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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長阿含經》卷 22 
〈佛說長阿含第四分世記經1世本緣品2第十二3〉 

（大正 1，144a4-149c24） 
 

※ 題解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頁 28-29：「世本緣品：本品敘述： 
1、世間天地還欲成時，光音天眾生身壞命終生空梵處；先生眾生自以為大梵天王，

能造萬物，是眾生父母。 
2、日、月生成經過；夏日炎、冬日暖之緣故；白月、黑月盈虧之緣故；江河生成

之因緣；世間五種子之來源；四天下日、夜轉變之情形。 
3、劫初眾生之食、衣、住；由化生變為胎生之經過。 
4、四姓繼起因緣；社會之成立及其變革。」 
 

一、世間天地還欲成時，光音天眾生身壞命終生空梵處；先生眾生自以為大梵天王，能造萬物，是眾生

父母 

佛告比丘：「火災過已，此世天地4還欲成時，有餘眾生福盡、行盡、命盡，於光音

天命終，生空梵處，於彼生染著心，愛樂彼處，願餘眾生共生彼處。發此念已，有餘眾

生福、行、命盡，於光音天身壞命終，生空梵處。時，先生梵天即自念言：我是梵王大

梵天王，無造我者，我自然有，無所承受5，於千世界最得自在，善諸義趣6，富有豐饒7，

能造化萬物，我即是一切眾生父母。其後來諸梵復自念言：彼先梵天即是梵王大梵天王，

彼自然有，無造彼者，於千世界最尊第一，無所承受，善諸義趣，富有豐饒，能造萬物，

是眾生父母，我從彼有。彼梵天王顏貌容狀8常如童子，是故梵王名曰童子。9 
「或有是時，此世還成世間，眾生多有生光音天者，自然化生，歡喜為食，身光自

                                                 
1〔佛說…記經〕十一字－【明】。（大正 1，145d，n.1） 
2（1）cf D. 27, 10-23.。（大正 1，145d，n.2）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825，注 5：「世本緣品，參閱長部(D. 27. Aggañña-Suttanta 起

世因本經)、長阿含第五經小緣經(佛光一．二三三)。」 
3《瑜伽師地論》卷 2（大正 30，287b28-c4）：「如是器世間成已，有諸有情從極淨光天眾同分沒，來生此 

中。餘如前說。此皆由彼感劫初業。此業第一最勝微妙，欲界所攝；唯於此時，此業感果，非於餘時， 

爾時有情名劫初者。又彼有色從意所生，如是一切，如經廣說。」 
4 此世天地…壽命長久 cf D. 24, 2. 15-16.。（大正 1，145d，n.3） 
5 承受：3.繼承。（《漢語大詞典（一）》，p.770） 
6 義趣：意義和旨趣。（《漢語大詞典（九）》，p.173） 
7 豐饒：1.豐裕富饒。2.豐足充實。（《漢語大詞典（九）》，p.1348） 
8 容狀：容貌；形狀。（《漢語大詞典（三）》，p.1488） 
9《大智度論》卷 10〈1 序品〉（大正 25，135a2-12）：「問曰：色界中大有天，何以但言『梵世界集』？ 

答曰：上諸天無覺觀，不喜散心，又難聞故。梵世界有四識，易聞故。又梵世界近故。復次，梵名離

欲清淨，今言梵世界，已總說色界諸天。復次，餘天未有人民，劫初生時，梵天王獨在梵宮寂漠無人，

其心不悅而自生念：『此間何以不生人民？』是時光音天命盡者，應念來生。梵王便自生念：『此諸天

先無，隨我念故生，我能生此諸天。』諸天是時亦各自念：『我從梵王生，梵王是我父也。』以是故，

但說『梵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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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神足飛空，安樂無礙，壽命長久。其後此世變10成大水，周遍彌滿，當於爾時，天

下大闇，無有日月、星辰、晝夜，亦無歲月、四時11之數。其後此世還欲變時，有餘眾

生福盡、行盡、命盡，從光音天命終，來生此間，皆悉化生，歡喜為食，身光自照，神

足飛空，安樂無礙，久住此間。爾時，無有男女、尊卑、上下，亦無異名；眾共生世12，

故名眾生。 
二、「日」生成之緣由；白月、黑月盈虧之緣由 

「是時，此地有自然地味13出，凝停於地，猶如醍醐14，（145b）地15味出時16，亦復

如是，猶如生酥＊，味甜如蜜。其後眾生以手試甞17知為何味，初甞覺好，遂生味著，如

是展轉甞之不已，遂生貪著，便以手掬18，漸成摶19食20，摶＊食不已，餘眾生見，復效

食之，食之不已。時，此眾生身體麤澁21，光明轉滅，無復神足，不能飛行。爾22時，

未有日月，眾生光滅；是時，天地大闇，如前無異。其後久久，有大暴風吹大海水，深

八萬四千由旬，使令兩披飄，取日宮殿，著須彌山半，安日道中，東出西沒，周旋天下。 
（一）「日」生成之經過 

「第二日宮從東出西沒，時眾生有言：『是即23昨日也。』或言：『非昨24也。』第

三日宮繞須彌山，東出西沒，彼時眾生言：『定是一日。』日者，義言是前，明因是故

名為日。日有二義：一曰住常度25，二曰宮殿。宮殿四方遠見故圓，寒溫和適26，天金

所成，頗梨27間28廁29。二分天金，純真無雜，外內30清徹，光明遠照；一分頗梨，純真

無雜，外內＊清徹，光明遠照。日宮31縱廣五十一32由旬，宮牆及地薄如梓柏33。 
                                                 
10（忽）＋變【宋】【元】【明】。（大正 1，145d，n.4） 
11 四時：1.四季。2.指一年四季的農時。3.指一日的朝、晝、夕、夜。（《漢語大詞典（三）》，p.569） 
12 生世：1.活在世上。3.猶言一生一世；一輩子。4.謂有生民之世。（《漢語大詞典（七）》，p.1486） 
13 味＝水【宋】【元】【明】。（大正 1，145d，n.5） 
14 醍醐：1.從酥酪中提製出的油。（《漢語大詞典（九）》，p.1429） 
15（時）＋地【宋】【元】【明】。（大正 1，145d，n.6） 
16〔時〕－【宋】【元】【明】。（大正 1，145d，n.7） 
17 甞：同“嘗”。（《漢語大字典（四）》，p.2414） 
18（1）掬＝探【宋】。（大正 1，145d，n.8） 

（2）掬〔ㄐㄩ〕：1.兩手相合捧物。4.抓取，取。（《漢語大詞典（六）》，p.698） 
19 摶＝揣【宋】＊【元】＊【明】＊。[＊9-1]（大正 1，145d，n.9） 
20 摶食：以手捏飯糰，抓食。（《漢語大詞典（六）》，p.827） 
21（1）澁：同澀。（《漢語大字典（三）》，p.1740） 

