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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佛教能夠帶給人類 

什麼利益（一） 

 

 

今 晚 講 座 的 題 目 是 「 佛 教 能 夠 帶 給 人 類 什 麼 利

益？」。為什麼選這個題目呢？因為這是每一個人都關心

的事情。每個人都想要快樂，而不要悲傷。但你們現在

快樂嗎？  

有一次有人問佛陀說，每個人都想要快樂，但為什

麼多數人都不快樂。佛陀答說那是因為妒嫉與吝嗇的緣

故。  

因此，由於這些煩惱，許多人都只為自己尋求快樂，

而不理會他人的福利，甚至造成其他人遭受傷害。然而

以不正確的方法尋求快樂只能帶來些少喜悅，但卻帶來

了更多的痛苦。最糟的是他們並不知道自己錯了。這是

因為他們並不能夠分別什麼是善， 什麼是不善。你們可

能會認為事實並非如此，而認為每個正常的人都應該有

能力分別善惡。  

對於這點，且讓我問你們一些問題。在早上你們拿

一份報紙來讀時，它到底是在教你們什麼？晚上放工回

來，吃完晚餐之後，坐下看電視時，它到底是在教你們

什麼？這兩者都在教你們如何增長貪欲，顯示這種欲樂

多麼的好，而那種享受則更美妙。此外，它也教你們如

何採取暴力。簡而言之，報紙與電視的多數內容都是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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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教人如何增長貪、瞋、痴的歪理。而在它們的影響之

下，許多人都被帶入了邪道。但是不能把所有的錯都往

大眾媒介身上推，因為它們只是符合一般人的所好及見

解。然而好壞並不是由我們的見解決定。我們能夠從佛

陀開示的許多經典裡了解這一點。  

在《相應部》裡提到，有一次，有位很出名的戲班

經理兼演員，名叫達拉布達（Talaputa），他去見佛陀，

向佛陀說，他的戲班師父曾經告訴他，說如果演員以虛

構的故事令到觀眾歡笑，在死後就會投為笑神。他問佛

陀對這件事的看法如何。佛陀則告訴他不應該問這問

題。然而那戲班經理還是堅持地問了三次。當時佛陀就

告訴他，如果他演戲的業成熟，他就會墮入地獄。其原

因是他帶給許多人受到污染的快樂，令他們的貪、瞋、

痴增長，也令自己的貪、瞋、痴增長。  

所以，佛教能夠帶給人類的利益其中之一即是開顯

了分辨善惡的智慧。這種智慧是一種正見，是能夠帶給

自己及他人利益的重要因素，因為只有如此，你們才懂

得如何走上正道。例如，在戲班經理達拉布達聽完佛陀

的開示之後，他就捨棄了演戲的生涯，而出家為比丘，

精進地修禪，不久之後即證得了阿羅漢果。  

在這世上，沒有正見的人很可能會任意而為，例如

沉溺於欲樂、渴求名譽、飲酒、賭博等。這些將會為他

們帶來長久的痛苦。反之，具備正見的人則可能會全心

全意地投入於修善，例如行佈施、持戒、培育慈悲心及

修禪以清淨自心。這些將會為他們帶來長久的快樂。  

在《法句經》的偈三一六及三一七，佛陀說：  

對不應羞恥的感到羞恥、  

對應羞恥的不感到羞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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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持有邪見的人，  

將會墮入惡趣。  

 

對無險的視為危險、  

對危險的視為無險、  

及持有邪見的人，  

將會墮入惡趣。  

 

