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戒相經箋要集註》第四十集 
 
和尚慈悲 修和尚慈悲 
 
諸位比丘大德 淨人 
 
大家早安 阿彌陀佛 
 
請看著集註的課本㇐百四十四頁 
 
第五行 第二個 補 
 
口說在家 出家菩薩 
 
比丘 比丘尼罪過 
 
《梵網經》及《優婆塞戒經》 
 
悉結重罪 不論說者實不 併犯 
 
今五戒中 雖不結重 
 
彌須慎護 心生大懼 
 
口說在家 出家菩薩 
 
比丘 比丘尼罪過 
 
說者向未受菩薩戒人 
 
對方沒有受菩薩戒 
 
向他說大乘七重的罪 



 
大乘七重 菩薩比丘 
 
菩薩比丘尼 菩薩式叉摩尼 
 
菩薩沙彌 菩薩沙彌尼 
 
菩薩優婆塞 菩薩優婆夷 
 
向未受菩薩戒人 
 
說大乘七重的罪過 
 
向未受具足戒人 
 
說比丘 比丘尼 小乘二重的罪過 
 
對方沒有受具足戒 
 
向他說比丘 比丘尼的罪過 
 
在這裡小乘的比丘跟比丘尼 
 
因為是住持僧寶 
 
這兩重是住持僧寶 
 
住持如來戒律正法 
 
在律藏中 戒就是正法 
 
在制戒十利當中 
 



意思就是令正法久住 
 
小乘裡面 戒律就是正法 
 
比丘 比丘尼 住持如來戒律正法 
 
威儀軌則 住在世間 關係法門 
 
關係著佛門正法軌則 
 
戒法律儀的興盛跟衰退 
 
剃髮染衣不同俗人 
 
《梵網經》及《優婆塞戒經》 
 
悉結重罪 
 
悉 全 都的意思 完全都結重罪 
 
若說此人重罪 假若說大乘七眾 
 
犯到重罪 自己就會犯重 悉結重罪 
 
我們說大乘七眾的罪過 
 
小乘二眾的罪過 
 
說他犯重 我們自己就犯重 
 
這都悉結重罪 
 
不論說者實不 併犯 



 
不論說的人 
 
不論傳說的罪名罪事是事實否 
 
眞的嗎 是事實否 
 
併犯 ㇐併都要犯 
 
罪事跟罪名 罪名跟罪事 
 
在《菩薩戒經》義疏 
 
智者大師的 
 
《菩薩戒經》義疏 卷下 所說過 
 
謂七逆十重 稱犯者名字 
 
在此戒正制 
 
說四眾過 所說的過 
 
所謂的大乘來說 
 
就七逆十重 稱犯者名字 
 
稱 什麼人 稱犯者名字 
 
在這條戒正式的制定 
 
說他犯重 七逆罪 犯重罪 
 



所說的在家 出家菩薩 
 
比丘 比丘尼罪過 
 
所謂大乘則是說他犯了七逆罪名 
 
有七種犯罪事 
 
㇐ 出佛身血 惡心出佛身血 
 
二 弒父 以下殺上 
 
做兒子的人殺害父親 弒父 
 
三 弒母 
 
第四 弒和尚 
 
五 弒阿闍梨 
 
六 破羯磨轉法輪僧 
 
七 弒聖人 
 
以及說他犯了十重罪 
 
第㇐ 殺生重罪 
 
第二 偷盜重罪 
 
第三 婬 
 
第四 妄語 



 
第五 酤酒 
 
第六 說四眾過 
 
第七 自讚毀他 
 
第八 慳惜加毀 
 
第九 瞋心不受悔 
 
第十 謗三寶 
 
以及包括了四十八輕垢的罪名 
 
小乘則是說他犯了 
 
五篇七聚等等的罪名 
 
五篇七聚跟罪事 
 
什麼罪事 說犯了殺 盜 婬 妄 
 
飲酒 食肉 等等的事情 
 
不論說者實否 
 
不必討論傳說罪過的人 
 
所說的是事實或者虛妄 
 
這個不用討論 ㇐併都犯 
 



說此人犯重的罪名 犯重的事緣 
 
稱犯者名字 
 
說這個人犯重的罪名 犯重的事緣 
 
做重想重疑而說 
 
