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戒相經箋要集註》第十九集 
 
和尚慈悲 諸位比丘大德 
 
沙彌 淨人 大家早安 阿彌陀佛 
 
請看著箋要集註的課本三十四頁 
 
三十四頁的倒數第二行 註 
 
課本三十四頁倒數第二行 註 
 
怨家在眼前 使令人殺者 
 
是為教人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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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乙二人同有殺心 
 
皆得不可悔罪 
 
這兩個人共同都有殺心 
 
兩個人都犯到不可悔罪 
 
不可悔罪是極重之罪 
 
如人斷頭 不可復生 



 
如同人頭斷了 不可能回復生命 
 
犯不可懺悔之罪 
 
失掉戒體亦復如是 
 
不可悔罪是極重之罪 
 
現在優婆塞犯殺人之罪 
 
則失去無作戒體 
 
不復成為優婆塞 
 
所以不可作法懺悔 
 
叫做不可悔罪 
 
為什麼說是極重之罪呢 
 
《四分律》卷一 云 
 
譬如斷人頭不可復起 
 
若犯此法不復成優婆塞故 
 
譬如斬斷人頭 
 
古代刑法有殺頭的 
 
譬如斷人頭 不可能又活起來 
 



不可復起 若犯此不可反悔 
 
不復成為優婆塞的緣故 
 
就不再成為優婆塞了 
 
《四分律行事鈔記》卷十四 
 
斷頭之喻此望不階聖果為言 
 
如斷人頭的比喻 
 
這是對望著聖人階 階位的階 
 
不能登上聖道的果位來說的 
 
此望不階聖果為言 
 
這個階位就是十級了 十階 
 
上進的路徑 不可能再增上了 
 
這是對望登上聖道的果位來說 
 
叫做斷頭 不可悔罪如斷人頭 
 
就如頭斷了 不可能再增上了 
 
殺已被染 諸戒猶全 
 
何故不階聖位 
 
這個問 接著有一個問答 



 
問 殺已被染 
 
殺戒戒體已經被染污了 
 
殺人了 犯重罪了 已經被染污了 
 
諸戒猶全 盜 婬 大妄語 
 
諸戒體猶然保全 
 
只是殺戒戒體被染污而已 
 
其他的三條重戒戒體猶然保全 
 
何故不階聖位 為什麼緣故 
 
優婆塞他不能登上小乘聖果之位 
 
為什麼呢 為什麼他不能證得 
 
初果 二果 三果呢 
 
這個地方何故不階聖位 
 
蕅益大師《在家律要廣集》 
 
在《蕅祖全集》第十二冊 
 
《在家律要廣集》卷六 
 
蕅祖說 何故在家人 但制邪婬 
 



不制非時食 殘宿食等  
 
然苟依戒行行持 遵修念處 
 
便得證於初二三果 
 
問優婆塞何故不證第四阿羅漢果 
 
答 由尚居家 未斷殘宿食故 
 
不成應供之德故 
 
這一段說明優婆塞 
 
犯了殺人戒不可悔罪 如斷人頭 
 
為什麼如斷人頭呢 
 
這是當生不能證得聖道果位 
 
《在家律要廣集》卷六 
 
何故在家人 只是制定不邪婬 
 
不制定非時食 五戒沒有了 
 
五戒沒有制定非時食 殘宿食等 
 
今天吃的留到明天再吃 
 
沒有制定不可以 
 
沒有制定非時食 殘宿食等戒法 



 
然苟 苟且的苟 然而 
 
苟是假若的意思 
 
如果能夠依照五戒來行持 
 
而且遵修四念處 持戒修四念處 
 
觀身不淨 觀心無常 
 
觀受是苦 觀法無我 
 
便得證於初果 二果 三果 
 
他能夠證到三果阿那含的果位 
 
問 優婆塞 
 
何故不證第四阿羅漢果 
 
為什麼不能證得 
 
第四阿羅漢果位呢 
 
回答說 由尚居家 
 
由於尚且居在俗家修行 
 
未斷殘宿食故 
 
還沒有斷絕殘宿食的緣故 
 



所以我們日中以前吃完了吃飽了 
 
全部要捨了 不留殘宿食了 
 
優婆塞由於未斷殘宿食故 
 
今天所吃的他還留著 明天再吃 
 
殘留飲食經宿再食 
 
優婆塞未斷殘宿食的緣故 
 
不成就應受供養之德的緣故 
 
所以優婆塞受持五戒 
 
遵修四念處 
 
這個觀慧可以證得初二三果 
 
在我們律藏看很多 
 
很多五通優婆塞 
 
或者證得初果的見地的學家 
 
在我們小乘律裡面都有看到 
 
但這裡就徵問 
 
殺戒戒體已經被染污了 
 
但是諸其餘的戒體猶然保全完好 



 
何故不階 
 
不能證入聖人的階位呢 
 
為什麼緣故呢 
 
《行事鈔》宣祖就引 
 
回答就引這個《明了論》 
 
答 《明了論》解 
 
此四重戒隨毀一重 
 
諸餘戒分用則無力 
 
如人身中四處得死 
 
隨損一處身命便死 
 
由戒力弱不發定慧也 
 
