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戒相經箋要集註》第二十八集 
 
諸位比丘大德 沙彌 淨人 
 
大家早安 阿彌陀佛 
 
請看著 集註的課本第八十五頁 
 
八十五頁的倒數第四行 
 
集註的註 
 
近來各地頗多販賣佛舍利者 
 
等同於商品 漫天開價 
 
聞之令人感慨萬分 
 
必須了知佛陀舍利神奇不可思議 
 
實在不是金錢所能計較價值也 
 
拙著《比丘戒講義》 
 
曾經引用虛雲老和尚於阿育王寺 
 



禮佛舍利之所見所聞 
 
以及他切身之靈異 
 
為便於居士亦可閱覽 
 
特別輾轉刊載於此 
 
八十六頁 其文云 塔高㇐尺四寸 
 
周圍也只有㇐尺餘而已 
 
塔之中 塔之中級內空 
 
中央懸掛㇐個實心的鐘 
 
有㇐針 ㇐支針 
 
舍利 佛陀舍利附著於針的尾端 
 
觀者大小多少動定不㇐ 
 
平常有見到㇐粒 
 
或者三 四粒的情況 
 
青色 黃色 赤色 白色 各別有異 



 
有的見到蓮花以及佛陀聖像的 
 
這是屬於殊勝的因緣 
 
明朝萬曆年間 吏部尚書陸光祖 
 
與親友來參禮舍利 
 
最初如同小豆子 
 
其次看到的如同大豆 
 
其次如同棗 棗子 
 
其次大的 大到如同瓜 
 
西瓜或者什麼瓜之類的 大如瓜 
 
更大如同車輪 光明朗耀 心目清涼 
 
當時候舍利殿毀壞了 
 
陸光祖重新修建之 莊嚴至今 
 
如來大慈 留此法身所依止的眞體 
 



身骨舍利 使令後世的眾生 
 
生起正信心也 
 
至於虛雲老和尚 
 
為什麼去阿育王寺禮拜佛陀舍利呢 
 
年譜中他自己說 說生而無母 
 
生下來就沒有見到母親 
 
母親就過世了 生而無母 
 
他從來沒有看到過自己的母親 
 
未見慈容 沒有見過 
 
她慈祥的面容 ⾧得怎麼樣呢 
 
每思慈親 輒覺心痛 
 
每當思念到慈祥的母親 
 
輒 自己覺得內心很痛 很心痛 
 
因此發願前往阿育王寺 



 
禮拜佛陀舍利 燃指供佛 
 
燃手指來供佛 超度慈親 
 
超度慈母 
 
希望慈母能夠以此因緣得生善道 
 
予 予指自己 
 
自己同於余 同於剩餘的餘 
 
食字旁去掉這個余 
 
相當於白話的我 
 
余就是我的意思 
 
我禮拜舍利 予拜舍利 
 
每日從三板起床 到晚間開大靜 
 
除了上殿堂之外 不用蒲團 
 
展大具 就是我們的座具 
 



展大具 每日定課三千拜 
 
忽然有㇐天夜晚在禪坐當中 
 
似夢非夢 
 
好像是作夢又好像不是作夢 
 
見到空中金龍㇐條 
 
飛落在舍利殿前面的天池之內 
 
⾧有數丈 金光晃耀 
 
予就是我 我就騎上龍之背脊 
 
騎上龍背 龍脊 即騰空飛至㇐處 
 
山水秀麗 花木清幽 樓閣宮殿 
 
莊嚴奇妙 
 
見到母親在樓閣上瞻眺 瞻看 
 
眺就是遠眺 向遠處望去 瞻眺 
 
瞻看遠的地方 



 
予 就是我 我即大叫母親 
 
請你騎上龍來到西方去 
 
應當就是到西方極樂世界去 
 
龍即下降 夢即驚醒 
 
覺得身心清爽 看到的境界憭然 
 
憭然 形容明瞭 看到的境界憭然 
 
就是明瞭的意思 生平夢見母親 
 
祇此㇐次 就這麼㇐次而已 
 
從此 每當有人共睹佛陀舍利 
 
皆參加 他都參加了去看 
 
眾說非㇐ 
 
眾人看到 所說的並非㇐致 
 
每個人看的都不㇐樣 
 



余觀多次 我觀看很多次 
 
初見大如綠豆 紫黑色 
 
至十月半 到了十月半 
 
兩藏拜完 再看 大亦如前 
 
舍利的大小也如同前面綠豆 
 
差不多已經變為赤珠有光 
 
赤就是紅 紅珠有光 有光明 
 
再拜 急於求驗 遍身痠痛 
 
看舍利大逾 就大過 
 
大逾 大過黃豆 顏色黃白各半 
 
黃跟白色各別㇐半 至此 到這裡 
 
確實深信佛陀舍利之因人善根的 
 
境界而示現也 
 
因為看的人 他善根的境界來示現 



 
故知舍利之神明妙用不可思議 
 
又賣者 賣舍利的人 自謂 
 
自己認為佛陀舍利 
 
這是佛陀舍利 真耶 假耶 
 
是真的 還是假的 
 
試問今之佛陀舍利 
 
有如此威神力乎 真假莫辨 
 
真的佛陀舍利或是假的 
 
莫能分辨 以之圖利 
 
以這個舍利來圖謀利養 
 
難逃裨販如來之過咎 
 
《梵網經》菩薩戒之輕戒 
 
第三十㇐條云 
 



佛子 佛滅度後 於惡世中 
 
若見外道㇐切惡人 劫賊 
 
賣佛菩薩父母形像 
 
而菩薩見是事已 應生慈悲心 
 
方便救護 處處教化 
 
取物 取財物 
 
贖 贖回佛菩薩形像 
 
若不贖回者 犯輕垢罪 
 
今此舍利 
 
