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利語文獻讀後心得 
／釋果相 

 

今年巴利語春季班課程談到的範圍

是《相應部．大品．預流相應．竹門品》

的十部經，經過高老師一番詳細的講說

和分析，對於這十部經所描繪的內容和

前後編排的脈絡，便具有一個清晰的概

念。經文在內容的安排上有共同主題又

有變化，呈現的手法有法也有故事，有

的是佛陀直接說、有的是弟子間的問話

以及佛陀和弟子間的問答等三種方式。 

第 一 部 經 的 特 色 是 透 過 譬 喻 的 描

述，以一種非常強烈的對比方式，讓整

部經文顯得生動無比。文中提到轉輪聖

王管理四大洲，死了之後升到天界的三

十三天，享受五欲莫大的快樂，但是佛

陀說，輪王並未從三惡道中獲得解脫。

接著，世尊又講到一位行者只吃一點點

簡陋的食物，穿的是破破的糞掃衣，但

根據佛陀的描述他已脫離三惡道，不管

再怎樣輪迴也不會到惡趣。佛陀講了這

個對照以後，就帶出為什麼這兩個人有

不同的成果，他說：就是因為修行四個

法。這四個法即是對佛、法、僧三者不

動搖的信心和戒。經文為說明四個法的

殊勝，將管理四大洲的價值和修行四個

法作一個比較；管理四大洲遠不及修行

四 個 法 十 六 分 之 一 的 價 值 ， 換 句 話 說  

獲得四大洲與四個法是無可比擬的。 

這部經用一個在世間人人稱羡、擁

有世間最崇高社會地位和最多財富的聖

王 ， 相 較 於 另 外 一 個 已 經 突 破 階 級 概

念、離開了社會制度規範而很難歸類為

某個階層的出家人；這種相較的背後有

一個要點，所談的並不是世俗價值，而

是死亡以後的事情。我們現在這一輩子

能夠到達一個怎樣的社會地位或擁有多

大 的 權 力 和 多 雄 厚 的 財 力 ， 都 不 是 重

點，除非您可以解脫，否則在生死裏面

是沒有終點的。 

第二部經的內容則很短，主要是佛

陀談到四個法跟預流果的關係。它與第

一部經提及的四個法迥然不同的關鍵在

那裡呢？首先，前一部經並沒有說到聖

者的果位，等到第二部經時世尊才說具

備 這 四 個 法 的 人 就 是 一 個 預 流 者 。 此

外，還有一個特點，在經末有一個小偈

頌，這是《竹門品》唯一出現的偈頌。

以上這兩部經都是佛陀直接說的。   

第 三 部 經 說 的 是 一 個 很 感 人 的 故

事。這個故事令人感動的一面是：一位

年輕的優婆塞因為得了重病，非常的痛

苦，身體已經虛弱得走不動，所以他就

拜 託 他 的 爸 爸 到 世 尊 那 邊 ， 代 自 己 傳

話，說自己病得很重，因此恭請佛陀到

家裏一趟，世尊則默然答應。佛陀於是

來到了這個居士的家，對那位居士說盼

望您能夠忍受這個疾病，希望痛苦的感

受會減輕而不是覺得加重。病重的優婆

塞很坦白對佛陀說，對我而言是無法忍

受這個疾病，而且已經活不下去。那時

世尊就跟他說要怎麼學，首先提出修四

個法，要他往這個方向學習，年輕人說

這些我都會了，而且已經具備。佛更進

一步對他說六個法，這是屬於思惟的法

門，世尊說有為法是無常的，無常是苦

的，在苦中要無我想、捨棄想、無貪想、

摧毀想，優婆塞說這我也會了。這六個

法加前面四個法總共十個法。 

後來這個年輕人才說其實自己擔心

爸爸，如果自己就這樣死了，爸爸會受

不 了 的 。 這 時 候 佛 陀 直 接 給 他 一 個 勸

告，告訴他您不用擔心這個，您好好思

惟我剛剛跟您講的部分，佛陀就走了。

從經文來看，優婆塞很快就死了，比丘

們就問世尊說優婆塞死了到那裏，佛說

他已化身天界，會在那邊成就般涅槃，

不會從那個世界回來。 

就經文內容而言，人物間的互動可

以感覺到溫馨且直接，如兒子是用很善

巧的方式請爸爸找佛陀，爸爸也心疼兒

子，身為父親的自己可以瞭解兒子想再

看到師父；年輕人跟佛陀說掛念的是父

親的心理狀態，而佛陀的回答並沒有多

說什麼，只叫他不必憂慮。優婆塞的內

心應該就會放下，不再擔憂父親，所以

死得時候便沒有障礙，不會有那種屬於

家人間感情的繫縛——晚輩對長輩的掛

心。就經文形式而言，佛陀回應那位優

婆塞時的默然，是經文中常出現的一種

很典型的回應方式；佛陀來到優婆塞家

時和他的對答，用的也是一種很常看到

的問答方式。 

第四部和第五部從經題來看跟舍利

弗都有關係，前部是兩位比丘的交談，

