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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代序前言代序前言代序前言代序                            

学人今天要跟大家共同学习的主题是佛教的「忏悔法门忏悔法门忏悔法门忏悔法门」。 

在讲这个主题之前，我们先简单说明为什么要修习忏悔法门。 

佛法对于生命的现象，是认为生命就像无止境的水流。换句话说，我们不是

今生才有生命，这个水流是从过去流到了现在，也将从现在流到未来。这个水流

的背后，事实上不是上帝在主导的，是由过去自己所造的「业力业力业力业力」在引导这个水

流，使我们在三界六道中，感召种种的身心果报。既然我们的生命受着业力的影

响，因此在生命当中，就会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假设我们的生命是由「善良的业力善良的业力善良的业力善良的业力」起作用，由于过去曾经有

持戒、修福，这样一种善良的业力表现出来的，我们会感到色身特别的健康，事

情也特别的如意，在这种情况之下，修习佛法就会很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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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时候我们的生命是由「罪业罪业罪业罪业」表现出来的，因为曾经在过去生当中，

由于一时的糊涂，造了杀盗婬妄的罪业，这种罪业所表现出来的，就会感得种种

的病痛，即便我们吃了很多药，都不见好转，这是色身上的障碍；内心当中，也

会因为罪业的干扰，使令我们感到昏昧闇钝，以致于在佛法的修学中，总是觉得

心力提不起来。 

当这种罪业开始干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趋向于障碍、痛苦的时候，这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修「忏悔忏悔忏悔忏悔」行，来破除这种罪业的障碍，使令我们的身心恢复到原

本健康、顺畅的状态，能够继续的修学佛法。 

所以，忏悔法门在佛教教义中，是被列为修行的「道前基础道前基础道前基础道前基础」。不管你是修

学什么法门，念佛法门、止观法门…或者修种种的密法，在修道之前，你都必须

透过忏悔来破障。这就好比说，你今天要开车，虽然你有一台非常坚固的车子，

但是要上路之前，你必须用推土机把路上的石头--这些障碍，都把它清理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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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车子会比较顺畅到达目的地。所以「忏悔法门」就是在你上路之前，先把道

路中的石头搬开来，它就是扮演一种「破除障碍破除障碍破除障碍破除障碍」的角色。我们今天就从佛法的

教义、理论，来探讨忏悔法门这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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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述此义将述此义将述此义将述此义，，，，大分为四大分为四大分为四大分为四：：：：    

我们所要解释的忏悔法门，它的修习内容，总共有四大科： 

甲一甲一甲一甲一、、、、解释名义解释名义解释名义解释名义 

首先，从佛教的角度来解释「忏悔」的名称和意义。当然我们一般人认为，

我做错了事，只要去忏悔就没事了。但是这样的忏悔还是属于非常肤浅的阶段，

佛法的忏悔有比较深入的意义存在。 

甲二甲二甲二甲二、、、、忏悔的方法忏悔的方法忏悔的方法忏悔的方法 

假设我们不幸已经造了很多杀盗婬妄的罪业，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

法，来消除这些会带给我们无量痛苦的罪障呢？这是讲正式的修学方法。 

甲三甲三甲三甲三、、、、罪除之相罪除之相罪除之相罪除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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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经过如法的忏悔，又怎么知道这个罪业已经消失了？有什么判断方法

表示这个忏悔法门已经修学圆满？这是判断罪业是否已除灭的一种方法。 

甲四甲四甲四甲四、、、、结示劝修结示劝修结示劝修结示劝修    

最后一段，我们把前面讲到的忏悔方法做一个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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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一甲一甲一甲一、、、、解释名义解释名义解释名义解释名义（分二：乙一、释名。乙二、述义。） 

        乙一乙一乙一乙一、、、、释名释名释名释名    

『梵云忏摩梵云忏摩梵云忏摩梵云忏摩，，，，此翻悔往此翻悔往此翻悔往此翻悔往。。。。有言忏悔有言忏悔有言忏悔有言忏悔，，，，梵华双举梵华双举梵华双举梵华双举。。。。准准准准《《《《业疏业疏业疏业疏》》》》云云云云；；；；取其意义取其意义取其意义取其意义

谓不造新谓不造新谓不造新谓不造新，，，，忏谓止断未来非忏谓止断未来非忏谓止断未来非忏谓止断未来非，，，，悔谓耻心于往犯悔谓耻心于往犯悔谓耻心于往犯悔谓耻心于往犯。。。。有将忏字训首训鉴有将忏字训首训鉴有将忏字训首训鉴有将忏字训首训鉴，，，，义虽通得义虽通得义虽通得义虽通得，，，，

华梵须分华梵须分华梵须分华梵须分。。。。』 

「解释名义」分成两科：先解释名称，再说明它的义理。先看「忏悔」名称

的由来，「忏悔」在佛教界的名称是如何成立的。 

这段文是出自于律藏《资持记》。在律藏里面，讲到忏悔的名称有三段，先

解释忏悔名称的由来： 

一、「梵云忏摩梵云忏摩梵云忏摩梵云忏摩，，，，此翻悔往此翻悔往此翻悔往此翻悔往，，，，有言忏悔有言忏悔有言忏悔有言忏悔，，，，梵华双举梵华双举梵华双举梵华双举。」 

「忏悔」这两个字在原始的印度佛教，它本来的名称叫做「忏摩忏摩忏摩忏摩」。「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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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这两个字翻成中文，它的意思叫做「悔往悔往悔往悔往」。「悔往」就是说：你过去已经

造了杀盗婬妄的罪业，就是自己已经造作了，那么现在你去回忆过去的罪业，你

感到深深的后悔，这叫做「悔往」；就是对于以往所做的事情，现在表示后悔了。 

这样的「忏摩」和「悔往」，到了后代的佛教，演变成「忏悔忏悔忏悔忏悔」，就是把印

度文字的第一个字，跟中文的第一个字和起来，取名叫做「忏悔」，所以说是「梵梵梵梵

华双举华双举华双举华双举」，是中文和梵文的结合。事实上，「忏悔」最初原来的名称叫做「忏摩」，

是这个意思。 

我们再看第二段，正式解释忏悔的内涵： 

二、「准准准准《《《《业疏业疏业疏业疏》》》》云云云云：：：：取其意义谓不造新取其意义谓不造新取其意义谓不造新取其意义谓不造新，，，，忏谓止断未来非忏谓止断未来非忏谓止断未来非忏谓止断未来非，，，，悔谓悔谓悔谓悔谓

耻心于往犯耻心于往犯耻心于往犯耻心于往犯。。。。」 

「忏悔」的意义，简单讲，就是「不造新不造新不造新不造新」。就是自己过去已经造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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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不提了，从现在开始，你不再造作新的罪业，这样子才叫做「忏悔」。你能

够不造新的罪业，这当中有两个条件： 

一、「悔悔悔悔」是「耻心于往犯耻心于往犯耻心于往犯耻心于往犯」：就是你开始去回忆过去所造的杀盗婬妄这些

罪业--你表示羞耻你表示羞耻你表示羞耻你表示羞耻。。。。「表示羞耻」的意思是说：假设你的生命可以再重来一次，

你绝对不会造这些罪业了。就是你对于已经造作的这件事情，表示「深深的后

悔」，或者「深深的厌恶」。这是第一个条件，对于过去的罪业生起追悔。 

二、「忏忏忏忏」是「止断未来非止断未来非止断未来非止断未来非」：前面的「悔」是「观察过去」，这里的「忏」

是「发愿未来」。对于你未来的生命，你在佛前发愿，宁舍生命，你也不再造作

这样的罪业。你内心当中生起一个坚定的誓愿--你绝对不再造作了你绝对不再造作了你绝对不再造作了你绝对不再造作了！当你能够对

过去罪业的追悔、对未来生命的发愿，两个内容结合一起，就成立了「忏悔」的

意义。 

我们再看第三段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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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将忏字训首训鉴有将忏字训首训鉴有将忏字训首训鉴有将忏字训首训鉴，，，，义虽通得义虽通得义虽通得义虽通得，，，，华梵须分华梵须分华梵须分华梵须分。。。。」 

有些古德把「忏悔」解释成『首首首首』，表示一个「新生命的开始」--过去的生

命譬如昨日死，现在的生命重新开始。或者是把它解释成『鉴鉴鉴鉴』，就是一种「观

照」，你内心当中能够去观照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开始「改过修善」。当

然，二个义理，可以说是相通的，但是这当中有中国和印度文字的差别，我们应

该把它分辨清楚。 

意思是说：佛法的修学是一种「心地法门心地法门心地法门心地法门」，不管你今天是修密教、修止观、

修念佛…比如说，你在念佛，那「念佛是谁？」不是嘴巴能够念佛，也不是身体

能够念佛，是你那「明了的心明了的心明了的心明了的心」在念佛；所以佛法的修学，基本上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破坏的法门」，一个是「建设的法门」。 

破坏的法门破坏的法门破坏的法门破坏的法门：它的「所对境」是「罪业」，就是在你内心当中，已经累积很

多的罪业，这些罪业要加以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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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法门建设的法门建设的法门建设的法门：：：：这是对善法、对波罗蜜、乃至于很多殊胜的法门来说的。诸佛

菩萨有种种的善根：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种种戒定慧的善

根，我们本来没有的，我们需要把它启动、加强。 

佛法的修学，简单讲就是「有所破坏，有所建设」。而「忏悔法门」在我们

的修学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是一种破坏的角色。就是你本来已经有的，你要把

它消除。当然，它所破坏的是「罪业」，在这里有一个重点是： 

你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忏悔你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忏悔你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忏悔你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忏悔，，，，这个罪业才会消失呢这个罪业才会消失呢这个罪业才会消失呢这个罪业才会消失呢？？？？    

