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次第廣論 

第三十一講 

［下士道-深信業果 7］ 
（十惡業-貪欲） 

最尊貴的淨蓮上師講解 

 

  各位居士大德！阿彌陀佛！ 

  我們首先發菩提心，我們把這個菩提心的功德，迴向給這一次因為地

震、海嘯罹難的人，還有傷痛欲絕的親人、他們的家屬，還有流離失所的災

民，希望他們能夠早日離苦得樂。 

  這一次的災難，我們就不禁要問：地震到底是什麼因果？海嘯是什麼因

果？為什麼會死這麼多人？這裡面難道沒有一個是冤枉的嗎？難道就是所

謂的共業所感嗎？地震是什麼共業所感？知道嗎？水災呢？你們相信這些

災難是共業所感嗎？你們相信嗎？因為我們現在講業果，業果首先要相信因

果，你們相信嗎？那個明明是外在的境界，我們的心在裡面，我們怎麼用我

們的內心去感召外在地、水、火、風的災難呢？這兩個好像連不起來嘛！ 

  什麼叫做共業？我們怎麼知道它什麼時候要刮風？什麼時候要升起海

浪？或者什麼時候要淹水啊？什麼時候要起火災？什麼叫做共業所感？它

是怎麼感召的？我們都聽說「依報隨著正報轉」，所謂的依報，就是外在的

環境，構成整個宇宙的外在環境；正報，就是我們的身心，或者最主要是我

們的心念。一切唯心，為什麼說一切唯心？為什麼說萬法唯識？我們為什麼

說一切法都是心、意、識的顯現？它到底是怎麼顯現的？我們的心、意、識

怎麼來顯現地、水、火、風的災難？它們之間到底有什麼關聯？我雖然相信，

但是好像不太能夠體會，外在的物質世界跟我的內心，真的是很難去把它聯

想在一起，我們只能體會看看。 

  你說外在的環境是心、意、識的顯現，現在新加坡這個國家，它是怎麼

樣建立起來的？所有的城市規劃，那個街道、房子怎麼蓋，是不是由設計師

來設計的？我怎麼樣來建立這個國家，怎麼來規劃整個社區，還有整個街

道，哪邊要開馬路，哪邊要種花，或者是哪邊要蓋房子，蓋政府組屋、還是

什麼豪華別墅，我是不是要先要用我的心意識去想，然後再把設計圖畫出

來，然後再把它完成、實現？所以實現出來的這整個國家，它會做這樣的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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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是不是由我們的心意識去顯現出來的？對不對？設計是大家的頭腦，心

