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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尊因地为雪山大士舍全身求半偈因缘 

——佛经故事新译 

 
传 印 

 

内容提要：据北本《涅槃经》卷十四记载，释尊过去世为婆罗门时，入清净之雪山修菩萨

行。一日，帝释天化现为形容可怖之罗刹，欲勘验婆罗门，而宣说过去佛所说之偈（《大正

藏》卷一二，450上）：“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婆罗门听闻此偈，心生欢喜，要求罗刹告

知后半偈；然罗刹欲食婆罗门之血肉，始肯相告。婆罗门求法心切，慨然应允，遂得闻后半

偈之（同上，451上）：“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并将此四句偈书于岩壁、树干等处，使后

人得知。继而至高树之上，投身往下，舍身于罗刹。其时，罗刹还现帝释身形，自空中安接

婆罗门于地，并率诸天人于足下顶礼。释尊以此因缘超越十二劫，先于弥勒之前成佛。今将

此一故事译为现代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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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士修因 

释尊对出身于多罗聚落、年轻幼稚的迦叶菩萨说：在过去世的时候，世间没有佛法，我那

时曾经千方百计地寻求佛法经典，竟而不能获得。我当时住在雪山上修行，人称我为“雪山

大士”。我每天渴饮泉水，饥食山果，独自习禅，制御六根，精进修持。 

二、诸天评议 

不料雪山大士超乎寻常的修行情形，引起了三十三天的天子们的注意，他们一致赞叹，叹

为希有，共相议论，谓此人真是了不起，将来必定有莫大的成就。这时，一直没有表态的释

提桓因发表意见了。他不可像诸天子们那样简单地看待问题。释提桓因说：“现在正当无佛

之世，凡修行人真正发无上道心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我曾经见到过许多众生，开初发阿

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挺像样的，是很不错的；可是，一遇到些许顺逆因缘，便动摇了。就

像映在水中的月亮一样，水一动，便也跟着动起来了。就像画人画像一样，难成易坏。据我

所见，菩提道心，也是这样，难发易退。我见过许多众生是这样，开头发心蛮不错，表现挺

好的，没有过得好久，便起了变化，发生动摇。所以，我认为这个人，还不敢断定他——雪

山大士——就靠得住，除非让我们前去试验他一番，看他究竟是不是能够真正地荷担得起来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伟大的重担。” 

三、帝释往试 

释提桓因接着说：“诸位天子！这就譬喻一辆车必须有两个轮子才能运载东西一样；就像

一只鸟要有两个翅膀才能够飞得起来一个样啊！现在，我们虽然看见这个人在那时坚持着禁

戒，这不过是表面上的现象，谁能知道他的内心在想些什么，他是不是具有深邃的智慧呢？

你们应当知道，不但须要执持禁戒，还须具足深智才行啊！只有这样，才足以担当得起阿耨

多罗三藐三菩提的重担啊！ 

诸位天子，譬喻雌鱼产生许多鱼籽，成活极少极少，又如菴罗树花，其花虽多，结果却甚

少甚少。众生发心的有无量，至于能够有所成就的，实在是少得可怜哪！天子们，让我们一

同去考验他一番吧。这就像检验黄金一样，我们检验一块黄金看它是不是真金，要用三种手

段，这就是所谓烧、打、磨。我们现在去检验那个雪山上的苦行者，也要用这种方法。” 

三十三天的诸天子听罢都点头称是。这时，释提桓因摇身一变，变成一个状貌可畏的罗



刹。下到雪山，在离大士不远的地方，将身站定。 

四、乍闻半偈 

帝释的身形虽然变成了罗刹，他的音声固然仍不失其清妙，便以自己清雅的声音宣说过去

佛所说的半偈：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这时大士正在宴坐入禅，忽然听到山谷之间传来清彻悦耳的法音，欣喜异常。 

五、得未曾有 

雪山大士长期以来在这里修行，从来没有听到过别人对他说过佛法。现在忽然之间，听到

有人在宣说佛法，他心里的高兴简直是无法形容的。这无法形容的心情权且用八件事来作个

譬喻吧。 

雪山大士当时的高兴心情，好比那经商的贾客，在漫长的旅途中夜间行至险难之处，失去

了伴侣，正在惶恐之际，忽然还得同侣，心生欢喜，踊跃无量。 

雪山大士当时的高兴心情，好比那长期患病的人，一直没有得到良医的诊治，一旦之际忽

然得愈。 

雪山大士当时的高兴心情，好比那没溺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的人，危在须臾，忽然得遇救

