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宝经 [ 1 ]  (Ra tana  Sut ta )  

 
( [宝经] - [小诵经] - [小部] - [南传大藏经] )译者不详,法增比丘

1 9 9 9 年润饰及 2 0 0 5 年注释)  

 

天空或地上，众生 [ 2 ]来聚集，愿众生安

乐，汝等应谛听，如来 [ 3 ]所说法， (千万劫

难遇 )。  

天地诸神祗，汝等应谛听，人民日与

夜，献奉诸供品 [ 4 ]，应慈爱彼等，精进施佑

护。 

于此处他界，或于诸天上 [ 5 ]  ，无论何种

宝 [ 6 ] ,难与如来等，唯于佛陀 [ 7 ]中，具足如

斯宝，由此真谛故，愿一切安乐。 

释迦 [ 8 ]之圣者，亲证般涅盘[9]，解脱于

贪欲，无生 [ 1 0 ]最尊上，别无有他法，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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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比伦，实尔达摩 [ 1 1 ]中，具足如斯宝，由

此真谛故，愿一切安乐。 

佛陀所赞叹，修定念相继，净念无间断

[ 1 2 ]， (可证殊胜果 )，实尔达摩中，具足如斯

宝，由此真谛故，愿一切安乐。  

四双八辈 [ 1 3 ]者，贤者所称赞，佛陀之

弟子，施彼得大果 [ 1 4 ]，唯诸僧伽中，具足

如斯宝，由此真谛故，愿一切安乐。 

乔达摩 [ 1 5 ]教中，离贪比丘众，坚心勤

修持，进趋不死城，享受涅盘乐，于诸僧伽

[ 1 6 ]中，具足如斯宝，由此真谛故，愿一切

安乐。  

如石柱 [ 1 7 ]立地，不为四风撼，佛子见

圣谛，真信亦如是，唯诸僧伽中，具足如斯

宝，由此真谛故，愿一切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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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圣谛人，极崇八正道 [ 1 8 ]，世尊之

教法，具最上智慧，彼诸难调服，亦不受八

生 [ 1 9 ]，于诸僧伽中，具足如斯宝，由此真

谛故，愿一切安乐。 

慧眼证道者，远离于三法 [ 2 0 ]，谓身见

[ 2 1 ]怀疑 [ 2 2 ]，戒取诸邪仪 [ 2 3 ]，解脱四恶趣

[ 2 4 ]，不作六逆罪 [ 2 5 ] ,于诸僧伽中，具足如斯

宝，由此真谛故，愿一切安乐。 

由诸身口意，彼所作恶业，悉皆不覆

藏，智慧见道者，若造新恶业，实为难思

议，于诸僧伽中，具足如斯宝，由此真谛

故，愿一切安乐。  

犹如丛林顶，初夏花盛开 [ 2 6 ]，佛陀微

妙法，指引涅盘路，教证臻至善，唯于佛陀

中，具足如斯宝，由此真谛故，愿一切安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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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比至善者，真知 [ 2 7 ]善施舍，圆满戒

定慧 [ 2 8 ] ,广演四真谛 [ 2 9 ]，唯于佛陀中 [ 3 0 ]，

具足如斯宝 ,由此真谛故，愿一切安乐。  

不顾于过去 [ 3 1 ]，不欣于将来 [ 3 2 ]，永断

于生死 ,贪欲不再生，命尽如油灯，油耗而寂

灭 [ 3 3 ]，于诸僧伽中，具足如斯宝，由此真

谛故，愿一切安乐。 

 

(佛说此经己,尔时萨迦天王等闻法欢喜,顶礼三宝,愿一

切众生,信受奉行,得大安乐,即于佛前,以偈而赞三宝

曰） [ 3 4 ]： 

 

天空或地上，来集此神祗，我等应敬

礼，圆满佛陀尊，人天所崇敬，愿一切安

乐。  

天空或地上，来集此神祗，我等应敬

礼，圆满达摩尊，人天所崇敬，愿一切安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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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或地上，来集此神祗，我等应敬

礼，圆满僧伽尊，人天所崇敬，愿一切安

乐。  

 
注 :（     ）括号内之文句原文没有。  
 

注释: 

 

1 . [三宝经]也叫[宝经]。关于此经的来源，各注释书所

说的是因为吠舍离(V e s a l i )城先发生饥荒,而后鬼怪和虫

灾为患，造成许多人死亡。居民惶恐不安，在不知所措

时，有人提议邀请佛陀从王舍城来此解难，离车国

( L i c c h a v i )的皇族立即派人去王舍城邀请佛陀，佛陀接受

了邀请，与众多比丘到时，吠舍离城即下了一场大雨，把

饥荒饿死的死尸都冲走了，空气也清新了，佛陀于是开示

此经，并命阿难陀在吠舍离城四处诵念此经，并以佛钵遍

洒诵经水，鬼怪受不了，都逃离吠舍离城，此城居民才恢

复安宁。 

 

2 .众生包括三界里欲界的六道众生，色界及无色界的十六

种众生。这些众生包括一切的胎、卵、湿、化的四生。 

 

3 .如来，T a t h a g a t a，‘如’指如实知一切相，如实断烦

恼，如实说正觉法；‘来’是成就解脱。乘如实道而成就

正等正觉。  
 

 5



4 .人们都在日夜祭祀天神，为了祭奉甚至造了众多杀业。

他们不论顺境或逆境，都在向各种神明祷告，祈求平安吉

祥，但几乎没人会想，这些天神也是贪瞋痴跟人一样严重

的众生，他们一样会死，佛未涅盘前，有善根的众天神尚

且向佛求教，因为他们知道佛的伟大，是大智大觉者。天

神死时会有五衰耗之相∶头上花萎，衣裳垢秽，身体臭

秽，腋下汗出，不乐本座(众天女厌离)。 

 

5 .天上是指从四天王天 ( C a t u m a h a r a j a )以上至色究竟天

( A k a n i t t h a )的二十四层天。其中有欲界六天∶即四天王

天，仞利天，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乐天；色界

十八天∶即梵身天，梵辅天，大梵天，少光天，无量光

天，光音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少福天，福生

天，广果天，和五阿那含天(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

善见天，色究竟天)及无想天。 

 
6 .宝是 R a t a n a 的义译，R a 指吸引， t a 指引导，渡过。

意为依三宝而得渡过轮回之生死苦海。 

 