我們的內心做重罪想 
 
做重罪的懷疑而說 
 
自己就犯重 不論虛實 
 
做輕罪想而說 就犯輕 犯輕垢罪 
 
他要是犯了輕垢罪名 輕垢罪事 
 
我們的內心做輕想 輕疑而說 
 
他犯輕 是不是犯輕 懷疑 
 
做輕想 做輕疑而說 犯輕 
 
我們自己就犯輕垢罪 
 
做重罪想而說 他犯的是輕垢罪 
 
我們認為他犯重的 
 
做重罪想而說 自己就犯重 
 
叫做㇐併都犯 



 
菩薩戒法中 向未受菩薩戒人 
 
說大乘七眾菩薩的罪過 
 
稱犯者名字 
 
犯重犯輕的罪名罪事 
 
向未受具足戒人 
 
說比丘 比丘尼罪過 
 
稱犯者名字 犯重犯輕的罪名 
 
罪緣跟事緣 罪名跟事緣 
 
不論實與不實 這個不用討論 
 
不論實與不實 
 
犯令說罪過的心 
 
我們傳說他罪過的心有兩種 
 
第㇐個是陷沒心 
 
陷沒 陷害的陷 
 
隱沒的沒 陷沒心 
 
欲令賢人失去名利等等 
 



第二就是制罰心 想要制罰他 
 
欲令賢人被繫縛等 
 
被抓起來 抓去關了 被繫縛等 
 
做重罪想而說 自己就犯重 
 
做輕罪想而說 自己就犯輕垢罪 
 
我們認為是重罪  
 
說了 我們自己就犯重 
 
誤認為是輕垢罪 自己就犯輕 
 
今五戒中 雖不結重 
 
現在《五戒相經箋要》中 
 
雖然不結犯重罪 
 
彌須慎護 彌 更加 
 
更加必須謹慎守護 
 
心生大懼 心中生起大恐懼 
 
註 此條為說四眾過戒 
 
屬於菩薩戒 不論說者實否 
 
若所說是實 犯惡口 



 
所說虛妄 復犯妄語 因此為併犯 
 
但是 若見四眾實是犯罪 
 
以慈悲心 護法心 勸其速改 
 
若不聽者 以好心訴諸僧團 
 
如法辦理 則無過也 
 
化公的註 此條為十重第六 
 
《梵網》十重第六條 
 
說四眾過戒 說同法四眾 
 
比丘 比丘尼 優婆塞 優婆夷 
 
這四眾的過失 
 
過 大乘就是指 
 
七逆 十重 四十八輕 
 
小乘指五篇七聚 屬於菩薩戒 
 
不論說者是實否 
 
若所說是眞實 犯惡口 
 
眞的就犯惡口 口業不善 
 



《優婆塞戒經》卷三 受戒品 
 
講到優婆塞戒 就有這條罪 
 
就有這條戒 受戒品中說 
 
優婆塞 優婆夷 優婆塞戒 
 
雖為生命不得宣說 
 
比丘 比丘尼 優婆塞 優婆夷罪過 
 
雖然是為了生命 
 
不可以宣說四眾的過失 
 
蕅益大師解釋說 
 
口宣人過如吐蛆蟲 
 
已是惡口兩舌之業 
 
況宣如來四眾弟子過罪 
 
豈非惡口之最重者 
 
蕅祖的解釋 
 
口宣人過如吐蛆蟲 
 
左邊㇐個蟲字旁 
 
右邊㇐個而且的且 估且的且 



 
蛆 蛆蟲 蛆就是蒼蠅類的幼蟲 
 
在糞坑或者腐爛的屍體上面 
 
都可以看到 
 
眾生的屍體死了之後 他會⾧蟲 
 
這種蟲就叫蛆蟲 
 
糞坑裡面也有 
 
現代的衛浴設備可能看不到 
 
古代就看得到 
 
口宣說他人的過失 罪過 
 
如同吐出蛆蟲 
 
不好 不好聽 不好聞 
 
已是惡口兩舌之業 
 
已經是惡口 口業不善 
 
兩舌 挑撥離間 
 
挑撥四眾弟子的和合 
 
鬥亂兩頭 破壞和合的罪業 
 



這裡講的就不是 這是俗人 
 
已經是惡口兩舌 挑撥離間 
 
鬥亂兩頭 破壞和合的罪業 
 
況宣如來四眾弟子過罪 
 
豈非惡口之最重者 
 
何況宣說修學聖道 
 
如來四眾弟子的過罪 
 
