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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3補充講義 

開仁 2017/12/21 

講義 p.249-250 

三九０（一一七二） 

譬如有四蚖蛇，兇惡毒虐，盛一篋

中。  

1、篋者，譬此身色，麤四大、四

大所造，精血之體，穢食長

養，沐浴、衣服，無常變壞危

脆之法。 

2、毒蛇者，譬四大──地界，水

界，火界，風界。地界若諍，

能令身死，及以近死；水、

火、風諍，亦復如是。 

時有 A 士夫，聰明不愚，有智慧，

求樂厭苦，求生厭死。 

時有 B 一士夫語向士夫言：汝今取

此篋盛毒蛇，摩拭洗浴，恩親養食，

出內以時。若四毒蛇脫有惱者，或能

殺汝，或令近死，汝當防護！ 

 

爾時、A士夫恐怖馳走，忽有五怨，

拔刀隨逐，要求欲殺。（B人復語言：

有五怨拔刀隨逐，要求欲殺。）汝當

防護！ 

3、五拔刀怨者，譬五受陰。 

爾時、A士夫畏四毒蛇及五拔刀怨，

驅馳而走，B人復語言：士夫！內有

六賊，隨逐伺汝，得便當殺，汝當防

護！ 

4、六內賊者，譬六愛喜。 

爾時、A士夫畏四毒蛇、五拔刀怨及

內六賊，恐怖馳走，還入空村。見彼

空舍，危朽腐毀，有諸惡物，捉皆危

脆，無有堅固。 

5、空村者，譬六內入。善男子！觀

察眼入處，是無常變壞；執持眼

者，亦是無常虛偽之法。耳、鼻、

舌、身、意入處，亦復如是。 

B人復語言：士夫！是空聚落，當有

群賊來，必奄害汝。 

6、空村群賊者，譬外六入處。眼為

可意、不可意色所害，耳、聲，

鼻、香，舌、味，身、觸，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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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意、不可意法所害。 

爾時、A士夫畏四毒蛇、五拔刀賊、

內六惡賊、空村群賊而復馳走，忽爾

道路臨一大河，其水浚急。 

7、浚流者，譬四流──欲流，有流，

見流，無明流。 

8、河者，譬三愛──欲愛，色愛，無

色愛。 

但見此岸有諸怖畏， 9、此岸多恐怖者，譬有身。 

面見彼岸安隱快樂，清涼無畏。 10、彼岸清涼安樂者，譬無餘涅槃。 

無橋、船可渡得至彼岸，作是思惟：

我取諸草木，縛束成栰，手足方便，

渡至彼岸。 

11、栰者，譬八正道。 

作是念已，即拾草木，依於岸傍、縛

束成栰，手足方便，截流橫渡。 

12、手足方便截流渡者，譬精進勇

猛。 

如是 A士夫，免四毒蛇、五拔刀怨、

六內惡賊，復得脫於空村群賊，度於

浚流，離於此岸種種怖畏，得至彼岸

安隱快樂」。 

13、到彼岸婆羅門住處者，譬如來、

應，等正覺。 

 