7 .佛陀是自己觉悟生死轮回之真相并摆脱轮回之苦和渡过

轮回苦海的大圣者，他能宣示四圣谛及教导八圣道修行法

的无上正等正觉者，他也是值得受人类及天神供养的应供

者，他已调服及断除所有大小微细的烦恼，故此他无有任

何世间的系缚。因此他有十个名号∶如来，应供，正等

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

佛，世尊。 

 

8 .释迦是指释迦族，圣者是指释迦牟尼佛( S a k y a m u n i  
B u d d h a )，牟尼意为寂静，即释迦族的寂静者。  
 
9 .涅盘，N i b b a n a 的音译，意为寂灭，指一切烦恼的熄

灭，包括求生的欲望。请看下面的详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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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无生，阿罗汉，辟支佛与佛皆证无生，不再在三界里

受生。生是指四生∶胎生、卵生、湿生、及化生。往生去

西方极乐世界仍未脱离轮回。  

 

1 1 .‘达摩’是指‘法’,巴利文 D h a m m a。泛指佛觉悟

之法；有三法印、四圣谛、八正道、十二缘起法等。 

 

1 2 .‘净念无间断’是指定的境界，心中无有想念，只有

正念。 

 

1 3 .四双八辈即是∶向须陀洹道及须陀洹果，向斯陀含道

及斯陀含果，向阿那含道及阿那含果，向阿罗汉道及阿罗

汉果。请看下面的详细解释。 

 

1 4 .布施是六度或六波罗蜜之一(布施、忍辱、持戒、精

进、禅定、智慧)，也是十度之一(布施、忍辱、持戒、

精进、出离、真实、决意、慈、舍、智慧)，大果是指阿

罗汉果。布施也是六随念之一(念佛、念法、念僧、念

戒、念施、念天)，本经所涉及的就是六随念，它们是修

行人们生于天界的主要原因，并能趣向涅盘。 

 

1 5 .乔达摩是 G o t a m a 是释迦牟尼佛的俗姓，佛俗姓名为

悉达多乔达摩 S i d d h a r t h a  G o t a m a。 

 

1 6 .僧伽，巴利文 S a n g h a ,指四双八辈修行者，这可能包

括出家的五众∶即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及式叉

摩那 ( S i k k h a m a n a )；和在家的五戒优婆塞 ( U p a s a k a )、
优婆夷 ( U p a s i k a )；及八戒白衣男、白衣女。 

 

1 7 .‘石柱’是仞利天(三十三天)的天王帝释的主要柱子

一般高而坚固。注释书所说的是竖立于城内或城外的高大

八角木柱或砖柱；柱基极深；不易动摇；用以保佑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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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四圣谛里道谛的八正道∶即正见，正思惟，正语，正

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及正定。 

 

1 9 .证初果 ( S o t a p a n a ,须陀洹果 )的圣者，只会回来人天道

受生七次就涅盘，所以说不受八生。 

 

2 0 .这三法是十结 ( S a m y o j a n a s )的前三结∶即是怀疑、戒

禁取、和身见。 

 

2 1 .身见是五下分结的主要煩恼，即执取於身为我或我所

有的邪见。  
 
2 2 .怀疑也是五下分结的一个煩恼，即对三宝，业报，后

世，修道採取怀疑的态度，它也是邪见之一。  
 
2 3 .戒取诸邪仪即戒禁取，即对修道执取某种形式或宗教

仪式的邪见。  
 
2 4 .四恶趣是地狱、饿鬼、畜生、及阿修罗 ( A s u r a )。  
 
2 5 .六逆罪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

僧团、邪信。 

 

2 6 .这是比喻佛法如森林里丛林顶盛开的花。 

 

2 7 .佛陀是真正知道诸法实相的无上正等正觉者。  
 
2 8 .戒定慧学,即是三学；戒学、定学、及慧学。 

 

2 9 .四真谛,即四圣谛；苦谛、集谛、灭谛、及道谛。 

 
3 0 .黄谨良所译的[小部]译作“如是法宝,是最上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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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执着于过去有一个我的心已经熄灭。 

 
3 2 .执着于未来有一个我的心不再生起。 

 

3 3 .觉者的心犹如一盏油尽灯灭的枯灯，再也点燃不起

来。所有履行八正道者都会证涅盘。佛陀说完此句，手指

着一盏供给某某天神的油灯，那油灯即刻熄灭。 

 

3 4 .佛陀宣说完此经，仞利天王帝释 ( S a k k a，萨迦天王)

就法喜充满，因此就说了这最后三偈，赞颂佛宝，法宝，

及僧宝。注释书说明佛陀命阿难陀在吠舍离城一连七天宣

说此经。 

 

解釋: 

 

[三宝经]的来源,根据注释书所说的是因为吠舍离

(V e s a l i )城先发生饥荒,后来招来鬼怪和虫灾,造成许多

人死亡。居民极端惶恐不安,因此有人提议去王舍城邀请

佛陀来此解难,佛陀与众多比丘到吠舍离时, 该城即下了

一场大雨,把死尸都冲走了,空气也清新了,佛陀于是向居

民开示此经,鬼怪都逃离吠舍离城,居民才恢复安宁。 

 

[ 三 宝 经 ] 是 收 在 五 尼 柯 耶 (N i k a y a , 即 [ 南 传 大 藏

经])[小部]的[小诵经]里，共有佛宣示的十四偈以及萨

迦天王赞三宝的三偈，因此共有十七偈。其中提到佛宝的

有四偈，提到法宝的共有三偈，提到僧宝的共有八偈，由

此可见佛陀对僧宝的重视。 

 

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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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在菩提伽耶(B o d h i  G a y a )证悟后，最初只有二宝

即佛宝与法宝，三宝的成立是在离波罗奈(V a r a n a s i )不
远的鹿野苑( I s i p a t a n a )佛向五位比丘(僧 )开示[转法轮

经]后而正式出现的。 

 

三 宝 的 意 义 是 ； 佛 宝 指 释 迦 佛 ； 法 宝 指 佛 所 说 之

法，包括四圣谛、八正道、十二缘起等戒定慧学；僧宝指

跟随佛修行的信徒，有出家五众；比丘、比丘尼、式叉摩

那、沙弥和沙弥尼，及在家二众；优婆塞和优婆夷；根据

佛经的记载，当时的和合僧团有一千二百五十人，不过确

实的数目应不只这个数字，在家众更以数百万计。佛灭以

后，佛教便以僧团为中心，道场由僧众来住持，佛的教法

也由僧人来弘扬，佛的经典靠僧团来保留。佛住世时也曾

对阿难说过，要学众以戒为师，以法为究竟的归依处，因

为佛的色身也是无常故，是会消失的。 

 