（2）麤澀：2.粗惡；粗糙，不細潤。（《漢語大詞典（十二）》，p.1305） 
22〔爾〕－【宋】【元】【明】。（大正 1，145d，n.10） 
23〔即〕－【宋】【元】【明】。（大正 1，145d，n.11） 
24 昨＋（日）【宋】【元】【明】。（大正 1，145d，n.12） 
25 常度：1.固定的規律或法度。（《漢語大詞典（三）》，p.733） 
26 和適：2.協調；調和；舒適。（《漢語大詞典（三）》，p.263） 
27 頗梨：指狀如水晶的寶石。（《漢語大詞典（十二）》，p.286） 
28 間：同“閒”。 6.間雜，夾雜。（《漢語大詞典（十二）》，p.73） 
29 廁：4.錯雜。（《漢語大詞典（三）》，p.1251） 
30 外內＝內外【宋】＊【元】＊【明】＊。[＊13-2]（大正 1，145d，n.13） 
31 宮＋（殿）【宋】【元】【明】。（大正 1，145d，n.14） 
32〔一〕－【宋】【元】【明】。（大正 1，145d，n.15） 
33（1）梓柏＝葦籜【宋】＊【元】＊【明】＊。[＊16-1]（大正 1，145d，n.16） 

（2）梓〔ㄗˇ〕：亦作“杍”。1.木名。2.古代七種木工之一。亦泛指木工。（《漢語大詞典（四）》，p.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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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牆七重，七重欄楯34、七重羅網35、七重寶鈴、七重行樹36，周匝校37飾，以七

寶成。金牆銀門，銀牆金門；琉璃牆水精門，水精牆琉璃門；赤珠牆馬[瑙-王+石]門，

馬[瑙-王+石]牆赤珠門；車[(王*巨)/木]牆眾寶門，眾寶牆車[(王*巨)/木]門。又其欄楯，

金欄銀桄38，銀欄金桄；琉璃欄水精桄，水精欄琉璃桄；赤珠欄馬[瑙-王+石]桄，馬[瑙-
王+石]欄赤珠桄；眾寶欄車[(王*巨)/木]桄，車[(王*巨)/木]欄眾寶桄；金網銀鈴，銀網金

鈴；水精網琉璃鈴，琉璃網水精鈴；赤珠網馬[瑙-王+石]鈴，馬[瑙-王+石]網赤珠鈴；車

[(王*巨)/木]網眾寶鈴，眾寶網車[(王*巨)/木]鈴。其金樹者銀葉華實，銀樹者金（145c）

葉華實；琉璃樹者水精華實，水精樹者琉璃華實；赤珠樹者馬[瑙-王+石]華實，馬[瑙-
王+石]樹者赤珠華實；車[(王*巨)/木]樹者眾寶華實，眾寶樹者車[(王*巨)/木]華實。宮牆

四門，門有七階，周匝欄楯，樓閣臺觀、園林浴池，次第相比，生眾寶華，行行相當，

種種果樹，華葉雜色，樹香芬馥39，周流四遠，雜類眾鳥相和而鳴。 
1、日天子歡樂無倦，好樂捷疾，故名為捷疾 
「其日宮殿為五風所持：一曰持風，二曰養風，三曰受風，四曰轉風，五曰調風。

日天子所止正殿，純金所造，高十六由旬，殿有四門，周匝欄楯。日天子座縱廣半由旬，

七寶所成，清淨柔軟，猶如天衣。日天子自身放光照于金殿，金殿光40照于日宮，日宮

光出41照四天下，日天子壽天五百歲，子孫相承，無有間異。其宮不壞，終于42一劫。

日宮行時，其日天子無有行意，言我行住，以常五欲自相娛樂。日宮行時，無數百千諸

大天神在前導從，歡樂無倦，好樂捷疾43，因是日天子44名為捷疾。 
2、「日」光明之因緣 

（1）日宮殿有千光明，故言善業得千光明 
「日天子身出千光，五百光下照，五百光傍照，斯由宿業功德，故有此45千光，是

                                                                                                                                                         
（3）柏〔ㄅㄞˇ〕：1.柏科植物的通稱。2.指柏葉。（《漢語大詞典（四）》，p.915） 

34（1）唐．窺基《阿彌陀經通贊疏》卷 2（大正 37，338c7-9）：「極樂國土七重欄楯者，寶樹周圍有七重

欄楯也。橫曰欄，豎曰楯，欄檻也。」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697，注 6：「欄楯：欄干之縱木稱『欄』；欄干之橫木稱『楯』。」 
（3）欄楯：欄杆。（《漢語大詞典（四）》，p.1369） 

35（1）《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697，注 7：「羅網：以珠寶連綴而成之網，通常作為莊嚴之具。

又帝釋殿之羅網稱為因陀羅網。」 

（2）羅網：5.網狀物，寶網。（《漢語大詞典（八）》，p.1047） 
36 唐．善導《觀無量壽佛經疏》卷 3（大正 37，264a27-b5）：「今言七重者，或有一樹，[1]黃金為根，[2]

紫金為莖，[3]白銀為枝，[4]碼碯為條，[5]珊瑚為葉，[6]白玉為華，[7]真珠為果，如是七重互為根莖乃至華

果等，七七四十九重也。或有一寶為一樹者，或二三四乃至百千萬億不可說寶為一樹者，此義《彌陀

經》義中已廣論竟。故名七重也。言行者，彼國林樹雖多，行行整直而無雜亂。」 
37 校＝交【宋】＊。[＊17-1]（大正 1，145d，n.17） 
38 案：桄〔ㄍㄨㄤˋ〕。 
39 芬馥〔ㄈㄨˋ〕：香氣濃郁。（《漢語大詞典（九）》，p.308） 
40 光＋（出）【宋】【元】【明】。（大正 1，145d，n.18） 
41 光出＝出光【宋】【元】【明】。（大正 1，145d，n.19） 
42 終于：終究；到底。（《漢語大詞典（九）》，p.792） 
43 捷疾：敏捷，迅速。（《漢語大詞典（六）》，p.650） 
44〔子〕－【宋】【元】【明】。（大正 1，145d，n.20） 
45〔此〕－【宋】【元】【明】。（大正 1，145d，n.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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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日46天子名為千光。宿業功德云何？或有一人供養沙門、婆羅門，濟諸窮乏，施以飲

食、衣服、湯藥、象馬、車乘、房舍、燈燭，分布時與，隨其所須，不逆人意，供養持

戒諸賢聖人，由彼種種無數法喜光明因緣，善心歡喜。如剎利王水澆頭種初登王位47，

善心歡喜，亦復如是。以此因緣，身壞命終，為日天子，得日宮殿，有千光明，故言善

業得千光明。 
（2）以何業得千光明 

「復48以何等故，名為宿業光明？或有人不殺生，不盜，不邪婬49，不兩舌、惡口、

（146a）妄言、綺語，不貪取，不瞋恚、邪見，以此因緣，善心歡喜。猶如四衢50道頭有

大浴池，清淨無穢，有人遠行，疲極51熱渴52，來入此池，澡浴清涼，歡喜愛53樂；彼十

善者，善心歡喜，亦復如是。其人身壞命終，為日天子，居日宮殿，有千光明，以是因

緣故，名善業光明。 
（3）以何因緣得千光明 

「復以何緣名千光明？或有人不殺、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以此因緣，善心

歡喜；身壞命終，為日天子，居日宮殿，有千光明，以是因緣故，名善業千光明。六十

念頃54名一羅耶，三十羅耶名摩睺多，百摩睺多名優波摩，日宮殿六月南行，日行三十

里，極南不過閻浮提55，日北行亦復如是。 
3、夏日炎、冬日暖之緣由 

（1）以何因緣故日光炎熱 
「以何緣故日光炎56熱？有十因緣。何等為十？一者須彌山外有佉陀羅山，高四萬

二千由旬，頂57廣四萬二千由旬，其邊無量，七寶所成，日光照山，觸而生熱58，是為

                                                 
46〔日〕－【宋】【元】【明】。（大正 1，145d，n.22） 
47《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9〈26 十地品〉（大正 10，206a21-24）：「太子坐白象寶妙金之座，張大網幔，