《十輪》云 若犯四重 毀法謗聖 
 
死入阿鼻 如是之人 於其一身 
 
不能盡結 必墮惡道 
 
以四根本戒 三聖依住故 
 
回答說《明了論》 
 



律二十二《明了論》解釋 
 
此四重戒 這四條 殺 盜 婬 妄 
 
四條根本重戒 隨毀一重 
 
隨著毀犯一條重戒 
 
諸餘戒分 諸多的諸 其餘的餘 
 
持戒的戒 分秒的分 諸餘戒分 
 
諸其餘的戒條諸分 用則無力 
 
作用則是沒有力量 
 
其他的戒條作用都沒有力量了 
 
用則無力 怎麼沒有力量呢 
 
如人身中四處得死 
 
如同我們一個人的身分當中 
 
有四處都得以導致死亡 
 
有四個地方不可以受到傷害的 
 
腦 咽 心 腰 我們的腦部 咽喉 
 
我們的心跟腰部 
 
古代的刑法裡面有腰斬 



 
腰斬他就死了 
 
心 我們的心臟 咽喉跟大腦 
 
這四處不可以受到傷害 
 
如人身中四處得死 
 
有四個地方受到傷害 
 
就可以使令他死亡 
 
隨損一處身命便死 
 
隨著損害一處 
 
損害我們的大腦或者咽喉 
 
或者我們的心 腰部 
 
身體壽命就結束了 死亡了 
 
身命便死 
 
由戒力弱不發定慧也 
 
由於戒體的力量羸弱 
 
不能發起禪定智慧 
 
由戒力弱不發定慧也 
 



《大佛頂首楞嚴經》卷六 
 
佛告阿難 汝常聞我 
 
在《毘奈耶》律藏當中 
 
宣說修行三種決定不變之義 
 
所謂攝心為戒 攝心不散亂 
 
攝心不忘失正念就是持戒 
 
因戒生定 因為攝心持戒的力量 
 
沒有憂愁煩惱 生起內心的安定 
 
禪定 定心不亂 因定發慧 
 
因為安定的心不散亂故 
 
發起清淨的智慧 由智慧力故 
 
於貪瞋癡煩惱處而得解脫出離 
 
是則名為三無漏學 
 
既然毀犯一條重戒 
 
就沒有攝心持戒 
 
就不算是攝心持戒 
 
缺少攝心為戒 由於戒力羸弱 



 
持戒的力量很羸弱 
 
則必定不能發起定慧的功德 
 
不發定慧也 《十輪》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卷三云 
 
若犯四重 
 
假若優婆塞犯了根本四重罪 
 
殺盜婬妄四根本戒中 
 
隨著毀犯一種 不用全部犯 
 
隨著毀犯一種 或者毀法謗聖 
 
毀壞正法 毀壞如來正法 
 
謗毀聖人 這個時候死入阿鼻 
 
就是犯四重戒 也是死入阿鼻 
 
死了進入阿鼻地獄 
 
《觀佛三昧海經》卷五 
 
佛告阿難 云何名阿鼻地獄 
 
阿言無 阿叫做無 
 



鼻言遮 鼻叫做遮 
 
叫做無遮的意思 
 
在猛火當中 在地獄猛火當中 
 
眾苦無有遮護 不像我們在人間 
 
這裡有大火趕快跑 跑出來 
 
這裡有水 進入水中可以躲著 
 
這裡太陽很大 
 
我們可以躲到樹下去 
 
躲到蔭涼的地方 
 
這個阿鼻地獄裡面 
 
沒有地方可以躲 叫做無遮 
 
沒有遮護 四處都是火 無有遮護 
 
阿言無 阿叫做無 
 
鼻言救 就是無救 
 
地獄中無能救拔 
 
什麼人能夠救你呢 沒有人 
 
無能救拔 必須要等待業報受盡 



 
等待你的惡業果報受盡了 
 
方得受生 才可能出來 這個無救 
 
阿言無間 就是五無間地獄 
 
必定今生 日夜受罪 以至結束 
 
無時間的隔絕 沒有時間的隔絕 
 
一直受苦到滿足結束 
 
第二 一人亦滿 多人亦滿 
 
故稱無間 
 
一個人他的身體這麼大 
 
充滿整個地獄 很多人也是一樣 
 
每一個人的身體都充滿這個地獄 
 
不相妨礙 一人亦滿 多人亦滿 
 
所以稱作無間 
 
《大般涅槃經》卷十九 
 
假使一人 獨墮是獄 
 
其身長大 八萬由延 
 



遍滿其中 間無空處 
 
假使一個人 這個地獄 
 
無間地獄只有一個人 獨墮是獄 
 
他單獨墮落在阿鼻地獄裡面 
 
他的身體長大 八萬由延 
 
八萬由旬 遍滿其中 
 
身體這麼大 間無空處 
 
沒有空間 都容納滿滿的 
 
其身周匝 受種種苦 
 
設有多人 身亦遍滿 
 
假設有很多人墮入阿鼻地獄 
 
身體也是遍滿整個地獄 
 
不相妨礙 這不可思議 不相妨礙 
 
第三 罪器叉棒等 熱鐵澆身 
 
飢吞鐵丸 很飢餓了吞這個鐵丸 
 
口渴了就飲鐵汁 從年竟劫 
 
從一年一年到一個大劫結束 



 
從年竟劫 數那由他 
 
苦楚相連 更無間斷 

 

第四 不問男子女人 羌胡夷狄 
 
老幼貴賤 天龍鬼神 
 
罪行業感 悉同受之 
 
受報都是一樣的 
 
第五 從初入時 至百千劫 
 
一日一夜 萬死萬生 
 
求一念間 暫住不得 
 
連綿無間 叫做無間地獄 

 

