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戒相經箋要集註》第三十六集 
 
諸位比丘大德 淨人 
 
大家早安 阿彌陀佛 
 
請看著集註的課本㇐百三十三頁 
 
㇐百三十三頁的倒數第三行底下 
 
若得無色定 這裡若得 
 
箋 四無色定 
 
這個地方我們再說㇐說 
 
若得四無色定 
 
箋 所謂的虛空定 
 
這個虛空定我們來說㇐下 
 
這個四無色定在智者大師的 
 
《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卷六 
 
前四禪 前面的四禪 
 
初禪 二禪 三禪 四禪 
 
四無量定即慈悲喜捨四無量定 
 
悉依色法故有 



 
完全都是依止色法的緣故才有 
 
今此四定 現在這個四無量 
 
四無色定 悉依無色法 
 
完全是依止無色法 這是無色界 
 
從境得名 從境界 
 
從這個無色界的境界得到名稱 
 
所以叫做無色定 
 
色界上面的無色定 
 
色界 無色界的無色定 
 
亦名四空定 無形無質 
 
沒有形質 沒有形體 
 
即是義同虛空 故名四空定 
 
亦名四空處定 
 
此四種定心亦名定處 
 
也叫做定處 所以名空處定者 
 
這裡說虛空定就是空處定 
 



亦同虛空 所以名空處定者 
 
所以叫做虛空定 什麼道理呢 
 
此定最初離三種色 
 
這種禪定最初就遠離三種色法 
 
第㇐ 可見有對色 
 
第二 不可見有對色 
 
第三 不可見無對色 
 
遠離三種色法 心緣虛空 
 
修行人他的內心是攀緣虛空 
 
既然是與無色相應 
 
所以名為虛空定 
 
識處定 在《釋禪波羅蜜》卷六 
 
所以名識處定者 捨空緣識 
 
捨離虛空處定 攀緣心識 
 
捨空緣識 以識為處 
 
以識心作為處所 正從所緣 
 
正是從所緣之處來納受名稱 



 
故名識處定 
 
我們就簡單說就是這樣子 
 
裡面文很多 
 
接著 無所有處定也是出在 
 
《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卷六 
 
有解釋 這個無所有處定 
 
在《釋禪波羅蜜》叫做不用處定 
 
不用處定就是無所有處定 
 
不用處定者 
 
修此定時不用㇐切內外境界 
 
修這個禪定的時候 
 
不需要用到㇐切的內外境界 
 
外境名空 外境叫做空處 
 
我們的心不用攀緣虛空 
 
內境名心 內在的境界叫做識心 
 
也不用攀緣我們的心識 
 



捨此二境因初修得名 
 
故言不用處 捨離內外 
 
捨離虛空跟心識這兩種境界 
 
因為最初修習的時候 
 
得到它的名稱 
 
所以叫做不用處 亦名無所有處 
 
也叫做無所有處定 
 
亦名無想處 無想定 
 
通常就是外道所說的 
 
無想定 無心定 
 
非想非非想處定 
 
也在《釋禪波羅蜜》 
 
第四 解釋非想非非想處定 
 
說到 言非想非非想定者 
 
解釋不同 修行人解釋不㇐樣 
 
有言此定名㇐存㇐亡觀 
 
有的人說這種禪定叫做㇐存㇐亡 



 
㇐存㇐亡的觀法 
 
所言非想者 什麼是非想呢 
 
非麤想 三隻鹿擺在㇐起那個麤 
 
非麤想 不是麤想 此則亡於麤想 
 
就是將麤的想心把它消失掉了 
 
亡於麤想 非非想者 非非細想 
 
非非細想 微細的細 非非細想 
 
此則存於細想 
 
這就是存留微細的想心 
 
沒有麤的想心 
 
但是還有微細的想心 
 
有解 又有人解釋說 
 
前觀識處是有想 前面的觀識處 
 
就是觀察心識的這個定是有想 
 
不用處是無想 
 
這裡不用處定就是無想 
 



現在雙除上面的有無二想 
 
非想遣除識處 
 
有想非非想遣除不用處 
 
遣除不用處無想的緣故 
 
又有人解釋說 若非有想者 
 
此定中不見㇐切相貌 
 
入禪定沒有見到㇐切相貌 
 
故言非有想 
 
非無想者 行人或作是念 
 
若㇐向無想者 如水石無知 
 
假若是㇐向無想 
 
㇐向都沒有想心 
 
就如同水 石頭 無所知 
 
云何能知無想 
 
怎麼能夠知道是無想呢 
 
故言非無想也 所以叫做非無想 
 
非想非非想 非有想非無想 



 
我們大概知道 
 
這裡講的都是很深奧的禪定 
 
我們大概提㇐下 
 
要詳細了解可以查 
 
《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卷六 
 