建大幢幡，然香散花，奏諸音樂，取四大海水置金瓶內，王執此瓶灌太子頂，是時即名：受王職位，

墮在灌頂剎利王數。」 
48〔復〕－【宋】【元】【明】。（大正 1，145d，n.23） 
49 婬＋（不欺）【宋】【元】【明】。（大正 1，145d，n.24） 
50 四衢：1.四通八達的大路。2.指四出的通路。3.通達四方。（《漢語大詞典（三）》，p.569） 
51 疲極：2.疲勞；非常疲勞。（《漢語大詞典（八）》，p.307） 
52 熱渴：炎熱乾渴。（《漢語大詞典（七）》，p.232） 
53 愛＝受【宋】【元】【明】。（大正 1，146d，n.1） 
54《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831，注 4：「念頃(khana)(巴)，謂極短之時間，又作為時間之單位。 

除『念頃』外，本經下文另有羅耶(laya)(巴)，摩睺多(muhutta)(巴)、優波摩(upamā)(巴)等，均為時間單 

位。」 
55（1）《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683，注 4：「閻浮提（Jambudīpa）（巴）、（Jambudvīpa）（梵），

又作琰浮洲、贍部洲。為吾人所住之處，由於中央有一大樹，名曰閻浮，故名閻浮提。又由於位

於須彌山之南，故又稱南閻浮提。」 
（2）印順導師著《佛法概論》，p.124：「單以我們居住的地球說，一般每解說為四洲中的南閻浮提。閻

浮提即印度人對於印度的自稱，本為印度的專名。佛法傳來中國，於是閻浮提擴大到中國來。到

近代，這個世界的範圍擴大了，地球與閻浮提的關係究竟如何？以科學說佛法者說：須彌山即是

北極，四大洲即這個地球上的大陸，閻浮提限於亞洲一帶。真現實者說：須彌山系即一太陽系，

水、金、地、火四行星即四大洲，木、土、天王、海王四行星，即四大王眾天，太陽即忉利天。

這樣，閻浮提擴大為地球的別名了。」 
56 炎＝焰【宋】＊【元】＊【明】＊。[＊2-11]（大正 1，146d，n.2） 
57 頂＝縱【宋】【元】【明】。（大正 1，146d，n.3） 



《長阿含經》卷 22 
〈30 世記經‧12 世本緣品〉 

 

5 

一緣日光炎＊熱。二者佉陀羅山表有伊沙陀山59，高二萬一千由旬，縱廣二萬一千由旬，

周匝無量，七寶所成，日光照山，觸而生熱，是為二緣日光炎＊熱。 
「三者伊沙陀60山表有樹提陀羅山，上高萬二千由旬，縱廣萬二千由旬，周匝無量，

七寶所成，日光照山，觸而生熱，是為三緣日光炎＊熱。四者去樹提陀羅山表有山名善

見，高六千由旬，縱廣六千由旬，周匝無量，七寶所成，日光照山，觸而生熱，是為四

緣日光炎
＊熱。五者善見山表為馬祀山，高三千由旬，縱廣三千由旬，周匝無量，七寶

所成，日光照山，觸而生熱，是為五緣日光炎＊熱。六者去馬祀山表有尼彌陀羅（146b）

山，高千二百由旬，縱廣千二百由旬，周匝無量，七寶所成，日光照山，觸而生熱，是

為六緣日光炎＊熱。 
「七者去尼彌陀羅山表有調伏山，高六百由旬，縱廣六百由旬，周匝無量，七寶所

成，日光照山，觸而生熱，是為七緣日光炎＊熱。八者61調伏山表有金剛輪山，高三百由

旬，縱廣三百由旬，周匝無量，七寶所成，日光照山，觸而生熱，是為八緣日光炎＊熱。

復次，上萬由旬有天宮殿，名為星宿，瑠璃所成，日光照彼，觸而生熱，是為九62緣日

光炎＊熱。復次，日宮殿光照於大地，觸而生熱，是為十緣日光炎＊熱。」爾時，世尊以

偈頌曰： 
  「以此十因緣，日名為千光；光明炎＊熾熱，佛日之所說。」 

（2）何故冬日宮殿寒而不可近，有光而冷 
佛告比丘：「何故冬日宮殿寒而不可近，有光而冷？有十三緣，雖光而冷。云何為

十三？一者須彌山、佉陀羅山中間有水，廣八萬四千由旬，周匝無量，其水生雜華：優

鉢羅華、拘勿頭、鉢頭63摩、分陀利、須乾提華，日光所照，觸而生冷，是為一緣日光

為冷。二者佉陀羅山、伊沙陀羅山中間有水，廣64四萬二千由旬，縱廣四萬二千由旬，

周匝無量，有水生諸雜華，日光所照，觸而生冷，是為二緣日光為冷。 
「三者伊沙陀羅山去樹提陀羅山中間有水，廣二萬一千由旬，周匝無量，生諸雜華，

日光所照，觸而生冷，是為三緣日光為冷。四者65善見山、樹提山中間有水，廣萬二千

由旬，周匝無量，生諸雜華，日光所照，（146c）觸而生冷，是為四緣日光為冷。五者善

見山66、馬祀山中間有水，廣六千由旬，生諸雜華，日光所照，觸而生冷，是為五緣日

光為冷。六者馬祀山、尼彌陀羅山中間有水，廣千二百由旬，周匝無量，生諸雜華，日

光所照，觸而生冷，是為六緣日光為冷。尼彌陀羅山、調伏山中間有水，廣六百由旬，

周匝無量，生諸雜華，日光所照，觸而生冷，是為七緣日光為冷。調伏山、金剛輪山中

間有水，廣三百由旬，周匝無量，生諸雜華，日光所照，觸而生冷，是為八緣日光為冷。 

                                                                                                                                                         
58 生熱：1.發熱；熱起來。（《漢語大詞典（七）》，p.1486） 
59《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831，注 7：「伊沙陀山(Isadhara)(巴)，又作伊沙陀羅山。《大樓炭

經》卷 6〈13 天地成品〉（大正 1，306c3）作『伊沙多山』。」 
60 陀＋（羅）【宋】【元】【明】。（大正 1，146d，n.4） 
61 者＋（去）【宋】【元】【明】。（大正 1，146d，n.5） 
62 九＝光【元】。（大正 1，146d，n.6） 
63 勿頭鉢頭摩＝物頭摩華【宋】【元】【明】。（大正 1，146d，n.7） 
64 有水廣＝水【宋】【元】【明】。（大正 1，146d，n.8） 
65〔四者〕－【宋】【元】【明】。（大正 1，146d，n.9） 
66 山＝照【元】【明】。（大正 1，146d，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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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此閻浮利地大海江河67，日光所照，觸而生冷，是為九緣日光為冷。閻浮