佛法说：「一切法因缘生。」如果你今天没有掌握正确的因缘，你虽然修忏，

这个罪业还是不能消失。所以，不管你今天拜什么忏法，你内心当中要具足两种

心态： 

第一个「耻心于往犯」：对于过去已经造作的罪业，你表示追悔。 

第二个「止断未来非」：对于未来的生命，你发愿永不再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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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止恶」的发愿--断相续心断相续心断相续心断相续心，这个很重要！有些人忏悔只是对过去的

追悔，并没有明白地表示『他以后决不再造作！』换句话说，他以后遇到因缘的

刺激，他可能还会再造作，这样的情况就不能构成忏悔了。 

当然身为一个生死凡夫，我们遇到了染污的因缘刺激，以后有可能还会再造

作，有可能；不是说你忏悔一次就好了。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 

你在忏悔的当下你在忏悔的当下你在忏悔的当下你在忏悔的当下，，，，你必须要发愿你必须要发愿你必须要发愿你必须要发愿：：：：你不再造作了你不再造作了你不再造作了你不再造作了！！！！ 

当下你要有这种心情；先不管你以后做得到，或做不到。就是说，你在忏悔

的当下，要很坚定的告诉你自己：你不再造作了。假设你这个心念不能够生起，

那么这个罪业是不能够消失的。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总之，忏悔的心情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对过去的诃责，第二个是对未来的

发愿期待。不管你修什么忏法，修大悲忏、修八十八佛…你只要内心具足了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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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罪业的诃责，对未来生命的发愿，那你就能够念念之间消除已经累积的罪业，

因为你已经掌握到「灭罪」的因缘了。 

乙二乙二乙二乙二、、、、述义述义述义述义。。。。（将忏悔所要对治、破除的因缘是什么，把它详细的说明。） 

『既识起因既识起因既识起因既识起因，，，，能感后习能感后习能感后习能感后习，，，，一一一一、、、、感种类相续而起感种类相续而起感种类相续而起感种类相续而起。。。。二二二二、、、、招苦报生后当招苦报生后当招苦报生后当招苦报生后当

受受受受。。。。今改前非今改前非今改前非今改前非，，，，将修后是将修后是将修后是将修后是，，，，从缘生灭从缘生灭从缘生灭从缘生灭，，，，斯苦世法斯苦世法斯苦世法斯苦世法。。。。于彼恶业于彼恶业于彼恶业于彼恶业，，，，特生厌贱特生厌贱特生厌贱特生厌贱，，，，

发重惭愧发重惭愧发重惭愧发重惭愧，，，，立对治过立对治过立对治过立对治过，，，，洗心忏悔洗心忏悔洗心忏悔洗心忏悔。。。。』  

前文，我们已经说明忏悔的意义，这一段是说明我们的忏悔，到底是要忏悔

什么呢？先看第一段： 

「既识起因既识起因既识起因既识起因，，，，能感后习能感后习能感后习能感后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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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当然主要是忏悔罪障，佛法的修行必须要掌控「生起」和「幻灭」的

因缘，就是你要消灭这个东西，你要先找到：它是怎么生起的它是怎么生起的它是怎么生起的它是怎么生起的？？？？它生起的因缘在它生起的因缘在它生起的因缘在它生起的因缘在

哪里哪里哪里哪里？？？？所以，我们应该先明白罪业生起的因缘。 

『既识起因』：佛法说一个人会造罪，是我们内心当中有一个「自我意识自我意识自我意识自我意识」。

为什么佛陀祂不造罪呢？你不能说因为有这个环境的刺激，我才造罪的。这样讲

是不对的。阿罗汉和佛陀在染污的环境，祂们也不会去造罪，所以，佛法说的本

意是「莫向外求莫向外求莫向外求莫向外求」。 

也就是说，我们因为在平等的心中，捏造一个自我的意识，有这个自我意识，

就跟所有的众生产生对立；有「我相」，就有「人相」，相互的对立，就产生一

种「保护自我」的心态，叫做「私欲」；之后为了保护自我，就开始造业，「我

爱执」就产生了；当这个环境满你的愿，你就生起贪欲，当环境不满你的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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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生起瞋心；所有贪瞋的烦恼的生起，都是因为你捏造了一个「自我意识」才出

现的；所以罪业的生起，基本上是由于我们内心「颠倒颠倒颠倒颠倒」而引生的。 

当这个罪业生起之后，对我们的生命，会产生两个重要的影响：第一个，感

种类相续而起；二，招苦报生后当受。当我们今天造了一个罪业，或者杀生、或

者偷盗、或者邪婬、或者打妄语，你造了这样的罪业之后，在你的生命当中，就

会产生两种负面的影响： 

第一个、「招苦报生后当受招苦报生后当受招苦报生后当受招苦报生后当受」：当这个罪业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你就要到三

恶道去受痛苦的果报，这叫做「异熟果异熟果异熟果异熟果」，因为它所感的果报成熟时间是在以后。 

第二个、当下成就「感种类相续而起感种类相续而起感种类相续而起感种类相续而起」：你造了杀盗婬妄之后，你这一部分

的烦恼就会增加很多，这叫「等流果等流果等流果等流果」。 

好比你今天造一个杀业，你杀了一只鸡，当然杀鸡这是一种罪业。之后，你

生命当中产生两种对你有伤害的力量：第一个、你杀生的行为，会产生「招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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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道」的业力；第二个、你造了杀生之后，你的瞋心加强了，你以后会更容易造

杀业。所以，我们在造业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误的认知：「诶，反正我就

做这一次就好了。」其实，你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你造了一次，你就「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

会造第二次；你造了第二次，你就「更可能更可能更可能更可能」会造第三次…就是所谓的「感种类

相续而起」，像滚雪球一样的越滚越大，除非你能够忏悔对治，否则你造作了一

个罪业，除了招感未来的果报，你又增加了你这部分的烦恼，你以后就更容易造

作这方面的罪业！ 

这地方就是我们在忏悔之前，应该知道我们今天所造的罪业所产生的负面力

量。当然，这两种负面力量，都是可以透过忏悔来消除的。 

消灭方法：   

今改前非今改前非今改前非今改前非，，，，将修后是将修后是将修后是将修后是，，，，从缘生灭从缘生灭从缘生灭从缘生灭，，，，斯苦世法斯苦世法斯苦世法斯苦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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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是「道前基础」，讲到如何来消灭我们已经造的罪业和所增长的烦恼。 

第一个、你要忏悔之前，你必须要有「观照力观照力观照力观照力」：你必须要听闻正法、如理

思惟，对生命能有一个正确的观照，知道什么是功德相，什么是过失相。 

一个佛弟子一个佛弟子一个佛弟子一个佛弟子，，，，你在修学佛法当中你在修学佛法当中你在修学佛法当中你在修学佛法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正知见正知见正知见正知见」！」！」！」！    

一个「非佛弟子」和「佛弟子」，在生命当中都有可能会造罪业，但是这当

中的差别在哪里？ 

如果你是非佛弟子，你没有正见，造了罪业以后，没办法踩煞车以克制自己，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叫做错，所以你的生命没有改造、调整的可能性；你只

有一次又一次的继续下去，直到这个罪业的力量成熟为止。 

如果是佛弟子，他明白佛法的道理，虽然有可能会一时的糊涂而造罪；但是，

他造了罪之后，当他内心颠倒的情绪过去，心平气和，听闻佛法的正见就会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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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马上就会知道自己做了错事，所以他能够「今改前非今改前非今改前非今改前非，，，，将修后是将修后是将修后是将修后是。。。。」发起

忏悔的心情。所以，佛弟子有调整自己的能力，因为他内心有观照力。当然，单

单有「观照力」还是不够的。 

第二个、要有「行动力行动力行动力行动力」：「从缘生灭从缘生灭从缘生灭从缘生灭，，，，斯苦世斯苦世斯苦世斯苦世法法法法」。当你不断的回光返

照自己的身口意之后，「诶，发现自己有过错了。」怎么办呢？「从缘生灭，斯

苦世法。」你要修习佛教的忏悔法门，或者拜八十八佛，或者拜大悲忏，假借这

种修学法门的因缘，来消灭罪业所得的痛苦果报。也就是说：「诸法因缘生，诸

法因缘灭。」过去你由于一念的颠倒，造了罪业；现在你也应该依止你一念的惭

愧心来消除，所以说：「从缘生灭，斯苦世法。」 

第三段总结： 

于彼恶业于彼恶业于彼恶业于彼恶业，，，，特生厌贱特生厌贱特生厌贱特生厌贱，，，，发重惭愧发重惭愧发重惭愧发重惭愧，，，，立对治过立对治过立对治过立对治过，，，，洗心忏悔洗心忏悔洗心忏悔洗心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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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的目的是为了忏除罪业，所以在拜忏之前，你必须要思惟你的罪业。

佛法的修学，刚刚讲过，有些法门是要修皈依的。好比你念佛，你念佛的心情是

要跟佛陀学习，这是个善法，你对善法是「好乐随顺好乐随顺好乐随顺好乐随顺」。但是你现在的忏悔法门

是「破坏法门」，你说我今天拿了一个推土机，那你要破坏什么东西，你也不知

道，你进到佛堂就一直拜佛，这样是不可能净除罪障的；因为你没有察觉到自己

的罪障，怎么忏悔呢？所以，忏悔之前先要「思惟自己的罪业」。「思惟罪业」

之后，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首先「特生厌贱」：对于我们所造的罪业，表示我们的厌恶和诃责。