阿言無間 鼻言無動 
 
這個鼻就是無動的意思 
 
五無間罪報必定要受盡 
 
無能動搖 一進去就是一大劫 
 
受報完了才能夠出來 
 
不能動搖 無能動搖 
 



阿又言極熱 地獄猛火 上火徹下 
 
下火徹上 極為炎熱 
 
鼻言極惱 鼻叫做極為苦惱 
 
在猛火間極為苦惱 
 
阿言大火 鼻言猛熱 
 
阿叫做大火 鼻叫做猛熱 
 
大火猛熱 猛火入心 
 
名為阿鼻地獄 
 
若犯四重 毀法謗聖 
 
死入阿鼻地獄 
 
這根本重罪會墮落阿鼻地獄 
 
如是之人 於其一生 不能盡結 
 
在他這一期的生命 
 
不能盡 窮盡的盡 
 
結就是打結的結 不能盡結 
 
不能窮盡結使 不能斷盡煩惱 
 
這個結《增壹阿含經》卷九 



 
何等名為結 
 
欲愛是結 瞋恚 愚癡是結 
 
欲愛 貪欲 貪愛就是結 
 
瞋恚 愚癡就是是結 
 
所以這個結就是三毒的煩惱 
 
不能盡結 不能斷盡三毒煩惱 
 
卷十七 何以故謂名結 
 
為什麼緣故叫做結呢 
 
心中的結 當知惡不善法 
 
起諸邪見 故名結 
 
應當明白心中 
 
什麼是心中作的惡不善法 
 
貪欲 瞋恚 邪見 愚癡 
 
貪欲 瞋恚 愚癡 起諸邪見 
 
心識 我們的心識 
 
受到惡不善法的影響 
 



它就住在我們心中 
 
干擾我們的知見 
 
心識受到惡不善法的影響 
 
生起種種邪見 不正當的心念 
 
故名結 所以叫做結使煩惱 
 
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來 
 
我們應當學習三藏聖教 
 
多多看律藏 經藏 論藏 
 
這經律論三藏 
 
住在我們心中的時候 
 
就影響我們的心識 
 
影響我們的心識生起正見 
 
遠離邪見 很重要的 
 
只要我們生起邪見 惡不善念 
 
馬上能夠覺察這是不對的 
 
因為我們有正見 
 
常常閱讀律藏 經藏 論藏 



 
我們的心識裡面都是正知正見 
 
它就不能容納邪見 
 
愚癡邪見不能容納它 
 
它一進來我們馬上就知道了 
 
這個是不對的 就馬上可以去除 
 
所以我們學習三藏很重要 
 
能夠我們了知邪跟正 
 
在我們心中就能夠分辨清楚 
 
不用等待別人來提醒 
 
我們自己就知道了 
 
能夠以正見去除邪見 
 
去除結使煩惱 
 
《大智度論》卷三 
 
諸結使皆屬愛 見 
 
屬愛煩惱覆心 屬見煩惱覆慧 
 
《智度論》卷三說 
 



諸結使皆屬愛 見 
 
一切的結使 一切的煩惱 
 
都屬於愛跟見兩種惑 
 
就是見思二惑 屬愛煩惱覆心 
 
屬於貪愛 愛染的煩惱 
 
它會覆蓋我們的心性 
 
屬見煩惱覆慧 
 
屬於知見上的煩惱 覆蓋智慧 
 
使令我們本具的智慧 
 
不能顯現出來 屬見煩惱覆慧 
 
故知煩惱名一切結使 
 
煩惱叫做一切的結使 煩惱結 
 
如是 如此犯到殺罪的人 
 
這四根本重罪的人 
 
於其 在他一期的生命當中 
 
就在這一生不能盡斷煩惱結 
 
必墮惡道 他就會墮落三惡道 



 
鄙視根本戒 三證衣宿故 
 
所以很重要的 
 
因為殺盜婬妄四根本重戒 
 
這是三乘 聲聞 緣覺 菩薩 
 
所依止安住的緣故 
 
由四根本戒出生沙彌十戒 
 
比丘兩百五十戒 菩薩三聚淨戒 
 
所以是三乘聖人所依止 
 
安住聖道中的緣故 
 
所以守護四根本重戒很重要的 
 
輕戒就是幫助我們守護重戒 
 
所以輕戒不可以忽視的 
 
應當精勤守護不犯 這是根本戒 
 
所以《十輪經》裡面說得很明白 
 
宣祖引出這一段來說明 
 
這是說到了不可悔罪是極重之罪 
 



如人斷頭 
 
我們看三十五頁第一行 
 
如人斷頭 不可回復生命 
 
犯不可懺悔之罪 
 
失掉戒體亦復如是 
 
佛海 把佛法比喻成大海 
 
很有意思 佛法廣大無邊 
 
如同海那麼廣大 海雖然廣大 
 
但是不容死屍 不能容納死屍 
 
風浪會將死屍沖到岸上來 
 
佛法無邊無際 
 
不論你修任何法門都能夠容納你 
 
唯獨不能容納破戒之人 
 
不能破壞四根本重戒 
 
唯不容破戒之人 
 
拜取相懺只要見到一次的瑞相 
 
罪即時消滅 



 
但是和打妄想所見不同 
 
跟我們打妄想所見到的不一樣 
 
罪滅者 罪業滅除的情況 
 
一般在懺悔過程中會大哭 
 
懺悔大哭 大哭過後 
 
有身心自在 輕安的感覺 
 
若要確定是否懺悔清淨 
 
可以依照《占察懺經》 
 
《占察善惡業報經》的清淨輪相 
 
來做為標準 無作戒體 
 
所謂受戒的時候 如法求戒 
 
動作身口意三業的助緣 
 
而發於身心當中不可見聞之業體 
 
此業體最初發起的助緣 
 
雖然是由身口意之所造作 
 
但是恆常相續不斷 
 



一作不需再作 
 
一作就是一旦受戒納受戒體之後 
 
一旦我們去受三歸五戒 
 
作法受戒納受戒體以後 
 
叫做一作 一作之後不需要再作 
 
已經納受戒體了 不需要再作 
 
一作之後不需要等待再作 
 
故云無作戒體 此無作戒體 
 
於三歸依完畢的時候獲得 
 
