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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訶止觀〃觀病患境》業病思想及其對治之道 

吳清海 

南華大學宗教所二年級 

 

摘要
 

 

本文寫作動機，主要是想從智者大師生命修證中的禪俢立場，探究所著《摩訶止觀．觀病患境》

中「業病」思想及其對治之道的真實諦義。 

業病無法以醫療機具診斷出來，但無法看見並非代表不存在。透過「業病」的探討，或許會是一

個讓我們了解自己、認識自己的一個線索，「業病」或許是回家的一條路，沿途中的每顆基石帶領我

們返鄉。在科技未發達到可以證明「業病」真偽前，不妨就把「業病」看成人類精神得到寄託的另一

種解釋。證明真偽對很多人來講也許不那麼重要，如何有效解決人們心靈障礙，才是人們最關心的事。

職是之故，本文希望透過中國佛教天台宗智者大師( A.D. 538-597)《摩訶止觀》中提及業病的部分作切

入點，以補正統醫學之不足，並在這一主題的探討中，做某種反省和思考。 

本文先就「業」與疾病的關係做說明，引述佛經和學者對業和病的相關性做呈現，並以《了凡四

訓》中記載孔先生為袁了凡算命，纖細皆驗、名醫如華陀可以由人身上的脈息，診出身上的病證和電

腦高手能解密有密碼的隨身碟，並看到裡面所有的訊息三事為例，說明很多事並非凡愚者看不見就不

存在，若人願意苦修實證，亦有機會明察業和疾病的關係。接著引述佛經中的業病觀，佛經中有一種

因果循環報應所致的業病，業病需要特殊方法才得以治癒，一般的藥石起效甚微。而後探討本文主體

《摩訶止觀．觀病患境》中的業病思想，先區分今世一般疾病或者是業病？因為明白自己身上所顯，

才能有效對治。川田洋一在《佛法與醫學》書中區分：「○1 是否令承自先世的業力發動，以及○2 疾病

的影響性是否達到生命根本流。」川田洋一所謂生命根本流是指阿賴耶識，這些種子隱藏在生命深處，

若將其潛力顯在化，即是業病，而六識、七識的作用顯現，則形成了今世的疾病。而智者大師認為今

生持戒也會動先世之業成病，但將因持戒的善行而使先世之對重報輕受。另外特別強調五戒和業病的

對應關係，或許破戒對出家眾就等於破壞了法身慧命，故智者大師才由此入手，以求移風易俗之效。 

    之後，智者大師提出化解「業病」之道：觀力和懺悔。內須禪觀，外須懺悔業障病。在「觀病患

境」中所觀照的是業報生身的實病，在其中對所對之境所起之「心」做觀。如何於病患中修止觀的十

乘觀法，由「思議境」以入「不思議境」。至於懺悔得以滅罪之理，在《摩訶止觀》中的〈明懺淨〉

中言及事懺和理懺二種方式。在天台教法中，把觀和懺合在一起，於內於理則須用觀力，於外於事則

為懺悔，方能對治業障病。 

本文在研究進路上，以《摩訶止觀》為中心，參照其它經典說法，並考鏡當時的思想淵源，並闡

釋其治療原理與義理內涵，展示其特色與價值。佛教是內證的宗教，諸多神聖性和教義合法性依據，

在於禪定的基礎上的證悟。《摩訶止觀》是智者大師禪修最後總結，若我們也能依其次第修行，或許

也能照見生命自具的修復力，回到生命的整體和平衡，要滅除身上的疾病，除了實踐之外，別無他法，

而智者大師的《摩訶止觀》正是其中的一部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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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寫作動機，主要是想從智者大師生命修證中的禪俢立場，探究其所著《摩訶止觀．觀病患境》

