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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句譬喻經》卷 3〈20 愛身品〉：「昔有一國名多摩[15]羅，去城七里有精舍，

五百沙門常處其中，讀經行道。有一長老長老長老長老比丘名摩訶盧摩訶盧摩訶盧摩訶盧，為人闇塞，五百道人五百道人五百道人五百道人

傳共教之共教之共教之共教之，數年之中不得一偈不得一偈不得一偈不得一偈，眾共輕之不將[16]會同，常守精舍勅令掃除掃除掃除掃除。

[17]後日國王請國王請國王請國王請諸道人入宮供供供供養，摩訶盧比丘自念言：「我生世間闇塞如此，不

知一偈人所薄賤，用是活為？」即持繩至後園中大樹下，欲自絞死欲自絞死欲自絞死欲自絞死。佛佛佛佛以道眼

遙見如是，化作樹神化作樹神化作樹神化作樹神，半身人現半身人現半身人現半身人現而[18]呵之曰：「咄咄比丘！何為作此？」摩訶

盧即具陳辛苦。化神呵曰：「勿得作是，且聽我言。[19]往迦葉佛迦葉佛迦葉佛迦葉佛時，卿作三藏三藏三藏三藏

沙門沙門沙門沙門，，，，有五百弟子有五百弟子有五百弟子有五百弟子，，，，自以多智輕慢眾人自以多智輕慢眾人自以多智輕慢眾人自以多智輕慢眾人，悋惜經義悋惜經義悋惜經義悋惜經義初不訓誨，是以世世所生諸

根闇鈍。但當自責，何為自[20]賊？」於是世尊現神光像，即說偈言：「自愛身

者， 慎護所守， 希望欲解，  學正不寐。 身為第一， [21]常自勉學， 利

[22]能誨人， 不[23]惓則智。 學先自正，  [24]然後正人， 調身入慧， 必

遷為上。  身不能利， 安能利人？ 心調體正，  何願不至？ 本我所造， 後

我自受， 為惡自更， 如[25]剛鑽珠。」 摩訶盧比丘見佛現身光[26]像，悲喜

悚慄稽首佛足，思惟偈義即入定意，尋在佛前逮得羅漢道尋在佛前逮得羅漢道尋在佛前逮得羅漢道尋在佛前逮得羅漢道，自識宿命無數世事，

三藏眾經即貫在心。佛語摩訶盧：「著衣持鉢就王宮食，在五百道人上坐，此

諸道人是卿先世五百弟子，還為說[27]法令得道迹，并使國王明信罪福。」即受

佛教，[28]徑入宮裏坐於上座。眾人心恚怪其所以，各護王意不敢呵譴，念其

愚[29]冥不曉達嚫達嚫達嚫達嚫(ㄔㄣˋ，梵语 dakṣiṇā，達嚫拏，指僧侶於信徒佈施食物後，

為信徒說法)，心為之疲。王便下食手自斟酌，摩訶盧即為達嚫，音如雷震清[30]

辭雨下，坐上道人坐上道人坐上道人坐上道人驚怖自悔，皆得羅漢羅漢羅漢羅漢。為王說法莫不解釋，群臣百官群臣百官群臣百官群臣百官皆得須須須須

陀陀陀陀洹洹洹洹道。」(CBETA, T04, no. 211, p. 593, b2-c5)[15]（訶）＋羅【宋】【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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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會同＝同會【宋】【元】【明】。[17]後＝復【明】。[18]呵＝訶【聖】＊。[19]

往＝昔【宋】【元】【明】。[20]賊＝殘【宋】【元】【明】。[21]常＝當【宋】【元】

【明】【聖】。[22]能＝乃【宋】【元】【明】【聖】。[23]惓＝倦【宋】【元】【明】

【聖】。[24]然＝如【宋】【元】【明】。[25]剛＝鋼【宋】【元】【明】【聖】，＝[金

*剛]【麗-CB】。[26]像＝相【聖】。[27]法＝經【聖】。[28]徑＝經【聖】。[29]

冥＝癡【聖】。[30]辭＝詞【宋】【元】【明】。 

◎《雜譬喻經》卷 1：「昔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出家俱為沙門，兄兄兄兄好持戒坐禪，

