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次第廣論 

第四十五講 

［下士道-深信業果 21］ 
(業其餘的差別②) 

最尊貴的淨蓮上師講解 

 

  我們今天介紹定業、不定業的問題。造業一定要受報嗎？看造的是增長

業，還是不是增長業。造了，是增長業，就一定要報；造了，如果不是增長

業，就不一定要受報。 

  什麼是增長業？什麼是不增長業？我們就要弄清楚。有十種情況之下，

不是增長業，除了這十種情況之外的，都是屬於增長業。哪十種呢？ 

  第一個，夢中所造。譬如說你夢中殺生，這個是屬於不增長業，你在夢

境裡所造的種種業，它是屬於不增長業。不管你是作吉祥的夢、還是作惡夢，

有好的夢、不好的夢，有造善業、有造惡業，這個都是不會增長的業。 

  第二種情況，你在不知情的情況之下所做的。譬如說，你的東西跟別人

的長得一模一樣，你以為是你的，你就拿來用，結果拿到別人的，你不知道，

就是在不知情的狀況之下所造的善惡業，這個是不會增長的。 

  第三個，事先沒有計劃。我們說不是預謀的，不是事先計劃的，這個也

是屬於不增長業。 

  第四，不是為了自己的私利。不是自私自利，就是說你造這個業，不是

為了自己。還有，也不是經常串習。你不是經常這樣做，並不是經常串習。

因為串習的話，那個習氣的力量比較強，那個不受報就很困難，因為串習的

力量太強。那你是偶爾做，並不是經常做。或者不是為了自己的利益做，你

可能是為了周遭的親朋好友，或者是為了眾生來做的，這個都算是不增長業。 

  第五種情況，精神錯亂、發瘋、失去理智之下去做的，這個算不增長業。

因為你不明白、不清楚自己在做什麼，就是已經錯亂掉了，這種情況之下是

不增長的。 

  第六，不小心、不注意。我們說沒有留意，所謂的「無心之過」，你不

是故意去造的，這個就是屬於不增長業。 

  第七，不得已的、被逼的。自己不願意、也不喜歡做，沒辦法，被別人

強迫的，這種情況之下所造的業，也是屬於不增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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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無意識的狀態之下做的。我們常常有一些下意識的動作，沒有經

