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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心智受到迷蒙而不克供應，或不肯招待；在這樣的條件

下，由於如來已接受邀請，一定會如期赴約，並且也可藉以現

場教導造業受報的來龍去脈。良家子弟！應該瞭解，如來在條

理上與慣例上，一旦接受邀請，縱使邀請者到時候沒做供應，

也不讓邀請者因此墮入險惡的生命路徑（DSƗ\D�JDW L／惡

道）。

良家子弟！跟著如來一起在雨季安住一處（YDU܈Ɨ�YƗVDQD

／夏安居）也一起受用給馬吃的麥糧的那五百位比丘當中，有

四百位比丘，如果用慣了精美的物品，難免不會產生貪著。那

些修行道行還不夠的比丘，如果受用精緻的食物，大致會增加

貪欲；如果受用粗糙的食物，大致就不會被貪欲所籠罩。那些

跟著如來一起受用給馬吃的麥糧的比丘，就這樣經過了三個

月，心態方面確實脫離了貪欲，從而證得阿羅漢果。良家子

弟！為了調伏那五百位比丘與救度那五百位菩薩，如來透過行

事方法的力量（XSƗ\D�EDOD／方便力），整整三個月受用給馬

吃的麥糧，並非業報（NDUPD�YLSƗND）所致。這即可稱為如來

的行事方法。」

《大寶積經．普明菩薩會第四十三》選譯

〈普明菩薩會〉，標題來自於經文中的問答者之一，普明

菩薩摩訶薩（VDPDQWkORNR�QƗPD�ERGKLVDWYR�PDKƗVDWYDۊ）；5 若

單獨流通，又可稱為《迦葉品》（.ƗĞ\DSD�SDULYDUWD），或

《大迦葉品》，標題來自於經文中的問答者之一，長老迦葉

（Ɨ\X܈PƗQ�NƗĞ\DSDۊ）或長老大迦葉（Ɨ\X܈PƗQ�PDKƗNƗĞ\DSDۊ）。

除了〈普明菩薩會〉，有關的漢譯本，還有三個傳本，亦即

《佛說遺日摩尼寶經》、《佛說摩訶衍寶嚴經》、《佛說大迦

5 《大寶積經．普明菩薩會》，晉．失譯，T. 310 (43), vol. 11, pp. 631c-63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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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問大寶積正法經》。6

此一經典的梵文本，學界通用的有二個刊行本。其一，A. 

von Staël-Holstein (ed.), 7KH�.ƗĞ\DSDSDULYDUWD��$�0DKƗ\ƗQDVǌWUD�

RI�WKH�5DWQDNǌܒD�&ODVV,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6，根

據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St. 3HWHUVEXUJ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2ULHQWDO Studie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的館藏編號SI P/2之寫本，轉寫成羅馬字體，並且與

四個漢譯本和一個藏譯本合刊發行。其二，M. I. 9RURE\RYD-

Desyatovskaya (ed.), .ƗĞ\DSDSDULYDUWD��5RPDQL]HG�7H[W� DQG�

)DFVLPLOHV,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根據俄羅斯科學院東方

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的館藏編號SI P/2與SI P/85A之寫本，轉

寫成羅馬字體，提供精審的校勘說明，比對其他零星的斷簡殘

篇，並且附上照相複製版。

舉凡就〈普明菩薩會〉從事轉寫、校勘或研究的學者，幾

乎一致肯定其在佛教典籍與佛教學說的重要性。舉其要者，可

整理出如下的四大要點：其一，〈普明菩薩會〉涵蓋聲聞教學

與菩薩教學之正道（ VDP\DJ�JD WD）或正加行（ VDP\DN�

SUD\RJDWƗ��VDP\DN�SUD\XNWD）；其二，在佛教核心學說之空觀

與不二中觀，皆提出極其精闢的指點；其三，以諸多譬喻，闡

明佛法修學的要務；其四，被佛教史跨越諸多學派或宗派的論

師所推崇與引用。

〈普明菩薩會〉一貫地以諦觀諸法之真實（或諸法之真實

觀察 GKDUPƗ۬Ɨۨ�EKǌWD�SUDW\DYHN܈Ɨ）彰顯空性與中道，這尤其

6 《佛說遺日摩尼寶經》，後漢．支婁迦讖（/RNDNৢHPD）譯，T. 350, vol. 12, 

SS�����E����D；《佛說摩訶衍寶嚴經》（別名《大迦葉品》），晉．失譯，T. 

