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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作作者品第七

【章節大意】

在佛法中，有兩種理論，似互相牴觸，而令很多人困惑不已：第一．因果業

報。如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故若報的時候未

到，則所造的業因，必將是「百千萬劫亦不亡」。其次，若報的時候到已，受報

時也必「絲毫不爽」。甚至說是「定業難轉」也！第二．眾生本來「無我」，四

大本非有，五蘊唯性空。在生死的流轉中，本無我也！

於是，很多人都會疑惑：既無我，則誰曾作業？誰在受報？誰去流轉呢？

其實，若有個「真實、不變」的我，這反而不能造業、不能受報！何以故？

不變，即不能造業；不變，也不能受報。所以一般人，都錯以為「有我，才能

造業」，其實卻是「無我，才能造業」。同理，也必「無我，才能受報」。

當然無我的「無」，不是絕無的無。因為若是絕無的無，當不能造業與受報。

故此「無」，但指「無自性」「非實有」「不孤立」「非不變」等，是「遮詮」而

非「表詮」。

表詮，如謂「痛苦」與「快樂」。遮詮，如謂「不痛苦」與「不快樂」。但是

遮詮的「不快樂」，卻不等於表詮的「痛苦」。

因此，雖謂無我，但從五蘊和合的生命現象，卻不能否定其存在。以其存在

故，才能造業也。

或問：既無我，云何還能造業？

答云：五蘊和合的生命體，若遇到外緣，而產生（大）變化，即謂造業已！

如烈火，碰上了乾柴，即燒了起來。燒不燒？乃法爾如是！而非經由

烈火的意志抉擇。

再問：所造業因，云何受報？

答云：若碰上他緣，即得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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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因陀羅網的緣起中，乃時時都會碰上他緣的。然而在他緣中，還

有「親疏、強弱」的差別。若疏遠而乏力的緣，雖碰上了；以變化量極微故，

視為「未成報」。如種子，還是種子相。相反地，如碰上親近、強有力的緣時；

以變化量較顯著故，稱為「成報」、「受報」。如種子，已發芽也。

因此前所謂「不是不報，時候未到」，乃是指未碰上親近、強有力的緣也。

於是雖曰「百千萬劫亦不亡」，卻也不是完全不變。依《中觀》的觀點，必得是

「不常不斷」爾！只是因變化量極微故，視為「未成報」。

其次，那「時候」云何能到呢？如碰上親近、強有力的緣者；以變化量較顯

著故，說是「時候到已」。以目前的科技，未必等春天，種子才能發芽。所以時

候何時到者？不是定數！

還有成報時，果報與業因，真能「絲毫不爽」嗎？

這「絲毫不爽」，頗有「因中有果論」的嫌疑。事實上，從因到果，已加進

了太多的緣，所以決不會「因中，即有果也」。

最後，何以謂為「定業難轉」呢？有些業因很重，故在一般的緣裡，對果的

改變量很有限，故說是「難轉」。

然而若對上更有力的緣時，其也不得不轉。故是「難轉」，而非絕不能轉也。

如所謂的「絕症」，如碰上非常高明的醫師，或用更先進的療法時，卻還非「絕

症」也。

【偈頌解說】

丁一 正破

戊一 遮戲論

己一 實有實無門

庚一 標章

決定有作者 不作決定業 決定無作者 不作無定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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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作者是「實有、不變」的，則不能造任何業─不管是決定業或無定業。

因為既不變，云何能造業呢？

其實，「決定有作者」用一般人的說法，即是：若存在著「實有、不變」的

我。所以若有個「實有、不變」的我，則不能造任何業─不管是決定業或無定

業。

相反地，若我者，是絕對的「無」，也不能造任何業─不管是決定業或無定

業。因為既絕無，云何能造業？

然在以下的「釋成」，乃只就「決定有作者」和「決定業」而作解釋。因為

「決定無作者」和「無定業」，就眾生而言，乃無此病也。

庚二 釋成

決定業無作 是業無作者 定作者無作 作者亦無業

若定有作者 亦定有作業 作者及作業 即墮於無因

若墮於無因 則無因無果 無作無作者 無所用作法

若無作等法 則無有罪福 罪福等無故 罪福報亦無

若無罪福報 亦無大涅槃 諸可有所作 皆空無有果

如謂有「決定業」─業是自性實有的；則既自性實有，必不能待作而有。以

待作而有者，即非自性實有也。

同理，如謂有「定作者」─作者是自性實有的；則既自性實有，必不能造任

何業。

所以若謂有「定作者」或有「決定業」；則此作者和定業，必墮於無因。何

以故？不作，而有「決定業」；不作，而有「定作者」。

若墮於無因，則破壞了世間公認的法則─因果、罪福、作業、受報等。如破

壞了因果、罪福、作業、受報等；則我們想學佛、修行、證果、得涅槃者，也

都變成不可能了。甚至不只出世間是不可能的，連一切世間法的耕耘、收穫，

努力、上進等，亦皆不可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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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曰：以上文句雖繁，卻未必說到重點與癥結。因為癥結乃：一．無我，誰

