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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善之二不偷盜…布施 
 總體認知所修善业  

 分二：一、业相；二、果相 

    先前讲述了所断的十种恶业，包括业相和果相两个方

面，这样对于恶业这一个范畴里的缘起发生了认识。之后，

要了解所修的方面，就是所谓的十善业，对此也要认识业

相和果相。由此知道，心上出现怎样的业叫做“十善”，

所谓的一般和殊胜的差别又如何；再者，如果这样行持十

善业，将发生什么样的果报，如此便认识了第二部分的涵

义。 

一、业相 分二：（一）一般十善；（二）殊胜十善 

仅止无行，一般十善；止行兼具，殊胜十善。 

（一）一般十善 分三：1、总体相；2、差别相；3、

受律仪的状况 

1、总体相 
   第二义应修十善者，总之，由认识此等十恶的过患，起

诸断心真实受取律仪，即是十善业。 

十善业，首先总体地认识体相。这里以两个条件和一种相状，

引导我们在心上认识，怎样的法叫“十善业”。 

 

两个条件：一、知过患；二、受律仪。所谓“知过患”，就

是如前所说，按照十恶业与四果报的对应，明确地发生了对

十恶业过患的认识。比如，偷盗有怎样的异熟果、等流果、

增上果和士用果。这些认识了以后，觉得假使去造偷盗，那

就跟服剧毒一样，只是自取毁灭而已，在这个上面会发生无

量的果报，有剧烈、漫长等等的那些苦相。这样认识之后，

接着就会有意识想到，这个是要断掉的。在这之后，接着就

要受律仪。所谓“受律仪”，就是心里起一个“我从今以后

不作偷盗等等”的这种断的心，当一起了这个心，就是真实

地受了不偷盗的律仪。 

 

十恶每个方面，都如此地知了过患、受了律仪，就是十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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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律仪”，关键要起断心，针对每一种恶业起了一个

“我要断掉它”的这样的心，然后就开始立誓愿，这个就是

善的体相。总之，由知过患发胜解，从而发起断恶的欲；以

这个断的欲起断的心，以此心中受取律仪，这个就是善的体

相。 

 

2、差别相 
 

包括不作杀生、不作不与取等十相。 

 

十善的差别，就十恶的每一个方面都起了断心，之后截断恶

的相续。 

比如，过去不与地去取，偷取、骗取等等，现在起了一个“我

要断掉偷盗”，以后凡是不与的就不取，不属于我分内的就

不取，这样就有了不盗的善。“等”字包括其他， 

 

3、受律仪的状况 分二：（1）受取律仪的方式；（2）一分

受也具大利 

 

（1）受取律仪的方式 分二：1）自受；2）依他受 

 

1）自受 

    具体而言，这不需要从如上师、堪布等前受取。也就是

心作是念：我尽此形寿一切时中，或者我于如是时、如是处

中，或者我对如是如是有情，断除偷盗，是诸如此类的善业。 

    受取律仪的方式，可分自受和依他受两种。先说自受，

就是说，不像其他的受戒，必须要依人而受等，这里受十善

的律仪没有这个必要条件。也就是，可以不需要在上师、堪

布等这样的境前受，是可以自己受的。 

    在所受律仪的情形上，也有满分受、一分受等的情况，

以不偷盗为例来说明。上等，自己这样起心：“我从今以后，

不偷盗！”这样就是满分的受。假使不能这样，那也可以一

分受。也就是，对于处、时、境的三个方面，都可以取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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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分。比如，我现在立誓在这个地方不偷盗，比如在这个

道场不偷盗。或者，在这个时间段里不偷盗，虽然全部做不

到，但我如此起一个部分的断心，也都属于善业。 

 

2）依他受 

 

    又如果能从上师善知识或者三宝等前取受，力量会更大。 

依他受，指在上师、堪布或者三宝所依等前受。这样由于有

一分境缘的力量或增上缘的力量，使得受的力量更大。 

    这就说出在两种受当中，若能依他而受，可以在受律仪

上有更大的作用力。 

    因此，仅仅自己不偷盗还不足，心上要发起一个“无论

如何要断除这个恶业”的誓愿。 

    这里要辨明未作恶和断恶的不同。未作恶不是这里的善，

也就是仅仅没作还不够，需要有一个断的誓愿。 

    未偷与断偷不同。总之，前者只是未遇造恶的缘而没造

恶，由于并无善心故，不属于善；后者是发生了断恶的心，

具善心故，属于善。 

    因此要把握这个要点：在修十善的时候，一定要有这种

誓愿，也就是，或者尽形寿，或者于某时、某地、某境等，

发出一个“无论如何我要断掉这个恶！”有这种断恶的心。

一定要有这个断恶的心，才是修了这个善。 

 

