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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長阿含經》1卷第一 
後秦弘始年2佛陀耶舍3共竺佛念4譯 

第一分初《大本5經》6第一 
解題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7 頁：如來善解法性故，神通遠達威力弘大故，

盡知過去無數劫事；記說過去九十一劫以來毗婆尸佛、尸棄佛、毗舍婆佛、拘樓孫佛、

拘那含佛、迦葉佛以及今釋迦牟尼佛共七佛之「阿波陀那」（本緣，聖者史傳）。 

(1)前半部記說七佛之要事：1. 時人壽數，2.出生「種」、「姓」，3.坐於何種樹下

成道，4.成佛之後說法會數及出家弟子數，5.上首二大弟子名號，6.執事（侍者）弟子名

號，7.佛出家前所生一子名號，8.父母名號及所居城名。為使智者聞上述因緣，起歡喜、

愛樂心，故說七佛「本緣」。 

(2)後半部以「宿命智」說諸佛「常法」，（以毗婆尸佛為例）：1.菩薩從兜率天降，

2.處母胎，3.出生，4.初生時等未曾有法，5.具足三十二相，6.童子時舉國敬愛，7.青年

時出宮巡行，見老者、病者、死者、沙門，思惟：出家調伏心意，永離塵垢，慈育羣生

                                                 
1 [1]長阿含經 Dīrgha-āgama～Dīgha-nikāya（大正 1，1d，n.11）。 

[2]印順導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96：「法藏部律說到這部經；譯經者又恰好是法藏部律師，所

以漢譯的『長阿含經』，屬於法藏部誦本，最為可能！」 
2 後秦弘始年＝姚秦三藏法師【宋】【元】【明】（大正 1，1d，n.12）。 
3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1 頁，注 2：佛陀耶舍(Buddhayaśas)(梵)，又作佛馱耶舍，譯為覺明、

覺稱，北印度罽賓國沙門，婆羅門種。十三歲出家，至十五歲日誦五、六萬言，十九歲時能誦大小乘經

二百餘萬言，二十七歲始受具足戒。常以讀誦為務，專精不怠，博通大小乘。姚秦弘始十年至長安，十

四年譯出四分律六十卷。翌年又出長阿含經，竺佛念傳譯，道含筆受。同年辭還罽賓，得虛空藏經一卷，

托賈客致涼州諸僧，後不知所終。 
4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1 頁，注 3：竺佛念：東晉僧，涼州人，幼歲出家，志業堅精，諷習眾

經，兼涉外典。苻秦建元年間入長安，與僧伽跋澄、曇摩難提等從事譯經。增一阿含、中阿含經翻譯時，

師任傳譯。其後譯出菩薩瓔珞經、十住斷結經、出曜經等，共計十二部七十四卷，為苻姚二代譯人之宗，

後卒於長安。 
5 大本：根本，事物的基礎。（《漢語大詞典（二）》，p.1321） 
6 [1]大本經＝大本緣經～D. 14. Mahāpadāna-suttanta.（大正 1，1d，n.13）。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1 頁，注 4：長部(D. 14. Mahāpadāna-Suttanta 大本經)、宋•法天譯

佛說七佛經(大一•一五○)、宋•法天譯毗婆尸佛經(大一•一五四)、失譯七佛父母姓字經(大一•一

五九)、增一阿含十不善品第四經(大二•七九○上)。 
[3]《法界聖凡水陸大齋法輪寶懺》卷 2（卍新纂續藏 74，963c24 // 卍續藏 2B:2，443b12 // 卍續藏•新

文豐影印本 129，885b12）：「第一分《大本緣經第一》，說七佛事。」 
[4]Ê.LAMOTTE, Le Traite De La Grande Vertu De Sagesse, tome I, 1944.（Reproduction anastatique 1981, 

Publications de l’Intitut Orientaliste de Louvain,no. 25，Louvain-la-Neuve）（書名簡稱 Lamotte），p.1915，

n.1：巴利 Mahāpadānasuttanta（《大本經》）見 Dīgha（巴利《長部經典》）,II,p.16，以及 Mahāvadānasūtra
（《大譬喻經》），p.95。 

[5]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12：「Mahāpadānasuttanta──《大譬喻經》，就是『譬

喻』。漢譯《長阿含經》作《大本經》，而經上說：『此是諸佛本末因緣。……佛說此大因緣經』，那

是『譬喻』（本末）而又是『因緣』了。」 
[6]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538：「《大本經》，經文自說為『大因緣』。『本起』與『因

緣』相通，隨各部派的取意而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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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為最真，後遂出家修道。8.專精禪思，逆順現觀十二因緣而成道。9.轉法輪，10.敕

初會弟子各分布遊行教化，至六年已，還集說戒。 

最後世尊述說昔一時，至首陀會（淨居）天。諸天或是從毗婆尸佛乃至釋迦牟尼佛

教化；來生淨居天，各說諸佛因緣本末。 
 
一、 序分 

如是我聞： 
一時7，佛在舍衛8國祇樹9花林窟10，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二、 正宗分 

（一） 記說七佛本生 

1、 關於過去諸佛 

時，諸比丘於乞食後集花林堂11，各12共議言：「諸賢13比丘！唯無上尊14為最奇特15，

神通遠達16，威力弘大17，乃知過去無數諸佛，入於涅槃18，斷諸結使19，消20滅戱論21。

                                                 
7 一時：2.一個時期。（《漢語大詞典（一）》，p.1） 
8 [1]舍衛～Sāvatthī.（大正 1，1d，n.14）。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1 頁，注 5：舍衛(Sāvatthī)(巴)，城名，亦為國號，然憍薩羅國(Kosala)(巴)
之首都。 

9 [1]祇樹～Jetavana.（大正 1，1d，n.15）。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1 頁，注 6：祇樹(Jeta-vana)(巴)，又作逝多林，為祇陀太子供養佛

陀之樹林。「花林窟」，巴利本作 Kareri-kuṭikā。Kareri，花樹、花林；Kuṭikā，小屋。 
10 [1]花林窟～Kareri-kuṭikā.（大正 1，1d，n.16）。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675 頁，注 6：俱利窟(Kareri-kuṭikā)(巴)，譯為花林窟，為祇園精

舍中之一建築物。起世因本經(大一•三六五上)作「迦利囉窟」。 
11 花林堂：在花林窟前的集合場。《七佛經》卷 1（大正 1，150a8）作：「迦里梨道場」。巴利本有出現花

林窟的名字，但也能看見花林堂的名字。梵本•《七佛經》有出現花林窟的名字，也能看見花林堂的名

字。兩者同時出現的是本譯本。（丘山新等著，《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東京，

平河山出版社，1995 年 1 月，p.387，n.10） 
12 各：3.皆。（《漢語大詞典（三）》，p.179） 
13 諸賢：對多數人的敬意的稱呼，同諸君、諸彥。在《長阿含經》中時常被使用。巴利本作 āvuso，梵本

作 āyuṣmanto。（《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387，n.12） 
14 [1]無上尊：對佛的尊稱，無上尊貴的人的意思。（三支充惪等校註，《新国訳大蔵経•長阿含経(Ⅰ)》，

東京，大藏出版社，1997 年 1 月第 2 刷，p.240，n.10） 
[2]「無上尊」，巴利本作 tathāgata，梵本作 bhagavat。（《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

p.387，n.13） 
15 奇特：不尋常，特別。（《漢語大詞典（二）》，p.1520） 
16 遠達：2.高遠豁達。（《漢語大詞典（十）》，p.1120） 
17 弘大：廣大；寬大；巨大。（《漢語大詞典（四）》，p.102） 
18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3 頁，注 1：涅槃(nibbāna)(巴)、(nirvāna)(梵)，譯為滅、滅度，為佛教

的最終目的與理想境界。 
19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3 頁，注 2：「結」與「使」皆為煩惱之稱。結，結縛眾生令不出生死。

使，驅使眾生流轉三界。 
20 消＝銷【宋】＊【元】＊【明】＊（大正 1，1d，n.17）。 
21 [1]唐•一行記，《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卷 19〈25 三三昧耶行品〉（大正 39，777c9-11）：「戲論者，

如世戲人以散亂心，動作種種身口，但悅前人，而無實義，今妄見者所作者，亦同於彼，故名戲論

也。」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3 頁，注 4：戲論：參閱起世因本經卷第八(大一•三五○上)作：「若

念有我，則是邪念，則是有為，則是戲論；若念無我，亦是戲論，乃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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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知彼佛劫數多少，名號、姓字，所生種族，其所飲食，壽命脩22短23，所更24苦樂。又

知彼佛有如是戒，有如是法，有如是慧，有如是解，有如是住。云何，諸賢！如來25為

善別法性26，知如是事？為諸天來語，乃知此事？」 
爾時，世尊27在閑靜處，天耳清淨，聞諸比丘作如是議，即從座起，詣花林堂，就

座28而坐。 
爾時，世尊知而故問，謂：「諸比丘！汝等集此，何所29語議30？」時，諸比丘具以

事答。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善哉31！善哉！汝等以平等信32，出家修道，諸所應行，凡

有二業：一曰賢聖講法，二曰賢聖默然。33汝等所論，正應如是。如來神通34，威力弘

大，盡知過去無數劫35事，以能(1c)善解法性故知，亦以諸天來語故知。」佛時頌曰36：

                                                                                                                                                         
非有想非無想，悉是戲論。諸比丘！所有戲論，皆悉是病。」 

[3]戲論：世俗的種種議論，此外，也有意味哲學的言語、概念的用法。（《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

含経（第 1 卷）》，p.388，n.19） 
22 脩：30.同“ 修 ”。長。特指壽命長。（《漢語大詞典（一）》，p.1489） 
23 脩短：2.長短。指人的壽命。（《漢語大詞典（一）》，p.1489） 
24 更〔ㄍㄥ〕：7.經過；經歷。（《漢語大詞典（一）》，p.525） 
25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3 頁，注 5：如來(tathāgata)(巴)，又作多陀阿伽陀，即乘如實道來成

正覺之意，為佛十號之一。 
26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3 頁，注 6：法性(dhammatā)(巴)、(dharmatā)(梵)，又稱實相、真如、

法界、涅槃。 
27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3 頁，注 7：世尊(bhagavant)(巴)，佛陀具足萬德，為世所尊重，故稱

之。為佛十號之一。 
28 就坐：亦作“就座”。入坐；入席。（《漢語大詞典（二）》，p.1575） 
29 何所：通常被使用在詢問場所的疑問詞，在佛典中常常能看見像這樣打聽事情的場合。（《現代語訳「阿

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389，n.30） 
30 語議：言談議論。（《漢語大詞典（十一）》，p.220） 
31 [1]哉：5.語氣助詞。表示肯定。（《漢語大詞典（三）》，p.317） 

[2]善哉：1.贊嘆之辭。（《漢語大詞典（三）》，p.439） 
32 「平等信」，巴利本、梵本沒有符合的地方，不清楚直接的意思。不管怎樣，「平等」是在中國古典所

未見的，在漢譯佛典是初次被使用。（《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390，n.33） 
33 [1]《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3 頁，注 8：「一曰賢聖講法，二曰賢聖默然」，巴利本作 dhammiyā 

vā kathā ariyo vā tuṃhibhāro(法之談論及聖者沈默之狀態。) 
[2]此二法為釋尊所讚歎之行，見《別譯雜阿含經》卷 1（8 經）（大正 2，375c13-376a14）；《中阿含經》

卷 56〈3 晡利多品羅摩經〉（大正 1，775c28-776a1）；《禪關策進》卷 1（大正 48，1107b10-15） 
34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3 頁，注 9：神通(abhiññā)(巴)、(abhijñā)(梵)，又作神力，妙用無礙之

意。即依佛菩薩等之定慧力所示現的無礙自在之妙用。有五通、六通等。 
35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3 頁，注 10：劫(kappa)(巴)、(kalpa)(梵)，又作劫波、羯臘波，極大的

時限之意。一小劫為一千六百八十萬年，一大劫為十三億四千四百萬年。 
36 以下偈頌，只有梵本與本譯本有記載。梵本與本譯本的偈頌對應如下： 

 梵本  大本經 

1    1 

2     2 

3     3 

4     4 

5     5 
（《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390，n.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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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丘集法堂，講說賢聖論；如來處靜室37，天耳38盡聞知。 
佛日光普照，分別法界義；亦知過去事，三佛般泥洹39。 
名號姓種族，受生分亦知；隨彼之處所，淨眼40皆記41之。 
諸天大威力，容貌甚端嚴42；亦來啟告43我，三佛般泥洹44。 
記生名號姓，哀鸞45音盡知；無上天人尊，記於過去佛。」 
又告諸比丘：「汝等欲聞如來識宿命智46，知於過去諸佛因緣不？我當說之。」 
時，諸比丘白言47：「世尊！今正是時，願樂48欲聞49。善哉！世尊！以時50講說，當

奉行51之。」 
2、 過去七佛名稱與出現時代 

佛告諸比丘：「諦聽52！諦聽！善53思念54之，55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時，諸比丘受

教56而聽57。 
佛告諸比丘：「過去九十一劫58，時世有佛名毘婆尸59如來、至真，出現于60世61。復

                                                 
37 靜室：3.指寺院住房或隱士、居士修行之室。（《漢語大詞典（十一）》，p.568） 
38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3 頁，注 11：天耳(dibbasota)(巴)，天耳智證通之略稱，六通之一，為

能聽聞欲、色二界之聲處的神通力，凡一切聲，天聲、人聲、三惡道聲均可聞得。 
39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3 頁，注 12：般泥洹(parinibbāna)(巴)，又作般涅槃，圓寂之意。 
40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5 頁，注 1：淨眼：即清淨離垢的法眼，通常用以尊稱佛陀。 
41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5 頁，注 2：記：即記別、授記，分別說明過去之因緣，或記說未來

之果報。 
42 端嚴：端莊嚴謹；莊嚴。（《漢語大詞典（八）》，p.394） 
43 啟告：啟奏；告知。（《漢語大詞典（三）》，p.394） 
44 泥洹＝涅槃【宋】【元】【明】（大正 1，1d，n.18）。 
45 [1]鸞＝戀【宋】（大正 1，1d，n.19）。 

[2]鸞〔ㄌㄨㄢˊ〕：1.傳說中鳳凰一類的鳥。（《漢語大詞典（十二）》，p.1175） 
[2]哀鸞：迦陵頻伽鳥的別稱。傳說棲息在喜馬拉亞山的音聲美妙的靈鳥，形如鳳凰。（《新国訳大蔵経•

長阿含経(Ⅰ)》，p.70，n.14、p.89，n.29） 
46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5 頁，注 4：宿命智(pubbenivāsānussati-ñāṇa)(巴)，又作宿住隨念智，

能詳知前生的能力，為三明、六神通之一。 
47 （佛）＋言【宋】【元】【明】（大正 1，1d，n.20）。 
48 願樂：羡慕快樂。（《漢語大詞典（十二）》，p.352） 
49 願樂欲聞：漢譯佛典特有的定型句。（《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391，n.47） 
50 [1]以時：2.及時，即時。（《漢語大詞典（一）》，p.1081） 

[2]以時：適合做某事的時候。（《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36，n.22） 
51 奉行：1.遵照實行。（《漢語大詞典（二）》，p.1507） 
52 諦聽：注意地聽，仔細聽。（《漢語大詞典（十一）》，p.353） 
53 善：19.妥善；好好地。（《漢語大詞典（三）》，p.439） 
54 思念：3.考慮；思考。4.思慮；想法。（《漢語大詞典（七）》，p.440） 
55 諦聽諦聽善思念之：佛陀說法時，用來提醒對方注意的慣用句，「諦」是「清楚、好好地」的意思。「諦

聽」是漢譯佛典以前就能看到的語詞。（《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391，n.48） 
56 受教：接受教誨。（《漢語大詞典（二）》，p.880） 
57 聽：2.聽從，接受。（《漢語大詞典（八）》，p.713） 
58 劫～Kappa.（大正 1，1d，n.21）。 
59 [1]毘婆尸～Vipassin.（大正 1，1d，n.22）。 

[2]唐•慧琳撰，《一切經音義》卷 21（大正 54，441a7）：「毘婆尸(此云淨觀，或曰勝觀，亦云勝見，

或曰種種觀也)。」 
[3]宋•法雲編，《翻譯名義集》卷 1（大正 54，1058a22-26）：「毘婆尸，亦名維衛，此云勝觀。《俱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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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比丘！過去三十一劫，有佛名尸棄62如來、至真，出現於世。復次，比丘！即彼三

十一劫中，有佛名毘舍婆63如來、至真，出現於世。復次，比丘！此賢劫64中有佛名拘

樓孫65，又名拘那含66，又名迦葉67。我今亦於賢劫中成最正覺68。」69佛時頌曰：「70 
過九十一劫，有毘婆尸佛；次三十一劫，有佛名尸棄； 
即於彼劫中，毘舍如來出。(2a)今此賢劫中，無數那維71歲； 
有四大仙人72，愍眾生故出：拘樓孫、那含、迦葉、釋迦文。」 

                                                                                                                                                         
云：三無數劫滿，逆次逢勝觀、燃燈、寶髻佛。初釋迦牟尼，此由釋尊於勝觀佛初種相好，故毘婆

尸為七佛首，以讚弗沙精進力故，超九大劫故至于今，過九十一大劫也。」 
60 于：26.同“ 於 ”。（《漢語大詞典（一）》，p.257） 
61 出現于世：「出現」是佛典中初次看見的語詞。巴利本作 loke udapādi(出生在這個世界)。（《現代語訳「阿

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392，n.54） 
62 [1]尸棄～Sikhin.（大正 1，1d，n.23）。 

[2]《一切經音義》卷 21（大正 54，441a6）：「尸棄(正云式棄那，此云持髻，或曰有髻也)。」 
[3]《翻譯名義集》卷 1（大正 54，1058a27-28）：「尸棄，亦名式棄。《大論》翻火依。《佛名經》：過三

千劫。」 
[4]《翻譯名義集》卷 2（大正 54，1077c7-11）：「尸棄，《大論》云：秦言火，或翻火首。《法華疏》云：

外國喚火為樹提尸棄。此王本修火定，破欲界惑，從德立名。又云：經標梵王，復舉尸棄，似如兩

人。依《大論》，正以尸棄為王，今舉位顯名，恐目一人耳。肇曰：尸棄，梵王名，秦言頂髻。」 
63 [1]毘舍婆～Vessabhū.（大正 1，1d，n.24）。 

[2]《一切經音義》卷 21（大正 54，441a5）：「毘舍浮(正云毘溼婆部。言毘婆者，此云遍一切也。部，

自在也。言遍於一切皆得自在，或翻為一切有)。」 
[3]《翻譯名義集》卷 1（大正 54，1058a29-b1）：「毘舍浮，翻遍一切自在。《藥王藥上經》云：莊嚴劫

中最後一佛。」 
64 [1]賢劫～Bhaddakappa.（大正 1，1d，n.25）。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5 頁，注 9：賢劫(bhadda-kappa)(巴)，又作善劫，對過去、未來的

劫住而言，現在的劫住即稱為賢劫。 
65 [1]拘樓孫＝拘留孫【宋】【元】【明】＊～Kakusandha. [＊ 1 2 3 4 5 6 7 8]（大正 1，1d，n.26）。 

[2] 《一切經音義》卷 21（大正 54，441a4）：「迦羅鳩駄(具云迦羅鳩村駄，此云所應斷、已斷也)。」 
[3]《翻譯名義集》卷 1（大正 54，1058b2-3）：「俱留孫，此云所應斷，又翻作用莊嚴。賢劫第九減六

萬歲，出成佛道，為千佛首。」 
66 [1]拘那含～Konāgamana.（大正 1，1d，n.27）。 

[2]《一切經音義》卷 21（大正 54，441a2-3）：「拘那牟尼(正云迦那迦牟尼。言拘那者，此云金色也，

牟尼仙也。佛是大仙，身真金色，故此名佛為金色仙也)。」 
[3]《翻譯名義集》卷 1（大正 54，1058b4-5）：「拘那含牟尼，此云金寂。《大論》名迦那迦牟尼，秦言

金仙人，四萬歲時，出現閻浮。」 
67 [1]迦葉～Kassapa.（大正 1，1d，n.28）。 

[2]《一切經音義》卷 21（大正 54，441a1）：「迦葉(具云迦攝波，此曰飲光，斯則一家之姓氏也。佛降

生此姓氏中，即以姓為名也)。」 
[3]《翻譯名義集》卷 1（大正 54，1058b6-14）：「迦葉波，此云飲光。二萬歲時，出成正覺。至百歲時，

釋迦牟尼居兜率天，四種觀世。故《大論》云：一者觀時，人壽百歲，佛出時到。二觀土地，諸國

常在中國生故。三觀種姓，剎利種姓勢力大，婆羅門種智慧大，隨時所貴。佛於中生。四觀生處，

何等母人，能懷那羅延力菩薩，亦能自護淨戒？如是觀竟，唯中國迦毘羅婆淨飯王后能懷菩薩，如

是思惟已，於兜率天下，不失正慧，入於母胎。」 
68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5 頁，注 13：正覺：即一切諸法之真正覺智，故成佛謂成正覺。 
69 另參閱《七佛經》卷 1：(大正 1，150a17-24)；《增壹阿含經》卷 45〈48 十不善品〉（4 經）（大正 2，

790a27-b13）；龍樹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9〈1 序品〉（大正 25，125a10-16）等。 
70 以下偈頌，另參閱《增壹阿含經》卷 45〈48 十不善品〉（4 經）（大正 2，790b8-13）。 
71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7 頁，注 1：那維(nahuta)(巴)、(nayuta)(梵)，又作那由他，係極大數

目之名稱，相當於千萬或千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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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時人壽數 

「汝等當知，毘婆尸佛時，人壽八萬歲。尸棄佛時，人壽七萬歲。毘舍婆佛時，人

壽六萬歲。拘樓孫＊佛時，人壽四萬歲73。拘那含佛時，人壽三萬歲74。迦葉佛時，人壽

二萬歲。我今出世，人壽百歲，少出多減。75」76佛時頌曰。「77 
毘婆尸時人，壽八萬四千；尸棄佛時人，壽命七萬歲； 
毘舍婆時人，壽命六萬歲；拘樓孫時人，壽命四萬歲； 
拘那含時人，壽命三萬歲；迦葉佛時人，壽命二萬歲；」 
如我今時人，壽命不過百。 
4、 出生種、姓 

