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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度集经》

内容概要

《六度集经》就是以“六度”为纲领，分别讲述了佛本生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主角是各种不同的人物
或动物，围绕着佛教的教义，鲜明地刻画了他们各自的性格，内容生动，寓意深长，富有思想性、教
育性，许多内容还被民间艺人以绘画和雕刻的形式直接表现出来，因此在民间广泛流传，影响深远。 
　　原始佛教时期，佛教的教团以佛陀为轴心，但释迦牟尼是现实的人。在他示寂之后，佛教徒们为
了缅怀这位教主的伟大人格，于是有了“本生故事”的出现前。所谓“本生”，就是指佛陀的前生。
佛教认为，释迦牟尼之所以在今世成佛，除了他今世的努力修行外，还有很多的宿世因缘。所谓宿世
因缘，就是讲述释迦牟尼前世行为故事，就叫做“本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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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度集经》

作者简介

　　蒲正信，瑜伽菩萨戒居士。四川成都人，1950年生。毕业于成都商业干部学校。平时爱钻研佛学
、医学和武术，先后从名医习医，结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刊授学院；对太极武术有较深之造诣，曾获
四川省武术协会教练证书；是我国著名佛学家、重庆市佛教协会会长、慈云寺方丈惟贤大和尚的正信
皈依弟子，故赐名正信；并问学于著名佛教学者弘学居士。有《禅修与静坐》、《六度集经》和《佛
教道德经典》等著述出版，并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有若干论文，正面地向社会介绍佛教的修持法门，甚
受学术界之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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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度集经》

书籍目录

总序序一序二前言吴康居国沙门康僧会译六度集经第一卷布施度无极章第一一　菩萨本生二　萨波达
王本生三　贫人本生四　菩萨本生（菩萨以身饲虎）五　乾夷王本生六　国王本生七　国王本生（国
王信佛因缘）八　仙叹理家本生九　普施商主本生十　长寿王本生六度集经第二卷十一　波耶王经（
波耶王本生）十二　波罗捺国王经（迦兰王本生）十三　萨和檀王经（萨和檀王本生）十四　须大拏
经（须大拏太子本生）六度集经第三卷十五　和默王本生十六　佛说四姓经十七　维蓝梵志本生十八
　鹿王本生十九　鹄鸟本生二十　孔雀王本生二十一　兔王本生二十二　理家本生（金鼠的故事）二
十三　国王本生（百子的故事）二十四　梵志本生二十五　理家本生（财主和鳖的故事）二十六　沙
门本生六度集经第四卷戒度无极章第二二十七　清信士本生二十八　象王本生二十九　鹦鹉王本生（
鹦鹉戒食出笼的故事）三十　法施太子本生三十一　国王本生（因祸而成国王的故事）⋯⋯六度集经
第五卷六度集经第六卷六度集经第七卷六度集经第八卷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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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度集经》

精彩短评

1、唉不好读啊，阿弥陀佛。
2、佛经难读，研究者、爱好者、信仰者各取所需吧。这个还算是浅显的
3、注本，很好。
4、此本误字、脱字均多，读讫，校讫。和南一切菩萨学处，愿我念念归于菩萨行，念念趋向法界等
流。
5、gfku
6、这个本子实在是不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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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度集经》

