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次第廣論 

第五十六講 

［中士道 6］ 
（思惟集諦） 

最尊貴的淨蓮上師講解 

 

  我們知道生煩惱就會造業，但是煩惱它是怎麼造業的呢？想要知道這個

答案，我們首先要知道業的種類。 

  業有哪些種類？這個大家都很清楚，有身業、口業、意業。這三業哪一

個先呢？一定是先起心動念，然後才決定怎麼說、怎麼做，所以是先有意業，

然後才發動身業、或者是口業，這個就是業的種類，有身、口、意三業。 

  業的性質呢？業的性質，有善業、不善業、無記業。不善業，我們又稱

為非福業。無記業是什麼意思呢？無記，就是無所記別的意思，沒有辦法把

它歸到善性、或者是不善性這邊，無所記別，沒有辦法把它歸類，那只有自

成一類，叫做無記。所以它不是屬於善性，也不是屬於不善性的，這一類我

們就稱為無記業。 

  善業，又分為有漏的善和無漏的善。有漏，就是有煩惱的意思，跟煩惱

相應所造的善業，我們稱為有漏的善業，這就是凡夫造善業的時候，都是跟

煩惱相應的，因為有我執的關係。我們前兩天都在說，因為有我見，才會生

煩惱，所以一切煩惱的根本，就是因為有我見。為什麼有我見？因為有無明。

凡夫因為有我見，所以他執著有一個「我」在行善，所以他一切的善都是屬

於有漏的善，因為跟煩惱相應。那什麼是無漏善呢？就是不和煩惱相應的善

業，他為什麼可以不和煩惱相應來造善業呢？就是因為他已經無我了，他已

經沒有我見了，所以他造的一切善業，都是屬於無漏的善業。那是哪些人呢？

阿羅漢、或者是菩薩，他們所造的善業都是屬於無漏的善業，因為已經證到

無我了，能夠不生煩惱，所以他們所造的善業，就不跟煩惱相應，是屬於無

漏的善業。這是善業，有有漏跟無漏的差別。 

  凡夫的有漏善業，又再依三界眾生的不同，分為福業和不動業。什麼是

福業呢？就是欲界眾生所造的善業，我們稱為福業。什麼是不動業呢？就是

色界、無色界眾生所造的善業，我們稱為不動業。 

  為什麼有福業跟不動業的差別呢？因為欲界眾生的果報是可以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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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我們稱為福業。欲界眾生的果報是可以變動的，這什麼意思？譬如

說，我現在在人道，我行善，本來行善的果報是生天，可是我在臨終的時候，

我們知道臨終那一念是引業，會引我們到六道當中哪一道去投胎，因為你臨

終的那一念，引你到畜生道，所以你這個福報就到畜生道去享受了，可能變

成人家最愛的寵物、還是什麼，也是一樣受福報，可是它是可以變動的，那

也可能到另外一道。你本來可以生天的果報，可能到其他的道，去把這個福

報享用掉，所以它的果報是可以改變的，欲界眾生的果報是可以改變的。可

是不動業的意思，就是色界跟無色界的眾生，他們所造下的有漏善業，應該

投生在哪一界，就投生在哪一界，果報是不會變動的，所以叫做不動業。所

以我們以後聽福業，我們就知道它指的是欲界眾生的有漏善，稱為福業；不

動業，就是色界跟無色界眾生的有漏善業，我們就稱為不動業。這個就是凡

夫有漏的善業，依三界的不同，分為福業和不動業。 

  我們知道了業的種類，還有業的性質。 

  那煩惱是怎麼造業的呢？雖然說只要生煩惱就會造業，有業就會輪迴，

我們都知道，善業就生在三善趣，惡業就生在三惡趣，但是有差別，聖人和

凡夫有差別，什麼樣的差別？我們知道初果已經破薩迦耶見了，已經沒有我

見了，沒有我見的意思是什麼？就是他現在造作善業或者是惡業，他不會繼

續累積投生善趣或惡趣的那個引業，不會，因為他已經沒有我見，所以他造

業的力量變得非常非常的微弱。造新業的力量非常非常的微弱，是因為沒有

我執的關係，所以力量那麼微弱的業力，不會引生到善趣或惡趣去受報，即

使他是在造惡業的話，它也不會成為將來引生惡趣的果報，不會有這樣的引

業。所以，我們說聖人跟凡夫，他們造同樣的業，但是會有差別。 

  凡夫就不一樣，凡夫因為我執的力量非常強，所以他造惡業的話，就會

引生惡趣。證初果以上的聖人，他如果還有過去的業沒有報的話，他還會繼

續在六道當中輪迴，那是過去的業沒有報完的，他還一樣會投生在六道當

中，只是說他證初果以上，他自從證了初果以後，開始所造的善惡業，不會

成為引生善趣或惡趣的引業。我們剛才講過引業，就是引你到哪一道去投胎

的，那個稱為引業，不會重新累積這樣的引業。這個我們一定要弄清楚，聖

者跟凡夫的差別，一個有我見，一個沒有我見，他們造同樣的業，但是結果

不一樣，所以我們這邊要特別說明這兩者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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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夫因為他還有薩迦耶見的關係，那個我執很強，所以他會繼續地積集

