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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慈悲 諸位比丘大德 淨人 

 

大家早安 阿彌陀佛 

 

請看著集註第二十四頁 

 

經文的第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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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學習五戒相經箋要 

 



也是要明白教理 

 

明白佛法中的道理 

 

才不會學戒 學到有偏差 

 

當時候蕅益大師 也是依照 

 

也是依這個戒律跟教理這兩門 

 

來匡正當時禪門的弊病 

 

我們學戒也要明白道理 

 

才不會有偏差 

 

現在我們解釋到比丘 

 

比丘有三義 

 

所以我們受了比丘戒之後 

 



我們的行為造作 

 

都要合乎比丘的威儀軌則 

 

跟比丘三義有衝突 有乖違 

 

就可能變成邪逆了 不清淨了 

 

比丘三義的第二點 

 

第三點就乞士 

 

乞士或翻除饉 或者翻作除饉 

 

怖魔也有怖魔的依 

 

現在我們說到怖魔 

 

魔王居第六天 統攝欲界 

 

貪戀塵勞 恐人修道出其境界 

 



若正法住世時 有信心男子 

 

六根具足 年滿二十 

 

無十三重難 亦無十六輕遮 

 

我們上一個講次說到這裡 

 

得三師七證 在佛法興盛的中國 

 

請得三位師長 請得戒和尚 

 

羯摩阿闍黎 教授阿闍黎 

 

還有七位尊證師 

 

或邊地中得三師二證 

 

在佛法比較不興盛 邊荒的地帶 

 

得到持律 持律的三師二證 

 



不是隨便找 要找持律的 

 

持律的三師二證 

 

持律的三師 跟兩位尊證師 

 

如法秉受比丘戒法 

 

正登壇白四羯磨已竟 名為得戒 

 

正式登比丘壇 

 

做完白四羯磨法 叫做得戒 

 

感得比丘戒體 

 

《正法念處經》卷二 說 

 

彼善男子恭敬和上 聖聲聞已 

 

跟這個賢聖 聲聞僧以後 

 



剃除鬚髮被服袈裟 

 

受波羅提木叉戒 受別解脫戒 

 

這個時候 入僧寶數中 

 

入比丘僧數 成為住持僧寶 

 

成為三寶中的一數 地位很尊高 

 

住持佛法在世間 

 

這個不容易 不是混日子 

 

不是每天 一天過一天 

 

要修學佛法 要住持正法 

 

才叫做住持僧寶 

 

爾時地行羅剎 高聲唱善 

 



地行羅剎 在地面行走的羅剎鬼 

 

通常說地神 

 

地神 就是善的地行羅剎 

 

這個善的鬼神 善鬼 

 

發出高大的聲音唱言 

 

善哉 很好 也隨喜功德 

 

此間有善男子如法出家 

 

此間 隨順佛法來修行的善男子 

 

他如法出家 在南瞻部洲 

 

有善男子如法的隨順佛法修行 

 

出家學道 

 



當使諸天增勝 修羅減損 

 

將使令四天王天 忉利天 

 

諸天眾 增加盛大 

 

使令阿修羅眾減少損失 

 

這是蕅祖的文 

 

當使諸天增勝 修羅減損 

 

《正法念處經》卷十八 

 

觀大海底 何等眾生住在其中 

 

即以聞慧知 大海底下天之怨敵 

 

名阿修羅 這段文就說明 

 

為什麼當使諸天增勝 修羅減損 

 



《正法念處經》卷十八 

 

觀大海底 何等眾生住在其中 

 

世尊告諸比丘 觀察大海底 

 

這大海的底下 

 

哪一類的眾生 住在其中 

 

不是只有魚而已 

 

即以聞慧知 大海底下天之怨敵 

 

怨家的怨 敵人的敵 

 

天之怨敵 名阿修羅 

 

就以聞佛說法的智慧 

 

明白 知道了 

 



大海底下諸天的怨家仇敵 

 

叫做阿修羅 

 

常好與諸天爭聖戰鬥 

 

他也有大力量 

 

能夠跟諸天諸爭勝 跟諸天對敵 

 

在因地修行的時候 

 

他也有修善業 

 

但是 雖然奉行五常 仁義禮智信 

 

懷著猜忌心 

 

忌妒 常欲勝他 他修善的時候 

 

常常都是想要勝過別人 

 



我要勝過他 這種心來修善 

 

做下品的十善業 感招阿修羅身 

 

若善男子 如法出家受戒 

 

修行正法 

 

將使諸天正法勢力增長盛大 

 

阿修羅眾 虧損減少 

 

於是空行夜叉聞之 

 

前面是地形羅剎 

 

現在是空行夜叉 

 

在空中飛行的夜叉鬼 

 

也稱作空行善神 聽聞地神 

 



聽聞地行羅剎唱善之後 

 

亦出大聲唱善 

 

他也發出高大的聲音 

 

歡喜唱言 善哉 很好 

 

他都隨喜功德 聲至四王天中 

 

聲音傳到了四王天中 

 

根據《正法念處經》卷二 

 

虛空夜叉 知已歡喜 

 

向四天王說 蕅祖簡略的說出來 

 

這裡講的比較詳細 

 

虛空夜叉 在虛空飛行的夜叉 

 



空行善神了知以後 很歡喜 

 

向四天王說如是言 閻浮提中 

 

某一個國家 某一個村落 

 

某一個聚落當中 

 

某位善男子 都講出來 

 

某善男子 如是種姓 

 

他姓什麼 叫什麼名字 

 

如是名字 捨離邪見 

 

修正見之業 如法正行 

 

剃除鬚髮被服法衣 

 

受波羅提木叉戒 

 



以後一切世間不饒益處 

 

一切世間不饒益的地方 

 

