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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序言 

许多学佛的朋友一听到“阿毗达摩”这几个字，很可能

的反应是感到深奥难懂、高深莫测，而更多的人则对阿毗达

摩繁琐复杂的名相望洋兴叹。然而，在缅甸等南传上座部佛

教国家，“阿毗达摩”却是佛学入门。在寺院，僧人们把它

当作佛学常识来教导沙马内勒以及村民，在社会上也有开办

阿毗达摩课程和学习阿毗达摩的风气。另外，华人佛教徒往

往认为经典是浅显易懂的，而阿毗达摩却是深奥繁琐的。但

根据南传上座部的传统，如果不懂得阿毗达摩，对经典的理

解是肤浅、浮泛的，对经典的阐释更可能是信口开河、自我

作古。 

“阿毗达摩”的意思是超越之法、殊胜之法，但这并不

等于说“阿毗达摩”所讲的法比佛陀在经藏里讲的法更超越、

更殊胜，而是说阿毗达摩是用严密、系统的方法来分析和组

织诸法。法还是法，只不过阿毗达摩对诸法进行归纳、统合

而已。 

在这里想说明一下：阿毗达摩并不难学！学习阿毗达摩

不应该被一些名相所吓倒。要学好阿毗达摩，窍门是弄懂那

些名词。名词弄懂了，其他的都好懂。如果弄不懂，或者有

一两个名词不清楚，有点误解，问题就来了。我们并不要求

读者死记硬背每一个名相，理解是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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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只是学习、理解还不够，还要学而致用，要运用

在生活上，运用在工作上。阿毗达摩能指导我们在日常生活

当中如何培养如理作意，如何避免作恶，如何培养善心。更

重要的是，阿毗达摩是一门解脱之学，学习阿毗达摩的目的

是为了指导禅修，特别是在修行维巴沙那的阶段。阿毗达摩

特详于分析名色法，而观智的所缘、所观照的目标就是名色

法。在修维巴沙那时，要根据阿毗达摩的教导去辨识色法，

辨识心法、心所法，要观照心路如何运作，善心、不善心如

何生起，这些名色法的本质又如何。当观照名色法的观智成

熟时，就能够断除烦恼、证悟涅槃。如果离开了阿毗达摩的

理论指导，观智的所缘将变成无的放矢，修观也只是在盲修

瞎炼。所以，学习和掌握阿毗达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断尽烦

恼，为了灭尽诸苦。 

 

此《阿毗达摩讲要》系列共分为上、中、下三集，分别

是根据笔者在“新加坡帕奥禅修中心”(PAMC)所作的三期

“阿毗达摩讲座”录音整理而成的。《上集》讨论的主要是

概念法、色法和心所法。《中集》讨论的是心法、心路和世

间。《下集》讨论的是业、离心路、缘起、涅槃和止观。整

个课程紧扣着佛陀所开示的教法核心——四圣谛——展开。

其中，色法、心所法、心法、心路侧重于苦圣谛，业、离心

路、缘起侧重于苦集圣谛，涅槃是苦灭圣谛，而止观则是趣

向苦灭之道圣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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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感谢“新加坡帕奥禅修中心”举办这一系列的讲

座，感谢马来西亚 Upekkhànanda Bhikkhu 负责录音工作，

感谢台湾的杨在城、朱素珠居士将录音听写成文，感谢中国

的 Ayyà Sukhità, Ayyà Khemaratã, 谭铭、冯文涛、黄旦霞、

黎嘉昕、新加坡的伊慧玲、王爱菊、林秀英等贤友负责文字

整理、校对工作。同时，本讲座也参考了菩提长老英编、寻

法比丘中译的《阿毗达摩概要精解》一书，于此一并致谢。 

因为本书是由讲座录音整理而成，故带有较浓厚的口语

色彩，重复之处也较多，敬请读者多多原谅！另外，由于笔

者才疏学浅，本书若有不足之处，望诸大德方家不吝赐正！ 

最后，笔者谨将此书献给他尊敬的亲教师——缅甸帕奥

西亚多(The Most Venerable Pa-Auk Tawya Sayadaw)，并把所

有的功德回向给他的父母亲、诸位师长、同梵行者、所有热

爱正法的人，以及一切有情，希望大家随喜的功德，成为早

日证悟涅槃的助缘！ 

 

Sàdhu! Sàdhu! Sàdhu! 

 萨度！萨度！萨度！ 

 

玛欣德比库 

(Mahinda Bhikkhu) 

序于新加坡帕奥禅修中心 

201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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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1．本书所引用的巴利语经典以及经典故事，皆直接译

自巴利语三藏圣典(Pàëi)及其义注(aññhakathà)。其中直译的

经文用“中宋”字体标示。 

2．本书所采用的巴利语底本为缅甸第六次结集的罗马

字体 CD 版(Chaññha Saïgàyana CD (version 3), 简称 CSCD)。 

3．书中对有些巴利语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将根据

巴利语的实际读音而采用音译法。在这些专有名词第一次出

现时，有些也在其后附上罗马体巴利原文。 

4．为了方便读者对读巴利原典，书中在引述的经文之

后往往附有巴利语原典的出处。所有这些序号，都是第六次

结集的缅文版巴利三藏(CSCD)的章节序号（见下表）。 

5．本书所附的巴利原典出处，多数使用缩略语。其缩

略语所对应的原典兹举例如下： 
 

·Mv. = Mahàvagga 律藏·大品 

·Cv. = Cåëavagga 律藏·小品 

·D. = Dãgha-nikàya 长部 

·M. = Majjhima-nikàya 中部 

·S. = Saüyutta-nikàya 相应部 

·A. = Aïguttara-nikàya 增支部 

·Dhp. = Dhammapada 法句 

·Ud. = Udàna 自说 

·It. = Itivuttaka 如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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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 = Suttanipàta 经集 

·Vmv. = Vimànavatthu 天宫故事 

·Pv. = Petavatthu 鬼故事 

·J. = Jàtaka 本生 

·Ps. = Pañisambhidàmagga 无碍解道 

·Dhs. = Dhammasaïgaõã 法集[论] 

·Vbh. = Vibhaïga 分别[论] 

·Dhp.A. = Dhammapada- 

aññhakathà 

法句义注 

·Vm. = Visuddhimagga 清净之道 

·D.2.95 长部 第 2 册 第 95 节 

·A.6.63 增支部 第 6 集 第 63 经 

·Vm.140 = Visuddhimagga, 

CSCD. No.140 

清净之道 缅文版 第 14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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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讲 业 

在《阿毗达摩讲要》的《上集》和《中集》里，已经讲

了概念法、色法、心所法与心法，以及心的运作，也就是看、

听、嗅、尝、触、想这些心路是如何运作的，心又是怎样认

知对象等问题。这些构成了我们平时所说的生命，包括了身

心现象，也就是物质现象和心理现象，在“阿毗达摩”中称

为色法与名法。 

佛陀宣讲的所有法都紧扣着生命。在《下集》里，将继

续探讨生命现象里的一个新内容——生死现象——生命是

如何产生、如何运作及运作规律是怎样的。也就是说，作为

一个生命个体，我们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我们可否决

定、左右自己的未来？在死与生之间、生命以及生命的运作

是否存在规律等等。在此之后，将讲缘起（十二支缘起），

最后再简单地讲涅槃以及证悟涅槃的方法。 

 

这次“阿毗达摩”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离心路”

(vãthimutta)的死生法则，离心路主要探讨的是生命以及死生

的环节。在探讨离心路之前，先来谈一谈生命的形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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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类结生 

有四类结生： 

1.恶趣结生(apàya-pañisandhi) 

Apàya 是恶趣，或者没有快乐的地方。pañisandhi 是结

生或生命的投生方式。一个生命投生到苦界、恶趣，这类结

生称为“恶趣结生”。 

2.欲善趣结生(kàmasugati-pañisandhi) 

Kàma 是欲望，在此特指欲界；sugati 是善趣。 

3.色界结生(råpàvacara-pañisandhi) 

4.无色界结生(aråpàvacara-pañisandhi) 

 

二、十九种结生心 

欲界、色界、无色界称为“三界”。其中，欲界又可以

分为两大类：恶趣与善趣。“恶趣”一般有三类，即地狱、

畜生、鬼三恶趣，通常再加上阿苏罗(asura)成为四恶趣。“善

趣”包括人界和六欲界天。色界与无色界只是纯善而没有不

善。 

这四类结生都和结生心有关。在学习心的作用时，曾经

讲过有一种心称为“结生心”(pañisandhi-citta)，它是一期生

命中的第一个心，例如今生投生为人，生命的第一个心就是

结生心。换言之，与精卵结合同时生起的心叫做结生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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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一期生命的开始。因为结生心是由过去所造之业带来

的果报，它本身不会造业，所以结生心属于果报心。结生心

有十九种，它们是： 

 

一、捨俱不善果报推度心——恶趣结生 

由于捨俱不善果报推度心属于不善的果报，所以只会造

成恶趣的结生。恶趣的有情多种多样，有极苦的地狱类；也

有小至蚊蚁蠕虫，大至鲸鱼的畜生类；还有各种鬼类。尽管

有些鬼很有福报，也有些像天人一样漂亮，但只要它们是鬼

类，就必定是恶趣结生。 

由于所有恶趣众生都是由不善果报带来的投生，因此，

不管恶趣众生的种类有多少，它们的结生心都属于同一种心

——捨俱不善果报推度心。 

 

二、捨俱善果报推度心——欲善趣无因结生 

捨俱善果报推度心的结生心可以使一个有情投生为人

或者低等的天人，而成为欲界无因结生者。如果投生为人，

他可能是先天性眼盲、耳聋、哑巴，或者是其他的残疾、智

障、弱智，或者先天具有男女两根，或者是没有性别的人。

即使投生到天界，也属于很低等的天神。 

虽然善业的果报使他们投生为人或天，但是由于这种果

报很低劣，因此所带来的生命也不会太殊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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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大果报心——欲善趣有因结生 

八大果报心都能带来欲界善趣的有因结生。可以肯定地

说，现在坐在这里听开示的每一个人都属于这一类。因为我

们都投生在欲界，而不是色界、无色界的梵天人，我们也不

是四恶趣的众生，而且在座诸位也没有先天的聋、哑、盲、

弱智、残疾等，所以，在座诸位的结生心肯定是八大果报心

之一。 

由于我们过去所造的欲界善业在前一生临终时成熟，所

以使我们今生能投生到欲界善趣。 

 

四、五种色界果报心——色界结生 

投生到色界的梵天人，依照其前世培育的色界善心所带

来的果报，分为五种： 

1.初禅的三种梵天人都由初禅果报心投生。 

2.第二禅的三种梵天人由论教法的第二禅与第三禅果

报心投生。 

3.第三禅的三种梵天人由论教法的第四禅果报心投生。 

4.第四禅广果天的凡夫和有学圣者，由论教法的第五禅

果报心投生。五净居天人由三果不来圣者投生，他们的结生

心是第五禅果报心。 

5.无想有情天(asa¤¤asatta)属于色结生，他们没有结生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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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种无色界果报心——无色界结生 

成就无色界定者死后，分别依其所造的无色界善业而带

来投生到无色界梵天的果报，成为无色界梵天人，这种心称

为无色界结生心。无色界结生心有四种：空无边处果报心、

识无边处果报心、无所有处果报心和非想非非想处果报心。 

 

图表 1：结生心和结生之关系 
界 结生心 结生 

欲界 

捨俱不善果报推度心 恶趣结生 

捨俱善果报推度心 欲善趣无因结生 

八大果报心 欲善趣有因结生 

色界 

初禅果报心 初禅梵天 

第二禅果报心 第二禅梵天 

第三禅果报心 第二禅梵天 

第四禅果报心 第三禅梵天 

第五禅果报心 第四禅梵天 

无色界 

空无边处果报心 空无边处梵天 

识无边处果报心 识无边处梵天 

无所有处果报心 无所有处梵天 

非想非非想处果报心 非想非非想处梵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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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导致投生到欲界的一共有 10 种心，其中，善趣

结生 9种，恶趣结生只有一种——捨俱不善果报推度心。因

为推度心属于捨俱，只有 11 个名法，所以这种心很弱。八

大果报心可以带来人或天的结生，人或天又依结生心有没有

“智”而分为二因结生和三因结生。五种色界果报心和四种

无色界果报心必定是三因的。10种欲界果报心，5种色界果

报心和 4种无色界果报心，一共有 19种结生心。 

 

三、什么是业 

由什么来决定有情的结生呢？由业。 

对于佛弟子来说，“业”应该是最熟悉不过了。佛弟子

要相信四件事，哪四件呢？一、佛陀；二、法；三、僧；四、

业果法则，也称因果律。业果法则很重要，因为生命的运作

取决于业果法则，佛陀所揭示的世间法就是由业果法则贯

穿，称为缘起(pañicca-samuppàda)。虽然我们都相信业，但

要详细了解业，清楚业的运作，在这方面还有很广阔的领域

供我们深入学习。 

 

业(kamma)，源于巴利语字根√kar-做，字面意思是“做、

行为、造作”。kar 加上后缀 ma，梵语组合为 karma，巴利

语则读为 kamma。 

任何身、语、意方面有意志的行为（好或不好）都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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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在道德上，称为善业或不善业。在胜义谛上，业是指善

与不善之思(kusala akusala cetanà)。在一种心里，唯有思心

所才能够造业。 

佛陀在《增支部》中说： 

ßCetanàhaü, bhikkhave, kammaü vadàmi. cetayitvà 

kammaü karoti - kàyena vàcàya manasà.û 

“诸比库，我说思即是业。因思而造作身、语、意之业。”

(A.6.63) 

在《上集》讲到遍一切心心所的时候，有一种是思心所

(cetanà)，其作用是造业。它不仅自己造业，而且可以组织

其他心所一起造业，就如公司的经理一样，既要自己工作，

又要督促其他职员工作。同样，思心所不仅自己执行认知对

象的作用，还要促使其他心所一起运作。因为有了思（动机、

意志），才有身体的行动、语言的表达、心的思惟等。 

 

除了佛陀与诸阿拉汉之外，任何思都是业。 

佛陀与诸阿拉汉的心念里虽然也有思心所，但是由于他

们已经断尽了烦恼，所以既没有善速行，也没有不善速行，

他们的速行心只是唯作心。既然是唯作，就不会留下业。换

言之，佛陀以及一切漏尽者虽然有身体的行为、语言的表达、

心的思惟，但纯粹只是造作而没有业，不会留下任何业的种

子（业力）。对于凡夫和有学圣者来说，速行心不是善就是

不善，而无论善与不善，都属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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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的、无念的、无心的行为并不构成业，因为没有

造业的重要因素──思。 

这是判断有没有造业的一种方法。一个人走路时无意中

踩死条虫子，因为他没有意图（思）要把虫子踩死，所以他

既没有造杀生的业，也没有违犯杀生学处。甚至开车时鲁莽

撞死人，在法律上可能要追究责任，但是在业的范畴里，因

为不是故意撞死人，所以并没有造杀生的业，也没有违犯杀

生学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杀人的思。 

在《律藏》里讲到：有很多比库在进行建筑，其中一位

比库不小心，失手掉下一块石头，砸死下面的一位比库。佛

陀说因为那位比库没有杀心，所以并没有违犯杀人学处。 

因此，若没有恶的、不善的意图，就不会构成恶业、不

善业。 

 

四、业的定律 

业的定律(kammaniyàma)可以概括为： 

ßKammassakà, bhikkhave, sattà kammadàyàdà, 

kammayonã, kammabandhå, kammapañisaraõà, yaü kammaü 

karonti - kalyàõaü và pàpakaü và - tassa dàyàdà bhavanti.û 

“诸比库，有情都是业的所有者，业的继承者，以业为

起源，以业为亲属，以业为皈依处。无论所造的是善或恶之

业，都是它的承受者。”(A.1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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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都是业的所有者”：业是所有众生自己的财产，

众生是自己所造之业的主人。 

“业的继承者”：业是众生的遗产、财富，众生是业的

继承人，每个人所造之业最终是由自己来继承，自己承担。 

“以业为起源”：业是众生的起源、根源，生命也是由

业带来的。 

“以业为亲属”：业是众生的亲戚、眷属。 

“以业为皈依处”：业是众生的皈依处、依止处。 

“都是它的承受者”：无论众生所造的是善业或者恶业，

都将要承受、体验由这些业成熟而带来的果报。 

用通俗的话来说，业的定律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善恶到头终有报”。 

 

业的定律包含两层意思： 

一、同类相应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第一个“善”是指业，即行为，包括身、

语、意的行为，好的行为就是善。“有善报”是指带来善果

报心，体验到善果报。哪些是善果报？例如：长命百岁、身

体健康、容颜俊俏、出身高贵、拥有财富、具影响力、富有

智慧等，即我们所说的“福报”。能投生为梵天人或欲界天

人，这是更殊胜的善报。为何会有这些善报？因为善业。 

“恶有恶报”：第一个“恶”是指业，不善的、不好的

行为称为恶业。“有恶报”是指带来苦的、不好的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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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指造作了什么样的行为，就

有可能要承受由它带来的结果。善业带来善的果报，不善业

带来不善的果报。善因有善果，不善因有不善果，这就是因

果。 

佛陀在《增支部》中说： 

“诸比库，无有此事，绝不可能，若身恶行、语恶行、

意恶行能产生可爱、可乐、可意的果报，无有此事！ 

诸比库，乃有此事，若身恶行、语恶行、意恶行能产生

不可爱、不可乐、不可意的果报，乃有此事！ 

诸比库，无有此事，绝不可能，若身善行、语善行、意

善行能产生不可爱、不可乐、不可意的果报，无有此事！ 

诸比库，乃有此事，若身善行、语善行、意善行能产生

可爱、可乐、可意的果报，乃有此事！”(A.1.284-289) 

一个人造了不善业，他将要承受由此带来的苦果。一个

人造的是善业，他也将会享受由此带来的乐报。俗话说得好：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苦瓜，收成的也是苦瓜；种

下甜瓜，收成的也是甜瓜。不可能种苦瓜收成甜瓜，也不可

能种甜瓜收成苦瓜，更不可能种瓜却长出芋头来。 

 

二、因果相续定律——自作自受。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所造的业负责。负责造业的是名法里

的思心所。一旦造下了业，就会在名色相续流中形成一种行

为影响力，称为“业力”(kammasatti)。一旦遇到因缘，业



第 21讲 业 

11 

力就会发生作用。犹如一棵苹果树，只要没有拔除它的根，

因缘成熟就会发芽、成长、结出苹果。这棵苹果树的苹果既

不会长在梨树或桃树上，也不会长在其他苹果树上，必定是

长在这棵苹果树上。又犹如你撒在自己田里的种子不会在别

人的田里长出来。 

了解业的定律后，就要明白自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体验到不好的果报时，自己要敢于承担，甘于承受，不要推

卸责任给别人或外在的事物。例如一个女人长得丑陋，这并

不是她的母亲想要把她生成那么丑陋，每个母亲都希望自己

的女儿长得漂亮。为什么她会长得丑陋？因为业！造了业，

因缘成熟就必须承受，这是业的定律。 

 

唯有出世间的业才会一造下立刻就成熟。出世间善心一

旦生起，果报也立刻生起。但对于世间的业来说，都需要经

过一段时间、具足种种因缘才会成熟，而不会立竿见影，所

以“果报”的巴利语 vipàka 有时也直译为“异熟”。 

可能有些人会说：“我经常做好事，为什么还没有得到

好的结果？有些人不务正业，喜欢贪小便宜，甚至为非作歹、

无恶不作，他们却飞黄腾达，这个社会太不公平了！”所以

他们觉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假的。但是他们没有看

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后面紧跟着的那句：“不是不报，

时辰未到。”虽然你现在种的是甜瓜，但是你正在品尝的是

过去种下、现在收成的苦瓜。虽然现在他们正在种苦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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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正在品尝的是过去所种的甜瓜。这种业力所带来的“时

间差”只能由自己去承受。刚刚种下的种子不可能一天、两

天就结出果实来，它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慢慢成长，

最后才能结出果实。同样道理，不论是学习技术还是搞投资

做生意，都不可能今天投入，明天或后天就得到回报。 

这就是业运作的法则。以下继续讨论业是如何运作的。 

 

五、业的分类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学习业的分类来了解业的运作。 

一种业： 

思即是业。 

佛陀说：“我说思即是业(Cetanàhaü kammaü vadàmi)。”

以心所来说，只有一种心所——思——才能称为业。 

 

两种业： 

１.善业(kusala kamma)——由善思造作的。 

２.不善业(akusala kamma)——由不善思造作的。 

除了善业与不善业之外，还有没有第三种业？例如无记

业？我们复习一下心的分类就会有答案。心依本性可以分为

四类：1.不善心，2.善心，3.果报心(vipàkacitta)，4.唯作

心(kiriyàcitta)。其中，不善心与善心都能造业，果报心与唯

作心都属于无记(abyàkata)，不能造业。因为果报心是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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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由过去所造之业成熟的心，纯粹只是承受、体验，其本

身不能造业，所以不能说果报心是业。唯作心也纯粹只是做，

而不会留下任何业的痕迹，所以也不能称为业。因此，果报

心和唯作心都是无记，不能叫做业。 

心也可以分为三种：善心、不善心和无记心。假如非要

把无记心里的思也算作业的话，则也可以称为无记业。所以，

正确的说法是：心有善心、不善心和无记心三种，但业却只

有善业和不善业两种。 

 

三种业： 

１.身业(kàyakamma)； 

２.语业(vacãkamma)； 

３.意业(manokamma)。 

身业是通过身门所造作的行为，语业是通过语言所造作

的行为，意业是通过心念所造作的行为。换言之，身业是通

过身表(kàyavi¤¤atti)表达出来的善或不善思，语业是通过语

表(vacãvi¤¤atti)表达出来的善或不善思，意业是呈现在意门

里的善或不善思。这三种业是通过所表现的门来说的。 

这三业当中，哪种业最重？ 

意业最重！ 

佛陀在世时，有一种裸体外道叫耆那教(Jainism)。他们

认为三业当中身业最重，即造作身体行为的果报最重，但佛

陀说意业为最重。为什么呢？因为有些行为并没有动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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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行为是不构成业的。但是，当你极度憎恨一个人时，尽管

还没有付诸身体的行动或通过语言的表达，但你在心里已经

造了很强的业。例如一个人想杀死自己的仇人，但是找不到

机会，尽管如此，他已经造了业。所以说，身业与语业唯有

在意业（思，即动机）的操纵下才构成业。善业、不善业都

一样。没有思的主导，只是身体行动或语言将不能造业。然

而，即使没有身或语的表达，纯粹的意念也是造业。 

正如佛陀在《法句》第 1颂中说： 

ßManopubbaõgamà dhammà, manoseññhà manomayà; 

manasà ce paduññhena, bhàsati và karoti và; 

tato naü dukkhamanveti, cakkaüva vahato padaü.û 

“诸法意先行，意主意生成； 

若以邪恶意，或说或行动， 

如此苦随彼，如轮随兽足。”(Dhp.1) 

对于受蕴、想蕴、行蕴三种名蕴，意（心识）走在它们

的前面。意是它们的主人、首领，唯有意才能完成造业。如

果一个人拥有贪婪等三种意恶行，才会说出虚妄语等四种恶

语，或者造作杀生等三种身体的恶行。当他所做的这些身语

意三种恶业成熟，堕落四恶趣或投生为暗愚之人等的痛苦将

会跟随着他，犹如牛车的轮子紧跟随着牛的脚印一样。 

佛陀又在第 2颂中说：  

ßManopubbaõgamà dhammà, manoseññhà manomayà; 

manasà ce pasannena, bhàsati và karoti v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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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o naü sukhamanveti, chàyàva anapàyinã.û 

 “诸法意先行，意主意生成； 

若以清净意，或说或行动， 

如此乐随彼，如影随于形。”(Dhp.2) 

对于受、想、行三种名蕴，意（心识）走在它们的前面。

意是它们的主人、首领，唯有意才能完成造业。如果一个人

拥有无贪等三种意善行，以此意行而造作四种语善行和三种

身善行。当他所做的这些身语意三种善业成熟，就能投生到

天人善趣。善业能带来快乐，犹如影子紧跟着身形一样。 

因此在三业当中，意业是最重要的。 

 

四种业： 

业可以依产生的作用、成熟的时间、成熟之地和成熟的

先后顺序而分为四类，每一类又各分为四种，因此共有 16

种业。 

图表 2：四类四种业总览 
 依产生的作用 依成熟的顺序 依成熟的时间 依成熟之地 

1 令生业 重业 现法受业 不善业 

2 支持业 惯行业 次生受业 欲界善业 

3 阻碍业 近死业 后后受业 色界善业 

4 毁坏业 已作业 无效业 无色界善业 

 

业的四分法涉及到业的具体运作，这将在下一讲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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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讲 业的运作（一） 

一、依产生的作用 

业依产生的作用可分为四种： 

第一，令生业(janaka kamma)——能够在结生时及生

命期间产生果报名法与业生色的善或不善思。 

能够带来结生、使一个有情投生到某一界，例如投生为

人、天人、畜生、地狱的业称为“令生业”。在所有业当中，

令生业是最重要的，因为令生业可以决定、左右有情一整期

的生命。 

 

第二，支持业(upatthambaka kamma)——没有机会成

熟以产生结生的业，但它能支助令生业，延长其产生的乐报

或苦报，或者支助令生业产生的五蕴。 

有些由过去所造作的业虽然没有机会在临终时带来结

生，但是它能在生命期间持续成熟，使有情继续承受乐报或

苦报，这种业称为“支持业”。 

支持业的特点——好的越好，坏的越坏。正如“锦上添

花”般，它能支持好的令生业，使其变得更好；又如“落井

下石”般，它能让恶趣有情的生命变得更加糟糕。例如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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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由于一种善业而投生为人，那些没有在前一世临终时成

熟的善业就成为今生好的支持业，使他健康长寿、丰衣足食、

富贵绵延等。然而，当不善的令生业带来病痛时，其他的不

善业也可能在此时成熟并支助它，使他医药无效、病痛加剧

等等，正如古人说的“屋漏偏逢连夜雨”。 

 

第三，阻碍业(upapãëaka kamma)——这种业也是没有

机会成熟以产生结生的业，但它能阻碍令生业，缩短其产生

的乐报或苦报，或对抗其产生的果报。 

例如一个有情由于善的令生业而投生为人，那么不善的

阻碍业可以使他下贱、多病、钱财损失、亲友离散等。又或

者本来令生业可以使他投生为高贵的人，但由于阻碍业的影

响，而使他投生到低等或下贱的家庭；本来令生业可以使他

投生为健康长寿的人，但是由于不善阻碍业的影响，而使他

投生为多病的人。 

阻碍业在生命期间也会持续发挥作用，比如很辛苦地工

作，将要发工资的时候老板却卷款逃走而拿不到工资，或者

钱财经常被偷；或者亲友离散，不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或是经常生病，父母早逝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是由于不

善的阻碍业在产生作用，而使他体验到不好的结果。 

相反地，一个有情由于不善的令生业投生为狗。投生为

狗是不善果报，但它的阻碍业则是善业。尽管令生业让它堕

落恶趣、投生为狗，但是善的阻碍业可使它获得美食、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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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医疗等。有些宠物狗才打了几个喷嚏，它的主人就急

忙带它看兽医。 

这种由不善的令生业带来结生的有情，其阻碍业反而是

善业，因为善业的果报才能阻碍不善的令生业带来的苦报。

反之，对于善的令生业来说，不善业才成为阻碍业。 

善业使一个有情投生为人，这种业属于令生业，然后支

持业可使他身体健康、富有、家庭和睦等等。但如果不善业

成熟使一个有情投生为狗，那么它的支持业就是不善业。这

些不善业在它的生命期间成熟，使它经常得不到食物，或者

皮肤溃烂、长满虫子、遭受痛苦等，这些不善的支持业只会

使它更加痛苦，甚至持续它的寿命来延长痛苦。 

阻碍业和支持业都与令生业有关。如果令生业是善的，

那么支持业也是善的，而阻碍业则是不善业。如果令生业是

不善的，那么支持业也是不善的，而阻碍业反而是善业。可

见，阻碍业与令生业是一种反作用的关系。 

 

第四，毁坏业(upaghàtaka kamma)——能中止其他较

弱之业的善或不善业，不让它继续产生果报，从而引生自己

的果报。 

毁坏业能够使原先较弱的善业或不善业中断，从而使其

他的业有机会成熟并带来其果报。毁坏业产生作用时，常常

表现为发生意外，例如一个人原来的寿命有 90 岁，但是他

在 60 多岁时发生意外死去，这是由于毁坏业在发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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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现象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 

善的令生业使有情投生为人，有些人丰衣足食，住豪宅、

开名车、穿名牌衣裳，这些是他的支持业。但是人生有浮沉，

人不可能一辈子都一帆风顺、飞黄腾达，总会出现一些波折。

当他遭遇困境时，例如碰上金融危机，公司亏了大本，财产

遭到损失，这是阻碍业成熟。不但事业受阻，连太太也吵着

要离婚，这也是阻碍业。当他飞黄腾达的时候，亲戚朋友、

同僚下属都来奉承巴结，此时好的变得更好，这是支持业。

一旦贫困潦倒，面临破产的时候，往往是“福无双至，祸不

单行”，倒霉事接踵而来，这是阻碍业在产生作用。有些人

会损失钱财，或者生病，有些人则不能安享天年。现代社会

发生意外的频率很高，车祸、工业意外等都能使一个人飞来

横祸，导致他的生命提前终结。这些都是由于他的毁坏业在

产生作用。 

在这四种业当中，令生业是最主要的。哪怕在临终时成

熟的只是一种业，只要它能带来结生，这种令生业就能影响

该有情下辈子一整期的生命。例如某种令生业使某有情投生

为人，他一辈子都是人，而且是男人就是男人，是女人就是

女人；是白种人就是白种人，是黄种人就是黄种人；如果投

生为畜生，一辈子都是畜生，是猪就是猪，是狗就是狗，几

乎没有改变的馀地。除非是因这种令生业耗尽而死亡，或者

有强力的毁坏业中断该生命，否则，这种令生业一直都在发

挥着其主要作用。犹如在一幅有底色的布或纸上作画，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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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上什么颜色，都会受到底色的影响。同样地，尽管数不清

的支持业和阻碍业在一生当中持续不断地成熟，但它们也只

是在令生业的大前提下发挥其各自的作用而已。 

 

迭瓦达德的故事 

下面以迭瓦达德(Devadatta)的故事为例，来说明令生

业、支持业、阻碍业和毁坏业。 

Devadatta 的意思是天授、天赐，古代音译为提婆达多、

提婆达兜或调达。迭瓦达德出身于王族家庭，自小养尊处优。

他比悉达多太子小几岁，他的姐姐是悉达多太子的王妃——

亚寿塔拉(Yasodharà)。悉达多太子觉悟成佛后的第二年，首

次回释迦国探亲，当时的迭瓦达德还很年轻，他和几位释迦

族王子跋帝亚 (Bhaddiya)、阿奴卢特 (Anuruddha)、阿难

(ânanda)、跋谷(Bhagu)、金比喇(Kimbila)，还有理发匠伍巴

离(Upàli)一起追随佛陀出家。他们出家之后都精进地禅修，

在第一个雨安居(vassa)期间，跋帝亚尊者证得了三明，阿奴

卢特尊者成就了天眼，阿难尊者则在听闻本那·满答尼子

(Puõõamantàõiputta)尊者说法时证得入流果。虽然迭瓦达德

在那个雨安居中没有证得任何的圣道圣果，但是他也证得了

凡夫的五神通：1.神变通或如意通，2.天耳通，3.他心通，

4.宿命通，5.天眼通。唯有最重要的漏尽通没有证得。 

拥有凡夫的神通之后，他继续在僧团中过着清净的梵行

生活，也很努力学习圣典和精进修行。就这样度过了三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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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迭瓦达德已经是大长老，可还是没有其他更上的成就。 

有一天，他心里生起一个坏念头：“沙利子(Sàriputta)

有很多徒众，摩嘎蓝(Moggallàna)有很多徒众，马哈咖沙巴

(Mahàkassapa)也有很多徒众，他们每个人都是领导，我也

要做一个领导。但是，如果没有供养就不会有人要来跟我，

就让我想办法弄些供养来。”他想到现在马格特国(Magadha)

的未生怨王子(Ajàtasattu)，这位王子很有前途，因为他将会

继承父亲宾比萨勒(Bimbisàra)王而成为当时最强的一国领

袖，于是他开始盘算着如何博取未生怨王子的信心。 

一天，迭瓦达德带上衣钵，走进王宫并来到王子的寝室，

隐去自己的本形，变成一个青年。这个青年身上缠着三条蛇，

出现在未生怨王子的膝盖上。未生怨王子看到这个腰、头、

脖子都缠着毒蛇的青年，感到非常恐惧害怕。 

迭瓦达德问：“王子，你害怕我吗？” 

王子说：“是啊，我是很害怕，你是谁？” 

他说：“我是迭瓦达德。” 

王子说：“尊者，既然你是圣尊迭瓦达德，那请你现出

自己的本形吧！” 

于是，迭瓦达德隐去神通，现出他的本形，拿着钵和衣

站在王子面前。于是未生怨王子对迭瓦达德的神通产生很强

的信心，每天早晚都用五百辆车的食物运去供养迭瓦达德。

从此，迭瓦达德有了很多随从。 

迭瓦达德的心被名闻利养占据之后，他生起这样的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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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我要领导比库僧团！”在他产生这个恶念的那刻，他的

神通也消失了。 

有一天，佛陀正坐在大众中说法，宾比萨勒国王也在场。

当时，迭瓦达德从座位上站起来，只是合着掌对佛陀说：“尊

者，现在跋格瓦 1已经年老了，已经年迈了，年岁已高了。

尊者，跋格瓦现在也该退休了，也该致力于现法乐住而住了，

请把比库僧团交给我，我将会领导比库僧团！” 

佛陀说：“够了，迭瓦达德，你不要想领导比库僧团！” 

迭瓦达德第二次这样请求，佛陀又拒绝了他。第三次他

还是这样请求，佛陀毫不客气地回绝：“迭瓦达德，即使是

沙利子和摩嘎蓝，我都不会把比库僧团交给他们，更何况是

你这个低贱的吃唾液者 2！” 

迭瓦达德本身也是出身王族，他很傲慢，以前又有神通。

他心想：“跋格瓦竟然在国王也在场的大众面前用吃唾液者

的话来贬斥我，还抬举沙利子和摩嘎蓝。”于是他怀恨在心，

准备杀死佛陀。 

当迭瓦达德离开后，佛陀对沙利子尊者说：“沙利子，

你到王舍城去揭发迭瓦达德，说：‘以前迭瓦达德的本性和

现在的本性不同。无论是迭瓦达德所作的行为和语言，都不

代表佛陀、法或僧，只代表迭瓦达德自己。’”也就是说，从

                                                 
1 跋格瓦：巴利语 bhagavà 音译，有尊师、尊敬、功德殊胜、具祥瑞

者等多种含义，是巴利圣典中最常用的佛陀德号。北传意译为世尊。 
2 吃唾液者 (kheëàsakkassa)：通过邪命方式所获得的供养就像被圣者

们吐出来的口水一样，跋格瓦说吞咽像这样的供养为吃唾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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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后他的一切言行都和佛法僧无关！ 

由于迭瓦达德此前的品行尚佳，他在僧团中还是很受尊

重的，这使沙利子尊者感到很为难，他说：“跋格瓦！以前

我在王舍城称赞迭瓦达德说：‘果底子(Godhiputta，即迭瓦

达德)有大神通，果底子有大威力。’尊者，您叫我如何在王

舍城揭发迭瓦达德呢？” 

佛陀反问他：“沙利子，你在王舍城对迭瓦达德的称赞

是不是真实的？” 

他回答说：“是的！尊者。” 

“同样地，沙利子，你在王舍城也只是照实去揭发迭瓦

达德。” 

于是，沙利子带领着许多比库一起进入王舍城揭发迭瓦

达德：“以前迭瓦达德的本性和现在的本性不同。无论是迭

瓦达德所作的行为和语言，都不代表佛陀、法或僧，只代表

迭瓦达德自己。” 

出于对迭瓦达德本性的了解，跋格瓦知道他决不会就此

善罢甘休。 

迭瓦达德毕竟是一个很有政治才能的阴谋家和野心家。

想要杀死佛陀，必须先断除佛陀的外护。当时的国王宾比萨

勒是佛陀的得力在家弟子和热心护持者，他自然就成为迭瓦

达德弑佛的最大障碍和心腹之患。于是，一场“借刀杀人”

和“釜底抽薪”的宫廷政变和历史悲剧正在他的策划和导演

之下逐渐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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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瓦达德来到王宫，教唆未生怨王子杀死他的父亲后做

国王，而他则杀死跋格瓦后做佛陀。 

于是，王子在迭瓦达德的教唆下，把匕首绑在腿上，潜

入国王寝宫企图刺杀国王，可是在寝宫门口被侍卫发现并把

他抓住。宾比萨勒王知道他想做国王后，就把王位让给了他。 

迭瓦达德还是不肯罢休，他来到王宫，对未生怨王说：

“你就好像把一头豺狼抓进蒙了皮的鼓里的人一样，想得那

么轻松。过不了几天，当你的父亲想起你曾经对他所做的不

敬时，他就会把自己的王位再夺回来。” 

于是未生怨王按照迭瓦达德的诡计，把老国王关进专门

熏烤犯人的烤牢(tàpanageha)，直到把他的父亲活活折磨死。 

迭瓦达德见到自己的心腹大患被除掉之后，又要未生怨

王派人刺杀佛陀。于是，未生怨王唤来杀手说：“你们听从

圣尊迭瓦达德的命令行事。” 

迭瓦达德首先指使一个身体魁梧的杀手说：“朋友，去，

沙门果德玛住在某某地方，你杀死他之后从这条道路过来。” 

当这人离开后，他又命令另外两个人：“当你们看到有

一个人从这条道路走过来时，杀死他之后从这条道路过来。” 

等那两个人走了之后，他又命令另外四个人：“当你们

看到有两个人从这条道路走过来时，杀死他们之后从这条道

路过来。”之后他又命令另外八个人和十六个人，想通过这

样的方法杀人灭口，毁灭证据。 

可是由于佛陀的威德，这些杀手见到佛陀，不仅下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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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而且都放下屠刀，听闻佛陀说法成为佛陀的弟子，并且

都证得了入流果。 

迭瓦达德知道自己的阴谋失败了，于是决定亲自动手。 

有一天，迭瓦达德爬上鹫峰山(Gijjhakåña)，趁着佛陀在

山下的阴影处经行时，把一块大石头往下推，他企图用这块

大石头砸死佛陀。然而，这块大石头滚到半山腰时，正好被

两块岩石卡住。但还是有一块碎石从那里弹出，正好把如来

的脚砸伤了并导致出血。后来名医基瓦(Jãvaka)帮佛陀消除

伤口的瘀血并做治疗。 

当时，佛陀抬头望着山顶上的迭瓦达德说：“愚人，你

多做非福，你以恶心、杀心出如来之血！”并对比库们说：

“诸比库，这是迭瓦达德所造下的第一种无间业，即以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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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心出如来之血。” 

这是佛教史上有名的“出佛身血”（五无间罪之一）。在

我们佛陀的教法中，只有迭瓦达德一个人曾经造过这样的恶

业。 

迭瓦达德第二次刺杀跋格瓦不成，又心生一计。当时，

在王舍城有一头名叫那喇笈利(Nàëàgiri)的凶暴的杀人大象。

迭瓦达德叫象倌放出那头那喇笈利大象，准备踏杀佛陀。 

佛陀在清晨穿好衣，拿着钵，和许多比库一起进入王舍

城托钵时，象倌看到跋格瓦从远处走来，于是放出那喇笈利

大象。那头大象看到佛陀从远处走过来，于是高举象鼻、竖

起双耳朝跋格瓦方向冲过去。 

比库们见到大象冲过来，纷纷劝佛陀避退，但佛陀当然



阿毗达摩讲要(下) 

28 

不会惧怕。佛陀向这头大象散播慈心，结果这头大象被跋格

瓦的慈心所遍满时，放下鼻子，慢慢走到佛陀面前站着。跋

格瓦伸出右手抚摸那喇笈利大象的脸瘤说了两首偈颂。那喇

笈利大象用鼻子吸佛陀脚上的灰尘撒在自己头上，然后匍匐

着退后，一直到看不见跋格瓦为止。 

佛陀用慈心调伏这头那喇笈利大象，再次挫败了迭瓦达

德的阴谋。 

迭瓦达德虽然作恶多端，但毕竟还没有还俗，仍然还是

一个比库。他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纠合同党果咖离格

(Kokàlika)、咖得摩勒格帝思格(Kañamorakatissaka)、堪德王

后之子萨母德达德(Khaõóadeviyàputta Samuddadatta)，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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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佛陀作破僧、破轮 3。他说： 

“贤友们，我们到沙门果德玛跟前请求五件事：‘尊者，

跋格瓦以无数方便赞叹少欲、知足、减损、头陀、净信、损

减与精进勤勉。尊者，这五件事能以无数方便导向少欲、知

足、减损、头陀、净信、损减与精进勤勉。萨度！尊者， 

1.比库终生应该为林野住者。若进入村中者，即犯其罪。 

2.终生应该为集食者。若接受邀请者，即犯其罪。 

3.终生应该为尘堆衣者。若接受居士[供养]之衣者，即

犯其罪。 

4.终生应该为树下住者。若住在盖屋（有屋顶的住所）

者，即犯其罪。 

5.终生不得吃鱼、肉。若吃鱼、肉者，即犯其罪。 

沙门果德玛将不会同意这五件事，我们就可以用这五件

事让人们信服。” 

于是，他们一伙来到佛陀面前，向跋格瓦提出这五件事。

佛陀当然不会同意这五件事，说：“够了！迭瓦达德。随其

意欲成为林野住者，随其意欲住在村庄；随其意欲为集食者，

随其意欲接受居士的邀请；随其意欲为尘堆衣者，随其意欲

接受居士供养之衣。迭瓦达德，我允许八个月以树下为住

处 4，以及三际清净的鱼和肉，即不见、不闻和不疑。” 

                                                 
3 破僧(saïghabheda)：分裂比库僧团。破轮(cakkabheda)：破坏称为

“威令”(àõàbheda)的戒律。 
4 依照戒律，雨季的四个月必须住在屋檐下，不能在露天、树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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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瓦达德提出的这五件事被称为“邪法、邪律”

(uddhammaü ubbinayaü)。其中前面四条也属于佛陀赞叹的

头陀支，但是佛陀并没有把它们硬性规定为戒律，所以，即

使不实行也不会犯戒。对于第五条，“鱼”(maccha)是指鱼

虾等各种水生动物，“肉”(maüsaü)是指飞禽走兽的肉。只

要这些肉食并不是比库们见到、听到或怀疑专为比库们宰杀

的，它就是清净的(parisuddhaü)，佛陀并没有禁止。因为比

库的生活必须依靠施主们的供养，施主供养什么，比库只能

接受什么。所以，佛陀在世时，也有许多比库把前面的四条

当作头陀支来实行，只有第五条“不食鱼、肉”才是迭瓦达

德“邪法邪律”的特色。5 

当时，迭瓦达德对跋格瓦拒绝这五事感到满心欢喜，和

党羽们得意洋洋地离去，并到王舍城向大众宣布，他们提出

的“少欲知足”的五事遭到跋格瓦拒绝，但他们却遵行。有

些无信、无知的愚人赞叹他们行头陀、生活简朴，反而责备

佛陀生活奢华。但是有信心的智者们则纷纷谴责他们企图分

裂僧团。 

到了诵戒日，迭瓦达德当众宣布要遵行这五事，让僧众

以取筹的方式表示认同。据说当时竟然有五百个刚出家的韦

                                                                                                        
雨安居。 
5 虽然现在有许多上座部比库也是素食者，但那只是基于慈悲、健

康或卫生的原因。大部分上座部比库都是杂食的，没有任何上座部

僧团或长老会把素食规定为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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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离瓦基子比库取筹接受了这五事，并跟着迭瓦达德到嘎亚

(Gayà)的象头山 6另立僧团。佛教史上的第一次僧团分裂就

是由迭瓦达德制造的。7 

后来，由于两位上首弟子沙利子和摩嘎蓝尊者的努力，

那些误入歧途的比库又回到了跋格瓦的身边。 

迭瓦达德的阴谋再一次失败后，当场气得口吐热血。在

卧床九个月后，迭瓦达德心中充满悔恨，他想见佛陀。可是

由于作恶多端，当他来到揭德林的莲花池旁边时，大地裂开，

他直接堕落到无间地狱(Avãci niraya)去。这些在《律藏·小

品·破僧篇》里有详细记载。 

迭瓦达德的故事可以说明四种业。 

迭瓦达德生逢佛世，而且投生到释迦王族家庭，有机会

亲近佛陀，这是令生业，而且是善的令生业。他的令生业是

三因善业，因为他有能力成就神通，成就神通的基础必须拥

有八定，能证得禅定的人一定是三因结生者。其实他是一个

天生资质很不错的人，但是当他产生想要统领僧团的野心

时，神通就失去了。 

同时，他的支持业使他从小养尊处优，倍受呵护，受到

良好的教育。出家达上之后，也得到比库们的尊重。 

                                                 
6
 象头山是佛陀教导《一切燃烧经》的地方。 

7
 如果僧团内部因为意见不合而发生争吵，只称为僧争(saïgharàji)。
只有在同一住处、同一界场内的比库僧团分成两派，双方人数都达

到四人或以上者，才构成破僧(saïghabheda)。(Cv.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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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佛陀吩咐沙利子尊者到王舍城揭发他时，其阻碍业即

开始生效。不久，迭瓦达德变得臭名昭著，供养和恭敬也都

消失了。 

由于分裂僧团的极重恶业，导致他堕落到无间地狱中，

这是他的毁坏业。 

以上通过迭瓦达德的故事，说明了令生业、支持业、阻

碍业和毁坏业对一个人的影响。 

 

二、依成熟的顺序 

业依成熟的顺序来分也有四种，分别是： 

１.重业(garuka kamma)； 

２.惯行业(àciõõa kamma)； 

３.近死业(àsanna kamma)； 

４.已作业(kañattà kamma)。 

这里的“成熟”特指一个众生临终时，首先成熟并使他

投生的业。首先成熟的是重业，如果没有重业，惯行业就会

优先成熟，或者是近死业，如果前面三种业都没有成熟，则

曾经做过的已作业会成熟而带来结生。 

 

第一，重业(garuka kamma) 

重业是指很重的业。重业又可以分为两类：不善重业和

善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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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重业有六种： 

１. 弒母：杀害亲生母亲。 

２. 弒父：杀害亲生父亲。 

３. 弒阿拉汉：杀害完全断尽一切烦恼的阿拉汉圣者。 

４. 出佛身血：恶心使活着的佛陀身上流血。 

５. 分裂僧团：分裂和合的僧团。 

６. 定邪见：否定轮回或业报的顽固邪见。 

这里的“定”是决定性的，意即顽固的、固执的。“邪

见”特指断灭见，即否定因果、否定业报，认为人死了就什

么都没有了，没有过去世、未来世，行善、作恶不会有任何

结果。如果一个人在临终时还不肯放弃这类邪见，称为“定

邪见”。 

前五种业也叫做“五逆罪”或者“五无间罪”，是五种

极重的不善业，因为这五种恶业极重，他的果报是确定的，

下一世必定堕落到地狱。同时，这个人在今生不可能再证得

禅那，更不要说涅槃了。 

例如迭瓦达德造了恶心出佛身血、分裂僧团这两种重恶

业，所以还没有寿终就直接堕入无间地狱。无间地狱以无间

断地受苦而得名。今生不会有任何其他更重的业可以阻碍他

堕入无间地狱，这种恶业必定先成熟。 

还有一个例子是未生怨王，他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后来，佛陀向他开示了《沙门果经》(Sàma¤¤aphala sutta)。

事后佛陀说：“诸比库，这位国王根绝[自己]。诸比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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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国王毁了[自己]。诸比库，假如这位国王没有杀死父亲，

正直、如法之王的生命，他将即于此座中生起远尘离垢之法

眼。”也即是说，假如他没有杀死自己的父王的话，将在这

个座位上听佛陀说法就可以证得入流道果，但是由于他弑父

的恶业，阻碍他不能证悟圣道圣果。 

现在未生怨王在哪里？在地狱中！ 

未生怨王听了佛陀的开示后，他对佛法僧三宝生起强烈

的信心，他的信心是超越一切凡夫的。他极力支持佛教，因

此也造了很多善业，佛陀般涅槃当年举行的第一次圣典结集

就是由他做外护护持的。再者，他向佛陀发露了他的罪过，

从此改变了他残暴的性格，也改变了他的后半生。根据历史

记载，他最后还是被他的儿子伍达亚跋达(Udayabhadda)杀

死。这个王朝一共延续了五代，可每一代国王都是通过弑父

篡位的，或许这也是果报吧！虽然他杀害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造了无间恶业，本来要堕落到无间地狱受极漫长的苦，但由

于他后来亲近如来、皈依三宝，因为佛陀教法的伟大，就像

被判处死刑的人通过交罚金而解脱，他死后只需堕落到“铜

锅地狱”受苦六万年，然后就能从地狱中解脱出来。因为未

生怨王后来造了很强的善业，在很久以后的未来将成为名叫

“胜利”(Vijitàvã)的独觉佛，然后般涅槃。只是由于他杀父

的极重恶业，现在还在地狱里受苦。 

这是造不善重业的另外一个例子。 

在这六种不善业当中，有哪些是现代社会还有可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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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弒母、弒父，还有定邪见！现在报纸新闻时常能看到杀

害父母这一类的报道，那些人既愚痴又很可怜。弒阿拉汉、

出佛身血和分裂僧团现在几乎不可能发生了，因为现在要遇

到一位阿拉汉都很困难，更别说杀害！佛陀已经般涅槃了，

所以也不可能以恶心让佛陀流血。至于分裂僧团，只有在同

一住处、同一界场内的比库僧团分成两派，双方人数都达到

四人或以上，并且分别宣读甘马语(kammavàcà)才有可能造

成分裂，现在也很难发生。但是，定邪见在现代却很普遍。 

 

善的极重业——证得禅那至临终不退失。 

也许有些人会有这样的疑问，证得禅那以后，不是还要

修观吗？修观为什么不是极重的善业？在佛陀的教法中，并

不把修观视为极重的善业。因为修观的目的是为了断除烦

恼，而不是为了投生。此处的善业是指能够导致投生的业，

唯有夹杂着无明、爱、取这些烦恼而造作的业才能够带来投

生。修观并不是为了投生，其目标是为了断除无明、断除爱、

断除取、断除一切烦恼，所以为了断除烦恼的修行称为巴拉

密(pàramã)，即解脱的资粮。这里讲到的禅那是善业，特别

是有一些人成就禅那是为了投生到梵天，或者他们认为禅那

就是解脱，就是至上的清净。这时他的禅那就成为极重的善

业力，使他在临终时没有其他任何小的善业可以与它相提并

论，这个修定得定的人就能投生到梵天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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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黑天的故事 

我们来看看黑天(Kàëadevila)隐士的故事。黑天还有一个

更为人知的名字叫阿西德(Asita)，他是菩萨刚刚出世时帮菩

萨看相的那位隐士。当菩萨出世的时候，这位黑天隐士看到

很多三十三天的天人身穿洁净的衣服，兴高采烈地向沙格天

帝(Sakka devànaminda)祝贺。他好奇地问道： 

“你们为什么这么高兴，以前和阿苏罗打仗，打败了阿

苏罗都没有像现在这么高兴，你们为什么欢呼高兴？” 

他们回答说：“无与伦比的至宝菩萨为了人世间的利益，

已经降生在释迦村的伦比尼地方，所以我们非常高兴。” 

当他听到菩萨降生的消息，立刻到释迦国咖毕勒瓦土城

(Kapilavatthu)见净饭王(Suddhodana)。他看到菩萨具足三十

二大人相、八十种好，知道这位王子今后非同凡响。具足三

十二相的人必定只有两种可能：如果在家的话，他将会成为

转轮王，用法来统治世界的帝王；如果出家的话，他将会成

为拥有一切知智的佛陀。他再细心观察后，他知道这一个小

孩子以后必定出家转动无上的法轮，于是很高兴地笑了，并

且预言说： 

“这是无上者，是两足（人）中的最上者！” 

当他笑了一会儿后又哭了。净饭王看到他老泪纵横的样

子很担心，以为是不是他的这个宝贝儿子有什么不测。黑天

隐士说：“这位王子并不会遇到灾祸，他将证得最高的正觉，

见到究竟清净，转动法轮，怜悯众人。他的梵行将广为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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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在这世上的寿命不长了，在此期间就会死去，不能听到

这位无比的先导者之法，为此我感到伤心难过。”(Sn.3.11)  

黑天隐士证得的最高成就是非想非非想处定，假如他证

得较低的定，例如色界禅那，那他可以投生到色界梵天。色

界梵天人还可以前来听闻佛法，但是他成就的是非想非非想

处定，死后必定只投生到那里，没有选择的馀地。投生到那

里的有情没有耳朵，没办法听闻，该处有情的寿命是八万四

千大劫。一个大劫多久？等于一个太阳系从形成到毁坏的过

程，他要在那里待八万四千大劫那么漫长的时间，没有机会

听闻佛陀说法，所以他老泪纵横。 

 

菩萨禅定老师的故事 

我们的菩萨在出家后，曾拜会两位禅定老师，跟这两位

禅定老师学习禅定，一位叫做阿腊勒·咖喇马(âëàra Kàlàma)

这位禅定老师教他一直修到无所有处定。当他成就无所有处

定时，他已经享受了很寂静、清凉、殊胜的境界，但是他发

现内心的烦恼还是没有被去除掉。于是他明白这种禅定只是

一种内心很高的境界，但还不是真正的解脱，因为不能断烦

恼。于是，他前去拜访另外一位叫做伍德格·拉马子(Udaka 

Ràmaputta)的禅定老师，这位老师又教导他更高的禅定——

非想非非想处定。很快地，我们的悉达多菩萨成就了非想非

非想处定，然而，他发现这种定还是不能断除烦恼。 

此后，菩萨来到伍卢韦勒(Uruvela)苦行林修苦行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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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现苦行也是没有用，只是摧残自己、折磨自己而已，

于是他放弃了苦行，接受苏迦答(Sujàtà)供养的食物，然后

坐在菩提树下。当天晚上，菩萨在初夜时分证得了宿住随念

智(pubbenivàsànussati-¤àõa)，中夜时分证得了有情死生智

(sattànaü cutåpapàta-¤àõa) ， 后 夜 时 分 证 得 了 漏 尽 智

(àsavakkhaya-¤àõa)。这一天相当于阳历 5月的月圆日——韦

萨卡节(Vesàkha)，我们的菩萨证得了无上正自觉，从此成

为佛陀。当他证悟后，享受了 49 天的解脱之乐，后来由于

大梵天萨汉巴帝(Sahampati)的祈请，我们的佛陀才同意宣说

他所证悟的深奥的法。佛陀想：“我首先要向谁说法，他将

能很快地了知此法呢？”他想到此前的两位禅定老师阿腊

勒·咖喇马和伍德格·拉马子。但是很不幸，阿腊勒·咖喇

马在七天前去世，伍德格·拉马子也在前一天晚上去世了。

这两位禅定老师虽然成就了很高的禅定，但是他们没得选

择，死后分别投生到无所有处天和非想非非想处天。 

为什么他们没得选择呢？因为在佛陀的教法时期之外，

还是有人能够证得禅那，有人能够证得很高的禅定，但是他

们不明白缘起，不明白业还需要有无明(avijjà)、爱(taõhà)、

取(upàdàna)的支助才能够导致投生，他们认为高深的定境就

是解脱，所以他们别无选择，死后只能随着自己极重的善业

投生到和他所成就的最高之定相应的地方。 

佛陀发现了投生的规律，并把它宣说出来。我们可以放

心地依照佛陀教导的法来实践。根据佛陀的教导，如果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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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缘起，明白了业果法则，即使证得禅那和无色界定，我们

还是可以自己选择投生的去处。发现投生法则并不是我们自

己的能力，而是佛陀教导给我们的。 

现在有很多禅修者也证得了禅那。一般而言，修到缘起

的禅修者通常都拥有八定，即四种色界禅那和四种无色定。

在他们准备修缘起时，可以选择要投生的去处。可选择下一

世继续投生为人，或者投生为欲界天人、梵天人。我们依照

佛陀的教法可以做这样选择，但是那些不懂佛法的苦行僧就

没有这种选择，他们只能随着自己的业去投生。 

这是极重的善业(garuka kusala kamma)。 

如果我们没有证得禅那，那么还不算是极重的善业。但

是如果懂得选择的话，这种重善业也并非必定导致投生的。

我们可以把这种重善业作为定觉支(samàdhisambojjhaïga)，

以禅定作为证悟正觉的因素、条件，所以修定的目的不是为

了投生到梵天界，而是为了觉悟，所以称为定觉支。 

 

第二，惯行业(àciõõa kamma) 

惯行业是指经常造作的善或恶的行为。 

善的惯行业 

âciõõa 的意思是习惯、惯行。习惯的养成并非一天两

天或者偶尔为之，而是经常地做，长期形成的。例如经常到

寺院里服务、供养僧团、乐善好施，或者听闻佛法、持戒、

禅修等等。由于经常地做、反复地做，就能养成习惯，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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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某些习惯，慢慢就会形成性格。我们常会提及某人的性

格如何，性格其实就是若干行为的总和。如果我们经常行善

做好事，这些反复做的善行就会形成好习惯，于是行善也就

变成很自然的思惟模式和行为方式了。反之，一个人经常为

非作歹，形成坏习惯，于是作恶就变成他的思惟模式和行为

方式了。以上即所谓“习惯成自然”。这些习惯性造作的行

为在名色相续流中形成的潜在力量叫做惯行业。 

惯行业可以在临终的时候优先成熟而带来结生。 

 

昙弥格居士的故事 

昙弥格居士(Dhammika upàsaka)是佛陀在世时的一位

近事男，他是沙瓦提城(Sàvatthã)众多居士的长者。昙弥格居

士生有七个儿子，七个女儿，一家人都乐善好施，经常供养、

服务僧团，也持戒、禅修，修习止观一直到证得初果。他不

仅自己好乐布施、持戒、禅修，还经常和家人、朋友一起布

施、持戒、禅修，造了很多强力的善业。 

一天，昙弥格居士得了一场病，卧床不起，自知寿命将

要结束了。那时他想听闻佛法，吩咐他的亲戚到寺院去请佛

陀派八位或十六位比库来向他说法，于是佛陀派那些比库来

到他跟前，围绕着他的病榻坐在准备好了的座位上。 

昙弥格居士请求说：“尊者们，我以后将很难再见到你

们了，我现在极虚弱，请为我诵一篇经吧！” 

那些比库问昙弥格居士：“近事男，你想听哪一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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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想听一切诸佛都不捨弃的《念处经》

(Satipaññhàna sutta)！”因为佛陀在这篇经中教导了 21种禅修

业处，特别是指导如何修观。于是那些比库开始念诵这篇经

文。 

那个时候，从天界来了六辆装饰华丽、由许多天马拉着

的巨大天车，坐在天车里的天人们都来到他的跟前说：“我

们带领你到我们的天界，我们带领你到我们的天界！犹如打

破陶罐拿金瓶，到我们天界享乐而投生来这里吧！到我们天

界享乐而投生来这里吧！” 

天人们都争着想请昙弥格居士投生到他们的天界，但昙

弥格居士不想他们干扰自己闻法，于是说：“你们等一等！

你们等一等！” 

那些比库们听他这么说，误认为居士中断他们诵经，于

是停止诵经，默然坐着。 

因为昙弥格居士即将命终了，所以这些天界的影像是他

临终时出现的趣相(gati-nimitta)，即他将要投生之处的趣相。

但其他人都看不见这些景象，所以昙弥格居士的儿女们想：

“以前我们的父亲在听闻佛法时总是不会满足，但现在请了

比库们前来诵经却自己中断它，看来没有人是不害怕死亡

的。”他们误以为父亲在临终时神智混乱而伤心地痛哭起来。

那些比库见到这种场面，看来经也诵不成了，于是从座位上

起来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昙弥格居士回过神来，发现比库们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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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们都在哭泣，问道：“你们为什么在哭？” 