第二、「发重惭愧」：我们在佛前许下誓愿，从今天开始宁舍生命，绝对不再造

作了。第三、「立对治过」，开始正式修习忏法。依止这样的：「诃责诃责诃责诃责、、、、发愿发愿发愿发愿、、、、

修忏修忏修忏修忏。」来洗除我们心中的污垢，才能真实达到忏悔灭罪的功能。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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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真正的忏悔是：「罪从心起罪从心起罪从心起罪从心起，，，，将心忏将心忏将心忏将心忏。」 

你的罪业不是别人给你的，也不是上帝送给你的，是我们一念颠倒的心生

起，造了杀盗婬妄；这个罪业造了之后，跑到你内心的深处，所谓的「潜意识」，

或者「第八识」里面保存下来，这叫「罪从心起罪从心起罪从心起罪从心起」。怎么办呢？「将心忏将心忏将心忏将心忏」，既

然这个罪业是由你生起的，别人不能帮你消除，你要假借你自己的观照，由「观

照」产生「忏悔的心态」，再假借「拜忏的方法」，把你心中的罪业消失掉，这

就是「罪从心起，将心忏」的忏悔法。 

蕅益大师在《灵峰宗论》有讲到一个公案： 

他说在明朝的时候，大陆有一间寺庙叫高明寺，这间寺庙有一位沙弥叫「岳

弘沙弥」。这位沙弥被调到库房掌管整个寺庙所有的饮食、资具。因为出家不久，

戒定慧的功力比较单薄，遇到饮食的诱惑，经常忍不住就去偷吃常住的食物。当

然，这个偷吃一定是「有心、有境」：依止贪欲的烦恼，去偷取物品，心境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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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罪业。他偷取常住的物品，偷取了一年，经过了一年的时间，到了农历年除

夕的时候，他就生了一场重病。在睡梦当中，他梦到了佛教的护法关公现前。关

公诃责他说：「你一次又一次的偷取常住物，你以后会堕到三恶道去！」诃责他

之后，就拿手杖打这位沙弥，并割掉他的舌头。这位沙弥从梦中惊醒之后，感到

身体非常的疼痛，而且嘴巴也不能讲话了。当然，他是佛弟子，有观照力，知道

是怎么一回事；虽然一时的糊涂，他的正见并没有失掉，所以自我反省后，觉得

自己造了罪业，就尽卖衣单求众忏悔，开始修忏；过后，他整个身体的病痛才渐

渐消失，嘴巴也恢复讲话，这就是一个罪灭之相。 

我们说：「罪从心起，将心忏」。这个沙弥本来没有罪，因为一时的烦恼糊

涂，产生了罪业。那么，他也必须假借他的「忏悔心」来消除这些罪业。所以我

们对于过去所造的罪业，应该做三件事情：（一）、于彼恶业，特生厌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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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重惭愧；（三）、立对治过。这样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忏悔。这是讲到忏悔的内

涵。 

甲二甲二甲二甲二、、、、忏悔方法忏悔方法忏悔方法忏悔方法（（（（分三：初、思惟业果。乙二、生起忏心。乙三、正修忏法。） 

前文是把「忏悔的意义」做了一个说明，下文我们就正式的说明「忏悔的方

法」。这当中有三科：「思惟业果、生起忏心。」这是属于道前基础，就是在拜

忏之前，你必须具足「业果的正见」跟「忏悔的心情」，在你进入佛堂拜忏之前，

这两个都要具足；第三个「正修忏法」是你到了佛堂之后的正式修法。 

        乙一乙一乙一乙一、、、、思惟业果思惟业果思惟业果思惟业果    （分二：丙一、业果理论。丙二、罪业之相）        

丙一丙一丙一丙一、、、、业果理论业果理论业果理论业果理论    

我们既然要忏悔，就要具足「惭愧心」，而惭愧心是依止正见生起的，正见

的基础来自于「对业果的观察」。宗喀巴大师提出他的观点说：我们应该如何来



《 忏 悔 法 门 》 
 

 - 23 -

观察业果呢？可以从三方面来观察：第一个，业果决定；第二个，业果不失；第

三个，增长广大。经过这三种观察，你对业果就有正确的认识。 

一一一一、、、、业果决定业果决定业果决定业果决定：也就是说「业力」所招感的果报，是不会有任何差错的；你

造了善业，决定招感安乐的果报；你造了罪业，决定招感痛苦的果报，这样的因

缘绝对是不会有差错的。 

佛经上说：「欲知前世因欲知前世因欲知前世因欲知前世因，，，，今今今今生受者是生受者是生受者是生受者是。。。。」我们今生所受用的果报，有很多

很多的差别。比如说，诶，我的眼睛很健康，可是我的眼睛很健康不是我父母亲

给我的，是我前生眼睛这方面的业比较善良。但是，我的鼻子不太好，那么我以

前在鼻根方面，可能造了一些罪业。换句话说，你可以从你现在的「果报」，去

推知你「过去生」有哪一方面的善业，有哪一方面的恶业。 

其次，「预知来世果预知来世果预知来世果预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今生作者是今生作者是今生作者是。。。。」身为佛弟子，我们相信有来世。有时

候，你也会想知道自己「来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相貌，其实你现在也可以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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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推断。怎么推断呢？就是「今生作者是」。 

我今生：有持守某一部分的戒法，某一部分的戒法没有持守；有修学某一部

分的善法，某一部分的善法没有修学。那么，你把今生所造的行为都合并起来，

你就能够简单的描绘出你来生的果报。 

在修忏之前在修忏之前在修忏之前在修忏之前，，，，你要相信你要相信你要相信你要相信：：：：生命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生命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生命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生命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是由是由是由是由「「「「业力业力业力业力」」」」来决定的来决定的来决定的来决定的！！！！ 

「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这是我们在业果方面的第一个思考。快乐和

痛苦，完全是由我们自己的「业力」来决定的。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业果不失业果不失业果不失业果不失：这是说你造了业，这个业，它是不会自动消失掉的。 

所谓：「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这个观念很重

要！一个人要忏悔，你必须相信业果是不会失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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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台湾有一位女居士，这位女居士前生有强大的善业力，所以她福报很

大。当然，福报大的人就比较怕死亡。不幸的是，她前生虽然造了善业，也造了

罪业，所以她今生年纪还不是很大就得了癌症，所有的医生都治不好。有人就建

议说：你干脆到喜马拉雅山去找那些大修行者，请他帮你加持。这位女居士经过

了一翻的波折，就找到了喜马拉雅山上修行的上师。当然，这个上师他有禅定，

就入定为她观察。他说：「你的癌症的确是有罪障。」又说：「我现在可以用我

的禅定三昧力，把你的罪障暂时挡住，你的病痛马上就会好转。但是，你来世还

会再得一次癌症。看你要不要？」这位女居士听了以后就放弃了。我觉得这位西

藏上师还算是有正见，讲真话。这就是「业果不失」的道理。身为佛弟子的一个

基本观念：「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如果你不认同这个观念，那你不算是

一个真正的佛弟子。 

一切法一切法一切法一切法，，，，不管是善法不管是善法不管是善法不管是善法、、、、恶法恶法恶法恶法，，，，都有它都有它都有它都有它「「「「生起生起生起生起」」」」的因缘的因缘的因缘的因缘，，，，也有它也有它也有它也有它「「「「消失消失消失消失」」」」的因缘的因缘的因缘的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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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今天造罪的时候，你的因缘是从你的内心生起的；这个东西是从你内心生

起的，别人就不能够帮你消灭。如果说，你这个罪业是外来的，是「他生的」，

你本来没有这个业，是别人给你的。别人给你的，别人当然也可以把它拿走。问

题是：你的罪业是你的虚妄心生起的！那么别人就没有办法帮你消灭。 

就像佛陀在经典上讲一个比喻说：你今天在那个地方睡觉做梦，你在梦中出

现很多的梦境，看到很多快乐的梦境，也遇到很多痛苦的梦境。这个梦境是怎么

来的呢？是你那个「做梦的心」现起的。 

佛陀不能够到你的梦境里佛陀不能够到你的梦境里佛陀不能够到你的梦境里佛陀不能够到你的梦境里，，，，把你的梦境消灭掉把你的梦境消灭掉把你的梦境消灭掉把你的梦境消灭掉！！！！ 

佛陀只能到你的梦境，把方法告诉你，说：「你现在是在做梦，我告诉你消

灭这个梦的方法。」你能够依照佛法的方法行持，你觉悟了，光明出现了，这个

梦境自然就消失，这个叫做「罪从心起，将心忏。」所以，当我们造了业以后，

诸位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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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把这个罪业消失的唯一方法你要把这个罪业消失的唯一方法你要把这个罪业消失的唯一方法你要把这个罪业消失的唯一方法：：：：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忏悔忏悔忏悔忏悔」，」，」，」，没有其没有其没有其没有其他的方法他的方法他的方法他的方法。。。。 

有些人他造了罪业之后，他也不去忏悔，他去布施，拿钱来赎罪。你拿钱出

来布施叫做「修善」，你是积集一个「福报福报福报福报」；你以前所造的杀盗婬妄叫做「罪罪罪罪

业业业业」，这是两件事情。你那个造罪的心，不生起惭愧、忏悔的心，你的罪业依旧

还在，虽然你来生得果报，非常的富贵，但是这个罪业表现出来的时候，你还是

会短命多病，这两种「业」是不能互相抵销的。 

所以，你在忏悔之前，你要知道「业果」是不失的，每一个业有它招感的一

个相对的果报：布施招感富贵、持戒招感庄严…你造某一方面的罪业，决定有某

一方面的果报。我们在忏悔之前，我们就要知道你不去忏悔，这个业是永远存在

的。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增长广大增长广大增长广大增长广大：「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人生为善恶，果报还如此。」

