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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界衛星空中佛學院。諸位同學，諸位觀眾，大家好。今天這
一集是空中佛學院淨宗課程第九十九集的播出。上一集我們跟大家
報告《佛說十善業道經》，講到經文佛對龍王說，請看經文：「龍
王，汝見此會，及大海中，形色種類，各別不耶？如是一切，靡不
由心造善不善，身業語業意業所致」。上一集我們講到這裡，今天
我們接下來看下面這段經文。
　　【而心無色。不可見取。但是虛妄。諸法集起。畢竟無主。無
我我所。】
　　我們先看這段。前面的經文佛跟我們說六道輪迴、十法界，大
海當中這些眾生「形色種類，各別不耶？如是一切，靡不由心造善
不善」，都是由於心造善造不善，心是主宰。身業、語業、意業，
這是造作，我們一般講身語意三業，身就是我們身體的行為，語就
是我們的言語，口的行為，意就是我們心理的行為，三業造作有善
有不善，這是因，所以果報就不同。造作的因不同，果就不同，因
有善業有不善業，果就有善果有不善的果，所以這一切都是由心所
造。《華嚴經》佛跟我們說，「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這一
切都是唯心所造。心是在哪裡？佛跟我們講，『而心無色』，心它
不是一個物質。『不可見取』，我們見不到，也接觸不到，也拿不
到、摸不到，因為它不是一個物質。
　　『但是虛妄』，我們看到這一切都是虛妄。心我們看不到、摸
不到，但是它又存在，我們眼前看到這個，「但是虛妄」。在大乘
經上佛也跟我們講，有真心，有妄心。我們現在的心是叫做虛妄心
，妄念所產生的，但是我們要知道，妄心也是依真心所起的。真心



離念，沒有念頭，那就是真心，妄心雜念就很多。因為妄念、雜念
的差別很大，每一個人的念頭都不一樣，你每一天的念頭也不一樣
，甚至每一時念頭都不一樣，剎那剎那在變化，所以這就是虛妄。
『諸法集起』，「諸法」就是萬事萬物，「集」就是集合，我們經
典講萬法因緣所生，因緣集合它就生起這個現象。像我們這張桌子
，這張桌子有很多因緣集合在一起，產生一張桌子的現象。一張桌
子，我們就知道，如果是木材的，它的原料就是樹木，樹木要人去
種，造林，它生長，然後樹砍下來，經過木工來把它製造，經過師
傅把它做成一張桌子，拿到店裡去賣，我們去買回來，才有這張桌
子可以使用。這當中的過程就有很多因緣集合在一起，才會產生這
張桌子的現象，讓我們來使用。我們看每一樣東西，有情眾生、無
情眾生，都是「諸法集起」，很多因緣集合在一起生起的現象。
　　因緣所生法，『畢竟無主』，它這個當中沒有一個自性、沒有
一個主宰。『無我我所』，「我」是主宰的意思，「我所」就是我
所有的。我們一般人的觀念都有一個我的觀念，經上跟我們說我執
，執著「我」的觀念。如果有人問我們：我是什麼？這個「我」就
是我，我們一定會指我們的身體，這個就是我，你不會去說別的，
一定指我們的身體，這個身體就是我。我身體以外的東西就是我所
有的，我所。比如這本書是我所有的，這是我的，這就叫我所，我
的錢財、我的房子、我的車子種種的。身外之物就是我所，把這個
身體認為是我。但是佛跟我們講，我們的身體不是我，身外之物不
是我所有的。所以這裡跟我們講「無我我所」，這當中沒有一個我
在，我就是主宰，沒有一樣我們能夠去主宰。比如我們的身體會生
老病死，我們無法主宰，我們不想老，它偏偏會老；不想生病，它
就是會生病；不想死，它就是會死，我們沒有辦法去主宰。我們自
己的身體，我們認為是我的這個身都得不到，我們身外之物是更加