（二）殊胜十善 分二：1、体相；2、差别 

1、体相 
    因此，所谓十善即是断除十恶，并且实行其对治品之白

法。 

    这里讲到，殊胜十善止行兼具的善行特点。“止”指停

掉黑的方面，“行”指行持白的方面。我们心中有偷盗等的

黑的业种，在消极上要止息掉这些黑的；不仅如此，纯白的

护生、布施等，要在积极上行持起来，这样止行兼具，叫“殊

胜的十善”。 

    所谓“对治品”，指布施是偷盗的对治，乃至正见是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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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对治。就发生的积极善法有对治相应恶法的功能，称为

“对治”。好比一块画布，对于那个黑所表示的污染的方面，

全部要擦掉，接着，还要以白所表示的那些庄严的色彩，需

要画上。这样在我们心中去掉黑的方面，断掉了恶的业种，

同时要熏上善的业种，这样有一个纯白的积极的行善，它就

成了殊胜的善业。 

2、差别 
    即是需要先断除不与取，而后行持布施，此是身分第二

善；  

    所谓的殊胜的十善就是十断十行，要求在止恶以后再行

善，任何一个方面都要有这两个修行。 

次第上 

    第一、当然先止后行，恶的都还没止掉，善的就难以行；

恶的止掉，障碍就拿掉了，然后还要积极地发展善。那么，

这条路一直走到二地的时候圆满。消极上把所有的恶全断掉，

积极上把所有的善都行起来，这个就是庄严的戒德。所谓的

戒，建立在因果上面，建立在对缘起的胜解上面。 

    那么，所谓的“需要”，就是要做到，先是粗分上做到，

然后在细分上做到。所谓的十善，不是只是一个人天乘的教

法，而要知道它是五乘(注一)共基，它是需要发展的。当有

了小乘的内涵的时候，配合在出离心、人无我慧上，它就是

小乘出世的善；配在大乘的大悲心、菩提心、法无我慧上，

它就成了大乘的善。 

    在止恶的观念上，按简明的说法来说，就是断杀、断盗、

断淫、断妄、断离、断粗、断绮、断贪、断害、断邪。这节

所讲的就是断盗，自己发勇猛心一定要断，这样就有学因果

的非常大的愿望，因为不学因果是没法断的，在里面无法生

根的。学了因果，先是观念建立，这叫“开发胜解”；之后

发生很大的道心，这叫“出现断恶的欲”，它就是戒的内核； 

  之后再受律仪，从此之后真的是把这些邪行全断掉。这些

都是由业果愚发展出的邪恶之行、堕恶趣的因素、无量苦难

的大根源，因此一律断。那么，由于各人的善根、积习、助

缘等有所不同，具体断的状况也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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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上是这样的。然后，根利的能够很快断掉，根钝的、积习

深的就是渐次地断，长年在这上面努力，逐渐地就能断掉。 

 

然后，所谓的“十行”， 简明地来说，就是行仁、行义、行

礼、行诚、行和、行雅、行法、行舍、行利、行正。这节所

讲的就是行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竖立十大观念 

 

    第二、布施观念。不是盗取而是发放，有财尽量地发

放。效仿过去的善人，无粥施粥、无桥施桥、无衣施衣，就

是这种观念，对于匮乏者尽量地施舍。 

 

