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戒相經箋要集註》第六集 
 
和尚慈悲 
 
諸位比丘 大德 淨人 
 
大家早安 阿彌陀佛 
 
請看著集註 第十九頁 
 
五戒相經箋要集註十九頁 
 
倒數第三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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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所著闢佛論燒燬 
 
我們先看到這裡 
 
上一個講次 



 
我們依照蕅益大師自傳的次序 
 
介紹到蕅益大師他的父親母親 
 
他的母親金氏因為父親岐仲公 
 
持白衣大悲神咒十年 
 
十年之後夢見大士送子而生 
 
夢大士送子而生 
 
大士 菩薩的通稱 
 
運心廣大能建立佛事故云大士 
 
夢見觀音大士送子 
 
我們有看到有這個送子觀音 
 
送子而生 生下蕅祖 
 
蓋萬曆二十七年乙亥 
 
蓋 發語詞 
 
在明朝萬曆二十七年乙亥 
 
五月三日亥時也 
 
亥時夜間九點到十一點 
 



這個時候生下來 
 
七歲茹素 
 
蕅益大師七歲的時候就吃素了 
 
草字頭的茹 
 
茹就是吃這個蔬食 
 
不吃魚肉葷腥 十二歲就讀外傅 
 
外傅 通常說師傅這個傅 
 
左邊人字旁右邊就是甫 
 
底下一個寸 這個傅 外傅 
 
佛法之外的私塾 
 
私人開設的學堂 
 
他到學堂去讀書 
 
十二歲就讀外傅 
 
聞聖學 即千古自任 
 
聽聞聖學 世間聖人的學問 
 
指儒家古聖先賢的學問 
 
就千古自任 



千古比喻時代久遠 
 
有五千年歷史的中華文化 
 
孔孟學說 
 
自任 自己的自 任務的任 自任 
 
自己願意來荷擔維護的重任 
 
誓滅釋老 發誓的誓 消滅的滅 
 
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的釋 
 
老子的老 誓滅釋老 
 
這個釋就是我們本師釋迦如來 
 
宣說的教法流傳到漢地的佛法 
 
老就是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 
 
亦曰聃 也叫做老聃 
 
道家以老子為始祖尊為太上老君 
 
立誓要消滅釋門以及老子道家 
 
誓滅釋老 開葷酒 
 
這個時候就開葷酒了 



 
放寬了 不拘束了 
 
開始受用葷食 
 
吃這個肉類的食物 
 
有腥臭氣味的蔬菜 
 
蔥 蒜 韭菜等 
 
開葷酒了 也喝酒 開始喝酒 
 
作論數十篇 
 
寫作議論的文章有數十篇 
 
闢異端 這個闢 一個門 
 
中間是偏僻的僻 人字旁去掉 
 
這個闢異端 
 
闢異端就是反駁 
 
反駁 駁斥 闢除異端 
 
不同於儒家的道法學說 
 
只要不是儒家所說的 
 
他就反駁他駁斥他 
 



夢與孔顏晤言 
 
晤左邊一個日右邊一個吾 
 
吾我的吾 
 
晤言 這個晤就是見面 
 
夢見與孔子顏回見面晤面 
 
彼此相對見面談話 
 
夢到這樣子 孔子傳承道統 
 
以禮儀來教化天下 
 
顏回是孔子最優秀的學生 
 
他終日陪侍在孔子的身邊 
 
聆聽教言而且對於孔子的訓誨 
 
心解力行 
 
他能夠了解內心能夠解了 
 
而且能夠身體力行 不是光聽而已 
 
能夠身體力行 永不懈怠 
 
孔子稱讚他好學 好學不倦 
 
學了之後能夠身體力行 



 
知行合一 他好的是 
 
上達世間聖人之道的學 
 
在佛法門中也有好學的榜樣 
 
《增一阿含經》卷四 
 
佛告諸比丘 出家學道 
 
當如舍利弗 目犍連尊者 
 
好學正法莫做邪業 
 
好學正法不是聽聽而已 
 
上課聽一聽 那下課了就不見了 
 
什麼是要好好奉行的 
 
因為不是這樣子 
 
目犍連 舍利弗尊者 
 
也不是這樣子 
 
能夠證得阿羅漢道 
 