中，「業病」思想及其對治之道。 

「疾病」是人們共同關心的主題，但正統醫學的研究，基本原則是倚賴高度專業化的分析，為了

取得大量而精確的細節的知識，必然會越來越喪失整體的觀點。1 許多的疾病病因非常複雜，除了先

天因素如遺傳，及後天因素如環境外，尚有潛在因素目前仍無法知曉，若加上所謂佛教所謂的「業病」

後，疾病變得不可思議，使先進的醫學也束手無策！在科技未發達到足以證明業病真偽前，不妨就把

它看成人類精神得到寄託的另一個解釋。證明真偽對很多人來講也許不是那麼重要，如何有效解決人

們心靈障礙和心理問題，更是人們最關心的事。「業病」或許是一個能夠讓人們了解自己、認識自己

的一個線索。 

疾病不一定在血液檢查、X 光、超音波、電腦斷層掃描上出現，正統的醫學所面對的常是「疾病」

（各種對疾病所做的檢驗數據），而不是人。這樣的醫療觀點，並沒有將完整的人視為「身心合一」

的整體。於是可以看到正統醫學的某種捉襟見肘，因為形形色色的症狀太迷人，正統醫學把症狀等同

疾病，就無法區分形式(眼病)和內容(生眼疾之因有諸多因素)的差別，於是把大量的資源用開發各種

精密醫療器械和各種技術，以其用在某種器官治療的形式上，卻少見系統性論述身心疾患與療治方法。 

職是之故，本文希望透過中國佛教天台宗智者大師( A.D. 538-597)《摩訶止觀》中提及業病的部分

作為切入點，以補正統醫學之不足。《摩訶止觀．觀病患境》中，學者已多有系統性論述身體上疾患

與療治方法，本文希冀可以透過業病的探討，補足空缺，讓一般人可以觀看到某些無法解釋的病證，

更透過相應對治法，得到身心靈整體的健康。在研究進路上，以《摩訶止觀》為中心，參照其它經典

相關說法，並考鏡當時的思想淵源，並闡釋其治療原理與義理內涵，展示其特色與價值。 

 

二、「業」與疾病的關係 

《中阿含經》：「云何知業〇謂有二業〆思、已思業，是謂知業。」2 又《成實論》：「業者若思、

思已，是中思是意業，思已是身口業。……是(意)業能集，罪勝身口業。」3業或可解釋成意志功能，

可以針對對象做自由的選擇，而此意志功能或可名為思。若意業是業中最重，可以說它是業之體，亦

即是「思業」，如此說法並非表示身、語二業比意業更輕，但因「思已」乃是經過意志(思)後才有所行

動的業，其根柢必以意業先行才是。 

在《業的研究》書中舟橋一哉提到，業的觀念早在《祭詞吠陀》便有跡可循，到了《奧義書》可

說大致完成。他歸納了二點為其核心思想而存在。一、業的餘勢以某種形態而留在行為者身上。二、

業的餘勢是在某種形式之下，給予行為者受歡迎或不受歡迎的影響。4業因無明造作了身口意三業的

結論，和業在疾病關係中似乎可以明白，今生所受的病苦，實肇因於我們之前的無明，也就是我們錯

誤的認知、習慣和行為。   

若由字源上探求業的意義，與上述理論亦是暗合。業(karma)的字源由「造作」(kṛ) 的概念而來，

具有「作用」的意思。5 業有三種意思，作用、持法式、分別果。《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云：「問何

故名業〇業有何義〇答由三義故說名為業〆一作用故、二持法式故、三分別果故。作用故者，謂即作

                                                      
1
  托瓦爾特．德特雷福仁等，易之新譯，《疾病的希望──身心整合的療癒力量》，頁 30。 

2
 《中阿含經》，T01，no26，P.600a23。 

3
 《成實論》，T32，no1646，p. 286a11。 

4
 舟橋一哉著，余萬居譯，《業的研究》，頁 22。 

5
 佐佐木現順著，周柔含譯，《業的思想》，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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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說名為業々持法式者，謂能任持七眾法式々分別果者，謂能分別愛非愛果。」6 「作用」即是作用

力，「持法式」即教團成員應遵守的作法，在禪宗或密教中，稱作「羯磨」，「分別果」則是指行為。

是故人們的一切善惡思想行為，都可叫做業，好的思想好的行為叫做善業，壞的思想壞的行為叫做惡

業。業與因果關係結合，則指由過去行為延續下來所形成的力量。 

以此觀之，有人認真照顧身心卻得不到健康，有人卻與此相反，這背後除了今世努力之外，猶有

「業」參雜其中，也許科學、醫學用基因說明，但基因含蓋的面向猶有不足，不能合理闡說所有病症，

佛教是內證宗教，其教義的合法性依據乃藉修行上的證性，再以「業」的觀念解釋今生所遭遇的種種

病況。在崇尚科學的年代也許對「業病」嗤之以鼻，筆者試著以下面二種解釋，來闡發「業」的可能

性。 

首先《摩訶止觀》一書說「若善醫術巧知四大，上醫聽聲，中醫相色，下醫診脈。」7 人的身體

是業的「載具」，藏有各種訊息。就疾病而言，上醫聽聲可以知道你的身體狀況，中等功力的醫生則

要觀臉色就能判定疾病情狀，至於在次等的醫師，則得靠望聞問切，才能知曉你的病情。再舉一例：

《了凡四訓》中記載有一孔先生得邵康節的《皇極經世書》為袁了凡算命，纖細皆驗。「孔為余起數，

縣考童生，當十四名，府考七十一名，提學考第九名。明年赴考，三處名數皆合。復為卜終身休咎，

言某年考第幾名，某年當補廩……其名先後，皆不出孔公所懸定者。」8 有人從我們身上的載體看到

許多訊息，並一一的透露驗證時，我們何以懷疑？再把身體載具比喻為一隨身碟來看，每個人都是一

個有密碼的隨身碟，裡面存在著我們三世的諸多訊息，高手能解密，可以看到裡面所有的訊息，也就

是我們的生命藍圖，而凡愚的人無法解密，只能任由所載的資料載著我們，隨波逐流。 

上面的二件事情不就如華陀在世的中醫師可以聽聲辨色以告病狀；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算命師，可