後部是弟子和佛陀間的對話，內容都有

問 答 的 情 形 。 第 四 部 經 是 阿 難 問 舍 利

弗 ：「 一 個 成 就 預 流 果 的 行 者 條 件 是 什

麼？」舍利弗說：「就是四個法。」在第

五部經佛陀前後問了舍利弗三個問題，

佛首先問：「有一個詞『預流支』，這到

底是指什麼？」在這邊舍利弗所講的答



案跟前面不太一樣，他跟佛陀說要和好

人在一起，要聽聞正法，要思惟佛法，

要修行佛法。第二個問題是問「流」到

底是指什麼？舍利弗回說「八正道」。佛

陀最後問「一個成就預流果的人是怎樣

的 ？ 」 舍 利 弗 回 說 「 具 有 八 正 道 的 法

門」。每次舍利弗回答完後，佛陀就肯定

地說：「好呀，好呀！」 

這邊所說修學的步驟是要有好人能

夠 當 我 們 的 善 友 ， 如 此 才 可 以 聽 聞 正

法，聽聞了正法才會如理思惟，如理思

惟了才知道如何修行。雖然兩部經都是

舍利弗回答問題，但是同樣談「預流」，

在不同的場合，答案就不一樣，這顯出

佛法是非常豐富的。 

第六部經是兩個官員的故事，表達

出弟子對佛陀的感情。官員們說如果佛

陀去遊行就會離我們愈來愈遠，我們會

很難過；如果佛陀走回來，離我們愈來

愈近，我們就很高興。佛陀聽他們講了，

答案也很絶，世尊說：「在家好窄、好擁

擠，如同一條灰塵很多的路，出家像露

天，有無限的空間。」沒有想到這兩個

人說：「我們有一種不自在的狀態比住在

家裏面更辛苦。」然後他們就從工作開

始談，很老實說到他們工作的困難度，

要忠於保護大象、保護皇后、保護自己，

也未曾對兩位皇后起不好的念頭。佛陀

講 在 家 生 活 就 是 這 樣 子 ， 也 說 了 四 個

法，不一樣的地方是前面談對佛、法、

僧的信心，第四個說到戒，而這部經講

的是佈施，提到家裏面有任何的東西就

可以歡喜供養。佛陀也知道他們那種身

分不容易出家，所以就強調兩位官員不

放逸就夠了。 

第七部經是說佛陀來到竹門村，當

地的婆羅門們去找他的情形。對於婆羅

門們的描寫非常可愛，有的禮敬佛陀、

有的對世尊寒暄、有的自我介紹我是某

某、有的什麼都不做就坐下來，各種人

物都有。接著，便很正式的提出他們的

問題，他們想要的東西很多，包括希望

家裏小孩子擠得滿滿的、可以享用婆羅

奈的栴檀木、擁有黃金等等，而他們的

關懷點多半是這一輩子的，最後才提到

死亡之後要升到善趣。 

佛陀就直接教他們一個法門，那是

適合每個人使用的方法。這個方法其實

是屬於思惟方面的，所以每一個段落都

說要如何思惟；首先從自己出發，第一

談到殺生：前提是自己愛惜生命、不要

死亡、不願意痛苦、要安樂的，假如有

另外一個人要剝奪我的生命，我會感到

很難過。如果現在我殺死另外一個人，

他也是愛惜自己生命、不要死亡、不願

意痛苦、要安樂的，他也會覺得這樣是

不高興的。我自己不喜歡的事情其他眾

生也是討厭的，我怎麼能夠把自己都討

厭的事加諸在別人身上。第二是財產：

我的東西我喜歡，別人沒獲得我的允許

就把他拿走，我是不能接受的。緊接著，

是談到邪淫、說謊、朋友之間製造那種

是非、講粗話、說沒意義的話等，總共

是七個法——身體三個、語言四個。這七

個段落的最後都會說您自己不做，您勸

人家不要做，您也肯定讚歎別人不做。

這 七 個 法 加 後 面 四 個 法 ， 共 計 十 一 個

法，佛陀跟婆羅門們說只要您們做到，

保證死了不會堕三惡道。 

最後三部經的內容息息相關，都是

由阿難請問佛陀人死以後到那裏去？只

不 過 人 物 不 同 ， 身 分 上 的 差 別 為 比

丘、比丘尼、優婆塞、優婆夷。有時候

重點在人數，不只一個，也有好幾百個

人。佛陀回答這些問題以後，都會補充

說：「如果每一次一個人死了都到我的面

前問這件事情，這件事應該會造成如來

困擾，不如我教您們一個法門。」方法

就是那四個法，您可以檢視自己是不是

有成就。 

    以上是簡述此次上課的內容。佛陀

是 最 瞭 解 眾 生 的 ， 透 過 不 同 的 方 式 說

法，我們可以藉由佛語來思惟這些經與

自 己 的 關 係 ， 並 進 一 步 運 用 在 生 活 當

中，而重點是保證自己下輩子不到三惡

道，能夠繼續學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