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戒相經箋要集註》第五集 

和尚慈悲 諸位比丘大德淨人 

大家早安 請看著集註第十八頁 

十八頁的第一行 

乙二人號 譯人名號 

翻譯的人 丙一的譯主 

宋天竺三藏 求那跋摩譯 

這個宋朝 宋這個字 

我們看註 第一個註 

中國歷史上有兩個宋朝  

一為趙宋一為劉宋 此為劉宋  

這裡的宋朝指劉宋 

罽賓國即現在的喀什米爾 

師子國為今之斯里蘭卡 

高僧大德住山 則虎患止息 

古時常有此種感應的事蹟 

如同明朝時 蓮池大師亦同 

天竺 大唐西域記卷二  

天竺之稱 異議糾紛 

天竺這個名稱 



異議 奇異的異 議論的議  

異議糾紛 異議 不同的議論  

糾紛就是互相牽連 互相纏繞 

天竺的名稱 不同的言說議論  

互相牽連纏繞 

很多名稱 很多說法 

舊云身毒 或曰賢豆 

舊的說法 說天竺稱作身毒 

身毒或者叫做賢豆  

今從正音 現在隨從正確的發音 

宜云印度 適宜稱作印度 

應當叫做印度 天竺即是印度 

大唐西域記  

大正藏五十一冊八百七十五頁中  

印度者 唐言 月  

這個印度 唐朝的語言稱作月  

月亮的月 月有多名  

有很多的名稱 斯其一稱 

這裡只是它其中的一個名稱 

言諸群生 輪迴不息 



說諸眾生在六道中輪迴不息 

無明長夜 莫有司晨 

莫有 這個莫名其妙的莫 有沒有的有  

司令 總司令的司 早晨的晨  

莫有司晨 司 主管其事曰司 

晨 清晨 太陽剛出來的時候 

沒有看到這個主管照明的太陽 

清晨應該有太陽 

但是這個時候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這個太陽在清晨出現 

看不到早晨太陽的光明 

白天光明雖然隱沒 

夜裡的蠟燭繼續點著  

雖有星光之照 豈如朗月之明 

晚上雖然有這個星星 

星星高掛在天空做照明  

但是難道如同朗月 

這個白月 十五的月亮  

難道有月亮這麼光明嗎 

豈如朗月之明 



因而譬喻如月  

因此這個印度譬喻叫做月 

良以其土 賢聖繼軌 

繼續的繼 軌則的軌 

良以其土 賢聖繼軌 

實在是因為印度國土聖人賢人  

繼承如來法王教化世間的軌則 

繼續在印度 示現在人間教化眾生 

導凡御物 引導的導 凡夫的凡 

駕御的御 物品的物 導凡御物 

這個御 統理 物 眾生 

引導凡夫統理教化眾生 

如月照臨 猶如明月照臨  

帶給世間光明 

處在無明長夜的眾生 

雖然不見太陽 沒有看到佛日 

沒有看到佛日  

沒有見到法王出世 

猶然有聖賢示現在世間 

猶如明月照臨 由是義故  



謂之印度 稱為印度 

三藏 經律論也 

此三各別記載聖賢道法 

包藏文義 故曰三藏 

經詮定學 經典詮釋定學 

《大智度論》卷二十六 

定名一心不亂 

這個定學的定 叫做一心不亂 

《佛說阿彌陀經》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聞說阿彌陀佛 執持名號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若四日  

若五日 若六日 若七日一心不亂  

其人臨命終時  

阿彌陀佛與諸聖眾 現在其前  

是人終時 心不顛倒  

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 

念佛三昧就是一心不亂 

就是定 經詮定學 

文鈔說 凡夫以信願感佛 



我們現在要念到一心不亂 

實在不容易  

印祖文鈔說 凡夫以信願感佛 

以這個深信發其懇切的願  

感召阿彌陀佛來迎接 

凡夫以信願感佛來迎 

是以信願最為要緊 蕅祖云  

得生與否 全由信願之有無  

品位高下 全由持名功夫之深淺 

所以我們雖然還沒有到達一心不亂  

有信願就可以往生 

以上說到 經詮定學 

律詮戒學 論詮慧學 

律藏詮釋戒學 論藏詮釋慧學 

通達三藏 明瞭三學者 

稱為三藏法師 

《彌陀要解便蒙鈔》說 

法師者 以三藏法而為師故 

以三藏教法 戒定慧三學為師 

故名三藏法師 



又深通三藏 教化人天故 

又者 深入通達三藏  

教化人天眾生的緣故 

稱作三藏法師  通常說 

以法為師 以法師人 稱作法師  

這裡三藏法師  

以三藏法為師 以三藏法師人  

叫作三藏法師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卷二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持是經者 

