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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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繼續講《佛說十善業道經》。因為有同修剛回來，所以我就稍微複習

一下我們前四天講的內容。這一部經佛是在龍宮，就是娑竭羅龍宮為娑竭羅龍

王所講的一部經。「娑竭羅」翻譯成我們中國話就是「鹹水海」，就是苦海的

意思。是說我們眾生在六道裡面輪回，其實都是頭出頭沒，都是在苦海裡面。

在經裡面講到說，「一切眾生，心想異故，造業亦異。」就是一切六道眾生，

因為心裡面想的不同，所以行為的造作也會不同，然後有了諸趣的輪轉，這主

要講的就是五趣的輪回。也就是像《華嚴經》裡面講的一句話：「萬法唯心造」。 

 

日本有一個小故事：有一個人死了，天使來接他上天堂，這個人於是乎就提出

了一個要求。他說：「我在《聖經》上面都有讀到地獄跟天堂，可是我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地方，你可不可以帶我去看看？」天使想：既然我已經要帶

你上天堂去了，那我就不如先帶你去地獄看看。於是天使就帶他先到了地獄。

到了之後他發現地獄就像我們這個齋堂一樣，有長長的桌子，桌子上面有好豐

盛、好豐盛的食物。桌子兩旁是長長的椅子，坐了滿滿的人。他們每個人手上

都有一雙很長的筷子，大概有三尺長。他們的手肘都被夾板給綁起來，不能彎。

他們看到桌子上非常豐盛的食物個個都很想吃，可是他們手肘不能彎，筷子又

很長，食物雖然放到那，但是夾不到，所以他們儘管很忙乎，沒有辦法把食物



送到自己的嘴巴裡面。天使就跟他講說：「這就是地獄。」 

 

看完了地獄以後就上天堂，到了天堂的時候發現場景是同地獄一模一樣的，也

是在一個大大的房間中，一樣有整桌子非常非常豐盛的食物。桌子兩旁一樣的

坐著滿滿的人，可是每一個人都非常地歡樂。雖然他們也一樣手上都拿著一雙

三尺長的筷子，他們手肘一樣都被木板給綁起來，全部都是一樣的場景。可是

他們每一個人就會把這個食物夾著，然後送到旁邊人的嘴巴裡。因此每個人都

吃到了食物，他們每一個人都很快樂。這個就是天堂。 

 

故事聽到這個地方，小弟弟也在笑，很多人都在笑，可見我們的心所隨順的是

互相幫忙、隨順的是快樂。這證明我們的想像不一樣的時候，我們就會做不一

樣的行為，結果也就很不同。 

 

我們看看六道的眾生，大家的面貌其實都長得不太一樣，可是我們發現佛菩薩

好像都長得差不多。為什麼？因為我們六道眾生的心是雜染的，我們是時而想

好，有時候又想著那個壞的念頭。但是諸佛菩薩的心很清淨，所以沒有煩惱，

妄想都沒有，因此他們長得就很一樣。有一句話講說：「自古神仙無別法，廣

生歡喜不生愁。」我們在這個地方學佛， 學佛就要學佛的想像，學佛的行為。 

 

在《觀無量壽經》裡頭講，如果想要往生西方極樂淨土，要修三種的福業：第

一個福就是孝養父母，侍奉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佛教就從這個地方開始，同時也在這個地方圓滿。 

 



我們昨天跟大家講這個心的想像很重要，其實心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它是我們

從無始那一念無明開始，我們就開始去造作，由我們這個假合的身體去造作。

雖然說這山河大地、和我們的身體是假的，但是因為我們是因緣和合而有，所

以我們現在就需要在這個因緣有的份上，儘量地去做好事情，才能成就佛菩薩

的莊嚴功德。好！我們昨天就是大概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今天繼續講。《佛說十善業道經》裡頭，舉了一個例子給我們看：佛告訴

龍王說，佛身是由無量劫來修百千萬億的福德而成就了他的光明相好。雖然龍

王也有光明，可是遠遠比不上佛。在天上，光明最大的就是大自在天王，但是

如果在佛前的時候，他的光是完全看不見的。我們常聽一句話講說：「三祇修

福慧，百劫種相好。」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那我們就拿一百個數目字

來講好了。八十種隨形好，我們拿一百來看，百劫種相好，那等於說一劫修一

個相好。我們再拿這第二十七個相，二十七相是「出廣長舌相」。有一次，佛

陀這裡來了一個婆羅門人，他就跟佛陀講：「你講的法都是一派胡言。」這是

個存心來刁難的婆羅門。這時佛就把他的舌頭給伸出來。你知道他的長度可以

到哪裡嗎?它不僅僅可以覆蓋整個面，可以到髮髻。佛就問婆羅門：「你是一

個非常博學的人，你看過了好多好多的經書，你一定知道，請問這一個舌頭可

以蓋到髮髻的，他是有什麼樣的功德才能夠有這樣的相好？」這婆羅門一聽馬

上就跪下，就拜倒了。他說：「我沒有看過！就我所知只要是這個舌頭它可以

蓋到鼻子，這一個人肯定沒說過謊話。更何況佛陀您的舌頭可以蓋到這個髮

髻，那肯定您是一個真實語、不妄語的人。」 

 

請問在你的生活周遭有沒有人的舌頭很長的？ 



 

