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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發起的因緣，實在就是告訴我們這個世界是個很苦惱的世
界，為了爭權奪利，連父母都不顧，親情也不要，這是顯示出極苦
的世界。也正因為如此，才有出離之想，想離開這個五濁惡世，找
個好的環境去生活。這種思想我想很多人都有，現在有許多人移民
到外國，都想往外跑，將來如果整個世界大災難來的時候，往哪裡
跑？那就是李老師給我們講的，唯一的一條生路是趕緊求生西方世
界。這也是移民，往西方極樂世界去移民，這才是究竟安穩，這個
事情決定能成就。
　　六十三面大字應該是小字，它屬於科文。「二總科略釋二，初
分科，就中為二。初爾時下，正明殺父。次問守門人下，明欲害母
」。請看六十四面的經文：
　　【爾時王舍大城。有一太子名阿闍世。隨順調達惡友之教。收
執父王頻婆娑羅。幽閉置於七重室內。制諸群臣。一不得往。】
　　這樁事情就是政變，政變主角是誰？是他兒子，兒子要奪父親
的政權，要想篡位。實在講，父親早晚要把王位給他，他等不及，
現在就要，所以就發動政變。這個故事的原委都在註解裡頭。政變
的起因當然是太子權力心太重，『調達』來挑撥是緣，調達就是提
婆達多，如果沒有這個人在當中挑撥，他也不至於幹這件事情。提
婆達多是釋迦牟尼佛的堂弟，是阿難尊者的親哥哥，同胞哥哥。釋
迦牟尼佛的父親兄弟四個，他們堂兄弟一共有九個人，在堂兄弟當
中，釋迦牟尼佛年歲是最長的，阿難是最小的，提婆達多是阿難的
同胞哥哥。這個人也非常聰明，看到釋迦牟尼佛作佛，他很不服氣
，他也學得不少，後來也學了一點神通，註解上都有。他就想把釋



迦牟尼佛害死，他來領導僧團，作佛，就挑撥阿闍世，你最好也把
你父親除掉，你作新國王，我作新佛，新佛、新王來統治天下，這
是很好、很快樂的事情。這一挑撥，阿闍世王就聽他的話，就發起
政變。
　　我們知道殺父親、害母親是五逆重罪。提婆達多又破和合僧，
破壞僧團，還起惡心要害佛，佛是沒有害成，出佛身血，所以這兩
個人都造的是五逆重罪。在此地我們所看到的，阿闍世王把他的父
親囚禁，派兵守住不讓任何人接近他，其目的就是把他餓死，不給
他飲食，把他關在那個地方不讓他出來，關幾天當然就餓死了，用
這種手段。『制諸群臣，一不得往』，不准任何人接近他。我們再
看底下一段：
　　【國太夫人名韋提希。】
　　『國太夫人』，就是頻婆娑羅王的皇后，也是阿闍世王的母親
。『韋提希』，這個時候只有她能救，別的人不能接近，只有她暗
中來救他。
　　【恭敬大王。澡浴清淨。以酥蜜和麨。用塗其身。諸瓔珞中。
盛葡萄漿。密以上王。】
　　『大王』就是頻婆娑羅王。『麨』是麨麵，就是麵茶，把它塗
在身上。用這個方法把飲食帶進去，這是很苦的事情。身上洗澡洗
乾淨，把麨麵塗在身上，這樣子帶進去，可見得警衛檢查很嚴格，
決定不准帶飲食進去，連他母親進去都要受嚴格檢查。她這樣子祕
密偷帶進去，查不到了，用這個方法帶進去。『瓔珞』，那都是金
銀珠寶做的首飾，像項鍊當中是空的，她就把『葡萄漿』盛在裡面
，這樣帶進去。『密以上王』，這是供給頻婆娑羅王的飲食，用這
個方法，她天天去送。
　　【爾時大王食麨飲漿。求水漱口。漱口畢已。合掌恭敬。向耆