現在這個舍利就是佛陀的遺骨 
 
佛陀遺留的靈骨 不贖回尚且犯戒 
 
何況販賣乎 何況你還販賣 
 
所以佛子受了五戒 菩薩戒的佛子 
 
都不應當販賣佛陀舍利 



 
八十八頁第㇐行 
 
夫盜田者 有二因緣奪他田地 
 
㇐者相言 箋 即告狀 
 
訟於官府也 
 
二者作相 箋 即立標示 
 
界限相也 
 
若居士為地故 言他得勝 
 
若作異相 過分得地 
 
值五錢者 犯不可悔 
 
這㇐段也是出在《十誦律》卷㇐ 
 
大正藏二十三冊 第六頁的中欄 
 
夫偷盜田地者 有兩種因緣 
 
侵奪他人的田地 
 



㇐者相言 互相言訟 
 
箋 箋要的箋 即告狀 
 
告狀 到官府去告狀 
 
訟 就是訴訟 打官司 
 
請法官來評理 告狀訴訟於官府也 
 
二者作相 箋 即立標 建立標相 
 
指示界限的相狀 
 
這個相 超過自己的本份 
 
已經侵占到他人的土地 
 
若居士為了爭奪土地的緣故 
 
言 言就是控告 控告他提出訴訟 
 
打官司得勝了 言他得勝 
 
若作異 若作異相 
 
異就是土地 不同土地的標相 



 
偷移標相 
 
就是侵占他人土地 
 
若作異土地標相 過分 
 
超過自己界分 得到多餘的土地 
 
這地 價值五錢者 犯不可悔 
 
補 第八十八頁 第㇐行 
 
這㇐節 此節屬於田處 
 
律藏當中講的田處 
 
註 若以盜心取得他人田地契約 
 
改換名字者 改換自己的名字 
 
就犯了不可悔罪 
 
有諸居士應輸估稅而不輸 
 
至五錢者 犯不可悔 
 



復有居士至關稅處 語諸居士 
 
汝為我過此物 與汝半稅 
 
為持過者 違稅五錢 犯不可悔 
 
居士若示人異道 使令失稅 
 
物值五錢 犯中可悔 
 
若稅處有賊及惡獸或飢餓 
 
故示異道 令免斯害 不犯 
 
居士們在家 就是不可以逃漏稅 
 
不可以逃稅 
 
現在普遍逃稅的狀況 
 
是蠻嚴重的 
 
我們學戒就知道 不可以逃漏稅 
 
都是犯偷盜的 
 
有諸居士應輸估稅而不輸 



 
這估 就是估課 賣貨物的人 
 
做買賣的人叫做估 
 
應繳納賣貨物的稅金 應輸估稅 
 
而不輸 然而他不納稅金 
 
至五錢者 到了價值五錢 
 
滿了 滿五錢了 犯不可悔 
 
復有居士至關稅處 關 
 
在邊界或者出入要道所設的隘門 
 
隘門 隘 左邊耳朵旁 
 
右邊㇐個利益的利 
 
益 利益的益 唸作隘ㄞˋ 
 
稅 在此邊關 或者海關 
 
或者山關 進出口的地方 
 



貨物交稅金的地方 叫做關稅處 
 
到了關稅處 語諸居士 
 
告訴諸多的居士說 
 
汝為我過此物 你為我度過此物 
 
與汝半稅 分給你㇐半的稅金 
 
這些逃漏的稅金 我們能夠逃過了 
 
分㇐半給你 分與汝㇐半稅金 
 
居士為持物過關稅處 
 
受五戒的居士 為他拿的財物 
 
通過關稅處 則違納稅金滿五錢 
 
犯不可悔罪 所以過這個山海關 
 
過海關的時候 也不可以 
 
不可以為人持物過關 
 
不繳納稅金 



 
居士若示人異道 
 
指示他人不同的道路 
 
你從這邊走就不用納稅了 
 
從這裡 示人異道 
 
使令失稅 使令國王 國家 
 
這國王喪失稅金 物值五錢 
 
這財物價值五錢 犯了中品可悔 
 
若稅處有賊 假若關稅處有盜賊 
 
以及惡獸 這些飢餓的野獸 
 
或者飢餓 這些惡獸很飢餓會吃人 
 
故示異道 
 
因此之故 指示他不同的道路 
 
令免斯害 使令他免除 斯 賊 
 



阻止盜賊惡獸之害 不犯 
 
這樣就不犯了 
 
補 第八十八頁 第六行 
 
有諸居士應輸估稅而不輸 
 
這㇐節 屬於關稅處 
 
補 八十八頁 第六行 
 
以下兩段兩個三角號 
 
第六行底下兩個三角號 
 
復有居士至關稅處 語諸居士 
 
然後 居士若示人異道 使令失稅 
 
這兩個三角號 以下的兩段 
 
這兩段 文多脫落 
 
經文大多脫落省略 脫落了 
 
大律云 《大比丘律藏》 



 
《十誦律》卷五十二 
 
出在卷五十二 大正藏二十三冊 
 
三百七十九頁的下欄 
 
《大比丘律藏》 
 
《十誦律》卷五十二 說 
 
若估客語與過是物 
 
假若估客語居士 告訴居士 
 
你與我度過如是的財物 
 
這個財物你幫我拿過去 
 
與我度過是物 與過者 
 
八十九頁的第㇐行 與過者 
 
居士給予他度過的情況 
 
是稅物價值五錢以上 
 



犯不可悔 因隨教盜者 亦同犯故 
 
因為隨者教人偷盜的 
 
隨者教人偷盜的呢 
 
也同犯盜的緣故 兩個人同犯 
 
若估客到關邏 邏就是巡查 
 
邊關 關舍巡邏處 叫做關邏 
 
若估客到關邏 巡邏的地方 
 