難道不是惡口之中最重大的 
 
就是惡口 
 
若所說是眞實犯惡口 口業不善 
 
怎麼說人家的過罪呢 
 
應當勸勉他 私下勸勉他 
 
如法懺悔改過 恢復清淨 
 
所說虛妄 復犯妄語 
 
假如所說的是虛妄 又犯了妄語罪 
 
因此為㇐併都犯 
 
但是 若見四眾實是犯罪 



 
眞實是犯罪了 
 
以慈悲心 用慈悲憐憫對方的心 
 
護法心 用護持正法的心 
 
私下勸其速改 私底下好言相勸 
 
規惡勸善 勸他盡速改過懺悔 
 
如法的懺悔 恢復清淨了都沒有事 
 
若不聽者 假如他不願意聽 
 
以好心訴諸僧團 好心告訴僧團 
 
受比丘具足戒的比丘僧眾 
 
讓僧團依律教如法來辦理 
 
僧團 住在僧團修六和敬 
 
有律教 佛陀有教我們應當怎麼做 
 
學習南山三大部 
 
我們就會知道要應當怎麼做 
 
讓僧團依律教如法來辦理 
 
則無有過失也 
 



補 ㇐四四頁最後兩行 
 
若為利養故 種種讚歎他 
 
戒 定 慧 解脫 解脫知見成就 
 
而密以自美 
 
若為利養故 
 
坐 起 行 立 言語安詳 
 
以此現得道相 欲令人知 
 
悉犯中品可悔方便罪 
 
若是為了謀求利養的緣故 
 
種種讚歎他人 
 
他有戒 定 慧 解脫 解脫知見成就 
 
等於小乘五分法身成就了 
 
成就無漏聖道了 
 
而密以自美 
 
秘密以使自己感覺很得意 
 
若為利養的緣故 
 
坐禪 起身 經行 站立 言語 



 
都表現得很安詳 
 
以此來現出得道的相貌 
 
欲令人了知 悉犯中品可悔方便罪 
 
內心不眞實 為求利養 
 
㇐四五頁第二行 
 
註 密以自美 為得名利故 
 
讚歎別人怎麼好 怎麼好 
 
然後說他還不如我高明 
 
表示自己更厲害 現出得道的相貌 
 
如同我以前在台北觀音山的時侯 
 
有許多修行人在㇐起修行 
 
有出家 在家 有好 有壞 
 
其中有㇐位老比丘 
 
總是拿著㇐個坐具坐在大殿 
 
不是打妄想就是打瞌睡 
 
有信徒來了就大聲念 
 



南無阿彌陀佛 
 
信徒走了又繼續打瞌睡 
 
久了 大家都知道他的底細 
 
幾年後死掉了 若是眞正有修行者 
 
久了 自然大家都知道 不需要如此 
 
註 犯罪要件 
 
㇐ 所向是人 
 
第二 心也作是人想 
 
心也是作人想 
 
三 有欺誑心 
 
第四 說重具 
 
說重具就是羅漢 即羅漢 
 
自言是阿羅漢 
 
乃至自言羅剎 羅剎鬼來到我所等 
 
等就等於 彼問我 我答彼 
 
互相問答 表示你不是凡夫 
 
能夠跟羅剎鬼互相問答 



 
這是說重具 
 
㇐四六頁 
 
第五 前人領解 
 
前人 對方這個人內心領納了解 
 
補 境想 向人說 心也作人想 
 
或者心也作人疑 他是人嗎 
 
向人說心作人想 人疑 
 
這兩種犯了上品不可悔罪 
 
姑且就這大妄語來說 
 
向人說 內心作非人想 
 
向非人說 內心作人想 
 
作非人疑 作非人想 
 
犯中品可悔罪 
 
補 開緣 
 
㇐ 向人說證果等法 不言自證 
 
向人宣說證得阿羅漢果的方法 
 



要怎麼證得 詳細來述說 
 
不言自己證得 
 
第二 誤說 誤心而說 
 
欲說他事而誤說證果等等 
 
第三 戲笑說 
 
也是開緣不犯等 
 
第四 狂亂壞心 
 
顛狂心亂 病壞心 
 
不自覺知 是五戒優婆塞 
 
他不自覺知 
 
