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戒相經箋要集註》第二十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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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本第五十七頁 

 

我們殺戒還没有講完 

 

這兩張講義叫做盜戒 要說的 

 

集註的課本五十七頁 

 

倒數第三行 

 

經文 若居士作方便欲殺母 

 

而殺非母 是中罪可悔 

 

箋 仍於母邊得方便罪 

 

不於非母邊得罪 

 



以是誤殺本無殺心故也 

 

若居士欲殺非母而自殺母 

 

是犯中罪可悔 非逆 

 

箋 亦於非母得方便罪 

 

不於母邊得殺罪也 

 

若居士方便欲殺人 而殺非人 

 

是中罪可悔 

 

箋 但於人邊得方便罪 五十八頁 

 

若居士作方便欲殺非人 

 

而殺人者 犯小可悔罪 

 

箋 但於非人得方便罪 

 

若人懷畜生胎 墮此胎者 

 

犯小可悔罪 

 



若畜生懷人胎者 墮此胎死者 

 

犯不可悔 

 

若居士作殺人方便 居士先死 

 

後若有死者 是罪犯可悔 

 

箋 當未死前 僅犯方便罪 

 

當其死時 戒體隨盡 

 

故後有死者 

 

彼則不犯破戒重罪也 

 

若居士欲殺父母 心生疑 

 

是父母非耶 

 

若定知是父母 殺者 

 

是逆罪 不可悔 

 

箋 此亦須六句分別 

 



父母 父母想 父母疑 二句是逆 

 

父母 非父母想 及非父母三句 

 

皆犯不可悔 非逆 

 

若居士五十七頁倒數第四行 

 

若居士作方便欲殺母 殺害母親 

 

在梵網戒本的弒母 以下殺上 

 

這個逆罪 以下殺上 弒母 

 

準提佛母 準提咒 

 

準提佛母心要的序文說 

 

母者養育之義也 

 

母 母親的母 是養育的意義 

 

始入母胎 即由母養育 

 

我們從最初入於母胎的時候 

 



就是由母親來養育 

 

十月懷胎出生之後 

 

由母親慈愛之心 血化為乳 

 

母親的血變化作乳 養育嬰兒 

 

兒飲母血得以長大 

 

兒子喝母親的血就可以長大了 

 

《中阿含經》卷五十四 

 

三事合會入於母胎 

 

或時九月十月便生 

 

生已以血長養 

 

血者於聖法中 謂是母乳也 

 

《中阿含經》卷五十四 

 

三事和合 父精母血第八識 

 



中陰身 三事和合入於母胎 

 

或持 經歷九個月 

 

或者十個月就出生了 

 

生已以血長養 生出來之後 

 

母親就以血來長養這個兒子 

 

用她身上的血來養兒子 

 

血者於聖法中 謂之母乳也 

 

這個血在聖法律當中 

 

說它叫做母乳 

 

母乳就是血 血變的 

 

從初入胎到出生 

 

乳哺期間皆由母血長養 

 

母親用她的血來養這個兒子 

 



喝母親的血長大的 喝乳長大的 

 

所以母者養育之義也 

 

慈愛之稱也 慈愛之稱 

 

小孩子痛的時候 哭的時候 

 

就是母親會來處理 

 

一定是肚子餓了 

 

母親慈愛的稱呼叫做母 

 

《大智度論》卷三十四 

 

父母之中母功最重 

 

父母當中 母親的功德最重大 

 

没有母親不行 母親功德最重大 

 

若有殺母 就犯到逆罪 五逆罪 

 

殺父母是逆罪 五逆之罪 

 



背恩違逆 不知孝養 

 

當墮阿鼻地獄之途 

 

《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上說 

 

若有眾生 不孝父母 

 

或至殺害 當墮無間地獄 

 

千萬億劫 求出無期 

 

可怕的 這命終很可怕 

 

千萬億劫 求出無期 

 

若居士作方便欲殺生母 

 

而誤殺非母 

 

誤殺 不是自己的母親 

 

誤殺非母 是中罪可悔 

 

中品罪可以懺悔 箋要 

 



仍於母親這邊得到殺人的方便罪 

 

不於非母邊得罪 

 

為什麼呢 因為是誤殺 

 

要殺生母 殺到非母 誤殺 

 

本來對非母没有殺心的緣故 

 

這樣不用判罪 

 

若居士欲殺非母而自殺母 

 

他所要殺的不是自己的母親 

 

然而自己卻誤殺自己的母親 

 

誤殺生母 

 

只是犯到中品罪 可以懺悔 

 

不是逆罪 

 

箋要 亦於非母邊得殺人方便罪 

 



他要殺非母 

 

從非母邊得殺人方便罪 

 

不於母邊得殺罪也 

 

因為對母親没有殺心 

 

不是要殺母親 

 

若居士方便欲殺人 而誤殺非人 

 

也是中罪可悔 

 

箋 但於人邊得殺人方便罪 

 

他不是要殺非人 所以中罪可悔 

 

五十八頁 

 

若居士作方便欲殺非人 

 

而誤殺人者 是犯小可悔罪 

 

箋 但於非人得方便罪 

 



因為他要殺非人 不是要殺人 

 

這人是誤殺的 所以犯小可悔罪 

 

只是在非人這邊 

 

得到殺非人的方便罪 小可悔罪 

 

這是下品 

 

若人懷畜生胎 墮此胎者 

 

犯小可悔罪 

 

等於殺畜生 小悔罪 下品 

 

若畜生懷人胎者 墮此胎死者 

 

犯不可悔 這是殺人 

 

若居士作殺人方便 居士先死 

 

他先作了方便之後 

 

或者作於無煙火坑 

 



作了之後 居士先死了 

 

若後來 後來若有死者 

 

後來若有人掉到 

 

無煙火坑 死了 

 

是罪犯可悔 中等 

 

箋 當未死前 正當居士未死之前 

 

僅犯到殺人的方便罪 

 

他做什麼都要殺人 

 

當其死時 正當其人 

 

就是居士死的時候 

 

戒體隨著失盡 

 

他死的時候 五戒的戒體就失了 

 

戒體隨著失盡 

 



故後來有人死者 

 

彼居士則不犯破戒重罪也 

 

因為他戒體失了 

 

所以不會判他破戒的重罪 

 