精彩书评

1、《六度集经》，又称《六度无极经》、《六度无极集》、《六度集》、《度无极经》、《杂无极
经》。本经内容主要是以佛陀、弥勒菩萨过去世行菩萨道时的本生谭事迹，配合大乘佛教所说的布施
、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六度而成，故称为六度集经。又本经的特色是在阐扬大乘佛教的
菩萨行。三国时代康居国沙门康僧会(?－280)译。师为精通经律论三藏之译经僧。原是康居国(今新疆
北部)人，世居印度，以其父经商而移居交趾(越南北部)。十余岁丧亲、出家。三国吴赤乌十年( 247)
至建业，后吴主孙权感其威神，皈依于师，并为之建立建初寺，传道译经，其地称佛陀里，建业地方
佛教因此得兴，这是佛教传入我国南方的开始。师于晋太康元年示寂，世寿不详。号为超化禅师。所
翻译经有《吴品经》五卷、《杂譬喻经》二卷、《六度集经》九卷(今存八卷)，并注释《安般守意》
、《法镜》、《道树》等经。　　全文共分八卷六章：　　　　第一、布施度无极章(卷一－卷三)　
　记载佛陀于王舍国鹞山中，为五百罗汉和一千菩萨讲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
为“难逮高行，疾得成佛”的无上法门。　　说明：菩萨布施的动机在于“哀念众生处世忧苦”、“
欲求佛擢济众生，令得泥洹，不复生死”，所以菩萨一心为拯济众生，慈惠度无极行布施。　　  布
施的对象是无限的，一切含识有情无不是行施的对象，如：贫病孤苦无依者、孑然一身的云游沙门，
以及地上空中的飞禽走兽等。也就是行菩萨道者须“跨天踰地，润弘河海，布施众生”。布施的内容
不离日常生活的物质资具，如：衣、被、医药、财宝等等，皆令“饥者食之，渴者饮之，寒衣热凉，
疾济以药”。同时施舍时，不惜身命，至无数劫无有悔恨。　　布施的态度是“无求不与，索即惠之
”，也就是布施济众须常怀“布施贫乏，若亲育子”，愍而不怨，乃至杀身舍命，肝脑涂地亦在所不
惜的精神。大家熟知的佛陀本生事迹，如割肉喂鹰、舍身饲虎、投海喂鱼等，都是菩萨危己济众的利
他精神。布施的功德有来世生天之乐，也有现世五福，即：长寿、颜华日更好色、德勋八方上下、无
病气力日增、四境安隐，心常欢喜。此外，“累劫仁惠，拯济众生”的菩萨行，更是成佛所必须实践
的。　　列举菩萨、萨波达王、贫人、干夷王、国王、仙叹理家、普施商王、长寿王及《波耶王经》
、《波罗国王经》、《萨和檀王经》、《须大拏经》、和默王本生、《四姓经》、维蓝梵志、鹿王、
鹄鸟、孔雀王、兔子、理家、沙门等二十六则本生因缘，说明布施波罗蜜。本章的主旨在说明布施波
罗蜜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实践。即“慈心向彼，悲心追愍，喜彼成度，护济众生：：：不惧乏无也
。”如果违反此四无量心而行布施，纵使“后得其福”，也是“福中之薄”；“官位七宝”，也“得
不足荣”。第二、戒度无极章(卷四)　　说明：戒波罗蜜的意义，即：敬信三宝，奉持五戒十善，过
合理自律的生活，修无欲清净的梵行；不做“狂愚凶虐，好残生命，贪余盗窃，婬□秽浊，两舌恶骂
，妄言绮语，嫉恚痴心；违亲戮圣，谤佛乱贤，取宗庙物，怀凶逆，毁三宝”的恶行。　　  持戒应
有的态度，是尽形寿奉行佛戒，无有毁犯。面临清净戒行与性命存活攸关之际，菩萨的智慧抉择是“
宁脱眼而死，不犯淫而生”，“宁殒躯命，不去仁道”，以舍生来保全戒法的清净。　　 奉行五戒十
善的功德，是得生人天，不堕恶趣。　　列举清信士、象王、鹦鹉王、法施太子、国王、凡夫、贫商
人、贫道士、童子、兄猕猴、长者，及《太子墓魄经》、《弥兰经》、《顶生圣王经》、《普明王经
》等十五则本生因缘，说明持戒波罗蜜。第三、忍辱度无极章(卷五)　　说明：菩萨忍辱的动机，是
不忍见众生“以痴自壅，贡高自大”、“贪嫉处内，瞋恚处外”、“长处盲冥”，积苦无量，于是发
愿世世怀忍行慈，济护群冥，助其免咎，获得身心俱净的喜悦。忍辱的态度，众生愚昧，时时三毒焚
身，常常不知不觉作出害人害己的事情。面对这般难调难伏的无明众生，菩萨依然不违悲心愿力，不
轻言弃舍任何一位众生，“宁就汤火之酷，葅醢之患，终不恚毒加于众生”，乃至“众生加己骂詈捶
杖，夺其财宝、妻子、国土，危身害命，菩萨辄以诸佛忍力之福，迮灭毒恚，慈悲愍之，追而济护，
若其免咎，为之欢喜。”忍辱的功德，“夫忍不可忍者，万福之原”，是菩萨以“若无有爱育众生犹
护身疮”及“截手足仍无以污心，犹慈母哀其赤子”的悲心弘愿，造就而成的忍辱功德。凡人在世，
所以“有亡国破家危身灭族”的遭遇，死后“有展转五道，太山烧煮，饿鬼畜生，积苦无量”的苦患
，这都是由于不能怀忍行慈。因此能行忍怀慈的人，生时则可免受刀山剑树之难，死后可脱离三恶道
之苦，乃至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如第四十八则说：“忍不可忍者，是乃为佛正真之大戒。”又说：“
贪欲为狂夫，靡有仁义心，嫉妒欲害圣，唯默忍为安。非法不轨者，内无恻隐心，悭恶害布施，唯默
忍为安。放逸无戒人，酷害怀贼心，不承顺道德，唯默忍为安。背恩无反复，虚饰行谄伪，是为愚痴
极，唯默忍为安。”这是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和谐的不二法门。列举菩萨、睒道士、羼提和梵志、
童子、国王、獭猴、龙、难王、盘达龙王及《雀王经》、《之裸国经》、《六年守饥毕罪经》、《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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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度集经》