生船一样。 

雪山大士当时的高兴心情，好比那旅行在漫无边际的沙漠里的人，困渴交加，行将垂毙，

忽然得逢清泉一样。 

雪山大士当时的高兴心情，好比那遭受怨敌追迫的人，眼见已臻穷途，忽然得以逃脱一

样。 

雪山大士当时的高兴心情，好比那幽闭在牢狱里的无期徒刑的囚人忽然赦免，得到自由一

样。好比那种田的农夫，久遭旱魃，忽然得到霖雨一样。 

雪山大士当时的高兴心情，好比那飘泊他乡的游子，忽得还家一样。 

雪山大士当时听闻了这两句法，就是这样得未曾有的喜悦心情。 

六、疑是谁说 

他满怀着异常喜悦的心情，便从座上起得身来，探伺一下这美妙的法音究竟是从哪里传来

的？是从谁的口中说出来的？ 

由于宴坐安禅行道修持，已经不知道经过多长时间了，以致他的眼睛被那长得出奇的头发

遮掩得严严实实的，这时他不得不用双手把面前的头发撩拨开来，举目向四下里观望。看了

半晌，却不见有什么人的影子，只是看到眼前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面目十分可怕的罗刹正在徜

徉着脚步朝向自己走来。 

大士暗想：“方才这两句法究竟是谁说的呢？难道会是这个罗刹吗？恐怕不会吧！岂有罗

刹能够说得出来这样妙法的？难道莲花会从那火里生出来吗？难道那清凉水会从日光中流出

来吗？”大士满怀狐疑着。 

七、下意承接 

大士接着想道：“可是，这里除了这个罗刹，又没有别人，我不应当主观臆断地认为这罗

刹就一定说不出这佛法。说不定这个罗刹是见到过过去诸佛的，所以懂得佛法。”大士想到

这里，便主动迎上前去，很有礼貌地向罗刹合十致意，说道：“善哉，大士！这半偈乃是过

去、未来、现在诸佛如来的正道啊！一切世间无量众生，莫不为诸邪见网所覆没，以致沦落

在外道的法中，一辈子也听不到这种空义妙法。大士啊！这半偈如同半个如意珠一样，您是

从哪里得来的呢？” 

罗刹并不因为大士彬彬有礼的举止与和婉入理的言辞而改变他的凶相。两眼射出阴森森的

绿光，逼视着大士，启动着獠牙，外露血盆大口，冷冷地说：“你这个人，真太不懂事了。

你现在对我说的这些话，对我说来，全都是一些废话！我已经好久没有吃过东西了，我现在

正是饥火燃烧，难过到了极点。我正在到处寻找吃的东西，竟而连一点也找不到。刚才那两

句话，不过是我由于饥苦，心中恼乱，信口胡说而已，你还有什么好问的！” 

八、许身奉持 

大士并不惊慌，怀着虔诚的心情对罗刹说道：“可是，刚才您只说了半偈，名字既不完

善，意义也不圆满。如果您肯全部说出来，我将终生做您的弟子，奉侍您。” 

九、弃身求法 

罗刹回答说：“你这个人，未免太也有些聪明过头了。你也未免太过分地顾惜你的身体

了。你竟而全然都不顾惜我现在饥饿成这个样子。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大士仍然平静地问道：“那么，您平常都吃些什么东西呢？”罗刹答道：“这个，还用得

着问吗？难道你真的连这个都还不知道？我要是说出来，是会嚇坏许多人的啊！” 

大士说：“这倒没有关系。现在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又没有其他人，您尽管说吧，不要紧

的。” 

这时，罗刹又走近大士几步，眼睛里放射出贪婪的凶光，告诉大士说：“我平常吃的东

西，只是暧乎乎的人肉，我喝的饮料只是那热腾腾的人血。而我的福分又是很有限的，只能

吃喝这个。我总是到处寻找食物，却总是很难得到。世人虽多，可是他们都有他们的福德，

何况还有诸天在守护着。我的力量又不足以杀死他们，实在是苦恼啊，苦恼！”罗刹说着长

长地叹了一口气，现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大士一心只是想到求法，将此幻身，早已置诸度外。他很坦然地对罗刹说道：“只要您能

将那另一半偈告诉我，我听过以后，便当舍身供您一餐。因为我这色身，随着生命的结束，



总是要舍去的。那时也免不了要被虎狼枭鹫之类的飞禽走兽吃掉，并且也得不到一点儿福。

倒不如现在为得无上正法，舍这危脆之身供养您吧！” 