受持這部經典  

前面應當有讀頌誦 思惟 令法入心  

法義住在心中 然後能受持  

如說修行 令得相應 

當知此人即是法師 經典中說  

能夠受持經典的人就是法師  

以法為師 以法師人 

是故受持三藏 以三藏教法為師 

以三藏教法來教化世間 

名曰三藏法師 



求那跋摩 我們看第二個註 

求那跋摩 梵名 

意譯為功德鎧 為劉宋譯經僧 

北印度罽賓國人 二十歲出家 

並受具足戒 精通經律論三藏 

故時人稱其為三藏法師 

三十歲時 罽賓王薨  

眾請師還俗嗣王位 師辭而不納  

遂隱遁遠走師子國 弘揚佛教 

後又至闍婆國 爪哇傳道 

劉宋文帝 元嘉元年 四二四年 

師經由海路至廣州 

見虎市山之形勢 頗似耆闍崛山 

故將其改稱為靈鷲山 

並在山中建立禪寺以習禪 

山中本多虎患 

及至師居於此地之後 

則無有其害 元嘉八年至建康 

文帝禮遇之 敕住祇洹寺 

未久即於寺中宣講《法華經》 



及《十地經》法席甚盛 

此外師亦從事譯經工作 

譯有《菩薩善戒經》 

《磨四分比丘尼羯磨法》 

《沙彌威儀》 

《優婆塞五戒相經》等 

享年六十五年 

這是簡要地列出來 

這個譯主求那跋摩尊者  

我們依照高僧傳 大概多講一點  

求那跋摩在梁朝高僧傳卷三 

梁 高僧傳卷三 慧皎法師撰  

求那跋摩是梵語的名稱 

梵語求那跋摩 此云功德鎧 

此方 中華的語言翻為功德鎧 

本剎利種 原本是剎利的種姓 

刹帝利 印度種姓有四種不同 

謂刹帝利 婆羅門 毘舍 首陀羅  

剎利王種最為高貴 

國王的種姓 國王的種族 



從劫初 天地 世界成就以來 

這個世界剛剛成立 劫初  

世界天地成就以來 

相承不絕 轉輪聖王  

轉輪王種相承不絕 

唐朝翻為剎利 名為田地主 

因為劫初的眾生  

分割田地各別有諍訟  

沒有人能夠決斷是非 

所以共同就決議 立一人為平等主  

平等主他處事很公平  

為大家來評斷誰對誰錯  

為平等主 善護人民賞善罰惡  

各共減割梗米供給他 

當時候的眾生個別減割一些梗米  

供給這個田主  

供給他 請他作田主 

這時候開始有民主的名稱 

始有民主之名 稱之為王 

稱他叫做王 叫做王種 



以法取租 故名剎利王種 

以如法來取這個租金 

這個租 這田租 

這個所以叫做剎利王種 

詳細的情況可以見 這個釋迦譜 

釋迦譜卷一引很多經文 

本剎利種 累世為王 治在罽賓國  

求那跋摩尊者  

累世做國王 治理罽賓國 

他的祖父呵梨跋陀 此言師子賢  

梵名叫做呵梨跋陀  

此方翻為師子賢 

以剛直被徙 遷徙的徙 

以剛直被徙 徙就遷移 

他的祖父因為剛強正直被遷移  

等於被驅出國境  

被遷移到他方去 父僧伽阿難  

他的父親 梵語叫做僧伽阿難 

此言眾喜 因潛隱山澤 

因此潛隱山澤 這個潛 隱藏不露 



隱藏起來不露現 不露現身分 

其父 他的父親  

因為祖父被牽遷徙了  

因此潛藏隱居在山澤中 

跋摩年十四 便機見俊達 

俊 這個英俊的俊 才智勝過常人 

達 明達事理 

跋摩年十四歲的時候 

就能隨著機會 

跋摩年十四 便機見俊達 

就能隨著機會 遇到的機緣 

所見之事 才智勝人  

明白通達事理 深有遠度 

遠近的遠 度數的度  

這個度 救濟 十四歲的時候  

就深深有遠大救濟眾生的心 

他就有慈悲心了  

仁愛汎博 廣泛的泛 

仁愛汎博 汎是寬博  

仁慈愛護有情的胸量 



寬廣博大 仁愛寬博 

崇德務善 務必的務  

崇德務善 務 專力  

崇尚道德 專力做善 力修善事 

其母嘗須野肉 令跋摩辦之 

嘗曾經 品嘗的嘗 曾經  