得不到。所以佛跟我們說，這一切是「諸法集起，畢竟無主」，這
個當中實際上是無我我所。我們這段經文要細心去體會，這段經文
我們要是體會得到，你就解脫了，你就不會執著了。我們為什麼在
六道輪迴？就是執著有一個我、有我所，執這個身是我，身外之物
你要控制、要佔有，這樣來造業，造業就有果報，六道輪迴就是這
樣來的。這段很重要。下面說：
　　【雖各隨業。所現不同。】
　　雖然各人隨各人所造善不善業，所現的環境不相同。
　　【而實於中。無有作者。】
　　這些萬事萬物，雖然是隨各人造作的業所產生的現象，但是這
個現象當中沒有一個在那裡做主宰的。一般的宗教都是認為有一個
上帝來創造萬物，來主宰這一切。佛在這裡跟我們說，實際上沒有
人在主宰，誰在主宰？你自己造的業，你自己現的境界，不是有別
人在主宰你，這才是事實的真相。所以說『無有作者』，這個當中
沒有人在那裡造作，不是有人在那裡創造，是你自己的心想造業所
現出來。下面說：
　　【故一切法。皆不思議。自性如幻。】
　　因為這個緣故，我們看到一切萬事萬法，『皆不思議』。怎麼
產生的？不可思議業力所致。我們讀《無量壽經》，我們的淨宗課
程《佛說大乘無量壽經》，第十一品佛就跟阿難講，眾生是怎麼來
的？國土怎麼產生的？阿難回答：「不可思議業力所致」，跟這裡
的經文就相符合。「皆不思議」，都是不可思議業力所致，不是有
人在那裡造作。『自性如幻』，這一切如幻如化，不是真實的，像
《金剛經》講的「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一切有為法，如夢幻
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不是有一個實實在在的人在那
裡操作、有人在那裡主宰，不是，都是自己自心所現。



　　【智者知已。應修善業。以是所生蘊處界等。皆悉端正。見者
無厭。】
　　『智者』就是有智慧的人，什麼是有智慧的人？明瞭以上佛說
的這段經文，你要是在這個當中開悟明瞭了，你就是有智慧，開智
慧。「者」就是人，智慧的人，對這個事實真相徹底明瞭的人就叫
「智者」。『知已』，「知」就是通達明瞭，他沒有懷疑，知道這
個道理，知道這個事實真相。知道以後，『應修善業』。既然這一
切都是我們的心造善不善所產生的，我們現在想要得到好的果報，
當然應該修善業。這段經文的理論基礎，也是我們改造命運的一個
基本的理論。我們對這段的理論如果通達明瞭，我們就有辦法來改
造命運。如果這一切都是固定的，不能改變的，命運就不能改了，
《了凡四訓》講改造命運就講不通了。所以事實的真相是可以改變
，這才是正確的。所以我們「應修善業」，知道這個道理之後，應
該努力來修善業。
　　為什麼要修善業？『以是所生蘊處界等』，「蘊、處、界」就
是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簡單講就是我們所出生的地方、我們住
的世界、我們這個正報身體，都很莊嚴。我們的身是正報，我們住
的環境叫依報，依報隨著正報轉。你修善業，你住的環境就好，你
的身體體質也好，人有福報，福相，身體健康，壽命長，住的環境
很美麗，『皆悉端正，見者無厭』，看到的人，大家都不會討厭，
看了會生歡喜心。所以我們如果接觸一個有福報的人，這個人很有
福相，我們就很喜歡跟他接近；如果這個人沒有福報，別人看到不
會生歡喜心，這都是修善業跟不善業所致。所以我們知道之後要修
善業，我們如果沒有福報，趕快修善業。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改變
，像《了凡四訓》說的改造命運，我們這一生認真來修，我們這一
生就改變了，不必等到來生，這一生就可以改變。好，我們這段經



