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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眾成就○1 （與會的大眾） 

  共摩訶比丘僧，大數五千分，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惱，心

得好解脫，慧得好解脫，心調柔輭，摩訶那伽，所作已辦，棄擔能擔，逮

得己利，盡諸有結，以正智得解脫。唯除阿難在學地，得須陀洹。復有五

百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皆見聖諦。 



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大德！阿彌陀佛！ 
我們今天介紹的部分，是參加法會的聲聞眾，這些聲聞眾他們是什麼樣

的程度？他們的境界是如何呢？我們今天就詳細的來說明。 
共摩訶比丘僧，大數五千分，皆是阿羅漢。 

這個「共」，就是共同的意思，參加法會的這些都是阿羅漢，已經證到

阿羅漢了，所以這個共的意思，除了在相同的時間、相同的地點，參加這

個法會之外，還有別的意思在裡面，就是說明這些阿羅漢所共同證的境界，

都是相同的，所以他們的心意相同，他們同樣是持戒清淨的比丘，也同樣

的有無我的正見，因為一定要見到無我，才能夠證得初果阿羅漢，然後再

二果、三果、四果，所以一定都是有無我的正見的，所以他們是相同的見

解，然後同樣的都是修八正道解脫的，這個就是共的意思。 
「摩訶」。摩訶有大的意思，為什麼稱為大呢？因為在三界當中，三界

的一切眾生當中，這些阿羅漢是最高、最上的，所以用大來形容。摩訶還

有多的意思，因為這些比丘有五千人，五千就算多了，所以它也有多的意

思。也有勝的意思，勝就是殊勝的意思，為什麼這些阿羅漢這麼殊勝呢？

因為他們能夠破除當時印度外道有九十六種當時，能夠破九十六種外道的

論議，所以說他們是非常殊勝的。這就是摩訶的意思。 
「比丘」。比丘有三個意思。第一個是乞士，就是托缽，他們是靠乞食

來維持生命的，是以清淨的乞食法來活命，就是遠離四種邪命來過生活。

四種邪命是那些內容呢？這就要說到當時，這個是當時舍利弗回答一位淨

目女的話，我們把它提出來說明，因為這段話詳細的談到了四種邪命的內

容，就是出家人那些是不能夠從事的，如果靠這些來維持自己的生活，或

者是維持自己的道場，這個是不如法的，我們就稱為邪命過活。有一次舍

利弗到城市裡面去，入城去乞食，就是去托缽，乞得這個食物之後，他就

面對牆壁來進食，他吃的差不多的時候，剛好有一位淨目梵志女從那邊經

過，看到舍利弗她就停下來請教，因為她看到他在用餐，所以她就停下來

請教舍利弗說：沙門……（當時都稱出家人為沙門，沙門，我們現在是翻

成桑門的意思，就是「勤息」，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勤息，這就是沙

門的意思。）所以這位淨目女就問舍利弗說：「沙門，你吃的是下口食嗎？

吃的是下口食嗎？」下口食就是口朝下，就是耕作的意思。舍利弗回答說：

「不是，我吃的不是下口食。」淨目女就再問了：「你吃的是仰口食嗎？」

仰就是往上，往上看，那個「仰」，仰頭的仰，舍利弗回答說：「我吃的不

是。」淨目女就再問說：「你吃的是方口食嗎？」舍利弗同樣的回答說：「不

是。」再問：「你吃的是四維口食嗎？」舍利弗回答：「也不是。」所以淨

目女就覺得很奇怪了，所以她說：「我知道賴以活命的生活方式，就只有四

種，就是下口食、仰口食、要不然就是方口食、要不然就是四維口食，可

是你現在說都不是，我就不明白了，為什麼都不是？那你到底是靠什麼樣

的方式來過活的呢？能不能請你為我解說？」所以舍利弗就說了下面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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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舍利弗回答說：「如果出家人以調製藥物、種植五穀、果樹來賣，用這

