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 间 ： 1 2 / 0 3 / 2 0 2 2   1 2 / 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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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八）见井水的准解脱者  

二、斋食养生 

五行的知识  

三、每周一素 

香菇烧腐竹  

 

主 要 内 容 ：  

一、佛法修行 

    （八十八）见井水的准解脱者 

  有一次，佛陀在憍萨罗国首都舍卫城南郊祇树给孤独园，对比丘们说： 

  「比丘们！除了依于信仰，除了依于直觉偏好，除了依于相信古老口传，除

了依于理性思惟，除了依于深思所成的观点之外，还有什么方法能够向人说明解

脱的证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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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辈子的后有爱了呢？」 

  比丘们请求佛陀教说，佛陀说了： 

  「比丘们！是还有其它方法的，例如，当眼等六根，识得色等六境，而引起

贪、瞋、痴时，觉知自己心中有了贪、瞋、痴；不起贪、瞋、痴时，觉知自己心

中没有贪、瞋、痴，这样的觉知，是依于信仰？依于直觉偏好？依于相信古老口

传？依于理性思惟？依于深思所成的观点吗？」 

  「不是，世尊！」 

  「比丘们！这样的觉知，不是依于智慧而明白的吗？」 

  「是的，世尊！」 

  「比丘们！这就是在信仰、直觉偏好、相信古老口传、理性思惟、深思所成

的观点之外，能够向人说明『生死已尽……』之解脱证知的方法。」 

  ※※※ 

  有一次，尊者那罗、尊者茂师罗、尊者殊胜、尊者阿难在一起讨论。 

  首先，尊者那罗问尊者茂师罗说： 

  「茂师罗学友！能知道：『老死是因为出生，不离出生而有老死；出生是因

为业力的蓄积成熟；业力的蓄积成熟是因为执取……；乃至无明灭则行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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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尽灭为涅槃』这样的正知见智慧，除了来自信仰，除了自己的直觉偏好，除了

相信古老口传，除了是自己理性思惟，除了是深思所成的观点之外，还有别的方

法吗？」 

  尊者茂师罗回答说： 

  「有啊！我有『老死是因为出生……「有」的尽灭为涅槃』这样的正知见智

慧，但不是来自信仰，不是自己的直觉偏好，不是来自相信古老的口传，不是自

己理性的思惟，也不是深思所成的观点。」 

  「茂师罗学友！你说你有『「有」的尽灭为涅槃』这样的正知见智慧，那你

是诸漏已尽的解脱阿罗汉了吗？」看来尊者那罗转移了原先的讨论方向，继续追

问。 

  这时，尊者茂师罗沉默了，显然不愿意响应这样的质问，也许问题本身存在

着矛盾，也许他还没有证得解脱，不是阿罗汉。 

  尊者那罗再三追问，但尊者茂师罗还是沉默，一时间两人就僵在那里。 

  这时，在旁边的尊者殊胜，觉得自己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于是，征得了尊

者茂师罗的同意，替代他回答尊者那罗说： 

  「那罗学友！除了来自信仰，除了自己直觉的偏好，除了相信古老口传，除

了是自己理性思惟，除了是自己深思所成的观点之外，确实有『「有」的尽灭为

涅槃』这样的正知见智慧。」 

  「你说有『「有」的尽灭为涅槃』这样的正知见智慧，那就是诸漏已尽的解

脱阿罗汉喽？」尊者那罗再度关切这个问题。 

  尊者殊胜回答说： 

  「我说有『「有」的尽灭为涅槃』这样的正知见智慧，但还不是诸漏已尽的

解脱阿罗汉。」 

  「既然已经得到『「有」的尽灭为涅槃』的正知见智慧，怎么还不是诸漏已

尽的解脱阿罗汉呢？这样的说法，前后互相矛盾！」尊者那罗不表同意。 

  这时，尊者殊胜就打了一个比方来说明： 

  「学友！譬如在荒野路边，有一口井，却没有打水的绳子和桶子。当在炎热

的天气下，有人因为长途跋涉，十分疲惫口渴。他来到井边，确确实实看到了井

中的水，但由于缺乏取水的工具，所以还没能喝到水，这种情形，就如同我所说

的：有涅槃的正知见，但还不是解脱阿罗汉。」 

  这时，在一旁的尊者阿难听了，对尊者那罗说： 

  「那罗学友！尊者这样说，你还有意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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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难学友！我对尊者殊胜这样说，除了说他讲得很好，讲得很巧妙外，不

能再说什么了。」 

  按语： 

  一、本则故事前段取材自《相应部第三五相应第一五二经》、《杂阿含第三

一三经》、后段取材自《杂阿含第三五一经》、《相应部第一二相应第六八经》。 

  二、不以「信仰、直觉偏好、相信古老口传、理性思惟、深思所成的观点」，

而以六根认识六境的觉知，离贪、瞋、痴而证得解脱，说明佛法的修学，是重于

经验体证的。 

  三、见井水，但还未能喝到水，就像能胜解空性，对涅槃的内涵有相当的把

握，但还没能实际证入的菩萨，在愿力与悲心的支持下，就有机会，也有一定的

能力，在生死中济度众生。这样，这部经可以看做是大乘菩萨行的理论基础；早

期经典中的重要依据。 

  四、比对《杂阿含第三五一经》与《相应部第一二相应第六八经》，其主要

内容是十分一致的，只有以下三点小有不同：（一）故事的发生地点，前者说是

「舍卫国象耳池侧」，后者说是「憍赏弥（拘睒弥）之瞿师罗园」。（二）事件

中，尊者殊胜与尊者那罗的角色，在两部经中正好对调。 

  五、《相应部》之注释书认为有「『有』的尽灭为涅槃」正知见智慧的人，

为证第三果者，而尊者茂师罗为阿罗汉。 

 

