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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界衛星空中佛學院。諸位同學，諸位觀眾，大家好，阿彌陀
佛！上一集我們跟大家報告到《佛說十善業經》，經文在第八頁倒
數第二行：「若能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後成佛時，得正眷
屬，諸魔外道不能沮壞。」永離兩舌，如果將這條善業迴向無上菩
提，以後成佛時得正眷屬，諸魔外道就不能夠來破壞。這是永離兩
舌的殊勝果報。我們接下來再看下面：
　　【復次龍王。若離惡口。即得成就八種淨業。何等為八。一。
言不乖度。二。言皆利益。三。言必契理。四。言詞美妙。五。言
可承領。六。言則信用。七。言無可譏。八。言盡愛樂。是為八。
若能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後成佛時。具足如來梵音聲相。
】
　　這是永離惡口會得到成就八種的淨業。『何等為八？一、言不
乖度』，「不乖度」就是說話都有分寸，不會過分，我們一般講這
個人說話很有分寸。我們要得到這種淨業就要永離惡口，惡口就是
說話不能粗魯，不能傷害人，口氣、言語不可以粗魯，不可以說難
聽的話。『二、言皆利益』。永離惡口，你說的言語對眾生都有利
益，絕對不會說傷害眾生的言語，所以說的言語都是利益眾生的。
『三、言必契理』，「契理」就是合情合理。說話這些言語必定是
合情、合理、合法，不會去說無理的言語，一定是說有道理的這些
言語。所以言必契理，跟這些道理一定契合，不會去違背這些道理
。『四、言詞美妙』。「言詞美妙」，這大家就很歡喜，因為說話
沒有惡口，他說出來的言詞就不會粗魯，不會粗魯言詞就美妙，這
是第四種的淨業。『五、言可承領』，說的言語，「承領」就是接



受。譬如有惡口習慣的人，跟沒有惡口的人，同樣說一句話，同樣
是那句話，有惡口習氣的人講出來人家就比較不會接受，沒有惡口
的人說出來人家就會接受，有這個差別。所以，言可承領，領就是
領受。
　　『六、言則信用』，他說的言語大家可以信用他，對他沒有懷
疑。『七、言無可譏』，「譏」是譏笑。常常惡口，難免說話都說
不好聽的話，難免會被人取笑，會被人家批評，我們一般說會鬧笑
話。永離惡口，所說的言語沒有人可以譏笑他，沒有人會去批評他
。『八、言盡愛樂』，所說的言語都是使人得到愛樂，大家喜愛、
聽了心裡很快樂。『是為八』，以上這八種淨業就是永離惡口所得
來的。若能夠把永離惡口這個善業迴向無上菩提，『後成佛時，具
足如來梵音聲相』，「梵音」就是清淨的音聲。「佛以一音演說法
，眾生隨類各得解」，這就是如來梵音聲相圓滿的果報，得這個果
報因地就是修永離惡口，將這個善業迴向無上菩提所得到這種圓滿
的果報。我們再看下面：
　　【復次龍王。若離綺語。即得成就三種決定。何等為三。一。
定為智人所愛。二。定能以智如實答問。三。定於人天威德最勝。
無有虛妄。是為三。若能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後成佛時。
即得如來諸所授記。皆不唐捐。】
　　這是永離綺語就會得到成就三種決定。哪三種？『一、定為智
人所愛』，決定為有智慧的人所愛護，這個人不會說綺語。「綺語
」就是美麗好聽的言語，但是都是欺騙人的花言巧語。如果是花言
巧語，有智慧的人不會喜愛，有智慧的人一定喜歡聽永離綺語的人
說的話，這是定為智人所愛。『二、定能以智如實答問』，「定」
就是決定，決定能夠以智慧，「如實」就是如事實真相來回答別人
的問題，他不會去編一個很好聽的話去應付人，他是如實回答別人



