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次第廣論 

第四十七講 

［下士道-深信業果 23］ 
(具三緣、思惟業果之理) 

最尊貴的淨蓮上師講解 

 

  我們昨天談到成佛需要具備八種德相，所以平常要努力地修這些善因。

在修這些善因的過程當中，如果具備了三種因緣，就是心清淨、加行清淨、

田清淨，加上這三緣的話，果報才會非常的殊勝。我們今天就進一步再介紹，

什麼是三清淨，這三種緣。 

  第一個，心清淨。這是指你在修這些善因的時候，你的發心是清淨的。

你為什麼要修這些善因呢？你是為自己修？還是為了眾生修？如果你是發

了菩提誓願的話——為利眾生願成佛，我今天要成佛，需要具足這八種德

相，我不是為了自己，是因為利益眾生，我必須要成佛。因為不成佛，我沒

有那個智慧，也沒有那個德能，也沒有那個慈悲，也沒有善巧方便。雖然我

這樣發願，可是我能力不夠，所以我必須要成佛，只有成佛，才有那個能力

來度眾生。我是為了這個菩提誓願，我才來修這些善因的，這個就是發心清

淨，你不是為了自己的果報來求的。 

  如果你在修這些善因的過程當中，你都是為自己的果報，為自己求，我

為了要長壽，所以我就常常去放生，昨天講的那些能夠感得長壽、或者無病、

健康的那些善因，你就去修，但你完全是為了自己要得到那個果報你才去修

的，你就沒有具備這第一個條件，你的心是不清淨的，你的發心跟動機是有

染污的、有雜染的，不是清淨心來修，不是為了眾生來修。 

  所以，我們應該怎麼樣才好呢？就是我們在修這些善因的時候，不但要

精進地修，雖然不是為了自己，但我們還是要非常精進地累積這些資糧，修

完之後，我們都把功德迴向給眾生，自己完全不貪著，這就不是為了自己的

果報，才來修這些內容。把功德迴向給眾生，迴向給無上菩提，就是「為利

眾生願成佛」，這樣才能夠感得最殊勝的果報。 

  如果我們是為自己修的話，我們在修的過程當中，不但自己很貪著這個

果報，而且還會跟人家比較，看到別人修得比我們好，我們就心裡面嫉妒，

想辦法障礙他，不要讓他這麼順利就成就，或者這麼順利就得到很多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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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有這麼好的法緣，或者有這麼好的親近上師的緣，就是百般的阻撓。如

果你是為了自己求，就很容易跟人家比較，那個勝過你的，你就想辦法嫉妒、

障礙；跟你差不多的，你也是隨時要比較，因為你是為「我」修嘛，所以我

修得怎麼樣、他修得怎麼樣，我就非常的在意；跟我差不多的，就是同修，

同樣這一班，或者同樣這一群同參道友，就會互相較勁，每次見面就問：「你

最近修得怎麼樣？」他也不是真的很關心，他只是很在意別人有沒有修得比

他好，不是很能夠隨喜讚歎別人的成就，或者別人的功德，或者別人的善行，

沒有辦法隨喜讚歎；修得很差的，那個剛剛學佛的、剛剛修行的，那他在這

些人的面前就貢高我慢，然後輕視，或者有所批評，說那個師兄怎麼樣，有

一些輕視或者毀謗，這樣的舉動就會出來。原因出在哪裡？就是他的修行、

他的心不清淨，動機不純正，他是為了自己而修，所以他很在意自己的成就，

他就要站在自己的立場跟別人較勁、跟別人比較。不管是勝過他、跟他差不

多、或者比他差的，他都會生煩惱，所以我們說他發心不清淨。 

  如果是以這種發心來修八種德相、功德的話，也是沒有辦法得到很殊勝

的果報，就是因為他的心不清淨。所以我們雖然要修一切的善行，但是都不

執著善行，把所有的功德都迴向給眾生，迴向無上菩提，這樣我們就不會執

著在這個功德上面。 

  第二個，加行清淨。加行，就是你的修行，你怎麼樣來加緊用功的意思，

這個過程也是要非常的清淨。你要具足這八種德相，你自己應該經常地、猛

烈地、沒有間斷地來修這些善因，不是斷斷續續地，有時候情況好、有時候

情況不好。因為大部分還沒有證果之前，都是進進退退，那就是加行不清淨，

你自己方面的加行不清淨，進進退退，有時候修、有時候懈怠、有時候放逸、

有時候散亂、有時候失念。所以必須加行清淨，你要恆常不間斷地，而且非

常精進勇猛地來成就這些功德，然後又不執著這些功德。 

  看到別人不具足這八種德相，不曉得這些功德的殊勝，我們就為他解

說，在他面前讚歎這些功德是多麼的殊勝，引發他的好樂心，想要修這些善

因的意願。因為他不明白這些功德果報是多麼的殊勝，所以我們就在他面前

為他解說。對那些已經正在修這些善行的眾生，我們就是讚歎。讚歎的作用，

就是這中間有鼓勵的作用，因為眾生都很歡喜別人讚歎，所以你讚歎他，他

就能夠生起歡喜心，就能夠繼續地、恆常無間斷、永遠不棄捨的來修這些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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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所以我們對那些已經在修得很好的師兄們，我們就經常去讚歎他。 

