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都知道題目就是佛家輪迴學說。這個題目，大家手上有講義，講義就叫做

《佛學業論辨識》。為什麼我們所講的題目與講義的題目不同？這個原因就是輪迴這

個詞語，在佛教的典籍裏，正式常用就是業論。因為業是 karma，梵文的 karma，

代表了一個人的行為。行為是因，招致到來生的果報。這樣因，做業的因，產生酬

果、果報，就叫做業論。所以業論即是叫輪迴，輪迴即是一般人的講法，業論就是正

式的術語。其實這篇文章是以前，很多年前我所講，很多年前我的著作，就在一個刊

物叫做《法相學會特輯》的第一輯，《法相學會集刊》的第一輯。(這集刊)是一個學

報，這篇文章在學報上發表的，覺得這篇文章對解釋輪迴就比較全面。

那麼有人會問你為何要講輪迴？為何值得要講輪迴？原因是因為佛教是中道的，

即是講中道。甚麼叫做中道？即是不要執有，不要執無，那麼生命體的時候都有

「有、無」。有人認為人死如燈滅，人的生命完結了，一生就變了不存在，佛教看這

(種看法)是一種執來的，這種執叫做「執無執」、叫做「斷見」。執無即是斷，生命

會斷滅的。那麼另一種思想就是印度傳統思想，認為人的生命永遠不會不存在的，是

永恆存在的，永恆存在即是有一個靈魂永恆存在，這個就叫做執有，就是執常，是常

的執。那麼佛教就(認為)無永恆的靈魂，無永恆常住的靈魂，那就是不執著。

我們的生命體完(結)，一生完了就不是返歸於零的，生命是仍然延續下去，那麼

就不執斷。那麼(佛教)就不執常，又不執斷，那麼就不落二端了，這就叫做中道。佛

教一開始就講中道，是跟印度的傳統講法不同，跟一般人對生命看法就不同。所以在

佛教當中是有一個幾大的困難，怎樣一方面不執常，又一方面不執斷，而且又可以輪

迴下去呢？那麼中間就有很多理論的，由於這樣的緣故，這個講座需要延續大概五節

才能說得完，大概講五節。現在今日就是第一節，我想講的問題就是輪迴思想的淵

源，講完輪迴思想的淵源，原來輪迴即是生死，一個人生命完結的時候，那人就死

了，死了就有來生。那麼這個理論不是佛教獨有的，在印度多數學派都有這樣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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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人裏都有兩派。

現在中國人有一派(認為)人死了、完結了之後，那人就會有第二個生命出現的；

那麼有一派就不講，就叫儒家，就不講我們死了之後會怎樣，孔子不講的。孔子說有

人問他「(人)死了後會怎樣？」，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現在做人你都未知道

怎樣做得好，還要問來生？問人死了之後怎樣，那是無意義的，孔子、儒家就不討論

這個問題。一般人在中國傳統敬祖先庇蔭的時候，(人)死了的時候，不是等於零，祖

先(死後仍會)庇蔭。即是爺爺死了，我祖父、曾祖父死了之後，他的子孫仍有庇蔭的

餘力，即是說這是民間思想。儒家正統思想就不講的，死了又如何不講，這個問題不

講，先要講你在生時候怎樣做一個正人君子。

那麼印度都有兩派，一派就是肯定有生死輪迴的，後面的朋友看到嗎？或者勉強

看到吧。一派就是否定輪迴的。那麼印度的兩派思想裏面，印度思想就是大致上有兩

種派系，一派就是傳統派，傳統派就是印度人最初相信有四本詩集，即是《吠陀詩

集》。《吠陀詩集》即是上天的啟示，那麼初初相信是多神論，慢慢變做一神論的主

張。相信一神論跟多神論的那套主張的派系就叫做傳統派系。那麼好像，譬如尼耶也

學派(正理學派)，講邏輯的，Nik ya Schoolā ，是印度邏輯裏面的始祖，用邏輯論證

是有神的存在。

大家都知道阿里士多德是西方出名論證是有神的存在(的先哲)，用四種論證法。

那麼印度都論證神的存在，那麼這一派就是尼耶也，Nik yaā 這一派相信有神。第二

派即是瑜伽學派，即是我們學的瑜伽，Yoga。Yoga 有外瑜伽和內瑜伽，一般人學習

那些是外瑜伽，譬如好像肩立式、倒立式、鋤頭式、金剛坐那派瑜伽。瑜伽就相信有

上主，相信又有神，不過一般在溫哥華科學的瑜伽、香港的瑜伽，任由你，當你想入

定的時候，你可以想像你的神，譬如你相信佛就想像佛，我相信耶穌就想像耶穌，如

果你相信有大自在天王就想像大自在天王這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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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派都是傳統學派，革新派就是印度，在釋迦在世的時候，就不只尼耶也學派、

瑜伽學派、勝論派、數論派和後期彌曼差、吠檀多，全部都是學派名稱。很多的，這個

世界上最多學派，即是宗教學派，就在印度。印度不只一百個，很多學派的。這些學派

都是傳統，但是佛在世時候，有人反對傳統的，因為有兩種力量，你贊成吠陀天啟，我

不贊成吠陀天啟；你贊成有一個上帝，我可以不贊成上帝，都是一樣是相對的。有些學

派是不贊成有一個上帝，不贊成吠陀天啟，這些詩篇由上天啟示。佛家是其中一個學

派，有一派叫耆那派，耆那，耆那派，Jainism 又叫耆那派。順世外道，Materialism，

唯物主義的。順世是唯物主義。有很多，不只一派的，我們讀經教裏面， (都知道)有六

師外道。即是除了佛家，還有六個學派是反對傳統的，新的學派來的。佛家是第七個，

即是除了佛家之外，佛教之外還有六個學派，那叫六師外道。

這些外道當中，順世外道是唯物主義，即是主張人死如燈滅，死了就沒有來生。

今生(人)死了，今生你的身體由甚麼做(成)？是由地、水、火、風構成，那麼你死了

之後，地、水、火、風就回歸大地。你從哪裏來，就回到哪裏，所以就沒有來生。但

地、水、火、風是物質的活動，它並沒有講精神活動，那麼唯物思想的人認為精神活

動是寄寓在物質之上而產生作用。如果人死了就只有物質活動，(物質)就回去原來的

地方，在大地來就回歸於大地。順世外道就(認為)沒有輪迴(思想)，那麼其餘呢？耆

那派、佛家這些的革新派都是主張生死輪迴，三世生死輪迴、三世因果輪迴。所有傳

統學派都是承認有生死輪迴這件事。

那麼我們知道原來在印度各派對輪迴看法(上)，就有兩種看法，好像中國一樣(對

於輪迴)有兩種看法。但是中國沒有肯定人死如燈滅，儒家思想沒有提出人死如燈滅

的講法，只是說「未知生，焉知死。」不談這個問題，不談不代表否定，順世外道直

接否定，談死了就(甚麼)都無，由存在回歸於不在存。既然在傳統學派和革新學派，

革新學派大多數都是主張三世因果、輪迴生死的，他們一定有一套理論。那麼 (革新

派)的那套理論跟佛家是否完全一樣呢？我們就產生這個問題，那個答案就是不一

樣。佛家有一部份是承繼印度的傳統(思想)來建立，另外講輪迴時候的一部份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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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來的，是自己另外獨特的創建。

