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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善業道經節要》第四集的播出。諸位觀眾，大家好，阿彌
陀佛！上集我們講到「戒偷盜，得成十種可保信法」。這一集我們
來看蕅益大師的開示，就是反面的犯偷盜。
　　【犯偷盜。得成十種不可保信法。一。資財縱盈積。王賊水火
。及非愛子。皆能散滅。二。多人不愛念。三。人能欺負。四。十
方毀謗。五。常憂損害。六。惡名流布。七。處眾有畏。八。財命
色力不安樂。辯才不足有缺。九。不懷施意。十。命終惡趣。】
　　這十種就是跟上集講的正好是反面，這就是犯偷盜得『十種不
可保信法』，就是不可以保信。簡而言之，就是沒有保障。你得到
的財物是偷盜去得來的，這個財物沒有保障。我們俗話說不義之財
，不義之財是沒有保障，保不住，不要說三代，一代都保不了。所
以五家會把它散滅，『王賊水火，及非愛子，皆能散滅』。『二，
多人不愛念』，常常要侵佔別人，要佔人便宜，去偷人家、去搶人
家，人對他怎麼會敬愛？更加不可能會懷念他。『三，人能欺負』
，大家知道這是小偷，常常偷人家的東西，你想想看，人家看到都
很討厭他，時時刻刻提防他。被人欺負，因為他欺負別人，所以果
報就是被人欺負。偷盜，侵佔別人，欺負別人。『四，十方毀謗』
，這是必然的。『五，常憂損害』，像上一集跟大家報告，經濟犯
捲款潛逃國外，他常憂慮自己的財物受到損害，所以要請很多保鏢
。像一般說貪污、舞弊，種種不法手段得到的財物，都會「常憂損
害」。
　　『六，惡名流布』，這個名聲自然就不好，這也是出名，但這



不是善名，「惡名流布」。但是在我們現前的社會上，作惡的人成
名比較快；做善事的人，好像報紙都不會刊登，做善的人頂多佔一
版小小一塊，沒有人看得到。造惡的人都是頭版，字都很大，大家
都看得到，所以現在造惡的人的名聲，比做善的人還要大。我們想
想看，媒體這種隱善揚惡的報導，這個社會風氣怎麼會好？這就不
可能的事情。古時候是隱惡揚善，這惡不會說被刻意怎麼報導，但
是善的方面，正面的極力報導，就是要改善社會的風氣，保持社會
善良的風氣。『七，處眾有畏』，這是當然的，常常犯偷盜，比如
說這個人曾偷過一次東西，以後有人掉了東西，第一個就想到他，
他有嫌疑、有前科，內心就不安穩，處眾就有畏。大家跟他在一起
，大家都會提防他，大家怕他，怕財物被他偷走。
　　『八，財命色力不安樂』，這也是一定的，用不法手段得來的
財物，生命、財產不安穩。縱然現在沒有人去侵佔它，沒有人去討
，因果報應這也是沒有辦法避免的，財產、生命不安樂。『辯才不
足有缺』，這是第八種不可保信法。『九，不懷施意』，就是說他
沒有布施的意念，時時刻刻想要去侵佔別人，要佔別人的便宜，要
得到別人的好處，他怎麼可能說要去布施？就沒有這種念頭，沒有
這個意念。「不懷施意」，不懷施意不肯布施，犯偷盜業，經典上
佛給我們說，會得到貧窮的果報，將來會很貧窮，沒有錢，這就是
果報。在我們人間貧窮，或者出生在那個地方飢荒，沒得吃，衣食
不足，這都是過去生中造很重的偷盜業。有的餓死沒得吃在我們人
間這是花報，果報在三惡道。『十，命終惡趣』，「惡趣」就是墮
三惡道，那是果報，花報是在人間受貧窮困苦的果報。偷盜，又不
肯布施，當然受這個果報。以上就是戒偷盜與犯偷盜的因果，簡單
跟大家報告出來。再看第三條的善業：
　　【戒邪婬。得四種智人所讚法。一。諸根調順。二。永離喧掉



