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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十心」(懺悔十法) －《摩訶止觀》智者大師所著述
的《法華玄義》、《法華文句》與《摩訶止觀》，被稱為「天臺三大部」

一、明信因果：要深信因果，不生疑惑，以破除一闡提心。

二、自愧尅責：常生慚愧心，以對治無慚無愧心。

《菜根譚》云：「彌天罪過，當不得一個悔字」。 國清寺

三、怖畏惡道：念人命無常，一息不來，即生惡道，求出無期，以對治不畏惡道心。

四、發露瑕疵：向大眾發露懺悔，以此對治覆藏過失心也。

五、斷相續心：須知懺悔即是：「後不再造」。念佛人以一句佛號，

不使三毒之心相續，以對治常念惡事心。

智者大師2



「逆流十心」(懺悔十法) (續)－《摩訶止觀》智者大師所著述的《法
華玄義》、《法華文句》與《摩訶止觀》，被稱為「天臺三大部」

六、發菩提心：即生起利益遍虛空法界一切眾生的心，以破惡心徧布也。

七、修功補過：昔三業作罪，不計晝夜，今身口意策勵不休以補過（使善果提早成熟），

並對治縱恣三業心。

八、守護正法：即常攝受正法，並應依教奉行，使正法久住世間，續佛慧命，功德最為第

一，以翻破無隨喜心。

九、念十方佛：常念十方佛（即阿彌陀佛），念無礙慈，作不請之友；念無礙智，作大導

師，以對治外順惡友心。

十、觀罪性空：了達貪瞋癡之心，皆是寂靜門，具有真實智慧，真正體悟萬法皆空，求我
不可得，我心自空，罪福無主；今此空慧，與心相應，譬如日出時，朝露(罪業)一時消失，
修滅業懺，以對治無明昏闇，妄計人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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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管理－明信因果(逆流十心)

張有恆 教授 主講



因＋緣＝果



「因緣果報」乃是宇宙人生萬古不變的鐵

則，亦是萬法生起之三由。

經云：「萬法因緣生，萬法因緣滅」；

「孤因不長，獨緣不生」。

「因」加上「緣」，而後產生一切宇宙

萬有現象之果報，故佛法講究一切不離

「緣起」。



「因」，是指最初之動機或最初之造作。

在唯識學上，稱之為「種子」。

世間有情眾生之際遇，有「因同而果異」

或「果同而因異」者，其主要關鍵乃在於

「緣」不同所致。



地上種了菜，
就不易長草；
心中有善，
就不易生惡。

證嚴法師靜思語



「緣」，是「助緣」也；乃是指「機會」
或「條件」 ，一般可分為下面四種。

所緣緣

無間緣

增上緣

親因緣



親因緣：能親自成辦自己之果，故名親因
緣。

一切眾生皆具有「十法界」的親因緣。

「念佛是因，成佛是果」。

因「念佛」配合所緣緣、無間緣、增上緣，
必定成佛。



所緣緣：指眾生念頭所攀緣之對象，如名聞
利養、五欲六塵等外境，皆為眾生
所緣之緣也。

語云：「境無好壞，因心有；心無
是非，緣境生」，此之謂也。

「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
無間緣：指眾生的念頭，前念後念，接續不

斷，而前念開導後念，前念不滅，
則後念不生，中間不容他念間隔，
故名無間。



增上緣：除前面兩種緣外，其他所有增
加上去的力量，皆名增上緣，
各有以下兩種。

「逆增上緣」

「順增上緣」



「逆增上緣」：

語云：「以病苦為師」、「煩惱即菩提」、
「批評者是我們的良師益友」。

吾人若有此認知，則病苦、煩惱、批評者都
是「逆增上緣」也。

即是指在逆境當中，能使人
自我反省、檢討，而使自我
成長的助緣。



口說一句好話，

如口出蓮花；

口說一句壞話，
如口吐毒蛇。

證嚴法師靜思語



「果」即結果，指生成之一切現象。因緣和
合，則能生成一切萬法，蓋「果從因生，種
因必有果也」。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
今生作者是」。

「金錢財富是果，財布施是因；聰明智慧是
果，法布施是因；健康長壽是果，無畏施是
因」。

太上感應篇所言：「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因緣果報的道理，看似簡單，其實是非常錯綜複
雜的。

