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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不去除內毒蛇 

各位法師、各位居士，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則佛典故事，這故事出自《大智度論》卷 12，在《大正藏》

25冊 145頁中欄到下欄，其中提到《佛說毒蛇喻經》，這部《毒蛇喻經》其實是

引自《雜阿含》1172經。 

經中提到，有一個人得罪了國王，國王要處罰他，就命令他好好守護一個小

箱子，這不是普通的小箱子喔！這小箱子裡面裝有四條毒蛇。國王命令他好好守

護這個箱子，而且要好好地餵這四條毒蛇，還要跟牠按摩、洗澡，有時候要把牠

引出來透透氣，時間到了要把牠關進來。如果你惹惱了這四條毒蛇的話，牠會咬

死人；即使沒有被咬死，也會受傷。 

這個人其實還滿有智慧的，他心裡想：「一條毒蛇都不容易啦，何況是四條！

接近牠的話，會有生命危險。」所以，他就拋開了這個小箱子逃走了。 

國王就命令五個人拿著刀要追殺他。因為他警覺性很高，這五個拔刀賊都被

他閃躲過了。 

國王又找來一個人口善心惡，嘴巴對他甜言蜜語，其實心懷詭詐。這個口善

心惡的人對他說：「你如果好好按部就班來養這毒蛇，其實也不會有什麼苦啦。」 

那個人心裡想：「你這個人真是愛說笑，要不然你自己來養好啦！」 

他警覺到這個人的意圖，決定趕快逃命，於是跑到一個沒有人住的空村。這

時 有一個人好意告訴他：「這村子平常空空蕩蕩的，但是，經常會有盜賊出沒，

盜賊一來的話，也會把你害死，你千萬不要在此地停留。」 

這個人一聽很緊張，有四條毒蛇、有五個拔刀賊，又有心懷詭詐、外現親善

的惡賊，還有空村的群賊，大家都要追殺他，所以，他又趕快逃跑。 

結果，逃逃逃，看到一條河，水非常湍急。他想一想，此岸有很多的危險怖

畏；而看到彼岸非常安穩、快樂、清涼無比。但是，沒有橋可以渡過。他心裡想：

「怎麼辦呢？」於是 就趕緊在岸邊抓了一些草木，把它捆綁成為草筏，然後他

就趴在筏上面，用手腳來撥水，奮力渡河到彼岸，到達彼岸之後才得到安穩。 

《大智度論》對這個譬喻有補充說明，這個王其實就是魔王，魔王叫這個人

來養蛇。 

裝蛇的小箱子，就是譬喻人身。而小箱子裡面有四條蛇，就是譬喻地、水、

火、風四大，我們的身體都是四大假合，四大不調，我們人就會生病甚至命終。 

這個身體，我們經常給它餵食，幫它洗澡、按摩、種種讓它享受。但是，餵

食或養護它，其實都是在養這四條毒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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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五個拔刀賊，其實是譬喻五蘊，色、受、想、行、識這五蘊生滅無常，經

