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戒相經箋要集註 》第三集 
 
和尚慈悲 
 
諸位比丘大德 淨人 
 
大家早安 阿彌陀佛 
 
請看著課本第四 第十三頁 
 
第十三頁的第一行  
 
我們從十二頁的最後一行 
 
最底下一個字開始唸 
 
苦行六年  
 
我們上一個講次說過了  
 
三十一歲成道 
 
說法四十九年 八十歲入涅槃 
 
修苦行之意 乃是因為印度外道 
 
大都修三年苦行 世尊修六年 
 
為了降伏當時候的苦行外道 
 
所以世尊修六年的苦行 
 
一方面則是表示對於外道所學的 



 
都曾經修習 而且超過外道所修 
 
修這個最極 最極苦行  
 
知己知彼 第二點 則是表示 
 
苦行非成道之因 
 
苦行不是成就聖道的因行 
 
世尊當時候 六年日食一麻一麥 
 
修大勤苦精進之行 
 
終究不能成就聖道 
 
在《方廣大莊嚴經》卷七 
 
菩薩作是思惟  
 
過現未來 所有沙門  
 
若婆羅門 修苦行時 
 
逼迫身心受痛惱者 
 
應知是等 但自苦己 都無利益 
 
菩薩作如此的思惟 
 
過去 現在 未來 三世 
 



所有的沙門或者婆羅門 
 
修種種沒有利益的苦行 
 
這個時候 修自二之法 修斷食法 
 
唯獨吃草木 瓜果 穿鹿皮衣 
 
裸露身形 用五種焰火 
 
來燒烤自身 修無益苦行的時候 
 
逼迫身心受到痛苦 憂惱的人 
 
應當明白 如是等人修的種種苦行 
 
但自苦己  
 
只是自己 苦惱自己 都無利益  
 
受這種苦行 求道都沒有利益 
 
所以說無益苦行當遠離 
 
指的就是自餓外道 
 
佛法中 修學中道 日中一食 
 
菩薩復作是念 
 
我今行此最極之苦 
 
而不能證出世勝智 



 
即知苦行 非菩提因 
 
菩薩又若如此的思念 
 
我現在用六年 
 
每天只是吃一顆麻子 一顆麥子 
 
身體力行這種最極 最極限的苦 
 
而不能證得出世間 
 
最殊勝的智慧 一切種智 
 
就可以明白  
 
苦行不是無上菩提的修因 
 
不是無上菩提的修因 
 
就不能證得無上菩提之果 
 
這是必然的道理 
 
於是 世尊就捨棄苦行 
 
接受牧牛女十六轉乳糜的供養 
 
然後 精氣充足 
 
再往這個熙連河中 浴身而出 
 



取天帝釋  
 
化現童子所布施的吉祥草  
 
到了摩竭提國金剛場 
 
菩提樹下 敷草結跏趺坐 
 
然後 最後證得無上正等菩提 
 
表示苦行非成道之因 
 
不苦不樂 八正道才是正道之因 
 
不苦不樂 它本身就是中道 
 
也是世尊當時教誡  
 
告訴憍陳如等五人所修行的要義 
 
有一部經叫做 
 
《過去現在因果經》第三卷 
 
形在苦者 心則惱亂  
 
心在樂者 情則樂著 
 
是以苦 樂兩非道因 
 
譬如鑽火 澆之以水 
 
則必無破暗之照   



 
鑽智慧火亦復如是 
 
有苦樂水 慧光不生 以不生故 
 
不能滅於生死黑障 
 
今者若能棄捨苦樂 行於中道 
 
心則寂定 堪能修彼八正聖道 
 
離於生老病死之患 
 
我已隨順中道之行  
 
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這是《過去現在因果經》卷三 
 
世尊告訴憍陳如等五人說 
 
形在苦者 心則惱亂 身形的形 
 
形在苦者 心則惱亂 
 
修無益的苦行  
 
一天吃一顆麻子 吃一顆麥子  
 
決定有飢餓之苦 
 
我們日中一食的人 
 



今天假如吃不飽 
 
就會感受到苦惱了 
 
不要說一麻一麥 
 
中午這一餐沒有吃飽 
 
這個接下來到明天日中以前 
 
就會有苦惱 一天吃一麻一麥 
 
決定有飢餓之苦 
 
或者臥在蕀刺之上 
 
外道的苦行 就躺在這個荊棘上面 
 
蕀刺上面 決定有刺身之痛 
 
身形處在受苦當中 內心則惱亂 
 
內心就惱亂了 很苦  
 
心中必定有苦 必定苦惱散亂 
 
身體苦惱 內心就散亂 
 
形在苦者 心則惱亂  
 
心在樂者 情則樂著 心情的情  
 
心在樂者 快樂的樂  



 
情則樂著 樂就是歡喜  
 
內心很歡喜 很快活 
 
心情則是快樂愛著  
 
快樂愛著就不能捨離  
 
有染著 貪愛不捨 
 
是以苦樂 兩非道因 如是的是 
 
以為的以 是以苦樂 兩非道因 
 
一兩的兩 是非的非 兩非道因 
 
聖道的道 因果的因 
 
是以苦樂 兩非道因 因此之故 
 
使令身心感受到苦惱這一邊 
 
以及用身心去追求 
 
五欲的快樂這一邊  
 
對於五欲的快樂不能捨離 
 
兩非道因 苦樂兩邊 
 
都不是聖道之因  
 



不能用受苦求樂 來修習聖道  
 
