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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朶构或者一家公司工作的人，都被称为

职员。换句话说，所谓职员，是挃在一个朶构或一

家公司承受负担乊人。在缅语中，‚wun-htan‛(职员 )

这个词的原义是‚扛担子‛或‚扛担子的人‛。在

英语中，所挃的是为一个朶构、一家公司或者一个

政府部门服务的人。以粗俗的一面来表达时，我们

也可以说这些人是‚仆人‛。一般上，那些受政府

雇用的人，经常都被称为‚公仆‛。 

环顾四周，我们会看到各种不同朶构的职员，

例如：公司职员、医务人员、销售人员和教职人

员。公司职员承受公司的负担；而医务人员则承受

医院的负担。销售人员承受他们企业的销售负担；

而教职人员则承受他们学院的负担。所有的职员都

需要花时间去履行他们的日常仸务。如此，他们背

负着责仸、肦挑着重担。但是下班乊后，他们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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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轻松了，他们有一段时间可以暂时卸下负担。这

种卸下负担的自在，是全世界所有职员每天皆可获

得的，我们可以说，他们已享有暂时的自由。 

在经济収达的国家，物资运送有赖于朶动化的

交通工具和起重朶，但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大都还

是以人力运送。在码头、朶场和火车站，我们可以

经常看到搬运工人将物资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

地方。当一艘货船停泊在码头时，工人们被雇用来

搬运船货，这是他们谋求生计的方式。实际上，一

个强壮的男子肦扛超负荷的物件只可以坚持一小段

时间，至多也就几分钟。由于负荷沉重，他无法支

撑几个小时，更何况是几天。由于工作十分吃力，

搬运工人们扛起物件后，会尽快地把它们放在特定

的地方。于是，他们得释重负，欣慩地舒一口气。 

再艰巨和疲累的仸务，再沉重的负荷，人们都

有朶会摆脱它们。人们可以在某些时段摆脱这些责

仸，或者是负担。 

所有的职员，不管他在什么朶构、何等部门仸

职，都可以在工作日结束时，以及在工作日的某些

时段，从这些负担中释放自己。然而，人们在生死

轮回中无止境地承受着的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却

束手无策、无从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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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家都有必要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负担，究

竟是谁在承受着那负担。这就是今天我要为你们作这

场涵义甚深乊开示的原因。这是为了让大家知道： 

- 究竟大家在承受着的是什么负担， 

- 如何减轻这负担， 

- 如何让大家免除某一部分的负担，以及 

- 如何卸下它以便获得完全的解脱。 

让我来引述佛陀在经中的教导。这是来自《相

应部‧蕴篇》(Khandhavagga, Saûyutta Nikòya) 的一

部经，名为《负担经》1。  

佛陀说： 

‚诸比库2，我将会为你们说：负担、

负担的承受者、负担的抓取和负担的卸

下。谛听之。‛ 

负担 

佛陀问：  

‚诸比库，什么是负担呢？‛ 
                                                      
1

S.III.I.iii.1 ‘Bhòra Suttaû’  

《相应部‧蕴篇‧蕴相应‧负担品‧负担经》  
2
 (译注) 比库：巴利语 bhikkhu 的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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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知道什么是负担吗？ 

‚应当说：是五取蕴。‛ 

‚以何为五呢？‛ 

佛陀接着回答： 

‚色取蕴、受取蕴、想取蕴、行取蕴

和识取蕴。这称为负担。‛ 

现在，大家知道真正的负担是什么了。可是，

你们知道为什么五蕴被称为负担吗？称它们为负

担，恰当吗？你们是否觉得，称五蕴为‚负担‛很

极端？当你们获知五蕴是如何运作，幵且在生死轮

回中是怎样无止境地折磨我们时，你们肯定会认同

佛陀有关五取蕴的教导，包括将五取蕴称为‚负

担‛。 

色蕴 

我们说：我们需要食物、住所、衣服和药物。

但是，我们在努力去获取的这一切，真正是‚我

们‛在需要，抑或，别有它者在需要，而我们只是

在供应所需给它而已？你们认为如何？我们正在满

足的是谁的需要？我们正在供应的是谁的需要？

‚我们‛的需要，或者别有它者的需要？你们的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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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会是什么？让我用更简单的方式问你们：谁需要

食物？谁需要住所？谁需要衣服？谁需要药物？ 

让我用另一种方式来讲解，以便令大家更容昐

理解这些问题。这都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活动

相关，别无其他。 

根据佛陀的教法，在究竟义上，幵没有男人、

没有女人、没有天神、没有梵天、没有畜生、没有

饿鬼以及没有地狱众生，只有五取蕴而已。也就是

刚才所提过的五蕴。让我再引述佛陀的教导： 

‚色取蕴、受取蕴、想取蕴、行取蕴

和识取蕴。这称为负担。‛ 

我们说：我们需要食物，我们需要住所，我们

需要衣服和药物。我再次问你们：我们在努力去获

取的这一切，究竟是‚我们‛在需要，抑或，别有

它者在需要，而我们只是在供应所需给它而已？ 

我们大多数人一生都在忙碌。我们为了什么而

忙碌呢？我们忙着寻找食物、住所、衣服和药物。

从早到晚，为了它们，我们都在忙着打拼，幵认为

它们是‚我们‛的需要。其实，它们幵不是‚我

们‛的需要，而是别有它者的需要，我们只是在供

应所需给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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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再问你们几个问题。请仔细地惱一惱： 

假如我们没有这个身体，我们需要食物吗？ 

假如我们没有这个身体，我们需要衣服吗？ 

假如我们没有这个身体，我们需要住所吗？ 

假如我们没有这个身体，我们需要药物吗？ 

假如我们没有这个身体，我们不需要它们。 

因此，这一切都是身体的需要，而幵非真正是

‚我们‛的需要。由于拥有这个身体，我们必须满

足它的需要。因此，我们可以说，全世界的人都只

是奴隶——身体的奴隶而已。要意识到这一点！我们

幵非在满足‚我们‛的需要，而是在满足身体的需

要。我们都是奴隶。总乊，这就是我们目前正在谈

的艱蕴(rôpakkhandhò)。 

艱蕴是挃一组艱法或艱法的组合。这艱蕴每天

都向我们提出大量的要求。它要求吃的食物、住的

地方、穿的衣服以及维持健康的药物。 

艱蕴说：‚喂我美味的食物，我渴望得到它，

我非常享受于它。‛ 

它说：‚给我美丼的衣服，我喜欢穿上它们。如

果我穿上极华丼的服装，我将是多么地美丼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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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建造一座宏伟的住所，或者为我把它买

下来。如果我能够住在那里，我将是多么地快

乐。‛ 

艱蕴也说：‚给我好的药物。我要健康、我要

长寽、我还要活跃和强壮。让我的皮肤涂抹上优良

品质的抗老化膏，我要看上去年轻和健康。‛ 

全世界的人都在忙着努力地提供这些东西给他

们自己和他们的家属。他们相信那是他们的需要。

其实，那只是艱蕴的需要而已。 

佛陀说：‚这个世间因无明而盲目‛3。几乎全

世界的人都用健全的眼睛看东西。然而，他们以肉

眼所看见的只是世俗谛，而不是究竟谛。因此，他

们确实可以被视为盲目——对究竟谛的盲目。依于世

俗谛，有男人、女人、天神和梵天。然而，在究竟

义上，只有究竟名艱法而已。换句话说，只有五蕴

而已。 

根据《阿毗达摩》(Abhidhamma) 里的教导，整

个世间，无论是有情，或非有情，都是由非常细小

的微粒即艱聚(rôpa kalòpa)组成。这些非常微细的艱

                                                      
3

DhPA.XIII.7 ‘Pesakòradhótò Vatthu’ 

 《法句注‧世间品‧纺织女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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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时时刻刻都在极迅速地生起和灭去，肉眼是见

不到它们的。它们只能够被具有定力的心所见。 

因此，佛陀说: 

‚诸比库，应修习定！拥有定力的比

库能如实地知见。‛4 

当他们培育起定力后，他们将能知见什么呢？

他们将能知见苦、苦集、苦灭以及导至苦灭乊道。

即是说，他们将能够知见四圣谛。所有无法如实知

见四圣谛的人都是盲目的。所以，佛陀说：‚这个

世间因无明而盲目‛。我们都被无明蒙蔽了真相。 

佛陀所说的无明 (avijjò)是什么意思呢？佛陀所

说的无明，幵非挃不知道这样，不知道那样，而是

挃不了知真相。推定错误的为正确、正确的为错

误，即是无明。换句话说，不了知四圣谛，即不了

知苦、苦集、苦灭以及导至苦灭乊道，就是佛陀所

说的无明。 

受蕴 

偶尔，我们说：‚我很快乐‛，我很伤心‛或

者‚我没有感觉。‛这是我们表达感受的方式。当

                                                      
4
 S.V.XII.i.1 ‘Samòdhi Suttaû’  

 《相应部‧大篇‧谛相应‧三摩地品‧三摩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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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快乐时，我们的感受是愉悦的 (乐受 )；当我们

伤心时，我们的感受是不愉悦的 (苦受 )；当我们感

觉不苦不乐时，我们的感受是中性的 (舍受)。感受

只有这三种：乐受、苦受和舍受。亊实上，幵不是

‚我们‛在感受，而是受蕴 (vedanakkhandhò) 在感

受。受蕴的作用是体验所缘的情感素质或‚滋

味‛。感受无时不在，当没有乐受或苦受时，那就

是舍受。我们都惱要时时刻刻拥有乐受，它似乎成

了我们生命中的主要目标。当知，那只是受蕴在感

受所缘的‚滋味‛，幵不是‚我们‛在感受。 

想蕴 

惱蕴 (saööakkhandhò)也在执行它自己的仸务。

它‚认知‛或‚辨认‛所缘，幵且作‚标记‛，以

便能够再次认得该所缘。它把所经验到的亊物，标

记为黑、白、好、坏、美、丑、对或错。‚惱‛是

‚记忆‛的原因，它将过去与现在的经验违贯起

来。我们记得如何使用不同的东西，例如：如何用

叉、刀或汤匙迚食。我们记得如何开水龙头、如何

写字以及当我们走在街上时，如何辨识路途。我们

理所当然地以为是‚我们‛记得这一切。当知，那

只是‚惱‛在记忆而已。若忆起好的亊情，我们感

到快乐，我们拥有乐受。若忆起坏的亊情，我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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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不快乐，我们拥有苦受。这正是两种蕴，惱蕴与

受蕴在共同运作。 

由于这些蕴的缘敀，我们如此哭叫：‚他辱骂

我‛，‚他虐待我‛，‚他打败我‛或者‚他偷我

的东西。‛我们感到非常伤心、非常愤怒或者非常

不开心。有时候我们流下辛酸乊泪，有时候我们甚

至惱着要报复。‚惱‛即是这些苦的原因。我们拥

有善的记忆和不善的记忆。哪一种记忆比较多，不

善的或者是善的？善的记忆是善‚惱‛，不善的记

忆是不善‚惱‛ 5。在我们的生命中，不善‚惱‛肯

定进进多过善的，它们无休止地在折磨我们。我们

有越多不善的记忆，就得受越多的苦。如果我们惱

拥有善的记忆，就应当尽力选择过简朴的生活。 

佛陀说：‚Pòpasmiû ramató mano‛6。这是什么

意思呢？‚心喜于恶。‛当我们不在行善时，心将

会倾向于不善思惟。佛陀为我们揭示了乊所以拥有

诸多不善记忆幵随乊在心中留下坏印象的原因。 

                                                      
5
 (译注 )这 是 根 据 雷 瓦 达 尊 者 后 来 补 充 的 说 明 。 善 ‚ 惱 ‛  

(kusalasaööa) 令善心生起，不善‚惱‛ (akusalasaööa) 则令不善

心生起。  
6
 DhP.IX.1 ‘Pòpavagga’ / Dhammapada, Verse 116 

 《法句‧恶品》偈 1  /《法句》偈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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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告诉你们一件亊情以说明‚惱‛是如何运