與居士言 就告訴另外㇐個居士說 
 
與我過是物 
 
你幫我帶這個財物過去 
 
與我過是物 稅值當與半 
 
逃稅的價值 應當分給你㇐半 
 
與過者 居士與過是物者 亦爾 
 
亦爾 也是如此 



 
物稅價值五錢 犯不可悔 
 
這個我們要注意 
 
若云稅值盡與汝者 亦爾 
 
估客假若說 估客若云 
 
稅金的價值盡與汝 完全都給你 
 
亦爾 也是如此 
 
居士若過是稅物 乃至滿五錢 
 
犯不可悔 
 
這個我們學律就要知道 
 
盜戒的犯相 
 
又云 若估客到關 
 
做買賣的估客到了關稅處 
 
應當輸稅物 應輸稅物 
 



應當繳納稅物 示異道令過 
 
五戒的居士 指示不同的道路 
 
使令他過 過這關稅處 斷關稅物 
 
這時候 就斷絕官府收稅的財物 
 
是稅物價值五錢 犯不可悔 
 
若估客未到關 
 
假若估客應輸稅物未到關口 
 
他還沒有走到關口 
 
居士示異道令過 
 
指示不同的道路 
 
使令他通過關口 
 
斷絕官稅物的緣故 
 
是稅物價值五錢 犯中品可悔 
 
因為他還沒有走到關口 



 
就指示異道 所以是犯中品可悔 
 
註 八十九頁的第六行 註 
 
凡是他人借用物品或者寄放物品 
 
也應當檢查審閱 要看㇐看 
 
放甚麼東西呢 
 
歸還時也應當要看 
 
以防誤會的事情發生 
 
如同《五分律》卷二十九云 
 
爾時跋難陀釋子與估客共同道行 
 
到關稅處 估客從跋難陀借囊 
 
他很聰明 出家人 向他借囊 
 
借用囊袋 借用布囊 
 
然後拿去用之後 
 



秘密以高大價格的寶珠 
 
著放囊中歸還 
 
他要還的時候 
 
很祕密地用大價珠 
 
著放在囊中歸還跋難陀 
 
跋難陀不覺 他也沒有看 
 
還了 我們就收起來 
 
囊袋裡面有貴價大珠 
 
有大價的寶珠 他不知道 
 
沒有察覺 出關稅處 出關以後 
 
出離關稅處以後 索囊中珠 
 
估客從跋難陀釋子 
 
索取囊中的寶珠 
 
跋難陀言 我不取汝珠 



 
我沒有拿你的寶珠 
 
估客言 汝實不取 你真的沒有拿 
 
我向借汝囊以珠著中耳 
 
我向來借用你的囊袋 
 
以這個大價珠 
 
著放在當中如此而已 即還其珠 
 
跋難陀釋子就歸還他大價寶珠 
 
生起疑心 懷疑了 請問佛陀 
 
佛陀說 不犯 
 
《十誦律》卷五十二 
 
若餘人著衣囊中 
 
假若其他的人將東西 
 
放在我們的衣囊當中 衣袋當中 
 



若針 若針筒當中 
 
放在我們的針筒裡面 
 
是比丘不知 無罪 
 
這位比丘 
 
不知道為他拿過關稅處了 
 
沒有罪過 不知道無罪 
 
不知無罪 
 
所以佛言 不犯 他不知道 
 
若欲出關 人從借物還已 
 
應抖擻看 
 
假若想要出離這個關稅處 
 
有人從我們借用財物 
 
歸還以後應當抖擻看㇐看 
 
犯者下品罪 



 
不看的話就犯到下品罪 
 
制定有過失 所以我們要注意 
 
今時出入海關 
 
最好不要替別人拿物品過關 
 
並非不慈悲 不是我們不慈悲 
 
恐怕招來麻煩 
 
廣化律師他知道的 告訴我們 
 
恐怕招來麻煩 
 
如同以前某㇐個國家有兩位兄弟 
 
也是很善良 人很好 
 
幫他人帶東西至他國 
 
我們要到外國去 
 
有人託他 幫我帶過去 
 



他人很好就幫他帶了 
 
未詳 九十頁 未詳細檢查 
 
他也沒有看看是什麼東西 
 
未詳細檢查 而內藏毒品 
 
他裡面藏著毒品 為海關查獲 
 
過關的時候 被海關查到了 
 
㇐檢查是毒品 
 
依該國法律判處死刑 
 
依他們國家的法律 
 
攜帶毒品進到國內要判死刑 
 
屢次上訴也無法挽救 
 
還屢次數數的上訴 
 
也沒有辦法挽救了 
 
實在是很冤枉 實為冤枉 



 
所以這個我們也要注意 
 
九十頁的第三行 經文 
 
又有居士與賊共謀 破諸村落 
 
得物共分 值五錢者 犯不可悔 
 
這㇐段出在《十誦律》卷㇐ 
 
又有居士與賊共同計謀 
 
跟盜賊同心 同心共同計謀 
 
破壞諸村落 得到財物共同來分贓 
 
價值五錢 犯不可悔 
 
補第九十頁第三行 
 
這㇐節屬於共期處 
 
共期 跟盜賊共期 到哪裡去呢 
 
破壞村落 奪取財物 共期處 
 



只要滿五錢就犯重罪 
 
盜無足眾生者 蛭蟲 
 
箋 蛭 音質 水蟲也 
 
于投羅蟲等 
 
箋 未見翻譯 
 
人取舉著器中 居士從器中取者 
 
犯不可悔 選擇如上 
 
這㇐段也是《十誦律》卷㇐ 
 
盜無足眾生者 沒有腳的眾生 
 
蛭蟲 箋 蛭 音質又唸做至 
 
也唸做至 水蟲也 水蟲 
 
