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戒相經箋要集註》第七集 
 
和尚慈悲 
 
諸位比丘 大德 淨人 
 
大家早安 
 
請看著集註 第十九頁 
 
我們說到了蕅益大師 智旭 
 
這兩個字 倒數第三行 
 
十九頁的倒數第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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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所著闢佛論燒毀 
 
我們現在說到自知錄 



 
十九頁最後一行的自知錄 
 
我們看二十頁有一個字 
 
我們第一回說的時候要改 
 
要查 有查 和尚有提醒 
 
性德是沒有特別去注意它 
 
所以 我們今天就把它改 
 
查出來了 二十頁的倒數第四行 
 
倒數第四行 
 
九華 溫陵 石城 
 
石城底下這個字 
 
一個日 一個成 
 
唸成 又讀聖 
 
晟谿 或者晟谿 
 
我們上一回 
 
有法師們印這一本功過格自知錄 
 
這一本跟我們《蓮池大師全
集》 



 
裡面的文 裡面的字 
 
有一些 有幾個字不一樣 
 
我們看一下 單行本的 
 
功過格自知錄 
 
倒數 第一頁的倒數第五行 
 
每嚮晦 這個人息是入息 
 
每嚮晦入息  
 
這個木刻板像人 是入 入息 
 
每嚮晦入息 然後倒數第四行 
 
或以功准過 這個准  
 
全集的文是準確的準 
 
底下加一個十字 準確的準 
 
或以過准功 準確的準 
 
最後一行 淪胥於禽獸 
 
全集的文是 淪聚於禽獸 
 
單行本是印這個胥 住也 待也 
 



全集是聚 淪聚於禽獸 
 
這個唸徐 也唸作虛 
 
第三頁的第四行 倒數第六個字 
 
人間顧可無是錄 
 
這個閒 全集是作間 之間的間 
 
裡面是一個日 這裡是一個月 
 
唸間 人間 其他大同小異 
 
第四頁的第三行 
 
萬曆這個曆 全集是歷史的歷 
 
這個字印得不太清楚 
 
全集是歷史的歷 
 
萬曆三十二年歲次甲辰清明日 
 
沙門袾宏識 
 
我們現在要看 看到了這個 
 
自知錄第二頁的第二行 
 
不友而諍 不賞罰而勸懲 
 
不蓍龜而趨避 



 
我們講到這一句 
 
不蓍龜而趨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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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卜筮時所用的東西 
 