「毘婆尸佛，出剎利78種，姓拘利若79；80尸棄佛、毘舍婆佛種、姓亦爾。拘樓孫＊

佛，出婆羅門81種，姓迦葉82；拘那含佛、迦葉佛，種、姓亦爾。我今如來、至真，出

剎利種，姓名曰瞿曇83。84」佛時頌曰：「85 
毘婆尸如來，尸棄、毘舍婆，此三等正覺，出拘利若＊姓。 
自餘86三如來，出于迦葉姓。 
我今無上尊，導御諸眾生；天人中第一，勇猛姓瞿曇。 
前三等正覺，出於剎利種；其後三如來，出婆羅門種；我今無上尊，勇猛出剎利。」 
5、 坐於何種樹下成道 

                                                                                                                                                         
72 仙人：佛常被譯為仙人。（《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33，n.6） 
73 「四萬歲」，《增壹阿含經》卷 45〈48 十不善品〉（4 經）（大正 2，791a25）作：「五萬歲」 
74 「三萬歲」，《增壹阿含經》卷 45〈48 十不善品〉（4 經）（大正 2，791a26）作：「二萬歲」 
75 「人壽百歲，少出多減」巴利本作 yo ciraṃ jivati so vassasataṃ appaṃ va buiyyo(即使長生，也只是百

歲，超過百歲的人很少)。（《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393，n.68） 
76 另參閱《七佛經》卷 1（大正 1，150b26-c12）；《七佛父母姓字經》卷 1（大正 1，159c11-15）。 
77 以下偈頌，另參閱《七佛經》卷 1（大正 1，150c7-12）；《增壹阿含經》卷 45〈48 十不善品〉（4 經）

（大正 2，791a28-b2）。 
78 [1]剎利～Khattiya.（大正 1，2d，n.1）。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7 頁，注 2：剎利(khattiya)(巴)，又作剎帝利，為印度四種姓中之第

二，屬王族、武士階級。 
79 [1]拘利若＝憍陳若【宋】＊【元】＊【明】＊～Koṇḍañña. [＊ 1]（大正 1，2d，n.2）。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7 頁，注 2：拘利若(Koṇḍañña)(巴)，又作拘鄰若。 
80 「毘婆尸佛，出剎利種，姓拘利若」此段《增壹阿含經》卷 45〈48 十不善品〉（4 經）（大正 2，790b23）

作：「毘婆尸如來姓瞿曇，式詰如來亦出瞿曇。」 
81 [1]婆羅門～Brahmaṇa.（大正 1，2d，n.3）。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7 頁，注 4：婆羅門(brāhmana)(巴)，為印度四種姓之第一，職司祭

祀。 
82 迦葉～Kassapa.（大正 1，2d，n.4）。 
83 [1]瞿曇～Gotama.（大正 1，2d，n.5）。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7 頁，注 5：瞿曇(Gotama)(巴)，又作喬答摩，譯為地最勝、地種，

異稱為日種，係印度剎帝利族中之一姓，為釋尊所屬之本姓。 
84「拘樓孫佛，出婆羅門種，……姓名曰瞿曇」此段《增壹阿含經》卷 45〈48 十不善品〉（4 經）（大正

2，790c5-7）作：「拘屢孫如來出婆羅墮，拘那含牟尼如來亦出婆羅墮，迦葉如來亦出婆羅墮，如我今

如來、至真、等正覺出於拘鄰若。」 
85 以下偈頌，另參閱《七佛經》卷 1（大正 1，150b6-13）；《增壹阿含經》卷 45〈48 十不善品〉（4 經）

（大正 2，790b19-22、790b28-c2）。 
86 自餘：猶其餘；以外；此外。（《漢語大詞典（八）》，p.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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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毘婆尸佛(2b)坐波波羅87樹下成最正覺，尸棄佛坐分陀利88樹下成最正覺，毘舍婆

佛坐娑羅89樹下成最正覺，拘樓孫＊佛坐尸利沙90樹下成最正覺，拘那含佛坐烏暫婆羅門
91樹下成最正覺，迦葉佛坐尼拘律92樹下成最正覺。我今如來、至真，坐鉢多93樹下成最

正覺。」佛時頌曰：「94 
毘婆尸如來，往詣波95羅樹；即於彼處所，得成最正覺。 
尸棄分陀樹，成道滅有原96。 
毘舍婆如來，坐娑羅97樹下；獲解脫知見98，神足99無所100礙。 
拘樓孫如來，坐尸利沙樹101；一切智102清淨，無染無所著103。 

                                                 
87 [1]波波羅＝婆羅【宋】【元】【明】～Pāṭalī.（大正 1，2d，n.6）。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9 頁，注 1：波波羅(pāṭalī)(巴)，又作波吒釐，譯為重葉樹、重生華，

類似楸樹或紫葳之植物，春期至開香紫花。 
[3]「波波羅」，《增壹阿含經》卷 45〈48 十不善品〉（4 經）（大正 2，790c13）作：「波羅利華」。學名

Bignonia suaveolens。（《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394，n.78） 
88 [1]分陀利～Punḍarīka.（大正 1，2d，n.7）。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9 頁，注 2：分陀利(puṇḍarīka)(巴)，植物名。 
89 [1]娑羅＝博洛叉【宋】【元】【明】～Sāla.（大正 1，2d，n.8）。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9 頁，注 3：「婆羅」，巴利本作 sāla(娑羅)。譯為堅固、高遠，屬

熱帶性植物。宋、元、明三本與磧砂藏均作「博洛叉」。大正本作「娑羅」。 
[3]「娑羅」，《增壹阿含經》卷 45〈48 十不善品〉（4 經）（大正 2，790c15）作：「波羅」。學名 Vatica Robusa。

（《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394，n.80） 
90 [1]尸利沙～Sirīsa.（大正 1，2d，n.9）。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9 頁，注 4：尸利沙(sirīsa)(巴)，譯為合昏、合歡，其樹膠可作香藥。 
[3]尸利沙：學名 Accacia Sirissa。（《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394，n.81） 

91 [1]烏暫婆羅門＝優曇婆羅【宋】【元】【明】～Udumbara.（大正 1，2d，n.10）。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9 頁，注 5：優曇婆羅(udumbara)(巴)，又作烏曇婆羅、烏暫婆羅，

譯為靈瑞。如來下生或金輪王出現於世間，以大福德力故，可感此樹之花開放。經中則常以其華 
喻佛出世之難逢。 

[3]「烏暫婆羅門」，《增壹阿含經》卷 45〈48 十不善品〉（4 經）作（大正 2，790c17）：「優頭跋羅」。

學名 Ficus Glomerata，通常稱為優曇華。無花果的一種。（《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394，n.82） 

92 [1]尼拘律＝尼拘類【宋】【元】【明】～Nigrodha.（大正 1，2d，n.11）。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9 頁，注 6：尼拘類(nigrodha)(巴)，又作尼俱陀，譯為無節、縱廣、

多根。此樹端直無節，圓滿可愛，去地三丈餘方有枝葉，樹蔭廣大，子微細如柳花子。 
[3]「尼拘律」，《增壹阿含經》卷 45〈48 十不善品〉（4 經）（大正 2，790c18）作：「尼拘留」。學名 Ficus 

indica，也是無花果的一種。（《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394，n.83） 
93 [1]《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9 頁，注 7：鉢多(assattha)(巴)，釋迦牟尼佛在此樹下成無上正等正

覺，故稱之為菩提樹(bodhi-rukkha)(巴)，又作覺樹。 
[2]「鉢多」，《增壹阿含經》卷 45〈48 十不善品〉（4 經）（大正 2，790c19）作：「吉祥樹」。學名 Ficus 

religiosa，菩提樹。 
94 以下偈頌，另參閱《增壹阿含經》卷 45〈48 十不善品〉（4 經）（大正 2，790c21-26）。 
95 波＝婆【宋】【元】【明】【聖】（大正 1，2d，n.12）。 
96 有原：有（生存、存在）的根源。與之後出現的「有本」相同。（《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394，n.86） 
97 娑羅＝博叉【宋】【元】【明】（大正 1，2d，n.13）。  
98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9 頁，注 10：解脫知見：知見指真實智生，由智證知：「我生已盡，

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參閱雜阿含卷一第九、十一經(大正•卷一•九、十一經)。 
99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9 頁，注 11：神足(iddhi-vidhābhiññāṇa)(巴)，即神足通，為能如意飛

行，自在轉變境界及化現人等之神通力。 
100 無所：2.表示否定不必明言或不可明言的人或事物。（《漢語大詞典（七）》，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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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那含無104尼，坐烏暫樹下；即於彼處所，滅諸貪憂惱。 
迦葉如來坐，尼拘樓105樹下；即於彼處所，除滅諸有本。 
我今釋迦文，坐於鉢多樹。 
如來十力106尊，斷滅諸結107使；摧伏眾魔怨，在眾演大明108。 
七佛精進力，放光滅闇冥109；各各坐諸樹，於中成正覺。」 
6、 成佛之後說法會數及出家弟子數 

「毘婆尸如來三會說法，初會弟子有十六萬八千人，二會弟子有十萬人，三會弟子

有八萬人。尸棄如來亦三會說法，初會弟子有十萬人，二會弟子有八萬人，三會弟子有

七萬人。毘舍婆如來二會說法，初會弟子有七萬人，次會弟子有六萬人。拘樓孫如來一

會說法，弟子四萬人。拘那含如來一會說法，弟子三萬人。迦葉如來一會說法，弟子二

萬(2c)人。我今一會說法，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佛時頌曰：「 
毘婆尸名觀，智慧不可量；遍見無所畏，三會弟子眾。 
尸棄光無動，能滅諸結使；無量大威德110，無能測量者；彼佛亦三會，弟子普共集。 
毘舍婆斷結，大仙人要集111；名聞於諸方，妙法大名稱112；二會弟子眾，普演深奧

113義。 
拘樓孫一會，哀愍療諸苦；導師化眾生，一會弟子眾。 
拘那含如來，無上亦如是；紫磨114金色身，容貌悉具足；一會弟子眾，普演微妙115

法。 
迦葉一一毛116，一心無亂想；一117語不煩重118，一會弟子眾。 
能仁119意寂滅，釋種沙門120上；天中天121最尊，我一會弟子。 

                                                                                                                                                         
101 沙樹＝樹下【宋】【元】【明】（大正 1，2d，n.14）。 
102 [1]《大智度論》卷 27〈1 序品〉（大正 25，259a2-21）：「一切智者，總破一切法中無明闇；一切種智

者，觀種種法門破諸無明。……佛自說：一切智是聲聞、辟支佛事」 
[2]彌勒說、唐•玄奘譯，《瑜伽師地論》卷 38〈7 菩提品〉（大正 30，498c27-29）：「於一切界、一切

事一、切品、一切時，智無礙轉，名一切智。」 
103 著＝者【宋】（大正 1，2d，n.15）。 
104 無＝牟【宋】【元】【明】（大正 1，2d，n.16）。 
105 樓＝類【宋】【元】【明】（大正 1，2d，n.17）。 
106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11 頁，注 2：十力(dasa-bala)(巴)，指如來所成就的十種智力。參閱

雜阿含卷二十六第六九六經(大正•卷二六•六八四經)。 
107 結＝緣【宋】【元】【明】（大正 1，2d，n.18）。 
108 大明：偉大的智慧。與知或是智相同。（《新国訳大蔵経•長阿含経(Ⅰ)》，p.73，n.16） 
109 闇〔ㄢˋ〕冥：昏暗。（《漢語大詞典（十二）》，p.133） 
110 威德：聲威與德行；刑罰與恩惠。（《漢語大詞典（五）》，p.218） 
111 要〔ㄧㄠ〕：3.約請；邀請。（《漢語大詞典（八）》，p.753） 
112 名稱：2.名聲。（《漢語大詞典（三）》，p.162） 
113 深奧：2.高深不易理解。（《漢語大詞典（五）》，p.1420） 
114 紫磨：上等黃金。（《漢語大詞典（九）》，p.813） 
115 微〔ㄨㄟ〕妙：1.精微深奧。（《漢語大詞典（三）》，p.1049） 
116 迦葉一一毛：之後所述佛的三十二相的第十一相「一一孔一毛生，其毛右旋紺琉璃色。」（《現代語訳

「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396，n.106） 
117 一＝二【明】（大正 1，2d，n.19）。 
118 煩重：冗長而重複。（《漢語大詞典（七）》，p.188） 
119 [1]能仁：梵語的意譯。即釋迦牟尼。（《漢語大詞典（六）》，p.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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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會我現義，演布清淨教；心常懷歡喜，漏盡122盡後123有。 
毘婆、尸棄三，毘舍婆佛二，四佛各各一，仙人會演說124。」 
7、 上首二大弟子名號 

「時，毘婆尸佛有二弟子：125一名騫茶126，二名提舍127，(3a)諸弟子中最為第一。

尸棄佛有二弟子：一名阿毘浮128，二名三婆婆129，諸弟子中最為第一。毘舍婆佛有二弟

子：一名扶遊130，二名鬱多摩131，諸弟子中最為第一。拘樓孫＊佛有二弟子：一名薩尼132，

二名毘樓133，諸弟子中最為第一。拘那含佛有二弟子：一名舒槃那134，二名鬱多樓135，

諸弟子中最為第一。迦葉佛有二弟子：一名提舍136，二名婆羅婆137，諸弟子中最為第一。

今我二弟子：一名舍利弗138，二名目揵連139，諸弟子中最為第一。」佛時頌曰：「140 

                                                                                                                                                         
[2]「能仁」是 Śākya-muni 的意譯。Śākya 是由√śak 而來，被譯為「能」。Muni 意味原來沈默的苦行者。

（《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396，n.107） 
120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13 頁，注 3：沙門(samaṇa)(巴)、(śramana)(梵)，見本經下文作：「沙

門者，捨離恩愛出家修道，攝御諸根，不染外欲，慈心一切，無所傷害，逢苦不慼，遇樂不欣，能忍

如地，故號沙門。」 
121 天中天：bhagavat(世尊)常譯為「天中天」。（《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396，

n.108） 
122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13 頁，注 4：漏盡(khīṇāsava)(巴)，煩惱滅盡之意。 
123 盡後＝復盡【宋】【元】【明】（大正 1，2d，n.20）。 
124 演說：1.闡述，解說。（《漢語大詞典（六）》，p.104） 
125 以下舉出七佛主要的二名弟子。這些記述除了《增壹阿含經》外，在其他諸本都可看見。（《現代語訳

「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396，n.109） 
126 騫茶＝騫荼【宋】＊【元】＊【明】＊～Khaṇḍa. [＊ 1 2 3 4 5 6 7]（大正 1，2d，n.21）。 
127 提舍＝躓沙【宋】＊【元】＊【明】＊～Tissa. [＊ 1 2 3 4 5 6 7]（大正 1，2d，n.22）。 
128 [1]阿毘浮～Abhibhū.（大正 1，2d，n.23）。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13 頁，注 8：阿毗浮(Abhibhū)(巴)，譯為勝者，尸棄佛二大弟子之

一。 
129 [1]三婆婆～Sambhava.（大正 1，2d，n.24）。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13 頁，注 9：三婆婆(Sambhava)(巴)，譯為出生、上生，尸棄佛二

大弟子之一。 
130 扶遊～Soṇa.（大正 1，2d，n.25）。 
131 [1]鬱多摩～Uttara.（大正 1，2d，n.26）。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13 頁，注 11：鬱多摩(Uttara)(巴)，譯為上勝，毗舍婆佛二大弟子

之一。 
132 [1]薩尼～Sañjīva.（大正 1，2d，n.27）。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13 頁，注 12：薩尼(Sañjīva)(巴)，譯為蘇生者，拘樓孫佛二大弟子

之一。 
133 [1]毘樓～Vidhūra.（大正 1，2d，n.28）。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13 頁，注 13：毗樓(Vidhūra)(巴)，譯為無類者，拘樓孫佛二大弟

子之一。 
134 [1]舒槃那＝優波斯多【宋】【元】【明】～Bhiyyosa.（大正 1，3d，n.1）。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13 頁，注 14：舒槃那(Bhiyyosa)(巴)，七佛父母姓字經(大一•一

六○上)作「轉輪」，拘那含佛二大弟子之一。 
135 [1]鬱多樓＝欝多羅【宋】【元】【明】～Uttara.（大正 1，3d，n.2）。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13 頁，注 15：鬱多樓(Uttara)(巴)，譯為上勝，七佛父母姓字經(大
一•一六○上)作「欝多」，拘那含佛二大弟子之一。「 

136 提舍～Tissa.（大正 1，3d，n.3）。 
137 婆羅婆～Bhāradvāja.（大正 1，3d，n.4）。 
138 [1]舍利弗～Sāriputta.（大正 1，3d，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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騫茶＊、提舍＊等，毗婆尸弟子； 
阿毗浮、三婆，尸棄佛弟子； 
扶遊、鬱多摩，弟子中第一，二俱降魔怨，毗舍婆弟子。 
薩尸、毗樓等，拘樓孫弟子； 
舒槃141、鬱多樓142，拘那含弟子； 
提舍、婆羅婆，迦葉佛弟子； 
舍利弗、目連，是我第一子。」 
8、 執事弟子名號 

「毗婆尸佛有執事弟子，143名曰無憂144。尸棄佛執事弟子，名曰忍行145。毗舍婆佛

有執事弟子，名曰寂滅146。拘樓孫佛有執事弟子，名曰善覺147。拘那含佛有執事弟子，

名曰安和148。迦葉佛有執事弟子，名曰善友149。我執事弟子，名曰阿難150。」佛時頌曰：

「 
無憂與忍行，寂滅及善覺，安和、善友等，阿難為第七。 
此為佛侍者，具足諸義趣151；晝夜無放逸，自利亦利他。 
此七賢弟子，侍七佛左右；歡喜而供養，寂然152歸滅度。」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15 頁，注 1：舍利弗(Sāriputta)(巴)，釋迦牟尼佛二大弟子之一，

十大弟子中智慧第一。 
139 [1]目揵連～Moggallāna.（大正 1，3d，n.6）。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15 頁，注 2：目揵連(Moggallāna)(巴)，釋迦牟尼佛二大弟子之一，

十大弟子中神通第一。 
140 以下偈頌，另參閱《七佛經》卷 1（大正 1，151b10-21）。 
141 舒槃＝優婆【宋】，＝優波【元】【明】（大正 1，3d，n.7）。 
142 樓＝樹【宋】，＝羅【明】（大正 1，3d，n.8）。 
143 [1]《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15 頁，注 6：「執事弟子」，巴利本作 Bhikkhu upaṭṭhāka aggupaṭṭhāka(侍

者比丘、上首侍者)。 
[2]以下敘述有關七佛的常隨弟子。「執侍弟子」，《七佛經》卷 1（大正 1，151b23）、《增壹阿含經》卷

45〈48 十不善品〉（4 經）作（大正 2，791a13）作：「侍者」。「執事」是侍奉大富貴人的事務的人。

（《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397，n.125） 
144 無憂～Asoka.（大正 1，3d，n.9）。《增壹阿含經》卷 45〈48 十不善品〉（4 經）（大正 2，791a13）作：

「大導師」；《七佛經》卷 1（大正 1，151b24）作：「阿輸迦」。 
145 忍行～Khemaṁkara.（大正 1，3d，n.10），《增壹阿含經》卷 45〈48 十不善品〉（4 經）（大正 2，791a14）

作：「善覺」；《七佛經》卷 1（大正 1，151b25）作：「剎摩迦嚕」。 
146 寂滅～Upasannaka.（大正 1，3d，n.11），《增壹阿含經》卷 45〈48 十不善品〉（4 經）（大正 2，791a14-15）

作：「勝眾」；《七佛經》卷 1（大正 1，151b26）作：「烏波扇覩」。 
147 善覺～Buddhija.（大正 1，3d，n.12），《增壹阿含經》卷 45〈48 十不善品〉（4 經）（大正 2，791a15）

作：「吉祥」；《七佛經》卷 1（大正 1，151b27）作：「沒提踰」。 
148 安和～Sotthija.（大正 1，3d，n.13），《增壹阿含經》卷 45〈48 十不善品〉（4 經）（大正 2，791a16）

作：「毘羅先(Bhiyyosuttara)」；《七佛經》卷 1（大正 1，151b28）作：「穌嚕帝里野」。 
149 善友～Sabbamitta.（大正 1，3d，n.14），《增壹阿含經》卷 45〈48 十不善品〉（4 經）（大正 2，791a17）

作：「導師」；《七佛經》卷 1（大正 1，151b28-29）作：「薩里嚩蜜怛囉」。 
150 [1]阿難～Ānanda.（大正 1，3d，n.15）。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15 頁，注 13：阿難(Ānanda)(巴)，譯為慶喜，七佛經作「阿難陀」，

為釋迦牟尼佛之侍者。 
151 義趣：意義和旨趣。（《漢語大詞典（九）》，p.173） 
152 然＝滅【宋】【元】【明】（大正 1，3d，n.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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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佛出家前所生一子名號 

「毗婆尸佛有子，名曰方膺。尸棄佛有子，名曰無量。毗舍婆佛有子，名曰妙覺。

拘樓孫＊佛有子，名曰上勝。拘那含佛有子，名曰導(3b)師。迦葉佛有子，名曰集153軍。

今我有子，名曰羅睺羅154。」佛時頌曰：「155 
方膺、無量子、妙覺及上勝、導師、集＊軍等，羅睺羅第七 
此諸豪貴子，紹繼諸佛種；愛法好施惠，於聖法無畏。」 
10、 父母名號及所居城名 

「毗婆尸佛父名槃頭156，剎利王種，母名槃頭婆提157，王所治城名曰158槃頭婆提159。」

佛時頌曰：「 
遍眼父槃頭，母槃頭婆提；槃頭婆提城，佛於中說法。」 
「尸棄佛父名，曰160明相161，剎利王種，母名光曜162，王所治城名曰163光相164。」