個方式來求活命的話，就叫做不清淨的下口食。」所以出家人他如果說他

懂得醫藥，所以他就去採一些草藥，或者是去抓一些中藥，然後自己調配

成種種的什麼治頭痛的、傷風感冒的、五十肩、還是什麼……，如果用這

些調種種的藥，然後來賣給信眾的話，他就是不清淨的下口食。所以出家

人不可以，你如果懂醫藥，你可以做一些藥，藥丸、藥粉，還是配好的藥

跟眾生結緣，可以，可是不能夠拿錢，這樣子是可以的。它這邊最主要是

說你拿去賣，想說我調製一些藥，我自己生病可以用，我還可以拿來賣，

這樣子是不清淨的、屬於邪命，所以出家人絕對不可以販賣，販賣任何的，

不管是什麼，想說：我為了要維持道場、或者是為了要過生活，所以我就

來販賣一些什麼，其實都是不被允許的，只能夠接受十方的供養，不能夠

販賣任何的東西。這邊是講到說，你如果是調製藥物來賣的話，是不如法

的。還有就是種植五穀，譬如說有一塊地，我可以種米、種麥、還是種玉

米、小米，看天氣的熱還是冷，北方的話就是種高粱、麥、玉米、等等……，

比較南方就可以種稻子，想說不但我自己可以吃，我們的道場的這些，都

不用到外面再去買米了，多的我還可以賣，這個也是不如法的，不可以種

植五穀來販賣。也不可以說我來種一片果園、接收一片果園，我水果也同

樣的自己可以拿來吃，然後多的還可以賣，也是不如法的。所以不管你是

種植五穀也好，或者是果樹也好，只要你是販賣的，都是不清淨的下口食，

以耕作來求取利益的，就屬於這一類。舍利弗又繼續講了，出家人如果以

仰觀星宿，天上的仰口食，就是往上看，仰觀天象、夜觀天象。現在很多

星象專家，前一陣子台灣才有一些星座專家說：「什麼水瓶座成為十字型，

會有地震」，這個就是屬於，星座專家可以，在家眾可以，可是出家人不可

以靠這個賺錢，幫人家看一看。如果說他懂的星宿的話，他可以夜觀天象，

或者是看星星、太陽、風雨、雷電……等等的現象，來作一些預言、預測

的話，用這個來博取利益，這個也是不如法的，稱為不清淨的仰口食。舍

利弗說：「出家人如果專門去攀附權貴，趨炎附勢，到處結交四方，巧言令

色這樣子來求取利益的話，是不清淨的方口食。」這個方口，就是四方遊

走，四方的方，四方遊走這樣子專門去討好一些富豪，或者是有權勢的人，

做什麼？為了自身的利益，為了我個人的名利，或者是我道場的名利，專

門去結交一些權貴之士，這個是不如法的，他的目的不是為了弘揚佛法，

是為了利益為先，利益的考量，然後他去結交四方這樣子的事情，遊走四

方，這個就是不清淨的方口食。因為出家人是隨緣而不攀緣，這是故意去

攀緣，而且還要找對象，能夠對我比較有利的這樣的對象我才要去攀緣，

其他的我都沒有看在眼裡，是這樣子。可是我們利益眾生是隨緣，你有什

麼因緣碰到什麼樣的眾生，你都是為了利益他來說法、來弘揚佛法，是這

樣的一個心，所以他不會故意去想要攀緣，而且還要選擇對象，所以它是

不如法的，是不清淨的方口食。舍利弗又說了：「如果出家人以學種種的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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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替人家卜卦、算命、占卜吉凶，這樣子來活命的話，這就是不清淨的

四維口食。」四方的四，維持的維，靠這個來維持生活叫做四維口食，所

以出家人不可以幫人家算命、卜卦，就是收取費用的，這個主要是講賺錢，

所以在道場裡面，我們不可以說擺一個攤位，信眾來先幫他排紫微斗數，

還是先排八字，或者是因為有一些地方是你先把八字給他，然後他幫你算，

你比較適合修那個法門，看起來好像還不錯，因為他一看你的八字就知道

你就是修觀世音菩薩，最適合你的八字。所以有些人就會想說，我到底適

合修什麼法門不懂，不去問上師，就去問那個算命的，它當然也有那個道

理，可是出家人或在道場當中，還是不太適合去很正式的來幫人家算命，

或者是看相、或者是卜卦，這個都是不太恰當的，尤其又是有收取費用。

你說：菩薩不是要懂五明嗎？五明當中，除了內明是佛法以外，其他的四

明，也有醫方明，菩薩不是也要懂醫藥嗎？也最好是一切世間的學問、知

識都要懂，技能如果都懂的話，他可以有無量的善巧方便來利益眾生，這

個是可以，因為本來菩薩利益眾生就是要有無量的善巧方便，他不僅是要

了解佛法的內容，而且還要了解世間法，是為了方便度眾，所以方便幫眾

生看，因為他對佛法沒興趣，沒辦法，他對算命有興趣，沒關係，我懂，

我跟你講你的命怎樣、怎樣……，你現在三十歲正好學佛，三十五歲有出

家的命，就是說一種攝受眾生的方便，可以，不是以這個牟取暴利，不是

收費的，沒有收費的。所以所有的商業行為，出家人都是不合適的，這個

是大前提，不管你從事什麼樣利益眾生的，只要你是商業行為，有買賣的，

都是不如法，都是不清淨的邪命，這是大前提。如果不是為了牟取利益，

為了攝受眾生的善巧方便，或者是教化眾生，暫時用一下，這個是可以被

開許的，因為本來菩薩在紅塵裡面度眾生，就是要了解一切的世間的法，

他了解的越多，他越多的方便來利益眾生，所以要看動機跟發心。如果是

為了賺錢，那就是不合法的。所以講到這裡，舍利弗就講完了這四種。所

以舍利弗就說：「我就是以清淨的乞食法來活命，所以就沒有這四種邪命來

過生活。」淨目梵志女，梵志我們前面解釋過，那個長爪梵志，梵志就是

當時婆羅門出家人叫梵志，所以這個淨目梵志女我們就知道，她是修婆羅

門的教法的一位女眾，我們就稱為她淨目女，清淨的眼目，淨目。因為婆

羅門裡面沒有講這個，所以她第一次聽到，原來還有這麼清淨的活命的方

法，所以她非常的歡喜，而且生起了信心，對舍利弗說：「沒有想到沙門，

是用這麼清淨的方式來過生活！」所以非常的歡喜，舍利弗也看她的因緣

成熟了，所以就為她說法，因此淨目女就證到初果，聽完舍利弗的說法，

當下證得初果。這就是四種邪命的內容。 
  比丘第二個意思，就是「能破」。能破什麼？就是能破煩惱。第三個意

思，就是「能夠怖畏」，怖畏就是害怕，讓什麼樣的對象感到害怕呢？就是

使所有的魔王、魔眷屬、魔子、魔女、魔民，使他們感到怖畏，為什麼會

這麼恐怖呢？出家人對他們來講，會產生這麼大的怖畏心呢？那是因為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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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說過，這個人他只要剃頭出家，穿上染色衣，染色衣就是我們現在的袈

