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戒相經箋要集註》第十四集 

 

和尚慈悲 

 

諸位比丘大德 淨人 

 

大家早安 阿彌陀佛 

 

請看著集註課本 第二十頁 

 

二十頁的第五行 

 

二十六歲受菩薩戒 

 

翌年 第二年 遍閱律藏 

 

偶罹病將危 乃專意求生淨土 

 

這個地方 從這裡開始 

 

我們是根據依照蕅益大師年譜 

 



在弘公法集 

 

蕅益大師的法集 第二冊 

 

一零八九頁 從這個地方補充來說 

 

蕅益大師年譜當中 說道 

 

二十六歲 受菩薩戒 發心看律藏 

 

這個時候發心要看律藏了 

 

接著 二十七歲 

 

遍閱律藏 方知舉世積訛 

 

到了二十七歲 

 

周遍的閱讀五部律藏 

 

五分律 四分律 五分律 十誦律 

 



僧祇律 根本律 加上律論 

 

稔知佛世芳規 

 

了解當時候 佛在世的時候 

 

非常好的這種規矩法則 

 

方知舉世積譌 

 

譌 左邊是言字旁 右邊一個為 

 

有所為的為 方知舉世積譌 

 

這個譌 就是錯誤 錯誤的 

 

方才了知 當時禪宗法門的流弊 

 

積習已經很久的錯誤 

 

怎麼錯誤 當其在水邊林下 

 



當他在水邊林下的時候 

 

則以三條竹片 一把鋤頭 

 

為清淨自活 這就是清淨自活了 

 

三條竹片 一把鋤頭 

 

逮其匡徒領眾 

 

等到他匡正門徒 統領大眾 

 

則以一日不做 一日不食 

 

為真實芳規 就這樣子了 

 

一天不作 一天就不吃了 

 

作為真實的芳規 

 

至於弘揚法門 施設教化 接引學人 

 



則以一棒一喝 為拈提向上 

 

來參學的時候 給他一棒呵叱他 

 

作為拈提向上 

 

給他一棒 大喝一聲 

 

作為拉拔向上 

 

提升你的這個境界 為拈提向上 

 

都跟律學不再相應 

 

蕅祖遍閱律藏之後 

 

覺得跟律藏都不相應 

 

不是依靠如來真語者 如語者 

 

實語者 不誑語者 不異語者 

 



所說的而奉行 

 

所以 方知舉世積譌 

 

遍閱律藏才知道 

 

整個世間 宗門下積習已久的謬誤 

 

在靈峰蕅益大師序說 

 

當中 云 徑山大悟後 

 

在徑山坐禪 大悟之後 

 

大開圓解 大徹大悟以後 

 

徹見近世 當時禪者之病 

 

在絕無正知見 在絕對沒有正知見 

 

非在多知見 不是在多知多見 

 



他沒有正知見 

 

在不尊重波羅提木叉 

 

不重視佛制 別解脫戒 

 

又非在著戒相也 

 

也不是在執著戒相 

 

二十八歲 母病篤 刲肱不救 

 

痛切肺肝 葬事畢 焚棄筆硯 

 

矢往深山 道友鑑空 

 

留掩關於松陵 關中大病 

 

乃以參禪功夫 求生淨土 

 

這是二十八歲 母病篤 

 



母親的病勢很沉重 

 

四刲 刲 兩個土 兩個土字 

 

右邊一個刀 豎立的刂 念ㄎㄨㄟ 

 

四刲肱 肱 左邊是月 月亮的月 

 

右邊是 宏揚 寶蓋宏的宏 

 

這個寶蓋去掉 肱 四刲肱不救 

 

刲 就是割的意思 割 

 

肱 手臂的第二節 

 

我們手臂的第二節 

 

從肘到腕的部分 就是下臂 

 

有四次切割手臂 

 



不能救療母親的病 

 

這裡很簡單 沒有寫得很清楚 

 

不曉得是怎麼樣的情形 

 

有四次切割手臂 

 

不能救療母親的病 

 

痛切肺肝 傷心到了極點 

 

葬事畢 安葬的事情料理完畢 

 

焚棄筆硯 硯就是文房四寶之一 

 

磨墨的用具 焚燒丟棄筆硯 

 

矢往深山 矢 同誓 發誓的誓 

 

長短的短 右邊的豆去掉 

 



這個矢 矢往深山 同於誓的意思 

 

立誓前往深山 

 

道友鑑空 如靜留他掩關於松嶺 

 

關中大病 乃以參禪功夫 

 

求生西方極樂淨土 

 

三十歲 春季的時候出關朝南海 

 

將往終南 或者是終南山 

 

將往終南 遇到道友雪航願傳律學 

 

就是希望能夠傳通律學 願 是樂意 

 

志願要流傳律教 戒學 

 

所以留他住在龍居 

 



是夏 第二次的閱律藏一遍 

 

開始著述《毗尼事義集要》 

 

以及梵室偶談 

 

是年 這一年在龍居閱藏 

 

一夏當中 僅閱千卷 

 

僅僅只是閱讀一千卷 

 

夏初 遇到惺谷 歸一兩位道友 

 

最得交流共修之益 

 

三十一歲 隨無異禪師至金陵 

 

盤桓百有十日 

 

盡諳宗門近時流弊 

 



盡 是完全 諳 左邊言字旁 

 

右邊一個聲音的音 諳就是熟悉 

 

完全熟悉當時宗門下參禪 

 

近時所流行的弊病 

 

在不尊重波羅提木叉戒 

 

乃決意弘律 

 

看到當時的情況 下定決心 

 

要弘揚戒律 

 

三十二歲 擬註梵網 

 

打算註解《梵網經》 

 

