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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发起的因缘，实在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个很苦恼的世
界，为了争权夺利，连父母都不顾，亲情也不要，这是显示出极苦
的世界。也正因为如此，才有出离之想，想离开这个五浊恶世，找
个好的环境去生活。这种思想我想很多人都有，现在有许多人移民
到外国，都想往外跑，将来如果整个世界大灾难来的时候，往哪里
跑？那就是李老师给我们讲的，唯一的一条生路是赶紧求生西方世
界。这也是移民，往西方极乐世界去移民，这才是究竟安稳，这个
事情决定能成就。
　　六十三面大字应该是小字，它属於科文。「二总科略释二，初
分科，就中为二。初尔时下，正明杀父。次问守门人下，明欲害母
」。请看六十四面的经文：
　　【尔时王舍大城。有一太子名阿闍世。随顺调达恶友之教。收
执父王频婆娑罗。幽闭置於七重室内。制诸群臣。一不得往。】
　　这桩事情就是政变，政变主角是谁？是他儿子，儿子要夺父亲
的政权，要想篡位。实在讲，父亲早晚要把王位给他，他等不及，
现在就要，所以就发动政变。这个故事的原委都在注解里头。政变
的起因当然是太子权力心太重，『调达』来挑拨是缘，调达就是提
婆达多，如果没有这个人在当中挑拨，他也不至於干这件事情。提
婆达多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弟，是阿难尊者的亲哥哥，同胞哥哥。释
迦牟尼佛的父亲兄弟四个，他们堂兄弟一共有九个人，在堂兄弟当
中，释迦牟尼佛年岁是最长的，阿难是最小的，提婆达多是阿难的
同胞哥哥。这个人也非常聪明，看到释迦牟尼佛作佛，他很不服气
，他也学得不少，后来也学了一点神通，注解上都有。他就想把释



迦牟尼佛害死，他来领导僧团，作佛，就挑拨阿闍世，你最好也把
你父亲除掉，你作新国王，我作新佛，新佛、新王来统治天下，这
是很好、很快乐的事情。这一挑拨，阿闍世王就听他的话，就发起
政变。
　　我们知道杀父亲、害母亲是五逆重罪。提婆达多又破和合僧，
破坏僧团，还起恶心要害佛，佛是没有害成，出佛身血，所以这两
个人都造的是五逆重罪。在此地我们所看到的，阿闍世王把他的父
亲囚禁，派兵守住不让任何人接近他，其目的就是把他饿死，不给
他饮食，把他关在那个地方不让他出来，关几天当然就饿死了，用
这种手段。『制诸群臣，一不得往』，不准任何人接近他。我们再
看底下一段：
　　【国太夫人名韦提希。】
　　『国太夫人』，就是频婆娑罗王的皇后，也是阿闍世王的母亲
。『韦提希』，这个时候只有她能救，别的人不能接近，只有她暗
中来救他。
　　【恭敬大王。澡浴清净。以酥蜜和麨。用涂其身。诸璎珞中。
盛葡萄浆。密以上王。】
　　『大王』就是频婆娑罗王。『麨』是麨面，就是面茶，把它涂
在身上。用这个方法把饮食带进去，这是很苦的事情。身上洗澡洗
干净，把麨面涂在身上，这样子带进去，可见得警卫检查很严格，
决定不准带饮食进去，连他母亲进去都要受严格检查。她这样子秘
密偷带进去，查不到了，用这个方法带进去。『璎珞』，那都是金
银珠宝做的首饰，像项炼当中是空的，她就把『葡萄浆』盛在里面
，这样带进去。『密以上王』，这是供给频婆娑罗王的饮食，用这
个方法，她天天去送。
　　【尔时大王食麨饮浆。求水漱口。漱口毕已。合掌恭敬。向耆