講義 p.250-251 

三九五（一一七七） 

譬如灰河，南岸極熱，多諸利刺，在

於闇處。 

1、灰者，謂三惡不善覺。云何三？

欲覺，恚覺，害覺。 

2、河者，謂三愛：欲愛，色愛，無

色愛。 

3、南岸極熱者，謂內、外六入處。 

4、多諸利刺者，謂五欲功德。 

5、闇冥處者，謂無明障閉慧眼。 

眾多罪人，在於河中，隨流漂沒。 6、眾多人者，謂愚癡凡夫。 

7、流，謂生死。 

中有一人，不愚、不癡，聰明、黠慧，

樂樂、厭苦，樂生、厭死，作如是念：

我今何緣在此灰河，南岸極熱，又多

利刺，在闇冥處隨流漂沒？ 

8、河中有一人，不愚、不癡者，謂

菩薩摩訶薩。 

我當以手足方便，逆流而上。 9、手足方便逆流上者，謂精勤修學。 



《雜阿含經論會編》（上冊） 

五陰誦第一 

176 
 

漸見小明，其人默念：今已疾強，見

此小明。 

10、微見小明者，謂得法忍。 

復運手足，勤加方便，遂見平地。 11、得平地者，謂持戒。 

即住於彼，觀察四方。 12、觀四方者，謂見四真諦。 

見大石山，不斷、不壞，亦不穿穴，

即登而上。 

13、大石山者，謂正見。 

復見清涼八分之水，所謂冷、美、輕、

軟、香、淨，飲時不噎，咽中不閡，

飲已安身。即入其中，若浴、若飲，

離諸惱熱。 

14、八分水者，謂八聖道。 

然後復進，大山上見七種華，謂優鉢

羅華，鉢曇摩華，拘牟頭華，分陀利

華，修犍提華，彌離頭犍提華，阿提

目多華。 

15、七種華者，謂七覺分。 

聞華香已，復上石山，見四層階堂，

即坐其上。 

16、四層堂者，謂四如意足。 

見五柱帳，即入其中，斂身正坐。 17、五柱帳者，謂信等五根。 

18、正身坐者，謂無餘涅槃。 

種種枕褥，散華遍布，莊嚴妙好，而

於其中自恣坐臥，涼風四湊，令身安

隱。 

19、散華遍布者，謂諸禪、解脫、三

昧、正受。※ 

20、自恣坐臥者，謂如來、應、等正

覺。 

21、四方風吹者，謂四增心、見法安

樂住。 

坐高林下，高聲唱言：灰河眾生！諸

賢正士！如彼灰河南岸極熱，多諸

利刺，其處闇冥，求出於彼。 

22、舉聲唱喚者，謂轉法輪。 

河中有聞聲者，乘聲問言：何方得

出？從何處出？ 

23、彼有人問諸賢正士何處去、何處

出者，謂舍利弗、目犍連等諸賢

聖比丘。 

其中有言：汝何須問何處得出，彼喚

聲者，亦自不知，不見從何而出。彼

亦當復在此灰河，南岸極熱，多諸利

24、於中有言汝何所問，彼亦不如、

不見有所出處，彼亦當復於此

灰河南岸極熱，多諸利刺，於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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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於闇冥中隨流來下，用問彼

為」！ 

冥處隨流來下者，謂六師等諸

邪見輩，所謂富蘭那迦葉……

及餘邪見輩。 

 

※印順法師，《空之探究》第一章第二節： 

1、定的種種名目（pp.12-13） 

（1）佛功德中的四類定（pp.12-13） 

A、舉名（p.12） 

說到定，經中的名目不一。在佛功德「十力」的說明中，列舉了四類： 

一、禪（jhāna），譯義為靜慮，舊譯作思惟修。 

二、解脫（vimokkha），舊譯為背捨。 

三、三摩地──三昧（samādhi），譯義為等持，定。 

四、三摩缽底（samāpatti），譯義為等至，舊譯作正受。 

B、釋義（pp.12-13） 

四類中， 

◎禪是從初禪到四禪的專稱。 

◎四禪也是等至， 

如加上四無色處（arūpāyatana），合名八等至。 

再加滅盡定（nirodha-samāpatti），名為九次第（定）等至。 

這九定，是有向上增進次第的。 

又如四禪，四無量（appamāṇa），四無色定，都是等至，合名十二甘

露門（amata-dvāra）。 

◎三摩地，是(1)空等三三摩地，(2)有尋有伺等三三摩地。 

三摩地，也是一般定法的通稱。 

◎解脫，是八解脫。※ 

這四種名義不同，都含有多種層次或不同類的定法。 

（2）其他（p.13） 

此外，如三摩呬多（samāhita）譯義為等引； 

心一境性（citta-ekaggatā）； 

心（citta）； 

住（vihāra）， 

也都是定的一名（都沒有組成一類一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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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順法師，《空之探究》第二章第十節，pp.67-78： 

總列如下： 

種種想 四禪 十遍處 八勝處 八解脫 九次第定 

欲      

   內有色想觀外色少   

 初禪   內有色想 初禪 

   內有色想觀外色多 觀外色解脫  

      

   內無色想觀外色少   

色 二禪   內無色想 二禪 

   內無色想觀外色多 觀外色解脫  

 三禪     三禪1 

  地水火風遍處    

不動 四禪 青黃赤白遍處 內無色想 淨解脫 四禪 

   觀青黃等（四）   

  空遍處  空無邊處解脫 空無邊處定 

      

  識遍處  識無邊處解脫 識無邊處定 

      

無所有    無所有處解脫 無所有處定 

      

無相    非想非非想處解脫  非想非非想處定 

      

    滅受想解脫 滅受想定 

 

 

                                                      
1 「何故第三靜慮無解脫、勝處、遍處」，參見《大毘婆沙論》卷 85（大正 27，441b18-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