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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請大家合掌，我們來
念開經偈，「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
師釋迦牟尼佛。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
持，願解如來真實義」。請放掌。請大家翻開經本，「濁世惡苦第
三十五」，在第一百四十八頁，請看經文：
　　【佛告彌勒。汝等能於此世。端心正意。不為眾惡。甚為大德
。所以者何。十方世界。善多惡少。易可開化。唯此五惡世間。最
為劇苦。我今於此作佛。教化群生。令捨五惡。去五痛。離五燒。
降化其意。令持五善。獲其福德。】
　　到這裡是一段。這一段經文是這一品經的開頭，這一品經品題
就是「濁世惡苦」。我們在《彌陀經》都念到，我們現在居住這個
娑婆世界，現在是五濁惡世，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
。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是五濁惡世到了非常嚴重的情況，所以惡。在
這個時代的眾生苦難也就多了，整個大環境到自己本身，生活在五
濁惡世，免不了受苦。『佛告彌勒』，佛告訴彌勒菩薩，也是告訴
我們大家。『汝等能於此世，端心正意，不為眾惡，甚為大德』，
這四句經文，「汝等」就是告訴我們大家，彌勒菩薩等於就是包括
所有的大眾，「能於此世」，此世就是現在我們居住的這個五濁惡
世。在這個五濁惡世當中，我們能夠「端心正意，不為眾惡」，端
心正意是不為眾惡的根本。我們為什麼會造作惡業？這個心不端，
意不正，意就是我們的意念，身口意三業，意是主導。
　　我們看到《俞淨意公遇灶神記》，這一篇文章的確可以補充《



了凡四訓》，補充《感應篇》、《弟子規》、《十善業》。特別把
這個意惡指出來，灶神給俞都。他還沒有遇到灶神之前，他本名叫
俞都，後來遇到灶神，發願改造命運，才取這個別號叫淨意，淨意
道人。袁黃他的別號，遇到雲谷禪師，別號就用了凡。一切眾惡都
是意念來主導，我們身口都是受意的指揮，所以斷惡修善從心意下
手是從根本來修，從身口來戒是從枝末、枝葉來修，這個都需要，
要究竟斷惡修善當然是從意。
　　意為什麼會造惡？因為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痴，意
有貪瞋痴，所以造作身口種種的惡業。像我們學習《感應篇》講的
這一百七十項，如果發展出來，這個惡也是無量無邊的。所以此地
佛勸我們，在這個五濁惡世要端心正意。儒家也講，儒家的《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這個修學的心法就是格物、致知、
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是從心意下手。心為
什麼不端，意為什麼不正？因為有貪瞋痴。在儒家四書講的就是有
物欲，物欲就是有貪瞋痴。所以要把心調整過來，就能不為眾惡。
「甚為大德」，在這種五濁惡世能夠這樣來修學，這是甚大的功德
。
　　下面給我們講，為什麼說在這個五濁惡世，能夠端心正意，不
為眾惡，甚為大德？『所以者何』就是是什麼道理。下面就給我們
講，『十方世界，善多惡少，易可開化』。佛給我們講出原因，為
什麼我們在現在這個惡世來斷惡修善是大德？因為「十方世界，善
多惡少，易可開化」，就是我們娑婆世界以外的十方諸佛世界都比
我們娑婆世界好，在現前這個時代都比我們好，我們是五濁惡世，
他方世界的佛土，他們現在比我們好，善多惡少。所以在十方世界
，我們娑婆世界以外的十方世界，就比較容易去開示教化十方世界
的眾生，給他們開導教化比較容易，因為善比較多，惡比較少，就



