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已經講了第一節了，即是輪迴思想的淵源。這部份原來就是輪迴概念不是佛

教專有，它是繼承印度的傳統思想，那麼我們的第二部份就是……第二節， (聽眾說

話)即是原始佛教對於業感的緣起學說，業感緣起即是佛學普通所講的輪迴，又有名

叫做業感，業感緣起，這處我們交代過就是在佛教裏面所講的輪迴，跟印度所講的輪

迴，印度傳統的輪迴，有一點不同。印度所講的輪迴，是講有靈魂的，由今生的生命

完結，來生的時候，他的靈魂離開了軀體，就生出另一個世界，和另一個新的軀體。

佛教就是相反，就認為輪迴這件事是存在，但是並無一個靈魂，好似一條蟲那

樣，由一塊葉轉到另一塊葉那樣轉變。不是這樣的，是無靈魂的，是無靈魂的輪迴。

這點就是最大不相同。那我們上一次就是講了靈魂，這種東西是在邏輯推理，證明不

到它的存在。相反，證明無靈魂的存在，我們上一次交代過。今日我們繼續處理另一

部份，即是論證是無我，即是無靈魂，即是無我的觀念後，我們就會論證、解釋佛教

所講的輪迴是怎樣的。

那麼，今日我們繼續處理，第三節第二章，第三節，就是依四諦來到建立輪迴及

解脫的理論。釋迦牟尼成了佛之後，他的說法，最初說法就是講四諦法。諦即是真理

的意思，即是四種真理，諦即是無顛倒，叫諦。四諦的內容是甚麼？簡單來講，就有

苦諦、集諦、滅諦和道諦，這叫四諦。首先是理解四諦的本身的概念，我想座上都很

熟悉了，座上聽佛學聽了若干年的時候，對四諦的應該很清楚。姑且我們花些少時間

做一個少少的複習。苦諦即是說現實的人生，那麼現實人生有何特徵？現實人生是講

(人)一出世是苦，生是苦。即是你(被)生出來在這個世界要哭的，因為那個母體……

你出世的時候，母體的環境與這個新的世界環境，(你面對時會)適應困難。生本身就

是很苦痛，出世本身苦痛。老，生住異滅，異的時候就是老了。

由年輕變成年老，老的本質是一種痛苦，由生到老的過程當中，少不免受很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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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的煎熬，受病魔的煎熬的時候，病就是一種痛苦。由老到了生住異滅的滅的時候，

這期新生命終結的時候，死又是一種痛苦。在生住異滅過程中，在老病的過程中，有

很多憂悲苦惱這些痛苦。還有，怨，譬如憎怨、怨憎會合的，就是這麼痛苦。譬如仇

人、冤家，你總是不希望見到的，但偏偏你經常碰到你的冤家，所以，是一種痛苦。

相反，恩愛的人，你希望經常跟恩愛的人見到面，但是恩愛的人，譬如父母兄弟、你

的妻子、妻兒等等恩愛，但最終你跟他們會分別的，於是恩愛會產生別離的痛苦。還

有，當你五官接觸的事物，眼耳鼻舌身接觸色聲香味境，你喜歡的境、所欲的境偏偏

是求不得，於是求不得的時候，譬如你是希望自己住二千呎的大屋，偏偏就無二千呎

的大屋讓你住，這樣是求不得，求不得亦是一種痛苦。這裏有八種苦。八種苦，總括

來講，由於你有五蘊身體，所以你有痛苦了。總言之，要言之，就叫做五盛陰苦，五

盛陰即是五蘊。

你有五蘊身體，上一次講了，即是色、受、想、行、識的五蘊身體，你有五蘊的

身體，就帶給你各樣各樣的痛苦。由於你有五蘊身體，會帶給你的痛苦。苦諦即是說

苦應知，你修行佛學的時候，第一件事要知道你的生命體帶給你是苦多過樂的。樂本

身都是痛苦來的，樂的完結就是痛苦，譬如今次聚會，大家很開心，開心完了就沒了

那種快樂，沒了快樂便痛苦。所以樂的本質都含攝著痛苦的意義在裏面。所以，釋迦

就說修行的時候，第一件事要體察現實的人生是苦比樂多，這是一種真理來的，所以

這種真理叫苦諦，諦是真理。那你就問，這個苦痛的生命怎樣來的？因為講輪迴，輪

迴就會講它的來處，有因果關係的。那麼於是釋迦建立了第二種真諦，叫集諦。

由於積集某些力量、某些功能，引致你今生所得的痛苦，集諦，這裏要解釋。集

諦，愛與欲相應，愛與欲的愛就是貪，愛不是博愛，佛經上所講的愛，是跟儒家所講

的愛，博愛之為仁那個愛是不同，亦都不同於基督教的愛。(佛經)的愛字本身是貪的

意思。欲就是我們的欲望，情欲，譬如在欲界的時候，對欲界喜愛，這個就是情欲。

色界，就是對色界的喜愛，都是欲。無色界，你貪著無色界都是欲。由於貪愛與之相

應，我們的生命裏面，心裏就整天都有執著、惑了、煩惱了，執著煩惱了，產生煩

惱。由煩惱來造業，各種善的業、惡的業和無記的業，即是集是集兩件事，集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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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愛欲，加上業來造的行為，善業都會招致福報，惡業都招致非福報。