    像这样，要极其充分地去发展善行，它的根源是善心，

而善心上其实就是信和悲或者信和欲。信就要发展胜解，白

业果(注二)上首先充分地去作抉择观察，一条一条地确认到

它的因果条理，而且真实不虚。发现这上面完全没有差错的，

发现缘起贯穿在一切的白业白果上。之后又知道，下一粒种

子，会发生像参天大树那样看不到边际的果，就知道业的相

续性是非常厉害的。 

    这时候就知道，必须在自心中熏善种，这个发生的就是

信心。那么，这个引导的次第就放在果相里面，对于白业上

的异熟、等流、增上、士用的四重果相，一一发生体认，然

后结晶成一个非常巨大的因果的胜解，首先由这个途径取得

信心。那么有了信心之后，他的欲就要开展出来了，这个欲

是一个悲，这个悲就是从邪的、苦的方面反转过来的一种道

心。 

    有了这个欲——善法的欲以后，他就开始会立愿，“一

定要这样行善”以这个愿的推展，会一步一步地加深加广。

那个数量，就像经商者对于财富有欲以后，昼夜不断地在财

富上发展，同样，他会昼夜不断地在善上发展，然后发展成

一个善的富翁。最终达到二地菩萨(注三)善行圆满的地步，

一切处身口意的善全部都发展出来了。 

 不偷盜…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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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造罪和一般的善的区别 

没有偷盗但没有发心的话不是善，只是没有造罪而已 

十善业的善是有发心，有决心发誓不偷盗，这才叫做

善 

一般的善和特别（殊胜）的善的区别 

o 一般的善是发心不偷盗， 

o 特别（殊胜）的善除了不偷盗，还发心去供养布

施 

行十善业，同样需具基、发心、加行、究竟四个条件才是圆

满的善业。 

基 

 一般善业：他人拥有、有权、执着的财物 

 殊胜善业：自己拥有、有权、执着的财物 

发心 

 一般的善： 

o 知过患/胜解：清楚没有造罪的不偷盗与发心断除

不与取的善的区别，知道不与取的过患很大。因

果的五种规律，业决定，增长广大 

o 受律仪/欲：见过患后欲断除不与取 

 殊胜的善： 

o 胜解：了知供养和布施是殊胜的善。因果的五种

规律，业决定，增长广大 

 布施观念。不是盗取而是发放，有财尽量地

发放。效仿过去的善人，无粥施粥、无桥施

桥、无衣施衣，就是这种观念，对于匮乏者

尽量地施舍（前行引导文 173 业因果 20） 

 行持布施，能得到人天善趣的富足安乐，不

受贫苦，不会转生于饿鬼界，究竟获证菩提

果。（因果明镜论） 

o 欲/发愿：对供养，布施，充满欢喜，勇悍，乐此

不疲，积极 

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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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善业：断除不与取之行为 

 殊胜善业 

o 慷慨布施。自己有财物的话，应尽量上供下施，

同时不要去炫耀。（前行广释 67） 

 积极供养之行为 

 积极布施之行为 

 

 分类 

o 自作 

o 教他作 

o 共作 

o 随喜他作 

究竟 

 一般善业：防护不与取圆满， 

 殊胜善业：积极供养，布施圆满 

果报 

异熟果 

十善业的异熟果：转生在相应的三善趣中。 十善业的异熟

果中，如果是上品的善业就转生在天界，中品的转生修罗，

下品的转生人道，有这样的安立，所以说“相应于转生三善

趣”。毕竟在三善趣当中，没有那么严厉的痛苦，也有很多

快乐，虽然也不圆满，但大多数是安乐的时候，痛苦的时候

还是比较少的。而且，转生三善趣是因为所修的十善业道的

力度，所以在转生善趣的时候也会因此获益，比如，不偷盗、

布施，可以感召财富非常圆满等等。引业和满业都可以感召

相应的感受，转生到善趣中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相应于你

自己善根的多少，也会获得多少的安乐。 

等流果 

 同行等流果 

生生世世喜欢行善，并且善举蒸蒸日上。 这很好，叫良

性循环。如果我们喜欢造善业，一方面它的异熟果转生善

趣；一方面通过等流果，生生世世当中都有喜欢行善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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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不解脱或者不努力的话，想要行善的心有时也

会受到其它环境的影响。扶老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

然都愿意做，但是不敢去做，为什么？因为想到成本有点

高，就不想做。所以，我们在这种环境中，虽然的确有善

心，但是其它的东西可能会影响你没办法去做 

• 感受等流果 

不偷盗感得具足受用，无有盗敌； 不偷盗能感召到具有受

用，无有盗敌。种种的受用，他都很富裕，也不需要很勤奋

地去劳作，就会赚很多钱，财富、受用都比较满足，而且无

有盗敌（有些人钱赚得多，被偷的也快，会遇到很多因缘，

钱就没有了。赚钱之后打官司、遭遇火灾、被偷、被盗、被

诈骗。盗敌的“盗”字包含了很多，包括诈骗在内）。如果

经常性布施，他的财富还会很稳固，也遇不到偷盗、诈骗的

因缘，即便遇到了也诈骗不了，这就是布施或者断除偷盗的

功德。 

 

