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戒相經箋要集註》第十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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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頁 
 
二十四頁的甲二 釋經文 
 
乙一 敘啟分 
 
經文的第四行 
 
我們說到經文的第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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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解釋到了比丘 比丘有三義 
 
第三個乞士 我們說到了邪慧 
 
邪慧就是有無二見 
 
六十二見 百八見等 



 
這個一百八見 
 
我們感謝和尚幫忙查到了 
 
就在《天台宗綱要》第十二頁 
 
一百八見 
 
眼 耳 鼻 舌 身 意六根 
 
每一根各別都有 
 
苦樂 不苦 不樂三種受 
 
有十八見 
 
色 聲 香 味 觸 法六塵 
 
每塵各有好 惡 平三種塵 
 
平就是不好也不惡 亦有十八見 
 
合為三十六見 
 
乘過去 現在 未來三世 
 
共成一百八見 
 
這就是一百零八見 
 
今皆永捨 現在比丘 
 



以上所說比丘都永久捨離 
 
唯求增上戒學 增上心學 
 
增上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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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世尊大德是說法之主 
 
佛為法王 於法自在 是說法主 
 
說言學 告訴比丘們要學呀 
 
云何為學 
 
什麼是比丘們要學的呢 
 
佛告諸比丘 學於戒 故言學 
 
學習戒 止惡修善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叫做學 
 
云何學戒 
 
增戒學 增心學 增慧學 



 
是故言學 要怎麼學戒呢 
 
學戒就包含了增上戒學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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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成就無學果位 
 