但是必須要運心作觀想 
 
否則不能感得上品戒體 
 
戒體會比較低下 
 
或者是中品 或者是下品 
 
但是需要觀想 
 
否則不能感得上品戒體 
 
這裡就是所謂的 我們現在戒場 
 
有的戒場傳戒 



 
所謂的受戒得戒教育 
 
我們沙彌 淨人的輔導老師 
 
要把它納入教材 
 
要教導沙彌 淨人 
 
怎麼觀想納受戒體 
 
我們的沙彌輔導老師要納入教材 
 
現在戒場也有安排這個課程 
 
就是得戒教育 
 
教導他們怎麼發心 緣境 作觀想 
 
那我們在道場裡面 
 
就要注重得戒教育 
 
所以我們沙彌 淨人輔導老師 
 
要注意納入教材 
 
《重治毗尼》卷一 第六頁 
 
第六頁提到 大乘家則云 
 
大乘家 大乘佛法這一家則說 
 



初番羯磨成 
 
初番羯磨 初番歸依成就 
 
受比丘戒就是用羯磨法 
 
我們在家優婆塞受五戒 
 
在三歸依納受戒體 
 
初番歸依成就 
 
五體投地 頂禮三寶的時候 
 
要觀想十方世界妙善戒法 
 
由心業力 悉皆震動 
 
由發起斷惡 修善 
 
度生的善心業力 
 
十方世界妙善戒法 悉皆震動 
 
二番羯磨成 第二番歸依成就 
 
禮拜三寶的時候觀想 
 
十方世界妙善戒法 
 
於虛空中如雲如蓋 
 
如雲朵 如同雲朵 



 
這一朵雲如同雲朵 
 
如同寶蓋 覆行人頂 
 
覆蓋我們受戒行人的頭頂上方 
 
三番羯磨成 第三番歸依成就 
 
禮拜的時候觀想 
 
十方世界妙善戒法 
 
從行人的頂門 流入身心 
 
充滿正報 五蘊之身 
 
納受成為戒體 
 
盡未來際 永為佛種 
 
永久作為成佛的善種子 
 
納受戒體 
 
此觀想法 小乘毗尼律藏中 
 
雖不說如此之事 
 
我們看小乘律藏裡面 
 
雖然不說這件事 
 



不說觀想的事情 
 
亦云 羯磨成就 
 
在律藏也說 羯磨成就 得處所 
 
歸依受戒成就 叫做得戒的處所 
 
名得處所 
 
就是那戒體沒有那麼高 
 
品位比較低 透過我們觀想 
 
能夠得到上品的戒體 
 
否則就是中下品 
 
三十五頁倒數第三行 
 
但須運心作觀想 
 
否則不能感得上品戒體 
 
品位比較低下 中下品的 
 
觀想得以納受戒體之法 
 
第一遍三歸依拜下去的時候 
 
由於自己的發心功德 
 
感得十方大地震動 



 
並且有功德祥雲 
 
功德之雲 功德祥雲 
 
從十方大地冉冉上升 
 
第二遍三歸依拜下的時候 
 
十方世界湧起的功德祥雲 
 
三十六頁的第一行 
 
徐徐 慢慢地 
 
匯集於自己的頭頂上空 
 
如同雲朵 如同寶蓋 
 
結成華蓋的形狀 
 
第三遍三歸依拜下去的時候 
 
此一雲集的華蓋 
 
這一朵雲集的華蓋 
 
即 就形成漏斗的形狀 
 
形成漏斗之狀 緩緩從空中下 
 
注入於自己的頂門之內 
 



從我們的頂門頭頂上方進入體內 
 
遍滿於全身 
 
並且由身內擴展出去 
 
使自己的身心 
 
隨著功德雲的擴展彌蓋 
 
而充塞於十方世界 
 
等於觀想我們的身體 
 
猶如虛空那麼廣大 
 
充滿十方世界 
 
這裡見《戒律學綱要》 
 
以無邊的心量 
 
去納受無邊的戒體 
 
就是將戒法領納於心中 
 
成為戒體 既然感得戒體 
 
便能生起功能效用 
 
它能夠防非止惡 
 
於一切有情邊得不殺色 



 
及不誑色之功能效用 
 
於一切情非情邊 
 
得不偷盜之功效 
 
於一切男女邊 得不邪婬之功效 
 
在家五戒故 
 
於一切酒邊 得不飲之功效 
 
如是五戒戒法 一一遍周法界 
 
所以五戒功德不可思議 
 
因為我們發心的時候 
 
是緣念十方世界 十法界 
 
有情無情的境界 
 
發心斷惡 修善 度眾生 
 
每一條戒都是周遍十法界 
 
所以五戒的功德 
 
受持五戒的功德不可思議 
 
無作戒體於一生當中恆常相續 
 



具有警覺 具足有警示覺察 
 
防非止惡的功能 
 
這戒體在我們第八識當中 
 
有這種功能 
 
能夠使令我們警覺 防非止惡 
 
只要是惡法 警覺我們斷除 
 
只要是善法 警覺我們要修習 
 
只要是利益眾生的事 
 
警覺我們要去做 
 
有防非止惡的功能 
 
故稱為無作戒體 
 
得比丘戒是在三番羯磨的時候 
 
五戒得戒則是在三皈依完畢 
 
二者不同 
 
註 三十六頁的倒數第二行 
 
註 性罪 二罪之一 
 
為遮罪之對稱 指自性之罪過 



 
謂不論處於何種環境 
 
若犯殺生 偷盜 邪婬 妄語等 
 
均屬本質之罪惡行為 稱為性罪 
 
反之 伴隨性罪引起之各種過失 
 
或為避免世間之毀謗 
 
而觸犯世尊所制止之戒律 
 
屬極輕之罪 稱為遮罪 如飲酒 
 
對性罪之禁戒 稱為性戒 
 
對遮罪之禁戒 稱為遮戒 
 
即使佛陀未制定性戒 
 
犯性罪仍屬罪惡 
 
而遮罪則是佛陀制定遮戒後 
 
始成為罪 
 
諸經論中對性罪之範圍有異說 
 
一般以殺 盜 婬 妄等為性罪 
 
如北本《涅槃經》卷一 
 



《正法念處經》卷五十九 
 
《薩婆多毘尼毘婆沙》卷一 
 
