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戒相經箋要集註》第十八集 

和尚慈悲 

諸位比丘大德沙彌淨人 

大家早安 阿彌陀佛 

請看著集註第三十一頁 

《五戒相經箋要集註》第三十一頁 

倒數第六行經文 

爾時佛為淨飯王種種說已 

王聞法竟 前禮佛足 遶佛而去 

佛以是因緣 告諸比丘 

我今欲為諸優婆塞 

說犯戒輕重可悔 不可悔者 

諸比丘僉曰 唯然 願樂欲聞 

爾時佛陀為淨飯王種種說法以後 

淨飯王聞佛說法竟 

聽聞佛陀說法完畢 

往前頂禮佛陀雙足 

前禮佛足 禮者 什麼是禮 

《大智度論》卷十 



有下中上禮 下者揖 中者跪 

上者稽首 頭面禮足 是上供養 

這是說到什麼叫做禮 

有上 中 下禮 當禮的禮 

下者揖 提手旁 一個口 

底下一個耳 耳朵的耳 念作揖 

最下的禮法就是揖 拱手行敬禮 

拱手 行敬禮 如同一揖到地 

一揖到地 長揖不拜 

這是我們儒家 

兩手拱手作禮這個樣子 

中者跪 

中等的禮敬是兩膝著地長跪 

或者右膝著地胡跪 

這是中等的禮 

上者稽首 頭面禮足 是上供養 

最上等的禮節是稽首 額頭觸地 

我們拜下去的時候額頭觸地 

叩頭到地 五體投地 



頭面頂禮佛雙足 

我們的額頭 我們的面龐 

頂禮佛陀雙足 

在印度是第一恭敬的禮節 

最上的供養 最上等的供養 

然後遶佛而去 怎麼遶呢 

佛法順右 右脇而臥 

偏袒右肩 右遶三匝 

佛法順右 右遶佛三匝而離去 

《四分律》 卷五 

爾時舍利弗 目連 聞佛 教已 

即從座起禮佛足 遶三匝而去 

《四分律》 

爾時舍利弗 目犍連尊者 

聽聞佛陀教示以後 即從座起 

就從座位上起來 禮佛足 

頭面頂禮佛足 遶三匝而去 

遶三匝而去 就是右遶 

右遶三匝而去 



《十誦律》卷三十九 

佛為瞿曇彌 修目佉比丘尼 

說法示教利喜以後 默然 

默然 即從座起 

這個時候瞿曇彌跟修目佉比丘尼 

即從座起 頭面作禮右遶而去 

右遶 右遶三匝而離去 

遶佛而去就是右遶三匝就離去了 

這是佛法中的禮節 

右遶三匝離去 

佛以是因緣 以 因為 

如是淨飯王向佛陀請法的因緣 

以是因緣 告諸比丘 

我 佛陀自稱 今 現在 欲 想要 

為諸優婆塞 優婆塞翻為近事男 

親近三寶 離惡修善的優婆塞 

說犯戒是輕是重 

可以懺悔 不可以懺悔的情況 

諸比丘僉曰 僉 形容詞 很多 



副詞 以副詞來說就是多的意思 

諸比丘都說唯然 

唯 只有 然 如此 

只有如此說 願樂欲聞 

願 很樂意 心意很希望 

樂 就是愛好的意思 欲 想要 

很願意 內心愛好 想要聽聞 

這是蕅祖箋要的解釋 

三十一頁的倒數第三行 

箋 問 比丘律儀是大僧法 

所以不許俗聞 

今五戒相是優婆塞所學 

何故不向王說 乃待王去之後 

以是因緣告比丘耶 

答 七眾戒法 

如來皆於比丘僧中結者 

正以比丘為七眾中尊 

佛法藉僧寶而立 

故云 佛滅度後 



諸尼應從大僧而學戒法 

夫尼戒尚屬比丘 

況五戒而不屬比丘耶 

故今向比丘僧說此五戒 

正欲令優婆塞轉從比丘學也 

這一段文解釋很重要 

比丘 七眾中尊 

七眾當中的首領 

三藏都不懂 戒法也不了解 

怎麼作好榜樣呢 

怎麼教化眾生呢 蕅益大師箋要 

問 比丘律儀是大僧法 

箋 古書的注釋 蕅祖的箋註 

問 發起徵問 

比丘律儀是大比丘僧的戒法 

所以不許俗人聽聞 

蕅祖根據哪裡 根據律藏說的 

《重治毗尼事義集要》卷首云 

經論二藏 貴在流通 



獨有毗尼 極為珍秘 

以是惟大僧法 

所以 以是惟大僧法 

非外人所得與故 

所以根本律云 在家俗侶 

得聞二藏 謂論及經 

毗尼耶教 是出家軌式 俗不合聞 

