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慧灯禅修课教材

10、邪⻅



[p64]此处的邪⻅，是指认为因果、前世、后世、修道、成就、极乐世界、地狱等都不存在的观点。



[p65]以上⼗种叫⼗不善业，其中每⼀种都有四个条件，细节在《普贤上师⾔教》和《具舍论》⾥讲得⽐
较清楚，⼤家可以通过看书了解。



[p66]⼗种不善中最严重的：第⼀是杀⽣，第⼆是邪⻅。为什么呢？



[p67]第⼀、杀⽣是伤害众⽣的⽣命。对于每⼀个有情（包括我们⾃⼰在内）⽽⾔，世上的⼀切事物当
中，最可爱、最可珍贵的，就是⾃⼰的⽣命，除此以外，没有什么更珍贵的了。那么，剥夺其他⽣命的⽣
存权利，罪过当然很⼤！这是对被杀有情极⼤的伤害。所以，杀⽣是⾮常严重的罪业，绝不能做。



[p68]你们要切记，凡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其他做不到，还可以逐渐扭转，但不杀⽣⼀定要做到，否
则，边故意杀⽣边学佛，那就谈不上学佛。



[p69]佛是什么样的？你们都看过释迦牟尼佛的本⽣传，他在修⾏的时候，哪怕是为了填饱⼀个众⽣的肚
⼦，都会毫不犹豫地将⾃⼰最珍贵的头、⽬、脑髓割舍，包括⾃⼰的⽣命都会舍弃。学佛是什么意思？当
然是佛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如果没有这样的发⼼，只是念念咒，到庙⾥烧烧⾹，叫不叫学佛？这不叫学
佛，只能叫信佛。若是真学佛，佛陀怎么做我们也应该这样去做。当然，佛的很多⾏持，是我们做不到
的，但现在要从能做到的做起，不能做到的也要逐渐去做，这才叫学佛。总之，对⼀个学佛⼈最起码的要
求，就是不能故意杀⽣，如果故意杀⽣，就没有学佛的资格，这点⼤家都要记住，很重要。



[p70]什么是⽣命？鸡、鸭、⻥，还有各种各样的海鲜，包括蚊⼦、蚂蚁等⼩昆⾍，都是⽣命。虽然我们
不喜欢在家⾥看到蚊⼦、蟑螂、蚂蚁之类的昆⾍，但也不能害它们。现在我们住的地⽅，不是⼈类独占
的，⽽是所有⽣命共同的家园，是所有⽣命共同居住的场所，⼈不能侵犯它们的⽣存权利，绝对不能杀害
它们，这是其⼀。



[p71]其⼆，与杀⽣有关的是吃素，这也很重要。在汉地，⽆论是出家⼈或在家⼈，很早以前就有吃素的
优良传统，⼀直保持到现在，这是⼀个⾮常好的传统。现在的吃⾁⽅法不像从前那样，⼈们不仅吃海鲜，
还要吃⾍⼦等⼩⽣命。仅在⼀餐之中，仅仅为了填饱⼀⼈的肚⼦，很多⼈的餐盘⾥，有着数不清的被杀⽣
命？要知道，哪怕再微⼩的⾍⼉⻥虾，对它们来说，⽣命也同样珍贵。为了⾃⼰的⼝腹之欲，⽽伤害那么
多⽣命，浪费那么多⽣命，这是绝对不应该的，所以⼀定要吃素。



[p72]密宗《时轮⾦刚》⾥也讲过，很多⼈吃⼀个众⽣的⾁当然有罪，⼀⼈去吃很多⽣命的⾁，罪过更
⼤，为什么？请好好想⼀想，为了你的⼀餐，浪费数⼗条甚⾄数百条⽣命，值不值得？我们不愿意接受⼀
点痛苦，它们也不愿意；我们希望获得快乐，它们也⼀样。我们与它们只有语⾔能否表达的差别，⼰所不
欲，勿施于⼈，所以⼀定要吃素。汉地吃素的条件那么成熟，居⼠为什么不吃素呢？



[p73]如前所讲，居⼠若连不杀⽣这⼀点都做不到，就根本谈不上学佛。若⼀边故意吃海鲜杀⽣，⼀边⾃
称是学佛的⼈，⽽且是学⼤乘菩萨道的，这是根本上的严重⽭盾。如果不想学佛，只为求世间福报，遣除
⼀些现世灾难⽽信佛，也不应该伤害众⽣⽣命，⽽应该吃素。



[p74]以前不吃素，造业也不会太严重，现代社会中若不吃素，会造更多的业，其原因，在有关素⻝的开



示中讲得很清楚。⼤家要注意：没有⼀个佛教教派是允许杀⽣的，凡是学佛的⼈，⽆论修净⼟、禅宗或密
宗，都应该吃素。



[p75]很多⼈有这样的疑惑：⻄藏很多佛教徒是吃⾁的，那密宗是不是开许吃⾁呢？这是误会，实际上不
是这样。⻄藏学佛的⼈当中，确实有很多⼈吃⾁，但这不是因为藏传佛教允许⾁⻝，⽽是受限于环境的因
素。以前⻄藏很多地⽅极为封闭，且在⻘藏⾼原的⼤⽚⼟地上不⻓任何蔬菜，若不吃⾁，尤其是⼀些牧
区，就没有别的⻝物可吃，所以他们就选择了⼩乘戒律中所开许的三净⾁，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环境
⾥，还是有很多⼈吃素。现在藏地蔬菜、⽔果逐渐多起来，他们也在改变之中。所以，凡是学⼤乘佛法--
⽆论学密宗也好，学显宗也罢，都要坚持素⻝。要记住，吃⾁与杀⽣有着⾮常密切的关系。



[p76]第⼆、邪⻅也是很严重的罪业。如果有邪⻅，觉得没有前世、后世，因果报应等都没有，那就不会
学佛，不但不学佛，⽽且杀盗淫妄等⽆恶不作，现在社会上很多犯罪分⼦正因为持有这样的邪⻅，才敢以
身试法、为所欲为，做出危害社会及他⼈的滔天罪⾏。



[p77]但是，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任何⼀种逻辑或实验，真正能够证明不存在前后世、不存在因果、不存
在轮回。有⼈因为⾃身智慧浅薄，别⼈说没有，他就⼈云亦云、以讹传讹，很多⼈有这样的习⽓，在这样
的环境⾥就很容易产⽣邪⻅。



[p78]本来，这⼗种不善业都很严重，但是这两条更厉害，今后⼀定要注意：第⼀、不能杀⽣，第⼆、不
能有邪⻅，其他的也有很严重的果报，还是要留意。





⼤圆满前⾏引导⽂

⼰三（邪⻅）分⼆：⼀、⽆有因果之⻅；⼆、常断⻅



[p543]庚⼀、⽆有因果之⻅：



[p544]认为⾏善⽆功、作恶⽆过的观念就叫做⽆有因果的⻅解。



[p545] 庚⼆、常断⻅：



[p546]总的来说，邪⻅可以分为三百六⼗种或者六⼗⼆种等等（《如意宝藏论》中有详述）。但如果将所
有的邪⻅归纳起来，完全可以包括在常⻅和断⻅当中。



[p547]所谓的常⻅，就是认为神我常有，⼤⾃在天、遍⼊天是造世主等等的看法。



[p548]断⻅，也就是指认为⼀切诸法是⾃然⽽⽣，前世后世、因果不虚及了脱⽣死等均不存在的观念。⽐
如《⿊⾃在书》中说：“犹如⽇出⽔下流，⾖圆荆棘⻓⽽利，孔雀翎艳诸苦乐，谁亦未造⾃性⽣。”意思是
说，持断⻅的⼈认为太阳从东⽅升起不是谁牵引⽽上的；河⽔向下流淌也不是谁⼈引领下去的；所有的豌
⾖都是圆形也不是谁⼈抟成的；⼀切荆棘刺⼜⻓⼜尖、⾮常锋利这也不是谁削造的；孔雀的⽻⽑五彩斑
斓、绚丽多彩这也不是谁绘制的，⽽是因为它们⾃⼰的本性就是如此。同样，世间中显现的各种喜怒哀
乐、善恶吉凶也都是由本性造成的，因此他们⼀⼝咬定往昔业⼒、前⽣后世等并不存在。我们如果认为他
们的宗旨千真万确并且随之⽽⾏，或者，虽然没有随⾏，但认为佛的经教、上师的⾔教、智者的论典等不
是真实的，满腹怀疑或者妄加诽谤，这些都属于邪⻅。



[p549]在⼗种不善业当中，要数杀⽣和邪⻅这两种罪业最为严重，如云：“杀⽣之上⽆他罪，⼗不善中邪



⻅重。”



[p550]除了地狱众⽣以外，谁都贪⽣怕死，⽽且每个有情最为珍爱的莫过于⾃⼰的⽣命，因此杀⽣也是罪
⼤恶极，杀害⼀个众⽣需要偿还五百次命债。此外，《念住经》中说：“杀害⼀个众⽣，需要在地狱中住
⼀个中劫。”



[p551]尤其是依靠塑佛像、印佛经、建佛塔等善举为借⼝⽽造杀⽣等恶业，罪恶更为严重。帕单巴尊者
说：“依恶建造三宝像，将被后世⻛吹⾛。”



[p552]有些⼈⾃以为把上师、僧众迎请到家中以宰杀众⽣的荤腥⾎⾁供养他们是在⾏善，实际上这种做法
必将使⼀切施主、福⽥的相续都染上杀⽣的罪过，施主供养⻝物成了不清净的供养，对于福⽥来说也已成
了邪命养活，这种罪业远远超过了所⾏的善事。除⾮是有起死回⽣能⼒的圣者，⼀般⼈相续没有不被杀⽣
罪业染污的可能，上师们这样做也⼀定会危及⾃⼰的寿命与事业。因此，除⾮的的确确能够将所杀众⽣的
神识超度到极乐世界，否则必须竭尽全⼒断除杀⽣这⼀恶业。



[p553]再来说⼀说邪⻅，对于某个⼈⽽⾔，即使相续中⽣起了⼀刹那的邪⻅，也将失毁⼀切戒律，⽽不能
列⼊佛教徒的群体中，也不算是闲暇的⼈身。⼀旦相续已被邪⻅染污，从此以后，即使是奉⾏善法也不能
踏上解脱之道，⽽且造罪也没有忏悔的对境。





邪⻅的感受等流果：往往陷⼊恶⻅之中，常常被欺诳搅得⼼烦意乱。







前⾏⼴释



⼰三（邪⻅）分⼆：⼀、⽆有因果之⻅；⼆、常断⻅。



庚⼀、⽆有因果之⻅：



[p399]《俱舍论》、《⼤乘阿毗达磨》中都讲过，若认为⾏持善法没有功德，造恶业没有任何过患，前世
后世不存在，三宝没有功德，佛没来过这个世界，上有天堂、下有地狱是谎⾔……这就称为⽆有因果的邪
⻅，特别可怕。假如你的⻅解没有摆正，那学佛肯定只是⼀种形象，绝不可能深⼊其中。



庚⼆、常断⻅：



[p400]总的来说，邪⻅可分为62种或360种等。这⽅⾯的道理，全知⽆垢光尊者在《如意宝藏论》中有详
细描述，《宗派宝藏论》也讲过⼀些。虽说邪⻅有这么多种，但这只是个⼤概数字，因为众⽣的邪⻅各不
相同，算起来也有⽆量⽆边，不过，若将所有邪⻅归纳起来，完全可以归摄于常⻅和断⻅中。



[p401]⼀、常⻅：



[p402]认为神我常有，⼤⾃在天、遍⼊天是造世主，上帝、真主能创造⼀切……这些看法都叫常⻅。《释
量论·成量品》中对常有的主物就进⾏了驳斥，我们学《中观庄严论释》、《中观根本慧论》、《⼊中
论》等时，也分析过这种观点不成⽴。为什么呢？因为在胜义中，根本不可能有⼀法常有不变。



[p403]所以，从狭义上讲，承认造物主常有的宗教，都可以叫邪道。但从⼴义上讲，世界各⼤宗教和睦共



处、互相学习、彼此包容，也是应该值得提倡的。不过在这种原则下，佛教抉择⻅修⾏果的不共观点时，
绝不能与之混为⼀谈。就像藏传佛教的各⼤教派，总体上虽然全是佛教，但旧派、新派也要建⽴各⾃的观
点，也应该有不同的分析。所以，佛教在抉择⾃⼰的⻅解时，不能跟随、依⽌其他宗教，否则，对你们⽽
⾔，别的倒不⼀定有害，但对解脱确实有障碍。其他宗教表⾯上虽有好的地⽅，但跟佛教⽐起来，实际上
还是差别很⼤。



[p404]前不久，我在北京⼤学遇到⼀个知识分⼦，他是学基督教的。我在讲佛教的不共伟⼤之处时，他直
⾔不讳地说：他认为⾃⼰的宗教很好，有什么不好的地⽅，让我⼀针⻅⾎地指出来。当时我就回答：“别
的地⽅也不好说，但我只是指出⼀点：你们宗教对⼈类中的异教徒、⾮⼈类中的动物都有损害，这跟佛教
的慈悲理念⼤相径庭。如果你觉得我讲得不对，想以教理进⾏辩论，那我们可以⼼平⽓和地探讨……”他
是个有智慧的⼈，听了这番话后，相信有些地⽅也在思考中。当然，我并不是为了凸显佛教殊胜，就⼀味
地贬低其他宗教。诚如《胜出天神赞》中所⾔ ，谁的宗教最符合真理，我们就应该皈依它、追随它，这
才是智者的选择。



[p405]⼆、断⻅：



[p406]断⻅，是指认为⼀切诸法⾃然⽽⽣，前世后世、因果不虚、了脱⽣死等均不存在的观念。这种邪⻅
的来源，是往昔⾮天与天⼈发⽣战争时，由于天⼈本性信仰因果，不愿意杀⽣造恶业，所以在接近失败
时，为了激励天⼈作战，天⼈的师⻓故意造了⼀部⽆有前世后世的邪论，后来被外道的蚁⽳师传播⾄⼈
间。



[p407]他们怎么说的呢？如《⿊⾃在书》云：“犹如⽇出⽔下流，⾖圆荆棘⻓⽽利，孔雀翎艳诸苦乐，谁
亦未造⾃性⽣。”他们声称⼀切万法皆⽆因⽽⽣，有五种⽐喻⾜以证明这⼀点：⼀、太阳从东⽅升起，不
是谁牵上去的；⼆、河⽔向下流淌，不是谁引下去的；三、所有豌⾖都是圆形，不是谁抟成的；四、⼀切
荆棘刺⼜⻓⼜尖、⾮常锋利，这也不是谁⽤⼑削造的；五、孔雀的⽻⽑五彩斑斓、绚丽多彩，这并不是哪
个画家绘制的，⽽是它的本性就是如此。同样，世间各种喜怒哀乐、善恶吉凶，也都是由其本性造成的。
因此，他们⼀⼝咬定往昔业⼒、前⽣后世等不存在。



[p408]这种道理⾮常⽆聊，我们学《中观庄严论释》时也剖析过。当然，没有闻思过佛法的⼈，乍听起来
好像⾔之有理，但如果真正去观察，就会发现此⽐喻根本不成⽴。因为这些事物都是由各⾃因缘形成的，
因缘具⾜时才出现，不具⾜时，包括荆棘刺的锋利也不会产⽣，因此这些并不是⾃性⽽⽣。



[p409]退⼀步说，即便外境的这些现象⾃性⽽⽣，也不能说明内⼼的苦乐也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要想
⽐喻成⽴，必须是两个东⻄有共同特点，可这些⽐喻并不具⾜这⼀点。因此，众⽣的苦乐应该是因缘所
⽣，依靠前⾯所造的善、恶之因，才会产⽣后⾯的乐与苦。



[p410]当然，若想成⽴这种观点，⾸先必须要确⽴本师为量⼠夫，然后在此基础上，量⼠夫所说的因果不
虚之理才会被⼈接受。或者也可以通过辩论，将他们的说法驳斥为不定因，以此⽆法证明前世后世不存
在。这⽅⾯的教理、公案，我们以前也讲过很多，⼤家在推理时都可以引⽤。



[p411]不然的话，如果认为断⻅派的宗旨千真万确，并且依⽌⽽随⾏；或者，虽然没有随⾏，但认为佛陀
的经教、上师的⾔教、智者的论典不真实，满腹怀疑或妄加诽谤，这些都属于邪⻅。我们就算现在没有，
但有些上师讲过，有时候因⾃⼰福报不够，以后也很容易产⽣。尤其是邪⻅种⼦没有彻底烧毁的⼈，原本
内⼼的智慧就很浅薄，再加上外道或愚者⾔论的影响，很可能就会舍弃如意宝般的佛教，去随⾏对今⽣来
世有极⼤损害的宗义。所以，在座的各位在抉择⻅解时，三思⽽⾏极为重要！






