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 间 ： 1 1 / 2 6 / 2 0 2 2   1 1 / 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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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七）须深盗法  

二、斋食养生 

公孙穴：脚上的“皇帝”穴  

三、每周一素 

白菜豆腐汤  

 

主 要 内 容 ：  

一、佛法修行 

    （八十七）须深盗法 

  有一阵子，佛陀在摩揭陀国首都王舍城游化，住在城北郊外的迦兰陀竹园。 

  那时，摩揭陀国的国王，以及当地的许多大臣、婆罗门、富有的长者、居士

与一般民众们，都对佛陀及比丘大众十分敬重，所以对他们的供养，如衣、食、

医药、日用品等特别丰富。相对的，当地其它外道所能得到的供养，就很少了。 

  住在王舍城的外道们，为因应供养少，生活困难的困局，共同集会商量，最

后想出一个点子，推举他们之中一位名叫须深的聪明青年，要他到佛陀那边去出

家，看看能不能学一些佛陀的秘籍回来，好让他们也能得到大家的信仰与尊重，

期望能恢复往日供养的水准。 

  背负特别任务的须深来到迦兰陀竹园，向一群比丘请求出家。经由比丘们的

引见，佛陀也同意他在僧团中出家了。 

  半个月过去了，有一天，他听到一些比丘自称是证得解脱的阿罗汉，觉得这

下机会来了，赶紧前去向他们请教，怎样才能学得初禅而得解脱。 

  然而，这些比丘却告诉须深，他们不会初禅，也不会神足神通。 

  须深不相信，就继续要求这些比丘教他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等其它禅定。

但是这些比丘都说他们不会，更不会他心神通、宿命神通。 

  须深对这些比丘的回答很不满，质疑、指责他们前后所说互相矛盾，哪有不

会禅定，而还可以自称是解脱阿罗汉的！ 

  这些比丘就告诉须深，说他们是慧解脱者。 

  须深根本不了解，也不相信这样的回答，就去向佛陀求证。 

  佛陀告诉须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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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深！修学的前后次第是：先知『法住智』，后知『涅槃智』。那些比丘

就是以这样的次第，从专精思惟、安住于不放逸，而修得离我见、不起诸烦恼而

证入解脱的。」 

  须深完全听不懂佛陀在说什么，就请求佛陀为他详加解说。 

  佛陀解说道： 

  「须深！不管你知不知道，修学的必然顺序，就是要先知法住智，后知涅槃

智。 

  须深！你认为如何？有出生所以会老死，不离出生而有老死，是吗？」 

  「是的，世尊！」 

  「像这样，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处、名色、识、行、无明；有无

明所以有行业，不离无明而有行业，是吗？」 

  「是的，世尊！」 

  「反过来说，不出生就不会老死，不离生之灭而老死灭，是吗？」 

  「是的，世尊！」 

  「像这样，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处、名色、识、行、无明；无明

灭所以行灭，不离无明灭而行灭，是吗？」 

  「是的，世尊！」 

  「须深！让我再问你：色是常，还是无常呢？」 

  「世尊！是无常。」 

  「无常的事物，会带来苦呢？还是乐？」 

  「世尊！是苦。」 

  「既是无常、苦，那是变易之法了，能在变易之法中，找到所谓不变的『真

我』吗？」 

  「世尊！不能。」 

  同样地，佛陀又分别以「受、想、行、识」一一提问，并且由现在扩展到过

去、未来等，说明这一切都是无常，是苦的，其中不存在所谓的「真我」。然后，

佛陀作了个小结论说： 

  「须深！多闻圣弟子对色、受、想、行、识有这样的理解而生厌，因厌而离

贪爱，因离贪爱而解脱，因解脱而生解脱之智：我的生死已尽，清净的修行已经

确立，该作的都已完成，不再有往生下一辈子的后有爱了。 

  须深！有了这样的所知所见，就会各种禅定，各种神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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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的，世尊！」 