好學正法 
 
在課堂上聽過的這個法 
 



我們下去之後 
 
就可以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尤其每天吃飯 
 
吃飯這堂課很重要的 
 
什麼是利和同均 
 
大家呢 人 每個人分東西的時候 
 
大家都有 不是說 
 
你盤子沒有拿出來就不用分了 
 
不是這樣子 
 
分東西的時候你沒有盤子 
 
我們是盤子補上去分給你 
 
大家都有 這叫利和同均 
 
不是看盤子啊 你沒有來 
 
你盤子沒有來就沒有了 
 
不是這樣子 
 
大家都有一份 很平等的 
 
好學正法莫做邪業 



 
這個心很公正 
 
分物的時候心很公正 大家都有 
 
不做邪業 心裡沒有邪見 
 
沒有邪思惟做得很正當 
 
是謂比丘好學 
 
比丘好樂學習正法的榜樣 
 
顏回死的時候四十一歲 
 
孔子哭之慟 
 
哭之慟 心字旁右邊一個動 
 
動作的動 
 
孔子哭之慟 極度的悲傷 
 
明明一個能夠傳承大道的人 
 
竟然早他而去 
 
孔子只能傷心地說 
 
是老天要亡我 
 
所以這裡說 夢與孔顏晤言 
 



十七歲閱自知錄序 
 
這個序 自知錄序 
 
蓮池大師全集第四冊 
 
我們也有法師幫忙 有影印這個 
 
另外單行本 自知錄的序 
 
這個序呢 
 
蕅益大師看過這個序之後 
 
以及竹窗隨筆 蕅祖就改變了 
 
所以這個自知錄的序 
 
感覺很好 我們就看一看 
 
我們來看自知錄的序 
 
功過格自知錄這個序 
 
我們有單行本 蓮池大師全集 
 
第四冊在2245頁 有單行本的法師 
 
我們看單行本就可以 自知錄序 
 
予少時見太微仙君功過格 
 
而大悅 旋梓以施 



 
已而出俗行腳 匍匐於參請 
 
暨歸 隱深穀 
 
方事禪思 遂無暇及此 今老矣 
 
復得諸亂帙中 悅猶故也 
 
乃稍為刪定 
 
更增其未備 而重梓焉 
 
昔仙君謂 凡人宜置籍臥榻 
 
每向晦入息 書其一日功過 
 
積日而月 積月而年 
 
或以功准過或以過准功 
 
多寡相讎 自知罪福 
 
不必問乎休咎 至矣哉言乎 
 
先民有云 人苦不自知 
 
唯知其惡 則懼而戢 
 
知其善 則喜而益自勉 
 
不知 則任情肆志 淪聚於禽獸 
 



而亦莫覺其禽獸也 
 
茲運心舉筆 靈臺難欺 
 
邪正淑慝 炯乎若明鏡之鑒形 
 
不師而嚴 不友而諍 
 
不賞罰而勸懲 不蓍龜而趨避 
 
不天堂地獄而昇沈 
 
馴而致之 其於道也何有 
 
因易其名曰自知錄 
 
是錄也 下士得之 行且大笑 
 
莫之能視 奚望其能書 
 
中士得之 必勤而書之 上士得之 
 
但自諸惡不作 眾善奉行 
 
書可也 不書可也 
 
何以故 善本當行非徼福故 
 
惡本不當作 非畏罪故 
 
終日止惡 終日修善 
 
外不見善惡相 



 
內不見能止能修之心 
 
福且不受 罪亦性空 
 
則書將安用 
 
矧二部童子 六齋諸天 
 
併世所稱臺彭司命 
 
日游夜遊 予司奪司 
 
元會節臘等昭佈森列 
 
前我後我左右我 明目而矚我 
 
政使我不書 彼之書 
 
固以密繭絲而析秋毫矣 
 
雖然 天下不皆上士 即皆上士 
 
其自知而不書 不失為君子 
 
不自知而不書 非冥頑不靈 
 
則剛愎自用雲爾 
 
人間顧可無是錄乎 
 
是故在儒為四端百行 
 



在釋為六度萬行 
 
在道為三千功八百行 
 
皆積善之說也 
 
彼罷緣灰念之輩 
 
以自為則無論矣 
 
如藉口乎善惡都莫思量 
 
見有勤而書之者 
 
漫呵曰 惡用是矻矻爾煩心為 
 
則其失非細 
 
嗟乎 世人夏畦於五欲之場 
 
疲神殫思 終其身不憚煩 
 
而獨煩於就寢之俄頃 
 
不一整其心慮亦惑矣 
 
晝勤三省 夜必告天 
 
乃至黑豆白豆 賢智者所不廢也 
 
書之庸何傷 
 
時萬曆三十二年歲次甲辰 



 
清明日 沙門袾宏識 
 
這是蓮池大師寫的自知錄序 
 
我們要解釋這一段 
 
這一段很不錯 蕅益大師 
 
