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次第广论 

第四十二讲 

［下士道-深信业果 18］ 
（分别业的轻重③）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我们继续说明「为什么业特别重大」的原因。 

  第二个，是「所依门」的缘故。依它所依的内容，而有轻重的差别。 

  第一个所依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是有善巧智慧的修行人，还是你是没有

善巧智慧的修行人。所谓「善巧」的意思，就是你虽然造恶业，但是你可以

不堕恶趣，这个很好噢！那不善巧的修行人呢，虽然造很小的恶业，但是将

来会感得像地狱、三恶道这么大的果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就是它

的所依力不同，一个是具有善巧的智慧，一个是没有善巧的智能，因此有这

么大的差别。就好像一颗小铁丸，咚！你丢到水里面，它马上就沉下去，小

小的一颗小铁丸；可是这么大一艘船，它为什么不会沉下去？就是用这个来

比喻善巧跟不善巧的差别。 

  所谓的不善巧，就是他造业以后他不会忏悔，他为什么不忏悔？有很多

原因，可能他根本就不觉得他错了嘛！我们要忏悔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我

承认我错，我才要忏，那我不觉得我错，我为什么要忏？他为什么不觉得他

错了？因为这一类是属于愚痴性比较重的人，愚痴我们前面讲过，它就是邪

见，满脑子的邪见、错误的见解，导致他错误的判断，错误的思考，当然就

是错误的行为，那怎么办呢？就是多听经闻法，培养正知见。 

  像我们没有学佛之前，我们都会以为我们是对的，可是听经闻法之后才

知道，啊！原来这边错了，我们在看经论的时候会发觉，它讲的怎么跟我想

的不一样？我们才会发现原来我哪里错了。可是如果我们不听经闻法，就完

全没有机会更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跟见解，我们不知道自己错了。因为世间的

善恶标准跟佛法的善恶标准是不一样的，佛法相对世间法来说，它是严苛很

多，它不但要求你外在的身、口要合乎佛法的戒律，而且你的起心动念也要

合乎佛法的戒律。可是世间法不是，你只要没有杀人放火，没有很过分，这

个人还算是好人。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亲近佛法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哪里错了，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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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现在十恶业已经说明完了，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还有一些地方还会

犯，是我们之前不知道的。虽然我们希望我们的戒律清净，但是如果我们对

戒律的内容不了解的话，那你破戒你都不知道，你有违犯你也不知道。所以，

怎么样来更正我们错误的邪知邪见？除非你有正知见，那正知见从哪边来？

亲近善知识、听闻佛法来的。 

  所以有一类的，他就不觉得他错了嘛，他也不承认他错，就是因为他的

观念是错误的知见。不觉得他错，当然就不需要忏悔了，那后面的都没有了，

什么防护不要再造，什么都没有了嘛。这样造恶业之后，一定是果报非常的

严重，它虽然是很小的恶业，但是因为邪知见的关系，它的果报在三涂，为

什么？因为他会继续造，对不对？今天造这个很小，明天还是照样造，一直

累积累积，它会让我们的罪性越来越大，所以将来感果的时候是地狱的果报。

本来那个很微小的恶业，只是今生感得很微小的果报而已，可是它会变成将

来在地狱的果报，就是会由轻变重，这就是没有善巧智慧的修行人，就会有

这样的现象。 

  我们听闻佛法之后，知道我们有哪些不合法、不如法，或者违反戒律的

时候，我们就要忏悔。所以，第一个要承认自己错了，很诚心的忏悔。 

  这样够不够？还不够呀！因为你忏完，可能明天又犯了。所以也有很多

修行人，他一面忏、一面犯，一面犯、一面忏，他说我都有忏悔呀，可是历

史一直重演，所以也没有用，他缺少什么呢？缺少防护不再造的决心嘛！他

说：「我错了！我忏悔！」他就结束了，没有后面了，他没有说：「我不要再

造！」他没有下定这个决心，所以，防护不再造也非常非常重要。你不但忏

悔，而且还要非常小心谨慎，不要重复同样的错误，你身口意的恶业才可能

慢慢地导正过来。 

  而且，最好是发露忏悔，发露忏悔就是在别人面前直接承认自己错了，

什么面子问题，什么都摆一边。就是不覆藏自己的过失，不会说我犯错了，

然后偷偷藏起来，不要让人家发现。因为他会担心嘛，我本来在你面前都是

很好的形象，现在突然让你发觉我原来是犯过这么大错误的人，你可能对我

的印象就会打折，我因为担心害怕破坏你对我的印象，所以我要好好的把它

保密、保存起来，在我的内心深处不让人家发现。有时候是为了要维护自己

的利益，可能让你发现了，会让我的利益受到损害，我就会覆藏我的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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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样覆藏的结果是怎么样？你也不会改嘛，以后下次犯错你还是藏起来，