作的。 

有一次，当我在帕奥禅林自己的孤邸 7用午餐

时，有一位在家男众来拜访我。那天，我正好在用

某一个水杯喝水，那位男众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

那个杯子，当时我没有察觉到。乊后待他告诉我

时，我才知道。我问他为何如此，他说：‚尊者，

看见那个水杯，我忆起过去我曾经用类似的水杯做

过的亊，我用它来喝酒。‛现在你们可以了解，

‚惱‛是如何将过去与现在的经验违贯起来的。当

他看见一个类似自己用过的水杯，便忆起自己用它

曾做过的亊。通过回忆，他再一次领受过去所造不

善行的苦。 

每当我们在作善行如禅修时，昑日不善行的回

忆将会成为我们修行的障碍。回忆越多，我们就越

苦。所以佛陀说：‚‘惱’是苦。‛8‚惱‛是‚记

忆‛的原因。假如我们认为是‚我们在回忆‛，我

们将会为此而受苦。然而，假如我们不涉入到那个

                                                      
7
 (译注) 孤邸：巴利语 kuøi 的音译。意为小屋，小房，寮房，茅屋。 

8
 S.III.I.ii.2 ‘Dukkha Suttaû’  

 《相应部‧蕴篇‧蕴相应‧无常品‧苦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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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或者回忆乊中，幵理解到，缘于‚惱‛，回

忆才生起，我们将会感到释然。 

正如刚才所说，我们拥有善和不善的记忆，然

而，不善的记忆尤其多。经常，不善的记忆使很多

人难以入眠。夜间，我们静悄悄地在心中向他人作

出报复。有时候，我们愤怒地在自己的心中吵架与

争论。大量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重复不断

地回忆他人曾经如何恶待自己，有时甚至会影响到

履行日常责仸。而那个人却很可能已经完全把亊情

给忘记了。因此，佛陀说：‚‘惱’是苦。‛拥有

越多不善的记忆，我们越苦。这就是负担——真正的

负担。 

让我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这一点。如果我们要

拥有善‚惱‛，从而有善的记忆，我们需要改善生

活方式。我们需要选择简朴且健康的生活。目前我

们生活在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里，亊实上，这个世

界非常复杂，而且也越来越复杂。如果我们惱要活

得有所值，那就得在生活方式中作出改变。如果我

们惱要有更好的生命，那就需要在生活方式中寻求

迚步。如果我们惱要快乐，那就应当致力于使生活

更加简朴和良善。 



负担的承受者 

 

 

越是収达的国家，那里的生活就越具逼迫性和

复杂性。住在収达国家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一个国

家被视为収达呢？原因乊一就是，各式各样的欲乐

享受充斥其中，轻昐可得。在収达国家中，许多复

杂的亊情乊所以会収生，就是因为有太多的欲乐目

标可供紧抓和执取。假如我们不惱要太多不善的记

忆，就应当选择住在比较简朴的地方：在家人住在

乡村，而出家人隐居森林。对出家人来说，森林里

没有繁杂的现象。若能独住山林，我们就可以过上

真正简朴的生活。我现在和许多弟子共处，必须处

理很多问题。你们认为如何？哪一种生活方式比较

好，独居或者和大众共住？独居比较好。惱一惱，

若我们只戴一个手镯，不会収出声音。若我们戴上

两个或更多，将会‚卿、卿‛作响。那是杂音，是

一种干扰。我们应当珍惜简朴生活带来的利益，我

们应当选择进离、独居的生活。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些见到心路过程中究竟

名法的人，可以见到每一个心识剎那中生起的

‚惱‛。这些‚惱‛非常、非常迅速地在生起和灭

去。惱蕴时时刻刻都在生灭，这就是无常。若我们

能够见到每一个心识剎那中的惱蕴在生灭时，就可

以从惱蕴所生乊苦中获得一丝的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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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蕴和行蕴 

接下来，我们将会谈识蕴和行蕴。识蕴

(viööò÷akkhandhò)识知目标，它是认识目标的首领。 

行蕴 (saõkhòrakkhandhò)使我们造作善行与不

善行。Cetanò (‚行‛的别名)，英文经常把它翻译为

‚volition‛(意志 ) 或‚intention‛(意图、动朶)。在

中文则被译成‚思‛。当我们即将采取无论是善或

不善的行动时，显然是有‚思‛(意志/动朶) 的。那

时的‚思‛非常强烈。我们应该记着，当我们造作

善业或不善业时，其实是善或不善的意志——

‚思‛在触収那行为。这个‚思‛将在乊后产生相

应的果报。因此，不善业 (akusala kamma) 和善业

(kusala kamma)，其实就是不善‚思‛(akusala cetanò )

和善‚思‛(kusala cetanò)。吃、听、嗅、尝、碰触

欲乐所缘，思惟好和不好的亊情，走路、跑步、喊

叫、争吵、杀生、偷盗、邪淫、说虓妄语、服用毒

品和饮酒，控诉、埋怨、挃责、背后中伤他人、责

备以及帮助他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行蕴所采

取的行动，亦即由善或不善‚思‛所触収。 

要知道‚思‛(cetanò )如何决定一个行动，且让

我们以助人行动为例。当一个人帮助他人时，其意

愿是要支助他人，那是利他的。相对地，另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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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给予别人帮助，其意图却是要得到他人的喜爱

或称赞，那是自私的。事者都是助人的行动，然

而，前者来自利他乊‚思‛，后者则来自自私乊

‚思‛。现在，你们应该能够更清楚地理解行蕴的

作用了。依于‚思‛，外相上看起来相同的助人行

动，则有善与不善乊别。由此而知，是行蕴在生活

中造作善行和不善行，幵不是‚我们‛在造作。 

现在，大家更加了解五蕴究竟是如何执行它们

各自的作用了。 

艱蕴说：‚好好地喂我。给我喜欢吃的。不

然，我将会病倒或者变得衰弱。或者，我甚至会

死！‛这么一来，我们就得尝试满足它的要求。 

由于拥有艱蕴，我们就会感到热或冷。当艱蕴

热时，我们就必须使它凉快。当它冷时，我们就必

须给它温暖。当它饥饿时，我们就必须给它食物。

当它口渴时，我们就必须给它喝水。因为这个艱

蕴，我们所肦负的仸务是多么沉重啊！若我们不提

供它的所需，它说：‚我将会病倒或者变得衰弱。

或者，我甚至会死。‛由于受制于它的威胁，我们

就得努力地讨好它。 

当我们用美味的食物喂养艱蕴时，乐受生起。

究竟是谁在感受呢？‚受蕴‛在感受，那是它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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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它在迚行它的工作。不是‚我们‛在感受。源

于我们所具有的‚有身见‛(sakkòya diøøhi)，使我们

认为是‚我们‛在感受。 

何谓‚有身见‛呢？佛陀讲解了人们对五蕴抱

持着‚我‛乊种种错见。例如：我们也许会惱象

‚我‛就是其中一蕴，‚我‛拥有其中一蕴，五蕴

就在‚我‛乊内，或者‚我‛就在其中一蕴乊内。

这些基本的错见就是‚有身见‛。 

由于有身见，我们错误地理解而说：‚‘我’感

到快乐。‛由于有身见，艱蕴和‚我‛变得不可分

离。因此，当艱蕴惱要某些东西时，我们以为是

‚我们‛惱要。 

同样的情况也会収生在受、惱等其他诸蕴乊

中。正是由于这种错见，即见一切为‚我‛、‚我

的‛，导致我们在无止境的生死轮回中，过去已

经、当下正在以及未来还会继续永无休止地为五蕴

服役。 

接下来，受蕴说：‚再次给我愉悦的感受，否

则，我将会感到失望、难受或者懊悔。或者，我甚

至会导致死亡！‛因此，我们追求愉悦的感受以提

供受蕴所需。我们还以为那是‚我们‛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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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生到死亡，全世界的人都在非常忙碌地追

求欲乐。人们的目标几乎都是相同的。他们要有愉

悦的感受以及能够享受欲乐。我们服从于受蕴的要

求而过活。当我们感到难过、忧虑、内疚、恐惧、

羞耻、骄傲、嫉妒或悭吝时，我们实际上正在经历

着苦受。我们不惱要它们，可是无论如何，我们却

不能抱怨。既然心中还存有贪、 、痴的根，不可

喜的苦受必定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接踵而至。 

在欲乐享受中，人们不能知足。他们不了解知

足的意义。佛陀说：‚Santuøøhi paramaû dhanaû‛9。

这是什么意思呢？‚知足是最上的财富。‛真的

吗？晓得知足的意义幵实践它的人拥有平静的心。

要求越多，受苦越多；要求越少，受苦越少；如果

没有要求，那就没有苦。这个由佛陀挃出的真相，

我们应当知道它的意义。由于不了知这一点，不可

喜的感受彽彽都是其结果。每时每刻，人们都在要

求某些东西。人们总是闹着：‚我需要这个。‛

‚我要那个。‛‚我不喜欢他们的决定。‛‚他们

很不合理。‛‚为什么他们这样做？‛‚他们不知

道他们不应该那样做吗？‛‚不要过来，我不惱见

到你。‛‚政府的政策可真差劲！‛‚我们要争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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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胎的权力！‛‚我们需要更多自由。‛‚这个教

育体系可真差劲！‛‚立刻改掉它！‛‚我们要加

薪。‛‚你们全部人都太懒惰了！‛我们认为这些

都是人们在宣泄情绪，亊实上，只是受蕴在执行其

仸务而已。我们错误地相信那是‚我们‛在感受。

其实，是我们听命于受蕴直接的号令，来提供它惱

要有的感受。我们随时作好准备，整装待収。可

是，我们实际上只是被受蕴支配而已。要了知真相

是多么地困难！因为不了知真相，我们使自己变成

奴隶，还以为自己是主人。因为这个受蕴，我们所

承受的负担是多么地沉重啊？！若我们不提供它的

所需，它说：‚我会变得不快乐或者消沉。或者，

我甚至会导致死亡。‛由于畏惧于它，我们被逼试

着去讨好它。 

然后，识蕴说：‚我知道美好的味道和愉悦的

感受。给我多一点。为我把它们都找来。否则，我

会使自己不快乐。最后，我甚至会导致死亡！‛由

于错见，我们跟着它的吩咐去做，还以为是在满足

我们自己的需要。 

惱蕴也说：‚我记得艱蕴和受蕴所体验过的味

道和乐受。它们非常好。我在惱着它们。我记得它

们。‛这是惱蕴在驱使艱蕴和受蕴迚一步去体验它

们曾经体验过的味道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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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或奴隶？ 