妻子愛妾 皆已捨離 欲共魔戰 

 

他想要跟煩惱魔軍共同戰鬥 

 

欲斷無明 他想要斷除無明煩惱 

 

叫做聲至四王天中 

 

這個唱善的聲音 

 

就傳到四王天中了 

 

就是虛空夜叉 他向四天王稟白 

 

天復出聲唱善 

 

我們看到這裡 修善業的時候 

 



這個善神 善鬼 諸天都很歡喜 

 

反過來 作惡的時候 

 

犯戒作惡的時候 無人不知 

 

善見律說 最初作惡的時候 

 

護身神就見到了 

 

接著 他就高聲往上傳 

 

虛空夜叉也聽到了 

 

他就往上傳 

 

一直傳到忉利天上去 

 

一樣的道理 

 

我們作惡 不是沒有人知道 

 



護法神就知道了 

 

他現在受戒 地神就知道了 

 

他就往上傳 天復出聲唱善 

 

天 指四王天 

 

《正法念處經》卷二 

 

四大王聞已歡喜 向四天王說 

 

四大天王聽聞以後 內心生起歡喜 

 

這個娑婆世界 

 

南瞻部洲的人 這麼有善根 

 

出家修道了 他也很歡喜 

 

向四天王天 又發出高聲唱善 

 



天眾聞已亦內心歡喜 

 

四天王天的天眾都很歡喜 

 

聲傳忉利 

 

唱善的聲音傳至忉利天 

 

《正法念處經》卷二 

 

彼四天王 向帝釋王如是說已 

 

四大天王他就到忉利天去了 

 

聲傳忉利 

 

是住在須彌山 半山腰的四天王 

 

親自往須彌山頂 

 

向帝釋天王說 稟白帝釋天王 

 



根據蕅益大師解釋 

 

就是忉利天主 帝釋天王 

 

就是我們欲界 賞善罰惡之主 

 

善的有福報 惡的有災禍 

 

都是忉利天王底下的 

 

包含四天王天在執行 

 

他是賞善罰惡之主 

 

所以我們要戒慎恐懼 要謹慎 

 

我們在做事情的時候 

 

要謹慎小心 好好持戒 

 

不是沒有人知道 

 



四大天王親自前往忉利天 

 

稟白帝釋天王 

 

帝釋天王聽聞以後 心大歡喜 

 

非常的歡喜 

 

我們娑婆世界的眾生在修善 

 

好像國王一樣 國王看到人民修善 

 

國王也很歡喜 忉利天王很歡喜 

 

乃至夜摩 

 

唱善之聲乃至傳到夜摩天 

 

欲界的第三天 

 

屬於空居天 夜摩天 

 



《正法念處經 》卷三 

 

彼憍尸迦帝釋天王 即乘大象 

 

他就乘著大象 

 

象名堙羅槃那 

 

這隻大象名字叫做堙羅槃那 

 

很有威力的 

 

跟阿修羅戰鬥的時候 

 

牠很有威力 他乘坐這頭大象 

 

從大神通第一天眾到炎摩天 

 

《正法念處經》說是炎摩天 

 

火炎的炎 就是夜摩天的意思 

 



到炎摩天 欲界的第三天 

 

歡喜說言 帝釋天王很歡喜的說 

 

閻浮提中 某國某村 

 

哪一個國家 哪一個村落 

 

某善男子 如是種姓 他姓什麼 

 

如是名字 他叫什麼名字 

 

剃除鬚髮 被服法衣 

 

受波羅提木叉戒 

 

廣說乃至 欲共魔戰 

 

想要跟煩惱魔共同戰鬥 

 

減損魔分 彼炎摩天 

 



從帝釋天王如是聞已 轉復歡喜 

 

炎摩天眾聽聞之後 也是很歡喜 

 

輾轉又很歡喜 

 

叫做乃至聲傳夜摩兜率 

 

唱善之聲傳到兜率天 

 

彌勒菩薩住的地方 兜率天 

 

《正法念處經》卷三 

 

彼炎摩天眾 心大歡喜 乘種種乘 

 

他們坐的種種的車乘 

 

向兜率天四萬由旬 

 

上去有四萬由旬 

 



他們就向兜率天四萬由旬 

 

七寶殿舍 

 

用七寶作成的這個宮殿房舍 

 

勝妙光明種種宮室 

 

意分別城 有一萬由旬 

 

在這個地方 七寶殿舍裡面 

 

有一個地方勝妙光明 

 

種種的宮室 叫做意分別城 

 

心意的意 意分別城 有一萬由旬 

 

名為無漏樂菩薩坊巷 

 

無漏 沒有 無漏樂 快樂的樂 

 



無漏樂菩薩坊巷 

 

坊就是 僧坊的坊 

 

土字旁 右邊一個方向的方 

 

巷子的巷 無漏樂菩薩坊巷 

 

這裡 這個地方應當就是彌勒內院 

 

無漏樂菩薩坊巷 就是彌勒內院 

 

漏就是煩惱異名 沒有煩惱 安樂 

 

無漏樂菩薩坊巷 

 

彌勒世尊住在彼處 

 

彌勒世尊住在這個地方 彌勒內院 

 

有諸菩薩 五百人俱 五百位菩薩 

 



彼炎摩天到彌勒世尊所 

 

心大歡喜 正天衣服 

 

將這天人穿的衣服 穿得很端正 

 

正天衣服在於一肩 

 

等於是偏袒右肩 右膝著地 胡跪 

 

合掌禮已 合掌禮拜以後 

 

這個佛法中的威儀禮節 

 

通於天上人間 我們看天眾 

 

他們禮拜彌勒世尊也是一樣 

 

偏袒右肩 右膝著地 

 