他看到之後就能夠改過了 
 
蕅祖十七歲的時候閱自知錄序 
 
蓮池大師的這個序 
 
予少時 見太微仙君功過格而大悅 
 
予 指自己同余 徐徐的徐 
 
左邊的ㄔ去掉這個余同余 
 
相當於白話的我 我少時見 
 
太微仙君功過格而大悅 
 
功過 功德與罪過 
 
功德跟罪過 格 標準 樣式 
 
蓮池大師說 我在少年的時候 
 
見到太微仙君所說的 
 



功德過失之標準 以這個為標準 
 
而內心大大的喜悅 
 
旋梓以施 旋 一會兒 
 
梓 把文字刻在木板上 
 
以前都是木刻板 
 
文字刻在木板上 準備印出書版 
 
一會兒 不久就印書出版了 
 
用來作法布施 
 
讓大家知道有這個法 
 
已而出俗行腳 已付梓印行流通 
 
作法布施以後 而出離世俗家 
 
等於剃髮出家了 行腳遊方 
 
以前到處去參學 參訪善知識 
 
我們中國大陸這麼大 
 
很多善知識行腳走路去參學 
 
不是像我們坐車啊 走路啊 
 
很辛苦的行腳參方 



 
匍匐於參請 匍匐 手足著地 
 
手足著地 向前爬行 
 
比喻行腳很辛苦 匍匐 要爬高山 
 
這個高山沒有路 要用攀爬的 
 
手跟腳要並用攀爬 
 
手足著地向前爬行 匍匐 
 
參請 參學請謁 
 
像善財童子五十三參 參學 請益 
 
匍匐於參請 形容出俗以後 
 
出家以後急著要去行腳參方 
 
請謁拜見善知識 
 
很辛苦的走路行腳 
 
猶如匍匐前進一樣 
 
好像我們趴在地上 
 
前進一樣很辛苦 
 
暨歸 暨 用作連接詞 
 



有即的意思 等到 
 
等到 行腳遊方參學善知識 
 
五年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一直到 等到參訪 
 
遍參善知識歸來 
 
已經參學很久了 回來了 
 
隱深谷 隱藏身分 
 
居住在深山隱谷要靜修了 
 
參學過了要靜下心來用功了 
 
方事禪思 才安下心來坐禪思惟 
 
禪思坐禪思惟這叫思惟修 
 
遂無暇及此 暇 空閒 
 
於是沒有空閒的時間 
 
顧及到此功過格之事 
 
這件事情就沒有時間顧及了 
 
無暇及此 今老矣 光陰迅速啊 
 
現在已經老了 



 
復得諸亂帙中 帙 書套 
 
又在諸多雜亂的書套當中 
 
看到太微仙君功過格 
 
論到人間功德過失的標準 
 
這個樣式 看到這本書了 
 
悅猶故也 故 以前 
 
內心的喜悅高興猶然跟以前一樣 
 
看到就很高興 乃稍為刪定 
 
稍 微少的 乃稍微做刪除修訂 
 
學習佛法之後以佛法為主 
 
以佛法做標準 
 
來刪訂太微仙君功過格 
 
很正確 以佛法為標準 
 
以佛說的做標準來刪訂 
 
更增其未備 
 
再增加它不完備的格文 
 



裡面沒有提到的 有缺漏的 
 
依佛法補上去 而重梓焉 
 
而重新將文字刻在木板上 
 
付梓 印出來流通 
 
昔仙君謂 凡人宜置籍臥榻 
 
宜置籍臥榻 
 
凡人 平平常常的人 凡夫之人 
 
置 放的意思 安放 安置 
 
籍 古人說草墊子 草墊子叫做籍 
 
安於草墊子 草蓆叫做置籍 
 
安於草墊子 安設草墊子 
 
草蓆置籍 在上面坐 
 
榻 我們現在說榻榻米 
 
以前是低狹而長的床 
 
昔仙君 過去太微仙君認為 
 
凡是平常人宜置籍臥榻 
 
坐的時候適宜安置草蓆 



我們說席地而坐 
 
很久沒有聽過了 
 
以前的話 都席地而坐 
 
安置草蓆坐在地上 臥的時候 
 
安放長床 置籍臥榻 每嚮晦入息 
 
這個嚮通於 向前進的向 
 
通於這個向就是接近的意思 
 
晦 昏暗的晚上 
 
晚上太陽下山了看不清楚了 
 
昏暗的晚上 
 
入息 進入休息睡眠 
 
每當接近昏暗的晚上 
 
每向晦 接近昏暗的晚上 
 
就要入息了 
 
進入養息的階段該休息了 
 
書其一日功過 在晚上入睡以前 
 
書寫他一天當中所做的功德過失 



每天要反省檢討自己做功過格 
 
每天睡覺以前 看功過格看一遍 
 
做了哪些功德 做了哪些罪過 
 
記起來 這個古人每天要做 
 
