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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案：金秋到了！夏日的熱氣逐日轉變為舒爽的涼風，悠閒漫步之際，您是否觀

察到兩旁的花草樹木有任何的變化呢？是郁郁青青的綠樹，抑或滿是黃森森等待

掉落的秋葉？植物，代表著美麗、沉穩、堅毅與純潔的象徵。在佛教典籍中，記載

著許多難得一見且具種種妙用的植物，能令眾生心生歡喜，長養信心。走！讓我們

一同探訪佛陀的智慧林，體驗奇樹異果的神奇妙用吧！

訶梨勒─上好妙藥

訶梨勒（梵名：Haritaki），葉長橢圓形，成熟果實為黑褐色，呈卵圓形、

橢圓形或圓筒狀卵形，質硬，有皺紋。佛典中有關訶梨勒的記載，皆描

述果實味酸甚苦，如《善見律毘婆沙》第十七卷曰：「呵羅勒者，如大

棗大，其味酢苦，服便利。」《深密解脫經》亦言：「訶梨勒苦味。」

《本草綱目》則記載其效用：「訶梨勒，樹似木梡，花白，子似梔子。

主消痰下氣。來自海南舶上，廣州亦有之。」可見，訶梨勒有解喉痛、

腸胃鬱結之效。

《佛說眾許摩訶帝經》第七卷，記載著帝釋天持訶梨勒供佛食用後

佛風疾因而痊癒的故事。有一次，釋迦牟尼佛在接受佛弟子供養之後，

即在尼連禪河旁的岸上席地而坐，食用弟子供養的食物。用完餐，盥洗

漱口後，釋迦牟尼佛忽然感覺身體風疾發作。此時，天魔遙知釋迦牟尼

佛聖體微恙，迅速離開天界，前往世尊所在之處，天魔說：「佛陀！您

目前身體欠安，是因為涅槃的時候到了！我現在恭請佛陀入大涅槃。」

原來，天魔知道佛陀於菩提樹下證悟佛理，必當出世教化眾生，為

眾生開示出離欲界、色界、無色界的方法，教導眾生苦、空、無常、無

我的道理。天魔擔心世間凡夫因此被導入正道，故時常擾亂佛陀教化眾

生。然而，佛陀以智慧一眼看穿天魔的用心，他向天魔說：「我的涅槃

時機未到，在聲聞弟子了知佛法，修持清淨梵行，天人們皆證得解脫之

前，我是不會入於涅槃的！」天魔聽了佛陀這麼一說後，知道自己邪惡

的計畫失敗，心生懊惱，遂慚愧離去。

爾後，居於天宮的帝釋天也遙聞釋迦牟尼佛風疾發作，立刻從天界

下至南贍部州，於釋迦牟尼佛所在不遠處的一座大訶梨勒林中，取了一

顆上好的訶梨勒果實，快速到釋迦牟尼佛面前以最恭敬的態度向釋迦牟

尼佛說道：「世尊！我知道您尊貴的聖體有風疾發作，在南瞻部州有一

種名為訶梨勒的果實，散發著溫潤的香氣，可以治療這種疾病，我現在

拿來敬奉與您，請您慈悲收下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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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牟尼佛在食用帝釋天供養的訶梨勒果後，風疾果然很快就痊癒，身體恢

復康健，一如往常。帝釋天在接受釋迦牟尼佛慰勞之後，即向佛陀告退，歸還天

宮。由佛典記載可知，訶梨勒為當時帝釋天取來供養佛陀的妙藥，與佛教有相當

深厚的因緣。

如意樹─滿眾生願

如意樹（梵名：kalpataru），又稱為「劫波樹」，是生長於帝釋天居所「喜林園」

中的樹名。「劫波」乃指時間之意，有說經由此樹的花開花謝，可以測知天上的

晝夜時間，所以稱為「劫波樹」。另外，《起世因本經》第一卷記載：「復有劫

波樹，亦高六拘盧舍，乃至五四三二一拘盧舍者，如是最小，高半拘盧舍，悉有

種種葉花與果。從彼果邊，自然而出種種雜衣，懸在樹間。」由此可知，劫波樹

能夠產生衣服等日常資具。（編者案：拘盧舍，又作「俱盧舍」，為長度單位，《俱舍論》言：豎積四

肘為弓，積五百弓為一俱盧舍。）

由於如意樹能夠生出日常用物的特質，所以佛教典籍也依此比喻如來能夠

應一切眾生心意，依其稟性給予不同的教法，令眾生心生歡喜。《福蓋正行所集

經》即云：「為諸眾生，宣說法要，離諸很惱，令眾悅豫。如劫波樹，敷柔軟

花，最上法藥，蠲除心垢。」如此莊嚴吉祥的樹木，不僅具有能滿足世人需求的

神奇效用，亦因本身的特質而存有深刻的寓意，值得深思。

樂音樹─法音宣流

在《佛說阿彌陀經》裡，釋迦牟尼佛向舍利弗介紹阿彌陀佛的極樂淨土時，

即提到有一種寶樹能夠發出如音樂般美妙的聲音，經云：「舍利弗！彼佛國土，

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聞是音者皆自

然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舍利弗！其佛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在極樂淨

土，每當微風吹拂時，樂音樹即會發出微妙美好的音聲，如同管弦樂般合奏，如

此清淨和諧的樂音，令人心靈沉靜，自然從內心中憶念起三寶的功德。

另外，釋迦牟尼佛宣說《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時，安住在廣嚴城的

樂音樹下，為大菩薩三萬六千人，比丘八千人，以及十二神王和一切眷屬天龍八

部等，介紹藥師琉璃光如來的本願及其功德，大眾聽聞無不歡喜。佛典裡樂音樹

的存在，象徵著大自然與萬物和諧共存。吾人可從大自然之中，靜心體會其中的

平靜與安詳，並依此從內心之中生起對佛陀、佛法與眾僧的信心。下次經過大樹

底下，不妨試著在樹下安住，靜心傾聽，聆聽樹木與微風的合奏，再想想《佛說

阿彌陀經》的內容，或許會有一番不同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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