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廿四  爱欲品 (Taņhā Vagga) 
 
334 放逸者纵欲，增长如蔓藤， 

此生他处生，如猿觅林果。 
 

335 人于此世间，顽劣欲缠缚， 
诸忧苦增长，如毗罗(Birana 毗罗草)得雨。 
 

336 人于此世间，顽劣欲调服， 
诸忧苦易除，如莲叶落露。(335,336 两偈合

诵) 
 

337 我今为众说，掘除爱欲根， 
如掘毗罗草，求取香甜根， 
勿为魔屡害，如洪淹芦苇。 
 

338 伐树不断根，虽斩犹再生， 
祛欲不除根，苦楚犹再生。 
 

339 人贪着欲乐，三十六爱流(欲爱、有爱、 
非有爱分为六根与六尘各十二) ， 
心思为欲染，爱潮荡痴人(邪见人)。 
 

340 爱欲随处流，蔓草芽(六根)盛长(六尘)， 
见诸蔓草生，以慧断其根。 



 
341 快乐是无常，境生欲水长， 

人迷逐欲乐，唯得受生死。 
 

342 为爱欲所使，惊兔网中驰， 
烦恼(贪、瞋、痴、慢、邪见)紧束缚，长受轮

回苦。 
 

343 为爱欲所使，惊兔网中驰， 
比丘求爱尽(涅盘)，应离于爱欲。 
(342,343 两偈合诵) 
 

344 人若舍欲林，孤寂山林间(出家意) ， 
复生爱欲心，转驰向世间， 
观此松缚人，还俗复受缚。 
 

345 铁木与麻缚，智者言非坚， 
贪恋妻儿财，是为大坚缚。 
 

346 智言此坚缚，松软难解脱， 
无着舍爱欲，断弃求出离(出家)。 
 

347 耽欲随欲流，蜘蛛自织网， 
断缚无著者，解脱一切苦。 
 



348 舍过、现、未来(三世的五蕴)，而到达彼岸

(涅盘) ，解脱于一切，不再受生死。 
 

349 邪念所困扰，炽然求欲乐， 
贪欲倍增长，彼自作坚缚。 
 

350 调服诸邪思，常住不净观， 
正念灭贪爱，断除魔束缚。 
 

351 无畏达究竟，爱尽无贪欲， 
拔除生有(三有﹕欲、色、无色；指轮回)刺， 
此乃最后身。 
 

352 离欲无贪者，通达法次第， 
彼为最后身，大智大丈夫。 
 

353 我调御一切，我了知一切， 
一切无染着，一切已出离， 
爱尽得解脱，自悟谁为师？ 
 

354 法施胜众施，法味胜众味， 
法喜胜众乐，爱尽灭众苦。 
 

355 财富毁愚者，不毁求寂者(求到彼岸) ， 
愚者为财富，自害亦害他。 



 
356 杂草毁田地，爱欲毁世人， 

供养无欲者，能得大果报。 
 

357 杂草毁田地，瞋恚毁世人， 
供养无瞋者，能得大果报。 
 

358 杂草毁田地，愚痴毁世人， 
供养无痴者，能得大果报。 
 

359 杂草毁田地，贪爱毁世人， 
供养无贪者，能得大果报。 
(356,357,358,359 四偈合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