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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业往生与带业往生

近来差不多在全国各地，围绕着关于净土宗的异方便——“带

业往生”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一方说：要真能往生，须将妄业消去；

另一方则说：不需要，可以带业往生。双方各说各有理，互不相融。

持“消业往生”论的人说：“带业往生”是害人的谬论。它非

但毁灭了净宗行人临终往生的愿望；也伤害了整个净土宗的严净、

肃穆的形象。因为“业”本身就是污染、是障碍。与净土既不相应，

而且是障道之因，何能带着它往生西方佛土？所以佛、菩萨从未在

各种经论上说过“带业往生”的这一非常错误的说法。

主张“带业往生”论的人则说：“带业往生”一词虽不是佛、

菩萨直接说的，但在经论中，不无这种含意。比如《那先比丘经》

云：“如持大石置于船上，藉船力故，石不沉没。若无其船，小石

亦没。”石喻世人所造的“业”，船喻佛力。这不是很明显的说藉

佛力故，可以带业往生吗？所以我们净宗行人，只要信坚愿切，一

心念佛，不用消什么业，临终决定往生。那种消业往生的论调是魔

说，不可信赖，要将它彻底打倒、消灭。

这两种论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搞得佛教界内沸沸腾腾，莫

衷一是，使后学者无所遵循，不知如何修持方合道妙。因之要请诸

方大德，各抒己见，热烈讨论一下，得出个正确结论，扫清疑云，

以正视听，而免后学步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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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评判这一问题的孰是孰非，先要将这两种论点的由来搞搞清

楚，然后经过比较讨论，就不难看出它们的矛盾所在，从而归纳出

正确的结论。

按这两种论点之所以各执己见，互相水火者，不外以下数因：

甲、持“消业往生”论者

一、见近时的净宗行人不肯老实念佛，只悠悠泛泛地随众做做

早晚课，像小学生交课卷似的，做完了课诵，就算念佛事毕了。不

再用功念佛，来改造自己执著、贪恋的妄习，转换自己的妄想、妄

念，以消灭自己的心垢，而往往把将来往生净土的责任，单单推卸

在阿弥陀佛身上。如若临终不见佛、菩萨来接引，生不到西方，误

认为那是佛、菩萨的责任。因此莲池大师曾有“念佛者多，生西者

少”的感叹。这都是念佛行人心不专切，只图便当，而贻误了自己。

所以要大敲警钟，提倡“消业往生”来警醒昏梦迷茫的念佛群众。

二、现时很多念佛的人，误解了“带业往生”的含义。以为我

们只要有信有愿而且早晚也做课诵，纵或做了些不甚好的事也无妨

碍，横竖可以带业往生嘛！

笔者在沈家门见有很多人在晒鱼虾，问他们说：“你们舟山一

带不是大多数人都信佛吗？”他们说：“是呀！我们都是佛教徒。”

我不禁疑惑地问道：“那么，你们为什么还要杀生呢？”他们说：

“我们是带业往生呀！”

他们把“带业往生”一词作如是见解，岂不毁坏了净宗的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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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

三、为了澄清净宗近来的腐朽污染的不良之风，以振兴佛教，

所以要高唱“消业往生”，以振聋发聩，而期净宗行人真正能往生

西方，而不是空喊口号，以免净宗的旨被湮灭而渐趋消亡。

乙、主张“带业往生”论者

一、怕人有畏难情绪，不敢信入修持，而毁伤了净宗，断送了

众生的慧命。

二、误解了“消业往生”的难度，不知怎样才算消业，才得往

生。一般以为要将无明除尽，业尽情空，方始为消业。这岂不太难，

能有多少人做得到？所以要坚决反对。

三、未真正了解“带业往生”内含的精义。只知带业便当，而

不知所带的是何业，更不了解心心念佛时，正是在最切近处消除自

己的心业，为将来往生的正因。

从上述两种观点看来，不论是“消业往生”论者还是“带业往

生”论者，都是从善良的心意出发，都是为了保护净宗行人确实能

往生西方，以免贻误失败。既然大目的完全一样，并无水火不能相

容之处，就不难从中合其同、融其异而求得一致的结论了。

欲得到一致的结论，应先从“业”字上来探讨论证，因这两个

论点的中心问题都是“业”。那么“业”究竟是什么呢？《起信论》

说：“无明为因生三细。”这三细相的第一相就是“业相”。什么

是“业相”呢？原来我人从无始以来真如不守自性，迷于无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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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而心动，这就是“业”。所以“业”是“动作”义，在经中称为