那麼你的報就是苦，苦諦。集就是產生苦諦人生，產生苦的人生的因，因，我們

叫做集，集是兩件事，積集兩件事，積集煩惱，即是貪欲。還有，由煩惱所引致的

業，善惡行為，善的行為不是純善，都要與煩惱相應，所謂有漏的善。普通人的生命

的善不是純善的，它是多多少少與煩惱結合的善，所以這種善叫有漏的善，漏即是愛

欲相結合的善。由於你有惑、有業，所以招致到苦的生命，所以佛教經常說惑業苦、

惑業苦，惑與業就是集諦，結果所得的痛苦的生命，就叫苦諦，所以這兩個就是有漏

生命的輪迴。輪迴是佛教最基本的教義，存在就是從苦諦和集諦來解釋。

在印度所講的輪迴都不是講永遠輪迴下去的，因為人修行的時候，結果修善行、

修梵行就可以與梵相應，可以無輪迴的。即是人生最終的目的，就是超離輪迴，叫解

脫，是嗎？佛教這個(解脫)思想都是繼承了印度的思想，都是要離開輪迴、超脫輪迴

的，四諦裏面有兩諦是講超脫輪迴的，哪兩諦呢？滅諦和道諦。滅諦就是離開輪迴

了，叫滅。滅即是消滅，消滅即是甚麼？消滅剛才所講的集諦的愛與欲，和消滅由愛

與欲和業的所引致的痛苦的生命。所以滅的意思就是不再輪迴。為何不再輪迴？因為

就將愛欲永遠地消滅，無有遺漏的，再不造新的業了。於是，苦可以永遠斷了。所以

滅，其實有兩重意義的，第一滅了苦因，第二滅了苦果，無因就無果了。所以第一件

事是不要有愛欲和業產生，無愛欲，業產生的時候，就無苦的生命的。所以滅這個是

一個境界，滅這個概念，即是我們叫涅槃，涅槃就是將煩惱寂滅的境界。所以滅有幾

個概念，涅槃、寂滅，滅是一樣的，同義詞來的。三件事一樣的，釋迦牟尼滅度之

後，滅度之後即是到了滅諦的境界。

滅字不是說無東西，只是說煩惱與業這個因，和痛苦人生的果，這個有漏生命是

終結這樣的意思，而得無漏的生命、清淨的生命，好似外道所說的梵，是最清靜的。

(外道)所說的靈魂復歸梵，那個梵我一體，佛家不講梵我一體，佛家只是說有漏生命

終結，這樣就叫滅。那麼怎樣才可以達到有漏的生命終結？那麼，有一個方法，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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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路行，那條路就叫道諦。道諦就是釋迦所行的道路，這條路就是對向滅的境界，即

是涅槃境界。道路那條途徑就是真理來的，所以這個途徑真理的名稱就叫道諦。又有

八種方式修行可以達到道諦的，第一種叫修正見，第二種叫修正思維，第三修正語，

第四修正業，第五修行正命，第六修行正精進，第七修行就是正念，第八修行就是正

定。

這八項方式可以分開的，可以變三類，第一類(是)戒，守戒。守戒即是不要犯違

反這個社會道德的律則的，這就叫守戒。好似甚麼呢？正語是戒來的，即是如果你講

妄語，一是綺語，一是惡口、兩舌，如果你是這樣的做法，就修不到正語。即是講真

話，不說謊，正語。正業的業就是你的行為、你做事、做東西、舉手投足，你的行為

都要是正確的，不要殺生、偷盜、邪淫等等，叫做正業。正命即是說你的職業，要做

正當職業的，你不可以做偷「呃」(騙)拐騙，你不可以運毒、不可以販毒等等，這些

都是正確的方法來到活命，那叫正命。那麼正語、正業、正命就是戒來的。那麼定就

是修行，就要修止觀，這樣的時候，正念、正定就是定了。

正念就是記憶，念字就是代表記憶不忘，即是你記得 (所)學的經教，不會忘記

的，這樣叫正念。正定即是你入定的時候，心不散亂，那就是正定。這兩個就是戒、

定、慧裏面，就叫戒學，上面那三個(正語、正業、正命)就是戒學，這個就是定學

了，要修禪定。修禪定的時候，你要有智慧才可以的。你無智慧的時候，你(應要)無

我，你就執著我，世界上的所有現象無常，你執著永恆，你的思想不正確了。所以，

第一你要正確的思想，所以叫正見。正見一樣是讀經教、理解無靈魂的，一切法是無

常的，「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這些就是正見了。正思維，在定中要思

考這個道理，在定中觀想道理叫做正思維。所以正見與正思維就是代表了戒、定、慧

的智慧的部份。

那麼就有戒、有定、有慧，那麼有一項沒有講。哪一項?正精進，精進即是說努

力的意思，你守戒都要努力的，你修禪定都要努力的，你修觀都要努力的。所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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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就是戒定慧都包括了。這些就是釋迦所講怎樣出離輪迴。即是可以超脫輪迴的方

法，就是先修行這個八正道，八種正確的方式。這個道諦，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這八類修行的方法，叫做八正道。修八正道的方法，去達到滅除煩惱、

滅除業、滅除痛苦人生的滅諦涅槃境界。所以這兩個項目就代表了出離輪迴的方式。

這就是原始佛教解釋輪迴的時候最基本。

我們再看看四諦裏面，彼此間有何關係呢?這處，下文就有簡單的講解。四諦裏

面就有苦、集、滅、道四諦，苦集就是代表現實的生命，滅道是理想的生命。苦諦是

講世間的果報來的，痛苦的生命，這個即是輪迴的體，那麼為何會輪迴？因為現實生

活當中，他造了一些因，造了一些煩惱和造了業，所以就引致世間生命的果了。有

因、有果，譬如上一生，你就造了業，今生就招引到苦諦的果，那麼苦諦、集諦就是

流轉因果的關係，即是說現實輪迴關係。道與滅就是解釋輪迴的生命，道諦與滅諦，

道諦就是出離這個痛苦生命，是出世的因，即是你修八正道做一個因。

將來你能夠真正滅了苦因，滅了苦果，達到涅槃的境界，就是滅的境界。那麼，

這個滅諦代表了出世間的果，這是因果關係，於是就(叫)還滅因果關係。這是兩重關

係，四聖諦裏面，第一、二諦是講現實流轉的因果關係；道諦、滅諦就是出離解脫輪

迴的因果關係。這兩諦本身就是代表流轉，另外兩諦就代表還滅的關係。那麼四諦可

否完全將佛教的輪迴思想圓滿地建立呢?不可以的，原來都有一些困難。困難在哪裏

呢?我們講出兩點困難。第一點，就是你說造了業就能夠酬引果報，是三世輪迴，但

是你說佛教是無我(論)，無我是誰人造業?這是第一個困難。誰人能夠起業、起惑、

造業、酬果呢?在三世來到輪迴呢？這個問題就是無答到誰人?苦、集是誰人去造業？

誰人去受了苦的果呢?你說無靈魂，(如果)無靈魂，誰人去造業？誰人去受果報呢?就

在四諦裏面就無詳細講，因為五蘊裏面就無了我。

無我的時候，有人就懷疑那個主體，即說造業的主體和輪迴的主體，(四諦對此

兩問題)無解釋。你又說修行的時候，修八正道就可以得到超脫了輪迴的境界，那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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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修八正道?誰人超脫？所以有第二個問題產生，一般人就說誰人修道?誰人能夠證得