因此之故 說學戒 
 
不是我五夏學戒學過了就放下了 
 
不是這樣子 
 
大乘要學到成佛 
 
所以要盡形壽的學 
 
一直學戒就是要不斷的增上 
 
戒 定 慧三無漏學 
 
所以《四分律》序文偈誦說 
 



戒如海無涯 如寶求無厭 
 
說戒法猶如大海深廣沒有邊涯 
 
如同珍寶 
 
我們求取珍寶沒有厭足 
 
學戒沒有厭足 
 
所以要盡形壽的學戒 
 
一直增上戒學 增上定學 
 
增上慧學乃至學到成佛 
 
因此《重治毗尼》卷首蕅祖說 
 
戒波羅蜜 佛地方滿 
 
豈僅人天福耶 
 
說持戒波羅蜜 
 
持戒到達大涅槃彼岸 
 
要在妙覺佛果的地位 
 
方能圓滿 才算圓滿 
 
難道學戒持戒 
 
僅僅只是人天福報嗎 



 
只是這樣而已嗎 
 
是成佛的資糧啊 
 
彼增戒學 增心學 增慧學時 
 
得調伏貪欲 瞋恚 愚癡盡 
 
學戒宗旨斷有漏法 律上講的 
 
為斷有漏法的緣故 所以 
 
彼比丘增戒學 增心學 增慧學時 
 
諸比丘們就在學習增上戒學 
 
增上心學 增上慧學的時候 
 
得調伏貪欲 瞋恚 愚癡盡 
 
他就能夠在學戒的時候 
 
就能夠調伏內心的 
 
貪欲 瞋恚 愚癡使令斷盡 
 
所以學戒不要說小小戒沒關係 
 
對你來說就是大大戒 
 
你的貪欲 瞋恚 愚癡心沒有調伏 
 



對你來說這是大戒 不是小戒 
 
所以我們學戒是要調伏內心的 
 
貪欲毒 瞋恚毒 愚癡毒使令斷盡 
 
彼得貪欲瞋恚愚癡盡已 
 
彼諸比丘可以將貪瞋癡煩惱 
 
都斷盡以後 不造不善 不近諸惡 
 
任運自然的不造不善業 
 
不親近一切惡法 是故言學 
 
因此之故 說學於戒 
 
唯求增上戒學 增上心學 
 
增上慧學 
 
除饉者 講到比丘的乞士 
 
另外一個意思換作除饉 
 
除饉者清淨持戒能為人世福田 
 
能作清淨法施 
 
除一切眾生無福無慧二種饉也 
 
乞士另一個名稱叫做除饉 



 
也翻做除去飢饉的意思 
 
什麼道理呢 清淨持戒 
 
受戒以後能夠學戒 
 
學戒以後能夠受持 
 
清淨持戒不是聽過就好了 
 
聽過要憶念在心中然後受持不犯 
 
清淨持戒能為人世福田 
 
堪能作人世間良佑福田 
 
施主他們很辛苦的工作賺錢 
 
然後買著飲食拿來供養 
 
他們就得到福報了 
 
能作為人世福田 
 
施主所施雖少 獲報弘大 
 
他布施少少的飲食 
 
他是施給大眾僧 布施比丘僧 
 
布施四方僧 所施雖少 
 



所布施的雖然不多 少少的而已 
 
獲報弘大 
 
他所得到的果報非常廣大 
 
猶如良田 好像這個田 好像這個良田 
 
我們種少許的稻穀而已 
 
收成很多 猶如良田 
 
所種雖少 收實甚多 
 
所以能為人世福田 
 
能作清淨法施 
 
不懷希望 不求名聞 不為利養 
 
正心思念諸有情沉溺老病死 
 
沉溺在老病生死大海 
 
憂悲苦惱當中 
 
若有情們能夠聽聞正法開啟正見 
 
滅除眾惡 則長夜安樂 
 
他未來世長夜得到安樂 
 
因為正法的因緣 



 
以慈悲心哀愍眾生的心 
 
欲令如來正法久住的心 
 
而為人說 不求利養 
 
說法無所希望 
 
有如是清淨心為人說法 
 
能作清淨法布施 
 
開啟眾生正見智慧 
 
能作清淨法施 
 
除一切眾生無福無慧二種饉也 
 
滅除一切眾生沒有福報 
 
沒有智慧這兩種飢饉叫做除饉 
 
以上說過比丘含三義 
 
比丘尼 女子出家受具足戒者 
 
通稱比丘尼 
 
《四分律比丘尼戒會義》卷一 
 
梵語比丘尼 此云除饉女 
 



梵語叫作比丘尼 
 
此方中華翻為除饉女 
 
除饉之義同前 
 
《善見律》云尼者女也 
 
女字之稱世所輕薄 不生信敬 
 
今稱尼者 俾使人信敬尊重故 
 
又顯出離塵俗 戒德持心 
 
能修梵行故稱尼也 
 
這是《尼戒會義》的解釋 
 
引《善見律》說尼者女也 
 
這個比丘尼的尼就是女的意思 
 
女字之稱世所輕薄 不生信敬 
 
女字的稱呼 這個女人 
 
世間 世間人所輕視薄賤 
 
稱她女人 女人輩 
 
不能生起信心恭敬 
 
今稱尼者 現在稱作尼 比丘尼 



 
俾就使令 使令世人信敬尊重故 
 
又顯出離塵俗 
 
又顯示已經出離世俗塵勞 
 
戒德持心 戒法的德行 
 
她持戒的德行受持在心中 
 
心中有法有持戒的功德 
 
戒德持心 能修清淨的梵行 
 
故稱尼也 
 
所以稱比丘尼 表示尊重信敬 
 
沙彌 出家受十戒的人 
 
名曰沙彌 此翻息慈 
 
《沙彌十戒威儀錄要》 
 
蕅益大師解釋此翻息慈 
 
此方中華翻為息惡行慈 
 
止息身口意惡 
 
不自殺生 也不叫他殺生 
 



不是說我不殺 叫人來殺 
 
不是這樣子 
 
不自殺生也不叫他殺生等 
 
慈悲憐愍一切眾生 
 
叫作息慈沙彌 
 
沙彌尼 女子出家受十戒者 
 
通稱沙彌尼 
 
王白佛言  世尊已為比丘  比丘尼  
 
沙彌  沙彌尼  制戒輕重  
 
制定戒法中  
 
違犯的是輕罪  是重罪  
 
是可以懺悔  是不可以懺悔  
 
開遮持犯  
 
佛陀制戒  因為戒能滅惡  
 
戒法能夠滅除身口意惡  
 
清淨身口意三業  
 
為萬善之基  一切善法的根基  



 
由此生起微妙的戒行威儀  
 
使令眾生看到之後  
 
都能夠信敬三寶  
 
這是解脫乃至成佛之本  
 
唯願如來  亦為我等優婆塞  
 
分别五戒可悔  不可悔者  
 