蕅祖根據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 

毗奈耶卷九來說的 

比丘律儀是大僧法 所以不許俗聞 

也是根據律藏說的 

《重治毗尼事義集要》卷首云 

經論二藏 貴在流通 

經典論藏 經藏跟論藏 

定慧二無漏學 

可貴的是在世間廣泛流通 

教化俗人 廣泛流通 

獨有毗尼 極為珍秘 



珍貴的珍 秘密的秘 

唯獨只有毗尼律藏 

極為珍貴 極為秘密 

以是惟大僧法 

以為的以 是非的是 

豎心旁的惟 以是惟大僧法 

因為毗尼律藏 

惟獨是大比丘僧的戒法 

非外人所得與故 非 不是 

不是出家比丘之外的人 

所可以給予他的緣故 

給他做什麼呢 跟他沒有關係啊 

這是比丘僧的戒法 

跟俗人沒有關係 不需要給他 

非外人所得與故 

所以《根本律》卷九 云 

在家俗侶 得聞二藏 謂論及經 

侶 人字旁一個呂 侶就是同伴 

在家俗人同伴 諸優婆塞優婆夷 



可以聽聞兩種法藏 

所謂的論藏及經藏 定慧二學 

毗尼耶教是出家軌式 俗不合聞 

毗尼耶亦名毗尼 簡單稱做毗尼 

此翻為律 中華翻譯叫做律 律藏 

毗尼耶教 就是律教 

律藏中的教法 

律藏當中的教法 

是出家人的軌持 軌則模式 

所以我們出家之後 

受了比丘具足戒 

應當閱律藏 應當廣閱律藏 

看看佛世的時候 出家的比丘 

他們的軌則模式怎麼樣呢 

怎麼修行 怎麼生活呢 

律藏中的教法是出家人 

比丘的軌則模式 俗人不合聽聞 

比丘律儀是大僧戒法 

所以不許俗人聽聞 



今五戒相是優婆塞所學 

現在要說的五戒相經 

五戒的戒相 

是在家優婆塞所要修學的 

何故不向王說 佛陀為什麼緣故 

不向淨飯王說就好了呢 

乃待王去之後 

以是因緣告比丘耶 

乃等待淨飯王離去之後 

以如是請法的因緣 告訴諸比丘 

為什麼呢 答 

七眾戒法如來皆於比丘僧中結者 

看比丘僧團多麼重要啊 

七眾 出家五眾在家二眾的戒法 

如來都在比丘僧中來結戒 

都是告諸比丘 

這樣有什麼意義 是什麼道理 

為什麼說在比丘僧中結戒 

正以比丘為七眾中尊 正是因為 



比丘是七眾佛弟子當中 

最為尊上的首領 帶頭的 首領 

住持三寶的 住持僧寶的首領 

佛法藉僧寶而立 

這個佛法怎麼會憑藉僧寶來安立 

這要怎麼說呢 

佛陀是法王 諸法之王 

宣說佛法無有障礙 於法自在 

怎麼憑藉僧寶而安立呢 

佛陀示現滅度之後 

正法要憑藉比丘僧寶而建立 

為什麼呢 

《大悲經》卷五 問教品 

佛告阿難 我滅度後 

有諸大德 諸比丘眾集法毗尼時 

彼大德摩訶迦葉最為上首 

這是說到藉僧寶而立 

《大悲經》卷五 問教品 

佛告阿難 我滅度之後 



有諸大德 諸比丘眾 

結集法毗尼的時候 

以大德摩訶迦葉最為上首 

是最上位的首領 

前面的舍利弗 目犍連尊者 

都示現滅度了 都先滅度了 

所以迦葉尊者是最上首 最首座 

主導比丘僧結集三藏 

故曰 佛法藉僧寶而建立 

依靠僧寶結集起來 建立佛法 

《大智度論》卷二 

大迦葉如是思惟 

我今云何使是三阿僧祇劫 

難得佛法而得久住 

應當結集修妒路 阿毗曇 毗尼 

作三法藏 如是佛法可得久住 

未來世人可得受行 是時 

大迦葉 往須彌山頂 撾銅犍稚 

說此偈言 佛諸弟子 若念於佛 



當報佛恩 莫入涅槃 

聲遍至三千大千世界 

得神通力者 皆來集會 

爾時 大迦葉告諸會者佛法欲滅 

佛從三阿僧祇劫種種勤苦 

慈愍眾生 學得是法 

佛般涅槃已 

諸弟子知法 持法 誦法者 

皆亦隨佛滅度 

法今欲滅 未來眾生甚可憐愍 

失智慧眼 愚癡盲冥 

佛大慈悲愍傷眾生 

我曹應當承用佛教 

須待結集經藏竟 隨意滅度 

眾皆受教 

大迦葉選得千人 結集佛法三藏 

這一段論文說明了 

佛法藉僧寶而立的道理 

因為如此《大智度論》卷二 