我是受了五戒的優婆塞 
 
這樣開緣不犯 
 
㇐四七頁 補 唐南山律師云 
 
戲笑說等 雖不犯重 而犯輕罪 
 
以非言說之儀軌故也 
 
唐朝的南山律師說 
 
戲笑說等 雖然不犯重罪 



 
然而犯到輕罪 
 
因為不是言說的威儀軌則故也 
 
在律部裡面戲笑都會有過失 
 
第三行 註 不言自證 
 
向人說怎麼證到這個果位 
 
要怎麼修證 教他 
 
教人家怎麼修證 境界是如何 
 
而不說自己證到這個果位 
 
誤說 錯誤來宣說 
 
如同自己脾氣不好 
 
要說自己是阿修羅 我是阿修羅 
 
卻說成自己是阿羅漢等等 
 
註《五戒表解》云 
 
小妄語開緣 
 
為救護眾生劇苦及性命 
 
或為佛法而自無惡心 
 



綺語開緣有二 
 
㇐ 為止息他人重大悲傷 
 
憂愁 惱怒故 
 
二 為攝護他人令信佛法故 
 
先講這個 註 
 
《五戒表解》說小妄語的開緣 
 
《摩訶僧祇律》卷十四 
 
《大正藏》二十二冊 
 
三百四十頁的下欄 
 
若屠家畜生走 問比丘見不 
 
比丘不得妄語 
 
復不得示處 應言看指甲 
 
小妄語的開緣 
 
《摩訶僧祇律》卷十四說 
 
假若屠宰家的畜生逃走了 
 
問比丘 問優婆塞 見否 
 
你有見到嗎 



 
比丘 優婆塞不得妄語 
 
不可以打妄語 
 
復不得指示去處 
 
又不可以指示他 
 
他往哪裡逃了 往那邊去了 
 
不可以講這個 復不得指示去處 
 
應言 應當說看指甲 看指甲 
 
這樣就有開緣 
 
為救護眾生劇烈的痛苦 
 
以及他的性命 
 
這㇐句律部裡面有開緣 
 
為救護眾生劇苦及性命 
 
第㇐ 我們先引 
 
《根本薩婆多部律攝》第九卷 
 
《根本薩婆多部律攝》卷九 
 
《大正藏》二十四冊 
 



五百七十八頁的上欄 
 
這兩個公案 
 
以前和尚在講五戒的時候都有引過 
 
若比丘見有獵人追逐獐鹿等 
 
從旁邊走過 
 
比丘見到有獵人追逐獐鹿等等 
 
從旁邊走過去 彼獵人來問時 
 
這些獵人來問比丘的時候 
 
說比丘 優婆塞有見到獐鹿嗎 
 
他來問了 應做是語 
 
這時侯比丘 優婆塞 
 
應當作如此的言語 
 
寒冷時可以應當向火 
 
天氣冷的時候 我們應當烤火 
 
答非所問 寒冷時可以應當向火 
 
炎熱的時候可以飲冷水 
 
天氣熱的時候可以喝冷水 



 
若獵人追問不休 
 
他又追問 追問不休 
 
比丘 優婆塞應當自己看指甲 
 
看自己的指甲 
 
看我們自己手上的指甲 
 
應自己看指甲 而回報曰 
 
回報他說 諾佉鉢奢弭 
 
我們也不曉得什麼意思 
 
你說什麼我們都聽不懂 
 
諾佉鉢奢弭 
 
或者觀看太虛空 
 
我們就仰天觀看太虛空 
 
而回報他說 納婆鉢奢弭 
 
我們也聽不懂 什麼意思 
 
或者眼觀四方 
 
眼睛看著東西南北看㇐看 
 



眼觀四方 周遍觀察以後 
 
作如是念 心裡要做如此的想念 
 
㇐切諸行皆無有我 
 
㇐切的諸行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切諸行皆無有我亦無有情 
 
也沒有所謂的有情 也沒有眾生 
 
然後回報獵人 我實不見㇐切有情 
 
如此皆開緣不犯 
 
我眞實沒有看到㇐切有情 
 
如此就開緣不犯了 這就是律攝 
 
然後還有㇐段就是 
 
