  

 
醜陋不好的相狀 

 
我現在還有什麼空閒 

 
前往園林去遊玩觀賞呢 

 
應當要思惟 

 
用什麼方便可以免離老苦 

 
即便駕車還宮 

 



《佛本行集經》卷十四 

 
有一首偈頌說 太子宮內多受樂 

 
欲出遊戲見老人 

 
還入宮內心憂愁 

 
嗚呼我未脫此老 

 
雖然現在還很年少 

 
也具備有年老弊惡的相狀 

 
看得很遠 看到我的未來 

 
也具備年老必惡的相狀 

 
只是還沒有現出來而已 

 
只是目前還沒有顯現而已 

 
太子呢 感嘆嗚呼 我未脫之老 

  
還到宮內 坐在本座上 

 
正心思念 正念思惟 

 
我亦當老 我也應當會老 

 
老法未過 老這一法 

  
我還沒有超越它呢 

 
云何縱逸 恣放身心 

 
怎麼可以縱任自己 

 



放逸身心 懶惰懈怠 

 
其次 覩見病人 

 
一時 太子又召喚駕車馬的人 

 
欲往園林遊觀 出城南門 

 
這一次 出城遊觀 

 
是從南邊的門 

 
時 淨居天子化作病人 

 
當時淨飯王第二次聽馭者說 

 
太子要出城遊戲 

 
立刻召集諸臣 告曰 

 
從城到園林  

 
一路上都要使令清潔 

 
散花燒香 勿使糞穢不淨 

 
以及老病死諸多不吉祥的事 

 
在道路上 所以色界淨居天子 

 
為了覺悟太子 使令盡速出家 

 
示現變化作病人在前行的路上 

 
困篤萎黃 上氣喘息 

 
困苦 病情很沉重 

 



身體萎黃 上氣喘息 

 
呼吸很急促 骨肉枯竭 

 
骨頭上面的肉 枯乾竭盡 

  
病得很瘦了 形貌虛羸 

 
身形相貌 看起來就是很虛弱 

 
處於糞穢之中受大苦惱 

 
沒有氣力走到廁所 

 
又沒有人為他料理大小便利 

 
所以 他就臥在糞穢之中 

 
感受到大苦惱 

  
又問馭者 此為何人 

 
這是什麼樣的人呢 

 
報言 此病人也 

 
回報太子說呢 

 
這是身體有病的人 

 
又問 何謂為病 病是什麼 

 
答曰 所謂病者 皆由飲食不節 

 
所謂身體有病 

  
都是由於受用飲食  

 



不知道要節制 

 
吃三餐還要吃這個宵夜 

 
不知道要節制 

 
大吃大喝 暴飲暴食 嗜欲無度 

 
愛好種種欲望 沒有限度 

 
四大乖張 組成身體的四大 

  
地 水 火 風 乖張不調和 

 
百一病生 坐臥不安 

 
一大不調 百一病生啊 

 
坐著也不舒服 

 
臥著也不舒服 

 
坐臥都不安穩 動止危殆 

 
身體呢 起來活動 

 
或者躺下來 止靜休息 

 
隨時都有生命的危險 

 
動止危殆等 

 
以是因緣 故名病人 

 
因為如此的緣故 

 
我們這個人世間 

 



稱他叫做有病的人 

 
又問 此人獨爾 一切當然 

 
太子又問馭者 

 
這個人獨獨會生病 

 
還是一切人當會如此 

 
馭者回答說 一切世間皆悉如是 

 
一切世間都是如此 

 
不能免離 又言 

 
如我此身亦當爾耶 太子又問 

 
如同我這一身 也應當會如此嗎 

 
馭者答言 

  
為太子駕車的人回答說 

  
凡是有生 若貴若賤皆有此苦 

 
只要是出生來到人間 

 
或者生在帝王家 

 
貴為王子 出生就很尊貴 

 
或者生在貧窮家 

 
出生的身分就是很卑賤 

 
就是乞兒 都有這種苦 

  



不能免離生病 

 
這個時候太子的內心憂愁不快樂 

 
告訴馭者說 我現在有什麼空閒 

 
到園林去放逸遊戲呢 

 
即時回駕還宮 

 
在宮內 端坐思惟 

 
我亦當病 我也應當會生病 

 
病法未現 生病這一法 

 
還沒有在我的身上顯現  

 
豈得縱情 我也應當會生病 

 
怎麼可以放縱心情呢 

 
復次 路逢死屍 第三回 

   
太子又召馭者 告言 

 
我今欲往園林遊觀 從西門出 

 
這一次 從西方的門出門 出去 

 
前面 從東南兩門出城 

 
見到老人 病人 

  
以後呢 還宮憂愁不樂 

 
淨飯王告馭者說呢 

 