家毕罪经》等十三则本生因缘，说明忍辱波罗蜜。第四、精进度无极章(卷六)说明：精进的意义，是
指努力收摄身口意三业，使其向善不犯过。也就是着力于六根的收摄，使“其目髣□，恒□诸佛灵像
变化立己前矣；厥耳听声，恒闻正真垂诲德音；鼻为道香；口为道言；手供道事；足蹈道堂，不替斯
志呼吸之间矣”。精进的动机，菩萨累劫精进不休，行住坐卧之际无不以道为念，志恒存无常、苦、
空、无我之想，坐则思惟，游则教化，一意崇尚无欲之行，旨在“忧愍众生，长夜沸海，洄流轮转，
毒加无救”，于是发愿疗治众生亿载病苦，化其愚冥，令其能真正奉行六度，不再受囿于无涯的沉沦
苦痛。列举凡人、猕猴王、鹿王、修凡鹿王、驱耶马王、鱼王、龟王、鹦鹉王、鸽王及《蜜蜂王经》
、《佛以三事笑经》、《小儿闻法即解经》、《杀身济贾经》、童子本生、《调达教人为恶经》、《
杀龙济一国经》、《弥勒为女人身经》、《女人求愿经》、《然灯授决经》等十九则本生因缘，说明
精进波罗蜜。第五、禅度无极章(卷七)　　说明：禅定的意义是“端其心，壹其意，合会众善，内着
心中，意诸秽恶，以善消之”。简单的说，就是专一心境，使冥退明存，道志强盛，令明善之心得以
昭然。禅定的内容，如第七十五则所载：初禅：十恶退，五善进。二禅：不计不念，制心内观，善行
在内，不复由耳目鼻口出入，善恶二行不复相干，心处在内，唯有欢喜。三禅：除去欢喜，心尚清净
，怕然寂寞。四禅：喜心去，得寂定。　　又“一禅，耳为声乱；二禅，心为念乱；三禅，心欢喜乱
；四禅，心为喘息乱。一禅耳声止，进至二禅；二禅念灭，进至三禅；三禅欢喜灭，进至四禅；四禅
喘息灭，得空定。”习禅的方法，于初禅进二禅，二禅进三禅，三禅进四禅之际，须有三行，即：勤
仂、数念、思惟。此外，在第七十六则中，也记载有能令行者内净，一心得禅的种种方法。如：或见
老病死相，或观尸肿胀烂臭，或闻地狱汤火之毒及饿鬼饥馑积年之劳，或睹畜生屠剥割截之苦，或思
十六事，或观身不净等法等。举比丘、菩萨、太子、佛之得禅、常悲菩萨、那赖梵志等八则本生因缘
，说明禅波罗蜜。第六、明度无极章(卷八)　　叙述须罗太子本生、《遮罗国王经》、《菩萨以明离
鬼妻经》、《儒童授决经》、《阿离念弥经》、《镜面王经》、《梵摩皇经》等九缘。由于六度相摄
，因此本卷可说是善巧运用前五度，明示菩萨行者累载忧念众生，以四等弘慈，明施六度无极以拯济
群伦。　　《六度集经》记载的本生故事，篇篇生动感人，足以作为学佛修道者的轨范，同时也是人
间佛教的最佳诠释。《六度集经》不但为我国保留了大批优美的本生事迹与佛传故事，同时也成为文
学艺术的创作题材。自古即有各种雕刻绘画之变相，如敦煌石窟中存有的本生故事变相图，多采自本
经。本经也是研究佛教初传中国的宗教与社会思想之重要资料。　　本经收录于《高丽藏》第十一册
、《碛砂藏》第十一册、《龙藏》第三十二册、《卍正藏》第十五册、《大正藏》第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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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度集经》