來造業？二．已造的業，是否必得定報？

釋云：一．五蘊的生命體，加上新的緣，即是造業也。二．所造的業，卻非

定業。何以故？非因中，即有果也。

己二 亦有亦無門

作者定不定 不能作二業 有無相違故 一處則無二

有人說：未作業前，不決定有作者；若造作業了，就決定有作者。未感果時，

決定有作業；感了果後，就不決定有作業─如飲光部所說的。以此而謂：「作者

定不定」。

然而既同為作者，為何會有「定不定」的差別呢？尤其既以「未作業前，不

決定有作者」，云何爾後又能造作諸業呢？還有何以「未感果時，決定有作業；

感了果後，就不決定有作業」呢？

這是一般人思想的通病，常以兩端─實有與絕無，去看待諸事相。若「實有」

講不過去，便立即換成「絕無」。反之，若「絕無」撐不下去，便斷然換成「實

有」。但是既「實有」，就必「實有」到底，而不可以中途換成「絕無」。同理，

若「絕無」，亦必「絕無」到底，而不可以中途換成「實有」。

而《中觀》所謂的「有」，是以眾因緣和合故，現象宛然。所謂的「無」，即

是無自性，不實有。故《中觀》所謂的「有」，即是「無」也。

而世間凡夫外道所謂的有，即非無；無，即非有。故曰「有無相違故」、「一

處則無二」：同一處者，不能亦有亦無。

己三 一有一無門

有不能作無 無不能作有 若有作作者 其過如先說

或說：有作者而不作定業，無作者而有定業。然而既名為作者，何以不作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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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或既無作者，又何來定業？

或說：那就既有作者，也有定業吧！

其實，這在之前已評破了，乃會墮於「無因生」的過失中。

己四 此一彼三門

作者不作定 亦不作不定 及定不定業 其過先已說

作者定不定 亦定亦不定 不能作於業 其過先已說

這依印順法師的講法，乃有九種形式：

決定作者不作決定業

決定作者不作不決定業

決定作者不作亦決定亦不決定業

不決定作者不作決定業

不決定作者不作不決定業

不決定作者不作亦決定亦不決定業

亦決定亦不決定作者不作決定業

亦決定亦不決定作者不作不決定業

亦決定亦不決定作者不作亦決定亦不決定業

說了半天，洋洋灑灑，頗有「不知民間疾苦」的感覺，因為一般人的癥結，

根本不在這裡呀！

戊二 示正見

因業有作者 因作者有業 成業義如是 更無有餘事

於是對於「作者」與「業」的關係，便不出「因業有作者」與「因作者有業」

的原則而已！以此而成立「作者」與「業」的緣起關係，以此而建立「作者」

與「業」的假名世間。除此之外，便沒有其它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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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相信以上的說法，還不能消除很多人心中的疑惑：何以本無作者與業，

卻於一時間，變成有作者與業？

嚴格講，卻非於「一時間，變成有作者與業」。因為有情的生命體，本來就

在眾因緣中流轉；故隨時隨地都會沾上新的緣。

且沾上新的緣後，不只當下的體相會有某些改變，也會對未來產生相對的趨

勢及潛能。以此而謂「造業」，故非從無業，而變成有業也。同理，所謂的作者，

亦必於「非一非異」中，作不斷地更替。

業乃如後浪推前浪，而作者唯非我、非孤立、非不變、非自由意志也。而一

般人常錯以為：為有我，才能造業；且造業後，我還是我。甚至我乃以「自由

意志」而去造業也！其實，人那有「自由意志」呢？

如俗話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舉例：年輕法官的徬徨、焦慮。

丁二 類破

如破作作者 受受者亦爾 及一切諸法 亦應如是破

總之，若我是自性、實有者，則既不能作業，也不能受報也。同理，若一切

諸法是自性、實有者，亦不能和合、變化矣！

【附論】

很多人談到「作業與受報」，都說是「其乃自作自受爾」！然而從《中觀》

的見地來論：那可能「自作自受」呢？

沒有人，可能殺人嗎？甚至沒有仇恨的情結，可能殺人嗎？當不可能！所以

決不是「自即能作」。若以「自即能作」，即犯有前所謂「自生」的過失。同理，

「自受」亦然。

總之，自作自受是方便說，而非究竟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