他们回答说：“亲爱的，您邀请比库们前来诵经却自己

中断它，于是我们想‘看来没有人是不害怕死的’而伤心哭

泣啊！” 

“那些尊者在哪里呢？” 

“他们看到既然经诵不成就离开了，亲爱的！” 

“但我并没有对尊者们说什么呀！” 

“那您在和谁一起说话？” 

“从六种天界来的天人带着六辆盛装的天车站在空中

发出这样的声音：‘我们天界很快乐！我们天界很快乐！’我

在和他们说话。” 

“亲爱的，哪里有天车呀？我们都看不见。” 

“那有没有我结的花环呢？” 

“有的，亲爱的！” 

“哪个天界最快乐？” 

“一切菩萨和诸佛父母居住的喜足天界(Tusitabhavana)

是最快乐的，亲爱的！” 

“那你们拿着花环发愿说：‘愿它挂在从喜足天界来的

天车上！’然后投掷上去。” 

于是他们发愿后把花环往空中一抛，那串花环落在从喜

足天界来的那辆天车上并挂在空中。当时在场的大众都只见

到花环，但看不见那辆车。 

昙弥格居士说：“你们看见那串花环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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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们看见了！” 

“它挂在从喜足天界来的天车上。我要去喜足天界了，

你们不用担心我。如果你们想投生到我跟前，也要像我一直

以来那样多做福德。”说完便命终了，登上那辆天车，投生

到喜足天界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昙弥格居士经常做布施、持戒等种

种善行，这种善的惯行业在临终时成熟并带来果报，使他投

生到天界。 

那些比库们回到寺院后问佛陀，昙弥格居士往生到哪

里。佛陀告诉他们，昙弥格居士往生到喜足天界。比库们奇

怪地问：“尊者，他现世在这里的亲族之间享乐，从这里走

后还能投生到快乐的地方？” 

佛陀肯定地说：“是的，诸比库，不放逸的在家人或出

家人在一切处都快乐！”(Dhp.A.16) 

这是一个因惯行业成就而投生到天界的例子。 

 

恶的惯行业 

经常做的恶业、不善业。例如经常杀生、习惯偷盗、玩

弄异性、沉迷赌博等等。作恶本身就是不善业、恶业，经常

这样做并已养成习惯就形成惯行业。例如故意模仿口吃的人

说话结结巴巴，可能过不了多久就会说话结结巴巴。好的习

惯难养成，坏的习惯却很容易形成。一个人有了坏的行为习

惯，在他临终时，由于心力很弱、意志很弱，正念也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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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习惯的力量、恶的业力就会占上风，获得优先成熟的机会，

使他堕落到恶趣。 

 

屠夫准得的故事 

准得屠夫(Cundasåkarika)住在王舍城的竹林(Veëuvana)

附近，他为了维持生计而从事杀猪行业，把猪屠宰后用来吃

和拿去卖。他有一个恶习，喜欢在杀猪前虐待那些猪。例如

为了让猪肉看上去比较肥大结实，他先把猪绑在木桩上，再

用四方形的棍子殴打。又如他用棍子把猪嘴巴撑开，把沸腾

的开水倒进去，开水进入肚子并变成热粪从肛门冲出，只要

还有少许粪便他就不罢手。他还把剩馀的开水倒在猪背上使

黑皮剥落。他用干草火把猪毛烧掉后，再用利刀把猪头砍下，

用盆子装流出来的血，把肉混了血后煮来吃，剩下的拿去卖

掉。他以这样的方式过日子超过五十五年。虽然佛陀就住在

附近的竹林，但准得却是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从来不曾布

施过哪怕一枝花、一勺饭，也不曾做过任何的善业福德。 

有一天，准得得了一种怪病，全身就像以前烫猪时所造

的业一样炽热难耐，在家中发出像猪一样的号叫，膝盖着地

到处乱爬。他的家里人把他牢牢抓住后封他的嘴巴，但业报

的成熟是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得了的，他依然号叫和到处乱

爬，附近七户人家都被吵得不能睡好觉。出于对死亡的恐惧，

他的家人为了阻止他跑到外面，把所有的家门都锁住了。他

就这样在屋子里像被地狱之火燃烧一样，连续号叫和乱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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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在第八天死后堕落到无间地狱中。 

当时住在竹林的比库们经过他家门时听到了号叫声，以

为那是猪的号叫，回到寺院后问佛陀：“尊者，屠夫准得的

家门紧闭，发出杀猪的声音到今天已经第七天了，他家是不

是要准备什么宴会？尊者，他在杀猪时连一丁点的慈心或悲

心都没有，我们以前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残酷、暴戾的人！” 

佛陀解释说：“诸比库，他在这七天中并不是杀猪，而

是他以前所做的恶业的果报已经成熟了，他命终后将堕落到

无间大地狱中。他这样被燃烧了七天，发出猪一般的号叫，

在家中乱爬，今天死后就投生到无间地狱中去。” 

比库们说：“尊者，在今世这样悲哀后还要投生到更悲

哀的地方。”佛陀肯定地说：“是的，诸比库，放逸的在家人

或出家人在两处都悲哀！”(Dhp.A.15) 

这是一个因经常造作恶的惯行业而堕入地狱的例子。 

 

因此，佛陀在《法句》第 15-16 偈中说： 

ßIdha socati pecca socati, pàpakàrã ubhayattha socati; 
So socati so viha¤¤ati, disvà kammakiliññhamattano. 
Idha modati pecca modati, katapu¤¤o ubhayattha modati; 
So modati so pamodati, disvà kammavisuddhimattano.û 
“此悲死后悲，作恶两处悲； 
见自业污染，他悲他苦恼。 
此喜死后喜，作福两处喜； 
见自业清净，他喜他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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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在这一世他感到很悲伤、悲痛，死后更加悲痛，

作恶的人在今世和后世都感到悲痛。他在今世看到自己造了

恶业而感到悲痛、苦恼，临终时感到后悔、懊恼。由于恶果

报的成熟，死后他在下一生会更加悲哀、痛苦。 

他今生欢喜，死后也欢喜、快乐，经常造功德福业的人

在今生和后世都很快乐。今生他见到自己的行为清净、所做

的功德福业成就而问心无愧，感到满意、快乐。由于善果报

的成熟，死后他在下一生会更加快乐与喜悦。 

造恶的人往往很胆小，经常疑神疑鬼，怕这怕那。俗话

说：“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身正不怕影斜。”

我们经常做善事的话，即使在今生也都能得到快乐的福报、

果报。做善事并非希望他人回报，而是因为我们做了好事，

内心会感到满意、快乐，或者叫做“助人为乐”吧！当这些

善业成熟时，所带来的果报能让我们体验到更加殊胜的快

乐。 

反观那些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取钱财名利的人，几乎没有

一个是真正快乐的。虽然他们都希望快乐，也在追求快乐，

认为有钱就有快乐，有名有利就有快乐，但是当他们钱财到

手时，是不是就很快乐呢？他们名声显赫时就很满足了吗？

很难说！在金钱和名利背后往往不是快乐，而是担心、害怕、

内疚。而以上这些还是次要的，当所做的这些恶业成熟时，

他将会遭受更大的痛苦，将要承受自己恶业带来的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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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近死业(àsanna kamma) 

近死业也作“临死业”、“临终业”，指在临死前所造下

或忆起的业。 

一个人在临终前所造作的某些业或所想起的业，可以决

定他下一生投生的去处。有些恶人在临死时造了善业，或者

忆念起一些曾经造过的善业，他也有可能投生到善趣。一个

善人在临终前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或者想起曾经做过的不

善业，也有可能堕落到恶趣。对于恶人可能因为善的近死业

而投生到善趣，从表面上看好像有点侥幸，然而，此后他还

是要承受他以前所造的不善业的果报。 

在这里我们讲几个故事来说明近死业。 

 

索纳尊者父亲的故事 

据说在索纳山(Soõagiri)麓的阿支勒寺(Acelavihàra)中，

居住着一位名叫索纳(Soõa)的长老。他是一位说法者，但他

的父亲却是一个饲养狗的人(sunakhajãviko，或说是猎人)，

虽然索纳尊者经常劝他的父亲放弃该职业，但他总是以尚未

年老为由而没有放弃。 

在他父亲年老体衰时，就到索纳尊者居住的寺院出家。

有一天，当他卧病在床时，见到一幅可怕的景象：有很多巨

大的狗从索纳山下跑上来，像要咬他一般把他团团围住。他

恐惧万分地大叫：“亲爱的索纳，拦住它们！亲爱的索纳，

拦住它们！”可是索纳尊者来到后却什么也没看见，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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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事？老尊者。”“您没看见吗？很多大狗跑上山来要咬

我。”索纳尊者知道出现这些影像意味他父亲将会堕入地狱。 

因为有情临死时都能看到一些影像，这些影像别人通常

是看不到的。如果我们在座有些亲戚朋友去世前，他还清醒

能够说话，就会说出一些景象，这影像是业(kamma)、业相

(kamma-nimitta)或趣相(gati-nimitta)的其中一种。索纳尊者

父亲看到的是趣相。 

索纳尊者知道这是地狱的趣相，于是决定帮助他的父

亲。尊者叫沙马内勒(sàmaõera)们拿来许多鲜花，把它们撒

在佛塔的平台和菩提树的平台上做供养，然后把他的父亲和

卧床一起抬到佛塔的平台，让他坐在床上，提醒他说：“老

尊者，这是为你所做的供养，请你说‘这是我对跋格瓦的一

点点供养’后，虔诚地礼敬跋格瓦并生起欢喜清净的信心。”

他的父亲睁开眼睛看着他供养的鲜花，顶礼跋格瓦并生起净

信之心。此时，狗的影像不见了，反而出现天界的影像，他

看见天界的园林、宫殿，还有许多天女站立而围绕着。这时

他说：“让开点，让开点，索纳。”“你现在看到什么？”“亲

爱的，您的阿姨们来了！”索纳尊者知道这是天界的趣相，

意味着他父亲临终所造的供塔善业改变了他投生的趣相，使

他投生到天界。(M.A.3.131; Vbh.A.809) 

虽然他的父亲在临死前只因造下随喜供养佛塔的善业

而投生到天界，但是，这种善业也不能保证他在以后的轮回

中不受以前造下恶业的后果。假如他在天界中没有机会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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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并继续修行的话，可能很快就会堕落，甚至再下一世就

堕落恶趣。 

当然，索纳尊者这样把他的父亲从悬崖边上拉回来肯定

是件好事，至少他的父亲在下一世不会那么痛苦。 

 

精致耳环的故事 

据说在沙瓦提城有个名叫“昔不施”(Adinnapubbako)

的婆罗门，因为他极其吝啬，从来不曾布施过任何的物品，

所以被人们叫做“昔不施”。他有个犹如掌上明珠般的儿子，

有一次他想要做装饰品送给儿子，但想到请金匠还要提供饭

食和付薪水，乃自己动手打制精致的耳环送给儿子，于是他

的儿子被人们叫做“精致耳环”(Maññhakuõóalã)。 

精致耳环长到 16 岁时，不幸患了黄疸病，他的母亲看

着儿子心痛地说：“婆罗门，我们的儿子生病了，你赶快请

医生治疗吧！”但昔不施却说：“亲爱的，假如我请医生来，

就要请医生吃饭和给钱，你是否想看到我破财呢？”“婆罗

门，那你想怎么做呢？”“怎样不会让我破财，我就怎么做。” 

于是他去到医生那里询问：“如果得了某种病，你们会

用什么药来救治呢？”他们告诉说可以用几种树皮等来治

疗。于是他找来那些树皮给儿子做药，结果儿子服了之后病

情变本加厉，甚至无可救药。 

婆罗门知道他儿子已经病入膏肓，不得不请了一位医生

前来，那位医生看了精致耳环之后摇摇头说：“我们只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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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你还是去请其他医生来医治他吧！”于是放弃治疗

就离开了。 

婆罗门知道他儿子已时日不多了，为了防止前来探病的

人们看到家中自己的财富，于是把儿子抬到门外走廊躺着。 

跋格瓦有个习惯，每天凌晨都会进入大悲定，出定后再

用佛眼遍观世间，把智网撒向一万个轮围世界，观察是否有

在过去诸佛时期曾积累过强大善根的可引导者。此时精致耳

环躺在走廊上的影像出现在佛陀的心中。导师知道他从自己

的家中被抬出来并躺在那里，心想：“如果我去那里是否有

意义？”结果发现：“这个少年对我生起净信心后去世，将

会投生到三十三天界三十由旬的黄金宫殿，婆罗门把他火化

后会到坟场哭泣。天子看见自己的天界福报后观察：‘到底

是什么善业使我获得这样的荣耀成就？’他知道是因为对我

生起净信心而获得，然后又知道：‘这个婆罗门因为害怕破

财而不救治我，现在去坟场哭泣，我将要转化他。’在他父

亲哭泣时变化作精致耳环的模样在坟场附近哭泣。那个婆罗

门问：‘你是谁？’他回答说：‘我是你的儿子精致耳环。’

‘你往生到哪里？’‘往生到三十三天。’‘你造了什么善

业？’他告知是对我生起净信心后往生的。那个婆罗门会来

问我：‘是否有人对您生起净信心就能往生天界？’那时我

回答说‘不只是一百人、一千人或十万人，确实没办法计算’

后将诵出法句偈，在偈颂结束时将有大量众生领解法，精致

耳环将成为入流者，昔不施婆罗门也一样。如是因为这个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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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子的缘故而将会领解佛法。” 

佛陀这样观察后，完成洗漱等照料身体的工作，和大比

库僧团进入沙瓦提城托钵，顺次来到婆罗门的家门口。 

那时精致耳环的脸朝着家里面躺着，导师知道他没有看

见自己，于是发出一道光芒。少年看见光芒，于是翻过身来

并看见了导师。少年心想：“因为我那暗愚的父亲，我连亲

近佛陀、提供服务、布施供养、听闻佛法的机会都没有，现

在我连手都没有力，还能够做些什么呢？”并生起了净信心。 

跋格瓦知道他生起这样的净信心已经足够了，于是转身

离开。少年望着如来远去的背影，即以净信之心去世，并犹

如睡醒一般，出生在天界宽广有三十由旬的黄金宫殿中。 

昔不施婆罗门火化了少年的尸体后，悲痛加上懊悔，每

天都到坟场嚎啕大哭：“我的独子在哪里啊？我的独子在哪

里啊？” 

天子看见自己的成就后，寻思是什么善业导致的，于是

知道是因为对导师心生净信，接着又想：“那个婆罗门在我

不舒服的时候捨不得救治我，现在却去坟场哭叫，我要去转

化他。” 

于是，天子变化作精致耳环的模样，在坟场附近高举双

手站着哭泣。婆罗门看见后感到纳闷，心想：“我只是因为

儿子而悲伤哭泣，他为什么也在哭泣，让我去问问他。” 

那少年回答说他的黄金造的车子的两个轮不见了。 

婆罗门对他说：“不管是黄金造的、珠宝造的还是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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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只要你告诉我，我来帮你装上那两个轮子。” 

少年心想：“这个婆罗门连自己的儿子都捨不得救治，

现在见到像他儿子模样的我在哭泣，却说要造黄金等做成的

车轮，让我来折服他。”于是说：“你知道我的车轮有多大

吗？” 

“不管你想要多大，我都能做多大的给你。” 

“我想要太阳和月亮，你给我吧！” 

那婆罗门回答说：“你怎么这么愚蠢，想要获得不可能

得到的东西，我想你到死都得不到太阳和月亮。” 

“见不到已经死去的人而痛哭，还不知是谁更愚蠢？” 

婆罗门经他这么提醒，觉得这小孩言之有理，问道：“你

是谁？还是谁的孩子，你怎么知道我的事情？” 

少年回答说是他所悲泣痛哭的儿子，因在重病时见到佛

陀，以净信之心向佛陀合掌，并以这种善业往生到三十三天。 

婆罗门听了之后很高兴，决定当天就要皈依佛陀，于是

来到佛陀居住的寺院，邀请佛陀以及比库僧团前往他家中应

供。婆罗门在饭后来到如来跟前，坐在低座上问：“朋友果

德玛，如果有人不曾布施供养、敬奉您，不曾听闻佛法，也

不曾受持过近住戒，只是对您心生净信就能往生天界吗？” 

“婆罗门，你为什么这样问我？是不是你的儿子精致耳

环对我生起净信心，往生到天界后告诉你的？” 

“在哪里？朋友果德玛。” 

“你是否在今天前往坟场哭泣时，看见一个少年也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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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举高双手哭泣，然后你们两人谈论有关精致耳环的事？” 

导师接着说：“婆罗门，并不只是一百人或两百人，对

我心生净信而往生到天界者确实没办法计算！” 

当时在场的大众有些人半信半疑。导师知道人们的疑虑

后，决意精致耳环和天宫一起出现。于是精致耳环以巨大庄

严的天身前来，从天宫中下降并顶礼导师。 

导师问：“你这样的成就是造了什么善业而获得的？” 

“尊者，我这天子的成就是对您心生净信而获得的。” 

大众亲眼看见天子现身，无不感叹佛陀的威德，都说昔

不施婆罗门的儿子不曾做过任何其他的功德，只是因为对导

师心生净信就能获得这么殊胜的成就。(Dhp.A.2; Vmv.A. 

1207-1227)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虽然精致耳环只是在临终时见到

佛陀并心生净信，也能获得投生天界的果报。 

 

青蛙天子的故事 

有一次，跋格瓦住在旃巴城 (Campà)的嘎格拉湖

(Gaggarà Pokkharaõi)边。傍晚时分，当跋格瓦向四众弟子教

导佛法时，一只小青蛙从嘎格拉湖中跳上来，蹲在大众的边

缘听取跋格瓦的声相。 

此时，一个过路的牧牛人看见大众极安静地聆听着导师

说法，就停下脚步拄着木棍站着，不料那根木棍正好拄在这

只青蛙的头上，青蛙当即以听法的净信心死去，并犹如刚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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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一般，投生到三十三天一座宽广十二由旬的黄金宫殿中。 

天子心想：“哈，我也能往生到这里，我曾做过什么善

业？”他省察到除了听取跋格瓦的声相之外，没发现有任何

其他的善业。于是他即刻来到跋格瓦跟前，以头面礼敬跋格

瓦之足后，双手合十恭敬地站着。跋格瓦在大众中问天子为

何来礼敬他，天子回答说： 

“我昔是青蛙，生活在水中； 

就在闻法时，为牧人所杀。 

瞬间净信心，看吧我神通， 

名闻及威力，容颜和光辉！” 

当时，跋格瓦观察了在座大众的亲依止缘（证悟道果的

巴拉密）后详尽地开示佛法。说法结束时，许多众生领解了

法，天子也证得入流果，顶礼跋格瓦三次并右绕后，再向比

库僧团合掌离开回到天界。(Vmv.A.857-860; Vm.140) 

这是青蛙天子(Maõóåkadevaputta)的故事，说明临死前

的善业还是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 

 

富家子的故事 

佛陀时代，在王舍城有个人称“大财长者”的亿万富翁，

他只有一个儿子。出于对独子的爱，大财长者心想：“即使

让我的孩子每天都花一千金，这样花一百年也不能把我的家

财花光，我为什么还要让孩子那么辛苦地学习技术呢？让他

随心所欲地享乐就可以了。”等这小孩长大以后，娶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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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当户对且只知享乐的富家女。 

后来，双方的父母相继去世了，这对夫妇继承了他们父

母双倍的遗产。由于他们很富裕，所以根本不懂得珍惜钱财，

挥金如土，并结识了一帮狐朋狗友，经常在一起花天酒地、

纵情享乐。不久之后，他们的钱财被挥霍一空了。钱财花光

了，只能靠借债来过日子。后来借债也借不到钱了，只能变

卖田产、房子来度日。最后，这对夫妇只能拿着破碗流落街

头当乞丐。 

有一天，一个盗贼团伙看到这个富家子年轻力壮，于是

拉他入伙。一天晚上，他们准备去打劫一户富贵人家，交给

富家子一根大棍棒叫他守在门口把风：“如果有任何人来到

这里，你就用这根棍棒把他往死里打。”那些盗贼破门行窃，

结果被那户人家发现而仓促逃走，只有这个富家子没有经

验，还拿着棍棒站在门口，被那户人家逮了个正着。按照当

时的刑法，凡是盗窃、抢劫者被捉住一律砍头，于是这个富

家子被判处死刑。 

在富家子被押赴刑场的途中，一个名叫苏勒莎(Sulasà)

的妓女正站在楼上的窗口旁边，她看见这个曾经有过鱼水之

欢的富家子现在竟沦落到这般境地，产生了悲悯之心，于是

通过行刑官送给他四块甜肉球(modaka)和一瓶水。 

就在此时，马哈摩嘎蓝尊者通过天眼看到富家子的下

场，心想：“这个人不曾修福，只作恶行，他即将要堕落地

狱。但如果他把所得到的甜肉球和水供养给我，将能投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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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居天。就让我去救拔他吧！”于是在富家子接到甜肉球和

水的时候，尊者便走到他的跟前。 

富家子看见尊者，心中生起欢喜，他想：“反正我快要

死了，还吃这些甜肉球干什么呢？就用它来作为我前往来世

的资粮吧！”于是把甜肉球和水都供养给了马哈摩嘎蓝尊者。

尊者为了增长他的净信心，就在他看得见的地方坐下来，把

甜肉球吃了，并把水喝了然后起身离开。 

当富家子被刽子手押送到刑场砍头的时候，本来可以因

为供养无上福田的马哈摩嘎蓝尊者的功德而投生为高等的

天人，可是由于想到“苏勒莎的前来使我获得这些供养品”

而对苏勒莎产生贪爱之情，在临死的时候心受到污染，结果

投生为一个住在大榕树上的低等树神。 

后来，这个树神看见苏勒莎前往花园，于是把花园变得

黑暗，并把她拐到自己的住处同居了七天。七天后，树神把

苏勒莎送到佛陀居住的竹林，在听闻佛陀说法之后，他们都

证悟了道果。这是后话。(Pv.A.1-3) 

从这个故事也可以看出，临终一念很关键，它可以改变

我们的下一世。假如这个富家子不是在临终时想起那个妓女

的话，他有可能因为供养马哈摩嘎蓝尊者的善业投生到天

界。可是他在临终时夹杂着不善心，这些不善心让他的善业

大打折扣，使他最终投生为低等的树神。因此，把握好临终

一念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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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莉咖夫人的故事 

有一天，玛莉咖(Mallikà)夫人在浴室里洗澡，她的宠物

狗跑进去趴在她的身上，玛莉咖夫人没有阻止它。她的丈夫

巴谢那地(Pasenadi)王从窗口看见后责备她。由于羞于启齿，

玛莉咖夫人不但没有承认，而且还撒谎说那个窗怪怪的，经

常会看到奇怪的影像。玛莉咖夫人后来经常为此事后悔莫

及，临死时还惦记着这件事，因而堕落到地狱。不过，由于

玛莉咖夫人经常造作强大的善业，所以七天后又投生到喜足

天去。(Dhp.A.151) 

这是近死业，即在临死的时候造下或忆起的善或不善

业，可以直接影响到下一生的投生去处。 

 

临终关怀 

由此可见，适当的临终关怀可以帮助一个人，甚至能够

改变一个人下一辈子的命运。我们来到这个人间，都有自己

的父母、丈夫、妻子、亲戚、朋友，这些身边的人终有一天

会死亡、会离开。古人把“善终”列为“五福”之一。能得

善终，是人生的一大福报。即使一个人平生再风光、再威风、

再幸福，若不能得善终，始终都是人生的一大遗憾！所以，

我们很有必要学会帮助自己的亲戚朋友把握好临终这一关，

让他们得以善始善终，让他们能以一颗安详、平静的心接受

死亡的现实，欢喜地走完今生的生命历程，带着善业离开我

们，并让他们的下一辈子都快乐幸福。现在，让我们来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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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临终关怀”（英 hospice）。 

尽管现代医学很发达，但是对临终关怀却相当欠缺。大

部分老人、病人都是在贪恋、牵挂、执著、焦虑、烦躁、埋

怨、后悔中离开此世，或者是在痛苦、恐惧、暴怒、失望、

绝望、孤独、无助中结束生命。更有甚者，许多临终病人在

临死时还要承受插管、电击等折磨，连生命的最后时刻都得

不到应有的尊重，并且在剧痛和愤怒中离开人世。 

一个人在临终时生起不善心，恶业成熟，必定会堕落到

恶趣。因此，作为佛弟子，对亲戚朋友进行临终关怀是很重

要的。懂得临终关怀，不仅可以帮助他们驱除对死亡的恐惧，

而且可以改变他们下一生的命运。例如临终病人贪著他的儿

女或财产，要如何劝他生起善心，让他们放心，欢喜、平静

地离开这个世间呢？临终时生起的是善心，他下一辈子就能

往生到好的地方。临终时生起的是恐惧、害怕，或想起不好

的事情令他感到后悔，下一世就很可能往生到痛苦的地方。

一旦一个人以恶业往生了，即使再想帮他也很困难。例如往

生为狗，即使你喂它美味的食物，提供舒服的狗窝给它睡，

也改变不了他成为狗的事实。唯有在他这一世还活着的时

候，在死亡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才有可能改变他的下一生。

这种改变的方法，是运用业果法则来进行临终关怀。 

然而，适当的临终关怀是帮助临终者投生善趣，不恰当

的临终关怀却是杀人；适当的临终关怀是帮助别人，不恰当

的临终关怀却是害了自己。为什么呢？这里，在讨论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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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关怀之前，先来谈谈不恰当的临终关怀。 

在此，先引用《律藏》中佛陀为比库们制定的一条学处

——“巴拉基格(Pàràjika)”第三条。佛陀这样说： 

“若比库故意夺取人命，或为其寻找并持来杀具，或赞

叹死的美好，或劝勉死：‘喂，男子！为什么如此恶苦地活

着？死了比活着更好。’如此之心意、心思惟，以各种方法

赞叹死的美好，或劝勉死，这也巴拉基格，不共住。” 

“巴拉基格”是比库的极刑，比库故意违犯这一类学处

即失去比库的身份，犹如一个人被砍断了头而不能复活，或

如一块大石裂成两半而不能复合。有四种行为导致比库犯巴

拉基格： 

一、性行为； 

二、不与取（偷盗贵重物品）； 

三、杀人； 

四、说了虚妄不实的上人法（例如没有禅那说自己有禅

那，不是圣者说自己是圣者）。 

其中的第三条是杀人。杀人不仅包括亲自杀、教唆杀，

也包括赞叹死、劝勉死等。赞叹死亡的美好，赞叹死后能够

往生善趣，称为“赞叹死”；鼓励放弃生命，称为“劝勉死”。

因此，在进行临终关怀时必须特别小心，不应该劝导临终的

病人说“你今生行善积德，多作善业，死后定能往生善趣、

往生天界或往生某某世界。天界或某某世界有享不尽的自在

快乐”之类的话题（在健康时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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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是在赞叹死亡，赞叹死后的美好。同时，也不应该对临

终的病人谈论“生命毫无意义，你不要执著生命”、“人生充

满痛苦，你不要执著人生”之类的话题。因为这些话题是在

鼓励他放弃生命，劝勉他早点死亡。假如临终者因为你的这

些赞叹或劝勉而放弃生命的话，你将难逃杀人之责。 

同时具备以下五项条件即构成杀人： 

一、对方是人； 

二、知道对方是人； 

三、想要对方死的意图； 

四、付出努力，包括口头上的赞叹死、鼓励死； 

五、对方因此而死。 

具足这五项条件者就是杀人。其中第三条“想要对方死

的意图”，巴利语 maraõàdhippàya。maraõa 是死亡，adhippàya

是意图。无论你希望对方没有痛苦地死、希望对方安乐地死，

还是希望对方早点死，都算是意图对方死。佛教不会赞成安

乐死，安乐死也属于杀人！因此，进行临终关怀者要很谨慎。 

同时，堕胎或鼓励他人堕胎也是杀人，因为胎儿已经有

了生命，只要故意把它打掉，就是杀人。 

虽然不恰当的临终关怀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杀人，但大家

也没必要对临终关怀望而却步。其实，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

进行临终关怀的。 

1.劝导放下对眷属、财产等外物的执著，但不要劝勉

放弃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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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劝导：“钱财都是身外物，生不带来，死带不

去，不要执著它们。”“儿孙自有儿孙福，不用再为子孙操心、

牵挂了。”尽可能劝他放下对身外物的贪恋执著，只要不涉

及让他放弃生命就行。 

2.提醒他忆起曾做过的善行。 

中国古代有种做法是把自己所做的坏事、错事记下来，

以提醒自己不要再犯。这种做法的原意是好的，但弄不好却

可能会导致追悔，对过错耿耿于怀。古印度有一种很好的习

俗却与此迥然不同，即一个人做了善事之后记下来，把昨天

做的善事记下来，今天做的善事也记下来，临终的时候请他

的亲戚朋友宣读这些善事，以提醒他曾经做过的善行。当临

终者忆起他曾经做过的善业并感到高兴的话，将有可能在下

一世投生到善趣。现代社会更加方便，有相机、录影机，可

以在他平时做布施、供养僧团时记录下来，在临终的时候播

放给他看，并提醒他要为此而心生净信，这是一个很好并值

得推广的办法。如果临终者因为忆起这些善业而心生净信，

并以此善业和净信心去世的话，他下一生必定能投生到天界

或人界。即使不是在临终的时候，我们也应当经常把做布施、

积善业等的相片或录像拿出来看，每看一遍，都为此感到欢

喜，这也是随喜。对自己曾经做过的功德善业感到欢喜也是

随喜，这些善行应该多做！ 

特别要注意，千万不要在临终者面前提起会让他感到后

悔的事情，这是在害他，他将有可能由于追悔而堕落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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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提醒他曾经做过的种种善业功德。 

3.以他的名义做善事，然后让他随喜。 

以临终者的名义去供养僧团，然后在他面前赞叹僧团的

清净、殊胜、圣洁，使他生起净信心，同时提醒他应该对所

做的功德感到高兴，这就是随喜的善业。就好像刚才提到的

索纳尊者的父亲一样，他只是在临终时随喜把鲜花供养给佛

塔的这一点善业便投生到天界。佛陀说过，供养比库僧团的

功德是不可估量的。虽然我们所供养的物品可能很少或者价

值微不足道，但是因为所供养的比库僧团是一个强大、殊胜、

崇高的所缘，我们的功德会因为所缘的殊胜而变得强大。如

此，我们可以用临终者的名义供养僧团，以布施所缘的殊胜

而使临终者的善业变得强大。不过，替他做善业之后一定要

让他知道，提醒他并让他随喜！无论做任何善业，都必须由

善思来完成。假如替他做善业而对方却毫不知情，那对他是

没有帮助的。以临终者的名义做善事后要告知对方，让他随

喜，如果他对这种善行感到欢喜，将有可能投生到人天善趣。 

4.教导他禅修业处，如佛随念、入出息念、修习慈心 

(mettà-bhàvanà)等。 

一般临终者的心是很弱的，此时许多过去的不善业会像

翻旧账一样趁机成熟，此时给他一个能让内心平静的所缘是

很有必要的。你可以把佛陀像安放在他面前，并提醒他看着

佛像。所有的佛陀像必定是安详、寂静的，只要他看到佛像

能心生欢喜，就能获得内心的平静。此时你可以在他面前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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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佛陀的功德，例如念诵： 

ßIti'pi so Bhagavà arahaü, sammàsambuddho, 
vijjàcaraõa-sampanno, sugato, lokavidå, anuttaro 
purisadammasàrathi, satthà devamanussànaü, buddho, 
bhagavà'ti.û 

“那位跋格瓦亦即是阿拉汉、正自觉者、明行具足、善

至、世间解、无上调御丈夫、天人导师、佛陀、跋格瓦。” 

念诵完再作解释，或者讲一些佛陀的故事，让他对佛陀

生起净信心，让他的心忆念着佛陀，就像前面所说的精致耳

环一样。即使像那只青蛙，只是听取佛陀的声相也都可以投

生到天界，更不用说作为人了。如果临终的时候忆念起佛陀，

即使不能出声了，只是静静地看着佛像，也都是很好的！因

为佛陀是极可爱所缘，所以哪怕只是看着佛陀像，内心都可

以很快得到平静。对于临终者来说，他的心更需要平静，把

佛像放在他面前，提醒他看着佛陀，忆念着佛陀的功德，让

他平静、欢喜地去世。 

如果你还懂得其他的禅修方法，也可以教教他，例如教

他专注呼吸、散播慈爱、专注三十二身分等。假如临终者的

身心太虚弱，纯粹教他用意门去思惟不一定管用，此时教他

修佛随念也许会更容易操作一些。你可以借助佛陀的图像，

同时用音声赞叹佛陀的功德，通过色声所缘对眼门、耳门的

撞击来强化他的内心。 

教导临终者禅修业处是很好的！如果一个人在修行当中

去世，他下一生的结生心、有分心和死心的所缘都是禅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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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如果一个人在禅修当中去世，他在下一生将有机会继续

修行佛法，而且想要证得禅那、圣道、圣果都容易。为什么

呢？因为取禅修业处为所缘的心通常是三因善心。一个人在

禅修中去世，他的临死速行心也是三因善心，而下一生的结

生心则是三因果报心。以三因果报心结生，可以使他在下一

生中修行容易成就。因此，报父母恩的办法除了让他们今生

丰衣足食之外，更好的方法是能让他们下一辈子幸福快乐。

父母健在的时候，应该以他们的名义替他做善事，然后记得

让他随喜。当然，在他们去世之后，还是可以继续以他们的

名义做功德、布施等，然后回向给他们。 

5．诵经、说法等。 

可以请僧众来为临终者诵经，例如念诵《护卫经》《大

念处经》《巴他那》等，或者为临终者说法开示，让其心生

欢喜。有很多临终者会昏迷不醒、神志不清，或者情绪波动、

精神恍惚等，此时可以在其旁边或房间内播放《护卫经》等

的录音，让周遭的气氛变得详和，让患者的内心获得平静。 

如果我们真心希望自己的亲戚朋友快乐，希望他们放

心、安心的话，在他们临终时和去世后嚎啕大哭是没有用的。

作为孝顺的儿女，当然希望父母晚年衣食无忧。然而，即使

你现在很孝顺，每个月给他们几千元、几万元，让他们安享

天伦，但这样能维持他们多少年的幸福快乐？临终关怀可以

说是人生最后关头的临门一脚。通过适当的临终关怀，能够

让他们投生天界，他们不再需要那么辛苦地工作，不需要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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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劳碌，都能居住宽广的宫殿，享用美味的食物，过着快乐

的生活，而且容颜美丽光明，寿命极为漫长。这是更殊胜的

孝顺和报恩。 

虽然临终关怀很重要，但是总有点“平时不烧香，临时

抱佛脚”的意味。更好的办法是在健康的时候确立对三宝的

信仰，相信三世轮回，相信业果法则，多思惟生命的意义和

价值，树立正面、积极的人生观，接受有生必有死的现实，

相信死亡并不意味着断灭，而是迎接另一个新生命的开始，

要随时为死亡的到来做好心理准备。另外，平时更需要多做

善事，习惯禅修，积累强大的、善的惯行业，为未来的生命

旅途做好充分的准备。 

这是关于临终关怀。 

 

第四，已作业(kañattà kamma) 

已作业不包括上面提到的三种业，但这种业又强到足够

导致结生。 

已作业是曾经做过的善或不善业。如果一个人在临终时

既没有重业，又没有惯行业，也没有近死业，那么已作业将

会成熟而导致结生。 

 

溺水女人的故事 

那个时候，跋格瓦住在沙瓦提城的揭德林给孤独园。有

许多比库乘船前往拜见导师，当船驶到大海中央时却停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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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船上的乘客认为船内一定有个倒霉的人，于是决定采用

抽签的方式，把这个人找出来。 

船长的夫人年轻漂亮，可爱动人，可是正好被抽中。船

长当然不希望自己的老婆被抽中，于是重新再抽，还是她，

第三次抽中仍然是她。人们望着船长的脸说应该怎么办，船

长无奈地说：“我们不可能为了一个人而牺牲大家，你们就

把她丢到河里去吧！” 

船长夫人被抓住准备扔下水中时，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

放声大哭。船长听到后说：“谁希望这些首饰也被丢掉呢？

你们把她身上的所有首饰都取下来，用布包住她扔到海中。

我不忍心见到她在水面挣扎的样子，所以我不想见她，你们

在她的脖子上绑一个沙罐再把她扔到海里。”船长夫人就这

样被丢进海里被鱼龟等争着吃掉了。 

船上的比库们目睹此事感到很奇怪，他们想：“除了导

师以外，还有谁能够了解这个女人曾经造过什么业呢？我们

将就她的业向佛陀请教。” 

他们来到导师居住的地方，礼敬导师后报告了此事，佛

陀告诉他们： 

“诸比库，这个女人只是在承受她自己曾做过的业而

已。很久以前，她是巴拉纳西的一个家庭主妇，挑水、砍柴、

做饭等，所有大小家务都亲自动手做。她养了一只狗，这只

狗一天到晚都跟着她。当她在家中做家务时，这只狗就蹲着

一直看着她，当她到田地为丈夫送饭时、到森林捡柴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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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狗也总是跟着。 

有一天，几个男孩看见这个女人并嘲弄她说：“哈哈，

这个带狗的猎人离开了，看来今天我们有肉吃了。”她听到

这些讥讽感到很羞耻，用土块、棍子打狗想把它赶走，可是

那只狗又回头跟着她。 

据说这只狗在之前的第三世是她的丈夫，所以不能捨断

对她的爱恋。在无始的轮回当中，过去不曾做过妻子或丈夫

的人几乎是找不到的，但由于是在不远的轮回中对眷属的极

度爱恋，所以今生即使投生为狗也放不下这女人。 

她因为这只狗老是跟着她而感到生气，想把这只狗弄

死。她到田地里为丈夫送稀饭时，把绳子挂在腰间，那只狗

也跟着她一起去。她把稀饭送给丈夫后，找了个空罐子，走

到一口池塘边，用沙把罐子装满，然后招呼站在旁边看着的

那只狗。那只狗很久都没有听到这么亲密的叫声，摇着尾巴

走了过去。她牢牢地抓住狗的脖子，用绳子的一端绑住沙罐，

另一端绑住狗的脖子，然后把沙罐朝水里扔过去，这只狗就

被沙罐拖进水中淹死了。 

这个女人在她临终的时候，因为杀狗恶业的果报而堕落

到地狱中一段漫长的时间，残馀的恶报仍然使她在以后的一

百世中脖子被绑着沙罐丢进水中淹死。”(Dhp.A.127) 

这是一个因已作业投生到恶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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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蒲叶龙王的故事 

这也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在过去咖沙巴(Kassapa)佛陀的

教法时期，有一位年轻的比库乘船到恒河游玩。当船驶到浅

滩上的香蒲丛时，他随手抓住一根香蒲草叶(eraka, 一种沼

生植物，叶长而扁平)，船继续往前开时他仍不放手，结果

香蒲草就被拔了起来。 

比库学处中有一条是这样的：“坏生物村者，巴吉帝亚

(pàcittiya)。”意即比库故意损坏草木，即犯一条中等的罪。

当时他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条微不足道的罪，没有忏悔就一个

人住在森林中修行沙门法。 

当时的人寿是两万岁，虽然他修了两万年的止观，但是

却无法证得任何禅那或道果。为什么呢？因为他故意违犯学

处，并且没有惭愧心想要忏悔；又因为他当时一个人独住，

不是住在僧团中，没有忏悔的机会，所以他给自己造了“违

令障”(àõàvãtikkamantaràyikà)，这种障碍使他一直都无法在

佛教中获得成就。 

在他临终时，发现脖子上好像被香蒲草叶绑住似的，此

时他明白正因为故意违犯学处而不想忏悔，障碍他修行那么

久都没有成就。他很想发露忏悔自己的罪过，但由于独自一

人住在森林里，身旁又没有任何比库，于是他在产生“我的

戒不清净”的悔恨当中死去。由于怀着悔恨去世，他投生为

身体犹如树干船一般大小的龙王，龙属于畜生。 

因为他临终时出现的是拔香蒲草的影像（业相），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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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因追悔犯戒的不善心而投生为龙王，所以他的名字也叫

做香蒲叶龙王(Erakapattanàgaràja)。 

当他投生为龙王后，他有能力知道自己的前一世。当他

看见自己的新生命时，想到“我前世修了两万年时间的沙门

法，现在居然投生于无因结生类的吃青蛙的怪物！”而感到

后悔，但是也没有办法。 

后来这个龙王生了一个女儿，他很想知道是否有佛陀出

世，于是叫他女儿每到半个月的斋日就来到人间，把问题编

成歌曲边唱边跳，因为这些问题唯有佛陀出世才能回答。如

此一直等到我们的果德玛佛陀出世。(Dhp.A.182)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恶行、不善业

也不要去做，万一这些恶行在我们临终时成熟或想起的话，

那就很倒霉了。 

 

牛棚的譬喻 

临终时按顺序先后成熟的四种业，第一是重业，第二是

惯行业，第三是近死业，第四是已作业。 

相信大家应该没有造过极重的不善业吧！对于重业的最

后一种“定邪见”，佛弟子通常都不会顽固地执著断灭见。

对于极重的善业，如果大家能够证得禅那当然是最好不过

的，能够投生到梵天也极殊胜，因为梵天人还有机会听闻佛

法。我们应该精进禅修，争取有机会造这种极重的善业。 

对于惯行业，佛弟子应该有很多机会造作善的惯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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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经常布施、服务、礼敬、持戒、禅修、听闻佛法等，这

些都是善的惯行业。那些猎人、渔夫、屠夫、打手、骗子、

惯偷、赌徒、花花公子等，经常造作的是不善的惯行业。但

是对于现在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既没有很强的不善

业，也没有特别强的善业，只是平平凡凡地过一生。他们不

会偷抢诈骗，也不懂行善积德，最多只是偶尔给乞丐一点钱，

赈灾时捐点钱，这些既不是强大的善业，也不是惯行业。对

于这些人来说，近死业通常会优先成熟。 

根据《清净之道》(Visuddhimagga)，如果一个人造作了

重业，它将在临终时最先成熟。如果没有重业，其次是惯行

业，或者近死业。如果没有以上三种业，以前所做过的任何

一种已作业可以成熟并带来下一世的结生。但是《摄阿毗达

摩义论》(Abhidhammatthasaïgaha)则把近死业放在第二位。 

我们可以用牛棚里的牛为例子来说明这四种业的关系：

譬如牛群在夜晚被关在一个牛棚里，第二天大清早时牛棚的

门才打开放牛出去，所有的牛都想快点跑出去吃草。当牛棚

的门打开时，特别强壮的牛优先冲出到外边；这譬喻重业必

定会优先成熟而带来下一世的结生。如果没有特别强壮的

牛，站在门边的牛可能会先出去；这譬喻能带来下一世结生

的近死业。经常注意门何时打开的牛也有机会跑出去；这譬

喻能带来下一世结生的惯行业。而有些弱小的牛也有可能侥

幸地被挤出到外面去；这譬喻某个已作业意外地获得机会成

熟并带来下一世的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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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成熟的时间 

业依成熟的时间顺序来分也有四种，分别是： 

1.现法受业 (diññhadhammavedanãya kamma)：巴利语

diññhadhamma，直译为“现法”，意为现世、今生；vedanãya 

是 vedeti 的未来义务分词，意为应感受的、将会体验到的。

今生造作，就在今生即能成熟而体验到的业，称为“现法受

业”，也作“现世受业”、“今生受业”。 

2.次生受业(upapajjavedanãya kamma)：巴利语 upapajja

是再生、下一生。今生造作，在下一生成熟而体验到的业。 

3.后后受业 (aparàpariyavedanãya kamma) ：巴利语

aparàpariya (apara（后来的，其他的）+ apariya)，直译为“后

后”，意为始终跟随的、连续的。除了今生和下一生之外，

在以后的轮回当中都有可能成熟而体验的业。 

4.无效业(ahosi kamma)：巴利语 ahosi 是 hoti（有，存

在）的过去式。对于现法受业来说，若在今生没有机会获得

因缘成熟，就成为无效业；对于次生受业来说，在下一生没

有机会获得因缘成熟，就成为无效业；一位阿拉汉般涅槃后，

所有以前造作的业都成为无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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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行与业果成熟时间的关系 

为什么有些业会在今生成熟？有些业要在下一生才能

成熟？而有些业却要在久远以后的生命中才能成熟呢？ 

让我们来复习上一期讲到的六种心路：眼门心路、耳门

心路、鼻门心路、舌门心路、身门心路和意门心路。其中的

眼、耳、鼻、舌、身五门的心路合称为“五门心路”，现在

则以意门心路为例子来讨论如何造业。 

 

图表 3：意门心路 
所缘：一切所缘 

 
 
依处（色法）： 

 
 
 
心相续流（名法）： 

 
 
 
 

 

 

当所缘呈现时，生起一个意门转向心，使心流从有分转

向于所缘。意门转向心灭去后，即生起七个速行心(javana)，

执行认知对象的作用。意门速行能完成很多工作，包括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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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识别对象、赋予概念、给它名称，还有思考、判断、

推理、分析、归纳、联想、想象、创造等。同时，布施、持

戒、恭敬、禅修，或者贪婪、邪见、自私、傲慢、瞋怒、焦

虑、妒嫉、悔恨、猜疑等善或不善业，也全都是由意门速行

完成的。当七个速行心灭去后，如果对象是清晰所缘且是究

竟法，将有两个彼所缘生灭，彼所缘灭去后又落入有分流。 

业即是由七个速行心当中的思心所造下的。因为有分心

是果报心，意门转向心是唯作心，两个彼所缘也是果报心，

它们都不会造业，唯有速行心才会造业。在七个速行心里都

有思心所，思心所负责造业。认知对象是心路的作用，而实

际执行这些作用的是心路中的速行心，在速行心里的思心所

能够根据意门转向或五门转向里的作意心所，造下善或不善

的业。如果是不如理作意，速行心造的是不善业；如果是如

理作意，速行心造的则是善业。 

佛陀等漏尽者的世间速行心只是唯作心，不会造任何或

善或不善的业。 

 

第一，现法受业(diññhadhammavedanãya kamma) 

在七个速行心当中，第一个速行心所造的业是最弱的。

因为它是一个心路里的第一个速行心，前面没有与它相同性

质的心。由于没有获得重复缘(àsevanapaccaya)的支助，它所

造的业也是最弱，所以它只能在今生带来果报，假如因缘不

具足则成为无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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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造业今生结果的例子在我们身边也很常见。一般来

说，一个人前半生所承受的多数是前世之业的结果。比如有

些人从小家里很穷，自小要出外做苦工，或者小时候常遭家

人打骂、受别人白眼等，这些多是由于他们前世带来的。一

个人的童年一般很难改变，但是否日后就不可以改变呢？可

以！很多人因为家境贫困或先天不如人，通过发奋学习、工

作、创业等，中年或晚年则可能出人头地。又比如一个人小

时候长得丑，为什么长得丑？因为过去生瞋怒的不善业所

致，但如果他今生经常培育慈爱、散播慈爱，则可能在中年

或晚年变得慈颜善脸。 

所以说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往往受他前世的影响较大，

当然在中年与晚年受前世的影响也还有，毕竟很多东西并不

是今生就能改变的。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改变的馀地，他可以

通过今生的努力，促使某些现法受业在因缘具足的情况下成

熟。经常行善积德，能给中年和晚年带来很多福报。古语有

训“多行不义必自毙”，若经常为非作歹，做不仁不义的事

情，甚至还没有到中年或晚年的时候就产生不好的果报。这

些是现法受业。 

但是，在现法受业、次生受业、后后受业三种业中，现

法受业是受报最轻的业。我们现在经常造作善业，虽然可能

会在中年或者晚年，甚至青年时代就可以受到果报，但是，

善业在今生成熟所带来的果报，往往和到下一生才成熟的果

报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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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那长者的故事 

这里讲一个现法受业的故事。佛陀在世时，王舍城有个

穷人叫做本那(Puõõa)，他靠着给王舍城长者苏马那(Sumana)

做雇工维持生活。他的妻子叫做伍德拉(Uttarà)，他的女儿

也叫做伍德拉。 

有一天，王舍城市民准备举行一个为期七天的节日庆

典，长者在早上对前来的本那说：“我们的佣人都放假想欢

度庆典，你为什么不放假呢？还是想继续赚钱？” 

“主人，节日庆典是对有钱人来说的，我们家明天连饭

都没法开，还想度什么假呢？我想赶牛下田继续干活。” 

“这样，你就把牛牵去吧！” 

他牵了一头强牛和好犁，对妻子说：“贤妻，市民们都

在欢度节庆，我因为贫穷要去干活赚钱，今天你就煮双份的

饭送过去吧！”说完就下田干活去了。 

此时，沙利子长老进入灭定(nirodhasamàpanna)七天，

出定后观察：“我今天要摄受谁呢？”于是本那的影像进入

长老的智网中。“他是否有信仰？是否能够接受我的摄受？”

观察结果显示他不但拥有信仰，而且还能通过摄受他的因缘

而使他获得大成就。于是长老取了衣钵，来到他耕作的地方，

在井边一个树丛旁站着。本那看见长老，放下手头活，向长

老行五体投地礼，把随身带来的牙枝 8作净后供养。长老又

                                                 
8 牙枝 (dantakaññha)：又作齿木。过去没有牙刷，用一根小木棍的一

端处理成纤维来刷牙清洁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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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出钵和滤水器，本那又把水过滤后供养给沙利子长老。 

长老想：“他住在其他人家的后面，假如我去到其家门

口，他的妻子将无法看见我。我就在这里等着，直到他的妻

子送饭走在路上吧！”于是长老站在那里等了一会儿，当他

知道她已走在路上时，才朝着城内的方向走去。 

她在半路上看见长老后，心想：“有时我有供养的东西

却不见圣尊，有时我见到圣尊却没有可供养的东西。今天我

正好见到圣尊，又有供养的东西，他是否将摄受我？”她放

下饭盒，向长老行五体投地礼后说：“尊者，请不要介意这

是好是坏，请您摄受奴婢吧！” 

于是长老取出钵，她一手拿着饭盒，一手掐饭供养。当

饭供到一半时，长老用手挡住钵示意够了。她说：“尊者，

才这么一点点，还不够两份。即使您不摄受奴婢今世的福乐，

也请摄受我们来生的福乐，我想毫无残馀地全部供养。”说

完把所有的饭都全倒进钵中并发愿道：“愿我也能拥有您所

证悟之法！”长老站在那里说“但愿如此”并作随喜后，找

了水边一处安静的地方坐下来用餐，而本那的妻子也回头再

找米做饭。 

本那把田耕到一半，因为肚子实在太饿了而无法继续干

活，只得把牛放了，自己走到树阴下望着马路坐着。此时他

的妻子正送饭过来，看到他正坐着等她，心想：“他现在饿

成这样坐着盼望我，假如他要责骂我太迟并拿刺棒来打我，

那我今天所作的善业将变得无意义，就让我事先告诉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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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说：“夫君啊，请你今天一天都生净信心吧！不要让我

所作的善业变得无意义。早上为你送饭时，半路上看见法将

(Dhammasenàpati)，把饭供养他后又回家重新煮饭后才送过

来。夫君啊，请你也生净信心吧！” 

本那回答说：“贤妻，你在说什么呀！贤妻，你把给我

的饭供养给圣尊，你实在做得很好！我今天早上也把牙枝和

水供养给他了。”他们以净信心谈论此事并感到很高兴。吃

过午饭后，他感到身体疲倦，把头枕在妻子的膝盖上睡着了。 

此时奇迹出现了，就在他早上耕作过的地方，那些泥团

全部变成了黄金，就像翅子树花堆似的闪耀着。他一觉醒来，

看到这情形，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对妻子说：“贤妻，

我看见在我早上耕作过的那些地方全变成黄金，是不是我太

迟吃饭，饿得头昏眼花了？” 

“夫君，我看到的也是这么样啊！” 

他站起来走到田里，捡起一块金块用锄头敲打，知道这

是真金，惊叹说：“啊！供养了圣尊法将，今天当即就能看

到果报，但我们不可能接受这么多钱财享用啊！”于是把妻

子带来的饭盒装满了黄金后，前往王宫晋见国王。获准进入

后，礼敬国王并报告说：“大王，今天我耕作的田地全部变

成黄金，请把黄金运回来吧！” 

“你是谁？” 

“我叫本那。” 

“你今天做过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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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上把牙枝和洗脸水供养给法将，我妻子也把给我

送的饭供养给他。” 

国王听他这么说，也惊叹道：“朋友，即在今天供养法

将就真的能看到果报！那你说我要做什么？” 

“请派许多辆车去把黄金运回来！” 

可是，当国王所派的车辆来到后，只要国王的部下以国

王的名义拿取黄金时，所拿的黄金全都变回泥土。他们回去

报告国王，国王问：“你们拿时说了些什么？”他们报告说

为国王拿取。国王说：“这样吧，你们再回去，就说‘属于

本那所有’而拿吧！”他们照着办，结果所拿的全都仍然是

黄金。他们把全部黄金运回来，堆在国王的院子里，竟然有

八十肘那么高。 

国王召集所有的市民，当众问：“在这座城中有谁有这

么多黄金？” 

“没有！大王。” 

“那封给他什么适合呢？” 

“长者的封号，大王。” 

于是，国王把这大量的财富和长者的封号一起赐给本

那，从此，本那被称为“多财长者”(Bahudhanaseññhi)。 

本那对国王说：“大王，我一直以来都寄人篱下，请给

我一处居住的地方吧！” 

“这样吧，你看，这里有树丛，你把它们处理了建造房

子吧！那里相传为以前长者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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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那就在那里建造房子。房子落成后，乔迁新居的庆典

和接受封号的庆典一起进行，本那于是接连七天邀请以佛陀

为首的比库僧团前来应供。导师在作布施随喜时为他次第说

法，就在说法结束时，本那长者及其妻女三人一起证得入流

道果。(Vmv.A.124-136) 

这个故事讲的就是现法受业的例子。为什么现法受业能

这么快成熟？因为本那和他的妻子都对沙利子尊者拥有净

信心，他们布施时是怀着欢喜心供养的。同时，当时沙利子

尊者刚从灭定中出定，供养刚从灭定出定者，其果报往往在

今生就能成熟。 

 

马哈咖沙巴尊者也有这样的习惯，他为了悲悯那些贫困

人家，经常从灭定出定后，到他们家去托钵，因为这样能使

那些布施的穷人在今生就改变命运。 

 

第二，次生受业(upapajjavedanãya kamma) 

在七个速行心中，第七个速行心中的思心所造的业是第

二弱的，因为它即将要落入有分流。它能够在下一生带来果

报，因缘不具足则成为无效业。 

不过，也有些大长老认为，第七个速行心所造的业是七

个速行心中最强的。因为第七个速行心得到了前面六个速行

心的重复缘的支助，所以造的业也最强。他们认为，在临终

时成熟并造成下一世结生的业就是次生受业，只有比较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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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才有可能在临终时成熟并成为令生业。 

的确，临终时有许多业会争着成熟，只有强力的业才能

成为“胜者”而带来结生。然而，能够成为令生业的毕竟只

有一种业，而在一生当中有数不清的心路，每个心路几乎都

有第七个速行心，这些数不清的第七速行心所造的业都无机

会成为令生业，只能在第二生（下一世）的生命期间成熟。

如果它们在下一生没有获得因缘成熟，则都将成为无效业，

没有力量延续到未来第三生。所以有大长老譬喻说：犹如抛

上空中的石块，虽然到了最顶端，但由于即将落下，所以力

量不能算是最强的。同样地，第七速行心虽然获得前面六个

速行的重复缘的支助，但由于处在心路之末，其所造的业力

也不能算最强。 

那么，第七个速行所造的业如何成为下一生的令生业和

支持业呢？例如，一个人在今生经常做布施，这些布施善业

在他临终时成熟的话，可能使他投生为天人。由于作为令生

业使他投生为天人的只是一种业而已，但是他在今生所做的

那么多布施善业并不会消失，还会在他的下一生中不断成

熟，从而使他在十个方面的福报要比其他没经常做布施的天

人更加殊胜。哪十种呢？天寿命、天容颜、天快乐、天名闻、

天权威、天色、天声、天香、天味、天触。今生经常造作的、

没有机会成为令生业的布施善业，将能成为下一生乃至以后

无数生中的善的支持业。 

如果布施善业中的一种成为令生业而使有情投生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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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馀的布施善业可支助他下一辈子衣食无忧、资财丰盈、生

活富足，这是布施所带来的果报。当然，持戒的善业会比布

施更殊胜，禅修的善业又比持戒更殊胜。 

 

第三，后后受业(aparàpariyavedanãya kamma) 

这种业称为后后受业，意即从造业的第二世以后（未来

第二世开始）都能产生效用。在七个速行心中，中间五个速

行心的思心所造下的业是最强的，只要因缘具足，能够在它

被造下的第二世以后的任何一世中成熟。只要还在生死轮回

中，这种业永远不会成为无效，没有任何有情能逃脱这种业

的果报，即使连佛陀也不例外！ 

 

第四，无效业(ahosi kamma) 

无效业是没有获得足够因缘成熟的现法受业和次生受

业。心路中的第一个速行所造下的业是最弱的，这种业能在

今生就带来果报，故称“现法受业”。虽然人的生命很有限，

但是每一个心路都有第一个速行，因此所造下的这种业也不

计其数。这些业若在这一期生命中没有足够的因缘成熟，那

么在这期生命结束后皆成为无效业。因为它的业力相对来说

是最弱，所以无力延续到下一生。 

同样，几乎每一个心路都有第七个速行，第七个速行所

造下的业能够在下一生成熟，故称“次生受业”。若这种业

在下一生没有获得因缘成熟，随着第二世生命的结束，所有



阿毗达摩讲要(下) 

82 

这些业也成为无效业。 

还有一类无效业是佛陀等诸阿拉汉般涅槃后，过去所造

作的所有善或不善的业都成为无效，因为已不再有承受果报

的五蕴（身心）。 

根据业果法则，有情只要还没有断除邪见，他就有可能

堕落到恶趣。已入圣流的圣者不会再堕落到四恶道，正是因

为他们在证悟初道时即断除了邪见。入流圣者虽然还有贪瞋

痴，但是由于已断尽了邪见，以前所造的不善业得不到邪见

的支助，所以不能带来恶趣的投生。他们只会因为善业而投

生到人天善趣。业力只有获得无明的支助，才能成熟而带来

结生的果报。阿拉汉圣者已经断尽无明，所以不再有未来的

结生。 

所谓的因果业报，依究竟谛来说都只是五蕴，只是名色

法。造业为因，造业的只是一堆五蕴、名色法，这堆名色法

造业之后即刻灭去了，留下的只是业力。所造的业成熟时，

体验苦乐果报的也只是一堆五蕴、名色法而已。换言之，体

验果报的是果报心，而由业力所产生的色法则是业生色，果

报心和业生色都是过去所造之业的果报。业生色是色法，果

报心（异熟心）是名法，如果五蕴离散了，名色灭尽了，所

谓的果报也就无从安立。佛陀等一切漏尽圣者已经断尽了作

为再有（未来轮回）之因的烦恼，在他们般涅槃后，由于五

蕴的完全灭尽（蕴般涅槃），所有还未来得及产生果报的业

也随之皆成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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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般涅槃”(khandha parinibbàna)是指此身体死后，

命根断绝、五蕴灭尽后，不会再有未来的结生。佛陀等诸阿

拉汉在证悟阿拉汉道果时所描述的：“生已尽，梵行已立，

应作已作，再无后有。”(Khãõà jàti, vusitaü brahmacariyaü, 

kataü karaõãyaü, nàparaü itthattàya)意思是由于断尽了烦

恼，即使存在有业也不会在未来导致结生，圆满的梵行已经

确立，应该完成的任务皆已圆满完成了，后世再也没有像现

在这种继续流转的诸蕴相续了，就像被挖了根的树一样，它

们在最后之心灭去后，犹如油尽火灭一样达到涅槃。 

佛陀在他般涅槃时五蕴即灭尽无馀，无需再继续轮回。

没有生死轮回，也就没有了种种苦。那么，佛陀等阿拉汉圣

者还会不会遭受由过去所造之业带来的果报呢？只要在他

们的生命期间，只要还有身心，就还要承受由过去造下之业

所带来的果报。即使是佛陀，也还会遭受身体之苦。例如迭

瓦达德多次想谋害佛陀，有一次，迭瓦达德推下石块想砸死

佛陀，结果弹出的小石块把佛陀的脚划破。佛陀也会受人毁

谤，例如经常遭到外道的造谣诽谤，遭受孙德丽(Sundarã)