所以要澄清了哪一部份是佛家自己的創建，哪一個部份是承繼傳統呢？所以我們

接著就要討論，討論看看在印度的時候，他們怎樣談，印度傳統，即未有佛家前，究

竟印度人怎樣相信輪迴、怎樣解釋輪迴，那麼是第二節了。第一節，第二段了，《奧

義書》的輪迴思想。奧義書是甚麼來的？在印度的思想史裏面，最初就是四吠陀，即

是用四種詩篇去讚頌天神。接著解釋這些詩篇就是《淨行書》、《森林書》、《奧義

書》，《奧義書》就是比較講理論的。四吠陀不講理論的，只是讚嘆神的偉大，和於

祭神的時候，要用甚麼詩篇去(祭祀)、念甚麼詩篇、用甚麼咒語念誦，那麼一般來講

是不講理論。而奧義書，Upani adṣ ，這個就是奧義書的梵文，就是將一些祭神的理

論、祭神的儀式和詩篇，把理論申述出來，那就是《奧義書》。

在《奧義書》裏面，就講過輪迴是怎樣的。現在我試試將一部份的奧義書，這些

叫《奧義書》，叫做 B had ra yakaṛ ā ṇ 《布列哈陀奧義書》，B had ra yakaṛ ā ṇ 這個名

稱。《奧義書》有很多篇的，有幾百篇。其中布列哈陀 B had ra yakaṛ ā ṇ 是一表一

篇。一篇是記述兩個人的對話，一個叫雅吉納雅卡，一個叫馬德麗，這兩個人對話。

這兩個是兩夫婦來的，他們兩夫婦對話的產生，就是由於丈夫出家。因為印度人都

(會)出家，印度人不只是佛教(徒)出家，還有婆羅門、沙門那類的出家。在婆羅門做

祭司的時候，可以不用出家。但是他們在生命的(其中)一段時間都會去出家的，而(對

話就是有關於)他丈夫的出家。(丈夫)出家的時候，就將錢財就給他太太，這個故事寫

了在(講義)。

太太問他，這幾個錢財究竟可不可以從此得到了脫生死？(太太)這樣問丈夫。丈

夫回答：「不可以的，你可以很富有，但不會因為你富有，你就變了長生不老，不會

的。」太太就問：「為何會長生不老？」丈夫答：「一個人今期生命完了，他一定會

有死亡，死亡的時候，他會再有第二個生命。」因為每一個人都會執著自我，有自

我，他提出一個自我，即是靈魂。他說：「你愛你的丈夫，並不是愛你的丈夫，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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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你愛自己的自我，因為那個丈夫是屬於你自我的，於是你就愛你丈夫。」這句說

話，聽不聽得明白？(他)將那個丈夫(當)作了佛教的我所、我執這樣，我所執。為何

你會愛你的子孫？為何？因為子孫是你的子孫。為何你愛你的丈夫？因為是你的丈

夫。「你的」那個「你」很重要，我的丈夫的「我」是很重要。由於你執「我」，因

為「我」，所以你有輪迴。於是，有一個比喻，那個「自我」好似甚麼呢？自我是一

條蟲，現在牠在一塊葉子生活，來比喻今生。當蟲從這葉的一邊走到另一邊的時候，

就比喻牠今生的完了。完了的時候，牠就會找另一塊葉子居住，於是由一塊葉子的邊

緣，就跳到另一塊葉子來居住，就比喻今生完結的時候，就生在來生新的世界。來生

的第二塊葉子，當(蟲)已走滿了，去到葉子邊緣的時候，牠就跳去第三塊葉子，就好

似有過去世完了，就有今世，今世完了，就怎樣？有來世。這便是三世，三世因果。

所以你不可以藉著金錢就得到永生的。不可以的，你一定是有生有死、有生有死，你

不可以長生不老這樣下去，這是不可能。一定是生生死死、生生死死。

那他太太又問：「為何又會生生死死？」丈夫就解釋：「由於你今生有很多貪

欲，你的生命是充滿著貪欲。有貪欲於是就做了很多行為，刺激你的意志做了行為，

這些行為就會引致……當你今生完了，你做了很多行為，即是很多業的力量凝聚在生

命裏。當你今生完了的時間，業的力影響你來生。所以你今生完結了、死亡，就引致

來生生命的新生。來生又是被欲望充滿著生命，又造很多的業，業又潛伏了很多個力

量在你的生命裏面，當你來生生命完了的時候，那種業的力量就牽引你第三世的生命

存在。由於這樣的緣故就是生生死死、生生死死了。那個太太又問：「那死了的時

候，我們的形態是怎樣的？」那(他)就答她：「當今生完了，來生由於業的不同，可

能出現的生命形態是各種各樣。有時候你可以做天人，有時候你可以做普通的天上眾

生，或者做地獄眾生，或者做畜生眾生不定。或者你完全不是這樣，是跟梵結合

的。」因為他們認為宇宙是有一個實體的梵，叫 br hmanā ，結合的。但是你的生命

都不會斷的，不會斷。你一直都是生生死死、生生死死，那麼梵，到了梵的那裏，那

你就不需要有生死，但是你的生命都不能斷，不再輪迴了，如果你跟梵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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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太太又問：「怎樣才可以跟梵結合呢？」他說：「很簡單，你修行那些無欲的

