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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訶盧嘆愚癡無知實苦，女居士聞之悟道 

釋厚觀（福嚴推廣教育班，2018.3.17） 

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則佛典故事，這故事出自《雜譬喻經》，在《大正藏》第 4冊 508

頁上欄到中欄。 

過去外國有一座松寺，寺廟中經常有數百名僧眾，常住在裡面修學。 

有一位女居士非常精進，熟悉經義，住在離寺不遠的地方，每天供養一位出家沙門，

僧眾依序接受供養，從戒臘最高的到戒臘最低的僧眾，輪完一回再重新循環。凡是前往

接受供養的沙門，女居士總是向他們請教經義，自覺才疏學淺的沙門常常不喜歡前去接

受供養。 

有一位名叫摩訶盧的沙門，出家比較晚，什麼都不知道，輪到他應該前往接受供養；

他就緩緩地走，竟無法及時到達。 

女居士看見了這種情形，就說：「這位年紀大的長老，行走步伐安詳莊嚴。」便以

為他是一位有大智慧的人，所以更加歡喜地為他準備美味的食物。供養完畢以後，女居

士設置高座想請他說法。 

摩訶盧一上座之後，因為實在不知道要說什麼，只好說出自己心中的體會：「啊！

人愚癡無知，實在苦惱！」 

女居士聽了之後便仔細思惟：「愚癡無明，正是十二因緣的根本。由於無知，所以

生死不絕，導致種種苦惱，因此說非常痛苦。」反覆思惟後，當下就證得初果。於是女

居士便開啟儲藏室，想要拿出細棉布供養沙門；摩訶盧就趁機下座離開，回到精舍。 

女居士走出儲藏室，不知道沙門人在哪裡，從門中望出去也不見蹤影，還以為沙門

已經得道，使用神足通飛走了。 

女居士便拿著潔白的細棉衣來到精舍，請求見沙門一面。摩訶盧很害怕，以為被追

趕，就趕緊跑進房間、關上門窗躲藏起來。 

摩訶盧的師父已經證得六神通，看見有人追上門來，以為有人要來侵犯，就入定觀

察，知道女居士已經證得初果，便叫摩訶盧出來接受供養。師父為摩訶盧說清楚事情的

前因後果，摩訶盧聽了很歡喜，也證得了初果。 

這一則故事提到，有一位女居士熟悉經義，也很喜歡供養僧眾，每當供養完畢之後

總是請僧眾說法。摩訶盧比丘晚年才出家，生性愚鈍，不知道說什麼好，非常著急，只

能感嘆地說：「人愚癡無知，實在苦惱！」 

沒想到這位女居士很有慧根，體會到眾生輪迴之苦的根源就是來自於「愚癡無明」；

由於愚癡無明，所以造業，因而在三界中不斷地輪迴生死，導致種種憂悲苦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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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同樣是「愚癡無知」，對這比丘來說，他是覺得「我因為愚癡，所以無法說

法，不知道說什麼法好」；但是對這位女居士來講，愚癡無知就是不瞭解無我、不瞭解

緣起，所以造業而輪迴。這深者見之深，淺者見之淺，體會得不一樣。 

而或許有人覺得自己很快樂啊，不覺得人生是苦，不過他的快樂可能只是在衣、食、

玩樂等欲界的五欲之樂而已。這樣的五欲樂，在聖者看來，就如蒼蠅住在糞便中自以為

清淨一樣，而其實是不淨的。一般人把大部分的時間都用在追求五欲上，但這些欲樂最

後還是要歸於無常滅壞。如《大智度論》卷 17〈序品 1〉所說：「諸欲求時苦，得之多

怖畏，失時懷熱惱，一切無樂時。」（大正 25，184a11-12）也就是三個階段： 

第一個、還沒得到的時候，苦苦追求，追得很辛苦。 

第二個、得到以後，又怕失去，守護得很辛苦。 

第三個、一旦失去之後，又非常懊惱、很痛苦。 

或許有人覺得自己衣食不缺，在生活上也沒什麼經濟壓力，但終究還是離不開老、

病、死、求不得、五蘊盛苦等。而且，即使今生不覺得苦，但說不定下一生可能還會墮

餓鬼道、畜生道、地獄道，遭受飢餓、被人宰殺、凌虐、刑罰等痛苦。 

因此，佛陀勸我們要「發心、修行、證果」，得解脫樂或無上菩提才是究竟的。若

是求解脫道的話，那就要發出離心，修戒、定、慧三增上學，體悟無我，證得涅槃果。 

而如何發出離心呢？如印順導師於《成佛之道》所說：「一切行無常，說諸受皆苦；

緣此生厭離，向於解脫道。」也就是說，世間雖然有苦受、有樂受、不苦不樂的差別，

但深刻地觀察起來，不論是身心、或者是器世間，都是在生老病死、成住壞空的過程中，

從「一切有為法終歸無常生滅」的意義來說，「諸受皆苦」。有了這種覺悟，了知三界如

火宅，就能引發「出離心」，趣向解脫道。如果沒有這種出離心，一切修行、一切功德，

都只是世間法。有了出離心，則一切功德，就被出離心所攝導，能成為解脫生死的資糧。 

如果是修菩薩道的話，還要再發菩提心，修六度萬行，不忍眾生苦，也知道出離苦

的方法，願救度眾生出離苦海，這樣自度度他圓滿，最後才證得無上菩提果。 

總之，有智慧就沒有煩惱，沒有煩惱就不會有苦；一切苦的根源在於「愚癡無明」，

希望大家能深刻體會，能夠有智慧證得解脫。 

以上以這些與大家共勉！ 

 