要能修行达到解脱,唯有在人道才能办到。虽然现在

是末法时期，去佛已远，但正确佛的教法仍然可以听闻

到，我们应该争取这千载难逢的良机，人生难得，佛法难

闻，赶快激厉自己，精进求度，以三宝为最上最究竟的归

依处。不要等将来佛法灭后，求度无术，长劫轮回，那不

是对自己很不利吗？ 

 

佛宝:  
 

在南传的课诵本里,有赞颂佛宝的文句如下: 

 

赞颂佛宝:“至尊的如来，应供、正等觉、明行

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

尊。他以最高智慧，亲证而后一律平等的开导于此界的天

神、魔王、梵天、沙门、婆罗门、国王与人们，使他们依

教奉行；他所指示之法，前善、中善、后亦善。词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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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教示梵行，清净高尚，了解经义，配合修行，以证完

善与圆满的行为。”  
 

佛生于公元前六二三年，涅盘于公元前五四四年，

所以今年是佛历二五四九年。他上世从兜率天下来；以托

白 象 梦 后 从 母 左 胁 入 胎 ； 从 右 胁 出 胎 于 蓝 毗 尼

(L u m b i n i )，下生为迦毗罗卫(K a p i l a v a t t h u )国净饭王

(S u d d h o d a n a ) 的 太 子 ， 出 生 七 日 后 生 母 摩 耶

(M a h a M a y a ) 皇 后 就 去 世 了 ， 而 由 姨 母 摩 诃 波 阇 提

(M a h a  P a j a p a t i  G o t a m i )抚养长大；他在少年时出游四

门见到老﹑病﹑死﹑和梵志有所感触，而想到人生的痛

苦，以及思念如何从这轮迥中解脱，因而生起要离家修行

的信念。他在妃子耶输陀罗(Y a s o d h a r a ) 与幼儿罗候罗

(R a h u l a )熟睡时离家弃国而去；后来苦行六年，日食一

粟，饿得只剩皮包骨，他自思惟这么死了还不能开悟，因

此 决 定 实 行 中 道 , 并 开 始 进 食 而 接 受 牧 羊 女 修 舍 佉

(S u j a t a )的乳粥供养后，在菩提伽耶(B o d h i  G a y a )的菩

提树(P i p a l )下以吉祥草敷地面东而坐，发誓不成正觉决

不起座，然后战胜魔王的扰乱；依禅定而获得宿命明、天

眼明、和漏尽明，靠自己的努力而觉悟成佛。 

 

觉悟后他静坐了四十九天，头七以正念透彻顺逆的

十二缘起；二七他在菩提树下站立思择法理；三七他在菩

提树右边精进经行；四七他进入深定身体清澈光明法喜充

满；五七他对一位来询问的婆罗门说明弃恶从善与离欲之

乐；六七他在榕树下(今为湖)一心深定，大雨滂沱，蛇

王为他遮雨；七七他安然寂定心住于舍。佛觉悟后应大梵

天王(S a h a m p a t i )之请,慈悯众生而开启不死门，然后去

鹿野苑( I s i p a t a n a )初转法轮度五位同修比丘，从三十五

岁觉悟起走遍印度四处弘化四十五年；直至八十岁才在拘

尸那(K u s i n a r a )入般涅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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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十名号 

 
我们应恭敬佛，常常诵佛的十个名号并思惟它的意

义：「祂即是如来、应供、正等觉、明行足、善逝、世间

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下面详加解

释： 

 

1 . 如来 ( T a t h a g a t a ) ；“如”指如实知一切相，如实断烦

恼，如实说正觉法；“来”是成就解脱。乘如实道而成就

正等正觉。 

 

2 .应供 ( A r a h a n t )；音译阿罗汉。有远离，杀贼，破辐，

无隐恶等义。应供，受人天供养，故名为应供。以前梵天

王，以珍宝大如须弥山供养如来，是故名为应供，又世间

大王，频婆娑罗王波斯匿王等种种供养，佛涅盘后阿育王

以金钱九十六亿起八万四千宝塔的种种布施，是名应供，

其余诸大众供养者不可计数。远离，离烦恼和习气。如来

于十二缘起实知实见，生厌患想，生出离心，欲得度脱，

远离三有；杀贼，杀烦恼怨贼；众生若生欲界，因无明故

造作三业，若生色界，造作色界业，若生无色界，造作无

色界业，流转不已，破辐，破生死流转轮辐；应供，应受

人天供养而无愧；和无隐恶，世人作恶，恒自覆藏，如来

于中永无覆藏，阿罗汉于无人处亦不行恶。 

 
3 . 正等觉 ( S a m m a s a m b u d d h a ) ；音译三藐三佛陀，善知

一切法，名三藐三佛陀或正遍知。从四圣谛来说是指应知

者已知，应断者已断，应证者已证，和应修者已修。 

 

4 .明行足 ( V i j j a  C a r a n a  S a m p a n n o )；“明”，指证三明

(宿命、天眼和漏尽)，六明(加天耳、他心及神足)或八

明(加观智及意所成神变)，“行”，义为实践修行，具

律仪，根门调御，正念及四色界定；或以慧学是明，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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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是行，三学圆满；或以明白八正道首支正见是明，余七

支是行；或身口意业是行。“足”是修持圆满的意思。如

来以法行，是故名明行足；如来以此法修行至涅盘，是故

名明行足；不但如来如此，声闻亦要如此，如来以知行而

足，故名明行足。 

 
5 . 善 逝 ( S u g a t o ) ； 也 叫 好 去 ， 如 实 去 彼 岸 不 退 转 的 意

思。善于以净行，妙行，正行来断烦恼使它们不再生，不

以苦行或像世人耽于欲乐的极端行为。不持常见或断见。

一切众生的苦恼如来悉知，以大悲知众生的苦恼，而能善

说，令舍苦就乐，故名善逝。善逝是行善，不是恶善逝。

又行至善处，是名善逝。又步行平正威仪具足无缺，也叫

善逝。又往常住不复更还，名为善逝。以阿罗汉道不及，

名为善逝。牟尼菩萨自从灯光佛授记后，哀愍众生令使他

们安乐，善行直至菩提树下成佛，是名善逝。不从断见或

常见，身离疲苦不从断常；名为善逝。为一切众生说法无

不应时，名为善逝。众生不乐而不说，乐者而说，是名善

逝。也指善巧于语言，所说者，皆是真实义，非虚妄义，

一切众生闻之，悉令欢喜，是名善逝；又不说无义语，所

说者，皆是有义利益语，是名善逝；（1）不真实的话，

对听者无利益，听者不喜欢听的话，不说；（2）不真实

的话，对听者无利益，听者喜欢听的话，不说；（3）真

实 的 话 ， 对 听 者 无 利 益 ， 听 者 不 喜 欢 听 的 话 ， 不 说 ；

（4）真实的话，对听者有利益，听者不喜欢听的话，要

等适当的时机才说；（5）真实的话，对听者有利益，听

者喜欢听的话，是适当的时机，就好好解说。 

 