這個就牽涉到我們戒律上的制定 
 
持戒不惱眾生  
 
惱亂眾生 當他心裡生起苦惱 
 
生起不快樂 內心就不安定 
 
就遠離聖道了 我們在大寮裡面 
 
大寮這一組小組長 
 
他帶領我們這一組很辛苦 
 
在這個幫忙我們準備早午齋 撿菜 
 
切菜 洗菜 切水果 
 
那我們不是執事的人 
 
你就不要進去  
 
縱然你是很重要的執事 
 
你進去到裡面  
 
你也不可以惱亂大眾的心情 
 
人家本來心很安定 
 
很認真在為我們準備早午齋 



 
你進去就惱亂人家 這樣不對  
 
你不可以做不好的榜樣 
 
不能惱他 不能破壞這個氣氛 
 
大家很和合 在準備早午齋 
 
那你這個人進去 
 
就惱亂大家的氣氛 
 
讓大家不安樂 這個不可以 
 
不能讓我們大眾僧 感受到苦惱 
 
大家和合安樂 就不遠離聖道 
 
就是在修學聖道 所以我們 
 
要重視僧團的倫理 
 
我們差一位小組長 他要負責 
 
負責我們這個早午齋 要準備好 
 
他講什麼我們要隨順 
 
這是為了大眾利益 
 
讓大家在僧團當中 住得很安樂 
 



和合安樂 修學聖道 所以 
 
我們不管是不是執事人 
 
我們到大寮裡面去 
 
不可以破壞這個氣氛 
 
不可以這樣子 
 
要聽我們典座小組長的指導 
 
是以苦樂兩非道因 不能用受苦 
 
求樂來修學聖道 苦樂兩邊 
 
不是修學聖道的因行 
 
譬如鑽火澆之以水 
 
則必無破暗之照 
 
說一個譬喻 如同鑽木取火   
 
很認真在鑽木取火 
 
現在不是位熱而息 
 
不是這個鑽木取火 還沒有 
 
這個木材還沒有熱 
 
還沒有冒煙就休息了 不是 



 
現在是澆之以水 澆之以水 
 
譬如我們鑽木取火 
 
這個木頭還沒有冒煙 
 
還沒有出火 
 
就澆之以水 用水灌下去 
 
用水把它淋上去  
 
則必無破暗之照 
 
就必定沒有破除黑暗的 
 
火光照耀 這個火就生不起來了 
 
取不到火 鑽智慧火 亦復如是 
 
修學道法 鑽取智慧光明之火 
 
也是如此 有苦樂水 慧光不生 
 
有感受到苦惱之水 
 
在這裡 我們用功的時候 
 
感受到苦惱 吃不飽 身體有病痛 
 
有貪愛五欲快樂之水 
 



對這五欲樂 樂著不能捨離 
 
這兩種苦樂之水在身心流動 
 
內心的智慧光明就生不起來 
 
有苦樂水 慧光不生 
 
所以我們要調心 還要調身 
 
不苦 不樂 我們在僧團裡面 
 
不要惱亂其他的同梵行的人 
 
讓大家身心很安定 
 
就是不遠離聖道了 
 
你就功德無量了 
 
以不生故 不能滅於生死黑障 
 
因為心性的智慧光明 
 
生不起來的緣故 就不能滅除 
 
處在生死無明黑暗中的障礙 
 
你的無明都還在心中 
 
你沒有智慧光明 
 
怎麼破除黑暗呢  



 
今者若能棄捨苦樂 行於中道 
 
現在世尊就教導憍陳如等五人  
 
現在若能捨棄 苦樂二邊  
 
修行於中道 
 
不要太苦 一天吃一麻一麥  
 
不要 日中一食 一坐飽足 
 
不苦惱身心 也不樂著世間五欲 
 
也不樂著晚餐這一頓 
 
下午還有甚麼非食漿 
 
不樂著這些五欲 心則寂定 
 
我們自己體會 
 
這個時候 我們的心就寂靜安定 
 
很寂靜 很安定 
 
堪能修彼八正聖道 
 
堪可修 行彼八正聖道 
 
這就是戒定慧三無漏學 
 



《瑜伽師地論》卷十五   
 
說這個八正道 八正道 
 
正語 正業 正命是修戒學 
 
正語 正業 正命 我們的口業 
 
不妄言 不兩舌 不惡口 不綺語 
 
則正語 正業 
 
比丘的正業就是乞食 
 
正業就是讀誦 禪坐 讀誦 
 
正命就是乞食為正命 
 
這三種是修戒學 
 
正念 正定是修定學 
 
正見 正思惟 正精進 是修慧學 
 
堪可修習八正聖道 
 
離於生老病死之患 
 
就捨離了生老病死的過患 
 
我已隨順中道之行  
 
佛陀說 我已經隨順中道修行 



 
遠離苦 樂這兩邊 行於中道 
 
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因為修行中道 
 
所以證得無上正等正覺 
 
憍陳如等五人 聽了之後 
 
非常的歡喜  
 
他不修苦行了 修中道 中道行 
 
八正道也是中道 
 
《方廣大莊嚴經》卷十一 
 
世尊說 世尊為五人來說 
 
我今為汝說於中道 
 
我現在為你們來宣說中道 
 
什麼是中道 所謂正見 正思惟 
 
正語 正業 正命 正精進  
 
正念 正定 如是八法名為中道 
 
這八種法就是中道 
 



所以我們在集註上面說 
 
不苦 不樂 八正道行 
 
才是證正道之因  
 
離於苦 樂二邊 修八正道 
  
