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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說十善業道經節要》第五集的播出。諸位觀眾大家好，阿
彌陀佛！上集跟大家報告口業，戒妄語、戒兩舌兩種的善業。戒妄
語，講話不欺騙人，能夠得到一切人天的尊重，在社會上能夠得到
大眾的信任，他所說的話大家都能相信，可以為社會大眾做證明。
不兩舌，不會破壞別人的感情，不會煽動族群與族群之間的對立，
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衝突，可以得到不壞身，自己的眷屬、自己的國
家也不會受別人破壞，這是口業的兩種善業。這一集繼續跟大家報
告，口的善業第三種：
　　【戒惡口。得成就八種淨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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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口善第三種，『戒惡口』，「惡口」就是言語、講話口氣
不好，說難聽的話，說的話很凶惡會傷人的心。俗話說「利刀割水
痕易合，惡語傷人恨難消」。就是說你拿一把很鋒利的刀，在水當
中把它劃一道痕，水很快就合起來；可是你如果是惡口，說凶惡的
言語傷害人的心，可能對方會恨你一輩子，甚至生生世世結冤仇，
所以我們言語不可不謹慎。往往言者無心，聽者有意，要特別注意
我們說的話，說話的口氣，說話的態度很要緊的。如果說話犯了惡
口，說的話口氣不好，人家聽了心裡就很難過，聽了很痛苦。尤其
現在接電話，過去我們道場也曾經發生過這個事情，同修也是發心
做義工接電話，但是口氣很不好，所以就有很多人哭哭啼啼跟我告
狀，過去有一、二個口氣比較不好，接起電話，有人可能是第一次



打電話來，聽到這種口氣當然心裡很難過，所以戒惡口非常重要。
現在在我們的社會上，尤其電視新聞廣播開放，有很多人在大眾的
媒體隨便罵人，都是惡口，這自然就與人結怨。結怨，冤冤相報沒
完沒了，而且造成社會不好的風氣。我們想想看，電視一播出，小
孩兒童都看電視他也在學起來，好的沒學到，不好的都照單全收，
影響社會的治安非常深大，很深很大。
　　確確實實說話、言語是一大學問，我們一定要學習。因此，孔
老夫子他的教學分成四科，第一科是德行，品德排在第一科，第二
就是言語，第三政事，第四文學、文藝，我們現在說的科學技術。
後面第三科、第四科建立在第一科、第二科的基礎上。一個人如果
沒有品德，沒有德行，不會說話，前途就很有限。所以說話很要緊
，是一大學問。因此孔老夫子將言語放在第二科，可見得非常重要
，德行再來就是言語。佛經裡面身口意三業，口業是排在第二位。
但是我們讀《無量壽經》第八品的經文，把口業擺在第一位，「善
護口業，不譏他過」。《無量壽經》為什麼把口業排在第一位？因
為口業比身業更容易犯。身造殺盜淫還是有特殊因緣，才會去造這
個業。但是口業，一天到晚我們都在講話，不小心講錯話造了口業
，所以《無量壽經》將口業排在第一位。一般是把身業擺在第一，
再來才是口業。但是《無量壽經》將口業排在第一，身業排在第二
，意業排在第三，這是表示重視口業的修學。
　　我們能夠將惡口改掉，就是說我們不再講不好的話，講話的態
度、口氣都可以柔順。過去李老師在世的時候，我曾經打電話到台
中蓮社，台中蓮社的蓮友他們接電話時都很有禮貌，講話都很斯文
，讓人聽了心裡覺得很歡喜，這是值得我們來學習。另外我們這幾
年也常常到國外，西洋人的文化與我們不同，但是我們仔細觀察，
他們講話也很有禮貌，不會隨便口惡口，這也是我們要去注意，要



