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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1長阿含經》卷 21 
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2 

（137b）〈第四分世記經3三災品4第九〉 
（大正 1，137a27-141a20） 

第九經（EĀ 9） 
※ 題解 

《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頁 28：「三災5品：本品敘述： 
1、世間壞、空、成、住四事長久，無量、無限。 
2、世間壞時，起三災（火災、水災、風災）。 
3、三災之上際，三災發生之狀況，三災還復之狀況。」 

 
一、世間四事（壞、空、成、住）長久，無量、無限 

佛告比丘：「有四事6長久7，無量無限，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云何為四？一者

世間災漸起，壞此世時，中間8長久，無量無限，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二者此世

間壞已，中間空曠9，無有世間，長久逈10遠11，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三者天地初

起，向12欲成時，中間長久，不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四者天地成已，久住不壞，不

可以日月歲數而稱計也。是為四事長久，無量無限，不可以日月歲數而計量也。」 
二、總說世間三災（火災、水災、風災） 

佛告比丘：「世有三災，云何為三？一者火災，二者水災，三者風災。有三災上際13，

云何為三？一者光音天，二者遍淨天，三者果實天14。若火災起時，至光音天，光音天

為際。若水災起時，至遍淨天，遍淨天為際。若風災起時，至果實天，果實天為際。 
三、別說世間三災 

                                                 
＊ 編者：釋祖達。範圍《長阿含經》之〈第四分世記經三災品第九〉至〈第四分世記經世本緣品第十二〉。 

（1）經文內容標逗及部份腳註引自《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高雄，佛光出版社，1985 年 11
月初版，1993 年 5 月初版二刷。 

（2）解經部分：引自《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一）》。 
1〔佛說〕－【宋】【元】。（大正 1，137d，n.9） 
2 後秦弘始年＝姚秦三藏法師【宋】【元】【明】。（大正 1，137d，n.10） 
3〔第四分世記經〕－【明】，（長阿含）＋第【宋】【元】。（大正 1，137d，n.11） 
4《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787，注 4：「三災品：本品述說三災(火災、水災、風災)之降臨及

其復原。」 
5《瑜伽師地論》卷 2〈本地分中意地第二之二〉（大正 30，285b27-286b26）。 
6（1）《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787，注 5：「四事：即成、住、壞、空四大劫(cattāro mahā-kappā)(巴)。」 
（2）《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33（大正 27，690c4-691c11）。 
7 長久：1.時間很長；持久。（《漢語大詞典（十一）》，p.577） 
8 中間：5.猶言之間或“在……過程中”。表時態。（《漢語大詞典（一）》，p.579） 
9 空曠：1.空寂。2.空寂廣闊。3.指廣闊的地方。（《漢語大詞典（一）》，p.579） 
10 逈：同“迥”。（《漢語大詞典（十）》，p.795） 
11 迥〔ㄐㄩㄥˇ〕遠：遙遠。《後漢書‧袁紹傳》：“雖楚魏絕邈，山河迥遠，戮力乃心，共獎王室。”

（《漢語大詞典（十）》，p.755） 
12 向：5.面臨；將近。（《漢語大詞典（八）》，p.409） 
13 際：2.靠邊緣的地方。《楚辭‧天問》：“九天之際，安放安屬？”洪興祖補注：“際，邊也。”晉木

華《海賦》：“洪濤瀾汗，萬里無際。”（《漢語大詞典（十一）》，p.1097） 
14《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789，注 1：「果實天(vehapphala)(巴)，又作廣果天，為色界十八天

之一，位於第四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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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釋第一災「火災」 

1、火災起時，世間人皆奉行正法（修十善行） 

云何為火災15？火災始欲起時，此世間人皆行正法，正見不倒，修十善行；行此法

時，有人得第二禪者，即踊16身上昇於虛空中，住聖人道、天道、梵道，高聲唱言：『諸

賢！當知無覺、無觀第二禪樂！第二禪樂！』時，世間人聞此聲已，仰語彼言：『善哉！

善哉！唯願為我說無覺、無觀第二禪道！』時，空中人17聞其語已，即為說無覺、無觀

第二禪道。此世間人聞彼說已，即修無覺、無觀第二禪道，身壞命終，生光音天。 
（1）地獄眾生乃至梵天眾生罪畢命終，來生人間，復修第二禪，命終生光音天。人盡無餘，此世

敗壞，乃成為災 

「是時，地獄眾生罪畢命終，來生人間，復修無覺、無觀第二禪，身壞命終，生光

音天。畜生、餓鬼、阿須倫、四天王18，忉利天、炎天19、兜率天、化自在天20、他化自

在天、梵天眾生命（137c）終，來生人間，修無覺、無觀第二禪，身壞命終，生光音天。

由此因緣地獄道盡，畜生、餓鬼、阿須倫乃至梵天皆盡。當於爾時，先地獄盡，然後畜

生盡；畜生盡已，餓鬼盡；餓鬼盡已，阿須倫盡；阿須倫盡已，四天王盡；四天王盡已，

忉利天王21盡；忉利天王＊盡已，炎摩天盡；炎摩天盡已，兜率天盡；兜率天盡已，化自

在天盡；化自在天盡已，他化自在天盡；他化自在天盡已，梵天盡；梵天盡已，然後人

盡，無有遺餘22。人盡無餘已，此世敗壞，乃成為災。 
（2）明「世間出現七日」 

A、初日不雨時「樹木」枯槁 
其後天不降雨，百穀23草木自然枯死。24 

                                                 
15《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33（大正 27，690a14-24）：「問火災起時，火從何出？有作是說：世界成