所以 蓍龜也用作占卜的意思 
 
占卜的意思 趨避 趨吉避凶 
 
不蓍龜而趨避 不需要蓍龜 
 
不需要占卜未來的吉凶禍福 
 
而自己就有能力趨吉避凶 
 
趨向未來 我們這一生 
 
未來吉祥平安之福 
 
避開未來凶險災難之禍 
 
自己就能 趨善避惡 
 
跟我們學戒一樣 
 



學戒 持戒 道理相通的 
 
相通的 一樣的 
 
明白比丘二百五十條戒 
 
開遮持犯 以及心念法 對首法 
 
眾法羯磨 這個作持 
 
一一如佛所說而奉行 
 
輕戒重戒 平等心受持 
 
不蓍龜而趨避 一樣的道理 
 
不蓍龜而趨避 
 
不必占卜就能了知 
 
自己未來的吉凶禍福道理一樣 
 
學了這一篇 
 
我們誦戒羯磨 就很有信心 
 
至極的聖人為我們制戒 
 
跟這個天道的眾生所講的 
 
就有差別 我們出離 修行人 
 
出離世間的聖道 誦戒羯磨 



 
乃至小小的戒法 
 
對我們來說都是趨吉避凶 
 
趨善避惡 道理一樣 
 
持戒就是吉祥 
 
小小戒 不要看小小戒  
 
憶念戒法 
 
我們用心去持戒就是吉祥 
 
就有福 
 
《金剛經》說持戒修福 
 
已經避開罪過 已經避開凶禍了 
 
這些罪過凶禍 我們都避開了 
 
不蓍龜而趨避 
 
不天堂地獄而升沈 
 
欲界 我們所住的欲界 
 
是五趣雜居地 
 
六欲天在上 為升 
 



上升天界 地獄在下 
 
我們這個大地之下有地獄 
 
地獄在下 為沉 沉落地獄 
 
這裡說 奉行功過格 
 
見善則遷 有過則改 這個要學  
 
你怎麼知道有過失 要學聖教 
 
律藏裡面 
 
戒如海無涯 如寶求無厭 
 
很多 見善則遷 有過則改 
 
諸惡不作 眾善奉行 
 
我們修善沒有摻雜過惡 
 
純粹是善業 沒有地獄的罪業 
 
不到地獄去受報 
 
所以不在天堂地獄而升沉 
 
忽上忽下的 不天堂地獄而升沈 
 
馴而致之 
 
馴 牛馬順從人的指揮叫做馴 



 
引伸 泛指順從的意思  順從 
 
致 推展到極點 
 
順從太微仙君功過格的指示 
 
立功止過 漸漸的推展到極點 
 
馴而致之 其於道也何有 
 
其 代名詞就是他 
 
這個何 表示疑問的詞 
 
什麼意思 什麼  
 
他 於道也何有 
 
他有什麼道法呢 
 
我們學佛修行人 
 
他有什麼道法呢 
 
修的是什麼道法呢 
 
其於道也何有 
 
因易其名曰自知錄 
 
易 改變 
 



因此改變他的名目 
 
更易太微仙君功過格的名稱 
 
叫做 自知錄 是錄也 
 
下士得之 行且大笑 莫之能視 
 
是 指示代名詞 等於這 此 
 
這 此的意思 此自知錄 
 
這一本自知錄 下士得之 
 
老子道德經 聞道章 
 
聞道章 有一段話 
 
上士聞道 勤而行之 
 
中士聞道 若存若亡 
 
下士聞道 大笑之 
 
這裡說 
 
下士得之 行且大笑 莫之能視 
 
下士得之 
 
下根之士 下等根器的人 
 
得到這一本自知錄 



 
行且大笑 行 指人的動作 
 
他的動作 他的行為怎麼樣  
 
且 有將的意思 
 
下根之人 
 
得到自知錄 這一本書 
 
他的行為將大笑之 不當一回事 
 
大笑之 莫之能視 莫 沒有 
 
下士沒有能夠看視的 
 
沒有能夠閱讀它的 
 
莫之能視 奚望其能書 
 
奚 疑問的詞 
 
意思是怎麼指望他能夠書寫 
 
怎麼指望他能夠書寫做筆記呢 
 
中士得之 必勤而書之 
 
中根之士 中等善根的人 
 
得到自知錄這一本書 
 



必定勤勞努力書寫把它抄錄下來 
 
我們現在印刷術很發達 
 
用印的很快 
 
古時候都要用手抄 
 
必定很勤勞努力的 
 
把它書寫抄錄下來 
 
上士得之  
 
但自諸惡不作 眾善奉行 
 
上根之士 上等根器的人得到它 
 
讀誦受持 記在心裡 
 
他看過就記起來了 
 
上根利器 但是自己能諸惡不作 
 
但自諸惡不作 眾善奉行 
 
書可也 不書可也 
 
上根之士 
 
要書寫也可以 不書寫也可以 
 
何以故 什麼緣故呢  



 
善本當行 非徼福故 
 
徼 祈求 善法本來 
 
善法原本就應當要奉行 
 
他是上根之人 理所當然 
 
善法原本就應當要奉行 
 
非徼福故 
 
不是為了祈求福報的緣故 
 
惡本不當作 非畏罪故 
 
惡法原本就不應當作 
 
不是怖畏罪業的緣故 
 
終日止惡 終日修善 
 
整天都在止息惡業 
 
整天都在修行善法 
 
一天到晚都在止惡修善 
 
上根之人就是這樣 
 
他每天 一天到晚都在止惡修善 
 



安住在正念 
 
外不見善惡相 
 
往外沒有看到善惡之相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凡所有相 皆是虛妄 不實在的 
 