下次犯错还是尽量不要让人家发现，你那个罪性也是一天一天的增强，它不

会减少。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发露忏悔，而且防护不再造。 

  还有，对治也很重要，前面讲过，你每天要修正行来对治。读诵大乘经

典，尤其是谈般若性空的经典，《心经》、《金刚经》、《大般若经》这一类的，

讲般若智慧的，般若波罗蜜的，多读诵。你忏也是实相忏，明白罪的自性也

是空的，这是彻底连种子都忏干净。事相忏只是表面上，可是你没有空性智

慧的观照，所以忏得不彻底，没有办法把种子完全忏除干净，所以我们要多

多读诵大乘经典。还有，持咒也可以，看你会什么咒语都可以，密教就是百

字明咒，大家都很会念的，持咒也可以对治那个恶业的力量。念佛也可以，

我们知道一句佛号它灭罪的功德不可思议，所以念佛也是很好对治的一种法

门。供养三宝，我们知道它是我们的福田，多多供养三宝。修一切的善，因

为你在修善的时候，你就等于相对在对治恶业的力量。 

  所以，你如果能够忏悔；而且发露忏悔，不覆藏自己的过失；防护不再

造；平常还多修对治；再广修一切的善法，行一切的善行；这五个你都做到

了，你就是具慧，有善巧智慧的修行人，你本来造的恶业，就能够慢慢的清

净。所以等到感果的时候，它就非常非常的小，这个就是有善巧智慧的修行

人。虽然造恶业，但是不会堕恶趣，因为你这样子做，所以不会堕恶趣，能

够把重的罪减到最轻。 

  不具备善巧智慧的修行人，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因为邪知邪见；他又

不修忏悔，当然就没有什么防护的心，因为他造业以后不忏悔，还自以为是，

因为他觉得他没有错，他的业就很难清净；再加上如果过去又不种善根，导

致他这一世的善根非常的薄弱；又不修善行；又喜欢造恶业的话，那我们就

知道，他虽然眼前造的是很小的恶业，可是到时候感果一定是什么？地狱、

或者三恶道。他的情况，就是罪业由轻转成重，本来今世感果是很小的小果

报，但是会转成将来感得地狱的大果报，这就是所依力的差别。因为你依善

巧、或者不善巧的智慧，而有轻重业的差别，这是所依力的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就是在家、出家的差别。如果有一个人，使三千大千世界

一切的众生都发菩提心入大乘，而且都是转轮圣王，每一个人拿一盏灯来供

养佛塔，这个灯油像大海水这么多，灯芯像须弥山这么大，这个福德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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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对？但是比不上有一位出家的菩萨，他只是用一个小杯子放一点点油，