作四鬮問佛 

 



鬮 為了決定事情 捻取紙團 

 

抓取做好的書偈 這個紙片 

 

紙片寫好之後 

 

或者把它揉成紙團 叫做抓鬮 

 

作四鬮來問佛 

 

以前我們和尚也有做過 

 

在精舍的時候 抓鬮問佛 

 

作四個鬮 在佛像前 

 

在佛像前抓鬮請問佛陀 

 

先要禮佛三拜 

 

然後很虔誠 很恭敬地 

 



在佛前抓鬮 問佛 

 

一曰宗賢首 宗 主也 

 

賢首 華嚴宗第三祖 

 

唐朝的法藏大師 字賢首 

 

華嚴宗到了賢首大師這一個宗派 

 

大有成就 所以叫做賢首宗 

 

第一個紙片寫 宗賢首之教理 

 

來註解梵網經 

 

二曰宗天台 第二個紙片 書天台宗 

 

以天台的教理 來註解梵網經 

 

三曰宗慈恩 

 



慈恩是法相宗 唯識宗之代名詞 

 

原本名為慈恩寺 

 

佛門教法有性相二宗 

 

法性宗跟法相宗 

 

法相宗是從《楞伽經》 

 

《解深密經》《密嚴經》等流岀 

 

有《瑜伽師地論》《顯揚聖教論》 

 

《成唯識論》等 

 

唐朝的玄奘大師 到了中印度求法 

 

就學於戒賢論師 

 

歸國 翻譯經論流傳 

 



尤其精通唯識法相 

 

因為玄奘大師住在慈恩寺 

 

弘揚 弘闡 這個法相宗 

 

所以稱作慈恩宗 又名法相宗 

 

又名唯識宗 

 

所以這裡寫 三曰宗慈恩 

 

第三個紙片 書 宗慈恩 

 

以唯識法相來註解《梵網經》 

 

四曰自立宗 

 

蕅益大師有這個程度 

 

可以自立宗了 

 



第四個紙片寫上自立宗 

 

自立一宗來註解梵網經 

 

頻拈得台宗鬮 頻 屢次 

 

屢次地 拈得天台宗的鬮 

 

於是究心台部 因為這樣 

 

專心研究天台宗 這一部教理 

 

所以我們和尚講天台四教儀 

 

很重要的 

 

以天台的教理來註解《梵網經》 

 

而不肯為台家子孫 

 

雖然學習天台的教理 

 



不肯做天台這一家 

 

傳承教理的子孫 為什麼呢 

 

以近世台家與禪宗賢首慈恩 

 

各執門庭 不能和合故也 

 

因為這樣啦 

 

因為近世 近代明朝的時候 

 

近世的台家 學天台教理這一家 

 

與禪宗 賢首宗 慈恩宗 各執門庭 

 

個別 各自 都固執門庭施設 

 

都是佛陀的弟子 

 

他們都有門庭施設 

 



不能窮究 三學同源 

 

戒定慧三無漏學是同一根源 

 

都是佛說的都要持戒 不能窮究 

 

戒定慧三無漏學 同一根源 

 

修學有其次第 要修禪宗 

 

要學賢首宗 要學慈恩宗 都可以 

 

但是有次第 首先都要學戒 

 

五夏以前專精戒律 

 

五夏之後乃可聽取 學教參禪 

 

戒律有基礎之後 才可以去學教理 

 

修學是有次第的 

 



經上說 

 

攝心為戒 因戒生定 因定發慧 

 

是則名為三無漏學 

 

所以戒學是基礎 最根本的 

 

所以不應當分門庭 不能和合 

 

所以三無漏學實際上是缺一不可 

 

初學的時候有次第 先學戒 

 

有基礎之後才學定慧 

 

到了後來的時候 

 

三學是一體 如同鼎之三足 

 

缺一不可 不可以缺少的 

 



即律 即教 即禪 

 

這個律 就是教 就是禪 

 

即律 即教 即禪 

 

不可分家 他是一體的 

 

這時候台家 台家指出各執門庭 

 

所以蕅祖不肯為台家子孫 

 

因為各執門庭施設 

 

不能和合故也 

 

住在佛家修六和敬 

 

他們不能和合的緣故 

 

三十三歲秋 秋季 

 



惺谷 璧如兩位道友去逝 

 

始入北天目靈峰山過冬 

 

山中沒有藏經 為作請藏的因緣 

 

弘公註的蕅益大師年譜 

 

云 是冬 這一年的冬季 

 

三十三歲的冬季 

 

在靈峰講《毗尼事義集要》 七卷 

 

次夏 次年的夏天繼續講完 

 

聽者十餘人 

 

蕅祖當時候講這個 

 

《重治毗尼事義集要》 

 



聽的只有十多個人而已 

 

十多個人在聽而已 

 

惟徹因比丘能力行之 

 

唯獨徹因比丘 他聽聞戒法 

 

能夠身體力行 

 

三十四歲 蕅祖年譜云 

 

結夏靈峰 在靈峰山結夏 

 

為自觀師 秉羯磨 授具戒 

 

蕅祖當時候 就秉御一羯磨法 

 

為自觀師授具足戒 

 

依照四分律 秉御羯磨 

 



三十五歲 年譜說 結夏金庭西湖寺 

 

細講《毗尼事義集要》一遍 

 

聽者九人 九個人在聽比丘戒 

 

能留心者 

 

能夠留心 注意持犯開遮的 

 

唯獨徹因 自觀 及幻緣三位比丘 

 

撰前安居日供鬮文 

 

蕅祖撰寫前安居日供鬮的文 

 

將紙片寫好之後 供在佛前 

 

前安居日 大師自念再三翻讀律藏 

 

