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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经》

内容概要

该书采用手工宣纸制作，纹理美观、细腻柔韧、耐折叠、洁白匀密、润墨性好、防腐防蛀、抗老化等
良好性能，有“纸寿千年”的美誉，是极品藏书的最佳选择用纸。许多重要的文书典籍、书画珍品大
多由宣纸得以传存。本系列图书是“手工宣纸珍本再造工程”组成部分。   千锤百炼 历代见奇手工宣
纸主产于安徽泾县（古代属宣城郡），故名“宣纸”。一般在芒种前后砍竹，在塘中沤100天；然后以
特定的地理环境、特定的药物配制，经过捶洗、蒸煮、漂洗、发酵和调浆等多至上百道工序，出品往
往需费时一至两年。手工宣纸帘纹自然，抗拉力强，可长期保持其耐折度和色泽度，是极品藏书的最
佳选择用纸。不蠹不腐 纸寿千年手工宣纸从宋代起就配有杀虫驱毒功能的天然植物制剂，具有防蠹作
用。现存的宋版书至今完好，未见虫蠹迹象。同时，手工宣纸坚韧柔软，洁白匀密，耐老化，耐破裂
，润墨性佳，宜书宜画，有“纸寿千年”的美誉。手工宣纸成为传统书画艺术及历代一些重要的档案
资料、珍贵图书、装潢裱托、碑文拓片等的专用纸。有鉴于此，国家质监局新近授予宣纸为原产地域
产品国家标准，并受国际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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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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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都下了订单，最后却没有书，真让我失望。
2、经典就是经典。
3、只有三部经，即金刚经，圆觉经，六祖坛经。且释义占去大部分篇幅。文字太小，经文和释义没
有字体的区别，以至很难找到各自栏目。冠以大藏经精华，取名似有不实。
4、我看看这玩儿究竟有啥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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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大藏经》的笔记-佛说十往生阿弥陀佛国经

        失译人名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俱，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其
名曰：摩诃迦叶、摩诃阿那律陀，皆如是等，而为上首。 

又与无量菩萨摩诃萨俱，一切皆住不退转位，无量功德，众所庄严，其名曰：妙吉祥菩萨、无能胜菩
萨、常精进菩萨、不休息菩萨，如是等诸大菩萨，而为上首。 

复有释提桓因、堪忍界主、大梵天王、四大天王，如是上首，百千俱低那庾多诸天子众，及阿素洛等
，为闻法故，皆悉来集，各礼佛足，退坐一面。 

尔时，阿难白佛言：世尊成道已来，于广敷演大乘经典，一切众生解脱之法中，宣说西方极乐世界，
微妙最胜清净庄严，阿弥陀佛本誓重愿不可思议功德，一切众生往生极乐世界之法。我等谛听，信受
修行，未闻观身之法，其事云何？唯愿说之。 

佛告阿难：夫观身之法者，不观东西、不观南北、不观四维上下、不观虚空、不观外缘、不观内缘、
不观身色、不观色声、不观色像，唯观无缘，是为正真观身之法。除是观身，十方谛求，在在处处，
更无别法，而得解脱。 

佛复告阿难：但自观身，善力自然、正念自然、解脱自然，何以故？譬如有人精进直心，得正解脱。
如是之人，不求解脱，解脱自至。 

阿难复白佛言：世尊，世间众生，若有如是正念解脱，应无一切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也。 

佛告阿难：世间众生不得解脱，何以故？一切众生，皆由多虚少实、无一正念，以是因缘，地狱者多
，解脱者少。譬如有人，于自父母及以师僧，外现孝顺内怀不孝，外现精进内怀不实，如是恶人，报
虽未至，三途不远，无有正念，不得解脱。

阿难复白佛言：若如是者，更修何善根，得正解脱。 

佛告阿难：汝今善听，吾今为汝，说有西方极乐世界十往生法，可得解脱。云何为十？ 

一者观身正念，常怀欢喜，以饮食衣服，施佛及僧，往生阿弥陀佛国。 

二者正念，以甘妙良药，施一病比丘及一切，往生阿弥陀佛国。 

三者正念，不害一生命，慈悲于一切，往生阿弥陀佛国。 

四者正念，从师所受戒，净慧修梵行，常怀欢喜，往生阿弥陀佛国。 

五者正念，孝顺于父母，敬奉于师长，不起憍慢心，往生阿弥陀佛国。 

六者正念，往诣于僧坊，恭敬于塔寺，闻法解一义，往生阿弥陀佛国。 

七者正念，一日一夜中，受持八斋戒不破一，往生阿弥陀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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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者正念，若能斋月斋日中，远离于房舍，常诣于善师，往生阿弥陀佛国。 