如來  佛十種名號之一  
 
南無如來  應供  正遍知  明行足  
 
善逝  世間解  無上士  調御丈夫  
 
天人師  佛  世尊  如來  
 
《佛說齋經科註》  
 
蕅益大師《佛說齋經科註》  
 
什麼是如來  乘如實道來度眾生  
 
蕅祖這麼解釋  
 
乘如實道來度眾生  
 
聽聞如來名號  
 



能生起世間出世間種種善根  
 
佛陀乘如實之道  
 
來娑婆世界度化眾生  
 
為修學佛道的弟子們  
 
制戒輕重  軌範比丘  比丘尼  
 
沙彌  沙彌尼  成就聖道  
 
唯獨仰願如來  亦為我等優婆塞  
 
分別五戒可悔  不可悔者  
 
優婆塞《仁王護國經》卷下  
 
音釋  梵語音義的解釋  
 
優婆塞梵語也  此云近事男  
 
優婆塞是梵語  
 
此方中華翻為近事男  
 
親近三寶而奉事的男子  
 
《業疏記》卷十  頁二十九  
 
《羯磨疏濟緣記》  
 
第十卷  第二十九頁  



 
優婆塞者  唐翻善宿也  
 
唐朝翻作善宿  
 
善惡的善  今宿的宿  
 
善於親近三寶住宿  安住於善法  
 
翻善宿也  
 
故成論云  所以《成實論》說  
 
此人善能離破戒宿  
 
這個人善好能夠遠離破戒  
 
不跟破戒共宿  
 
此人善能離破戒宿  
 
古錄以為清信士者 
 
古錄 古代翻錄為清信士 
 
清淨的清 信心的信 男士的士 
 
清信士 
 
清是離過之名 
 
清 身口清淨是遠離過失的名目 
 



信為入道之本 
 
信心是進入佛法聖道的根本 
 
士即男子通稱 男子稱為士 
 
所以翻作清信士 
 
《薩婆多論》卷三 
 
優婆塞者 秦言離惡修善 
 
遠離惡業修習善業的男子 
 
叫做優婆塞 秦言離惡修善 
 
唯願如來  
 
亦為我等離惡修善的優婆塞  
 
分別五戒可悔 不可悔者 
 
戒法唯獨佛陀能夠制定 
 
所以請佛分別解說五戒當中 
 
若有毀犯可以懺悔恢復戒體清淨 
 
不可以懺悔失去戒體的情況 
 
令識戒相 使令我認識犯戒重輕 
 
開遮持犯的相貌 



 
使無疑惑 
 
使我們受持戒法沒有疑惑 
 
接著我們要看箋要 
 
二十四頁的倒數第四行 
 
箋 迦維羅衛 中天竺國之名  
 
即世尊生處也  
 
說迦維羅衛是中天竺  
 
天竺是印度古稱  
 
中天竺就是中印度之名  
 
即釋迦世尊出生之處也  
 
淨飯王即世尊之父  
 
以父王為當機而請五戒法相  
 
當機  
 
正當契合佛陀說法教化的根機  
 
以父王優婆塞為當機眾  
 
而請說五戒法相  
 



正表此五戒法乃是三世諸佛之父  
 
正是表顯此五戒之法  
 
乃是三世諸佛之父  
 
依於五戒  
 
出生十方三世一切諸佛  
 
詎可忽哉  詎就是豈的意思  
 
哪裡可以忽視呢  
 
難道可以輕忽嗎  
 
五戒是沙彌十戒的根本  
 
也是比丘兩百五十戒的根本  
 
也是菩薩三聚淨戒的根本  
 
也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根本 
 
所以正表此五戒法  
 
乃是三世諸佛之父  
 
智者大師就解釋若毀犯五戒  
 
就是破壞五分法身一切佛法  
 
智者大師在天台的教理當中  



 
那一本書叫什麼名字  
 
一時沒有想起來那一本書的名字  
 
解釋五戒的時候就說  
 
毀破五戒就是  
 
破壞五分法身一切佛法  
 
不得更受大小乘戒  
 
隋朝的時候  
 
智者大師就說得很明白了  
 
不得更受大小乘戒  
 
犯了四根本之後  
 
不得更受大小乘戒  
 
除了修大乘取相懺  
 
見好相  見清淨輪相  
 
註  二十四頁的最後一行  
 
註  迦維羅衛  梵語之名  
 
意思翻譯作黃赤城  妙德城等  
 



即今就是現在的尼泊爾  
 
塔拉伊之提羅拉寇特地方  
 
為佛陀出生之處  
 
亦即釋迦族之國土  
 
現此城已荒蕪  
 
註  淨飯王  梵名  
 
中印度迦維羅衛國城主  
 
佛之生父  王后為摩耶夫人  
 
王妃為摩訶波闍波提  
 
七十六歲逝世  世系如附表  
 
我們看二十六頁  
 
世尊父系上面  最上面那一排  
 
佛的曾祖  迦毗羅城主  
 
迦毗羅城王  佛的曾祖  
 
闍耶犀那  假若我們根據  
 
《佛本行集經》卷五  
 
叫作瞿拘盧王 



 
瞿拘盧王生一子名師子頰 
 
師子頰王生四子 根據這裡來說 
 
佛的曾祖就叫作瞿拘盧王 
 
根據不同 這裡闍耶犀那 
 
一線拉下來 師子頰 
 
就是生一個兒子叫師子頰 
 
佛的祖父 《大智度論》卷三 
 
昔有日種王名師子頰 
 
其王有四子 第一名淨飯王 
 
線拉下來 淨飯就是佛的父親 
 
師子頰生有四個兒子 
 
第一叫做淨飯王 佛的父親 
 
第二白飯王 佛的叔父 
 
第三甘露飯王也是佛的叔父 
 
第四斛飯王 佛的叔父 
 
富羅密多 女 甘露 善覺妃 
 



這兩位應當就是 
 
師子頰王生的女兒 
 
富羅密多 女 
 
這裡我們還沒有看到 
 
這甘露就是甘露女 善覺妃 
 
《起世經》卷十 
 
師子頰王生四子 
 
又生一女 名為甘露 
 
這一部經說到 
 
師子頰王生四個兒子 
 
又生一個女兒名為甘露 
 
就是這裡的甘露 
 
《佛本行集經》卷十一  
 
淨飯王妹  淨飯王的妹妹  
 
