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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佛教教导我们理解自己的内在自然规律，让我们看到各个生

命都紧系于善恶因果的报应。不论我们做了什么业因，就必须承受其

果报，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形成伤痛困苦。在一般情况下没有

谁喜欢痛苦、身心难受，但也没有任何人能逃离自己所做过的恶行，

因此凡是世人便有苦楚。孩子有孩子的痛苦、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忧愁、

大人有大人的烦恼、穷人有穷人的困扰而富豪也有富豪的担忧，不论

是谁都有自己的苦难，最终任何人也不能逃得过老、病、死。 

佛教经文中所记载的“罪孽和洗礼”原则与大多数人理解的

方法不同，因为佛教经文中的罪孽使得众生堕落于恶劣、四恶道

【Apāya: states of loss and woe; low states of existence; unhappy existence】

的恶劣自然状态，承受恶果，身心不宁，其原因来自： 

1. 无明（不认识真相）【 Avijjā: ignorance; lack of essential 

knowledge】 

2. 非理作意（不理智的坚持自己的心愿）【Ayonisomanasikāra: 

disorderly or distracted attention; unsystematic attention; improper 

or unwise consideration; lack of analytic reflection】 

3. 傲慢（骄傲自满）【Asamimāna: discrimination】 

4. 无惭（不羞耻于作孽）【Ahirika: shamelessness】 

5. 无恶惧（不怕恶做报应）【Anottappa: lack of moral dread】和 

6. 烦躁（胡思乱想）【Uddhacca: restlessness】 

等六种低贱欲望。这与大多教徒认为“罪孽是必须承受的恶行报应” 



的观念有所不同，而佛家对罪孽的定义是指使心灵悲丧或引发身、心、

言之恶行的欲望状态。 

因此，根据众多佛教信徒所了解，用捐赠施舍等善行来抵消

所做过的罪孽是不符合佛教真理概念的，单凭善行不可能洗去罪孽，

只不过是暂时延迟罪孽或恶行的报应而已。而按照佛家观念的洗法是

指消除欲望的三等境界，包括： 

1. 以戒律【Sīla: morality; good conduct】削弱违律污欲【Vītikama-

kilesa: transgression defilements】，叫做暂时舍断【Tadaṅga-

pahāna: abandoning by substitution of opposites】 

2. 以定力【Samādhi: concentration】抑制修惑【Pariyuṭṭhāna-

kilesa: obsession defilements】，若能持续维持定力，叫做镇伏

舍断【Vikkhambhana-pahāna: abandoning by suppression】 

3. 以道智【Magga-ñāṇa: knowledge of the Path】的内观智慧根除

七随眠【Anusaya: latent tendencies】，叫做正断舍断

【Samuccheda-pahāna: abandoning by cutting off or extirpation】 

依次断绝，使其污欲不再复生，叫做摆脱断【Paṭipassaddhi-pahāna: 

abandoning  by tranquillization】，直至全部行态【Saṅkhāra: formations】

便 是 绝 脱 断 【 Nissaraṇa-pahāna: abandoning by escaping from 

defilements】，属于圆满涅槃【Nibbāna: Nirvana】的灭谛【Dukkha-

nirodha: the cessation of suffering; extinction of suffering】。 

琶帕瓦那批叁蔑啼·微（啪瑟·曼达瑟威） 

“怹摸哩栲艾”道场内观禅修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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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代的佛教信徒，大多对佛家的解孽和洗礼，认为所做过的

恶业可以用捐赠施舍等善业来代替抵消。根据“泰国社会习俗的佛教

业行原则1”的研究结论，经过全国 1,110 人佛教信徒抽样调查发现： 

百分之 51.4 个佛教信徒不相信业行能够得到解除； 

同时，有百分之 19 的信徒相信解孽的说法； 

另外，还有百分之 21.1 的人认为，如贪污腐败等所做过的

恶业，能够用捐赠施舍等善消减恶迹。 

据研究发现，不少佛

教信徒认为佛教教导人们低头

任命，不可挽救任何过错，而

事实并不如此。按照佛家而

言，过去所做过的任何恶业报

应，可以利用当前的业行来调

整改善，虽然不可能回去任何

恶业之缘，但可以用当前的业行来减轻过去的恶业，减缓其报应的影

响。好比做过错事的人反悔，自改其作为，培养戒守、培养其心、培

养智慧，积累大量善业，此前所做过的罪孽痕迹将不出现，仅见其所

                                                      
1 พระสุธีธรรมานุวัตร (เทียบ สิรญิาโณ ป.ธ.๙), วุฒินันท์ กันทะเตียน, มนตรี สิระโรจนานันท์, ศศิวรรณ 

ก าลังสนิเสริม, หลักกรรมทางพระพุทธศาสนาในวิถีชีวิตของสังคมไทย. วารสารบัณฑิตศึกษาปริทรรศน์. ปทีี่ ๙ ฉบับที ่

๑ (มกราคม-เมษายน๒๕๕๖).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มหาจุฬาลงกรณราชวิทยาลัย วังน้อย, หน้า ๗-๒๑. 



作的无数善果2。就如往咸味盐水水瓢里添加淡水，若添进足够淡水，

就不再会尝到咸味了3。 

同时，也有部分信徒的误解，一心认为在佛教中不可能存在

洗礼之说，因为善业与恶业绝对不可能用来相互抵消，他们所指的是

像其他有些宗教里承认错误后，所有罪孽将被消除的洗礼。而事实上，

在佛教里并不否认洗除罪孽的说法，但不仅仅使用承诺或用圣水冲洗，

而强调正确的洗罪方法，正如阿罗汉老尼所言： 

“何人如此无知，道次言论于你，不知若人能脱孽予梳洗，

水中生食之物如虾蟹、青蛙、乌龟等，便可同升天堂乐境，屠

夫、盗贼、杀手与作恶者等，也能用梳洗方法来摆脱其恶业… 

是吗？4” 

其实，在佛祖的教导中，可使用内观禅修智慧的道智（智见

清净）【Magga-ñāṇa: knowledge of the Path】冲洗引起该恶业的污欲

来洗除罪孽，这才是真正的洗法。正如佛祖所言到已洗去罪孽者：

                                                      
2 องฺ.ทุก. (ไทย) 20/101/336. 