去學習的。尤其現在在我們台灣地區，惡口變成社會一種很不好的
風氣，所以我們在電視裡看到，常常出惡口的人，後面的果報都不
好。修養比較好的人由人罵，現在看他比較吃虧，但是最後他果報
比較好，他得福報。罵人的人得惡報，這個因果報應，我們在現實
的社會當中，看得很清楚。
　　另外過去說有婦人惡口，惡口會罵人，損人，罵得很厲害，罵
非常惡毒的話。我記得看《淨土集》，導師淨空上人摘錄的《閱微
草堂筆記》，紀曉嵐先生他寫的，把他一生經歷，他聽到、看到的
事情記錄下來。其中我看一條摘錄，有位婦人惡口，很會罵人、損
人，有一天忽然喉嚨爛掉，不久之後就死了。紀曉嵐先生記錄這個
故事，就是說這個人她的喉嚨會爛掉，就是平常惡口的口業造得太
重，這是看到現世報。所以我們看每種業都有它的因果。
　　『戒惡口，得成就八種淨業，一，言不乖度』，「言不乖度」
就是說言語、說話他有分寸，絕對不會過分。戒惡口的人，言不乖
度，講話有分寸。『二，言皆利益』，說的話、說的言語，對社會
大眾、對一切眾生都是有利益，不會傷害。『三，言必契理』，就
是說他所說的話，言語合情合理，不會亂說。『四，言詞美妙』，
「言詞美妙」就是他不會惡口，說的話言語當然很美妙。剛才跟大
家報告，以前我打電話到台中蓮社，接電話確確實實讓我們聽了心
裡覺得很歡喜。言詞美妙，你聽他說的話，沒有一點火藥味，沒有
這種感覺。當然這是李老師在世，在那裡教學的成績，他的學生說
話都非常斯文有禮。
　　『五，言可承領』，承領我們用現在的話說是接受，同樣一句
話，有惡口的人說出來，人家聽了不舒服，聽了心裡很難過；沒有
惡口的人說出來，人家聽了很歡喜來接受，這就叫「言可承領」，
可以被社會大眾接受。『六，言則信用』，沒有惡口的人，他的言



語能夠得到社會大眾的信任，大家對他有信心。『七，言無可譏』
，「譏」就是讓人批評，被人恥笑。如果惡口，後面人家就批評那
個人怎麼亂說話，說的話怎麼那麼難聽？人家就會譏笑他。不惡口
，說出來的話，沒有人會恥笑他。『八，言盡愛樂』，所說的言語
大家聽了生歡喜心。這是八種淨業，戒惡口能夠得到這八種淨業。
下面是說：
　　【犯惡口。不成就八種淨業。】
　　這剛好反面，有惡口就沒有辦法得到八種淨業。
　　【一。言常乖度。二。言不利益。三。言不契理。四。言詞粗
獷。五。言難承領。六。言不信用。七。言多可譏。八。言盡不樂
。】
　　這是反面的，就是有惡口的人說話都沒有分寸，我們現在說，
沒大沒小，一般所說沒大沒小。『二，言不利益』，說話對社會大
眾有損害沒有利益。『三，言不契理』，說的言語不合理，因為惡
口、惡言語當然就不合情理。『四，言詞粗獷』，「粗獷」就是說
很粗魯，我們一般說這個人講話很粗魯。『五，言難承領』，大家
聽了之後不能接受，一句好話到他嘴裡出來變成壞話，大家不能接
受。口氣不好，態度不好，所以大家就不能接受。『六，言不信用
』，說的話沒有人相信。『七，言多可譏』，所說的話都會被人批
評、恥笑。『八，言盡不樂』，大家聽了不高興，聽了心裡很難過
。這是犯惡口就無法得到這八種淨業，反過來是八種的不淨業。所
以我們要戒惡口，惡口是一種習慣。下面我們看：
　　【戒綺語。得成就三種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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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種是『戒綺語』，能夠成就得到這三種決定，「決定」就
是不懷疑。什麼叫「綺語」？這個綺是綺麗的綺，就是非常美麗。



他的言語不是屬於惡口，惡口是說出的話很難聽、很粗魯，很凶惡
的言語，大家聽了很難過。綺語是這個話講得很好聽，綺就好像說
編織的布，編得很美麗，就是說出口的話講得很好聽，編一套很好
聽的言語，我們一般說花言巧語，話是講得很好聽，但是事實不是
真的，是欺騙人的。使人聽了之後胡思亂想，這些美麗不實際的言
語聽了之後胡思亂想。像現在寫的愛情小說、電影、電視歌舞、唱
歌歌曲的歌詞，都寫得很美麗，寫得很好聽，實際上不是真實的，
一些無知的人看了之後、聽了之後，那個心思都被迷了。尤其歌星
、影星這一類的，迷惑這個社會大眾，像這一類的統統包括在綺語
這條裡面。綺語的果報也非常不好，後面就是這三條的反面，我們
能夠看得到的。
　　這裡「戒綺語」能得到這三種決定，第一，『定為智人所愛』
，決定為有智慧的人所喜愛，有智慧、有道德、有學問的人他會喜
歡。當然一般沒有智慧、沒有道德學問的人，他就不知道。第二，
『定能以智如實答問』，這個決定能以智慧如實答問，就是人家有
問題來問，他能夠如實來給人家回答。如實就是如實在、實際上的
情形來回答，絕對沒有虛妄，他不會編一套很好聽的話，花言巧語
來迷惑人，他一定是如實來答問。『三，定於人天威德最勝，無有
虛妄』，戒綺語的人，不管你在人道還是天道，你的威德最殊勝。
「威」是威勢，「德」是德行，大家對你尊敬，決定沒有虛妄，能
夠得到這樣殊勝的果報。犯綺語就是反面的，我們看第二十八頁：
　　【犯綺語。不成就三種決定。一。定為智人所訶。二。定難以
智如實答問。三。定於人天威德難最勝。定有虛妄。】
　　這就是『犯綺語』，就沒有辦法得到這三種的決定。第一種，
一定被有智慧的人責備，有智慧、有學問、有道德的人，看到常常
說綺語的人，他一定會好意來勸導，當然不會去讚歎他，是會來勸



