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 间 ： 1 1 / 1 2 / 2 0 2 2   1 1 / 1 3 / 2 0 2 2  

地 点 ： 宇 宙 规 律 国 际 佛 学 会  

主 讲 ： 周 金 花  

题 目 ：  

一、佛法修行 

（八十五）病比丘的看护  

二、斋食养生 

护肝小妙招  

三、每周一素 

茄汁山药   

 

主 要 内 容 ：  

一、佛法修行 

    （八十五）病比丘的看护 

  有一次，佛陀与比丘们游化到摩揭陀国首都王舍城，住在城北郊外迦兰陀竹

园的竹林精舍。 

  那时，王舍城中有一位比丘得了重病，严重到连大小便都无法起床，但却没

有其它比丘来探视看护，任他在床上日夜怨叹： 

  「为何世尊独独不怜悯我啊？」 

  佛陀以天耳神通，听见了那位病比丘的怨叹与呼唤，就对比丘们说： 

  「我和你们一同到各处寮房走走，看看你们住的地方。」 

  佛陀借着这个理由，带着大家来到病比丘的寮房。病比丘挣扎着要起来迎接

佛陀，但却起不来。 

  佛陀阻止他说： 

  「躺着就可以了！比丘！不要起来，我可以自己找位子坐。你的病好些了吗？」 

  「世尊！我的病越来越重了。」 

  「比丘！看护你的人在哪里呢？有人来探视你吗？」 

  「没有，世尊！自从我得病以来，都没人来探视我。」 

  「比丘！当你还没生病时，有没有常常探望其它病人呢？」 

  「没有，世尊！」 

  「比丘！平常你都不探望病人，所以今天才得不到别人的照顾。比丘！现在

你不要害怕，我亲自来照顾你，让你不缺什么。虽然我的成就在今日天上人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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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但我也能照顾任何病人：对得不到救护的人施与救护；做盲者的眼目；救

护生病的人们。」 

  说完后，佛陀亲自为他清理排泄物，擦洗身体，换洗衣服床单，整理床铺，

打扫房间，还亲手喂食。 

  做完这些，佛陀利用这个机会，教导这位比丘说： 

  「比丘！应当舍离三世轮回的大病，怎么说呢？出生时，有在胎中不自由的

灾难，出生后，有老病死的苦迫。人一老，生理机能变差，病痛随之而来。生病

的人，或躺或坐地呻吟，各种病症接踵而来，最后难逃死亡。死亡，识与形体崩

离了，然后往生善趣或恶趣之中。罪恶多的，往生极苦的地狱，也有生为畜生的，

被人驱使，受很多苦，也有生为寿命长达数劫之饿鬼的，咽喉食道细小如针，难

以吞食，又常受到鞭打。福报好的，生在寿命长达数劫的天上，但也难免于恩爱

别离之苦，欲望难以满足。只有修证贤圣之道的，才能离苦。 

  有九种离苦之人，所谓阿罗汉、向阿罗汉、阿那含、向阿那含、斯陀含、向

斯陀含、须陀洹、向须陀洹、种性人，这些都是如来的弟子。所以说，如来的出

现，真是难逢；能出生为人，而且生于能听闻佛法之处；能遇见善知识；能听闻

佛法，更是难得的机会。你应当了解：现在如来在世间宣说正法，你又没有生理

上的缺陷能听闻正法，如果不努力修学，失去这样的机会，后悔就来不及了，这

是我的教诫。」 

  这位病比丘经过了这番教诲，即证得解脱，病也好多了。 

  佛陀回去后，要尊者阿难集合在王舍城附近的比丘，当众制订了僧团成员生

病时的看护制度：如果生病比丘没有弟子，则应当由大家轮流排班看护。 

  按语： 

  一、本则故事取材自《增壹阿含第四四品第七经》。 

  二、故事中说到九种人，即四双八辈贤圣之人，加上「种性人」。所谓种性

人，简单说，就是泛指修学接近向须陀洹，但还未到达的人。 

  三、「死亡，识与形体崩离，往生善趣或恶趣之中。」原经文作：「夫为死

者，形神分离，往趣善恶。」其中「神」应为「识」之异译，而「形」，指的就

是「身躯」，所以尝试白话为「识与形体崩离」。但依「攀缘四识住」（《杂阿

含第六四经》，《相应部第二二相应第五五经》亦同）与「此阴灭已异阴相续」

（《杂阿含第三三五经》）的经义，「识」，是不能单独存在的，也不能不随因

缘变化，应当以这样的基础去理解「识与形体崩离」这句话。 

 

二、斋食养生 

肝主筋，地筋隐于足，揉地筋必有神奇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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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现代病应“从筋论治” 