章节试读

1、《六度集经》的笔记-六度集经卷第四 （二十八—二十九）

        （二八）

　　昔者菩萨。身为象王。其心弘远。照知有佛有法有比丘僧。常三自归。每以普慈拯济众生。誓愿
得佛当度一切。从五百象。时有两妻。象王于水中得一莲华。厥色甚妙。以惠嫡妻。嫡妻得华。欣怿
曰。冰寒尤甚。何缘有斯华乎。小妻贪嫉。恚而誓曰。会以重毒鸩杀汝矣。结气而殒。魂灵感化为四
姓女。颜华绝人。智意流通。博识古今。仰观天文。明时盛衰。王闻若兹。娉为夫人。至即陈治国之
政义合忠臣。王悦而敬之。每言辄从。夫人曰。吾梦睹六牙之象。心欲其牙以为佩几王不致之。吾即
死矣。王曰。无妖言也。人闻笑尔。夫人言。相属心生忧结。王请议臣四人。自云己梦。曰古今有斯
象乎。一臣对曰。无有之也。一臣曰。王不梦也。一臣曰。尝闻有之。所在弥远。一臣曰。若能致之
。帝释今翔于兹矣。四臣即召四方射师问之。南方师曰。吾亡父常云。有之。然远难致。臣上闻云。
斯人知之。王即现之。夫人曰。汝直南行三千里。得山入山行二日许。即至象所在也。道边作坑。除
尔须发着沙门服。于坑中射之。截取其牙。将二牙来。师如命行。之象游处。先射象。着法服持钵。
于坑中止住。象王见沙门。即低头言。和南道士。将以何事贼吾躯命。曰欲得汝牙。象曰。吾痛难忍
。疾取牙去。无乱吾心令恶念生也。志念恶者死入太山．饿鬼．畜生道中。夫怀忍行慈。恶来善往。
菩萨之上行也。正使俎骨脯肉。终不违斯行也。修斯行者死辄上天。疾得灭度矣。人即截牙。象曰。
道士当却行。无令群象寻足迹也。象适人去远。其痛难忍。躄地大呼。奄忽而死。即生天上。群象四
来。咸曰。何人杀吾王者。行索不得。还守王哀号。师以牙还。王睹象牙心即恸怖。夫人以牙着手中
。适欲视之。雷电霹雳椎之。吐血死入地狱。佛告诸沙门。尔时象王者我身是也。大妇者求夷是。猎
者调达是。小夫人者好首是。菩萨执志度无极行持戒如是。

