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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坐！ 

剛才下課的時候，有同學問我個問題，我覺得很好，在這個地方我順便跟

大家提出來。有同學問我說啊，從古到今我們看到——現在也是一樣、古代也

是一樣，能夠上臺講經說法的出家眾畢竟是少數，大多數人肯定是自己用功啊，

或怎麼的。這樣的話，我們剛才一直在強調，如果……我們剛剛強調說我們出

家眾啊，一定要為眾生說法，那很多人事實上也是沒有上臺說法。那這怎麼解

釋呢？ 

事實上我想這個回答是這樣的：對於“說法”這個事情，我們的定義不一

定那麼狹隘。就是說，你一定要登高座來講經說法才叫做“說法”，其實不一

定。你今天——就像廣欽老和尚，他也沒有登高座說法，也沒有。他就領眾修

行，這個也是說法，他以他修行的力量來引導大家，也是說法。甚至比如說我

們在這個僧團裡面，我們發心好好用功修行，然後居士來到這個地方，看到各

位的持戒清淨莊嚴的相貌，因此對三寶產生大的信心，那麼這也是說法。 

就是說，因為你心中有一種菩提心，想要利益眾生的心，所以隨著你個人

的能力、個人的因緣，自然它所展現出來的就是要為眾生說法。就是你真的想

利益眾生，但是你不能登高座，但是你還是一樣勤勤懇懇地老老實實修行，這

個就是在為眾生說法。讓大家知道：哦，在這個世間，還有這樣子的正法的住

世。這個就是在說法，並不一定說要登高座。當然能夠登高座說法也行，或者

你私下跟有緣的眾生，為他講解佛法的道理也行。但就是說你必須要有這種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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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佛法、護持眾生的這個心。你有這種心的話，你所展現的一切行為，都自然

而然就是在為眾生說法。而不要說我們出家發心只是為了帶著大家修慈善事業。 

當然慈善事業也是非常好，在這個時代非常重要；那麼放生、助念都很重

要、都很好，但這些事情，它事實上我們可以鼓勵居士去做，我們出家眾還是

有我們出家眾的本分——本分的事情。就是我剛剛講的——就是底下所說的修

行供養。真正地如說修行，這個就是為眾生說法，這個是我們出家眾的本分事。 

當然你心有餘力，偶爾帶大家去放生，偶爾去助念，這也無可厚非。但是

我們的正業還是要建立這種出家人的幢相：或者登臺說法，或者顯現清淨的持

戒修行為眾生說法，這是我們的本分事。如果說……不要如果說，再說下去批

評眾生就不好了，反正說到這裡就好了。就是我們出家眾應該是這麼做。 

像有的人會以為，我師父懺公上人呐，以為他老人家一生辦齋戒會——寒

暑假辦大專齋戒會，好像他的重點會放在居士的教育上。剛開始我出家，我也

會這麼想。後來慢慢體會，其實不是的，他重點還是放在內部的僧眾的教育。 

各位要是有住過蓮因寺，或者聽過蓮因寺的道風就知道。我師父他老人家

他以前有一次他親口跟我說啊，他說以蓮池大師的威德力，他老人家能夠攝受

四十八單，他說“以我個人能力啊，我大概只能攝受十幾個人，十幾單”，他

說。所以呢，我們蓮因寺的寮房是不會擴建的，有人來就會有人要走，他是不

會擴建的。也就是說，我師父他意思就是說他只攝受十幾個人——同時只攝受

十幾個人。他攝受……各位要是住過蓮因寺，或聽聞過蓮因寺，各位就知道，

他的攝受——他的心念的加持，他的關注不止在我們的身口，還在你的意業。

而且意業不止是你當下的意業，是你過去、現在、未來的意業。你過去、以前

在想什麼、在做什麼，未來會發生什麼、在想什麼，他全部關注；甚至為了使

我們道業的安定，你的家人、你的父母怎麼樣，他也會想辦法幫忙，就是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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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他的很多數的心力都還是耗損在攝受僧眾。 