闍崛山。遙禮世尊。】
　　他是皈依釋迦牟尼佛的在家弟子，也是佛重要的大護法，現在
遭難了，佛在靈鷲山，當然佛有神通，哪有不知道這個事情？前因
後果佛都曉得。他現在要求願，向著靈鷲山的方向禮拜，在這裡『
遙禮世尊』。
　　【而作是言。大目犍連是吾親友。願興慈悲授我八戒。時目犍
連。如鷹隼飛。疾至王所。日日如是。授王八戒。世尊亦遣尊者富
樓那。為王說法。】
　　他跟目連尊者是親戚。他在災難臨頭的時候求授八關齋戒，希
望世尊派遣目犍連來給他授戒。『鷹』是老鷹，『隼』也是老鷹一
類，比這個鷹小一點，飛得都非常快速，這是形容目犍連以神通從
空中飛行到王宮裡面來，守衛對他無可奈何。每天目連都來給大王
授戒。國太夫人，就是皇后，天天祕密的送東西給他吃。『富樓那
』尊者是佛弟子當中，說法第一。派這兩位羅漢天天去給國王授戒
、說法，所以他雖然被軟禁，也並不寂寞，正好利用這個機會來修
行，像閉關修行一樣。
　　【如是時間。經三七日。王食麨蜜。得聞法故。顏色和悅。】
　　這樣子經過二十一天，不但沒餓死，而且精神比往常還要好。
這一段就是前面科文裡面講「正明殺父」。阿闍世王用這種手段是
想把他父親活活餓死，經過三七二十一天，他想大概差不多已經餓
死。
　　【時阿闍世問守門者。父王今者猶存在耶。】
　　他現在是活著還是已經死了？去問那個守門的人。
　　【時守門人白言。大王。國太夫人。身塗麨蜜。瓔珞盛漿。持
用上王。】
　　這個祕密被守門人發現，發現也無可奈何，她是皇后，現在是



皇太后，對她無可奈何。別的人可以禁止不讓他進去，皇太后來，
沒辦法，不敢不讓她進去。
　　【沙門目連及富樓那。從空而來。為王說法。不可禁制。】
　　衛兵對他沒辦法，他從空中飛進來的，攔也攔不住他，沒有辦
法阻攔的。換句話說，大王現在還在，還活得好好的。
　　【時阿闍世聞此語已。怒其母曰。我母是賊。與賊為伴。沙門
惡人。幻惑咒術。令此惡王多日不死。即執利劍欲害其母。】
　　他不但不覺悟，可見得這是利慾薰心才會迷惑到極處，做了很
大的錯事，怪罪他的母親。本來要把他餓死，結果現在還沒死，二
十一天了，國王還沒死，他就拿劍想去殺他母親。實在說，他以前
本意只害他父親，還沒有動念頭害他母親，為什麼？奪王位只要害
他父親，他王位就得到，與他母親不相干。現在他母親幫助他父親
，他就不能原諒，連母親都要害，這是大逆不道。我們看下面經文
：
　　【時有一臣。名曰月光。聰明多智。及與耆婆。為王作禮。白
言。大王。臣聞毗陀論經說。】
　　這就他底下有大臣。『耆婆』這位大臣就像是御醫一樣，是一
個大夫，照顧國王身體健康的。這兩個人等於是他的左右手，幫助
他治理朝政。這兩個人看到他要殺母親，這個事情嚴重，你看他害
他父親，他們不說話；害他母親，這他們看不過去，母親的恩德非
常之大。《毗陀論》是婆羅門裡面的經典。
　　【劫初已來。有諸惡王貪國位故。殺害其父一萬八千。未曾聞
有無道害母。】
　　像這種政變的事情，貪圖權位，從父親手上奪取政權這樣不肖
的兒子，有，自古以來聽說過，而且聽說很多，所以你搞政變、奪
政權要把你父親害死不足以為怪，過去有例可援，但是沒有聽到殺



