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 间 ： 0 7 / 2 3 / 2 0 2 2   0 7 / 2 4 / 2 0 2 2  

地 点 ： 宇 宙 规 律 国 际 佛 学 会  

主 讲 ： 周 金 花  

题 目 ：  

一、佛法修行 

（六十九）和+心  破错误的恶业报应论  

二、斋食养生 

多汗补气，无汗养血。  

三、每周一素 

爆炒豇豆丝   

 

主 要 内 容 ：  

一、佛法修行 

    （六十九）和+心 破错误的恶业报应论 

  有一次，佛陀来到故乡迦毘罗卫城游化，与随从的弟子们一同住在城南的尼

拘律园精舍中。 

  这天午后，尼拘律园来了一位外道尼干子的门徒，名叫[和+心]破的释迦族

人，在精舍内闲游，正好在讲堂遇见了因故与比丘们集会的尊者大目揵连。双方

一番问讯寒暄后，尊者大目揵连起了一个话题： 

  「[和+心]破！如果有比丘善加守护自己的言行举止、起心动念，也远离了

贪爱无明，亦即明已生起，您认为这样的比丘，还会有杂染往生来世吗？」 

  「大德！依我之见，不论这一生的修行成就如何，任何人如果还留有前世尚

未报应的不善业，那么，还会因此而往生来世。」 

  这时，佛陀正好结束当日午后的禅坐，前来讲堂。大家见到佛陀来了，都起

来迎接，谈话因而暂时中断。待佛陀询问他们谈话的内容后，就接下了这个话题。

不过，由于[和+心]破是尼干子外道的学生，有着不同的思想观念，所以，佛陀

要求[和+心]破在探讨问题时，要以该质疑的就质疑，该澄清的就澄清，合理的

就接受的态度进行。[和+心]破欣然同意了，于是，佛陀开始问： 

  「[和+心]破！一切由言行举止、起心动念、贪爱无明所发动的杂染执着与

苦迫烦热，如果没有言行举止、起心动念、贪爱无明的发动，就不存在了，不是

吗？不再从言行举止、起心动念与贪爱无明发动新的业力，旧有的业力习性，也

都在明触的正觉下消除不起，这是智者止息烦恼的方式。[和+心]破！这样的人，

您认为还会有引发来生的杂染因缘吗？」 

  「大德！这样是不会的。」[和+心]破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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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心]破！这样心正解脱的比丘，是一直安住在六善住处的。哪六处呢？