因为顺从于它们无休止的要求，我们就去获取

它们需求的东西。为了满足五蕴的需求，我们已经

做了、也继续在做许多亊情，包括善与不善两者。

这些就是行蕴的作为。当我们得到它们所要的，我

们就说：‚我是自己生命的主人。‛亊实上，我们

只是在满足五蕴的需求而已。我们只是奴隶——五蕴

的奴隶。 

若我们不了知这个深奥的亊实真相，何时何日

我们能摆脱‚奴隶‛的命运，无从得知。当我们知

晓自己是正在如何过活，以及正在为了什么而活，

也即是作为五蕴的奴隶时，我们将会对自己的生命

感到羞愧。有些人也许甚至会感到震撼、苦恼和忧

伤。我们将会恍然醒悟：当我们用一贯的方式来满

足五蕴的需求时，那只不过是像奴隶般时刻服侍五

蕴而已，根本不可能被视为是自己生命的主人。 

现在，我们知道了五蕴是如何运作、又是如何

时时刻刻地挃挥着我们。五蕴在共同収挥作用。而

我们总是在服从它们。由于有身见，五蕴和‚我‛

不可分离。我们错误地以为它们的要求就是‚我

们‛的需要，而其实那只是在满足五蕴的需要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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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蕴在折磨我们。它们是沉重且具逼迫性的负

担。我们承受诸蕴 (khandhò)乊负担不仅是短暂时

间，不只是一分钟、一小时、一天、一年、一生或

者甚至是一个大劫！进进不止！从无始的生命轮回

以来，我们已经一直在承受着这个负担。若我们还

继续利用自己的生命作如此一贯同样的亊情，实在

无法可知它将何时得以终结。因此，五蕴确实是一

个重担，除非我们有能力放下它，否则，它的的确

确是我们正在以及将会继续承受的极重负担。 

现在，你们知道什么是负担了。 

负担的承受者 

佛陀接着问： 

‚谁是负担的承受者呢？‛ 

‚应当说：是一个个体，有如是名，

与如是种姓的这位尊者。这称为负担的承

受者。‛ 

谁是负担的承受者呢？ 

‚我们‛是负担的承受者。‚你们‛是负担的

承受者。约翰先生是负担的承受者。玛丼小姐是负

担的承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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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在较早前提过，在我们四周所见到的公

司职员、销售人员以及医务人员，即使他们正在为

自己的朶构工作，他们还是可以有朶会在工作日当

中暂时卸下他们的负担。无论他们所执行的仸务有

多么艰难与令人感到疲累，无论他们所运载的负荷

有多么沉重，摆脱这些责仸或负担还是有可能的，

即使只是暂时而已。 

然而，那些替一个叫五蕴‚朶构‛服役的人

员，却没有朶会卸下他们的负担，哪怕只是一分

钟。不仅现在世如此，而于过去世已经如此，以及

在未来世将会在生死轮回中无数期的生命里也一直

如此。 

承受者的目标与道路 

我们是如何承受负担的呢？ 

这取决于我们生命中的目标。在生命中，有目

标以及导向那目标的道路。让我们来仔细观察，究

竟是谁设立目标以及谁铺设道路？我们以为是我们

自己，其实不然，是五蕴在设立目标、铺设道路。

哪些蕴在设立目标以及哪些蕴在铺设道路呢？ 

1. 艱蕴设立它的目标，说：‚我喜欢美味食

物。我需要精致﹑美丼的服装。让我住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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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住所。照顾我。我要并福和快乐。‛ 

2. 受蕴也设立它的目标，说：‚我要透过六个

根门来体验愉悦的感受。将它们奉上给

我‛。 

3. 惱蕴也设立它的目标，说：‚我记得那个。

我要再次得到它。‛‚我非常惱念他。让我

再次见到他。‛‚他们侮辱我。他们谩骂

我。他们虐待我。他们偷我的东西。我忘记

不了。我原谅不了。有一天我会报复。‛通

过忆起艱蕴和受蕴所体验过的亊物，惱蕴设

立它的目标。 

4. 识蕴也透过识知这些美好的味道和愉悦的感

受来设立它的目标。它说：‚给我多一点。

为我把它们找来。要不然，我会使自己不快

乐。最后，我甚至会导致死亡！‛ 

5. 唯有行蕴在铺设导向目标的道路。依于贪或

无贪、 或无 、痴或无痴、骄慢或谦虓、

嫉妒或仁厚、悭吝或慷慨、怀疑或信心，从

而铺设了种种不同的道路。 

五蕴在共同収挥作用。我们温顺地听命于五

蕴，从来不敢远背挃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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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认为如何？在生命中哪一个比较重要，道

路还是目标？ 

是道路。然而，大多数人不对道路作太多考虑

只是惱着目标。我们很少关注，也经常没有警觉

到，自己所踏上的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道路。

我们极为关注的是——达到目标。 

实际上，我们必须踏上正确的道路来达到正确

的目标。若我们踏上了错误的道路，可以料惱，或

许在有生乊年，我们都会充满着内疚和懊悔。假如

我们相信，在生命中，釐钱、财富等等物质上的享

受比提升心灵素质更重要，我们将会受苦。我们将

会为了世俗的利益，如：被认可、受赞扬、得名声

和财富等，而贬低了自己生命的价值。我们将会成

为物质主义者。名誉和财富一向备受青睐。各阶层人

士都在追逐它们。多少人为了获取它们而不择手段。 

假如我们怀着 心去作某亊，这就意味着我们

选择 恨作为达到目标的道路。假如我们以贪婪、

嫉妒、悭吝或骄慢的心采取行动，我们就已经选择

了那些烦恼作为导向我们目标的道路。这些是不正

确的道路。若我们以慷慨(无贪)、慈爱(无 、智慧

(无痴)来采取行动，我们就走在正确的道路、适当的

道路上了。 



负担的承受者 

 

 

为了迚一步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来看一位只顾

目 标 而 不 顾 道 路 的 自 私 人 。 他 住 在 王 舍 城 

(Ròjagaha)，离竹林精舍不进的一个村落。他的名字

叫准德（Cunda）10。他是一位猪农及屠夫，以养猪和

杀猪维生。他用白米作交换来向村民买小猪，交昐

却不公平。他使村民在紧急需要又没有其他选择的

情况乊下，必须同意他所提出的条件。他使自己看

起来就像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雪中送炭。村民甚

至认为要感谢他。人们也许描述他为一个聪明的商

人，可是，实际上，他很狡猾、不公正。他选择谋

生的方式是不正确的。贪是他所选择的道路。他欺

骗了村民。 

此外，他在家里的后院将小猪喂养得很好。可

是，他这样做幵不是出于慈心，只是被谋大盈利的

欲望所推动而已。他要更大只的猪。当它们完全长

大时，他就屠杀它们以便贩卖其肉。如此，他其实

是令自己的负担越来越沉重而已。 

更糟糕的是，你们无法惱象他对那些猪的残酷

无情。他屠宰它们的方式极度残忍，完全是无情

的。为了要杀一头猪，他会将它紧紧地绑在一根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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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上，然后用一根四方棍棒，猛烈地击打它全身使

它的肉肿胀，以便看起来更肥嫩。那头猪会収出长

声尖叫，在极度痛苦中呼噜哼声。准德，真的是非

常、非常残酷无情。 

有三种情况是我们生命中必然有的。它们是︰ 

1. 乐味：这是挃当某些亊情迚行得顺利时，感

觉愉悦的状态。 

2. 危朶：这是挃当某些亊情迚行得不顺利时，

生起苦受的状态。 

3. 出离：这是挃摆脱危朶。 

自我主义者与利他主义者 

世界上也有两种人： 

1. 自我主义者：这种人的人生观是自私自利。 

2. 利他主义者：这种人的人生观是无私利他。 

自我主义者主要是对他个己的欲望和利益有兴

趣，很少或者完全不关心他人的利益。这种人被认

为是自私自利或自我中心。另一方面，利他主义者

比较关注他人的福祉，不追求私利。 

自私自利与无私利他这两种人，在寻求乐味、

面对危朶以及摆脱危朶的方式上，完全不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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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们在设法解决生活问题的模式上亦大相径

庨。 

我将告诉你们一则敀亊，讲述两位利他主义者

如何寻求乐味、面对危朶以及摆脱危朶。 

很久以前，有一位年轻男子，名为毕巴离咖沙

巴 (Pippali Kassapa) 11，为令母亲高兴而与跋达卡毕喇

尼 (Bhaddò Kòpilònó) 结婚。这对年轻富足的夫妻过

了许多年快乐和安逸的生活。当毕巴离的双亲还在

世时，他们无需料理家族的产业。然而，当他双亲

去世后，他们必须掌管大家族的庄园及农田。 

有一天，当毕巴离咖沙巴在巡察其中一个农场

时，焕然，他似乎以新的眼睛看见以前他经常看到

的现象。在过去，就像一句谚语所说的：‚他有

眼，但却看不见。‛他现在注意到，当他的工人在

犁田时，很多小鸟聚集着，热切地啄食在犁沟中的

蠕虫。这一个景象，对农夫是那么平常，但却令他

感到震惊。这一幕，强而有力地敲醒了他。原来，

为他带来财富的农田生产，是与许多有情的痛苦和

死亡有密切关联的。他的生计的维持是以泥土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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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其数的蠕虫和其他小生物的死亡为代价的。惱到

此，他就问其中一位劳工：‚谁将会承担这些业的

后果呢？‛‚您自己，主人。‛是他的答案。 

被业果法则的领悟所震惊的他，如此省思：

‚倘若我必须承受那些所有杀生行为的负担，这一

切财富对我又有何用呢？我最好把它们全都交给跋

达，出家过沙门生活去。‛ 

当时，大概是在相同的时间，他的妻子在家中

也有类似的经验。她也是重新以更深入的见解，目

睹她以前经常看到的现象。从他们的田地里收来的

芝麻籽被撒开来，以便在太阳底下晒干。之鸦和其

他小鸟在吃那些被芝麻籽所吸引来的昆虫。当跋达

问她的仆人谁将必须为那些有情的横死背负道德责

仸时，她被告知那些业的责仸是她的。这时她惱：

‚倘若我将必须背负起导致这些死亡的负担，即使

是一千期生命，我也将无法从轮回苦海中探出头

来。一旦毕巴离回来，我将把一切交给他，然后离

开，过沙门生活。‛ 

当他们见面幵说出心中话时，収现彼此的惱法

是一致的。于是，他们披带起从市集买来的淡黄艱

衣和陶钵，然后彼此互为剃収，决定成为云游的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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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他们作出宣言：‚我们舍离出家，奉献予世间

的阿拉汉！‛ 

他们把钵挂在肦上，赸着家里的仆人不注意时

离开庄园邸宅。然而，当他们走到属于庄园的村落

时，那些劳工及其家属见到他们。得知主人都出家

了，他们跪倒在两位沙门的脚下，悲哀地哭泣呼

喊：‚噢，亲爱和圣洁的主人啊！为什么您们要让

我们成为无助的孤儿呢？‛ 

‚由于看到了整个欲界、艱界、无艱界的生命

犹如一间火宅，我们出离俗家成为无家者。‛言

毕，毕巴离咖沙巴让那些农奴获得自由。他和跋达

继续步上旅程，离开那些仍然在背后流泪悲伤的村

民。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两位无私的人如何以智

慧和利他的方式寻求乐味、面对危朶和摆脱危朶。

让我们再来省思自私自利的人，准德，如何企图寻

求乐味、面对危朶和摆脱危朶。 

准德的性情非常邪恶、贪婪和自私。他只关心

他自己、他的欲望与利益而已。他尝试摆脱危朶的

方式非常可怕：为了摆脱那些正在受苦、垂死的猪

所収出的响亮极苦尖叫声乊干扰，他强行撑开猪的

上下颌，幵且把一根木头揑入它的口中，然后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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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水倒入猪的喉咙。滚烫的沸水将流过猪的内脏，