才是證得滅諦涅槃正道的修因 
 
第五 成佛 
 
太子悟苦行非成道之因 
 
所以放棄了苦行 到尼連禪河 
 
沐浴身體 接受牧羊女 
 
經典說牧牛女 
 
說牧牛女的十六轉乳糜供養  
 
精氣充足 而後至伽耶村 
 
在摩竭陀國 金剛場 菩提樹下 
 
端坐 鋪吉祥草結跏趺坐 
 
七七四十九日 於十二月八曰 
 
破曉時分 明星將欲出時 
 
大悟成佛 時年三十一歲 



 
一說三十五歲 
 
《梵網經》說三十成道  
 
三十歲成道 有種種說法不同 
 
第六 發心 
 
《大智度論》卷四 
 
《俱舍論》卷一八 
 
三大阿僧衹劫前 
 
有佛名釋迦牟尼 世尊為菩薩時 
 
逢此佛而發心 且願如其作佛 
 
此即最初之發心 
 
《大智度論》卷四  
 
卷四說 釋迦文佛  
 
從過去釋迦文佛 
 
到剌那尸棄佛為初阿僧祇 
 
就是我們釋迦文佛 
 
我們釋迦牟尼佛 
 



從過去的釋迦牟尼佛 
 
釋迦文佛 從過去釋迦文佛 
 
到剌那尸棄佛 
 
為最初的一個阿僧祇劫 
 
通常我們說要修三大阿僧祇劫 
 
這是第一個阿僧祇劫  
 
為初阿僧祇 
 
是中 菩薩永離女人之身 
 
不再受女人之身了 
 
投胎轉世都是男子身 
 
永離女人之身 
 
從剌那尸棄佛至燃燈佛 
 
為二阿僧祇 
 
到燃燈佛是屬於第二阿僧祇劫 
 
是中 菩薩七枚青蓮華  
 
供養燃燈佛 
 
在這當中 菩薩向這個賣花女 



 
耶輸陀羅的前身 買了五莖花 
 
耶輸陀羅她供養兩莖  
 
正好有七枚 七枚青蓮華 
 
供養燃燈佛 
 
敷鹿皮衣 布髮掩泥 
 
燃燈佛在這個城內要入城 
 
入城這個路上 有這個泥巴  
 
這泥巴在地上 那佛陀要走過去 
 
那這個當時候的世尊的前身  
 
就看到這個地方 
  
就趕快脫下他的鹿皮衣 
 
就鋪在泥巴上面 那鋪不滿 
 
還有 還有泥巴 
 
他就將他的頭髮解開來 掩在上面 
 
布髮掩泥 掩在泥巴上面  
 
這個時候 燃燈佛便授其記 
 



就為他授記了 
 
為這個世尊的前身來授記 
 
說汝當來世作佛 名釋迦牟尼 
 
從燃燈佛至毗婆尸佛 
 
為第三阿僧祇 
 
屬於第三阿僧祇劫所修的 
 
這是卷四的文 
 
《俱舍論》卷十八  
 
分別聖道果人品 
 
沒有看到 我們去找沒有找到 
 
三大阿僧祇劫前 
 
有佛 名為釋迦牟尼 
 
就是釋迦文佛 世尊為菩薩時 
 
逢遇此佛而發心  
 
而且願如其作佛 
 
這就是世尊最初的發心 
 
第七 授記  



 
世尊昔行菩薩道 名善慧 
 
於證八地後  
 
得燃燈佛為其授記云 
 
後九十一劫 名賢劫  
 
當得作佛 號釋迦牟尼 
 
出自《本行集經》及《瑞應經》 
 
第七的授記  
 
佛《本行集經》卷四 
 
卷四 受決定記品  
 
燃燈佛告比丘言 
 
汝見是摩那婆  
 
持七莖花供養於我 
 
伏身被髮 泥上作橋 令我踐渡 
 
以是事故  
 
此摩那婆過於阿僧祇劫 
 
當得作佛 號釋迦牟尼  
 



十號具足 如我無異 
 
這是佛《本行集經》卷四的文 
 
出在受決定記品 就是 
 
《大智度論》所說第二阿僧祇劫 
 
從剌那尸棄佛 到燃燈佛為止 
 
是屬於世尊當時候所修的 
 
第二阿僧祇劫 
 
燃燈佛告比丘說 
 
你見到這位摩那婆 
 
就是世尊的前身 
 
持七莖蓮花供養於我 伏身被髮 
 
他的身體就趴在地上 
 
這髮披在泥土上面做橋  
 
泥上做橋 在汙泥上面做橋  
 
給世尊從他身上 
 
從他頭髮走過去  
 
令我踐渡 使令我 



 
就是指燃燈佛 燃燈佛自稱 
 
使令我踐渡 就是踩在他的身上 
 
踩在他的頭髮上面走過去 踐渡 
 
履踐的踐 踐渡 越渡的渡 
 
以是事故 因為這一樁事的緣故 
 
他求佛道非常的至誠懇切 
 
以是事故 此摩那婆過於阿僧祇劫 
 
再過一個阿僧祇劫 當得作佛 
 
號釋迦牟尼 十號具足 如我無異 
 
這一部經說 當時候授記 
 
再過一個阿僧祇劫就能夠成佛 
 
《瑞應經》就是 
 
《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上 
 
佛言 吾自念宿命  
 
昔定光佛出世 時 我為菩薩  
 
名曰儒童 儒家的儒 
 



童子的童 持七莖青蓮花獻佛 
 
因記之曰 汝自是後九十一劫 
 
劫號為賢 汝當作佛 名釋迦文 
 
所以十四頁第一段 
 
就出在這個《瑞應經》  
 
《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上 
 
佛陀說 我自念宿命 
 
自己憶念過去的宿命 
 
過去的所作所為  
 