3 详细解说：องฺ.ทุก. (ไทย) 20/101/336. 

4 见：ขุ.เถรี (ไทย) 26/240/594. 



“身净、言净、心净者，除尽烦恼之人，那种人我称为洗礼5完成者

6”，并在其它经文也载有洗礼之说： 

经藏【Suttantapiṭaka】增一阿含经【Aṅguttaranikāya】中托瓦

那经载有“具有正见【Sammādiṭṭhi: Right View; Right Understanding】

者，便可洗去邪见【Micchādiṭṭhi: wrong view; false view.】，其无量善

业将由正见而健全7”。 

经藏小尼柯耶【Khuddakanikāya】经集【Suttanipāta】中的萨

皮亚经载有“洗去所有烦恼之人，不再有轮回于人世或仙界的欲望

【Taṇhā: craving】和五见【Diṭṭhi: view; dogma; speculation】，可称为

洗礼完成者8”。 

经藏小尼柯耶长老偈【Theragāthā】中的琶瓦利噶罗汉道“我

承受了前世所做过恶业之报应，如今我将在此驱除那些罪孽，我曾经

有过如此见解，直到我听到充满理由的高师良言，彻底明确的探索认

证其内容的真实，洗去了所有罪孽，成为没有任何瑕疵之人，干净纯

                                                      
5 以道智除去所有产生在六根、六境的罪孽（ขุ.ม.อ. (บาลี) 14/173.），藏

经释义道：所谓洗礼完成者，是以道智洗去由所依处（Āyatana: sense-fields; 

sense-spheres）中产生的所有罪孽之人（ขุ.มหา.อ. (ไทย) 14/173. (มหามกุฏ ฯ).） 

6 见：องฺ.ทุก. (ไทย) 20/122/368. 

7 见：องฺ.ทุก. (ไทย) 24/107/250. 

8 见：ขุ.อุ. (ไทย) 25/525/622. 



洁，我已迈入八正道【Aṭṭhaṅgika-Magga: the Noble Eightfold Path】之

潮流，已完成洗礼，已获得三明【Vijjā: the Threefold Knowledge】9”。 

经藏小尼柯耶长老尼偈【Therīgāthā】中记载到当转信佛教的

众婆罗门回答比丘尼罗汉道“本人将坚守佛祖、佛法与僧伽为依靠，

这将对我有无限益处，之前我是梵天后裔，如今我真正的成为了婆罗

门，我获得了三明，完成了洗礼10”。 

经藏小尼柯耶义释【Niddesa】中载有“志士均称行举牟尼、

谈吐牟尼、唯心牟尼、除尽尘埃【Āsava: mental intoxication; canker; 

bias; influx; taint】者，为牟尼之道健全者，已完成洗礼11”。 

        

三十一道【Bhūmi: planes of existence; planes of life】的业

报规律轮和概念 

“业行与报应原则”很细腻深奥，难以用一般解释方法来如

实形容比喻12，例如：“为何善无善报？为什么许多坏人还那么富裕？

如果真有轮回转世，日益增加的人类又从哪里冒出来的？”等问题。

                                                      
9 见：ขุ.เถร. (ไทย) 26/348/398. 

10 见：ขุ.เถร. (ไทย) 26/251/595. 

11 ขุ.ม. (ไทย) 29/14/70，ขุ.อิติ. (ไทย) 25/67/282，ขุ.จู. (ไทย) 30/21/77. 

12 不可思议【Acinteyya: the (four) unthinkables】，是不可思考的现象，

超越人类的思考能力范围，仅属佛陀之能力，包括：1. 佛陀限度、佛威；2. 入

禅者的禅力；3. 业行的报应；4. 世界、世界的创造（องฺ.จตุ. (ไทย) 21/77/122.） 



即使其他宗教或谈论都有针对这些事的解说，但大多将问题推辞于

“上帝所欲、上帝所赐或上帝的试题”。 

而佛祖已达到宿命明【Pubbenivāsānussati-ñāṇa: reminiscence 

of past lives】和天眼明【Cutūpapāta-ñāṇa: knowledge of the decease 

and rebirth of beings; clairvoyance】等顶级智慧，这两种智慧使得佛祖

通晓业行与报应的规则和自然定律，了解众生已轮回无穷尽的生世

（有时生为天神、也许生为人类、或生为畜生【Tiracchānayoni: the 

animal kingdom; realm of beasts】、或是饿鬼【Pittivisaya: realm of 

hungry ghosts】阿修罗【Asurakāya: host of demons; the unrelenting and 

dejected; frightened ghosts】、也曾经下过地狱【Niraya: hell; woeful 

state】）。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投生成各类动物，做过了各种各样业行，

而各有所报和不同的条件，使得被看成“不合情理”，主要是因为业

报的 3 个条件 12 种方式。 

事实上轮回业报的规律或是天堂地狱不

是佛教或其他宗教的信仰专利，而是大自然界与

宇宙共存的定律，佛祖诞生与否，这个自然定律

仍然存在，佛祖仅仅是唯一彻底理解该自然定律

之人。好比我每天用来煮饭、看电视、取光亮的

电能，不是托马斯·爱迪【Thomas Alva Edison】生发明灯泡之后才出

现的，而是早已存在于自然界的能量，人类发现与否电力仍存在，相

同于三十一道轮回业报规则、天堂、地狱、善与孽也13自然存在，  

                                                      
13 详细解说：มู.ม. (ไทย) 13/451/569，ม.มู.อ. (บาล)ี 1/7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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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没有人能够彻底理解其原由，即使其他教祖或禅定婆罗门高师稍

有所知，但只限于 2-3 生世便用以推测。 

 佛祖是唯一能穿透此自然定律，并通晓脱离其循环之法，若人

心尚存烦恼、欲望，将永远由其善恶动力生死轮回。直到能认识到了

所有形态，而厌烦生死轮回，专心寻觅脱离轮还之道，精进内观禅修，

履行八正道直至涅槃14，将永离地狱和困苦。 

        

业报规律从何而来，谁是创造者 

目前，许多他教朋友往往怀疑佛祖所教导业报规律的来由，

在此将针对有关问题做解答： 

问：佛教说生死轮回真正存在，众生由业报定夺，那么其业

报又从何而来，谁是创造者？ 

答：佛教不重视“过去的创造者”，因为知道了也不能帮解

决什么问题，另外如果产生了某些误解，就会引导起矛盾，各自执着、

互相顶撞。而佛教更注重于解决当前的生活问题，避免未来将会产生

的苦难。 

我们在当前的所作所为都为了幸福是不是？那么幸福又何时

而生呢？过去、当前还是未来？肯定不是过去的时光对不对？那我们

为何要苦思过去？当前的屡屡事故还不足以担忧吗？再说，如果真有

                                                      
14 ที.ม. (ไทย) 10/214/162. 