時，有七日輪俱時而起，持雙山後隱伏而住；然後彼處一日輪昇，遶蘇迷盧而為照耀；至劫將末火災

起時，餘六日輪漸次而出，由彼勢力世界便壞。有說：世界將欲壞時，即一日輪分為七日，由彼勢力

世界便壞。有說：即一日輪至劫將末，成七倍熱焚燒世界。有說：七日先藏地下，後漸出現作用如前。

如是說者：諸有情類業增上力，令世界成。至劫末時，業力盡故，隨於近處有災火生，乃至梵宮皆被

焚燎。」 
16（1）踊：同“踴”。（《漢語大詞典（十）》，p.488） 

（2）踴身：亦作“踊身”。縱身。（《漢語大詞典（十）》，p.524） 
17〔人〕－【宋】【元】【明】。（大正 1，137d，n.12） 
18《佛光阿含藏．中阿含經（一）》，頁 51，駐 5：「四王天（Cātummahārājikādevā）（巴），又作四天王天、

四大王眾天，六欲天之一，為多聞、持國、增長、廣目四天王及其眷屬所住之處。」 
19《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789，注 3：「焰天(yāma)(巴)，又作炎天、炎摩天、焰摩天、夜摩

天，為欲界六天之第三天。『焰』，大正本作『炎』。」 
20《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789，注 4：「化自在天(nimmana-rati)(巴)，又作化樂天、化自樂天、

樂變化天，為欲界六天之第五天。」 
21〔王〕－【宋】＊【元】＊【明】＊。[＊13-1]（大正 1，137d，n.13） 
22 遺餘：剩餘；遺留。（《漢語大詞典（十）》，p.1186） 
23 百穀：穀類的總稱。（《漢語大詞典（八）》，p.219） 
24（1）《增壹阿含經》卷 34〈40 七日品〉（大正 2，736b1-7）：「比丘當知：或有是時，若此世間欲壞敗

時，然天不降雨，所種生苗不復長大，諸有小河泉源皆悉枯竭。一切諸行皆歸無常，不得久住。

比丘當知：或有是時，此四大駛河，所謂恆伽、私頭、死陀、婆叉，亦復枯竭而無遺餘。如是，

比丘！無常百變正謂此耳！」 
（2）《法界聖凡水陸大齋法輪寶懺》卷 2（卍續藏 74，954c12-13）：「八、《七日經》：以劫盡七日並出

而觀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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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二日出世「溝渠」竭盡 

佛告比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有為諸法，甚可厭患，

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久久，有大黑風暴起，吹大海水，海水深八萬四千由旬25，吹

使兩披26，取日宮殿，置27於須彌山28半29，去地四萬二千由旬，安日道中，緣此世間有

二日出。二日出已，令此世間所有小河、汱30澮31、渠32流皆悉乾竭。」33 
C、三日出世「江河」竭盡 

佛告比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

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久久，有大黑風暴起，海水深八萬四千由旬，吹使兩披，取日

宮殿，置於須彌山半，去地四萬二千由旬，安日道中，緣此世間有三日出。三日出已，

此諸大水：恒河、耶婆那河、婆羅河、阿夷羅婆提河34、阿摩怯河、辛陀河、故舍河皆

悉乾竭，無有遺餘。35 
D、四日出世「五河源頭」竭盡 

「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

脫之道。其後久久，有大黑風暴起，海水深八萬四（138a）千由旬，吹使兩披，取日宮

殿，置於須彌山半，安日道中，緣此世間有四日出。四日出已，此諸世間所有泉36源、

淵池：善見大池、阿耨37大池、四方陀延池、優38鉢羅池、拘物頭池、分陀利池、離池39，

縱廣五十由旬皆盡乾竭。40 
E、五日出世「大海水」竭盡 

                                                 
25《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677，注 8：「由旬（yojana）（巴），印度計算距離之單位。其說法

不一，有謂三十里或四十里為一由旬。」 
26 披〔ㄆㄧ〕：3.分割。4.劈開；裂開。（《漢語大詞典（六）》，p.521） 
27 置：8.安放；安置。（《漢語大詞典（八）》，p.1024） 
28《佛光阿含藏．中阿含經（一）》，頁 49，注 2：「須彌山（Sumeru）（巴），又作蘇迷盧，譯為妙高。印

度最古的世界觀謂須彌山為世界之中心，其山入水有八萬由旬，出水亦有八萬由旬。」 
29 半：2.猶言中，中間。（《漢語大詞典（一）》，p.707） 
30 汱（ㄈㄨˊ）：同“洑”。（《漢語大詞典（五）》，p.947） 

※ 洑：1.漩渦。2.水伏流地下。（《漢語大詞典（五）》，p.1166） 
31 澮（ㄎㄨㄞˋ）：1.田間排水道。2.指小溝。（《漢語大詞典（六）》，p.175） 
32 渠〔ㄑㄩˊ〕：1.人工開鑿的水道；濠溝。（《漢語大詞典（五）》，p.1359） 
33《增壹阿含經》卷 34〈40 七日品〉（大正 2，736b7-12）：「比丘！或有是時，若此世間有二日出時，是

時百草樹木皆悉凋落。如是，比丘！無常變易，不得久停，是時諸泉源小水皆悉枯竭。比丘當知：若

二日出時，爾時四大海水百由旬內皆悉枯竭，漸漸至七百由旬，水自然竭。」 
34《佛光阿含藏，中阿含經（四）》，頁 1887，注 5：「阿夷羅婆提河（Ajitavatī nadī）（巴），又作阿恃多伐 

