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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蓮華經·序品》之四 

天龍八部眾 

遠參老法師主講 

 

「爾時釋提桓因，與其眷屬二萬天子俱；復有明月天子、普 

香天子、寶光天子、四大天王，與其眷屬萬天子俱；自在 

天子、大自在天子，與其眷屬三萬天子俱；娑婆世界主梵 

天王、尸棄大梵、光明大梵等，與其眷屬萬二千天子俱。」 

 

這些天人，有王、有臣、有民。欲界天有男有女，色界沒有男女。這一段

文所舉的是欲界和色界兩種天，無色界沒有身形，就不必講他。現在講的釋提

桓因，是欲界六天之中的第二天，這第二天是從下數上去。第一天是什麽呢？ 

第一天是四天王天，第二天是忉利天，第三天是夜摩天，第四兜率天，第五自

在天，第六大自在天，這叫做欲界六天。 

  欲界不單只有天，從地獄到大自在天，總名叫做欲界。我們人類也在欲界

之內，欲界是相對色界而講，色界無欲，欲界眾生是有欲。如果講到欲界眾生

有欲，也不一定很普遍，例如地獄又有什麽欲？除了地獄之外，或鬼類，或

神，或阿修羅，其中也有些是無欲，不過是講他們有欲的居多。這就不把聖人

計算在內，其中的阿羅漢、辟支佛不計算在內，因為他們不是凡流，這就不必

計算他們在內，初果、二果、三果這些人都不計算在內。不過欲界裡的眾生，

在佛教有地位的人都不少，既然是在佛教有地位，就不算是欲界眾生；但他們

又沒有離開欲界，也叫他們做欲界眾生。有這樣的意思，我們就要明瞭，不限

定在欲界就是欲界眾生，欲界有超出三界的人。 

  現在這裡所講的人物，有沒有超出三界？有，我們都不知道，經文也沒有

提及誰超出，不必計算在內，不須挑揀出來。我們廣泛來講，就要這樣講，不

是每一個眾生都叫做欲界的人。 

我們不可以說每一個眾生都是欲界的人，如果這樣講，釋迦佛也是在人

間，難道釋迦佛又是欲界的人？八萬菩薩也是在人間，都在欲界，難道八萬菩

薩就是欲界眾生嗎？一萬二千阿羅漢已經超出三界，亦是在人間。所以，在人

間，在欲界，亦可以不算他們是欲界中人，這樣講就較妥當。 

  講到那一位名叫「釋提桓因」，那是簡略文，如果全稱，「釋」字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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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但不是釋迦佛，而是名叫釋迦。「釋迦」這個名詞是什麼意思？「釋