佛陀的這些話的確是現代社會的真實反映。例如，

許多窮人對自己的貧窮感到羞恥，富人則對自己的財富

感到驕傲；沒吸引力的人對自己醜陋的面貌感到羞恥，

美麗的人則對自己的美貌感到驕傲。但金錢與容貌是否

是判斷什麼是可恥或不可恥的因素？肯定不是。在任何

一者當中，只要是品德良善的人就不須因為它們而感到

可恥。反之，如果是個沒有道德的人，即使他是非常富

有與美麗，他也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在明瞭這一點之

後，應當不斷地檢討自己將要做的事是善的還是不善

的。而通過只實行善業之下，他變得對其他眾生沒有任

何威脅，這即是一種無畏施。而且自己也會獲得善業的

善報。  

在此，我應當講述《愚人與智者經》的摘要，以顯

示愚人如何導致自己的毀滅，而智者又如何提昇自己的

心。在這部經裡，佛陀對諸比丘說：  

「諸比丘，愚人的特徵、愚人的相、愚人的本

質有三個。是那三個？於此，愚人是思惟惡念、說

惡語、造惡業之人。如果愚人不是如此，智者如何

能夠知道：『這人是個愚人，不是真正的人。』然而，

由於愚人是思惟惡念、說惡語、造惡業之人，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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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知道：『這人是個愚人，不是真正的人。』」  

隨後佛陀再告訴諸比丘說，對於犯殺生、偷盜、邪

淫、妄語及飲酒、服用麻醉品的愚人，他在今世就會遭

受三種痛苦：一、當看到別人聚在一起討論時，他以為

別人是在講他所造的惡事。二、當看到犯人被國王命人

以種種刑罰折磨時，他這個也犯下同類罪惡的愚人就會

感到害怕。三、當在椅子、床或地上休息時，他在過去

所造的惡業淹沒了他。當時那愚人就想：「我沒有做過好

事、沒有造過善業、也沒有為自己建立了防止痛苦的保

護所，我造了惡業、做了殘忍的事、邪惡的事。在死後，

我將會去到沒有做過好事、善業、也沒有為自己建立防

止痛苦的保護所、造了惡業、做了殘忍的事、做了邪惡

的事的人的去處。」  

過後，佛陀再說：  

「造身語意惡行的愚人在身體分解而死之後，

即會墮入惡道、苦趣，甚至是墮入地獄。  

如果要正確地形容某件事為『這是人們完全不

希望、不願與不要的』，那即是地獄。而其地獄可怕

的程度強得難以用任何譬喻完整地形容。」  

說到這裡時，有位比丘問世尊道：「世尊是否可

以給個譬喻？」  

世尊答道：「可以的，比丘。諸比丘，假設有些

人捉到了強盜，把他帶至國王面前，說：『陛下，這

裡有個強盜。請陛下指示要給他什麼懲罰。』國王

就說道：『你們在早上時用鎗刺戳他一百下。』於是

那些人就在早上用鎗刺戳他一百下。然而，在中午

時，國王問（他們）：『那個人怎麼樣了？』──『陛

下，他還活著。』當時國王就說：『你們在中午時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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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鎗刺戳他一百下。』那些人就在中午用鎗刺戳他

一百下。然而，在傍晚時，國王問（他們）：『那個

人怎麼樣了？』──『陛下，他還活著。』當時國

王就說：『你們在傍晚時再用鎗刺戳他一百下。』那

些人就在傍晚用鎗刺戳他一百下。諸比丘，你們認

為怎樣？那人是否會由於被鎗刺戳三百下而感到痛

苦？」  

「世尊，別說是三百下，即使那人只是被人用

鎗刺戳一下，他也會感到痛苦。」  

當時，世尊拾起一塊他手掌一般大小的石頭，

問諸比丘道：「諸比丘，你們認為怎樣？是由如來拾

起、與他手掌一般大小的石頭比較大，還是作為眾

山之王的喜瑪拉雅山比較大？」  

「世尊，由世尊拾起、與他手掌一般大小的石

頭和作為眾山之王的喜瑪拉雅山比較起來是微不足

道的。它甚至算不上是（喜瑪拉雅山）的一部份；

那是完全比不上的。」  

「同樣地，諸比丘，那人被鎗刺戳三百下而感

到的痛苦和地獄裡的痛苦比較起來是微不足道的。

它甚至算不上是（地獄之苦）的一部份；那是完全

比不上的。」  

「在地獄裡，獄卒以燒得火紅的鐵叉刺穿他的

一隻手，又以燒得火紅的鐵叉刺穿另一隻手，以燒

得火紅的鐵叉刺穿一隻腳，又以燒得火紅的鐵叉刺

穿另一隻腳，再以燒得火紅的鐵叉刺穿他的肚子。

當時他感到痛苦、巨大的痛苦、極劇烈之苦。然而，

只要他惡業的果報還未竭盡，他是不會死的。  

過後，獄卒把他丟在地上，以斧頭剝削他。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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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他感到痛苦、巨大的痛苦、極劇烈之苦。然而，