淨行，即是不要與貪欲相應的行為。你修行，終有一日會跟梵結合。跟梵一結合，那

麼以後就不會再有輪迴這件事了。」整個故事就是這樣，透過這個奧義書的這段故

事，反映出他們的輪迴理論是已經相當完備。在表面上，跟佛教沒甚麼差異，那麼就

分析看看。第一，輪迴的生命主體是甚麼？它說自我是輪迴的生命主體，自我是不生

不滅的，不是有上帝造的，它本來就是存在。這裏開始有一些變化，在印度傳統裏

面，是多神教開始，慢慢就變了一神教。一神教再慢慢(演變成)梵我一體思想，那麼

它用了梵我一體思想，因為神就是人變的，這種思想已經有了，即是剛才那兩夫婦對

話已經說了這段說話。

你可以變梵王的、你可以變大自在天王，你可以生天的。神都可以是人變的，其

實這個(思想)是影響佛教。那個自我是不生不滅的，他們是相信這件事，自我就好似

我剛才所舉例好似一條蟲，那條蟲是尺蠖之蟲，尺蠖。易經裏面都用尺蠖之蟲來比喻

屈伸的道理，當蟲向前行的時候，牠會先屈曲身子，即是先屈曲，由一伸即是行出，

這樣做一個相輔相成的力量，一屈一伸的力量去比喻易，陰陽，先有陰，然後就是

陽，剛好顯現。兩種力量相反而相助，一屈一伸來比喻我們的發展。那就舉隅一條蟲

的比喻，因為尺蠖之蟲是比喻一個自我，比喻自我。自我即是甚麼？現在我們西方的

思想，即是靈魂。因為這個自我不會變化，它是完全不變化的。

這個自我的質是甚麼？質是梵，梵是 br hmanā ，這個梵。br hmanā 是甚麼？宇

宙的最後實在，宇宙的實在存在，一切存在是由 br hmanā 顯現的，就是梵所顯現

的。那麼一切物體要滅的時候，就會回去梵那裏。這一個自我體，就是梵的體，由於

體即是梵，就是自我與梵可以合二為一，如果兩件不同的體是不能合二為一。譬如玻

璃與石頭是兩件不同的體，如果將玻璃與石頭合作一件東西是不行的。譬如玻璃片與

玻璃球，大家都是玻璃，熔了合二為一是可以的。那麼自我和梵的關係就是自我與梵

是同體，本來就是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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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自我透過無欲淨行復歸於梵，就可以合二為一，那就(不用)輪迴。當未合

二為一的時候，它就是輪迴的主體了，那就跟西方的靈魂，一般人的靈魂就相近了，

即是執著有一個靈魂的。剛才的故事也一樣，你說你愛我，其實不是的，其實(是)愛

你自己的靈魂。因為你愛你的自我，因為丈夫是你自我的丈夫，是嗎？是屬於你的，

所以即是每一個人都會執著靈魂是第一的，最主要的存在，其餘是附屬於靈魂。有甚

麼引致到人的輪迴？那是輪迴之因。那麼它說業就是輪迴之因，以業為因，業者就是

karma，karma 是活動來的。譬如我將一些筆搖來搖去，那些筆都是活動，那些筆

「噠噠」地響，都是業來的。不過這個業就是無記，即是它不是善，不是惡，這樣就

是無記。你拿筆將蒼蠅打死了，(是)惡業，都是 karma，惡是嗎？如果這些蒼蠅掉下

水，你的筆將牠們夾起來斷翼，都是活動來的，但是你的行為可能善、可能惡、可能

無記，我們通常不把無記叫業。

一般來說(無記)其實都叫業，但正式廣義來講，業就是一切活動，叫業。一般人

將輪迴講做業，就不是無記業，就是或善或惡的業。由於你做了或善或惡的行為，決

定了你來生的存在形態，那是輪迴之因的業。大家都知道種善因得善果，是嗎？種善

因即是善業，得福報就是善果；種惡因得惡果，即是做了惡業就得甚麼？非福報或者

罪報，那麼這個就是惡果了。就輪迴的力量為推動力量，內在來說，就是你的欲望煩

惱；外在來說，這個業。那麼輪迴的歷程是怎樣？輪迴的歷程是自我、靈魂本具煩

惱、惑。煩惱最主要以甚麼為主？就是以欲望為主。

所以剛才那段故事，丈夫就告訴我們，我們的生命體是充滿著欲望的，追求欲望

的。所以後來佛家都認為人有三種欲望，是嗎？一種生在欲界，欲界貪、生在色界，

色界貪；生在無色界，無色界貪。欲界有性欲的有情；色界就是有物質活動的有情、

他們是沒有欲望，沒有性欲的；但是生在無色界的，就是無物質活動，無性欲，只有

精神活動。但是無論你生甚麼界，如果你無一種貪欲，即是你不喜歡生無色界，你不

會生無色界；如果你不喜歡生欲界，你不會生在欲界；如果你無了色界的欲望，就無

了色界，不會生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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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喜歡那樣，你就生那樣。所以，佛教所說的生命體的因，依循印度的傳統

講法。印度傳統講法的時候，你的生命體是充滿著欲望，各種各樣的欲望，充滿著欲

望，欲望刺激你去決定、去做那些行為。刺激你做決定的行為，你的意志行，即是佛

教叫做行的，即是無明緣行的行。無明代表欲望，佛教的十二因緣，無明緣行，行緣

識，識緣名色。那個無明就是欲望，這個意志就是行，我們的五蘊裏面就是色、受、

想、行、識的行蘊，就是意志。這個意志就是推動你去做行為，當你做行為的時候就

造善業、惡業了，善惡的業。業是由意志推動的，這兩樣在意志來講，我們就叫做

行，在活動表現叫做業，這就是造善、惡業。那麼造善、惡業就酬引福報和非福報的

果報，過程就是這樣。

你今生造了善、惡業就招引來生的福報與非福報，來生又造善、惡業就招引來來

生的福報或者非福報，於是過程就是這樣，就是永遠斷不得。你不能追問最開始的時

候是怎樣？生命是怎樣來的？不講的。最後的時候又怎樣？他們又會講最後有些人的

生命是斷不得，即是繼續輪迴的；但是有些人因為修淨行的緣故，可以跟梵給合了，

輪迴活動的歷程就終結了，可以的。下面就是解脫了。這就是輪迴的歷程。接著就是

解脫歷程。解脫歷程是誰人解脫？那麼答就是自我的解脫、靈魂的解脫。靈魂要怎樣

才解脫？靈魂修無欲的淨行就可以解脫。

所以，第一，如果你要不輪迴的時候，你在今生、來生或生生那樣，要修一些無

欲的淨行。修淨行時，當死亡的時候，你的靈魂、元神，靈魂不再造業，在死的時

候。今生就一定不造惡業，亦不造善業的時候就很困難的，不造善業、不造惡業是不

容易的。你不造善惡業的時候，你來生的元神就不會牽引一個生命出來。不會牽引，

因為你今生的業不再牽引來生生命，不再牽引來生生命，你這個自我就復歸於梵，與

梵結合、合而為一。那麼與梵合而為一之後，就了生死，就叫做解脫，那麼就不輪迴

了。這個大致就是傳統印度的輪迴思想。但是這些思想不是佛家，為何不是佛家講

的？不是佛家講的原因就是表明輪迴這套思想，在印度傳統是不完備的。佛家把它完

備化，下面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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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來到中國禪宗不講。你看禪宗的語錄裏面、公案裏面，不講輪迴的。不會將

