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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見他人殺生，當生慈心，愍彼行殺者，罪墮三途；
其被殺者，苦痛無地。怨業既結於今生，酬報則當來不已。願得菩
提，度令解脫。】
　　這是十戒裡面的第一條，「不殺生」。這一節文有三段，第一
段是講殺生的人，殺生的罪業一定墮落在三途。第二段是講被殺的
，被殺的人決定有怨恨，這個怨恨很難消除，於是造成冤冤相報，
沒完沒了，冤報總是一世比一世慘烈。這樁事情，大家可以在《安
士全書》「文昌帝君陰騭文」前面一段看到。從文昌帝君說他過去
的殺業，冤冤相報的這些事實，能夠看到。所以從小怨，到後來變
成大的災難。末後，佛弟子對於這些事實真相看得很清楚明瞭，所
以發願要成佛，這樣才能度脫這些迷惑顛倒的苦難眾生。『願得菩
提』，菩提是正覺，真正覺悟之後，才能勸導這些人把怨結解除，
這是文字表面的意思。我們讀了以後，應該有更深一層的認識，那
就是決定不能跟眾生結冤仇，這是千萬要記住的。
　　所以，處人應當處處忍讓，菩薩六度第三條就是忍辱，忍辱決
定有好處。我們受了人家的欺負、侮辱，不必怨恨，冷靜的去想想
，他來害我，為什麼不害別人？必定是我們過去生中有過節。他來
害我，我心裡明白，這是我受報，我們的帳正好到這裡就結了，心
開意解，這個結化解了。沒有怨恨心，我來生也不報復他，他也不
再找我麻煩，帳了了，這是真正有智慧的做法。
　　如果受別人侮辱、陷害，心還不平，還懷恨在心，這就是惡的
種子、惡的業因，將來遇到緣，就是遇到適當的機會，他決定報復
。這個報復絕對不會報復得恰到好處，總是過頭，生生世世都過頭



一點，累積的時劫久了，那就不得了！那個時候的果報，受害不是
一個人，會連帶許多的眾生。譬如，由怨結引發的戰爭，兩個人的
怨恨，可是引發這個戰爭，千千萬萬人遭受生命財產的這種禍端，
這個罪過就重。那個時候，果報在無間地獄。所以因緣果報輾轉累
積，非常可怕！我們明白這個道理，心地就能夠平坦，能夠忍辱。
無論人家怎麼陷害我們，就是被人害死也不怨恨，這個帳結了，來
生生到善處，不會生到惡道。瞋恚墮地獄，貪欲變餓鬼，愚痴墮畜
生。心裡清楚明白，帳了了，歡歡喜喜還了，這樣的人不墮三途。
　　【二十四、殺生之罪，苦報無量，窮劫受殃，誠可愍傷。】
　　這個意思好懂。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剛才說過，被殺的人所
產生的怨恨沒有辦法化解。他有一個非常強烈的報復心理，總是在
等待機會，甚至於等到無量劫，有機可乘的時候就加以報復，所以
是『苦報無量』。凡夫從生到老，哪一個人不殺生？哪一個人不造
這個重罪？所以他在一生當中受許多的苦難，苦難的根源就是造作
這些罪業。造作的時候，不知道。受到果報了，這時候害怕了，害
怕沒有用處，沒有法子避免。殺害眾生，吃眾生肉，《戒經》裡面
告訴我們，「人死為羊，羊死為人」，就互相吃，所謂是吃牠半斤
還牠八兩。
　　從佛的眼睛裡面看，佛眼能夠看到過去、未來，能看十方三世
，任何一個人在一生當中，如果說是有佔人便宜的，或是吃虧上當
的，這是你自己迷惑顛倒，決定沒有。你這一生佔了便宜，來生要
還人。這一生吃虧上當是你過去生中奪取別人，欠別人，還債的。
六道眾生究竟搞的是一回什麼事？「因緣果報」，這四個字就講得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現在有一些人在探討人生的意義與生命的價
值，這說得很好聽。佛在經上告訴我們，人生的意義與價值是「酬
業」，酬償你造的業報。你造善業就有善果，你享福，你造惡業就