提地河少，拘耶尼68地水多，日光所照，觸而生冷，是為十緣日光為冷。拘耶尼河少，

弗于逮水多，日光所照，觸而生冷，是為十一緣日光為冷。弗于逮69河少，欝單曰70河

多，日光所照，觸而生冷，是為十二緣日光為冷。復次，日宮殿光照大海水，日光所照，

觸而生冷，是為十三緣日光為冷。」佛時頌曰： 
  「以此十三緣，日名為千光；其光明清冷，佛日之所說。」 

（二）白月、黑月盈虧之緣由 
佛告比丘：「月宮殿有時損71質盈虧72，光明損減，是故月宮名之為損。月有二義：

一曰住常度，二曰宮殿73。四方遠見故圓74，寒溫和適，天銀、琉璃所成。二分天銀，

純真無雜，內外清徹，光明遠照；一分琉璃，純真無雜，外內＊清徹，光明遠照。月宮

殿縱廣四十九由旬，宮牆及地薄如梓＊柏。宮牆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147a）七

重寶鈴、七重行樹，周匝校＊飾以七寶成，乃至無數眾鳥相和而鳴。 
1、月天子歡樂無倦，好樂捷疾，故名為捷疾 
「其月75宮殿為五風所持：一曰持風，二曰養風，三曰受風，四曰轉風，五曰調風。

月天子所止正殿，琉璃所造，高十六由旬，殿有四門，周匝欄楯。月天子座76縱廣半由

旬，七寶所成，清淨柔軟，猶如天衣。月天子身放光明，照琉璃殿，琉璃殿光照于月宮，

月宮光出照四天下。月天子壽天五百歲，子孫相承，無有異系77。其宮不壞，終于一劫。

月宮行時，其月天子無有行意，言我行住78常以五欲自相娛樂。月宮行時，無數百千諸

                                                 
67（復次…江河）十一字＝金剛輪山閻浮提地中間有水【宋】【元】【明】。（大正 1，146d，n.11） 
68《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683，注 3：「俱耶尼（Goyāniya）（巴），又作瞿耶尼、瞿陀尼，為

位於須彌山西方之洲名，故又稱西瞿陀尼耶（Apara-godānīya）（梵）。」 
69《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683，注 2：「弗于逮（Pubbavideha）（巴）、（Pūrvavideha）（梵），

又作弗于婆毗提訶、東勝身，為位於須彌山東方之洲名。」 
70（1）曰＝越【宋】＊【元】＊【明】＊。[＊12-6]（大正 1，146d，n.12）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683，注 1：「鬱單曰（Uttarakuru）（巴），又作鬱多羅究留、

北俱盧，譯為高勝、勝處，為位於須彌山北方之洲名。《起世經》卷 2〈2 鬱單越洲品〉（大正 1，
317a15-16）作：『彼鬱單越洲，於四天下中比餘三洲，最上、最妙、最高、最勝。』『曰』，明本作

『越』。」 
（3）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495：「佛教所傳的地上樂土，名為鬱多羅拘盧

（Uttarakuru）。拘盧是阿利安（Ārya）人的一族，所住地也就名為拘盧，在現今德里（Dehli）以北

一帶。這裡曾發生過大戰，古戰場被稱為『福地』。鬱多羅是上，也就是北方，所以鬱多羅拘盧，

是北拘盧，也是上拘盧。拘盧是婆羅門教發揚成長的中心，印度人以此為中心，而嚮往北方的最上

的拘盧，最福樂的地區。傳說中，鬱多羅拘盧是四大部洲之一，已成為神話地區。但傳說是有事實

背景的，依地理去考察，應該是印度北方的山地。阿利安族所住過的故鄉。原始的古樸平靜的山地

生活，在懷念中成為理想的樂土。北拘盧的傳說與嚮往，相當的古老，早在佛教以前就有了。《梵

書》（Brāhmaṇa）已經說到；到佛教，《長阿含經》、《樓炭經》、《起世經》、《起世因本經》、《立世

阿毘曇論》、《正法念處經》，都有詳細的說明。」 
71 損＝圓【宋】【元】【明】。（大正 1，146d，n.13） 
72 盈虧：2.指月之圓缺。（《漢語大詞典（七）》，p.1417） 
73 殿＋（宮殿）【宋】【元】【明】。[＊14-1]（大正 1，146d，n.14） 
74 圓＝團【宋】。（大正 1，146d，n.15） 
75〔月〕－【宋】【元】【明】。（大正 1，147d，n.1） 
76 座＝坐【宋】【元】。（大正 1，147d，n.2） 
77 系＝繼【宋】【元】【明】。（大正 1，147d，n.3） 
78 行住：行走或停留。（《漢語大詞典（三）》，p.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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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天神常在前導，好79樂無倦，好樂捷疾，因是80月天名為捷疾。 
2、「月」光明之因緣 

（1）月宮殿有千光明，故言善業得千光明 
「月天子身出千光明，五百光下照，五百光傍照，斯由宿業功德故有此光明，是故

月天子名曰千光。宿業功德云何？世間有人供養沙門、婆羅門，施諸窮乏飲食、衣服、

湯藥、象馬、車乘、房舍、燈燭，分布時與，隨意所須，不逆人意，供養持戒諸賢聖人，

猶81是種種無數法喜，善心光明。如剎利王水澆頭種初登王位，善心歡喜，亦復如是。

以是因緣，身壞命終，為月天子，月宮殿有千光明，故言善業得千光明。 
（2）以何業得千光明 

「復以何業得千光明？世間有人不殺，不盜，不邪婬，不兩舌、惡口、妄言、綺語，

不貪取、瞋恚、邪見，以此因緣，善心歡喜。猶如四衢道頭有大浴池清淨無穢，有人遠

行，疲極熱渴，來入此池，澡浴清涼，歡喜快樂；彼行十善者，善心歡喜，亦復如是。

其人身壞命終，為月天子，居月宮殿，有千光明，以是因緣（147b）故，名善業千光。 
（3）以何因緣得千光明 

「復以何因82緣得千光明？世間有人不殺、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以此因緣，

善心歡喜；身壞命終，為月天子，居月宮殿，有千光明，以是因緣故，名善業千光。六

十念頃名一羅耶，三十羅耶名摩睺多，百摩睺多名優83婆摩。若日宮殿六月南行，日行

三十里，極南不過閻浮提。是時，月宮殿半歲84南行，不過閻浮提，月北行亦復如是。 
（4）以何緣故月宮殿小小損減 

「以何緣故月宮殿小小損減？有三因緣故月宮殿小小損減。一者月出於維85，是為

一緣故月損減。復次，月宮殿內有諸大臣身著青服，隨次而上，住處則青，是故月減，

是為二緣月日日減。復次，日宮有六十光，光照於月宮，映使不現，是故所映之處月則

損減，是為三緣月光損減。 
（5）以何緣月光漸滿 

「復以何緣月光漸滿？復86有三因緣使87月光漸滿。何等為三？一者月向正方，是

故月光滿。二者月宮諸臣盡著青衣，彼月天子以十五日處中而坐，共相娛樂，光明88遍

                                                 
79 好＝歡【元】【明】。（大正 1，147d，n.4） 
80 因是：猶因此。（《漢語大詞典（三）》，p.603） 
81 猶＝由【宋】【元】【明】。（大正 1，147d，n.5） 
82〔因〕－【宋】【元】【明】。（大正 1，147d，n.6） 
83 優＝憂【宋】【元】【明】。（大正 1，147d，n.7） 
84〔歲〕－【宋】【元】【明】。（大正 1，147d，n.8） 
85（1）《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837，注 4：「『月出於維』，《大樓炭經》卷 6〈13 天地成品〉 

（大正 1，307b21-22）作：『角行故』。《起世經》卷 10〈12 最勝品〉（大正 1，361a9-10）作：『背

相轉出』。《起世因本經》卷 10〈12 最勝品〉（大正 1，416a12）作：『偝方面出』。」 
（2）維：2.隅；角落。《素問‧氣交變大論》：“土不及四維。”王冰注：“維，隅也。”《淮南子‧