裟，因為古時候印度都是撿人家丟棄的布拿回來洗，洗七遍，然後染，洗

了曬，洗了曬這樣七遍，才把那塊布洗乾淨，然後染，還不能染正色，不

能正黃、正紅，不能正色，還是看起來是混雜的顏色，所以叫做染色衣，

所以佛說這個人他只要剃頭出家，穿上染色衣，一心一意的持守戒律的話，

這個人就能夠漸漸地斷除煩惱，最後能夠離苦入涅槃，入涅槃就是跳出三

界外了，跳出了魔掌，魔王的掌控，他的眷屬就少了一個。所以每當有地

方在受出家戒的時候，魔宮就開始震動了，大家都感到怖畏，啊！我又少

了一個眷屬。所以比丘的意思，就是能夠怖畏，讓魔王、魔民感到怖畏。 
「僧」，就是僧伽的意思，僧伽就是眾多、多數，眾多我們稱為僧伽，

很多比丘和合的共住在一起，我們就稱為僧伽。僧伽有很多種，我們可以

把它歸類成四大類的僧伽，就是出家人有四大類。第一類是有羞恥的，有

羞恥的意思就是說，他破戒他知道要懺悔，所以他就慢慢的可以持戒清淨，

所以我們比喻說這位出家人，他是有羞恥的僧眾的話，他就是能夠持守戒

律，因此他身口是清淨的，而且對所有戒律的內容，開、遮、持、犯，都

能夠分辨的非常清楚，什麼樣的情況之下有犯？什麼樣的清況之下沒有

犯？他非常的清楚，可是沒有證果，持戒清淨但是還沒有證果，身口清淨

這樣的一個比丘，這樣的一個出家眾，我們就稱為有羞恥的僧。第二是沒

有羞恥的，沒有羞恥就知道他沒有羞恥心，一定會常常破戒，所以他一定

是破戒的比丘，當然就是身口不清淨，雖然出家，但是無惡不作，這個一

般嚴重的話都會被逐出僧團，這個是屬於第二類的，沒有羞恥心的僧眾。

第三類是啞羊僧，啞巴的羊，就是不會叫的羊，為什麼會這樣形容呢？就

是這一類的出家眾，他雖然可以不破戒，但是因為他根性比較鈍，根性比

較鈍，但是他很乖，可以好好的持戒，但是他沒有那個智慧來分辨說，這

種情況之下有犯？還是沒有犯？所以對戒律的詳細的、微細的開遮持犯，

他分辨的不太清楚，最主要是因為根性比較鈍，所以他沒有辦法辨別戒律

的輕重，或者是這樣的情況之下是有罪？還是沒有罪？他沒有智慧來分

辨，所以當有兩個人為了戒律的內容在爭吵的時候，如果問他的話，他也

不知道誰對？誰錯？所以就默然不發一語，就好像那個羔羊抓去要被宰

了，但是牠也不發出音聲，就用這個來比喻他是沒有辦法來為這個爭訟的

人，來做一個評斷，就好像啞巴的羊一樣，所以叫做啞羊僧。第四類，就

是我們所謂的賢聖僧，就是他是聖人，已經證得聖果的，初果、二果、三

果、四果，或者初果向、二果向、三果向、四果向，所以就是四向四果這

樣的一個聖人，我們就稱為真實僧，真實的已經悟到了無我空性的道理，

這樣的一個聖人，我們就稱為真實僧。所以它就指初果、二果、三果，就

是有學跟無學的這樣的一個四向四果的聖人來說的。現在介紹的這個五千

位比丘，他們都是真實僧，至少證初果以上了，所以這邊的僧伽是指真實

僧來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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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數五千分」。「大數」就是大約的數目是五千人，這個它為什麼用「分」