若見諸相非相 
 
若是見到一切善惡相 
 
不是善惡相 即見如來 
 
凡所有相 皆是虛妄 
 
若見諸相非相 即見如來 
 
就見到如來  
 
乘如實道 來成正覺 所以 
 
往外不見緣生緣滅的善惡之相 
 
內不見能止能修之心 
 
往內沒有看到 
 
能止惡 能修善的心 
 
《占察善惡業報經》卷下 



 
自性清淨心 湛然圓滿 
 
以無分別相故 
 
說自性清淨心 湛然圓滿 
 
湛然 也是形容清淨 
 
以無分別相故 
 
因為沒有起念分別之相的緣故 
 
觀察真心 
 
觀察我們真如自性清淨心 
 
湛然圓滿 無有起念分別之相 
 
於一切處 無所不在 
 
清淨心 遍一切處 
 
於一切處 無所不在 
 
所以 往內觀照 自性清淨心 
 
就不見能止惡能修善的生滅心 
 
見到我們的自性清淨心 
 
不見生滅心 
 



內不見能止能修之心 
 
福且不受 罪亦性空 受有三種 
 
福尚且不受 這個受有三種 
 
《持世經》受持的持 世間的世 
 
《持世經》卷一 五陰品 
 
凡夫若受樂 為愛結所使 
 
故能起惡業 說呢 凡夫若受樂 
 
第一種受 樂受 
 
平凡的人 心中若納受快樂 
 
為愛結所使 
 
就會被貪愛煩惱所指使 
 
故能起惡業 
 
所以能夠生起惡業 
 
因為貪愛 就生起惡業 
 
菩薩爾時 若受樂受 心不生愛 
 
這個受 是領納的意思 
 
菩薩斷惡修善 饒益有情 



 
爾時在在處處 
 
若招感福報 修善招感福報 
 
領納樂受 感受到喜樂 
 
心不生愛  
 
心中不生起貪愛染著 
 
無我無我所 不被愛煩惱所牽 
 
所以 福且不受 
 
不是沒有福 福且不受 
 
不受就是不愛著 
 
這個福 尚且不愛著 
 
叫做福且不受 
 
心不愛著就是不受  
 
不愛著福 不染著福報 
 
止惡修善 感召福報 尚且不受 
 
不愛不著 罪亦性空 
 
自知錄 卷下 卷下的 過門 
 



過失的過 門戶的門 過門 
 
罪過 罪惡過失這一門提到 
 
不忠孝類 侍父母 不忠孝 
 
不仁慈 三寶罪業 雜不善類 
 
不忠不孝這一類 
 
侍奉父母 他失去恭敬心 
 
世間人他奉侍父母 
 
失去恭敬心 失去孝養心 
 
一事為一過 
 
一件事情就是一個過失 
 
不敬奉師長 
 
不恭敬 不奉侍師長 
 
一日為一過  
 
一天是一個過失 
 
不依師長良好的教誨 
 
師長好好的教導他 
 
他不依止 他不依從 



 
一言為一過 
 
師長教他一句話 
 
這句話 好話不聽 
 
一句話就是一個過失 
 
師長好言相勸 如法如律 
 
如佛所教 不依從 
 
一句話是一個過惡 
 
在比丘的律藏中 
 
就是結一個小過失 
 
反背為三十過 
 
反叛違背師長 是三十過 
 
三十個過失 算是也很重大 
 
不忠不孝之事 止息不做 
 
不忠不孝的罪業 空寂 
 
就沒有不忠不孝的罪業 
 
都沒有 惟獨是止惡修善 
 



所以 罪亦性空 
 
罪惡的體性也是空寂 
 
無所有 這裡這樣解釋 
 
則 書將安用 
 
則 承接上文的連結詞 
 
安 有裝置的意思 安置 
 
上根之士 上等根器的人 
 
終日止惡 終日修善 
 
整天的生活善用其心 
 
沒有打妄想 不會打妄想 
 
過得苦苦惱惱的 不會 
 
他每天的生活 善用其心 
 
都在止惡修善  
 
在心地上下功夫 
 
而且 往外觀 不見善惡相 
 
向內觀 不見能止惡能修善的心 
 
福尚且不受 不愛不著 



 
罪業的體性也是空寂 
 
則書將安用 
 
書寫 自知錄功過格 
 
將要安置什麼作用呢 
 
這是上根利器的人 
 
矧二部童子 
 
這個矧 何況 況且 
 
二部童子 這個二部童子 
 
我們查這個佛學辭典 
 
查不到這二部童子 
 
我們閱藏也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什麼是二部童子 
 
根據化公那一本書提到 
 
同生神 同名神 
 
身形像童子一樣 小小的 
 
個子小小的 像童子一樣 
 



所以我們就想到 
 
二部童子或者就是男女二部 
 
同生神跟同名神 
 
聯想到這個地方 
 
況且二部童子的男女二部 
 
同生神跟同名神 
 
猶如童子的身形 一男一女 
 
若根據經典所說的 
 
應當是一部跟二部 
 
不是一位而已 
 
化公裡面說的是一男一女 
 
名曰二部童子 
 
《六十華嚴》六十卷的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四十四 
 
人從生有二種天 常隨侍衛 
 
一曰同生 二曰同名 
 
天常見人 人不見天 



 
說人從生有二種天 人自從出世 
 
從我們生下來 就有兩種天神 
 
