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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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繼續來探討《佛說十善業道經》。 

記得以前在學校服務的時候呢，貞法師他曾經講過，他請教了上人，在小學部

要教佛學的話應該是教哪一部經？師父就說在小學部就教《阿彌陀經》，中學

以上就教《地藏經》。我們可以想想師父他這樣子的指示，他有什麼用意？小

孩子他比較純真的時候，就跟他講《彌陀經》，讓他對阿彌陀佛的相好莊嚴以

及他的國土產生嚮往。那麼比較大了以後就研究《地藏經》，好讓他們明白因

果的道理。 

 

我們昨天講口業清淨，那我們今天繼續來講。我們昨天講口業有四個，第一個

是妄語，我們平常的時候偶爾會講一些所謂的方便妄語，比如說善意的謊言。

當然我們說善意的謊言，初發心他可能是一個好的，但是我們也要稍微注意一

下，不要讓他養成習慣，因為可能就會隨便了。 

 

我記得有一個同修，我們同一屆受戒，她在沒有出家之前她的工作是報社的記

者，她曾經說，因為工作的關係，十分容易說妄語。所以她就跟自己定下了一

個規則：即便是非常非常小妄語，她都要求自己不說。這個給我很大的警醒、

很大的提醒。我們有一些人可能是做生意的。做生意的就會說：「做生意不打



妄語那是絕對做不成生意的。」我曾經聼說：「世界上的人，最喜歡跟誰做生

意呢？跟印度人做生意。」大部份的印度人因為宗教信仰的關係，他們非常地

守不說謊話這一條戒。從這樣子的角度去看的話，大家都很喜歡跟誠實的人做

生意。怎麼會說商人一定要說謊話才能做得了生意呢？所以我們應該要盡我們

所有可能來遠離妄語。 

 

我們昨天也講到兩舌，想要問大家的一個就是今天早上誦《地藏經》的時候，

誦到第四品裡頭提到，如果兩舌的會遭到什麼樣的果報呢？就是常常會去離

間，挑撥人家，這會有什麼果報呢？知道是什麼果報嗎？（有人說：我看是無

舌百舌報。）對了！無舌百舌報。那我接下來請問你：「無舌百舌，你看過世

界上有人沒有舌頭或是一百個舌頭呢？」（有人說：沒有。）可見言外之意就

是，不是真的是一百個舌頭或是沒有舌頭，那到底是什麼意思？猜猜看。（有

人說：變啞巴。）變啞巴，沒有舌頭就會變啞巴，其實他是在說一個口腔的問

題。比如說可能是說話會不清楚，有些人是大舌頭，就是說話不清楚；或者是

口吃等等，會有這些的毛病。那我們知道經常兩舌、經常挑撥彼此，讓人家不

和合，得到的果報當然就是眷屬不會和樂；那如果是僧團呢，因為僧團是修行

的，如果這樣子的話自己的修行就不可能進步。所以我們想要道業有所成就的

話，這一個兩舌也要遠離。 

 

昨天我們也講到惡口，我個人覺得惡口也是最最應該是要緣我們自己的父母或

是長者來修。有一個廣告在我的腦海裡印象非常非常地深刻：是一個年紀非常

非常大的父親跟他的兒子，他們出去，公園裡，一起坐在板凳上面。這個老爸

爸的眼睛非常呆滯地望著前方，在一旁的兒子呢，就看著他的報紙。公園裡有



一些鴿子，爸爸就問，他說：「那是什麼？」兒子沒好氣地說：「鴿子。」兩個

人又沉默了大概有幾分鐘，爸爸又問：「那是什麼？」停了好久，那個兒子才

非常不情願的把視線離開報紙，然後用力地說：「鴿子」。過了幾分鐘老爸爸又

忘記了，他又問：「那是什麼？」過了非常非常久，兒子就非常大聲地說：「我

說是鴿子。」此時老爸爸眼睛泛著淚光，他跟他兒子講：「兒子，當你牙牙學

語時候，我教你一個東西，你問了三十次、五十次、一百次，我都還是不厭其

煩地告訴你。」所以我們要常常想我們身旁的這些個老人家或是我們的父母

親，他們可以跟我們一起住，也是我們的福報，更何況我們每一個人都希望聽

到是柔軟的語言。如果有人粗聲大氣，就是講話很大聲的時候，眾生很容易就

會離我們遠去。因此我們遠離粗暴的語言。我們昨天講到如果我們可以遠離惡

口的話，並把這個功德回向無上菩提的時候，會得到佛的八音。當然就是非常

清淨、柔軟，說話不會有說錯等等這些功德。而且我們常常講佛以一音演說法，

可是不同的眾生他們就能夠知道佛要開示他們，教導他們什麼，也就都可以得

到佛法的利益。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把口業修清淨了，我們將來也可以成就這種

功德。 

 

接下來我們講口業的最後一個就是綺語。綺語的意思就是講一些沒有意義的

話，或者是一些非常華麗的言辭，會讓人家想入非非，沒有讓人家住在正道上

面。現在我們是在網路非常發達的這樣的一個時代，網路常常就在傳達一些色

情的訊息，這個非常非常地糟糕。小說有很多言情的小說，也會引導人家、會

勾起人家的婬欲心。 

 