以前我師父他也跟我說，我們出家就是要做大事業、大企業，不要做小本

生意。這個“大企業”就是說你能夠製造——工廠能夠製造很多生產的機器，

很多機器出來。小本生意就是賣一些鍋碗瓢盆啊，擺地攤啊，這叫小本生意。

那什麼叫大事業？就是攝受僧眾，就是攝受、然後教化僧眾，這是大事業。“小

本生意”就是帶居士做慈善事業，整天帶居士放生呐，助念呐，這些的，這叫

小本生意。 

當然我們仍然隨喜他們的慈悲，不是說他們一定怎麼不好，他們的慈悲心

有時候還是比我們還強的，但就是說我們應當要知道一個正確的一個量。一個

出家眾，所謂“出家”這個法的自性應當是什麼？它必須有一個正確的一個

量，我們必須要知道，我們做得到多少算多少。 

所以我剛剛講的只是說“佈施正法”。我們對有情呢，最大的佈施就是“佈

施正法”，為他們說法，那這個就是——也是唯有出家眾能夠做的。 

那在家眾，除非像維摩詰居士，那是大菩薩再來，那個另當別論；真正地

要住持正法，還是有賴於僧眾。 

所以唐太宗問玄奘大師說，他說“我想要修功德，——在三寶門當中修功

德，要怎麼樣修，功德最大呢”？玄奘大師回答他“以度僧為最”。“度僧”

就是說給出家人啊，發度牒，讓出家人能夠出家，這個福報啊，最大。所以因

為出家就是他能夠弘揚正法。我剛剛講的，透過身口意三業——不一定登高座，

總之透過身口意三業，來為眾生“佈施正法”，那這個也是符合這個地方所說

的“事物門故力大”，在對眾生的佈施當中，“佈施正法”這件事它的福報最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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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呢，供養諸佛當中，修行供養比一般的佈施財物供養“尤為超勝”，

遠遠地超過。就像<行願品>所說的“諸供養中法供養最。”什麼叫“法供養”

呢？就是如說修行供養、利益眾生供養、攝受眾生供養、代眾生苦供養、勤修

善根供養、不舍菩薩業供養、不離菩提心供養。 

我們都說我們要供佛，希望得大福報；那除了在佛前供養香花燈燭之外，

最主要、根本的就是從“如說修行”到“不離菩提心”的這樣的供養的修行，

才是真正地成就大福報的供佛。 

那麼“以此為例，余者亦應了知。”這個地方是說以佈施這個法為例，其

他的也是一樣，可以如此可以了知，“由事物門當中故力大”。 

另外，在六波羅蜜當中啊，後後勝於前前，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

定，後後的福報又是超過前面的。 

這是修善、修惡所依的事物門的大小差別。 

辰四、由意樂門故力大  分二 

一、由於意樂強弱、時間長短等因素而有業力大小之別。 

看這個文： 

《寶蘊經》雲：“較於三千世界一切有情各建佛塔，高等須彌，又於俱胝

劫中，以一切行恭敬供養彼等諸塔；若有菩薩不離一切智心，僅散一花，其福

尤多。” 

《寶蘊經》就是《寶積經》，就是《大寶積經》。它說啊——也是做比對。

什麼呢？比如說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的有情，然後各各建佛塔，高到須彌山這麼

高；然後建完佛塔之後呢，在這個俱胝劫，“俱胝”就是億啊，在億萬劫當中，

“以一切行”來“恭敬供養彼等諸塔”，散花、燒香、旋繞等等的，就是純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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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修世間的福報的這種供養。 

看底下所說呢，“若有菩薩不離一切智心”。這個我們先介紹“一切智

心”，“一切智”就是佛的智慧。那麼所謂“一切智心”就是說，他這種就是

菩提心。就像《大般若經》裡面所說的菩薩的三心當中的一切智智相應作意，

以大悲為上首，以無所得為方便，這當中一切智智相應作意。“一切智智相應

作意”就是說，“一切智智”就是佛；“相應”，你做一切事情跟這個成佛的

心是相應的，這樣子的作意，這樣的如理作意。這樣的如理作意就是“不離一

切智心”。 

底下說，比如說，散花——在佛前散一朵花來供佛。那麼你為什麼要散一

朵花來供佛？前面講的就是因為對佛的尊重、恭敬供養，所以我散花供佛。看

這地方所說的，我是為了菩提心而來散花供佛。什麼叫“為了菩提心散花供佛”

