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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因果学说，可以从三个部分来介绍：第一，因果的本质，

也即什么是因果；第二，因果学说对现代社会的影响；第三，释疑。 

一、因果的本质 

大乘佛教的《稻秆经》与《缘起经》，很清楚地阐述了因果。 

（一）因果的定义 

因果有广义和狭义两种。 

1. 广义的因果

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曾经问佛：因果是什么？佛说了非常经典的

两句话，作为因果的依据：“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意思是说，

因为有这个东西，就产生了另外一个东西，所以叫做“有”。比如，

有左就有右，有高就有低，有上就有下……左右、上下、长短、高

低等相互观待的抽象概念，都是如果没有此，就不会有彼的关系，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互为因果。这是“此有故彼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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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了水稻的种子，就产生了稻芽；有了花的种子，就长

出了花朵；如果没有水稻的种子，就不会产生水稻的稻芽。这是常

见的因果，也是“此生故彼生”的意义。 

从这个角度来讲，佛教不承认任何的造物主，也不崇拜任何的

偶像。正因为如此，一些东西方的学者与很多高僧大德认为，佛教

不是宗教。

若从汉语的“宗教”这两个字的意思来看，说佛教不是宗教，

显得有点牵强；但若以宗教信仰的英文单词 religion 的内涵作为考量，

佛教就完全不是宗教了，因为 religion 的意思表示，要承认神，承认

一切都以神为主，所作所为都围绕在神的周围，佛教明显不符合也

不承认这几个要求。

当然，如果神的概念，就像哲学家斯宾诺莎所解释的一样，不

是人格化的神，而是一种神秘、无形的力量，那或许在某些观点上

是一样的。但就大众表面所诠释的神的概念而言，佛教不但不是宗教，

而且还是无神论。

在“此生故彼生”的意思当中，还包括了因缘与果之间的关系。

比如，一朵花的本质，取决于它的因——种子。撒玫瑰花的种子，

会长出玫瑰花；撒茉莉花的种子，会长出茉莉花。但玫瑰花与茉莉

花长得好不好、颜色美不美等细节，也需要土壤、阳光、雨露、时

间、空间等的帮助，这些叫做缘。因缘结合以后，才会长出果。其

中的因和缘，叫做“此”；生出的果，叫做“彼”。只要有了因和缘，

不需要其他条件，不需要任何鬼神的参与，果一定会出现。如果没

有因和缘，即使有了神，也无法长出果。 

《稻秆经》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如来出现若不出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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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常住。”意思是说，不管释迦牟尼佛出现也好，不出现也罢，因

果之间的自然规律永远都存在。

虽然释迦牟尼佛出世之前，在古印度的其他宗教的书籍当中，

也提到过因果，却没有佛经里面讲得那么透彻、到位。是释迦牟尼

佛创立了因果学说，阐述了因果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思

想体系。但因果本身，却不是释迦牟尼佛创造的，也不是任何鬼神

创造的，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

佛教不会要求教徒必须去讨好教主，否则就会受到惩罚。佛教

认为，只要尊重因果规律，信不信佛都有自己的果报。如果自己行善，

制造了幸福的因，将来就会幸福；只要自己没有行善而造罪，将来

就一定会感受痛苦；没有制造受苦的因，将来一定不会受苦。即便

相信释迦牟尼佛，但假如造了杀、盗、淫、妄等恶业，将来也一定

会受恶报，释迦牟尼佛也救不了自己。因果规律就像太阳、地球等

宇宙天体的运转一样，都属于自然规律，无论科学与宗教如何去解释，

都不能更改自然界运行发展的轨迹。自然法则是任何人都超越不了

的，佛也无法改变。 

2. 狭义的因果 

狭义的因果，就是佛教讲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善恶因果。 

广义因果和狭义因果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是自然规律，都

不是释迦牟尼佛创造的。

自然界中有很多存在的东西，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比如，

人的肉眼可以看到的光，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可见光，更多的不可见光，

我们的眼睛看不到。如果在三百年前这样说，可能很多人都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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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这已经成了中学生都知道的常识。由此可知，很多我们看不

