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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翻译，序也很值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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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六度集经》的笔记-太子禅定的故事

        太子出游
（译文）
　　太子要出游，国王命令国内不要在太子经过的路上出现任何污秽、丑陋的东西。第二天，太子出
城了，天帝释化作一位老人，满头白发，背脊佝偻，拄着拐杖，迈步艰难，一副衰丑龙钟的样子。老
人挡在太子车前。太子问道：「这是什么人?」御史答道：「这是老人啊。」「什么叫做老呢?」御史
答道：「四大根熟，没有几年好活得了。」太子又问：「以后我也会老吗?」对方答道：「自古人就有
老，任何贤者圣人都逃脱不了。」太子道：「我原还认为尊贵者与世俗凡人有区别，实际上最后都要
成为老人。那么荣华富贵对我又有什么用呢?」回到王宫，太子一直在想着这件事，一心入定。国王问
御史：「太子出游，在国内观光高兴吗?」御史答：「路上见到个衰丑龙钟的老人，想到世事无常，所
以心里很不高兴。」国王害怕太子要抛弃国家而去，于是又增添了不少歌舞妓女，想用荣华富贵来迷
住他，想用靡丽美妙的音乐来扰乱他的心思，从而想破坏他的道意，希望他能继承王位。
　　太子后来又一次出游，国王又命道：「不要让那些赢弱年老的人出现在路边。」这一次帝释又化
作一个病人，靠在门框上：皮包骨头，满身恶露，疲顿不堪，奄奄一息，太子问道：「这又是什么人
？」答道：「这是病人。」「什么叫作病呢？」「饮食没有节制，起卧没有规律，所以就生了这病，
有的可治好，有的则不愈而死。」太子听后问道：「我饮食也从不节制，起卧也从没规律，也会生病
吗?」御史答道：「有身就有病，无人能避免病患。」太子道：「我既然也无法避免此患，以后也一定
会像这个样子。」回宫以后，太子一直想着这件事，一心入禅。
　　后来，太子再一次出游。帝释这一次又变成个死人，被丧夫们抬着，白幡招魂，亲朋哭泣，哀痛
的人群挤满了道路。太子问道：「这又是什么人?」御史答道：「这是死人。」「什么叫作死呢?」「
生命结束，灵魂迁升，形骸分散，与亲朋好友永别，哀悼痛哭的场面使人目不忍睹。」太子于是问道
：「我也会死吗?」答道：「即使道德高尚的圣人也终难免有一死。」太子回宫后，又一心入禅。
　　后来太子又出游，来到田野的一座茅庐旁，坐在一棵大树下，看那些农夫在耕地，只见犁过的泥
土，翻出许多小虫，有的死，有的伤，鸟雀飞来争着啄食。太于目睹这悲惨的景象，心中无限怆然，
禁不住长叹：「唉，众生终日为求生存而忙碌无休，多么困难，多么痛苦啊!」感叹完后，更加怅然，
于是又一心入禅。正当此时，骄阳似火照在太子身上，大树垂下了枝头，为太子挡住阳光。国王来找
太子，远远地见到无上圣德的灵瑞之相，悲喜交集，也不知是谁，禁不住就五体投地，虔诚礼拜。太
子也一起稽首作礼。
父子俩施礼结束后，国王回到宫中，太子仍一心入禅。菩萨就是这样一心行禅定度无极。
* * * * * * * * *
太子初生
（译文）
 