名阿彌多質多𡆗 此言甘露味 
 
就是這一味甘露 甘露味 
 
《大方便佛報恩經》卷三 



 
甘露飯王生一女 名甘露味女 
 
所說不同 
 
《大智度論》卷三同上 
 
叫做甘露味 
 
若依據《根本律》 
 
《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卷二 
 
師子頰王復有四女 
 
說師子頰王又生四個女兒 
 
一名清淨 二名純白 
 
三名純斛 四名甘露 
 
根據《根本律》來說 
 
這兩位都是師子頰王生的女兒 
 
總共有四位兒子 四位女兒 
 
淨飯王 拉下來的線 
 
悉達多就是佛 
 
《五分律》卷十五 淨飯王有二子 
 



一名菩薩 二名難陀 
 
這是菩薩 釋迦菩薩 
 
佛陀有一個兒子叫羅睺羅 
 
盧波難陀 女 這裡就不曉得 
 
所有的我們看到的 
 
經典律藏裏面說 
 
淨飯王只生兩個兒子 
 
就是悉達多跟難陀 
 
難陀 佛的弟弟 
 
《佛本行集經》卷五十七 
 
佛有姨母所生之弟 名曰難陀 
 
摩耶夫人只生一個 
 
就生世尊而已 
 
摩訶波闍波提她生一個兒子 
 
叫難陀 佛的弟弟 
 
佛的叔父白飯王生兩位 
 
提婆達多又名調達 阿難陀 



 
都是佛的從弟 
 
甘露飯王生兩位 
 
摩訶那摩就是摩訶男 
 
阿菟樓陀就是阿那律 
 
都是佛的從弟堂弟 
 
斛飯王生兩位 難提迦 婆提利迦 
 
都是佛的從弟 
 
二十七頁 世尊母系 
 
拘利城王 提婆陀訶 
 
提婆陀訶底下 線拉下來 
 
生兩位 阿菟釋迦 
 
建遮那 佛的祖母 師子頰妃 
 
阿菟釋迦第二 這個線拉下來 
 
善覺 檀陀波賦 摩訶摩耶 
 
摩訶波闍波提 這個地方善覺 
 
根據《佛本行集經》卷七 
 



摩耶夫人父名善覺 
 
摩耶夫人的父親叫做善覺 
 
善覺釋種大臣 
 
提婆陀訶 最上面這個提婆陀訶 
 
《佛本行集經》卷七 
 
摩耶夫人 懷孕菩薩 將滿十月 
 
還父家生產 
 
身安然端坐在大白象上面 
 
詣其父家 往到她父親的家裏面 
 
到於提婆陀訶城內 
 
所以這裡提婆陀訶 
 
就是善覺大臣住的地方 
 
就是摩耶夫人的父親住的地方 
 
彼善覺大臣長者 共自眷屬 
 
從城內出 逆前迎女 
 
往前迎接這個女兒 
 
善覺大臣有妻名為嵐毘尼 



 
善覺長者於迦毘羅及提婆陀訶 
 
兩城之間 為婦 
 
為他的妻子造作一座大園林 
 
以善覺婦名嵐毘尼 
 
為彼造此園林故 
 
以是因緣即名之為嵐毘尼園 
 
後來世尊就是在這個地方出生 
 
善覺 檀陀波賦 接著摩訶摩耶 
 
摩訶波闍波提 
 
屬於姊妹 她們兩位是姊妹 
 
《佛本行集經》卷五 
 
天臂城有一釋種 
 
天臂城有一位釋種大臣 
 
豪貴長者 名善覺 
 
大富多財 生於八女 
 
他生八個女兒 
 



一名為意 二名無比意 三大意 
 
四無邊意 五髻意 六黑牛 
 
七瘦女 八摩訶波闍波提 
 
淨飯王納二女為妃 
 
淨飯王這八個女兒當中 
 
收納兩位做妃子 
 
第一名為意就是摩訶摩耶 
 
以及第八摩訶波闍波提 
 
摩訶摩耶 佛的母親 淨飯王后 
 
摩訶波闍波提 
 
佛的姨母 淨飯王妃 
 
其他我們就省略了 
 
二十七頁的倒數第四行 
 
佛言  善哉善哉  憍曇  我本心念  
 
久欲與優婆塞分別五戒  
 
若有善男子受持不犯者  
 
以是因緣  當成佛道  



 
若有犯而不悔  常在三塗故  
 
佛陀說善哉善哉 
 
連說兩聲善哉善哉 
 
讚歎淨飯王問得很好 
 
能夠請問非常好 
 
憍曇是姓 種性 
 
猶如甘蔗種 王仙種這一類 
 
我本心念 我 大悲世尊 
 
原本心中就這麼想念 
 
久欲與優婆塞分別五戒 
 
佛陀在大悲心中 
 
很久以來就想要為皈依三寶 
 
離惡修善的優婆塞 
 
分別五戒的戒相 
 
開遮持犯的相貌 
 
若有善男子受持不犯者 
 



以是因緣 當成佛道 
 
善男子也包括善女人 
 
《大智度論》卷三十五 
 
善者 從佛聞法 
 
或從弟子 菩薩聞 
 
說這個善男子善女人這個善 
 
就是從佛聞法 從佛聽聞戒法 
 
能受持不犯的名曰善男子 
 
他聽聞戒法之後 
 
皈依三寶受持五戒之後 
 
他毀犯了就不是善男子 
 
惡男子了 
 
從能夠受持不犯的 
 
名為善男子善女人 
 
若犯戒則非善 
 
犯戒就不是善男子了 
 
惡男子 犯戒嘛 惡男子 



 
或從弟子 菩薩聞 
 
或者從佛弟子 一生補處菩薩 
 
聽聞戒法 
 
如同我們聽聞《瑜伽菩薩戒本》 
 
能受持不犯的男子女人叫做善 
 
善男子 
 
若有善男子從佛聽聞戒法 
 
受持不犯的人 
 
以是因緣 當成佛道 
 
以是因緣 因者成佛之因 
 
要有因緣 成佛之因就是因種 
 
緣者助緣 
 
有這個種子也要有助緣 
 
要因緣配合 
 
《妙法蓮華經》卷一 方便品 
 
佛種從緣起 接著呢 是故說一乘 
 



因此之故 佛陀說一佛乘 
 
會三歸一呀 是故說一乘 
 
成佛的種子從因緣生起 
 
以是因緣當成佛道 要注意因緣 
 
所以佛陀說一佛乘 
 
到最後為諸比丘們說一佛乘 
 
就有五千增上慢退席 
 
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 
 
諸佛如來只是教化菩薩而已 
 
十方佛土中 唯有一乘法 
 