文看到這裡，我們再看下面這段：
　　【龍王。汝觀佛身。從百千億福德所生。諸相莊嚴。光明顯曜
。蔽諸大眾。設無量億自在梵王。悉不復現。其有瞻仰如來身者。
莫不目眩。】
　　這一段經文就是接上面的經文而來的。上面的經文說：「智者
知已，應修善業，以是所生蘊處界等，皆悉端正，見者無厭」，這
段經文就舉出佛身。世尊對龍王說，『汝觀佛身』，你看釋迦牟尼
佛的身相。佛在這個大會當中當然身相是最莊嚴的，經上講「三十
二相、八十種好」，又說「佛有無量相，相有無量好」，當然佛的
相貌身體是最莊嚴。「汝觀佛身」，你觀察佛的身體，這麼莊嚴是
怎麼來的？『從百千億福德所生』，不是偶然得來的，「百千億」
是形容，就是修很多的福德。修福，修福還要有德，這個我們也要
知道，有人修福不修德。所以修福還要修德。德是什麼？就是十善
業，比如布施、做好事，這是修福；你再修十善業，這就有德，有
福有德。有一類的人，他只有修福沒有修德。所以說「福德」。
　　『諸相莊嚴』，「諸相莊嚴」就是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這
是以我們人間來說，這個相是最好的。『光明顯曜，蔽諸大眾』。
佛的光明是很大，在這個大會當中佛的光明最大，因為菩薩也有光
明，天人也有光明，實際上每一個眾生都有光明，但是光明的大小
、光彩、好壞差別很大，當然佛的光明是最圓滿、最殊勝。佛的「
光明顯曜，蔽諸大眾」，大會當中這些大眾的光明都顯示不出來。
好像我們晚上點電燈、點蠟燭，感覺很光明，但是白天太陽如果出
來，路燈，這些燈火就看不清楚了。為什麼？因為太陽的光明太大
了，將這些燈光（燭火的光明）都把它遮蓋了。在這個大會當中，
佛身的光明最大。
　　『設無量億自在梵王』，「梵王」是我們三界裡面色界天的天



人，天人都有光明。「無量億自在梵王」就是很多很多的自在梵王
，他們的光明都集合起來，還是被佛光蓋過。『悉不復現』，這些
光明都看不到。好像我們白天拿一盞電燈到太陽下面，那盞電燈的
光明就看不到，跟這個意思一樣。『其有瞻仰如來身者，莫不目眩
』。看到如來身上的光明這麼大，大家看到的都是很殊勝，眼睛都
看花了，佛光太莊嚴、太大了。這是說佛身的莊嚴，是修百千億福
德所生的。再看下面：
　　【汝又觀此諸大菩薩。妙色嚴淨。一切皆由修集善業福德而生
。】
　　佛舉出佛身，再來他又指出在會的『諸大菩薩』，這些諸大菩
薩也包括大比丘眾，這些大比丘眾是出家人，但是他是現出家相的
大菩薩。『妙色嚴淨』，我們看佛的身相很莊嚴，彩畫、雕刻的佛
像很莊嚴，再看菩薩的相也很莊嚴，像我們看西方三聖，阿彌陀佛
的相莊嚴圓滿，再看觀音、勢至；文殊、普賢、彌勒、地藏，這些
菩薩相也非常的莊嚴。「妙」就是微妙，「色」，色彩，就是他的
身相莊嚴清淨。這些諸大菩薩這麼莊嚴的身相，從哪裡來的？『一
切皆由修集善業福德而生』，這也是修集善業福德所生的。下面再
給我們指出：
　　【又諸天龍八部眾等。大威勢者。亦因善業福德所生。】
　　經文到這一段，都是說有福報的，從佛身一直到六道當中的天
人大眾，『又諸天龍八部眾等』，「天龍八部眾等」就是有福德的
這些善神，這些天人、護法神，包括我們人道有福報的人。『大威
勢者』，他有威德、有勢力，在我們現前的社會上講是很有地位的
富貴人家。這是講到六道，六道的天道、人道，有福德的人，有福
報的人，包括這些人。『亦因善業福德所生』，也是因為他過去有
修善業福德所產生的，他才有這個威德、有這個勢力。實際上這段