一心求道求道求道求道而不好布施不好布施不好布施不好布施；弟弟弟弟好布施修福布施修福布施修福布施修福而喜破戒喜破戒喜破戒喜破戒。釋迦文出世，其兄兄兄兄值佛出家修

道即得羅漢羅漢羅漢羅漢，而獨薄福，常患衣食不充衣食不充衣食不充衣食不充，與諸伴等遊行乞食，常獨不飽而還。

其弟弟弟弟生象中，為象多力象多力象多力象多力能却怨敵，為國王所愛，以好金銀珍寶瓔珞珍寶瓔珞珍寶瓔珞珍寶瓔珞，其身封數

百戶邑，供給此象隨其所須。時兄兄兄兄比丘者值世大儉值世大儉值世大儉值世大儉，遊行乞食七日乞食七日乞食七日乞食七日不得，末後

得少麤食殆得存命。先知知知知此象象象象是前世兄弟前世兄弟前世兄弟前世兄弟，便往詣象前，手捉象耳而語捉象耳而語捉象耳而語捉象耳而語之言：

「我與汝俱有罪我與汝俱有罪我與汝俱有罪我與汝俱有罪也。」象便思惟比丘語，即得自識宿命自識宿命自識宿命自識宿命，見前世因緣，象便愁

憂不復飲食憂不復飲食憂不復飲食憂不復飲食。象子怖懼便往白王言：「象不復飲食，不知何意？」王問象子：

「先有人犯此象不？」象子答王言：「無他異人，唯見一沙門來至象邊，須臾

便去耳。」王即遣人四出覓此沙門。有人於林樹間得，便攝此沙門將詣王前，

王問沙門言：「至我象邊何所道說？」沙門答王言：「無所多說，我直語象言：

『我與汝俱有罪耳。』」時沙門便向王具說前世因緣事，王意便悟，即放此沙門

令還所止。」(CBETA, T04, no. 207, p. 523, a7-27) 

◎《佛說鬼問目連經》卷 1：「一鬼問言：「我一生已來，恒患飢渴，欲至廁上取

糞噉之。廁上有大力鬼，以杖打我，初不[1]能得近。何罪所致？」目連答言：

「汝為人時，作佛圖主佛圖主佛圖主佛圖主。有客比丘客比丘客比丘客比丘來，慳惜不與食慳惜不與食慳惜不與食慳惜不與食。待客去後，乃行[2]與舊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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慳惜僧物故，今受花報，果入地獄。」」(CBETA, T17, no. 734, p. 536, a5-10)[1]

〔能〕－【宋】【元】【明】【宮】。[2]〔與〕－【宋】【元】【明】【宮】。 

◎太上感應篇彙編 :「五代張士選張士選張士選張士選、幼喪父母。其叔育之。祖產未析。叔有七子叔有七子叔有七子叔有七子。

選年十七。叔曰。今與子析產為二為二為二為二。各得其一。選曰。叔有諸兄弟七人。可分

為八為八為八為八。叔固辭。選讓愈力。因從之。時選在館。術者術者術者術者稱其滿面陰騭滿面陰騭滿面陰騭滿面陰騭。必高第必高第必高第必高第。

後果然果然果然果然。」 

◎《白話二十四史》《宋史》:寇准寇准寇准寇准幾次說王旦的短處說王旦的短處說王旦的短處說王旦的短處，王旦王旦王旦王旦專門稱讚寇准稱讚寇准稱讚寇准稱讚寇准。真宗

對王旦說“：你雖然稱讚他的優點，他專門談你的缺點。”王旦說：“論理本來

是這樣。我在宰相的職位上時間長，政事闕失必定多。寇准對陛下無所隱瞞，

更加見其忠心正直，這是我之所以看重寇准的原因。”...寇准被免寇准被免寇准被免寇准被免除樞密使，

托人托人托人托人私下求做使相求做使相求做使相求做使相，王旦王旦王旦王旦驚異地說：“將相的任命，怎麼強以求取呢！我不接不接不接不接

受私人請托受私人請托受私人請托受私人請托。”寇准很是懷憾。不久任命寇准為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寇准入朝拜見，感謝說：“不是陛下瞭解我，怎麼能至此？”真宗真宗真宗真宗詳細