九者正念，常能持净戒，勤修于禅定，护法不恶口，若能如是行，往生阿弥陀佛国。 

十者正念，若于无上道，不起诽谤心，精进持净戒，复教无智者，流布是经法，教化无量众生，如是
诸人等，悉皆得往生阿弥陀佛国。 

尔时十方世界，六种震动，雨珍妙华，他方佛国，一切诸菩萨，来集此会，一心听法。大会中，有一
菩萨名山海慧，白佛言：世尊，彼阿弥陀佛国有何妙乐胜事，一切众生皆愿往生彼？ 

佛告山海慧菩萨：汝今应当起立，合掌正身向西，正念观阿弥陀佛国，愿见阿弥陀佛。 

尔时一切大众，亦皆起立，合掌共观阿弥陀佛，尔时阿弥陀佛现大神通，放大光明，照山海慧菩萨身
。尔时山海慧菩萨等，即见阿弥陀佛国土，所有庄严妙好之事，皆悉七宝，七宝山、七宝塔、七宝坊
、七宝楼阁，水鸟树林，常吐法音，彼国道场，树高四十万由旬，树下有狮子座，高五百由旬，阿弥
陀佛日日常转法轮。彼国人民，不习外事，正习内事，口说方等语，耳听方等声，心解方等义。 

尔时，山海慧菩萨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睹见彼国胜妙利益不可思议，今我愿一切众生，悉皆往
生，然后我等亦愿生彼国。佛记之曰：正观正念，得正解脱，皆悉生彼。 

佛告山海慧菩萨：汝今欲度一切众生，应当受持是经。 

佛告大众：于我灭后，受持是经，八万劫中，广宣流布，至贤劫千佛，使诸众生普得闻知，信乐修行
，说者听者，皆得往生阿弥陀佛国。若有如是等人，我从今日，常使二十五菩萨，护持是人，常令是
人无病无恼，若人若非人，不得其便。行住坐卧，无问昼夜，常得安稳。若有众生，深信是经，念阿
弥陀佛，愿往生者，彼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即遣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普
贤菩萨、法自在菩萨、狮子吼菩萨、陀罗尼菩萨、虚空藏菩萨、德藏菩萨、宝藏菩萨、金藏菩萨、金
刚菩萨、山海慧菩萨、光明王菩萨、华严王菩萨、众宝王菩萨、月光王菩萨、日照王菩萨、三昧王菩
萨、自在王菩萨、大自在王菩萨、白象王菩萨、大威德王菩萨、无边身菩萨，是二十五菩萨拥护行者
，若行若住，若坐若卧，若昼若夜，一切时一切处，不令恶鬼恶神得其便也。 

佛又告山海慧：是经名为《睹阿弥陀佛色身正念解脱三昧经》，亦名《度诸有流生死八难有缘众生经
》，如是受持。众生未有念佛三昧缘者，是经能与作开大三昧门，是经能与众生闭地狱门，是经能与
众生除害人，恶鬼殄灭，四向悉皆安稳。 

佛告山海慧：如我所说，其义如是。 

山海慧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顶受尊经，不敢有疑。然于今世及未来世，诸有众生，多生诽谤，不
信是经，如是之人，于后云何？ 

佛告山海慧菩萨：于后阎浮提，或有比丘比丘尼，若男若女，见有读诵是经者，或相瞋恚，心怀诽谤
，由是谤正法故，是人现身之中，得诸恶重病，身根不具。或得聋病、盲病、喑病、哑病、失阴病，
鬼魅邪狂、风冷热痔、水肿失心，如是等诸恶重病，世世在身。如是受苦，坐卧不安，大小便利，亦
皆不通，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或乃至死堕于地狱，八万劫中受大苦恼，百千万世，未曾闻水食之名
。久后得出，生在人中，作牛马猪羊，为人所杀，受大苦恼。后得人身，常生下贱，百千万世，不得
自在，永不闻三宝名字，为谤是经故，受苦如是。是故无智人中，莫说是经。正观正念，如是之人，
然后与说。彼此不敬是经，堕于地狱。彼此敬重，得正解脱，往生阿弥陀佛国。若有比丘、比丘尼、
优婆塞、优婆夷、善男子、善女人，正信是经，爱乐是经，劝导众生，说者听者，悉皆往生阿弥陀佛