二甘露門 若得 
 
若自言得不淨觀 阿那般那念 
 
箋 此云遣來遣去 
 
即是入息出息也 
 
就是念到出入息 
 
有㇐部經叫做《大安般守意經》 
 
《大安般守意經》經文說 
 
閉口數息 就是嘴巴要閉起來 
 
閉口數出入息 隨氣出入 
 
隨著我們呼吸在鼻孔中 
 
鼻孔間出入 隨氣出入 莫過十息 
 



數息的時候 從㇐數到十 
 
不要超過十 不要超過十息 
 
莫減十數 也不要減少十的數目 
 
從㇐數到十 
 
所以智者大師解釋止觀的時候 
 
解釋數息觀的時候 
 
也是根據經典來解釋的 
 
根據這㇐部經《大安般守意經》 
 
閉口數息 隨氣出入 
 
莫過十息 莫減十數 
 
不要超過十這個數目 
 
週而復始 這樣修數息觀 
 
此二觀乃佛法二甘露門 
 
這兩種觀法 
 
就是佛法中兩種的甘露門 
 
甘露就是涅槃 指的就是涅槃 
 
不淨觀 阿那般那念 數息觀 



 
乃是佛法中兩種甘露涅槃門 
 
我們要證入涅槃 從這裡進去 
 
從不淨觀跟數息觀 
 
叫做二甘露門 
 
《瑜伽師地論》卷八十三 
 
甘露者 謂生老病死皆永盡故 
 
什麼是甘露呢 
 
甘露就是所謂的生老病死 
 
都永遠斷盡的緣故 
 
沒有生老病死了 
 
入涅槃了 不生不滅了 
 
《大智度論》卷九十五 
 
涅槃名甘露 說  入於 
 
小乘入於偏真涅槃 
 
大乗入於大般涅槃 叫做甘露 
 
《薩婆多毘尼毘婆沙》卷六 
 



通常說簡稱《薩婆多論》卷六 
 
《大正藏》二十三冊 
 
五百四十二頁的上欄 
 
問曰 不淨觀阿那般那 是近小法 
 
何以名過人法 
 
答曰 此是入甘露初門 
 
㇐切賢聖莫不由之 
 
請問說 不淨觀阿那般那數息觀 
 
是近小法 是淺近的凡小之法 
 
凡夫小證修行 為了破除貪愛 
 
散亂之心所修習的 
 
是淺近的小法 何以名過人法呢 
 
回答說 此是入甘露初門 
 
這是進入甘露涅槃最初的門路 
 
從這裡進去 ㇐切賢聖莫不由之 
 
依藏教來說 
 
㇐切的七賢位 七聖位 



 
莫不由之入甘露涅槃 
 
七賢位就是前面有三資糧位 
 
修五停心觀 
 
多貪眾生不淨觀 
 
多瞋眾生慈悲觀 
 
多愚癡的眾生修因緣觀 
 
多散亂的眾生修數息觀 
 
數息觀跟不淨觀 
 
就在五停心觀裡面 
 
最初的三資糧位就要修五停心觀 
 
入甘露涅槃的初門就在這裡 
 
第五 多障的眾生修念佛觀 
 
修五停心觀 別相念處 總相念處 
 
這是三資糧位 
 
還有四善根加行位 
 
我們在上《天台四教儀》 
 



輔宏記的時候 
 
天台四教儀的時候 
 
和尚有發㇐份講義 
 
那㇐份的天台四教儀 
 
天台四教斷證位次比較表 
 
那㇐份表很重要喔 常常看 
 
關係到教理 
 
天台四教斷證位次比較表 
 
那㇐份資料就有了 
 
煖 頂 忍 世第㇐位 
 
這個四善根加行位 
 
以上就是七賢位 
 
小乘的七賢位 然後還有七聖位 
 
從初果乃至四果阿羅漢 
 
加上辟支佛 緣覺 菩薩 
 
辟支佛跟菩薩 佛地 
 
就是藏教的七聖位 



 
㇐切賢聖 七賢七聖 莫不由之 
 
沒有不是從不淨觀 數息觀 
 
沒有不是從修五停心觀 
 
進入涅槃甘露 是故名為過人法 
 
因此說得到不淨觀 得到數息觀 
 
阿那般那念 就是過人法 
 
㇐百三十四頁 但應修習 
 
只是應當要修習 
 
不應當說得到了 不應云得 
 
不應說證得 若優婆塞作是言 
 
㇐百三十四頁的第㇐行 
 
若優婆塞作是言 諸天來到我所 
 
諸龍 夜叉 箋 捷疾鬼 
 
薜荔多 薜荔 
 
箋要說 亦云閉麗多 此翻祖父鬼 
 
毗舍闍 箋要說 噉精氣鬼 
 



鳩盤茶 箋要說 甕形厭魅鬼 
 
羅剎 箋要說 可畏鬼 會吃人的 
 
來到我所 彼問我 我答彼 
 
我問彼 彼答我 皆犯不可悔罪 
 
犯大重罪 我們看箋要 
 
㇐百三十四頁的第五行 
 
箋 此大妄語以五緣成不可悔 
 
㇐ 所向人 二 是人想 
 
三 有欺誑心 四 說重具 
 
即羅漢乃至羅剎來到我所等 
 
五 前人領解 
 
若向聾人 癡人 不解語人說 
 
及向非人 畜生等說 
 
並屬中可悔罪也 此大妄語戒 
 
以五種因緣成就犯不可悔罪 
 
第㇐ 所向的是人 向人說 
 
第二 內心作是人想 



 
內心是作人想 對方是人 
 
三 有欺誑心 
 
有欺誑心就是業主 造業的主人 
 
有欺誑眾生的心 
 
