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正觉的启示  
  
一、信因果并非迷信   

    佛教注重信仰，首先叫人信仰因果。信仰因果，深知善恶报应，事理 昭彰，心理有所顾忌和畏惧，

不敢为非做恶，无形中使自己的思想行为趋 向好的方面去，就产生了道德的价值。  

    信仰因果是理智的，并非迷信的。世间的事事物物，它的产生都是有 因果性的；不过它的由因至

果，中间必经一段距离，因虽下种，果非立就 ，短视的人因未亲见其果，便起怀疑，以为迷信。例如

信种瓜得瓜，种豆 得豆，大家看得见的，就不觉得有什 迷信；又如人类现在做善得好报， 造恶招殃

祸，大家看得到的现实因果，亦不会有什 怀疑，也不觉得有何 迷信；就是对现在做好事得恶报、做

坏事反而得善报，短视而没有认识因 果原理的人，就会用轻率的态度与语言，批评信因果为迷信，抹

煞因果论 的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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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比较时髦聪明的人，认为信仰因果报应，是君主专制时代在「愚 民政策」下的产物，因君王利

用因果报应的道理，大事渲染，恐吓人民， 使之就范；而现在是科学的民主时代，人民不受愚，也愚

他不了，所以因 果报应的事可以不谈，因果论的学问也不需要研究与提倡。其实古代有些 野心的帝

皇，利用因果报应之说使人民有所顾忌，畏罪受报，不敢造反作 乱，而他可以稳坐江山，坐享太平，

容有其事：但我们亦不可以「因事废 理」，徒招「因噎废食」的讥嫌。  

二、因果律不能否认   

    天地万物的生长与结局，都是循於因果之理而演变，其事确凿，不容 我们不信；也不能因他人利用

因果的道理来愚弄人，丧失自己对因果的信 念。在这个世界上，现在除开邪见偏执的断常论，恶见斗

争的唯物论，其 他的学说主义或宗教，都是相信因果的道理。  

    1、科学家信因果：科学家分析每一事物的生长、演变、结局，都是 循看因果的定律在不断地发展。

所以科学家并不否认因果的定律。  

    2、读书人信因果：如中国的读书人，以及「学优而仕」的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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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都信因果的；而中国诸子百家的经书，和说部传奇等等亦多侈谈因果 ，言之凿凿，且多事实之证

明。最显著的如易经上说：「积善之家，必有 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不是推论，而是历

史上所见的事实。  

    3、宗教家信因果：无论那个宗教，都劝人为善不为恶，其中便含有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

的警觉。又如宗教提倡博爱行善，可上天 国，博爱行善是因，上天国是果。  

    4、佛教更重因果：佛教讲因果的道理，可以包括在「因缘果报」四 字中。因指每一事物生长各有其

主因；缘是帮助主因成立的助缘；果报是 指此一事物由因缘和合而成功的结局。如种一株椰树，椰种

是因，水土阳 光空气等为缘，长成椰树，生成果子，叫做结局。椰树如此，推至天地万 物莫不由因缘

所成，其理亦是如此。  

三、现在报应的事实   

    一位目前还寄居美国的法师曾与我说一个现实报应的故事：在他的家 乡附近有一间小庙，庙内有个

老修僧叫做明参，他的出家因缘，很是动人 ；在中国革命军北伐时代，与联军交战於江浙之间，他那

时是一个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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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他上街去，看见一女人手持银元哭哭啼啼的，便问如为什 哭？ 她说她把家里仅剩的一对母

鸡，与人换得银元买柴米，不料受骗，换来的 是假银的铜元，买不到柴米，丈夫凶暴，回去一定挨

打，就算不被打也要 饿死，不如投水早了残生。这兵士听了就说：「我能辨识银元的其假，你 拿来给

我看看」。於是接过假银元，转过身来敲敲，然後往自己胸部左角 袋子里一塞，再从右角袋子里摸出

一块真银元来对女人说：「你别寻死 这银元是真的，一点也不会假，你放心拿去买柴米好了」。女人

听了，欢 喜而去。不久，他上前线作战，双方驳火激烈之时，他忽被一颗子弹打中 左胸，自己以为必

定饮弹而死，整个人扑倒在地上。奇怪的是他只觉得胸 部左上角有点微微作痛，原来子弹不偏不倚，

正打在那个假银元上，摸出 一看，银元上留下一道很深的弹痕。一块银元救人一命，也救了自己一

命 ，这正是最现实的善有善报的眼前报应。就由於这件事，使这个好心的兵 士，後来看破红尘，出家

为僧。  

    有一次，我在香港，又听得一个东北法师说的一个动人的故事：在中 日战争时期，一个日本土酋，

在哈尔滨一带横行无忌，做了很多奸杀的坏 事。有一晚，他在很清醒的状态中做了一个迷梦。他看见

四个穿黑衫白裤 ，荷著枪的漂亮女子，就起了不良之心，在尾穷追。後来追到一间大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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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边门一启，四个女子很快地就跑了进去，他却看见门口墙壁上有「南 无阿弥陀佛」六个大字，高

