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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佛菩薩、師父上人、各位法師、各位善知識：大家阿彌陀佛！ 

 

從今天開始十一天我要跟大家一起研討《佛說十善業道經》。在介紹這部經之

前，想要跟大家分享清朝的雍正皇帝他曾經對天下人下了一個御書。他內容是

這樣子說的，他說：儒釋道學者，經常就彼此互相地批評。可是他認為，其實

這三個應該說都是同出一源，同樣都是從一個根源來的。他說佛教的｢五戒十

善｣跟儒教的｢三綱五常｣是相類似的。他又說如果一個鄉里裏邊能夠有十個人

可以守五戒十善的話，那就有十個好人；如果有一百個人可以守五戒十善的

話，當然這一百個人影響所及這一個地方的風俗就會慢慢變得非常的良善，這

樣子不斷地推廣出去的話，整個社會國家就不需要有刑罰了。所以他覺得佛教

要是把人的這一個貪心給化了，把這一個煩惱我執慢慢給淡薄了，這個就是佛

教最主要的利益世道人心的目的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其實法師第一次叫我來跟大家介紹《佛說十善

業道經》的時候，我有點看輕了這一部經。因為一開始我覺得修十善不過是得

到人天的福報罷了，為什麽要特別弘揚它呢？等到自己去研讀的時候，發現它

其實是能夠成就五種功德，也就是說它除了是人天果報的根本善法之外，它還

是聲聞乘、辟支佛、菩薩道跟佛道的根本善法。意思是說這五乘是依著這十善

而成就的，也因此在大小乘的經典裡面，統統都以十善法為根基。 



 

特別是清朝末年的太虛大師，他不遺餘力地來弘揚《佛說十善業道經》；我記

得貞法師還在世的時候，只要有機會，他也都不遺餘力地弘揚這部《佛說十善

業道經》。我剛剛說大小乘都共同來講十善這個法門，在《中阿含經》裡面就

有提到這樣的一段話，它說人的壽命平均減到十歲的時候，人心就變得非常的

壞，甚至連一根草都可以拿起來當成刀劍互相地屠殺。就這樣經過七天的刀兵

劫以後，人變得非常非常地少了，那劫後餘生的這些人，深感殺戮之苦，便也

共同願意去守十善的法門，因此人心變好了，人的壽命也就慢慢慢慢又增加

了。其實到了我們今天這個人壽，大家也都是應該依這個十善業道彼此來互相

地相處。 

 

我們知道《佛說觀無量壽經》裡頭，說道：如果想要生到西方極樂世界淨土，

最少要修三個福業。一是研究大乘經典，二是受持三皈五戒，而最後講的就是

「孝養父母、尊敬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由此可以想到這個十善業的

確是我們世間跟出世間做人的根本。 

 

我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十善的｢善｣字，在我們的甲骨文裡面，它原來是一

個｢羊｣字，在中國字裡邊，凡是跟｢羊｣有關係的，它都是個美好的意思。這｢

羊｣的頭上兩點，它可以就是兩個角，同時它也是兩個眼睛。那我剛剛說因為

這一個｢羊｣它代表是吉祥，你看吉祥的｢祥｣字，它就是美好的意思，所以這兩

個眼睛也就是慈眉善目的意思。再講到這個｢美｣字，｢美｣字其實就是｢大羊｣，

凡是跟羊有關係的它都是跟溫和、美好、跟吉祥有關係。這個字從甲骨文演變

到金文的時候，就比較像我們現在寫的這個｢善｣字，也就是上面是一個｢羊｣，



下面是一個｢言｣，這樣子組合起來的時候就可以知道這個｢善｣字一個態度上非

常的美好，很吉祥；在言語上面它非常的溫和的一種狀態。 

 

太虛大師他說：這個善業在時間上面，它是通現在跟未來；在空間上它可以利

益自己跟他人；也就是說從現在一直到盡未來際，都能自利利他的才是佛教所

說的善。我們一般世間上的善，可能就是純粹地利益自己，利益自己的國家，

或者是針對眼前的幫助罷了；但是出世間——就是佛教的善，它是對於自他都

有利益，而且對現在、對未來也都有幫助。 

 

講到這個地方跟大家講一個故事。在北歐有一個教堂，每天去祈禱的人絡繹不

絕，因為這個教堂它有一個跟真人大小差不多的耶穌像，它被釘在十字架上

面，因為有求必應的關係，所以去祈禱的人就絡繹不絕。有一天那個看門的人，

就覺得這個耶穌站在上面太辛苦了，所以他也祈禱耶穌，他就跟耶穌講：｢你

太辛苦了，我想我可以跟你換換位置。｣ 結果真的耶穌聽到他的話了，有一天

他又在禱告的時候，他聽到一個聲音：｢好！我們兩個換位置，我來看門，你

來站在上面。｣ 但是條件是：真耶穌要這個假耶穌遵守他的諾言，那就是：無

論如何他一句話都不可以說。看門的這個假耶穌答應了後，他就站在上面。 

 