以無誤告知你曾發生的事和往後會遭遇的事；破解密碼的高手可以破解任何的密碼，告訴你隨身碟中

所的訊息，這樣的事在現實社會中不難發現，如果這樣的理據讓我們信服，那為何禪修功夫已非愚痴

凡夫所能及的禪師所言，我們卻不願透過實踐一試呢？ 

業報得病的原理及觀點，或許不一定為當代主流醫學接受，但仍無法抹除它可能讓人身心安頓的

價值，因為主流科學可以倚賴實驗證明，在人類社會中很多現象，卻得靠經驗來證明，佛教一開始就

不曾以科學的自然界為對象，而是以人類的世界作為對象，業病亦是。我們從佛教史來看，佛陀被說

成「業論者」。從過去到現在所說的「業論」，也把行為的潛藏作用力當作「業論」的基礎。「 業」是

人類宙根源力的分解動作。9 而佛教透過十二因緣說，把業的世界分成過去、現在、未來，「無明、

行」是過去，從「識」到「有」的階段是現在，「生」和「老死」是未來，這三世兩重的因果來解釋

無限的生命輪迴。 

《大法鼓經》中亦可見到業與病的密切關係，「迦葉白佛言〆『若有業者，則必有病。』」10 業的

特性，結合因果，可以為業病與疾病做較完整且合理的解釋。然因「業」是關於內、外經驗的事實，

而論證的科學目前尚無法接近此超經驗的事實。超經驗的世界理所當然是主觀的宗教體驗，就如同「快

樂」也是一種主體的經驗，它只存在於自認為「快樂」的人，才有所謂的「快樂」。科學是有盡頭的，

而在這個盡頭時，才是神性或信仰的開始。因此，沒有宗教經驗，也不具特殊能力的人，宜先將「業

病」存而不論，才是合理對待之道。 

 

                                                      
6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T27，no.1545，p.587b13。 

7
 《摩訶止觀》，T46，no.1911，p.106a19。 

8
 袁了凡，《袁了凡家庭四訓講記》，頁 147。 

9
  佐佐木現順著，周柔含譯，《業的思想》，頁 48。 

10
 《大法鼓經》，T09，no.270，p.293c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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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經中的業病觀 

疾病的產生原因稱為「病因」或「病源」，在西方醫學和中國醫學上，對於病因的歸納大概可分

為風寒暑濕燥火等六種外感之病、人的喜怒哀樂憂思恐七種情緒不調致內傷的心病，和外傷橫禍之

病。在佛教醫學上，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還另立一種因果循環報應所致的業病。業病需要特殊方法

才得以治癒，一般的藥石起效甚微，久之則纏綿不斷，針砭乏效。以下是就佛經提及業病觀之整理。 

 

《大智度論》〆「病有二種〆先世行業報，故得種種病。今世冷熱風發故，亦得種種病。……先

世好行鞭杖、拷掠、閉繫，種種惱故，今世得病。」11 

 

《大智度論》將病分為業病（先世行業報）和現世病（今世冷熱風發），業病是因先世所作的業

報召感，故今世得種種病。接著並舉例今生各種病狀的前因，例如： 

 

「生盲者，先世重罪故。……云何先世重罪而令生盲〇答曰〆『若破眾生眼、若出眾生眼、若

破正見眼，言無罪福，是人死墮地獄，罪畢為人，從生而盲。若復盜佛塔中火珠及諸燈明、若

阿羅漢辟支佛塔珠及燈明、若餘福田中奪取光明，如是等種種先世業因緣故失明。今世若病、

若打故失明，是今世因緣。』」12 

 