351, vol. 12, pp. 194a-200c；《佛說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後漢．施護

（'ƗQDSƗOD）譯，T. 352, vol. 12, pp. 200c-21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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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從事佛教哲學研究者的重視。

〈普明菩薩會〉譯文之一：7

復次，迦葉！非無人故名曰為空，但空自空，前際

空，後際空，中際亦空。當依於空，莫依於人。若以

得空便依於空，是於佛法則為退墮。如是，迦葉！寧

起我見積若須彌，非以空見起增上慢。所以者何？一

切諸見，以空得脫；若起空見，則不可除。

本書譯文：8

再者，迦葉！並非為了將個體之存在毀壞，才造就了空性

（QD�NKDOX�SXQDۊ�NƗĞ\DSD�SXGJDOD�EKƗYD�YLQƗĞƗ\D�ĞXQ\DWƗ）。正

好個體，即是空性（SXGJDODĞ�FDLYD�ĞǌQ\DWƗ）。正好空性，即

是空性；其畢竟乃空性，其過去之邊界乃空性，其未來之邊界

乃空性，其現在乃空性（ĞǌQ\DWƗ�FDLYD�ĞǌQ\DWƗ��DW\DQWD�ĞXQ\DWƗ��

SXUYƗQWD�ĞXQ\DWƗ��DSDUƗQWD�ĞXQ\DWƗ��SUDW\XWSDQQD�ĞXQ\DWƗ）。迦

葉！應該依靠空性（ĞXQ\DWƗ�NƗĞ\DSD�SUDWLVDUDWKD）；不應該依

靠個體（PƗ�SXGJDODP）。再者，迦葉！舉凡有眾生藉由獲得

空性（\H�NKDOX�SXQD�NƗĞ\DSD�ĞXQ\DW{SDODۨEKHQD）而依靠著空

性（ĞXQ\DWƗ�SUDWLVDUDۨWL），迦葉！我說「他們是由退墮而退

7 《大寶積經．普明菩薩會第四十三》，T. 310 (43), vol. 11, p. 633c。參閱：A. 

von Staël-Holstein (ed.), 7KH�.ƗĞ\DSDSDULYDUWD��$�0DKƗ\ƗQDVǌWUD�RI�WKH�5DWQDNǌܒD�
&ODVV�� 6KDQJKDL��7KH�&RPPHUFLDO�3UHVV������� SS�� �������0�� ,��9RURE\RYD�
Desyatovskaya (ed.), .ƗĞ\DSDSDULYDUWD��5RPDQL]HG�7H[W�DQG�)DFVLPLOHV,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2002, p. 26.

8 梵文本的白話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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墮的一群。」（WƗQ�DKDۨ�NƗĞ\DSD�QDܒ܈D�SUDQDܒ܈ƗQ�LWL�YDGƗPL）