兩種 就是二部  
 
兩種天神 二部天神 
 
跟著我們 與生俱來 
 
恆常追隨侍衛 
 
恆常追隨我們 保護我們 
 
保護人 常隨侍衛 
 
一曰同生 二曰同名 
 
第一種是同生神 
 
第二種是同名神 
 
所以說二部 我們這樣會通二部 
 
天常見人 天神  
 
同生神跟同名神 
 
時常能見到人所做 
 
我們的所作所為 他看得很清楚 
 



時常能見到人所做善惡的行為 
 
看得很明白 
 
所以 不欺暗室 
 
宣祖的《淨心誡觀法》裡面說 
 
大業之樹 光明如鏡  
 
神天有二 神天有二種  
 
叫我們不欺暗室 
 
不要欺騙黑暗的房室 
 
以為沒有燈光 沒有人看到 
 
我們學習佛法 自知天常見人 
 
人不見天 人的肉眼看不到 
 
時常跟隨我們的天神 
 
我們看不到他 他看到我們 
 
《無量壽經》也說 
 
不知修善 惡逆無道  
 
後受殃罰 自然趣向  
 
神明記識 犯者不赦 



 
神明記識就天神  
 
犯者不赦 不知修善 
 
做十惡業 五逆罪 
 
不知道修習善業 惡逆無道 
 
做十惡業 五逆罪 他都沒有道法 
 
後受殃罰 生後死後 
 
就要遭受罪殃處罰 
 
自然趣向 
 
自己的惡心惡業 自然感召 
 
沒有人安排 
 
沒有人為你來安排 
 
沒有人替我們安排 
 
我們的惡心惡業 自然感召的 
 
沒有人安排 自然趣向  
 
神明記識 神明就是天神  
 
天神記識 同生神 同名神 
 



犯者不赦 有毀犯 
 
沒有懺悔改過的 不能赦免 
 
所以 我們應當學習戒法 
 
要學習懺悔 
 
我們有犯戒過失 要如法懺悔 
 
滅除罪業 不然越積越多  
 
犯者不赦 
 
你沒有懺悔 這個罪業不能滅除 
 
應當要懺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
經》 
 
說得更明白  
 
然諸有情 有俱生神 
 
隨其所作 若罪若福 皆具書之 
 
盡持授與琰魔法王 
 
這一段講得很明白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
經》 



 
然諸有情 有俱生神 
 
人字旁 右邊一個具足的具 
 
俱生神 俱是同的意思 同也 
 
俱生神 與生俱來 
 
《華嚴經》講的同生神 
 
與生同來 
 
我們出生就跟著我們了 
 
生下來就跟著我們了 
 
我們不知道而已 就是同生神 
 
隨其所作 若罪若福 皆具書之 
 
其 代名詞 就是他 
 
隨著他所做 若罪業 若福業 
 
都具足書寫記錄下來 
 
所以 我們應當要學 
 
我們做了過錯 做了過失啊 
 
自己都不知道 這是罪過 
 



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 已經天神記下來了 
 
但你自己不知道 
 
要怪誰啊 我們可以學  
 
活在人道當中的人 他可以學  
 
但是你不學的時候 
 
這就要怪誰 怪自己 
 
應當可以學 你不學 
 
怪自己 不能怪別人 
 
隨著他所做 若罪業 若福業 
 
都具足書寫記錄下來 
 
盡持授予琰魔法王 
 
盡 全部 持 手拿著 
 
這個授 就是交付 
 
琰魔法王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卷三 
 
稱作琰魔王 



 
這個琰 左邊是王字旁 
 
右邊是一個火炎的炎 兩個火字 
 
這個琰 琰魔王 
 
《增一阿含經》卷二十四 
 
叫做閻羅王 
 
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閻羅王 
 
《地藏經》也說閻羅王 
 
閻羅王眾讚歎品 這個閻羅王 
 
盡持授予琰魔法王 
 
完全交付給閻羅王來審判 
 
俱生神隨著他所做的罪業福業 
 
都具足書寫記錄 
 
都完全交給琰魔法王 
 
這是在告誡我們 
 
好好的持戒學戒 斷惡修善 
 
好好的修學聖道 
 



告訴我們這一些 
 
對我們誦戒羯磨 每年結夏安居 
 
要如法的做 
 
你不做就有罪過 
 
同生神就幫你記錄下來了 
 
其次 要說到童子 
 
化公那一本見賢思齊  
 
見賢思齊這一本書 
 
又名廣化律師弘法故事集  
 
上篇有四十則 下篇有四十八則 
 
上篇的第十五則 
 
它的篇名叫做 神明記識的親證 
 
《無量壽經》說的神明記識 
 
剛剛所說的二位神 
 
《華嚴經》說兩種天神 
 
同生神與同名神 
 
廣化律師說 



 
我在一個特殊的因緣 也看到他們 
 
就像七 八歲的小孩子那樣 
 
根據這裡說是童子 說他是童子 
 
下篇的第三十七則 
 
它的篇名 舉頭三尺有神明 
 
