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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長阿含經》1卷十九 

第四分世記經〈龍鳥品〉第五 

(大正 1，127a27-129a25) 
解題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一)》，p.27，n.5：「本品敘述龍及金翅鳥之種類、所處環境及5 
生活狀況；執取龍、金翅鳥、狗、牛、日、月、水、火等戒禁取見，為出生畜生道或墮

地獄之因緣；或有沙門、婆羅門對「我、世間」作種種論說，猶如盲人摸象，不見實相。 」 
 
一、 世尊告訴比丘有關龍及金翅鳥之種類及所處的生活環境 

（一）龍及金翅鳥之種類 10 
佛告比丘：「有四種龍2，何等為四？一者卵生，二者胎生，三者濕生，四者化生，

是為四種。（127b）有四種金翅鳥3，何等為四？一者卵生，二者胎生，三者濕生，四者化

生，是為四種。 
（二）龍王與金翅鳥所居之地 

1、娑竭、難陀、婆難陀龍王之宮殿 15 
大海水底有娑竭龍王4宮，縱廣八萬由旬，宮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

行樹，周匝嚴飾，皆七寶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須彌山王與佉陀羅山，

二山中間有難陀、婆5難陀二龍王6宮，各各縱廣六千7由旬8，宮牆七重，七重欄楯、七

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9飾10，以七寶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亦復如是。 
2、究羅睒摩羅樹四方各有龍宮及金翅鳥宮 20 
「大海北岸有一大樹，名究羅睒摩羅11，龍王、金翅鳥共有此樹。其樹下圍七由旬，

                                                 
1〔佛說…記經〕十一字－【明】。 (大正 1，127d，n.4)  
[＊10-1]校＝交【宋】【元】＊。[＊10-2]校＝交【宋】【元】＊。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741 頁，注 4：「龍(nāga)(巴)，為八部眾之一。」 
3《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741 頁，注 5：「金翅鳥(garula)(巴)、(garuda)(梵)，又作迦樓羅，為八

部眾之一。」 
4《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741 頁，注 6：「娑竭龍王(Sāgara-nāgarājan)(巴)，「娑竭」為大海之意，

即住於大海之龍王。」 
5 婆＝跋【宋】【元】【明】。(大正 1，127d，n.5) 
6《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741 頁，注 8：「難陀龍王(Nanda-nāgarājan)(巴)、跋難陀龍王

(Upananda-nāgarājan)(巴)，此二龍王為兄弟。」 
7 千＝十【明】。(大正 1，127d，n.6) 
8 由旬：[梵 yojana]古 印度 計程單位。一由旬的長度，我國古有八十里、六十里、四十里等諸說。見《翻

譯名義集‧數量》。北周  庾信《奉和法筵應詔》：“千柱蓮花塔，由旬紫柑園。”《法苑珠林》卷三：

“八拘盧舍為一由旬，合有四十里。”唐段成式《酉陽雜俎‧貝編》：“ 積崖山高三百由旬。”清蒲

松齡《聊齋志异‧齊天大聖》：“遂覺雲生足下，騰踔而上，不知幾百由旬。”（《漢語大詞典（七）》，

p.1297） 
9 校＝交【宋】【元】。(大正 1，127d，n.7) 
10 校飾：裝飾。（《漢語大詞典（四）》，p.998） 
11〔羅〕－【宋】【元】【明】。(大正 1，127d，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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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百由旬，枝葉四布12五十由旬。 
（1）東方有卵生龍王宮與卵生金翅鳥宮 

此大樹東有卵生龍王宮、卵生金翅鳥宮，其宮各各縱廣六千由旬，宮牆七重，七重

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13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悲鳴，亦復如

是。 5 
（2）南方有胎生龍王宮與胎生金翅鳥宮 

其究羅睒摩羅樹南有胎生龍王宮、胎生金翅鳥宮，其宮各各縱廣六千由旬，宮牆七

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14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悲鳴，