　　太子初生时，国王曾让相师相面。相师道：「这孩子如果继承王位，一定能建功立业，成为统治
天下的转轮圣王；如果弃国出家作沙门的话，就会成佛。」于是国王特意为太子筑了春、夏、冬三时
宫殿，寒、暑、温三时各自不同。殿内有五百位宫人美女，一个个如花似玉，倾国倾城，且又能歌善
舞，为了使太子高兴，宫殿内整日莺歌燕舞。殿前种了一排排的果树，花香芬芳，沁人心脾。清彻的
浴池中，有各式各样的花儿，各种各样的鸟儿一齐歌唱，婉转悦耳。宫殿大门开关的声音达四十里之
远，忠臣卫士们日夜巡察守卫，不敢有丝毫懈怠。连鸟儿都为警备而效劳，一有异情，鵁鶄、鸳鸯一
齐鸣叫。太子到了十七岁，无经下通，国王为他聘请了不少老师。又为他娶了瞿夷为妃。瞿夷绝色荣
华，只有天女能比。太子又力大无比，能搏倒六十头大象。一直到十九岁了，太子还和这些宫人歌伎
们共在王宫中过着歌舞盈庭的生活，国王正是希望这样能羁縻他，使他打消出家的念头。
　　有一次，天帝释让那些歌伎宫女们都熟睡不醒，只有太子一人独坐静思。太子再看这些歌伎宫人
，就像木梗人，一节节都是空的，当中就像竹节。她们手脚垂地，眼泪鼻涕一大堆，唾液满脸，肚子
像破鼓，干疮百孔。但这些宫女歌伎平时却一个个都穿金戴银，绫罗绸缎；珍珠翠玉，璎珞佩玑，一
步一摇华光，眩人眼目，引人入迷。现在这些东西与那些琴瑟筝笛，笳箫乐器等一起乱七八糟地被扔

