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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因缘与果报 

 

    因缘生万法，是佛法中重要的理论，由於因缘，而说果报。因是事物的本原，缘是一种助力，果报

是後来的结局。由因得果，全是缘的力量助成，所以缘对於因的关系之重要，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缘，是指一切物事之间生起一种互相交涉的关系。佛教把这些关系加以研究分析，可得四种，也叫

做四缘：一因缘，二等无间缘，三所缘缘，四增上缘。四缘之理很深，这里不能尽说，只好用一个比喻

来显明它：因缘，比如一粒椰种，对於椰树的生长，是有最亲切的关系；等无间缘，比使这粒椰种的生

机不断，辗转增长；所缘缘，是比对这粒椰种辗转增胜的希望之心；增上缘，是比肥沃的泥土，以及空

气、温度、雨水等等帑助椰种发育长大的助力。因有这四缘的关系，才助成椰的种子，由发芽而长成，

而开花，而结果。这结果、也就是因缘结局的果报。椰树如此，推至世间一切诸法的生成，也都离不了

这四缘的关系。 

 

    果报的果研究起来，也可分成现果、来果、後果的三种。所做的善恶之因，在现在这一生成熟招果

的叫做现果；在来生成熟的，叫做来果；在後後多生成熟的，叫做 後果。这是从三世的时间上，说明

因果是每一事一物生长和成功的必然性，有如是因，招如是果，其间关系虽极复杂，而是有条不紊，毫

厘无差的。同时果报所以有 现生成熟的，有来生成熟的，有後生成熟的，其原因约有二种：一是因的

力量有迟早，如一粒瓜种和一粒桃种，同时种在地下，瓜种当年生成可结瓜果，而桃核须经 三四年才

能长成结桃；二是缘的力量有强弱，如四缘并进，条件具备，成熟自然早些，否则助缘只有一种二种，

力不充足，或因土壤不良，或因阳光不够，空气缺 乏，那末这瓜或桃的成熟，自然又要挨迟了。 

 

    有些人不明因缘果报的定理，就怀疑因果倘是可靠的，如何眼见世间许多行善的好人，不得好死、

或受苦报？而那些做恶的坏人，反而晨夕享乐，过著很富裕自在的 生活呢？这道理凭三世因果的眼光

看来，是很简单的，即好人今受苦报，因他过去所种的恶因，今已缘熟，须先受苦果；而今生虽然做

好，善因薄弱，善缘未熟，要 待来生，才受好果。反之，恶人做恶反得好报，亦是这个道理，因他前

生种的好因已熟，先享福报，今生所造的恶因，业缘未熟，若报还在来生，任他怎样也逃不了 的。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这话是值得我们玩味的。 

 

    因果的定律还有两个要点：一是因果不会消灭，除非你不造因，如果造了，不论好恶，种子永留识

中，不会坏灭，遇缘便起现行，招受果报。 如果造了恶因，要想不受恶报，那是没有办法的；要想有

办法，唯有修习佛法，断尽三界烦恼，获得出世圣果，方可免除痛苦轮迥受报的痛苦。二是善恶不相抵

销， 已种恶因，分受其报，不可以为再做点好事，就可把这应得之罪抵销去。须知佛天无私，不受贿

赂，不过多做善事，多增善缘， 使恶报由重转轻，所谓「重报轻受」，这是有可能的；同时由於善缘

增多，恶缘渐减，也是使善果速疾成熟的最好办法。可见欲从好的因缘，得到好的果报，人生在 世，

多做善事，还是极为需要的。  

    问题练习：  

    1.因缘果报四字作何解说？  

    2.因缘的缘有几多种？  



    3.果报的果有几多种？  

    4.果报成熟分三世先後有何原因？  

    5.为何善人得恶报？而恶人反得善报？  

    6.因果的定律有几个要点？  

    7.人生在世最需要做甚么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