  如果我們能夠自己具備這樣的條件，也希望眾生具備這樣的條件，大家

都精進勇猛地來圓滿這些善因的話，這個就是加行清淨。 

  第三個，田清淨。田清淨怎麼來的？就是說你這塊田非常的清淨，播下

菩提願種子的這塊田非常的清淨，所以它就能夠開花結果，成就開悟成佛，

可以成就佛果。它怎麼來的？就是前面兩個來的，你必須具備前面的心清

淨、還有加行清淨，你當然就能夠開花結果，就好比一畝非常肥沃的田，它

一定能夠長出非常好的果實來。我們具備了心清淨、加行清淨，當然我們的

菩提自性、佛性，自然就能夠很快的有所成就，很快的被開顯出來，就好像

這個田能夠開花結果一樣。 

  講到這邊就告一個段落，以上所有的，從十惡業的內容，我們要怎麼樣

了解整個十惡業的內容，希望能夠斷除十惡業，然後行十善業，行十善業有

人天果報還是不夠的，如果想要成佛的話，還需要具備八種德相。 

  我們學習這些內容的目的是什麼呢？我們為什麼要了解這些業果的內

容？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我們能夠在日常生活當中，隨時用身口意這十

業，經常詳細地檢查自己的身口意，是不是都合乎善惡的標準？這個是我們

學習業果的道理最主要的目的，因為詳細地了解內容，我們就知道怎麼來檢

查自己，沒有學習之前，我們不知道自己的善惡對不對，因為沒有一個標準。

所有前面那些業果的道理，就是詳細地分析，告訴我們你種什麼樣的因，就

會得什麼樣的果，所有的善、還有惡，這個果報都是有它的業因。有了這個

善惡的標準，我們每天就可以用這個來檢查自己，我的身業有沒有犯殺、盜、

婬？口業有沒有那四種？意業有沒有貪、瞋、邪見？不斷不斷這樣的檢查自

己，什麼是該做、不該做？如果我們不想我們的身心繼續受苦、繼續輪迴，

那你惡業就千萬不要做，你想要身心喜樂，那你就是要多行善。 

  所以第一個，我們就能夠檢查，什麼是該做、不該做？我們有犯、沒有

犯？如果時時都這樣檢查，每天都這樣子來修的話，我們一發現自己身口意

任何一個有犯的時候，我們就趕快懺悔，然後提醒自己，只要十惡業還有造

的話，果報在哪裡？果報在三塗，不管你每天是多麼精進地在修行，你都是

在修貪、瞋、邪見，果報都在三惡道，如果你十惡業沒有斷的話，是不是這

樣子？你今天修再高的法門，談論再高深的理論，如果你十惡業沒有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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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的還是貪、瞋、邪見，不管你每天誦多少經、念多少聲佛號，又是持咒、