的問題。這都要有智慧，這個智慧都是從永離綺語來的。
　　『三、定於人天威德最勝』，在我們人間、在天上永離綺語的
威德最殊勝，『無有虛妄』，為什麼威德殊勝？因為他說的話不是
虛妄的，自然就能夠於人天威德最勝。『是為三』，這是永離綺語
成就這三種決定。『若能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後成佛時，
即得如來諸所授記』。如果能夠將永離綺語這個善業迴向無上菩提
，以後成佛的時候就能夠得到如來諸所授記。「授記」就是預記。
如來會跟我們說你什麼時候會成佛，你成佛是在什麼時候，那個世
界名稱叫什麼，你會度多少人，你的佛號叫什麼，事先跟你說，叫
做授記。這個授記是到那個時候決定是這樣，所以說『皆不唐捐』
。這是從永離綺語迴向無上菩提，成佛的時候就會得到諸佛如來的
授記，「皆不唐捐」。以上這是說四種口的善業所得的果報。下面
要跟我們說，意的三種善業得的果報。請看經文：
　　【復次龍王。若離貪欲。即得成就五種自在。何等為五。一。
三業自在。諸根具足故。二。財物自在。一切怨賊不能奪故。三。
福德自在。隨心所欲。物皆備故。四。王位自在。珍奇妙物皆奉獻
故。五。所獲之物。過本所求百倍殊勝。由於昔時不慳嫉故。是為
五。】
　　這是永離貪欲就會得到五種自在。『何等為五？一、三業自在
』，「三業」就是我們身口意三業；『諸根具足』，六根都具足，
沒有缺陷。『二、財物自在』，財物怎麼自在？他在生活上所需要
的沒有缺乏，不一定是錢財很多，就是他需要用的時候自然就有不
會缺乏，這就是財物自在。『一切怨賊不能奪故』，這些財物一切
冤家債主、盜賊沒有辦法來搶奪，他就自在。我們一般的人如果有
財物不自在，為什麼不自在？怕人家來偷、怕人家來搶，還怕人家
來欺騙他。為什麼有這種不自在？就是心裡有貪欲，你會去貪別人



的，別人也會貪你的，這是因果報應，所以就不自在。如果永離貪
欲，不會去貪求別人的財物，你自己的財物也不用擔心別人會貪取
。所以，「一切怨賊不能奪故」，沒有辦法搶奪你的。
　　『三、福德自在，隨心所欲，物皆備故』。福德為什麼自在？
就是隨心所欲，有福德的人走到哪裡他都自在；如果沒有福德的人
，你把他送到金山、銀山也是會餓死，他還是不自在，為什麼？沒
有福報。有福德的人，去到一個災難的地區，他也自在，為什麼？
他有福、有德，有福德，所以走到哪裡他都不怕物質生活會缺乏。
「隨心所欲，物皆備故」，他所需要的這些物質都能夠具備，都不
用怕會缺乏。這也是從永離貪欲得的果報。
　　『四、王位自在，珍奇妙物皆奉獻故』。「王位」就是領導的
地位，一個家庭的家長、一個公司行號的老闆、一個機關的主管，
這都是王位。你在這個地位自在，下面的人有什麼珍奇妙物都會奉
獻給你，為什麼？你永離貪欲，你不會貪心，就有這種果報。如果
貪心很重，這些珍奇妙物就都沒有人會送給你。這也是一種感應，
如果人有貪心，我們土地的這些金銀七寶會隱藏起來，會不見；如
果人沒有貪欲，這些七寶就很多。所以我們現在看金礦、銀礦一直
減少，為什麼一直減少？人貪欲的心不斷增長。古時候為什麼比較
多？古人的人貪欲的心沒有現在的人這麼重，所以古時候的金銀財
寶比較多，現在的金銀財寶愈來愈少。
　　『五、所獲之物，過本所求百倍殊勝』。「所獲」就是所獲得
的這些物質，都超過你本來所求的，超過一百倍以上。「百倍殊勝
」，本來你要求一樣而已，現在你得到的是一百樣，超過你本來所
求的一百倍。這果報是怎麼來的？『由於昔時不慳嫉故』，「昔時
」就是過往的時候，你沒有慳貪的心，不會去嫉妒，不會去障礙別
人。慳貪就是自己有不肯布施。貪就是別人的要把它貪來，自己有