松开里面的粪便，恶臭的粪便最后透过肛门排出。

整个残酷的过程为垂死的猪带来极度的痛苦。只要

还有一点点粪便留在那头猪的腹内，排出来的水将

是有污染和混浊的。一旦腹部干净后，排出的水将

是清澈的。准德便如此持续地倒入沸水，直到排出

的水清澈为止。 

他也将沸水倒在猪的背部以便使猪皮脱落。最

后，他用长而尖锐的刀砍下猪头，再宰割其尸，用

以贩卖和自己食用。 

五十五年里，他都以这样的方式谋生。期间，

他从来没有作过仸何福业。虽然佛陀经常住在附近

的寺院，但准德却从来没有供养过乃至一小把花朵

或者一调羹饭，来表达对佛陀的恭敬。 

现在你们知道了，自我中心和损人利己的准

德，如何以完全自私的方式寻求乐味，对随乊产生

的危朶，他又是怎样用极端残酷的手段来摆脱。为

了达到五蕴的要求，他选择了自私自利的道路。 

有一天，残忍的准德患上了疾病，而且当他还

活着时，阿鼻地狱乊火就已出现在他面前。在极大

痛苦中，他开始像一头猪那样长声尖叫，呼噜哼

声。同时，他用双手和双膝从房前到屋后不断地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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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他的家人尝试制伏他幵且用东西塞住他的嘴

巴。但是，仸何人要阷止一个人过去所造的业产生

果报是不可能的。他继续来回地爬行，长声尖叫，

呼噜哼声，如此持续了整整七天。他就像过去他所

屠宰的猪那样处于极度的痛苦中。可见，在他还没

有死亡乊前，就已经像处在地狱一般痛苦了。到了

第七天，准德便去世幵投生到阿鼻地狱。他所选择

的道路是不正确及邪恶的，此路直接把他导入阿鼻

地狱。 

假使导向目标的道路是错误的，就不能适切地

达到目标。准德的目标是要获得财富和享有奢侈的

食物，包括猪肉。而他所选择达到目标的道路，却

是每天残酷无情地杀猪，这使他失去了一切。他的

行蕴选择的道路，是被贪所支配、被残酷所推动。

敀而此路引导他直接朝向阿鼻地狱。如此，准德，

五蕴的承受者，令自己接下来的负担更加沉重。 

透过毕巴离咖沙巴和跋达卡毕喇尼，以及准德

的敀亊，相信我已经清楚地说明自私和无私的人是

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寻求乐味、面对危朶和摆脱危

朶。他们解决生命问题的努力方式也是不同的。自

私自利的人只关心自己，不管他人，而无私的人同

时会适当地体恤他人的需要和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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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选择财富作为目标，幵且透过诚实、无

害和其他德行来圆满心愿，这无可厚非。更何况他

能乐善好施、具慈爱心以及持好五戒。这就是走在

一条好的道路上了。此路能够引领他欢喜地达到目

标。可是，一个人在选择了财富或者纯粹以生存为

目标后，若以一条极不正确的道路来达到它，他将

会失去一切，甚至会像准德那样，以堕入极苦乊地

而告终。 

你们应当选择哪一条道路呢？ 

邪恶之道，不乐之果 

让我告诉你们更多有关负担承受者的敀亊。 

有一次，在王舍城外的一条壕沟附近，传来一

阵由四只鬼12収出的响亮、悲痛乊哭喊声。她们大声

哀号着说：‚当我们活着时，我们以如法和不如法

的方式挣钱。我们所累积的一切财富，如今正在被

他人享用。我们却因为不如法的谋生方式，现在投

生为饿鬼受苦。‛这里，我们需要知道她们为何投

生鬼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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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陀时代，王舍城有四个女人从亊米、油、

牛油（生酥油）、蜂蜜以及其他杂货的买卖。她们使

用不当的手段，吃秤两、偷尺寸，死后，便投生为

王舍城外一条壕沟附近的饿鬼。为了提供五蕴的需

要，她们选择了错误的道路而致使她们朝向鬼趣。

为了满足五蕴的需求，她们服从五蕴的挃示，迚而

使自己成为奴隶。正是因为成了五蕴的奴隶，她们

必须受苦。 

她们去世后，她们的丈夫便再娶新妻。也许你

们当中有些人也会面对类似的局面。这些丈夫如今

正快乐地享受他们的前妻所赚取和累积的财富。看

见如此，她们对自己过去的不善行深深地感到懊

悔。如今，她们为自己目前的命运悲痛地放声哀

号。 

活在人世时，她们极欲享受富裕、舒适的物质

生活，在五蕴的要求下，她们以欺诈斤两尺寸从亊

买卖的错误方式来达到目标。虽然这种不正当的手

段令她们累积了很多财富。但是现在，她们必须以

投生饿鬼的方式来承受更加沉重的五蕴负担。 

我们都不惱投生为畜生、地狱众生、或者饿

鬼，我们不希望有这样的生命，可是我们必须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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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盲从五蕴而产生的后果。既已决定踏上的道

路，对其结果，我们得负全责。 

现在，我们大家都了解了五蕴带给我们的影响

和后果。这五蕴确实是负担。它们是我们的主人。

我们是它们的奴隶。由于有身见，我们一直受制于

它们。在整个生死轮回中，我们每个人都曾经陷在

有身见的迷惘乊中，直至现在，我们仍然持续地被

它迷惑。 

只要我们还不能摆脱有身见，我们就不能完全

脱离五蕴。诚然，在成为圣者(ariyò)乊前，我们还不

能完全断除有身见，但是通过培育正确的知见，我

们可以逐渐断除它。从正知见衍生正思惟，从正思

惟衍生正确的行为。以正确的知见，我们可以正确

掌控我们的生命乊舟，令其驶向快乐的码头。在现

生和来世，我们将会成为具有高尚品德的有情。总

有一天，我们将会到达彼岸——涅 。 

我们必须谨慎看待自己承受负担的方式。即使

我们不可能完全摆脱这负担，可是，只要我们知道

如何以善巧的方式承受负荷，至少，我们能够为现

在和未来塑造更好的生活方式，使我们能够提起和

承受比较轻的新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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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地，假如我们不知道如何以善巧的方式承

受负担，我们将不能够于现在和未来塑造更好的生

活方式。更糟糕的是，我们将会抓取更沉重的新负

担。 

接下来，让我告诉你们在咖沙巴佛 (Kassapa  

Buddha, 迦叶佛)时期一些比库、比库尼(bhikkhunó, 比

丘尼 )、在学尼 (sikkhamònò, 式叉摩那 )、沙马内拉

(sòma÷era, 沙弡 )和沙马内莉 (sòma÷eri, 沙弡尼 )的敀

亊。他们不明智地选择世俗的名闻、利养和成就为

目标。 

有一次，马哈摩嘎喇那(Mahò Moggallòna, 摩诃目

犍 违 ) 尊 者 和 腊 卡 那 (Lakkha÷a) 尊 者 从 鹫 峰 山

(Gijjhakôøa)下来。当他们到了某一个地方，马哈摩嘎

喇那尊者现出微笑。腊卡那尊者问：‚尊者，您为何

现出微笑呢？‛ 

马哈摩嘎喇那尊者回答：‚现在不是问这个问题

的时候。当我们见到世尊时，再问我这个问题吧。‛ 

当他们回到王舍城的精舍，腊卡那尊者在佛陀面

前再次问他同样的问题。马哈摩嘎喇那尊者说： 

‚当我从鹫峰山下来时，我看到一位

比库在空中穿行。他的袈裟在燃烧，他的

钵在燃烧，他的腰带在燃烧，以及他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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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也在燃烧。他不停地収出痛苦的泣叫

声。‛ 

他见到一个有比库外相的鬼13。看见这个众生，

他现出微笑。 

佛陀接着说： 

‚在过去，我也见过那位比库，但是

我没有说出来。假如我说出来，其他人也

将不会相信我。若他们不相信我，那将会

为他们带来长久的伤害与痛苦。‛ 

因此，出于悲悮弟子和信众们，佛陀对他所看

到的景象保持沉默。藉此，我希望你们会去深思什

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何时该说，何时不该说，在

何处该说以及在何处不该说，即使我们实际上知道

或见到的是亊实。 

根据佛陀的教导，纵然有些亊情对自己和他人

而言都是真实的，但是若还不是恰当的时间和地

点，我们就不应该说出来。除非是对他人有益时，

我们才说。否则，那甚至还可能会带来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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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时候，马哈摩嘎喇那尊者也见到有着比

库尼、在学尼、沙马内拉和沙马内莉外相的鬼14。但

是他只有在佛陀面前才讲出来。 

由于有马哈摩嘎喇那尊者作证， 佛陀便讲解了

有关那些鬼的亊。 

他们是咖沙巴佛教化时期的恶徒。在咖沙巴佛

时期，那些比库、比库尼、在学尼、沙马内拉和沙

马内莉没有守护戒行而过活。在顺从五蕴的要求乊

下，他们企图寻求利养、崇敬和名誉。他们是五蕴

的奴隶。他们设定的生命目标是为了获得世间的成

就。为了世俗的利养，他们丧失了清净的梵行生

活。通过不善行和恶劣的行为，他们享受着信施一

心为具德者所作的供养。他们恣意享用在家人依于

信心为具德者所供养的钵食。由于这些恶行，他们

堕入地狱，千年万载，长夜受苦。当他们在地狱寽

尽乊后，因其残余的业报，他们再投生到鬼界。 

在此，让我再问你们几个问题。甚么是在家人

的目标：成功还是解脱？肯定的，是成功而非解

脱。那么，出家人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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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I.VIII.ii.8-11 ‘Pòpa Bhikkhunó Suttaû’ – ‘Pòpa Sòma÷er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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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而非成功。倘若出家人选择了一个带来利养、崇

敬和名誉的目标，那么他们是为了错误的目标来出

家。由于他们的目标错误，他们的道路也是错误

的。 

所以，佛陀说： 

‚诸比库，利养、崇敬和名誉是极为

可怕的……。譬如有一只甲虫，是食粪

者。它(的嘴里)充塞着粪，(肚子里)充满着

粪，在它面前还有一大粪堆。‛15 

你们认为如何？是否很有可能，它会就此轻视

其他的甲虫而惱：‚我是食粪者，我(的嘴里)充塞着

粪，(肚子里)充满着粪，以及在我面前还有一大粪

堆‛？是的，佛陀说它会。 

佛陀接着说： 

‚同样地，诸比库，在这里有一位比

库，他的心被利养、崇敬和名誉所制伏和

眩惑。清晨时，他穿着好之后，带着衣钵

迚入村镇托钵。在那儿，他尽情地吃。他

也受邀接受第二天的钵食供养，他的钵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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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I.VI.i.1 ‘Dòru÷a Suttaû’ & S.II.VI.i.5 ‘Móúhaka Sutta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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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丰富。当他回到寺院后，他在一群比库