呢？“我今天散花供佛我知道會有大福報，而我這個大福報是回向：與一切眾

生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今天為什麼在僧團掃地？不是說學院派我掃

地，而是因為我為了一切眾生共同成就無上菩提而掃地；為什麼我們來這個地

方聽經？我們《聞法儀軌》有說依六種想，我們為了：使佛法久住於世。為了：

使我與一切眾生都能夠迅速成就無上菩提，所以我來聽經。所以這個叫一切智

智相應作意。 

各位看這個作意就是什麼呢？你要特別提醒自己，在面對境界的時候要憶

念一下為什麼要這麼做？就像我們告訴各位，拜完佛，這個時候心特別靜，上

課前提早到教室坐下來，開始觀修離三種過、依六種想，這個怎麼呢？這個就

是來幫助你成就一切智智相應作意，這樣子。 

你這樣同樣聽經，三年下來，你這樣聽經，都是跟一切智智相應作意的聽

經。還有，像有的人就是“無奈”啊，學院開課，“無奈”，我就是要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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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作意來聽經，那個果報是完全不同的。那這個就是“不離一切智心”。 

所以就是說，依止菩提心，然後來修這個法，乃至散一朵花，遠遠超過前

面這個廣大的供養。 

所以其實，你看我們現在為什麼要不斷地學習教理，來懺悔業障，要積集

福德跟智慧資糧，為什麼呢？對於我們現在初學的人來說，就是幫助你成就你

的菩提心。而菩提心是往生的一個關鍵，那麼也是成就大乘的一個關鍵。所以

我們今天很多很多的努力就是為了成就菩提心。當你菩提心成就之後，後面修

行就很快了。以菩提心的力量的加持來拜一拜佛，拜一部八十八佛、來聽一堂

課的經等等，功德都很殊勝。 

下一段： 

如是應知由所緣之所求勝劣、自他利等意樂差別；又此亦由力量強弱、歷

時長短等門而有業力大小之別。 

如是啊，我們應當知道，有了這個“所緣之所求勝劣”，就是說你在面對

境界的時候，有所緣境的時候，你這個所求的勝劣，你這個內心所追求的勝劣。

所謂“勝”就是說你為了無上菩提，這個叫“勝”；所謂“劣”，就是你只是

為了人天的福報，甚至更糟糕就是不得已而來做，叫“劣”。這是一個，動機

的差別。 

第二個，“自他利”，為了自利或者利他的目的。比如說，我今天做大寮

的工作。我今天做大寮工作，為了自己培福，這是一個動機；我做大寮工作是

為了護持大眾，這也是個動機，那麼後者為勝，“意樂差別”。 

“又此亦由力量強弱”。“力量強弱”就是說同樣的菩提心，我這個力量

是強還是弱。比如說我剛開始學習發菩提心，所以這個力量是很薄弱的。很薄

弱沒關係，你還是要發。但慢慢發久了之後——串習啊，我們講“串習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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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不斷串習久了之後，這個力量就越來越強。 

那有的人會說，“發菩提心太遙遠了，根本就沒有這個心，我這樣講我為

了眾生而做，太假了”……欸，其實沒有錯，剛開始是很假，但是這個假……，

假久就變真了。就是你不斷地這樣熏習，“為眾生而做，而造作。”薰習久了

之後，它的力量就越來越強。這是力量的強弱。 

還有“歷時長短”等等。我常常發心，這個業就強，就叫歷時長；偶爾發

心，那麼這個就短。“而有業力大小之別”。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學習經論？你要學習經論的時候你看，追求勝劣、自