母親的，這是在婆羅門經典裡面記載的，所以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
事情。
　　【王今為此。】
　　就為了母親送一點麨蜜飲食給父親，你就要殺害母親。
　　【殺逆之事。污剎利種。】
　　『剎利』是王族，印度四種階級，剎帝利是王族。你這樣做法
，對整個剎帝利的種族是一種永遠洗不乾淨的污點，這個事情勸他
決定不可以做。
　　【臣不忍聞。】
　　我們不忍心看到你這樣做法，也不願意有這麼一樁事情出現。
　　【是旃陀羅。吾等不宜復住於此。時二大臣。說此語竟。以手
按劍。卻行而退。時阿闍世驚怖惶懼。】
　　『旃陀羅』在印度是很下賤之人，換句話說，你不配做國王，
哪有國王殺母親的道理？他們兩個要走了。換句話說，我們不願意
跟你了，你是大逆不道，沒有人會原諒你，我們要離開這個國家到
別的地方去。這就是阻止他。這兩個人是他的左右手，是他所依靠
的人，這兩個人走了，換句話說，他的困難就多了，沒有人替他辦
事，也沒有人照顧他的健康。耆婆是位良醫，非常好的醫生。他要
倚重這兩個人，這兩個人反對他，要走了，他免不了驚慌。
　　【告耆婆言。汝不為我耶。】
　　你不幫助我，不擁護我，你們兩個都要走？
　　【耆婆白言。大王。慎莫害母。王聞此語。懺悔求救。即便捨
劍。止不害母。】
　　叫他要謹慎、要慎重，千萬不能害母親。因為這兩個人出來諫
諍阿闍世王，阿闍世王才把殺母親的念頭取消，不殺母親，但不准
他母親再跟他父親見面。



　　【敕語內官。】
　　『內官』就像中國從前皇室裡面的太監一樣，在印度也有，專
門伺候皇室皇帝、皇后私生活的這些人，內侍。
　　【閉置深宮。不令復出。】
　　把他母親也幽禁起來，行動不准她自由。這就是雖然不殺她，
也把她軟禁起來。到這個地方，發起的因緣就很明顯，為人父母看
到兒女這樣的不孝，為了權力忘恩負義，做出殺害父母之事，這是
令做父母的真正痛心，於是對這個世界產生厭惡，這才有求淨土的
願望。
　　【時韋提希被幽閉已。愁憂憔悴。遙向耆闍崛山。為佛作禮。
】
　　『韋提希』是這部經的真正當機者，她請求的。『被幽閉已』
，被兒子軟禁。她也向靈鷲山的方向拜釋迦牟尼佛，求佛來幫助她
。
　　【而作是言。如來世尊。在昔之時。恆遣阿難來慰問我。】
　　這就想到從前，沒有出事情的時候，釋迦牟尼佛自己不能來，
常常派阿難尊者來看她。
　　【我今愁憂。世尊威重。無由得見。願遣目連尊者阿難。與我
相見。】
　　佛是老師，不敢請，只希望佛能派目犍連，目犍連是親戚，阿
難很熟，過去常常見面，希望世尊能派目連、阿難來跟她見見面。
　　【作是語已。悲泣雨淚。遙向佛禮。】
　　她在深宮裡面禮拜，心裡有這個願望，實在說釋迦牟尼佛在靈
鷲山就看得清清楚楚，佛有天眼、天耳、他心，哪一樣不清楚？樣
樣都清楚。
　　【未舉頭頃。】



　　她拜下去，頭還沒有抬起來。
　　【爾時世尊在耆闍崛山。知韋提希心之所念。】
　　就知道了。
　　【即敕大目犍連及以阿難。從空而來。】
　　立刻就派目連跟阿難尊者立刻就去見她，不但這兩位尊者來，
佛自己也來。她不敢請佛，佛來了。佛為什麼來？前面註疏裡頭祖
師大德跟我們分析，頻婆娑羅王遙禮世尊，世尊只派富樓那跟目連
兩個人去，佛自己沒有去，現在皇后這一禮拜，佛就來了，這是什
麼原因？因為國王的機緣沒成熟，所以佛不必要親自去，派弟子去
就可以，皇后的因緣成熟，非得自己來不可。什麼因緣成熟？成佛
的因緣成熟。你看看前面頻婆娑羅王要求的是什麼？只是要求給他
授八關齋戒，要求聽聽佛法，他沒有別的要求。夫人的要求就不一
樣，這世間太苦，兒子大逆不道要殺我，不想活了，希望問佛哪裡
有好的世界，我可不可以去？這就是往生的念頭生了，成佛的機會
到了，佛一定要來幫助她，來給她說十六妙觀，幫助她往生淨土，
這個事情不是佛的學生能辦得到的，所以他自己來了。所以佛對眾
生的確是平等的，沒有差別，只看緣熟不熟，真是眾生有感，佛就
有應，感應道交。
　　【佛從耆闍崛山沒。於王宮出。】
　　這就是神足通的示現。
　　【時韋提希禮已。舉頭。見世尊釋迦牟尼佛。身紫金色坐百寶
蓮華。目連侍左。阿難侍右。釋凡護世諸天。在虛空中。普雨天華
。持用供養。】
　　就是拜完佛之後，頭剛剛抬起來，看到釋迦牟尼佛在面前，阿
難、目犍連也在面前，這兩個人隨侍釋迦牟尼佛，都來了。而且還
有『釋凡護世諸天在虛空中』，這就是天龍八部護法神，護法神也