合掌恭敬禮拜 

 



所以佛法的禮節通於三世 

 

炎摩天合掌禮拜以後 

 

合掌於額 他就合掌了 

 

在額頭上面 在額頭上面合掌 

 

這個威儀很好 

 

我們是合掌當胸而已 

 

他在額頭上面合掌 

 

合掌於額而作是言 

 

閻浮提中 某國某村中 

 

某善男子 如前所說 

 

具足說出來 稟白彌勒世尊 

 



這位善男子 

 

持戒修行 恭敬尊長等 

 

彌勒世尊聞已歡喜 

 

連兜率天都知道 

 

彌勒世尊聽聞以後 

 

內心也很歡喜 

 

這是聲傳兜率的情況 

 

化樂唱善之聲 傳到化樂天 

 

《正法念處經》卷四 

 

兜率陀處 兜率陀天的地處 

 

這彌勒內院有一位菩薩 

 



極大歡喜 他非常的歡喜 

 

向化應天 這裡說化應天 

 

就是化樂天 向化應天如是說言 

 

閻浮提中某善男子 

 

剃除鬚髮被服法衣 如前所說 

 

彼化應天 化樂天 轉復歡喜 

 

如前所說 聽聞之後 也很歡喜 

 

以上是聲傳化樂天的情形 

 

卷四也提到 

 

彌勒世尊 告化應天 接著他化 

 

唱善之聲傳至他化自在天 

 



《正法念處經》卷四 

 

彼化應天 復向他化自在天說 

 

化應天的天眾 他又往上去 

 

向他化自在天眾來說 如前 

 

輾轉傳自梵天 

 

連色界的梵天都知道 

 

《正法念處經》卷六 

 

次第乃至大梵身天 

 

傳到色界大梵天 

 

彼大梵天聞已歡喜 

 

連色界大梵天 

 



聽聞之後都很歡喜 

 

魔王於宮中 聞此唱善 生大愁怖 

 

魔王波旬在宮殿當中 

 

聽到唱善的聲音 

 

生起大憂愁恐怖 故名怖魔 

 

所以比丘第一種含義 稱作怖魔 

 

《正法念處經》卷十八 

 

說的最詳盡 地神諸夜叉等 

 

夜叉就是地神 叫做地行夜叉 

 

地神諸夜叉等 心大歡喜 

 

告虛空夜叉 

 



虛空夜叉 聞已心大歡喜 

 

告四大天王 

 

時四大天王 聞已歡喜 

 

告三十三天 

 

帝釋眷屬 聞已歡喜 告夜摩天 

 

夜摩天等 聞已歡喜 告兜率陀天 

 

兜率陀天聞已歡喜 告化樂天 

 

化樂諸天 聞已歡喜 

 

告他化自在天 

 

如是欲界 次第相告 

 

欲界 從四天王天次第 

 



都傳到第六天 他化自在天 

 

有次第的這樣往上傳 往上報 

 

齊聲輾轉 唱善的聲音輾轉 

 

從色界梵身天乃至傳到光音天 

 

咸作此言 都做如此的言語 

 

說閻浮提中 某國某城 某村某邑 

 

某種姓中 某善男子 

 

剃除鬚髮 以信出家 

 

因為對佛法有信心 

 

出家學道 離魔境界 

 

捨離愛欲 魔的境界 

 



不染著色 聲 香 味 觸的境界 

 

欲破魔軍 想要破壞欲愛魔軍 

 

令魔使者生大恐怖 

 

使令魔王的使者生起大怖畏 

 

名為怖魔 

 

我們修學佛法 出家學道 

 

從欲界到色界都知道了 

 

那犯戒作惡的時候 道理相同 

 

從四天王 傳到色界的光音天 

 

都知道了 某某人 某國 某城 

 

某邑 某善男子 犯戒作惡 

 



欲界諸天 欲界跟色界天 

 

都是佛陀的護法 

 

都是護持佛法的 

 

這個我們要知道 

 

所以我們學習佛法 

 

也要護持佛法 

 

使令正法住在世間 

 

不然就天下大亂了 

 

第二 破惡者 出家持戒 

 

則因戒生定 因定發慧 

 

破除身口七支 

 



破除三界 見思諸惡也 

 

這是比丘第二點的意義叫做破惡 

 

所以沒有學戒 不好好的斷惡修善 

 

就不合比丘的名義 

 

有名無實 叫做比丘 像是比丘 

 

但是沒有實際的功德 

 

不合乎破惡的意義 

 

第二破惡者 出家持戒 出家之後 

 

志在修學聖道 要好好的學 

 

聖道是什麼 要好好的學 

 

從淨人 淨人的時候就要學了 

 



我們要打板集僧的時候 

 

這板怎麼打 要拉長一點慢慢地打 

 

由小至大 由稀至密 

 

從小聲到大聲 

 

由板聲很稀弱 稀少 到很密集 

 

拉長一點 作意要集十方僧 

 

要打得如法 不要隨便打 

 

打個幾下 很小聲 

 

有的人沒有聽到 

 

他剛好睡著了 沒有聽到 

 

這樣對不對啊 

 



淨人就好好的學了 

 

做事情要認真 

 

出家志在修學聖道 

 

從基礎好好的學習 

 

等到受了比丘具足戒 

 

五夏 十夏過了 

 

到了和尚位  做親教師了 

 

你才能夠教導後學 教導弟子輩 

 

所以要以持戒為本 

 

出家志在修學聖道 

 

要以持戒為本 則因戒生定 

 



就因為攝心持戒不放逸 

 

我們的心不放逸 也不散亂 

 

內心安定 好好的持戒 

 

內心很安定 

 

心安理得 容易生起禪定 

 

我們打坐 容易生起禪定 

 