無二亦無三 除佛方便說 
 
但以假名字 引導於眾生 
 
說佛智慧故 
 
假名字 說有聲聞乘 說有緣覺乘 
 
說有菩薩乘接引眾生 
 
通通趣向一佛乘 接引眾生 
 
所以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 



 
修學《五戒相經》 
 
我們現在修學《五戒相經》 
 
看起來是小乘的嘛 
 
《五戒相經》而已 小乘 
 
但是我們修學《五戒相經》 
 
這是基礎根本 最根本 
 
都是為了成就菩薩種性 
 
先發出離心然後發菩提心 
 
以出離心作為基礎發菩提心 
 
修學《五戒相經》 
 
皆為成就菩薩種性 
 
不是自了而已 
 
都是為了成就菩薩種性 
 
這是佛陀本懷 
 
諸有所作恆常是為了一樁事 
 
唯獨以佛陀的知見開示覺悟眾生 
 



這樣而已 
 
唯獨以佛陀的知見開示覺悟眾生 
 
因此如來久欲與優婆塞分別五戒 
 
很久以來就想要為優婆塞優婆夷 
 
分別解說五戒戒相 
 
世尊但以一佛乘故為眾生說法 
 
以是因緣當成佛道 
 
我們明白這個因緣之後 
 
未來當來都可以成佛 
 
由於如是因緣 說到因 
 
《攝大乘論釋》卷一 
 
因者即是阿賴耶識 
 
以是因緣當成佛道 
 
這個因 因者即是阿賴耶識 
 
《攝大乘論釋》解釋攝大乘論 
 
有很多菩薩解釋 這其中的一本 
 
無性菩薩造 無性菩薩造論 



 
唐 三藏法師玄奘奉制譯 
 
這是無性菩薩造的《攝大乘論釋》 
 
因者即是阿賴耶識出在第一卷 
 
以是因緣的因 
 
就是第八識阿賴耶識 
 
梵語阿賴耶 
 
此方中華翻為含藏識 
 
含藏一切善惡因果染淨種子 
 
就是我們每天身口意所作的 
 
都含藏在這裡 
 
含藏一切善惡因果 
 
善的因緣果報或者惡的因緣果報 
 
染淨種子 
 
染污的種子或者清淨的種子 
 
我們每天都在收藏 
 
每天收藏很多善惡因果 
 



染淨的種子在第八識 
 
所以要注意 要好好修因 
 
含藏一切善惡因果染淨種子 
 
遇到助緣 現在是種因的時候 
 
未來世遇到助緣變現果報 
 
令五蘊身心來受用 
 
未來世的時候 
 
我們的阿賴耶識的種子 
 
遇到善惡的因緣變現果報 
 
使令五蘊身心來受用 
 
就是自作自受 
 
阿賴耶識含藏的種子是因 
 
卷二 《攝大乘論釋》卷二 
 
內種子即是阿賴耶識中 
 
一切法熏習 
 
講到這個以是因緣當成佛道 
 
內種子即是阿賴耶識中 



 
一切法熏習 
 
內在的種子 內法種子就是 
 
阿賴耶識中一切戒法的熏習 
 
我們現在講到《五戒相經》 
 
就是戒法的熏習 
 
定跟慧一樣的道理 
 
定法慧法的熏習 
 
定學跟慧學的熏習 
 
一切戒法的熏習 
 
受戒內心攀緣十方法界 
 
我們受三皈五戒菩薩戒的時候 
 
內心攀緣十方法界 
 
情與無情的境界 
 
十方世界十法界 
 
情與無情的境界 
 
心緣十方世界十法界 
 



發心誓斷一切惡 誓修一切善 
 
誓度一切眾生 
 
願一切眾生悉得成佛 
 
三番觀想 
 
在三皈依的時候領納在心中 
 
受優婆塞戒三皈依的時候 
 
領納在心中成為善種子 
 
這就是戒體 
 
以是因緣 當成佛道 
 
因為如是受戒學戒持戒 
 
有犯則懺悔還淨的因緣 
 
都是為了一佛乘一切種智 
 
當來能夠成就無上佛道 
 
以是因緣 當成佛道 
 
要有因緣 要有受戒學戒持戒 
 
有犯則懺悔清淨的因緣 
 
都是為了一佛乘這個因緣 



 
當成佛道 故曰佛種從緣起 
 
所以說佛種從緣起 
 
成佛的種子從因緣生起 
 
法從緣生 一切法從因緣生 
 
緣有無量無邊 緣很多 
 
緣有無量無邊 要從什麼緣呢 
 
佛種從緣起 要從什麼緣呢 
 
在心意識當中 
 
成佛的善種子從受戒學戒持戒 
 
都是為了無上佛道的因緣生起 
 
叫做佛種從緣起 如同 
 
《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卷九 
 
如來成就如是功德莊嚴之身 
 
以受戒為本 持戒為始 
 
《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 
 
大正藏的小註 所說等於授記 
 



《乾隆大藏經》叫做 
 
《大薩遮尼乾子受記經》 
 
出在第九卷 
 
如來成就如是功德莊嚴之身 
 
如來功德莊嚴之身 
 
身有微妙三十二相 
 
八十種隨形好 有大威德力 
 
是以受戒為本 持戒為始 
 
這裡已經講出來了很明白 
 
以受戒為本 持戒為始 
 
是以受戒納受戒體作為根本 
 
皈依三寶受戒 戒體有防非止惡 
 
修善度生的功能 
 
我們都發這個 
 
斷惡修善度眾生的心 
 
它有這種功能 
 
能夠防非止惡修善度生 



 
有這一種功能 
 
然後從持戒開始 從持戒 斷一切惡 
 
修一切善 度一切眾生 
 
從這裡開始 超出這個軌則模範 
 
就不對了 就偏了 
 
就不是成佛的種子 
 
就變成墮落三惡道的種子 
 
這觀念要釐清楚 
 
所以我們學戒學習這個比丘戒 
 
在三寶門中你當個執事人 
 
要注意盜通三寶僧物最重 
 
偷盜通於三寶物僧物最嚴重 
 
你要小心 不要離開三大部 
 
好好的學 每天好好看 
 
不然就不是斷惡修善 
 
就在造惡業 
 



戒體有防非止惡修善度生的功能 
 
