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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死畏者無死畏者無死畏者無死畏者    

十住毘婆沙論卷第㆓十住毘婆沙論卷第㆓十住毘婆沙論卷第㆓十住毘婆沙論卷第㆓ (<< (<< (<< (<<釋經論釋經論釋經論釋經論,,,,毘曇部毘曇部毘曇部毘曇部 26>>p.27.2 ~ p.28.1)26>>p.27.2 ~ p.28.1)26>>p.27.2 ~ p.28.1)26>>p.27.2 ~ p.28.1)    

復次無死畏者。多作福德故。念念死故。不得免故。無始世界習受死法故。復次無死畏者。多作福德故。念念死故。不得免故。無始世界習受死法故。復次無死畏者。多作福德故。念念死故。不得免故。無始世界習受死法故。復次無死畏者。多作福德故。念念死故。不得免故。無始世界習受死法故。

多修習空故。多修習空故。多修習空故。多修習空故。    

菩薩作是念。若㆟不修福德則畏於死。自恐後世墮惡道故。我多集諸菩薩作是念。若㆟不修福德則畏於死。自恐後世墮惡道故。我多集諸菩薩作是念。若㆟不修福德則畏於死。自恐後世墮惡道故。我多集諸菩薩作是念。若㆟不修福德則畏於死。自恐後世墮惡道故。我多集諸

福德。死便生於勝處。是故不應畏死。如說福德。死便生於勝處。是故不應畏死。如說福德。死便生於勝處。是故不應畏死。如說福德。死便生於勝處。是故不應畏死。如說    

    待死如愛客待死如愛客待死如愛客待死如愛客    去如至大會去如至大會去如至大會去如至大會    多集福德故多集福德故多集福德故多集福德故    捨命時無畏捨命時無畏捨命時無畏捨命時無畏    

善心死善心死善心死善心死 在沒有了生死之前，希望大家記住：不要作惡，要多作善業，種善因

以得善報。因果是必然的定律。這㆒生的身心，可以崩潰死亡，而或善或惡的行

為，影響自己，決定不會落空。眾生業報的延續，或善或惡，都有或正或負的價

值，而影響未來，受或樂或苦的果報。所以死亡是生命的㆒個過程，而不是從此

消滅。㆒切都有果報，而又㆒生㆒生，不斷的造作新業。暫時的苦難，墮落，都

不用失望；這是短暫現象，前途是充滿光明的。不過，離苦得樂，唯有順從因果

定律，從離惡行善㆗得來。此外，沒有任何幸運，也不是神力所能幫助。「若是在

病榻㆖細思我這㆒生時，知道自己曾經努力修行，即使沒有完全證得，也比什麼

都沒做更讓我心安理得。」「此生幸得聞法，幸得出家，死而無憾。只要念㆔寶、

念施、戒、㆝、就會心無恐怖的。」「以此禮佛因緣聞法因緣，聽法，供僧因緣、

布施、持戒因緣，充滿信心與理想，來生㆒定活在㆔寶光明的攝護當㆗，終有㆒

㆝解脫成佛！」 

輪迴生死，究竟是什麼㆒回事，㆖升，墮落，以什麼做標準？佛法說，由於

業力。業力，就是所作所為所引起的力量。今生的受報㆟間，是前生的業力，前

生（沒有得報的）與今生的善惡業，又決定來生的前途。佛教徒每指業力為壞的，

其實不然，起心行事所留㆘的力量，好壞都是業。依自己的業力，來決定自己的依自己的業力，來決定自己的依自己的業力，來決定自己的依自己的業力，來決定自己的

果報，所以佛法說：「自作自受」。果報，所以佛法說：「自作自受」。果報，所以佛法說：「自作自受」。果報，所以佛法說：「自作自受」。但是，前生剩㆘的，今生造作的，或善或惡，

業力無邊，來生到底是由那㆒種業力去促成呢？這有㆔類分別：㆒、隨重㆒、隨重㆒、隨重㆒、隨重――無

論怎樣，㆒到病重將死時業力就現起來，平時所做好事壞事都很多，當這個時候，

有㆒項強大的――不管是好或壞會現起來，㆟就依這個力量去得報。㆒個弒父的

㆟，心裡常常記在心㆗，忘記不了，即使忘記，也還是強有力的存在。臨死的時

候，這些罪行就會現前。同樣，㆒個非常孝順父母的臨命終時，孝順的善業，也

自然會呈現眼前。這與負債的㆟到了年終，債主都來，其㆗㆒個強而有力的，追

討舊債特別厲害，不得不先還他㆒樣。㆓、隨習㆓、隨習㆓、隨習㆓、隨習――有的㆟，沒有頂好與頂壞的

業，但平生的作事，習以為常，也可產生偉大的力量，雖小惡終可得惡報，小善

也可得善報。所以說：「水滴雖微，漸盈大器」。佛舉例說：猶如大樹，生長時略

向東斜，如以斧頭砍斷，勢必向東倒無疑。㆗國㆟常說冤鬼要命，宰豬羊的見豬

羊，殺蛇的看到蛇，都叫苦連㆝，驚慌失措。豬羊畜牲等被殺後，牠們早是依業

而受報了，但動手屠殺的，都無形㆗不斷的留㆘殺業，愈積愈重。所以業相現前

（見牛蛇豬羊等索命），隨業去受報。為惡的臨終現苦惱相，為善做功德的，臨終

時必定會安閒愉快，這都是由於所作業力，隨重或隨習而顯現出來。㆔、隨憶㆔、隨憶㆔、隨憶㆔、隨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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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平生沒有重大的善惡事情，也沒有積習的事情，最後忽然想到什麼，就以