亦復如是。 
（3）西方有濕生龍王宮與濕生金翅鳥宮 10 

「究羅睒摩羅樹西有濕生龍15宮、濕生金翅鳥宮，其宮各各縱廣六千由旬，宮牆七

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

亦復如是。 
（4）北方有化生龍王宮與化生金翅鳥宮 

究羅睒摩羅樹北有化生龍王宮、化生金翅鳥宮，其宮各各縱廣六千由旬，宮牆七重，15 
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悲鳴，亦

復如是。 
（三）四生金翅鳥各別所食的龍類 

1、卵生金翅鳥只能食卵生龍 

「若卵生金翅鳥欲搏食龍時，從究羅睒摩羅樹東枝（127c）飛下，以翅搏大海水，海20 
水兩披二百由旬，取卵生龍食之，隨意自在，而不能取胎生、濕生、化生諸龍。 

2、胎生金翅鳥只能食卵生與胎生龍 

「若胎生金翅鳥欲搏食卵生龍時，從樹東枝飛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兩披二百由

旬，取卵生龍食之，自在隨意。若胎生金翅鳥欲食胎生龍時，從樹南枝飛下，以翅搏大

海水，海水兩披16四百由旬，取胎生龍食之，隨意自在，而不能取濕生、化生諸龍食也。 25 
3、濕生金翅鳥只能食卵生、胎生、濕生龍 

「濕生金翅鳥欲食卵生龍時，從樹東枝飛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兩披二百由旬，

取卵生龍食之，自在隨意。濕生金翅鳥欲食胎生龍時，於樹南枝飛下，以翅搏大海水，

海水兩披四百由旬，取胎生龍食之，自在隨意。濕生金翅鳥欲食濕生龍時，於樹西枝飛

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兩披八百由旬，取濕生龍食之，自在隨意，而不能取化生龍食。30 
17 

4、唯有化生金翅鳥能食四類龍 

                                                 
12 四布：2.向四方傳布、散發。（《漢語大詞典（三）》，p.569） 
13 校＝絞【宋】。(大正 1，127d，n.9) 
14 校＝交【宋】【元】＊。(大正 1，127d，n.10) 
15 明校譌曰。龍下失王字。(大正 1，127d，n.11) 
16 披：1.傍；3.分割。（《漢語大詞典（六）》，p.521） 
17《增壹阿含經》卷 19（第 8 經）〈27 等趣四諦品〉：「比丘當知：若濕生金翅鳥欲食龍時，上鐵叉樹上，

自投于海。彼若得卵生龍、胎生龍、濕生龍，皆能捉之，設值化生龍者，鳥身即死。」(大正 2，646 a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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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金翅鳥欲食卵生龍時，從樹東枝飛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兩披二百由旬，

取卵生龍食之，自在隨意。化生金翅鳥欲食胎生龍時，從樹南枝飛下，以翅搏大海水，

海水兩披四百由旬，取胎生龍食之，隨意自在。化生金翅鳥欲食濕生龍時，從樹西枝飛

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兩披八百由旬，取濕生龍食之。化生金翅鳥欲食化生龍時，從

樹北枝飛下，以翅搏大海水，海水兩披千六百由旬，取化生龍食之，隨意自在。是為金5 
翅鳥所食諸龍。 

（四）金翅鳥不能搏食的龍類 

「復有大龍，金翅鳥所不能得18。何者是？娑竭龍王、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伊

那婆羅（128a）龍王、提頭賴吒龍王、善見龍王、阿盧19龍王、伽20拘羅龍王、＊伽毗羅龍

王、阿波羅龍王、＊伽[少/兔]龍王、瞿＊伽[少/兔]龍王、阿耨達龍王、善住龍王、優睒＊10 
伽波頭龍王、得叉伽龍王，此諸大龍王皆不為金翅鳥之所搏食；其有諸龍在21近彼住者，