他的母親曾經需要野生動物的肉 

想要吃肉 想要吃眾生的肉 

使令跋摩去辦理 你去準備肉 

跋摩啟曰 啟 陳述 

跋摩 求那跋摩尊者小時候 

十四歲的時候  

就將心中所思念的  

心中所想的所思念的  

陳述出來說給母親聽  

跋摩啟曰 說給母親聽 

說有命之類 莫不貪生 

夭彼之命 非仁人矣 

有命之類 莫不貪生 

夭彼之命 夭折的夭 彼此的彼 



夭彼之命 非仁人矣 仁慈的仁  

一個人兩個人的人 非仁人矣 

說有命之類 一切有命之類  

沒有不貪生怕死 莫不貪生  

無不愛壽命 

大家都愛惜自己的壽命 

有命之類 莫不貪生 

夭彼之命 非仁人矣 

這個夭 夭折夭亡 短命死了 

夭亡牠的生命 讓牠短命死了 

就不是有仁德的人矣 

就是沒有仁慈的心 非仁人矣 

母怒曰 母親聽到了很生氣 

母怒曰 設令得罪 吾當代汝 

跟我們這平常人一樣 

聽到這句話很生氣 

忠言逆耳 良藥苦口 

順境生愛 逆境就生瞋 

母親聽到兒子  

仁慈心中發出的忠言勸諫自己 



不免也是違逆耳根 

這個兒子違逆母親 

就發怒了 很生氣地說 

假設使令得到罪業  

有殺生之罪 我當代替你  

說完之後就過去了 

跋摩他日煮油 誤澆其指 

澆 由上往下灌 

跋摩在他日用火煮油  

在煮這個油 油的溫度很高很熱 

誤心 不小心澆到他的手指頭 

被高溫的油淋到了很痛 

被油燙到是很痛的 

因謂母曰 代兒忍痛 

謂就是告訴 因此就稟告母親說 

母親啊 代兒忍痛 

請母親代替兒子忍受痛苦 

我很痛啊  

母曰痛在汝身 吾何能代 

母親說痛在你的身體 



我怎麼能代替 跋摩曰  

眼前之苦 尚不能代 況三途耶 

求那跋摩尊者就回報母親說 

說眼前的苦尚且不能代替 

何況未來三途惡道的苦呢 

講得很有道理 很有智慧 

他這樣開曉母親 

母乃悔悟 終身斷殺 

母親聽了觸動內心 乃能後悔覺悟  

明白以前邪見錯誤 

了知眾生被殺的痛苦  

以及自作自受的道理 

自作自受 沒有人能夠替代 

所以終身斷絕殺生 

小的時候就能這樣地曉悟母親 

至年二十出家受具足戒 

洞明九部 洞達明了九部經 

洞就是通 洞達明了九部經 

佛經的內容 分類有九種 

《大般涅槃經》卷三 



說能師子吼 廣說妙法  

謂修多羅第一種  

祇夜第二種 受記第三種  

伽陀第四 優陀那第五  

伊帝目多伽第六 闍陀伽第七  

毘佛略第八 阿浮陀達磨第九 

以如是等九部經典為他廣說 

這是九部經 

第五卷 卷五 半字者謂九部經 

說半字 所謂的九部經 

何謂半字 如彼長者教半字已 

如彼長者教導半個字以後 

次為演說《毘伽羅論》 

佛言我今亦爾 為諸弟子 

說於半字九部經已 

謂諸聲聞弟子  

宣說半字九部經典以後  

次為廣說《毘伽羅論》  

什麼是《毘伽羅論》 

所謂如來常存不變 



如來不是滅度  

如來常住 無有變異  

所謂如來常存不變 

所以半字 說明是九部經 

卷七 如來先說九部法印 

過九部經 有方等典 

方等就是大乘  

過了九部經以後  

有大乘方等經典 

也就是小乘經中 唯有九部之意 

通含小乘 經律論三藏 

跋摩洞明九部經 

等於通達小乘經律論三藏 

博曉四含 博學多聞  

廣博通曉四《阿含經》 

誦經百餘萬言 他誦經一百多萬句  

或者一百多萬字 誦經百餘萬言 

深達律品  

深深瞭達律品就是律藏  

妙入禪要 



巧妙地能契入禪定要旨 

有這個妙會  

時人號曰三藏法師 

至年三十 到了三十歲的時候 

罽賓王薨 這個薨 

就是夢底下那個夕去掉  

加一個死字 薨 封建時代諸侯死  

諸侯死了稱作薨  