輪迴的理論說得這麼清楚，不可能的，即是說這套學問不是佛家原有的。所以在中國

佛教裏面，後期可以不談這個問題。但佛教徒多數都會接觸到輪迴。你就要清楚這些

思想的來龍去脈，先介紹(這些)思想的出處。剛才就講了簡單的理論了，進一步講在

印度《奧義書》的輪迴理論有甚麼特點。這樣是第三點。第一個特點，輪迴是樸素的

因果律進行的，所謂的樸素因果律即是為何？是與一般人講輪迴的不同，因為它不建

構一個造物者，不建構一個審判者，判斷一個行為，哪些是善、哪些是惡，判斷你是

否上天堂，抑或是下地獄。

但是中國人就不是的，(認為)死了會有審判官，有玉皇大帝審判你，你於今生做

了甚麼事，他有本簿完全記錄了。(人)死了的時候，牛頭馬面的人就捉你去閻羅王那

裏。玉皇大帝審判你、閻羅王審判你，判斷你生天、你下地獄、你變了畜生，但在印

度傳統(思想)並沒有這種事。這即是表示甚麼？表示輪迴是自自然然變的，你做甚

麼，是沒有審判的、沒有施予賞罰之事。你做了善，你自自然然就生天；你做了惡，

你自自然然下地獄。不需要有另外一個人參與判斷，給你福、給你禍，不需要的。所

以這個輪迴是與基督教不相同，基督教(認為)將來你死了，要復活，是嗎？耶穌再來

這個世界作最後的審判，有審判的，要定你的罪，一是生天、一是下地獄。但是，在

印度就沒有這套理論，這是(一個)特點。

很多人就不瞭解，即是以為……看了中國的民間故事太多，認為死了的時候，你

的輪迴是有人去審判你、去決定你，這裏要澄清不是的，所以(印度《奧義書》)是樸

素的因果論。怎樣樸素？很簡單，但後來佛教講得很複雜的。後期你聽到第四講，你

便知道。因為佛教又有很多問題出現的時候，佛教要將問題澄清就變複雜了。這與其

他的宗派不相同的。有些人說基督教本來……原始的基督教都有輪迴這一套理論，不

過後期教會就將輪迴的思想省略了，現在的聖經是沒有講輪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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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聽一下梁燕城講生命只有今生的，你今生做了善，你就一定生天堂、你今生一

做了惡行，你信了上主，你就得救，得救你就上天堂。基督教認為你上堂是恩寵來

的，上帝給一些恩寵你的，不是因為你做善而上天堂。印度人就反對這種講法，不是

的，你自己有力量做了善，一定上天堂，上天堂不是恩寵，是你應得的，是自自然然

的，是自自然然如此，他們的看法是樸素的自然因果律。因果，也不是一個上帝做的

因果律，是世界上存在這樣的活動，在所有現象界上抽象的法則。法則不是人造，是

自然存在，法爾如此。這個(觀點)在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特色，這個(觀點)就是(《奧

義書》的輪迴)的特色之一。那麼第二個特色，肯定生命是可以延續的，但是生命延

續有很多種延續方法。

這種延續方法，我們叫它做精神生命的延續。甚麼是精神生活的延續？譬如孔子

死了，但是孔子有一樣東西不死，就是孔子那套道理，仍然存在在我們的心裏面，存

在在東方人，甚至是西方人，受儒家思想影響的西方人的心靈裏面，是存在著東方孔

子學問思想、那套思想的。這樣，所以孔子人就死了，但是孔子的精神並沒有死，這

樣他的(生命)都可以延續了，但是這種延續就是精神的延續。精神的延續，是薪盡火

傳的精神延續。孔子的學問傳給子思、曾子，曾子傳給子思，子思傳給子思的學生。

子思的學生傳給孟子這樣傳下去。

這樣是一代傳一代，傳下去就好像薪盡而火傳，好像柴木燒到尾部的火燒到另一

條柴木，另一條柴木將燒盡的時候，又將火燒到第三條柴木，這樣傳下去的。精神的

存在，是這樣的存在，這樣延續下去。但是輪迴是不是這樣？輪迴不是，如果是的時

候，我們現在是知道上一生做了甚麼的事，你知不知道？不知道。如果精神的延續下

去，我就知道我來生怎樣想，我過去生命是怎樣，我是知道的，過去生命我怎樣想，

過去生命的時候，我們都有精神的。你現在做學問，但是我記不起了，顯然不是精神

的延續，我們記不起以前的事。

要修行，佛家教人修行，宿命通，你才知(過去及未來發生的事)。當你修行至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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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通，你知道未來你可以是怎樣的生命、過去你的生命是怎樣。但是一般人不知道，

這樣就顯然不是薪盡火傳的精神生命的延續，我們說這是非精神生命的延續。第二種

的延續方法就不是這樣的，譬如我們說這裏的熊，不要殺牠們，最近的海馬，中藥用

得太多，海馬將來滅絕，我們不要捉海馬。鯨魚為何會少了？我們希望不要捉鯨魚。

為何？因為怕這些生物……牠們有一種類的生命延續，害怕牠們斷了，絕種，是嗎？

即是說不絕種的時候，這個生命的延續是甚麼的生命延續？是類的生命延續，累積的

生命。好似過去有人，第一代有人，死了，第二代的人，第三代的人，那麼人的生命

繼續延續下去。我們不希望世界上某種物體、某種動物、某種植物，牠們的類生命會

中斷的，我們不希望。所以叫人不殺鯨魚、不要捉灰熊、不要殺海馬，就是希望海

馬、鯨魚、灰熊每一類的生命繼續這樣的延續下去。

這樣都是延續，不是個體生命的延續，就是類的生命延續。聖經，我們讀西方的

《聖經》，世界大(洪)水的時候，挪亞方舟(就將)每一種動物，是嗎？都要一雌一雄

那樣，將牠們放在方舟裏，待大水過去後，牠們的生命可以繼續延續。那不是個體生

命的延續，是甚麼？類的生命延續。可以犧牲其他的個體，但是類呢？就繼續延續下

去，我們人有這樣的欲望，希望類的延續。我們中國人很喜歡有類的延續，譬如好像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是嗎？阿爺要結婚，生下你阿爸，阿爸要結婚，生你。你要結

婚生你的兒子，你的兒子要結婚生你的孫子。那麼你死了、你爸爸又死了、你祖父、

曾祖父死了，但是家族的類延續下去，就不會中斷，是嗎？這個都是延續，這就是類

的延續。

佛教之前，在印度的生命延續不是這一類，而是哪一類？是這類，是有情，每一

個有情，即是每一個有情性、有想法的、活動的生命體，各有自我，即是各有各靈

魂。這些自我即是叫實我，又叫元神、又叫神我，有一個靈魂，一樣的。當你見到自

我這個概念、實我的概念、神我的概念、元神的概念，甚麼元神出體，我們打坐時，

他不讀佛家經典，就相信靈魂可以由頭頂走出來，走出來後迷失道路，回不到(身

體)，你的神經就會……有很多人打坐打到入神經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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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執著靈魂，就是這個靈魂，走出身體之外、肉體之外，走了的時候，(靈魂)