若居士欲殺父母 內心生起懷疑 

 

是父母 非是父母耶 

 

懷疑 是父母 非是父母耶 

 

若決定了知是父母 

 

殺者 是逆罪 不可悔 

 

箋 此亦須六句分別 

 

這一段 有需要用六句來分別 

 

父母 父母想 父母 父母疑 

 

這兩句是犯逆罪 

 



父母 非父母想 以及非父母 

 

有三句 皆犯殺人不可悔罪 

 

不是逆罪有三句 

 

表解 五十九頁的表解註 

 

父母 父母想 

 

父母 父母疑 犯逆罪 

 

父母 非父母想 

 

非父母 父母想 

 

非父母 非父母想 

 

非父母 非父母疑 

 

犯不可悔罪 犯重罪 

 

逆跟重是這六句為分別 

 

註 或問 

 



逆罪和不可悔罪差別何在 

 

有什麼差別呢 

 

答 逆罪是違逆道理 

 

違逆正道之理 罪大惡極 

 

罪過重大 其惡業已經到了極限 

 

其惡業已極 

 

果報就是下無間地獄 

 

決定到無間地獄去 

 

國法 佛法皆共同不容許 

 

國家的法律也不容許你殺害父母 

 

而不可悔罪是受戒之後 

 

毀破重戒 如同殺人 盜五錢 

 

居士就是邪婬 

 



五戒居士碰到邪婬 大妄語 

 

逆罪不通懺悔 

 

這一句是在《重治毘尼》 卷三 

 

殺戒 前面就有 

 

《重治毘尼》卷三 殺戒中說 

 

逆罪 五逆罪不通懺悔 

 

犯到五逆罪不通懺悔 

 

決定墮落無間地獄 

 

所以增上戒學 

 

不可悔罪雖然聽許懺悔 

 

但是要見好相 

 

他說犯到殺盜婬妄 

 

雖然聽許懺悔 要見好相 

 



不是作法懺所能懺的 

 

這個很重要 

 

不是作法懺所能懺悔的 

 

蕅祖的指示就是這樣 根本重罪 

 

又逆罪障出家 

 

逆罪 障礙他出家成道 

 

不能感發戒體 不可悔罪 

 

優婆塞犯到不可悔罪 不障 

 

為什麼不障呢 

 

必須要依大乘法 修取相懺 

 

見好相以後 不障出家 

 

拜占察懺見到清淨輪相 

 

依梵網經懺悔法 可以見到好相 

 



佛來摩頂見光 見華 這樣見好相 

 

六十頁 若居士生疑 是人 非人 

 

若心定知是人 殺者犯不可悔 

 

而居士生起疑心 

 

是人 或者是非人 

 

假如內心決定了知是人 

 

殺的話就犯不可悔的重罪 

 

箋 亦應六句分別 

 

也應當有六句的分別 

 

兩句不可悔 

 

人 人想 人 人疑 這兩句不可悔 

 

四句可悔 

 

人 非人想 非人 人想 

 



非人 非人疑 非人 非人想 

 

如前面五十八頁所說明的 

 

註 如第六十七頁說明 

 

就是後面 六十七頁 這邊看一下 

 

六十七頁的補 境想 

 

人 人想 人 人疑 上品不可悔 

 

人 非人想 非人 人想 

 

非人 非人疑 非人 非人想 

 

中品可悔 六十頁的第四行 

 

若人捉賊 欲將殺 賊得走去 

 

若以官力 若聚落力 追逐是賊 

 

若居士逆道來 

 

追者問居士言 汝見賊否 

 



是居士先於賊有惡心瞋恨 

 

語言 我見在是處 

 

以是因緣 令賊失命者 犯不可悔 

 

若人將眾多賊欲殺 是賊得走去 

 

若以官力 若聚落力 追逐 

 

是居士逆道來 

 

追者問居士言 汝見賊否 

 

是賊中 或有一人是居士所瞋者 

 

言 我見在是處 

 

若殺非所瞋者 是罪可悔 

 

箋 仍於所瞋者得方便罪 

 

餘如上說 

 

箋 若殺所瞋者 是罪不可悔也 

 



若人捉賊 欲將殺 

 

賊得走去 他逃走了 

 

若以官兵之力 

 

若以聚落中壯士之力 

 

集很多壯丁去抓賊 

 

追逐是賊 若居士逆道來 

 

逆向 反方向方面 

 

反方向 逆向道路而來 

 

追者問居士言 

 

追賊的人問居士說 

 

汝見賊否 你見到盜賊嗎 

 

是居士先於賊有惡心瞋恨 

 

這個居士首先對盜賊有惡心 

 



《大智度論》卷八十 

 

瞋者 是心惡業 

 

這個瞋 內心的惡業 惡心瞋恨 

 

瞋有上中下三者 

 

上者害殺 上品的瞋就要殺害他 

 

中品的就叫做罵詈 

 

下品的心裡有瞋怒 就生氣 

 

卷二十 若有因緣 若無因緣而瞋 

 

假若有因緣 或者没有因緣 

 

就生起瞋恚 如同現在這個地方 

 

見賊嫉惡如仇 

 

看到盜賊 嫉惡如仇這一類的 

 

有因緣 他就瞋了 

 



先於賊有惡心瞋恨 

 

見到盜賊嫉惡如仇 

 

生起惡心瞋恨 猶如有怨仇一般 

 

《優婆塞戒經》卷六 業品 

 

若殺怨家是名從瞋 

 

嫉惡如仇 跟怨家一樣 

 

若殺怨家是名從瞋 

 

從瞋惡心生起殺心 

 

是謂惡心瞋恨 

 

殺戒於五緣 成不可悔 這叫緣 

 

一 賊 賊是人 第二 或人想 

 

第三 有殺心 有惡心瞋恨 

 

是居士先於賊有惡心瞋恨有殺心 

 



第四 興方便 

 

語言 告知官兵說 我見在是處 

 

我看到他們在那裡 這是興方便 

 

以是因緣 令賊失命者 

 

例如令前人命斷 

 

具緣成犯 犯不可悔 

 

若人將眾多賊欲殺 

 

是賊得以脫走而去 

 

若以官兵之力 

 

若聚落人力 追逐他 

 

是居士逆道而來 

 

反方向 從對面走來 

 

追者問居士言 汝見賊否 

 