容易入定 因戒生定 

 

因定發慧 因定力故 

 

因為有定力的緣故 

 

攝心一處不動 幫助智慧 

 

猶如燈在安定的密室中 

 



這個油燈在安定的密室當中 

 

它的光明才有作用 

 

不然這個油燈 移到外面去 

 

風 左邊吹過來 右邊又吹過去 

 

它的功能沒有作用 

 

所以因為禪定 幫助開發智慧光明 

 

散亂的心幫助不了 要心很安定 

 

因為禪定幫助開發智慧光明 

 

猶如燈在安定的密室中 

 

它的光明才有作用 

 

因為開發智慧光明力故 

 



能照諸法實相 能破煩惱 

 

這就是《大佛頂首楞嚴經》卷六 

 

佛告阿難 汝常聞我毘奈耶中 

 

宣說修行 三決定義 

 

所謂攝心為戒 

 

因戒生定 因定發慧 

 

是則名為 三無漏學 

 

所以我們雖然 在這個道場當中 

 

我們現在雖然沒有乞食 

 

但是這個戒法也不可以忘記 

 

不可以忘記 

 



淨人 居士來我們寺裡面 

 

幫忙我們煮食 帶東西來供養 

 

這水果我們要教他們 

 

幫我們火淨 一次火淨了 

 

以後就省掉很多事情了 

 

這個地方沒有教的時候 

 

我們的淨人就很麻煩了 很麻煩 

 

分下去了 他一個一個去做 

 

我們執事要如理的思惟 

 

怎麼來分配事情 怎麼來做事情 

 

能夠省時省力 前面這個居士 

 



他們一起火淨之後 沒有事了 

 

這個地方沒有做 

 

後面就很多事情了 做不完了 

 

這個我們要 執事人要為公為眾 

 

也要思惟 要怎麼做事情 

 

佛告阿難 汝常聞我毗奈耶中 

 

《毗尼律藏》中 

 

宣說修行 三決定義 

 

修行三種決定不變的義理 

 

指戒定慧 所謂攝心為戒 

 

比丘攝心不亂 經常正念分明 

 



走到齋堂 這個時候應當怎麼做 

 

時存五觀 不散心雜話 攝心不亂 

 

到了講堂的時候 也是一樣 

 

賢聖說法 賢聖默然 

 

不是聊天的時候 

 

比丘攝心不亂 不敢輕舉妄動 

 

在大眾當中你輕舉妄動 

 

動人家的心念 

 

這個溈山警策說的 

 

動他心念 損你的福報 

 

讓人家起嫌心 

 



這個人怎麼這個樣子 

 

讓人家起心動念 損你的福報 

 

比丘攝心不亂 不敢輕舉妄動 

 

不敢超越毗尼律法 就是持戒 

 

因戒生定 決定戒為最先 

 

這是修行三決定義 

 

決定戒為最先 

 

我們受戒之後 做三寶的事情 

 

這個戒法 要拿出來擺在第一位 

 

先考量戒法的問題 這樣才對 

 

先考量戒法要怎麼做 然後再去做 

 



斷惡修善 這個很重要的 

 

決定戒為最先 以戒為本 

 

決定要先持戒 

 

決定 定依戒生 因戒生定 

 

這定從哪裡來 從持戒來的 

 

因定發慧 決定 慧因定生 

 

慧從哪裡來 從定生起來的 

 

真實的智慧必定依止禪定生起 

 

所以我們要作送菜羯摩 

 

我們執事人 

 

他是為大眾僧來管理這些飲食 

 



管理飲食 幫忙管理而已 

 

不是你的 你不能作主 

 

施主供養眾僧的財物 

 

應當心很公正的取出來 

 

每天取入當日的供僧限 

 

拿出來供眾 供養大眾 為大眾著想 

 

不是把它丟在庫房裡面 

 

時間到了 還很多了 

 

把它送出去 作羯摩送出去 

 

不是這樣子 大眾僧受用 

 

用不完的 我們可以作羯磨送 

 



平常我們就要為大眾僧著想 

 

拿出來供眾 大家的東西 不是我的 

 

以戒法來考量 

 

要送的時候 我們給大家知道 

 

拿到齋堂旁邊 圓桌上面放著 

 

這些東西要送 送給大家 

 

送給其它的寺廟 救濟貧苦 

 

給大家知道 不是把它藏起來 

 

這個菜單拿出來念一念就好 

 

不是這樣子 大家都看到了 

 

喔 有這些東西要送 

 



大家吃飯的走過去 

 

添飯的時候看到了 大家都知道了 

 

作完羯摩 我再把它搬上車 

 

沒有譏嫌 很公正 給大家看一看 

 

大家的東西嘛 對不對 

 

看好之後 我們再作羯摩送出去 

 

心很公正 應當這樣子做 

 

所以持戒就有智慧 

 

我們知道這是大家的財物 

 

僧眾共有的飲食 

 

要送的時候 也要大家都同意 

 



所以給大家看 看一看 這些要送 

 

作完羯摩再搬上車 

 

這是智慧 沒有人會講你怎麼樣 

 

你做得很公正 

 

沒有人會講你怎麼樣 

 

不以這個來考量的時候 

 

不是自己想 自己怎麼做 

 

要怎麼做 就怎麼做 

 

要送什麼東西都沒有看到 

 

念一念 念一念 就載出去了 

 

所以學戒就會有智慧 

 



決定 因定發慧 

 

是則名為三無漏學 

 

所以出家持戒 

 

則因戒生定 因定發慧 

 

破除身口七支 身 不殺不盜不婬 

 

口 不妄語不兩舌 不惡口不綺語 

 

破除身口七支的惡業 

 

破除三界 見思 煩惱諸惡也 

 