常逼迫眾生，帶給眾生愛別離苦、五陰盛苦等種種苦痛。 

有一個人口善心惡，這是譬喻貪愛染著。 

空村是譬喻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空的村莊沒有人居住，非常

破舊，稍微一摸，它就會脆掉。用來說明我們的六根其實也是生滅無常、不牢固。 

空村會有盜賊出沒，這是譬喻外六塵──色、聲、香、味、觸、法。 

前面提到空村是譬喻六根，這裡說盜賊譬喻外六塵，盜賊跑到空村來。意思

是說，我們如果沒有好好守護六根的話，這些外六塵就會跑進來劫奪我們的法

財，因此用盜賊來譬喻這外六塵。 

這時，有一個人憐憫他，提醒他不要在空村內停留，這是譬喻好心的善知識。 

他看到一條河，這是譬喻煩惱河，，就是對三界的愛著──欲愛、色愛、無

色愛，這三愛的煩惱河。 

如何度過這煩惱河呢？就需要筏，這個筏，就是譬喻八正道。 

此岸，是譬喻我們所在的世間，充滿了危險痛苦，令人恐怖不安。 

彼岸清涼，是在譬喻涅槃解脫。 

用手足努力划水，就是譬喻：要精進勇猛才能渡河到彼岸。 

跟這個故事有一點關聯的，是《雜譬喻經》，在《大正藏》第 4冊 503頁的

上欄。 

經中提到，過去，有一個修行人在山中修行，山中有很多毒蛇，修行人最怕

毒蛇！所以，他就在一棵樹下，架高他的禪座，希望能夠很安全，不要被毒蛇所

侵擾。但是，他打坐的時候，最苦惱的就是很容易昏沉、打瞌睡，一上座就無法

克制，不知不覺就打起瞌睡來了。 

那時候，有一個天人憐憫他，希望他能夠精進修行，就故意笑得很大聲要吵

他。他一聽到吵雜聲就醒過來，但是過不久，又不知不覺呼呼大睡了。天人沒辦

法，就利用晚上的時候，說：「道人！道人！毒蛇來了！毒蛇來了！」於是他就

趕快起來，點燃燈燭，想要找毒蛇在哪裡。到處找，都找不到，於是他又繼續睡。 

過不久，天人又說：「毒蛇來了！毒蛇來了！」 

三番兩次不勝其擾。後來，他就發脾氣了：「天人！你為什麼打妄語？根本

沒有毒蛇，你為什麼這樣子嚇人呢？」 

天人就告訴他：「你為什麼不找內在的毒蛇？而只是尋找外在的毒蛇呢？身

中有四條毒蛇你不去除，卻只想去除外在的毒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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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內在的四毒蛇，其實就是《雜阿含》1172經所說的四大，我們身體內的四

大。 

這修行人聽聞天人說的話以後，他仔細思惟，觀察全身，發現我們這個身其

實只不過是四大假合而已。但是，我們卻愛惜這個身體，給它吃的好、穿的好，

還替它按摩，這樣殷勤地呵護它、服侍它，但是它反而帶著我們去三惡道受苦，

根本沒有報恩，這樣的身其實是最忘恩負義的。我們這樣地照顧自己的身體，結

果，都是在餵這四條毒蛇，反而被這四條毒蛇所害。 

我們貪著五蘊身，想要求得安穩快樂，卻不知五蘊生滅無常，反而招來很多

痛苦，如被五個拔刀賊所傷。追逐色、聲、香、味、觸、法這些外境，則會衰損

我們的善根，劫奪我們的法財。 

因為不能體悟身是無常，所以常被四條毒蛇所害，被五個拔刀賊的五蘊所傷，

不能守護內六根，就會被外六塵入侵，而劫奪我們的法財，以致無始劫以來一直

在輪迴，沒辦法得到解脫。 

這道人心裡想：誒，天人的點化很有道理，不要只是怕外在的毒蛇，其實最

恐怖的是內在的毒蛇。於是，他就現觀苦、集、滅、道四聖諦，體悟到無常、苦、

空、無我，在天還沒亮的時候，他就斷盡煩惱，具足六神通而證得阿羅漢。 

這故事告訴我們，如想要得到安穩快樂，不能只是防患外在的毒，更要去除

內在的毒；外在的毒只能傷我們的色身，而內在的毒則會害我們的慧命；如果內

在的煩惱毒不能根除的話，是無法得到究竟解脫的。 

以上以這些跟大家一起共勉！ 

（福嚴推廣教育班，2012.3.10） 

※經典原文 

一、《大智度論》卷 12〈1 序品〉（大正 25，145b9-26）： 

如《佛說毒蛇喻經》中：有人得罪於王，王令掌護一篋1，篋中有四毒蛇。王勅罪

人，令看視養育。此人思惟：「四蛇難近，近則害人，一猶叵2養，而況於四？」

便棄篋而走，王令五人拔刀追之。 

復有一人，口言附順3，心欲中傷，而語之言：「養之以理，此亦無苦！」其人覺

 
1 篋（ㄑㄧㄝˋ）：小箱子，藏物之具。大曰箱，小曰篋。（《漢語大詞典》（八），

p.1207） 
2 叵（ㄆㄛˇ）：不，不可。（《漢語大詞典》（一），p.957） 
3 附順：依附順從。（《漢語大詞典》（十一），p.953） 
「口言附順，心欲中傷」：嘴巴說著附和的話、表面順著他人的意思，其實心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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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馳走逃命，至一空聚。 