谋杀案的诬蔑，遭到少女金佳(Ci¤camàõavikà)、马甘迪亚

(Màgandiyà)等人的毁谤。佛陀晚年，当自己的祖国释迦国

被维毒哒跋(Vióåóabha)率领的军队灭亡、亲戚族人惨遭屠

杀时，为此而头痛了几天。佛陀也还是要遭受这些由过去生

所造下的不善业所带来的苦报。不过佛陀般涅槃后，以前所

有的业都成为无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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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西达西长老尼的故事 

下面，我们以记载于《长老尼偈》(Therãgàthà)中依西达

西(Isidàsã)长老尼的故事为例子，来说明后后受业和无效业。 

这个故事发生在两千多年前，也许是在佛陀般涅槃之后

的无忧王(Asoka)时代。当时，在有“花城”(Kusumapura)

之称的巴嗒厘子城(Pàñaliputta)中，居住着依西达西和菩提

(Bodhittherã)两位长老尼。她们两位长老尼都是具足戒行、

喜乐禅那、博学多闻且断尽了一切烦恼的阿拉汉。 

有一天，她们进入巴嗒厘子城托钵，用完餐后一起走到

恒河边散步，在一处无人的沙滩上快乐地坐着。菩提长老尼

比较年长，她好奇地问依西达西长老尼： 

“圣尼依西达西，你长得端庄可爱，又青春年少，你见

到了居家的什么过患，导致你出家过出离的生活？” 

于是，依西达西讲述了她那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 

她出生在中印度西南方阿槃提国(Avanti)的伍揭尼城

(Ujjeni)一个富翁的家庭。她的父亲不仅有钱而且品德很好，

非常疼爱自己的独生女依西达西，她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

使她变得既贤淑又可爱。等她到达婚龄时，父亲把她嫁给了

萨给德城(Sàketa)的一个门当户对的富贵人家子弟。依西达

西成为人妻后，恪守妇道。她未嫁时就很孝顺自己的父母，

为人妻后也很孝顺公婆。她每天起早贪黑，凡事恭亲力行，

照顾家人无微不至。依西达西堪称古印度妇女中贤妻良母的

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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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好景不长，她在夫家只做了一个月时间的新娘。有

一天，她丈夫对其父母说：“我再也不想和依西达西一起生

活了，我要离家出走！” 

他的父母大惑不解：“儿啊！不要这样说。依西达西聪

慧贤淑，伶俐勤勉，你为什么不喜欢她呢？” 

“依西达西从来都没有伤害过我，但我就是不想和她生

活在一起，我只感到嫌恶和觉得受够了，我想离家出走！” 

他的父母感到很难过，不知他们小两口是否有难言之

隐，于是问依西达西：“是不是你有什么过失呢？请照实对

我们说吧！” 

“我不曾犯过任何的过错，也不曾伤害过他，甚至不曾

恶言相向。我也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丈夫那么厌烦我。” 

他的父母确实很无奈，如果媳妇不离开的话，他们将会

失去自己的儿子。为了挽留住儿子，他们对依西达西说：“为

了保住儿子，我们没有福份留住你这个漂亮的天女。”并不

得不把她送回其父亲的家。 

作为弃妇，依西达西悲痛欲绝，让她的父亲领回了家。

她想不明白，自己根本没有得罪过丈夫，为何这样无缘无故

地被丈夫抛弃。无论如何，毕竟还是要接受现实。 

不久，她父亲又给她找了一个夫家，也是一个有钱的富

家子。这一次再嫁，嫁妆只有初嫁时的一半。就这样，依西

达西第二次嫁人了。这一次，她又犹如奴婢一般服侍和体贴

第二任丈夫，做个柔顺贤惠的妻子。不过，命运偏偏要和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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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玩笑。一个月后，第二任丈夫也以嫌恶为由把她休了。依

西达西只能再次回到娘家。 

一天，有个乞丐到她家要饭，她父亲发现这个乞丐是个

克制、平静的人，于是对他说：“把你的破衣和乞碗扔掉，

你入赘做我的女婿吧！”这乞丐做梦都没有想到，一下子可

以娶到貌如天仙的富家女，还可以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于

是立刻答应这场婚事。但是命运再次跟依西达西过不去，新

婚之后才半个月，那个乞丐就来找依西达西的父亲说：“请

把我的破衣、破碗还给我，我还是想继续做乞丐。”她的父

亲、母亲和所有的亲戚都先后找他谈话，尽力挽留道：“只

要你愿意留在这里不离开，你有什么要求快点说，我们都可

以答应你。”但乞丐坚决地回答：“我是个独立自由的人，我

已经受够了依西达西，我宁愿当乞丐，也不想再和她一起生

活！”说完后头也不回就走了。 

依西达西此时万念俱灰，她再也不想嫁人了，只想独身，

并希望她父亲允许她离开，不是自杀就是出家。 

就在依西达西感到万分绝望时，持戒、多闻的基那达答 

(Jinadattà)长老尼正好来到她父亲家托钵。依西达西看到这

位长老尼，满心欢喜地请她进入自己的家中，供养饮食后，

热切地请求出家。 

她把出家的想法向父亲表白，父亲对她说：“女儿啊！

你可以继续留在家中修行像出家一样的梵行等法，还可以用

饮食来满足沙门和婆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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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已立定决心想要出家，痛哭流涕着合掌礼敬父亲，说：

“我过去一定是做过什么恶业，我要让它消失！” 

父亲见她去意已决，勉励道：“证得两足之尊的正自觉

者所证悟的圆满菩提、至上之法和涅槃吧！” 

于是，依西达西拜别父母和所有的亲戚出家了。出家后

依西达西为了寻求生命不解之谜的答案，解开一直以来困扰

着自己的命运诅咒，她很精进地修行，结果在第七天就证得

圣果，成为三明阿拉汉。 

哪三明？宿住随念明、有情死生明和漏尽明。宿住随念

明是有能力看到自己的过去世，清楚过去世的许多细节。有

情死生明指可以看到自己和他人的死亡与投生是依照业果

法则运作的。漏尽明是断尽一切烦恼。由于她已经证得宿住

随念明，能够看清自己的过去世，当她一直追溯到前七世时，

终于真相大白了！ 

很久很久以前，那是依西达西的过去第七世。她那时是

香蒲泽城(Erakaccha)的一个金匠，由于家中有钱，他趁着青

春年少，放荡淫乱，经常勾引他人的妻子，和她们通奸。这

个风流倜傥的金匠死后，堕落到地狱。 

他在地狱里被折磨煎熬了极为漫长的时间后，往生为一

只猴子。就在它出生后的第七天，它的生殖器就被猴群中的

大猴咬掉了。这是由于他过去生和他人妻子通奸的恶业招致

的果报。 

这只猴子死后，往生到新特瓦森林(Sindhavàra¤¤a)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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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瞎眼又跛脚的母羊胎里。在那一生中，它痛苦地活了十二

年，除了被阉割之外，生殖器官饱受寄生虫的折磨，而且还

要经常运载小孩。这都是过去生通奸恶业招致的果报。 

这头羊死后，往生到一个牛贩子的母牛胎中。在它出生

后的第十二个月，还是一头长着铜色毛的小牛犊时，即被牛

主人给阉了。这一世这头牛也很痛苦，除了要拉犁耕地以外，

还要拉车，后来又瞎了眼，饱受痛苦的折磨。这都是过去生

通奸恶业招来的果报。 

这样辛苦地过了一生后，终于可以投生为人，但是由于

过去生通奸恶业的果报，她投生到通往城市的路边一个女奴

家中，一出生即是个两性人——无因结生的不男不女。这个

两性人在三十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死后她投生为一个车夫家庭的女儿。她父亲是一个穷光

蛋，欠了别人一屁股的债，债主们经常到她家里去逼债。当

债务愈欠愈多，债台高筑时，她被车帮主人从家中强行抢走，

做人家的奴婢。当这个小女孩长到 16 岁时，已经是一个亭

亭玉立的少女，结果被名叫基利达思(Giridàsa)的车帮主人

的儿子看上了。但是他已经有了妻子，而且原配妻子是一个

很有修养、有品德、有名声的女人，于是少主人纳她为妾。

这个贱民女孩成为少主人的小妾后，既出于对丈夫的爱著，

又出于对原配夫人的妒嫉，凡事都要和她争，搞得鸡犬不宁，

家无宁日。她经常在丈夫面前挑拨离间，说原配夫人的不好，

只要能使丈夫憎恨原配夫人，她就无所不用其极。这个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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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就这样在争风吃醋、兴风作浪中度过了一生。她没有很

好地珍惜她那来之不易的人生，结果今生投生为依西达西。 

由于依西达西长老尼在过去第七世中所造作的和他人

妻子通奸的后后受业，使她从过去前六世开始，一直到今生

都要承受由此产生的果报。堕落地狱遭受煎熬是欲邪行恶业

的结果，从地狱出来后，接下来的三世都是做畜生：投生为

猴子，生殖器被咬掉，投生为羊遭阉割，投生为牛也是被阉

割。之后又往生到女奴之胎并出生为两性人，这些都是那一

生中通奸淫乱的果报。由于过去世淫乱恶业的馀报，同时又

由于她在前一生中敌意对待原配夫人恶业的果报，使她在今

生尽管像奴婢一般服侍她的丈夫们，最终还是遭到他们一次

又一次毫不留情地抛弃。 

当然，由于依西达西长老尼今生已经证悟了至高的阿拉

汉圣道，今生之后，所有这些恶业都将成为无效业，她再也

不用遭受任何的苦了。(《长老尼偈》402-449) 

 

四、依成熟之地 

业依成熟之地来分也有四种： 

１.不善业(akusala kamma)； 

２.欲界善业(kàmàvacarakusala kamma)； 

３.色界善业(råpàvacarakusala kamma)； 

４.无色界善业(aråpàvacarakusala k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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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不善业 

不善业依身、语、意三门可分为十种，即： 

身不善业——通过身体行为所造作的不善业，或者通

过身表表达的不善思。 

身不善业有三种： 

1.杀生(pàõàtipàtà)：故意夺取有息者的生命。 

2.不与取(adinnàdànà)：凡属于他人所有之物，未经物

主允许而取为己有者。又作偷盗。 

3.欲邪行(kàmesu micchàcàrà)：对欲望、性欲方面的不

正当行为。即不正当的性行为，或称邪淫。 

 

语不善业——通过语言造作的不善业，或通过语表表

达出来的不善思。 

语不善业有四种： 

1.虚妄语(musàvàdà)：指心口相违，说虚妄不实的言语。

包括不见谓见，不闻谓闻，不觉谓觉，不知谓知；见谓不见，

闻谓不闻，觉谓不觉，知谓不知。又作虚诳语。 

2.离间语(pisuõàvàcà)：搬弄是非，向 A 传 B 的是非，

向 B 传 A 的是非，离间亲友。 

3.粗恶语(pharusàvàcà)：骂詈咒诅，使他人难堪。 

4.杂秽语(samphappalàpa)：毫无意义的世俗浮辞，能增

长放逸、忘失正念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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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不善业——纯粹在意门造作的不善业。 

意不善业有三种： 

1.贪婪(abhijjhà)：看到别人的东西时，产生企图拥有它

的心。如果自己已经拥有了，还想要得到非份的、更多的、

更好的，这也是贪婪。 

2.瞋怒(vyàpàda)：想毁灭他人的恶意。如果只是对他人

生气、瞋怒，只要还没有产生希望对方死、被杀等的恶毒之

心，就还不算是足道之业。 

3.邪见(micchàdiññhi)：错误的、颠倒的见解或理论。在

此特指三种断灭见。 

(1)虚无见(natthikadiññhi)：不相信因果，认为没有过去

世、未来世，没有因、没有果，人死后什么都没有了。 

(2)无因见(ahetukadiññhi)：认为人的贫富贵贱没有原因，

纯粹只是偶然，不相信现在的境遇是过去所造之业的结果。 

(3)无作见(akiriyadiññhi)：认为杀生、偷抢、淫乱等恶

业不会带来恶报，也不相信布施、持戒、禅修、行善积德等

善业会带来善报。 

这三类理论、观念都属于邪见。 

杀生、不与取、欲邪行、虚妄语、离间语、粗恶语、杂

秽语、贪婪、瞋怒与邪见这十种合称为“十不善业道”(dasa 

akusala-kammapa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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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欲界善业 

与十种不善业相对应的是十种欲界善业，它们依身、语、

意三门也可分为十种，即： 

 

身善业——通过身体行为造作的善业，或者通过身表

而表达的善思。 

有三种身善业： 

1.离杀生(pàõàtipàtà veramaõã)：远离杀害、伤害生命。 

2.离不与取(adinnàdànà veramaõã)：远离偷盗，不用非

法手段占有不属于自己的物品。 

3.离欲邪行(kàmesu micchàcàrà veramaõã)：远离一切不

正当的性行为。 

 

语善业——透过语言说出来的善业，或通过语表表达

的善思。 

有四种语善业： 

1.离虚妄语：不说虚妄不实、欺骗他人的话，只说真实、

诚实的话。 

2.离离间语：不说挑拨离间的话。 

3.离粗恶语：不骂人，不说难听、使人难堪的话。 

4.离杂秽语：不说废话，不说毫无意义的话。 

 

意善业——纯粹在意门造作的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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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善业有三种： 

1.不贪婪：知足。 

2.不瞋怒：不发怒，性格好，脾气好，心量大。 

3.正见。 

这十种善业称为“十善业道”(dasa kusala-kammapathà)。 

 

十种作福德事 

欲界善业还有另外一种分法，称为“十种作福德之事” 

(dasa pu¤¤akiriyavatthu)。这十种作福德事分别是： 

1.布施(dàna)：全称为“布施所成作福德事”(dànamayaü 

pu¤¤akiriyavatthu)，特指物品的布施、施捨。布施依不同的

角度可分为很多种，例如内物施、外物施，亲手施、非亲手

施，有罪施、无罪施，如法施、不如法施，欢喜施、中捨施，

智相应施、智不相应施，轮转依止施、非轮转依止施，个人

施、僧团施，饮食施、衣物施、住所施、医药施等。 

2.持戒(sãla)：全称为“持戒所成作福德事”(sãlamayaü 

pu¤¤akiriyavatthu)。远离身语的恶行，培养善行、戒德。在

家弟子最基本的是五戒，即(1)离杀生；(2)离不与取；(3)离

欲邪行；(4)离虚妄语；(5)离放逸之因的诸酒类。有机会还

应该持守八戒，即(1)离杀生；(2)离不与取；(3)离非梵行（一

切性关系）；(4)离虚妄语；(5)离放逸之因的诸酒类；(6)离

非时食；(7)离观听跳舞、唱歌、音乐、表演；妆饰、装扮

之因的穿戴花鬘、芳香、涂香。(8)离高、大床座。如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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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戒的基础上再培养慈心，称为慈心九戒。出家众的戒则有

沙马内勒戒、比库戒、比库尼戒等。 

3.禅修 (bhàvanà)：全称为“禅修所成作福德事”

(bhàvanàmayaü pu¤¤akiriyavatthu)。禅修可分为修止(samatha 

bhàvanà)与修观(vipassanà bhàvanà)两大类。修止是致力于让

内心平静的修行方法。共有四十种止业处，目的是使内心止

息称为敌对法的诸盖，使心平静、专注。修观是通过观照究

竟色法、究竟名法及其因的自相，以及无常、苦、无我的共

相，来培育智慧的修行方法。 

4.恭敬(apacàyana)：恭敬值得恭敬的对象。哪些对象值

得恭敬？佛陀值得恭敬、法值得恭敬、僧值得恭敬、母亲值

得恭敬、父亲值得恭敬，老师值得恭敬，说法者值得恭敬，

有德行者值得恭敬，恩人值得恭敬，这些是应当恭敬的对象。

我们不仅从身体行为上表示恭敬，例如礼拜佛、法、僧等，

更重要的是应从内心培养恭敬。 

5.服务(veyyàvacca)：帮忙做事，奉献劳力、体力，比

如在寺院清洁卫生、煮饭做菜、搬抬东西等。对于社会公益

或福利事业，出钱为捐款，出力为服务。 

6.回向功德(pattidàna)：又作分享功德。做了功德善业

后，指定与某些人乃至一切众生分享。 

7.随喜功德(pattànumodana)：对他人所做的功德善业感

到欢喜。能够亲自参与当然最好，不能参与，内心也要感到

欢喜。说 ßSàdhu! Sàdhu! Sàdhu!û 是随喜功德最简单、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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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培育随喜可以对治嫉妒，同时也能获得他人所分享

的功德。 

8.听闻佛法(dhammasavana)。有四入流支：(1)亲近善友；

(2)听闻正法；(3)如理作意；(4)法随法行。听闻佛法能树立

正见、增长智慧，是证悟圣道圣果的四个条件其中一个。通

过听闻佛法，能够分别善恶、明辨是非；通过听闻佛法，能

够培养信心，对佛、法、僧产生信心；通过听闻佛法，能够

学习律、经、论，研究佛语；通过听闻佛法，能够把取业处，

明白如何修持戒、定、慧。作为佛弟子，主要是通过听闻佛

法来树立正见、增长智慧、修习止观、朝向解脱的。 

9.弘扬佛法(dhammadesanà)。佛陀在《法句》中说：

ßSabbadànaü dhammadànaü jinàti.û意思是“法施胜一切施”，

法布施是最殊胜的布施。然而，并非一切人都能弘扬佛法，

只有通达经论、堪为人师的比库才有资格登法座、宣说佛法。

那么，其他人想做法布施应该怎么办呢？可以介绍、宣传、

传播佛法。现代社会可以利用书籍、图片、视频、音频、网

络等各种媒介来传播佛法。助印、促成佛法的传播，也是法

布施。 

10.见正直业(diññhijjukamma)：有几种见正直业。首先

是皈依三宝。皈依三宝，以佛法僧为自己的庇护所，有了信

仰，就会用佛陀的教导来正直自己的知见。其次，通过听闻

佛法、阅读佛书、学习教理也是见正直业。再次，如理作意、

保持正念正知也是见正直业，禅修也是见正直业。最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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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殊胜的正见是圣道心中的正见，是对出世间四圣谛的如实

知见。 

这十种作福德之事可以归纳为三类： 

一、回向功德和随喜功德可归于布施所成作福德事。因

为布施能对治妒嫉和悭吝，回向功德和随喜功德同样也能起

到这样的作用，所以可归为一类。 

二、恭敬、服务可归于持戒所成作福德事。因为恭敬、

服务属于作持戒(càrittasãla)，即佛弟子应尽的义务。 

三、听闻佛法、弘扬佛法和见正直业可归于禅修所成作

福德事，因为它们皆能亲近善法故。也有长老认为，听闻佛

法和弘扬佛法能开发智慧、导向证悟，故归于禅修所成；同

时，弘扬佛法属于法布施故，也可归于布施所成，而见正直

业则适用于一切处。(D.A.3.305; Dhs.A.156-159) 

这十种都是培植福德的善业，绝大多数是以欲界心来完

成的。除了禅修证得色界或无色界禅那生起的是色界心或无

色界心，以及圣道正见属于出世间心之外，其他全都是由欲

界善心来完成的。所以，可把这十种作福德事归于欲界善业。 

这十种欲界善业是由八种欲界善心完成的： 

1.悦俱智相应无行心， 

2.悦俱智相应有行心； 

3.悦俱智不相应无行心， 

4.悦俱智不相应有行心。 

5.捨俱智相应无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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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捨俱智相应有行心； 

7.捨俱智不相应无行心， 

8.捨俱智不相应有行心。 

 

影响善业功德的三项要素 

有三项要素能影响这些善业功德的大小程度，它们是： 

一、悦俱或捨俱——欢喜地做还是中捨地做。悦俱即欢

喜地做，捨俱即内心感受平平地做。 

二、智相应或智不相应——做时是否拥有智慧。对佛法

僧三宝有信心、对业果法则有信心，此时的信心拥有业果智，

也称“自业正见”(kammassaka sammàdiññhi)。只要相信这是

善业，能带来善报，这就是对业果法则的信心与智慧。如果

不相信、不思考业果法则而做善事，则是智不相应。 

三、无行或有行——主动还是被动。无行是不需他人鼓

励，自己主动做。有行是经过他人鼓励、催促，或者按指令、

任务完成，被动地做。 

在这八种欲界善心当中，最殊胜的是第一种心。做善业

功德时欢喜地、有智慧地、主动地做是最好的，这种心最接

近初禅心。虽然初禅心属于色界心，而这种心还是欲界心，

但是它们的心所数目完全相同。同样是做一件善事，若通过

如理作意来培养这种心，则能事半功倍，造作更殊胜的三因

善业。 

我们以后还会讨论到殊胜的善业能带来殊胜的结生，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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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的善业只能带来低劣的结生，也是和现在所讨论的有密切

关系。 

 

第三，色界善业 

色界善业分别依禅支而分为五种： 

1.寻、伺、喜、乐、一境性俱的初禅善心； 

2.伺、喜、乐、一境性俱的第二禅善心； 

3.喜、乐、一境性俱的第三禅善心； 

4.乐、一境性俱的第四禅善心； 

5.捨、一境性俱的第五禅善心。 

这里的“俱”是指伴随或拥有。这五种色界禅那心是依

所拥有的禅支来区别的，而且是依五分法来分的。如果培育

禅那时逐个捨去禅支，捨“寻”进入第二禅，捨“伺”进入

第三禅，则有五种色界禅那。不过在实际教学中多数是“寻”

和“伺”同时捨，于是色界禅那就有四种。 

因此，喜、乐、一境性俱的第三禅善心相当于四分法的

第二禅，乐、一境性俱的第四禅善心相当于四分法的第三禅，

捨、一境性俱的第五禅善心则相当于第四禅。换言之，当禅

修者进入初禅时，其安止速行即是初禅善心；进入第二禅时，

其安止速行是第三禅善心，进入第三禅是第四禅善心，进入

第四禅是第五禅善心。 

这五种色界善业只会发生于意门，不会出现在身门与语

门。欲界善业可表现于身、语、意三门，但是色界善业纯粹



第 23讲 业的运作（二） 

99 

只发生在意门，只是意业。 

 

第四，无色界善业 

无色界善业有四种，分别是： 

1.空无边处善心； 

2.识无边处善心； 

3.无所有处善心； 

4.非想非非想处善心。 

在这些善心中的思心所造下的业就是善业。禅修者证得

色界禅那之后，可以进一步培育无色定，通过修习十遍中的

前面九遍来成就空无边处定，即：地遍、水遍、火遍、风遍、

青遍、黄遍、红遍、白遍、光明遍。他成就空无边处定之后，

再专注空无边处定心而成就识无边处，再专注空无边处禅心

的没有而成就无所有处定，再取无所有处定心的寂静、殊胜

而成就非想非非想处定。当一个人有能力成就无色定的时

候，其安止速行心就和这些心相应，所造的业即是这四种无

色界善业。 

若以三门来分，欲界善业、不善业可以通过身、语、意

三门来造作，意门则通于欲界、色界、无色界。或者说，色

界和无色界善业唯发生于意门，不会出现于身门和语门。 

 

我们已经讨论了依成熟之地的四种业。不善业只属于欲

界，色界和无色界没有不善业。造作不善业能导致投生到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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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地，有四种恶趣地：地狱、畜生、鬼和阿苏罗。造作欲界

善业能导致投生到欲界善趣的人或六欲天，造作色界善业可

以投生到色界梵天，造作无色界善业可以投生到无色界梵

天。这是依成熟之地来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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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讲 业与果报的关系 

前几讲我们学习了业和它的分类。一种业是“思即是

业”，两种业是善业与恶业，三种业是身业、语业、意业。

四种业又可以分为四组：第一组依作用分为令生业、支持业、

阻碍业与毁坏业。第二组依成熟顺序分为重业、惯行业、近

死业与已作业。第三组依成熟时间分为现法受业、次生受业、

后后受业及无效业。第四组依成熟之地分为不善业、欲界善

业、色界善业及无色界善业。 

 

一、影响果报成熟的四组因素 

有四组八种因素会影响果报的成熟： 

一、趣成就(gatisampatti)， 

二、趣失坏(gativipatti)； 

有情因为某一种善的令生业投生到善趣，例如投生为

人，称为趣成就。当这种善业使他投生为人后，其他很多的

善业都能成熟而使这个人获得食物、照顾，获得尊重及地位

等。 

当有情由于某种不善的令生业投生到恶趣，很多善业都

没有机会成熟，而不善业却能获得机会成熟，这称为趣失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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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业令有情投生善趣，很多其他的善业可以支助他，使

他越来越好，获得更殊胜的果报。如果因为不善业投生到恶

趣，即使有其他的善业成熟也好不到哪里去。举个例子，某

有情因布施善业投生为人后，其他布施的善业接连成熟，使

他丰衣足食，享受着与人界福报相应的衣食。某有情因贪婪

而投生为狗后，即使有其他善业成熟使它得到狗食，可是狗

食和人食你会选哪一种呢？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如果某有情因一种善业投生

为人，其他的善业则能使他得到人界的食物；假如当时他是

因为这种善业而投生到天界的话，那么其他的善业成熟则使

他得到的是天食。大家还记得沙格天帝供养马哈咖沙巴尊者

的故事吧，只是一勺饭的香味就可以飘遍整座王舍城，而且

吃一顿天食可以维持达两个月之久。反观人界的食物，吃了

午饭，不到几个小时肚子又饿了，不能维持很久。 

即使同样投生为人，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之

间的福报也差别很大。例如投生为白种人、黄种人或黑种人，

尽管都是人类，但因为令生业不同，所以大家的思惟模式、

审美观、福报等也各不相同。这是趣成就和趣失坏。 

 

三、依报成就(upadhisampatti)， 

四、依报失坏(upadhivipatti)； 

这里的依报是指容颜、外貌。一个女孩由于令生业使她

长得漂亮、美丽，于是从小她的家人就特别宠爱她，上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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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的老师同学都会喜欢她，毕业后找工作也比其他人容

易，身边也有越来越多的追求者……只是因为一种业使她容

颜美丽，结果很多其他的善业都会支助她。 

又如某人由于一种业使他长相丑陋，俗话说长得歪瓜裂

枣似的，甚至小孩见了会被吓哭，成年人看了心烦那种，可

能从小就没有人会喜欢他，在学校其他同学会欺负他，找工

作老板不收他，这是依报失坏。外貌的美丑只是由于一种业，

但其结果却能导致很多其他的业支持或阻碍他，所以依报的

成就或失坏也会影响到其他果报的成熟。 

 

五、时成就(kàlasampatti)， 

六、时失坏(kàlavipatti)； 

这里的“时”是指时代。时成就即生逢其时，例如出生

在转轮王治世时、诸佛出世时、明君治世时等等。 

时失坏即生不逢时。例如中国人在一百多年前曾被蔑称

为“东亚病夫”，当时中华民族处于被歧视、被奴役的地位，

我们的祖辈都过着贫困艰苦的日子。看看以前的老照片，我

们的先辈都长得很消瘦，生活过得很不容易。又比如中国大

陆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即使你再有才华，再有能力，也

没有自由发挥的空间，你想发展，换来的只是被打倒。 

由于时成就，人们生活在和平年代，国家富强，社会繁

荣，制度开明。生逢盛世，很多其他的善业都能获得机会成

熟，使人民吃得好、住得好，生活有保障，社会福利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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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时失坏，人们生活在战争频仍、硝烟弥漫的国家或地区，

可能吃饭、睡觉都不安心，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更不用说

其他的福报了。因此，时代的成就或失坏也会直接影响到很

多果报的成熟。 

 

七、努力成就(payogasampatti)， 

八、努力失坏(payogavipatti)。 

通过努力、勤奋、勤勉，可以创造许多助缘让善的支持

业获得机会成熟。如果不懂得珍惜机会，不去争取、努力，

即使有善的支持业，也会因为缺乏助缘而无法成熟。有智慧

的人懂得把握时机，在适当的时候精进努力，许多善业将会

因为努力的助缘而成熟，带来善的果报。 

通过努力改变现状，实现自己的理想，叫做努力成就。

懒惰懈怠，不思进取，游手好闲，坐失良机，叫做努力失坏。 

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身边屡见不鲜。有些人小时候家境贫

寒，但他们少年立志，奋发图强，成年时就能告别饥贫，衣

食无忧，甚至事业蒸蒸日上、飞黄腾达。一个人虽然继承万

贯家财，可是挥霍无度，又不思进取，他早晚都会坐吃山空、

风光不再。(Vbh.810; A.A.3.34; Vbh.A.810) 

综上所述，趣成就、依报成就和时成就有时很难依靠现

况或个人的力量而改变，但是我们能够把握的是努力成就。

通过努力成就，不但能够改善现状，通常还能改变未来、实

现自己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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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四种成就和失坏的因素之外，果报还可能受他

人和外界影响。 

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造业容易受到他人和

外界的影响，果报也有可能受到他人和外界的影响。受到他

人支持、鼓励或怂恿而生起的善心和不善心叫做有行心，而

一个人的果报也可以受他人的恩惠或连累。和有大福报的人

在一起，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其福报的恩惠。 

例如佛陀在世时，沙利子尊者的小弟弟雷瓦德(Revata)

出家后，住在一座坚木林中过雨安居。雨安居结束后，佛陀

和沙利子尊者等人前往看望他，途中需要走过三十由旬荒无

人烟的旷野。为了顺利到达目的地，佛陀特地叫福报第一的

西瓦离(Sãvali)尊者一起前往。在旅途中行进时，诸天想:“让

我们去礼敬西瓦离长老吧！”于是他们在每隔一由旬的地方

变现了住所，并在每天早上供养天粥等食物。西瓦离长老取

了自己的那份后，将之供养给以佛陀为首的比库僧团。就这

样，佛陀和比库们在西瓦离长老的福报支助之下越过三十由

旬的荒野。(Dhp.A.98) 

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由于佛陀过去无量劫以来所积累

的福德，现在任何人只要以佛陀的名义出家，即能获得恭敬

和供养。 

反之，和没有福报的倒霉人在一起，也可能会直接或间

接地受到连累。罗思格帝思尊者(Losakatissa)就是一位很倒

霉的人。他在过去咖沙巴佛陀的时代是一位比库，出于妒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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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把一位阿拉汉的钵食倒进火炭中。由于这种恶业，他死后

投生到地狱许多万年，然后又投生为亚卡和狗，每一世连一

餐饱腹的食物都不曾得到过。 

到了我们佛陀的时代，他投生于高思勒国(Kosala)的一

个渔村里。但自从他投生的那天开始，全村连一条小鱼都捕

不到，村民找到原因后把他一家人赶走。等到他刚学会走路

时，他母亲给他一个乞丐碗赶他走，他只能到处捡东西吃。 

在他长到七岁时，沙利子尊者出于悲悯而度他出家。虽

然出家了，但仍然没有吃过一餐像样的饮食。只要舀一小匙

的粥放进他的钵中，人们所看到的就像是满满一钵的一样，

于是就不再供养了。 

后来，由于过去生的巴拉密，罗思格帝思尊者证悟了阿

拉汉果，但仍然没有因此而变得幸运。有一天，当他寿命将

尽、快要般涅槃了，沙利子尊者知道后，想让他吃一餐像样

的食物，于是带他一起进入沙瓦提城托钵。可是，由于罗思

格帝思的缘故，竟然没有一个人向沙利子尊者招手致敬。沙

利子尊者只能叫他先回去，等他托到食物后叫人再送过去，

谁知受嘱托的人却把食物吃光了。当沙利子尊者知道他还未

进餐时，午时已经过了，于是在国王的住所获得一钵由酥油、

蜜糖、糖和油制成的四甜品(catumadhura)。为了预防它再次

消失，沙利子尊者亲手拿着钵，叫罗思格帝思吃钵中的四甜

品。至此，罗思格帝思尊者才吃到一顿饱餐，然后于当天即

般涅槃了。(J.A.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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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果报如此，速行可变 

从因果法则来看，果报和业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有什

么样的果报，必然有与其相应的过去业。然而，受报和造业

之间却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体验什么样的果报，不一定就

会造作与其相应的业。例如得到一份贵重的礼物，多数人的

反应是兴奋、欣喜，并因为喜欢而容易产生贪爱。但是，我

们可不可以说看见好的东西就必然会产生贪爱呢？那倒不

一定！ 

所以说，现在体验什么样的果报，和过去所造的相应的

业有关；但是，现在体验什么样的果报，现在却不一定要造

作与其相应的业。这一层关系可以概括为“果报如此，速行

可变”，这是把握业果法则的关键。 

 

下面对业果关系做一个小结。 

一、现有的生命和每天的境遇只是果报而已。 

我们现有的生命（特指业生身和果报心）属于果报，以

果报为主。同时，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每天所接触到

的也都是属于果报。根据阿毗达摩，眼净色、耳净色、鼻净

色、舌净色和身净色都是业生色，业生色是由过去业所带来

的果报。同时，依于此五净色分别产生的眼识、耳识、鼻识、

舌识、身识，都属于果报心。此双五识每时每刻所识知的所

缘，包括眼识看到的颜色、耳识听到的声音、鼻识嗅到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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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舌识尝到味道、身识碰触到的触所缘，又无一不是果报。

用通俗的话来说，我们每天所接触到的不同的人、事、物，

每天所遭遇到的不同的境遇，都只是果报而已。 

 

二、所谓的生命，只是一系列因果的不断相续。 

如果说我们的生命、现在的生活纯粹只是果报，那是否

就不能作任何的改变呢？不是！因为人有主观能动性，在遇

到境遇、体验果报后会作出反应，再造新业。根据心的运作

规律，虽然执行看、听、嗅、尝、触的双五识都是果报心，

但是在这些果报心之后，心路中生起的速行心能够造业，造

业又为未来种下新的业因。由于心的习惯，如果不如理作意，

遇到可爱所缘容易生贪心，遇到不可爱所缘容易生瞋心。如

果如理作意，生起的则是善心。无论善心或不善心，其中的

思心所都能造业。一旦业被造下之后，会形成一种称为“业

力”的潜在能量。这种业力又作为新的业因，能在未来成熟

而带来果报。 

因果法则即是五种定律中的“业的定律”（见《中集》

第 15讲）。业力依循着这种定律，在具足因缘的时候成熟。

生命的过程就是不断地体验过去业成熟所带来的果报，同时

又不断地再造新业的过程。只要还没有破除因果的锁链、不

想跳出生死轮转的话，生命就如车轮往前翻滚一样，周而复

始，这就是轮回(saüsà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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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任何众生都无法逃脱业的果报。当果报成熟时，

我们只有承受的份。然而，在体验果报的同时，我们却可

以左右速行，决定造何种业。 

只要拥有生命，任何众生都无法逃脱业的果报，当果报

成熟时，只能承受和体验，没有办法避免。 

有产生必然会有毁灭，有生命必然会有死亡，这是世间

的必然规律。无论贫富贵贱、寿夭智愚，无论躲到哪里，都

是无法逃脱和幸免一死的。佛教徒不应相信有所谓的永生、

长生不老，现代人也应该不会像古代的秦始皇那样，派出大

量方士去寻访神仙，求取长生不老的仙药，结果仙药还没有

找到，他已经死了。 

业果法则和众生有生必有死的规律一样，造作了恶业之

后，无论贫富贵贱、寿夭智愚，无论躲到哪里去，在成熟的

时候都必须要承受，是没办法逃脱和幸免的。所以佛陀在《法

句》中说过： 

“非虚空.海中，非入山.缝隙； 

世界不存在，能逃恶业处。 

非虚空.海中，非入山.缝隙； 

世界不存在，能脱死神处。”(Dhp.127-128) 

意思是：无论是在天上、海中、森林、岩石，世界上根

本找不到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逃脱恶业的果报以及死亡。 

既然果报的成熟无法避免，我们就要学会承受。然而，

承受本身并不是消极认命。在果报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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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改变的是当下的速行，决定自己要造作哪一种业。一个

人生活困苦，他可不可以过得很快乐？还是可以的。一个人

生活优越、地位尊贵、声名显赫，他是不是就一定很快乐呢？

并不见得。人穷是因为过去的不善业造成的，但是穷人是不

是一定就要造恶呢？并不见得，他仍然可以行善！同样地，

人富有是因为过去的善业带来的，但是富人是不是一定都会

行善呢？也不见得。贫富是过去善恶的果报，但现在行善或

造恶，却与人的贫富没有必然的联系。 

所以，善恶之业能带来相应的善恶果报，然而，并非体

验善果者就必定会造善业，体验恶果者就必定要造恶业。 

“果报如此，速行可变”是指在面对人生不同的境遇

状况时，我们不能改变已经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事情，但是，

我们可以改变的是自己的心。人生不如意者十有八九，可能

很多人在落难时碰到的并不是雪中送炭，倒霉时碰到的更多

是落井下石。当这些事情来临时，我们能做些什么呢？依照

业果法则，这是因为不善果报已经成熟了，我们不得不去体

验。在体验这些不善果报的同时心容易排斥，容易生起不善

心。谁会喜欢自己倒霉呢？谁喜欢被别人落井下石呢？都不

喜欢！但是，是否在体验不善果报时一定要生起瞋心呢？难

道一定要以牙还牙、以毒攻毒吗？不是的！我们可以“得意

淡然，失意泰然”。人生在世，难免会有起起落落，得意的

时候不要太嚣张，失意的时候也不用怨天尤人。无论得意失

意，都应当如理作意。要知道现在的困境只是自己的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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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由自己所造的恶业带来的。既然现在的恶报是由过去的

恶业导致的，为什么过去敢于造恶，现在却不敢承担呢？ 

能够这样思惟，就是拥有业果智或者自业正见的思惟。

请记住我们在前面讨论“业的定律”时讲过的： 

ßSabbe sattà, kammassakà, kammadàyàdà, 

kammayonã, kammabandhå, kammapañisaraõà, 

yaü kammaü karissanti kalyàõaü và pàpakaü và, 

tassa dàyàdà bhavissanti.û 

“一切有情是业的所有者，业的继承者， 

以业为起源，以业为亲属，以业为皈依处。 

无论所造的是善或恶之业， 

都将是它的承受者。” 

运用业果智进行思惟，在承受不善果报的时候，能够更

清晰地看清人生无论再风光、再辉煌，必定是无常的，最终

会衰败的。人生太顺利不容易产生悚惧感(saüvega)，不容

易看清人生的本质，不利于激发精进。人在失意时反而容易

思考人生、留意宗教、寻求信仰。失意时唉声叹气或怨天尤

人是于事无补的，唯有接受现实，如理作意，多行善事，多

做善业，才有可能改善现在，扭转未来，改变命运。 

承受果报和再造新业没有必然的联系，做好做坏、行善

作恶，我们自己有自主权，自己可以做选择。行善作恶，改

变命运，不是依赖神、佛、菩萨、真主、上帝，命运只掌握

在我们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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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果报心主要生起于五门，意门心则以造业为主。 

五门心路中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分别执行

着看、听、嗅、尝、触的作用，它们都是果报心，即体验过

去业所带来的果报的心识。眼识等双五识只产生于眼门、耳

门、鼻门、舌门、身门这五门心路中。领受心、推度心和彼

所缘都是果报心，主要还是生起于五门心路。能够产生于意

门心路的果报心只是彼所缘，而且只是偶尔才生起。以下几

种情况彼所缘才会生起：一、只生起于欲界地有情的欲界心

路中；二、只有对象是极大所缘或清晰所缘时才会生起；三、

只有取究竟法为所缘时才会生起。当心路在取任何人、事、

物、时、空等概念法时，不会有彼所缘生起。如此，能够生

起于意门心路的果报心几乎少之又少。换言之，意门心路主

要是负责造业的，而不是体验果报的。假如把只会出现于意

门速行心路的贪婪、痴迷、执著、傲慢、忧愁、焦虑、瞋恨、

愤怒等不善心，说成是果报使然，那只是推卸责任的借口。 

所以，我们所说的体验果报主要是由五门心路中的果报

心来执行的，但对所体验的果报进行加工、反馈的是意门心

路，对果报作出反应，再造作善或不善业的主要还是意门心

路。然而，不管是五门心路，还是意门心路，其果报心的数

目都远少于速行心，也即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体验果报

的心远远少于造业的心。明白这一层关系，我们就应当了解，

虽然我们时刻都在体验着果报，但更多的时候和更多的机会

是在造业。只要是速行心，我们就可以通过如理作意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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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造业的性质。 

 

五、通过主观努力，可以促使支持业成熟。 

我们不可能改变令生业，因为令生业是在我们前一世临

终时成熟并带来今生结生的。令生业可以影响到我们整一辈

子，而且是无法改变的。我们可以改变的是支持业，甚至可

以通过造作新的善业，使之成为下一生的令生业，如此来提

升生命和改变未来。虽然支持业也是过去造作的，但是如果

没有获得适当的助缘，它们也可能成为无效。 

譬如一个人生病了，假如他因为“生病是果报，是果报

就要承受”而放弃医疗，其结果会怎样？病情可能会加重，

甚至可能因延误就医而丧命。又譬如农夫只是把优良的种子

撒在田里后就懒得打理了，即使再好的品种也不会长得很

好。一个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人，即使有很好的支持业，

也不可能使自己的中年、老年风光到哪里去。所以，想让支

持业成熟并发挥其效用，把握时机和适当努力是很重要的助

缘。 

有句话叫“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那是对懒人说

的，我们不应该全信，更不应该完全依赖命运。所谓的命运，

其实是指今生的果报。虽然说过去的命运已经无法改变，但

是未来的命运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可以通过主观努

力、积极进取来把握现在、改变未来！ 

佛陀在《长部·教诲新嘎勒经》(Siïgàlovàda sutta)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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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勤勉积集财富时，应如蜜蜂采花蜜。”在家人应该像

蜜蜂采集花蜜那样辛勤工作，这样才能积累财富。所以，我

们应该通过主观努力来创造机会，促使支持业成熟并发挥更

好的效用。 

 

六、明白业果法则，应学会坦然地承受果报、接受现

实，也应学会掌握现在、改变未来！ 

明白了业果法则，就应该运用它来看待生命中的不如意

现象，坦然地接受现实。佛教不是教我们逃避现实，而是要

学会接受现实，在接受现实的前提下把握当下。我们的未来

并不掌握在神佛菩萨的手中，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唯有现

在多造善业、积累功德，未来才能不断变好。 

看待生命不应该鼠目寸光。有些人认为生命只有这一

世，从出生到死亡这一段时间，有今生无来世。这是“鼠目

寸光”的生命观。《庄子·逍遥游》中说“朝菌不知晦朔，

蟪蛄不知春秋”，意思是上古时有一种叫“朝菌”的昆虫，

它们早上出生，晚上就死掉了——朝生暮死。而蟪蛄蝉则在

春天出生，秋天死亡。对于朝菌而言，生命还不到一天；对

于蟪蛄而言，生命还不到一年。现在有许多人的生命观也和

朝菌或蟪蛄差不了多少。生命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无限时间的

过程，生命的相续就像大江东去一样，难分首尾，难以断绝。

佛陀在经典中时常用“此无始的轮回最初的起点是无法了知

的”(Anamataggoyaü saüsàro pubbà koñi na pa¤¤àyati)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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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最初起点的生命流转过程。只有通过修行，才可能终

止生死轮回，破坏翻滚的轮回车辐，让它不再转动。 

以上是业与果报的运作和规律。 

 

三、业与异熟的关系 

第一，不善业与果报 

讲了业和果报之间的普遍规律后，现在再来讲业和果报

的关系，也就是速行心和果报心之间的关系。先讲不善业和

不善业的果报。 

不善心一共有十二种。这十二种不善心可以分为三大

类：贪根心、瞋根心和痴根心。其中，贪根心有八种，瞋根

心有两种，痴根心也有两种。在这十二种不善心当中，只有

一种不会带来结生，就是最弱的“掉举相应痴根心”。这种

心表现为胡思乱想或者发呆。这种不善心所造的业很轻，所

以不会导致结生，但是可以在生命期间成熟。除此之外的其

他十一种不善心所造之业都有可能带来结生，遇到因缘成熟

都有可能使有情投生到恶趣中去。 

地狱、畜生、鬼和阿苏罗这四恶趣众生的结生心都是不

善果报推度心，这在第 21 讲中已经讲过了。所有不善趣的

有情，包括地狱众生、各类畜生、鬼及阿苏罗，虽然它们种

类繁多，但是它们的结生心只是一种——不善果报推度心。 

从因果上来看，虽然所有不善心中的思心所都能造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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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业，但是由它们所带来的果报在结生时只产生一种心，即

投生到恶趣的不善果报推度心。不过，十二种不善心在生命

期间都有可能成熟，并且能产生七种不善果报心。这七种不

善果报心分别是：不善果报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

领受和推度。只要有情曾经造作过的任何一种不善业在其临

终的时候成熟，并且带来下一世的结生，他必定会投生于恶

趣中。恶趣的结生作为果报心，即是不善果报推度心。在恶

趣生命期间，这种不善业作为令生业，还会继续连同其他的

不善业（支持业）一起成熟，使其在生命期间不断地体验着

七种不善果报心。 

由十一种不善心产生的结生心（不善果报推度心）只会

发生于四恶趣众生，而由十二种不善心产生的七种不善果报

心，则可能发生于一切拥有相应根门的有情中。9 我们在过

去和现在都曾造作过无数的不善业，而且绝大部分人在将来

还会没完没了地造作下去。即使这些不善业没有在临终的时

候成熟并带来结生，它们在生命期间也能不断地成熟，并被

体验为看见丑陋的东西、听到刺耳的声音、嗅到难闻的味道、

吃到恶心的食物、身体产生病痛等等。这些不善果报都能在

生命期间成熟并被体验。即使是佛陀，也要体验这些不善果

报心。尽管佛陀不会再造作任何不善业，但是在过去生还是

菩萨时也曾经造作过许多不善业，由这些不善业所带来的果

                                                 
9 梵天人没有鼻、舌、身三门，所以不会有相应的不善果报心，无想有情天和

无色界梵天人不会体验到这些不善果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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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即使是成佛后也还是要承受的。至于在尘世中翻滚的众

生就更毋庸置疑了。 

 

第二，欲界善业与果报 

欲界善业是由八大善心中的思心所造作的业。八大善心

可分为两组：三因（善）心和二因（善）心。 

其中，三因心有四种： 

1.悦俱智相应无行心， 

2.悦俱智相应有行心； 

3.捨俱智相应无行心， 

4.捨俱智相应有行心。 

为什么称为“三因”？因为这些心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拥有无贪、无瞋和无痴三个心所。无贪、无瞋这两个心所属

于十九遍一切美心心所，是一切美心都拥有的。这四种善心

都是“智相应”，即拥有称为“智”的无痴心所。由于无贪、

无瞋、无痴心所在一种心中能起主导作用，所以称为因(hetu)

或根(måla)。当一种心中拥有这三个心所，它即是三因心。 

 

另外，二因心也有四种： 

1.悦俱智不相应无行心， 

2.悦俱智不相应有行心； 

3.捨俱智不相应无行心， 

4.捨俱智不相应有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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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二因”是因为这四种心都是“智不相应”，即少

了一个无痴心所。这四种心中只拥有无贪、无瞋两种因，没

有无痴心所，所以称为“二因心”。 

三因心和二因心的根本差别就在于是否有智（智慧），

表现在造业的时候是否有智慧地做。 

什么是“智相应心”与“智不相应心”？我们以到寺院

去礼佛与做布施为例子来说明。佛弟子都应该对佛法僧三宝

有信心，都相信业果法则，在礼佛或布施时，只要凭借这种

信心去造善业，就是“智相应心”。但有另外一种人，每逢

初一、十五都到寺里上香拜佛，可是他们除了拜佛之外一无

所知，既不知什么是佛法僧三宝，也不知道什么是业果法则。

他们只是随着风俗，别人去也跟着去，看到别人捐钱也跟着

捐钱。虽然这些都是善行，但是他们却胡里胡涂地做，这些

心就是“智不相应心”。 

既然善心有三因和二因的区别，那么这些善心能带来什

么样的果报？这些果报又有什么区别呢？ 

 

殊胜的三因善业 

善业依照产生果报的能力，可以分为两种：一、殊胜

(ukkaññha)的善业，二、低劣(omaka)的善业。殊胜的善业是

由清净无染的心造作的，在造业前、造业时和造业后都有良

好的动机。例如：用正当获取的财物去布施，布施的对象有

戒行、有德行，在布施前感到高兴，布施时感到欢喜，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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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感到很满意。 

殊胜的三因善业能够带来三因结生心，而在生命期间能

体验到八善果报无因心与八大果报心。 

什么是“三因结生心”？有情投生为人或天人的时候，

他的结生心同时具足无贪、无瞋、无痴这三个心所，即是三

因结生心。三因结生心有什么用呢？三因结生的有情，将有

可能在今生证得禅那，甚至证悟圣道圣果，但二因结生者则

不能。这是三因结生和二因结生的区别。 

哪些是“八善果报无因心”？它们分别是：善果报眼识、

耳识、鼻识、舌识、身识、领受心、捨俱推度心和悦俱推度

心。眼、耳、鼻、舌、身这五识的作用是看到美丽的东西、

听到悦耳的声音、嗅到香味、吃到美味的食物、身体触到舒

服的感觉，领受和推度的所缘也是如此。 

对于三因结生者，八大果报心中的三因果报心之一能够

成为他的结生心、有分心和死心。在心路心中，八大果报心

则只执行彼所缘的作用。 

因此，虽然三因善业非常有用，但也并非所有的三因善

业都能带来三因结生，只有殊胜的三因善业才能带来三因结

生。 

 

低劣的三因善业 

低劣是相对于殊胜而言的。低劣的善业是指所造的善业

受到烦恼的污染。例如：用不正当所得的财物去布施，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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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的动机不纯，送东西给人是为了贿赂、巴结他人。虽然

送礼的行为也是布施，但由于动机不纯，所以是低劣的善业。 

或者带着傲慢的心布施，自赞自许，自我标榜，或者通

过诽谤别人、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即使所造的善业很多，

但是由于自赞毁他、贬损他人，这些善业也变成低劣。 

不情愿地造善业，或者造善业的时候抱怨，满腹牢骚，

都会使殊胜善业变为低劣。例如抱怨说：“怎么又要安排我

去做服务了？”“持戒怎么会这么麻烦，不受戒多自由啊！” 

对所造的善业感到后悔，也会使本来殊胜的善业变成低

劣。例如：“哎呀，我怎么那么蠢，把自己心爱的东西也布

施出去了呢？” 

虽然这类善业也可以算是三因善业，但由于质量低劣而

导致业力弱，只能带来二因结生。 

 

当然，果报的胜劣和造作善业的对象也有直接的关系。

例如所布施的对象是一位有德行、有修行的人，即使布施的

物品很轻贱，但是由于接受者的功德很殊胜，这种善业也可

以带来殊胜的果报。相反，如果布施的对象都是一些没有戒

德的人，即使布施得再多，布施的物品再贵重，其果报也不

可能殊胜到哪里去。 

《鬼故事·安古勒鬼的故事》(Aïkurapetavatthu)讲述了

这样的一个故事：佛陀在成佛后的第七年雨安居，前往三十

三天讲授“阿毗达摩”。当时，一万个轮围世界的欲界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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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梵天人都前来闻法，也包括两位名叫因德格(Indaka)和安

古勒(Aïkura)的三十三天天人。当时，由于威德地位不同，

因德格坐在佛陀的附近，但安古勒却坐在 12 由旬那么远的

地方。 

为什么他们都能投生到天界呢？原来安古勒的过去生

是一位大富翁兼大慈善家，他每天都在家中准备六万辆车的

食物，亲手恭敬地布施给人们。他经年累月这样欢喜地做布

施，命终后投生到三十三天界。而因德格的过去生则是佛陀

在世时的一位青年，只因为他曾在阿奴卢特(Anuruddha)尊

者托钵时以净信心供养了一汤匙饭，不久死后也投生到三十

三天界，成为有大神通、大威力的天子，并且在天色、天声、

天香、天味、天触、天寿、容颜、名声、天乐、天权这十方

面都超越了安古勒。 

仅是从善业上来说，一汤匙量的饭和经年累月地做大布

施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然而，他们所带来的果报为什么会相

差那么远呢？难道因果法则也会厚此薄彼吗？虽然安古勒

每天都作大量的布施，但是由于那些接受者都是没有道德、

没有持戒的人，即使这样布施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善业却不

算很殊胜。虽然因德格只是因为供养一汤匙量的饭而投生到

天界，但是其接受者阿奴卢特尊者却是一位断尽烦恼、圆满

三学的阿拉汉圣者。所以因德格布施的功德，远远比安古勒

每天布施众多无德者的功德还要殊胜得多。 

当时，佛陀看见因德格和安古勒这两位天子，为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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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布施之法，把坐在远处的安古勒唤到跟前： 

“安古勒长久，你施大布施。 

你在远处坐，到我跟前来。” 

安古勒不解地问： 

“为何我此施，所施成空无？ 

此因达亚卡，虽施少量施， 

光辉超越我，如月于众星？” 

佛陀说偈回答道： 

“如不毛之地，虽播多种子， 

不能结硕果，农夫不满足。 

如是多布施，却对无戒者， 

不能结硕果，施者不满足。 

如于肥沃田，虽播少种子， 

适时予降雨，农夫乐收成。 

如是对具戒，对具德者等， 

虽作少功德，却有大果报！ 

应选择布施，此施有大果， 

选择做布施，施者得生天。 

选择而布施，善至所赞叹， 

于此命世间，对彼应施者， 

布施得大果，如种播良田。”(Pv.306-330) 

所以，不但善业有殊胜和低劣之分，而且善业的果报和

造业的对象也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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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胜的二因善业 

这一类善业是在欢喜、主动的情况下造作的，但是由于

没有思惟业果法则，缺乏无痴心所，所以是殊胜的二因善业。

即使在造业前高兴、造业时欢喜、造业后也满意，但由于没

有智慧，也只属于二因善业。 

 

低劣的三因善业和殊胜的二因善业在结生的时候只能

带来二因结生。二因结生者只是对修行而言，和他的才能、

福报等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二因结生属于善趣结生，他们可

以是人类或者天人，甚至可以是有才华、有能力、有财富、

有影响力的人物或天人，但由于是二因结生者，他在那一生

中修行并不能证得禅那及圣道圣果。 

低劣的三因善业和殊胜的二因善业除了带来二因结生

的果报之外，在生命期间还可以产生八善果报无因心及四种

二因果报心。八善果报无因心是：善果报眼识、耳识、鼻识、

舌识、身识、领受心及两个推度心。四种二因果报心是指在

心路中执行彼所缘作用的四种智不相应果报心，其馀四种智

相应果报心不会生起。 

虽然由于过去生造作低劣的三因善业或殊胜的二因善

业，使有情今生投生为二因结生者，但是该有情仍然可以体

验到殊胜的果报，只不过在他的彼所缘里不会生起智相应心

而已。二因结生者的速行仍然可以生起强力的智相应善心，

二因的结生心并不障碍其速行造作殊胜的三因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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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劣的二因善业 

低劣的二因善业只能带来无因结生心，但仍可投生到人

天善趣。如果投生到人界，他将是个先天性的聋子、哑巴、

瞎眼、跛脚、小儿麻痹、弱智或智障等；如果投生为天人，

他将成为低等天人，例如某一类树神、山神、土地神等。 

无因结生心是由于过去生所造作的低劣二因善业所产

生的。由于低劣的二因善业力量微弱，所以只能产生无因结

生心，而不能产生二因结生心。 

低劣的二因善业在生命期间可以产生八善果报无因心，

但不能产生八大善果报心。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有无因果报心，那有没有无因善心

呢？没有！虽然果报心可以是无因的，但并没有无因的善心，

因为所有的善心中都至少拥有无贪和无瞋两个美因。 

 

说到这里，也许有些人会担心自己是不是二因结生者。

从带来结生的业来看，只有造了殊胜的三因善业才会投生为

三因结生者，低劣的三因善业或殊胜的二因善业，只能投生

为二因结生者。因为二因结生者今生不能证得禅那和圣道圣

果，所以很多人担心自己今生是二因结生者，二因结生者今

生即使再努力修行，也不可能证得禅那。 

虽然大部分人都是二因结生者，只有少数人是三因结

生，但是我们也不必过度怀疑自己。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

过去生没有种下善法因缘的话，今生也不会进入佛门，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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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机会修行佛法。从缅甸帕奥禅林大多数修到缘起的禅修

者的过去生来看，他们在过去生几乎都曾经遇到过佛法，或

者曾经有修行基础。由于这种宿缘，他们今生一听闻到佛法，

或者一听闻到禅修，就自然而然地寻求正法。 

从“缘”上来看，真正想要修行的人是少之又少的。如

果做一个粗略的统计，到目前为止，整个地球的总人口大概

是 70 亿，其中，佛教徒的比例约占 6%，即 4 亿多，约 1/20

的人是佛弟子；在这 4 亿佛教徒当中，真正禅修的人还都不

到 3 千万 10。但是，我们已经遇到佛法，而且还是正法（上

座部佛教相信现在还是正法时期，正法还存在），所以我们

不应该自暴自弃，应该好好地把握今生。 

假如今生真的很倒霉、很不幸是二因结生者，这也只是

果报而已，但更重要的是现在要造三因善业，要多造殊胜的

三因善业。即使今生没有机会证得禅那和圣道圣果，但只要

持续地禅修，下一生也很有可能投生为三因结生者。 

最怕的是现在还不确定自己是三因还是二因结生者，就

开始放弃，开始放逸。放逸的时候造的多数是不善心，长期

下去，不善业就成为惯行业，即使没有极重业，下一生堕落

到恶趣的机会也很大。 

如果今生经常布施、持戒、禅修，所造的这些善业养成

习惯，例如经常修慈、散播慈爱，在行走、躺卧时也散播慈

                                                 
10 截至 2011 年 10 月 31 日，全球人口达 70 亿。据 2005 年世界宗教徒统计数

据显示，佛教徒约占全球人口的 6%。 



阿毗达摩讲要(下) 

126 

爱，禅坐时也散播慈爱，乃至在一切时，只要正念提起就散

播慈爱，散播慈爱的善业已成为惯行业。到了临终的时候，

他的心自然而然地在散播慈爱。即使没有达到禅那，但是散

播慈爱的心也是殊胜的三因善心。 

我们菩萨的最后一生从喜足天(Tusita)投生到人间，他

在前一世临终时对一切众生散播慈爱，但还没有达到禅那的

程度，而是以慈心近行定投生到马雅夫人(Mahàmàyàdevã)

的母胎里面去。慈心近行定是欲界三因善心，而不是色界善

心，因为色界善心会投生到色界梵天。所以，如果习惯散播

慈爱的话，下一生的结生心很可能是三因果报心。 

如果你习惯修习入出息念，习惯专注呼吸，修习入出息

念是殊胜的三因善业，这种三因善业已成为你的惯行业，在

你生命的最后一刻，你也可以轻易地专注呼吸，在修行中安

详去世。此时，不管是惯行业还是近死业作为你下一辈子的

令生业，它都是殊胜的三因善业。以殊胜的三因善业结生，

你下一生的结生心是三因果报心，整辈子的有分心也都是三

因果报心，如此，下一辈子你要修行或证得禅那，就如探囊

取物般容易。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多造三因善业，而不

要怀疑今生是不是二因结生者。 

我发现有些禅修者学习阿毗达摩后就开始怀疑自己：

“到底我是不是二因结生者？为什么我修行那么困难？为

什么修行那么多障碍？”有些人即使修了几十年都没有证得

禅那，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断定他是二因结生者。 



第 24讲 业与果报的关系 

127 

佛陀在世时有一位比库名叫阐那(Channa)，他修了大半

辈子都没有任何成就，但他是三因者。佛陀在世时，他是个

调皮捣蛋的人。他的口德特别差，经常喜欢骂人，喜欢挖苦、

批评他人。虽然他也修行，但却一直没有证得任何圣道圣果。

佛陀临终的时候，特别叮嘱阿难尊者要对他进行梵罚

(brahmadaõóa, 默摈)。佛陀般涅槃后，僧团对他进行梵罚，

完全孤立他，此时他才警醒自己，努力禅修，不久后证得了

阿拉汉道果，断尽一切烦恼。 

从这个例子可见，即使佛陀在世时，也有人修行没有明

显的成果，但并不等于说他是二因结生者。同样地，如果我

们用了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尽自己最大

的努力付出精进仍然没有任何成效，那时再说自己是二因结

生者也不迟。否则，太早下结论未免过于草率。 

帕奥禅林有位缅甸长老，我还没出家时他已经在禅林精

进禅修了，可是修了十几年，一直没有什么大的进展。前不

久，他经过我的孤邸，我客气地向他打招呼，他走过来问我

几个有关查禅支的问题，一问之下才知道他终于证得禅那

了。如果他自暴自弃的话，就连机会也都失去。正因为他对

禅修有很强的信心，再加上锲而不捨的精进，才能获得现在

的成就。因为有些人过去生所积累的巴拉密要经过一段很长

时间的努力才能够成熟。 

即使一个人是由梵天人投生的，如果他放逸的话，仍然

不可能证得禅那。更何况我们前一世的来处还不清楚，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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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由人，也有可能是由猪、狗、鬼投生而来的。但是可以