的捨不得布施出去，這就是慳貪。看到人有錢富有會起嫉妒心，這
就是嫉妒。如果永離貪欲，不慳嫉，你就能得到這種果報，「所獲
之物，過本所求百倍殊勝」。這是以上說的，永離貪欲五種殊勝的
果報。
　　【若能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後成佛時。三界特尊。皆
共敬養。】
　　你能夠將永離貪欲的善業迴向無上菩提，以後成佛的時候，『
三界特尊』，「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特別會尊重你。所
以，佛叫做世尊，世出世間最尊重的。最尊重，當然三界這些眾生
，『皆共敬養』，共同來尊敬供養。以上是永離貪欲的果報。再看
下面：
　　【復次龍王。若離瞋恚。即得八種喜悅心法。何等為八。一。
無損惱心。二。無瞋恚心。三。無諍訟心。四。柔和質直心。五。
得聖者慈心。六。常作利益安眾生心。七。身相端嚴。眾共尊敬。
八。以和忍故。速生梵世。是為八。若能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者。後成佛時。得無礙心。觀者無厭。】
　　這段經文是永離瞋恚就會得到八種喜悅的心法。『何等為八？
一、無損惱心』，「損」是損害，「惱」是熱惱，自己心裡沒有熱
惱，不會去損惱眾生，這個心就很喜悅，法喜充滿。如果有損惱眾
生的心理，心裡不會歡喜，常常起煩惱。『二、無瞋恚心』。瞋恚
心時常使我們心裡不歡喜、不喜悅，我們心裡為什麼不喜悅？因為
有瞋恚心，我們就不會得到喜悅。如果我們永離瞋恚，心裡常生歡
喜心。『三、無諍訟心』，「諍」就是爭論，「訟」就是訴訟，我
們一般說打官司，不會去法院跟人家打官司。往往去法院打官司都
是一口氣忍不下去，起瞋恚心，就會跟人去爭論、訴訟，打官司。
你沒有瞋恚心，自然不會跟人家去諍訟，就沒有這種心理，都會讓



人。『四、柔和質直心』，心柔和；「質直」，經上說「直心是道
場」。這個心很柔和、柔軟。
　　『五、得聖者慈心』，「聖者」就是阿羅漢以上一直到佛，聖
人都有慈悲心。我們現在為什麼沒有慈心？因為我們有瞋恚的煩惱
把我們障礙住，如果永離瞋恚，我們自性裡面的慈心就現前了。『
六、常作利益安眾生心』，「常」就是時常，作利益安眾生的心，
總是希望眾生能夠得到平安、得到利益，常常存這個心。『七、身
相端嚴，眾共尊敬』。我們的相貌為什麼不莊嚴，長得很難看？就
是瞋恚的習氣太重，瞋恨心如果比較重，我們的相貌就不好。所以
相貌要是醜陋、不莊嚴，就是瞋恚心太重得的果報。我們現在相貌
要莊嚴，身相要端嚴，你就要永離瞋恚，不要發脾氣，你得的果報
這個身體、這個相貌就會很端正、很莊嚴。所以現在有人愛漂亮去
美容，實際上美容的莊嚴不自然，自然的莊嚴才是最美麗。要得到
莊嚴的身相要永離瞋恚心，不能有瞋恚心，你的身相自然就好看。
如果要常常發脾氣，你以後會得到醜陋的果報。身相端嚴，眾人共
同來尊敬，大家看了會起歡喜心，會尊敬你。
　　『八、以和忍故，速生梵世』。「和」就是柔和；「忍」就是
忍辱。沒有瞋恚心的人，遇到再大的逆境，他也不會發脾氣，他也
不會去傷害人，他會和忍。因為他有和忍，永離瞋恚，他死了以後
，「速生梵世」，速就是很快速，往生到梵世，梵世就是清淨的世
界，在我們三界裡面，大梵天王就是梵世，往生到天道作天人。『
是為八。若能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這就是將永離瞋恚的
善業迴向無上菩提，『後成佛時』，以後成佛的時候，就會得到無
礙心，就是沒有障礙，《華嚴經》說「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無
論在順境、逆境都沒有障礙，他的心都沒有障礙。『觀者無厭』，
佛的相貌最莊嚴，看到的人都看不厭，不會討厭，愈看愈歡喜，這