從這樣的言教而來（LWR�SUDYDFDQƗW），再者，迦葉！寧可依靠

著跟須彌山一樣高的「個體見解」（YDUDۨ�NKDOX�SXQD�NƗĞ\DSD�

VXPHUX�PƗWUƗ�SXGJDOD�Gܒ܈܀LU�ƗĞULWƗ），也不耽溺在還懷抱著增上

慢的「空性見解」（QD� WY� HYkGKLPƗQLNDV\D� ĞXQ\DWƗ�Gܒ܈܀LP�

ƗOƯQƗ）。理由何在（WDW�NDVPƗG�GKHWR）？迦葉！空性是「個體

見解路徑」之出路（SXGJDOD�Gܒ܈܀L�JDWƗQƗۨ�NƗĞ\DSD� ĞXQ\DWƗ�

QLۊVDUD۬Dۨ）。再者，迦葉！「空性見解」將根據什麼而得以

出脫（ĞXQ\DWƗ-Gৢ৬L puna NƗĞ\DSD kena QLতVDULৢ\DWL）？

〈普明菩薩會〉譯文之二：9

復次，迦葉！有，是一邊。無，是一邊。有無中間，

無色、無形、無明、無知，是名中道、諸法實觀。

本書譯文：10

迦葉（NƗĞ\DSD）！所謂的「有」（DVWvWL），那是一邊

（D\DP�HNR� ¶QWDۊ）。所謂的「無」（QkVWvWL），那是第二邊

（D\DP�GYLWƯ\R�¶QWDۊ）。迦葉（NƗĞ\DSD）！舉凡（\DG）這二邊

的中間（HWD\RU�GYD\RU�DQWD\RU�PDGGK\DP），那就說為（L\DP�

XF\DWH）「中道」（PDGK\DPƗ�SUDWLSDG），亦即諦觀諸法之真

9 《大寶積經．普明菩薩會第四十三》，T. 310 (43), vol. 11, p. 633c. 參閱：A. 

von Staël-Holstein (ed.), 7KH�.ƗĞ\DSDSDULYDUWD��$�0DKƗ\ƗQDVǌWUD�RI�WKH�5DWQDNǌܒD�
&ODVV�� 6KDQJKDL�� 7KH�&RPPHUFLDO� 3UHVV� ������ S�� ����0�� ,��9RURE\RYD�
Desyatovskaya (ed.), .ƗĞ\DSDSDULYDUWD��5RPDQL]HG�7H[W�DQG�)DFVLPLOHV,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2002, p. 25.

10 梵文本的白話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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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GKDUPƗ۬Ɨۨ�EKǌWD�SUDW\DYHN܈Ɨ）。

《大寶積經．寶梁聚會第四十四》選譯

〈寶梁聚會〉，北涼．釋道龔大約在公元401-412年翻

譯，計有二卷，共七品。收納在《大寶積經》的〈寶梁聚

會〉，若單獨流通，又可稱為《寶梁經》，11 或《寶聚經》

（5DWQD�UƗĞL�VǌWUD）。在〈寶梁聚會〉結尾的部分，強調其系

列的教學，在於斷除污染情意之漏泄，熄滅生死流；接著，又

提供一些可標示其教學特色的名稱，以方便受持之用，包括

《選擇一切法寶》、《安住聖種儀式》、《攝取持戒者》、

《節解破戒者》、《寶梁》、《寶聚》、《寶藏》、《諸寶法

門》。〈寶梁聚會〉除了漢譯本，尚有藏譯本傳世。至於梵文

本方面，目前未見完整的傳本，但是寂天（ĝƗQWLGHYD）的《大

乘集菩薩學論》（ĝLN܈Ɨ�VDPXFFD\D）予以大量的引證。此外，

另有零散的梵文葉片。12 合起來，也可湊成整部經典一半的篇

幅。這些有關的文獻資料，經由一些學者的收集、整理、轉寫

與對照，並且翻譯為英文和日文，很便利學界的運用。13〈寶

梁聚會〉總共七品，主軸在於建立僧寶（VD۪JKD�UDWQD），也

就是走在修行的正道上，而成為修行團體之珍寶。第一〈沙門

品〉，教導何謂真實的沙門（ĞUDPD۬D [¥ĞUDP]），亦即通稱出

11 參閱：唐．釋靖邁，《古今譯經圖紀》，7��������YRO������S�����E；唐．釋圓
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7��������YRO������S�����E。