所以比丘有破惡之義 

 

沒有好好的依律來行使 

 

他就不合乎比丘的意義 

 



沒有破惡 常常會有譏嫌 

 

人家會產生譏嫌 怎麼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多從這方面來考量 

 

你執事就做得很恰當 沒有譏嫌 

 

第三 乞士者 乞士 

 

《大智度論》卷三 

 

比丘名乞士 比丘就叫做乞士 

 

跟乞士不相應的都是邪命 

 

分辨邪正 

 

你到外面參學 不要隨便去 

 

邪命的飲食 我們也不要受用 

 



比丘名乞士 清淨活命故 

 

清淨乞食活命故 

 

所以我們都是靠施主供養 

 

完全依賴施主供養 沒有做其它的 

 

施主歡喜來佈施 我們就接受 

 

我們執事人 

 

就拿出來給大眾僧受用 

 

這樣子而已 

 

清淨乞食活命故 名為乞士 

 

乞士者 既出家已 永離四種邪命 

 

乞食以資身命 四種邪命者 

 



一 仰口食 二 下口食 

 

三 方口食 四 維口食 

 

既然出家以後 既然對佛法有信心 

 

你要來出家學道 要修學聖道 

 

聖道有聖道的軌則 模範 

 

受比丘戒以後 就要永離四種邪命 

 

盡此身形壽命 

 

永久要捨離四種邪命 

 

捨離四種邪因緣活命 

 

乞食以資身命 

 

往下 從白衣俗人乞食 

 



用來資養身命 

 

吃飽了 就用功而已 

 

好好用功 修福修慧 

 

當執事人 有的在修福 

 

有的在修慧 都有 

 

四種邪命者 

 

第一種仰口食 第二種下口食 

 

第三 方口食 第四 維口食 

 

我們根據《大智度論》卷三來解釋 

 

舍利弗入城乞食 得已 向壁坐食 

 

是時有梵志女 名淨目 

 



來見舍利弗 問言 沙門汝食耶 

 

淨目言 汝沙門下口食耶 

 

答言 不 姊 仰口食耶 不 

 

方口食耶 不 四維口食耶 不 

 

淨目言 食法有四種 

 

我問汝 汝言不 我不解 汝當說 

 

舍利弗答曰 有出家人合藥 

 

種穀 植樹等不淨活命者 

 

是名下口食 

 

有出家人觀視星宿 日月 

 

風雨 雷電 霹靂 不淨活命者 

 



是名仰口食 

 

有出家人曲媚豪勢 通使四方 

 

巧言多求 不淨活命者 

 

是名方口食 

 

有出家人學種種咒術 卜筮吉凶 

 

如是等種種不淨活命者 

 

是名四維口食 

 

姊 我不墮是四不淨食中 

 

我用清淨乞食活命 

 

是時淨目聞說清淨法食 

 

歡喜信解 舍利弗因為說法 

 



得須陀洹道 

 

如是清淨乞食活命 故名乞士 

 

這是《大智度論》卷三的文 

 

舍利弗入城乞食 得已 向壁坐食 

 

他得到飲食以後 面向牆壁 

 

不是對著大眾 面向牆壁 

 

吃飯的時候 面向牆壁 坐著吃 

 

是時有梵志女 名淨目 

 

梵志女《智論》卷五六 

 

梵志者 是一切出家外道之名 

 

梵志就是婆羅門 是一切出家外道 

 



這時候有一位 

 

志求梵天之法的外道出家女 

 

名為淨目 

 

他前來見舍利弗尊者 

 

問言 沙門汝食耶 沙門 出家沙門 

 

你在吃飯嗎 你在啖食嗎 

 

答言 食 我正在用午齋 

 

淨目言 外道女梵志淨目說 

 

汝沙門下口食耶 

 

你出家沙門下口食嗎 下口食 

 

答言 不 姊 

 



舍利弗尊者回答說 

 

不是 姊姊 不 姊 

 

仰口食耶 你出家沙門仰觀星宿 

 

得到口食嗎 不 不是 

 

方口食耶 不 四維口食耶 不 

 

回答都不是 

 

淨目女梵志說 食法有四種 

 

當時候外道得到食物的方法 

 

有四種 這四種 

 

我問汝 汝言不 

 

我問你 你說都不是 

 



我不解  汝當說 

 

我不瞭解 你應當為我來說明 

 

你怎麼得到飲食的 

 

舍利弗答曰 有出家人合藥 

 

有出家人 出家修學聖道 合藥 

 

和合湯藥 為了求財物利養 

 

為人和合湯藥 目的是求財 

 

求供養 收取財物 

 

種穀 植樹等 

 

出家人自己墾土掘地 

 

種植五穀雜糧 

 



種樹 種果樹等等的 

 

等於料理農作物 種蔬菜 

 

不淨活命者 不能清淨活命 

 

以和合湯藥 種穀 植樹 

 

維持生活的 是名下口食 

 

所以是由淨人來做 

 

不是出家人自己做 

 

由淨人來做就可以了 

 

為人合藥 自己種穀 植樹 

 

這個物在下面 

 

五穀 水果 種植五穀蔬菜 

 



物在下面 賴以為生 下口而食 

 

有出家人觀視星宿 日月 

 

仰面向上 觀視天上二十八星宿 

 

日月星辰 風雨 雷電 霹靂 

 

仰面觀視大自然當中 

 

刮風 下雨 打雷 閃電 

 

又急促 又響亮的霹靂雷聲 

 

妄聲分別 為人來解說 

 

為人解說這是吉凶禍福 

 

怎麼樣 怎麼樣 以此來求得飲食 

 

這一類的不淨活命者是名仰口食 

 



所以出家人不可以為人家觀視星宿 

 

