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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观通讯 2025 年 6 月

法 语

Na attahetu na parassa hetu,
na puttamicche na dhanaṃ na raṭṭhaṃ;
Na iccheyya adhammena samiddhimattano,
sa sīlavā paññavā dhammiko siyā.

不因自因他，智者作诸恶，

不求子求财，及谋国作恶。

不欲以非法，求自己繁荣，

彼实具戒行，智慧正法者。

——《法句经》•智者品 84
——Dhammapadapāḷi 84, Paṇḍitavaggo

阿育王真的裁撤军队了吗？

编者注：当今世界动荡不安，局部冲突一触即发。
在此环境下，我们特刊出葛印卡老师基于古文献对该议
题的论述 。

公元前3世纪,古印度爆发羯陵伽战役（the
Kalinga War），孔雀王朝（Mauryan Empire）的阿
育王（Ashoka the Great）率军攻打东海岸独立封建
王国羯陵伽（今奥里萨邦[Odisha]与安得拉邦
[Andhra Pradesh]东北部）。 据记载，这场战争造
成约25万人伤亡，被认为是印度历史上规模最大、
伤亡最惨重的战役之一。

羯陵伽一战后，阿育王彻底摒弃暴力，虔诚
皈依正法。那么，他会放下武器、解散军队吗？
又会如众人所言让将士集体出家为僧吗？

相反，阿育王恪守世尊教导，保留了一支强
大的军队，但并非用于征讨他国，而是为了防范
内忧外患。其王国版图西起今天的阿富汗
（Afghanistan），东至孟加拉国（Bengal）。如此
庞大的帝国在印度史上堪称空前绝后。为保卫这
辽阔的次大陆，他部署了一支精锐部队戍守边关。
羯陵伽一战后，他不再发动征伐，转而全力捍卫
国家的独立与统一。

羯陵伽战争后，阿育王继续执政了 29 年直至
离世。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里，他的王国疆域寸
土未失，甚至令外敌不敢来犯。 他统治下的孔雀
王朝始终维持着完全独立，国家主权未受丝毫影
响。如果让将士们成为僧侣，或是解除武装，这
种局面会实现吗？

试想，羯陵伽战争造成如此重大伤亡，若阿
育王贸然将军队转化为僧团，羯陵伽民众心中郁
结的怒火岂不复然？岂不兵变？岂不置强大的孔
雀王朝于内外交困之境？

佛陀乃自由之挚爱者。他最虔诚的追随者阿
育王又怎会不维护国家自由？怎会不护子民周
全 ？佛陀乃保卫国土之坚定拥护者，视征伐为不
善之举。在他的教导中，他曾以非常明了的话语
开示——受制于人者永无喜乐，惟有自由之身可
得安乐。

Nāññassa puriso siyā
永勿苟活于他人奴役之下。

Nāññaṁ nissāya jīveyya
永勿依附他人而存。

《自说经》·七结发者经，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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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世尊佛陀住世时从未要求任何君王
裁撤军队或停止抵御外敌；若局势需要，他反而
予以认可。

礼佛护国之摩揭陀国阿阇世王子

频毗娑罗王（King Bimbisāra ）的帝国疆域，
西起迦尸国（Kashi，今瓦拉纳西），东至鸯伽国
（Anga）。他与西邻拘萨罗国（Kosala）的波斯匿
王（King Pasenadi）关系和睦，因频毗娑罗王将胞
妹许配予波斯匿，又迎娶波斯匿之妹为后。因此，
王国西部边境安宁。然东部边陲仍战事不断，因
此，频毗娑罗王不得不驻兵东境。必要时，会定
期从国都王舍城（Rājagaha）调遣援军。史载，某
次从都城发兵迎战时，统率援军的正是国王的儿
子阿阇世王子（Abhaya Kumar）。

当阿阇世王子凯旋归朝时，为表彰其战功，
频毗娑罗王立其为七日国君。此事在佛陀的亲临
见证下进行，且佛陀未表露任何异议 。由此可见，
无论是共和制的离车族（Licchavī），抑或君主制
的摩揭陀国（Magadha） 、拘萨罗国，佛陀始终
坚定护持国家安固之道。

