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净土法门丛谭  
   

修习净土的福业 

 

              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讲 

 

    各位居士，刚才我来贵林，听到各位正在虔诚地念佛。念佛，是属於净业的。佛教说我们人类所

做的业，有黑业和白业：黑业是恶业，罪业，如一块黑布，染污不净；白业是善业，净业，似一张白

纸，清洁可爱的。 

    佛在观无量寿经中，告诉一个在家弟子??国太夫人韦提希。她是古印度摩竭陀国频娑婆罗王的夫

人。她的逆子阿 世听了恶人提婆达多的怂恿，设计把父王关入牢狱，不准他人送饭给他吃，预备饿

死了父王，自己登极。後来母后韦提希，念夫妇情分，偷偷探监送食，却被逆子查知，亦把她打入天

牢。韦提希在牢中受苦，感念人生苦空无常，虽身为国太夫人，亦将难免受屈而死，乃诚心求助於

佛，希望生到离苦得乐的所在。当时佛鉴其诚，为她示现许多净境，而她最锺意的是极乐世界的弥陀

净土。佛就对她说，欲生弥陀净土，不只是念一句阿弥陀佛就算了，还须要勤修三福，多做於己於人

有益的事业，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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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习净业，求生净土的正因。  

    所谓净业的正因，就是修习三种培福的善业。第一种福业要做四件事：即 是孝养父母，奉事师

长，慈心不杀，修十善行。佛说我们人的生命（即阿赖耶 识，世俗误呼灵魂）是自己的，身体是由

父母而来的。由於父母的遗体，我们 这一世的神识才获得寄托的所在。所以父母於我们有恩德，我

们要知恩报德。 儒家主百行孝为先。诗经谓：「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恩，昊天罔极」 。佛

书则谓：父母「恩重山丘，五鼎三牲未足酬，亲得离尘垢，子道方成就 」。当时佛在印度，有人问

他拜神最好拜什 神？佛谓：「堂上二亲最神也」 （见四十二章经）。这是说：如果父母都不肯礼

敬，向其他地方去拜神拜鬼是 没用的。  

    奉事师长，是尊师重道。师不尊则道不重，道不重则事难成。所以说「生 我者父母，教我者师



长」。人生处世，对於亲炙明师，狎近善友，是极需要的 。语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又

云：「与善知识相处，如在雾露中行， 虽不湿衣时时有润」。华严经谓：「十方三世诸佛，皆因善

知识故，得证阿耨 多罗三藐三菩提」（即证无上佛果）。所谓「善知识」，即是明师益友的代名 

词。  

    慈心不杀，是弥消争端最根本的方法。普通人的心理多喜竞争，每喜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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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中求取和平，其实是强中还有强中手，以牙还牙，循环不息，从这里面寻求 和平，只是治标，而

非治本。佛教要从慈心中求和平，先消灭杀机，才是澄本 清源的息争方法，杀生有伤慈心。凡有生

命的动物，皆爱其生而恶其死。孔子 谓：「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 一切智光明经

云：「宁当杀 身破眼目，不忍 食众生肉，食肉行慈不满足，当受短命多病身」。佛在「波 耶王

经」中，曾说他过去为波耶王时，广行仁政，干戈息，囹圄毁，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後邻国恶王

觊觎其土，兴兵来伐，并以百金求得王之首级。王为 思争以求两国多人生命不受伤害，宁舍一己，

自斩头颅以献恶王。恶王感动悔 过，痛忏其非，两国从此和好如常。这便是从慈心中，也是从和中

求得永远和 平的事实，不是目下一般口是心非，高唱和平谰调的人所能望其项背。所以古 人如成汤

解网，子产畜池，智者放生，莲池戒杀，都莫非想从这血腥膻臭的世 界中养成一颗慈爱的善心，以

争取光明和爱升平快乐的生活而已。  

    十善业，是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 恶口；意不贪、不

瞠、不痴。这是修学做人的基本道德，要比五常四维来得具 体和切实。如果人人皆行十善，那末对

於怎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问 题，也可以不成问题了。  

    修习第二种福业，要做的善事有三件：即是受持三皈，具足众戒。不犯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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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三归是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为学佛的第一步工作，受得三归，才取 得佛徒的身分和资