Page 6



《大藏经》

国。是故有信者，我灭后受持是经法，正法、像法、末法，浊恶世中，广宣流布，是人即为真我弟子
，现身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说此经已，尊者阿难、诸大声闻及诸比丘，菩萨摩诃萨，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皆
大欢喜，信受奉行。

2、《大藏经》的笔记-阿含部【舍梨子相应品瞿尼师经第六】

        　　 我闻如是
　　 一时。佛游王舍城。在竹林迦兰哆园
　　 尔时。瞿尼师比丘亦游王舍城。在无事室。调笑．憍慠。躁扰．喜忘。心如猕猴。瞿尼师比丘为
少缘故。至王舍城。是时尊者舍梨子与比丘众俱。中食已后。因小事故。集在讲堂。瞿尼师比丘于王
舍城所作已讫。往诣讲堂。

　　 尊者舍梨子遥见瞿尼师来已。因瞿尼师告诸比丘。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敬重而随顺观
。诸贤。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多不敬重。不随顺观者。则致比丘诃数诘责。此贤无事。何为行无事
。所以者何。此贤无事。行于无事。多不敬重。不随顺观。若至众中。亦致比丘诃数诘责。是故。诸
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敬重。令随顺观
　　 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不调笑而不躁扰。诸贤。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多行调笑而躁扰
者。则致比丘诃数诘责。此贤无事。何为行无事。所以者何。此贤无事。行于无事。多行调笑及于躁
扰。若至众中。亦致比丘诃数诘责。是故。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不调笑。令不躁扰。

　　 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不畜生论。诸贤。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多畜生论者。则致比丘
诃数诘责。此贤无事。何为行无事。所以者何。此贤无事。行于无事。多畜生论。若至众中。亦致比
丘诃数诘责。是故。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不畜生论。

　　 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不憍慠及少言说。诸贤。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多行憍慠。多言
说者。则致比丘诃数诘责。此贤无事。何为行无事。所以者何。此贤无事。行于无事。多行憍慠及多
言说。若至众中。亦致比丘诃数诘责。是故。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不憍慠及少言说。

　　 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护诸根。诸贤。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多不护诸根者。则致比丘
诃数诘责。此贤无事。何为行无事。所以者何。此贤无事。行于无事。多不护诸根。若至众中。亦致
比丘诃数诘责。是故。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护诸根。

　　 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食知止足。诸贤。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贪余多食。不知足者。
则致比丘诃数诘责。此贤无事。何为行无事。所以者何。此贤无事。行于无事。贪余多食。不知止足
。若至众中。亦致比丘诃数诘责。是故。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食知止足。

　　 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精进而不懈怠。诸贤。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多不精进而懈怠者
。则致比丘诃数诘责。此贤无事。何为行无事。所以者何。此贤无事。行于无事。多不精进而反懈怠
。若至众中。亦致比丘诃数诘责。是故。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精进而不懈怠。

　　 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正念及正智也。诸贤。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多无正念。无正智
者。则致比丘诃数诘责。此贤无事。何为行无事。所以者何。此贤无事。行于无事。多无正念及无正
智。若至众中。亦致比丘诃数诘责。是故。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正念及正智也。

　　 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知时及善时也。不早入村而行乞食。亦不晚出。诸贤。若无事比
丘行于无事。早入村邑而行乞食。又晚出者。则致比丘诃数诘责。此贤无事。何为行无事。所以者何
。此贤无事。行于无事。早入村邑而行乞食。又复晚出。若至众中。亦致比丘诃数诘责。是故。诸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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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知时及善时也。

　　 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知坐取善坐也。不逼长老坐。为小比丘诃。诸贤。若无事比丘行
于无事。逼长老坐。为小比丘诃者。则致比丘诃数诘责。此贤无事。何为行无事。所以者何。此贤无
事。行于无事。逼长老坐。为小比丘诃。若至众中。亦致比丘诃数诘责。是故。诸贤。无事比丘行于
无事。当学知坐及善坐也。

　　 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共论律．阿毗昙。何以故。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时。或有来
问律．阿毗昙。诸贤。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不知答律．阿毗昙者。则致比丘诃数诘责。此贤无事。
何为行无事。所以者何。此贤无事。行于无事。不知答律及阿毗昙。若至众中。亦致比丘诃数诘责。
是故。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共论律．阿毗昙。