昔定光佛 安定的定  
 
這定光佛出世 就是燃燈佛  
 
定光佛也就是燃燈佛 
 
當時我為菩薩  
 
當時我做一個菩薩 
 
名字叫做儒童 持七莖青蓮花 
 
來奉獻佛陀 因此燃燈佛 
 
為我授記說 汝自是後  



 
你從今以後九十一劫 
 
從今以後過九十一劫 劫號為賢 
 
這個劫的名號 叫做賢劫 
 
我們現在的賢劫 賢劫的第四尊 
 
汝當作佛 名釋迦文 
 
釋迦文就是釋迦牟尼 
 
就是我們現在的本師釋迦牟尼佛 
 
天竺語 天竺 印度 印度的語言 
 
釋迦為能文 釋迦屬於能文 
 
文字的文 能文  
 
為儒義 是儒的意義 
 
叫做能儒 能儒 
 
所以這裡說名釋迦文 
 
就是釋迦牟尼 
 
第八 轉法輪  
 
世尊說法 始自鹿野苑   
 



終至拘尸那城  
 
一生說法四十九年 
 
講經三百餘會  
 
所應度者皆已度訖 
 
其未度者皆亦已作得度因緣 
 
這是轉法輪  
 
世尊說法始自鹿野苑 
 
開始從鹿野苑度五比丘 
 
在波羅奈城 
 
或者波羅奈國鹿野苑中 
 
為五比丘三轉四諦法輪 
 
說無常 苦 空 無我  
 
說世間無常 都是生滅無常  
 
無常就是苦  
 
本來現在過得很安定 
 
無常變化了 生起苦惱  
 
所以就是無我 



 
我不能主宰 就是空性  
 
它一直隨著因緣在變化 
 
說無常 苦 空 無我  
 
終至拘尸那城  
 
到最後在拘尸那城 
 
《大般涅槃經》卷十四 
 
世尊在拘尸那城 
 
為諸菩薩轉大法輪 
 
轉大法輪 最後說法轉大法輪 
 
說常樂我淨  
 
世尊是真常 真我 真樂 真淨  
 
說常樂我淨 
 
一生說法四十九年 
 
講經有三百餘會 
 
所應度者 皆已度訖 
 
《佛遺教經》應可度者 
 



若天上人間皆悉已度  
 
善根成熟的 應當可以度脫的 
 
若天上若在人間 都已經度脫了 
 
所應度者 皆已度訖 
 
其未度者 皆亦已作得度因緣 
 
就是我們 為我們做了 
 
未來得度的因緣 
 
將這個法留在世間 
 
將如來的戒法身留在世間 
 
為我們做得度的因緣 
 
戒定慧三無漏學都是 
 
那我們最初開始學戒 
 
我們都不曉得怎麼斷惡修善 
 
什麼是善什麼是惡 什麼可以做 
 
什麼不可以做 我們一無所知 
 
你做惡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要先學戒 明瞭什麼是惡法 



 
要持戒 斷惡修善 不學就不知 
 
一定要學 學習之後 
 
就親近如來的戒法身 
 
如來將戒法身留在世間 
 
為我們做得度的因緣 
 
定法身 慧法身 亦復如是 
 
其未度者 皆亦已作得度因緣 
 
假若佛陀還住在世間 告訴我們 
 
這個不可以做 這個要持戒 
 
那個不可以做  
 
那我們也不聽從 也不隨順 
 
那世尊住世就沒有意義了 
 
昨天這個法師講的 因緣到了 
 
世尊就入涅槃去了 
 
所以我們要學習 
 
學習戒定慧三無漏學 
 



第九 圓寂  
 
世尊八十歲時 於拘尸那揭羅城 
 
今印度伽西亞近郊 科拉庫布爾 
 
東方五十四公里處 娑羅雙樹間 
 
於時中夜 頭北面西 呈吉祥臥 
 
為弟子作最後教誡後 安詳入滅 
 
世尊之最後教誡  
 
南北傳說法不同 
 
北傳為《大般涅槃經》 
 
南傳為《佛遺教經》 
 
中夜圓寂 表中道之義 
 
頭北面西 則有二種意義 
 
一 北方為尊 南方為卑  
 
故頭朝北 
 
二 示人求生西方之意 
 
如《華嚴經》善財童子五十三參 
 
證齊諸佛後 仍同會上四十一位 



 
法身大士求生西方  
 
表示要求生西方 才能圓滿菩提 
 
第九個 圓寂 賢聖命終 
 
賢人聖人命終 稱為圓寂 
 
寂 入於涅槃 就是入涅槃 
 
亦為滅度 翻譯叫做滅度 
 
示現入滅 叫做圓寂 
 
世尊八十歲的時候 
 
在拘尸那揭羅城 
 
現在的印度 伽西亞近郊 
 
科拉庫布爾東方 
 
五十四公里的地方 
 
在娑羅雙樹間  
 
於時中夜寂然無聲 
 
為諸弟子略說法要 頭北面西 
 
頭朝向北方 面向西方 呈吉祥臥 
 



我們睡覺的時候要做吉祥臥 
 
要右脅而臥 就是獅子臥 
 
這種臥法最吉祥 叫做吉祥臥 
 
為弟子作最後的教誡  
 
然後安詳入滅 
 
世尊的最後教誡 
 
南傳就是《佛遺教經》 
 
北傳就是《大般涅槃經》 
 
大乘 大乘就是《大般涅槃經》 
 
小乘就是《佛遺教經》 
 
在中夜圓寂 表中道之意 
 
佛行於中道 
 
遠離苦樂二邊 遠離生滅二邊 
 
斷常二邊 表中道之意 
 
所以佛陀是日中一食 行於中道 
 
頭北面西 頭向北方 面向西方 
 