[p412]以上全部讲完了⼗不善业。在这⼗种不善业中，要数杀⽣和邪⻅最为严重，如云：“杀⽣之上⽆他
罪，⼗不善中邪⻅重。”尤其是邪⻅，《成实论》 中说：“意业势⼒，胜身⼝业。”⼜云：“于诸罪中，邪⻅
最重。”所以，意业的⼒量，远远胜过身体和语⾔造业的程度。



[p413]那么，这⾥为什么说杀⽣和邪⻅是最严重的恶业呢？作者就此作了⼀个简单分析。



[p414]杀⽣：⼀般⽽⾔，除了地狱众⽣以外，谁都贪⽣怕死。当然，有些⼈感情上、⽣活上出现问题时，
⽣存的痛苦远远超过死亡，此时也会选择⾃杀。（不过，有些⼈⾃杀只是吓唬别⼈，⾃⼰根本不想死。那
天我就看⻅⼀个⼈，她哭着闹着要⾃杀，我说：“你⾃杀就⾃杀吧，那边有房⼦，你去吊嘛。”她就把腰带
解下来，挂在房梁上，偷偷地看我们——我们谁也没有管，就在那边⼀直说话。于是她⼜把腰带放下来，
也不想死了，很“⾼兴”地就回去了。）除此之外，每个有情最珍爱的莫过于⽣命，⼀旦受到威胁，必定会
全⼒以赴地保护它。



[p415]尤其是我们作为⼈类，如果对其它众⽣的⽣命不屑⼀顾、随意践踏，那么的确⾮常恶劣。意⼤利⽂
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达·芬奇说过：“鄙视⽣命的⼈，不配拥有⽣命。”他还说：“⼈的确是禽兽之王，其
残暴胜于所有动物。我们靠其它⽣灵的死⽽⽣活，我们都是坟墓。”法国著名思想家、⽂学家、哲学家伏
尔泰也说：“如果它们会说话，我们还敢杀它们吗？”这句话讲得很到位，我们在吃动物时，倘若它们会说
话，相信没有⼈敢去杀。然⽽，正是因为它们不会说话、⽆⼒反抗，⼈们才肆⽆忌惮地摧毁它们的宝贵⽣
命。



[p416]其实，杀⽣的罪业极为可怕，杀害⼀个众⽣，需要偿还五百次命债。《念住经》还说：“杀害⼀个
众⽣，需在地狱住⼀中劫。”所以，⽆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佛教徒都不能杀害众⽣。前段时间，我遇到
⼀个学佛的⼈，说家⾥来了很多蚂蚁，准备去买杀⾍剂。我听了之后，觉得这些⼈根本没意识到⽣命的可
贵。原来有些⼈也问过我，说经堂⾥柱⼦是⽊质的，⻓了许多⽩蚁该不该杀？我当时就回答：“不该杀，
换个⽔泥柱⼦就可以。众⽣的⽣命更宝贵！”所以，只要能明⽩⽣命的可贵，就会想出各种办法来解决问
题。否则，不要说这些众⽣侵害了你，就算没有侵害你，但你为了⼀时的⼝腹之欲，也会肆意杀害它们，
这样⼀来，⼀条⽣命需要⽤五百世来偿还，如此果报特别可怕。



[p417]尤其是现在有些⼈，以塑佛像、印佛经、建佛塔等善举为借⼝⽽杀⽣，这种罪业更为严重。帕单巴
尊者亦云：“依恶建造三宝像，将被后世⻛吹⾛。”不久前，我听说⼀个特别不好的消息，是不是真的也不
知道。说是藏地有位上师为了修佛塔，弄到很多⽜⽺，并将其卖到⾁联⼚来赚钱。藏地还有些⼈为朝拜拉
萨觉沃佛，先是拼命地杀⽣，再⽤赚来的钱去那⾥忏悔，这种⾏为真的特别愚痴。



[p418]汉地有些⼈也是如此，看到蚂蚁、蟑螂、⽼⿏时，⼀边念佛⼀边把它打死，还美其名⽈“是在超度
它”，这种做法极不合理。如果你想利益众⽣，在它⽿边念佛号就可以了，⼜何必要杀死它呢？试想：假
如别⼈念⼀句“阿弥陀佛”，再把你杀掉，那你的感觉怎么样？每个⼈不妨思维⼀下。



[p419]去年，美国总统奥巴⻢在⽩宫演讲时，⼀只苍蝇多次落在他脸上，他不堪其扰就把它拍死了，此举
引起了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强烈不满。今年奥巴⻢在演讲时，⼜⻜来⼀只苍蝇，⼀会⼉停在他头上，⼀会⼉
落在脸颊上，甚⾄还⼀度停在他嘴唇上“歇脚”。但他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任由苍蝇不停地徘徊，也不敢再
痛下杀⼿。



[p420]在对待苍蝇等众⽣的态度上，我觉得印光⼤师做得特别好。以前他居住的寮房有苍蝇、蚊⾍、跳
蚤，侍者想将这些清出去，但印祖阻⽌道：“这些是我的善知识，留它们在此地，证明我的德⾏不够，不
能感化它们。”后来据说他到70岁之后，所居住的地⽅，再也没有这些⼩含⽣了。有些法师⾔，这也是他
的功德⼒所感。因此，在戒杀这⼀问题上，对⽐了印祖的⾏为之后，有些佛教徒还是要继续改进，否则，



某些现象的确不容乐观。



[p421]关于杀⽣罪业的可怕，《杂宝藏经》中讲过⼀则公案 ：从前有⼀个富翁，他很想吃⽺⾁，但⼜怕⼉
⼦反对，就打妄语说他家这么富裕，是因⽥头⼀棵树的树神庇佑，故必须要杀⽺供神。⼉⼦信以为真，就
在树旁建⼀座⼩庙，经常杀⽺供养树神。不久后那富翁死了，因恶业所感，投⽣为⾃家的⽺。第⼆年⼉⼦
⼜要杀⽺祭神，恰好选中了这⼀只。此⽺咩咩叫着，死也不肯被牵出去。正在此时，⻔外来⼀阿罗汉化
缘，⻅此情景，便加持⼉⼦看到此⽺为其⽗亲的转世。了知这种因果报应后，⼉⼦⼗分懊恼，赶紧摧毁了
神庙，从此断恶⾏善，永不杀⽣。



[p422]所以，⼈有时候在邪⻅的控制下，好像在供养、做善事，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过去藏地有种不好的
习惯：把上师、僧众请到家中念经，认为宰杀众⽣、⽤⾎⾁供养，是在⾏善。如今其他地⽅也有这种做
法，有些施主特别恭敬某位上师，得知他极爱吃海虾，每次⼀来，就给他准备很多虾。⽽这位上师也吃得
狼吞⻁咽，甚⾄虾须粘在胡⼦上都没发觉。弟⼦们⻅后很⾼兴，争先恐后地赞叹：“啊，上师您真好看，
我给您拍个照吧……”其实，这种做法必将使施主、上师都染上杀⽣的罪过，施主的供养成了不清净供
养，上师本⼈也成了邪命养活，此举不但没有功德，反⽽罪业远远超过了所⾏的善事。



[p423]你们汉地历来推崇吃素，这是个很好的传统，但个别居⼠为了让上师欢喜，每次都要“⼤开杀戒”，
点些活物来供养上师，这种⾏为很不如法。除⾮你上师像萨绕哈巴、钦则益⻄多吉、敦珠法王那样，是特
别了不起的成就者，有起死回⽣的超度能⼒，否则，⼀般⼈接受这样的供养，不可能不被杀⽣的罪业染
污。⽽且措珠仁波切还说，就算你有弘法利⽣的能⼒，这样做外表看起来也不雅观。其实，如果你常为上
师杀⽣吃荤，⼀定会对上师的⻓久住世和弘法事业有障碍。除⾮上师的确能将所杀众⽣超度到极乐世界，
像帝洛巴尊者那样，吃⼀个就超度⼀个，这样的降伏在佛教中也开许。反之，没有这种能⼒的⼈，务必要
竭尽全⼒断除杀⽣，不然，就会像《⼤智度论》所⾔：“莫夺他命，夺他命世世受诸苦痛。”



[p424]邪⻅：《毗奈耶经》、《四分律》中都说，对我们⽽⾔，即使⽣起⼀刹那的邪⻅，也将失毁⼀切戒
律，不能列⼊佛教徒或出家⼈的群体中。⽽且，纵然你原来具⾜暇满⼈身，但从此之后，也不算是闲暇的
⼈身了。⼀旦⾃相续已被邪⻅染污，即便兢兢业业地奉⾏善法，也不能踏上解脱之道。为什么呢？因为若
想趋⼊解脱，必须对⽣死轮回、善恶因果有最基本的正⻅，如果你连这些都不承认，那⾏持善法完全是流
于形象，⽽并⾮解脱之因。



[p425]所以，圣天论师说：“宁毁犯⼫罗，不损坏正⻅。”宁可毁坏戒律，也千万不能令⾃⼰的正⻅有损。
⻰猛菩萨亦云：“邪⻅者⾏善，其果亦难忍。 ”邪⻅者就算⾏持⼀些善事，装模作样地磕头、修法，实际
上所得的果报也仍是痛苦。此外，《成实论》中还说：“⾏善者将命终时，⽣邪⻅⼼，则堕地狱。⾏不善
者死时，起正⻅⼼，则⽣天上。”可⻅，⼀念之差有时候特别关键。



[p426]北宋时期的⽆德禅师，教徒⼗分严格。⼀次，他座下⼀位沙弥在⾛夜路时，不⼩⼼踩死了⼀只⻘
蛙。禅师得知之后，要求沙弥到后⼭去跳崖谢罪。沙弥万分悲痛地来到悬崖边，往下⼀看，深不⻅底，跳
下去肯定粉身碎⻣。他左右为难、进退维⾕，于是号啕⼤哭起来。正在这时，⼀位屠夫刚巧经过，⻅此就
问他为什么哭。他把原委⽼⽼实实地交代了，屠夫⼀听，说：“你不过⽆意间踩死⼀只⻘蛙，罪业就这么
重，要跳崖才能消业。那我天天杀猪，满⼿⾎腥，罪过岂不更是⽆量⽆边？唉，你不要跳崖，我来跳
吧！”说完，毫不迟疑地纵身跳了下去。由于他的忏悔⼼极为强烈，眼⻅就要命丧深⾕时，⼀朵祥云突然
托住了他，救了他⼀命。也有历史说他当下成就了，这也算是“放下屠⼑，⽴地成佛”吧。



[p427]可⻅，⼀念忏悔，就能清净⽆量罪业；⽽⼀念邪⻅，则会堕⼊万劫不复的深渊，⽽且由于认为诸佛
菩萨都是假的，没有任何功德，那即使你造罪后想忏悔，也没有忏悔的对境了。所以，在⼀切恶业中，最
可怕的就是邪⻅。为了避免这⼀点，⼤家理应经常祈祷上师三宝，同时要懂得佛教⻅修⾏果的真理，这样



⼀来，⾃相续中隐藏的邪⻅种⼦，就会被智慧⽕慢慢焚毁，⽣⽣世世都会以正⻅来护持佛法、利益众⽣！





邪⻅：前世邪⻅重的⼈，今⽣往往陷⼊恶⻅之中，常被欺诳搅得⼼烦意乱。《华严经》云：“邪⻅之
罪……若⽣⼈中，得⼆种果报：⼀者⽣邪⻅家；⼆者其⼼谄曲。”



[p575]尤其是往昔造恶、没有福报之⼈，即⽣很容易就⽣邪⻅；反之，有福报、有善根的⼈则并⾮如此。
在我们学院，福报不错的⼈，轻⽽易举就能⽣起正⻅，只要学了⼀两部论典，因果正⻅、空性正⻅⻢上便
可产⽣。可是福德浅薄的⼈，就算学了再多经论、依⽌了再多上师、流了再多眼泪，⾃⼰的邪⻅依然根深
蒂固、⽆法动摇。如《法华经》云：“薄德少福⼈，众苦所逼迫，⼊邪⻅稠林。”这种⼈每天被痛苦所逼
恼，今天身体不⾏、明天⽣活不⾏，今天被这⼈欺负、明天跟那⼈关系不好，⽽且看谁都不顺眼，觉得上
师讲得不对、道友讲得不对，甚⾄佛陀也讲得不对。以前就有个⼈跟我说：“如果释迦牟尼佛还在世，我
很想跟他辩论辩论。”——很可笑啊，这就是邪⻅的感受等流果。



[p576]总⽽⾔之，但愿我们⽣⽣世世不要有贪⼼、害⼼、邪⻅，这三⼤特别可怕的烦恼务必要断除。纵然
不能从种⼦上根除，也应该了知它的过患，依⽌正⻅⽽闻思修⾏，尽量做到⽆贪、⽆嗔、⽆邪⻅！





邪⻅：邪⻅特别严重的⼈，会转⽣于物资鲜少、⽆依⽆靠、孤苦伶仃的地⽅。



[p622]有些偏僻地⽅，⽔果也没有，蔬菜也没有，交通也不⽅便，⽔资源、矿产资源⾮常贫乏，荆棘、毒
药等对⼈身不利的因缘却多之⼜多，⽣存条件极其恶劣。这些地⽅的⼈看⻅⼀个⽔果，就好像遇到了如意
宝般，拼命地挤着抢着——如今可能稍微好⼀点了，过去有些地⽅听说很多⽔果都没有，他们特别羡慕南
⽅⼈，因为南⽅的⽣活资源⽐较丰富。







前⾏⼴释辅导

⼰三（邪⻅）分⼆：⼀、⽆有因果之⻅；⼆、常断⻅。



庚⼀、⽆有因果之⻅：



[p1147]认为⾏善⽆功、作恶⽆过的观念就叫做⽆有因果的⻅解。



[p1148]认为⾏持善业没有功德，作恶业没有过患，这种观念就叫⽆因果⻅。



[p1149]很多⼈都是安住在⽆因果⻅当中，这是⾮常典型的邪⻅。有些⼈知道有善恶、因果之说，但是他
不相信，觉得是迷信或者毒术，是毒害⼈们精神的观点。



[p1150]还有些⼈根本不了解善恶、因果之说，觉得根本没有。所以不管有意也好、⽆意也好，认为作善
法没有功德、造恶业没有过患，这种观念都叫做⽆因果⻅。



庚⼆、常断⻅：



[p1151]总的来说，邪⻅可以分为三百六⼗种或者六⼗⼆种等等。但如果将所有的邪⻅归纳起来，完全可
以包括在常⻅和断⻅当中。






[p1152]邪⻅的种类特别多，在⽆垢光尊者的《宗派宝藏论》、《如意宝藏论》等当中就说，邪⻅⼴分了
三百六⼗种、或者中等来讲是六⼗⼆种。如果把这六⼗⼆种再做归纳，或把所有邪⻅归纳起来，都可以包
括在常⻅和断⻅这两种⻅解当中。



[p1153]不管是六⼗⼆种还是三百六⼗种，都是以常⻅和断⻅为基础。当然这⾥⾯的三百六⼗种、六⼗⼆
种来安⽴邪⻅，主要是按照印度当时的状态来讲的。当时印度有很多外道，有三百六⼗种、还有六⼗⼆种
等等，主要是依靠这种标准来讲的。



[p1154]其它的⼀些可能并不是明显的常⻅、断⻅，但是它的本性要么包括常⻅、要么就是断⻅。常⻅、
断⻅可以分为最重的、中等的、最细的。像这样的话，肯定所有的⻅都可以包括在常⻅、断⻅当中。不管
是不是外道，是不是印度，都可以包括其中。



[p1155]所谓的常⻅，就是认为神我常有，⼤⾃在天、遍⼊天是造世主等等的看法。



[p1156]所谓常⻅就是认为有⼀个真实的造物主（不单单是造物主）。⽐如说，认为“神我常有”。有些常
⻅外道⽐如说数论外道等等，认为每⼀个众⽣的这个“我”，相当于是表⾯的“我”。但是在深层次中有个
“神我”是胜义谛，是不变的常法。认为每⼀个有情都有⼀个“神我”，最后现前“神我”就可以解脱。现在“神
我”被蒙蔽了，因此就会⽣起很多烦恼、业等等。如果通过修⾏，把这样⼀种烦恼、业灭尽，“神我”现
前，就可以获得解脱、获得很多功德。



[p1157]对于他们的主尊，⽐如⼤⾃在天派认为有个⼤⾃在天。⼤⾃在天有很多种，有⼀个叫做“⼤⾃在天
派安⽴的⼤⾃在天”。他们认为⼤⾃在天是⼀个天神，他是恒常的、具有很多功德的、唯⼀的、清净的等
等，是⼀切有情和器世界的造物主。



[p1158]还有种⼤⾃在天是种天神。这种天神和外道的那种“数论外道或者⼤⾃在天外道”的主尊没什么关
系，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在天也是个有情。他是以前修了很多的福德，然后变成⼤⾃在天的天神，他
有⼀定的能⼒、神通、福德，但不是恒常的、也绝对不是谁的造物主，就是个天神⽽已。