 

※經典原文 

《雜譬喻經》卷 2（22）（大正 4，508a12-b2）： 

昔外國有一松寺，中恒有眾僧百餘人，共於中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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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優婆夷精進明經，去寺不遠，日飯一沙門，眾僧自相差次1，從頭至竟，周而復始。

其有往者，優婆夷輒2從問經義，自隱3學淺者每不喜往。 

有一沙門摩訶盧，晚作沙門，一無所知，次應往食；行道遲遲4，却5不時6至。 

優婆夷逢見之，言：「此長宿7年老，行步庠序8。」謂是大智慧，益用歡喜與作好食。

畢施高座欲令說法。 

道人上座，實無所知，自陳體中言：「人愚無知實苦。」 

優婆夷聞是便思惟之：「愚無所知，則是十二因緣9本。是生死不絕，致諸苦惱，是故言

甚苦。」思惟反覆，即得須陀洹道。便起開藏室，欲取㲲10布施道人；道人便11下座捨

去，還於精舍。 

優婆夷出，不知道人處為所12在，門中望亦復不見，真謂為得道神足飛去也。 

優婆夷便持白㲲衣詣精舍，求道人；道人恐追呼，入房閉戶藏。 

其師以13得六通14，見有追者，謂有所犯，即定意15觀，知優婆夷得須陀洹道，呼摩訶

                                                      
1（1）差（ㄘ）：1.次第；等級。2.分別等級；依次排列。（《漢語大詞典》（二），p.973） 

（2）差次：分別等級次序。（《漢語大詞典》（二），p.975） 
2 輒（ㄓㄜˊ）：6.副詞。每每；總是。（《漢語大詞典》（九），p.1252） 
3 隱：11.憂傷。（《漢語大詞典》（十一），p.1118） 
4 遲遲：1.徐行貌。（《漢語大詞典》（十），p.1237） 
5（1）（前）＋却【宋】【元】【明】。（大正 4，508d，n.8） 

（2）却：同“ 卻 ”。（《漢語大字典》（一），p.313） 

（3）卻：18.副詞。竟。（《漢語大詞典》（二），p.540） 
6 不時：4.不及時。（《漢語大詞典》（一），p.434） 
7 長宿：年長而素有聲望的人。（《漢語大詞典》（十一），p.598） 
8（1）序：16.通“ 豫 ”。安定。（《漢語大詞典》（三），p.1210） 

（2）庠序：2.安詳肅穆。庠，通“ 詳 ”。安詳。（《漢語大詞典》（三），p.1230） 
9 十二因緣：梵語 dvādaśāṅgapratītya-samutpāda。十二種因緣生起之意。又作二六之緣、十二支

緣起、十二因緣起、十二緣起、十二緣生、十二緣門、十二因生。即構成有情生存之十二條

件（即十二有支）。（一）《阿含經》所說根本佛教之基本教義，即：無明、行、識、名色、六

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佛光大辭典》（一），p.337.1） 
10 㲲：1.細毛布，細棉布。（《漢語大字典》（三），p.2008） 
11 便：18.副詞。即，就。（《漢語大詞典》（一），p.1360） 
12 為所＝所為【宋】【元】【明】。（大正 4，508d，n.13） 
13 以＝已【宋】＊【元】＊【明】＊。（大正 4，508d，n.15） 
14 六通：2.佛教語。謂六種神通力：神境智證通（亦云神足通）、天眼智證通（亦云天眼通）、 天

耳智證通（亦云天耳通）、他心智證通（亦云他心通）、宿住隨念智證通（即宿命智證通，亦

云宿命通）、漏盡智證通（亦云漏盡通）。神足通，謂其游涉往來非常自在；天眼通，謂得色

界天眼根，能透視無礙；天耳通，謂得色界天耳根，聽聞無礙；他心通，謂能知他人之心念

而無隔礙；宿命通，謂知自身及六道眾生宿世行業而無障礙；漏盡通，謂斷盡一切煩惱得自

在無礙。前五通，凡夫亦能得之，而第六通，唯聖者始得。（《漢語大詞典》（二），p.41） 
15 三摩地：梵語 samādhi，巴利語同。七十五法之一，百法之一。又作三昧、三摩提、三摩帝。 

意譯為等持、正定、定意、調直定、正心行處。即遠離惛沈掉舉，心專住一境之精神作用。（《佛

光大辭典》（一），pp.670.3-6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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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令16出受施。師為說本末17，摩訶盧歡喜，亦得須陀洹道。 

 

 

                                                      
16 令＝命【宋】【元】【明】。（大正 4，508d，n.16） 
17 本末：2.始末，原委。（《漢語大詞典》（四），p.7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