二、斋食养生 

五行的知识 

1、五行学说来源  

五行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所在，是指木(生长、生法、柔和、条达舒畅)、

火(温热、升腾、明亮)、土(生化、承载、受纳)、金(清洁、清肃、收敛)、水(寒

凉、滋润、向下运行)五种物质的运动。中国古代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

中认识到木、火、土、金、水是必不可少的最基本物质并由此引申为世间一切事

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这五种基本物质之间的运动变化生成的，这五种物

质之间，存在着既相互资生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不断的相生相克运动中维持着

动态的平衡，这就是五行学说的基本涵义。  

 

2、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  

五行学说认为，五行之间存在着生、克、乘、侮的关系。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可

以解释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五行的相乘相侮则可以用来表示事物之间平衡被

打破后的相互影响。  

相生即相互资生和相互助长。五行相生的次序是(顺位生)：木生火，火生土，土

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相克即相互克制和相互约束。五行的相克次序为(隔位克)：木克土，土克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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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相生相克是密不可分的，没有生，事物就无法发生和生长；而没有克，事物无所

约束，就无法维持正常的协调关系。只有保持相生相克的动态平衡，才能使事物

正常的发生与发展。  

 

如：  

2.1肝木盛脾土，则临床上见肝脾不和证，治疗时一般是采取“培土抑木”(疏

肝健脾)的方法。  

2.2肾生肝(水生木)，肾精能滋养肝脾不和证,即“水能生木”，当“肾水”不

足时，肝木失养，病人出现“肝阳上亢”等水不涵木的病证，治疗时要滋水涵木，

肝阳上亢的证候可以得到改善。  

2.3肾助脾(火生土)，脾的运化功能需要肾阳的帮助才能正常进行，假如肾阳虚

导致脾阳虚，临床上出现脾肾阳虚证，产生腹泻、水肿等证。治宜温补肾火，资

助脾阳(温肾健脾)的方法。  

2.4脾益肺(土生金)，脾气健运，将饮食精微运输给肺，从而保持肺的功能正常，

脾虚精微不升，废浊不降，轻易产生痰湿，出现痰多，咳嗽等肺的症状治疗则需

健脾化痰，即“培土生金”健脾补肺的方法治疗，往往取得较好的效果。  

2.5肾济心(水火相济)，肾主水，心主火，肾藏精。正常时，心肾互济，心助肾

以阳，肾助心以阴，互相交往，保持平衡状态，中医叫“心肾相交”。如肾水不

足，则不能滋润心阳,就会引起心火亢盛的症状，出现“心肾不交证。”治疗应

当滋肾水(阴)降心火，使病证得以痊愈。  

2.6肾藏金，一般骨折的人在断骨生长时吃些补肾的食物或药物，骨骼的生长比

较快，比较好。  

 

3、五行与相关疾病的关联  

木: 肝与胆互为脏腑表里, 又属筋骨和四肢。  

过旺或过衰， 较宜患肝、胆、头、颈、四肢、关节、筋脉、眼、神经等方面的

疾病，青色。  

火: 心脏与小肠互为脏腑表里, 又属血脉及整个循环系统。  

过旺或过衰, 较宜患小肠、心脏、肩、血液、经血、脸部、牙齿， 腹部, 舌部

等方面的疾病，红色。  

土: 脾与胃互为脏腑表里，又属肠及整个消化系统。  

过旺或过衰， 较宜患脾、胃、肋、背、胸、肺，肚等方面的疾病，黄色。  

金: 肺与大肠互为脏腑表里, 又属气管及整个呼吸系统。  

过旺或过衰， 较宜患大肠、肺、脐、咳痰、肝、皮肤、痔疮、鼻气管等方面的

疾病，白色。  

水: 肾与膀胱互为脏腑表里, 又属脑与泌尿系统。  

过旺或过衰, 较宜患肾、膀胱、胫、足、头、肝、 泌尿、阴部、腰部、耳、子

宫、疝气等方面的疾病，黑色。  



 

三、每周一素 

香菇烧腐竹  

 
材  料：  

干腐竹 50g、干香菇 4 朵、红椒半个、红萝卜半根  

生抽、老抽、盐适量  

做  法：  

1. 腐竹放开水中泡发，香菇泡发切成丝。  

2. 胡萝卜切丝，红椒切丝。  

3. 锅内热油，先加入红萝卜翻炒片刻。  

4. 再加入红椒丝、香菇丝、腐竹翻炒。  

5. 加入生抽、老抽和少许盐翻炒均匀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