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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傳「阿含部」中，「八大人覺」這一術

語出現在《長阿含經》中的《十上經》（佛陀耶

舍共竺佛念譯），經上說：「云何八生法？謂八

大人覺：1.道當少欲，多欲非道；2.道當知足，

無厭非道；3.道當閑靜，樂眾非道；4.道當自守，

戲笑非道；5.道當精進，懈怠非道；6.道當專念，

多忘非道；7.道當定意，亂意非道；8.道當智慧，

愚癡非道。」此處前四項少欲、知足、閑靜、

自守屬戒學，中三項精進、念、定屬定學，後

一項智慧屬慧學，可知此處八大人覺的內容是

順著戒、定、慧三學。 

南傳巴利《長部》的《十增經》是對應於

《十上經》，經上說：「云何八法是應令生？ 謂

八大丈夫尋思（Aṭṭha mahāpurisavitakkā）：1

此法是少欲者所有，此法非多欲者所有；2 此法

是喜足者所有，此法非不喜足者所有；3.此法是

樂獨居者所有，此法非樂眾居者所有；4.此法是

精進者所有，此法非懈怠者所有；5.此法是現念

者所有，此法非多忘者所有；6.此法是定者所

有，此法非不定者所有；7.此法是具慧者所有，

此法非無慧者所有；8.此法是樂喜於離戲論者所

有，此法非樂喜於戲論者所有。」比對上二經

可知，《十上經》的「覺」，是「尋思」的意思。

此處前三項少欲、喜足、樂獨居屬戒學，中三

項精進、念、定屬定學，後二項智慧、離戲論

屬慧學。 

北傳另有安世高早期譯的《長阿含十報法

經》，用「八大人念」一詞，經上說：「第八八

法，合有八大人念，何等為八？一為念道法少

欲者，非多欲者。二為道法足者。不足者，無

有道法。三為道法受行者。不受行者，無有道

法。四為道法精進者。不精進者，無有道法。

五為道法守意者。不守意者，無有道法。六為

道法定意者。不定意者，無有道法。七為道法

智慧者。不智慧者，無有道法。八為道法無有

家樂，無有家不樂，共居有家樂，共居無有道

法。」比對上二經可知，此經的「念」相當於

「尋思」，除第八項有出入，其餘大致同於《十

增經》。 

在北傳「經集部」中，另有標示為安世高

所譯的《八大人覺經》，摘要如下：「八大人覺：

第一覺悟：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四大苦空，

五陰無我…。第二覺知：多欲為苦…少欲無為，

身心自在。第三覺知：心無厭足，唯得多求，

增長罪惡；菩薩不爾，常念知足…。第四覺知：

懈怠墜落；常行精進…。第五覺悟：愚癡生死；

菩薩常念，廣學多聞，增長智慧…。第六覺知：

貧苦多怨，橫結惡緣；菩薩布施，等念冤親…。

第七覺悟：五欲過患…志願出家，守道清白；

梵行高遠，慈悲一切。第八覺知：生死熾然，

苦惱無量；發大乘心，普濟一切…。如此八事，

乃是諸佛菩薩大人之所覺悟。」此經直接指出

「覺」是覺悟的意思。此中第一項屬智慧，第二

三項少欲、知足屬戒學，第四項精進屬定學，第

五項也屬慧學，後三項的布施、出家、發大乘心

都是為了慈悲眾生，可知此經強調了菩薩道。 

總之，「八大人覺」的「覺」字的意義，在

聲聞道上是「尋思」的意思，在菩薩道上則闡

述為「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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