我們現在幾乎都沒有 
 
所以惡 這個惡劣的行為一大堆 
 
滿滿的 自己都不知道 
 
積日而月 積月而年 
 
累積每一天的光陰 
 
每一天都要做 每一天的定課 
 
自我反省而到達一個月 
 
累積到一個月了 
 
累積每一個月而到達一年 
 
年復一年 天天改過 
 
昨天和尚講的 
 
蘧伯玉到了五十歲的時候 
 
想要改過都還做不到 



聽法很重要 要努力盡這一生 
 
或以功准過 准 衡量 
 
或者以功德來衡量罪過 
 
今天功德比較多 
 
罪過比較多 功過衡量一下 
 
今天功德少罪過多 
 
要痛加反省以功准過或以過准功 
 
或者以罪過來衡量功德 
 
哪一種比較多啊 多寡相讎 
 
讎 同於仇恨的仇 
 
就是敵對的意思 敵對 
 
功過多少互相仇對 
 
互相仇對 抵銷 互相抵銷 
 
自知罪福 
 
那每天這樣做 自己就明白 
 
每天所做的是罪惡或者是福善 
 
我們受了比丘具足戒 



就是要以比丘戒來衡量自己 
 
今天功德過失多少 
 
有犯了有沒有懺悔 
 
道理是一樣的 不必問乎休咎 
 
休咎就是吉凶罪福 
 
別史的李士謙 二十四史 史記 
 
二十四史的別史李士謙傳中 
 
李士謙傳 當中有三句話 
 
別史的李士謙傳中有三句話 
 
說積善餘慶 積惡餘殃 
 
豈非休咎也 這三句話 
 
積善餘慶 積惡餘殃 
 
豈非休咎也 積善餘慶 易經說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積惡餘殃 積惡之家必有餘殃 
 
豈非休咎也 
 
難道不是吉凶禍福嗎 



 
休咎就是吉凶禍福 
 
不必問乎休咎 不必再去追問 
 
自己未來的吉凶禍福了 
 
不用去占卜了 
 
不用去卜卦算命了 
 
不用去算了 我們就知道了 
 
不必再去占卜追問 
 
自己未來的吉凶禍福了 
 
至矣哉言乎 
 
至矣 至 最 最好的最 
 
矣 助詞 表示決定 
 
決定那是最好的 
 
哉 表感嘆也是助詞 
 
言 說的這段話 至矣哉言乎 
 
稱讚啊 稱讚太微仙君 
 
這段話說得最好了 至矣哉言乎 
 



先民有云 人苦不自知 
 
先民 古人 古代的賢人 先民 
 
詩經第七卷 大雅 生民之什 板 
 
這篇說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詢于芻蕘 詢問的詢 
 
于就是兩畫 一二的二 
 
第二橫下面再加一撇 這個于 
 
詢于芻蕘 這個芻 苾芻的芻 
 
蕘 草字頭底下一個堯 
 
堯舜禹湯的堯 詢于芻蕘 
 
芻蕘就是割草打柴的人 
 
割草打柴的人 也泛指朝野之人 
 
蕘 供燃燒用的草柴叫做蕘 
 
先民有言 
 
詢問 查問于芻蕘這個朝野之人 
 
詢問朝野之人 
 
自知錄說 先民有云 



 
古人 古代的賢人有這麼說 
 
人苦不自知 真的是這樣啊 
 
有道理啊 不自知 所以他無明嘛 
 
他們觸惱眾生 擾亂別人 
 
自己都不知道啊 
 
不自知 人苦不自知 
 
人苦於不能自知 
 
人自己招感的苦惱來自於 
 
不能明白自己的優點缺點 
 
長處短處自己都不知道 
 
人苦於不能自我了知 
 
沒有自知之明 
 
唯知其惡 則懼而戢 
 
這知就是了知 明白 懼 恐懼害怕 
 
戢 就收藏或者止息 
 
或者禁止叫做戢 
 



唯知其惡 則懼而戢 
 
一個人唯獨明白自己的過惡 
 
他看到了 看到自己 
 
怎麼滿身都是罪惡 
 
他不知就罷了啦 
 
知道他就恐怖了 
 
怎麼我每天所做所為都是罪惡啊 
 
一個人唯獨明白自己的過惡 
 
唯獨知道自己有惡習性 
 
唯獨看到自己在作惡 則懼而戢 
 
就會感覺到恐懼害怕而止息 
 
不敢再作惡了 禁止自己再造惡 
 
就會懂得自己要收斂 
 
我應當收斂自己 
 
會常常觸惱別人 
 
要收斂自己 老實 要守規矩啊 
 
將自己的惡習性收藏起來 



有自知之明 講得非常好 
 
唯知其惡 則懼而戢 
 
知其善 則喜而益自勉 
 