受苦難，這酬償業報。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不過如此而已。
　　因此，佛告訴我們，「菩薩畏因，眾生畏果」。菩薩起心動念
、一切造作，小心謹慎，為什麼？他知道後來有果報的。我希望得
善果，我絕對不會起一個惡念，絕對不會造罪業，善果是這樣得來
的。眾生迷惑顛倒，只圖眼前的小利，不曉得將來有果報，胡作妄
為，等到果報現前，這時候後悔來不及了。所以佛在此地跟我們說
，『窮劫受殃』，這句話是真的，非常可怕。如果我們真的明白這
個事實，真的肯定這個事實，你想想，我們今後怎麼辦？如果不出
三界，就決定要受果報。而且這個果報，我跟大家講的都是實話，
每況愈下，不會往上面去，往下墜落，果報是一世不如一世，也就
是我們的生活狀況，一世不如一世。為什麼這樣肯定？從我們的造
作就看出來了。我們這一生當中，從年初一到臘月三十，從早晨到
晚上，我們動的是什麼念頭？我們說的是些什麼話？造的是些什麼
業？就知道了。當然有善業，善業少，惡業多，善的力量弱，惡的
力量強，強者先牽，換句話說，必定往下墜落。
　　有幾個認真修行！認真修行的，積功累德的，善業超過惡業的
，善念大過惡念的，來生做人，來生生天，這往上升的，這種人很
少。所以佛比喻人失人身，還能夠得人身的，如爪上土。這是佛過
去在祇樹給孤獨園，手在地上抓了一把土，然後灑到大地，指甲上
還有一點。學生們看到佛這個動作，「老師這個動作一定有用意」
，就向佛請教這個動作是什麼意思。佛說，人就好像手上抓的這一
把土一樣，這麼多；我這一放，掉到地下去了；人失掉人身，來世
不能再得人身，墮三途的，就像掉在大地上的這些土；還能得人身
的，就像指甲上的這些土，這是事實。所以我們自己冷靜的反省，
我來生還能不能得人身？自己知道，不要問別人。我們這一生當中
，每天腦子裡所想的，善多過惡，善念強過惡念，來生不會失人身



。如果惡念多過善念，惡的力量強過善的力量，必定墮三途。
　　可是什麼叫善？什麼叫惡？一般人就很難辨別，把惡當作善，
把善當作惡。譬如叫你吃素，世間人認為吃素是惡，不是善，吃肉
才是善，這善惡就顛倒了。世間人看到我們吃素不吃肉，都覺得我
們很可憐，很傻，沒有福報，這就是愚痴，是非善惡顛倒了。佛經
上常講「迷惑顛倒」，就是指這一類的。所以許多的善惡，我們統
統搞顛倒了。是非顛倒了，邪正顛倒了，在佛法裡也不例外。以為
在佛門裡修積很多功德，其實是修積很多罪惡。就像昨天有一個人
問我，每天念佛、讀經，這消很多罪業，為什麼罪業不能徹底消除
？念佛、誦經能消罪業，我沒聽說過，這就是是非顛倒。口念，心
裡沒有，這罪業消不掉。心裡真正有佛才能消得掉，有口無心沒用
處的。念經，經典是佛對我們的教訓，要能做到才行。做不到，天
天念經，消不了罪業。一定要真的做到，做到就消罪業了。
　　你天天念《彌陀經》，《彌陀經》是教你「信願持名，求生淨
土」，你果然信願持名，往生極樂世界，你什麼罪業都消了，這真
的不假。天天念經，不想求生極樂世界，還搞名聞利養、貪瞋痴慢
，這哪能消得了罪業？不但消不了罪業，罪上加罪。這個我常講，
講得不好聽，早晨做早課，晚上做晚課，裝模作樣，好像滿像那回
事情。其實早晨騙佛菩薩一次，晚上又騙他一次，一年騙到頭，你
說這個罪業多重！這不是罪上加罪嗎？所以，這些是非邪正與利害
，我們清楚明白，要認真去做。
　　年輕人貪玩，玩有沒有罪業？沒有。其實過失很大，大好的光
陰糟蹋了。古人常講，「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自
己的道業沒有成就，把時間、精力這樣浪費掉，太可惜。道業沒有
成就，怎麼敢去玩！道業成就了，盡虛空遍法界遊覽不盡，這要曉
得。你真正明白，你所得的就多了。