就回不到去，佛教認為這樣是執著來的。元神即是靈魂，都叫做這個實我。每個人、

每個生命體有一個自我、有靈魂，自我靈魂的時候，他造業、做善惡的行為，來生酬

引果報，一是生天、一是做人、一是變畜生、一是生地獄各種情況。然後，有三世因

果延續，這樣的個體生命造業感果，三世流轉的延續，(《奧義書》)延續的特色是這

樣的延續。這個特色，跟佛教一樣，(佛教)都認為生命體是有這樣一種的延續，不過

有點兒不同，就不是靈魂，是一種假我的延續。這一點是很大的差異，這種差異就待

下文再講，先讓你看到印度是怎樣的。印度都有個體的延續，但是有靈魂的個體延

續。

佛教都講個別的生命延續，但是這是假我來的，無靈魂的。這點便不相同。接

著，第三點特點，輪迴的活動是要通過一種……不是，未是，第三種活動，輪迴活動

是可以中止的。這一點是特點，即是不是說永遠輪迴，是某些人的輪迴活動是可以中

止。剛才說了要中止(輪迴)要修行，修行無欲淨行復歸於梵，這樣就可以中止。那我

要問你，那些人是否要永遠輪迴？你說是的，可以這樣答，可以說是或者不是，一般

人是可以繼續地永遠輪迴，但透過修行，輪迴的活動是可以中止的，是印度人相信這

樣的(理論)。那麼佛教呢？都是一樣相信的，輪迴是可以中止的。而且希望終結，佛

教目的就要達到這件事，輪迴活動有日終結，不再輪迴。為甚麼？輪迴是痛苦的。終

結了輪迴就不痛苦。

下文講的四聖諦就知道了。那麼第四個特點，既然輪迴是有一個神我，自性輪

迴，那個自性不輪迴時候，存不存在？那就有問題了，是嗎？那個答案是自性永遠都

不會消滅。當它不輪迴的時候，自性是恆存的，就回到梵的那裏，就是梵我合一，不

會無的。如果無了的時候，存在就等於完全不存在。有存在的事物，不可以變了不存

在的，它只是改變存在的形態。有一件事有一百(分)，突然(變了)零，是無可能的。

所以，既然輪迴是有一個主體，不輪迴時候的主體不等於零，主體是回去宇宙的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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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宇宙的實體叫做梵，這是梵我合一。

有一個特點，當你輪迴的時候，輪迴主體的靈魂是有一個獨一性、unique 的，

即是兩個輪迴主體是不會相合的。我有我造業，你有你造業；我有我感果、你有你的

感果，我們(之間的因果)是不會混淆的，亦不會將它們攪亂的，這樣是獨一性，是

unique 的，獨一無二的。但是，當入了梵的時候，就不是獨一了，就喪失了獨一

性。因為為何？因為除了你的修行，可以跟梵結合了，乙都可以修行的，他又跟梵合

一。丙又去修行，又跟梵(給合)，就那會有很多方面合一。突然合一了的時候，就無

了獨一性，是嗎？就喪失了獨一性。另外，就是當你不輪迴的時候，你會有一個主宰

性，我喜歡做善就善，我喜歡做甚麼？惡就惡，因為你有活動，有意志，那麼合一了

就不行，就無了一個主宰性。因為梵不主宰萬物的，好似道家那個道，道是無處不

在，道不會主宰事物的，道是無為的，道是無為而無不為。即是老子的道德經的道，

道似乎跟梵一樣，宇宙一切是道，一切都是道。道就是生一切法，它又是梵，生一切

法。道不會主宰，不會主宰一切，所以當我們生命體解脫的時候，與梵合一的時候，

就喪失了主宰性，就無意志活動。

這點我就要指出來了……業力感應到輪迴，正式的名字是業感緣起，大家知道為

何是業感緣起？因為你今生造業，然後感召、招引來生的果報。緣起由因果關係的緣

起，由造業的因產生來生果報的果，這樣叫緣起。緣起即是因果關係，緣起。原始佛

教，因為為何講原始佛教，原來輪迴學說，在佛教理論裏面，是經過很多變化的，即

是釋迦在世講那套方法、理論，是與後代的佛教學者講有一些差異。佛教本身就不是

統一的，淵源就是釋迦講，原來是一直不斷演變進化的，佛教思想進化，輪迴理論都

進化的，直至到進化到唯識理論建立，輪迴思想就圓滿了，就無人再談論它了，不再

建立新的理論去解釋輪迴。

如果要解釋，要用新理論，就只有西藏，西藏講喇嘛轉世，今生完了，我是文殊

菩薩轉世的，我是觀自在菩薩轉世的，那個就是大勢至(菩薩轉世)、這個普賢菩薩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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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這個就是彌勒菩薩轉世，(西藏)講轉世的，這一套(輪迴理論)就在西藏講的。西

藏之外，輪迴的理論已經圓滿了。在印度時候，唯識講(輪迴)時候很圓滿了，就不再

談輪迴，因為整本書都造了，那本書叫《大乘成業論》。有一本這樣的著作，是講輪

迴的。如果你問我，佛教哪一套經論將輪迴學說講得最徹底，那我告訴你，一套叫做

《大乘成業論》。寫一寫它吧，因為這個資料很重要。業論就是剛才我講的輪迴了，

業論就是……《成業論》就是建立業論的理論，成就業論的，成就輪迴的理論，用大

乘的角度看業是怎樣建立。這個是世親，很著名，由世親論師所造。

世親論師造的《成業論》。如果大家有興趣的時候，就去讀一下《大乘成業

論》，它是講……你在讀之前，聽一下我這個講座，讀的時候容易些，因為現在講座

的內容，最主要都是依這本書講，依《大乘成業論》講的，就把各家各派的理論介

紹。那麼由於業論，輪迴是慢慢演進的、演化的，所以有很多種講法，第一個講法，

我們講原始佛教，甚麼叫原始佛教？

即是釋迦向小乘人說根本佛教教理，那他所用的典籍，就是後期結集成為《阿含

經》。《阿含經》即是《雜阿含經》、《中阿含經》、《長阿含經》、《增一阿含

經》，乃是南傳的《小阿含經》，就是五阿含，在中國就四阿含。那些理論就叫做原

始佛教，即是佛教基本教義。佛教的教義不是所有人都承認的，即是小乘人不承認大

乘，小乘人不承認大乘人的講法，大乘非佛說。但任何學派不論大小乘都要承認原始

佛教思想，即是說阿含經思想是大小乘人都共許認同它是真正釋迦所講的。如果經典

是《金剛經》，小乘說不是佛說，是大乘人所(編)作出來的，就不承認的。這麼有趣

的，這就是另一個問題了，這個是學術上的問題。

原始佛教就是最基本的教義，第一點了，對輪迴學說的通識。即是說在不同學派

對輪迴解釋不同，但是有些思想不論甚麼學派，都要承認它是這樣的，這是通識。所

有學派都承認這種的講法是對的，有些是共通的，譬如佛教那樣有些是共通的，諸法

無常，是嗎？共通的。「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三法印是共通的，大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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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相信、小乘又相信、顯教又相信、密教又相信、禪宗都相信的，是嗎？不爭論的，