意識的造作，然後去把它規劃，去把它建造出來。 

  我們自己的屋子也是，我要怎麼樣裝潢，我哪邊要放沙發、哪邊要放電

視、哪邊要放床，我要用什麼顏色，是不是也是我自己心意識要先想好，然

後我才做這樣的設計？所以我家裡的裝潢，是不是也是我心意識的顯現？對

不對？所以不管什麼東西，桌子、椅子都是，像要做一個什麼樣的桌子，它

是長的、方的、還是圓的，是不是也是工匠師、木工他先去想，然後才去把

它做出來？所以做出來的成品，是不是他心意識的顯現？對嘛！我們只能用

日常生活當中能夠看到的、能夠聽到的，這樣子去揣摩一下什麼叫做心意識

的顯現。 

  我們的貪、瞋、癡、慢，跟外在的地、水、火、風，又怎麼樣形成關聯

呢？難道我動一個念頭就山河變色嗎？有這麼嚴重嗎？ 

  我們要先了解我們的心念，每生起一個念頭，一個念頭就是一個波動，

它就會形成磁場，對不對？所以我現在很生氣，我現在發脾氣、我現在跳腳，

所散發的磁場就是瞋的磁場。那在旁邊跟我相處的人，我如果發很大的脾

氣，他們在旁邊也皮皮剉，也心驚膽跳，不曉得會不會波及到他們的身上。

為什麼在旁邊的人也心跳加速？就是因為你那個念波已經發射出去，然後他

已經感受到，哇！不太好受。所以一個脾氣壞的人，我們跟他相處，我們會

覺得不太舒服，就是因為他散發的磁場是一個瞋恚心的磁場。所以我脾氣不

好、你脾氣不好，我散發的是瞋恚的磁場，我每次發脾氣就身心熱惱，然後

你發脾氣、身心熱惱，他發脾氣、身心熱惱，發脾氣的人越多，它散發的那

個磁場，是不是熱惱的磁場越多？就會感召火災，就燒起來了，因為你先身

心熱惱，你自己先身心熱惱，你散發出去的波動，就是熱惱的波動，這樣的

人多了，我們就叫做共業。 

  所以一個地區的人，它瞋心越重的話，它所感召的火災的機率就越大。

所以什麼時候火燒？那就是因緣成熟的時候，它就會火燒。我們自己也可以

體會，我們生氣的時候是不是呼吸急促？然後心跳加速，身心熱惱，血液變

藍，那時候血液都是含有強烈的劇毒。所以我們只是動一個瞋念，我們身心

都已經怎麼樣？氣脈也亂掉了，五臟六腑運行都受到干擾，所以一定身體不

好，常常發脾氣的人一定身體不好，為什麼？就是那一念的瞋恚心，讓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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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混亂不堪。擴及到外面，我們的念波這樣發射出去，就會讓我們的週遭

環境受到影響。所以我們知道，瞋恚所感召的就是火災。 

  我整天動腦筋，想怎麼樣賺錢，滿腦子的錢，想中馬票想瘋了，每天都

想怎麼樣讓我的錢多多，我這樣想、你這樣想、大家都這麼想，整個社會上

那個貪欲的念波很強的話，那個磁場就感召什麼啊？水災啊！所以這一次大

部分都是因為地震所引發的海嘯，那個浪非常大，吞沒了所有的那些旅店、

還有那些房屋，財產損失是沒有辦法估計的，太多太多了，我們就知道最主

要是貪欲。 

  為什麼會發生在這些島嶼？或者是為什麼有些人罹難，有些人還是活下

來了？也不是全部都不能夠倖免，這個共業當中還有別業，所以你沒有那個

業的話，你即使人在那個地方，你也不會死，還是可以活著回來，或者當地

的人可以活著留下來，旅客的話還可以平安回到他自己的國家。為什麼這次

災難這麼大？就是貪欲的力量，共業的力量太大了。你說：我遊客到那邊玩，

我這麼無辜就這麼淹死了？也沒有無辜，不會無辜的，那也是他本身的，他

可能平常在職場上，就是工作上，或者是平常生活、待人處世上也是有貪欲，

所以他就到那個地方去，可能旅遊、可能渡假，然後再感召當地的共業成熟

了，因此就發生這樣的一個災難，而沒有辦法倖存下來。大部分淹沒的都是

旅遊地區，就是經營旅店的比較多，就是觀光客會到的地方，我們就知道他

可能平常就想盡了辦法，看怎麼樣把觀光客的荷包掏空，想盡了各種的辦

法，所以那個貪欲的力量才會這麼強。我們明白了貪欲所感召的是水災。 

  地震呢？是憍慢。所謂的憍慢，就是人跟人相比，我覺得我勝過你，我

就貢高；或者是差不多，我也覺得我比你厲害；我就是比不過的話，我心裡

也不服氣，覺得也沒什麼，我只是運氣不好嘛。所以不管是比得過，還是差

不多，或者是高人一等，都難免有那個憍慢。憍慢心就是心不平等，因為要

比較，你高我低這樣子，心不平等。心不平等感召的是什麼？我們的歐亞板

塊、菲律賓板塊、大陸板塊就有高低，因為我們整個地殼是一個、一個板塊

構成的，那個板塊一有高低，就發生地震，那個板塊一錯開，能量釋放就形

成地震，地球本身的能量釋放出來，就造成了地震。所以我們知道，地震是

我們心不平，就是憍慢所感召的果報。 

  風災呢？就是愚癡。整天忙忙碌碌，不知道在忙什麼，不知道輪迴；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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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也不知道每天身口意造了哪些業，然後怎麼樣懺悔，什麼都不知道；以為