天文訓》：“東北為報德之維也。”高誘注：“四角為維也。”（《漢語大詞典（九）》，p.895） 
86〔復〕－【宋】【元】【明】。（大正 1，147d，n.9） 
87〔使〕－【宋】【元】【明】。（大正 1，147d，n.10） 
88 光明＝明光【宋】【元】【明】。（大正 1，147d，n.11） 



《長阿含經》卷 22 
〈30 世記經‧12 世本緣品〉 

 

8 

照，遏89諸天光，故光普滿。猶如眾燈燭中燃大炬火，遏諸燈明；彼月天子亦復如是，

以十五日在天90眾中，遏絕眾明，其光獨照，亦復如是，是為二因緣91。三者日天子雖

有六十光照於月宮，十五日時月天子能以光明逆照，使不掩翳92，是為三因緣月宮團93滿

無有損減。復以何緣月有黑影？以閻浮樹影在於月中，故月有影。」 
※ 佛告比丘：心當如月，清涼無熱，至檀越家，專念不亂 

佛告94比丘：「心當如月，清涼無熱，至檀越95家，專念不亂。96 

三、江河生成之因緣；世間五種子之來源；四天下日、夜轉變之情形；閻浮提為閻浮之因緣 

（一）江河生成之因緣 
復以何緣有諸江河？因日（147c）月有熱，因熱有炙，因炙有汗，因汗成江河，故

世間有江河。 
（二）世間五種子之來源 

有何因緣世間有五種子97？有大亂風，從不敗世界98吹種子來生此國：一者根子，

二者莖子，三者節子，四者虛99中子，五者子子。是為五子。以此因緣，世間有五種子

出。 
（三）四天下日、夜轉變之情形 

此閻浮提日中100時，弗于逮日沒101；拘耶尼日出，鬱單曰＊夜半；拘耶尼日中，閻

浮提日沒；鬱單曰＊日出，弗于逮夜半；鬱單曰＊日中，拘耶尼日沒；弗于逮日出，閻浮

提夜半。若弗于逮日中，鬱單曰＊日沒；閻浮提日出，拘耶尼夜半。閻浮提東方，弗于

逮為西方；閻浮提為西方，拘耶尼為東方；拘耶尼為西方，鬱單曰＊為東方；鬱單曰＊為

西方，弗于逮為東方。102 
（四）閻浮提名為閻浮之因緣 

                                                 
89 遏（ㄜˋ）：2.掩蓋；遮蔽。（《漢語大詞典（十）》，p.1032） 
90 天＝大【宋】【元】【明】。（大正 1，147d，n.12） 
91〔是為二因緣〕－【宋】【元】【明】。（大正 1，147d，n.13） 
92 掩翳：遮蔽。（《漢語大詞典（六）》，p.643） 
93 團＝圓【宋】【元】【明】。（大正 1，147d，n.14） 
94 告＋（諸）【宋】【元】【明】。（大正 1，147d，n.15） 
95《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837，注 12：「檀越(dānapati)(巴)，即施主。」 
96《雜阿含經》卷 41（1136 經）（大正 2，299c6-300a21）。 
97《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839，注 1：「五種子：《雜阿含經》卷 2（39 經）（大正 1，8c27-29）

作：「根種子、莖種子、節種子、自落種子、實種子。」 
98 界＝間【宋】【元】【明】。（大正 1，147d，n.16） 
99 虛＝捷【宋】，＝接【元】，＝疐【明】。（大正 1，147d，n.17） 
100 日中：1.正午。2.指從天亮到正午的半天時間。（《漢語大詞典（五）》，p.536） 
101 日沒：太陽落下去。（《漢語大詞典（五）》，p.536） 
102《大智度論》卷 10〈1 序品〉（大正 25，133 b25-c9）：「彼間、此間，彼此是『方相』；若無『方』，無

彼、此，彼、此是『方相』而非『方』。答曰：不然！須彌山在四域之中，日繞須彌，照四天下：欝

怛羅越日中，是弗婆提日出，於弗婆提人是東方；弗婆提日中，是閻浮提日出，於閻浮提人是東方。

是實無初，何以故？一切方皆東方，皆南方，皆西方，皆北方。汝言『日出處是東方，日行處是南方，

日沒處是西方，日不行處是北方』，是事不然！復次，有處日不合，是為非『方』，無『方相』故。問

曰：我說一國中『方相』，汝以四國為難，以是故，東方非無初。答曰：若一國中，日與東方合是為

有邊，有邊故無常，無常故是不遍。以是故，『方』但有名而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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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閻浮提103名閻浮者，下有金山，高三104十由旬，因閻浮樹生，故得名為閻浮

金。閻浮樹其果如蕈105，其味如蜜，樹有五大孤106，107四面四孤＊，上有一孤＊。其東孤
＊孤108果乾闥和109所食，其南孤＊者七國人所食：一曰拘樓國、二曰拘羅婆、三名毘提、

四名善毘提、五名漫110陀、六名婆羅、七名婆梨，其西孤＊果海虫所食，其北孤＊果者禽

獸所食，其上孤＊果者星宿天所食。七大國北有七大黑山：一曰裸十，二曰白鶴111，三

曰守宮112，四者仙山，五者高山，六者禪山，七者土山。此七黑山上有七婆羅門仙人，

此七仙人住處：一名善帝，二名善光，三名守宮＊，四名仙人，五者護宮，六者伽那那，

七者增益。 
四、劫初眾生之食、衣、住；由化生變為胎生之經過 

（一）劫初眾生之食、衣、住 

1、食－－劫初眾生食地味，久住於世 

佛告比丘：「劫初眾生食地味已，久住於世，其食多者顏色麤悴113，其食少者顏色

光（148a）潤，然後乃知眾生顏色形貌優劣，互相是非，言：『我勝汝，汝不如我。』以

其心存彼我，懷諍競故，地味消114竭。又地皮生，狀如薄餅115，色味香潔，爾時，眾生

聚集一處，懊惱悲泣，椎116胷而言：『咄哉為禍！今者地味初117不復現。』猶如今人得

盛美味，稱言美善，後復失之以為憂惱，彼亦如是憂惱悔恨。後食地皮，漸得其味，其

食多者顏色麤悴，其食少者顏色潤澤，然後乃知眾生顏色形貌優劣，互相是非，言：『我

勝汝，汝不如我。』以其心存彼我，懷諍競故，地皮消＊竭。 
「其後復有地膚118出，轉更麤厚，色如天華，軟若天衣，其味如蜜。時，諸眾生復

                                                 
103 提＝地【宋】【元】【明】。（大正 1，147d，n.18） 
104 三＝二【宋】【元】【明】。（大正 1，147d，n.19） 
105（1）蕈＝簞【宋】【元】【明】。（大正 1，147d，n.20） 

（2）蕈〔ㄒㄩㄣˋ〕：菌類植物。生林木中或草地上，種類很多。可食者如香蕈等，有毒者如毒蠅蕈

等。（《漢語大詞典（九）》，p.546） 
106 孤＝觚【宋】＊【元】＊【明】＊。[＊21-7]（大正 1，147d，n.21） 
107（1）《起世經》卷 10〈12 最勝品〉（大正 1，361b17-18）：「閻浮樹果，隨所出生，有五分利益。」 