　　我在年輕的時候，因為生在抗戰期間，見到人民遭受戰爭的痛
苦，這個印象非常深刻，所以知道生活艱難，相當不容易。自己一
個人很早就離開家，離開父母，獨立生活，無依無靠，自己不能不
努力。所以看到朋友、同事們天天去玩，我沒有這個時間。我天天
讀書，有時間就跑圖書館，所以我那些朋友都說我是書呆子。我也
曾經跟他講過，我說我也很喜歡玩，但是我玩的時間不是在這個時
候，這個時候我要充實自己。到我有成就，我晚年的時候再玩。你
們是現在玩，我曉得晚年的時候有苦難，你們現在不覺得。現在這
些朋友們見到我，「你走對了」。當時你為什麼不跟我走？現在看
到我到處玩，非常羨慕。再過兩天，我還有一個老同學來，你看看
，他對我非常羨慕。我也會玩，我們把時間顛倒一下，我玩得快樂
，他玩得痛苦。所以要曉得這個道理，一定要把握這大好的光陰。
　　學東西，說實在話，從前李老師講，四十歲以前還可以學，四
十歲以後，李老師就搖頭，不行了，只有隨喜隨喜，很難談成就。
學東西愈年輕愈好，最好的時代在二十歲左右，這個時候若能發憤
，幾乎個個都能成就。我三十二歲到台中親近李老師，李老師的醫
道非常高明，我那時候很羨慕，很想跟他學這一套。我那時候買了
一套中醫的書，全套精裝二十多冊。我在那邊看的時候，我想到台
中跟他老人家學，他說不行了。他說「你好好的學經好了。如果你
是二十一、二歲，我教你。你今天三十二歲，我不教你，來不及了
」。所以學東西愈年輕愈好。
　　真正發心學教，那個情形不一樣，學教會有感應，有佛菩薩加
持。我們那個時候，同學當中年齡最大的是林看治居士。林看治是
去年往生的，九十多歲。她學講經是六十歲開始的，她是小學畢業
的程度。小學畢業，六十歲，她來學講經，那個時候在我們班上，
對我們是很大的鼓勵。因為我們都把講經看作非常難，沒有信心。



結果一看到她，她都能學，那我們比她強多了。我三十二歲，初中
畢業，高中只念半年。她小學畢業，六十歲，她都能學，那我沒有
問題。所以我這個路子，林看治對我產生好大的鼓勵，我這樣學成
功了。你真正發心學佛有三寶加持，跟學世間東西完全不一樣，學
世間東西沒有佛菩薩加持。
　　林看治學成功以後，確實講得好。她的法緣也很盛，每到一個
地方去講經，聽眾特別多，其他同學的法緣都比不上。人非常慈悲
，法緣很盛。連帶她以後能寫，她出了一個小冊子《念佛親聞記》
。她拿鉛筆一個字一個字的寫，遇到不認識的字就問人，「請教這
個字怎麼寫法？你教我」，她是這樣寫成功的，很了不起，這的確
是現代人學佛的一個好樣子。所以你們如果真正發心學講經，林看
治是個例子。你們的年齡都沒有問題，只要真正肯用功，決定能成
就。
　　【二十五、佛言殺生有十罪：（1）心常懷毒，世世不絕。（2
）眾生憎惡，眼不喜見。（3）常懷惡念，思惟惡事。（4）眾生畏
之，如見蛇虎。（5）睡時心怖，寤亦不安。（6）常有惡夢。（7
）命終之時，狂怖惡死。（8）種短命業因緣。（9）身壞命終，墮
於地獄。（10）若出為人，常當短命。】
　　『（1）心常懷毒，世世不絕』，這就是怨恨、報復的心非常強
烈。有很多修行人，我們一般人看到修得很好的人，他還有怨恨心
、報復心，原因在哪裡？過去生中的殺業很重，他修行的功力還伏
不住。縱然他有戒、有定，這個戒定的力量伏不住強大的煩惱，所
以他這個煩惱還會時時現行。不能說他沒有修行，不能說他沒有戒
定，而是戒定的功力還不夠，你就想這個業力之強大。佛在經上講
，一切眾生的業力能敵須彌，我們想想佛這句話，有道理。你看到
很多修行很好的人，甚至於很有成就的人，很有名氣的人，你跟他