  「须深！这就是先知法住智，后知涅槃智。那些比丘就是这样专精思惟，安

住于不放逸，而修得离我见，不起诸烦恼而得解脱的。」 

  佛陀说到这里，须深当下远尘离垢，得法眼清净：见法、得法、觉法而自己

解决了对法的疑惑，心中无所畏惧。 

  这时，悟入正法的须深，向佛陀顶礼，忏悔他出家盗法的不当动机，并请求

佛陀的原谅。 

  佛陀接受了须深诚心的忏悔，并且告诉他说，若以名闻利养的动机来出家盗

法，日后其心里的不安折磨，将会更胜于盗贼被国王行刑，慢慢凌迟至死的痛苦。 

  按语： 

  一、本则故事取材自《杂阿含第三四七经》、《相应部第一二相应第七○经》。 

  二、《杂阿含第三四七经》与《相应部第一二相应第七○经》主要内容是相

同的，但有两处细节不同：（一）须深问那些阿罗汉比丘的内容，前者是会不会

初禅、第二禅等禅定，后者是会不会各种神通。（二）佛陀为须深解说的内容，

前者只说十二缘起，后者先说无常、苦，后说十二缘起。关于第一点，从《杂阿

含第四九四经》中说：「习禅思，得神通力。」《清净道论》〈说神变品〉也说：

「在生起（初禅等）定以前或以后或于同一剎那之间所起的定力的殊胜妙用，名

为定遍满神变。」（引自《中华佛教百科全书》解说「神通」一词）来看，神通

与禅定，两者是相关的，唯一般多以神通的开发，需透过第四禅的定力才行，一

如佛陀在菩提树下的修学过程。不过，菩提比丘英译本批注，说《相应部注》的

解说为「没有禅定」，则又与《杂阿含第三四七经》相同。关于第二点，前者说

须深要求佛陀解说法住智，后者则没特别指明法住智，似在解说「先知法住智，

后知涅槃智」两句，所以稍有不同。 

  三、如果比对两经经文，可知法住智是指十二缘起等世间因果的必然性，也

就是缘起法了。而「先知法住，后知涅槃」的意思，就如同佛陀回答须深说：「那

位比丘就是以这样的次第，从专精思惟，安住于不放逸，而修得离我见，不起诸

烦恼而证入得解脱的。」也就是说，「修学者先彻了因果的必然性──如实知缘

起；依缘起而知无常，无我无我所，实现究竟的解脱──涅槃寂灭。」 

  四、依定发慧而得解脱，从来是佛教界所无异议的，所依的定力，从初禅到

第四禅都行（参考故事第二〈佛陀的修学历程〉按语六）。部派佛教时期，说一

切有部的著名论典《法蕴足论》，则说是「七依定」（大正二六册第四九四页），

后来的《大毘婆娑论》则解说为从初禅到无想定的七种根本定（大正二七册第九

二九页），加上六个这七种定的「中间定」，与一个尚未到初禅的「近分定」（大

正二七册第六七二页）。其中，尚未到达初禅的「近分定」一项，值得特别注意，

那位不会初禅等根本定的慧解脱阿罗汉，应当就是透过所谓「近分定」这类的定

力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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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须深所遇到的那些不会根本禅定，不会神通的「慧解脱阿罗汉」，到底

是不是佛教界的一个特例呢？依《杂阿含第一二一二经》、《中阿含第一二一请

请经》说，在与佛陀同住的五百位阿罗汉比丘中，有九十位得宿命神通、天眼神

通、漏尽神通（三明），九十位是定、慧俱解脱者，其余三百二十位是慧解脱者。

与之相当的《相应部第八相应第七经》作：六十位得三明，六十位得宿命神通、

天眼神通、漏尽神通、神足神通、他心神通、天耳神通（六通），六十位是俱解

脱者，其余三百二十位是慧解脱者，数目虽略有出入，但显然的，不会根本禅定

的慧解脱阿罗汉占多数，可见在佛陀时代，这类阿罗汉算是蛮多的，不是特例。 

  六、「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是佛陀时代的主流教说。后来，流行于公元

初的一系列般若经思想，则有所转变，展现了「直从涅槃」下手的风格（参考印

顺法师《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九二至九三页），成为当时的一股流行思潮，一直

要到公元二世纪后的龙树菩萨，在《中论》中说：「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

（大正三○册第三三页），才又重新阐扬佛陀时代的主流教说。 

 

