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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因 的体解 
 

 
释继尊法师■本期特约 

  

马来西亚是佛法相当兴盛的地方，在我念书时，当学校发表格要我

填个人基本资料时，其中一栏称宗教信仰，我都会填写佛教。可是当

时根本弄不太清楚什么是佛教。後来一直到我初中时才会想，我填了

一辈子佛教，到底什么是佛教，才想要去认识。  

小时候我曾参加佛教会周日佛学班，也接触了佛学，可是当时我的内

心都有一种形容不出来的疑惑。乃至於後来进入佛学院接触许多道

场，还是觉得在佛法上之困难未解，似乎是所学的理论与实际生活，

两件事件接合不上来。 

记 得在佛法学习中，在我念完佛教入门手册，佛史、佛理及善生经

後，第一本接触的较相应的法义是成佛之道。後来陆陆续续又接触了

中观、哲学及唯识，那时候对佛 法的论说是很热忱的。那时研讨佛

经背了很多名相词句，诵经拜佛极积的定课，但是真正还是搞不太清

楚佛法实际的内涵。至今我对佛法稍为有点改观，是在实际生 活的

连贯串习了我所学的佛法。 

 

一 般上人学佛只图有好心，而且冲劲很强，但是

没有方法。如果学佛的方法正确，学佛是不会太困

难的，所有大大小小的问题都可以解决，比如家庭

的问题，用功上的 问题，学习上的问题，什至可

以推展到以後，这一生结束可以感得怎样的果报，

都可以清楚。假如临终前没有把握，代表现在用功

的方向有所错误，也即是说用功的 方向倘若正

确，临终前的状态一定清清楚楚。 

所 以学佛後的生命真实的幅度比较大，生活比较有系统性，也比较

完整性的改变一切。以我个人的经验，在我出家以後对生命的改变是

非常非常的大。出家以前所有不 能解决的问题，在出家以後可以见

到在逐步解决。此种解决方式并非只有剃发出家而解决，而是找到行

持上的方法而解决。方法是对业果的了解，对因果的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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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修学上用上许多时间用功，有心想要走

这学佛这一条路，要发菩提心，要利益众生，可

能会帮助很多人，做很多事情，算起来是 用功

的，可是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一直找不到方向。  

业果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业果不是单说推理，杀生就感得短命，业

果中的特质是普遍遍於一切时速的，这叫做业决定一切。 

大 部份所相信的因果是外在的因果，你杀生你就会感得短命，你骂

人会被骂，这是属於外在的因果，而佛法要求的是深细因果的本质，

如佛陀所说的缘起与性空之道 理，业感缘起乃至一切的法都是没有

一个实质存在的特性。可见，深细缘起的本质，最特别的地方不是外

在的因果，而是在内在的因果，和我们内心有相关系的因 果。因

此，佛法中所强调的，人身感得的果报有三种果报，一是异熟果报、

二是等流果报、三是增上果报。 

异熟果报指的是身体，所感得的身体。从触所感得的身体，如耳朵的

听力，与眼睛视的力，好与不好都叫异熟果，这是附待在你身体所带

来的果报体，这是一种果；另外一种是等流。等流就是人的心识、内

心的作用、心灵的作用，第二种果体；第三种果报是增上。增上果是

指外在环境。一个是肉体，一个是心灵，另外一个是外在环境。我们

所招感的内心、身体、心灵这三件果报体，都是一个因。同样的，身

体、心灵和外在环境所有的作用，也都会感果。这个因果关系是非常

复杂的，非常生息的。 

 

因果所宣说的主体是以心灵为主。外在环境也是

由内心所显发的，所感得好的与坏的东西，都是

你的心灵所造做出来的。这个心灵会影响自己心

灵也会影响别人的心灵。比如大家所住的环境，

是非常的整齐清洁，这显示这个人，心情比较稳

定。这是用业果来贯串的现象界。 

物以类聚，相同的人都会同在一起，如是因感如是果。我们做每件事

都不能骗人，这一生人得好的东西，好的东西自然会出现。如借用人

家东西的心态，好的东西试著给别人不容易，这错误的态度是容易让

感觉得到的。总之，人要知道因果很容易，要相信因果很难。 

比 如，为什麽在诵经时意识总是模糊？有时候要提起心念来用功，

却没办法用功。在因果上来讲，这是修福修得少，平时不喜欢动脑

筋。为什么说修福修得少，不喜欢 动脑筋，意识会模糊昏沉，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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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差呢？从经典上的观察与发现，从利他方来说，在帮助别人时，有

一种人是会保留的，以自我为主，以个人的修行为重，所有的事 情

都是先以我为主别人都是其次，这种利他心是内心错误的概念，这种

人也可称为福薄，福薄就是为别人的心不真确。另一种人是在利他时

不会保留，也就是福厚的 人为人的心很真确，走到哪里皆以他人为

首。这辈子种什么因下辈子就会感什么果。 

福薄的人身体是不听话的，身体听话有两个办法，也就是修福。另外

一种办法就是靠著平时你的念力。如 读书的人，听话时精神就来，

意念面对境界的力量很强。若读经读到最後昏沈，就是内心念力不

强。内心执持这个境界的念力不强，人就会时常睡觉以及懒散。如果 

我们时常喜欢念佛和拜佛，可是我们不去训练我们的思惟力和念力的

话，佛法要真正彻底学得好，是不容易。同样的，若不修福的话，佛

法要学得好也不可能。很多 出家人学佛很用功，身体非常非常差，

有一些人很用功，坐下来就常打瞌睡。这是因为对法的决择能力心

相，所感得的果体。 

人具有三种特色，这是在其他五道中所没有的三种能力，一种能力是

思惟力，即面对万事万物的思考力。这种思考力包含两个面向：一是

对境界的认识的能力。比如有些人认人的能力特别强，对於记下事情

及辩认能力特别强，这是对於观察与反应的能力强；另一种是执取的

能力。若认知的能力强，可是执取的能力弱，就会有认得人可是常常

忘记名字，或是记得人家的名字，可是认知速度慢的情况。而执取的

能是勇汉精进的能力，是可以激发我们想要修行的能力。第三是 化

烦恼的能力，心透过佛法对治烦恼的净化，让心变得平和。人因为具

有这三种能力，所以可以学习各种佛法，什至於可以成就各种修学。

在六趣众生里面，唯一这三种都具备的最强的只有人道。 

回 想，为什么过去自己在修行上都很努力，而且产生不错的效果，

面对某些问题时感觉上还是会像是缺了些什么。从业果的分析中，应

理解自己在思惟力的开发，包括 对外境认识的能力和执持的能力并

不强，所产生的问题。我可能是一个好人，但我这个好人对於我这个

时候应该执持什么法，其他时候应用什么方法来调整自己的内 心，

都一一不晓得。实际上心情可以好，可以看起来很稳定的，或许也感

得和佛菩萨相应，可是对於真实全面佛法的认知，和真正有所把握的

实力不足，谈上掌握修 行也是不可能的。如禅修很好，脾气不好，

原因就是对於法认知的念力不够，他可能在思惟力，勇健力精进力，

但是净化内心的能力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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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学者真正要在这一期生命中有所把握的话，必须要在

面对每一境界的思惟力与念力上加强。 

是故，若於法上展现个别业果的特质，呈现的面也就不

一样，相对的所感得的果报也有所别。所以若能从业果

上的认识实践上为修学基础，从凡入圣是最具有承 担

的美德。 

释继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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