益 增進 每天增進 更加 
 
知其善 了知自己善好的一面 
 
我有這些優點 
 
有善好的一面 
 
明白自己所做的是善業 
 
我做對了 我這樣做很正確 
 
是善業 修善業做得很對 
 
則喜而益自勉 就會內心歡喜 
 
而更加自我勉勵 
 
增進修習善業 愈做愈歡喜 
 
這善業增長廣大 
 
假如我們不知道的時候就忘了 
 
這個沒關係這個好像不可以喔 
 
懷疑了 好像不可以做喔 



這樣做對不對 不知道 
 
這個時候就不能增進善業了 
 
所以我們貴能自知 
 
不知則任情肆志 任情就是任意 
 
隨任我們的心情 
 
都是隨任自己的心情 
 
我喜歡做就做 我不想做就不做 
 
都隨自己的心情 我喜歡就可以 
 
我不喜歡 我就不做了 
 
都是隨任自己的心情 
 
任由自己的心意去做 
 
這個肆 肆就是放肆 
 
放肆放縱自己 不嚴肅很隨便 
 
志 我們的心意 我們的志向 
 
不知則任情肆志 
 
我們對善惡都不知道 
 
不知自己在平常生活中 



所做所為是善是惡都不知道 
 
一向不知則任情肆志 
 
就會隨任心情想怎麼做就怎麼做 
 
他沒有標準哪 
 
都是按照我 凡夫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這麼樣 
 
我的想法是這麼樣 他就去做了 
 
別人要勸諫他告訴他 
 
他聽不進去 講不通 
 
所以自知錄非常好 
 
我們貴在自知 不要人家講 
 
人家講 你不一定能接受 
 
你知道了自己就能改 
 
所以不知則任情肆志 
 
都是按照我凡夫的意思來做 
 
放縱心志 
 
什麼修學聖道 志在聖賢 



志求聖賢之道早就放掉了 
 
早就放縱了 哪有什麼志向啊 
 
談不上志向 談不上有志 
 
放縱心志 淪聚於禽獸 
 
淪 沉沒 流入流落 
 
聚 聚合 由小惡聚合成為大惡 
 
這個沒關係啊 小小事而已 
 
小小戒而已啊 沒關係 
 
這個沒關係 那個也沒關係 
 
聚少成多 積小成大 
 
由小惡聚合成為大惡 
 
積聚很多小小的惡習性 
 
漸漸合成大惡 
 
《大般涅槃經》卷十九 
 
勿輕小罪以為無殃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 
 
不要輕視小罪過 



 
認為這個沒有罪殃啊 
 
你們看小水滴 
 
小水滴 一滴一滴的滴啊 
 
雖然很微少 
 
漸漸地盈滿整個廣大的器皿 
 
你的桶子啊 慢慢就裝滿了 
 
漸盈大器 就是聚合的意思 聚合 
 
禽獸 飛禽走獸 
 
這飛禽走獸啊 不知有慚愧 
 
什麼是慚愧呢 他不知道 
 
不知道慚愧羞恥這件事情 
 
淪聚於禽獸 
 
不知自身的行為是善是惡 
 
隨任心情也不學習 
 
要他聽經聞法他也不要 
 
很舒適啊 
 



每天沒有事情做 到處遊蕩 
 
他不喜歡聽法 什麼都不知道 
 
每天所做所為 不知 不明白 
 
自身的行為是善是惡 
 
隨任心情 放縱心志 
 
最後淪落聚合於禽獸這一類 
 
變這樣子了 
 
最後淪落聚合於禽獸這一類 
 
無慚無愧 什麼是慚愧 不知道 
 
無慚無愧 不知尊重自己的靈性 
 
這佛性平等 大家都有佛性 
 
不曉得尊重自己的靈性 
 
不知道修持自己的過惡 
 
做錯了也不知道 
 
不感到羞恥 變這樣子 
 
又不能希求聖賢之道 
 
既然看不到自己的過失 



他怎麼有志向 
 
要希求聖賢之道呢 沒有啊 
 
不能希求聖賢之道 
 
離開父母親了 來出家修道了 
 
每天放逸 就這樣一天過一天 
 
又不能希求聖賢之道 
 
一直到死亡 到死為止 
 
也不感到羞恥 
 
怎麼不感到羞恥呢 
 
他也不會感到羞恥 
 
自己是處在無知卑下的地位 
 
佛陀已經成佛了 
 
到這個世間來教化我們 
 
不知道要學習 
 
什麼是這個戒法 
 
戒法的真實意義在哪裡 
 
他呢從來沒有用心去思惟 



聽一聽 就照他意思去做 
 
沒有用心去思惟 
 
