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0518第四講

1隨重 → 2隨習 → 3隨憶念念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注本）》： 
 
1.有「隨重」的：或造作重⼤大的善業，或造作重⼤大的惡惡業（如五無間業

等），業⼒力力異異常強⼤大，無論意識到或者沒有意識到，重業⼀一直佔有優越的地
位。⼀一到臨臨命終時，或⾒見見地獄，或⾒見見天堂，那就是『業相現前』，是上升或
下墜的徵兆。接著，或善或惡惡的重業，起⽤用⽽而決定招感未來來的果報。 

2.「或」有「隨習」的：既沒有重惡惡，也沒有⼤大善，平平的過了了⼀一⽣生。在這

⼀一⽣生中，雖無顯著的重業，但所作的善惡惡業，在不斷的造作狀狀態下，對於某
類善業或惡惡業，養成⼀一種習慣性，這也就很有⼒力力量量了了。到了了臨臨命終時，那種

慣習了了的業⼒力力，⾃自然起⽤用⽽而決定招感來來⽣生的果報。從前，⼤大名長者問佛：我
平時念念佛，不失正念念。可是，有時在⼗十字街頭，⼈人⼜又多，象⾺馬⼜又多，連念念佛
的正念念也忘了了。我想，那時候如不幸⽽而⾝身死，不知道會不會墮落落？佛告訴他
說：不會墮落落的。你平時念念佛，養成向佛的善習，即使失去正念念⽽而死，還是
會上升的。因為業⼒力力強⼤大，不⼀一定與⼼心相應的。如⼤大樹傾向東南⽽而長⼤大的，

⼀一旦鋸斷了了，⾃自然會向東南倒的[6]。所以⽌止惡惡⾏行行善，能造作重⼤大的善業，當
然很好；最要緊的，還是平時修⾏行行，養成善業的習性，臨臨終⾃自然會因業⼒力力⽽而
向上。（案：樹傾喻，歸類於「隨習」。） 

3.「或」有「隨憶念念」的：⽣生前沒有重善⼤大惡惡，也不曾造作習慣性的善惡惡
業，到臨臨命終時，恍恍惚惚，⼤大有不知何往的情形。到末後，如忽⽽而憶念念善

⾏行行，就引發善業⽽而感上升⼈人天的果報；如忽⽽而憶念念⽣生前的惡惡⾏行行，就能引發惡惡
業⽽而墮落落。對這種⼈人，臨臨命終時的憶念念，非常重要。所以當⼈人臨臨終時，最好
能為他說法，為他念念佛，說起他⽣生前的善⾏行行，讓他憶念念善⾏行行，引發善業來來感



果。淨⼟土宗的臨臨終助念念，也就是這⼀一道理理。不過，這是隨憶念念的，如隨重、

隨習的眾⽣生，到臨臨命終時，業⼒力力最⼤大。如重業與習業是惡惡的，那就很難使他
憶念念三寶或施戒等功德了了。學佛修⾏行行，到底平時要緊！(CBETA, Y42, no. 
40, pp. 94a5-95a13) 

[6]《雜阿含930經》卷三三（⼤大正⼆二．⼆二三七中——下）。 

 

*「樹傾向喻」的出處： 
 
 
 
雜930經（念念三寶）/相應部55.2《摩
訶男第⼆二經》（Dutiya-mahānāma-
sutta） 
 
雜545經（四念念處）/相應部52.8《松
舍經》（salaḷāgāra-sutta） 
 
salaḷa：緬甸U Hau Sein’s Pāḷi-
Myanmar Dictionary指是松（對應
salaḷāgāra，雜545經譯作「松林林精
舍」），Pinus Longifolia⼀一種有芳
香味的長葉松、三葉松。 



問：「樹傾向喻」是否適宜歸類在業範圍的「隨習」裡？

雜阿含930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律園中。 
　　爾時，釋⽒氏摩訶男，來來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 
　　「世尊！此迦毘羅衛國，安隱豐樂，⼈人⺠民熾盛，我每出入時，眾多⽻羽從