亦不為金翅鳥之所搏食。」 
二、 佛告比丘有關邪見的戒法、言論及過患 

（一）持邪見之戒法 

佛告比丘：「若有眾生奉持龍戒，心意向龍，具龍法者，即生龍中，若有眾生奉持15 
金翅鳥戒，心向金翅鳥，具其法者，便生金翅鳥中。或有眾生持兔、梟22戒者23，心向

兔梟，具其法者，墮兔梟中；若有眾生奉持狗戒，或持牛戒，或持鹿戒，或持瘂戒，24或

持摩尼婆陀25戒，或持火戒，或持月戒，或持日戒，或持水戒，或持供養火戒，或持苦

行穢汙法，彼作是念：我持此瘂法、摩尼婆陀法、火法、日月法、水法、供養火法、諸

苦行法，我持此功德，欲以生天，此是邪見。」 20 
佛言：「我說此邪見人必趣二處26：若生地獄，有墮四27生。 

（二）種種邪見的言論
28 

                                                 
18 得＝食【宋】【元】【明】。(大正 1，127d，n.12) 
19 盧＝蘆【宋】【元】【明】。(大正 1，128d，n.1) 
20 伽＝迦【宋】【元】【明】＊。[＊2-1]伽＝迦【宋】【元】【明】＊。(大正 1，128d，n.2) 
21〔在〕－【宋】【元】【明】。(大正 1，128d，n.3) 
22梟〔xiāo ㄒ－ㄠ〕：1.鳥名。貓頭鷹一類的鳥。亦為鳥綱鴟鴞科各種鳥的泛稱。（《漢語大詞典（四）》，

p.1050） 
23〔者〕－【宋】【元】【明】。(大正 1，128d，n.4) 
24《大智度論》卷 22〈1 序品〉：「外道戒者，牛戒、鹿戒、狗戒，羅剎鬼戒，啞戒、聾戒，如是等戒，

智所不讚，唐苦無善報。」(大正 25，226a16-18) 
25《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745 頁，注 6：「摩尼婆陀(Manibhadda)(巴)、(Manibhadra)(梵)，又作

寶賢，為夜叉八大將之一。」 
26《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745 頁，注 7：「二處：指地獄(naraka)(巴)、畜生(tiracchāna)(巴)，與

「二趣」同義。」 
27 四＝畜【宋】【元】【明】。(大正 1，128d，n.5) 
28 印順導師《中觀論頌講記》p.405 - p.406：「佛在《阿含經》中，對外道的邪執，每以『無記』答覆他。

這就是說：勝義諦中，這一切無從說起。現在論主約此深義，顯示如來的勝義不可思議。一般外道說

我及世間，有常無常等的四句，有邊無邊等的四句。初四句是：我及世間常，我及世間無常，我及世

間亦常亦無常，我及世間非常非無常。後四句是：我及世間有邊，我及世間無邊，我及世間亦有邊亦

無邊，我及世間非有邊非無邊。常無常等的四句，是約時間說的，邊無邊等的四句，是約空間說的。

如說我有邊，在身體中，如米大、豆大、指大，受空間的限制；說我無邊，我遍一切處，無所不在，

就是小我遍通於大我。後二句只是從初二句演出的。緣起有的如來，即緣起的我，意義相同。外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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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沙門、婆羅門有如是論、如是見： 
  1、我及世間有常無常等四句 

『我、世間有常，此實餘虛；我及世間無常，此實餘虛； 
我及世間有常無常，此實餘虛；我及世間非有常非無常，此實餘虛。 
2、我及世間有邊無邊等四句 5 
我、世29有邊，此實餘虛；我、＊世無邊，此實餘虛； 
我、＊世有邊無邊，此實餘虛；我、＊世非有邊非無邊，此實餘虛。 
3、命是身及命異身異等四句 

是命是身，此實餘虛；是30命異身異，此實餘虛； 
非有命非無命，此實餘虛；無命無身，此實餘虛。』 10 
4、如來死後有及如來死後無等四句 

或有人言：『有如是他死，此實餘虛。』 
有言：『無如是他死，此實餘虛。』 
或言：『有31如是32無如是他死，此實餘虛。』 
又言：『非有非無如是他死，此實餘虛。』33 15 