容易教化。『唯此五惡世間，最為劇苦』，唯就是唯有，我們現在
居住的娑婆世界是五惡的世間，這個不但是苦，加上一個劇，劇就
是很劇烈的苦，還不是一般的苦，劇苦。這個苦是愈來愈苦，稱為
劇苦。這個跟十方世界就不能相比，我們這是劇苦，惡多善少，十
方世界是善多惡少。
　　『我今於此作佛，教化群生』，「我」是釋迦牟尼佛自稱，我
現在在這個世界示現作佛，來「教化群生」。這個群就是六道眾生
，從天道到地獄道，教是教導、教學、教育，接受佛的教育，我們
眾生就產生了變化，所以叫教化群生，化惡為善，化迷為悟，化凡
成聖。教什麼？『令捨五惡，去五痛，離五燒』。這個「捨五惡」
就是五戒，我們佛門講五戒，所以這一品經是講五戒，殺、盜、淫
、妄、酒，這是五惡。捨五惡，不去造這個五惡，就能夠「去五痛
」。痛是什麼？我們講痛苦。現在有很多人想去自殺，覺得住在這
個世間非常痛苦。這個痛是花報，在我們人間造了惡業，現在還在
人世間就感受到非常痛苦，這個報是花報，果報在三途、地獄。「
離五燒」，燒就是指地獄，不管什麼地獄都有火，寒冰地獄也會看
到火光，這個燒好像猛火燒得很熾烈一樣，受非常大的劇苦，這是
果報。五痛是花報，五燒是果報，因就是五惡，造五惡的因，就得
到五痛五燒的果報。
　　『降化其意』，佛教什麼？教眾生捨五惡，五惡捨了，就能去
五痛、離五燒，因沒有了，果也就沒有了。「降化其意」，降是降
伏，化是轉化，關鍵在意這個字，就是身口意三業意是為主的，這
個意念轉過來就能捨惡持善。所以下面講，『令持五善，獲其福德
』，讓我們持五善，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
我們持這個五善就能「獲其福德」。這一段是總說。下面就給我們
詳細的說明什麼是五惡、五痛、五燒、什麼是五善。請看下面經文



：
　　【何等為五。】
　　『何等為五』就是哪五種。
　　【其一者。世間諸眾生類。欲為眾惡。強者伏弱。轉相剋賊。
殘害殺傷。迭相吞噉。不知為善。後受殃罰。故有窮乞。孤獨。聾
盲。瘖瘂。痴惡。尪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為善。】
　　到這裡是一段。第一種，五惡第一種，就是殺生惡，『殘害殺
傷』就是殺生。殺生，殺小動物、大動物、殺人，甚至殺鬼神，《
五戒相經》裡面講得很詳細。在我們這個世間『諸眾生類』，眾生
涵蓋六道眾生，在我們人世間特別明顯，眾生族類不同。如果要造
惡業，『欲為眾惡』，就是他要造眾惡，眾惡殺生是第一個，殺生
是為首惡。『強者伏弱』，比較強的他去欺負弱小。『轉相剋賊，
殘害殺傷，迭相吞噉』。殺生是為了什麼？強者伏弱又為了什麼？
就為了吞噉，吞噉就是吃。我們人類去殺動物就是為了吃，主要是
為了吃。動物也是強者伏弱，你看老虎、獅子牠也是捕捉弱小的動
物來吃，毒蛇猛獸也是捕捉弱小的動物來吃。
　　貓捉老鼠，黃念老講開示講到殺生，我曾經好像聽過，他說貓
死了變老鼠、老鼠死了變貓，那不就是「迭相吞噉」嗎？這一世牠
比較小被牠吃，再一個輪迴轉世就換過來，變牠被牠吃，這樣吃來
吃去。《楞嚴經》佛給我們講，「人死為羊，羊死為人」。我們人
吃羊肉，涮羊肉，在台灣高雄岡山整條街都是羊肉爐，吃羊肉，吃
得很高興，但是將來還是要還命債的，吃牠半斤，還牠八兩，誰也
佔不到便宜。這個羊，牠過去世也是殺生吃肉，牠的惡業造多了，
墮到羊，換牠給人家殺、給人家吃。我們人現在吃牠，過去我們給
牠吃過，現在我們那個罪業受滿到人道來，牠罪業造多了就墮到三
惡道去，換牠變羊，現在碰到了，換我們去吃牠，去殺牠、去吃牠