12 A. F. Rudolf Hoernle and et al. (eds.), 0DQXVFULSW�5HPDLQV�RI�%XGGKLVW�/LWHUDWXUH�
IRXQG�LQ�(DVWHUQ�7XUNHVWDQ��2[IRUG��&ODUHQGRQ��������SS����������

13 Jonathan Silk, 7KH�2ULJLQV�DQG�(DUO\�+LVWRU\�RI� WKH�0DKƗUDWQDNǌܒD�7UDGLWLRQ�RI�
0DKƗ\ƗQD�%XGGKLVP��:LWK�D�6WXG\�RI� WKH�5DWQDUƗĞLVǌWUD�DQG�5HODWHG�0DWHULDOV, 
3K�'��'LVVHUWDWLRQ��$QQ�$UERU��8QLYHUVLW\� RI�0LFKLJDQ�� ����；野守信，
〈ĝLNৢƗVDPXFFD\Dにおける5DWQDUƗĞLVǌWUDの引用〉，《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44卷第2號（1996年3月），頁141-145；蜜波羅鳳洲，《宝聚経：梵蔵漢和対
照》（東京：山喜房佛書林，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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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而勤奮於生命修持者，並且分辨沙門德行（ĞUDPD۬D-JX۬D� � 

GJH�VE\RQJ�JL \RQ�WDQ）與沙門之垢（ĞUDPD۬D�PDOD�� GJH�VE\RQJ�

JL GUL�PD）。第二〈比丘品〉，教導何謂真實的比丘（EKLN܈X 

[¥ EK L N ܈ ]），亦即特指於佛法出家藉由乞食以正命生存

（VDP\DJ�ƗMƯYD� � right livelihood）進而專務於不僅破除煩惱與

謬見而且開發解脫力的修行者，至少免於淪為惡比丘。第三

〈旃陀羅品〉，借用社會最低賤族群之旃陀羅（FD۬ڲƗOD），譬

喻地說明，雖然出家而號稱沙門，若心態或行事低賤或鄙惡，

將成為旃陀羅沙門，亦即卑鄙的出家人，而這也是佛法的教學

要認清並且極力避免的。第四〈營事比丘品〉，聚焦在營事或

執事（YDL\ƗY܀W\DNDUD��YDL\ƗS܀W\DNDUD (Y\�Ɨ�¥S܀)）比丘，應當具

備相當的理解、心態的調適，以及因材與隨類變通的做法，如

此才足以適切護持與助成不同作為或不同專長的佛門人士，以

及適當處理經手的事物，而不至於由於處理不當，增添阻撓或

反蒙其害。第五〈阿蘭若比丘品〉，聚焦在比丘如果居留於阿

蘭若處（DUD۬\k\DWDQH�YLKDUDWL (YL�¥K܀)��DUD۬\k\DWDQH�SUDWLYDVDWL 

(SUDWL�¥YDV)），適切運作與阿蘭若相應之事項，亦即修行阿蘭

若法，即可稱為阿蘭若比丘（ƗUD۬\DNR�EKLN܈Xۊ）或阿蘭若住者

（ƗUD۬\DND）。第六〈乞食比丘品〉，教導比丘行乞食

（SL۬ڲD�FƗULNR�EKLN܈Xۊ）應該認清團塊食物（SL۬ڲD）的適當功

用與可能衍生的偏差過患，藉由適當的方式行乞食以正命生

存，不追求美食，而專務於心態與身體之淨化。第七〈糞掃衣

比丘品〉，教導比丘穿著糞掃衣（SƗۨVX�NǌOLNR�EKLN܈Xۊ）應該

認清衣服（FƯYDUD��FKRV�JRV）的適當功用與可能衍生的偏差過

患，藉由穿著糞掃衣，昭示佛法的價值觀，不寄託於衣服之類

的身外之物，，而在於遠離貪著、道心增長與觀念正確。

〈阿蘭若比丘品〉有一大段教學，可視為佛教動物倫理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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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很重要的一套指導原則。以「佛教慈悲為懷的奉獻式動物倫

理」為基調的這一大段教學，為了便於對照，將分成如下的五

小段。14

1.

