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 间 ： 1 1 / 1 9 / 2 0 2 2   1 1 /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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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六）锐利的阿支罗迦叶  

二、斋食养生 

“溶解”血栓防中风！  

三、每周一素 

芦笋山药片  

 

主 要 内 容 ：  

一、佛法修行 

    （八十六）锐利的阿支罗迦叶 

  ──朝闻道，朝入涅槃 

  有一天早上，佛陀正走在往王舍城的路上，打算进城乞食，而阿支罗迦叶正

好要办点事，从王舍城里走出来。 

  阿支罗迦叶远远地看到佛陀迎面走来，赶紧拦住佛陀，请求佛陀说： 

  「瞿昙！我有点问题想请教你，可以耽搁你一些时间吗？」 

  「迦叶！现在不是时候，我正要进城乞食，回来再为你解答好了。」 

  「瞿昙！只耽搁你一点时间，好吗？」 

  「迦叶！现在不是时候，回来再说吧。」 

  「瞿昙！为何不现在答应我？你这样不就是拒绝我吗？就只问一个小问题而

已，请为我解说吧！」 

  「好吧，迦叶！你就问吧。」 

  「瞿昙！我们的苦，是自作的吗？」 

  「迦叶！不是这样的，你这样问，我无从谈起。」 

  「那苦是他作的吗？」 

  「迦叶！这样问这也无从谈起。」 

  「是自他共作的吗？」 

  「迦叶！这样问还是无从谈起。」 

  「那是非自、非他的无因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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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叶！更不是这样的。」 

  「瞿昙！我问苦是自作、他作、自他作、或无因作，你都不作『是』或『不

是』的正面回答，而说无从谈起，那到底还有苦吗？」 

  「迦叶！苦确实是有的。」 

  「瞿昙！那你是不知苦、不见苦，所以无法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喽？」 

  「迦叶！我不是不知苦、不见苦，迦叶！我知苦、见苦。」 

  「瞿昙！那请为我解说苦，让我也能知苦、见苦。」 

  「迦叶！如果之前的作者，与之后的受苦者是同一的，那就可以回答你：『苦

是自作的』。然而，这么一来，作者与受者恒常不变，这不符合无常的事实，是

错误的『常见』。 

  如果之前的作者，与之后的受苦者是相异的，那就可以回答你：『苦是他作

的』。然而，这么一来，作者与受者可以没有关联，这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是错

误的『断见』。 

  如果前面说的自作、他作能成立，那就可以回答你：『苦是自、他共作的』。

然而，自作、他作都是错误的，所以我不说苦是自、他共作的。 

  如果因为不是自、他共作，而说苦是无因而生的，我也不会这么说。 

  离开这种种极端的错误想法，从合于事实的角度来说，那是：此有故彼有，

此起故彼起；详细来说，即是：由于无明而有行，由于行而有识，由于识而有名

色，由于名色而有六入处，由于六入处而有触，由于触而有受，由于受而有爱，

由于爱而有取，由于取而有有，由于有而有生，由于生而有忧悲恼苦、纯大苦的

聚集。 

  反之，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当无明灭尽无余，行就灭了；行灭了，识

就随着灭了；识灭了，名色就随着灭了；名色灭了，六入处就随着灭了；六入处

灭了，触就随着灭了；触灭了，受就随着灭了；受灭了，爱就随着灭了，爱灭了，

取就随着灭了；取灭了，有就随着灭了；有灭了，生就随着灭了，生灭了，所有

的忧悲恼苦、纯大苦的聚集就随着灭了。」 

  阿支罗迦叶听了这样的解说后，深受震撼，打破了过去错误的思惟，当下远

尘离垢，得法眼清净，见法、得法；知法、入法，不再疑惑，不再畏惧，合掌对

佛陀说： 

  「世尊！现在，我已经了解了。从现在起，我归依佛、法、僧伽，愿意终身

为佛弟子，请为我见证。」 

  说完之后，阿支罗迦叶就拜别佛陀，去做他的工作了。但离开佛陀不久，阿

支罗迦叶遭到一头保护小牛的母牛攻击，受伤而死了。死的时候，面貌安详平和。 

  世尊则继续他的王舍城乞食，不知道阿支罗迦叶在离开他不久后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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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比丘听说阿支罗迦叶遭到牛只攻击而死，就在用餐完毕后，来向佛陀报

