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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教讲座

比丘的仗食任药
编者说明 本文原拟在 年第六期的

“

印度佛教讲座
”

栏 目发表
,

由于

编辑部方面的原因
,

拖延至今
,

终得同读者见面
,

虽有遗憾
,

仍复为喜
,

特此说明
。

本文讨论 的是 古代僧伽

的物质生活状况
。

僧伽大众 自

然包括比丘与比丘尼
。

因此
,

一 般而论
,

我们用 比丘众代指

整个僧伽
。

我们赏说
“
以人为本竺

,

从

某种意义上
,

佛我就可 以瞬是

由人呼丸没有听 说哪个
“

天
”

可 以成佛
。

无论哪种有情想要

成佛
,

要想解脱
,

必 须先投胎

为人
。

只有人才有解脱成佛的

机会
,

所 以 一 切有情 中
,

人最

珍贵
。 ·

一种以人为本

教主张五道

都会依据 自

业
,

在天
、

人

妙早饮为
,

郭
能够在

华降贮得 以投生为人
,

岑是前世修善积德 的结果
,

而

焦抓

等五种形态中不断投胎轮回
。

部派佛教时代加上阿修罗道
,

变成六道轮回
。

有情形态虽有

许多种
,

佛教放其中最为关注

的还是人
,

认为人最珍贵
。

佛教不 是主 张人 生 有 八

苦
,

应该抛弃吗 为什么 又说

人最珍贵叫由

佛教 认为
,

有八苦的
,

不

仅是人
,

一 切有情都 样
。

地

狱等三恶道 自然不必说
,

即使

投生为天
,

只不过生活境遇 比

人好一点
,

能力 比人强
一

点
,

寿命比人长
一

点
,

但照样八苦

缠身
,

照样逃脱不 了生死轮回

的痛苦
。

各种有情中
,

只有人
,

才能够通过修习
,

得到涅樊解

脱
,

跳出轮回
。

三 世诸佛
,

都是

且机会非常难得 佛教形容这

一机会
,

好 比
一

只盲龟
,

在茫

茫的大海中随波逐流
,

不停地

把头伸出水面呼吸
。

次升上

海面
,

脖子恰巧套在 块在海

漂流的木板的 一个孔洞中
。

人在 无数次轮 回转 世的过程

中
,

能够投胎为人的机会
,

就

和那 只 盲龟偶尔套 中木 板

的孔洞一样
。

成功的概率非常

非常小
。

所 以佛教常 说
“

人身

难得
” 。

人身难得人 已得
。

怎样才

能对得起 好不 容易才得到 的

这
一

人身呢 佛教认为
,

生死

事大
,

八苦难舍
,

轮回难脱
。

一

个人
,

应该利用
“

已得人身
”

这

一稀有的机缘
,

努力修持
,

争

取解脱
,

这才是大丈夫
。

什么叫解脱 有人把解脱

解释为死亡
,

说佛教认为
,

人

死亡 了
,

就解脱 了
。

并由此把

佛教称为
“

死亡的宗教
” 。

这是

绝大的误解
。

早期佛经 经 常用这 样

省揭颂来麦述解脱
“

生死 己

尽
,

梵行已立
。

所作已办
,

不受
后有扩 , 这里的一所作已办

,

不

受后有
” ,

意为过去 的 切业

报 已经消亡
,

故而再也不会在

三界中轮回
。

也就是说
,

如果

过去的业报没有完全消亡
,

则

即使死去
,

依然会投入轮回
,

经受新的八苦
,

不可能得到解

脱
。

佛经上 说
,

释迎牟尼教导

弟子们用不净观来成就无我
。

有些弟子修习不净观后
,

无 论

看谁
,

都是骼骸脓血
,

于 是厌

弃生命
,

自杀身亡
。

释迩牟尼

知道此事
,

马上制 他们这种

错 误 的行 为
。

过 去 的业报还

在
,

自杀怎能得到解脱 只是

白 白糟蹋 了无数 次轮 回 中好

不容易得到的人生
,

徒然造 卜

新的业报
。

既然不能 自杀
,

既然必须

抓住投身为人这一稀有机缘

来修持
,

那么必须有维持今世

生命的基本条件
。

这些基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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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巧