他利，還有力量強弱、歷時長短等等，這個都不是感性而生起的，這個都是要

透過智慧的抉擇，透過前面的包括觀察三惡道的苦，暇滿難得、死無常、三惡

道苦等等……乃至到菩提心，等等、等等，透過這樣地不斷不斷觀察之後，慢

慢你這種殊勝的意樂才能夠生起來。因為我們凡夫嘛，都是為了自己，那麼你

要發起這種殊勝的意樂要不斷地串習，還要不斷地拜懺，積資懺淨。 

第二段、特別是瞋心的力量最為強大。 

這當中講有個力量能夠破壞一切，就是瞋心。 

又惡行中，倘若煩惱意樂猛厲、恒長，其力則大； 

剛剛前面講的是善業，這個地方講惡業。 

在惡業當中，如果是以猛厲很強大的恒常的煩惱意樂，力量強大。就是說

我們住在這個僧團裡面，整天起煩惱，今天看這個人不對勁、這個事不對勁，

今天起煩惱、明天起煩惱……而且每次都是很專注地起煩惱，而且是天天起煩

惱，那這個力量就很大，那這個以後要對治啊，就很困難。所以，你看我們有

學院這種好的環境，就是要多攝心，看好自己的念頭，不要去往外攀緣、去分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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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段： 

此中，又以瞋力最為強大。《入行論》雲：“一瞋能摧壞，千劫所集施、供

養善逝等，此一切善行。” 

這當中又以瞋恨心的力量最為強大，底下引論證明。寂天菩薩《入行論》

說，一念瞋心起，能夠摧壞在千劫當中所積集的佈施或者供養善逝（也就是佛

陀）等的一切善行。 

“一念瞋心起，火燒功德林，百萬障門開。”所以對我們修行人來說，瞋

心的影響是最大的。尤其你看，我們剛剛上一節課講的，為什麼小乘比丘他在

呵責天親菩薩的時候，馬上會墮入無間地獄——因為他心念強。他心念強，所

以他那個瞋心起來這個加持力更強。你說我們再怎麼造業，再怎麼罵罵罵，也

不至於說地上馬上陷個坑啊，掉進去。我看恐怕那個比丘多少還有點禪定的力

量。有點禪定的力量，所以他那個加持力加持下去的時候，馬上無間地獄現前，

就下去了。 

所以其實我們修行越久，要起瞋，那個影響更大。我看我們出家眾有時候

身體不好，通常就兩個原因，一個貪、一個瞋。第一個是貪，第二個是瞋。貪

就是男女的欲望，這個是剛開始的時候很多人的情況，會引起身體不好的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什麼呢？瞋。就是說出家久了，這個男女欲望也淡了。但是呢，