闍崛山。遥礼世尊。】
　　他是皈依释迦牟尼佛的在家弟子，也是佛重要的大护法，现在
遭难了，佛在灵鹫山，当然佛有神通，哪有不知道这个事情？前因
后果佛都晓得。他现在要求愿，向著灵鹫山的方向礼拜，在这里『
遥礼世尊』。
　　【而作是言。大目犍连是吾亲友。愿兴慈悲授我八戒。时目犍
连。如鹰隼飞。疾至王所。日日如是。授王八戒。世尊亦遣尊者富
楼那。为王说法。】
　　他跟目连尊者是亲戚。他在灾难临头的时候求授八关斋戒，希
望世尊派遣目犍连来给他授戒。『鹰』是老鹰，『隼』也是老鹰一
类，比这个鹰小一点，飞得都非常快速，这是形容目犍连以神通从
空中飞行到王宫里面来，守卫对他无可奈何。每天目连都来给大王
授戒。国太夫人，就是皇后，天天秘密的送东西给他吃。『富楼那
』尊者是佛弟子当中，说法第一。派这两位罗汉天天去给国王授戒
、说法，所以他虽然被软禁，也并不寂寞，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修
行，像闭关修行一样。
　　【如是时间。经三七日。王食麨蜜。得闻法故。颜色和悦。】
　　这样子经过二十一天，不但没饿死，而且精神比往常还要好。
这一段就是前面科文里面讲「正明杀父」。阿闍世王用这种手段是
想把他父亲活活饿死，经过三七二十一天，他想大概差不多已经饿
死。
　　【时阿闍世问守门者。父王今者犹存在耶。】
　　他现在是活著还是已经死了？去问那个守门的人。
　　【时守门人白言。大王。国太夫人。身涂麨蜜。璎珞盛浆。持
用上王。】
　　这个秘密被守门人发现，发现也无可奈何，她是皇后，现在是



皇太后，对她无可奈何。别的人可以禁止不让他进去，皇太后来，
没办法，不敢不让她进去。
　　【沙门目连及富楼那。从空而来。为王说法。不可禁制。】
　　卫兵对他没办法，他从空中飞进来的，拦也拦不住他，没有办
法阻拦的。换句话说，大王现在还在，还活得好好的。
　　【时阿闍世闻此语已。怒其母曰。我母是贼。与贼为伴。沙门
恶人。幻惑咒术。令此恶王多日不死。即执利剑欲害其母。】
　　他不但不觉悟，可见得这是利欲薰心才会迷惑到极处，做了很
大的错事，怪罪他的母亲。本来要把他饿死，结果现在还没死，二
十一天了，国王还没死，他就拿剑想去杀他母亲。实在说，他以前
本意只害他父亲，还没有动念头害他母亲，为什么？夺王位只要害
他父亲，他王位就得到，与他母亲不相干。现在他母亲帮助他父亲
，他就不能原谅，连母亲都要害，这是大逆不道。我们看下面经文
：
　　【时有一臣。名曰月光。聪明多智。及与耆婆。为王作礼。白
言。大王。臣闻毗陀论经说。】
　　这就他底下有大臣。『耆婆』这位大臣就像是御医一样，是一
个大夫，照顾国王身体健康的。这两个人等於是他的左右手，帮助
他治理朝政。这两个人看到他要杀母亲，这个事情严重，你看他害
他父亲，他们不说话；害他母亲，这他们看不过去，母亲的恩德非
常之大。《毗陀论》是婆罗门里面的经典。
　　【劫初已来。有诸恶王贪国位故。杀害其父一万八千。未曾闻
有无道害母。】
　　像这种政变的事情，贪图权位，从父亲手上夺取政权这样不肖
的儿子，有，自古以来听说过，而且听说很多，所以你搞政变、夺
政权要把你父亲害死不足以为怪，过去有例可援，但是没有听到杀