　　 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共论息解脱。离色至无色定。何以故。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
时。或有来问息解脱。离色至无色定。诸贤。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不知答息解脱。离色至无色定者
。则致比丘诃数诘责。此贤无事。何为行无事。所以者何。此贤无事。行于无事。不知答息解脱。离
色至无色定。若至众中。亦致比丘诃数诘责。是故。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共论息解脱。离
色至无色定。

　　 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共论漏尽智通。何以故。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时。或有来问
漏尽智通。诸贤。若无事比丘行于无事。而不知答漏尽智通者。则致比丘诃数诘责。此贤无事。何为
行无事。所以者何。此贤无事。行于无事。而不知答漏尽智通。若至众中。亦致比丘诃数诘责。是故
。诸贤。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当学共论漏尽智通。

　　 是时。尊者大目揵连亦在众中。尊者大目干连白曰。尊者舍梨子。但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应学如
是法。非谓人间比丘耶
　　 尊者舍梨子答曰。尊者大目干连。无事比丘行于无事。尚学如是法。况复人间比丘耶
　　 如是二尊更相称说。赞叹善哉。闻所说已。从座起去
　　 敬重无调笑　　不畜生论慠
　　 护根食知足　　精进正念智
　　 知时亦善坐　　论律阿毗昙
　　 及说息解脱　　漏尽通亦然
　　 瞿尼师经第六竟(千七百四十字)

3、《大藏经》的笔记-佛说善生经全文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罗阅祇耆阇崛山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时到著衣持钵，入城乞
食。时，罗阅祇城内有长者子，名曰善生，清旦出城，诣园游观，初沐浴讫，举身皆湿，向诸方礼，
东、西、南、北、上、下诸方，皆悉周遍。

　　尔时，世尊见长者子善生诣园游观，初沐浴讫，举身皆湿，向诸方礼。世尊见已，即诣其所，告
善生言：汝以何缘，清旦出城，于园林中，举身皆湿，向诸方礼？

　　尔时，善生白佛言：我父临命终时，遗敕我言：‘汝欲礼者，当先礼东方、南方、西方、北方、
上方、下方。’我奉承父教，不敢违背，故澡浴讫，先叉手东面，向东方礼；南、西、北方，上、下
诸方，皆悉周遍。

　　尔时，世尊告善生曰：长者子！有此方名耳，非为不有；然我贤圣法中，非礼此六方以为恭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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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生白佛言：唯愿世尊善为我说贤圣法中礼六方法！

　　佛告长者子：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

　　善生对曰：唯然，愿乐欲闻！

　　佛告善生：若长者、长者子知四结业，不于四处而作恶行，又复能知六损财业，是谓，善生！长
者、长者子离四恶行，礼敬六方。今世亦善，后获善报，今世根基，后世根基，于现法中，智者所称
，获世一果，身坏命终，生天、善处。善生！当知四结行者：一者杀生，二者盗窃，三者淫逸，四者
妄语，是四结行。云何为四处？一者欲，二者恚，三者怖，四者痴。若长者、长者子于此四处而作恶
者，则有损耗。佛说是已，复作颂曰：