肯定的是，今生能够投生为人，不是三因结生就是二因。至

于如何确定，唯有修到缘起的时候才能够确定。还有一点可

以让大家放心的是，虽然二因结生者今生不能证得禅那，但

是可以证得欲界近行定；虽然今生不能证得圣道圣果，但是

仍然有可能修到高级观智，甚至修到行捨智。二因结生者可

以做纯观乘者(suddhavipassanàyànika)，先从四界差别开始修

起，见到究竟色法、究竟名法之后，也可以修习缘起。所以，

即使不幸生为二因结生者，也不应该轻言放弃，不应该自暴

自弃，佛陀的教法总是会给人希望的。 

为了让大家更加清楚付出精进的必要性，在这里想读出

缅甸雷迪西亚多(Ledi Sayadaw, 1846-1923)所写的一本《菩

提分手册》(Bodhipakkhiya Dãpanã)关于四正勤的部分，书中

谈到了即使是二因结生者也不应该放弃修行。此书的《四正

勤》一章里这样说： 

“只有在尽其一生如佛陀所教导那般努力精进之后，还

不能证得禅那、圣道圣果，才能够说失败的原因是当今时期

的本质，或者是二因者，或者过去生没有积累足够的巴拉密。 

在这世间，有些人所付出的精进力远远不及佛陀所指定

的程度，甚至没有尝试有效地培育身至念，以对治他们漫无

目的四处飘荡之心，但是却推说不能证悟道果是因为当今是

不可能证悟的时期。也有些人说今日的男女没有足够使他们

证悟道果的巴拉密，还有些人说今日的男女都是二因结生



第 24讲 业与果报的关系 

129 

者。他们如此说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当今是所引导者(neyya)

的时期，而他们未能证悟道果是因为缺乏正勤——精进。 

若具有专精(pahitatta)地适当注进正勤（注进精进），一

千人之中有三百、四百或五百人可以获得至上的成就。若一

百人如此实行，他们之中有三十、四十或五十人可以获得至

上的成就。在此‘专精’是指决意尽其一生坚持努力精进，

即使在努力的当下死去亦在所不辞。 

索纳长老(Soõa Thera)所付出的精进是在雨安居(vassa)

的三个月期间持续不断地保持正念，在那期间只采用坐以及

走两种姿势。护眼尊者(Cakkhuppàla)的精进与他相等。触天

长老(Phussadeva Thera)必须在付出同等的精进力二十五年

之后才证悟道果。而马哈西瓦长老(Mahàsãva Thera)则如此

精进了三十年。  

今日极需要这一类正勤。可惜现今如此精进的人缺少教

理(pariyatti)基础，而有教理基础的人却涉及了比库义务的障

碍(palibodha)，因为他们住在市镇或村子里，需要讨论佛法、

讲经开示以及著作佛书，他们不能长期不中断地注入正勤。 

有些人习惯地说在令他们获得解脱世间之苦的巴拉密

于时机成熟时，他们将能很容易地获得解脱，因此他们在还

未能确定精进是否能够带来解脱时，不能当下即精进努力。

他们没有比较：是努力精进三十年比较苦，还是未获得解脱

期间堕入地狱十万年比较苦？他们并不记得努力三十年之

苦，根本比不上只在地狱里三个小时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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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可能会说：‘若努力了三十年之后还是不能获得解

脱，那情况还不是一样？’但是如果此人的巴拉密足够成熟

以获得解脱，他将凭此精进获得解脱；若还不够成熟，他将

在下一世获得解脱。即使他未能在现今的佛法教化期里获得

解脱，他一再重复地致力于培育心的业力(bhàvanà àciõõa 

kamma, 禅修惯行业)也是具有极大力量之业，他能凭此避

免往生到恶道，能够不断地在善趣中轮回，直到遇到下一次

的佛法教化期。对于没有注进正勤之人，即使他们的巴拉密

足够成熟至可以努力三十年就获得解脱，也将错失这个解脱

的机会。他们不会因为缺少精进而有所得，有的只是损失而

已。因此，让我们都拥有慧眼，以及对此危险保持警惕！” 

这是雷迪西亚多在《菩提分手册》里所讲的一段话。 

书中讲到，如果一千个人精进努力的话，将会有三百、

四百乃至五百人可以获得至上的成就。如果一百人精进，将

会有三十、四十或五十人能够获得至上的成就。从缅甸帕奥

禅林的教学调查来看，一百个缅甸人当中，大概有三四十人

有禅那体验。外国人禅修成功的比例比缅甸人稍为逊色，大

约是百分之三十。当然，这还不包括那些禅那“姗姗来迟”

者。 

去到禅林的人通常只是付出一段时间的精进，就能够获

得这样的成就，如果他们付出更长时间的精进，这个比例肯

定会更高。 

因此，不要在还没有付出足够的精进之前就自暴自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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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的结果只会错失良机。 

 

第三，色界善业与果报 

在讨论这一节内容时，我们必须记得：色界善心和果报

心是依论教法的五种禅那来分别的，即有五种色界善心和五

种色界果报心。然而，在谈到梵天界时，当知只有四种梵天

界。我们要先清楚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才不至于混淆。 

 

初禅善心 

色界善业是由色界禅那善心造作的，对阿拉汉圣者则是

唯作心。禅那心只专注修定的所缘，例如禅相。 

若有情证得初禅，当这种禅那善业成熟，他将会投生到

初禅梵天界。也即是说，初禅善心能带来投生到初禅梵天界

的果报心，即初禅果报心。初禅梵天界包括梵众天、梵辅天

和大梵天，他们的结生心都只有一种——初禅果报心。 

所有色界善心只能带来与其层次相应的色界果报心，而

且此心是该禅那善心所能产生的唯一果报。例如，初禅善心

只能产生初禅果报心。同时，所有色界果报心都不会出现于

心路中，它们只是离心路心，只执行结生、有分和死亡的作

用。除了出世间果报心以外，一切心路中产生的果报心必定

是欲界果报心。换言之，执行看、听、嗅、尝、触等作用的

都属于欲界果报心。 

色界梵天人也能生起欲界心。因为梵天人也能够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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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眼识执行的作用，眼识属于欲界果报心。他们能够看、听，

这些都是由欲界果报心来执行的，而不是由色界心执行的。

梵天人只会生起眼门、耳门和意门三种心路，而不会生起鼻

门、舌门、身门三种心路，所以，梵天人不会嗅到气味，不

用吃食物，不会有身体的感觉。虽然他们也有鼻子、舌头和

身体，但是没有相应的鼻净色、舌净色和身净色，也不会有

相应的心路生起。梵天人可以看、可以听，所以他们可以到

人间来拜见佛陀，听闻佛陀说法。 

 

第二、第三禅善心 

这里的第二、第三禅是依论教法的五种禅那而说的。若

有情证得第二禅和第三禅，其入定的心则是第二禅善心或第

三禅善心。第二禅和第三禅善心在结生时能产生相应的结生

心，带来投生到第二禅梵天界的果报。第二禅梵天界包括少

光天、无量光天和光音天，他们的结生心可以是两种的其中

之一——第二禅或第三禅果报心。在生命期间，这些果报心

只生起为离心路的有分心和死心。 

 

第四禅善心 

若有情有能力证得第三禅（论教法的第四禅），其入定

时所生起的是第四禅善心。第四禅善心能够带来投生到第三

禅梵天界的果报，而投生时的结生心则属于第四禅果报心。

第三禅梵天界包括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他们的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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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都只有一种——第四禅果报心，他们的有分心和死心也是

这种果报心。 

 

第四禅天的投生法则 

第四禅梵天的投生法则与前面几个梵天界有些差别：成

就第五禅的凡夫与初果、二果圣者只能投生到第四禅的广果

天；而成就无想定者死后能投生到无想有情天；三果不来圣

者死后将能投生到五净居天。 

凡夫与初果、二果圣者：如果有能力证入第五禅（经教

法的第四禅），而且此第五禅善业在他临死的时候成熟，他

只能投生到广果天，以上的那些梵天界不是他能投生的。 

修无想定的外道：无想定是通过第五禅来证得的。有些

外道认为无想定就是解脱、涅槃，然而他们并没有断尽烦恼，

所以死后投生到无想有情天。无想有情天人没有任何心识，

没有任何感觉，也没有心生色法，也没有眼净色等五净色，

只有作为业生的命根九法聚而已。他们不会移动，只是在那

里呆呆地度过漫长的五百大劫。 

三果不来圣者：由于还没有断尽烦恼，所以死后还是会

投生。他们投生到五净居天：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善

见天和色究竟天。这五净居天只有三果圣者才能投生。虽然

多数三果圣者会投生到五净居天，但也有可能投生到其他梵

天界。例如大梵天王是一位三果圣者，但他投生到初禅梵天。

大梵天王在过去咖沙巴佛时代是一位名为萨诃格(Sah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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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库，他曾成就八定，但特别精于初禅，故其心倾向于投

生到初禅梵天。命终后他投生到初禅梵天，名叫“萨汉巴帝”

(Sahampati)。 

这是第四禅梵天的投生法则。 

 

第四，无色界善业与果报 

无色界的投生法则比较容易理解，是一对一的关系。空

无边处善心只能产生空无边处果报心，识无边处善心只能产

生识无边处果报心，无所有处善心只能带来无所有处果报

心，非想非非想处善心只能产生非想非非想处果报心。 

这里所说的“善心”是指进入无色定的心，在心路中称

为“禅那速行心”。对于凡夫和有学圣者而言，速行心非不

善即是善，入禅的心是善心，善心中的思心所负责造业，所

造的业即是无色界善业。无色界善业的成熟可以带来投生到

相应无色界天的果报。同时，无色界梵天人的结生心和他们

所投生之处相应，例如有一百个成就识无边处定者投生到识

无边处天，他们的结生心都一样——识无边处果报心。 

因此，四无色界善心所带来的果报是投生到相应的无色

界天。 

投生到无色界的梵天人并没有身体、没有眼睛、没有耳

朵，他们不能看、不能听。因为无色界地完全没有任何色法，

所以称为无色界。 

色界梵天人在入禅时，所生起的是色界善心，而不是果



第 24讲 业与果报的关系 

135 

报心。初禅梵天人可以进入初禅，也可以进入第二禅、第三

禅或更高的禅那，其时生起的禅那心属于善心，而不是果报

心。对于无色界梵天人也是一样。色界和无色界果报心并不

会出现于心路中，它们只生起于离心路，执行结生、有分和

死亡的作用。 

执行看、听、嗅、尝、触等作用的是出现于五门心路中

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和身识等，虽然它们也都是果报

心，但这些心只属于欲界心，且只会出现于心路心中，而不

是离心路心。同时，能够思惟、思考、记忆、观照等的心也

都属于意门心路中的速行心，当知它们只属于欲界心。 

色界梵天人只能生起眼门、耳门和意门这三类欲界心路

心，而无色界梵天人则完全没有五门心路心，只会偶尔生起

一些欲界意门心路。无色界梵天人在生命期间基本上都是处

在和他们所投生之处相应的禅那当中。例如：空无边处梵天

人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进入空无边处定的状态，生起的是空

无边处善心。同时，无色界梵天人只能够进入更高的禅那，

而不能进入更低的禅那。他们既不能入较低的无色定，也不

能生起色界禅那心。例如：无所有处梵天人只能生起无所有

处善心和非想非非想处善心，而不能生起空无边处善心和识

无边处善心。这是心生起的法则。 

这是业（速行）与异熟（果报心）的关系（见图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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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业(速行)与异熟(果报心)之关系 

业(速行) 
异熟(果报心) 

结生 生命期间 

不
善
业 

八种贪根心 

两种瞋根心 

疑相应痴根心 
不善果报推度心 

七不善果报心 

掉举相应痴根心 ╱ 

欲
界
善
业 

殊胜三因善业 八大果报心(三因) 
八善果报无因心 

八大果报心 

低劣三因善业 

殊胜二因善业 
四智不相应大果报心(二因) 

八善果报无因心 

四智不相应大果报心 

低劣二因善业 善果报推度心(无因) 八善果报无因心 

色
界
善
业 

初禅善心 初禅果报心 ╱ 

第二、第三禅善心 第二禅果报心 ╱ 

第四禅善心 第三禅果报心 ╱ 

第
五
禅
善
心 

凡夫与有学 第四禅果报心 ╱ 

修无想定者 （色结生） ╱ 

三果不来圣者 第四禅果报心 ╱ 

无
色
界
善
业 

空无边处善心 空无边处果报心 ╱ 

识无边处善心 识无边处果报心 ╱ 

无所有处善心 无所有处果报心 ╱ 

非想非非想处善心 非想非非想处果报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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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讲 离心路 

一、有分心 

有情在生命流转过程中，心总是处于两种状态： 

1.活跃的状态：称为“心路”(cittavãthi)。 

2.不活跃的状态：称为“离心路”(vãthimutta)。 

“活跃的心”是指心和外界互动的状态，如看、听、嗅、

尝、触、想，表现为眼门、耳门、鼻门、舌门、身门和意门

心路心，分别执行识知颜色、声音、气味、味道、触和各种

所缘的过程。 

心处于不活跃时叫做离心路，例如熟睡无梦的状态。离

心路(vãthimutta)由 vãthi + mutta 构成；vãthi 是路，心路；mutta

是解脱，离开。离开心路的状态为“离心路”。 

在整个生命期间，离心路心只表现为一种心——有分心

(bhavaïgacitta)。有分心不断地生灭，犹如河流一般，称为

“有分流”。有分心是一种果报心，在有情投生的最初那一

刹那称为“结生心”(pañisandhicitta)。结生心和有分心是同

一类心，都是果报心，其区别在于结生心是生命的最初之心，

执行结生（投生）的作用。 

关于有分心，佛陀这样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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ßPabhassaramidaü, bhikkhave, cittaü. Ta¤ca kho 

àgantukehi upakkilesehi upakkiliññhan'ti.û 

“诸比库，此心清净，它被外来的污垢所污染。”(A.1.49) 

义注解释说这里的心是指有分心 (cittan'ti bhavaïga- 

cittaü)。为什么说有分心清净(pabhassaraü，也译作极光净)

呢？如前所述，有分心和结生心一样，都是果报心 11。由于

所有果报心都不与贪、瞋、痴等不善心所相应，也即是说果

报心中没有不善心所，因此说有分心是清净的。即使恶趣众

生的有分心，也是捨俱不善果报推度心，属于无因心，也不

与贪瞋痴等不善心所相应。不仅有分心是清净的，一切果报

心、善心和唯作心也都是清净的，甚至可以说所有的心都是

清净的，只有心所才有善与不善之分。不善心所是不清净的，

其馀的心所都是清净的。 

“被外来的污垢”(àgantukehi upakkilesehi)是指后来在

速行心中生起的贪瞋痴，是这些不善心所使有分心受到污

染。义注这样譬喻：犹如有道德、具足正行的父母、师父，

因为没道德、恶行的儿子或弟子而遭受谴责、批评一样。有

道德、具足正行的父母、师父比喻有分心，恶行的儿子或弟

子比喻在速行心中出现的那些本质恶劣、污秽的贪瞋痴不善

心，遭受谴责比喻本质清净的有分心受到这些被外来的污垢

所污染。(A.A.1.49) 

                                                 
11 见中册 p.190-193，以及本书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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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心是生命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心相续流的主要成

分，每个人都能体验到有分心。不过，由于缺乏正确的教理

基础，以及不具有缘摄受智，许多修行人体验到有分心（落

入有分）时，容易产生种种误会，甚至执取为“我”，引生

邪见。对有分心的误解通常表现为以下几种： 

1．由于在一期生命当中所生起的有分心都是同一类

心，因此执取其为常住不变的真心。 

2．有分心犹如主人，六门心路犹如客人，因此执取其

为轮回的主体、生命的本体。 

3．六门心路心是活跃的心，容易察觉其为生灭变迁；

虽然有分心也是生灭变迁的，但由于它们是不活跃的心而不

易觉察，因此执取其为寂然常住的本心。 

4．由于有分心是出现在不同心路之间的心，因此执取

其为前心已灭、后心未生时的本来面目。 

5．由于有分心的本质是清净、无染无垢的，因此执取

其为本来清净的“自性清净心”。 

6．由于有分心是果报心，它既不是善心，也不是不善

心，因此执取其为远离一切善恶分别的本具自性。 

7．由于有分心不能识知当下的所缘，因此被体验为“能

所双泯”，甚至执取其为涅槃。 

虽然有分心在一期生命当中都生起为同一类心，但每个

心识刹那的有分心都不同，它们即生即灭，刹那不停，是无

常的。就如瀑布远远看上去好像一匹白布，但它却是由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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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珠所组成的一样。再者，有分心的生起有其过去因和现

在因，是诸缘和合、无有实体的，是无我的，并非所谓的“本

体”、“自性”、“真心”。另外，有分心也有自己的目标，它

取的是前世临死心路的所缘，并不是没有目标，更不是所谓

的“涅槃妙心”。 

体验“落入有分”可以发生在日常生活的行立坐卧间，

可发生在初学禅坐时，可发生在近行定阶段，甚至修到高级

观智阶段也可能发生。正所谓“熟能生巧”，对于任何一种

修行方法，不管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只要一再地修行，终将

达成目标。对于落入有分也一样，只要一再地修行，同样能

够落入有分很长的时间。假如有人误认为落入有分是开悟，

是明心见性，是证悟涅槃，这种错误观念被喻为障碍涅槃之

道的“巨石”。如果不去除这块“巨石”，他将无法真正证悟

涅槃。禅修者唯有修习到缘起的阶段，通过辨识有分心（结

生心）的名法、所缘、生起之因，才能真正了解有分心。 

 

二、死生的过程 

我们生命的开端是如何呢？佛教认为，这一期生命的开

始并不是最早的开端，在此生之前，是前一世的死亡。正如

昨天黑夜的结束带来了今天的破晓，如是日复一日。同样地，

前一世的死亡随即是今生生命的开始，因果关系把死和生紧

紧地连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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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生与死，世间绝大多数人都贪爱生命，只希望看到

生命灿烂、可爱的一面；大多数人都忌讳死，对死亡心怀恐

惧，甚至对此话题避而不谈。宗教所关心的却是生命的课题，

都在探索和企图解决生死的问题。对于生存和死亡，各种宗

教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到底死和生之间是怎么运作的？它们

的过程如何？现在，我们依照“阿毗达摩”来分析死生之间

的过程(cutipañisandhikkama)。 

佛陀的教法也是围绕着一个主题，那就是生命。作为佛

陀的弟子，我们所关注的也是生命，关注生命的提升以及生

命的解脱。生命是因果循环的过程，有生必有死。只要还没

有断尽烦恼，就还要继续生死轮回。佛弟子应该关注的是生

死大事，而不是生活琐事。可惜很多佛教徒关心的是生活的

琐事，都是衣食生计的事情，而不是生死大事。大多数人都

讲究生活质量，关心如何提升生活质量、如何享受生活，但

是却忌讳或无视此不可避免的生死大事。对于生死大事，我

们到底了解多少呢？ 

当我们了解死亡和再生之间的关系，看清死亡的真相

后，将会发现死亡其实并不可怕。死亡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

的，而且应该学会坦然面对的，它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如果

我们能够好好把握这个生命至关重要的环节，不仅能够善待

我们今生生命的终点，甚至还能改变未来世。 

一般来说，死亡是指一期生命命根的断绝。死亡，只要

有生命就必然要面对。有一句话说：“在这世界上，最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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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每个人都会死，最不确定的是每个人将在何时死、何处

死以及如何死。” 

目前医学界对死亡的定义不尽相同，有的医学权威以心

脏停止跳动为死亡，有些则以脑死亡作为死亡的判定标准。

但是，佛教对死亡却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只要死心一灭去，

即宣告一个生命的结束。从色法和名法的关系来说，死心灭

去的同时，作为业生色法的命根色也同时断绝。因此，在一

期生命里，业生色法和名法是同时灭尽的。 

 

三、四种死亡 

佛教把死亡分为四种： 

1.寿尽(àyukkhayena)：在寿元已定的生存界，这是指在

该地中的众生在寿元终尽时死亡。例如：三十三天的天寿是

一千天年，当一个天人在三十三天享尽了他的天寿并在天界

死亡，称为寿尽。在人间，人到了老年自然死亡即是寿尽，

俗称“寿终正寝”。 

2.业尽(kammakkhayena)：虽然正常的寿元还未尽，或

者还有其他能够延长寿命的条件，但是他因为令生业已经耗

尽而死。如果一个有情因寿尽而死，但是其令生业的业力还

没有耗尽，这种业力还能够导致他投生到同一界或者更高的

生存界。这种情况在天界即有可能会发生。 

3.两者皆尽(ubhayakkhayena)：是指寿命和令生业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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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耗尽，民间称为“福寿全归”。 

比如现在人的寿元是 75 岁，人活到 75 岁左右时死亡，

这是寿尽。又如现在人的寿元是 75 岁，但是他的令生业可

以使他活到 100 岁，于是他活到 100 岁才去世，这是业尽。

如果一个人的令生业和寿命都终尽，这是两者皆尽。 

4.毁坏业(upacchedakakammuna)：这是指四种依作用来

分的毁坏业在一个众生的生命期间产生效果，导致他不得不

死亡。例如：流行病、车祸、火灾、水灾、地震、战争等等，

这些极强的毁坏业使一个有情在寿元未尽或令生业未尽时

提早死亡，也即是英年早逝或夭折。 

寿尽死、业尽死和两者皆尽死三种死亡称为“适时死”

(kàlamaraõa)，属于正常的死亡。而毁坏业死称为“非时死”

(akàlamaraõa)，又作“横死”。 

如果把生命比喻成一盏燃烧着的灯火，当它的灯芯耗

尽，火即熄灭，就如寿尽死；灯油耗尽，火也熄灭，就如业

尽死；灯油和灯芯同时烧尽，火也熄灭，就如两者皆尽死；

突然吹来一阵风把灯火吹灭，就如毁坏业死。 

 

四、三种死亡之相 

任何有情在临终时都能体验到一些景象或征兆，称为

“死亡之相”。对临终的人来说，在临终时将会有三种情况

的其中一种呈现在他的六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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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业(kamma) 

业是过去所造的善业或恶业重新呈现于临终者的五门

或意门中。 

在生命期间，我们不断地造作善或不善之业，与此同时，

业也不断地成熟并带来果报。业的成熟是不会中断的，除非

已经般涅槃，那时，所有的业才会终止，成为无效业。临终

者在临终时体验到其过去所造作的、即将成熟并带来下一世

结生的善或者不善之业，称为业。 

这种业给临终者的体验就犹如重新造作一般。如果造作

的是善业，例如：乐善好施者在他临终的时候，将会看到自

己正在做布施般的影像。对于不善业来说，渔夫或猎人可能

会看到他正在捕鱼或打猎的影像；盗贼或小偷可能会看见自

己正在抢劫或行窃的影像；贪杯好色者会看到自己正在喝酒

或玩弄女人的影像。这些影像是以临终者过去曾经造作的某

些善行或不善行的影像出现的，所以称为业。 

 

第二，业相(kamma-nimitta) 

业相是指与过去所造作的善业或恶业有关的影像、片断

或工具。 

例如一个人喜欢礼敬或供养佛塔，当这种善业在临终时

成熟，他可能看到佛塔的影像或佛塔的塔尖。如果他看到自

己拿着鲜花去供塔，这是业。如果他看到佛塔的影像或者所

供养的鲜花，这是业相。这些是善的业相。 



第 25讲 离心路 

145 

又如某人嗜好杀戮，在他临终时将有可能看到刀的业

相。曾经有一位禅修者在观他过去世的时候，见到有一世他

堕落到地狱，在堕落地狱的前一世临死时，他看到的业相是

红红的血，原来在那一世他是个杀猪的屠夫，杀猪的恶业在

他临终时成熟，使他见到业相，并因此堕落到地狱中去。这

是不善的业相。 

 

第三，趣相(gati-nimitta) 

趣(gati)是将要投生的地方，相(nimitta)是征兆、影像。

趣相是指在临终时出现的下一生即将投生去处的影像。 

一个经常行善积德的人将要投生到天界的话，临终时往

往会看到很多瑞相，例如看到极亮的光明，或者看见天界的

宫殿，或者听到美妙的音乐，或者看见天人下来迎接他等，

就像昙弥格居士临终时看见六辆天车一样。这些是投生天界

的趣相。 

将要投生为人者的趣相通常是一片红色，那是母胎（子

宫）的影像。 

如果临终者看见旷野、树丛、沼泽、坟墓，或者看见已

经去世了的亲戚，这可能是投生为鬼类的趣相。 

如果看见动物的影像，则有可能投生为畜生。 

如果临终者看见熊熊燃烧的烈火，或者看见烧得滚烫的

河水、油锅，或者听到凄厉的哭叫声，或者看到血淋淋的恐

怖影像，或者看见传说中的牛头马面等，这些都是投生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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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的趣相。 

只要还没有断尽烦恼，每个有情在临终的时候，都会体

验到这三种相的其中一种、两种或者三种。即使处于昏迷状

态下，只要面临死亡，他的意门心路也是可以体验到死亡之

相的。就好像我们看见一个人在熟睡，其五门可能完全没有

反应，但他其实是在做梦，做梦只是意门心路在活动。同理，

临终者处于昏迷状态，那时他可能是落入有分，但也可能还

有轻微的意识活动。只要是一期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心路——

临终速行心路，此心路就会缘取某个影像，而此影像和他正

在成熟的令生业有关。 

有情在临终时所体验的影像无论是业、业相或者趣相，

都可以被眼、耳、鼻、舌、身、意这六门之一所认知。如果

是被眼门或意门所认知的话，它通常是以影像的方式呈现出

来的。正是因为临终时呈现出来的这些影像，才使我们辨识、

观照过去世成为可能。 

众生在临死时都会体验到死亡的征象，而这些死亡征象

则是临死心路的所缘。不过，虽然死亡征象是临死心路的所

缘，但它可以出现于临死心路之前，可以是几分钟、几个小

时，甚至好几天前。我有个表弟在 1990 年发生车祸去世了，

在他发生车祸之前的三四天，他告诉我舅母说，那几天晚上

他经常梦见和鬼打架，后来他驾驶一辆摩托车和迎面而来的

卡车相撞，被送到医院时已经宣告不治了。他提前几天梦见

和鬼打架，这应该是投生到鬼界的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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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兴起一门专门研究“死后复活”体验的学科，叫

“濒死经验学”(Near Death Experiences)。近 40 年来，世界

各地发生不少“濒死经验”的案例，这种生命现象已经引起

越来越多科学家的广泛关注并投入到这个领域来调查研究。

所谓“濒死经验”是指一个人因为疾病、意外事故等而濒临

死亡的边缘，被抢救回来后，对他们在“死后”那段时间的

各种体验的描述。 

这些濒死者通常被医生诊断为已经死亡，但没过多久又

复活了，医学上称这种现象为“假死”。根据调查结果，濒

死者从死亡边缘活过来后，多数会描述他们的一些体验。这

些体验基本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1．知道自己就要死了，或者听见医生宣布自己已经死

亡。 

2．因为意外事故或疾病所造成的剧痛消失，取而代之

的是平静或愉悦的感觉。 

3．他们快速回顾自已的一生。有些人感觉如同放电影

一样，看见自己一生中重要的经历在眼前快速重演，有些人

则感觉各种往事一股脑地浮现于眼前。 

4．快速穿过黑暗地带或一条隧道，有人说像坐云霄飞

车一般，有人则说被黑暗或隧道尽头的亮光吸了过去。 

5．看见犹如天堂般美丽的景色，或者听到美妙的音乐，

或者看见一片光明，那种光明好像拥有生命似的，充满慈爱。 

6．看见去世很久的亲人或朋友，他们前来欢迎当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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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看见一个超级光体或仁慈的光人，那光人对他说话

并叫他回去。 

8．也有些人感觉好像下了地狱，见到极其恐怖的影像，

心中充满惊慌和恐惧。 

通过这些死后复活的经验，往往改变了当事者对生命和

死亡的看法。 

只要稍微对比一下，将会发现这些濒死经验不外乎是

业、业相或趣相。当然，所有体验过濒死经验的人都还没有

真正死亡，假如一个人真正死了，他就不可能再复活，也不

可能描述“死后”的“所见所闻”。他们之所以能够复活，

很可能是由于业或福报还没有消尽，或者寿命还没有消尽，

只是濒临死亡而非真正的死亡。 

然而，这些人所描述的濒死经验和一个人真正面临死亡

时的体验是很类似的。读者如果有一些长辈或亲戚朋友去世

前，只要他们还神志清醒，还能清晰地表达他们的体验，他

们多数也会描述所看到的或者经验到的，例如看见去世的亲

人、往事历历在目等。 

同时，人在临终时所看到或体验到的景象往往会变化，

为什么呢？因为人在临死时，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福报或

业力即将耗尽，身体机能已经衰竭，业生色接近衰歇，心也

变得极其脆弱。此时，过去所造的善或不善业会争着成熟，

被临终者体验为所见到的影像或景象不断地变化，或者感觉

自己一生的经历好像快速地放电影一样。最终，优先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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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重业、惯行业、近死业或已作业之一）将呈现为其今生

最后一个心路——临死心路——的所缘，并成为他下一生的

令生业，使他投生到和这种业相应的地方。 

 

五、临死心路 

在有情的生命期间，心总是不断地生灭，六门心路交替

生起，在六门心路之间间隔着有分心。到了生命的最后一个

心路，称为“临死心路”(maraõàsannavãthi)。在这个心路后，

一期生命就宣告结束。 

所有的心都必须有对象，临死心路也不例外，它的目标

是业、业相或者趣相的其中一种。虽然有情在临死前有可能

体验到各种不同的对象，但是作为临死心路的所缘却只有一

种。例如索纳尊者的父亲在临死前曾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趣

相：当他生病时看见狗跑上山来咬他，这是地狱的趣相；当

索纳尊者以他的名义供花给佛塔并让他随喜后，他看见去世

了的妻子从天上下来，这是天界的趣相。很多人在临死时能

见到不同的影像，或者自己一生的往事历历在目，这是因为

过去所造的业在争着成熟。 

虽然有不同的业在临死时争着成熟，但只有一种业能带

来投生，而其他没有机会成熟的业只能作为支持业。例如前

面讲过的富家子的故事，他在临终前欢喜供养马哈摩嘎蓝尊

者，这是善业，但临终时又对那个妓女产生贪爱之情，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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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业。从他后来投生为树神来看，令生业应该是供养的善

业，假如不是对那个妓女产生贪爱这种低劣的业拉着他，他

可能会投生到更高的天界。所以，临死时不同的业有时会争

相成熟，并影响获得成熟的令生业。 

一个人本来可以因为善业而投生到富贵人家，但也有可

能在临死时心生贪念，虽然最终还是依善业投生，但是由于

贪心在拖后腿而投生为贫贱之人。所以，令生业为主，其他

业为辅，它们互相影响。如果大家有机会修到缘起，在观照

自己很多的过去世时，将能明白临死时成熟的业和结生之间

的关系。 

临死心路是如何运作的呢？下面是欲界有情临死心路

的运作规律。 

 

图表 5：欲界有情临死心路 
 
 
有情（人）： 

 
所缘： 

 
 
心相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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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临终之时，在心路末端或有分灭尽时，死亡心生

起，代表一生的终结。 

有分心不断地生灭。有分心灭去后，生起一个意门转向

心，随后生起五个速行心。在一般的欲界心路中，速行心生

起七次，但是临死速行心路是一期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心路，

那时作为其依处的心处色已经非常微弱，所以不能像在生命

期间那样支持速行生起七次。五个速行心生灭之后，有可能

生起两个彼所缘，有可能落入有分，也有可能生起死亡心。

死亡心一灭去，即宣告这期生命的终结。 

死亡心灭去时，无间断地生起结生心，标志着另一个

新生命的开始。 

死亡心随生即灭，接着毫无间断地生起结生心。结生心

标志着另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心的生灭犹如河流一般，不会

间断，一直流下去，称为“名色相续流”。同样地，死和生

之间也不可能有任何的间断，所以死亡心和下一世结生心之

间的关系在二十四缘中称为“无间缘”(anantarapaccaya)和

“等无间缘”(samanantarapaccaya)。“等无间”意即完全没

有间断。 

为什么称为“结生”？结生的巴利语pañisandhi由pañi(反

向) + sandhi(连结，连接)组成，意思是将两世连结起来，中

文意译为“结生”。名色相续流总是顺着时间往前流逝，它

们不间断地灭去又生起，而结生心还有一个特别的作用，它

能把今世的生命和前世的生命连接起来，所以称为反向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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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因为将两世连结起来，故称结生(pañisandhi)。12 

结生心是新生命的第一个心识刹那。死心还属于前一期

生命，而从结生心开始，即是一个新的诸蕴、新的生命。 

 

上座部佛教对“中有”的看法 

因为名色或者生命犹如河流一般没有间断，所以上座部

佛教并没有“中有”之说。 

中有，梵文 antarà-bhava，又译为中阴、中阴有、中阴

身。antarà 意为中间，间断；bhava 意为生命，有，存在。

按照梵文佛教的解释，“中有”是指众生自死亡至来世受生

之间的生命状态。 

“中有”是部派佛教的说一切有部所执持的说法。说一

切有部认为：有情在死亡的时候，如果生缘尚未具足，于是

由意所生一种化身，叫做“中有”。中有依靠食香来资养其

身，并不断寻求下一世往生之处，所以“中有”又名为意成、

求生、食香等。然而，佛教各部派对“中有”的有无是颇具

争议的，大众部、一说部、说出世部、鸡胤部等部派都坚持

没有中有。即使对于“中有”期间的长短，有部论师也存在

着不同的说法：毗婆沙师认为中有乐求生有，故不久住；世

友论师认为中有最多七日，若生缘未具，则数死数生；设摩

                                                 
12《导论义注》解释：“因为把前生无间断地连结起来而转起再生诸

蕴、再生，所以称为结生义、再生义。”(Yasmà pana purimabhavena 
anantarabhavapañisandhànavasena pavattà upapattikkhandhà punabbhavo, 
tasmà vuttaü - pañisandhiattho punabbhavattho'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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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多认为中有最多能住七七日，不得超过；法救论师则认为

中有无定限，若生缘未和合，则中有恒存。后来，“中有”

说被北传大乘佛教所吸收，并多执为住立七七四十九天。这

些说法载于《大毘婆沙论》《俱舍论》《顺正理论》《瑜伽师

地论》等北传大小乘论典中。 

到底有没有“中有”？上座部佛教并不认为有“中有”，

因为业报的成熟不会停滞，所以死和生之间也不可能会间

断。即使在生命期间，业果也是无时无刻不在成熟的，更何

况是在临终之时。在生死流转过程中，业果的成熟是不会中

断的，更不会停顿一段很长的时间。一个人面临死亡时，其

临终成熟的业即带来下一世的结生。 

 

临死心路通常是意门心路，但也可以是五门心路。 

死亡心之前通常是有分，但也可以是速行或彼所缘。 

临死心路是一期生命的最后一个心路，它本身缺乏造业

的能力，而只是作为即将成熟的过去业成为令生业的管道。 

 

下面，我们将举出三个由人投生到天界、投生到恶趣和

投生到梵天界的例子，来解释死生的过程。在讨论时，请注

意两个要点：心与所缘。因为通过辨识、分析所缘，我们才

可以知道哪一种业属于令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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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生到天界的例子 

每个众生的有分心都有它自己的目标，假如这个人今生

有分心的目标是莲花，莲花是业相。 

今生有分的所缘是前一世临死速行的目标，因为前一世

临死速行的目标，和今生的结生心、有分心与死心的目标相

同。同样地，今生临死速行的目标，和下一生的结生心、有

分心和死心的目标也是相同的。如果今生临死速行的目标是

业，那么下一生的结生心、有分心和死心的目标也是业。如

果今生临死速行的目标是业相，那么下一生的结生心、有分

心和死心的目标也是业相。如果今生临死速行的目标是趣

相，那么下一生的结生心、有分心和死心的目标也是趣相。 

一个有情能投生为人，说明他是由过去所造的善业成熟

而投生的。 

这个人今生发愿来世能够投生为天人。希望投生为天人

的愿望在缘起支里属于“无明、爱、取”。 

1．无明是他错知有天人的真实存在。 

2．爱是贪求和渴爱天人的生命。 

3．取是执取天人的生命。 

因为他发愿下一世投生为天人，于是他去做善行，这些

善行在十二支缘起里属于“行”和“业”，行和业包括十种

作功德事中的任何一种。 

在此以他恭敬供养饮食给比库为例子。这个人发愿下一

生投生到天界，然后用饮食供养给托钵的比库。这种布施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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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的善行在他临终时成熟，他体验到自己犹如重新在布施供

僧一般，这是业，临死心路的所缘也是业，然后他投生为天

人。因此，他下一生（天人）的结生心、有分心的所缘也是

布施的业。 

所以，投生天界的果报和他希望投生到天界的烦恼、业

有关。下面再来看一看他的临死心路和结生之间是怎样运作

的。 

 

图表 6：投生天界者的临死心路 
 
所缘：    莲花(业相)    布施(业)  莲花(业相)   

 
 
 

 
 

有情： 
 
 
心相续流： 

 
 
 
 
 
 

这个人已经生命垂危，寿命将要终尽了，在临死心路生

起之前还是有分流。有分流取的目标是莲花，这是他前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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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时所看到、体验到的目标。之后生起一个意门转向，把

心流转向于即将成熟的业，这种业被他体验为犹如重新把饮

食布施给托钵的比库一般。 

这个意门转向灭去后，接连生起五个速行心。在生命期

间的速行心是负责造业的，但由于临死心路是一期生命中的

最后一个心路，速行心的造业力量很弱，它只是作为即将成

熟的业带来下一生的管道而已，所以这五个速行心所体验到

的目标是他在布施供僧。 

速行心灭去之后，有分心继续生起，这时有分心的目标

仍然是他前一世临终的目标，也是他今生结生的目标。有分

心灭去后，生起一个死心。由于在一生当中，死心和有分心、

结生心的目标都一样，所以，死心取的目标仍然还是莲花。 

 

离心路只有三种心：结生心、有分心和死心。结生心发

生在一期生命的第一个刹那，而死心只发生在一期生命的最

后一个刹那，期间只要心流处于不活跃的状态，则有分心持

续不断地生起。结生心、有分心和死心都属于同一种果报心，

而且所取的目标也是相同的。例如结生心是悦俱智相应无行

果报心，那么整辈子生起的有分心都是这种心，哪怕到了生

命的最后一刹那，生起的死心还是属于这种心。所以，不应

误解为“今世的死心的目标，就是临死心路的目标”。 

死心灭去，这个人的生命就结束了。紧接着是立刻在天

界结生。天人往往是化生的，不需要入胎，一旦结生即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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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全，不需要像人那样，从受精卵(kalala)开始，慢慢长成

小胚胎，再长成小胎儿，要经过九月住胎。这个天人结生心

的所缘是什么？和前世临死心路的所缘一样，即他布施供僧

的业。结生心灭去后，有分心紧接着生起，有分心的所缘仍

然是布施供僧的业。 

 

了解了有情死生之间的心和所缘的关系之后，下面再从

业果关系方面来分析。这位天人的结生心、有分心和他过去

生所造之业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他过去所造之业属于欲界善

业，该业成熟而使他投生为欲界天人，所以，投生为欲界天

人属于果报，这种果报是由他所造的欲界善业带来的。欲界

善业在什么时候成熟才能投生为天人？必须在临终的时候

成熟并作为令生业，才能令这个人投生到天界。 

 

二、投生到恶趣的例子 

下面再举一个由于杀害动物的不善业成熟而堕落到恶

趣的例子。 

今生是一个人，假如其有分的所缘是莲花，莲花是业相，

说明他今生能投生为人是由于过去生造作的善业成熟所带

来的。虽然过去的善业使他投生为人，但他今生却没有很好

地珍惜，经常杀生，例如捕鱼并宰杀来卖，或者杀鱼煮来吃。

杀生的业在他临终时成熟，其临死心路的所缘是杀鱼，于是

他看到自己正在杀鱼，杀鱼的影相属于业，于是他下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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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生为动物。下一辈子结生心、有分心的所缘仍然是杀生的

影像，这属于业。 

再以心路来讲解，今生有分心的对象是莲花。有分心灭

去后，生起一个意门转向心和五个临死速行心，其所缘是杀

鱼。此时的速行心和过去杀生时的心属于同一类心，都是瞋

根心。虽然业早已造下并灭去了，但是由于业力的关系，临

终速行心体验此业为犹如重新造作一般。速行心灭去后又落

入有分，有分的对象仍然是莲花。有分灭尽后生起一个死心。

死心灭去，宣告这个人生命结束，紧接着在畜生趣里结生。

这只畜生的结生心所取的目标即是杀生的业。结生心灭去

后，生起的有分心还是取杀生的业为目标。 

上面两个是欲界投生的例子。 

 

三、投生为梵天人的例子 

色界结生是指证得色界禅那者，死后投生到梵天界成为

梵天人。 

今生是一名证得禅那的修行人，假如有分的所缘是莲

花，说明过去所造的欲界善业使他今生投生为人。今生临死

心路的所缘是禅相，禅相属于业相。发愿投生到梵天界的得

禅那者，其禅那一直维持到临死时都不退失，那么，禅那善

业将成为他的重善业而优先成熟，使他下一生投生为梵天

人。 

如果此人习惯于修习入出息念，在临终时出现的通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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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出息似相。由于没有其他的欲界善业能和禅那善业相提并

论，当禅相出现时，他的心很自然地投入禅相，并作为临死

心路的目标。临死心路灭去后又落入有分，有分还是取前一

世临死心路的目标。有分灭尽后死心生灭，宣告他已经去世，

紧接着犹如从梦中醒来一般投生到梵天界成为梵天人。该梵

天人的结生心、有分心的所缘是禅相。 

 

禅那善业有多强？ 

首先，从身体、容貌来看。人从出生开始，就不断走向

衰老，随之产生很多病痛，最终走向死亡。而梵天人一投生

即非常高大、庄严、光明，而且不会衰老，也没有任何身体

的病痛。天人看待人类，就好像我们看癞蛤蟆一样，但是欲

界天人看到梵天人也会感到害羞，为什么？因为自惭形秽，

感到自己很丑陋。欲界天人即使再漂亮，也不过是由欲界善

业产生的，而梵天人则是色界善业成熟的结果。 

其次，从寿命来看。天人的寿命即使再长，都长不过梵

天人的寿命。例如第五禅善业成熟能投生到广果天，广果天

的寿命是 500 大劫。若用人的生命去计算一个大劫的时间，

此人死了又生无数次，假如他的骨头不腐烂的话，把这些骨

头堆成一座长、宽、高各 16 千米的大山，一个大劫还没有

结束。一个大劫的时间是多么的漫长啊！而广果天梵天人的

寿命有 500 大劫。 

所以，从果报上来说，欲界善业根本无法和色界善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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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并论。想要培育色界善业，就应当好好地培育定力，努力

修行。如果我们不把这种善业用来投生到梵天界，而把它作

为解脱资粮，作为断除烦恼的巴拉密，这种善业也是非常强

有力的，称为“定觉支”(samàdhisambojjhaïga)——这种定

力是证悟正觉的条件、因素，即佛陀所说的正定(sammà- 

samàdhi)。 

 

对于成就无色定者来说，若是空无边处定和无所有处

定，临死心路的所缘是概念法；若是识无边处定和非想非非

想处定，临死心路的所缘是广大心，即空无边处禅心和无所

有处禅心。这些都是业相，不是趣相。 

 

在此有必要纠正一种错误的观点：不少华人相信“人死

变鬼”。如果相信人死了会变成鬼，那他下一生很有可能投

生为鬼。因为相信“我死后变成鬼”是一种无明和邪见，这

种无明和邪见会在他临死的时候成熟，令他真的投生为鬼。

因此，学习了佛陀的教法，学习了业果法则后，就不应该相

信人死了一定会变鬼，而应该相信随业投生。 

 

六、追溯过去世的方法 

如何辨识过去世？禅修者必须以名色限定智作为修行

缘起的基础。根据佛陀的教法，辨识缘起属于七清净当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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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疑清净”，或十六观智中的“缘摄受智”。缘摄受智即把

握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的因果关系。当禅修者能够辨识过

去因和现在果、现在因和未来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后，对业果

法则、因果关系、三世轮回已经不会怀疑了，所以又称“度

疑清净”。成就度疑清净之前，还必须以见清净为基础。 

什么是“见清净”(diññhi visuddhi)？《摄阿毗达摩义论》

(Abhidhammatthasaïgaha)中说： 

ßLakkhaõa rasa paccupaññhàna padaññhànavasena 

nàmaråpapariggaho diññhivisuddhi nàma.û 

“依相、味、现起、足处把握名色，名为见清净。” 

禅修者有能力通过特相、作用、现起和近因来辨识究竟

名色法的观智，称为“名色限定智”。由于禅修者见到的只

是究竟名色法，他不会再执著于实有人、众生、男人、女人

等，从而暂时镇伏了邪见，所以名色差别智也称为见清净。

因为先需见到究竟名色法，才有可能去查找名色法之因，所

以，只有在见清净的基础上才能培育度疑清净，或者说只有

在名色限定智的基础上才能培育缘摄受智。 

佛陀的教法不是无因论，而是有因论——有因有缘世间

生起。所以，禅修者有能力辨识究竟色法和究竟名法之后，

还应尝试查找它们的因。应当如何了知生命之因、了知名色

法之因？可以通过缘起法则来查找、辨识。 

当一位修到名色限定智的禅修者透彻地辨识了六门的

色法和名法后，业处老师会指导他尝试造一些善业，并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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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善业之前或之后发愿。 

例如禅修者在佛像面前发愿：“愿我来世投生为天人！”

根据业处老师的教导，禅修者在发愿的同时，观照当时的名

色法，辨识六门的色法和名法。由于发愿投生为天人时执著

天人的生命，喜欢天人的生命，所以生起的是悦俱贪根心。

因为此禅修者已拥有名色限定智，邪见一般不会生起，所以

是悦俱邪见不相应贪根心，有 19 个名法。 

然后，他拿袈裟去供养僧团，做布施善业。根据业处老

师的指示，他应观照供养袈裟时生起的是什么心，他辨识到

的是悦俱智相应心，这是殊胜的三因善心，有 34 个名法。 

他为布施感到满意，然后一边前往禅坐的地方，一边不

断地辨识自身的名色法。来到禅坐的地方坐下后，他先复习

根本业处，例如入出息念，依次进入初禅、第二禅、第三禅、

第四禅。由于第四禅产生的智慧之光是很明亮、晃耀且不动

的，他从第四禅出定后，借助强有力的智慧之光来辨识一到

两遍内在、外在的色法和名法。 

辨识外在的名色法是很重要的，因为辨识过去的名色法

和辨识外在的名色法很相似。假如一名禅修者不能辨识外在

的名色法，则在辨识过去的名色法时将遇到很大的困难。 

此后，他决意往前逆推，借助智慧之光辨识他刚刚坐下

时的那一堆名色法，就像辨识外在的名色法一样。若他可以

成功地把心往前逆推，证明他将有能力辨识过去。然后他依

此逆观的方法，不断地往前辨识名法、色法，辨识他前往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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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处时的名色法……辨识布施袈裟时生起的悦俱智相应心，

发愿时生起的悦俱邪见不相应贪根心，以及当时的名色法。 

能够如此辨识最近的过去名色法之后，他再往更远的过

去逆推，推到当天上午用餐、起床……昨天晚上睡觉、下午

禅修、中午用餐、上午禅修……用名法、色法的方法往前逆

推，如此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一个月前、两个月前、

三个月前、四个月前，一年前、两年前、三年前、四年前，

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不断地辨识过去的名法、

色法。这时他见到的只是究竟名色法而已。 

当他见到自己小时候的名色法，再把观智导向进入母胎

时，即今生最初的那一刹那。这一刹那在名法上叫做结生心

(pañisandhi citta)，在色法上叫做 kalala。《清净之道》说人类

最初生起的 kalala 就像用一根最微细的羊毫所沾起的奶酪

那么大的一个小丁点，也就是所谓的“受精卵”。他应辨识

今生的结生心到底有多少种名法，属于哪一种心，然后再辨

识今生结生时有 30 种色法，即：身十法聚、性根十法聚和

心处十法聚。他应辨识色聚里的究竟色法，而不是只看到色

聚而已。 

若他能够辨识今生结生时的名色法，为了寻找结生之

因，他应进一步往前逆推到过去世。 

这时，有些禅修者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那多数是由于

定力不足的原因，导致无法辨识到过去世。例如有位缅甸的

长老，他完成了名色限定智的课程，但是精进了一年多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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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突破过去世。我有几次问他：“尊者，您现在见到过去

世了吗？”他说：“还不行。”“为什么？”“定力不足。”由

于定力不足，他仍然无法突破前世。 

然而，若禅修者拥有强有力的定力，见到过去世的名色

法将是轻而易举的事，甚至在一座当中就能达成。对于不同

的禅修者，所见到的过去世的影像也不同。有些禅修者看到

前世是一个老人躺在那里，这种情况可能是他前世临终时的

影像。但大多数禅修者所看到的前世是某些影像，这是前世

临死心路的所缘，它们是业、业相或趣相三者之一。 

从缅甸帕奥禅林的很多禅修者查到前一世的经验来说，

今世投生为人之因很大部分是由于过去世布施的善业成熟，

例如有些人看到的影像是拿着汤匙把饭放到比库的钵里。但

只是通过这些影像还不足以知道过去具体造的是什么业，他

应该进一步检查这些影像是不是真的。为什么要检查呢？因

为临死时很多业会争着成熟，但最终成熟并使他投生的业只

有一种，所以有的人会看到很多影像，这些影像有的是由令

生业呈现的，但有的却不是。 

当他看到影像后，接着需要查当时识知这个影像的名

法。例如禅修者辨识过去世并看到一个人正在布施。只是看

到布施的影像并不等于已经找到了原因，但由于他有能力辨

识究竟名法和色法，所以应该把观智投入到取这个布施影像

为所缘的那一堆名色法。 

他需要检查这个布施影像是否呈现为临死心路的所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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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生起的是哪一种心。如果成功，他可以再根据临死心路

的名法，去追查造业时的名法，因为临终时成熟的业与他过

去所造作的业是有联系的。 

假如他前一世是在 85 岁去世，他所看到的影像不一定

是一位 85 岁的老人在布施，而可能是一位年轻人在布施。

于是，他应追查这个布施的影像（业）是在什么时候造下的。

他用辨识名色的方法往前逆推，查看和临死心路相应的名法

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临死心路的名法和造业时的名法是一

样的。因为临死心路只是作为某一种业成熟的管道，它被人

体验为犹如重新造作一般，所以临死心路的体验必定是他以

前曾经体验过的。 

确定布施的影像是其前生临死心路的所缘后，他应尝试

辨识这种布施善业是在什么时候造下的。例如他查到是在大

约 30 岁时造下的（观智往往不能确切地知道具体的年龄，

只能依所见到的影像推断大致的年龄），则可知道他在大概

30 岁时所造下的布施善业在其临死时成熟，从而使他今生

投生为人。接着再辨识布施时的名法是多少、色法是多少，

然后再检查做布施时的名法和临终看到的布施影像时所生

起的名法是否相应，再检查临死心路的名法和今生的结生心

是否相应。如何相应呢？就像我们回忆昨天或前几天的事情

一样，现在的心与前几天的心是有连结的，不会说现在的心

和几天前做了什么都联系不上。心与心之间在时间上会有连

贯性，同样地，今生和前一世也有一种连结，不会是完全不



阿毗达摩讲要(下) 

166 

相干的两回事，这称为相续流。 

他在过去造业的时候，例如用莲花供佛，生起的是悦俱

智相应心，那时的影像是用莲花供佛。如果这种业在他临终

时成熟，他的临死速行心也必定是悦俱智相应心，所呈现的

影像也是以莲花供佛。正是因为临死心路的名法和过去造业

时的名法是有联系的，所以我们才可以透过这种相应关系来

追查前世造了什么样的业。 

例如他是以供佛或供僧的业而投生，当他见到临死心路

的影像后，即可以依据当时的名色法来辨识，透过辨识名法

而知道造业时生起的是什么心，透过辨识色法而知道过去是

男的还是女的。有时候虽然可以看到过去世的影像，但并不

能清楚地知道当时是男人还是女人，因为他看到的只是一堆

名色法。然而，他可以通过辨识名色法来判断：如果找到男

性根，证明他前世是男人；如果找到女性根，则证明前世是

女人。只要他把心放在过去世的名法上，将会发现：如果是

天人，几乎都是快乐的，少有忧苦、恐惧；如果是人，则是

忧苦多，快乐少。所以，如果他看到前一世生起的几乎都是

快乐、殊胜、明亮的心，而且当时的色法也异常明亮，这就

有可能是天人。如果他看到既有苦、忧，又有乐，而且色法

也不是很殊胜，这可能就是人。如果他看到的色法低劣，名

法又是痛苦、忧愁多，这很可能是恶趣众生。如果他看到一

片黑暗，或者异常低劣的色法，这也很可能是恶趣众生。 

他可以通过辨识过去的究竟色法，来分析自己的过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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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哪一趣众生，再分析是什么业使他今生投生为人。当他

见到过去所造的业时，应该分析造业时的名法，那时，他将

有能力辨识到使他投生为人的是哪一类善心。因为影像即所

缘，所缘即是心认知的对象，所以，要查这个所缘是被什么

心认知，就应当去查造业时的名法。由于善业，今世才能投

生为人，善业的名法很可能是 34 个或者 33 个，34 个是悦

俱智相应心，33 个则是捨俱智相应心，能够修到缘起的人，

大多数都是三因结生。 

尽管今生的五蕴和上一世的完全不同，我们不能记得前

一生的详细情形，但是通过这种观智来贯穿过去生和今生的

因果关系时，我们仍然能看到前世的某些影像，然后通过这

些影像去辨识过去世的名色法，找到过去世造了什么样的

业，使我们今世投生为人。 

接着，他需要辨识使他投生为人的很可能是他过去曾经

发过一些和他今世投生结果有关的愿。他需要去查找是不是

过去生贪著人的生命，例如喜欢人的生活，喜欢人的生命状

态。如果是出家人，他应尝试去查找是不是过去曾经发过想

要出家、想要成为比库，或者想要过修行生活的愿。他很可

能会发现，在他做善业前、正在做时或者完成后，或者过去

某一生中有强烈的愿望，希望他未来世能够投生为出家人。

如果投生为天人，他应查找是不是倾向于过天人的生活等。

如果是动物，他会发现之所以投生为动物，必定是造了不善

业。不善业往往夹杂着贪瞋痴，因为贪瞋痴围绕着不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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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善业成熟而使他堕落到恶趣。过去世曾经投生为猪的

人也许会问：“我不可能希望投生为一头猪，为什么还会变

成一头猪呢？”因为造不善业的时候，生起的是贪瞋痴的心，

是贪瞋痴烦恼围绕着不善业，所以才投生到恶趣。 

找到了当初发愿时的名法，这些名法多数是不善的贪根

心。他应辨识在这些发愿投生为比库的名法中：错知有“比

库”的真实存在，这是“无明”；贪爱比库的生活，这是“爱”； 

执著比库的生命，这是“取”。由于无明、爱、取这三种烦

恼作为其心的倾向，这种心的倾向成为支助他造善业的烦

恼。有了烦恼和业，就能导致果报的成熟。 

通过这种业果关系，我们可以查找自己的过去世，而这

种业果关系的关键环节就在于死与结生阶段。通过缘起的方

法来辨识过去世，必须见到前一世临死时生起的是什么影

像，见到之后，分析其时的名色法，再查找业，并查找围绕

着此业的无明、爱、取这三种烦恼。 

有位禅修者准备修缘起时，正在查找她的过去世，结果

发现前一世临终时出现的影像是一个女人在供养比库。她尝

试检查这个女人的影像是不是她的过去生，结果查来查去都

无法找到因果的连结。就好像你把心投入到别人的有分心

里，由于心相续流不同，总是无法查知别人昨天在做什么，

和今天完全没有关系。这样努力了大概一周时间，还是没有

结果，于是按照业处老师的指示，她去查那个影像，发现当

那位女人在供养的时候，旁边有一条狗，她尝试辨识那条狗



第 25讲 离心路 

169 

的有分心，结果心流一下子接续上了，原来她的前世是一条

狗。但是狗为什么能够投生为人呢？她发现那条狗当时看到

女人在供僧，感到很欢喜，并且简单地想：“如果我是人就

好了，不仅自己有吃的，还可以给别人。”就这样，认为做

人很好，这是无明、爱、取，是导致它今生投生为人的烦恼；

又由于过去的某一种善业在这条狗临终时成熟，使它今生投

生为人。当然，今生她能够修到缘起，是由于她在过去几世

前也曾经是禅修者，但是由于某种不善业成熟而使她上一世

投生为狗。 

根据“业生起果报，果报由业生；由业而再有，如此世

间转”(Vm.688)的法则，通过查找过去世的烦恼和业，来了

知今生果报之因。这是修行缘起的原则。 

 

七、投生的法则 

欲界善业在有情临死时成熟，将能投生到欲界善趣；不

善业成熟，将会投生到恶趣；若曾造了色界或无色界善业，

将能投生到梵天界。 

根据佛陀的教法，即使投生到再好的地方，只要还没有

彻底断除烦恼，命终之后还是会堕落的。佛陀在《增支部·第

一不同所作经》(Pañhamanànàkaraõa sutta)中甚至这样说：初

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梵天界的凡夫在梵天界过完天

寿，命终后还会往生到地狱、畜生或鬼界。(A.4.123) 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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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经》(âne¤ja sutta)也提到：空无边处、识无边处和无所有

处天的凡夫在过完天寿命终后，还会往生到地狱、畜生或鬼

界。(A.3.117) 

无论天界的寿命有多么漫长、多么快乐，只要烦恼没有

完全被断除，以前所造的业就还有机会成熟，以前的烦恼还

会现起而使他堕落。 

虽然如此，但梵天人不会直接投生到地狱、畜生或鬼道。

该经义注说：由于色地、无色地凡夫梵天人还没有捨断导致

往生到地狱等之业故，在命终之后还会辗转地（顺后生）往

生到恶趣。又因为他们在临终时不可能存在比近行定更加强

力的不善业，所以不会直接（无间）地投生到地狱等处。 

有情投生到色界或无色界成为梵天人后，只要还没有断

除烦恼，很久以前所造作的不善业还是有机会成熟，这还是

属于业果法则的范畴。业果法则并不会因为你现在做得很

好，定力强，以前所做的那些恶业就可以一笔勾销。即使现

在的福报再大、定力再强，还是会有终结的一天。同样地，

即使有情的苦报再重、再漫长，哪怕投生到无间地狱，也不

会是永恒的。因此，既没有永恒的天堂，也没有永恒的地狱。

地狱里的众生过去也曾经造过善业，这种善业也有机会使他

重新投生到善趣。而天人和梵天人，只要还没有断除烦恼，

还没有证悟圣道圣果，过去所造的不善业还是会使他再堕落

到地狱、畜生和鬼道，所以说他们还没有捨断导致往生到地

狱等的恶业。只要烦恼还没有被断除掉，恶业就有机会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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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辗转地投生到恶趣。 