谁能回答您过去的来由，谁是创造者，您会相信吗？为何如此易于置

信？ 

但若仍强调索取答案，便可说您的上帝如何诞生，佛教中的

生死轮回、业报规则就以同样方法产生，就是由因缘交错而生，叫做

此缘性【Idappaccayatā: specific conditionality】。 

 

依佛家而言，需要人们崇拜、颂扬、上火烧香的佛祖真体

（我【Attā: self; soul; ego】）不复存在，只有“创造者”的缘因潮流

（无穷尽的结造）结合成种种事物然后消失，叫做“此缘性”。因为

世界万物没有确切固定像某种自我性的起源点，而统统来自无我15

【Anattatā: soullessness; state of being not self】的因缘，这些由因缘结

合起的事物称为集【Saṅkhata: the conditioned】或“法”【Dhamma: 

things; ; phenomena states】。 

                                                      
15 佛祖曰：“撒瞥·坦嘛·啊哪哒【Sabbe Dhammā Anattā】凡法无我”

（ส .ข. (บาลี) 17/15/19.）：玡獭尼姜 珰 瘏扛，秧 瘏扛 打嚃镎嗒【Yadaniccaṅ Taṅ 

Dukkhaṅ, Yaṅ Dukkhaṅ Tadanatā】无常即苦，苦便无我。其无常是指自有变无，

其苦是指在无常生灭情况的压迫下必有之现象，其无我是指没有真实意义，持

续迈入毁灭。（ขุ.ป. (ไทย) 31/31/49, ขุ.อุทาน.อ. (ไทย) 1/3/-/691.） 

“若此缘起、此果必起，由此缘生、此果必生” 

“若此缘无、此果便无，由此缘灭、此果便灭” 

总之“由缘为因、果即生，若缘灭、果即灭” 



“法”是指自然中所有事物，及其结合各种因缘，无人拥有，

也不受到任何人的掌控16，例如：火的法是热、贪的法是欲得、智慧

的法是除绝烦恼【Kilesa: defilements】等。火热有自己的缘由，不是

受到任何人的控制或赏赐，智慧除绝烦恼也有自己的缘由，不是受到

任何人的控制或赏赐17，这种因缘交错叫做“此缘性”，如佛祖曰： 

矣麻萨萌 萨柢 矣汤 糇柢 若此缘起、此果必起 

【Imassamiṅ Sati Idaṅ hoti】 

矣麻酥岜嚺  矣汤 鹉钯锸柢 由此缘生、此果必生 

【Imassuppādā Idaṅ Upajjati】 

矣麻萨萌 啊萨柢 矣汤 镎 糇柢 若此缘灭、此果便灭 

【Imassamiṅ Asati Idaṅ na hoti】 

矣麻萨 尼搂鳎 矣汤 糇柢 由此缘灭、此果便灭18 

【Imassamiṅ Sati Idaṅ Nijjati】 

许多宗教教导创造者，上帝是创造者 

因此，我们要信从上帝、忠于上帝 

敢问：万物均有起始之源是事实！那么石笋从

何而来？是上帝所创？石笋是水液、矿物质、吸引力和

时间积累起来的不是吗？仅仅石笋就已需要至少 4 个因

素，缺一不可。 

                                                      
16 ขุ.ม. (ไทย) 29/186/526, ขุ.ป.อ. (ไทย) 7/1/-/49, วิสุทฺธิ. (บาลี) 3/65. 

17 详细内容：ที.ม. (ไทย) 10/64/36, ขุ.อุ.อ. (ไทย) 1/3/-/508. 

18  ส .นิ. (บาลี) 16/50/77, ส .นิ. (บาลี) 16/50/98, ขุ.ม. (ไทย) 29/186/526. 