是從永離瞋恚的善業所得來。以上就是「若離瞋恚，即得八種喜悅
心法」的這種果報。我們再看下面第十條：
　　【復次龍王。若離邪見。即得成就十功德法。何等為十。一。
得真善意樂。真善等侶。二。深信因果。寧殞身命。終不作惡。三
。唯歸依佛。非餘天等。四。直心正見。永離一切吉凶疑網。五。
常生人天，不更惡道。六。無量福慧。轉轉增勝。七。永離邪道。
行於聖道。八。不起身見。捨諸惡業。九。住無礙見。十。不墮諸
難。是為十。若能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後成佛時。速證一
切佛法。成就自在神通。】
　　世尊又對龍王說，『若離邪見』，「邪見」就是愚痴，錯誤的
見解，是非善惡、真妄邪正都顛倒，能夠永離邪見就能得到成就十
種功德法，這十種功德法是永離邪見得來的。『何等為十？一、得
真善意樂、真善等侶』，「侶」就是伴侶。「真善意樂」就是真正
的法喜，心裡得到真善的意樂，這個意樂不是假的，是真的。「真
善等侶」就是同參道友，這些同學都是真善知識。他不會去親近惡
知識，不會去親近邪知邪見的這些惡知識，因為他有正見，永離邪
見，他能夠去分辨。
　　『二、深信因果』，這一條很重要，如果我們對因果還沒有辦
法深信，就是我們還沒有永離邪見，因此對因果還不是很深入的相
信，這就是邪見障礙住。如果永離邪見，我們的見解正確，絕對是
深信因果，真正深信善因得善果、惡因得惡報，對這些因果報應的
事實深信不懷疑。對因果能夠深信，『寧殞身命，終不作惡』，寧
願沒了身命，也不會去造惡業。為什麼？我們的身命沒了，我們可
以不造惡業，佛經跟我們說，最慢四十九天你就又投胎去了，來世
往生的地方比現在的環境更加殊勝，當然他不願意去作惡，寧願沒
了身命也沒關係。如果作惡，雖然現在這個身命能夠保持，但是死



後墮入三惡道，這是深信因果的人絕對不會這麼做法。所以永離邪
見，可以得到這種功德法，「深信因果，寧殞身命，終不作惡」，
他始終不會去造惡業。
　　『三、唯歸依佛，非餘天等』，「餘天」就是天魔外道。「歸
依」就是說的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三寶，他不
會去皈依天魔外道，這要有正知正見。有邪見的人他就不會皈依佛
，他會皈依天魔外道。『四、直心正見』，「直」就是沒有彎曲，
這個心正直，正知正見，他的見解正確沒有錯誤；『永離一切吉凶
疑網』，在小乘經裡面有一部經叫《阿難問事佛吉凶經》，這也是
說善惡因果，為什麼學佛的人有人得到吉祥、有人得到凶災？如果
沒有正見對吉凶禍福他就懷疑，懷疑就很多像網子一樣，這就是沒
有正見。如果直心正見，永離邪見，你就能夠永遠遠離一切吉凶疑
網，為什麼？認識因果。知道這個人他得到吉祥，他是修什麼善因
才會得到吉祥；他這個人有凶災，他是造什麼惡因才會得這個凶災
，對這些因果報應的事理了解得很清楚，一點疑惑都沒有。所以，
「永離一切吉凶疑網」。
　　『五、常生人天，不更惡道』。正見的人他絕對不會造惡業，
不會造惡業，在六道當中雖然還沒有脫離六道，他不會墮三惡道。
所以，「常生人天，不更惡道」。『六、無量福慧，轉轉增勝』，
福德智慧不斷增長，愈來愈殊勝。『七、永離邪道，行於聖道』。
「邪道」就是造惡業，造十惡業就是邪道。永遠離開邪道，「行於
聖道」，修十善業就是聖道。『八、不起身見，捨諸惡業』。「身
見」就是凡夫都執著這個身體是我，為這個身體造種種的惡業。我
們為什麼會造這些惡業？第一個因素就是從身見，執著這個身是我
這種錯誤的見解所引起的，為這個身造很多惡業，造殺盜淫妄。「
不起身見」，對這個身不執著，不會去貪著這個身體，自然就「捨