。所以《楞嚴經》講，「人死為羊，羊死為人」，輪迴就是這麼一
回事情，互相吃來吃去、殺來殺去，冤冤相報，沒完沒了。這個就
是「強者伏弱，轉相剋賊，殘害殺傷」。
　　殺生，古大德也講，「欲知世上刀兵劫，但聽屠門夜半聲」。
你要知道這個世間為什麼會有戰爭，刀兵劫就是戰爭。自古以來中
國外國都有戰爭，戰爭到現在還是不斷，將來戰爭又更厲害。如果
第三次世界大戰，大概就是核武戰爭。昨天我看網路新聞，報導日
本隱藏了六艘航母，美國知道了，非常的驚恐。日本武器發展一直
追上美國，不輸給美國。美國以前被他丟過炸彈，難怪他也會怕，
現在你發明的武器比我厲害，勝過我，會不會有一天又來打我？就
擔心。中國、俄羅斯，臨近國家也會擔心。發明這些武器是不是你
國家會安全？如果只是防衛，那也還好，如果想要再去侵略別人，
恐怕就會發生核子戰爭。第三次世界大戰，核子戰爭是沒有輸贏的
，同歸於盡，大家一起去死。人類就是在幹這種愚痴的事情，造這
種重大的惡業。有什麼好處？只有壞處，沒有好處；只有損害，沒
有利益，算盤打一打、算一算，只有損害，哪有什麼利益？第一次
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世界得到什麼利益？得到的是什麼
？災難，家破人亡。
　　所以佛在這個世間教化就是教這個。造了惡業後面就有果報。
殺生多，會有共業，有刀兵劫、水災、火災、地震、旱災、火山爆
發、海嘯等等這些天災人禍，個人短命多病。所以地藏菩薩，「若
遇殺生者，說宿殃短命報」。《無量壽經》佛也給我們講，造殺生
業，『不知為善』，不知道要做善事，『後受殃罰』，後就是來生
後世，有的也不必等到來生後世，這一生他就有花報，來生後世墮
三惡道，墮地獄、餓鬼、畜生，再到人道來，在人間還有餘報，餘
報未盡。這裡就是三惡道出來之後，到人間來，『故有窮乞、孤獨



、聾盲、瘖瘂、痴惡、尪狂』。貧窮，做乞丐。「孤獨」，現在社
會上也有很多孤獨的人，特別是老人孤獨，死了人家都不知道。在
台灣我也常常看到報紙報導，有老人死了好幾天人家才發現，孤獨
，沒有人照顧，很可憐。「聾盲」，聾是耳朵聽不到，盲是眼睛看
不到，「瘖瘂」是不能說話，「痴惡」就是愚痴，「尪狂」就是神
經不正常，一般講神經病，神經不正常，精神分裂，尪狂。這是什
麼原因？『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為善』。這個都是因為前世跟
他講道德仁義他不信，勸他斷惡修善他不肯，偏偏要造惡業，那就
沒辦法，造了惡業自己要自作自受。我們再看下面經文：
　　【其有尊貴。豪富。賢明。長者。智勇。才達。皆由宿世慈孝
。修善積德所致。】
　　我們在這個人間也看到『尊貴』，做大官的，在社會上有崇高
地位的，很尊貴的，這是貴，是講有地位，地位崇高，叫尊貴。『
豪富』，就是他很有錢。像在台灣，郭台銘先生聽說是台灣首富，
香港是李嘉誠他是首富，大陸現在首富是誰我是不太清楚，總是有
很有錢的人，富可敵國，這個叫豪富，在中國、外國豪富的人也不
少。『賢明』，他就是很賢能、很聰明。『長者』，就是受社會大
眾大家尊重。『智勇』，有智慧、勇敢、有才能，他很多方面都能
夠通達，有才幹。這個也是果報，這個就是有福報、又有智慧。這
個怎麼來的？『皆由宿世慈孝，修善積德所致』。這個都是由於過
去世仁慈孝順，孝順父母，有慈悲心。在儒家講仁，仁慈，就是想
到自己也要想到別人。如果一個人只有想自己，想我自己一家，想
我自己一個團體，想我一個國家，都不管別人，這個沒有仁慈心。
這個仁，一個人字旁有一個二，就是兩個人，不能只為自己想，也
要為別人想，不能自私自利，這個叫仁慈。孝順，孝養父母。「修
善積德所致」。我們讀了《感應篇》，積功累德，就是此地講的修