你看到盜賊嗎 

 

是賊中 盜賊當中 

 

或者有一個人是居士所瞋恨的 

 

他瞋恨這個賊 言 我見在是處 

 

若殺非所瞋者 假若殺害的 

 

不是五戒居士所瞋恚的人 

 

這是中品罪 可以懺悔 

 

箋 仍於所瞋者得方便罪 

 

仍然是對於所瞋恨的這個賊 

 

得到殺人的方便罪 

 

這個約心來論 

 

你的心對哪一位賊生起惡心瞋恨 

 

對這個人來結罪 

 



得到殺人方便罪 餘如上說 

 

箋 若殺所瞋者 是罪不可悔也 

 

這個具緣成犯 

 

他就是一個有殺心的人 

 

註 逆道 從道路對面來 

 

六十一頁的第一行 

 

或問 若見到壞人到寺院來躲藏 

 

應當報警嗎 答 應當要報警 

 

因為用慈悲心護持三寶 

 

不讓此人造更多罪惡 

 

以及為社會大眾的安全故 

 

應當去報警 所謂的方便權巧 

 

慈悲利濟作惡的眾生 則不犯 

 



這個情形不犯 

 

縱然犯罪 也是重報輕受 

 

而且功德很大 但是 

 

若是為了領報案奬金的話 

 

就犯了 就要犯罪了 

 

以慈悲心利濟他 

 

不讓他造作更多的罪業 

 

所以重報輕受 功德廣大 

 

六十一頁的第五行 經文 

 

若居士 母想 殺非母 

 

犯不可悔 非逆罪 

 

箋 六句分別 二逆 四非逆 

 

上已明 今重出耳 

 



若戲笑打他 若死者 是罪可悔 

 

箋 本無殺心故也 

 

但犯戲笑打他之罪 

 

若狂 不自憶念 殺者 無罪 

 

箋 見糞而捉 如栴檀無異 

 

見火而捉 如金無異 乃名為狂 

 

更有心亂 痛惱所纏 二病亦爾 

 

若優婆塞用有蟲水及草木中殺蟲 

 

皆犯罪 

 

若有蟲 無蟲想 用亦犯 

 

若無蟲 有蟲想 用者亦犯 

 

若居士 母想 殺非母 

 

這個女人作母想 而殺到非母 

 



不是自己的親生母親 

 

犯不可悔的重罪 不是逆罪 

 

因為所殺的是非母 

 

只是他作母想而已 不是逆罪 

 

箋 有六句來分別 

 

兩句犯到逆罪 

 

是母 母想 是母 母疑 

 

這兩句犯到逆罪 

 

四句非逆 

 

母 非母想 非母 非母想 

 

非母 非母疑 

 

非母 母想 非母 非母想 

 

非母 非母疑 

 



這四句 不是犯到逆罪 

 

上文已經說明 

 

現在重新列出以明此義 

 

若戲笑打他 若死者 

 

是罪可以懺悔 

 

箋 本來没有殺心的緣故也 

 

本來就没有殺心 戲笑打他而已 

 

但犯戲笑打他的下悔罪 

 

若狂 就是有重病的因緣 

 

若發狂 就是瘋癲 精神不正常 

 

不自憶念 

 

不能自己憶念 我是優婆塞 

 

不自憶念 殺者 無罪 

 



這時候他殺人就没有犯這個罪 

 

箋 若狂 不自憶念的情況 

 

就是見糞而捉 見到糞便就捉 

 

用手去捉 

 

如同捉栴檀香 没有差異 

 

這是狂的象狀 

 

見火而捉 看到火用手去捉 

 

如同捉黃金 没有差異 

 

乃名為狂 這種情況才叫做狂 

 

更有心亂 內心錯亂 

 

痛苦憂惱所纏縛 

 

這兩種重病亦爾 也是如此 

 

這是根據《四分律》 

 



《四分律》卷一 大殺戒中 

 

無犯者 無犯心不犯 

 

癡狂心亂 痛惱所纏 

 

自己不能了知是優婆塞 

 

這時候才開緣不犯 

 

若優婆塞用有蟲水及草木中殺蟲 

 

這没有學的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夏天的時候 這個桶子 

 

能夠裝水的桶子 在外面 

 

他也不把它覆蓋過來 仰上 

 

下雨了 裡面就裝很多水 

 

經過一兩天 可能這蚊子就產卵 

 



牠就有孑孓 

 

他要用的時候 他也不看蟲水 

 

也不看有没有水 有没有蟲 

 

水就倒了 犯到愚癡 

 

殺畜生戒 愚癡 愚癡殺生 

 

不看看有没有蟲 

 

這個優婆塞也是一樣 

 

他没有受戒的 完全不懂 

 

他來我們這幫忙 幫忙刷油漆 

 

油漆桶就放著水 浸很多水 

 

他就給你放著 

 

我們去看的時候已經生蟲了 

 

有蟲了 孑孓 也不可以處理 

 



很麻煩 都没有學 

 

不曉得怎麼護生 要怎麼處理 

 

應該覆蓋起來 

 

假如優婆塞用有蟲水 

 

以及草木中殺蟲 

 

皆犯罪 下品可悔罪 

 

若有蟲 作無蟲想 用亦犯 

 

下品可悔罪 

 

用這個有蟲水 

 

你没有殺 倒掉而已 

 

倒掉牠就死了 殺蟲 犯下悔罪 

 

若水中無蟲 作有蟲想 

 

約想心應該結罪 

 



你認為它有蟲 你還用它 

 

約想心應結罪 用者亦犯 

 

下品可悔罪 

 

就著我們的心來結罪 

 

你作有蟲想 用它 就要結罪 

 

箋 此亦應六句分別 

 

一 有蟲 有蟲想 

 

二 有蟲 有蟲疑 

 

這兩句結根本罪 

 

犯到這個殺畜生戒 

 

根本罪 根本小可悔罪 這下品 

 

六十二頁 第一行 

 

三 無蟲 有蟲想 無蟲 無蟲疑 

 



這兩句結方便殺蟲小可悔罪 

 

解釋這樣的 

 

雖然没有蟲 你生起有蟲想 

 

生起無蟲的懷疑 

 

用的話就要結罪 

 

結方便殺蟲小可悔罪 

 