過大腦就把它說出來了，就把它做出來了，這個是下意識的動作，無意識的

狀態，這個也是屬於不增長業。 

  第九，造業之後，起慚愧心，懺悔所造的惡業。這個時候，它就會變成

不增長業，所以我們就知道，懺悔非常重要。 

  第十，懺悔之後，發誓不要再造，起防護心。起防護心，你發誓不再造，

然後很小心地防護，不再繼續造惡業，這個業也能夠成為不增長業。 

  你說前面講的，夢中造的，或者是不小心、沒注意、被逼的，那你說這

些造了要不要報？不增長業不一定要報，但是我們要不要懺悔？你說我不小

心的，我又不是故意的，我無心之過嘛，要不要懺悔？要不要？要的舉手！

對！要懺！不是說我不小心就沒有罪，有啊，還是有罪。 

  你說我夢中殺生，夢中偷盜，白天不敢拿的，晚上就在夢中偷偷拿，白

天不敢想的，晚上偷偷想，邪婬方面，殺盜婬；白天不敢講的話，晚上在夢

中都把它講出來了，下意識解放嘛，因為夢境是潛意識的作用，所以我們白

天壓抑的情緒、情感、或感受，在夢中就完全爆發出來了。那你說夢中造的，

我要不要懺悔？還是要懺呀。你醒過來，我夢中偷偷拿人家東西，也要懺悔。

或者我們剛才講的這些情況，不知情的情況之下拿人家的東西，不是說我不

知道、我不是故意的，然後就沒事，還是要懺悔。還有無心之過，沒有事先

計劃的，也是要懺悔，因為你還是造了嘛，是不是？偶爾做一下，也是要懺，

雖然不是經常串習，但是也要懺悔，為什麼？懺悔，然後發誓不再造，起防

護心，你就不會再造了。雖然爾偶做，可是你以後連偶爾都不會了。 

  這個無心之過、不小心、沒注意，這要懺什麼？懺你沒有心住正念，為

什麼會不小心、不注意？為什麼會造下無心之過？就是你放逸、懈怠、散亂、

昏沉、失念、不正知嘛！所以要懺這個，你沒有定力，心跑掉了，所以你才

會無心，然後造了很多的業。所以不是說不小心就沒事，還是一樣要懺悔，

懺我們這個無心之過，就是你沒有心住正念，心放逸掉了、失念了，你才會

造下這些過錯。 

  所以我們就知道，造業了之後，它怎麼能夠成為不增長業呢？就是靠懺

悔跟防護，還有平常的勤加對治。這樣你造任何業，都可以因為你懺悔了，

你防護不再造了，你平常又勤修對治，它本來一定要報的，就會變成不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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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變成不一定要報，要不然報的時候，也是長報短受、重報輕受。我們就

知道懺悔、防護、對治非常非常的重要，這就是我們每天都要做的功課。也

不要等，做錯了，當下就趕快懺，不要等說我今天晚上做晚課的時候再一起

懺，或者我今天晚上睡覺之前，我那時候修法的時候再一起懺，也許會忘記、

來不及了，因為我們念死無常嘛，不知道你可不可以活到晚上？很難說，所

以最穩當的方法，就是當下錯了，當下趕快懺。 

  也有那個說法，就是造的業應該懺悔，不會留到明天，不會帶著你的惡

業一起過夜，有沒有這樣的話？就是這個意思。我今天造的，我今天就把它

懺完，千萬不要留到明天，我不跟我的惡業一起睡覺，一起度過一個夜晚到

明天，不做這樣的事，我今天一定要把它懺完。 

  最好是當下馬上懺，發現了馬上懺，因為你懺一次，就摧毀那個惡業的

力量一次。因為我們的習氣，無始劫以來長時間的串習，已經非常非常的強

了，那個習氣的力量、業力的力量、煩惱的力量都非常非常的強，要靠不斷

一次一次的懺，不斷地防護，小心防護、小心防護，它力量才能夠慢慢地減

輕一點點。所以，我們那個惡業的力量、煩惱的力量、習氣的力量，都是要

靠不斷不斷地懺悔，然後小心地防護，平常還要勤加對治，才可能慢慢地減

少。所以我們就知道，這個非常重要，它可以定業變成不定業，就是靠懺悔、

防護、還有對治。這個是不順定受。 

  除了這十種是不增長業之外，我們都稱為增長業，就是一定要報的。我

們不管是什麼樣的業，重的、還是輕的，我們都是造了當下馬上懺，這樣它

就可以從增長業慢慢變成不增長業，然後慢慢變成不一定要報，或者是長報

短受、重報輕受。 

  另外，在《攝決擇分》當中也說到有四種情況，大同小異，我們稍微補

充一下。四種情況： 

  第一種，你造了業，但是不會繼續增長的。就跟我們剛才講的這十種情

況，它提到其中的幾種，譬如說以殺生為例，在無意識、無分別之下所造的

業，這就等於我們前面講過的第八個；還有夢境中殺生，就是剛才講的第一

個，夢中造業；還有事先沒有想好的，就是不是事先計劃好的，這個是剛才

講的第三個；還有，被別人逼的，不是自己很喜歡去作的，這個就是剛才講

的第七種情況之下所造的業，這些都是屬於不會繼續增長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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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犯了這些怎麼辦？就要趕快地發起懺悔，當下懺悔、馬上懺悔，然後