母亲的，这是在婆罗门经典里面记载的，所以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
事情。
　　【王今为此。】
　　就为了母亲送一点麨蜜饮食给父亲，你就要杀害母亲。
　　【杀逆之事。污刹利种。】
　　『刹利』是王族，印度四种阶级，刹帝利是王族。你这样做法
，对整个刹帝利的种族是一种永远洗不干净的污点，这个事情劝他
决定不可以做。
　　【臣不忍闻。】
　　我们不忍心看到你这样做法，也不愿意有这么一桩事情出现。
　　【是旃陀罗。吾等不宜复住於此。时二大臣。说此语竟。以手
按剑。却行而退。时阿闍世惊怖惶惧。】
　　『旃陀罗』在印度是很下贱之人，换句话说，你不配做国王，
哪有国王杀母亲的道理？他们两个要走了。换句话说，我们不愿意
跟你了，你是大逆不道，没有人会原谅你，我们要离开这个国家到
别的地方去。这就是阻止他。这两个人是他的左右手，是他所依靠
的人，这两个人走了，换句话说，他的困难就多了，没有人替他办
事，也没有人照顾他的健康。耆婆是位良医，非常好的医生。他要
倚重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反对他，要走了，他免不了惊慌。
　　【告耆婆言。汝不为我耶。】
　　你不帮助我，不拥护我，你们两个都要走？
　　【耆婆白言。大王。慎莫害母。王闻此语。忏悔求救。即便舍
剑。止不害母。】
　　叫他要谨慎、要慎重，千万不能害母亲。因为这两个人出来谏
诤阿闍世王，阿闍世王才把杀母亲的念头取消，不杀母亲，但不准
他母亲再跟他父亲见面。



　　【敕语内官。】
　　『内官』就像中国从前皇室里面的太监一样，在印度也有，专
门伺候皇室皇帝、皇后私生活的这些人，内侍。
　　【闭置深宫。不令复出。】
　　把他母亲也幽禁起来，行动不准她自由。这就是虽然不杀她，
也把她软禁起来。到这个地方，发起的因缘就很明显，为人父母看
到儿女这样的不孝，为了权力忘恩负义，做出杀害父母之事，这是
令做父母的真正痛心，於是对这个世界产生厌恶，这才有求净土的
愿望。
　　【时韦提希被幽闭已。愁忧憔悴。遥向耆闍崛山。为佛作礼。
】
　　『韦提希』是这部经的真正当机者，她请求的。『被幽闭已』
，被儿子软禁。她也向灵鹫山的方向拜释迦牟尼佛，求佛来帮助她
。
　　【而作是言。如来世尊。在昔之时。恒遣阿难来慰问我。】
　　这就想到从前，没有出事情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自己不能来，
常常派阿难尊者来看她。
　　【我今愁忧。世尊威重。无由得见。愿遣目连尊者阿难。与我
相见。】
　　佛是老师，不敢请，只希望佛能派目犍连，目犍连是亲戚，阿
难很熟，过去常常见面，希望世尊能派目连、阿难来跟她见见面。
　　【作是语已。悲泣雨泪。遥向佛礼。】
　　她在深宫里面礼拜，心里有这个愿望，实在说释迦牟尼佛在灵
鹫山就看得清清楚楚，佛有天眼、天耳、他心，哪一样不清楚？样
样都清楚。
　　【未举头顷。】



　　她拜下去，头还没有抬起来。
　　【尔时世尊在耆闍崛山。知韦提希心之所念。】
　　就知道了。
　　【即敕大目犍连及以阿难。从空而来。】
　　立刻就派目连跟阿难尊者立刻就去见她，不但这两位尊者来，
佛自己也来。她不敢请佛，佛来了。佛为什么来？前面注疏里头祖
师大德跟我们分析，频婆娑罗王遥礼世尊，世尊只派富楼那跟目连
两个人去，佛自己没有去，现在皇后这一礼拜，佛就来了，这是什
么原因？因为国王的机缘没成熟，所以佛不必要亲自去，派弟子去
就可以，皇后的因缘成熟，非得自己来不可。什么因缘成熟？成佛
的因缘成熟。你看看前面频婆娑罗王要求的是什么？只是要求给他
授八关斋戒，要求听听佛法，他没有别的要求。夫人的要求就不一
样，这世间太苦，儿子大逆不道要杀我，不想活了，希望问佛哪里
有好的世界，我可不可以去？这就是往生的念头生了，成佛的机会
到了，佛一定要来帮助她，来给她说十六妙观，帮助她往生净土，
这个事情不是佛的学生能办得到的，所以他自己来了。所以佛对众
生的确是平等的，没有差别，只看缘熟不熟，真是众生有感，佛就
有应，感应道交。
　　【佛从耆闍崛山没。於王宫出。】
　　这就是神足通的示现。
　　【时韦提希礼已。举头。见世尊释迦牟尼佛。身紫金色坐百宝
莲华。目连侍左。阿难侍右。释凡护世诸天。在虚空中。普雨天华
。持用供养。】
　　就是拜完佛之后，头刚刚抬起来，看到释迦牟尼佛在面前，阿
难、目犍连也在面前，这两个人随侍释迦牟尼佛，都来了。而且还
有『释凡护世诸天在虚空中』，这就是天龙八部护法神，护法神也