所以以受戒為本 從持戒開始 
 
斷一切不善法 修習一切善法 
 
存心利益眾生 
 
修習無量戒行清淨功德 
 
以如是因緣 當成佛道 
 
要積功累德 
 
修習無量戒行清淨的功德 
 
三大阿僧祇劫累積福德智慧資糧 
 
都是持戒為本 
 
都是以受戒為本 持戒為止 
 
沒有超出這個範圍 
 
根本我們要顧到 根本是什麼呢 
 
好好持戒 以受戒為本 持戒為止 
 
以如是因緣 當成佛道 
 
若有犯而不悔 常在三塗故 
 
犯《毘尼母經》卷七 



 
云何名犯 
 
什麼稱作犯呢 什麼意思啊 
 
犯所持戒 能使眾生輪迴三有 
 
名為犯義 
 
他犯了所受持的戒法 
 
毀犯了 侵犯了 
 
侵犯到所受持的戒法 
 
能使令眾生輪迴三界二十五有 
 
名為犯義 
 
佛所不聽作而作 名之為犯 
 
佛所不聽作的 你去作了叫做犯 
 
佛的大慈悲憐愍眾生說 
 
這個不可以作啊 
 
你又去作了就是犯了 
 
若有犯而不悔 常在三塗故 
 
若有人受戒以後 
 



毀犯佛所制戒而不肯發露懺悔 
 
恆常會墮在地獄 惡鬼 畜生 
 
三塗惡道故 佛語不可輕也 
 
佛陀說的話不可輕視啊 
 
要很注意 是什麼道理呢 
 
佛是一切智人 佛是一切種智人 
 
心有十力 四無所畏 
 
四無所畏第三 說障道無所畏 
 
如來以微妙大梵音聲說障道法 
 
作誠實言 
 
若有犯而不悔 能障聖道 
 
常在三塗惡道的緣故 
 
說此語時 如來說這句話的時候 
 
若有諸沙門 諸婆羅門 
 
若天 四天王天 忉利天 
 
若魔 第六魔天 大梵天 
 
如實前來問難 佛陀無所怖畏 



 
不見微少的怖畏相 
 
大梵天來問難的時候 
 
佛陀不見微少的怖畏相 
 
無所怖畏 說障道法無所畏 
 
《大寶積經》卷二 佛告迦葉 
 
世若有人於別解脫戒起違背想 
 
則為於佛力無所畏而生違背 
 
彼若於佛力無所畏生違背者 
 
則於去來現在諸佛而生違背 
 
由此未來所受異熟無量大苦 
 
這一段文《大寶積經》卷二 
 
佛告迦葉 迦葉尊者 
 
世若有人於別解脫戒起違背想 
 
這別解脫戒 
 
五戒來說就是殺盜婬妄飲酒 
 
比丘戒來說就是兩百五十條戒 
 



菩薩戒來說就是三聚淨戒 
 
若於別解脫戒起違背想 
 
世間若有人對於七眾佛弟子 
 
所受持的別解脫戒不隨順修行 
 
有犯而不肯發露懺悔生起違背想 
 
不隨順佛語生起違背想 
 
則為於佛力無所畏而生違背 
 
就是對於佛陀十種智力 
 
四無所畏生起違背 
 
等於未來你不可能成就 
 
這種佛陀的果報 不可能 
 
違背了嘛 不可能 
 
彼若於佛力無所畏生違背者 
 
他若是對佛陀十力四無所畏 
 
生起違背的人 
 
則於去來現在諸佛而生違背 
 
就是對著過去世 未來世 現在世 



 
三世諸佛而生起違背 
 
他就違背三世諸佛很嚴重的 
 
由此未來受異熟無量大苦 
 
由於如此違背別解脫戒 
 
若有犯戒而不肯發露懺悔 
 
未來世遭受異熟果報無量大苦惱 
 
常在三塗惡道故 
 
因此有智慧人若犯佛戒應生怖畏 
 
毀犯佛戒應當生起怖畏 
 
佛陀有四無所畏 說障道無所畏 
 
所以我們有毀犯佛戒 
 
應當生起怖畏如被刀斫 
 
好像被刀砍到了 
 
感到可怕 很痛苦 
 
趕快發露懺悔恢復清淨 
 
極懷慚愧 
 



極大的懷著慚愧心發露懺悔 
 
二十七頁最後一行 箋 
 
上契佛意  下契群機  
 
故再歎善哉也  
 
憍曇即瞿曇  是王之姓  
 
西國以稱姓為敬故  
 
受持不犯  則當成佛  
 
犯而不悔  則墮三塗  
 
五戒為法界  十法界皆趣五戒  
 
皆趣不過也  
 
箋要  蕅祖解釋  
 
往上能契合佛陀的心意  
 
度生之本懷  
 
往下能契合群生之根機  
 
是故再次讚歎善哉也  
 
憍曇即瞿曇  是淨飯王之姓  
 
種性  甘蔗種  日王種  



 
西方西國  西方國家這個印度  
 
是以稱姓為尊敬故  
 
五戒受持不犯則當來可以成佛  
 
二十八頁的第一行  
 
有犯戒而不肯懺悔  
 
則墮落三塗惡道  
 
犯而不悔  則墮三塗  
 
五戒為法界  十法界皆趣五戒  
 
皆趣不過也  
 
五界為法戒  先說法界  
 
什麼是法界  
 
《大乘止觀法門釋要》  
 
南嶽慧思大師傳授蕅祖的釋要 
 
在《蕅益大師全集》第十五冊 
 
依止一心以修止觀 
 
慧思大師說依止一心以修止觀 
 



依止一心來修習定慧 
 
此心即自性清淨心 
 
這個一心就是自性清淨心 
 
不是妄想分別心 
 
自性清淨心 又名真如 亦名佛性 
 
復名法身 又稱如來藏 
 
亦號法界 也稱作法界 
 
復名法性 也稱作法性 
 
所以法界是果位的名目 
 
自性清淨心 佛性就是佛法界 
 
五戒為法界 
 
五戒受持不犯則當成佛 
 
以五戒作為成佛的法界 
 
十法界皆趣五戒 
 
一心具足十法界 
 
我們這個自性清淨心 
 
一心具足十法界 



 
十法界都趣向五戒 皆趣不過也 
 
完全都趣向不超過 
 
十法界皆趣向五戒 
 
什麼道理呢 怎麼來解釋呢 
 
蕅益大師在《靈峰宗論》中 
 
法語的部分有一段文說 
 
諸法無性 一切法沒有自性 
 
它不是死的 沒有自性 
 
諸法無性 一切法無自性 
 
境隨心轉 完全是隨心意而轉 
 
隨順我們的心意而轉動 
 
我們的心是向哪裡呀 
 