善積德。你善累積多了，太上講，「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
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累積，就有這個福報。過去世修，這
一生享受這樣的果報。這一段就是講修善獲得的果報，前面一段是
講造惡的果報。我們再看下面這一段：
　　【世間有此目前現事。壽終之後。入其幽冥。轉生受身。改形
易道。故有泥犁。禽獸。蜎飛蠕動之屬。譬如世法牢獄。劇苦極刑
。魂神命精。隨罪趣向。所受壽命。或長或短。相從共生。更相報
償。殃惡未盡。終不得離。輾轉其中。累劫難出。難得解脫。痛不
可言。】
　　到這裡是一段。這一段，『世間有此目前現事』，現在看到是
好的果報還是不好的果報，現在造的因是好還是不好。現在造的因
不好，造惡業，『壽終之後』，壽命終了之後，『入其幽冥』，要
到幽冥界去，到陰間去。道教有講十殿閻王，佛教也講，《地藏經
》講「閻羅王眾讚歎品」，閻羅王。到了幽冥，就根據人在生造作
善惡來分配去投生。造惡業多了，『轉生受身』，死了之後，『改
形易道』，就到『泥犁』，就是地獄，『禽獸、蜎飛蠕動之屬』，
這是畜生道，就是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墮到三惡道去了。『
譬如世法牢獄，劇苦極刑』，譬如我們世間這個牢獄一樣，犯了罪
被關進監牢獄，那也是很苦的，如果犯了重罪，要判極刑、判死刑
。『魂神命精，隨罪趣向』，「魂神」就是神識、精神，隨自己造
的罪業，「趣」就是投生到哪一道去，向著哪一道去受生。
　　各人造的罪業不一樣，輕重也不一樣，所以去投生的地方，『
所受壽命，或長或短』，壽命有長有短。如果投生到三惡道，投生
到地獄道，壽命比較短是好事，早一天可以離開地獄；如果到地獄
道去，壽命很長，那就很不好了。到人道來希望壽命長。三惡道壽
命長就不好了，壽命長，受苦的時間要長。所以所受的壽命或長或



短，有的壽命很長，像畜生道，螞蟻壽命很短，蜉蝣朝生暮死。看
起來好像牠們壽命很短，不是死了就解脫了嗎？實際上也沒有。佛
在經上講，有一天佛看到地上一群螞蟻，就對佛弟子講，他說這個
螞蟻七尊佛過去了還在當螞蟻。一尊佛的時間就有多長，七尊佛那
時間多長，天文數字，螞蟻死了還當螞蟻，一直執著那個身是牠，
得不到解脫。所以也不要以為墮到畜生道壽命都很短，很快就離開
畜生道了，就看這個罪業的輕重，也不一定很快就能離開，一定那
個罪業受滿了才能夠離開惡道。
　　在這個當中，『相從共生，更相報償』，報償就是冤冤相報，
大家吃來吃去、殺來殺去。『殃惡未盡，終不得離』，災殃惡報還
沒有報盡，都沒辦法離開。『輾轉其中，累劫難出，難得解脫，痛
不可言』，造了這個業，累劫，這個不是一劫、二劫，累劫，很長
遠，很難出離惡道。地獄一墮五千劫，這個時間太長了，很難得到
解脫。所以古大德講，在六道輪迴的眾生，墮三惡道的機會多，生
到人天善道的機會少；墮三惡道的時間長，生到人天善道的時間短
暫。所以說三途是家鄉，人天是客居。我們了解這個情況，實在講
，這個六道待不得。到人天來，佛在經上講，好像盲龜浮木，須彌
穿針，如爪上土，機會很少，時間很短，大多數時間都在三惡道。
所以我們遇到淨土法門，這一生要趕快求出離，出離六道，信願念
佛，求生淨土，才能得到究竟解脫。如果還留戀這個世界，那墮三
惡道的機會很多，時間很長。下面講：
　　【天地之間。自然有是。雖不即時暴應。善惡會當歸之。】
　　『天地之間』，因果報應它是自然的，雖然造了惡業沒有馬上
有報應，但是總有一天『善惡會當歸之』。所以古人講，「善有善
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時間到了，時節因緣到了
，因緣成熟了，果報它就現前了。五惡第一條殺生惡我們就學習到