再问：水由何而来？矿物质怎么产生？吸引力

如何存在？时间又如何生起？每个因素都自己有说不尽

的原始产生因缘。水是氢气和氧气以电子为促发因素所

产生的物质，少了某个因素，水液就不复存在；组成石

笋的矿物质也带有钙、磷酸盐以及其它矿物，这些也有

各自不尽的原始因素；吸引力又从何而来，是地球的转

动吗？那地球为什么要转动？这也另有始因；时间又是

何物？总之，原始起点在哪？仅仅石笋就已有十多个原

始因素了… 

那么上帝又用何物来作为最原始的因素呢？是

氧气吗？但…氧气也能继续分解。上帝创造太阳是吗？

用什么做的？上帝又从哪找到

氢气等原料，因为氢气本身也

不是太阳最原始的因素，也同

样能继续分解。那么上帝又从

哪一点开始创造万物？因为不

论观察到哪一点都能无穷尽的

继续分析下去。就连仅仅石笋

一物就已无法找到其原创了！ 

若如基督和伊斯兰教徒所信的上帝真正存在，便另有上帝的

起源，宇宙大爆炸（bigbang）也有它爆炸的原点，而其原点也有原

点的因素。寻找这些答案来争闹是没有真实用处的，因此佛家更注重

于寻觅苦的原因，以及灭除其原因的方法。 



关于此事，敢问上帝信徒：如果天堂和世界是同一个上帝所

创造，那么这个天堂又如何会永存不灭？诸人周知世界的现象，若世

界充满了老、病、死、爱、恨、忧伤离别、疾病、天灾等等，正如此，

还对同一个创造者和创造方法能有什么期望？ 

如此说来，即使上帝至爱的人类也要面对病、死！天堂也同

样是上帝所创不是吗？我们还能寄托于天堂吗？但涅槃没被记载在圣

经里，所以涅槃是永恒的，不会再灭朽。因此，应该及早退出这个循

环系统！赶快进入涅槃，才会干净利落。 

如果有人问道“谁创造世界” ？ 

将回答“您

问错了问题”，若真

有人创造世界，就不

会造出如此一个世

界。但依佛祖的智慧

告知我们，这个世界

不是谁创造的，而是

“什么”的创作！所谓“什么”便是佛法中所谓的“此缘性”。 

此缘性是指使事物产生、持续和灭绝的因缘系统，如果其因

尚在，便结合交错维持着该事物现象，直至因缘灭绝便消失，比如如

果我们还在持续饮食，我们就继续维持我们的生命。因此，创造风雨

的上帝是蒸汽、潮湿度，气温等等，而创造生命、区分境界让众生生

死轮回，还要上天堂、下地狱之主，便是无明、情欲和烦恼。 



事实上，佛教不否认上帝的创作！因为所有事物不能缺少任

何因素，不能自己产生，各种事物都有自己的来由，都附有无常、苦、

无我的此缘性，即使是每个宗教创造的生世、天堂与地狱，也各有

起因，各宗教里的天堂、地狱，也不是永恒之住处。 

因此，佛教承认各

宗教里天堂与地狱的存在，

但佛祖更深刻的了解，死后

之生不仅限于天堂地狱，虽

然天堂地狱真正存在！但不

是至高的现实，因此各宗教

的天堂地狱不是永恒之住

所！ 

问：什么是至高现

实？永恒幸福在何处？ 

答：在此，先做解释，佛祖的法则不是佛祖的创造，也不受

到任何人的启示，但只是阐述自然真理，佛祖不是法则建立者，也不

是来监督控制人们遵守法规的判官，他只是一个苦修并积累了完满的

十胜行【Pāramī: perfections】，觉悟了佛祖的智慧，获得通晓万物的

全知【Sabbaññutañāṇa: omniscience】。 



佛祖的全知（通晓所有自然规律的智慧19）不是用思考、分

析或借用参考其它学说所获得，而是佛祖亲身体验到的全知智慧。在

约 2,600 年前农历四月初八夜晚的菩提树下，菩萨获得了通知过去宿

世受生之事的智慧（宿命明【Pubbenivāsānussati-ñāṇa: reminiscence of 

past lives】）和彻见未来众生也行报应的智慧（天眼明【Cutūpapāta-

ñāṇa: knowledge of the decease and rebirth of beings; clairvoyance】），

成为尊者直奔涅槃，永不赴回的缘由20，而这个路线也同样得到了自

古至今众佛家弟子的亲身体验和认证。 

有人怀疑“宿命明与天眼明又如何成为漏尽明【Āsavakkhaya-

ñāṇa: knowledge of the destruction of mental intoxication】的基础呢？” 

在此可做解说：当菩萨获得宿命明后，便通晓复知宿世，从

一生至百千万生，发现不论今世或来世我们想得、想有、想成为的所

有事物，我们每个人都在前生得到过、拥有过和成为过。这是指我们

所有人都无数次上过天堂、当过富翁、做过王子或宫主，但每次的出

生也都同样的要面临老、病而死，要与亲友离别或失去心爱之物，这

样屡屡呈现，过去如此、现在也无异… 令人厌烦！ 

再说，各种各样的善业施舍，不论是戒守、禅修到色禅定

【Rūpa-jhāna: the Four Absorptions of the Form Sphere】或无色禅定

【Arūpa, Āruppa-jhāna: absorptions of the Formless Sphere; the Formless 

Spheres; immaterial states】，我们每个人也都在过去全部做过，所有

                                                      
19 ม.อุ. (ไทย) 14/218/251, องฺ.ฉกฺก. (ไทย) 22/64/582, องฺ.ทสก. (ไทย) 24/218/357. 

20 ที.ม. (ไทย) 10/91/52, ม.มู. (ไทย) 12/248/266. 



至高无上的善业，使我们享受到无比的身心娱乐，我们也全都在前生

尝试过，但每次的出生也都同样逃不过临老、病而死，要与亲友离别

或失去心爱之物，这样屡屡呈现，过去如此、现在也无异… 令人厌烦！ 

唯有一种业行我们过去从未做过、从未修过、从未接触过，

因为这种业行只有当前存在，是灭业之行、是绝业之行，是按照四

念 处 【 Satipaṭṭhāna: foundations of mindfulness 】 的 内 观 禅 法

【Vipassanā-bhāvanā: insight development, insight meditation】，进修

到通晓色-名【Rūpa-Nāma : materiality–mentality】的智慧，明了四圣

谛【Ariyasacca: The Four Noble Truths】、道【Magga: Path】、果

【 Phala: Fruition 】 、 涅 槃 【 Nibbāna: Nirvana 】 （ 是 无 为 法

【Asaṅkhata-dhamma: Unconditioned】）。 

涅槃是彻底脱离了有为法（上帝所创造的所有事物）【Saṅ 

khata-dhamma: Conditioned things】的现象，因为涅槃是无为法21，不

再受到任何法或因素的影响，属于非五蕴【Pañcha-khandha: the Five 

Groups of Existence; Five Aggregates】之法22，不再升起任何善恶法相，

                                                      
21 无为法具有 3 个现象：一、不生【Na Uppādo Paññāyati】；二、不灭

【Na Vāyo Paññāyati】；三、若出现，就不再呈现其它状态【Na Ṭhitassa 

Aññathataṁ】。此无为法也就是涅槃，是真正存在的法相，但已不再受到因缘

的影响，导致不再形成任何事物（องฺ.ทุก. (ไทย) 20/48/209, อภิ.สงฺ. (ไทย) 34/1089/277-

8.） 

22 详细内容：ขุ.อป.อ. (บาลี) 1/503*/338. 