貪求名利 你貪求名聞利養 
 
你受持五戒的功德 
 
完全是趣向利養 完全趣向名聞 
 
所以境隨心轉 完全隨心意而轉 
 



心為佛果菩提 
 
我們的心為了佛果菩提 
 
為了求無上佛道 一切的修持 
 
五戒一切的修持都趣向佛果菩提 
 
為了利養 為了財利 
 
它就全部趣向財利了 
 
道理一樣的 
 
所以以五戒為佛法界 
 
十法界皆趣向五戒 
 
隨心而轉都趣向成佛之道 
 
都趣向成佛的法界 
 
盡皆趣向不超過也 
 
不超過這個法界 
 
問  受持不犯  當成佛道  
 
受而犯者  亦當成佛否  
 
受持不犯的人  
 
當來可以成就無上佛道  



 
那受戒而犯戒的人呢  
 
也將來可以成佛嗎  
 
犯而不悔  常在三塗  
 
犯戒而不肯發露懺悔  
 
恆常墮在三塗惡道中  
 
犯而悔者  亦墮三塗否  
 
犯戒而能懺悔的人  
 
也會墮落三塗惡道嗎  
 
答  受而犯者  亦當成佛  
 
受戒而犯戒的人也當可以成佛  
 
將來也可以成佛  亦當成佛  
 
在成佛以前  
 
將會經歷長遠的三塗惡道苦報  
 
在還沒有成佛以前  
 
這三塗惡道就是這犯戒者的家  
 
將要經歷長遠的三塗惡道苦報  
 



報盡之後  罪報受盡了  
 
罪報受完了  吃盡苦頭了  
 
重新開始  要漸漸積功德  
 
一樣的你還是要從持戒開始  
 
漸漸積功累德經歷三大阿僧祇劫  
 
福慧圓滿然後成佛  
 
這中間你又犯戒又要墮落  
 
墮落到三塗惡道裏面  
 
吃盡苦頭然後罪業受盡了  
 
業報盡了投生在人道  
 
又依止三寶  開始又要修行了  
 
重新開始  道理是一樣的  
 
漸漸積功德亦當成佛  
 
《重治毗尼》卷首  總問辯  
 
蕅益大師《重治毗尼事義集要》  
 
卷首的總問辯  
 
然由仍以三寶為所緣境 



 
故至罪報畢時 
 
還藉佛法僧戒之力而得度脫 
 
如從地倒 還從地起 終亦必成佛  
 
蕅益大師說然而由於  
 
仍然是以三寶為所緣境  
 
他皈依三寶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僧  
 
受持五戒  
 
仍然是以三寶作為所緣境  
 
受戒犯戒  犯戒之後墮落三塗  
 
罪報完了  故至罪報畢時  
 
所以到了罪報完畢的時候  
 
還藉佛法僧戒之力 
 
還是要藉著佛法僧持戒的功德力 
 
而得度脫生死苦海 
 
如從地倒 還從地起 
 



如同我們從地上跌倒了 
 
還是要從地上爬起來 
 
終亦必成佛 終究也可以成佛 
 
只是中間要吃很多苦頭 
 
墮在三塗惡道當中受盡苦惱 
 
然後才可以成佛 
 
所以回答說受而犯者亦當成佛 
 
惟獨不受戒者 
 
則永遠沒有成佛的因緣 
 
犯而悔者 
 
犯戒而能發露懺悔回復清淨的人 
 
不墮三塗 他不會墮落三塗惡道 
 
但分 只是五戒犯相分為 
 
上罪 中罪 下罪三種差別 
 
在後面的一百六十三頁 
 
五戒分成上中下三品的罪業 
 
一六三頁 上品不可悔根本罪 



 
第一殺 殺人命斷 
 
第二盜 取他物 值五錢 
 
第三邪婬 入道 
 
第四妄語 向人說證果等 上品 
 
接著上品可悔近方便罪 
 
殺 殺人不死 
 
後因是死者仍犯不可悔罪 
 
盜 取而未離處 
 
邪婬 二身和合 止而不婬 
 
第四妄語 誤說而未遂本心等等 
 
後面的文我們就省略了 
 
分成三品 
 
悔亦有作法  取相  無生三種不同  
 
這個懺悔的方法也有作法懺 
 
取相懺 無生懺三種不同 
 
理須各就當戒委細辯明  
 



未可一言說盡也  
 
不可一句話就交代過去了  
 
未可一言說盡也  
 
註  佛制戒必須等待因緣生起  
 
雖已為出家眾制戒  
 
而心念久欲與優婆塞制五戒  
 
但因無人請法  故佛未制  
 
今佛父王親自請法  
 
故再次讚歎善哉  
 
犯而懺悔者亦能成佛  
 
如佛世《大智度論》卷十三  
 
如佛世蓮花色比丘尼  
 
證羅漢果位以後具六神通  
 
入貴人舍  
 
常常讚歎出家之法勸人出家  
 
語諸貴人婦女說姊妹可以出家啊 
 
為什麼不出家呢 



 
諸貴族的婦女回答說 
 
我們不敢 出家要受戒 
 
若犯戒則下地獄 太可怕了 
 
蓮花色又說犯了戒的確會下地獄  
 
但是仍然要受戒  
 
你若不受戒  終不能成佛  
 
若受戒以後犯戒  
 
苦報受盡了也能成佛  
 
像我以前我前世曾是婬女  
 
不是婬女是戲女  不是婬女  
 
她是戲女  
 
論文 我自憶念本宿命時作戲女 
 
著種種衣服 
 
演戲的女子她要穿各種衣服 
 
演各種角色  
 
她演比丘尼的時候  
 



就穿比丘尼的衣服  
 
剃髮染衣  穿這個袈裟  
 
著種種衣服  
 
或時著比丘尼衣 
 
因為穿比丘尼的袈裟 
 
以為戲笑 來戲笑 
 
以是因緣故 迦葉佛時作比丘尼 
 
她因為有穿到袈裟的因緣 
 
在迦葉佛的時候 
 
人壽兩萬歲出世的時候 
 
她可以作比丘尼了 出家學道了 
 
因為演戲披袈裟的功德得以出家 
 
但因習氣重而常犯戒 
 
恆常毀破禁戒 
 
因破戒罪故 墮地獄受種種罪 
 
破戒 破了根本重戒 
 
墮落地獄受種種罪 在地獄受報 



 
因犯戒而下地獄 
 
受罪畢竟 但苦報受盡之後 
 
值釋迦牟尼佛出家 
 