戒法講的真實義是什麼 
 
都不用心 不會感到羞恥 
 
自己是處在卑下凡夫的地位 
 
淪聚於禽獸 
 
而亦莫覺其禽獸也 
 
蓮池大師講得非常好 
 
而亦莫覺其禽獸也 
 
就是不知 他也不知道 
 
莫覺 就是不覺 不能覺知 
 
而也不覺知 
 
也不能覺知自己的行為 
 
與諸禽獸沒有兩樣啊 
 
無相異也 
 
《遺教經》講的無相異也 
 
與諸禽獸無相異也 沒有兩樣 



茲運心舉筆 
 
茲 就現在 蓮池大師有大悲心 
 
現在運用弘法利他之心 
 
弘通佛法 利益眾生的心 
 
用這個心 舉起筆來 拿起筆來 
 
靈臺難欺 靈臺難欺 
 
靈臺就是靈鷲山 靈鷲山 
 
也翻作鷲臺 鷲臺就是靈臺 
 
在印度摩羯陀國的正中央 
 
靈鷲山是我們本師釋迦如來 
 
報身之淨土 
 
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 
 
報身所居的淨土 
 
就是靈臺 在此稱為靈臺 
 
《妙法蓮華經》卷五 
 
如來壽量品 經文中 
 
世尊說 我於阿僧祇劫 



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 
 
眾生見劫盡 大火所燒時 
 
我此土安隱 天人常充滿 
 
這段文 就是我們這個娑婆世界 
 
這個靈鷲山 
 
就是我們如來報身所居的淨土 
 
我於阿僧衹劫常在靈鷲山 
 
阿僧衹劫常在靈鷲山 
 
及餘諸住處 眾生見劫盡 
 
我們看到這個劫盡了啊 
 
世界有成住壞空 
 
世界要敗壞了 大火燃燒 
 
大火所燒時 我此土安隱 
 
世尊說我這個國土很安隱 
 
天人常充滿 
 
這是我們業報所感 
 
我們感召的業報 



見到這個娑婆世界要毀滅了 
 
但是佛陀的住處很安隱 
 
天人常充滿 
 
所以我們要好好的修啊 
 
好好的持戒啊 
 
學戒要用在日常生活當中 
 
用在哪裡齋堂最多 齋堂最多 
 
吃的問題牽涉盜戒 
 
它牽涉到偷盜的問題 
 
你不要小看它 
 
分物人 看一看律藏 
 
律藏怎麼講的 分粥人 有兩種人 
 
這個入於地獄好像射箭一樣 
 
升天也好像射箭一樣 
 
他分物不公平 入地獄如射箭 
 
你盜他那一份 你欺盜他那一份 
 
本來打板之後大家都有 



 
你要是不分給他 偷盜他那一份 
 
這樣的人 入地獄如射箭 
 
看一看律藏就知道了 
 
靈臺難欺 這個佛說的啊 
 
所以靈臺是指靈鷲山 
 
釋迦如來報身所居的淨土 
 
跟我們住在這個南瞻部洲一樣 
 
那我們看不到 業報有差別 
 
這個靈臺難以欺騙 你要騙誰呢 
 
騙不了佛陀 靈臺難欺 
 
邪正淑慝 淑 善 美 
 
善跟美的意思 形容善良 
 
這個淑字大都指 
 
有德行的女子 這個淑 
 
慝就是惡也 惡也 從匿從心 
 
從這個匿 從這個心 
 



因為惡藏匿在心中 惡藏匿在心中 
 
有邪惡的心叫做慝 
 
邪正淑慝 我們每天所做的 
 
是邪 是正 是善 是惡 
 
心意很正當 正大光明 
 
或者是自己有邪惡的心 
 
邪正淑慝 炯乎若明鏡之鑒形 
 
炯 ㄐㄩㄥˇ就是明亮啊 
 
炯是明亮 明顯的意思 
 
鑒 照也 審查仔細看叫做鑒 
 
邪正善惡很明顯的 
 
猶若光明的鏡子鑒照身形 
 
如同我們照鏡子一樣呀 
 
看得很清楚 但是要學習 要讀 
 
讀這個自知錄 
 
讀得很清楚 跟我們學戒一樣 
 
我們學習比丘兩百五十條戒 



五篇七聚的戒法 
 
又學習羯磨的作持 
 
我們就對我們所作所為 
 
看得一清二楚啊 
 
你不學就不知 看不清楚 
 
人家講你又聽不懂 
 
在講什麼聽不懂 
 
怎麼做 你沒有一個主導的方向 
 
畫龍點睛 
 
龍畫好了眼睛一點就飛走了 
 
我們沒有學就沒有這個功夫 
 
人家點了 你還聽不懂 
 
在講什麼 要學 
 
邪正淑慝 炯乎若明鏡之鑒形 
 
不師而嚴 
 
師 教授我們道德學問 
 
指導我們斷惡修善之法 



使令我們趨向聖賢大道 
 
做為我們的模範者稱之為師 
 