6 . 世间解 ( L o k a v i d u ) ；佛昼夜六时常以佛眼观察世间，

有情众生，因造作种种善恶业，升沉在善趣或恶趣中；对

于堪受教化的，方便济度；对于无善根的给他们以种善根

的因缘；已具善根的令其增长，使他们在人天道，趋向涅

盘。对于器世间佛也洞解它们的生灭及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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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者，有一世间乃至十八世间；一世间是一切众生

以饮食而生存。二世间是名、色。三世间是三受，苦、

乐、不苦不乐。四世间是四食，粗搏食、触食、意思食、

识食。五世间指五蕴。六世间指六入。七世间指七识。八

世间指八世间法，得、失、苦、乐、称、讥、誉、毁。九

世间指九众生居。十世间指十入。十二世间指十二入。十

八世间指十八界；这些是行世间(Sa n k h ā r a l o k a )，如来

一一皆知，故名为世间解。众生世间(Sa t t a l o k a )是指

各类众生，地狱、畜生、鬼、非人、魔、天、梵天等。有

地上的、水里的、天上的。有胎生、卵生、湿生、化生。

无足、二足、四足、多足。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

有想非无想。他们的大小烦恼，如来亦解，利钝根，善恶

缘，应令知，不应令知，生不生，是名众生世间，如来亦

解，是为世间解。 

 

器世间 (Ok ā s a l o k a )从铁围山纵横二万三千四百五

十由旬，周围三十七万三百五十由旬，地厚四那由他二万

由旬，在水上水厚八那由他四万由旬，在风上风厚六十九

万由旬，是器世间界。又须弥山根，入海八万四千由旬，

须弥山王以七宝缠，有七山围绕；又仞利天帝释宫；纵横

万由旬，阿修罗宫亦复如是。阿鼻地狱亦如是。南阎浮提

地，西拘耶尼，纵广七千由旬，东胜神，北郁单越，纵广

八千由旬，每一洲，各有五百小洲围绕，这是在铁围山之

内；铁围之外中间，悉是地狱铁围无量。世界无量，所以

佛以无量慧眼，遍知一切，故名为世间解。 

 
7 .无上士调御丈夫 ( A n u t t a r o  P u r i s a  D a m m a  S a r a t h i )；
无上士是指佛在有情中最上第一，在菩萨道严持净戒，身

口意行清净，离诸贪欲，具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世

间最胜。殊胜的功德超越世俗之辈，是世间最胜者；于此

界，以及此世的天、魔、梵行者、人众中戒德无上圆满。

调御丈夫是说佛能调御一切可度之人，比如欲贪重的难陀

( N a n d a ) ，瞋重的鸯鸠摩罗 ( A n g u l i m a l a ) ，痴重的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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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陀伽 ( C u l l a  P a t t h a g a )等人；并教导他们以中道，避免

极端的修法自己去实践，来达到息灭贪瞋痴，寂静涅盘的

境界。 

 

8 .天人师 ( S a t h a  D e v a m a n u s s a n a m )；在诸趣的有情众生

当中，唯有天界与人道能受佛教导而得到法益，故佛为

天、人之导师。何以佛是天人师而不是畜生师呢？佛陀在

世时，在瞻婆国迦罗池边，为瞻婆人说法，当时池中有一

隻青蛙，听闻佛的说法声，极为欢喜，即从池塘跳出而入

于草根下，聚神倾听。这时來了一个牧牛人，看见大众围

绕在讲堂听佛说法，他就到佛那儿听佛法，谁知他拿着一

枝木杖，以杖插地，误插在青蛙头上，青蛙因此就命终。

青蛙死後，生于忉利天上，以其听法功德之故，青蛙天子

在天宫里听见诸妓女娱乐歌午的音声，听已即便思惟，我

先为畜生，何因何缘而生在天宫，即以天眼观察，先于池

边听佛说法，以此功德得此果报。於是青蛙天子即从天殿

下到人间，来到佛说法的讲堂，天身光輝燦爛，遍照迦罗

池边。蛙天子以头顶礼佛足，佛知而故问，你是何人忽礼

我足，神通光明，相好无比，照彻此间，青蛙天子以偈答

佛：「往昔为蛙身，于水中觅食，闻佛说法声，出至草根

下，有一牧牛人，持杖来听法，杖搀刺我头，命终生天

上。」佛即以青蛙天子之偈为四众说法，当时听众中八万

四千人，皆得道迹，青蛙天子因此而得须陀洹果，他证果

后，欢喜含笑，回到忉利天上。故佛称为天人师。 

 

9 . 佛 ( B u d d h a ) ；有觉察觉悟二义。觉察而断尽烦恼障，

使不为害；觉悟而断尽所知障。无明昏寝如同睡眠，觉悟

如同由睡到醒寤。佛因自觉，断尽烦恼，佛陀者，法应知

已知。法应弃者已弃，应出者已出，是名佛陀；又佛陀以

慧眼见苦谛集谛灭谛道谛，次第明见，故名佛陀。悟四谛

十二因缘之法，所以佛是断德(断烦恼)，智德(觉悟)和

悲德(慈悲)圆满；又佛能觉他，以大悲心，悯念众生宣

说妙法，众生随彼根机，各能得到解脱；不信怀疑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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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佛的大悲心，真诚善言，心开意解，善根增长；闻佛名

有欢喜心来见的净信倍增；好辩者被佛以理折服；粗暴者

被感化得以弃恶向善；所以佛是辩才难思，悲德与智德圆

满。 

 

1 0 . 世尊 ( B h a g a v a ) ；薄伽梵，它有四义：一义利益，二

者无上，三者恭敬，四者尊重。如来出现于世间，利益众

生，令过险难。何谓为险难：一者生难。二者病难。三者

老难。四者死难。如是诸险难，如来悉能度脱，令众生得

安乐处。佛悟四谛，开示出离道，自利利他，威德智慧三

界之内无人能及，佛具万德，世所恭敬和尊重。 

 