此地。我們再看第二：
　　【其二者。世間人民。不順法度。奢淫驕縱。任心自恣。居上
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損害忠良。心口各異。機偽多端。尊
卑中外。更相欺誑。瞋恚愚痴。欲自厚己。欲貪多有。利害勝負。
結忿成仇。破家亡身。不顧前後。富有慳惜。不肯施與。愛保貪重
。心勞身苦。如是至竟。無一隨者。】
　　到這裡是一段。這一段是第二種惡業，偷盜惡。第一條是殺生
，第二條是偷盜。『世間人民不順法度』，這個法是正法，度就是
制度，在世間法裡面有法律制度，一個國家也有憲法，還有風俗民
情、道德觀念，這些都是屬於法度，法度不隨順，不順這個法度，
違法亂紀，就是「不順法度」。現在這個世界上的人很多人在造這
個業，他不順法度，教人要叛逆，不守法，不順法度就是不守法。
不守法他幹什麼？『奢淫驕縱』，奢是奢侈，用的、吃的、穿的各
方面太浪費，淫是好色，貪淫、驕傲、放縱，自己要怎麼做就怎麼
做，父母也管不了，老師也沒辦法教。『任心自恣』，放任自己的
妄心，自己要怎麼做就怎麼做。現在流行一句話，「只要我高興，
有什麼不可以」，這個話問題很大，只要他高興，什麼都可以做，
這個就是此地講的「任心自恣」，他高興幹壞事他也可以做，這個
問題就大了。
　　『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這個是指上面領導的人，在高層領
導的人，他不開明，也就是居上位沒有智慧，愚痴，心不正，在位
不正。像古時候當皇帝，昏君，現在叫總統，糊塗總統，「居上不
明，在位不正」。他做的事情就是下面講的，『陷人冤枉，損害忠
良』，冤枉好人，放縱惡人，損害忠良，對國家盡忠、善良的人他
去加害他。『心口各異，機偽多端』，這個心口，心裡想的跟口中
講的不一樣，機是機巧，偽是欺詐多端，他口很會講，講得頭頭是



道，講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尊卑中外，更相欺誑』，有地
位的人跟沒地位的人，中是裡面，外是外面，如果延伸來講，現在
講這個世界中國、外國，大家在幹什麼？「更相欺誑」，互相欺騙
，大家都是想為自己的利益，我希望得到我國家的利益，你也希望
得到你國家的利益，大家都不講真話。
　　『瞋恚愚痴』，這個就是貪瞋痴。『欲自厚己，欲貪多有』，
希望自己得到豐厚的利益，貪得愈多愈好，這個當中彼此之間沒有
道義，只有利害。『利害勝負，結忿成仇』，在這裡面鬥爭，結果
就是結忿冤仇。這樣發展下去，結果就是『破家亡身』，引起戰爭
，「破家亡身」。『不顧前後』，人沒有遠慮，沒有瞻前顧後，只
有想到眼前，沒有想到後來，眼光短淺。『富有慳惜，不肯施與』
，有錢的人慳吝，愛惜自己的財物，不肯布施做好事。『愛保貪重
』，貪愛錢財，保護他的錢財，貪心愈來愈重，一天到晚這個心都
為這些財富來勞累，『心勞身苦』，心很疲勞，身很苦。結果怎麼
樣？『如是至竟，無一隨者』，「至竟」就是到最後，我們人一口
氣不來，死了，沒有一樣跟隨我們走的，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
。所以我們要在這裡看破、放下。再看下面經文：
　　【善惡禍福。追命所生。或在樂處。或入苦毒。】
　　『善惡禍福，追命所生』，造善、造惡，造善得福，造惡得禍
，追命就是《感應篇》講的「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我們走到哪
裡它追到哪裡。造善業，『或在樂處』，往生到人天善道，生到好
地方去；造惡業，『或入苦毒』，到三惡道去。再看下面經文：
　　【又或見善憎謗。不思慕及。常懷盜心。悕望他利。用自供給
。消散復取。神明剋識。終入惡道。自有三途。無量苦惱。輾轉其
中。累劫難出。痛不可言。】
　　這一段又再給我們講，『又或見善憎謗』，看到別人做善事起