迦」這名詞譯作「能」。這個「能」字，要看在哪一方面來講，你若能寫、能

畫，你就叫做釋迦寫、釋迦畫；你若能行、能走，你就叫做釋迦行、釋迦走。

「釋迦」就解作「能」。 

  釋迦佛的「釋迦」是姓氏，姓釋迦，他的種族是釋迦族，也可以說是姓

能。而姓能的不是都叫做釋迦。現在講的釋提桓因的「釋」不是姓，而是講能

天主。雖然未曾意譯為能天主，不過，「提桓」的意譯即是天，「因」字之後還

有兩個字，全稱是「因陀羅」。因陀羅是何義？因陀羅之義是主，釋提桓因即是

能天主。 

  能天主者，他是天王，能為三十三天做主，因此叫做能天主。為何他有如

是能，叫做能天主？要尋根究底是非常困難，因為我們絕對未曾知道他的來

因，只知道他的名字所詮之義，他確是為三十三天之王，即是能天主。講到三

十三者，乃是須彌山頂之處，分做三十三部分的天人所居。釋提桓因這個天王

就居在三十三天之中央，即是四邊還有三十二天，這就以他為主。 

  天人何須要王？他們又不是人類，又不是鬼神，又沒有政治，要王做什

麽？話又不能這樣說，不限定有政治才叫做王，道德也要講王。佛稱為法王，

難道佛也有政治？叫做法王就是講法、講各種道德上的能力，這些也是王。我

們人類的人王，就是講政治，難道其他的王就要講政治？好比番薯王要講政治

嗎？芋頭王又要講政治嗎？不會這樣講。天王當然不講政治，他又不是有民間

囉嗦麻煩的事，何必要找這些來做什麼？這只是講他的福報大、道德高，就算

是王，叫做能天主。 

  「爾時釋提桓因，與其眷屬二萬天子俱」，這「爾時」兩個字是連貫下面一

大段文，連貫每一個天、每一個阿修羅、每一個緊那羅、摩睺羅伽、迦樓那等

等，都用得著「爾時」兩個字。「爾時」兩個字又有什麽意思？這是在講八萬菩

薩之後，用「爾時」兩個字接著講下去。本來按照下文來講，也可以不需「爾

時」兩個字。若不用「爾時」兩個字，用什麽文字來頂替？最好是用下文所講

的「復有」，可以連續講下去，復有釋提桓因，復有復有什麽自在天、大自在天

等等。下面就有講「復有」。 

講「爾時」者，說話接著來講，是可以的。這種情形是講那些人在別方來

到這裡。他們從別方來，是同時來還是分前後來？當然會有前後來，哪有同時

來？前後來都算作「爾時」，即是大概也算作同時。 

講到釋提桓因與眷屬，當然裡面有分外眷屬、內眷屬，也不限定盡所有都

來到，有限其數，只有二萬天子。二萬也不過是一個大數，多一些、少一些，

相差總會有，難道真的是整數？也不會這樣。 

講「天子」者，這個「子」字不當作兒子來講。如果當作兒子來講，難道

色界天的梵王也有兒子？不會有這個道理。現在講這個「子」字，天王都叫做

「子」。經文講「與」，即是共同。這表示天王就不在二萬之內，眷屬就有二萬

那麼多。「俱」者，大家一同到來。這種天人在佛座下，時常都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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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他們是常常居於此處，還是有離開過又再來？這當然是有離開又再

來。他們因何事要離開又再來？這是凡夫的常情，怎會固定住一個地方不離

開？怎會離開後就不會再來？這些就無必要去追究，天人歡喜就隨時會到來，

等到他們自己有什麼需要離開，他們就離開，所以來去總會有。 

  講到佛說法之時，有些什麽天、什麽鬼神到來，這句話在我們人間來講，

似乎有一些神話色彩，也似乎是誇大其詞。以人來講，這是人境界，不是佛境

界，也不是天人境界。我們現在是講佛經，講佛經當然是佛法會裡各人的境

界，就不能用我們人類目前的境界去判斷，以為不應該有這些事。這是各有各

的境界。 

  因為佛與各種眾生，往昔結緣結得深，結緣的眾生就散在六道眾生裡；既

然與佛有緣，佛出世又難遭難遇，佛到那個地方說法，我們有緣，當然要參

加。那是緣所牽，又是自己有喜歡心在內，不期然而然，就會去參加。這不是

佛拉他來，他自己又不是出於勉強，受某一種環境所迫而去，都是隨緣隨份到

來。總而言之，就是因為與佛有緣。 

  若與佛無緣又怎樣？無緣就不須講，無緣他不喜歡來，來了也沒有很大的

用處。講到這個「緣」字，即是從前有「因」，留到今日又繼續。這些「因」又

會究竟繼續到何時？ 

  此事我們不必過問繼續到何時。當他因緣成熟，佛觀他的機，就對他講得

很好，對於向上，應該如何，佛會引導他。 

講到各種眾生與佛有緣，故會到來，不是講我們這些人，你怎會引起這麼

多古怪，什麼等等非人情所及的話來講。這些不可以講。 

  講到「復有明月天子、普香天子、寶光天子」，這三個名目是三種天，不是

三個天人的名字。這三種天又怎樣講？我們可以這樣講，他們是三十三天中的

三個天。「釋提桓因與其眷屬」，乃是三十三天中之一部的天，還有三十二天，

可以這樣說：有一個叫做明月天，有一個叫做普香天，有一個叫寶光天。 

這樣說可以嗎？似乎可以，但是沒有證據。說你沒有證據，你又拿他來

講，當作是一部分的天，又不是天人的名字。既然是一部分的天，他們有三十

二個部分，應該全部講出三十二天才對呀！ 

  這又不必太累贅，舉出兩、三部分，就可以知道還有其他，也未必說三十

二部分的天，所有都來到，也未必。或者也可以這樣說：「經文只提三部分的

天，就只講三個部分之天。」你說可不可以？ 

  這可不可以，只管是這樣講，你說可以，就只管可以；你說不可以，也都

了事。你如果一定要考究到底，最好記得，乾乾脆脆將來這樣問佛：「世尊！這

《法華經》的序，裡面有三種這樣的天之名目，究竟是三種天，還是三個天人

的名字？」或者問：「既然是三十二個部分，何以又只得三個部分的名？此事我

的確不明瞭，請佛解釋給我們聽。」 

我們有疑問就要問，這是很應該的，問佛也可以，問大菩薩亦可以。你如

果現在，問哪一個人呢？無人能回答都是白費，我不能回答你，我只管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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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你又只管這樣聽，這就妥當一些。 