水蟲叫做水蛭 
 
水蛭ㄓˊ 水蛭ㄓˋ 
 
住在鄉下的小孩 應當看過 



 
水蛭 蜈蜞 軟行動物環蟲類 
 
生在水田 
 
我們去水田的時候 打赤腳 
 
打赤腳踩進去 牠就來了 
 
附在你的腳上面吸血 
 
生在水田 或者池沼當中 
 
河裡面也有 河裡面 
 
牠的身體如同水草的顏色 
 
能附著人畜的肌膚上吸食血液 
 
俗稱 螞蟥 台語說蜈蜞 
 
于投羅蟲等 箋 這于投羅蟲 
 
未見翻譯 沒有看到翻譯 
 
有人取之 舉著器中 
 



舉捉著放在器皿當中 
 
居士從器皿中 以偷奪心取者 
 
用盜心來取 犯不可悔 
 
離本處犯不可悔 
 
選擇時如上文說 
 
若選擇 若以盜心選擇的時候 
 
而未離處 犯中品可悔 
 
選擇以 取離本處 價值五錢 
 
犯不可悔 如上說 
 
九十頁的倒數第四行 
 
補 第九十頁第六行 
 
此節屬於無足處 無足眾生 
 
無足處 文云 文中說 
 
蛭蟲 于投羅蟲等 大律作 



 
蛭蟲 千頭羅蟲 也唸作ㄓˋ 
 
大比丘律藏 《十誦律》卷㇐ 
 
作虫質蟲 千頭羅蟲 
 
註 蛭蟲 形似蚯蚓 
 
牠的形狀好像蚯蚓 
 
在游的時候 看起來就像蚯蚓 
 
能夠刺入人 人畜肌膚中吸吮血液 
 
牠的頭部 牠的頭附著在 
 
我們的皮膚上面吸血 可以作藥 
 
選擇如上 如前 如同前文 
 
七十六頁之分別 
 
前面七十六頁的分別 
 
取離本處 為上品不可悔 
 



未離本處 為中品可悔等 
 
都在七十六頁 
 
九十㇐頁的第㇐行 
 
盜二足三足眾生者 
 
人及鵝 雁 鸚鵡 鳥等 
 
是諸鳥在籠樊中 
 
若盜心取者 犯不可悔 
 
餘如上說 盜人有二種 
 
㇐者 擔去 二者 共期 
 
若居士以盜心擔人著肩上 
 
人兩足離地 犯不可悔 
 
若共期 行過二雙步 犯不可悔 
 
餘皆如上說 
 
這㇐段也是出在《十誦律》卷㇐ 



 
盜二足三足眾生者 
 
兩隻腳的 三隻腳的眾生 
 
人以及鵝 雁 雁鳥 鸚鵡 鳥等 
 
就等於猩猩 
 
是諸鳥在籠樊 籠樊中 
 
籠樊就是鳥籠 鳥籠當中 
 
若盜心取者 居士以偷盜心盜取 
 
滿五錢 犯不可悔 餘如上說 
 
其餘的如上所說 
 
若以盜心選擇的時候而未離處 
 
犯中品可悔 
 
選擇以後 取離本處 價值五錢 
 
犯不可悔 餘如上說 
 



盜人有兩種 《十誦律》說 
 
偷人 偷人有兩種 
 
㇐者 擔去 二者 共期 
 
若居士以盜心擔人著肩上 
 
把這人捉起來 放到肩膀上 
 
擔人著肩上 
 
人兩足離地的時候 就犯不可悔 
 
若共期處 行走過兩雙步 
 
兩雙步 兩隻腳各走㇐步 
 
各走兩步 兩雙步 就犯不可悔 
 
㇐雙等於㇐隻腳走㇐次 走㇐步 
 
兩雙等於兩步 兩雙步 
 
餘皆如上說 
 
補 第九十㇐頁的第㇐行 



 
這㇐節 此節屬於兩足處 
 
註 三足眾生 三隻腳的眾生 
 
頗為罕見 很少看到 歷史上記載 
 
大禹父鯀 治水無功 
 
大禹的父親 叫做鯀 治水無功 
 
治理水患沒有功勞 
 
舜殛之於羽山 
 
這有歷史上的公案 
 
就在歷史感應統紀語譯 
 
講到鯀 鯀就是在帝堯的時候 
 
帝堯之時 洪水滔天 
 
堯求能治水者 皆曰 鯀可 
 
堯曰 鯀 負命毀族不可 
 



四嶽請試之 鯀治水九年 
 
功用不成 舜視鯀治水無狀 
 
殛之於羽山以死 
 
注云 鯀死化為黃熊 入於羽淵 
 
出在夏本紀 
 
帝堯的時候 洪水滔天 
 
帝堯就是堯帝 堯帝的時候 
 
洪水滔天 堯帝姓伊耆 
 
名字叫做放勳 
 
這個名字見於堯典 
 
放勳的放 意思是無拘無束 
 
勳 功勳的勳 
 
勳就是他的功勞 他的勳業 
 
廣大無邊 沒有法子來形容 



 
所以叫做放勳 
 
他是帝嚳的第二個兒子 
 
他還有㇐個大哥 大哥叫做帝摯 
 
他是帝摯的弟弟 
 
因為帝摯做皇帝的時候為人懦弱 
 
不擅於治理國家 政令不行 
 
所以諸侯 當時諸侯都對他不滿意 
 
那時候也是很民主的 
 
所以大家商量就不用他做皇帝了 
 
把他廢了 很民主的 
 
然後選誰做皇帝呢 
 
選其他的人都不夠程度 經歷不足 
 
所以大家共同研究 擁護堯帝 
 



擁護堯做皇帝 
 
當時候堯只有十六歲 
 
年紀很輕 
 
我們是根據水鏡回天錄 
 
白話解釋來唸給大家聽 
 
水鏡回天錄白話的解釋 
 
宣化上人著的 
 
堯雖然只有十六歲 年紀很輕 
 
可是有所作為 
 
是㇐個明君 明白的君主 
 
他做皇帝之後 就發政施仁 
 
以仁政來治理國家 
 
在他的國家裡面是老有所終 
 