接觸，還有怨恨心、報復心，才真正想到佛講的「業力之大，能敵
須彌」，這個話是對的。戒定的功力不夠，將來到哪裡去？將來還
是墮惡道。因為他有戒、有定，他在惡道裡享福，享福還是造業，
這屬於惡鬼、惡神、魔王一類的。他有大福報，但是也很會造業，
墮落在阿修羅道、羅剎道，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2）眾生憎惡，眼不喜見。』眾生見到他，怕他，不願意見
他。他的相貌凶，俗話講，他帶的有殺氣，人家看了害怕。『（3）
常懷惡念，思惟惡事』。『（4）眾生畏之，如見蛇虎』，眾生看到
他，害怕，這個事情也是真的。李老師過去跟我們講，他說人的面
孔帶殺氣，叫人見到就害怕的，他一生曾經見過兩個人，確實是這
個現象，見到他，不敢接近。『（5）睡時心怖，寤亦不安』，這就
是屬於心地惡毒，晚上睡覺常有惡夢。心緒不能寧靜，生活在恐怖
之中。『（6）常有惡夢』。『（7）命終之時，狂怖惡死。』這是
死的時候，不得好死，不能得安詳正終。『（8）種短命業因緣。』
人為什麼短命？短命真正的因緣是殺生，心裡面懷的惡毒，殺害眾
生。害，雖然沒有要他的命，但是令眾生受許多的苦難、折磨。這
都是短命業的因緣。
　　『（9）身壞命終，墮於地獄。』前面講的是花報，這個是果報
，死了以後一定墮地獄。地獄的情形很複雜，《地藏經》上講得不
少，《楞嚴經》也講得很透徹。《楞嚴經》對於六道的狀況，地獄
說得最多。這是佛的慈悲，希望你多認識，多了解，不敢造這個罪
業。因為墮地獄是非常麻煩，進去容易，出來很難。經文裡面講地
獄的壽命，也有很大的出入。李老師在《佛學十四講》為我們介紹
的，地獄裡一天一夜是人間二千七百多年，地獄的壽命，短命的都
是萬歲，長命的不止萬萬歲，所以你說那個多糟糕！中國號稱五千
年的歷史，在地獄裡才兩天，所以這個地方不能去。佛說得那麼詳



細，就是給我們提出嚴重的警告，千萬不要造地獄業，這要小心謹
慎。今天說實在話，如果我們不往生，三途是決定有分，決定不免
。我們仔細想想，沒有第二條路好走。不要講過去生中造的業了，
就是這一生當中，把佛經打開來對照我們的思想、言語、行為，自
己給自己當判官，都會判下地獄，不必人家來判。所以，唯一的一
條生路是帶業往生。
　　『（10）若出為人，常當短命。』離開地獄了，到人道裡面得
人身，還有餘報。果報報完了，還有餘報，餘報就是短命，還有這
些事情，所以非常的可怕。不殺生，我們只節錄這幾條，今天就講
到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