看了三次 律藏看了三次 

 



深知時弊多端 

 

深深了知 當時人為的弊病 

 

很多端頭 時弊多端 

 

不忍隨俗誵訛 

 

誵 左邊言字旁 右邊一個肴 

 

上面是一個ㄨ 打ㄨ ㄨ 

 

底下一個有 有無的有 

 

誵 唸 ㄒㄧㄠˊ 

 

訛 左邊言字旁 

 

右邊一個教化的化 

 

不忍隨俗誵訛 

 



誵 就是言不恭謹也 

 

言不恭謹 恭敬的恭 謹慎的謹 

 

講話不恭敬 不尊重聖人的言教 

 

誵 言不恭謹也 

 

就是不謹慎 隨便說 訛 錯誤的 

 

不忍心隨著世俗的知見 誵訛 

 

在法門中 說話不恭敬謹慎有錯誤 

 

共蝕如來正法 

 

這個蝕 左邊一個食物的食 

 

右邊一個虫 

 

共蝕如來正法 

 



共同侵蝕如來正法 看到這一句 

 

就覺得蕅祖當時候的觀念 思想 

 

共住在僧團當中 

 

很多人共住在一起 

 

出家 當比丘的 共住在一起 

 

不依律來修學 這是怎麼樣 

 

這變成侵蝕如來正法 

 

好像蛀蟲一樣 開始在蛀了 

 

將這個樹木把它蛀掉了 

 

共同侵蝕如來正法 

 

猶如《菩薩戒經》講的 

 



獅子身中蟲 自食獅子肉 

 

共蝕如來正法 

 

意謂出家比丘 共住在僧伽藍 

 

不學如來制定的戒法 軌範 

 

不能如法如律共住 不行六和敬 

 

不能如法如律的共住 

 

就是共同侵蝕如來正法 

 

講得很有道理 

 

我們思惟 這個很有道理 

 

沒有人奉行 法就敗了 敗壞了 

 

共同侵蝕如來正法 

 



皆是破壞僧法之人 

 

大家都有共業 有這個共業 

 

破壞如來正法 破壞僧法之人 

 

應當都有不善的共業 

 

不善的共業 反過來 反之 

 

能夠互相砥礪 

 

共同學習佛陀的正法 

 

說戒羯磨的時候 應當來的就要來 

 

尊重恭敬 尊重如來戒法 

 

應當來就要來 沒有來 

 

有如法的事緣不能來的 

 



就是要說欲 要傳欲到僧中來 

 

不可以不來又不傳欲 

 

躲在寮房裡面 這個不行的 

 

對於如來正法尊重恭敬 

 

共同學習佛陀正法如說修行 

 

首先共同都獲得自利 

 

使令正法流布久住在世間 

 

引導眾生成就利他 

 

將佛法傳承下來 

 

我們現在都沒有做了 

 

那後來 來出家的他們怎麼學 

 



他們要學什麼 前面都沒有人在做 

 

他們要學什麼呢 

 

有樣學樣他們也不做了 

 

這樣如來正法就不能傳承 

 

所以我們要先帶頭做 

 

將這個戒法好好研究 帶頭來做 

 

後來的人 後來來出家的人 

 

就如法的學習 法就延續下來了 

 

引導眾生成就利他 

 

所以蕅祖在大開圓解大徹大悟之後 

 

名字位中真佛眼 不忍隨俗誵訛 

 



不忍心隨著世俗一樣 

 

隨著世俗人知見一樣 

 

不忍隨俗誵訛 共蝕如來正法 

 

不忍心共同侵蝕如來正法 

 

這個觀念很重要 常常這樣思惟 

 

我們學習戒法 就很有動力 

 

你不學就是侵蝕如來正法 

 

未來的果報很可怕 

 

所以爰作八鬮 

 

爰 援助的援 提手旁去掉了 

 

爰做八鬮 

 



於是蕅益大師做八個鬮 

 

寫八個紙片 

 

八個紙片揉成紙團 八個鬮 

 

寫好內容 所問之事 問了八件事情 

 

供在佛前 虔問三寶 

 

虔誠來請問三寶 

 

供在佛前 請問三寶 

 

其中 若得到 

 

當得作和尚等三個鬮 

 

我們省略了 要看仔細的話 

 

要查弘公法集 第二冊 

 



蕅益大師年譜裡面 

 

我們現在這裡簡略說 

 

若得到當得作和尚等三個鬮 

 

誓忘身命 護持正法 

 

寧受劇苦 作真聲聞 

 

不為利名 作假大乘 

 

這是其中的一個 

 

假若得到 拈到這個 

 

當得 應當可以作和尚等 三個鬮 

 

誓忘身命 立誓忘了身命 

 

就是不惜身命 不顧身命 

 



要護持正法 護持如來正法 

 

就是護持自己的法身慧命 

 

沒有差別 

 

我們輕視如來正法 

 

就是輕視自己的法身慧命 一樣的 

 

三世諸佛 佛佛道同 

 

我們都有佛性 當來都可以成佛 

 

所以護持如來正法 

 

也是護持我們的法身慧命 

 

也是護持眾生的法身慧命 

 

很重要的 寧受劇苦 做真聲聞 

 



寧可持戒忍受劇烈的痛苦 

 

痛苦 小苦而已 地獄才是大苦 

 

昨天和尚講的那個公案 

 

這個國王 

 

國王他身上的肉割完之後 

 

筋都斷了 骨頭筋都斷了 

 

他從秤上跌下來 

 

他就念到這地獄的苦 

 

比這個超過百千萬倍 

 

這個小苦而已 地獄才是大苦 

 

過午不食 這個算什麼苦 

 



