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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十分重视忏悔，法师可否为我们开

示，为什么要忏悔，以及忏悔的意义？

在佛法中，忏悔罪业为日常修持的方便法

门。即使没有学佛的人，忏悔也非常的重要。

如果没有内心的忏悔，就算生活条件再好，也

不会在心中产生丝毫的快乐和幸福，而当心

中拥有了忏悔所产生的清净，即使生活条件

稍微差一点，也不会影响人们心中的安乐。

在家或者是出家，无论受戒与不受戒，

造作恶业，都会引起内心的忧悔、不安，如古

人所说的“内心负疚”、“良心不安”那样。这

不但是罪，更是障碍修行的。

因此而于佛、菩萨、师长、大众面前告

白，请求忏悔，请求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

如法忏悔出罪，就消除了内心的障碍，安定

喜乐，能够顺利的修行。达到灭罪清净目

的。所以说“有罪当忏悔，忏悔则安乐。”

往昔，指过去生中，无量劫以来，乃至今

生，昨天，我们所忏悔的以前每一个恶的念

头，都叫做往昔。在这生生世世所造的很多

恶业，如杀生、偷盗、妄言、绮语、恶口、两舌

等，贪酒食肉，宰杀禽兽，取欢作乐，不孝父

母，不敬父母，轻慢圣贤，不信三宝，见佛不

礼，闻法不信，逢僧不敬，毁谤善人，破人斋

戒，不信因果等。

贪即贪心、贪著、贪名、贪利、贪财产、贪

权势等等，贪是由对事物的喜好，而产生无

厌足地追求、占有的心理欲望，追求物欲享

受，追求生活环境的舒适，在贪图过份的物

质、物欲的同时，必定会造罪与造业，贪求永

无止境，而心内疲惫不堪，不知无所求方为

真正快乐。

嗔即嗔怒、嗔恚、生气、发怒，一种仇视、

怨恨和损害他人的心理。由对众生或事物

的厌恶而产生愤恨、对违背自己心愿的他人

或事物生起怨恨之情。佛教把嗔看作是修

行的一大障碍。嗔是佛教所说的根本烦恼

之一，与贪和痴一起被称为“三毒”。

对佛教修行所言是这样，如果是对他人

或社会而言，则嗔的危害更大。因嗔怒他人

而起仇恨之心，便会发生争斗，或导致互相

残杀，轻者危害一家一村，重则使整个社会，

乃致使整个国家陷入灾难。因而《大智度

论》卷十四中说，嗔恚是三毒中最重的、其咎

最深，也是各种心病中最难治的。

痴，就是愚昧，即为物欲蒙蔽，为主观所

蒙蔽，被自己的惯性、心态的趋势所操纵，而

不明真理，而不知佛所言的诸法实相。

为何造很多恶业呢？全由无始劫以来

生出的贪心、嗔心和痴心。从身生出杀、盗、

淫的业，从口生出妄言、绮语、恶口、两舌的

业，从意生出贪、嗔、痴的业。佛言：“阎浮提

的众生，在起心动念中，无不是业、无不是

罪”。这所有的业，我现在都要忏悔，改过自

新。所谓“弥天大罪，一悔便消”，不论你有

什么罪业，只怕你不忏悔，能忏悔，罪便没有

了。有过则不要怕改，若怕改，过就多了。

如果过能改，就归于无。若想掩饰，不欲人

知，过就更多了。愚痴的人说他们没有过

错，小人有过就要掩饰，君子有过能改，圣人

少过，到了佛菩萨就没有过了。

如《普贤行愿品》所说“忏悔业障者”：菩

萨自念：“我在过去无始劫来，由于贪心、嗔

心、痴心，而发生身业、意业、口业，所作出的

种种恶业，没有数量，也没有边际，假设恶业

有形体相貌，就是遍满虚空，也容纳不了。

我现在全以清净的三业，不造身业，不造意

业，不造口业；身口意三业清净，遍于法界极

微尘数那么多的刹土。我在这么多的国土，

一切诸佛菩萨的面前，诚心诚意的忏悔，再

也不造罪业，常常住于净戒上，守持戒相一

切功德，和所有修行的功德。像这样子虚空

没有了，众生没有了，众生业没有了，乃至众

生烦恼也没有了，我的忏悔愿力才没有。但

是虚空不会没有，众生不会没有，众生业不

会没有，众生烦恼也不会没有，那我忏悔的

愿力也不会没有的，念念相续，接连不断，身

语意三业没有疲倦厌烦的时候。不会说拜

忏，拜得累了。菩萨是越拜佛，越有精神;越

忏悔，越欢喜，这才是真正的忏悔。发忏悔

心都是菩萨，凡夫没有善根，就不会忏悔。”