有人常說：「我一生未曾做壞事，為何遭受惡的果
報？」於是抱怨老天不公平，這都是錯誤的觀念。

因果是通三世（過去、現在、未來）的，今生所種
的因（種子），並不一定在今世成熟；而今生所受
的果報會與過去所造作的業因相關連。

由於「因」和「果」會有此種「轉變」、「相續」與
「循環」的現象，是故雖然「萬法皆空」，唯獨「因
果不空」也！



吾人瞭解上述「因」加上「緣」等於

「果」的道理，則可知過去「因」已

經造作，無法改變。

唯有現在控制「緣」—如念佛、懺悔、

改過向善，精進不懈，則可控制結果，

如此可以立命，亦可以轉命。



吾人無始劫來，八識田中，實已種滿

無量無邊之惡業種子。

若要不受惡果，唯有「隨緣消萬業，

莫再造新殃」。

更進一步，「萬緣放下，一心念佛，

求生淨土」，方能轉業，並且改造命

運，這才是最好的修行辦法。



有心就有福，

有願就有力；

自造福田，

自得福緣。

證嚴法師靜思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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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中華兒女常講「因果」，認為凡事都是因果關係；現代人對因果關係常
嗤之以鼻，以為那是迷信和不符科學。

「因果觀」最富科學觀念，例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不常運動，肌力、體力
當然差；不儲蓄，必然無錢可用。

「因果管理」是管理學的菁華；從管理自己的「心」開始。

追求「真」「善」「美」「慧」的人生（果），就要修「真誠」、「清淨」、
「平等」、「正覺」與「慈悲」的「因」行。

大家都盼望擁有「五福」臨門：長壽、富貴、康寧、好德、善終，然而我們不能停留在「盼」
望的階段，而不去努力；即使要去追求這些目標，也要如理如法(斷惡修善)去求，否則也會不得
法，而使期「盼」落空。

因果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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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雜誌報導
調查對象：全國六十歲以上的老人

調查方式：問卷調查

題 目：「你一生最後悔的是什麼？」

結果顯示：

研究發現:

如果我們只停留在「盼望」的階段，日日因循苟且，不知改變
自己錯誤的價值觀與行為，久而久之，則將向下沉淪，而不自
知，最後只能以「後悔」終其一生。

高達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後悔：「年輕時停留在盼望，努
力不夠，以致事業無成」。



我們須知：

「盼自己得金錢財富是『果』，要積極捨財(財施)幫助別人是『因』；

盼自己得聰明智慧是『果』，要處處與人分享學習成果(法施)是

『因』；盼自己得健康長壽是『果』，要時時給人歡喜，經

常面帶微笑(無畏施)是『因』」。

「盼」望，要有長久的毅力、愛心與慈悲心的培養。

種善「因」，得善「果」，實踐我們「盼」望的人生目標！

化為實際的行動，才有力量，
也才能使我們積極斷惡修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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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故事－長生豬
紀曉嵐所著《閱微草堂筆記》記載下面一段公案。

清朝有一位鄉下人家，養了一頭豬。見到鄰家的老翁，

就瞪起眼睛狂叫(「瞋目狂吼」)，奔跑著要去咬他。

這位老翁對此事，本來非常惱火，打算把這頭豬買下來，宰了吃。

後來他忽然覺悟說：「此殆佛經所謂夙冤也，世無不可解之冤。」

於是老翁以高價從鄰居手裡把這頭豬買下來，送佛寺為長生豬。

此後，這頭豬再見到老翁，便親熱跑過來俯首貼耳地靠近，再也沒有從前那副兇惡
的樣子。

這是以慈悲心化解宿世冤仇的故事，否則「冤冤相報」何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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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觀
既知因果不爽，則在待人、處事、接物之際，處處要在「因」上用功，
不起惡念，不作邪事。

所謂「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才算真明因果之士。因一念惡因，定
結惡果，自己造因，自受果報，何待神明之賞罰？

 凡夫因無始劫來受貪、瞋、癡、慢、疑等煩惱習氣的束縛，往往逞一
時之快，瞞心昧己，不顧後果，及至惡果成熟，又怨天尤人，再起惑造
業，惡果之上，復種惡因，惡報無窮，永無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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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云：「菩薩畏因，眾生畏果」，菩薩畏
因者，以有如是因，即有如是果，不敢造
作惡業，因此能「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
眾生畏果者，乃不明如是果，生於如是因，
所以拼命造作惡業，肆無忌憚，等果報現
前時，再呼天搶地，抱怨老天不公平，這
真是愚癡啊!