件
,

主要指衣食住药四种
,

佛

教称为
“

四缘
” 。

缺少这四种条

件
,

人无法维持 自己的生命
,

也就谈不上修道
。

所以佛教常

说
“

四缘具足
,

安心行道
。 ”

就社会上一般人员来说
,

由于各有各的谋生之道
,

解决

衣食住药等四缘
,

基本上不会

成为很严重的问题
。

但比丘是

出家人
,

释迩牟尼禁止 比丘从

事任何生产活动
。

所 以
,

衣食

住药等四缘
,

便成为比丘保证

自己能够精进修持必须解决

的大问题
。

在此
,

佛教一方面主张人

生八苦
,

主张苦难的原因是人

有各种欲望
,

主张抑制欲望
,

消除欲望 一方面又讲人生难

得
,

讲必须设法解决四缘等资

生具
,

以安心行道
。

消除欲望

的最高境界
,

是没有任何欲

望 而必须得到资生所需的衣

食住药
,

本身就是欲望
。

那么
,

如何在上述两者中取得平衡呢

佛教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戒律
。

法乳之乡

衣

除 了省那教那样主 张天

衣的宗教
,

人总得穿衣服
。

即

使是原来主张裸体的誉那教
,

其后也分 出一派
,

穿上 了衣

服
,

被称为
“

白衣派
” 。

者那教

主张天衣
,

是 因为从根本上

讲
,

者那教 比佛教更倾 向苦

行
。

而在生活戒律方面
,

佛教

不象誉那教那样极端
。

初期佛

教教团主张 以粪扫衣来解决

穿衣问题
。

所谓
“

粪扫衣
” ,

不 同律本

的具体解释不完全相同
。

《十

诵律 》卷二十七称如下 四种为

粪扫衣

一
、

家 间衣
,

指包裹死人

而被弃于家间者
。

二
、

出来衣
,

指包裹过死

人而又拿来布施给比丘者
。

三
、

无主 衣
,

指被人扔弃

在聚落空地
,

没有主人者
。

四
、

土衣
,

指被人扔弃在

巷陌
、

家间或垃圾堆中者
。

《四分律 》卷三十九则列

举牛嚼衣
、

鼠啮衣
、

烧衣
、

月水

衣
、

产妇衣
、

神庙中衣
、

家 间

衣
、

求愿衣
、

受王职衣
、

往还衣

等十种为粪扫衣
。

《五分律 》卷

二十一列举王受位 时所弃故

衣
、

家 间衣
、

覆家衣
、

巷中衣
、

新嫁所弃故衣
、

女嫁时显节操

衣
、

产妇衣
、

牛嚼衣
、

鼠啮衣
、

火烧衣等十种粪扫衣
。

此外
,

《有部毗奈耶 》卷十七
、

《根本

萨婆多部律摄 》卷五等其他一

些不同的典籍
,

也都有大同小

异的种种解释
。

总之
,

所谓粪

扫衣
,

就是拣拾别人扔弃不要

的衣服
、

破布
,

洗净后裁制成

的衣服
。

如《摩诃僧抵律 》卷十

六说
“

粪扫衣者
,

里巷中弃弊

故衣
,

取净烷补染受持
,

是名

粪扫衣
。 ”