憎恨心去毀謗。『不思慕及』，沒有想跟他學習，而是起憎恨去毀
謗，毀謗這個善人、善事。心裡只是『常懷盜心』，盜就是要佔人
家便宜，希望在這個當中得名得利，「常懷盜心」，『悕望他利』
，希望盜取別人的利益，『用自供給』，自己來享受。『消散復取
』，去盜取別人的名利、財物，消散就是用完了，用完了再去盜、
再去偷。這個偷盜業很麻煩，所以印光祖師在上海護國息災法會法
語開示，說這個世間災難是怎麼來？一言以蔽之，眾生貪瞋之所致
，眾生貪瞋的心所致。貪心隨著物質享受而激增，就去貪求、就競
爭，競爭得不到就戰爭，戰爭結果就是災難，根本的原因就是眾生
的貪瞋之心。現在在全世界一直製造武器，為了什麼？為了貪瞋，
得到財利，為了這個。造這個業，實在講得不償失。「消散復取」
，用完了，譬如說現在拼命物質享受，汽油拼命用，沒有了，用武
力去奪取、去佔有，用完了再去搶、再去盜，這個叫消散復取。
　　『神明剋識，終入惡道』，這樣造了惡業，神明都記過，《感
應篇》講記過，最終就到惡道去了。『自有三途，無量苦惱』，自
有就是自然有，三途不是上帝安排的，也不是閻羅王安排的，自己
造作惡業變現出來的三惡道，自己變現自己去享受。在這個當中有
無量苦惱，『輾轉其中，累劫難出，痛不可言』。墮到三途，那個
苦惱是無量的。在這個當中，三途也是在輪迴，不曉得要輪迴多少
次。所以，「輾轉其中，累劫難出，痛不可言」。第二段偷盜惡我
們學習到這裡。接著我們看下面，邪淫惡：
　　【其三者。世間人民。相因寄生。壽命幾何。不良之人。身心
不正。常懷邪惡。常念婬妷。煩滿胸中。邪態外逸。費損家財。事
為非法。所當求者。而不肯為。】
　　到這裡是一段，這是第三邪淫惡。『世間人民相因寄生』，我
們人道一切眾生都是相因寄生，人是群居的動物，這個相因這裡是



講淫欲。在《圓覺經》佛給我們講，六道眾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
六道這個生命，六道輪迴它的根本，就是從淫欲來的，最初淫欲這
一念，迷了，才出現六道輪迴這樣的現象。如果淫欲徹底斷了，六
道就沒有了。淫欲在見思惑來講屬於思惑，思惑難斷，藕斷絲連，
見惑比較好斷，見惑斷得比較快，思惑斷得比較慢。我們淫欲不斷
，在這個世界修行，怎麼修都出不了六道，修得再好也只能生人天
善道，不能出離六道。如果邪淫，就墮三惡道。這是講世間人民這
個生命就是這樣出生的，生命從這裡來的。
　　『壽命幾何』，就是說我們人生在世壽命有多長？古人講「人
生七十古來稀」，一個人活到七十歲就很稀有，很難得了。所以七
十叫稀壽，稀有的稀，稀壽，八十叫正壽，九十叫下壽，一百歲叫
中壽，一百二十歲叫上壽，七十歲稀壽。人命實在不長，縱然活到
一百二，時間也很快就過去了，也不是很長，何況我們能活到七十
歲就很少了！但是現在好像醫學發達，超過七十歲、八十幾歲還在
上班的。但是這個講平均壽命，現在是差不多七十，六十九到七十
這個上下。現在看到我們有很多活到八、九十的，現在人平均壽命
好像比過去長，佛出現在世間是一百歲，每過一百年減一歲。佛，
根據我們中國的算法，已經滅度三千零四十幾年，三千年就少掉三
十歲，所以現在大概平均壽命七十歲。現在看起來好像超過七十歲
，但是你要講平均壽命，有的不到七十歲死的也有。還有我再講一
條大家就明白了，現在墮胎的那麼多，都不到一歲就死了。你這樣
給它除一除，是不是差不多？也是差不多，你再長，這樣平均起來
就是七十歲。如果包括墮胎的，可能還不到七十歲。這是講平均壽
命。你不能去找一、二個活二百歲的來講，那不過是幾個人而已。
所以「壽命幾何」，沒有多少。
　　『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懷邪惡，常念婬妷，煩滿胸中，邪



態外逸』。這個就是邪淫，邪淫惡念這個罪業也是非常嚴重。下面
講的就是造了惡業，『費損家財，事為非法，所當求者，而不肯為
』，自古以來，中國、外國，為了女子破家亡身的不少。你看紂王
為了妲己，破家亡國。歷朝歷代凡是好色，那個國家就快亡了。所
以「費損家財，事為非法，所當求者，而不肯為」。
　　【又或交結聚會。興兵相伐。攻劫殺戮。強奪迫脅。歸給妻子
。極身作樂。眾共憎厭。患而苦之。】
　　這個就更嚴重了，『興兵相伐』，都是指當皇帝、當國王的，
他為了貪色，為了讓他妻子享樂，不惜發動戰爭。『攻劫殺戮』，
去搶、去奪，做什麼？『歸給妻子，極身作樂』，造這麼重的罪業
。『眾共憎厭，患而苦之』，大家看到這個昏君造這種惡業，大家
都很討厭。
　　【如是之惡。著於人鬼。神明記識。自入三途。無量苦惱。輾
轉其中。累劫難出。痛不可言。】
　　造了這個邪淫惡，『著於人鬼，神明記識，自入三途』，自自
然然到三途去了。墮入三途，就有『無量苦惱，輾轉其中，累劫難
出』，很難得出來。所以這個要戒。《安士全書》有「欲海回狂」
專門講戒淫，還有一本書《壽康寶鑑》，也是專門講戒邪淫。我們
再看第四：
　　【其四者。世間人民。不念修善。兩舌。惡口。妄言。綺語。
憎嫉善人。敗壞賢明。不孝父母。輕慢師長。朋友無信。難得誠實
。尊貴自大。謂己有道。橫行威勢。侵易于人。欲人畏敬。不自慚
懼。難可降化。常懷驕慢。賴其前世。福德營護。今世為惡。福德
盡滅。壽命終盡。諸惡繞歸。】
　　到這裡是一段，這一段是講口的四種惡業。『世間人民不念修
善』，一天到晚造口業，『兩舌』，挑撥離間；『惡口』，講話粗