底河、跋提河，譯為無勝、有金，印度五河之一，在中印度拘尸那揭羅國之河名，世尊於此河西岸入 

滅。玄奘大師指熙連禪河與阿夷羅婆提河為同一河。」 
35《增壹阿含經》卷 34〈40 七日品〉（大正 2，736b12-14）：「比丘當知：若世間三日出現時，四大海水

千由旬內，水自然竭，漸漸乃至七千由旬，水自然竭。」 
36 泉＝眾【宋】【元】【明】。（大正 1，138d，n.1） 
37 耨＋（達）【宋】【元】【明】。（大正 1，138d，n.2） 
38 優＝憂【宋】【元】。（大正 1，138d，n.3） 
39〔離池〕－【宋】【元】【明】。（大正 1，138d，n.4） 
40《增壹阿含經》卷 34〈40 七日品〉（大正 2，736b14-16）：「比丘當知：若四日出現世時，四大海水深

千由旬在。如是，比丘！一切諸行皆悉無常，不得久住。」 



《長阿含經》卷 21 
〈30 世記經‧9 三災品〉 

 

4 

「以是故知：一切41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

脫之道。其後久久，有大黑風暴起，吹大海水，使令兩披，取日宮殿，置於須彌山半，

安日道中，緣此世間有五日出。五日出已，大海水稍減百由旬，至七百由旬。以是可知：

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是時，大

海稍盡，餘有七百由旬、六百由旬、五百由旬、四百由旬乃至百由旬在。以是可知：一

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時，大海水

稍稍減盡，至七由旬、六由旬、五由旬，乃至一由旬在。」42 

佛告比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43可厭患，

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海水稍盡，至七多羅44樹、六多羅樹，乃至一多羅樹。」 
佛告比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

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海水轉淺45七人、六人、五人、四人、三人、二人、一人，至

腰、至膝，至于[跳-兆+專]46、踝。」 
佛告比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

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海水猶如春雨後，亦如牛跡中水，遂至涸47盡，不漬48
（138b）

人指。」 
F、六日出世「世間」及「須彌山王」冒煙，猶如陶家初然陶 

佛告比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

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久久，有大黑風暴起，吹海底沙，深八萬四千由旬，令著兩岸
49飃50，取日宮殿，置於須彌山半，安日道中，緣此世間有六日出。六日出已，其四天

下及八萬天下諸山、大山、須彌山王皆烟起燋燃，猶如陶家初然51陶時，六日出時亦復

如是。」52 

                                                 
41 切＋（行）【宋】【元】【明】。（大正 1，138d，n.5） 
42《增壹阿含經》卷 34〈40 七日品〉（大正 2，736b16-22）：「比丘當知：或有是時，若世間有五日出時，

是時四大海水，餘有七百由旬水，漸漸至百由旬。比丘當知：若五日出時，是時海水一由旬在，漸漸

水竭而無遺餘。若五日出時，餘正有七尺水在，五日出時，海水盡竭無有遺餘。比丘當知：一切行無

常，不得久住。」 
43《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791，注 6：「『甚』，麗本作『其』，今依據磧砂藏、頻伽藏、卍正

藏改作『甚』。」 
44《佛光阿含藏‧中阿含經（一）》，頁 47，注 8：「多羅（tāla）（巴），為高度單位，指一棵多羅樹之高。」

另參見《一切經音義》卷 27（大正 54，491b19-20）：「多羅樹(此方[一/尢]之，古相傳樹高七仞、一仞

七尺，理實樹形如椶櫚極高，長七八十尺，花如黃米子大，如鉢，人多食之也)。」 
45 淺＝深【宋】。（大正 1，138d，n.6） 
46 [跳-兆+尃]＝[跳-兆+專]【宋】【元】【明】【CB】。（大正 1，138d，n.7） 
47 涸（ㄏㄜˊ）：1.水枯竭。3.竭；盡。（《漢語大詞典（五）》，p.1380） 
48 漬〔ㄗˋ〕：1.腌漬；浸泡。3.沾染；濡染。5.浸潤；濕潤。（《漢語大詞典（六）》，p.46） 
49 岸＝[山*岸]【宋】【元】【明】。（大正 1，138d，n.8） 
50（1）飃〔ㄆㄧㄠ〕：同“飄”。《龍龕手鑑．風部》：“飃”，“飄”的俗字。（《漢語大字典（七）》，p.4490） 
（2）飄：1.疾風；旋風。3.指風吹送、吹拂或吹落。5.指輕柔的物體在空間飛揚、浮動。（《漢語大詞典

（十二）》，p.643） 
51 然：1.“燃”的古字。燃燒。（《漢語大詞典（七）》，p.169） 
52《增壹阿含經》卷 34〈40 七日品〉（大正 2，736b22-c3）：「比丘當知：或有是時，六日出時，此地厚

六萬八千由旬皆悉煙出，須彌山亦漸漸融壞。若六日出時，此三千大千國土皆悉融壞，猶如陶家燒瓦

器也。是時，三千大千剎土，亦復如是，洞然火出，靡不周遍。比丘當知：若六日出時，八大地獄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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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七日出世「世間」及「須彌山王」起火燒然，猶如陶家然竈焰起 