增上果 

   成熟在外境上，与前面十不善业的果报恰恰相反，具足

圆满的功德。 

    其实造善业会一切吉祥，造恶业会一切不吉祥，这不仅

仅是佛教所承许，其他宗教也强调这一点。如儒教的《易经》

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道

教的《太上感应篇》也说：“人能行善，上天赐之以福。”

所以，行持善法之后，外在环境会非常舒服，护法神、天人

和周围的人，都会给你创造许多快乐的因缘；而造下恶业的

话，人与非人、包括环境会给你带来诸多不祥 

    不过，这个道理对好人来讲，稍微开导一下就能接受，

但对恶人而言，再怎么样劝诫，他也不一定听。如《正法念

处经》云：“善人行善易，恶人行善难。恶人造恶易，善人

作恶难。”这个偈颂我很喜欢。真正有善根的人，再怎么劝

他犯戒、杀生、造恶业，他也不会做的；但如果是一个恶人，

让他喝酒、抽烟、做坏事，只要略加指点就可以了。所以，

每个人的因缘确实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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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用果 

    所做的任何善业都会突飞猛进地增长，福德接连不断涌  

现。这是士用 果，它和前面十不善业的士用果相反。前面

是恶业突飞猛进，现在是善业突飞猛进，福德接连不断地涌

现。这里面有相互牵制，虽然士用果本身的确可以突飞猛进，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解脱，以前残存的烦恼、我执、无明等会

牵 制它。虽然它可以突飞猛进，但因为内心中有很多因缘

阻碍它，所以没办法显现得那么明显，原因可能是这个。 

    因为我们内心中轮回的习气太任运，而修习善法的习气

太弱，所以没办法从这方面突飞猛进。 如果我们修行时间

长了之后，善业的习气占上风，恶业、轮回的习气占下风的

时候，恶业就会受到扼制，恶业增长的速度就很缓慢，而善

业增长的速度就会突飞猛进，很明显。 

    这就是互相牵制的力量，在我们相续中有时候体现得

比较明显。 上师教导我们认认真真断恶业，尽量修善法。

修善法要抓住哪些善法力量大，力量大的一定要首选。比如

商主取宝的时候，笨的商人和聪明的不一样。笨的商人搬黄

金、金块什么的，虽然也值钱，但很重，拿不了多少；但是

聪明的人就捡如意宝等又轻、价值又比较高的东西。    

    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进到佛法的宝库中，通过一般的

兴趣做放生、闻思，这样也好。但是有智慧的人就会想：同

样做这些事情，我用菩提心摄持，我首先一定要把菩提心培

养起来，尽量每天以菩提心摄持去做。这时候力量就很大。

同样的时间、善法、机会，有菩提心摄持的就是窍诀，有智

慧的人想方设法不忘菩提心，提醒自己修菩提心，以菩提心

摄持修善法，他就增长很快。 如果没有以菩提心摄持的话，

就显得笨拙了，就浪费了。本来可以增长很多的，为什么不

用呢？可能是对菩提心认识不够，或者忘记了，或者觉得不

需要菩提心，就用世间的意义摄持。同样的时间做善法，一

下子就不一样了，所得到的利益完全不同。 

    现在我们可以做到，我们依靠人身，尤其依靠人身可以

转生到大乘佛法比较兴盛的地方。在中国人当中很少有不接

受菩提心的。既然能够接受菩提心，我们就认认真真地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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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通过观修生起一点感觉，或者每次就用这个去摄持，不