  經文不會只是單單提出三個人的名字，還有「四大天王」。這四天王就是欲

界最低一部分的天，他們分開東南西北四部分，故名四大天王。而東南西北，

以什麽為中央？中央者，就不是一個天為中央，是一座山為中央，山之四方就

有四種天。四方都有天王，在這個世界來講，持國是東方天王的名字；增長是

南方天王的名字，廣目是西方天王的名字，多聞是北方天王的名字。大概這四

個名字，就是指這四天王。本來此世界就不是這麼簡單只有四大天王，應該還

有三千個四大天王。三千乘以四，就是一萬二千，這就有一萬二千天王。 

  這一萬二千天王究竟有多少來到法會？經文就沒有講，只講四大天王就算

了。一萬二千天王就只講最接近的這四個，其他方有也不講了。現在講的四天

下，這是欲界。如果說到世界有三千那麼多的四天王，亦應該有三千個釋提桓

因。照此類推，還有很多個三千。 

不止這兩種說法，還有，為何又不稱這個釋提桓因為大天王？唯有四天王

最低、最下級的天，為何又稱他們為四大天王？怎會這樣奇怪稱他們為大？  

  講到大，是一層一層，其中有一層比較大。你可能會說：「此事有些巧妙，

沒有人研究此事，我都不會講此事。」 

你問我這個「大」字，其實這個「大」字，是對人王而講。人又不是天，

天又不是人，何以是對人講？你要知道，我們人間的人王，叫做小王，不論這

人王如何大，在佛經裡都叫做小王。人間有沒有大王？有。誰是大王？轉輪聖

王就是大王。 

  哪裡有這樣的人？現在就沒有，以前或許有，別方世界也有一個王叫做轉

輪聖王，並且有金轉輪王、銀轉輪王、銅轉輪王、鐵轉輪王，這四種轉輪王就

叫做大王，人王就叫做小王。 

  這些轉輪王與我們人間的大王、小王有什麽關係？此事大有關係，轉輪聖

王是統治一切人王，能統治就叫大王，故稱轉輪聖王為大王，我們人間的人王

稱為小王。 

現在這四大天王的「大」字，似乎沒有什麽關係；不過，講起來又有密切

的關係。你說轉輪聖王是大王，但還有天王更大。哪個天王最大？四天王最

大。但他不是人，而是天，關我們什麽事？ 

  話又不能這樣講，他們接近我們人類。他們有那方面接近我們人類呢？所

謂天王者，就是為人間轉輪聖王、一切鬼神各方面都是以他為王。轉輪聖王不

能統治鬼神，天王就能統治鬼神，也能統治轉輪聖王，所以他們叫做四大天

王。這個「大」字是這樣講起來的，否則就沒有什麼可講，只講四天王之名就

算了。他們只是最小的天，竟然叫他們做大天王，此事真是莫名其妙。 

  他們「與其眷屬萬天子俱」。這裡講的「萬天子」究竟是四大天王之中，每

一位各帶領萬天子，還是四位合共帶領萬天子？此事經文又沒有講明。如果是

講每一位，應該有一個「各」字在這裡，各與其眷屬萬天子俱。經文沒有講，

我們現在就摸不著頭腦，不敢說他們是「各」，也不敢說他們是「共」。如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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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處處都有這樣不詳細的地方，我們不能為他分清楚。 

 

  「自在天子，大自在天子，與其眷屬三萬天子俱。」 

 