他就是造業的主人 
 
律中 為了口腹 為了衣食 
 
為了名聞利養 
 
造大妄語這個惡業的主使者 
 
就是有欺誑心 
 
他在主使的 這業主 
 
當受持 應當受持佛所說的戒經 
 
用著在心中 
 
這戒法要放在我們的心中 
 
應當受持佛陀所說的戒經 
 
將戒法放在我們的心中 
 
用著心中 捨棄欺誑心 
 



這個心要捨棄 要捨離 
 
納受誠實善好的心 捨離欺誑心 
 
納受誠實善好的心 
 
不被邪惡的心誤導 
 
它會引導我們走向惡道 
 
不要被邪惡的心所誤導 
 
破壞未來世 
 
那就破壞我們未來世啦 
 
光明的大道 不隨欺誑心作惡 
 
我們要捨棄它 
 
第三個緣 有欺誑心 
 
第四 說重具 說大妄語犯重罪 
 
所要具備的㇐種助緣 
 
說重具 它必須具足這個緣 
 
即羅漢乃至羅剎來至我所等 
 
所要具備的緣就是自己說 
 
自言我是羅漢 乃至最後自言 



 
羅剎鬼來到我所等 
 
等就等於 彼問我答 我問彼答 
 
說重具就是依照《菩薩戒經義疏》 
 
根據智者大師的 
 
《菩薩戒經義疏》列出來 
 
智者大師解釋《梵網經菩薩戒本》 
 
叫做義疏 《菩薩戒經義疏》 
 
根據這裡列出來的 叫做說重具 
 
第五 前人領解 
 
前面這個人領納 瞭解了 聽懂了 
 
就是犯到重罪了 
 
若向聾人 耳聾的人 
 
聽不到聲音的人 或者愚癡的人 
 
你說什麼 他聽不懂 愚癡啊 
 
不懂得你說的話 不解語人 
 
外國人不瞭解我們中華人 
 



所說的言語 
 
不瞭解言語的人來說 
 
以及向非人 鬼神 畜生等說 
 
㇐併都是屬於中品可悔罪也 
 
並屬中品可悔罪 
 
《十誦律》我們等㇐下再說 
 
註 此句中 向不解語畜生說證果 
 
依大律及經文後之表解 
 
應屬下可悔 這㇐句當中 
 
向不解語畜生說證果 
 
依照大比丘的律藏 
 
《四分律》卷二 
 
以及經文後面的表解 
 
應當屬於下品可悔罪 
 
這個地方就是《十誦律》沒有文 
 
依照《四分律》卷二 
 
《大正藏》二十二冊 



 
五百七十八頁的下欄 說 
 
諸天 阿修羅 乾闥婆 
 
夜叉 餓鬼 畜生 
 
能變形有智者向說 
 
他能夠變化成人形 
 
有智慧的這些畜生道向牠們來說 
 
說得上人法 說自己證得上人法 
 
知者 蘭罪 解語了知的話 
 
就得到蘭罪 就是中品可悔罪 
 
說而不知 
 
你跟他說 他不知道 不解語 
 
犯到吉罪 就是下品可悔罪 
 
所以這裡 蕅益大師解釋的 
 
是根據這裡 
 
假若向不解語的人來說 
 
向非人 鬼神 畜生等來說 
 



他們能夠變化做人形 
 
㇐併屬於中品可悔罪 
 
他了知 聽得懂你說的話 
 
屬於中品可悔罪 
 
說而不知 就是註這裡講的 
 
註這裡 說而不知 
 
就是屬於下品可悔罪 
 
蕅祖不是解釋錯 
 
這是兩種解釋都有根據 
 
根據《四分律》卷二 
 
乾闥婆 夜叉 餓鬼 畜生 
 
能變形有智者 向說得上人法 
 
知者 解語了知的 
 
就犯到中品可悔 就是蘭罪 
 
說而不知 不解語的 
 
就犯到吉罪 下品可悔 
 
所以兩種解釋啦 



 
不是說蕅祖這裡說錯 不是 
 
兩種都有律文的根據 
 
最後㇐個註 
 
㇐百三十四頁的最後㇐個註 
 
過人聖法 叫做過人聖法 
 
《戒本疏行宗記》卷七 第五十頁 
 
五十頁有解釋 
 
什麼是過人聖法呢 妄說聖德 
 
虛妄稱說自己有聖人的功德 
 
事超凡境 虛妄稱說的事相 
 
是超越凡夫的境界 事超凡境 
 
故云過人法 所以叫做過人法 
 
過人聖法 言過有二 
 
講到這個過 有兩種 過凡至聖 
 
超過凡夫到達聖人的境界 
 
過欲至色 超過欲界到達色界 
 



四禪四空定等 名為過人法 
 
這個過人聖法 
 
就是跟平常人 普通人不㇐樣 
 
超過凡夫之法 如三十七道品等 
 
四念處 四正勤 四如意足 
 
五根 五力 七菩提分 八正道分 
 
向阿羅漢 將證阿羅漢而未證者 
 
若說自己得不淨觀 犯大妄語 
 
只可以說 我修不淨觀 
 
祖父鬼就是餓鬼壽命甚⾧ 
 
有多⾧呢 
 
《正法念處經》卷十六 經文說 
 
以聞慧略觀餓鬼三十六種 
 
諸比丘以聽聞佛法的智慧來觀察 
 
大略來觀察 
 
說餓鬼的種類有三十六種 
 
以慳貪嫉妬因緣 生於彼處 



 
因為慳貪吝惜財物不肯布施 
 
以及嫉妬 嫉妬心很重 
 
貪心嫉妬的因緣 
 
生於彼處餓鬼道中 
 