【解】
形象端正、舉止莊嚴者，一

定是平時涵養夠，不懼非議、不
好強爭鬥之故。
日復一日的修養，持之以恆的累
積，容貌才會端莊。

「端正」者，
「忍辱」中來

《罪福報應經》中談到的十個果報，或「十來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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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會貧窮者全因平日吝嗇慳貪，
不與人分享成果之故。好觀念不分
享，有好收入後，不再求進步；

沒有朋友，沒有人脈；心中無愛，
沒有新的活力注入。當福分用完之
後，拮据貧窮的日子可能就會來到
。

「貧窮」者，「慳貪」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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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有高位者通常是以恭敬
心、誠、敬、謙、和得來。

能禮賢下士，能廣納天下英
才。福分夠，因緣俱足，自
然步步高升，漸居高位。

「高位」者，「恭敬」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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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picture here

「下賤」者，「驕慢」中來

【解】
對人無禮，不敬鬼神，不重師長，不與同儕合作，

動輒自以為是，經年累月，當然不受人重用。
套句現代話說：愈混愈回頭。自是職位難升，難受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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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好批評、謾駡、毀謗別人，當然人緣差。好言人是

非，好揭人隱私，必然人際關差。

人際關係一差，資訊來源也就少。他人不願把消息

傳遞，此人無異成為資訊短缺、消息不靈通之人。

【解】

不信佛法、不信真理、不從正業、不講信用。自
大、自以為是，眼中不能容納別人，耳朵不聽他人忠
言，看不到世界之良善，無異是盲聾之人。

「瘖啞」者，「毀謗」中來

「盲聾」者，「不信」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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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長壽者常是懷抱慈悲心，對人有情，對物珍惜，自然福壽
雙全，長命百歲。

「長壽」者，「慈悲」中來

【解】

好肉食者性戾，好欺凌人者氣暴。爭強好鬥，刀光劍影
下討生活，豈有長壽之理。

「短命」者，「殺生」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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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不能守戒律、法律、社會之常規、
風俗習慣，身心難以健康。

「諸根不具」者，「破戒」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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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根具足」者，「持戒」中來
【解】

能守法規、規律，能重視團隊榮譽，互相扶持，

相互鼓勵，自是源源不絕的能量油然而出，諸根具

足，而且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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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者
簡報註解
我們研究目的有四大項。回顧與探討企業責任的相關文獻，並了解國內外航空公司執行企業責任的現況。說明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並整理國內外企業社會責任衡量的準則與規範以建立評估構面。探討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文獻，以完整研擬企業社會責任評估準則。透過研究方法評估台灣航空公司在有限資源下執行企業社會責任，研擬可執行的社會責任方案，供業 者及未來研究參考。始研究更貼近實務上的需求，提升航空公司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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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貴賤、智愚美醜，乃至一生的幸福與否，完全取決於自己心
地的善惡。

心中常存善念，常行好事，自然能得善的果報；反之，則惡報現
前，這就是因果業報的道理。

吾人須知業報現前，不是甚麼丟人事，即便是佛菩薩也不能免，
如佛陀也有三個月的馬麥之報。

「隨緣消舊業，無債一身輕」，果報現前應該坦然承受，不怨天，
不尤人，而且還要懺悔；要修善，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做
好人，為來世謀。

因果觀



【經營管理的啟示】 「因小果大」

「一因多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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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管理的啟示-巴黎機場協和號飛機失事

時 間： 法國超音速協合號飛機在公元2000年7月25日
失事原因：

失事過程：

傷亡人數：一百一十三人喪生。

飛機起飛前五分鐘，一架美國大陸航空DC-10
的飛機在跑道滑行時，掉落一片48公分長的金
屬碎片(Metal Debris)，未能及時發現。

造成協和號起飛時，從跑道的金屬碎片物體上
壓過後，輪胎突然爆裂，這一爆炸使輪胎上的
橡膠殘骸擊中飛機油箱，從而引發燃油洩漏並
起火，最終導致飛機墜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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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經》第64章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解】
告訴我們一株一、二十人環抱的神木，它的種子是非常小

的。因之，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要經常體認到：「因小果大」
「一因多果」的道理，使我們在起心動念，言語造作與舉手投
足之間，要能真正落實「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
的理念，千萬不要忽略一個小小的「因」，所造成的結果。

因此，「魔鬼都在細節裏」！

蓋以因緣果報，乃是宇宙森羅萬象的定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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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體認環境的危機是企業的

轉機，落實「節能減碳」的
措施，搶救地球逐漸熱化的
危機，創造人類永續生存的
環境；

國內的相關企業在「因」地上，應做的三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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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善盡企業的「社會責任」，

重視「倫理道德」的教育，
提倡兼顧「人文」的科技，
改造日益敗壞的社會風氣，
創造安定和諧的社會；

國內的相關企業在「因」地上，應做的三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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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企業應時時懂得「反省檢

討」，常存「知足感恩」的愛
心，利益一切眾生，化「盼望」
為行動的「力量」，作對社會
有價值的事，製造對社會真正
有價值的產品，回饋社會。

避免由「既濟」轉向「未濟」
啊！

國內的相關企業在「因」地上，應做的三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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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用路人要有「防禦駕駛」的觀念

• 注意別人的不注意

• 小心別人的不小心

• 保持緩衝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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