北涼．釋道龔譯文：

迦葉！阿蘭若比丘乞食時，若見眾生，若男、若女、

若童男、童女，乃至畜生，應於是中，生慈悲心：

「我行如是精進，作如是願：『若眾生見我及與我食

者，皆生天上。』」

本書譯文：

迦葉！阿蘭若比丘（ƗUD۬\DNR�EKLN܈Xۊ）在乞食的時候，如

果看到（FDN܈X܈D�ƗEKƗVDP�ƗJDFFKDQWL）眾生（VDWYD）—不論

男的（SXUX܈D）、女的（V WU Ư）、童男（GƗUDND）、童女

（GƗULNƗ），甚至傍生趣者（DQWDĞDV�WLU\DJ�\RQL�JDWƗۊ）—都

應該就所看到的眾生，生起慈悲心（WDWUD�PDLWUƯ�NDUX۬Ɨ�FLWWDP�

XWSƗGD\LWDY\Dۨ）：「隨著我將落實這樣的努力，我將如此予

以實踐（WDWKkKDۨ�NDUL܈\ƗPL��\DWKƗ�WƗG܀ĞDۨ�\RJDP�ƗSDWV\H）：

『舉凡有眾生看到我（ \ H � P H � V D W Y Ɨ Ğ � F D N ܈ X ܈ k E K Ɨ V DP�

ƗJDFFKDQWL），或將給予我施食者（SL۬ڲD�SƗWDۨ�YƗ�GƗV\DQWL），

14 《大寶積經．寶梁聚會．阿蘭若比丘品》，北涼．釋道龔譯，T. 310 (44), vol. 

����S�����D�E��&I��蜜波羅鳳洲，《宝聚経：梵蔵漢和対照》（東京：山喜房ṷ

書林，2004年），頁11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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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助其得以行走在良好的生命路徑（WƗQ� VXJDWL�JƗPLQDۊ�

NDUL܈\ƗPL）。』」

2.

北涼．釋道龔譯文：

迦葉！阿蘭若比丘，若得麤食，若得細食，受是食

已，應觀四方：「此村邑中，誰貧窮者，當減此食，

以施與之。」若見貧人，所可乞食，即分半與。若不

見貧者，應生是心：「我眼所不見眾生，我所得食．

於中好者，願施與之。我為施主，彼為受者。」

本書譯文： 

迦葉！阿蘭若比丘，在接受或者惡劣的或者優良的施食之

後（WHQD�OǌKDۨ�YƗ�SUD۬ƯWDۨ�YƗ�SL۬ڲD�SƗWD�VDۨJ܀K\D），應該周

遍地觀看四方（VDPDQWƗF�FDWXU�GLĞDۨ�Y\DYDORND\LWDY\Dۨ）：

「在這一個村落、城市或市場裡面，誰是貧窮的眾生（ND� LKD�

JUƗPD�QDJDUD�QLJDPH�GDULGUDۊ�VDWYDۊ�），那就從我接受的施食

當中，我將與之分享（\DV\kVPƗW� SL۬ڲD�SƗWƗW� VDۨYLEKƗJDۨ�

NDUL܈\ƗPL）。」如果看見貧窮的眾生（\DGL�GDULGUDۨ�VDWYDۨ�

SDĞ\DWL），阿蘭若比丘應該從所接受的施食與之分享（WHQD�WDW�

SL۬ڲD�SƗWƗW�VDۨYLEKƗJDۊ�NDUWDY\Dۊ）。如果看不見任何貧窮的

眾生（DWKD�QD�NDx�FLW�VDWYDۨ�GDULGUDۨ�SDĞ\DWL），阿蘭若比丘應

該發起這樣的心念（WHQkLYDۨ�FLWWDP�XWSƗGD\LWDY\Dۨ）：「舉凡

未進入我的視線範圍的眾生（VDQW\�DQ�ƗEKƗVD-JDWƗত VDWYƗ 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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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ma FDNৢXৢD ƗEKƗVDূ nâgacchanti），我就施予從我接受的施