到三十歲罽賓國王死了  

絕無紹嗣 紹 接續 

嗣也是繼續的意思 

父王死了王位就斷絕了 

沒有人繼承 

沒有人可以繼承王位 

眾咸議曰 朝中大眾都議論說  

跋摩帝室之胤 帝室之胤   

這個胤不好說  

一劃 然後呢 底下 

左邊是一丿 一個ㄠ一個月  

一撇 ㄠ一個月 



然後信札的札 右邊這一個乚加上去 

左邊木字旁去掉 乚加上去 

跋摩帝室之胤 帝室之胤  

帝 古代稱國家的元首  

曰皇或者帝   

這個胤是子孫相承續的意思 

子孫相承續的意思 胤 

跋摩是皇帝家室的後代子孫 

又才明德重 才 能力 明 通曉  

又者他才能明曉 德高望重 

可請令還俗 以紹國位 

可以請他 使令還俗  

來紹繼國王的尊位 

群臣數百 再三固請 跋摩不納 

堅固的固 再三固請 

固就堅持的意思  

群臣 眾多的文武大臣 數百位  

有數百位 再三的堅持邀請  

跋摩不接納 不接受 

乃孤行山野 遁迹人世 



孤是一個人很孤獨  

一個人獨行於山野  

在人世間隱遁行跡  

到山野裡面去修行  

後到師子國弘教 

後來到了師子國 弘揚如來教法 

識真之眾 咸謂已得初果 

認識的識 真假的真  

識真之眾 咸謂已得初果  

都認為他已經證得初果須陀洹 

儀形感物  

他外在的威儀形貌能感動眾生  

威儀很好 儀形感物  

見者發心 見到的人都發心學佛 

皈依三寶 受持五戒 

後至闍婆國  

後來到了闍婆國這個地方 

初未至一日  

最初還沒有到闍婆國的前一天 

闍婆王母夜夢見一道士飛舶入國 



闍婆國王的母親她晚上作夢  

見到一個道士飛舶入國  

這個舶左邊是舟 舟船的舟  

右邊是一個白 黑白的白 舶  

這個舶呢 航海的大船  

夜間夢見一位道士  

坐飛船進入闍婆國 飛舶入國 

明旦 明天的清晨  

太陽出來的時候  

果然是跋摩來至  

果然是求那跋摩尊者來到 

來到我們這個國家了 

王母敬以聖禮  

國王的母親因為之前前天作了一個夢  

所以她很恭敬  

以聖人之禮來接待他 

國王的母親以聖人之禮來接待他  

從受五戒  

從求那跋摩尊者來求受五戒  

母因勸王曰 



做母親的人因此就勸勉 

這個闍婆國的國王說 

說宿世因緣得為母子 

過去宿世所結的善業因緣 

今世可以投生為人 

有尊貴的地位 成為母子 

他做國王 她是國王的母親 

有尊貴的地位 成為母子 

國王及王母  

我已受戒 而汝不信 

恐後生之因 永絕今果 

我已經受持五戒了 

隨佛修行皈依三寶 而你不相信  

你不信三寶 你不相信佛法  

恐怕後生之因 永絕今果 

恐怕後生 未來世的因緣 

永遠斷絕現在善好的果報 

以後恐怕就沒有了 

王迫以母勅 即奉命受戒 

闍婆國王因為母親的教敕  



就奉命受戒等等 

在闍婆國傳授道法 

乃至一國 整個國家的臣民  

都從求那跋摩尊者求受五戒 

以佛法教化世間名聞遐邇  

遠近皆知很有名啊 

時京師 名德沙門 當時候京師  

中華古代中央政府的所在地  

這個國都叫做京師  

京城的名德沙門 慧觀 慧聰等 

以元嘉元年九月面啟文帝 

在劉宋文帝元嘉元年的九月 

當面啟白宋文帝  

祈求迎請跋摩尊者  

文帝就派遣沙門  

法長 道沖等往彼祈請  

并至書信給跋摩及闍婆國王 

必定希望能夠顧臨宋朝的國境  

流行聖道教法 

跋摩尊者因為聖人 



因為聖人的教法適宜  

應當廣為流傳  

不畏遊化四方 不害怕這個遊化四方 

這個不憚勞苦 不怕勞苦遊化四方 

先前已經隨著商人  

想要到一個小的國家去 

欲至一小國 會值便風 

但是他坐的船遇到這個風   