呢？就是眾多當中取一分，叫做分，現在是在千萬的比丘眾當中我們取一

分，就是其中有五千人，所以叫做五千分。所以這是參加的大比丘，這個

僧眾大約的數目是五千人，都證到了阿羅漢了。阿羅漢有三個意思，第一

個是「破賊」，破什麼賊？當然就是破一切的煩惱賊。第二個叫做「應供」，

就是應得一切世間、諸天、還有人的供養。第三叫做「不生」，就是不會再

來受生，沒有再來下一世的出生，就是不會再來受生，因為他入涅槃了，

暫時不來受生，所以叫做不生。阿羅漢有這三個意思。 
  諸漏已盡，無復煩惱，心得好解脫，慧得好解脫。 

  「諸漏已盡」。這個「漏」，就是三界的煩惱，有「欲漏」、「有漏」、「無

明漏」，這個都是指三界的煩惱來說，所以無復煩惱，就是說三界的煩惱都

已經斷盡了，都已經沒有了。 
  「心得好解脫，慧得好解脫」。這個就是我們一般指煩惱的內容，當然

有很多，百法裡面有根本煩惱、有隨煩惱，詳細來分的話還有更多，一般

我們把它歸納到最簡單的話，就是兩類，就是「愛」、「見」煩惱，就是「貪

愛」跟「知見」，就是所謂的見、思二惑，那個思惑。知見上的煩惱，就是

見惑，見解上的錯誤。貪愛方面，就是貪瞋癡慢疑，如果以十種根本煩惱

來講，十根本煩惱大家都很熟，貪、瞋、癡、慢、疑，還有五種不正見，

所以貪瞋癡慢疑就是屬於貪愛的煩惱，五種不正見，就是薩迦耶見，就是

我見，邊見、邪見、見取見、戒禁取見，這種是五不正見，這是屬於見解

上的錯誤，就是現在講的這個見煩惱。愛煩惱就是貪瞋癡慢疑，這個是以

十根本煩惱來說，也是我們一般所謂的見思二惑，我們都知道阿羅漢他見

思二惑已經斷盡，才可以證得四果阿羅漢，初果羅漢的話，他是見惑已經

斷了，但是思惑還在，欲界所有的思惑，要到三果才能斷盡。剩下色界、

無色界的思惑，是證三果之後才斷，什麼時候斷盡，什麼時候證四果羅漢。

所以現在講的這個「心得好解脫，慧得好解脫」，就是指四果羅漢，見思二

惑全部都已經斷盡了，一般來講這個貪愛，這個愛煩惱它會障礙我們的心

識，讓我們的心不得解脫；這個知見，見解上的錯誤，會障礙我們的智慧，

讓我們的智慧不能解脫。所以如果能夠離貪愛的話，屬於貪愛的煩惱也能

夠全部遠離，這時候我們就說他得到心的解脫；如果離種種錯誤的知見的

話，一切屬於知見的煩惱，也能夠遠離，這個時候我們就說他得慧解脫。

所以現在所謂的心得好解脫，慧得好解脫，就一定是愛見煩惱都已經全部

的斷除、遠離了，我們才能夠說他得好解脫。現在這五千位阿羅漢，就是

已經得了好解脫，所以我們就知道如果是初果、二果、三果的話，我們就

不能說他是好解脫。或者是戒、定、慧三學不圓滿，我們也不能說他得了

好解脫，因為戒定慧三學的圓滿，是證得涅槃的條件，你三學不圓滿，就

等於說你沒有證入涅槃的條件，因此不能夠說你得好解脫。所以我們一般

學佛修行，都是修部分的功德，或者是他完全沒有修行，他雖然學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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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是種種善根，結結緣這樣子，可是他平常什麼功課也沒做，什麼功德