食當中最好的部分（WH܈ƗP�LWDۊ�SL۬ڲD�SƗWƗG�DJUDۨ�SUDW\DۨĞDۨ�

QLU\ƗWD\ƗPL）。讓所施捨的施物得以分享出去（GDWWkGƗQƗۨ�

SDULEKXxMDWƗۨ）。」

3.

北涼．釋道龔譯文：

迦葉！阿蘭若比丘乞食，得受食已，持至阿蘭若處，

淨洗手足，淨沙門儀式．具一切淨法，如法取草已，

結加趺坐，坐已而食，心無愛著，亦無貢高，無有瞋

心，無濁亂心。臨欲食時，如是思惟：「今此身中，

有八萬戶蟲。蟲得此食，皆悉安樂。我今以食，攝此

諸蟲。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以法攝取。」

本書譯文： 

迦葉！阿蘭若比丘在接受該施食之後（WHQD� WDW�SL۬ڲD�

SƗWDۨ�J܀KƯWYƗ），前往該阿蘭若處之後（WDG�DUD۬\k\DWDQDP�

DEKLUXK\D），藉由洗手（GKDXWD�SƗ۬LQƗ），藉由具備著出家修

道者（沙門）之行事與儀軌所開發的清淨的德行（ĞREKDQD�

VDPƗFƗUH۬D�ĞUDPD۬D�FƗULWUD�NDOSD�VDPDQYƗJDWHQD），而得到加

持（GKLܒ܈KƗQkGKLܒ܈KLWHQD／增上之支持），合宜地撿拾枯草之

後，以兩腳交疊盤坐的姿勢之後（SDU\D۪NDۨ�EDGGKYƗ），才應

該受用手上的施食（VD�SL۬ڲD�SƗWDۊ�SDULEKRNWDY\Dۊ），而且內

心不愛著飲食，不驕傲，不生氣，也不濁亂。接著，在要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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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SDULEKXxMDWƗ�FD），應該發起這樣的專注用心（HYDۨ�

PDQDVL�NƗUD�XWSƗGD\LWDY\Dۊ）：「在這一個身體裡面，（DVPLQ�

NƗ\H），有八萬個家庭的小蟲（或微生物）（VDQW\�DĞƯWLۊ�NULPL�

NXOD�VDKDVUƗ۬L）。這些小蟲藉由這一餐食物的能量（WƗQ\�

DQHQkLYkXMDVƗ），就會引致安樂的覺受（VXNKDۨ� SKƗVXۨ�

Y LKDUDQ WX）。現在，我就要用這一餐食物攝受這些小蟲

（LGƗQƯۨ�FkL܈ƗP�ƗPL܈H۬D�VDۨJUDKDۨ�NDUL܈\ƗPL）。等到以後獲

得覺悟的時候（ERGKL�SUƗSWDĞ�FD�SXQDU），再藉由教法予以攝

受（GKDUPH۬D�VDۨJUDKDۨ�NDUL܈\ƗPL）。」

4.

北涼．釋道龔譯文：

迦葉！又時，阿蘭若比丘，食或不足，應作是念：

「我今身輕。能修忍辱．斷除諸惡，少大小便。得身

輕已，亦得心輕。又得少睡，亦不起欲想。」應作如

是思惟。

迦葉！阿蘭若比丘，若乞食得多，應生知足想。應於

食中，減取一摶，置淨石上，如是思惟：「有諸鳥獸

能噉食者，我以施之，彼為受者。」

迦葉！阿蘭若比丘食已，洗缽、漱口、洗手，淨滌應

器，手拭令乾，舉僧伽梨，依阿蘭若處行，不離．本

所思惟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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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譯文： 