得六神通阿羅漢道 
 
此世便因受戒的功德 
 
得以遇佛修行而證果 
 
若但作惡 無戒因緣 不得道也 
 
這是論文 
 
若但作惡 若只是作惡而已 
 
沒有持戒的因緣 
 
沒有受戒的因緣 
 
不得道也 他就不能證得聖道了 
 
這是論文 
 
迦葉佛在人壽兩萬歲出世 
 
我們現在本師釋迦牟尼佛 
 
在人壽百歲的時候出世 
 



兩萬歲一直減到百歲 
 
經歷的時間很長遠 
 
她在三惡道裏面 
 
經歷這麼長遠的時間 
 
遇到本師釋迦牟尼佛出世才得道 
 
才出家修行證得阿羅漢道 
 
中間的苦報非常長遠 
 
我們中華五千年歷史說歷史悠久 
 
五千年而已 
 
兩萬歲減到人壽十歲的時候 
 
這個時間多麼長遠 
 
苦報無盡 要好好持戒 
 
註 作法  取相  無生  
 
即三種懺悔法  表解如下  
 
三十頁  懺法  事懺跟理懺  
 
事懺是助行  理懺是正行  
 
作法懺  制教  



 
小乘律教中的作法懺悔  
 
如同作心念法  責心懺  
 
作對首法  對首懺  
 
中下品罪向清淨大小乘  
 
一人乃至三人發露懺悔  
 
下品對一人  中品對三人  
 
在後面的二零一頁  
 
小乘的作法懺  
 
說罪之文 依有部律酌定如左 
 
先作禮敬已 蹲踞合掌長跪合掌 
 
作如是說 大德存念 
 
我優婆塞某甲 有故殺蚊蟲命 
 
犯下品可悔惡作罪 此所犯罪 
 
我今於大德前 從清淨來 
 
並皆發露 不作覆藏 由發露已 
 
便得安樂 
 



所對比丘問言 汝見罪否 
 
答言 我見 
 
又問 將來諸戒能善護不 
 
答言 能護 
 
所對比丘言 善 答爾 
 
這是小乘的作法懺  
 
兩百頁的倒數第二行  
 
犯中品者 
 
向清淨大小乘僧眾三人前說罪 
 
犯下品者 向一人前說罪 
 
犯中品者 或無三人 
 
止向二人 一人亦得滅罪 
 
儻無清淨大小乘僧眾堪向說罪者 
 
但殷重自誓終不復犯 罪亦得滅 
 
若有人可向說罪者 
 
必不得自誓滅也 
 
這是根據蕅益大師的 



 
《梵網經懺悔行法》列出來 
 
這是作法懺 
 
我們回到了三十頁 作法懺 
 
身禮拜 口稱唱 意思惟 
 
三業依法披陳罪過 求哀懺悔 
 
這是大乘的事懺 屬於取相懺 
 
身禮拜 口稱唱 意思惟 
 
《行事鈔資持記》卷二十八 
 
第五頁 懺六聚法篇 
 
《鈔記》卷二十八 第五頁 
 
若論事懺 或因禮拜 禮拜是身業 
 
或假誦持 或者假借誦經持咒 
 
這是口業 旋繞竭誠 旋繞是身業 
 
右繞三匝 竭誠就是意業 
 
竭誠盡敬 這是意業 
 
心緣勝境 心緣慮於殊勝的境界 
 



不超出三寶 這是意業 
 
並如佛名方等諸經所明 
 
也是屬於大乘的取相懺 
 
記文解釋根據 
 
《業疏記》卷二十二 第十頁 
 
須具五緣 
 
這個大乘的事懺要具足五緣 
 
一請十方佛菩薩等為證明人 
 
二誦經呪 三說己罪名 
 
四立誓言 五如教明證 
 
取相懺 謂定心運想 
 
定心 《大智度論》卷二十六 
 
定名一心不亂 
 
定心就是不散亂心 
 
定就是一心不亂 
 
心 一心不亂的運心作觀想 
 
於道場中 或見佛來摩頂 



 
佛來摩頂是出在《梵網經》 
 
或見光相 或見花飛 
 
或夢見諸瑞相 或聞空中聲 
 
於此諸相 隨或一種 罪即消滅 
 
凡《法華》《大悲》《占察》等 
 
一切行法皆屬取相懺攝 
 
能滅根本重罪 令淨戒復生 
 
這一段文出在《梵網經懺悔行法》 
 
表記就是《梵網彙解》 
 
兩百四十七頁 
 
我們就是這裡把它說完 
 
二四七頁 取相懺要怎麼懺呢 
 
日夜六時誦十重四十八輕戒 
 
苦到禮三世千佛 
 
二七三七乃至一年 要見好相 
 
以見好相為期 此須十科行道 
 



備極精誠 仍復內資理觀 
 
外假壇儀 
 
凡法華方等大悲占察等一切行法 
 
皆屬取相懺攝 能滅根本重罪 
 
令淨戒復生 亦能滅七逆罪 
 
使重報輕受 但不云使得戒耳 
 
這是根據《梵網經》的取相懺 
 
理懺 無生懺 理懺就是無生懺 
 
無生懺有四種 
 
在《梵網彙解》兩百四十七頁 
 
第一析觀無生 體觀無生 
 
次第無生 第四一心無生 
 
無生懺有四種屬於理懺 
 
一切罪業皆從一念不了心性所生 
 
若了心性本空 罪福無相 
 
這個若了心性本來空寂 
 
這是出在《鈔記》卷二十八 



 
第七頁 性空觀 
 
罪福無相 諸法本相是空 
 
唯情妄見 相空觀 
 
出在《鈔記》卷二十八第七頁 
 
則一切法皆悉空寂 罪亦消滅 
 
所犯罪較輕時用作法懺 
 
犯到中品的下品的 
 
下品對一人 中品對三人 
 
用作法懺 三十一頁的第一行 
 
較重者如四重罪須用取相懺 
 
但是很難懺 
 
所以根本重罪一定不能犯 
 
理懺則須教理通達才能做到 
 
並非按照經本念萬法皆空即可 
 
沒有那麼容易 
 
總歸一句話 受戒之後要謹慎 
 



切勿犯戒 犯易懺難 
 
又有一種人 犯戒時很有勇氣 
 
要他懺悔又不好意思 
 
這實在是自討苦吃 
 
且未深信因果也 
 
我們簡單說過 因為這一本很多 
 
這說得很仔細的時候要拖很久 
 
這裡三種懺悔法我們可以參考 
 
蕅益大師的懺悔行法 
 
《梵網彙解》的兩百四十七頁 
 
就可以明白 我們就迴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