「自在」者，又叫做化樂天，化樂就是自在，自己化其種種娛樂叫做自

在。這個「大自在天」，比「自在天」優勝很多。自在天是第五天，大自在天是

第六天。那位波旬魔王，就在第六天。 

  究竟這個大自在天，是天王還是魔王？此事又分不清，你說他是魔王也可

以，你說除了魔王之外還有天王也可以，他同樣是個天王。此事平時都很少人

講他，其實他即是魔王。為什麽呢？因為魔王福報大，他能統治欲界一切。你

說他的福報大不大？ 

  既然福報大，他應該是很正當，何以他又是魔？這個「魔」字又如何解

釋？這個「魔」，對於一切有志願超出欲界，還有志願超出色界、無色界的人，

他絕對不喜歡。他既然不喜歡，他就會破壞，這是他的本能，是他本有的性

質。他又並不是為難一般普通天人，也不是一定為難地面的人，他是專門為難

那些出世間的人。所以佛未成道、將成道的時期，在菩提樹下禪坐，順其自

然，什麽時候成佛都好，決定會成佛，不過，只差時間遲早而已。這個魔王知

道後就認為：「此事不得了，如果被他超出三界，眾生又被他引出三界，眾生出

於三界，此事於我大大不利。於我不利，我就要破壞他。」 

  魔王用什麽方法破壞他呢？方法有很多，雖然魔王的方法多，即使用盡法

寶，也無可奈何。他坐在那裡等成佛，名叫做菩薩，魔王怎能奈菩薩何！為何

魔王對菩薩無可奈何？菩薩不須理睬魔王，也不須設法對付魔王，通通都不需

要，只須坐在那裡不理他。總之，他的魔力會窮盡，菩薩不理睬他，菩薩就會

無窮，他有窮，菩薩無窮，他就會放棄。這就名叫做破魔兵眾，又叫做降魔，

降伏他。降伏了他，他有沒有歸伏菩薩？這又未做到那一層。以後可否做到？

這要看以後的因緣，以後他如果能回心，他就會來尊敬佛菩薩。現在經文所

講，魔王已經回心，他當然是尊敬，時常都會來聽法。這是講魔王的。 

  如果不是講魔王，另外講「大自在天」，他又是一個天王。可以這樣講嗎？

可以。若說另外有一個天王，魔王不在其內，究竟魔王的地位又何在？ 

  魔王有魔王的地位，有誰會搶去？沒有人理他。同一個天，即是同一個地

方，你有你魔，他有他不魔，此事並不是很難解釋，大家都是享福，自在到不

得了。但魔王是一個與出世有道德的人作對，天王就不與有道德的人作對，他

就是差這一點而名為魔王。這都是不好的。 

  現在人們罵人時會常說：「你真是魔王。」其實，這句話都不可輕易這樣

講。你罵他是魔王，他做到魔王的事嗎？未見做得到。這個魔王平常如果不是

對付有志出世的人，他都不會理睬你，他懶得理你，他不是時常來惱亂你。他

會擾亂將成佛之人，不擾亂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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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王會否擾亂佛教徒？如果他惱亂某位佛教徒，這個佛教徒的境界已相當

高。所以罵人是魔王，我相信這句話即是讚人，並不是罵人，而是說他福報

大，說他力量大，不叫做罵人。 

  欲界有六天，現在只舉了四天，還有兩個天未曾列出。這兩個天就是夜摩

天與兜率天，經文雖然沒有講及，我相信也一定有這兩種天參加，即是欲界所

有天都包括在內。 

 

「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尸棄大梵、光 

    明大梵等，與其眷屬萬二天子俱。」 

 