說出說出說出說出是由於王旦的薦舉王旦的薦舉王旦的薦舉王旦的薦舉。寇准慚愧感歎寇准慚愧感歎寇准慚愧感歎寇准慚愧感歎，認為自己趕不上王旦。寇准寇准寇准寇准在要郡任

職，生日那天，建造山棚大宴造山棚大宴造山棚大宴造山棚大宴，又服飾用度僭越奢侈僭越奢侈僭越奢侈僭越奢侈，被被被被他人所告告告告。真宗生氣真宗生氣真宗生氣真宗生氣，

對王旦說：“寇准每件事都想要仿效朕仿效朕仿效朕仿效朕，行嗎？”王旦緩緩地回答說“：寇準

確實賢能確實賢能確實賢能確實賢能，對他的呆呆呆呆有什麼辦法。”真宗心意於是消釋，說：“對，這正是呆而

已。 

◎《法苑珠林》卷 28：「隋終南山[18]楩梓谷釋普安釋普安釋普安釋普安」[18]楩＝梗【宋】【元】【明】

【宮】獨處林野。不宿人世。專崇禪思。至于沒齒栖遲荒險。不避狼虎常讀華常讀華常讀華常讀華

嚴嚴嚴嚴。。。。手不釋卷手不釋卷手不釋卷手不釋卷。。。。遵修苦行遵修苦行遵修苦行遵修苦行亡身為物。常游山野用施禽獸。虎豹雖來嗅而不食。...
村聚齊集欲設大齋。大萬村大萬村大萬村大萬村中有田遺生者。家途壁立家途壁立家途壁立家途壁立而有四女。妻著弊布至膝

而已。四女赤露逈無覆身。大女大女大女大女名華嚴華嚴華嚴華嚴年已二十。唯有麁布二尺擬充布施麁布二尺擬充布施麁布二尺擬充布施麁布二尺擬充布施。安安安安

引村眾次至其門。愍斯貧苦遂度不入愍斯貧苦遂度不入愍斯貧苦遂度不入愍斯貧苦遂度不入。大女思念。由我貧煎不及福會。今又不

修當來何救。周遍求物[16]間無一物仰面悲號。遂見屋[17]甍。一把亂穈[18]
穰。用塞明孔。挽取抖抖抖抖[19]擻得穀十粒擻得穀十粒擻得穀十粒擻得穀十粒。揉揉揉揉以成米米米米。并將前布擬用隨喜。身既

無衣無衣無衣無衣。待至夜暗夜暗夜暗夜暗匍匐而行趣齋供所。以前施物遙擲眾中。十餘粒米別奉炊[20]
飯。因發願曰。女人窮困。由昔種慳業今得[21]貧報困苦如是。今竭貧行施用

希來報。作此願作此願作此願作此願已以此十粒黃米投飯甑十粒黃米投飯甑十粒黃米投飯甑十粒黃米投飯甑中。必若至誠貧業盡者。當願所炊願所炊願所炊願所炊之飯飯飯飯

變成黃色黃色黃色黃色。如無所感命也奈何。作此誓已掩淚而返誓已掩淚而返誓已掩淚而返誓已掩淚而返。於是甑中五石米飯並成黃甑中五石米飯並成黃甑中五石米飯並成黃甑中五石米飯並成黃

色色色色。大眾驚嗟未知所以。周尋緣搆。乃云。是[22]用田遺生女之願力也。齋會

齊率獲粟十斛。尋濟之。[23]安辦法衣仍度華嚴安辦法衣仍度華嚴安辦法衣仍度華嚴安辦法衣仍度華嚴。。。。送入京寺送入京寺送入京寺送入京寺。爾後聲名重振。

弘悟難述。安居處雖隱每行慈救。」(CBETA, T53, no. 2122,  p. 492, c11~p. 493, 
b2-21)[16]間＝閴【宋】【元】【明】【宮】。[17]甍＝薨【宋】【宮】。[18]〔穰〕

－【宋】【元】【明】【宮】。[19]擻＝藪【宋】【元】【明】【宮】。[20]飯＝飲【宋】

【宮】。[21]貧＝窮【明】。[22]用＝因【元】【明】。[23]安＝女【宋】【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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