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因果关系
——王芃远



因果的本体

•偷盗造业三问：身口意

•业：因的特殊能力

•意身——阿赖耶识的相续

•一切有部与唯识宗

•下雪与稻谷



因果的成熟与类别

•粮食比喻：

•品种/地理环境/气候

•定业：现世报（青年造业老来报或更快）

•不定业：下世报：五无间罪（来世堕恶趣）

顺后造业（几世之后的果报）

不定业（可能有果报可能没有）

•果报差别的原因：对境与动机，例子：僧人与凡夫



支分细节（一）

•外道邪见，古代：善人堕恶趣，外道仙人的断见

•即使行善，果报不一定当下显现，一生行善不代表前世都行善

•常见（帝释/梵天看不见生灭）

•现代外道的邪见：对因果的误解

•以农民比喻

•现实造恶却没有果报甚至事事如意

•外道认为一切命中注定

•业力病/挨饿者举例否认

•否定因果（不堕两边）



支分细节（二）

•不行不善非戒律，然违背自然规律也。

•以服毒为例

•国王杀阿罗汉

•屠夫改行忏悔/不定业也能消除或减少



消除不定业的方法：忏悔

•对于往昔曾经造过、现在已经不能回忆的恶业，我们可以这样观
想：无始以来我所做的一切罪业，无论是有意或无意做的，都是
不应该的。并如同服了毒药一般，对它生起强烈的恐惧和后悔心，
发誓从此再也不做，这样就可以令无始以来所造的一切恶业都变
成不定业，这是很有意义且十分重要的。如果不能这样做，情况
就很难讲了。



如何确保善根

•了解嗔恨心的危害

•回向（凡夫所行善业有漏）

•如梦如幻的见解（具体事例：放生；免费餐）



证明因果不虚

•缘起；因缘和合

•杀生；种子

•绝症垂死者通过行善或长寿法延寿（癌症例子）

•贫富例子：西藏国王的三次散财

•疑问：父母造业，子女偿还



总结

•有因必然有果，无因就不会有果。若渴求人天福报或快乐，就要
去种快乐的因，快乐的因就是行善；若想避免痛苦和灾难，就不
要种痛苦的因，痛苦的因就是造恶。凡夫由于愚痴和无明，欲求
快乐果却反种痛苦因，比如时下许多人杀害各种动物，用它们的
血肉和生命换取自己的延年益寿，这岂不是完全的颠倒吗？其余
的事情也都是这样。

•所以，如果凡夫对因果没有一个正确的观点和取舍，则所做的多
半是错误的，由此而感受的，也将是他们意想不到也不愿接受的
苦果。



思考题1

• 1.什么叫业？业和因是不是一回事？

• 2.业报的类别有几种？

• 3.为什么有的果报来得快，而有的慢？

• 4.什么是断见？什么是常见？

• 5.外道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你觉得这是对的还是错的，为什么？

• 6.无神论者认为没有因果的存在，你是如何看待社会上恶人越发猖獗却无可奈何？

• 7.佛为什么让我们不轻易去看因果？

• 8.你曾经造过什么业？你想要如何去消除？

• 9.因果的规律是不是佛制定的，用来吓唬我们凡夫的？

• 10.你在生活中有什么无法理解的违缘，过去你是怎么看待的，现在呢？



思考题2
• 1. 如何将罪业变成不定业？

• 2. 修持金刚萨垛中的四力是什么？

• 3. 为什么升起嗔恨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 4. 如何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

• 5. 为什么父母造了业而子女却承担果报？

• 6. 如何理解一些高僧大德的行为，像济公和尚吃肉、喝酒，难道他们不承担
因果吗？

• 7. 你曾经造过什么业？你想要如何去消除？

• 8. 你在生活中有无什么违缘让你无法理解？

• 9. 学习因果关系后你认为应当如何避免违缘的发生？

• 10. 佛为什么让我们不轻易去观察因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