Page 6



《六度集经》

在地上。那警备之鸟以及守卫的士兵，也一个个熟睡无知。太子以洞察一切的敏锐眼力将众生之身看
得清清楚楚。太子又转过来看自己的妃子：头发、髑髅，骨头、牙齿、脚爪、手指、皮肤肌肉、脓血
脑髓、筋脉心胆、脾肾肝肺、肠胃、眼泪鼻涕、屎尿，从里看就像枯骨，从外看犹若肉囊，没有任何
一样可值得珍贵的。那些污秽不净的地方看了，让人一想起就要吐。犹若借华美艳丽的衣服装扮外表
，里面却塞满了屎尿脓血等肮脏的东西。愚昧无知者相信那表面的东西，明白有智者能看清内部，即
使万里之外，眨眨眼睛而已。太子眼看这些，心中明白这些就像幻影难以久存，人身在世，只是假借
和合，最旁必当还给「主人」，四大分散，人身空无。而那些睡觉的人，一个个横七竖八，就像死尸
，如此，太子心中就更加不高兴。
　　于是太子一心得禅，从禅而觉悟。太子仰头观看沸星，已到夜半时分。诸天神挤满虚空，合掌施
礼，散花烧香，梵咀法乐，提出无数的愿望。太子见诸天稽首作礼，就为他们讲说佛经道：「淫逸是
最坏的东西，可使人发狂、神志不清，诽谤正道而赞叹邪理，将黑暗看成光明，所以诸佛、辟支佛、
阿罗汉，对它不赞赏，而是应当远远地离开它。」就这么反复思考，喊车匿道：「快备鞍马。」上马
后又想到：开关城门之响四十里路远都能听见，又怎么办呢?诸天神一起道：「遵命，世尊，我们来把
门使它没有一点声息，宫人不会知道。」
　　于是太子上马，马蹄轻捷没有一点声音。上百亿的帝释、四百亿的四大天王、天龙鬼神一路保护
、引路，平整道路，诸天一起奏乐歌咏道：「巍巍无上荣光啊，今生今世有聿能见如来神光，消除心
中的尘劳，永世不衰。能远离八难的痛苦，世尊，悲愍我们啊!」马一出城，门就响了。马哽咽悲鸣，
泪流遍颈，诸天压制了国王，全国无一人知晓。所以要这样，是想要让太子能早得佛道。
太子放弃了金轮王七宝之位，忍受种种痛苦，是为了度脱众生。菩萨就是这样一心禅定度无极。
* * * * * * * * *
太子未得道时
（译文）
　　太子还没有得道的时候，在一棵大树下，铺上干草，合掌正坐，抛弃所有杂念妄想，一门心思，
端身正念，自己发誓道：「从今天开始，那怕肉腐骨烂，只要不得佛，我终不起此座。」于是菩萨一
心入禅，即得一禅，二禅、三禅乃至四禅。他于初夜得「宿命」，知道了自己无数劫以来的父母、兄
弟、妻子、儿女、亲朋好友。于中夜得「天眼」，了然于无数劫贫富贵贱、长短白黑，及众生心中有
念还是无念，总之世界种种，无所不知。于后夜得「漏尽」，贪、瞋、痴三种烦恼全部断灭。天将拂
晓，他心中豁然大悟，获「无上正等正觉」，得成佛道。
　　他独自深思：我现在已得佛道，这真是非常非常深奥，极为难知，极为难了，真是微中之微，妙
中之妙啊!现在我已成佛，应该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于是佛立起，来到龙所住的地方。此龙名文邻
。文邻所住的水边有棵大树。佛坐在树下念道：从前，定光佛曾经为我授尊决，预方我会成为释迦牟
尼，真如他所说，我现在成佛了。我从无数劫以来，就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积功
累愿，现在纔得以成为为至尊无上的佛，行善有福报，我的功德没有白费。佛就这么念着，精神完全
集中，就得以禅定度无极。
　　佛坐在水边，一片光明，逼照龙宫。龙见此光影，鳞甲全都竖起。此龙尝见过三佛：拘楼孙佛、
拘那含佛、迦叶佛。三佛得道后，都曾在此坐。光明照遍龙宫。文邻龙见佛光明，心中念道：这光与
前面的三位佛光影完全一样，人世间难道是又有佛出现吗?龙非常高兴，跃出水面，左右观看，见佛坐
在树下，身有三十二相，紫磨金色，光明灿灿，那光比太阳还明，比月亮还亮。佛相貌庄严端正，如
树上的花朶。龙来到佛的面前，五体投地，绕佛七圈，然后离开佛四十里远，用七个头罩住佛的上空
。文邻龙很高兴地兴风作雨，共七天七夜。佛端身正坐，一动都不动，连气都不喘一口。佛七天不吃
一点东西，心中欣喜根本没有想到身体。龙也非常高兴，也七天七夜不吃一点东西，且没有一点饥渴
的感觉。
　　七天以后，风停雨止，佛禅定觉悟。龙变作一位年轻的梵志，穿着鲜亮的衣服，长跪合掌，稽首
作礼问道：「能无寒、无热、无饥、无渴，功德与福贵会聚而来，所有丑恶不能加之于身，在世间为
佛，三界之中最为尊贵，难道不是很快活吗?」佛告诉龙道：「过去的种种佛经都说，众生远离三恶道
能得以成人很快活，在世上深居不出，一心守道很快活，过去所听说的，现在都真得到了也很快活，
身在世上，心怀慈悲，不加害于众生很快活，天魔的巨毒全部都消失很快活，淡泊明志，无欲无念，
不慕虚荣很快活，于世间得道成为天人师，立志入于空、不愿、无相之禅定，虽有四肢之身，但却达
不生不死的境界，长期寂然心静，永远与苦绝离，这是最大的快乐。」龙稽首礼拜道：「从今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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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归依于佛，归依于法。」佛又告诉龙：「沓有众位圣贤，立誓得罗汉果位，除贪染六情饥饿之苦
，你也应当准备自愿归依。」龙道：「好。」于是自愿归依众位比丘。
畜生之中归依佛先得到化度的，这条龙是第一。菩萨就是如此一心行禅定度无极。