到的东西，也是存在的。这其中，也包括狭义的因果。 

（二）因果存在的方式 

比如，我们买了一条鱼，之后杀、洗、烹煮，然后吃下肚，享

受了吃鱼的整个过程。从表面看来，事情就到此结束，没有留下任

何痕迹。但有一种我们看不见的能量，却会储存到藏识里面。 

藏识就是精神最稳定的最深层次，哪怕在深度昏迷的时候，也

一直不会动摇。 

有可能是这一生，也有可能是下一世或几百年以后，反正总有

一天，在因缘成熟的时候，藏识里储存的这个能量会发作。那个时

候，我们就会感受杀鱼吃鱼的痛苦果报。 

再比如，我们拿钱去扶贫救难，为别人解决了困难。也有一种

善的能量会储存在藏识当中，总有一天会发挥作用。 

在佛教里面，这个能量就叫做业。就像小小的茉莉花种子，在

土壤、湿度、温度合适的时候，就会生根发芽，最后长出茉莉花一样，

因为在茉莉花的种子上面，具备了我们看不见的长出茉莉花的能量。

就像充电器充进去的是电，输出的也是电，而不会是水或其他东西

一样。注入善的种子，就会收获善的果实，反之亦然。 

无论是否有信仰，无论是基督教徒、佛教徒还是没有信仰的人，

只要做了善事，就会储存善的能量；只要做了恶事，就会储存恶的

能量。其中的善能量或正能量，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幸福、快乐与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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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心态；而其中的恶能量与负能量，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痛苦、不

幸与消极的情绪。

可见，因果一点都不神秘，只是自然演变的规律，与宗教没有

任何关系。我们不能把自然规律与释迦牟尼佛混为一谈。即使相信

因果、不造罪业、造作善业，也并不意味着学佛，而只是表示相信

自然规律。同样，不信因果、排斥因果，也不表示不相信释迦牟尼佛、

排斥释迦牟尼佛。 

（三）如何区分善恶 

凡是对其他生命有暂时伤害或永久伤害的行为，尤其是动机，

都叫做“恶”。凡是对其他生命有益、有帮助，能给其他生命带来

幸福快乐的行为或念头，都叫做“善”。无论是没有信仰的人、外

道徒还是佛教徒，在因果面前，都是平等的。 

（四）因果的分类 

若从时间的角度来分，因果可分为四种： 

1. 现报 

现报就是今生造业，今生受报的果报。

比如，上半辈子做了善事或恶事，下半辈子感受到果报，就

是现报。一般说来，只有非常严重的罪业或非常伟大的善事，才

会有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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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区分伟大和不伟大呢？若在能广泛利益很多生命的关键时

刻，比如地震、海啸发生的时候，去做救灾、救难等善事，就是伟

大的善事。

我们不能以为所有的善恶都必须现报，如果今生不报就没有果

报了，这种想法是很愚昧的。哪怕农民种庄稼，也不会在播下种子

的第二天就急着要收果实。果实的成熟，有一个时间。果报的成熟，

也是如此。 

2. 生报 

生报的意思就是，无论行善、造罪，都不会在今生受报，也不

会晚于下一世受报，而是在来世一定会成熟的果报。 

3. 后报 

既不是现报，又不是生报，受报没有时间界限，有可能是一百年、

一千年、一万年，等等。此种果报的力量没有前面两种强大，所以

受报时间不确定，但也一定会受报。 

4. 不定报 

不定的意思，就是业的力量十分微弱，果报不一定会成熟。即

使会成熟，时间也不一定。因果之间，存在着很多具有不确定因素

的果报。 

因果还有很多的分类方法，如果感兴趣，可以参阅《俱舍论》。 

没有学因果的时候，会认为佛教的因果、轮回都很神秘，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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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非常浓厚。但真的了解以后，才发现这些只是我们眼睛看不到

的自然规律而已。 

虽然因果轮回是最基础的佛教教义，但这些都是自然规律，与

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如果不懂得行善断恶，无形当中就会做出很

多不好的事情。所以，了解因果、取舍因果是很重要的。 

二、因果学说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因果涉及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也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和谐。 

