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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五五五五: 

 

『....佈施給僧團的功德與果報是不可計算的、不可衡量

的。我宣佈，佈施給個人的功德是永遠不可能大過佈施給僧團的

功德的。』 《中部 · 施分別經》（M.III.iv.12 Dakkhi�ā-vibhanga Sutta） 

 

致世界上所有曾經在過去佈施過僧團的、正在佈施給僧團的

以及將在未來佈施僧團的善人們： 

 

請大家為自己所做的佈施生起無限的歡喜心，因為大家正在

供養世間無上的福田——僧團，是大家應當虔誠禮敬、歡迎、佈

施供養及合十頂禮的。 

   

                   

                    僧眾內僧眾內僧眾內僧眾內托缽托缽托缽托缽    

造福亦如是， 

從此生彼界， 

福業如親友， 

以迎愛者來。 《法句經•第 220偈》 
               

        

 

願大傢俱足六種素質，即佈施者的三種素質： 

佈施者在佈施前充滿歡喜； 

佈施者正在佈施時充滿歡喜； 

已經佈施後也充滿歡喜。 

和受施者的三種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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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施者已經遠離貪愛，或正在努力斷除貪愛； 

受施者已經遠離嗔恨，或正在努力斷除嗔恨； 

受施者已經遠離無明，或正在努力斷除無明。 

 

以佛陀的僧團1已經提供了受施者的三種素質，我們只需要求

自己具足佈施者的三種素質。如果一項佈施具足此六種素質的

話，它將會帶來無量與崇高的果報。以六種素質所行的佈施，其

功德之巨大是難以形容的，只能以不可估計的、無量來計算，就

如大海洋的水不容易被衡量，我們不能說：「大海洋中的水有這

麼多桶，有幾百桶的水，有幾千桶的水，有幾十萬桶的水」一樣，

大海洋的水只能以不可估計、無量來計算。同樣的，以六種素質

所行的佈施之功德也是難以衡量，其巨大真的只能以不可估計、

無量來形容。 

 

願大家所做的佈施都是與無貪（alobha）、無瞋（adosa）、

無癡（慧根 paññā indriya）三種善心所2相應的殊勝善業；無貪是

佈施時清淨無染的心，一顆不期待受施者的任何回報之心；無嗔

是對僧團無比的恭敬心與歡喜心；無癡是對佛法僧三寶、因果與

業力法則皆有充分且不搖動的信心，所做的善舉只是為了累積善

業，以作為證悟涅槃的資糧與助緣。 

 

大多數的佈施者在佈施時的心所只有與無貪和無嗔的善心

所相應，而沒有與慧根相應的，因為許多佈施者在佈施時不會去

想他所做的一切，無論善業或惡業都是能帶來果報的。業力是通

                                                 
1 為了使在佈施時的心力強盛，以便能累積更加倍的佈施善業，一個正信且有智慧的佛弟子在佈施供養一位或多位的比庫（bhikkhu，比丘）時內心會作意取佛陀為首的僧團為所緣（目標），即對以佛陀為首的僧團作供養，而不是在供養個人，對每一位比庫都一視同仁，一律視為僧團的代表。這樣的心態就很容易塑造清淨無染，與無貪、無嗔、智慧相應的殊勝佈施。 
2 心所（cetasika）又譯為心所有法、心所法、心數法，是與心（citta）同時發生的名法（精神現象），心所通過執行個別專有的作用來協助心全面的識知目標。心必須與心所一起生起滅去，緣取一樣的目標，它們的關係猶如國王與大臣一樣必須互相依賴來執行任務。心所一共有 52 種，可歸納為 7種必須存在于所有心的心所、6種可以出現于某些善心或不善心的心所、14種只是出現于一切不善心的不善心所以及 25 種只能出現于一切善心的美心所。而無貪、無嗔、慧根都是
25美心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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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有情的，無論是聖者還是凡夫，無論一個人有沒有宗教信

仰，無論一個人相不相信業力的法則，也不管一個人期待或不期

待有什麼果報，只要一造業，無論是善惡，在因緣具足的前提都

能帶來果報，這是永恆不變的法則，就像種下一顆有效的種子

後，在因緣具足時就會發芽結果的道理一樣。如果他在佈施行善

時並沒有如此的思維，那麼，他在佈施行善時的心是屬於與智不

相應的欲界善心3，即缺少慧心所，只有無貪和無嗔的美心所。 

 