告，并好奇地请问佛陀，阿支罗迦叶得了什么成就，往生到哪里了。 

  佛陀告诉比丘们说，阿支罗迦叶知法、见法，死时无所执着，已经入涅槃解

脱了。这样，佛陀为阿支罗迦叶授证得解脱的「第一记」。 

  按语： 

  一、本则故事取材自《杂阿含第三○二经》、《相应部第一二相应第一七经》。 

  二、阿支罗迦叶的「朝闻法，朝入涅槃」，让我们联想到《论语》〈里仁篇〉

中，孔子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这么说，表示了听闻真理的可贵，

以及对真理的向往，而阿支罗迦叶的闻法、证法、入灭，却是实际上的体验者。

此外，从闻法到证入涅槃，时间可以这么短，阿支罗迦叶也印证了佛法修学的「非

时得证」。 

  三、《杂阿含第三○○经》说：「自作自觉（受），则堕常见；他作他觉（受），

则堕断见」，与本则故事的教说内涵是相同的。以为生命中有常住不变的主体，

在前后世中贯穿着，这是常见；不见生命无明与贪爱的流转因缘，以为死就什么

都没有了，这是断见，两者都不是缘起的事实，都是错误的一边。这常见与断见，

正是人们最容易犯的错误。 

  四、自作、他作、自他作、或无因作，都与缘起的事实不合。而后两者其实

只是自作、他作的延伸，只要自作、他作是错的，自他共作、无因作就不必再论

了。什么是自作、他作呢？例如：有说过去我所做的恶业，都要受报完毕才能解

脱，这即是自作自受错误说法的一类。有说父亲所做的恶业，会由儿子来受报，

这则是他（父亲）作他（儿子）受错误说法的一类。 

  五、佛陀对阿支罗迦叶问题的回答，《杂阿含第三○二经》作「此是无记」，

《相应部第一二相应第一七经》作「并不然」，两者稍有差异。「无记」，表示

问题本身的背景基础是错误的，问题不能成立，所以也「无从论起」。「并不然」

的含意，是对所提问的问题不以为然，但也可以解读为是对问题内容的直接否定。 

  六、佛陀对阿支罗迦叶的教导，主要是「缘起法」。「此有故彼有，此无故

彼无」，是缘起法的定义，「缘无明行，纯大苦聚集；无明灭则行灭，纯大苦聚

灭」，是缘起法的内容，这是佛陀证入解脱的关键，也是阿支罗迦叶知法、见法，

证入解脱的关键。缘起法，可以说是佛教的核心思想，也是佛法的特质。 

  七、《相应部第一二相应第一七经》中，并没有阿支罗迦叶被牛攻击受伤致

死的情节，而说他随佛陀出家，后来证得解脱，成为阿罗汉。 

 

二、斋食养生 

“溶解”血栓防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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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每天吃豆三钱，何需服药连年”，豆类营养丰富，经常食用有很好的

养生功效。 

其中有一种豆，它不仅是调料，也是一味药，很多长寿老人都喜欢吃。 

这种豆就是豆豉，用黄豆或黑豆发酵制成。 

豆豉是我国传统的大豆发酵制品，与豆酱、酱油和腐乳并列为我国四大传统大豆

发酵食品，早在汉代就有相关记载。 

在古代，豆豉被称为 “幽菽”，也作“嗜”，根据制醅发酵时使用食盐与否，

分为咸、淡两种，淡豆豉主要用来入药，而咸豆豉主要用作调味品。 

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其中的制作方法却大有不同。 

因为，淡豆豉在炮制的时候不但减少了盐分，还加入了桑叶和青蒿，这样制成的

淡豆豉性寒，且有解表，除烦，宣郁，解毒之功效。 

有历史传闻，公元 675 年，“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曾用淡豆豉为洪州（南昌）