如前所述
,

佛教一方面要

求 比丘舍弃对现实世界一切

事物的欲求
,

另一方面既不允

许比丘从事生产劳动
,

又必须

解决必 要 的维持生活 的物质

条件
。

因此
,

用粪扫衣作服装

问题是最好的选择
。

因为得到

这种衣服不必付出劳动 衣服

虽然破 旧
,

但 已足 以御寒遮

羞 那种破衣烂布
,

也 不足 以

引动人的贪求欲望
。

所 以《十

住毗婆沙论 》卷十六说
,

穿著

粪扫衣可以获得十种利益 惭

愧 防寒
、

热等 表示沙门的仪

法 天人恭敬 无贪好 随顺寂

灭
,

无烦恼炽然 有恶易见 勿

须余物之庄严 随顺八圣道

精进行道
,

无染污心
。

粪扫衣大抵是破布烂衣
,

必须一块一块缝缀起来
,

才能

成型穿著
。

这种衣服
,

称为
“

裂

装
” 。

有的书籍解释说 袭装又

称
“

割截衣
” ,

是把布割截成一

块一块
,

然后仿照 田地的摸样

缝缀起来
,

以表示如供养 比

丘
,

犹如播种福 田
,

可 以得到

功德
。

这种解释
,

应该是后起

的引申义
。

也就是说
,

由于袭

装是一块一块破布缝缀而成
,

于是有人把它 比作一块一块

的田地
,

进而 比喻为福 田
。

而

不是相反
,

为了表示供养比丘

可得福 田
,

特意把整匹布割截

成块来做衣服
。

随着佛教的发展
,

得到越

来越多在家信众的支持
。

有些

优婆塞
、

优婆夷在家设供以供

养比丘
。

一般情况
,

饭后往往

会作施舍
,

包括有 时布施衣

服
、

布匹等
。

据说
,

早期比丘得

到这种施舍后
,

也会把整件衣

服或布匹割截开来
,

做成衣

服
,

以表示遵守粪扫衣 的戒

律
。

据说有的施主为了尊重比

丘粪扫衣的戒律
,

会有意把衣

服扔在坟间
、

土堆上
,

通知 比

丘去拣拾
。

为 了防止 比丘对此产生

贪著心
,

即使是这种粪扫衣
,

佛教对它还有种种规定
,

比如

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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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农“ 匕

它 的颜色
、

它 的形态
、

衣服 的

穿著法等等
。

印度佛教还规

定
,

每个比丘只允许拥有三件

衣服 即三衣
、

对每件衣服的

大小
、

制法
,

也有具体的要求
。

有关这些情况
,

不少书籍都有

介绍
,

本文就不再叙述
。

需要

指出的是
,

初期佛教的这些规

定
,

都是依据当时当地的条件

制定的
,

后来随着佛教的进一

步发展
,

有关比丘服装的戒律

难免发生一些变化
。

如部派佛

教时期
,

不 同部派对本派的服

装又有一些附加的规定
。

等到

佛教传到中国
,

因为气候的原

因
,

有关比丘只能拥有三衣的

戒律便根本无法执行
。

从上述对粪扫衣 的介绍

可以看出
,

初期佛教一方面承

认为了维持生命
,

必须具备一

些基本的物质条件
。

另一方

面
,

为了防止 比丘对这些物质

产生贪求的心理
,

也为了不至

于为得到这些物质付 出过 多

的精力
,

便把维持生命必须的

物质条件压到最低点
。

这既是

初期佛教解决比丘所需服装的

基本态度
,

也是贯穿于解决衣食

住药等全部四缘的基本原则
。

翼

食
虽 然谈 到

“

衣
、

食
”

两 者

时
,

人们往往把
“

食
”

放在
“

衣
”

的后面
,

匕如什么
“

衣食无

忧
” ,

比如什么
“

嫁汉嫁汉
,

穿

衣吃饭
”。

但就维持生命而言
,

“

食
”

显然比
“

衣
”

更加重要
。

初期

佛教时期
,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前文曾经提到
,

释迩牟尼

在鹿野苑初转法轮
,

初建佛教

教团时
,

便以乞食为生
。

其实

乞食并非释逸牟尼的首创
,

印

度不少出家的沙门
、

婆罗 门团

体
,

都以乞食作为维持生命的

方式
,

佛教只是遵循了当时的

这一社会风尚
。

在佛教看来
,

乞食既能 自利
,

又能利他
。

所

谓 自利
,

就是乞食既不必亲 自

参加生产劳动
,

又能方便地解

决生活所需
,

可以让 自己安心

行道
。

所谓利他
,

就是乞食可

以给俗人一个布施的机会
。

通

过布施
,

俗人可 以破除吝音
,

体会贪欲是妨碍解脱的障碍

还可以通过给比丘布施
,

积善

积德
,

为来世 的福报种下 因

缘
。

所以佛教认为乞食乃是比

丘最正当的生活方式
。

佛教对 比丘如何乞食
,

制

定一系列规矩
。

《增一阿含经 》

卷四十七等典籍记载
,

比丘入

城行乞时
,

不能在道路中央大

模大样地行走
,

而要沿着道路

的边侧
,

左手持钵行进
,

表示

谦恭与威仪
。

乞食时
,

要挨家

挨户逐一 乞讨
,

不 能嫌贫爱

富
。

乞讨时
,

施主施舍什么
,

就

要什么
,

不得挑挑拣拣
。

所乞

讨食物的数量
,

以可 以吃饱
,

可以维持生命为限
,

不得贪心

多要
。

为了戒贪
,

戒律还规定

一次乞食以七家为限
,

不得超

越
。

得到布施
,

不应喜形于色

得不到布施
,

也不应忧悲苦

恼
。

佛教还制定有
“

过午不食
”