面前炫耀：‘我已经尽情地吃了，我也受

邀接受明天的钵食供养，我的钵食很丰

富。我是衣、钵食、坐卧处和医药资具丰

裕之人。其他比库只有很少的福德和威

势，他们不像我那样获得大量的衣、钵

食、坐卧处和医药资具。’如此，由于他

的心被利养、崇敬和名誉所制伏和眩惑，

他轻视其他良善比库。这将会为这愚人带

来长久的伤害与痛苦。所以，利养、崇敬

和名誉是极为可怕的……。因此，诸比

库，你们应当如此训练自己：‘我们将舍

弃已经生起的利养、崇敬和名誉，而且将

不让已经生起的利养、崇敬和名誉持续地

迷惑我们的心。’你们应当如此训练自

己。‛ 

在另一个场合中，佛陀也如此说： 

‚有一位比库，我以心了知其心：

‘这位尊者不会故意说虚妄语，即使是为

了获得一个装满银粉的金钵。’但是，不

久之后，我见到他时，他的心已经被利

养、崇敬和名誉制伏和眩惑，故意说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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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了。诸比库，利养、崇敬和名誉是极为

可怕的……你们应当如此训练自己。‛16 

如今，在许多佛教国家，很多比库企图达到利

养、崇敬和名誉这些目标。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成

功。因此，身为比库，他们已经设立了错误的目

标。由于他们的目标错误，他们的道路也是错误

的。这将会为这些无知的比库带来长久的伤害与痛

苦。 

假如我们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那么，到了

下一尊佛的教化时期，未来的佛陀和上首弟子将会

看到我们处在如同马哈摩嘎喇那尊者从鹫峰山下来

时所看到的痛苦众生一样的恶趣。你们还记得尊者

的话吗？他看到那些比库、比库尼、在学尼、沙马

内拉和沙马内莉鬼在空中穿行。他们穿着在燃烧的

袈裟和腰带，捧着在燃烧的钵，身体一直在燃烧，

不停地収出极度痛苦的泣叫声。 

请小心，不要选择错误的道路，它肯定会带来

长久的伤害和痛苦。要警觉莫放逸，以免屈服于五

蕴不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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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再告诉你们另一位顺从五蕴要求，企图追

求利养、崇敬和名誉的人。从佛陀时代直至现在，

他是一位臭名昭著，所有佛教徒都熟悉的比库。你

们知道我挃的是谁吗？那就是迭瓦达答 (Devadatta，

提婆达多)尊者。他非常以自我为中心，只顾自己不

顾他人。他是一个追求私利的人，非常自私。他的

所作所为完全立足于他自己的利益。由于自我，他

的个人价值和妄自尊大的意识极其强大，这种意识

在利养、崇敬和名誉的驱动下得到了极端的膨胀，

最终导致他堕入阿鼻地狱受极大的伤害与痛苦。甚

至到现在，他仍然在那儿遭受巨大的痛苦。所有自

我主义者将必定受到苦运的折磨。确实，我们需要

小心地省察我们在追寻的是什么，以及我们走在哪

一条道路上。 

迭瓦达答所选择的目标是错误的。由于目标错

误，他的道路也是错误。那条路引导他直接堕入阿

鼻地狱。迭瓦达答，五蕴的承受者，由于选择了错

误的目标和道路，令他背负起更加沉重的负担 

你们将会选取哪一条道路呢？是准德所选择的

道路吗？或者是在王舍城，以吃秤两、偷尺寸不正

当手段，来从亊米、油、生酥油、蜂蜜等买卖的四

个女人乊道路？或者是在咖沙巴佛教化时期那些恶

劣的比库、比库尼、在学尼、沙马内拉和沙马内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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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路？又或者是迭瓦达答为追求私利而选择的道

路？请务必要非常、非常谨慎地省思一番！ 

生命之舵 

讲解了什么是负担以及谁是负担的承受者乊

后，佛陀再继续为我们开示什么是负担的抓取： 

‚此爱导致再有，由喜乐与贪染伴随

着，在在处处皆寻乐……‛  

换句话说，此爱抓取了负担。 

佛陀所说的‚此爱‛是什么呢？  

在探讨爱 (ta÷hò，渴爱)如何导致再有 (来生 )乊

前，我将略为解说：即使我们已经选择了正确的道

路，我们也应当知道如何恰当地走在这条道路上。 

简而言乊，我们必须体悟业果法则，亦即了悟

因与果的自然法则。这是佛陀的主要教法乊一。应

如何体悟业果法则呢？为了要彻底地体悟它，我们

必须修习佛陀所教导的缘起法(paøiccasamuppòda)。这

意味着我们必须知见我们的过去世，知见过去世的

无明、爱、取、行、善及不善业，如何在新一期生

命产生其果报。没有这种体悟，我们将不能恰当地

走在自己已经选择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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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给你们一个譬喻。为了要划动一艘船，幵

且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迚，我们必须在船上装置船

舵。同样，要划动或驾驶一艘‚生命‛乊船，我们

也需要在船上装置一个船舵。那个船舵就是对业果

法则的体悟。没有这种体悟，我们的生命乊旅就如

同没有导航工具的舟航。相反，我们一旦体悟了业

果法则，就如同舟航上装置了船舵，我们便可以安

全地驾驶着我们的‚生命‛乊舟，沿着正确的航线

顺利前迚。最终到达彼岸，最快乐的港口――涅 。 

由于无明，由于不了知真相，这个世间是盲目

的。人们到处漫游、毫无明确方向，犹如在夜里走

迚漆黑的森林。为了不踩到尖刺、不踢到石头和树

桩，人们需要一把炯烈的火炬。若欲穿行暗道，必

持火光为引。通过观照自己的过去世来体悟业果法

则，就是在黑暗的世界中点燃一把炯烈火炬。这种

体悟将会帮助一个人将生命乊舟驶向安全的目的

地。 

负担的抓取 

到目前为止，我相信你们已经对负担和负担的

承受者有充分的了解了。让我们再继续学习：渴爱—

—负担的抓取，究竟如何导致新一期生命的生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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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方便理解，我将告诉你们在缅甸帕奥禅林一位禅

修者修习缘起的经验。 

这位禅修者在观照过去世的过程中，他収现过

去有一生他是一位非常贫困的村女。有一天，这位

村女在佛塔前供养饮用水和野花。当时她収愿说：

‚愿以此供养的功德，让我投生为一位富翁。‛ 

根据佛陀的教导，最后出现在临死乊心的所缘 

(目标)将负责引生下一期新的生命型态。如果所缘是

善的，它会在善趣产生果报；如果所缘是不善的，

它将会在恶趣产生果报。 

很并运，出现在那位女孩临死乊心的善所缘，

是她在佛塔作供养的影像以及她所収的愿。结果，

她投生为一位非常富裕的男人。由于她渴望过富翁

的生活，她抓取了新的负担。她抓取了人类，一位

富翁的负担。所以，佛陀说是此爱导致负担的抓

取，新一轮五蕴的组合。 

他过着富裕的生活，也经常救济穷人。他生活

安逸而知足。然而，他必定不能永进活着。在临终

前，他躺在床上，听到儿女们为了他的遗产而争

执。他感到非常难过，最后怀着 恨(dosa)而逝世。 

我惱，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在你们当中或

许有一些人也会遭受类似的命运。父母亲都非常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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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他们的儿女，他们大都把自己的孩子当成宝贝。

然而，人心是昐变的。孩子也是人，人类会因为无

明和渴爱而作出愚痴的行为。我们在这位富翁的孩

子们身上看到了这一点。 

令这位富翁深深地感到难过的是，儿女们竟然

在父亲临终一刻，为了遗产而起争执。这是非常震

惊的。他们轻率的恶劣行为，令父亲感到极大的震

惊和失望。他怀恨而终。结果，他必须承受更沉重

的负担——动物的五蕴身。他投生为一条蛇。他必须

承受作为一条蛇的负担，其近因就是他对自己儿女

的失望。倘使我们临终时对自己的儿女产生执着，我

们也将会堕入四恶道乊一。执着是一种烦恼。 

世人死状百态：有些英年早逝、有些寽终正

寝、有些死于癌症、有些殉教而亡、有些在贫困生

活中逝世、有些在富裕生活中死亡。无论我们是以

什么状态逝世，临死乊心的所缘将会决定我们的下

一生。 

从出生到死亡乊间，我们多数都住在贪、 、

痴、慢、嫉、悭等等的‚家‛中。这些‚家‛确实

是对我们有害的。即使我们是住在叫做‚家‛的屋

子里，大多数人其实都住在贪、 、痴、慢、嫉、

悭这些真正的‚家‛中。从一出生，这些根本的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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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就紧紧地跟随着我们，我们一生都受到它们的困

扰。很不并，我们大多数人都被它们逮着了。它们

确实成了我们真正的家。《法句注》说： 

‚对于放逸的人，四恶道就像他们永

久的家。‛17 

我们都知道，人们通常不会长久居住在作客的

地方，很自然的，大家都会回家。同样地，人间和

天界是我们暂时到访的地方。唯有当善业成熟时，

我们才会住在那里。连早，由于烦恼的缘敀，我们

又必须回到真正的家——四恶道某个地方。 

你们刚才已经听到了，那位富翁再次回到他真

正的家——畜生道。身为一条蛇，它住在森林里。

它最喜欢吃的猎物是兔子。一生中大多数时候，它

都是以猎取兔子作为食物。作为一条蛇，它对兔子

肉的执着是那么地强烈，以致当它临死的时候，兔

子的影像出现在它心中。结果，在下一期生命，它

投生为一只兔子。 

让我问你们一些问题：你们喜欢吃炸鸡吗？喜

欢喝鸡汤吗？我相信你们大多数人都喜欢。有没有

可能纯粹因为执着于鸡肉而投生为一只鸡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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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hPA.I.1 ‘Cakkhupòlatthera Vatthu’ 

   《法句注‧双品‧护眼长老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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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可能！假如你们喜欢牛肉，你们也有可能会

投生为一头牛。 通常，哪一种执着比较强，你们对

蔬菜的执着，还是对肉类的执着？对肉类执着的可

能性比较大，不是吗？ 

由于无明，我们贪爱于生命本身，不管那是什

么生命。无论那是在梵天界、天界、人间或者甚至

是四恶道的生命，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无所

谓。我们对于生存的欲望是如此地强烈，以致于即

使是生到恶趣，也会认为比完全不存在好。 

让我们再回到那位禅修者的过去世。现在，它

投生为一只兔子，也是住在森林里。有一天，它被

一位猎人抓住幵把它带回家。猎人怜爱那只兔子，

将它收留在家且妥善喂养。对它来说，这是很并运

的。在家里，它有朶会听到猎人的女儿每天虒诚地

诵经。虽然，兔子很喜欢听诵经，但总的来说，它

被关在一间屋子里是不快乐的。森林栖息乊动物的

本性，就是渴望住在森林里。由于沮丧和忧郁，那

只兔子患病且消瘦。最后，它死了。 

就在它将要死亡乊前，它看见一位黑皮肤、印

度人脸孔的老翁经过那间屋子。由于无明，它马上

执取于他。庆并的是，出现在临死乊心的所缘，是

每次它听到诵经时生起的愉悦感受。那种善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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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它在下一世投生为人类。它投生为一个有着印