諸惡業」。我們會去造惡業都是這個身見所引起的，沒有身見，這
個惡業自然就捨離了。所以身見是錯誤的見解，是邪見，不起身見
就是正知正見，正確的，這樣就能捨諸惡業。
　　『九、住無礙見』，就是見解沒有障礙，正見不會被邪知邪見
障礙，永遠住在無礙見。『十、不墮諸難』。「諸難」就是經上常
常講的「三途八難」，三途八難就是遭遇困難，要學佛有障礙，有
很嚴重的困難，會遭遇三途八難。這就是沒有永離邪見，所以才會
墮入諸難裡面；如果永離邪見，絕對不會墮入諸難，不會墮在三途
八難裡面。『是為十』，以上這十種就是永離邪見成就的十種功德
法。下面是說能夠將永離邪見這個善業迴向無上菩提，以後成佛的
時候，『速證一切佛法，成就自在神通』，「速證一切佛法」，一
切佛法很快速證得，「成就自在神通」。以上就是將修學十善業道
，修到圓滿，迴向無上菩提，所得的殊勝果報，我們就報告到這裡
。
　　下面的經文，就是佛再依十善業道做基礎，配合菩薩的六度、
三十七道品、八正道、止觀方便來修學，所得殊勝的果報。請看經
文：
　　【爾時世尊。復告龍王言。若有菩薩。依此善業。於修道時。
能離殺害。而行施故。常富財寶。無能侵奪。長壽無夭。不為一切
怨賊損害。】
　　這是世尊再跟龍王講，『若有菩薩』，要是去受菩薩戒，發願
度眾生，就是菩薩；『依此善業』，依十善業道；『於修道時，能
離殺害』，這就是永離殺生，不殺生的善業。你持不殺的善業，還
能夠行布施，這個布施就是菩薩六度第一的布施度，你能離殺害，
『而行施故，常富財寶，無能侵奪』，你得到這些財富財寶沒有人
能夠侵奪；『長壽無夭』，你的壽命很長，不會夭折，因為你永離



殺生；『不為一切怨賊損害』，冤家債主、盜賊不會損害你。這是
以十善業道再配合菩薩六度的布施度，所修得的果報。再看下面的
經文：
　　【離不與取。而行施故。常富財寶。無能侵奪。最勝無比。悉
能備集諸佛法藏。】
　　『不與取』就是不偷盜，就是永離偷盜。永離偷盜再能夠行布
施，『常富財寶，無能侵奪，最勝無比，悉能備集諸佛法藏』，諸
佛法的寶藏都能夠具備，都能夠圓滿，這是離偷盜業再行布施所得
的果報。第三：
　　【離非梵行。而行施故。常富財寶。無能侵奪。其家直順。母
及妻子。無有能以欲心視者。】
　　『非梵行』就是邪行，梵行就是不邪淫。永離邪行，『而行施
故，常富財寶，無能侵奪，其家直順』，家庭直順，家庭就和好。
『母及妻子』，「母」就是自己的母親，自己的妻子，沒有人能夠
『以欲心視者』，就是不會用欲心看他家裡的人，不會去侵害。這
是離非梵行而行布施的果報。欲心都不會起了，何況會去侵佔他的
母親和妻子，當然就不會，就不會有這種事情。這是「離非梵行，
而行施故」的果報。
　　【離虛誑語。而行施故。常富財寶。無能侵奪。離眾毀謗。攝
持正法。如其誓願。所作必果。】
　　『虛誑語』就是妄語。永離虛誑語，『而行施故，常富財寶，
無能侵奪，離眾毀謗』，大眾不會毀謗你。『攝持正法，如其誓願
，所作必果』，這是弘揚正法，會如你的誓願，所做必定能夠有結
果，絕對不會落空。再看下面：
　　【離離間語。而行施故。常富財寶。無能侵奪。眷屬和睦。同
一志樂。恆無乖諍。】