　　欲嗔及怖痴，有此四法者；

　　名誉日损减，如月向于晦。

　　佛告善生：若长者、长者子于此四处不为恶者，则有增益。尔时，世尊重作颂曰：

　　于欲恚怖痴，不为恶行者；

　　名誉日增广，如月向上满。

　　佛告善生：六损财业者：一者耽湎于酒，二者博戏，三者放荡，四者迷于伎乐，五者恶友相得，
六者懈堕，是为六损财业。善生！若长者、长者子解知四结行，不于四处而为恶行，复知六损财业，
是为，善生！于四处得离，供养六方。今善后善，今世根基，后世根基，于现法中，智者所誉，获世
一果，身坏命终，生天、善处。善生！当知饮酒有六失：一者失财，二者生病，三者斗诤，四者恶名
流布，五者恚怒暴生，六者智慧日损。善生！若彼长者、长者子饮酒不已，其家产业日日损减。善生
！博戏有六失。云何为六？一者财产日耗，二者虽胜生怨，三者智者所责，四者人不敬信，五者为人
疏外，六者生盗窃心。善生！是为博戏六失。若长者、长者子博戏不已，其家产业日日损减。放荡有
六失：一者不自护身，二者不护财货，三者不护子孙，四者常自惊惧，五者诸苦恶法常自缠身，六者
喜生虚妄，是为放荡六失。若长者、长者子放荡不已，其家财产日日损减。 善生！迷于伎乐复有六失
：一者求歌，二者求舞，三者求琴瑟，四者波内早，五者多罗槃，六者首呵那，是为伎乐六失。若长
者、长者子伎乐不已，其家财产日日损减。恶友相得复有六失：一者其方便生欺，二者好喜屏处，三
者诱他家人，四者图谋他物，五者财利自向，六者好发他过，是为恶友六失。若长者、长者子习恶友
不已，其家财产日日损减。懈堕有六失：一者富乐不肯作务，二者贫穷不肯勤修，三者寒时不肯勤修
，四者热时不肯勤修，五者时早不肯勤修，六者时晚不肯勤修，是为懈堕六失。若长者、长者子懈堕
不已，其家财业日日损减。佛说是已，复作颂曰：

　　迷惑于酒者，还有酒伴党；

　　财产正集聚，随己复散尽。

　　饮酒无节度，常喜歌舞戏；

　　昼出游他家，因此自陷坠。

　　随恶友不改，诽谤出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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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见世所嗤，行秽人所黜。

　　好恶著外色，但论胜负事；

　　亲要无返复，行秽人所黜。

　　为酒所荒迷，贫穷不自量；

　　轻财好奢用，破家致祸患。

　　掷博群饮酒，共伺他淫女；

　　玩习卑鄙行，如月向于晦。

　　行恶能受恶，与恶友同事；

　　今世及后世，终始无所获。

　　昼则好睡眠，夜觉多希望；

　　独昏无善友，不能修家务。

　　朝夕不肯作，寒暑复懈堕；

　　所为事不究，亦复毁成功。

　　若不计寒暑，朝夕勤修务；

　　事业无不成，至终无忧患。

　　佛告善生：有四怨如亲，汝当觉知。何谓为四？一者畏伏，二者美言，三者敬顺，四者恶友。

　　佛告善生：畏伏有四事。云何为四？一者先与后夺，二者与少望多，三者畏故强亲，四者为利故
亲，是为畏伏四事。

　　佛告善生：美言亲复有四事。云何为四？一者善恶斯顺，二者有难舍离，三者外有善来密止之，
四者见有危事便排挤之，是为美言亲四事。敬顺亲复有四事。云何为四？一者先诳，二者后诳，三者
现诳，四者见有小过便加杖之，是为敬顺亲四事。恶友亲复有四事。云何为四？一者饮酒时为友，二
者博戏时为友，三者淫逸时为友，四者歌舞时为友，是为恶友亲四事。世尊说此已，复作颂曰：　 畏
伏而强亲，美言亲亦尔；

　　敬顺虚诳亲，恶友为恶亲。

　　此亲不可恃，智者当觉知；

　　宜速远离之，如避于险道，

　　佛告善生：有四亲可亲，多所饶益，为人救护。云何为四？一者止非，二者慈愍，三者利人，四
者同事，是为四亲可亲，多所饶益，为人救护，当亲近之。善生！止非有四事，多所饶益，为人救护

Page 10



《大藏经》

。云何为四？一者见人为恶则能遮止，二者示人正直，三者慈心愍念，四者示人天路，是为四止非，
多所饶益，为人救护。

　　复次，慈愍有四事：一者见利代喜，二者见恶代忧，三者称誉人德，四者见人说恶便能抑制，是
为四慈愍，多所饶益，为人救护。利益有四。云何为四？一者护彼不令放逸，二者护彼放逸失财，三
者护彼使不恐怖，四者屏相教诫，是为四利人，多所饶益，为人救护。同事有四。云何为四？一者为
彼不惜身命，二者为彼不惜财宝，三者为彼济其恐怖，四者为彼屏相教诫，是为四同事，多所饶益，
为人救护。世尊说是已，复作颂曰：

