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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說十善業道經節要》，諸位法師、諸位大德、諸位同修，
大家好。阿彌陀佛！請放掌。我們經文從第二行第三句看起：
　　【爾時世尊。告龍王言。一切眾生。心想異故。造業亦異。由
是故有諸趣輪轉。】
　　我們昨天跟大家報告這段。這段經文不長，但是把六道輪迴的
原因，給我們說得很清楚、很明白。為什麼有六道輪迴這個現象？
就是因為一切眾生心想不一樣，造的業也不相同，所以有六道輪迴
的差別現象。這個差別現象可以說無量無邊，講六道、講十法界這
是歸納，歸納一個大類，實際上每個法界差別現象也無量無邊。這
在天台宗講「百界千如」，講十法界，每個法界又有十法界，這樣
重重無盡，一展開就無量無邊。比如說我們人道，這個人道當中也
分六道，人中的天道，有人中的人道，有人中的阿修羅，有人中畜
生道，有人中餓鬼道，有人中地獄道。我們現前在人道，所以就我
們人道可以接觸到的，可以體會，看得到的。再看看智者大師講的
，的確我們就可以了解，其他每個法界也都具足十法界。所以我們
人道當中除了六道，還有四聖法界，有人中的羅漢，人中的辟支佛
，人中菩薩，人道中的佛，其他九法界也都具足十界，這個叫百界
千如。十法界每個法界都有十法界，十法界當中再有十法界就變一
千了，發展下去就像《華嚴經》講重重無盡。這是天台宗給我們講
的。
　　所以此地這個經文，雖然沒有幾句話，但是如果你要深入的探
討，那的確非常深廣。也可以說一部《大藏經》，就是給我們說明
這樁事情。此地濃縮起來就這幾句話，這幾句話是一個綱領，我們



一看也很容易明瞭，但是我們不能把它看得很簡單。這幾句話乍看
起來我們不難明瞭，但是你一旦深入去探討，這段經文涵蓋一大藏
經，一大藏教無非在說這個事情。就如同《華嚴經》講的，「一切
法唯心所現，唯識所變」。一部《大方廣佛華嚴經》也是在解釋這
兩句話，也是跟此地這段經文一樣的意思。這段經文叫發起序，「
無問自說」，是世尊主動為我們說出來的。這個序分，證信序、發
起序，到這段經文屬於序分，下面這段經文就屬於本經的正宗分。
請看經文：
　　【龍王。汝見此會。及大海中。形色種類。各別不耶。】
　　我們先看這個小段。這是佛又對著龍王講，因為這個經是在龍
宮講的，『龍王』牠是功德主，牠啟請佛到龍宮來，對龍王講也對
整個水族眾生來講。『汝見此會』，「汝」指龍王，說你見到這個
大會，「此會」是指佛以及大菩薩、大比丘眾，來參加這個講經法
會的這些大眾有四萬個人，菩薩有三萬二千，大比丘眾有八千位，
一共四萬位。再加上本師釋迦牟尼佛，就是佛、菩薩、大比丘，這
個大比丘最少也都證阿羅漢果以上，這就是此會的大眾。這個大眾
不是一般人，都是佛、菩薩、大阿羅漢。『及大海中』，在龍宮這
個大法會佛、菩薩、大阿羅漢，當然在龍宮聽眾就是水族類的眾生
，所以講「及大海中」，以及這個大海當中。『形色種類，各別不
耶』，「形」是形狀，「色」是顏色，「種類」都不相同，就是形
狀，牠的皮膚、牠的顏色，這個種類，我們現在在人間講族群，很
多的族群，「各別不耶」，就是各別都不相同。
　　雖然我們沒有看到龍宮，但是我們現在可以去海洋博物館，去
水族館，大家去那邊看看，就好像到了龍宮一樣。或者你會潛水，
現在很多年輕人喜歡潛水，潛到海底可以看到很多海底的生物，或
者你看電視，也有拍成影集的「海洋奇觀」。一般我們大部分到水



