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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尊晚年時，各國為了私利，窮兵黷

武，到處侵略，包括釋尊的信徒，而與釋

尊同齡的八十歲信徒波斯匿王，被其兒子

琉璃王放逐，客死於流亡中。琉璃王幼時

於釋迦國受辱，含恨心中，奪取王位後，

率大軍征討報復，釋尊在路邊樹下靜坐，

琉璃王知道那是阻止他進軍，便下令撤退

。如是三次進退，仍不能壓抑心中怒火。

釋尊知是宿業所致，只有放棄阻止，讓他

屠殺大批民眾；而琉璃王在慶功宴上卻遭

雷擊及河水暴漲襲擊，無一人倖免於難。

    與此同時，曾於七、八年前弒父篡位

的釋尊信徒阿奢世王，欲征伐北鄰之跋耆

國，派大臣雨勢問釋尊之意見，釋尊為說

治國的七不衰法，即：

1.常集會商討政事

2.上下和敬，共集合共事

3.知曉國法，依法辦事

4.尊師敬老，奉養及聽取意見

5.敬仰先祖，敬畏神靈 

6.敬重貞節，各守其道。不欺凌婦人少女

7.保護及安住宗教師

    只要奉行七不衰法，國家必富強，國

外侵襲不得逞。釋尊繼而為眾比丘說七不

衰法，教團將不會衰落：

1.比丘們要經常聚議

2.上下互敬互愛，通力合作

3.知法持戒

4.聽從長者

5.呵五欲，保持正念正知

6.住阿蘭若，獨處

7.安住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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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更有多種七不衰法及六衰法，

能使教團不會衰落。

    臨涅槃的釋尊，仍拖著殘累的身軀，

汲汲於各地，宣揚佛法。卻一反常態，儘

往小村落，小城市去，希望能利益為生活

而困於荒村的民眾。他最後一次遊行從王

舍城至跋塔里村渡恆河至拘帝村、那提迦

，雨安居於毗魯瓦村，繼至毗舍離、邦達

村、哈提村、安跋村、瞻婆村、寶迦城、

跋婆城，最後至拘尸那羅。

    臨終的說法，語重心長，別具意義，

為國王說治理國家的七不衰法外，對諸比

丘說決定性的戒、定、慧。總結三世諸佛

的成就，皆棄妨礙智慧的五蓋，善住四念

處，修習七覺支。

    在波吒利村對信眾的說法是無戒的過

患及持戒的利益。對於一般信眾，釋尊除

了用夜晚大部份時間教示外，更勸導、激

勵、鼓舞。在那提迦村，阿難問諸比丘、

居士命終投生何處？釋尊皆一一作答，最

後授以「法鏡」，亦叫證鏡或不壞鏡，據

此可不墮惡趣，得不壞淨信，趨向於覺悟

。法鏡的內容有四：

1.以佛為無上的導師，絕對信仰

2.以法為正確真理，絕對信仰

3.以僧為值得尊敬的修行聖弟子，及指導      

  大眾的教團，絕對信仰。

4.從絕對信仰三寶進而堅守五戒，絕對不

  犯。

    此四不壞淨，不但不會墮惡趣，獲此

淨信者，即成為第一階段的聖者，這就是

法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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