《大毘婆沙論》卷一二三 
 
《俱舍論》卷十四等 佛光大辭
典 
 
這裡提到性罪跟遮罪 
 
三十六頁的倒數第二行 
 
註 性罪 性 性通三性 
 
善 惡 無記 善性 惡性 無記性 
 
今指侷限性惡 
 
性在這裡說的性罪 
 
侷限在性惡之罪 叫做性罪 
 
自性之惡 性惡之罪 
 
它是屬於惡罪之一 
 
唯有遮罪之對稱 遮罪 遮止的罪 
 
佛陀遮止 佛陀制戒遮止 
 
我們不可以做 
 



不可以斬伐草木 墾土掘地 
 
遮止的罪業 它相對之稱 
 
指自性之罪過 
 
性罪是指自性之罪過 
 
叫做性惡之罪 本性就是惡 
 
自性之罪過 
 
謂不論處於何種環境 
 
假若犯到殺生 偷盜 邪婬 妄語 
 
兩舌 惡口 綺語 
 
叫做等罪妄語等 
 
均是數於本質上的之罪惡行為 
 
本質就是惡 稱為性惡之罪 
 
三十七頁的第一行 反之 反過來 
 
伴隨性罪引起的各種過失 
 
或者為了避免世間人的毀謗 
 
毀謗三寶說 
 
沙門釋子沒有慈悲心 斷生草木 



 
印度當時候的人 
 
他認為這草木有生命 它會生長 
 
所以佛制戒不可以做 
 
這是為了避免世間人的毀謗 
 
而觸犯世尊所制止的戒律 
 
屬於極輕之罪 很輕的罪 
 
稱為遮罪 
 
佛制定遮止不可犯的罪業 
 
稱為遮罪 
 
佛陀制戒了 你不可以做 
 
這是遮罪  
 
佛陀制定了優婆塞不可以飲酒 
 
這是屬於遮罪 
 
相對性罪之禁戒 稱為性戒 
 
相對遮罪之禁戒 稱為遮戒 
 
性戒跟遮戒 
 



即使佛陀未制定性戒 
 
犯性戒仍然屬於罪惡 
 
自性是惡 
 
然而遮罪則是佛陀制定遮戒之後 
 
開始成為罪業 
 
佛還沒有制戒以前是沒有罪過 
 
自從佛陀制戒之後 
 
犯了就是有罪過 
 
叫做佛陀制定遮戒後始成為罪 
 
諸經論中對性罪的範圍有異說 
 
有不同的說法 
 
一般是以殺 盜 婬 妄等為性罪 
 
殺 盜 婬 妄就是性罪 性惡之罪 
 
這性罪就是指殺盜婬妄來說的 
 
從殺 盜 婬 妄開出 
 
比丘兩百五十條戒 
 
在《薩婆多論》裡面有提到 



 
性罪指殺 盜 婬 妄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 
 
說得很明白 卷三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卷三 
 
四種根本罪中 隨犯一種 
 
名為於性罪中根本重罪 
 
殺 盜 婬 妄四種根本罪當中 
 
隨著毀犯一種 
 
叫做性罪當中的根本重罪 
 
何故說名為根本罪 
 
什麼緣故說它叫做根本重罪呢 
 
若有人犯此四法 
 
身壞命終墮諸惡趣 
 
假若有人毀犯殺盜婬妄這四種法 
 
殺人 偷盜滿五錢 犯邪婬 
 
優婆塞犯邪婬 大妄語 
 



假若有人犯此四法 
 
身壞命終 這一期的生命終了 
 
墮諸惡趣 他決定墮落三惡道 
 
是諸惡趣根本罪故 
 
這四條戒就是種種三惡趣 
 
根本罪的緣故 
 
是故說名為根本罪 
 
淨信出家 受具足戒 
 
我們以清淨的信心出家學道 
 
受了比丘具足戒 
 
於諸學處深心敬重 
 
對於比丘兩百五十學處 
 
兩百五十條戒深心敬重 深心 
 
深心恭敬尊重兩百五十條戒 
 
於四根本性罪戒中 
 
堅固 勇猛 精勤守護 
 
他深心敬重比丘兩百五十學處 



 
於四根本性罪戒中 
 
堅固 勇猛 精勤的守護 
 
這個《十輪經》說得很清楚 
 
對於比丘兩百五十條戒 
 
深心的恭敬尊重 
 
都是為了守護這根本性罪 
 
於四根本性罪戒當中 
 
堅固 勇猛 精勤的守護 
 
從輕戒開始就守護重戒了 
 
講得很清楚  
 
在《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卷三 
 
我們有時間可以請出來 
 
好好的閱讀 很重要的 
 
跟我們和尚談的一樣 輕重等持 
 
輕戒護持重戒 
 
《重治毗尼》卷首 二十八頁 
 



音義的解釋 性罪 性通三性 
 
善 惡 無記 性罪 今侷惡性 
 
現在這裡說的性罪 侷限在惡性 
 
體性是惡法 叫做性罪 
 
雖然佛陀未制戒以前 
 
約世間法當中亦自然有罪 
 
在世間法當中 殺人有罪過 
 
警察就要抓你了 你殺人了 
 
偷盜也是有罪過 
 
約世法中也是自然有罪 
 
名為性罪 
 
原本世界最初成立的時候 
 
轉輪聖王出現在世間 
 
轉輪聖王他這個時候 
 
還沒有佛陀出世 
 
轉輪聖王就以十善法教化四天下 
 
說犯十善法就是有罪 



 
轉輪聖王就要判你的罪 
 
叫做性罪 如同殺 盜 邪婬 
 
口四惡業這一類的 
 
自性與世間正理互相乖違 
 
叫做性惡之罪 
 
一般以殺盜婬妄等為性罪 
 
以下的就是引述經文 
 
接著我們要看 
 
三十七頁的倒數第四行 
 
經文 復有三種奪人命 
 
一者 用內色 二者 用非內色 
 
三者 用內非內色 
 
內色者 優婆塞用手打他 
 
若用足及餘身分 
 