在此可以觀察病因和病果的相關性，造讓人失光明之因，如：說無因果罪福之正見眼、盜佛塔中

之火珠及燈具等，則此果報必淪為自己的身上，使自己失明。 

又《佛說灌頂經》亦云：『救脫菩薩語阿難言〆「其世間人痿黃之病，困篤著床求生不得，求死不

得，考楚萬端。此病人者或其前世，造作惡業罪過，所招殃咎所引故使然也。」』13 痿黃之病乃指痿

痹發黃之病。張仲景《金匱要略〄黃疸》〆所載「腹滿，身痿黃，躁不得睡，屬黃家。」14 可知當屬

於肝病之類，肚子膨脹積水，且身體躁熱無法睡覺。又痿痹亦指肢體不能動作或喪失感覺，得此病在

當時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而此皆因先世所造惡業。 

此外《薩婆多毘尼毘婆沙》亦云：「佛弟子中多病，無過舍利弗。常患風冷又病熱血。……舍利

弗有大功德智慧，何以有如是病耶〈又言〆『舍利弗前世業緣故，以過去世惱亂父母及以師僧，是故

有病。』」15 因前世惱亂父母及以師僧，即使今世有大功德智慧，仍難脫今世的風冷又病熱血。 

而《福蓋正行所集經》：「何義名病〇如世尊說，四大增損……。復有三種〆一者業報所招，二者

橫難侵損，三者為他呪詛。」16 及《大般涅槃經》：「身心之病凡有三種〆何等為三〇一者業報，二

者不得遠離惡對，三者時節代謝。」17 都清楚的將業報病列為身心病之一。 

《分別善惡報應經》「復云何業獲報多病〇有十種業。何等為十〇一自壞有情，二勸他令壞，三

隨喜壞，四讚歎壞，五不孝父母，六多結宿冤，七毒心行藥，八慳悋飲食，九輕慢聖賢，十毀謗師法々

如是十種獲報多病。」18 可見在經典中，先世所行惡法惱損有情，今生便多病，業病和疾病的關係

如影隨形。 

                                                      
11

 《大智度論》，T25，no.1509，p.119c08。 
12

 《大智度論》，T25，no.1509，p.118b25。 
13

 《佛說灌頂經》，T21，no.1331，p.535c18。 
14

  轉引自《漢語電子大辭典繁體 2.0 版》。 
15

 《薩婆多毘尼毘婆沙》，T23，no.1440，p528b04。 
16

 《福蓋正行所集經》，T32，no.1671，p 725c24。 
17

 《大般涅槃經》，T12，no.374，p433c22。 
18

 《分別善惡報應經》，T01，no.81，p0896c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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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的病苦非憑空而來，有些與前生行為有著直接的因果關聯，就連佛都逃不開頭痛、背病的業

報之病，又如如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德清，因為持戒參禪，發動先業而引發背疽。大師是大修行

人，知道這種病一定是宿世的冤親債主來討債索命，於是便穿袍子搭袈裟，來到護法韋陀菩薩前，至

誠發願懺悔。隔日背疽立即痊癒，就像從來不曾患過這種病一樣。 

前世的惡業會在今生名來相對應的疾病，在佛典中已引述多矣，可見智者大師的業病思想，是前

有所承，即是源自於佛教因果報應中的因果觀。然智者大師在此基礎上更做了進一步的闡明，更重要

的是他提出了一套對治法。 

 

四、《摩訶止觀》中的業病思想 

  何以本文針對《摩訶止觀》談其業病，實因魏晉南北朝格義佛教之後，能對大小乘集大成並融會

貫通者，天台大師智者大師居功最偉。在灌頂作《天台智者大師別傳》言： 

 

      於是昏曉苦到如教研心，于時但勇於求法而貧於資供，切栢為香，栢盡則繼之以栗。卷簾進月，

月沒則燎之以松。息不虛黈，言不妄出。經二七日，誦至〈藥王品〉〆「諸佛同讚，是真精進，

是名真法供養。」到此一句，身心豁然寂而入定，持因靜發，照了《法華》，若高輝之臨幽谷，

達諸法相似長風之游太虛。將證白師，師更開演，大張教網，法目圓備。落景諮詳，連環達旦，

自心所悟，及從師受，四夜進功，功逾百年，問一知十，何能為喻〇觀慧無礙，禪門不壅，宿

習開發煥若華敷矣。19 

     

可以見到智者大師步步踏實的實踐精神，因為他的不懈，誦至〈藥王品〉：「諸佛同讚，是真精進， 

是名真法供養。」此一句，身心豁然寂而入定，如御風而行。並將所證告訴其師慧思禪師，師更為其

開演更深義理，使其教網法目圓備，最後能達宿習之慧開發，若花之始開。但智者大師並不以此為滿

足，在接續的文中又可見其禪修之進境： 

 

先師捨眾獨往頭陀，忽於後夜，大風拔木，雷震動山，魑魅千群，一形百狀，或頭戴龍虺，或

口出星火，形如黑雲，聲如霹靂，倏忽轉變不可稱計。圖畫所寫降魔變等，蓋少小耳，可畏之

相復過於是，而能安心湛然空寂，逼迫之境自然散失，又作父母師僧之形，乍枕乍抱悲咽流涕，

但深念實相，體達本無，憂苦之相尋復消滅，強軟二緣所不能動，明星出時，神僧現曰〆「制

敵勝怨乃可為勇，能過斯難無如汝者。」20 

 