族館，或者海洋世界這個比較普遍，應該大部分的同修都去看過。
我自己也去看了幾個海洋博物館，在澳洲、在台灣、在美國、在新
加坡都看過，還有香港都有海洋館。一般蒐集的像水族館、海洋世
界，這個在整個大海當中還只是一小部分。雖然一小部分，我們進
去參觀就歎為觀止，我們就覺得海底的魚怎麼種類這麼多？一個海
洋世界我們看起來種類都很多了，如果整個海底，我們沒有看到的
，那就更多更多了，也可以套我們佛經的一句話說，無量無邊，太
多了。
　　所以每次去海洋博物館參觀，我都會想起《十善業道經》這句
話。所以我們要去海洋博物館，實在講我們去那邊上課，去那邊講
這個經是最理想的。如果我們到海洋博物館來講《十善業道經》，
講到經文就指大家看，你看大海當中這些「形色種類，各別不耶」
，我們看了就很親切。所以現在我們雖然沒有能力到龍宮，但是我
們是可以去海洋博物館。所以將來有因緣要啟請講《十善業道經》
，這個倒可以去海洋博物館租個一天、二天，去那邊講也滿有意思
的。我們讀到這個經文，去在現場教學，大家聽起來，那個感受應
該會特別的親切。這個種類很多，我們去看就覺得很不可思議。
　　所以講各別不耶這句話，我們一定要舉一反三，我們不能只有
想，佛只是對大海的水族類眾生來講，就沒有聯想到其他的，我們
一定要舉一反三。佛在大海中，大海這個眾生的形色種類，各別不
耶，就各別不相同。再聯想到我們人間，我們人是不是也是形色種
類，各別不耶？我們就講地球上的人，現在整個地球人類，統計大
概有六十幾億。我們這個地球以外的人，我們還沒有見到，暫且不
談，我們就談這個地球上的人類。這個人類也是一樣形色種類，各
別不耶？有黑人、有白人、有黃種人，皮膚的顏色，身體的長相，
西方人跟東方人這個體格、長相都不一樣，皮膚的顏色也不一樣，



這講我們人道。畜生道的飛禽走獸，你看在天上飛的，這些飛禽，
澳洲有很多鳥類，鳥也是很多，有大的鳥，就像大鵬金翅鳥、海鷗
，大的鳥，還有很漂亮的小鳥。
　　聽說老和尚住的那個地方的精舍，常常有很美麗的鳥來吃東西
。在山下布里斯本，老和尚三十六號寮房，悟生師也常常餵些鳥食
，所以常常很多鸚鵡、斑鳩這些鳥來吃東西。牠的羽毛也很多彩色
，那有烏鴉整隻黑黑的，這裡的烏鴉，跟台灣、中國大陸的烏鴉又
不一樣，同樣是那一類的，但是又不相同，大概畜生道也是有分東
方、西方的不一樣。走獸就是在地上走的，地上爬的，你去動物園
看也非常多。如果你給牠一展開實在講說不盡，我們看到的就這麼
多了，還有我們看不到的，還有跟我們這個時空不一樣，我們現在
肉眼看不到的，那就更多了，真的是無量無邊。為什麼會有這些差
別？這個問題自古以來，也是有很多宗教家、科學家、哲學家在探
討這個問題，但是都沒有一個具體的結論。此地佛一句話，就跟我
們講清楚。請看下面這個經文：
　　【如是一切。靡不由心造善不善。身業語業意業所致。】
　　我們先看這段。『如是一切』，這四個字就跟我們講十法界一
切眾生，都包括在裡面。因為前面的經文有跟我們講，「汝見此會
，及大海中」，這個此會，參與這個法會佛、菩薩、大阿羅漢，以
及大海當中這一切眾生，還包括其他法界所有一切眾生，所以這句
話它是涵蓋性的，是整個都包括了。所以我們讀經文一定要明白，
不是說只有指水族類的，涵蓋所有一切眾生都包括在裡面。這個差
別，『靡不由心造善不善』，「靡」這個字當作都是講，都是由於
眾生的心有造善，有造不善。這裡特別強調心，因為前面講一切法
從心想生，「心想異故，造業亦異」。講到心這要深入去探討，那
就不是短時間可以講得清楚，這個必定要深入大經大論，像一部《



