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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2因果與因緣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24 

~ 

P.127  

無 
1.因果與因緣是佛教教義 

的基礎 

1.1三世因果 

1.2因果與因緣 

1.3因緣說是佛陀成佛之時所悟出的最 

    大法門 

 

1. 因果與因緣是佛教教義的基礎 

  1.1三世因果 

    1.1.1因與果是因素與結果，有同類因得同類果，但是也有不同的因得不同 

          的果的事實。 

    1.1.2從現在的一生看，確有行善未必有好結果的例子。 

    1.1.3因此必須以三世來說明因果，因果的道理始能完備。 

       1.1.3.1只以現前一生的現象，無法說明因果的道理 

    1.1.4現在的這一生，不過是無量的過去與無量的未來中的一個連接點。 

  1.2因果與因緣 

    1.2.1業感緣起與三世因果 

1.2.1.1「業」是身心的行為所留下的慣性作用或餘勢 

1.2.1.2人的善惡行為，是過去的業因所感受的業報，也能造成未來的業果的產生 

1.2.1.3通過過去與未來的生生世世，來看現在這一生死間的一切遭遇，便不會覺得 

        有任何不合理的事了。 

1.2.2三世因果說的建立使得佛教能以因果說而攝化眾生，並形成龐大的宗 

      教團體 

    1.2.3因、果的關係，是以時間的先後而建立，因、緣的關係，則以空間的 

交互影響聚散而建立。 

1.2.4要說明因果現象的生滅變化，必須要用因緣的道理 

1.2.4.1因果的形成，不論是因或果，均不能脫離主因及助緣 

   1.2.4.2主因是動力或能源的出發點 

1.2.4.3助緣是圍繞著主因而促使主因成為新的事物及現象之其他要素或成分。 

1.3因緣說是佛陀成佛之時所悟出的最大法門。 

  1.3.1佛教所說的悟境即是悟到： 

     1.3.1.1世間一切現象的起滅轉換，無非是由於因及緣的位子的變動、成分的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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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的出入，而產生的離、合及組成、解散的現象。 

  1.3.2從因緣的觀點看世間諸法，無非是幻有的、暫有的、假有的 

1.3.3世間諸法本性是空，既無一物可以永久存在，也無一物可以普遍存在。 

1.3.4所以凡是可以用觸覺、知覺、感覺來認識思辨的一切，都是假相，不 

      是真理。 

1.3.5能夠理解並且以修行的方法來親證這層道理，佛教稱之為悟、解脫， 

      稱之為斷煩惱、離苦得樂。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28 

~ 

P.129  

無 
2.佛教的戒律是生活的規 

範及教團公約的依準 

2.1戒律的種類 

2.2戒律的作用 

2.3 持戒的功德 

2.4佛教的戒律是基於因果報應的觀點 

 

2. 佛教的戒律是生活的規範及教團公約的依準 

  2.1戒律的種類 

    2.1.1在家眾要受三皈及五戒 

    2.1.2初出家的少男少女或未受成人教育的，要受十戒 

    2.1.3成年的男眾，要受比丘戒二百五十條 

    2.1.4成年的女眾，要受比丘尼戒五百條。 

2.2戒律的作用 

2.2.1消極面是不作一切惡，積極面是須成一切善。 

2.2.2種了惡業的因，將受惡的果報，種了善業的因，當受善的果報。 

2.3持戒的功德 

2.3.1層次一：從功過觀念為出發點 

2.3.1.1是有為有相的，通於世間其他各派之說的 

2.3.1.2如此持戒的功德，可生人間及天堂，但尚不能解脫生死。 

2.3.2層次二：持戒而不以善惡功過為意才能夠解脫生死 

2.3.2.1也就是雖不作一切惡而不是為怕遭受惡果，雖行一切善而不是為求富貴利樂 

的福報。 

2.3.2.2為了度眾生，雖遭無量苦逼而不以為苦，雖由持戒積德獲無量福報而不以 

為樂 

2.3.2.3因為不論苦事或樂事，皆是由因緣所生的假相，而非實相。 

2.4佛教的戒律是基於因果報應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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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從因果之說，佛教為凡夫眾生，建立了有善有惡的報應觀 

   2.4.1.1使得凡夫眾生，不違本性而除惡為善 

   2.4.1.2佛說有因有果，是對凡夫說，是警策凡夫，為善去惡 

2.4.2從因緣之說，佛教為已在修行道中努力的眾生，解下「我」的價值的 

包袱，而得究竟的解脫。 

2.4.2.1佛說因緣生法是空是無，乃對根利的眾生說，是鼓勵他們撤除功利觀念的「我」 

執，而進入解脫之門。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29 

~ 

P.130  

無 
3.戒律的發展與教團、教理 

  的發展密不可分 

3.1戒律的發展 

3.2由於對戒律的不同解釋而形成了部 

派佛教 

3.3進一步又發展成對於教理解釋的新 

舊之分 

 