2、《六度集经》的笔记-源自佛经的《镜面王经》（盲人摸象）

        当时，佛陀居住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众比丘在将近午饭时，手捧着食钵入城乞食。但是，太
阳还未到达正中时间，大众都想：“入城乞食太早了，我们何不到异学梵志讲堂去坐一会儿呢？”大
家说：“可以。”随即集中到那里，众比丘与梵志们相互慰问后，便寻找位置坐了下来。
那时，梵志们正在争议他们的经典，有了疑难问题无法解决，就转过来相互埋怨、相互诽谤。说什么
我知道这个法，你又能知道什么法呢？我所知道的法合于道，你知道的法不合于道！我的道法可以施
行，你的道法难以施行；应当前说的放到后面说，当后面说的反而在前谈，许多法都说不正确。又说
什么给你重担，你举不起；为你讲义理，你不能解；你知你自己空无所有，又为什么来逼迫别人呢？
等等。他们唇枪舌戟，转而互相中伤，被中伤者以一还三，相互争论不休。
诸比丘听到他们的恶言恶语，也不很理解他们的争论，也无法纠正谁是谁非，各自起坐，到舍卫城乞
食去了。饭食结束，他们收起食钵，回到祗园向佛顶礼。然后，大众都坐在一面，如实向佛陀陈述方
才遇到的事，认为那些梵志，他们的学习方法是自寻烦恼，什么时候才能理解真理呢？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那些外道梵志不是一世的愚痴冥顽啊！”
⋯⋯
过去久远世代，这阎浮提地界有个国王名字叫镜面，讽诵佛的重要经典，智慧多如恒河沙数。但是他
的臣民多数不诵习佛经，而喜爱琐碎的小书，相信荧火虫一样微弱的光点，怀疑日月远射的光辉。大
王想以盲人作比喻，欲使臣民舍去狭隘的偏见，引导他们遨游海洋。于是敕令使者遍访国界，将国内
所有的盲人全都带到宫门来。
使臣受命，将国内的盲人全都带到了宫门前，启奏道：“奉大王命，已经将全国盲人都带来了，如今
都在宫门下侯旨。”
大王说：“将他们带到象栏去，让他们辨认大象吧！”
使臣奉王命将盲人们引到了象栏旁，牵着他们的手放到大象身上，让他们辨认。盲人们有摸到大象脚
的，有抓住象尾'巴的，有摸尾巴根部的，有摸象肚子的，有摸象身的，有摸脊背的，有抓住耳朵的，
有摸象头的，有摸象牙的，有抓住象鼻子的，种种不一。盲人们在大象栏旁纷纷争论，各自认为自己
真实，别人不正确。
使者将他们带到大王那里，镜面王问他们道：“你们见到大象了吗？”
众盲人齐声说：“我们见到了。”
大王问：“大象是什么样子呀！”
摸到象脚的盲人说：“禀明大王，大象如同油漆桶。”
抓象尾的说：“如同扫帚！”
摸尾根的说：“象如同棍子！”
摸到象肚子的说：“大象如同大鼓！”
摸象身侧的说：“象如同墙壁！”
摸象背的说：“象如高高的桌几。”
抓耳朵的说：“象如簸箕！”
摸头的说：“如同小丘！”
摸象牙的说：“大象如角！”
抓象鼻子的说：“禀明大王，大象其实如同一根巨大的绳索啊！”
他们又在国王面前争论着说：“大王，大象的形状真如我说的那样呀！”
镜面王大笑道：“盲目呀，盲目呀！你们犹如不见闻佛法的人一样啊！”
于是便说偈言道：“你们这班盲人啊！空说自己是真理，抓住一点说他非，为着一象惹怨嗔。”

他又说：“人们专研琐碎的书籍，见不到佛法汪洋大海般的博大精深，包含无比的伟大真理，不就如
同盲人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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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全国臣民无论尊贵卑贱，都开始学习起佛陀的教法来了。
⋯⋯
佛陀告诉比丘们：“镜面王即是我的过去身啊！众盲人就是讲堂中的众梵志。那时他们无有智慧，执
着错误的认识，导致争论；如今是瞎诤，瞎诤毫无收益。”
佛陀当时将争议的情况收集成卷，让弟子们理解，为后人作明鉴，使佛的经道久住，讲了这个补足上
说经义的偈说：
自冥言是彼不及，著痴日漏何时明？
自无道谓学悉尔，倒乱无行何时解？
常自觉，行尊行，自闻见，行无比。
已堕系，世五宅，自可绮，行胜彼。
抱痴住，望致善，以邪学，蒙得度。
所见闻，谛受思，虽持戒，莫谓可。
见世行，莫悉随，虽黠念，亦彼行。
与行等，亦敬持，莫生想，不及过。
是以断，后亦尽，亦弃想，独行得。
莫自知，以致黠，虽见闻，但行观。
悉无愿，于两面，胎亦胎，合远离。
亦两处，无所住，悉观法，得正止。
意受行，所见闻，所邪念，小不想。
慧观法，意见意，从是得，舍世空。
自无有，何所待，本行法，求义谛。
但守戒，未为慧，度无极，终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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