導，勸他不可以綺語。『二，定難以智如實答問』，因為平常跟人
家說的，都是一些沒有根據的事情，編一個很美麗的故事來迷惑人
，人以事實的事情來問他，他就沒有辦法如實來回答，這是一定的
道理。『三，定於人天威德難最勝』，就是沒有威德，在人間、在
天上沒有威德。因為他一定有虛妄，不是真實的，久而久之大家就
知道了，沒有威德。所以我們看到在中國、在外國，愈有名的小說
作家、歌星、影星，很多下場都不好，大家如果留意新聞報導，果
報都在我們眼前。我們看電視這些節目，演綺語的節目，唱綺語的
歌，寫綺語的小說，到最後下場都不好，將要死的時候都沒有好的
下場。有的甚至年紀很輕就死了，還有很多遭遇到意外、自殺，或
者其他種種意外，都是是犯綺語的果報。
　　但是我們在人間看到是花報，果報在三惡道。因為他這個東西
出去，迷惑很多人，看他影響的層面有多大，影響的時間有多長，
影響的力量有多大，結罪不同。結罪輕重大小也不同，完全看造這
個業他的影響面、影響的時間、影響的大小、影響的輕重，與他的
結罪正好成一個比例。如果影響愈大，影響的面愈廣，影響的時間
愈長，他的罪就愈重，在三惡道的時間就愈長。所以造業的時候無
知，不知道造這個業，果報現前確實非常可怕。但是世人不了解這
些因果的事理，他不相信這就很可憐。以上口四種善業，若是詳細
說明，當然可以說得很多，此地只是簡單的向大家報告。希望能夠
深入，看家師淨空上人所寫的《佛說十善業道經講記》，現在各淨
宗學會已經印出來流通結緣。四種口的善業，我們就報告到此地。
　　下面，蕅益大師他在十善業當中，他加了一個酒，酒這是屬於
五戒的酒戒。這是《十善業道經》裡面沒有列酒戒這條，這是蕅益
大師把五戒裡面酒戒，把它放在進去。我們也把它念一念：
　　【附四分律酒戒一條。】



　　『酒戒』，這條的因果是在《四分律》裡面。
　　【戒酒。得成就十種無過失法。一。顏色不惡。二。不少力。
三。眼視明。四。現無瞋恚相。五。不壞田業資生法。六。不致疾
病。七。不益鬥訟。八。無名稱惡名流布。九。智慧不減少。十。
身壞命終。不墮三惡道。】
　　這是『戒酒』，有十種沒有過失法，如果戒酒就沒有這十種過
失。第一種是『一顏色不惡』，「顏色」就是說我們的皮膚，臉上
顏色不會難看，酒醉的人一看就知道，這個顏色不好。『二，不少
力』，就是說力量不會缺少。『三，眼視明』，眼睛看得很清楚，
喝醉酒的人眼睛都霧霧的，尤其開車很危險，在中國、外國交通警
察很嚴格取締喝酒開車，容易發生車禍，這就是眼睛看不清楚，一
條路看作兩條路。『四，現無瞋恚相』，有人喝酒很容易生氣，不
喝酒的時候，看起來很厚道老實人，酒喝下去之後變一個人，要跟
人打架、吵架，喝了酒人就不一樣，那個瞋恚相都現出來。
　　『五，不壞田業資生法』，這就是一般說，我們不會耽誤到正
當的事業。常常喝醉酒的人，第二天沒有精神，沒有辦法去上班，
縱然去上班也沒有精神認真的工作，如果這樣他的事業很快就沒有
辦法繼續做。當員工的，老闆可能不會再聘用他，常常喝醉，沒有
辦法工作，這樣的員工沒有人要聘用，以後就失業。『六，不致疾
病』，毛病就比較少了。愛喝酒的人毛病當然就很多，尤其喝醉酒
是非常傷害身體，內傷、外傷，喝醉酒如果跌倒受傷，這外傷，喝
過量傷害五臟是內傷，當然就比較有疾病。『七，不益鬥訟』，不
會跟人爭鬥沒有利益的，頭腦清醒不做沒有利益的事情。『八，無
名稱惡名流布』，不會有不好的名聲。『九，智慧不減少。十，身
壞命終，不墮三惡道』，這是戒酒的十種利益。下面犯酒戒我們念
一念，這一看就知道。