老了有養老的地方 老有所終 



 
壯有所用 青年身體很強壯的時候 
 
你有事情可以做 壯有所用 
 
幼有所⾧ 這個小孩子 
 
他有地方可以照顧他 
 
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因為如此 
 
所以天下大大地治理得非常好 
 
天下大治 路不拾遺 
 
財物掉在地上 也沒有人去撿 
 
夜不閉戶 晚上也不用關門戶 
 
沒有小偷 刀槍入庫 
 
刀槍都收入庫房當中 
 
馬放南山 
 



將戰馬縱放到華山的南面 
 
到處都是太平盛世 堯帝有遠見 
 
他留心老百姓㇐切的疾苦 
 
㇐切的快樂 
 
所以關心百姓㇐切的問題 
 
當這個君王應當如此 
 
當國君就是為百姓謀福利 
 
所以他當君王的時候 
 
很留心老百姓的疾苦 
 
是不是過得很快樂 很安樂呢 
 
關心著天下百姓㇐切的問題 
 
他在位的時候 到了後期 
 
就是年老的時候 天下洪水為患 
 
洪水為患是成住壞空 



 
必定經過的㇐個階段 
 
所以世界上常常有這些災難 
 
災難也就是要治理人的 
 
㇐切心裏的貪瞋癡病 
 
三毒煩惱很熾盛的時候 
 
就自然招感天災 
 
人的貪瞋癡 這病㇐旦很多 
 
天災人禍就很多了 
 
堯帝代天宣化 為國教導人民 
 
希望將災難消弭於無形 
 
可是當時候 這洪水猛獸為患 
 
洪水倒流 漫溢整個中國大陸 
 
這個時候就很擔心 怎麼辦呢 
 



所以就求 尋求能夠治理水患的人 
 
皆曰鯀可 當時候 
 
當時候四方諸侯的⾧者 
 
都推薦鯀來擔任 
 
鯀是顓頊帝的兒子 
 
夏禹王的父親 性情頑戾 
 
頑固的頑 性情固執 
 
不容易改變的 
 
很頑強 戾就是暴戾 性情兇惡 
 
相貌很醜惡 時人稱他為檮杌 
 
當時候的人稱他叫做檮杌 
 
檮杌是惡獸的名稱 惡獸之名 
 
用作惡人的代名詞 
 
稱他叫做惡人 



 
為當時的四凶之㇐ 
 
四位凶人之㇐ 
 
堯帝當時候 
 
尋求能夠治理水患的人 
 
諸侯的⾧者都推薦說 鯀可以 
 
堯帝說 鯀 違逆先王的教命 
 
違 就是他不遵守 不依從 
 
違背先王 古代先王的教令 
 
不孝順先王 所以謗訾親族 
 
他毀謗 說親族中的壞話 
 
不宜任用 堯帝就這麼說 
 
說 鯀這個人違逆先王的教命 
 
謗訾親族 不適合任用他 
 



四方諸侯之⾧者都說 
 
說鯀 剛愎勁悍 剛愎 剛強 
 
愎 愎就是 不是普通 不常見的 
 
勁 有力量 悍 很勇猛 
 
剛愎勁悍 體粗力壯 
 
適合於承當這種重任 
 
本來堯帝不想任用他 
 
但是四方諸侯的⾧者 
 
都請堯帝任用他 
 
說他適合承當這個重任 
 
請堯帝試著任用他嘛 
 
你就試著任用他看看 
 
堯帝始命鯀治水 
 
只好這時候開始任命 



 
命令鯀來治理水患 
 
鯀受命之後 大興徒役 
 
徒勞的徒 差役的役 大興徒役 
 
就是徒然空費力氣的勞役 
 
大大地興起 動用民力來治水 
 
周城作九仞之隄 
 
周城 在城的周遭 作九仞 
 
古代以八尺或者七尺為㇐仞 
 
九仞就是九尺 
 
周城作九仞 作九尺的堤防 
 
九尺的堤防 
 
不用疏導而用圍堵的方式 
 
他不是疏導洪水 
 



不用疏通引導的方法 
 
而採用圍堵阻塞洪水 
 
將這洪水圍堵起來 
 
水的力量很大的 你把它堵起來 
 
它滿了 它這裡就破了 決裂了 
 
這個地方就破了 然後這時候 
 
水從這裡下去的時候 
 
災難就很嚴重了 淹死很多人 
 
所以 勞民傷財 勞苦人民損傷財物 
 
徒然 空空的 白費九年的時光 
 
不但毫無成果效用 
 
洪水災害更是慘重巨大 
 
用圍堵的 這裡水把它圍起來 
 
它在這裏滿了 力量很大 



 
這個水將這個堤防就沖破了 
 
這時候洪水下來 就很嚴重了 
 
災害更是慘巨 
 
這個時候 舜 大舜 舜正在攝理 
 
這是代理 代理天子政事的事情 
 
巡守行視 見到鯀治水 治理水患 
 
沒有形狀 治理無狀就是 
 
沒有㇐個樣子 不像樣 
 
百姓遭受其殃 
 
他治理這個洪水 
 
百姓反而遭受洪水的災殃 
 
年年都加劇增⾧ 
 
就奏知堯帝 請誅鯀以謝天下 
 



請這堯帝誅殺鯀以謝天下 
 
向天下的百姓道歉認錯 
 
堯帝就准許他的奏請 
 
就下令將鯀處死 
 
因緣是這樣來的 下令將鯀處死 
 
在山東省蓬萊縣東南的羽山 
 
鯀死了之後 他的神識 
 
變化成為黃熊 
 
就是三足的鱉 三足鱉 
 
入于山下的羽淵 
 
這是他大略的經過 
 
九十㇐頁的第六行 
 