中國人有一句話 
 
說舉頭三尺有神明 
 
我們每個人頭頂上都有神明 
 
又有另外一種說法 
 
說舉頭三尺有青天 
 
人可欺 天不可欺 
 
人 你可以欺騙他 
 
天 你欺騙不了它 
 
這句話是叫我們 
 
時時刻刻 檢討自己的起心動念 
 
所作所為 要止惡行善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佛陀告訴我們 
 
受戒之後 要五夏專精戒律 
 
很慈悲 告訴我們 好好的學 
 
你不聽 不好好的學 
 
不要以為沒事 
 
作惡 就有神明記識 
 
逃不掉的 要好好的學 
 
舉頭三尺有神明 
 
要我們所作所為 止惡行善 
 
猶如太微仙君功過格 
 
用心都是一樣的 
 
太微仙君的功過格 
 
也是要世間人  
 
好好的止惡修善 離苦得樂 
 
用心都是一樣的 
 
佛家的說法是 



 
每個人身上有兩個神 
 
一個叫做同名神 
 
另一個是同生神 
 
同名神是男的 是白的 
 
是記善的神 
 
同生神是女的 黑的 
 
是記惡的神 
 
我們任何一個起心動念 
 
是善是惡 他們都會記下來 
 
所以菩薩戒裡面論到我們的心 
 
菩薩戒論到我們的心 
 
這是根據《藥師經》所說的 
 
俱生神 隨其所作  
 
若罪若福 皆具書之  
 
他都會紀錄 
 
所以 矧二部童子 
 



在這裡解釋做 男女二部童子 
 
根據化公的見賢思齊 
 
這本書來合會 
 
解釋做男女二部童子 兩種天神 
 
同生神與同名神 
 
矧二部童子 
 
何況經典中所說 
 
男女二部天神童子 接著 
 
六齋諸天 這個六齋諸天 
 
每個月六齋日 四天王天 
 
諸天眾 下觀人間善惡 
 
佛陀教令在家弟子 
 
六齋日應修八關齋戒 
 
叫做六齋諸天 
 
我們引《佛說四天王經》來說 
 
《佛說四天王經》 
 
佛告諸弟子 



 
以佛重戒治心穢病 
 
壽命猶電 恍惚即滅 
 
齋日責心 慎身 守口 
 
諸天齋日 伺人善惡 
 
須彌山上即第二忉利天 
 
天帝名因 福德巍巍 典主四天 
 
四天神王即因四鎮王也 
 
各理一方 常以八日遣使者下 
 
案行天下 伺察帝王臣民 
 
龍鬼 蜎飛 蚑行 蠕動之類 
 
心念口言 身行善惡 
 
十四日 遣太子下 
 
十五日 四天王自下 
 
二十三日 使者復下 
 
二十九日 太子復下 
 
三十日 四王復自下 
 



四王下者 日月五星 二十八宿 
 
其中諸天 僉然俱下 
 
四王命曰 勤伺眾生 施行吉凶 
 
若於斯日 有皈佛  
 
皈法 皈比丘僧 
 
淨心守齋 布施貧乏 孝順二親 
 
奉事三尊 慈育眾生者 
 
具分別之 以啟帝釋 
 
若多修德 精進不怠 釋及輔臣 
 
三十二人 僉然俱喜 
 
釋敕伺命 增壽益算 
 
這裡講到 增壽益算 
 
它還可以增長壽命 
 
跟太微仙君裡面 
 
跟我們道家所講的相符 
 
增壽益算 遣諸善神 
 
營護其身  隨戒多少 



 
若持一戒 令五神護之 
 
五戒具者 令二十五神營衛門戶 
 
凶疫 眾邪 陰謀消滅 
 
夜無惡夢 縣官 盜賊 
 
水火災變終而不害 禳禍滅怪 
 
唯斯四等 五戒 六齋爾爾 
 
我們就先到這裡 經文很多 
 
蓮池大師這句話很簡單的 
 
引出來而已 六齋諸天 
 
如果我們沒有看大藏經 
 
就不知道什麼六齋諸天 
 
每個月六齋日 
 
諸天 下觀人間善惡 
 
《佛說四天王經》 
 
佛告諸弟子 
 
佛陀告示比丘 比丘尼 
 



式叉摩尼 沙彌 沙彌尼 
 
優婆塞 優婆夷 七眾諸弟子 
 
以佛重戒治心穢病 
 
以 運用 運用受持佛陀所制定 
 
可尊可重的戒法 
 
治心穢病 對治的治 心中的心 
 
汙穢的穢 疾病的病 治心穢病 
 
治療心中貪欲 瞋恚 愚癡 
 
垢穢的心病 叫做治心穢病 
 
《正法念處經》卷四十九 
 
如是心地 三法所動 
 
謂欲 瞋 癡 
 
治心穢病 如是心地 
 
如是 眾生的心 有情的心 
 
我們的心 心名為地 
 
譬如大地能生長萬物 
 
一切草木皆從地生 

https://r.search.yahoo.com/_ylt=AwrtFS0P_2NdDoUAqApr1gt.;_ylu=X3oDMTEyZnRrMWNxBGNvbG8DdHcxBHBvcwMxBHZ0aWQDQjgyMDVfMQRzZWMDc3I-/RV=2/RE=1566863248/RO=10/RU=http%3a%2f%2fbuddhism.lib.ntu.edu.tw%2fBDLM%2fsutra%2fchi_pdf%2fsutra9%2fT17n0721.pdf/RK=2/RS=CbTpUztUYJ9uM3Fv6ew78S.0kb8-