有兩點意義 



 
第一 北方為尊 南方為卑 
 
所以頭朝北 
 
第二 指示我們 指示人 
 
要求生西方的用意 
 
如同《華嚴經》 
 
在蕅益大師的《彌陀要解》說 
 
如來一代時教 唯獨《華嚴經》 
 
說明一生圓滿 我們的這個世尊 
 
在一期教化當中 唯獨在 
 
《華嚴經》有八十卷的 
 
有六十卷的 有四十卷的 
 
全部合起來 唯獨在 
 
《華嚴經》說明一生圓滿菩提 
 
而一生圓滿之因 末後普賢 
 
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 
 
我們一生要成佛 怎麼成佛  
 



在《華嚴經》最後  
 
普賢菩薩教導善財童子 
 
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淨土 
 
勸進善財及華藏海眾  
 
以這個 以此來勸進善財童子 
 
以及華藏海眾 
 
印祖文鈔 印光大師說 
 
華嚴一經 乃如來初成正覺  
 
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 
 
稱性直談一乘妙法 
 
末後善財遍參知識 
 
于證齊諸佛之後 
 
普賢菩薩為善財童子說十大願王 
 
普令善財及華藏海眾 
 
迴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以期圓滿佛果 
 
這是印光大師說的 



 
說華嚴這一部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 
 
乃是如來最初成就無上正等正覺  
 
為四十一位 法身大士  
 
為四十一階位的 法身大士  
 
很多很多 
 
有四十一階位的法身大士 
 
稱性直談一乘妙法 
 
稱合真如佛性  
 
直接談論 一佛乘微妙之法  
 
末後 在最後 
 
善財遍參知識 
 
善財童子普遍地參訪善知識 
 
善財五十三參  
 
參訪了五十三位的善知識 
 
于證齊諸佛之後 善財童子所證 
 



與普賢等 與諸佛等  
 
是名等覺菩薩 
 
普賢菩薩為善財童子 
 
說十大願王 
 
他已經是等覺菩薩了 
 
普賢菩薩又為祂說十大願王 
 
普令善財童子 以及華藏海眾 
 
迴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所以這個淨土法門 有多麼殊勝 
 
以期圓滿佛果 以此期望 
 
能夠很快速的圓滿無上佛果菩提 
 
很快的一生成佛 一生圓滿菩提 
 
第十五頁的優婆塞 
 
優婆塞在《薩婆多論》 
 
薩婆多毗婆沙 簡稱多論 
 
《薩婆多論》卷三  
 
優婆塞者 秦言  



 
離惡修善 亦名親近 
 
優婆塞是梵語 姚秦時候的語言 
 
翻為離惡修善  
 
止惡修善 要持五戒 
 
止惡修善 亦名親近  
 
也叫做親近 親近三寶  
 
註 優婆塞 梵名 
 
意譯為近事男 清信士 
 
即在家親近 奉事三寶之男居士 
 
與優婆夷同係在家之信仰佛法者 
 
註 解釋說 優婆塞是梵語之名 
 
梵語就是優婆塞 意譯為近事男 
 
它的意譯 翻譯叫做近事男 
 
近事 親近三寶而奉事 
 
男 在家皈依三寶  
 
受持五戒的男子 
 



叫做近事男 清信士  
 
在《羯磨疏濟緣記》卷十 
 
第二十九頁 業疏記卷十 
 
第二十九頁 清 是離過之名 
 
信為入道之本  
 
士 即男子通稱 
 
羯磨疏宣祖 解釋清信士 說  
 
清 清淨 清淨是離過之名 
 
離開過失的名稱 他要持五戒 
 
不殺生 不偷盜 不邪婬 不妄語 
 
不惡口 不兩舌 不綺語 不飲酒 
 
所以清是離過之名 
 
清淨是離開過失的名稱 叫做清 
 
信是 信為入道之本 
 
對三寶 對佛法有信心 
 
是契入佛道的根本 
 
是進入佛道的根本 



 
佛法大海 信為能入  
 
信為入道之本 叫做清信  
 
士就是男子的通稱 
 
男子通稱為士 
 
即在家親近 奉事三寶之男居士 
 
男眾的居士 與優婆夷 
 
優婆夷也是梵語 此云 
 
清信女 清信女 
 
有清淨 有信心的女子 
 
同係在家之信仰佛法者 
 
《五戒相經》 
 
我們先說五戒《佛說耶祇經》 
 
有一部經《佛說耶祇經》 
 
僧祇律的祇 
 
耶 是摩耶夫人的耶 
 
《佛說耶祇經》 
 



經文中 耶祇受五戒 
 
一 不殺生 二者不盜 三者不婬 
 
四者 不兩舌 惡口 妄言 綺語 
 
五不飲酒 《佛說耶祇經》 
 
佛在迦奈國 國中有婆羅門大富 
 
姓名耶祇 他的姓名叫做耶祇 
 
原本奉事九十六種外道  
 