智者大師在慧思禪師的教導下，苦練參究，於陳宣帝太建七年(A.D. 575)，時年三十八歲，獨往華

頂峰修頭陀行，而見風雲變色，雷動千山，群魔亂舞，復見父母哀泣，以惑亂大師之心，但大師止心

觀靜，一切又寂然空湛。此時有神僧現前，讚其為當世無可比擬之勇者。再觀中國佛教史的禪法傳承

和著述，智者大師的地位亦是無人能比。他對印度禪法作組織化、系統化的整理，而終能成一家之言

的，並開創了中國化的宗派的第一人，故有「中土小釋迦」之稱。但智者大師著作中有著珍貴的佛教

醫學理論，竟乏人問津，在此文化全面開放的時代，若能整理這些文化遺產，亦是彌補此一遺憾的開

始，實具意義，在承傳前者的智慧下，應可以為未來佛教醫學帶來新的啟發。 

智者大師在《摩訶止觀》，將病分三種：一者四大增損病；二者鬼神所作病；三者業報所得病。

                                                      
19

 《天台智者大師別傳》，T50，no.2050，p 191a24。 
20

 《天台智者大師別傳》，T50，no.2050，p 191a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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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摩訶止觀》卷八單列「業病」一條，與四大不順、飲食病、禪病、鬼病、魔病並列。 

 

業病者〆或專是先世業々或今世破戒，動先世業。業力成病，還約五根，知有所犯〆 

1.專是先世業，起五藏五根病〆若殺罪之業是肝、眼病々飲酒罪業是心、口病 。々婬罪業是腎、

耳病々妄語罪業是脾、舌病々若盜罪業是肺、鼻病。 

2.毀五戒業則有五藏五根病起。業謝乃差。 

3.若今生持戒亦動業成病。故云〆「若有重罪，頭痛得除，應地獄重受，人中輕償。」此是業

欲謝，故病也。夫業病多種。腫滿黃虛。凡諸病患須細心尋檢。知病根源然後用治也。21 

 

    可以看到，今世的病和前世所造的業是有因果相關，也就是說業力是今世疾病的根源。然而如何

區分今世一般疾病或者是業病？川田洋一在《佛法與醫學》書中，借用唯識的思想作解釋，頗具啟發

性，其區分如下：「○1 是否令承自先世的業力發動，以及○2 疾病的影響性是否達到生命根本流。」22 川

田洋一所謂生命根本流是指阿賴耶識，這些種子隱藏在生命深處，若將其潛力顯在化，即是業病，而

六識、七識的作用顯現，則形成了今世的疾病。這樣的判準有其合理性，因為今世的某些疾病，可能

是本身因六識、七識的錯誤見解，如常識不足，習慣不佳，等流習氣不改所造，六識和七識所牽涉人

的意志和知見，當我們生病時，首先當先清楚觀照生病之因，但要以何為觀照核心？若能以八正道輔

以三毒：貪欲症候群──飲食無度、瞋恚症候群──壓力傷身、愚癡症候群──封閉多疑、作繭自縛，

檢視自身，才判斷病因是否為「業病」才是公允，若一味將病直接歸之於業病，會讓人覺得愚昧和塞

責。川田洋一把唯識和天台思想又做一綜合，以無明惑、見思惑和塵沙惑為今世之病和業病的判準。

他說：「業病擾亂生命根本，因此必定企使無明惑被激起，今世之病也有止於見思、塵沙二惑的，且

大多如此，但在業病方面則不免有無明的發作。」23 若以潛意識比擬阿賴耶識，則一旦觸動到它，

潘朵拉的盒子就此爆發。 

業力所致的病因──業病，在《摩訶止觀》提及五根造作而生的病如下：若是殺生之業因會導致

今生肝臟與眼睛的毛病；若是因飲酒引生之罪業，是心臟、口腔的病；若是因淫欲而造罪，是腎臟、

耳朵的病；若是因妄語所造罪，是脾臟、舌頭的病；若犯偷盜之罪業，是肺臟、鼻腔的病。破毀五戒

的罪業，則有五臟、五根的病；若是惡業消除病就好了。列表如下： 

 

毀五戒業 五臟、五根病 

殺生之業 肝臟與眼睛病 

飲酒罪業 心臟、口腔病 

淫欲罪業 腎臟、耳朵病 

妄語罪業 脾臟、舌頭病 

偷盜罪業 肺臟、鼻腔病 

 

前生如果有犯殺生戒的人，今生眼睛容易有毛病。分析如下：殺生的念若無不法克制，我們會用

殺「紅了眼」形容，眼睛紅、痛、癢、刺、昏花，如果久治不癒，前生應該是有犯殺生戒。而在對應

的五臟上來說，肝是原始情緒的溫床，恐懼和僧恨都傷肝，殺生定令被殺的有情產生恐懼和僧恨，以

                                                      
21

 《摩訶止觀》，T46，no.1911，p 106a19。 
22

 川田洋一著，許洋主譯，《佛法與醫學》，頁 109。 
23

 川田洋一著，許洋主譯，《佛法與醫學》，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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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熟因果言之，前世殺生則此生容易犯的病就是肝病如：肝炎、肝癌、肝硬化等等。 