在空中，保护著佛陀。这些护法神以『天华』来供佛，场面非常的
庄严。
　　在这个地方大师有一段议论，这段议论在七十四面倒数第五行
，我们把它念一遍，因为这属於佛学常识，从第三个字开始。「我
国各处大殿，供的一佛二侍者像」，这就是佛门里面供这佛菩萨的
像。「相传都道迦叶阿难」，的确我们看到许多供三圣像，当中是
释迦牟尼佛，一边是迦叶尊者，一边是阿难尊者，我在香港天台精
舍也是这样供的，许多地方都是这个供法。「我则素言不以为然」
，这是谛闲大师讲的，这个注解是谛闲大师的话，谛闲大师的看法
就不一样。「虽不见有人公然否认，但心中犹未诚肯耳」，就是不
能肯定。「夫古人建殿供像，必有所本」，他有依据的。「试问迦
叶阿难，出於何典」，根据什么这样子供像？「我曰非者，乃本於
今经也」，谛闲大师不同意从前人的供法就是根据这部经。这部经
上说得很清楚，「经中分明说佛身紫金色。坐百宝莲华。目连侍左
。阿难侍右。左面相传言迦叶者。以盲从盲也」，这是谛闲法师的
见解。他老人家前面序文说过，他从出家就以这部经做功课，他是
专修这部经的，所以他是根据这部经不太赞成一般大殿里面供的三
圣像，认为供迦叶尊者跟阿难尊者，他不太同意，他说应当是供目
连跟阿难，根据这部经上说的，这是他的见解。
　　我觉得供迦叶跟阿难没错，虽然经典里面没有，但是在佛法承
传上有道理。在佛门常讲宗门教下，佛教整个分开，一个是禅宗，
一个是教下。十个宗派里面，除禅宗之外，其余九个宗派都是教下
。教下是阿难传的，阿难是佛的传法人，一切经典阿难结集的，供
阿难这没有问题，迦叶尊者是传禅宗的，一个传禅宗，一个传教下
，供他两个没错，所以并不能说有错，供这两个人代表佛法的承传
。虽然此地大师说目连、阿难有经典做依据，这也不过是一时的，



就是当时应韦提希尊者的要求，佛带这两个人到皇宫里面来，所以
供迦叶跟阿难还是有道理。这个地方怕同修们看了之后起疑惑，特
别提出来解释一下。
　　七十四面最后一行有一个错字，「三伤叹请法二，初问住生因
」，这个住是错的，是「宿生因」，就是过去世的因缘。七十五页
大字第二行第二个字，就是这个字。我宿何罪？我过去生中有什么
罪，为什么会生出这个儿子出来？对待儿子也很不错，非常爱护这
个儿子，结果儿子不知道报恩，反而要杀母亲，这是什么道理、什
么因缘？她要问这段因缘。
　　【时韦提希见佛世尊。自绝璎珞。举身投地号泣向佛。】
　　这是看到佛来了，这一拜佛就来了，见佛了。『璎珞』就是她
戴的这些装饰品，见到佛了，把这些都拿下来。『号泣』是哭的声
音很大，非常的伤心，痛哭流涕。
　　【白言。世尊。我宿何罪。生此恶子。】
　　『生此恶子』，不但要害妈妈，还要害爸爸，置父母於死地。
我过去世造了什么罪业，生出这么个儿子？
　　佛法里面说得很明白，父母与子女有四种缘，没有缘不会来的
。这四种缘，第一种是报恩的，所谓孝子贤孙，是过去世你对他有
恩，他是来报恩的。第二种是报怨的，过去世是冤家对头，这一世
遇到，到你家来做你儿子，以后长大怎么样？败家子，要把你家财
送得干干净净，还要搞得你家破人亡，这是冤家对头来了。第三种
是讨债的，讨债鬼，那是父母欠他的，他讨完就走了。欠得少的，
三、四岁就死了，你养他那么大，花了不少钱，花了不少精神，他
走了。如果欠得多的，会到十几、二十岁，大学毕业了，博士学位
拿到了，死了。费这么多的钱、这么多的心血供养他，他走了，这
讨债的。第四种是还债的，是他欠父母，他长大之后赚钱供养父母