滅諦而出離生死輪迴？這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就單在四聖諦裏面，是未解釋清楚。

所以在《雜阿含經》裏，有些弟子問釋迦：「你說可以修行、可以超脫輪迴，誰人去

超脫？誰人去輪迴呢?」釋迦只可以破了那個超脫者，他答五蘊無我，在五蘊無我破

了我的時候，高等智慧的人則誤會到無了我都可以輪迴的。智慧稍為低劣些，就有一

定的懷疑，一般人，你問一下其他的佛教徒：「輪迴？誰人在輪迴?」多數是答不到

的。即是一般智慧的人都答不到。

因為原始佛教裏面都無詳細解釋誰人在輪迴，因為釋迦說無人輪迴，無一個實體

輪迴，無靈魂的輪迴，那麼要進一步解釋無靈魂怎可以輪迴?因為印度傳統就主張有

靈魂去輪迴，那麼就引起這麼一個的問題。這個問題暫時在原始佛教裏面，做不到解

釋、無法解釋。在原始佛教裏面，有沒有比這個四諦解釋輪迴詳細些呢?有，詳細些

的就有，但是詳細到將所有的輪迴問題完全解決，就未可以。所以我們第四部份，就

要把比較詳細的解釋輪迴理論都介紹給大家。這個就是十二因緣，在座的人都好熟悉

十二因緣。

我們即管都說一下，第一，十二因緣那幾個部份，我們先分幾節解釋，第一先簡

單複習一下十二因緣的內容是甚麼，十二因緣又名叫十二有支，這個有字是代表怎樣

意思?亦即是存在的意思，支即是項目，即是十二個項目，使到我們的生命能夠流轉

存在下去、輪迴那樣存在下去，那就叫做十二有支，十二就是十二個項目的意思，支

就是一個項目。所以十二因緣，單純(從)名字來講是支，因緣是關係，譬如我們說無

明為緣而有行，無明緣行就是講因緣，但就無明講、就行講、就識講，所謂叫做支而

已。即是項目來的，在我們未講關係之前，先交代那十二個項目是講甚麼的。第一個

項目，就是無明。無明即是說，現在一些人，現代人就譯作盲目的衝動，盲目即是無

智慧，他這個人就是無智慧，但是無智慧是一個消極的語言、消極的詞語。但盲目衝

動是積極的，有些力量影響你的行為，無明是積極的概念來的，是有力量影響你無緣

無故去造業的，這種力量叫做無明。這股力量有甚麼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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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股力量是這樣的，它說不知前後際，這個力量不知道前生和來生是怎樣的，前

際代表前生，那個際是代表時間，即是我生命之前是甚麼，我在今生之後是怎樣？那

麼叫前後際。前際代表前生，後際就是來生。即是對我們生命的前後是不知道的、不

理解的，有這種特性。第二種特性是不知因果關係，不知道為何造因引致果報，不明

白的。於是，就會愚癡、癡闇無明，無明即是癡闇，癡闇等於無明，於是一片渾沌。

黑漆漆的頭腦，大冥，冥即是不清楚。即是它有幾多特點，不知前後際(是)特點、不

知果報(是)特點，對事物「烏淋淋」(糊里糊塗)，俗語「烏淋淋」(糊里糊塗)，這樣只

是一種盲目的衝動力量，為何要做這種行為也不知道的，自己都不知道為何要做這個

行為。我們都有的，我們有時候都會有一些行為，自己不是理性分析。不是理性，是

有種力量觸發你做這個行為，那種力量是愚癡的，這種力量叫無明。所謂無明就是愚

癡，明字代表甚麼？

明字代表智慧，明字這個字是形容詞，無明形容無光明，即是大黑暗、「曚渣

渣」(朦朧不清)，但是相反，明就是智慧。所謂無明即是愚癡，叫做無明，愚癡的力

量，一定有些力量。如果你無了愚癡力量，你就不會衝動，不會衝動，你就不會造業

了。所以有愚癡的力量做因，就使到你將來會造業，造業叫做行，那個動詞叫做行

為，不是，那個動詞叫做行為，但是那個讀作名詞，叫做「行」，你所做的行為是怎

樣，那些行為就代表身口意三業。因為你造業的時候，一是你的心去想的，決定你做

的行為。

第一要你身體去做，你的語言去做，譬如我們說五戒，殺盜淫妄酒，殺是身業、

盜是身業、淫是身業；妄是口業；飲酒都是身業，口都是身業。意就是推動我的身業

與口業，所以我們常說三業。無明緣行，行支呢？就是業的意思，這個行代表業的意

思，於是第二支就叫業了。甚麼叫無明緣行?即是以無明做因，你才會產生行為的，

那有行為作因，就產生你來生那個生命，這個生命就以識為主，六識即是六識身，六

識身有六種識，哪六種識？眼耳鼻舌身意六識。為何會有身?即是眾數就會有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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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辭彙裏面，無單數、眾數的，人可以一個人，亦可以所有人都是人，無單數、

眾數，那麼怎樣翻譯眾數呢？加一個身字下去，身字就是眾數了，六識身就是六識，

即是六個識了、六類識。那個身字不是代表身體，六識身是六種識，即是眼耳鼻舌身

意。這個叫做識。這個識字，後來就不是這樣解釋的，後來在小乘，即是現在講原始

佛教，我們用原始佛教阿含經解釋。

如果後期呢？就解釋無明緣行，行緣識的識字，代表投胎那個生命體，投胎時候

的生命體，這裏就是用阿含去解釋。識就是那個眼耳鼻舌身意，因為你投胎的時候，

你都會有眼耳鼻舌身意去投胎的。否則你不能夠認知投胎的個體。接著，由於你的

識，於是就引伸到名色了。名色有兩個概念，第一(是)名；第二色。名是代表甚麼？

代表五蘊裏面，受想行，我上一次講了，受想行識叫做名。名是概念，即是精神活

動，叫名。色就是物質活動，這個色字不是顏色，那個色字代表物質活動。即是好似

我們五蘊的色蘊，色蘊是甚麼？是四大和四大所造色，四大即是四種元素，地、水、

火、風四種元素，即是構成物質。過去不懂得元素這個概念，無 element的概念，

不懂的。只是認為有四種物質是基本構成，第一種叫做地，第二種叫做水，第三種叫

火，第四種叫風，這四種物質就可以構成宇宙所有物質的元素。

好似中國，中國人不是講四大，中國人講甚麼?講五行，是嗎？金木水火土，構

成物質的元素，這樣是中國人講五行。他們就講四大。四大所構成我們的物質世界，

這個物質世界叫做所造的色。所造即是由四大所造，本來四大所造就指我們的六根，

六根就代表我們身體，和身體所含有的神經、神經的組織，就叫六根。譬如眼根是視

覺神經，耳根就是聽覺神經，這種就是不清楚名色的色字，是否六根?顯然不是六

根，後面就有六根，六入就是六根。構成六根之前，那些物質組織叫做色。豈不是名

色等於五蘊?這個色代表色蘊，名就代表受想行識那四蘊。那麼名色代表五蘊。不過

五蘊不是完整的，因為色蘊未完成，只有人的軀體，在母胎裏面的軀體未完成，這叫

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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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入，六入即是六根，即是我們的視覺神經、聽覺神經、我們嗅覺神經、我們的