佛時頌曰：「 
尸棄父明相，母名曰光曜；於明相165城中，威德降外敵。」 
「毗舍婆佛父名善燈166，剎利王種，母名稱戒167，王所治城名曰無喻168。」佛時頌

曰：「 
毗舍婆佛父，善燈剎利種；母名曰稱戒，城名曰無喻。」 
「拘樓孫＊佛父名祀得169，婆羅門種，母名善枝170，王名安和，隨王名故城名安和171。」

佛時頌曰：「 
祀得＊婆羅門，母名曰善枝；王名曰安和，居在安和城。」 
「拘那含佛父名大德172，婆羅門種，母名善勝173，是時王名清淨，隨王名故城名清

                                                 
153 集＝進【宋】＊【元】＊【明】＊ [＊ 1]（大正 1，3d，n.17）。 
154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17 頁，注 3：以上七佛之子名，巴利本未提及。羅睺羅(Rāhula)(巴)，

釋尊之子，為十大弟子中密行第一。 
155 以下偈頌，另參閱《七佛經》卷 1（大正 1，151c2-13）；《增壹阿含經》卷 45〈48 十不善品〉（4 經）

（大正 2，791a19-22）。 
156 槃頭＝槃頭摩多【宋】【元】【明】～Bandhumant.（大正 1，3d，n.18）。 
157 槃頭婆提＝槃頭摩底【宋】＊【元】＊【明】＊～Bandhumatī.（大正 1，3d，n.19）。 
158 〔曰〕－【宋】【元】【明】（大正 1，3d，n.20）。 
159 槃頭婆提＝槃頭摩那【宋】＊【元】＊【明】＊～Bandhumatī.（大正 1，3d，n.21）。 
160 〔曰〕－【宋】【元】【明】（大正 1，3d，n.22）。 
161 明相～Aruṇa.（大正 1，3d，n.23）。 
162 光曜～Pabhāvatī.（大正 1，3d，n.24）。 
163 〔曰〕－【宋】【元】【明】（大正 1，3d，n.25）。 
164 光相～Aruṇavatī.（大正 1，3d，n.26）。 
165 明相＝光相【明】（大正 1，3d，n.27）。 
166 善燈～Suppatīta.（大正 1，3d，n.28）。 
167 稱戒～Yasavatī.（大正 1，3d，n.29）。 
168 無喻～Anopama.（大正 1，3d，n.30）。 
169 祀得＝禮德【宋】＊【元】＊【明】＊～Aggidatta. [＊ 1]（大正 1，3d，n.31）。 
170 善枝～Visākhā.（大正 1，3d，n.32）。 
171 安和（城）～Khemavatī.（大正 1，3d，n.33）。 
172 大德～Yaññadatta.（大正 1，3d，n.34）。 
173 善勝～Uttarā.（大正 1，3d，n.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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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174。」佛時頌曰：「 
大德婆羅門，母名曰善勝；王名曰清淨，居在清淨城。」 
「迦葉佛父名曰梵德175，婆羅門種，母名曰財(3c)主176，時177王名汲毗178，王所治

城名波羅[木*奈]179。」佛時頌曰：「 
梵德婆羅門，母名曰財主；時王名汲180毗，在波羅[木*奈]城。」 
「我父名淨飯181，剎利王種，母名大清淨妙182，王所治城名迦毗羅衛183。」佛時頌

曰：「 
父剎利淨飯，母名大清淨184；土廣民豐饒，我從彼而生。」 
「此是諸佛因緣、名號、種族、所出生處，何有智者聞此因緣而不歡喜，起愛樂心？」 

（二） 以「宿命智」說諸佛「常法」—以毘婆尸佛為例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185「吾今欲以宿命智說過去佛事，汝欲聞不？」 
諸比丘對曰：「今正是時，願樂欲聞！」 
佛告諸比丘：「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 
1、 下生──菩薩從兜率天降 

比丘！當知諸佛常法186：毗婆尸菩薩187從兜率天188降神母胎，從右脇入，正念不亂
189。當於爾時，地為震動190，放大光明，普照世界，日月所不及處皆蒙大明，幽冥191眾

                                                 
174 清淨（城）～Sobhavatī.（大正 1，3d，n.36）。 
175 梵德～Brahmadatta（大正 1，3d，n.37）。 
176 財主～Dhanavatī.（大正 1，3d，n.38）。 
177 （是）＋時【宋】【元】【明】（大正 1，3d，n.39）。 
178 汲毗＝波羅毘【宋】【元】【明】～Kikin.（大正 1，3d，n.40）。 
179 波羅[木*奈]＝波羅奈【宋】＊【元】＊【明】＊～Bārāṇasī.（大正 1，3d，n.41）。 
180 汲＝波【宋】【元】【明】（大正 1，3d，n.42）。 
181 [1]淨飯～Suddhodana.（大正 1，3d，n.43）。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19 頁，注 13：淨飯(Suddhodana)(巴)，又作輸頭檀那，譯為白淨，

為釋尊之父。 
182 [1]大清淨妙＝大化【宋】【元】【明】～Māyā.（大正 1，3d，n.44）。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19 頁，注 14：「大化」，巴利本作 Māyā(幻化)，即是摩耶夫人。 
183 迦毗羅衛～Kapilavatthu.（大正 1，3d，n.45）。 
184 大清淨＝曰大化【宋】【元】【明】（大正 1，3d，n.46）。 
185 以下敘述毘婆尸佛的生涯。最初的部份可對應巴利本、梵本和《七佛經》。（《現代語訳「阿含経典」•

長阿含経（第 1 卷）》，p.400，n.175） 
186 [1]《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21 頁，注 2：「常法」，巴利本作 dhammatā(法性)，指正常之現象、

常態。 
[2]諸佛常法：永遠不變的理則。也就是以下所具體描述的毘婆尸佛的生涯，但這並非是毘婆尸佛特有

的模式，而是諸佛共通的生涯，可說是表示從釋迦佛一佛對多佛化的傾向吧。（《現代語訳「阿含経

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00，n.176） 
187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21 頁，注 3：菩薩(Bodhisatta)(巴)、(Bodhisattva)(梵)，原指希望求得

菩提的有情，此處則作為如來未證得佛果之前的稱謂。 
188 [1]兜率天～Tusita.（大正 1，3d，n.47）。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21 頁，注 4：兜率天(Tusita)(巴)，位於三界中的欲界天，為補處菩

薩所居處，如當來下生彌勒尊佛今居此天。 
189 正念不亂：後面稱為「專念不亂」。「念」是√smṛ 的譯詞。√smṛ 是時常思念對象而不忘。（《現代語訳

「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00，n.180） 
190 地為震動：有時佛菩薩發生特別的大事件時，佛典中常記載有大地震。例如入胎、得道、入滅等。或



《長阿含經》卷 1 
〈DĀ01 大本經〉 

 

13 

生，各相覩見，知其所趣。時，此光明復照魔宮，諸天、釋、梵、沙門、婆羅門及餘眾

生普蒙大明，諸天光明自然不現192。」193佛時頌曰：「 
密雲聚194虛空，電光照天下，毗婆尸降胎，光明照亦然195； 
日月所不及，莫不蒙大明，處胎淨無穢，諸佛法皆然。」 
2、 托胎──處母胎 

「諸比丘！當知諸佛常法：毗婆尸菩薩在母(4a)胎時，專念不亂，有四天子196，執197

戈矛198侍護199其人200，人與非人不得侵嬈201，此是常法。」佛時頌曰：「 
四方四天子，有名稱威德，天帝釋所遣，善守護菩薩。 
手常執戈矛＊，衛護202不去離，人非人不嬈，此諸佛常法。 
天神所擁護，如天女衛天，眷屬懷歡喜，此諸佛常法。」 
又告比丘：「諸佛常法：毗婆尸菩薩從兜率天降神母胎，專念不亂，母身安隱，無

眾惱患，智慧增益203。母自觀胎，見菩薩身諸根具足，如紫磨金204，無有瑕穢。猶如有

目之士205觀淨琉璃206，內外清徹，無眾障翳207。諸比丘！此是諸佛常法。」爾時，世尊

而說偈言：「 
如淨琉璃珠，其明如日月；仁尊處母胎，其母無惱患。 
智慧為增益，觀胎如金像；母懷妊208安樂，此諸佛常法。」 

                                                                                                                                                         
許是表現人們異常的感動或震驚。（《新国訳大蔵経•長阿含経(Ⅰ)》，p.80，n.3） 

191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21 頁，注 5：幽冥：指三惡道無真理之光處。 
192 不現：不現是 antar√dhā 的譯詞。並不是「不出現」，而是「消失」的意思。（《現代語訳「阿含経典」•

長阿含経（第 1 卷）》，p.401，n.184） 
193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21 頁，注 6：「此光明復照魔宮……諸天光明自然不現」，巴利本作 

sadevake loke samārake sabrahmake sassamaṇa-brāhmaṇiyā pajāya sadeva-manussāya appamāṇo uḷāro obhāso 
pātubhavati atikkamma devānaṃ devānubhāvaṃ.(在天的、魔的、梵的世間，為沙門、婆羅門、天、人、

諸眾生顯現勝於諸天威神力的無限大光明。) 
194 聚＝縣【宋】【元】【明】（大正 1，3d，n.48）。 
195 [1]然：同燃。（《新国訳大蔵経•長阿含経(Ⅰ)》，p.80，n.7） 

[2]光明照亦然：對應「電光照天下」，可以說是「毘婆尸降胎時光明照耀的現象」的意思。（《現代語

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01，n.186） 
196 [1]《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21 頁，注 8：四天子(cattāro devaputtā)(巴)，通常稱為四天王，即

持國天、增長天、廣目天、多聞天。 
[2]有關四天子的內容，另參閱《長阿含經》卷 20〈6 阿須倫品四天王品〉（大正 1，130b2-131a2）。 

197 （手）＋執【宋】【元】【明】（大正 1，4d，n.1）。 
198 矛＝鉾【宋】＊【元】＊【明】＊ [＊ 1]（大正 1，4d，n.2）。 
199 侍護：1.侍候保衛。（《漢語大詞典（一）》，p.1312） 
200 人＝母【宋】【元】【明】（大正 1，4d，n.3）。 
201 [1]嬈＝擾【宋】＊【元】＊【明】＊（大正 1，4d，n.4）。 

[2]嬈〔ㄖㄠˇ〕：煩擾；擾亂。（《漢語大詞典（四）》，p.407） 
202 衛護＝侍衛【宋】【元】【明】（大正 1，4d，n.5）。 
203 增益：1.增加；增添。（《漢語大詞典（二）》，p.1222） 
204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23 頁，注 2：紫磨金：又稱紫磨黃金，為帶紫色之黃金。 
205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23 頁，注 3：有目之士(cakkhumant purisa)(巴)，具眼者。 
206 [1]琉璃～Veluriya.（大正 1，4d，n.6）。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23 頁，注 4：琉璃(veḷuriya)(巴)，又作吠璃耶，譯為青色寶、遠

山寶，為七寶之一。 
207 障翳：1.遮蔽。2.指物體表面蒙上的灰塵等物。4.泛指遮蔽視線之物。（《漢語大詞典（十一）》，p.1099） 
208 懷妊〔ㄖㄣˋ〕：亦作“懷任”。2.懷孕。（《漢語大詞典（七）》，p.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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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告比丘209：「毗婆尸菩薩從兜率天降神母胎，專念不亂，母心清淨，無眾欲想，

不為婬火之所燒然，此是諸佛常法。」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菩薩住母胎，天終210天福成；其母心清淨，無有眾欲想。 
捨離諸婬欲，不染不親近；不為欲火燃，諸佛母常淨。」 
佛告比丘：「諸佛常法：毗婆尸菩薩從兜率天降神母胎，專念不亂，其母奉持五戒211，

梵(4b)行清淨212，篤信213仁愛，諸善成就，安樂無畏，身壞命終，生忉利214天215，此是

常法。」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持人中尊身，精進戒具足，後必受天身，此緣名佛母。」 
3、 出生 

佛告比丘：「諸佛常法：毗婆尸菩薩當其生時，從右脇出216，地為震動，光明普照。
217始入胎時，闇冥之處，無不蒙明，此是常法。」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太子生地動，大光靡218不照，此界及餘界，上下與諸方。 
放光施淨目219，具足於天身，以歡喜淨音，轉稱菩薩名。」 
佛告比丘：「諸佛常法：毗婆尸菩薩當其生時，從右脇出，專念不亂。時，菩薩母

手攀樹枝，不坐不臥220。時，四天子手奉221香水，於母前立言：『唯然，天母！今生聖

                                                 
209 （諸）＋比丘【宋】【元】【明】（大正 1，4d，n.7）。 
210 終＝中【明】（大正 1，4d，n.8）。 
211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23 頁，注 7：五戒(pañca-sīlā)(巴)，又作五法(pañca-dhammā)(巴)，為

修行佛法的基本戒行。即：(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 
212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23 頁，注 8：梵行清淨：狹義指不淫，廣義指戒行圓滿。 
213 篤信：2.深信。（《漢語大詞典（八）》，p.1221） 
214 《翻譯名義集》卷 2（大正 54，1077a16-17）：「忉利，應法師云：梵音訛略，正言多羅夜登陵舍。」 
215 [1]《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23 頁，注 9：忉利天(Tāvatiṃsā devā)(巴)，亦作三十三天，為欲界

六天中之第二天，位於須彌山頂，閻浮提之上八萬由旬之處，中央喜見城，帝釋天即居於此。巴利

本謂母命終生兜率天。 
[2]有關忉利天的內容，另參閱《長阿含經》卷 20〈7 四天王品忉利天品〉（大正 1，131a4-137a23）。 

216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25 頁，注 1：菩薩從右脇誕生之說法與巴利佛典之說相異其趣，後者

謂菩薩係由子宮(kucchi)(巴)產出。 
217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028：「《大本經》說：『諸佛常法』：佛從右脅誕生，『地

為震動，光明普照』。……這種希有事，不是人間所能有的。這就是佛傳的一部分；部派傳誦集出的

『佛本行』（佛傳），有更多的希有事，增加了佛的神秘與超越感。這幾項思想匯集起來，邁向於理想

的佛陀觀，主要是大眾部（Mahāsāṃghika）系。」 
218 靡〔ㄇㄧˇ〕：10.無，沒有。（《漢語大詞典（十一）》，p.787） 
219 [1]目＝因【宋】【元】【明】（大正 1，4d，n.9）。 

[2]放光施淨目：即長行所述「光明普照，始入胎時，闇冥之處，無不蒙明」（大正 1，4b7-8），巴利本

作 Ye pi tattha sattā upapannā, te pi ten’ obhāsena aññaṃ sañjānanti: “Aññ pi kira bho santi sattā idhūpapannā 
ti.”，《七佛經》卷 1（大正 1，152b14-16）作：「放大光明，照諸世間，無有幽暗。而諸惡趣一切地

獄，日月威光亦不能照，佛光所及忽得大明，而彼有情互得相見。」本經沒有描述眾生互得相見。

（《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02，n.2） 
220 手攀樹枝不坐不臥：巴利本作 yathā aũũā itthikā nisinnā vā nipannā vā vijāyanti, na h’evaṃ Bodhisattaṃ 

Bodhisatta-mātā vijāyati, ṭhitā va Bodhisattaṃ Bodhisattam-mātā vijāyati.(別的女人是坐著或躺著生產，然

而菩薩的母親不是這樣生菩薩，菩薩的母親是站著生菩薩)。《七佛經》卷 1 作（大正 1，153b5-6）：「母

無疲困，不坐不臥。」（《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03，n.3） 
221 奉＝捧【宋】【元】【明】（大正 1，4d，n.10）。 



《長阿含經》卷 1 
〈DĀ01 大本經〉 

 

15 

子，勿懷憂慼222。223』此是常法。」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佛母不坐臥，住戒修梵行224；生尊225不懈怠，天人所奉侍。」 
佛告比丘：「諸佛常法：毗婆尸菩薩當其生時，從右脇出，專念不亂，其身清淨，

不為穢惡之所汙染226。猶如有目之士，以淨明珠投白繒227上，兩不相汙，二俱淨故。228

菩薩出胎亦復如是，此是常法。」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猶如淨明珠，投繒不染汙229；菩薩出胎時，清淨無染汙。」 
佛告比丘：「諸佛常法：毗婆尸菩薩當其生時，從右脇出，專念不亂。從右脇出，

墮地行(4c)七步，無人扶侍230，遍觀四方，舉手而言：『天上天下唯我為尊231，要232度眾

生生老病死233。』234此是常法。」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猶如師子步，遍觀於四方；墮地行七步，人師子亦然。 
又如大龍行，遍觀於四方；墮地行七步，人龍亦復然。 
兩足尊235生時，安行於七步；觀四方舉聲，當盡生死苦。 

                                                 
222 憂慼：亦作“憂戚”。憂愁煩惱。（《漢語大詞典（七）》，p.685） 
223 「唯然，……勿懷憂慼」此段巴利本作 Attamanā devī hohi, Mahesakkho te putto uppanno ti.(王妃請歡喜，

您產下的孩子是偉人)。（《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03，n.4） 
224 [1]彌勒說、唐•玄奘譯，《瑜伽師地論》卷 83（大正 30，760c15-16）：「梵行者，謂八聖支道及與遠

離非正梵行習婬欲法。」 
[2]住戒修梵行：與《長阿含經》卷 1〈大本經〉（大正 1，4a29-b1）：「其母奉持五戒，梵行清淨。」

有類似的表現。（《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03，n.5） 
225 生尊：出生尊貴。（《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03，n.6） 
226 汙染＝染汙【宋】【元】【明】（大正 1，4d，n.11）。 
227 繒〔ㄗㄥ〕：1.古代絲織品的總稱。（《漢語大詞典（九）》，p.1022） 
228 「猶如有目之士……，二俱淨故」此段巴利本與《七佛經》沒有出現「有目之士」，這裡的譬喻或許

認為不需要有「有目之士」出現的必要。巴利本作 seyyathā pi bhikkhave maṇi-ratanaṃ Kāsike vatthe 
nikkhittaṃ, n’eva maṇi-ratanaṃ Kāsikaṃ vatthaṃ makkheti, na pi Kāsikaṃ vatthaṃ maṇi-ratanaṃ 
makkheti-tam kissa hetu? ubhinnaṃ suddhattā.(即使丘們把摩尼寶珠放在迦尸絹布上，摩尼寶珠不染污迦

尸絹布，又迦尸絹布也不染污摩尼寶珠。為什麼呢？因為二者都是清淨的)。《七佛經》卷 1（大正 1，

153b15-16）作：「亦如摩尼珠憍尸迦衣，諸塵垢等而不能著。」 
「淨明」是指清淨不受染污的意思。（《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04，n.10） 

229 染污：亦作“染汙”。1.污染，弄髒。（《漢語大詞典（四）》，p.935） 
230 [1]侍＝持【宋】【元】【明】（大正 1，4d，n.12）。 

[2]扶侍：2.攙扶陪侍。（《漢語大詞典（六）》，p.350） 
231 天上…尊～"Aggo 'ham asmi lokassa, jeṭṭho 'ham asmi lokassa, seṭṭho 'ham asmi lokassa."（大正 1，4d，

n.13）。 
232 要〔ㄧㄠ〕：4.約言。以明誓的方式就某事作出莊嚴的承諾或表示某種決心。（《漢語大詞典（八）》，p.753） 
233 要度眾生生老病死：巴利本沒有對應的文句。（《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05，

n.13） 
234 [1]《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25 頁，注 6：「天上……老病死」，巴利本作 Aggo 'ham asmi lokassa, 

jeṭṭho 'ham asmi lokassa seṭṭho 'ham asmi lokassa, ayam antimā jāti, n' atthi 'dāni punabhavo ti.(我是世間

之最上者，我是世間之最勝者，我是世間之最尊者。此乃最後生，於今無有後有。) 
[2]相似之文另參閱《修行本起經》卷 1〈2 菩薩降身品〉（大正 3，463c14-15）；《太子瑞應本起經》

卷 1：（大正 3，473c2-3）；《普曜經》卷 2〈5 欲生時三十二瑞品〉（大正 3，494a27-29）；《方廣大

莊嚴經》卷 3〈7 誕生品〉（大正 3，553a20-b3）；《異出菩薩本起經》卷 1（大正 3，618a19）；《過

去現在因果經》卷 1（大正 3，627a7-9）；《佛本行集經》卷 8〈6 樹下誕生品〉（大正 3，687b17-20）；

《佛所行讚》卷 1〈1 生品〉（大正 4，1b13-14）；《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 2（大正 24，

108a16-19） 
235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27 頁，注 1：兩足尊：就內德而言，或以戒定為二足，或以權實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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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其初生時，無等236等237與等238，自觀生死本，此身最後邊239。」 
佛告比丘：「諸佛常法：毗婆尸菩薩當其生時，從右脇出，專念不亂，二泉湧出一

溫一冷，以供澡浴240，241此是常法。」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兩足尊生時，二泉自涌出；以供菩薩用，遍眼242浴清淨。 
二泉自涌出，其水甚清淨；一溫二243清冷，以浴一切智。」 
4、 占相──具足三十二相 

「太子初生，父王槃頭召集相師及諸道術244，令觀太子，知其吉凶。時，諸相師受

命245而觀，即前披衣246，見有具相，占曰：『有此相者，當趣二處，必然無疑。若在家

者，當為轉輪聖王247，王四天下，四兵具足，以正法治，無有偏枉248，恩及天下，七寶
249自至，千子勇健250，能伏外敵，兵杖251不用，天下太平。若出家學道，當成正覺，十

                                                                                                                                                         
足，或以福慧為二足，或以解行為二足。就外形而言，天與人為二足，佛為天人之中最尊貴者，故稱

兩足尊。 
236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27 頁，注 2：無等(asama)(巴)，為佛陀之尊號。佛陀是其餘眾生所無

法比擬、比較的，所以稱為無等。又眾生三德無與佛等，故曰「無等」。 
237 [1]《大智度論》卷 40〈5 歎度品〉（大正 25，355a21-22）：「無等等：諸佛名『無等』；與諸佛等，故