現在適合從西門出城 

  
如前 敕令打掃 莊嚴道路 

 
香花幡蓋加倍勝過前面 

 
兩次的佈置 

 
不要使令有老病死不吉祥的事 

 
出現在道路兩旁 

 
當時淨居天子化作死人 

 
臥於輿上 香花布散 

 
變化作死人 臥在這個車輿上面 

 
就躺在棺材板上面 

 
香花散布在死屍周圍 

 
室家號哭而隨送之 

 
就喪家 嚎啕大哭 放聲大哭 

 
隨著去送葬 

 
太子見到 內心懷著慘惻 

  
感到悽慘悲痛 

 
問馭者言 此是何人 

 
臥在棺材板上面 

 
用種種香花莊嚴圍繞 

 



身旁又有眾多的眷屬哀傷哭泣 

 
爾時 淨居天子 

 
以神通力 使令馭者回報太子 

 
此死人也 這是死去的人 

 
又問 何謂為死 

 
什麼叫做死 答曰 

 
夫 言死者 神識去身 

 
夫 發語詞 說到死的情況 

 
就是人的精神 人的神識 

 
第八識 它離開身體了 

 
這個身體就不能動了 

 
命根已謝 命根已經謝落斷絕了 

 
身體冰冷了 沒有溫度了 

 
長與父母兄弟妻子眷屬恩愛別離 

  
長夜跟父母 兄弟 妻子六親眷屬 

  
恩愛別離永無重覩 

 
永遠不會重新再見面了 

 
這個身體 這個四大的身體 

 
命終之後 精神獨行歸於異趣 

 



一旦命終 生命結束以後 

 
精神獨行 靈魂 這個神識 

  
第八識獨行 獨生獨死 獨來獨往 

 
隨著所作業 獨自去投胎受生 

 
不好好的修行 就隨著所作之業 

 
到六道 六道去投胎受生 

 
好好的持戒 信願念佛求生西方 

 
就蒙受阿彌陀佛接引 

  
往生西方淨土去了 

 
所以偈 偈頌說 有一句話說 

 
萬般將不去 唯有業隨身 

 
命終之後 精神獨行 

 
沒有人跟你作伴 沒有人 

 
自己要獨行 唯有業隨身 

 
我們所作的善業 跟著我們 

 
跟著我們到好的地方去 

 
或者 所作犯戒的惡業 

 
跟著我們 到這個不好的地方去 

 
獨生獨死 獨來獨往 沒有伴 

 



唯有業 所以業很重要 

 
業跟我們作伴 

 
好好的持戒 修學聖道 

 
命終之後 精神獨行歸於異趣 

 
隨著業力的牽引 

 
歸向三善趣 或者歸向三惡趣 

 
或者我們 隨著願力 

 
蒙阿彌陀佛接引 往生西方 

 
業力不同 如此死者誠可悲也 

 
如同這樣 死 這一法 

  
實在是可令人悲痛 

 
這個世間 大家都不喜歡 

 
沒有人 沒有一個人喜歡死 

 
大家都不喜歡 

 
又問 唯此人死 一切皆然 

 
太子又問馭者 唯獨這個人會死 

 
還是一切人都會這樣死去 

 
報言 凡是有生 必歸於死 

 
馭者回報說 

 



凡是有出生 必定歸向死亡 

 
有命咸歸死 

 
律宗 有一句話說 有命咸歸死 

 
只要有生命 都要歸向死亡 

 
太子聽了之後 輾轉不能自安 

 
言 世間乃有如此死苦 

 
我們活在這個世間 

 
乃有如此死亡的苦惱 

 
怎麼在有生之年而放逸呢 

 
怎麼可以在活著的時候 

 
放逸懈怠呢 即便駕車還宮 

 
就沒有心情去遊觀了 

 
第四回 出迦毘羅城 

 
正好是遊城四門 

 
一時太子又召喚馭者 

 
想要前往園林去遊玩觀賞 

 
淨飯王聽聞之後 告訴馭者說 

 
太子之前出城 從東南西門 

 
見到人間老病死的相狀  

 