前面是讲到业是不失的，第三个比较可怕的是：它不但不失啊，它还会增长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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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你春天的时候，播种一个小种子，但是你秋天收获的时候，却是一万

颗的果实，受报甚大！我们造善、造恶也是一样，你不能说：「诶，我造恶的时

候才花十分钟，我得果报的时候，应该只有十分钟的痛苦。」不是这样的。 

以前有一位禅师：他在打坐的禅定当中，产生了障碍，他心中本来是跟「空、

假、中三观」很相应的。忽然间，他的心在他的所缘境当中，出现了一座山，由

盐巴所推成的一座山把他障住了。当然，他是一个修行人，他就会去反省自己：

喔，原来我以前刚出家的时候，曾经跟寺庙的厨房取了一点盐巴。我们可想而知，

他取的盐巴也不是很多，到最后怎么会变成一座山呢？ 

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一个观念： 

你造了业以后，当然这个「业」是「诸行无常」，它刹那刹那生灭，你可能

造了五分钟或者十分钟，这个业已经作完了…但是作完之后，你内心当中产生一

种功能，就是有「罪业的种子罪业的种子罪业的种子罪业的种子」在里面。这个种子在你的心中，在《唯识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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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种子是刹那刹那生灭。什么叫「生灭生灭生灭生灭」呢，就是它「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我们的

心是「有为法」、是流动的，只有佛的心是不变的。佛陀的心，昨天和今天是一

样的。所谓的「变化」也就是说，它有两种情况，它不是「增加」，就是「减少」，

它不可能停止不动；「变化」就是有增有减。 

你不忏悔你不忏悔你不忏悔你不忏悔，，，，表示你表示你表示你表示你「「「「认同认同认同认同」」」」这个业的存在这个业的存在这个业的存在这个业的存在，，，，就表示就表示就表示就表示「「「「随喜随喜随喜随喜」。」。」。」。 

为什么在戒律上说：你犯了罪业，你不能搁到隔天，你必须当天把它忏净呢？

诸位要知道，「你不忏悔」的意思，表示你对于这个罪业的一种「随喜认同」。

只要你随喜认同，这个业就会随着你一天一天的过去，而不断的增长广大。这就

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造罪只花了十分钟，但是我们来生去地狱受报的时候，是好几

百几万年。因为它由于你的随喜，种子会不断的辗转增胜、辗转增胜… 

所以：我们发现罪业之后我们发现罪业之后我们发现罪业之后我们发现罪业之后，「，「，「，「即时的忏悔即时的忏悔即时的忏悔即时的忏悔」」」」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因为它会增长广大因为它会增长广大因为它会增长广大因为它会增长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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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说：我们今天在正式进入佛堂修忏之前，你必须把因果招感的道理加

以观察，观察「业果决定」，「业」的确有招感果报的功能。第二个，「业果不

失」，你所造的罪业，不可能有侥幸的事，你逃不掉的！它在你的心中，它绝对

不会消失掉。第三个，它不但不消失，它还会随着你一天一天的过去，而「增长

广大」。所以，我们今天面对罪业采取「逃避」，那对我们只有伤害更大。对于

我们过去所造的罪业，我们唯一的挽救之道，就是：面对它、忏除它。这是我们

在修忏悔之前，应该要做好的一个心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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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卷二卷二卷二＞＞＞＞ 

这一科讲到「甲二」，正式说明忏悔的方法。「忏悔的方法」有三个主题：

第一个是「思惟业果的道理」。思惟业果当中，有「理论的思惟」，跟「事相的

观察」。 

理论的思惟是说：当我们今天造了一个业，这个业就有招感果报的功能。假

设它是一个善业，它一定会招感安乐的果报；如果它是一个罪业，它也一定会招

感痛苦的果报。虽然这个业还没有表现出来，但是我们就应该有这样的认识，业

有「招感性」。第二个，业果不失：这个业，除了你忏悔，你没有办法让它消失

掉了，连佛陀都不能让你的业消失掉，不可能。第三个，增长广大：它不但不消

失，还会在你糊里糊涂的一天过一天当中，不断的增长广大。所以，我们今天对

于所造的罪业，我们应该要加以面对、加以消灭，这件事情非常的急迫。这就是

我们在忏悔之前，你应该有的正确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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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二丙二丙二丙二、、、、罪业之相罪业之相罪业之相罪业之相 

然人之过恶深重者然人之过恶深重者然人之过恶深重者然人之过恶深重者，，，，亦有效验亦有效验亦有效验亦有效验：：：：或心神昏塞或心神昏塞或心神昏塞或心神昏塞，，，，转头即忘转头即忘转头即忘转头即忘；；；；或无事而或无事而或无事而或无事而

常烦恼常烦恼常烦恼常烦恼；；；；或见君子而或见君子而或见君子而或见君子而赧赧赧赧ㄋ
ㄢ
ˇ然消然消然消然消沮沮沮沮ㄐ

ㄩ
ˇ；；；；或闻正论而不乐或闻正论而不乐或闻正论而不乐或闻正论而不乐；；；；或施惠而人反怨或施惠而人反怨或施惠而人反怨或施惠而人反怨；；；；或或或或

夜梦颠倒夜梦颠倒夜梦颠倒夜梦颠倒，，，，甚则妄言失志甚则妄言失志甚则妄言失志甚则妄言失志；；；；皆作孽之相也皆作孽之相也皆作孽之相也皆作孽之相也。。。。苟一类此苟一类此苟一类此苟一类此，，，，即须奋发即须奋发即须奋发即须奋发，，，，舍旧舍旧舍旧舍旧

图新图新图新图新，，，，幸勿自误幸勿自误幸勿自误幸勿自误！ 

前面的一科，是从「理论」来了解业果，第二科是从我们身心的相貌，或者

色身、或者内心所表现的相貌，来判断罪业的存在，这是「事相」的观察。从生

命当中，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已经累积了罪业？我们看这段文的说明： 

「然人之过恶深重者然人之过恶深重者然人之过恶深重者然人之过恶深重者，，，，亦有效验亦有效验亦有效验亦有效验。。。。」 

佛法是讲「相由心生相由心生相由心生相由心生」，我们外表的相状，是由内心业力所表现出来的。所

以，你从相状的情况，就知道你内心所累积的，是罪业比较多？或者善业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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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六种情况，都表示你的罪业已经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所以，我们从相貌也可

以判定罪业所造的势力大小： 

第一个第一个第一个第一个、、、、或心神昏塞或心神昏塞或心神昏塞或心神昏塞，，，，转头即忘转头即忘转头即忘转头即忘。。。。 

这是说：我们这个明了的心，已经昏昧闇钝，它「明了」的功能，几乎完全

要失掉了。你刚才讲什么事情，他一听就忘掉了，念佛一坐就打瞌睡。他的心已

经没有堪能性，没有造作善法、没有修习波罗蜜的力量，他的心已经被罪业所遮

障、盖住了。好比我去念佛，我这明了的心跟念佛之间，被一座墙壁障住了；这

座墙壁就是罪障，心跟佛号之间有罪障挡在中间，所以你今天想要忆念佛号，就

变成是很困难的事，这就是「心神昏塞」。 

第二个第二个第二个第二个、、、、或无事而常烦恼或无事而常烦恼或无事而常烦恼或无事而常烦恼。。。。 

「烦恼」是一种「烦躁恼动」，所以名之为烦恼。天台小止观说：罪业的体

性是「躁动性」。所以，一个人累积了杀盗婬妄罪业太多，即使这个业还没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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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表现出来，你的心也会比别人躁动。反过来说，你今天造了善业，这个善业

的体性是「寂静」，这种寂静，它有帮助你念佛或者修止观的功能。 

所以，我们不管是念佛、修止观，都应该「广修善业」当助行，因为善业它

是寂静。在寂静的心中，你要修止、修观，都是与心性相随顺。如果你经常感到

你也没有发生什么事，但是你会非常躁动不安，那就表示你内心当中已经累积了

一定的罪业，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山雨还没有来，就有征兆出现了。 

第三个第三个第三个第三个、、、、或见君子而赧然消沮或见君子而赧然消沮或见君子而赧然消沮或见君子而赧然消沮。。。。 

当然这个君子有「戒定慧」的功德，我们看到君子，内心应该感到欢喜，就

像一个人看到太阳光明一样的好乐。但是，你今天看到有功德的君子，你感到羞

愧不安，那表示我们的德行有亏了。当然，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征兆，表示你内

心累积了一些罪业。 

第四个第四个第四个第四个、、、、或闻正论而不乐或闻正论而不乐或闻正论而不乐或闻正论而不乐。。。。 



《 忏 悔 法 门 》 
 

 - 35 -

佛法的真理就像世间的光明，能够引导我们离苦得乐，你听闻到佛法的真

理，本来应该随顺欢喜，但是你变成瞋恚排斥，这也表示一个人有障碍；这个障

碍，它不喜欢你去听闻佛法，因为烦恼本身就是厌恶光明的。 

第五个第五个第五个第五个、、、、或施惠而人反怨或施惠而人反怨或施惠而人反怨或施惠而人反怨。。。。 

我们今天施给众生恩惠，别人应该对我们欢喜，总想要好好的回报。结果我

们施给对方恩惠，别人对我们反而是一种瞋恨，那表示我们过去曾经对他造了罪

业。 

第六个第六个第六个第六个、、、、或夜梦颠倒或夜梦颠倒或夜梦颠倒或夜梦颠倒，，，，甚则妄言失志甚则妄言失志甚则妄言失志甚则妄言失志。。。。    

一个修行者，经常要检查你的梦境，这点很重要。在《唯识学》上说：你从

梦境，多少可以知道你最近修行的情况。你最近所梦到的都是杀盗婬妄，颠倒的

梦，你很久没有梦到佛法僧的功德，甚至你从梦中醒过来讲话，也是语无伦次的，

这些都是罪孽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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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一类此苟一类此苟一类此苟一类此，，，，即须奋发即须奋发即须奋发即须奋发，，，，舍旧图新舍旧图新舍旧图新舍旧图新，，，，幸勿自误幸勿自误幸勿自误幸勿自误！！！！」 