起厭患心。起厭患心的意思，就是很誠懇地責備自己的過錯，就是至誠地承

認自己錯了。這個很重要，我們前面也曾經提過，你不承認自己錯，你是不

可能改的，所以首先要承認是自己錯，不要把過錯往外面推，往別人身上推，

或者是找理由、藉口，自己找台階下，這樣子我們是永遠不會進步的。所以

錯了就是承認，就是我錯了，要很誠懇地承認自己的錯。 

  另外，能夠受戒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家居士很勇敢地去受五戒、八關齋，

或者經常參加八關齋，或者菩薩戒，很勇敢地去受。不要認為說我受戒，就

是拿很多戒條限制自己的自由，我以前高興做什麼就做什麼，現在就不可以

做了，這個是錯誤的觀念。不管你是想解脫，或者要開悟成佛，沒有受戒，

你是不可能成就的，因為戒律是定的根本，定又是慧的根本，所以你沒有戒

的話，等於你要成就定慧力是不可能的。因為你還會做破戒的事情，你是不

可能有任何成就的。可是我們定慧力的成就，就是說明一個人的成就，我們

說這個人有沒有成就，就看他戒定慧三學圓不圓滿。可是你戒律都守不好的

話，那不可能有定力，也不可能開發智慧，變成說你努力修行一輩子，也不

會有任何的結果。所以，戒律是成就的根本，是三學的根本，我們同時也要

勇於去受戒。受戒是讓造業的力量變得越來越薄弱，因為你受戒之後得了戒

體，你就有那個防護力，你就會隨時小心防護，不要破戒。護戒的心非常強

烈的話，它就能夠同時讓我們造業的力量越來越弱，就是靠這個防護力，受

戒之後護戒的防護力也是非常重要。 

  然後要趕快在沒有感受異熟果之前勤加對治，那個受報以後就來不及

了，因為已經報了嘛，所以我們懺悔、防護、勤加對治，是在沒有受報之前

才來得及，你已經感果就來不及了，因為已經報了。所以我們這些動作，都

是在沒有感得異熟果之前趕快做，它才有可能改變。我們最先問說，造業一

定要受報嗎？有改變的可能嗎？你要改變，就是還沒有成熟果報之前才有可

能改變，受報就來不及了。 

  我們也要趕緊修出離心，遠離一切貪瞋癡等等的煩惱，來損害煩惱的種

子，就是修出離心。因為煩惱讓我們繼續輪迴，所以如果我們能夠修出離心，

希望趕快解脫三界的話，我們就會希望趕快斷除一切煩惱的種子，所以修出

離心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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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進一步，就是修解脫道，真正的能夠解脫三界，這樣就是暫時能夠斷