(1)，狂象、狂⼈人、狂乘(？)常與是俱，我⾃自恐與此諸狂，俱⽣生、俱死，忘於
念念佛、念念法、念念比丘僧，我⾃自思惟：命終之時，當⽣生何處？」 

(1) ⽻羽從：⽻羽林林扈從。「⽻羽林林」：侍衛皇帝的禁軍。「扈從」：帝王或官吏吏的隨從。

　　佛告摩訶男： 
　　「莫恐！莫怖！命終之後，不⽣生惡惡趣，終亦無惡惡，譬如⼤大樹順下、順
注、順輸，若若截根本，當墮何處？」 
　　摩訶男⽩白佛： 
　　「隨彼順下、順注、順輸。」 
　　佛告摩訶男： 
　　「汝亦如是，若若命終時，不⽣生惡惡趣，終亦無惡惡，所以者何？汝已長夜修
習念念佛、念念法、念念僧，若若命終時，此⾝身若若火燒，若若棄塚間，風飄⽇日曝，久成
塵末，⽽而⼼心、意、識久遠長夜正信所熏，戒、施、聞、慧所熏，神識上昇，

向安樂處，未來來⽣生天。」 
　　時，摩訶男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雜阿含經論會編》（上）：此經在「如來來所說誦第七」44「摩訶男相
應」。(CBETA, Y32, no. 30, p. 624a14)

相應部（55. 22）《摩訶男經第⼆二》(莊春江譯) 



　　我聽到這樣： 
　　有⼀一次，世尊住在釋迦族⼈人的迦毘羅衛城尼拘律律園。 
　　那時，釋迦族⼈人摩訶男去⾒見見世尊。抵達後，向世尊問訊，接著在⼀一旁坐
下。在⼀一旁坐好後，釋迦族⼈人摩訶男對世尊這麼說： 
　　「⼤大德！這裡，迦毘羅衛城富庶、繁榮，⼈人⼝口眾多，⼈人群擁擠，街道雜
踏。⼤大德！當在傍晚時，我親近世尊與⼼心所敬重的比丘們後，進入迦毘羅衛
城時，遇到遊走的象、⾺馬、⾞車車、貨⾞車車、⼈人。⼤大德！那時，我的關於佛之念念忘
失了了；我的關於法之念念忘失了了；我的關於僧伽之念念忘失了了，⼤大德！我這麼
想：『如果在這時候我死了了，我的去處是什什麼？未來來的命運是什什麼？』」 
　　「不要害怕！摩訶男！不要害怕！摩訶男！你的死必將是無惡惡的，你的
命終必將是無罪惡惡的。 
　　摩訶男！具備四法的聖弟⼦子向涅槃低斜、向涅槃傾斜、向涅槃坡斜，哪
四法呢？摩訶男！這裡，聖弟⼦子對佛具備不壞淨：『像這樣，那位世尊
是……（中略略）⼈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對法……（中略略）對僧團……
（中略略）具備聖者所愛戒：『無毀壞……（中略略）導向定。』 
　　摩訶男！猶如樹⽊木（rukkho）向東低斜（pācīna東⽅方-ninno [adj.]低
地、彎腰）、向東傾斜（pācīna-poṇo  [adj.]向下傾斜的）、向東坡斜
（pācīna-pabbhāro [m.]傾斜的⼭山。[adj.]傾斜的；有坡度的；導向的），在
那裡，它被切斷根後，會倒向何⽅方？」 
　　「⼤大德！向低斜、向傾斜、向坡斜之處。」 
　　「同樣的，摩訶男！具備這四法的聖弟⼦子向涅槃低斜、向涅槃傾斜、向
涅槃坡斜。」 

註：此經，在相應部之11「預流相應」中。

雜阿含545經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阿那律律在舍衛國，住松林林精舍。 
　　時，尊者阿那律律語諸比丘： 



　　「譬如⼤大樹⽣生⽽而順下，隨浚隨輸，若若伐其根，樹必當倒，隨所⽽而順下。

如是比丘修四念念處，長夜順趣浚輸，向於遠離；順趣浚輸，向於出要；順趣
浚輸，向於涅槃。」 
　　尊者阿那律律說此經已，諸比丘聞其所說，歡喜奉⾏行行。

《雜阿含經論會編》（上）：此經在「弟⼦子所說誦第六」30「阿那律律相應」。

相應部（52. 8）《撒拉拉之⼩小屋經》(莊春江譯) 
　　有⼀一次，尊者阿那律律住在舍衛城撒拉拉之⼩小屋。 
　　在那裡，尊者阿那律律召喚比丘們：……（中略略）這麼說： 
　　「學友們！猶如恒河（gaṅgā nadī）向東低斜（pācīna東⽅方-ninnā 
[adj.]低地、彎腰）、向東傾斜（pācīna-poṇā [adj.]向下傾斜的）、向東坡斜
（pācīna-pabbhārā [m.]傾斜的⼭山。[adj.]傾斜的；有坡度的；導向的），如
果眾⼈人帶來來鏟⼦子與簍⼦子後[，⼼心想]：『我們將使這恒河向⻄西低斜、向⻄西傾
斜、向⻄西坡斜。』學友們！你們怎麼想：那眾⼈人能使恒河向⻄西低斜、向⻄西傾