經歷五百歲 壽命五百歲 
 
餓鬼道中㇐日㇐夜 
 
此閻浮提日月數經於十年 
 
在餓鬼道㇐天㇐夜 
 
我們閻浮提的日月數是經過十年 
 
我們的十年是他們的㇐日㇐夜 
 
這個壽命這麼⾧ 經歷五百歲 
 
他們過㇐天 我們過了十年 
 
人間壽 人間的壽命 
 
㇐年有三百六十五天 
 
㇐天就是十年 
 
他們的㇐天就是我們的十年 
 



那麼⾧的壽命 餓鬼壽命甚⾧ 
 
有很多相貌年老者 
 
看起來好像老年人 
 
故翻為祖父鬼 
 
毗舍闍就是噉人鬼 
 
噉人精氣之鬼 
 
㇐百三十五頁的第㇐行 
 
人在睡眠之前 
 
若能夠念佛或者持咒 
 
則有龍天來護持 
 
可以免除諸餓鬼神侵擾 
 
甕形厭魅鬼 甕形 像甕的形狀 
 
表示他肚子甚大 
 
晚上人們睡眠的時候 
 
會壓人的㇐種鬼神 
 
註《五戒表解》 
 
懺公的《五戒表解》云 



 
妄語罪有逆罪 大妄語罪 
 
小妄語罪之分 
 
《五戒表解》說 妄語罪有逆罪 
 
逆這個字 通常若說逆子 
 
我們說這個逆子就是不孝父母 
 
不孝父母的人叫做逆子 
 
違逆孝道的罪叫做逆罪 
 
《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上 
 
閻浮眾生業感品 
 
地藏菩薩摩訶薩 
 
若遇悖逆父母者 說天地災殺報 
 
所以這個逆罪很重的 
 
地藏菩薩摩訶薩 
 
若遇悖 這個悖 豎心旁 
 
還㇐個脖子的脖 
 
左邊的月字旁去掉 唸做悖 
 



若遇悖逆父母者 說天地災殺報 
 
還有悖逆佛法 悖逆三寶 
 
都是很重大的罪過 
 
悖字 就是違背情理 
 
違背情理 做人不合情理 
 
你做人不合道理 違背情理 
 
違逆親情倫理 
 
不孝父母 違逆父母 
 
地藏菩薩 若遇悖逆父母者 
 
忤逆父母的人 犯上而作亂 
 
以下犯上 做兒子的人 
 
侵犯父母親 忤逆父母親 
 
犯上而作亂的人 忤逆父母 
 
為他來宣說 會有天地災殺報 
 
大地震 大颱風 龍捲風 
 
地震引起海嘯就死了 
 
天地災殺報 



 
被天地之間的災難所殺害的果報 
 
還有打雷 被雷擊 
 
大地震引起海嘯 淹沒城市 
 
大水災 大火災 大颱風 
 
天地災殺報 
 
前面的殺戒中 犯上而作亂 
 
說殺害父母師僧就犯到逆罪 
 
殺害父母師僧犯逆罪 不順孝道 
 
《菩薩戒經義疏》卷下 
 
在殺戒當中 智者大師判定 
 
殺害父母師僧就是逆罪 
 
根據《梵網經》 爾時釋迦牟尼佛 
 
初坐菩提樹下成無上正覺已 
 
初結菩薩波羅提木叉 
 
孝順父母 師僧 三寶 
 
孝順至道之法 孝名為戒 
 



亦名制止 這裡就說到了 
 
佛陀最初為菩薩制定別解脫戒 
 
孝順父母 師僧 三寶 
 
不孝父母 不孝師⾧ 不孝三寶 
 
都是逆罪 根據《梵網》 
 
都是犯到逆罪 重大的罪業 
 
所以《義疏》裏面只是說 
 
向父母師僧妄語 犯重 
 
大妄語戒裏面只是說 
 
向父母師僧妄語 犯重 
 
義理上 根據《梵網經》 
 
以下犯上作亂 
 
向父母師僧妄語 不順孝道 
 
也是犯逆罪 叫做妄語罪有逆罪 
 
以及大妄語罪 小妄語罪之分 
 
第㇐ 法說非法 非法說法 
 
為逆罪 這裡懺公就提出來了 



 
說 法說非法 非法說法 
 
隨便說 這是逆罪 
 
法 什麼是法呢 
 
正法 法的正法 
 
如來證得無上正等正覺 
 
為了教化九法界眾生 
 
所宣說正真之法 
 
為了教化九法界眾生 
 
包括我們人 還有餓鬼 畜生 
 
所以制定這個戒律 
 
就是教化我們這些愚小的凡夫 
 
什麼是善 什麼是惡 你都不懂 
 
我們根本無所知 
 
你這樣做犯罪過 是罪惡 
 
你做這個是善業 我們都不知道 
 
你不學戒都不知道 都不曉得 
 



你造惡了 你不曉得 
 
等到命終就是墮落 墮落三惡道 
 
所以我們學習戒法 
 
明白善惡是非 
 
你才有能力斷惡修善 
 
看清楚煩惱賊在哪裡 
 
趕快要注意 不要隨它而轉 
 
所以我們學戒是很重要的 
 
佛陀教化九法界的眾生 
 
聲聞 緣覺 菩薩 這個沒關係了 
 
已經成就聖道了 
 
已經出離三界了 
 
可怕的是人道的眾生 
 
你非常難得這㇐生得到人身 
 
但是又不知道要斷惡修善 
 
難得的人身失去了 
 
就墮落三惡道了 那就很可惜了 



 
所以佛陀出現在世間 
 
教化九法界的眾生 
 
