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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佛教經論的說法，當一個人的重大惡業成

熟時，將會投生到地獄等三惡道中，長期遭受無量

劇苦的折磨，直到惡業報盡為止。然而，在遭受劇

苦的同時，是否還會繼續做惡，使自己罪上加罪，

每下愈況而永世不得超生呢？ 

 關於這個議題，寂天顯然主張：三惡道的業報

是會「惡性循環」的，因為《入菩薩行》明說：「然

僅受彼報，苦猶不得脫；因受惡報時，復生餘多罪」，

而且印藏各家注疏似乎也都認同此一說法，並照《入

行》字面的意義來解釋；但如此詮釋並不合理。因

為一般而言，三惡道的苦難眾生，業障深重，大多

屬於天生被迫、受害的弱勢族群，在這種情勢下，

是否還有能力造作惡業，頗值懷疑。即便有此可能，

新造的惡業想必也是微不足道的；否則宿業未消，

新罪又起，勢必愈陷愈深，永無翻身之日。果真如

此，不但「五道輪迴」的教法說不通，連「一切眾

生終成佛道」的大乘理念都成了問題。 

    到目前為止，筆者所知較為合理的見解，應屬

印順《成佛之道》的說法：在五趣中，人類是「升

沈的樞紐」。生天道或墮惡道，主要由於人類強大的

善惡業力所召感。如從天道墮入惡趣，並不是天身

做惡的緣故，因為諸天沒有嚴重的惡行；而是天福

享盡了，過去未了的惡業成熟所致。同樣的，如果

從地獄轉生旁生或鬼趣，那也是宿世人身惡業異熟

的結果，絕不是地獄中造惡的緣故；地獄眾生一味

受苦都來不及，哪有餘閒造惡？而餓鬼與旁生，除

少數高級的特例之外，大多不會造作重罪。即便是

人間的無知幼兒或精神病患殺了人，還不負殺人的

重罪，何況比幼兒更無知、全靠本能存活的多數旁

生。弱肉強食，是生命界十分可愍的現象，是不清

淨的；但輕業只會感得輕報，決不可能形成引業而

續墮三惡道。至於天道更升天道的情況，是否也全

由宿世人身的福業所感，那又另當別論了。 

    據研究，佛教的業果與輪迴教義，非本師佛首

創，而是承襲《奧義書》以來逐漸發展的相關思想，

並有所創新而成的一家之言；換言之，它是隨順世

俗而依理取捨的。上述的《入行》偈頌，很可能也

是寂天隨順充斥著酷刑與暴力的八世紀印度的佛教

輪迴觀，所作「誡惡勸善」的開示。其主要用意，

不外藉由強調惡趣的「易入難出」，來凸顯人身的「易

失難得，宜善珍惜」。至於惡趣是否會繼續造惡而不

斷沈淪，應該不是偈文的重點，因為單以惡趣所受

折磨的程度來看，就已經夠嚇人了，特別是「人間

酷刑」極大化、極久化的地獄苦果。正因為三惡道

苦太不可思議，所以達賴喇嘛在《四聖諦》中明白

表示：對他個人而言，思惟三惡道苦，不如省思人

類切身之苦來得有益。 

    比爾•蓋茲曾說，他「今生讀過最重要的一本

書」，是平克的《人性中的良善天使》（2011），此書

以詳實的數據與嚴謹的論述，出人意表地指出：數千

年來，人類的暴力傾向持續減緩，到十八世紀「人道

主義革命」興起之後，獨裁暴政、奴隸制度、刑求逼

供、變態酷刑、虐殺動物乃至於種族大屠殺等暴行都

相繼被廢止，而同理心、自制力、道德觀與理智等「人

性中的良善天使」，卻反向逐漸增長。相形之下，當

今的世界似乎正朝一個前所未見、和平共榮的人間樂

土轉進之中。果真人類是「升沈五趣的樞紐」，那麼

三惡道眾生的生活品質，是否也該隨著人類天性不斷

向上提昇而逐漸改善，一如人間牢獄；或者正如《俱

舍》所言：此世界已從地獄起，有情不再新生，死後

轉生上界，漸入「壞劫」――倒吃甘蔗式的「世界末日」，

直到初禪天。但願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