，只是在物质生活上让父母不会缺乏，对父母没有恭敬心，换句话
说，没有孝心，只是在生活上给你供养。如果欠得多的，供养就比
较丰富一点；欠得少的，生活就苦一点，他不会给你多的，甚至对
父母供养都很刻薄，我们都见过。儿女发财发得很大，一个月给父
母几百块钱生活费用，这什么原因？还债的，是因为他欠得少，所
以他还得也少。如果欠得多，他一个月可以给他父母几万块钱，让
他过得很舒服。欠多的他就还得多，欠少他就还得少。佛讲四种因
缘，没有这四种缘不会来的。
　　缘是我们过去生中结的，过去生中不晓得因果的道理，所以跟
人家结很多恶缘，我们今天在这个世间，在我们生活圈子里面，人
事环境里面才有很多障碍，才有很多看不顺眼的人，冤家对头，叫
怨憎会。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要觉悟，凡是与我有过不去的人
，知道我过去对不起他，今天他一样的态度来对我。我如果还怀恨
在心，这个事情麻烦了，这个冤结得一世比一世重，这一世是很不
愉快的朋友，来世可能就是不愉快的亲戚，最后一世可能就跟阿闍
世王一样，一世比一世严重，所以佛教给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所
以遇到一切不如意的这些人，好像不痛快的事情，要特别提醒自己
，委屈婉转，我们顺他一点，迁就他一点，不再结这个冤仇，从这
一生把它解除掉，对我们自己将来往生的时候不会造成障碍，这点
很重要。
　　《无量寿经》说，千万不要轻忽小小的嫌隙、嫉妒，很轻微的
，不要把这个看小了，逐渐就变成大冤仇，这佛在《无量寿经》里
头教给我们的。小小的怨恨都不可以有，何况大的怨恨？所以不学
佛不懂，人家欺负我，我为什么不报复他？好像是应该的一样，这
是世间人眼光看的，只看到一世没有看到三世，如果看到三世，才
晓得这个观念是大错误。所以怨憎会是有因缘的，韦提希问得有道



理。
　　【世尊复有何等因缘。与提婆达多共为眷属。】
　　就是我遭这个大难，遇到冤家对头，释迦牟尼佛，你也不例外
，你过去生中也造了什么因缘，你怎么跟提婆达多是堂兄弟？当然
都是因缘。提婆达多是处处想尽方法害释迦牟尼佛，想把佛害死，
他要作新佛。佛是功德圆满、智慧圆满，护法神太多了，所以提婆
达多害不了他，虽然害不了，也叫佛的脚被石头砸流血，所以出佛
身血。他破和合僧，破坏僧团，造的罪业这么重。问他究竟是过去
生中什么因缘？当然佛是给她说了，但是在这个经典里面这桩事情
省略，可是注解里头有，其他的经典上也有。这里注得不太多，可
是大致上都说出来了。
　　底下这重要，她就求往生，认为这个世界太坏，不想在这个世
界再活下去，这就是发起这部经的因缘。佛把一切诸佛世界用神力
都叫她能看得到，然后让她自己选择一个世界。你看看诸佛世界，
哪个世界好，你愿意到哪里去，我就教你方法，帮助你去，她选择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不是释迦牟尼佛介绍她去的。释迦牟尼佛把
一切诸佛世界展现在她面前，让她自己选择，她选择极乐世界。我
们今天讲到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