[p1159]还有⼀种⼤⾃在天是观世⾳菩萨化现的。平时我们念的⾃在祈祷⽂中有，九本尊中也有⼀个观世
⾳菩萨化现的⾃在天，这种⾃在天是观世⾳菩萨的本尊，虽然名称叫⼤⾃在天，但不像外道所说的那种⼤
⾃在天，也不是有情、凡夫变成的那种天神。所以说，这⾥的⼤⾃在天主要指刚刚所讲宗派中的主尊，认
为是恒常的、胜义谛的、唯⼀的，所谓⼀切万法的造物主。



[p1160]遍⼊天也是⼀样的。有⼀种外道宗派（遍⼊天派）认为他们的教主也是恒常、唯⼀、万法的造物
主，给他赋予了很多这⽅⾯的称呼。还有⼀种遍⼊天是⽆常的⼀个有情，有⼀定功德、福报的遍⼊天的天
神。还有的遍⼊天有可能就是菩萨化现。我们主要讲的是第⼀种，认为⼤⾃在天、遍⼊天是造世主等的看
法，都是属于常⻅派。



[p1161]常⻅派要⽐断⻅派好⼀点。因为常⻅派认为有轮回、有解脱，所以他⿎励修善法、⿎励断恶。但
是他们的善恶标准不⼀样，⽐如说，有的认为把⼤批的⽜杀了供奉天神是善业，那当然就不对了。但他们
也有⼀些戒律，若从这个⻆度来讲它相信前后世、因果，这是可取的。但是他们在所谓造善的时候，有些
明明不是善法却认为是善法、或是戒禁取⻅等等，像这样的话也会产⽣很多的罪业。这⽅⾯就是邪⻅当中
的常⻅。



[p1162]断⻅，也就是指认为⼀切诸法是⾃然⽽⽣，前世后世、因果不虚及了脱⽣死等均不存在的观念。






[p1163]断⻅就是认为⼀切万法是⾃然⽽⽣的，从没有因果的⻆度来讲是断；或者有情死了之后不会再有
后世，没有前后世之说，⼈死如灯灭⼀样，像这样的话就是断灭；造了善和恶之后没有果报，也是断灭
的。所以因果不虚、了脱⽣死的修道等都不存在。



[p1164]第⼀个科判中的⽆因果⻅和这⾥指的断⻅基本上是⼀样的意思，为什么要分成两种呢？⽆因果⻅
和常断⻅有什么差别？按照《俱舍论》的观点来分有五种⻅，包括邪⻅、边执⻅、⻅取⻅、戒禁取⻅和萨
迦耶⻅。五种⻅当中邪⻅是第⼀个，并把⽆因果⻅纯粹定义成邪⻅。所以说按照《俱舍论》的分法，⽆因
果⻅就是邪⻅。《俱舍论》中的边执⻅就是常断⻅或者有⽆⻅。边执指有两边，常边是⼀边、断边是⼀
边，所以叫边执⻅。



[p1165]因此，在《俱舍论》的五种⻅当中，真正的邪⻅就是⽆因果⻅。常断⻅并⽴起来安⽴的叫边执
⻅。所以说常断⻅可以和⽆因果⻅分开来。



[p1166]但是《俱舍论》当中的邪⻅是狭义的，它只是五⻅当中的邪⻅。⼴义来讲只要是不符合于实际情
况的都可以叫邪⻅。常断⻅符不符合实际情况？不符合，所以叫邪⻅。《前⾏》所讲的邪⻅分⼆，其中⽆
因果⻅是《俱舍论》当中狭义的邪⻅，常断⻅是《俱舍论》当中的边执⻅，但它是外道⻅，也是属于邪⻅
的种类。从“邪⻅可以分为三百六⼗种”这个侧⾯来讲它的范围就⼴了，所以就可以把边执⻅分为常断⻅。



[p1167]常断⻅也有粗⼤、中等、细微之分。全知⻨彭仁波切在《中观庄严论注释》当中也把常⻅、断⻅
分了很多种。最粗⼤的当然就是数论外道的常⻅和顺世外道的断灭⻅等等。还有就是属于⼩乘的、唯识
的、乃⾄中观⾃续派的这些，它相应的是中等的、微细的常断⻅。但那种常断⻅和这⾥的邪⻅已经不是⼀
个等次了，虽然名字取为常断⻅，但是从出离⼼、菩提⼼、还有空证⻅来看，它是针对最⾼标准来讲的⼀
种常断⻅。如果相对于最粗⼤的来讲，那肯定不是常断⻅。所以在佛法当中也有很多这⽅⾯的分类。



[p1168]所有的外道⻅都可以安⽴为邪⻅，因为没有相应于中道和⽆常（世俗谛的实相），没有相应于空
性。从这个侧⾯来讲所有的外道⻅都可以叫邪⻅，都不相应于真实义。常断⻅可以解释为邪⻅。但⽆因果
⻅的邪⻅，从《俱舍论》中的五⻅来讲是真实义的邪⻅，常断⻅在五⻅中叫边执⻅。



[p1169]这⾥最粗⼤的断⻅和⽆因果⻅⼀样。有些外道的断⻅说今世的因果还是有的，今⽣打⼯赚钱、种
庄稼得果都有它的因果，但不承许轮回、前后世的因果。有些是⼀概不承认，认为这是⾃然规律，但这漏
洞太⼤了。外道中最下等的就是断⻅。因为虽然可以⻅到很多因缘果法，但他们觉得不存在，所以所有的
⻅当中最恶劣的就叫断⻅。



[p1170]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刚才分析了⽆因果⻅和断⻅之间的差别。这种可能的根据做了分别。断
⻅就是指认为⼀切诸法⾃然⽽⽣，没有因果、前后世、因果不虚、了脱⽣死等，这些概念都不存在称之为
断⻅。



[p1171]⽐如《⿊⾃在书》中说：“犹如⽇出⽔下流，⾖圆荆棘⻓⽽利，孔雀翎艳诸苦乐，谁亦未造⾃性
⽣。”意思是说，持断⻅的⼈认为太阳从东⽅升起不是谁牵引⽽上的；



[p1172]“犹如⽇出”，断⻅者认为太阳不是谁⽤绳⼦从东边牵起来的，没有看到谁，⽽是⾃然现象。



[p1173]河⽔向下流淌也不是谁⼈引领下去的；



[p1174]⽔下流也是⽆有因果的，⾃然⽽然的。很多⼤德讲这⾥⾯有很多漏洞:如果没有因果,为什么太阳不
从⻄边出来？⽔不从下往上流？其实⾥⾯都有⼀定的因缘。我们可以看到的因缘就是坡度、引⼒,其实这



就是个因缘，是因和果。但如果说没有因果，是⾃然⽽然的，肯定说不通。



[p1175]所有的豌⾖都是圆形也不是谁⼈抟成的；



[p1176]豌⾖的圆，也没有看到是谁⽤豌⾖机、⼑⼦或者机器把它修得很圆，抟成的。



[p1177]⼀切荆棘刺⼜⻓⼜尖、⾮常锋利这也不是谁削造的；



[p1178]荆棘树的刺很⻓、很尖、很锋利，没看到谁去削它，他们认为这也是⾃然⽽然的，但肯定不是。



[p1179]如果没有因缘，为什么所有的法不这样？如果所有的法都没有因缘，为什么单单这些树是这样
的，单单豌⾖是圆的，⽽其它的不是？它有⾃⼰的前因，如果没有前因也不会⽆因⽆缘⻓成这样，否则为
什么不⻓成其它样⼦，单单⻓成这样。所以如果没有它⾃⼰的不共的因，不会⻓成这样。



[p1180]如果没有因，地上所有的地⽅都应该⻓豌⾖，那为什么不⻓？没有这个因素。为什么雪地不⻓鲜
花？没有这个因缘，有因缘才⻓。如果没撒种⼦怎么⻓？种⼦撒在合适的地⽅就是因缘。否则如果没有因
缘所有地⽅都⻓遍了，因为根本不需要观待因缘就可以⻓。中观有很多观察破斥的，漏洞特别⼤的这些问
题站不住脚。所以没有因果是绝对不可能的。



[p1181]孔雀的⽻⽑五彩斑斓、绚丽多彩这也不是谁绘制的，⽽是因为它们⾃⼰的本性就是如此。



[p1182]孔雀的⽻⽑、尾巴五彩斑斓，也没有看到谁⽤画笔给它们画成这样，⽽是因为它⾃⼰的本性就是
如此。他们就觉得这些是没有因缘的。



[p1183]当然，从世间⻆度来讲他们觉得有世间的因缘，但从佛法的⻆度来讲因缘就更深了。⼀般的⼈能
够看到⽐较短的、浅显的因缘果报。但是有⼀定禅定的，或者做过⼀些研究的⼈就可以看到⼀些⽐较微细
的，⽐如科学家们可以知道这是什么基因、染⾊体，他们可以观察到那种因缘。如果是佛教的学者或圣者
就可以看到业因果，前因后果，以前造过这个业形成这种习⽓，是业的⼒量等等。智慧越深对因缘的理解
就更加深层，很愚钝的⼈根本看不到，连短期的因果可能都看不到，所以他们就认为本性如此。



[p1184]同样，世间中显现的各种喜怒哀乐、善恶吉凶也都是由本性造成的，因此他们⼀⼝咬定往昔业
⼒、前⽣后世等并不存在。



[p1185]他们把⽆情界的⽆因⽆果的思想放在有情界来观察，同样认为世间当中各种喜怒哀乐、善恶吉凶
等现象，也是“本来就是这样的”本性造成的。他们⼀⼝咬定所谓的导致喜怒哀乐，善恶吉凶的前世业⼒，
前⽣后世等等，其实并不存在。



[p1186]他们是从这个⽅⾯进⾏安⽴的，也是⼀种⽐较典型的邪⻅。他们认为这些和前后世的因果没有什
么关联。所以现在很多⼈遇到不好的事情，就说运⽓不好或者很倒霉等等，但是真正了知因缘的⼈就知道
“未做不遇，已做不失”。如果⾃⼰遇到这样的果说明以前曾经做过这个因，只不过这样的因⽐较隐蔽，⽽
且时间拖得⽐较⻓，所以不⼀定能够在我们可⻅的范围当中找到。



[p1187]我们经常会认为，“我⼜没有惹你，我⼜没有怎么样？”还会努⼒地思维，“我没有⻅过这个⼈，没
有对他做什么伤害，为什么他突然对我这么坏呢？”有些时候在⼏个⼈当中就单单对你⼀个⼈很不好等
等，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其实佛陀、还有圣者、智者们早就讲了，每个⼈都有⾃⼰的前因后果的规律，业
⽹⾮常⼴⼤。所有的有情和器世界之间都有⼀个业⽹的联系。这个联系甚⾄于⽐整个世界上每天打电话的
⽹络、⽆线电波还要密。如果你能描绘出所有电话之间的⽹络关系的话，⾮常像⽐蜘蛛⽹还要密⽆数倍的



⼀种状态。我们的业⽹（每个有情之间的业⽹联系）⽐这个还要复杂得多。这⽅⾯我们是看不到的，也没
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联系。这个电话和那个电话之间的联系，不懂的⼈根本想不通，懂的⼈知
道有基站，⽤什么样的转换⽅式就可以联系到。



[p1188]我们对于业果之间的迷惑也是这样的。“为什么我和他之间的联系我却看不到？为什么我觉察不出
来？”这是很隐蔽的。很隐蔽的东⻄我们没有办法了解。除⾮我们通过修⾏得到⼀定的禅定和⼀定的⼼性
的认知，才能发现⽐较细微的东⻄。如果没有修⾏，通过我们⽐较粗⼤的感官、眼根、⽿根没有办法直接
发现。只有通过教证、道理让我们知道，的确在看不到的地⽅有很多因缘果报，很多互相之间的业⽹联系
⾮常复杂。



[p1189]有些⼈讲“业⽹极⼴⼤”，像这样轮回当中，⾃⼰相续当中的业⽹⾮常⼴⼤，不知道这个因缘到底
是怎么样，根本搞不清楚。⼗地菩萨也没有办法彻底地知道业因果的关系，因为他还有⼀定的所知障没有
完全消尽。



[p1190]佛陀遍知智慧现前之后，可以很清楚地了知业因果，于⼀刹那之间照⻅。佛陀会讲⼀部分对于众
⽣有⽤的、对解脱有帮助的业因果。佛陀讲的这⼀部分，并不是把他所看到的原原本本地讲出来。原原本
本地讲出来，对我们来讲也⽤不上。⽽且我们也没有办法处理这么⼴⼤的信息量。佛陀把对我们修⾏最有
⽤、最关键的东⻄讲了⼀部分。⽐如说，⼗善、⼗不善，还有修⾏的道理等等。我们开发本身的智慧之
后，佛陀没告诉我们的那⼀部分，也可以了解了。



[p1191]我们如果认为他们的宗旨千真万确并且随之⽽⾏，或者，虽然没有随⾏，但认为佛的经教、上师
的⾔教、智者的论典等不是真实的，满腹怀疑或者妄加诽谤，这些都属于邪⻅。



[p1192]如果认为他们的说法千真万确⽽且随之⽽⾏，⼼⾥⽣起认同、嘴⾥也是这样讲，这就是属于邪
⻅。虽然没有随⾏，但是认为佛陀讲的经教、上师们关于修⾏、因果取舍的教⾔、智者们宣讲这些道理的
论典都是不真实的，⽣起怀疑或者开始诽谤，都属于邪⻅。这些在世间当中也是特别严重。



[p1193]我们现在刚刚从这种邪⻅中皈依佛法，内⼼还残存了很多这⽅⾯的习⽓，这个也是⼀个⻓期⽃争
的过程。我们必须要经常性学习这⽅⾯的道理，以前不知道的要知道，通过祈祷、集资净障或者讨论等等
⽅式把它确定下来。只有定解才能破怀疑，如果没有定解，⼼中还会有疑惑，邪⻅的种⼦还是挥之不去。
还是需要⾮常谨慎地、很精进地去做。⼀⽅⾯需要认真地学，还有⼀个⽅⾯，要经常亲近有正⻅的⼈，尽
量地远离、避免和有邪⻅的⼈交往。因为我们现在的⻅解并不稳固，如果经常去和有邪⻅的⼈接触，刚刚
得到了⼀些正⻅，很快就会被消耗殆尽。邪⻅对我们伤害⾮常⼤，下⾯还要讲。



[p1194]在《宝鬘论》当中讲：如果认为轮回存在、前后世存在，叫做因果正⻅。“有了因果正⻅的⼈，不
会堕恶趣”，⻰树菩萨在《宝鬘论》当中是这样讲的。因果正⻅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是保住善趣的⼀
个最根本的条件。如果⼼中认为因果不虚、前后世存在，有此因果正⻅的话，也不会堕恶趣。



[p1195]⼗不善已经学习完了，下⾯做⼀个归纳。



[p1196]在⼗种不善业当中，要数杀⽣和邪⻅这两种罪业最为严重，如云：“杀⽣之上⽆他罪，⼗不善中邪
⻅重。”



[p1197]⼗种不善业⼀个⼀个来仔细讲的时候，会发现罪业都很重。⽐如杀⽣，很多论典中专⻔举了杀⽣
果报的例⼦，我们觉得不得了；讲偷盗的时候，把偷盗的例⼦⼀遍⼀遍地讲，我们觉得这个过失也很重；
讲邪淫、妄语、两⾆的时候，每⼀个看起来都是⼼惊⾁跳的感觉。⼗不善业每⼀个都会直接引发⾮常严重



的痛苦。



[p1198]这⾥虽然讲⼗不善当中，杀⽣和邪⻅两种最重。但是凡夫⼈的⼼有种特点：当说这两个最重的时
候，⾃然就觉得那些不重、可以造作。⽐如说，上师讲⼤乘的时候：“对⼤乘经论来讲，嗔⼼的罪业最
重”。我们⾃动解读成：贪⼼没事，对修⾏没有伤害。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强调“这个对我们来讲过失很
严重”，并不是⾃动解读成“其它的⽆关紧要了”。但是凡夫的分别⼼就⾃动去解读，觉得这两个是最重
的，那么偷盗、邪淫可能就没问题了。如果产⽣这种思想，把讲偷盗的过失再翻出来看⼀下，就知道仍然
很重的。



[p1199]只不过在所有的不善当中，这两种对我们伤害应该是最明显，所以这两种罪业最为严重。如云：
“杀⽣之上⽆他罪”。在杀⽣之上就没有其它的罪业了。“⼗不善中邪⻅重”，所以杀⽣和邪⻅的过失最重。
有的⼈会想：到底哪个更重？两个都是最重的。讲的时候这个句⼦好像是⽭盾的：杀⽣之上没有他罪，邪
⻅可能是超不过杀⽣的；⼗不善业当中的邪⻅最重，杀⽣⼜超不过它。其实这就告诉我们，杀⽣和邪⻅这
两种罪业是⾮常严重的。