大迦葉如是思惟 

我今云何使是三阿僧祇劫 

難得佛法而得久住 

佛陀從三大阿僧祇劫以來 

種種精勤 辛苦修六度萬行 

布施身肉手足 慈悲憐愍眾生 

學得如是正真之法 

我 迦葉尊者自稱 

我現在如何使令 

三大阿僧祇劫難得的佛法 

而得久住在世間 

如此思惟竟 就知道了 

即知應當結集修妒路 

修妒路是梵語 也稱作修多羅 

此方翻譯叫做契經 

應當結集契經 阿毗曇 論典 

毗尼 律藏 作三種法藏 

如是結集三藏十二部經 

佛法可得久住在世間 



未來世的人可得受行 

可以受到佛法的教化 如說修行 

假若沒有三藏聖教 

結集起來的時候 

後來世人見不到了 

不知道佛世的情況 

所以用文字記載在經典上 

是時 大迦葉往須彌山頂 

到須彌山頂 

撾 提手旁一個過失的過 

念做抓 撾 就是擊的意思 

撾銅揵稚 用銅做的揵錘 

擊銅揵錘 

說此偈言 銅的揵錘打下去後 

聲音傳得很遠 宣說這一首偈 

佛諸弟子 若念於佛 

若是念到佛陀 

當報佛恩 應當報答佛的恩德 

莫入涅槃 不要馬上就入涅槃 



佛陀涅槃之後 

大阿羅漢都隨著入涅槃 

那真的是佛法就滅了 

不要入涅槃 聲音通至 

聲音遍至三千大千世界 

得神通力者 得到神通力的 

這些大阿羅漢 皆來集會 

爾時 大迦葉告諸會者 

告訴來參加集會的諸阿羅漢 

白告所有來集會的 

具足三明六通 

知內外經書的諸阿羅漢說 

佛法欲滅 佛陀正法快要滅亡了 

佛從三阿僧祇劫種種精勤辛苦 

慈悲憐愍眾生 

學得如是正真之法 

佛般涅槃以後 諸弟子 

知法 明瞭佛法 

持法 受持正法 



誦法者 誦 背誦 

背誦三藏教法的人 

當時還沒有記載在文字上的時候 

都是用背誦的 

誦法者 背誦三藏教法的人 

皆亦隨佛滅度 

都也是隨著佛陀入滅了 

入涅槃了 佛法今欲滅 

如來正法 現在將要滅亡 

未來世的眾生甚可憐愍 

非常的令人憐愍 

看不到佛法 沒有佛法可以學 

甚可憐愍 失去智慧眼目 

這個智慧眼都沒有了 

失去智慧眼 愚癡盲冥 

盲 比喻看不到佛法的光明 

猶如眼盲 冥就是心中昏暗愚昧 

愚癡 盲目 暗冥 

失去智慧眼 愚癡盲冥 



佛大慈悲愍傷眾生 我曹 

我曹就是我等 

我們應當傳承 採用佛陀的教法 

必須要等待結集經藏 

經藏包含了律藏和論藏 

必須等待結集經藏完畢 

經含攝有戒經 契經 

竟就是完畢 

待結集經藏竟 才可以隨意滅度 

眾人皆領受教敕 

大迦葉尊者選擇一千人 

結集佛法三藏 

故曰 佛法藉僧寶而立 有道理 

這個時候要憑藉僧寶來建立了 

佛法三藏憑藉比丘僧寶而建立 

到現在也是一樣 

到現在要依靠比丘僧寶來弘揚 

弘揚佛法 故云 佛滅度後 

諸尼應從大僧而學戒法 



所以說 佛陀滅度之後 

諸比丘尼應當從大比丘僧 

而來學習戒法 

所以比丘要學兩部戒 

包括比丘尼律藏也要學 

蕅祖根據律藏說的 

《十誦律》卷三十九 

從今比丘應誦比丘尼戒 

律文 從今比丘應誦比丘尼戒 

莫令忘失 何以故 諸女人喜忘 

智慧散亂 我般泥洹後 

諸比丘尼當從大僧問戒法 

蕅祖根據十誦律來說 佛滅度後 

諸尼應當從大僧而學戒法 

《十誦律》卷三十九 

《大正藏》二十三冊 

二百八十一頁的上欄 

佛在舍衛國 

我們多多聽聞佛世的情況 



佛在舍衛國 

爾時比丘尼僧誦戒不利 

半月半月誦戒 不流利 

比丘尼僧誦戒不利 

瞿曇彌比丘尼 佛陀的姨母 

瞿曇彌比丘尼往到佛所 

頭面作禮 

頭面作禮之後 在一面立 

在一面站著 已 

以後就稟白佛陀說 

比丘尼僧誦戒不流利 

我們半月半月誦戒的時候 

比丘尼僧上台誦戒不流利 

願世尊教令誦利 

唯願世尊教導比丘尼 

使令誦戒很流利 

佛言 不得 佛陀說不可以 