無爭論的。哪些會爭議？有沒有阿賴耶識，就爭議了，是嗎？小乘說沒有阿賴耶識，

大乘人唯識宗就說有阿賴耶識，空宗說沒有的，這樣便不相同了，有這個爭議，不一

定大家有通識的。

那麼，這個是通識，第一個通識，繼承傳統方面的通識，我們看看，三世因果是

承認的，生命是延續下去的這點承認的。所有學派，大小乘都共同有這樣的理想，有

共同的理論。第二，業感流轉，即是造了業，你要流轉生死了。不論你甚麼學派都承

認的。第三，並沒有一個超越的主宰，可以司理輪迴這件事的，剛才印度傳統學派講

無一個閻羅王去判斷的，亦都無玉皇大帝，這樣所有佛教都是統一的。為何？佛教是

無神論學派，這種宗教是無神論，無神論的宗教。所以它是無一個超越生命的獨立主

宰的存在體，來判斷、主宰、司理輪迴的活動，並沒有的。即是一個樸素的因果律，

依樸素因果律進行的，傳統是這樣的。第四，就是修行的時候，修淨行，輪迴是可以

終止的。那麼這四點在任何(佛教)學派都相同，跟外道都相同、一樣，輪迴是可以停

息的。有些地方就是佛教始創的、新的。第一個是否定了自我作輪迴主體，即是佛教

說無一個靈魂輪迴的。

你認為靈魂好像蟲那樣，從這塊葉行完了，就會過到另一塊葉，然後再行，第二

塊行完了，再行第三塊葉。葉就是世界，那個靈魂就是蟲，無這件事，佛教不主張，

不主張有一個主體叫自我，做輪迴主體。當我們修行淨行的時候，他們認為這個自我

就會回去梵那裏，修行就是自我修行的。佛教所有宗派都不贊成有一個靈魂可以修

行，修行完靈魂回去梵那裏，(佛教)不贊成，(認為)無這個講法，佛教反對。第三點

就是佛教，相反，反對自我，如果執著有一個真正的自我、真的靈魂，這個反而是輪

迴的一個主因之一，從這點有些似、相同，但是都不是相同。因為外道都認為你愛自

我，所以輪迴，佛教說沒有自我，你只是執著一個假我做自我。這個執著的本身，就

使到你輪迴。那麼都不是傳統講法，執著就是傳統講法，執著有實在的我執就是外道

不贊成的。外道不是這樣說的，佛教要強調你有我執，是輪迴的一種因，這個是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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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煩惱來的。煩惱是無明來的，無明推動你去輪迴，那麼這點就是新的。你就會發

現佛教講輪迴就有一個通識，不論不同宗派都是這樣說，原始佛教是這樣說，小乘又

是這樣說，大乘又是這樣說，空宗又有講，有宗都這樣講，都有承認這件事。

這處，這段文字顯現出佛教輪迴的思想，一部份是有所繼承，一部份是創新。這

一處創新。接著，既然原始佛教建立業感緣起，一方面否定自我，怎樣否定？跟著創

新這點，於是就(有)無我論建立。無我論建立的時候，第一，那個我體是怎樣組成？

一定要先知道，你說無我，(如果)無我但有一個手動腳動的這個生命體，我們叫我。

這個我又怎樣來的？一般人認為有我，我是怎樣的？那麼佛教要探索我體究竟怎樣構

成？你所謂的我體有沒有……如果構成，即是靈魂是構成的一部份，那麼這個我體是

靈魂。如果構成我們的我體無靈魂，你就是沒有一個靈魂做我體。所以先分析，經過

分析就發現了，我體的組成部份就是由五蘊組成。那五蘊就是色、受、想、行、識這

五蘊。分析這五蘊就可以有兩樣東西、兩大堆。那個蘊字就是聚集的意思，聚集就是

五個聚集體構成了我。

第一個色蘊，色蘊是物質性的活動，物質來的。色即是……色不是顏色那樣解

釋，色是物質性的存在。色字有兩種解釋，一種意思是顏色的色，青、黃、赤、白、

長、短、方形，即是顯色和形式。但是這處就不是這樣解釋的，有形式和顯色、有物

質性的東西，就叫做色蘊，即是這個色蘊。我們有肉體的色蘊，那麼這個色蘊最主要

是指我們身體的五根，五根的所依的軀體，就是色蘊。所以它是物質活動來的。另外

一部份，我們所謂的我體，我體不是靈魂，請大家注意，我括著的，即是說一個人，

佛教是反對靈魂而已，沒有反對假我，佛教都說有假我的。

因為讀佛經第一句說話就講我，哪一句說話，如是我聞，如是我聞第二個字 (口

誤：應是第三個字)講我，如是我聞不是靈魂，是一個假我的我體聽東西。它不會混

淆甲的我體、乙的我體，不可以混淆的，不可以攪亂骨頭的。所以它有我字，不是…

…佛教雖然反對靈魂，但是不反對我體，請大家分得清清楚楚，它怎樣說我體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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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看一看它這樣講，我體就分做兩大部份，一個物質性的色蘊，第二方面是精神活

動，就是受、想、行、識這五堆活動。

受是感受，苦、樂、捨的這些活動、力量，一種特別的感覺，想蘊，就是我見到

色，在心靈裏面有色的影像存在，把外在事物的影像，將它吸取下來認知，將它吸取

下來的時候，它就變了一個影像，構成影像的力量叫想蘊。所以語言，為何懂得說

話？為何會有概念？因為有想蘊，想蘊把所有花的形態取下來，玫瑰花的形態取下

來，那個向日葵的形態取下來，薑花的形態又取下來，牡丹花的形態取下來，取盡所

有 image，就構想概念叫甚麼？花，是嗎？所以花這個語言概念，是從想蘊來的。

如果世上沒有一朵朵玫瑰花、一朵朵的牡丹花、一朵朵棉花，花的概念不存在的，是

嗎？所以一定要有想的力量，去取像的力量，是把外在事物的形象，吸取下來，建構

一個概念，這些概念用語言講出來的，就變了現在的我們說話，名言說話，這個想蘊

就是構成名言的因。行是意志，是產生業的。即是我造業的時候，一定有意志推動，

幫人或未幫人之前，有意志決定我去幫人了，幫就是推動你的手去做這種行為的。推

動的力量，決定我做或者不做的力量叫做行。行就是一種行為，will 來的，行為的力

量，活動來的。識就是六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乃至意識，這六識的活

動就叫做識蘊。

這堆活動本身合起來是精神活動來的。那麼佛教分析了，一般人所講的我，不外

乎是這五蘊，五蘊當中分了兩大類，一類是物質活動，一類是精神活動。離開物質活

動、精神活動，有沒有我體呢？任由你說了，你說有，你說出來吧。說不到的，即是

離開五蘊，你描述那個靈魂，描述不到，是嗎？我說這個靈魂是鬼來的，它很輕飄飄

的，見到它是一抹灰色的，這樣就是識蘊了，是嗎？那個靈魂是能想事物的，決定我

去幫助子孫，這便是行蘊。即是你離開五蘊描述你的靈魂是怎樣？在座的都不能夠描

述到。佛在世都不能夠離開五蘊描述那個靈魂是怎樣的。

所以你一講靈魂、講我體，一定在五蘊當中講。一是整個五蘊合起來講，一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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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件件講，是嗎？