以求福祐 他奉事外道來求福 
 
聽聞有人 奉事佛陀 
 
他聽到有人 他事奉佛陀 
 
得到富貴長壽 很富貴 很長壽  
 
身心安隱 度脫生死 
 
出離三界受福 他納受福報 
 
不入三惡道中  
 
他聽了之後很歡喜 
 
他就自己念 耶祇自念 
 
我不如捨置外道 當奉事佛 



 
我不如捨置外道  
 
應當來奉事佛陀 
 
他就跑到佛陀那邊 請問佛陀 
 
世尊就讚歎他 為他說法 
 
乃至耶祇便受五戒 
 
他就對佛有信心了 他就受五戒 
 
受五戒 一不殺生 二者不盜 
 
三者不婬 不邪婬  
 
四者 不兩舌 不惡口  
 
不妄言 不綺語 
 
第四條 就是有四種 
 
第四條不是不妄語而已 
 
四者不兩舌 惡口 妄言 
 
綺語 口業就有四種 
 
第五不飲酒 所以五戒中  
 
不妄語 含攝了 
 



不兩舌 不惡口 不綺語 這三種 
 
口業全部要守  
 
不是守不妄語而已  
 
《大智度論》卷十三 
 
殺生 偷盜 邪婬 飲酒  
 
如是四罪不作 是身善律儀  
 
妄語不作 口 善律儀 
 
名為優婆塞五戒律儀 
 
白衣居家 受世間樂 兼修福德 
 
不能盡行戒法 是故佛令持五戒 
 
四種口業中 妄語最重 
 
但說妄語已攝三事 
 
復次 諸善法中 實語為最大 
 
若說實語 四種正語皆已攝得 
 
我們先看這一段 
 
《大智度論》卷十三  
 
說 殺生 偷盜 邪婬跟飲酒 



 
如是四種罪不作 這四種罪不作 
 
是身善律儀 身業的善律儀 
 
不殺生 不偷盜 不邪淫 不飲酒 
 
是身業的善律儀 妄語不作 
 
出言誠實 是口業的善律儀 
 
名為優婆塞五戒律儀 
 
白衣居家 白衣是俗人的別稱 
 
因為印度的婆羅門 以及俗人 
 
大多穿鮮白的衣服所以白衣俗人 
 
居家修行 住在紅塵中學道 
 
受世間樂兼修福德 居塵學道 
 
居在紅塵中修學聖道 
 
納受世間財色名食睡五欲之樂 
 
兼帶修布施福德 不能盡行戒法 
 
他 白衣俗人不能完全奉行 
 
清淨的戒法 是故佛令因此之故 
 



佛陀始令居塵學道的白衣俗人 
 
受持五戒 四種口業中妄語最重 
 
打妄語欺誑別人 這個大妄語 
 
罪業最重大 但說妄語已攝三事 
 
五戒之中的口律儀 
 
只是說一種不妄語就已經收攝了 
 
不兩舌 不惡口 不綺語這三件事 
 
復次 諸善法中 實語為最大 
 
一切善法當中 實語的功德最大 
 
所言誠實 說話實在的利益 
 
講話很誠實很實在  
 
不隨便打妄語 
 
這種利益最為廣大 
 
若說實語 四種正語皆已攝得 
 
若是說到受五戒的人 口業律儀 
 
應當修誠實語 如此四種正語 
 
不妄言 不兩舌 不惡口 不綺語 



 
都已經收攝了 皆已攝得 
 
卷四十九 實語是諸善之本 
 
生天因緣 人所信受  
 
行是實語者 不假布施  
 
持戒 學問 但修實語得無量福  
 
問曰 口業有四種  
 
何以但說實語  
 
答曰佛法中貴實故 說實餘皆攝 
 
《大智度論》卷四十九 
 
實語是諸善之本 修誠實語 
 
建立人格 建立僧格  
 
說話老實 修誠實語  
 
是諸善業的根本 
 
你要做事情 你要做種種的事情 
 
你說的話人家才會相信 
 
要不然人格都喪失了  
 



僧格都喪失了  
 
怎麼修行 怎麼利益眾生呢  
 
修誠實語 是一切善法的根本 
 
生天因緣 人所信受  
 
諸世間人  
 
或由眼見 看到他  
 
或者耳聞 聽到他說這個話 
 
一切都信受 因為他修實語 
 
說話實在 有信用 大家相信他 
 
這個僧格就建立了 人格就建立了 
 
行是實語者 不假布施持戒學問 
 
奉行真實語的人 
 
不必假借 布施 持戒 學問  
 
但修實語得無量福 
 
只是修真實語 說話誠實 
 
就得到無量的福德 
 
問曰 口業有四種  



 
妄言 兩舌 惡口 綺語  
 
何以但說實語  
 
為什麼五戒中 只是說到不妄語  
 
要說誠實語 何以但說實語  
 
答曰 佛法中貴實故 
 
在佛法中貴重真實  
 
貴重真實 說話要真誠實在 
 
最可貴 最重要 
 
在佛法中 貴重真實  
 
說實餘皆攝 
 
說到實語不妄語 其餘的兩舌 
 
兩舌語 惡口語 綺語 
 
也都收攝了 
 
由於此人 由於這一位 
 
受五戒的優婆塞 清淨口業 
 
他不妄語 口業清淨 
 



不妄語的緣故  
 
應當明白 其餘的三種  
 
兩舌 惡口 綺語 也都斷除了 
 
不然怎麼稱作口業清淨 不妄語 
 
但是他又惡口 又綺語 又兩舌 
 
就不能說是持戒清淨  
 
是應當明白 不妄語的緣故  
 
口業清淨  
 