[p1200]下⾯讲到底为什么杀⽣和邪⻅的罪业如此之重，根据是怎么样的。



[p1201]除了地狱众⽣以外，谁都贪⽣怕死，⽽且每个有情最为珍爱的莫过于⾃⼰的⽣命，因此杀⽣也是
罪⼤恶极，杀害⼀个众⽣需要偿还五百次命债。



[p1202]每个有情都贪⽣怕死，“除了地狱众⽣”，为什么？因为地狱的痛苦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所以地
狱的有情每时每刻都想死，想⻢上转⽣出去，但这只是⼀个美好的愿望。



[p1203]有些地⽅说，地狱当中万⽣万死，那种死是假死。⽐如复活地狱当中，互相杀死后有声⾳说愿汝
等复活，就⼜活过来。那个是假死、不是真死。地狱有情希望的是彻底地死了之后投⽣到饿⻤道、旁⽣道
去。但那是不⾏的，乃⾄于罪业没有清净之前，想死也不⾏。地狱众⽣痛苦太严重了，就是不想活，觉得
死了好。



[p1204]除地狱有情之外，其它有情都是贪⽣怕死的。每个有情最为珍爱⾃⼰的⽣命。有些教⾔当中讲，
为了身体可以舍弃财产。财产虽然我们很喜欢，但是如果你的身体要受到伤害，情愿舍财免灾，不要让我
的身体、家⼈的身体受到伤害。钱财毕竟是身外之物，只要⼈还在、身体还⻬全，还可以去挣、还有希
望。为了身体可以舍弃财产，为了⽣命可以舍弃身体的⼀部分。身体已经很珍爱了，但是为了⽣命，我们
可以断只⼿、断只脚，或者做个⼿术把器官取掉⼀个。这个我们可以接受，只要能够活下去。从这⽅⾯
看，财富、身体的分⽀和⽣命⽐较起来，⽣命是我们最重视的。杀⽣剥夺了别⼈⽣存的权利，是罪⼤恶
极，因为直接威胁到⽣命。这是杀⽣过失为什么这么⼤的原因。



[p1205]对我们来讲，可能杀害⼀个众⽣没有什么，但是对它来讲，⽣命就是全部。也许杀⼀个众⽣，只
是我们吃⼀顿饭⽽已。或者只是它们对我们的⽣活造成⼀点困扰⽽已：蟑螂、⽼⿏跑来跑去，让我们感觉
有点不舒服；蚊⼦吸⼀⼝⾎，我们觉得有点痒，担⼼疾病传播。但是你把它打死，它的⽣命就没有了。



[p1206]就是因为众⽣对⽣命是最珍视的，所以杀⽣的罪恶如此之重。反过来讲放⽣护⽣的功德如此之⼤
的原因，也就可以理解了。当我们经常放⽣有点放麻⽊了，感觉没什么了，或者现在很多⼈觉得放⽣是杀
⽣的⼀种，这种邪说出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想放⽣是不是对的？就开始怀疑放⽣的利益了。有些⼈根本
都不懂原因，就是从现象上发表⼀些这样的⾔论⽽已，但是佛菩萨的经⽂中把这个问题讲得特别透彻。



[p1207]对于每个有情众⽣（当然地狱的众⽣，看不到也做不到。饿⻤可以说也⻅不到，能够帮助他们的



机会都很少），这些在我们身边即将被宰杀的旁⽣，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们可以去帮助它们，哪怕就是
⼀天⼀条⽣命这样帮助它们都是很好的。杀⽣过失很⼤就是因为它们最珍爱⾃⼰的⽣命，只不过它们不会
说话，不会抗议，不会有这样的表达途径⽽已。如果能抗议、能说话，它们也有很多话要讲：你们⼈类不
要认为⾃⼰强势就想怎么就怎么样。可能⼈的能⼒⼤，它们能⼒弱，但是不能因为这个理由就可以⽆视其
它⽣命，随随便便经常杀害，这不是有没有能⼒的问题。如果有能⼒杀⽣就是对的，以前⼆战，那些种族
灭绝的时候，希特勒觉得犹太⺠族是很低劣的⺠族，应该杀完，那就是强者对弱者典型的⼼态。如果旁⽣
弱就该杀，那不就和那时⼀样了吗？没有什么公平正义可⾔了。



[p1208]其实对每个有情来讲，死亡的威胁落到⾃⼰头上的时候都是极其恐怖的，想法设法都要逃离。这
些⻥、泥鳅被杀的时候为什么拼命挣扎？它们就是很害怕，如果能躲、能逃肯定要想⽅设法，但是⼈的⼒
量的确有点⼤，想要逃也很困难，就像集中营中的⼈，他们每时每刻都想逃出去但没有办法，因为看守的
⼈势⼒太强⼤了。所以杀害众⽣罪⼤恶极。了解这些之后，再去放⽣就会有⼀些不⼀样的认知。放⽣的功
德的确⼤，因为在挽救⼀条众⽣的⽣命，因为它⾮常害怕死亡——这时就可能有其它的认识。



[p1209]因为罪业⼤的缘故，杀害⼀个众⽣需要偿还五百次命债，这其实属于等流果。那他的异熟果是什
么呢？



[p1210]此外，《念住经》中说：“杀害⼀个众⽣，需要在地狱中住⼀个中劫。”



[p1211]⼀个中劫的时间特别⻓，不是⼏⼗年、⼏百年、上千年、⼏万年的问题了，它是⾮常⻓远的时
间。这是杀⼀个众⽣的异熟果，直接的果报是地狱中住⼀个中劫。在地狱中住⼀个中劫受苦之后还没有完
结，他即便从地狱中出来，投⽣在⼈间或者投⽣成旁⽣等等，还要被杀五百次，就是杀⼀个众⽣就要被杀
五百次抵偿它的命债，他的异熟果、等流果是绵绵不绝的。这只是杀了⼀个有情，如果杀了很多众⽣那就
不敢想象，这个过失很严重。



[p1212]所以⽆论如何我们要发誓断杀⽣，最好是受不杀⽣的戒律。不杀⽣只是没造这个恶业，但是受了
戒律它就变成善法了，变成⼀种对治，这完全不同。所以要知道杀⽣的过失有多⼤，通过这些教证、他的
罪业和果报，包括他偿还的异熟果、等流果就可以了知。



[p1213]尤其是依靠塑佛像、印佛经、建佛塔等善举为借⼝⽽造杀⽣等恶业，罪恶更为严重。



[p1214]尤其是要修建三宝所依，修善法，⽐⽅塑⼀个佛像，钱的来源是杀⽣，杀很多众⽣，把贩售得来
的钱建佛像、印佛经、修佛塔。表⾯上是建了三宝所依，但其实是为此杀了很多有情，这样的罪业是更加
严重的。



[p1215]帕单巴尊者说：“依恶建造三宝像，将被后世⻛吹⾛。”



[p1216]通过造恶业建造三宝所依、三宝像，“将被后世⻛吹⾛”，意思就是后世要堕恶趣的，过失是很严
重的，这样的善业不做也罢。这说明杀⽣等罪业很严重，即便是把杀⽣得到的钱拿来做善法，其实罪业还
是很严重的。可能也会有点功德，毕竟想要造佛像等的⼼有功德，但是他的过失是⾮常严重的。功德会成
熟，肯定不会特别的⼤，但是会有⼀点。这⾥没有提功德，是主要在讲杀⽣过患的缘故。



[p1217]我们了知它的过患之后，再回忆起来今⽣中杀了很多⽣，⼀定要发⾃内⼼地忏悔。像这样杀⼈、
杀很多旁⽣，或虽然没有去杀⼈、堕胎，但随喜别⼈堕胎、杀⼈、杀⽣等等，其实已经造很多罪业了，如
果不清净的话都会成熟。现在还好，在罪业成熟之前，在更⼤的异熟果成熟之前，我们听到了这些教⾔，
知道了它的过失，也知道了忏悔的⽅法，应该认认真真的忏悔。






[p1218]过段时间⾦刚萨埵法会到来的时候，⼀定要好好利⽤这个机会认认真真地去做忏悔。如果有些道
友去学院参加，也不要到处去朝拜、转⼭，就好好地去忏悔，转⼭和朝拜等以后再安排时间。这种⼤众共
修的机缘很难得，有条件的⼈就好好参加法会，或者为参加法会的⼈提供服务、发⼼，这是可以的，千万
不要浪费修法的时间去做其它的事情。虽然也有利益，但是相⽐之下，可能专⻔忏罪更直接⼀点。有些⼈
没有机会去，在城市⾥⾯的分会场，也可以认真去参加。如果⽆法⼋天都参加，早晚或其它时间抽出来参
加，认认真真去做忏悔，的确是很有必要的。



[p1219]我们在学这些恶业、学它们的果报时就觉得还是要忏悔的，不忏悔肯定不⾏。如果时间⻓了不学
的话这个观念⼜会麻⽊，会觉得没有什么，做了恶业也没有谁来收拾我。但是等到果报成熟时，再想改变
已经没办法了。众⽣的顽劣就是在这些地⽅体现的。给你机会你不抓住，等到犯事情的时候，再痛哭往往
来不及了。上师们也经常苦⼝婆⼼地告诉我们，不要造罪业，造了就应该抓紧时间忏悔，好好修持忏悔的
法，这是⾮常关键的、很重要的事情。



[p1220]有些⼈⾃以为把上师、僧众迎请到家中以宰杀众⽣的荤腥⾎⾁供养他们是在⾏善，实际上这种做
法必将使⼀切施主、福⽥的相续都染上杀⽣的罪过，施主供养⻝物成了不清净的供养，对于福⽥来说也已
成了邪命养活，这种罪业远远超过了所⾏的善事。



[p1221]这⼀段在讲杀⽣的时候基本讲过了，在藏区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以前交通等不发达，有些⼈经常
在请上师、僧众应供时宰杀众⽣做⾎⾁供养；有些上师们在汉地的时候，有弟⼦也招待上师吃这些点杀的
活物。这就是因为不懂、不知道。当然如果是有能⼒的圣者另当别论，但是如果没有能⼒，供养者—即施
主和所供的福⽥—上师僧众都会染上杀⽣的过失。虽然做了供养有⼀定的善业，但是为此杀害很多⽣命的
恶业，已经远远超过了所⾏的善事，这是需要了解的。如果我们不了解就会⼀⽽再、再⽽三地犯错，了解
之后就不会再造这样的罪业了。



[p1222]除⾮是有起死回⽣能⼒的圣者，⼀般⼈相续没有不被杀⽣罪业染污的可能，上师们这样做也⼀定
会危及⾃⼰的寿命与事业。



[p1223]除⾮是那些⼤圣者，例如帝洛巴尊者吃⻥，还有很多上师们显现上做猎⼈、屠夫等等，做杀害有
情的罪业，但他是有能⼒把它们超度的。标准就是杀了之后可以让它重新复活，如果你有这个能⼒也可
以。



[p1224]有时上师能够杀死，但是没办法超度。以前有⼀位宁玛派的传承上师，他修学⾦刚橛，修到可以
把天空中的乌鸦杀死。他的上师告诉他，你可以把它杀死，但能不能把它复活？他说这个能⼒我没有。上
师说没有这个能⼒还会造罪业的，什么时候你把它诛杀了，还可以把它复活，这时候你就有了超度它的能
⼒，就可以⾏持这种事业。否则，没有圣者拥有的这种起死回⽣的能⼒，⼀般⼈杀⽣肯定会被罪业染污，
⽽且这个不是⼀般的罪业，是特别⼤的。如果上师这样做了也⼀定会危及⾃⼰的寿命或事业，这是要特别
注意的。



[p1225]因此，除⾮的的确确能够将所杀众⽣的神识超度到极乐世界，否则必须竭尽全⼒断除杀⽣这⼀恶
业。



[p1226]所以，除⾮真实有能⼒把被杀的众⽣超度到极乐世界，⼀般⼈应该竭尽全⼒断除杀⽣。如果迫不
得已或不注意当中造了罪业，就⼀定要忏悔，不要让罪业染污⾃⼰的相续，就是做了之后要让它清净。



[p1227]⼤恩上师在讲记中说过，有些⼈⼀边杀⽣⼀边念阿弥陀佛，觉得我要超度它。这⾥讲得很清楚，



这样到底有没有真实地把它超度到极乐世界去，还是就是念了⼀个阿弥陀佛超度的⼼咒⽽已呢？虽然阿弥
陀佛本身有能⼒，但你并没有真实地把神识超度到极乐世界去，⽽是表⾯上觉得超度它了。所念的佛号和
咒语如果没有真实地把它超度到极乐世界，那当然是⾃欺欺⼈了。



[p1228]所谓的“⼀边杀⼀边超度”，对⼀般⼈来讲是很可笑的事情。的的确确能够超度它时，圣者们在有
必要的情况之下会做，但不是经常做。因为经常做的话，很多有情不理解，有时会产⽣邪⻅。所以很多有
能⼒的上师显现上也是教导有情护⽣、断除杀⽣等等。⼀般众⽣所谓的⼀边杀⽣⼀边超度，其实不⼀定能
够超度有情，因此这时就要竭尽全⼒断除杀⽣，这是⾮常重要的。



[p1229]尽量避免杀⽣，如果实在不能避免，就要想补救措施，什么补救措施？⽐如惭愧⼼，⼀定要有惭
愧⼼，有了它之后罪业⻢上就会减弱。因为“惭愧”是⼀种⼤善法的⼼所，如果我们做了杀⽣、偷盗、邪淫
等罪业，发⾃内⼼地惭愧，觉得佛陀、上师讲了这是不应该做的，但我做了，⾮常惭愧。惭愧⼼⼀产⽣就
可以把罪业降低，再⻢上针对这种罪业念⼀些忏悔。刚刚做的罪业相对来讲⽐较容易清净，如果拖的时间
越⻓越不容易清净。这是⼀种补救措施，迫不得已的时候可以这样操作。



[p1230]上⾯讲的是杀⽣的重⼤过失。



[p1231]再来说⼀说邪⻅，对于某个⼈⽽⾔，即使相续中⽣起了⼀刹那的邪⻅，也将失毁⼀切戒律，⽽不
能列⼊佛教徒的群体中，也不算是闲暇的⼈身。



[p1232]邪⻅的过失为什么这么重呢？因为有⼏种毁坏戒律或让戒律消失的因，其中⼀个就是邪⻅。如果
⽣起邪⻅，戒律就会失坏。有时是破戒，有时是舍戒，有时就是邪⻅。只要邪⻅⼀⽣起来，戒律就没有
了，因为所有戒律都以正⻅为基础。如果基础没有了，⽣起了邪⻅，那所有戒律没有基础，都会轰然倒
塌。所以对某个⼈⽽⾔即使在相续中⽣起了⼀刹那的邪⻅，也会毁坏⼀切戒律。



[p1233]所有的戒律如皈依戒、别解脱戒、菩萨戒、密乘戒等的基础都在正⻅上⾯。如果⽣起⼀刹那的邪
⻅，⼀切戒律都会毁坏。当然“这⼀刹那的邪⻅”看着很严格，在这⾥是指很严重、很明显、很强烈的⼀刹
那的邪⻅。⽽不是平常我们稍微有⼀点，但不是很猛烈的那种怀疑的⼼，那种⼒量不⾜以摧毁戒律的基
础。但那种很肯定的、特别强烈的邪⻅，哪怕⼀刹那⽣起之后都会摧毁戒律。



[p1234]摧毁戒律之后就不能再成为佛弟⼦，暂时会被清理出佛弟⼦的⾏列，这时的⼈身也不算是暇满⼈
身，为什么他的罪业这么重呢？因为邪⻅的罪业很重。在《四百论》⾥讲：“宁毁坏⼫罗，不毁坏正⻅。”
如果“破戒”和“⽣邪⻅”必须⼆选⼀的话，那就是选择“破戒”不选择“⽣邪⻅”。这并不是说破戒没有过失，
也不能在内⼼当中⾃动解读成随便可以破戒，只是两者⽐较起来，“破戒”的过失不如“⽣邪⻅”的过失⼤。
如果破了戒，你有正⻅还可以忏悔，但如果你有了邪⻅，第⼀戒律没有了，第⼆有邪⻅不可能忏悔了。这
样⽐较起来，宁可破戒也不失坏正⻅，原因是这样的。



[p1235]⼀旦相续已被邪⻅染污，从此以后，即使是奉⾏善法也不能踏上解脱之道，⽽且造罪也没有忏悔
的对境。



[p1236]⼀旦相续被邪⻅染污之后，从此之后即便是奉⾏善⾏也不能踏上解脱之道了，⽽且造罪业后要忏
悔，也没有忏悔的对境了。有了譬如“没有解脱、佛菩萨没有能⼒”等邪⻅之后你想忏悔也没有对境，但是
不是永远就完蛋了呢？是不是⽣了邪⻅之后，以后再修善法也没有办法解脱，没有解脱的希望了，或者就
没有忏悔？不是这个意思。



[p1237]乃⾄于没有舍弃邪⻅之前，你做所有的善法都是没有解脱道的，想忏悔也没有对境。但是如果舍



弃了邪⻅，重新恢复了正⻅，那个时候开始修⾏，所有的功德在正⻅的基础上可以累积，可以有解脱道。
在恢复正⻅之后，要忏罪也有了忏罪的对境。因为恢复正⻅之后你可以有重新获得暇满⼈身和受持戒律的
机会，重新踏上解脱道和忏悔的机会就都有了。