名為『無等等』。」 
[2]後秦•僧肇撰，《注維摩詰經》卷 1〈1 佛國品水〉（大正 38，330b1-2）：「肇曰：佛道超絕，無與

等者，唯佛佛自等，故言無等等。」 
238 [1]等等與等＝尊尊與尊【宋】【元】【明】（大正 1，4d，n.14）。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27 頁，注 3：等與等：唯諸佛三德相等，故曰「等與等」。 
239 此身最後邊：「邊」是事物、事象的究極，意味著最後、盡頭。指的是所謂的「最後有、最後身」（作

為迷的存在的最後生存之意）。（《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06，n.16） 
240 澡浴：洗澡。（《漢語大詞典（六）》，p.164） 
241 「二泉湧出一溫一冷，以供澡浴」此段巴利本作 Yadā Bodhisatto mātu kucchismā nikkhamati, dve udakassa 

dhārā antalikkhā pātubhavanti, ekā sītasea ekā uṇhassa, yena Bodhisattassa udaka-kiccaṃ karonti 
mātucca.(菩薩從母胎出生時，二種水流從虛空出現，一個是冷的，一個是熱的，洗滌菩薩及母親)。《七

佛經》卷 1（大正 1，153b23-24）作：「有二天子，於虛空中降二種水：一冷，二溫，沐浴童子。」

二天子的出現這一點與巴利本異。（《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06，n.17） 
242 遍眼：毘婆尸的原語，有見、觀的意思。（《新国訳大蔵経•長阿含経(Ⅰ)》，p.84，n.4） 
243 二＝一【宋】【元】【明】（大正 1，4d，n.15）。 
244 召集相師及諸道術：巴利本作：disvā nemitte brāhmaṇe āmantāpetvā etad avoca.(召集占相婆羅門)。《七

佛經》卷 1（大正 1，153c26）作：「滿度摩王即召相師，占其童子。」 
245 受命：2.泛指接受任務、命令。”3.特指受君主之命。（《漢語大詞典（二）》，p.880） 
246 披衣：將衣服披在身上而臂不入袖。（《漢語大詞典（六）》，p.521） 
247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27 頁，注 5：轉輪聖王(cakkavattin)(巴)，此王身具三十二相，即位時

從先業感得天輪寶，隨輪寶之所轉，四方皆降服，故稱轉輪聖王。 
248 偏枉：偏曲冤枉。（《漢語大詞典（一）》，p.1561） 
249 [1]《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27 頁，注 6：七寶(satta ratanāni)(巴)，指轉輪聖王所具有之七種王

寶，即：輪寶(cakka-ratana)(巴)、象寶(hatthi-ratana)(巴)、馬寶(assa-ratana)(巴)、珠寶(maṇi-ratana)(巴)、
女寶(itthi-ratana)(巴)、居士寶(gahapati-ratana)(巴)、主兵寶(pariṇāyaka-ratana)(巴)。 

[2]《長阿含經》卷 3〈遊行經（中）〉（大正 1，21c10-22c16）；《長阿含經》卷 6〈轉輪聖王修行經〉

（大正 1，42a9-13）；《長阿含經》卷 13（大正 1，82b10-12）；《長阿含經》卷 18〈3 轉輪聖王品〉

（大正 1，119b27-29）；《中阿含經》卷 14〈1 王相應品大天[木*奈]林經〉（67 經）（大正 1，

511c28-513a26）等皆提到「七寶」，只是對於各「寶」功用的介紹詳略不同。嚴格說來，除了金輪

寶之外，其他六種寶物是否從一開始就是轉輪王的法寶，很值得懷疑。也有可能其他的「六寶」是

後人添加的。（參閱康樂，〈轉輪王觀念與中國中古的佛教政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p.119，n.22） 
250 「勇健」，《七佛經》卷 1 作（大正 1，153c28）：「威德無畏」；《長阿含經》卷 6〈轉輪聖王修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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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具足252。』 
時，諸相師即白王言：『王所生子，有三十二相253，當趣二處，必然無疑。254在家

當為轉輪聖王：若其出家，當255成正覺，十號(5a)具足。』佛時頌曰：「 
百福256太子生，相師之所記257，如典記258所載，趣二處無疑。 
若其樂家者，當為轉輪王，七寶難可獲，為王寶自至。 
真金千輻259具，周匝金輞260持，轉261能飛遍行，故名為天輪。 
善調七牙262住263，高廣白如雪，能善飛虛空，名第二象寶。 

                                                                                                                                                         
作（大正 1，39b9）：「勇健雄猛」；《長阿含經》卷 13〈阿摩晝經〉（大正 1，82b12）作：「勇猛多智」。 

251 杖＝仗【宋】【元】【明】（大正 1，4d，n.16）。 
252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29 頁，注 1：十號具足：佛具足十種功德，故諸佛有十種通號，但一

般皆列舉十一種：(一)如來、(二)應供、(三)正遍知、(四)明行足、(五)善逝、(六)世間解、(七)無上士、

(八)調御丈夫、(九)天人師、(十)佛、(十一)世尊。諸經論中亦有僅列舉十號者，即將世間解、無上士

合為一號，或將無上士、調御丈夫合為一號等諸說。 
253 [1]《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29 頁，注 2：三十二相(dvattiṃsa mahā-purisa-lakkhaṇāni)(巴)，即

佛和轉輪聖王之身所具足的三十二種微妙好相。 
[2]關於三十二相名稱之順序，各有異說，可參閱《中阿含經》卷 41〈1 梵志品梵摩經〉（大正 1，

686a19-c17）；《十住毘婆沙論》卷 9〈20 念佛品〉（大正 26，68c7-71c3）；《大智度論》卷 4〈1 序

品〉（大正 25，90a27-91a19）、卷 21〈1 序品〉（大正 25，219c7-28）、卷 29〈1 序品〉（大正 25，

273b29-274a5）、卷 88〈78 四攝品〉，（大正 25，681a3-24）；《瑜伽師地論》卷 49〈5 建立品〉（大

正 30，566c11-567a4）。 
[3]（Lamotte：p.271, n.2）：《大智度論》本身數度提及「大丈夫」之三十二相，例如卷 88，大正 25，

681a-683a。錫蘭（巴利）之《大本經》（Mahāpadānasuttanta）（見 Dīgha（《長部》）, p.17-19；《長

阿含經》卷 1，大正 1，5a-b）；《三十二相經》（Lakkhaṇasuttanta）（見 Dīgha（《長部》）, III, p.143-144）；

《梵摩經》（Brahmāyusuttanta）（見 Majjhima（《中部》）, II, p.136-137《中阿含經》卷 41，大正 1，

686a-c；《梵摩渝經》，大正 1，883c-884a）。在律典中，有根本說一切有部之律典（《根本說一切有

部毘奈耶破僧事》，卷 2，大正 24，108c-109a），以及 Mahāvstu（梵本《大事》）, I, p.226; II, p.29 ）。

佛傳通常僅列出三十二相之名稱，而沒有注解說明：Lalitavistara （《普曜經》，卷 2，大正 3，496a-b；

《方廣大莊嚴經》，卷 3，大正 3，557a）；《太子瑞應本起經》（T 185），大正 3，474a；《過去現在

因果經》（T189），大正 3，627a-b；《佛本行集經》（T 190），卷 9，大正 3，692c～693a；《眾許摩

訶帝經》（T 191），卷 3，大正 3，940b-c。就大乘經典及其相關典籍而論，見《大般若波羅蜜經》，

卷 381，大正 6，967b-968a；《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24，大正 8，395b；Dharmasaṃgraha, ch.83
（《法集名數經》，大正 17，661b）。大部頭之注釋書或是論書，儘管相當後出，但仍然不能忽略：

《大毘婆沙論》，卷 177，大正 27，888a（《大智度論》此處幾乎是逐字引自該論）；《瑜伽師地論》

卷 49，大正 30，560c）。在這些不同典籍中所提及之三十二相，其順序並不必然一致。 
254 有此相者，……必然無疑：另參閱《長阿含經》卷 6（轉輪聖王修行經）（大正 1，39b5-10）；《長阿含

經》卷 13〈阿摩晝經〉（大正 1，82b7-15）；《七佛經》卷 1（大正 1，153c27-29）。 
255 其出家當＝出家必【宋】【元】【明】（大正 1，4d，n.17）。 
256 百福：猶多福。（《漢語大詞典（八）》，p.219） 
257 記＝說【宋】【元】【明】（大正 1，5d，n.1）。 
258 典記：典籍要記。指重要的書籍典冊。（《漢語大詞典（二）》，p.112） 
259 輻：1.車輪中湊集於中心轂上的直木。（《漢語大詞典（九）》，p.1298） 
260 輞〔ㄨㄤˇ〕：1.車輪的外框。（《漢語大詞典（九）》，p.1287） 
261 轉＝輪【宋】【元】【明】（大正 1，5d，n.2）。 
262 牙＝支【宋】【元】【明】（大正 1，5d，n.3）。 
263 七牙住：《長阿含經》卷 18〈1 閻浮提州品〉（大正 1，117a20-22）：「善住樹王，下有象王，亦名善住，

止此樹下，身體純白，七處平住，力能飛行。」在象的敘述中有「七處平住」的表現。七處的具體描

述有四足、二牙、陰尾的說法，也有四足、鼻、尾、男根的說法。（《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

経（第 1 卷）》，p.409，n.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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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行周天下，朝去暮還食，朱264髦265孔雀咽266，名為第三寶。 
清淨琉璃珠，光照一由旬267，照夜明如晝，名為第四寶。 
色聲香味觸，無有與等者，諸女中第一，名為第五寶。 
獻王琉璃寶，珠玉及眾珍268，歡喜而貢奉，名為第六寶。 
如轉輪王念，軍眾速來去，健269疾270如王意，名為第七寶。 
此名為七寶，輪、象、馬純白271、居士272、珠女寶、典兵寶為七。 
觀此無有厭，五欲273自娛樂，如象斷羈靽274，出家成正覺。 
王有如是子，二足人中尊275，處世轉法輪276，道成無懈怠。」 
「是時，父王慇懃277再三278，重問相師：『汝等更觀太子三十二相279，斯名何等280？』

時諸相師即披太子衣，說三十二相：『一者足安平，足下平滿，蹈地安隱。281二者足下

相輪，千輻成就，光光相照。282(5b)三者手足網縵283，猶如鵝王。284四者手足柔軟，猶

                                                 
264 朱：1.大紅色。比絳色(深紅色)淺，比赤色深。古代視為五色中紅的正色。（《漢語大詞典（四）》，p.728） 
265 [1]髦〔ㄇㄠˊ〕：1.馬頸上的長毛。2.泛指動物頭頸上的長毛。（《漢語大詞典（十二）》，p.730） 

[2]朱髦＝珠毛【宋】【元】【明】【聖】（大正 1，5d，n.4）。 
266 咽＝胭【宋】【元】【明】（大正 1，5d，n.5）。 

※胭：2.胭脂。 
胭脂：亦作“臙脂”。一種用於化妝和國畫的紅色顏料。亦泛指鮮艷的紅色。（《漢語大詞典（六）》，

p.1244） 
267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29 頁，注 9：由旬(yojana)(巴)，計算距離之單位，一由旬約計七哩。 
268 眾珍：各種美味。（《漢語大詞典（八）》，p.1349） 
269 健＝捷【宋】【元】【明】（大正 1，5d，n.6）。 
270 健疾：強健敏捷。（《漢語大詞典（一）》，p.1520） 
271 輪象馬純白：此句大概是直譯，因為純白只有馬，所以這裡的表現有些奇妙。（《現代語訳「阿含経典」•

長阿含経（第 1 卷）》，p.410，n.38） 
272 居士＝琉璃【明】（大正 1，5d，n.7）。 
273 《法門名義集》卷 1（大正 54，195c13-16）：「五欲：色欲、聲欲、香欲、味欲、觸欲，是為五欲也。

人天福報受五欲樂，修道之人捨而不著。故《維摩經》云：雖福應有，不當自恣，當觀五欲無常，以

求善本，於身命財，而修堅法。」 
274 羈靽＝羈靽【宋】【元】【聖】，＝羈絆【明】＊ [＊ 1]（大正 1，5d，n.8）。 
275 二足人中尊：把「兩足尊」引伸成五個字。二足尊就是人間最尊貴的人，也就是指佛。（《現代語訳「阿

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0，n.43） 
276 五百大阿羅漢等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82（大正 27，911b20-29）：「問：何故

名法輪？答：此輪是法所成法為自性，故名法輪。如世間輪金等所成，金等為性名金等輪。此亦如是。

有說：此輪於諸法性，能簡擇、極簡擇，能覺悟、極覺悟，現觀作證，故名法輪。有說：此輪能淨聖

慧法眼，故名法輪。有說：此輪能治非法輪，故名法輪。非法輪者，謂布刺拏等六師所轉八邪支輪。

問：何故名輪，輪是何義？答：動轉不住義是輪義，捨此趣彼義是輪義，能伏怨敵義是輪義，由斯等

義故名為輪。」 
277 慇懃〔ㄧㄣ ㄑㄧㄣˊ〕：亦作“慇勤”。情意懇切。（《漢語大詞典（七）》，p.671） 
278 再三：2.猶言非常，極其。（《漢語大詞典（一）》，p.515） 
279 三十二相：反映了當時印度人的神聖觀與審美感，也影響了之後的佛像雕刻。此外加以八十種好的例

子也頗多，與三十二相合稱「相好」。（《新国訳大蔵経•長阿含経(Ⅰ)》，p.87，n.9） 
280 何等：1.什麼樣的。用於表示疑問。（《漢語大詞典（一）》，p.1225） 
281 「安平」巴利本的對應語詞是 suppatiṭṭhita-pādo(能夠穩定[站立]的腳)。 

《大智度論》卷 4〈1 序品〉（大正 25，90a27-29）：「一者足下安平立相：足下一切著地，間無所受，

不容一針。」（《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0，n.47） 
282 巴利本作 Imassa deva kumārassa hetthā-pāda-talesu cakkāni jātāni sahassârāni sanemikāni sanābhikāni 

sabbâkāraparipūrāni.(這位王子的腳底有千幅、輪、轂，具備了車輪的種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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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天衣285。286五者手足指纖，長無能及者。287六者足跟充滿，觀視288無厭。289七者鹿膊
290腸291，上下傭292直。293八者鈎鎻骨，骨節相鈎，猶如鎻連294。295九者陰馬藏296。十者

平立垂手過膝。297十一、一一孔298一299毛生，其毛右旋，紺300琉璃色。301十二、毛生右

旋，紺色仰302靡303。304十三、身黃金色。305十四、皮膚細軟306，不受塵穢307。308十五、

                                                                                                                                                         
《大智度論》卷 4〈1 序品〉（大正 25，90a29-b2）：「二者足下二輪相：千輻輞轂，三事具足，自然成

就，不待人工，諸天工師毘首羯磨，不能化作如是妙相。」（《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1，n.48） 

283 縵〔ㄇㄢˋ〕：1.無文飾的繒帛。（《漢語大詞典（九）》，p.981） 
284 網縵具體的好像是指蹼，巴利本的對應語詞是 jāla(網)。 

《大智度論》卷 4〈1 序品〉（大正 25，90b9-10）：「五者、手足指縵網相：如鴈王張指則現，不張則

不現。」（《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1，n.49） 
285 天衣：1.佛教謂諸天人所著之衣。（《漢語大詞典（二）》，p.1403） 
286 巴利本作 mudu-taluṇa-hatta-pādo.(手足柔軟)。 

《大智度論》卷 4〈1 序品〉（大正 25，90b10-11）：「六者、手足柔軟相：如細劫波毳，勝餘身分。」

（《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1，n.50） 
287 巴利本作 dīghaṇgulī.(指長)。 

《大智度論》卷 4〈1 序品〉（大正 25，90b7-8）：「三者、長指相：指纖長端直，次第傭好，指節參

差。」（《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1，n.51） 
288 觀視：1.觀看；觀察。（《漢語大詞典（十）》，p.358） 
289 巴利本作 āyata-paṇhī.(足跟廣長)。 

《大智度論》卷 4〈1 序品〉（大正 25，90b8-9）：「四者、足跟廣平相。」（《現代語訳「阿含経典」•

長阿含経（第 1 卷）》，p.411，n.52） 
290 膊＝腨【宋】＊【元】＊【明】＊（大正 1，5d，n.9）。 
291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31 頁，注 4：鹿膞腸，上下[月*庸]直：即伊泥延鹿[足*專]相，謂佛

之兩[足*專]漸漸纖圓、微妙，猶如鹿王之[足*專]。 
292 傭〔ㄔㄨㄥ〕：亦作“ 佣 3 ”。均；公平。（《漢語大詞典（一）》，p.1656） 
293 巴利本作 eṇi-jaṅgho.(像鹿一樣的脛[小腿])。 

《大智度論》卷 4〈1 序品〉（大正 25，90b15-16）：「八者、伊泥延膊相：如伊泥延鹿膊，隨次傭纖。」

（《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1，n.53） 
294 鎻連＝連鎻【宋】【元】【明】（大正 1，5d，n.10）。 
295 巴利本與《大智度論》沒有對應的文句。（《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2，n.54） 
296 [1]陰馬藏～Kosohita-vattaguyha.（大正 1，5d，n.11）。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31 頁，注 6：陰馬藏(kosohita-vatthaguyha)(巴)，指男根密隱於體

內，如馬陰藏之相。 
[3]《大智度論》卷 4〈1 序品〉（大正 25，90b17-18）：「十者、陰藏相：譬如調善象寶、馬寶。」 

297 巴利本作 ṭhitako va anonamanto ubhohi pāṇi-talehi jannukāni prīmasati parimajjati.(站立時能以雙手觸

碰、撫摸膝蓋)。 
《大智度論》卷 4〈1 序品〉（大正 25，90b16-17）：「九者、正立手摩膝相：不俯不仰，以掌摩膝。」

（《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2，n.56） 
298 （毛）＋孔【宋】【元】【明】（大正 1，5d，n.12）。 
299 一＋（一）【明】（大正 1，5d，n.13）。 
300 紺〔ㄍㄢˋ〕：天青色；深青透紅之色。（《漢語大詞典（九）》，p.776） 
301 巴利本作 ekeka-lomo ekekāni lomāi loma-kūpesu jātāni.(一一毛由一一毛孔產生)，uddhagga-lomo 

uddhaggāni lomāni jātāni nīlāni añjanavaṇṇāni kuṇḍala-vattāni dakkhiṇâvattaka-jātāni.(身體的毛是向上

的，眼睛的顏色是紺青色的，耳輪是右繞而生的)。巴利本所列舉的三十二相是第十三與第十四相的

合糅。 
《大智度論》卷 4〈1 序品〉（大正 25，90b24-26）：「十三者、一一孔一毛生相：毛不亂，青瑠璃色，

毛右靡上向。」（《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2，n.57） 
302 仰〔ㄧㄤˇ〕：3.指物體面朝上方。（《漢語大詞典（一）》，p.1208） 
303 靡〔ㄇㄧˇ〕：8.開始，發端。（《漢語大詞典（十一）》，p.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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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肩齊亭309，充滿圓好。310十六、胸有萬字311。312十七、身長倍人。313十八、七處314平

滿。315十九、身長廣等，如尼拘盧316樹。317二十、頰車318如師子。319二十一、胸膺320方

整321如師子。322二十二、口四十齒。323二十三、方整齊平324。325二十四、齒密無間。326

                                                                                                                                                         
304 第十二相與本經的第十一相類似。巴利本的對應文句請參見第十一相的註解。 

《大智度論》卷 4〈1 序品〉（大正 25，90b23-24）：「十二者、毛上向相：身有諸毛，生皆上向而穉。」

（《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3，n.58） 
305 巴利本作 suvaṇṇa-vaṇṇo kañcana sannibhattaco.(像黃金色一樣的金色皮膚)。 

《大智度論》卷 4〈1 序品〉（大正 25，90b26-c8）：「十四者、金色相：問曰：何等金色？答曰：若鐵

在金邊則不現，今現在金比佛在時金則不現，佛在時金比閻浮那金則不現，……，他化自在天金比菩

薩身色則不現。如是色，是名金色相。」（《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3，n.59） 
306 細軟：1.細緻柔軟。（《漢語大詞典（九）》，p.780） 
307 塵穢：2.污染，沾污。（《漢語大詞典（二）》，p.1191） 
308 巴利本作 sukhumacchavī sukhumattā chaviyā rajojallaṃ kāye na upalimpati.(柔軟的皮膚，但不因柔軟的

皮膚而在身上帶有塵埃)。 
《大智度論》卷 4〈1 序品〉（大正 25，90c10-13）：「十六者、細薄皮相：塵土不著身，如蓮華葉不受

塵水。若菩薩在乾土山中經行，土不著足；隨藍風來，吹破土山令散為塵，乃至一塵不著佛身。」（《現

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3，n.60） 
309 亭＝停【宋】【元】【明】（大正 1，5d，n.14）。 
310 巴利本作 citantaraṃso.( 肩の窪味は充滿する)。 

《大智度論》卷 4〈1 序品〉（大正 25，90c17-18）：「二十一者、肩圓好相：一切治肩無如是者。」（《現

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3，n.61） 
311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31 頁，注 10：萬字：即「卍」形，在古印度時，代表吉祥之標幟，

含有功德圓滿之意。巴利本無此記載。 
312 巴利本、《大智度論》沒有對應的文句。（《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3，n.62） 
313 巴利本沒有對應的文句。 

《大智度論》卷 4〈1 序品〉（大正 25，90c16-17）：「二十者、大直身相：於一切人中身最大而直。」

（《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4，n.63） 
314 七處：兩手、兩足、兩肩、項部。（《新国訳大蔵経•長阿含経(Ⅰ)》，p.88，n.8） 
315 巴利本作 sattussado.(七處平常)。 