就是在六根接触境界；亦即在眼见、耳闻、鼻嗅、舌尝、身触、意念时，都能保

持在不喜不忧、正念正知、不执着的明触状态。这样的解脱者，无明已尽，明已

生起，自己清清楚楚地明白，这是最后身了，身坏命终后，不会再有下一生的接

续了，当下一切觉受到此止息，成为清凉；究竟彻底地冷却、寂静了。 

  [和+心]破！这就像树的影子，是因为树的存在才会有的。如果有人以利斧

把树根全部砍断，连根挖起，分段切开，再削成细木片曝晒风干，然后丢到火里

烧成灰烬，最后灰烬或随风飘散，或倒入水中。[和+心]破！你认为如何？到了

这个时候，树影还存在吗？树影因树而有，树被砍了、切了，烧成灰烬，那树影

从此就断绝了其存在的因缘，寂灭不生了是吗？」 

  这时，[和+心]破顿时豁然开朗，才知道自己过去对尼干子的恭敬信从，是

多么的无知，不禁赞叹佛陀是明目人，像是黑暗中的明灯，迷路人的指引者，而

愿意终生归依三宝，为在家佛弟子。 

  按语： 

  一、本则故事取材自《增支部第四集第一九三经》、《中阿含第一二[和+

心]破经》。 

  二、明是无明的相对，无明的消除，即是明的升起。无明是什么？简要来说，

无明就是一种以我见、我执、我爱为主，不知不觉的冲动与执着。 

  三、在[和+心]破原来的观念中，业力一旦形成，就一定要经由报应才会消

失，而且，只要还有尚未报应的业力，就会继续流转生死。这是当时六师外道之

一，苦行者尼干子的错误思想。他们主张苦行可以发出热力，将业催熟，使其早

日报应完毕，以结束生死流转。这与佛法依于缘起，找到我执、我爱为生死流转

的真正原因不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错误的观念决定了错误的修行方法，而

错误的修行方法，哪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呢！ 

  四、什么是明触正觉？佛陀说，这是解脱者熄灭烦恼杂染的方式，值得我们

关注。比对后段所说的「六善住处」，显然这就是日常生活中，六根对六境的认

识过程：「根、境、识、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忧悲恼苦」中，「触」

的这一环（《杂阿含第二一八经》、《相应部第三五相应第一○六经》等）。一

般人在眼见、耳闻、鼻嗅……等认识境界时，都没办法不为无明所左右，这样的

认识，就是「无明触」。继无明触而发展的，是爱、取、有、忧悲恼苦，业报就

在其中了。这就是故事中，佛陀说的「由言行举止、起心动念、贪爱无明所发动

的杂染执着与苦迫烦热」，也就是说，业力、业报，是透过贪爱无明发动的身、

语、意来展现的，其重要关键就是无明触。而解脱的圣者，无明已离，明已升起，

六根认识六境时，都是「明触」，也就没有后续爱、取、有、忧悲恼苦的发展，

这样，引生苦迫与杂染的根源断除了，苦迫与杂染自然不起，在这种情况下，再

谈业力与业报有什么意义呢？佛陀以树与树影的例子作说明，真是巧妙的譬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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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以影子的相随来形容业报，在《阿含经》中也还出现过，如《杂阿含第

一二三三经》说：「唯有罪福业，若人已作者，是则己之有，彼则常持去，生死

未曾舍，如影之随形。」这是说，无明未离的众生，业力与业报，并不会因为生

死而中断，正如影子的相随，只要因缘一具足，报应即刻展现。 

 

二、斋食养生 

多汗补气，无汗养血。 

到了夏天，炎热的天气出汗在所难免，但是有两类人却有点不一样，一个是我们

常见的动不动就汗流浃背，一个是大家都热得出汗了他却似乎还没出汗的迹象。 

这两类人往往会感觉夏天比较难熬，因为汗出得太多，身子会感觉发虚，汗出得

太少，体内的湿气和毒素又不能及时排除。 

中医一句话道破其中玄机：卫气虚则多汗，营血虚则无汗。这是清代医学家程文

囿所著的《医述》中的一句话，如果你属于上面两类人，那么你要“对号入座”

看看自己应该如何应对了。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治未病科副主任中医师徐大成介绍说，“卫气虚则多汗，

营血虚则无汗。”这句话体现的是辨卫气虚与营血虚的主证。 

 

卫气虚则多汗 

卫气属阳行于脉外，如同一个卫士一样守卫着我们的体表，具有卫外固表的功能，

所以我们的卫气虚了会导致“卫表失固”，皮肤的腠理少了这个卫士的保护则门

户大开，我们体内的津液则随之易于外泄，因此出现多汗。 

更重要的是，中医认为“气随汗脱”，汗出得越多我们的卫气流失得也越多，这

是个不良的循环。 

所以，很多人出汗越多越补水，但是治标不治本，原因就在于这个本不是缺水，

而是气虚。 

 

营血虚则无汗 

营血属阴，内有津液，营血虚了我们体内的津液也因之而不足。津液缺乏这个源

头，所以会出现无汗的症状。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好理解为什么卫气虚弱导致多汗的人要“补气”，即中

医所说的治疗以补气固表为主。营血虚弱导致的无汗，当以养血生津以滋其化源。 

那么，夏季气虚汗多如何补气呢?血虚无汗如何养血呢?大家可以咨询中医师，在

有食疗经验医师的指导下，试试下面这两个食疗方： 

/remen/zhongsheng.html


 

无汗者——四红补血粥 

红枣 12 枚，枸杞 30 克，血糯米 50克，红糖 30 克。洗净红枣、枸杞、血糯米，

置于瓷罐中加清水，先用旺火煮沸，改用文火煨粥，粥成时加入红糖，调匀。每

日 1剂，早、晚分服。有养肝益血，补肾固精，丰肌润肤的功效。 

 

气虚汗多——芪枣汤 

黄芪 18 克，大枣 10 枚。先水煎黄芪、大枣，水沸 30分钟后取汤。每日 1剂。

黄芪、大枣补气生血，同用能补气养血。 

气虚偏重的可以在中医师指导下适当增加黄芪的用量，血虚偏重的可以适当增加

阿胶和大枣的用量。 

如果气虚和血虚的症状比较重，要及时到医院找中医师用药调理，必要的时候可

以吃一些清补的膏方和药膳。 

 

三、每周一素 

爆炒豇豆丝  

 
材  料：  

豇豆 300 克、干辣椒 6 个  

生姜、食用油适量、生抽、盐、蔬果粉适量  

做  法：  

1. 豇豆洗净，两头去掉，切斜刀备用；  

2. 切好的豇豆丝倒入沸水中焯 2 分钟；  

3. 干辣椒切丝，生姜切碎；  

4. 热锅入油，辣椒丝、姜末爆香后倒入豇豆丝，来一

勺生抽、少许蔬果粉和盐，翻炒均匀；  

5. 保持大火，翻炒 2 分钟的时间，豇豆丝就可以出锅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