一切是真實存在的，以為有「我」；沒有智慧來過生活，想的都是不合乎佛

法義理的觀念，做出來的都是不合乎佛法的事情。這個無明風一吹，就感召

颱風、或者颶風，所以我們知道，風災是愚癡的果報。 

  原來我們貪、瞋、癡、慢，就會引發地、水、火、風的災難。所以修行

人他會很小心的檢查自己每一個起心動念，因為你這一念生起來，你的念波

就發出去了，就在這個法界形成了波動，我們自己是沒有察覺的，可是它是

物理現象。所以你每天動了什麼念頭，其實它就在法界怎麼樣？牽一髮而動

全身，整個法界就是因為你那一念而牽動了，每個人每一剎那都發射不同的

念波，所以在這整個虛空法界就形成了很複雜的念波效應，共振效應。所以，

你說這個國家、這個地方的磁場好不好，就看它這個地方居住的人，每天動

什麼念頭？就是那個當地的磁場，它就會顯現出它是什麼樣的一個居住環

境。這個地區佛菩薩、修行的人越多，每天都是和平、慈悲、關懷，它所散

發的就是慈悲的磁場，整個世界都是這樣子來動念的話，就是和平的世界，

一個國家地區都是散發這樣慈悲的磁場，那一定是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都

沒有問題，絕對不會有天災人禍。 

  所以，我們才知道，我們每一個念頭的影響，在整個法界當中是多麼的

重要！因為你一動念它就發射出去了，一動念就發射出去了，我們每個念頭

也都感召不同的果報，所以不是誰的錯，都是你自己去勾召來的，你一念的

貪生起，就勾召那個貪欲的境界現前，果報現前，你這一念的瞋恚心所感召

的就是障礙，不好的磁場是你自己感召來的，不是它來找你的，因為整個法

界是相通的，它本來是平等的，沒有分你、我、他，就是一個生命共同體。

每一個人起了我執，就把這個本來是共同的一個共同體，可是我們生起了我

執，就把它隔礙了，這個是我、這個是你、這個是他，把它分割很多的我、

我、我、我……這樣子，可是它原來是一體的，是我們的執著把它分開了。

所以我們也相信，剛剛一開始我們所發的菩提心，它會發生它的效果，如果

你是至誠、很誠懇的發菩提心的話，你那菩提心的念波就發射出去到那個災

民的身上，就能夠改變他們的磁場，就有這樣的效果。所以我們的心如果跟

空性相應，跟整個法界相應的話，我們動一個念頭，馬上法界也跟著牽動，

它是一定有這樣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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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如果我執著很重，有一個我在發菩提心，然後有一個災民是我發

菩提心的對象，你那個力量就很微弱，可能到大門就沒有了，念波太弱了，

因為有我執的關係。所以我們的心念如果越強烈，跟空性相應的話，它就能

夠傳達得更遠，甚至遍佈整個法界，沒有一個地方不會到達的。佛的念頭就

是可以這樣子，祂為什麼可以徧虛空、盡法界？就是因為整個法界就是我，

佛就是法界，法界就是佛，心、佛、眾生都平等，所以我就是法界，法界裡

面的事情都在我的心中，所以是不是就可以相感？我們不能相感，就是因為

有執著，所以把它阻隔了，執著越多，銅牆鐵壁、阻礙的越多。所以我們修

行也不過就是要破執著而已，明白本來是無我的，一切法本來無我，它只是

因緣無常的變化這樣而已，沒有一個真實的我存在，眾生也是一樣，都是不

可得的。 

  我們就回到今天講的「貪欲」，也剛好碰到這一次的災難，剛好講貪欲。

什麼叫做「貪欲」呢？就是我們對所貪的事情，發起了強烈的欲求心，叫做

貪欲。我們想要貪的，你發起了那個欲求的心，就是有所求，有所求就是貪，

有求皆苦，所以貪的結果，就是苦在等著我們，貪越多，越苦。龍樹菩薩他

為什麼會出家，就是體會到了「欲為苦本」，我們這個貪欲、這個欲求心，

就是一切痛苦的來源，一切痛苦的根本。有貪你就會想去追求，然後造下無

量無邊的罪業，這些罪業都要感果的，所以就是無量無邊的苦在等著我們。 

  貪，它其實也有輕重的差別。你說，我只是對我心愛的東西捨不得送人

這樣而已，這是最輕的貪。你已經擁有了，但是你捨不得，耽著難捨，這是

貪裡面最輕的。所以我們想要去貪很簡單，就把你最心愛的東西送人，練習

捨，然後達到完全的無貪，無欲無求。 

  再嚴重一點，就是不但耽著難捨，而且還要更多，這就再重了一點。我

不但已經擁有了，捨不得給人家，而且我還希望更多、更多。這個現象在哪

邊看？就是年終大減價的時候、還是打折扣的時候，大家就瘋狂搶購嘛，一

件五塊、一塊、五毛的時候，搶啊、搶啊，不管要不要用到，就是先搶，搶

回家再說，先擺著，因為有可能有一天會用到嘛。所以，看看家裡囤積多少

東西，就知道我們的貪有多重。怎麼辦呢？我們就練習不要囤積財物，因為

也沒有把握可以活著把它用完，對不對？因為我們念死無常，不知道這麼多

東西來得及、來不及用完，我就死了？只要夠用就好了，不要去貪，多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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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更多。 