作如是念 令彼因死 
 
彼因死者 是犯不可悔罪 
 



若不即死 後因是死 亦犯不可悔 
 
若不即死 後不因死 是中罪可悔 
 
三十八頁 用非內色者 
 
若人以木 瓦 石 刀 矟 弓箭 
 
白鑞段 鉛錫段遙擲彼人 
 
作是念 令彼因死 
 
彼因死者 犯不可悔罪 
 
若不即死 後因是死 亦犯不可悔 
 
若不即死 後不因死 是中罪可悔 
 
用內非內色者 
 
若以手捉木 瓦 石 刀 矟 弓箭 
 
白鑞段 鉛錫段 木段打他 
 
作如是念 令彼因死 
 
彼因死者 是罪不可悔 
 
若不即死 後因是死 亦犯不可悔 
 
若不即死 後不因死 是中罪可悔 
 
三十七頁的倒數第四行 



 
這一段律文 這一段經文 
 
同於《十誦律》的卷二 
 
《十誦律》卷二的大殺戒 
 
《大正藏》二十三冊 
 
第八頁的中欄 
 
跟《十誦律》律文相同 
 
所以我們看後面的經文只有這個 
 
後面經文裡面講了很多 
 
就是無煙火坑殺 
 
做無煙火坑殺人 
 
它講得最清楚 後面都省略了 
 
原來在比丘的制戒當中 
 
這些都已經說過了 
 
所以重新再說的時候 
 
佛陀就省略了 很多沒有說到 
 
復有三種奪人命 
 



一者 用內色 使用內在的色身 
 
用我們的身體 內色 
 
二者 用非內色 
 
使用非內在的色身 
 
就是我們身體之外的其他物品 
 
非內色 三者 用內非內色 
 
第三種 使用內色 非內色兩種 
 
用我們的東西 
 
用我們的手拿著刀槍 兩種都用 
 
叫做用內非內色 
 
內色者 使用內色的情況 
 
優婆塞用手打他 
 
用自己的手打他 
 
若用足 用腳 以及其餘的身分 
 
作如是的心念 令彼人因此而死 
 
打他使令他因此而死 有殺心 
 
彼人因此而死者 



 
是犯了殺人不可悔罪 
 
若不即時死去 
 
後來因為如是而死 
 
也是犯了殺人不可悔罪 
 
若不即時而死 不是即刻死去 
 
後來不是因此而死 
 
就是犯了中品罪 可以懺悔 
 
回復戒體清淨 
 
三十八頁的第一行  
 
使用非內色的情況 
 
不是內在的色身 
 
就是人 若人以木材或者瓦片 
 
石頭 尖刀 矟就是長矛 用長矛 
 
或是弓箭 白鑞段 鉛錫段 
 
遙擲彼人 遙遠的丟過去 
 
遙擲彼人 遙遠擲向彼人 
 



作如是的心念 令彼人因此而死 
 
有殺心 有殺人的心 
 
彼人因此死去者 
 
犯了殺人不可悔罪 
 
若不是即時死去 
 
後來因為如是而死 
 
也是犯了殺人不可悔罪 
 
若不即死 後來不是因此而死 
 
就是中品罪 可以懺悔 
 
回復清淨的戒體 
 
用內非內色者 
 
用內色跟非內色 
 
兩種同時併用的情況 
 
若以手捉木材 捉著木棍 
 
若者以手捉著瓦片 石頭 刀子 
 
矟就是長矛 弓箭 白鑞段 
 
鉛錫段 木段打他 



 
作如此的心念 有殺心 
 
令彼人因此而死 有殺心 
 
彼人因此而死者 
 
是犯殺人罪 不可懺悔 
 
若不是即刻死亡 
 
後來因為如是而死 
 
也是犯了殺人不可悔罪 
 
若不是即刻死去 
 
後來不是因此而死 
 
就是犯了中品罪 可以懺悔 
 
回復清淨 
 
箋要 箋 三十八頁的倒數第五行 
 
箋 此三種亦皆殺法 
 
所謂興方便也 
 
手 足 身分 是凡情之所執受 
 
故名內色 
 



木 瓦 石等 是凡情所不執受 
 
名非內色 有處亦名外色 
 
用彼內色 捉彼外色 
 
故為雙用內非內色也 
 
因此方便而死 不論即死 後死 
 
總是遂其殺心 
 
故從前人命斷之時 
 
結成不可悔罪 
 
後不因死 則但有興殺方便之罪 
 
未遂彼之殺心 故戒體尚未曾失 
 
猶可殷勤悔除 名為中可悔罪也 
 
箋要 此三種 
 
用內色 用非內色 用內非內色 
 
這三種也都是殺人的方法 
 
所謂的興起方便就是 
 
手 腳 身分是凡夫情識之所執受 
 
我們凡夫情識所執著受用的 



 
我們的心 凡夫的情識 
 
我們的識心想要用手來殺害眾生 
 
或者用手來救護眾生 
 
都是我們凡夫情識之所執持受用 
 
隨我們的心來受用 
 
我們用我們的手來造作善事 
 
修習善業 或者用它來作惡 
 
都是我們凡夫情識之所執受 
 
故名內色 所以稱作內色 
 
木塊 瓦片 石頭等等是凡夫情識 
 
我們的六根情識所不能執受的 
 
名為非內色 有處 有的處所 
 
有的經文也稱作外色 
 
有處經文亦名為外色 
 
用彼人的內色之身 
 
捉持彼外色木石等 
 



故 所以是為雙用 
 
同時使用內色 非內色也 
 
因此 因為如此的方便而死 
 
不論是即刻死去 後來死去 
 
總是順遂他的殺心 
 
所以從前人命斷的時候 
 
結成不可懺悔的罪業 
 
後來不是因此而死 
 
則只是有興起殺人的方便罪 
 
還沒有順遂他 未順遂彼之殺心 
 
所以戒體尚未曾失 
 
戒體還沒有失去 
 
猶然可以殷勤懺悔 
 
除滅這個犯戒罪 
 
名為中品可悔罪也 
 
註 三十九頁的第二行 
 