《业报差别经》曰：“若人造重罪，作已深

自责忏悔更不造，能拔根本罪。谓悔谢罪过

而请求宽恕。即作罪或犯罪时，皆应忏悔，

始得除罪而清净。”

忏悔，是一个清洗过去心灵的污秽，以

获得净化和再生的不间断过程。一个不忏

悔的人，是无法在心灵上有所进展和进化

的，因为不忏悔，意谓着心灵的停滞和继续

染污；不忏悔，意谓着以前的过错没有消除，

而新的过错又将源源不断地产生。

忏悔，忏名陈露先恶，悔名改往修来，不

仅要“忏其前愆”，以前所造的过错要忏除，

也要“悔其后过”，让以后的过错不再产生，

一 般 人 只 知“ 忏 其 前 愆”，而 不 知“ 悔 其 后

过”，以致前罪还没消灭，后过又产生了。

当一个人出现了“后过”，就代表忏悔的

不够真诚彻底，如果要能真正的将前罪忏除

掉，就必须要能真正的“悔其后过”，也就是，

相同的过错，绝不重复。当一个人可以“不

二过”时，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已经完全忏除

我们的前过了。

而 要 能 够 除 过，不 论 是“ 前 过”或“ 后

过”，我们就必须坦承我们的过错，或看清楚

我们的过错是什么！

所以，忏悔，就意味着，卸除所有心灵的

武装或伪装，不管是意识或潜意识里，任何

“合理化”的伪装。

那是一种完全对自己的坦白，将自己的

过错或心灵的污秽，赤裸裸的、不加任何隐

瞒的坦露出来。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忏悔需要

“诚恳”，为什么无法诚恳的人，就无法有真

正的忏悔，因为诚恳意味着坦白、不曲诈、不

迂回、不推诿，是一种完全的“直心”，是一种

“直下承担”！直心是道场，《楞严经》云：因

地不真，果招纡曲。

能够诚恳的人，能够坦诚面对自己的内

心，然后藉由这样面对，来“认清”真正的自

己，并藉此而达到“醒悟”和“清洗”的目的。

所以，一个能够诚恳的人，也才能有真

正的忏悔，也才能以这样诚恳的心，去面对

别人，直下承担自己的过错和责任。

所以，忏悔就像一种“心灵的沐浴”或

“甘露”，对我们心灵的种种污染和污垢，进

行一次次彻底的清洗，当我们的忏悔愈深

切，愈是能洗涤我们愈微细的心念污垢，愈

清除我们重大的罪业！

而忏悔，也带有某种的“超度”作用，不

只往内超度了我们的贪、嗔、痴，超度了我们

心中无数的“众生”，更且往外超度了别人的

怨恨，因为深切的诚意和忏悔，就像清凉的

甘露，霎那浇却熊熊的怨恨怒火。

所以，我们不仅要为我们所知的罪业忏

悔;更要为我们所不知的罪业忏悔，而且应

念念忏悔，时时忏悔。

当我们藉着这样不间断的，一次又一

次，一层又一层的深入忏悔下去，我们的心，

就渐渐的清了，人生的梦，也渐渐的醒了，最

后我们将了悟到，原来，所有的“罪业”，都是

从“心”上升起的，而“心”的本质是“虚幻”