  有的人買衣服，已經有了，可是他看到喜歡的，他就是忍不住呀！忍不

住一定要買回去，不能夠控制，看到自己喜歡的，就一定要把它買回去。今

天沒有買回去，作夢也在想，還會想一個禮拜、兩個禮拜，想說我下次一定

要把它買回來，相信大家都有這樣的經驗，看到喜歡的如果沒有買的話，回

去不斷地思念，那個就是貪呀！所以我們只買生活必需品，沒有的話，會活

不下去的，那個東西就一定要買，不是一定要的，我們就練習稍微控制一下，

看可不可以不要買，這樣慢慢練習，我們貪欲也可以慢慢、慢慢地減少，然

後再把它布施出去，不但不貪，而且再捨。 

  如果再嚴重一點，就開始要打人家主意了，不但自己要，而且多多，還

看到別人的那個，我也喜歡，這就更嚴重一點，開始有非分之想了。 

  然後還想要怎麼樣把它弄到手，用什麼方法開始設計，看有什麼辦法把

它占為己有，這又再更嚴重。 

  所以我們現在講了四個，自己喜歡的耽著難捨；還要越多；第三個打人

家主意；第四個不是想一想而已，是要把它占為己有了，想盡辦法占為己有，

這是四種，越來越貪。 

  但是都比不過第五種，就是自己貪，都不知道自己在貪，這個叫做無明。

看不到自己有多貪，因為不是修行人，他沒有定力的話，他實際上沒有辦法

檢查。你定力越高的話，你看得越清楚，因為你那一念貪起來，你就已經看

到了，因為你定力太強了，所以那一念起來，你就看到了，你就馬上用定力，

也不是必需品嘛，就伏住了。所以他盡量去看、盡量去聽，六根面對六塵，

他也不會動心了，因為定力太高的關係。 

  可是，如果不是這樣子的話，他可能自己有多貪，自己也不是很清楚，

就算看到了，也理所當然，因為大家都一樣嘛，不是嗎？大家也去買股票、

也玩馬票，大家也都想中獎，大家都這樣，不是嗎？可是大家都這樣的結果，

就是繼續輪迴、繼續造業、繼續墮惡道。可是，我們不是不想輪迴嗎？我們

不是不想墮三惡道嗎？所以我們怎麼可以跟他們一樣呢？因為跟他們一樣

的結果，就是無量無邊的苦呀！所以我們這個標準，就不可以跟一般人一

樣，說大家都貪，我為什麼可以不貪？ 

  所以，修行人不一樣，他先要很仔細地檢查我還有哪些貪，還有哪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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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不得、放不下的，要練習把它捨、放下，然後每天的貪都要慢慢地減少，