如果一個人在佈施或行善時的心所只與無貪和無嗔相應，而

沒有與智慧相應，那麼當這些善業的果報有因緣在他臨死前成熟

時，它並不會為受報者帶來智慧，因為導致投生為人或天人的結

生心4是不具有慧根的美心所，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當一個人

因為過去的善業令他在當世享有大福報時，如果沒有智慧來作引

導，那麼他也許會更容易濫用財富、地位與權力來讓自己過度的

放縱享樂、胡作非為、橫行霸道乃至因為自己的愚癡而造下大惡

業，這些例子在過去或現代的社會比比皆是。歷史也常有記載：

為人類文明帶來浩劫、災難、戰爭與大屠殺的獨裁者、暴君、野

心家等，他們存在於世間只是為人們帶來破壞與痛苦，這是因為

他們在過去做善業時的心所沒有與智慧相應之故，當這善業的果

報在臨死時成熟而導致投生為二因者（duhetuka）5。一個有智慧

                                                 
3 有 8 種欲界善心（kāmā-vacara-kusala-cittāni），4 種是與智相應的善心和另外 4 種是與智不相應的善心。與智相應的善心是具有無貪、無嗔與無癡的三善因，與智不相應的善心則只有無貪與無嗔的二善因而沒有無癡，這 8 種善心都能帶來投生到欲界善趣的 8 大欲界果報心（kāmā-vacara-vipāka-cittāni）。 
4 欲界 8 大善心產生的欲界果報心都能在有情死亡後投生的那一刻執行結生作用，叫做結生心（pa�isandhi-citta），因為它把新的一生與前世連接起來。欲界果報心執行結生作用在一生中只出現一次，即在投生的那一刹那。4 種與智相應的欲界果報心執行的結生具有三善因或二善因，而另 4種與智不相應的欲界果報心所執行的結生只具有二善因或無因。  
5 就像影印 photocopy的原理一樣，影印本的素質絕對不可能超過原裝本的素質。8大欲界善心好比為原裝本，而 8大欲界果報心就像依 8大欲界善心影印出來的版本。三善因的欲界善心能“複印”出三因或者二因的欲界果報心，而二善因的欲界善心只能“複印”出二因欲界果報心或者無因善果報心，依造業者在造業時的心力與心態而定。當在造善業時的心力特別強盛（如造善業的前、中、後時都充滿歡喜），清淨無染而又具有業報思維的善心能產生殊勝（ukka��ha）的三因欲界果報心，這種果報心能在投生時執行三因結生的作用。只有具足殊勝三因結生心的梵天人、欲界天人與人類才能證得禪那、證悟聖道聖果與涅槃。在造善業的前、中、後，如果內心受到煩惱污染或動機不純，如自贊自許、博取名望、貶低他人、佈施行善後懊悔等等，將會導致該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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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具有大福報的三因者（tihetuka）將會好好利用他的財富、地位

或權力來利益自己與眾生，在為自己帶來真正幸福與快樂的同

時，也一樣為周邊的人帶來幸福與快樂，就如佛陀時代傑出的在

家聖弟子給孤獨長者（Anāthapi��ika）和維沙卡（Visākhā）一樣。 

 

願大家在佈施行善時對三寶及因果業報有充分的信心，並同

時修習簡單的觀智：思維沒有一個‘我’在行佈施、沒有被佈施

的東西、也沒有接受佈施的人，因為這些事物只是一堆名法（精

神現象）和色法（物質現象）而已 。只有具足了無貪、無嗔、

無癡三因的殊勝佈施，才能引導佈施者朝向苦滅之道。 

 

請不要忘記回向功德，與一切眾生分享。謹以此供養僧團的

功德，以及無論現在或於過去所作善行的功德，回向給我們的父

母親、師長、有戒德的賢者、善知識、恩人、所有的親戚朋友、

所有已逝世的親屬朋友、所有天神、所有守護神、所有鬼道眾生

及一切眾生分享。 願所有眾生隨喜這些功德，願他們健康快樂、

吉祥安穩、遠離一切危難和痛苦。 

 

分享或回向功德本身就是一種利人利己的善業，就如一個火

焰不會因點燃其他油燈而減損其亮度。因此，當其他人受邀隨喜

功德時，功德反而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就好像當我們處於原本

只有一把火焰的室內時，我們將室內唯一的一把火焰來點燃周圍

其他的燈芯，室內反而會變得更明亮一樣。如此，分享功德就像

                                                                                                                 降格為低劣（omaka）。低劣的三因善業以及殊勝的二因善業只能產生二因欲界果報心來執行二因結生的作用。只擁有二因結生心的天人和人類是不可能在當生證得任何禪那、證悟聖道聖果與涅槃的，因為在其結生心不具有慧根故。低劣的二因善業只能產生無因（ahetuka）的結生，如先天性瞎眼、耳聾、啞巴、殘廢、智障（不包括在胎裏發生意外或患上某種疾病而導致殘缺的人，因為這類殘缺也可能發生於結生心二因或三因的人）、同性戀、兩性或無性人等。雖然低劣的二因善業依然能夠投生在人道，但他們的結生心卻是無因的（即沒有無貪、無嗔與無癡的美心所）。無因的結生心既軟弱又不穩固，不能產生健全的眼根、耳根、性根等，而其先天性的殘缺則早已潛伏在導致投生為人的業中。雖然殘缺是不善業的果報，但能投生在人道依然是善業，只是比較弱而已。所有惡趣有情的結生心也是無因的，但在這裏要分辨的是：善趣的無因結生心與惡趣的無因結生心並不同，善趣的無因結生心是由低劣的二因欲界善心產生出來的捨俱善果報推度心，而惡趣的無因結生心乃是由 11 不善心（akusala-cittāni）所產生的。當有不善心在欲界有情臨終時成熟的話，這不善心將以捨俱不善果報推度心（santīra�a）在惡道執行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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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點亮他人真善美的心燈，我們可以想像到整個世界乃至宇

宙也會因為我們的分享與回向功德而變得更燦爛光輝，這是不是

一件殊勝的事情呢？  

 

無論大家在未來成就正等覺、獨覺菩提（pacceka，辟支）、

上首弟子菩提、大弟子菩提或普通弟子菩提（依照個人的願力），

願大家所做的一切功德，都成為菩提道上的資糧。願大家佈施、

持戒、禪修、恭敬、服務、回向功德、 隨喜功德、聽聞佛法、

弘揚正法、正直己見之十福業，都能成為大家早日證悟涅槃的助

緣！ 

 

～Sādhu! Sādhu! Sādhu!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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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ādhu 是在南傳佛教傳承最常用的巴利語之一，用作形容詞時，意為好的，善的，善巧的，有益的，值得讚歎的。用作副詞時，意為很好地，完全地，善於。用作感歎詞時，意為很好，做得好，甚善，善哉；常用來表示隨喜、讚歎、嘉許、同意、認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