味覺神經和觸覺神經，和我們意識的活動，那叫做意根。意根和意識有甚麼差異？原

始佛教是沒有說的。所以原始佛教是有很多地方不清晰的。譬如眼耳鼻舌身根，很清

楚的，(都)是物質。那意根是否物質？答案是「不是」，意根不是物質的，在原始佛

教意根跟意識是同體的。後來的時候，意根等於末那識，這個就是唯識宗所特別講

的，所以佛教思想並不是完全由釋迦所講的。釋迦在世時候，只是講很少部份。

後來的菩薩、那些學者將佛教理論圓滿化。初初的時候，譬如意根是甚麼？不清

楚，沒有說。我們就知道叫六根裏面，有一種叫意根。意根是精神活動，不同於前面

五根，前面五根是物質活動來的。六入即是說母體裏面成長的六根，這是嬰兒。出世

時，就觸了，接觸外在世界。在識、名色、六入這三個支的狀況，就是投胎時在母體

裏面時候的情況。不過在阿含經無提及，都是後來部派人(佛教徒)所講。那麼，好

了，出世了，就觸，觸是接觸到外境了，那是六觸身，六觸身的身字是眾數的意思。

即是說眼根接觸的事物，叫做眼觸；耳根所接觸的叫耳觸，乃至身根接觸，叫身

觸。接觸不是一件事，所以耳觸又加一個身字，plural numbers。意根又叫意觸

身，又是加一個身字，身觸身的身字又加下去，所以六觸是指用五根或者六根去接觸

外在世界，這個就是觸了。受，接觸了外在世界時，你會感覺的，一是你很喜歡它，

覺得快樂；一是不喜歡它，覺得痛苦；或者你無喜歡、無不喜歡，這就是非苦非樂，

捨受。所以受，於是受是講三種受，你接觸了世界，你就會有三種受，哪三種受？苦

受、樂受和不苦不樂的捨受，那就三種受。那麼接觸世界一定有這些受。

那麼有受的時候，就產生行為和煩惱了。譬如，苦，你會排斥它的；樂，你會怎

樣？去追尋它的。你這樣追尋它、排斥它，就產生愛了。愛，即是你喜歡它、貪著

它；你不喜歡它，你就排斥它，排斥它，後面含有貪著。譬如，我排斥痛苦，因為你

執著快樂，是嗎？所謂排斥都不是完全沒有執著，排斥背後是執著。所以，排斥的背

後，是貪快樂，所以你要排斥痛苦。所以，愛有三種愛，即是欲愛、色愛和無色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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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愛就是指世界，佛教所講的世界有三種世界的。一種是欲界，對欲界的貪著，欲界

即是情欲的世界，於是你喜歡情欲的事物，於是欲愛了。色愛就是物質世界，即是無

情欲的，只有物質和精神活動，即是你貪著無情欲的世界。於是你都(屬於)是一種貪

著，都是愛。愛是貪來的，貪著一個無情欲，只有物質活動和只有精神活動的世界。

無色界是一個特殊世界，無物質的、又無情欲的，只有精神活動的，叫做無色，那個

色解作物質，大家要注意。

無色界(即是)沒有物質的世界。為何會生一個無物質的世界?因為你貪無物質世

界的那種空靈的感覺，於是都是愛，愛是三界的愛。即是有人喜歡欲界，有人喜歡色

界，有人喜歡無色界，這樣叫三界的愛。三界愛的時候，欲界不只喜歡情欲，與情欲

有關的事物都包括了。色界愛，有關色界的一切事物，你都喜歡的。無色界的精神生

活，你喜歡的，那就是愛。那麼有愛，於是就有行為。譬如我喜歡 Rolex手錶，你就

會賺多些錢去買那隻手錶，是嗎？這就是行為了。行為叫做取，取有四種取，取是執

著來的。行為的執著，透過行為去進行活動，去達到你愛的目的。這個是取。那麼包

括有四種取，一種是欲取，欲界的行為。

第一，見取，即是執著見，佛教以為薩迦那見那種壞身見，即是執著我，執著有

些人死了的時候，有些人執著人死如燈滅的，這樣叫見。有些認為不是的，有靈魂

的、永生的，這些都是見。戒，正確的名稱禁戒取，即是有些戒條，你自己無緣無故

創出來的。你認為這些戒條是好的，譬如有些人說初一不要洗頭髮，這是戒條。我就

說星期五是十三號是不祥，諸事不宜。這些通通是禁戒取，戒條都是你自己創造出

來。只有佛教真的不起執著的，即是真的破除迷信。有人就迷信，迷信某樣東西就是

禁戒取。

佛教要打破迷信，譬如你說我初一吃齋是好的，譬如你初一、十五吃齋好了，其

餘初二沒那麼好，這是不對的。初一吃齋，譬如我一個月吃兩次齋，你初一一樣那麼

好，初二就一樣那麼好，求你吃(齋)就好了。那就是禁戒取了。如果你說初一是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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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仍然是一種禁戒取，無理由支持你初二吃齋不及初一吃齋好，一樣不殺生，是

嗎？佛教就說人們無緣無故執著，好似西方人執著這個星期五是十三號是不祥一樣，

但佛教人執著，不是佛教，是中國人執著，那天是破日，你不要做甚麼了，破日，譬

如我做善行，破日都不做？做善行，破日都要做，一樣都好的，是嗎?即是說這些是

禁戒取，都是我取。我取就代表，原來欲見都是我取，這個我取是後來有特別解釋是

色界的執著，和無色界執著靈魂的我取。

我就是我見，執著靈魂，執著實的靈魂。即是說，取就是一種活動，由於執著所

產生一切活動，達到貪愛目的。於是今生就做了這麼多事了，做了這麼多事，於是你

做了很多活動的時候，就積集了很多功能。這些功能(在於)將來引伸你、引致你來

生、酬引未來果報的。那麼力量就叫做有，有的力量，如存在的力量一樣，不是今生

存在，是來生的生命存在力量。所以有就有三有，因為來生你生了在欲界、一是色

界、一是無色界，三種生命體。那今生做某些行為，將來招引生在欲界的力量，這個

叫欲有。或招引你去色界，產生色界的生命體，那種力量叫色有。

如果你今生所做的行為，招引你生在無色界的力量，那這種潛在力量叫做無色

有。有字，原來是代表力量來的。將來生命存在的力量。好了，有的力量，今生完

了，那麼真的招引來生，(就是)生了。這個生就代表眾生，種種的，那些彼彼的眾

生，於是有彼彼的生類別。即是，甚麼生類別？有些生在欲界生、有些甚麼?生在色

界生，有些生在無色界生，那就是不同的類別。欲界又(有)各種，又會生人、又會生

天，又會生甚麼？阿修羅，又會生地獄，又會生餓鬼，各種生。那今生完結了，於是

超越了今生，於是和合出生，第二個新生命了。

那麼就是一生超越，就和合出生了，就得到新的陰界。陰即是五蘊，這個界代表

是六界。即是說陰就是五蘊，五蘊就是剛才說了，即是色、受、想、行、識。那麼色

蘊有甚麼做?由六種的構成那五蘊，那六種叫做地、水、火、風、空、識，那麼就六

界，構成這個有物質生命體就是這六界，地、水、火、風、空和識，那麼這六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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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就叫做六種元素，就構成我們的生命體。於是，將來你就得到你的五蘊，和構成