3.戒律的發展與教團、教理的發展密不可分 

3.1戒律的發展 

  3.1.1保守的教條主義的形成 

     3.1.1.1對於既成的教團，為了衛護教團的純淨，必須強調佛陀親口所訂的生活公約 

     3.1.1.2因而主張佛陀已制的不得小廢，佛陀未制的不得更制。 

3.1.2佛陀制戒原是因人、因事、因地、因時制宜的 

3.1.2.1從律書中可以看到，佛對於各種有關僧尼生活的規定，往往是改了又改的。 

3.2由於對戒律的不同解釋而形成了部派佛教 

    3.2.1佛滅之後，無人敢修訂佛的規定，而有了各種對於戒律的不同解釋。 

3.2.2各部派各有自己的律本，無不強調，自派的見解是最正確的。 

3.3進一步又發展成對於教理解釋的新舊之分 

  3.3.1從對於戒律的歧見，逐漸就發展成對於教理解釋的新舊之分 

3.3.2因而分別形成了自由思想的大眾部及保守思想的上座部。 

3.3.3佛陀的一切教誡，無非是因人而異、因事而異 

 3.3.3.1佛的教導因時空不同而有種種方便法門，並無一成不變的定規定則 

 3.3.3.2否則，不落於人我之執，也會落於法我之執，均非佛陀說法的本懷。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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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0 

~ 

P.132  

無 4.佛教教理的發展 

4.1印度空有二系的形成 

4.2空有二系概說 

4.3中國佛教的空與印度的般若空有所 

    不同 

 

4.佛教教理的發展 

  4.1印度空有二系的形成 

4.1.1空系：自大眾部開出了般若的空慧之學 

4.1.2有系：自上座的有部開出了名數分析的唯識法相 

  4.2空有二系概說 

    4.2.1唯識講有，般若說空 

4.2.1.1有是說明假相的，空是說明實相的。 

4.2.1.2若不從假相的分析，無從以理解來明白實相 

4.2.1.3實相的本身，要從真切的修持中透悟 

4.2.1.4在透悟之前必須明白了包圍在實相之外的煩惱妄想，是些什麼之後，始能逐 

漸除煩惱而得明心見性，洞徹實相。  

4.2.2唯識法相之學，有人解釋為佛教的心理學，其實不然 

4.2.2.1心理學的目的，止於心理活動的剖析，達於心理狀態的正常化。 

4.2.2.2唯識則對眾生生死及生命之源流與波揚變化，作追根究底並截斷眾流，拔除 

生死根本的所謂正本清源的工夫 

4.2.3一般人多相信靈魂之說，唯識則認為眾生生命之持續，是隨時變遷的 

4.2.4唯識相信，生命的主體，是由許多不同的業力所感的「識」所顯現 

   4.2.4.1只要身心繼續地活動，業力感染所成的識的內容，也跟著繼續不斷地變化。 

   4.2.4.2只要有「我」的觀念的執著，就有業力薰成的識， 

4.2.5轉識成智 - 到了「無我」的時候，業力的薰染，便不存在，生命主體 

      的識，也就不存在了，此時稱為轉識成智 

    4.2.5.1也就是不受貪、瞋、無明愚癡等煩惱心所動搖惑亂了，此即是轉凡夫為聖者。 

4.2.5.2生命的主體，本來即是剎那變化的假相，所以它有徹底消除的可能。 

    4.2.5.3煩惱的識本身即是清淨的智，故不會由於煩惱的消除，連智慧的功用也沒有 

            了。 

4.2.6到了智慧顯現之後，智慧與煩惱的區別界限已不存在了。這也正是實 

      相無相緣生性空的境界了。  

  4.3中國佛教的空與印度的般若空有所不同 

    4.3.1如天臺、華嚴、禪等各宗，都是空與有的調和論者，總是要講心和性 

    4.3.2 又可稱為唯心論的佛教 - 在空去煩惱妄心之後，尚有一個菩提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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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滅性 

        4.3.2.1也就是所謂清淨心和實性、佛性、法性等 

        4.3.2.2例如天臺稱一念三千，不出一心。 

        4.3.2.3又如自性彌陀、唯心淨土等的觀念，均係空與有的調和論，講真空的同 

                時，又要講妙有 

     4.3.3這是佛教受到中國固有文化影響眼變的結果： 

        4.3.3.1中國文化喜好簡樸，對具繁瑣名相的法相唯識學，未能作廣大持久的弘揚 

        4.3.3.2中國文化重視實際的生活，對於一空到底的般若之學，也不能作廣大持久的 

 弘揚。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32  無 
5.結論：因果因緣觀念的重 

  要性 
5.1因果與因緣是佛法的綱領 

 

5.結論：因果因緣觀念的重要性 

  5.1因果與因緣是佛法的綱領 

5.1.1明因果，可以不墮三塗惡道 

5.1.2知因緣，可以撤除我執我見的藩籬 

5.1.3知因畏果者修人天善法，通徹因緣者修出離法。 

5.1.4因果與因緣兩重觀念的相加並馳，是大乘菩薩道的正信及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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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題目 

1.請解釋佛教的因果觀？ 

2.請說明佛教的因緣論？ 

3.請簡述佛教空有二系的內容？ 

4.佛教持戒的目的與功德為何？ 

5.戒律的發展與教團、教理的發展有何關聯？ 

6.中國佛教的「空」與印度佛教的「般若空」有何不同？  

7.請說明因果因緣觀念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