　　制非防恶亲，慈愍存他亲；

　　利人益彼亲，同事齐己亲。

　　此亲乃可亲，智者所附近；

　　亲中无等亲，如慈母亲子。

　　若欲亲可亲，当亲坚固亲；

　　亲者戒具足，如火光照人。

　　佛告善生：当知六方。云何为六方？父母为东方，师长为南方，妻妇为西方，亲党为北方，僮仆
为下方，沙门、婆罗门、诸高行者为上方。善生！夫为人子，当以五事敬顺父母。云何为五？一者供
奉能使无乏，二者凡有所为先白父母，三者父母所为恭顺不逆，四者父母正令不敢违背，五者不断父
母所为正业。善生！夫为人子，当以此五事敬顺父母。父母复以五事敬亲其子。云何为五？一者制子
不听为恶，二者指授示其善处，三者慈爱入骨彻髓，四者为子求善婚娶，五者随时供给所须。善生！
子于父母敬顺恭奉，则彼方安隐，无有忧畏。 善生！弟子敬奉师长复有五事。云何为五？一者给侍所
须，二者礼敬供养，三者尊重戴仰，四者师有教敕敬顺无违，五者从师闻法善持不忘。善生！夫为弟
子当以此五法敬事师长。师长复以五事敬视弟子。云何为五？一者顺法调御，二者诲其未闻，三者随
其所问令善解义，四者示其善友，五者尽以所知诲授不吝。善生！弟子于师长敬顺恭奉，则彼方安隐
，无有忧畏。

　　善生！夫之敬妻亦有五事。云何为五？一者相待以礼，二者威严不阙，三者衣食随时，四者庄严
以时，五者委付家内。善生！夫以此五事敬待于妻。妻复以五事恭敬于夫。云何为五？一者先起，二
者后坐，三者和言，四者敬顺，五者先意承旨。善生！是为夫之于妻敬待，如是则彼方安隐，无有忧
畏。

　　善生！夫为人者，当以五事亲敬亲族。云何为五？一者给施，二者善言，三者利益，四者同利，
五者不欺。善生！是为五事亲敬亲族。亲族亦以五事亲敬于人。云何为五？一者护放逸，二者护放逸
失财，三者护恐怖，四者屏相教诫，五者常相称叹。善生！如是敬视亲族，则彼方安隐，无有忧畏。

　　善生！主于僮使以五事教授。云何为五？一者随能使役，二者饮食随时，三者赐劳随时，四者病
与医药，五者纵其休假。善生！是为五事教授僮使。僮使复以五事奉事其主。云何为五？一者早起，
二者为事周密，三者不与不取，四者作务以次，五者称扬主名。是为主待僮使，则彼方安隐，无有忧
畏。

　　善生！檀越当以五事供奉沙门、婆罗门。云何为五？一者身行慈，二者口行慈，三者意行慈，四
者以时施，五者门不制止。善生！若檀越以此五事供奉沙门、婆罗门，沙门、婆罗门当复以六事而教
授之。云何为六？一者防护不令为恶，二者指授善处，三者教怀善心，四者使未闻者闻，五者已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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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善解，六者开示天路。善生！如是檀越恭奉沙门、婆罗门，则彼方安隐，无有忧畏。世尊说已，重
说偈曰： 父母为东方，师长名南方，

　　妻妇为西方，亲族为北方，

　　童仆为下方，沙门为上方。

　　诸有长者子，礼敬于诸方；

　　敬顺不失时，死皆得生天。

　　惠施及软言，利人多所益，

　　同利等彼己，所有与人共。

　　此四多负荷，任重如车轮；

　　世间无此四，则无有孝养。

　　此法在世间，智者所撰择；

　　行则获大果，名称远流布。

　　严饰于床座，供设上饮食；

　　供给所当得，名称远流布。

　　亲旧不相遗，示以利益事；

　　上下常和同，于此得善誉。

　　先当习伎艺，然后获财业；

　　财业既已具，宜当自守护。

　　出财未至奢，当撰择前人；

　　欺诳觝突者，宁乞未举与。

　　积财从小起，如蜂集众花；

　　财宝日滋息，至终无损耗。

　　一食知止足，二修业勿怠，

　　三当先储积，以拟于空乏，

　　四耕田商贾，择地而置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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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当起塔庙，六立僧房舍，

　　在家勤六业，善修勿失时。

　　如是修业者，则家无损减；

　　财宝日滋长，如海吞众流。

　　尔时，善生白世尊言：甚善！世尊！实过本望，逾我父教，能使覆者得仰，闭者得开，迷者得悟
，冥室燃灯，有目得视。如来所说，亦复如是，以无数方便，开悟愚冥，现清白法。所以者何？佛为
如来、至真、等正觉，故能开示，为世明导。今我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唯愿世尊听我于正法中
为优婆塞！自今日始，尽形寿不杀、不盗、不淫、不欺、不饮酒。