要忘记，刻意地提醒自己。 在初级阶段，刻意地提醒很重

要。因为这时候我们还没有办法很任运地去做，所以一定要

刻意提醒自己。不管造作也好、麻木也好，每次在上课、修

法前，就要刻意提醒自己发菩提心。这样刻意引发，后面就

习惯了，习惯后就不用刻意了，只要做善法它就起来了（一

定要发菩提心）。 

    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比较刻意地勤作去引发菩提心，这

对我们修行很重要。从现在乃至成佛之间，菩提心一直要贯

穿始终。在相续中越早使用菩提心越好，几年之后使用和现

在使用完全不一样，几年之间没有使用菩提心，很多可以得

到更大利益的机会就已经错失了。所以用得越多、越早、越

深入越好，菩提心对我们来讲就是这样，同样的时间可以做

不同的功德，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对它的态度和认知。 

    综上所述，业因果的正见，我们每个人该修的要好好修，

该观想的要好好观想。如果善恶因果的见解得以坚固，那你

做什么事情、行持什么善法都很容易。相反，倘若这个见解

动摇不定，就算得了再高的灌顶、再无上的窍诀，对你恐怕

也不一定有长期的利益。所以，大家对取舍因果的理论和实

际修持，务必要值得重视！ 

 佛说十善业道经-益西彭措堪布 

丁二、明离偷盗功德 

【复次，龙王！若离偷盗，即得十种可保信法】 

    先解释“可保信”。“保”是有保障，“信”是可信赖。

因果律是公平的，靠巧取豪夺得来的东西，不属于自己分内

应得，也就一定会以各种因缘使它耗光。如果没有夹杂偷盗

的恶业，也就是在因上没有任何巧取豪夺、不劳而获、少劳

多得等的心思和行为，只靠正当的付出来获得，那所得到的

财富、名誉、善缘、心情、辩才、受用等等就都是有保障的，

不可能被破掉。所以我们修离偷盗这条善道，就会得到各种

可保信的法。 

【何等为十？一、资财盈积，王贼水火及非爱子，不能散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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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知道，凡是不义之财都无法久存，终究有一天会被五

种因缘破散。也就是会被国家没收、被盗贼抢夺、被水漂走、

被火烧掉、被败家子败光等。相反，能修离偷盗的善道，而

且随分随力地布施，那就能源源不断地获得。而这一切都是

属于你的，不可能被破灭。 

    如果对远离偷盗做得非常清净，不但远离身口偷盗，下

至一个偷盗的念头都没有；不但远离偷盗，而且真心诚意地

广做布施，那么将来所获得的一切财富就都是有保障的，没

有一点会被破散，这就是真正地做保险。所以，只是找一家

保险公司并不可能得到保险，只有在自己身上断除偷盗，才

是做真实的财富保险。 

举一个例子来说： 

    明朝仪真县有个金某，在镇上经营当铺。当时出现盗贼，

把镇上富人的财产洗劫一空，只有金某的当铺太平无事。官

府怀疑他和盗贼相通。后来逮捕了盗贼。官府审问为什么不

抢金家。盗贼说几次去抢，都见他家屋顶上有无数金甲神守

卫，所以不敢侵犯。官员不信，又叫来邻居询问。邻居们都

说：“确实事出有因。金某平时行善积德，其它店铺出轻入

重，只有他出入公平；而且，他估物宽、期限远，凡是亲戚、

邻居、年老贫穷的人，都破例免去利息；又在冬天免去冬衣

的息，夏天免去夏衣的息，每年如此。上天保佑好人，所以

有吉神保佑。”县令听完对金某非常赞赏。 

    像这样，做人不亏欠而且不断地付出，心里没有造任何

偷盗的恶业，那所得到的财富就是谁也无法侵犯、夺取的。 

【二、多人爱念】 

与人交往时，没有骗人、夺人的心。做任何事都只尽本分，

不求非分的所得。这样不论在哪里生活、工作，大家都会喜

爱你。这是自然的道理。 

反过来说，不想付出只想获得，这是盗心；付出很少，却想

得到很多，也是盗心；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却占为己有，也

是盗心。这样做损人利己的事，当然会遭到别人唾弃。 

【三、人不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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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我们不论在何时何地，都只凭自己的付出来获得。这