  這裡講到色界。「娑婆世界主梵天王」，這個是色界天王。色界分四禪來

講，四禪就只是講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就算了，並沒有說那一層禪天叫什

麼名；不過，有講分成十八部分，初禪有三天，二禪有三天，三禪又有三天，

三三得九，四禪有九天，二九就是十八，共有十八種梵天。這十八種梵天理應

有形有相，總可以一一參加法會。現在又不能講這麼多，這裡所講的，單是講

初禪三部分裡面的一部分。 

「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尸棄大梵」是名字，「光明大梵」也是名字。究竟

有多少個名字，經文沒有講，只講了兩個，但未必只有兩個那麼少，因這句經

文有個「等」字，這個「等」字只是講王，眷屬就不計算了。如果說眷屬，一

萬二千天子，就不是講王。 

  「尸棄」者，是譯作頂髻，他的頭頂隆起，好像一個髻那樣。如果以現在

我們人類來講，頭頂隆起就不太好，好像生起肉瘤。我們人類不應該有這樣的

相狀，如果有這樣的相狀，真的可算是肉瘤。但每個天王都有頂髺，就不應該

只是說這一位天王叫頂髻，應該是每位天王都叫尸棄，即是都應叫頂髻。這名

字是這樣解釋，事實就是每位都是頂髻。 

  「光明大梵」也是一個名字，你如果解釋「光明」兩個字有什麼意思，只

可以這樣講，這些天人的身自然有常光，他們不須放光，又不假日月燈光，也

不假寶珠等等的光，自然在各方面包括所有宮殿、所有萬物及自身都是光，所

以他們的名字亦叫做光。 

我們又要知道，天光與人光不同，人光相差很遠，人光、日光、月光又差

很遠，就算是現在的電光，無論有多麼光亮，也不及天人之光。「光明」是他們

的特色，這是個名字。 

他們又叫做「大梵」，在初禪三天裡面，就有一部分叫做大梵天，一部分叫

做梵眾天，一部分叫做梵輔天。現在明白告訴你，他們是大梵天，不是梵輔

天，不是梵眾天；他們也屬於天王。 

  經文前面講「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應該叫做大梵天，但前面不講，下面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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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棄大梵、光明大梵」，就講得很明白，這個「等」字就表示不知有多少天王

來法會。 

眷屬又另外講有一萬二千，是每一位有一萬二千眷屬，還是兩位合共有一

萬二千眷屬？還有一個「等」字，有多少天王呢？我相信是每一位有一萬二

千。如果是合共只有一萬二千，又覺得太少。 

現在講到色界，就略講這些，如果廣說，初禪有三天，二禪有三天，三禪

亦有三天，四禪有九天，亦應該有來法會，也即是法會大眾多起來。然後就講

到龍眾、鬼眾。 

 

  「有八龍王：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娑伽羅龍王、 

和修吉龍王、德叉迦龍王、阿那婆達多龍王、摩那 

斯龍王、優鉢羅龍王等，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 

 

講到龍王及龍眾，龍王有八位，龍眾就不知有多少，只是籠統來講「各與

若干百千」。這「若干」兩個字，是籠統的話，即表示有很多；但用的文字有點

古怪，先講明有八龍王，後把八個龍王的名字都列舉出來，這樣陳述，句子就

應該講完；但經文又不這樣，又有一個「等」字在句尾，令我們讀經的人不知

怎樣去解讀。這個「等」字，即是還有很多龍王，既然有很多，就不止八位，

有幾十、幾百都說不定。或這個「等」字是否只講他們八位龍王？ 

  這些文字就不太好，除非講八個在前，只舉出兩、三個名字，懶得講太

多，就用「等」字概括。但我們又不知是否這樣。 

  你想知道這些做什麼？即是前面「尸棄大梵，光明大梵等」，就不須講太

多。而你又知道，一定有很多；但是八個龍王名字都全部講了，似乎不需要這

個「等」字，而編集經典的人又喜歡用這個「等」字。這些文字很明白，即是

講八個龍王。 

  龍的形狀是怎樣的？我們現在看看緬甸人造的釋迦佛像，佛坐在一條大蛇

之上，這條大蛇卷成幾圈，緬甸人說這是龍，佛坐在上面是降龍。其實這龍的

樣子是蛇，而頭又有些不同，好像現在我們中國人畫的龍，但又不是十足相

似。按照現在這樣講，龍的身即是蛇身，頭就是這樣，就叫做龍。 

  緬甸那邊是這樣講，但我們中國人畫的龍又不是這樣，並不是蛇身，這些

人皆共知。究竟中國人所畫的龍，是否當日真有其人見其龍？龍是否就是這個

樣子？此事就很難判斷。你若追究此事，怎樣去找參考？講事實就不須參考書

本；如果講事實，也有人真的見過龍，但所見的龍與我們現在的人畫的龍是否

相同？若真是有這樣子的龍，難道印度這麼多人，這麼長久的時間，都不知道

有一條這樣的動物，仍然是用蛇的樣子畫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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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真相很難弄清。莫非他們印度人不知道，我們中國人反而知道？此事