楞嚴經》就講得比較詳細。此地我們常常聽老和尚講經，對於這個
心大家多少都有些概念，講到心大家多少都有概念。「心造善不善
」，這個心什麼叫善，什麼叫不善？我們長期聽經也大概都有些概
念。
　　像老和尚常講為自己是不善，為眾生是善，為自己自私自利不
善，為眾生大公無私是善。這句話我想大家常常聽老和尚講經，常
常聽到這句話，這句話在我們世俗也常常聽到。這句話雖然很普通
常聽，但是對於自私自利，我們的感受並不深入，為什麼不深入？
因為我們自己起心動念有自私自利，有私心，自己往往覺察不到。
如果你不是有很高度覺照的正念提起，很難發現，為什麼很難？因
為我們大部分的凡夫，都會落在自私自利的念頭裡面，很自然的，
自自然然這個自私自利的心它就起來。要覺察，在《了凡四訓》印
光祖師這個序文，我們要常常看，常常提醒。當我們看的時候，我
自己個人的感覺，看到祖師大德這些開示，正當我們看的時候會提
起覺照的功夫，會發現我們的念頭私欲很強烈，私心很強。私欲在
儒家講叫物欲，所以儒家修學的功夫第一個要格物，跟物欲來格鬥
。格物然後才能致知，才能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從格物開始。物就是不善，物欲格除就是善，這個心就善。實
在講物欲要徹底格除，到成佛才圓滿。
　　但是我們以人道、天道，人天善法的標準以儒家，在佛門我們
以《十善業道》，人天的標準這個我們可以做到，我們是可以達到
這個標準，在我們現前應該可以達到這個標準。雖然我們講可以達
到，如果不認真努力在起心動念去覺察，實在講無始劫以來的煩惱
習氣太強烈，也很難覺察到，所以常常就迷失了。起心動念還是自
私自利，雖然修善法，善法當中還夾雜著自私自利。這是我個人對
自己修學這麼多年，有發現到自己有這個問題。比如說我們在做弘



法利生的事業，的確我們配合老和尚做這些事情，但是我個人的煩
惱習氣還是很重，自私自利的念頭還是滿強烈的，那個念頭很強，
很不容易擺平，有時候會感覺無能為力。這是做這個好事、這些善
事，難免夾雜這些私欲在裡面，所以修的善就不純。老和尚最近提
出，要「純淨純善」，所以我們修行的確是要在心地上下功夫，要
在心地下功夫。如果我們這個物欲擺不平那就生煩惱，就生貪瞋痴
慢、嫉妒這些煩惱，一定就跟著起來，所爭的無非是名聞利養、五
欲六塵。
　　話說回來，如果沒有經歷這些境界，往往我們修學不知道自己
修到什麼程度，自己一個人躲起來修學，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沒有
煩惱，有沒有進步，沒有一些境界來考驗，實在講我們也很難發現
，自己修學到底現在修到什麼階段、什麼程度了。因此有時候一個
人躲在家裡修，進步非常緩慢，有時候還常常自以為是，在家裡打
妄想，這個也是很普遍的一個情況。所以我們修行還是跟一般人一
樣，就是在平常生活當中經過一些考驗，才知道自己修行功夫到底
到了什麼層次。所以經歷過這些事情，我個人也經歷了一些名聞利
養，名聞利養沒有很大，這個算是小的名聞利養，但是這些名聞利
養，的確也很難從心地上徹底消除。我們修學，你愈提升就發現有
更深一層的難度，不過我們一定要發現才會進步。所以這裡講「心
造善不善」，特別指這個心地。因為心它是主宰，心它的造作如果
不善，我們身口意三業跟著就不善；心如果造善，身語意三業它就
善。所以心它是主宰，這個身口它是聽心的指揮。
　　所以下面講，『身業、語業、意業所致』，為什麼有這些形色
種類差別這麼多？這一切眾生為什麼會有這些差別？都是由於心有
造善、有造不善，身業、語業、意業造作所致。這是把我們這十法
界一切眾生差別現象，這個原因給我們說出來了，無非是善跟不善



。善的，它感得的果報就好，就殊勝；不善，感得的就不好，形狀
、皮膚顏色不好看。下面這段經文，給我們解釋心在哪裡？心是長
得什麼樣子？我們常常聽到這個心。我們看經文：
　　【而心無色。不可見取。但是虛妄。諸法集起。畢竟無主。無
我我所。雖各隨業。所現不同。而實於中。無有作者。】
　　我們先看到這一段，『而心無色』，佛跟我們講「心」，前面
講六道輪迴、四聖法界，這一切眾生這種差別現象，都是由於心造
善、不善，導致有這些差別現象。但是心在哪裡？第一句話給我們
講，「而心無色」，這個心它不是物質，色當作物質講，無色就是
沒有物質，它不是物質，所以不能把這個心看作我們的心臟。我們
現在身體當中有這個心臟，我們常常做三時繫念，中峰國師有一番
開示，「心有多種，曰肉團心，乃現在身中，父母血氣所生者是。
」經上講的這個心，不是指我們的肉團心，不是指的心臟，為什麼
？因為心臟是我們身體的一個器官。而我們的心有思想，這個思想
、言語、行為不是心臟在做主宰的。現在科學發達，醫學也發達，
所以現在的人可以換心。所以有些人他生前發願要捐贈器官，也有
人捐贈心臟的。
　　所以現代的醫學，有很多換心成功的例子，比如說甲的心臟換
到乙的心，乙的心臟壞掉，甲他死了他的心臟還可以用，可以移植
到乙的心臟，這個在現代的醫學有這個例子。乙接受甲的心臟他恢
復健康，這個乙接受甲的心臟之後，他的思想、言語、行為會不會
變成甲？如果他接受了這個甲的心臟，他的思想行為就不是原來乙
這個人，變成甲，我們就可以證明說這個心就是我們的心臟，肉團
心。現在經過醫學的證明，換心換了之後，乙還是他原來的思想、
言語、行為，還是一樣，還是他本人。可見得這個心臟只是我們身
體的一個器官，它不是我們思想、言語、行為的主宰，不是這個心