。三。世所稱歎。四。妻莫能侵。犯邪婬。得四種智人不讚法。一
。諸根不調順。二。不離喧掉。三。世所厭惡。四。妻常能侵。】
　　『邪婬』，「邪」就是不正當偏差的行為，在《十善業道經》
叫做「永離邪行」，邪就是偏差的行為。在這裡蕅益大師他說「戒
邪婬」，這是一般其他經典叫不邪淫，意思是相同的，這是指男女
間不正當的關係，就叫邪淫。《十善業道》是不邪淫，五戒也是不
邪淫，在沙彌十戒是不淫欲的差別，就是在家戒與出家戒差別。在
家受五戒不邪淫，除了夫妻的正常關係，以外都是邪淫。出家戒從
沙彌戒開始，以及在家修的八關齋戒也是不淫欲，這是出家、在家
的差別，就在不邪淫這條，其他都一樣。為什麼這條不同？佛在《
楞嚴經》、《圓覺經》，大乘經典跟我們說，我們為什麼會在六道
生死輪迴？就是有淫欲的念頭，這個念頭是生死的根本。出家修行
就是要了生死出三界，想要了生死出三界不但不邪淫，連夫妻的淫
欲都不可以有，不但行為不可以有，連心裡的念頭都不可以有。所
以《楞嚴經》四種清淨明誨，一般是說不殺生、不偷盜、不淫欲、
不妄語。但是《楞嚴經》四種清淨明誨，它第一條是不淫欲，而且
是戒這個心，連起心動念都不可以有這個念頭，這樣這條戒才清淨
。這個戒修清淨，你要修任何法門，功夫才能夠得力，因為這是輪
迴根本。
　　《圓覺經》佛說，「一切眾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我們六道
裡面眾生，都是淫欲產生的生命，我們要出離生死六道輪迴，這個
如果不斷除生死出不去，一樣在六道裡面。在家居士可以了生死，
有人還不想要了生死，求人天福報，所以他戒邪淫就可以，這是有
這樣差別。這是修行任何一個法門，要脫離六道輪迴就不能有淫欲
。只有淨土法門，淨土法門如果能夠戒邪淫，這樣就可以帶業往生
橫超三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煩惱不斷也可以帶業往生，只要具



足信願行三資糧，可以帶業往生。除了淨土這個法門，八萬四千法
門，大乘小乘、顯宗密教，這個淫欲如果沒有斷得乾乾淨淨，絕對
出不了六道。戒邪淫這是十善業道，在淨業三福第一福人天福報，
所以它只說戒邪淫。如果我們要修出世法一定要戒淫欲，在家居士
受八關齋戒，這一天也要戒淫欲，就不是戒邪淫。
　　戒邪淫，可以得到『四種智人所讚法』，「智人」就是說有智
慧的人，有道德、有學問、有智慧的人所讚歎。這不是一般世間聰
明智慧的人可以了解，一定是有道德學問的人他會讚歎，因為這件
事情的理比較深。比如說殺生這一件我們知道是惡業，講起來我們
比較容易體會。但是說邪淫，尤其我們現在這個時代的人，開放的
社會，有很多人他不認為這是不善，只是有智慧的人他才知道這是
惡業。所以你能夠戒邪淫，能得到有智慧的人來讚歎。『一，諸根
調順』，「諸根」是六根，「調」就是調習，不管修學哪個法門，
要調和我們的六根，要調順功夫才能得力，如果不邪淫這就就可以
做到這點。在《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佛給我們說，「
都攝六根，淨念相繼」。諸根如果能夠調順，我們要都攝六根，淨
念相繼就沒有困難；諸根如果不調，要都攝六根就很困難。所以戒
邪淫，對我們修學有很大的幫助。
　　『二，永離喧掉』，「喧」是吵鬧，「掉」就是這個心起起伏
伏。尤其我們現在這個時代，男女談戀愛，或者愛慕，互相愛慕、
互相常常思念，現在再加上歌曲、跳舞的剌激。現在還有電腦網路
色情節目來引誘，這確實晚上要睡都睡不好，心會喧掉，掉就是內
心常常去想那個事情，心靜不下來。家庭夫妻如果遇到這個問題，
常常就吵鬧，這是邪淫的因引起家庭的問題，吵鬧吵到最後就離婚
，這個在現在社會也非常普遍，而且離婚率愈來愈高，造成很多社
會問題。戒邪淫，「永離喧掉」，也不會吵鬧，心很安定，當然我