另外还具有六种意思：具足吉祥，破坏烦恼，万德

相应，分别演示，修习三解脱，不在有中。如来有三十二

大人相，八十种好，相好无比，佛身具足一切微妙，观之

无厌故为吉祥。贪瞋恚痴颠倒心，嫉妒心虚伪心谄曲心，

贡高懈怠，五盖六斗诤七随眠八邪见九爱本十恶法六十二

见百八烦恼，一切灭尽无余。佛具万德，欲至何所，应心

即到，佛欲自为又欲为他，世间诸王天魔梵无色天界沙门

婆罗门，含取世间四部众故，收取上下悉入如来功德，悉

能通达如此诸处。于五阴十二入十八界四谛六识十二因缘

等法，一一分别演示，苦谛逼迫不定，烦恼执着不舍，是

为集谛，灭众苦受，是为灭谛，修习八正道了悟因缘得出

三界，是名道谛，说法初善中善后善，劝修戒学者为初

善，修习三昧得道者为中善，涅盘者为后善，如是分别故

名薄伽梵。观无常而无相解脱，观苦而无愿无作解脱，观

无 我 而 空 解 脱 。 ‘ 薄 伽 ’ 指 ‘ 过 ’ 的 意 思 ， ‘ 梵 ’ 指

‘有’，即不在三有中。 

 

因此经文说:“于此处他界，或于诸天上，无论何

种宝，难与如来等，唯于佛陀中，具足如斯宝，由此真谛

故，愿一切安乐。”佛的确是无人能及，能敬信佛是比得

到任何世间的宝贝还要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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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增壹阿含经] ( 卷 2 4 , 大正藏 2 册 , p 6 7 4 a )（三）里

佛言∶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承事礼佛有五事功德：云何为五？  

一者端正。  

二者好声。  

三者多财饶宝。  

四者生长者家。  

五者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上。  

所以然者，如来无与等也。如来有信，有戒，有

闻，有慧，有善色成就。是故成就五功德。   

复以何因缘礼佛而得端正？以见佛形像已，发欢喜

心，以此因缘而得端正。  

复以何因缘得好音声？以见如来形像已，三自称

号，南无如来，至真，等正觉。以此因缘得好音声。  

复以何因缘多财饶宝？缘彼见如来而作大施，散

华，然灯，及余所施之物。以此因缘获大财宝。  

复以何因缘生长者家？若见如来形已，心无染着，

右膝着地，长跪叉手，至心礼佛。以此因缘生长者家。  

复以何因缘，身坏命终，生善处天上？诸佛世尊常

法，诸有众生，以五事因缘礼如来者，便生善处天上。是

谓∶比丘。有此五因缘礼佛功德。是故，诸比丘！若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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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善女人欲礼佛者，当求方便，成此五功德。如是。

诸比丘！当作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  

这些是礼佛功德。 

 

法宝: 

 

在南传的课诵本里,有赞颂法宝的文句如下: 

 

赞颂法宝:“世尊所善妙及详尽解说之法，须经学

习和奉行，亲自体会和自见，是可奉行，可得成果，超越

时间与空间；请来亲自查看，向内返照，智者皆能各自证

知。”  
 

法宝有四圣谛,八正道,十二缘起,三法印等。佛言 :
“圣弟子念于正法：念于世尊现法律、离诸热恼、非时

( 不 待 时 节 ) 、 通 达 （ 能 自 通 达 、 现 前 观 察 ） 、 即 于 现

法、缘自觉悟。” （ [ 大 正 藏 ] 2 册 , p 1 4 3 c , [ 杂 阿 含 经 ] 5 5 0

经） 

 
四圣谛是解释世间苦的真相及众生解脱苦的方法。

苦谛说明众生所受身心之苦，有身体的生老病死苦，心理

的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盛阴苦;集谛说明苦

的产生原因是源于众生个别的愚痴；灭谛说明苦的灭尽；

道谛说明灭苦的方法或道路。 

 

道谛里的八支圣道是所有的修行人要走的道路，它

是与戒定慧三学与三十七菩提分法密切联系着的。为什么

要修习八正道呢？在[相应部.道相应]里佛陀举出八种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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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了远离贪欲； 

(二)为了断诸结； 

(三)为了永断随眠； 

(四)为了遍知行路(行路指的是修道)； 

(五)为了灭尽诸漏； 

(六)为了现证明解脱果； 

(七)为了智见； 

(八)为了无取般涅盘。 

 

要修习八支圣道，每一位行者要具足什么条件呢？

在[相应部.道相应]里佛陀举出七个有利的条件∶ 

 

(一)善友； 

(二)戒具足； 

(三)志欲具足； 

(四)我具足； 

(五)见具足； 

(六)不放逸具足； 

(七)如理作意具足。 

 

这些是修习圣道的先驱前相。 

 

第一支至第八支都是修行的实践，这种实践乃是对

诸行与诸法的无常、苦、无我的特相与它们是缘起法的认

识。这不是抽象不可捉摸的，它是具体并是可以亲自体验

的。 

 

八支圣道的正见道支是慧学的一部分，配合正思惟

它是对五蕴、六入、四谛等的正确的认识，并导至无明的

澈底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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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见是起点，也是终点，这八支是朝向苦灭的道

路。正见的开展是对有、轮回、佛、法、道、四谛、三法

印、业果与道果智的正确的认识。 

 

第二支正思惟是向灭之道实践无欲、无瞋、无害的

身口意行；修习礼敬与皈依三宝，信、愿、行，布施供

养，忏悔恶业，忍辱、随喜，慈、悲、喜、舍，与回向功

德等。这无瞋、无害的思惟接下来就能应用在正语、正业

与正命上。 

 

第三支正语是口行朝向苦灭之道，远离妄语，恶

口，两舌和绮语。若在意上没有灭除害心，怨恨和嫉妒等

不善心，正语是不可能圆满的。它的实践是真实语、爱

语、关怀语、与和协语等。 

 

第四支正业是身行朝向苦灭之道，远离杀、盗、邪

淫。同样的，若在意念上没有灭除害心，怨恨、嫉妒、憍

慢等烦恼，正业是不可能圆满的。它的实践是不作一切恶

行，以正念正知贯彻于一切衣食住行，言行举动，待人接

物中都能作出如法、合理的行动。 

 