 
如是 如同這樣 
 
從心地生起善法 不善法 
 
出生世間三善道 三惡道 
 
天人 阿修羅 地獄 餓鬼 畜牲 
 
六凡法界  
 
也能生起出離世間的 
 
聲聞 緣覺 菩薩 如來  
 
四聖法界 
 
因為如此 所以說 三界唯心 
 
心名為地 心叫做地 
 
三界唯心 心叫做地 
 
能生長 能出生四聖六凡法界 
 
如是一切凡夫的心地 
 
三法所動 一二三的三  
 
三法所動 被三種法所擾動 
 
謂欲 瞋 癡  
 



所謂的貪欲心 瞋恚心 愚癡心 
 
被這三種法所擾動 
 
使令凡夫的心地動 
 
這就是心中垢穢之病 
 
擾亂善良的心 
 
破壞我們的清淨心 
 
卷四十八 迦葉如來偈 
 
心過是大過 常令行惡道 
 
治心名治病 
 
賢劫第三尊佛 迦葉如來 
 
人壽兩萬歲的時候出世 
 
教化眾生所說的偈頌 
 
說心過是大過 
 
過 差失 錯誤 心過  
 
心中生起的貪瞋癡的過失 
 
才是大過錯 心過是大過 
 
貪瞋癡才是大過錯 



 
為什麼呢 常令行惡道 
 
時常使令眾生走在 
 
地獄 餓鬼 畜牲險難的三惡道 
 
所以 治心名治病  
 
醫治我們心中的貪欲心 
 
要斷欲去愛 
 
治療我們瞋怒之心  
 
要以慈修心 柔和忍辱 
 
療治愚痴 邪見 垢穢的心病 
 
要有正見 
 
正見凡事皆有前因後果 
 
欲知過去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來世果 今生作者是 
 
正見 凡事皆有前因後果 
 
我們現在做的 
 
就是未來要受的 很重要 
 



現在可以改 錯了可以改 
 
死了就不能改了 沒辦法改了 
 
定業 決定了 
 
現在可以改 可以轉變 
 
所以這一生我們要注重在修因 
 
正見凡事皆有前因後果 
 
都有業因緣果報 
 
這一生做的 來世就要受 
 
所以我們要轉變 好好的修善斷
惡 
 
好好持戒 好好學戒 很重要的  
 
積集我們佛道的資糧 
 
福德跟智慧 持戒 
 
我們每半月 半月布薩說戒 
 
有過 發露懺悔 每年結夏安居  
 
心念法 對首法  
 
眾法羯磨 都很重要 
 



都是我們斷惡修善的菩提資糧 
 
很重要的 
  
正見凡事皆有前因後果 
 
都有業因緣果報 所以不敢為惡  
 
我就不敢做惡了 怎麼敢呢 
 
努力的修善 治心名治病 
 
醫治心中的貪瞋癡 才叫做治病 
 
感冒那什麼病 那不是病 
 
以佛重戒 治心穢病 
 
用佛陀所制定 甚可尊重的戒法 
 
治療三毒垢穢的心病 
 
對治心病 
 
最實際的方法就是持戒 
 
持戒為了調伏 
 
貪欲 瞋恚 愚癡的煩惱令盡 
 
律中所說的 
 
對治心病最實際的方法就是持戒 



 
好好的學戒就是對治心病 
 
平定我們的心地 壽命猶電 
 
生在五濁惡世中的人 
 
我們的壽命猶如電光 
 
好像打雷之前 
 
閃電發出的電光一樣 
 
恍惚即滅 忽然間就滅去了 
 
閃電 我們看一下很亮 
 
馬上消失了 沒有了 
 
壽命忽然就消失了 
 
活不到一百歲 
 
迦葉如來出現世間的時候 
 
人壽是兩萬歲 
 
我們本師釋迦如來出世 
 
人壽在百歲的時候 一百歲 
 
這麼短命 忽然就消失了 
 



齋日責心 
 
責 本意作求 責求 
 
於六齋日受持齋戒的日子 
 
要責求自己的心 
 
有沒有放逸 不修善業 
 
有沒有懈怠 不精進用功 
 
有沒有依從佛陀的教示 
 
如法奉行 
 
齋日檢討反省 責問自己的心 
 
受了比丘具足戒就不是了  
 
每天都要責心 要責問自己的心 
 
每天要檢討反省 責問自己的心 
 
五夏以前 有沒有好好的學戒 
 
有沒有呢 
 
責問自己的心 問問自己 
 
慎身 守口 
 
慎身 謹慎的慎 



 
慎身 守口 小心謹慎自身 
 
特別是指在家的佛弟子 
 
於六齋日受持八關齋戒 
 
要謹慎自身無殺生之意 
 
身不殺害眾生 
 
無偷盜意 心無所貪 
 
不貪愛世間的珍財 
 
身不偷盜 無婬欲意 
 
沒有愛染污心 
 
身持八關齋戒 
 
不婬 謹慎自身 沒有殺盜婬 
 
守口 守護口業 
 
不妄語 欺騙他人 誠實不欺 
 
說誠實的言語 
 
不兩舌 挑撥離間 
 
說和合的言語 
 



不惡口傷人 說善良的言語 
 
不綺語 傷風敗俗 
 
所說都是雅正的言語 
 
也不譏他過 
 
不譏刺 不譏笑他人的過惡 
 
不譏笑他人的過失 
 
守護口業 慎身 守口 
 
為什麼呢 
 
諸天齋日 伺人善惡 
 
你在做 天在看 
 
我們說人在做 天在看 
 
沒有人知道天在看 
 
諸天齋日 伺人善惡 
 
伺 人字旁右邊一個司令的司 
 
伺 偵察 窺伺的意思 
 
諸天 指四天王天 
 
於每個月六齋日 



 
窺伺 觀察人間的善惡 
 
每一個人做什麼事  
 
是善是惡 諸天都在觀察 
 
須彌山上即第二忉利天 
 
須彌山的山頂就是欲界 
 
六欲天的第二忉利天 
 
天帝名因  
 
天帝《維摩義記》卷一 
 
《維摩經義記》第一卷 
 
帝 猶主也 
 
帝 猶如主的意思 
 
忉利天主 名為天帝 
 