這個身體老是不好，你再觀察，往往這個人是瞋行者，就是說他的瞋心呐、習

氣比較重。他不見得發作，不見得說像剛開始出家那麼粗重，會發作，但是你

可以感覺到他內心的那個瞋的分別心會特別地強。所以這個瞋也會破壞我們的

善根，再來身體也會搞壞掉。 

以前那個老法師跟我們說，他說有一個人呐，一個在家居士，一向持大悲

咒都很有感應的。然後呢，他就是持大悲咒是很相應呐，有點定力了，定功了。



上
良

下
因法师 

他有一天因為有一件事情啊，起了強大的瞋恨心，結果那個瞋恨心一發動起來

的時候，他眼睛馬上瞎掉，馬上看不見了。因為他有點定力的人嘛，瞋心起來

就很強了。 

所以身體不好當然要看醫生，但是呢，我剛才講貪瞋兩種煩惱也是要對治。   

底下接著說： 

又此若瞋同梵行者，尤瞋菩薩，惡業極重。 

“同梵行者”，就是我們一起學法的，一起同參道友，一起共住的。我們

大家在一起，都是出家眾，或者在家居士也是一樣，我們大家就是“同梵行

者”，你對他起瞋恨心，這個業啊，更重。所以，我看有的出家眾老是身體不

好，就是我覺得，他可能已經沒有……男女的欲望已經比較淡了，但是我覺得

他內心的分別啊，對眾生的分別太強了，瞋心太強了，所以他出家久，身體老

是不好。 

那麼“尤瞋菩薩”，前面有講，對菩薩——發菩提心的菩薩瞋恨呐，乃至

惡口，等等的，比破壞佛塔的業還要重。 

當然這個並不是說，菩薩比佛功德還殊勝，不是這個意思。而是說就著住

持佛法的這個角度來說，這個菩薩——發菩提心的菩薩相對于佛塔來說，他對

於佛法的住持的力量更加的重要。 

就像前面《親近善知識儀軌》所說的，善知識是一切善法生起的根本。所

以你說對善知識的這種瞋恨心，那個過失啊，遠遠超過對其他的三寶的境界的

那種罪業。 

所以呢，當然佛的功德是超過菩薩的功德，但是呢，這個地方剛剛那段經

文講的不是功德，而是說對佛法住世來說。菩薩——發菩提心的菩薩，他對佛

法的住世功德強。所以你對他起瞋，甚至譭謗他，那過失啊，比破壞佛塔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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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重，是這個意思。所以對於菩薩——發菩提心的菩薩，起瞋心呐，惡業尤重。 

下一段文： 

《三摩地王經》雲：“倘若彼此相瞋恚，持戒聞法不能救，靜慮住寺不能

救，佈施供佛不能救。” 

這句話很重要啊！ 

如果說你平常在僧團裡面呐，很用功。但是呢，“彼此相瞋恚”，控制不

住自己的情緒，甚至放縱它，甚至每次起煩惱了、起瞋恨心了，總認為“我是

對的”，然後，“所有你們都是錯的”。這樣子地現瞋恨相。這樣的話，縱然

持戒聞法也不能救。縱然你精進地持戒，也不能救。 

《遺教經》說嘛，“能行忍辱者，持戒苦行所不能及。”就說忍辱的功德

是超過持戒的。那相對來說，如果不能夠忍辱，縱然持戒的話——當然持戒有

持戒的功德，但是呢，可能瞋恚的殺傷力更大、破壞力更強，更強啊！這個因

果是分開算的，持戒是持戒的功德，它還是在；但是你那個因為“瞋恨同梵行

者”，彼此相瞋恨的話，這個力量太強了、業太重了，它會先現前的，持戒不

能救；聽法聽很多，“我聽了很多經典，我什麼道理都知道了”，也不能救。

因為他聞法之後，還會瞋恨，代表那個法對他來說，只是隔靴搔癢，沒有入於

他的心——因為那個法的力量控制不住他自己的心嘛，所以當然聞法也不能救。 

乃至靜慮也不能救，這個打坐啊，靜慮、修禪定也不能救。就是我剛講的，

甚至有可能啊，他殺傷力更強。有那個禪定力量加持下去啊，對自己、對眾生

的殺傷力更強。 

還有“住寺不能救”。住寺就是說你住在僧團，住到僧團有很大的功德。

但是住到僧團裡面整天跟人家起煩惱、起衝突，那你這個就在做賠本生意了，

怎麼賺都賺不夠，不夠你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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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佈施，這個佈施只是說佈施一切的有情，對下。佈施是對下的佈施，