而飲酒所引起的罪業，是心臟、口腔的病，中醫理論認為心主神明，《類經》對心主神明的解釋

是〆「心為一身之君主，稟虛靈而含造化，具一理以應萬機，臟腑百骸，唯所是命，聰明智慧，莫不

由之，故曰神明出焉。」24 這種解釋除了強調心在人體的重要地位之外，也說明了心之神乃元神，

而統轄諸神。人若飲酒，則會使心識昏迷，心便失去應有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的功能，所以飲酒和心

病有其連結，另外飲酒所造作之處乃透過口所飲，故會有口病。 

   前生犯邪淫戒，今生在五臟上面容易生腎病。中醫則認為腎貯藏精氣，邪淫則傷精氣。看看現在

的洗腎中心到處林立，是否是某種驗證，時代愈開放，性方面的態度益顯開，已無禮法，隨隨便便就

發生性行為，種下邪淫之因，故容易召感這一類的病。而邪淫乃不可告人之事，無法言說，只能在內

心中不斷炒作，故其反作用力則產生在耳朵的病症如：中耳炎、耳聾、耳鳴、耳痛毛病。  

   前生犯妄語戒，妄語和舌頭有密切關聯，有三寸不爛之舌，才生種種話語。若前生多妄語，今生

容易有舌頭的毛病，吃什麼東西都覺得沒味道。五臟上來論，是脾臟的毛病。妄語和脾臟生病的關聯

為何？《辭源》脾字條下言：「脾氣，脾藏之病。《靈樞經〃邪淫發夢》〆『脾氣盛，則夢歌樂，身體重

不舉。』」25 歌樂則是不禁語，以「樂」為主而歌，無法自我節制地說話；身體重不舉，因脾屬土，

故重不舉。又常言道話言如刀劍，若以此推之，刀劍屬金，土而生金，故脾臟的毛病和妄語乃有相呼

應的關係。 

前生犯偷盜戒的人，今生容易犯鼻子上的毛病，如鼻竇炎、鼻塞等。在《金光明經文句記》言：

「不盜對金，金為刑殺，盜則遭刑。」26 肺屬金，偷盜則犯金將遭刑罰。而鼻和肺同屬呼吸系統，

故可推知是肺、鼻之病。又可觀察盗賊之行為，其偷盗時必然是呼吸極度的克制，以此之理來看，其

反作用力所得當是肺、鼻之病。 

若以《金光明經文句記》〆「五藏謂肝心脾肺腎也，以星嶽藏俱配五行，但以五行對戒則三義自顯。

不殺對木，木主生長，殺則不生。不婬對火，火主照明，邪婬私隱。不飲對土，土則鎮靜，醉則傾搖。

不盜對金，金為刑殺，盜則遭刑。不妄對水，方圓任器以彰不妄，妄則反是。」27 所言匹配，與智

者大師所言則差異更大，而智者為何改動五戒和五藏五根病的符應，猶不明其理。 

關於業病，智者大師言：「夫業病多種。腫滿黃虛。凡諸病患須細心尋檢。知病根源然後用治也。」
28我們真的要如前所述，以八正道和貪、嗔、癡三毒細心尋檢，才可言是否為業病，之後在對症下藥，

以求對治。 

另外，今生持戒也會動先世之業成病，且因持戒的善行而使先世之瓶重報輕受。持戒所動之病，

會比原來沒有持戒的病還要輕，這似乎鼓勵人們要精勤持戒。但持戒呈現那類病狀，是否也是五臟之

病，智者大師並未提及。 

何以智者大師特別強調五戒和業病的關係，或許是當時因戰亂之故，破基本五戒者，而破戒對出

家眾就等於破壞了法身慧命，故智者大師才由此入手，以求移風易俗之效。 

 

五、化解「業病」之道：觀力和懺悔 

(一)關於觀力： 

《摩訶止觀》說：「若業病者，當內用觀力外須懺悔，乃可得差。」又言「業障病者，舉身腫滿，

                                                      
24

 轉引自邱家敬，《中醫藥學概論》，頁 36。 
25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辭源》，頁 1393。 
26
《金光明經文句記》，T39，no.1786，p89b25。 

27
 《金光明經文句記》，T39，no.1911，p89b25。 

28
 《摩訶止觀》，T46，no.1786，p106a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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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虛肥而黃，此人障重難治，應須懺悔」。29 

由此可見，智者大師的業病治癒法，內須禪觀，外須懺悔業障病。《摩訶止觀》：「云何懺悔〇令

罪消滅，不障止觀耶……但用正觀心破其見著，慚愧有羞，低頭自責，策心正轍，罪障可消，能發止

觀。」又說〆「故知持戒清淨、懇惻懺悔，俱為止觀初緣。」在此可看到持戒、懺悔是發止觀的重要

行法，持戒的重要性在上一節已探討過，在此又可見「止觀」與「懺悔」的一體兩面性。然觀力和懺

悔何以得消業障病？ 

《摩訶止觀》說：「今所觀者，業報生身，四蛇動作，廢修聖道，若能觀察，彌益用心。」30 在

〈觀病患境〉中所觀照的是業報生身的實病，在其中對所對之境所起之「心」做觀。 

在如何於病患中修止觀的十乘觀法： 

首先簡別出「思議境」以分判出「不思議境」。「思議境」中包含了(1)因病造三惡法界。(2) 因病

造三善法界。(3) 因病起聲聞法界。(4) 因病起緣覺法界。(5) 因病起六度、通教、別教菩薩界。 

至於病患境中的「不思議境」智者大師如是敘說： 

 