如果你離開了這五蘊，你根本不可能有一個靈魂講得出來的。如果那件東西講不

出，你還需要存在，是否很傻呢？是否愚痴呢？所以佛教是用五蘊去破我，先將一般

人所看的我體是甚麼，來分析了五大堆事物。每一種事物，一個聚集體，叫做一種

蘊。蘊不是一個，是多。好了，那麼論證了。五蘊是無常，既然是無常，是無我，為

何無我？為何無常要無我，因為生命的靈魂是常的。剛才說因為那兩夫婦對話，他們

說你的自我是永遠存在、永恆存在，它是常的，所以一講靈魂，靈魂是常的。靈魂不

可以一生一滅、一生一滅的，它永遠存在、永恆存在的，是常的。譬如某某人他相信

他的靈魂，他的靈魂是不會中斷的。

一個存在體不變地這樣存在下去。所以如果一(旦)不是永恆的時候，它就不是靈

魂了。無常不可以是靈魂，一定是常才是靈魂。那麼就看看五蘊是常或者無常，那個

答案：五蘊是無常。每一蘊都是無常的。看看色蘊，物質活動它是常或者無常？如果

物質活動是常，就進入了靈魂；若物質活動是無常？就不能說色蘊是靈魂，不可以

的。那麼色蘊是無常，為何？色蘊怎樣組成？物質怎樣組成？就由地水火風的原子、

極微組成。原子有聚散，譬如我們知道元素，譬如氫、氧可以合起來變了水，是嗎？

又可以將水電解就變了氫、氧。氫、氧，在現在科技更加發達，將氫變做原子，這個

原子，譬如質子、中子、電子。質子、中子、電子，是由粒子組成，有各類形態的粒

子，光粒子來的。這可以是無常的，一聚一散、一合一散的存在，可以起變化。

如果色蘊是由地、水、火、風變化，是無常變異的話，那麼就不是我。因為我是

常、一的自體，剛才說了獨一性，是永恆性、獨一性。如果它無永恆性和獨一性，怎

樣可以在色蘊裏面去建立靈魂的自我呢？色蘊不是靈魂。再看看，受、想、行、識。

受，譬如樂受，可不可以永遠樂的？不可以的，樂完就不樂了，是嗎？苦，是否永遠

苦的？不是永遠苦的。打針注射下去(皮膚)就痛，注射完就不痛。那麼發炎，發炎最

多發三日，是嗎？這樣就不再痛的。苦不是永遠存在，是生生滅滅、生生滅滅，苦完

就不再苦，就變了無記。或者捨，捨可能第二次就是樂，樂了又變苦，苦又變捨。這

樣的時候又不是永恆存在，受又如是、想的活動又如是、行蘊活動如是，認識活動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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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是。你不是只見白色，不見其他(色)。見完白色，就見紅色、見完紅色，就見青

色、見完青色，就見黃色。這樣不斷生生滅滅、生生滅滅的變化，所有精神活動都不

是常一的。

即是說所有精神活動是一個無常、變異的法。無常、變異法不是常、一的自我，

就找不到常、一自我了。那我們說合起來它又怎樣？為何五個合起來、和合一起的時

候？有聚有散。譬如今生生命聚合，完了的時候又再散，即使今生生命裏都有聚散。

譬如有些人初初出生的時候，他就可能很重的，八磅，但慢慢養，胖些、胖些，(肥

了)十幾二十磅。慢慢養，胖些、胖些，他可能有百幾二百磅，他是起變化的。他的

生命起變化的。初初看東西矇矇的，到長大後，他成熟時，看東西會清清楚楚，但現

在老了，看東西都會較差了(視力減退)，是嗎？聽東西又差了(聽力減退)、他體重減

輕、高度又減少了，起變化。即是五蘊本身都會聚散無常、變異，所以五蘊合起來都

不是常一的自我。

即是證明五蘊是無常的，是嗎？無常怎可能有靈魂呢？你認為靈魂是常一，五蘊

獨立每一蘊不是常一、無靈魂，合起來的五蘊有聚有散，無常一，亦都無靈魂。透過

分析，所以五蘊當中是無我，無靈魂的。那你再說五蘊無而已，我的靈魂很特別的，

離開五蘊而有，這樣很難反駁的。離開五蘊那個我體，不是五蘊來的，是五蘊之外

的，五蘊之外我們發現是無體的。無體的，你說我有體的，離開五蘊亦都無了

「我」。

怎樣無體？如果有體你講出來，你說離開五蘊有一個靈魂，那麼靈魂是怎樣呢？

你講，你講來講去都講到五蘊，剛才舉了例，你講靈魂是輕飄飄，那你的(靈魂)即是

色蘊，你靈魂是灰色、你靈魂是白色飄動，白的，即是色蘊現象來的，都落入五蘊。

他怎樣講，靈魂可以造業的、靈魂可以感受苦痛的、可以感受樂趣的、苦樂，那又是

甚麼？受蘊來的。即是說離開五蘊是無體，因為五蘊是統攝整個宇宙的。一是整個宇

宙存在，一是精神的存在，一是甚麼？物質(的存在)。當人離開五蘊，即是說你的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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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不是物質性的，又不是精神活動，怎樣在世界上(存在)，沒有東西，是嗎？

若有，一是物質活動，一是精神活動，離開五蘊是非物質活動，非精神活動，那

麼就不存在。即是離開五蘊，是應該無靈魂，是嗎？不可以的、不可能有靈魂，如果

有，你講出來。無人可以講得出，離開五蘊的靈魂是怎樣？講不出。所以說離五蘊亦

都無體，無體的靈魂有體，那不是無我？無實靈魂、無實我體。好了，我們最後論

證，證明無一個我。論證無我，那我用西方邏輯論證，如果有一個常一的靈魂、自我

的存在，或者這個存在的靈魂，即是五蘊的。即是五蘊是我，是靈魂，或者異五蘊是

我，即是離開五蘊又有獨立的靈魂這樣，一是靈魂在五蘊裏面，五蘊是一大個罌，靈

魂於其中一個放在裏面。

或者，相反，五蘊在我裏面，那個我很大的，遍一切處，靈魂是遍一切處的，那

個五蘊在靈魂裏面是佔空間小，最可能這個，是嗎？或靈魂即是五蘊，或是靈魂異五

蘊，一是五蘊在靈魂裏面，一是靈魂在五蘊裏面。還有沒有其他情況可以存在？沒有

了。是嗎？已經講完了，possibility 講完了，四句講完了，即是五蘊、異五蘊、五蘊

在靈魂裏面、靈魂在五蘊裏面，都講了。如果靈魂存在，只有這四個可能

性，A、B、C、D 可能性，就沒有第五個可能性。大家同不同意這個大前提，進一步

論證小前提，即五蘊的我是不可得，即說受、想、行、識裏面，找不到五蘊，剛才論

證了。即這個五蘊是我是不可得，不可以成立，不可得即是不可以成立的。此岸不能

成立、彼岸不能成立。異五蘊自我又不成立。

因為剛才我說離開五蘊無靈魂，因為如果你有，你可講出來。你又講不出。離開

五蘊亦都無靈魂。即五蘊無靈魂，離五蘊無靈魂，我在五蘊中是不存在。如果我在五

蘊中的時候，一定要有我才可以，是嗎？如果無我怎樣讓五蘊大，我是小的，靈魂在

五蘊裏面，那又不成立了。相反，五蘊在我都不行，五蘊在我中又不可以，為何？根

本無我，五蘊怎樣走入我之內，這樣又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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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即是說，即五蘊是我不可得，異五蘊是我亦不可得。我在五蘊之中不可得，

