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24 佛亦耕田 
 

1 

佛亦耕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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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譯雜阿含經》的 264 經，在

《大正藏》第 2 冊 466 頁中欄到下欄。 

過去，佛陀曾住錫於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當時，在王舍城北邊有一位從事農

耕的婆羅門，名叫豆羅闍。 

有一次，世尊在清晨時，穿著迦裟，拿著鉢，前往這位婆羅門家乞食。那時

候，婆羅門遠遠看到佛陀走過來，就對佛陀說：「世尊哪！我們辛辛苦苦地耕種，

才有東西吃，我們也從來不向人家乞討。而你們為什麼沒有耕種，無所事事，你

們也應該像我們這樣耕種才對啊！為什麼都是靠乞食維生呢？」 

佛陀很善巧地回答：「我也有耕種啊！但是，我耕種的不是一般的田，我耕

種的是大福田。」 

從事農耕的婆羅門就覺得很奇怪，請問佛：「世尊！如果說您有在耕田，我

怎麼沒有看到您的田呢？種稻的種子又在何處呢？您也沒有耕牛，也沒有耕田的

農具，翻土的犁等等都沒有，為什麼說您也在耕田？如果您也有在耕田的話，

倒是請您為我說說耕田的方法。」 

世尊就回答：「一般農夫耕田，要有種子來下種；而我種下的種子，就是清

淨的信心。因為『信為道源功德母』，信心是一切功德的種子。『佛法大海，信

為能入，智為能度。』我種下的是信心的種子，有好的種子，將來才會有好的結

果。 

那種子要種在什麼地方呢？當然是要有良田啊！佛法裡面的良田，就是修種

種的善法。在每個地方廣行善法，那就是我的良田。修的善法越多 那麼良田就

越廣大。 

牛在哪裡呢？我這調順的牛，就是精進，努力修善法、耕種福田。 

農夫在牛的脖子上套上轅或軛，轅就是架在牛上面的直木條，牽引犁來耕田，

引導牛正確的方向，才知道哪裡需要翻土、犁田。而我的轅就是智慧，也就是以

智慧為前導，才能走正道，不會走邪道。 

另外，要有翻土的犁，才能夠讓土鬆軟；我翻土的犁就是慚愧心。如果做錯

事，就要發露懺悔，不要把罪覆藏起來。就像臭的襪子，如果把它密封起來，只

是越久越臭，不會變香，我們應該拿出來洗一洗，曬曬太陽。 

犁翻土能讓土鬆軟，而發露懺悔，則能夠讓心調柔。 

不僅要有農具、有牛，也必須要善於駕御牛才行；以佛法來說，最好的駕御

方法，就是正念。因為有正念，便能專注用心，不會心不在焉。 

除了正念之外，身口意也要調順，以密護根門的方式，讓身、口、意三業清

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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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夫用鞅套在牛馬的頭上（鞅是套在牛馬頭上的皮帶），讓牛馬調伏；而