的戒律
。

制定这一戒律的因

缘
,

据说是这样的 有一个 比

丘
,

名叫迎留陀夷
,

皮肤漆黑
。

有一天黄昏雷雨交加
,

他肚子

饿了 便入城乞食
。

一孕妇见

到他
,

以为是鬼
,

大吃一惊
,

以

致流产
。

从此
,

释逸牟尼制定

戒条
,

过午不得再去乞讨
。

但我认为佛教
“

过午不

食
”

戒律的制定
,

并非 由于一

次意外事故那么简单
。

首先
,

如前所述
,

佛教主张把主要精

力都用来修持
,

而把维持生命

的物质条件压到最低点
,

如果

一 日三餐
,

每天三次从城外到

城 内乞食
,

无疑要花费很多时

间
。

而每 日一餐
,

既可维持生

命
,

又最节省时间精力
。

其次
,

比丘生活全靠乞食
,

虽说可让

俗人
“

种福 田
” ,

亦难免
“

扰民
”

之嫌
。

实际上
,

确有居 民嫌 比

丘上门乞讨而怨言不绝的
。

每

日一餐
,

就可将扰民压抑到最

低点
。

第三
、

古代劳动生产率

比较低
,

一个地区
,

剩余生产

品的数量有限
,

不可能养活许

多不从事生产劳动的人
,

所 以

比丘也必须在饮食方面 自我

限制
,

不给居 民增加负担
。

第

四
,

或者是最为主要的一条
,

与人们往往把美食当作一种

享受
,

耽于其 中相反
,

佛教要

求比丘把饥饿当作一种病症
,

把饮食看作是 医疗这种病症

的药物
。

既然饮食只是疗饥
,

则只要不饥即可
。

日中一餐
,

过午不食
,

可以防止 比丘对饮

食产生贪求心
,

享受心
。

在印度
, “

过午不食
”

作为

戒律
,

被遵守得十分严格
,

甚

至到了挑剔的地步
。

比如
,

饭

后不仅不准吃饭
,

连 口 中都不

准留有残食
。

如果留有残食
,

午后不小心将残食连 同吐沫

一 同咽下
,

就算破戒
。

所以印

法乳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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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佛教 比丘饭后必用嚼齿木

剔牙
,

把残食全部剔干净
,

以

免犯戒
。

这也就是今人刷牙习

俗的起源
。

这样严格的戒律
,

自然也带来一些不便
。

比如午

前如果没有能够乞讨到食物
,

那就要饿一天
。

即使午前乞讨

到食物
,

如果来不及在午前吃

完
,

那么也只好眼睁睁看着食

物
,

不能再吃
。

有这样的故事
,

某个吝音鬼
,

假说斋僧
,

故意

让妻子慢慢腾腾地做饭
,

直到

中午
,

饭还没做好
。

害得赴斋

的比丘只好饿着肚子回去
。

正

因为有这样种种不便
,

后来比

丘们对如何解释
“

过午不食
”

产生争执
,

成为第二结集争论

的焦点之一
。

据《十住毗婆沙论 》卷十

六等典籍说
,

乞食有十种利

益
。

即 一 所用活命
,

自属不

属他
。

二 众生施我食者
,

令

住三宝
,

然后当食
。

三 若有

施我食者
,

当生悲心
,

我当勤

行精进
,

令善住布施
,

作后乃

食
。

四 顺佛之教行
。

五 易

满易养
。

六 行破骄慢之法
。

七 招感三十二相 中无见顶

相之善根
。

八 见我乞食
,

则

其余有修善法者亦 当效我
。

九 不与男女
、

大小有诸因缘

事
。

十 次第乞食
,

于众生中

生平等心
。

乞食虽有上述种种利益
,

但也存在种种不便
。

比如乞讨

不到食物
,

或乞讨到的食物不

够
,

这时便会饿饭
。

经典记载
,

释逸牟尼一 次到婆罗 门聚落

乞讨
,

结果无人施舍
,

只好空

钵而归
。

从此佛教留下
“

乞食

空钵
”

