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彌瞋恚，投生惡龍

《釋門自鏡錄》中記載一則故事：從前西域的健馱羅國中有一位阿羅

漢，當時在西域境內有一座大雪山，山頂上的池塘裡住著一位龍王，龍王

長期邀請羅漢至龍宮接受供養，因此每至正午用餐時間，羅漢便會以神通

力，乘於座具之上，飛往龍宮接受供養。

某天，侍者沙彌趁著羅漢要前往受供時，偷偷攀附在羅漢的坐具之

下，並一路隨著羅漢飛到了龍宮。來者是客，龍王見沙彌不請自來，卻也

不好趕走人家，於是便請沙彌留下來一同接受供養。龍王準備了天上的甘

露飯，供養羅漢，而供養沙彌的則是一份人間的普通齋食。飯食後，羅漢

將自己的缽交給沙彌洗淨。沙彌在洗缽時，發現羅漢的缽中留有一些殘

食，香味十分強烈，好奇之下，便偷偷嚐了一口。不嚐則已，一嚐之後發

現羅漢缽中的食物，哪裡是人間嚐得到的甘露美味？震驚之餘，對羅

漢及龍王生起了強烈的嫌恨與瞋恚之心，當下便發下惡願：「願我

所有的福德，迴向此龍王速斷性命，並由我來接替龍王寶位！」沙

彌發願當下，龍王便已經感到頭痛欲裂，經過神通觀察後，知道是因

為沙彌心裡嫉恨而發下惡願所致，因此便趕緊向沙彌懺悔謝罪。

然而，沙彌這時早已被瞋恨蒙蔽了心頭，不願意接受龍王的懺

悔，回到寺院後，反而更猛利地發願、迴向。因惡願及惡業所致，

沙彌當晚便命終，並

且投生為猛爆惡毒的大龍。

沙彌變成大龍後，第一件事

便是到雪山頂池塘中的龍宮

裡取代龍王，並將其部屬收

入旗下，接掌了原來龍王的

寶座。

沙彌投生為大龍王後，

因為宿世的惡願及惡業所

致，牠經常會呼風喚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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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暴風雨破壞樹林，摧毀寺廟。西域國王迦膩色迦王，對於這樣的極端氣候感到相當

奇怪，因此便詢問阿羅漢。阿羅漢將實情告知國王後，國王想為龍王積累功德，於

是為龍王在雪山下建了一座廟宇，並為龍王起了一座高百餘尺的塔。但是塔廟建造

完成以後，卻被龍王用暴風雨給摧毀掉。迦膩色迦王見廟宇毀壞，便又重新命人修

復。結果，就這樣毀壞又修復、修復又毀壞，到了第七回合，迦膩色迦王覺得面子

實在掛不住，羞怒之下，便準備命人將池子給填了。這回龍王終於怕了，便向國王

謝罪：「我因為過去的惡業召感，受身為龍，龍的本性

猛暴，我實在沒辦法控制自己。若您再重新修好廟

宇，我必定不會再讓它毀壞。請國王派遣一人到山

上守望，每看見山頂烏雲密布，山雨欲來之時，趕快

鳴鐘警示。聽到鐘聲，便能令我止息惡心，不再興風

作浪，危害人間。」傳說這樣的警示維持了很長一段時

間，即便到了唐代，西域的健馱羅國仍然會在暴風雨時鳴鐘警示。

沙彌因為覺得遭受到不公平待遇，而瞋怒不已，甚至自甘墮落，發願

投生惡龍，結果墮落惡道之後，因為龍道的異熟果報，致使牠無法控制自己的猛惡生

性，經常會興風喚雨，摧毀寺廟，塗炭生靈。當內心被憤怒、仇恨所覆蔽時，任何起

心動念都必須非常小心，因為惡念所引生的惡願，很可能會將我們好不容易積存的福

報，導向惡的果報。

自取滅亡的烏龜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

中有一則故事：久遠以前，在

阿練若池邊住著兩隻大鴈，牠

們和池中的烏龜結識為好友，

互相照顧。後來因為久旱不

雨，牠們賴以生存的池水逐漸

乾涸，兩隻大鴈商討後，決定

帶著烏龜離開。於是牠們便對 《高麗大藏經》所刊刻收錄《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中講述自取滅亡烏龜故事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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瞋恚自害，障諸善法

烏龜說：「這個池子的水源即將乾涸，繼續待著

也無法生存，你可以咬住一根樹枝，由我們分別

銜住樹枝的兩端，如此一來，我們就能帶著你一

起飛往水源充沛的地方，重新生活。」烏龜為了

生存下去，自是點頭答應。出發前，兩隻大鴈特

別叮囑烏龜，在還沒到達目的地前，絕對不能開

口說話。

兩隻大鴈銜著烏龜在高空中飛行，可說是蔚

為奇觀。當牠們途中經過一個村落時，剛好有許

多正在遊玩的小孩，抬頭看見天空中大鴈和烏龜

一起飛翔的神奇畫面，覺得相當有趣，便笑著四

處對人說：「快來看哪！兩隻大鴈銜著烏龜在天

空中飛呢！』一時間，吸引了無數人前來觀看。

烏龜看到人們對著自己指指點點，誤以為這些人

在嘲笑牠，於是便很生氣地大喊道：「關你們什

麼事！』結果一開口說話便從樹枝上鬆脫，並且

從高空中墜落地面而亡。

《佛遺教經》云：「若有人來節節支解，當

自攝心，無令瞋恨；亦當護口，勿出惡言。若縱

恚心，則自妨道，失功德利。」當我們遭受到他人的傷害時，若以瞋恚回懟對方，不

僅無法解決問題，反而會使自己受到傷害。烏龜因為不能忍辱，惱羞成怒之下，致使

牠未經理智思考，便出言斥責，最終害死了自己。

盛怒之下，容易發生錯誤的言行反應，因此寂天菩薩在《入菩薩行論˙護正知

品》中提醒我們：「若時欲生貪，或起瞋恨時，勿動莫發語，應如樹安住。」當我們心

生煩惱的時候，務必記得給自己的言行喊「卡」，讓自己能如樹木般安忍、平靜，避

免因為瞋恚而造作惡業。瞋恚不僅障礙我們修習善法，來世更會令我們因瞋恚的惡業

而墮落惡趣。若一旦墮入惡趣，我們將承受永無止盡的痛苦，如想再從惡趣脫離，除

非業盡，方得受生。《入菩薩行論˙不放逸品》云：「然僅受彼報，苦猶不得脫；因

受惡報時，復生餘多罪。」不可不慎！

王羲之小楷《佛遺教經》（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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