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廿五  比丘品 (Bhikkhu Vagga)  
(或苾刍 Bhikkhu 出家受具足戒男子) 

 
360 善于调伏眼，善于调伏耳， 

善于调伏鼻，善于调伏舌。 
 

361 善于调伏身，善于调伏语， 
善于调伏意，善调伏一切， 
比丘善调伏，脱离一切苦。(360,361 两偈合

诵) 
 

362 调御手足语，调御最高者(头与心) ， 
心喜住禅定，比丘独知足。 
 

363 比丘调御语，善巧不夸耀， 
善说法与义，如甘露法雨。 
 

364 比丘住于法，喜悦于佛法， 
念法思惟法，不离于妙法(Saddhammā)。 
 

365 莫嫌己所得，莫忌他所得， 
比丘妒忌他，心不得于定(Samadhi 世间与出

世间定)。 
 

366 所得虽微少，比丘不嫌弃， 
清净不懈怠，诸天所赞叹。 



(365,366 两偈合诵) 
 

367 若于心与身(名与色)，不执我我所， 
无我故无忧，彼实称比丘。 
 

368 比丘住慈悲，喜悦佛教法， 
证寂静安乐，诸行之解脱(涅盘)。 
 

369 汲去舟中水(舟喻人身，水喻邪念)，水去舟行

快，断除欲与瞋，比丘证涅盘。 
 

370 断五下分结(身见、疑、戒禁取、贪欲、瞋恚)，
断五上分结(色爱、无色爱、慢、掉悔、无明) ，
勤修于五根(信、勤、念、定、慧)，消灭五烦

恼(贪、瞋、痴、慢、邪见) ，比丘越彼岸，名

「渡瀑流者」(四瀑流 Ogha﹕欲、有、见、无

明)。 
 

371 比丘勤修定，心莫逐爱欲(色、声、香、味、

触) ，地狱吞铁丸，炽然哀号苦。 
 

372 无慧者无定，无定者无慧， 
具足定与慧，彼近于涅盘。 
 

373 独住空闲处(Suññāgāra)，比丘调静心， 



如实知见法，得出世法乐。 
 

374 常住于正观，五蕴之生灭， 
欣喜于所悟，觉者知不死。 
 

375 慧僧之先务，摄根意知足， 
戒波提木叉(Patimokkha)，亲近勤善友。 
 

376 愿彼意和婉，举止悉端庄， 
心充满喜悦，必得至苦边。 
 

377 如婆尸迦花(Vassika 或 Vassiki 夏生花、素馨)，
枯萎而凋落，舍弃贪瞋痴，比丘度生

死。 
 

378 身静与语静，心静善得定 (Susamāhita 入

定) ，比丘离世俗，是为寂静者。 
 

379 当自善策励，当自善省察， 
自护具正念，比丘安乐住。 
 

380 自为自护卫，自是自皈依， 
故调御自己，如马师驯马。 
 

381 信乐于佛法，比丘达寂静， 



诸行皆止息，寂静安乐境。 
 

382 比丘少出家，勤修佛妙法， 
光明照世间，如月出云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