不可以 何以故 為什麼呢 

若比丘尼能一聞我語 能受持者 



將來 為什麼不可以 

若是比丘尼能夠一聽聞我的話 

聽聞我誦戒的言語 

就能夠受持的人 就帶他來  

將來 時 修目佉比丘尼 

是婆羅門種出家 

有大念力 意念的力量很強大 

有大念力 就稟白瞿曇彌言 

稟白佛陀的姨母瞿曇彌說 

我能受持 

時瞿曇彌將修目佉比丘尼 

帶著他往到佛所 

頭面作禮 在一面立 

比丘尼到佛陀的地方 

頂禮之後 就在旁邊站著 

沒有坐 站著 

站著以後就稟白佛陀說 

已白佛言 

世尊 諸比丘尼誦戒不利 



諸比丘尼誦戒不流利 

半月半月誦戒 不流利 

願世尊教諸比丘尼 

佛言 不得 佛陀說 不可以 

何以故 若有比丘尼一聞我語 

能受持者 將來 

假若有比丘尼 

一聽到我誦戒的言語 

能夠受持的人 就帶他來 

瞿曇彌言 願世尊說 

佛的姨母就說 唯願世尊來宣說 

是 這一位 

是修目佉比丘尼能夠受持 

佛即為說 

佛陀即時就為他來說比丘尼戒 

修目佉比丘尼 即時受持 

很厲害 聽過之後 馬上就受持了 

爾時世尊更為說法 示教 

利喜 已 默然 



這時候瞿曇彌跟修目佉比丘尼 

即從座起 頭面作禮右遶而去 

時 當時 佛陀見到瞿曇彌 

修目佉比丘尼 離去之後不久 

以是事集比丘僧 

因為這樁事情就打板集合比丘僧 

命侍者去打板 集比丘僧 

語諸比丘 告諸比丘 

從今比丘應誦比丘尼戒 

從今日以後 

比丘應當誦習比丘尼戒 

莫令忘失 不要使令忘失 

何以故 為什麼呢 諸女人喜忘 

喜歡的喜 忘失的忘 

諸世間的女人 喜 高興歡喜 

忘 就是不注意 忽略了 

諸女人喜忘 常常不注意 

忽略了戒法 而忘懷 

所以智慧散亂 我般泥洹 



我 佛陀自稱 入涅槃以後 

諸比丘尼當從大僧問戒法 

她不懂的時候 就要來問大比丘僧了 

大比丘僧都不學 無處可問了 

就沒有地方問了 故云佛滅度後 

諸尼應從大僧而學戒法 

夫 發語之詞 尼戒尚屬比丘 

比丘尼戒尚且屬於比丘僧 

況五戒而不屬比丘耶 

何況在家五戒 

而不屬於比丘僧呢 

所以比丘僧很重要 

學戒很重要 要好好的學 

故今向比丘僧說此五戒 

所以 是故 現在佛陀向比丘僧 

宣說此五戒的戒相 

正欲令優婆塞轉從比丘學也 

正是 想要使令優婆塞 輾轉 

從比丘來學習 這個意思 



所以凡是結戒 都在比丘僧中 

集合所有的比丘 結戒 

比丘很重要 

這是住持佛法七眾中的首領 

三十三頁 乙二 正說分 

丙一 別釋戒相 丁一殺戒 

乙二的正說分 就是正宗分 

正式說明本經的宗旨 

分別五戒的戒相 丙一別釋戒相 

個別來解釋五戒的戒相 

丁一 殺戒 殺戒亦名戒殺 

我們通常說戒殺放生 

經律當中叫做殺戒 

我們通常會說戒殺 要戒殺放生 

所以先會通語別 融會貫通 

印度中華 語言文法有差別 

會通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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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隨俗相 語法不同 



西梵所傳 前列其境 

後以心緣 如鐘打 佛禮之類 

故使經律有斯例矣 

若據東夏 先能後所 

故應號之為戒殺耳 

根據我們的文法 就是戒殺 

應該要戒殺 不要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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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隨俗相 