《根本說㇐切有部毘奈耶》 
 
卷二十八 《大正藏》二十三冊 
 
七百七十九頁的上欄 
 
《大正》 二三 七七九上欄 
 
若苾芻見有獵人追逐獐鹿等 
 
假若比丘見到獵人 



 
他在追逐獐鹿等等的眾生 
 
來入寺內 
 
這時侯眾生逃跑 
 
進入我們的寺裡面了 來入寺內 
 
苾芻見到已 獵人問言 
 
比丘見到以後 獵人就問 
 
聖者 修聖道的人或者優婆塞 
 
頗見有奔走的鹿從此經過不 
 
你呀 有沒有看見奔跑逃走的鹿 
 
從這裡經過嗎 
 
苾芻 或者優婆塞 優婆夷 
 
不應當答言 不應答言我見 
 
不可以回答說我看到 
 
不應答言我見 
 
你說你看到了 你就是助殺了 
 
牠就要被殺了 不應答言我見 
 



就在當下 不應答言我見 就在當下 
 
這個時侯 若是天氣寒冷的時候 
 
現在是冬天 天氣寒冷的時候 
 
要報屠獵的人說 
 
我們就要回報屠獵的人說 
 
賢首 賢良的賢 首要的首 
 
賢首 賢 對獵人的敬稱 
 
恭敬稱呼他賢 賢能的賢 
 
首就是帶頭的 
 
㇐群打獵的人 有㇐個帶頭的 
 
說賢首 汝 說你 
 
汝可以進入溫暖的房室當中 
 
少時向火 
 
現在天氣很冷 
 
你可以進入溫暖的房室當中 
 
少少的時間來烤火溫暖㇐下 
 
若是炎熱的時候 



 
現在正好是夏天 天氣很炎熱 
 
報言 要回報他說 
 
汝可以暫入涼室中飲清冷水 
 
你可以暫時進入清涼的房室當中 
 
飲清冷的水 少時停留休息 
 
這樣來打發他 
 
獵者云 打獵的人說我不疲倦 
 
我問走鹿 我問逃走的鹿 
 
比丘或者優婆塞就應當 
 
先可以自己觀看指甲 
 
我們就先看自己的指甲 先觀指甲 
 
報云 回報他說 諾佉鉢奢弭 
 
他聽不懂 什麼意思 
 
若更加追問 應當自己仰觀太虛空 
 
比丘 優婆塞這時候就仰觀太虛空 
 
告彼獵人 納婆鉢奢弭 
 



他聽了㇐頭霧水 在講什麼 
 
這裡面有小註 律文裡面有小註 
 
小註說若據梵文 根據梵文 
 
諾佉是爪甲義 
 
諾佉兩個字是爪甲的意義 
 
亦是不的意義 也是不的意義 
 
不見的不 不的意義 
 
鉢奢是見義 
 
鉢奢兩個字是見的意義 
 
弭是我義 就是我見爪甲 
 
也稱作我不見的意義 
 
比丘或者優婆塞眼見爪甲 
 
就表顯不是妄言 
 
彼獵人聞說道無 說沒有 
 
道無 說沒有 聖道的道 
 
道無 說沒有 即謂 
 
他就認為沒有 即謂無 



 
不見物 不見到眾生 
 
佛開方便救苦眾生 
 
律文小註就說佛開方便救苦眾生 
 
要有智慧 答非所問 
 
問的時候 你就看指甲 
 
看仰觀虛空或者看著四方 
 
回答的不是他所問的 
 
佛開方便救苦眾生 
 
或為佛法而自無惡心 
 
或者為了護持佛法 
 
而自己沒有邪惡之心 開緣不犯 
 
綺語開緣有二種 
 
綺麗的言語 
 
講綺麗的言語 說得很好聽 
 
綺麗言語 浮華的言詞 
 
講這種話開緣有兩種 
 



㇐ 為了止息他人內心重大的悲傷 
 
憂愁惱怒故 
 
這是菩薩戒裡面的開緣 
 
他有重大的悲傷 
 
你要講這些給他聽 他才會開心 
 
第二 為了攝受護念他人 
 
使令信仰佛法的緣故 
 
㇐百四十七頁的倒數第二行 
 
補 《菩薩戒本》云 
 
又如菩薩為多有情解脫命難 
 
囹圄縛難 刖手足難 
 