第五支正命是以正确的方式，合理的方式来谋生活

命，以便实现单纯为了生存，以合法的正当职业取得衣、

食、住、行等必需物，凡一切危害他人的职业如赌博、沽

酒、卖烟、卖毒品、卖淫、饲养畜类、打猎、捕鱼、卖武

器、贩卖人口、走私等都包括在内。这里边也有禁欲的正

命的精神，使求取必需物符合道德化的正命之道。 

 

第六支正精进是以正见、正思惟配合来修习正语、

正业、正命。因为专注于正见，故培育起正念。又因为正

念与正精进的缘故，正定得以生起。正精进对其它七支圣

道要密切配合以修习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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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支正念的详述是四念处的内容，它是要配合其

它七支以达到四念处修习圆满。从八正道的核心来看，正

念是对灭苦的忆念与专注。不忘于七觉支的修习。 

 

第八支正定是修习四色界禅定达到心一境性，这正

定是有助缘与有资具的。正见乃至正念是正定的助缘，也

是正定的修习资具。 

 

十二缘起是缘起法,是佛陀教法里最重要的自发智

慧辩证法。最早或最古的缘起链式只列出苦→有→取→爱

四支或老死→生→有→取→爱五支缘，这种单纯的缘起思

想只是用来说明无知导至执取，执取导至受苦。后来缘起

被演变成六支、七支、九支、十支和十七支。如果我们思

惟佛陀当初在菩提树下觉悟时，他所思索的问题正是如何

解脱苦，他年少去四门游行时见到的老病死苦，故要寻找

解脱于老病死的路。这轮回路就是老病死苦缘于生，生缘

于有，有缘于取，取缘于爱。要解脱轮回苦先要知苦，然

后寻找生苦之因以便灭除它，缘起法就是用来说明这个，

佛教的根本教理就是这个，是与其它印度同时的教派不同

之处。 

 

我们要清楚的是佛陀否定一个不变的自我，若把十

二因缘解释成三世两重因果([清净道论] )，或二世两重因

果([婆沙论] )，或者二世一重因果(护法流的唯识派)的关系

都违背了佛的无我的教旨，所以不应以纵的两世、三世的

说法，而应以横的现在世的说法较为恰当。缘起本身的实

质就说明了无我，一切只是法的因缘关系。在佛陀与仙尼

及嗏帝比丘的问答可以看出，尤其是[嗏帝经]的「识因

缘故起，识有缘则生，无缘则灭。」那又怎么可以说「今

此识，往生不更异耶？」；但对仙尼的谈话，佛却说：

「舍此阴（蕴）已，与（余）阴相续生，是故，仙尼！我

则记说，是诸弟子身坏命终，生彼彼处，所以者何？以彼

有余慢(还有我存在)故。」因此这转世的人，不是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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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不可说不是同一个人！诚然，用三世或两世的轮回

说法来解释缘起是行不通的。 

 

现在列出佛经中不同支的缘起法则： 

（1）三支缘起(触→受→爱)( [杂阿含]二九零经)  

（2）四支缘起（爱→取→有→苦）（[杂阿含]二八六经）  

（3）五支缘起（爱→取→有→生→老死）（[中阿含。大因

经]，[杂阿含]二八三经） 

（4）九支缘起（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

→老死）（[杂阿含]二八四经） 

（5）九支缘起（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

贪爱→取））（[杂阿含]二九二经）  

（6）十支缘起（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

→生→老死）（[长部。大本经]，[城喻经]，[杂阿含]二

八八经） 

（7）十二支缘起（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

→爱→取→有→生→老死）（[杂阿含]二九三经，[中阿

含。嗏帝经]） 

（8）十七支缘起（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

→爱→取→有→生→老→病→死→忧→悲→恼苦）

（[杂阿含]二九六经） 

 

最简单的缘起教法就如同马胜比丘（A s s a j j i）说给

舍利弗听的，上根的人一听就明白无我，三支、四支、五

支、九支、十支甚至十二支十七支缘起的教法是说给不同

根器的人听的。比较困难解说的最后两支是生与老死，那

它是不是说明轮回到下一世呢？答案肯定不是。因为若说

明有下一世，听的人会以为识相续，就会生起常见。若说

无呢，听的人又会生起断见。这生与老死只不过是说明愚

痴无闻众生，因无明入胎从生开始到死受苦的过程。最清

楚的是十七支缘起，它直接从无明排到苦。每一经都说明

苦生及苦灭的过程，都没提到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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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支是说明生命的活动现象（无明→行→识→名

色），中间的五支是说明有情心理活动的情况（六入→触

→受→爱→取），依这九支才能说明这活动现象的

‘有’，这‘有’代表前九支，因它而带来种种苦及其变

化，也即是生老病死等众苦，末三支是泛指众生从‘生’

至‘老死’的过程。这种解释符合佛在[嗏帝经]中解释

的第一义的精神（无常住不变的识，识往生更异）；所以

结尾三支是结论，缘有故生，缘生故有老死。一个修行者

能各自证知的。这是一种中道的说法。 

 

当一个行者能通过观修缘起，就能达到七清净法里

的度疑清净，如实知道它们只是名色法的因果关系，只有

缘起，而断除了对三世之疑惑，断除了作者受者是一是异

的疑惑，也解除了苦是自作，他作，自他作，无因作的困

惑。同时由于正见，观照因缘连结相续的关系，而断除了

常见与断见的疑惑。依前缘知非「常」，从后缘知「断」

灭，依此二缘就明白佛说的中道的道理。 

 

观修三法印能达解脱境界，随观无常而达无相解

脱，这种行者信根增盛，胜解多。随观苦而达无愿（无

作）解脱，这种行者定根增盛，轻安多。随观无我而达空

解脱，这种行者慧根增盛，知多。因此观修三法印能达三

解脱门。 

 

僧宝: 

 

在南传的课诵本里,有赞颂僧宝的文句如下: 

 

赞颂僧宝:“僧伽是世尊的追随者，良好地修行佛

法。僧伽是世尊的追随者，直接地修行佛法。僧伽是世尊

的追随者，正确地修持佛法以求脱离苦，僧伽是世尊的追

随者，适当地依教奉行，修习清净梵行；他们即是四双八

辈行者,那才是世尊的追随者僧伽，应当虔诚礼敬，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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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忱欢迎,应当布施供养，应当合什敬礼,是世间的无上

福田。”  
 