五蘊在我中亦不可得，全部否定了。那麼如果有我呢？一是 A、B、C、D，那麼

A、B、C、D 都無，結論是怎樣？所以結論是常一自我實不可得，無靈魂。論證很嚴

格的，即是如果你說你有千萬身家，一是在銀行裏面，一是不在銀行裏面，是嗎？如

果不在銀行裏面的時候，那麼你的千萬身家，你說千萬身家在銀行都不可以，你說銀

行在千萬身家裏面也不可以，是嗎？即是你沒有千萬身家，是嗎？那麼有，你講出

來，你的千萬身家放在哪裏？一是放銀行，一是不在銀行，一是銀行在那千萬身家裏

面，一是千萬身家在銀行裏面，那四個可能性都不存在，即是你都無千萬身家。

這個推論是百分百可靠，如果你要破，你要在這個小前提破，你要證明即五蘊是

我，你要證明甚麼？異五蘊是我，一是證明我在五蘊中，一是證明五蘊在我之中。你

隨便證一個，證明到，我們就接受你有可能性。如果你證明不到的時候，你要接受我

們的見解，就是並無一個常一自我在輪迴。佛教是無我論的，無靈魂的，這個嚴格的

論證。這個論證，你看看講義裏面就有段文字這樣差不多說的，無這處那麼清楚，因

為引的經文當然沒這麼清楚。我講出來將它再剖析過，將它再排列過，那一定清晰很

多，推論應該是 valid，即是有效推理的過程。

推理是假言論式的推理，否定後項即否定前項，四個後項否定了，這四個

A、B、C、D，這四個否定了，所以前項的我是否定，即常一自我不可得，論證方式

叫否定後項，則否定前項，有效推理。最後一節了，所以知道並無一個常一自我，一

個靈魂可以起惑的，即是起一個貪愛和煩惱，無一個靈魂去起惑，無一個靈魂去造

業，無一個靈魂酬果報，這是結論了。今日就講到這裏。就是佛教的傳統，原始佛教

裏面，雖然承認有輪迴這件事，但是不承認有一個靈魂在輪迴當中，這樣，好了，今

日講到這裏。有甚麼問題呢？可以有五分鐘，大家可以提出來，我盡我所能解答。

是，謝謝你。

聽  眾：「緣字的英文怎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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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緣字，condition，conditional 是形容詞，condition 是名詞，緣即是名

詞，就是 condition。」

聽  眾：「因緣？」

李先生：「因緣就是 condition,cause and effect。」

聽  眾：「Karma……」

李先生：「Karma 是 cause，你輪迴生死、投生甚麼世是 effect，cause and

effect。所以你就這樣問，我就不知道怎樣。你逐個問，我就答到你。業就

做 cause ，酬果就是 effect 。關係就是 cause and effect ，叫做

relationship。整個 cause 就是 condition，好，謝謝。」

聽  眾：「佛家講那個真如，是否印度教那個梵那樣？」

李先生：「這點問得好。一般人就認為佛家的真如就可以約莫與梵相似，相似，但是

有沒有完全不相同的地方？亦都是有的，因為梵可以造宇宙一切，即是起

用，產生一切法。即是梵，他們叫自性，後來，數論派將梵的概念改做自

性。那個自我叫神我，神我不守自性就演變宇宙萬化。梵可以生一切法

的。但是真如不能生一切法，真如是做一切法超越的體，好似水與波一

樣，水就不能造一切法，水只可以顯現波，不同點就是這處。他們說梵可

以演變一切法，一旦滅了就返回梵那處，但真如就不能造一切法，法滅又

不能回真如處。一切法滅，都是以真如為體，滅了都以真如為體，即是未

死以真如為體，死了亦以真如為體。花開時候，真如為體，花謝時候，亦

以真如為體，就不是返回滅的，不是返回梵處，就不是這樣說，這點就不

相同，好少差異。就是真如不起用，梵可以起用，變異的梵，但是真如可

以做一切法體，這點就相似了，跟梵相似，跟梵的觀點，這點是相近。就

有很多外道或者西方學者都認為真如概念可能出自梵，現在將它 modify

了。」

聽  眾：「……無靈魂這回事，但是一個 BB……決定了色身，BB 可能一路生長中，

未死的時候一直有變化。」

李先生：「都是變化，都是無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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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  眾：「受、想、行、識，這兩個都是……」

李先生：「都有受、想、行、識，無錯。」

聽  眾：「一個 BB 跟一個死的人的生命，為何會有變化？為何無一件東西叫它生命

力，為何一個人會變化？」

李先生：「生命力是有，生命力在哪裏有？業感緣起，是業。當一個垂死人，即是說

為何有今生的時候？今生有力量支持他，力量就是過去的業支持他。但是

支持的業不是永恆的，有強有弱，由初初出生的時候，那個 BB 的生命力好

強，因為由業去支持他，但是業用得差不多的時候，就變了老化，譬如有

一百歲，那個業就會慢慢凋萎，所以他便垂死。這樣就不相同，正因為有

業的力量支持他的生命，業盡的時候，生命就盡了，今期、一期的生命盡

了，有些未出世已經盡了，因為業很弱，未出世那個業已經受了果報。腹

中，所以胎死腹中的業支持了很短，譬如這個胎只有三個月而已，那個業

就支持那個胎三個月。如果那個人業很強，可以支持他五百歲、或六百

歲。有人相傳龍樹菩薩六百歲、七百歲，即是西藏說龍樹很長命，即是他

的業很可以支持他那麼長命。譬如你生在天上，或者無色界天，那你可能

生幾萬年(活)，那就有業支持了他到幾萬年。就這樣，就有力量，力量就是

業，就是愛生命的力。」

聽  眾：「有種力量。」

李先生：「是的，有種力量，無錯，他生命個體裏面有些力量支持他，顯現那麼短時

間。他無靈魂，不是靈魂，如果是靈魂講不通，因為靈魂是永恆，為何靈

魂支持 BB 由一歲到一百歲那麼久呢？而垂死的老人的靈魂只是支持他兩個

月，為何？反而講不通，正因無靈魂，有業力的變化，所以有些支持得

久，有些就會短些，反而就說得通，你想一想，現在你不講業力支持，你

解不通為何有人會這麼長命，有些人那麼短命。你問的問題反問自己，你

就答到答題。即是你有兩項抉擇，你說靈魂支持他好呢，還是業力支持他

生命好？起變化就一定是業力。業力無常，靈魂就常，無常就起變化，常

的時候，他就是永遠不會死才對。是嗎？你想想。還有一個問題，最後一

個問題。沒有，就多謝大家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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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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