都督阎某疗愈伤寒，而后也成就了千古名篇《滕王阁序》。 

咸豆豉入菜，营养丰富 

你知道吗？历史记载，日本的纳豆其实始源于中国的豆豉。经研究，纳豆的抗血

栓功效，豆豉同样拥有！ 

所以，经常吃点咸豆豉，有很好的保健作用哦！ 

营养丰富豆豉经发酵而成，豆子中的卵磷脂、大豆异黄酮等营养成分都被充分保

留下来。 

在发酵后，大豆内的维生素 B12等营养素比发酵前更多。 

辅助降低血栓风险豆豉中富含能溶解血栓的溶栓酶，有助于改善大脑血流量，辅

助预防脑血栓和老年痴呆症。 

和胃补肾黑豆具有补肾的功效，用黑豆制作的黑豆豉同样有补益肾阴的功效，且

咸豆豉性温，有和胃功效。 

消水肿豆豉可以与排骨、鲫鱼等食材搭配食用，有补肾、利水、利尿的功效。 

年龄大的人，血液循环不好，下肢容易肿，适当食用豆豉有消肿的作用。 

 

制作方法： 

将黄豆加水煮 5小时，捞出后放入保鲜盒，密封盖好； 

在温暖处放一天，等黄豆发黏拉丝后放在阴凉处晾干； 

加入少许食盐、花椒粉、辣椒粉，撒上一层薄薄的面粉； 

倒入适量老抽，将黄豆腌制三天即可。 

 

药用淡豆豉，解决身体小毛病相比于咸豆豉，淡豆豉的药用效力更强。它非但是

血栓克星，还能平衡调节女性的雌激素，对三高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对中老年人

特别有好处。 

大家如果对这种药物感兴趣，可以到正规中药店购买。 

和胃、消食中医认为豆豉有和胃、消食的作用，可以用于治疗小儿积食。豆豉发



酵后含有酵母菌，有助于改善肠道菌群。 

辅助缓解感冒豆豉还能解表，轻度的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都可以用豆豉来缓解。 

天冷时气温变化大易感冒，轻度的感冒用淡豆豉和葱白煮水可以缓解。 

除烦、助眠豆豉还有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治疗虚烦。一般来说，虚烦会给人带

来莫名烦躁感，并使人失眠无法入睡。 

 

豆豉和胃方食材：淡豆豉 10克、萝卜 15克、陈皮 10克。 

吃法：煮水喝，一天 3次。 

风寒感冒方食材：淡豆豉 10克、香菜根 10克、葱白 5克、姜 10克。 

吃法：煮水喝，一天 3次。 

风热感冒方食材：淡豆豉 10克、萝卜 15克、白茅根 15克。 

吃法：煮水喝，一天 3次。 

降脂饮食材：淡豆豉 10克、生姜 5克、陈皮 3 克。 

做法：将所有食材倒入锅中，加 300ml左右的水，先浸泡半个小时；烧至开锅后，

调小火慢煎 10分钟即可。 

 

三、每周一素 

芦笋山药片 

 

材  料：  

芦笋 150 克、山药 100 克、油适量、盐 0.5 茶匙、果蔬

粉适量、素蠔油 1 茶匙、生粉 1 茶匙   

做  法：  
1. 山药削皮洗净，芦笋削去根部略老的表皮；  

2. 芦笋切斜刀段，山药切菱形片；  

3. 碗汁（清水，盐，果蔬粉，素蠔油，生粉，食用油）； 

4. 把山药与芦笋焯至断生，过凉沥干水备用；  

5. 起锅，烧热后，放油，下山药与芦笋翻炒；  

6. 迅速倒入碗汁；  

7. 快速炒匀，即可出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