如来的圣众，不论在家出家，四双八辈圣者，每一

位佛教徒都应该恭敬，供养，礼敬，合掌。这是世间的福

德田。因为在一起他们能够互相帮助，成就道业。戒，

定，慧三学也能成就，三学的修习是大小乘佛法修行的总

纲，它的细分是八正道，更细分是三十七道法。这一和合

众，身和同住，语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利和同

均，见和同解。因为在一起的关系，能够自度，并能度别

人到三乘道：即声闻道，缘觉(辟支佛)道，以及佛道。 

 

每位修行者都应该知道有四法不得菩提∶即是无善

友或善知识，用错误的方法来修学，不努力精进，以及不

调伏自己的根门和种种烦恼。佛言∶“流者谓八圣道。入

流分者有四种∶谓亲近善男子、听正法、内正思维、法次

法向。入流者成就四法：谓于佛不坏净、于法不坏净、于

僧不坏净、圣戒成就。”（[大正藏] 2 册， p 2 1 5 b） 

 

在如来的圣众同处的时间里，不和谐以及摩擦的情

况是会发生的 ,不过这些逆缘对修道者来说是修道的助

缘。 

 

修行人若天天皈依三宝，思惟上述的文义，整个圣

道的修行方法与过程就已经包含在里面了。思惟佛的十个

名号就已是整个圣道的修行，佛所指示之法，前善、中

善、后亦善。词义具足，教示梵行，清净高尚，了解经

义，配合修行，以证完善与圆满的行为；就能使我们渐次

断除烦恼而证得圣果。这些烦恼的分类有三毒 :即贪、

瞋、痴。四漏:即欲漏、有漏、邪见漏、无明漏。五盖:

即贪欲盖、瞋恚盖、昏沉睡眠盖、掉举恶作盖、疑盖、

(无明盖未在其中)。七随眠:即欲贪、瞋、有贪(执取生

存的贪)、无明、慢、疑、见。十结有五下分结∶即戒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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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结、疑结、身见结、欲贪结、瞋恚结。五上分结:即色

贪结、无色贪结、掉举结、我慢结、无明结。十随眠:即

贪、瞋、慢、疑、无明、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

禁取见。 

 

修习佛法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达到不再有生死的

涅盘境界，故此经文说:“亲证般涅盘，解脱于贪欲，无

生最尊上，别无有他法，可与其比伦，＂而要达到那要依

赖戒定慧三学。 

 

戒定慧三学 

 

天天守戒是在镇伏烦恼，最后知道三业清净所带来

的安乐和喜悦，愚痴无闻凡夫不知清净的安宁与舒适，他

们整天都在红尘里打滚，就像粪坑里的虫不知粪的臭味一

般。戒清净后，慢慢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得

到调服，不再追逐六尘；即色、声、香、味、触、法,因

此渐渐得定，能起随时观照的心，才能分辨世间的真相；

即是无常、苦、无我；方能证得圣果。戒定慧三学的修行

即是八正道的修行，这是唯一之正道。 

 

修持佛法，是要在日常生活之中遵循八正道∶即是

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

定。于五根接触外境时，不生欲爱。这五种妙欲是当眼所

识的色相，耳所识的声音，鼻所识的香气，舌所识的美

味，以及身所识的触觉，在心中产生可乐、可爱、可意、

爱色、引欲和可染的欲爱。若起欲时，应求方便或正确的

法门，离诸结缚。并且还要认清五盖在混浊的心识中起持

续欲染的作用。佛言 :“何等为修八圣道？是比丘修正

见，依远离、依无欲、依灭、向于舍。修正志、正语、正

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依远离、依无欲、依

灭、向于舍。是名修八圣道。”([大正藏] 2 册 , p 2 0 0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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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正道即是戒定慧三学的开展；正语、正业、正命

是戒学，一个佛教徙依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

不妄语、不服用酒及麻醉物；或依八戒，即是前五戒改不

邪淫为不淫，加上不华鬘严饰观听歌舞，不非时食，不坐

睡高广床座；八戒每月在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及月

末两天受持。以修戒来克制自己的欲爱乱想。“所谓戒

者，息诸恶故。戒能成道，令人欢喜，戒缨络身，现众好

故。夫禁戒者，犹吉祥瓶，所愿便克。诸道品法，皆由戒

成。” ([ 增 壹 阿 含 ] 卷 二 ﹐ 广 演 品 第 三 ) “对圣者之所乐不

破、不穿、不杂、不檅、离脱、智者所赞，不执取，成就

能 发 三 摩 地 (S a m a d h i 定 ) 之 戒 。 ” ( [ 相 应 部 S a m y u t t a  
N i k a y a ] ,预流相应,第一经,王。)  

 

定学有正念和正定，要正身正意，结跏趺坐，以四

十业处之一修定来摄持住乱想。以及前两段所说的在六根

开着时不为六尘或六境所迷惑,故此经文说:“佛陀所赞

叹，修定念相继，净念无间断，(可证殊胜果)。” 

 

慧学有正见和正思惟，这能协助从欲至无欲，使学

佛的人离诸结缚，诸盖之病，使渴爱永不复兴。正精进对

三学都起着激励的作用。照着八正道修行的人都能够领略

到法味而找到快乐。  
 

僧伽证果者,的确是人上之人，故此经文说∶“四

双八辈者，贤者所称赞，佛陀之弟子，施彼得大果，唯诸

僧伽中，具足如斯宝，由此真谛故，愿一切安乐。”这四

双八辈就是向须沱洹,须沱洹(初果),向斯沱含,斯沱含

(二果)，向阿那含,阿那含(三果)，向阿罗汉，阿罗汉

(四果)。凡是对四双八辈圣者做布施，若施者清净，受

施者清净，以及施物清净的话，今生来世必得大功德大果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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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凡夫从污浊的身心环境一脱离出来，若因正信

相信三宝，他(她)的信力犹如仞利天帝释的石柱一般稳

固，坚定不动。故此经文说∶“如石柱立地，不为四风

撼，佛子见圣谛，真信亦如是。” 

 

果位以声闻乘的解脱道来说有四果：分为初果须陀

洹断除五下分结前三结(身见、疑、戒禁取)，七往返天

上人间。故此经文说∶“了解圣谛人，极崇八正道，世尊

之教法，具最上智慧，彼诸难调服，亦不受八生。” 故

此经文又说∶“慧眼证道者，远离于三法，谓身见怀疑，

戒取诸邪仪，解脱四恶趣，不作六逆罪。”证初果的圣人

不再堕在四恶趣，更不会做六逆罪。 

 