的，并没有一个叫“心”的实质存在，所以“罪

业”的本质，也是虚幻的、空的，并没有一个

叫“罪业”的实体存在。那时，我们也能真正

的了悟了。

当达到了这样的终极忏悔，才是“真忏

悔”，那时我们才真正了知，并没有一个实质

的心，可以去造作和承受罪业。

当达到这样一种“三轮体空”的觉悟时，

我们就好像突然从梦里清醒了，醒来后，才

知原来梦中的一切，都是虚妄不实的，那时

不只“心亡”了，连“罪业”也应时消亡，而一

切善恶境界，和一切的相对概念和执着，也

顿时的一并超越！

虽然，究竟来说，忏悔的心，也是一种

“虚幻”，但毕竟，那是一种在人生虚幻的迷

梦中，可以逐渐让我们清醒的有力工具。

所以，“心亡罪灭两俱空”，那是我们所

可仰望的“终极目标”，但如果心还是虚妄沉

迷，还是不行忏悔的话，恐怕人生的迷梦，将

更深沉难醒，而罪业也将更为深重难救了。

所以，能够诚恳的人，有福了！而一个

懂得忏悔，能够真诚忏悔的人，更有福了！

因为忏悔是从诚恳开始的，有真实的诚

恳起步，才能达到最后真正的“真忏悔”。

“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亡时罪亦灭，心

亡罪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这是很高

明的忏悔法。但一般人只能做到“相似”的

观空，也就是从理上说的空。真正达到这个

境界要实证得空性。证得之后，无我，无人，

无众生，无寿者。

又现前一念，即是无始。犹如翳眼见空

华、又如梦中所见境，皆是无始。虽无始而念

念中有也。贪、嗔、痴若本有实有者，即无人

能破，亦即无人能成佛。克其本体、诸佛于成

佛证到时，即证到本来是佛。真本有者，以无

念故，不贪、嗔、痴，妄本空者。以有念故，有

贪、嗔、痴。学佛法人，歇下妄念，即是正念。

所谓正念者，唯念无面目之本来面目，

其余一切皆不分别，即成无分别智。贪嗔痴

为造恶业之因缘，身语意为造业之具，是增

上缘。旧恶已改，新善从生，是为真忏悔也。

罪从心生，罪从心灭，所以将心忏，用真

心来忏悔所造的业，“心亡”就是把所造的过

错亡掉，罪业也没有了。所谓“过能改，归于

无”，如果有过不改，把它藏起来，不让人知

道，那才是罪上加罪。君子有了过错，就好

像日蚀和月蚀一样，人人都能看见；若是能

及时改过，则人人都会敬仰而羡慕。古时大

英雄、大豪杰，都是勇于改过。

有一个公案，是关于大小乘，而后来忏

悔的故事，在古时印度有位无著菩萨和世亲

菩萨，他俩是兄弟。世亲菩萨学习小乘教

义，而无著菩萨却是学习大乘教义。世亲菩

萨非常聪明，他哥哥总想度他信大乘法，乃

想出一个方便法门，故意装病，请他弟弟来

探病。弟弟来后，哥哥说：“弟弟，我现在快

死了，你能否诵一遍大乘经典？”弟弟本不愿

意，但为满足哥哥最后之要求，便翻看大乘

经典，他把《法华经》、《楞严经》和《大方广佛

华严经》这三部大乘经典念过后，豁然明白，

知道自己以前多么不对：讪骂大乘佛教，毁

谤大乘经典，说大乘经典是假的。他知道自

己错了，非常后悔，心里懊丧地自责：“我以

前尽骂大乘佛教，我造了这么多的罪业，一

定要下地狱啦！我这舌头真是坏透了。”想

着就拿刀要把自己的舌头割下来。

他哥哥便说：“何用割舌呢？现在你改

变你的说法，可用你的舌头来赞叹大乘。”

世亲菩萨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他的决心

很大，真的完全改变了，所以自此以后他所

造的论都是赞美大乘的。他从前写了很多

诋毁大乘佛教的书，他都通通烧毁了。现

在，只遗留下来他赞美大乘佛教的论文。世

亲菩萨通过忏悔也成为后来的一代祖师，受

到后人的尊重敬仰。

《佛为首迦长者说业报差别经》云：“若

人造重罪，作已深自责，忏悔更不造，能拔根

本业。”

《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卷三云“若能如法

忏悔者，所有烦恼悉皆除。犹如劫火坏世

间，烧尽须弥并巨海，忏悔能烧烦恼薪，忏悔

能往生天路，忏悔能得四禅乐，忏悔雨宝摩

尼珠，忏悔能延金刚寿，忏悔能入常乐宫，忏

悔能出三界狱，忏悔能开菩提华，忏悔见佛

大圆镜，忏悔能至于宝所。”