 每个人都渴望健康，渴望能够快乐地生活。可是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使太多的人

心中充满躁动和不安，似乎一时一刻的舒适都成了奢望。肝病的恐怖，前列腺的

困扰，还有强直性脊柱炎、腰脊间盘突出、失眠症、脑血管疾病、帕金森、性功

障碍以及小儿多动症等很多疾病，看似毫无关联，其实问题都出在一个地方

——“筋”。 

《黄帝内经》上说：“肝主筋”。筋是什么呢？筋就早人身体上的韧带、肌腱部

分。很多病症，说不清原因，但都可以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从筋论治。人的身

体里有一些总开关，治病养生都是在这些地方用力，所谓的“不传之秘”也尽在

于此。 

天筋藏于目，地筋隐于足 曾经说过的“消气穴”太冲、“疏筋穴”阳陵泉、“强

胃穴”足三里、“健脾穴”公孙、“腰痛穴”飞扬、“补血穴”劳宫、“补肾穴”

太溪等，都是能独当一面的人身之大穴。但这些穴位书中已尽有记载，也算不得

什么秘密。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一个书中很难找到的，但却是对以上诸症皆有疗效的养

生之法——揉“地筋”。 道宗秘诀中有这样一句话：“天筋藏于目，地筋隐于

足。”藏于目的天筋，一般人难于下手去锻炼，隐于足的地筋，我们却可以把它

找出来，为我们所用。那怎么找呢？将脚底面向自己，把足趾向上翻起，就会发

现一条硬筋会从脚底浮现出来。按摩这条硬筋，把它揉软，会有神奇的功效。 

 

  

养肝之揉地筋 

通常脾气越暴的人，这根筋就越硬，用拇指按一下，就像琴弦一样。凡是有肝病

的人，这条筋是必按之处。 您可能会问，这条“硬筋”在脚底，并不循著任何

一条经啊？稍微仔细些就会发现，其实这根筋是循行在肝经上，只是肝经一般都

标注在脚背而不是脚底。肝的问题是人体的一个核心问题，肝的功能加强了，人

体的解毒功能、消化功能、造血功能就会显著提高。 

但肝却是最难调理的脏腑，药物难以起效，针灸似乎也鞭长莫及，古人的一句“肝

主筋”，却道破了我们通往肝经的捷径——通过调理“筋”就可以修复肝，所以

说“书是黄金屋”一点也不过分，岐黄经典，真是字字珠玑，随便摘下一句都是

“零金碎玉”，我们真是需要睁大眼睛才行。 



这根筋虽然用途极广，但有些人却找不到它，揉这地方的时候反而会感觉这根筋

软弱无力，塌陷不起，这样的人通常肝气不足，血不下行，反而需要把这根筋揉

出来才好，还有的人虽然这根筋很粗大，揉起来却毫无感觉，也不坚韧，象是一

根麻绳，五十岁以上的男士较为常见，这样的人通常年轻时脾气暴躁，肝功能较

强，但由于酗酒、房劳、忧虑等诸般原因，现已肝气衰弱，更需要常揉此筋。  

 

跪着走以养筋  

跪着走 

在一个不太软的床上或在地毯上，跪着行走，气血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向膝盖，膝

盖由于新鲜血液的供养，而使寒气可散，积液可消，肿痛可化。 

跪膝是引血下行的绝妙方法，但有人膝盖有伤痛，那就先在较软的床上跪着不动，

逐渐缓缓运动，很快就会适应的，那时膝盖也就不痛了。气血不易一下子引到脚

底，那就先引到膝盖，膝盖气血充足，离脚底也就不远了。 

 

跪着走，养筋大补肝脏 

中医称膝为筋之府，膝就是筋的房子，所以要经常跪着走以养筋。而肝又主筋，

所以跪膝法又是大补肝脏的方法，相当于每天喝几支杞菊地黄丸口服液，还不花

一分钱，更不分什么体质，效果还如此好。 

 

关于筋的其他知识 

关于“筋”，我再提供些其它的知识，您可参照著自己的具体情况来调理。膝为

“筋之府”，胆经的阳陵泉为“筋之会”(所以要常拨动以舒筋)，脊椎督脉上有

个“筋缩”(所以要多用掌根揉它以伸筋)(站长补充：筋缩位于第八胸椎脊突下，

旁开 1.5 寸就是肝俞，旁开 3寸就是魂门)，膀胱经的膝下有个“承筋”(所以要

多用拳峰点按以散筋)，请记住，理筋即是调肝。而凡和“摇动”“震颤”“拘

挛”“强直”“抽搐”“火气”“眩晕”“抑郁”等有关的病症，都与肝经有

关。 

 

三、每周一素 



茄汁山药  

 
材  料：  

番茄 1 个、山药 150g 

荷兰豆 30 克、盐适量  

做  法：  

1. 将番茄放入开水中浸泡一会儿去除外皮；  

2. 然后将去皮的番茄剁碎；  

3. 将山药去皮切成片，荷兰豆切分为两半；  

4. 热锅倒油烧至八成热，放入山药翻炒；  

5. 放入番茄碎、荷兰豆翻炒；  

7. 最后调入食盐翻炒即可起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