《大智度論》卷 4〈1 序品〉（大正 25，90c13-15）：「十七者、七處隆滿相：兩手、兩足、兩肩、項中，

七處皆隆滿端正，色淨勝餘身體。」（《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4，n.64） 
316 尼拘盧＝尼抱類【宋】【元】【明】～Nigrodha.（大正 1，5d，n.15）。 
317 巴利本作 nigrodha-parimaṇḍalo, yāvatakvassa kāyo tāvata-kvassa vyāmo, yāvatakvassa vyāmo tāvatakvassa 

kāyo.(像尼拘律陀樹一樣的圓，其身體的手長一尋，手的長度與身體的長度相等)。 
《大智度論》卷 4〈1 序品〉（大正 25，90b22-23）：「十一者、身廣長等相：如尼拘盧陀樹，菩薩身

齊為中，四邊量等。」（《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4，n.65） 
318 頰車：1.牙下骨，載齒的齶骨。（《漢語大詞典（十二）》，p.311） 
319 巴利本的對應語詞是 sīha-hanu.(獅子的顎)。 

《大智度論》卷 4〈1 序品〉（大正 25，90c25-26）：「二十五者、師子頰相：如師子獸中王平廣頰。」

（《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4，n.66） 
320 胸膺：即胸膛。（《漢語大詞典（六）》，p.1251） 
321 方整：2.指形式方正整齊。（《漢語大詞典（六）》，p.1549） 
322 巴利本作 sīha-pubbaddhakāyo.(胸部像獅子的一樣)。 

《大智度論》卷 4〈1 序品〉（大正 25，90c16）：「十九者、上身如師子相。」（《現代語訳「阿含経典」•

長阿含経（第 1 卷）》，p.414，n.67） 
323 巴利本作 cattālīsa-danto.(有四十齒)。 

《大智度論》卷 4〈1 序品〉（大正 25， 90c18-22）：「二十二者、四十齒相：不多不少，餘人三十二

齒，身三百餘骨，頭骨有九；菩薩四十齒，頭有一骨。菩薩齒骨多，頭骨少；餘人齒骨少，頭骨多。

以是故，異於餘人身。」（《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4，n.68） 
324 [1]《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31 頁，注 12：方整齊平：齒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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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齒白鮮明327。328二十六、咽喉清淨，所食眾味，無不稱適。329二十七、廣長舌，

左右舐耳。330二十八、梵音331清徹。332二十九，眼紺青色。333三十、眼如牛王，眼上下

俱眴。334三十一、眉間白毫335柔軟細澤，引長一尋，放則右旋螺如真珠。336三十二、頂

有肉髻337。338是為三十二相。』」339即說頌曰：「 

                                                                                                                                                         
[2]齊平：整齊；平正。（《漢語大詞典（十二）》，p.1424） 

325 巴利本作 sama-danto(有等正的牙齒)。 
《大智度論》卷 4〈1 序品〉（大正 25，90c22-24）：「二十三者、齒齊相：諸齒等，無麁無細，不出不

入。齒密相，人不知者，謂為一齒，齒間不容一毫。」（《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

p.415，n.69） 
326 巴利本作 avivara-danto.(齒列無有間隙)。 

《大智度論》對應文句請參見本經第二十三相註腳。（《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

p.415，n.70） 
327 鮮明：1.色彩耀眼。3.出色，漂亮。（《漢語大詞典（十二）》，p.1223） 
328 巴利本作 susukka-dānto.(犬齒白淨)。 

《大智度論》卷 4〈1 序品〉（大正 25，90c24-25）：「二十四者、牙白相：乃至勝雪山王光。」（《現代

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5，n.71） 
329 巴利本作 rasaggasaggī.(味覺極其敏感)。 

《大智度論》卷 4〈1 序品〉（大正 25，90c26-91a6）：「二十六者、味中得上味相：有人言：佛以食著

口中，是一切食皆作最上味。何以故？是一切食中有最上味因故。無是相人，不能發其因故，不得最

上味。復有人言：若菩薩舉食著口中，是時咽喉邊兩處流注甘露，和合諸味，是味清淨故，名味中得

上味。」（《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5，n.72） 
330 巴利本作 pahūta-jivho.(舌頭廣長)。 

《大智度論》卷 4〈1 序品〉（大正 25，91a6-8）：「二十七者、大舌相：是菩薩大舌從口中出，覆一切

面分，乃至髮際；若還入口，口亦不滿。」（《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5，

n.73） 
331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31 頁，注 13：梵音(brahmassara)(巴)，具足正直、和雅、清澈、深

滿、周遍遠聞五清淨之聲音。巴利本有「如迦陵頻伽(鳥)之聲」。 
332 巴利本作 Grahmassaro karavīka-bhāṇī.(梵音如迦陵頻伽之聲)。 

《大智度論》卷 4〈1 序品〉（大正 25，91a8-13）：「二十八者、梵聲相：如梵天王五種聲從口出：其

一、深如雷；二、清徹遠聞，聞者悅樂；三、入心敬愛；四、諦了易解；五、聽者無厭。菩薩音聲亦

如是，五種聲從口中出，迦陵毘伽聲相，如迦陵毘伽鳥聲可愛；鼓聲相，如大鼓音深遠。」（《現代語

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5，n.74） 
333 巴利本作 abhinīla-netto.(眼睛青色)。 

《大智度論》卷 4〈1 序品〉（大正 25，91a13-14）：「二十九者、真青眼相：如好青蓮華。」（《現代語

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6，n.75） 
334 巴利本的對應語詞是 gopakhumo.(牛的睫毛)。 

《大智度論》卷 4〈1 序品〉（大正 25，91a14-15）：「三十者、牛眼睫相：如牛王眼睫，長好不亂。」

（《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6，n.76） 
335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33 頁，注 1：白毫(uṇṇā odātā)(巴)，指眉間所生之白毛。 
336 巴利本作 Imassa deva kumā-rassa uṇṇā bhamukantare jātā odātā mudu-tūla-sannilbhā.(此王子的眉間潔白

柔軟，如木綿般的白毫)。 
《大智度論》卷 4〈1 序品〉（大正 25，91a16-18）：「三十二者、白毛相：白毛眉間生，不高不下，白

淨右旋，舒長五尺。」（《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6，n.77） 
337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33 頁，注 2：頂有肉髻(uṇhīsa-sīsa)(巴)，佛陀頭頂上有一肉團，其

狀若髻。 
338 巴利本作 uṇhīsa-sīso.(頂上有肉髻)。 

《大智度論》卷 4〈1 序品〉（大正 25，91a15-16）：「三十一者、頂髻相：菩薩有骨髻，如拳等，在頂

上。」（《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6，n.78） 
339 以上三十二相，參閱《中阿含經》卷 11〈6 王相應品三十二相經〉（大正 1，493c19-494a27）；《大智

度論》卷 4〈1 序品〉（大正 25，90a27-91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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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善住柔軟足，不蹈地跡現。[2]千輻相莊嚴，光色340靡不具。 
[19]如尼俱類341樹，縱廣正平等。[9]如來未曾有，祕密馬陰342藏。 
金寶莊嚴身，眾相互相暎。雖順俗343流行344，[14]塵土亦不汙。 
天色極柔軟，天蓋345自然覆。[28]梵音[13]身紫金346，如華始出池。 
王以問相師，相師敬報王。稱讚菩薩相，舉身光明具。 
手足諸支節，中外靡不現。(5c) [26]食味盡具足，[15]身正不傾斜347。 
[2]足下輪相現，[28]其音如哀鸞。[7]傭348髀349形相具，宿業之所成。 
[18]臂350肘351圓滿好，[31]眉目352甚端嚴。人中師子尊，威力353最第一。 
[20]其頰車[21]方整，臥脇354如師子。[23]齒方整[22]四十，[24]齊密中無間。 
[28]梵音未曾有，遠近隨緣到。[1]平立不傾身，[10]二手摩355捫356膝。 
毛齊整柔軟，人尊357美相具。[11]一孔一毛生，[3]手足網縵相。 
[32]肉髻[29]目紺青，[30]眼上下俱眴。[18]兩肩圓充滿，三十二相具。 
[6]足跟無高下，[7]鹿膊＊腸纖傭。 
天中天來此，如象絕羈靽＊；解脫眾生苦，處358生老病死。 
以慈悲心故，為說四真諦359；開演360法句361義，令眾奉至尊362。」 
5、 初生時等未曾有法 

佛告比丘：「毗婆尸菩薩生時，諸天在上，於363虛空中手執白蓋寶扇，以障寒暑、

風雨、塵土。」佛時頌曰：「 
                                                 
340 光色：光彩色澤。（《漢語大詞典（二）》，p.223） 
341 尼俱類＝尼拘類【明】（大正 1，5d，n.16）。 
342 馬陰＝陰馬【宋】【元】【明】【聖】（大正 1，5d，n.17）。 
343 順俗：順隨時俗。（《漢語大詞典（十二）》，p.231） 
344 [1]行＝汙【元】【明】（大正 1，5d，n.18）。 

[2]流行：2.傳遞；運行。（《漢語大詞典（五）》，p.1255） 
345 天蓋：天。天圓如車蓋覆於地上，故稱。（《漢語大詞典（二）》，p.1403） 
346 [1]紫金：一種珍貴礦物。（《漢語大詞典（九）》，p.813） 

[2]紫金：帶有紫色的黃金。（《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6，n.84） 
347 斜＝邪【宋】【元】【明】（大正 1，5d，n.19）。 
348 傭〔ㄔㄨㄥ〕：亦作“ 佣 3 ”。均；公平。（《漢語大詞典（一）》，p.1656） 
349 [1]髀〔ㄅㄧˋ〕：2.指股部；大腿。（《漢語大詞典（十二）》，p.408） 

[2]傭髀：筆直的腿。（《新国訳大蔵経•長阿含経(Ⅰ)》，p.90，n.1） 
350 臂〔ㄅㄧˋ〕：1.胳膊。（《漢語大詞典（六）》，p.1398） 
351 肘〔ㄓㄡˇ〕：1.上下臂相接處可以彎曲的部位。（《漢語大詞典（六）》，p.1171） 
352 眉目：1.眉毛和眼睛。亦借指容顏。（《漢語大詞典（七）》，p.1191） 
353 威力：令人畏懼的強大力量。（《漢語大詞典（五）》，p.218） 
354 臥脇：未見這種用法，意思不太明白。（《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7，n.92） 
355 摩：〔ㄇㄛˊ〕：8.撫摸。（《漢語大詞典（六）》，p.822） 
356 捫〔ㄇㄣˊ〕：3.撫摸。（《漢語大詞典（六）》，p.724） 
357 人尊：人間中最尊貴的人，也就是指佛。（《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7，n.97） 
358 處：7.停止，止歇。（《漢語大詞典（八）》，p.835） 
359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61 頁，注 8：四真諦：即苦、集、滅、道四聖諦。 
360 開演：1.闡述解說。（《漢語大詞典（十二）》，p.36） 
361 法句：表達真理的教說的言詞。（《新国訳大蔵経•長阿含経(Ⅰ)》，p.90，n.5） 
362 至尊：無上尊貴的人，也就是指佛。（《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8，n.101） 
363 上於＝於上【宋】【元】【明】（大正 1，5d，n.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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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未曾有，生於二足尊；諸天懷敬養364，奉寶蓋寶扇。」 

「爾時，父王給四乳母：一者乳哺，二者澡浴，三者塗香，四者娛樂。365歡喜養育，

無有懈倦366。」於是頌曰：「 
乳母有慈愛，子生即付367養；一乳哺一浴，二塗香娛樂。 
世間最妙香，以塗人中尊。」 
6、 童子時舉國敬愛 

(6a)「為童子時，舉國士女視無厭足。」於是頌曰：「 
多人所敬愛，如金像始成；男女共諦觀368，視之無厭足。」 
「為童子時，舉國士女眾共傅抱369，如觀寶華。」於是頌曰：「 
二足尊生時370，多人所敬愛371；展轉372共傅抱＊，如觀寶花香。」 
「菩薩生時，其目不眴373，如忉利天374，以不眴故，名375毗婆尸。376」於是頌曰：

「 
天中天不眴，猶如忉利天；見色而正觀，故號毗婆尸。」 

「菩薩生時，其聲清徹，柔軟和雅377，如迦羅頻伽378鳥聲。379」於是頌曰：「 
猶如雪山鳥380，飲華汁而鳴；其彼二足尊，聲清徹亦然。」 

「菩薩生時，眼能徹視見一由旬。」於是頌曰：「 
                                                 
364 敬養：奉養，贍養。（《漢語大詞典（五）》，p.486） 
365 「父王給四乳母……四者娛樂」此段巴利本有說到類似的內容：Bandhumā rājā Vipassissa kumārassa 

dhātiyo upaṭṭhāpesi. Aññā sudaṃ pāyenti, aññā nahāpenti, aññā dhārenti, aññā aṅkena pariharanti.(槃頭王為

了毘婆尸太子作乳母，實際上是讓某位女人飲乳，讓某位女人沐浴，讓某位女人服侍，讓某位女人抱

在膝上)。《七佛經》卷 1（大正 1，153c17-18）作：「本母乳母養母，及諸宮人，圍繞保護，澡浴塗香，

種種承奉。」（《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8，n.105） 
366 倦＝怠【宋】【元】【明】（大正 1，5d，n.21）。 
367 付＝育【宋】【元】【明】（大正 1，5d，n.22）。 
368 諦觀：審視，仔細看。（《漢語大詞典（十一）》，p.353） 
369 傅抱＝懷抱【宋】＊【元】＊【明】＊ [＊ 1]（大正 1，6d，n.1）。 
370 時＝世【宋】【元】【明】（大正 1，6d，n.2）。 
371 敬愛＝愛敬【宋】【元】【明】（大正 1，6d，n.3）。 
372 展轉：2.重複貌。形容次數多。（《漢語大詞典（四）》，p.42） 
373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37 頁，注 1：目不眴：謂兩目凝靜不眨不閃。 
374 忉利天～Tāvatiṁsa.（大正 1，6d，n.4）。 
375 （得）＋名【宋】【元】【明】（大正 1，6d，n.5）。 
376 「其目不眴……名毘婆尸」此段巴利本作 Jāto kho pana bhikkhave Vipassī kumāro animisanto pekkhati, 

seyyathā pi devā Tāvatiṃsā. “Animisanto kumāro pekkhatîti” kho bhikkhave Vipassissa kumārassa “Vipassī 
Vipassī” tveva samaññā udapādi.(比丘們啊！毘婆尸太子生時都不眨眼的看著，像三十三天一樣。比丘

們啊！因為「不眨眼的看著」，所以比丘們啊！毘婆尸太子就產生了「毘婆尸、毘婆尸」的稱呼了)。
（《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8，n.106） 

377 和雅：1.溫和文雅。（《漢語大詞典（三）》，p.263） 
378 [1]迦羅頻伽＝迦陵頻伽【宋】【元】【明】～Karavīkā.（大正 1，6d，n.6）。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37 頁，注 3：迦羅頻伽(karavīka)(巴)，又作迦陵，譯為好聲，以音

聲美妙而有名之鳥。 
379 「其聲清徹……鳥聲」此段《七佛經》卷 1（大正 1，154a11-12）作：「所出言音，微妙細密，清雅流

美。譬如雪山迦尾囉鳥，食花而醉，所出音聲，雅妙清響。」 
380 雪山鳥：即前面出現的迦羅頻伽鳥。因此鳥住在雪山而得名。參閱《一切經音義》卷 23（大正 54，

456c2）：「迦陵頻伽鳥(此云美音鳥，或曰妙聲鳥。此鳥本出雪山，在[穀-禾+卵]中能鳴，其音和雅，

聽者無厭也)。」（《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19，n.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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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業行報，受天妙光明；菩薩目所見，周遍一由旬。」 

「菩薩生時，年漸長大，在天381正堂382，以道開化383，恩及庶民384，名德遠聞385。」

於是頌曰：「 
童幼386處正堂，以道化天下；決斷387眾事務，故號毗婆尸。 

清淨智廣博，甚深猶大海；悅可於388群生389，使智慧增廣。」 

7、 出城遊觀──青年時出宮巡行 

(1) 路逢老者 

「於時，菩薩欲出遊觀390，告勅御者391嚴駕392寶車，詣彼園林，巡行393遊觀。御者

即便394嚴駕訖已，還白395：『今正是時。』太子即乘寶車詣彼園觀。於其中路見一老人，

頭白齒落，面皺身僂396，拄杖397羸步，喘息而行。太子顧問398侍者：『此為(6b)何人？』

答曰：『此是老人。』又問：『何如為老？』答曰：『夫老者生壽向盡，餘命無幾，故謂

之老。』太子又問：『吾亦當爾，不免此患耶399？』答曰：『然，生必有老，無有豪賤。』

於是，太子悵然400不悅，即告侍者迴駕401還宮。靜默402思惟，念此老苦，吾亦當有403。」

佛於是頌曰：「 
見老命將盡，拄杖而羸步；菩薩自思惟，吾未免404此難。」 

「爾時，父王問彼侍者：『太子出遊，歡樂不耶？』答曰：『不樂。』又問其故，答

曰：『道逢老人，是以不樂。』爾時，父王默自思念：昔日相師占相太子，言當出家，

今者不悅，得無405爾乎？當設方便，使處深宮406，五欲娛樂407，以悅其心，令不出家。

                                                 
381 天＝大【宋】【元】【明】（大正 1，6d，n.7）。 
382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37 頁，注 4：「在天正堂」，巴利本作 attha karaṇe(於裁判所)。 
383 開化：2.開導；感化。（《漢語大詞典（十二）》，p.36） 
384 庶民：眾民；平民。（《漢語大詞典（三）》，p.1234） 
385 遠聞：聲名遠播。（《漢語大詞典（十）》，p.1120） 
386 童幼：童年；兒童。（《漢語大詞典（八）》，p.388） 
387 決斷：1.做決定；拿主意。3.判定案情或事情。（《漢語大詞典（五）》，p.1017） 
388 18.介詞。給。（《漢語大詞典（六）》，p.1573） 
389 群生：2.指百姓。（《漢語大詞典（九）》，p.184） 
390 [1]遊觀：游逛觀覽。（《漢語大詞典（十）》，p.1046） 

[2]參閱《毘婆尸佛經》卷 1（大正 1，154b12）作：「今欲出外，遊觀園林。」 
391 御者：1.駕御車馬的人。2.侍從。（《漢語大詞典（三）》，p.1021） 
392 嚴駕：整備車馬。（《漢語大詞典（三）》，p.542） 
393 巡行：1.出行巡察；巡視。3.溜達；行走。（《漢語大詞典（十）》，p.721） 
394 即便：1.立即。（《漢語大詞典（二）》，p.529） 
395 還白：1.歸而報知，還告。（《漢語大詞典（十）》，p.1248） 
396 僂〔ㄌㄩˇ〕：1.駝背；佝僂。2.泛指身體彎曲。（《漢語大詞典（一）》，p.1631） 
397 拄〔ㄓㄨˇ〕杖：3.手杖，拐杖。（《漢語大詞典（六）》，p.496） 
398 顧問：2.咨詢；詢問。（《漢語大詞典（十二）》，p.358） 
399 耶＝也【宋】【元】【明】（大正 1，6d，n.8）。 
400 悵〔ㄔㄤˋ〕然：失意不樂貌。（《漢語大詞典（七）》，p.588） 
401 迴駕：謂車駕回行。（《漢語大詞典（十）》，p.769） 
402 靜默：1.寧靜沉默；不發出聲音。（《漢語大詞典（十一）》，p.568） 
403 有＝然【宋】【元】【明】【聖】（大正 1，6d，n.9）。 
404 未免：1.不免，免不了。（《漢語大詞典（四）》，p.684） 
405 得無：亦作“得亡”。亦作“行毋”。猶言能不；豈不；莫非。（《漢語大詞典（三）》，p.988） 
406 深宮：宮禁之中，帝王居住處。（《漢語大詞典（五）》，p.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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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408嚴飾409宮館410，簡擇411婇女412以娛樂之。」佛於是頌曰：「 
父王聞此言，方便嚴宮館；增益以五欲，欲使不出家。」 

(2) 路見病者 

「又於後時413，太子復命御者嚴駕出遊。於其中路逢一病人，身羸腹大，面目黧414

黑415，獨臥糞除416，無人瞻視417，病甚苦毒418，口不能言。顧問御者：『此為何人？』

答曰：『此是病人。』問419曰：『何如為病？』答曰：『病者，眾痛迫切420，存亡無期421，

故曰病也。』又曰：『吾亦當爾，未422免此患耶？』答曰：『然，生則有病，無有貴賤。』

於是，太子悵然不悅，即告御者迴車還宮。靜默思惟，念此病苦，吾亦當爾423。」佛於

是頌曰：「 
見彼久病人，顏色424為衰損；靜默自思惟，吾未免此患。」 

「爾時，父王復問御者：『太子出遊，歡樂不耶？』答(6c)曰：『不樂。』又問其故，

答曰：『道逢病人，是以不樂。』於是父王默然思惟425：昔日相師占相太子，言當出家，

今日不悅，得無爾乎？吾當更設方便，增諸伎樂426，以悅其心，使不出家。即復嚴飾宮

館，簡擇＊婇女以娛樂之。」佛於是頌曰：「 
色聲香味觸，微妙可悅樂，菩薩福所致，故娛樂其中。」 

(3) 路逢死者 

「又於異時427，太子復勅御者嚴駕出遊。於其中路逢一死人，雜色繒幡前後導引，

宗族428親里429悲號430哭泣，送之出城。太子復問：『此為何人？』答曰：『此是死人。』

                                                                                                                                                         
407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39 頁，注 1：「五欲娛樂」，巴利本作 pañca kāmaguṇāni 其意為：五

種人能引欲之質，即指眼、耳、鼻、舌、身五處的官能之樂。 
408 便＝更【宋】【元】【明】（大正 1，6d，n.10）。 
409 嚴飾：裝飾美盛；盛飾。（《漢語大詞典（三）》，p.542） 
410 宮館：1.離宮別館。供皇帝游息的地方。（《漢語大詞典（三）》，p.1426） 
411 [1]簡擇＝簡揀【宋】＊【元】＊【明】＊ [＊ 1 2]（大正 1，6d，n.11）。 