流轉生死的引業。如果他是因為我執生煩惱，造作殺盜婬妄等等的十不善業

的話，他就是在積集流轉惡趣的非福業。如果凡夫他能夠行布施、持戒這些

欲界的善法，就是在積集流轉欲界的福業。如果他能夠修色界、無色界的四

禪八定的話，他就是在積集流轉色界、還有無色界的不動業。這就是煩惱是

怎麼造業的，業就是這麼樣形成了，這個就是業形成的原因，是這麼來的。 

  眾生因為追求不同的感受，所增長的業，我們稱為增長業。凡夫眾生都

會為了追求不同的感受，他就有種種的增長業。追求不同的感受，一般都是

追求樂受，喜歡打坐的，就是追求捨受。追求捨受跟追求樂受，它的結果也

會不同，它所增長的業會不同，所以這個增長業，就是你每天造作的業，是

增長你的非福業、還是福業、還是不動業，它就是有這些差別。為了追求樂

受而增長的業，有非福業、福業、還有不動業；為了追求捨受而增長的業，

就是有不動業這樣的差別。 

  我們來解釋一下，什麼是為了追求樂受而增長的業呢？它有兩種： 

  第一種，是為了追求現世的快樂，就是一般的人，他為了享受色聲香味

觸，這些五欲六塵所生的樂受，所以他造的種種不善業，就是在增長非福業；

如果是為了來世的種種欲樂，所修集的一切善行，就是增長福業，就是我們

說要行善、累積功德，這個都是增長福業，將來有種種的福報這樣而已。 

  第二種，是由於修種種禪定所增長的業，這就是在積集生色界初禪、二

禪、三禪天的不動業。就是說這一世你修止觀、修禪定，你所增長的業就是

不動業，你如果現在活著的時候，現證初禪的話，你平常又修十善業，你死

後就會生在初禪天；你生前如果證到二禪的境界，死後就會生在二禪天。所

以你這一世因為修禪定的緣故，你在積集的增長業，就是屬於不動業。我們

剛才講，色界跟無色界的業都是屬於不動業，果報是不會改變的，稱為不動

業，所以你生前如果是修這些禪定所增長的業，我們就稱為不動業。看你是

證到初禪、二禪、還是三禪，死後就是生在初禪、二禪、或者是三禪天，所

以你積集的就是生色界初禪天、二禪天、或三禪天的不動業，這個就是增長

這樣的業。 

  什麼是為了追求捨受而增長的不動業呢？這個就是活著的時候，他已經

對欲界的五欲六塵，可以捨離貪著，就是他對世間的這種已經不再貪愛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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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五欲六塵種種享受的境界，他已經捨離了貪愛，對於色界的初禪、二禪、

三禪所生的樂受也心生厭患。因為我們知道，證得初禪會有喜樂，二禪是大

喜，三禪是大樂，所以初禪、二禪、三禪都能夠讓我們生起喜樂的感受。可

是有的修禪定的修行人，他就不再眷戀、不再耽著這種禪悅，因為禪定所生

起來的那個喜樂，他再把它捨棄，一心一意追求希望能夠達到捨受，所以他

這樣的修習，就是在積集生色界四禪天。我們知道四禪天就是捨念清淨，從

色界四禪開始都是跟捨受相應的，包含了無色界的四空定：空無邊處、識無

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無色界的四空定也全部都是跟捨受相應。

所以他生前修禪定，如果他追求的目標是捨受的話，不再耽著在喜樂當中，

一心一意只追求這個捨受，他就會生在色界的四禪天、或者無色界的四空

天，所以他有生之年所積集的是什麼增長業呢？就是生色界四禪天、或者無

色界四空天的不動業，他就是增長這樣的業。 

  我們以上所說，就是有關業的內容，到這邊剛好一個段落。 

  我們從下一堂開始，就介紹從死亡中陰身，一直到投生的這整個過程，

因為這個內容非常的長，我們沒有辦法在今天把它介紹完畢，所以我們就打

算從下一堂課開始，詳細介紹死亡臨終的時候是什麼樣的一個景象；進入中

陰身之後，一直到投生，這整個過程到底是什麼樣的景象，我們下一堂再詳

細說明，今天就到這裡。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切，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中士道 6 業的種類、形成之因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