「不思議境者，一念病心，非真非有，即是法性法界。一切法趣病，是趣不過。唯法界之都無

九界差別，如如意珠，不空、不有、不前、不後，病亦如是。絕言離相，寂滅清淨，故名不可

思議。達病實際，何喜何憂，作是觀時豁爾消差。金光明云〆『直聞是言，病即除愈。』即初

觀意耳。」 

 

在思議境中因病有十法界之別，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仍有煩惱。若能諦觀一念病心，了知一念病

心，非真非有。若能如此，就不會有一念所開展出來的三千法界中打轉，亦可由病中出脫，業力自然

消融。至於其後的九觀31，是若觀不思議境未成，再一一細觀對治。 

若能把握一念心，安住於法性上，此為「諦觀現前一念心。」也就是根、塵相對的一念心。 

 

《摩訶止觀》又云〆「秖是無明一念因緣所生法，即空即假即中不思議三諦，一心三觀一切種

智。……三諦不同而秖一念，如生住滅異秖一剎那。如是觀者，則是眾生開佛知見。……貪恚

癡心皆計有我，我即眾生，我逐心起，心起三毒即名眾生。」32 

 

在此又將一念心進一步觀照，只是「無明一念因緣所生法」，若能在不思議三諦，起一心三觀，

便得於念念中止觀現前，屆時業病便得瘥。 

 

(二) 關於懺悔： 

  懺悔意義智者大師在《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中說：「懺名懺謝三寶及一切眾生，悔名慚愧改過

求哀。」33 智者大師對懺悔簡言之為：發露己罪，不復再造。但根據《南海寄歸內法傳》，義淨法師

對懺悔二字的原義說明則為： 

 

「梵云〆痾缽底缽喇底提舍那。痾缽底者，罪過也。缽喇底提舍那，即對他說也。說己之非，

                                                      
29

 《摩訶止觀》，T46，no.1786，p106a25。 
30

 《摩訶止觀》，T46，no.1786，p102a06。 
31

  其它的九觀為起慈悲心、善巧安心、破法遍、識通塞、道品調適，對治助開，明位次、明安忍、無法愛。 
32

 《摩訶止觀》，T46，no.1911，p84b24。 
33

 《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T46，no.1916，p 483c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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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令清淨，各依局分則罪滅可期，若總相談愆，非律所許。舊云懺悔非關說罪，何者懺摩乃是

西音，自當忍義。悔乃東夏之字，追悔為目，悔之與忍迥不相干，若的依梵本，諸除罪時，應

云至心說罪，以斯詳察。翻懺摩為追悔似罕由來。……口云懺摩，意是請恕，願勿瞋責。」34 

 

從梵文字義，懺悔只有「忍」與「說己罪過」，無追悔之意。綜合二者之說，義淨法師乃取事相，

而智者大師為取其義。其義在除「忍」與「說己罪過」外，更有追悔改過積極意義才是完備。  

  至於懺悔得以滅罪之理，在《摩訶止觀》中的〈明懺淨〉中言及事懺和理懺二種方式。在天台教

法中，把觀和懺合在一起，於內於理則須用觀力，於外於事則為懺悔。也就是上文提及「當內用觀力

外須懺悔」，方能對治業障病。如《摩訶止觀》所說： 

 

事理二犯，俱障止觀，定慧不發。云何懺悔令罪消滅，不障止觀耶〇若犯事中輕過，律文皆有

懺法，懺法若成，悉名清淨。……若依大乘許其懺悔，如上四種三昧中說，下當更明。次理觀

小僻，不當諦者，此人執心若薄，不苟封滯，但用正觀心破其見著，慚愧有羞低頭自責，策心

正轍罪障可消，能發止觀也。35 

 

智者大師主張在修懺時，除依三昧儀軌外，以下更提及尚須識順逆十心，才得以在理事上圓滿。

即：若欲懺悔二世重障行四種三昧者，當識順流十心，明知過失。當運逆流十心以為對治。此二十心

通為諸懺之本。36 

 

將文本中之順逆十心及事理兩懺整理如下： 

 

識順流十心，明知過失37 運逆流十心，以為對治(翻破順流十心) 事理兩懺 

無明煩惱心，廣造諸業。 正信因果，以此翻破一闡提心。  

 

 

 