佛告比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

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久久，有大黑風暴起，吹海底沙，八萬四千由旬，令著兩岸＊

飄，取日宮殿，置於須彌山半，安日道中，緣此世間有七日出。七日出已，此四天下及

八萬天下諸山、大山、須彌山王皆悉洞然53，猶如陶家然竈54焰起，七日出時亦復如是。」
55 

佛告比丘：「以此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

當求度世解脫之道。此四天下及八萬天下諸山、須彌山皆悉洞然。一時，四天王宮、忉

利天宮、炎摩天宮56、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梵天宮亦皆洞然。」 
佛告比丘：「是故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法甚可厭患，

當求度世解脫之道。此四天下，乃至梵天火洞然已，風吹火焰至光音天。其57彼初生天

子見此火焰，皆生怖畏言：『咄58！此何物？』先生諸天語後生天言：『勿怖畏也，彼火

曾來，齊59此而止。以念前火光，故名光念60天。』此四天下，乃至梵天火洞然已，須

彌山王漸漸（138c）頹落61，百由旬、二百由旬，至七百由旬。」 
佛告比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

                                                                                                                                                         
復消滅，人民命終。依須彌山五種之天，亦復命終。三十三天、豔天……乃至他化自在天，亦復命終，

宮殿皆空。若六日出時，是時須彌山及三千大千剎土，皆悉洞然而無遺餘。如是，比丘！一切行無常，

不得久住。」 
53 洞然：5.亦作“洞燃”。火熊熊燃燒貌。（《漢語大詞典（五）》，p.1142） 
54（1）竈〔灶〕：1.生火炊煮食物的設備。《說文‧穴部》：「竈，炊竈也。」（《漢語大字典（四）》，p.2746） 

（2）灶〔ㄗㄠˋ〕：“造”的被通假字。1.磚石或其他材料製成的一種設備。供烹飪、冶煉、烘焙等用。

（《漢語大詞典（七）》，p.29） 
55（1）《增壹阿含經》卷 34〈40 七日品〉（大正 2，736c3-22）：「比丘當知：或有是時，若七日出，是時

此地雖厚六萬八千由旬及三千大千剎土皆悉火起。若復七日出時，此須彌山漸漸融壞，百千由旬

自然崩落，永無有餘，亦復不見塵煙之分，況見灰乎！是時，三十三天……乃至他化自在天宮殿，

皆悉火然，此間火炎乃至梵天上。新生天子在彼天宮者，由來不見劫燒，見此炎光，普懷恐懼，

畏為火所燒；然彼舊生天子等曾見劫燒，便來慰勞後生天子：『汝等勿懷恐懼，此火終不來至此間。』

比丘當知：七日出時，從此間至六天，乃至三千大千剎土，悉為灰土，亦無形質之兆。如是，比

丘！一切行無常，不可久保，皆歸於盡！爾時，人民命終，盡生他方剎土，若生天上。設復地獄

中眾生宿罪 *已畢，生天上、若他方剎土；設彼地獄眾生罪未畢者，復移至他方剎土。比丘當知：

若七日出時，無復日月光明星宿之兆，是時日月 *已滅，無復晝夜。是謂，比丘！由緣報故，致

此壞敗。」 
（2）《大智度論》卷 31〈1 序品〉（大正 25，290b12-22）：「如佛說《七日喻經》，佛告諸比丘：「一切

有為法，無常變異，皆歸磨滅。劫欲盡時，大旱積久，藥草樹木，皆悉焦枯。有第二日出，諸小

流水，皆悉乾竭。第三日出，大河流水，亦都涸盡。第四日出，閻浮提中四大河及阿那婆達多池，

皆亦空竭。第五日出，大海乾涸。第六日出，大地、須彌山等，皆悉煙出，如窯燒器。第七日出，

悉皆熾然，無復煙氣；地及須彌乃至梵天，火皆然滿。爾時，新生光音天者，見火怖畏言：既燒

梵宮，將無至此！」」 
56〔宮〕－【宋】【元】【明】。（大正 1，138d，n.9） 
57〔其〕－【宋】【元】【明】。（大正 1，138d，n.10） 
58 咄〔ㄉㄨㄛ〕： 2.指呵叱聲。3.嘆詞。表示嗟嘆。（《漢語大詞典（三）》，p.313） 
59 齊〔ㄑㄧˊ〕：14.謂同某一線或點取齊。指高低一樣。（《漢語大詞典（十二）》，p.1425） 
60（1）念＝音【宋】【元】【明】。（大正 1，138d，n.11）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793，注 4：「『光念天』，宋、元、明三本均作『光音天』。《起

世因本經》卷 9〈11 住世品〉（大正 1，410c16）作『光天』。」 
61 頹〔ㄊㄨㄟˊ〕落：1.墜落；下落。3.衰落；衰敗。（《漢語大詞典（十二）》，p.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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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求度世解脫之道。此四天下乃至梵天火洞然已，其後大地及須彌山盡無灰燼。是故當

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此

大地火燒盡已，地下水盡，水下風盡。是故當知：一切行無常，變易朽壞，不可恃怙；

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 
佛告比丘：「火災62起時，天不復雨，百穀草木自然枯死，誰當信者？獨有見者，自

當知耶63！如是乃至地下水盡，水下風盡，誰當信者？獨有見者，自當知耶＊！是為火災。 
2、火災還復之狀況 
云何火劫還復？其後久久，有大黑雲在虛空中，至光音天，周遍64降雨，渧65如車