当然，前面的征兆都还是一个因地，这些罪业都还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当你

发觉以后，你就要赶快发奋图强、赶快忏悔，不要耽误了这个好时机。我们修学

佛法，一个人成功失败的关键，就是你要能掌控非常适当的时机。 

什么叫「适当的时机」呢？如果你的罪业已经转成果报了，这个就非常难忏

悔了。好比说，你这个罪业已经使你变成一只狗了，这个罪业已经成熟了，那你

根本没有办法忏悔。忏悔的时机，就是这个罪业还没有表现出来，它只是一个征

兆，它还在因地的时候是很好忏悔的。甚至于你只要七日、三七日，就可以把它

消灭掉了。 

也就是说，当你生命还在的时候，你还有能力净除这些罪业，等到死亡到来

的时候，临命终的时候「腊月三十算总帐」，当这个罪业表现出来，你要忏悔就

来不及了。那时候，你完全没有自主能力，没有转变的余地，最后是由业力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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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你，「引满能招业力牵」。 

当这个「业」还在保持当中，你要消灭它非常容易，你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

你一定可以把它消灭掉。你一口气还在的时候，你还有机会。但是你丧失了这个

好时机啊，等到业力表现出来的时候，你只好承担了。在这个地方，古德劝勉我

们：「苟一类此，即须奋发，舍旧图新，幸勿自误！」你千万不要错失这个忏悔

的良好时机！ 

这就是我们在忏悔之前，应该透过佛法的理论去了解业果；然后去观察这些

业力所显现的身心相貌，确定我们有这个罪业；没关系，佛法讲「一切法因缘生」，

它因缘生，佛法中有很多法药，你随顺「清净的因缘」就有办法让它消失掉。怎

么消失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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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二乙二乙二乙二、、、、生起忏心生起忏心生起忏心生起忏心 

当我们确定这个罪业已经在内心当中，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我们的第二个态

度要：生起忏悔之心。什么叫「忏悔之心」呢？古德在这当中，提出了三种心：

第一个「畏惧心」，第二个「羞耻心」，第三个「勇猛心」，具足了这三种心，

就叫做「忏悔心」。 

第一个第一个第一个第一个、、、、畏惧心畏惧心畏惧心畏惧心：：：：    

天地在上天地在上天地在上天地在上，，，，鬼神难欺鬼神难欺鬼神难欺鬼神难欺，，，，吾虽过在隐微吾虽过在隐微吾虽过在隐微吾虽过在隐微，，，，而天地鬼神而天地鬼神而天地鬼神而天地鬼神，，，，实鉴临之实鉴临之实鉴临之实鉴临之。。。。重重重重

则降之百殃则降之百殃则降之百殃则降之百殃，，，，轻则损其现福轻则损其现福轻则损其现福轻则损其现福，，，，吾何可以不惧吾何可以不惧吾何可以不惧吾何可以不惧？？？？    

这段文是儒家的思想，意思是说：在天地之间，有赏善罚恶的天地鬼神，虽

然我们造罪的时候是在隐藏之处，没有人会知道，但是「举头三尺有神明」，他

会把你的过失全部记录下来。或者说：我们内心当中有一个潜意识：「第八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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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会把你所造的业，全部保存下来；这个业「重」，则降之百殃，种种的灾难；

「轻」则损其现福，我们应该对此感到极度的畏惧。 

所谓的所谓的所谓的所谓的「「「「忏悔心忏悔心忏悔心忏悔心」，」，」，」，最重要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畏惧心畏惧心畏惧心畏惧心」」」」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 

你在修忏的时候，你对罪业没有畏惧的心，对当来的果报没有畏惧心，你不

会怖畏当来的果报，这样根本不能构成忏悔。 

在台湾，大概是在三年前还是五年前，有一个杀人犯。这个杀人犯他以前曾

经接触过佛教。他被抓到以后，是要被枪毙判死刑的，因为他杀了很多人。在临

命终之前，哎，他改信基督教了。记者就问他：「那你以前是信佛教的，现在怎

么改信基督教呢？」他说：「佛教的『因果观念』让我感到害怕，所以我改信基

督教，因为我信上帝就得永生啊！我内心就不感到害怕了。」 

一个人要起颠倒，谁也救不了他。你造了罪业，你本来就应该感到害怕，结

果你不知道「怕」，不知道「怕」，你的罪业就更加坚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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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要知道：不是说你不知道「怕」就没事了。今天我们对于善业，我们应

该随喜赞叹；但是，你今天所造的是个罪业，那你要消灭它的因素就是「畏惧」。 

也许有人会问：「我们在修忏的时候，不断地思惟罪业，这样是不是在加强

这个罪业的实力呢？」因为你有忆念之心。 

诸位要知道：造了罪业之后，它是酝藏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如果你不去想它，

那么你就一天过一天了。你今天想要把它消灭，你当然要把这些资料调出来，就

是让它现前。 

如果：你今天回忆你过去的罪业，你是用「随喜赞叹随喜赞叹随喜赞叹随喜赞叹」的心情：「哎呀，我

做的真好，我下次还要继续作！」你这种忆念一定是增加它的实力。 

如果：你今天把这个资料调出来，你是一种「诃责诃责诃责诃责」心情，于彼恶业，特生

厌恶；你是一种厌恶、诃责的心，那对这个罪业是有「折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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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把资料调出来，不只说会增加，也可能会减少，看你用什么心态来面

对。 

现在的佛弟子有一种情况：我们昨天讲到观察生命有「空、假、中三观」，

有些人他内心经常住于「空性」，他就会忽略他内心深处，还有很多很多的业力

没有处理。这时候他就无法生起畏惧的心情，这也是一种危机。智者大师讲过：

你修了「空观」，你还是需要再修「假观」。 

「空观空观空观空观」，依照真谛理解，你所契入的是一种清净、平等的法界，那是「离

相」的法界。但是你修「假观假观假观假观」，你面对的是因缘法，因缘当然有清净的因缘、

有杂染的因缘，你就必须要「善知取舍善知取舍善知取舍善知取舍」，要有所厌恶，有所追求。 

假设你对罪业已经不感到畏惧，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正常的修行人应该

要：「畏惧罪业，好乐善法」。换句话说，当你在思惟罪业的时候，第一个我们

对罪业的心态是畏惧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不善的行为，它会带来痛苦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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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第二个第二个第二个第二个、、、、羞耻心羞耻心羞耻心羞耻心：：：： 

思古之圣贤思古之圣贤思古之圣贤思古之圣贤，，，，与我同为丈夫与我同为丈夫与我同为丈夫与我同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师彼何以百世可师彼何以百世可师彼何以百世可师，，，，我何以一身瓦裂我何以一身瓦裂我何以一身瓦裂我何以一身瓦裂？？？？

耽染尘情耽染尘情耽染尘情耽染尘情，，，，私行不义私行不义私行不义私行不义，，，，谓人不知谓人不知谓人不知谓人不知，，，，傲然无愧傲然无愧傲然无愧傲然无愧，，，，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矣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矣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矣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矣！！！！    

前面的心态是比较消极的，是对罪业生起畏惧心；这个地方是比较积极的一

种「自我期许」，或者说是「自我增上」，我希望自己不但能够做好，而且还要

具有「希圣希圣希圣希圣、、、、希贤希贤希贤希贤」的一种目标。 

那么，你应该思惟世间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圣贤」，一种是我们这些「造

恶的凡夫」。当然，圣贤他的内心当中，聚积了许多功德庄严；我们凡夫在多生

累劫中，累积了很多杀盗婬妄的罪业；但是这样也只是以「假观」来观察因缘。

当我们把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他们的因缘所生法，把他们这些如梦如幻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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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严拨开来，发现他们的内心是「如」的境界；而我们凡夫因为颠倒造了无边的

罪业，也把这些如梦如幻的罪业拨开来，可以发现我们现前「明了的心性」也是

「如」的境界，所以说：「一如无二如一如无二如一如无二如一如无二如」，其性是无二的！ 

这时候，我们的内心就会产生一种感觉：为什么大家生命的原点是相同的，

都是现前一念清净明了的「心性」，圣贤能够依这个心性，利用生命来积功累德，

成就种种的功德庄严，而我们为什么心甘情愿糟蹋我们的心性，去造杀盗婬妄，

给自己带来无穷的痛苦？这时候，你就会开始反省、调整你的心态，应该要向圣

贤学习，因为你也做得到。换句话说，圣贤做得到的，我们也做的到，因为「本

性」是一样的！ 

一个修行者一个修行者一个修行者一个修行者，，，，对自己没有任何的期许对自己没有任何的期许对自己没有任何的期许对自己没有任何的期许、、、、目标目标目标目标，，，，他就很难抗拒他的欲望他就很难抗拒他的欲望他就很难抗拒他的欲望他就很难抗拒他的欲望！！！！ 