修行人的鞅，就是持戒清淨，令身口清淨，不會逾越法度，也讓心猿意馬能夠調

伏。 

耕種，必須去除雜草；以佛法來說，就是去除煩惱。 

耕種也要有及時雨來灌溉，要不斷地灌溉來滋潤良田。同樣地，修行者不

懈怠，能持續不斷地精進，滋潤善法的良田。 

你們農夫努力地除草、耕種，可以得到大豐收；而修行者這樣努力地滅除煩

惱、修學善法，可以趣向安穩解脫，得到永遠的安樂。 

你們農夫辛勤地耕種，可以得到稻穀等果實；但是我所耕種的，可以得到解

脫的甘露果。你們去除的只是飢渴的痛苦，但是我們修行人所去除的，是三界輪

迴的痛苦，永遠不再來三界輪迴。」 

婆羅門一聽，非常讚歎，對佛說：「世尊！您才是最會耕田的人！而且您

所耕的田真是無上殊勝的良田。」 

這一則故事提到，種田想要有好的收成，必須種種因緣具足，要有好的種

子、要有良田、調順的牛、翻土的犁，還要除雜草、灌溉、辛勤地耕種等，才

能有好的收成。 

修行也是如此啊，必須因緣具足，才能得解脫的道果。我們反省一下，我

們是不是有種下清淨信心的種子，有沒有好好地耕種自己的心田？而我們的心

田到底是良田還是惡田？有沒有在每個地方廣行善法？如果僅有修少許的善法，

那麼所耕種的田就只是這麼小小的一塊，能有大收成嗎？所以應當要廣行善法，

才能成為廣大的良田。 

也反省自己，心是不是調柔？是不是有正念，專注一心？有沒有以智慧來

引導？而且是不是有慚愧心？犯了錯能不能發露懺悔？身、口、意三業是不是清

淨？有沒有斷除煩惱雜染？是否精進？有沒有懈怠？若懈怠，沒有持續滋潤善

法的良田，那麼善法的良田也會乾枯啊！唯有持續不斷地修善法、去除煩惱，

才能夠得到解脫的甘露果。 

我們大家一起共勉！ 

（福嚴推廣教育班，2012.10.6） 

※經典原文 

一、《別譯雜阿含經》卷 13（264經）（大正 2，466b18-c11）： 

如是我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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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王舍城北有耕作婆羅門，名豆羅闍。 

爾時，世尊於其晨朝，著衣持鉢，往至彼所。時婆羅門遙見佛來，即至佛所，白

言：「世尊！我種作人耕種而食，不從人乞。瞿曇！汝今亦可耕種而食。」 

佛言：「我亦耕種而食。」 

時豆羅闍婆羅門即說偈言： 

「汝自說知耕，未見汝耕時，汝若知耕者，為我說耕法。」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吾以信為種，諸善為良田，精進為調牛，智慧為轅1[輻-田+冏]2， 

慚愧為犁3具，念為御4耕者，身口意調順，持戒為鞅5子。 

耕去煩惱穢，甘雨隨時降，芸耨6為善心，大獲善苗稼7， 

趣向安隱處，可以剋8永安。吾所耕如是，故得甘露果， 

超昇離三界，不來入諸有。」 

婆羅門言：「汝耕實是耕無上之勝耕。」 

婆羅門聞是偈，心生信解，盛滿鉢飲食，來用奉佛，佛不受。餘如上豆羅闍婆羅

門所說，乃至不受後有。」 

二、《雜阿含經》卷 4（98經）（大正 2，27a10-b28）：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至一那羅聚落，住一那羅林中。 

爾時，世尊著衣持鉢，入一陀羅聚落乞食，而作是念：「今日大早，今且可過耕

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作飲食處。」 

 
1 轅（ㄩㄢˊ）：1.車前駕牲口用的直木。壓在車軸上，伸出車輿的前端。古代大車、
柏車、羊車皆用轅，左右各一。2.車。3.犁轅。（《漢語大詞典》（九），p.1307） 

2 （1）[輻-田+冏]：為轢的異體字。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http://140.111.1.40/yitib/frb/frb05057.htm。 

（2）轢（ㄌㄧˋ）：1.車輪輾軋。2.滾壓，碾壓。（《漢語大詞典》（九），p.1338） 
3 犁（ㄌㄧˊ）：1.耕地翻土的農具。（《漢語大詞典》（六），p.269） 
4 御（ㄩˋ）：1.駕馭車馬。周時為六藝之一。2.泛指駕馭一切運行或飛行之物。3.馭手，
駕馭車馬的人。（《漢語大詞典》（三），p.1021） 

5 鞅（ㄧㄤ）：1.套在牛馬頸上的皮帶。一說在馬腹上。（《漢語大詞典》（十二），p.190） 
6  芸耨（ㄋㄡˋ）：耘耨。除草，耕種。芸，通“ 耘 ”。（《漢語大詞典》（九），p.283） 
7 （1）苗稼：田禾，莊稼。（《漢語大詞典》（九），p.338） 

（2）莊稼：1.農作物（多指地裡的糧食作物）。（《漢語大詞典》（九），p.427） 
8 剋：4.能。《後漢書‧鄭興傳》：“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剋之政，垂意《洪
範》之法，博採廣謀，納群下之策。”李賢 注：“剋，能也。柔剋謂和柔而能立事也。”

按，《書‧洪範》作“沈潛剛剋，高明柔剋。”5.成。三國 魏 阮籍 《詠懷》詩之七一：
“人誰不善始，尟能剋厥終。”（《漢語大詞典》（二），p.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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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五百具犁耕田，為作飲食。 