只要他惡業的果報還未耗盡，他是不會死的。  

過後，獄卒把他頭下腳上地倒置，以平斧剝削

他。當時他感到痛苦、巨大的痛苦、極劇烈之苦。

然而，只要他惡業的果報還未耗盡，他是不會死的。 

過後，獄卒把他套在一輛馬車，再於烈火燃燒

的地上把他拖來拖去。當時他感到痛苦、巨大的痛

苦、極劇烈之苦。然而，只要他的惡業的果報還未

耗盡，他是不會死的。  

過後，獄卒驅趕他在烈火焚燒的火碳山爬上爬

下。當時他感到痛苦、巨大的痛苦、極劇烈之苦。

然而，只要他的惡業的果報還未耗盡，他是不會死

的。  

過後，獄卒把他頭下腳上捉起來，丟進烈火焚

燒到火熱的金屬鍋裡。他就在沸熱的漩渦裡被煮

著。當他被如此煮著時，有時他被捲上來，有時他

被捲下去，有時他被橫著捲來捲去。當時他感到痛

苦、巨大的痛苦、極劇烈之苦。然而，只要他惡業

的果報還未耗盡，他是不會死的。  

過後，獄卒把他丟進大地獄裡。於此，諸比丘，

關於大地獄：  

它有四角與四門，每面各有一道門，  

四周牆壁以鐵作，蓋著一個鐵屋頂，  

地上也是以鐵造，其中烈火熊熊燒，  

一百由旬是其長，處處遍滿是烈火。  

 

諸比丘，我能夠以許多種方法向你們形容地

獄。而地獄的痛苦可怕的程度強得難以用任何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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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地形容。」  

在此，我引用佛陀的話並不是想要嚇你們，而只是

說明事實的真相，以便你們能夠懂得避免陷入那些悲慘

之境。  

在這部經裡，佛陀也舉出一個例子以形容那愚人必

須在惡道裡受苦多久。他說：  

「假設有人把一個有個洞的軛丟進大海洋裡，

而東風把它吹向西、西風把它吹向東、北風把它吹

向南、南風把它吹向北。又假設有隻瞎眼的海龜在

每一世紀之末升上海面一次。諸比丘，你們認為怎

樣？那隻瞎眼的海龜是否能夠把牠的頭穿過那個軛

的洞？」 

「世尊，在經過很長的時間之後，牠可能辦到

這一點。」 

「諸比丘，我說那隻瞎眼海龜要把牠的頭穿過

那個軛的洞所花的時間，比愚人在墮入惡道之後，

再要投生到人間的時間來得短。為什麼呢？因為在

惡道並無法可修、無善可修、無善可造、無福可造。

在惡道盛行的是互相殘殺及弱肉強食。 

即使在經過很久的時間之後，那愚人得以回到

人間，他會投生於低賤之家，例如奴隸、獵人、造

竹器者、車夫、或拾荒者之家。其家貧窮如洗、只

得少量飲食、生活困苦、只有很少的衣服；他醜陋、

難看、畸形、多病、目盲、手殘、足廢、或癱瘓；

他得不到食物、飲料、衣服、車乘、花、香、膏、

床、住所與光；他造身、語、意惡業。造了這些惡

業，他在身體分解而死之後，即會墮入惡道、苦趣，

甚至是墮入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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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比丘，假設有個賭徒在第一次下注就輸掉了