臟在主宰。有人說不是心臟，那應該是腦細胞，其實我們全身任何
一個器官都不是，既然心臟都不是，那其他沒有一個是主宰的。實
在講這個身體是受主宰的，它不是主宰。從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理解
到，佛跟我們講「而心無色」，就說明這個心，不是我們身體的器
官。
　　不是我們身體的器官，它不是一個物質，那當然『不可見取』
，就是你見不到。「取」就是說你也接觸不到，因為它不是一個物
質，所以你也看不見，你也摸不到、接觸不到，但是它的確存在。
下面講，『但是虛妄』，這個講「虛妄」，我們念《中峰三時繫念
法事》，「曰緣慮心」，這個緣慮心就是生滅的，你要找心了不可
得。所以在經上跟我們講，有講真心，有講妄心，這個在《楞嚴經
》七處徵心，這段經文是相當有名的七處徵心。阿難尊者找心找了
七個地方，這個心到底在哪裡？佛也沒有跟他講什麼真心、妄心，
他說你心在哪裡你找出來給我看看。第一個，阿難就想到，心在裡
面，阿難尊者頭腦的確比一般人聰明，能找到七個地方，他能想到
七個地方。我們一般人想大概只能想到二、三個地方，第一個想到
心在裡面，我們一般人大概都會這麼想。
　　第一個就被佛否定了，佛的確是跟學生講道理，他不是說你要
聽我的，的確跟他講道理。他說你說心在裡面，那你憑什麼說心在
裡面？阿難尊者說，因為我從這個講堂裡面看，就從我眼前看到，
比如說桌子，看到窗戶，然後從窗戶再看到外面一些景象，由內而
外。所以阿難跟佛講，第一個地方他就心在裡面，在我身體裡面。
佛把他否定，他說心如果在你身體裡面，這樣也不對，也不能成立
。如果在你身體裡面，由內往外看，你第一個應該不是先看到外面
，第一個先看到你裡面的五臟六腑，然後看到骨骼，看到皮膚，然
後一直往外看。現在好像也沒有看到身體裡面這些五臟六腑？所以



第一個就被佛否定。所以阿難尊者又想既然不在裡面，那就在外面
，不然就在中間，他找了七個地方。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把《楞
嚴經》這段七處徵心，找出來探討也滿有意思的。
　　《楞嚴》，古大德講開慧《楞嚴》。這個《楞嚴經》佛的弟子
提出很多問題，比如說虛空大地，怎麼會有日月星辰，這怎麼來的
？種種的問題，我們現代人想得到的問題，那個時候的人都問出來
了，都已經早就問了，所以讀《楞嚴》的確會開智慧。我對《楞嚴
經》比較有一點印象，就是我聽老和尚講經，第一部經就聽《楞嚴
》，所以印象比較深刻一點。老和尚以後在圖書館講了一半就沒有
再講，所以《楞嚴經》現在沒有留一部完整的錄像帶。在圖書館只
有錄音帶，我記得一百三十三卷，大概講到「觀音菩薩耳根圓通」
，後面就沒有再講。早期講的也沒有錄音，所以也都沒有留下資料
。現在我記得只有一百三十三卷的錄音帶，那個都沒有錄影，在圖
書館講過。不過這個錄音帶可以找出來，我現在有請人家整理一些
文字稿，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參考。找七處徵心要講就很費時間，
時間要比較長。在此地，佛給我們講的這個心無色，我們也見不到
，也接觸不到。
　　「但是虛妄，諸法集起」，這兩句話看起來好像也不難懂，但
是要講解可以說就非常多。這個還是要去探討《楞嚴》，我們這裡
做個簡單的解釋。我們現在的心，我們知道是妄心，妄心是依真心
而起的，怎麼會有這個妄心？是「諸法集起」，諸法集合在一起而
生起的現象。我們一般講因緣生滅，把這個生滅錯認以為這是我們
的心，在這個當中起妄想分別執著。所以這個妄心『畢竟無主』，
它沒有主宰，『無我我所』，沒有我，也沒有我所，「我」也是主
宰的意思。但是我們的觀念當中總認為有一個我，這是佛經上講的
我執，人我執，這個我特別是指我們自己身體，這個叫人我執，還