                                                                                                                                                         
我有此八句，說如來也就有此八句。外道的這種分別，以性空的正見觀察，在諸法『寂滅相』的性空

『中』，根本是『無』有『常無常等』的『四』句的；在諸法『寂滅相』的性空『中』，也根本是『無』

有『邊無邊』等四句的。為什麼呢？諸法性空中，是畢竟清淨的，那裡有這些不正的邪見？如加以批

評，時間上的常無常，有斷常過；空間中的邊無邊，有一異過。外道雖以我及世間，分別常無常等，

但這是以緣起如來的畢竟空寂性而遮破的。」  
29 世＋（間）【宋】＊【元】＊【明】＊。[＊6-1]世＋（間）【宋】＊【元】＊【明】＊。(大正 1，128d，

n.6) 
30〔是〕－【宋】【元】【明】。(大正 1，128d，n.7) 
31 有＋（有）【宋】【元】【明】。(大正 1，128d，n.8) 
32 是＋（他死）【宋】【元】【明】。(大正 1，128d，n.9) 
33（1）《雜阿含經》卷 16（408 經）：「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有眾多比丘集於食

堂，作如是論：或謂世間有常，或謂世間無常、世間有常無常、世間非有常非無常，世間有邊、

世間無邊、世間有邊無邊、世間非有邊非無邊，是命是身、命異身異，如來死後有、如來死後無、

如來死後有無、如來死後非有非無。爾時，世尊一處坐禪，以天耳聞諸比丘集於食堂論議之聲。

聞已，往詣食堂，於大眾前敷座而坐，告諸比丘：『汝等比丘眾多聚集，何所言說？』時，諸比丘

白佛言：『世尊！我等眾多比丘集此食堂，作如是論：或說有常，或說無常。』如上廣說。佛告比

丘：『汝等莫作如是論議。所以者何？』如此論者，非義饒益，非法饒益，非梵行饒益，非智、非

正覺，非正向涅槃。汝等比丘應如是論議：『此苦聖諦、此苦集聖諦、此苦滅聖諦、此苦滅道跡聖

諦。』所以者何？如是論議，是義饒益、法饒益、梵行饒益、正智、正覺、正向涅槃。是故，比

丘！於四聖諦未無間等，當勤方便，起增上欲，學無間等。』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大正 2，109a27-b18) 
（2）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中）》p.132：「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有眾多

比丘，集於食堂，作如是論：或謂世間有常，或謂世間無常，世間有常無常，世間非有常非無常；

世間有邊，世間無邊，世間有邊無邊，世間非有邊非無邊；是命是身，命異身異；如來死後有，

如來死後無，如來死後有無，如來死後非有非無。爾時、世尊一處坐禪，以天耳聞諸比丘集於食

堂論議之聲。聞已，往詣食堂，於大眾前，敷座而坐。告諸比丘：『汝等比丘眾多聚集，何所言說』？

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我等眾多比丘，集此食堂，作如是論：或說有常，或說無常，如上廣說』。

佛告比丘：『汝等莫作如是論議！所以者何？如此論者，非義饒益，非法饒益，非梵行饒益，非智、

非正覺，非正向涅槃。汝等比丘！應如是論議：此苦聖諦，此苦集聖諦，此苦滅聖諦，此苦滅道

跡聖諦。所以者何？如是論議，是義饒益，法饒益，梵行饒益，正智、正覺，正向涅槃。是故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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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執著有我見、命見、身見及世間見，而引申邪見之言論 

「彼（128b）沙門、婆羅門若作如是論、如是見者， 
1、執我及世間有常無常等四句 

言世是常，此實餘虛者，彼於行有我見、命見34、身見、世間見，是故彼作是言：『我、

世間有常。』 5 
彼言無常者，於行有我見、命見、身見、世間見，是故彼言：『我、世間無常。』 
彼言有常無常者，彼行於35有我見、命見、身見、世間見，故言：『世間有常無常。』