因为梵天人在生命期间并不会产生对欲乐的贪求，也不

会生起瞋心，即使在命终时，他们也不会感到恐惧和害怕。

梵天人在临终时不可能有强力的不善业成熟，即使他们下一

生要堕落为欲界天人或人，在临终时还是以近行定的善业投

生。 

而欲界天人则会生起贪心和瞋心，在临终时尤甚。为什

么呢？因为欲界天人在临终前会呈现衰相，这是他们在漫长

的天寿中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当他们见到衰相出现，知道自

己即将死去，即将告别快乐的天界，他们的内心充满了焦虑、

绝望和无助，以及对天女、天宫等的依恋、不捨，这些都是

不善心，会使他们堕落到恶趣。 

并不是所有的天人都能修习佛法，更不是所有的天人都

有机会遇到佛陀出世。大多数天人习惯于过着放逸的欲乐生

活，他们一旦面临将要失去一切，内心会感到非常彷徨、执

著和爱恋，这些临终的不善心很可能使他们堕落恶趣，投生

到地狱、畜生或者鬼界。 

就好像一个自小养尊处优、事事顺心的有钱人，往往经

受不了任何社会、生活上的风浪，突如其来的打击很可能使

他精神崩溃。同样地，天人过惯了乐以忘忧的生活，突然要

面临失去一切，甚至有些天人还能看到自己将要堕落地狱，

他会更加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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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投生的法则。 

第一，无色界梵天投生的法则 

无色界梵天人投生有三种情况： 

1.投生到更高的无色界天。若无色界梵天人在那一生

修习了更高的无色界定，他们将可依此更高定之善业投生到

更高的无色界天。 

2.投生到同一界天。由于无色界梵天人不可能修习比自

己所在的层次更低的定，所以他们命终后最多只会投生到同

一界梵天，而不会投生到更低的禅天，例如他们不会投生到

色界梵天。 

3.投生为欲界的三因人天。如果无色界梵天人失去禅

那，他们将会以近行定投生到欲界。由于近行定的善业属于

三因善心，所以他们能投生为欲界三因结生的人或天人。 

 

第二，色界梵天投生的法则 

色界梵天人的投生有四种情况： 

1.投生到无色界天。色界梵天人可以培养更高的禅那，

只要他们培养的无色界善业在临终时成熟，将能投生到无色

界梵天。 

２.投生到色界天。色界梵天人也可以因为所培养的色

界善业而投生到色界天。 

3.投生到欲界人天。如果梵天人造了极强的倾向于欲界

的业，死后将能投生到欲界。对于在色界死后投生到欲界的



第 25讲 离心路 

173 

众生，他们的结生心必然是二因或三因果报心。也即是说，

由色界梵天死后投生的人，不可能是无因结生。不过，即使

一个人前一世曾经是色界梵天人，他今生也有可能不能证得

禅那。 

4.对于无想有情天。无想有情天在生命期间没有任何心

识，他们的业生色法只是命根九法聚而已。由于没有心识，

他们不能培养其他善业，在他们死后，只能投生为欲界二因

或三因结生的人或者天人。例如索毗德(Sobhita)尊者，佛陀

宣布他是比库弟子中忆宿命第一的弟子。他能以一念回忆到

500 大劫以前。因为他的前一世是无想有情天人，前一世完

全是空白，而无想有情天的寿命是 500 大劫，所以一念可以

回忆到 500 大劫以前。 

 

第三，欲界投生的法则 

欲界三因结生者的投生有三种可能： 

1.投生到色界、无色界天。由于三因结生者今生有可

能证得禅那，所以他们能投生到相应的色界或无色界梵天。

除了三果圣者以外，其他没有色界或无色界禅那的凡夫是不

可能投生到色界或无色界梵天的。 

2.投生到欲界善趣。欲界三因结生者也可由所造作的

欲界善业而投生为人，或者六欲天天人。 

3.堕落到四恶趣。如果欲界三因结生者所造作的不善

业成熟，死后会堕落四恶趣。例如臭名昭著的迭瓦达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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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拥有八种定和五神通，可以变化自在，然而，他最终却

因为所造的极重恶业而堕落到无间地狱。 

欲界三因结生者所造的业可以有很大的差别。如果有因

缘修行，他们不仅可以培养色界和无色界的极强善业，而且

还可以在今生证悟涅槃。如果没有修行，他们只能造一些世

间善业，只能依照因果法则而投生到欲界的人、天善趣。他

们也有可能造作极重的不善业，恶业成熟将会使他们堕落到

四恶趣。 

 

欲界二因、无因结生者的投生有两种情况： 

1.投生到欲界善趣。因为他们在生命期间不可能证得

禅那，所以无法投生到梵天界，只能由于欲界善业而投生到

欲界人天善趣。 

2.投生到四恶趣。如果所造作的不善业成熟，则会堕

落到四恶趣。 

 

第四，圣者投生的法则 

前面三种是凡夫投生的法则，下面来讲圣者投生的法

则。有三类圣者：1.正自觉者，2.独觉佛，3.佛陀的弟子。

其中，除了正自觉者和独觉佛都是阿拉汉圣者之外，佛陀的

弟子可以分为四类： 

1.初果圣者称为“入流”(sotàpanna)； 

2.第二果圣者称为“一来”(sakadàgàm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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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果圣者称为“不来”(anàgàmã)； 

4.第四果圣者称为“阿拉汉”(arahant)。 

 

入流圣者最多七次投生到人天善趣，不可能再堕落到

四恶趣。 

因为入流者在证得初道时已经断除了邪见、戒禁取见和

疑三种最粗、最低劣的烦恼，所以未来的轮回已没有很强的

动力。特别是把堕落恶趣的元凶——邪见——断除了，即使

他在尚未证得初果前造了很多恶业，也不会因此堕落恶趣。 

义注讲到：初果圣者的投生必定会一世比一世好，即使

投生到人界，也会投生到富贵家庭或名门望族。即使初果圣

者很放逸，也不会再有第八次结生。正如佛陀在《宝经》

(Ratana sutta)中说：“即使他们极放逸，亦不再受第八有。”

在这最多七次的轮回当中，他们只会投生到人天善趣，他们

的未来必定是美好的。证得入流果者通常只有两三次再生，

且在未来的第三或第四世断尽烦恼而般涅槃。当然，这也和

他们个人的愿有关，有些执著生命的入流圣者也可以有超过

三四世的轮回。 

因为无色界梵天人无法亲近善友，也无法听闻佛法，所

以他们不可能在那里证得任何圣道圣果。但是投生到无色界

梵天的初果圣者，还可以在那里证得更高的果位。因为入流

圣者已经见到了出离之道，即使没有导师的指导，他们仍然

可以持续地观照名色法的三相，从而证得更高的果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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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圣者只来此世间一次，只投生到人天善趣。 

这里的“世间”是指人间或者欲界天。“只来一次”是

最多只有一次。 

 

不来圣者不再来欲界，只投生到色、无色界天。 

称为“不来”是因为他们不再投生到欲界天或人界。不

来圣者死后必然投生到色界或无色界梵天，因为他们已断尽

了对欲乐的贪爱和瞋恚，断尽了令众生投生到欲界的烦恼。

使众生投生到欲界的烦恼称为“下分结”。“下分”是指欲界，

“结”是捆绑。五下分结即：有身见、戒禁取见、疑、欲贪

和瞋恚。由于不来圣者已断除了五下分结，所以不会再投生

到欲界，只会根据各自的定力投生到色界或无色界梵天。 

大多数不来圣者会投生到净居天，同时也只有不来圣者

才能投生到净居天，所以净居天只有不来圣者和阿拉汉圣

者。为什么还会有阿拉汉圣者呢？并不是说有阿拉汉死后投

生到那里，而是投生到那里的不来圣者证得阿拉汉后因天寿

未尽而居住在那里。因此，不来圣者证悟涅槃有五种方式： 

1.中般涅槃(antaràparinibbàyã)：有些不来圣者投生到梵

天界后，不到生命的中寿就般涅槃。 

2.生般涅槃(upahaccaparinibbàyã)：有些不来圣者投生到

梵天界后，过了生命的中寿之后才般涅槃。 

3.有行般涅槃(sasaïkhàraparinibbàyã)：有些不来圣者投

生到梵天界后，还必须精进修行才能证悟更高的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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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行般涅槃(asaïkhàraparinibbàyã)：有些不来圣者投

生到梵天界后，无须努力修行也能证悟更高的圣道。 

5.上流至色究竟(uddhaüsoto akaniññhagàmã)：有些不来

圣者投生到低等的色界天，过完该天天寿后一直往上流（投

生），直到最上的色究竟天。例如他们先投生到无烦天，在

无烦天过完天寿后投生到无热天，然后投生到善现天、善见

天，最后投生到色究竟天，并在那里般涅槃。(Vm.888) 

有类圣者极喜欢轮回(vaññàbhiratasatta)，缅文称为“崩

新山”(bonsinsan)，例如沙格天帝、给孤独长者和维沙卡

(Visàkhà)居士。他们现在是生活在欲界天的初果圣者，他们

将在欲界天和人界轮回七次并证得三果后投生到色界净居

天，在净居天不断地往上投生，直到色究竟天，最后在色究

竟天那里证得阿拉汉道果并般涅槃。(D.A.2.369) 

 

阿拉汉圣者不再投生。 

佛陀在菩提树下证悟正自觉时，说了下面这句话: 

ßKhãõà jàti, vusitaü brahmacariyaü, kataü karaõãyaü, 

nàparaü itthattàyà'ti.û 

“生已尽，梵行已立，应作已作，再无后有。” 

阿拉汉圣者在证悟阿拉汉道果时，其烦恼已被断尽，生

存因素已被剿灭，他们在般涅槃后同样不会再以任何的方式

投生。 

有些人会产生这样的误解，例如佛陀在世时有些比库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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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说，努力修行最终的结果是般涅槃，般涅槃之后将成为

没有，将会走向完全毁灭。有些印度教徒也诅咒佛陀说：佛

陀是至高神毗湿奴(Vishnu)的第九个化身，毗湿奴看到某个

时期有很多恶人否定《吠陀》(Veda)经典，否定婆罗门权威，

于是化身为佛陀，宣扬邪说，教导那些恶人走向自我毁灭。

其实这是一种严重的恶见(pàpadiññhi)！ 

阿拉汉般涅槃并不是走向毁灭！般涅槃既不能说是没

有，也不能说是一种生命、一种存在。我们不能说阿拉汉般

涅槃后将去哪里，或者将以什么形式继续存在。在《中部·火

瓦赤经》(Aggivaccha sutta)记载：有个姓瓦赤(Vacchagotta)

的游方僧问佛陀，解脱心的比库般涅槃后将在哪里再生，佛

陀回答说这个问题问得不恰当，同时问“不再生”、“既再生

又不再生”、“既非再生又非不再生”都不恰当。就好像一堆

因为干草、木柴等燃料而燃烧着的大火熄灭之后，有人来问

原先的大火熄灭后去了东方、西方、南方还是北方都是不恰

当的一样。同样地，五蕴已灭尽、解脱的漏尽者甚深、不可

测量、难以深解，犹如大海。(M.2.190-192) 由于涅槃甚深

难解，并非凡夫俗子能够臆想出来的，结果留给后来的弟子

们很多猜测和想象。后期发展出来的许多佛教派别和经典，

也都试图自圆其说地解释涅槃。 

 

业果法则先讲到这里，明天我们将学习佛教当中一个很

重要的内容——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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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投生法则 
有情 投生地 

无色界梵天 

更高的无色界天 

同一界天 

欲界三因人天 

色界梵天 

无色界天 

色界天 

欲界人天 

无想有情天 欲界二、三因人天 

欲界三因者 

色、无色界天 

欲界善趣 

四恶趣 

欲界二因、无因者 
欲界善趣 

四恶趣 

初果入流圣者 人天善趣 

二果一来圣者 人天善趣 

三果不来圣者 色、无色界天 

四果阿拉汉圣者 (不再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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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讲 缘起（一） 

缘起是佛陀教法中很重要的内容。前面学习的色法、心

法、心所法等都是由因缘和合而生的，称为“行法” (saïkhàra 

dhamma) 、“有为法”或“缘生法”。佛教认为诸行都是缘

起的，所以缘起是佛陀教法的根本，离开了缘起，就不是佛

法。佛陀教法的核心是缘起，总纲是四圣谛，目标是灭苦。

虽然佛陀宣说的缘起适合于一切有为法，但主要还是紧扣生

命，特别是人的生命，因为佛陀的教法是解脱之道，是导向

解脱生死、灭除诸苦的。 

讲到色法、心所法、心法和心路时，着重解释生命的现

象；讲到业、死生过程时，涉及生命的起因；现在再来解释

生命的因果关系——缘起。 

 

一、何谓缘起 

缘起，巴利语 pañiccasamuppàda。《清净之道》对缘起

作了如下几种解释： 

“因为了解它能导致利益和快乐，所以值得智者们了解

(paccetuü)它，故为‘缘’(pañicca)；生起时是一起(saha)和

完全(sammà)生起(uppajjati)，而非单独，亦非无因，故为‘起’



阿毗达摩讲要(下) 

182 

(samuppàda)。如此，由缘和生起为‘缘起’。” 

这里把“缘”解释为了解，“起”是一起生起。 

第二种解释是： 

“一起生为‘起’，众缘的和合而非排斥缘，如此为‘缘

起’。此因的组合是它(果)的缘，此为彼之缘故。” 

一切有为法的产生与存在都必须有种种条件，因为种种

条件的和合、组合，才有事物的存在，并不是离开了这些条

件（众缘）而有结果。因此，种种条件组合而生起为缘起。

各种条件的组合作为结果的缘，称为“此为彼之缘”。 

第三种解释是： 

“因的组合面向[果]故为缘， 

一起生起故说它为起。 

此行等的出现是通过无明等一一因故，说为因的组合，

其果是[它们]共同达成、而非缺乏的意思；又以诸支的和合，

互相面向、前往[果]故称为缘。它们乃是一起、彼此以不分

离之法而生起，故说为起。如此，缘和生起为‘缘起’。” 

在十二缘起支中，无明等诸支的组合共同促成了行的生

起，诸因缘一起作用才产生了果。所以诸因缘的和合、共同

朝向果故称为“缘”。结果的产生不只是由某个因、某个条

件，而是各种缘的组合、一起和合才产生，故说为“起”。 

还可解释为： 

“因为诸缘互相作为平等和一起的诸法， 

由彼而生起此[果]，牟尼如此说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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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无明等开始而说的诸缘，以该缘才有此行等法的生

起。若它们不互相为缘，或互相欠缺时，[果]则不可能生起。

因为诸缘是平等、一起，而非各别各别，也非先后，由此缘

故生起诸法。符合义理、言语善巧的牟尼如此说故，乃说为

缘起。”(Vm.577-9) 

这种解释和上面一项差不多，强调由于诸缘的共同作用

才产生果，而且诸缘之间也是互相作用的。 

 

二、缘起的原则 

佛陀在《相应部》中说： 

ßImasmiü sati idaü hoti, 
imassuppàdà idaü uppajjati. 
Imasmiü asati idaü na hoti, 
imassa nirodhà idaü nirujjhati.û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 

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 

“此”指因，“彼”是指果。“此有故彼有”：因为诸

因的和合，才有果的产生和存在，因和果是条件与结果的关

系。 

“此生故彼生”：有了因的生起，才有果的产生。 

从因的角度上来说，种种因缘的和合能够产生结果，称

为缘起。从果的角度上来说，作为结果，它是由各种条件、

因缘和合而产生的，称为缘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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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无故彼无”：因不存在了，果也不可能存在。 

“此灭故彼灭”：因消失了，果也随之消失。 

这是我们的佛陀在证悟正自觉后思惟的。佛陀在 5 月

(Vesàkha)月圆日(约相当于农历四月十五日)觉悟后，并没

有立刻说法，他继续坐在菩提树下，享受了七天的解脱之乐

(vimuttisukha)。到了第七天晚上，他从阿拉汉果定中出定，

在初夜时分开始思惟顺序缘起法：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即是：无明缘行，行缘

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触，触缘受，受缘爱，

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愁、悲、苦、忧、

恼生起。如此，这整个苦蕴生起。” 

中夜时分，佛陀开始思惟逆序缘起： 

“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此即是：无明灭则行灭，

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处灭，六处灭则触

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

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如此，

这整个苦蕴灭尽。” 

到了后夜时分，佛陀继续思惟顺序和逆序缘起：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 

此即是：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处，

六处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

缘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如此，这整个苦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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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然而，由于无明的无馀之离、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

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处灭，六处灭则触灭，触灭则受

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

生灭则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如此，这整个苦蕴

灭尽。”(Ud.1-3; 参考 Mv.1-3) 

这是佛陀在成佛后第七天晚上整晚思惟的缘起法。这缘

起法构成了日后佛陀教法的重要部分，也是佛陀教法中最深

奥的一部分。 

 

三、顺逆序缘起 

在巴利三藏中，提到有两类缘： 

1.缘起(pañicca-samuppàda)； 

2.巴他那(paññhàna)。 

“巴他那”是《阿毗达摩》藏第七部教导的方法，书名

也叫《巴他那》，是佛陀教法中最深奥的内容。缅甸第六次

大结集时把它编辑为五大册，内容庞杂而且深奥。因为它把

所有的法分为缘法与缘生法，缘法和缘生法之间的关系叫缘

力，一共有二十四缘：因缘、所缘缘、增上缘……。二十四

缘揭示了任何两种法之间的关系，就像放在某处的一件事

物，要把它和周围所有的关系都毫无遗漏地罗列出来。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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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涉及色法、心法、心所法和涅槃之间的所有相互关系。 

缘起法是佛陀在经藏中教导的方法，巴他那法则是佛陀

在论藏中教导的方法。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是缘起法。 

佛陀教导缘起，并不是谈论物质、世俗方面的因果关系，

例如因为吃饭就会饱，因为风寒会生病等，因为这一类的因

果关系并无助于断尽烦恼、出离生死。佛陀教导缘起主要是

为了揭示生命、诸苦的起因，以及灭除诸苦的因果关系。 

佛陀教导缘起时，经常提到两种相反的方法： 

1.顺序缘起(anuloma pañiccasamuppàda)； 

2.逆序缘起(pañiloma pañiccasamuppàda)。 

对于顺序缘起，佛陀在《相应部·因缘相应·缘起经》

中说： 

ßKatamo ca, bhikkhave, pañiccasamuppàdo? Avijjàpaccayà, 

bhikkhave, saïkhàrà; saïkhàrapaccayà vi¤¤àõaü; 

vi¤¤àõapaccayà nàmaråpaü; nàmaråpapaccayà saëàyatanaü; 

saëàyatanapaccayà phasso; phassapaccayà vedanà; 

vedanàpaccayà taõhà; taõhàpaccayà upàdànaü; 

upàdànapaccayà bhavo; bhavapaccayà jàti; jàtipaccayà 

jaràmaraõaü sokaparidevadukkhadomanassupàyàsà 

sambhavanti. Evametassa kevalassa dukkhakkhandhassa 

samudayo hoti. Ayaü vuccati, bhikkhave, pañiccasamuppàdo.û 

“诸比库，什么是缘起？ 

诸比库，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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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处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

缘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如此，整个苦蕴生起。

诸比库，这称为缘起。” 

顺序缘起揭示缘于无明而产生行，缘于行而产生识，缘

于识而产生名色……通过这样的因果关系，从而导致整个苦

蕴的生起，导致生死的不断流转。 

经文继续说： 

ßAvijjàya tveva asesaviràganirodhà saïkhàranirodho; 

saïkhàranirodhà vi¤¤àõanirodho; vi¤¤àõanirodhà nàmaråpa- 

nirodho; nàmaråpanirodhà saëàyatananirodho; saëàyatana- 

nirodhà phassanirodho; phassanirodhà vedanànirodho; 

vedanànirodhà taõhànirodho; taõhànirodhà upàdànanirodho; 

upàdànanirodhà bhavanirodho; bhavanirodhà jàtinirodho; 

jàtinirodhà jaràmaraõaü sokaparidevadukkhadomanassupàyàsà 

nirujjhanti. Evametassa kevalassa dukkhakkhandhassa nirodho 

hotã'ti.û 

“然而，由于无明的无馀之离、灭，则行灭，行灭则识

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处灭，六处灭则触灭，触灭

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

灭，生灭则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如此，这整个

苦蕴灭尽。”(S.2.1) 

逆序法缘起揭示因为无明的灭尽而行灭尽，因为行的灭

尽而识灭尽，因为识的灭尽而名色灭尽……通过这样的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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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从而导致整个苦蕴的灭尽，获得究竟的解脱。 

这两段经文揭示了诸苦蕴（生命）产生和灭尽的一系列

因果关系。佛陀关注的是生命诸苦的根源以及获得生命解脱

的问题，他运用缘起法则来解释生命的生起和解脱。 

在这里，我们将按照佛陀教导的顺序法，即“无明缘行，

行缘识，识缘名色”等的方法来解释生命的根源，诸义注师

则把这种解释方法整理为十二支缘起。 

 

四、十二支缘起 

第一，无明(avijjà) 

什么是无明？《清净之道》解释说： 

“以不适当的身恶行等名为不该有、不该得的意思。有

那不该有的为‘无明’。”在这里把 vijjà 解释为存在、有；a

是不应该。不适当的身语意恶行是不应该有、不应该得的，

因为存在那些不应该有的，所以称为无明。这是从辞源学来

解释的。 

“与此相反，身善行等名为该有，没有那该有的为‘无

明’。” 

“不明白诸蕴为聚集义、诸处为范围义、诸界为空义、

诸根为主宰义、诸谛为如实义故为‘无明’。” 

vijjà 在这里是明白、知道、了解的意思，加上表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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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缀 a，即不明白。因为不明白、不知道五取蕴、十二处、

十八界、二十二根、四圣谛的真义，所以称为无明。 

“不明白以逼迫而说为苦等四种义故为‘无明’。”即

不明白以逼迫义为苦，以生起义为集，以寂静义为灭，以导

向义为道。不明白、不知道四圣谛的这四种义，称为无明。 

“令有情驱驰(javàpeti)于没有边际(antavirahite)的轮回

的一切胎、趣、有、识住、有情居，故为‘无明’。”这里采

用 anta（边际）的 ßaû，加上 virahite（没有）的 ßviû 和 javàpeti

（驱驰）的 ßjaû 的语法组合来解释“无明”。因为无明，一

切众生奔走、流转、驱驰于无始的轮回当中，包括一切胎—

—卵生、胎生、湿生、化生，趣——地狱趣、畜生趣、鬼趣、

人趣、天趣，有——欲有、色有、无色有，识住——七识住，

有情居——九有情居。 

“奔走于胜义上并不存在的女人、男人等，而不奔走于

存在的诸蕴等，故为‘无明’。”一般人都只是看到这个是女

人，这个是男人，这是黄金，这是钞票，这是我喜欢的人，

这是我讨厌的人等等，而不是看到一堆五蕴、一堆时节生色

等，所以奔走于胜义谛上并不存在的概念法，受概念所困，

看不到究竟法，看不到胜义存在的色、受、想、行、识，所

以是无明。 

“又遮盖住眼识等的依处、所缘、缘起、缘生等诸法，

故为‘无明’。”由于无明的遮蔽，不能知道眼识的依处是眼

净色；眼识的所缘是颜色；缘于眼净色、颜色而有眼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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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和合而生触；缘触生受等缘生法的生起等等。(Vm.587) 

 

相、味、现起、近因 

无明的特相是无知；作用是蒙昧；现起为遮蔽；近因是

漏，即烦恼。(Vm.588) 

 

什么是无明？ 

在《相应部·因缘相应·分别经》(Vibhaïga sutta)中，

佛陀这样定义“无明”： 

ßKatamà ca, bhikkhave, avijjà? Yaü kho, bhikkhave, 

dukkhe a¤¤àõaü, dukkhasamudaye a¤¤àõaü, dukkhanirodhe 

a¤¤àõaü, dukkhanirodhagàminiyà pañipadàya a¤¤àõaü. Ayaü 

vuccati, bhikkhave, avijjà.û 

“诸比库，什么是无明？诸比库，对苦的无知，对苦集

的无知，对苦灭的无知，对趣向苦灭之道的无知。诸比库，

这称为无明。”(S.2.2) 

佛陀在这里把“明”解释为智(¤àõa)，无明即无知、没

有智慧(a¤¤àõaü)，没有对四圣谛的智慧。 

一、对苦的无知 

不能遍知苦，对苦圣谛愚昧无知。佛陀说：“生是苦，

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怨憎会是苦，爱离别是苦，所求

不得也是苦，总言之，五取蕴即苦。”只要有被执取的五蕴、

名色法，就称为苦圣谛。所以，不了解五取蕴，不了解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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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相，不了解生命的本质，即是对苦圣谛的无知。 

二、对苦集的无知 

“集”是指生起之因，“苦集”(dukkhasamudaya)即导

致苦产生与存在的原因。因为有苦（生命）必定有因，苦之

因即是渴爱。 

三、对苦灭的无知 

“苦灭”是苦的完全灭尽，即涅槃。唯有圣者才能真正

了知苦之灭，还没有证悟涅槃就不可能真正了知苦之灭。 

四、对趣向苦灭之道的无知 

正如只懂得诊断病人有病，却不能治疗疾病的医生，不

是一名良医。佛陀并不只是宣说生命之苦，还揭示其原因，

更重要的是指出解脱的方法，导向苦完全灭尽的方法

(dukkhanirodhagàminã pañipadà)。只要依照佛陀的教导去实

践，最终也能达到灭苦。只有亲自走过这条道路，清楚地知

道如何修行能够证悟涅槃，才拥有对趣向苦灭之道圣谛的智

慧。 

不过，《法集[论]》又在对四圣谛无知的基础上提到对

八事的无知： 

ßTattha katamo avijjàsavo? Dukkhe a¤¤àõaü, 

dukkhasamudaye a¤¤àõaü, dukkhanirodhe a¤¤àõaü, 

dukkhanirodhagàminiyà pañipadàya a¤¤àõaü, pubbante 

a¤¤àõaü, aparante a¤¤àõaü, pubbantàparante a¤¤àõaü, 

idappaccayatà pañiccasamuppannesu dhammesu a¤¤àõaü.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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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什么是无明漏？对苦的无知，对苦集的无知，

对苦灭的无知，对趣向苦灭之道的无知；对前际的无知，对

后际的无知，对前后际的无知；对此缘性、诸缘生法的无知。”

(Dhs.1106) 

五、对前际的无知：不知道自己过去的五蕴(过去生)。 

六、对后际的无知：不知道未来世的五蕴。 

七、对前后际的无知：对过去世和今生、今生和未来

世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无知。 

八、对此缘性、诸缘生法的无知：对包括业与果报在

内的缘起法则的无知。 

虽然《法集[论]》把“对前际的无知”等四事也算为无

明，但是，后面此四事为入流道所断除，所以它们主要还是

指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因果关系的疑。唯有阿拉汉圣者

才能完全地彻知四圣谛，无馀地断除无明。 

 

第二，行(saïkhàra) 
什么是行？《清净之道》解释说： 

“有为、行作故为‘行’。”(saïkhatamabhisaïkharontã'ti 

saïkhàrà) 行，意为造作。能够带来再生的行作，称为“行”。 

“福、非福、不动行三种，及身、语、心行三种，这六

种为‘无明缘行’之行，它们所有都只是世间善、不善之思

而已。”这里讲到“无明缘行”的“行”有六种行，它们都

只是指世间心中的善或不善之思。(Vm.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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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味、现起、近因 

行的特相是行作；作用是努力；现起是思；近因是无明，

因为无明，才有行的生起。 

 

什么是行？ 

《相应部·因缘相应·分别经》中，佛陀这样定义“行”： 

ßKatame ca, bhikkhave, saïkhàrà? Tayome, bhikkhave, 

saïkhàrà - kàyasaïkhàro, vacãsaïkhàro, cittasaïkhàro. Ime 

vuccanti, bhikkhave, saïkhàrà.û 

“诸比库！什么是行？诸比库，有这三种行：身行、语

行、心行。诸比库，这称为行。”(S.2.2) 

在《分别[论]·经分别》中进一步说： 

ßTattha katame avijjàpaccayà saïkhàrà? Pu¤¤àbhisaïkhàro, 

apu¤¤àbhisaïkhàro, àne¤jàbhisaïkhàro, kàyasaïkhàro, 

vacãsaïkhàro, cittasaïkhàro. 

Tattha katamo pu¤¤àbhisaïkhàro? Kusalà cetanà 

kàmàvacarà råpàvacarà dànamayà sãlamayà bhàvanàmayà - 

ayaü vuccati `pu¤¤àbhisaïkhàro'. 

Tattha katamo apu¤¤àbhisaïkhàro? Akusalà cetanà 

kàmàvacarà - ayaü vuccati `apu¤¤àbhisaïkhàro'. 

Tattha katamo àne¤jàbhisaïkhàro? Kusalà cetanà 

aråpàvacarà - ayaü vuccati `àne¤jàbhisaïkhàro'. 

Tattha katamo kàyasaïkhàro? Kàyasa¤cetan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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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àyasaïkhàro, vacãsa¤cetanà vacãsaïkhàro, manosa¤cetanà 

cittasaïkhàro. 

Ime vuccanti `avijjàpaccayà saïkhàrà'.û 

“其中，什么是‘无明缘行’呢？福行、非福行、不动

行，身行、语行、心行。 

其中，什么是福行呢？施所成、戒所成、修所成的欲界、

色界善思，这称为福行。 

其中，什么是非福行呢？欲界的不善思，这称为非福行。 

其中，什么是不动行呢？无色界善思，这称为不动行。 

其中，什么是身行呢？身故思为身行，语故思为语行，

意故思为心行。 

这些称为‘无明缘行’。” (Vbh.226) 

共有六种行，依本质分为：福行、非福行和不动行；依

表现之门分为：身行、语行和心行。 

1.福行(pu¤¤àbhisaïkhàra)：八大善心之思；五色界善

心之思。 

善业是由负责造业的思心所完成的。欲界八大善心里都

有思心所，这些思都称为福行。“福”(pu¤¤a)是福德、功德

的意思。或者说这些行为能带来福德果报，所以称为福行。

《分别[论]》中说布施、持戒等的欲界善思为福行，通过禅

修而尚未达到禅那的阶段，生起的还是欲界善心。这些都是

福行。 

五种色界定——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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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善心中的思心所也是福行。 

福行包括欲界善业(kàmàvacara kusala kamma)和色界善

业(råpàvacara kusala kamma)。可以通过布施、持戒、禅修、

恭敬、服务、随喜功德、回向功德、听闻佛法、弘扬佛法和

正直己见来积累，也可以通过修习禅那而入色界定来积累，

这些善业都是福行， 

2.非福行(apu¤¤àbhisaïkhàra)：十二不善心之思。 

十二不善心即：八种贪根心、两种瞋根心和两种痴根心。

造作不善业时生起的不善心中的思称为非福行，它们只会带

来不善的、苦的果报。 

3.不动行(àne¤jàbhisaïkhàra)：四无色界善心之思。 

无色界定心中的思称为无色界善业，四无色界善心里的

思称为不动行。 

4.身行(kàyasaïkhàra)：八大善心之思；十二不善心之

思。 

身行又作身业。身行并不包括五色界善心和四无色界善

心的思，因为在依成熟之地而分类的四种业当中，色界善业

和无色界善业纯粹只是意门，而欲界善业和不善业则通过身

门、语门或意门来造作，所以，身行所造作的都属于欲界业，

通过八大善心造作善业，通过十二不善心造作不善业。 

5.语行(vacãsaïkhàra)：八大善心之思；十二不善心之

思。 

语行也只属于欲界业。 



阿毗达摩讲要(下) 

196 

6.心行(cittasaïkhàra)：二十欲界思；九色、无色界善

思。 

心行的范围最广泛，包括二十种欲界思(八大善心、十

二不善心)和九种色、无色界善思(五种色界善思、四种无色

界善思)。造业不外乎是由这些心执行的，没有证得禅那者

所造的只是八大善心和十二不善心的业。 

这六种称为行。 

 

图表 8：诸行表 

福行 
8 大善心之思 

身行 
8 大善心之思 

5 色界善心之思 12 不善心之思 

非福行 12 不善心之思 
语行 

8 大善心之思 

不动行 4 无色界善心之思 12 不善心之思 

  
心行 

20 欲界思 

  9 色、无色界善思 

 

第三，无明缘行(avijjàpaccayà saïkhàrà) 
“无明缘行”的完整表述应该是 ßavijjàpaccayà saïkhàrà 

sambhavatiû：缘于无明，行生起。 

由于无明，于是造作种种善或不善业。善业包括福行、

不动行；不善业是非福行。或者造作身业、语业或意业，这

些身、语、意的善或不善业称为行。 

反之，没有了无明，即阿拉汉圣者不会再造业。虽然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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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汉圣者还会有诸如布施、持戒、禅修、恭敬、服务、听闻

佛法等行为，但其心是唯作心，唯作心不属于行。 

无明是造作不善业的直接原因，因为所有不善心里都有

遍一切不善心心所——痴，无明就是痴，所以，造作不善业

称为“以无明缘行”。 

为什么造作善业也叫做无明缘行呢？难道是因为无明、

无知才造善业吗？虽然造善业的时候无明并没有生起，但它

还是以随眠(anusaya)的方式存在。如果断除了无明，所造的

任何行为都不能产生业，纯粹只是造作而已，但因为还有无

明这种潜伏性烦恼(随眠)，使造作的善业带来结生、果报，

所以称为“无明缘行”，即缘于无明，行生起。 

 

第四，识(vi¤¤àõa) 
“识知故为‘识’。”(vijànàtã'ti vi¤¤àõaü)。 

 

相、味、现起、近因 

识的特相是识知、认识；作用是先导，即心识是诸名法、

心所的先导；现起是反向连结(pañisandhi)，pañi（反向）+ 

sandhi（连结），意即结生，这里的识明确是指结生识；近

因是行，或依处与所缘。从这句话来说，近因有两种：一种

是行，缘于行，才有识的生起；另一种是依处与所缘，因为

识的生起必须依赖依处和所缘。例如：眼识的生起必须有眼

净色（眼处的色法）作为依处。没有依处，识不能生起；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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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所缘（颜色），识也不会生起。 

 

什么是识？ 

佛陀这样解释“识”： 

ßKatama¤ca, bhikkhave, vi¤¤àõaü? Chayime, bhikkhave, 

vi¤¤àõakàyà - cakkhuvi¤¤àõaü, sotavi¤¤àõaü, ghànavi¤¤àõaü, 

jivhàvi¤¤àõaü, kàyavi¤¤àõaü, manovi¤¤àõaü. Idaü vuccati, 

bhikkhave, vi¤¤àõaü.û 

“诸比库，什么是识？诸比库，有六识身：眼识、耳识、

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诸比库，这称为识。”(S.2.2) 

 

32 种果报识 

这里的识特指果报识。在 89 种心里，一共有 36 种果报

心。其中 4 种是出世间果报心，它们是出世间圣道的结果，

并非由无明和行带来的。只有 32 种世间果报心，即能够导

致投生以及在生命期间体验到的心才是由行带来的果报。32

种世间果报心包括 15 个无因果报（7 个不善果报、8 个无因

善果报）和 17 个有因果报（8 个大果报、5 个色界果报与 4

个无色界果报）。 

七不善果报心分别是： 

1.眼识(与捨俱行)； 

2.耳识(与捨俱行)； 

3.鼻识(与捨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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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舌识(与捨俱行)； 

5.身识(与苦俱行)； 

6.领受(与捨俱行)； 

7.推度(与捨俱行)。 

八无因善果报心分别是： 

1.眼识(与捨俱行)； 

2.耳识(与捨俱行)； 

3.鼻识(与捨俱行)； 

4.舌识(与捨俱行)； 

5.身识(与乐俱行)； 

6.领受(与捨俱行)； 

7.推度(与捨俱行)； 

8.推度(与悦俱行)。 

 

六识身 

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这五对称为“双五识”。

因为这五识都有善果报与不善果报，善果报有五个、不善果

报也有五个，一共是十个，称为双五识。例如：看到好看的

东西是善果报眼识；看到丑陋的东西是不善果报眼识等等。 

这里的意识也特指果报意识，一共有 22 种，即：领受

心 2 种、推度心 3 种（1 不善果报和 2 善果报），这 5 种为

无因意识；还有大果报心 8 种，色界果报心 5 种，无色界果

报心 4 种。 



阿毗达摩讲要(下) 

200 

双五识加上 22 果报意识，共 32 果报识是这里所说的

“识”。 

 

结生心和结生的关系 

有 19 种心可以成为结生心，分别是：推度心 2 种、欲

界大果报心 8 种、色界果报心 5 种、无色界果报心 4 种。 

两种推度心是：捨俱不善果报推度心与捨俱善果报推度

心。推度心是无因心，以这两种心结生者被称为无因结生。

以不善果报推度心作为结生心者投生于四恶趣；以善果报推

度心作为结生心者投生为人、天善趣的无因结生者。 

善趣结生又可再分为欲界、色界和无色界三界结生。除

了两种无因心之外，以大果报心为结生心的欲界有因结生有

八种，它们又可分为两类：以智不相应果报心结生者为二因

结生；以智相应果报心结生者为三因结生。色界结生心有五

种，无色界结生心有四种，它们都是三因结生。 

除了无想有情天（无想有情天为色结生）之外的一切有

情都由这十九种心结生。 

这十九种结生心和结生的关系是： 

捨俱不善果报推度心带来恶趣结生。 

捨俱善果报推度心带来欲善趣无因结生，即投生为人、

天中的无因结生者。 

八大果报心带来欲善趣有因结生，即投生到人、天善趣。 

五色界果报心带来色界结生，即投生到和所证得之定相



第 26讲 缘起（一） 

201 

应的色界梵天。 

四无色界果报心带来无色界结生。（详见本书第 21 讲） 

因此，可以根据众生的趣来判断他们的结生心类别，最

难分辨的是人和天，八大果报心都有，但具体是哪一种，要

修到缘起才能知道。 

这是结生心和结生之间的关系。 

 

生命期间所体验到的识 

能带来结生的果报识有 19 种，而生起于生命期间的世

间果报识有 32 种，即：双五识 10 种、领受心 2 种、推度心

3 种、大果报心 8 种、色界果报心 5 种、无色界果报心 4 种。 

双五识、领受心和推度心只发生于五门心路。只要有眼、

耳、鼻、舌、身这五根的有情都能体验到双五识，除非是没

有相应根门的有情，例如：色界梵天人没有鼻根、舌根、身

根，所以没有相应的心路；无色界梵天人没有五净色，所以

不会生起五门心路。 

八大果报心在结生时体验为结生心，在离心路体验为有

分心和死心，在生命期间可以体验为彼所缘。色界果报心和

无色界果报心在生命期间不会生起于心路，只表现为离心路

的有分心和死心。 

 

第五，行缘识(saïkhàrapaccayà vi¤¤àõaü) 

造了什么业，则会带来什么样的果报，这就是行缘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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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界福行与果报 

欲界福行是指八大善心之思，能带来欲界的 16 种果报

识，分别是：8 善果报无因心(善果报五识 5 种；善果报领

受心 1 种；善果报推度心 2 种)和 8 大果报心。 

其中，捨俱善果报推度心和八大善果报心可以成为结生

心。由于过去造作的欲界福行，在生命期间将可能体验到这

16 种心。 

 

色界福行与果报 

色界福行只能带来 5 种色界果报心，在结生时成为结生

心，在生命期间则生起为离心路的有分心和死心。不过，色

界梵天人在生命期间也能体验到由欲界福行带来的 5 种善

果报无因心（善果报眼、耳识 2 种；善果报领受心 1 种；善

果报推度心 2 种）。因此，色界有情在结生和生命期间能体

验到 10 种果报识。 

虽然证得禅那者在生命期间可以造作五种色界福行，但

是在下一生中只能体验到其中的一种色界果报心。例如要投

生到第四禅梵天界，先须修习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

禅，这四种色界禅那心都是在今生能够体验到。但是使他下

一生投生到第四禅梵天的只有一种福行——第四禅善业，他

的结生心是论教法的第五禅果报心。这位梵天人一生当中作

为结生、有分和死心的果报心都是同一类心——第五禅果报

心，他不能体验到第四禅、第三禅、第二禅和初禅果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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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缘于色界福行，果报识生起的意思是：因为造了

色界福行，色界有情在结生时和生命期间能体验到 10 种果

报识——5 种色界果报心和 5 种善果报无因心。 

 

非福行与果报 

非福行有 12 种，即 12 不善心之思，能够带来 7 种果报

识，分别是：不善果报五识 5 种、不善果报领受 1 种、不善

果报推度 1 种。 

其中，不善果报推度心可以作为有分心、结生心和死心。

而在生命期间，这些心都可以体验到。如果结生心是不善果

报推度心，意味着它那一生是动物等恶趣有情。而在生命期

间，只要过去生所造作的非福行成熟，今生都能体验到这些

心，并且最常出现于眼、耳、鼻、舌、身这五门心路。 

 

不动行与果报 

不动行是指四无色善业之思，能够带来无色界果报心。

不动行与色界福行一样，虽然一个人在前一世修定直到证得

非想非非想处定，证得非想非非想处定需要拥有四种色界禅

那以及四种无色界禅那。但是由于其中一种不动行成熟，使

他投生到无色界的非想非非想处天，他在非想非非想处天的

结生心、有分心和死心都是非想非非想处果报心。然而，这

种果报心确实是因为过去造作了非想非非想处善业带来的，

没有这种不动行，就不能产生这种果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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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行缘识”关系表 

行 
识(果报识) 

19 结生识 生命期间 

欲界福行 8 大善心之思 
8 大果报心 

善果报推度心 

8 善果报无因心 
8 大果报心 

色界福行 5 色界善心之思 5 色界果报心 5 善果报无因心 

非福行 12 不善心之思 不善果报推度心 7 不善果报心 

不动行 4无色界善心之思 4 无色界果报心 ╱ 

 

欲界福行与结生识的关系 

这里再用一个人布施并发愿投生为天人的例子来说明。 

今生是人，他发愿投生为天人。错知有天人，这是无明；

希望投生为天人，这是爱；执著天人的生命，这是取；之后

他去做属于欲界福行的布施。因为他欢喜地布施，这是悦俱；

他相信业果法则、对佛法僧三宝有信心，这是智相应心。悦

俱智相应心是欲界八大善心之一，这种心里的思称为福行。 

临终时出现于意门的所缘是布施，这是三种死亡之相中

的业，意味着布施的福行将在他临终时成熟，并带来下一世

的结生。他下一生投生为天人，结生识是八大果报心之一的

悦俱智相应心。 

造作悦俱智相应的福行和带来悦俱智相应的结生识是

有联系的。因为他的结生识是悦俱智相应果报心，属于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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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趣有因结生心。因为有了福行，才会有投生为天人的结生

识，即“行缘识”。 

没有善业的成熟是不可能投生到欲界人天善趣的。能够

投生到欲界善趣，必定是过去所造的欲界善业的结果。在行

缘识里，欲界善业属于福行。有了欲界福行，才能带来欲界

善趣的投生，投生时的结生识也是欲界善果报心。所以说“行

缘识”。 

 

非福行与结生识的关系 

例如一个人想吃鱼肉而杀鱼，杀生是不善业、非福行。

在他临死时，杀生的影像又浮现在他的意门，其临死心路的

所缘是杀生，结果下一生他投生为畜生。他下一生的结生识

就是不善果报推度心，因为一切恶趣众生都是以不善果报推

度心作为它们的结生心、有分心和死心。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虽然想吃鱼肉是贪根心，但在杀

生时生起的心却是忧俱无行瞋根心，瞋根心里的思是非福

行。这种杀生的非福行在他临终时成熟使他下一生投生为畜

生，其时的结生识是不善果报推度心。由于造作的非福行成

熟，他投生为动物；或者说这只动物的结生识是不善果报推

度心，是由于他所造作的非福行带来的。因为有了非福行，

才会有这只动物的结生识，所以说“行缘识”。 

又如有个异常贪婪的人，从早到晚都渴望得到钱，看到

钱就兴奋莫名，这是悦俱邪见相应无行心，这种心中的思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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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非福行。由于他执著自己的财产，临终时还想着自己的财

产，临死心路生起的就是悦俱邪见相应贪根心，死后投生为

住在自己家里的鬼。这个鬼的结生识是不善果报推度心，是

邪见相应贪根心这种非福行带来的果报，所以说“行缘识”。 

这是因为非福行而带来的结生识的例子。所以行缘识还

是业和果报的关系。 

 

色界福行与结生识的关系 

例如一个人今生证得了第四禅，这是第五禅善心，属于

色界福行，他临死心路的所缘是禅相，下一生投生到广果天，

成为一名光明、美丽、庄严的梵天人。 

因为他有能力证得第四禅，即培育了论教法的第五禅善

心，这种心中的思属于色界福行。这种色界福行在他临终时

成熟，使他投生到色界梵天，这个梵天人的结生识是第五禅

果报心。由于没有禅那善业的凡夫是不可能投生到梵天界

的，能够投生到梵天界，则是色界福行的结果，所以说“行

缘识”。 

 

第六，名色(nàmaråpa) 

何为“名”？ 

“朝向故为‘名’”(namatãti nàmaü)。这里的名(nàma)

不是名字的名，而是朝向、面向的意思。朝向所缘故为“名”

(ârammaõe namatãti nàma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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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味、现起、近因 

名的特相是朝向，即朝向所缘；作用是与识相应；现起

为不分离，即不能离开心识单独存在；近因是识。 

 

何为“色”？ 

“变坏故为‘色’”(ruppatãti råpaü)。这里的色不是指

颜色，更加不是指女色，而是指色法、物质现象。 

 

相、味、现起、近因 

色的特相是变坏，以变坏故为色；作用是散布；现起是

无记，因为色法不会造善业或不善业；近因是识。这里的“色”

也特指业生色。 

 

什么是名色？ 

佛陀这样定义“名色”： 

ßKatama¤ca, bhikkhave, nàmaråpaü? Vedanà, sa¤¤à, 

cetanà, phasso, manasikàro - idaü vuccati nàmaü. Cattàro ca 

mahàbhåtà, catunna¤ca mahàbhåtànaü upàdàyaråpaü. Idaü 

vuccati råpaü. Iti ida¤ca nàmaü, ida¤ca råpaü. Idaü vuccati, 

bhikkhave, nàmaråpaü.û 

“诸比库，什么是名色？诸比库，受、想、思、触、作

意，这称为名；四大种及四大种所造色，这称为色。如是，

此名与此色，诸比库，这称为名色。”(S.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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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法本来包括心与心所，但在这里特指心所。色法本来

包括四种生起之因，即：业生色、心生色、时节生色和食生

色，但在这里特指业生色，即由业产生的地、水、火、风四

界，以及眼、耳、鼻、舌、身等四大种所造色。 

 

第七，识缘名色(vi¤¤àõapaccayà nàmaråpaü) 

《清净之道》中说： 

ßYa¤hi nàmaråpassa hetu vi¤¤àõaü, taü 

vipàkàvipàkabhedato, dvedhà mataü.û 

“作为名色之因的识，分为果报与非果报两种。”

(Vm.639) 

在“行缘识”中的“识”只是指果报识(vipàka vi¤¤àõa)，

而在“识缘名色”里的“识”除了果报识以外，也包括非果

报识(avipàka vi¤¤àõa)。 

“识缘名色”的“识”包括两类： 

1.果报识：今生的果报心。 

2.非果报识：前一生的业识(kamma vi¤¤àõa)，即前一

世造业的行作识(abhisaïkhàra vi¤¤àõa)。行作是造作的意思。 

依此分法，今生的果报识与名色之间是俱生的关系

（sahajàtapaccayo，俱生缘），它们同时发生于同一生中。对

于非果报识与名色，则是过去生所造作的业识和今世果报名

色法的关系，它们贯穿过去和现在两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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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结生与三有 

三界有情依结生时的名色呈现方式分为三类结生，并分

别对应的三有（“有”(bhava)是生命的意思）： 

1.无想有情：这类众生投生到第四禅无想有情天的时

候，由于没有任何心识，只有色法，称为“色结生”。换言

之，这类有情并没有结生心，从生命一开始就只有一堆色法。

他们在整整五百大劫的生命当中都只有命根九法聚和时节

生色。这类有情的生命只有色蕴存在，称为“一蕴有”。 

2.无色界梵天人：无色界梵天人只有心识而没有身体、

没有色法，他们的结生称为“名结生”。在五蕴中，无色界

有情只拥有受、想、行、识四蕴，称为“四蕴有”。 

3.除了无想有情天以外的色界和欲界众生：他们在结生

时色法与名法同时生起，称为“名色结生”。由于他们都拥

有色、受、想、行、识五蕴，称为“五蕴有”。 

 

三有与识缘名色的关系 

“三有”依五蕴分为：1.一蕴有；2.四蕴有；3.五蕴有。

依结生分为：1.色结生；2.名结生；3.名色结生。表现为：

1.无想有情天；2.无色界天人；3.色界天人、欲界天人、人

类和所有恶趣众生。色结生是称为一蕴有的无想有情天；名

结生是称为四蕴有的无色界天人；五蕴有是欲界和色界的有

情众生。 

一蕴有：对于只有色法的一蕴有众生来说，识缘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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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完全适用的，只能说“识缘色”。这里的“识”只能指

前生所造的业识。因为他们以无想定善业成熟而投生到无想

有情天，投生时只有色法而没有名法，所以只有“识缘色”。 

四蕴有：对于只有名法的四蕴有众生来说，识缘名色

也不完全适用，只能说“识缘名”。识缘名可以有两种关系：

一种是前世造过的使他投生到无色界的无色界善业；另一种

是那一生的果报心与心所。这里的“识缘名”是指由于过去

世所造的业识，而有今生果报名法的生起。 

五蕴有：对于拥有五蕴的众生来说，才可以说“识缘

名色”。因为这一类众生拥有色、受、想、行、识五蕴，拥

有名色法。 

只要有生命，就可以用缘起来解释，而在解释的广度上

也涉及三界的一切有情，包括欲界、色界和无色界。一蕴有

属于色界，四蕴有属于无色界，五蕴有是除了无想有情天之

外的所有色界和欲界有情。除非有些禅修者在观照他们的过

去世时，发现曾经投生到无想有情天或无色界梵天，那时才

需要辨识“识缘色”或者“识缘名”。所以，我们在这里并

不打算讨论一蕴有和四蕴有，只讨论五蕴有。因为众生在轮

回中绝大多数都是流转于欲界或色界中，所以在辨识过去世

的时候，主要是观照“识缘名色”这种关系。 

 

 

 



第 26讲 缘起（一） 

211 

图表 10：三有结生和“识缘名色”表 

有情 三有 结生 识缘名色 
无想有情 一蕴有 色结生 识缘色 
无色有情 四蕴有 名结生 识缘名 

欲、色界有情 五蕴有 名色结生 识缘名色 
 

如何辨识“识缘名色” 

可以用两种方法来辨识“识缘名色”：1.业识的方法，

即《清净之道》所说的非果报识；2.果报识的方法。 

如果禅修者在观照缘起时，发现他过去确实曾投生为某

一类有情，那么他应该如实地观照，但详细讨论起来会比较

复杂，所以在这里只以欲有（kàmabhava，欲界有情）为例

子来说明。 

 

1.“识缘名色”的第一层关系——业识缘名色 

(1)结生时 

过去世造业的心识称为业识。对于欲界有情，这里的“业

识”是指过去世造作的带来今生结生的八大善心和 11 种不

善心（除了掉举相应心）。由过去造业的心识带来今生结生

的果报名色法，其中的“名”是 10 种欲界结生心与心所，

“色”是业生色。 

例如一个人在过去造了殊胜的三因善业，是悦俱智相应

心或捨俱智相应心，这种业在他临终时成熟并带来今生的结

生，他的结生心就是智相应果报心。如果是悦俱智相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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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 1 个心（果报心）加上 33 个心所，其结生名法为 34

个。如果是捨俱智相应心，因为少了喜心所，名法为 33 个。 

对于色法而言，人在结生的刹那有 30 种色法：身十法

聚、性十法聚和心处十法聚。结生的刹那，也就是现代医学

讲的卵子和精子结合成为受精卵的一刹那。在受精卵里，有

身十法聚，包括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素、命

根和身净色；有性根十法聚，一个人的性别在投生的刹那已

经决定了；还有心处十法聚，即地、水、火、风、颜色、香、

味、食素、命根和心处色。此心处色也是结生心的依处。欲

界天人是化生的，在结生时的色法有 70 种，分别是：眼十

法聚、耳十法聚、鼻十法聚、舌十法聚、身十法聚、性根十

法聚、心处十法聚。人在结生时眼、耳、鼻、舌还没有形成，

只有身体。 

所以，由于过去造了业，造业的心称为业识，它在结生

的刹那带来了结生名法和业生色法，称为“识缘名色”。 

 

(2)生命期间 

对于欲界有情，这里的“业识”是指过去世造作的、能

在今生产生果报的八大善心和十二不善心。由于前生造了

业，获得成熟的业能够在这一生的生命期间产生果报心。

“名”是指在生命期间能够体验到 23 种果报名法：双五识、

2 个领受心、3 个推度心和 8 大果报心。“色”则是在生命期

间继续生起的业生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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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过去造作的大量的业没有机会带来结生，但是它们

可以在生命期间成熟。当它们成熟时，在名法方面体验为

23 种果报名法；在色法方面，这些过去业会不断地成熟而

带来和维持这个业生身，称为业生色法。在结生时，前生业

识是指带来投生的令生业；在生命期间，前生业识不仅包括

令生业，还包括支持业、阻碍业和毁坏业。尽管造业是由思

心所来负责，但思不能单独运作，必须和心识一起生起，所

以把造业之心叫做业识。过去造善与不善业的心识，只要在

今生获得机会成熟的，都是这里所讲的前生业识。而能够体

验过去所造之业在今生成熟的是这一堆身心，亦即名色法。 

所以，由于过去所造的业识，它在生命期间持续地带来

果报名法和业生色法，称为“识缘名色”。 

 

图表 11：欲有“业识缘名色”表 

 识 名 色 
结生时 19 过去世业识 10 结生名法 业生色 

生命期间 20 过去世业识 23 果报名法 业生色 
 

2.“识缘名色”的第二层关系——果报识与名色 

(1)结生时 

佛陀在《大因缘经》(Mahànidàna sutta)中解释“识缘名

色”时，问阿难尊者： 

“阿难，假如识不入于母胎，是否有名色在母胎中生起

呢？” 



阿毗达摩讲要(下) 

214 

“没有，尊者。” 

这段经文的意思是：如果没有结生识的生起，在母胎里

是否还会有称为受精卵(kalala)的名色生起呢？那是不可能

的！这段经文揭示这里的“识缘名色”专指结生刹那。 

在色、受、想、行、识五蕴当中，识通常指所有的心法

——89 种心。但这里的“识”作为果报识，是指 10 种欲界

结生识：八大果报心，善、不善果报推度心。 

心必然伴随着一定数量的心所同时生起，称为“俱生”

(sahajàta)，即一同生起。一堆色法的组合称为色聚；名法也

不会单独生起，而是以聚的方式出现，称为名聚。因为心所

必定和心同生同灭，取同一目标，拥有同一依处，它们的关

系犹如国王和大臣，有心就必定有和它在一起的心所。在同

一名聚里，和心同时生起的心所，即是和该心相应的心所。 

在结生的时候，和结生识一起生起的心所称为“俱生相

应心所”。如果过去生所造的殊胜三因善心是悦俱智相应善

心，这种心有 34 个名法——1 个心加上 33 个心所。由于这

种业成熟而带来结生，所以结生心是由过去的悦俱智相应善

心带来的，也同样是三因心，即悦俱智相应果报心。这里的

“识”是指结生心；“名”是指和结生心同时生起的其他 33

个心所，称为“俱生相应心所”；“色”是和结生心同时生起

的“俱生业生色”，也是由过去所造的悦俱智相应善心带来

的。人类结生时的俱生业生色有 30 种：身十法聚、性十法

聚、心处十法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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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缘名色”在这里是指：在结生的刹那，结生心称为

识；和结生心一同生起的心所称为名；结生时一同生起的色

法称为色。 

 

(2)生命期间 

作为果报识的识在生命期间属于俱生识，它和名色法之

间的关系是：“识”是指 23 个果报心，包括双五识、2 个领

受心、3 个推度心和 8 大果报心；“名”是和果报心俱生的

相应心所；“色”在这里是指心生色法。 

例如有分心，有分心是识，和有分识俱生的 33（或 32）

个心所为名。因为名法在生起时是最强的，它能够产生心生

色法，所以与果报识一同生起的心生色法是这里所指的色。 

“识缘名色”在这里是指：在生命期间，以果报识为缘，

而有和它同时生起的心所，以及和它同时生起的心生色法。 

 

图表 12：欲有“果报识缘名色”表 

 识 名 色 
结生时 10 结生心 俱生相应心所 业生色 

生命期间 23 果报心 俱生相应心所 心生色 
 

因此，应当用这两种方法来辨识“识缘名色”： 

1.“识缘名色”的“识”作为过去生所造的善或不善业

的业识，“名色”则是由业识带来的今生的果报名色法。它

又分为(1)在结生时和(2)在生命期间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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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识缘名色”的“识”作为今生的果报识，“名”则

是指俱生相应心所，“色”(1)在结生时是指俱生业生色，(2)

在生命期间则是指俱生心生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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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支缘起（续） 

第八，六处(saëàyatana) 

“引导来者伸展及扩大故为‘处’(àye tanoti àyata¤ca 

nayatãti àyatanaü)。” 

 

相、味、现起、近因 

六处的特相是范围；作用是见、闻、嗅、尝等；现起为

名法生起的依处和门；近因是名色。 

 

何为六处？ 

佛陀这样定义“六处”： 

ßKatama¤ca, bhikkhave, saëàyatanaü? Cakkhàyatanaü, 

sotàyatanaü, ghànàyatanaü, jivhàyatanaü, kàyàyatanaü, 

manàyatanaü-idaü vuccati, bhikkhave, saëàyatanaü.û 

“诸比库，什么是六处？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

处、意处。诸比库，这称为六处。”(S.2.2) 

这里讲到的六处是指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和

意处。其中，眼、耳、鼻、舌、身五处都属于业生色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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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属于心，特指果报心。 

 

第九，名色缘六处(nàmaråpapaccayà saëàyatanaü) 

“名色缘六处”可说是在十二支缘起中最复杂的，一共

有五种关系： 

1.名缘意处(nàma-paccayà manàyatanaü) 

这里的“名”是指俱生相应心所；“意处”是指俱生识

(心)。“名缘意处”是心所和心的俱生关系，称为“俱生缘”

(sahajàtapaccaya)。 

“名缘意处”可以理解为：因为有了相应心所为缘，所

以才有心的生起。因为心的生起必定伴随着心所一起生起，

有了心所也必定会有心一起生起，所以，作为“名”的心所

和作为“意处”的心之间的关系是同生同灭的俱生缘。 

每个果报心都包括心与心所，例如眼识，眼识是一个心，

还有七个心所：触、受、想、思、一境性、命根、作意。眼

识的“名缘意处”是这七个心所与眼识同时生起。 

 

2.名缘色处(nàma-paccayà råpàyatanaü) 

这里的“名”是指后生的心与心所；“色处”是指名法

生起的依处色，即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五种处色。

名与色处的关系是后生缘(pacchàjàtapaccaya)的关系。因为先

有色处的生起，才有后面名法的生起；后面的名法必须依靠

前面的依处色而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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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蕴世间里的一切心都离不开物质而单独存在。例如眼

识能够看，它必须以眼净色作为依处，执行看的眼识才能生

起。虽然眼识在眼依处后面生起，但它反过来支助前面生起

的依处，就像后来出生的儿子反而能支助母亲一样，这称为

后生缘。在这里，作为“名”的眼识通过“后生缘”支助作

为“依处”的眼净色，这种关系称为“名缘色处”。对于其

他名法支助其依处色也应如此理解。 

 

3.色缘色处(råpa-paccayà råpàyatanaü) 