方便的風 會值便風 遇到順風 

於是這個船就被吹到了廣州 

被吹到廣州去 

師 就是這個集註裡面講的 

師經由海路至廣州  

其實跋摩尊者 

是要前往一個小的國家 

但是這個船 被這個風吹  

吹到廣州來了 故其遺文云 

所以在跋摩尊者他臨終前 

遺留的偈頌之文說 

業行風所飄 隨緣至宋境 



被業行風所飄  

隨緣到了宋朝的國境 

隨立興榮佛法 隨業風而來 

而到了宋朝 

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 

敕令州郡行政區域的官員資助  

帶領他下京都 

路途經過始興這個地方 

始興有虎 有虎市山 

始興這個地方有虎市山 

儀形聳孤 峯嶺高絕 

跋摩謂其 跋摩尊者認為它 

彷彿大概 大概相似 

好像是這個耆闍崛山 

乃改名靈鷲山 

在山寺之外 別立禪室 

另外建立坐禪的房室 

禪室離開寺廟有數里 好幾里啊 

磬聲不聞 我們打磬的時候  

敲磬的時候聽不到 



每至鳴椎 每每到了吃飯打板了 

鳴椎 說到這個打板 打板之後 

打板的時候這個跋摩尊者就到了 

我們早上 早齋打板打得太短了 

今天早齋打板太短了 

要長打 打長一點 每至鳴椎  

打板的時候 跋摩就到了  

或者冒雨不沾 

在下雨 他來的時候 

他身體沒有濕 沒有淋到雨 

冒雨不沾 或履泥不污  

他走在泥地 走過泥地 

那個污泥的地上 不污足 

腳沒有受到這個汙泥所染 或者履泥不污 

時眾道俗 莫不肅然加敬 

當時候的道俗惡二眾 

看到這種情況沒有不肅然加敬的 

此山本多虎災 

原本有很多虎患之災 

老虎出入會吃人 自跋摩居之  



自從跋摩尊者來此居住以後  

晝行夜往 白天夜晚在此這個往來 

在這個山中往來 或時值虎以杖 

或者有時候遇到老虎了 

用這個杖 棍杖或者錫杖 

按頭 按住這個老虎的頭 

弄之而去 按一下就讓叫牠回去了 

於是上山往來無有阻礙 

老虎就不會來阻礙了 

元嘉八年正月到達建業 

文帝引見 勞問慇懃  

文帝 宋文帝引見他勞問  

勞問慇懃 乃敕住祇洹寺 

敕令他住在祇洹寺 

供給很隆厚 不久於寺 

在這個寺廟開講《法華經》 

《十地經》法席非常的殊勝  

後來祇洹寺譯會 

請跋摩尊者譯出《菩薩善戒經》 

《四分律的羯磨》  



《優婆塞五戒相經》等 

享年春秋六十有五 六十五歲 

未終之前 預造遺文 

預先造這個遺文 

偈頌有三十六行 自說因緣云  

自己說這個因緣已經證得二果 

已證二果 是二果的聖人 

以上就是根據《高僧傳》 

也是很簡略 

《高僧傳》很長很多  

這是簡略地說而已 

第十九頁的倒數第五行 

丙二 丙二的箋要主 

講到箋要主 

明沙門智旭箋要 

明 標出朝代 明朝末年 

沙門《注維摩經》曰  

《注維摩經》肇曰 僧肇大師說 

沙門出家之都名也 

說沙門是出家的總名 



出家人都稱為沙門 

印度出家人皆稱沙門 

什曰 羅什三藏大師說 

佛法及外道泛稱出家者 皆名沙門 

《四十二章經解》蕅益大師解釋  

梵語沙門 此翻勤息  

謂勤修戒定慧 息滅貪瞋癡也 

勤修戒定慧 三無漏學 

息滅貪瞋癡 三毒煩惱 稱作沙門  

智旭蕅祖 智旭就是蕅祖  

註 我們先看註  

智旭明代僧 吳縣 江蘇木瀆人 

俗姓鍾 名際明 

字蕅益 號八不道人  

少習儒學 以衛道為職事  

曾撰《闢佛論》數十篇 

十七歲時因讀蓮池大師之 

《自知錄》及《竹窗隨筆》 始悟己非 

取所著《闢佛論》焚燒 焚毀 

二十歲時誦《地藏本願經》  



發出世之志  

二十四歲從憨山弟子雪嶺剃度 

改名智旭  

 