声地念了一遍，正想进去，忽听轰的一声，门 已关上，他亦惊醒过来。第二天早上想起那四个女子是

荷枪的，就带卫兵 去包围那间寺院，以为寺里面必藏有枪械武器，谁知遍搜了却一无所获。 寺僧皆不

知其故，问其为何要搜查寺院？土酋就向老僧具说昨夜的梦境。 老僧笑说：「原来如此！请你去寺後

看看，一只母狗生了五只小狗，四只 就是你所追逐的四个女子，一只公的生出就死了，一句「南无阿

弥陀佛」 救了你」！土酋听了颇表惊疑，即去寺後一看，果然不错，四只黑身白腿 的小犬，正在争吃

奶，一只身黄灰色如他的戎装似的雄小犬，死在旁边。 土酋见之，毛骨悚然，颇有感悟，後来就严肃

军纪，自己与兵士们都有戒 心，不敢向人强暴。日本人本来多是信佛的，只是被侵略人的野心，蒙蔽 

了良知，一有机会，便亦觉醒，这又是一个现实的报应，使人不能不信善 有善报，而恶亦有恶报的事

实证明了。  

四、因果论要通三世   

    因果的道理，若只讲现在一世的报应，如上面所讲的善有善报、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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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报的理论与事实，是很容易使人相信的。更明白的，例如张三杀人害命 ，案发绳以法律，即刻判以

「杀人者死」的报应。或如李四暗算人，不久 见到他亦被人所暗算。这种现在造因，现在受报的事

情，是司空见惯，说 出来大家都会信受的；最不容易信受的，是如「颜回仁爱而不寿」，如何 作善而

招恶报？「盗跖凶暴而长年」，作恶如何而得善报？或圣贤如唐尧 ，生个儿子丹朱，却是非常的不

肖，被伊尹放逐。残酷如瞽叟，生出来的 儿子，却是大孝的虞舜？如有因果，则善恶矛盾，如何可

解？可信？岂不 是善得恶报，恶招善果，把因果的道理倒乱了吗？  

    关於这些问题，若照儒教只讲现在一世的因果报应，如孔子所谓「未 知生，焉知死」，「六合之

外，存而不论」，只重现实，不谈过未二世， 是解不通的。即照西洋的耶教，叫人现在博爱，将来生

天，只谈现未二世 ，而忽略由於过去世的善恶作业差别，引生现在世的贫富智愚不同，於是 遇到「做

善恶报，做恶善报」的问题，就不能理解得通，最後只好把因果 的理论推翻，不信因果，糊里糊涂去

信上帝。  

    若在佛教，由於佛陀的智慧观照诸法，透彻一切事理，故能说出三世 因果，毫厘分明，对於这些问

题，都可迎刃而解。如颜回现在行仁，未报 长寿，是因他过去世曾多杀生害命，做了恶因，现在恶果

已熟，故要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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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命之报；现在行仁之因力不强、未熟，长寿之报在於来世，并未失去， 不过自己因无明青盲而短

视，没有像佛陀照彻三世的慧眼，观察不到吧了 。颜回作善报恶的道理如此，则知盗跖为恶报善，亦

因他过去造善业因， 今已成熟，机缘到来，故先享受富贵长寿之福，他今世的恶因不强、未熟 ，恶果

自然在於来世，也必难以逃脱了。  

五、不信因果的危险 

 

    不信因果的知见，佛教评之为邪知邪见，或断灭的知见，其弊甚多，为祸为害，甚於洪水猛兽。为

什么呢？ 

    1、为善有用：平常的人，都会说一声「人生为善最乐」，就因为行善的人，做了善事，或救了许多

生命，现在的心情愉快；而想到将来的善有善报，心里更加兴奋快乐了。如果是不信因果，或没有因

果这回事，则作善无用，不如作恶来得自由自在。每个人都去作恶，走入了邪路，那 这个世界，还

成个什 世界呢？你看危险不危险！可怕不可怕？这样，我们到底信因果好呢？不信因果好呢？大家

心里应该都很明白了。 

    2、作恶要惧：信因果的人，知道恶有恶报，所谓「天网恢恢，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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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漏」。所谓「纵经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 则有所惊畏，有所顾忌，不敢

妄作妄为，自招罪戾。人人有所忌惮惊畏， 人人不敢作恶为非，社会少了害虫，升平的景象，就不难

再见了。 今日世变日急，祸乱频仍，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原因在军事家不信 因果，穷兵黩武，劳民

害国；政治家不信因果，勾心斗角，明枪暗箭，用 尽心术，争权夺利，不择手段，弄得家宅无安，鸡

犬不宁；文学家不信因 果，专写黄色作品，诲淫诲盗，流毒所致，伤风败德，人心如江河日下， 难以

挽回！而欲挽回这一颓流，必须提倡佛法，培养因果的观念，深信 善恶轮回的事实，修己进德，导人

向善，世界的前途，才有光明的景象； 不然，因果观念薄弱，贪瞠毒焰炽盛，人欲横流，真理沦亡，

只恐诸佛再 世，也难挽救众生的孽劫了！  

 

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