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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病

佛家講心病的由來：橫執我見，任性縱

欲而已。

人的心靈、精神由於煩惱的雜染是患病

的根本，身體各臟腑組織等是患病的枝葉，

因此診治疾病應當辨病論治、辨證論治相

結合，從根本入手。佛教經典重視對心病

的講述，這也是佛教醫學關注和診治的重

點。

如《四諦論》曰：「心病者因邪妄起，謂

憂煩等。此病亦有二種：一緣內境，名內

門惑；二緣外境，名外門惑。由名、因、

處有差別故，品類多種。名差別者，謂貪、

瞋、慢、癡、見、疑、諂曲、欺誑等。因

差別者，謂淨相、失相、有無等相為心病

因。處差別者，謂色等六塵（色、聲、香、

味、觸、法），如經說，色愛乃至法愛。」

又如《大智度論》對心病的種類作了簡要

說明，「種種內、外諸病，名為身病；淫

欲、瞋恚、嫉妒、慳貪、憂愁、怖畏等種

種煩惱、九十八結、五百纏、種種欲願等，

名為心病。」

對於心病的理解，佛教講的心病，就粗

淺層面來說，對應於西方醫學所講的心理

疾病；就深細層面來說，正常人的貪、瞋、

癡等無明煩惱也是佛教所要治除的心病。

現代醫學對於身病的研究和治療方面非

常系統、細緻，而佛教經典在心病的研究

和治療方面非常系統、深廣。雖說因緣合

集而生身病，但是深究病因心為本。現代

社會，壓力增大，抑鬱症、焦慮症、失眠、

神經官能症，負面的情緒、偏頗的性

格，以及許多言語、行為、心理的異

常表現，正困擾著許多人。

如癌症疾病，雖然表現為軀體疾病，

但是它可以由心源性因素導致，同時

它又可以導致負面情緒、異常性格以

及精神心理疾病的產生。

中醫認為，長期的七情內傷，氣機

紊亂，形成痰瘀閉阻、症瘕積聚，可

以導致癌症的發生。西醫認為，長期

的心理精神壓力、緊張情緒、偏激人

格、負面低落的心態，容易損傷身體，

發生癌症。佛教認為人類的種種煩惱、

欲望會引起癌症。

因此，佛教醫學非常重視「心病」

的存在、診斷、治療和預防，提倡對

心的守護和修煉，重視心的療癒功能。

通過調心的方式來治療心病和身病，

為現代醫學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方法

依據，具有重要意義。

靈性病

靈性疾病的表現不一定出現在被確

診為精神或心理疾病的患者身上，縱

使普通疾病或者正常人也有出現靈性

異常或靈性病的狀態。通常我們熟知

的精神心理病患者、神志異常或失常

之人、言語行為不自知、不自主或不

自控的患者、某些性格情緒異常的人

等等，是存在靈性受損、受干擾或處

於異常狀態的情況。

靈性受干擾原因

（1）正氣不足

日常生活，離不開飲食衣住行。身

體虛弱，元氣虛衰是導致靈性受損或

被干擾的原因之一。比如我們飲食不

節，生活作息無規律，或身體虛弱，

氣血循環不暢，則人體之靈易被外界

因素干擾。比如嘈雜的環境、過多的

工作壓力、氣候的變化乃至鬼魅等。

當一個人的氣弱時，很容易與其他空

間的眾生發生擦撞。

（2）心念不正

不良的心念和負面心理，容易與其

他空間的眾生相應。比如負面想法太

多，心存不善之念，違背基本的做人

原則和道德底線。不恭敬師長，不孝

順父母，與人不友善等等，上述種種

惡念導致的行為，最容易感召惡鬼，

鬼神也容易侵擾這樣的人。因此，我

們應當心存善念，常行善事。不以惡

小而為之，不以善小而不為。

（3）誤入險地

此處所說的險地，通常指深山老林、

荒野荒涼之地、荒廟、陰廟、或墓地、

靈骨塔等地。印度文化的觀念裡，樹

林是所謂的「鬼村」，即鬼怪的居住

地。好比任何生命都有地域的執念，

若有人侵擾，則容易受到攻擊。山神、

樹神們也不愛受到干擾。因此佛陀教

導弟子們以慈心禪來化解這衝突。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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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何時何地，千萬勿失正念。如果有

恐懼心，氣就弱了。

（4）無知無畏

每個人不論是否有宗教信仰，都

不應當對供奉之神祇起不敬想或是批

評，不能隨意地評頭論足。也不要對

亡靈開玩笑或動念，如起非分想，指

手畫腳，做出不恭敬的言語行為，或

因懼心而被沖煞。更不要對古器物、

古董起執著，尤其盜墓之陪葬物，或

對來路不明之舊器物起貪執心。也不

要因為自己不明事理，任意移毀貼有

施法術之符咒或象徵物，以防靈性受

損或被干擾。

還有一些人喜歡隨意請鬼神眾，結

果送不走，或是請到的不是正神，這

都是一些容易導致靈性受干擾的因

素。還有學命理或占卜法，最好有道

德品行高尚的明師帶領，否則無人帶

領，有時會召感靈界眾生到來。這些

都是靈性易受干擾的因素，因此每個

人都應當學習謙虛恭敬的心態，不要

自以為是、心無敬畏之心；也不要貪

執外物，自找麻煩，要學會保護自

己，利己利他。

（5）亂自修行

有一種錯誤的修行觀念，容易召感

不良因素。比如有些人以為能看到一

些瑞相才是有修行，喜求見神見佛。

殊不知，這種要求，常常是妖魔鬼魅

入侵的最佳時機。根據經典的記載，

天魔可以表現與佛陀一樣的相好莊

嚴，一起坐在法座上，讓諸位弟子混

亂。據學者研究，當心理收到刺激、

頭腦過份勞累或迫切期待、追求靈驗

的情況下，很容易會產生幻想。輕者

稱為神經質，嚴重則成狂亂的魔障。

這些都是需要相當重視和小心的。

（6）傷害眾生

還有一種容易讓靈性受到傷害的行

為就是曾經殺害人或動物的生命，有

違慈悲之道，故易導致外靈的干擾和

侵害。大醫孫思邈曾說「夫殺生求生，

去生更遠」「雖曰賤畜貴人，至於愛

命，人畜一也」「損彼益己，物情同

患，況於人乎」，古人的聖訓告訴我

們天地的運行是生生不息的，它重視

任何一種生命形態的存在，並給予其

充分的空間生存發展。因此天地貴生，

有好生之德。由此我們得到一個深刻

的啟示：尊重生命，莫行殺伐。珍視

每一個生命體的存在就是效法天地之

道的體現，若能遵守此法，則人與天

地相應相順。

以上是人體靈性易受干擾和侵害的

主要原因，鬼神及魔所致的疾病，多

與患者不良的起心動念有關，因此善

護好我們的心念就是在保護自己的靈

性和身體，若能夠持戒護心，心常安

住在正知正念中，自然不容易感召此

類疾病和傷害。(下期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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