不再承受任何因缘的压抑，因此“苦”【 Dukkha: suffering; 

unsatisfactoriness】不会再复生23。 

佛教针对上帝的概念（有为法） 

对于佛家子弟，世界本身就是问题！因为世界充满贪【Lobha: 

greed】、嗔【Dosa: hatred】、痴【Moha: delusion】、爱【Taṇhā: 

craving】、取【Upādāna: clinging】、老、病、死24、离别、病疾、天

灾、人祸以及各种各样不持久的事物，因此，世界的创造者就等于是

“问题的制造者”！ 

佛陀认识到即使上了天堂，也不是永恒的住所，因为到了福

报能量的尽头，还仍然必将无尽止轮回在由无明和爱为引得三十一

界之中，继续承受老、病、死和地狱的困苦。 

佛教的目的是要永别世界（五蕴）和上帝（有为法）（否则

上帝还会创造新的世界！），唯一方法是进入涅槃，彻底脱离深思

轮回的循环。 

        

                                                      
23 福行【Puññābhisaṅkhāra: formation of merit; meritorious formation】是

指善心所引起的功德业行【Abhisaṅkhāra: volitional formation; formation; activity】，

包括八大善心及五色界禅那善心；非福行【Apuññābhisaṅkhāra: formation of demerit; 

demeritorious formation】是指与善心相反所引起的非公德业行：十二不善心（ส .

นิ.อ. (บาล)ี 2/51/89, ส .นิ. (ไทย) 16/51/101.） 

24 “老、病、死必践踏众生，世界众生无力抵抗、也无法逃脱，即使

能活到 100 岁，等待那人面前的仍旧是死亡”，见：ขุ.เถร. (ไทย) 26/450/416, ส .ม. 

(ไทย) 19/5118/372. 



业与果报的 3 个条件 12 种方式 

 佛家讲到人生的所有幸福和痛苦都来自个人过去的“业行”，

有些是此生所为，但也有不少是前世积累起来的，此节记载在三藏经

里业报小相应经文之中25。佛家的这种说法，与其他宗教完全不同，

有些人反驳：“如果只等着旧善不看书，怎么能考及格？”，在此解

释：“当然，要好成绩就得看书，但如果没有过去的善业，使得生为

健全的人，又怎能谈得起今世能看书呢？另外，看书复习的本身就是

当世的善业！”。 

业行是指我们的所作所为，是有意欲的行为，是用心做出的

事物，原本是有中性的涵义，不论做的是善还是恶，全属于业行，如

果是做好事、善事叫做善业【Kusala-kammapatha: wholesome course 

of action】，而做的坏事、恶事叫做恶业【Akusala-kammapatha: 

unwholesome course of action】26。 

业与果报（报应）是有贪爱之人所作所为的反应，如佛祖曰：

“爱使众生轮回，其心穿越不休，沉溺在业的循环中，业是众生面临

的去处”27。 

                                                      
25 见：ม.อุปริ. (ไทย) 14/289/350. 

26 见：องฺ.ทุกฺก. (ไทย) 20/70/275, องฺ.จตุกฺก. (ไทย) 2/171/392. 

27 ส .ส. (ไทย) 15/55/69. 



果报的轻重基于业行的意志，若在行动时充满了坚强的贪、

嗔或痴意，其果报便同样严重，而在

行动时，如果没有那么在意，只随着

形势去做，属于轻微的业行和果报。 

例如：2008 年，一个住在泰

国暖武里府的男士，触电双手剧烈烧

伤，必须割掉双手，琶矻微素提啼啦

冉长老回忆，该人是长老的亲戚，年

轻时品德坏，经常酒醉惹事生非，甚至自己的父亲和长老本人也被拳

打过，目前此男士的双手已被切掉了！ 

怀孕母猪杀手，10 天内去世：是发生于顽.席三先生的实鉴，

该人原住址在泰国帕幺府君县慧铐杆区 4 村 268 号。 

极怒下活生生的煮死小狗，自己 7 天内去世：是一件发生在

曼谷一座寺庙的事实，此事由“琶贴熙提摩尼”，曼谷兜率嗒蓝瓦

拉微含寺方丈讲解。 

业行与果报非常细腻精奥，难以使用一般词语来完全彻底的

形容解说28，许多教主高师不懂其理，因此全都包到“上帝之欲或上

帝考验”的份上。 

                                                      
28 不可思议【Acinteyya: the (four) unthinkables】，是不可思考的现象，

超越人类的思考能力范围，仅属佛陀之能力，包括：1. 佛陀限度、佛威；2. 入

禅者的禅力；3. 业行的报应；4. 世界、世界的创造（องฺ.จตุ. (ไทย) 21/77/122.） 



但佛陀已拥有完美的宿命明和天眼明，此两项智慧使得通晓

“业行与果报”的自然规律，得知众生经历过了无穷无尽次生死轮回，

曾经成为过差不多每一种生物，做过各种业行，而各种业行也有不同

的果报，看起来似乎“不合情理”，其主要是因为果报的规律可基于

3 个条件 12 种方式： 

一、 依成熟时间的 4 种方式 

a. 某些业行在当世报应，叫做现生受业【Diṭṭhadham 

ma-vedanīyakamma: kamma to be experienced here and now; immediately 

effective kamma】； 

b. 某些业行在下一世报应，叫做次生受业【Upapajja-

vedanīyakamma: kamma to be experienced on rebirth; kamma ripening in 

the next life】； 

c. 某些业行在第二世以后的某一世报应，叫做无尽业

【 Aparāpariya-vedanīyakamma: kamma to be experienced in some 

subsequent lives; indefinitely effective kamma】； 

d. 某些业行不再报应，结束或无法再产生任何果报，

叫做无效业【Ahosi-kamma: lapsed or defunct kamma】29。 

二、 依作用分别的 4 种方式 

a. 某些业行好似父母，使新生世有善、恶、富、贫，

愚钝、聪慧的区别，叫做令生业【Janaka-kamma: productive kamma; 

reproductive kamma】； 

                                                      
29 ม.ม.อ. (ไทย) 2/2/-/165, องฺ.ติก.อ. (ไทย) 1/3/-/122, ขุ.ป.อ. (ไทย) 7/2/-/420, วิสุทธิ. 