格。由三归进一步，就要受具众戒。这戒有五戒、八戒、十 戒……梵网十重四十八轻、瑜伽四他胜

处法等，都在众戒之列。但最基本的戒 法，还在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的五

戒。守得五戒，就是 一个标准的好人了。  

    威仪，是有关礼貌上的事。一个人能内守坚贞，那 形之於外的态度，必 定是威仪具足。对於

这些事，吾人平常所患的，是过与不及。如不修边幅似野 人或放浪形骸如野马，固然不及，就是



「眼观於鼻鼻观心，从来不见青天面」 ，也觉太过。因那种威仪礼貌，只适宜住在深山古庙中的人

做的，如果在今日 闹市里行路，也要「眼观鼻，鼻观心」，丝毫不看别的东西，可能前面的汽车 经

过，就会把你撞死。则知所谓「三千威仪，八万细行」，也是形容仪态大方 而已，事实恐无那样繁

琐的细节。不过礼貌对於待人接物方面，却很重要， 许多人事的纠纷，都是因不礼貌而起的。所以

念佛的人，更要注重威仪齐整， 不但是礼貌合度，还可以杜息妄缘，去掉自己散乱的念头，链成坚

一的意志。  

    修习第三种福业要做的善事有四件：即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 ，劝进行者。发菩提

心不但是念佛的正因，也是学佛的正因。华严经说，学佛 的人如无菩提心，所做的事业，都容易变

为魔业。菩提是印语，华译为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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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海，是一种智慧的觉悟心。内容是一边自学佛道，一边利济他人，即是自利利 他，自度度人的胜

心。有了菩提心充实自己，积极救世，学佛才会生起作用， 如果不顾他人的苦难，即使自己念佛，

也不算是学佛的精神，只算是「小果 声闻」，不能称为「大心菩萨」。且在世亲论师所作的往生论

中说：「二乘种 不生西方」。可见念佛的人，还须要发起自利利人的悲心才对。  

    深信因果，是对於善因善果，恶因恶果的规律，要深信不疑，才会增固自 己念佛的信仰和力

量。但信因果，须要信三世因果的原理。如儒家「不知其生 ，焉知其死」，对於生前的过去，死後

的未来不提，只信现在一世的因果。其 他宗教主张今生作善，来世往生天国，而不提过去世如何，

也只信现未两世的 因果。这样信因果，遇到许多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如现在见人作善的，偏招恶 

报，死而不得其所；究竟是什 缘故呢？岂非因果之说无效吗？反之看到无所 不为的恶人，生活反

而过得很好，大享其福；这又是为什 呢？若用一世因果 之理，或二世因果之理，都难以解释明

白，唯有用三世因果的理论来说，做善 的人得恶报，是因他前世种下恶因，今日恶果已熟，要先受

恶报；而现在虽然 行善，善因薄弱，善果报在未来，并不是没有了因果。做善得恶报之理如此， 反

之做恶得善报的道理也是一样。不如此，则窃钩者诛，窃国者侯，颜回仁而 不寿，盗跖凶而长年，

李广数奇，屈原命乖，尧生丹朱，瞽出大舜，哲如苏格  

 

97 

拉底，冤毙牢岳里面，贤如耶稣，钉死十字架上。目犍连抱道殉教；富楼那说 法亡身。若有因果，

这些人事的成败得失，都难以理解了。所以因果一定要深 信三世，否则一遇挫折，便要退心。譬如



一个信佛念佛的人，不信不念时环境 很顺利，而亦信亦念时忽然逆境现前，家庭种种变故，就容易

怀疑信佛念佛与 他不利，从此退心，不但不信不念，甚至有转过来毁谤佛法的。如果明白三世 因

果，便知道这些变故，定有前因，算不定你不信不念，或者这变故会来得更 厉害，更惨，而因你现

在信佛念佛，已是「重报轻受」，或者「生病当灾」了 。  

    读诵大乘经典和劝人修学佛道，亦是念佛的人应该要做的工作。因念佛是 为了要学佛，要学佛

须要发大乘心，要发大乘心必须读诵大乘经典，因大乘经 典中所诠的义理，不但是佛陀积极救世的

精神所在，同时也是佛法的慧命所系 ，所以学佛的人要懂得佛法的真义，认识佛法的真价，须要读

诵大乘经典，就 是念佛的人也不能例外。同时由於多读大乘经典，了知学佛的任务是在自觉觉 人，

自利利人，自度度人，不但自己学习，还需要「劝进行者」，以种种方便 ，循循善诱，引人入佛。

在维摩经中说有法门叫做「无尽灯」。自己学佛发起 智慧的大乘心，即是自己燃点起一盏智慧的心

灯；再劝人学佛，即由自己一盏 心灯，点著他人的多盏心灯。如是辗转相点，灯灯无尽，光光不

绝，成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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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炬，灼破世间种种的愚痴黑暗，使许多众生，都浸在大光明藏中，过其和 平快乐的生活。  

    释迦佛为韦提希说了这三种福业，同时又很郑重地教诫她：「十方三世诸 佛成佛，都不离修此

三福，都以此三福为修净业的正因。足见念佛的人不光是 念一句佛就算，还须要多做福利社会的培

福工作，而这培福工作是包括了社会 的慈善工作，社会教育工作在内，在目下佛教的教育工作慈善

工作不甚发达的 时候，奉劝一切学佛念佛的人，应把精神振作起来，面向社会，正视现实，将 有用

的金钱，从事於佛教於社会有利的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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