这里的“色”是指一粒业生色聚里的俱生四界、命根和

食素；“色处”是指五种依处色。 

五种依处色都属于业生色法，“俱生四界”是指在一粒

业生色聚里的同时存在的地、水、火、风四界。其中：四界

以助力(upatthambhaka satti)支助同一粒色聚中的处色，如果

没有地的支持，眼净色等处色就不可能存在；命根以随护力

(anupàlaka satti)支助同一粒色聚中的处色；食素也是以助力

支助同一粒色聚中的处色。 

我们以眼处为例子来说明，眼处是指眼净色，它不能单

独地存在，而存在于眼十法聚中。在眼十法聚中，地、水、

火、风称为业生四界，此四界和命根、食素支助着眼净色。

眼净色必须依靠地界才能存在，水界使眼净色所依的这粒色

聚黏结在一起，火界提供温度并使它成熟，风界支持着眼净

色所依的这粒色聚，命根保护着眼净色所依的这粒色聚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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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而食素为眼净色所依的这粒色聚提供营养素。所以，在

这粒眼十法聚中，眼净色必须依靠地、水、火、风四界的支

助，也必须有命根的保护与食素的支助，这些关系称为“色

缘色处”。 

 

4.色缘意处(råpa-paccayà manàyatanaü) 

这里的“色”是指前生依处色；“意处”是指后生的心

与心所。 

五蕴世间的所有心和心所都必须依靠依处色才能生起。

例如：能看、听、嗅、尝、触的分别是眼识、耳识、鼻识、

舌识、身识，这些心识的生起必须依靠眼睛、耳朵、鼻子、

舌头、身体，没有眼睛就不能看，没有耳朵就不能听等等。

眼净色、耳净色等都是依处色，必须先有这些色法，才能作

为提供心生起的物质基础，这称为“前生依处色”。因为有

了前面生起的色法作为依处(vatthu)，才会有心与心所的产

生。这种“色缘意处”的关系是前生缘(purejàtapaccaya)的

关系。 

 

5.名色缘意处(nàmaråpa-paccayà manàyatanaü) 

这里的“名”是指俱生相应心所，“色”是指依处色，

“意处”是指心识。因为心的生起必定伴随着心所一起生起，

所以这里的名与意处是“俱生缘”的关系。而心的生起又必

须依靠依处，所以色与意处是“前生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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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眼识为例。眼识是一个心，伴随着眼识同时生起的

心所有七个，分别是：触、受、想、思、一境性、命根、作

意。这里的“名”是指这七个俱生相应心所；“色”是指眼

识赖以生起的依处眼净色。“意处”是指眼识。这种关系称

为“名色缘意处”。对于其他果报心也应如此理解。 

 

图表 13：“名色缘六处”五种关系表 

五种关系 名/色 缘 六处 

1 名缘意处 俱生相应心所 俱生缘 俱生识 

2 名缘色处 后生心、心所 后生缘 五处色 

3 色缘色处 

俱生四界 助力 

五处色 命根 随护力 

食素 助力 

4 色缘意处 前生依处色 前生缘 识、心所 

5 名色缘意处 
俱生相应心所 俱生缘 

识 
依处色 前生缘 

 

第十，触(phassa) 

“接触故为‘触’。”(phusatãti phasso) 

 

相、味、现起、近因 

触的特相是接触；作用是接触、撞击；现起是集合，集

合依处、所缘和心三者；近因是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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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触？ 

佛陀这样定义“触”： 

ßKatamo ca, bhikkhave, phasso? Chayime, bhikkhave, 

phassakàyà - cakkhusamphasso, sotasamphasso, 

ghànasamphasso, jivhàsamphasso, kàyasamphasso, 

manosamphasso. Ayaü vuccati, bhikkhave, phasso.û 

“诸比库，什么是触？诸比库，此六触身：眼触、耳触、

鼻触、舌触、身触、意触。诸比库，这称为触。”(S.2.2) 

 

第十一，六处缘触(saëàyatanapaccayà phasso) 

六处 

六处分为内六处和外六处，一共有十二处。 

内六处是：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和意处。 

外六处是：色处、声处、香处、味处、触处和法处。 

法处的范围比较广，包括 16 种微细色、52 个心所及涅

槃。在这十二处当中，有十个半属于色法，分别是：眼、耳、

鼻、舌、身，色、声、香、味、触这十处，还有法处里的

16 种微细色（水界、性根色、心处色、食素、命根、空界、

身表、语表、色轻快性、色柔软性、色适业性、色积集、色

相续、色老性和色无常性）。属于名法的有：意处（89 种心）

和法处里的 52 个心所。此外还包括无为法的涅槃。 

法处为什么不包括概念法？因为佛陀教导十二处只是

讨论究竟法的范畴，所以概念法并不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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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触 

这里的“触”是指七遍一切心心所里的第一个心所——

触心所，特指 32 种世间果报心中的触。 

眼识有善果报和不善果报两种，这两种眼识里都有触心

所，所以有两种眼触。耳触、鼻触、舌触、身触也是同样。

意触(manosamphassa)也是世间果报心里的触心所，一共有

22 种，分别是：善和不善果报领受心 2 种；善和不善果报

推度心 3 种；8 大果报心；5 个色界果报心；4 个无色界果

报心。所以，与双五识相应的 10 种触，加上 22 种意触，共

有 32 种触，和前面“行缘识”所说的 32 种世间果报识一样。 

图表 14：六触表 

六触 32 相应果报识 

1 眼触(2) 眼识(2) 

2 耳触(2) 耳识(2) 

3 鼻触(2) 鼻识(2) 

4 舌触(2) 舌识(2) 

5 身触(2) 身识(2) 

6 意触(22) 

领受(2) 

推度(3) 

大果报(8) 

色界果报(5) 

无色界果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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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处缘触 

六依处、六所缘、心和心所三事结合或接触，为“触”。

有了眼、耳、鼻、舌、身作为依处，又有色、声、香、味、

触、法作为所缘，还有心作为意处，心所属于法处，它们之

间的接触结合，称为触。 

佛陀在《相应部·六处相应》等许多经文中解释了“触”

的产生： 

ßCakkhu¤ca pañicca råpe ca uppajjati cakkhuvi¤¤àõaü, 

tiõõaü saïgati phasso.û 

“缘于眼、颜色而生眼识，三者结合为触。”(S.4.60-61; 

M.3.421) 

这里先以眼触(cakkhusamphassa)为例来说明“六处缘

触”。在六处中，眼处是指眼净色，属于内六处；色处是指

颜色所缘，属于外六处。在眼识名聚里，眼识一心属于意处，

剩下七个心所，扣除触心所后，还有六个相应心所，即：受、

想、思、一境性、命根和作意，它们属于法处。对于在眼识

名聚里的触心所，它必须缘于六处中的眼处、色处、意处和

法处，才会有此眼触的产生。 

对于耳触、鼻触、舌触、身触也依此类推。 

除了与双五识相应的眼触等之外，和其馀一切心相应的

触都称为意触(manosamphassa)。这里以领受心取颜色所缘

而生起意触为例。领受心的依处是心处色，心处色是微细色，

属于法处；颜色所缘属于色处；领受心属于意处；除了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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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其他 9 个相应心所属于法处。而此领受心中的触心所称

为意触。于是，以六处中的色处、意处和法处为缘，才有领

受意触的生起。 

 

图表 15：“六处缘触”举例表 

诸处缘眼触 诸处缘意触 

眼处(眼净色) 

眼触 

法处(心处色) 

意触 
色处(颜色所缘) 色处(颜色所缘) 

意处(眼识) 意处(果报识) 

法处(俱生心所) 法处(俱生心所) 

 

如果没有以前学习过的“阿毗达摩”知识作为基础，学

习缘起会比较吃力。缘起并不是纯粹的理论体系，而是要在

实际修行中亲见亲证的，修习缘起其实就是应用这些关系去

辨识。因此，修行必须依照经论的教导。假如背离了经论，

背离了佛陀的教导，所谓的“修行”是不可能断除烦恼的！ 

 

第十二，受(vedanà) 

“感受故为‘受’。”(vedayatãti vedanà) 

 

相、味、现起、近因 

受的特相是领纳；作用是受用对象之味；现起是苦乐，

也可以是捨受；近因是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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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受？ 

佛陀这样定义“受”： 

ßKatamà ca, bhikkhave, vedanà? Chayime, bhikkhave, 

vedanàkàyà - cakkhusamphassajà vedanà, sotasamphassajà 

vedanà, ghànasamphassajà vedanà, jivhàsamphassajà vedanà, 

kàyasamphassajà vedanà, manosamphassajà vedanà. Ayaü 

vuccati, bhikkhave, vedanà.û 

“诸比库，什么是受？诸比库，此六受身：眼触生受、

耳触生受、鼻触生受、舌触生受、身触生受、意触生受。诸

比库，这称为受。”(S.2.2) 

有六种受，分别是： 

1.眼触生受(cakkhusamphassajà vedanà)； 

2.耳触生受(sotasamphassajà vedanà)； 

3.鼻触生受(ghànasamphassajà vedanà)； 

4.舌触生受(jivhàsamphassajà vedanà)； 

5.身触生受(kàyasamphassajà vedanà)； 

6.意触生受(manosamphassajà vedanà)。 

即与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触俱生的受心所称为

受。 

这六受是指与 32 果报心相应之受。这 32 果报心是：10

双五识、2 领受心、3 推度心、8 大果报心、5 色界果报心、

4 无色界果报心。这些果报心中的受心所是这里的受。 

眼触生受是与眼识俱生的两种受：不善果报眼识里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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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善果报眼识里的受。耳触生受、鼻触生受、舌触生受、身

触生受也各有两种。眼、耳、鼻、舌触生受这八种受都是捨

受，而身触生受的两种受则有所不同，区别是：与不善果报

身识俱生的身触生受是苦受，与善果报身识俱生的身触生受

是乐受。 

意触生受有 22 种（32 果报心减去 10 双五识），分别是：

2 领受心，捨受；3 推度心，2 个捨受和 1 个悦受；8 大果报

心，4 个悦受和 4 个捨受；5 色界果报心，有 4 个是悦受，

第五禅果报心是捨受；4 无色界果报心，都是捨受。 

图表 16：六触生受表 

六触生受 32 相应果报心 五受 

1 眼触生受(2) 眼识(2) 捨(2) 

2 耳触生受(2) 耳识(2) 捨(2) 

3 鼻触生受(2) 鼻识(2) 捨(2) 

4 舌触生受(2) 舌识(2) 捨(2) 

5 身触生受(2) 身识(2) 乐(1)+苦(1) 

6 意触生受(22) 

领受(2) 捨(2) 

推度(3) 捨(2)+悦(1) 

大果报(8) 悦(4)+捨(4) 

色界果报(5) 悦(4)+捨(1) 

无色界果报(4) 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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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依处、所缘、心与心所的接触、集合并一同生起的

受，称为“六触生受”。 

 

第十三，触缘受(phassapaccayà vedanà) 

这里的“触”是指果报心里的触心所，“受”也是指果

报心里的受心所。触是依处、所缘、心识三者的结合。由于

有了眼净色、颜色所缘、眼识和除了触之外的其他六个心所，

它们的集合称为触。有了眼触，伴随着眼触生起的受即是眼

触生受。由于触与受同时生起，所以是俱生缘。耳触和耳触

生受、鼻触和鼻触生受、舌触和舌触生受、身触和身触生受、

意触和意触生受也以此类推。 

触心所的生起，必定会有缘于这种触而生起的感受，受

也属于同一名聚里的心所，和触是同时生起的。因为有了接

触，才会有受。如果没有眼净色、颜色所缘与眼识的接触，

就不会有“看”发生，也不会产生或苦或乐的感受。对于耳

触、鼻触、舌触、身触和意触生受也一样。 

有三种受，分别是：苦受(dukkha vedanà)、乐受(sukha 

vedanà)、不苦不乐受(adukkhamasukhu vedanà)。 

受又可以依身心之受分为五种受，分别是：苦受(dukkha 

vedanà)、忧受(domanassa vedanà)、乐受(sukha vedanà)、悦

受(somanassa vedanà)和捨受(upekkhà vedanà)。 

其中，不善果报身识之受为苦受，瞋根心之受为忧受；

善果报身识之受为乐受，心之乐受为悦受。五分法的苦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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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受相当于三受中的苦受，乐受和悦受相当于乐受，捨受等

于不苦不乐受。这些分法已在《上集》详细解释过了。 

 

识、名色、六处、触和受都侧重于果报，即由过去所造

之业带来的结果。接下来的环节则是转折点，从“爱”开始，

即属于造业的范畴。 

 

第十四，爱(taõhà) 

“渴望故为‘爱’。”(paritassatã'ti taõhà) 

 

相、味、现起、近因 

爱的特相是因，即诸苦生起之因；作用是喜欢；现起是

不满足的状态；近因是受。 

 

什么是爱？ 

佛陀这样定义“爱”： 

ßKatamà ca, bhikkhave, taõhà? Chayime, bhikkhave, 

taõhàkàyà - råpataõhà, saddataõhà, gandhataõhà, rasataõhà, 

phoññhabbataõhà, dhammataõhà. Ayaü vuccati, bhikkhave, 

taõhà.û 

“诸比库，什么是爱？诸比库，此六爱身：色爱、声爱、

香爱、味爱、触爱、法爱。诸比库，这称为爱。”(S.2.2) 

爱依对所缘的渴爱分为六种，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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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色爱(råpataõhà)：对颜色的贪爱。例如：喜欢看漂亮、

好看的东西，男人喜欢看漂亮的女孩，女人喜欢看英俊的男

人等。 

2.声爱(saddataõhà)：对声音的贪爱。例如沉迷音乐，

喜欢听美妙的声音。 

3.香爱(gandhataõhà)：对气味的贪爱。例如为了吸引他

人而涂香水，或喜欢香气等。 

4.味爱(rasataõhà)：对味道的贪爱。例如贪著美味食物。 

5.触爱(phoññhabbataõhà)：对柔软、舒适之触感的贪爱。

例如贪著皮肉细滑、触感舒服等。 

6.法爱(dhammataõhà)：对于概念、观念等的贪爱。 

这六种爱每一种又可依欲爱、有爱、无有爱而分为三种，

成为十八种： 

1.欲爱(kàmataõhà) 

《清净之道》解释说：“当色爱对来现于眼睛视域的色

所缘，转起为欲乐而享受时，即名为欲爱。”每当眼睛看到

悦目的对象时，内心把它视为欲乐的目标而享受它、爱著它，

这就是欲爱。把色、声、香、味、触、法当成欲乐的目标，

并贪著、享受它们，称为欲爱。 

2.有爱(bhavataõhà) 

“当认为该所缘是‘恒久、永恒’而与常见一起转起时，

即名为有爱。与常见俱行之贪称为有爱。”“有”是指生命、

存在。认为看到的颜色等对象是恒久的、永恒的，这是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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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种常见同时生起的贪爱称为有爱。 

3.无有爱(vibhavataõhà) 

“当认为该所缘是‘灭绝、消失’而与断见一起转起时，

即名为无有爱。与断见俱行之贪称为无有爱。”持断灭见的

人认为生命结束就是断灭、完全消失。和这种断灭见同时生

起的贪爱称为无有爱。 

这十八种贪爱的每一种还可依内、外来分，成为三十六

种。对内的贪爱，例如：喜欢自己的漂亮，这是内色爱；喜

欢自己的声音，这是内声爱。对外的贪爱，例如：喜欢他人

的颜色、喜欢外在美好的东西，这是外色爱；喜欢听好听的

声音，这是外声爱。其他也是这样分的。 

这三十六种贪爱的每一种还可以依过去、现在、未来来

分。例如：“我年轻时多么漂亮啊！”这是对过去的色爱；“以

前我唱歌多么动听啊！”这是对过去的声爱。对自己现在容

颜的贪爱，这是对现在的色爱。你希望老了还是很漂亮，或

者希望下一辈子能变得漂亮，这是对未来的色爱。对于声爱、

香爱等也是同样。对外的贪爱，例如：以前的恋人很美丽，

丈夫年轻时很英俊等，这些是对过去的外色爱。现在所喜欢

的外在颜色，这是现在的外色爱。希望以后得到好看的东西，

这是对未来的外色爱。对于声、香、味、触、法也是这样。 

于是，一共有 108 爱(aññhasata taõhà)。色爱、声爱等 6

种×欲爱等 3 种＝18 种；内色爱 18 + 外色爱 18＝36 种；过

去 36 + 未来 36 + 现在 36＝108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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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受缘爱(vedanàpaccayà taõhà) 

虽然爱可以依色、声、香、味、触、法六种对象分为六

爱，但它们是依靠接触目标生起的受而产生的。当一个人体

验可爱的对象时，乐受会伴随着体验的心而产生，并通常表

现为享受这种乐受。只要他追求这种乐受，贪图这种乐受，

这就是贪爱。认为对象有乐味，可以使人感到快乐，于是追

求、黏著该对象，这就是贪爱。当一个人体验到苦受时，他

渴望摆脱苦，希望苦受尽快消失，或寄托于未来有乐受代替

这种苦。不苦不乐受被体验为平静、宁静，它也可以成为心

贪爱、染著的对象。所以，不仅缘于乐受可以产生爱，缘于

苦受、不苦不乐受都可以产生爱。 

因为善业成熟，可以体验到可爱所缘或极可爱所缘，体

验这些所缘的果报心中的受心所通常是乐受，但也可以是捨

受。受属于遍一切心心所，它本身并非善或不善。只有人们

贪求这些感受、追求可以获得乐受的目标时，这才是爱。贪

爱属于不善心所的贪(lobha)，它只会出现在只属于不善的贪

根心中。如果只停留在感受本身而不生起任何贪爱，这是精

进禅修者，特别是漏尽者的领域。 

当漏尽者体验到可爱所缘或极可爱所缘，其善果报心中

的受心所仍然可以是捨受或乐受，在唯作速行心中也可能生

起乐受，但是他不会因为体验到乐受而产生贪爱，即不会再

生起贪根心。所以，对漏尽者来说，前面的名色缘六处、六

处缘触、触缘受还会生起，而受缘爱已经被中断了，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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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漏尽者不会再产生任何的爱，包括欲爱、有爱、无有爱。 

 

第十六，取(upàdàna)  “执取故为‘取’。”(upàdiyatã'ti upàdànaü) 
 

相、味、现起、近因 

特相是执持；作用是不放开；现起是强烈的爱与见；近

因是爱。 

 

什么是取？ 

佛陀这样定义“取”： 

ßKatama¤ca, bhikkhave, upàdànaü? Cattàrimàni, 

bhikkhave, upàdànàni - kàmupàdànaü, diññhupàdànaü, 

sãlabbatupàdànaü, attavàdupàdànaü. Idaü vuccati, bhikkhave, 

upàdànaü.û 

“诸比库，什么是取？诸比库，有四种取：欲取、见取、

戒禁取、我语取。诸比库，这称为取。”(S.2.2) 

取可以分为四种： 

1.欲取(kàmupàdàna)：“欲”是颜色、声音、香、味、

触感等欲乐对象；“取”是强烈的执著。执取欲乐的对象为

欲取，或者说欲乐和对欲乐的执取为欲取。 

2.见取(diññhupàdàna)：“见”是邪见、观点、主张。邪

见和对它的执取为见取，或者执取邪见为见取。例如相信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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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相信我和世间是永恒的，这是执取常见；执著人死后什

么都没有，这是执取断见。 

3.戒禁取(sãlabbatupàdàna)：“戒禁”是指宗教仪式和修

行方法。执取戒禁为戒禁取，或者戒禁和对它们的执取为戒

禁取。例如执取牛戒、牛禁等错误的修行方法为清净，认为

可以导向解脱或生天。 

4.我语取(attavàdupàdàna)：执取自己之语为我语取，或

者只是执取我之语为自我称为我语取。也即是执取五蕴为我

的“有身见”(sakkàyadiññhi)或“我见”。共有二十种有身见

或我语取，例如对于色蕴的执取分为“见色是我，我拥有色，

色在我中，我在色中”四种，对于受想行识四蕴，也是同样。

(M.1.461; Dhs.1223; Vbh.938) 

一个人会执著欲乐，也会执著自己的观点、主张。欲取

属于贪心所；见取、戒禁取、我语取属于邪见心所，是邪见

的呈现方式。所以说取表现为强烈的贪爱与邪见。 

图表 17：四取表 
四取 心所 

欲取 贪 

见取 

邪见 戒禁取 

我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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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爱缘取(taõhàpaccayà upàdànaü) 

由于有了爱，依止于欲爱，进一步被加深、强烈的欲爱

即是欲取。爱与欲取在十四不善心所中都属于贪心所。邪见

只出现于贪根心中，缘生邪见的贪称为爱，当邪见在贪的影

响下被接受时即称为取。 

 

第十八，有(bhava) 
“存在及令有故为‘有’。”(bhavati bhàvayati cà'ti bhavo)

“有”包括生存和导致生存的业有。 

 

相、味、现起、近因 

特相是业与业果；作用是令存在及存在；现起是善、不

善、无记；近因是取。 

 

什么是有？ 

《分别[论]》中这样定义“有”： 

ßTattha katamo upàdànapaccayà bhavo? Bhavo duvidhena 

- atthi kammabhavo, atthi upapattibhavo. 

Tattha katamo kammabhavo? Pu¤¤àbhisaïkhàro, 

apu¤¤àbhisaïkhàro, àne¤jàbhisaïkhàro - ayaü vuccati 

`kammabhavo'. Sabbampi bhavagàmikammaü kammabhavo.  

Tattha katamo upapattibhavo? Kàmabhavo, råpabhavo, 

aråpabhavo, sa¤¤àbhavo, asa¤¤àbhavo, nevasa¤¤ànàsa¤¤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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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avo, ekavokàrabhavo, catuvokàrabhavo, pa¤cavokàrabhavo - 

ayaü vuccati `upapattibhavo'. 

Iti aya¤ca kammabhavo, aya¤ca upapattibhavo. Ayaü 

vuccati `upàdànapaccayà bhavo'.û 

“其中，什么是‘取缘有’呢？有两种有：有业有，有

生有。 

其中，什么是业有呢？福行、非福行、不动行。这称为

业有。一切能带来有（生命）的业为业有。 

其中，什么是生有呢？欲有、色有、无色有，想有、无

想有、非想非非想有，一蕴有、四蕴有、五蕴有。这称为生

有。 

如是，此业有与生有，这称为‘取缘有’。”(Vbh.234) 

“有”分为“业有”(kammabhava)和“生有”(upapattibhava)

两种。这里先解释“业有”。为了获得来世而造作的业，称

为业有。在这种情况下，业有相当于缘起支中的行。不过，

有时也可根据它们造作的时间不同而分为“行”和“业有”。

能带来今生果报的过去之业称为行，能带来来生的现在之业

称为业有。于是，业有是指 29 种能带来未来生命的造业之

思。其中，福行有 13 种（8 大善心之思和 5 色界善心之思），

非福行是 12 不善心之思，不动行是 4 无色界善心之思。这

29 种心中的思心所称为业有。 

由这些善或不善业引生的下一世的业生诸蕴，即业生色

（果报身）和果报名法，称为生有。这些业生诸蕴包括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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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果报心及其相应心所和业生色。32 世间果报心分别是：

10 双五识、2 领受、3 推度、8 大果报心、5 色界果报心和 4

无色界果报心。 

 

图表 18：业有和生有表 

业有(29 造业之思) 生有(32 果报心+业生色) 

福行 
8 大善心之思 双五识(10) 
5 色界善心之思 领受(2) 

非福行 12 不善心之思 
推度(3) 
大果报(8) 

不动行 4 无色界善心之思 
色界果报(5) 
无色界果报(4) 

 

第十九，取缘有(upàdànapaccayà bhavo) 

“取缘有”包括两种关系： 

1.取缘业有——以取为缘，造作能引生来世的业有。 

因为有执取，才会造作带来来世之业，称为取缘业有。

例如发愿投生为天人，对天人的生命执著为取，在这种执取

的推动下造作善业，这种善业、福行就是业有。 

2.取缘生有——以取为缘，众生依所造之业而再生。 

由于执取天人的生命，并依所造的相应之业而获得投

生，称为生有。 

例如一个人由于贪爱、执取他人的钱财而偷盗，这些恶

业使他以后投生到鬼道。执著他人的财物是取，所造的偷盗

等不善业是非福行。由于执取而造投生为鬼的不善业，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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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缘业有。由于执取他人的钱财，他依照偷盗的不善业而投

生为鬼，这是取缘生有。 

业有与生有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业有是指业，是从

因的角度来说的；生有是指果报，是从果的角度来说的。因

此，“取缘有”包含了三种关系：1.取是烦恼，2.因烦恼而

造业，3.业带来果报。 

 

第二十，生(jàti) 
 “生故为‘生’。”(jananaü jàti) 

 

相、味、现起、近因 

生的特相是于各处生命的最初生起。无论是地狱、畜生、

鬼、人、天或梵天等各处生命的最初生起为生。作用是归还

[诸蕴]。当一个有情命根断绝、五蕴离散、身坏命终后，由

于过去所造之业仍然在发挥作用，于是在另一处产生一堆新

的五蕴，并被执取为新的生命，称为归还五蕴，即重新获得

诸蕴。现起是从过去生浮现于此，或种种苦。近因是业有。 

 

第二十一，有缘生(bhavapaccayà jàti) 

在《分别[论]》中说： 

ßTattha katamà bhavapaccayà jàti? Yà tesaü tesaü 

sattànaü tamhi tamhi sattanikàye jàti sa¤jàti okkanti 

abhinibbatti, khandhànaü pàtubhàvo, àyatanànaü pañilàbh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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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aü vuccati `bhavapaccayà jàti'.û 

“其中，什么是‘有缘生’呢？无论任何的有情，即于

其有情的部类中，诞生、出生、入胎、再生、诸蕴的显现、

诸处的获得。这称为‘有缘生’。”(Vbh.235) 

无论是欲有、色有，还是无色有，无论是想有、无想有，

还是非想非非想有，无论是一蕴有、四蕴有，还是五蕴有，

在各种有情的部类（趣）当中，诸蕴的呈现，眼、耳、鼻、

舌、身诸处的获得，称为生。 

人类的结生发生在卵子受精的刹那，这个阶段即是人类

生命的最初呈现。结生之后，受精卵在母胎中慢慢发育成小

胚胎，然后逐渐发育成形。对于胎生者，从结生开始直到从

母胎中诞生出来，这段期间所转起的诸蕴称为生。对于卵生、

湿生和化生者，结生诸蕴即称为生。 

 

第二十二，生缘老死、愁、悲、苦、忧、恼 

(jàtipaccayà jaràmaraõaü sokaparidevadukkha- 

domanassupàyàsà sambhavanti) 

 

生缘老死(jàtipaccayà jaràmaraõaü) 

除非是已经断尽一切烦恼的阿拉汉，否则，所造之业成

熟必定会带来投生。有了生，想要不走向衰老、不走向死亡

是不可能的，所以说“生缘老死”。 

在《分别[论]》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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ßTattha katamaü jàtipaccayà jaràmaraõaü? Atthi jarà, 

atthi maraõaü. 

Tattha katamà jarà? Yà tesaü tesaü sattànaü tamhi tamhi 

sattanikàye jarà jãraõatà khaõóiccaü pàliccaü valittacatà àyuno 

saühàni indriyànaü paripàko - ayaü vuccati `jarà'.û 

“其中，什么是‘生缘老死’呢？有老，有死。 

其中，什么是老呢？无论任何的有情，即于其有情的部

类中，年老、衰老、牙齿损坏、头发斑白、皮肤变皱、寿命

减损、诸根成熟。这称为老。” 

该论继续说： 

ßTattha katamaü maraõaü? Yà tesaü tesaü sattànaü 

tamhà tamhà sattanikàyà cuti cavanatà bhedo antaradhànaü 

maccu maraõaü kàlakiriyà khandhànaü bhedo kaëevarassa 

nikkhepo jãvitindriyassupacchedo - idaü vuccati `maraõaü'. 

Iti aya¤ca jarà, ida¤ca maraõaü. Idaü vuccati `jàtipaccayà 

jaràmaraõaü'.û 

“其中，什么是死呢？无论任何的有情，即于其有情的

部类中，死亡、灭殁、破坏、消失、逝世、命终、诸蕴的分

离、身体的捨弃、命根的断绝。这称为死。 

如是，此老与此死，这称为‘生缘老死’。”(Vbh.236) 

为什么会有死亡呢？间接的原因是有生命。生命是一个

历程，只要有生，必定会走向尽头，生命的尽头就是死。所

谓的长生不老、永恒存在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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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与死的过程中，还要遭遇各种不如意的事情： 

 

愁(soka) 

ßTattha katamo soko? ¥àtibyasanena và phuññhassa, 

bhogabyasanena và phuññhassa, rogabyasanena và phuññhassa, 

sãlabyasanena và phuññhassa, diññhibyasanena và phuññhassa, 

a¤¤atara¤¤atarena byasanena samannàgatassa, 

a¤¤atara¤¤atarena dukkhadhammena phuññhassa soko socanà 

socitattaü antosoko antoparisoko cetaso parijjhàyanà 

domanassaü sokasallaü - ayaü vuccati `soko'.û 

“其中，什么是愁呢？由于遭受亲戚的不幸、遭受财产

的损失、遭受疾病的不幸、遭受戒行的不幸，或遭受[邪]见

的不幸，由于具有任何一种的不幸、遭遇任何一种的苦法而

愁虑、忧愁、哀愁、内[心]忧愁、内[心]悲哀，心的燃烧、

忧虑、愁箭，这称为愁。”(Vbh.237) 

虽然人在轮回诸趣中属于善趣，但人生总不可能一帆风

顺，必定会有兴衰浮沉、吉凶祸福。虽说人生有苦也有乐，

但其实还是苦多乐少。 

 

悲(parideva) 

ßTattha katamo paridevo? ¥àtibyasanena và phuññhassa, 

bhogabyasanena và phuññhassa, rogabyasanena và phuññhassa, 

sãlabyasanena và phuññhassa, diññhibyasanena và phuññha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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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tara¤¤atarena byasanena samannàgatassa, 

a¤¤atara¤¤atarena dukkhadhammena phuññhassa àdevo 

paridevo àdevanà paridevanà àdevitattaü paridevitattaü vàcà 

palàpo vippalàpo làlappo làlappanà làlappattaü - ayaü vuccati 

`paridevo'.û 

“其中，什么是悲呢？由于遭受亲戚的不幸、遭受财产

的损失、遭受疾病的不幸、遭受戒行的不幸，或遭受[邪]见

的不幸，由于具有任何一种的不幸、遭遇任何一种的苦法而

哭泣、悲叹、悲泣、悲哀、哀号、悲痛、诉说、哭诉、悲唤、

涕泣、号叫，这称为悲。”(Vbh.238) 

 

苦(dukkha) 

ßTattha katamaü dukkhaü? Yaü kàyikaü asàtaü 

kàyikaü dukkhaü kàyasamphassajaü asàtaü dukkhaü 

vedayitaü kàyasamphassajà asàtà dukkhà vedanà - idaü 

vuccati `dukkhaü'.û 

“其中，什么是苦呢？身体的不适，身体的苦，由身触

而生的不适、痛苦感觉，由身触而生的不适、痛苦感受，这

称为苦。”(Vbh.239) 

这里的“苦”包括一切病痛，即身体的苦受。例如：头

痛、眼痛、牙痛、喉咙痛、心脏痛、胃痛、肚子痛、手痛、

脚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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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domanassa) 

ßTattha katamaü domanassaü? Yaü cetasikaü asàtaü 

cetasikaü dukkhaü cetosamphassajaü asàtaü dukkhaü 

vedayitaü cetosamphassajà asàtà dukkhà vedanà - idaü vuccati 

`domanassaü'.û 

“其中，什么是忧呢？心的不适，心的苦，由心触而生

的不适、痛苦感觉，由心触而生的不适、痛苦感受，这称为

忧。”(Vbh.240) 

苦是指身的苦受，忧是指心的苦受。心的苦受又依不同

的程度分为愁、悲、忧和恼。 

 

恼(upàyàsa) 

ßTattha katamo upàyàso? ¥àtibyasanena và phuññhassa, 

bhogabyasanena và phuññhassa, rogabyasanena và phuññhassa, 

sãlabyasanena và phuññhassa, diññhibyasanena và phuññhassa, 

a¤¤atara¤¤atarena byasanena samannàgatassa, 

a¤¤atara¤¤atarena dukkhadhammena phuññhassa àyàso upàyàso 

àyàsitattaü upàyàsitattaü - ayaü vuccati `upàyàso'.û 

“其中，什么是恼呢？由于遭受亲戚的不幸、遭受财产

的损失、遭受疾病的不幸、遭受戒行的不幸，或遭受[邪]见

的不幸，由于具有任何一种的不幸、遭遇任何一种的苦法而

郁恼、忧恼、憔悴、绝望，这称为恼。”(Vbh.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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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苦蕴集起(dukkhakkhandhassa samudaya) 

有生就必定有老与死，在老与死过程中就会体验到愁、

悲、苦、忧、恼，总之： 

ßEvametassa kevalassa dukkhakkhandhassa samudayo 

hotã'ti, evametassa kevalassa dukkhakkhandhassa saïgati hoti, 

samàgamo hoti, samodhànaü hoti, pàtubhàvo hoti. 

Tena vuccati `evametassa kevalassa dukkhakkhandhassa 

samudayo hotã'ti.û 

“‘如此，这整个苦蕴集起’：如此，这整个苦蕴组合、

组成、集合、出现。 

因此说‘如此，这整个苦蕴集起。’”(Vbh.242) 

经文在这里解释了苦的生起、苦的原因，这是四圣谛中

的苦集圣谛。 

为什么人生会有各种不如意、不圆满的事情发生呢？为

什么人会衰老、死亡呢？因为有了生，所以要承受各种苦。

为什么会有生呢？因为过去曾经造了业，业成熟带来今生的

投生，父母只是助缘，没有父母也不可能有生，因此我们不

能埋怨父母生下我们来受苦，那都是因为前生的业有。为什

么会造业呢？因为有执取。为什么会执取呢？因为有渴爱。

有了贪爱，就会去追求，有追求就会患得患失，于是带来了

苦。为什么有渴爱呢？因为喜欢快乐，或体验到所喜爱的对

象时能带来乐受。为什么会有乐受呢？因为有接触。为什么

会有接触？因为有了六处（感官）和外界的接触，接触到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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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的就会追求。为什么会有六处呢？因为有名色（身心）。

为什么会有名色？因为有生命的结生。为什么会有结生？因

为过去生所造之业。为什么会造业？因为无明。为什么会有

无明呢？诸漏即是无明之因。 

它们的一般运作是连锁反应、环环相扣的，周而复始地

循环着，这就是生命有那么多不圆满、不如意，有那么多苦

的原因。佛陀并没有否定人生有快乐，如果人生只有苦而没

有乐，人就不会有追求了。正因为人生有快乐，人们才会贪

求快乐，才会贪爱。有了贪爱就会去追求，会执著、执取。

有执取就有行为，这些行为即是造业。当所造之业成熟时，

就要承受，就会有生、老、死、愁、悲、苦、忧、恼。 

我们不要把苦的根源归结于他人，归结于外在的原因，

不要认为是父母生我来受苦，或者上天不公平，让我这么命

苦。现在的苦乐，取决于过去的善恶。现在生活艰苦、命途

多舛，也无需责怪别人、无需怨天尤人，要怪就怪自己。 

所以说：“如此，这整个苦蕴集起。” 

 

六、十二支 

下面再对缘起法则进行分析和归纳。 

佛陀在教导缘起时通常这样说： 

ßAvijjàpaccayà saïkhàrà, saïkhàrapaccayà vi¤¤àõaü, 

vi¤¤àõapaccayà nàmaråpaü, nàmaråpapaccayà saëàyatana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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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ëàyatanapaccayà phasso, phassapaccayà vedanà, 

vedanàpaccayà taõhà, taõhàpaccayà upàdànaü, 

upàdànapaccayà bhavo, bhavapaccayà jàti, jàtipaccayà 

jàramaraõaü soka-parideva-dukkha-domanassupàyàsà 

sambhavanti.û 

“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

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

死、愁、悲、苦、忧、恼生起。” 

因此，缘起的过程可以分为十二个部分，称为十二支，

即：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

老死。愁、悲、苦、忧、恼发生于生与老死之间，是生与死

之间时有发生的事。 

 

七、三时 

十二缘起支又可依时间段分为三时(tayo kàlà)： 

过去世：无明、行 

现在世：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 

未来世：生、老死 

由于过去世造作了无明与行，带来了现在世的识、名色、

六处、触、受、爱、取、有；因为今生有了爱、取、有，又

带来未来世的生与老死。所以，这十二缘起支是贯穿过去、

现在和未来三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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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某些缘起支被归纳到某一世，并不意味着它们只

会在那一世中运作，而不会发生于其他世。事实上，每一世

都有可能牵涉到所有缘起支的运作。 

 

八、两种有轮根本 

在十二缘起支中，无明和爱这两项因素是有轮的根本

(bhavacakkassa måla)，是导致生命轮转的根本。用现在的话

来说，即是生命的原动力。 

1.从前际得来，以无明为根本：无明、行、识、名色、

六处、触、受。 

以无明作为根本而造作行，所造之行带来了今生作为果

报的识、名色、六处、触和受。 

2.从后际相续，以爱为根本：爱、取、有、生、老死。 

今生以爱为根本，产生取、有，然后带来未来生的生与

老死。 

 

九、三连结 

十二缘起支又可以用三连结(tisandhi)来说明： 

1.以无明、行为因，而有识、名色、六处、触、受的果

报，这是一个因果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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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今生有了识、名色、六处、触、受这些果报，于是生

起爱、取、有，这是一个果因连结。由于体验果报，又重新

造作新的因。 

3.因为有了爱、取、有，又重新生起烦恼，继续造作新

业，带来未来生、老死的果，这又是一个因果连结。 

如此，过去因为烦恼而造业；所造之业成熟会带来果报；

体验到果报又生新烦恼，并再造新业。 

体验到果报后会重新造作新的业，这是一般人的自然反

应，而且所体验的果报和再造新业之间并没有同类相应的必

然性。例如一个人由于过去造了布施善业，今生很富有，他

可以用钱去造新的业。例如去花天酒地满足自己的欲乐，这

是造贪的业；或是用钱使自己的仇敌倒霉，这是造瞋的业；

但他也可以用钱财去造新的善业，例如供僧、赈灾、社会福

利等。 

 

在这三连结当中，哪些连结是必然的？哪些连结不是必

然的？哪个连结可以转化呢？有了过去造的因，因成熟带来

果，这是不能避免的。而现在体验到果报之后又去造新的因，

这并非必然的。体验果报后，可以选择造哪种性质的业。所

以，想要解脱缘起的锁链，就在“受缘爱”这个环节。 

苦受、忧受、乐受、悦受、捨受这五种受中，佛陀与一

切漏尽阿拉汉圣者都只有四种受，并没有忧受。忧受属于瞋

根心，除了忧受以外的其他受都很难避免：身体的苦受、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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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很难避免；心的悦受和捨受能出现于凡夫和有学圣者的

善、不善速行和果报心中，也能出现于佛陀等阿拉汉圣者的

唯作速行和果报心中。但是在体验受的时候，一般人的习惯

反应是贪爱、执著、追求，于是“受缘爱”连结得以继续运

作下去。所以，要破除缘起的锁链，“受缘爱”这个环节才

是关键。当然，只有通过阿拉汉道智断尽无明，才能真正断

除爱。 

想要改变未来，扭转未来，我们应该从受和爱这个果因

连结去下手。 

 

十、四摄 

四摄(cattàro saïgahà)，即把十二缘起支分为四类： 

第一摄：无明、行； 

第二摄：识、名色、六处、触、受； 

第三摄：爱、取、有； 

第四摄：生、老死。 

这里提到无明、行的时候，爱、取、有也包括在内；提

到爱、取、有的时候，无明、行也包括在内；提到生、老死

的时候，识、名色、六处、触、受这五种果也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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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二十行相之辐 

《清净之道·说慧地品》中说： 

ßAtãte hetavo pa¤ca, idàni phalapa¤cakaü; 

Idàni hetavo pa¤ca, àyatiü phalapa¤cakan'ti.û 

“过去因有五，现在果有五； 

现在因有五，未来果有五。”(Vm.654) 

这种缘起观法在上座部止观禅法中被称为“第五法”。

先修习“第五法”之后，再修习“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

名色”等的顺序缘起就变得容易明了。 

对于“过去因有五”一句，《无碍解道》中这样教导： 

“对以前的业有，痴是无明，努力是行，欲求是爱，接

近是取，思是有。此五法对以前的业有，为现在结生之缘。” 

这段话的意思是：对于过去世所造的业有而言，对苦等

的愚痴是无明，造业之思的努力是行，那造业者对生有果报

的欲求、希望是爱，对造业后将能于某处享乐等的接近、执

著是执取，通过努力之思是有。无明、行、爱、取、有这五

法对于以前所造之业来说，是带来今生结生的缘。 

对于“现在果有五”一句，《无碍解道》中这样说： 

“现在的结生为识，入[胎]为名色，净[色]为处，接触

为触，感受为受。此五法对现在的生有，是以过去曾作之业

为缘。” 

通过连结他世而生起的识，故称为结生识，那进入母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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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同时产生的为名色，净色(眼、耳、鼻、舌、身五依处色)

为处，接触所缘而产生的为触，与结生识或以六处为缘的触

同时生起的果报受为受。以过去曾经造作之业为缘，才能产

生作为现在生有(生命)的识、名色、处、触、受这五法。 

对“现在因有五”一句，《无碍解道》中这样说： 

“现在已成熟的诸处，痴是无明，努力是行，欲求是爱，

接近是取，思是有。此五法对现在的业有，为未来结生之缘。” 

现在已成熟的诸处(六处)，痴是无明，努力是行，欲求

是爱，接近是取，思是有。无明、行、爱、取、有这五法对

现在所造之业来说，是带来未来结生的缘。 

对“未来果有五”一句，《无碍解道》中这样说： 

“未来的结生为识，入[胎]为名色，净[色]为处，接触

为触，感受为受。此五法对未来的生有，是以现在所作之业

为缘。”(Ps.1.47) 

未来的结生为识是指投生为未来生命的结生识，未来进

入母胎的为名色，未来的五净色为处，接触为触，果报受为

受。以今生所造之业为缘，才能产生未来生命的这五法。 

 

根据圣典中的这段教导，我们来看二十行相之辐： 

过去五因：无明、行、爱、取、业有 

现在五果：识、名色、六处、触、受 

现在五因：无明、行、爱、取、业有 

未来五果：识、名色、六处、触、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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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了过去五因，才会带来今生五果，过去的无明等

五法和现在的结生识等五法是因果的关系。由于有了现在五

因，才会带来未来五果，现在的无明等五法又和未来的结生

识等五法构成一种因果关系。 

过去五因、现在五果，现在五因、未来五果共同构成了

二十行相之辐。 

 

十二、三轮转 

二十行相又可归纳为三轮转(tivañña)：两个因轮转和一

个果轮转，分别是： 

1.烦恼轮转(kilesavañña)：无明、爱、取 

2.业轮转(kammavañña)：行、业有 

3.果报轮转(vipàkavañña)：识、名色、六处、触、受 

无明是愚痴，爱和取都是贪，这些都是烦恼，称为烦恼

轮转，用现在的话来说，即是生命的原动力。因为无明等烦

恼，会造作种种行与业，称为业轮转，用现在的话来说，即

是行为留下的能量流。行与业有包括福行、非福行和不动行。

在无明、爱和取的支助下，行与业遇到因缘成熟会带来果报，

果报是结生识、名色、六处、触与受。众生体验到果报之后，

又产生无明、贪爱和执取，于是又开始新的轮转。轮转的意

思是一环套一环、接连进行——有了烦恼就会造业，造业就

要受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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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种层次的烦恼： 

1.违犯性烦恼：已经表现在身门、语门的不善业。 

2.困扰性烦恼：表现在意门的烦恼。 

3.潜伏性烦恼：还没有表现出来的烦恼。这种以潜伏状

态存在的烦恼，也称为随眠(anusaya)。 

 

图表 19：十二缘起关系表 

十
二
缘
起
支 

三
时 

二
有
轮
根
本 

三
连
结 

四
摄 

二十行相之辐 三轮转 

过
去
五
因 

现
在
五
果 

现
在
五
因 

未
来
五
果 

烦
恼
轮
转 

业
轮
转 

果
报
轮
转 

1 无明 过 ○ 因 1 ○  ○  ○   

2 行 过  因 1 ○  ○   ○  

3 识 现  果 2  ○  ○   ○ 

4 名色 现  果 2  ○  ○   ○ 

5 六处 现  果 2  ○  ○   ○ 

6 触 现  果 2  ○  ○   ○ 

7 受 现  果 2  ○  ○   ○ 

8 爱 现 ○ 因 3 ○  ○  ○   

9 取 现  因 3 ○  ○  ○   

10 有 现  因 3 ○  ○   ○  

11 生 未  果 4        

12 老死 未  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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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情况下，烦恼并不会表现出来，例如进入色界或

无色界禅那。然而，此时烦恼还没有被根除，它们只是暂时

被定力镇伏而处于潜伏状态而已。如果禅修者不如理作意，

贪瞋痴烦恼还是会产生，这也就是许多得禅者在日常生活中

还会出现许多烦恼的原因。犹如被大石头压住的草一样，虽

然草暂时长不起来，但只要根还没有被拔掉，有因缘它们还

是会生长出来。 

只要还有烦恼，哪怕它们只是处于潜伏性的状态，众生

就还会造善或不善之业。所造之业遇到因缘成熟，就会带来

果报。善业带来的是善的果报，恶业带来的是不善的果报。

只要不如理作意，体验到善果报时心生乐受，产生贪爱；体

验到不善果报时心生忧受，产生排斥，产生瞋恚，于是再造

新的业。就这样，烦恼、业和果报不断循环着，互相纠缠着，

使众生一直都流转于生死轮回中。 

 

十三、修习缘起 

记载于巴利经藏的缘起方法有五种，我们把《无碍解道》

所教导的“三轮转二十行相”的方法称为“第五法”。修习

缘起时，可以先根据“第五法”来追查名色法之因。也就是

说，今生的识、名色、六处、触和受作为果报轮转，它们必

定有因。它们的因是什么？用什么方法来查找？怎样查找？

根据是什么？根据《无碍解道》和《清净之道》的教导，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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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轮转的因是业轮转和烦恼轮转，我们可以通过三轮转二十

行相的方法，先查找到业轮转，再寻找围绕着业轮转的烦恼

轮转，然后再辨识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此前讲到“死生过程”时，提及一个人死前会体验到三

种死亡之相：业、业相、趣相。我们可以根据这种死亡之相

来寻找业。因为这些相的呈现是与其相应的业带来的影像，

找到业之后，再追查所围绕的烦恼。 

想修习缘起先须熟练地辨识名色法，如果没办法辨识究

竟名法与色法，将很难辨识自己过去世的名色法。为什么

呢？因为缘摄受智并不是宿住随念智，宿住随念智属于神通

的范畴，它可以直接把心投向过去，并能知道过去生的许多

细节。但是缘摄受智属于观智之一，观智的所缘是究竟色法

与名法。也就是说，先要修色业处和名业处以培育名色限定

智，在此基础上才培育缘摄受智。 

禅修者应该先进入自己熟练的根本业处，例如入出息

念，从第四禅出定之后，借助明亮晃耀的智慧之光，逐一地

辨识六门的色法：眼门 63 色、耳门 63 色、鼻门 63 色、舌

门 63 色、身门 53 色和心处 63 色；再辨识生起于六门心路

的名法：眼门善、不善心路，耳门、鼻门、舌门、身门、意

门善、不善心路的名法。必须如此一再地辨识内在和外在的

名色法，因为辨识过去的名色法和辨识外在的名色相似。 

能够这样辨识之后，则应尝试如此辨识最近的过去名色

法，例如前来禅坐时的名色法，成功后，再往更远的过去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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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推到一个小时之前，推到一天之前、两天之前、一个月

之前、两个月之前、一年前、两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不断地用名色法的方法往前逆推，一直追溯到今

生的第一个心识刹那——结生识和相应的名色法。这是很重

要的，因为今生的第一个心识刹那是结生识，是十二缘起支

的第三支，也是今生果报轮转的第一项。和结生识俱生的相

应名色法是十二缘起支的第四支，也是今生果报轮转的第二

项。辨识今生的结生识和相应名色法后，再尝试突破死生的

屏障，逆推到过去世。 

死生的屏障是前一世的死心和今生的结生。禅修者突破

此屏障后，将能见到前一世临死时的名色法，或者见到过去

世临死心路的所缘——业、业相或趣相。假如死和生没有连

结的话，或者死生之间还有间隔的话，那将无法辨识到过去

世，也就无法修习缘起了。正因为死生之间是没有中断的，

而且它们之间的连结是依照缘起法则来运作的，所以见到过

去世时，总能看到一些影像。这些影像并非无缘无故地呈现，

它们和过去所造作并且即将成熟的业有关。不管禅修者看到

的是业、业相或趣相，他都应依此来辨识前一世临死心路的

名色法。因为影像的呈现是令生业即将成熟的缘故，所以体

验这些影像的临死心路的名法和当年造令生业时的名法是

相同的。禅修者能够辨识临死心路的名法，即可以知道是哪

种业成熟并带来结生的，也有能力辨识当年造业时的名法。 

除非是由近死业成熟而造成结生者，否则，临死心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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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的往往不是正在造作的业，而是即将成熟的过去业。这

些过去业通常是在很久以前造的，甚至是好几世、几十世之

前造的。辨识临死心路的名法后，则需再辨识这种令生业是

在什么时候造的。 

此时，禅修者应把观智往前一世逆推，查找在临死时成

熟的令生业是不是在上一辈子造的，检查造业时的名法在哪

个时候生起。假如在前一世查不到，则需再往前面的过去世

继续查找，一直到查找到为止。 

查找到之后，禅修者应检查当年造业时的名法和临死心

路的名法能否对应，然后再检查临死心路的名法和今生结生

的名法能否对应。这种对应关系就如同今天回忆起昨天、去

年或十年前曾做过的某件事情一样。 

禅修者应辨识当年所造的是什么业，是布施、持戒、禅

修，还是恭敬、服务业；当年造业时生起的是什么心，是悦

俱心还是捨俱心，是智相应还是智不相应心。 

布施、持戒等的善思是福行，善心中的思心所是业有。

辨识到引生今生果报诸蕴的业轮转后，接着再辨识烦恼轮

转。因为行和业有只有烦恼的支助下才能带来结生。 

以今生投生为女人为例，禅修者应查找过去世因何烦恼

轮转而导致今生投生为女人，例如喜欢做女人，希望来生投

生为女人等。希望成为女人、对女人生命的贪爱属于贪根心。

在这种贪根心中，错知有女人是无明，即痴心所；对女人生

命的贪爱是爱；执著女人的生命是取。如此，辨识在这种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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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心中的无明、爱、取，找到今生投生为女人的生命原动力。

于是，禅修者找出造成今生投生为女人的过去因是无明、爱、

取、行和业有。 

对于投生为男人也是相同的道理。 

找出过去五因后，必须进一步辨识过去世的无明、爱、

取、行、业有和今生的果报名色法之间的关系。 

以结生为例子，在结生那一刹那已经具备了五蕴。禅修

者应当辨识过去生的无明、爱、取、行、业和今生结生五蕴

之间的因果关系。 

例如对于结生受蕴，禅修者需要这样辨识： 

1. 由于过去的无明生起，结生受蕴生起；无明是因，结

生受蕴是果。 

2. 由于爱生起，结生受蕴生起；爱是因，结生受蕴是果。 

3. 由于取生起，结生受蕴生起；取是因，结生受蕴是果。 

4. 由于行生起，结生受蕴生起；行是因，结生受蕴是果。 

5. 由于业生起，结生受蕴生起；业是因，结生受蕴是果。 

6. 由于所缘（业或业相或趣相）生起，结生受蕴生起；

所缘是因，结生受蕴是果。 

7. 由于依处生起，结生受蕴生起；依处是因，结生受蕴

是果。 

8. 由于触（俱生相应心所）生起，结生受蕴生起；触

是因，结生受蕴是果。 

禅修者应当如此辨识结生受蕴的八种因果关系。其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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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过去因，三因是现在因。对于色蕴、想蕴、行蕴和识蕴，

同样如此辨识。 

辨识了结生五蕴的因果关系，接着辨识有分和死心五蕴

的因果关系。此后，对五门心路中的每一心识的五蕴：五门

转向、眼识、领受、推度、确定、速行、彼所缘的五蕴，都

要这样辨识它们的因果关系。如果是果报五蕴，如眼识、领

受、推度、彼所缘，则包括过去因和现在因；如果是唯作或

善、不善速行的五蕴，除了业生色蕴有过去因和现在因之外，

四名蕴只有现在因。用这种方法系统地辨识六门心路第一心

识刹那的五蕴的因果关系。 

辨识了今生果报和过去第一世五因之间的因果关系之

后，禅修者还应继续查找造成过去第一世结生的五因，接着

再辨识过去五因和过去第一世果报五蕴之间的因果关系。如

此，尽自己的能力辨识过去第二世和过去第一世之间的因果

关系，第三世和过去第二世之间的因果关系，第四世和过去

第三世之间的因果关系…… 

 

当禅修者有能力以“第五法”辨识过去、现在、未来三

世之间的因果关系之后，还应根据佛陀在诸经典中教导的

“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等的方法来修习“第一法”，

明了佛陀教导缘起的方法和本意。 

欲修习“第一法”者，先需了解上面所解释的诸缘起支

的含义，并清楚各项缘起支前后之间的因果关系，然后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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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在修“第五法”时已经辨识的无明、爱、取、行、业有等

的实际情况。例如无明、爱、取是发愿投生为人，行和业有

是拥有 34 个名法的悦俱智相应善心中的布施福行，来辨识

“无明缘行”——由于过去世的无明而造作了福行；“行缘

识”——这种福行在过去世临死时成熟，带来了今生的结生

识；“识缘名色”——过去世的业识带来了今生的果报名法

和业生色；今生的果报识与相应名法、心生色一同生起…… 

禅修者应如此系统地修习缘起。 

 

十四、缘起甚深 

大家知道，阿难尊者在他出家的第一个雨安居即已证得

初果。后来，他有机会成为佛陀的侍者，做了 25 年之久，

一直到佛陀般涅槃为止。在佛陀般涅槃当年的雨安居，他才

证悟阿拉汉道果。也就是说，在他出家达上后的 44 年间，

他只是初果圣者。 

有一次，阿难尊者对佛陀说： 

“尊者，稀有啊！尊者，未曾有啊！尊者，此缘起深奥，

显得深奥，但是在我看来好像浅显易懂。” 

佛陀立刻纠正说： 

ßMà hevaü, ànanda, avaca, mà hevaü, ànanda, avaca. 