為我們宣說了正法 就是戒定慧 
 
先學戒 很重要的 這是正真之法 
 
從學戒持戒開始 
 
進修定慧二無漏學 
 
非法者 什麼是非法呢 
 
相對正法來說 正的反面就是邪 
 
所以非法就是邪法 
 
不能斷除煩惱證得偏真涅槃 
 
不能斷惑證真的 
 
不能成就人天善道 
 
不能成就三乘聖道者 皆名非法 
 
你做這個事不能成就人天善道 
 
不能成就三乘聖道的都是非法 
 
你將戒律忽視 
 



說你經論學得多麼精通 
 
道理懂得非常的多 
 
但是你的身口意業都是作惡 
 
犯戒造惡 自己不知道 
 
《地藏經》說 
 
業力甚大 能敵須彌 能深巨海 
 
說你懂的道裡很多 
 
你能夠勝過業力嗎 
 
臨命終的時候 
 
你能夠勝過業力嗎 不可能 
 
業力甚大 能敵須彌 能深巨海 
 
能障聖道 敵不過業力 
 
所以要先學戒持戒 
 
有過失 如法懺悔很重要的 
 
能夠使令眾生墮落三惡道的 
 
沒有利益的這些法 是名非法 
 
正法是佛陀金口親自宣說 



 
從佛口生 從佛的口中出生 
 
《佛說罵意經》經文說 
 
佛為父 法為母 隨佛語 
 
案法行 是為父母 
 
所以這講到父母約法來說 
 
佛為父 佛是四生慈父 
 
我們唱讚佛偈的時候 
 
四生慈父 佛陀是四生慈父 
 
法為母 法是諸佛之母 
 
依法修行能夠出生三世諸佛 
 
法為母 法是佛陀宣說的 
 
所以佛是父 
 
依法修行能夠成就無上佛道 
 
這個法有母意 有母的意義 
 
養育我們的法身慧命 
 
所以佛為父 法為母 
 



隨佛語 案法行 
 
隨順佛陀所說的言語不要違背 
 
你違背了就是自己吃大虧 
 
不是別人 自己要吃大虧 隨佛語 
 
隨順佛陀所說的言語修戒定慧 
 
要從學戒持戒開始 
 
案法行 這個案就是 
 
案語的案 辦案的案 
 
案就是根據 按照正法來修行 
 
按照佛陀所說的正法來修行 
 
是為父母 就是成就我們善法身 
 
智慧命的父母 就是我們的父母 
 
所以《南山三大部》 
 
以這個《五百問》中說 
 
假若燒毀破舊的經典 
 
你燒毀經典就是燒毀法身父母 
 
它是我們的法身父母 



 
是為父母 因此說 法 
 
正法是我們的法身慧命的父母 
 
違背了 違反了 不順父母的教敕 
 
正法說邪法 邪法說正法 
 
顛倒亂說 顛倒錯亂 
 
這是害了眾生 
 
這個正法你說是邪法 
 
那他就修邪法去了 
 
就造作惡業了 他就要墮落了 
 
這是傷害眾生 
 
正法說邪法 邪法說正法 
 
斷絕眾生的善法身 智慧命 
 
他本來發好心要學佛修行 
 
發起好心但是他遇到這個惡知識 
 
正法跟他說邪法 
 
邪法跟他說正法 
 



結果是害了眾生 害了他 
 
所以這就是悖逆佛法之罪 
 
就是逆罪 
 
就是毀謗如來大慈悲父 
 
就是謗佛 根據哪裡呢 
 
根據《四分律》 
 
非法說法 法說非法 
 
就是毀謗佛陀 等於毀謗三寶 
 
《四分律》卷五十七 
 
毘尼增㇐之㇐ 
 
《大正藏》二十二冊 
 
九百九十二頁的上欄 
 
佛告諸比丘  有二種人謗如來 
 
㇐非法言法  二法言非法  
 
佛告諸比丘  
 
有兩種人毀謗如來  要注意  
 
有兩種人毀謗如來  



 
第㇐種人  非法言法  
 
邪法  不如法的說是正法  
 
非法言法  
 
二  法言非法  第二種人  
 
正法  如來所說的正法  
 
你說這是非法  
 
你向眾生說這是非法  
 
這是不如法  就顛倒錯亂  
 
是故我今告汝等  
 
這兩種人毀謗如來  
 
因此之故  佛陀說  
 
我  現在告訴汝等諸比丘  
 
使令了知這個義理  
 
謗如來得大重罪  
 
毀謗諸佛如來得到大重罪  
 
悖逆佛法故  違逆佛法的緣故  
 



是害了眾生  是害到眾生  
 
害自己也害眾生  
 
若謗㇐切諸天及世人  
 
若魔  若梵  沙門  婆羅門  
 
其罪輕  
 
假若你是毀謗㇐切的諸天  
 
毀謗世間人  毀謗魔王  
 
毀謗大梵天王  
 
毀謗沙門  婆羅門  
 
這個罪業比較輕  
 
若謗如來  假若毀謗如來  
 
法說非法  非法說法  
 
其罪最重  他的罪報最為重大  
 
這個要注意  要好好的學  
 
很精細的學  其罪最重  
 
悖逆如來的緣故  就是逆罪  
 
法說非法  非法說法為逆罪  



 
因為是毀謗如來  得到大重罪  
 