不足為奇，他們那邊的龍即是蛇身，是那樣的龍頭，我們這邊的人所見，就是

這樣的龍頭，這樣特別的身，就不是蛇身。於是，龍的樣子就分開兩種說法。

無論你以那種來講都好，地方會有不同，時代也會有不同，你不能說這裡是這

樣子，那裡也一定是這樣子，不可以這樣。 

  不論他是蛇身，還是很漂亮身，他都叫做龍。你現在說這動物就在佛座

下，龍王也好，龍眾眷屬也好，此事就不太好。身這麼長大，你說如何是好？

如果我們現代人看見這樣一大堆惡物，真的會嚇到遠離。 

  但我說不須怕他，佛在世時他既然是來到，就不會以原形出現。他以什麼

形出現呢？這裡經文又沒有講。我們又不妨武斷一句來說，現人形。變成人的

樣子，可不可以？既然是現形，就離開他的本形，現什麼都可以。雖然是現不

同形，但他原本是龍，就稱他為龍。他知道不應該以這樣的身份去見佛、見各

人，要隱去，要變相，他能變相。 

  這個「龍」字又怎樣解釋？有人這樣解釋：「龍者，能也。」能什麼？能

變化故。他這樣解釋，有些相似，但沒有證據。你說他能變化、能大、能小、

能這樣、能那樣，也可以講得過去。而你說「龍者，能也」這句話，我又不敢

相信。很多都有變化，這樣你也可以叫他做龍嗎？不可以按照這樣來講，那些

是勉強來講。我們無須依照「龍者，能也」來講，說他能變化卻是真的。 

  現在這八個名字，就無須去咀嚼它，他們為何有這個名字，也不是很容易

去追究這些名字的來歷，講來做什麼？ 

他們「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講得很清楚，這裡有個「各」字。上面那

些天人，沒有講「各」字。這裡就分得清清楚楚，「各」者，每一位龍王，他

的眷屬有多有少，不是同等的數目，只可說「若干」，或百，或千，「百千眷

屬」。 

 

  「有四緊那羅王，法緊那羅王、妙法緊那羅王、大法 

緊那羅王、持法緊那羅王，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 

 

這「緊那羅」的名字，應該意譯我們才明白。如果不意譯，只音譯「緊那

羅」，大家都不知什麼叫做緊那羅。「緊那羅」意譯是疑神。若說他是神，又

不能令大眾都認為他是神；若不認為他是神，又認為他是什麼？有人認為他是

人。既然認為他是人，為何又叫他做疑神？ 

  若說他是人，他又有的特徵不是十足似人。他頭上有角，人沒有角。因此

他是人，又不是人。若說他是神，神又未必是這個樣子。他究竟是神還是鬼？

他實際上是鬼。 

「鬼神」兩個字，在佛經裡講也好，在人間隨便講也好，這兩個字可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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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分開講，鬼即是神，神也即是鬼。如果要分開講，是這樣分，有福之鬼叫做

神，正直之鬼叫做神，不正直之鬼就叫做鬼，無福之鬼就叫做鬼。其實，有福

無福一定都是鬼。按照這樣來講。緊那羅其實是鬼，你看見他似人，但他有

角，因此就叫他做疑神。 

  此事這樣講，只是某一個人的見解。某一個人見他有角，就以為他是神，

又以為他是人，人又非人，神又非神，這樣講即是沒有解決，他究竟是人還是

神，未有定論。這是某一個人按照這個意思而給他安立的名稱。 

以他自身來講，就不應該這樣講。他自身究竟是什麼？我們現在大膽講一

句，他自身就是鬼，就講完了。 

  為何這四個緊那羅王有這樣的名字，叫做「法」，又叫做「妙法」，又叫

做「大法」，又叫做「持法」，都離不開這個「法」字，究竟這個「法」字怎

樣講？ 

  這個「法」是他們自身上的事，一方面是「法」，一方面是名字。我們也

無須在此處多研究，你去講，未必能講到，何必去講他？ 

也有人這樣解釋，這個「法」字是音樂法。實在這個「法」字很普通，那

方面都講得通。你卻限定指音樂，說這個緊那羅是樂神。 

下面還有一個樂神：  

 

  「有四乾闥婆王，樂乾闥婆王、樂音乾闥婆王、美 

乾闥婆王、美音乾闥婆王，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 

 