二果斯陀含(已断前三结，贪瞋痴薄)，一往返天上

人间。三果阿那含已断五下分结(身见、疑、戒禁取、贪

欲、瞋恚)，不还人间。四果阿罗汉再断五上分结(色

爱、无色爱、我慢、掉悔、无明)，得究竟解脱。这些证

果者是不会向人宣布的，因此他们都在致力地证得无我。

故此经文说:“由诸身口意，彼所作恶业，悉皆不覆藏，

智慧见道者，若造新恶业，实为难思议。” 

 

佛法的微妙殊胜，世间的许多教法无以伦比，故此

经文说:“犹如丛林顶，初夏花盛开，佛陀微妙法，指引

涅盘路，教证臻至善。”  

 

涅盘 

 

涅盘(巴 N i b b ā n a，梵 N i r v ā n a )的同义字在[杂部

经](A s a m k h a t a  S a m y u t t a )中有卅二种这么多，包括断

爱，无为、止贪、寂灭、清净、宁静、安全、洲、皈依、

彼岸、和平、吉祥、善、护、不生、解脱等等，但它不是

用文字能给予充分解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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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达到证悟涅盘的真理，我们必须亲自努力去做修

行的工作，从文字下功夫是不行的，愚人执着于文字，如

大象陷于泥淖。 

 

涅盘可以从下列三法得知∶听法成就(A g a m a -
s i d d h i )是依听法及读经而得知；推論成就(A n u m e y y a -
s i d d h i )是依推理而得知；缘觉成就(P a c c a k k h a - s i d d h i )
是靠自修自证而得知。这就像是靠闻慧、思慧、修慧而成

就一样。 

 

涅盘是什么呢？它是四究竟法之一（其它是二十八

色法、五十二心所与八十九心），它是无为法。它是与世

间背道而行，它是出世间，亦即是熄灭了世间的火，三毒

或三垢之火，它是渴爱的熄灭。只要人们还被渴爱所纠缠

着，他们还未达到出世间，还陷在生死的轮回苦海里。所

以当一个行者彻底的熄灭渴爱，即能证悟涅盘，解脱一切

的系缚，而从生死轮回的苦海中解脱出来。它是完全的出

世间，是无为的不死界。故此经文说:“不顾于过去，不

欣于将来，永断于生死，贪欲不再生，命尽如油灯，油耗

而寂灭。” 

 

巴利圣典有一些涅盘的解释如下： 

“涅盘是彻底断绝贪爱；放弃它，摒弃它，远离

它，从它得解脱。”([初转法轮经] )  

 

“比丘们！一切有为无为法中，无贪最上。就是

说：远离憍慢，断绝渴想，根除执着，续者令断，熄灭贪

爱，离欲，寂灭，涅盘。”([增支部]卷二)  

 

“放弃、消灭爱欲与对此五蕴之身的贪求，就是苦

的止息。”([舍利弗语]，[中部]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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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没有地、水、火、风四大种，长、宽、粗、

细、善、恶、名、色、等等观念也一样摧破无遗，无此世

间亦无他世间，无来无去亦无停留，不死不生亦无根

尘。”([小部。感兴语]及[长部]卷一)  

 

在[弥兰王问经]中尊者龙军答弥兰王的问题时说:

“实有涅盘，涅盘以心识之。善修行之圣弟子以清净、崇

高、正直、无碍、无欲之心则见涅盘。” 

 

在[经集]5 . 7 [乌波湿婆问经]中乌波湿婆对涅盘的

疑问就包括∶我将去到那里？识还否存在？我是消失了还

是健康地存在？因此佛给他开示道:“如风熄灭火，空寂

无可名，牟尼除我执，离相亦离名。” 

 

又说:“彼灭色无有，论彼无依据，诸相无有时，

诸辩、论亦无。” 

 

因此在[自说经]中佛言:“非地、非水、非火、非

风、非无限空间、非无限意识、非空无一物、--- - -非此

世、非彼世、非此彼二世、非日月之界。” 

 

涅盘是有的，就好像未生之火、风等等，不能因为

见不到，就说没有。 

 

涅盘是超越因果的，它是非因非果的。有一条路遵

循八正道可以到达涅盘，但涅盘不是走这路的终点。它不

必在死后才到达，在活着的时候就可以亲证。体证涅盘的

人,佛说只是苦存在，但无受苦者；只有业，但无造业

者；有涅盘,但无人进入；有道，但无人行。 

 

它超越一切二元对立的概念，它非善恶、净染、是

非、好坏、得失、存在不存在(有无)、苦乐、生死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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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体验它的人不会追悔过去，也不会寄望于未来，他只

活在现在这一刻里。 

 

涅盘有两种：有余涅盘( S o p a d i s e s a - n i b b a n a )及
无余涅盘(A n u p a d i s e s a - n i b b a n a )，有余是指阿那含果

已断五下分结，但未断五上分结，死后生到净居天（阿那

含天），在那里修习圆满，不还来人间，在那里般涅盘。

这在[增一阿含]的火灭品中曾提到∶ 

 

“何名为有余涅盘界？于是比丘，五下分结（已

尽），即（生于）彼（净居天）般涅盘，不还来此世，是

谓名为有余涅盘界。 

 

彼云何名为无余涅盘界？如是比丘，尽有漏（断色

爱、无色爱），意解脱（也叫心解脱;断贪、瞋、掉举、

我慢），慧解脱（断无明），自身作证而自游戏，生死已

尽，梵行已立，更不受有，如实如之，是谓无余涅盘

界。” 

 

有余涅盘不是指已经灭尽烦恼，但还有肉身存在而

活在这世上的阿罗汉圣者。在[清净道论]与[阿毗达摩概

要精解]里都这样解释，依上经的说法，有余是指还有剩

余烦恼（即五上分结），因为不回来人间，去净居天继续

修行，而在那取般涅盘，所以称为有余。 

 

无余是指烦恼无余的缘故。色身还存在否并不重

要。所以有些学者把有余涅盘解释为仍有色身存在的阿罗

汉圣者是不正确的。 

 

法增比丘注于马来西亚吡叻州高乌镇祥云山崇圣寺寮房， 

佛历二五四九年九月十八日。愿众生安乐！ 

欢迎翻印，请先联络作者。请勿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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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hinesetheravadabuddhists.community.officelive.com/
http://chinesetheravadabuddhists.community.officelive.com/
http://groups.google.com/group/learning-buddhism
http://ti-sarana.blogspot.com/
http://buddha-middle-path.blogspot.com/
http://buddhist-practice.blogspot.com/
http://w0.5ilog.com/cgi-bin/bbs/sys2/mybbs.aspx?id=0x43737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