第一天就來了一個富人，這個富人祈禱以後就走了，可是他忘了他的錢包。不

久就來了一個三餐不繼的窮人，他非常誠心地跟耶穌祈禱，完了他正打算要離

開的時候發現：唉，有一個包包。他打開一看：全是錢。「哇！這個耶穌太靈

驗了！」他就滿心歡喜地感謝耶穌，站在上面的假耶穌就很想跟他說：「那個

不是你的錢」。可是他一想到約定，他就忍住沒說。過一會來了一個年輕小夥



子，他是一個船員，他也來祈禱耶穌，希望他走船的時候可以平安。當他正要

離開的時候，那個富翁就匆匆地跑進來，一看到這年輕的小夥子就一把抓住他

說：｢還我錢來！｣ 當然這個年輕人他就覺得很莫名其妙：「為什麼抓住我要

錢？」站在上面的假耶穌終於忍不住了，他覺得他無論如何得要說出真相， 所

以他就跟他們講到底是怎麼回事。 

 

看門的真耶穌也終於忍不住地說：｢你沒有資格站在那個位置了。｣ 假耶穌就

說：｢我是做一個好事啊 ，而且我只是把真相告訴大家而已。｣ 真耶穌就說：

｢這一包錢對這個富翁來講，根本是九牛一毛，他用這個只是去玩女人罷了；

可是對一個窮人而言，他可以拿它解決一家人生活上面的困境。你如果不說出

真相，這一個富翁他就一直糾纏著這個船員。相反地，船員他匆匆忙忙趕上了

這個船劫，現在這艘船正慢慢地沉入大海。｣ 

 

我要講這個故事的意思就是，其實我們一般人所看到眼前的這個東西我們以為

是一個真相，我們以為是最有意義的一個事情，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努力地

去修行，把我們的我執我慢去掉，淡薄我們的煩惱，智慧才會慢慢地提高。如

此一來我們看事情才會看得比較清楚，那我們做的事情才會對自己或對他人、

對現在、對未來都比較有幫助。 

 

再來講業，簡單、直截了當地講它就是行為，我們常常不容易察覺因緣果報，

因為它沒有那麼快可以成熟。也就是我們常常講的所謂異熟果，它就像一顆種

籽，種下去之後須要三五十年才能長成。因此我們今生所造作的，極可能一直

到來生它才會結果。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有很多人不願意相信因果的存在。其實



我很願意這樣子講，當我們做善事或做惡事的同時，我們已經就在接受這個果

報了。這怎麼說呢？當我們做好事的時候，其實我們心裡就會非常地平安，非

常地愉快，也就說我們當下就已經是在人天了；可是相反地，如果做壞事的時

候，即便沒有人知道，但是心裡頭時時刻刻都惶惶不安的，那也就等同在三惡

道了。 

 

再講一個公案。有一次，有一個法師他受邀請到皇宮去跟皇帝說法，他旁邊的

將軍聼了就很感興趣，但是他對佛法沒有任何的概念，當然他也很想挑戰這個

法師，所以在會後就去找這個法師。他說：｢你告訴我真的有天堂地獄嗎？到

底這個天堂地獄的相狀是什麼？｣ 法師二話不說就跟他講，他說：｢你這個大

老粗怎麼配問我這個問題呢？｣ 將軍一聼就非常生氣，想我乃堂堂皇上的將

軍，怎你就如此大膽污辱我，於是劍拔出來，然後指著這個法師，這時候法師

就說了：｢地獄之門為你而開。｣ 請大家注意一下，法師並不是說地獄之門已

經替我打開了，而是地獄之門已經為你而開了。就因為這一個將軍一念瞋心，

地獄之門就為他敞開了。可是當將軍一聽到法師這麼說的時候，激發了他的善

根，他當下就跟法師懺悔。這時法師就說道：｢天堂之門已經展開了。｣ 由這

個故事我們知道善惡的念頭，當下它就會讓我們去造作一個好的或不好的行

為，也就在當下我們也接受到因緣果報了。 

 

再來我們說《佛說十善業道經》的｢道｣字，上人解釋它是一個｢首｣加一個｢走｣，

意思是說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實行。如果我們不實行的話，光說不練，無論說

了多少都是沒有用的。因此，十善業道就是要我們在日用平常的時候好好去實

行。我們如果能夠這樣子，時時刻刻地去實行這個十善業的時候呢，我們的做



人基礎有了，成佛也有餘了。 

 

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個地方，明天開始進入經文。 

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