第五 有蟲 內心作無蟲想 

 

六 無蟲 無蟲想 

 

這兩句不犯 

 

但是要先看 先注意看 

 

真的没有蟲了 

 

你內心真的作無蟲水 才是無犯 

 

要先注意看 看蟲水 

 



今言有蟲無蟲想亦犯者 

 

欲人諦審觀察 

 

這個想要 佛陀想要我們 

 

凡夫這個心很粗 這個粗心的人 

 

要詳細締審觀察 

 

不可輒爾輕用水及草木故也 

 

不可以隨便就用這個水 

 

以及草木的緣故 

 

要注意護生 注意不要殺生 

 

六十二頁的第四行 經文 

 

有居士起新舍 在屋上住 

 

手中失樑墮木師頭上 即死 

 

居士生疑 是罪為可悔不 

 



問佛 佛言 無罪 

 

箋 本無有殺心故 

 

屋上樑 人力少不禁故 

 

樑墮木師上 殺木師 居士即生疑 

 

佛言 無罪 

 

從今日作好用心 勿令殺人 

 

又一居士屋上作 見埿中有蠍 

 

怖畏跳下 墮木師頭上 即死 

 

居士生疑 佛言 無罪 

 

從今日好用心作 勿令殺人 

 

又一居士日暮入嶮道 值賊 

 

賊欲取之 捨賊而走 

 

墮岸下織衣人上 織師即死 

 



居士生疑 佛言 無罪 

 

又一居士山上推石 石下殺人 

 

生疑 佛言 無罪 

 

若欲推石時 當先唱石下 令人知 

 

現在人學這個戒律 

 

他學到 不是很明瞭罪相 

 

誤殺 他也做對首懺 

 

我們看這個文就知道了 誤殺 

 

我們學習這個隨機羯磨 

 

這個法不可以超越 

 

不及跟超越都有罪過 

 

誤命要注意 不要超越這個水懺 

 

有居士起造新房舍 在屋上住 

 



另文就是在屋上作 

 

在屋上做事 安住在那裡做事 

 

手中失樑 

 

這個樑 就是架在柱子上面 

 

用來承受屋頂的大橫木 很重的 

 

這個橫樑很重 手中失橫樑 

 

拿不住了 太重了 失橫樑 

 

墮在木師頭上 

 

即死 馬上就死了 

 

居士生起疑心 這個罪為可悔不 

 

可以懺悔嗎 

 

問佛 佛陀說 無罪 没有犯戒罪 

 

不是没有業道罪 是没有犯戒罪 

 



有業道罪 要小心 勿令殺人 

 

《十誦律》卷二 佛陀說 不犯 

 

從今日當一心持作 

 

從今日以後要一心 

 

用心地執持作務 不要失手殺人 

 

無罪是没有犯戒罪而已 

 

有業道罪 箋 本無有殺心故 

 

本來就没有殺心 

 

這個時候你要怎麼懺呢 

 

你誤殺畜生的時候 要怎麼懺呢 

 

跟這裡誤殺人 要怎麼懺呢 

 

没有殺心 不結犯戒罪 

 

本無有殺心故 用心地學 

 



你亂亂懺也是有過失的 

 

屋上樑 屋上的橫樑 

 

人力少不禁故 

 

人力很少 手的力量没有那麼大 

 

不能禁制的緣故 樑墮木師上 

 

橫樑往下 落在木師的頭上 

 

殺木師 居士即生疑  生起疑心 

 

佛言 無罪 無犯戒罪 

 

從今日作 好用心 勿令殺人 

 

他本來就没有殺心 

 

所以没有犯戒罪 

 

不然這要怎麼懺呢 

 

要懺重罪嗎 不是 

 



没有犯戒罪 有業道罪 

 

從今日作 做房應當好好地用心 

 

不要使令殺人 

 

又一位居士在屋上執作 

 

見埿中有蠍 

 

這個蠍是蜘蛛類的毒蟲 

 

尾部有毒鈎能夠螫人 

 

牠能夠刺人 怖畏跳下 

 

碰到蠍子 恐怖啊 就跳下來 

 

墮在木師頭上 即死 

 

居士生起疑心 佛言 無罪 

 

本來没有殺心的緣故 

 

從今日好用心作 勿令殺人 

 



《十誦律》卷二 

 

從今莫起如是身行 

 

從今後你不要生起 

 

如此的身業的造作 

 

不小心就害死人了 

 

過失殺人 

 

這裡没有犯戒罪 有業道罪 

 

你縱然懺悔 這個責心懺 

 

或者你亂做對首懺 

 

還是不能滅除業道罪 

 

而且超越這個戒法 超越戒法 

 

你没有罪 還作懺 

 

這是也有過失 

 



我們學習這個隨機羯磨就知道了 

 

無罪是没犯戒罪 有業道罪 

 

又一位居士日暮 傍晚的時候 

 

太陽快下山了 入於嶮道 

 

這個嶮 山字旁 形容高峻的道路 

 

值遇盜賊 這個賊欲捉取 

 

賊要捉取這個居士 

 

居士捨賊而走 

 

捨棄盜賊 就逃走了 

 

結果墮在岸下織衣人身上 

 

織師即刻死亡 

 

居士生起疑心 佛言 無罪 

 

没有犯戒罪 本來無殺心的緣故 

 



没有殺心 不結殺人罪 

 

又一居士山上推石 

 

推石頭下來 石頭落下 

 

石落山下 殺人 殺死人了 

 

生起疑心 佛言 無罪 

 

没有犯戒罪 

 

你不是有殺心要殺人 

 

本無殺心故 

 

若欲推石時 當先唱石下 令人知 

 

在山上要推石頭下來的時候 

 

我們要知道這個很危險 

 

先看看有没有人 

 

唱言 石頭要下去了 

 



先叫人家閃開 令人知 

 

不要突然就推下去了 

 

這時候雖然没有犯戒罪 

 

也會生起人家的譏嫌 

 

你怎麼可以如此粗莽 

 

不小心就害死人了 

 

現在我們這個時候 

 

一定會招來譏嫌 

 

要有這個悲心 要注意 

 

當先唱石下 令人知 

 

六十三頁第一行 補 

 

第六十二頁的第四行 在屋上住 

 

大律 大比丘律 《十誦律》卷二 

 



這個住作 在屋上作作 

 