在空中，保護著佛陀。這些護法神以『天華』來供佛，場面非常的
莊嚴。
　　在這個地方大師有一段議論，這段議論在七十四面倒數第五行
，我們把它念一遍，因為這屬於佛學常識，從第三個字開始。「我
國各處大殿，供的一佛二侍者像」，這就是佛門裡面供這佛菩薩的
像。「相傳都道迦葉阿難」，的確我們看到許多供三聖像，當中是
釋迦牟尼佛，一邊是迦葉尊者，一邊是阿難尊者，我在香港天台精
舍也是這樣供的，許多地方都是這個供法。「我則素言不以為然」
，這是諦閑大師講的，這個註解是諦閑大師的話，諦閑大師的看法
就不一樣。「雖不見有人公然否認，但心中猶未誠肯耳」，就是不
能肯定。「夫古人建殿供像，必有所本」，他有依據的。「試問迦
葉阿難，出於何典」，根據什麼這樣子供像？「我曰非者，乃本於
今經也」，諦閑大師不同意從前人的供法就是根據這部經。這部經
上說得很清楚，「經中分明說佛身紫金色。坐百寶蓮華。目連侍左
。阿難侍右。左面相傳言迦葉者。以盲從盲也」，這是諦閑法師的
見解。他老人家前面序文說過，他從出家就以這部經做功課，他是
專修這部經的，所以他是根據這部經不太贊成一般大殿裡面供的三
聖像，認為供迦葉尊者跟阿難尊者，他不太同意，他說應當是供目
連跟阿難，根據這部經上說的，這是他的見解。
　　我覺得供迦葉跟阿難沒錯，雖然經典裡面沒有，但是在佛法承
傳上有道理。在佛門常講宗門教下，佛教整個分開，一個是禪宗，
一個是教下。十個宗派裡面，除禪宗之外，其餘九個宗派都是教下
。教下是阿難傳的，阿難是佛的傳法人，一切經典阿難結集的，供
阿難這沒有問題，迦葉尊者是傳禪宗的，一個傳禪宗，一個傳教下
，供他兩個沒錯，所以並不能說有錯，供這兩個人代表佛法的承傳
。雖然此地大師說目連、阿難有經典做依據，這也不過是一時的，



就是當時應韋提希尊者的要求，佛帶這兩個人到皇宮裡面來，所以
供迦葉跟阿難還是有道理。這個地方怕同修們看了之後起疑惑，特
別提出來解釋一下。
　　七十四面最後一行有一個錯字，「三傷歎請法二，初問住生因
」，這個住是錯的，是「宿生因」，就是過去世的因緣。七十五頁
大字第二行第二個字，就是這個字。我宿何罪？我過去生中有什麼
罪，為什麼會生出這個兒子出來？對待兒子也很不錯，非常愛護這
個兒子，結果兒子不知道報恩，反而要殺母親，這是什麼道理、什
麼因緣？她要問這段因緣。
　　【時韋提希見佛世尊。自絕瓔珞。舉身投地號泣向佛。】
　　這是看到佛來了，這一拜佛就來了，見佛了。『瓔珞』就是她
戴的這些裝飾品，見到佛了，把這些都拿下來。『號泣』是哭的聲
音很大，非常的傷心，痛哭流涕。
　　【白言。世尊。我宿何罪。生此惡子。】
　　『生此惡子』，不但要害媽媽，還要害爸爸，置父母於死地。
我過去世造了什麼罪業，生出這麼個兒子？
　　佛法裡面說得很明白，父母與子女有四種緣，沒有緣不會來的
。這四種緣，第一種是報恩的，所謂孝子賢孫，是過去世你對他有
恩，他是來報恩的。第二種是報怨的，過去世是冤家對頭，這一世
遇到，到你家來做你兒子，以後長大怎麼樣？敗家子，要把你家財
送得乾乾淨淨，還要搞得你家破人亡，這是冤家對頭來了。第三種
是討債的，討債鬼，那是父母欠他的，他討完就走了。欠得少的，
三、四歲就死了，你養他那麼大，花了不少錢，花了不少精神，他
走了。如果欠得多的，會到十幾、二十歲，大學畢業了，博士學位
拿到了，死了。費這麼多的錢、這麼多的心血供養他，他走了，這
討債的。第四種是還債的，是他欠父母，他長大之後賺錢供養父母