五蘊那個元素，得到新的蘊界。那麼得到新的入處，入處是甚麼?入處是六入處，六

入處即是六根，是嗎?就是新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因為六根就是認

識，就得到生命，又得到命根。命根，甚麼叫命根呢？你能夠生在世界有幾多年?那

些力量就叫命根。譬如你生一百年，你有百年的命根；那個只是在母體裏面生二十日

的，他的命根得二十日。現在這個就是命根了。即是命根、五蘊和六根等等，都是新

生命所具有的，如果無這些東西，那你亦都沒有新的生命。

於是由三有引伸你來生生命，有來生生命的時候，引致你將來一定會死亡，因為

有生一定有滅的。所以你問佛教徒說：「相不相信這個世界會末日?」佛教徒一定相

信的，這個世界有成的時候，一定有毀的，毀就是它會有末日的。那麼世界有成，它

一定有末日，就不(只)是基督教徒會認為世界會末日，佛教一定認為有世界末日。那

麼人生一樣，人生有新開始，一期生，一定有終結那天，終結的時候就是死了，死之

前是老了，怎樣是老呢?頭髮白了、頭頂禿了、四肢無力、背脊就駝背等等，於是就

垂頭喪氣、痛病呻吟，這樣叫老。怎樣叫死呢?

死就是各種眾生的身體要遷流，衰壞壽盡，壽盡即命根變壞、終止，火離命滅，

火在我們生命(指)暖氣。人死的時候，無暖氣，暖氣消散，那有人說將來人死的時

候，他的暖氣在哪裏先消失，哪裏消失後，就可以測試到人究竟生天、變人或者生色

界、無色界，有些人是這樣講。我就不知道。透過火離的情況，就可以推測到這個生

命體，來生究竟投生在甚麼界。那命根就中斷了，譬如一百歲，一百歲就中斷了，那

條命(根)會斷了。捨陰，捨這個五蘊，陰即是五蘊，陰在舊譯叫做五陰。新譯，鳩摩

羅什都譯作五陰的，就是玄奘法師譯作五蘊。蘊的意思，蘊即是聚集，那麼你的五

蘊，就捨棄了，無五蘊了，消散了，即是說色蘊會消散、受蘊會消散、想蘊消散、行

蘊會消散，六識都消散、識蘊都消散了。

消散，這樣叫做死。就是這樣，將十二因緣、十二流轉的條件，十二種條件先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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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那麼都未解釋到輪迴，只是(交代)條件，那麼看看怎樣輪迴。接著我們看看那十

二因緣的輪迴關係。十二因緣就以無明作條件，就引致你造業、造行，由於過去你有

無明，無明即是惑，惑業苦，是嗎？行為即是業，於是有惑、有業做條件，做因，引

致今生你能夠投胎這個識。在胎裏面的時候，你成就精神的作用和物質的作用，叫名

色，即是五蘊。當五蘊成熟的時候，你就變成生命裏面是有六根的存在，即是說視覺

神經、觸覺神經、聽覺神經、味覺神經等等這些神經成熟了。

成熟之後，就出世，出世接觸世界了。接觸世界的時候，就有各種感受了，一是

痛苦感受、一是快樂感受，一是非痛苦非快樂感受，以致這兩部份是等於那四諦法裏

面的集諦與苦諦。集，記得剛才講的集諦，即是集煩惱與……的接觸，都是你們的今

生生命計算，為何?有些人投胎後，好容易健全出世，出世的身體很強健，接觸的世

界都很美好的，感受都是快樂的；有些人不是的，未出世都已經痛苦了，在胎裏沒有

一隻手，沒有耳朵，沒有鼻都有的，是嗎？出世接觸的世界都是痛苦世界，他在非洲

扎伊爾出世的，飢餓的，一出世已經(是)飢餓，要挨餓的。於是，接觸的境界和感受

是不同的。為何會不同？為何你會在美國出世、你在加拿大出世那麼好?福利那麼

好，又有牛奶金給你？為何在非洲出世要挨餓？要別人捐錢？因為你過去做的無明與

行不同，即是你所造的行，你所造的無明，與別人的不相同，所以你所得到的果報不

相同。

所以由識到受就是果報來的，就是過去生命所招引的結果來的。由這樣我們說無

明與行，就(是)過去所造的業，這處惑與業，這個是集。招引今世的苦，由識到那個

受，所以是二世因果，過去與今世的關係。集做因，苦做果，無明與行就是集，由識

到受就是苦來的。所以十二因緣的含義，是與四諦一樣的，四諦是簡單講，十二因緣

是詳細講，含義是完全一樣，無分別，這二世是過去與現在。

那麼來生又怎樣？那就要今生了，今生要造業了，今生又造甚麼業呢？造三種

業，造愛，愛是煩惱來的，貪是煩惱，取是執取，執取是業來的，是嗎?身口意三

13



業。由於愛與……即是說煩惱與業就潛伏了很多力量，就是今生了，所以現在是集。

因為愛等於無明，只不過不同意思。那個取等於行來的。十二因緣不是直線發展的，

是一個螺旋型發展的，即是說它本身有現世的三(支)，即是說五支，和現世三支，現

世五支的果、現在三支的因來的，所以現在都做集。現在你造業、現在你有煩惱、現

在你積累了一些潛能，將來引致來生的果報，那麼這三支就是現世的集。

那麼現世完了，於是現世就(是)來生的生命，生命都有老死，老死過程又有甚

麼?有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又再次複習的，即是重複的，所以它

不是直線的，它是一個螺旋型發展的。愛、取、有就是煩惱業，是今世作的因，招引

來生的生與老病和死，那就是未來的苦。於是，生、老、病、死(是)未來，於是我們

說後面五支就是二世因果，就是現在的因，引致來生的果，這是兩重因果。那麼加上

來就是三世，過去、現在、未來，這是三世二重因果。他將輪迴的概念就透過十二因

緣解釋，十二因緣裏面有沒有一個靈魂?沒有說，無靈魂，為何靈魂破了，是五蘊破

了。

如果你是聰明的人，這樣便了解。如果你不聰明的時候，你都會追問，靈魂在哪

裏？為何能夠有無明?為何能夠造業？為何能夠有識？識是否靈魂?為何會有愛？有

取？有？誰人去產生愛？誰人去產生取?誰人將會積累能力？那麼你會懷疑了。釋迦

就沒有說，於是就把十二因緣簡單關係說了，進一步就是十二因緣要去解脫生死的關

係。這處就不是解脫生死了，這處指輪迴了。但是佛教的最終並不是輪迴，佛教最終

是出離輪迴，不用輪迴，那才是最終的。所以十二因緣都可以解釋超脫那個輪迴，不

需要輪迴的。那我又將那個表格解釋，就變成這樣。講義就不是表解，講的時候是表

解，清楚一些，是嗎?講義裏面引經據典，不是用表解釋，自己回去看。

超脫輪迴的時候，假使我們沒有煩惱就可以超脫輪迴。在十二有支，任何一支無

了都可以的，譬如這支無了，無了取愛，這樣都可以超脫輪迴。無了愛，自然無取，

無取自然無有，無了有，就不會有生，無生就當然不會老死也可以，十二有支任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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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入手都可以。不過最基本的是你有煩惱才有生死，你會輪迴，因為你有煩惱。無煩