Gambhãro càyaü, ànanda, pañiccasamuppàdo gambhãràvabhàso 

ca. Etassa cànanda, dhammassa ananubodhà appañivedh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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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mayaü pajà tantàkulakajàtà gulàguõñhikajàtà 

mu¤japabbajabhåtà apàyaü duggatiü vinipàtaü saüsàraü 

nàtivattatã'ti.û 

“阿难，不能这样说！阿难，不能这样说！阿难，此缘

起深奥，显得深奥！阿难，对此法不随觉、不通达，这样的

人就如打结的线球，如谷喇鸟巢，如萱草、灯心草，不能超

越苦界、恶趣、堕处、轮回。”(D.2.95; S.2.60) 

这段经文的意思是：阿难！你不应该这样说，不要认为

缘起对于你来说好像浅显易懂。这缘起非常深奥，也确实非

常深奥难解！阿难，如果一个人不能以知遍知随觉缘起，不

能以审察遍知和断遍知来证知缘起的话，13 这个人就好像

打了结的线球，犹如谷喇鸟巢(gulàguõñhikajàtà)，犹如萱草

与灯芯草般纠缠着，不能超越苦界、恶趣、堕处与轮回。 

换而言之，不修习、不随觉、不通达缘起者，就不可能

超越轮回。唯有遍知缘起、证知缘起，才有可能解脱生死、

出离轮回。不了解因果，不明白生命之因，就没办法解开生

死之结，没办法挣脱因果之网。因此，《分别[论]义注》和

《清净之道》在解释“缘起甚深”时这样说： 

ß¥àõàsinà samàdhipavarasilàyaü sunisitena, Bhavacak- 

kamapadàletvà, asanivicakkamiva niccanimmathanaü; 

Saüsàrabhayamatãto, na koci supinantarepyatthi.û 

                                                 
13 Ananubodhàti ¤àtapari¤¤àvasena ananubujjhanà. Appañivedhàti 
tãraõappahànapari¤¤àvasena appañivijjhanà. (D.A.2.95) 



阿毗达摩讲要(下) 

262 

“除非用殊胜定石磨利的智剑，斩断难破的有轮，否则

无人能超越轮回的怖畏，即使在梦中也不可能！”(Vbh.A.242; 

Vm.661) 

“用殊胜定石磨利的智剑”比喻在强有力的禅定基础上

培育起来的观智。犹如杀敌需要在砺石上磨锋利的剑，有了

定和慧才能斩断难破的有轮(bhavacakka，即生死之轮)。不

修习止观、不了解缘起，没有人能够超越轮回的怖畏，即使

做梦也不可能！ 

有些人整天叫嚷着要解脱、要成佛，可是连缘起都不懂，

不要说想成佛、想解脱，就连做梦都梦不到。不了解缘起，

不辨识因果关系，怎么有可能了解生命的真相呢？ 

尽管缘起很深奥，尽管修习缘起很复杂，但它对断除烦

恼、解脱生死来说是必要的！ 

 

十五、苦与苦因 

生命其实是由色、受、想、行、识五蕴构成。五蕴又可

归纳为色法与名法。色蕴是色法，受、想、行、识四蕴是名

法。色法有四因——业生色(果报色蕴)、心生色、时节生色

和食生色。名法又可分为心法和心所法。其中，识蕴是心法，

受、想、行三蕴是心所法。名法依本性分为四类：不善心、

善心、果报心、唯作心。作为果报的名色法，也就是业生色

和果报名法都是有因的，它们的因就是过去所造作的业。 



第 27讲 缘起（二） 

263 

没有烦恼的支助，业不能带来结生等果报。因此，烦恼

轮转和业轮转带来了果报轮转。也即是说，在生命原动力和

行为能量流的共同作用之下，才导致了生命的诞生、存在和

延续，才会有生命过程中所体验到的各种境遇、结果。 

根据缘起法则，有果必有因，因生故果生；无因则无果，

因灭则果灭。因果的生起和还灭的原则如下： 

ßImasmiü sati idaü hoti, imassuppàdà idaü uppajjati, 

imasmiü asati idaü na hoti, imassa nirodhà idaü nirujjhati.û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 

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 

这里的“此”是“因”，“彼”是“果”。所以因与果的

关系是：“因有故果有，因生故果生。因无故果无，因灭故

果灭。” 

“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称为“顺序缘起”(anuloma 

pañiccasamuppàda)；“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称为“逆

序缘起”(pañiloma pañiccasamuppàda)，即缘起的还灭或苦的

止息。 

佛陀在《相应部·因缘相应》中这样说： 

ßAvijjàya tveva asesaviràganirodhà saïkhàranirodho, 

saïkhàranirodhà vi¤¤aõanirodho, vi¤¤aõanirodhà 

nàmaråpanirodho, nàmaråpanirodhà saëàyatananirodho, 

saëàyatananirodhà phassanirodho, phassanirodhà 

vedanànirodho, vedanànirodhà taõhànirodho, taõhànirodh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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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àdànanirodho, upàdànanirodhà bhavanirodho, bhavanirodhà  

jàtinirodho, jàtinirodhà jaràmaraõaü sokaparidevadukkha- 

domanassupàyàsà nirujjhanti. Evametassa kevalassa 

dukkhakkhandhassa nirodho hoti.û 

“然而，由于无明的无馀之离、灭，则行灭，行灭则识

灭，识灭则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处灭，六处灭则触灭，触灭

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

灭，生灭则老、死、愁、悲、苦、忧、恼灭。如此，这整个

苦蕴灭尽。”(S.2.1) 

佛陀指出了生命的真相以及导致生命产生的原因，同时

佛陀又指出生命的解脱以及导向生命解脱的道路，唯有无明

的完全灭尽、离、止息，才能真正解脱。断尽了无明，就不

会再造作诸行，没有行就不会再有结生识，没有结生识就没

有名色，没有名色就没有六处，没有六处就没有触，触灭则

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也灭，不会再造业有，无业有，

也就不会再有生、老、死、愁、悲、苦、忧、恼，如此，整

个苦蕴最终走向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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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讲 涅槃与戒定慧 

一、涅槃 

涅槃的语义 

讲了生命和生命之因，也就是苦和苦集之后，接着来讲

第四种究竟法——涅槃(nibbàna)。涅槃是漫长的生死轮回的

终点，是毫无意义的生命流转的止息，是佛教修行的终极目

标，也是四圣谛中的第三圣谛——苦灭圣谛(dukkhanirodha 

ariyasacca)。 

涅槃，巴利语 nibbàna 的音译，源于动词 nibbàti，意为

火被熄灭。其梵语为 nirvàõa，即 nir + vàna。若从词源学的

角度解释，则为渴望(vàna)的无、离(nir)，所以涅槃的原意

为“离爱”。 

在《长部义注》中说： 

ßTato vànato nikkhantanti nibbànaü.û 

“从那渴望中出离为涅槃。”(D.A.2.64) 

 

相、味、现起 

涅槃的特相是寂静，因为涅槃通过断尽贪爱等而止息一

切诸苦故。作用是不死，或者是令安息，即轮回诸苦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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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起是无相，即涅槃空无五蕴之相故；或者现起为无迷执，

即寂止了贪瞋痴等一切迷执。 

 

遮诠涅槃 

涅槃是佛教的终极目标，是佛陀教法中的重要内容，不

过，佛陀却很少就涅槃发表长篇大论。虽然我们平时所使用

的语言文字可以用来表达生活中所感知的事物现象、经验和

想法，但是用来表述超越一切世间存在的涅槃时，却显得贫

乏无力。涅槃不可言喻、难以表达。所以，圣典在谈论涅槃

时，往往借助苦、贪、爱、漏等词语，而使用苦灭、离贪、

爱尽、无为、无漏、漏尽等否定的方式来表达（遮诠）。例

如有个游方外道食瞻部果者(Jambukhàdaka)问具寿沙利子

说： 

“贤友沙利子，所谓涅槃、涅槃，贤友，什么才是涅槃

呢？” 

沙利子尊者这样说： 

“贤友，贪尽、瞋尽、痴尽，这称为涅槃。”(S.4.314, 330) 

涅槃是贪、瞋、痴的完全灭尽，是一切烦恼的不存在，

也是生死诸苦的究竟终尽。 

又如佛陀在《小部·自说》中说： 

“诸比库，有彼一处，无地、无水、无火、无风，无空

无边处、无识无边处、无无所有处、无非想非非想处，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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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无他世，无日月两者。诸比库，我也说该处无来、无去，

不住、不死、不生，无住处、无转起、无所缘，此乃苦之终

尽。”(Ud.71) 

涅槃虽然可以通过正确的方法和途径证悟，但却不能把

它说成是一种现象，或是一种结果。因为物质现象或心理现

象、原因或结果、产生或消灭只适用于表述有为法，而并不

适合于表达无为的涅槃。涅槃既不是任何物质形态，也不是

任何心理状态。虽然涅槃可以作为道心和果心的所缘，但涅

槃本身并非心，并非名法，它不会取任何的对象为所缘。涅

槃并不依赖任何物质或意识等诸缘而产生、存在，它超越了

一切名色法，超越了一切因果，超越了一切生住灭，超越了

一切有为法。 

 

表诠涅槃 

尽管佛陀多数使用否定的方式来表达涅槃，不过，我们

仍然可以在三藏圣典中发现一些用肯定方式来描述（表诠）

涅槃的词语。例如在《相应部·无为相应》中，佛陀开示了

一系列经文，在这些经文中，一共用了 33 种不同的词语来

形容涅槃，其中除了使用无为、无漏、不老、不死、无执著、

不可见等遮诠的方式之外，还用了寂静、清净、解脱、微妙、

安隐、终极、彼岸等肯定方式来描述涅槃。现在把这 33 种

涅槃的不同名称罗列如下： 

无为 (asaïkhata)、终极 (anta)、无漏 (anàsava)、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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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ca)、彼岸(pàra)、巧妙(nipuõa)、难见(sududdasa)、不老

(ajajjara) 、 恒 常 (dhuva) 、 不 溃 灭 (apalokita) 、 不 可 见

(anidassana)、无迷执(nippapa¤ca)、寂静(santa)、不死(amata)、

微妙(paõãta)、吉祥(siva)、安稳(khema)、爱尽(taõhàkkhaya)、

不可思议(acchariya)、未曾有(abbhuta)、无灾(anãtika)、无灾

法(anãtikadhamma)、涅槃(nibbàna)、无恼害(avyàpajjha)、离

(viràga)、清净(suddhi)、解脱(mutti)、无执著(anàlaya)、洲渚

(dãpa)、庇护所(leõa)、避难所(tàõa)、归依处(saraõa)、到彼

岸(paràyana)。(S.4.377-409) 

在一些经典中，有时甚至可以看到用“快乐”来形容涅

槃，例如说： 

ßârogyaparamà làbhà, santuññhiparamaü dhanaü; 

Vissàsaparamà ¤àti, nibbànaü paramaü sukhaü.û 

“健康最上利，知足最上财； 

信任最上亲，涅槃最上乐。”(Dhp.204) 

虽然佛陀也使用恒常、快乐、清净等词语来描述涅槃，

但必须清楚这只是相对于世间有为法的无常、苦、不净、杂

染等而方便说的。涅槃只有通过亲身证悟才能真正体验到，

不管一个人花上多少时间、多少年岁企图解释和谈论涅槃，

世间凡夫也不能因此而有所体会。犹如一只回到池塘中的青

蛙，无论用什么词汇向蝌蚪们描述地面上花草树木的美丽，

蝌蚪们也不可能凭其想象而有所领悟，除非它们成为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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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涅槃的分类 

涅槃可以分为一种涅槃、两种涅槃和三种涅槃。 

一种涅槃——无为不死界 

涅槃是无为法 (asaïkhata dhamma) ，又称不死界

(amaccudhàtu, amata)。涅槃的本质并非因缘造作，故称无为

界。14 除了涅槃之外，一切诸法都是因缘造作的有为法。 

有四种究竟法：色法、心法、心所法和涅槃。其中，色

法、心法、心所法称为名色法，又称行法、有为法。凡是诸

缘和合、有生有灭、具生灭相的诸法，都是有为法。涅槃离

造作，非因缘和合，无生灭相，故唯有涅槃才是无为法。 

 

两种涅槃 

1.有馀依涅槃界(sa-upàdisesà nibbànadhàtu)； 

2.无馀依涅槃界(anupàdisesà nibbànadhàtu)。 

有馀依，巴利语 sa-upàdisesa。sa 是还有，upàdi 是生命

所依，即依赖作为过去世渴爱之果报的五蕴。sesa 是残馀，

即还有残馀的五蕴。阿拉汉圣者虽然已断尽烦恼，但在未般

涅槃期间，由于身心尚存，仍须体验苦乐。以其烦恼已完全

寂灭故，称为有馀依涅槃界。 

无馀依，巴利语 anupàdisesa，是已无残馀的五蕴。阿

拉汉圣者般涅槃后，以诸蕴完全寂灭故，称为无馀依涅槃界。 

                                                 
14 Asaïkhatà dhàtåti paccayehi akataü nibbànaü. (D.A.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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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在《如是语》中说： 

“诸比库，有两种涅槃界。哪两种呢？有馀依涅槃界和
无馀依涅槃界。 

诸比库，哪种是有馀依涅槃界呢？诸比库，在此，有比
库是阿拉汉、漏尽者，已具足住，应作已作，已捨重担，得
达己利，灭尽有结，正智解脱。但他仍存续的[眼等]五根未
坏故，能体验可意、不可意，感受乐与苦。他的贪已尽、瞋
已尽、痴已尽。诸比库，这称为有馀依涅槃界。 

诸比库，哪种是无馀依涅槃界呢？诸比库，在此，有比
库是阿拉汉、漏尽者，已具足住，应作已作，已捨重担，得
达己利，灭尽有结，正智解脱。诸比库，在此，他的一切感
受已无诸爱乐而成为清凉。诸比库，这称为无馀依涅槃界。”
(It.44) 

有馀依涅槃界是烦恼的完全寂灭(kilesa parinibbàna)，

无馀依涅槃界是诸蕴的完全寂灭(khandha parinibbàna)。如

何理解呢？证悟涅槃分为两个阶段：先证有馀依涅槃，再证

无馀依涅槃。 

以我们的果德玛佛陀为例，当菩萨在 5 月月圆日于菩

提树下证得正自觉时，他的阿拉汉道智完全断尽了一切烦恼

和习气。从此，菩萨就称为佛陀(Buddha)或正自觉者(Sammà- 

sambuddha)。烦恼断尽之后，五蕴是不是立刻就离散？不是。

佛陀在菩提树下断尽烦恼，证悟了涅槃界，从此，佛陀可以

取涅槃为目标进入阿拉汉果定(phalasamàpatti)。虽然佛陀已

经不会再造作任何新的善恶业，不会再造作任何能引生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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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回之因，但是，菩萨在过去生也曾造作了很多善或不善之

业，连这堆果报五蕴也是由过去业带来的。自从佛陀证得阿

拉汉果后，他还继续生活了四十五年。在此期间，因为烦恼

已经断尽，只残馀五蕴，故有馀依涅槃又称烦恼的涅槃。 

四十五年后的5月月圆日，当佛陀在古西那勒(Kusinàra)

的沙喇树林中般涅槃时，即进入无馀依涅槃界。从此，佛陀

的五蕴完全寂灭了，剩下的只是一堆时节生色（尸体）。七

天后，这堆时节生色也被烧掉了，只留下许多的舍利(sarãra)。 

当佛陀般涅槃了，还会不会再投生？还会不会以其他的

方式存在？还会不会以所谓的“化身”度众生？不会！假如

佛陀还有任何的生存因素，或者以任何生存方式存在着，那

就不能叫“无馀般涅槃界”！对于沙利子尊者、摩嘎蓝尊者、

马哈咖沙巴尊者、阿难尊者等诸阿拉汉都是如此，在他们证

悟阿拉汉道时，即断尽了一切烦恼，称为有馀依涅槃。在他

们般涅槃时，五蕴也完全寂灭了，称为无馀依涅槃。 

 

三种涅槃 

涅槃又可以称为空、无相和无愿。 

1.空(su¤¤ata)：涅槃是贪瞋痴的空无，故名。 

2.无相(animitta)：涅槃没有贪瞋痴之相和诸行之相，故

名。 

3.无愿(appaõihita)：涅槃没有贪瞋痴之愿求，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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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证悟涅槃之道 

佛教的根本精神 

当代有许多僧尼和学者鼓吹佛教的根本精神是慈悲、平

等、圆融、度众生云云，莫衷一是。到底佛陀教法的根本精

神是什么呢？根据上座部佛教，佛陀教导的根本精神是断尽

烦恼、灭除诸苦、证悟涅槃。 

在《增支部·导师教导经》(Satthusàsana sutta)中说：

有一次，伍巴离(Upàli)尊者来到跋格瓦之处，顶礼后坐在一

边，坐在一边的伍巴离尊者对跋格瓦说： 

“萨度！尊者，愿跋格瓦为我略说法要，我听了跋格瓦

所说之法后，将独自远离，住于不放逸、热心、自励。” 

于是，跋格瓦告诉伍巴离尊者一项判断什么不是佛陀的

教导，什么是佛陀的教导的标准： 

ßYe kho tvaü, Upàli, dhamme jàneyyàsi - `ime dhammà 

na ekantanibbidàya viràgàya nirodhàya upasamàya abhi¤¤àya 

sambodhàya nibbànàya saüvattantã'ti; ekaüsena, Upàli, 

dhàreyyàsi - `neso dhammo neso vinayo netaü satthusàsanan'ti. 

Ye ca kho tvaü, Upàli, dhamme jàneyyàsi - `ime dhammà 

ekantanibbidàya viràgàya nirodhàya upasamàya abhi¤¤àya 

sambodhàya nibbànàya saüvattantã'ti; ekaüsena, Upàli, 

dhàreyyàsi - `eso dhammo eso vinayo etaü satthusàsanan'ti.û 

“伍巴离，如果你知道有些法：‘这些法并不能导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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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厌离、离贪、灭尽、寂止、证智、正觉、涅槃。’伍巴离，

你就可以肯定地忆持：‘这是非法，这是非律，这不是导师

的教导！’ 

伍巴离，如果你知道有些法：‘这些法能导向完全厌离、

离贪、灭尽、寂止、证智、正觉、涅槃。’伍巴离，你就可

以肯定地忆持：‘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导师的教导！’”

(A.7.83) 

这段经文的意思是：如果你知道有些所谓的“法”最终

并不能导向断尽烦恼，不能导向灭除诸苦，不能导向证悟涅

槃，那你就可以很肯定地说：“这是非法，这是非律，这不

是佛陀的教导！”反之，如果你知道这些法可以导向断尽烦

恼，导向灭苦，导向证悟涅槃，那你就可以很肯定地说：“这

是法，这是律，这是佛陀的教导！” 

佛陀曾经说过： 

ßSeyyathàpi, bhikkhave, mahàsamuddo ekaraso loõaraso; 

evamevaü kho, bhikkhave, ayaü dhammavinayo ekaraso, 

vimuttiraso.û 

“诸比库，又犹如大海唯有一味，即咸味。同样地，诸

比库，此法、律唯有一味，即解脱味。”(A.8.20) 

你可以从大海中尝到甜味吗？不能！你可以从大海中尝

到辣味吗？也不能！它只有一种味——咸味。同样地，佛法

虽然犹如大海一般广大无边，但其最终的目标只有一个——

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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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导向解脱的入门方法有时会有所不同，但佛陀教法

的最终目标还是导向解脱。例如，佛陀通常会以循序渐进的

方式对在家人次第说法(anupubbã katha)：先教导布施论、持

戒论、生天论，揭示诸欲乐的过患、卑劣、杂染，及出离的

功德利益。当听众的心变得堪任、柔软、离盖、欢喜、净信

时，再开示诸佛最卓越的教法(buddhànaü sàmukkaüsikà 

dhammadesanà)——苦集灭道。犹如洁净、没有污垢的布容

易被染色，很多在家人在听闻佛陀的次第说法后，即于座位

中生起法眼——证得初果。所以说，佛陀的正法、律只有一

味——解脱味。 

现在有许多人在宣传和推广人间佛教、人生佛教或生活

佛教等等，这本身未必是件坏事，但过份强调佛教的生活化、

现代化、入世化，而忽略了佛法应有的圣洁性和出世性，容

易导致佛教走向媚俗和腐化。假如你一定要把这样的“佛教”

说成是佛教，那充其量也是变了味的佛教！ 

 

既然烦恼可断、诸苦可灭、生死可出、轮回可离，那是

否有方法、途径可以断烦恼、灭诸苦、出轮回呢？有的。在

《相应部》，游方外道食瞻部果者问具寿沙利子： 

“贤友，哪些道路、哪些行道能证悟该涅槃呢？” 

“贤友，只有这八支圣道，即：正见、正思惟、正语、

正业、正命、正精定、正念、正定。贤友，这道路、这行道

才能证悟涅槃。”(S.4.314,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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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部·大四十经》(Mahàcattàrãsaka sutta)，八圣

道的每一项要素，都可以分为世间行道和出世间圣道两种： 

一、世间八圣道： 

1.正见——包括自业正见、禅那正见和观正见。 

2.正思惟——包括出离思惟、无瞋思惟和无害思惟。 

3.正语——远离虚妄语、离间语、粗恶语、杂秽语四类

不良语言。 

4.正业——远离杀生、不与取、欲邪行三类不良行为。 

5.正命——远离各种不正当的谋生方式。 

6.正精进——努力断除种种恶、不善法，培育各种善法。 

7.正念——专念于身、受、心、法四种禅修所缘。 

8.正定——四种禅那或八定（四无色定属于第四禅）。 

这八项是世间的、有漏的道支。 

二、出世间八圣道： 

1.正见——如实知见四圣谛，是圣道心中的慧根心所。 

2.正思惟——圣道心中的寻心所。 

3-5.正语、正业、正命——在圣道心生起的那一刹那，

即断除了导致邪语、邪业、邪命的烦恼。于是圣道心中同时

具足三种离心所。 

6.正精进——圣道心中的精进心所。 

7.正念——圣道心中的念心所。 

8.正定——圣道心中的一境性心所。 

这八项是无漏的、出世间的圣道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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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证悟涅槃，必须修习八圣道；偏离了八圣道，就不

是导向涅槃之道。 

佛陀在《法句》中说： 

“诸道八支胜，诸谛四句胜； 

诸法离贪胜，两足具眼胜。 

唯此道无他，令知见清净。 

你们依此行，魔为此迷惑。 

你们依此行，将尽苦边际。 

我实宣说道，证知拔箭刺。 

你们应努力！如来唯说者； 

行道禅修者，解脱魔系缚。”(Dhp.273-276) 

在一切诸道中，正见等八支圣道是最殊胜的；在一切真

理中，四圣谛是最殊胜的；在一切有为法与无为法中，被称

为离贪的涅槃是最殊胜的；在一切两足类（包括诸天和人类）

中，具足五眼的佛陀是最殊胜的。唯有此八圣道才能够令道

果知见清净，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你们依照此八圣道而修行，

死魔也会被你们迷惑。你们依照这样去修行，将能够走到一

切轮回流转之苦的尽头。我并非通过传闻等，而是通过自己

的智慧，亲自证知此能拔出、粉碎贪瞋痴箭刺之道，并且把

它宣说出来。你们应当为了断尽烦恼而精进努力，如来只是

指路人而已。那些依照所教导的去实践，拥有世间和出世间

两种禅那的禅修者，将能解脱称为三界轮回的死魔的束缚。 

 



第 28讲 涅槃与戒定慧 

277 

四、八圣道与三学 

《中部·小智解经》中提到，八支圣道可以归纳为戒定

慧三学，并且包含在三学里面。经文说： 

“贤友维沙克，并非八支圣道包摄三蕴；贤友维沙克，

乃是三蕴包摄八支圣道。贤友维沙克，正语、正业和正命，

这些法包摄于戒蕴中；正精进、正念和正定，这些法包摄于

定蕴中；正见和正思惟，这些法包摄于慧蕴中。”(M.1.462) 

“三蕴”(tayo khandhà)，又作三学(tisso sikkhà)，即三

种修学、训练的方法。其中的戒蕴(sãlakkhandha)又作增上戒

学 (adhisãlasikkhà)，定蕴 (samàdhikkhandha)又作增上心学

(adhicittasikkhà) ， 慧 蕴 (pa¤¤àkkhandha) 又 作 增 上 慧 学

(adhipa¤¤àsikkhà)。戒定慧三学包含了八支圣道。其中，正

语、正业和正命这三法属于戒蕴；正精进、正念和正定这三

法属于定蕴；正见和正思惟这两法属于慧蕴。所以，戒、定、

慧三学涵盖了八圣道，若要完全地开展八圣道，必须培育戒、

定、慧；或者说，修行戒、定、慧就是在培育与开展八圣道。 

修行戒、定、慧三学的功德利益，佛陀在《长部·大般

涅槃经》中反复这样说： 

ßIti sãlaü, iti samàdhi, iti pa¤¤à. Sãlaparibhàvito samàdhi 

mahapphalo hoti mahànisaüso. Samàdhiparibhàvità pa¤¤à 

mahapphalà hoti mahànisaüsà. Pa¤¤àparibhàvitaü cittaü 

sammadeva àsavehi vimuccati, seyyathidaü - kàmàsav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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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avàsavà, avijjàsavà'ti.û 

“如是戒，如是定，如是慧。已遍修戒者，能获得定之

大果报、大功德；已遍修定者，能获得慧之大果报、大功德；

已遍修慧者，能使心完全从诸漏中解脱，也就是欲漏、有漏、

无明漏。”(D.2.142; 143; 147; 155; 159; 162; 186; 188) 

在这一篇经中，佛陀至少把这段话重复了八次，因此可

以看出，佛陀尽管在其最后生涯，还是经常强调戒定慧。 

这段经文的意思是：巴帝摩卡防护戒等四清净戒是戒，

初禅等四种禅那的心一境性是定，维巴沙那观慧是慧。以持

戒清净为基础，能生起道定和果定，这是通过完全地修习戒

而获得的大果报、大功德、大利益。以定力为基础，能生起

道慧和果慧，这是通过完全地修习定而获得的大果报、大功

德、大利益。以观慧为基础，能生起道心和果心，只有通过

完全地修习慧，才能使心完全地解脱一切烦恼——欲漏、有

漏、无明漏。 

佛陀教法的根本目的在于断除烦恼，修行的最终目标也

是为了断尽烦恼。只有出世间慧才能断除烦恼，而出世间慧

是培育世间观慧的结果，培养强力的观慧需要拥有定力，而

要培育定力，先要持戒。如是，在持戒清净的基础上修止，

培养定力，拥有定力后再次第地修慧，当观慧成熟时，生起

的出世间道慧即能断除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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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清净与三学 

通往涅槃之道是循序渐进、按部就班的。《中部·转车

经》(Rathavinãta sutta)讲到，导向无取著般涅槃有七个次第

(anupubba)，称为“七清净(satta visuddhiyo)”，它们分别是： 

1. 戒清净(Sãlavisuddhi) 

2. 心清净(Cittavisuddhi) 

3. 见清净(Diññhivisuddhi) 

4. 度疑清净(Kaïkhàvitaraõavisuddhi) 

5. 道非道智见清净(Maggàmagga¤àõadassanavisuddhi) 

6. 行道智见清净(Pañipadà¤àõadassanavisuddhi) 

7. 智见清净(¥àõadassanavisuddhi) 

对于这七清净循序渐进的关系，经文中沙利子尊者问本

那尊者说： 

“……问您‘贤友，是否戒清净是无取著般涅槃？’您

说‘不是，贤友。’问您‘贤友，那心清净是无取著般涅槃？’

您说‘不是，贤友。’问您‘贤友，是否见清净是无取著般

涅槃？……度疑清净……道非道智见清净……行道智见清

净是无取著般涅槃……贤友，是否智见清净是无取著般涅

槃？’您说‘不是，贤友。’问您‘贤友，那除了这些法之

外有无取著般涅槃？’您说‘不是，贤友。’贤友，那么应

如何理解这些话语的意思呢？”(M.1.257) 

于是本那尊者讲了一个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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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友，好像高思勒国的巴谢那地王(Ràjà Pasenadi 

Kosala)住在沙瓦提城，在萨给德城(Sàketa)发生了紧急的事

情，从沙瓦提城到萨给德城之间为他准备了七辆车。贤友，

当时高思勒国巴谢那地王从内宫门口登上第一辆车离开沙

瓦提城，乘第一辆车到达第二辆车之处；放弃第一辆车登上

第二辆车，乘第二辆车到达第三辆车之处；放弃第二辆车登

上第三辆车，乘第三辆车到达第四辆车之处；放弃第三辆车

登上第四辆车，乘第四辆车到达第五辆车之处；放弃第四辆

车登上第五辆车，乘第五辆车到达第六辆车之处；放弃第五

辆车登上第六辆车，乘第六辆车到达第七辆车之处；放弃第

六辆车登上第七辆车，乘第七辆车到达萨给德城的内宫门

口。在他到达内宫门口之后，同僚、朋友、亲戚、血亲这样

问他:‘大王，您是否乘这辆车从沙瓦提城到达萨给德内宫

的呢？’贤友，高思勒国巴谢那地王应如何正确地回答所问

的问题呢？” 

例如，从新加坡到达缅甸的帕奥禅林需要换乘很多次交

通工具。先从“新加坡帕奥禅修中心”(PAMC)这里坐车到

樟宜(Changi)机场，然后乘飞机到仰光，再坐大巴到摩拉棉

(Mawlamyine)，到达摩拉棉车站后，还要坐出租车到帕奥禅

林。当你到达帕奥禅林时，有人问你：“你是不是坐这辆出

租车从新加坡过来的？”你当然会说：“不是的！”这个譬喻

说明七清净是次第的关系，一个接一个，环环相扣，没有成

就前面的清净，就谈不上培育后面的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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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那尊者接着说： 

“贤友，正是如此，戒清净只是为了心清净，心清净只

是为了见清净，见清净只是为了度疑清净，度疑清净只是为

了道非道智见清净，道非道智见清净只是为了行道智见清

净，行道智见清净只是为了智见清净，智见清净只是为了无

取著般涅槃。贤友，乃是为了无取著般涅槃而依跋格瓦住于

梵行。”(M.1.259) 

 

对这七清净的修学次第讨论得最详细的禅修巨著是《清

净之道》，该巨著对七清净进行了详尽的解说和系统的指导。 

七清净和戒定慧三学是什么关系呢？戒清净属于戒学；

心清净属于定学；见清净、度疑清净、道非道智见清净、行

道智见清净和智见清净五种属于慧学。也就是说，这七清净

即是戒、定、慧三学，而且是侧重于修习慧学的。 

《清净之道》解释说： 

“应如何修习呢？在此，以蕴、处、界、根、谛、缘起

等各种法为此[观]慧之地。戒清净及心清净这两种清净为[慧]

根。见清净、度疑清净、道非道智见清净、行道智见清净和

智见清净这五种清净为[慧]体。所以应以学习、遍问而熟知

作为[慧]地的诸法，在成就了作为[慧]根的二种清净之后，

应努力修习作为[慧]体的五清净。”(Vm.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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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八圣道、三学与七清净关系表 

八圣道 三学 七清净 修慧 

正语 

增上戒学 戒清净 

慧根 

正业 

正命 

正精进 

增上心学 心清净 正念 

正定 

正见 

正思惟 
增上慧学 

见清净 

慧体 

度疑清净 

道非道智见清净 

行道智见清净 

智见清净 

 

这里的“修习”是指培育观慧。智慧作为名法需要对象，

培育智慧所观照的对象就是五取蕴、十二处、十八界、二十

二根、四圣谛、缘起支等，这些法称为“慧地”(pa¤¤àbhåmi)。

戒清净及心清净这两种为“慧根”(pa¤¤àmåla)。见清净、

度疑清净、道非道智见清净、行道智见清净和智见清净这五

种是“慧体”(pa¤¤àsarãra)，它们又可细分为十六观智。 

我们以种树来譬喻。树木必须生长在大地上，其生长基

础是根，没有根，就不会有树，没有树，也就不会有花果。

蕴、处、界、根、谛、缘起作为慧地，即名色法及其因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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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智的对象，好比树要有大地的土壤才能生长。没有持戒、

没有禅定这两种慧之根，长出来的智慧之树就像墙上芦苇一

般，风一吹就倒。根扎得越深，树就能长得越茁壮。树的本

身比喻见清净、度疑清净、道非道智见清净、行道智见清净

和智见清净这五种清净，五清净是次第而成的。唯有完全地

培育五清净，才可能开出智慧之花，结出解脱之果。 

“应以学习、遍问而熟知作为慧地的诸法”：阿毗达摩

讲的都是名色法、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四圣谛、缘起等，

这些都是应当在学习、遍问后熟知并理解的作为慧地的诸

法。这说明培育观智，需要有一定的教理基础，要有阿毗达

摩理论的指导，如此禅修才能有的放矢，才不至于盲修瞎练。

“在成就了作为慧根的二种清净之后，应努力修习作为慧体

的五清净”：在持戒清净和拥有禅定的基础上，才开始培育

观慧。 

 

六、戒 

接下来谈谈如何修习七清净，如何修习戒定慧。 

禅修以戒为根本，以戒为基础。什么是戒？戒，巴利语

sãla，有“训练、行为、习惯、质量、本性、自然”等义，

通常也指道德规范、好素质、良善的行为、佛教的行为准则

等。在诸心所中，它包括正语、正业、正命三种离心所。 

《清净之道》中解释： 



阿毗达摩讲要(下) 

284 

“以何义为戒？以训练之义为戒。什么称为训练呢？正

持(samàdhàna)——以身业等好习惯的无杂乱性之义；或保

持(upadhàraõa)——以建立诸善法的基础状态之义。这两种

意思实是通晓语法者所允许。但也有人以头义为戒，以清凉

义为戒，用如是等方式来解释其义。”(Vm.7) 

所以，戒的本意是良好的行为习惯，或保持良善素质的

状态。这些都是偏向于正面的、积极的因素，而不是像有些

人片面理解的消极的禁戒，认为戒就是约束、限制，受了戒

就不自由了，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当然，良好的品行

也是要靠避免某些不道德、不适当的言行来培养的。 

 

出家人的戒清净 

《清净之道》解释戒的不同分类时，特别强调了四种清

净戒(pàrisuddhi-sãla)。 

 

四种清净戒分别是： 

1.巴帝摩卡防护戒(pàtimokkhasaüvara-sãla)； 

巴帝摩卡，巴利语 pàtimokkha 的音译。《清净之道》解

释说： 

ßTa¤hi yo naü pàti rakkhati, taü mokkheti mocayati 

àpàyikàdãhi dukkhehi, tasmà pàtimokkhan'ti vuccati. û 

“若他看护、保护此者，能使他解脱、脱离恶趣等苦，

所以称为护解脱。”(Vm.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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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保护、看护学处能够解脱一切恶趣之苦，所以“巴

帝摩卡”意译为“护解脱”。 

不过，《律藏》这样解释： 

ßPàtimokkhan'ti àdimetaü mukhametaü pamukham- 

etaü kusalànaü dhammànaü, Tena vuccati pàtimokkhan'ti. û 

“巴帝摩卡者，此是最初，此是头首，此是诸善法之上

首，因此称为‘巴帝摩卡’。”(Mv.135) 

因此，采用音译的含义更广。 

佛陀这样教导巴帝摩卡防护戒： 

“诸比库，应当具足戒与具足巴帝摩卡而住！应防护巴

帝摩卡防护而住，具足正行与行处，对微细的罪过也见到危

险，受持学习于诸学处。” 

一名比库应当具足种种戒行，应当具足巴帝摩卡而安

住，应当防护巴帝摩卡防护而住！比库的巴帝摩卡学处有

227 条。“具足正行与行处”是指比库应当有适当的行为以

及去处。对于很微细的罪过也应见到危险。由此受持学习跋

格瓦所制定的各种学处。 

 

2.根防护戒(indriyasaüvara-sãla)； 

佛陀这样教导根防护： 

“当他眼看见颜色，不取于相，不取随相。若由于不防

护眼根而住，则会被贪、忧、诸恶、不善法所流入。实行此

防护，保护眼根，持守眼根防护。当耳听到声音……鼻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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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舌尝到味……身触到触……当意识知法，不取于相，

不取随相。若由于不防护意根而住，则会被贪、忧、诸恶、

不善法所流入。实行此防护，保护意根，持守意根防护。” 

这里的“相”(nimitta)，是指男相、女相、美丽相等，

能够促成烦恼滋长的各种对象。“随相”(anubya¤jana)指手、

脚、微笑、说话、对视、回眸等细部特征。如果不防护眼门，

看到美好的容易生起贪，看到不好的容易生起忧受的瞋。于

是，诸恶、不善法随之生起。如果好好防护眼根，保护眼门，

就能持守好眼根防护。对于耳、鼻、舌、身门也是同样。“防

护意根”是防护好自己的心念，如果不防护心念，想到好的

容易生贪，想到不好的容易生瞋，内心充满了烦恼，心就成

为烦恼的奴隶。 

 

3.活命清净戒(àjãvapàrisuddhi-sãla)； 

“远离违越为活命之因而制定的六种学处，以及诡诈、

虚谈、作暗示、诈骗、以利求利如是等诸恶法，为‘活命清

净戒’。” 

“为活命之因而制定的六种学处”是指跋格瓦禁止比

库为了生活、为了获得供养而制定的六条学处。例如为了得

到他人的恭敬供养而伪称自己证得上人法，自己是凡夫却妄

称圣者，没有神通却说自己有神通。又例如比库为人做媒，

把男方的话传达给女方，女方的话传达给男方；为在家人服

务、劳作、送信等，这些都是佛陀禁止的学处。如果比库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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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这些行为，并因此得到任何的供养、必需品，就是邪命，

是违越了活命清净戒。 

“诡诈、虚谈、作暗示、诈骗、以利求利”是指用各种

不适当的语言、方式而获得供养。例如比库看到施主有一台

手机，他说：“这个手机的功能很齐全，我还没有呢！”虽然

这比库说的是事实，但由于这句话，不管该施主出于信心还

是不情愿，只要那比库接到手机的供养，即犯邪命。远离种

种邪命，任何生活必需品的获得途径都是完全清净、无可指

责的，称为活命清净。 

 

4.资具依止戒(paccayasannissita-sãla)。 

比库如理省思所受用的袈裟、饮食、住所和药品四种生

活资具，称为“资具依止戒”。比库的梵行生活必须依靠这

些生活用品，需要通过省思而明白它们的用途，提醒自己正

当、适当地使用它们。 

下面是对四资具的省思： 

对衣的省思——“我如理省思所受用（穿着）之衣，只

是为了防御寒冷，为了防御炎热，为了防御虻、蚊、风吹、

日晒、爬虫类的触恼，只是为了遮羞。” 

比库的袈裟是经过割截并染了色的布块，正确地省思披

着它只是为了抵御寒冷、炎热、爬虫等的触恼，只是为了遮

羞。比库披着袈裟既不像在家人那样要讲究漂亮、得体、时

髦、名牌，也不像裸体外道那样无耻地裸露身体到处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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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样省思来正确地使用袈裟。 

对食物的省思——“我如理省思所受用的食物，不为嬉

戏、不为骄慢、不为装饰、不为庄严，只是为了此身住立存

续，为了停止伤害，为了资益梵行，如此我将消除旧受，并

使新受不生，我将维持生命、无过且安住。” 

正确地省思我所受用的饮食，不像村里的小孩般为了嬉

戏而吃，不像拳师、角斗士般为了威力、强壮的骄态而吃，

不像宫女、妓女般为了美丽、身材娇美而吃，不像舞女、演

员般为了打扮、肤色红润而吃，也即是为了避免自他生起烦

恼。只是为了这个色身能够继续生存，为了去除饥饿的伤害，

为了支助修行的生活，有体力修持戒定慧三学。通过受用这

些饮食，我将能消除先前饥饿的苦受，也不会由于无限量地

饮食，而生起吃得过饱的新的苦受。身体依食物而生存，就

如病人服药一般，没有不适当的觅食及食用的过失，通过适

量的食物而安住。 

对住处的省思——“我如理省思所受用（居住）的坐卧

处（住处），只是为了防御寒冷，为了防御炎热，为了防御

虻、蚊、风吹、日晒、爬虫类的触恼，只是为了免除季候的

危险，而好禅坐（独住）之乐。” 

正确地省思所居住的住所，只是为了防御寒冷、炎热，

冷了可以关闭门窗，热了可以遮挡烈日，为了预防虻、蚊、

风吹、日晒、蛇虫鼠蚁等的触恼，为了避免由于刮风下雨等

带来的危险，并享有独处禅坐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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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药的省思——“我如理省思所受用（服用）的病者

所需之医药资具，只是为了消除已生起的病苦之受，为了尽

量没有身苦。” 

正确省思所服用的医药用品有两种用途：1. 为了消除

已生起的病苦之受——有病时为了治病；2. 为了尽量没有

身苦——没有病时为了预防。 

这是每位比库所应持守的四种清净戒。 

 

在家人的戒清净 

在家人的学处要简单多了，最低限度只是守持五戒。五

戒分别是： 

1.离杀生(pàõàtipàtà veramaõã) 

杀生是指故意夺取有命根者的生命。具足五个条件即构

成杀生：(1)对方是生命；(2)明知是生命；(3)想要对方死

的心；(4)努力，包括身体或语言的努力；(5)对方因此死亡。 

2.离不与取(adinnàdànà veramaõã) 

不与取是指非法占有他人的财产。具足四个条件构成不

与取：(1)属于其他人类所有的物品；(2)明知是他人的物品；

(3)偷盗之心；(4)用各种方法获得。 

3.离欲邪行(kàmesu micchàcàrà veramaõã) 

欲邪行是指不正当的性行为。具足三个条件即构成欲邪

行：(1)没资格发生性行为的对象；(2)有享受之心；(3)以

道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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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离虚妄语(musàvàdà veramaõã) 

虚妄语即虚妄不实话语。具足两个条件即构成虚妄语：

(1)有欺骗之心；(2)表达，包括口头说出来或用文字写出来。 

5.离放逸之因的诸酒类(surà-meraya-majja- 

pamàdaññhànà veramaõã) 

诸酒类不仅包括谷酒、花酒、果酒等一切酒精类，还包

括一切会使人上瘾的消遣性麻醉品，如香烟、鸦片、海洛因

等。pamàdaññhànà 意为导致麻醉者，所以这条学处并非只是

指酒类，它还包括一切消遣性麻醉品。具足三个条件即构成

违犯这条学处：(1)麻醉品；(2)想要迷醉、消遣之心；(3)

饮（使）用。 

在家人只要远离这五种不良行为，就能做到戒清净。 

 

如果条件许可，在家人还应持守“近住八戒”(aññhaïga 

uposatha-sãla)。近住八戒是在五戒的基础上，把第三条离

欲邪行换成离非梵行学处，并且在其后再增加三条学处。 

3.离非梵行(abrahmacariyà veramaõã) 

即在持八戒期间避免性生活。 

6.离非时食(vikàlabhojanà veramaõã) 

不在午后进食。“非时”是在正午之后，直到翌日明相

出现之间的时间段。在非时吃食物，即是非时食。 

7.离观听跳舞、唱歌、音乐、表演；妆饰、装扮之因

的穿戴花鬘、芳香、涂香(nacca-gãta-vàdita-visåka-dassan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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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àlà-gandha-vilepana-dhàraõa-maõóana-vibhåsanaññhànà 

veramaõã) 

这条学处包括娱乐和化妆两个内容。在持八戒期间，不

应娱乐、观听歌舞表演，也不应使用化妆品、装饰品及香水

等。 

8.离高、大床座(uccàsayana-mahàsayanà veramaõã) 

高床是高脚的床座，大床是豪华的床座，例如用羊毛、

绣有人像、镶珠宝等的床单敷的床。这条学处在现代不容易

违犯。 

近住八戒是佛陀为了让在家人在某些时段体验出家人

生活而特别制定的学处。在传统上一个月有四个或六个近住

日，四天约相当于中国农历的初八、十五、廿三和三十（小

月为廿九）；六天是初八、十四、十五、廿三、廿九和三十。

当然，只要条件许可，每一天皆可持守近住八戒。 

在《增支部·九支近住经》中，佛陀又教导在受持近住

八戒之后，可以持续地对一切世间散播慈爱，从而成为近住

九戒。(A.9.18) 
 

七、定 

培育戒清净之后，应当进一步培育定。 

什么是“定”？《清净之道》说： 

“善的心一境性为定。”(kusalacittekaggatà samàd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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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巴利语 samàdhi 的意译，是心一境性心所的异名。

只有经过训练并高度集中的心一境性才称为禅定。 

《清净之道》接着解释说： 

“以何义为定？以等持之义为定(samàdhànaññhena 

samàdhi)。什么称为等持呢？心与心所平等并完全地保持、

安置(samaü sammà ca àdhàna, ñhapananti)在一个所缘上。所

以，以该法的威力使心平等并完全地、不散乱、不杂乱地住

立在一个所缘上，当知这即是等持。”(Vm.38) 

所以，定是等持(samàdhàna)的意思，即心平等并完全

地保持、固定、集中、专注于特定的目标，处于不散乱、不

杂乱的状态。 

在圣典中，佛陀通常把“定”解释为四种禅那： 

1．初禅 

“诸比库，什么是正定呢？诸比库，在此，比库已离诸

欲，离诸不善法，有寻、有伺，离生喜、乐，成就并住于初

禅。” 

禅修者应先远离心的污垢、使慧羸弱的欲贪等五盖，即

远离诸欲、不善法，培育并成就具足寻、伺、喜、乐、一境

性五禅支的初禅。 

2．第二禅 

“寻、伺寂止，内洁净，心专一性，无寻、无伺，定生

喜、乐，成就并住于第二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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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息了寻和伺，内心洁净，心达到专注，已经捨去了寻、

伺，由内心的平静产生强烈的喜与乐，成就并安住于具足喜、

乐、一境性三个禅支的第二禅。 

3．第三禅 

“离喜并住于捨，念与正知，以身受乐，正如圣者们所

说的:‘捨、具念、乐住。’成就并住于第三禅。” 

已捨离了喜，并安住于捨（内心的平静），拥有正念与

正知，用名身（心）体验快乐，正如圣者们所说的：“捨（内

心的平静）、具念（拥有正念）并住于安乐（微妙的快乐）。”

成就并安住于具足乐、一境性两个禅支的第三禅。 

4．第四禅 

“捨断乐与捨断苦，先前的喜、忧已灭没，不苦不乐，

捨念清净，成就并住于第四禅。” 

已捨断了乐，也捨断了苦，先前的喜受和忧受也止息了，

唯有不苦不乐的捨受，由于捨而内心平静，住于正念，成就

并安住于具足捨、一境性两个禅支的第四禅。 

 

正定又作心清净。《清净之道》如此定义“心清净”： 

ßCittavisuddhi nàma saupacàrà aññha samàpattiyo.û  

“‘心清净’名为包括近行的八种定。”(Vm.662) 

接近禅那的定力称为近行定(upacàrasamàdhi)。有两种

近行定：一种是即将进入禅那前的定力，这是真正的近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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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它之后即生起禅那速行；另一种是接近于近行定的欲

界定，这种定力不可能达到禅那，故又称为“刹那定”。《清

净之道》把刹那定和近行定都包括在心清净之内。 

又如《摄阿毗达摩义论》(Abhidhammatthasaïgaha)说： 

“近行定和安止定两种定称为心清净。” 

两种近行定都属于欲界定，生起的是欲界速行心，还不

是色界广大心。安止定(appanàsamàdhi)又称禅那(jhàna)，指

八定，即四种色界禅那与四无色定。四种色界禅那是：初禅

(pañhama jhàna)、第二禅(dutiya jhàna)、第三禅(tatiya jhàna)、

第四禅(catuttha jhàna)；四无色定是：空无边处定、识无边

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 

 

如何培育心清净呢？想培育心清净、成就定力，就应当

修止(samatha)。什么是止？诸经论的义注解释： 

ßKàmacchandàdayo paccanãkadhamme sametãti samatho.û 

“令欲贪等诸敌对法止息为止。”(Ps.A.83; Dhs.A.132) 

什么是敌对法？心清净的障碍称为敌对法，即心的污

垢、使慧羸弱的五盖。使五盖止息下来，称为止。因此，止

即是令称为敌对法的五盖止息下来，使心处于平静、专一、

无烦恼、安宁、稳定、不动的状态。 

 

业处分别——四十种业处 

必须通过特定的方法修止，才能培育定力。这些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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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称为“业处”。业处，巴利语 kammaññhàna 的直译，kamma

是工作，ñhàna 是地方、处所，意为工作的地方，或者心专

注的所缘。 

佛陀教导过许多修止的业处，《清净之道》将之归纳为

四十种，称为“四十业处”(cattàlãsa kammaññhànàni)。它们

分别是：十遍、十不净、十随念、四梵住、四无色、一想、

一差别。 

十遍(dasa kasiõà)：地遍、水遍、火遍、风遍、青遍、

红遍、黄遍、白遍、光明遍和限定虚空遍。 

十不净(dasa asubhà)：是指专注一具尸体从刚死亡不久

直到腐烂化为一堆骸骨的过程来培育定力的方法。这个过程

可分为十个阶段，称为十不净。它们分别是：肿胀相、青瘀

相、脓烂相、断坏相、食残相、散乱相、斩斫离散相、血涂

相、虫聚相、骸骨相。 

十随念(dasa anussatiyo)：佛随念、法随念、僧随念、戒

随念、捨随念、天随念、死随念、身至念、入出息随念和寂

止随念。佛随念、法随念、僧随念是忆念佛法僧三宝的功德，

戒随念是随念自己清净的戒行，捨随念是随念自己布施的功

德，天随念是随念自己拥有犹如诸天般的种种功德，死随念

是随念自己命根的断绝，身至念是专注身体三十二个部分的

厌恶不净，入出息念是专注呼吸，寂止随念是随念涅槃的寂

静与殊胜。  

四梵住(cattàro brahmavihàrà)：又作四无量心，依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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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喜、捨。 

四无色(cattàro àruppà)：是指四无色界定，即：空无边

处定、识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 

一想(ekà sa¤¤à)：是食厌恶想，思惟食物的厌恶不净。 

一差别(ekaü vavatthànaü)：是四界差别，辨识自身的

地、水、火、风四界。 

 

定分别 

在这四十业处中，有些业处可以证得近行定，有些业处

可以证得安止定。 

“除了身至念和入出息念以外的其馀八种随念、食厌恶

想、四界差别，这十种业处为近行导入。其他的为安止导入。”

(Vm.47) 

十种近行导入(upacàravaha)，是指十种只能证得欲界近

行定的业处，修习这些业处并不能证得禅那。它们分别是：

佛随念、法随念、僧随念、戒随念、捨随念、天随念、死随

念、寂止随念、食厌恶想、四界差别。 

三十种安止导入(appanàvaha)，是指三十种能证得禅那

的业处，分别是：十遍、十不净、身至念、入出息念、四梵

住、四无色定。 

 

禅那分别 

在三十种安止业处中，有些业处可以证得高层次的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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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但有些只能证得低层次的禅那。《清净之道》解释了修

习这些安止业处所能证得的不同禅那： 

“对于安止导入，其中，入出息念以及十遍属于四种禅

那；身至念以及十不净为初禅；前面三种梵住为三种禅那，

第四梵住及四种无色属于第四禅。这是依禅那的分别。”

(Vm.47) 

修习十遍与入出息念这十一种业处，可以次第证得初

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修习十不净与身至念这十一

种业处，只能证得初禅。修习慈、悲、喜梵住可以次第证得

初禅、第二禅、第三禅，捨梵住与四无色定可以证得第四禅。 

可能有人会问：“不是有八种安止定吗？为什么把四无

色定也称为第四禅呢？”这是依禅支来分的。四无色定——

空无边处定、识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的

禅支和第四禅的禅支相同，都是捨与一境性，所以，依禅支

来分，四无色定也属于第四禅。佛陀在教导正定时，也只提

到四种禅那，没有提及四无色定，但事实上佛陀在提及第四

禅时，已经包括了四无色定。 

 

所缘分别 

业处意为心工作的地方，即心专注的对象。修定是心专

注于特定的目标，修观是心观照诸行法。无论修定、修慧，

修止、修观，都是心面对所缘的工作。四十种止业处都是依

所缘来分的。换言之，四十业处就是通过专注四十种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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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来培育定力的方法。 

四十止业处的所缘又可以分为三类： 

“在十种随念中，除了入出息念和身至念以外的其馀八

种随念，食厌恶想、四界差别，识无边处、非想非非想处，

这十二种为自性法所缘。十遍、十不净、入出息念和身至念

这二十二种为相所缘。其馀六种为不可说所缘。”(Vm.47) 

什么是自性法(sabhàvadhamma)？拥有自性之法为自性

法，即究竟法。每种究竟法都有特定的特相、作用、现起、

足处，例如地界之相是硬等。但是概念法并没有自性。 

十二种以自性法为所缘的业处，其专注对象都是究竟

法。佛随念的所缘是佛陀的功德。我们不能以佛陀的身相来

修佛随念，也不是念着佛陀的名号，而是专注佛陀的功德，

佛陀的戒定慧等功德属于自性法。法随念的所缘是九出世间

法和教理。僧随念的所缘是证得圣道圣果的圣贤僧的素质。

戒随念的所缘是自己清净的戒行，戒是离心所。捨随念的所

缘是自己布施的功德。天随念的所缘是诸如信心、戒行、智

慧等如诸天般的功德。四界差别的所缘是地、水、火、风四

界。识无边处的所缘是空无边处定心。非想非非想处的所缘

是无所有处定心。这些业处的所缘都是究竟法、自性法。 

相所缘(nimittàrammaõa)是十遍、十不净、入出息念和

身至念，这二十二业处都可以生起称为似相的概念。 

不可说所缘(na vattabbàrammaõa)是慈、悲、喜、捨四梵

住及空无边处和无所有处，这些业处的所缘也属于概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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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1：四十业处与所证禅定、所缘之关系 

四十种业处 所证禅定 所缘 

十遍 

地遍、水遍、火遍、风遍、青

遍、黄遍、红遍、白遍、光明

遍、限定虚空遍 

四种色界禅那 

相所缘 

十不净 

青瘀相、膨胀相、脓烂相、断

坏相、食残相、散乱相、斩斫

离散相、血涂相、虫聚相、骸

骨相 

初禅 

十随念 

佛随念、法随念、僧随念、戒

随念、捨随念、天随念、死随

念、寂止随念 

近行定 自性法 

身至念 初禅 
相所缘 

入出息念 四种色界禅那 

四梵住 
慈梵住、悲梵住、喜梵住 前三种禅那 

不可说 捨梵住 色界第四禅 

四无色 
空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 无色定 

识无边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 无色定 

自性法 一想 食厌恶想 近行定 

一差别 四界差别 近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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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梵住取的所缘是一切有情，有情属于概念法。所以在这里

把概念法分为两种：相概念与不可说概念。有情的概念属于

组合概念。空无边处定的所缘是无边的虚空，属于空间概念。

无所有处定的所缘是空无边处定心的没有，也属于概念。 

因此，这四十种业处有十二种取究竟法所缘，剩馀二十

八种取概念法所缘。在十二种究竟法所缘中，除了识无边处

和非想非非想处这两种无色定可以证得禅那以外，其他十种

取究竟法所缘的业处并不能证得禅那。 

 

三种禅相 

相所缘的相(nimitta)是指禅相。有三种禅相： 

1.预作相(parikamma-nimitta)：又称遍作相。parikamma

是准备，nimitta 是标志、标记，是定力提升的标记。 

2.取相(uggaha-nimitta)。 

3.似相(pañibhàga-nimitta)。 

这三种禅相的出现有先后顺序，先是预作相，然后是取

相，最后是似相。 

以入出息念业处为例。在专注呼吸时，鼻头、人中一带

的呼吸就是预作相。持续地专注呼吸，在人中一带开始出现

朦胧的光，这还是预作相。定力提升时，人中一带的光变成

了白色，像烟、像云、像雾……这是取相。取相稳定后，禅

修者才可以专注出现于人中一带的取相。持续地专注取相，

随着定力的提升，出现于鼻头、人中一带的光会变得很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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晃耀，犹如太阳、十五的月亮、宝石……这时称为似相。 

由于禅相是由心想而生，所以，不同禅修者的禅相也不

尽相同，有的像太阳，有的像晨星，有的像水晶，有的像车

轮等等。《清净之道》中说：犹如听闻同一篇经文，不同的

人会产生不同的感觉，虽然专注的业处都是入出息念，但现

起的禅相却不尽相同。是不是禅相不应自己判断，应请教业

处老师并由业处老师决定。 

“在这四十种业处当中，十遍、十不净、入出息念、身

至念这二十二种为似相所缘，其他的为非似相所缘。” 
(Vm.47) 

《摄阿毗达摩义论》进一步解释说： 

“对于禅相，一切[业]处都能够通过适当的方法获得预

作相和取相。但只有遍、不净、身分、入出息才能获得似相。

在此，确实是通过专注似相而转起近行定和安止定。” 

也就是说，十遍、十不净、入出息念和身至念这二十二

种似相所缘业处，必须通过专注似相才能证得近行定和安止

定。 

想通过这二十二种业处的任何一种来培育定力，必须获

得似相。假如有人说不用似相也可以证得禅那，那是不可能

的！比如有些人也在修所谓的入出息念，他们说没有禅相也

能入禅定，那么他所入的“禅定”必然不是真正的禅那。为

什么？因为入出息念属于相所缘业处，必须在定力达到某一

阶段后产生似相，再把心完全投入似相，通过专注似相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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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得禅那。 

十遍也是同样。例如修地遍，首先要做遍相——地的圆

相(maõóala)。用泥土做成一个直径约三十厘米的圆饼，挑

掉表面的沙子、树枝、草根等，然后磨平整、光滑。把它斜

放在自己的面前，专注它并默念“地、地、地”，不要注意

地的坚硬或颜色，只是注意地的概念本身。张开眼睛看着的

地的圆相，称为预作相。当闭上眼睛时，地的遍相犹如睁眼

一般出现在面前，这时称为取相，即意门获得了地相。闭上

眼睛继续专注，地的遍相会变得越来越洁白、明净，这是似

相。持续地专注似相，当其变得非常洁净、稳固之后，再把

它扩大到一切处，只要心能达到的地方，都是地的遍相，这

称为地遍，也是地遍的似相。把心投入地遍的似相，作意“地、

地、地”而证得地遍初禅。熟练地遍初禅并练习了五自在之

后，再次第地培育地遍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 

对于水遍、火遍、风遍、青遍、黄遍、红遍、白遍、光

明遍、限定虚空遍的修习方法也类似，具体如《清净之道》

中广说。 

 

八、慧 

当禅修者培育定力后，应当继续培育智慧。 

什么是“慧”？《清净之道》说： 

“与善心相应的观智为慧。”(Kusalacittasampayutta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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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assanà¤àõaü pa¤¤à) 

慧，巴利语 pa¤¤à 的意译，属于无痴心所。在经典中，

慧有许多异名，例如无痴、智、慧、慧根、慧力、择法觉支、

正见等。智慧的涵盖面较广，在这里特指与善心相应的观智。 

《清净之道》接着解释说： 

“以何义为慧？以了知之义为慧(pajànanaññhena pa¤¤à)。

什么称为了知呢？是比认知、识别的行相更殊胜的各种

知。” 

想、识和慧三种名法都能起到识知的作用，但它们识知

的程度不同。想只能识知对象是青、黄等，但不能通达无常、

苦、无我等特相。识既能识知对象是青、黄等，也能通达特

相，但不能达到圣道的生起。至于慧，既能识知对象是青、

黄等，也能通达特相，还能令圣道生起。(Vm.423) 

 

观业处 

要培育能令圣道生起的智慧必须修观。什么是观？诸经

论的义注解释： 

ßAniccàdivasena vividhehi àkàrehi dhamme passatã'ti 

vipassanà.û 

“通过无常等种种行相观照诸法为观。”(Ps.A.83; 

Dhs.A.132) 

观，巴利语 vipassanà 的意译，音译为维巴沙那。有人

把 vipassanà 翻译为“内观”，那是不正确的。如果要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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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译为“异观”，因为 vi 在此意为种种、不同的，passanà

意为看、观照。观，即是以无常、苦、无我等种种不同的角

度，来观照诸行法，以培育智慧的禅修业处。 

以无常、苦、无我三相观照诸行法，有三种随观： 

1.观无常相(aniccalakkhaõa)为无常随观(aniccànupassanà)； 

2.观苦相(dukkhalakkhaõa)为苦随观(dukkhànupassanà)； 

3.观无我相(anattalakkhaõa)为无我随观(anattànupassanà)。 

 

观智的所缘 

观智的所缘是慧地，即：五取蕴、十二处、十八界、二

十二根、四圣谛、十二缘起支。所有这些法主要归纳为色法

与名法（十二处、十八界、四圣谛还包括出世间名法和涅槃，

须知出世间名法和涅槃并非观智的所缘）。 

五取蕴：色取蕴、受取蕴、想取蕴、行取蕴、识取蕴。 

色取蕴是色法；受、想、行、识取蕴是名法。 

十二处：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色处、

声处、香处、味处、触处、法处。 

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色处、声处、香处、

味处、触处和一部分法处属于色法；意处及一部分法处属于

名法。 

十八界：眼界、耳界、鼻界、舌界、身界、意界，色界、

声界、香界、味界、触界、法界，眼识界、耳识界、鼻识界、

舌识界、身识界、意识界。 



第 28讲 涅槃与戒定慧 

305 

眼界、耳界、鼻界、舌界、身界，色界、声界、香界、

味界、触界和一部分法界属于色法；意界、一部分法界、眼

识界、耳识界、鼻识界、舌识界、身识界、意识界属于名法。 

二十二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女

性根、男性根、命根、乐根、苦根、悦根、忧根、捨根，信

根、念根、精进根、定根、慧根、未知当知根、已知根、具

知根。 

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女性根、男性根、色

命根属于色法；其馀诸根属于名法。 

四圣谛：一切色法，以及除了贪心所之外的一切世间心

与心所皆是苦谛；集谛是贪心所；灭谛是涅槃；道谛是出世

间道心及其心所。后两谛并不属于修观的所缘。 

因此，修观的所缘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只是色法和名法。

如此，止业处依所缘有四十种，但维巴沙那只有两种业处： 

1.色业处(råpakammaññhàna)； 

2.名业处(nàmakammaññhàna)。 

修观总是离不开观照色法和名法。离开了名色还能观什

么？观空花水月、观龟毛兔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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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观智所缘分类 

究竟法 名色 五取蕴 
十二处 

十八界 四谛 
内 外 

色法 色 色取蕴 眼处 色处 眼界 苦谛 
   耳处 声处 色界  
   鼻处 香处 耳界  
   舌处 味处 声界  
   身处 触处 鼻界  
    法处 香界  
     舌界  
     味界  
     身界  
     触界  
     法界  

心法 名 识取蕴 意处 × 眼识界 苦谛 
     耳识界 道谛 
     鼻识界  
     舌识界  
     身识界  
     意识界  
     意界  

心所法 名 受取蕴 × 法处 法界 苦谛 
  想取蕴    集谛 
  行取蕴    道谛 

涅槃 × × × 法处 法界 灭谛 

 

色业处 

究竟色法一共有 28 种。若干的色法组成色聚而存在于

身体内的六处门中。其中：眼处门有 63 色，耳处门有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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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鼻处门有 63 色，舌处门有 63 色，身处门有 53 色，心

处有 63 色。辨识六处门和四十二身分诸色法的禅修方法，

称为色业处。 

当禅修者培育了强有力的禅定之后，应转修维巴沙那。

应如何入手呢？《清净之道》说： 

“纯观乘者或此止乘者，应以四界差别中所说的那些把

握诸界之门的其中一门，或简略或详尽地把握四界。”

(Vm.664) 

禅修者通过观照身体里的地、水、火、风来修习四界差

别，直到见到色聚。见到色聚后，再辨识和分析色聚里的究

竟色法。 

每一粒色聚至少有八不离色：地、水、火、风，色、香、

味、食素。有些业生色聚有十种色法，例如眼十法聚，有地、

水、火、风，色、香、味、食素、命根、眼净色。在眼处门

里有 63 色，包括眼十法聚、身十法聚、性根十法聚、命根

九法聚、心生八法聚、时节生八法聚、食生八法聚。耳处门、

鼻处门、舌处门、心处也是同样，有 63 色。但身处门只有

一种净色，没有眼净色等特定的色法，所以只有 53 色法。

如此依六处门的方法来修色业处。 

然后，禅修者可依四界差别的详尽法来逐一辨识四十二

身分里的色法，如头发的 53 色，体毛的 53 色，指甲的 53

色，牙齿的 53 色，皮肤的 53 色等。如此辨识身体里的诸色

法，修习色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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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业处 

名法又作四名蕴，即： 

1.受取蕴：受心所。 

2.想取蕴：想心所。 

3.行取蕴：除了受和想以外的其他 50 种心所。 

4.识取蕴：89 种心。 

修习名业处时，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辨识，只辨识这期

生命中能体验生起的心，对于不能体验的心则无法辨识。在

一期生命当中，不可能体验到所有 89 心，例如：凡夫不能

体验出世间心，也不能生起大唯作心、色界唯作心、无色界

唯作心；人类不能生起色界果报心和无色界果报心；阿拉汉

圣者不会生起善心、不善心。 

名法按照心的定律(cittaniyàma)生起于六门心路：眼门

心路、耳门心路、鼻门心路、舌门心路、身门心路和意门心

路。未漏尽者的心路中的速行心又分为善与不善两大类，如

理作意生起善速行心，不如理作意生起不善速行心。 

如何辨识呢？以眼门心路为例：颜色所缘撞击有分和眼

净色，有分波动两下，然后有分断，一个五门转向心生灭过

去，接着依次生起眼识、领受、推度、确定，然后生起七个

速行，若所缘是大所缘则有两个彼所缘生起，然后落入有分。

耳门、鼻门、舌门、身门也如此。如果其中确定心的作意心

所是如理作意，接着生起的是善速行心；如果是不如理作意，

生起的则是不善速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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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意门心路，应根据禅修者的实际禅修体验进行辨