迦葉！再者，阿蘭若比丘如果接受惡劣的施食（\DGL SXQDU 

DV\D OǌKDۨ SL۬ڲD-SƗWDۨ EKDYDWL），應該發起這樣的心念

（ WHQkLYDۨ  FL W WDP  XWSƗGD\L WDY\Dۨ）：「由於食物惡劣

（OǌKkKƗUDWD\Ɨ），我的身體將變得輕盈（PH ODJKXۊ NƗ\R 

EKDY L ܈ \ D W L）。我將能勝任斷除諸惡的努力（S UDKƗ۬D -

N܈DPDۊ），而且我的大小便的排泄也將減少（XFFƗUD-SUDVUƗYD-

QL܈\DQGDĞ FD PH SDUƯWWR EKDYL܈\DWL）。我將成為身體方面輕盈

（NƗ\D-ODJKXWƗ），而且心態方面也輕盈（FLWWD-ODJKXWƗ FD PH 

EKDYL܈\DWL）。再者，我的昏沉與睡眠的情形，也將減輕（DOSD-

POƗQD-PLGGKDĞ FD PH EKDYL܈\DWL）。」

迦葉！再者，阿蘭若比丘在受到豐富的施食的時候（\DGƗ 

SXQDU DV\D SUDEKǌWDۊ SL۬ڲD-SƗWR EKDYDWL），應該以夠吃為限度

（WDWUkSL PƗWUƗ-EKRMLQƗ EKDYLWDY\Dۨ），而且應該施行割捨之事

情（XWVDUMDQD-GKDUPL۬Ɨ FD）。因此，就從所接受的施食（WDWDۊ 

SL۬ڲD-SƗWƗG），將一部分放置在石頭上面之後（DQ\DWDUƗ\Ɨۨ 

ĞL OƗ\ƗP  DYDWƯU\D），應該發起這樣的心念（HYDۨ  FLW WDP 

XWSƗGD\LWDY\Dۨ）：「舉凡任何想要受用食物的獸群或鳥群（\H 

NH-FLQ P܀JD-SDN܈L-VDۨJKƗ ƗPL܈D-EKRMDQHQkUWKLNƗۊ），那就來受

用這兒所施捨的施物（WH GDWWkGƗQƗۊ SDULEKXxMDWƗP）。」

迦葉！阿蘭若比丘受用食物之後，洗缽、漱口、洗手，淨

滌盛食物的器皿，擦拭令乾，把外出正裝（VDۨJKƗܒƯ／僧伽

梨）放置妥當，依止阿蘭若處行事，而不捨離原先所深思的教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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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北涼．釋道龔譯文：