惱就沒有輪迴，所以解釋十二支作還滅來講的時候，多數由第一支開始講，第一支即

是如果無明滅，即是無了煩惱的時候，自然行滅就不會造業。如果不造業就不會有投

胎的識存在，即是識會滅了。你不投胎的時候，這樣亦都無名色，無名色，五蘊都滅

了。

如果你無五蘊，自然無甚麼？六根。六根清淨的六根，自然六根都會滅了，六根

都滅了的時候，六根接觸外境，這樣就不能接觸了，那麼無了六根，觸自然就能夠滅

了。不接觸外境的時候，這樣無感受，即是不會感受快樂、不會感受痛苦，那麼受就

會滅了。受都無感受了，那麼你無快樂去追尋，那些苦的躲避就不會了，於是愛就不

會起了，就無貪愛起了。無貪愛就無行為了，即是取，四種取亦都不會起了。取都不

會起了，即是無行為的時候，怎會有力量引伸來生的苦果呢?

即是有自然會滅了，那個有即是力量，招引來生生死的力量，三有，招引三有的

力量會滅了。招引三有的力量滅的時候，自然來生不會有生命，生都會滅了。那麼你

都無生，那怎會老死呢。生滅就老死滅，這樣的看法，本來是入觀。在八正道裏面，

它是正思維， 觀想，在定中觀想，這樣觀想的，這是反映出道諦與滅諦的關

係。那麼怎樣反映呢？無明滅，行滅，這個就是所謂修道，修八正道，修八正道不起

煩惱。不起煩惱的時候，你就不會造業，無業便是道了。降伏煩惱，不會造業的，這

個是道諦。有道諦時，於是無識、名色、六入、觸、受這樣，於是得到滅諦，如果你

過去世修道諦，今世你可能得到滅諦境界。但是我這處的「或」是這樣解釋，過去都

修行過道諦，過去可以即時產生滅諦。有些人即時可以當生涅槃的，是嗎？當生可以

證阿羅漢果，有些人就是不可以，(要)修行很多世。

所以這個因果關係，有時候是即生的，但有些眾生就是隔生的。所以不一定的。

所以我這個表就加多兩種，有時候可能過去修道，今生就得到滅諦境界。但有時候都

不是的，過去修道，就在過去即時入涅槃。所以(這是)道諦與滅諦的思想解釋。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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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下面這幾支一樣，譬如今生你修道，你不起貪愛、你無執取、你不會有潛伏

了、積集了來生有漏生命的潛能。這樣要修八正道，修八正道，現世修道諦，當生你

就無生，當生你無老死，但是有些不是，當生都有生，不過透過幾次生生死死，才得

到涅槃，有些是這樣的。所以有時候是現生修道，來生證滅。有些時候就今生修道，

就現世證滅的，就不定的。但是無論如何，十二因緣反映了道諦的思想與滅諦思想的

關係。

前面兩節亦都反映了這個是異時因果。下面就異時，但是可以同時的、即時的、

即世的，加起來就是二世因果，或者一世因果，不定的。這樣就反映出甚麼？反映出

十二因緣在這個四諦的一個詳細解釋，聰明的人根本不用需要了解十二因緣。傳說釋

迦在菩提樹下證這個菩提之前，就是修這個十二因緣。但是他說法的時候，初期不是

說十二因緣，初期是說四聖諦，後來才說……人們不明白四聖諦，就將四聖諦開做十

二因緣這樣。那麼這個十二因緣和四聖諦，可不可以圓滿解釋輪迴呢?你們說可不可

以？不可以。我認為不可以，這樣總有問題產生。

第一個問題，你說無明為緣，產生行、由行為緣，產生識，入胎的生命。無明與

行依哪人作呢?沒有說。佛教說根本無靈魂，到底依甚麼存在呢?你說無靈魂，那麼依

甚麼造呢？誰人有煩惱？誰人造業呢?哪個假體？假體的甚麼呢？那你說假體是甚

麼？我說假體就是五蘊，可以的，五蘊去造業。五蘊有無明，可以的。那麼接著呢？

造業了，造業的時候，怎樣能夠保留那些業？今生完了招引來生的果報。你說不是

的，我的業就由五蘊造，問題是五蘊在今生完了，五蘊會散的，怎知道上面(上文)說

死的時候，是捨蘊，叫死，無了五蘊。那麼無了五蘊的時候，誰人……甚麼的個體能

夠將那種力量，招引出來生生命呢?那麼有一個問題，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怎樣保留

所造業，將來能夠招引果報？那麼這個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既然無了靈魂，那麼怎保證我造業，就是我招引我自己的果報，怎

樣保證呢？因為無了靈魂，無人可以將業和力量集中，那麼有可能我造業，我造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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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你受苦報都說不定，是嗎?或者你造業，我受果報；或者我造業，大家受果報；

或者大家造業，我受果報，或者大家造業，大家受果報，是嗎?是否有這個可能？

所以它有這些問題。怎樣保證某個眾生造業，那位眾生只有自作自受自己果報？

而不是自作他受?他作自受？自作共受？共作自受？還有一個可能，我無寫下去，共

作共受。是嗎？你稍為有分析的時候，你會有懷疑。如果你不懷疑，一是你很本事、

很聰明，一是不夠聰明，是嗎？那麼學者就懷疑，懷疑既然造了業，又說招引來生果

報，那些個體可以防止這些不合理的事發生?自作他受很不合理，我做了壞事，你受

痛苦果報，怎合理?共作共受，集體領導不可以的。我就不造善業了，我就造惡業

了，怎樣叫做公平呢？就要自作自受，就是公平了。怎樣達到自作自受呢？在十二因

緣裏面，就無辦法完整解釋到這個問題，這些問題會在我們未來的一個禮拜，一、兩

個禮拜要解決它的。那麼佛教的輪迴理論才能建立的，欠這部份。

接著第二節、第三節了，那麼佛教，原始佛教，既然在輪迴的理論是有些問題存

在，所以釋迦滅度之後，部派佛學，大家都知道佛學是這樣的，釋迦在世說經說教，

說經律。那麼釋迦死了之後，即是涅槃之後，那些人就解釋，某一派的解釋就與另一

派解釋不相同，就開了很多派，一共是二十派。這二十派的時候，譬如說一切有部、

經量部、犢子部，很多個名稱，大概就是上座部、大眾部這兩派。上座部就開了若干

派，大眾部又分成若干派這樣分裂的，分裂的時候叫部派佛教。大家都知道佛教發展

是很複雜的，到部派佛教的時候，就有不同的解釋，於是這次就講部派佛教裏面，業

感緣起學說是怎樣。第一種解說，就是說一切有部的無表色說，即是說在二十部派裏

面，是有一派最有勢力的，在北方，叫做說一切有部，又叫薩婆多部。這一派的特點

是一切法三世實有的，但是它很有趣的，法體是三世實有的。法的用就有過去、現

在、未來，用有生滅，但是體就無生滅的，這是這一派的特點。

這個主張是跟釋迦講法是相應，就不一定有問題，不過這一派是很重要的一派，

就是叫說一切有部。這一派有一個觀念，就提出無表色。無表色的色是甚麼 ?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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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無表就是不能夠表示給你知道的。即是說眼看不到的那樣東西，接觸、摸不到它