歷史記載的 大禹的父親鯀 
 
治理水患沒有功勞 



 
舜殛之於羽山 舜就奏請堯帝 
 
這殛就誅殺的意思 
 
誅殺鯀在羽山 
 
他的精魂 精神靈魂入於 
 
入於羽山當中的深淵 深水裡面 
 
化為黃熊 
 
ㄋㄞˊ 這裡注音做ㄋㄞˊ 黃熊 
 
就是三足的鱉 三隻腳的鱉 
 
或者偶而可以見到突變的動物 
 
如同三隻腳的鴨等等 比較珍貴 
 
九十㇐頁的倒數第四行 
 
補 第九十㇐頁第三行 文云 
 
人兩足離地 
 



大律作過二踔 
 
大比丘的律藏作 過二踔 
 
這個踔 足字旁 是走的意思 
 
踐踏的意思 超越之意 
 
以人著脊上 
 
《十誦律》卷㇐說 
 
以人著脊上 過二踔 
 
若共期處行過二踔 
 
皆犯重罪 超過兩踔 
 
同文 同於經文 就同於經文 
 
所說的二雙步 過二踔就同於 
 
五戒相經的經文 所說的二雙步 
 
跟這二雙步㇐樣 
 
麗藏就是高麗藏的本子 



 
以及㇐切經音義 皆作二叟步 
 
叟就老叟 老年人 二叟步 
 
老年人的兩步 二叟步 
 
大律作二踔 大比丘律藏作二踔 
 
註 二踔 老年人走兩步路 
 
老年人走㇐步大約三四寸 
 
就是很小步 三四寸 
 
走兩步尚不到㇐尺 
 
尚且不到㇐尺 
 
盜人有兩種方法 第㇐擔去 
 
把他擔著就離開了 
 
如古時候盜匪強搶婦女 
 
用強盜的方式搶劫婦女 
 



用強力綁架小孩子等等 
 
擔著 擔在肩上就離去了 
 
第二 共期 共同邀期 
 
如同綁架小孩子的時候 騙他說 
 
你父親在某個地方出事情了 
 
你到我的車上 我帶你去 
 
若小孩子相信這個言語隨他去了 
 
雙足移動 移動雙腳 犯了不可悔 
 
這是共期 
 
盜四足者 九十二頁 
 
九十二頁的第六行 經文  
 
盜四足者 象 馬 牛 羊也 
 
人以繩繫著㇐處 
 
以盜心牽將過四雙步 犯不可悔 



 
若在㇐處臥 以盜心驅起 
 
過四雙步 犯不可悔 
 
多足亦同 若在牆壁籬障內 
 
以盜心驅出 過群四雙步者 
 
犯不可悔 餘如上說 
 
若在外放之 居士以盜心念 
 
若放牧人入林去時 我當盜取 
 
發念之機 犯中可悔 
 
若殺者 自同殺罪 
 
殺已 取五錢肉 犯不可悔 
 
這㇐段出在《十誦律》卷㇐ 
 
盜四足者 四隻腳的眾生 
 
象 馬 牛 羊也 
 



人 主人 主人以繩 以繩子 
 
繫著在㇐處 把牠綁在㇐個地方 
 
以盜心牽將過四雙步 
 
這居士以盜心 用偷盜心 
 
牽 牽著牠超過走過四雙步 
 
牠有四隻腳 走過四雙步 
 
就犯不可悔 
 
若在㇐處臥 四足的眾生 
 
若諸眾生 若諸四足眾生 
 
在㇐處臥 臥下來躺在那裏 
 
以盜心驅起 居士以偷盜心 
 
驅逐㇐隻四足眾生令起來 
 
譬如說驅逐㇐隻馬 使令牠起來 
 
將㇐隻馬趕牠起來 驅㇐令起 



 
過四雙步 出過四雙步 犯不可悔 
 
或者將牠們全部趕起來 
 
全部驅起 出過四雙步 犯不可悔 
 
多足亦同 多隻腳的眾生也是相同 
 
這㇐段在《五戒相經》經文 
 
它就沒有列出來了 
 
多足的沒有列出來 
 
律 律宗 《十誦律》卷㇐ 
 
多足處者 很多腳的眾生 
 
多足處者 蜈蚣 
 
百足 百足蟲 
 
蛣 這個蛣就是蟬 夏天的蟬 
 
蜣 蜣蜋 甲蟲那㇐類的 
 



有人舉著器中 有人將這些百足 
 
多足眾生舉放著在器皿當中 
 
居士以盜心取 滿五錢 犯不可悔 
 
若以盜心選擇的時候 
 
而未離本處 犯中品可悔 
 
選擇以後 取離本處 滿五錢 
 
犯不可悔 這是多足亦同 
 
底下 若在牆壁籬障內 
 
這㇐句要跟上面這㇐段連起來 
 
跟上面那㇐段 盜四足者 
 
象馬牛羊也 人以繩繫著㇐處 
 
以盜心牽將過四雙步 犯不可悔 
 
若在牆壁籬障內 
 
要跟上面連接起來 



 
跟多足亦同 這裡要斷開 
 
不然你就不曉得在講哪裡 
 
若四足眾生象馬牛羊 
 
在牆壁籬障之內 
 
牠被關在牆壁 籬笆障礙之內 
 
居士以盜心驅逐令出 
 
用偷盜心驅逐㇐隻牛 
 
使令牠出來 過群四雙步者 
 
牠走過牛群或者走過羊群 
 
四雙步的情況 就犯到不可悔 
 
律藏裡面講的 驅㇐令出 
 
驅逐㇐隻馬或者㇐隻牛 
 
使令牠出來 
 



走過羊群牛群四雙步者 
 
犯不可悔 
 
餘如上說 其餘的如上所說 
 
若在外放之 假若在外放牧 
 
把牠們牽到外面去吃草 
 
在外面放牧 在外放牧之 
 
居士以盜心念 
 
用偷盜心這麼想念 
 
若放牧人 入林去的時候 
 
他進入林中去的時候 
 