（一）十善与十不善 

佛教把十种典型的善恶称为十善与十不善，其中包含了身、口、

意所造的善业与罪业。 

身体所造的罪过，就是杀、盗、淫。 

杀生：杀人是最严重的罪过，杀害其他无辜的生命也是罪过。 

虽然从人类的角度来看，许多时候，用金钱、权力和实力去剥

夺其他众生的生命，是合理合法、天经地义的，但从其他众生的角

度看，最珍惜、最宝贵的，就是自己的生命，如果剥夺了其他众生

的生命，怎么会没有罪过呢？ 

试想，仅仅在人类当中，也有势力的强弱、权力的大小，如果

仅凭这一点就可以弱肉强食，随意剥夺弱者的生存权，西方一百多

年前存在的长达四百年的黑奴买卖似乎也可以重现了。如此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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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究竟还有没有平等、公平？ 

人类的偏私、歧视、自保与不公一直存在，人人奉行着事不关

己、高高挂起的原则。只要坏事不落到自己头上，就很难生起同情

心，就很难重视其他的生命，甚至随意践踏其他生命的幸福。但这

种冷漠、残忍与麻木发展下去，灾难一定会转移到人类自己身上，

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大问题啊！ 

盗窃：偷盗、抢劫人类的财物与蜂蜜、燕窝等动物的财产，都

属于偷盗，都是一种剥削。虽然从人类利益的角度来讲，取蜂蜜、

燕窝不叫剥削。但佛教认为，因果是所有生命共同的法律，不是建

立在人类的利益之上的法律，它不会站在某一种生命的立场来判定

是非。在因果的法律面前，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 

邪淫：就是破坏他人家庭。 

语言所造的罪过，包括妄语、粗语、离间语与绮语。

妄语：就是撒谎，欺骗别人。

粗语：就是骂人。 

离间语：就是挑拨离间。 

绮语：就是说一些让人产生过度欲望或嗔恨心等烦恼的无聊之语。 

意识所造的罪过，就是贪心、嗔心、邪见。 

贪心：不是平时我们所说的贪欲、欲望，而是想通过抢、偷、

欺骗等不正当手段，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的想法。至于贪吃、贪

睡等，属于普通人的习气，没有伤害到别人，所以还算不上是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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嗔心：看到某个生命的时候，不但心里发火，而且想去打、骂、

杀，就属于嗔。 

邪见：故意曲解真理，胡乱解释，欺骗他人，就属于痴。 

以上十种罪，会给其他人带来痛苦，会让其他人受到伤害，所

以佛教称为十不善。与十不善相对立，就是十善。 

（二）因果——最平等、公正的法律 

因果与世间法律不同的是：只有犯罪行为被人发现了，犯罪人

被抓到了，罪犯才会受到世间法律的惩罚。如果一辈子都没被人发现，

法律就不会起到惩罚的作用了。但因果却不是这样。无论是被抓到

也好，没有抓到也罢；有人发现也好，没人发现也罢，只要做了事情，

能量就已经储存到藏识当中，将来一定会有相应的果报。还有就是，

世间法律所管辖的范围，只是语言和行为，基本上涉及不到精神世界。

而善恶因果，却与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 

同时，因为因果是自然法则，所以不会偏向于人类或任何一个

生命群体。无论是动物还是人，都只能遵守因果法则，无一例外。所以，

因果是最公正、最公平的，是所有生命共同的法律。 

从释迦牟尼佛创建因果学说直到今天，经历了两千五百多年的

漫长岁月。其间，很多的观念、规定、法律、传统、习俗，都发生

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以上十种罪过，仍然是大家公认的禁戒。不

会有任何人认为，杀人、偷盗、抢劫、拆散别人家庭，让别人的家

庭成员承受莫大痛苦不是罪过。其他语言与意识所造的罪业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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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相信再过一万年之后，这些观念仍然不会更改，这些都是与信