样没有做欺负人、夺取人的事，别人就不会欺负你。 

【四、十方赞美】 

远离偷盗，就能得到十方诸佛菩萨、声闻缘觉、诸天善神的

赞美。 

凡是善行都得到十方圣贤的赞美，凡是恶行都被十方圣贤呵

责。所以不要认为行善寂寞，没有人给我鲜花掌声。能远离

偷盗就和十方圣贤的心相通，就得到十方圣贤的赞美，这是

殊胜的荣誉。 

【五、不忧损害】 

盗取别人的财富就是损坏别人的受用，使他的身心、家庭等

受到损害。这样做了害人的事，内心也会担忧被别人损害。 

有这样一件事。这是在康熙的某年，天气很干旱，昆山地方

有一对夫妇出来戽水。忽然间雷雨大作，当场丈夫被雷震死。

丈夫平时为人诚实，大家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妻子私下里

叹气说：“只是为了十八斤肉！”大家争着问她。她说：“去

年冬天运米进城，船停在岸边，看见空船上有一块肉，没有

人取。我丈夫趁机赶紧开船回来，用秤一称，有十八斤。这

块肉是岸上一户富人家的，他家的仆女放在船上准备洗肉，

因为有事暂时离开。等她回来，肉已经不见了。富人家的主

母就用鞭子打她，一失手把她打死了。富人家的丈夫说这样

一定会破家，就和妻子大闹。结果妻子一气之下，就上吊自

杀了。今天被雷打死就是这个缘故。” 

像这样，如果做偷盗让别人的身心受损害，比如破产、破家、

生病、死亡等等，这样让别人遇害，自己的心也不会安宁，

终有一天要受因果律的惩罚。 

相反也就知道，如果远离偷盗，丝毫不损害别人，心里就不

忧虑会遭因果报应。就像唐朝的杜顺和尚，把鞋子晒在照顾

不到的地方，有人担心放在那里会被人偷掉。杜顺和尚说：

“我无量劫来从没偷过人家一文钱，我不怕有人偷我的鞋

子。” 

【六、善名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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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你在公司、单位里做事，从不拿公家一分钱，也不浪费

任何一点财产，做什么都宁可亏自己也不亏公家。而且对待

任何人，都保持不欺负、不霸占的原则。这样你的善名就会

在人群中流传，即使多年以后，和你相识的人想起你、谈起

你，都会说：“你是个好人！” 

【七、处众无畏】 

如果侵占别人的所得或者窃取别人，这样做了亏心事，就怕

别人揭露，处在众人中内心会恐惧不安。如果不做偷窃，没

有做亏心的事，在大众中就心无畏惧。 

【八、财命、色力、安乐、辩才，具足无缺】 

    如果能远离偷盗，不论在财富、寿命、身体的精力、内

在的安乐、辩才等受用上，都会具足不缺。这可以给自己算

一笔账，只要做了偷盗，就在福德上大有亏损；而守持远离

偷盗的善道，就会分分秒秒中增长福德；然后尽量地布施奉

献，就会增长得更多、更快。福德修集得深，财富受用也就

变得越来越好，寿命也会延长，身体也会具有精力，内心恒

时具足安乐，不会觉得空虚。而且心地光明，演说正法时，

有口若悬河、自在无碍的辩才。 

【九、常怀施意】 

    这也可以做试验。比如以前给别人做事，付出一份力想

得到两份回报，这是少劳多得的心，属于盗心；或者该付出

的劳动，却想方设法偷懒闲散，也是盗心；或者以势力欺压

别人，该多给的少给，也是盗心。现在转过来，让私心、盗

心尽量减少，而且多去付出。比如给人办事，事事都求多一

点付出，这样就是学厚道。能够按这样养成贤善的习性，就

常常怀有奉献的善心。有奉献的意乐，将来一生会受用不尽。 

【十、命终生天；是为十】 

    如果一生当中远离偷盗的恶业，临终时就非常坦然、安

详，回想一生的行为清白，就会在安乐中上升天界。 

【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得证清净大

菩提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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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修远离偷盗的善业目的不是为求人天福报和小乘

果位，而是回向成就无上佛果，那以后成佛时就会证得清净

大菩提的智慧。 

 

    菩提智慧，人人本具，只是被烦恼障蔽而无以显发。如

果能坚定地行持十善业道，使身口意的恶业逐渐远离，最终

远离一切客尘时，就会显发大菩提普照万法的智慧。 

 

公案 

因果明镜论 

    行持布施，能得到人天善趣的富足安乐，不受贫苦，不

会转生于饿鬼界，究竟获证菩提果。 

    舍卫国有一穷人，供养一串葡萄给比丘。比丘说：“你

已经作了一月的布施。”穷人问：“我只施一串葡萄，为何

说我已布施一月？”比丘开示道：“这一串葡萄，你在一月

前就有布施之念，此后念念不断，难道不是布施一月？” 