憂愁不快樂 

  
現在適宜從北門出城 

 
當時淨居天化作比丘 

 
著衣剃髮 手執錫杖視地而行 

 
淨居天子 變化作一個比丘 

 
著壞色衣 就是袈裟 

 
袈裟就是壞色衣 著袈裟 

 
偏袒右肩 剃除鬚髮 

 
手拿著錫杖 視地而行 

 
看著前方七尺的地面走路 

 
注意腳下 不踏傷昆蟲螞蟻 

 
不要踩死蟲蟻 

 
腳步不快也不慢 很有威儀 

 
不會很快也不會很慢 

 
慢慢地走 走路很穩重 

 
不是走得很快  

 
不行 太慢也不行 

 
很穩重 不快也不慢 

 
形貌端嚴 威儀庠序 

 



沙門的身形相貌很端莊 很嚴整 

 
威儀很安詳 威儀安詳 不散亂 

 
太子遙見 問是何人 

 
太子遙遠見到 問馭者 

 
這是什麼人 在我的前面 

 
威儀這麼莊嚴齊整 行步庠序 

 
他的走路很安詳 很有秩序 

 
直視一尋而行 

 
看著前面一尋七尺的地方走 

 
直視一尋而行 不左右觀望 

 
走路的時候 不會左邊看一看 

  
右邊看一看 不會 

 
很正直 很端正 不左右觀視 

 
很用心在走路 不散亂 

 
不像其他的人 

 
他 剃髮 剪除鬍鬚 剃除鬚髮 

 
剃髮 剪除鬍鬚 

 
衣服的顏色 就純赤 

 
純粹是木蘭色 純赤 

 



不是正紅色 是木蘭色 純赤 

 
純粹是木蘭色 

  
用樹皮去染成的 不同於白衣 

  
這是什麼人 

 
當時淨居天 用神通力 

 
使令馭者報菩薩言 

 
如是名為出家人也 

 
如此 剃除鬚髮 著壞色衣 

 
執持應器的威儀形象叫做出家人 

 
太子即便下車作禮 因而問之 

 
因此而問這位比丘 

 
夫出家者有何利益 

 
出家 作什麼業 

 
出家之後要做什麼事 

 
有什麼利益呢 比丘答言 

 
我見在家 生 老 病 死  

 
一切無常 皆是敗壞不安之法 

 
故捨親族 處於空閑 

 
我見到在家 從生到老 

 



一生忙到老 都是生老病死而已 

 
一切都是無常敗壞 

 
都是敗壞不安之法 

 
所以捨棄親族 捨離父母親 

 
捨離這個六親眷屬 

 
捨離整個大家族 

 
處在空閒曠野的山林 

 
勤求方便得免斯苦 

 
精勤用心的在求學種種方便 

 
希望能免離生老病死流轉之苦 

 
我所修習無漏聖道 

 
行於正法 調伏諸根 

 
我所修行的無漏聖道 修行正法 

  
調伏眼耳鼻舌身意六根 

 
不染著五欲六塵的境界 

 
對一切有情生起大慈悲 

 
能布施無畏 心行平等  

 
護念眾生 不染世間永得解脫 

 
是故名為出家之法 

 



於是菩薩太子深深生起欣喜 

  
讚言 善哉 善哉 

 
我當決定修學此道 

 
我應當決定修學這個道法  

 
出家學道 以上呢 說破 

 
破由四城門出遊 

 
見到老 病 死 沙門 

 
感悟人生苦痛及無常 

 
遂於十九歲 一說 二十九歲 

 
於是太子在十九歲的時候 

 
《大智度論》卷三 說 

  
太子年十九出家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二 

 
也是說太子年十九出家 

 
一說 二十九歲 

 
《中阿含經》卷五十六 

 
說 太子年二十九出家 

 
說法不同 以多為證 

 
就是十九歲 

 



《智度論》跟《過去現在因果經》 

 
說十九歲出家 出家學道 

 
參訪六年 苦行六年 

  
參訪六年 我們在律部裡面看到 

 
參訪這外道 外道的這個頭陀 

 
鬱頭藍子 阿藍伽藍 

 
參訪了六年 苦行六年 

 
先從阿藍伽藍 習無所有處定 

 
在《四分律》卷三十一 

 
受戒犍度 

 
《方廣大莊嚴經》卷七 

 
從阿藍伽藍 習無所有處定 

 
阿藍伽藍仙人 恆常為三百位弟子 

 
講說無所有處定 菩薩至仙人所 

 
問言 你所證之法 可得聽聞乎 

 
我可以聽聞嗎 

 
現在想要修行 願為我說 

 
仙人即為菩薩宣說 無所有處定 

 
菩薩精勤修習 心不放逸 

  