第二  妄言證聲聞  
 
虛妄自言證聲聞四果四相  
 
或者妄言證菩薩  三賢  
 
十地的果位  
 
犯到大妄語中的重罪  
 
第三  妄言見神  見鬼  
 
虛妄說見到神  見到鬼  
 
簡別他的情況  虛妄見神見鬼  
 
根據《四分律》卷三十五  
 
若比丘非真實  非己有  
 
自說言  天來  龍來  鬼神來  
 
彼犯重罪《四分律》卷三十五說  
 
假若比丘  這裡優婆塞  
 
非真實  不是真實  
 
不是自己真實證到的  非己有  
 



自說言  天來了  龍來了  
 
鬼神來了  他就犯到重罪  
 
自言持戒清淨 能習禪定 
 
善通三藏 這三句 
 
持戒清淨 能習禪定 善通三藏 
 
這三句是犯到大妄語中的輕罪 
 
就是中品罪  
 
持戒清淨  能習禪定  善通三藏  
 
《十誦律》 
 
自言持戒清淨  
 
能習禪定  善通三藏  
 
我們根據《十誦律》卷二 
 
《大正藏》二十三冊  
 
第十二頁的下欄  
 
以及《薩婆多論》卷三 
 
《大正藏》二十三冊  
 
五百㇐十九頁的上欄  



 
若為利養名聞故  
 
自言持戒清淨  婬欲不起 
 
若不實者 假若不真實 
 
這個人犯到蘭罪 就是中品罪  
 
若不受四阿含經 自言受四阿含 
 
非阿毘曇師 不是論師 
 
自言是阿毘曇師 
 
非律師 自言律師 
 
實非坐禪 作阿練若 
 
他真實不是坐禪修行人 
 
自言我是阿練若 
 
自言我是寂靜處坐禪的人 
 
悉犯蘭 完全犯到偷蘭罪 
 
大而言之 大要來說 
 
無所習誦 這個三藏 
 
他都沒有熏習 也沒有背誦 
 



而言我有所誦習 悉犯蘭 
 
犯蘭就是犯到中品罪 
 
就是大妄語中的輕罪 中品罪 
 
第三 從自言持戒清淨 
 
能習禪定 善通三藏 
 
依據《十誦律》《薩婆多論》 
 
就是犯到大妄語中的輕罪 
 
蘭罪 這是中品罪 
 
若虛妄不實 
 
自言證世間四禪八定 
 
這個四禪八定 先解釋這個名相 
 
四禪 就是色界的四禪 
 
八定 甚麼是八定呢 
 
四在八數 這個前面的四禪 
 
在八定的數目當中 四在八數 
 
重新兼帶列出來 叫做四禪八定 
 
就是色界的四禪 



 
跟無色界的四空定 
 
合起來叫做四禪八定 
 
證世間四禪八定 
 
世間者 三界內的有情世間 
 
指上二界 指色界跟無色界 
 
於四禪的色界的四禪 
 
八定就是無色界的四空定 
 
四無色界 就是四禪八定 假若說 
 
根據《薩婆多論》跟《十誦律》 
 
自言證世間四禪八定 
 
犯到大妄語當中的重罪 
 
犯重罪 不是輕罪 犯重罪 
 
根據《十誦律》《薩婆多論》 
 
自言證得四禪八定 
 
犯到重罪 大妄語 
 
這裡說犯大妄語中輕罪 
 



中品 不是喔 是犯重罪喔 
 
這㇐句犯重罪 
 
持戒清淨 自言持戒清淨 
 
能習禪定 善通三藏 
 
是犯到大妄語中的輕罪 
 
假若自言證世間四禪八定 
 
就是犯重 犯大妄語 
 
根據《十誦律》《薩婆多論》 
 
以上三種是混淆雜亂正信佛教 
 
害正法眼的緣故 是為大妄語 
 
所以這個地方說到 
 
犯大妄語中的輕罪 
 
《鈔記》《行事鈔資持記》卷十八 
 
三十㇐頁的後面 
 
《鈔記》卷十八 三十㇐頁的後面 
 
這裡妄言見神 見鬼 
 
《行事鈔》《四分律》說 



 
天龍鬼神 
 
假若自言天龍鬼神來供養我等 
 
亦同犯重 也相同犯到重罪 
 
不是輕罪 是重罪 
 
非真實妄言能見 
 
言天龍鬼神來供養我等 
 
也相同犯到重罪 不是輕罪 第四 
 
㇐百三十五頁的倒數第三行 
 
第四 見言不見 看到說沒看到 
 
不見言見 沒有看到說看到 
 
聞言不聞 聽到說沒聽到 
 
不聞言聞 沒有聽到說聽到 
 
覺言不覺 有覺受說沒有覺受 
 
不覺言覺 沒有覺受說有覺受 
 
知言不知 知道說不知道 
 
不知言知 不知道說知道 
 



實有言無 真實是有說沒有 
 
沒有說真實是有 皆犯小妄語 
 
小妄語就是中品罪 
 
㇐百三十六頁 
 
若本欲言羅漢誤言阿那含者 
 
犯中可悔 餘亦如是犯 
 
箋 未遂本心故也 
 
若優婆塞 人問言 汝得道耶 
 
若默然 若以相示者 皆犯中可悔 
 
箋 未了了故 
 
若原本想要說得阿羅漢果 
 
若原本欲言得阿羅漢果 
 
錯誤言得阿那含果者 
 
犯中品可悔罪 其餘亦如是犯 
 
箋要解釋 未能順遂本心的緣故 
 