魯、骯髒、凶惡，去傷人；『妄語』，欺騙；『綺語』，講花言巧
語去迷惑人。對善人憎恨嫉妒，對賢明的人他去敗壞，在家不孝父
母，在學校輕慢師長，對朋友也沒有信用，講話不算話，『難得誠
實』。這樣他還自尊自貴，自己誇耀自己，『謂己有道』。『橫行
威勢，侵易于人』，就是侵佔別人，欺騙別人，要人對他有畏敬，
自己沒有感到慚愧、畏懼，不知道造這個業將來果報很可怕。『難
可降化』，這樣的人很難降伏他，很難對他教化。『常懷驕慢』。
　　他為什麼能造這些惡業？『賴其前世，福德營護』，他過去世
也有修福，這一世把過去世修的忘記了，這一世遇到惡因緣，學壞
了，這一世依靠前世的福德作威作福，造盡惡業。現在我們看到當
大官、當總統的人，他前世也是有修福，不然他當不了。前世修福
，這一生遇到惡緣，學壞了、學錯了，變造惡業，利用前世修的福
德來造惡業，那造得就更大了。如果你不是當官、當總統，造的惡
業還沒那麼大；當高官的人、當總統的人，造的惡業那就很重了。
反過來，公門裡面好修行，做一個善業、一個好的政策，那也無量
功德；如果做錯了，無量的罪過。
　　『今世為惡，福德盡滅』，這一生造惡業，過去生修的福德統
統被削盡了。『壽命終盡，諸惡繞歸』。《太上感應篇》講，過去
生修福，這一生造惡業，造重大的惡業，大則奪紀，小的惡業，小
則奪算，算盡則死，這裡講的也是一樣，「壽命終盡」，就是《感
應篇》講的算盡則死。死了怎麼辦？「諸惡繞歸」，造的惡業統統
歸到自己身上。
　　【又其名籍。記在神明。殃咎牽引。無從捨離。但得前行。入
于火鑊。身心摧碎。神形苦極。當斯之時。悔復何及。】
　　『名籍』就是名冊，『記在神明』，《感應篇》講，「是以天
地有司過之神」，佛經上講，你看《無量壽經》也是這麼講的，「



記在神明」，那個就是《感應篇》講的，那些神都有記錄，你造惡
業、造善業他都有記錄。造惡業，『殃咎牽引，無從捨離，但得前
行，入于火鑊』，墮地獄了。墮到地獄，『身心摧碎，神形苦極。
當斯之時，悔復何及』，到那時候後悔也來不及。這個第四條是妄
語惡，口的惡業，果報，佛給我們講清楚了。我們再看下面：
　　【其五者。世間人民。徙倚懈怠。不肯作善。治身修業。父母
教誨。違戾反逆。譬如怨家。不如無子。負恩違義。無有報償。放
恣。遊散。耽酒。嗜美。魯扈。抵突。不識人情。無義無禮。不可
諫曉。六親眷屬。資用有無。不能憂念。不惟父母之恩。不存師友
之義。意念身口。曾無一善。不信諸佛經法。不信生死善惡。欲害
真人。鬥亂僧眾。愚痴蒙昧。自為智慧。不知生所從來。死所趣向
。不仁不順。希望長生。慈心教誨。而不肯信。苦口與語。無益其
人。心中閉塞。意不開解。大命將終。悔懼交至。不豫修善。臨時
乃悔。悔之於後。將何及乎。】
　　到這裡是一段，這是講飲酒惡。世間人很多不務正業，父母教
誨他也不聽，『違戾反逆』，就是現在講的叛逆，像這樣的怨家，
不如沒有兒子，『不如無子』。『負恩違義』，他也不知道去報償
，他只知道每天吃喝玩樂，『放恣遊散，耽酒嗜美，魯扈抵突，不
識人情』，人情世故他不懂。『無義無禮』，也不知道什麼是道義
，也沒有禮貌，對人都沒有禮。『不可諫曉』，勸他，給他說明，
也不能接受，他也聽不進去。對於自己家屬，『資用有無』，他也
不能憂念，他也不照顧。對父母之恩他也不懂得報答，也沒有『存
師友之義』，道德仁義都沒有。『意念身口』，身口意三業沒有一
樣是善，都是造惡業。他也不相信諸佛的經法，這個跟他講，他說
這是迷信。他不信生死善惡，你跟他講六道輪迴，他說那個是騙人
的，他不信。不但不信，還要害人，還要害真人，還要『鬥亂僧眾



