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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經敘說：佛為青年婆羅門須跋，開示慈、悲、喜、捨四種無量心。

藉由對一切眾生的無量善意，而掃除自己內心的一切怨結與瞋惱，

達到淨化內心的目的。

具備、成熟此種內心素質，來世將可生於無恚、無惱、和平、喜悅的梵天界。

（1）
節譯自M 99； II 206-08
(Subha Sutta，須跋經)。另
參《中152‧鸚鵡經》(T1,
669b-670a)。

（2）
須跋 (Subha)：青年婆羅
門。請參見本期雜誌頁

106，注（2）。

（3）
梵天(brahmA)：廣義指色
界、無色界諸天；狹義則

指色界的初禪天(梵眾天、
梵輔天、大梵天)。此處應
為前者之義，且一般而

言，以色界為主。

（4）
「與梵天共住之道」，即通

往梵天界的道路，成為梵

天眾之一員的方法。

（5）
那羅歌羅村 ( N a L a k A r a -
gAma)：舍衛城附近的一個
村莊。

問路的譬喻

這樣說的時候，都提子青年婆羅門須跋（2），

對世尊這樣說：

「尊敬的喬答摩！我聽說：『沙門喬答摩知道

與梵天（3）共住之道。（4）』」

「青年啊！你認為如何？那羅歌羅村（5）是否

離此很近？那羅歌羅村是否離此不遠？」

「是的，尊者！那羅歌羅村離此很近，那羅歌

羅村離此不遠。」

「青年啊！你認為如何？此處，如果有個人在

那羅歌羅村出生、長大。當他離開那羅歌羅村，

人們問他前往那羅歌羅村的道路。青年啊！那個

人在那羅歌羅村出生、長大；當他被問到前往那

羅歌羅村的道路時，是否會猶豫、躊躇？」

「不會的，尊敬的喬答摩！」

「為什麼？」

「尊敬的喬答摩！因為此人在那羅歌羅村出

生、長大，他對通往那羅歌羅村的所有道路，都

非常清楚。」

四梵天道（1）



「青年啊！此人在那羅歌羅村出生、長大；當

他被問到前往那羅歌羅村的道路時，或許還會猶

豫、躊躇。可是，如來被問到梵天界或通往梵天

界的道路時，絕不會猶豫、躊躇。青年啊！我知

道梵天、梵天界、通往梵天界的道路，並且知道

如何修行而轉生梵天界的方法。」

與梵天共住之道

「尊敬的喬答摩！我聽說：『沙門喬答摩教導

與梵天共住之道。』善哉，願尊敬的喬答摩教導

我與梵天共住之道！」

「那麼，青年啊！仔細聽，好好思惟，我就要

說了！」

「好的，尊者！」都提子青年婆羅門須跋回答

世尊。

修習慈、悲、喜、捨

世尊這樣說：

「青年啊！什麼是與梵天共住之道？」

「青年啊！此處，比丘以具慈之心，遍滿一方

而住。同樣的，第二、第三、第四方；像這樣，

上、下、橫向、一切處、一切地方，以具慈之

心，廣大、無量、無怨、無害，遍滿一切世界而

住。青年啊！當這樣修習慈心解脫時，任何有量

之業（6），不能在彼處殘留，在彼處存續。青年

啊！譬如一個強有力的吹螺者，毫無困難地讓聲

音聞於四方。就像這樣，青年啊！當這樣修習慈

心解脫時，任何有量之業，不能在彼處殘留，在

彼處存續。」

「青年啊！這就是與梵天共住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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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量之業 ( p a m A N a - k a t a
kamma)：指有限制、有障
礙的行為。例如：欲貪、

瞋恚等。《中部注》解

釋：欲界的業為有量業，

色界的業為無量業。(PsⅢ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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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青年啊！比丘以具悲之心⋯⋯具喜之

心⋯⋯具捨之心，遍滿一方而住。同樣的，第

二、第三、第四方；像這樣，上、下、橫向、一

切處、一切地方，以具捨之心，廣大、無量、無

怨、無害，遍滿一切世界而住。青年啊！當這樣

修習捨心解脫時，任何有量之業，不能在彼處殘

留，在彼處存續。青年啊！譬如一個強有力的吹

螺者，毫無困難地讓聲音聞於四方。就像這樣，

青年啊！當這樣修習捨心解脫時，任何有量之

業，不能在彼處殘留，在彼處存續。」

「青年啊！這也是與梵天共住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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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與梵天共住」是婆羅門教的教義和修行目標。從此經可看出，佛陀如何

吸納和轉化婆羅門教的教義？

2.「慈、悲、喜、捨」四法的個別意義和總體意義是什麼？以這四法作為

「與梵天共住之道」，所蘊含的意義又是什麼？

3.在「慈、悲、喜、捨」四法的修習中，特別強調「無量」。請說明「無量」

的意義、修法，以及它在斷除煩惱上的作用。

4.「慈、悲、喜、捨」四法，除了對治怨恨、傷害等「瞋心」之外，是否也

能對治「欲貪」？若可以，則它的心理機轉或心理過程是如何？

【問題與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