这一掌故
。

此外教团中

有老人
、

病人等无法参与乞讨

者
,

或 由于种种原因无暇外 出

乞讨者
,

便需要教团的比丘们

互相帮助
。

根据《宝云经 》卷八

记载
,

比丘所乞讨的食物
,

必

须持回教团
,

集中后分为四份

一份奉给同行梵行者
。

所谓
“
同行梵行者

” ,

指同一教

团
,

共同修持的人
。

因为乞食

时
,

有时需要留人看守房舍
,

有的因老
、

因病无法外出
。

比

丘乞食后
,

将一分奉给他们
。

一份分给穷人
、

乞丐
。

即比丘乞得食物后
,

如果遇有

穷苦求乞之人
,

应 当慈悲怜

悯
。

把别人的饥饿
,

当作 自己

的饥饿
。

分出一份食物施舍给

他们
,

并劝他们修善
。

一份奉献给诸鬼神
,

即

将乞得之食物
,

以净器盛贮一

份
,

待 日暮时
,

则燃香讽咒加

持
,

普施一切鬼神
。

祝愿鬼神

出离苦趣
,

悉得解脱
。

一份 自食
,

即除前三份

外
,

留下一份
,

或多或少
,

自己

食用
。

上述规定
,

称为
“

乞食四分 ,’

由于是乞食
,

只 能是施主

施舍什么
,

就吃什么
,

不可能

挑挑拣拣
。

所以印度佛教除了

忌食吃后 口 中可 能发 出异味

的葱
、

蒜等五辛外
,

别无禁忌
。

忌食五辛
,

是因为口 中如有异

味
,

可能招致别人的讨厌
,

更

无法为人说法
。

由于别无禁

忌
,

所 以印度佛教不强调素

食
。

不杀生是佛教的四大戒之

一
,

而实际的乞食生活又无法

完全避免肉食
。

怎样解决这个

矛盾呢 佛教提出
“

三种净肉
”

的规定
。

即符合不见 没有亲

眼看到该动物是 为我所杀
、

不闻 没有从可以信赖的人那

里听闻
,

得知该动物是为我而

杀
、

不疑 知道附近有屠户
,

或有动物 自己死了
,

该动物没

有为我所杀之嫌疑 三种条件

的肉
,

可 以食用
。

中国佛教起

初也执行三净肉的规定
。

后在

梁武帝的倡导下
,

开始实行全

素戒律
。

佛教教团既然依靠乞食

为生
,

则教团的能否安立就看

当地的信徒及其他俗人能否

慷慨施食
。

有一部佛经
,

名叫

《盂兰盆经 》
,

讲的内容就是释

迩牟尼大弟子大 目键连 的母

亲
,

因为吝音
,

不肯 向比丘施

食
,

死后堕入饿鬼道
。

大 目键

连在释迎牟尼 的十大弟子 中

被称为
“

神通第一
” ,

但即使具

有他这样大神通的人
,

也不能

拯救母亲
。

最后
,

还是听从释

迩牟尼的教导
,

在佛教教团 自

态 日设斋供僧
,

才使母亲得以

解脱饿鬼道之苦
。

印度佛教出

现这样的经典
,

显然是警示那

些不愿 向比丘施食 的吝音之

徒要小心来世的果报
。

这部经

传到中国
,

其主体由原来的强

调
“

施舍
” ,

变成宣扬 目连救母

那样的
“

孝道
” ,

这就是中国文

化对 印度佛教进行改造 的一

个典型的事例
。

应该说明
,

乞食是印度佛

教
,

特别是初期佛教的主要求

食方式
,

但不是唯一的方式
。

即使在初期佛教时期
,

已出现

信徒在家中设供
,

邀请比丘赴

篡
法乳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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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情况
,