十、罗刹再验 

按说罗刹尽可把那两句偈一说，把雪山大士攫来吃掉，也就可以了。可是，罗刹并不这样

做。他还要继续进行考验。他以轻蔑的口吻对大士说：“你算了吧！有谁会相信你说的这一

套？有谁能够证明你的话是可以信凭的？——哪里会有那么一个人，仅仅是为了八个字的缘

故，便会轻易地豁出来一生中不能再次获得的生命呢？” 

罗刹不相信，大士只好再进行申辩。大士说道：“你呀！真正是太也不开通了。这事对我

来说有什么困难的！这好比一个人施舍了泥瓦之器而获得的却是七宝之器一样，我现在舍去

这个不坚牢的肉体，而我获得的却是坚固不坏的金刚之身哪！” 

“您认为没有人可以为我的话作证明吗？不，您说错了，有许多人可以为我的话作证明

的。首先，那大梵天王，释提桓因和四大天王，能够证明我的话是真实的。其次，那些已经

证得天眼通，正在为度脱无量众生而广修六度的菩萨们能够证明我的话是真实的。还有，那

无量无数的十方诸佛也能证明我为八字的半偈而不惜身命这一事实的。” 

十一、得后半偈 

大士重法轻身，毫无悔意。考验至此，罗刹便道：“好！既然如此，你为那八个字能够舍

得躯命的话，那么，你好生听着，我就为你说那半偈吧！”大士闻言，高兴得无法形容，马

上解下围在腰间的鹿皮裙，小心翼翼的敷设了法座，然后恭恭敬敬地执弟子礼向罗刹说： 

“和上！请坐吧！” 

罗刹当然毫不客气地就坐了，雪山大士于其座下，胡跪合掌启请说：“唯愿和上，为我演

说其余半偈，令得具足圆满。” 

罗刹这才重吐清雅之音，启动他那獠牙巨口说了以下八个字： 

“生灭灭已，寂灭为乐。” 

这时雪山大士端然正坐，敛目凝思这甚深法义——多闻多思——接着，便在岩石、山石壁

上、树干上凡是可以书写的地方，都写上了这个偈，然后才从容不迫地穿好鹿皮衣，以免死

后裸露。 

十二、树神劝阻 

雪山大士一切准备停当，遂即攀登上一棵高高的大树，准备由树上投身殒亡。这时惊动了

树神，树神问他道：“你攀到这树顶上，想要干什么呢？”大士答道：“为酬谢偈价，我要

从这儿跳下去舍身哪！”树神说：“这个偈子有什么利益呢？也值得你这样做？”大士说

道：“啊，你也应当知道的呀！这个偈乃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诸佛所开示空法之道，义

理深广。我现在为此法而舍身，不为名闻利养，不求人天福乐，我愿为一切悭惜自身轻慢法

道的人作出榜样，使他们不要因为有多少布施便起贡高，吾人应当为法捐躯如弃草木。” 

十三、从容捐躯 

说完这话，大士便毫不迟疑地纵身投向地面…… 

罗刹本是帝释变化来试探他道念是否坚定的。在我们生活的周围是否也有帝释或者别的什

么变化的罗刹——按罗刹亦似阿修罗：男状丑，女貌美——在考验我们？见色闻声，何处不

是？逆境、顺境，财色名食睡，色声香味触，即是男罗刹、女罗刹。吾人一念失照便会堕入

罗刹圈套。安可不慎！以雪山大士为榜样，经受得住“罗刹”的考验才是。 

十四、天帝礼赞 

至诚心可以感动鬼神、感应诸佛。话说雪山大士由高高的树上投身而下，眼看就要粉身碎

骨。罗刹考验至此，知已成功。正当这千钧一发之际，罗刹迅即恢复为帝释本相。恰恰当着

差一点儿就要坠地之时，双手捧住了大士身躯，将他轻轻地安置在平地上。这时帝释与诸天

子一齐跪拜在大士脚下，连声赞叹：“善哉！善哉！真是菩萨，能大利益无量众生，想要在

这无明黑暗之中燃大法炬，因我爱惜如来大法，故相娆恼，唯愿允许我忏悔过咎。大士啊！

您将必定能够成就无上正觉，那时请您济度我等。”天帝释和天子们，顶礼大士辞别去了。 

十五、顿超成佛 

这雪山大士便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由于为法忘躯，勇猛精进，故得超越十二劫，在弥勒

之前证成佛果。 

以上便是释尊因地为雪山大士为求半偈而舍身的故事。 

（据北凉昙无谶译四十卷本《大般涅槃经》卷十四〈圣行品〉第七之四。《大正藏》卷十二，449页中—451页中记述语

体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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