你说你无所谓，到三恶道去也无所谓，来生做一个卑贱的人、做一只蚂蚁也

无所谓。你这样子学佛，佛法对你就没有什么帮助，因为你根本没想要追求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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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来，你不想要离苦得乐。所以，一个人能够远离过失、消除他的罪障，内心

当中要有一种自我期许：对于未来的生命，有想要追求安乐、离开痛苦的希望，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希望是你做得到的。假设这个功德我们没有办法做

得到，那我们就没话讲了。 

这段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是：古代的圣贤，他的「现前一念心性」跟我们凡

夫的「现前一念心性」完全是一样的，那么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印光大师、蕅

益大师…「他们做得到的他们做得到的他们做得到的他们做得到的，，，，我们也做得到我们也做得到我们也做得到我们也做得到，，，，只要我们肯努力只要我们肯努力只要我们肯努力只要我们肯努力。。。。」因为这样，所以我

们对自己要有成圣成贤的信心。 

第三个第三个第三个第三个、、、、勇猛心勇猛心勇猛心勇猛心：：：：    

人不改过人不改过人不改过人不改过，，，，多是因循退缩多是因循退缩多是因循退缩多是因循退缩；；；；吾须奋然振作吾须奋然振作吾须奋然振作吾须奋然振作，，，，不用迟疑不用迟疑不用迟疑不用迟疑，，，，不烦等待不烦等待不烦等待不烦等待。。。。

小者如芒刺在肉小者如芒刺在肉小者如芒刺在肉小者如芒刺在肉，，，，速与抉剔速与抉剔速与抉剔速与抉剔，，，，大者如毒蛇大者如毒蛇大者如毒蛇大者如毒蛇啮啮啮啮指指指指，，，，速与斩除速与斩除速与斩除速与斩除，，，，无丝毫凝滞无丝毫凝滞无丝毫凝滞无丝毫凝滞，，，，

此风雷之所以为益也此风雷之所以为益也此风雷之所以为益也此风雷之所以为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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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对于罪业产生了畏惧，对于诸佛的功德产生想要成就的好乐，第三个

你所要具足的心态就是「勇猛」。 

当一个人，他已经发现了过失，但是他为什么不肯改过呢？就是这个人犹豫

不决，还在懈怠。如果他总是想拖延到明天后天再来忏悔，这种明日复明日的想

法，可能你今生就没有改过的机会，生命就一天一天这样空过了。 

所以，我们应该思惟这个罪业，「小者如芒刺在肉」，这个罪业在心中，就

像一根针刺在你肉里面，你越晚拔出来，这个针对你的伤害就越大。这个针刺上

去，你马上拔出来，可能擦个红药水，一两天就好了；这个针刺了一个礼拜，拔

起来以后，你可能要半个月才会好；就是你拖的越久，我们要处理这个罪业就越

困难。那么「大者如毒蛇啮指」，你的手指头被毒蛇咬到，你不赶紧把这个手指

切断，让毒液跑到心脏，你就没救了。这就是我们应该要「把握当下」的意思，

所以要发「勇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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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忏悔意义」也讲过：罪从心起，将心忏。我们的心，它能够造业，

既然这个业是由心造的，当然也由这个心来转业。 

心能造业心能造业心能造业心能造业，，，，心也能转业心也能转业心也能转业心也能转业！！！！ 

但是，你这个心要能转变这个业，你必须要具足三种心：畏惧心，羞耻心，

勇猛心。你这三种心具足了，你才能够转业。也就是说，我们在进入佛堂开始修

忏之前，你应该具足对业果的正确观照；其次，生起一种坚定不移的忏悔心。当

你这两个资粮都准备好之后，你就有资格开始修忏了。 

        乙三乙三乙三乙三、、、、正修忏法正修忏法正修忏法正修忏法（分二：丙一、忏悔种类。丙二、具足五缘。） 

丙一丙一丙一丙一、、、、忏悔种类忏悔种类忏悔种类忏悔种类         

第三段「正修忏法」，首先我们讲到忏悔的种类有两种：一个是「事忏」，

一个是「理忏」。事忏有三种忏法：「责心忏」、「作法忏」、「取相忏」。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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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责心忏」： 

一一一一、、、、事忏事忏事忏事忏：这是属于事相上的忏悔。就是在佛像或三宝前，诚心发露忏悔自

己所犯的过失。    

下品罪  

责心忏责心忏责心忏责心忏：：：：自责己心自责己心自责己心自责己心，，，，令生厌离令生厌离令生厌离令生厌离。。。。    

这种「责心忏」一般都是比较轻微的过失，在戒律上是属于「下品」的罪业。

也就是说：你很想去造作一个罪业，或者去杀生、偷盗、邪婬、妄语等等，但是

你还没有付诸行动；在你还没有付诸行动的时候，就被你的观照力发现了，这个

罪业还没有真正的成熟，只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起心动念起心动念」而已，还没有付诸行动，这时候的忏

悔方法叫「责心忏」，就是： 

诃责自己诃责自己诃责自己诃责自己，，，，不能起这种念头不能起这种念头不能起这种念头不能起这种念头，，，，这种念头会给自己带来无穷的痛苦这种念头会给自己带来无穷的痛苦这种念头会给自己带来无穷的痛苦这种念头会给自己带来无穷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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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要赶紧转念念佛，把你的佛号提起来，不能念，要它念；烦恼

不能断，要它断。用佛号的力量来取代妄想的力量。诃责自己，使令这个恶念经

过你的诃责，在你的心中消失掉。这种下品忏，是针对我们的起心动念，还没有

付诸行动的罪。 

第二个是中品罪，叫「作法忏」： 

中品罪   

作法忏作法忏作法忏作法忏：：：：向清净大小乘僧向清净大小乘僧向清净大小乘僧向清净大小乘僧，，，，发露忏悔发露忏悔发露忏悔发露忏悔。。。。    

「中品罪」是你不但起心动念，而且还付诸行动，这个就必须要发露忏悔了。

发露忏悔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向一个「人」，向一个大乘的法师或者小乘的法师

忏悔；另一种是你有受菩萨戒，你犯了罪之后，如果没有适当的人可以让你发露

忏悔，也可以向佛菩萨忏悔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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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是「取相忏」，主要是忏除杀盗婬妄的根本重罪，都是一些比较重的

罪过。 

上品罪   

                取相忏取相忏取相忏取相忏：：：：若二七若二七若二七若二七、、、、三七乃至一年三七乃至一年三七乃至一年三七乃至一年，，，，以见好相为期以见好相为期以见好相为期以见好相为期，，，，此须至诚恳切此须至诚恳切此须至诚恳切此须至诚恳切，，，，

外假坛仪外假坛仪外假坛仪外假坛仪，，，，内资理观内资理观内资理观内资理观，，，，凡法华凡法华凡法华凡法华、、、、方等方等方等方等、、、、大悲大悲大悲大悲、、、、占察占察占察占察、、、、八十八佛等一切行八十八佛等一切行八十八佛等一切行八十八佛等一切行

法法法法，，，，皆属于取相忏摄皆属于取相忏摄皆属于取相忏摄皆属于取相忏摄。。。。能灭根本重罪能灭根本重罪能灭根本重罪能灭根本重罪，，，，令净戒复生令净戒复生令净戒复生令净戒复生，，，，亦能消七逆罪亦能消七逆罪亦能消七逆罪亦能消七逆罪，，，，使使使使

重报轻受重报轻受重报轻受重报轻受。。。。    

前面的「作法忏」只能够针对「某一个罪业」来忏悔。就是：你曾经在某一

个时间、空间，所犯的某一个罪，今向佛菩萨发露忏悔，表示你的追悔、表示你

发愿重新开始。 

但是「取相忏」它可以统摄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它不一定要针对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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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罪，它可以对「所有」你过去所造的罪，同时来忏悔。当然，这样是通忏三

世，所以它礼忏的时间比较久，或者二七日、或者三七日、或者一年，要以「见见见见

好相好相好相好相」为期。 

「取相忏」的成功，你必须在梦中见到种种的瑞相，看到佛菩萨、看到光明

等等。它的方法是你要发至诚恳切的心，就是前面所说的，要具足忏悔的心态：

畏惧心、羞耻心、勇猛心；内心当中有忏悔的心，然后「外假坛仪，内资理观」，

这个「外」是指我们身业和口业，要遵守忏悔的仪轨，应该礼拜就礼拜，应该发

露就发露；内心当中不断思惟罪业的过失，生起诃责厌恶之心。以这样来说，法

华忏、方等忏、大悲忏、占察业报忏，或者拜八十八佛，都是属于「取相忏」忏

法。 

它的功能它的功能它的功能它的功能：能够灭除我们无始所造的杀盗婬妄重罪，使令我们清净的戒体，

再一次的复生；也能够消除杀父、杀母、杀圣人的七逆重罪，使令我们「重报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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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所以在忏悔当中，力量最大的就是「取相忏」。当然「取相忏」你可以选

择你所相应的：或者大悲忏、或者八十八佛、或者法华三昧忏，都可以。重点是

你在忏悔之前的资粮，你对业果的思惟、对罪业的畏惧跟羞耻，这些条件都必须

具足。 

二、理忏理忏理忏理忏：所谓理忏，就是静坐「观罪性空」。 

言理忏者言理忏者言理忏者言理忏者，，，，既在智人既在智人既在智人既在智人，，，，则多方便则多方便则多方便则多方便，，，，随所施为随所施为随所施为随所施为，，，，恒观恒观恒观恒观「「「「无性无性无性无性」。」。」。」。    