迦葉！阿蘭若比丘行阿蘭若行時，若是凡夫．未得沙

門果，或時虎狼來至其所；若見，不應生畏。作如是

念：「我本來至阿蘭若處時，已捨身命。我不應驚、

畏。應修慈心，離一切惡，亦離怖畏。若諸虎狼斷我

命根，噉我身肉，當生是念：『我得大利。以不堅

身，當得堅身。此諸虎狼，我不與食；今噉我肉已，

身得安樂。』」

迦葉！阿蘭若比丘行阿蘭若法，應如是捨身命。

本書譯文： 

迦葉！再者，阿蘭若比丘如果尚未獲得修道之果而處於凡

夫的位階（DSUƗSWD�SKDOD�S܀WKDJ�MDQDV\D），而且居留在阿蘭若

處的時候（\DGL�SXQDU�DV\D�WDWUkUD۬\k\DWDQH�YLKDUDWDۊ），正好

虎狼之類的猛獸也來到該處（Y\ƗڲD�P܀JƗ�ƗJDFFKH\Xۊ）；當

場，則不應該產生害怕或畏懼之心（WHQD� WDWUD�QD�EKD\Dۨ�QD�

WUƗVD�XWSƗGD\LWDY\Dۊ）。再者，應該發起這樣的心念（HYDۨ�FD�

FLWWDP�XWSƗGD\LWDY\Dۨ）：「就在當初（SǌUYDP�HYD）前來阿蘭

若處的時候（DUD۬\D�YƗVDP�XSDJDWDۊ），我早已拋開身體與壽

命（DKDP�XWVܒ܈܀D�NƗ\D�MƯYLWDۊ）。在這兒，我既不應該害怕（QD�

PD\kWUD�EKHWDY\Dۨ），也不應該畏懼（Q{WWUDVLWDY\Dۨ）。然

而，在產生慈心之後（DSL� WX�PDLWUƯP�XWSƗGD\LWYƗ），我將捨離

憎惡之心（GR܈Dۨ� YLYDUMD\L܈\ƗPL），我將排除害怕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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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D\DP�DSD�QD\L܈\ƗPL）。如果這麼做之後（\DG\�HYDP�DSL�

N܀WYƗ），這些虎狼之類的猛獸在斷絕我的壽命之後（WH�Y\ƗڲD�

P ܀ J Ɨ � P Ɨۨ � M Ư Y L W Ɨ G � Y \ � D S D � U R S \ D），還會把我吃掉

（EKXxMƯUDQ），則我應該發起這樣的心念（WHQD�PD\kLYDۨ�

FLWWDP�XWSƗGD\LWDY\Dۨ）：『我妥善地獲得利益（OƗEKƗ�PH�VX�

ODEGKƗ）。我從所帶有的不堅牢的身體（\DV\D� PH� ¶VƗUƗW�

NƗ\ƗW），將換得堅牢的情形（VƗUDP�ƗGDWWDۨ�EKDYL܈\DWL）。再

者，這些虎狼之類的猛獸，由於不能滿足於我給的食物（QD�

SXQDU�LPH�Y\ƗڲD�P܀JƗۊ�ĞDN\Ɨ�PD\kPL܈H۬D�WR܈D\LWXۨ），在吃掉

我的肉之後（PDPD�PƗۨVDۨ�EKDN܈D\LWYƗ），將有一段感覺快樂

的時光（VXNKD�VSDUĞDۨ�YLKDUL܈\DQWL）。』」

迦葉！阿蘭若比丘落實阿蘭若的功課，應該這樣看開身體

與壽命。

《大寶積經．勝鬘夫人會第四十八》選譯

《勝鬘夫人師子吼之說示》（ĝUƯ�PƗOƗ�GHYƯ�VLۨKD�QƗGD�

QLUGHĞD），簡稱《勝鬘夫人經》。現存有二個漢譯本：其一，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劉宋．求那跋陀羅

（*XDEKDGUD）譯，T. 353, vol. 12, pp. 217a-223E；其二，《大

寶積經．勝鬘夫人會第四十八》，唐．菩提流支（Bodhiruci）

譯，T. 310 (48), vol. 11, pp. 672c-678c。目前雖然未見完整的梵

文本，但是Schøyen搜集品有三張經文葉片，15 而《寶性論》

（5DWQD�JRWUD�YLEKƗJD）梵文本，也保留不少引證的片段。16

15 .D]XQREX�0DWVXGD��HG����³ĝUƯPƗOƗGHYƯVLূKDQƗGDQLUGHĞD�´�%XGGKLVW�0DQXVFULSWV�LQ�
WKH�6FK¡\HQ�&ROOHFWLRQ�,��HGLWHG�E\�-HQV�%UDDUYLJ��2VOR��+HUPHV��������SS��������

16 E. H. Johnston, (ed.), 7KH�5DWQDJRWUDYLEKƗJD�0DKƗ\ƗQRWWDUDWDQWUDĞƗVWUD, Patna: 

Bihar Research Society, 1950；《究竟一乘寶性論》，後魏．勒那摩提

（Ratnamati）譯，T. 1611, vol. 31, pp. 813a-848a；小川一乘，〈補註：勝鬘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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