夏秋之間於雲棲寺聽講唯識論  

疑與《佛頂經》之宗旨相矛盾  

叩問之得性相兩宗不許和會之答 

師猶不解其意 遂往徑山坐禪 

豁然而悟性相二宗本無衝突 

二十六歲受菩薩戒 翌年遍閱律藏  

偶罹病將危 乃專意求生淨土  

三十歲時依道友雪航之請 

於龍居寺講律  

後至金陵 深切體察宗門之流弊  

自此決意弘律 

三十二歲欲註《梵網經》 

坐四鬮於佛前 拈得天台宗之鬮 

乃詳究天台教理 

翌年入浙江孝豐靈峰寺  

其後歷住九華 溫陵 石城 晟谿 



新安等地弘揚台教 注釋經論  

年五十六於靈峰臥病 

選西齋淨土詩 製贊補九部之書  

名為 淨土十要 

病癒後 撰著 《閱藏知津》 

《法海關瀾》二書 

十月病再發 口授遺囑 

並製求生淨土偈 

清順治十二年一月  

趺坐繩床 舉手向西示寂  

世壽五十七 法臘三十四  

這裡也是很簡要地介紹蕅祖 

智旭是蕅祖的法名 

在蕅益大師全集第十六冊 

靈峰蕅益大師自傳 

從所居的靈峰山而曰靈峰 

蕅祖當時候住在北天目靈峰山 

叫做靈峰  

宗十二部經 自成名句文身  

叫做宗論 靈峰宗論  



靈峰蕅益大師自傳全集第十六冊  

又名八不道人傳 

我們依這個蕅祖全集裡面的文 

直接順著來說  

蕅祖自稱八不道人 小註 

取《中論》八不  

《梵網》八不之旨 

八不道人是採取《中論》 

以及《梵網經》 

八不的意義宗旨 它的要旨 

《中論》卷一 觀因緣品 

龍樹菩薩造 問曰何故造此論  

答曰 有人言萬物從大自在天生 

龍樹菩薩造論的時候就發問  

說為什麼緣故要造這一部論 

有人言 當時候印度的邪見外道 

有九十六種 種種說法 

有人說 這邪見外道說 

說萬物 天地萬物從大自在天生 

是大自在天創造的  



有人說從韋紐丑天生 

有言 又有人說從和合生的 

也有人說 從自然生的 

自然就有了 自然有的 

有人說從微塵生起的 這微塵生起的 

有如是等荒謬  

錯誤的言論很多很多  

種種謬論一大堆 

所以墮在無因 邪因  

斷見 常見等等的邪見中  

墮在種種說 我 我所  

不知正法 都不知正法 

佛欲斷除如是諸多的邪見 

使令了知佛法的緣故 

先在聲聞法中說十二因緣 

先說十二因緣  

無明緣行 行緣識 識緣名色 

名色緣六入 六入緣觸 

觸緣受 受緣愛 愛緣取 取緣有  

有緣生 生緣老死 憂悲苦惱  



又為已經熏習 修行 有大心  

他有大菩提心  

堪可納受甚深法義之人 

以大乘法說因緣相 

說因緣法的相貌 什麼是因緣法 

所謂一切法不生不滅 

不常不斷 不一不異 不來不去 

畢竟空 無所有 說這個大乘因緣相 

佛滅度後 後五百歲在像法中 

人根轉鈍 深著諸法 

尋求十二因緣決定之相 

不知佛意  

他從這個十二因緣找因緣相  

找這個十二因緣決定之相 不知佛意  

但著文字 只是執著在文字上 

聽聞大乘法中說 

他聽聞到大乘佛法中說 

畢竟空 無所有 不可得 

聽到這個法  

畢竟空 無所有 不可得 



不知何因緣故空 

不知道是甚麼因緣所以空 

不知何因緣故空 

就生起疑見 內心就懷疑了 

生起疑見 假若都是畢竟空 

云何來分別  

怎麼來分別有善有惡 有罪有福  

有因果報應等等 

這些要怎麼來分別 

都畢竟空 無所有 不可得 

怎麼來分別善惡 罪福報應等 

如此則無世諦 第一義諦 

就沒有世俗諦 也沒有第一義諦 

只取空相 只取這個畢竟空相 

而生起貪著 著斷滅空  

於畢竟空中 生起種種的過失 

龍樹菩薩為如是等人故 

造此《中論》 造這個《中論》 說 