算什麼苦啊 寧受劇苦 

 

寧可持戒忍受劇烈的痛苦 

 

做真實的聲聞比丘 

 

真的好好持戒 聲聞比丘 

 

不為利名作假大乘 不為利養名聞 

 

作假名無實的大乘菩薩比丘 

 

說他是菩薩比丘 但是有名無實 

 

我們學戒就知道了 

 

觀察就知道了 有名無實 

 

若得到重受戒等二鬮 

 

假若拈到了重受戒等這兩個鬮 

 



重受 重新受戒 

 

敦弟子職 敦厚的敦 

 

敦弟子職誓不藐法 

 

敦厚老實做好弟子的職務要這樣子 

 

敦厚老實做好弟子的職務 

 

弟子要做什麼事 要把它做好 

 

誓不藐法 藐視的藐 

 

誓不藐法 立誓不敢藐視正法 

 

蕅祖這個佛眼 真的是這樣子 

 

非常好的 誓不藐法 

 

立誓不敢藐視如來正法 

 



不敢看輕作弟子之法 

 

作弟子有哪些法呢 

 

在師資相攝篇 

 

《行事鈔資持記》卷十一 

 

師資相攝篇 

 

我們有請到三大部的看一看 

 

弟子的法是什麼 好好的看一看 

 

蕅益大師不敢藐視這個法 

 

在儒家的論語裡面 

 

就有弟子規 弟子入則孝 出則弟 

 

佛法裡面有師資相攝 

 



宣祖把它集出來了 

 

在師資相攝篇 鈔記 卷十一 

 

蕅益大師當時立誓不敢藐視 

 

不敢輕視弟子之法 

 

若得菩薩沙彌誓尊養比丘護持僧寶 

 

假若拈鬮的時候 

 

拈到這個菩薩沙彌的鬮 

 

原來我們的身分是菩薩沙彌 

 

拈到菩薩沙彌的鬮 

 

誓尊養比丘 尊敬的尊 供養的養 

 

誓尊養比丘 

 



立誓要尊重養護真實的比丘 

 

護持僧寶 要護持僧寶 很珍貴的 

 

若得菩薩優婆塞鬮 

 

誓以身命護正法 

 

假若拈到菩薩優婆塞的鬮 

 

立誓要以身命來護持正法 

 

終不迷失菩提心 

 

終究不迷失菩提心 

 

若得但三歸鬮 

 

假若拈到這但三歸的鬮 

 

誓服役佛法僧之間 

 



服役 就是服勞務在三寶之間 

 

種種方便摧邪顯正 

 

摧破邪法顯示正法 

 

蕅祖當時候就將這些鬮 

 

安居日供在佛前 

 

選安居日供在佛前 

 

後來就拈鬮 

 

到了夏安居完畢 一夏持咒加被 

 

在一個夏安居當中 就持咒加被 

 

到了自恣日那一天 

 

拈得菩薩沙彌鬮 

 



三十六歲冬季在吳門幻住庵 

 

講《毗尼事義集要》一遍 

 

聽者僅五六人 

 

五六個人在聽而已 

 

惟獨自觀 僧聚兩位比丘 

 

能夠身體力行 

 

三十七歲 住在武水智月庵 

 

講演《占察經》 

 

《占察善惡業報經》 

 

敘述《戒消災經》 

 

持戒犍度略釋 盂蘭盆新疏 

 



三十八歲 三月 遁跡九華山 

 

隱遁足跡住在九華山 

 

禮地藏菩薩塔 求決疑網 

 

頂禮地藏菩薩塔 

 

請求地藏菩薩決斷內心疑惑的羅網 

 

在《靈峰宗論》卷一之三 

 

蕅祖全集 第十六冊 願文第三 

 

九華地藏塔前願文 

 

這裡說到他怎麼求決疑網 

 

說 臂香六炷 一炷為決疑網 

 

蕅祖在手臂燃六炷香 臂香六炷 

 



其中有一炷是為決疑網 

 

這一炷香是要請求地藏菩薩 

 

為自己來決斷疑網 

 

內心有疑惑 來請問地藏菩薩 

 

若先禮懺 求淨律儀 

 

若先習禪 斷除煩惑 

 

若先閱藏 以開慧解 

 

若先立行 以廣福緣 

 

這是問 這四件事情 

 

若先禮懺 求淨律儀 

 

第一 若是 或者是先禮拜占察懺 

 



求得清淨律儀戒體 

 

若先習禪斷除煩惑 這是第二 

 

第二 或者是先修習禪定 

 

斷除煩惱惑業 

 

若先閱藏以開慧解 

 

第三 或者先閱讀《大藏經》 

 

用來開啟智慧理解 

 

若先立行以廣福緣 

 

第四 或者是先建立願行 

 

勤修眾善 用來廣納福德因緣 

 

以上就是求決疑網的內容 

 



作成四個鬮 

 

拈得 在蕅祖的年譜裡面 

 

說 拈得閱藏著述一鬮 

 

於彼抱病 腐滓以為饌 

 

腐滓以為饌 糠粃以為糧 

 

忘形骸 斷世故 續閱藏經千餘卷 

 

年譜中說拈得閱藏著述一鬮 

 

於彼抱病 在彼九華山 抱著病體 

 

因為要閱藏 所以抱著病體 

 

腐滓以為饌 

 

豆腐的腐 滓 就是渣滓的滓 

 



腐滓以為饌 

 

這個饌左邊是食 食物的食 

 

選擇的選 辶字旁去掉 這個饌 

 

腐滓以為饌 

 

腐就是豆腐的簡稱 豆腐 

 

滓 渣滓 饌 就是菜肴 

 

吃豆腐的渣滓那一類很粗糙的東西 

 