释迩牟尼就曾多次

赴供
。

这就不是乞食了
。

此外
,

乞食只适合那些居住在城市
、

村庄
、

聚落附近的比丘
,

而那

些在深 山中修行的比丘
,

由于

周围人烟稀少
,

其生活主要依靠

野果等植物
,

也不实行乞食
。

由于乞食是 印度佛教的

主要生存方式
,

所以戒律中对

此有许多详细的规定
,

本文不

能一一介绍
。

读者如有兴趣
,

可 以 自己参看
。

需要说明的

是
,

随着印度佛教的发展
,

佛

教传播的地域 日益扩大
,

各地

的情况不同
,

戒律的规定也有

所差异
。

本文上面介绍 的情

况
,

主要来 自部派佛教典籍的

记载
。

其中是否完全符合初期

佛教教团的情况
,

有些还需要

进一步考证
。

大乘佛教时代
,

关于乞食的戒律又有新的变

化
。

比如上文有
“

次第乞食
,

于

众生中生平等心
” ,

亦即乞食

时挨家挨户乞讨
,

对任何人都

没有分别心
,

平等对待
。

但后

代为了避嫌等原因
,

对乞食对

象开始做出一些限制
。

据《显

扬圣教论 》说
,

比丘乞食
,

有五

处不可往
,

以避嫌疑
。

一 唱

令家
,

歌唱 曲令
,

但取欢娱
,

能

乱禅定
。

二 淫女家
,

其处行

止不洁
,

声名不 正
,

色欲因缘

为障道根本
。

三 酷酒家
,

酒

是起罪因缘
,

能生过失
。

四

王宫
,

乃贵戚之处
,

严禁之所
,

非可干 冒
,

故不可往
。

五 旗

陀罗
,

即屠者之家
,

此处杀心

盛大
,

恼害众生
,

见者伤慈
,

坏

善根本
,

故不可往
。

《显扬圣教论 》是中期大

乘瑜伽行派的经典
,

产生于公

元四世纪以后
。

它所提到的五

处不可往
,

前三处显然是为了

避嫌
,

防止比丘因此而破戒
。

不准往王 宫
,

则可见 当时国

王
、

豪贵势焰薰天
,

难以接近
。

不准往
“

旋陀罗
”

家
,

最值得玩

味
。

所谓
“

旗陀罗
” ,

就是婆罗

门教中的
“

不可接触的贱民
” ,

南北朝我 国僧人法显在他 的

《佛国记 》中对这些贱民的生

活状态有所记述
。

从公元四世

纪印度岌多王朝起
,

婆罗门教

在印度的势力 已经 占据统治

地位
。

《显扬圣教论 》的记载说

明
,

在婆罗门教的影响下
,

此

时的瑜伽行派同样歧视贱民
,

连乞食也不准向他们乞讨
。

这

一规定与瑜伽行派主张的
“

五

性各别
”

的理论是一致的 而

与初期佛教时释迩牟尼教导

的
“

四姓平等
”

就有很大差距

了
。

元贝角不同而已

③ 乡祀

篡

著名画家俞仲林擅长画牡丹 有一天
,

一位慕名者买他的一幅牡丹画作
,

回去后
,

高兴地挂在客厅里 这位买画

者的朋友看到这幅画
,

告诉他这幅画不吉利
,

因为
,

这幅画没有画完全
,

牡丹花缺了一部分
,

而牡丹代表富贵
,

缺了一

角
,

那不是
“

富贵不全
”

吗 买画者也大为吃惊
,

认为牡丹缺了一边总是不妥
,

就拿回去请俞仲林重画一幅
。

俞氏听了

他的理由
,

灵机一动
,

告诉这个买主
,

牡丹代表富贵
,

所以缺了一边
,

不就是
“

富贵无边
”

吗 买者听了俞氏的解释
,

又

高高兴兴地捧著画回家了
。

还有一例
,

由于换一角度看问题
,

韩国高僧元晓大师因此得以开悟
。

有一次
,

元晓法师赶路
,

天色已晚
,

不得不止

宿坟场
,

半夜里觉着口 渴
,

就到溪边掬一把水喝
,

此水犹如甘霖
,

甘甜无 比
。

第二天
,

他经过昨天喝水的地方
,

发现一

具死尸在溪中
,

立刻心生恶心
,

想到昨晚喝的多清爽
,

今早却变得多恶心
,

但旋一转念
,

似有所得地领悟到
“
三界唯

心
,

万法唯识
,

美恶自我
,

何关水呼
”

古德总说
“

离心无境
,

离境无心
,

境由心生
,

心生种种法生
,

心灭种种法灭
。 ”

凡

事若存一念善
,

则周遭一切尽是美事 一念恶
,

则横竖目前
,

皆不如意

自性能生一切法
,

一切唯心所造
,

人人若能善用此
“

心
” ,

那么
,

就是一个真实自在的主人

平常语丝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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