识。若禅修者没有禅那体验，他只能辨识欲界心路，色界和

无色界心路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拥有八定者除了需要辨识

欲界心路外，还应辨识色界和无色界的广大速行心路。例如

初禅心路，禅修者需逐一辨识意门转向、预作、近行、随顺、

种姓，以及紧接着生起的无数的初禅速行心。 

每一心识刹那里的名法数目也各不相同。例如眼门心

路：眼门转向有 11 个名法；眼识有 8 个名法；领受有 11

个名法；推度有两种情况，捨俱是 11 个，悦俱是 12 个；确

定心有 12 个；紧接着生起的速行又根据善心或不善心而各

各不同。如此辨识六门心路中的究竟名法来修习名业处。 

 

“阿毗达摩”对修观的重要性 

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主要是名色法，修习色业处是辨

识六门的色法，修习名业处是辨识六门心路中的心法、心所

法，亦即把我们在《阿毗达摩讲要》上、中册所学习的内容

应用到禅修实践中去。色业处和名业处所辨识的色法、心法

和心所法即是五取蕴，五取蕴即苦圣谛(Dukkha ariyasacca)。

在《阿毗达摩讲要》下册，我们讲了业和缘起，即名色之因。

缘起可归结为烦恼轮转、业轮转和异熟轮转，这是苦集圣谛

(Dukkhasamudaya ariyasacca)。 

慧地包括蕴、处、界、根、谛、缘起，即名色法以及名

色法之因，这些是禅修者修观时观照的所缘。也就是说，观



阿毗达摩讲要(下) 

310 

智的所缘即是苦圣谛和苦集圣谛。现在我们应该明白，“阿

毗达摩”所讲的色法、心所法、心法、六门心路等，主要是

为了指导修观。假如没有“阿毗达摩”的知识，没有经论基

础，又没有业处老师的指导，所谓的修观就是盲修瞎练。修

观必须观照究竟名色法，而不是概念法。除了观照名色法之

外，还要观照名色法之因，也就是缘起。假如禅修者不修缘

起，他将无法辨识名色法之因，也无法成就度疑清净。 

 

修观的原则 

佛陀在《相应部·无我相经》(Anattalakkhaõa sutta)等

许多经典中，强调了修习维巴沙那的原则： 

ßTasmàtiha, bhikkhave, yaü ki¤ci råpaü atãtànàgata- 

paccuppannaü ajjhattaü và bahiddhà và oëàrikaü và 

sukhumaü và hãnaü và paõãtaü và yaü dåre santike và, 

sabbaü råpaü Ý `netaü mama, nesohamasmi, na meso attà'ti. 

evametaü yathàbhåtaü sammappa¤¤àya daññhabbaü.û 

“因此，诸比库，凡任何色，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

内、外、粗、细、劣、胜，还是远、近，一切色皆‘这不是

我的，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自我。’应当如此以正慧如实

照见。”(S.3.59) 

对于受、想、行、识也是如此。 

佛陀在这段经文中教导了修观应当以十一种观法来观

照五取蕴，即应当如实地以过去、现在、未来、内、外、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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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劣、胜、远、近十一种方式，来观照五取蕴的每一蕴。

如果禅修者没有修习缘起，他将无法观照过去的五蕴，也无

法观照未来的五蕴，于是他也无法按照佛陀的教导来观照三

世的五蕴。 

此外，禅修者还需观照内在与外在的五蕴，内在是自身

相续流的五蕴，外在的是他人的五蕴，以及称为“非执取行” 
(anupàdinnasaïkhàra)的无生命物质。正如《法集义注》和《清

净之道》中强调： 

“在此，有一种人开始住著于内在的五蕴，住著后观它

们的无常等。但因为只是纯粹内观是不会有道之出起的，也

应外观。所以还必须观他人的诸蕴，以及非执取行的无常、

苦、无我。”(Dhs.A.350; Vm.784) 

假如禅修者只是观照内在的五蕴，而不观照外在的五

蕴，他是不可能证悟涅槃的！ 

同时，禅修者还需要观粗色和细色等。有十二种粗色：

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地、火、风，其馀

十六种是细色。由不善果报所生的是劣色，由善果报所生的

是胜色。远色即细色，近色即粗色。对于受、想、行、识也

是这样。 

禅修者在修观时，应一时观照过去的名色法，一时观照

现在的名色法，一时观照未来的名色法，也应一时内观、一

时外观等，如此依十一种观法来观照五取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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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清净 

慧体即是修观的次第，包括五种清净：见清净、度疑清

净、道非道智见清净、行道智见清净和智见清净。若再细分，

则是十六种次第成熟的观智，称为“十六观智”。 

修观必须先培育见清净，即修习色业处及名业处，辨识

自他身心的色法与名法。通过辨识色法而证得色限定智

(Råpapariccheda ¤àõa)，辨识名法而证得名限定智(Nàma- 

pariccheda ¤àõa)，辨识名色法为两种各别组合而证得名色限

定智(Nàmaråpapariccheda ¤àõa)。 

在名色限定智阶段，禅修者需逐一辨识究竟色法和究竟

名法的自性相(sabhàvalakkhaõa)，从而破除色法和名法的密

集(ghana)。例如辨识地界的自性相为硬，水界的自性相为

流动，火界的自性相为热，风界的自性相为支持等，如此逐

一辨别各种究竟名色法的个别特征。到了这个阶段，禅修者

见到除了究竟名色法之外，并没有所谓的有情(satta)、灵魂

(Jãva)、自我(Atta)、男人、女人等，这种智慧称为“名色差

别智”(Nàmaråpavavaññhàna ¤àõa)。由于他暂时地镇伏了邪

见，故称为见清净(Diññhivisuddhi)。 

 

度疑清净 

辨识名色法之后，还需要查找名色法之因，通过辨识过

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因果关系来修习缘起，培育“缘摄受

智”(Paccayapariggaha ¤àõa)。禅修者亲见了三世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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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会再怀疑有没有过去世、未来世，或它们之间的因果关

系如何，于是超越了对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之疑，称为“度

疑清净”(Kaïkhàvitaraõavisuddhi)。 

 

道非道智见清净 

禅修者辨识了究竟名色法及其因之后，应进一步观照它

们无常、苦、无我的本质。他观照诸行法、名色法极快速地

生灭，故为“无常”(anicca)；一直遭到生灭的逼迫，有生

灭的怖畏，故为“苦”(dukkha)；不存在有永恒的、实在的

所谓的我，故为“无我”(anatta)。他通过聚思惟、理法观、

四十思惟法、七色观法、七非色观法等方法来思惟名色法，

观照过去、现在、未来、内在、外在名色法的无常、苦、无

我三相，培育“思惟智”(Sammasana ¤àõa)。 

此后，禅修者继续以见缘生灭(paccayato udayabbaya 

dassana)和见刹那生灭(khaõato udayabbaya dassana)两种方

法来观照诸行法的生灭，培育“生灭随观智”(Udayabbayà- 

nupassanà ¤àõa)。 

在生灭随观智还没有成熟的阶段，禅修者会有许多殊胜

的体验，例如见到前所未有的光明，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智、

喜悦、轻安、快乐等。有些禅修者会以为他已经证得了圣道

圣果，从而放弃修行。其实这些殊胜体验只是“观的污垢”

(vipassanupakkilesa)，并非真正的涅槃体验。他应以智慧观

察及辨别光明等法并非真正的圣道，从而摆脱这些污垢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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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这才是道。他确定了道与非道，称为“道非道智见清

净”(Maggàmagga¤àõadassanavisuddhi)。此时，他的生灭随

观智才达到成熟阶段。 

 

行道智见清净 

随着观智进一步成熟，他不再作意诸行法的生、住、转

起和相，只需观照诸行法的坏灭，依坏灭来观无常、苦、无

我，培育“坏灭随观智”(Bhaïgànupassanà ¤àõa)。 

当他观照诸行法的坏灭时，对一切都坏灭的诸行法生起

大怖畏，称为“怖畏现起智”(Bhayatupaññhàna ¤àõa)。 

对产生怖畏的一切诸行中，完全无味无乐，所见到的只

是种种过患，称为“过患随观智”(âdãnavànupassanà ¤àõa)。 

他如此观照一切诸行的过患，则对一切诸行感到厌离、

不满、不喜，称为“厌离随观智”(Nibbidànupassanà ¤àõa)。 

他的心只想尽早从诸行中解脱出来，称为“欲解脱智”

(Mu¤citukamyatà ¤àõa)。 

如果其观智还没有成熟，则必须重复地用四十思惟法、

七色观法、七非色观法等方法，不断地审察诸行的无常、苦、

无我三相，称为“审察随观智”(Pañisaïkhànupassanà ¤àõa)。 

在高级观智的阶段，禅修者对于诸行法既不会像没修观

时那样贪爱和执著，也不会像在初修观时那样怖畏和厌离，

内心只是平等地观照诸行法的坏灭，对诸行法保持中捨，这

称为“行捨智”(Saïkhàrupekkhà ¤àõ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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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的观智成熟时，会生起称为“趣向出起之观”

(Vuññhànagàmini vipassanà)的随顺智(Anuloma ¤àõa)、种姓智

(Gotrabhu ¤àõa)，随顺智之后即是道智。至此阶段，称为“行

道智见清净”(Pañipadà¤àõadassanavisuddhi)。 

 

智见清净 

禅修者持续观照诸行法的无常、苦、无我三相，当观智

成熟时，即能生起出世间圣道心，证悟四圣谛并达到“智见

清净”(¥àõadassanavisuddhi)阶段。 

道心中的智是最明显的，称为道智(magga¤àõa)，能执

行断烦恼的作用。 

圣道心分为四个层次： 

初道入流道心(sotàpatti-maggacitta)； 

第二道一来道心(sakadàgàmi-maggacitta)； 

第三道不来道心(anàgàmi-maggacitta)； 

第四道阿拉汉道心(arahatta-maggacitta)。 

除了一来道不能断烦恼，只能减轻贪瞋痴以外，其他三

道都能断除各别的烦恼。 

道心灭去后紧接着生起果心，又称果智(phala¤àõa)。道

心是断除或减弱烦恼的出世间善心，果心是体验由道心带来

的解脱的出世间果报心。 

果心也分为四个层次：入流果心、一来果心、不来果心

和阿拉汉果心，故有八种出世间心，它们皆取涅槃为所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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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3：七清净与十六观智表 

三学 七清净 十六观智 所缘 

增上戒学 戒清净 (四清净戒) 
 

增上心学 心清净 (近行定与安止定) 

增上慧学 

见清净 名色限定智 自性相 

度疑清净 缘摄受智 缘相 

道非道智见清净 
思惟智 

生灭相 生灭随观智(未成熟) 

行道智见清净 

生灭随观智(成熟) 

坏灭随观智 

坏灭相 

怖畏现起智 

过患随观智 

厌离随观智 

欲解脱智 

审察随观智 

行捨智 

随顺智 

 种姓智 

涅槃相 
智见清净 

道智 

果智 

 省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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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阶段的清净，观智取的所缘也不尽相同。见清净阶

段的所缘是观诸行法的自性相，度疑清净阶段是观缘相，道

非道智见清净阶段是观生灭相，行道智见清净阶段是观坏灭

相，到智见清净阶段则是涅槃相。这是修观所缘的次第和差

别。 

 

三随观与三解脱门 

修习维巴沙那即是随观诸行法的无常、苦、无我三相，

通过随观无常、苦、无我三相而证悟涅槃，称为“解脱门”

(vimokkhamukha)，它们分别是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和无

愿解脱门。 

《无碍解道》中说： 

“作意无常者胜解多，获得无相解脱。作意苦者轻安多，

获得无愿解脱。作意无我者知识多，获得空解脱。”(Ps.1.223) 

《清净之道》中说： 

“其中，无相解脱是以无相之相的涅槃为所缘而转起的

圣道。它（圣道）实于无相界生起故为无相，从烦恼解脱故

为解脱。同样的道理，当知以无愿之相的涅槃为所缘而转起

的[圣道]为无愿，以空之相的涅槃为所缘而转起的[圣道]为

空。”(Vm.769) 

1.禅修者在随观诸行的无常相时生起圣道，因为该圣道

是以无相之相的涅槃(animittàkàrena nibbànaü)为所缘的，所

以称为“无相解脱”(animitta vimokk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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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禅修者在随观诸行的苦相时生起圣道，因为该圣道是

以无愿之相的涅槃(appaõihitàkàrena nibbànaü)为所缘的，所

以称为“无愿解脱”(appaõihita vimokkha)。 

3.禅修者在随观诸行的无我相时生起圣道，因为该圣道

是以空之相的涅槃(su¤¤atàkàrena nibbànaü)为所缘的，所以

称为“空解脱”(su¤¤ata vimokkha)。 

 

七清净与修慧 

在七清净中，戒清净、心清净、见清净、度疑清净、道

非道智见清净、行道智见清净属于世间的戒定慧，修习这些

清净也是在培育世间八圣道。到智见清净阶段，八支圣道已

经在心中开展了，称为培育出世间八圣道。 

有九种出世间法，即四圣道心、四圣果心以及涅槃，唯

有这九种才是出世间法。只要有情还没有证得圣道圣果，他

就还是凡夫，只要是凡夫，他就没有涅槃体验。圣者在证悟

圣道和进入果定时，取涅槃为目标，其时生起的心是出世间

心。 

要出离世间、解脱轮回、断除烦恼、证悟涅槃，必须依

循佛陀教导的八圣道、戒定慧，修习四十种止业处和培育十

六观智，次第地培育定力与智慧。当世间智成熟时，即能证

悟出世间道心和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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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总结 

在结束“阿毗达摩”课程时，再来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上册与中册所学习的色法、心法、心所法、六门心路属于四

圣谛中的苦圣谛。下册所学习的业、离心路、缘起涉及生命

之因，属于苦集圣谛。讲完缘起后讲涅槃，这是苦灭圣谛。

最后讲证悟涅槃的方法，这是趣向苦灭之道圣谛。 

因此，《阿毗达摩讲要》所有的内容，其实都是围绕着

佛陀的根本教法——四圣谛而展开的。 

课程到此圆满结束！ 

 

Sàdhu! Sàdhu! Sàdhu! 

 萨度！萨度！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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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汇编 

问 1：请问尊者，为何要受五戒？ 

答：五戒是做人的根本，道德的底线，作为佛弟子应该受持

五戒。大家下一世想继续保住人身吗？如果想，就应当受持

五戒。如果连五戒都持不好，那人身就很难保。 

业与果报之间是有必然联系的。经常造恶，没有任何戒

行者，将会堕落到四恶道。经常持守五戒的人，可以带来再

投生为人的果报。修十善业道者可以投生天界。得禅那者可

以投生梵天界。成就无色定者可以投生无色界。生命总是在

六道轮回当中升沉，投生到哪里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行为。 

五戒是佛弟子最基本的行为准则，最低的限度也要受持

五戒，如果连五戒都守持不好，那么想让未来变得更美好是

很难的。 

 

问 2：请问尊者，如何受五戒？ 

答：受五戒的程序很简单，整个过程不用五分钟。受五戒可

以分为四个基本步骤： 

1．求戒者念求受三皈五戒文。 

2．三皈依。这是最重要的步骤，因为五戒是在念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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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时成立的。 

3．念五戒文。念五戒文是为了明白所受持学处的内容。 

4．发愿。把持戒的功德导向涅槃。 

受戒程序一般有这四个步骤，详细内容可参考《上座部

佛教修学入门·学处篇》。 

 

问 3：是否需要在比库面前受戒？在佛像前自受成立吗？ 

答：根据传统，最好是在比库面前受戒。如果居住的地方找

不到比库，在菩提树、佛塔或佛像前自受也是可以的。我们

建议初次皈依受戒者在比库面前求受比较好，因所缘较强

大，求受者的心也更强，受戒后会更加谨慎地守护。 

 

问 4：持五戒者为了养生保健，可以喝补酒吗？ 

答：离酒类学处的巴利语是 surà-meraya-majja pamàdaññhàna，

surà 包括各种谷酒，meraya 是花酒、果酒，majja 是各种酒

精类，pamàdaññhàna 包括一切导致陶醉、放逸的麻醉品。对

于酒，有些人喝一点就会脸红、心跳加速，但也有人喝很多

都不会醉。所以，违犯这条学处并不是以喝多喝少，或者醉

不醉来衡量的。除了医生开的处方药（如霍香正气水），只

要含有酒精类的饮料都不要喝。 

 

问 5：如果破了其中一条戒应该怎么办？请以业来分析。 

答：破了其中一条戒，其实是没有很好地持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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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戒有两种受法：整体受和逐条受。如果把五戒当成一

个整体受的话，那么破了其中一条，其他的也失效了。如果

逐条受的话，破一条只有一条失效，其他四条还有效。 

在家人的五戒必须故意违犯才算破戒。例如杀生，只有

故意杀死其他生命这才算破戒，非故意、没有心并不算犯。

说虚妄语，有心骗人才算犯，因为说话快而口误并不算犯戒。

并没有所谓的“方便妄语”，即使谎言对对方有利，但只要

心存欺骗也算是犯的。 

破戒了应该怎么办？应该重新受戒。重受之后，戒又恢

复了。我们建议在家居士应该把受三皈五戒当成每天的日

课，如果今天没有破戒，再受三皈五戒可以巩固，可以用五

戒的标准来检查自己的言行。如果破了，重新受则能恢复，

好像衣服破了就补，身体伤了就涂药。同时，受戒和持戒是

功德善业，是十种造福业事的第二种。 

有些人认为没有受戒，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旦受了戒

就不自由了，这个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试问：五戒的哪

一条学处是可以做、值得做的呢？从业果法则来说，不管你

有没有受戒，只要故意作恶，就是不善业，恶业成熟就要遭

受恶报，并不会因为你没有持戒去作恶就能幸免。 

我们总是鼓励在家人受戒，有些学处虽然无法永久受

持，但是暂时持守也是有功德的，哪怕只是一天、两天的时

间。还有，受了戒不去做某些恶行，就有持戒的功德，没受

戒不作恶只是没做，并没有持戒的功德。例如不乱搞男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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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对持戒者来说就有持戒的功德，对没受戒者来说，只是

遵循社会伦理道德而已。 

 

问 6：尊者，过午不食对培育定力有帮助吗？从现代医学角

度来看，人类要少吃多餐，暴饮暴食、饥饱不定容易得胃病。

上座部的出家人大多数脾胃虚弱，请问过午不食只是为了持

戒，还是有其证禅那的殊胜意义？ 

答：请问你是如何知道上座部的出家人大多数都脾胃虚弱

呢？ 

首先，离非时食是为了持戒，因为佛陀制定出家人不能

非时食，所以我们都不会在非时进食。持戒不需要谈条件、

讲理由。其次，如果我们一日三餐，这和在家人有什么区别？

出家人依靠居士供养，一天到晚去托钵不就等于为食奔走？

再者，所谓“饱暖思淫欲”，吃饱喝足容易想入非非，离非

时食对梵行有帮助。还有，离非时食不会把太多时间浪费在

饮食上，有利于精进禅修，培育定慧。所以，离非时食有很

多种利益。 

 

问 7：我们可以受在家十戒吗？在家十戒与出家十戒有何不

同？求受十戒是否要向尊者求受，或者在佛像前自己诵戒也

可以？ 

答：有四种十戒，分别为： 

1.沙马内勒的出家十戒法(dasa-sàmaõera-pabbajja-sã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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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amma)； 

2.沙马内莉的出家十戒法(dasa-sàmaõerã-pabbajja-sãla 

dhamma)； 

3.十戒尼的出家十戒法(dasa-pabbajja-sãla dhamma)； 

4.在家人的十戒法(dasa-gahaññha-sãla dhamma)。 

前三种十戒属于出家戒，后面一种属于在家戒。它们在

条目、内容上完全相同，但受持者的身份各异。 

沙马内勒十戒必须在比库前受得。 

现在上座部佛教已经没有比库尼传承了，所以也没有沙

马内莉。 

十戒尼的出家十戒也是从比库那里受得的。 

受持在家十戒者不用剃头也不用穿袈裟，但必须在持戒

期间完全不触摸、管理金钱。如果在家受持比较困难，可以

到寺院里面受持。虽然在家戒都可以在佛像前受，但是到寺

院向比库求受会有更强的信心。 

 

问 8：女众能不能在此生证得阿拉汉果？因为现在已经没有

比库尼，十戒尼能证得阿拉汉吗？在家受持五戒或八戒能证

得阿拉汉吗？ 

答：如果想知道十戒尼能不能在今生证得阿拉汉果，你们应

该先成为十戒尼，然后精进禅修，用实际行动来获得答案。

当然，在家女众受持五戒或八戒还是可以证得阿拉汉的，不

过，她必须在当天般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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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9：不知为什么我的禅修会退步？坐的时间越来越短，老

是坐不下去，该怎么办？ 

答：禅修退步的基本原因是五盖。五盖是障碍禅修的主因，

禅修者应检查造成退步的原因是哪一盖。如果外缘多，心就

很难平静。 

身体的原因也可能造成禅修退步。例如禅修一直力不从

心，一禅坐就容易疲劳，这可能是由身体的疾病造成。如果

是身体的原因，建议去看看中医，同时平时要注意运动、饮

食，多方面调理。当然，禅修和年龄也有关系，年纪太大才

禅修，障碍会比较多。 

 

问 10：是否有所谓的快捷、善巧的修行方法，先让禅修者

大致地体会初禅至四禅，之后再踏实地稳定其基础？ 

答：确实有些人存在这种想法，但它对于禅修是有害的。我

们修行的最终目标是断除烦恼，所以要强调求稳不求快。断

除烦恼来不得半点儿戏，为了定力稳一点，基础打扎实一点，

速度宁可慢也不马虎。万丈高楼平地起，地基不稳是要命的

事，只求速度不求质量，盖到一半时就惨了，进退不得，只

能算是“豆腐渣”工程。所以，修行一定要脚踏实地，稳稳

当当地前进！ 

 

问 11：禅修者可否在定力不稳的情况下查五禅支，或者进

修三十二身分。听人说在没有禅相之光的情况下，也可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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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三十二分身分。请问尊者，这种修法是否有后遗症？ 

答：业处老师会强调禅修者应该在定力稳固的情况下才查禅

支。特别是第一次查禅支时，定力一定要稳，要达到一定的

质量，因为这样才能查得准确。假如因定力不稳而查不到禅

支或者查不清楚，会使自己的信心动摇。 

定力不稳或者没有定力也可以修三十二身分，因为三十

二身分也可以作为入门业处。有两种修三十二身分的方法：

一、先修入出息念或其他业处，成就禅那后，再借助智慧之

光来转修三十二身分。通过这种三十二身分的修法可以证得

初禅。二、只是把三十二身分作为调心业处，或者作为暂时

镇伏贪欲的方法，则有没有智慧之光也可以修。所以，这个

问题应该取决定于禅修者修三十二身分的目的。 

 

问 12：有人说修习“四念处”只需内观，只需如实了知自

身里的名色现象，至于外观，因为禅修者不可能直接地体验

别人的名色现象，所以外观并非必要。也有人把“外观”解

释为观照自己身体的表面，仍然属于自身的范围。请问尊者

您对此的看法如何？ 

答：要修习四念处，必须依照《大念处经》的教导。佛陀在

该经中以教导修观为主，身、受、心、法四种念处一共分为

二十一种业处。佛陀每教导一种业处，其后半段都会如此强

调（例如身念处）： 

“如此，或于内身随观身而住，或于外身随观身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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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于内外身随观身而住。” 

义注清楚地解释“于内身”(ajjhattaü và kàye)是指“对

自己之身”(attano và kàye)，“于外身”(bahiddhà và kàye)是

指“对他人之身”(parassa và kàye)，“于内外身”(ajjhatta- 

bahiddhà và kàye)是指“一时对自己，一时对他人之身”

(kàlena và attano, kàlena và parassa kàye)。 

又如在解释受念处时，同样强调必须观照内外诸受：“如

此通过把握乐受等，或对自己的诸受，或对他人的诸受，或

一时对自己、一时对他人的诸受随观受而住。”(D.A.2.380) 

对心念处和法念处也是同样，必须内观自己的和外观他

人的。 

假如有人以“不可能直接地体验别人的名色现象”为由

而否定外观，那么，在这篇《大念处经》中佛陀教导九墓地

观时，是否说过必须直接体验死尸才能修习呢？ 

我们应该考虑一下，为什么佛陀要在一篇经文中不厌其

烦地重复强调内观、外观、内外观呢？第一是因为重要，外

观对培育观智很重要。人并不只是对自身才会产生执著，也

会贪爱、执著外在的对象，只有观照外在的名色法，才能破

除对外在对象的贪爱执著。第二是因为必要，在修维巴沙那

时，外观是不可或缺的。《法集义注》和《清净之道》还肯

定地说，只是纯粹内观是不可能证悟圣道的，也应外观，必

须观照他人的诸蕴，以及无生命物体的无常、苦、无我。

(Dhs.A.350; Vm.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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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只要你希望证悟涅槃，就应当遵照佛陀的教导，

修维巴沙那时必须内观、外观、内外观。 

 

问 13：请慈悲解释一下，如何正确地观外在的名法？ 

答：首先要观照内在的名法，然后才能观照外在的名法。因

为观智并不能知道某个人心里具体想的是什么、生起的是什

么心，所以观外在名法时，不需要辨识这个人生起什么名法、

那个人生起什么名法，只需整体地观照。观内在名法可以详

细地观善速行、不善速行，但外观时则不必要。为什么呢？

因为确切知道某个人生起什么心属于他心智的范畴，而不是

观智的范畴。 

 

问 14：在修习缘起的时候逆观我们的过去世，如果很清楚

地看到自己是人或天人，然后再去查有分之间的连结并分析

名色法。那当我们看到人或者天人，是用神通还是用缘起的

观智呢？ 

答：这里我想引用《相应部·可食经》及其义注的解释： 

该经提到，有些沙门、婆罗门通过观智(vipassanàvasena)

忆念过去世，“他们一切皆是忆念五取蕴，或它们中的一种”

(sabbete pa¤cupàdànakkhandhe anussaranti etesaü và 

a¤¤ataraü)。 

该经义注补充解释： 

ßAbhi¤¤àvasena hi samanussarantassa khandhà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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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àdànakkhandhàpi khandhapañibaddhàpi paõõattipi 

àrammaõaü hotiyeva.û 

“通过神通能忆念的所缘乃是蕴、取蕴、与蕴的关系和

概念。”(S.A.3.79) 

这里明确提到观智和神通的区别：观智只能看到五取蕴

或其中一种，而神通可以看到五蕴、五取蕴和与五蕴有关系

的事物，还能了知概念法。什么意思呢？神通和观智是不同

的，神通的能力范围更广，而观智要窄一点。观智只能看到

五取蕴(pa¤cupàdànakkhandhà)，而不是五蕴。五取蕴属于世

间的，并不包括出世间心，而五蕴也包括出世间心。神通还

可以看到和五蕴有关的其他所缘，以及概念法，这些都超出

了观智的能力范围。 

能忆念过去世生存状态的神通叫做“宿住随念智”

(pubbenivàsànussati ¤àõa)，即俗称的宿命通。它能知道自己

的过去世生活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镇、哪一个村，当时叫

什么名字，父亲叫什么名字、母亲叫什么名字、几岁时做过

什么、几岁去世。这些是宿住随念智的能力范围。 

修习缘起的观智能不能看到这些呢？不能。观智的所缘

只是名色法。例如修缘起时知道过去生是男人还是女人，只

能通过查性根色才知道。所以，请不要把缘起智幻想得那么

神通广大。 

现在外界有些人批评帕奥西亚多，他们认为只有神通才

能见到过去世。由于他们没有深入地了解经教，也刻意地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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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佛陀强调必须如实观照过去五蕴的教导，于是武断地否定

自己能力范围以外的事，这些人就像瞎子不相信有光明的存

在一样。 

因此，修习缘起不是用神通，而是用观智，这点必须清

晰。用缘起智辨识自己过去世时，并不知道自已叫什么名字、

出生在哪里、身份为何，只能通过某些影相来推知当时的状

况。例如，有位禅修者在辨识过去第四世时，发现当时他的

心很平静，并且看到当时经常披着黄衣，颜色是究竟法，是

观智的范畴。心平静且经常披黄衣，身份很可能是出家人。

但到底是比库还是隐士，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于是他去请

教帕奥西亚多，西亚多说：“你去查一查当时他有没有修佛

随念，如果有，应该是比库。”结果他发现那一世是名比库。

他通过这种方法来辨识当时的身份。但是用神通一看就能看

到当时的形象，长成什么样，长得漂亮还是丑陋等等。 

 

问 15：尊者，修缘起时所看到的过去世和用神通所看到的

不同，用神通所看到的更为清楚，那修缘起时所看到的过去

世会出差错吗？业处老师会把看错的纠正过来吗？如果会，

那老师就是有神通了，对吗？ 

答：如果禅修者定力强，在修缘起时所看到的过去世和神通

所看到的差不多。也就是说，修缘起时看到的是这样，之后

有机会修神通时看到的也是这样，只不过用神通能看得更清

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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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有些禅修者由于定力不足，或缺乏教理基础而出差

错。同时，业处老师判断禅修者修得正确还是错误，通常都

不是用神通去检查，而是根据教理去检查。例如有位禅修者

报告说，她观其过去世曾投生到梵天界，在那一生中她曾经

修过入出息念。然而，只要懂得教理的人都清楚梵天人没有

呼吸，当然不可能修入出息念了。假如一个不懂教理、不具

资格的“业处老师”，也可能会相信这种情况，结果造成误

导学生。所以作为一名业处老师，不仅自己要有止观体验，

还要懂得经论。假如只有禅修体验而不懂经论，那么只要超

出他体验的范畴，就不能正确地去指导和检查禅修者。 

禅修者必须诚实，这是最起码的素质要求。帕奥西亚多

说过，他从不印证任何禅修者，他只是依照巴利三藏及其义

注来指导和检查禅修者。没有太多的个人经验，也没有太多

的神秘成份，这样的禅法才更加可靠。至于说修对还是修错，

要看禅修者是否诚实。确实有些禅修者为了赶快修完、快点

出去教人，在禅修报告时夸大其词或弄虚作假，这种做法只

是害人害己。我们要做一名诚实的禅修者，修行是为了自己

断烦恼，而不是为了他人的羡慕，不是为了老师的夸奖，更

不是为了好为人师。 

 

问 16：社会上有一种催眠术，能够使人回溯到前世，找回

前世的记忆。您认为他们的前世体验可靠吗？在催眠状态下

有回溯前世能力的人，禅修修到缘起时是否得心应手，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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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阻碍呢？如何以阿毗达摩来解释被催眠时的意识状态？ 

答：催眠有些可靠，有些则不可靠，我们不能用一个人进入

催眠状态，来衡量他所见到的是不是真实的。催眠术和修缘

起无关，在催眠状态下的人处于睡眠或半睡眠状态，自己往

往做不了主。但是修缘起时心智必须很清楚，要用智慧来观

照，它们两者有本质的差别。 

催眠术能让受催眠者进入半睡眠状态，那时他的意门心

路很微弱，理性也很低，于是就会在催眠师的指令或暗示下

想象某个对象，说出某些话语，或者做出某些动作。例如在

半睡梦状态下听到某种听音，我们就可能根据这个声音一直

联想下去而做某一类的梦。这些梦多数都是虚假的。对于受

催眠者，由于他处于半睡眠状态，也会按照催眠师的语言想

象某些情景，产生某些经验，或者唤醒过去的记忆。这些记

忆有可能是真的，但也有可能是在催眠师的暗示下产生的幻

觉，所以我们很难说催眠状态下说出的前世体验可靠还是不

可靠。 

 

问 17：禅修者想要完成观智，对于选择证悟涅槃是不是很

重要，否则是不是必须要行菩萨道？ 

答：如果禅修者选择行菩萨道，那么他的观智最高只能达到

行捨智，这是菩萨最高的观智。一位菩萨只要曾经被一位活

着的佛陀授记，尽管在某些生中他对轮回很厌离，他的观智

最高也只能够达到行捨智，这是他们的智慧巴拉密(pa¤¤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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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āramī)。因为行捨智之后紧接着就是随顺智，然后是种姓

智，种姓智紧接着就是道智和果智，而菩萨不可能证悟道智

和果智，一旦证悟道智和果智就成佛了，所以他的观智只能

够维持在行捨智的阶段。为什么？因为菩萨的最终目标是在

没有佛陀出世的时候自己证悟一切知智。要证悟一切知智必

须圆满十种或者三十种巴拉密。对于一般的禅修者来说，只

要没有得到佛陀的授记，他的未来并没有确定要成为未来佛

的弟子、独觉佛或者正自觉者，那么当他修到行捨智阶段时，

就可以选择在今生证悟涅槃。如果想在今生证悟涅槃，他在

行捨智的阶段，应当持续地复习过去所修过的各种观法，例

如四十种思惟法、七色观法、七非色观法等，重复地观照内

在、外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名法、色法，使巴拉密尽早

成熟。一旦巴拉密成熟，行捨智之后紧接着的随顺智、种姓

智、道智、果智这四种智，都会在一个心路中连续生起，换

言之，这四种智在不到万分之一秒的时间内成熟，他就成了

圣者。所以，如果禅修者要完成观智，他可以选择证悟涅槃；

如果不想在今生证悟涅槃，他只需维持到行捨智的阶段。也

有个别禅修者想要在未来见到未来佛，他今生修观也只修到

行捨智的阶段，然后发愿投生天界并遇到未来的佛陀。 

 

问 18：请问涅槃是不是常、乐、我、净？ 

答：相对于诸行无常，你也许可以说涅槃是恒常的；相对于

诸行皆苦，你可以说涅槃是乐的；相对于诸行不净，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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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涅槃是清净的；然而，涅槃是无我。假如认为涅槃是“我”，

那和外道所执取的“究竟我”、“胜义我”(梵Paramàrtha Atman)

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 

佛陀说过 ßSabbe dhammà anattà'tiû——诸法无我。这里

的诸法，也包括称为“无为法”的涅槃。不过，由于凡夫根

深蒂固的我见、我执，还是有人喜欢把涅槃误解为大我、真

我、真心、本心、本体、本性、自性等等，其实这些都不外

乎是“识蕴我”或“离蕴我”等邪见的不同表达方式而已。

当然，只要证悟了初果，就不可能再产生“涅槃是我”、“涅

槃有我”之类的邪见。 

 

问 19：佛陀说过“思即是业”，若只是生起恶念，还没有身、

语的造作，是否在造恶业？这种业是否会成熟？心念的生起

是很快的，如何对治不善心的生起？ 

答：对！虽然只是生起恶念，还没有身、语的造作，但恶业

已经构成，只要遇到因缘，这种恶业仍然会成熟，甚至可能

会堕落恶趣。例如你对佛陀或者一位圣者生气，尽管还没有

行动或语言上的冒犯，但假如你在那一刻死去的话，还是会

堕落到恶趣。 

心念的生灭是很快的。如何对治不善心的生起？要用如

理作意和正念正知！通过正知及时知道自己生起不善心，接

着用如理作意摆正心念的方向，再用正念守护心念。正知犹

如警察敏锐的眼睛，能迅速知道扒手在偷东西；如理作意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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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用手取回被偷走的东西；正念犹如有力的双手保护着自己

的财物。可以用如理作意和正念正知来对治不善心的生起。 

 

问 20：居士皈依三宝，生起供养、感恩、尊敬之心是爱的

表现，出家人对众生慈悲为怀，这种慈悲在我看来也是一种

伟大的爱。书上也说佛陀对众生充满了爱，请问这种爱与贪

爱有何本质上的区别？ 

答：这是慈爱和贪爱的区别。虽然慈爱和贪爱的表现都是柔

软、友好，希望对方获得快乐、幸福，但是，慈爱是无条件

的付出。贪爱也是一种付出，但其目的是为了拥有、占有对

方，是有条件的付出。慈爱是不会求回报，贪爱需要回报；

慈爱不会带来痛苦，但贪爱的结果往往是痛苦。所以慈爱和

贪爱在字面上都是爱，但这两种爱却有本质上的区别。 

 

问 21：请问放生鱼和鸟也算是布施吗？ 

答：是的，放生也是布施，也是一种善业。不过，随缘放生

能救护众生的生命，而盲目的、大量的放生，不仅会破坏动

物食物链的平衡，还会造成生命在被抓捕、运输、待售过程

中大量死亡等等。 

当然，巴利经典并没有放生的记载，放生也不是上座部

佛教的传统。在上座部地区偶尔也可以看到有人放生，但那

是在家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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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22：北传佛教的唯识学把识分为第七末那识、第八阿赖

耶识，末那识为自我执著心，而阿赖耶识被解作库藏之义，

犹如计算机的记忆库一样。请问如何以阿毗达摩来解释这第

七、第八识？ 

答：上座部佛教并没有第七“末那识”和第八“阿赖耶识”，

而且这种见解在上座部佛教是说不通的。个别南北杂糅者把

“有分心”比附为“阿赖耶识”，这是错误的。 

上座部佛教所说“有分心”并不是轮回的主体，不是宇

宙万有之本，也不是一个恒常的存在，它是刹那刹那生灭的，

一生起就立刻灭去。只要有六门心路生起，有分心就灭去了；

只有心路灭去，有分心才会生起。由于在一期生命当中，不

同心识刹那的有分心都属于同一类型心，例如悦俱智相应的

果报心，这些心识相续不断地生灭着，维持心流不会中断，

于是称为名相续流。就好像敲木鱼，虽然发出的声音都一样，

但每一下都是不同的声音。另外，不同世的有分心也各不相

同，例如今世是人，有分心是捨俱智相应的果报心，下一世

是一只动物，有分心则是捨俱推度心。因此，有分心并不是

一种实体，它和所有的其他心识一样，没有一刹那的停留。 

 

问 23：如何知道自己是二因或三因结生者？ 

答：有两种方法可以知道自己是二因或三因结生者： 

一、拥有禅那者必定是三因结生者。想知道自己是否三

因结生者，应该精进禅修，证得了禅那就可以肯定自己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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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结生者。 

二、想知道自己的结生心属于哪种类型，是以二因善业

还是三因善业带来今生的投生，唯有修到缘起时才能知道。 

 

问 24：二因结生者是否因为结生心中没有无痴，所以没办

法生起智慧之心，以至于无法证得禅那？ 

答：结生心没有无痴心所称为二因结生心，它只有无贪和无

瞋两种因。不过，二因结生心者的速行心仍然能够生起智慧。

结生心、有分心属于果报心，它们只是过去所造之业带来的

果报，但是在生命期间仍然可以造有智慧之业，造智慧之业

是在速行心里造的。难道二因结生者就不能修行吗？更需要

修行！人穷更需要拼搏！果报不好，为了改变未来，应该造

更好的业。同样地，即使自己很不幸成为二因结生者，也应

该在今生、在当下努力造三因善业。如果这些善业能在临终

的时候成熟带来新的生命，那么未来世就能投生为三因结生

者。 

 

问 25：二因结生者为什么不能证得禅那呢？ 

答：因为二因结生者的有分心也是二因果报心，这种心比较

弱，无法支持作为广大心的禅那速行的生起。 

 

问 26：若是二因结生者，应如何做出改变？ 

答：如果是二因结生者，今生是没办法改变这种果报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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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下一生就有可能改变。青蛙天子的故事就是个例子，青蛙

的结生心是不善果报推度心，属于恶趣的无因结生。但它在

临终时听取跋格瓦的声相，以三因善心投生为三因结生的天

人。成为天人后，通过听闻佛陀说法而证得初果。这只青蛙

的三因善业只是在临死的时候才造下的。青蛙都有可能造三

因善业，我们人为什么不可能！所以，如果下辈子想要成为

三因结生者，今生应该多造三因善业。 

如何才能够更有把握地让下一世投生为三因结生者

呢？可以用业的四种成熟顺序来解答。虽然二因结生者和无

因结生者今生不可能造极重的禅那善业，但他可以造善的惯

行业。今生经常造三因善业，这些经常造作的三因善业就称

为惯行业。哪些是三因善业？有智慧地布施，有智慧地持戒、

禅修，恭敬、服务、回向功德、随喜功德，只要有智慧地造

业，都是三因善业。只要他经常造作的殊胜三因善业中的任

何一种在他临终时成熟，他下一生就能投生为三因结生者。

如果大家现在习惯于禅修，在临终时也能习惯地专注业处，

下一生就能以禅修之心作为结生心，到下一生你就可以轻轻

松松地证得禅那。总之，我们懂得了业果法则，就应该懂得

掌握自己的命运，懂得把握机会改变未来。 

 

问 27：请问尊者，三因心有没有强弱之分？会影响证得禅

那与道果智吗？ 

答：三因善业有强弱之分。以布施为例，供养清净僧团和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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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个乞丐都是布施善业，布施者都是欢喜、主动且有智慧

地做，但是做这两种布施时心的强度一样吗？差异很大！同

时，以殊胜的三因善心成熟并带来投生者，其结生心是三因

结生心；以低劣的三因善心成熟并带来结生者，其结生心只

是二因结生心。另外，同样是三因结生心，它们名法数量也

一样，但是在心的强度上还是有差别的。不过，只要是三因

结生者，就有可能证得禅那与道果。 

 

问 28：如果眷属否定因果法则或者持戒，应该怎样改变他

们的想法？ 

答：首先明确一点，身教重于言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影

响身边的人，这是最好的方法。同时，在适当的时候向他们

讲些可以接受的道理。因果法则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任何事

物都有它们产生和存在的因。有些人不信过去世、未来世，

但有许多事情在今生就可以证明。例如有些作恶的人往往晚

年凄凉或者不得好死；经常做好事的人命运越来越好，福报

越来越好。业不可能马上成熟，但是从长远眼光来看还是有

效果的。很简单的例子，某人在学生时代不认真读书，长大

后找工作都可能成问题。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很简单的

因果法则。还可以讲一些因果故事来慢慢转化他们的心念。 

也有许多人会误解持戒，但可以换个角度跟他解释。戒

是修养、品德、品行的意思，你不想提升自己的品德吗？你

希望别人说你没有修养、没有品德吗？你想和没有道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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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吗？那持戒有什么不好呢？ 

佛陀说过，持戒有无悔的功德。持守好戒，不做什么亏

心事，内心坦坦荡荡，问心无愧。持戒还有很多功德，可以

作为培育定力的基础，还可以投生到人天等等。 

 

问 29：为什么所有未来佛都要化生在喜足天(Tusita)后再投

生到人界成佛？ 

答：这是五种定律中的法的定律(dhammaniyàma)。一切菩

萨在他的最后第二生都会投生到喜足天，最后一生必定降生

在人间的瞻部洲(Jambudãpa)，然后出家，修行成佛。 

 

问 30：如何才能投生到喜足天并且能够见到下一位佛陀？  

答：具足相应的愿和善业，才可能投生到喜足天。 

愿是他想要投生到喜足天的无明、爱和取，然后再去造

作善业。什么善业可以投生到喜足天呢？他应该具足： 

1.信(saddhà)：对佛法僧有信心，对业果法则有信心。 

2.戒(sãla)：清净地持守五戒。 

3.闻(suta)：多闻，听闻、学习佛法。 

4.捨(cāga)：有布施的善业。 

5.慧(pa¤¤à)：拥有观智，要知见四圣谛。 

通过很强的愿和强有力的善行，可以投生到喜足天。如

果他有很强烈的意愿，希望在未来美德亚(Metteyya)佛陀降

生到人间的时候成为其弟子，也是可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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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31：投生到哪里才能使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证悟涅槃？如

果投生为人，如何在成长时期能够长时间遇到善友？ 

答：可以选择投生到人界或天界。如果想投生到人界，应当

经常造作能够投生为人的强力善业，并且发愿下一生投生为

遇到正法的禅修者。也可发愿下一世能遇到教导正法、教导

禅修的善友(kalyàõamitta)、良师益友。其巴利语是这样念的： 

ßIminà  pu¤¤akammena, mà me bàlasamàgamo,  

sataü samàgamo hotu, yàva nibbànapattiyà!û 

“以此功德业，我不遇愚人，愿会遇善士，直到证涅槃！” 
意思是：愿我通过所做这些善业功德，使我今后一直到

证悟涅槃都不会遇到愚人，有机会遇到善士、善友。通过这

样发愿，并且在善业的支助下，在以后轮回的过程中就不会

被狐朋狗友、恶人、愚人拉去一起做坏事，而有机会遇到良

师益友。 

另一种方法是投生天界。为什么投生为天人也有可能证

悟涅槃呢？佛陀在世时，有很多在家人和出家人都已经证得

初果或第二果，这些圣者很多都投生到天界。由于天人的寿

命很长，假如我们投生到天界，仍然可以见到他们，成为我

们的良师益友，你可以向他们学习佛法、讨论佛法，在天界

也有说法、教法的天人。但是，投生到天界比较危险，因为

天界太快乐了，很容易因为享乐而迷失自己。因此，除了要

造很强的善业外，还应发愿投生为修行正法的天人，这样的

未来才相对比较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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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32：有分灭时，是否与医学角度中的脑死亡或心跳停止

吻合？ 

答：我并不清楚现代医学具体以什么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死

亡。据说有些国家以脑死亡来衡量，有些是以心跳停止来衡

量。而佛教所说的死亡则是指以下两项同时发生： 

1.名法：有分心停止，死心灭去，不再有心识。 

2.色法：命根断绝，只剩下一堆时节生色。 

如果医学所定义的死亡是准确的话，就不会发生假死现

象，也不会出现濒死经验学了。不过，一名拥有神通者想确

定对方是否已经死亡，可以查看对方的有分。如果有分是暗

的，则可以确定已经死亡；如果有分还明亮或者灰白，则还

没有死。这是用神通来确定死亡的方法。 

 

问 33：请问业和业相有何区别？ 

答：业和业相都是临死心路的所缘。业是指过去造作的善业

或恶业，而业相是过去造业所使用的工具或有关的影像。以

布施善业在临终时成熟为例，看到自己布施的影像，这是业；

看到布施的食物或所布施的对象，这是业相。 

 

问 34：请问作为临死心路的所缘的业或业相，是否一定是

这一生所造的业或业相呢？是不是这一生所造的次生受业

成熟？有没有可能以前所造的后后受业成熟而呈现为业或

业相呢？在追查前一生临死心路的所缘时，会不会看到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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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所造的业呢？ 

答：没错，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并非今生所造的业，必定会

在临死的时候成熟并带来结生，有时很多世以前所造的业也

有可能成熟。因为某种业的成熟需要因缘，如果因缘不具足，

其他的业可能会成熟。假如投生到下一生的业必定是当生所

造的，那么动物就几乎没有机会投生为人或天人了，因为动

物几乎没有行善的机会。你叫一条狗去布施，怎么布施？你

叫一只狗持戒，它持什么戒？你叫它禅修，它怎么禅修？它

一天到晚只想着找吃的，还有在发情期找配偶，动物就是这

样。如果不是过去的善业成熟，地狱众生将永远呆在地狱里。

所以，过去第二世、第三世，乃至更久远以前的业都有可能

成熟，使众生投生到更高的境界，或者堕落到恶趣中去。 

在圣典中也可以看到很多例子，比如佛陀在世时的持五

戒(Pa¤casãla Samàdàniya)尊者，他在年轻时就证得了阿拉汉

果。他在过去咖沙巴佛时期很清净地持了两万年的五戒，由

于这种善业，使他在两尊佛之间的漫长时间内，没有一世堕

落到恶趣，持戒的功德支持他生生世世都在人天中轮回。 

我们再看拔古勒 (Bàkula)尊者，他在过去红莲花

(Paduma)佛陀的时代，发愿成为果德玛佛陀教法中寿命最

长、健康第一的弟子，同时他治好了僧团由于食物中毒引起

的疾病，结果从那时开始，一直到我们果德玛佛陀的时代，

他一直都是在人天中轮回，没有一世堕落到恶趣。 

这些都是后后受业成熟的例子。如果经常造作强力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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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这些善业有可能在很多世当中成熟，成为令生业或支持

业。因果法则的运作就是如此。有时候不善业也有可能在临

终时成熟，而使经常造善业者堕落到恶趣；有时候经常造恶

业的人，也有可能因为某种善业成熟，而使他侥幸地投生到

人天善趣。 

 

问 35：临终者在往生之前修佛随念，可以往生他方净土吗？ 

答：根据业果法则，一个人在临终时忆念佛陀的功德，将能

够投生到天界，最低限度也能投生到人界。因为随念佛陀的

功德属于欲界善心，以善心往生，能投生到人天善趣。但是，

上座部佛教并没有他方净土的说法。 

 

问 36：密教传有中阴救度法，教授有关临死时的一系列修

法，据说可任意选择往生之路。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岂不是

说那些平日无恶不作、罪恶滔天的人，只要临死时方法得当

即可升天了？ 

答：临终关怀确实有可能使恶人下一辈子投生到善趣，但是

业果法则并不会因为他投生善趣就赦免他。例如有个猎人，

临终时想起他曾经去过的一间寺院，结果死后竟然能投生为

树神。但是这个树神长得很难看，而且很短命，临终时因为

过去打猎的恶业成熟而堕落到地狱中。你说业果法则公平不

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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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37：请问是不是初禅以上的定力才叫做禅那？要投生为

天人，最低限度是不是要修到初禅？ 

答：对，初禅及其以上的定力才能称为禅那，还没到初禅的

定力只能叫近行定。虽然近行定很靠近禅那，但是不能称为

禅那。共有八种禅那：四种色界禅那及四种无色界禅那，合

称八定。 

对于凡夫及初果、二果圣者来说，想投生为梵天人，最

低要修到初禅。但是三果圣者已经断尽了对于欲界的贪爱，

导致他们再投生欲界的烦恼已经被断除，所以，即使没有禅

那的三果圣者，也能投生梵天界。 

想投生为欲界的六欲天人就不一定需要拥有禅那，造作

欲界善业即能投生为天人。 

 

问 38：如果初果和二果圣者下一世轮回为人或天人的话，

他们会知道自己是初果或二果圣者吗？ 

答：如果他们投生为人的话，通常并不知道自己是圣者，但

是他们从出生开始，就自然不会故意违犯五戒。如果他们持

续地修行，将能知道自己前世曾经证得圣道圣果。 

如果他们投生为天人，就有能力知道自己前世已经证得

圣道圣果。 

 

问 39：有人说上座部佛教是原始佛教。请尊者开示：什么

是原始佛教？上座部佛教是不是原始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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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原始佛教”是指从佛陀在世时，直到佛陀般涅槃后一

百年部派分裂前大约一百五十年左右时间的佛教形态，或者

说它是佛陀及其亲传弟子生活和教化的时期。当时的僧团都

以果德玛佛陀为唯一的导师，以佛陀教导的四圣谛、八圣道、

三学等为修学规范，过着托钵维生、半月诵戒、雨季安居等

简单朴素的修行生活。 

原始佛教是个历史观念，只代表两千五百多年前那个历

史时期的佛教形态。而上座部佛教是个传承观念，是一直流

传至今日的活生生的佛教流派。原始佛教是上座部佛教的源

头，而上座部佛教直接传承自原始佛教，并且直到今天仍最

大程度地保留了原始佛教的风貌与传统。 

原始佛教作为一门学科，是近一两百年才兴起的。最早

研究原始佛教的是西方学者，后来也影响到日本和中国。由

于语言的关系，西方学者多依据巴利三藏，日本学者多用对

比南北传经典的方法，而中国学者多依据北传的《阿含经》

来研究原始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作为一种信仰、文化和实

践体系，不仅拥有完整的《巴利三藏》及其注释，还被成千

上万的僧尼和信众们信仰着、学习着和实践着，影响着许多

国家、地区和民族的方方面面。 

原始佛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例如，

原始佛教时期并没有佛像，没有高大壮观的佛塔，没有文字

记载的经典，而上座部佛教敬拜象征佛陀的佛像、佛塔、舍

利、菩提树，有许多文本经书，现代的上座部僧人还会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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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音像制品、网络、广播、电视等传媒方式弘扬佛法。

不过，虽然由于时代的不同，上座部佛教僧人在生活方式、

弘法模式等方面和原始佛教有所不同，但是在传诵经典、根

本教理、戒律行持、衣钵装束、僧团制度、修学方式等重要

问题上还是极为相似的。 

 

问 40：有人说最古老的佛教经典是《阿含经》，是原始佛教

的根本经典。请问《阿含经》属于巴利三藏吗？ 

答：原始佛教时期并没有成文的巴利三藏，也没有《阿含经》，

这些经典都是佛陀般涅槃后，由佛陀的圣弟子们结集、传诵

而成的，但它们都是研究原始佛教不可或缺的根本经典。 

根据学者们研究，上座部巴利三藏的经藏，唯一能够和

北传《大藏经》的经藏相对应的是四部《阿含经》。其中，

上座部的《长部》、《中部》、《相应部》大致相当于北传的《长

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但在内容和排列顺序

上有许多出入之处。而北传《增一阿含经》与南传《增支部》

相当的部分，还不到三分之一。 

有些学者喜欢将巴利经藏和北传《阿含经》混为一谈，

然而，南传上座部佛教并没有《阿含经》，也不认同这种做

法。北传《阿含经》并不属于巴利三藏，它们的差别主要有

以下几点： 

1．巴利三藏是南传上座部佛教所传诵的唯一圣典，是

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最接近原始经典的一套三藏。而《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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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经》分为四部，称为四《阿含经》，皆属于北传佛教声闻

乘三藏中的经藏，且分别属于不同的部派：《长阿含经》属

于法藏部，《中阿含经》和《杂阿含经》属于说一切有部，

《增一阿含经》据信是大众部的传本。由于它们分别出自不

同的部派，所以内容不十分完整，且多有彼此出入者。 

2．南传上座部佛教相信，佛陀在世时所说的语言是马

格提语，也即是今天的巴利语，所以《巴利三藏》是直接用

佛陀的语言保留佛陀教导的经典总集。汉译《阿含经》是从

梵语翻译成汉语的，它们应该有更为古老的语言版本。 

3．《巴利三藏》是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柬

埔寨等上座部佛教国家和地区唯一无可争议的权威经典。但

《阿含经》在中国历来被大乘学人视为小乘经典而被束之高

阁，直到近世才逐渐受到重视。 

4．《巴利三藏》有一套完整的解释三藏的义注和复注，

两千多年以来一直是历代上座部长老比库们学习教理和实

践禅修的根本依据。对巴利三藏的研究和实践，离不开三藏

的义注、复注，以及长老比库们的修学成果。《阿含经》是

在 19 世纪才开始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并据此来探索和研究

原始佛教。想要研究《阿含经》和原始佛教，则离不开学者

们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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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即：A, B, C, D……Z）。 

 
阿含经 ........................................ 347 
阿拉汉 ........................................ 175 
阿拉汉道心 ................................ 315 
阿西德 .......................................... 36 
爱  .............................................. 229 
安止导入 .................................... 296 
安止定 ........................................ 294 
八圣道 ........................................ 276 
巴帝摩卡防护戒 ........................ 284 
巴拉基格 ...................................... 59 
巴拉密 .......................................... 35 
巴他那 ........................................ 185 
悲  .............................................. 241 
本那 .............................................. 75 
预作相 ........................................ 300 
表诠 ............................................ 267 
濒死经验学 ................................ 147 
不动行 ........................................ 195 
不可说所缘 ................................ 298 
不来 ............................................ 175 
不来道心 .................................... 315 
不善业 .....................................12, 90 
不死界 ........................................ 269 
不与取 ........................................ 289 
怖畏现起智 ................................ 314 
阐那 ............................................ 127 
愁  .............................................. 241 
出世间八圣道 ............................ 275 
初禅 ............................................ 292 
触  .............................................. 221 
触爱 ............................................ 230 
纯观乘者 .................................... 128 

次生受业 ...................................... 71 
导至出起之观 .............................315 
道非道智见清净 .........................314 
道智 .............................................315 
等无间缘 .....................................151 
敌对法 .........................................294 
第二禅 .........................................292 
第三禅 .........................................293 
第四禅 .........................................293 
第五法 .........................................254 
第一法 .........................................259 
迭瓦达德 ...................................... 21 
定  ...............................................291 
定觉支 .........................................160 
定蕴 .............................................277 
度疑清净 .....................................313 
多财长者 ...................................... 78 
恶趣 ................................................ 2 
法爱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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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将 .............................................. 77 
梵罚 .............................................127 
非福行 .........................................195 
非时死 .........................................143 
福行 .............................................194 
富家子 .......................................... 54 
高、大床座 .................................291 
根防护戒 .....................................285 
观  ...............................................303 
观的污垢 .....................................313 
惯行业 .......................................... 39 
过患随观智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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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死 .............................................143 
后后受业 ...................................... 71 
坏灭随观智 .................................314 
毁坏业 .........................................143 
慧  ...............................................303 
慧根 .............................................282 
慧体 .............................................282 
慧蕴 .............................................277 
活命清净戒 .................................286 
基瓦 .............................................. 26 
见清净 ................................. 161, 312 
见取 .............................................233 
见刹那生灭 .................................313 
见缘生灭 .....................................313 
结生 .............................................151 
结生心 ............................. 2, 137, 163 
解脱门 .........................................317 
解脱味 .........................................274 
解脱之乐 .....................................184 
戒  ...............................................283 
戒禁取 .........................................234 
戒蕴 .............................................277 
近死业 .......................................... 47 
近行导入 .....................................296 
近行定 .........................................293 
精致耳环 ...................................... 49 
空  ...............................................271 
空解脱 .........................................318 
苦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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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非梵行 .....................................290 
离非时食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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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路 .........................................137 
两者皆尽 .....................................142 
临死心路 .....................................149 
临终关怀 ...................................... 57 
令生业 .......................................... 17 

六处 ..................................... 217, 222 
六触 ............................................. 223 
六识身 ......................................... 199 
六受 ............................................. 226 
玛莉咖 ........................................... 57 
名  ............................................... 206 
名结生 ......................................... 209 
名色 .............................................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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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色结生 .....................................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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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限定智 ..................................... 312 
名业处 .........................................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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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  ............................................... 243 
逆序缘起 ..................................... 186 
溺水女人 ....................................... 65 
涅槃 .............................................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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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成就 ..................................... 104 
努力失坏 ..................................... 104 
破轮 ............................................... 29 
破僧 ............................................... 29 
七非色法观 ................................... 84 
七清净 .........................................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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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天子 .......................................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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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相 ....................................... 41, 145 
入流 .............................................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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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灭定 ........................................... 75 
三类圣者 .....................................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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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时 ............................................. 246 
三学 .............................................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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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佛教 .....................................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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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得屠夫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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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法 ......................................... 298 
阻碍业 ........................................... 18 

 


	【目录】
	序言

	【凡例】
	第21讲 业
	一、四类结生
	二、十九种结生心
	三、什么是业
	四、业的定律
	五、业的分类

	第22讲 业的运作（一）
	一、依产生的作用
	二、依成熟的顺序

	第23讲 业的运作（二）
	三、依成熟的时间
	四、依成熟之地

	第24讲 业与果报的关系
	一、影响果报成熟的四组因素
	二、果报如此，速行可变
	三、业与异熟的关系

	第25讲 离心路
	一、有分心
	二、死生的过程
	三、四种死亡
	四、三种死亡之相
	五、临死心路
	六、追溯过去世的方法
	七、投生的法则

	第26讲 缘起（一）
	一、何谓缘起
	二、缘起的原则
	三、顺逆序缘起
	四、十二支缘起

	第27讲 缘起（二）
	五、十二支缘起（续）
	六、十二支
	七、三时
	八、两种有轮根本
	九、三连结
	十、四摄
	十一、二十行相之辐
	十二、三轮转
	十三、修习缘起
	十四、缘起甚深
	十五、苦与苦因

	第28讲 涅槃与戒定慧
	一、涅槃
	二、涅槃的分类
	三、证悟涅槃之道
	四、八圣道与三学
	五、七清净与三学
	六、戒
	七、定
	八、慧
	九、总结

	问答汇编
	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