們要修哪個法門都能得力，念佛也能得力。『三，世所稱歎』，就
是說這個世間有智慧的人他會稱讚，讚歎。『四，妻莫能侵』，我
們如果侵占他人的妻子，自己的妻子也會受到他人的侵占，這就是
得不如意眷屬。妻子現在說有外遇，這個問題也是很大的社會問題
，都是由邪淫而引起。
　　《安士全書》裡面總共有四篇東西，第一篇是「文昌帝君陰騭
文」；第二篇就是「萬善先資」，說戒殺放生的因果報應這個事理
；第三篇就是「欲海回狂」，說戒淫，戒邪淫；第四篇「西歸直指
」，勸我們念佛往生西方。說一個戒殺與戒邪淫，佔這本書的四分
之一，就是說殺生這條世間人很容易犯的，淫欲這件事情也很難斷
。古大德有個形容藕斷絲連，蓮藕把它拉開的時候絲還連著，在見
思煩惱裡面屬於思惑的煩惱，很難斷。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經》給
我們開示，煩惱當中如果有一個煩惱，與淫欲的煩惱性質相同，所
有天下的人沒有一個能夠得道，沒有人能夠修行證果，沒有人能夠
得道。好在這個煩惱只有一個而已，如果再有一個煩惱跟這個煩惱
性質相同，普天下沒有一個有辦法得道證阿羅漢果，可見得淫這個
煩惱的難斷，很難斷。殺生這個煩惱很容易去犯到，所以《安士全
書．萬善先資》跟「欲海回狂」，這兩篇分量佔了四分之二。周安
士居士用這麼大的篇幅，引用三教的經典，來跟我們分析這些因果
事理。所以我們如果沒有深入這些經論，只看到這個條目，要如何
在日常生活當中修學，還是沒有辦法下手。另外一本就是《壽康寶
鑑》，這印光祖師也很極力提倡，但是這都從前寫的文言文，現在
有人發心翻成白話，我們都可以來看，也可以大家時常探討這些事
理自行化他。
　　下面說反面的果報，『犯邪婬，得四種智人不讚法，一，諸根
不調順。二，不離喧掉。三，世所厭惡。四，妻常能侵』。這個果



報就是相反的，與前面這四種正好相反。戒邪淫得到這四種好的果
報，「犯邪婬」得到這四種不好的果報，這四種有智慧的人所不讚
歎，絕對不會讚歎的；前面四種，有智慧道德的人一定會讚歎。以
上就是說，我們身體行為三種善業。邪淫這件事情，在我們現實開
放的社會裡面，很難修持。所以我們要修這個善業，特別要求佛力
加持。身三種善業我們就簡單報告到這裡。下面就是要講我們的口
業，四種口的善業，言語的善業。請看經文：
　　【戒妄語。得八種人天所讚法。一。口常清淨。舌根優缽花香
。二。為諸世間之所信伏。三。發言誠證。人天敬重。四。常以愛
語。安慰眾生。五。得勝意樂。三業清淨。六。言無誤失。心常歡
喜。七。發言尊重。人天奉行。八。智慧乃殊勝。無能制伏。】
　　這是『戒妄語』，能得八種人天讚歎的法。妄語就是講話欺騙
人，時常欺騙人。戒妄語講話誠實不會欺騙人，講話不會去欺騙別
人，當然可以得到八種人天所讚歎的法。人一定是讚歎不打妄語的
，哪有可能去讚歎那很會騙人的？這是不可能的事情。縱然他常常
欺騙人，他也不喜歡被人騙，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要戒
妄語，我們講話要實在。第一種，『口常清淨，舌根優缽花香』，
「優缽花」是蓮華，佛法以蓮花表法。不妄語的人，口業清淨，所
以他的舌根散發出來有個香味，這也是一種好的果報。如果常常打
妄語，可能嘴裡發出的氣味就很不好聞，這就是造妄語的業，這是
第一種。第二種，『為諸世間之所信伏』，信就是相信，服就是大
家能夠服從。因為你講話不欺騙人，講話實在，「為諸世間」，世
間的人一定相信你，一定會聽你的話，因為你不會騙他。
　　『三，發言誠證，人天敬重』。「發言」就是你所說的話比寫
合約書還有效。我們現在的人實際上有人白紙寫黑字，到時候他還
會反悔，這在我們現實社會也很多，白紙寫黑字也不一定有效。但