註 矟 同槊 古時候的兵器 



 
就是長矛 白鑞 鉛錫合金 
 
可以作器具 焊錫等 
 
問 受五戒若犯一條 戒體全破否 
 
說優婆塞他受了五戒 
 
在殺盜婬妄四條根本重戒之中 
 
若犯一條重戒 戒體完全破壞嗎 
 
有沒完全破壞呢 
 
答 若犯根本重罪 則隨犯一條 
 
戒體全破 如人之胸 腰 頸 心臟 
 
皆重要部位 隨殺一處 是人即死 
 
不須四處全殺也 回答說 
 
假若犯到根本的殺盜婬妄重罪 
 
隨著犯到一條戒 
 
戒體就完全破壞了 
 
如同人的胸部 心臟 腰 
 
頸部 我們的咽喉 這腰 胸 
 



胸 腰 頸 心臟 這個胸 
 
如果根據前面說的 就是頭部 
 
腦部 這個腰 跟頸 心臟 
 
都是重要的部位 
 
隨著殺害一處 是人即死 
 
馬上就死了 
 
不須要四處完全殺害 
 
三十九頁倒數第六行 經文 
 
復有不以內色 不以非內色 
 
亦不以內非內色 
 
為殺人故和諸毒藥 
 
若著眼 耳 鼻 身上 瘡中 
 
若著諸食中 若被蓐中 車輿中 
 
作如是念 令彼因死 
 
彼因死者 犯不可悔罪 
 
若不即死 後因是死 
 
亦犯不可悔罪 



 
若不即死 後不因死 是中罪可悔 
 
復有 又有 這一段文 
 
也是跟《十誦律》卷二一樣 
 
復有優婆塞不以內色 
 
不以內在五蘊的色身 
 
他不用內在五蘊的色身 
 
也不用非內色 
 
也不用外在的色法 
 
也不以非內色身 
 
亦不以內非內色 
 
他也不用內色 非內色 
 
為了殺人的緣故 
 
他和合種種毒藥 若著彼人眼中 
 
或者耳中 鼻中 身上 瘡傷當中 
 
身上有傷口 他就將這毒藥 
 
放在他的瘡傷當中 傷口當中 
 



若著放在諸飲食 諸食物當中 
 
若著放在彼被蓐當中 
 
將毒藥放在他的被被蓐當中 
 
或者車輿當中 
 
作如是的心念 有殺心 
 
令彼人因此毒藥而死 
 
彼人因此中毒死者 
 
優婆塞犯不可悔罪 
 
若不即刻死去 
 
後來因為如是中毒而死 
 
也是犯了不可悔罪 
 
若不是即時死去 
 
後來不是因此毒藥而死 
 
就是犯了中品罪 可以懺悔 
 
回復戒體清淨 
 
箋 三十九頁的倒數第一行 
 
此以毒藥為殺方便也 



 
既不用手 足等 
 
又不用木 石 刀 杖等 
 
故不云以內非內色 
 
而前人命斷是同 
 
則不可悔罪亦同 
 
這是以毒藥作為殺人的方便 
 
既然不是用手 也不是用腳等等 
 
又不是用木頭 石頭 刀 杖等等 
 
所以說不以內色 非內色 
 
而前人命根斷絕是相同 
 
則是犯了不可悔罪也是相同 
 
四十頁的第二行 經文 
 
復有作無煙火坑殺他 核殺 弶殺 
 
作穽殺 撥殺 毗陀羅殺 墮胎殺 
 
按腹殺 推著水中 火中 
 
推著坑中殺 若遣令去就道中死 
 



乃至胎中初受二根 身根 命根 
 
於中起方便殺 
 
這一段文也是跟《十誦律》一樣 
 
《十誦律》卷二 
 
復有作無煙火坑殺他 
 
這無煙火坑殺他 
 
後面的經文有解釋 
 
核殺 弶殺 作穽殺 撥殺 
 
我們《優婆塞戒經》都省略了 
 
原因就是在比丘律藏當中 
 
佛陀制戒的時候 
 
就跟比丘僧說過了 
 
律藏裡面都有 
 
所以這裡《五戒相經》的經文 
 
它就省略了 後面沒有提出來 
 
只有這無煙火坑說得很詳細 
 
後面的核殺 弶殺 作穽殺 



 
比照無煙火坑的情況 
 
這全部的後面的經文都比照前面 
 
經 復有作 
 
復有優婆塞為了殺人的緣故 
 
做沒有冒煙的火坑殺他 無冒煙 
 
以砂土覆蓋在上方 
 
火坑做好了之後 
 
砂土覆蓋在上方 
 
我們不知道 以為是路 
 
走過去就掉下去了 
 
以砂土覆蓋在上方 
 
所以沒有看到它冒煙 
 
無煙火坑 這裡後面會有說 
 
核殺 這個核殺 
 
等一下後面的補釋 
 
弘公的補釋我們再來做解釋 
 



引出律文來說 
 
這個律文只是名相不同 
 
但是律文裡面解釋很清楚 
 
什麼叫做核殺 律文有解釋 
 
弶殺 一個弓字旁 一個京 
 
叫做弶 弶殺 這個弶 
 
中文大辭典 
 
其他的我們的康熙字典 
 
其他的字典不容易查 
 
沒有那麼清楚 
 
中文大辭典 弶 置罟於道 
 
這個罟就是四 
 
我們中文的四 一二三四的四 
 
置罟於道 張取獸也 
 
這個解釋在中文大辭典 
 
可以查得到 
 
弶 置罟於道 張取獸也 



 
這個古 一二三四的四 
 
底下一個直 直接的直 
 
這個古 就是古代的古 
 
一個四 一二三四的四 
 
一個古代的古  
 
這是置罟於道 張取獸 
 
這罟就是網之總稱 網的總稱 
 
羅網的總稱 用以捕捉禽獸者 
 
安置網在道路中 張取鳥獸 
 
叫做弶 弶殺 
 
所以我們如果沒有查字典 
 
什麼是弶殺呢 
 
在律文解釋也不是很清楚 
 
律文《十誦律》卷二 
 
《大正藏》二十三冊第九頁上欄 
 
弶者 有比丘或者優婆塞 
 



知是人從此道來 
 
於中依樹做弶殺的情況 
 
有比丘 有優婆塞知 
 