点一个小灯芯，供养在佛塔的面前，不及他的福德百分之一。他们都同样是

发菩萨心，而且所供养的都是佛塔，这个福田也是相同的，可是，为什么有

这么大的差别？那就是因为一个是在家众，一个是出家菩萨。我们就知道，

在家跟出家他们同样修功德，果报的轻重不同，这就是所依力的差别，你是

依在家、还是依出家。出家所修行的一切善行功德，比在家众大非常非常的

多，这就是出家的殊胜。 

  第三种所依力的差别，就是你有没有受戒？所谓具戒、不具戒的问题。

你如果是受一种戒、还是两种戒、或是三种戒，那你在修道的时候，你受戒

得越多，你进步得越快速，就是成就得越快，这样我们就不会害怕受戒了，

对不对？你受的戒越多，你成就得越快。受两种戒的比一种的修道的速度快，

三种的比两种、一种的速度快，这就是所依力的差别。所以在家众的话，同

样的修布施等等的功德，可是有受五戒、持八关斋的，要比没有受五戒、持

八关斋的他们所修的善根力要大。有受戒的、持八关斋的，他同样修布施等

等的功德，但是他的善根力比较大；没有受五戒、持八关斋戒的，他修布施

等等的功德，他的善根力比较小，这就是所依力的差别。 

  在家跟出家的比较，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出家的功德会比较大。相对

的，出家如果犯戒的话，他的业也比较重。书上有一个比喻，如果有一位在

家众，他在一百年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不断地每天造作十恶业，他所累绩的

罪业，比不上一位出家的比丘破戒，然后接受信众的供养一日一夜。一个是

一百年，一个是一天，以破戒的比丘接受信众的供养，只有一天这么长的时

间，廿四小时，可是这个罪业会比那个一百年当中，不断地造十恶业的业还

要重，这就是在家跟出家的差别。出家功德很大，同样的，你犯戒或者造业

的话，你那个罪业就很大。经上说，宁愿吞食热铁丸，让地狱的猛火烧身，

也不以犯戒身受用十方的供养。所以一旦出家的话，就一定要好好地持戒，

千万不要违犯，因为那个罪业的罪性非常非常的大。出家人犯轻罪比在家人

犯重罪还要严重，这就是所依力的差别，它是具戒、还是不具戒。 

  以上就是说明所依力门为什么业比较重，有三种情况：第一个，善巧不

善巧的智慧；第二个，在家或者是出家；第三个，具戒还是不具戒，所以它

有轻重的差别，这是为什么业比较重的原因的第二个原因，所依门故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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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依内容的差别，所以它的罪性或者罪业，特别特别的大。 

  第三个原因，由「事物门」故力大。就是由事物的差别，业的力量比较

重大。 

  什么事物的差别呢？它是以布施来举例说明，看你所布施的内容来决定

业的大小。布施，我们都知道有财布施、法布施，哪个功德比较大？法布施

功德比较大，为什么？法布施是帮助众生 悟、解脱、成佛的，是能够长养

我们法身慧命的，所以它的功德比较大；财布施的话，只能延续我们的肉身

生命。一个是法身慧命，一个是肉身生命。那你说，我也不会讲经说法，我

怎么法布施？法布施的内容太多了，每天都可以做的，不一定是讲经说法才

是法布施。你可以请经书跟人家结缘，这个也是法布施，因为他看了经书之

后就 发智慧，只要能够增长他的法身慧命，这个都是法布施殊胜的功德。

你也可以请 CD 跟他结缘，也是法布施，你不一定要亲自讲给他听。你如果

善说当然是很好，可是你如果是初学者，你也还没有弄清楚，也不知道说的

对不对，那你就先跟人家结缘，先结法缘帮助他，成就他的法身慧命，所以

法布施比财布施的功德大。 

  还有，一切供养当中，正行供养的功德最大，比财物供养的功德大。正

行供养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依教奉行，以我们真正的修行来作供养，供

养三宝、供养上师、供养善知识。这也是一切诸佛最喜欢看到的，因为祂知

道这个人很快就要成佛了，所以诸佛欢喜，龙天护法护持，就是因为你是真

正的修行人；只有真正的修行，才能够达到 悟、解脱、成佛。财物供养只

能得到福报，你福报享完了还是要堕落，所以不究竟，还在轮回当中，只是

有人天果报，可是也不能保证你永远都是人天果报，对不对？因为如果你还

有造恶业的话，你福报享完，直接就堕到三恶道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财物

供养不是究竟的，它只是能够让我们增加福报这样而已；只有正行供养才是

比较究竟的，因为它能够让我们真正解脱，或者成就、证果。 

  这就是由事物门故力大，因事物的差别，来判别业的轻重。 

  第四个理由，就是「意乐门」，由意乐门故力大。「意乐」就是我们的心

念，心念的好乐，你想去怎么做？你的心里在想什么？你是为自己着想呢？

还是为众生着想？哪个功德大？当然是为众生着想的功德大，这就是意乐门

的差别，就是你心念的差别，你是为谁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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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上就有比喻，如果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的众生，每一个人都建一个佛塔，