爬到屋上做事 就是在屋上住 

 

六十三頁的第二行 

 

又 一人病癰瘡 未熟 

 

居士為破而死 即生疑 

 

佛言 癰瘡未熟若破者 

 

人死 是中罪可悔 

 

箋 雖無殺心而有致死之理 

 

故犯罪也 

 

若破熟癰瘡 死者 無罪 

 

箋 癰瘡既熟 理應破故 

 

又 一小兒喜笑 居士捉 

 

擊攊令大笑故便死 居士生疑 

 



佛言 戲笑故 不犯殺罪 

 

從今不應復擊攊人令笑 

 

箋 不應 便是小可悔罪 

 

又 一人坐以衣自覆 

 

居士喚言 起 

 

是人言 勿喚我 起便死 

 

復喚言 起 

 

起便即死 居士生疑 

 

佛言 犯中罪可悔 

 

箋 初喚 無罪 

 

第二喚 犯中罪也 

 

又 一個人病癰瘡 

 

癰瘡 中醫說的一種毒瘡 

 



因為血液循環不良 

 

毒素淤積而生的 

 

一個人他有病了 生了這個癰瘡 

 

還未成熟 居士為破癰瘡而死 

 

還没有成熟的時候 破是很痛的 

 

為破 為它破了 而死 

 

即刻生起疑心 

 

佛陀說 癰瘡未熟若破者 

 

人死 是中罪可悔 

 

犯到中悔罪 可以懺悔 

 

箋要 雖然没有殺心 

 

而有導致死亡的道理 

 

而有導致死亡之理 所以犯罪 

 



還没有熟的時候 不可以破 

 

若破成熟的癰瘡死者 無罪 

 

箋 癰瘡既然已經成熟了 

 

理應破故 

 

又一小兒喜歡笑 

 

居士就捉這個小兒 

 

擊攊令大笑故便死 

 

居士生起疑心 

 

佛陀說 戲笑故不犯殺罪 

 

從今不應復擊攊人令笑 

 

比丘戒法中就有了 

 

這裡 從今 不應當 

 

不應當就是小可悔罪 

 



不應當用擊攊人使令他笑 

 

便是下品小可悔罪 

 

又 一人坐以衣自覆身 

 

他坐在那裡用衣服自己覆蓋身體 

 

居士呼喚他 說 起來 叫他起來 

 

是人言 這個人說 勿喚我 起便死 

 

你啊 不要叫喚我 不要呼喚我 

 

我起來就會死 居士復喚言 起 

 

居士又叫他 起來 

 

他 起便即死 起來就死了 

 

居士生起疑心 

 

佛陀說 犯中罪可悔 

 

箋要 最初呼喚的時候無罪 

 



他跟你說 你不要叫我 

 

我起來會死 勿喚我 起便死 

 

第二喚 就犯中悔罪了 

 

這個犯中悔罪 

 

證明他是有殺心 所以犯戒 

 

叫我起來 

 

註六十三頁的倒數第二行 

 

據此經所說 

 

根據這裡五戒相經所說的 

 

殺畜生犯下品可悔罪 

 

乍看起來 是小小罪而已 

 

但是 殺生吃肉 積少成多 

 

小罪也成為大罪 後報轉成現報 

 



後世的果報轉變成為現世報 

 

以拙納為言 就是廣化律師說 

 

以拙納來說 為例 六十四頁 

 

青少年的時候殺生食肉太多了 

 

中年出家以後 業報現前 

 

在關中禮拜淨土懺 

 

功夫得力的時候 

 

招來百千畜牲冤魂障道 

 

招惹牠們來報仇了 

 

於當夜在禪房平地一跤 

 

就摔一跤 摔斷左腿 

 

現在成為跛腳法師 悔已遲了 

 

因此 廣化律師說 

 



我奉勸佛弟子們 人人發心吃素 

 

免得步我的後塵 

 

縱然不能長素 也應當吃三淨肉 

 

不見殺 不聞殺 不為我殺 

 

家中千萬不要殺生 是所至盼 

 

註六十四頁倒數第七行 

 

《分別善惡報應經》云 

 

何業獲報長命 

 

有十種業 何等為十 

 

一 離自手殺 二 離勸他殺 

 

三 離慶快殺 四 離隨喜殺 

 

五 救刑獄殺 六 放生命 

 

七 施他無畏 八 慈恤病人 

 



九 惠施飲食 十 幡燈供養 

 

如是十種獲長命報 

 

如經所云 戒殺護生 

 

皆獲長命之報 

 

可知壽命長短 操之自我 

 

何樂而不為哉 

 

小註 《分別善惡報應經》卷上 

 

有兩卷 這在卷上 

 

說 以何業因獲得果報長命呢 

 

有十種業 何等為十 

 

一 遠離自手殺生 

 

二 遠離勸他殺生 

 

第三 遠離慶快殺生 

 



第四 遠離隨喜殺生 

 

第五 救刑獄殺生 

 

被行刑了 有人要殺他了 

 

救拔他 救刑獄殺生 

 

第六 買放生命 就是放生 

 

第七 布施他 無所怖畏 

 

無畏布施 也是救護眾生的生命 

 

第八 慈悲憐憫病人 

 

恤就是憐憫的意思 慈恤病人 

 

慈悲憐憫病苦之人 布施他醫藥 

 

九 惠施眾生飲食 

 

惠施飲食給眾人之用的 

 

一切有情依食存活 

 



一切有情 

 

都必須要依賴飲食來存活 

 

所以施食就是施命 

 

經典中說 

 

布施飲食就是布施生命 

 

他没有飲食就活不了 

 

每天都一定要吃飯 

 

所以佛制日中一食 

 

不可以不吃的 

 

無病隨便斷食 這個不可以的 

 

日中一食 好好地修學聖道 

 

跟佛陀一樣 佛陀日中一食 

 

非常好的 第十 幡燈供養 

 



以幡 以燈明來供養 

 

這個卷下的經文說 

 

以幡燈供養佛陀的舍利塔 

 

或者我們供養佛像 

 

能夠獲得長命 

 

如是十種獲得長命的果報 

 

如同經中所說的 

 

戒殺護生 皆獲得長命之報 

 

可以了知 壽命的長短操之在我 

 

你不珍惜的時候 

 