除煩惱的種子。因為你斷我執就不會生煩惱，就不會造業，沒有業力，就不

會輪迴，所以修解脫道，就可以永遠斷除煩惱的種子。 

  這是第一個，做了以後，但不會繼續增長的情況。 

  第二種情況，增長，但是沒有做。這邊的增長是指意業，就是說你想了，

你一直想，譬如說你一直想殺生，但是你一直都沒有去做，這樣的情況就是

不一定要報的情況，屬於不增長業。它這邊講的增長是指意業，雖然意業在

增長，就是說你一直想我要去做那個殺盜婬等等的，或者是要造口業等等

的，意業一直一直在增長，你不斷不斷地想，但是因為你始終沒有去做，所

以就不一定要受報，你只要懺悔就可以了。也不是說我們沒有去做，就不用

懺悔，你只要有那個意念，譬如說你一直想殺生，那表示說你還有殺心、你

還有害心嘛，所以我們就是要懺這個殺心、懺這個害心，因為你不斷不斷地

想，也是不斷不斷地有那個等流的習氣，一直在串習那個等流的習氣，如果

我們不懺悔的話。所以雖然只是想，可是我沒有去做，還是要懺悔，我們把

那個等流的習氣也切斷了，懺什麼？就看你動了什麼不好的念頭，你就是懺

那個。想殺生的話，就懺說我還有殺心、我還有害心，就是懺這個，才能夠

切斷殺生習氣的等流。所以第二種情況，雖然沒有真正去做，可是你意業不

斷不斷地增長，也是要懺悔的。 

  第三種情況，做了，又會繼續增長的。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造業還會繼

續增長的，這就一定要受報。為什麼會讓它繼續增長呢？就是因為你造了之

後不懺悔，也沒有防護不再造，平時也沒有勤修對治，就是這三樣事情。你

造了業，沒有做這三件事情，它就會變成繼續增長，而變得一定要受報。所

以差別很大，你造了業之後，到底要不要報？就看你有沒有懺悔？有沒有起

防護？有沒有勤修對治？有的話，就不一定要報，沒有的話，就一定要報。

一個是增長業，一個是不增長業，差別很大。所以我們講到現在，我們就知

道懺悔真的是非常重要，還有防護不造也很重要。也是靠這三個：懺悔、防

護不再造、還有勤修對治，才能夠損壞、斷除煩惱的種子。如果沒有做這三

件事情，它會變成增長業，就一定要受報。 

  第四種情況，你偶爾想，但是沒有做；或者做了，但是沒有增長。譬如

不小心殺生，偶爾啦，就是我們剛才講的，偶爾犯，但是沒有經常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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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做了這一次以後，就沒有再做了，這個也是懺悔完就不一定要受報。 

  這四種情況，就是第三種，你造了會繼續增長，這個才一定要受報。其

他三類，你只要懺悔，就不一定要受報。 

  一定要受報的情況之下，是什麼時候報呢？我們常常說「不是不報，時

候未到」，那究竟到什麼時候，才叫做時候到了？它一定要受報呢？我們接

下來就介紹，它一定要報的情況有三種。既然是一定要報，到底是現在報？

還是以後報？ 

  我們常說現世報，有八種情況是現世報，這一世一定會報的。四種好的

情況，四種不好的情況，這八種情況都是這一世就會報的，所謂的現世報。 

  第一種情況，貪戀自己還有貪戀財物，而造下的種種惡業。這種情況之

下，這一世一定會受報。就是貪愛自己的身體，貪愛自身，還有貪愛身外之

財，貪戀不捨的，這一世就會報；相反的，完全不顧慮、不貪著自己，還有

不貪著財物，而造下的種種善業，這個這一世也會報，果報在這一世成熟。

這是善跟不善的兩種情況，這是第一類，這一世一定會報的。 

  第二類，我們傷害一切眾生的種種惡業，這一世會報；相反的，就是你

慈悲善待一切有情，所造的種種善業，這一世也能夠成熟。這就是看你平常

怎麼對一切眾生，善業多？還是惡業多？不管善業、惡業，都是這一世就會

成熟的。 

  第三類，你對佛法僧三寶，或者你的上師起瞋恨、傷害，所造的種種惡

業，這一世一定會報；相反的，你對佛法僧三寶、或者上師，修清淨的信心，

起堅固的勝解心，所造的種種善業，這一世也能夠成熟。 

  第四類，對我們的父母或者尊長，背恩忘義，用暴惡心、或者殘酷的手

段，造下了種種惡業，這一世會成熟；相反的，對我們的父母、尊長，你會

念恩、報恩，造了種種的善業，也是這一世會成熟。 

  以上就是八種情況，這一世一定會成熟的。 

  第二種會報的情況，就是這一世不成熟，到下一世成熟。就是你這一世

所造的善惡業，但是到下一世才成熟，這是第二種一定要報的情況。 

  第三種，就是下輩子還沒有報，還要再下一輩子才報，就是第三世才開

始報，這一世、下一世、然後第三世以後才報。 

  為什麼我這一世造的，不是這一世報？而會拖到下一世，或者第三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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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才會報呢？那是因為感果的因緣沒有成熟。因為我們知道，我們造下的善