也沒有培養，就是沒有什麼功德，當然他就沒有辦法得到什麼所謂的好解

脫，這種是少數。大部分的佛教徒，學佛修行的人，他都會修功德，可是

大部分的功德都不圓滿，因為有些人他就是喜歡布施這樣而已，其它他也

不喜歡盤腿打坐，太辛苦了，所以他就是布施，然後跟眾生結結緣，就這

樣子。所以我們就知道他的功德是沒有辦法圓滿，所以不能夠叫他好解脫，

他就是只有修布施。或者有些人他就是很喜歡持戒，專門走清淨持戒的路

線，光靠清淨的持戒，可以解脫嗎？戒律清淨可以解脫嗎？他如果不修禪

定，沒有開發無我空性的智慧，可以解脫嗎？也是不行。所以我們也說他

功德不圓滿，他只修少分的功德。有些人就喜歡參加拜懺，喜歡參加法會，

或者是放焰口，什麼水陸大法會，什麼佛七，他也去隨喜參加，這樣的人

可以得好解脫嗎？可以入涅槃嗎？也是只有少分的功德。所以光是祭祀，

或者有些人喜歡拜拜，然後求啊、求啊，也是沒有辦法，沒有辦法的解脫。

有些人是喜歡，因為過去世薰習的關係，有些人喜歡打坐，他可以坐在那

邊坐整天他都不會累，可是其他他也不修，也是一樣三學不圓滿，他沒有

注重戒律的內容，然後也沒有由定而開發智慧，也同樣的不能說他是好解

脫。可是有些人就一入佛門，他就說我要求智慧，問他為什麼學佛修行？

智慧啊，我要開發智慧，有了智慧以後學什麼都很快，世間法、出世間法

都很快，智慧是可以求得來嗎？說求就求得來嗎？如果他也不好好持戒，

也不修定的話，他一心一意求智慧，我們也不能說他得好解脫。如果說他

沒有辦法修到因為求智慧而開悟的話，或者是見無我空性的智慧的話，也

同樣的不能說他得好解脫。所以佛陀說沒有功德的，或者少分功德的，這

個都不能夠稱為好解脫，因為一切功德不具足，一切的助道法不圓滿，都

不能夠稱為好解脫。作一個上師來說，善知識來說，也是同樣的，最基本

他本身的修行，也是一定要戒定慧三學圓滿，就是他自己本身成就的條件。

我們說這個上師他到底自己有沒有成就，我們就看他的戒定慧三學圓不圓

滿，也是要具足一切功德，他才是一個好的善知識，或者是好的上師，戒

定慧一定要三學圓滿，如果他的功德不具足的話，就是說他是走持戒的路

線，也許他發願說：我要當戒師，專門宏揚戒律，這樣很好。或者是：我

要當專門教導禪定的禪師，也是很好。或者是專門講經說法，開發眾生智

慧的論師，也很好。就看他其它兩個有沒有圓滿，要不然他也不能夠說一

切的功德具足，因為一切的功德具足，你才能夠有度眾的功德，這個很重

要，就是說你有沒有那個功德力來度化眾生。這個情況作世間的比喻，就

是說他如果只是小醫生，小醫生的話，他只懂得一兩樣的藥方，所以可能

他可以治頭痛，可是他不能夠治胃潰瘍，因為他的藥方很有限，就是說他

了解的法門，方法善巧方便非常的有限，就好像小醫生他只能治少數人的

病，但是不能夠治一切眾生的病。大醫生就不一樣，因為他功德具足圓滿，

他有度眾的方便，就好像大醫生他什麼藥方都懂，所以你現在什麼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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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什麼病去找他，都能夠治癒，都能夠好。就用這個來比喻一個善說法的

人，他必須功德具足，所以要收弟子的話，也是那個上師功德具足，才能

夠收弟子。這個是大智度論上面所說的內容。好，我們就知道什麼叫做「心

得好解脫，慧得好解脫」了。所以這些阿羅漢都是已經證到這樣的境界。 
  而且心調柔輭。摩訶那伽。所作已辦。棄擔能擔。 
  「心調柔輭」。我們都會覺得說我很柔軟，我講話也是慢慢的，我用柔

輭語來跟人家講話，態度也很柔和，我的心情也很溫和，我也沒有暴戾之

氣，我心一定是調得很柔輭了。我們就看一看這些阿羅漢的心調柔輭，是

什麼樣的境界？我們看看我們能不能做到？這個人對我恭敬供養，就是對

我很好，然後另外一個人態度非常的惡劣，沒事情就用瞋恚心來罵我，要

不然就一陣搥打，你對這兩個人的印象，會不會沒有分別？你會喜歡那個

對你很恭敬的人，然後很討厭那個對你亂發脾氣，瞋恚心來打罵你的這樣

的一個眾生，你對他們的心是不是平等？如果是的話，就可以說你是心調

柔輭，心非常的柔輭。所以第一個條件我們心要柔輭的第一個條件，就是

說你有沒有平等心，你能不能平等對待一切的眾生，沒有對象的差別，可

以做到的話，你就是心調柔輭。或者是世間上最珍貴的珍寶跟石頭瓦礫沒

有差別，如果你可以做到的話，這也是平等心。鑽石跟石頭就是碳原子的

排列組合不一樣，都是碳原子來的，裡面大部分是碳原子，沒有差別，對

阿羅漢來講，你說這個世間很稀有的寶貝，全世界只有這一顆，在他眼裡

他也不會動一下心，因為那一顆最珍貴的寶石在他眼裡，跟地上的石頭是

沒有差別的。我們如果做得到的話，就是心調柔輭。因為你不會看到說，

那個好寶貝，然後那一念的貪就起來了，那一念的貪起來，心就不柔輭了，

對不對？因為你有好惡愛憎，心就不柔輭，做到的話就有了，就是很柔輭。

那要再來的話就是我們剛才講的，十種根本煩惱，你是不是都已經斷除了，

你是不是面對一切的境界，你不會生起貪愛，順心的不會生起貪愛，然後

不順自己的意的，會產生瞋恚，我們剛才說的貪嗔痴慢疑，你會不會有時

候覺得說高人一等，有那個成就感，或者有時候會不會瞧不起別人說：啊！

你怎麼這麼差勁！這就是心不平等，你才會有高下，你不如我，所以我要

貢高我慢，或者是懷疑，有時候懷疑這個，懷疑東、懷疑西，當我們這些

煩惱起來的時候，我們的心就不平等了，那就不能說你心調柔輭，所以這

些阿羅漢為什麼說他們心調柔輭，是因為十種根本煩惱都已經斷除了。還

有五不正見也沒有了，他沒有薩迦耶見，證初果就已經沒有我見了，在他

的觀念裡面就沒有那個「我」的存在了，剩下的只是思惑沒有斷，就是殘

留的煩惱沒有斷，可是他的觀念裡面是已經沒有我了，才能證到初果，所

以初果已經沒有薩迦耶見了，可是如果我們有我見的話，有我見就有貪，

貪瞋癡慢疑，都是由我來的，所以那個我沒有去掉的話，那個由我而跟隨

的那些煩惱，也是很難去除。我們平常也是都是落在兩邊，所以有邊見，

不是落空、就是落有。還有種種的邪見，邪知、邪見。我們也會被一些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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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或者是軌範所束縛，那個叫做戒禁取見，初果就沒有戒禁取見了，就