彼言非有常非無常者，於行有我見、命見、身見、世間見，故言：『我、世間非有常

非無常。』 
2、執我、世間有邊無邊等四句 10 

「彼言我、世間有邊者，於行有我見、命見、身見、世間見，言36：『命有邊，身有邊，

世間有邊。』從初受胎至於塚間，所有四大身如是展轉，極至七生，身、命行盡，我入

清淨聚，是故彼言：『我有邊。』 
彼言我、世間無邊者，於行有我見、命見、身見、世間見，言：『命無邊，身無邊，

世間無邊。』從初受胎至於塚間，所有四大身如是展轉，極至七生，身、命行盡，我入15 
清淨聚，是＊言：『我、世間無邊。』 

彼作是言：『此世間有邊無邊。』彼於行有我見、命見、身見、世間見。命有邊37無邊，

從初受胎至於塚間，所有四大身如是展轉，極至七生，身、命行盡，我入清淨聚，是故

言：『我有邊無邊。』 
彼作是言：『我、世間非有邊非無邊。』於行有我見、命見、身見、世間見，命身非20 

有邊非無邊，從初受胎至於塚間，所有四大身如是展轉，極至七生，身、命行盡，我入

清淨聚，是故言：『我非有邊非無邊。』 
3、執命是身及命異身異等四句 

「彼言是命是身者，於此身有命見38，於餘身有命見，是故言：『是命是身。』 
言，於此身有命見，於餘身無命見，是故言：『命異身異。』 25 
彼言身命非有非無者，於（128c）此身無命見，於餘身有命見，是故言：『非有非無。』 
彼言無身命者，此身無命見，餘身無命見，是故言：『無命無身。』 

4、執如來死後有、無等四句 

彼言有如是他死者，其人見今有39命，後更有身、命遊行，是故言：『有如是他死。』 
無如是他死者，彼言今世有命，後世無命，是故言：『無如是他死。』 30 
有如是他死無如是他死者，彼言今世命斷滅，後世命遊行，是故言：『有如是他命無

                                                                                                                                                         
丘！於四聖諦未無間等，當勤方便，起增上欲，學無間等』。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五九(51.003)；六００（ 四０八）。 
34 見＋（有）【宋】【元】【明】。(大正 1，128d，n.10) 
35 行於＝於行【宋】【元】【明】。(大正 1，128d，n.11) 
36 言＝故言【宋】＊【元】＊【明】＊。[＊12-1]言＝故言【宋】＊【元】＊【明】＊。(大正 1，128d，

n.12) 
37 邊＋（身）【宋】【元】【明】。(大正 1，128d，n.13) 
38〔見〕－【宋】【元】【明】。(大正 1，128d，n.14) 
39 有＋（身）【宋】【元】【明】。(大正 1，128d，n.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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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他命。』 
非有非無如是他死者，彼言今身、命斷滅，後身、命斷滅，是故言：『非有非無如是

他死。』 
三、 世尊舉盲人摸象，不見實相，來破斥外道之邪說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言40：「乃往過去有王名鏡面，時，集生盲人聚在一處，而告之5 
曰：『汝等生盲！寧41識象不？』對曰：『大王！我不識、不知。』王復告言：『汝等欲知

彼形類不？』對曰：『欲知。』 
時，王即勅侍者，使將象來，令眾盲子手自捫42象。中有摸象得鼻者，王言此是象。

或有摸象得其牙者，或有摸象得其耳者，或有摸象得其頭者。或有摸象得其背者，或有

摸象得其腹者，或有摸象得其[月*坒]43者，或有摸象得其膊44者，或有摸象得其跡45者，10 
或有摸象得其尾者，王皆語言：『此是象也。』 

「時，鏡面王即却彼象，問盲子言：『象何等類？』其諸盲子，得象鼻者，言象如

曲轅46；得象牙者，言象如杵47；得象耳者，言象如箕48；得象頭者，言象如鼎；得象背

者，言象如丘阜49；得象腹者，言象如壁；得象[月*坒]者，言象如樹；得象膊者，言象

如柱；得象跡者，言象如臼50；得象尾者，言象如絙51。各各共諍，互52相是非，此言如15 
是，彼言不爾，（129a）云云不已，遂至鬪諍。時，王見此，歡喜大笑。 

「爾時，鏡面王即說頌曰： 
 『諸盲人群集，於此競諍訟； 象身本一體，異相53生是非。』」 
四、當勤方便勤修四聖諦，心得解脫 

佛告比丘：「諸外道異學亦復如是，不知苦諦，不知習54諦、盡諦、道諦，各生異見，20 
互相是非，謂己為是，便起諍訟。若有沙門、婆羅門能如實知苦聖諦、苦＊習聖諦、苦