其他的兩舌 惡口 綺語 
 
也都斷除了 
 
是故 在五戒當中  
 
口業律儀有四種 
 
不妄語 不兩舌 不惡口 不綺語 
 
這個我們要知道  
 
復次 五戒可以分分受 
 
《優婆塞戒經》卷三 受戒品 
 
如來正覺說 優婆塞戒  



 
或有一分 或有半分  
 
或有無分 或有多分 或有滿分  
 
若優婆塞 受三皈已 
 
不受五戒 是名優婆塞  
 
若受三皈 受持一戒 是名一分  
 
受三皈已 受持二戒 是名少分  
 
若受三皈 持二戒已  
 
若破一戒 是名無分 
 
若受三皈 受持四戒 是名多分 
 
若受三皈 受持五戒 是名滿分 
 
這個我們也要明白 
 
五戒可以分分受 
 
《優婆塞戒經》卷三 受戒品 
 
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 優婆塞戒 
 
或有一分優婆塞  
 
有一分的優婆塞 
 



或有半分的優婆塞 
 
或有無分的優婆塞 都沒有分 
 
無分優婆塞 或有多分優婆塞 
 
或有滿分的優婆塞 
 
若優婆塞受三皈已  
 
他先授三皈依 
 
皈依三寶以後 不受五戒 
 
他不受五戒 是名優婆塞 
 
這是優婆塞 蕅祖註云 
 
《蕅益大師全集》第十二冊 
 
很多人有請到 好好看第十二冊 
 
蕅祖解釋小註 註解說 
 
但三皈菩薩優婆塞  
 
他有發菩提心 
 
叫做 但三皈菩薩優婆塞 
 
若受三皈受持一戒 是名一分 
 
皈依三寶之後  



 
受持一條戒 叫做一分  
 
一分戒菩薩優婆塞 
 
受三皈已受持二戒 是名少分 
 
他只是持兩條戒而已 
 
叫做少分戒菩薩優婆塞 
 
更有受三戒者 
 
更加有受三條戒的人 
 
名為半分菩薩優婆塞 
 
只是清淨身業三支 
 
這是蕅祖解釋的 
 
他只是清淨身業的三支 
 
不殺生 不盜 不邪婬這樣而已 
 
只是清淨身業三支 
 
因此 僅僅叫做半分菩薩優婆塞 
 
若受三皈 持二戒已 
 
受三皈依 他持兩條戒 不殺生  
 



或者不偷盜 或者不邪婬 
 
他只是受持兩條戒 
 
受持兩條戒以後 
 
四條根本 若破一戒是名無分 
 
在四條根本重戒 殺盜婬妄 
 
這四條根本重戒之中 
 
受持兩條戒以後 假若破一戒 
 
毀破一條戒 毀破一條根本重戒 
 
就失去戒體叫做無分 沒有分了 
 
已經沒有分了 無分優婆塞 
 
受一戒而破 亦名無分 
 
假若他只是受持一條戒 
 
然後這一條戒破了  
 
破了根本重戒 殺 盜 婬 妄 
 
破了這一條根本重戒了 
 
也叫做無分 沒有分了 
 
受三戒 四戒 五戒而破一戒 



 
亦名無分  
 
他受三條戒 四條戒 五條戒  
 
在殺 盜 婬 妄 
 
這四條根本重戒中  
 
毀破一條戒  
 
只要破一條戒 也叫做無分 
 
就沒有分了 不是優婆塞了 
 
經文省略不說 可以比例了知 
 
若受三皈 受持四戒 乃名多分 
 
受三皈依以後 受持四條戒 
 
叫做多分的優婆塞 
 
若受三皈 受持五戒 是名滿分 
 
持五條戒 叫做滿分優婆塞 
 
《大智度論》卷十三 
 
五戒有五種受 名五種優婆塞 
 
一者 一分行優婆塞 
 



二者 少分行優婆塞 
 
三者 多分行優婆塞 
 
四者 滿行優婆塞  
 
五者 斷婬優婆塞 
 
一分行者 於五戒中受一戒 
 
不能受持四戒  
 
少分戒者 若受三戒 
 
若受二戒 若受三戒  
 
多分行者 受四戒  
 
滿分行者 盡持五戒 
 
斷婬者 受五戒已 
 
師前更作自誓言 
 
我於自婦不復行婬 是名五戒 
 
如佛偈說 不殺亦不盜 
 
亦不有邪婬 實語不飲酒 
 
正命以淨心 若能行此者 
 
二世憂畏除 這是最後一段 



 
我們說五戒的最後一段 
 
《大智度論》卷十三 
 
五戒有五種受 名為五種優婆塞 
 
一者 一分行 一分戒行的優婆塞 
  
二者 少分行優婆塞 
 
受持兩條戒 三條戒  
 
受持兩條 三條戒行的優婆塞 
 
叫做少分行優婆塞 
 
三者 多分行優婆塞 
 
受四條戒行的優婆塞  
 
第四 滿行  
 
五戒全受 滿分戒行的優婆塞 
 
五者 斷婬 也稱作淨行 
 
也稱作淨行優婆塞 
 
淨修梵行 斷除婬欲的優婆塞 
 
一分戒行者  
 



於五戒中受持一條戒 
 
不能受持其餘的四條戒 
 
少分戒行者  
 
若受兩條戒 若受三條戒  
 
多分戒行者 受四條戒  
 
滿行者 滿分的戒行 盡持五戒 
 
完全受持五戒  
 
叫做滿分滿行優婆塞 
 
斷婬者 斷絕婬欲  
 
淨修梵行的優婆塞 
 
受五戒已 他受完三皈五戒以後 
 
師前更作自誓言 在授戒師 
 
在授戒師長的面前 
 
