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  愚品 (Bāla Vagga) 
 
60 失眠者夜长，倦困者路长(Yojana 由旬，印度

古长度，一由旬约 14 公里多)， 
愚人不知法，生死轮回长。 
 

61 佛子远游行，若不遇良伴， 
胜我或等我，愿彼心稳固， 
宁为独修持，不与愚者伍。 
 

62 执着子与财，愚者常忧戚， 
此身尚非我，况复子与财？ 
 

63 自知己愚昧，彼实为智者， 
自认聪明者，彼乃愚痴人。 
 

64 愚者虽终生，与智者亲近， 
仍不悟法味，如匙不知味。 
 

65 具慧虽短时，与智者相处， 
能领悟法味，如舌辨汤味。(64,65 两偈合

诵) 
 

66 愚人少智慧，有我为自殃， 
造作诸恶业，招受众苦果。 



 
67 自作不善业，作已心后悔， 

啼泣泪双流，当得受异熟(Vipāka 将来的果

报)。 
 

68 自作诸善业，作已心不悔， 
欢喜而意乐，当得受异熟。(67,68 两偈合

诵) 
 

69 恶业未熟时，愚者思如蜜， 
恶业成熟时，愚者始苦恼。 
 

70 愚人修苦行，一月复一月， 
取食茅草端(苦行的一种)，功德仍不及， 
正观者所得(正观四谛者)，十六分之一。 
 

71 恶业不即熟，如新挤牛奶， 
不即为凝固，恶人所造业， 
如灰烬覆火，恶报随其后。 
 

72 愚求智与名，反促其毁灭， 
毁彼之幸福，亦毁彼善根(指智慧)。 
 

73 痴僧慕虚荣，僧中居上座， 
寺内拥权威，求白衣礼事。 
 



74 僧俗应俱知，诸事我所作， 
应做不做事，皆得顺吾意， 
愚人作是想，贪欲憍慢增。 
 

75 一道求利养(Lābha 世利)，一道向涅盘， 
当如是明了，佛子诸比丘， 
不喜贪世利，勤修出离心。 (viveka 身离

群，心离欲，离诸行达涅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