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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业力的面面观 

 

   佛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正阐明了心识之力的伟大；但心识的发动力，是由於内心思惟造作的

意业；由於意业的决定，才有身口的表业。可知心力固然伟大，而业力更为惊人。所以太虚大师说：「业

力是佛法中重要的一法」；如果没有业力的动作与表现，我们亦看不出心力的伟大。心力与业力，它们的

关系是很密切的。 

 

    业力的原理，性质都很深微，就是行相，效用等差别也很复杂。现在仅就四类择要来说： 

 

    一、就业的性质来说，有黑业和白业，可分四种：甲、黑黑业，是不善的恶业，其性染污，犹如黑

布。所作的因是黑的，所感的果亦是黑的，重言黑黑。如造地狱等恶业。乙、白白业，是善的净业，性不

染污，好比白纸，所作的因是白净的，所招的果亦是白净的，故重言白白。如造人天等善业。丙、黑白黑

白业，是所做的因是善恶渗杂的，所感的果亦有可爱的和不可爱的，人所以重言黑白黑白。如我们现在所

感得的异熟果报?? 身体，苦乐渗杂，就是业因黑白渗杂的缘故。丁、非黑非白业，是指出世的无漏清净之

业，性不染污，所以非黑，又不是招白净的异熟果报的身体，所以非白。如造佛果无漏的身相是。 

 

    二、就业的法则来说，有共业和不共业，亦可分为四类：甲、共中共业，是指大家过去共同做的业

因，现在受到共同的业果，如我们所依住的山河国土，大家都是共 同受用的。乙、不共业，是指各人过去

做的不同业因，现在所得的业果，亦有美丑苦乐各不相同。如我们各个不同的身体。 丙、共中不共业，即

在同里面又有不同的业，如大家同住这个国土，而各人的舍宅田园等等又各各不同。丁、不共中共业，即

不共中又有相共的业，如我们的身体等 虽然不共他人所有，但亦有和他人相依相靠的作用。 总之，共业

和不共业，是在各人作业受报的法则上发生互相影响而言，即各人自己做了有利或有害的行业，自己果然

受影响，同时亦影响他人。从影响自身说，是不 共业；从影响他人说，即成共业了。 

 

    三、就业的势用来说，有引业和满业的区分。引业是由过去造的业力，引生现世的总报，即共业所感

的共报，如国土界趣等大家所受相同。 满业是由过去造的势力，招感现在的别报，即不共业所感的别

报，如每个人的相貌、强弱、穷 通、寿夭等的不同。比如画师作画，先写一个模型的轮廓，然後再填满彩

色，方成一幅圆满的图画。先画轮廓，就如引业；後 加填彩，就如满业。由引业招感的总报看来，现在世

界的苦乐祸福，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改变的，除非大家用现在的共业来共同改变，共同改造；但从满业来

看，个人 的贫富苦乐，穷通寿夭，是从现在的行为努力可以转变的，做善则坏的可以变好，做恶则好的可

以变坏。所以佛法虽说因果业力有定，而不同定命论者的固定不变的 说法。  

 

    四、从业的时分来说，有定业和不定业。在做业受报的时间上，有现生受的，有来生受的，有他生受

的，有不一定要受的。其中做了一定要受的，叫做定业；有些偶 然无意造的业，或受或不受，叫做不定

业。如中阿含思经说：「若有故作业，我说彼必受其报；若不故作业，我说此不必受报」。其实定不定受

报，权力还在自己， 自己惭愧忏悔，努力改善，即使重业方可变轻，成为不定之业；否则，自己毫无惭愧

悔过，不想改善，那就成了定业难逃。中阿含盐喻经说：即使造了重大的恶业， 如寿命许可， 有足够忏

悔的时间，又能修身、修戒、修心、修慧，重业变轻：而成为不定业。如多量的盐投入长江大海，并不觉



得咸苦一样；反之，如故意作业，又无寿命和时间来忏悔，又不修身、修戒、修心、修慧，那就定要受

报。如盐虽不多，而投入杯水中，就咸苦不堪。所以不必为既成的恶业担忧，要担忧的应该在自己能否有

决心勇於改过和努力迁善的精神啦！。   

    问题练习：  

    1.心力与业力的关系如何？  

    2.业从性质说有几多种？  

    3.业从法则说有几多种？  

    4.业从势力说有几多种？  

    5.业从时分说有几多种？  

    6.对佛教所说的业力有何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