未能順遂本心 
 
原本是要說證得阿羅漢 



 
結果誤說得阿那含 
 
沒有順遂本心的緣故 
 
所以罪差降 犯中品可悔 
 
若優婆塞有人問他說 
 
汝得道耶 你得道了嗎 
 
若默然不答 你默然不回答 
 
若以見相來指示的情況 
 
皆犯中品可悔罪 
 
箋要 言未了了明白的緣故 
 
言未了了明白故 
 
註《四分律》云 
 
若比丘對檀越言 
 
數受汝食者是阿羅漢 
 
這個《四分律》出在卷五十六 
 
《大正藏》二十二冊 
 
九百八十三頁的下欄 
 



說 若比丘對著檀越說 
 
數數接受你飲食的 
 
這個人是阿羅漢 
 
檀越問知便默然 律文這麼說 
 
律文 檀越問言 大德何所說 
 
說大德你說什麼呢 大德何所說 
 
彼比丘便默然 
 
這個比丘他就默然不講話了 
 
疑 他內心有懷疑 
 
問佛 佛言 不了 了蘭 
 
說得不清楚明了 犯到中品罪 
 
若有檀越問比丘言 
 
在律文中 當時有檀越 
 
語 就告訴 
 
告訴恆常共用的比丘說 
 
若大德是阿羅漢者脫僧伽梨衣 
 
假若大德你是阿羅漢 



 
你就將僧伽梨大衣脫起來 
 
比丘即脫 這個比丘馬上 
 
就將僧伽梨脫起來 現相不語 
 
現出這個相貌但是不說話 懷疑 
 
內心就懷疑了 這樣犯到什麼呢 
 
佛言 犯蘭 就是犯中品罪 
 
若未言 若未言這三個字 律文說 
 
時有檀越語常供養比丘言 
 
當時有施主 
 
就告訴他恆常供養的比丘說 
 
大德若是阿羅漢者著僧伽梨 
 
大德 你若是阿羅漢 
 
就將僧伽梨大衣穿起來 
 
可坐繩床 
 
你可以坐在繩床上面 請起來 
 
或者請上閣屋 請下閣屋 
 



等等的語言 
 
彼比丘做現相不語者 
 
做這個現出相貌但是他不說話 
 
㇐切犯中罪 犯到中品 
 
接著第二個註 
 
㇐百三十六頁倒數第四行 
 
註 《戒疏》云 
 
妄語㇐戒 本希名利 非言不成 
 
亦有身現 無疑成重 
 
大妄語者 自說成重 
 
教人稱聖 名利擁彼 
 
於我無潤 故不同犯 
 
《戒疏》云 《戒本疏行宗記》說 
 
出在哪裡呢 就在《四分律》 
 
《戒本疏行宗記》卷五 
 
卷五第九頁的後面 
 
《戒疏記》卷五第九頁的後面 



 
妄語㇐戒 本悉名利 
 
大妄語這條戒原本的存心 
 
就是希望求得名聞利養 
 
非言不成 
 
非假借言語傳說不能成就 
 
亦有身現 也有以身業造口業的 
 
用身業來造口業 
 
顯現出聖人的相狀 無疑成重 
 
假若對方這個人他沒有懷疑 
 
就構成犯重罪了 
 
以上這㇐段是出自第二 
 
《戒本疏》第二 明三業業門 
 
說明身口意三業的業門 
 
下㇐段出自第三 自作教他門 
 
《戒本疏》自作教他門 
 
這是《戒本疏行宗記》卷五 
 



第十頁的前㇐面 
 
卷五第十頁前㇐面 
 
大妄語戒者 
 
說到大妄語犯戒的相貌 
 
大妄語的犯相 
 
犯大妄語的相貌就是自說成重 
 
自己稱說自己是聖人構成犯重罪 
 
這是大妄語犯戒的相貌 
 
自說成重 要自己口中說出來 
 
自己稱說自己是聖人 構成犯重 
 
教人稱聖 教他人說 
 
教他人打妄語 說他自己是聖人 
 
名利擁彼 
 
名聞跟利養擁歸於彼受教之人 
 
於我無潤 潤就是利益 
 
對於我來說沒有利潤 沒有利益 
 
能教的人不得名利 



 
他沒有得到名利 故不同犯 
 
所以教人大妄語不同犯重 
 
說的人犯重 教的人不同犯 
 
唯受教者犯重 
 
這裡底下《卍字續藏經》六十二 
 
六十二冊 二三九下 
 
二百三十九頁的上欄才對 
 
我們去查了 
 
在《卍字續藏》六十二冊 
 
二百三十九頁的上欄 
 
不是下欄 上欄 
 
這阿拉伯數字就是０４７８ 
 
０４７８頁的上欄 
 
最後㇐行 註《十誦》卷五十二云 
 
若問 汝得果否 
 
行者爾時手中有菴婆羅果 
 



瞻婆果 婆羅頭果 因是故言 
 
我得果 得中品罪 
 
《十誦律》卷五十二 
 
《大正藏》二十三冊 
 
三百八十二頁的中欄 說 
 
若問 若他問比丘言 
 
假若他問比丘說 汝得果否 
 
你得到果位了嗎 得到聖果了嗎 
 
行者 修行者這位比丘 
 
爾時 這個時候手中有菴婆羅果 
 
有瞻婆果 婆羅頭果 緊頭果 
 
那梨羅果 手中拿著水果 
 
他就因是故言 
 
因為如是的緣故說 我得果 
 
我得到這個果了 水果了 
 
得中品罪 作如是語 得到中品罪 
 