[p1238]将“有正⻅”和“有邪⻅”两者对照起来看，⽣起邪⻅的过失的确很⼤。所以⽆论如何我们要⾮常⼩
⼼，平时要经常发愿回向，“愿我从现在开始⽣⽣世世不⽣邪⻅，⼀刹那的邪⻅都不要⽣起来”，让我们修
⾏和闻思的善根如是发愿回向，“请上师三宝加持我，永远不要⽣邪⻅”，如果⽣⼀点点的邪⻅就⻢上认识
到并把它消尽。这⾥毁坏戒律的是很严重的那种邪⻅，如果没有⽣起很重的邪⻅之前要⻢上忏悔，然后也
要经常闻思修，接近有正⻅的⼈。从这个侧⾯来讲，经常要和道友共修，因为很多道友在⼀起，都是有正
⻅的，可以帮助我们⽣起正⻅，遣除邪⻅。如果经常接触有邪⻅的⼈，相续中的正⻅也会慢慢地染污、退
失，最后就会变成⼀个彻头彻尾的⽣邪⻅者。



[p1239]虽然以前接触佛法的善根以后会成熟，还会重新⽣起正⻅，但中间很多⽣世可能就会在邪⻅中度
过，⽣邪⻅，造罪业，堕恶趣，感受不必要的⼀种痛苦。我们可以远离的，但没办法还是要去感受，这就
没必要。所以修习佛法还是要把基础打牢，打牢之后就不⽤担⼼这些问题。如果基础打不牢不知哪⼀天就
⽣邪⻅了。所以应该要闻思修⾏，听闻、思维，然后通过修⾏的⽅式积资净障，让⾃⼰⼼中没有⽣邪⻅的
⼟壤，这就⾮常好。那么不⽣邪⻅的⼟壤怎么培育呢?要不断地闻思修、祈祷，经常看因果故事或教理，
做很多的努⼒，慢慢地邪⻅就不会⽣起，正⻅根深蒂固，这是⾮常重要的。



邪⻅的感受等流果：往往陷⼊恶⻅之中，常常被欺诳搅得⼼烦意乱。



[p1663]“往往陷⼊恶⻅之中”，邪⻅的感受等流果是经常⽣恶⻅、⽣邪⻅。⾃⼰或很多道友经常⽆因⽆缘
⽣起不好的分别念、邪⻅、恶⻅等，对上师、三宝、佛像等很容易产⽣邪⻅、甚⾄恶⻅，这就是邪⻅的感
受等流果。



[p1664]我们要努⼒忏悔。有时我们不想⽣，但它突然之间就冒出来，根本控制不住，很明显这⾥讲了，
“邪⻅的感受等流果，往往陷⼊恶⻅之中”。⾃⼰不愿意⽣但控制不住，压也压不住，这边压那边冒出来
了，这就是恶⻅。因此⼀定要经常忏悔，知道这是以前邪⻅的感受等流。



[p1665]“常常被欺诳搅得⼼烦意乱”，⽣于邪⻅的环境中，经常被⾃⼰的邪⻅搅得⼼烦意乱。这⽅⾯都属
于邪⻅的感受等流，⽽且邪⻅以后还会不间断地⽣起来，后⾯的⼠⽤果当中会体现，这⾥也会体现。





以邪⻅恶业转⽣于物资鲜少、⽆依⽆靠、孤苦伶仃的地⽅。



[p1782]如果经常⽣邪⻅、⽆因果⻅等等，从地狱等出来之后，会转⽣到物资鲜少、物产贫瘠的地⽅。



[p1783]有些地⽅物产很丰富，⽔果、庄稼、各式各样的东⻄都不缺。这些地⽅虽然好，但我们转⽣不到
那去。或者虽然想去，但是没有因缘去。



[p1784]总是转⽣到物产鲜少或者⽆依⽆靠、孤苦伶丁的地⽅，不是⽆因⽆缘的，都和⾃⼰以前的⾏为、
业有关联。就好像以前有⼈被发配到边疆，流放到那些孤苦伶仃、很贫瘠的地⽅，也⼀定有他的因缘。



[p1785]我们以后流放到⽆依⽆靠、孤苦伶仃的地⽅时，⼈烟稀少，⼏公⾥内只有你⼀个⼈，内⼼会特别
孤单。当然如果你在修法⽆所谓，孤单最好。但你不是修法，你想过正常的⽣活，当环境没办法让你达到
⽬标时就会⾮常痛苦。






[p1786]峡⾕、陡壁这些地⽅虽然很不好，但是很多修⾏⼈喜欢到那⼉去，在深⼭找个⼭洞修⾏。要修⾏
的⼈是⾃愿去的，和⽆奈地去是两回事。你想在那⼉过正常的⽣活，想要热闹的⼈群、⻬全的娱乐设施，
那是没有的。但很多修⾏⼈要远离这些，主动到⼀个地⽅去，⽐如⼽壁、沙漠上去修⾏。



[p1787]那个环境对修⾏有帮助另当别论,如果我们造了业，就会被动地转⽣到这个地⽅，⽽且⼀直被放在
这⼉没办法出来，要么没有因缘，有因缘也不愿意⾛，直到把业消尽为⽌，这时起码五六⼗岁过去了，出
来过⼏年就死去了。



[p1788]业就是这样成熟的，都是让我们痛苦的，如果我们不想转⽣,就应该把这些问题思维透彻，使我们
对现在⾏为的约束、忏悔、修善法的动⼒更加强劲。



[p1789]如果没有打动我们，就觉得：这个和我没什么关系，我以后绝对会⽣在⼀个好地⽅,不是你想去就
能去的，每个⼈都想过幸福的⽣活，为什么过不了？没有因缘是不⾏的。



[p1790]有些⼈从表⾯去分析因缘：没有⼈脉、资⾦。佛法是从更深的层次去分析因缘：没有业的因缘当
然就不⾏。不好的业我们要忏悔，好的业尽量去圆满。如果我们⽤很深的⻅解去摄持，消业速度会⾮常
快，很彻底、⼲净，没有遗留；如果⽤很深的⻅解去修善业，增⻓速度也会很强劲、⼲净，不附带杂质在
⾥⾯。



[p1791]有了清净的⻅解，不管是忏罪、对治恶业还是引导善法都能达到最好的标准。如果没有很深的⻅
解去修，善法就夹杂很多杂质，增⻓起来也不强劲，很疲软；忏罪也不⼲净，忏起来也⾮常麻烦。所以⻅
解的确是在我们修⾏过程中不能缺的，⽽且⻅解越深越好、越⾼越好。⻅解越清净，修善法的⼒量就更
⼤，因为⻅解清净，善法就很清净，不杂罪业、执著、⾃私⾃利和轮回的思想。



[p1792]否则，杂着⾃私、实执、轮回的思想修善法，果报中就会带着这些。善业带了杂质，在感受安乐
的时候就会不愉悦。虽然总体上你很富裕，但总会让你有不舒服的地⽅,因缘不圆满：要么有点⼩病，要
么⼉⼥不孝顺……



[p1793]所修的善法如果很⼲净，那么果报成熟的时候也是纯粹的快乐，不会夹杂不舒服、不悦意的地
⽅。忏罪也是这样，如果有了很⾼的⻅解，忏悔就会很彻底、⼲净，甚⾄它的种⼦都可以去掉。



[p1794]上师经常告诉我们要多闻思，佛经和祖师们早就讲了这些⽅法,就看你愿不愿意学，学了之后愿不
愿意⽤，能够⽤上的话就⾮常好。我们现在正在做善业、正在忏悔的时候抉择了这些⾼深的⻅解，就尽量
去使⽤、安住。





菩提道次第⼴论讲记

未三、邪⻅分三：① 略说 ② 何为邪⻅ ③ 邪⻅之究竟



申⼀、略说



[p1503]《⽌观》说：“作决定解，名之为⻅。”邪⻅即颠倒⻅，⼴义来说，对于不正确的道理作决定解，
都是邪⻅。《⼤智度论》说：“⻅有⼆种，⼀者常，⼆者断。常⻅者，⻅五众（五蕴）常⼼忍乐；断⻅
者，⻅五众灭⼼忍乐。⼀切众⽣多堕此⼆⻅中。复有⼆种⻅，有⻅、⽆⻅。”⼀般邪⻅可分常、断两类。
常⻅，是⻅五蕴恒常不变，内⼼忍乐；断⻅，是⻅五蕴断灭，内⼼忍乐。⼆者都是邪⻅。⼀切众⽣多数堕
在断常⼆⻅中。此外，⼜可分为有⻅、⽆⻅两种，即偏执有或偏执⽆的邪⻅。






[p1504]以世间粗⼤的邪⻅来说：⼈们依⽌邪师、邪论，被邪⻅所蒙蔽，有些认为杀戮野蛮⼈、年迈的⽗
⺟、重病者能够增⻓福德；有些认为蛇、⿏等动物危害⼈类，因此猎杀它们具有功德；有些认为我们是梵
天的后裔，世间万物是由梵天所造，因此可随意享⽤他⼈的物资，不会有罪过；有些认为以恒河⽔沐浴可
以净除业障；有些认为对⼥性⾏淫⽆罪过，甚⾄认为可以和⺟亲姐妹⾏淫；有些认为猪、⽺、⻥等是天⼈
赐予我们的⻝物，可以尽情享受。诸如此类，都是粗⼤的邪⻅。那么，本论⼗⿊业道的邪⻅是哪种范围内
的邪⻅呢？请看论⽂：



申⼆、何为邪⻅



[p1505]邪⻅。事者，谓实有义。



[p1506]邪⻅之事，是真实有的意义。譬如：三宝、净⼟、佛菩萨、阿罗汉、六道轮回、三世业果等，是
实有之义。⼗不善业中的邪⻅，决定是专指断⻅，因为是对有的善和不善业观为⽆的缘故。如《俱舍论》
中说：“视善不善不存在，即是所谓之邪⻅。”



[p1507]意乐分三：想者，谓于所谤义，作谛实想；烦恼者，谓三毒随⼀；等起者，谓乐诽谤欲。



[p1508]邪⻅的意乐分三：想，是对所诽谤的意义执为真实。烦恼，是三毒任何⼀种。等起，即乐意诽谤
的欲。



[p1509]加⾏者，即于所思策发加⾏。此复有四，谓谤因、果、作⽤、有事。



[p1510]邪⻅的加⾏，是对所思所想策发诽谤加⾏。其中⼜有四种，即：诽谤因、诽谤果、诽谤作⽤、诽
谤有事。



[p1511]诽谤因者，谓云⽆有妙、恶⾏等。



[p1512]诽谤因，就是认为不存在善⾏、恶⾏等，对于因上真实有善恶业诽谤为⽆有。譬如，⼼⾥想：根
本没有布施这种善⾏，不可能有菩萨⾏，婚外恋并⾮恶⾏等等。



[p1513]诽谤果者，谓云⽆有彼⼆异熟。



[p1514]诽谤果，就是认为不存在善⾏或恶⾏的异熟果，对善恶业实有苦乐果报诽谤为⽆有。譬如，⼼
想：杀鸡宰鸭不会堕恶趣，念佛不可能往⽣极乐世界等。



[p1515]诽谤作⽤分三：诽谤殖种持种 作⽤者，谓云⽆有若⽗若⺟；诽谤往来作⽤者，谓云⽆有前世后
世；诽谤受⽣作⽤者，谓云⽆有化⽣有情。



[p1516]诽谤作⽤有三种情况：诽谤殖种、持种作⽤，即认为⽆⽗⽆⺟；诽谤往来作⽤，即认为没有前⽣
后世，有情并⾮从前世转到今⽣，也没有从今⽣去往后世；诽谤受⽣作⽤，即认为不存在中有众⽣等。



[p1517]谤实有事者，谓云⽆有阿罗汉等。



[p1518]诽谤真实存在的事，即认为不存在阿罗汉、三宝、净⼟等。



申三、邪⻅之究竟分三：① 真实 ② 圆满与不圆满之差别 ③ 断疑






[p1519]⾣⼀、真实



[p1520]究竟者，谓诽谤决定。



[p1521]邪⻅究竟，是指决定诽谤。



[p1522]“诽谤决定”，即对实有义诽谤为⾮有，起了决定的执着。譬如：古印度顺世外道的⾜⽬仙⼈为了
安⽴⽆后世，⽽写了有关否认后世的⼗万偈颂，即是邪⻅究竟。



[p1523]⾣⼆、圆满与不圆满之差别



[p1524]此亦由于五相圆满，谓具五⼼：



[p1525]邪⻅也是由五相⽽圆满，即邪⻅圆满应具⾜五⼼：



[p1526]⼀、有愚昧⼼，谓不如实了所知故。



[p1527]第⼀，有愚昧⼼，因为不如实了知所知的缘故。



[p1528]⼆、有暴酷⼼，谓乐作恶故。



[p1529]第⼆，有猛利⼼，因为乐意作恶的缘故。



[p1530]三、有越流⾏⼼，谓于诸法不如正理善观察故。



[p1531]第三，有越流⾏⼼，因为对诸法不如理分别推求的缘故。



[p1532]“流转”可分善流流转和不善流流转两种。善流流转是指诸善⾏，不善流流转是指不善⾏。此处将
不善流流转称为“越流⾏⼼”，因为对诸法不如理观察，是违越善法流转，所以是越流⾏⼼。



[p1533]四、有失坏⼼，谓谤⽆布施、爱养、祠祀、妙⾏等故。



[p1534]第四，有失坏⼼，因为诽谤⽆布施、⽆供养、⽆⽕供等，诽谤没有⼀切妙⾏等的缘故。



[p1535]“妙⾏等”：“等”字包括实有因、实有果、实有作⽤、实有事。譬如，诽谤⽆邪淫等恶业、⽆圣者果
位等。



[p1536]五、有覆蔽⼼，谓由邪⻅不觉羞耻，不知过患及与出离故。



[p1537]第五，有覆蔽⼼，是指由于被邪⻅烦恼所覆蔽的缘故，⽽不觉羞耻，不了知邪⻅的过患以及应从
邪⻅中出离。



[p1538]此五若缺，则不圆满。



[p1539]以上五种⼼随缺⼀种，就不是邪⻅圆满。



[p1540]⾣三、断疑






[p1541]虽其邪⻅复有所余，然惟说此名邪⻅者，由此能断⼀切善根，随顺诸恶随意所⾏，是为⼀切邪⻅
之中极重者故。



[p1542]有⼈怀疑：⼀切颠倒⻅都称为邪⻅，为什么世尊在业道之中，只说到以上这些名为邪⻅呢？



[p1543]虽然邪⻅还有其他种类，⽽此处只说这四种（诽谤因、诽谤果、诽谤作⽤、诽谤有事）名为邪
⻅，原因是：这四种邪⻅在⼀切邪⻅之中最为严重。为什么是最严重呢？因为依⽌它能断⼀切善根，如
《俱舍论》中说：“唯以邪⻅断善根。”⽽且，这种邪⻅最随顺恶业，怀有此⻅就会对诸恶随意放纵⽽⾏。
因此，是⼀切邪⻅中最严重者。



邪⻅如何以三毒引起呢？譬如：为求名利⽽趣⼊邪道，属于以贪⽽引起邪⻅。由依⽌邪论⽽执着⽆业果
等，属于以痴⽽引起邪⻅。怨敌相信业果，⾃⼰就以仇恨⼼理对他所信奉的学说抨击诽谤，这样依⽌邪⻅
邪论，趣⼊不善轨则，属于以瞋⽽引起邪⻅。



第⼗，以邪⻅业感召“⻅解恶鄙、谄诳为性”。邪⻅即颠倒⻅，如果过去世中曾经串习邪⻅⽽不对治，即使
转⽣为⼈，仍然会因业⼒的缘故，⽽习惯于执持恶鄙的⻅解。执持这种⻅解会使⾃⼰的⼼随邪恶⽽转，压
制⼀切⽩法，所以叫作“恶鄙”。“谄诳为性”：由执持邪⻅将会转成谄诳的⼼态。⼈的⼼态不是⼀世养成
的，主要是来⾃前⽣业⼒的影响。有些⼈性格谄诳，喜欢把正的说歪，歪的说正，都是由于串习邪⻅所造
成的⼼理业病。



诸邪⻅者，谓器世间所有第⼀胜妙⽣源悉皆隐没，诸不净物乍似清净，诸苦恼物乍似安乐，⾮安居所，⾮
救护所，⾮归依所。



[p1857]“第⼀胜妙⽣源”是指宝物之源，即⻩⾦、宝⽯等矿藏。“⾮安居所、⾮救护所、⾮归依所”：对应来
说，将会没有从轮回痛苦之中脱离的安居之处，没有从善趣某些损害之中得到救护的救护之处，没有从业
惑中脱离的皈依之处。