（2）《起世因本經》卷 10〈12 最勝品〉（大正 1，416b23）：「閻浮樹果，有五種分，出生利益。」 
108〔孤〕－【宋】【元】【明】。（大正 1，147d，n.22） 
109（1）和＝婆【宋】【元】【明】。（大正 1，147d，n.23）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839，注 9：「乾闥和(gandhabba)(巴)，又作乾闥婆，為八部眾

中之執樂神，與緊那羅共同演奏伎樂，以侍奉帝釋天。『和』，宋、元、明三本均作『婆』。」 
110 漫＝曼【宋】【元】【明】。（大正 1，147d，n.24） 
111 鶴＝鵠【宋】【元】【明】。（大正 1，147d，n.25） 
112 守宮＝狩[虫*宮]【宋】＊。（大正 1，147d，n.26） 
113 麤悴：粗糙憔悴。《法苑珠林》卷四：“食地味多者，顏色麤悴，其食少者，顏色光澤。”蘇曼殊《遯

跡記》：“其食多者，顏色麤悴，其食少者，顏色光潤。”（《漢語大詞典（十二）》，p.1305） 
114 消＝銷【宋】【元】【明】。（大正 1，148d，n.1） 
115《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841，注 2：「『薄餅』，巴利本作 ahicchattaka(茸)。」 
116 椎＝槌【宋】，＝拊【元】【明】。（大正 1，148d，n.2） 
117 初＝忽【宋】【元】【明】。（大正 1，148d，n.3） 
118（1）《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841，注 5：「『地膚』，巴利本作 badālatā(形狀似蔓草之植物

名)。」 
（2）地膚：通稱“掃帚菜”。一年生草本植物，莖多分枝，葉線狀披針形，開黃綠色小花，莖可做掃

帚。果實叫地膚子，扁圓形，有翅，可入中藥。見明李時珍《本草綱目‧草五‧地膚》。（《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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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共食，久住於世，食之多者顏色轉損，食甚119少者顏色光澤，然後乃知眾生顏色形貌

優劣，互相是非，言：『我勝汝，汝不如我。』以其心存彼我，懷諍競故，地膚消＊竭。

其後復有自然粳120米121，無有糠糩122，不加調和，備眾美味。爾時，眾生聚集而言：『咄

哉為禍！今者地膚忽123不復現。』猶如今人遭禍逢難稱言：『苦哉！』爾時，眾生亦復

如是懊惱悲歎。 
「其後眾生便共取粳

＊米食之，其身麤醜，有男女形，互相瞻視，遂生欲想，共在

屏處124為不淨行，餘眾生見言：『咄此為非！云何眾生共125生有如此126事？』彼行不淨

男子者，見他呵責，即自悔過言：『我所為非。』即身投地。其彼女人見其男子以身投

地，悔過不起，女人即便送食，餘眾生見，問女人言：『汝持此食，欲以與誰？』答曰：

『彼悔過眾生墮不善行者，我送食與之。』因此言故，世間便有不善127夫主128之名，以

送（148b）飯與夫，因名之129為妻。 
2、住——眾生遂為婬逸，不善法增，為自障蔽，遂造屋舍，以此因緣故，始有舍名 

「其後眾生遂為婬逸130，不善法增，為自障蔽131，遂造屋舍，以此因緣故，始有舍

名。其後眾生婬逸132轉增，遂成夫妻。有餘眾生壽、行、福盡，從光音天命終，來生此

間，在母胎中，因此世間有處胎名。爾時，先造瞻婆133城，次造伽134尸135婆136捺137城，

其次造王舍城。日出時造，即日出時成，以此因緣，世間便有城郭138、郡邑139王所治名。 
（1）眾生初食自然粳米時，朝收暮熟，暮收朝熟，收後復生，無有莖稈 

「爾時，眾生初食自然粳米時，朝收140暮熟，暮收朝熟，收＊後復生141，無有莖稈＊。

                                                                                                                                                         
大詞典（二）》，p.1016） 

119 甚＝尠【宋】【元】【明】。（大正 1，148d，n.4） 
120 粳＝秔【明】【宋】【元】【明】。[＊5-5] （大正 1，148d，n.5） 
121（1）《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841，注 7：「粳米(sāli)(巴)。『粳』，明本作『秔』。」 

（2）粳米：粳稻碾出的米。（《漢語大詞典（九）》，p.214） 
12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841，注 8：「糠糩(kaṇa-thusa)(巴)，謂稻穀與米糠。」 
123 忽＋（然）【宋】【元】【明】。（大正 1，148d，n.6） 
124 屏處：隱蔽之處。（《漢語大詞典（四）》，p.37） 
125 共＋（眾）【宋】【元】【明】。（大正 1，148d，n.7） 
126 此＝是【宋】【元】【明】。（大正 1，148d，n.8） 
127 不善：4.不良；不好。（《漢語大詞典（一）》，p.394） 
128 夫主：丈夫。舊以丈夫為家主，故稱。（《漢語大詞典（二）》，p.1454） 
129〔之〕－【宋】【元】【明】。（大正 1，148d，n.9） 
130 逸＝泆【元】【明】。（大正 1，148d，n.10） 
131 障蔽：1.遮蔽；遮蓋。2.指遮蓋物或障礙物。（《漢語大詞典（二）》，p.1454） 
132 逸＝妷【宋】，＝泆【元】【明】。（大正 1，148d，n.11） 
133《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842，注 1：「瞻婆(Campā)(巴)，城名。」 
134 伽＝迦【宋】【元】【明】。（大正 1，148d，n.12） 
135《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842，注 2：「伽尸(Kāsī)(巴)。『伽』，宋、元、明三本均作『迦』。」 
136 婆＝波【宋】【元】【明】。（大正 1，148d，n.13） 
137（1）捺＝奈【宋】【元】【明】。（大正 1，148d，n.14）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842，注 3：「婆羅捺(Bārānasī)(巴)，又作波羅奈斯。宋、元、

明三本均作『波羅奈』。」 
138 城郭：亦作“城廓”。1.城墻。城指內城的墻，郭指外城的墻。2.泛指城市。（《漢語大詞典（二）》， 

p.1094） 
139 郡邑：府縣。（《漢語大詞典（十）》，p.628） 
140 收＝刈【宋】＊【元】＊【明】＊。[＊15-5] （大正 1，148d，n.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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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有眾生默自念言：『日日收＊穫，疲勞我為，今當併取以供數日。』即時併穫，積數