然而隨著世俗因緣法相 

印度 中華風俗習慣 

語言傳達的相貌 語法不同 

語言的用法不同 西梵所傳 

西 印度在中華的西方 

在我們漢民族的西方 叫做西 

指西域印度 梵 梵語的梵 西梵 

梵 色界梵天的語言 叫做西梵 

色界大梵天所說的話 西梵 

《戒本疏行宗記》卷一 



又應須知 梵字之本也 

又應當必須了知 梵字的本源 

我們說梵語 梵字的本源應當了知 

印度梵語 文字的根本源頭 

從哪裡來 

怎麼有梵語 怎麼叫做梵語呢 

它的根本源頭從哪裡來 

又應須知 梵字之本也 

天地初闢 開闢的闢 天地 

世界有成住壞空 四劫 

成二十中劫 住二十中劫 

壞二十中劫 空二十中劫 

有成住壞空四劫 

人壽八萬四千歲的時候 

剛剛成立 

人壽八萬四千歲的時候 

歷過百年 每經歷過一百年 

壽命減少一歲 

減至人壽十歲則停止 再往上升 



復過百年則增長一歲 

壽命增加一歲 

增至八萬四千歲止 

一減一增 名為一小劫 

如是二十次的增減 

經過二十次的增減 

名為一個中劫 

總和成住壞空 四個中劫 

名為一大劫 

這裡說到了天地初闢 

天地 這個天跟大地 

天地最初開闢完成 

世界剛剛成立 

天地最初開闢完成 這是成劫 

成就的成 成劫 世界最初成立 

未有人物 物就是有情物 

還未有人類 有情的眾生 

這個時候 色有梵王 

色界的色 有無的有 色有梵王 



色有 三有之一 

總稱色界四禪天的果報 

果報時在名為有 

色界的有情 大梵天王 

降生此土 他最先降生 

降生在此天地之間 

在我們這個娑婆天地之間 

經律中說 光音諸天 

光音諸天 福盡命終 來生此間 

經律裡面都談到這個問題 

光音天 他福德盡了 生命終了 

就來生到這個世間 來生此間 

這是色界的天人降生此土 

大梵天王最先來降生 

在律藏裡面 我們看律藏 

就有看到了 都有記載 

經本中也有 降生此土 

仍傳本習 仍然傳說原本 

所熏習的梵語 大梵天的語言 



書語於人 書寫的書 語言的語 

書語於人 書寫梵文 講說梵語 

流傳在人間 就是印度啊 

是則天語天書 這就是天語天書 

色界梵天的語言 

色界梵天之語 梵天之書 

唯居大夏 大夏就是大國 唯居大夏 

唯獨流傳 居在大夏 

印度廣大的國土 它流傳的是梵語 

唯居大夏 

所以黑天印度梵語所流傳的 

叫做西梵所傳 

前列其境 前面列出境界 

境就是所 前面列出他的境界 

境就是所 

在前面先列出他所對的境界 

後以心緣 這個心 就是能 

在後面以能造作的心來攀緣思慮 

如同鐘打 前面列出鐘 



後面列出能打的心 

鐘打 佛禮 前面列出佛的境界 

後面列出能禮的心 

我們禮佛 境界在前 佛禮 

如鐘打 佛禮之類 

鐘跟佛是所 所面對的境界 

我們面對佛陀面對鐘 打禮是能 

打跟禮 一定都是能造作的心 

我們的心 能夠驅動我們的身業 

禮拜佛陀 

能夠驅使我們的手打鐘 

打禮就是能 能造作的心 

這都是印度風俗所崇尚的 

習慣這樣說 鐘打 佛禮 

那我們就不習慣了 

印度的風俗所崇尚 

故使經律有斯例矣 

是故使令經典 律典當中 

有如斯的例子 



若據東夏 若是根據東方華夏 

我們在印度的東方 

根據東方華夏 東 

中華在印度的東方 夏是大國 

華夏 若根據東夏中華大漢民族 

我們的土地廣大 很廣大的 

大漢民族 先能後所 

先列出能緣的心 

後列出所緣的境界 

故應號之為戒殺耳 

因此之故 應當稱作戒殺 

如此而已 戒殺 殺者 殺害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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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告迦葉 

一切眾生不能親近善知識故 

雖有佛性皆不能見 

而為貪婬 瞋恚 愚癡之所覆蔽故 

墮地獄 畜生 餓鬼 阿修羅 

善男子 如來說諸眾生皆有佛性 



佛性雄猛難可沮壞 

是故無有能殺害者 

若有殺者 則斷佛性 

如是佛性終不可斷 

性若可斷 無有是處 

迦葉菩薩白佛言 

世尊 若無殺者 

應當無有不善之業 

佛告迦葉 實有殺生 何以故 

善男子 眾生佛性住五陰中 

若壞五陰 名曰殺生 

若有殺生 即墮惡趣 

這段文很有意思 包含很多道理 

殺害眾生 可以說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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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告迦葉菩薩 

