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果不虚 19 慈心

一、定义：

行十善业，同样需具基、发心、加行、究竟四个条件才是圆满的善业。

基

 与害心的基相反，也就是无害心，也是慈心

 无害心：断绝害心，修饶益心； 断绝害心，不要去伤害别人，而

且经常修饶益对方的心，对他修慈心、悲心，发愿让他成佛等等。

发心

 一般的善

知过患/胜解：清楚没有造罪的无害心与发心断除害心的善的区别，

知道害心的过患很大。

受律仪/欲：见过患后欲断除害心

 殊胜的善

饶益观念。对他人不是采取为了私利而谋害的心，而是要采取割让、

舍己， 设法地把自己的东西给别人，设法地对他作饶益，这样就从

害心上翻转过来变成饶益。



首先要建立饶益的观念、在一切处利他的观念。

在这个充满缺陷的世界中，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人们都身处在各

种身心的疾苦之中。 众生随着业力转生为人，有着俱生的报障，避

免不了生死病死的痛苦，又由无常业力， 难免天灾人祸、子散妻离

的降临。面对众生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少不得养、老不得安的困苦，

我们应该发起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慈悲心，由此心推动，应尽己之

心，竭己之力，矜孤恤寡，敬老怜贫，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少者得养、老者得安。

 欲/发愿：对修饶益心、慈心、悲心、菩提心，充满欢喜，勇悍，

乐此不疲，积极

加行

 一般善业：断绝害心

 殊胜善业：修饶益心、慈心、悲心、菩提心

断绝害心，不要去伤害别人，而且经常修饶益对方的心，对他修慈心、

悲心，发愿让他成佛等等。

 分类：自作、教他作、共作、随喜他作

究竟

 一般善业：防护害心圆满，



 殊胜善业：行持饶益心、慈心、悲心、菩提心圆满

二、果报

异熟果、等流果、士用果、增上果

 异熟果：十善业的异熟果，转生在相应的三善趣中。

 色界无色界：善业加四禅八定

 欲界天：中品的善业

 人间：下品的善业

转生三善趣是因为所修的十善业道的力度，所以在转生善趣的时

候也会因此获益，比如，不偷盗、布施，可以感召财富非常圆满

等等。引业和满业都可以感召相应的感受，转生到善趣中不是什

么都没有，而是相应于你自己善根的多少，也会获得多少的安乐。

 等流果

 同行等流果：生生世世喜欢行善，并且善举蒸蒸日上。

 感受等流果：远离损恼

如果不解脱或者不努力的话，想要行善的心有时也会受到其它环

境的影响。比如我是很想行善，很想去做，但是不敢做（现在我

们中国就是这种情况），扶老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都愿

意做，但是不敢去做，为什么？因为想到成本有点高，就不想做。



所以，我们在这种环境中，虽然的确有善心，但是其它的东西可

能会影响你没办法去做（虽然可能由善心引发，但是中间会遇到

恶友、环境、或其他东西影响你，善业可能越来越少）。

如果经常性地修持断害心、修慈悲心，就遇不到损恼的对境、因

缘。无论你到哪个地方，也遇不到让你痛苦或伤害你的人和事情，

反正总会错开。你说是运气好，其实运气的背后是业果（善业）。

没有一个真实的所谓运气，或者没有业的运气。运气里面有偶然

性，但偶然的背后也是必然。为什么每次都那么“偶然”？因为

如果有修慈悲心的力量，会远离很多损恼的对境及因缘。

 增上果

 成熟在外境上，与前面十不善业的果报相反，具足圆满的功德。

 士用果

 所做的任何善业都会突飞猛进地增长，福德接连不断涌现。

三、公案

......

经称八种福田，看病第一。阿底峡尊者说：“若对远方的客人、久病

的患者、年迈的父母等慈爱行事，则与实修空性大悲藏相同。”昔日

世尊亲自服侍病比丘，以身垂范教育后世弟子。



观修思路

三个思维方式：1、思维什么是一般的十善

2、什么是殊胜的十善

3、再思考善的果报，四种果报

 思考什么是十善业中的不杀生 跟不杀生行为不能等同，要有发心

没有造罪和一般的善的区别

 没有杀生但没有发心的话不是善，只是没有造罪而已

 十善业的善是有发心，有决心不杀生，这才叫做善

 一般的善和特别的善的区别

 一般的善是发心不杀生，特别的善除了不杀生，还发心去放生

 特别的善除了不偷盗，还布施给予

 特别的善除了不邪淫，还守戒

消归自心

 自己曾经有没有行这样的善，没有的话要去做，有机会，有能力

的话以后就一定要去做。有过要继续，随喜，更加精进

两个结论

1坚定不移的相信善有善报 因果关系



2 观察自己过去或现在有没有去做这个善业，不能忽略任何一个

机会，做的不够就要努力，做的不错就要好好回向

 每一个善业都有这 3 个思维方式，还有这 2 个结论

总体地发生了这个认识后，我们就要在支分上，首先把握住“十

断十行”，其实是二十重的观念。

在止恶的观念上，按简明的说法来说，就是断杀、断盗、断淫、

断妄、断离、断粗、断绮、断贪、断害、断邪。

然后，所谓的“十行”， 简明地来说，就是行仁、行义、行礼、

行诚、行和、行雅、行法、行舍、行利、行正。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要竖立十大观念