斜、向⻄西坡斜嗎？」 
　　「不，學友！那是什什麼原因呢？學友！恒河向東低斜、向東傾斜、向東

坡斜，不易易使它向⻄西低斜、向⻄西傾斜、向⻄西坡斜，眾⼈人最終只會有疲勞與惱
害的分。」 
　　「同樣的，學友們！當比丘修習四念念住、多修習四念念住時，國王或國王

的⼤大⾂臣，或朋友、同事，或親族、⾎血親，可能帶財富來來邀請：『喂！來來！男
⼦子！為何讓這袈裟耗盡你？為何光頭、鉢隨⾏行行？來來！請你還俗後享受財富與

作福德。』學友們！確實，當那比丘修習四念念住、多修習四念念住時，『他放
棄學⽽而後將還俗。』這是不可能的，那是什什麼原因呢？學友們！因為那⼼心長
久向遠離低斜、向遠離傾斜、向遠離坡斜，『他將像那樣還俗。』這是不可

能的。 
　　學友們！比丘如何修習四念念住、多修習四念念住呢？學友！這裡，比丘住
於在⾝身上隨觀⾝身，在受上……（中略略）在⼼心上……（中略略）住於在法上隨觀



法，熱⼼心、正知、有念念，能調伏對於世間的貪婪、憂，學友！這樣是比丘修
習四念念住、多修習四念念住。」

Saṃyutta Nikāya, mahāvagga-aṭṭhakathā, 8. anuruddhasaṃyuttaṃ,  
1. rahogatavaggo, 8. salaḷāgārasuttavaṇṇanā《松舍經注》：
906. aṭṭhame salaḷāgāreti salaḷa-rukkha-mayāya paṇṇasālāya, salaḷ
arukkhassa vā dvāre ṭhitattā evaṃnāmake agāre.  
「松舍」：由松樹所作的茅廬，或因松樹已住立在⾨門故於屋舍如是稱名。

imasmiṃ sutte vipassanāya saddhiṃ vipassakapuggalo kathito. 
於此經中，是說因毗婆舍那⽽而在⼀一起的毗婆舍那補特伽羅。

【臨臨命終時之「隨念念」（鄰近的）】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69： 
室羅筏國（梵Śrāvastī，巴Sāvatthī，舍衞城）昔有⼆二⼈人，⼀一恒修善，
⼀一常作惡惡。修善⾏行行者於⼀一⾝身中恒修善⾏行行未嘗作惡惡，作惡惡⾏行行者於⼀一⾝身中常
作惡惡⾏行行未嘗修善。 

修善⾏行行者臨臨命終時，順後次受惡惡業⼒力力故欻有地獄中有現前，便便作是念念：

「我⼀一⾝身中恒修善⾏行行未嘗作惡惡，應⽣生天趣。何緣有此中有現前？」遂起
念念⾔言：「我定應有順後次受惡惡業，今熟故此地獄中有現前。」即⾃自憶念念
⼀一⾝身已來來所修善業深⽣生歡喜，由勝善思現在前故，地獄中有即便便隱歿，
天趣中有欻爾現前。從此命終，⽣生於天上。（=趣相） 

作惡惡⾏行行者臨臨命終時，順後次受善業⼒力力故欻有天趣中有現前，便便作是念念：

「我⼀一⾝身中常作惡惡⾏行行未嘗修善，應⽣生地獄。何緣有此中有現前？」遂起
邪⾒見見撥無善惡惡及異異熟果：「若若有善惡惡異異熟果者，我不應然。」由謗因果



邪⾒見見⼒力力故，天趣中有尋即隱歿，地獄中有欻爾現前。從此命終，⽣生於地
獄。(CBETA, T27, no. 1545, pp. 359c21-360b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