“惑业”。所谓相者，因心动迷本圆明，将本有无相之真如，变起

虚空四大之妄相，即法相宗所说的相分；将本有之智光，变为能见

之妄见，是为见分。一切众生世界有相之万法，皆依此见、相二分

之所建立。此见、相二分亦即《起信论》三细相的第二“能见相”

和第三“境界相”。

从是可知，业就是造作。而众生迷悟有别，造的业就不同，所

感的果报也各别。凡夫所造的为有漏业，感三界六道分段生死之报；

二乘所造的为无漏业，感方便有余土之果报；菩萨所作的为非有漏

非无漏业，感实报庄严土之果报。

凡夫痴迷过甚，执幻境为实有，迷假相而为真。为满足一己的

私欲，不惜广造恶业，故生死不了，轮回不息。今欲往生净土，横

超三界，若不将这生死根本——迷相而妄动的业——消去，如何得

遂初心，真正达到往生净土的愿望。

或曰：“往生净土，是凭阿弥陀佛伟大宏深的慈悲愿力接引，

何须消业才得往生？”答曰：“惑业不净，势必迷恋着娑婆世界上

的一切假相，佛虽来接引，但因心迷染业而不见佛，错失往生的良

机。”永明寿禅师云：“佛如天上之月，影现千江万水，但污水不

见。念佛人心不明净，犹如污水不能现月而不见佛。”临终不见佛，

如何能往生？

有好多念佛人，或因贪念着金银财宝而落为守财鬼；或因迷恋

妻子儿女而堕为看家鬼；或贪恋色身及迷于坟墓陪葬的美好庄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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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为守尸鬼等等。古德说：“抱桩摇橹，无有是处！”这就是说，

如我们欲生西方，但又迷恋着娑婆世界不放，就如抱着岸上的木桩

去摇橹，再用多大的力，船也不能前进，西方如何得生？

这样说来，生西岂不很难吗？不！一点也不难！不见佛说：“念

一句弥陀圣号，能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我们现在天天念佛，时

时念佛，不是只念一句佛，还怕什么业不能消、罪不能除呢？所以

消业往生不是什么难事。只要我们看破这娑婆世界的一切声、色、

货、利、妻、财、子、禄，皆如梦、幻、泡、影，不可得而不去追

求、贪恋它，反过来，全心全意地用“心念耳闻”的念佛法来勤勤

恳恳地着力念佛，再大的业也不难消亡于无所有之乡了。

或问：“为什么这样容易呢？”因为业从心生，非从别来。如

今我们心心不异，念念在佛。佛就是心，心就是佛；全心是佛，全

佛是心，还有业的立脚处吗？

再说，当我们临终往生的刹那，只见阿弥陀佛与诸圣众前来接

引，其他一无所见，还有什么业不业？这不就是以我们平时念佛的

功夫将业消去了吗？不也就是佛、菩萨的慈悲摄受力使我们把业消

除了吗？

这样一说，“消业往生”论似乎站住脚了，那么，“带业往生”

论岂不谬误了吗？不，“带业往生”也无错误，因我们之所以能够

往生，全靠念佛功夫纯熟，不再系恋娑婆所致。这在术语中称作“净

业成熟”。这“净业”，虽非染业，不也是业吗？带它往生，难道

不是“带业往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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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品往生人，心未空净，还着相，还有处所，有生在，所以只

能往生凡圣同居土，这“凡”字正指带业之众生也。若是上品，生

即无生，无生即生；一方即是十方，十方即是一方；净秽不别，东

西不分；心空意净，而不见空净，绝学无为而莫知无为，也就无所

谓带业不带业了，不带业不就是业消除了吗？

或许有人说，净业成熟称为带业往生似乎有些勉强。那么，让

我们再来进一步讨论一般人所谓的带业往生的染业。我等众生从无

始旷劫以来，迷而不觉，执相习深，积垢厚重。今虽经勤苦用功念

佛，有所觉悟，晓了世、出世法皆不可得，业障、罪愆更如空花水

月，根本无有。理虽深悟，但旧习卒难顿除，还须久久扫荡打磨，

方始渐臻上乘，绝非一下子即能将无明习障彻底消尽的。

在禅宗，开悟的人谓登初地，为见道位；在相宗为通达位，后

面还有从二地至十地之修道位，与十地以上至佛果的究竟位。这须

行者努力用功将无明习障一分分的除去，方能一位位地升将上去。

谁能一生成办，消尽无明，顿证佛果呢？

经中说等觉菩萨尚有最后一分无明未尽。这未尽的一分无明，

不就是业吗？等觉菩萨尚有业在，又谁能一生证到等觉菩萨呢？带

着未尽的余业往生不正是带业往生吗？

所以说，带业往生并没有错，只不过不要把它的含意搞错了，

误认为念佛也可以做点坏事，横竖可以带业往生就是了。

综上所述，我们念佛，正是在做消业的功夫。往生净土，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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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了惑业而去的，而这业又是假佛慈力消除的，没有什么难处。正