仰无关的原则性问题。 

同样，十善业的规定，也与世间人的衡量标准完全一致，没有

什么神秘玄乎的内容。比如，与杀生相对的，是拯救生命，在海啸、

地震的时候去救人等；与不与取的剥夺别人财产相对的，是扶贫、

救助、济困。其他以此类推，这些都是公认的善事，无论人们是否

有信仰，都会支持理解。 

佛教的戒律，都符合世间道德标准，很容易让世间人接受。而

有些宗教的戒律，世间人就不一定愿意接受。比如，犹太教规定，

从星期五日落（Erev Shabbat）到星期六日落（Motsaei Shabbat）的

二十四小时当中，不允许用任何现代化、机械化的东西，包括手机、

电器等设备，不允许谈工作、谈生意等，这就有点勉为其难了。 

另外，佛教历来主张遵守戒律：发誓不杀生、不偷盗、不破坏

别人的家庭，等等。这样可以在犯错误之前，起到预防的作用。 

（三）信因果，得幸福 

如果想远离痛苦，首先就不能做坏事。因果关系，真的是一种

蝴蝶效应。现实生活当中一件根本不起眼的事情，或许会导致将来

在肉体或精神上的巨大打击。 

人人都不愿意面对痛苦，却在不知不觉之间造作了痛苦的因，

而使自己不得不面临痛苦。不了解佛教的人，会说命运不可改造，

但佛告诉我们，尽量回避、远离负能量，多创造正能量，就能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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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获得幸福。这一切，与任何神灵、造物主都没有关系，都掌

控在每个生命自己的手里。 

“凡夫畏果，菩萨畏因”，也即是说，圣人是怕因不怕果，所

以处处谨小慎微；普通人却怕果不怕因，但做任何事情反而不考虑

后果。一旦遇到痛苦，就想尽一切办法去逃避，可种子已经播下，

因缘已经齐全了，又怎能妄想果实不成熟呢？自然规律原本如此啊！ 

既然已经形成了果，就要以开放的心态去面对它，逃避是没有用

的。佛教有很多面对痛苦、化解负面情绪的方法。有了这些方法，就

能及时调整情绪，不至于让人走到绝望崩溃的边缘。这样也就不会发

生在大街上摔死婴儿，或者在车里掐死婴儿等惨绝人寰的事情了。 

如今的科技这么发达，物质这么丰富，我们理应成为最幸运的人。

但事实上却有很多人的内心非常空虚、非常痛苦。伦理道德标准已

经下滑到没有底线的程度，地沟油、毒奶粉等有毒食品横行于世。 

很多企业上至老板下至员工，个个都压力很大，白天脾气暴躁，

夜晚不是烦躁、失眠，就是噩梦不断。很多人都感受不到关爱，孤

独症、焦虑症、抑郁症大行其道。 

所有问题的出发点与源头不在外面，而是在我们的内心当中。

外在的法律法规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根。如果能有一些因果观念，如

果能接受一些佛教理念，如果能从内心建立起新的价值观念、价值

体系，哪怕这些负面现象不能完全杜绝，但一定会有所减少。 

很多佛教徒会说，这些理论我都懂，但在具体面临问题的时候，

却经不起诱惑，仍然会犯错误，那怎么办？这都是因为没有接受过

心理训练，用佛教的语言来讲，就是没有修行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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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做到了相信因果，并经过一定的心灵修练，就可以

在消除自身烦恼的同时，影响更多的人、更多的家庭，乃至整个社会。

三、释疑 

（1）为什么某人一辈子杀盗淫妄做坏事，却还是健康、富有、

幸福呢？ 

这个疑问其实前面已经回答了。就像有些蔬菜十天、半个月就

长出来了，而稻米、豌豆之类的粮食却要等四五个月才成熟，而水

果的结果期至少是一两年一样。因果的成熟，也有四种不同的时间。 

如果造作了罪过，即使三五年没有发现什么报应，也不表明因

果不存在。现在的健康、富有，是过去世救命、放生、布施、扶贫

等善业的福报，与今生所做罪业没有关系。 

同样，一辈子行善，却工作不顺、身体不好、儿女不孝顺，也

可以用上述道理来解释。 

（2）有些人为了健康、发财而去做一些善事，却为什么一直没

有见效呢？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来自于两个因素：一个叫近因，另一个叫

远因。 

近因，也即眼前的客观因素；远因，则是过去世积累的福报。

近因相同，远因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比如，同一个父母的儿女，哪怕是双胞胎，接受了同样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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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同样的机会，但二者的命运却迥然各异，身体、智力、性格、