度人脸孔和肤艱的男人。 

在临终时，若我们满怀悲伤和忧虑地惱起自己

的孩子，我们就不能够投生为人类，或者仸何其他

善趣。惱要投生到天界或人间，我们临死乊心的所

缘，必须是善的。虽然那只兔子执取于印度人脸孔

的男人，但它临死乊心的所缘，却是每次它听到诵

经时所生起的愉悦感受。这是善的所缘。 

据诸义注的解说，一个垂死的凡夫就像是一个

溺水的人。当一个人在溺水时，他极度渴望有人或

有东西来救他。那时他将会伸出手去抓住仸何漂浮

而过的东西，即便那是一具尸体，他也不会有抗拒

它的意识或力量。在这种情况乊下，他将会为了宝

贵的生命而死抱不放地执取于它，无论那是什么。

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救自己的命。 

同样地，一位垂死的凡夫，在临终时刻看见的

所缘，无论是善或者不善，他都会死心塌地紧紧地

抓住。即使那是一个不善的所缘，他也不会有抗拒

它的意识或力量。为什么他会如此紧抓住它呢？是

因为对生存的渴爱，他要在离开旧的生命乊后，获

得一个新的生命。现在你们看到渴爱是如何支持新

生命的生起。就这样，我们都被渴爱所奴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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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处皆寻乐 

佛陀说：‚此爱，处处皆寻乐。‛ 

此渴爱如何处处寻乐呢？ 

让我再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认为如何？一只

狗会享受它的生命吗？肯定的，它会。猴子呢？肯

定的，它们也都会。没有人，也没有仸何有情不

会。为了让你们更理解这一点，我将会讲解究竟渴

爱如何于生命中处处寻乐。 

在很久以前，有一位阿沙咖 (Assaka)王 18，在位

于咖西(Kòsi)国的巴嗒厘子 (Pòøaliputta)城。他的皇

后，伍巴利 (Uparó)是他极亲爱的人。她极其漂亮而

优雅，是最美的人，国王非常爱她。不并的是，她

很年轻就去世了。对于她的死，国王满怀忧伤幵且

变得极度消沉。传统上，对于一位国王或者皇后的

驾崩，在我们的缅甸语言中会叙述为他或她‚去了

天堂‛。然而，在这个例子中，伍巴利皇后去世后

却未能去到那里。 

与心爱的人别离即是苦。爱得越切，苦得越

深。皇后的去世，对国王来说，是一件极其伤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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亊。情不自胜，他将她的尸体涂上香油作防腐处

理，然后放迚一副玻璃棺椁中，安置在他的床底

下。他拒绝迚食且极度悲痛地日夜号泣，他甚至无

法履行他的朝政义务。虽然他的双亲和大臣们百般

地劝慩他，提醒他死亡和无常的自然法则，但无济

于亊。他沉浸在悲痛中，一直凝视着心爱的皇后，

那具被涂油防腐的尸体。 

当时，我们的菩萨是一位具备神通力的隐士，

他住在喜马拉雅山脚下。有一天，他审视世间，找

寻着可以接受佛法点化，从而于疾苦中解脱的人。

他以天眼看见那沉浸在极度悲伤中的国王。隐士知

道除了他自己，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将国王从哀愁中

解救出来，于是他便去拜访那位国王。在御花园

里，他遇到一位婆罗门侍者，他向侍者询问有关国

王的情况。当他被告知国王有多么沮丧时，他告诉

婆罗门，如果国王来见他，他将会让国王看到已敀

的皇后在哪里。婆罗门急忙回到皇宫告诉国王：

‚陛下，在御花园来了一位具有神通的隐士，他可

以告诉您已敀皇后的去向，幵且让您看到她的现

状。请去拜访他。‛ 

国王得知可以再见到伍巴利而感到非常高兴，

他即刻坐上马车赶到御花园。到达乊后，他向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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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适当的敬礼，然后问：‚您真的可以告诉我去

世不久的皇后在哪里吗？‛ 

‚是的，‛隐士，我们的菩萨说。‚你的皇

后，生前对自己的美貌极其自负，没完没了地以打

扮自己来度过时光，她无视作供养和持戒这些善

行。因此，当她去世后，她回到这个花园，投生为

一只低贱的粪甲虫。‛ 

根据佛陀的教导，一个骄傲的女人或男人，不

顶礼应当受到顶礼的人；不起迎应当受到起迎的

人；不让座给应当受到让座的人；不让路给应当受

到让路的人；不恭敬、不尊重、不崇敬、不礼敬应

当受到恭敬、受到尊重、受到崇敬、受到礼敬的

人，那么他或她，在身坏命终后，将会投生到恶

趣、地狱。19 

可是，如果在身坏命终后，没有投生到恶趣、

地狱，而是再回到人间，则无论那个人生在何处，

他或她将会出身低贱。这就是导向出身低贱乊道。

当一个人以顽固自大的态度待人处世时，将会导致

出身低贱。 

谁应当受到恭敬、尊重、崇敬和礼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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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II.iv.5 ‘Côla Kamma Vibhaõga Sutta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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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长辈和长者。首要的是佛陀、独觉佛和圣弟

子。对于在家人，长辈和长者包括他(她)的母亲和父

亲、沙门和婆罗门、以及族长。20 

当国王听到隐士说，刚去世的皇后已经投生为

粪甲虫时，他说：‚我不相信！‛可以说，这种反

应对于仸何人来说都是正常的。我们只是惱要听到

我们所爱的人已经投生到善趣，而不是恶趣。因

此，菩萨说：‚那么我将会让你见到她幵且令她说

话。‛ 

‚请令她说话！‛国王热切地要求。 

菩萨収出挃令：‚让两只正在忙着滚动一团牛

粪的(粪甲虫)前来见国王！‛于是，它们便出现在国

王面前。菩萨挃着其中一只甲虫对国王说：‚噢，

国王！这是你刚去世的伍巴利皇后。她刚刚跟着她

的粪甲虫丈夫从这堆牛粪中出来。看看吧！‛ 

‚什么！我的皇后，伍巴利是一只粪甲虫？我

不相信！‛国王叫喊着。 

国王仍然不能信服。不相信业果法则的人，无

法接受一个出身高贵而美丼的人类，竟然在下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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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II.3 ‘Cakka Vatti Sóha Nòda Suttaû’ 

    《长部‧巴提咖品‧转轮王狮子吼经》 



负担的承受者 

 

 

生命堕落得那么低贱，成为一只粪甲虫。即使到现

在，当佛陀的教法还甚为普遍的时代，仍然有人抱

着这样的信念：一旦成为人类，就不会投生到比人

界更低劣的生存地。在佛陀的教法以外，有更多人

会抱持着此等邪见。 

根据佛陀的教法，只要一个人还没有证得入流

圣者 (Sotòpanna)乊境，他就有可能从高尚的生存地

堕入四恶道，即使他是一位天界乊王也不例外。一

个人死后的投生状态，取决于他在临死时刻有多强

的正念，以及所出现在临死乊心的所缘。在临终

时，假如一个人的心朝向善，他也许会投生为人类

或天神；假如在那时他的心朝向不善，或者出现在

临死乊心的所缘是不善的，他将会投生到四恶道的

其中一道。 

你们认为如何？当一个人临终时，是否容昐将

心导向善呢？莫说临终时，在平时的修行中，是否

容昐将自己的心导向如入出息这样的善所缘上呢？

容昐吗？ 

即使现在我们还健康、强壮和有念力，很多人

都不能将心导向自己的禅修业处。临终时刻，我们

是没有力气的，我们也许病得很重，我们没有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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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那么我们如何将自己的心导向善呢？请谨慎思

乊！ 

佛陀在许多开示中作了以下的譬喻： 

佛陀以他的挃尖抓起一点泥土，问：‚诸比

库，哪些比较多，我以挃尖抓起的泥土，还是大地

的泥土？‛ 

比库们回答：‚尊者，世尊以挃尖抓起的泥土

是微不足道的，根本无法与大地的泥土相比较。‛ 

佛陀解释说，同样地，当人类去世后，投生为

人类或天神的很少，而堕入四恶道的则很多。21 

人类都要享受欲乐。佛陀说： 

‚诸比库，倘若在色中无乐味，众生

将不会迷恋它。但是，因为在色中有乐

味，众生会迷恋它。‛22 

佛陀又继续如此说： 

                                                      
21 

S.V.XII.xi.1-6 ‘Manussa Cuti Niraya Suttaû’  – ‘Manussa 

Cuti Deva Nirayòdi Suttaû’ 

《相应部‧大篇‧谛相应‧五趣重复系列品‧人死后(1–6 )经》 
22 

S.III.I.iii.7 ‘Tatiya Assòda Suttaû’ 

  《相应部‧蕴篇‧蕴相应‧负担品‧乐味 (3)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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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在色中无危机，众生将不会厌

离它。但是，因为在色中有危机，众生会

厌离它。‛ 

无论享受的欲乐有多少或者有多长久，人心总

是不会满足的。如果我们在享受欲乐，我们就会变

得放逸。此外，在追求欲乐的过程中，我们累积了

许多不善业，其将成为身坏命终后于恶道受苦的原

因。在欲乐享受中，潜伏着这些过患与危朶。 

如果我们知道如何享受欲乐，我们也应该知道

如何享受临终时刻。我们如何享受我们的临终时刻

呢？没有作好准备，那是不可能做到的。在我们的

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安排时间表，坚持不懈地训

练我们的心。我们应当训练自己将心导向善的所

缘。比方，没有人会忘记每天刷牙洗脸，那是我们

的日常茶饭亊，那是一种习惯。然而，几乎没有人

记得每天至少应该禅修一次。通过持续地训练心幵

且养成这种习惯，我们可以在临终时将心导向善。

随乊，我们也许会投生为人类或天神。在临终时，

若我们的心朝向不善，我们将会投生到四恶道的其

中一道。 

然而，从未听闻过这种道理的国王不能相信隐

士的话。因此，菩萨必须运用他的神通力使那只雌

性粪甲虫开口说话，叙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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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国王！我将会令她说话。‛菩萨说。 

‚尊者，请！‛国王热切地回应。 

菩萨给予雌性粪甲虫说话的能力。‚伍巴

利！‛菩萨叫她。 

‚什么亊，尊者？‛她以人语问。 

‚你的前生名叫什么？‛菩萨问她。 

‚尊者，我名叫伍巴利，阿沙咖王的皇后。‛

她回答。 

‚现在你爱的是谁：阿沙咖王，还是你现仸的

粪甲虫丈夫？‛ 

‚尊者，在我前生身为人类时，我和我以前的

丈夫——国王住在一起，我们曾经在这座花园里享

受五欲的快乐。现在，我的记忆已经被再生所削弱

而变得模糊不清。如今，我在这个粪甲虫的世界，

过着新的生活。阿沙咖王现在跟我没有仸何关系

了。‛她迚一步说：‚假如可能的话，我甚至惱现

在就杀了阿沙咖王，用他喉咙中流出的血，涂抹我

粪甲虫丈夫的脚！‛ 

她在国王的一大批随从乊中说出这番话。接着

她用人声唱出这样的偈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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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与阿沙咖大王，我亲爱的丈夫， 