我在臺北的時候有一個家長，他原來是在一個診所幫忙的，他們全診所上上下



下已經非常習慣講黃色笑話。「我們會不知不覺然後就去做，做久了以後就會

養成習慣。」他跟醫生之間已經非常習慣講黃色笑話，可是學佛以後，接觸了

上人的法以後，他就覺得他這麽做很不應該，非常的後悔，所以他就跟他所有

的同事講：「從今天開始，我再也不會講這些黃色笑話，我再也不會講這些沒

有意義的話。」當然一開始的時候他們不太相信，所以都還是這樣的開玩笑。

每當他們這樣講的時候，他就會跟他們說：「對不起！我以前跟你們沒有好好

地講話，所以已經讓大家都習慣這樣子，但是我已經下定決心，我不要再講這

些沒有意義的話，甚至會讓人家引起不好的想法的這一些話，所以請你們以後

不要對我說這些話」。因為他非常非常地誠心，而且也很堅定，所以以後他們

那個同事就受到他好的影響。 

 

我在臺灣的時候，社會上也發生了一件非常悲慘的事情。是有一個二十歲的年

輕人，他因為沉迷於網路，網路裡頭有很多暴力、色情的這一些遊戲。他就活

在這種虛幻的世界裡面，有一天他拿刀在捷運車上殺了二十幾個人，他自以為

是遊戲裡正義的使者，可以恣意殺人。沒想到在現實生活中，因為他的舉動，

整個的家庭跟社會付出了非常慘痛的代價。 

 

可能有的人就會講說：「我們沒有辦法，因為這是網路時代，我沒有選擇。」

可是如果我們沒有好奇心，就是碰到這一些不對的東西的時候我們拒絕，就跟

他說「不！」的時候，相信它就不太有存在的空間。 

 

有一次，我坐在從花蓮回到臺北的火車上，我的旁邊坐了一個大概兩歲多的小

女孩子。她的話讓我嚇了一跳，她才兩歲多。她跟她的阿姨在對話，講著、講



著，這個小女孩子聲音不知不覺就高亢起來，大聲地說：「你欠揍嗎？」由此

不難想像，這是她們家庭的習慣用語。我們大人對我們使用的語言，要非常非

常地注意，因為在我們身邊有一些小孩子，他們在無形當中就吸收了這個語

言，因為他不知道這個話到底是好不好。 

 

其實守住口業清淨不僅僅是對自己有利益，同時對身邊周遭的人，都有清淨的

作用。如果我們常常講不好的語言，整個氣場就會不好，即便是開玩笑也是。

我們在佛經上面聽到子羅睺羅的故事，他喜歡開玩笑。當有人去拜訪佛陀的時

候，問說：「佛在不在？」在，他就會說「不在」。不在呢，他就跟他說「在」。 

有一天他打水，打了一盆水去給世尊的時候，世尊叫他把這個臉盆給倒蓋過

來，然後叫羅睺羅繼續放水。羅睺羅他就說：「臉盆已經倒過來了，怎麼能夠

接水呢？」佛陀就講：「這就像我們的自性，因為你喜歡打妄語，那個自性就

已經被蓋住了，所以法就不入心。」可見守口業是多麼重要。 

 

接下來我們就要講意業的部份，我們說「身三口四」，身有殺盜婬，跟口四個，

其實都是由心造作出來的。可是我們常常就沒有辦法去掌控我們的心，我們的

心應該是在戒定慧上面用工夫，可是偏偏我們都是在貪嗔癡，然後就煩惱不

已。我們先來看看我們大部份人的第一個大病，就是貪病。貪什麼呢？貪名、

貪利、貪色。我開玩笑的跟我的學生講，說：「你在學校裡面要好成績，學好

功課。要好成績做什麼？」他就說：「要上好大學。」 

「上好大學做什麼？」「找好工作。」 

「找好工作做什麼？」「賺大錢。」 

「賺了大錢做什麼？」「買房子，買車子。」 



所以我跟他們下的結論是：讀書的目的就是要五子登科。就是要房子、車子、

妻子、金子、兒子。得到了怎麼樣呢？得到了怕失去。得不到當然就更悶悶不

樂了。所以我們的一生，就在這個地方一直轉。 

 

有一個婆羅門，他的女兒長得非常的漂亮，然後他就出了一個告示：只要誰可

以指出來他的女兒哪一個地方醜，那個地方不美的話，他就給他黃金。三個月

都沒有人來說他的女兒哪個地方不漂亮，他覺得好開心。他就帶他女兒去見佛

陀，「我的女兒好漂亮！」結果佛陀說：「她一點都沒有好。」 

 

侍者阿難在旁邊就說：「這女孩子長得很好啊，怎麼您說她不好啊 ？」佛陀就

說：「我們的眼睛應該不看美色那才是好眼睛；我們的身體不會貪著很細滑柔

軟的才是好身體；手不會去偷別人的財物那才是好手。現在這個女孩子眼貪

色，鼻喜歡去嗅好的，喜歡去討好別人，喜歡去拿人家東西，她沒有一樣好的。」 

所以我們的六根應該是要遠離五欲的貪著，才能夠擁有非常清淨的六根。如果

我們一直貪著在五欲上，就有一點像飛蛾，我們都知道飛蛾，它很喜歡去撲火，

這樣子就會讓自己的六根不清淨，也容易引來禍端。 

 

我們明天再繼續講貪嗔癡的部份，今天就分享到這個地方。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