　　『離間語』就是兩舌，挑撥離間，破壞別人的感情。永離離間
語，『而行施故』，這個果報跟前面一樣，『常富財寶，無能侵奪
』；『眷屬和睦』，家親眷屬能夠和睦，『同一志樂』，「志樂」
就是大家有共同的共識、共同的目標、共同的願望，『恆無乖諍』
，「乖」就是違背，「諍」就是爭執、爭論，不會鬧意見。一個家
庭、一個團體為什麼不會和睦？總是意見不同，這個有這個的意見
，那個有那個的意見，沒有同一志樂，他就鬧意見、就有爭論，這
個團體、這個國家就破壞了。我們要得到這個果報，要修「離離間
語，而行施故」，才會得到這種殊勝的果報。下面說：
　　【離麤惡語。而行施故。常富財寶。無能侵奪。一切眾會。歡
喜歸依。言皆信受。無違拒者。】
　　『麤惡語』就是惡口。永離粗惡語，『而行施故』，這個果報
跟前面一樣。下面說，『一切眾會，歡喜歸依』，「眾會」就是無
論你在什麼場合、場所，這些大眾歡喜來歸依。『言皆信受』，你
說的話人家會相信、會接受，沒有人會違背，沒有人會拒絕。下面
說：
　　【離無義語。而行施故。常富財寶。無能侵奪。言不虛設。人
皆敬受。能善方便。斷諸疑惑。】
　　『無義語』就是綺語，沒有意義的言語就是「無義語」。永離
無義語，說的言語都是利益眾生，這樣再來行布施，也是同樣『常
富財寶，無能侵奪』。『言不虛設』，言語絕對不會虛妄。『人皆
敬受』，人家會尊敬、會接受。『能善方便，斷諸疑惑』，別人有
種種的疑惑，你能夠以善巧方便來斷除他的疑惑。這是離無義語，
而行施故得的果報。再看下面的經文：
　　【離貪求心。而行施故。常富財寶。無能侵奪。一切所有。悉
以慧捨。信解堅固。具大威力。】



　　這是離貪欲心，離貪欲再行布施，『常富財寶，無能侵奪，一
切所有，悉以慧捨』，這個「捨」就是施捨，這個施捨加一個慧就
是智慧，我們布施施捨也要有智慧。有一些人好心布施施捨沒有智
慧，布施錯了，所以得到反效果。做好事，但是他看錯了，這就是
沒有智慧。所以布施要有智慧，要認識真正的好事。要有智慧就要
『離貪求心，而行施故』，這樣才有智慧，『信解堅固，具大威力
』。再看下面：
　　【離忿怒心。而行施故。常富財寶。無能侵奪。速自成就。無
礙心智。諸根嚴好。見皆敬愛。】
　　『忿怒心』就是瞋恚心。永離忿怒心，『而行施故，常富財寶
，無能侵奪，速自成就，無礙心智』，心沒有障礙，《華嚴經》說
「理事無礙，事事無礙」，有這種智慧。「速自成就」，很快速成
就，「無礙心智」。『諸根嚴好』，六根清淨，相貌莊嚴。『見皆
敬愛』，見到的人都會尊敬，大家會很喜愛，很歡喜接近他。下面
說：
　　【離邪倒心。而行施故。常富財寶。無能侵奪。恆生正見敬信
之家。見佛聞法。供養眾僧。常不忘失大菩提心。是為大士修菩薩
道時。行十善業。以施莊嚴。所獲大利如是。】
　　這一集的時間到了，我們就說到這裡。謝謝大家收看，阿彌陀
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