(บาลี) 2/685/266, วิสุทธิ.ฎีกา. (บาลี) 2/685/415. 



b. 某些业行像保姆一样支持，如果之前是善果就更好，

但若是恶果便更坏，叫做支助业【Upattham bhaka-kamma: supportive 

kamma; consolidating kamma】； 

c. 某些业行压迫或阻挡前果，干扰令生业，好变坏、

坏 变 好 ， 叫 做 阻 碍 业 【 Upapīḷaka-kamma: obstructive kamma; 

frustrating kamma】； 

d. 某些业行有割切的作用，阴阳交错，例如令生业荣

华富贵，瞬间死去或成为乞丐，也有些人身世贫穷，而转眼变成大富

翁 或 称 帝 “ 毁 灭 业 ” 【 Upaghātaka-kamma: destructive kamma; 

supplanting kamma】30。 

三、 依成熟次序的 4 种方式 

a. 某些业行影响力大，善行如：进修入禅、修得内观

智，恶行如：杀父、杀母等严重业行，叫做重业【Garuka-kamma: 

weighty kamma】； 

b. 习惯性慢慢积少成多的业行，叫做惯行业【Bahula-

kamma or Āciṇṇa-kamma: habitual kamma】； 

c. 临死之前所做或新年所及的业行，抉择来世的善或

恶，有如站在出口的老牛，虽已无力，但若出口打开也优先走出，叫

做临死业【Āsanna-kamma: death-threshold kamma; proximate kamma】； 

                                                      
30 ม.อุ.อ. (ไทย) 3/2/-/263, องฺ.ติก.อ. (ไทย) 1/3/-/130. 



d. 不在意的业行，粗心大意或意料之外的所作所为，

叫做已作业【Katattākamma or Katattāvāpana-kamma: reserve kamma; 

casual act】31。 

以上各种业行，如果没有其它提前果报，就将在今世报应。 

有些人一生作恶，但死后上天堂，这不代表此人的恶行得到

善报，而是之前做过善业的作用，或者死前精进内观禅修心得正见

【Sammādiṭṭhi: Right View; Right Understanding】32，由其善意，使该人

先升天堂，对于所做的许多恶业并不消失，只是还未体现，直到善业

力道减弱，将在后来生世产生作用。 

关于业行与果报的繁杂，佛陀曾比较 4 类人解说给阿难尊者： 

一、 某些人有生时，大多累积恶业，离开人世后，轮流恶生

地狱； 

二、 某些人有生时，大多累积恶业，离开人世后，轮流善生

天堂； 

三、 某些人有生时，大多累积善业，离开人世后，轮流善生

天堂； 

四、 某些人有生时，大多累积善业，离开人世后，轮流恶生

地狱；例如： 

                                                      
31 ขุ.ป.อ. (ไทย) 7/2/-/421. 

32 得到生命由缘而生灭，不是任何力量的创作或惩罚，得到完美的正

见者，将不轮回四恶道。见：องฺ.เอก. (ไทย) 20/305/39. 



“有些世间人，在此生世谢绝了杀生、谢绝了偷盗、

谢绝了邪淫、谢绝了妄言、谢绝了挑言、谢绝了粗语、谢绝

了胡言、少有贪心、心无记恨、有好见解，有些人死后轮入

四恶道、困界、地狱”33。 

有关此事，不少人怀疑为何做善事会下地狱？解答之前，首

先要了解这个果报的自然规律不是佛祖所创，只是佛祖亲身彻底认识

到的自然规律，然后佛陀以慈爱之心传达这个真理于众生。根据此事，

第一类和第三类人属于正常规律的现象而易于了解，但让人迷惑不解

的是，第二类人作恶多端却上了天堂和第四类人做过那么多善事却沦

落地狱，不正确理解佛教所教生死轮回的人，可能会对这两类人的报

应产生怀疑，佛祖做了以下解答： 

一、 四类人中，经常杀生、偷盗、…、等邪见之人，

死后沦落四恶道【 Apāya: state of loss and woe; unhappy 

existence; sorrowful ways】、恶道【Duggati: (the 3 or 4) states 

of unhappiness; woeful courses of existence; evil states; woeful 

existences】、恶界【Vinipāta: bad falling; place of suffering; 

perdition; birth of demons】、地狱，或是由于前世所做过的恶

业造成的恶果，或是生后所做的恶业造成的恶果，或是由于

临死时心居于邪见【Micchādiṭṭhi: false view】； 

二、 四类人中，经常杀生、偷盗、…、等邪见之人，

死后生于天堂乐境，或是由于前世所做过的善业造成的善果，

                                                      
33 ม.อุ. (ไทย) 14/300/357. 



或是生后所做的善业造成的善果，或是临死时拥有充彻的正

见【Sammādiṭṭhi: right view; right understanding】； 

三、 四类人中，谢绝杀生、谢绝偷盗、…、等正见

之人，死后生于天堂乐境，或是由于前世所做过的善业造成

的善果，或是生后所做的善业造成的善果，或是临死时拥有

充彻的正见； 

四、 四类人中，谢绝杀生、谢绝偷盗、…、等正见

之人，死后沦落恶生、恶道、恶界、地狱，或是由于前世所

做过的恶业造成的恶果，或是生后所做的恶业造成的恶果，

或是由于临死时心居于邪见。34 

有些作恶多端之人，死后得升天堂，不是因为所做过的坏事

使得到的天堂善报，而是来自前世或生后所做过的善业之果报，或死

前修炼过内观禅修（属于当前业行，是灭果之业行），促使心灵得到

了完美的正见35。依赖该善心的力量，使得再生天堂，而所做过坏事

的恶果虽然还不体现，但并不消失，仍然保存在心库之中，只是还未

产生反应，直到善果减轻，便根据各种机遇体现或接下去的某个新生

才体现出来。 

                                                      
34 ม.อุ. (ไทย) 14/303/366. 