忉利天的天主 忉利天的天王 
 
叫做天帝 名因 
 
《阿彌陀經》叫做釋提桓因 
 
及釋提桓因等 
 



釋提桓因 就是忉利天主 
 
忉利天王名 
 
他的名字叫做釋提桓因 
 
福德巍巍  
 
巍 高大 福德很高大 
 
修善業的人 那福德很高大 
 
我們福德很淺薄 表示我們過去 
 
惡業做很多 善業很少 
 
所以 我們今生要努力 
 
努力修學聖道 
 
善業很多 你的福德就巍巍 
 
不修善業 你的福德就淺薄 
 
何以故 為什麼天帝福德巍巍 
 
他是什麼身分  
 
《佛說仁王般若波羅蜜經》卷
上 
 
若菩薩住千佛國中 
 



作忉利天王 修千法門  
 
十善道 化一切眾生 
 
二地 這是大正藏的文 大正藏 
 
它的括弧叫做二地 
 
若菩薩住千佛國中 
 
菩薩安住在千個佛國土之中 
 
作忉利天王 
 
這個不得了 一千個佛國土 
 
他能夠在這裡都作忉利天王 
 
可見他也神通自在 
 
修千法門 修習千法明門 
 
十善道化一切眾生 
 
他演說十善業道  
 
教化一切眾生 修十善業 
 
二地 大正藏的夾註 註明  
 
這是二地的菩薩 
 
釋提桓因是二地的菩薩 



 
他寄位在這裡 作忉利天王 
 
在忉利天修行  
 
以十善業教化眾生 
 
教化天眾 所以 福德巍巍 
 
典主四天 
 
典 典座的典 典範 
 
天帝本身修習善業  
 
做好模範叫做典 
 
主領四天 
 
主領四大天王來教化眾生 
 
修十善業 護持正法 
 
四天神王即因四鎮王也 
 
四天王天的神王 
 
四大天王就是忉利天 
 
釋提桓因四位鎮守在外的神王 
 
他鎮守在須彌山的半山腰 
 



因為大海底下有天的大敵 
 
阿修羅 阿修羅在大海底 
 
所以四天王是鎮守在半山腰 
 
護持世間 叫做護世四天王 
 
護持世間的四大天王  
 
各理一方  
 
東西南北各別治理一方  就是 
 
東方持國天王 南方增長天王 
 
西方廣目天王 北方多聞天王 
 
常以月八日 
 
恆常在每個月農曆初八這一天 
 
遣使者下 案行天下 派遣使者 
 
案行 就是巡視 巡視四天下 
 
包括我們南瞻部洲 
 
我們住的這個地方 
 
伺察帝王 臣民 
 
看伺 觀察人間的皇帝 國王 



 
大臣 人民我們這些小老百姓 
 
龍鬼 蜎飛 蚑行 蠕動之類 
 
包括了龍 鬼 鬼道的眾生 
 
蜎 左邊是虫 右邊是女字旁 
 
這個娟女字旁去掉 虫字旁的蜎 
 
蚊子的幼蟲 蜎是蚊子的幼蟲 
 
水中的小蟲 飛 有翅膀的 
 
我們看到牠都沒有在講話  
 
但應當有語言 心念 
 
有翅膀的 會飛的眾生 
 
蚑 虫字旁 右邊一個支 
 
天干地支的支 
 
這個蚑是蜘蛛那一類的眾生 
 
蚑行 走得很慢 走路很慢 
 
蠕動之類 蠕動 蟲走路 微微動 
 
微微的動 蠕動之類 
 



牠們的心念 口言 
 
心裡所念 是善念還是惡念 
 
口中所言 是好話還是壞話 
 
身行善惡 
 
身業所做 是善事還是惡事 
 
十四日 遣太子下 
 
每個月農曆的十四日 
 
四天王各別派遣太子下巡人間 
 
十五日 四天王自下 
 
誦戒日那一天 
 
我們半月 半月誦戒那一天 
 
十五日 農曆的十五日 
 
四天王 自己下巡人間 
 
二十三日 使者復下 
 
黑月的八日就是二十三日 
 
農曆二十三 
 
四天王派遣的使者又下巡人間 



 
佛法中講 黑月八日 
 
黑月八日這一天 使者復下 
 
二十九日 太子復下 
  
小月 農曆小月的黑月十四 
 
二十九日 太子復下 
 
農曆二十九日 
 
四天王的太子又下巡人間 
 
三十日 四王復自下 
 
黑月大 黑月十五 
 
黑月十五這一天  
 
就是農曆的三十  
 
四天王復自下 
 
四天王自己又下來人間 
 
下巡人間 
 
四王下者 日月五星 
 
四王下者 日月五星 二十八宿 
 



其中諸天僉然俱下 
 
這裡講到 
 
四天王在三十日這一天 
 
他下來人間巡視的時候 
 
日月五星 我們先講這個日月 
 
《佛說樂瓔珞莊嚴方便品經》 
 
如日月宮為速疾見天子所持故 
 
不住於空 速疾而去無有滯礙 
 
為諸眾生而作照明 
 
這個日月五星 
 
這個日月 這是天神 
 
日月天神 如日月宮 
 
如同太陽 月亮都有宮殿 
 
如日月宮 
 
如同日宮殿 月宮殿 
 
為速疾見天子所持故 
 
速度的速 疾病的疾 



 
看見的見 
 
為速疾見天子所持故 
 
天子就是天神 
 
日月宮被速疾見天子 
 
所執持的緣故 
 
不住於空 他沒有停住在虛空中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強不息 
 
他每天都是從東方出來 
 
從西方落下 每天這樣子 
 
不住於空 他不會住在空中 
 
速疾而去無有滯礙 
 
如同太陽從東方出來 
 
速疾 很快的又快要吃飯了 
 
從西邊而去 它又要下山了 
 
一天很快就過去了 無有停滯 
 
他沒有障礙 無有停滯 無有障礙 
 



為諸眾生而作照明 
 
為我們作照明 
 
如果沒有太陽光 我們就看不到了 
 
天人祂身上都有光明 我們沒有 
 