昔者菩萨。为鹦鹉王。常奉佛教。归命三尊。时当死。死不犯十恶。慈心教化。六度为首。尔时国王
好食鹦鹉。猎士竞索睹鹦鹉群。以网收之。尽获其众。贡于太官。宰夫收焉。肥即烹之为肴。鹦鹉王
深惟。众生扰扰赴狱丧身。回流三界靡不由食。告从者曰。除贪捐食。体疪小苦。命可冀矣。愚者饕
餮。心无远虑。犹若悭子贪刀刃之鲜蜜。不知有截舌之患。吾今裁食。尔等则焉。鹦鹉王日瘦。由其
笼目势踊得出。立笼上曰。夫贪恶之大。无欲善之景矣。重曰。诸佛以贪为狱为网为毒为刃。尔等损
食可如余焉。菩萨自斯。若为凡人。粗食供命。弊衣盖形。以贪戒心。无日不存。福为帝王。辄以佛
智观国之累。福高弘多其为难算矣。非常无牢唯苦无乐。夫有辄灭。身为伪幻。难保犹卵。难养若狼
。有眼睹焉。靡不寒栗。菩萨世世以戒为行。遂成如来无所著正真道最正觉为天人师。佛告诸比丘。
时鹦鹉王者吾身是也。人王者调达是也。菩萨执志度无极行持戒如是。

2、《六度集经》的笔记-一个凄美的佛教故事：法施太子

        
　　以前有位国王，统治着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他有一个太子，名叫法施。
　　法施太子性格纯孝，行为规矩，从来不做非礼之事，办起事来小心谨慎，很注意防备瓜田李下之
类的嫌疑。

　　有一次，法施太子由丞相带领去拜见国王的宠妃。太子进退一切按规矩办，一点也没有失礼的地
方，但国王的这个宠妃，却是个脾气暴躁、性格淫荡的妇人。她看见太子相貌堂堂、唇红齿白，不禁
动了邪念，伸手就把太子往怀里拉。

　　太子吓坏了，使劲把手挣脱，拉住丞相说：“快跑！快跑！”一不小心就把丞相的帽子给碰掉了
。
　　原来丞相是个秃头，平日全凭帽子遮羞，以便在女人面前装风流。太子把他的帽子碰掉，露出大
光头，惹得宠妃哈哈大笑，丞相觉得很丢脸，恨死了太子。所以，太子虽然逃掉了，却得罪了宠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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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两个人。

　　太子走后，宠妃越想越生气。当天晚上，就哭闹着对国王说：“我哪怕再低贱，毕竟是大王的妻
子，太子竟然敢对我动手动脚的，有非份之想。大王要是不惩治他，我绝对不依！”

　　国王说：“我这个儿子品行高洁，非礼勿行、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为。人人都赞他是个
少有的君子，他绝对不可能干这种事，你不要胡说八道。”
　　国王虽然不相信，但经不起宠妃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枕边进谗言；加上朝廷中又有丞相帮腔，国
王也就将信将疑起来。
　　宠妃逼着国王，非要他处死太子。
　　国王说：“虎毒不食子，骨肉相残，是天底下最可恶的事，我绝对不能做。这样吧！我让他离开
首都就是了。”

　　于是，国王派太子去镇守边境，那个地方离首都有八千里路。临行前，国王告诫太子说：“你在
外镇守边境，做事一定要顺天理、合人情，要仁慈地对待百姓，不能残害人民；要尊老若亲、爱民若
子；行为要检点，不能有丝毫松懈放肆。世上有很多奸诈之徒、不法之事，你要小心注意！”

　　太子哭拜着说：“我一定把父王的教诲，牢记在心！”遂告别父亲，来到边境。
　　太子在边境紧衣缩食，日夜辛苦，把城市治理得井井有条，使老少皆安、长幼有序。
　　远近居民听到太子的善政，纷纷到这儿来定居。

　　太子来了只不过一年，这儿的居民便增加了一万多户，使这座本来人烟稀少的边境城市，变成繁
荣昌盛的大城市。
　　消息传到首都，国王及后妃都很高兴，觉得太子真有治国之才，百年之后，可以放心地把国家交
给他。

　　但宠妃心中却十分怨恨、害怕，她想：“如果不趁国王健在时除掉太子，等到太子继位，那就对
我太不利了！可是，现在国王很喜欢太子，即使再进谗言，也没什么用，怎么办呢？”她秘密地把丞
相召来，两人商量了半天，想出一条毒计。

