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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訶梨勒談起 

高明道 

唐代高僧義淨所譯《金光明最勝王經．除病品》
載有一首偈頌談到「訶梨勒一種    具足有六味   
能除一切病   無忌藥中王」，把訶梨勒這種植物說
得簡直像萬靈丹。同樣，義淨的遊記《南海寄歸內
法傳》在《進藥方法》一節中也提起「訶黎勒」（此
詞音譯未統一，另有「呵梨勒」等），說：「若能每
日嚼一顆咽汁，亦終身無病。」看來，的確是非常
好用、效果極其神奇的妙藥。難怪編入《雜阿含》
的阿育王傳讚歎為「無病第一」的薄拘羅尊者，據
《入大乘論．義品》「於九十劫前以一藥果施同梵行
者，於九十劫中身常無病，於最後身年至八十，初
無微病」，別無他故，正是「以此一訶梨勒果微施因
緣」的殊勝果報！ 那麼，印度既然出產那麼令人嚮
往的仙丹，能輕鬆解決所有病苦，相信頭腦靈光的
當地生意人，早就視之為無比搖錢樹，大量種植，
製作成藥，滿足國內市場，同時開發國際平台，無
限出口，供應全球人類治病、保養，無意中也順便
害得所有醫護人員失業。然而，這樣的局面，筆者
未曾聽聞。現實與讚歎之間的落差如此懸殊，是否
意味著佛典裡的故事、傳說不盡可信？ 

當然，故事歸故事，傳說歸傳說。把經文表面
陳述當作歷史真相，該是誤會，而應瞭解個別因緣
內在想要表達的道理。例如《諸德福田經》上薄拘
羅尊者在世尊面前回憶個人因緣說：「我念宿命生拘
夷那竭國，為長者子。時世無佛，眾僧教化，大會
說法。我往聽經，聞法歡喜，持一藥果，名呵梨勒，
奉上眾僧。緣此果報，命終生天、下生世間，恆處
尊貴，端正雄傑，與眾超絕。九十一劫，未曾有病。
餘福值佛，光導癡冥，授我法藥，逮得應真。」還
補上一首偈頌：「慈澤潤枯槁   德勳濟苦患   一果
之善本   享福迄今存   佛垂真諦義   蒙教超出
淵   聖眾祐無極   稽首上福田」。足見，薄拘羅尊
者的故事主要在闡明業果的不可思議，尤其強調歡
喜聽法、恭敬供僧的意義。這因緣的情節與旨趣，《觀
藥王藥上菩薩經》裡同樣看得到，只是明顯抹上濃
厚的摩訶衍色彩。相關經文段落篇幅較長，僅以宋
代法雲編《翻譯名義集．菩薩別名篇》中略引的文
字：「過去有佛，號瑠璃光照。滅度之後，時有比丘，
名為日藏，宣布正法。時有長者，名星宿光，聞說
法故，持呵梨勒及諸雜藥，奉上日藏并諸大眾。因
此立名『藥王』，後當作佛，名為『淨眼』。」隋朝
天台智者大師宣講的《〈妙法蓮華經〉文句》更具體
描繪了星宿光供養眾僧的情形，說他當時發願：「願
我未來能治眾生身、心兩病！」 

基於以上資料容易瞭解：這類故事的內容，無
論追求個人解脫的聲聞行者還是期為眾生成佛的菩
薩道人，都是在佛已入滅，但正法仍經出家人弘揚
之際，因為有緣聆聽佛法的開示，倍感歡喜，所以
透過妙藥的供養，表示護持僧侶的心意，希望這些
尚有講經說法能力的師父，都可以保持身體健康，
好讓正法長住人間。此過程中，供養者動機善良，

供品優質，誓願如法—依巴利傳統，薄拘羅尊者
也曾發過願—，而受者本身高尚、神聖，不是普
通庸俗凡夫。不過訶梨勒的喻意非僅如此。道略所
集《雜譬喻經》收錄了一段十分有趣的小譬喻，說
醫王耆域過世後，「天下藥草一時涕哭」，只有訶梨
勒在一邊不流眼淚，說：「我眾病皆能治。服我者，
病皆當差。」經裡說明耆域比況佛，而訶梨勒指無
常觀。如來涅槃後，「少有能善用諸法應時而變者」，
不過單一訶梨勒，即「亦能治婬，亦能治恚，亦能
治癡。善用者，則去病。」真是太有意思！總之，
釋氏典籍裡的故事，內容豐富，意義深遠。但願大
家有緣多聞正法，勤護僧眾，善於修觀，應機發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