有一种说法是初发心成佛有余，但是很

难保持这种初发心，如何在修行过程中，保

持初发心不退呢？

都说初发心成佛有余。在刚刚以初发

心出家的时候，自己能够很积极的，但时间

长了之后就有点懒散，那个心就不像初发心

那时那么精进。有的时候也想恢复自己再

像以前那样，总是提不起劲来，请师父慈悲

开示，怎么就能够把持住这个心，能够保持

这个修行，勇猛修行的心。

为什么说“初发心成佛有余”呢？这句

话我的理解就是在初发心时，很勇敢。他敢

于和自己过去不正确的思想做斗争，所以就

叫“成佛有余”。并不是说，你初发心已经做

到了成佛的标准，而是你那种心，敢于和自

己的这个习性、毛病做斗争，敢于去掉毛病

的这种决心，它成佛有余。如果我们一直保

持敢于去掉自己的毛病，这个就是正确的。

为 什 么 后 来 我 们 就 有 散 乱 的 这 个 程

度？实际上是不是散乱呢？不是散乱。因

为我们的小毛病好去。刚开始学佛的时候

有些小毛病。比如说，我们过午还食，一天

睡多少觉，我们还摸金钱，等等。这些毛病

它容易去。当我们去掉了这些毛病的时候，

出家以后，发现不像以前那么勇敢了，因为

很多的东西，它不像在表面上，而是在深入

隐藏着。所以说，要找它要更加细心，更加

有决心，这才能找到。感觉上使不上劲儿，

自己对自己就有情绪低落的这种想法了。

认为自己没有勇猛，而且不如初发心。实际

上和初发心比，你现在不知道比那时强多

少，已经强了很多很多了。

因为过去敌人就在你的面前，你马上就

知道，目标就是它。最后敌人已经转到地下

了，所以我们找它的时候就得慢慢找、一点

点找、要细心地找，那不是初发心所能做到

的。所以说，“初发心成佛有余”，而且我们

现在的发呢，那成佛更有余了。对自己要有

信心，这才行，不能失去信心。

而且我们现在的方式呢，就是已经换

了，不是原先那种直来直去的方式。我们变

成一种要更深入、更细致，不是在表面上的

方式了，所以说我们要对自己生起信心。这

句话也有它对的地方。对的地方就是说，

“初发心成佛有余”啊，是在鼓励我们。

实际上有时候走路也是，你比如说，我

们要走一千里路，头一天能走一百里，第二

天你还能走一百里吗？它就不能了。为什

么第一天能走一百里？第一天的一百里，因

为在你以前都没有走过，是在体力完整的基

础上去走的，没有在受伤的基础上。等第二

天走呢，是在走完一百里路的基础上再走，

它就要困难得多得多。它不是一个标准。

我们往往就用数字来表示我们走的路程，实

际上是不正确的。换句话说，那句话怎么说

的？千里之行，就是你就带一本书也成为重

物了（远路无轻载）。有时候，不能看第一步

如何如何，而是应该看，我们下一步它的变

化，我们在什么基础上再去做，和它的深入

程度，我们来评定它。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一个人对自

己的修行，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要自己鼓

励自己，不能产生这种懈怠心。这种懈怠心

是什么呢？是因为你已经找到了敌人，也就

是说你的妄想里的弱处了，它就会生出一种

懈怠心，甚至一种悲伤。悲伤是什么呢？就

因为你要发现敌人了，它才会产生这种东西，

它就是你找到敌人的这种门户。只要你克服

这个悲伤和这个懈怠心，马上就找到它了。

有时候很多的原因，并不是我们懈怠和

悲伤，它是我们心中妄想的一个必然面目，它

是一种假面具，它会使你退却，使你放弃，它

会迷惑你。所以我们有时候修行往往在这个

上，就忽视了，就认为我已经退却了，我已经

不行了，已经不如以前了。最后自己自暴自

弃，把修行扔了。等扔了以后发现自己走错

了，本来修得挺好的，由于心里生起一种妄

想，被妄想所骗。我说的目的，就千万别让妄

想骗了你，应该对自己有信心，感觉到自己现

在比以前要强得多得多。

所以说“初发心成佛有余”这句话，我们

有时候应该只能作参考，不能把它认作一种

真理来肯定它，你要肯定它，肯定要上当的。

（王源源）

妙祥法师
妙祥法师，辽宁海城大悲寺住持。大悲寺全体僧人持不捉

金钱戒律，日中一食。僧人每天早上 2 点钟起床，读诵 10 遍楞严

咒，下午用 2 个小时读诵戒律，每天只休息 4 个小时。寺中保持

佛陀制度，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开始行脚。僧人行脚途中托钵乞

食。寺院里戒律严谨，僧人威仪具足。

大悲寺里没有功德箱，每月举办 2 场佛事（14 日超拔、15 日普

佛，不收取任何费用）。每年四月初八、七月十五举行两次皈依仪

式。皈依居士必须背会《心经》《大悲咒》，才被发给皈依证书。

妙祥法师法语：

修行容易受戒难 不受戒律魔一般

守住戒相心坦然 提木叉保解脱船

愿汝成真出家汉 清静无为虚空般

高尚品德如青莲 行解渡众大法船
妙祥法师妙祥法师

谈忏悔与发心

大悲寺僧团行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