的，無所表示的。即是我們不能夠用視角、用觸覺去接觸的物質，有這樣的物質叫無

表色。用無表色解釋問題，解釋甚麼功能招引到你來生的果報呢？用它來解釋問題。

現在就將這個道理，向大家做一個簡單介紹。

第一，建立無表色的緣由，為何說一切有部建立這個無表色呢?這樣，這個我寫

出來，解釋業感緣起時候的一些困難。困難就是甚麼功能，你造了業之後，你的五蘊

散了，你的業完了，為何過去造的業，今生就能招引果報呢?今生造的業，來生才有

果報呢？過去了，應該沒有這些東西。是嗎?過去了，譬如我幫你，幫完了你，完了

的功能，今生幫人的功能，會來生招引福報呢？有甚麼功能呢?功能怎樣存在呢？又

有這個問題產生。那麼現在，因為它要解釋過去的行為，招引未來的果報。這個叫異

時果報，同時就不用問，無問題的。

譬如你拿著筆，筆是不會掉落在地上的。拿著筆做因，它不會掉在地上是果報，

是同時的，是嗎?你一不拿著它，它就會掉落，是嗎?你不拿著它做因，那枝筆會墜下

叫果，那麼是同時因果，是無問題的。但是造業就不是的，今生造業，來生招果。今

生造業的業完了，為何來生能夠招果?是嗎？這處有這樣的問題的。於是它就建立這

套學說了。第二，這種學說的內容是甚麼呢?這個無表色是甚麼呢？它將物質現象分

析，將色分做三大類，色是物質現象，一類叫可見有對色，眼睛見到的。

它存在的時候，其他東西不能存在，那麼是有對，對者即是妨礙、對礙，有質

礙，有物質妨礙你的，譬如好似這個杯是佔了這個空間，我不要佔空間是不可以的，

即是礙著，礙著同時是杯、同時是筆是不可以的。這枝筆在杯外面存在。要這個粉刷

存在，那個杯就不能再存在，這樣就叫有質礙，有物質去妨礙其他物質，佔著同一空

間。這個時候，有些物質現象是這樣，它是可以見到的，它是有對礙，是有物質現

象，妨礙其他事物去佔空間的。譬如好似一個花瓶，花瓶是物質來的，花瓶，我們是

見到花瓶的。花瓶放在這處的時候，譬如佛像前面那個花瓶，放了花瓶的時候，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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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放其他東西。那麼那件東西的物質現象就叫做可見有對色，一種這樣的物質。第

二種物質是怎樣的？是不可見有對，即是你是看不到的，但是它會妨礙其他事物佔空

間的，有這樣的事物。舉例，譬如我們說眼根，你是看不見眼根的，你眼球裏的視覺

神經，是見不到的。見到的時候，就不是眼根來的，見到的是普通物質來的。但是它

是佔有空間的，在眼球裏面，佔有空間的，那麼那件物質叫無見，或者不可見的有對

色。

還有一種就是物質，是不可見無對，就是見不到的，它又佔不到空間的，那件物

質就叫做無表色了，無所表示的物質。它不佔空間的，又見不到的。這麼有趣的物

質。因為這三種物質現象就是釋迦講的，釋迦講有這樣的物質的。那麼如果無了無表

色，就少了一類，少了一類不可見而無對色。那它就認為一定有的，一定有一種物質

是這樣的，有一種這樣物質叫無表色的物質。這種物質怎樣產生呢？那要講一講，先

從欲界眾生講，欲界眾生你住律儀，即是受戒，又即是佛教徒。

怎樣的佛教徒？你要先受戒才可以，你一定受五戒三皈依，你受戒的時候，譬如

你受殺、盜、淫、妄、酒這樣的戒，那個羯磨師，即是受戒師問你的，你能不能夠受

不殺生戒？你答：我能。這樣就受了一條戒，就別解脫戒。又再問你：你能不能夠守

不偷盜的戒？你說：能。這樣的，乃至再問你能守不飲酒戒，你說：能。這樣叫受

戒。你說能的時候，你有戒體，即是說我能夠不殺生，當你想殺生的時候，你會警惕

自己不要殺，因為我受過戒，受過不殺生戒的。為何有種力量去激發你、提醒你不殺

生的？那種力量就是戒體，如果你無在佛前受過戒的時候，你好容易殺生，有一隻螞

蟻走過，(你)會弄死牠的。你受過戒，有螞蟻走過，你不忍心踏死牠。因為有力量提

醒你，那種力量我們叫做戒體。戒體是甚麼?說一切有部就說這是無表色，當你受戒

是表業，這些表業受了的時候，就即刻在識裏面，你的心識裏面，有一種存在的物

質，那種物質叫無表色。這種力量是見不到的，這種物質力量是見不到的。就是提醒

你不會做壞事的，不會犯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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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就叫做住律儀戒，其實是表業。這種表業是跟著心的，跟著意識，就變成無