劓鼻 刵耳 剜眼等難 
 
雖諸菩薩為自命難 
 
亦不正知說於 ㇐四八頁 
 
亦不正知說於妄語 
 
然為救脫彼有情故 
 
知而思擇 故說妄語 



 
以要言之 
 
菩薩唯觀有情義利非無義利 
 
自無染心 惟為饒益諸有情故 
 
覆想正知而說異說 
 
說是語時 於菩薩戒無所違犯 
 
生多功德 
 
小乘律中 雖無此文 
 
若為解脫命難等 亦宜準是開聽 
 
㇐四七頁的倒數第二行 補 
 
補妄語的開緣 小妄語的開緣 
 
《菩薩戒本》云 
 
這裡的《菩薩戒本》 
 
就是《瑜珈菩薩戒本》說 
 
又如菩薩 又如同菩薩 
 
安住在清淨戒法律儀 
 
為多有情解脫命難 
 



為了幫助許多的有情 
 
解脫喪失生命的災難 
 
他有種種災難 我們要幫助他 
 
沒有事的時候 我們也不須攀緣他 
 
有事的時候 菩薩義不容辭 
 
見義勇為去幫助他 
 
解除他的苦難 菩薩是如此 
 
不貪婪眾生 
 
只要他有困難 合情合理 合乎道義 
 
菩薩都應當去幫助他 
 
解除他心中的苦惱 解除他的災難 
 
菩薩很有正義感 
 
我們看這論文裡面 
 
講的菩薩都是如此 
 
囹圄縛難 
 
囹圄 古代稱呼牢獄 
 
古代牢獄稱作囹圄 



 
為了幫助有情脫離在牢獄 
 
被囚禁繫縛的難緣 
 
他有被抓起來關閉的災難了 
 
幫助他脫離 就跟他結善緣了 
 
我們要引導他學佛修行就很容易 
 
跟他結善緣 
 
刖手足難 
 
刖 古時候將罪犯的兩隻腳 
 
他要走路的腳砍斷的刑罰 
 
古代人也是很殘忍 
 
人家兩隻腳可以走路 
 
把它砍斷了 不能走路了 多麼苦惱 
 
將罪犯兩腳砍斷的刑罰叫做刖 
 
就是斬斷雙腳的災難 
 
斬斷手腳的災難 
 
劓鼻 古代用刀割鼻的刑罰 
 



也是很殘忍 將鼻子割起來 
 
這個刑法也是很殘忍的 
 
刵耳 刵 古代肉刑之㇐ 肉刑 
 
以刀割斷耳朵 
 
將犯人的耳朵割掉都是很殘忍 
 
剜眼 剜 用刀挖出眼睛 
 
這個想起來更殘忍了 
 
他就看不到了 等難 
 
等字 等於還有被割斷舌頭的災難 
 
要割舌 割斷舌頭都是非常的殘暴 
 
菩薩為了幫助眾多有情 
 
解脫種種災難 
 
雖諸菩薩為自命難 
 
亦不正知說於妄語 
 
雖然諸菩薩為了自己 
 
為了自身的命難 
 
菩薩自己有命難了 



 
他要正念思惟 
 
持戒而死或者犯戒而活呢 
 
這兩種哪㇐種有利益 應當思惟 
 
持戒功德殊勝 不敢毀犯 
 
寧可持戒而死 不肯犯戒而活 
 
加上我們是修念佛法門的人 
 
持戒 準備要死 準備持戒而死 
 
念佛求生西方 持戒念佛 
 
寧可持戒而死 
 
也不願意打妄語活著好好念佛 
 
你心不堅定 
 
你念佛能夠往生西方嗎 
 
你信願行能夠堅固嗎 
 
持戒都不能夠決斷了 
 
你往生西方的志向能夠決斷嗎 
 
到時候又改變了 遇到病苦 
 



臨終病苦的時候又改變了 
 
持戒的心就是念佛的心 沒有差別 
 
持戒的心態是如此 
 
念佛的心態也是如此 
 
㇐貫的習性 
 
持戒的心態用來念佛 
 
肯定很勇猛的 
 
所以菩薩為了 
 
雖然諸菩薩為了自身的命難 
 
為了自身有命難的因緣 
 
亦不正知說於妄語 
 
菩薩也不會正念正知說出妄語 
 
祂不會正念正知說出妄語 
 
後面㇐四八頁 
 
然為救脫彼有情故 
 