　　他们趁国王外出，不在王宫时，用蜡假造国王的印信，再派人到边境假传国王的圣旨说：“你有
欺君之罪，朕不忍心当面杀你。圣旨到达之日，马上剜下你的两个眼珠，交付来使带回。”

　　圣旨传到太子那里，太子手下的官员们谁也不相信国王竟会下这道圣旨，处罚完全无辜的太子。
大家都说：“这个使臣一定不是大王派出来的。”
　　太子却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为了爱惜自己的身体，而违逆父
亲的意思，这是最大的不孝。我的主意已定，你们不必多说。”

　　于是太子大摆宴席，与官员们欢饮了三天。在这三天中，还在城里大量布施，救济那些贫穷孤寡
的人。三天之后，太子让手下的官员武士，动手把自己的眼珠剜下来。
　　但官员武士，没有一个忍心做这么残酷的事。

　　太子只好到处寻找愿做这件事的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卖草的孩子，许诺给他重赏，才把眼珠剜
下，封在盒子里，交给使者。

　　使者回到首都，把太子的眼珠交给丞相，丞相又把它交给宠妃。
　　宠妃这才算心满意足。她把太子的眼珠挂在床头，天天对着眼珠骂道：“不肯顺从我，我让你尝
尝剜眼的滋味！怎么样？痛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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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夜里，国王作了个梦，梦见一只非常大的马蜂，螫伤了太子的眼睛。国王从梦中惊醒，越想
越不安，不禁流下泪来说：“莫非我儿子遭到什么横祸了？”

　　宠妃唯恐事情败露，假意安慰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一定是因为你白天思念太子过度，晚
上才作这样的恶梦。太子哪里会有什么祸事呢？以后你白天少想一点，晚上也就不会再作恶梦了。”
　　国王想想也有道理，便把此事放下。

　　再说太子把眼珠剜下后，就没法再处理政事，只好四处流浪，靠弹琴乞食，苦度时光。
　　太子有个未婚妻，是另一个国家的公主。有一天，太子辗转流浪到这个国家，在街头弹琴卖唱。
因为国王很喜欢欣赏弹琴，所以有人就把他领进宫，让他弹琴给国王听。太子先弹奏了一曲，歌颂国
王的功德；接着又弹了一曲，诉说孤儿的痛苦，在这首曲子中，太子寄托了自己的悲惨遭遇，弹得如
哀如怨、如泣如诉，听到的人都不禁流下泪来。

　　公主当时正好陪同父王一起听这个盲琴师弹琴，她非常聪明，妙解音律，听懂了太子寄托在琴声
里的哀思，明白面前的这个盲琴师，原来就是自己的未婚夫法施太子，不禁痛哭流涕说：“我的夫君
，原来竟落到这种地步！”

　　国王觉得很奇怪，忙问是怎么回事。
　　公主就把法施太子用琴音叙述的悲惨遭遇，讲述了一遍。
　  国王起先还有点不信，一问盲琴师，果然和女儿所说的丝毫不差，眼前的这个盲琴师，正是自己
的女婿法施太子。

　　公主对父亲说：“我的命运，已经与夫君联结在一起了，贞女不事二夫。他现在遭受冤枉，流落
到这个地步，更需要我来照顾他。希望父王同意，让我跟他走。”
　　国王和王后都很伤心，但见女儿的决心这么坚定，只好依从她。
　　法施太子夫妇，又辗转回到本国。

　　法施的父亲听说本城来了个弹琴高手，就把他唤进王宫。虽然这个盲琴师的面容，十分憔悴，但
他越看越觉得像是法施，尤其是声音更像。国王就问道：
“你是不是我的儿子法施？”法施再也忍不住了，伏在地上嚎啕大哭。
　　国王、王后及宫女们，看见原来那么英挺的公子，被折磨得如此凄惨，都伤心地流下泪来。