                            ─糅合《业疏》、《菩萨戒忏悔行法》─ 

这个「理忏」也是非常重要。智者大师说：假设忏悔的人，只是修事忏，「随

修忏法，终不清净」。意思是说：你只是在表相上思惟业果、生起畏惧来修忏，

像你这样的修忏，不管怎么忏，只能让罪业暂时减少，并没有把「罪根」拔掉，

所以才说「随修忏法，终不清净。」你的罪根还在啊，就像病源还在一样，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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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产生病毒，所以你在修「事忏」的时候要兼带「理观」。 

要修什么要修什么要修什么要修什么「「「「理观理观理观理观」」」」呢呢呢呢？？？？就是就是就是就是：「：「：「：「恒观无性恒观无性恒观无性恒观无性--无生观无生观无生观无生观」」」」。这个观念很重要！ 

刚开始我们观察这个心的时候，我们所观察的内心是比较表层的，所谓的「假

观」，就是因缘的熏习--因缘造作所产生的善恶功能；我们会发现我们内心当中，

累积很多的善业，持戒修福的善业，但是也累积很多杀盗婬妄的罪业，我们刚开

始「观心」只能观察这种表层的假观；如果你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你也会畏惧

恶法、好乐善法，也是不错。但是，你这样的修行，终究是不究竟的。 

你应该进一步观察我们这些善恶的功能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

也就是说，我们所累积的罪业，它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就是如梦如幻的，

当你把罪业、善业拨开之后，向心内看，观这一念未生处-- --你看到你内心的

本来面目，原来我们的心是「何期自性，本自清净」。 

「「「「何期自性何期自性何期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清净本自清净本自清净本自清净。」。」。」。」这句话这句话这句话这句话，，，，对我们忏悔业障非常重要对我们忏悔业障非常重要对我们忏悔业障非常重要对我们忏悔业障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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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告诉我们，原来我们的本性是清净的，罪业是后来因缘造作才有的。既然

是「后来才有的后来才有的后来才有的后来才有的」，它就可以消除啊。所以，我们的忏悔是成功或者失败，除了

你是不是有畏惧心以外，你对你内心的本质、对自己本来面目的观察，也是非常

的重要。 

有些人会认为：我这个人本来就有罪障啊，没办法了。那你再怎么忏都忏不

清净，因为你认为「你真的有罪障」。正确的观念应该是：你的心本来是清净的，

是后来才有罪障的；要是本来就有罪障，那你根本不可能忏除清净。应该说：你

本来的心是清净的，那是后来一时的颠倒因缘，才有这些如梦如幻的罪障，我现

在：「假借如梦如幻的忏法假借如梦如幻的忏法假借如梦如幻的忏法假借如梦如幻的忏法，，，，来消灭如梦如幻的罪障来消灭如梦如幻的罪障来消灭如梦如幻的罪障来消灭如梦如幻的罪障，，，，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你

的思考应该是这样才正确。你有这种思考，对你的忏悔有很大的加持力，日劫相

倍，你修一天的忏法，超过人家修一劫。你不修「理观」，那你要吃大亏的。 

所以，我们在观察内心的时候，你可以先观察心的表层，观察自己所做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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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罪业，对此生起畏惧之心，这是第一步。之后，你再向内观察…把罪业拨开…

深入观「心的本质」…观察到我们的本来面目是「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你就

会相信罪业是可以消灭的。这时候，你修忏法所产生「灭恶」的功能，那就不可

思议了。 

古德说古德说古德说古德说：：：：一个人能够以此一个人能够以此一个人能够以此一个人能够以此「「「「理观理观理观理观」」」」导于导于导于导于「「「「忏仪忏仪忏仪忏仪」，」，」，」，则灭业障如翻大地则灭业障如翻大地则灭业障如翻大地则灭业障如翻大地！！！！ 

修「理观」是从根本来扭转罪业的；所以在古德的注解当中，不管你是修持

什么法门，净土、禅宗，或是密宗，在修忏法的时候，都要具足「事忏跟理忏」，

两者缺一不可。 

如果你只是修「理忏」，知道我的自性本自清净、我本来是清净的。你本来

是清净没错，但是你现在已经不清净了。所以，如果你只有理忏而不肯事修，那

是「执理废事执理废事执理废事执理废事」，终究是说食数饱；反之，如果你只有事忏而不理忏，缺乏对自

性的了解，这样是「执事昧理执事昧理执事昧理执事昧理」；只知道在因缘上打转，不知道你本性清净，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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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多辛苦，就事倍功半了。所以我们应该要「体、用兼具；事、理并行」。 

丙二丙二丙二丙二、、、、具足五缘具足五缘具足五缘具足五缘 

一一一一、、、、请圣明请圣明请圣明请圣明证证证证。。。。二二二二、、、、说己罪名说己罪名说己罪名说己罪名。。。。三三三三、、、、立定誓愿立定誓愿立定誓愿立定誓愿。。。。四四四四、、、、读诵礼拜读诵礼拜读诵礼拜读诵礼拜。。。。    

五五五五、、、、如教明如教明如教明如教明证证证证。。。。    

当然，忏悔方法，最重要的就是「取相忏」。因为从忏悔当中，我们希望不

但净除某一个罪业，而是把所有的罪业全都忏悔清净，而这个「取相忏」需要具

足五缘，才算是圆满成就：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请圣明证请圣明证请圣明证请圣明证」」」」：每一种忏法都有他的「忏悔主忏悔主忏悔主忏悔主」，都有他的本尊。好

比你修大悲忏，刚开始要礼请「观世音菩萨」降临坛场；你拜八十八佛，你的忏

悔主是「普贤菩萨」；所以，刚开始要修忏之前，你必须知道你的忏法「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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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哪一位，要至诚的、在内心当中，心念口诵，祈请忏悔主的降临加被。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说己罪名说己罪名说己罪名说己罪名」」」」：要忏悔的人，最好能写下发愿文。你看蕅益大师在修

忏时，他都有写一篇发愿文；就是你在修忏当中，表明你在什么时候做过什么罪

业，对这个罪业表示你的后悔之意；要说出你的罪名。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立定誓愿立定誓愿立定誓愿立定誓愿」」」」：「：「：「：「说出罪名」是针对过去，「立定誓愿」是你对于自

己未来有什么样的期许。你在佛菩萨面前正式的发愿：从今以后，宁舍生命，我

绝对不再造作了。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断除恶念的相续断除恶念的相续断除恶念的相续断除恶念的相续--不能再有想要造

作的心情。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读诵礼拜读诵礼拜读诵礼拜读诵礼拜」」」」：这是正式的修忏法；或者是口业读诵、身业礼拜…遵

循种种的忏法行事。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如教明证如教明证如教明证如教明证」」」」：你根据梦中所见到的好相，你就知道你所做的忏悔，

是不是真正清净了。也就是你从「见好相与否」，来判定你的罪障是不是净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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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科是讲到忏悔的方法。这里，我讲一个小故事来说明忏悔的过程： 

在清朝，有一个姓张的居士。这位张居士，家里很贫穷。在古时候的封建制

度，你生长在边界的种姓，除了读书以外，你不再有出头的机会了。这位张居士，

他人穷志不穷，发奋读书，十年寒窗，终于在十五岁的时候考上秀才。当然，秀

才还不是正式的功名。所以，他继续的努力，就在二十岁的时候，准备去考举人。

他辛辛苦苦筹了一点钱，跟他的同学到南京去参加会考。 

到了南京，离考试的时间还有两个礼拜，大家就提议到街上去走一走吧。到

街上的时候，看到一间寺庙前，有一个算命的老先生，他们就去算命，听说他算

命很准。这位老先生就一一的为他们算命…你今年考到第五十八名…你考到第十

二名…那么，当他看到张居士的时候，算命的老先生突然愣住了，他详细一看，

就问张先生说：「你从什么地方来？」答说：「我从北方来的。」他说：「那你

从北方来到南京，你花了多少时间呢？」他又答：「我花了差不多有七天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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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那你现在不要参加考试了！你马上回去还来得及。」张生忙问说：「怎

么回事呢？」他说：「你的相貌啊，死相现前。你赶快回家乡吧，落叶归根。」

中国人的观点，要死就死在自己的家乡。张生再问：「这样子有没有什么补救方

法？」他说：「没办法！你这个死相啊，非常的坚固、非常的明显，没有办法改

变。」这位张先生兴冲冲、千辛万苦来考功名，对人生充满了希望，结果被算命

先生说七天后必死，就很沮丧。没办法，收拾行李，带着剩余的钱，一个人很落

寞的回家乡去。 

在回家的途中，到了第三天，船行到黄昏的时候要休息、补充商品，就靠在

岸边。张居士心情不快乐，就走到岸边去散步。他走走，渐渐离开岸边一段距离。

远处看到有一位妇人走过来，这位妇人左边牵着一个小孩，右边也牵着一个小

孩，肚子又怀一个小孩，这位妇人哭哭啼啼的往河边走过去。 

张先生一看，事情不对劲，是要去自杀的。就去问这位妇人说：「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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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这么伤心？」妇人说：「我家是卖猪的。我今天早上跟我先生带着四头猪出来