二、斋食养生 

公孙穴：脚上的“皇帝”穴 

公孙穴出自《灵枢·本输》，属足太阴脾经，足太阴之络穴，八脉交会穴之一，

通冲脉。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但很少有人知道黄帝叫什么。《史记》记载，黄帝复姓公孙，

名轩辕。此穴以黄帝的姓为名，正是取帝王居中央而统治四方之意。 

公孙穴是脾经的络穴，与冲脉相通。脾主土，在人体的正中央，主运化水谷精微，

输布全身，是人的后天之本，谙合统御之道。 

公孙是脾经的络穴，入属脾脏，联络胃腑，又和位于胸腹部的冲脉直接相通，所

以它有兼治脾胃和胸腹部各种疾患的作用。 

冲脉有“五脏六腑之海”之称，《灵枢经》说，冲脉乃“十二经之海”，是人体

的“血海”。 

 

取穴位置在足大趾与足掌所构成的关节(第 1 跖趾关节)内侧，往后用手推有一

弓形骨(足弓)，在弓形骨后端下缘可触及一凹陷，按压有酸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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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公孙穴看做一个区域，就是在脚拇指根后，有一款很大的脚掌骨的位置，

在脚内侧沿着这块骨头按压，压到最有酸胀、酸痛感觉的那一处位置，便是自己

的公孙穴了！ 

有脾胃疾患和痛经症状的患者，按压公孙穴附近，大都有明显的痛感，而且按上

去很僵硬。 

 

首先，公孙是脾经的络穴，而络穴相当于这条经络的“外交部长”。脾与胃相表

里，正是由络穴公孙通向胃经的，它是脾胃交集的一个枢纽，可以影响 2 条经脉

经气运行。 

脾胃一调，运化水湿的能力自然加强，梅雨季节除湿，不可不调公孙穴。 

另外，脾经是坤土之经，刺激公孙穴能使更多的潮湿泥土之气（坤土之气）输送

到胃部去，以降胃火。所以，一切脾胃疾病尽掌握于公孙之手。 

现在很多女子都有痛经的毛病，目前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治疗，只能靠吃一些止痛

药来缓解，不仅不能根治病痛，还会对人体的生殖系统造成损害。 

从中医来讲妇科病首先要从脾胃入手，尤其是月经不调，更应该首先调胃。脾统

血，主运化。痛经时血色发暗并伴随有血块，两三天血块排出后疼痛的症状就会

缓解，但每月都会复发。 

小腹受凉或贪吃冷饮导致脾胃虚寒，不能运化水湿，脾胃的运化不良就会产生痛

经，有时还会伴随呕吐、恶心、头痛等症状。 

公孙穴通冲脉，督、任、冲三脉皆起于胞宫，其中，冲任二脉与女子月经、生育

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因冲脉具有含蓄十二经气血的作用。 

调理公孙穴，等于是对人身上十二经的气血进行一次全面疏导，具有行淤止痛之

功。所以建议有痛经的女性朋友，可以多点揉公孙穴，治疗痛经效果更好。 

同时，对于心脏不好的朋友来说，也可以经常按揉公孙穴，能够健脾生血、益气

活血，使原本气血不足的心脏气血充足，心主得养，心神安宁。 

操作方法 

用双手拇指指腹按压公孙穴，按压时要注意力度稍重，每次按摩五分钟，每日按

摩 2 次。 

按摩这个穴位要适当用力，用力按压效果会更显著，一般来说，一天 2-3次即可。 



此外，刮痧的方法对于刺激公孙穴也是适用的，可以在晚上泡完脚之后，在足弓

处抹一点儿橄榄油， 然后用刮痧板，顺着足弓刮拭，如果感觉酸痛一定要多按

摩几次。 

 

三、每周一素 

白菜豆腐汤 

 
材  料：  

白菜半颗、豆腐 200g、蟹味菇 80g、生姜、盐   

做  法：  
1. 准备好食材；  

2. 生姜热油炒香；  

3. 放进白菜大火翻炒，白菜叶可以晚放一会；  

4. 加进豆腐稍微翻炒就行，注意别把豆腐翻碎；  

5. 最后放进蟹味菇；  

6. 加水炖煮，喜欢喝汤的就多加点，出锅前加入盐调

味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