他的孩子、妻子和所有的財產，而且自己也變成了

奴隸，但這種不幸還是微不足道的。遠比這更不幸

的是當愚人造了身、語、意惡業，在身體分解而死

之後墮入惡道、苦趣，甚至是墮入地獄。這是愚人

最愚蠢之境。」 

所以《法句經註疏》說地獄是愚人真正的家，只有

在很長的時間之後，他才來人間一下子，過後再回到地

獄裡。這是為何佛陀說人身難得。然而，許多人都不珍

惜此人身。只有在投生到惡道裡時，他們才後悔之前沒

有善用作為人時的生命，但那已經太遲了。  

當愚人在大地獄裡受了很久的苦之後，他們會投生

到小地獄裡。在那裡受了很久的苦之後，他們會投生到

另一個小地獄裡。如此在地獄裡受了很久的苦之後，他

們會投生到餓鬼道。又在那裡受了很久的苦之後，他們

會投生到畜生道。在畜生道裡，他們互相殘殺，造了許

多惡業，死後又墮入地獄裡。如此週而復始許多次之後，

他們得以投生為人。但他們又再造下許多惡業，死後又

墮入地獄裡。所以我們可以稱愚人為地獄的常住者。  

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到沒有正見的愚人如何在造

身、語、意惡業之下導致自我毀滅。所以能夠分辨善惡，

然後再依善行事是非常重要的，以便我們能夠為自己帶

來幸福，也為他人帶來幸福。佛教不但指明了惡業的危

害，也指出了善業的利益。這種智慧是一種真正的利益，

是現代科學無法提供予人類的。再者，佛教能夠為人類

帶來今生的快樂，也能帶來未來世的快樂。這就有如佛

陀在《愚人與智者經》裡所說的：  

「投入於造身、語、意善業的智者，在身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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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而死之後，他會投生至善趣，甚至是天界。」  

在這部經裡，佛陀又說：  

「即使在經過很久的時間之後，那智者再回到

人間，他會投生於高貴的家庭，例如富有的貴族、

富有的婆羅門或富有的居士家。其家富有、有巨大

的財富、有許多的財物、有許多的金銀、有許多的

財產，有許多的錢與榖物。他長得美麗、好看、優

雅、擁有極美的外表。他獲得足夠的食物、飲料、

衣服、車乘、花、香、膏、床、住所與光。他造身、

語、意善業。造了這些善業，在身體分解而死之後，

他會投生至善趣，甚至是天界。  

諸比丘，假設有個賭徒在第一次下注就贏獲了

許多錢財，但這種幸運是微不足道的。遠比這更加

幸運的是當智者造了身、語、意善業，在身體分解

而死之後，他投生至善趣，甚至是天界。這是智者

圓滿的境界。  

這即是世尊所給的開示。諸比丘對世尊的話感

到滿意與歡喜。」  

諸位聽眾， 你們是否 也對世尊 的話感 到滿意與歡

喜？  

如果你們想要真的得到歡喜，你們就必須依照佛陀

所教的過活，只有如此你們才能從佛陀之言獲益，而感

到歡喜。然而，許多佛教徒只是腦袋明白業報的自然法

則，但並沒有把它放到心中；他們相信這法則，但並沒

有依它實行。愚人只會希望所造的惡業沒有惡報，以及

希望有不須造善業即自動到來的善報。但業報的自然法

則並不理你們是否相信它，也不理你們是否喜歡它，它

依然只是依照它自己的原則運作，即：作善得善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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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得惡報。如是，我們獲得的果報是依我們所造的業而

定，而不是依我們的期望而定。  

佛教徒時常會談到慈悲，但那是不夠的。他們必須

在行為上實踐它們。他們必須具有智慧與慈愛地行佈

施。他們至少必須把五戒持得清淨。若人不持五戒，反

而隨心所欲地殺生、偷盜、邪淫等，那麼，我們是否能

夠說這個人慈悲呢？肯定的，他並不慈悲。慈悲的人怎

麼能夠殺生呢？這種人不單只是對其他眾生不親善，也

對自己不親善。我們可以從《相應部‧僑薩羅相應》明

白這一點。  

（有一次，）波斯匿王向世尊說：「世尊，在我

獨自一人休息時，我在想：『誰愛惜自己？誰不愛惜

自己？』世尊，當時我這麼思惟：『造身語意惡行的

人，是不愛惜自己的人。即使他們說：「我愛惜自

己」，他們並不愛惜自己。這是什麼原故？因為他們

為自己所作的，是怨恨者對其敵人所作的行為。所

以他們並不愛惜自己。  

然而，修身語意善行的人，是真正愛惜自己的

人。即使他們說：「我不愛惜自己」，他們還是愛惜

自己。這是什麼原故？因為他們為自己所作的，是

朋友對其友人所作的行為。所以他們是真正地愛惜

自己。』」  

「的確如是，陛下，的確如是。你所說的一切

我一再重複，及印證它是正確的。」  

所以，如果是真的愛惜自己的話，你們應該依佛陀

所認同的來實行，也應該遵照佛陀在《法句經》偈一五

七裡所說的：  

若人懂得愛惜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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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應當好好地保護自己。  