一切眾生不能親近善知識的緣故 

他都親近惡友 

他的身旁 他的周遭環境 



所住的人 都是惡朋友 

惡劣的知識 

因為不能親近善知識的緣故 

雖然有佛性皆不能見 

每天在造惡 跟著惡友造惡 

自己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在造惡 要怪誰呢 

沒有人開導他 

不能親近善知識的緣故 

雖然有佛性 皆不能見 

而為 而被貪婬 瞋恚 愚癡 

煩惱之所覆蓋 遮蔽的緣故 

墮落於命終之後 墮落於地獄 

畜生 餓鬼 阿修羅等等 

善男子 如來說 

一切諸眾生皆有佛性 

一切眾生 都有當來成佛之性 

未來都可以成佛啊 

佛性雄猛 難可沮壞 



這個沮 三點水 一個而且的且 

難可沮壞 佛性雄猛 雄壯的雄 

猛利的猛 佛性雄壯勇猛 

我們的佛性 非常雄壯非常勇猛 

佛性雄猛 難可沮壞 

這沮壞就是敗壞 難可敗壞 

所以我們通常說 

靈魂殺不死它 殺它不死 

人被你殺死了 靈魂還活著 

它沒有死 它要報仇 

你殺了我的生命 我要報仇 

這個冤魂就來找你了 

這冤魂它不放過你了 

佛性雄猛 難可沮壞 殺不死的 

人是被你殺了 

身體是壞掉的它靈魂不死 

我們的佛性雄壯勇猛 

難可沮壞 難可敗壞 

是故 因此之故 無有能殺害者 



沒有人能夠殺害佛性 

什麼人能夠殺害佛性 沒有人 

沒有人能夠殺害佛性 

祂一直都是活著 隨業流轉 

隨著造作的三善業 三惡業 

流轉在六道當中 

無有能殺害佛性的人 

若有殺者 則斷佛性 

假若 有能夠殺害佛性的人 

若有能夠殺害佛性 

則是斷滅佛性 佛性就斷滅了 

就變成人死如燈滅了 變這樣子 

人死了 就好像燈熄滅了 

都沒有了 不是啊 

若有殺者 則斷滅佛性 

如是佛性終不可斷 

如此的佛性 終究不可斷滅 

終究不可斷滅 

所以死了之後還有果報 



還有下一生的果報 

不是死了 就算了 

不是這麼簡單 吃苦了苦 

享福消福 還有未來世 

還沒有吃完的苦 下一輩子吧 

下一輩子再去吃苦 

還沒有享受的福報 

下一世繼續享受你的福報 

如是佛性終不可斷滅 

還會隨業流轉 在六道當中輪迴 

性若可斷 無有是處 

佛性若是可以斷滅 

無有如是之處 

沒有如此的道理 

佛性不可斷滅 殺不死的 

這個時候 迦葉菩薩 

就稟白佛陀說 世尊 若無殺者 

假若沒有能夠殺害佛性的人 

若無能殺害佛性者 



應當無有殺生不善之業 

應當就沒有殺生不善的惡業 

佛告迦葉菩薩 實有殺生 

真實有殺害眾生 

何以故 為什麼呢 

善男子 眾生佛性住五陰中 

佛陀就講出來了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這個佛性就住在 

我們的五陰身心當中 

色受想行識 這個五陰身心當中 

佛性就住在這裡 

眾生佛性住在五陰中 

五陰 色受想行識 

四大所造色 是身體 

受想行識是我們的心 

眾生佛性 安住在五陰之身當中 

被殺害的時候是很痛苦的 

不是沒有感覺 很痛苦 



有人認為螞蟻這麼多 也不注意 

不注意護生 隨意把牠弄死之後 

很粗暴的把牠掃死了之後 

再來為牠誦經 迴向 超渡牠 

牠死的時候很苦 有瞋恨心 

牠要報復 這個死的時候很苦 

我們就愍念眾生 

那時候真的是很痛苦 

我們看大海嘯來的時候 

日本大海嘯 海水灌進來的時候 

影片上面的人沒有地方跑 

跑不過海水 灌進來的時候 

我們跑的時候要呼吸 

忽然間海水進來了 吸不到空氣 

吸到水 水進到肺部裏面 

非常的痛苦 真的是很苦 

螞蟻也是這樣子 

牠遇到水 或者外力的干擾 

忽然死去了 



瞋恨心就生起來了 很苦惱的 

應當護生 不要隨意殺生 

後來超渡 這個有一點問題 

牠已經吃盡苦頭了 

生起惡心的時候 

應當就是墮入惡道了 

不可能在善道裡面 

應當護生比較重要 

先掃一掃 掃到畚斗裡面 

先拿去倒之後 再拖 

這樣比較有慈悲心 

不令牠死得很苦惱 

善男子 眾生佛性住五陰中 

眾生的佛性 

安住在我們的五陰身心當中 

所以我們修行 調身也要調心 

都很重要 調我們的身體 

調我們的貪瞋癡心念 都很重要 

調身 我們吃的飲食要注意 



不要亂吃 要有節制 

過午不食 日中之後就喝水 

喝水清理我們身體 

一些不好的雜物排出體外 

喝水就好了 

不要喝那些種種的有色素的飲料 

增加身體的負擔 

久而久之 這身體已經很沉重了 

對我們修行就影響很大 

這裡也不舒服 那裡也不舒服 

想要用功的時候 

就感覺身體不舒服 

又要出去看醫生了 

調身跟調心很重要 

眾生佛性 住在五陰身心當中 

若壞五陰名曰殺生 

假若破壞他的五陰之身 

叫做殺生 

這個身體破壞了 心識就離開了 



不能住了 他就死了 

名曰殺生 若有殺生 即墮惡趣 

假若有殺害眾生 就墮落三惡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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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有三種 過去 未來 現在 

過去 現在則不可害 何以故 

過去過去故 現在念念滅故 

遮未來故 名之為殺 

這個色身有三種 四大所造色 

五陰和合的色身有三種 

過去 未來 現在 

過去色 現在色 未來色 

過去的色身 現在的色身 

未來的色身 

過去色 現在色則不可害 

過去 現在則不可害 

過去的色身 現在的色身 

則不可加害 何以故 什麼道理 

為什麼過去色 現在色不可加害 



何以故 過去 過去故 

過去色已經過去的緣故 

念念滅 我們說念念生滅 

過去色已經過去的緣故 

現在色 念念滅故 我們說現在 

現在 馬上就過去了 

念念生滅的緣故 

遮未來故 遮止未來色的緣故 

讓我們色身不能延續到未來 

遮止未來色的緣故 名之為殺生 

這個身體五陰之身 

現在這螞蟻被你踩扁了 

牠的身體破壞了 

遮止未來色故 名之為殺 

牠的身體壞了 

像我們不小心踩到蝸牛 

牠的殼破了 牠就準備要死了 

遮未來故 牠就不能繼續用了 

遮止未來色的緣故 名之為殺生 



所以這解釋很有道理 

遮止未來色身 斷絕相續的緣故 

他不能繼續使用這個身體了 

名為殺生 

夫眾生者 名出入息 

斷出入息 故名為殺 

諸佛隨俗 亦說為殺 

夫眾生者 夫是發語之詞 

眾生 色受想行識五眾和合 

假名眾生 

夫眾生者 名出入息 

出就是出氣 入就吸氣 

人命在呼吸間 

出入息名為眾生 

還在呼吸的時候叫做眾生 

斷出入息 斷絕出入息 

使令眾生停止呼吸 故名為殺 

所以叫做殺生 

他不呼吸了 叫做殺生 



諸佛世尊隨順世俗 亦說為殺 

佛陀依二諦為眾生說法 

依照世俗諦 隨順世俗諦 

諸佛世尊隨順世俗 也說為殺生 

戒者 什麼是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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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者能治之行 能所通舉 