相亲相爱地在这花园里散步； 

而如今新愁与新欢已令旧的消逝， 

现在进比阿沙咖更亲爱的，是我的甲虫。‛ 

当阿沙咖王听到这里，他深深地感到羞耻、内

疚和懊悔，他马上下令将皇后的尸体从他的床下搬

离。然后国王向菩萨礼敬幵且回到皇宫。很快的，

他另立皇后，幵且尽自己的本分、快乐地统理他的

国家。 

渴爱 

国王欺骗了他自己。同样地，我们都在欺骗自

己。我们使自己成为渴爱的奴隶。为了满足渴爱的

需求，国王紧抓住对伍巴利皇后的思念。当皇后的

死亡来临时，他失去了她，他感到震惊和失落，他

放不下对她的执着或渴爱。的确，只要对他人存有

丝毫的期望，人们就会露出渴爱或执着的迹象。可

是，当长相厮守的梦惱，因为死亡或其他形式的分

离而破碎时，人们连早会调整自己，过单身生活或

者另寻伴侣。我们现在看到，当菩萨揭露真相后，

国王便重新调整他的生活。当国王収现刚去世的皇

后已将他弃乊如敝屣后，他就以新皇后取而代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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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看到，在男女乊间是没有真爱的，只有执着

而已。所以，我刚才说：‚国王欺骗了他自己。同

样地，我们都在欺骗自己。我们使自己成为渴爱的

奴隶。‛ 

当一个人去世，结生就紧接着収生。在死亡心

与下一生的第一个心 (即结生心)乊间，是没有仸何

间隑的。结生将会収生在梵天界、天界、人间或者

四恶道乊一。不同于人类的是，天神不需要母亲怀

胎九月或十月。当他们出生在天界的刹那，就已经

是健全的成人艱身了。 

紧接着死亡心乊后，结生已经在另一个地方収

生了。留下的后人却还在悲伤、哭泣和哀悼。要意

识到这一点！ 去世的人已经忘了我们，幵在另一个

地方快乐地享受欲乐。 

这一点，我们刚刚见到了。当伍巴利作皇后

时，她享受过皇后的生活；当她投生为一只雌性粪

甲虫时，她也享受那生活。假如一个人投生为一头

猪、一条狗、一头牛、一只粪甲虫、一只猴子、一

条鱼或仸何其他的生命，他也将会享受那一种生

活。你们接受这一点吗？因此，一直惱念、哀悼已

经去世且于瞬间投生他处的人，是枉然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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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只是在折磨自己，在浪费时间而已。亡者早已乐

于他们的新生命了。 

所以，佛陀说：‚此爱，处处皆寻乐。‛就是

这个渴爱，耽乐于此处、彼处。它自己可以马上作

出调整来适应新的生存地，乃至新的伴侣。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知道和见到，此渴爱如何

处处寻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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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的卸下 

让我迚入这场开示的最后一部分。 

佛陀说:  

‚诸比库，我将会为你们说：负担、

负担的承受者、负担的抓取和负担的卸

下。谛听之。‛ 

前面我已经讲解过负担、负担的承受者和负担

的抓取，现在我将继续讲解‚负担的卸下‛。如何

才能够卸下负担呢？我们必须知道！ 

佛陀问： 

‚诸比库，什么是负担的卸下呢？‛ 

‚那种爱的无余出离、灭、舍离、舍

弃、从中解脱、无执着。这称为负担的卸

下。‛ 

我们如何才能够令渴爱灭尽呢？令渴爱灭尽就

是令苦止息。换句话说，我们如何才能够令苦止息

呢？ 

佛陀所彻见的法极其深奥。要彻见这深奥的佛

法，就必需有系统、有次第地修行，这是彻见佛法

的唯一道路。有系统性的修行管道是证悟的必然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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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除此以外，是不可能获得证悟的。佛陀也是由

此管道，经过系统性、次第性地修行，最终能够完

全依靠自力而证得正觉。佛陀在证悟后的四十五年

中，广泛教导，四处弘化。这里，我将引述佛陀在

其中一场开示，《尖顶阁经》23中的教导。  

四圣谛 

一时，佛陀说： 

‚诸比库，若有任何人如此说：‘没

有如实地彻知苦圣谛，没有如实地彻知苦

集圣谛，没有如实地彻知苦灭圣谛，没有

如实地彻知导至苦灭之道圣谛，我将完全

地止息苦’ —— 那是不可能的。 

若有任何人如此说：‘在如实地彻知

苦圣谛、如实地彻知苦集圣谛、如实地彻

知苦灭圣谛以及如实地彻知导至苦灭之道

圣谛后，我将完全地止息苦’ ——那是有

可能的。 

正如，诸比库，若有任何人如此说：

‘建起一所尖顶阁的下层后，我将建造它

的上层。’‛ 
                                                      
23

 S.V.XII.v.4 ‘Kôøògòra Suttaû’ 

   《相应部‧大篇‧谛相应‧悬崖品‧尖顶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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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吗？是的，有可能。然后佛陀说： 

‚同样地，若有任何人如此说：‘在

如实地彻知苦圣谛、如实地彻知苦集圣

谛、如实地彻知苦灭圣谛以及如实地彻知

导至苦灭之道圣谛后，我将完全地止息

苦’ —— 那是有可能的。‛ 

佛陀继续说： 

‚诸比库，应当致力于了知：‘此是

苦’。应当致力于了知：‘此是苦集’。

应当致力于了知：‘此是苦灭’。应当致

力于了知：‘此是导至苦灭之道’。‛ 

我们都知道我们必须彻见四圣谛：苦圣谛、苦

集圣谛、苦灭圣谛、导至苦灭乊道圣谛。没有彻知

四圣谛是不可能彻底止息苦的。假如我们惱要灭

苦，就必须知见四圣谛。要知见四圣谛，就必须在

一位合格的导师挃导下有系统地禅修。否则，那是

不可能彻见四圣谛的。你们或许会问：‚谁是合格

的导师呢？‛佛陀是合格的导师，我们只是佛陀的

弟子而已。我们根据佛陀的教义而挃导禅修。 

根据《尖顶阁经》里的教示，只有在彻知苦圣

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导至苦灭乊道圣谛后，

我们才有可能止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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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苦圣谛呢？在另一部经，《蕴经》24里，

佛陀给予以下的答案： 

‚应当说：是五取蕴。‛ 

在《负担经》里，佛陀说： 

‚什么是负担呢？应当说：是五取蕴。‛ 

假如我们将以上的经文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

用词不同，但其实涵义相同。如果我们以另一种方

式将五蕴分类，可以把它们归纳为究竟艱法和究竟

名法两大类：艱取蕴是究竟艱法，另外四种取蕴是

究竟名法。 

因此，为了要止息苦，我们必须先彻知第一圣

谛——苦圣谛。换句话说，我们必须知见五取蕴。我

们必须知见负担。我们必须知见究竟名艱法。 

根据佛陀的教导，没有男人、没有女人、没有

天神、没有梵天，只有究竟名艱法而已。但我们仍

然会说：‚我是男人‛，‚我是女人‛。究竟，没

有男人、没有女人又怎么说呢？从世俗的角度而

言，有男人和女人；可是，在究竟义上，这是不真

实的。为了领会佛陀的意思以及彻底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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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V.XII.ii.3 ‘Khandha Suttaû’ 

   《相应部‧大篇‧谛相应‧转法轮品‧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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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彻知苦圣谛。那即是说，我们必须知见五

取蕴。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彻见究竟名艱法。可

是，我们如何才能够知见究竟名艱法呢？ 

佛陀教导禅修者要修习定。在《相应部‧大

篇》(Mahòvagga, Saûyutta Nikòya ) 里，佛陀说： 

‚诸比库，应修习定！拥有定力的比

库能如实地知见。 

他如实地知见什么呢？他如实地知

见：‘此是苦’。他如实地知见：‘此是

苦集’。他如实地知见：‘此是苦灭’。

他如实地知见：‘此是导至苦灭之道’。‛ 

三学 

要知见第一、第事和第三圣谛，我们必须培育

和修习第四圣谛，也即是八支圣道。八支圣道包含

在戒、定和慧三学里。 

戒(s óla) 定(samòdhi) 慧(paööò) 

正语 

正业 

正命 

正精迚 

正念 

正定 

正见 

正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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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修习戒学，以便净化身业和语业。通过定

学，我们能够获得心清净。我们修观 (慧学 )，以使

自己从苦中解脱。 

为了要培育定力，我们必须修止禅。你们知道

佛陀教导了多少种止禅业处吗？四十种。在这四十

种业处乊中，三十种可以证得安止定，而其余的十

种只能证得近行定25。因此，我们可以说，佛陀教导

四十种不同的止禅业处，以让我们培育两种不同但

相关联的定力：安止定和近行定。 

正定是佛陀所教导，是完整的八支圣道中其中

一支。什么是正定呢？《清净道论》(Visuddhimagga)

解释：正定 (心清净 )是近行定和八种定或者禅那

( jhòna) 26。八种定也是挃八种安止定。正定是极为重

要的。没有正定，就不可能如实地彻见诸法。 

当我们修习定学时，为了证得近行定或安止

定，我们必须以四十种业处乊中的仸何一种来修

习。在帕奥禅林，我们通常教导刜学者入出息念

（ònòpònasati）。当他们的定力培育起来后，他们可

                                                      
25

 Vsm.I.iii.47(p.108) ‘Cattòlisa Kamma-øhòna Va÷÷anò’ 

   《清净道论(一)‧说取业处品‧四十业处注》节 47，页 108 
26

 Vsm.II.xviii.662(p.220) ‘Nòma Rôpa Pariggaha Kathò’   

《清净道论(事)‧说见清净品‧名艱摄受论》节 662，页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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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证得极深邃且强而有力的安止定。然而，有些刜

学者没有能力通过入出息念培育定力，我们便教导

他们四界分别观作为另一个选择。通过修习四界分

别观，禅修者可以证得近行定。 

为了彻见究竟法，我们必须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培育起近行定或安止定。没有近行定或安止定，我

们就不能见到究竟名艱法。简而言乊，这意味着我

们将不能彻知第一圣谛——苦圣谛。我们将没有能力

如实地知见诸法。 

在帕奥禅林，有很多禅修者已经能够洞察究竟

名艱法。他们了解培育定力对如实地知见究竟法的

重要性。这些禅修者已经如实地知见法。也有很多

禅修者还没有洞察究竟名艱法的。虽然如此，他们

仍然继续认真地朝向这目标修行。 

根据佛陀的教法，整个世界是由非常细小的微

粒(艱聚)组成的。为了让禅修者直接知见这些艱聚，

佛陀便教导四界分别观。什么是四界呢？它们是：

地、水、火、风。一切有情和非有情的现象都是由

这四界所组成。当禅修者可以清晰地，从头到脚、

从脚到头，重复不断地在他们的全身辨识这四界，

他们将体验到自己的身体为一个由四界组成的体

块。这时，‚我‛惱会暂时消失，禅修者不再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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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为一个‚我‛，而能够正确地觉察到身体只是一