經文也包括鬼道的鬼神，有福報的鬼神，我們一般講鬼王這一類的
，這都是有大威勢的。像我們台灣民間很普遍拜的媽祖，媽祖就是
水神，媽祖是屬於龍王這一類，水族。所以打漁的人，住在海邊的
人，都是供奉媽祖。大陸沿海、台灣，這裡的人都是供奉媽祖，媽
祖是水神，屬於龍王這一類的。你看每一年，媽祖宮拜拜的人那麼
多，香火旺盛！實際上我們人的福報都還沒有他那麼大，他也是過
去生有修善業福德。這部經是佛在龍王的龍宮講的，龍王也是在水
族裡面福報最大的，所以當王。凡是你看到有福報的、有福德的，
都是修善業得來的，他要是沒有修善業不可能有這個果報。這一點
就是佛在這裡要跟我們說明修善業得善報的因果，勸我們要修善。
以上這些經文，從佛到菩薩再到天龍八部眾等，大威勢者，這是善
業福德所生。下面講的，就是造不善業的，沒有福德的。請看經文
：
　　【今大海中。所有眾生。形色粗鄙。或大或小。皆由自心種種
想念。作身語意諸不善業。是故隨業。各自受報。】
　　這段經文佛又對龍王講，又再指出大海當中所有的眾生，這部
經是在龍宮講的，所以佛就指大海當中這些眾生。指大海當中的眾
生，我們就要舉一反三，海中的眾生是這樣，我們人間的眾生也是
這樣，其他道的眾生也同樣是這樣，都差別很大。大海當中這些沒
有福報的眾生，『形色粗鄙』，「形」就是牠的形狀，「色」是色
澤，「粗鄙」就是很醜、難看。『或大或小』，「或大」就像鯨魚
、鯊魚這一類，海中水族最大的；「或小」就是很小隻的魚，像我
們說魩仔魚，這一類小的魚。大跟小當中就差別很多、很大，這些
形色粗鄙，這就是沒有福報的眾生。
　　這一切眾生怎麼會變成這樣？『皆由自心種種想念』，「皆」
就是全部，都是由於這些眾生他自己心裡種種的想法、念頭不一樣



，作身、語、意三業。身、語、意造什麼業？『諸不善業』，就是
造很多種不善的業，所以他會變成這種身體，變成這麼醜。是他自
己的心不善，造的業不善，所以得這種的果報。『是故隨業，各自
受報』，是這個緣故，隨各人造的不善業，各個自己去受這個果報
。這不是有人安排的，誰幫他創造的，不是，都是自己造作，自己
去享受的。一般講自作自受，這才是事實的真相，佛在這裡跟我們
說清楚了。以上說的造善業，造不善業，得的果報不一樣。我們知
道這個道理之後，你要修善業，還是要修不善業？當然是要修善業
。所以下面佛又勸我們：
　　【汝今當應。如是修學。亦令眾生了達因果。修習善業。汝當
於此。正見不動。勿復墮在斷常見中。於諸福田。歡喜敬養。是故
汝等。亦得人天尊敬供養。】
　　到這裡是一段。所以，佛就勸我們，我們明瞭以上所說的道理
之後。『汝今當應，如是修學』，修學什麼？修學善業。『亦令眾
生了達因果』，我們自己修學，也要讓眾生能夠對因果明瞭通達，
「了達」就是明瞭通達。對因果如果不明瞭，不知道什麼是善、什
麼是惡，他就沒有辦法來修學，不認識善惡的因果，往往造惡業他
也不知道。所以我們要斷惡修善，首先必須要先認識善惡因果，要
認識清楚，就是了達因果。對因果通達明瞭，要修習善業，這樣你
就能夠改造命運。『汝當於此，正見不動』，這是佛對龍王講，也
是對我們大家來講。「汝當於此，正見不動」，我們在聽這部經之
後，我們要正見不動，見是見解，正是正確，我們的見解不能錯誤
、不能偏差。見解如果偏差錯誤就變邪見，邪見就是愚痴，是非善
惡分不清楚，將錯誤的當作是正確，這就叫邪見。
　　『勿復墮在斷常見中』。斷見跟常見，這是兩種錯誤的見解，
在古印度就有這種錯誤的見解。斷見就是斷滅見，這種見解的人他