　　法施的妻子就将法施如何奉命剜眼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国王。
　　国王马上下令追查，搞清楚原来是宠妃与丞相合谋搞的鬼，便下令将他们抓起来，痛打一顿之后
活埋了。
　 此后，法施和他的妻子，在他父亲的国家里平安地生活，白头到老。
　　（来源：据《六度集经》卷四《法施太子本生》）

3、《六度集经》的笔记-六度集经卷第四 （二六—二十七）

        （二六）

　　昔者菩萨为沙门行。恒处山林。慈心悲愍。众生长苦轮转三界。何以济之。靖心思惟索道弘原。
当以拯众而衣有虱。身痒心扰。道志不立。手探寻之即获虱矣。中心怆然。求以安之。正有兽骨徐以
置中矣。虱得七日之食。尽乃舍迈。展转生死。菩萨得佛。经纬教化。时天大雪绝行路人。国有理家
请佛并数千比丘。供养七日。厥心肃穆。宗室佥然。而雪未晞。佛告阿难。敕诸沙门皆还精舍。阿难
言。主人恭肃。厥心未堕。雪盛未息。分卫无处。世尊曰。主人意讫不复供惠也。佛即引迈。沙门翼
从还于精舍。明日世尊告阿难。汝从主人分卫。阿难奉教而行造主人门。门人睹之。无问其所以也。
有顷回还。稽首长跪。如事启焉。又质其原。彼意无恒。何其疾乎。佛即为具说如上。又曰。阿难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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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慈心济虱微命。惠之朽骨七日之食。今获供养尽世上献。宿命施恩。恩齐七日。故其意止不复如前
也。岂况慈心向佛逮沙门众。持戒清净无欲高行。内端己心。表以慈化。恭惠高行比丘一人。逾施凡
庶累劫尽情也。所以然者。比丘拥怀。佛经有戒有定有慧解脱度知见种。以斯五德慈导众生。令远三
界万苦之祸矣。阿难曰。遇哉斯理家。面获慈养如来无所著正真道最正觉道法御天人师并诸沙门。或
有沟港频来不还应真。或有开士。建大弘慈将导众生者乎。斯福难量。其若海矣。难称其犹地也。佛
言。善哉。阿难。真如所云。佛时难遇。经法难闻。比丘僧难得供养。如沤昙华时一有耳。佛说如是
。比丘欢喜稽首承行。菩萨慈惠度无极行布施如是。

（二七）

　　昔者菩萨为清信士。所处之国其王行真。劝导臣民令知三尊。执戒奉斋者捐赋除役。黎庶巨细见
王尚贤。多伪善而潜行邪。王以佛戒观察民操。有外善内秽。违佛清化。即权令而敕曰。敢有奉佛道
者罪至弃市。讹善之徒靡不释真。恣心从其本邪。菩萨年耆。怀正真弘影之明。闻令惊曰。释真从邪
获为帝王。寿齐二仪富贵无外。六乐由心。吾终不为也。虽一餐之命。得睹三尊至真之化。吾欣奉之
。怀俗记籍万亿之卷。身处天宫极天之寿。而闇于三尊。不闻佛经。吾不愿也。禀佛之言。即有戮死
之患。吾甘心焉。经云。众生自投三涂。获人道难。处中国难。六情完具难。生有道国难。与菩萨亲
难。睹经信之难。贯奥解微难。值高行沙门清心供养难。值佛受决难。吾宿功着。今睹佛经获奉三宝
。若值无道菹醯之酷。汤火之戾。终不释正从彼妖蛊也。王命有司。廉察违命者。戮之市朝。廉人见
菩萨志固不转奉事三尊至意不亏。即执之以闻。王曰。戮之于市。阴使人寻听察其云。菩萨就死诫其
子曰。乾坤始兴有人之来。众生处世。以六情乱行甚于狂醉。鲜睹三尊。导清明化也。尔幸知法。慎
无释之。夫舍佛法之行。而为鬼妖之伪者。国丧必矣。吾宁舍身不去真也。王今悖误。尔无从焉。廉
者以闻。王知行真。即欣而请之。执手升殿曰。卿真可谓佛弟子者矣。拜为国相。委任治政。舍佛清
化之畴者。复其赋役。于是国境莫尚为善。佛告诸沙门。时国王者弥勒是也。清信士者吾身是也。菩
萨执志度无极行持戒如是。