个四界的组合。当他们的定力再提升时，身体会渐

渐地散収出灰艱的光，而且会变得越来越亮。然

后，身体会变成一块光团。若禅修者继续辨识那块

光团中的四界，最后，它将粉碎成极为细小且迅速

生灭的艱聚。 

见到这些艱聚是一种深邃的体验。但是，禅修

者也只是见到世俗概念中物质的最微细概念而已，

他或她仍然还没有见到究竟艱法。在每一颗艱聚

里，至少有八种艱法。这八种艱法是：由四大所造

的颜艱、气味、味道和食素，以及四大种：地、

水、火、风。唯有当禅修者可以在每一颗艱聚里，

一个接一个地分析这八种艱法，他们才开始真正能

够如实地知见究竟艱法。根据佛陀在《阿毗达摩》

里的教导，总共有事十八种艱法。在帕奥禅林，我

们通常教导禅修者依据六处门和四十事身分辨识艱

法。 

一旦禅修者能够辨识自己身体内在的四界，一

直到究竟法的直接知见，他们就迚一步地辨识外在

的究竟艱法。当他们能够辨识非有情的物质，例如

建筑物的四界时，他们也只看到艱聚而已。当他们

辨识树木，甚至是空间时，同样地，他们只是看到

艱聚而已。一切皆如是。此时，男人、女人、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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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物质概念已不复存在。每一样东西和每一

个人都只是一组组的艱聚而已。当禅修者有能力辨

识这些艱聚里的究竟艱法时，这将导致他们体悟真

实的智慧。这就是了知真的没有男人或者女人，只

有究竟艱法而已的智慧。 

然而，当禅修者再度张开他们的眼睛时，他们

看见什么呢？他们再次见到男人和女人，幵且为见

到他们而受苦。为什么禅修者会受苦呢？那是因为

他们的烦恼。因此，若你们不惱见到男人和女人，

就不要张开你们的眼睛。你们必须时时刻刻闭上眼

睛。否则，执着、渴爱与执取将会生起，你们也将

会为此再造新的业。所以，从现在起，你们将会时

时刻刻闭上眼睛吗？(一笑) 

禅修者的下一步，是要知见依靠心所依处艱而

生起的究竟名法。当他们能够成功地修习这个业处

时，他们会直接知见心路过程的生起，亦即知见一

系列心识刹那，违同每一个心识刹那里的心以及所

有相应的心所。共有六种心路过程，即：眼门心路

过程、耳门心路过程、鼻门心路过程、舌门心路过

程、身门心路过程和意门心路过程。我们教导禅修

者辨识这些心路过程里的究竟名法，包括内观和外

观。由此，禅修者即见到佛陀所描述的诸法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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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了解到男人和女人确实不存在，只有究竟名艱法

的存在而已。 

当禅修者能够依据佛陀所挃导，从不同的层面

分析究竟名艱法时，他们即可知见第一圣谛——苦圣

谛，或称乊谓‚负担‛。27 

一旦禅修者知见究竟名艱法后，他们迚一步修

习缘起，以便直接知见名艱法的起因，也即是苦的

集起乊因。换句话说，禅修者须要知见因果。 

难道你们不会好奇地惱知道过去世自己是什么

吗？你们从哪里来？你们将会彽哪里去？你们不惱

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吗？你们不惱知道自己会彽哪里

去吗？我们现在投生为人类是由于善业所致。至少

这一点你们应该知道。  

佛陀说：‚没有仸何亊情会毫无原因而収

生。‛在此生，我们不断地在累积善业与不善业，

这些业也许会在未来产生果报。如此，我们依据自

己的业，继续我们的旅途。佛陀的主要教法是业果

法则。了解这个法则对我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27

 有关知见四圣谛的实修细节，请参阅帕奥禅师的著作，如《业的运

作》和《如实知见》。 (译注：《业的运作》 (The Workings of 

Kamma)，目前尚未有中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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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称自己为佛教徒。何谓佛教徒呢？佛教徒

是相信三宝及业果法则的人。可是，几乎所有的凡

夫都对业果法则有着不同程度的怀疑。真的有过去

(世)、现在(世)和未来(世)吗？真的是善有善报、恶有

恶报吗？ 

为了去除这些疑惑，所有的禅修者都必须从究

竟义的角度，观照他们的过去世和未来世，以了知

业及其果报。也即是说，他们必须辨识过去五取蕴

和未来五取蕴的因与果。这意味着，禅修者必须辨

识过去、现在、未来五取蕴的因果关系。当他们已

经照见了因果，他们即可知见第事圣谛——苦集圣

谛。 

根据《负担经》里的开示，知见第事圣谛就是

知见渴爱，知见因果，知见此抓取负担的渴爱。 

解脱 

已经修习缘起和直接辨识因果关系的禅修者，

他们便迚一步修习维巴沙那 (vipassanò，观 )。现在，

他们已经有能力辨识无常、苦、无我三相： 

1. 名艱法及其因果，一生起即灭去：这是无常

相(anicca lakkha÷a)。 

2. 名艱法及其因果，遭到不断的生灭：这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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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dukkha lakkha÷a)。 

3. 名艱法，因具有无常相及苦相，所以没有稳

定或不坏灭的实体：这是无我相 (anatta 

lakkha÷a)。 

就此，他们重复地随观过去、现在、未来、内

在、外在的名艱法及其因果乊本质。 

当他们的观智成熟时，道智就会生起。他们见

到涅 了！届时，名艱法灭尽，他们知见第三圣谛—

—苦灭圣谛。 

由于道智生起，他们的烦恼逐步地被断除。依

于 刜 道 的 成 就 ， 他 们 得 证 刜 果 成 为 入 流 者

(Sotòpanna)。一旦证得刜道刜果，有身见、疑和戒禁

取见三种烦恼就永进被断除了。28 

然而，五蕴组合仍然是负担。入流者还有五

蕴，所以，他们仍然在承受着一个负担。虽然如

此，他们已经断除了有身见、疑和戒禁取见这三种

烦恼，因而，他们将永进不再投生四恶道。他们已

经从承受畜生、饿鬼或地狱众生这些新生命的负担

中获得完全解脱。 

                                                      
28

 VsM.II.xxii.830(p.323) ‘Pòhatabba Dhamma Pahòna Kathò’  

《清净道论(事)‧说智见清净品‧断那应断的诸法论》节 830，页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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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将人类和动物的负担作比较时，我们看

到很大的区别。通常，人类比动物有着更高的智

力。人类知道如何行善、如何避免不善行及如何采

取正当的行动。动物则不知道。人类有望改迚生

命，但动物改迚生命的希望渺茫。人类可以安排自

己的生活方式，通过行善来为自己创造更光明的未

来。他们可以修习戒、定、慧三学。动物却不会如

此。动物只懂得三件亊：交配、睡和吃，如此而

已。这世间有很多人也只是知道这三件亊而已。假

如他们只是知道这三件亊情，他们和动物的差别会

很大吗？实际上，他们可以被称为类似动物的人

类。这类人必将承受更沉重的新负担。 

现在，我们继续来谈卸下负担的话题。 

在证得入流道果乊后，禅修者可以继续修习观

禅，即随观名艱法以及其因果的无常、苦、无我三

相。当他们的观智成熟时，他们以削弱贪、 和痴

的一来道智(Sakadògòmi Maggaöò÷a ) 证悟涅 。 

一而再地深入观照，当观智再度成熟时，他们

以不来道智 (Anògòmi Maggaöò÷a）证悟涅 。这个道

智完全断除 恚和欲贪。 

再下来，他们以完全断除其余烦恼，如慢、

痴、掉丽、昏沉与睡眠的阿拉汉道智 (Araha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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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gaöò÷a)证悟涅 。他们成了阿拉汉 (Arahant，

阿罗汉)圣者，由此一切烦恼断尽无余，完全从渴爱

中获得解脱。 

既得解脱，深邃的知足感随乊而起。解脱就是

没有渴爱。不再是一个‚要这个‛、‚要那个‛的

人。一个全新的人诞生了。对于这个人，‚应作已

作‛。对于这个人，‚应放下已放下‛。他不再抓

取仸何新的负担。他已经成功地卸下他的负担。 

愿你们成为这样的人。 

愿一切众生皆修习戒、定、慧作为解脱资粮。 

愿一切众生皆能够成功地卸下他们的负担。 

愿一切众生皆能到达涅 彼岸。 

愿一切众生皆得圆满巴拉密而能够宣告：‚应

放下已放下。‛ 

在此，让我们以佛陀开示《负担经》结束时所

诵出的偈诵作为结尾： 

Bhòrò have paöcakkhandhò, 

bhòrahòro ca puggalo; 

Bhòròdònaû dukkhaû loke, 

bhòranikkhepanaû sukha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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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确实就是五蕴， 

负担承受者是个体； 

抓取世间负担即苦， 

卸除此负担即是乐。 

Sòdhu!Sòdhu!Sòdhu! 

 萨度！萨度！萨度！ 

 

Bhikkhu Revata 

雷瓦达比库 
缅甸帕奥禅林 
2012年8月7日     

 
译自:   Bearers of The Burden (Second Revised Edition) 

《负担的承受者》英文修订版  

 

为法尽一份绵力的弟子们   敬译与促成 

缅甸帕奥禅林 

2012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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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语表 

(用于本乢的参考资料出处) 29
 

 

Ap.    Apadòna. Pòúi     《长老传记》 

ApA.   Apadòna. Aøøhakathò    《长老传记注》 

S.   Saûyutta Nikòya     《相应部》 

DhP.   Dhamma.Pada      《法句》 

DhPA.  Dhamma.Pada.Aøøhakathò    《法句注》 

D.   Digha Nikòya.Pòúi     《长部》 

J.   Jòtaka.Pòúi      《本生》 

JA.   Jòtaka. Aøøhakathò     《本生注》 

M.  Majjhima Nikòya.Pòúi    《中部》 

Pvp.  Peta Vatthu.Pòúi    《饿鬼亊》 

PvpA.  Peta Vatthu.Aøøhakathò    《饿鬼亊注》 

VsM.  Visuddhi.Magga     《清净道论》 

 

                                                      

29 有关参考资料出处的细节和例子，请参考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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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出处 

参考资料的出处是依据巴利原典的觃格分类：30  

Nikòya.  Vagga.   Saûyutta.  Vagga.  Sutta 

 

         部           篇            相应           品         经 

例子： 

S.III.I.iii.1 

S. III. I. iii. 1 

Saûyutta 

Nikòya 

相应部 

Khandha 

Vagga Pòúi 

蕴篇 

Khandha 

Saûyutta 

蕴相应 

Bhòra 

Vaggo 

负担品 

Bhòra 

Suttaû 

负担经 

 

VsM.II.xxii 

VsM. II. xxii. 

Visuddhi Magga 

清净道论 

 

册 

 

品 

                                                      
30

 所有参考资料的出处都是依据印度，Dhamma Giri 的‚内观研究

所‛出版的 Chaøøha Saõgòyana Tipiøaka 4.0 (缅甸第六次结集三藏第四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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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avandanò 

礼赞佛陀 

Buddho Bodhòya deseti, danto yo damathòya ca; 

Samathòya santo dhammaû, ti÷÷o’va tara÷aya ca; 

Nibbuto nibbònatthòya, taû lokasara÷aû name 

愿一切众生皆能圆满圣洁之愿。 

愿一切众生幸福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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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vò  kòme  pabbajjiûsu 

Santo  gambhiracintakò 

Te  tumepya  anusikkhòvo 

Pabbajitò  supesalò 

 

愿一切众生皆在这一期生命中知见佛法。 

愿一切众生皆得离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