認為我們人死了之後，一切動物死了之後，就像燈滅掉了，人死了
就什麼都沒有、都空了。他也不相信有六道輪迴，不相信有過去生
、現在生、未來生，他不相信三世、六道，他不相信，認為人死就
什麼都沒有了，持這種見解的人，叫做斷滅見。這種見解佛跟我們
說是絕對錯誤的，事實是有六道輪迴，有三世：過去世、現在世、
未來世。人死四十九天之後就又投胎了，但是你投胎去往生哪一道
，就看你在生的時候是造善業比較多，還是惡業比較多？如果造不
善業多，墮三惡道；善業造得多，生三善道。不是人死就什麼都沒
有了，要是這樣事情就好解決了。持這種見解的人，他就敢做壞事
，反正人死就沒有了。人，大家都會死，現在他可以去搶、可以去
偷，做犯法的事情，他認為大不了死就算了。但是他不了解因果，
不了解事實真相，你現在造的業，死了之後，下輩子還要再去還人
，欠錢要還錢，欠命要還命，不是死了就沒有。所以斷滅見是絕對
錯誤的，現在這個社會上有這種見解的人還是有，這種是邪見，我
們不能墮在斷見當中。
　　常見就是另外有一類的人，他認為人死了會再來投胎，但是他
認為人死再來投胎還是再做人，那隻狗死了之後投胎還是做狗，那
隻牛死了之後投胎還是再做牛。做牛永遠做牛，做狗永遠做狗，做
人是永遠做人，這一類見解叫做常見。常見，佛跟我們講，這也是
錯誤的。人死了之後，有六道，不是固定的。《楞嚴經》佛跟我們
說，「人死為羊，羊死為人」，我們人死了會去投胎做羊，那隻羊
如果死了之後，牠也會投胎來做人。羊就是畜生道，過去生造不善
業，他墮落畜生道當羊；但是牠那個惡業果報如果受滿，牠過去生
也有修善業，善業要是成熟，牠也會再來人間做人。我們得到人身
是過去生有造五戒十善的業，而得到人身，但是這一生如果不知道
斷惡修善造不善業，死了之後也會墮落三惡道，再去當羊。所以這



是不一定，不是固定的，看你是造什麼業，不是人永遠做人、畜生
永遠做畜生，不是這樣，六道是輪迴的，這才是事實真相。所以斷
見跟常見這兩種見解都是錯誤的，其他還有很多很多的邪見，這兩
種等於是代表。我們不能墮在這兩種錯誤見解當中，這就是正見，
正確的見解，正確的認識，就是三世六道輪迴。所以我們修善第一
個要有正見，知見不能錯誤偏差。
　　『於諸福田』，「田」就是生長的意思。比如我們吃的稻子，
我們吃的米，五穀雜糧，良田它可以生長食物來養我們人。佛採取
這個意思，我們要修福就要找福田來種，我們一般佛門裡面說種福
田。諸福田就是福田很多，很多方面，佛給我們歸納起來，可以歸
納三種來說，第一類就是敬田，第二類恩田，第三類叫做悲田。敬
田，像普賢菩薩十大願王，第一願「禮敬諸佛」，敬人者人恆敬之
，我們尊敬別人，別人也會尊敬我們。所以修恭敬心就是修福，尤
其印光祖師在《文鈔》給我們開示，佛法從恭敬中求，一分恭敬得
一分利益，十分的恭敬得十分的利益；要是沒有恭敬心，利益都得
不到。所以敬是福田，禮敬諸佛，我們要敬事、敬人、敬物，我們
就有福了。第二是恩田，恩就是報恩。恩田，我們一般念迴向偈：
「上報四重恩」，恩田以父母恩做代表，推廣到一切眾生，眾生恩
。我們要存一個感恩之心，要存報恩之心，你就有福報了，這就是
恩田。比如你孝養父母，這是恩田，你對人、對眾生的感恩。我們
導師常常提倡「知恩報恩」，人不能忘恩負義，要記得別人對我們
的好處、對我們的恩德，我們要知道去回報，這個人才有福報。現
代的人都是忘恩負義，連父母的恩都全部忘記了，何況其他？所以
要提倡知恩報恩，這就是福田，你就有福。第三類是悲田，悲能拔
苦，對眾生的救濟，像一般做慈善救濟，救濟貧苦，救濟急難。眾
生有困難、有緊急，我們伸出援手去幫助他，凡是幫助眾生脫離困