品行等都完全不一样。这就是近因相同、远因不同的结果。 

为了发财去做善事，是在积累一种看不见的远因，但因为过去

世的远因，与今生的近因，也即客观条件的限制，也不一定立即就

能看到果报。

（3）虽然佛教讲因果，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命运是不能改变

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该如何解释？

汉传佛教中流传很广的《了凡四训》，讲的就是命运可以改变。

佛教认为，命运完全是可以改变的。虽然前世造善恶，后世一定会

承受相应的果报，但前提条件，是中间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意外是什么？就是造业的人通过其他方式去改变业力。比如，

虽然造了罪，但若能尽力弥补、忏悔，果报就不一定会成熟。 

释迦牟尼佛称赞过两种人：第一种人，是根本不造罪的人；第

二种人，是虽然造了罪，却懂得改正、忏悔的人。 

比如，过去杀了人，现在忏悔并去救人或挽救其他众生的生命，

就可以彻底弥补罪过，不再承受果报，就像衣服上的污垢可以彻底

清洗干净一样。 

再比如，本来水稻的种子洒在水田当中，在温度、空间、时间

等条件完全具备的时候，稻芽一定会长出来，但如果遇到了一些外

来的干扰，稻芽就不一定会长出来了。 

佛告诉我们：命运掌握在每个人自己的手里，而且完全可以改

变。这种改变，不是通过讨好佛陀来改变，而是通过善恶之业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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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做了善事，按理说也会有好报。但如果在果报现前之前

发生意外，就可能会影响乃至毁灭善的种子，将来也不一定有好报。

所以，佛教一直强调，在每次行善完毕以后，一定要回向。 

回向的意思，就是分享。诚心实意地把善的能量给予、分享给

所有的生命，愿天下所有的众生都能得到这个善根，暂时拥有健康

的身体、幸福的日子、愉快的心情，最终早日成佛、解脱。从此以后，

这个善根就不仅仅是自己一个人的，而是天下所有生命的。 

回向所起的作用，就像电脑保存文件。在回向之后，所有的善

根都不会受到破坏，一定会成熟善果。 

命中注定的说法，最早起源于印度的古老宗教。他们认为，人

在这一生当中的所有奋斗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你的痛苦或幸福都在

上一世就已经决定了。 

但佛教认为，所有的因缘法，都可以随因缘而变化。哪怕是定业，

也仅仅是指在没有其他干扰的情况下，业力的种子一定会发挥作用，

并不是说任何力量都不能改变它，所以也不是命中注定、不可更改。

释迦牟尼佛有一句很出名的话：“吾为汝说解脱法，解脱依己

当精进。”我已经把解脱的方法、理论、原理、路途给你们讲得很清楚，

走不走、怎么走，都只能靠自己；我不是万能的，我无法让你们解脱，

只有精进修行才能解脱。  

虽然佛教有时候会说释迦牟尼佛是全能、全知，但这仅仅是指

释迦牟尼佛可以教育、引导我们生起最高的智慧。无论如何，释迦

牟尼佛不能改变因果，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如果释迦牟尼佛是万

能的，那他不可能坐视众生的无尽苦难而不管，世界上也绝对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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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多的灾难和痛苦。所以，改变命运只有靠我们自己。 

佛教不但不会有失客观地神化佛陀的能力，而且也非常开放。

佛教讲的内容，都经得起推敲、考验与怀疑。佛教不主张盲目接受，

而是鼓励弟子要智信。 

释迦牟尼佛曾给阿难尊者讲述了一个人投胎的整个生命过程，

之后一再告诫阿难：你不要因为我是你的老师，也不要因为我们的

感情，就盲目地相信我，接受我的观点。你要到安静的地方，去自

己思考、推理，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理。在深思熟虑、判断验定之后，

再接受也不迟。

如果能进一步去思考这些问题，也许会发现更多的真理，而且

这些真理，都可以跟我们现实生活结合起来。面对一些重大决策的

时候，或者是犹豫不决的时候，或许在佛的人生哲理当中，我们能

找到一些答案。从此以后，我们的生活质量会越来越高，我们的生

活会越来越有意义，我们也会更加懂得生命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