輪。如是無數百千歲雨，其水漸長，高無數百千由旬，乃至光音天。 

「時，有四大風起，持此水住。何等為四？一名住風，二名持風，三名不動，四名

堅固。其後此水稍減百千由旬，無數百千萬由旬，其水四面有大風起，名曰僧伽，吹水

令動，鼓蕩66濤波67，起沫68積聚，風吹離水，在於空中自然堅固，變成天宮，七寶69校70

飾71，由此因緣有梵迦夷天宮72。其水轉減至無數百千萬由旬，其水四面有大風起，名

曰僧伽，吹水令動，鼓蕩濤波，起沫積聚，風吹波73離水，在於空中自然堅固，變成天

宮，七寶校飾，由此因緣有他化自在天宮。 
（1）僧伽風能吹水令動，鼓蕩濤波，起沫積聚。譬如此間，穴泉流水，水上有沫 

「其水轉減至無數千萬由旬，其水四面有大風起，名曰僧伽，吹水令動，鼓蕩濤波，

起沫積聚，風吹離水，在虛空中自然堅固，變成天宮，七寶校＊飾，由此因緣有化自在

天宮。其水轉減至無數百千由旬，有僧伽風，吹水令動，鼓蕩濤波，（139a）起沫積聚，

風吹離水，在虛空中自然堅固，變成天宮，七寶校＊飾，由此因緣有兜率天宮。其水轉

減至無數百千由旬，有僧伽風，吹水令動，鼓蕩濤波，起沫積聚，風吹離水，在虛空中

自然堅固，變成天宮，由此因緣有炎摩天宮。其水轉減至無數百千由旬，水上有沫，深

六十萬八千由旬，其邊無際，譬如此間，穴泉74流水，水上有沫，彼亦如是。 
（2）以何因緣有須彌山乃至有四大海水－－有亂風起，吹大水沫故，能造此等山、水 

                                                 
62 災＝炎【宋】。（大正 1，138d，n.12） 
63 耶＝耳【宋】＊【元】＊【明】＊。[＊13-1] （大正 1，138d，n.13） 
64 周遍：1.普遍；遍及。2.周全，全面。（《漢語大詞典（三）》，p.293） 
65 渧＝滴【宋】＊【元】＊【明】＊。[＊14-3]（大正 1，138d，n.14） 
66 鼓蕩：亦作“鼓盪”。鼓動激蕩。（《漢語大詞典（十二）》，p.1385） 
67 濤波：大波，波濤。（《漢語大詞典（六）》，p.180） 
68 沫：1.水泡；液體形成的細泡。（《漢語大詞典（五）》，p.1034） 
69《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679，注 2：「七寶：指金（suvaṇṇa）（巴）、銀（rūpiya）（巴）、水

精（phalika）（巴）、琉璃（veḹuriya）（巴）、赤珠（rohita muttā）（巴）、瑪瑙（asma-gabbha）（巴）、車

[(王*巨)/木]（musāragalva）（梵）。」 
70 校＝交【宋】＊。[＊15-4]（大正 1，138d，n.15） 
71 校飾：裝飾。（《漢語大詞典（十二）》，p.314） 
7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681，注 8：「梵加夷天宮（Brahma kāyika-bhavana）（巴），譯為淨

身，為色界初禪天之通稱。指天界、天宮、天人之居處。『加』，宋、元、明三本均作『迦』。」 
73〔波〕－【宋】【元】【明】。[＊15-2]（大正 1，138d，n.16） 
74（1）穴泉＝泉源【宋】【元】【明】。（大正 1，139d，n.1） 

（2）泉源：亦作“泉原”。1.水的源頭。2.比喻事物產生的原因或來源。（《漢語大詞典（五）》，p.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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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何因緣有須彌山？有亂風起，吹此水沫造須彌山，高六十75萬八千由旬，縱76廣

八萬四千由旬，四寶所成：金、銀、水精、琉璃。以何因緣有四阿須倫宮殿？其後亂風

吹大海水吹大77水沫，於須彌山四面起大宮殿，縱廣各八萬由旬，自然變成七寶宮殿。

復何因緣有四天王宮殿？其後亂風吹大海78水沫，於須彌山半四萬二千由旬，自然變成

七寶宮殿，以是故名為四天王宮殿79。以何因緣有忉利天宮殿＊？其後亂風吹大水沫，於

須彌山上自然變成七寶宮殿
＊。復以何緣有伽陀羅山？其後亂風80吹大水沫，去須彌山不

遠，自然化成寶山，下根入地四萬二千由旬，縱廣四萬二千由旬，其邊無際，雜色81間

廁82，七寶所成，以是緣故有伽陀羅山。 
「復以何緣有伊沙山？其後亂風吹大水沫，去伽陀羅山不遠，自然變成伊沙山，高

二萬一千由旬，縱廣二萬一千由旬，其邊（139b）無際，雜色參間，七寶所成，以是緣

故有伊沙山。其後亂風吹大水沫，去伊沙山不遠，自然變成樹辰陀羅山，高萬二千由旬，

縱廣萬二千由旬，其邊無際，雜色參間，七寶所成，以是因緣有樹辰陀羅山。其後亂風

吹大水沫，去樹辰陀羅山不遠，自然變成阿般泥83樓山，高六千由旬，縱廣六千由旬，

其邊無際，雜色參間，七寶所成，以是84緣故有阿般尼樓山。 
「其後亂風吹大水沫，去阿般尼樓山不遠，自然變成彌85隣陀羅山，高三千由旬，

縱廣三千由旬，其邊無際，雜色參間，七寶所成，以是因緣有尼隣陀羅山。其後亂風吹

大水沫，去尼隣陀羅山不遠，自然變成比尼陀山，高千二百由旬，縱廣千二百由旬，其

邊無際，雜色參間，七寶所成，以是緣故86有比尼陀山。其後亂風吹大水沫，去比尼陀

山不遠，自然變成金剛輪山，高三百由旬，縱廣三百由旬，其邊無際，雜色參間，七寶

所成，以是因緣有金剛輪山。何故有87月、有七日宮殿？其後亂風吹大水沫，自然變成

一月宮殿、七日宮殿，雜色參間，七寶所成，為黑風所吹還到本處，以是因緣有日、月

宮殿。 
「其後亂風吹大水沫，自然變成四天下及八萬天下，以是因緣有四天下及八萬天

下。其後亂風吹大水沫，在四天下及八萬天下88，自然變成大金剛輪山，高十六萬八千

由旬，縱廣十六萬八千由旬，其邊無限，金剛堅固，不可毀壞，以是因緣有大金剛輪山。 
其後久久，有自然雲遍滿空中，周遍大雨，（139c）渧＊如車輪，其水彌89漫，沒四