滅聖諦、苦出要諦，彼自思惟，相55共和合，同一受，同一師，同一水乳，熾然佛法。

                                                 
40〔言〕－【宋】【元】【明】。(大正 1，128d，n.16) 
41 寧：3.豈。（《漢語大詞典（三）》，p.1599） 
42 捫〔mén ㄇㄣˊ〕：3.撫摸。（《漢語大詞典（六）》，p.724） 
43（1）[月*坒]（bì）＝髀【宋】【元】【明】。(大正 1，128d，n.17) 
 （2）髀：2.指股部；大腿。（《漢語大詞典（十二）》，p.408） 
44（1）膊＝腨【元】＊【明】＊。(大正 1，128d，n.18) 
 （2）膊：1.肩膀；胳臂。亦泛指身體的上部。（《漢語大詞典（四）》，p.855） 
45 跡：同“ 蹟 ”。（《漢語大詞典（十）》，p.480）。蹟：1.腳印；足跡。（《漢語大詞典（十）》，p.537） 
46 轅：輈也。1.車前駕牲畜的部分，壓在車軸上，伸出車輿的前端。（《漢語大字典（一）》，p.521） 
47 杵：1.舂搗穀物、藥物及築土、搗衣等用的棒槌。（《漢語大詞典（四）》，p.855） 
48 箕〔jī ㄐ－〕：1.簸箕。揚米去糠的器具。（《漢語大詞典（八）》，p.1187） 
49（1）阜〔fù ㄈㄨˋ〕：2.山。《文選‧左思〈蜀都賦〉》：“經途所亙，五千餘里，山阜相屬，含谿懷谷。” 

劉逵 注：“阜，大山也。”（《漢語大詞典（十一）》，p.908） 
（2）丘阜：山丘；土山。（《漢語大詞典（一）》，p.510） 

50 臼〔jiù ㄐ－ㄡˋ〕：1.舂米器。2.多用木石製成。3.泛稱搗物的臼狀容器。（《漢語大詞典（八）》，p.1287） 
51 絙〔gēng〕：同“ 緪 ”也。（《漢語大字典（五）》，p.3391）。緪：1.粗繩索。（《漢語大詞典（九）》，p.948） 
52 互＝迭【宋】【元】【明】。(大正 1，128d，n.19) 
53 相＝想【宋】【元】【明】。(大正 1，129d，n.1) 
54 習＝集【元】【明】＊。[＊2-1]習＝集【元】【明】＊。(大正 1，129d，n.2) 
55 相＝善【宋】【元】【明】。(大正 1，129d，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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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樂56久住。」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人不知苦，不知苦所起；亦復不知苦，所可滅盡處； 
   亦復不能知，滅於苦集道。失於心解脫，慧解脫亦失； 
   不能究苦本，生老病死源57。若能諦知苦，知苦所起因； 5 
   亦能知彼苦，所可滅盡處；又能善分別，滅苦集聖道； 
   則得心解脫，慧解脫亦然。斯人能究竟，苦陰之根58本； 
   盡生老病死59，受有＊之根原。」 
「諸比丘！是故汝等當勤方便思惟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出要諦。 

 10 
佛說60長阿含經卷第十九 」 

                                                 
56 安樂＝樂法【宋】【元】【明】。(大正 1，129d，n.4) 
57 源＝原【宋】【元】。(大正 1，129d，n.5) 
58 之根＝根之【明】＊。(大正 1，129d，n.6) 
59 老病死＝苦死病【宋】【元】【明】。[＊6-1]之根＝根之【明】＊。(大正 1，129d，n.7) 
60〔佛說〕－【宋】【元】。(大正 1，129d，n.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