為人家算命 都不可以 仰面向上 

 

依賴 仰觀星宿 

 

求得口食 這是邪命 

 

有出家人曲媚豪勢 

 

曲 諂曲 諂曲心不實 

 

他的心不老實 諂曲 心不正直 

 

諂媚取悅當地的豪士 

 

這個土豪 有勢力 有權勢的人 

 

曲媚豪勢 地方有勢力的人 

 

這個地方上豪貴有勢力的人 

 



曲媚豪勢 通使四方 

 

出家人通行無阻的 

 

為白衣俗人作使者 

 

為他們作使 聽候他們差遣 

 

聽候土豪有權勢的人指使 

 

而奔走四方 

 

為他們奔走四方 為他們做事 

 

為土豪辦事通使四方 巧言多求 

 

言語說得很巧妙 很好聽 

 

內心多有所求 

 

求財物 求利養 因此求得飲食 

 



這一類 不淨活命者 是名方口食 

 

為人作使 奔走四方 

 

得到口食 方口食 

 

有出家人學種種咒術 

 

學習世俗的咒術 咒語法術 

 

在《四分律》中 

 

出家人學習世俗的咒術 

 

支節咒 剎利咒 起屍鬼咒 

 

學知死相咒等 以資活命 

 

用這樣來生活 他就不用乞食 

 

為人家誦這個咒術 他就給你飲食 

 



供養你飲食 就不乞食了 

 

用來自己養活身命 這是邪命 

 

卜筮吉凶 

 

筮 竹字頭底下一個巫婆的巫 

 

卜筮吉凶 

 

這個筮 用蓍草來做占卜的工具 

 

為人卜算吉凶禍福 以此求食 

 

他就不用乞食了 

 

為人家卜筮吉凶 就求到飲食了 

 

等於以這個做為謀生的工具 

 

養活身命 

 



如是等種種不淨活命者 

 

以如此等等 種種不淨業 

 

求食活命的 是名四維口食 

 

四維 在東西南北四面八方 

 

以種種咒術 卜筮吉凶 求得口食 

 

就是邪命 邪因緣活命 

 

聽法之後 就是教我們自己 

 

要遠離這種邪命 

 

遠離四種邪命 要正當的活命 

 

姊 舍利佛稱梵志女說 

 

姊 姊姊 稱她大姊 尊重他 

 



姊 我不墮是四不淨食中 

 

我 沙門釋子 

 

不墮落在四種不淨食當中 

 

我用清淨乞食活命 

 

我是用清淨的乞食之法養活身命 

 

是時淨目聞說清淨法食歡喜信解 

 

這時候淨目梵志女聽聞說 

 

還有這種清淨的乞食法 

 

歡喜信受 解了清淨法食的意義 

 

舍利弗因此為他說法 

 

他就證得須陀洹道 

 



證得初果 須陀洹 

 

如是清淨乞食活命 故名乞士 

 

此之四事 這四樁事情 

 

仰口食 下口食 

 

方口食 四維口食 

 

在家人得為之 

 

在家優婆塞 優婆夷可以做 

 

正當的謀生可以做 

 

出家所不應為 出家人不應當做 

 

故皆永離也 所以出家人 

 

都要永遠盡此身形壽命 

 



捨離四種邪命 

 

既出家矣 永捨一切邪法 

 

一切偏斜不正之法都要捨棄 

 

乞法以資慧命也 

 

往上乞求學習佛陀正法 

 

用來資養法身智慧命 

 

邪法者 什麼是邪法 

 

出家以後要捨離什麼邪法 

 

就是邪戒 邪定 邪慧 

 

邪戒 即牛狗等戒 

 

蕅祖依照當時佛寺的情形來解釋 

 



就是牛狗等戒 

 

在當時印度的外道出家人 

 

有受持牛狗等戒 叫做邪戒 

 

《瑜伽師地論》卷七 

 

外道計持狗戒 牛戒等 以為清淨 

 

當時候有九十六種外道 

 

在佛法之外的修道人 

 

計著受持狗戒 牛戒等 認為清淨 

 

他認為這樣就是清淨 怎麼受持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卷三 

 

或有外道修狗行 

 



以口食糞 而求生天 

 

或修牛戒 如牛行李 

 

飲水噉草 裸露而行 

 

這是持邪戒的情況 

 

或有外道修狗行 外道持狗戒 

 

就是修學狗的行為 修狗行 

 

以口食糞 他不用手拿 

 

以口 直接用口食糞 

 

叫做持狗戒 而求生天 

 

他目的要求生天 

 

而且要求生天之福 

 



外道有五通 五通的外道 

 

看到狗死後生天 人家修狗戒 

 

他不知道這狗 

 

過去世的善因 剛好成熟了 

 

有生天之福 

 

他剛好看到狗死了生天 

 

他就修狗戒 這個不正確 

 

或修牛戒如牛行李 飲水噉草 

 

或者有外道修持牛戒 

 

如同牛行來往返 就是學習牛的行為 

 

喝水吃草這樣而已 

 



裸露而行 不穿衣服 

 

裸露身體而行 叫做持牛戒等 

 

也是渴望要生天 

 

乃至諸天 諸仙一切禁戒 

 

乃至諸天神 諸仙人 

 

所受持的一切禁戒 

 

不能出生死者 

 

不能出離三界生死輪迴的 

 

皆屬邪戒 都是屬於邪戒 

 

所以我們正戒 修行正戒 

 

佛陀的正法戒 

 



很殊勝 很尊貴 非常好的 

 

邪定 即凡夫外道 

 

依欣厭心所修十二門禪 

 

十二門禪叫做世間禪 

 

世間的禪定叫做十二門禪 

 

凡夫 外道 聖人共通的禪定 

 