從多貪到少貪、到無貪，這樣我們要解脫輪迴才有望。因為輪迴是一念貪來

的，貪又由「我」來的，以為有一個「我」才會貪，如果我們已經證到無我

的話，就不會貪了，所以貪是由「我」來的；以為有「我」，是無明來的，

所以最嚴重、最嚴重的是無明，不知道自己貪，而且就是看到了，也貪得理

直氣壯、理所當然，所以不知道貪的過患有哪些壞處，也不知道要怎麼樣出

離。想要出離三界，你就是要去貪，要證到無我，才可能出離三界。所以這

個是最難破、也最嚴重的，就是不明白自己的狀況，就是無明還在。 

  貪的範圍其實非常、非常的廣，那以輕重的差別，我們大概這樣子來檢

查這五個等分，我們來檢查我是屬於哪一種，然後我要進一步來加以對治，

希望可以達到無貪，破我執、出輪迴。 

  一般人是看人家住豪宅，家裡有佣人，出門有司機，吃香的、喝辣的，

好羨慕，這個是一般人的貪，所以他要拼命努力賺錢，做什麼？提升生活的

水準，生活的品味要高，看人家穿名牌、用名牌，心裡覺得怪怪的，所以他

就有賺錢的動力了，他就是貪欲在推動。所以，一般人推動他去勇猛精進賺

錢的是什麼？就是貪欲呀！ 

  修行人貪不貪？修行人應該本來是要無貪、去貪的，可是他貪不貪？看

他修行以後、學佛以後在做什麼，每天在忙什麼？忙著做功課，有沒有貪？

我今天做了多少大禮拜，我念了幾聲佛，有沒有貪？還是我們要讚歎？好精

進噢！他看了多少經論，然後他又到處顯現他持戒持得很好，人家說要捐

錢，他都很願意布施，有沒有貪？有沒有問問自己：有沒有貪？你們修得貪

不貪？可是，佛法不是說「法門無量誓願學」嗎？我多學一點，多跑一點道

場，多收集一點法本，多修一點法，難道錯嗎？難道要說我貪嗎？ 

  精進跟貪，到底有什麼差別？我是精進，還是貪？如果你到處跑道場、

修學法門，是為了度眾生的方便，那個是精進。如果你是要收集一些法本，

然後這邊聽聽、那邊聽聽，只是聽一聽、學一學，但是都沒有修的話，收集

法，懂不懂？收集各種南傳、密乘、顯教，這個宗、那個宗，都給他跑一跑，

涉獵、涉獵，人家一談到什麼，我馬上就可以對應，好厲害的師兄！跟他談

什麼，他都懂，他貪不貪？如果你是為了成就自己，為了自己來學的話，你

就是貪！如果你是發願：法門無量誓願學，我學了是為了要度眾生，有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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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便，這個就不是，這個是勇猛精進發菩提心。所以我每次去一個道場，

接受一個法，我是不是發菩提心？我希望今天接受這個法，或者聽聞這個

法，我希望自己成就，能夠早一點利益眾生，你每次去學習都是用這樣的發

心的話，這個是正確的。你成就一切法是為了眾生，深怕自己的能力不夠，

所以要勇猛精進，這個叫「善法欲」，懂嗎？善法欲跟我們現在講的貪欲不

一樣，我們要弄清楚，我們是善法欲？還是貪欲？善法欲的話，就值得鼓勵、

讚歎，這個時候就不能說貪了，叫做善法欲，比較好聽一點。我希望學更多，

我希望更精進，我希望境界更高，我希望我的戒定慧能夠慢慢圓滿。希望、

希望，這個本來是欲求，是貪嘛，可是它會變成一股精進的力量，善法欲就

是推動我們勇猛精進，永遠不懈怠的那個力量，它配合我們的願力，我們的

菩提心的話，那個就是菩薩道。所以要弄清楚，看看自己是哪一個？這個是

修行人有可能犯到的貪。 

  出家人的貪就更多了！如果他想建大大的道場，收多多的徒弟，有很多

的大功德主來護持我，名啊、利啊，名聞、利養、恭敬都來，我如果心不清

淨的話，就統統都是貪欲。我的心如果清淨的話，你就盡量去蓋大大的道場、

收多多的徒弟，都沒有問題，就看我們的心是不是真正的清淨心，是不是真

正的菩提心，如果不是的話，也都是貪。出家人貪的機會更多，因為大家都

很恭敬嘛，就完了！所以要做到「名關利關恭敬關，關關與我無關」，就很

厲害了。 

  一般會貪名聞利養、五欲六塵的，是欲界的貪。有些人他說：「我已經

不會注重物質享受啦！」尤其很多修行人，他就喜歡清淨；我每天饅頭配開

水，我也是法喜充滿；我能夠從物欲昇華到追求心靈的平靜，我每天都希望

我的內心是清淨的、是寧靜的；我比較注重精神的生活，我唾棄物質生活。

你說，這樣的人貪不貪？他喜歡清淨，「喜歡」清淨，喜歡就是貪噢。有的

人喜歡美麗的風景、美麗的海洋、美麗的天空、雲淡風輕、美麗的夕陽、美

麗的日出，我只是喜歡大自然，「喜歡」大自然噢，有沒有貪？這都是屬於

色界的貪，懂嗎？他說名利也放下了，富貴如浮雲，他是另外一種貪，是屬

於色界的貪。欲界的貪他可以慢慢昇華，可是他進入另外一個境界，叫做色

界，他一樣沒有辦法出輪迴，因為他喜歡清淨，喜歡風景，喜歡心靈的寧靜，

追求的是這個。我們就覺得說，好像超凡脫俗，一副仙風道骨的樣子，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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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離紅塵有一點遠了，可是他也沒有跳出輪迴。 