故 曰殺戒 

戒是什麼 能對治的行為 

能對治我們殺生的行為 

要持戒 不可以殺 

能所通舉 能對治的戒 

所對治的殺生過失 

融通舉出來 故曰殺生 

所以叫做殺戒 故曰殺戒 

接著 我們要看第三段經文 

三十三頁的第四行經文 

佛告諸比丘 犯殺戒 

有三種奪人命 一者 自作 



二者 教人 三者 遣使 

自作者 自身作 奪他命 

教人者 教語他人言 

捉是人 繫縛奪命 

遣使者 語他人言 汝識某甲不 

汝捉是人 繫縛奪命 

是使隨語奪彼命時 

優婆塞犯不可悔罪 

佛告諸比丘 犯殺戒 

有三種奪人命 這一段文 

同於《十誦律》卷二的大殺戒 

我們看律藏的時候 

《十誦律》卷二 

大殺戒的文跟這裏很相似 

佛告諸比丘 

犯殺人戒 有三種奪人命 

一者自作 二者教人 

自己造作 第二種教人作 

三者遣使 派遣使者 



自作者 自身作 自身奪他命 

手拿著刀槍等等 奪他命 

教人者 教語他人言 

捉 捉拿是人 你捉拿這個人 

繫縛 把他綁起來 

奪走他的命根 繫縛奪命 

遣使者 語他人言 告訴他人說 

汝識某甲不 你認識某某人嗎 

汝捉拿是人 你捉這個人 

繫縛 把他綁起來 奪他的命根 

是時 如是受使者 

接受差使的人 

隨語 隨順優婆塞的言語 

奪彼人命的時候 

優婆塞就犯了不可悔的殺人罪 

箋 三十三頁的倒數第三行 

殺戒以五緣成 不可悔 

一是人 謂所殺者人 非畜生等 

二人想 謂意在殺人 三殺心 



四興方便 五前人命斷 

今之自作 教人 遣使 

皆是以殺心而興方便 

故奪彼命時 犯不可悔罪也 

不可悔者 初受優婆塞戒之時 

說三皈竟 即得無作戒體 

今犯殺人之罪 則失無作戒體 

不復成優婆塞 

故不可作法懺悔也 

既不可悔 則永棄佛海邊外 

名為邊罪 不可更受五戒 

亦不得受一日一夜八關齋戒 

亦不得受沙彌戒及比丘戒 

亦不得受菩薩大戒 

惟得依大乘法修取相懺 

見好相已 方許受菩薩戒 

亦許重受具戒 十戒 

八戒及五戒等 爾時破戒之罪 

雖由取相懺滅 不墮三塗 



然其世間性罪仍在 

故至因緣會遇之時仍須酬償夙債 

除入涅槃或生西方 

乃能脫之不受報耳 可不戒乎 

三十三頁倒數第三行 

箋 蕅祖的箋要 

殺人戒以五種因緣成就 

犯不可懺悔的罪業 

依小乘戒律 不可作法懺悔 

不能恢復清淨的戒體 

不再成為優婆塞 叫做不可悔 

一 是人 第一個緣是人 

謂所殺害的 是人道的眾生 

非畜生等 不是畜生等等 

二 人想 心中也作人想 

對方是人 你要殺的人 

謂意在殺人 用意就是要殺人 

心意要殺人 殺人包含了墮胎 

胎中的嬰兒也是人 



《四分律》卷二 殺人戒 

人者 說到人 

人者 從初識至後識而斷其命 

初識者 從初識至後識而斷其命 

什麼是初識 最初第八識 

中陰身 父母和合 便龍來受胎 

《大寶積經》卷五十五 

佛告阿難 中陰最初受胎時 

中陰身最初受胎的時候 

剛剛進入母胎的時候 

第一個七日 

處在母胎的時候名歌羅邏 

歌羅邏身 名之為色 

色法的色 就是我們的身體 

攬取父母精血 做為我們的身體 

名之為色 色身 

受想行識 說之為名 

受想行識就是我們的心 

說之為名 名字的名 



這是心 說它叫做心 說之為名 

中陰身最初受胎的時候 

叫做歌羅邏 就有五陰身心 

他就有五陰身心了 

最初七天的時候就有五陰身心 

他就是人 他是人 

經文 初入胎時 已具三根 

最初中陰身進入母胎的時候 

就已經具足三根了 

一者身根 中陰身攬取父精母血 

成為我們的身體 身根 

第二命根 就有生命了 

第三意根 第八識在裡面了 

住在裡面就有身根 命根 意根 

依靠父母精血和合的因緣 

第八識中陰身最初入胎 

處在母胎的時候叫做初識 

後識者 什麼是後識呢 

命終的時候最後一念 是為後識 



從中陰有情 第八識最初入母胎 

住在母胎中 一直到出胎 

出世以後 出世了 生出來了 

從小孩子 少年一直到老 

臨命終最後一念 神識還未離開 

若有殺害 都屬於殺人重罪 

這是後識 意在殺人 

三 有殺心 不是誤殺 有殺心 

第四 興方便 用手打他 

或以木頭 瓦片 石頭 弓箭 

白鑞段或者遙擲彼人 

或者以手中木棍 瓦石 刀杖 

打傷彼人 都是興方便 

興起種種方便 

第五 前人命根斷絕 

今之自作 現在這裡的自作殺人 