不生亦不滅 不常亦不斷 

不一亦不異 不來亦不出 



這是《中論》的文  

最後一句 不來亦不出  

以此八不總破一切法  

善滅諸戲論 

善於滅除種種的戲論 

無意義的言說  

這是《中論》的八不 

《梵網經》八不 

我們半月半月誦戒 我們都很熟 

出在下卷的偈頌 

應當靜觀察 諸法真實相 

不生亦不滅 不常復不斷 

不一亦不異 不來亦不去 

應當靜觀察 諸法真實相 

《大智度論》卷九十說 

諸法實相 即是性空 

諸法真實相 就是自性空 

自性空就是諸法真實相 

這裡就是所說的這個八不中道 

八不中道 不生也不滅 



不是恆常也不斷滅 也不斷絕 

不常復不斷 不一也不異 

不來也不去 就是八不中道 

遠離生滅 常斷 一異  

來去二邊 處於中道  

一切戲論惡 悉從是處滅 

所有的戲論 無意的談說 

無意的談論 無意的言說 

都從這裡滅除 

一切戲論惡 悉從是處滅 

龍樹菩薩造這個《中論》 善滅諸戲論  

總括破一切法 善滅諸戲論  

一切戲論惡 悉從是處滅  

都在八不 在八識當中滅除  

八不 就是中道第一義諦 

諸法真實相 八不是採取 

《中論》《梵網經》八不的意旨  

名曰八不道人傳 

八不道人 修八不中道之人 

震旦之逸民也 震旦之逸民 



放逸的逸 人民的民 

震旦之逸民也 

這是蕅祖自傳裡面的文 

震旦之逸民也 

玄應音義卷四  

震旦或名真丹 並非正音 

應言支那 叫做支那 

此云漢國 此方翻為漢國  

就是漢地 漢民族  

大漢王國就是震旦 

震旦之逸民也  

逸民 論語中有這個舉逸民 

舉出的舉 舉逸民 

這個逸民就是隱居的人 

八不道人是震旦漢民族 

在明朝末年隱居的人 

古者有儒 有禪 有律 有教  

道人旣蹵然不敢 說古者有儒  

儒家的儒 古者有儒 

儒 孔子的學說發揚道德仁義 



建立完善的人格 

我們怎麼做人呢 學習論語 

學習這個儒家的思想 發揚道德仁義 

古聖先賢一貫的道統  

然後建立完善的人格 

古者有儒 古德 修道之人 

有儒家的教育思想 

他們在家的時候 

就學過儒家的思想  

就學習這個儒家的教育 

所以他們做人這個都非常的好 

人格都很完美  

本身就有很好的修養 

這是古德 修道之人 

有儒家的教育思想 

出家以前  

就將做人處事的道理都學好了  

他做人沒有問題了 

為人處世的道理都學好了 

而且身體力行  



古者有儒 他有儒家的思想教育 

有禪 他也有禪 

能夠坐禪習定 有禪定的功夫  

他能夠入於四禪八定 

有律 出家 等到他出家以後  

受了比丘具足戒 

前面他有儒家的思想教育 

他能夠身體力行 

出家受了比丘具足戒 

他能夠規規矩矩奉行佛制 

五夏以前專精戒律 

不馬虎 不隨便  

不是我們現代的人 

根器非常地好 很規矩 

佛陀怎麼說就怎麼奉行 

有律 他能夠遵循佛制 

五夏以前很規矩很老實地 

學戒 持戒 專精戒律 

止持著戒本 輕戒 重戒 

平等心來守護 不做諸惡  



作持著羯磨法 隨機羯磨  

半月 半月說戒 

每年結夏安居 解夏自恣等等 

眾善奉行 都能夠做 

有戒律的根本基礎 

有教 五夏以後 

聽學教理 學習教理  

有戒律基礎之後學習教理  

漸漸地能夠解悟 

佛陀所說的真理 

明白理性 不廢事修 

明白理性 不廢除事項上的修持 

對這個戒法很重視 事修 

明白理性 不廢事修 以解導行 

以這個明白教理引導修行 

解如目 行如足 

解如同眼睛 看得很清楚 

要怎麼走他知道 

又能夠身體力行 好像腳一樣 

