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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宗教對靈魂有不同的理

解，但大都認為靈魂是一種非物質的東西，每一

眾生都有各自的靈魂，並在一些情況下可以脫離

肉體而存在。醫學上有關「瀕死體驗」的報告指

出，許多經歷過「瀕死體驗」的病人，發現到自

己的「靈魂」飄起來，看到醫生和護士們正在搶

救他的肉體。一般人將「瀕死體驗」中暫時離開

身體的觀照者，稱作「靈魂」，其實這是名色分離

中的「名」或「識」。 

至於一般世俗所說的「靈魂轉世」，是指某人

前一世臨終時，靈魂離開舊的身體，投生到下一

世的母胎，有了新的身體，出生後能夠記得前世

的父母等等。古今中外有不少人能夠記得前世，

這種案例的人被稱為「再生人」；現今網站的視頻

有許多這類的資料，例如，海南再生人唐江山、

湖南發現 100 多再生人等等。佛教不用「靈魂」

這一術語，唯識宗認為延續前後世的是非斷非常

的「阿賴耶識」。今世每人種種不同的表現和際

遇，除了這一生與外界互動時的抉擇，還涉及到

「阿賴耶識」中所含藏的過去的業和貪瞋等的種

子和現行。 

在佛教看來，凡夫的不斷生死是一普遍的現

象，只要眾生的煩惱未斷，必然繼續投生於三界

內輪迴著。轉世以後，一般人大都記不得前世，

但是經由專注的禪定訓練，任何修出宿命通的

人，就能記得前一世，甚至更多的前世。 

人死後，誰來決定轉世投生到何處？依據佛

教的觀點，凡夫在世時，在無明之下所做的行為

有三種，一是做善業，稱作福行；二是做惡業或

不善業，稱作非福行；三是修習四禪八定，稱作

不動行；《相應部‧因緣相應 51.思量經 》中，佛

陀說：「諸比丘！陷於無明之人，若自為福行者，

則其識趣於福；若自為非福行者，則其識趣於非

福；若自為不動行者，則其識趣於不動。」凡夫

在臨終時，行善者由於福行的業力，將他的「識」

推往人間、六欲天等善趣投生。行惡者由於非福

行的業力，將他的「識」推往地獄、餓鬼、畜生

等惡趣投生。修習禪定者由於不動行的業力，將

他的「識」推往色界天、無色界天等善趣投生。

眾生由於無明煩惱和一直造不同的業，因而不斷

在欲界、色界和無色界中生死輪迴著。所以，馬

鳴菩薩造、鳩摩羅什譯的《大莊嚴論經》說：「從

於過去煩惱、諸業，得現在身及以諸根；從今現

在復造諸業，以是因緣得未來身及以諸根。」 

佛陀的教導，先指出眾生由於無明而受輪迴

之苦，接著要眾生修習四念住、七覺支、八聖道

等善法聚，超越福行、非福行和不動行，生起智

慧或「明」，最後脫離輪迴，進入無苦的涅槃。所

以，《因緣相應 51.思量經》中，佛陀說：「諸比丘！

比丘捨無明而生明，彼離無明生明故，彼無自為

福行，無自為非福行，無自為不動行。依不為、

不思惟，無取著世間之任何物。無取著故無畏怖，

無畏怖故自證般涅槃，得知『生已盡，梵行已立，

應作已作，更無應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