教他殺人 派遣使者殺人 

皆是以殺心而興起方便 

都是因為有殺心 



有殺心 才會教人殺 

故奪彼人命根的時候 

犯不可懺悔的重罪 不可悔者 

三十四頁 不可悔者 

初受優婆戒 五戒之時 

最初我們受三歸五戒的時候 

說三歸依竟 即時得到無作戒體 

今犯殺人之罪 

現在犯到殺人重罪 

則失去無作戒體 

不復 不再 不復成為優婆塞 

是故不可作法懺悔也 

殺人這麼嚴重 

《佛為勝光天子說王法經》 

生人道者 勝緣所感 

若斷其命 定招惡報 

生人道者 投生人道的眾生 

是勝緣所感 

殊勝的善業因緣所感召的 



他沒有殊勝的善業 

就不能投生在人道 

所以是殊勝的善業因緣所感召 

若斷其命 若是殺人 

斷絕他的生命 定遭惡報 

就著業道罪來說 決定招到惡報 

《薩婆多毘尼毗婆沙》卷三 

大正藏二十三冊 五一八頁中 

問 何以但害人得重罪 

為什麼緣故 

只是殺害人得到重罪 

答曰 回答說 人中有三皈五戒 

波羅提木叉戒 

在人道當中 有三皈五戒 

波羅提木叉戒 別解脫戒 

又沙門四果多在人中得 

沙門四種聖道的果位 

從初果到四果 

大都是在人中證得 



人是修道的法器 

在人道當中證得沙門四果 

佛與辟支佛必在人中得漏盡故也 

佛陀跟辟支佛 緣覺 

必定在人道當中得到漏盡 

斷盡煩惱 

佛 諸佛世尊 《增一阿含經》說 

諸佛世尊  皆出人間 

都出現在人道當中 

不是在天上成佛 都在人間成佛 

世尊皆出人間 

緣覺也是在人間 斷盡見思煩惱 

侵害少分的習氣 

是以殺害人 得重罪 

因此之故 殺害修道的法器 

殺害人道的眾生 得到重罪 

餘道不得重罪 其餘的五道 

殺害他不會得到重罪 

所以今犯殺人重罪者 



則失去無作戒體 

不復成為優婆塞 

是故 不可作法懺悔也 

小乘律當中 不可作法懺悔 

既然不可悔 

則永遠拋棄在佛法大海邊外 

名為邊罪 他就犯到邊罪了 

不可以更受五戒 

也不可以受一日一夜的八關齋戒 

亦不得受沙彌戒及比丘戒 

亦不得受菩薩大戒 

唯得 唯獨可以 

依靠大乘法修取相懺 見好相已 

《梵網經》輕戒 第四十一條 

好相者 見到佛來摩頂 

見光見花 見到種種異相 

奇異的相 好相 

便得滅罪 見好相已 

或者拜占察懺見到清淨輪相以後 



方許 才可以 重受菩薩戒 

也允許重受比丘具足戒 

曰優婆塞來說 

曰優婆塞殺人犯不可悔罪 

懺悔依大乘法修取相懺 

見好相之後 

也可以重受比丘具足戒 

沙彌十戒 八關齋戒 

以及五戒等等 

爾時 殺人破戒之罪 

這犯戒罪 雖然由取相懺滅除 

不墮落三途惡道 然而 其 

他這世間性惡之罪仍然存在 

世間性罪仍然存在 

故至因緣會遇之時 

所以到了因緣會遇的時候 

仍須酬償夙債 

仍然必須酬報償還夙世的債務 

夙世當中 殺他一命 



就要還他一命 酬償夙債 

除入涅槃或生西方 

乃能脫之不受報耳 

除了斷盡見思煩惱 入偏空涅槃 

或者信願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乃能脫之 乃能脫離這個業報 

乃能脫之不受報耳 

可不戒乎 可以不戒慎乎 

可以不謹慎護持戒行嗎 

這個乎 古字 

第三十三頁 倒數第三行 

釋云 殺戒以五緣成不可悔等 

倒數第三行 

殺戒以五緣成不可悔等 

我們這個本子 

就是第三十三頁 倒數第三行 

解釋說 殺戒以五緣成就 

犯不可悔罪等等 是謂具支成犯 

具足五個支緣 成就犯重 



以諸戒結罪 

皆須具足支緣方成犯罪 

因為所有的戒法結罪 

都必須要具足支緣 

才能夠成就犯戒之事 

若盡具者 假若完全具足支緣 

即成就上品不可悔罪 

假若是缺少一個緣 

缺少兩個緣 若缺一二者 

就是中品 下品可以懺悔的罪業 

註 三十四頁倒數第二行 註 

怨家在眼前 使令人殺者為教人 

教人殺 怨家在他方 

使令人前往殺害者 

是為派遣使者 

若甲叫乙去殺丙 丙死了 

甲乙這兩個人 相同都有殺心 

甲乙這兩個人共同都有殺心 

所以皆得不可悔罪 兩個人都犯 



不可悔罪是極重之罪 

如人斷頭不可復生 

犯不可懺悔的罪業 

失掉戒體 亦復如是 

我們就說到這裡 迴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