《法句经注》• 阿婆耶王子本生 2.170-171

拘萨罗国波斯匿王

此外，拘萨罗国（Kosala）国王也非常忧心国
土安危。尽管王国东部边尘不惊，然而西部边陲
却屡遭邻国侵扰。因此，他麾下的精兵强将常驻
扎于此。为了保卫国家，波斯匿王常会亲自率军
从王都舍卫城（Sāvatthī）开赴边境作战。佛陀深
知这些战事皆因护卫家国而起。逢及出征前夕，
波斯匿王会令大军在祇园精舍（Jetavana）外暂候，
自己则步入精舍（Jetavana）顶礼佛陀、通报战事。

某次会面，佛陀微笑着问他：“今日你将与
谁交战？是频婆娑罗王、离车族王，还是其它敌
人？”

《中部》·央掘摩罗经 2.350

每当得胜归来，波斯匿王必再次造访祇园精
舍，并令他的部队候于精舍外；虔诚顶礼后，欣
然向佛陀禀告战果。身为佛陀的虔诚弟子，倘若
他有一丝察觉佛陀反对他维持军队或为护国而征
战，他必当解兵释甲。

即便波斯匿王未解兵甲，无论是否亲自领兵
出征，他也断不会在行军途中参谒佛陀。由此可
见，佛陀认可为护国安邦而动用武力。正因如此，
波斯匿王才会特意驻足精舍，请求佛陀赐福。

《增支部》·拘萨罗经 3.10.30

阿育王的正法护国之道

阿育王谨遵佛陀为君王所授的护国要义，使
百姓免遭外患。他深刻领悟佛陀关于“转轮圣王
（Cakkavatti）”的开示，却从不以“转轮圣王”
甚或“帝王、大王”自居，仅谦称自己为“拉贾
（Rājā）”。这充分体现了他超凡的谦逊品质。事
实上，他的王国疆域有如转轮圣王的王国一般辽
阔，横跨海洋两岸——从东边的孟加拉湾至西边
的阿拉伯海域。他就像一位转轮圣王，妙用正法
的智慧，不费一兵一卒便使那些难以征服的国家
归附。正因如此，周边各国都尊称他为“ 光明转
轮圣王（Dīpacakkavatti，即南赡部洲的转轮圣王，
Jambu印度古称，dīpa 意指洲）”。

佛陀曾开示道，转轮圣王当拥有四军的强大
武力，和威德具足的诸王子。既然无需以兵戈征
服他国，何须如此这般威仪赫赫？显然，这一切
都是为了保护子民。身为国王，当卫其国、护其
民。

《增支部·法王经》2.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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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经文中，佛陀指明：转轮圣王应当护
佑其王国辖下的村庄、城镇、都城及所有居住其
中的百姓。尤需提及的是，转轮圣王也须善护其
军队。倘若不保有军队，护军之说又何从谈起？
意思很明了，如果国王削减军力或不配备精良装
备，那么，一些不怀好意的邻国就会借机恃强凌
弱。因此，为了保护他的军队，国王须保持军力
强盛、装备精良，如此方能真正守护军队，而唯
有如此强大的军队，才会保卫国家免受侵扰。

事实上，周边邻国同样遵循着阿育王弘传的
正法教义——他们既没有裁撤军队，也没有解除
武力。所谓“阿育王竟不信守佛陀的教导”之说，
实乃荒谬！真相在于，阿育王在边境修筑的堡垒
以及常备的精锐军队，足以震慑他国。他们深知
阿育王的军力坚不可催，降服诸国易如反掌。

阿育王的正法敕令

阿育王决意不再攻打邻国，这成为与周边国
家建立友好关系的开端。随后，他以各种方式帮
助邻邦——正如他在自己的国家所做的那样：为
他们在道路两旁栽种果树遮蔽阴凉，种植药材供
人类和动物使用，开设诊所不仅服务国民，也救
治动物；开凿水井，并在各处安置饮水罐，便利
往来旅人。

这是富庶而慷慨的印度赠予邻邦的一份珍贵
之礼，也是一份主动的善意表达。

而今，他以正法而非战事征服了邻邦。这体
现在，他向邻国推行着他所创立的治国方略、倡
导着他所躬行的行政体系及司法典范。许多人欣
然追随他的治国之道。

阿育王派遣正法使团远赴诸国，传授佛陀的
完整教义以及内观禅修这一有益身心的实修方法。
这些国家皆欣然接纳。对于弘法之事，印度毫无
保留。我们眼前就有古印度圣君罗摩师利（Shri