不珍惜螞蟻的生命 

 

這個可能現世就要折壽 

 

折福損壽 不愛護小螞蟻的生命 

 



折損我們的福報 

 

就會損失我們的壽命 

 

提早夭折 提早死亡 

 

愛護生命就是增長我們的福報 

 

現生就可能延長壽命 

 

得到長壽的果報 這都有關係 

 

可知壽命長短跟持戒有關係 

 

很有關係 

 

要戒殺要放生 戒殺護生 

 

愛護眾生的生命 

 

不要隨便把牠殺了 

 

說 來迴向就好 

 

我們做功課來迴向就好 

 



這個不可以 

 

故殺 我們就迴向 

 

你故意要殺牠 

 

我故殺了生命就折壽 折福損壽 

 

所以可知壽命長短 操之自我 

 

操之在我 何樂而不為哉 

 

我不怕 我持戒了 

 

何樂而不為哉 

 

補 六十四頁的倒數第二行 

 

若已受五戒而毀犯者 

 

皆結突吉羅 五戒 結突吉羅 

 

新的翻譯叫做突色訖里多 

 

此云惡作罪 叫做惡作罪而已 

 



分其輕重 為上中下三品 

 

突吉羅 此云惡作 

 

分為三品 上品就不可悔 

 

中品就可悔 下品也是可悔 

 

《佛說犯戒罪輕重經》 

 

云 若無慚愧 輕慢佛語 犯是者 

 

如四天王壽五百歲墮泥犁中 

 

於人間數九百千歲 

 

《涅槃經》云 若言 

 

如來說突吉羅如上歲數入地獄者 

 

並是如來方便怖人 

 

如是說者 當知決定是魔經律 

 

非佛所說 

 



《佛說犯戒罪輕重經》 

 

蕅益大師全集 第二十一冊 

 

八五二六頁 也有列出來 

 

後漢安息三藏沙門安世高 譯 

 

《佛說犯戒罪輕重經》云 

 

若無慚愧 本來經文是說 

 

若比丘 比丘尼 無慚愧心 

 

現在就是 若優婆塞 優婆夷 

 

無有慚愧心 輕慢佛語 

 

輕視高慢佛說的話 

 

蕅祖說 佛言不可輕也 

 

蕅祖說《事義集要》裡面說的 

 

佛陀的話不可輕視啊 

 



佛語不可輕也 怎麼可以輕視呢 

 

十力 四無所畏 大功三昧定 

 

有這種智力的人說的話 

 

你不可以輕視 不可以輕慢 

 

假若没有慚愧心 

 

輕視高慢 佛說的話 愛信不信 

 

犯是罪者 犯了這個下品 

 

殺父親的罪 突吉羅 

 

如四天王的壽命五百歲墮泥犁中 

 

四天王的壽命五百歲 

 

他的一日一夜 是人間的五十年 

 

他們過一天一夜 

 

我們過五十年了 

 



四天王的壽命五百歲墮泥犁中 

 

地獄 於人間數九百千歲 

 

《重治毘尼》 卷十五 

 

小註說 九百千歲 

 

應於 應當說九百萬歲 

 

或者千上缺十字 

 

或者千這個上面 缺少一個十字 

 

於人間數 九百十千歲 

 

就是九百萬歲 

 

《涅槃經》《大般涅槃經》卷七 

 

於卷七的 如來性品 

 

迦葉菩薩白佛言 

 

迦葉菩薩稟白佛陀說 

 



世尊 如佛所說有四種魔 

 

如同佛陀宣說有四種魔 

 

煩惱魔 死魔 五陰魔 天魔 

 

有四種魔 

 

若魔所說及佛所說 

 

我當云何而得分別 

 

佛陀滅度之後 

 

這個話是佛說的 還是魔說的 

 

我們要怎麼來分別呢 

 

怎麼知道是佛說的 

 

還是魔說的呢 

 

若魔所說及佛所說 

 

我當云何而得分別 

 



我怎麼來分別呢 

 

有諸眾生隨逐魔行 

 

復有順佛所教者 

 

如是等輩復云何知 

 

有諸眾生 佛陀滅度之後 

 

像法 末法的時候 有諸多的眾生 

 

他隨順追逐魔行 

 

隨順追逐 魔所做諸業 

 

魔行 魔所做諸業 

 

復有眾生隨順佛陀所教敕 

 

隨順佛陀所說的言語 嚴持禁戒 

 

隨逐魔行的眾生 他就放逸懈怠 

 

没關係 這小小戒 没有什麼罪 

 



這些隨逐魔行的人 

 

以及隨順佛陀所說的人 

 

他嚴持禁戒 

 

如是等輩 這一類的眾生 

 

復云何知 

 

我們怎麼知道來分別呢 

 

我們怎麼知道呢 

 

佛告迦葉 我般涅槃七百歲後 

 

等於還是正法時期 

 

佛陀說 告訴迦葉菩薩 

 

我般涅槃七百歲之後 

 

是魔波旬 這個天魔波旬 

 

漸當沮壞我之正法 

 



他漸漸應當就會 

 

沮壞就是敗壞 敗壞我的正法 

 

譬如獵師 身服法衣 

 

譬如這個獵師 打獵的獵師 

 

他專門在打獵的 

 

這身上背著弓箭 

 

身服法衣 他裡面藏著弓箭 

 

外面披著袈裟 袈裟法衣 

 

可怕的啊 

 

眾生看到有人披著袈裟法服 

 

但是 三是如來標誌 

 

袈裟 不用擔心 

 

善心人不用擔心這個 不用怖畏 

 



結果他就拿起弓箭把他們殺死了 

 

射殺了 可怕的啊 

 

譬如獵師身服法衣 

 

身上披著袈裟法服 作種種惡業 

 

魔王波旬亦復如是 

 

這個魔王波旬也是如此 

 

在佛陀滅度七百歲之後 

 

便化作比丘 比丘尼 

 

優婆塞 優婆夷 

 

或者初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阿羅漢 這些形像 

 

是魔波旬敗壞正法的時候 

 

他要敗壞正法的時候 

 



他就化作四眾弟子的形像 

 

若作是言 假若他作如此的言語 

 

在大眾當中作如此的言語 說呢 

 

如來說突吉羅如上歲數入地獄者 

 

並是如來方便怖人 

 