35 得到完美正见者，将不再沦落四恶道、地狱（องฺ.เอก. (ไทย) 20/305/39），

仅有须陀洹【Sotāpanna: a Stream-Enterer; Stream-Winner; one who has attained the 
first stage of holiness】以上的圣人拥有完美的正见（ม.อุ.อ. (บาลี) 3/127/74, องฺ.เอกก.อ. 

(บาลี) 1/268/402） 



业行与来生：为什么我们记不得前世？ 

根据佛教，并没有什么飘摇轮回的灵魂，只有随因缘而不断

生-灭的心灵，旧的心灵灭去成为新心灵的原，但不是同一个心灵！

仅有业授【Ārammaṇa: sense-objects; an object of consciousness.】引导

着众生生死轮回，新生的生物就得继续承受之前所做过的各种果报，

但不能回顾前世，因为不是同一套五蕴。 

 

临死时，旧心灵（死亡心【 Cuticitta: death-consciousness; 

dying or death-consciousness; the consciousness disconnecting the present 

life】）灭掉时，如果没有任何扶持死亡心的业授（来自引导新生世

“爱”与“取”），将不存在新生心灵之因，便立马进入涅槃36。因

此，已根除贪、嗔、痴的阿罗汉将不存在任何新生世，永存于涅槃。 

                                                      
36 ส .นิ. (ไทย) 16/38/79. 

何人心想何物， 

心便及该物， 

心便寄予该物； 

其物将成为授，心灵之所。 

若有授，心灵便赋存； 

若心灵已存在、延繁， 

新生世便存在； 

生生世世延续不断。 



此事的原则是指，人死后不存在任何一种蕴联系到新世，即

使今世的（旧）心灵也不产生再生起，新世的再生是来自之前生世以

五蕴所做带有爱欲业行的果报，如阿罗汉所言：“名【Nāma: 

mentality】是一边质，色【Rūpa: materiality】是一边质，心灵 37

【Viññāṇa: consciousness】位于中间，爱属于捆绑之物，爱将名、色

和心灵紧密串联，因为爱是新世（投生）之所在”38。 

因此，我们今世的生命与前世或来世的生命并不是同一个人，

但并不是各不相干39，而是前生情欲和业行所制。但若当前没有执着

五蕴为自我的爱、取，操作业行的自我便不复存在，如果没有了业行

便是业的灭绝，也不存在赋予心灵在新生世居留的名色，尽绝生世，

进入涅槃。 

心灵结合成生世（天神、人类、牲畜、饿鬼、阿修罗、地狱

恶鬼），因为附有爱取而执着五蕴为自我，是自我所拥有，便会将持

续引发新生世。 

五蕴便是我们的身与心，色蕴【Rūpa-khandha: corporeality】

是指躯体，受蕴【Vedanā-khandha: feeling; sensation】、想蕴【Saññā-

khandha: perception】、行蕴【Saṅkhāra-khandha: mental formations; 

                                                      
37 结生心【Paṭisandhicitta: re-linking mind; rebirth-linking mind】（องฺ.ฉกฺก.อ. 

(บาลี) 3/61/147） 

38 องฺ.ฉกฺก. (ไทย) 22/61/562. 

39 蕴由缘而起，即使前缘也已灭绝，先前之蕴与后生之蕴并不相遇。

见：ขุ.ม. (ไทย) 29/39/144. 



volitional activities】和识蕴【Viññāṇa-khandha: consciousness】是心灵

和心反应的心所【Cetasika: mental concomitants; mental factors; mental 

states; mental activities; the adjuncts of consciousness; mental adjuncts; 

mental coefficients】，总称“名”，色与名结合成延续不绝的轮回生

命40，任由欲求和业行所引导41。这是指在临死时，将产生以下三种

情授中的其中之一： 

一、 业行相【Kamma-ārammaṇa】，临死时，经常

做的业行将体现出形象，如：爱杀生的人，将见到经常伤害

动物的形象； 

二、 业兆相【Kamma-nimitta-ārammaṇa】，临死时，

体现出某些征兆，如：善业将促使见到行善的器具或诵经之

声，恶业促使见到渔网、猎具等； 

三、 生兆相【Gati-nimitta-ārammaṇa】，临死时，

体现出来生的境界环境，或看到山洞、悬崖、火焰、被虐待

的动物，或看到金壁宫殿、豪华车辆等42。 

众生临死时，将呈现以上三种兆相之一，心灵便以爱取引导

把持该兆相，然后死亡心升起便灭去，结生心便把持该兆相为主相43，

                                                      
40 ส .ข. (ไทย) 17/79/121, ม.ม.อ. (ไทย) 1/1/-/706. 

41 องฺ.ฉกฺก.อ. (บาลี) 3/14/105, 61/147, สารตถ.ฏีกา. (บาลี) 3/54/254. 

42 见：ส .นิ.อ. (ไทย) 2/-/-/212. 

43 详细内容：ขุ.ป. (ไทย) 31/47/73. 



引起了死前出现征兆，属于新世的业生色【Kammajarūpa】44。如果

体现的征兆是善兆，其结生心就在善界出现：世界或天界，但若是恶

业所造的恶兆，其结生心就马上诞生于牲畜、饿鬼、阿修罗或地狱等

恶境45。 

就“死了去哪”这个问题，可说是根据心灵索取的死兆而定，

如果是善兆，死亡心便光美，世界与天堂乐境便是去所46，但若死时

是恶兆，心灵的状态便忧愁，四恶道（困境）便是去所47。因此，即

使积累了多少善业，也不能保证会逃得过恶生或地狱！有一次，乌嗒

啦天神对佛陀炫耀自己的知识说：“生命由衰老带领，生命短暂，任

何有生不可抵抗将要来临的衰老，谁若意识到了死亡的祸害，就要立

马做商业带来幸福”，但佛陀反驳：“生命由衰老带领，生命短暂，

任何有生不可抵抗将要来临的衰老，谁若意识到了死亡的祸害，就应

该舍弃生世，面向涅槃”48。 

这是指，即使我们做了多少善业，若还不能脱离烦恼和地狱，

有如白天的光明接着便是深夜的黑暗，直到能够进入道、果、涅槃，

彻底脱离生死轮回，或至少精进内观禅修得到须陀洹向智的第 14 道

内观智慧，灭绝邪见和疑惑【Vicikicchā: doubt; uncertainty】，成为正

                                                      
44 详细内容：อภิ.วิ.อ. (ไทย) 2/1/-/61. 