豆腐渣做成的東西很粗糙的 

 

糠粃以為糧 

 

糠 米字旁右邊一個健康的康 

 

粃 米字旁右邊一個比較的比 

 



糠粃以為糧 糠是穀皮 我們白米 

 

白米碾出來之後那些米糠 

 

糙米就沒有了 

 

它是白米留下來的米糠 

 

粃就是有殼沒有實的穀 

 

有殼而已它裡面沒有米 

 

有殼無實的穀就是粃 

 

用人家不要的米糠做為糧食 

 

碾米的時候 鼓風啊 鼓風 

 

不好的就吹出去了 

 

那個沒有米實的那個穀 

 



就被吹出去了 米糠也吹出去了 

 

人家不要的那些 用這個做糧食 

 

糠粃以為糧 

 

忘形骸 骸是骨頭 指人體 

 

忘了自己的形體不顧身命了 

 

因為請問地藏菩薩嘛 

 

問到了這個著述 

 

閱藏著述這一個鬮 

 

拈到這個鬮 忘形骸 斷世故 

 

斷絕世間的人情世故 

 

等於閉關的意思 斷世故 

 



繼續閱讀藏經一千多卷 

 

乃至到五十一歲的九月 

 

從金陵歸臥靈峰山 

 

生平著述合有四十餘種 

 

五十六歲夏季 兩番大病垂死 

 

生了兩番大病快要死亡 垂死 

 

仲冬 仲冬就是冬季的第二個月 

 

一病更甚 這一次病得更厲害 

 

七晝夜不能坐臥 

 

有七天七夜不能坐也不能臥 

 

多麼苦啊 

 



坐也不可以 臥也不可以 

 

七晝夜不能坐臥不能飲食 

 

也不能吃東西 

 

不可療治 沒辦法治療 

 

無術分解 沒有方法可以分解 

 

我們臨命終的時候 

 

最後可能會這麼苦 

 

蕅益大師遇到這個病苦 

 

這麼苦 無術分解 

 

唯痛苦稱佛菩薩名字求生淨土而已 

 

但是蕅益大師還是正念分明 

 



唯獨痛苦稱念佛菩薩名號 

 

南無阿彌陀佛 

 

或者南無觀世音菩薩 這個名字 

 

求生淨土而已 

 

所以從這裡可以明白蕅益大師 

 

對於求生西方淨土這件事情 

 

是很真誠 很真誠很有正念 

 

以病苦為增上緣 這麼苦的時候 

 

也沒有找醫生來看 沒有說 

 

叫人家趕快請醫生來看 沒有 

 

唯獨痛苦稱佛菩薩名字而已 

 



求生淨土 所以 以病苦為增上緣 

 

信願念佛決自求生極樂淨土 

 

這是五十六歲 

 

五十七歲 正月二十日病復發 

 

病又發作了 

 

二十一日的早晨病止息了 停止了 

 

午刻 趺坐繩床角 

 

結跏趺坐在繩床的一角 

 

趺坐繩床角 

 

向西 面向西方舉手而逝 

 

手舉起來 就離開人世間了 

 



可以見到 可見蕅祖正念分明 

 

蒙佛接引安祥往生 世壽五十有七 

 

嘗曰 曾經說 生平行履 

 

百無一長 獨有大菩提心 

 

忘身為人 捨己從人 

 

唯堪質之三世慈尊者 

 

曾經說生平行履 生平 活著的時候 

 

平生 平常的躬行履踐 

 

生平行履 百無一長 

 

百 形容眾多的行持當中 

 

沒有一樣專長 

 



沒有一樣專長的意思 

 

獨有大菩提心 獨獨有大菩提心 

 

大 揀別不是小乘的聲聞菩提 

 

緣覺菩提 獨獨有大乘菩提心 

 

忘身為人 忘卻自身 普為眾人 

 

我們看靈峰宗論 

 

看那個蕅祖的願文 

 

我們看了真的是 

 

很不可思議 很感動 

 

蕅祖的發願就是普為眾生 

 

忘卻自身 普為眾人 包括他的道友 

 



親近他的這些優婆塞 

 

有什麼事情 蕅祖都替他們發願 

 

希望他們病苦能夠解除 

 

捨己從人 捨 就犧牲自己 

 

犧牲自己 隨從有利於人這方面 

 

來發心修學 就是損己利人 

 

唯堪質之三世慈尊者 

 

質 品質的質 有兩相等比之意 

 

是堪可比之於過去現在未來 

 

大慈世尊者也 

 

以上 我們就大略說過蕅祖的生平 

 



就算說過了 這裡說太久了 

 

我們要看著第二十 

 

看著二十一頁 箋 

 

註 這個註 第二行 

 

集註課本第二十一頁 第二行 註 

 

箋 就是紙條子 

 

古時佛經為手抄本 彌足珍貴 

 

不敢在上面寫字 

 

便拿一張紙條夾在書中 

 

把重點或註釋寫在上面稱為箋要 

 

八不道人者 這個我們說過了 

 



大師自言 

 

古者有儒 有禪 有律 有教 

 

道人既蹴然不敢 

 

今亦有儒 有禪 有律 有教 

 

道人又艴然不屑 故名八不也 

 

蕅益大師本來要依憨山大師剃度 

 

但憨山大師當時在廣州南華 

 

蕅益大師在江蘇 古時交通不便 

 

所以便依憨山大師弟子雪嶺剃度 

 

將往生前 大師遺囑坐缸三年 

 

火化後骨灰分施禽魚 

 



結果三年後遺骨未壞 

 

髮長覆耳 面貌如生 

 

門人不忍從遺命 遂貼金身 

 

建塔於靈峰大殿右側 

 