時，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遙見世尊，白言：「瞿曇！我今耕田下種，以供飲食，

沙門瞿曇亦應耕田下種，以供飲食。」 

佛告婆羅門：「我亦耕田下種，以供飲食。」 

婆羅門白佛：「我都不見沙門瞿曇若犁9、若軛10、若鞅11、若縻12、若鑱13、若鞭
14，而今瞿曇說言：『我亦耕田下種，以供飲食。』」 

爾時，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即說偈言： 

「自說耕田者，而不見其耕，為我說耕田，令我知耕法。」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信心為種子，苦行為時雨，智慧為時軛，慚愧心為轅15， 

正念自守護，是則善御16者。包藏身口業，17知食處內藏， 

真實為真18乘19，樂住無懈怠20，精進無21廢22荒，安隱而速進。 

直往不轉還，得到無憂處。 

如是耕田者，逮得甘露果；如是耕田者，不還受諸有。」 

時，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白佛言：「善耕田！瞿曇！極善耕田！瞿曇！」 

於是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聞世尊說偈，心轉增信，以滿鉢香美飲食以奉世尊。 

世尊不受，以因說偈得故。即說偈言： 

 
9 犁（ㄌㄧˊ）：1.耕地翻土的農具。（《漢語大詞典》（六），p.269） 

10 軛（ㄜˋ）：1.牛馬拉物件時駕在脖子上的器具。（《漢語大詞典》（九），p.1226） 
11 鞅（ㄧㄤ）：1.套在牛馬頸上的皮帶。一說在馬腹上。（《漢語大詞典》（十二），p.190） 
12 （1）縻＝繫【宋】【元】【明】。（大正 2，27d，n.8） 

（2）縻（ㄇㄧˊ）：1.牛韁繩。2.泛指繩索。3.拴縛，束縛，牽制。（《漢語大詞典》（九），
p.1007） 

13  鑱：5.古代的一種掘土器。裝上彎曲的長柄，用以掘土，稱長鑱。6.指犁鐵。（《漢語
大詞典》（十一），p.1431） 

14 鞭（ㄅㄧㄢ）：5.泛指鞭子。（《漢語大詞典》（十二），p.203） 
15 轅（ㄩㄢˊ）：1.車前駕牲口用的直木。壓在車軸上，伸出車輿的前端。古代大車、柏
車、羊車皆用轅，左右各一。 

16 御（ㄩˋ）：1.駕馭車馬。周時為六藝之一。2.泛指駕馭一切運行或飛行之物。3.馭手，
駕馭車馬的人。（《漢語大詞典》（三），p.1021） 

17 案：「包藏身口業」，密護根門，收攝身口業以令清淨。 
18 真＝直【宋】，＝其【元】【明】。（大正 2，27d，n.12） 
19 乘：佛教比喻能運載眾生到達解脫彼岸的種種教法。如言小乘、大乘等。（《漢語大詞
典》（一），p.666） 

20 （1）為懈息＝無懈怠【宋】。（大正 2，27d，n.13） 

（2）懈息：懈怠止歇。（《漢語大詞典》（七），p.764） 

（3）《大正藏》原作「為懈息」，今依宋本作「無懈怠」。 
21 （1）為＝無【宋】【明】。（大正 2，27d，n.14） 

（2）《大正藏》原作「為」，今依宋本、明本作「無」。 
22 廢＝癡【宋】。（大正 2，27d，n.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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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因說法故，受彼食而食。」 

如是廣說，如前為火與婆羅門廣說。 

時，耕田婆羅豆婆遮婆羅門白佛言：「瞿曇！今以此食安著何處？」 

佛告婆羅門：「我不見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天神、世人堪食此食而得

安身。婆羅門！汝持此食著無虫水中，及少生草地。」 

時，婆羅門即持此食著無虫水中，水即煙起涌沸，啾啾作聲。如熱丸投於冷水，

啾啾作聲。如是彼食投著無虫水中，煙起涌沸，啾啾作聲。 

時，婆羅門作是念：「沙門瞿曇實為奇特！大德大力，乃令飲食神變如是。」 

時，彼婆羅門見食瑞應，信心轉增，白佛言：「瞿曇！我今可得於正法中出家、

受具足不？」 

佛告婆羅門：「汝今可得於正法中出家、受具足，得比丘分。」彼即出家已，獨

靜思惟：「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乃至

得阿羅漢，心善解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