4、《六度集经》的笔记-蛮荒部落

        从前有兄弟俩经商，他们采购了一些货物，准备到一个边远地区去贩卖。出发之前，先了解了一
下当地的风土人情。那地方尚未开化，还是个祼身部落(估计象今天的某些非洲部落一样，身上仅挂个
大裤衩或草裙子什么的)。
哥俩商议此行事宜。弟弟说：“我们初去乍到，只能入乡随俗。内心坚持礼法，但外在行为要变通一
点，做人低调一点，这样才能被当地老百姓接受。”哥哥是个较真的人，他一本正经地说：“你不是
开玩笑吧？礼法怎么能违反？德行怎么能玷污？我们堂堂天朝大国礼义之邦的人，哪里能跟那些愚昧
不开化的人一样呢？”
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兄弟俩分头而行。弟弟到的时候，正好赶上月圆之夜，当地部落在举行篝
火晚会。大家衣服也没穿什么，男男女女手拉手，围着火堆正跳得高兴。弟弟一看，也光着膀子，象
当地人一样，用灰烬泥土在脸上身上涂抹一番，跟着他们跳起来，不一会儿就跟部落的人打得火热。
部落首领一高兴，以高价买完了他带来的货物。
哥哥的境遇却大不相同。他将自己整得象个贵族一样，驾着马车，一脸严肃地进了少数民族部落。看
到当地人衣服也不穿，脸上涂得乱七八糟的，脖子上还挂着骨头。于是厉声指责，骂他们不懂廉耻，
有违圣人之礼法。惹得部落的人非常愤怒，伤自尊呐！当地人一哄而上，围过来痛扁一顿，顺带着抢
了他的货物。还好弟弟及时赶到，才把鼻青脸肿的哥哥给救下来了。
哥俩离开时，送弟弟的络绎不绝，呸哥哥的人声嘈杂。哥哥那个郁闷！于是将气撒在弟弟身上：“他
们待你那么好，对我如此恶劣。跟你搭得上哪门子亲戚？又跟我哪一辈子结了仇？肯定是你在背地里
说了我的坏话！这事你给我记下了，从今以后别指望我能饶过你！”这老哥的脾气，真够人喝一壶的
。
兄弟俩的目的是推销手上的货物。哥哥在卖货的过程中以自己的价值观指责别人，结果不但货物卖不
出去，反而激起民愤，险此挂在那里。弟弟却很务实，东西能卖出去才是目的，穿不穿衣服是各地的
民风习俗，无所谓对与不对。所以弟弟才大受欢迎，不但达到目的，顺利将货物卖出去了，挣得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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钵满的，还交了一帮朋友。
这个故事对于佛弟子的日常处世方法很有启发。很多人信了佛，拿佛法的标准一衡量，再看别人就这
也不对、那也不入眼。这就让人想起这位鲁莽的哥哥了。六祖慧能大师说过：“若真修道人，不见世
间过”。如果整天看到周边的人个个都不对，这种情况肯定不是别人不对，而是自己错了，是自己的
眼不平、心不平。心里守着一根标杆，处处拿自家的标准量来量去，就是陷入所知障的表现了。从根
本意义上讲，一切都只是业流而已，无所谓善恶是非，是非只在我们心中。如果哪一天能对这个无常
世间彻底没有了意见，才算是于学佛得了实益。
在佛法传播的过程中，让人信佛才是目的。众生能接受什么方式，就以什么方式入手。只要入门了，
大家自然会步步深入。所以佛法的传播要入乡随俗，要根据众生的根性而随机应化，方法上一定要懂
得变通。如果处处求全责备，甚至将佛法整个与世间法对立起来，佛法在世间就没有生存的土壤了。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过于好洁的心性，除了与佛法讲究包容的特质背离，还可能在生
活中众叛亲离，早晚将自己弄成孤家寡人。以这种方式讲佛法，就是将绝大多数在佛门附近徘徊的人
往外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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