二十二頁 丙三 補釋主 

 

補充解釋之主 

 

後學曇昉校並補釋 

 

後學曇昉校正並補充解釋 

 

註 曇昉 即弘一大師 

 

為民國中興南山律學之高僧 

 

浙江平湖人 俗姓李 名廣侯 

 



號叔同 又名成蹊 字惜霜 

 

其他別署甚多 性情倜儻恬惇 

 

於詩文詞賦之外 尤好書畫 

 

工篆刻 書法頗得漢魏六朝之祕 

 

先到這裡 註解 

 

曇昉 即弘一大師 

 

為民國中興南山律學之高僧 

 

是浙江平湖的人 

 

俗姓李 名字叫廣侯 

 

號叔同 又名成蹊 字惜霜 

 

其他個別的署名很多 

 



其他署名很多 性情倜儻恬惇 

 

倜儻 指氣質高雅 

 

行為不受習俗所拘束的樣子 

 

恬 就是淡 淡 不慕榮利 

 

對於榮譽利養看得很淡 很恬淡 

 

惇 誠實篤厚貌 誠實篤厚的樣子 

 

於詩文詞賦之外 

 

尤其喜好書法彩畫 

 

工篆刻 工 就是擅長 

 

擅長篆書 刻字 

 

書法頗得古代漢魏六朝之祕要 

 



我們弘公的書法很特別 

 

佛滅度後 以戒為師 

 

在三大部前面那六個字 

 

寫得很好看 很特別 

 

書法頗得古代漢魏六朝之祕要 

 

三十九歲出家於杭州大慈寺 

 

投禮了悟和尚為師 

 

未久即於杭州靈隱寺受具足戒 

 

法明演音 號弘一 

 

嘗慨嘆僧界之所以 

 

往往為世所詬病者 

 



嘗 就是曾經 

 

曾經很感慨 很嘆息 

 

僧界 僧界出家為僧之人 

 

之所以往往為世間人所詬病者 

 

詬病 令世間人覺得有汙垢 

 

不乾淨 有毛病 為世人所詬病 

 

以不守戒律之故 

 

因為不遵守戒律的緣故 

 

沒有威儀 沒有規矩 

 

人家就會譏嫌 世間人就會輕慢 

 

所以為世人所詬病 

 



乃發願畢生精研戒法 

 

弘公就發願要護持正法了 

 

就發願了 發願畢生盡這一生 

 

專精地研學戒法 

 

所以《比丘戒相表記》就出來了 

 

還有很多 註解 南山三大部的 

 

這個《扶桑集釋》 

 

最初學習《根本說一切有部律》 

 

後來則專弘南山律宗 操行至苦 

 

他的操守 行持至為勤苦 

 

恆跣足芒鞋 

 



恆常 跣 跣就是光著腳 

 

光著腳 赤腳 

 

芒鞋 或者穿芒草做的鞋子 

 

孑然一身 孑 單獨 

 

孑然一擔 單獨叫做孑然一身 

 

一擔 或者肩上挑著一擔的衣缽 

 

叫做一擔 孑然一擔 

 

衣缽要隨身 隨身的衣缽 雲遊各處 

 

如同天上的雲一樣 漂遊各處 

 

雲遊各處 講經弘法 弘揚戒律 

 

以在閩南時最久 

 



因為他待在閩南的時間最久 

 

晚年自號晚晴老人 

 

自己稱呼自己叫做晚晴老人 

 

又號二一老人 

 

又稱自己叫二一老人 後面都會有 

 

民國三十一年十月 

 

示寂於晉江溫陵養老院 

 

我們看到那個照片是右脇而臥 

 

弘公右脇而臥 

 

很安詳地示寂於晉江溫陵養老院 

 

世壽六十三 僧臘有二十四 

 



師 就是弘一大師 

 

生平最推崇印光大師 

 

推崇印光大師 

 

說 印光大師生平不求名譽 

 

他人有作文 作文章 

 

來讚歎印光大師的德行 

 

有這樣的人 則痛斥之 

 

印光大師就痛斥的呵責他痛斥他 

 

不貪蓄財物 

 

印光大師也不貪蓄財物 

 

他人供養的錢財很多 

 



印光大師用來印佛書流通 

 

或者救濟災難等等 

 

不自己受用 都來利益眾生 

 

印佛書 開啟眾生的智慧 

 

有災難的時候 用來救濟災難 

 

個人的可以啦 

 

不可以用常住的 個人的可以 

 

常住是僧團 

 

大眾僧的不可以隨便動 

 

私人的可以 效其不收徒眾 

 

印光大師不收徒眾 

 



而全國的僧眾多欽服其教化 

 

大多欽服 欽佩 服從 

 

恭敬欽佩 印光大師的教化 

 

印祖文鈔很有名 

 

大家就欽服他 印光大師的教化 

 

不主寺剎之風 不主持寺剎的風 

 

風氣 這個道風 

 

而 雖然印光大師不主持寺剎 

 

但是全國的寺院 

 

當時候全國的寺院大多蒙其護法 

 

都蒙受印光大師的護法之利 

 



各處的寺廟房舍 或者寺廟的財產 

 

軍閥割據 有受人佔奪的情形 

 

印光大師必定為他盡力 

 

設法來保全 設法保全 

 

護持全國的寺廟 而且一生習勞 

 

一生習勞 習慣勞動 

 

印祖一生最喜歡自作勞動的事情 

 

這是為什麼呢 

 

弘一大師最推崇印光大師 

 

就是看到印光大師習勞 習慣勞動 

 

說 余 余就是弘公自稱 

 



在民國十三年 曾經到普陀山 

 

當時候印光大師年紀六十四歲 

 