他就這麼宣說 

 

如來說 突吉羅罪 如上歲數 

 

五百歲啊 

 

如四天王壽五百歲墮泥犁中 

 

如上歲數墮地獄者 

 

並是 一併都是 

 

如來 方便示現恐怖人的 

 

不是真的 

 



並是如來方便示現恐怖人 

 

如是說者 當知決定是魔經律 

 

非佛所說 

 

如此的說法 應當明白決定了知 

 

就是魔王波旬所說的經律 

 

不是佛所說的 

 

這個我們要很清楚 

 

補 見他人殺生而生起歡喜心者 

 

也犯到下品可悔罪 

 

這文就出在蕅益大師的 

 

《沙彌十戒威儀錄要》 

 

我們剛受了沙彌戒要趕快抄起來 

 

抄起來 做筆記 

 



你抄起來 印象就很深刻 

 

也是在學習中文 

 

在抄寫的時候 就在學習中文 

 

提升我們的語文能力 

 

不用老師教 書本就教你了 

 

書本很多 

 

這古字看不懂就查字典 

 

查好之後就寫上去 這樣來學習 

 

等到你二十歲 

 

受了比丘具足戒的時候 

 

我們的語文能力超出大學生了 

 

中文的能力超出大學生了 

 

經文 你要讀經文 

 



閱讀三藏聖教就没有問題了 

 

這個小沙彌要注意 

 

自己好好地修學 

 

抄 不懂的就查 就寫 寫起來 

 

日積月累 不得了 

 

見他人殺生而生起歡喜心者 

 

也犯到下品可悔罪 

 

隨喜殺生就有罪過 

 

我們要隨喜功德 

 

不可以隨喜惡業 

 

若見他殺生 有能力能夠救護 

 

假設有力能救 就應該要救護他 

 

有力應救 應當救護他 

 



假設力量不能救護的話 

 

我們没有能力救護他的話 

 

應當生起慈心 念佛持咒 

 

念南無阿彌佛陀名號 持往生咒 

 

祝令解冤釋結 

 

祝願 使令他解開這個冤仇 

 

釋開心結 不要懷恨在心 

 

希望他們都能夠離苦得樂 

 

永斷惡緣 永斷這殺生的惡緣 

 

補 五戒之中 小乘與大乘異者 

 

惟是殺戒 頗多差別 

 

大乘殺畜生者 

 

天台《義疏》結罪雖有二途 

 



而靈峰《毘尼事義集要》 

 

唯用其一 

 

謂大士殺傍生 亦犯重罪 

 

因受菩薩戒者 必已發菩提心 

 

自應了知眾生同有佛性 

 

慈悲愛愍 如子如身 

 

豈可輕視傍生 橫加殺害 

 

故單用結重一途也 

 

今人唯受五戒 雖不結重 

 

應生慈心 善行救護 

 

我們先用弘公的解釋 

 

說五戒當中 

 

小乘與大乘有差異者 

 



唯獨就是殺戒的部分頗多差別 

 

差別頗多 

 

大乘殺畜生者 

 

大乘的菩薩殺害畜生 

 

天台《義疏》 

 

天台菩薩戒經《義疏》 

 

結罪雖有二途 有兩種路途 

 

眾生雖多 大要分為三品 

 

一者上品 謂諸佛聖人父母師僧 

 

害則犯逆 

 

諸佛世尊 聖人 父母 師僧 

 

就是為我們授戒的師長 

 

殺害就犯到逆罪 

 



中品就是人天 害心犯重 

 

第三 下品四趣也 

 

下品就是四趣的眾生 

 

有兩種解釋 後面會說 

 

就是後面註 

 

六十五頁最後第一行的註 

 

結罪有二途 這裡有寫出來 

 

而靈峰《毘尼事義集要》 

 

蕅益大師的《毘尼事義集要》 

 

卷三 殺戒 殺戒當中 

 

唯獨採用其中一途 

 

就是謂大士殺傍生 

 

菩薩大士殺害傍生 殺害畜生 

 



也犯到重罪 為什麼呢 

 

因為受了菩薩戒的人 

 

必定是已經發菩提心了 

 

自然應當了知 眾生同有佛性 

 

小螞蟻跟我們一樣 

 

相同都有佛性 

 

也都貪生怕死 愛惜生命 

 

所以應當要慈悲愛愍 

 

如念一子 如愛自身 

 

豈可輕視傍生 

 

難道可以輕視牠是畜生道嗎 

 

橫加殺害 

 

所以單單用結重一途 

 



今人 現在的人唯獨受了五戒 

 

雖然不結重罪 應當生起慈悲心 

 

善行救護 

 

善好的用心來救護眾生 

 

註 天台《義疏》結罪二途 

 

原文如下 

 

一云同重 大士防殺嚴重故 

 

文云 一切有命不得殺 

 

即其證也 二云但犯輕垢 

 

在重戒中兼制以非道器故 

 

文云 有命者 舉輕況重耳 

 

是知小的生命尚不可殺 

 

何況大的生命 

 



天台《義疏》結罪兩途 

 

原文如同以下 

 

一云同重 

 

就是害下品四趣的眾生 

 

阿修羅 地獄 餓鬼 畜生 

 

這四趣的眾生 相同犯到重罪 

 

為什麼呢 大士 

 

菩薩大士防止殺生很嚴重的緣故 

 

六十六頁經文說 

 

梵網經的經文說 

 

一切有命的都不得誅殺 

 

乃至一切有命的不得誅殺 

 

即其證也 就是它的證明 

 



二云但犯輕垢罪 

 

在十重戒當中 

 

兼帶制定以非道器故 

 

因為它不是修道法器的緣故 

 

不是承載聖道法器的緣故 

 

文云 有命者 舉輕況重耳 

 

經文說 乃至有命者 

 

這個有命 就是舉出輕微的生命 

 

來比況重大的生命 如此而已 

 

這是結罪二途 是知 所以了知 

 

小的生命尚且不可殺 

 

何況大的生命 何況重大的人命 

 

《菩薩戒義疏》智者大師著 

 



註 犯罪的要件 五緣成犯 

 

一是人 二作人想 

 

三有殺心 發心必殺 

 

第四興方便 第五前人命斷 

 

犯上品重罪 失戒體 不可懺悔 

 

因小生命 不可懺悔 

 