[p1858]邪⻅业⼒会对世界造成何种影响呢？邪⻅就是执持颠倒⻅，有谤为⽆，因为邪⻅⼒的缘故，很稀
奇地，器世界中的⻩⾦、宝⽯等等宝藏都会隐没。⽽且，由邪⻅⽽颠倒是⾮，⼈们会把不清净执着为清
净，把苦恼执着为安乐等，随着这种邪⻅⼒的增上，在⼈们的迷乱⼼前，很多污秽的法会看似清净，很多
苦恼的事会看似安乐。当今时代，⼈们普遍不信三世因果，不信三宝佛菩萨，外境假相的欺诳性⽐以往任
何时代都要强烈。尤其在现代都市中，⼈们将很多苦恼的法，⽐如：饮酒、吸烟、淫乱、散乱、追逐欲
尘、歌舞、狂躁、竞争等，执为幸福安乐。种种虚假、不净的法，在经过包装渲染之后，竟然变成了清
净、安乐、温馨的形象⽽闪亮登场。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原因是：以邪⻅⼒将会不⾃在地显现。



[p1859]以邪⻅⼒所感召的环境，决定是⾮安居所、⾮救护所、⾮皈依所。譬如：进⼊现代都市迷乱的环
境时，往往会感觉没有⼀处可以安⼼，⽆论到哪⾥，都觉得有⼀股⼒量在牵引你堕落，身⼼找不到皈依
处，只是随着业⼒漂荡，其实，这都是在受业⼒⽀配。为什么呢？因为邪⻅增盛的地⽅，所显现的，只有
欺诳、邪恶、迷乱之相，⼼随这些境转，当然是堕落、是沉溺、是漂流。





系列⼆.⼤圆满⻰钦宁提前⾏实修引导讲记四.业果不虚

③邪⻅



[p136]邪⻅者，妄计因果不实，及于断常⼆⻅执为最胜。






[p137]邪⻅的业相⼀别⼀总。“别”，是指最重的邪⻅，认为因果虚妄不实，压根没什么因果，只是佛教欺
哄⼈的⼀种说法，这就是⼀个断⻅——⽆因⽆果。“总”，是指对于断、常⼆⻅所摄的各类的⻅执为殊胜，
⼼⾥执取这个就是最殊胜的⻅解。断、常⼆⻅有各种的品类。粗品，⽐如⼈死如灯灭是断⻅，也就是在世
俗缘起之流上⾯，也说到死掉了就没了，把这种⻅执为殊胜；或者⼈死后升天，就永远在天上，这是常
⻅，⼀直都是⼀类情况，这两种就是粗品的。还有更细的⼀些断、常⼆⻅。总⽽⾔之，这些⻅解与真理不
符，称为“邪⻅”。



[p138]像现代⼈认为，也没有什么因果，因果律是编的，造恶不会受到堕地狱等的惩罚，⾏善也不会有升
天等的果报，像这样就是对真理最⼤的反叛。因为真理落到基本的层⾯上，就是讲世俗中⼀切都是由因果
律来制约的，⼀切都是因缘⽣，⼀切都是由此天律来⽀配的，如果对此拨弃，那是最邪的⻅。



[p139]领受等流果者，住于恶⻅，及以谄曲令⼼惑乱。



[p140]常持邪⻅的⼈，在落⼊三恶趣受了很漫⻓、很深重的苦报以后，好不容易⽣到⼈间，所要领受的等
流果也是很不好的。有两种：⼀、⼼住恶⻅；⼆、⼼态错乱。



[p141]由于先前已经熏成了⼀种顽固的成⻅，那么到了这⼀世做⼈的时候，他还是要受余业势⼒的惩罚，
也就是⼼⼀直陷在这种恶⻅当中出不来，他就是这样看待的。所以，这个邪⻅坚固以后，就成了⼀种⾮常
牢固的颠倒⻅的疾病，其实是最重的精神病。从前就是这样⼦邪惯了，善的看成恶，恶的看成善；假的当
成真，真的认为假；对于纯正的总觉得是不好的，对于邪僻的总觉得是好的；崇⾼视为低下，恶劣看成⾼
尚等等，那么这样常持邪⻅的缘故，天律给予的惩罚，就是在这⼀世做⼈的时候⻅解很古怪，常常落在恶
⻅⾥没办法拔出来，⾮常可怜。所以，知道这个道理后，我们应该发愿秉持正⻅，⽽且尽量地去修习正
⻅。



[p142]第⼆个，⼼态错乱。由于知⻅不正，不断地起各种错乱、颠倒的看法，这就使得念头上也是很错乱
的，⾏为的趋向上也是很错乱的。这个串习惯了以后，⼼就⾮常地混乱，没有办法调顺，可⻅是严重的精
神病。我们⼀般会认为，意识没法正常运⾏叫做“精神病”，不像常⼈；实际上患了很重的邪⻅病以后，他
会有⼀种很重的⻅解的⼒量，起来的是很猛的⼼，但是都是错的，这样当然是很重的精神病态。



[p143]增上果者，⽣于少财且⽆归处、⽆救助者处。



[p144]增上果有两种：⼀、⽣处贫乏；⼆、⽆归⽆救。



[p145]在邪⻅所感得的环境⾥，没有那些资财的根源。邪⻅就是邪僻的⻅解，它并⾮安乐之道，⽽是颠倒
地起的虚妄分别。因此，感得的环境⾥不会有什么有精华、有内涵的东⻄，胜妙的财富的⽣源不具备，这
是属于这⽚环境⾥物质的贫乏。



[p146]再者，精神的贫乏，就是指由于这种邪⻅，所感得的都是⽆有归依处、⽆有救护处的地⽅。由于起
了邪⻅，叛离了法界的真理，⼼就始终处在迷茫当中⽆所寄托，也没有可救的⼈、可帮助的地⽅，这就是
对真理的⼤背叛所感得的环境。就像今天的⼈类普遍⼼灵空虚、⽆所依托，⽆论在外⾯怎么样发泄、狂
弄、寻找，但是始终会感觉得不到归处，也感召不到救助者，这就是⾃⼰叛离真理⽽遭到的报应。



[p147]2）圆满相



[p148]如是三种意业者，属⽆⻅⽆对⾊故，由⼆⽀圆满。






[p149]贪欲、害⼼、邪⻅者三种意业属于⽆⻅⽆对的⾊。“意”，没有形状、颜⾊、声响等可⻅，叫“⽆
⻅”；在空间上也没有质碍的境，叫“⽆对”。由于是这种⾊的原因，由两个⽀分⽽能圆满业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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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邪⻅　分⼆：1）略说；2）⼴说



[p485]1）略说



[p486]第⼗、邪⻅者，即⽆因果⻅和断常⼆⻅。



[p487]所谓的"邪⻅"，典型的是指⽆因果⻅和常断⻅。



[p488]"⻅"，就是指对⼀切万法决定它的体性，⽽印持⽆有动摇。根据知解的差别，有种种不同的⻅，这
⾥指深重的邪⻅。粗浅地说，相当于现在说的思想、看法、观点，对于万法是怎么⼀种看法、怎么⼀种观
点，但佛法的术语是微妙的、精细的，"⻅"字更有⼀种决定性。因为看法是可以变的，观点也是变来变去
的，思想也是脑⼦⾥的⼀种想法，⽽⻅有断定性。



[p489]作为⼀个⼼识活跃的⼈，不同于旁⽣等，尤其会发⽣⻅上的问题。也就是，都会对于万法持⼀种⻅
解或者⻅地，这个范畴包括整个身⼼世界所有的法，到底它是怎么样⼦的。当对于这⼀切的体性已经决定
了，然后印持，那就是什么样的法都拿这个去看待的。⽐如说持唯物论，这种断定印持，不是今天唯物、
明天唯⼼的，现在这么想，过后⼜那么想，⽽是他已经决定了的，碰到任何东⻄都说这是唯物的。或者说
没有因果，或者⼀灭永灭等等，这种在任何⼈、任何事上都会这么决定的，决定了万法的体性，这样就
叫"⻅"。⼀旦错了以后，这些地⽅全部都是⼀种颠倒的看法，⽽且他是⼀直持着不放的，这样就叫"邪
⻅"。



[p490]这也是由宿世、今⽣⽽来的。也就是内有邪⻅的种⼦，外有邪师、邪论的传染等等，然后熏习就会
成⼀个⻅。⼀旦形成，没有违品破掉的时候，它是⽆有动摇的，对任何事情都是⾮常坚决地这么认为。譬
如持了唯物⻅的时候，任何处都认为唯⼼是不对的；持着⼈死如灯灭的⻅，任何处都认为所谓的有来世，
修⽣天、解脱，求⽣净⼟等等，全部都是迷信，像这样就叫"邪⻅"。



[p491]2）⼴说　分三：①⽆因果⻅；②断常⼆⻅；③结说



[p492]①⽆因果⻅



[p493]前者是指，认为善⽆利益、罪⽆过患后，持⽆因⽆果的⻅。



[p494]"⽆因果⻅"，就是⼼⾥认为善没有利益、罪没有过患，之后就执取⼀种⽆因⽆果的⻅解。



[p495]②断常⼆⻅　分⼆：A略说体性和差别；B⼴说邪⻅的业相



[p496]A略说体性和差别



[p497]后者断常⼆⻅者，即是外道。其中，总有三百六⼗种邪⻅或六⼗⼆种恶⻅等可分，⼜若归摄，则归
在断、常⼆⻅中。






[p498]"断常⼆⻅"是外道宗，就是属于佛法之外的道，那个范畴。道是以⻅作为根本，所谓的⻅、修、
⾏、果，有什么样的⻅就决定什么修、什么⾏、什么果，这是道的根本。那么执持常断⻅，他是属于外道
宗，或者是⼀种偏邪道的⻅解。



[p499]对此，由于众⽣在没有得到三宝救护之前，是凭着⾃⼰的分别⼼，对于万法有各种的⻅解的建⽴，
⽽且，当中就有导师、教法以及⼀路的流传。那么，就此世界的⼤体上来说，譬如，按照《掌珍论》和
《如意宝藏论》中详细抉择的那样，总的可以分成三百六⼗种邪⻅，或者也有可分成六⼗⼆种恶⻅等等。
归摄的话，就归在常⻅和断⻅两⼤类当中。



[p500]就今天⽽⾔，汉地并⾮过去印度各种道⻔的状况，然⽽万变不离其宗，情形是差不多的。也就是，
虽然时代、⺠族不同，导致⽂化的形态上有些差别，但是，实际上今天流⾏的各种佛法之外的主义、思
想、观念等等，那当然是五花⼋⻔。今天是⽹络时代，可谓"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邪论铺天盖地，那就不
只是三百六⼗种的邪⻅了，⽽是有各种主义的奉⾏。单单⼀个顺世派的⻅解，也就是不承认有前⽣后世，
其中也随着⼈⼼各种的设⽴，⽽有各种决定的⻅解。再者，假使有宗教倾向，相信有来世，那当然也还是
有各种各样的⻅解。不管怎么样，归纳起来不出常、断两种⻅。



[p501]B⼴说邪⻅的业相　分⼆：a常⻅；b断⻅



[p502]a常⻅



[p503]对此，常⻅者，即是承许"我"常的⻅，或承许世间作者------⼤⾃在天、遍⼊天等常住的⻅。



[p504]常断⼆⻅就最粗品类⽽⾔，⽐如⼀种常我的⻅。外道宗会建⽴"我"的观念，这个"我"，有所谓神
我，或者其他具各种功德的我，然⽽这个"我"是常的体性，也就是它不会灭掉的，⼀直都是常存的。



[p505]再者，有所谓的造物主的观念。这个⽴论就是讲，世间的万法有⼀个造作者，他是⼤⾃在天，或者
其他派就承许为毗纽天，或者像今天说的上帝、真主等等。⽽这个造物者，他是不会变的、是常存的，这
⼀类也是常⻅。



[p506]b断⻅　分⼆：Ⅰ略说；Ⅱ⼴说



[p507]Ⅰ略说



[p508]断⻅者，承许⼀切诸法⾃然⽽⽣故，承许⽆有前后世、业因果、解脱等等。



[p509]断⻅，就粗分⽽⾔，⾸先略说它的宗义。"⼀切诸法"是有法，"⾃然⽽⽣"是因，"⽆有前后世、业因
果、解脱等等"是⽴宗。



[p510]也就是，这种⽴论也是由⼀种理由来成⽴没有前后世、业因果、解脱等等。就是讲，⼀切法本来就
是⾃然⽣的缘故，没有什么从前⽽来，也没有流到后，也没有什么由前因⾄后果的因果关系，也没有什么
有此因所以有此因⽌息的脱离等等。对此，以下详细地说明这种断⻅论的建⽴。



[p511]Ⅱ⼴说



[p512]《⿊⾃在书》云："⽇升⽔下流，⾖圆刺修锐，孔雀彩⾊丽，⽆作⾃然⽣。"譬如，⽇轮东升⾮谁牵
引⽽出，溪⽔下流⾮谁逐驱⽽去，⼀切⾖类皆成圆形⾮谁抟揉所作，⼀切荆棘修⻓锐利⾮谁削尖⽽成，孔
雀种种杂⾊斑驳的翎⽻之屏⾮谁画作，然⾃然如此般，世间的种种好坏苦乐的显现，都是这样⾃然如此出



⽣故，⽆有前业及前后世等，是这样承许的。



[p513]这⾥要理解⽐喻和对⽅的因，以及⽴论。⽐喻，就是看到了这个器界的状况，举了五个例⼦，⽽
且，推到⼀切都没有谁造就⾃然⽽⽣；再推到⼀切法都是如此；那么建⽴的是⾃然⽣论，其实也就是断⻅
论。



[p514]五个譬喻：⼀、太阳东升；⼆、溪⽔下流；三、⾖类圆形；四、荆棘⻓利；五、孔雀美屏。外道感
觉⾮常地有道理。你看，太阳早上从东⽅升起，没有谁从海⾥把这只⾦乌引出来钩到天上。再说，⽐如⼀
场暴⾬之后，⼭上的溪⽔"哗------"冲下去的时候，并没有谁在后⾯赶着它⽽⾏进。再者，可以看到⽥园
当中的⼀切⾖类都是圆圆的，⻩⾖、豌⾖、⻘⾖等等，谁也没有把它们捏成这样⼦。再者，⼭上的⼀切荆
棘⻓⽽锐利的形状，也没有谁把它们削尖。孔雀展开尾巴以后，它杂⾊斑斓的翎⽻呈现出来的美屏，也不
是谁绘画⽽成的。但是，它们就⾃然是这样。以此我们就会了解，世界上的各种苦乐、好坏等的显现，也
是⾃然就这样出现的。



[p515]按照今天⼈们的想法，就会说前⾯的⾃然景观都如此，后⾯的⼈⽂景观也如是。那么，所谓有情界
的状况，以苦乐、好坏两类来说。苦乐是领受上，身体好、身体不好，⼼苦、⼼乐等等，这是身⼼上的苦
乐。然后，在社会上或者⼈的状况上，有各种品类的⾼低，有好有坏，⽐如上层和下层等。那么，所有的
苦乐、好坏所摄的显现，不是说这是⼀个果，由前⾯的某个因造成的，⽽是就是⾃然那么出来的。你看⽣
的孩⼦，这个是丑的，那个是好看的；或者他⾃然就得胃病，他就没有胃病，是这样的。



[p516]以万法⾃然⽣作为因，就可以推出，这⼀切的法，并没有什么宿业以及前后世等等。也就是，它并
⾮由它的前因------过去造的业感现出来，因此⽆业果。再者，这⼀个法出来，是⾃然就出来了，不是由
它前⾯的相续作为因⽽出现它，因此没有前世。既然没有前世，那也就没有后世，因为"后"的概念是
由"前"⽽来的。像这样，它就⾃然那么出来，没有什么因；⾃然就没有了，也没有什么因。不由因⽽⽣，
不由因⽽灭，因此没有它的前端，也没有它的后端，没有三世。就像这样，⾃然就⽣了，⾃然就没有了。
再者，也不是说，这个苦有个苦因，然后把因息灭了，这个苦就能息灭的，诸如此类，解脱也是没有的。





[p517]思考题



[p518]1、贪⼼的业相是什么？举例说明此种⼼态。



[p519]2、害⼼的业相是什么？哪些⼼态属于害⼼？



[p520]3、（1）"⻅"的涵义是什么？什么是"邪⻅"？



[p521]（2）⽆因果⻅的体性是什么？



[p522]（3）断常⼆⻅总的体性和差别是什么？



[p523]（4）举例说明常⻅的体性。



[p524]（5）外道是如何建⽴断⻅论的？详细说明其宗义。







③结说






[p526]若于此等教义执为谛实⽽追随，或者虽⾮如此，然以邪禀性认为佛的语、上师的教及智者的论，⽆
论何者都不真实，有这样的狐疑，或者作诸增益损减，⼀切皆是邪⻅。