有一善人，方便語之：「此聚雖空，是賊所止處，汝今住此，必為賊害，慎勿住

也！」 

於是復去，至一大河，河之彼岸，即是異國。其國安樂，坦然清淨，無諸患難。

於是，集眾草木，縛以為栰，進以手足，竭力求渡，既到彼岸，安樂無患。 

王者，魔王；篋者，人身；四毒蛇者，四大；五拔刀賊者，五眾；一人口善心惡

者，是染著；空聚是六情；賊是六塵；一人愍而語之是為善師；大河是愛；栰是

八正道；手足懃渡是精進；此岸是世間；彼岸是涅槃；度者漏盡阿羅漢。」 

二、《雜阿含經》卷 43（1172經）（大正 2，313b14-314a1）：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拘睒彌國瞿師羅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有四蚖蛇4，凶惡毒虐，盛一篋中。 

時，有士夫聰明不愚，有智慧，求樂厭苦，求生厭死。 

時，有一士夫語向士夫言：『汝今取此篋盛毒蛇，摩拭洗浴，恩親養食，出內以

時。若四毒蛇脫有惱者，或能殺汝，或令近死，汝當防護。』 

爾時，士夫恐怖馳走。『忽有五怨，拔刀隨逐，要求欲殺，汝當防護。』 

爾時，士夫畏四毒蛇及五拔刀怨，驅馳而走。 

人復語言：『士夫！內有六賊，隨逐伺汝，得便當殺，汝當防護。』 

爾時，士夫畏四毒蛇、五拔刀怨及內六賊，恐怖馳走，還入空村，見彼空舍，危

朽腐毀，有諸惡物，捉皆危脆，無有堅固。 

人復語言：『士夫！是空聚落當有群賊，來必奄5害汝。』 

爾時，士夫畏四毒蛇、五拔刀賊、內六惡賊、空村群賊，而復馳走。忽爾道路臨

一大河，其水浚急，但見此岸有諸怖畏，而見彼岸安隱快樂，清涼無畏，無橋船

可渡得至彼岸，作是思惟：『我取諸草木，縛束成栰，手足方便，渡至彼岸。』

作是念已，即拾草木，依於岸傍，縛束成栰，手足方便，截流橫渡。 

如是士夫免四毒蛇、五拔刀怨、六內惡賊，復得脫於空村群賊，渡於浚流，離於

此岸種種怖畏，得至彼岸安隱快樂。我說此譬，當解其義。 

比丘！篋者，譬此身色麁四大、四大所造精血之體，穢食長養，沐浴衣服，無常

變壞危脆之法。 

毒蛇者，譬四大──地界、水界、火界、風界。地界若諍，能令身死，及以近死；

 
打著壞主意，想要傷害他人。 

4 蚖（ㄨㄢˊ）蛇：土虺蛇。亦泛指毒蛇。（《漢語大詞典》（八），p.866） 
5 奄＝掩【元】【明】。（大正 2，313d，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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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火、風諍亦復如是。 

五拔刀怨者，譬五受陰。六內賊者，譬六愛喜。 

空村者，譬六內入。善男子！觀察眼入處，是無常變壞，執持眼者，亦是無常虛

偽之法；耳、鼻、舌、身、意入處亦復如是。 

空村群賊者，譬外六入處。眼為可意、不可意色所害；耳聲、鼻香、舌味、身觸、

意，為可意、不可意法所害。 

浚流6者，譬四流──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 

河者，譬三愛──欲愛、色愛、無色愛。 

此岸多恐怖者，譬有身。彼岸清涼安樂者，譬無餘涅槃。 

栰者，譬八正道。手足方便截流渡者，譬精進勇猛到彼岸。 

婆羅門住處者，譬如來、應、等正覺。 

如是，比丘！大師慈悲安慰弟子，為其所作；我今已作，汝今亦當作其所作，於

空閑樹下，房舍清淨，敷草為座，露地、塚間，遠離邊坐，精勤禪思，慎莫放逸，

令後悔恨！此則是我教授之法。」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三、《雜譬喻經》卷 1（004經）（大正 4，503a6-18）： 