  有些修行人他喜歡躲起來打坐，或者是希望整天就不動念了，最好坐到

無念，無欲無求，然後無念，整天就是保持這樣的境界，你說他有沒有貪？

有沒有貪？好羨慕噢，這種境界，那是無色界的貪，喜歡無念。我希望每天

心都是平平的，很清淨、很清淨，然後都沒有念頭，我希望每天保持這樣的

心的狀態，過這樣的生活，寧靜安詳，不動念的生活。所以，無念是無色界

的貪。 

  我們要弄清楚，不要以為自己已經不貪了，跳出三界才有所謂的不貪這

句話的存在，你只要還有一念貪，不管你是無色界、還是色界、還是欲界的

貪，你都不要想跳出輪迴，因為輪迴的果報就是貪的顯現。這樣我們大概對

貪欲有一些很簡單的概念了。 

  貪欲的果報呢？書上講到貪欲的果報是什麼？一般我們說慳貪會墮什

麼道？餓鬼道嘛！所以書上講到十個業因，這十個都會讓我們墮餓鬼道，它

都是慳貪來的。一般我們把慳貪跟節省有點混淆，那個界線弄得不太清楚。

如果我節省、節省，結果就變成慳貪的習氣了，這個電省一下、那個水省一

下、這個紙省一下，本來是美德，我們中國說要節儉，節儉本來是美德，可

是他不斷、不斷地這樣串習，結果變成吝嗇、小氣，鐵公雞一毛不拔，這個

界線我們要弄清楚，所以吝嗇小氣跟無貪也是沒有關係的，完全無關。節省

本來是美德，是一件好事，可是我們在節省的這個過程，我們要很仔細地檢

查自己的起心動念，我會不會因為節省，然後在不自覺當中就串習了慳貪的

習氣，因為你這個要省、那個要省，就變成很小氣，節省是一回事、小氣是

一回事，也不要弄不清楚。如果是慳貪、吝嗇小氣的話，就會墮惡鬼道。 

  餓鬼道的果報書上講到，輕微的身、口、意三業，第一個是輕微的，因

為也是有分成上品、中品、下品，最輕微的叫做下品。下品的身業、下品的

口業、下品的意業，這三個都會墮餓鬼道。就是我已經不會實際上去殺生了，

但是我免不了有意無意的踩死螞蟻、蟑螂，這是最輕的殺業。我也不會去偷，

當然不可能去偷，可是我有時候也是稍微佔一點小便宜這樣子，用用公司的

紙張、信封、原子筆；還是上公廁的時候帶一點衛生紙放在身上，等一下說

不定會用到，我們上次都講過了；或者是買東西的時候，它有一些隨身包附

帶的，我們想說他反正就算在裡面，我就多帶一點，反正我回去也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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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裡也可以用，這些都是輕微的貪。或者是我偶爾還會打一點小妄語，這是