[2]簡擇：選擇。（《漢語大詞典（八）》，p.1246） 
412 婇〔ㄘㄞˇ〕女：宮女。（《漢語大詞典（四）》，p.373） 
413 後時：2.後來；以後。（《漢語大詞典（三）》，p.956） 
414 黧〔ㄌㄧˊ〕：色黑而黃。亦指使變黃黑色。（《漢語大詞典（十一）》，p.1370） 
415 黧黑：謂臉色黑。（《漢語大詞典（十一）》，p.1370） 
416 [1]除＝穢【宋】【元】【明】（大正 1，6d，n.12）。 

[2]糞除：打掃；清除。 
糞穢：指穢物。（《漢語大詞典（九）》，p.237） 

417 瞻視：2.觀看；顧盼。（《漢語大詞典（七）》，p.1262） 
418 苦毒：1.痛苦；苦難。（《漢語大詞典（九）》，p.316） 
419 〔問〕－【宋】【元】【明】（大正 1，6d，n.13）。 
420 迫切：2.逼迫。（《漢語大詞典（十）》，p.761） 
421 無期：2.指無了期。3.猶言不知何時，難有機會。（《漢語大詞典（七）》，p.97） 
422 未＝不【宋】【元】【明】（大正 1，6d，n.14）。 
423 爾＝然【宋】【元】【明】（大正 1，6d，n.15）。 
424 顏色：面容；面色。2.表情；神色。（《漢語大詞典（十二）》，p.336） 
425 默然思惟＝默自思念【宋】【元】【明】（大正 1，6d，n.16）。 
426 伎樂：1.音樂舞蹈。2.指歌舞女藝人。（《漢語大詞典（一）》，p.1178） 
427 異時：3.以後；他時。（《漢語大詞典（七）》，p.1341） 
428 宗族：謂同宗同族之人。（《漢語大詞典（七）》，p.1341） 
429 親里：親屬鄰里。（《漢語大詞典（三）》，p.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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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曰：『何如為死？』答曰：『死者，盡也，風先火次431，諸根壞敗，存亡異趣432，室家
433離別，故謂之死。』太子又問御者：『吾亦當爾，不免此患耶？』答曰：『然，生必有

死，無有貴賤。』於是，太子悵然不悅，即告御者迴車還宮。靜默思惟，念此死苦，吾

亦當然。」佛時頌曰：「 
始見有人434死，知其復更生435；靜默自思惟，吾未免此患。」 
「爾時，父王復問御者：『太子出遊，歡樂不耶？』答曰：『不樂。』又問其故，答

曰：『道逢死人，是故不樂。』於是父王默自思念：昔日相師占相太子，言當出家，今

日不悅，得無爾乎？吾當更設方便，增諸伎樂以悅其心，使不出家。即復嚴飾宮館，簡

擇
＊婇女以娛樂之。」佛於是頌曰：「 
童子有名稱，婇女眾圍遶；五欲436以自娛，如彼天帝釋。」 

(4) 路逢沙門 

(7a)「又於異時，復勑御者嚴駕出遊。於其中路逢一沙門，法服持鉢，視地而行。

即問御者：『此為何人？』御者答曰：『此是沙門。』又問：『何謂沙門？』答曰：『沙門

者，捨離恩愛，出家修道，攝御437諸根，不染外欲438，慈心一切，無所傷害，逢苦不慼，

遇樂不欣，能忍如地，故號沙門。』太子曰：『善哉！此道真正永絕塵累439，微妙清虛440，

惟441是為快。』即勑御者迴車就442之。 
8、 出家修道 

爾時，太子問沙門曰：『剃除鬚髮，法服443持鉢，何所志444求？』沙門答曰：『夫出

家者，欲調伏心意445，永離塵垢446，慈育447群生448，無所侵嬈449，虛心靜寞450，唯道是

                                                                                                                                                         
430 悲號：1.悲傷呼號。（《漢語大詞典（七）》，p.568） 
431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41 頁，注 1：風先火次：指先停止呼吸，其次體溫消失。 
432 異趣：1.趨向不同。（《漢語大詞典（七）》，p.1341） 
433 室家：2.夫婦。（《漢語大詞典（三）》，p.1422） 
434 有人＝人有【宋】【元】【明】（大正 1，6d，n.17）。 
435 更生：再生，再起。（《漢語大詞典（一）》，p.526） 
436 欲＝樂【宋】【元】【明】（大正 1，6d，n.18）。 
437 攝御：總攬，總理。（《漢語大詞典（六）》，p.970） 
438 外欲：亦作“外慾”。指外界的誘惑。亦指分外的欲望。（《漢語大詞典（三）》，p.1148） 
439 塵累：1.佛教語。指煩惱、惡業的種種束縛。（《漢語大詞典（二）》，p.1191） 
440 清虛：1.清凈虛無。（《漢語大詞典（五）》，p.1293） 
441 惟＝唯【宋】【元】【明】（大正 1，7d，n.1）。 
442 就：1.趨；趨向。7.指主動親近；俯就。（《漢語大詞典（二）》，p.1575） 
443 玄奘譯、辯機撰，《大唐西域記》卷 2（大正 51，876b20-25）：「沙門法服，唯有三衣及僧却崎，泥縛

些(桑箇反)那。三衣裁製，部執不同，或緣有寬狹，或葉有小大。僧却崎(唐言掩腋。舊曰僧祇支，訛

也)，覆左肩，掩兩腋，左開右合，長裁過腰。泥縛些那(唐言裙。舊曰涅槃僧，訛也)，既無帶襻，其

將服也，集衣為襵，束帶以縚，襵則諸部各異，色乃黃赤不同。」 
444 志：2.志向；志願。（《漢語大詞典（七）》，p.397） 
445 心意：2.思慮；想法。（《漢語大詞典（七）》，p.369） 
446 塵垢：5.佛教謂煩惱。（《漢語大詞典（二）》，p.1191） 
447 慈育：仁慈撫育。（《漢語大詞典（七）》，p.646） 
448 群生：1.一切生物。（《漢語大詞典（九）》，p.184） 
449 嬈＝擾【宋】【元】【明】（大正 1，7d，n.2）。 
450 [1]寞＝漢【聖】（大正 1，7d，n.3）。 

[2]靜寞：見“ 靜漠 ”。靜漠：恬靜淡漠；寂靜冷漠。（《漢語大詞典（十一）》，p.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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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太子曰：『善哉！此道最真。』尋勑御者：『賷吾寶衣451并及乘轝452，還白大王，

我即於此剃除鬚髮，服三法衣453，出家修道。所以454然者？欲調伏心意，捨離塵垢，清

淨自居，以求道術。』於是，御者即以太子所乘寶車及與衣服還歸父王。太子於後即剃

除455鬚髮，服三法衣，出家修道。」 
佛告比丘：「太子見老、病人，知世苦惱；又見死人，戀世情滅；及見沙門，廓然456

大悟。下寶車時，步步中間轉遠縛著，是真出家，是真遠離。時，彼國人聞太子剃除鬚

髮，法服持鉢，出家修道，咸相謂言：『此道必真，乃令太子捨國榮位，捐棄457所重。』

于458時459，國中八萬四千人往就太子，求為弟子，出家修道。」佛時頌曰：「 
撰460擇深妙法，彼聞隨出家；離於恩愛獄，無有眾結縛。」 
9、 成道──逆順現觀十二因緣 

「于461時，太子即便納受462，與之遊行463，在在464教化。從村至村，從國至國，所

至465之處，無不恭(7b)敬四事466供養467。菩薩念言：吾與大眾，遊行諸國，人間憒閙468，

此非我宜。何時當得離此群眾，閑靜之處以求道真469，尋獲志願，於閑靜處專精470修道？

復作是念：眾生可愍，常處闇冥，受身危脆471，有生、有老、有病、有死。眾苦所集，

死此生彼，從彼生此。緣此苦陰，流轉472無窮，我當何時曉了473苦陰，滅生、老、死？ 

                                                 
451 寶衣：1.貴重的衣服。（《漢語大詞典（三）》，p.1641） 
452 乘轝〔ㄩˊ〕：見“ 乘輿 ”。乘輿：亦作“乘轝”。1.古代特指天子和諸侯所乘坐的車子。（《漢語大

詞典（一）》，p.666） 
453 [1]《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41 頁，注 6：「三法衣」，巴利本作 tīni kāsāyāni vatthāni(三壞色衣)。

指三種袈裟：(一)僧伽梨(savghāṭī)(巴)，重衣。(二)鬱多羅僧(uttarāsaṅga)(巴)，上衣。(三)安陀會

(antaravāsaka)(巴)，內衣。 
[2]三法衣：即是所謂的三衣。即是大衣、上衣與中衣。比丘、比丘尼禁止持有這三衣以外的其他衣物，

不具備這三衣是不允許出家的。（《新国訳大蔵経•長阿含経(Ⅰ)》，p.232，n.2） 
454 所以＝所已【宋】（大正 1，7d，n.4）。 
455 〔除〕－【宋】【元】【明】（大正 1，7d，n.5）。 
456 廓〔ㄎㄨㄛˋ〕然：5.阻滯盡除貌。（《漢語大詞典（三）》，p.1253） 
457 捐棄：2.拋棄。（《漢語大詞典（六）》，p.613） 
458 于＝乎【聖】（大正 1，7d，n.6）。 
459 于時：2.當時，其時。（《漢語大詞典（一）》，p.257） 
460 撰＝選【宋】【元】【明】（大正 1，7d，n.7）。 
461 于＝乎於【聖】（大正 1，7d，n.8）。 
462 納受：接受；收受。（《漢語大詞典（九）》，p.758） 
463 遊行：2.游覽；漫游。（《漢語大詞典（十）》，p.1046） 
464 在在：處處；到處。（《漢語大詞典（二）》，p.1008） 
465 至＝到【宋】【元】【明】（大正 1，7d，n.9）。 
466 《十住毘婆沙論》卷 16〈31 護戒品〉（大正 26，109b21）：「四事者，衣服、飲食、臥具、醫藥。」 
467 [1]《佛光阿含藏•中阿含經（二）》，911 頁，注 1：衣被、飲食、床榻、湯藥：即四資具，為四種資生

之器具物品。四資具均由在家者供養出家人，故稱「四事供養」。 
[2]《佛光阿含藏•增壹阿含經（二）》，819 頁，注 9：四事供養：供養(pūjanā)(巴)，即供給資養之義。

此指衣被、飲食、牀臥具、病瘦醫藥四事。 
468 憒〔ㄎㄨㄟˋ〕鬧：混亂喧鬧。（《漢語大詞典（七）》，p.736） 
469 [1]道真＝真道【宋】，＝其道【元】【明】（大正 1，7d，n.10）。 

[2]道真：悟道的真實。（《新国訳大蔵経•長阿含経(Ⅰ)》，p.98，n.5） 
470 專精：1.專心一志。（《漢語大詞典（二）》，p.1270） 
471 危脆：危險脆弱。（《漢語大詞典（二）》，p.520） 
472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43 頁，注 7：流轉：即輪迴(saṃsāra)(巴)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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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順觀十二因緣474 

復作是念：生死何從？何緣而有？即以智慧觀察所由，從生有老死，生是老死緣；

生從有起，有是生緣；有從取起，取是有緣；取從愛起，愛是取緣；愛從受475起，受是

愛緣；受從觸476起，觸是受緣；觸從六入477起，六入是觸緣；六入從名色478起，名色是

六入緣；名色從識起，識是名色緣；識從行起，行是識緣；行從癡479起，癡是行緣。是

為緣癡有行，緣行有識，緣識有名色，緣名色有六入，緣六入有觸，緣觸有受，緣受有

愛，緣愛有取，緣取有有，緣有有生，緣生有老、病、死、憂、悲、苦惱，480此苦盛陰
481，緣生而有，是為苦集482。菩薩思惟苦集陰483時，生智、生眼、生覺、生明、生通、

生慧、生證。 
(2) 逆觀十二因緣484 

於時，菩薩復自思惟：何等無故老死無？何等滅故老死滅？即以智慧觀察所由，生

無故老死無，生滅故老死滅；有無故生無，有滅故生滅；取無故有無，取滅故有滅；愛

無故取無，愛滅故取滅；受無故愛無，受滅故愛滅；觸無故受無，觸滅故受滅；六入無

故觸無，六入滅故觸滅；名色無故六入無，名色滅故六入滅；識無故名色無，識滅故名

色滅；行無故識無，行滅故識滅；癡無故行無，(7c)癡滅故行滅。是為癡滅故行滅，行

滅故識滅，識滅故名色滅，名色滅故六入滅，六入滅故觸滅，觸滅故受滅，受滅故愛滅，

愛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滅故老、死、憂、悲、苦惱滅。菩薩思惟苦

陰485滅時，生智、生眼、生覺、生明、生通、生慧、生證。 
(3) 成佛道 

爾時，菩薩逆順觀十二因緣，如實知，如實見已，即於座上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486。」佛時頌曰：「 

                                                                                                                                                         
473 曉了：通曉，明瞭。（《漢語大詞典（五）》，p.832） 
474 順觀十二因緣，另參閱《長阿含經》卷 10〈9 大緣方便經〉（大正 1，60b12-29） 
475 受：苦樂等的感受（《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26，n.26） 
476 觸：根（感覺器官）、境（對象）、識（認識活動）三者的接觸。（《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

（第 1 卷）》，p.426，n.27） 
477 六入：內六入（眼、耳、鼻、舌、聲、意的六種感受的器官）與外六入（色、聲、香、味、觸、法的

六種對象）。此處是指前者（內六入）。（《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26，n.28） 
478 名色：名稱與形態（物質）。（《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26，n.29） 
479 癡：本經梵本偈頌作 ajñāna，漢譯多譯為「無明」。（《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

p.426，n.32） 
480 「老病死憂悲苦惱」，巴利本作 jarā-maraṇaṃ soka-parideva-dukkha-domanassupāyāsā.(生死的憂愁、悲

傷、痛苦、憂惱、不安)。與梵本同義。（《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26，n.34） 
481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43 頁，注 8：苦盛陰：又作苦受陰、苦取蘊。 
482 「是為苦集」，梵本作 evam asya kevalasya mahato duḥkhaska(ndha)sya samudayo bhavati.(產生粗大的全

體痛苦的集合體)。巴利本作 evam etassa kevalassa dukkhakkhandhassa samudayo hoti.《毘婆尸佛經》卷

1（大正 1，156a18-19）作：「如是集成一大苦蘊。」（《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

p.426，n.36） 
483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43 頁，注 9：「苦集陰」，巴利本作 dukkha-kkhandhassa samudaya(苦

陰之集起)。 
484 逆觀十二因緣，另參閱《長阿含經》卷 10〈9 大緣方便經〉（大正 1，60b29-61b22）。 
485 陰＝除【宋】【元】（大正 1，7d，n.11）。 
486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45 頁，注 2：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梵語 anuttara-samyak-sajbod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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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眾中說，汝等當善聽，過去菩薩觀，本所未聞法。487 
 
老死從何緣？因何等而有？如是正觀已，知其本由生。 
生本由何緣？因何事而有？(8a)如是思惟已，知生從有起。 
取彼取彼已，展轉488更增有；是故如來說，取是有因緣。 
如眾489穢惡聚，風吹惡490流演491；如是取相因，因愛而廣普。 
愛由於受生，起苦羅網本；以染著因緣，苦樂共相應。 
受本由何緣？因何而有受？以492是思惟已，知受由觸生。 
觸本由何緣？因何而有觸？如是思惟已，觸由六入生。 
六入本何緣？因何有六入？如是思惟已，六入名色生。 
名色本何緣？因何有名色？如是思惟已，名色從識生。 
識本由何緣？因何而有識？如是思惟已，知識從行生。 
行本由何緣？因何而有行？如是思惟已，知行從癡生。 
如是因緣者，名為實義因，智慧、方便觀493，能見因緣根494。 
 
苦非賢聖造，亦非無緣有，495是故變易苦，智者所斷除。496 
若無明滅盡，是時則無行；若無有行者，則亦無有識； 
若識永滅者，亦無有名色；名色既已497滅，即498無有諸入； 
若諸入永滅，則亦無有觸；若觸永滅者，則亦無有受； 
若受永滅者，則亦無有愛；若愛永滅者，則亦無有取； 
若取永滅者，則亦無有有；若有永滅者，則亦無有生； 

                                                                                                                                                         
之音譯，巴利語為 anuttara-sammā-sambodhi。又作無上正遍知、無上等正覺，為佛之無上覺智。 

487 過去菩薩觀，本所未聞法：梵本作 yā bodhisattasya babhūva pūrve dharmeṣv avekṣā ananuśruteṣu.(過去的

菩薩對於沒有聽聞過的法寄予注意)。（《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27，n.46） 
488 展轉：3.形容經過多種途徑，非直接的。（《漢語大詞典（四）》，p.42） 
489 如眾＝以深【宋】【元】【明】（大正 1，7d，n.12）。 
490 惡＝無【宋】【元】【明】（大正 1，7d，n.13）。 
491 流演：2.謂延續不斷。（《漢語大詞典（五）》，p.1255） 
492 以＝如【宋】【元】【明】（大正 1，7d，n.14）。 
493 智慧方便觀：常被認為是佛與菩薩的二個根本的能力，但在梵本相當的文句卻作 vid(v)ān kuśala-smṛtaś 

ca.(賢明、繫念善行的人)。（《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28，n.54） 
494 因緣根：梵本對應的文句作 duḥkhasya jñātvā prabhavaṃ śamaṃ ca.(知道苦的生起與消滅)。（《現代語訳

「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28，n.55） 
495 苦非賢聖造，亦非無緣有：梵本作 tad idaṃ hi devair na kṛtaṃ na mānuṣair na ceśvarair nirmitaṃ 

nābhivādyaiḥ.(これは神が作ったものでも人が作ったものでなく，恭敬されるべき最高神が化作した

ものでもない) 
「亦非無緣有」沒有相對的梵本，這個世界一切的存在是由於因緣，不是被創造出來的，不是無原因

就是佛教的根本的立場。（《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28，n.56） 
496 是故變易苦，智者所斷除：梵本作 tasmād duḥkhe vipariṇāma-dharme jñātvā pipāsāṃ vinayanti paṇḍitāḥ.(因

此智者知道苦是由於變化的存在，所以要調御渴望)。（《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

p.429，n.57） 
497 已＝以【宋】【元】【明】（大正 1，8d，n.1）。 
498 即＝則【宋】【元】【明】（大正 1，8d，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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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生永滅者，無老病苦陰499；一切都永盡，智者之所說。 
十二緣甚深，難見難識知；唯佛能善覺，因是有是無500。 
若能自觀察，則無有諸入；深見因緣者，更不外求師。 
 
能於陰、界、入501，離欲無染者502；堪受一切施，淨報施者恩。 
若得四辯才503，獲得504決定證；能解眾結505縛，斷除506無放逸。 
色受想行識，猶如朽故車；能諦觀此法，則成等正覺。 
(8b)如鳥遊虛空，東507西隨風逝；菩薩斷眾結，如風靡508輕衣。 
毗婆尸閑靜，觀察於諸法；老死何緣有？從何而得滅？ 
彼作是觀已，生清淨智慧；知老死由生，生滅老死滅。」 
10、 決意說法509 

「毗婆尸佛初成道時，多修二觀：一曰安隱510觀511，二曰出離觀512。513」佛於是頌

曰：「 
如來無等等，多修於二觀；安隱及出離，仙人度彼岸。 
其心得自在，斷除眾結使；登514山觀四方，故號毘婆尸。 
大智光除冥，如以鏡自照；為世除憂惱，盡生老死苦。」 
「毗婆尸佛於閑靜處復作是念：我今已得此無上法，甚深微妙，難解難見，息515滅

                                                 
499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49 頁，注 1：陰(khandha)(巴)，界(dhātu)(巴)、入(āyatana)(巴)，又作

三科，係指五蘊、十二處(內外六入)、十八界。 
500 因是有是無：或許可解釋為「（只有佛知道）原因的有無」。梵本作 asmin satīdaṃ hi sadā pravartate asati 

ca tasmin hi sadā na bhavati.(有這個（因）時就會產生，沒有這個「因」時就不會產生)。「此有故彼有，

此無故彼無」即表現出緣起的定型句。（《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30，n.60） 
501 陰界入：五陰、十二入（處）、十八界。這個世界構成要素的分類方法。陰是色、受、想、行、識。

入（處 āyatana）是內六入與外六入（六境）。界是合十八入與六識（眼識、耳識、鼻識、色識、身識、

意識）。（《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30，n.61） 
502 者＝著【宋】【元】【明】（大正 1，8d，n.3）。 
503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49 頁，注 3：四辯才：又作四無礙辯、四無礙解，即法無礙、義無礙、

辭無礙、樂說無礙。參閱增一阿含苦樂品第五經(大二•六五六下)。 
504 獲得＝獲於【宋】【元】【明】【聖】（大正 1，8d，n.4）。 
505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49 頁，注 5：眾結(saṃyojanāni)(巴)，指眾多的煩惱。通常分成五上

分結、五下分結。 
506 除＝陰【宋】【元】【明】（大正 1，8d，n.5）。 
507 東＝來【聖】（大正 1，8d，n.6）。 
508 靡〔ㄇㄧˊ〕：4.毀滅；消滅。（《漢語大詞典（十一）》，p.788） 
509 另參閱《增壹阿含經》卷 10〈19 勸請品〉（1 經）（大正 2，593a23-b23）；相應部(S. 6. 1. 1. Āyācana 勸

請)。 
510 安隱：21.安穩。安定；平靜。（《漢語大詞典（三）》，p.1312） 
511 安隱觀：把想法集中在那樣的境地、真理的世界上的觀察。（《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32，n.3） 
512 出離觀：遠離迷惑的世界、煩惱的境地的觀察。（《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32，

n.4） 
513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44（大正 27，228a22-23）：「佛告苾芻：我初成佛，多起二尋。謂安隱尋

及遠離尋。」 
514 登＝蹬【聖】（大正 1，8d，n.7）。 
515 息＝自【聖】（大正 1，8d，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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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清淨517，智者所知，非是凡愚所能及也。斯由眾生異忍、異見、異受、異學，依彼