因大生命 犯罪 

 

六十七頁第一行 補 境想 

 

面對境界時候的想心 

 

人 是人 作人想 是人 作人疑 

 

是人 人疑 這兩句上品不可悔 

 

是人 作非人想 非人 作人想 

 

非人 作非人疑 非人 作非人想 

 



是中品可悔 

 

非人者 天龍鬼神 

 

若畜生 作人想 若畜生 畜生疑 

 

屬於下品可悔罪 

 

或者畜生 畜生想 

 

都是屬於下品可悔罪 

 

六十七頁的倒數第四行 註 

 

境 即所對之境 

 

就是我們現前所面對的境界 

 

可能是人 也可能是非人 

 

或者畜生 

 

想 就是心中的想法 

 

你面對境界的時候 

 



心裡是怎麼想的呢 

 

對著我們想心來判定心中的想法 

 

如同人 作人想 

 

即外境是人 心中也認為他是人 

 

殺者犯不可悔 

 

人 人疑 外境是人 

 

心中懷疑到底是人還是非人呢 

 

有懷疑啦 如同天色昏暗 

 

所見之人無法確定是人 還是鬼 

 

這個時候 殺者把他殺了 

 

犯不可悔 餘此類推 

 

其餘的如同這裡比喻來推論 

 

六十八頁第二行 補 開緣 

 



無殺心而誤致死 

 

没有殺心而誤心導致他死亡 

 

如同經中所說 

 

前面的六十二頁經文中所說 

 

誤殺 不犯殺戒 

 

没有犯戒罪 犯緣不到 

 

二 狂亂壞心 

 

見糞而捉 如捉栴檀香無異 

 

見火而捉 如捉黃金無異 

 

乃名為顛狂 

 

註 狂亂亦須有一定的程度 

 

如同我 廣化律師 

 

以前曾經至朋友所開的精神病院 

 



其中有一個人 

 

拿著愛國獎券向我說 

 

我中了二十萬 

 

可是別人都說我没有中 

 

你看我有中嗎 此即一個例子 

 

必須該人 

 

這個人憶識 已經不能了知 

 

自己是某甲才算 

 

不能意知 我是優婆塞這樣才算 

 

才算是狂亂 病壞心 

 

註 優婆塞戒戒體之得失 

 

得 初受優婆塞戒之時 

 

說「三歸」竟 即得無作戒體 

 



感發戒體就在三皈依完畢的時候 

 

感發無作戒體 

 

失 如犯 如同犯了殺人之重罪 

 

則失去無作戒體 

 

不復成為優婆塞 故不可懺悔也 

 

《在家律要廣集》二七四頁卷七 

 

《在家律要廣集》卷七 

 

殺盜婬妄 名為根本戒法 

 

這一段是蕅益大師說的 

 

殺盜婬妄 名為根本戒法 

 

根本戒法 七眾設犯 

 

比丘 比丘尼 式叉摩尼 

 

沙彌 沙彌尼 優婆塞 優婆夷 

 



七眾佛弟子 假設有毀犯 

 

不通懺悔 

 

縱令大乘許其懺悔 

 

縱然使令大乘法中 聽許他懺悔 

 

須見好相 必須要見到好相 

 

佛來摩頂 見光見華 種種異相 

 

便得滅犯戒罪 

 

才可以滅除犯戒之罪 

 

你没有作法懺 必須要除罪 

 

所以 故小乘不可懺悔也 

 

註 六十八頁的最後一行 

 

資治通鑑 大感應錄記載 

 

秦朝建國用殺人來建立功名利祿 

 



可怕 真的是 

 

真的是用殺人來建立功名利祿 

 

所以這個朝代很短 不可能很長 

 

注重詭譎欺詐 

 

這個詭譎 就是變化多端 

 

不可測度 

 

這個欺詐的情況變化多端 

 

不可測度 

 

人心惶惶 不曉得要被誰陷害 

 

不曉得啊 注重詭譎欺詐 

 

從秦孝公石門之戰 

 

到周赧王入秦之年 

 

其間斬殺坑死的 

 



有一百九十八萬八千人 

 

真是可怕 

 

秦始皇併吞六國 建阿房宮 

 

築萬里長城 致使民不聊生 

 

焚燒書籍 焚書坑儒 

 

焚燒書籍 坑殺儒士 

 

到處巡視遊歷 從未停止 

 

這是暴君 

 

整個國內都在勞動百姓從軍服役 

 

這其間死的人又不下五十餘萬人 

 

殘暴酷虐 可說已到了極處 

 

如果秦始皇不死在沙丘 

 

李斯 趙高不假造聖旨 

 



殺害太子扶蘇 立胡亥 

 

那是没有天道 

 

不久 望夷禍起 

 

趙高在望夷宮 殺害二世胡亥 

 

殺害秦始皇的太子 二世胡亥 

 

胡亥要求降為平民 

 

也不能免除一死 

 

胡亥被趙高所殺之後 

 

不久李斯 趙高也被誅殺九族 

 

自己死就算了 還連累九族 

 

等到項羽攻入咸陽城 

 

殺害三世子嬰 

 

屠殺秦朝宗族 挖掘秦朝陵墓 

 



焚燒秦朝宗廟 

 

没收王宮的婦女寶物 

 

這一切可能是上天 

 

假手於楚人來報復 

 

秦朝滅亡周朝和六國的怨仇 

 

以及伸張國內億兆人民的怨恨 

 

才三世而已 秦朝就滅亡了 

 

秦始皇想要流傳萬世的夢想 

 

又到哪裡去了呢 

 

所以我們學佛修行 很慶幸啊 

 

能夠好好地修學聖道 

 

好好地學戒 持戒 很慶幸啊 

 

看這個世間人 造惡這麼可怕啊 

 



又 秦始皇有十八個兒子 

 

全部被趙高所殺 

 

這個報應也是很殘酷 

 

佛陀說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善惡之報 如影隨形 

 

因此勸諸在位執權者 

 

切記切記 勿亂殺人 

 

很重要的 學戒很重要 

 

薰習戒善 未來世 

 

生生世世所熏的習氣 

 

會跟著我們到下一世去 習氣 

 

好的習氣要把它熏習在八識田中 

 

不好的惡習氣 趕快要去除 

 



很重要的 學戒有大利益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迴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