[p527]这⾥邪⻅有两个⽅⾯：⼀、对邪教教义的执持；⼆、对正教教义的怀疑和增损。



[p528]⼀、对邪教教义的执持



[p529]"于此等教义执为谛实⽽追随"。



[p530]"此等"，指上⾯说到的邪宗所说的⽆因果、常断等的教义，⼼⾥认为谛实不虚⽽随转的话，⻅已经
偏邪了，⼼中有⼀种决定，那这个就是邪⻅。



[p531]⽐如，对于⼀类⾃然⽣的断⻅论，假如执它为谛实，然后跟着它转，那就算是⽣了邪⻅。也就是
说，这是⼀种教派的主义，它的中⼼思想是如此，⻅解是如此。假使在受过熏习以后，⼼⾥就执它"这是
⼀个真理，这是诚谛不虚的"，那当然就产⽣了⼀个断定的⻅。就程度来说，是以决定为⻅，已经在⻅上
这样定了，就像世⼈说的，已经出现成⻅了，那么这样的话，这个⻅解就要⽀配他的⾏为了。



[p532]也就是，既然是⽆因、⾃然的，还有什么创造未来？因为他感觉没有什么因去⽣出未来的果，那他
就不会积极地去修因。再说，他也不知道现在的苦都是由过去的恶业来的，如果继续造这些恶，还会导致
未来的各种苦果，所以业上也不作忏悔，也不作防护。就像这样，在整个世间的三世⼼识之流上⾯，有⼀
种⾮常偏邪的看法。那么这样持了邪⻅以后，在⾏为上对于断恶修善、求解脱等等，就全部都关闭了。



[p533]或者，认为也没有什么善和罪，杀盗淫妄没关系的，利⽤各种⼿段来谋求私欲也是没有关系的，这
样他的⼼就放纵，肆意造恶。那么就享乐⽽⾔，那当然性可以开放，⼀切都可以随意地享⽤等等，这样就
是放纵贪欲。或者说，⻅到不⾼兴的就可以杀，杀了也没关系，杀多少⼈都可以⽤来作祭祀，或者泄⾃⼰
的私愤等等，那么这样就会放纵嗔恚，等等。就像这样，认为放纵烦恼⽆罪，因此⾏为合理，这样就能⽀
持⼀切的颠倒恶⾏。



[p534]再者，假使对于常⽅⾯执取为真实，然后随之⽽转⼊，那就是出了常的邪⻅。⽐如，认为的确有个
神我，虽然⾁体终归灭亡，但神我始终常存；或者经由⼀种修炼之后，这个神我将脱出⽽得到永⽣等等。
诸如此类，如果执它为诚谛，就进⼊到邪⻅⾥了。常⻅的后果，当然也是⽆法得解脱了。因为解脱是由明
知四谛⽽来的，既然不承许⽆我，那也不知道⼀切烦恼的根源是我执，⽽我执只是⼀个妄执。由于他⼀直
执著神我的⻅，没有办法去掉萨迦耶⻅这个⽣死的根，因此毕竟不得解脱。



[p535]以上在断常⼆⻅、⽆因果⻅，这些上⾯举了⼀些例⼦，实际上，⼤⼤⼩⼩有各类的邪⻅。只要是对
于万法不正确的知⻅，就像偏斜的眼睛看到的不是真相那样，⼜好像有问题的眼睛就看成有问题那样，这
⼀类的⽴论不符合实相，如果执取为真实，那当然就产⽣了邪的⻅解。



[p536]⼆、对正教教义的怀疑和增损



[p537]第⼆类，⾸先，是对于正教的教义产⽣怀疑，这也是⻅解上偏邪，这也有重有轻。论中说的是很重
的邪⻅状况，就是对于凡是佛的圣⾔、上师的教⾔、智者的论典，这三种所摄的正教的范畴，认为这个不
正确吧、这个不真实吧。由于宿世的禀性，就会产⽣这样的邪⻅状况。



[p538]对此，我们要认识怀疑的阴性和阳性的情况，⽽且落实到我们⾃身上有轻微等程度的状况，也要知
道防微杜渐。假使这些出来的苗头没有杜绝，它也会逐渐扩展，以⾄于对佛经、上师教、菩萨论等发⽣很



多阴性的狐疑，那都是恶业。



[p539]这⾥所讲到的佛语、上师教和智者论，都是代表真理的⾔说，从世俗和胜义⼆谛所摄的各种范畴
上，以能诠的⽂字、语⾔，要去说明那个真相，⽐如会说因果、说四谛、说⽆我、说佛性等等的⽅⾯。那
么这些说的当然都是真相，但是由于前世曾经跟随邪师，熏习邪教，在⼼⾥落下了很多的邪种⼦，现在⼀
遇到说正法、说真理的时候，他以⼀种邪的禀性，⾃然就会怀疑，说"不会是这样吧，他说的这个是吓唬
⼈的"等等。这样就是阴性的怀疑，是⿊⾊的，偏向于颠覆真实的⽅⾯，⼼的状态也是邪的，看法也是邪
的。他的倾向性是对于真理认识的⼀种消极状态，偏向于阴性的狐疑，这⼀类就是邪⻅。就像⼀般社会上
的⼈，也没有宗教信仰，他对于佛教⾥⾯所说的这些经论、上师教⾔，就想"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吧，只是
⼀种说教"，就像这样，当然是⼀种很重的邪⻅的状态。



[p540]所谓"阳性的疑"，就是在⾯对各种真理的⾔教时，他是往积极⽅⾯⾛的。当然，还没有断疑根的时
候，⾃⼰⼼⾥不是了然的、确定的："应该是这样吧，但是我还是搞不清楚，这⼀点还没有搞明⽩，还没
有确认"，但是他是阳性的。⽐如告诉他这样⾏善就会得很⼤利益。他就说"那是佛说的、上师说的，是智
者的论，可能是这样吧，但是我还是有点搞不清"，那么这样⼦就是阳性的，因为他是倾向积极⽅⾯的，
他还是肯往积极上⾛，还是想通过⾃⼰去思惟等的⽅法，来达成对它的正确认识。那么作为⼀个学者，在
最初阶段当然会有很多的疑，⼤⼤⼩⼩的，但都是积极的状态，是阳性的疑。他不会⼀听到什么，就
说"不是这样的"，⽐如⼀听到因果就说"这个是吓唬⼈的，哪⾥会有这样的事，可能不是吧！"那么这样就
是阴性的。他⼀听到"诸法⽆我"等等，就想"这么看起来可能会是这样的"，那么这就是阳性的。



[p541]这⾥也要知道，我们从⼩开始读书，熏习世间的邪论很多，⽽这些都是相似说法，看起来似乎⾮常
地正确，是真理。⽐如，认为"没有什么善恶因果吧，⼀切都是⾃在的，可以随意的，都可以的，这个地
⽅还有什么恶，遭到那么⼤果报，这个是不可能的"，诸如此类，都熏染了或轻或重的很多邪⻅的习⽓等
等，这些⽅⾯我们都要善加观察。



[p542]再者，对真实的教法产⽣增损两⽅⾯的诽谤之⼼。⽐如本来有佛说没佛，是空性说不是空性等等，
这些就是对于真理的⼀种邪⻅的状态。"增益"，就是没有的说有，少的说多等等，增加出来的。"损减"，
就是有的说没有，多的说少等等，作了削减或损减。这么两种当然不是如实的看法，这个知⻅是有问题
的，像这样⼤⼤⼩⼩的都属于邪⻅。



[p543]⼗恶业中的重业



[p544]分⼆：⼀、略说；⼆、⼴说



[p545]⼀、略说



[p546]如是⼗不善业中，以杀⽣和邪⻅这⼆者罪业极⼤，如颂所云："杀⽣之上⽆余罪，⼗不善业邪⻅
重"，此义极是。



[p547]⼗不善业中，以业的⾃性，身语之业前前重于后后，⽐如杀⽣⽐偷盗重，偷盗⽐邪淫重，因此是以
杀⽣罪⼤；意业中后后重于前前，邪⻅⽐害⼼重，害⼼⽐贪⼼重，因此以邪⻅罪⼤。那么，现在要关注的
就是最⼤的两个罪业，譬如说"杀⽣之上⽆余罪，⼗不善业邪⻅重"，就是指这两件事。



[p548]⼆、⼴说　分⼆：（⼀）杀⽣；（⼆）邪⻅



[p549]（⼀）杀⽣　分⼆：1、总明业报重相；2、别明尤为深重⻔






[p550]1、总明业报重相



[p551]除地狱有情之外，⽆有不畏惧死的，再者，丝毫也⽆有较⾃⼰⽣命更为爱重的，因此，杀戮有情的
命罪过尤重。



[p552]为什么杀⽣罪尤其重呢？这⾥说到了两个理由：第⼀、除了地狱有情之外，任何众⽣都⽆不畏惧死
亡；第⼆、任何众⽣丝毫也没有⽐爱惜⾃⼰的命更爱重的了，所以断他的命，罪相当重。



[p553]地狱有情，如⼋热地狱等中所说万死万⽣，由于受的苦太重，只是在死后的晕厥时，似乎苦有所停
息，因⽽他对于死没有什么畏惧，或者很爱那种命。其他的有情，像饿⻤、旁⽣等，的确没有不怕死的，
他就是执著他的命根要⼀直存在。譬如，饿⻤要被杀等的时候，他也是很怕死的，旁⽣要遭杀的时候，也
是⽆⽐畏惧的。这是第⼀点。



[p554]第⼆点，从爱重程度来说，⽐爱⾃⼰的命更爱重的⼀点点都没有。就是说，假使有逃命的机会，他
⼀定会选择逃命的。所谓的要保身体的⽀分就可以弃财，⽐如花多少万块钱去治病；为了保命可以断肢，
因此命是最爱重的。



[p555]以这个原因，也就是有情对于死的畏惧、对于命的保爱到了极度的原因，那么不是侵夺他的财产、
⼉⼥、名位、身肢等等，⽽是要断掉他的命，那他是⾮常不愿意的，因此，这在损恼有情上⾯达到了极
度，因⽽罪过深重。



[p556]⽽果当然也就极⼤，仅仅杀⼀个有情的⽣命，也需要偿还五百⽣。⽽且，《念处经》中说："仅杀
⼀个有情的性命，也需要在⼀个中劫当中住于地狱。"



[p557]接着进⼀步要认识，由于断命的罪⼤的原因，果报也就⼗分地深重，这⾥说到等流果和异熟果两⽅
⾯。



[p558]先是等流果，这⾥指领受等流，也就是杀了命就要偿命，⽽且因果律的加倍，使得断⼀个有情的命
需要酬偿五百⽣。也就是以天律的报应，将来会在五百⽣当中被杀。异熟果报⼗分地深重，《念处经》⾥
讲到，断了⼀个有情的命，都需要在⼀个中劫那么漫⻓的时间⾥，住在地狱⾥接受业果的惩罚。何况断了
许多有情的命，当然罪报更加深重。



[p559]2、别明尤为深重⻔　分⼆：（1）总明；（2）别明



[p560]（1）总明



[p561]在诸多的杀业当中，如果以建三宝所依及⾏善等为借⼝⽽杀⽣等，造罪业的话尤为严重。



[p562]《瑜伽师地论•本地分》⾥说，由六相造业犹为深重。其中⼀相指由事故造业深重，也就是，于
佛、法、僧、诸尊众所等，稍作损恼或稍作利益，都形成极⼤的业⼒。这⾥就是讲这个⽅⾯。普贤上师
说，以建造三宝所依和⾏善等为借⼝杀⽣的话，造罪犹为深重。"等"字当然包括其他的业，譬如不与取、
妄语等等。



[p563]以下举两个⽅⾯的例⼦来说明：



[p564]（2）别明　分⼆：1）借⼝建三宝所依⽽杀⽣；2）借⼝⾏善⽽杀⽣






[p565]1）借⼝建三宝所依⽽杀⽣



[p566]帕当巴亲⼝曾说："由罪业造三宝依，后世前途为⻛吹。"



[p567]帕当巴尊者曾经亲⼝说：以罪苦来建造三宝所依，他后世的前程就像被⻛吹⾛⼀样，也就不忍⾔说
了，没有未来的前途了。



[p568]"罪业"或"罪苦"是指这个⼈很苦，专⻔造罪。他有⼀种业果愚，不晓得以三宝所依为境缘来造罪，
就会结成⾮常⼤的罪业。那么这样的⼈，由于罪太⼤了，后世的前途就不可想像。他后世将如何呢？⼈天
的善趣有吗？根本⻅不到的，会沉在三恶趣⾥百千万亿年受着⼤苦，这叫"后世前途为⻛吹"。



[p569]"三宝所依"即是住持三宝。也就是，真实的佛宝、法宝、僧宝都是出世间的境界，凡夫难以⻅到。
⽐如难⻅报身佛，难⻅登地圣者，难以⻅到真实的道谛和灭谛的法。那么在此世间，要有住持三宝来作为
所依，使得⼈们有所归依，它就是三宝的代表，或者真实的佛宝也住在佛像上等等。那么像这样的三宝所
依是很重的境，假使以罪苦，⽐如杀⽣、偷盗等，作各种的罪，这样得到的钱，认为要修⼀些福、消⼀些
罪，然后以这样罪恶的经营换取的钱财，来造佛像等等，或者以这样的盈利之⼼，来贩卖法宝等等，这样
的话，他的后世就像被⻛吹掉⼀样。



[p570]那么这⾥针对杀⽣来讲，就是他很愚痴，不晓得杀⽣的罪很⼤，但是他还知道建三宝所依有很⼤的
功德，因此他杀掉⼏头⽜得到了⼏万块钱，然后就放到庙⾥去建佛像等等，那么像这样就造罪严重了。或
者他去经商，⽤各种欺诳的⼿段来换取钱财，⽐如⼀次狡诈的经商营利⼏百万。那么他想：因为我要去造
佛像、去建庙等，所以我要做这笔⼤的⽣意。实际上，这个就是缘着三宝的境去造不与取的罪，还说是为
了建三宝所依等等，那么这样就造下了很⼤的罪。



[p571]2）借⼝⾏善⽽杀⽣



[p572]如是⾃⼰认为是在作善法后，迎请上师们到⾃⼰家⾥，对僧众等屠杀有情供⾎⾁的话，施主、福⽥
⼆者都将染上杀⽣的过罪，并且，施主作了供⻝，也对他成了不净的布施，⽽于供养境也成为邪命，罪是
⽐善更为⼤的。



[p573]第⼆个举例，就是以⾏善为借⼝杀⽣等等，这也是造作很⼤的罪。这⾥举个例⼦来说，按过去藏⼈
的情形，就会想：这回我要供上师、供僧众，作⼀个⼤的善法。为此他就杀⼀些⽜⽺等，这实际是很⼤的
罪。⽐如他把上师们请到家⾥，然后对僧众也要⾏供，这个时候他就认为："现在来了嘛，那就得杀⼀头
⽜，这样⽤刚杀的、好的⾎⾁来供养是很好的。"那么他在那⼀天⾥，就把⾃家的⽜拉出去宰了，做了处
理之后，以新鲜的⾎⾁来作供养。那么这件事情就使得施主和福⽥两⽅⾯，都染上了杀⽣的过罪。⽽且，
施主以杀⽣来供了⻝品，这就成为不净的布施；⽽福⽥去受⽤所杀有情的⾎⾁，就成了邪命，因此，就
善、罪两⽅⾯⽐较来说，罪⽐善还⼤。



[p574]除了能做到杀后⽴即复活之外，稍隔⼀点时间就⽆有不被杀⽣罪业所染的，因此，上师们也对其寿
命及所作事业决定有损害，因此，除去能牵引其识⼊于极乐刹⼟外，此上需尽⼒避忌杀⽣罪染。



[p575]这⾥要关注杀⽣的业相，缘起上不要愚昧。先要知道，什么时候不被杀⽣罪染，什么时候被杀⽣罪
染。所谓的"杀⽣"，就是断了有情的命根，构成这种性质就已经结了杀⽣的罪。因此说，要么你能够随杀
随活，刚刚杀的时候，当时就能复活它，这样就不构成断命的罪。除此之外，假使已经过了⼀分钟，下⾄
过⼀秒钟，那也叫做"断有情命根"，在法界的缘起律上，已经构成了杀⽣的罪，既然有了罪，那就会染在



相续上。因此就是讲，除了随杀随活，不隔第⼆刹那的这种情况之外，此外隔⼀点点时间在内的，全数没
有不被杀⽣罪业所染的。



[p576]以这个缘故就要知道，如果请上师们来应供，活杀⽜⽺等等，那上师们也⼊了这个"罪业股份公
司"，既然⼊了股，那罪业就要分在他身上。⽽杀⽣的罪，就是以损命来作酬偿的，因此在报应上，就会
有损上师们的寿命。接着，杀⽣就是损恼有情，反过来以这种罪业的⼒量，就会损到上师们所作的事业。



[p577]这样懂了之后，再进⼀步就⾮常明确了。除开你有本事，能够把所杀有情的⼼识引到极乐净⼟之
外，此外没有不被杀⽣罪所染的，因此，要尽可能地避忌杀⽣的罪染。就像我们到⼀个传染病的⾼发区，
就要知道这个是要避忌的。如果进⼊到那个区域⾥接触空⽓，或者乱吃某些⻝物的话，你不知忌讳，那当
然那个毒素⻢上就染在身上了，要损害机体的。同样地，如果不避忌杀⽣，⼀旦牵涉到这上⾯，罪业就会
染在⾃身上，造成短命，损坏事业，出现各种的违缘，或者来世堕落恶趣等等。因此，要像防传染病毒那
样，尽量地避忌杀⽣。