了知這個人他會從這個道路走來 
 
知是人從此道來 
 
了知此人會從這個道路走過來 
 
於道路中依樹 依止這個樹木 
 
兩旁的樹木 或依靠柱子 
 
依靠石頭 依靠牆壁 若依木段 
 
依靠木段 白鑞段 鉛錫段 
 
是中施弶 在這當中施設弶 
 
就是網 施設這個網 羅網 
 
於是中施弶 若心念 若口說 
 
若在心中作念 
 
或者從口裡說出來 
 
為是人從此道來故作弶 
 
為了這個人 



 
他從這道路走來的緣故 
 
我作這個弶 令彼人因此而死 
 
這個時候優婆塞得到不可悔罪 
 
弶殺 後面 
 
跟我們四十一頁的一樣的 
 
後面還有 律文很多 
 
就是若是人 因是死者 
 
是犯不可悔罪 
 
若不即死 後因是死 犯不可悔罪 
 
若不即死 後不因死 是中罪可悔 
 
跟這個一樣 
 
為人作無煙火坑 為人作弶 
 
人死者不可悔 
 
非人死者是中罪可悔 
 
畜生死者下罪可悔 
 
然後 為非人作弶 
 



非人死者是中罪可悔 
 
人死者是下罪可悔 
 
畜生死者犯下可悔罪 
 
跟後面都一樣的 
 
這個我們就省略 
 
弶殺就是作網  
 
在道路當中作羅網 叫做弶殺 
 
作穽殺 穽 同於陷阱的阱 
 
形音義字典 形音義大字典 
 
穽 本義作大陷解 
 
這個穽字 本義作大陷來解釋 
 
大陷 陷害的陷 大陷 
 
乃掘地而成 挖地成就的 
 
用以陷補禽獸之大陷坑 
 
用來捕捉禽獸的大陷坑 
 
叫做作穽殺 大陷坑叫做穽 
 
掘地如穽 用來陷害殺人 



 
名為作穽殺 
 
《五分律》卷二 叫做優波頭 
 
優波頭者 為一切眾生作穽殺 
 
若人墮死 犯不可悔罪 
 
他是通漫之心 
 
通漫的為一切眾生 
 
只要是眾生他都要殺害 
 
他沒有剋定是為某一類的眾生 
 
為一切眾生作穽殺 
 
假若是人 墮落當中死去 
 
就犯了不可悔罪 
 
其他的後面 
 
跟我們的《五戒相經箋要》經文 
 
四十一頁的經文一樣 
 
後面都是一樣的 
 
很多論到我們剋心慢心的問題 
 



為人作穽殺 人墮死 
 
就是犯了不可悔 
 
為非人作 或者為畜生作 
 
他結罪都不一樣 
 
這是我們要知道的 因為 
 
我們這《五戒相經箋要》的經文 
 
後面都省略了 
 
撥殺 《十誦律》卷二 撥者 
 
這個撥 提手旁 從手 
 
右邊一個發 發起的發 
 
這個發這個字 
 
本文作引弓以射來解釋 
 
我們將這弓拉起來 
 
引弓以射來解釋 
 
對準標靶 專心盡力 
 
拉引弓箭發射 叫做撥 
 
撥殺 類似這種情況 



 
不是用手 他用機關 做機關 
 
《十誦律》說 撥者 
 
若比丘 若優婆塞 
 
知是人從此道路來 
 
他了知這個人他會從這裡走過來 
 
我們做機關在這裡等他 
 
知是人從此道來 
 
若依樹木 依靠柱子 或者依靠橛 
 
橛就是短木頭釘在地上 
 
這個小木樁 依靠這個小木樁 橛 
 
或者依靠石頭 依靠牆壁 
 
依靠木段 白鑞段 鉛錫段 
 
是中施機撥 在這當中施設機撥 
 
這個機 機關的機 
 
機就是弩樑 弩樑曰機 
 
只要按這個機關就可以了 
 



這機關按下去 它就自動發射 
 
不是用手 弩樑叫做機 
 
弩總發為弓 
 
用手來拉這個弓箭發射 
 
將這箭射出去叫作弓 
 
機關為弩 用機關來發射叫做弩 
 
所以撥殺就是施設機關 
 
用機關發射箭叫作弩 
 
這種特殊裝置的機關 
 
弩樑引箭發射這一類的叫做機撥 
 
是中施設機撥 
 
以機關發射來殺人 
 
是中施設機撥 
 
這是《五分律》的文 
 
《十誦律》的文 
 
若心念 若口說 
 
心裡這麼思念 口語如此的說 



 
為是人從此道來故作撥 
 
律文很簡單 
 
為是人從此道來作撥 
 
是撥事成 如是撥事成就了 
 
這機關撥施設完成了 
 
彼人因此而死者 
 
是優婆塞得不可悔罪 是謂撥殺 
 
後面就是很多 為人作機撥 
 
為人做撥 人死者不可悔 
 
非人死者是中罪可悔 
 
畜生死者 下罪可悔 
 
接著 為非人作撥 
 
非人死者是中罪可悔 
 
人死者是下罪可悔 
 
畜生死者 犯下罪可悔 
 
跟我們這裡的經文一樣的 
 



若為畜生作撥 撥殺 
 
畜生死者是下罪可悔 
 
若人墮死 若非人墮死 
 
皆犯下罪可悔 
 
因為他不是要殺人 
 
他是要殺畜生 
 
所以這個罪就有差降了 
 
若優婆塞不定為一事作撥 
 
諸有來使皆令墮死 
 
就是他的心很通漫 
 
我只要來的都要使令他死去 
 
通漫心來做這個撥的時候 
 
人死者 犯不可悔 
 
非人死者 中罪可悔 
 
畜生死者 下罪可悔 
 
都無死者 犯三方便可悔罪 
 
這個撥 律文很詳細 



 
我們這裡就省略 
 
毗陀羅殺 毗陀羅殺就是咒殺 
 
後面經文就有 
 
後面四十五頁經文就有 
 
我們這裡就省略過去 
 
墮胎殺 按腹殺 
 
我們就留待下一回 迴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