表色了。就是這樣產生的，一是善、一是好了，那麼可能惡的，可能是壞都說不定。

壞就是這樣的。那種力量叫做戒體，住不律儀戒叫做犯戒，你犯戒的時候，你造了

身、口、意的惡業，這樣是表色來的，即是你殺人是見得到的，有表的；你的口罵人

是聽到的，是表示出來的。你的身、口造業的時候，是意去驅動你的，由意識推動你

的，你是可以表示給別人知道。表示，譬如殺生，殺完生之後，隨著你的心，這種力

量轉化成無表色，無表色又在你的心靈裏面，你的心靈會跟隨你的，即是那些無表色

跟著你。當我們今生完了的時候，無表色是不滅的，牽引力量、牽引來生，你殺生

多，所以你怎樣？落地獄、你變畜生了，你做了善多，你經常守戒的，守不殺生戒，

那你生天，是嗎?那你生天的原因，就是這些戒體，這些無表色的力量牽引你的。那

麼解決問題了，解決了力量潛伏到哪裏，就是潛伏在你心裏面。

在心裏面的時候，心就是你的生命裏面的時候，當你今生滅的時候，那些力量就

走出來。於是就牽引你，酬引果報，福的果報，或者非福果報。譬如我不是生在欲

界，我是喜歡生在無色界，那麼又如何呢？那它說生無色界是這樣生的，它說前一

生，當你未曾生過無色界，無色界記不記得?是無物質現界，那個世界只有精神活

動，無身體的，見不到身體的，在無色界。那時候一定是你前生修很多定，修定的時

候，你是造了表業，表業就完了、喪失了。

但是你的靜慮，靜慮即是禪定，你禪定所得，你禪定的時候，你修過無色界，你

厭惡欲界、厭惡色界這樣修行的，修得多的時候，你要生無色界。那麼修的時候，你

要思考，思維即是身口意，意業，你的意業就熏成無表色了，做因。當今生完了的時

候，這種力量就將你感生無色界的生命，於是你可以生無色界。在無色界裏面，你又

造業，又再熏做無表色了，又再看看生甚麼界了，這樣產生的。有些生色界，即是物

質現象，色界有些有……色界在定中的，有些定裏面是不思考的。色界有些定叫無想

定。現在講講有些眾生生無想定，有些無想定的(眾生)不思維，有些定是要思維的，

在定中思維的。有些定是不思維的，沒有受、想的，而且有兩種不思維，一種叫滅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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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種叫無想定。滅盡定要見了道才能夠修的，無想定是普通眾生修的。修無想定

的眾生，怎樣能夠修無想定？修無想定想生無想天，天界那個天叫無想天，是色界天

來的。

由於他今生修靜慮，靜慮即是禪定了，於是熏得那些叫無表色，無表色將來……

當今生完了的時候，它有力量是使到心和心所不起活動的，那些無表色是阻塞你的心

和精神活動停了，暫時心、心所不起活動，甚麼叫心？即是眼、耳、鼻、舌、身、意

六識。甚麼是心所？隨著心而起的，譬如好似觸、作意、受、想、思、貪、嗔、癡、

慢、疑、惡見這些就是心所。即是心理活動，那就有一個無表色阻塞你的心理活動，

讓它不起，不起的時候，你就生天了，那個叫無想天。只要不起心理活動，所以你生

的天不會思考，即是不會思維。你無意識起的，這麼有趣的，有一些天是這樣有趣

的，好似你證到真如那樣，不知道的，那個天叫無想天。當你出定的時候，過去世的

心理活動、後來的心理活動的等無間緣再生起。於是再次能夠恢復你的思維，在生色

界、無想天的時候，要依靠這種無表業，是防止你的心靈不起活動，到最後問了。這

個無表色的作用是怎樣呢？我在這處講幾點，第一點有情做總結了，做善業、做惡

業，那麼就有表色了，這些表色就轉變做無表色。變成無表色，無表色就保留下去，

但是表業，即是見得到的身業或者意業就謝滅了，就無了。

無了的時候，無表色就是三世恆存的，即是過去你造了業，有無表色，現在保

留，將來引生來生果，亦都存在，那麼叫做招引來生果報。那麼那些無表色就有這樣

的作用，無表色在來生的時候，就當來招果了，招引的果是現時的果，如果無了那個

無表色，將來的果要不同時間造業，不同時間不能夠招引，是嗎？那一定要靠無表

色，過去造業，中間的過渡變做無表色，就到未來招引果報。如果沒有無表色，過去

的在過去造業，現在不能夠感果，未來都不能夠感果。所以有無表色就可以感果了。

那感果是甚麼？感果有兩種果，一種叫做有情世間果，一種是器世間果報。有情世間

即是說你生天，這個天界眾生，叫天界有情；我生人，這個人的眾生來的，人的有

情；你生阿修羅的眾生，做阿修羅有情。你是地獄眾生，是地獄有情。這些叫做有情

世界，有情世界是住在一個器世界。

21



譬如你生在人(界)的時候，你住在地球，是嗎?你生在天，兜率天便是天上的世

界等等，所以招引有情眾生，就是有情眾生一定要有一個世界給他們住，那麼招引兩

個果報，一個是有情世界，一個器世界。所以透過無表色建立，過去造業，來生受果

報，異時因果可以完成。如果無了無表色，就是過去造業，來生是不可以招引果報

的，是嗎?因為不同時間，表業滅了，所以有一個好處，解決了那個問題，解決了異

時因果問題。但是可不可以將整個輪迴理論解決完？它有甚麼困難解決整個輪迴呢?

不可以的，還有一些問題。

第一個問題，無表色由表業引伸的，表業滅了，無表色為何能夠不滅呢？無解決

的。為何表業是可以見到的行為，完了，將來不存在，但是為何無表色會繼續存在下

去呢？甚麼原因呢?那它就解釋不了。第二，無表色是物質現象來的，屬於色法，那

對無色界的眾生來講，無色界的眾生是甚麼？他們無物質現象，有精神活動，那麼

(色法)怎樣能夠保存下去呢？因為無色界是無物質的，無物質的人、無物質的眾生怎

樣能將物質存在下去?那麼無色界的眾生是無表色的時候，無色界完了的時候，它怎

樣能夠招引來生的生命呢？這樣它又解決不了。因為無色界無物質現象，無表(色)即

是物質來的，物質現象應該不能夠存在於那個無物質現象的眾生生命裏面，才是的，

怎樣它能夠存在？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接著的問題，佛家主張無我的，那個無表色存

在在哪裏?你無靈魂，那麼存在在哪？它又解決不了。

所以，無表色建立即是只解決一個問題而已，那個問題就是過去所造的業，將來

可以引伸生命，但是不能夠解決第一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甚麼?誰人造業？誰人感

果？第三個問題是怎樣保證我造業、我感果，我造業不會由其他人感果。我造業不會

由所有眾生感果，眾生造業不是由我感果。為何？因為那個無表色一攪亂了，即是你

的無表色是你的心識保存，那個心識當你死了的時候，心識就散了，是嗎？只有五蘊

會散，五蘊散的時候，不知怎樣將無表色攪亂才是的，是嗎？只有今生我造了業，就

由我心識保存，我心識就是五蘊裏面的識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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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今生完了的時候，那個識蘊會散的，散的時候，那個無表色會亂了，同一剎

那，有很多的眾生散，很多眾生死亡，是嗎？眾生無量，在同一個時間，都有很多眾

生死亡。很多眾生死亡的時候，那些無表色一混淆、混亂才是的，那麼為何不會混淆

呢？那我就提出這麼多問題，無表色這個概念可以解決到一部份問題，就是異時因果

問題，不能夠解決所有造業的問題。那我們下禮拜繼續去講第二種理論了。很多人建

立很多理論，那麼終於要將整個佛教輪迴理論建立才可以的。如果建立不到，你不會

相信輪迴的。如果建立不到，你都相信，這個都是迷信的一類。今日我講到這處。多

謝大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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