異見，各樂所求，各務所習。518是故於此甚深因緣，不能解了519，然愛盡涅槃520，倍復

難知，我若為521說，彼必不解，更生觸擾。作是念已，即便默然不復說法。 
時，梵天王知毗婆尸如來所念，即自思惟：念522此世間便為敗壞523，甚可哀愍。毗

婆尸佛乃得知524此深妙525之法，而不欲說。譬如力士屈伸臂頃，從梵天宮忽然來下，立

於佛前，頭面526禮足，却住一面。時，梵天王右膝著地，叉手合掌白佛言：『唯願世尊

以時說法！今此眾生塵垢微薄，諸根527猛利528，有恭敬心，易可529開化，畏怖後世無救

之罪，能滅惡法，(8c)出生善道530。』 
佛告梵王：『如是！如是！如汝所言，但我於閑靜處默自思念：所得正法甚深微妙，

若為彼說，彼必不解，更生觸擾，故我默然不欲說法。我從無數阿僧祇劫531，勤苦不懈，

修無上行，今始獲此難得之法，若為婬、怒、癡眾生說者，必不承用532，徒自勞疲。此

法微妙，與世相反，眾生染欲，愚冥533所覆，不能信解534。535梵王！我觀如此，是以默

                                                 
516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51 頁，注 1：「息滅」，巴利本作 santo(寂靜)。「 
517 [1]清淨＝靜暄【宋】，＝靜喧【元】【明】，＝清涼【聖】（大正 1，8d，n.9）。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51 頁，注 2：「清淨」，巴利本作 paṇīta(殊勝的)。 
518 「異」是與佛的教誡相異的意思。「異忍」的「忍」是「認知」的意思。巴利本作 Ālaya-rāmākho panâyaṃ 

pajā ālayaratā ālaya-sammuditā.(眾生樂於愛樂、染著愛欲、喜好愛欲)。 
《四分律》卷 31（大正 22，786c1-2）：「眾生異見、異忍、異欲、異命，依於異見，樂於樔窟眾生。」

（《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35，n.15） 
519 解了：曉悟。（《漢語大詞典（十）》，p.1361） 
520 「愛盡涅槃」，巴利本作 yadidaṃ sabba-saṃkhā-ra-samatho sabbûpadhi-paṭinissaggo taṇhakkha-yo virāgo 

nirodho nibbānaṃ.(一切行的寂靜、一切生的棄捨、愛的斷盡、離欲、滅、涅槃)。 
521 若為＝為彼【宋】【元】【明】（大正 1，8d，n.10）。 
522 念＝今【宋】【元】【明】（大正 1，8d，n.11）。 
523 敗壞：損害；破壞。（《漢語大詞典（五）》，p.460） 
524 知＝如【宋】【元】【明】【聖】（大正 1，8d，n.12）。 
525 深妙：深奧微妙。（《漢語大詞典（五）》，p.1420） 
526 龍樹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10〈1 序品〉（大正 25，130c26-131a3）：「何以名頭面禮

足？……人身中第一貴者頭，五情所著而最在上故；足第一賤，履不淨處，最在下故。是故以所貴禮

所賤，貴重供養故。復次，有下、中、上禮：下者揖，中者跪，上者稽首；頭面禮足，是上供養。以

是故佛毘尼中，下坐比丘兩手捉上坐兩足，以頭面禮。」 
527 諸根：眼、耳、鼻、舌、聲、意的六根。（《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36，n.24） 
528 猛利：2.猶厲害。（《漢語大詞典（五）》，p.80） 
529 易可：猶容易。（《漢語大詞典（五）》，p.632） 
530 善道：在五道乃至六道（眾生輪迴的場所）中，即是天道與人道二種。（《新国訳大蔵経•長阿含経(Ⅰ)》，

p.104，n.6；《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36，n.25） 
531 [1]《大智度論》卷 51〈23 含受品〉：「阿僧祇者，僧祇，秦言數；阿，秦言無。」（大正 25，427a8-9）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51 頁，注 6：阿僧祇劫(asaṅheyya kappa)(巴)、(asaṅhya-kalpa)(梵)，
即無數劫之意。「阿僧祇」為印度一種數目之名稱，為極大之數。 

[3]無數阿僧祇劫並不是表示數量，而是意味長遠的時間。（《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36，n.26） 

532 承用：因襲，沿用。（《漢語大詞典（一）》，p.770） 
533 愚冥：1.愚蠢矇昧。（《漢語大詞典（七）》，p.617） 
534 信解：佛教謂對佛法心無疑慮、明見其理為信解。（《漢語大詞典（一）》，p.1414） 
535 「此法微妙……不能信解」此段巴利本以偈頌的形式呈現 Paṭisota-gāmiṃ nipuṇam gambhīraṃ duddasaṃ 

Rāga-rattā na dakkhinti tamo-kkhandena āvaṭā ti.(勞苦して予に達せられるものを，予は說くの要なし。

貪瞋に滿されたる人には，この法は覺り易からず。（世の常の）流れに逆う，微妙なる，甚深に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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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欲說法。』 
時，梵天王復重勸請536，慇懃懇惻537，至于538再三539：『世尊！若不說法，今此世

間便為壞敗，甚可哀愍。唯願世尊以時敷演540，勿使眾生墜落餘趣541！』爾時，世尊三

聞梵王慇懃勸請，即以佛眼觀視542世界，眾生垢有厚薄，根有利鈍，教有難易。易受教

者畏後世罪，能543滅惡法，出生善道。譬如優鉢羅花544、鉢頭摩華545、鳩546勿頭華、分

陀利華547，或有始出汙泥未至水者，或有已出與水平者，或有出水未敷開者，然皆不為

水所染著，易可開敷548。世界眾生，亦復如是。 
爾時，世尊告梵王曰：『吾愍汝等，今當開演甘露法門549，是法深妙，難可解知，

今為信受樂聽者說，不為觸擾無益者說。』 
11、 轉法輪──說法 

爾時，梵王知佛受請，歡喜踊躍550，遶佛三匝，頭面禮足，忽然不現。其去未久，

是時如來靜默自思：我今先當為誰說法？即自念言：當入槃頭城內，先為王子提舍＊、

大臣子騫茶＊開甘露法門。551於是，世尊如力士屈伸臂頃，於道樹552忽然不現553，至槃

頭城槃頭王鹿野苑554中，敷座而坐。」佛於是頌曰：「 
如師子在林，自恣555而遊行；(9a)彼佛亦如是，遊行556無罣礙。557」 

                                                                                                                                                         
て，見離く，微細なる法は，貪愛に染り，（無明の）暗黑にて覆れたる者には見えざるべし。) （《現

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36，n.28） 
536 《廣弘明集》卷 27（大正 52，319c23-27）：「勸請者，慇懃之至意也。……然勸請有二：勸請眾生修

行戒善具諸德本；勸請諸佛救護眾生說法久住。」 
537 懇惻：誠懇痛切。（《漢語大詞典（七）》，p.747） 
538 至于：3.連詞。提出突出事例，表示達到某種程度（《漢語大詞典（八）》，p.782） 
539 再三：1.第二次第三次；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漢語大詞典（一）》，p.515） 
540 敷演：1.陳述而加以發揮。（《漢語大詞典（五）》，p.503） 
541 餘趣：在六道中，天上、人間二趣以外的四趣。（《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37，

n.31） 
542 觀視：1.觀看；觀察。（《漢語大詞典（十）》，p.358） 
543 （所以）＋能【宋】【元】【明】（大正 1，8d，n.13）。 
544 [1]優鉢羅花～Uppala.（大正 1，8d，n.14）。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51 頁，注 8：優鉢羅花(uppala)(巴)，青蓮。鉢頭摩華(paduma)(巴)，
紅蓮。鳩勿頭華(kumuda)(巴)，黃蓮。分陀利華(puṇḍarīka)(巴)，白蓮。 

545 鉢頭摩華～Paduma.（大正 1，8d，n.15）。 
546 鳩＝拘【宋】【元】【明】（大正 1，8d，n.16）。 
547 分陀利華～Puṇḍarīka.（大正 1，8d，n.17）。 
548 開敷：(花朵)開放；繁榮。（《漢語大詞典（十二）》，p.36） 
549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53 頁，注 1：「甘露法門」，巴利本作 amatassa dvāra(甘露之門)，佛

法可使人進入涅槃境界，故以甘露譬喻之。 
550 踴躍：亦作“踊躍”。2.歡欣鼓舞貌。（《漢語大詞典（十）》，p.524） 
551 巴利本作 Khaṇḍassa ca rājaputtassa Tissa-ssa ca purohitaputtassa.(王子騫茶與王師之子提舍)。梵本作

Khaṇḍasya ca rājkumārasya tiṣyasya ca purohita-putrasya.(王子騫茶與王師之子提舍)。提舍是王師之子

（相當於《大本經》的「大臣」），騫茶是王子這點與《大本經》相異。《毘婆尸佛經》卷 2 作（大正 1，

156c24）：「欠拏太子」、「近臣帝穌」（《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38，n.39） 
552 案：道樹：此處毗婆尸佛在婆羅樹下成道之樹。 
553 現＝見【宋】【元】【明】（大正 1，8d，n.18）。 
554 鹿野苑～Miga-dāya.（大正 1，8d，n.19）。 
555 自恣：放縱自己，不受約束。（《漢語大詞典（八）》，p.1306） 
556 遊行：2.游覽；漫游。3.逛游；行走。（《漢語大詞典（十）》，p.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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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毘婆尸佛告守苑人558曰：『汝可入城，語王子提舍＊、大臣子騫茶＊：寧欲知不？

毘婆尸佛今在鹿野苑中，欲見卿等，宜知是時。』時，彼守苑人受教而行，至彼二人所，

具宣佛教559。二人聞已，即至佛所，頭面禮足，却坐560一面561。佛漸為說法，示教562利

喜563：施論564、戒論、生天之論，565欲惡不淨，上漏566為患，讚歎出離為最微妙清淨第

一。爾時，世尊見此二人心意柔輭，歡喜信樂，堪受正法，於是即為說苦聖諦567，敷演

開解568，分布569宣釋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出要諦。570 
爾時，王子提舍＊、大臣子騫茶＊即於座上遠離塵571垢，得法眼淨，猶若572素質573易

為受染574。是時，地神575即唱斯言：『毗婆尸如來於槃頭城鹿野苑中轉無上法輪，沙門、

婆羅門、諸天、魔576、梵及餘世人所不能轉。』如是展轉577，聲徹四天王578，乃至他化

                                                                                                                                                         
557 此頌相當於《毘婆尸佛經》卷 2（大正 1，156c21-22）：「二足正徧知，自在行持鉢，安住鹿野園，無

畏如師子。」 
558 守苑人：鹿野苑的看守人。巴利本作 dāyapāla(苑的看守人)。《毘婆尸佛經》卷 2（大正 1，156c24）

作：「守門人」。 
559 具宣佛教：「佛教」在這是指「佛吩咐的話」的意思。《毘婆尸佛經》卷 2（大正 1，156c27）作：「具

陳上事。」（《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39，n.50） 
560 卻坐：1.謂離位。（《漢語大詞典（二）》，p.540） 
561 一面：4.一方。（《漢語大詞典（一）》，p.1） 
562 示教：顯示出來，使人們有所領悟。（《漢語大詞典（七）》，p.828） 
563 示教利喜：表示教示、提供利益使其歡喜。（《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39，

n.51） 
564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53 頁，注 3：施論(dāna-kathā)(巴)，論說布施之義。戒論(sīla-kathā)(巴)，

論說持戒之義。升天論(sagga-kathā)(巴)，論說如何修行死後生天之語。 
565 施論、戒論、生天之論：善於布施、堅守禁戒以及死後生天的言說，是對在家者所說的一種定型句。

這樣的說法與現在的南傳佛教的說法大致相同。（《新国訳大蔵経•長阿含経(Ⅰ)》，p.107，n.7） 
566 上漏：煩惱的意思。（《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39，n.51） 
567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53 頁，注 4：苦聖諦(dukkha ariya-sacca)(巴)、苦集聖諦(dukkha-samudaya 

ariya-sacca)(巴)、苦滅聖諦(dukkha-nirodha ariya-sacca)(巴)、苦出要諦(dukkha-nirodha-gāminī-paṭipadā 
ariya-sacca)(巴)，又作道諦。以上四聖諦參閱中阿含第三十一經分別聖諦經(佛光一•二五一)。 

568 開解：5.開導解釋。（《漢語大詞典（十二）》，p.36） 
569 分布：散布。（《漢語大詞典（二）》，p.564） 
570 「說出聖諦……苦出要諦」此段《毘婆尸佛經》卷 2（大正 1，157a8-9）作：「復為宣說苦、集、滅、

道，四諦法行，種種開示。」 
571 離塵＝塵離【宋】【元】【明】（大正 1，9d，n.1）。 
572 猶若：4.猶如，如同。（《漢語大詞典（五）》，p.93） 
573 素質：1.白色質地。（《漢語大詞典（九）》，p.729） 
574 受染：受到其他顏色的染著。（《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40，n.55） 
575 [1]《長阿含經》卷 20〈8 忉利天品〉（大正 1，136a14-15）：「佛告比丘：有四大天神。何等為四？一

者地神，二者水神，三者風神，四者火神。」 
[2]《長阿含經》卷 12：「地神有七千悅叉若干種，皆有神足、形貌、色像、名稱。」（大正 1，79c18-19） 

576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53 頁，注 6：魔(māra)(巴)，又作魔羅、惡魔，經常企圖擾亂佛及諸

弟子。 
577 展轉：2.重複貌。形容次數多。（《漢語大詞典（四）》，p.42） 
578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199 頁，注 1：四天王(cattāro Mahārājā)(巴)，為佛教之四大護法神。

指持國天王、增長天王、廣目天王、多聞天王。係欲界六天中之第一天，又稱四大王眾天，佛教之世

界觀中，於須彌山之第四層，有一山名由揵陀羅，山有四頭，四天王及其部眾各居其一，各鎮護一天

下，故稱護世四王天、四鎮，其居所則稱「四王天」。又天王、天眾之壽量為五百歲，其一晝夜相當

於人間五十年。於欲界六天之中，此天之境域最為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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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天579，須臾之頃，聲至梵天。」佛時頌曰：「 
歡喜心踊580躍，稱讚於如來，毘婆尸成佛，轉無上法輪。 
初從樹王581起，往詣槃頭城，為騫茶＊、提舍＊，轉四諦法輪。 
時騫茶＊、提舍＊，受佛教化已，於淨法輪中，梵行無有上。 
彼582忉利天583＊眾，及以天帝釋584，歡喜轉相告，諸天無不聞。 
佛出於世間，轉無上法輪；增益諸天眾，減損阿須倫585。 
昇仙586名普聞，善587智離世邊；(9b)於諸法自在，智慧轉法輪。 
觀察平等法588，息心589無垢穢；以離生死扼590，智慧轉法輪。 
滅苦591離諸惡，出欲得自在；離於恩愛獄592，智慧轉法輪。 
正覺人中尊，二足尊調御；一切縛得593解，智慧轉法輪。 
教化善導師，能降伏魔594怨595；彼離於諸惡，智慧轉法輪。 

                                                 
579 [1]《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53 頁，注 7：他化自在天(Paranimmita-vasa-vattino devā)(巴)，為欲

界六天中之第六天，此天以奪他之所化而自娛樂，故名他化自在。 
[2]四天王乃至他化自在天：把全宇宙畫分為欲界、色界、無色界三界，各界有天神的管理，欲界有六

層天，人即屬於欲界。距離人最近（即是欲界最下層的天）的天即是四天王，把欲界最上層的天稱

為他化自在天。另外，所謂的四天王，即是東方持國天、南方增長天、西方廣目天、北方多聞天（毘

沙門天），守護各個地方。（《新国訳大蔵経•長阿含経(Ⅰ)》，p.107，n.10） 
580 踊〔ㄩㄥˇ〕：同“ 踴 1 ”。（《漢語大詞典（十）》，p.488） 
581 樹王：這裡是指上述的「道樹」。（《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41，n.61） 
582 彼＝次【宋】【元】【明】（大正 1，9d，n.2）。 
583 [1]《一切經音義》卷 29（大正 54，504c7）：「忉利(上音刀從心，忉利天在須彌山，頂上有三十二天

子，並朝於帝釋，亦名三十三天，即天帝釋所治處也)。」 
[2]忉利天：欲界六天中的第二天，亦即是「三十三天」。在須彌山頂，諦釋天住在其中。在忉利天四

方有山，在各峰有八天，合計為三十二天，與帝釋天合在一起的地方即稱為「三十三天」。（《現代

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41，n.64） 
584 [1]《一切經音義》卷 9（大正 54，357b19）：「拘翼(此言訛略也，姓憍尸迦，即釋提桓，同天帝釋同

一位名也)。」 
[2]《一切經音義》卷 12（大正 54，377a4）：「拘翼(梵語也，即天帝釋名也，或云驕尸迦，皆訛也)。」 

585 [1]倫＝輪【宋】【元】（大正 1，9d，n.3）。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55 頁，注 2：阿須倫(asura)(巴)，又作阿修羅，譯為非天、不端正，

喜鬥戰，六道之一。 
586 [1]昇仙：亦作“昇僊”。1.得道成仙。2.稱人死去的婉辭。（《漢語大詞典（五）》，p.593） 

[2]昇仙：昇在天上成為仙人。仙的觀念見於中國漢代以前，獲得不死的生命而昇仙後來被認為是道教

的理想。這裡所指的「昇仙」一語與「成道」、「成佛」有相同的意味，道家思想、道教思想的說法

在中國佛教容納的過程中有著很大的關係。（《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42，

n.67） 
587 善＝苦【宋】【元】【明】，＝若【聖】（大正 1，9d，n.4）。 
588 平等法：佛所說的法。（《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42，n.68） 
589 息心：把心平靜下來，「息」是止息的意思。（《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42，

n.69） 
590 [1]扼＝厄【宋】【元】【明】（大正 1，9d，n.5）。 

[2]扼〔ㄜˋ〕：2.阻塞；攔阻。3.據守；控制。（《漢語大詞典（六）》，p.360） 
591 苦滅＝滅苦【聖】【CB】（大正 1，9d，n.6）。 
592 恩愛獄：恩愛在中國是對人的體諒、恩惠的意思，在儒教倫理是受到肯定的評價，而在漢譯佛教是束

縛人間、妨礙通往開悟的道理，被用在否定上。因而有「恩愛獄」一詞。（《現代語訳「阿含経典」•

長阿含経（第 1 卷）》，p.442，n.70） 
593 一切縛得＝於一切縛【宋】【元】【明】（大正 1，9d，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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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漏力降魔，諸根定不懈；盡漏離魔縛，智慧轉法輪。 
若學決定596法，知諸法無我；此為法中上，智慧轉法輪。 
不以利養故，亦不求名譽；愍彼眾生故，智慧轉法輪。 
見眾生苦厄597，老病死逼迫；為此三惡趣598，智慧轉法輪。 
斷貪瞋恚599癡600，拔愛之根原601；不動602而解脫603，智慧轉法輪。 
難勝我已604勝，勝已＊自降伏；已＊勝難勝魔605，智慧轉法輪。 
此無上法輪，唯佛乃能轉；諸天、魔、釋、梵，無有能轉者。 
親近轉法輪，饒益606天人眾；此等天人師607，得度于彼岸。」 
「是時，王子提舍＊、大臣子騫茶＊見法得果，真實無欺，成就無畏，608即白毘婆尸

佛言：『我等欲於如來法中淨修梵行。』佛言：『善來，比丘！吾法清淨自在，修行以盡

苦際609。』爾時，二人即(9c)得具戒610。具戒未久，如來又以三事示現611：一曰神足，

二曰觀他心，三曰教誡612。613即得無漏、心解脫614、生死615無疑智。616 

                                                                                                                                                         
594 《注維摩詰經》卷 1〈1 佛國品水〉：「什曰：魔，四魔。得無生忍，煩惱永斷，故降欲魔。得法身則

更不得身，故降身魔。無身則無死，故降死魔。無三魔則波旬不得其便，故降天魔也。」(CBETA, T38, 
no. 1775, p. 329, a9-12) 

595 《增壹阿含經》卷 4〈10 護心品〉（大正 2，565c22-23）：「佛以福德大力，降伏魔怨，諸塵垢消，無

有諸穢，便成無上正真道。」 
596 決定：確實地決定沒有動搖的事。（《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43，n.76） 
597 苦厄：苦難，災厄。（《漢語大詞典（九）》，p.316） 
598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57 頁，注 1：惡趣(duggati)(巴)，眾生因積結惡業而各趣其所，故又

用以稱彼積結惡業而各趣其所之眾生。三惡趣，即地獄、餓鬼、畜生。 
599 瞋恚：忿怒怨恨。（《漢語大詞典（七）》，p.1242） 
600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57 頁，注 2：貪(rāga)(巴)、瞋恚(dosa)(巴)、癡(moha)(巴)，通稱三毒。 
601 原＝源【宋】【元】【明】（大正 1，9d，n.8）。 
602 不動：不因煩惱而動搖自心。（《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44，n.82） 
603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57 頁，注 4：解脫(vimutti)(巴)，解開惑業之繫縛，脫離三界之苦果。 
604 已＝以【宋】＊【元】＊【明】＊ [＊ 1 2]（大正 1，9d，n.9）。 
605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57 頁，注 6：已勝難勝魔：已降伏了難降伏的魔。 
606 饒益：3.使人受利。（《漢語大詞典（十二）》，p.577） 
607 天人師：六趣中的天趣與人趣等的老師。佛的十號之一。（《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44，n.84） 
608 「見法得果，真實無欺，成就無畏」此段巴利本作 Te diṭṭhadhammā patta-dhammā vidita-dha-mmā 

pariyogāḷhadhammā tiṇṇa-vicikicchā viga-ta-kathaṃkathā vesārajjappattā apara-ppaccayā.(見法、知法、解

法、渡懷疑水、遠離諸說、獲得堅信、不依他人。) 《毘婆尸佛經》卷 2（大正 1，157a9-12）作 ：「（時

欠拏太子帝穌嚕通達四諦）見法、知法、得法、堅牢法、依法住法、不動法、不捨法、不空法。譬如

白[疊*毛]無諸塵垢，悟法之心亦復如是。」（《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44，

n.85） 
609 盡苦際：完全去除苦痛的意思。（《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45，n.87） 
610 具戒：具足戒的略稱。比丘、比丘尼持守的戒。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五百戒。受持具足戒意味出