像须弥山这么大，然后在佛塔的面前供养，经过多长的时间供养呢？把三千

大千世界碎为微尘，每一个微尘就是一劫，那有很多的微尘，整个三千大千

世界把它碎为微尘，有多少微尘已经数不清楚了，每一个微尘是一劫，这样

无数微尘劫的时间来供养，而且是以最殊胜、最微妙的事物来承事供养，这

个福德很大了，对不对？可是这样的福德，比不上一位八地菩萨在无我的空

性当中，供养一朵花的福德大，他只是供养一朵花这样子。八地菩萨因为已

经见空性，而且已经到达不退转，他在空性当中只是供养一朵花，那是无我、

无人、无众生，没有我执，也没有法执，在空性中供养一朵花。为谁供养呢？

当然不是为他自己，因为他已经无我了，是为众生来作供养，看怎么来利益

众生，这就是心念的差别。前面讲的那个那么殊胜的供养，他是为自己的果

报，是为自己着想，所以他的功德就没有这么大。一个是为自己的利益求福，

一个是为众生的利益着想，所以他们业的轻重就有差别，这就是心念的差别。 

  还有，心念的强弱、时间的长短。像你造业的时候，我们前面讲到，如

果是强烈的贪瞋痴，那个业就重；串习的时间越长，那个力量越强，那个业

就越重，所以也要依你心念的强弱、还有时间的长短，来决定业的轻重。那

当然是心念越强的、时间越长的，力量越大。如果我们以造恶业来说的话，

跟强烈烦恼相应的、长时间串习的，这个恶业的力量最大。 

  可是，这一切恶业的力量里面还有一个最大的，就是瞋恚心的力量最大。

《入行论》当中说了一句话：「你经过千劫这么长的时间，修一切善行所累

积的功德，一念的瞋心就可以摧毁。」千劫这么长的时间，修一切的善所累

积的功德，一念瞋心就可以摧毁，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当下的瞋心是非常

强的，而且是经过很长时间的串习，它就能够摧毁千劫以来所累积的善业功

德。我们就知道瞋心的力量非常非常的强，是一切恶行当中力量最强大的，

就是瞋心的力量。 

  而且，还要看你瞋什么对象，你如果是瞋同梵行的修行人，就是大家一

起修清净梵行的修行人，如果你瞋的是这样的对象，或者是菩萨，这个又是

一切瞋心当中更重的。那你说，我有常常修布施，我布施的功德可不可将功

抵罪？抵掉一些我瞋业的力量，可不可以？对不起，没办法。或者你说，我

可以好好地持戒，我尽量持戒清净，但我就是脾气坏嘛，有时候还是要瞋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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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我的同参道友，或者是所谓的菩萨。他持戒的功德，可不可以跟这个瞋

心的业来相抵？也是没办法。你说我禅定功夫很高，可不可以抵？有没有

救？也一样没有救。你说我三藏十二部读得很熟，我已经成就多闻，可是我

就是脾气坏，这样有没有救？也是没有救。你说我常常供养三宝，或者供养

上师、善知识，功德很大，还是没有救！你一念瞋心，住地狱一劫的果报，

一念噢！一念的果报就是地狱一劫，你再动一个念头，恨他一下，地狱又一

劫，看你恨多久、瞋心多长的时间，就是住地狱多少劫的时间，看你动了几

个瞋心的念头。这就是心念的差别，其中以瞋恚心瞋共同修梵行的修行人、

还有菩萨，尤其最最的严重。 

  说到这里，业轻重的差别，还有为什么它比较严重的原因都介绍完了。 

  做一个总结，就是希望能够听闻正法，培养正知见，尽量要求自己如理

如法的修行，依照戒律的内容，慢慢地都能够做得到。一旦发现自己有犯的

话，要赶快忏悔，不是说等我有空才来忏，那万一中间有什么意外怎么办？

还来不及忏就走了，怎么办？最快就是当下忏，你发觉错了赶快忏，就是那

一念，承认自己错了，然后我就是决定下次不要造，这样子最快。你随时都

在忏悔，随时都在防护不造，这个心念从来没有离 过我们的心，非常小心

的护戒，宁愿舍弃生命也绝对不犯任何一个最轻最小的戒，要发这样的愿，

我宁愿舍弃生命，也不违犯最小最轻的戒律。 

  一旦有犯，一定发露忏悔，不覆藏自己的过失。平常再修正行来对治过

去无量劫以来所造的业，罪业的力量要靠你的对治力，所以平常我们一定要

修一些对治法，不管是持咒、念佛、读诵大乘经典、修一切善行，统统都可

以，供养三宝、善知识、上师都可以，就是你一定要修对治，要不然你过去

那些恶业怎么办？它在那边呀！所以你除了忏悔、不再造之外，你一定要有

修正行的功课。你修正行，就是一直摧毁过去那个恶业的力量，一直摧毁、

一直摧毁，一直到它力量慢慢变小，然后完全清净为止。 

  然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修一切善嘛，一切恶业绝对不要再造

了，每天怎么样？身口意行一切善。「自净其意」很重要，佛教就是这三句

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什么？你连善也不要执着，你是

以清净心来修布施、持戒、精进、忍辱、禅定、智慧、十波罗蜜，都是清净

心，三轮体空，不执着自己行善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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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是有智慧善巧的修行人，能把你无量劫以来所有的罪障全部清

净，就是靠这五个功课，每天做这五个功课。 

  我们现在明白，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业是比较重、或者轻，还有它为什

么重的原因了。接下来我们的功课，就是要怎么把它由重转轻，一直到完全

清净为止。 

  希望各位师兄都早日成就，早日清净一切的罪业，早日培养一切的善根，

早日 悟见佛，发愿度尽一切众生，成就一切法门。 

  我们来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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