一人獨居 一個人獨居在關房 

 

事事恭自操作 

 

每一樁事情都恭自操作 自己做 

 

別無侍者等為之幫助 

 

沒有另外的侍者來幫助他 

 

印光大師是在閉關所以比較不需要 

 

我們和尚 弘法利生比較辛苦 

 

就需要侍者幫忙 一直到八十歲 

 

在關房閉關到八十歲 

 



每日仍然自己掃地 

 

拭几 擦桌子 擦油燈 洗衣服 

 

我們肯定印光大師一定是用手洗 

 

自己用手洗衣服 

 

那時候一定沒有洗衣機 

 

用手洗衣服如此的習勞 習慣勞動 

 

所以見到有人 見到僧眾 

 

或者有人懶惰懈怠了 

 

大多誡勸他不要懶惰懈怠 

 

我們有的法師 

 

有的老法師他年紀很大了 

 



掃地 推那個車子要去倒樹葉 

 

我們法師們見到了就要去幫他 

 

他說不用不用 我在練身體 

 

他說我在練身體 

 

我在鍛鍊身體要運動啊 

 

這個掃地工作就是修行 

 

就是鍛鍊身體 

 

他這個觀念很正確 

 

他說我在練身體 

 

你不要來我會罣礙 

 

他真的是知見很正確 

 



其次 惜福 印光大師很惜福 

 

印祖一生 對於惜福這一樁事情 

 

最為注意 很注意啊 

 

蕅祖說作福莫如惜福 

 

蕅益大師在靈峰宗論說 

 

作福莫如惜福 作福 造作福業 

 

修來世的福報 

 

我們修未來世的福報 

 

累積未來世的資糧 

 

這是因 因行 惜福 

 

惜福是我們現在的果報 

 



我們今生福報有多少 

 

過去生你栽培多少因 

 

這一生得到多少福報 

 

要愛惜今生的福報 

 

愛惜今生的福報 

 

作福是修因 惜福是 

 

惜福我們現在所得到的福報 

 

要珍惜 要愛惜啊 

 

不要隨便花掉 不要亂花啊 

 

你才有福報 作福莫如惜福 

 

修來世福惜今世福 

 



所以古德 古德教人惜福 

 

古德有一位雪竇大師教人惜福 

 

並言 一併都是說 

 

說人無壽夭 祿盡即死 

 

人無壽夭 壽命的壽 夭折的夭 

 

祿盡 福祿壽的祿 祿盡即死 

 

這個祿是福善的意思 

 

這個福德善業 祿 祿盡即死 

 

過去修善感召的福報 叫做祿 

 

祿盡即死 說呢人無壽夭 

 

人 沒有所謂的長壽夭折 

 



沒有所謂的長壽夭折 祿盡即死 

 

今生福報享盡了就要死亡了 

 

福已經享完了 祿盡即死 

 

也有道理啊 但是 

 

有時候我們看三藏裡面講的 

 

這個沙彌 沙彌他救蟻延命 

 

救螞蟻的生命 他就延長壽命了 

 

今生又得到福報了 

 

這個不可思議 真的是很微妙 

 

救蟻就延命 等於增長福報了 

 

壽命又增加了 

 



這裡是誡勸我們要惜福 

 

人無壽夭 祿盡即死 

 

你福報花完了 你大概就要沒命了 

 

就要死亡了 所以印光大師很惜福 

 

一生以身教垂範於世 

 

印光大師一生以身教垂範於世 

 

對於惜福這一樁事最為注意 

 

不隨便浪費福報 

 

衣食住行都極為簡單 粗劣 

 

力斥精美 人家供養他好的東西 

 

就拿去供眾 大家共同受用 

 



不是留著自己吃 拿去供眾 

 

力斥精美 遵利和同均 

 

遵守利和同均 

 

與大眾食用共同的飯菜 

 

早粥 午餐 跟大眾都是一樣的 

 

食畢 我們看文鈔裡面 

 

印光大師的惜福 就是以舌舐碗 

 

將這個 用舌頭舔乾淨 

 

我們現在學律就是 

 

就是用白開水洗缽 

 

洗一洗把它喝下去 漱口喝下去 

 



印光大師吃完之後 舔過之後 

 

用開水注入碗中滌盪 

 

將這個 其它的這個汁渣盪一盪 

 

就以這個水漱口咽下 

 

惟恐輕棄殘餘飯粒 

 

惟獨恐怕輕易地丟棄了殘餘的飯粒 

 

飯粒都不敢 不敢隨便浪費 

 

所以有居士去那邊作客 

 

碗上面留有飯粒 大師就嚴厲呵叱 

 

他說你有多少福報啊 

 

那我們現在 我們看上面 

 



倒那麼多飯粒 有沒有看到 

 

那個飯菜要為眾生的 

 

飯粒 菜 水果隨便倒 浪費福報 

 

你福報享盡你就知道了 

 

老了就知道苦了 無福就會苦 

 

印光大師不敢隨便浪費飯粒 

 

又注重因果 無論見到何等人 

 

都以善惡因果之理 

 

來痛切的告訴他 痛切言之 

 

又者專心念佛 很專心在念佛 

 

在解門雖然精通種種佛法 

 



而在行門自行化他 

 

則是專依念佛法門 

 

有必要的時候才為他開解疑難 

 

不高談佛法哲理 

 

唯獨勸人專心念佛 

 

最得到利益 得到大利益 

 

我們掃地的時候 也不要講話 

 

專心念佛 揮掃把就是念佛 

 

掃地就是在修行 

 

我們從印光大師的身教可以看出來 

 

做事也是在修行 擦桌子 

 



洗衣服都是在修行 

 