[p578]（⼆）邪⻅　分⼆：1、刹那⽣起之过患；2、相续染著之过患



[p579]1、刹那⽣起之过患



[p580]再者邪⻅，相续⾥仅刹那⽣起，也将成为断舍⼀切律仪，不⼊内道之数，及尚不属于闲暇之身。



[p581]这⼀段宣说了刹那⽣起邪⻅的三种过患：⼀、舍⼀切律仪；⼆、不⼊佛徒数；三、不成有暇身。



[p582]三者联系起来讲。这⾥指的是⼀切邪⻅中为罪最重的邪⻅，也就是不相信有善⾏恶⾏、苦报乐报等
等，或者不信有解脱、三宝等等。那么这样的⼤邪⻅，⼀旦在相续中⼀刹那⽣起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归
依。因为诸佛宣说的最基本的法道，就是建⽴在因果上⾯，断恶⾏善，当已经不相信⼀分因果的时候，连
⼀分法道也不能趣⼊，因此，从⼈天的戒⾏往上的所有律仪，相续中都远离了。因为⼼中不信、⽆欲，这
就断舍了律仪。



[p583]再者，不⼊佛徒数。内佛弟⼦的群体，都是以归依为基本条件，由于前⾯的谤因果、谤解脱等的邪
⻅刹那⽣起，或者说对于⼀切诸佛语、上师教、智者论都产⽣狐疑，认为不是真实的，那么以这种情形，
当然就舍离归依。⼼上由于没有信和愿，不⼊在内佛弟⼦的⾏列当中。



[p584]再者，以这种⼤邪⻅，会断掉⼀切的⾏善，⽽且不断地随逐诸恶⽽⾏，因此即便得到了闲暇之身，
也将成并⾮有暇。也就是说，所谓的"有暇"，是指内外因缘和合的时候，⼼中有⾏善的机会。但是，相续
中发⽣了⼤邪⻅的时候，已经不信这⼀套，也不愿这么去做，因此，他的⼼中⼀点善都发不起来。⽽且，
以这种邪⻅的⾮常⼤的摄持⼒或者作⽤⼒，他就随顺各种的恶业肆意⽽⾏。这样的话，当然在他的相续
中，连⼀刹那发⽣⼀个善⼼善⾏的机会都⼏乎是不⻅的。因此，这样的身活在世上，他就成为⼀个完全没
有法的身，也就是⼀个⽆暇的身了。⼋⽆暇中说到的邪⻅，就好⽐是深度的精神病，他就成了⼀种⾮常可
怜的身份，根本上是⼀种⼤的障难，因此成了⽆暇。



[p585]2、相续染著之过患



[p586]⽽且，相续为邪⻅所染之后，⾏了善也不趣往解脱的道，造了罪也⽆有忏悔的境。



[p587]这⾥说到两个⽅⾯：⼀、⾏善不趣解脱道；⼆、造恶⽆有忏悔境。



[p588]"相续"，指身⼼相续。也就是在世俗的现象⾥，并没有所谓的常和断，"常"，就是⼀直保持不



变，"断"，就是⼀断永⽆；实际是相似相续，任何⼀个有情，都是⼀刹那接⼀刹那不断地相续下去，这是
表示这个⽣命的体性。如果是建⽴阿赖耶的宗义，那就是⼀直有这个阿赖耶识的相似相续，这⾥的"相
续"代表⼋识⽥。那么，当已经发⽣邪⻅，就在这个相续中有了它的杂染分，这个杂染就是指染上了邪
⻅，染著以后不消除的话，它就⼀直有作⽤⼒。这⾥讲了两个。



[p589]⾸先，就⼀种邪⻅的状况⽽⾔，染著了这个邪⻅以后，不相信三宝，不作归依，那么他即使在世间
还作⼀点善，⽐如帮助别⼈，做⼀些好事，或者服侍病⼈等等，但是，由于他的⼼中没有归依，当然这分
善就⽆法转到解脱道上去，他不会往解脱上⾛。就如同世间的善⼈，他们也会做⼀点善，然⽽不信三宝，
不作归依，那么这样就没有往解脱道上⾛的机缘了。因为只有佛是开示⽆我的⼤师，佛所说的四谛的法才
指示了解脱正道，以僧为助伴才往解脱道上⾛，因此，这样的⼈由⽆归依故，绝对不可能⼊到⽆我为主的
解脱道上。那么世上有很多这样的善⼈，但是不会得解脱，还要继续轮回。这是由于某种邪⻅染著，对于
佛教或三宝充满狐疑或者不信，那么⽆论做多少善，也不会趣往解脱道。



[p590]再者，造了罪也没有忏悔的境缘，以不信三宝的缘故。那么这样的话，也不会⼀⼼请三宝证明，请
三宝加被，在三宝⾯前发露陈词等等，因⽽⽆有忏悔之境。



[p591]思考题



[p592]1、邪⻅总的有哪两类？具体解释其体相。



[p593]2、（1）⼗不善业中哪种业最重？



[p594]（2）杀⽣罪业深重的原因是什么？其果报如何？



[p595]（3）杀⽣中哪两种情况罪业尤为深重？具体说明此情形。



[p596]（4）刹那⽣起邪⻅有哪些过患？⾃相续被邪⻅染著有哪些过患？







⑩邪⻅



[p1200]由邪⻅故，受⽣之处资财寡少，且为⽆归依处、⽆救护处。



[p1201]邪⻅业的因果条理，要注意因果的同类相应。邪⻅业的因相：⼀、在诸法根源的⻅解上颠倒；
⼆、谤因果、谤四谛、谤三宝，因此，先闭上了内⼼的归依和得救护的缘起。当邪⻅业种成重的时候，⾃
然感受与其相应的环境。苦相有三：⼀、资财稀少；⼆、⽆归依处；三、⽆救护处。



[p1202]⻅解是诸法的根源。邪⻅就是，对于诸法真实性的看法完全是颠倒的，这是根源上的颠倒；由此
导致善妙的根源消失了，内善妙的⽩法没有了，外善妙的物质没有了。因此就要知道，那些世间最好的资
财妙宝的⽣源以此⽽消失，因⽽妙财稀少。



[p1203]接着，就重的邪⻅来说，认为因果是虚妄的，根本没有什么因果律；或者执持常断⻅为第⼀殊
胜，因为他执持这是⽆上义，因此就没有了因果了，没有因果，进⼀步当然更不会有四谛，更不会信受开
示四谛的导师，以此，⼼根本不信三宝。以这个邪⻅的⼒量，⾃然感召的就是那些没有三宝的地⽅，没有
归处、救护处的地⽅，⽐如⽣在各种邪法国⼟、野蛮部落，世俗的⼀些邪⻅者聚集的城市、村庄等等。






[p1204]思考题



[p1205]1、由虚诳语所感得的环境如何？果相如何与因相同类相应？



[p1206]2、由粗恶语所感得的环境如何？果相如何与因相同类相应？



[p1207]3、（1）从果相与因相同类相应上思惟：由绮语会感得境上哪三⼤苦相？



[p1208]（2）结合身边⻅闻思惟：现代绮语的增上果相如何？



[p1209]4、由贪欲所感得的环境如何？果相如何与因相同类相应？



[p1210]5、由害⼼所感得的环境如何？果相如何与因相同类相应？



[p1211]6、由邪⻅所感得的环境如何？果相如何与因相同类相应？





⼤圆满⼼性休息⼴释2

“邪⻅常断⽆因果，”所谓的邪⻅，总的来讲有两种：⼀切都是没有的，⽣命也只有⼀次，这是断⻅；可以
永远⻓⽣不⽼，存在永恒的东⻄，这是常⻅。常⻅和断⻅都是不合因果的。



[p432]“同分增损等倒⻅。”它的同分就是增损⻅。所谓增损是指，有的东⻄认为没有，没有的东⻄认为是
有的。这样的颠倒⻅叫做邪⻅的同分⻅。



[p433]不管怎么样，我们对⼈和法，⼀定要有⼀个正⾯的了解。如果没有正⾯的教育和了解，就很有可能
在根本不知道的情况下诽谤佛法和善知识，这个罪业是⾮常⼤的。不仅仅是对善知识，对其他⼈的⾮议、
诽谤和评价也⼀定要谨慎。这是⾮常值得注意的。



[p434]不要评价任何⼈



[p435]《⼤⻋疏》⾥⾯引⽤《宝积经》的教证说，释迦牟尼佛对迦叶尊者说：“吾与同吾者，⽅能认定法
与补特伽罗，凡夫不可认定法与补特伽罗。否则，会堕落之故。”这句话⾮常重要。



[p436]我们在座的很多⼈，经常讲⼀些是是⾮⾮，讲⼀些别⼈的状况：“这是成就者，这不是成就者……”
别⼈经常打电话跟我说“那个上师不好，这个上师好”的时候，我对好和不好的评价都没有。我经常在电话
⾥⾯说：“噢，对不起，对这个事情我⼀般不评价，你们⾃⼰看吧。”这说明我是不敢评价的，没有这个智
慧。因为佛陀说，像我和我这样的⼈才可以对法和⼈评价，⽽其他的⼈都没有这个能⼒，凡夫⼈如果去评
价是会堕落的。



[p437]所以我们对⼈、对法⼀定要注意，时时刻刻处于⼀种善⼼的状态是⾮常重要的。《正法念处经》当
中讲：“⼀切时⼀⼼，常勤修善业。舍离不善者，此是智慧相。”在⼀切时候，我们应该⼀⼼⼀意地精勤修
持善业，尽量舍离⼀切不善业。如果能做到这样，这就是智者，这就是智慧相。



[p438]我们要尽量在⼀切时候修持善业，虽然凡夫⼈不可能⼗不善业⼀个都不犯，这⼀点恐怕确实做不
到，但是以前爱说妄语的⼈，从现在开始不要说妄语；以前爱杀⽣的⼈，从现在开始不要去杀⽣；以前爱
说离间语的⼈，不要去说离间语；以前邪⻅特别重的⼈，从现在开始要放弃邪⻅。佛陀也专⻔讲过“⼗不



善中邪⻅重”，⼗不善业当中邪⻅是最严重的。现在很多⼈邪⻅很严重的，听佛法也不相信，对⼈的评价
也是：“这个是坏⼈，那个是骗⼦，所有的⼈都是……”



[p439]其实我们观清净⼼的话，⼀切都是⽆利⽆害的，所以最好不要评价任何⼈。有些⼈当⾯好像是赞
叹，但实际上是诽谤。有些⼈说“某某跟这个出家⼈、跟那个出家⼈应该关系不太好，应该是什么什么”，
“某某上师和某某，某某弟⼦和某某弟⼦之间也是有什么”。



[p440]如果你是⼀个管家，要整顿僧众的戒律的话，你有权⼒去说；其他⼈的话，⼀般来讲，对任何的出
家⼈和在家⼈都不要评论。在佛教团体当中，希望⼤家不要以各种恶语、妄语、离间语进⾏诽谤。如果造
诽谤业的话，我觉得⾮常可怕。



[p441]⼤家应该像我刚才所讲的⼀样，“⼀切时⼀⼼，常勤修善业”，要在⼀切时中修善业，然后“舍离不
善者，此是智慧相”。《正法念处经》⾥⾯是这样讲的，这还是很重要的，⼤家应该记住。





邪⻅⽣处⽆宝源，药树花果极鲜少，⽆有依怙⽆亲友。”邪⻅的增上果是，⽣在没有宝源、没有资源，药
树、花果等也⾮常鲜少的地⽅，⼈们⽆有依靠处，也没有亲友。





⼤圆满⼼性休息⼴释-辅导04

诽谤业因果堕于常断边即是邪⻅，对正法及如理讲法之善知识等进⾏诽谤为其同分。



[p751]就是说诽谤业因果堕于常边和断边，常边就是⼀些常⻅的外道所守持的观点，就认为像这样都是恒
常不变的，这⼀切都恒常不变，根本没有⼀个⼼⽣解图啊，这⽅⾯就是⼀个常边。断边就是现在的⼀切法
完全没有了，⾃⼰的⼀世死了之后，完全趋于断灭，不会再有后世，这⽅⾯是断边。反正如果是常边和断
边都会引发这样过失的，这⽅⾯诽谤业因果堕于常断边就是邪⻅。



[p752]对正法和如理讲法的善知识进⾏诽谤就是它的同分，⽣起邪⻅也好或者诽谤也好，像这样就是它的
同分。



[p753]《俱舍论》云：“贪倒欲他财，害⼼嗔众⽣，许⽆善不善，即是邪⻅也。”



[p754]在《俱舍论》当中世亲菩萨这样讲，贪倒欲他财就是颠倒的想要他⼈的财物，这⽅⾯就是⼀种贪
⼼。害⼼嗔众⽣，害⼼就是嗔恨众⽣，然后邪⻅是什么呢？许⽆善不善，就是说承许没有善，也没有不
善，这⽅⾯就是邪⻅，即是邪⻅也。



[p755]下⾯引⽤《众⽣分辩经》再宣讲它的同分：



[p756]《众⽣分辨经释》中云：“嗔他多闻等福为贪⼼之同分；不乐利他且怀嗔恨为害⼼之同分；诽谤善
知识、正法与他众为邪⻅之同分。”那么这个和⽆垢光尊者解释是⼀个意思。





[p820]“极为狡诈具恶⻅”，这是邪⻅的感受等流。邪⻅的感受等流有两种，极为狡诈，具恶⻅这两种。极
为狡诈是因为以前串习常断⻅，串习⽆因果⻅，通过这样⼀种果报，极为狡诈，⾮常狡诈。这种狡诈也不
是聪明，也不是智慧，就是对于⾮法⽅⾯⾮常有才能，骗别⼈，怎么样去打击别⼈，这⽅⾯有狡诈的⼼。








[p821]“具恶⻅”，相续当中经常具有这个恶⻅。有的时候说：“怎么⼜冒出⼀个恶⻅，怎么控制不住⼜冒出
⼀个恶⻅。”这个不⽤说，肯定是串习邪⻛的感受等流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内⼼当中经常莫名
其妙地出现恶⻅，我接触的道友就说，没办法压制⾃⼰的⼼，坐在那个地⽅就开始⽣邪⻅，坐在那个地⽅
就开始⽣恶⻅，恶⻅⼀个接⼀个地冒出来。从这个⽅⾯的教证看，绝对就是以前的邪⻅，再再串习的邪
⻅。今⽣当中虽然进⼊了修法的⾏列当中，但是还是对上师三宝，有的时候不想⽣也⽣，这样的就是经常
具恶⻅。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要从现在开始改变⾃⼰的相续，⼀⽣起来⻢上压住它，通过⾃⼰所学的佛学
的智慧⻢上去对治，从这个基础上再再地去串习，有前世、有因果、善恶不虚的这种正⻅，再再地串习。
⾃⼰再再地串习，再再地给别⼈宣讲。这样才是真正对治⾃⼰。





邪⻅⽣处⽆宝源，药树花果极鲜少，⽆有依怙⽆亲友。



[p891]最后⼀种邪⻅他⾃⼰的增上果，⽣处⽆宝源，这个地⽅没有什么宝藏，有宝藏的地⽅的⻛⽔或它的
⼀些地⽓这个⽅⾯都是会⽐较好，⽣⻓的庄稼或者当地的各⽅⾯都不⼀样的，如果⽆宝源的话，整个地⽅
⾮常衰败的感觉的。然后药树花果极鲜少，这些各种草药，还有树，还有花果，⾮常⾮常少。⽆有依怙⽆
亲友，在这个地⽅经常没有依怙处，也没有亲友的，这⽅⾯就是邪⻅感受的增上果。



[p892]此等增上果是依照《摄抉择论》中所说⽽述。



[p893]《摄抉择论》是《瑜伽师地论》当中的摄抉择分，摄抉择分有的时候也是讲摄抉择论，像这样实际
意义上增上果是⽆著菩萨的观点，当然《瑜伽师地论》汉地讲是弥勒菩萨说的，然后藏地说是⽆著菩萨造
的。但不管怎么样在《瑜伽师地论》的摄抉择分当中所讲的这些增上果如是如是⽽摄⼊的。



[p894]《辨中边论释》中说：“根据外境不同，善业亦增上。”依此可知，⼗不善业也可成熟于内⼼。



[p895]《辨中边论》的讲义当中也这样讲，外境不相同的话，善业亦增上，依此可知，⼗不善业也可成熟
于内⼼。这个⽅⾯就是讲依靠《辨中边论》讲的因，它主要是从善业⽅⾯类推恶业。善业讲的时候，如果
外境不同的话，你的善业也会增上，所以依靠这个根据可以推知，外境不同，你的⼗不善业也会增上的，
或者就是说⼗不善业也可以成熟于内⼼的观点，在这个⽅⾯通过教证作观察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