供佛是對上，下施上供。佈施有情——一切有情，乃至供養諸佛，也不能救。

就是代表這個瞋恨心的過失太強了。 

所以我們出家修行人就是要反思。像有的出家眾啊，他這個瞋恨心比較強，

他死了之後，如果說不是墮落到地獄道或者畜生道，有可能墮到餓鬼道，做什

麼呢？護法神。因為他在世修行呐，可能持戒修行，還是有福報，但是因為瞋

心太強了，結果死了之後做護法神。看到晚上誰不用功啊，在這邊混啊，就去

提醒他一下——就做那個護法神，那就沒什麼意思了。 

好，我們這個地方先做一個總結，“由四門業重”： 

第一個，依福田門。福田門就是對三寶、僧眾，還有菩薩來說，你所對的

境界如果是福田，那這個業重。 

第二個，就所依門來說有兩點。第一個就是本身的智愚的差別，智慧跟愚

癡的差別；第二個就是具足什麼樣的律儀的差別，這第二門所依門。 

第三個，事物門。事物門就是說，比如佈施來說，法施——法佈施勝於其

他佈施，然後六度後後勝於前前。佈施是這個道理，那麼持戒，乃至般若，也

是一樣，都是這個道理。就是你在行這個法的時候，你所緣的事物是什麼樣的

事物。 

第四個，意樂，就是你動機。意樂就包括意樂的強弱，還有意樂的高低——

菩提心是高，為了人天而發心是低，意樂的高低。以意樂的時間的長短等等的，

還有為了自利利他等等的。還有最後講瞋心損害最重。所以福田、所依、事物、

意樂。 

所以你要是覺得說你沒有什麼福報，那你要多修福。多修福報的話就從這

四門去注意。福田，你在三寶門當中是大福田，你以歡喜心來做，是大福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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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呢，你能夠所依，第一個所依，你有出家戒的戒體在身；然後呢，依這個

智慧力，就是說你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的智慧。智慧就是說我做這個事情就是

能夠三輪體空，那這個智慧當然更殊勝。那第三個事物門，你在做這個事情的

時候，跟法佈施相應，那這個就最殊勝。然後呢，意樂來說，我為了菩提心而

來做，那這個最殊勝。 

就簡單的這四門，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呢，去作意一下、觀察一下。就像我

剛才講，聞法的時候，依三種觀、依六種想，這樣子，稍微作意一下再來做，

同樣的事情，造作的業的福報就是更加地增廣，而且是無量地增廣。 

看到 

寅三、此等之果 分三 

我們看到科判部分，前面的科判。科判的表七，第五頁的表七。辛二當中

的“一切善樂根本生勝解信”，這個<業果篇>當中第一個,壬一“思維業果總

相”當中的癸二“各別思維”。“各別思維”當中的子二,第二段“抉擇業

果”，業果當中的“顯示黑業果”，黑業果當中的第三段。 

黑業果是首先先介紹十惡業的自性——意樂、事、加行、究竟這四點的自

性。那我們剛剛介紹了什麼呢？輕重差別，四門來說明輕重的差別。還有卯一

介紹了六門的差別，那總攝就是這四門的差別。 

那“寅三”就是說，因為這樣的因，所感召到這三種的果，異熟果、等流

果、增上果。那廣說的話,當然還有士用果和離系果了，這個唯識學講五種果，

士用果跟離系果，那離系果是證得聖位了。但這個地方簡單地說就是異熟果、

等流果、增上果這三種果。 

先介紹第一個，我們回到講義一百一十四面。 

卯一、異熟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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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異熟果的話，這個地方主要指的什麼？三界的總報，總報的異熟果。