我在聖城的時候，我曾經碰過兩個學生，真的是長舌婦，她們的舌頭一伸出來

時候真的可以碰到她的鼻尖。當我跟她們講說這個因為不說謊話，然後才有這

個相好的時候，她們很開心。當然接下來我就問她們說：「你這輩子有沒有說

過謊話？」這個是累劫以來所修成的相好，所以她這輩子如果沒有繼續保持的

話，其實以後也就不會有這個相好了。那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凡夫為什麼一直在

六道裡面輪轉？原因就出在我們時而為善，時而為惡，我們就這樣子進進退

退，進進退退。 

 

佛陀又繼續告訴龍王，他說：佛有這樣子的光明相好，大菩薩因為發大願修大

行，慈悲喜捨，所以他們的面相也都非常的莊嚴妙好；護法天龍八部的大威勢

力，也都是修福德而成就的。相反地看看龍宮，這些與會的大眾，有一些蝦蟹

魚鱉，就是大小不同，形色非常的粗陋——這都是因為心想的不好，就是做種

種不好的身語意業，所以才受這個果報。 

 

佛陀就告訴與會的大眾：我們應該要修學。修學什麼？第一個就是要有正見。

大家知道八正道裡面，正知正見它是排第一的，正見對我們修道人來講，非常

重要。要知道什麼是正見，我們先來鑒別邪見是什麼？我們知道了什麽是邪

見，就會什麽是知道正見了。 

 

以前我有一個同事，是個歷史老師。她教了二十年歷史後得出了一個結論，她

發現：嶽飛三十九歲死，文天祥三十九歲死，好多的忠臣烈士都早早就死了，

所以她的結論是：「好人不長命。」當我聽到這樣的一個言論的時候，我真的



很替她擔心。那時候我已經離開，去萬佛城了，我想她這樣的言論不僅僅是對

她自己有很大的損害，甚至她周遭的這些人也會受到影響。我們常常要保持一

個正能量，就是正面的思維。 

 

我們再回到前面：邪見裡面最大是什麼呢？就是撥無因果，就是沒有因果概

念，所謂撥無因果就是斷見常見。什麼是斷見呢？就是我們這一期生命結束了

以後，什麼都沒有了。一旦人有這樣的一個想法，就會在這一期生命裡竭盡所

能地去享樂，如此一來就會造很多的罪業。所謂的常見是：是人，下輩子也是

人，生生世世都是人；如果是狗的話，它生生世世也不脫離狗身。所以佛陀就

告訴龍王，千萬千萬不要墮落在斷常二見的邪見當中。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在所有的福田裡面要歡喜供養，就是去實行。福田有三種，第一我

們把它叫做淨田。什麼是淨田呢？就是佛、菩薩、師長，我們因為尊敬他們而

有福德。所以從這個一個角度去思維的話，我們就能隨力隨份去供養三寶，而

其間最主要的還是一個純淨的心，恭敬的心；第二是恩田。就是父母和對我們

有恩的人，因為我們孝順而有福德；第三是悲田。就是對於苦惱的眾生、貧賤

的眾生，我們能夠竭盡所能，去救拔他們的苦難。也是因為我們的慈悲救拔的

而得這個福田。 

 

好！佛陀告訴我們第一我們要有正知見，千萬不要墮在斷常二見當中。第二在

這三個福田中我們要盡力去修我們的福慧。第三個是什麼呢？第三個就是要幫

助眾生能夠明白因果。 

 



接下來佛陀就告訴龍王，這個地方是這部經典裡面最精華的地方。他說：菩薩

有一法。菩薩他有一個法，他能夠斷一切的惡。我們在這個地方來一起共修，

來修學佛法，我們最主要是希望能夠離苦得樂。佛陀說：「能斷一切諸惡道苦」

的方法是什麼呢？他說：在晝夜——就是不管白天晚上，能夠常常地思維觀察

善法，使這個善法可以念念增長，不要讓它有一絲一毫不善的念頭到我們的腦

子裡頭。 

 

我剛剛講這一些眾生，就是因為有雜心。什麼是雜心？就是不總是想好的事

情。而是有時候有好的念頭，有時候又有不好的念頭；有時候就做好事情，有

時候就做不好的事情。因為有雜心，所以就有雜業，就有雜煩惱。就像天臺宗

裡面講的「一念三千」，一個念頭忽地跑到天上去，忽而跑到地下來。 

 

我個人覺得可以幫助我們淨念相續，就是時時能保持一個好的念頭，可以有方

法。第一個就是要發願。我們常常有時有好的念頭、有時又出現不好的念頭，

如果我們可以發願，會幫助我們在這個光明的大道上面安住。比如說有一些人

剛剛去受菩薩戒回來，或者有些人受三皈五戒。受戒的時候我們就在這一期生

命，或是生生世世裡面，發了一個願。發什麼願呢？就是我們每一次臨齋儀的

時候念的：「願斷一切惡，願修一切善，誓度一切眾生。」第二個就是剛剛我

講的，儘量去培養我們福德資糧，還有很重要的智慧資糧，智慧資糧就從深入

經藏開始。另外還有一些我們明天再講，最後跟大家講一個笑話。 

 

有一個屠夫他是殺豬的，他的隔壁鄰居是一個修道的人。這個修道人每天早上

起來念經，屠夫每天一大早起來殺豬，他們都要很早起來，所以他們就彼此約



定叫彼此起來。屠夫死了以後上天堂，修道人死了以後下地獄。為什麼呢？因

為修道人每天早起叫人家殺生，屠夫每天叫人家念經。雖然是一個笑話，但是

我們要明白一個道理，就是我們在學佛的過程當中要非常的注意，要有智慧，

否則的話，我們就會錯失掉因果。 

 

好！還有其他的幾個方法，我們明天再講。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