難、痛苦、緊急，這都是屬於悲田。我們佛門，像放生，這個做法
是屬於悲田，這也是救濟眾生，對眾生布施無畏。這三大類的福田
，我們推廣就有很多方面。這就是於諸福田，『歡喜敬養』，我們
以歡喜心來恭敬供養，這樣來修學來做。我們要是能這樣來修學，
『是故汝等，亦得人天尊敬供養』。我們於諸福田能夠歡喜敬養，
這是修因，我們得到的果報，也能夠得到我們人間的人、天道的天
神對我們的尊敬跟供養，這是因果報應。經文到這裡是一個大的段
落。我們再看下面這一大段：
　　【龍王當知。菩薩有一法。能斷一切諸惡道苦。何等為一。謂
於晝夜常念思惟。觀察善法。令諸善法。念念增長。不容毫分。不
善間雜。是即能令諸惡永斷。善法圓滿。常得親近諸佛菩薩及餘聖
眾。】
　　我們先看這一段。以上佛跟我們講我們要修十善業、了達因果
，不能墮在斷常見中，要正見不動，於諸福田，要歡喜敬養。這一
段就跟我們說出修善的宗旨跟要領。『龍王當知，菩薩有一法』，
菩薩有一個法門，『能斷一切諸惡道苦』，「諸惡道」就是指三惡
道。在六道裡面指三惡道，如果在十法界就是指六道都是惡道；如
果在一真法界，十法界都是惡道。我們現在在六道，當然這是指三
惡道是最苦的。實際上六道輪迴都是苦，你要是不能脫離六道輪迴
，總是墮三惡道的機會比較多，生三善道的機會比較少。我們想要
永遠斷除墮落惡道的苦，菩薩有一個方法，可以斷諸惡道的苦。
　　『何等為一』，這一個法門是什麼？『謂於晝夜常念思惟，觀
察善法』，「常念思惟」，就是念頭要善，我們心的想法、念頭要
想善，不能想惡；「觀察善法」就是說我們的行為要善，身語意三
業要善。『令諸善法念念增長』，我們的念頭要善、行為要善，讓
善法念念當中一直增長、一直增長。增長到怎麼樣？增長到『不容



毫分，不善間雜』，不能讓一絲毫的不善摻雜在裡面。這樣我們的
善法才算修到圓滿，『是即能令諸惡永斷，善法圓滿』。古人修善
，他有用一個方法，用兩個罐子，一個罐子裝白豆，一個罐子裝黑
豆，起一個惡念就投一粒黑豆，起一個善念投一粒白豆。一開始在
修整罐都是黑的，惡念很多，善念才一點點而已。發覺之後不斷精
進，不斷將惡念去除善念增長，慢慢白豆就一直增加，黑豆慢慢減
少，到最後純粹是善念沒有惡念，黑豆的罐子他就丟掉了，他的善
法圓滿了。這也是我們修學的一個方法，提供給大家來參考，古人
有用這種修法。所以我們善法要修到念念都是善，不能讓一絲毫的
不善夾雜在裡面，這樣諸惡才會永斷，善法才能夠達到圓滿。善法
修圓滿，『常得親近諸佛菩薩及餘聖眾』。我們要親近諸佛菩薩，
我們念佛要求往生西方，就是要親近阿彌陀佛、諸上善人以及清淨
大海的聖眾，我們要修善法，這個很重要。
　　這一集的時間到了，我們就講到這裡，下面的經文，下一集再
繼續來向大家報告。謝謝大家收看，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