不必对“消业往生”这一论点恐惧而怀疑，更不用因疑惧而群情沸

腾地急起反对。同时持“消业往生”论者，也用不着因佛经中无有

“带业往生”这一论据的金口亲宣，而反对带业往生，斥它是魔说，

搞得大家不安，无所适从。

大家知道，时代不同，用以表达思想的语法和方式也不同，所

用的词汇当然也随之有异。佛圆寂已两千多年，当时虽无“带业往

生”这一词句，只要经文中含有这种意向就行了。因为带业和消业

从上面的论证看来表面似乎有异，而实质完全一样，消业之中有带

业，带业之中有消业，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没有什么矛盾，何必

因一些小节而争论不休呢？

另外，在这次争论中，也有人主张带业往生，只带宿业，不带

现业的。当然，这一论点是从善意出发，恐人误解于念佛修行后，

仍做坏事，失去往生的机缘。但从立论的实质来看，意似欠妥。因

为所谓宿业和现业，不外乎过去所造的和现在正造的业，或历劫多

生所造的业和现世此生所造的业两种意义。这从凡夫的妄念所显示

的三际——过、现、未看来，似乎义正言顺，但从真如实际来看，

这过、现、未，根本不存在。《金刚经》说：“过去心不可得，现

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是说这三际心皆系妄念幻现，而

实不可得。因所谓三际者，是以“现在”为立脚点来分过去和未来

的。但“现在”无立脚处，才说现在，已成过去。试看钟表上的秒

针，刹那不停地转动，何曾有“现在”在？现在既无立足处，又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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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有过去和未来呢？所以《华严经》说：“十世古今始终不离于当

念。”当下这一念心空，所谓过去和未来皆如空花幻灭，何处去觅

三际？三际不可得，故不应说只带宿业，不带现业。

复次，上面说过，业是动作义。不仅是做了坏事才是业，做好

事也是业。我人一生中不知造了多少业，而且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偶尔做了些坏事，恐怕在所难免；有时存心做好事，反而害了人，

变为坏事；或许做了坏事，自己一时还不知道。如说带业往生，只

带宿业，不带现业。那么，这些人不论做好事的还是做坏事的，岂

不是都不能往生了吗？

假如真是这样，为什么《观无量寿佛经》又说“纵是五逆十恶

人，临终遇善知识，为之开示，一心悔过，十念亦得往生”呢？

佛无虚语，经无妄言，这类五逆十恶人，临终十念亦得往生，

这不是证明带着立论者所说的“现业”也能往生吗？由此可知带业

往生是不分宿业和现业的。

再说“业”原是我们无明妄动所致，今一旦醒悟，以真智慧光

一照，不论现业、宿业都一时消殒，所谓心空业亡，故五逆十恶人

临终十念可以往生。这犹如一间暗室，不论你关闭了多少年还是现

在才封闭的，一旦门启窗开或电灯打亮，黑暗马上消灭，哪里有现、

宿之分？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要问，既然现业、宿业一下子能消去，为

何上文又说带有余业往生呢？这一问问得好！业都消光了，还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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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余业可带呢？须知房间的黑暗，虽一下被驱除去了，但因封闭年

久，霉臭之气一时尚不能尽除，须待久久通风和慢慢的扫刷、揩抹，

才能渐渐恢复旧观。这一时未除尽的霉臭之气，犹如我们未尽的余

业，所以要带之往生啊！

最后，我们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还希望过去误把早晚课诵认

作念佛事毕的人，改正错误，除早晚课外，还要像参禅一样的端坐

念佛。古德教我们每天要念十万佛号，就是希望我们心不放逸地将

妄心转换为佛心，作为将来真正往生之资粮。我们果能照办，并且

众善奉行，诸恶不作，那决定是万修万人去，还有什么疑虑恐惧

呢？！祝大家安详自在，上品往生安养！

（载于《广化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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