昔道人於山中學道。山中多有蝮蛇7，道人畏之，便依一樹下，高布床槈8坐禪念

定；而但苦9睡，不能自制10。 

天人則於空中笑，覺之，遂11睡，不解天人因作方便，欲恐令不睡極。 

夜，天人言：「咄12！咄！道人！毒蛇來矣！」道人大怖，便然燈火，遍求之不見。 

天人數數不止，道人乃更恚曰：「天人何以犯兩舌13？都不見物，云何為言言毒

蛇？」 

 
6 浚（ㄐㄩㄣˋ）流：1.疏浚河流。《史記‧河渠書》：“河 湯湯兮激潺湲，北渡污
兮浚流難。”2.深流。（《漢語大詞典》（五），p.1293） 

7 蝮蛇：頭呈三角形，體色灰褐而有斑紋，口有毒牙。生活在平原及山野，以鼠、鳥、
蛙等為食，也能傷人畜。毒腺的毒液可治麻風病。（《漢語大詞典》（八），p.930） 

8 （1） 槈：同「耨」（ㄋㄡˋ）。（《漢語大字典》（二），p.1263） 

（2）耨（ㄋㄡˋ）：1.小手鋤。2.用耨除草。（《漢語大詞典》（八），p.598）  

（3） 褥（ㄖㄨˋ）：坐臥的墊具。（《漢語大詞典》（九），p.123） 
9 苦：5.困擾，困辱。6.苦於，困於。14.副詞。猶甚，很。表示程度。（《漢語大詞典》
（九），p.316） 

10 自制：克制自己。（《漢語大詞典》（八），p.1317） 
11 遂：23.副詞。於是，就。24.副詞。終於，竟然。（《漢語大詞典》（十），p.1087） 
12 咄（ㄉㄨㄛ）：指呵叱聲。（《漢語大詞典》（三），p.313） 
13 兩舌：1.言語反覆，前後不一。3.搬弄是非，挑撥離間。（《漢語大詞典》（一），p.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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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語道人：「何不自觀內毒蛇？身中有四蛇14不除，如何更從外求之乎？」 

道人聞天人語，即自思惟：「觀身歷15藏16，乃知四大為五陰、六衰17所沈沒18，無

數劫來至今未脫。」即解四諦苦、空、非身。天未曉19，漏盡意解，六通具足，

得羅漢。 

四、《菩薩投身飴餓虎起塔因緣經》卷 1（大正 3，427a18-23）： 

我今此身，無常苦惱眾毒所集。此身不淨，九孔盈流，四大毒蛇之所蜇螫20，五

拔刀賊追遂傷害。如此身者為無反復，甘饍美味及五欲樂供養此身，命終之後無

善報恩，反墮地獄受無量苦。夫人身者，唯應令苦，不得與樂。 

 

 
14 參見《雜阿含經》卷 43（1172 經）：「毒蛇者，譬四大——地界、水界、火界、風
界。地界若諍，能令身死，及以近死；水、火、風諍亦復如是。」（大正 2，313c12-

14） 
15 歷：10.盡，遍。13.審視，察看。（《漢語大詞典》（八），p.1317） 
16 《佛說法律三昧經》卷 1：「避世安已，持想守一，瞑

※
目縱體，內觀歷藏，存神道氣，

養性求昇。」（大正 15，460b8-10） 

※瞑＝冥【宋】【元】【明】。（大正 15，460d，n.15） 
17 （1）隋‧吉藏撰《中觀論疏》卷 4〈3 六情品〉：「六塵亦名六衰，令善衰滅；

亦名六欲，是人所欲故也。」（大正 42，63b7-8） 

（2）隋‧慧遠撰《維摩義記》卷 4〈11 菩薩行品〉：「言六衰者，六塵大賊衰耗善
法故名六衰。」（大正 38，504c11） 

18 沈沒：2.借指死亡。3.埋沒，湮沒。4.落入。5.隱沒，消失。6.猶沉迷，沉浸。（《漢
語大詞典》（五），p.997） 

19 曉：明亮。特指天亮。（《漢語大詞典》（五），p.832） 
20 蜇螫（ㄓㄜ ㄕˋ）：毒蛇咬。（《漢語大詞典》（八），p.8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