運此十懺時，深觀三

諦，又加事法，以殷

重心，不惜身命，是

名事理兩懺。 

內具煩惱，外值惡友，使惡心轉熾。 自愧剋責，以此翻破無慚無愧心。 

內外惡緣既具，能內滅善心，外滅善

事，又於他善，無隨喜心。 

怖畏惡道，以此翻破不畏惡道心。  

縱恣三業，無惡不作 當發露勿藏瑕疵，以此翻破覆藏罪心。 

事雖不廣，惡心遍布。 斷相續心，以此翻破常念惡事心。  

惡心相續，晝夜不斷。 發菩提心，以此翻破遍一切處起惡心。 

覆諱過失，不欲人知。 修功補過者，以此翻破縱恣三業心。 

魯扈底突38 (愚魯、跋扈、抵忤、搪

突之義)，不畏惡道。 

守護正法，以此翻破無隨喜心。 

無慚愧心。 念十方佛，以此翻破順惡友心。  

撥無因果，作一闡提。 觀罪性空，以此翻破無明昏闇。  

   

                                                      
34

 《南海寄歸內法傳》，T54，no.2125，p217b20。 
35

 《摩訶止觀》，T46，no.1911，p 36b23。 
36

 《摩訶止觀》，T46，no.1911，p 36b23。 
37

 《止觀輔行傳弘決》中先列順流十心從細至麁，初由一念無始無明，乃至成就一闡提罪。次逆流十心則從麁至細，故

先翻破一闡提罪，乃至方達無明性空。見《止觀輔行傳弘決》，T46，no.1912，258c09。 
38

 《止觀輔行傳弘決》釋魯扈等者，及無慚不順之貌。見 CBETA，T46，no.1912，258c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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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十心是針對順於生死十心對治之道，其中尤以「觀罪性空」為究竟懺悔之理法，這是懺罪的

根本理則。然仍須前九心的相應，再以觀照罪性本空之理，則重罪可滅。所以說：「十種懺悔，順涅

槃道，逆生死流，能滅四重五逆之過，若不解此十心，全不識是非，云何懺悔。設入道場，徒為苦行，

終無大益。」39 可見，在智者大師看來，逆十心才是修懺法之心要，唯有逆十心才能使懺儀之形式，

產生真實意義，如此才是究竟滅罪之道。  

  然而，在修習罪業的懺悔時，禪修者如何得知自己重罪已消？依《小止觀》的驗證方法，誠心懺

悔時若有以下的驗證，那就是滅罪之相： 

 

「自覺身心輕利，得好瑞夢々或複睹諸靈瑞異相，或覺善心開發，或自於坐中，覺身如雲如影，

因是漸證得諸禪境界々或複豁然解悟心生，善識法相，隨所聞經即知義趣，因是法喜，心無憂

悔々如是等種種因緣，當知即是破戒障道罪滅之相。」40 

     

六、結論 

信仰不是一種思維方式，而且是一種生活方式，它把日常生活置於永恆實體的籠罩中。這種信仰

不僅使人精力充沛，而且人獲得一種信念，即人們可以從至善的無限力量中獲得最深厚的充實感。由

此，人們把自己轉向最高的（主的、安拉的、黑天的、阿彌陀佛的）精神目標。41  

今世的疾病牽涉到前世之業，其病根在前世之業，它必使醫學面臨極限。這個極限不會因科學的

進展而將之除去。42 也許惟有透過佛教和正統的醫學的互補，才能找到這極限的答案。科學只能趨

近真理，目前許多的病狀，無法解釋或對治的情況，何妨運用現代醫學和佛教雙管其下，或可得到更

完整的答案。若能重探智者大師對業病之觀照，提供有心者看待業病的方法，並提供另一種對治的思

考方式則相得益彰。一如傅偉勲所說：「在所有宗教或哲學傳統之中，佛教傳統與心靈醫學、精神治

療以及一般心理學關係最為密切，佛教教義本身尌蘊涵了許多足以提供現代心理學、精神分析、心靈

醫學等等的思惟靈感或資糧。」43 

佛教是內證的宗教，諸多神聖性和教義合法性依據，在於禪定的基礎上的證悟。《摩訶止觀》是

智者大修的禪修最後總結，若我們也能依其次第修行，或許我們也可以照見生命自具的修復力，回到

生命的整體和平衡，要滅除身上的疾病，除了實踐之外，別無他法，而智者大師的《摩訶止觀》正是

其中的一部指引。 

 

 

 

 

 

 

 

 

 

                                                      
39

 《摩訶止觀》，T46，no.1911，p 36b23。 
40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T46，no.1915，p463a03。 
41

  斯特倫（Frederick J. Streng）著，金澤、何其敏譯：《人與神：宗教生活的理解》，頁 59。   
42

 川田洋一著，許洋主譯，《佛法與醫學》，頁 114。 
43

 傅偉勲，《佛教思想的現代探索：「哲學與宗教」第五集》，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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