家進入佛教的教團。（《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45，n.88） 
611 三事示現：慧影《大智度論疏》卷 21（卍新纂續藏 46，876c17-19 // 卍續藏 1:74，220b11-13 // 卍續

藏•新文豐影印本 74，439b11-13）：「三事示現者：即是神通、說法、知他心等，此亦名三業示現益

物，亦名三密，亦名三輪也。」另參閱《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2（大正 9，666b15-667a1）；隋•吉藏

撰，《法華玄論》卷 1（大正 34，365a29-b6）；隋•吉藏撰，《淨名玄論》卷 2（大正 38，864c17-23）、

卷 7（大正 38，903c13-22）等。 
612 [1]教誡＝教戒【宋】＊【元】＊【明】＊（大正 1，9d，n.10）。 

[2]教誡：同“教戒”。（《漢語大詞典（五）》，p.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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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槃頭城內眾多人民，聞二人出家學道，法服持鉢，淨修梵行，皆相謂曰：『其

道必真，乃使此等捨世榮位，捐棄617所重。』時，城內八萬四千人往詣鹿野苑中毘婆尸

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佛漸為說法，示教利喜：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惡不

淨，上漏為患，讚歎出離為最微妙清淨第一。爾時，世尊見此大眾心意柔輭，歡喜信樂，

堪受正法，於是即為說苦聖諦，敷演開解，分布宣釋苦集618聖諦、苦滅聖諦、苦出要諦
619。 

時，八萬四千人即於座上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猶如620素質易為受色，見法得果，

真實無欺，成就無畏，即白佛言：『我等欲於如來法中淨修梵行。』佛言：『善來，比丘！

吾法清淨自在，修行以盡苦際。』時，八萬四千人即得具戒。具戒未久，世尊以三事教

化：一曰神足，二曰觀他心，三曰教誡。即得無漏、心解脫、生死無疑智現621前。八萬

四千人聞佛於鹿野苑中，轉無上法輪，沙門、婆羅門、諸天、魔、梵及餘世人所不能轉，

即詣槃頭城毘婆尸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佛時頌曰：「 
如人622救頭燃，速疾623求滅處；彼人亦如是，速詣於如來。 
時，佛為說法亦復如是。爾時，槃頭城有十六624萬八千大比丘眾625，提舍比丘、騫

茶比丘於大眾中上昇虛空，身出水火，現諸神變626，而為大眾說微妙法。爾時，如來默

自念627言：今(10a)此城內乃有十六萬八千大比丘眾，宜遣遊行，各二人俱，在在處處628，

                                                                                                                                                         
※教戒：教導和訓戒。（《漢語大詞典（五）》，p.444） 

613 一曰神足，二曰觀他心，三曰教誡：「神足」是六神通之一的神足通，也有總稱種種神通力為神足通。

「觀他心」是六神通之一的他心智證通，知道他人自心的事而無有障礙。與此相似內容的文句有《長

阿含經》卷 8〈5 眾集經〉（大正 1，50b4-6）：「謂三變化：一者神足變化，二者知他心隨意說法，三

者教誡。」《毘婆尸佛經》卷 2（大正 1，157a14-17）作：「如是彼佛為彼二人現三種神通，令發精進

趣向佛慧，一現變化神通，二現說法神通，三現調伏神通。」（《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45，n.89） 
614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57 頁，注 8：「無漏、心解脫」，巴利本作 anupādāya āsavehi cittāni vimucci

ṇsu(無取著已，心由諸漏解脫。) 
615 〔死〕－【宋】【元】【明】【聖】（大正 1，9d，n.11）。 
616 「即得無漏、心解脫、生死無疑智」，《毘婆尸佛經》卷 2 作（大正 1，157a17-19）：「欠拏太子帝穌嚕

勇猛精進，經須臾間，真智相應，斷盡諸漏，成阿羅漢。」 
617 捐棄：2.拋棄。（《漢語大詞典（六）》，p.613） 
618 集＝習【宋】（大正 1，9d，n.12）。 
619 （聖）＋諦【宋】【元】【明】（大正 1，9d，n.13）。 
620 如＝若【宋】【元】【明】（大正 1，9d，n.14）。 
621 〔現〕－【宋】【元】【明】【聖】（大正 1，9d，n.15）。 
622 人＝求【宋】【元】【明】（大正 1，9d，n.16）。 
623 速疾：猶迅速。（《漢語大詞典（十）》，p.881） 
624 十六＝三十四【宋】【元】【明】（大正 1，9d，n.17）。 
625 「十六萬八千大比丘眾」，巴利本作 aṭṭhasaṭṭhiṃ bhikkhusatasahassaṃ.(六百八十萬大比丘眾。) （《現

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46，n.94） 
626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99 頁，注 1：神變(sappāṭihāriya dhamma)(巴)，不可思議之變異，即佛

菩薩等為教化眾生，而示現之種種不可思議之變異。 
627 念＝思【宋】【元】【明】（大正 1，9d，n.18）。 
628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59 頁，注 8：「各二人俱在在處處」，「各」疑作「勿」。參閱本經下文

作「宜各分布，處處遊行」。雜阿含卷三十九第一○八四經(大正•卷三十九•一○九六經)作：「汝等

當行人間，多所過度，多所饒益，安樂人天，不須伴行，一一而去。」巴利本作 Mā ekena dve agamittha(勿
兩人同一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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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629六年，還來城內說具足戒。630 
時，首陀會天631知如來心，譬如力士屈伸臂頃，從彼天沒，忽然至此，於世尊前，

頭面禮足，却住一面。須臾白佛言：『如是，世尊！此槃頭城內比丘眾多，宜各分布，

處處遊行，至於六年，乃還此城，說具足戒，我當擁護，令無伺求得其便者。』爾時，

如來聞此天語，默然可之。 
時，首陀會天見佛默然許可，即禮佛足，忽然不現632，還至天上。其去未久，佛告

諸比丘：『今此城內，比丘眾多，宜各分布，遊行教化，至六年已，還集說戒。』時，

諸比丘受佛教已，執持衣鉢，禮佛而去。」佛時頌曰：「 
佛悉633無亂眾，無欲無戀著；威如金翅鳥634，如鶴捨空池635。」 
「時，首陀會天於一年後告諸比丘：『汝等遊行已過一年，餘有五年。汝等當知，

訖六年已，還城說戒。』如是至于六年，天復告言：『六年已滿，當還說戒。』時，諸

比丘聞天語已，攝持636衣鉢，還槃頭城，至鹿野苑毘婆尸佛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

佛時頌曰：「 
如象637善調，隨意所之638；大眾如是，隨教而還。」 
「爾時，如來於大眾前上昇虛空，結加639趺坐640，講說戒經：641忍辱為第一，佛說

                                                 
629 於＝于【宋】【元】【明】（大正 1，10d，n.1）。 
630 「宜遺遊行……說具足戒」此段巴利本作 Caratha bhikkhave cārikaṃ bahuja-nahitāya bahujanasukkāya 

lokânukampāya athāya hitāya sukhāya devamanussanaṃ. Mā ekena dve agamittha……Api ca channaṃ 
channaṃ vassānaṃ accayena Bandhumatī rājadhānī upasaṃ-kamitabbā pātimokkhuddesāyâti.(比丘們啊！

請遍歷、遊行。為了大眾的利益，為了大眾的安樂，為了世人的愛憐，為了天人的利益，為了利益，

為了安樂。二人不要同在一條路上。……各六年後，為了讀誦波羅提木叉，應該來到首都槃頭波提。)
《毘婆尸佛經》卷 2（大正 1，157c14-16）作：「令六萬二千苾芻往詣諸方，遊行聚落，隨意修習，經

六年後，歸滿度摩城，受持波羅提目叉。」（《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46，

n.95） 
631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59 頁，注 10：首陀會天(Suddhāvāsa deva)(巴)，又作五淨居天、五那

含天、五不還天，為不還果之聖者所證得而受生之色界第四禪天處。 
632 現＝見【聖】（大正 1，10d，n.2）。 
633 悉＝遣【宋】【元】【明】（大正 1，10d，n.3）。 
634 [1]《一切經音義》卷 53（大正 54，659a15-17）：「金翅鳥(施鼓反說文鳥翼也，從羽支聲，或從氏作[羽

*氏]亦一通經云金翅鳥者，或名大嗉鳥，梵語名迦婁羅，或云揭路茶，或号龍怨，皆因形因事立名

也。八部鬼神之中，是其一部也，有大神力，常食諸龍，龍具四生，卵、胎、濕、化，此鳥亦爾。

其中力有等差，具如經文所說，今但會其異名、音訓、文字耳)。」 
[2]《翻譯名義集》卷 2（大正 54，1079c4-6）：「迦樓羅（Garuḍa），文句此云金翅。翅翮金色，兩翅

相去，三百三十六萬里，頸有如意珠，以龍為食，肇曰金翅鳥神。」 
[3]參閱《長阿含經》卷 19〈4 地獄品〉（佛說長阿含第四分世記經龍鳥品第五）（大正 1，127a27-129a24）；

《增壹阿含經》卷 19〈27 等趣四諦品〉（8 經）（大正 2，646a7-b10）。 
635 如鶴捨空池：捨棄對事物的執著。《出曜經》卷 18〈18 水品〉（大正 4，707a14-15）：「如鶴在池，守

故何益？」（《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47，n.99） 
636 攝持：1.護持。（《漢語大詞典（六）》，p.360） 
637 象＝鳥【聖】（大正 1，10d，n.4）。 
638 之＝至【宋】【元】【明】（大正 1，10d，n.5）。 
639 加＝跏【宋】【元】【明】【聖】（大正 1，10d，n.6）。 
640 趺〔ㄈㄨ〕坐：1.盤腿端坐。（《漢語大詞典（十）》，p.431） 
641 如來於大眾前……講說戒經：《毘婆尸佛經》卷 2（大正 1，158a21）作：「演說波羅提目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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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最，不以除鬚髮，害他為沙門642。643時，首陀會天去佛不遠，以偈頌644曰：「 
如來大智，微妙獨尊，(10b)止645觀646具足，成最正覺647。 
愍群生648故，在世成道，以四真諦649，為聲聞650說。 
苦與苦因，滅苦之諦，651賢聖八道652，到安隱處。 
毘婆尸佛，出現于世，在大眾中，如日光曜653。」 
「說此偈已，忽然不現。」 
12、 過去七佛通說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自思念：昔一時於羅閱城654耆闍崛655山，時生是念：我

所生處，無所不遍，唯除首陀會天656，657設生彼天，則不還此。我時，比丘！復生是念：

                                                 
642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61 頁，注 5：「不以除……為沙門」，巴利本作 Na hi pabbajito parūpaghāti,

〔na〕Samaṇo hoti paraṃ viheṭhayanto.(出家者不傷害他人，沙門無惱害他人。) 
643 「忍辱為第一……害他為沙門」此段巴利本作 Khantī-paramaṃtapo titikkhā, Nibbānaṃ paramaṃ vadanti 

Buddhā. Na hi pabbajito parûpaghāti, Samaṇo hoti paraṃ viheṭhayanto. Sabba-pāpassa akaraṇam, Kusalassa 
upasampadā, Sacitta-pariyodapanaṃ, etaṃ Buddhâna, sāsanaṃ. Anupavādo anupaghāto pātimokkhe ca 
saṃvaro, Mattaññutā ca bhattasmiṃ pantañ ca sayanâsanaṃ, Adhicitte ca āyogo, etaṃ Buddhâna sāsanan 
ti.(忍辱、苦行、隱忍是第一，／諸佛說涅槃是第一。／出家者不傷害他人，／沙門不傷害他人。／不

做一切罪惡的因，／受持善惡，／平等清淨心。此是諸佛的教誡。／沒有競爭與傷害，／攝持波羅提

木叉。／飲食知量，／遠離坐臥，／專注於高潔之心。／此是諸佛教誡。) 
《毘婆尸佛經》卷 2（大正 1，158a23-28）作：「忍辱最為上，能忍得涅槃，過去佛所說，出家作沙門，

遠離於殺害，身口七支過，持此戒具足，發生大智慧，得佛清淨身，世間無有上，出生無漏智，盡苦

苦生死。」（《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47，n.101） 
644 頌＝讚【宋】【元】【明】（大正 1，10d，n.7）。 
645 止＝正【聖】（大正 1，10d，n.8）。 
646 《注維摩詰經》卷 5〈5 文殊師利問疾品〉（大正 38，381a1-4）：「肇曰：係心於緣謂之止，分別深達

謂之觀。止觀助涅槃之要法，菩薩因之而行，不順之以墮涅槃也。」 
647 最正覺：最出色的開悟。（《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48，n.103） 
648 群生：1.一切生物。（《漢語大詞典（九）》，p.184） 
649 《大智度論》卷 2〈1 序品〉（大正 25，69b14-15）：「佛為五比丘，初開甘露門，說四真諦法：苦集滅

道諦。」 
650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61 頁，注 9：聲聞(sāvaka)(巴)、(śrāvaka)(梵)，指親自聽聞佛陀教法

的弟子。 
651 苦與苦因，滅苦之諦：「苦」是四聖諦中的苦聖諦，「苦因」是苦集聖諦，「滅苦」是苦滅聖諦。「苦因」

是苦的業因之意。《妙法蓮華經》卷 2〈3 譬喻品〉（大正 9，15a25-29）：「若有眾生，不知苦本，深著

苦因，不能暫捨。為是等故，方便說道。諸苦所因，貪欲為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滅盡諸苦，名

第三諦。」（《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48，n.107） 
652 賢聖八道：即所謂的八正道。四聖諦中的苦出要諦。《長阿含經》卷 9〈7 增一經〉（大正 1，58c8-9）：

「賢聖八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現代語訳「阿含経典」•

長阿含経（第 1 卷）》，p.448，n.108） 
653 光曜：見“ 光耀 ”。 

光耀：亦作“光曜”。亦作“光燿”。1.光亮；光輝。（《漢語大詞典（二）》，p.223） 
654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63 頁，注 1：羅閱城：即摩竭陀國的王舍城(Rāja-gaha)(巴)之音譯。 
655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63 頁，注 2：耆闍崛(Gijjhakūṭa)(巴)，山名，位於中印度摩竭陀國王

舍城之東北。山形有若鷲鳥之頭，故又稱鷲頭山。 
656 首陀會天～Suddhāvāsā.（大正 1，10d，n.9）。 
657 「我所生處……首陀會天」此段巴利本作 Na kho so sattâvāso sulabharūpo yo mayā anāvuttapubbo iminā 

dighena addhunā aññatra Suddhâvāsehi devehi. Yan nūnâhaṃ yena Suddhâvāsā devā ten’ upasamka-meyyan 
ti.(この長い間，予は，以前に住んだことがなく，しかもたやすく形の得られる眾生の住居は，淨居

天の外に無い，さあ，予は淨居天に往こう。)（《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49，

n.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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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至無造658天659上。時，我如壯士屈伸臂頃，於此間沒，現於彼天。時，彼諸天見我

至彼，頭面作禮，於一面立，而白我言：『我等皆是毘婆尸如來弟子，從彼佛化，故來

生此，具說彼佛因緣本末。又尸棄佛、毘沙婆660佛、拘樓孫＊佛、拘那含佛、迦葉佛、

釋迦牟尼佛，皆是我師，我從受化，故來生此。』亦說諸佛因緣本末，至生阿迦尼吒661

諸天，亦復如是。」佛時頌曰：「 
譬如力士，屈伸臂頃，我以神足，至無造天。662 
第七大仙663，降伏二魔，無熱664、無665見，叉手敬禮。 
如晝度樹666，釋師遠聞667，相好668具足，到善見669天670。 
猶如蓮華，水所不著，671世尊無染，至大善見672。 
如日初出，淨無塵翳673，(10c)明若秋月，詣674一究竟675。 
此五居處676，眾生所677淨，心淨故來，詣無煩惱。 
淨心而來，為佛弟子，捨離染取678，樂於無取。 

                                                 
658 無造～Aviha.（大正 1，10d，n.10）。 
659 [1]《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63 頁，注 3：無造天(Aviha deva)(巴)，又作無煩天，位於色界十八

天中之四禪天。 
[2]無造天：亦名無煩天。屬於超越欲界的色界四禪天中的五淨居天之一。（《新国訳大蔵経•長阿含経

(Ⅰ)》，p.113，n.8） 
660 毘沙婆＝毘舍婆【宋】【元】【明】＊ [＊ 1]（大正 1，10d，n.11）。 
661 [1]阿迦尼吒～Akaniṭṭha.（大正 1，10d，n.12）。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63 頁，注 5：阿迦尼吒天(Akaniṭṭhā devā)(巴)，位於色界十八天中

之最上天，故又稱色究竟天。 
662 「我以神足，至無造天」，《毘婆尸佛經》卷 2（大正 1，158c16-19）作：「無上二足尊，而入三摩地，

速運大神通，離彼閻浮界，來至善現天，譬如大力士，速展於手臂，剎那到此間。」 
663 第七大仙：過去七佛中的第七佛釋迦佛。（《新国訳大蔵経•長阿含経(Ⅰ)》，p.114，n.2） 
664 [1]無熱～Atappa.，無熱＝無極【宋】【元】【明】（大正 1，10d，n.13）。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63 頁，注 6：無熱(天)(Atappā devā)(巴)，位於色界十八天中之四

禪天。 
665 無＝天【宋】【元】【明】（大正 1，10d，n.14）。 
666 [1]《長阿含經》卷 20〈8 忉利天品〉（大正 1，132b20-23）：「何故名為晝度樹？此樹有神，名曰漫陀，

常作伎樂以自娛樂，故名晝度。又彼大樹枝條四布，花葉繁茂如大寶雲，故名晝度。」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63 頁，注 8：晝度樹(pāricchattaka)(巴)，又作波利質多羅樹、香遍

樹，為生於忉利天之樹。 
667 遠聞：聲名遠播。（《漢語大詞典（十）》，p.1120） 
668 相好：由三十二相與八十種好所構成。（《新国訳大蔵経•長阿含経(Ⅰ)》，p.114，n.5） 
669 善見～Sudassa.（大正 1，10d，n.15）。  
670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63 頁，注 9：善見天(Sudassā devā)(巴)，位於色界十八天中之四禪天。 
671 猶如蓮華，水所不著：「水所不著」是不被污水所染著。著是染著的意思。《毘婆尸佛經》卷 2（大正

1，158c20-21）作：「世尊甚希有，無漏無障礙，清淨解脫身，如蓮不著水。」（《現代語訳「阿含経典」•

長阿含経（第 1 卷）》，p.451，n.131） 
672 [1]大善見～Sudassin.（大正 1，10d，n.16）。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63 頁，注 10：大善見(天)(Sudassī devā)(巴)，位於色界十八天中之

四禪天。 
673 塵翳〔ㄧˋ〕：1.被灰塵遮掩。比喻受蒙蔽。（《漢語大詞典（二）》，p.1191） 
674 詣〔ㄧˋ〕：2.前往；到。（《漢語大詞典（十一）》，p.197） 
675 一究竟：色究竟天。（《新国訳大蔵経•長阿含経(Ⅰ)》，p.114，n.7） 
676 五居處：無造天、無熱（天）、善見天、大善見（天）、一究竟（天）。 
677 所＝行【宋】【元】【明】（大正 1，10d，n.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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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法決定679，毘婆尸子680，淨心善來，詣大仙人。 
尸棄佛子，無垢無為，以淨心來，詣離有尊681。 
毘沙婆＊子，諸根具足，淨心詣我，如日照空。 
拘樓孫＊子，捨離諸欲，淨心詣我，妙光焰盛。 
拘那含子，無垢無為，淨心詣我，光如月滿。 
迦葉弟子，諸根具足，淨心詣我。 
不682亂683大仙，神足第一，以堅固心，為佛弟子。 
淨心而來，為佛弟子，禮敬684如來，具685啟人尊686。 
所生687成道，名姓688種族，知見689深法，成無上道。 
比丘靜處，離于塵垢，精勤不懈，斷諸有結690。 
此是諸佛，本末因緣，釋迦如來，之所演說。」 

三、 流通分 

佛說此大因緣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691！ 
 
(11a)佛說692長阿含經卷第一693 

                                                                                                                                                         
678 染取：「染」是染著的意思。「取」是執著、固執，十二因緣之一。（《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

経（第 1 卷）》，p.452，n.137） 
679 決定：好好決定、無有動搖。（《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52，n.138） 
680 子：應是弟子之意，以下例此。（《新国訳大蔵経•長阿含経(Ⅰ)》，p.114，n.9） 
681 離有尊：遠離迷悟世界的尊貴的人，即所謂的佛。（《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

p.453，n.141） 
682 （如北天念）＋不【宋】【元】【明】【聖】（大正 1，10d，n.18）。 
683 亂＝能【宋】【元】【明】（大正 1，10d，n.19）。 
684 禮敬：以合於禮儀的舉動表示尊崇。（《漢語大詞典（七）》，p.958） 
685 具＝見【聖】（大正 1，10d，n.20）。 
686 人尊：人中最尊貴的人，佛的尊號。（《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53，n.146） 
687 所生：3.謂親生子女。（《漢語大詞典（七）》，p.348） 
688 名姓：2.有名望的姓氏。即舊族。（《漢語大詞典（三）》，p.162） 
689 [1]見：8.知道；覺得。（《漢語大詞典（十）》，p.311） 

[2]知見：1.見識；見解。（《漢語大詞典（七）》，p.1524） 
690 有結：生死輪迴的迷悟世界的煩惱。（《現代語訳「阿含経典」•長阿含経（第 1 卷）》，p.454，n.151） 
691 奉行：1.遵照實行。2.佛經末尾“流通分”中，多用以表示聽眾服膺之意。（《漢語大詞典（二）》，p.1507） 
692 〔佛說〕－【宋】【元】【明】【聖】（大正 1，11d，n.1）。 
693 ＋（光明皇后願文）【聖】（大正 1，11d，n.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