此善念或惡念而受報。佛法平常指示對待病重的㆟，必須叫他念佛、念法、念僧，

稱讚他平時布施持戒功德等，使其憶起了功德，心生善念，依這個力量，就會走

㆖好的前途。有㆟善業很多，可是臨終時受了刺激，心㆗難過，惡念現前，以致

墮落。如㆒年之㆗，生意不錯，可惜年終調度不宜，使整年努力付之東流。所以

當㆟臨終，無論年紀老少，均不宜啼啼哭哭，打擾心神，使生起煩惱。應該勸他

把㆒切都撇開，專心念佛、念法、念僧、念施等。如生意不佳，年終處理得法，

還可過年㆒樣。不過，到底平時重於臨終時，如平時造成重惡，每每要他起㆒善

念而不可得。平時能有重大善業，或習善成性，那麼加以命終時的助其憶念，就

決定可靠了。 

復作是念。死名隨所受身。末後心滅為死。若心滅為死者。心念念滅復作是念。死名隨所受身。末後心滅為死。若心滅為死者。心念念滅復作是念。死名隨所受身。末後心滅為死。若心滅為死者。心念念滅復作是念。死名隨所受身。末後心滅為死。若心滅為死者。心念念滅

故皆應是死。若畏死者心念念滅皆應有畏。非但畏末後心滅。亦應當畏前故皆應是死。若畏死者心念念滅皆應有畏。非但畏末後心滅。亦應當畏前故皆應是死。若畏死者心念念滅皆應有畏。非但畏末後心滅。亦應當畏前故皆應是死。若畏死者心念念滅皆應有畏。非但畏末後心滅。亦應當畏前

心盡滅。何以故。前後心滅無有差別故。若謂畏墮惡道故畏末後心滅者。心盡滅。何以故。前後心滅無有差別故。若謂畏墮惡道故畏末後心滅者。心盡滅。何以故。前後心滅無有差別故。若謂畏墮惡道故畏末後心滅者。心盡滅。何以故。前後心滅無有差別故。若謂畏墮惡道故畏末後心滅者。

福德之㆟不應畏墮惡道。如先說。我當受念念滅故。於末後心滅。不應有福德之㆟不應畏墮惡道。如先說。我當受念念滅故。於末後心滅。不應有福德之㆟不應畏墮惡道。如先說。我當受念念滅故。於末後心滅。不應有福德之㆟不應畏墮惡道。如先說。我當受念念滅故。於末後心滅。不應有

死畏。死畏。死畏。死畏。    

我們今生的㆒切，都根據前生造的業，這關係密切到就像昨㆝跟今㆝㆒樣。

所以有㆟說睡覺叫「小死」，躺㆘去睡著了什麼都不知道，等到明㆝張開眼睛來

好像從頭開始㆒樣，實際㆖是延續昨㆝的，而且㆒模㆒樣的延續㆘來。㆟在生死

輪迴當㆗，就像㆒睡㆒醒㆒樣。 

復作是念。我於無始世界往來生死受無量無邊阿僧祇死法。無有處所復作是念。我於無始世界往來生死受無量無邊阿僧祇死法。無有處所復作是念。我於無始世界往來生死受無量無邊阿僧祇死法。無有處所復作是念。我於無始世界往來生死受無量無邊阿僧祇死法。無有處所

能免死者。佛說生死無始。若㆟於㆒劫㆗死已積骨高於雪山。如是諸死不能免死者。佛說生死無始。若㆟於㆒劫㆗死已積骨高於雪山。如是諸死不能免死者。佛說生死無始。若㆟於㆒劫㆗死已積骨高於雪山。如是諸死不能免死者。佛說生死無始。若㆟於㆒劫㆗死已積骨高於雪山。如是諸死不

為自利不為利他。我今發無㆖道願。為欲自利亦為利他故。勤心行道有大為自利不為利他。我今發無㆖道願。為欲自利亦為利他故。勤心行道有大為自利不為利他。我今發無㆖道願。為欲自利亦為利他故。勤心行道有大為自利不為利他。我今發無㆖道願。為欲自利亦為利他故。勤心行道有大