有法我執。人我執是一個錯誤的見解，第一個錯誤就是身見，我們
比較明顯的，就是執著我這個身體，這個身體就是我，這個身體以
外有我所有的。執著這個身體是我，有一個我，有我所，其他就不
是。佛跟我們講，這是錯誤的見解，實在講沒有我，也沒有我所，
就是這個身體也不是我們的，只是暫時借我們使用。這個身外之物
，我所有的也沒有，實在講是一場空。我們晚上躺下去睡覺，這個
身體也不起作用，這些身外之物也跟我們都沒有關係了。所以要參
透這句話，我們每天晚上睡著就好好想想，我現在躺下去，睡著了
就像死了一樣，你睡熟了之後，這個身體也不活動，這個身體不屬
於自己的。你這個身外之物，這一切當然更不屬於自己的，所以你
眼睛一閉，這些跟自己都沒有關係。如果我們常常這樣觀想也會開
悟的，會悟這句經文的意思。
　　因為無我我所，所以佛才勸我們不要執著，不要執著我執，也
不要執著我自己所有的。不要執著要怎麼辦？佛勸我們要修布施，
布施就是要放下。放下從哪裡放？從我所開始放。你現在說叫我們
放下這個身，這個一下子我們不是那種上根利智的，是比較上困難
。但是從我所有的先放下，從身外之物先放下。我們念佛人，祖師
大德常講「放下身心世界」，先從我所放下，我所比如說身外的財
物，名聞利養這個統統可以布施的。像過去老和尚他教我們學布施
，他說遇到章嘉大師教他修布施，他也是從我所開始修起。剛開始
修，就是自己不喜歡的東西先送別人，自己喜歡的先保留著。慢慢
的自己喜歡的也能夠施捨，如果人家需要他也能夠割愛，也能夠施
捨，常常布施到身上一毛錢都沒有，這個貪心、執著的心慢慢就淡
了。所以以前我聽他老人家講經，他講過在早期，很早就講他說當
時他修布施，修到一個階段就心比較清淨。心清淨，有很多事情還
沒有發生，他都能夠預知，他預先能夠知道。這就是說明放下的好



處，我們的心得清淨。
　　修布施都布施得光光的，他需要什麼都不會缺乏，這是在大概
在三十年前，我聽他就這麼講了，他說修到一個階段，他需要的東
西，最長不會超過半年他就有感應。這是修布施修到有心得，所以
愈修信心愈堅定，證實老師教給他的一點都沒有錯。所以從我所開
始布施，從我所然後再進到我，放下這個身，身體放下，然後再把
心裡的這些牽掛、憂慮，這些執著統統放下，我們一般人大概是要
這麼修。所以菩薩六度萬行，先從布施修起，第一個修布施，一部
《金剛經》講布施跟講忍辱講得最多，尤其布施是第一個；如果你
布施這一度做不到，後面就談不上。所以布施，再來是持戒，再來
忍辱，再來精進，再來禪定，再來智慧。所以布施也是對治我們這
些錯誤的執著，這講無我我所。
　　下面講，『雖各隨業，所現不同，而實於中，無有作者』。「
雖」，雖然各個隨自己的業力，所現的境界不相同，每個人的境界
都不相同，正報、依報這個境界不一樣。「而實於中，無有作者」
，在這個當中沒有一個人在做主宰，這個跟一般宗教的講法就不一
樣。一般宗教總認為宇宙之間，有一個萬能的上帝在做主宰，有萬
能的上帝在做主宰，有人在那邊操作。佛跟我們講，實際上在這個
當中，沒有人在做主宰。沒有人做主宰是怎麼個現象？自己這個心
變現出來，隨自己造的業，所現的果報不一樣，事實真相就是自作
自受。
　　好，這集的時間到了，我們先跟大家報告這段，下面我們下一
節再繼續跟大家報告。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