所以我們要依靠太陽  
 
這月亮的光明 
 
因此 日月講的就是日月天子 
 
日月天神 
 
《長阿含經 》卷二十二 
 
日天子壽 天五百歲 
 
行時 日宮行時 
 
無數百千諸大天神 在前導從 
 
這裡說 日天子壽  
 
日天子的壽命 
 
天壽有五百歲 
 
比照四天王 比照四王天 
 
一日一夜 人間五十年 



 
他的壽命五百歲 
 
日宮行時 
 
無數百千諸大天神 在前導從 
 
日宮殿 在太陽的軌道運行之時 
 
我們看到太陽運行的時候 
 
有無數百千諸大天神 
 
在前面引導隨從 很奇特 
 
我們沒有看到佛陀的經典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肉眼無所知 
 
佛陀告訴我們 
 
日宮殿 這太陽在運行的時候 
 
有無數百千諸大天神 
 
在前面引導隨從 
 
月天子壽 天五百歲 
 
月天子的壽命 天壽有五百歲 
 



月宮行時 
 
無數百千諸大天神常在前導 
 
月宮殿 在月亮的軌道運行之時 
 
有無數百千諸大天神 
 
恆常在前面引導 
 
所以日月就是指  
 
日月這兩位天神 
 
它們在運行的時候 
 
前面還有無數的百千諸大天神 
 
在前面導從 
 
五星 通常說 金木水火土 
 
這五個星宮 
 
各別都有天神住在裡面 叫做五星 
 
《大方等大集經》卷四十一 
 
驢唇仙人 
 
於過去世 他也有造惡業 
 
罪業的因緣故 雖然得到人身 



 
得到人的身體 
 
嘴唇似驢 是故名為驢唇仙人 
 
驢唇仙人說 我念宿命  
 
我憶念到宿世的命運 
 
在過去劫時 見虛空中有諸列宿 
 
日月五星 晝夜運行 
 
這裡講到 日月五星 
 
白天夜晚都在運行 
 
看到虛空中有諸列宿 
 
日月五星 白天夜晚都在運行 
 
各守常度  
 
各別都守住恆常的法度 
 
所以 都有天神在執持 
 
為於天下而作照明 
 
為普天之下的眾生而作照明 
 
因此說 日月五星會有光照天下 
 



是因為有天子在執持 
 
有天神在執持 
 
《長阿含經 》卷二十二 
 
日天子自身放光 照于金殿 
 
日天神祂自身放出光明照于金
殿 
 
金色的殿 
 
金殿射出光線 照于日宮 
 
照在日宮 日宮光出 
 
日宮殿放出光明 照耀四天下 
 
光明是這樣來的 
 
為四天下 四大部洲而作照明 
 
就是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太陽 
 
所以 日月五星晝夜運行 
 
各守常度 為天下作照明 
 
就是有天神在執持 
 
日月這兩位天子  
 



五星 
 
如同中國歷史上的文昌帝君 
 
文昌帝君陰騭文 
 
我們和尚寫序那一套書  
 
因果叢書 裡面有一本 
 
文昌帝君陰騭文 有這本書 
 
文昌帝君 
 
中國歷史上的文昌帝君 
 
世俗稱作文曲星 
 
文昌原本是天上星宮的名 
 
天上的星宮住著天神 
 
星宮是天神所住 
 
簡單稱做星 五星 
 
就是五位天神 金木水火土 
 
五個星宮住著五位天神  
 
叫做五星 
 
《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 



 
凶時日善惡宿曜經》卷上 
 
這部經出在密教部 
 
《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 
 
凶時日善惡宿曜經》 
 
佛法中也講善惡吉凶 
 
跟道家 儒家講的一樣 一以貫之 
 
從人乘 天乘到聲聞乘 緣覺乘 
 
菩薩乘 這五乘都是佛法 
 
憨山大師在老子道德經 
 
他前面有寫的一篇文 
 
他裡面談到 五乘都是佛法 
 
那本書非常好 
 
可以將老子道德經 
 
跟儒家的經典貫通起來 
 
都是匯歸到佛法裡面 五乘佛法  
 
文殊師利 
 



有大智慧的文殊師利菩薩 
 
以及諸仙人所說 吉凶時日 
 
吉祥跟凶災的時日 
 
書經說 作善降之百祥 
 
作善的人 天降之百祥 
 
有百樣的吉祥賜給他 
 
形容很多 通常有聽過  
 
吉星高照 吉神高照 
 
人若作善 吉星高照 
 
吉祥的天神就在我們的頭頂上方 
 
高照降之百祥 
 
作不善降之百殃 
 
作不善業就有百種的災殃 
 
我們受戒之後 
 
你不好好的學戒 持戒 
 
災殃就會很多 很多災殃 
 
好好的觀察看看 好好的觀察 



 
形容凶災很多 人若作惡 
 
災星 凶星 惡星就會來臨 
 
凶神就降之百殃 就有凶禍 
 
這就是《吉凶時日善惡宿曜》 
 
出在密教部 因此 進入佛門 
 
學佛修行最重要的第一步 
 
就要學習戒律 
 
斷惡修善很重要的 
 
佛陀告訴我們的 很重要的 
 
今天時間就到了 
 
我們先說到這裡 
 
我們現在說的就是  
 
蓮池大師 這一句六齋諸天 
 
我們引這部經講的經文 
 
它裡面講得很詳細 
 
我們多學習 對我們持戒念佛 
 



持戒的心增長信心 
 
我們信心就很堅固 
 
迴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