利故。云何驚畏。如是菩薩即捨死畏。利故。云何驚畏。如是菩薩即捨死畏。利故。云何驚畏。如是菩薩即捨死畏。利故。云何驚畏。如是菩薩即捨死畏。    

復次作是念。今此死法必當應受無有免者。何以故。劫初諸大王。頂復次作是念。今此死法必當應受無有免者。何以故。劫初諸大王。頂復次作是念。今此死法必當應受無有免者。何以故。劫初諸大王。頂復次作是念。今此死法必當應受無有免者。何以故。劫初諸大王。頂

生喜見照明王等有㆔十㆓大㆟相莊嚴其身。七寶導從㆝㆟敬愛。王㆕㆝㆘生喜見照明王等有㆔十㆓大㆟相莊嚴其身。七寶導從㆝㆟敬愛。王㆕㆝㆘生喜見照明王等有㆔十㆓大㆟相莊嚴其身。七寶導從㆝㆟敬愛。王㆕㆝㆘生喜見照明王等有㆔十㆓大㆟相莊嚴其身。七寶導從㆝㆟敬愛。王㆕㆝㆘

常行十善道。是諸大王皆歸於死。復有蛇提羅諸小轉輪王。自以威力王閻常行十善道。是諸大王皆歸於死。復有蛇提羅諸小轉輪王。自以威力王閻常行十善道。是諸大王皆歸於死。復有蛇提羅諸小轉輪王。自以威力王閻常行十善道。是諸大王皆歸於死。復有蛇提羅諸小轉輪王。自以威力王閻

浮提。身色端正猶如㆝㆟。於色聲香味觸自恣無乏。所向皆伏無有退卻善浮提。身色端正猶如㆝㆟。於色聲香味觸自恣無乏。所向皆伏無有退卻善浮提。身色端正猶如㆝㆟。於色聲香味觸自恣無乏。所向皆伏無有退卻善浮提。身色端正猶如㆝㆟。於色聲香味觸自恣無乏。所向皆伏無有退卻善

通射術。通射術。通射術。通射術。是諸王等霸王㆝㆘㆟民眷屬皆不免死。又諸仙聖迦葉憍瞿摩等行是諸王等霸王㆝㆘㆟民眷屬皆不免死。又諸仙聖迦葉憍瞿摩等行是諸王等霸王㆝㆘㆟民眷屬皆不免死。又諸仙聖迦葉憍瞿摩等行是諸王等霸王㆝㆘㆟民眷屬皆不免死。又諸仙聖迦葉憍瞿摩等行

諸苦行得五神通。造作經書皆不免死。又諸佛辟支佛阿羅漢。心得自在離諸苦行得五神通。造作經書皆不免死。又諸佛辟支佛阿羅漢。心得自在離諸苦行得五神通。造作經書皆不免死。又諸佛辟支佛阿羅漢。心得自在離諸苦行得五神通。造作經書皆不免死。又諸佛辟支佛阿羅漢。心得自在離

垢得道。皆為死法之所磨滅。㆒切眾生無能過者。我發無㆖道心不應畏死。垢得道。皆為死法之所磨滅。㆒切眾生無能過者。我發無㆖道心不應畏死。垢得道。皆為死法之所磨滅。㆒切眾生無能過者。我發無㆖道心不應畏死。垢得道。皆為死法之所磨滅。㆒切眾生無能過者。我發無㆖道心不應畏死。

又為破死畏故。發心精進自除死畏亦除於他。是故發心行道。云何於死而又為破死畏故。發心精進自除死畏亦除於他。是故發心行道。云何於死而又為破死畏故。發心精進自除死畏亦除於他。是故發心行道。云何於死而又為破死畏故。發心精進自除死畏亦除於他。是故發心行道。云何於死而

生驚畏。菩薩如是思惟無常即除死畏。生驚畏。菩薩如是思惟無常即除死畏。生驚畏。菩薩如是思惟無常即除死畏。生驚畏。菩薩如是思惟無常即除死畏。    

復次菩薩常修習空法故。不應畏死。如說復次菩薩常修習空法故。不應畏死。如說復次菩薩常修習空法故。不應畏死。如說復次菩薩常修習空法故。不應畏死。如說    

    離死者無死離死者無死離死者無死離死者無死    離死無死者離死無死者離死無死者離死無死者    因死有死者因死有死者因死有死者因死有死者    因死者有死因死者有死因死者有死因死者有死    

    死成成死者死成成死者死成成死者死成成死者    死先未成時死先未成時死先未成時死先未成時    無有決定相無有決定相無有決定相無有決定相    無死無成者無死無成者無死無成者無死無成者    

    離死有死者離死有死者離死有死者離死有死者    死者應自成死者應自成死者應自成死者應自成    而實離於死而實離於死而實離於死而實離於死    無有死者成無有死者成無有死者成無有死者成    

    而世間分別而世間分別而世間分別而世間分別    是死是死者是死是死者是死是死者是死是死者    不知死去來不知死去來不知死去來不知死去來    是故終不免是故終不免是故終不免是故終不免    

    以是等因緣以是等因緣以是等因緣以是等因緣    觀於諸法相觀於諸法相觀於諸法相觀於諸法相    其心無有異其心無有異其心無有異其心無有異    終不畏於死終不畏於死終不畏於死終不畏於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