卖，早上卖了两头，到中午的时候，我先生的酒肉朋友来找他，就带他去喝酒；

临走之前告诉我说：这两头猪，一头猪最少要卖五两银子，少一两都不能卖，两

头猪十两银子。他交待好，就去喝酒了。我在看管的时候，有两个人来买猪，经

过讨价还价，十两成交了。这两个人把猪买走以后啊，我看他的银子比一般的银

子还轻。结果嘴巴一咬，原来是假的。这下糟糕了。我先生平常脾气就暴躁，现

在损失十两银子，他肯定会把我打死。与其这样，我不如去自杀算了。」是一时

想不开的。这时，张先生说：「咱们是同病相怜。你的十两银子可不可以给我看

看。」他一看，果然是假的。这时候，张先生起了一个非常坚定的善念：我是必

死之人，虽然我的十两银子是买棺木的，买棺木也没有什么意义，干脆我来救她

好了。就把他自己的银两和对方假的银两对调过来，跟妇人说：「这个银两是真

的，你怎么说是假的呢？」这个妇人一咬，果然是真的。她说：「哎呀，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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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贵人！我差一点就丧失了四条生命。」妇人就欢喜的把这十两银子带走了。 

张先生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天色已经黑了，没有办法回到船上去，找不到回

去的路。他看路边有一间土地公庙，就跑到里面去睡觉。这土地公庙非常破旧，

是一间没有人看管荒废的土地公庙。当他睡到快天亮的时候，这个土地公庙就出

现一尊神，放大光明。书上写的是：个子很高大的神。说：「你赶快起来，赶快

起来！」张先生被叫起来，还搞不清楚状况，这尊神就把他往外一推。当他跌到

外面的时候，这个土地公庙整个震动，就垮下来了，他逃过了一劫！ 

在土地公庙垮下来的当下，他马上感到他的心情起了很大的变化。之前的闷

闷不乐，突然间豁然开朗。他知道他的命运改变了。他这时候赶快回船上去，对

船夫说现在不回去了，要到南京去考试。到了南京，他先找那个算命先生，算命

先生说：「你不用讲，我知道你做了一件大阴德的事情。」又说：「你这次去会

考，一定有大功名，你的死相，已经完全消除了！」后来，他去考试，得到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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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还活到八十几岁。 

这件事，表示什么意思啊？「罪从心起，将心忏」。 

张先生怎么有这个短命的罪呢？不是上帝给他的，是他今生或者前生曾经一

时的糊涂，累积下来的罪业，这个罪业就在这个时候表现出来。但是罪业还没有

表现之前，我们说过，还没有成熟之前，一定可以忏悔的。所以，当他这一念的

善心生起时，就把这个业扭转过来了。 

我们可以举实例来说明改变业的相貌：比如说，你踢足球，你把球往东边踢

一脚，如果你中间不做任何改变，这个球肯定是往东边飞过去；但是如果这个球

还没有到达目的，你又往西边补了一脚，这个球的方向就改变了。忏悔就是这样：

只要这个罪业还没有成熟只要这个罪业还没有成熟只要这个罪业还没有成熟只要这个罪业还没有成熟，，，，你就有希望消灭它你就有希望消灭它你就有希望消灭它你就有希望消灭它！！！！ 

我们在忏悔之前，应该要有这样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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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三甲三甲三甲三、、、、罪除之相罪除之相罪除之相罪除之相 

或觉心神恬旷或觉心神恬旷或觉心神恬旷或觉心神恬旷，，，，或觉智慧顿开或觉智慧顿开或觉智慧顿开或觉智慧顿开；；；；或处冗沓而触念皆通或处冗沓而触念皆通或处冗沓而触念皆通或处冗沓而触念皆通；；；；或遇怨仇而回或遇怨仇而回或遇怨仇而回或遇怨仇而回瞋瞋瞋瞋作作作作

喜喜喜喜；；；；或梦吐黑物或梦吐黑物或梦吐黑物或梦吐黑物；；；；或梦往圣先贤或梦往圣先贤或梦往圣先贤或梦往圣先贤，，，，提携接引提携接引提携接引提携接引；；；；或梦飞步太虚或梦飞步太虚或梦飞步太虚或梦飞步太虚；；；；或梦幢幡宝盖或梦幢幡宝盖或梦幢幡宝盖或梦幢幡宝盖，，，，

种种胜事种种胜事种种胜事种种胜事，，，，皆过消罪灭之象也皆过消罪灭之象也皆过消罪灭之象也皆过消罪灭之象也。。。。                                                                                                      －《了凡四训》－      

经过了前面的思惟业果、生起忏心、如法的修习取相忏，之后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罪业已经消除了呢？以下有八种情况，你只要具足其中一种感应，就表示你

的忏悔达到效果，业障渐渐消除，福祉渐渐显现出来了。 

第一个第一个第一个第一个、、、、或觉心神恬旷或觉心神恬旷或觉心神恬旷或觉心神恬旷：你在修忏之前，你的内心是闷闷不乐的，经过修忏

之后，你感觉你的心情突然开朗，轻松了，这就是你的罪已经消除了。看你的心

情从「沉闷」而变成「恬旷」，就知道结果。 

第二个第二个第二个第二个、、、、或觉智慧顿开或觉智慧顿开或觉智慧顿开或觉智慧顿开：你以前听经，怎么听你就是听不懂，你的内心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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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如一层隔碍障住了。经过了忏悔，现在你听到法师说法，你法喜充满，这

种「智慧顿开」也是罪业消灭之相。 

第三个第三个第三个第三个、、、、或处冗沓而触念皆通或处冗沓而触念皆通或处冗沓而触念皆通或处冗沓而触念皆通：你在整个繁忙的人事当中，你是左右逢源，

事事顺利，没有任何障碍，一切自然顺利。 

第四个第四个第四个第四个、、、、或遇怨仇而回瞋作喜或遇怨仇而回瞋作喜或遇怨仇而回瞋作喜或遇怨仇而回瞋作喜：这个人，本来是你的怨家，但是因为你的忏

悔，现在他看到你，不但不生气，反而对你产生欢喜心。 

第五个第五个第五个第五个、、、、或梦吐黑物或梦吐黑物或梦吐黑物或梦吐黑物：你在梦中梦到你吐出脏东西，或者你在梦中看见你在

洗澡，这些都是罪灭之相。 

第六个第六个第六个第六个、、、、或梦往圣先贤或梦往圣先贤或梦往圣先贤或梦往圣先贤，，，，提携接引提携接引提携接引提携接引：你在梦中能够看到这些古德圣贤，表示

你跟古德心心相应、感应道交了。如果你的心是罪恶，古德的心是清净，你根本

不可能梦到他。你能够梦到他，表示你们的心磁场很接近，所以这都是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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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个第七个第七个第七个，，，，或梦飞步太虚或梦飞步太虚或梦飞步太虚或梦飞步太虚：你梦中感到轻飘；善业的体性是轻飘的，所以你在

梦中往上升，是好事情；如果你在梦中，梦到自己从高处掉落下来，这就不是好

事情。 

第八个第八个第八个第八个，，，，或梦幢幡宝盖或梦幢幡宝盖或梦幢幡宝盖或梦幢幡宝盖：看到三宝清净的庄严相，幢幡、宝盖这些种种胜境，

都是消罪之相。 

所谓「相由心生」，你可以从你身心世界的相貌，来判定你的罪业是不是消

灭了。总之，破除罪障之相，就是安乐与轻安，跟过去罪业所带来的苦恼躁动相，

是有所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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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四甲四甲四甲四、、、、结示劝修结示劝修结示劝修结示劝修 

忏悔法门，简单来讲：一个是「事相的忏悔」，一个是「理观的忏悔」。先

看「事相」的忏悔： 

我昔所造诸恶业我昔所造诸恶业我昔所造诸恶业我昔所造诸恶业，，，，皆皆皆皆    由无始贪恚痴由无始贪恚痴由无始贪恚痴由无始贪恚痴，，，，    

从身语意之所生从身语意之所生从身语意之所生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一切我今皆忏悔一切我今皆忏悔一切我今皆忏悔。。。。    

忏悔，我们第一个要观察，是先看到「罪业」，当然这只是表层的观察，看

到罪业、产生诃责、重新发愿要改过。所以「事忏」的观察，是比较表层的。「理

忏」是观照内心深处： 

罪从心起将心忏罪从心起将心忏罪从心起将心忏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心若灭时罪亦亡心若灭时罪亦亡心若灭时罪亦亡，，，，    

心亡罪灭两俱空心亡罪灭两俱空心亡罪灭两俱空心亡罪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是则名为真忏悔是则名为真忏悔是则名为真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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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观察这个「业」，我们看到了这个罪业，那么这个罪业是依止在哪

一个地方呢？其实「业是由心所作业是由心所作业是由心所作业是由心所作，，，，也是由心来消灭也是由心来消灭也是由心来消灭也是由心来消灭。。。。」也就是说：我们本来清

净的心性，因为一念的糊涂，罪从心起，造了罪业；既然罪业是从内心生起的，

就可以假借我们忏悔的心，来把它消灭掉；如此一来：「心亡罪灭两俱空，是则

名为真忏悔。」知罪业不可得，烦恼的心也不可得，这才是最真实的忏悔！ 

所以「事忏」是忏悔罪业的表相，「理忏」是观照罪业的本源来忏除罪根，

这两种忏法都是需要的。总之，我们佛法的修习有正行和助行，正行是念佛，助

行是修止观、或是持咒。但是，这样的一个车乘在运转的时候，忏悔的目的，就

是把这个车乘所要经过的路，阻挡在路上的石头，预先把它移除--「破除障碍」，

这就是我们修忏的意义。它是修学一切法门的共同基础，在这基础上，你的修行

才容易成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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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庄严佛净土庄严佛净土庄严佛净土    

上上上上报四重恩报四重恩报四重恩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下济三途苦下济三途苦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若有见闻者若有见闻者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悉发菩提心悉发菩提心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尽此一报身尽此一报身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同生极乐国同生极乐国同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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