修我們的心沒有煩惱 

 

工作就是修行 

 

所以弘公最推崇印光大師 

 

習勞惜福 習慣勞動 珍惜福報 

 

注重因果 專心念佛 

 

效其不收徒眾 不主寺剎之風 

 

惟以 弘公惟以寫字與人結緣 

 

寫很多字與人結緣 

 

就像我們和尚鼓勵大家 

 

背誦戒本 背誦戒本都沒有錯誤 

 



上來誦戒都沒有錯誤的 

 

就是以墨寶送給你 

 

與人結緣 鼓勵大家學戒 

 

其清純恬淡 孤高耿介之風範 

 

對民國以來的佛教界影響極大 

 

作好榜樣大家都很仰慕 

 

這個道風非常好 

 

跣足是赤腳 芒鞋是草鞋 

 

晚晴大師 

 

弘一大師晚年住在晚晴院 

 

乃是取用唐朝李義山的詩 

 



說天意憐芳草 人間愛晚晴 

 

意即 夕陽無限好 只是近黃昏 

 

太陽快要下山了非常的好 

 

只是接近黃昏了 二一老人 

 

二一老人 就是弘公省察自己 

 

希望自己的品行道德一天高上一天 

 

希望自己能夠改過遷善 

 

因為學律 學律希望能夠增上 

 

日日改過 日日遷善 做一個好人 

 

是故在閩南居住 首尾十年 

 

前後有十年 

 



回想十年之中所做的事情 

 

成功的卻是很少 

 

殘缺破碎的居其大半 

 

一大半就是殘缺破碎 

 

所以常常自我反省 

 

覺得自己德行實在是十分的欠缺 

 

所以都沒辦法做一件好事情 

 

這是謙虛的 自己謙下 很謙虛 

 

因此弘公自己就起了一個名字 

 

為自己起一個名字 叫作二一老人 

 

文中說 說二一老人 

 



這個是有我自己的根據 

 

我是有根據的 

 

記得古人有一句詩 

 

說一事無成人漸老 

 

清朝 清初的時候 

 

吳梅村 臨終的訣命詞 

 

當中有什麼呢 

 

有一錢不值何消說 

 

這兩句詩開頭都是一字 

 

所以用來作自己的名字 

 

叫做二一老人 

 



大師自謙是 一事無成人漸老 

 

一文不值何消說 

 

有德行的人都會很謙虛 反省自己 

 

跟古德 跟佛菩薩比起來 

 

真的是這樣子 

 

我們看看諸佛菩薩的功德 

 

我們這個就微不足道了 自謙 

 

自謙就是十年來在閩南 

 

閩南所做的事情 雖然不完滿 

 

也不怎麼去求它完滿 很隨緣 

 

不怎麼去求它完滿 只希望 

 



弘公說 只希望我的事情失敗 

 

我只希望我做的事情失敗 

 

失敗了 不完滿 

 

這才使我常常發起大慚愧心 

 

這樣才使令我  常常發大慚愧 

 

能夠曉得自己德行欠缺 

 

能夠知道自己德行欠缺 

 

自己的修善不足 

 

我們修的善業不夠 

 

所以沒有那些福報 

 

那我才可努力用功 努力改過遷善 

 



這是弘公裡面的文 

 

所以弘一大師自謙 

 

德行欠缺 行善不足 

 

要努力用功改過遷善 

 

自謙是一事無成人漸老 

 

一文不值何消說 

 

這個都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應當這樣學習 跟古德來學習 

 

接著我們就要看了 

 

甲二的釋經文 釋經文 

 

解釋經文 在二十四頁 

 



時間差不多了 乙一 敘啟分 

 

聞如是 一時佛在迦維羅衛國 

 

爾時淨飯王來詣佛所 

 

頭面禮足 合掌恭敬 而白佛言 

 

欲所請求 以自濟度 

 

惟願世尊 哀酬我志 

 

佛言 可得之願 隨王所求 

 

王白佛言 

 

世尊已為比丘 比丘尼 

 

沙彌 沙彌尼 制戒輕重 

 

唯願如來 亦為我等優婆塞 

 



分別五戒可悔 不可悔者 

 

令識戒相 使無疑惑 

 

這是甲二的解釋經文 

 

乙一的敘啟分 

 

聞如是 

 

就是我們經典當中所說的 

 

如是我聞 

 

他翻譯的時候 用詞稍有不同 

 

這裡是用 聞如是 

 

通常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迦維羅衛國 

 



迦維羅衛國 就是印度當時候 

 

印度三千 在三千大千世界的中央 

 

佛陀降生的地方 迦維羅衛國 

 

爾時淨飯王 

 

就是佛陀的 示現的父親淨飯王 

 

來詣佛所 前來到佛陀的地方 

 

頭面禮足 五體投地 頂禮佛足 

 

合掌恭敬 

 

合掌 就是佛法當中的禮節 

 

合掌表示恭敬 內心很恭敬 合掌 

 

而秉白佛陀說 欲所請求 

 



說 內心想要有所請求以自濟度 

 

用來幫助自己能夠如法的修學 

 

濟度生死苦海 

 

惟願世尊 哀酬我志 

 

惟獨仰願世尊哀愍我 

 

能夠酬達 能夠酬償 

 

能夠滿足我的志願 我的志向 

 

佛言 可得之願 隨王所求 

 

佛陀說 假若可以滿足的願望 

 

就可以隨順 父王的請求 

 

假若你非法的事情就不可以 

 



可得之願 隨王所求 

 

如法的可以滿足你的願望 

 

就隨著王 你所請求的 

 

都可以滿你的願 要如法的 

 

王白佛言 

 

這以下我們就留待下一回 

 

迴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