　　【犯酒。得成就十種過失法。一。顏色惡。二。少力。三。眼
視不明。四。現瞋恚相。五。能壞田業資生法。六。增致疾病。七
。能益鬥訟。八。名稱惡名流布。九。智慧減少。十。身壞命終。
墮三惡道。】
　　這犯酒戒的十種的過失。我們接著再看第三十，這屬於意地，
意業的三種善業。
　　【戒貪欲。得成就五種自在。一。三業自在。諸根具足。二。
財物自在。一切怨賊不奪。三。福德自在。隨欲物備。四。王位自
在。珍奇皆奉。五。所獲勝物。過本所求。】
　　這是『戒貪欲』，能夠得到五種自在。我們活在這個世間可以
說很不自在，為什麼不自在？貪，欲望無窮無盡，貪欲使我們得不
到自在。所以三時繫念中峰國師為我們開示，「諸苦皆從貪欲起」
，所有一切的痛苦那個根源就是從貪欲生起。《八大人覺經》佛也
為我們說，「生死疲勞，從貪欲起」。可見貪欲是六道生死輪迴的
根本，貪瞋痴，貪是根本，我們的意業貪瞋痴，貪是根本。所以煩
惱無量無邊，佛經歸納八萬四千煩惱，八萬四千還是太多，比較難
講，佛再歸納成一百零八種煩惱，大串念珠有一百零八顆，意思就
是我們念佛要對治一八零八煩惱。一百零八還是很多再歸納，歸納
六大煩惱，貪瞋痴慢疑、邪見，六大煩惱常常相隨。這個六條還可
以再歸納，歸納到最後，就是貪瞋痴，所有的煩惱都是從貪瞋痴。
所以我們念懺悔偈，「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痴，從身語
意之所生，今對佛前求懺悔」。所以貪瞋痴所有的煩惱從這產生，
我們一般稱作三毒煩惱。這三毒煩惱還能夠再歸納，歸納一條就是
貪，貪排在第一。
　　所以經上給我們說「生死疲勞，從貪欲起」。貪就是最根本的
煩惱，貪不到就起瞋恨心，有貪、有瞋愚痴就來了，貪瞋痴。所以



這個貪是最根本的煩惱，有貪就有瞋恚，菩薩六度第一度布施度，
就是對治貪欲，戒貪，「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痴」。貪欲的對象
無量無邊，性質就是慳貪，自己有的不肯布施給別人，自己沒有的
想要得到貪求。求得之後想要得更多，貪得無厭，不知足，這就不
自在。譬如說我們現在有一百萬，看到別人有一千萬，我們要跟他
比賽，我們想要跟他一樣，甚至要比他多，貪心就一直起來。所以
貪欲重，把我們放在天堂也不會快樂，錢再多的人也不會快樂，為
什麼？他永遠都不知足。什麼人最快樂？知足的人，所謂知足常樂
，能夠知足的人他最快樂，他能夠得到自在。所以戒貪欲能夠得到
五種自在，『一，三業自在，諸根具足』，「諸根」就是六根具足
。「三業自在」，身語意自在，簡單講就是身心自在，因為你不會
去貪求就自在了。你若起貪心永遠都不會滿足，永遠都在追求物欲
的享受，永遠都不夠，當然你就不自在。讓你再有錢，再有地位，
再有聲望也不自在。所以離貪欲可以三業自在，諸根具足。
　　『二，財物自在，一切怨賊不奪』，你自己所有財物，一切冤
親債主、盜賊不會把它搶走的，這就自在了。錢存在銀行，投資什
麼生意不一定自在，做生意有賺有賠。有些錢，想要保持不讓它貶
值，更希望這個錢能夠增加，總是想盡方法要如何做生意、投資，
或是置產，買什麼？買土地或者買股票種種的，就是要保持我們財
物不斷的增加。是不是自在？不自在，患得患失，投資怕賠錢，心
一天到晚為錢財煩惱，這就不自在了。這個原因就是貪欲。如果永
離貪欲，你的財物就自在，不管做什麼生意，冤親債主、盜賊都沒
有辦法奪取你的，這是最自在。
　　這一集的時間到了，我們就講到這裡，下面下一集再繼續跟大
家報告。謝謝大家收看，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