這個師不是好當的 
 
某某師不是好當的 
 
你要學 好好的學 
 
人家稱你某某師某某法師 
 
我們要策勵自己不師而嚴 
 
不師 不需要等待嚴師的教令 
 
而自己就能處事嚴正 
 
處理事情 待人處事很嚴正 
 
莊嚴的嚴 正大光明的正 
 
就能處事嚴正 
 
處理事情 待人接物 
 
做人做事 公平正直 
 
不是用私心 不是憑我的感覺 
 
心很公正 公平正直 嚴正莊重 
 
不是憑個人的意思 不是這樣子 



 
尤其執事人 我們做事情要公正 
 
你不能依你的私心來判斷事情 
 
對眾生有利益你要盡量去做 
 
處世待人要公平正直嚴正莊重 
 
不師而嚴 你看多麼好 不友而諍 
 
為什麼說 不友而諍 
 
不必善友就能自我諍訟 
 
不友而諍 友 什麼是友 
 
印祖文鈔卷二 
 
聖人以朋友列於五倫者 
 
蓋取其勸善規過 如二月互照 
 
扶危保安 如兩手相援之義也 
 
這是印祖文鈔的文 
 
聖人 世間的聖人 
 
就人間的聖人  人 人道當中的聖人 
 
以朋友列於五倫者 將朋友列在 
 



五種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 
 
很正當很正常的關係就是朋友 
 
要有朋友 蓋取其勸善規過 
 
朋友能夠勸善規過 
 
不是同流合汙 
 
這個同流合汙 這人不是朋友啊 
 
這個惡知識要遠離 
 
蓋 承接詞 連貫詞 
 
承接連貫上文的詞 
 
有因為的意思 
 
蓋取其勸善規過 
 
因為採取朋友能夠勸善規過 
 
勸導我們要修善業不是互相掩護 
 
你做惡 我掩護你 不是這樣子 
 
他不守規矩 掩護他 
 
你沒事 不是這樣 
 
這個不是朋友啊 



 
因為採取朋友能勸善規過 
 
勸導我們要修善業 
 
好好持戒 好好學戒啊 
 
規勸我們要改正過失 這是善友 
 
你有過失人家都不講你 
 
不理你 那怎麼是朋友呢 
 
勸導你要改過 
 
如二月互照 這兩個月亮 
 
猶如兩個月亮互相照明 
 
互相照映都是很光明 
 
共同走向光明的大道 
 
不是做朋友之後 
 
愈來就愈黑暗 不是這樣 
 
愈來要走向光明 如同兩個月亮 
 
互相照明互相照映 
 
扶危保安 扶持的扶 安危的危 
 



保安 保護的保 安全的安 
 
扶危保安 危 
 
人的生命依賴生活的身家財產 
 
他的生命 
 
他依賴生活的身家財產 
 
不安全有危險 危 
 
朋友的義務要互相扶持 
 
保護朋友平安度過 
 
保護朋友這一生平平安安地度過 
 
沒有災難沒有災厄 
 
扶危保安 這是朋友 
 
復次朋友有厄難 有困難 
 
很艱苦 有災難的時候 
 
要互相救濟 
 
朋友在做惡要互相勸諫 
 
這是惡業不可以做 互相勸諫 
 
直言糾正他的錯誤行為 



 
直接跟他講 
 
直言糾正他的錯誤行為 
 
朋友放逸懈怠 要勸導他 
 
要奉行善法 要修善法 
 
你不可以放逸 不可以懈怠 
 
不修善業 就要勸導他 
 
奉行善法 修習善業 
 
將來才有人天善道之福啊 
 
平安就是福 
 
勸你們的朋友不要做惡 
 
平平安安就是福報啊 
 
保護朋友一生平安度過 
 
沒有未來世三惡道的恐怖危險 
 
這個朋友非常不容易 
 
保護他一生平安度過 
 
未來沒有三惡道的恐怖危險 
 



是謂真正的善友 扶危保安 
 
如兩手相援之意也 
 
猶如我們有兩隻手 
 
兩隻手互相支援 
 
互相援助的意義 這是朋友 
 
不友而諍 
 
以上說的就是友 友的意義 
 
朋友要這樣當 我們同參道友 
 
同學 道友 善友要這樣當的啊 
 
朋友 善友的相貌 
 
以上說的是善友的相貌 
 
諍 言字旁 諍訟的意思 
 
諍訟 直言不友而諍 
 
直言糾正別人的過失叫做諍 
 
直言糾正別人的過失 
 
直心是道場 無虛假故 
 
他不虛偽 直心是道場 



 
直接跟他講 你這樣錯了要改 
 
直心是道場 無虛假故 
 
他沒有虛偽 沒有虛偽的心 
 