色界的四禪 四空定以及四無量心 

 

慈悲喜捨 四無量心 

 

這四無量心依止第四禪定 

 

依第四禪不動地而修 

 

得生色界梵天 叫做十二門禪 

 



邪定 就是凡夫外道 

 

依欣求厭離之心所修的十二門禪 

 

四禪 四無量 四空定 

 

初禪道 到四禪的禪定 

 

四無量跟四空定 這是十二門禪 

 

邪慧 就是有無二見 

 

有 屬於常見 無 就是斷見 

 

常見跟斷見 

 

《瑜伽師地論》卷八十九 

 

於諸行中發起常見 名為有見 

 

發起斷見名無有見 

 



這是有無二見 這是斷常二見 

 

《瑜伽師地論》卷八十九 

 

於諸行中發起常見 名為有見 

 

諸行 我們通常說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諸行 一切行皆造作相 

 

都是有為造作的相貌 生滅無常 

 

在諸行無常因緣生滅法中 

 

發起常見 怎麼發起常見 

 

經中說 王常為王 

 

做國王的人 恆常做國王 

 



他這一生做國王 

 

死了之後 下一生投胎到人間 

 

他也是做國王 

 

常見 恆常是如此不會改變 

 

王常為王 貴常為貴 

 

今生做人很尊貴 很富貴 

 

他下一生死了之後 

 

再來投胎做人 還是很富貴 

 

貴常為貴 貧富男女 

 

貧窮 富有 男子 女人 

 

這一生當男子 下一生死了之後 

 



下一生投胎到人道 也是做男子 

 

女子也是做女子 

 

貧富男女 端正醜陋   

 

這一生長得很端正 

 

下一生死了之後 

 

下一生來投胎的時候 

 

還是長得很端正 端正醜陋 

 

或者象馬等類 

 

他這一生投胎做象 做馬 

 

下一生還是投胎做象 做馬 

 

常無改變 恆常沒有改變 

 



這是常見 名為有見 

 

有見 常見 這是邪見 

 

邪慧 屬於邪慧 

 

在諸行中發起斷見 

 

就是斷滅見 

 

佈施貧窮 供養父母 

 

供養三寶  皆無果報 

 

他認為都沒有果報 這是斷滅見 

 

修習善業 造作惡業 

 

在今世 在後世皆無有果 

 

在這一生 在下一生都沒有果報 

 



沒有善惡果報 

 

這是發起斷見 斷滅見 

 

就是斷滅自己的善根 

 

斷見 名無有見 叫做無有知見 

 

就是無見 就是邪慧 屬於邪慧 

 

落入斷滅空 撥無因果 邪慧 

 

十六知見 跟般若空慧不相應的 

 

也是屬於邪慧 

 

諸法自性空 無我無我所 

 

跟這個般若空性的智慧 

 

不相應的 屬於邪慧 

 



十六知見又名十六神我 

 

未見正道之人 對於五蘊諸法中 

 

五蘊 十二處 十八界 

 

諸法當中勉強安立主宰 

 

虛妄寄託 有我 有我所 

 

這是我的東西 這是我 

 

這個身體是我 

 

這是我的財物 非常的執著 

 

所以盜戒當中 

 

偷盜他人財物 為什麼會結重罪 

 

使令他很難受 

 



他財物丟掉了 他很難受 

 

我執很重 

 

這東西被偷了 非常的難受 

 

當時候的頻婆娑羅王就判刑 

 

滿五錢就是斷頭罪 犯到死罪 

 

佛陀依照王法來制定也是一樣 

 

滿五錢結重 有我 凡夫都有我 

 

虛妄計著 有我 有我所 

 

這個心很重 

 

計度有我之心經歷十六種緣 

 

就有十六知見的差別 

 



第一 我 於五蘊身心 

 

在這五蘊身心當中 

 

虛妄計著有我 我所 

 

這身體是我 衣服是我的 

 

第二 眾生 於五蘊和合法中 

 

妄計有實在的眾生 

 

他是真實 真實的五蘊眾生 

 

虛妄計著有實在的眾生 

 

第三 壽者 在五蘊身心中 

 

妄計有我受一期之果報 

 

這是我的壽命 命有長短 

 



第四 命者 於五蘊法中 

 

妄計我之命根 

 

虛妄計著我的命根連續不絕 

 

都是想到我 

 

五 生者 於五蘊法中 

 

妄計我能生起眾事 

 

我能夠生起種種的事情 

 

能夠造作種種的善業 

 

我來生人中 

 

第六 養育 於五蘊法中 

 

妄計我能養育他人 

 



以及我生為父母所養育 

 

我生下來之後父母養育我 

 

第七 眾數 在五蘊法中 

 

妄計我有五蘊十二入 

 

十八界等眾法之數 

 

第八 人 於五蘊法中 

 

妄計我為能修行之人 

 

我能夠修行 異於不能修行之人 

 

及我生於人道 異於餘道 

 

不同於其它的五道 

 

這是依般若空慧來說 

 



執我我所 名為邪慧 

 

九 作者 於五蘊法中 

 

妄計我有身力手足 而能堪任做事 

 

第十 使作者 於五蘊法中 

 

妄計我能使役他 

 

第十一 起者 於五蘊法中 

 

妄計我能起後世罪福之業 

 

第十二 使起者 於五蘊法中 

 

妄計我能使他起後世罪福之業 

 

十三 受者 於五蘊身心法中 

 

妄計我後身當受罪福之果報 

 



如果依我們這個世俗諦來說 

 

這是正見 

 

我作惡業 後生當受惡報 

 

我修善業 後生當受善報 

 

依世俗的知見來說 這是正見 

 

依般若慧來說 有我 有我所 

 