那麼為什麼稱之為“異熟果”呢？根據這個《成唯識論》的解釋就是說，依三

點來說，它有異時而熟、變異而熟、異類而熟這三種的相狀，所以稱之為“異

熟果”。 

“異時而熟”就是說因跟果它之間是有時間的差距。你今天造三惡業，未

來結果報，不會一瞬間，它必須會有時間上的前後順序的，異時而熟。 

那第二個，異類而熟。就是“因通三性，果為無記。”因當中有善、惡、

無記三種的因，但果報的時候，六道差別它都是無記的，這稱為異類而熟。那

細節我們就不講了，這可能在唯識學各位都會學到，就不用說了。 

第三個，變異而熟，就是說這個果是由因變異而形成的，所以稱之為變異

而熟。大致介紹這個異熟的名詞是這樣子的。 

接著我們來介紹這段文： 

十種業道各依其因——大、中、小三毒故，而各有三。《本地分》說殺生等

十，大者一一感生地獄，中者一一感生餓鬼，小者一一感生畜生；《十地經》說

中、小二果與此相反。 

異熟果這個地方指的是三界的總報的部分。這“十種業道”，這個地方指

的是十種惡業。“各依其因”，“因”的話，這個地方指的是動機。他在造業

的時候這個動機，也就是底下所說的大中小的三毒。就是說，前面像我們講什

麼所依門、福田門、事物門、意樂門，四門，但事實上最主要的影響力量還是

在意樂，你內心的動機啊。那麼大中小的三毒，大就是說強烈，中就是普通，

小就是一點點的貪嗔癡三毒，而各有三種果報。 

根據《瑜伽師地論》的<本地分>裡面它說啊，“殺生等十”惡業，就是說，

會感召到三惡道的果報。關鍵還不在於說這個十惡業是哪個業，不是說一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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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生一定到地獄，那麼貪一定只到畜生、餓鬼，不是的。而是說——底下說關

鍵在“因”，他的動機啊，大者就是強烈的瞋恨心啊，強烈的貪瞋癡三毒啊，

然後“一一惡業感生地獄”。所以說，所謂“一一”不是說要全部造了，就是

說你要以強烈的瞋恨心來殺生的話，那決定是地獄的果報；那麼“中者一一感

生餓鬼”，以普通瞋恨心來造殺業，感生餓鬼；那麼小的話呢，可能或者是無

記，或者是一點點的這種煩惱心，會感生畜生，是這個意思。 

但還有另外一種說法，在《十地經》，也就是《華嚴經》的<十地品>裡面它

說，“中、小二果與此相反。”所謂中小二果相反就是說，《華嚴經》的<十地

品>它是說，中等煩惱感生畜生，那麼小的煩惱感生餓鬼，那麼差別在這裡。 

這個是屬於異熟果的部分。這個只是個大判呐，事實上眾生的業是很複雜

的。就是說業罪重到地獄，這是肯定的。但是呢，或到餓鬼、或到畜生，這個

就不一定了。因為我們後面會講到引業滿業的部分。引業跟滿業，因為同樣是

屬於餓鬼道，同樣是屬於畜生道，有的福報大、有的福報差，所以這個也就不

一定了。 

接著看到： 

卯二的等流果。 

這個等流果就是什麼呢？相隨順的、相類似的，平等流類就稱之為“等流

果”。在《瑜伽師地論》裡面定義，它定義什麼是等流果呢？就“似先業，後

果隨轉。”“似”，相似的似；“先業”，跟之前所造的業很相似，叫“似先

業”；“後果”……後面的果報隨之而轉。“轉”就是生起的意思。後面的果

報它的生起，隨之而生起的果報跟前面所造的業很類似、很相似，那麼這個叫

做“等流果”。這個“等”，就是因果相似，稱之為“等”；“流”就是“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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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類”，同一類稱之為流，平等流類。簡單講，就是說它們因跟果很像，屬於