不久得證 知非究竟 

 
菩薩得證此這個 無所有處定 

  
了知它不是究竟的 

 
不是究竟涅槃寂滅之處 

 
捨之而去 就捨離了 

 
其次從鬱頭藍子 

 
修習非想非非想處定 

 
在《四分律》受戒犍度 

 
菩薩捨阿藍伽藍而去 

 
更求殊勝之法 其次呢 

 
從鬱頭藍子修習非想非非想處定 

 
這位仙人 有七百位弟子 

 
他的師長命終之後 

 
仙人教諸弟子 非想非非想處定 

 
菩薩往問鬱頭藍子 

 
勤加修習 亦不久得證 

 
知非究竟 

 
了知 非想非非想處定 

 
不是究竟涅槃寂滅之處 

 



捨之而去 見諸外道 

  
競修苦行 希地得道 

 
苦行六年 看到當時候的外道 

 
競爭 爭著修無益的苦行 

 
認為什麼人修行最苦 

 
就是最容易成就 

 
希望得到 希望求得解脫 

 
在《方廣大莊嚴經》卷七 苦行品 

 
菩薩作是念 我今出於五濁惡世 

 
我們這個世間是五濁惡世 

 
不是清淨的世界 

 
我今出於五濁惡世 

 
見彼下劣眾生諸外道等 

  
看到彼劫濁 見濁 煩惱濁 

  
眾生濁 命濁中的下劣眾生 

 
九十六種外道 

 
著我見者 修諸苦行 

 
著我見 繫著我 我所 薩迦耶見 

 
依止身見作為根本 

 



能生起六十二見 

 
這是諸外道 著我見者 

 
修諸無益苦行 

 
只是制止 駕馭自身 不行貪欲 

 
然而對於五欲的境界中 

 
內心猶然愛著 

 
身體受苦 但是心還是貪婪五欲 

 
內心還是很喜歡 

 
雖然修諸苦行 去道尚遠 

 
他們離開聖道 還是很遙遠 

 
因為心還在貪愛 

 
諸 心外求道之人 諸外道輩 

 
身 雖然不行貪欲之事 

 
他的身體在那裡受苦啊 

 
五熱熾身 臥在荊棘上面啊 

 
身雖然不行貪欲之事 

 
但是於五欲的境界中 

 
心猶然愛著 生起貪愛等等 

 
他的心 不能寂靜 雖行苦行 

 



不能證得出離世間殊勝的智慧 

 
只是苦身而已 

 
叫做無益的苦行 

 
見諸外道 競修苦行 

 
爭著修種種沒有利益的苦行 

 
在外道眾中 有人只吃菜草 

 
他每天就吃菜跟草而已 

 
或者吃尼拘陀樹枝 

 
它的葉子 它的花果 

 
或者吃頭拘羅樹枝 

 
或者吃 麻子 藕根 

  
或者只有喝水來活命 

 
或者如同獐鹿吃草活命等等 

 
或者不吃砂糖 酥油 石蜜 

 
甜酢種種美味 以求解脫 

 
或者乞食一家 兩家  

 
三家 乃至七家 

 
我們在律部裡面乞食到七家 

 
或者 一日一食 

 



或者兩日一食 

 
乃至半個月吃一頓 

 
一個月吃一頓 這樣子 

 
那我們佛法中 是行於中道 

 
日中一食 行於中道 

 
或者為一掬水 每天喝一掬水 

 
雙手將水捧起來喝下去 

 
用濟一日 他這樣子就過一天了 

 
不多喝了 喝一掬水而已 

 
就過一天了 以此來求解脫 

 
或者日食一撮 乃至七撮 

 
或者日食一麥 一麻 一米 

 
或者唯獨飲清淨的水以求解脫 

 
或者他穿這個鳥類羽毛作成的衣服 

 
或者穿樹皮衣 羊皮衣 

 
或者一件衣 乃至七件衣 

 
或者露身行 他不穿衣服 

 
或者一日一浴 一天沐浴一次 

 
一日沐浴兩次  

 