Rama）的典范：他征服楞伽岛（Sri Lanka，今斯里
兰卡）后，并未从自己的王国阿逾陀（Ayodhya ）
派遣总督统治该地，既不对当地民众施加政治压
迫，也不进行经济掠夺，而是将王位授予当地一
位贤能之士实行自治，使民众免受外族压迫之苦。

佛陀为帝王确立了至高典范——转轮圣王
（Chakravarti Samrat，即理想国王)。阿育王以至诚
之心践行。他以正法感化邻邦，此举并非为在那
些国家建立自身或婆罗多 （Bharat，指古印度）
的王权，而是成为万民心中的君主。其影响不仅
限于他的有生之年，更延续至数千年后的今天，
邻国民众仍视阿育王为完美的君主，对他传布的
正法教导深怀感恩。

在晨间唱诵中，我曾目睹缅甸的居士们为世
界祈福：

Devo vassatu kālena, sassasaṃpatti hetu cha;
Phitobhāvatu loko cha, rājā bhāvatu dhammiko.

愿天降甘露，五谷丰登，
愿祖国繁荣昌盛，
愿国王行持正法。

当人们诵念“愿国王行持正法”时，心中所
指的正是阿育王树立的正法治世典范，他们期盼
当代君王亦能承续这位圣王的德行与智慧。因此
他们每日诵念的祷文如是说：

Yathā rakkhiṃsuporāṇā, surājāno tathevimaṃ;
Rājā rakkhatu dhammena, attanova pajaṃpajaṃ.

昔有圣王护黎元，今愿吾主亦如是；
以正法荫庇苍生，如慈父护持赤子。

《注释藏·结集问答》1.3.11 （缅甸版)

这是阿育王的正法的胜利，也是婆罗多之地
（印度）的胜利 。

印度从未奴役过他国，更未行剥削掠夺之事。
相反，印度以温暖诚挚之心在各国人民心中镌刻
下如此深刻的印记，使其伟大影响世代绵延。时



- 4 -

至今日，每年仍有成千上万的人从这些国家前往
印度与尼泊尔朝圣。这般盛景，非但今日如此，
未来亦将延续不绝。

这是妙用正法，而非依靠武力取得的胜利。
正法之胜恒久长存，武力之胜难以持久。正法的
胜利让双方皆得喜乐。阿育王曾在石碑上铭刻：

• 吾以正法得胜，心甚慰之。
• 世间正法充盈，永世不竭。
• 此胜所生之安乐，利益众生，实乃无上
妙乐，不可言喻。

此乃佛陀的追随者阿育王的正法之胜！此乃
伟大印度的正法之胜！此般胜利，是双方各得其
胜，各得圆满。当印度脱离殖民统治重获独立时，
新印度将“阿育王轮”(“Ashoka Chakra ”，法轮)
置于国旗中央，使之飘扬天际，以纪念阿育王的
昔日辉煌。阿育王的四狮柱被尊为国徽，赢得举
世礼敬，邻邦皆为之欢喜。愿印度重拾远古荣光，
再度成为世人向往的正法圣地！

善友

S. N 葛印卡

（摘录自VRI出版物——《Rājadharma》S.N.葛印卡著）

法 偈

Yuddha bhūmi yoddhā tape, tape sūrya ākāśa;
Tāpasa antasa men tape, kare dukhon kā nāśa.

Cita samarāngaṇajokare, satata ghora
sangrāma; Aise jāgrata santa ko, hai
ārāma harāma.

军人战于沙场，烈日燃于苍穹；
禅者征于心田，消除一切苦厄。

内心奋战觉悟者，
分秒光阴贵如珍。

Raṇa sahasra yoddhā laḍe, jīte yuddha hajāra;
Para jo jīte svayaṃ ko, vahī śūra saradāra. Samayabaḍā anamola hai,samayabaḍā

balavāna; Bina pramāda tapatā rahe,
pāye pada nirvāṇa.

百战勇士胜敌众，
胜己方为真英雄。

时不可失，力贯始终，
精进不息者终达涅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