我當盜取 發念之機 犯中可悔 
 
發起盜念的動機 
 
就犯了中品可悔罪 
 
若殺者 自同殺罪 



 
假若殺害這些四腳的眾生 
 
殺害馬 殺害牛 
 
自然同於殺畜生的罪 
 
自然同於殺畜生下品罪 
 
犯到下品罪 
 
殺已 取五錢肉 犯到不可悔 
 
犯到了不可悔 
 
九十二頁的倒數第二行 
 
補 第九十二頁的第六行 
 
此節屬於四足處 並多足處 
 
多足亦同 
 
註 ㇐般發心欲盜 本為小可悔 
 
㇐般來說 我們看律藏 
 



我們起心動念 想要偷盜的時候 
 
律藏裡面 都是小可悔罪而已 
 
下品的可悔罪而已 
 
此處言 中可悔者 
 
這個地處說 發念之機 犯中可悔 
 
此處言 中可悔者 有兩個原因 
 
㇐者 以印度北方連接沙漠地區 
 
因為印度的北方跟沙漠連接起來 
 
連接 接連沙漠地區 
 
而沙漠地區是遊牧民族 
 
遊牧民族 他㇐切生活衣食住行 
 
都仰賴牛羊 要穿牛皮羊皮 
 
要吃牛肉羊肉 
 
他的衣食住行都仰賴牛羊 



 
出門要騎牛騎羊 
 
有這羊車牛車都有 
 
所以皆仰賴牛羊 
 
若不嚴加禁止 
 
則盜牛盜羊的事情層出不窮 
 
所以世尊本著「刑期無刑」之旨 
 
本著 刑期無刑的意旨 
 
這刑期無刑第㇐個刑 
 
第㇐個刑 這刑就是刑罰的意思 
 
刑罰 俗諦 在世俗法當中  
 
佛陀依二諦為眾生說法 
 
俗諦 世俗法中 國家君王 
 
依據刑法處罰犯罪之人 叫做刑 
 



期 期字就是動詞 希望的意思 
 
希望 刑期 制定刑法的目的 
 
是期望 使人不再犯罪 
 
制訂這個刑法 
 
你犯到偷盜 要怎麼來治罰你 
 
制定刑罰的目的是為了期望 
 
使令天下的人 不再犯罪了 
 
犯罪有刑罰要處罰你 
 
使他們恐怕 恐怖不敢再犯罪 
 
這刑期 無刑 
 
而後 達到無需使用刑罰的境界 
 
後來就不用了 沒有人敢犯罪 
 
這刑罰就不用了 無有刑罰可用 
 
刑期無刑 有刑法 



 
而不需要用到它 
 
這句話 此語出自書經 
 
這句話出在書經 
 
書經的大禹謨 大禹 
 
大禹是我們中國古代明君之㇐ 
 
這賢明的國君 大禹謨 
 
這謨 言字旁右邊㇐個莫 
 
莫須有的莫 切莫 莫要的莫 
 
言字旁右邊㇐個莫 念作ㄇㄛˊ 
 
出在書經的大禹謨 
 
中國歷史上 
 
賢能而有德的大禹王 
 
為國家盡忠心 
 



為天下百姓謀福利的良謀 
 
這謀是計畫的意思 良好的計畫 
 
怎麼來為天下百姓謀福利 
 
使令他們不敢造惡呢 
 
制定刑罰 制定刑罰 
 
你犯了這盜罪 怎麼來處罰你 
 
制定刑罰 良好的計畫 
 
刑期於無刑 民協其中 
 
人民就妥協在當中 不敢作惡了 
 
刑期無刑 
 
世尊本著刑期無刑的意旨 
 
就是將他 世俗諦裡面就是 
 
帝王他善好的用心 結合起來 
 
世尊應當也是如此 



 
本著刑期無刑的意旨 
 
所以加重他的刑法 犯到中品 
 
發念之機 犯中品可悔罪 
 
或者 二者 第二種情況 
 
中字或為小字之誤 
 
中字或者寫錯了 
 
應當是小 小可悔罪 
 
九十三頁的第五行 
 
復有七種 ㇐非己想 二不同意 
 
三不暫用 四知有主 五不狂 
 
六不心亂 七不病壞心 
 
此七者 取重物 犯不可悔 
 
取輕物 箋 四錢以下 犯中可悔 
 



又有七種 ㇐者 己想 箋 謂是己物 
 
二者 同意 箋 素相親厚 
 
聞我用時 其心歡喜 
 
三者 暫用 箋 不久即還本主 
 
四者 謂無主 
 
箋 不知此物有人攝屬 
 
五狂 六心亂 七病壞心 
 
此七者 取物無犯 
 
這裡講到兩種《十誦律》卷㇐ 
 
復有七種 取人重物 犯不可悔 
 
㇐ 非己有想 不是己有想 
 
取人重物 犯不可悔 
 
二 不同意 不是同意想 
 
取人重物 犯不可悔 



 
三 不暫用 不是暫用想 
 
取人重物 犯不可悔 
 
四 知有主 知物有主 
 
取人重物 犯不可悔 
 
五 不癲狂 他也不是癲狂 
 
六 不心亂 也不是內心錯亂 
 
七 不病壞心 不是重病破壞心識 
 
他還很清楚 不病壞心 
 
此七種情況 此七者 這七種情況 
 
取人重物 犯不可悔 
 
取輕物 箋 四錢以下 
 
盜取輕物四錢以下 
 
犯中品可悔罪 
 



又有七種取人重物 無犯 
 
這七種情況 不犯 
 
㇐者己有想 
 
拿的時候是作己有想 
 
這是我的 己有想 
 
箋 謂是己物 他心裡真的認為 
 
這是我的東西 後來覺察不是 
 
要趕快歸還 不可以再占為己有 
 
如果知道不是自己的 
 
不還人家 就犯重了 
 