                                                 
75 六十＝十六【宋】【元】【明】。（大正 1，139d，n.2） 
76〔縱〕－【宋】【元】【明】。（大正 1，139d，n.3） 
77〔海水吹大〕－【宋】【元】【明】。（大正 1，139d，n.4） 
78〔海〕－【宋】【元】【明】。（大正 1，139d，n.5） 
79〔殿〕－【宋】＊【元】＊【明】＊。[＊6-2]（大正 1，139d，n.6） 
80 風＋（起）【宋】【元】【明】。（大正 1，139d，n.7） 
81 雜色：1.多種顏色。3.各式各樣。（《漢語的詞典（十一）》，p.868） 
82 廁：4.錯雜。（《漢語的詞典（三）》，p.1251） 
83 泥＝尼【宋】【元】【明】。（大正 1，139d，n.8） 
84 是＋（因）【宋】【元】【明】。（大正 1，139d，n.9） 
85 彌＝尼【宋】【元】【明】。（大正 1，139d，n.10） 
86 緣故＝因緣【宋】【元】【明】。（大正 1，139d，n.11） 
87 有＋（一）【宋】【元】【明】。（大正 1，139d，n.12） 
88 下＋（表）【宋】【元】【明】。（大正 1，139d，n.13） 
89 彌＝瀰【宋】【元】【明】。（大正 1，139d，n.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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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與須彌山等。其後亂風吹地為大坑，澗90水盡入中，因此為海，以是因緣有四大

海水。 
3、海水鹹苦有三因緣 
海水鹹苦有三因緣，何等為三？一者有自然雲遍滿虛空，至光音天，周遍降雨，洗

濯91天宮，滌蕩92天下；從梵迦夷天宮、他化自在天宮，下至炎摩天宮、四天下、八萬

天下、諸山、大山、須彌山王皆洗濯滌蕩，其中諸處有穢惡鹹苦諸不淨汁，下流入海，

合為一味，故海水鹹。二者昔有大仙人禁呪93海水，長使鹹苦，人不得飲，是故鹹苦。 
三者彼大海水雜眾生居94，其身長大，或百由旬、二百由旬，至七百由旬，呼哈95吐納96，

大小便中，故海水鹹，是為火災97。」 
（二）釋第二災「水災」 

1、水災起時，世間人皆奉行正法（修十善業） 
佛告比丘：「云何為水災98？水災起時，此世間人皆奉正法，正見，不邪見，修十善

業。修善行已，時，有人得無喜第三禪者，踊身上昇於虛空中，住聖人道、天道、梵道，

高聲99唱言100：『諸賢！當知無喜第三禪樂！無喜第三禪樂！』時，世間人聞此聲已，仰

語彼言：『善哉！善哉！願為我說是無喜第三禪道！』時，空中人聞此語已，即為演說

無喜第三禪道。此世間人聞其說已，即修第三禪道，身壞命終，生遍淨天。 
（1）地獄眾生乃至光音天眾罪畢命終，來生人間，復修第三禪，命終生遍淨天。人盡無餘，世間

敗壞，乃成為災 

「爾時，地獄眾生罪畢命終，來生人間，復修第三禪道，身壞命終，生遍淨天。畜

生、餓鬼、阿須輪101、四天王、忉利天、炎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梵

天、光音天眾生命終，來生人間，修第三禪道，身壞命終，生遍淨天；由此因緣，（140a）

地獄道盡，畜生、餓鬼、阿須倫、四天王，乃至光音天趣皆盡。當於爾時，先地獄盡，

然後畜生盡；畜生盡已，餓鬼盡；餓鬼盡已，阿須倫盡；阿須倫盡已，四天王盡；四天

                                                 
90 澗：1.兩山間的水溝。2.泛指澗谷、山谷。（《漢語大詞典（六）》，p.149） 
91 洗濯〔ㄓㄨㄛˊ〕：1.洗滌。（《漢語大詞典（五）》，p.1150） 
92 滌蕩：1.蕩洗；清除。（《漢語大詞典（六）》，p.16） 
93 禁咒：亦作“禁祝”。相傳以真氣、符咒等治病邪、克異物、禳災害的一種法術。亦謂施行禁咒之術。

（《漢語大詞典（七）》，p.919） 
94《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799，注 1：「『彼大海水雜眾生居』，參閱《起世因本經》卷九〈11 

住世品〉（大一．四一二上）。」 
95（1）哈＝噏【宋】【元】【明】。（大正 1，139d，n.15） 

（2）呼哈：1.謂呼吸吞吐。晉郭璞 《江賦》：“﹝魚﹞揚鰭掉尾，噴浪飛唌，排流呼哈，隨波游延。” 
（《漢語大詞典（三）》，p.287） 

96 吐納：2.泛指呼吸。3.猶吞吐。吐出與吞進。（《漢語大詞典（三）》，p.83） 
97《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799，注 3：「『是為火災』，《起世因本經》卷 9〈11 住世品〉（大