更加作自我立誓 
 
說 我於自婦不復行婬  
 
婦就是妻 
 
我於自婦 我於自妻不復行婬 



 
我對自妻不再行婬 
 
就是斷婬的淨行優婆塞 
 
是名五戒 以上叫做優婆塞五戒 
 
如佛偈說 如同佛陀的偈頌說 
 
不殺亦不盜 不殺害眾生  
 
也不偷盜眾生的財物  
 
亦不有邪婬 
 
優婆塞也不會有邪婬的行為 
 
認真的持戒 實語 不飲酒 
 
說誠實語也不喝酒 正命以淨心 
 
有正當的事業 養活身命 
 
用清淨心來學佛 若能行此者 
 
若能修行 如此的受持五戒 
 
二世憂畏除 一二的二  
 
世間的世 二世憂畏除  
 
憂愁的憂 怖畏的畏 
 



除滅的除 二世憂畏除 兩世  
 
今世未來世的憂愁  
 
怖畏就滅除了 
 
這一生就過得很安樂了 
 
未來世也不會有憂愁 怖畏苦惱 
 
也不用害怕墮落三惡道 
 
二世憂畏除  
 
接著相經  
 
這個相就是五戒的戒相 
 
五戒的戒相 開 遮 持 犯 
 
我們來看註 註的解釋 
 
戒相 謂持戒表現之相狀差別 
 
持戒 在我們身口所表現的相狀 
 
有種種差別 如持五戒 十戒 
 
乃至二百五十戒 一一戒中 
 
各有差別 每一條戒當中 
 
個別都有它的差別  



 
都有開 遮 持 犯  
 
按其持犯之輕重 
 
各有不同的相狀 殺盜婬妄 
 
乃至兩百五十條戒  
 
它有不同的相狀 
 
各個有不同的相狀 而一般指 
 
切切實實遵守戒律之相狀為戒相 
 
一般來說指切切實實遵守 
 
戒律當中每一條戒  
 
所制定的相狀 
 
有開緣就是有開緣 
 
有遮止就是有遮止 
 
是持就是持 犯就是犯 
 
這個相狀不同 
 
切實遵守戒律的相狀 叫做戒相 
 
犯就是犯 不犯就是不犯 
 



不能投機取巧 
 
不能閃這個法律漏洞 
 
有開緣就是有開緣 
 
沒有開緣就是沒有開緣 
 
這持戒的相狀  
 
每一條戒個別不同 
 
此乃南山《行事鈔》 
 
所立戒 四別之一 
 
所立的戒有四種差別  
 
其中的一種 
 
叫做戒相 法 體 行 相 
 
戒法 戒體 戒行 戒相 
 
《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卷一 
 
卷十七云 卷十七說 
 
在卷十七的第一頁  
 
第一頁 資持記的文  
 
相有形狀 覽而可別 



 
前明戒法 但述功能  
 
次明戒體 唯論業性  
 
後明戒行 略示攝修 
 
若非辨相 則法 體 行三  
 
一無所曉 何以然耶  
 
法無別法 即相是法 
 
體無別體 總相為體  
 
行無別行 履相成行 
  
是故學者 於此一門深須研考 
 
這一段就是資持記的文 
 
本來要請法師們帶很多書來看 
 
想一想 這時間可能會拖太久 
 
講太多了 變成講到行事鈔去了 
 
《行事鈔資持記》卷十七第一頁 
 
示明戒相 第四 第四門 
 
說明持戒的相貌 分成三點 
 



約束有三點 第一 所犯境 

 
第二 成犯相 第三 開緣不犯 
 
說明戒相約束這三點  
 
第一所犯境 殺的是人  
 
大殺戒 殺的是人 
 
是非人 是畜生  
 
偷盜的 大盜戒 
 
偷盜的是人物 非人物 畜生物 
 
那就有不同 那邪婬也是一樣 
 
大妄語 你對著那些境界 
 
個別不同 
 
第二 成犯相 成就犯戒的相貌 
 
每一條戒都有具緣成犯 
 
大殺戒有具緣成犯 
 
大盜戒也有具緣成犯 
 
大婬戒也有具緣成犯 
 
這是指成就犯戒的相貌 



 
第三 每一條戒都有開緣不犯 
 
什麼情況下開緣不犯 
 
每一條戒都有  
 
攏總都是屬於戒相 
 
持戒的相貌  
 
四 戒相者 正當本篇 
 
我們是根據 這個行事鈔全部的 
 
鈔記的文全部來說 
 
我們集註這裡有省略 
 
集註從這個相有形狀覽而可別 
 
那我們這裡說的四戒相者正當本篇 
 
相有形狀覽而可別 
 
那下一次法師們可以帶來 
 
《行事鈔》卷十七 卷十七 
 
還有前面的 從這個戒行開始 
 
應當是十五 卷十五 
 



卷十五到卷十七 可以帶上來 
 
《業疏記》看過之後會比較清楚 
 
《業疏記》卷十五  
 
《業疏記》卷十五 然後呢 
 
《戒本疏行宗記》卷二 
 
《業疏記》卷十五  
 
我們看一下文 大家增加印象  
 
以後你如果要有因緣 你要講戒 
 
你就知道要查哪裡 
 
要看哪裡的資料 你就知道了 
 
那我們上課就是應當要規規矩矩的 
 
上課的時候 你在那裏走來走去 
 
非常的對法不恭敬 這個要改過 
 
我們迴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