惡業到哪裡去了？回薰到我們的第八識，成為善惡業的種子。我們業力的種

子含藏在第八識，要等待因緣它才能夠受報。所以有一個內因，有一個外緣，

感果必須有外緣的牽動，牽動我們業識的種子生起現行，內因、外緣相感，

它才會受報。雖然你有業力的種子，但是沒有感果的因緣的話，它還是含藏

在第八識。如果那個因緣一直不成熟的話，你沒有辦法受報，那個因緣一直

沒有辦法成熟，所以它才會延到下一世、或者三世以後，果報才成熟。所以

要等到外感的因緣成熟，這個果報才會現起。 

  可是，它含藏在我們的第八識裡面，它並沒有消失。那能不能慢慢地減

少？可以，就是靠我們剛才講的懺悔，你每天不斷不斷地修懺悔。因為無量

劫以來到現在，我們一定造了很多的業，我們有的想起來，有的想不起來，

但一定是大部分都想不起來，因為沒有宿命通。你可能眼前、或者這一世的，

有一些可以記憶，有一些已經沒有辦法記憶，更何況是上一世、上上世，唐

朝的時候、宋朝的時候，你記得你那時候做了什麼事嗎？當然不記得，所以

不是做錯事情才要懺，是念念都不離懺悔的心。 

  你們念「十大願王」就知道，念念都不離十大願王，裡面就有懺悔，所

以實際上我們是念念要修懺悔，隨時我們的心念都沒有離開懺悔的心。懺悔

的心，就表示說你有高度的慚愧，所以你不允許自己身口意犯任何的錯誤，

你不會允許自己造這樣的錯誤，那個就是靠高度的慚愧心。高度的慚愧心怎

麼來的？就是因為你念念都有懺悔的心，你才會起高度的慚愧心。有高度的

慚愧心，你就不會造任何身口意的業，再微細的業，你也不會造，寧願捨棄

生命，你都會護戒不斷，甚至再微細的業，你也不會犯，就是因為你念念都

在修懺悔，你才可能做到這樣的程度。所以不是做錯事情才要懺，是始終你

的心念都沒有離開懺悔，這樣就對了。因為你是這樣的狀態，當然就有高度

的防護心嘛，對不對？你這樣也等於是在勤加對治，這是最好的對治法，就

是你不可能再犯了，有防護力、有對治力，都在裡面。 

  這樣有什麼好處呢？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還沒有感果的那些業力的種子

都在我們的第八識，就是靠你這個不斷不斷地懺悔、防護、對治，它那個業

力的種子不斷不斷地在削弱，力量不斷不斷地在減少，所以等到有一天感果

的因緣成熟了，它還報不報？就看你懺得怎麼樣，如果你已經懺清淨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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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報了，你已經把它懺完啦，業識的種子已經都清淨了，煩惱的種子已經

懺清淨了，不用報了。因緣再怎麼來，外緣再怎麼來，感果的因緣成熟，它

就是不用報了，這是根本的解決。就是你在修懺悔、對治、防護的當下，把

你所有業力的種子、煩惱的種子全部懺清淨，沒有煩惱的種子，拿什麼東西

來現行？我們會生煩惱，就是因為我們還有煩惱的種子。現在煩惱的種子清

淨，你碰到任何外緣，你沒有貪瞋癡了，你還會不會現行？不會啦！所以你

也不可能再造業，你也不可能受報，這就是證果了，證果的就可以做到，就

是因為這樣的一個道理。種子清淨了，這個才是根本解決問題。所以我們就

知道，這個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懺悔、防護、還有對治非常重要，造業可以

不受報，就是靠這個。 

  最後我們談一談，我們造了這麼多業，到底哪一個先成熟呢？ 

  如果我們造了很多的業，有的重、有的輕，哪一個先成熟？重的先成熟。 

  如果有重的、有輕的，都有，輕重相等，哪一個先成熟？就是看臨終哪

一個先現前的，那一個先成熟。所以我們說臨終那一念非常非常重要，哪一

個先現前，就哪一個先成熟。所以臨終要安住在你的正念當中，安住在你修

的那個法門當中，或者安住在你的阿彌陀佛，或者你的本尊法，或者安住在

菩提心，勝義菩提心、世俗菩提心當中往生的，生生世世都不離菩提心，它

也是一個法門，就是臨終憶念菩提心。不管你修什麼法門，你臨終只要能夠

安住在正念當中，這個正念就是你修行的法門當中，你的業報就不容易現

前，你就能夠往生成功。這是第二種，臨終前哪一個先現前，哪個就先成熟。 

  如果同時現前呢？就是你常串習的那個先成熟。 

  如果你串習很多都相等，串習力相等的話，你先造的先成熟，後造的後

成熟。 

  所以有四種情況：以輕重來講，重的先成熟。輕重相等的話，臨終前哪

一個先現前，哪個先成熟。第三種情況，臨終如果同時現前的話，常串習的

先成熟。第四種情況，串習力如果相等的話，先造的業，先成熟。這個就是

我們造了這麼多業，到底哪一個先成熟，就是這四種情況，來決定你哪一個

業先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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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