45 详细内容：ขุ.ม.อ. (ไทย) 5/1/-/543, อภิ.ส .อ. (ไทย) 1/2/-/149. 

46 ม.ม.ู (ไทย) 12/70/62. 

47 องฺ.ทุก. (ไทย) 20/70/276. 

48 详细内容：ขุ.ม. (ไทย) 29/177/506. 



常持守五戒者，佛家三宝的坚信者，便将不再沦落地狱，在 7 次轮回

内必将达成涅槃。 

鬼、四处瓢泼的灵魂、投生游魂【Sambhavesī: seeking birth or 

existence】，真正存在吗？ 

据佛法，死去的人化身为其它状态来见到我们，不是还未投

生，但全属于新生世，只不过他们不是一般生长的生命，而是瞬间升

起的生命，叫做化生【Opapātika: creatures having spontaneous births】，

包括饿鬼、阿修罗或天神等，不是幽魂。而投生游魂是指除了阿罗汉

之外的所有生命，包括我们人类也属于投生游魂。 

投生游魂是指寻找新生者，代表还不能弃除带领众生轮回的

十结【Saṁyojana: fetters; bondage】，还存有新生爱欲的生命49，是

还要以卵生【 Aṇḍaja: the oviparous; egg-born creatures 】、胎生

【Jalābuja: the viviparous; womb-born creatures】、湿生【Saṁsedaja: 

putrescence-born creatures; moisture-born creatures】或化生等四种出

生方式的学人和凡夫50。 

学人【Sekha: the learner】是指须陀洹、斯陀洹【Sakadāgāmī: 

once-returner】和阿那洹【Anāgāmī: non-returner】已经证得入流等三

种道果，但仍需要继续进修直至阿罗汉正果的圣者51。 

                                                      
49 ม.มู.อ. (ไทย) 1/1/-/567. 

50 ส .นิ.อ. (บาลี) 2/11/26. 

51 องฺ.ติก. (ไทย) 20/86/312, ขุ.ม. (บาลี) 1/7/44. 



凡夫【Puthujjana: a worldling; worldly person; ordinary man】是

指充满烦恼和烦恼之因的有生，包括：没有任何心灵修养的愚暗凡夫

【andha puthujjana】和稍有心灵修养的贤善凡夫【kalyāṇa puthujjana】

等两种凡夫52。 

问：来世真正存在吗？如果有，证明一下！ 

答：明天真正存在吗？带我去看一下！ 

问：前生真正存在吗？怎样证明？ 

答：先带我去昨天看一看再告诉你！ 

问：如果真有前世，为何我们什么都记不住？我们这样承受

连自己都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去做的恶果，公平吗？ 

答：我们之所以记不起来前生，是因为生命的秩序不是永恒

的（不同上帝宗教的信仰），而生命是连续的生-灭系统（像动画

片）。每次死去，旧心（灵）灭绝… 新心持取新对象，建立起新生世。

因此，定力（三摩地）还不够强者或未得到无想禅定（三摩钵底、三

摩 拔 提 、 三 摩 跋 提 ） 【 Jhāna Samāpatti: attainment; meditative 

attainments】，将不可回忆或明鉴前生的所在。 

佛陀的生死轮回论，是新理论家们否认的另一个讲法，是旧

时代人被视为守旧愚昧、不科学，但也有一种现象使不少新时代人不

可否认生死轮回的存在，那是“生世的还生”或“前生的记忆”。 

                                                      
52 ม.มู.อ. (บาลี) 1/2/22, ที.สี.อ. (บาลี) 1/7/58-59. 



现在是科学时代，各种理论和学说必须要由科学研考来证实，

有关此事，已有西方教授的写作确认“来世”的存在，即使与作者的

宗教信仰有矛盾： 

1） 二十案例示轮回（泰文

翻译版），作者：美国弗吉尼亚大学

Ian Stevenson（伊恩·史蒂文森），

泰国佛统府阿毗达摩基金印刷厂出版； 

2） Twenty cases suggestive of 

reincarnation, Stevenson Ian (1974). 

Second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ISBN: 

9780813908724； 

3） Tucker, Jim B. (2005). Life Before Life: A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Children's Memories of Previous Lives,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256 

pp. ISBN: 0-312-32137-653； 

4） 前世今生，作者：BRIAN L. WEISS, M.D.（美国迈阿密大学：

布莱恩·魏斯），翻译：朱莱啦 阿拉亚基滴鹏，泰国曼谷芭叉沁区

帖撒搬哪了满路 12 号，吗滴春印刷厂出版； 

5） 25 位前生回忆者，作者：纳提·栏菩，泰国暖武里府暖

武里县哒啦鑧区芭叉腊路扎冷喇村巷 25/54 号，坦波焦印刷厂出版； 

                                                      
53 http://en.wikipedia.org/wiki/Twenty_Cases_Suggestive_of_Reincarnation 



6） 胡 荡 · 前 生 回 忆 狗 ， 玛

丽·少批素的故事，啊嘛麟谭吗印刷厂

出版，（2016 年）第二次印刷， ISBN: 

9786161814212。 

以上全部 6 本书告诉我们，来转

世成为人类、天神或牲畜的生死轮回，

不仅仅属于佛教或其他某些宗教的信

仰，但它是与宇宙和世界共存的自然规

律和现象，不论信与不信，不论是哪

个宗教或教主的信徒，若心灵还存在

爱取，必将无穷尽的轮回在 31 道之

中，喜优交错，根据所做过的善业恶

行，或化生天神、或诞于人间、或成

为牲畜、或沦落地狱… 如果是扭造，

那 4 岁小孩又如何记得起前生亲友的

姓名？此事，伊恩·史蒂文森教授

亲自带小孩去找到了他论述的亲戚。

而至今全球已有 200 多起相似事件，

并得到证实了 20 项事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