    所以布施之行完全安立在舍心上，舍心是布施的根本，

布施所生福德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舍心的状态。 

    拘留沙国有位恶生王，看见一金猫，从园堂的东北进入

西南角，就命人挖掘，结果得到铜盆三重，里面装满了钱，

而且五里之内都是如此。王甚觉希奇，就问尊者迦旃延此事

的因缘。尊者答道：“过去九十一劫前，有佛出世，号毗婆

尸。当佛涅盘后，曾有一比丘乞食，置钵于路边，告诉行人：

如人以财置于此坚牢藏中，一切王贼水火不能夺去。当时有

一穷人，听后踊跃欢喜，恰好他有卖薪钱三文，随即取钱布

施。在返家的五里路上，穷人步步发欢喜心，当他到家要进

门时，又遥向比丘所在地顶礼发愿，当时的穷人就是您的前

身。” 

    经云：“若布施之时，能以欢喜心与，恭敬心与，清净

心与，不望报与，或所与者值菩萨圣僧（即所施的对境是菩

萨圣僧），如彼良田，下种虽少，所收甚多。”穷人施钱，

因为生起了踊跃的欢喜心，并且施后一直沉浸在对善法的喜

悦之中，这种行善的欢喜心十分难得，因而显现的果报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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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奇，因地于五里路步步对布施生欢喜心，结果福业成熟时

五里路上处处都现前装满钱的铜盆。所以行持善法之后要懂

得随喜自己，使善心的意乐得到增上，这是十分善巧的增上

善业的方法。如果我们能象好色一样汲汲好善，则福德成满

也并非难事。 

    昔年有位长者，名阿鸠留，不信有后世。一日经过险道，

三四天都未见水草，将要饿死，遇一树神，告神饥渴。树神

即于指端，化出饮食，济其同伴。长者问：“尊神有何福德，

手指竟有如此神力。”神言：“我在迦叶佛时，本是一贫人，

平时在城门外磨镜，见沙门来乞食，必定举右指为人指示有

斋之处，常常这样予人方便。所以今生受用，全靠这指。”

长者听后心悟，大修布施，每日饭供多僧，后生第二天，为

散华天人。 

    人身十分珍贵，被称为如意宝，只要有智慧，随时随处

都可由此如意宝，流生出无量福德，象此树神因地即是以举

手之劳来种植福善，推而广之，如同《安士全书》所说：指

示于人，福田从手而广；赞叹劝勉，福田从口而广；奔走效

力，福田从足而广。所以人之口、目、手、足都可用来作福。

佛法无主人，唯勤者得之。在菩萨戒的摄善法戒中要求行人

在一切时处都要尽己所能、竭尽全力积累包括一丝一毫在内

的一切善业，可与此处之理会通。 

观修思路 

三个思维方式 

1、思维什么是一般的十善，什么是殊胜的十善 

 思考什么是十善业中的不偷盗 跟不偷盗的行为不能等

同，要有发心 

o 没有造罪和一般的善的区别 

 没有偷盗但没有发心的话不是善，只是没有

造罪而已 

 十善业的善是有发心，有决心不偷盗，这才

叫做善 

 一般的善和特别的善的区别一般的善是发心

不偷盗，特别的善除了不偷盗，还布施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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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思考善的果报，四种果报 

3、消归自心 

 自己曾经有没有行这样的善，没有的话要去做，有机会，

有能力的话以后就一定要去做。有过要继续，随喜，更

加精进 

两个结论 

1、坚定不移的相信善有善报 因果关系 

2、观察自己过去或现在有没有去做这个善业，不能忽略任

何一个机会，做的不够就要努力，做的不错就要好好回向 

    这两个结论是最最重要 

    每一个善业都有这 3 个思维方式，还有这 2 个结论 

 

 
 

附注 

 

第四页注一，五乘：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 

第五页注二，白业果：在因果的奥秘丁二白业果分二中有详

细叙明…《本地分》中说：于杀生、不与取、欲邪行生起过

患欲解，生起殊胜善心，于此等黑业发起静息方便及静息究

竟，在此过程中所有的身业，即是离杀生、离不与取、离欲

邪行的白业。语言的四种白业及意的三种白业，也是如此，

差别是把上文的身业换成语业或意业。 

第五页注三，第二地：身、口、意三门的三不善业和违犯小

乘别解脱戒与菩萨戒等犯戒方面的轻重烦恼与错误，都能防

止或不做，戒律很圆满，故称为无垢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