在三夜的任何階段裡，  

智者應保持（對邪惡）警覺。  

 

在此，三夜是指生命的三個階段。  

所以，如果希望自己獲得幸福，你們應該修善；如

果希望為其他人帶來幸福，你們也應該修善。你們應該

修佈施，佈施給有需要的人。如此就能夠利益到他人與

自己。佈施能夠帶給你們什麼利益呢？在《中部‧小業

分別經》裡，佛陀說：  

「在此，學生，有某個男人或女人佈施食物、

飲料、衣服、車乘、花、香、膏、床、住所與燈給

沙門或婆羅門。由於他實行這種業，在身體分解而

死之後，他會投生至善趣，甚至是天界。但是如果

他沒有投生至天界，而是再回到人間來，那麼，無

論投生到那裡，他都是富有的。」  

但佛陀只是針對持戒清淨的人而說。因為佛陀在《中

部》裡說道：「諸比丘，戒行清淨者的意願基於自己

的清淨戒而得以實現。」所以，這就是說你們必須把

五戒持得清淨。再者，如果你們持守這基本的五戒，你

們也將會獲得它們各自的善報。取第一條不殺生戒為

例，佛陀在《小業分別經》裡說：  

「在此，學生，有某個男人或女人斷除殺生、

遠離殺生、丟棄了棍杖與武器；他溫和、慈祥、對

一切眾生都懷著悲憫心。由於他實行這種業，在身

體分解而死之後，他會投生至善趣，甚至是天界。

但是如果他沒有投生至天界，而是再回到人間來，

那麼，無論投生到那裡，他都是長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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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你們可能會質疑是否真的有未來世。對於這

點，你們應該如理地思惟。如果是沒有未來世的話，行

善也能夠在今生帶給你們利益，例如：安心生活、名聲

良好、被智者讚嘆、沒有後悔等等。但如果是有來世的

話，你們將會在來世感到更快樂。這就有如佛陀在《法

句經》偈十六裡所說：  

這一世他感到喜悅，  

來世他一樣感到喜悅，  

行善者在今生與來世都感到喜悅。  

當憶及自己清淨的善業時，  

他感到喜悅，非常的喜悅。  

 

反之，即使是沒有未來世，造惡還是會在今生為你

們帶來痛苦，例如：活得不安心、惡名遠播、被智者指

責等等。而如果是有未來世的話，你們將會在來世遭受

更多的痛苦。這就有如佛陀在《法句經》偈十六裡所說： 

這一世他受苦，來世他一樣受苦，  

造惡者在今生與來世都受苦。  

想到「我造了惡業」時，他感到痛苦。  

再者，當投生至惡道時，  

他會遭受更多的痛苦。  

 

考慮到這一點，你們應該只造善業；如此你們在今

生與來世都不會遭受損失。  

從今晚的講座，我希望你們現在能夠明白佛教能夠

帶給人類什麼利益。那些利益就是：一、有關持戒、行

善與發展心智的智慧，而這種心智的發展是遠比現代科

學所提供的物質發展更為崇高的；二、發展心智所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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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善報。這些利益不同於只能為你們帶來短暫的快樂、

有如利刀上的蜜糖之利益。在體驗這些利益之後，你們

並不需要為它感到後悔。然而，這些還不是佛教能夠帶

給人類的最上等利益。在下兩堂講座時，我將會告訴你

們從修習佛法當中能夠獲得的更殊勝的利益。在結束今

晚的講座之前，我想再引用一首《法句經》裡的偈：  

只有自己才能造惡，自己才能污染自己；  

只有自己才能不造惡，自己才能清淨自己。  

淨與不淨只看自己，無人能夠清淨他人。  

 

這即是說，如果你們想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及提昇自

己的心，你們必須自己致力於培育清淨；沒有任何他人

能夠為你們作。  

願你們能夠從佛法當中獲益。  

 

 

 

 

 

 

 

 

 

 

 

 

 

 



菩 提 資 糧  

 2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