，只是在物質生活上讓父母不會缺乏，對父母沒有恭敬心，換句話
說，沒有孝心，只是在生活上給你供養。如果欠得多的，供養就比
較豐富一點；欠得少的，生活就苦一點，他不會給你多的，甚至對
父母供養都很刻薄，我們都見過。兒女發財發得很大，一個月給父
母幾百塊錢生活費用，這什麼原因？還債的，是因為他欠得少，所
以他還得也少。如果欠得多，他一個月可以給他父母幾萬塊錢，讓
他過得很舒服。欠多的他就還得多，欠少他就還得少。佛講四種因
緣，沒有這四種緣不會來的。
　　緣是我們過去生中結的，過去生中不曉得因果的道理，所以跟
人家結很多惡緣，我們今天在這個世間，在我們生活圈子裡面，人
事環境裡面才有很多障礙，才有很多看不順眼的人，冤家對頭，叫
怨憎會。明白這個道理之後，我們要覺悟，凡是與我有過不去的人
，知道我過去對不起他，今天他一樣的態度來對我。我如果還懷恨
在心，這個事情麻煩了，這個冤結得一世比一世重，這一世是很不
愉快的朋友，來世可能就是不愉快的親戚，最後一世可能就跟阿闍
世王一樣，一世比一世嚴重，所以佛教給我們冤家宜解不宜結。所
以遇到一切不如意的這些人，好像不痛快的事情，要特別提醒自己
，委屈婉轉，我們順他一點，遷就他一點，不再結這個冤仇，從這
一生把它解除掉，對我們自己將來往生的時候不會造成障礙，這點
很重要。
　　《無量壽經》說，千萬不要輕忽小小的嫌隙、嫉妒，很輕微的
，不要把這個看小了，逐漸就變成大冤仇，這佛在《無量壽經》裡
頭教給我們的。小小的怨恨都不可以有，何況大的怨恨？所以不學
佛不懂，人家欺負我，我為什麼不報復他？好像是應該的一樣，這
是世間人眼光看的，只看到一世沒有看到三世，如果看到三世，才
曉得這個觀念是大錯誤。所以怨憎會是有因緣的，韋提希問得有道



理。
　　【世尊復有何等因緣。與提婆達多共為眷屬。】
　　就是我遭這個大難，遇到冤家對頭，釋迦牟尼佛，你也不例外
，你過去生中也造了什麼因緣，你怎麼跟提婆達多是堂兄弟？當然
都是因緣。提婆達多是處處想盡方法害釋迦牟尼佛，想把佛害死，
他要作新佛。佛是功德圓滿、智慧圓滿，護法神太多了，所以提婆
達多害不了他，雖然害不了，也叫佛的腳被石頭砸流血，所以出佛
身血。他破和合僧，破壞僧團，造的罪業這麼重。問他究竟是過去
生中什麼因緣？當然佛是給她說了，但是在這個經典裡面這樁事情
省略，可是註解裡頭有，其他的經典上也有。這裡註得不太多，可
是大致上都說出來了。
　　底下這重要，她就求往生，認為這個世界太壞，不想在這個世
界再活下去，這就是發起這部經的因緣。佛把一切諸佛世界用神力
都叫她能看得到，然後讓她自己選擇一個世界。妳看看諸佛世界，
哪個世界好，妳願意到哪裡去，我就教妳方法，幫助妳去，她選擇
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不是釋迦牟尼佛介紹她去的。釋迦牟尼佛把
一切諸佛世界展現在她面前，讓她自己選擇，她選擇極樂世界。我
們今天講到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