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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课  十善和善心所法 

 

    善的定义，是个人的思想行为与自己有益的；对他人亦是有益的；在今世好的；在来生也是好的。

这四个条件具备，才能算是纯善。 

    佛教所说善法，有世间的，有出世间的，种类繁多；但简单点来讲，最基本的善法，不出十种，叫

做「十善」。这十善法，即是十恶法的反面：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不妄言、不绮语、不两

舌、不恶口；意不贪、不瞠、不痴。若再从心理上来研究分析，这善法的心理，可得十一种。在唯识学

上，叫做「善心所法」： 

    一信，是没有怀疑。一个人对於一切善法，如有怀疑，就不能起信，更不能接受。故信实为生起一

切道德善法的根源。华严经说得好?「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有了信仰，就会开始去推

动一切善行。 

    二惭，就是羞耻。看到别人有德有学，自觉不如，就要以人喻己，知所黾勉，发奋图强。所谓：

「彼既丈夫我亦尔，不应自馁而退屈」。能知 

  
惭， 便会进步。  

 

    三愧，是抱愧歉疚。自己犯了不道德的罪行，恐怕轻则当面受人辱骂，背後受人指责，重则受法律

处罚，甚或丧失生命，由此便不敢为非作恶，自掘陷阱。 

 

    四无贪，是看透了人生所有的事物，都是因缘而起，缘起性空，虚妄不实，所以就能恬澹宁静，少

欲知足，在世间一切尘欲的境界上，心不贪恋，无诸嗜好。 

 

    五无瞠，是看透一切境界的虚妄，心无所著，好恶随缘，得失忘怀， 所以不起瞠怒。你顺来，固

无可喜；你逆至，亦无可伤。智眼常开，不随情转，即使逆境当前，仍能忍受众苦，恒顺众生，不生恼

怒。学菩萨法，坚固忍度，摄化众 生，才有这种修养，养成无瞠的心境。 

 

    六无痴，痴即无明。没有无明，便有智慧，谛察事理，明自透彻，没有错误，也就不会起贪起瞠。

须知贪瞠的生起，全由於痴，如能无痴，便可无贪无瞠。所以这无 贪、无瞠、无痴，叫做「三善

根」。是说明了一切的善法，都从这三种善根而生起的。 

 

    七精进，精则无杂，进则不退。精进对於帮助修习一切善法的进步， 具有无比的力量。它所表现

的功用，是有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努力断恶， 停止或拒绝做一切恶事 ，一面是努力修善，摄取一切的

善法。精进的精神是积极的：自利工作需要精进，利他工作更需要精进；修习世间善法， 希圣希贤，

需要精进，修习出世间的佛法，成圣成佛，更需要精进。一切菩萨学佛，皆因精进故而得道，这是佛在

经典中，常常教诫弟子们的。 

 

    八轻安，轻是轻快，安是安乐。轻安的境界，不是普通人所有的；须要修学佛法，和禅定的工夫初

步接触，心境上感到清明自在，一阵舒畅， 才有轻安的乐趣。这是一种调心的工作，得到这种境界，

一切妄念的粗垢，渐渐脱落，会使心境趋於纯善的阶段。 

 



    九不放逸，是能控制到自己放浪的思想，和不羁的行为。不放逸的本性，便是无贪、无瞠、无痴的

三善根，和精进的控制，生起防恶修善的功能，对於一切不好的思 想和行为，加以节制，使之趋於好

的方面发展。 

 

    十行舍，行是修行，舍是舍弃执著。普通一般的人，对於修行作善， 多是抱有功利观念，即是做

了好事，怀著图报的思想，如果没有报答，得不到好处，便要退心，所以做好事多不能彻底；学佛的人

做善修行， 便要彻底，不好怀著功利的图报。所以行舍，就是教人即行即舍，做了善事，不要把功德

记在心里，或希望他人来答报，菩萨视人如己，为人服务，即等於为自己服务，所以是「施恩不望报，

望报不施恩」。没有世间人功利的观念。况佛教注重破执，执坏事固然是病，执好事亦属於病，会阻碍

自己的前进；所以须要空尽主观的执情，才会契合於客观的真理。  

 

    十一不害，是不侵害他人的利益。佛教的主旨，不但利济自己，更重利乐有情，所以须要不害，才

成善根。  

 

    这十一种善法，是属於唯识学百法中的「心所有法」。心所有法共有五十一种，或善或恶不定，唯

有这十一种心所有法，是纯粹的善法，为一 切佛徒所需要学习的。  

    问题练习：  

    1.善的定义是甚么？  

    2.十恶与十善有何不同？  

    3.善心所法共有几种？试列其名。  

    4.甚么叫做「三善根」？  

    5.怎样训练成我们善的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