正 1，412b1-3）作：『世間有是大熱燋竭，示現出生，此名世間轉壞已成住。』」 
98《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33（大正 27，690a25-b1）：「問水災起時，水從何出？有作是說：第三靜

慮邊雨熱灰水。由此乃至極光淨天皆被浸蕩。有說：從下水輪涌出，由彼勢力世界便壞。如是說者：

諸有情類業增上力令世界成。至劫末時業力盡故，隨於近處有災水生。由彼因緣世界便壞。」 
99 高聲：大聲。（《漢語大詞典（十二）》，p.927） 
100 唱言：2.揚言；宣揚。3.高呼。（《漢語大詞典（三）》，p.378） 
101 輪＝倫【宋】【元】【明】。（大正 1，139d，n.16） 



《長阿含經》卷 21 
〈30 世記經‧9 三災品〉 

 

9 

王盡已，忉利天盡；忉利天盡已，炎摩天盡；炎摩天盡已，兜率天盡；兜率天盡已，化

自在天盡；化自在天盡已，他化自在天盡；他化自在天盡已，梵天盡；梵天盡已，光音

天盡；光音天盡已，然後人盡無餘。人盡無餘已，此世間敗壞，乃成為災。 
（2）喻此水：猶如酥油置於火中，煎熬消盡，無有遺餘 

「其後久久，有大黑雲暴起，上至遍淨天，周遍大雨，純雨熱水102，其水沸湧103，

煎熬104天上，諸天宮殿皆悉消盡105，無有遺餘，猶如酥106油置於火中，煎熬消盡，無有

遺餘，光音天宮107亦復如是。以此可知：一切行無常，為變易法，不可恃怙；有為諸法，

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 
「其後此雨復浸梵迦夷天宮，煎熬消盡，無有遺餘，猶如酥＊油置於火中，無有遺

餘，梵迦夷宮亦復如是。其後此雨復浸他化自在天、化自在天、兜率天、炎摩天宮，煎

熬消盡，無有遺餘，猶如酥＊油置於火中，無有遺餘，彼諸天宮亦復如是。其後此雨復

浸四天下及八萬天下諸山、大山、須彌山王，煎熬消盡，無有遺餘，猶如酥油置於火中，

煎熬消盡，無有遺餘，彼亦如是。是故當知：一切行無常，為變易法，不可恃怙；凡諸

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此水煎熬大地，盡無餘已，地下水盡，水下風

盡。是故當知：一切行無常，為變易法，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

之道。」 
佛告（140b）比丘：「遍108淨天宮煎熬消盡，誰當信者？獨有見者，乃能知耳！梵迦

夷宮煎熬消盡，乃至地下水盡，水下風盡，誰當信者？獨有見者，乃當知耳！是為水災。 
2、水災還復之狀況 

「云何水災還復？其後久久，有大黑雲充滿虛空，至遍淨天，周遍降雨，渧＊如車

輪109。如是無數百千萬歲，其水漸長，至遍淨天。有四大風，持此水住。何等為四？一

名住風，二名持風，三名不動，四名堅固。其後此水稍減無數百千由旬，四面有大風起，

名曰僧伽，吹水令動，鼓蕩濤波，起沫積聚，風吹離水，在虛空中，自然變成光音天宮，

七寶校
＊飾，由此因緣有光音天宮。其水轉減無數百千由旬，彼僧伽風吹水令動，鼓蕩

濤波，起沫積聚，風吹離水，在虛空中，自然變成梵迦夷天宮，七寶校＊飾。如是乃至

海水一味鹹苦，亦如火災復時，是為水災110。」 

                                                 
102（1）水＝灰【宋】【元】【明】。（大正 1，140d，n.1） 

（2）《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799，注 5：「『上至遍淨天，周遍大雨，純雨熱水』，《起世經》

卷九〈11 世住品〉（大正 1，357b20-21）作：『乃至充滿光音諸天，自是已下，雨沸灰水。』《起世

因本經》卷九〈11 住世品〉（大正 1，412b21-22）作：『乃至光音諸天已來，雨沸灰水。』『水』，

宋、元、明三本均作『灰』。」 
103 沸湧：1.水翻騰貌。（《漢語大詞典（五）》，p.1112） 
104 煎熬：亦作“煎敖”。1.烹煮。（《漢語大詞典（七）》，p.212） 
105 消盡：2.完全消除，完全消失。（《漢語大詞典（五）》，p.1199） 
106 酥＝蘇【宋】＊【元】＊【明】＊。[＊2-2]（大正 1，140d，n.2） 
107《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681，注 9：「光音天宮（Ābhassara bhavana）（巴），位於色界二禪

天。」 
108 遍＝齊遍【宋】【元】【明】。（大正 1，140d，n.3） 
109 輪＝軸【宋】＊【元】＊【明】＊。[＊4-1]（大正 1，140d，n.4） 
110《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801，注 3：「『是為水災』，《起世因本經》卷九〈11 住世品〉（大

正 1，412c9）作：『此名世轉住已轉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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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釋第三災「風災」 