是說他不會被那個束縛住，像有些人持戒他會被戒相束縛住，不可以這樣、

不可以，他就是這樣死死的守住那些戒條，不懂得變通，這是佛法的戒律

是這樣，所以他持戒持得很辛苦，他怕犯口業，所以他就嚇得不敢講話了，

因噎廢食，怕噎到所以不吃飯，結果餓死了，矯枉過正，就是說他會被外

在的戒相、一些規定、規矩束縛不得解脫，戒禁取見。佛法的戒律他是這

樣的一個心來持，其他佛法以外的就有很多……女人不可以怎樣，打坐不

可以，怎樣什麼時間不可以，什麼方向不可以，又是什麼不可以……，種

種的規範戒律、戒條，不管是佛法，還是佛法以外的，證初果的話都沒有

這些問題了，所以就可以破除戒禁取見。見取見，就是我們所謂主觀的成

見，因為有我，就有我的想法、我的看法、我的見解、我的思想、我認為、

我覺得，這個就是見取見，個人主觀的意思的種種的見解，就是見取見。

我們有這些起來的時候，心都不柔輭了，對不對？我有我的看法，你有你

的看法，我們兩個不一致的時候，心馬上就不平等了，不平等心就不柔輭，

所以第二個，你心要柔輭的條件，就是你根本煩惱要斷，十種根本煩惱斷，

然後還要六根能夠隨時守護六根，六根就是眼見色、耳聞聲，廣論所謂的

密護根門，你可不可以做到。眼見色，凡夫會生起貪的，你可以不貪了？

會生起瞋的，你可以不瞋了？凡夫愚癡無明，你可以不愚癡無明了？因為

你明白一切境界，六塵境界都是生滅無常、無我的，自性是空的，你就不

執著了，所以六根面對六塵的時候，你就不會生煩惱，所以你的心就平等，

心就柔輭，所以第三個，心要調柔輭的條件，就是你隨時能夠守護你的六

根，六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六根，面對色、聲、香、味、觸、

法六塵的時候，你可不可以不生貪瞋癡，可以的話，你就是心調柔輭了，

這樣應該很清楚什麼叫做心調柔輭了。 
  「摩訶那伽」。「摩訶」就是大的意思，我們剛剛講過。「那」是不，不

要的那個不，「伽」就是罪，罪惡的罪，大不罪就是沒有罪過，這些阿羅漢

都已經沒有罪過了，為什麼沒有罪過？是因為他煩惱已經斷除，當然就沒

有罪過了，這是第一個解釋。我們還知道「那伽」就是我們一般所謂的 naga，
就是指龍，naga 指龍，這邊就是比喻這些證得阿羅漢的這些比丘，好像龍

一樣，我們常常形容說「如龍如象」，在佛法中的龍象，有沒有？現在就是

比喻這些阿羅漢是佛法中的龍象，為什麼要用龍象來比喻呢？因為在水族

的族類當中，龍的力量最大，在陸地上之中，象的力量最大，所以就用龍

象來比喻佛法中的龍象，現在就是來比喻這些證果的阿羅漢。 
  「所作已辦」。所作已辦，就是我們剛剛了解說「心得好解脫，慧得好

解脫」的話，就了解「所作已辦」是什麼意思，一個是指心解脫，一個是

慧得解脫。我們剛才講了心得解脫，就是說你貪愛的煩惱都斷除了，你的

心就可以得到解脫，因為貪愛是覆藏我們的心識不得解脫最主要的原因，

你現在貪愛斷的話，當然你的心就能夠得解脫，所以這是「所作」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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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辦」，就是「慧得解脫」，慧得解脫，就是我們剛才講說，一切屬於知

