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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們！當一位聖弟子像這樣知道行，像這樣知道行的集，像這樣知道行的滅，

像這樣知道通往行滅之道；他就能完全捨斷貪的隨眠，除去瞋的隨眠，根除「我

是這個」的見和慢的隨眠，斷無明，生明，就在現世今生達到苦的邊際。朋友

們！這樣就是聖弟子擁有正見，見解正直，對法具足證信，達到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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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能引導有情到某地投生。

死的時候發生了什麼呢？

是什麼引導我們投生成為人？

死時，有一特定的「行」，扮演了

指導、決定某心識將會投生哪裡的決定

力量，就是這個「行」決定了「心

識」，即「有分」會到哪去投生。若是

人(道)則決定他會到哪個家庭投生。至

於其他所造的許多「行」，會在這一世

特定的時間，當因緣成熟時，產生它們

的果報。因此，我們可說「行」是「識」

生起的緣。

三類行
行可分為三類，記載在《相應部．

51經》中的分類有三：第一為「非福

業行」，這是沒有功德的業行。「非福

業行」相應於不善的思行，它會導致有

情投生惡趣。

第二種是屬於「福業行」。這可能

是欲界的善業，會導致有情投生欲界的

善趣，例如天道或人道。也可以包含得

到四禪定的成就，它會引導有情投生色

界地。

第三種為「不動業行」，這是指在

無色界定的成就，它會導致在無色界地

新生命的推手
由於「行」的生起而有「識」的生

起。這裡翻譯為「行」可能不是那麼正

確，更精確地翻譯應該為「思」—

「意志行」或「思行」。「行」這個字在

佛教經典中有很多意義，在十二支緣起

中意指「不善業思」或是「善業思」。

思心所或意志是我們造業的主要原因，

即「行」是主要造業的因。

探討「行」可從心理的面向來發

掘。當我們提到業時，不要從外顯的行

為來看，要從內在心理的活動來探討解

釋。佛陀檢證緣起的因果循環鍊中，他

發現因為「識」而有新生命。接著他又

問：是什麼導致「識」的生起？佛陀看

到是因為意志的「行」，也就是「思行」

引導推動有情的「識」投生到輪迴中的

某個目的地，成為新生命。

「行」為何能推動「識」去投生？

在這一世當中，我們總會有身、

口、意的行為，這些皆從我們的

「思」、「意志」，也就是「行」而來。

當「行」所推動的行為結束後，這「行」

並沒有結束，而是留下印象反印在「有

分心」中，餘留了潛在的力量。這些

「行」在因緣上成熟時，則會產生其相

應果報。同時有些強烈的「行」具有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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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見經》善不善業部分（經文第 4-10段）

提到十善行、十不善行，其中即包括三

善身行和三不善身行。

語行則包含了四種善的語行，和四

種不善的語行。即是十善業道和十不善

業道中的四善語行、四不善語行。

意行有三種，這三種也分別是善與

不善的，但它們並沒有從我們的身、語

表現出來。在十善與十不善業道當中，

各別有三善意行與三不善意行。各種在

禪修上的成就，例如無色界定或色界定

都可以包含在世間善的意行當中。

投生。因此，可以總結地說：「思行」

是「識」生起的緣。我們從現在到另一

個存有或一生的介面，由這一世到下一

世，都是因為「行」。不過，同時也要

知道，此時此刻我們意識活動時，也同

時產生新的思行，這些思行在未來會再

產生新的心識。

身、語、意行
《正見經》中對行的分類亦有三

種，即身行、語行、意行。什麼叫做身

行，我們必須了解到是「思行」透過身

體來表現，可能是善，可能是不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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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福思行→相應於不善的思行→導致有情投生惡趣

2.福思行→相應欲界善行、四禪定→導致有情投生人道、天道、色界

3.不動業行→相應無色界定→導致有情投生無色界

《相應部．51經》

1.身行→思行透過身體表現：三善身行（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
三不善身行（殺生、偷盜、邪淫）

2.語行→思行透過言語比現：三善語行（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
三不善語行（妄語、兩舌、惡口）

3.意行→思行透過意表現：三善意行（不貪、不瞋、正見）
三不善意行（貪、瞋、邪見）

《中部．正見經》

【經典中的三類行】 編輯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