日粮，餘人於後語此人言：『今可相與142共取粳＊米。』此人答曰：『我已先積，不須143更

取，汝欲取者，自隨意去。』後人復自念言：『前者能取二日餘粮，我豈144不能取三日

粮耶？』此人即積三日餘粮，復有餘人語145言：『共取粮去來146。』此人答曰：『我已取

三日餘粮，汝欲取者，自隨汝意。』此人念言：『彼人能取三日粮147，我豈不能取五日

粮耶148？』取五日粮已，時眾生競積餘粮故，是時粳＊米便生糠糩149，收＊已不生，有枯

稈150現。 
「爾時，眾生集在一處，懊惱悲泣，拍胷而言：『咄此為151哉！』自悼152責言：『我

等本皆化生，以念為食，身光自照，神足飛空，安樂無礙。其後地味始生，色味具足，

時我等食此地味，久住於世，其食多者顏色153轉麤，其食少者色猶154光澤，於是眾生心

懷彼我，生憍慢心言：『我色勝，汝色不如。』諍155色憍慢故，地味消＊滅。更生地皮，

色香味具，我等時復156共取食之，久住於世，其（148c）食多者色轉麤悴，其食少者色

猶光澤，於是眾生心懷彼我，生憍慢心言：『我色勝，汝色不如。』諍色憍慢故，地皮

消＊滅。更生地膚，轉更麤厚，色香味具，我等時復共取食之，久住於世，其食多者色

轉麤悴，其食少者色猶光澤，於是眾生心懷彼我，生憍慢心言：『我色勝，汝色不如。』

諍色憍慢故，地膚滅157。更生自然粳＊米，色香味具，我等時復共取食之，朝穫暮熟，

暮穫朝熟，收＊以隨生，無有載收＊。由我爾時競共積聚故，便158生糠糩，收已159不生。

現有根160稈＊，我等今者寧可共161封田宅162，以分疅畔。』 
（2）共分田宅以異疅畔，計有彼我 

                                                                                                                                                         
141 復生＝隨復【宋】【元】【明】。（大正 1，148d，n.16） 
142 相與：4.共同；一道。（《漢語大詞典（七）》，p.1135） 
143 不須：不用；不必。（《漢語大詞典（一）》，p.394） 
144 豈：“幾”的被通假字。1.表示疑問或反詰。相當於難道。（《漢語大詞典（九）》，p.1344） 
145 語＝謂【宋】【元】【明】。（大正 1，148d，n.17） 
146 去來：1.往來，往返。（《漢語大字典（二）》，p.832） 
147〔粮〕－【宋】【元】【明】。（大正 1，148d，n.18） 
148 耶＝耶即【宋】【明】，＝邪即【元】。（大正 1，148d，n.19） 
149 糩：同（禾+會），《說文》：糠也。或从米。（《漢語大字典（五）》，p.3162） 
150（1）稈＝株【宋】＊【元】＊【明】＊。[＊20-1] （大正 1，148d，n.20） 

（2）稈〔ㄍㄢˇ〕：禾莖。泛指草木的莖。後多寫作“稈”。（《漢語大詞典（八）》，p.85） 
151 為＋（禍）【宋】【元】【明】。（大正 1，148d，n.21） 
152 悼〔ㄉㄠˋ〕：1.傷感，哀傷。（《漢語大詞典（七）》，p.594） 
153 顏色：1.面容；面色。3.姿色。（《漢語大詞典（十二）》，p.336） 
154 色猶＝顏色【宋】【元】【明】。（大正 1，148d，n.22） 
155 諍：1.通“爭”。爭訟；爭論。（《漢語大詞典（十一）》，p.198） 
156（1）時復＝食時【宋】【元】【明】。（大正 1，148d，n.23） 

（2）時復：猶時常。（《漢語大詞典（五）》，p.691） 
157 滅＝銷滅【宋】【元】【明】。（大正 1，148d，n.24） 
158 便＝米【宋】【元】【明】。（大正 1，148d，n.25） 
159 已＝以【宋】＊【元】＊【明】＊。[＊26-1]（大正 1，148d，n.26） 
160 根＝故【宋】【元】【明】。（大正 1，148d，n.27） 
161 共＝各【宋】＊【元】＊【明】＊。（大正 1，148d，n.28） 
16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845，注 5：「『田宅』，巴利本作 sālikkhetta(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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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即共分田以異疅163畔164，計有彼我。其後遂自藏己米，盜他田穀，餘眾生見

已，語言：『汝所為非！汝所為非！云何自藏己物，盜他財物？』即呵責言：『汝後勿復

為盜！』如是不已165，猶復為盜，餘人復呵言：『汝所為非！何故不休？』即便以手杖

打，將詣眾中，告眾人言：『此人自藏粳＊米，盜他田穀。』盜者復言：『彼人打我。』

眾人聞已，懊惱涕泣，拊胷166而言：『世間轉惡，乃是惡法生耶？』遂生憂結熱惱苦報：

『此是生、老、病、死之原，墜167墮惡趣168，有田宅疅畔別異，故生諍訟，以致怨讐169，

無能決者。我等今者寧可立一平等主，善護人民，賞善罰惡，我等眾人各共減割以供給

之。』 
（二）始有民主之名的因緣（應賞者賞，應罰者罰） 

「時，彼眾中有一人形質長大，容貌端正，甚有威德，眾人語言：『我等今欲立汝

為主，善護人民，賞善罰惡，當共減割以相供給。』其人聞之，即受為主，應賞者賞，

應罰者罰，於是始有民主之名。初民主有子，名曰珍寶；（149a）珍寶有子，名曰好味；

好味有子，名曰靜齋；靜齋有子，名曰頂生；頂生有子，名曰善行；善行有子，名曰宅

行；宅行有子，名曰妙味；妙味有子，名曰味帝；味帝有子，名曰水170仙；水仙有子，

名曰百智；百智有子，名曰嗜欲；嗜欲有子，名曰善欲；善欲有子，名曰斷結；斷結有

子，名曰大斷結；大斷結有子，名曰寶藏；寶藏有子，名曰大寶藏；大寶藏有子，名曰

善見171；善見有子，名曰大善見；大善見有子，名曰無憂；無憂有子，名曰洲渚；洲渚

有子，名曰殖172生；殖生有子，名曰山岳；山岳有子，名曰神天；神天有子，名曰遣173

力；遣＊力有子，名曰牢174車；牢＊車有子，名曰十車；十車有子，名曰百車；百車有子，

名曰牢＊弓；牢＊弓有子，名曰百弓；百弓有子，名曰養牧175；養牧＊有子，名曰善思。 
「從善思已＊來有十族，轉輪聖王相續不絕：一名伽[少/兔]麤176，二名多羅婆177，

三名阿葉摩，四名178持施179，五名＊伽楞伽180，六名＊瞻婆，七名＊拘羅婆181，八者般闍

                                                 
163 疅＝壃【宋】【元】【明】。（大正 1，148d，n.29） 
164 疆畔：1.田界。2.引申為農田。3.邊界；邊境。4.界限。（《漢語大詞典（七）》，p.1407） 
165 不已：1.不止，繼續不停。（《漢語大詞典（一）》，p.394） 
166 拊（ㄈㄨˇ）胸：拍胸。表示憤慨。（《漢語大詞典（六）》，p.466） 
167 墜＝遂【元】【明】。（大正 1，148d，n.30） 
168 趣＋（因）【宋】【元】【明】。（大正 1，148d，n.31） 
169（1）讐〔ㄔㄡˊ〕：同“讎”。《字彙補．言部》：“讐，與讎同。”（《漢語大字典（六）》，p.4031） 

（2）怨讎：仇敵。（《漢語大詞典（七）》，p.447） 
170 水＝外【宋】＊【元】＊【明】＊。（大正 1，149d，n.1） 
171《大智度論》卷 12〈1 序品〉（大正 25，152b7-c8）。（Lamotte , p.764, n.1）：Sudarśana 此處被譯為「喜

見」；另有譯為「善見」或「妙見」。轉輪聖王是「摩訶三摩多」王統系譜中的一位，佛陀即出自此一

系譜；《長阿含經》卷 22（大正 1，149a9）；《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 1（大正 24，101c27）。 
（Lamotte,p.766,n.1）：此種王者修慈心等四梵住的方式，在《長部》,II,p.186-187 有所描述。《大智度論》，