《佛为娑伽罗龙王所说大乘经》讲记中所述之远离嗔毒的功德

龙主，士夫补特伽罗，远离贪毒，获得八种善法。云何为八？所谓：佛

告诉龙王，补特伽罗如果远离了嗔毒，会获得八种善法，是哪八种呢？

[得贪心消除]

第一、如果以前远离了嗔心，今生他的贪心就会得以消除。《十善业

道经》和藏文译本中，远离嗔心的第一个功德都是“无损恼心”。



[得杀心不生]

第二、以前修无嗔的人，今生不会产生杀害或危害其他众生的心念。



[得嫉妒心不生]

第三、不会产生嫉妒之心。《十善业道经》里面是说“无诤讼心”，

像世间的竞争、争论以及争斗等，都不会在他身上发生。





[得乐生圣族，心为圣人尊重]

第四、会转生到非常高贵的圣者种性当中，受到很多人的尊重。 什

么是圣者种性呢？《俱舍论》中讲过“四圣种”，指衣服喜足、饮食

喜足、卧具喜足、乐断乐修。这四者都是知足少欲的自性。如果以前

没有害过众生，今生就会转生到这样高贵的家族或种族当中，比如成

为僧人等，并会受到众人的尊重。

[得慈心]

第五、如果以前远离了嗔心，今生就会对一切众生生起一种真实的慈

悲心。





[以善业利益一切众生]

第六、会用自己身口意所有非常善妙的善业，尽心尽力地饶益有缘的

一切众生。

[得身端正，得多人尊重]

第七、会得到端正的身相，由此会受到很多人的尊重。 其实断除嗔

心以后，他不仅会相貌端严，内在的性格、涵养也会非常好，同时智

慧、慈悲也会具足，因为具有这些功德，所以众人都会对他非常尊重。

在我们这个世间，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有的人受到大家尊

重，就像我昨天讲的一样，一提起他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交口称

赞。而有的人，不知道是今生某些行为不如法，还是前世业力的原因，

很多人都对他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一些人，得到了部分好评，部分差

评。 人活在这个世间，有的人觉得自己好像很优秀，但可能你并不

是那么好，所以没有必要骄傲；有的人觉得自己好像很差劲，但可能

你并不是那么差，很多人对你还是有较好的评价，因此也不必要自卑。



[得生于梵世]

第八、远离了嗔心的人，命终之后会转生到善趣的天界梵天。



龙主，士夫补特伽罗，远离贪毒，获得如是八种善法。以此善法回向

菩提，心不退转，当证无上正等正觉。 佛告诉龙王，补特伽罗如果

远离了嗔恨的毒，就会获得这样的八种善法。如果以此善法回向菩提，

心不退转，就会证得无上正等正觉。有些版本中说，会获得像佛陀一

样令观者无有厌足的相。 作为一个修行人，远离嗔恨心非常重要。

如果自己以前脾气不好，性格暴躁，就要通过修行尽量安忍。如果能

够安忍，那么很多快乐自然而然就会得到。正如《入行论》所讲：“精

勤灭嗔者，享乐今后世。”意思是，如果一个人能精勤地灭除嗔恨这

个敌人，那么他就会享受今生来世的很多快乐。 其实，很多快乐都

是依靠灭除嗔心获得的。就像我们有些人，心情好像一直特别好，是

什么原因呢？正是因为他几乎没有嫉妒、竞争这样的嗔恨心，所以才

会这么快乐。《入行论》中说：“喜乐亦难生，烦躁不成眠。”意思

是，一个人只要有嗔恨心，他的生活就没有喜乐，心情会很烦躁，甚

至晚上都无法入眠。我们有些人就是这样，特别容易生气，经常和别

人吵架，实际上他自己也感觉很烦，以至于晚上经常会失眠。有的时

候实在睡不着，半夜三更也不得不起来走一走，但这个时候，脑子里

还在想着以后怎么对付别人。其实这是很不好的，此时应该尽量让自

己的心平静下来，可以试着认识嗔恨的本体，认识它也并不是很难。

以上讲的就是断除嗔恨获得的八种功德。



思考题：

1、害心有哪些危害？如何断除？

2、说说断除嗔恨心的功德？

3、学习了这一课你有什么心得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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