二者同意 箋 素來親厚 
 
聞我用時 其心歡喜 
 
同意想 他同意我來用 
 
這是箋要解釋 素相親厚 



 
這親厚後面會解釋 
 
素來 平素以來 互相很親厚 
 
聽聞我用他的財物的時候 
 
他的心很歡喜 聞我用時 
 
其心歡喜 
 
三者 暫用 暫時借用想 
 
暫時借來用㇐用 暫時借用想 
 
箋 不久即還本主 
 
不多久就要歸還本主 
 
這時候可以 不犯 
 
四者謂無主 
 
心裡內心認為是無主物 
 
他認為這個是無主物 
 



認為它是糞掃物 人家不要的 
 
箋 不知此物有人攝屬 
 
他不知道這個物品有人攝屬 
 
以為是沒有人的 
 
五 狂 癲狂 六 內心錯亂 
 
七 病壞心 
 
重病的因緣 毀壞心識 
 
他的意識 神識不清楚了 
 
開緣不犯 
 
此七種者 取人重物無犯 
 
入於開緣 
 
註《事鈔》云 這《事鈔》云 
 
這㇐段解釋 親厚 什麼是親厚呢 
 
素相親厚 聞我用時 其心歡喜 



 
解釋這親厚意 親厚意想 
 
《事鈔》云 律中 具七法名親厚 
 
㇐難作能作 二難與能與 
 
三難忍能忍 四密事相告 
 
五互相覆藏 六遭苦不捨 
 
七貧賤不輕 如是七法 
 
人能行者是善親友 準此量之 
 
這是《行事鈔》的文 
 
《行事鈔》云 
 
在律藏當中 四分律當中 
 
具足七種法 名為親厚 
 
要七種具足 才叫做親厚 
 
㇐難作能作 彼此兩個人 
 



難作能作 你為我 我為你 
 
難作的事情他能夠做 
 
彼此難作能作 
 
第二 彼此難與能與 
 
這東西我很愛惜捨不得給人家的 
 
他能夠給對方 難與能與 
 
兩個人很親厚的意思 感情很好 
 
第三 難忍能忍 
 
兩個人 別人很難忍受的 
 
他們在㇐起能夠忍受 
 
能夠互相 互相容忍 
 
沒有事情 包容㇐下就過去了 
 
不會有甚麼爭吵的事情 沒有 
 
難以忍受的 彼此能夠忍受 



 
第四 密事相告 
 
有祕密的事情互相告知 
 
第五 互相覆藏 
 
有隱密之事互相覆藏 隱惡揚善 
 
第六 遭苦不捨 
 
彼此之間 遭受苦惱 不互相捨離 
 
感情這麼好 受到苦惱了 
 
他們都不互相捨離 
 
還是在㇐起 遭苦不捨 
 
第七貧賤不輕 
 
遇到這貧賤的境界現前了 
 
不會互相輕視 還是很敬重對方 
 
如是七種法 九十四頁的第㇐行 
 



如是七種法 人能夠力行 
 
是善好親友 就是善良的親友 
 
準此量之 根據這裡來衡量它 
 
根據這七種法來衡量它 
 
《資持》記 解釋說 親厚者 
 
互相親厚的情況 無彼此也 
 
沒有彼此 不分你跟我 
 
你的東西就是我的東西 
 
我的東西就是你的東西 
 
無分彼此也 
 
七法中 ㇐竭力代勞 
 
竭盡心力代替勞務 
 
難作能作 為之不厭 為他來做 
 
代替他來做 不生厭惡之心 



 
第二 難與能與 
 
己所重物與已不吝 
 
自己所愛重的財物 
 
給予對方之後 不吝惜 
 
第三 難忍能忍 
 
極相違惱了無所恨 
 
他彼此兩個人 
 
至極的互相乖違惱亂 
 
互相惱亂對方 了無所恨 
 
他過了就算了 他因為習性現前 
 
習氣現前 他了無所恨 
 
不會記恨對方 第四 吐露私心 
 
第四就是密事相告 吐露私心 
 



彼此吐露私心 他內心的想法 
 
將他心裏所想的都講出來 
 
而無所隱瞞 
 
第五 互相覆藏 就是掩惡揚善 
 
彼此掩護他的惡習性 
 
稱揚他的善好的㇐面 
 
彼此掩護這惡習性 
 
稱揚對方善好的㇐面 掩惡揚善 
 
恐傷外望 恐怕傷害外界的聲望 
 
恐怕他這惡事讓人家知道了 
 
他這名聲就敗壞了 
 
六 第六點 遭苦不捨 
 
囚繫患難 多方拯濟 
 
就是囚 被拘禁了 被抓去關起來 



 
有苦惱了 被繫縛 有患難的時候 
 
多方面的拯救 拔濟他 不捨離他 
 
第七 貧賤不輕 
 
第七就是 貴賤貧富 終始㇐如 
 
不論他的身分 這時候很高貴 
 
這時候他不如意了 變得很卑賤 
 
這個時候他很貧窮了 
 
他忽然又很富有了 
 
人家供養他很多財物 
 
貴賤貧富 終始㇐如 
 
始終㇐如 從始至終 從頭至尾 
 
㇐直都沒改變 態度如㇐ 
 
親厚想 表示交情很好 
 



我的就是他的 他的就是我的 
 
但是不可以單方面作親厚想 
 
我用他的物品時候作親厚想 
 
他用我的物品就不可以了 
 
此便非親厚 所以我們要注意 
 
依照律文來揀別 
 
我們用的時候就沒有過失 
 
迴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