直言糾正別人的過失叫做諍 
 
不友而諍 
 
不需要善友的勸諫 不需要了 
 
我明白了 不需要善友的勸諫* 
 
你這個糊裡糊塗的時候 
 
善友勸諫你 你不一定會接受 
 
可能跟他還有爭論 
 
現在不必善友的勸諫 
 
不需要善友的勸諫就能自我諍訟 
 
你們聽過自訟寡過 
 
我們自己諍訟自己就寡少過失 
 
不需要善友的勸諫就能自我諍訟 
 
對於自己的所作所為 
 



是正 是邪 是善 是惡 
 
看得很明白 
 
我們心裡自己很明白 
 
我今天做錯了 
 
這做錯了 不可以要改過 
 
犯戒了 每天就是如法的懺悔 
 
對這個同學 比丘同學發露懺悔 
 
自知 自己明白 我做錯了 
 
我的行為是邪惡的 
 
明知自己做惡 良心不安 
 
受到良心的譴責 
 
內心會自我諍訟 
 
我這樣做不對啊 
 
做錯了 要好好地改過 
 
明天開始不可以這樣子 
 
心裡就有數了 要改過了 
 
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 



 
在心中自我諍訟 
 
不是別人 自己跟自己諍訟 
 
直言糾正自己的過失 
 
我們受戒 學戒 
 
持戒的道理也是如此 
 
你學過之後 好好的學之後 
 
你就知道要怎麼做了 
 
不必人家講了 
 
我知道我錯了 要改過要懺悔 
 
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呢 要講學 要教學 
 
和尚注重這個講學 
 
沒有錯 要講學 要教學 
 
不必等待善友的勸諫 
 
而能自我諍訟 自我改過 
 
就是不友而諍 不賞罰而勸懲 
 



賞罰 賞善罰惡 
 
獎賞有功 處罰有罪 
 
我們做功德衣 
 
這個前安居人 這個賞勞有功 
 
他可以受功德衣 
 
中安居 後安居的人就沒有 
 
就罰惡 你們這個這樣不對 
 
處罰你不得受功德衣 
 
也是賞善罰惡 
 
勸 用言語開導他 
 
使令聽從 或者這個獎勵他 
 
獎勵他 也叫做勸 
 
懲 責罰 責備處罰 
 
來表示警戒 也稱做懲戒 
 
不賞罰而勸懲 
 
不必賞罰而能自我勸勉 
 
而能自我勸勉 



 
引出功過格的過惡 
 
以前所做的過失來警戒自己 
 
不必看到處罰 
 
這個懲戒處罰做惡的人 
 
以此來勸勉為善的人 
 
不需要這樣的人 不需要了 
 
他能夠自我懲戒 能夠自我勸勉 
 
引出功過格的過惡 
 
引出我們比丘兩百五十條戒 
 
作持的羯磨等等 
 
我們以前所做的過失 
 
我們以前做不好 
 
現在學到了 要改過了 
 
要好好做了 來警戒自己 
 
不賞罰而勸懲 不蓍龜而趨避 
 
蓍龜 採用澡豆蓍草楊枝 
 



菩薩戒裡面的蓍草 
 
蓍龜 蓍草與大龜 
 
古人用蓍草的莖 
 
與龜甲占卜吉凶 故名蓍龜 
 
都是卜筮的時候所用的東西 
 
蓍草跟龜甲 這龜是大龜的甲 
 
所以蓍龜也用作占卜的意思 
 
占卜而趨避 趨避就是趨吉避凶 
 
印祖文鈔常常在講的趨吉避凶 
 
不需要蓍龜 
 
不需要占卜未來的吉凶禍福 
 
不用占卜了 不需要了 
 
而自己就有能力趨吉避凶 
 
我們去占卜 你未必有能力 
 
占卜之後 你出來還是一樣 
 
還是照樣作惡 
 
你還是不能改過修善 



 
占卜有什麼用 沒有用啊 
 
知道一下而已 
 
所以學習很重要 
 
我們能夠知道 
 
怎麼趨吉避凶 斷惡修善 
 
大大小小的善法都應當學 
 
一切的善法都應當學 
 
一切的惡法都應當要遠離 
 
蓮池大師根據佛法為主 
 
所重新刪增的自知錄非常好 
 
我們今天先說到這個 
 
不蓍龜而趨避 
 
後面還有 我們會講到凡例 
 
凡例也是很好 
 
自知錄我們就自己看 
 
可能我們重點提出來 
 



佛法中有關的提出來 
 
提一些出來 那我們自己看 
 
能夠對我們學戒 持戒很有幫助 
 
迴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