我們要走到這個地方 



腳能夠好好地走 行如足 

走正確的路 走正當的道路 

修行的道路 解行並進 

明白教理 實行修因證果這件事情  

怎麼修因 從戒律開始  

戒律就是修因 明白修因證果  

實行修因證果這件事 他有教理 

古者有儒 有禪 有律 有教 

道人旣蹵然不敢 

這個蹵 上面一個就 成就的就 

底下一個足 兩足尊的足 

道人旣蹵然不敢  

這個蹵然就是恭敬貌  

恭敬的樣子 道人既恭敬古德  

不敢說自己跟古人一樣 

有儒有禪有律有教 

假若說道人 你跟古德一樣 

有儒 有禪 有律 有教 

道人很恭敬地相貌說  

不敢當 不敢當 不敢當 不敢當 



就有四個不 道人旣蹵然不敢 

很謙虛 蕅祖很謙虛 蹵然不敢 

今亦有儒 有禪 有律 有教 

道人又艴然不屑 故名八不也 

現代的人 當時候明朝的人 

明朝末年的時候  

也是有儒 有禪 有律 有教 

道人又艴然不屑 

這個艴 舍利弗的弗 右邊一個色  

美色的色 色受想行識的色  

色法的色 艴 艴然  

艴然兩個字是神情不悅貌  

神情不喜悅的相貌 

神情不悅貌 動詞是怒的意思 

生氣而面色改變的樣子 

不屑  

這個屑 尸羅的尸 底下一個肖  

不肖子 不肖子孫的肖  

這個削 削鉛筆的削 左邊 

右邊刂去掉 左邊 不屑 



不屑 因輕視而不予理會 

看他這個樣子 不理會他了  

因輕視而不予理會 

今亦有儒 有禪 有律 有教 

現代的人 現在明代的人 

也有儒家孔子的學說  

也有學禪 也有學戒律 

又有學教理 也都有 

只是呢 大大不如古人 

跟古人比起來 又差一大截了  

感嘆啊 感嘆法門之衰微 

感嘆佛法衰微已經不是一日兩日 

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所以道人又艴然 神情不悅  

內心不歡喜 不屑理會  

現代有名無實的儒禪律教  

所以叫做八不道人也 

在策勵我們  

蕅祖在策勵我們 要努力 

俗姓鍾 名際明 



俗家的姓叫做鍾 名字叫際明 

又名聲 聲音的聲 字振之 

先世汴梁人 

祖先世代是汴梁的人 

河南省開封縣的人 

汴梁就是河南省開封縣 

始祖南渡 居古吳木瀆 

始祖 蕅祖他第一代的祖先 

最初第一代的祖先  

往南方越渡 往這南方遷移 

居住在古吳木瀆 古代的吳國 

吳國木瀆這個地方 

母親金氏 姓金 母親金氏 

以父岐仲公 因為父親岐仲公 

持白衣大悲咒十二年 

觀世音菩薩 

示現的形象 常著白衣  

我們在齋堂後面 

看到那個觀世音菩薩騎著龍 

腳踏著龍 穿白衣 常著白衣  



在白蓮花中或者踩著龍 

我們現在看到的相是踩著龍 

騎著龍 踩著龍  

就菩薩所披的法服稱為白衣 

白 表顯純淨的菩提心 

安住此菩提心 即是白淨住處 

此菩提心從佛境界而生 

常住於此 能生諸佛 

名為白衣觀世音菩薩 

安住在菩提心 

因為父親岐仲公持誦  

白衣觀世音菩薩大悲咒十二年 

才夢見大士送子而生 

我們下一次蕅祖的這個文裡面  

有講到蓮池大師的《自知錄》 

這《自知錄》很好  

蕅祖看這《自知錄》 

他能夠覺醒 覺醒不謗佛了 

所以我們要講《自知錄》 

下一次有這個《蓮池大師全集》的人 



就帶著《蓮池大師全集》第四冊 

第四冊有《自知錄》 

這個很好很好 

對我們持戒 斷惡修善很有幫助 

對我們的道業 道心都很有幫助 

所以我們下次會講到《自知錄》 

有的 法師就帶上來 我們就廻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