乃至一日沐浴七次 

 
或者恆常都不沐浴  

 
長年都不洗澡 

 
或者有身體塗灰 塗墨 塗這個糞土 

 
帶這個枯萎的花 

 
或者五熱炙身 以煙來熏鼻 

 
自墜高巖 常翹一腳 

 
或者呢 仰頭觀看日月 

 
或者臥在棘刺當中 

 
臥在灰土 糞土  

 
石板上面以求解脫 

 
或者作這個種種的聲音 

 
受持咒術等等 

 
這是當時外道所修的苦行 

 
我們佛法中 過午不食 

 
不能算苦行 算助道之法 

  
幫助我們修學聖道 

 
剛剛這個外道修的 

 
真的是沒有利益的苦行 

 



我們所修的是助道之法 

 
當時 外道修苦行  

 
求道的方法 雖然勤求出離 

 
都沒有利益 為什麼 

 
沒有根本 沒有戒法在身  

 
他沒有戒 雖山居苦行 空無所得 

 
以上就是諸外道 

 
參訪 菩薩出家學道 

 
參訪六年 苦行六年  

 
為了降伏這些苦行外道 

 
在三十一歲的時候成道 

 
說法四十九年 八十歲入涅槃 

 
這裡面 超略很多 省略很多 

 
這個我們大概說一下 

 
他示現修六年的苦行 

 
每日只是吃一麻一麥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三 

 
太子到伽闍山 苦行林中 

 
於尼連禪河側 

 



靜坐思惟 觀眾生根 

 
觀察這個九十六種外道 

 
競修種種無益的苦行 

 
外學很熾盛 

 
宜應六年苦行 而以度之 

 
為了度脫這些外道 

 
適宜 應當在六年當中勤修苦行 

  
顯示出無益的苦行不能解脫 

 
不是歸依處 

 
而來度脫這些邪見的外道 

 
為了度他們 

 
這個修苦行要超過他們 

 
所以每日只食一麻 一麥 

 
每天吃一粒麻子 一粒麥子 

 
這是菩薩觀察到眾生下劣的根機 

 
為了降伏競修苦行的外道 

 
為了度化外道徒眾 

 
所以每日只食一麻 一麥 

 
最初佛陀成道之後 

 



這千二百五十人常隨眾 

  
都是外道徒眾 為了度脫他們 

 
每天只是吃一麻一麥 

 
《方廣大莊嚴經》卷七 苦行品 

 
佛告諸比丘 菩薩作是念 

 
世間若沙門  

 
婆羅門以斷食法為苦者 

 
在世間這些外道 

 
沙門 婆羅門他們以斷食法 

  
認為這是最苦的修行 

 
我今復欲降伏彼故 日食一麥 

 
我現在呢 又想要降伏 

 
這些外道斷食邪見的緣故 

 
一天只吃一顆麥子 皮骨連立 

 
唯食一麥之食身體羸瘦如阿斯樹 

 
為了降伏外道  

 
這個六年苦行當中 

  
每天唯獨吃一顆麥子的時候 

 
身體羸弱消瘦 如同阿斯樹 

 



這阿斯樹 不曉得什麼樹 

 
應當是很瘦 很長很瘦的樹 

 
皮骨連立 肉盡肋現 肉盡肋現 

 
如壞屋椽 身體的肉都沒有了 

 
這個肋現  

 
兩旁的這個肋骨都現出來了 

 
我們有看到 這個有一尊 

 
佛陀的苦行的這個相  

 
這個眼睛凹下去了 

 
這個肋骨都現出來  

 
如同敗壞的屋椽 

 
椽就是屋頂上承載瓦片的橫木條 

 
好像這個敗壞的屋椽 

 
如同看到破壞的屋頂 

 
兩邊的橫木條 肋骨都現出來了 

 
脊骨連露如筇竹節 

 
這個脊椎骨連接著都看得很清楚 

 
好像竹子的節目 

 
一節一節看得很清楚 

 



這個苦行到最後終不成道 

 
終究不能成就聖道 

 
於是捨棄苦行 接受牧牛女 

 
十六轉乳糜的供養 精氣充足 

 
在菩提樹下 才成就聖道 

 
三十一歲成就聖道 

 
然後說法四十九年 

 
八十歲入涅槃 這裡省略很多 

 
但是我們大略的介紹一下 

 
今天就時間到了 

 
就下課 迴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