4、《大藏经》的笔记-阿含部【舍梨子相应品水喻经第五】

        　　 我闻如是
　　 一时。佛游舍卫国。在胜林给孤独园
　　 尔时。尊者舍梨子告诸比丘。诸贤。我今为汝说五除恼法。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彼诸比丘受
教而听。
　　 尊者舍梨子言。云何为五。诸贤。或有一人身不净行。口净行。若慧者见。设生恚恼。应当除之
。复次。诸贤。或有一人口不净行。身净行。若慧者见。设生恚恼。应当除之。复次。诸贤。或有一
人身不净行。口不净行。心少有净。若慧者见。设生恚恼。应当除之。复次。诸贤。或有一人身不净
行。口．意不净行。若慧者见。设生恚恼。应当除之。复次。诸贤。或有一人身净行。口．意净行。
若慧者见。设生恚恼。应当除之。
　　 诸贤。或有一人身不净行。口净行。若慧者见。设生恚恼。当云何除。诸贤。犹如阿练若比丘持
粪扫衣。见粪聚中所弃弊衣。或大便污或小便．涕．唾及余不净之所染污。见已。左手执之。右手舒
张。若非大便．小便．涕．唾及余不净之所污处。又不穿者。便裂取之。如是。诸贤。或有一人身不
净行。口净行。莫念彼身不净行也。但当念彼口之净行。若慧者见。设生恚恼。应如是除
　　 诸贤。或有一人口不净行。身净行。若慧者见。设生恚恼。当云何除。诸贤。犹村外不远。有深
水池。藁草所覆。若有人来。热极烦闷。饥渴顿乏。风热所逼。彼至池已。脱衣置岸。便入池中。两
手披藁。恣意快浴。除热烦闷。饥渴顿乏。如是。诸贤。或有一人口不净行。身有净行。莫念彼口不
净行。但当念彼身之净行。若慧者见。设生恚恼。应如是除
　　 诸贤。或有一人身不净行。口不净行。心少有净。若慧者见。设生恚恼。当云何除。诸贤。犹四
衢道。有牛迹水。若有人来。热极烦闷。饥渴顿乏。风热所逼。彼作是念。此四衢道牛迹少水。我若
以手以叶取者。则扰浑浊。不得除我热极烦闷．饥渴顿乏。我宁可跪。手膝拍地。以口饮水。彼即长
跪。手膝拍地。以口饮水。彼即得除热极烦闷．饥渴顿乏。如是。诸贤。或有一人身不净行。口不净
行。心少有净。莫得念彼身不净行。口不净行。但当念彼心少有净。诸贤。若慧者见。设生恚恼。应
如是除
　　 诸贤。或有一人身不净行。口．意不净行。若慧者见。设生恚恼。当云何除。诸贤。犹如有人远
涉长路。中道得病。极困委顿。独无伴侣。后村转远。而前村未至。若有人来住一面。见此行人远涉
长路。中道得病。极困委顿。独无伴侣。后村转远。而前村未至。彼若得侍人。从逈野中。将至村邑
。与妙汤药。餔养美食。好瞻视者。如是此人病必得差。谓彼人于此病人。极有哀愍慈念之心。如是
。诸贤。或有一人身不净行。口．意不净行。若慧者见。便作是念。此贤身不净行。口．意不净行。
莫令此贤因身不净行。口．意不净行。身坏命终。趣至恶处。生地狱中。若此贤得善知识者。舍身不
净行。修身净行。舍口．意不净行。修口．意净行。如是。此贤因身净行。口．意净行。身坏命终。
必至善处。乃生天上。谓彼贤为此贤极有哀愍慈念之心。若慧者见。设生恚恼。应如是除
　　 诸贤。或有一人身净行。口．意净行。若慧者见。设生恚恼。当云何除。诸贤。犹村外不远。有
好池水。既清且美。其渊平满。翠草被岸。华树四周。若有人来。热极烦闷。饥渴顿乏。风热所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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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至池已。脱衣置岸。便入池中。恣意快浴。除热烦闷．饥渴顿乏。如是。诸贤。或有一人身净行。
口．意净行。常当念彼身之净行。口．意净行。若慧者见。设生恚恼。应如是除。诸贤。我向所说五
除恼法者。因此故说
　　 尊者舍梨子所说如是。诸比丘闻已。欢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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