是不妄語的人，什麼都不用寫，人都能尊敬，能尊重，能接受。以
前的人譬如說借錢也好，或是做什麼事情，實際上只是一句話而已
，一句話好過寫一大堆紙，也不用寫什麼字。借錢、借什麼，不用
寫什麼借條，什麼都不用寫，以前的人確實是這樣。但現在這個社
會這樣的事情就看不到，字寫了一大堆，到時候還上法院辯，還要
請律師來辯護。沒有妄語的人，他講話能夠給我們做證明來證實，
所以他講的話就很有效果，能夠給我們做證明。如果這個人講話常
常在欺騙人，他講的話你會相信嗎？你不可能會相信的；沒有妄語
的人講的話，當然大家會相信。『四，常以愛語，安慰眾生』。愛
語就是愛護眾生的言語，一個不打妄語的人，他講的話都是好話，
對眾生有幫助。為什麼？因為他不會欺騙你，不會欺騙你的話都是
實在的話，對你有好處。所以「常以愛語，安慰眾生」。
　　『五，得勝意樂，三業清淨』。殊勝的意樂，意就是說我們心
裡，不妄語的人他的心裡非常快樂，身口意三業清淨。打妄語，我
們想想，講一句謊言，可能要用一百句的謊話來掩護這句妄語，那
個心就不自在、不安樂。沒有妄語，「得勝意樂」，得到殊勝的意
樂，三業可以清淨。『六，言無誤失，心常歡喜』。言是言語，「
誤失」就是錯誤、過失，講話沒有錯誤，沒有過失。我們一個人講
話若沒有錯誤跟沒有過失，當然心裡常生歡喜心。『七，發言尊重
，人天奉行』。他講的話大家都會尊重，不但我們人間的人會去依
教奉行，連天人也會依教奉行。『八，智慧乃殊勝，無能制伏』。
有智慧，沒有人能能夠把他制伏，這是戒妄語第八種人天所讚法。
下面我們看：
　　【犯妄語。得八種人天不讚法。一。口常不淨。舌根臭穢薰蒸
。二。為諸世間之所不服。三。發言不誠證。人天不敬重。四。常
以惡語。惱害眾生。五。得劣意樂。三業不淨。六。言常誤失。心



常憂愁。七。發言輕浮。人天不奉行。八。智慧乃下劣。人能制伏
。】
　　這個八種是『犯妄語』，得到反面的果報，第一種，『口常不
淨，舌根臭穢薰蒸』，這個舌頭散發出來的氣味就不好，這是造妄
語業造成的。『二，為諸世間之所不服』。講話欺騙人，當然人不
服，被他騙一次、二次，第三次大家就不會相信了。『三，發言不
誠證，人天不敬重』。這也是一定的。『四，常以惡語，惱害眾生
』。欺騙人當然眾生受到惱害。『五，得劣意樂，三業不淨』。當
人三業就不清淨，心裡也不會快樂。『六，言常誤失，心常憂愁』
。常常說錯話，常常失言，講話講錯了，一句話說出去收不回來，
心裡常常有憂慮、有憂愁。尤其出名的人物、地位高的人物，現在
講話像媒體錄影機都在前面，一句話講錯了收不回來，新聞媒體都
報導，當然心裡常常憂愁。所以地位愈高的人講話要愈小心。『七
，發言輕浮，人天不奉行』。「發言輕浮」就是說亂講話，胡說，
這個話說出來沒有三思而言，自己要怎麼說就怎麼說，人聽了無法
接受，所以「人天不奉行」。『八，智慧乃下劣，人能制伏』。這
就沒有智慧被人制伏，這是犯妄語，得到八種反面的果報。所以我
們要戒妄語，要修這條善業，講話不可以欺騙別人。再看下面：
　　【戒兩舌。得五種不可壞法。一。得不壞身。無能害故。二。
得不壞眷屬。無能破故。三。得不壞信。順本業故。四。得不壞法
行。所修堅固故。五。得不壞善知識。不誑惑故。】
　　這是『戒兩舌』，能夠得到五種不可破壞的法，『不可壞法』
，就是說不會被人破壞。有五種，『一，得不壞身』，身就是我們
的身體，我們的身體不會被人破壞，『無能害故』。為什麼不會受
破壞？因為兩舌，我們一般講挑撥離間，專門去破壞別人之間的感
情，讓人起衝突，兩個人起衝突，使一個家庭不和，一個國家社會