見的煩惱，都也已經斷除了，這個叫做已辦，剛才講初果、二果、三果是

什麼？現在講的「所作」，四果無學道的這些聖人是「已辦」，所以這邊的

「所作」是指證初果、二果、三果的有學位的羅漢，「已辦」，是指已經證

得四果無學位的羅漢。還有一個解釋就是以聞、思、修三慧來講，我們說

有所謂的聞所成慧、思所成慧、跟修所成慧，這邊的所作就是思慧成就，

已辦就是修慧成就。它還有很多解釋，大概我們把它重點講一講，所作已

辦就是這樣的內容。 
  「棄擔能擔」。「棄擔」，這邊的「擔」，是指五蘊，五蘊非常粗重，我

們為什麼會煩惱，最主要就是我們把五蘊當作是我，色蘊是我，然後我的

種種感受，這個身體是我，這個色蘊把它當作是我的身體，所以我的身體

不安適的時候，生病還是有種種所謂生、老、病、死的時候，我就會生煩

惱，這就是把色蘊當作是我。可是證得阿羅漢，他是五蘊已經解脫了，所

以在他的觀念裡面，這個色蘊，這個身體是生滅無常的、是無我的，所以

他就能夠「棄擔」，棄除這個五蘊的重擔，這五蘊是最主要讓我不得解脫最

主要的原因，我們把它當作五蘊是我，色、受，種種感受是我，我在感受，

不然是誰在感受？我覺得受苦、受樂，然後苦我是不喜歡的，然後我喜歡

樂，這個都是受蘊不得解脫。像我們打坐的話，覺得坐的很舒服，然後不

想起來，那個是當下受蘊不得解脫。證得阿羅漢，他也如實的了知，頭腦

很清楚，一切的感受他都不會著在上面，因為感受也是生滅無常的、無我

的，因此阿羅漢可以在受蘊當中解脫。想蘊也是，每一個起心動念，我的

想法，我的什麼，那屬於想蘊的內容，阿羅漢也同樣的知道它是生滅無常、

無我的，因此也不會困在種種的想法裡面，不會陷入自己的思想的情境當

中，所以是想蘊解脫。色、受、想、行、識，都是同樣的道理。所以這邊

講的棄擔，就是指五蘊已經解脫了，這些阿羅漢已經沒有五蘊的重擔，所

以叫作棄擔。「能擔」什麼呢？他能擔佛法的重擔，他不但自己解脫，而且

還可以教導一切眾生怎麼解脫的方法，所以他也同樣的可以承擔起自他功

德，自己的功德還有眾生的功德，都能夠承擔起來，這也是能擔的意思。 
  逮得己利。盡諸有結。以正智得解脫。 

  「逮得己利」。就是說，「逮得」就是獲得的意思，已經獲得自己的利

益，自己什麼利益？證得阿羅漢他自身的利益，就是說已經證得、已經獲

得八正道，他證得阿羅漢之後如果他沒有涅槃的話，就是他還活在世間的

話，他就是過著八正道的生活，他還獲得什麼？就是果位，阿羅漢的果位，

這個就是說明已經獲得自身的利益：八正道、還有證果的利益。 
  「盡諸有結」。這就是「三有」跟「九結」，這個「有」就是欲界有、

色界有、跟無色界有，就是我們所謂的三界，這些阿羅漢已經從三界當中

解脫了。「九結」呢？九結就是我們剛才講的十根本煩惱，再加上慳，慳貪

的慳，就是小氣吝嗇、捨不得，那個是慳，還有嫉妒的嫉，貪、瞋、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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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疑、慳、嫉，七個了，再加上我們剛才講的五不正見，我見、邊見、

邪見，還有二取，就是戒禁取、跟見取見，這是二取，所以加起來就是九，

九個，一個是「見」，一個是「取」，剛才有七個了，貪、瞋、癡、慢、疑、

慳、嫉，然後再加上見、取，所以是九結。這邊九結，就是指這個，主要

是煩惱的內容，十根本煩惱是主要的內容。 
  「以正智得解脫」。他就是以無我的智慧，達到解脫。 
  唯除阿難在學地，得須陀洹。 

  這五千位比丘，都已經證得阿羅漢，其中還夾雜了一位阿難，他是還

沒有證得四果阿羅漢，就是除了阿難在外，阿難雖然在大眾的中間，但是

他還沒有證得阿羅漢果，所以就說唯獨除了阿難還是在學，只證了初果，

除了他之外，全部都是我們剛才形容的阿羅漢，還有他們的境界都已經證

得了，已經證得「以正智得解脫」。 
  我們現在就要講，阿難為什麼他不證果？難道他沒有證果的功夫跟見

地嗎？不是的，阿難不證果是有原因，有五個原因。第一個，是他發願、

他的本願，他曾經發願，生生世世都要在佛弟子當中、佛弟子多聞第一、

佛弟子的多聞弟子當中，他要名列第一，然後名字叫做阿難，所以他只要

是隨佛出世的話，他的名字都叫阿難，這是阿難的本願。第二個，在佛法

當中，規定阿羅漢是不可以當侍者的，阿羅漢不應該去當侍者再去服侍別

人，他應該跟佛一樣坐在解脫的床座上，所以不應該再去服侍別人，不能

再當侍者。阿難他貪求要當佛陀的侍者，所以他心裡面就想：我如果證到

四果阿羅漢，我就從此要遠離世尊，不能夠再當他的侍者，所以他雖然有

能力證四果，但是他故意不證，這是第二個原因，為什麼他只證初果的原

因。第三個，阿難對於佛所說的法，他全部都能夠背誦，都能夠憶持，那

說明什麼？他的根性很利，智慧明利，他很少有時間去修定，所以他就變

成說他的智慧比較多，然後定力比較少。可是要證四果阿羅漢必須定、慧

均等，他偏在慧比較多，定比較少，依這個定、慧不均等的這種情況來說，

也是沒有辦法證果的。所以阿難他是智慧多、定力少，所以只能夠證到初

果，依他當時的定慧的情況來說，只能證初果，只有這樣的程度。第四個，

是阿難證阿羅漢的時間因緣還沒有到，因為他要當侍者，所以佛陀沒有涅

槃之前，他都不准證四果，對不對？所以他要等到什麼時候才能夠證果呢？

就是要結集經藏的時候，因為大家都要靠他來背誦，把佛說的法的內容把

它背誦出來，因為他多聞第一，所以他就變成說一定要等佛涅槃之後，然

後大迦葉結集一千位，已經全部都證得四果阿羅漢的比丘，然後在耆闍崛

山中結集這個經藏，那個時候要靠阿難來背誦。可是規定你沒有證四果阿

羅漢的不准參加，所以逼得阿難就不得不趕快證果，所以他要到那個時候

才能夠證四果阿羅漢。所以當時就是，你沒有證果，所以不准參加我們結

集的法會，所以他就在外面，說你什麼時候證果你就什麼從那個門進來這

樣子，沒有辦法很快就證果了。所以證果之後，他才可以參加結集經藏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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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法會，然後把佛所說的法，全部都把它背誦出來，然後記錄下來。所