1、風災起時，世間人皆奉行正法（修十善業） 

佛告比丘：「云何為風災111？風災起時，此世間人皆奉正法，正見，不邪見，修十

善業。修善行時，時112有人得清淨護念第四禪，於虛空中住聖人道、天道、梵道，高聲

唱言：『諸賢！護念清淨第四禪樂！護念清淨第四禪樂！』時，此世人聞其聲已，仰語

彼言：『善哉！善哉！願為我說護念清淨第四禪道！』時，空中人聞此語已，即為說第

四禪道。此世間人聞其說已，即修第四禪道，身壞命終，生果實天。 
（1）地獄眾生乃遍淨天眾罪畢命終，來生人間，復修第四禪，命終生果實天。人盡為餘，世間敗

壞，乃成為災 
「爾時，地獄眾生罪畢命終，來生人間，復修第四禪，身壞命終，生果實天。畜生、

餓鬼、阿須倫、四天王乃至遍淨天眾生命終，來生人間，修第四禪，身壞命終，生果實

天。由此因緣，地獄道盡，畜生、（140c）餓鬼、阿須倫、四天王，乃至遍淨天趣皆盡。

爾時，地獄先盡，然後畜生盡；畜生盡已，餓鬼盡；餓鬼盡已，阿須倫盡；阿須倫盡已，

四天王盡；四天王盡已，如是展轉至遍淨天盡；遍淨天盡已，然後人盡無餘。人盡無餘

已，此世間敗壞，乃成為災。 
（2）喻此風：猶如力士執二銅杵，杵杵相拍 

其後久久，有大風起，名曰大僧伽，乃至果實天。其風四布，吹遍淨天宮113、光音

天宮，使宮宮相拍，碎若粉塵，猶如力士執二銅杵114，杵杵相拍，碎盡無餘，二宮相拍

亦復如是。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為變易法，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

世解脫之道。 
「其後此風吹梵迦夷天宮、他化自在天宮，宮宮相拍，碎如粉塵，無有遺餘，猶如

力士執二銅杵＊，杵杵相拍，碎盡無餘，二宮相拍亦復如是。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

為變易法，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其後此風吹化自在天宮、

兜率天宮、炎摩天宮，宮宮相拍，碎若粉塵，無有遺餘，猶如力士執二銅杵
＊，杵杵相

拍，碎盡無餘，彼宮如是碎盡無餘。以是當知：一切行無常，為變易法，不可恃怙；凡

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 
（3）喻此風：猶如力士手執輕糠散於空中 

「其後此風吹四天下及八萬天下，諸山、大山、須彌山王置於虛空，高百千由旬，

山山相拍，碎若粉塵，猶如力士手執輕糠115散於空中，彼四天下、須彌諸山碎盡分散，

                                                 
111《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33（大正 27，690b2-9）：「問風災起時，風從何出？有作是說：第四靜慮

邊有畔喋婆大風，卒起百俱胝界，妙高山王金輪圍等皆被傾拔，令互相擊上下翻騰。如[麩-夫+少]麵
摶空中散滅。有餘師說：從下風輪有猛風起，吹散世界。如是說者：諸有情類業增上力，令世界成。

至劫末時業力盡故，隨於近處有災風生，至遍淨天皆被散壞。」 
112〔時〕－【宋】【元】【明】。（大正 1，140d，n.5） 
113《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681，注 10：「遍淨天宮（Subha-kiṇṇa bhavana）（巴），位於色界

三禪天。」 
114 杵＝[金*午]【宋】，＝釪【元】【明】。（大正 1，140d，n.6） 
115 糠〔ㄎㄤ〕：1.稻、麥、穀子等子實上脫下的皮或殼。《呂氏春秋‧審時》：“大粒無芒，摶米而薄糠，

舂之易而食之香。”元本高明《琵琶記‧五娘吃糠》：“糠和米，本是兩倚依，誰人簸揚你作兩處飛。”

2.質地空疏而不堅實。如：糠心兒；蘿卜糠了。（《漢語大詞典（九）》，p.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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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復如是。以是可知：一切行無常，為變易法，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

世解脫之道。其後風吹大地盡，地下水盡，水下風盡。是故（141a）當知：一切行無常，

為變易法，不可恃怙；凡諸有為甚可厭患，當求度世解脫之道。 
佛告比丘：「遍淨天宮、光音天宮，宮宮相拍，碎若粉塵，誰當信者？獨有見者，

乃能知耳！如是乃至地下水盡，水下風盡，誰能信者？獨有見者，乃能信耳！是為風災
116。 

2、風災還復之狀況 
云何風災還復？其後久久，有大黑雲周遍虛空，至果實天，而降大雨，渧＊如車輪＊，

霖雨無數百千萬歲，其水漸長，至果實天。時，有四風持此水住。何等為四？一名住風，

二名持風，三名不動，四名堅固。其後此水漸漸稍減無數百千由旬，其水四面有大風起，

名曰僧伽，吹水令動，鼓蕩濤波，起沫積聚，風吹離117水，在於空中自然變成遍淨天宮，

雜色參間，七寶所成，以此因緣有遍淨天宮。其水轉減無數百千由旬，彼僧伽風吹水令

動，鼓蕩濤波，起沫積聚，風吹離＊水，在於空中自然變成光音天宮，雜色參間，七寶

所成，乃至海水一味鹹苦，亦如火災復時；是為風災。是為三災，是為三復118。」 

                                                 
116《佛光阿含藏．長阿含經（二）》，頁 803，注 2：「『是為風災』，《起世因本經》卷九〈11 住世品〉（大

正 1，413a15-16）作：『此名世間轉住已壞』。」 
117 離＝其【宋】＊【元】＊【明】＊。[＊1-1]（大正 1，141d，n.1） 
118 復：1.還，返回。（《漢語大詞典（三）》，p.1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