』，去破壞僧團。
　　這個人就是『愚痴蒙昧』，他自己還認為自己很有智慧，很聰
明。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生從何來，生從哪裡來，死要往哪裡去，『
死所趣向』，死了去哪裡，實在講他也不知道。『不仁不順，希望
長生』，沒有仁慈心，又不孝順，他還希望得長生不老，哪有這個
道理！《太上感應篇》講，你要修長生，你要斷惡修善才能得到，
你不斷惡修善，躲避災禍都來不及了，還想求長生，沒有這個道理
。『慈心教誨，而不肯信』，遇到善知識慈心來教誨，還是不肯相
信。苦口婆心勸他，對他也沒幫助，『無益其人。心中閉塞，意不
開解』。到了臨命終那個時候才後悔、恐懼，『悔懼交至』，就太
慢了。『不豫修善，臨時乃悔。悔之於後，將何及乎』，到那個時
候就來不及。
　　【天地之間。五道分明。善惡報應。禍福相承。身自當之。無
誰代者。】
　　這個善惡報應，各人造善造惡，禍福都要自己去承當。禍當中
有福，福當中有禍。如果有災禍，知道悔改，禍就變成福；如果享
福不知再修福，造惡業，福就變成禍，這叫『禍福相承』。自己去
承當，沒有人代替。
　　【善人行善。從樂入樂。從明入明。惡人行惡。從苦入苦。從
冥入冥。誰能知者。獨佛知耳。】
　　『善人行善』，前途愈來愈光明；『惡人行惡』，前途愈來愈
黑暗，愈來愈痛苦。「善人行善」，愈來愈快樂；「惡人行惡」，
愈來愈痛苦。誰知道？『獨佛知耳』，佛知道得最徹底。所以佛大
慈大悲給我們說明。
　　【教語開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休。惡道不絕。如是世人。難
可具盡。故有自然三途。無量苦惱。輾轉其中。世世累劫。無有出



期。難得解脫。痛不可言。】
　　佛的教導，信的人很少，不信的人多，所以墮三惡道的就多了
。墮到三惡道就很難出來，很難得解脫，『痛不可言』。
　　【如是五惡五痛五燒。譬如大火。焚燒人身。】
　　就好像火在燒一樣，這個『五惡、五痛、五燒』，好像大火在
燒人的身體，有多麼痛苦，用這個來形容。
　　【若能自於其中一心制意。端身正念。言行相副。所作至誠。
獨作諸善。不為眾惡。身獨度脫。獲其福德。可得長壽泥洹之道。
是為五大善也。】
　　這一段佛就是勸我們，在這個五濁惡世當中，我們能夠『一心
制意，端身正念，言行相副，所作至誠』，別人造惡，我們『獨作
諸善』。不要看到別人造惡我們也跟著他造，我們要做諸善給這些
惡人看，慢慢去感化他們，我們不跟著造惡，我們作善。『身獨度
脫』，我們自己修自己得解脫，大家修大家得解脫，『獲其福德，
可得長壽泥洹之道。是為五大善也』。
　　這一品我們就簡單學習到此地。這部經我們要常常念、常常聽
、常常提醒自己。現在這一節課時間到了，我們先學習到這裡。下
面「重重誨勉第三十六」我們下一節課再繼續來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