（大正 25，76a）。而喜見王（善見王）在修四梵住之後，立即死亡，並轉生於梵世，《長部》, II,p.196。 
172 殖＝植【宋】【元】【明】。（大正 1，149d，n.2） 
173 遣＝進【宋】＊【元】＊【明】＊。[＊3-1]（大正 1，149d，n.3） 
174 牢＝窂【宋】＊【元】＊【明】＊。[＊4-3]（大正 1，149d，n.4） 
175 牧＝收【宋】＊【元】＊【明】＊。[＊5-1]（大正 1，149d，n.5） 
176 麤＝遮【宋】＊【元】＊【明】＊。[＊6-1]（大正 1，149d，n.6） 
177 婆＝業【宋】＊【元】＊【明】＊。[＊7-1]（大正 1，149d，n.7） 
178 名＝者【宋】【元】【明】。[＊8-3]（大正 1，149d，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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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九者彌私羅，十者聲182摩。伽[少/兔]麤＊王有五轉輪聖王，多羅婆＊王有五轉輪聖王，

阿葉摩王有七轉輪聖王，持施＊王有七轉輪聖王，伽楞183伽王有九轉輪聖王，瞻婆王有

十四轉輪聖王，拘婆羅王有三十一轉輪聖王，般闍羅王有三十二轉輪聖王，彌私羅王有

八萬四千轉輪聖王184，聲＊摩王有百一轉輪聖王。最後有王，名185大善生從。 
「聲＊摩王有子，名烏羅婆；烏羅婆有子，名渠羅婆；渠羅婆有子，名尼求羅；尼

求羅（149b）有子，名師子頰；師子頰有子，名曰白186淨王；白＊淨王有子，名菩薩；菩

薩有子，名羅睺羅，由此本緣187有剎利名。 
五、四姓繼起之因緣 

（一）離惡不善法，稱為婆羅門之因緣 
爾時，有一眾生作是念言：世間所有家屬萬物，皆為刺棘癰瘡，今宜捨離，入山行

道，靜處思惟。時，即遠離家刺，入山靜處，樹下思惟，日日出山，入村乞食。村人見

已，加敬供養，眾共稱善：『此人乃能捨離家累188，入山求道。』以其能離惡不善法，

因是稱曰為婆羅門。 
「婆羅門眾中有不能行禪者，便出山林，遊於人間，自言：『我不能坐禪。』因是

名曰無禪婆羅門。經過下村，為不善法，施行毒法，因是相生，遂便名毒。由此因緣，

世間有婆羅門種，彼眾生中習種種業以自營生189，因是故世間有居士190種。彼眾生中習

諸技191藝以自生活，因是世間有首陀羅種。世間先有此釋種出已，然後有沙門種。剎利

種中有人自思惟：世間恩愛汙穢不淨，何足貪著也？於是捨家，剃除鬚髮，法服求道：

『我是沙門！我是沙門！』婆羅門種、居士種、首陀羅種眾中有人自思惟：世間恩愛汙

穢不淨，何足貪著？於是捨家，剃除鬚髮，法服求道：『我是沙門！我是沙門！』 
（二）四種姓中，若行不善法者，身壞命終，受三苦之因緣 

1、四種姓中，行不善已，身壞命終，一向受苦 

「若剎利眾中，有身行不善，口行不善，意行不善，行不善已，身壞命終，一向受

苦。或婆羅門、居士、首陀羅，身行不善，口行不善，意行不善，彼行不善已，身壞命

終，一向受苦。 
2、四種姓中，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身壞命終，一向受樂 

                                                                                                                                                         
179 施＝地【宋】＊【元】＊【明】＊。[＊9-1]（大正 1，149d，n.9） 
180 伽楞伽＝枝術【元】【明】，＝伎術【宋】。（大正 1，149d，n.10） 
181 婆＝娑婆【宋】【元】【明】。（大正 1，149d，n.11） 
182 聲＝懿【宋】【明】＊。（大正 1，149d，n.12） 
183 伽楞＝迦陵【宋】【元】【明】。（大正 1，149d，n.13） 
184 王＝下【宋】。（大正 1，149d，n.14） 
185 名＋（曰）【宋】【元】【明】。（大正 1，149d，n.15） 
186〔白〕－【宋】＊【元】＊【明】＊。[＊16-1]（大正 1，149d，n.16） 
187 本緣：佛教語。由來，緣起。（《漢語大詞典（四）》，p.703） 
188 家累：1.家中的財產。2.家屬；家眷；家中人口。3.家庭生活負擔。（《漢語大詞典（三）》，p.1457） 
189 營生：2.謀生。7.猶言生活。（《漢語大詞典（七）》，p.265） 
190 居士：2.梵語意譯。原指古印度吠舍種姓工商業中的富人，因信佛教者頗多，故佛教用以稱呼在家佛

教徒之受過“三歸”、“五戒”者。《維摩詰經》稱，維摩詰居家學道，號稱維摩居士。慧遠義記：

“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為居士。（《漢語大詞典（四）》，p.19） 
191 技＝伎【宋】。（大正 1，149d，n.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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剎利種身行善，口行善，意念192善，身壞命終，一向受樂。婆羅門、居士、首陀羅

身行善，口行善，意等193念善身壞命終，一向（149c）受樂。 
3、四種姓中，彼身、意行二種行已，身壞命終，受苦樂報 
剎利種身中194有二種行，口、意有195二種行，彼身、意行二種已，身壞命終，受苦

樂報。婆羅門、居士、首陀羅身二種行，口、意二種行，彼身、意行二種行已，身壞命

終，受苦樂報。 
（三）四種姓中，出家求道，以信堅固出家為道者，於現法中自身作證 

「剎利眾中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求道，彼修七覺意，彼以信堅固出家為道，

修無上梵行，於現法中自身作證：我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後有。婆

羅門、居士、首陀羅剃除鬚髮，服三法衣，出家求道，彼修七覺意，彼以信堅固出家為

道，修無上梵行，於現法中作證：我生死已盡，梵行已立196，更不受後有。此四種中，

出明行成，得阿羅漢為最第一。是時，梵天說是偈言： 
  『剎利生為最，能集諸種姓；明行成197具足，天人中為最。』 

佛告諸198比丘：「彼梵天說此偈為善說，非不善說；善受，非不善受，我所印可。

所以者何？我今如來、至真、等正覺亦說此偈： 
剎利生為最，能集諸種姓；明行成具足，天人中為最。」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長阿含199具足，歸命一切智，一切眾安樂，眾生處無為，我亦在其例。 

 
佛說長阿含＊經卷200第二十二 

                                                 
192 念＝行【宋】【元】【明】。（大正 1，149d，n.18） 
193〔等〕－【宋】【元】【明】。（大正 1，149d，n.19） 
194 身中＝中身【宋】【元】【明】。（大正 1，149d，n.20） 
195〔有〕－【宋】【元】【明】。（大正 1，149d，n.21） 
196 立＝五【宋】【元】。（大正 1，149d，n.22） 
197《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849，注 7：「明行成(vijjā-carana-sampanna)(巴)，又作明行具足。 

巴利本(M. vol. 1, p. 353)指：具足(信、慚、愧、多聞、勤精進、念現前、具慧)七正法、四禪及三明(宿 

命、生死、漏盡)，謂明行具足者。」 
198〔諸〕－【宋】【元】【明】。（大正 1，149d，n.23） 
199 含＝舍【明】＊。[＊24-1]（大正 1，149d，n.24） 
200（第四分）＋卷【宋】【元】（大正 1，149d，n.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