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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业力学说的价值 

 

    业力的说法，给人类非常大的影响和价值。这影响和价值一直到现在还存在著。但业力之说，非创自

佛陀，在古代印度的宗教学说中已有所发明。如奥义书说：「人依欲而成，因欲而有意向，因意向而有

业，因业而有果」。这说明了业是有情轮迥的原动力。但他们都相信有一个我与业相结合，才发生力量创

辟另一新的环境??身心和世界，我即幽囚其中。佛陀正觉後，更深入一层的发现，肯定业是藉缘起之力而

存在，而缘起性空，就否认了我的存在。如杂阿含经说：「有业报而无作者，此阴灭已，异阴相续」。业

报缘起性空，故「无作者」。就从这缘起无我观中，完成了业的净化作用，使业力之说更提高了价值；如

果是执有我的存在，便有我所爱的贪著，业是永远也没有净化的日子。 

 

    业力既是佛法中重要的一法，自然有它的价值。它的价值可以举出以下几种来说： 

 

    (A)山是自力而非他力：古时候的人类，生活在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演化中，常受到某种力量的限

制或支配，自己无法使之转移与克服，终以为有大力者的神或 魔或天命操纵其间，於是就发生了种种祭

祀，祷告，赞颂等的仪式，希图靠他力??神力、魔力等来转变现果；但到了这种希求无效，或自己再不能

忍受这种现果的 无情虐待，觉得这是可用自己身心努力的行为使之转好的，於是就接近自我的业力之

说，否定了神权的他力，而肯定了「人定胜天」的合乎因果事实的定律。佛陀的 业力说，就是使人从神

秘的祭祀与咒术中解放出来，使人类合理的行为，成为改善过去开拓未 来的活力。  

 

    (B)是平等而非特殊：信奉神教的人，根原於神的阶级性，造出人为的社会阶级。如说梵天生四姓，

婆罗门、利帝利、吠舍为优秀的再生族；首陀罗族，就是劣等 的奴隶，没有受神教而得再生的权利。或

如有些人说， 有人能为上帝的选民，是最可雄视的，似乎非此就不足以言高贵。这都是造成阶级的因

素。佛法从业力说，彻底反对这种神权的社会阶级，认为现实人类贫富智愚的 种种差殊，不是取决於神

权，而是决定於自造的业力。 业力是缘起不定的，在不断的转变过程中，由於现生行为的善恶，优秀的

种族可以退化而没落，劣败的种族亦可以翻身上升，真理是平等的，并没有特殊化的贵族阶级。所以在业

力的立场，不否定现前的既定事实，但亦不使现前的情况神化，看作无可挽回的注定。  

 

    (C)是希望而非绝望：相信神教的人，在人生苦难的逆境中，往往趋向於失望，甚至自杀。如印度四

姓阶级中以首陀罗族为劣性，虽有优秀的子孙，亦无受神教再 生的权利。这种环境的压抑，能使一个智

力最强的人， 亦难以伸展自己的力量，除了冒险反抗外，对於前途只有消极的颓丧、绝望、悲观，只有

趋於自杀一途了。亦有一种神权的宗教，虽无此种限制， 但由於神的残酷性，对於人类一期的死亡，竟

宣判他永生天国或永受火狱的酷刑。殊不知人类本性非恶，由於外来的恶缘，错误犯罪，待其自觉悔悟；

改过迁善，自 然仍望有再生和新生的可能，这样才合情合理。佛法的业方说，就是阐明有情在现象界的

一切，可以凭自己行为上努力的价值，而能改变现状， 或得到未来的新生。所以由於业力之说，人类间

充满著未来的光明，生趣盎然，充满著无限的希望，决不会陷於苦闷的深渊，踏入绝望的境地。  

 

    (D)是肯定而非否定：人类对於现生的行为与境遇不一致，常常会从怀疑中来否定祸福的报应，推翻

因果的定律。如行善而遭遇不幸，或做恶而偏 得福禄，会造成自己不肯相信因果的。又如瞽叟生舜也



贤，尧生丹朱也不肖，那么就连他人的因果也怀疑起来了。遇到这种场合，惟有三世因果的业感之说，就

可以 说明现生行为与遭遇不一致的原因。「善恶到头总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不是不报，时间未

到」。懂得这种原理，我们对於三世因果的业感缘起之说的信仰， 是有定的，不是否定的。我们尽可能

使自己现生的行为努力向上，不必因现生的遭遇不幸，动摇了自己向善的决心。须知业力果报之说，毕竟

是合乎情理的，是有价 值的。  
 
 

    问题练习：  

    1.奥义书中怎样说业力的？  

    2.业力之说到了佛陀有何更深入的发现？  

    3.业力说的价值可举出几种？  

    4.怎样叫做「是自力而非他力」？  

    5.怎样叫做「是平等而非特殊」？  

    6.怎样叫做「是希望而非绝望」？  
    7.怎样叫做「是肯定而非否定」？  

    8.信仰业力之说有何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