「乾闥婆」是樂神，會奏樂。這些鬼神的名字，就無須去咀嚼。這裡就注

明有「樂」字，即是他們的性質屬於樂。為何他們的性質又會屬於樂這麼奇

怪？他們愛好樂，他們有他們的樂，不是我們人類之樂，也不是天之樂，他們

愛好那種音聲為娛樂故。 

他們實際上喜歡聞香。他們為何又喜歡聞香？他們的生活以香來維持生

命，如果沒有香，他們就沒命了。好像我們人類的飲食那樣，若沒有飲食，我

們就不能維持生命。他們是靠聞香維生。 

  他們聞什麼香？聞他們受用的香，不一定是聞我們人類的香。我們人類有

人類的香，他們是鬼，就有鬼的飲食，他們聞鬼香。他們的名字意譯叫做香

陰，「乾闥婆」即是香陰。 

  什麼叫做香陰？他們以香滋其陰。陰是什麼？陰就是五陰身，滋長色、

受、想、行、識五陰。他們又好樂，「樂」是他們的娛樂具。他們「各與若干

百千眷屬俱」。 

 

  「有四阿修羅王，婆稚阿修羅王、佉羅騫馱阿修羅王、毗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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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多羅阿修羅王、羅睺阿修羅王，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 

 

「阿修羅」又沒有意譯，如果意譯，譯作非天，非天即是說不是天。知道

他們不是天也就算了，他們已有名字，何必安立他們的名字叫做非天？因他們

有福，他們的享受很好，與那些天王、天人一樣；但他們又不是天，又等於

天，這就叫他們做非天。這裡是指一部分有福的阿修羅，還有些福報次等的也

叫阿修羅，都叫做非天。 

有四種阿修羅，有天阿修羅，有人阿修羅，有畜生阿修羅，有鬼道阿修

羅。按照這樣來講，實在是沒有阿修羅，天阿修羅就是天，鬼阿修羅就是鬼，人阿修

羅就是人，畜生阿修羅就是畜生，何必安立阿修羅之名？這又不可以，一定要區別

他們，他們似人非人，似鬼非鬼，似畜非畜，也即是似天非天，所以一定要分

別來講。 

  我們現在人類中，有沒有看到人阿修羅？看不到，就算看見你都不認識。

有人這樣說：「阿修羅性惡，這個世間的惡人就是阿修羅。」譬如就可以這樣

說，實指就不可以，直接指惡人是阿修羅就不可以。即是說我們不見不認識阿

修羅。 

這四個阿修羅各有名字，「婆稚」叫做有毒；「佉羅騫馱」叫做廣肩；

「毗摩質（質：粵音讀『至』）多羅」叫做咸水波；「羅睺」叫做障蔽，障蔽什

麼？這是星之名，星名叫做羅睺星，能障蔽日月，即是日蝕、月蝕之星；這位

阿修羅王，有力量，也有時間去障蔽日月；不過，他障蔽日月，就未必同羅睺

星一樣，他有力量障蔽，你要光，他就不給你光，這就是障蔽，他由此而得

名，叫做羅睺。四阿修羅王「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 

 

  「有四迦樓羅王，大威德迦樓羅王、大身迦樓羅王、大 

滿迦樓羅王、如意迦樓羅王，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 

 

「迦樓羅」也沒有意譯，如果意譯，譯作金翅鳥，即是大鵬金翅鳥，他們

的翼是金色。講大鵬者，即是鵬鳥極大。這既然是鳥，又何以稱之為什麼王？

又為何來到佛前？其實，他們是神，即是金翅鳥神。既然是金翅鳥神，他們來

到佛前，他們的身量那麼大，怎能容納他們？他們可以變化，變為小身，又可

以變為人身，也可以變為其他的身，好比龍一樣，都是起了變化來參加法會。 

這裡有四個名字，其中三個有安立「大」字。「大威德」，不知如何大威

德；「大身」，實在每個都是大身；「大滿」，又不知什麼滿；「如意」，又

不知他如何如意。 

他們有他們的境界，連同上面所講的，包括天在內，就有六個部分的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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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這些都是靈物。本來平常所講，就講八部，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

羅、緊那羅、摩睺羅伽、迦樓羅，合共八部，這裡的經文省略了兩種，省略了

夜叉一部分，也省略了摩睺羅伽一部分。所以，八部只講了六部，實際是具有

八部。敘述有時會多些，有時會少些，不一定全部講出。 

按照現在這樣講起來，天至鬼神、畜生，這個數目，其王及眷屬就有不

少，經文未曾講得很清楚，有多少眷屬，都不少，算起來就比人多，上面講的

阿羅漢有一萬二千，講菩薩也是人，就有八萬。按照這樣來計算，天與鬼神、

畜生某某等等，合起來講，我相信多於菩薩及聲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