動亂，國家與國家引起戰爭，都是從兩舌的業，所以兩舌的業主要
就是破壞和諧。佛門裡面破和合僧這兩舌的業就很重，破和合僧這
就是造兩舌的業。我們這個世界上造兩舌的業，引起這個國家與那
個國家對立，起衝突、起戰爭，這個業也很重。一個國家內部不和
，族群與族群當中對立衝突，這也是兩舌造的業，所以兩舌的業現
在犯得很多。你想想看，引起人家的衝突這就會傷害到人的生命，
他這個果報就不好。我們如果不兩舌，不去破壞別人，當然也不會
被人破壞。所以「得不壞身，無能害故」，沒有人能夠傷害你，因
為你沒有造那個因。
　　『二，得不壞眷屬，無能破故』。你的家親眷屬，在一個團體
，就是說整個公司的人；一個國家，所有的族群都是你的眷屬。沒
有人會破壞你，這就是「得不壞眷屬，無能破故」。『三，得不壞
信，順本業故』。不壞信就是說信用不會被破壞，順本業。『四，
得不壞法行，所修堅固故』。所修的法門不會被人破壞，比如說修
學淨土法門，沒有人能夠破壞。『五，得不壞善知識』，跟一個善
知識學習。『不誑惑故』，不會說聽到人對這個善知識有些批評，
你對這個善知識就失去信心，不會；縱然人家怎麼毀謗，怎麼批評
，你也不會受到他影響。像過去，我們導師淨空上人宣揚《無量壽
經》會集本，就很多人毀謗，甚至寫文章在報紙上罵。我們還是不
受影響，這是戒兩舌的第五種不可壞法。下面說犯兩舌反面的果報
：
　　【犯兩舌。得五種可壞法。一。得能壞身。有能害故。】
　　被人傷害。
　　【二。得能壞眷屬。有能破故。】
　　你的眷屬也會被人破壞，因為你會去破壞別人，因果報應。
　　【三。得能壞信。違本業故。】



　　信用會破產。
　　【四。得能壞法行。所修不堅固故。】
　　所修的法門也常常受到人來破壞。
　　【五。得能壞善知識。常誑惑故。】
　　親近一個善知識，人家也會來破壞，來跟說一些壞話，說這個
善知識如何如何，你聽了之後心裡開始疑惑，誑惑就來了，對善知
識失去信心，不想再跟善知識來學習，自己的道業受到障礙。所以
過去我們導師淨空上人常常講，他親近的三位老師，也都是有人毀
謗批評，教他哲學的方東美教授，批評的人還是一樣他故鄉的人。
方教授跟我們導師同是安徽人，批評的人，也是安徽的人在批評，
導師對老師始終不失信心。以後親近章嘉大師也有人批評，親近李
炳南老居士也是有人批評，都不受影響，所以這是離兩舌而得到的
果報。如果常常被人影響破壞，這兩舌的業可能造得比較重，這不
可以不知道的。所以兩舌的業，我們有意無意會觸犯到，要特別注
意。
　　好，這集的時間到了，正好報告到此地。下面「戒惡口、戒綺
語」，下一集再繼續跟大家來報告。謝謝大家的收看，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