同一類的。 

我們看怎麼說呢？ 

縱離惡趣，投生人中，如其次第：壽命短暫、資財匱乏、妻不貞良、多遭

譭謗、親友背離、聞不悅聲、他不受語、貪瞋癡三力量強大。 

前面講了異熟果，三惡道的異熟果。受完之後呢，縱然離開這三惡道，投

生到人中的話，會有它的餘報。那這個餘報的話，他這個餘報當中有異熟果跟

等流果了，他只有餘報當中的等流果來說明。 

“如其次第”，就是說依著十惡業的次第來說，“壽命短暫”這個就是殺

生，殺生的果報就是短命、多病。所以要是身體特別不好，那麼有可能是殺業。

就是你身體不好，有可能是殺盜淫妄的業，都有可能。但是你要看這個等流果，

可以從等流果上去判定。什麼叫等流果判定呢？因為等流果有兩個，一個就像

比如殺生的等流果，就是說，第一個他壽命短暫，這是第一種等流果；第二種

等流果是什麼呢？他喜歡殺生。 

就是你看一個人，他生病，身體很不好，然後他又常常喜歡起瞋恨心、殺

生，因為這個原因身體不好，那可能就是因為殺生而來，那這個時候特別就去

懺悔這個殺生的業。 

那比如有的人，他一樣身體不好，但他的等流習氣他並不喜歡殺生，他等

流習氣但是他就是喜歡淫欲，思惟邪淫的事情，因此身體不好。那這個時候身

體不好，也是邪淫的等流果的一種。然後他同時又是這種名言相，這種名言習

氣，又是喜歡思惟淫欲的事情，那這個就很有可能，身體不好就是來自於過去

邪淫的業，所以就反而要去懺邪淫而不是殺生。 

當然如果說剛開始你無法判定的話，就拿那個地藏十輪，根據《地藏十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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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去占，去修那個占法。各位要是有興趣啊，我們那兒有。寒暑假啊，比較

沒有課程壓力，你可以來修。來看占出哪個業比較重，然後再來特別懺那個業。

那我們先不說那麼複雜了，我剛才只是附帶一說的。殺生的等流果主要是壽命

短暫。 

偷盜的話，就是資財匱乏，就是貧窮啊。這個就是說，你看有世間人的貧

窮，你看他貧窮，但是他有時也是護持三寶，但他還是貧窮——這時候你觀察

有時他……就是什麼呢？他喜歡做偷盜的業。我剛才講那個等流果，就是除了

過去生的那種偷盜的等流之外——那種餘報之外，另外等流果你會看他就是喜

歡做偷盜，就是這個習慣。 

如果說他還是很護持三寶，或者常常做慈善事業，然後呢，但是又不斷地

在做偷盜事情的話，他永遠就是資財匱乏。所以這個時候他反而要同時去配合

懺悔，還要改正這個習氣。 

第三個淫呢，邪淫就是“妻不貞良”。因為這個果報嘛，因為對別人妻女

做邪淫，當然自己的妻女不貞良，這叫等流嘛，相隨順的。 

那妄語的話，“多遭譭謗”。就是說常常被人家譭謗，他可能不見得有做

什麼惡行，那這個是妄語的果報。所以你要常常被人家譭謗啊，不要急於辯解，

因為在這個世間上，辯解也沒有用。就像弘一大師說，一滴滴的墨汁滴到白紙

上啊，你越塗墨汁越擴散，所以再辯解也沒有用。所以呢，就是多懺悔這個妄

語的罪業。 

再來下一個，“親友背離”。這個是離間的這個罪業的餘報，因為過去離

間他人嘛，所以現在親友背離，法爾如是。 

再來呢，“聞不悅聲”，就是惡口。常常聽到別人跟他講一些很粗惡的話，

三字經啊，或者罵他等等的，這種很粗惡的話，這是惡口的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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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再來呢，“他不受語”，就是綺語。 

所以我們一個做講經說法的法師，要很注意自己的口業。你看我們講話，

他不受語，沒人要聽。為什麼？因為我們喜歡講些有的、沒的。講了之後，愛

開玩笑，喜歡說一些什麼國王論、什麼軍事論、什麼競技論、什麼世間的綺語。

說這些綺語說多了之後呢，自然果報就他不受語，那你說法也沒有人要聽啊。 

再來呢，“貪瞋癡三力量強大”。那這個就是等流習氣。過去生貪，今生

等流習氣就是貪，瞋跟癡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們修行人就是反求諸己。你看這十種等流果，你覺得哪個多，你就

去多懺悔，還有多改正你相應的習氣，還有多懺悔相應的惡業。 

這屬於卯二的等流果。 

那你要是說有這種比如說壽命短暫或什麼的，被人家譭謗，那你反而心中

起煩惱，然後又造惡業，然後想要去挽救。好像世間人都這樣子，因為貧窮，

所以偷盜，偷盜之後更貧窮；然後被人家譭謗，然後開始到處用惡口譭謗別人，

到最後惡名越來越強，沒完沒了。 

那我們修行人不做這種事情，修行人就是慚愧、懺悔，就做這種事就好了。 

好，時間也差不多到了，後面講不完了。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個地方。 

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回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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