大妄語的中品罪 



 
㇐百三十七頁的第三行 經文 
 
乃至言旋風土鬼來至我所者 
 
犯中可悔 箋 準《十誦律》 
 
未得外凡 別總相念 妄言已得 
 
戒未清淨 妄言持戒清淨 
 
未曾讀誦經典 妄言讀誦等 
 
並犯中可悔罪 
 
乃至說旋風土鬼來至我所者 
 
就犯到中品可悔罪 
 
箋要解釋 根據《十誦律》卷二 
 
《大正藏》二十三冊 
 
十二頁的下欄 
 
未得外凡 三資糧位 
 
修五停心觀 別相念處 總相念處 
 
虛妄自言已得 
 
戒未清淨 持戒還未清淨 
 



虛妄自言持戒清淨 
 
到這裡是出在《十誦律》卷二 
 
底下這㇐句 
 
未曾讀誦經典 妄言讀誦等 
 
這兩句出在《十誦律》卷五十二 
 
《大正藏》二十三冊 
 
三百八十二頁的下欄 
 
㇐直到三百八十三頁的上欄 
 
未曾讀誦經典 妄言讀誦經典等 
 
㇐併都是犯中品可悔罪 
 
接著註 旋風土鬼 
 
㇐般的孤魂野鬼等 
 
來的時候有㇐陣旋風 
 
颳風了 覺得很可怕 
 
來時有㇐陣旋風 
 
其次於羅剎等鬼 
 
羅剎來的時候更可怕 



 
次於羅剎等鬼 所以結罪比較低 
 
外凡位 聲聞乘修道階位 
 
在初果之前有七加行位 
 
就是七賢位 
 
前面的三位稱為外凡 
 
就是三資糧位 即是修五停心觀 
 
別相念住 總相念住 
 
這是三資糧位 
 
後面的四位稱為內凡 
 
就是四善根加行位 
 
即煖位 頂位 忍位 世第㇐法 
 
㇐百三十七頁的倒數第三行 
 
若優婆塞 實聞而言不聞 
 
實見而言不見 疑有而言無 
 
無而言有 如是等妄語皆犯可悔 
 
箋 更有兩舌 惡口 綺語 
 



並皆犯罪 但不失戒 故云可悔 
 
非謂無性罪也 
 
假若優婆塞 
 
真實有聽到而說沒有聽到 
 
真實有看見而說沒有看見 
 
有懷疑而說沒有懷疑 
 
沒有而說有 如是等妄語 
 
皆犯中品可悔罪 這是小妄語 
 
箋要解釋 更有兩舌 惡口 綺語 
 
㇐併都是犯到中品罪 
 
但是只是不失戒體而已 
 
戒體沒有失去 懺悔就清淨了 
 
要懺悔 故云可悔 
 
不是說沒有性惡之罪 
 
也還有性惡之罪 
 
更有兩舌 惡口 綺語 
 
《四分律羯磨疏濟緣記》 



 
簡稱《業疏記》卷十 
 
三十三頁的後㇐面 
 
五戒之中何以但列不妄語 
 
餘不斷者 
 
說在五戒的戒相當中 
 
為什麼只是列出不妄語呢 
 
餘不斷者 
 
其餘三種口業不遮止斷除嗎 
 
回答說 佛法貴實 
 
在佛法中修學聖道 
 
可貴的是真誠實在 
 
不虛假 不虛妄 
 
此人清淨口業不妄語 
 
當知其餘的三種 兩舌 惡口 
 
綺語 亦斷除也 
 
這是《羯磨疏濟緣記》所說的 
 



這是根據哪裡呢 
 
《大智度論》卷四十九 
 
此語者是諸善之本 
 
龍樹菩薩就解釋說 
 
說誠實語言就是㇐切善法的根本 
 
生天的因緣 人所信受 
 
㇐切人所能相信 所能接受的 
 
你講真實話 
 
他能夠相信 能夠接受 
 
你專門欺誑打妄語 他不能接受 
 
行是實語者 
 
不假布施 持戒 學問 
 
說努力奉行說誠實語的人 
 
不必假借布施 不必假借持戒 
 
不必假借學問 
 
但修實語得無量福 
 
只是修行誠實語 說話真誠實在 



 
就得到無量的福德 
 
實語者 如說隨行 
 
什麼是實語呢 
 
誠實語 講話誠實就是如同 
 
自己所說的隨著就要去做了 
 
我們說出來的就要去做了 
 
如說而行 如行而說 
 
如同我們說的去做 
 
如同我們做的來說 
 
如說而行 如行而說 
 
真實不虛妄 這個實語 不妄語 
 
就得到無量的福德 
 
不必假借布施 持戒 
 
光是說誠實語就得到無量的福德 
 
不要欺騙 就是有福報了 
 
問曰 口業有四種 何以但說實語 
 



十善業裡面 口業有四種 
 
為什麼只是說實語 
 
為何在五戒當中 
 
只是說到實語 不妄語呢 
 
答 回答說 佛法中貴實故 
 
在佛法當中 
 
貴重在說話真誠實在的緣故 
 
說實語餘皆攝 
 
在五戒當中說不妄語 誠實語 
 
其餘三種口業都收攝了 
 
所以我們為人家授五戒 
 
還包含了不妄語 不兩舌 
 
不惡口 不綺語 
 
包括了不兩舌 不惡口 不綺語 
 
都是包含在不妄語裡面 
 
都是我們持戒的戒相 
 
以上就說到這裡 迴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