跟般若空慧不相應的 

 

那就屬於邪慧 

 

十五 知者 於五蘊法中 

 

妄計我有五根 能知五塵 

 

十六 見者 於五蘊法中 

 



妄計我有眼根 能見一切色相 

 

這是出在《大智度論》十六知見 

 

接著六十二見 也是屬於邪慧 

 

外道於五蘊身心 計著有我 

 

各別有四句 

 

我們的五蘊身心 色受想行識 

 

這個身體跟我們的心 

 

色受想行識 各別有四句 

 

五四二十 再乘以三世 

 

過去 現在 未來就六十 

 

再加上根本的斷常二見 

 



就是六十二見 

 

第一 色是我 

 

這個色身 這個身體就是我 

 

二 離色是我 離開這個身體 

 

離開這個色身 就是我 

 

第三 我大色小 色在我中 

 

我為大 色為小 

 

我比較大 色比較小 

 

色在我中 這個色住在我當中 

 

我大 所以色小 

 

第四 色大我小 我在色中 

 



色法比較大 我就住在色法當中 

 

色是大 我是小 我住在色中 

 

這個身體裡面 這個色身 

 

我就住在裡面 這四句 

 

受蘊 受蘊也有四句 

 

一 受是我 

 

苦受樂受 不苦不樂受 

 

人家讚歎我 我很歡喜 這是我 

 

人家罵我 我很苦惱 這是我 

 

不苦不樂的時候也是我 

 

這個受是我 

 



離受是我 離開苦受 樂受 

 

不苦不樂受 這是我 

 

第三 我大受小 受在我中 

 

我比較大 受比較小 受在我當中 

 

第四 受大我小 我在受中 

 

受比較大 我 我是屬於比較小 

 

我在受中 這個受當中有我 

 

想蘊 第一 想是我 

 

想到苦事 想到樂事 

 

想到現在很寒冷 想到現在很熱 

 

想到過去 現在 未來 

 



能想的就是我 

 

第二 離想是我 離開想的才是我 

 

第三 我大想小 想在我中 

 

第四 想大我小 我在想中 

 

行蘊 識蘊也是如此 

 

五蘊 各別有四句 就有二十句 

 

加上過去世 現在世 未來世 

 

三乘以二十 總六十見 

 

再加上 根本的斷常二見 

 

就有六十二見 

 

百八見等 一百八見 

 



沒有查到等等 

 

今皆永捨 

 

以上所說的邪慧 現在都永久捨離 

 

惟求增上戒學 增上心學 

 

增上慧學  唯獨是求學 

 

增上戒學 增上心學 增上慧學 

 

增上心學 這個心 就是定的意思 

 

執持 若善男子 善女人 

 

聞說阿彌陀佛 執持名號 

 

一心不亂 

 

這個心 增上心學 就是增上定學 心學 

 



《大智度論 》卷二十三 

 

禪定攝心 比丘唯獨求學 

 

增上戒定慧三無漏學 定就是心 

 

《四分律》卷五十八 毘尼增一 

 

爾時有眾多比丘 往世尊所 

 

頭面禮足已却坐一面 

 

白世尊言 大德是法之主 

 

世尊大德是說法之主 

 

佛為法王 於法自在 是說法之主 

 

說言學 佛陀說 學 

 

告訴比丘們 云何為學 

 



什麼是比丘們要學的 要學什麼 

 

佛告諸比丘 學於戒故言學 

 

學習戒 止惡修善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所以叫做學 

 

云何學戒 

 

增戒學 增心學 增慧學 是故言學 

 

什麼叫學戒 

 

不是只有學戒相而已 不是 

 

要怎麼學戒 增上戒學 

 

要使令戒法的學習一直增上 

 

不是我五夏之後 就不用學了 

 



不是這樣子 增上戒學 

 

使令戒法的學習一直增上 

 

增上心學 

 

要使令定學不斷的增上 

 

增上慧學 

 

要使令觀照我空的智慧一直增上 

 

小乘法說的我空 

 

我空的智慧一直增上 

 

因此之故 說 學戒 

 

一直的學戒 就是要不斷地增上 

 

戒定慧三無漏學 有的人 

 



有的人他五夏之後 上座了 

 

年紀很大了 歲數很大了 

 

十夏以上 他不學了 

 

我五夏過了 不用學了 

 

他不知道律上在講什麼 

 

佛陀講什麼 

 

增上戒學 增上定學 增上慧學 

 

一直要增上 到了成就無漏聖道 

 

你就無學阿羅漢 

 

成就小乘 成就無學阿羅漢 

 

你就不用學了 畢業了 不用學了 

 



佛法在大乘當中 

 

你要成就無上佛道 

 

才算畢業 才算不用學 

 

他就不學了 五夏了 不學了 

 

做出來的事情 

 

我們學戒的新戒比丘就看到 

 

就覺得很不可思義 

 

我們上座怎麼這樣子 

 

學戒的下座就看到了 

 

他怎麼這個樣子 很納悶 

 

學那麼久了 當上座了 

 



怎麼這個樣子 

 

所以增上戒定慧三無漏學 

 

是要盡這一生 是要學習的 

 

一直到你往生極樂世界 

 

好 到那邊去 另外一個學程 

 

不然這怎麼延續 

 

我們新學沙彌 新學比丘 

 

他們學一學之後 

 

奇怪 怎麼都不一樣 

 

怎麼跟戒法講的都不一樣 

 

他就會很納悶 很奇怪 

 



銜接不上去 

 

人家要如法的做 前面怎麼擋住了 

 

這個不要 這樣不行 

 

你看 障礙人家 

 

障礙人家修善的這個善根 

 

這個有過失 不是沒有 

 

以上我們就先說到這裡 

 

迴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