以當時佛在世的時候，阿難為什麼沒有證果，也是因為他時間、因緣還沒

有成熟，這是第四個原因。第五個原因，就是阿難的厭離心不夠強，所以

沒有辦法很精進的在修行、證果方面下功夫。因為你要證得四果阿羅漢，

那個厭離心一定要很強，就是出離三界的那個心要很強，出離心要很強，

可是阿難沒有，因為他世世都是生長在帝王家，又長得相貌非常的端正，

阿難的相貌端正是無量劫以來，生生世世都修忍辱的功德所成就的。所以

我們想要相貌端嚴，就是要修忍辱，忍辱成就的話，相貌一定長得端嚴。

所以阿難為什麼相貌非常的端正？就是因為他生生世世都是修忍辱。而且

阿難又有無量的福德，他又是世尊的堂弟，又是佛陀的侍者，又是佛法寶

藏的持有人，所以他就不用擔心。佛陀所說的法，全部我都背下來，我隨

時要拿一個什麼出來一修，我馬上就證果了，所以我要不要很緊張，然後

要不要很快？我不緊張啊，對不對？慢慢來沒關係，因為我隨時要證果都

可以，他有這樣的能力，所以他就不會很精進說要趕快修行證果，所以那

個厭離心也沒有發出來。這就是阿難為什麼沒有證四果阿羅漢的原因。 
  復有五百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皆見聖諦。 

  除了這五（千）位比丘之外，還有參加法會的，還有三類的聲聞眾，

有五百位比丘尼、五百位優婆塞、五百位優婆夷。「皆見聖諦」，就是都已

經證得初果以上的，四向四果，前面已經講過了，就是證初果到四果，都

可以叫做見聖諦，所以我們剛才講那個僧有四種對不對？真實僧，除了這

五千位的比丘是真實僧以外，還要加上五百、五百、五百，一千五，也都

是真實僧，所以我們就知道與會的這些聲聞眾，至少都是初果以上的真實

僧，都已經證果了，初果以上的羅漢。現在問題來了，為什麼比丘這麼多？

五千人，為什麼比丘尼才五百？差十倍，難道重男輕女嗎？不是，這是女

人的過失，因為女人自古以來，佛就常說女人智慧少、煩惱重、貪愛多，

所以證果的少，這就是為什麼比丘尼比較少的原因，因為佛說因緣所生法，

所謂的因緣所生、無自性空這個道理，它已經是很難，已經甚深難得，已

經很難被一般人所理解，可是要斷盡一切的煩惱，然後離欲得涅槃的話，

這是更加倍的困難。所以為什麼女人這麼難證果的原因，就是想要斷盡一

切煩惱，對女眾來說確實是滿難的，最主要就是因為她煩惱重、貪愛多、

智慧又少，在家眾的優婆塞、優婆夷，為什麼也這麼少呢？這個我們就很

容易理解了，因為在家眾俗務繁忙，心不容易清淨，當然證果的就少，所

以都各自只有五百、五百、五百，這樣而已。還有人會覺得有疑惑，就是

我們看其它的大乘經典裡面，參加法會的聲聞眾都很多，都是什麼六萬、

十萬，都很多，為什麼這部經大般若經，是一切大乘經典當中第一、最上

的、最殊勝，為什麼它反而聲聞眾這麼少呢？這個是我們會起這樣的一個

疑惑，到底是為什麼？在後面的囑累品裡面有談到一段話，很重要，就是

說明為什麼大般若經特別、特別殊勝的原因，它怎麼說？它說其餘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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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裡面全部的內容如果你全部都忘掉的話，經裡面所有的內容都忘失的

話，罪過只有很少，可是般若波羅蜜經當中一句話，你如果忘失的話，罪

過就很大。其中的一句話如果你忘失的話，罪過就很大，其它的經典全部

忘失，罪過很小。就憑這段話，就可以說明，為什麼般若波羅蜜經在一切

大乘的經典當中，它是最殊勝的，因為過去、現在、未來諸佛，都是靠這

個成佛的，所以它最重要，這個我們在第一堂課已經介紹過，它是多麼的

殊勝。所以它現在就說，它的問題就是，為什麼這麼殊勝的經，聲聞眾參

加的人這麼少，到底是為什麼原因呢？第一個原因是，因為這部大經甚深

難解，所以參加法會的聲聞眾就很少，因為很難懂，憑聲聞眾的根性，是

更難契入，因為聲聞乘他一心一意只想走自我解脫的路線，心量也不夠廣

大，然後智慧也不夠圓滿，也沒有見性，證得四果阿羅漢都沒有明心見性，

當然對這個般若的部分是沒有辦法那麼容易契入，因此參與法會的人數很

少，才六千五百人而已，還沒有上萬，可見它很少。還有一個原因就是說，

其它的經典雖然參與法會的聲聞眾的人數很多，但是參差不齊，他們的程

度不一樣，可是現在的我們剛才講過，至少是證初果以上的聖人，這也是

另外一個原因，它為什麼人數比較少，因為都是已經證得聖果了，其他的

聲聞眾有些還沒有證果，所以人數很多，但是有的證果、有的沒有證果，

所以現在的人數比較少，是因為他們都已經是證果的，而且都是聲聞眾裡

面的精華，所以當然人數會比較少。 
  好，講到這邊，我們聲聞眾的部分已經介紹完了，我們從下一次開始

就介紹大乘的菩薩，參加法會的大乘菩薩有那些內容，然後大乘的境界到

底是什麼樣的境界，我們下一次來介紹。今天就講到這裡。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切；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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