又是觀想、又是拜懺。 

  很多師兄常常去參加拜懺，可是常常去參加回來，習氣、煩惱沒有改變，

他原來有的，一個都沒少，為什麼會這樣呢？你說拜懺有沒有它的功效？有

啊！可是為什麼他都沒有改變？他還是煩煩惱惱的，他原來的那些習氣都還

在呀！貪、瞋、邪見也沒有少，為什麼會這樣呢？原因就出在他不了解十惡

業的內容，他沒有從業果下手來修，他沒有時時地檢查自己的身口意有沒有

犯十惡業的內容，他不是修這個，他就是去參加那個活動，誦經或者是水陸。

不管你參加什麼活動，本來都是很好的，可是如果你不明白因果的道理，你

還是繼續有犯的話，雖然懺悔有懺悔的力量，可是非常微小，因為你還會造

嘛！你會繼續造，那就還會繼續受報，所以你怎麼懺也懺不完。 

  所以，真正的修行，修的是什麼？就是深信業果！最難修的是什麼？不

是那個很高深的法門，深信業果最難修，為什麼難？因為你要做到身口意，

連意念上都要完全地斷除，要達到這樣的目標，所以它很難。你不能動一個

貪念、動一個瞋念，念頭上都要斷，意業有三：貪、瞋、邪見，你不能動一

念傷害眾生的念頭，那就是殺生，有害心；你不能動一念覬覦別人的東西，

那就是偷盜，都還沒去做，只是動念：「他那個很好，如果是我的，多好！」

就這樣子一念，就犯了。所以什麼最難修？不是大手印、大圓滿最難修，是

業果最難修。你有了這個基礎以後，什麼法門都很好修，因為沒有障礙了嘛，

我們為什麼修行有障礙，就是你這些惡業沒有斷，你過去的還沒有報，你每

天繼續再造新的，舊的加新的，所以你修行修起來，不管你修什麼法門都障

礙重重，原因出在哪裡？就是業果這個法門沒有好好修，你沒有每天在努力

地斷十惡業，你也沒有每天在努力地懺過去已經造的業，沒有努力地起防護

心，不再造新的。 

  可是，如果這整個業果的內容你不是很詳細地了解的話，你會犯了你都

不知道。所以為什麼前面我們要先非常熟悉它，如是因、如是果的道理？就

是你今天碰到這件事情，你馬上就知道這是因為你過去造什麼因，今天才會

碰到這樣的事情，馬上反應，要到這個程度，任何一件事情，馬上就知道它

的業因在哪裡，要這麼快才有用。所以碰到事情，你就不會去怨天尤人，你

不會到外面去找答案，因為答案都不在外面。你今天碰到一些事情，不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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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人事物，那個只是外緣，如果你的內在沒有那個業因的種子的話，它外

緣怎麼來牽動，你沒有那個種子生現行，它不會感果的。所以今天果報現前，

是因為你內在業因的種子，跟外緣相感，這個果報就成熟了。內因加上外緣，

內因就是我們業力的種子，業力怎麼來的？你過去造的，造了以後它沒有消

失，全部都含藏在第八識，今天外緣成熟了，有一個外緣，來感得你這個業

報成熟了。 

  可是你不明白這個道理，你就會開始怨，然後去找呀，從外面找原因，

是我的八字不好吧？父母時辰沒生好，沒有選好時辰才把我生下來。我的父

母沒有把我的名字取好吧？所以我是不是要改個名，才能改運？可能我家裡

的風水出了問題吧？可能我今年犯太歲吧？所有的佛弟子，他只要是深信因

果，他都不會到外面去找答案的，你今天一切的不順心，只有一個答案，就

是你過去造的惡業果報現前了，就是這麼容易，你不用再另外找答案。 

  可是，你是不是真的深信因果呢？對於這所有的業果內容，你是不是都

是如此的思惟呢？你碰到事情，是不是第一個就反應，我是因為過去造了什

麼業，所以今天才會碰到這樣的事情嘛。那就懺悔，歡喜受報，就沒事啦，

然後以後不要再造，這樣才能夠真正解決問題。你如果不從這邊下手的話，

從外面去找答案，你怎麼改風水，可是你那個業因、業力的種子沒有消失，

你風水改得再好，名字再換一個，還是換十個，可是你的業因還在，你惡業

的種子還在第八識，你怎麼改外在的條件，有沒有幫助？沒有根本修嘛！你

那個根本在，業力的種子還在呀！所以外緣成熟，它就感果，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才會說，業果這個功課是最難修的，一切的法門當中，這個最

難修，因為你這個做到了，你的業障很快就消了。你過去已經造的，你就努

力地懺，能清淨的就清淨，不能清淨的，用對治法，不斷不斷地、努力地懺

悔。我們明天講四力對治，你用這四種方法，四種力量來對治，過去已經造

的，防範它未來不要再造，然後用對治力來摧破你煩惱、業力、習氣的種子，

這樣子用四種力量，就完全能夠對治你一切的惡業，不管再嚴重的業，都能

夠完全的清淨，這樣子就成就了。因為我們不成就，就是業障還在，那個業

障就是無明、不明白，業障障住了，不管是煩惱障還是所知障，它就是障住

了我們的菩提自性，雖然每個人都有佛性，但是障住了，它沒辦法出來。所

以你的業力清淨了，這個障礙去除了，你的佛性就開顯了。修行其實道理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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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就是這樣而已，每個人都要開顯他的菩提自性，但是為什麼沒辦法？

就是他沒有從這邊下手，過去的業他沒有消掉，然後每天繼續造新的。 

  我們念「深信業果」最主要的目標，就是希望能夠做到身口意三業，在

任何清況之下，連意念都要完全斷除，連意念都不要犯，那開悟、或者想要

成就、或者證果，就是遲早的事，因為那跟我們的業障有關，你的業障慢慢

地淨除了，你的佛性就慢慢地開顯了，你的一些潛在的智慧、慈悲、善巧方

便、無量的德能就能夠開顯出來，那就是成就了。所以成不成就，就跟我們

的業障有關，業障怎麼處理？就是這樣處理，用四力來對治，我們明天再詳

細地說明。我們現在要了解，最大的敵人不在外面，是自己的煩惱、業力、

習氣，才是自己最大的敵人，我們想要克服這個最大的敵人，就要好好地從

這個業果來下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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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