輕微的口業。或者是偶爾會有一些非分之想，這是比較輕的意業，餓鬼道的

果報，好恐怖噢！一共十個，前面三個是比較輕的身業、口業、意業這三個。 

  第四個，就是過分的貪，這個人已經貪的太過分了，這一定會墮餓鬼。 

  再重一點，不是過分而已，他簡直差不多等於要用搶的，強行霸占，這

是第五個，也一定會墮餓鬼道，這個叫做惡貪。 

  第六個，嫉妒。你貪不到時候就嫉妒，看到人家有名、有利，心裡面就

是怪怪的，那個就叫做嫉妒。 

  第七，是邪見。這個邪見就是不相信因果，你跟人家講這次地震、海嘯

就是因為慢引發地震，貪引發水災，他就說：「這是真的？還是假的？」他

不相信，那個跟我們的貪有什麼關係啊？水災跟我們的貪有什麼關係？不相

信因果的邪見，這個也會，沒有想到吧！邪見也會墮餓鬼道。 

  第八，就是生前因為慳貪慣了，所以他在臨終的時候，捨不得他的財物，

一直想說他的財物怎麼辦、怎麼辦，這樣子死掉的，就一定會墮餓鬼道。對

他生前的財物耽著難捨，這樣子斷氣的，一定會墮餓鬼道。所以我們修行人

一定是在活著的時候，就把所有的財產都已經處理好了，隨時準備好走都無

罣礙，這個就不會有這樣的風險。 

  第九，是因為生病，有些病是沒有辦法吃東西的，所以他就這樣活活給

餓死了，就一定到餓鬼道。 

  第十，也許是天氣太熱，他就這樣熱死了，或者渴死掉了，或者是發高

燒死掉的，這個都會墮餓鬼道。 

  這十個業因，都會墮餓鬼道。 

  一般我們會以為我貪得越多，我就擁有越多，我不是很羨慕人家住豪宅

嘛，然後家裡有佣人，出門有汽車，所以我才要努力的賺錢，這樣我才能夠

對財物、或者是名利，我才能夠自在嘛，我高興幹嘛就幹嘛，我有錢的話多

好，我高興買什麼名牌就買什麼名牌，我高興在哪邊買屋子就買屋子，對不

對？我都不用顧慮我每個月的房貸不曉得可不可以繳得出來，什麼公基金、

什麼這個金、那個金的，沒有這個問題，我有錢多好！所以我們都會以為我

有得越多，我就越自在，可是不對！剛好相反。你想要擁有越多，你的欲求

心越強的話，你所感召的果報就是越貧窮。所以，發財的口訣是什麼？無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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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真正的無貪，你才可以於一切自在。 

  所以，書上講到五種自在： 

  第一個，身、口、意三業可以自在。因為身相圓滿、六根具足，就是我

眼耳鼻舌身都會很圓滿具足。如果我六根不圓滿具足，我就可能有看的障

礙，我眼睛也許是青光眼、老花眼、近視眼、還是白內障，我看東西的時候

就不能夠自在；或者是我耳朵有障礙，我聽的時候就不能夠自在，這個叫做

六根沒有辦法自在。可是我們做到無貪的話，我們就能夠身相圓滿，而六根

都能夠自在的享用，享受六根面對六塵，所以我看也不會有障礙、我聽也不

會有障礙，都能夠得到自在，這是第一種自在。 

  第二種自在，是財物的自在。我不會被偷、不會被搶、不會被騙，然後

不會碰到不肖子孫把我的祖產都敗光光；我也不會碰到火災，也不會碰到這

一次的水災，把他的家園一夕之間都沖毀了，都不會有這些事情發生在我的

身上，這個就是財物能夠真正得自在。 

  第三種，福德自在。就是財物、地位、壽命等，都能夠隨心所願，事事

具備。 

  第四種，是王位自在。一切世間的最高就是當王，古時候是當國王，現

在是當總統。可是，你說當上皇帝、國王是不是就安穩了？也沒有，我們看

歷史，太多被廢、被殺、被篡位的很多，現在總統被罷免的也是有，可是他

為什麼坐上去又被扯下來呢？甚至被殺、沒有命，就是因為果報。所以我們

想要得到王位自在的話，也是要無貪，如果能夠做到無貪，你今天就是做到

高位，當上總統或者是各種的官員，也都能夠坐得很安穩，而且能夠得到百

姓的愛戴，還供養各種稀世的珍寶給你，古時候有進貢，現在也有，元首到

別的國家，他就會贈送你他國家很稀世的珍寶。 

  第五個，你所得到的會比原來你所要求的，還要再百倍的殊勝。我們一

般都會以為我捨出去我就沒有啦，你叫我布施，給、給、給……給完我就沒

有了，是不是這樣子？不是，你越給越多，你回來的果報會比你當初捨出去

的還要多，因為利息算進去了，會更多，而且還更殊勝。所以我們想要得到

什麼的話，不是盡量的去謀求，想盡辦法去取到、去弄到手，而是要練習無

貪，捨、放下，果報自然就能夠回來。無貪的果報自然就能夠報在我們身上，

會比你所希望得到的，還要更百倍的殊勝，這個就是無貪的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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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能夠做到這個無貪的話，我們把這個功德迴向無上菩提，將來成佛

的時候就能夠成為三界當中最尊貴的。所以佛也叫世尊，為什麼叫世尊？一

切世間最尊貴的叫世尊，我們就能夠得到這樣的果報。同時也能夠得一切眾

生的恭敬供養，這就是無貪的五種自在。所以，我們想要想得到自在，不是

努力的去追求，而是努力的捨、放下。 

  好，我們今天就講到這裡。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切，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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