知而思擇 故說妄語 
 
然而菩薩以慈悲憐憫心 



 
慈愍眾生的心 要先如理思惟 
 
用慈悲憐憫眾生的心 
 
他將要受苦了 
 
為了救濟解脫他有情苦難的緣故 
 
知而思擇 
 
知 正念正知 正念正知很重要的 
 
知而思擇 要如理思惟選擇 
 
我應當怎麼做 
 
知而思擇 正念正知而思惟選擇 
 
故說妄語 故 有意 
 
為了救脫眾生的災難 有意 
 
明白了知而說妄語 
 
不是糊裡糊塗 知而思擇 
 
正念正知而思惟選擇 
 
菩薩法中應當怎麼做 
 
應當救護他 要怎麼救護 
 



只有打妄語可以救護他的生命 
 
所以你有意的 故意的 
 
明白了知而說妄語 
 
為了幫助眾多有情解脫痛苦的災難 
 
因為知道這個刑罰很痛苦 
 
我們想㇐想就知道了 
 
現在走路很方便 
 
沒有腳 被砍斷了 多麼苦惱 
 
車禍的也是㇐樣 車禍的 
 
開車要小心 
 
本來修學聖道這個心很勇猛 
 
㇐旦出車禍之後不能走路了 
 
你看他多麼苦惱 
 
想就知道了 多麼苦惱 
 
這樣子㇐生就是很⾧ 度日如年 
 
要度過㇐天 好像㇐年那麼久 
 
很苦惱的 開車要小心 



 
以要言之 用重要的軌則來說明 
 
菩薩很重要的軌則 
 
修學菩薩道 我們要順著這個軌則 
 
不然你的菩薩道是偏了 你是偏了 
 
你不是在利益眾生 
 
在打壓眾生 在苦惱眾生 
 
菩薩持戒不惱眾生 
 
這是最大的原則 
 
持戒不惱眾生 這是菩薩的軌則 
 
用重要的軌則來說明 
 
菩薩唯觀有情義利非無義利 
 
不是觀察其他的 這是重點 
 
不要觀察其他的 不是其他的事情 
 
只有觀察這個事情而已 
 
唯觀有情義利非無義利 
 
不用想到我的前途 
 



我幫助他 那我怎麼辦 
 
我就得到災殃了 菩薩不想這些 
 
但是有智慧 
 
不是我們違犯國法去幫助眾生 
 
只是打小妄語而已 
 
菩薩受持饒益有情戒 
 
前面斷惡 攝律儀戒 
 
然後修善 攝善法戒 
 
這裡第三句饒益有情戒 
 
又稱作攝眾生戒 
 
菩薩受持三聚淨戒當中的 
 
饒益有情戒 
 
救護苦難的眾生 饒益他 
 
唯獨是觀察 故心說妄語 
 
是為了救苦救難 
 
只是為了救苦救難 
 
不是圖名圖利 



 
心不㇐樣 悲愍眾生的心 
 
只是為了救苦救難 
 
如同大悲觀世音菩薩 
 
大願地藏王菩薩 
 
大願地藏菩薩摩訶薩 
 
都是為了救度苦難的眾生 
 
不是像我們世間人 
 
他為了圖名 為了圖利養 不是 
 
故心說妄語是為了救苦救難 
 
菩薩的心很重要 
 
沒有這個心 你怎麼修行菩薩道 
 
看到境界的時候 
 
你的心沒有生起悲愍心 
 
不關我的事 跟我什麼關係 
 
心態不㇐樣 
 
人家很熱心的 義務去救護他 
 



有苦難的眾生 
 
只要是他要做如法的事情很正當的 
 
但是他遇到困難 有困難 有苦難了 
 
菩薩義不容辭去幫助他 
 
故今說妄語是為了救苦救難 
 
有意義 有利益 
 
很有意義 很有利益 
 
跟佛菩薩的心相應 
 
不是無意義 不是無利益 
 
不是沒有意義 也不是沒有利益 
 
自無染心 
 
菩薩自己沒有貪欲 瞋恚 
 
愚痴 邪見 染污內心 這些都沒有 
 
悲愍眾生 哪有貪欲 
 
哪有瞋恚 哪有愚痴邪見 
 
所以我們學習聖教很重要的 
 
心如理作意 



 
我們用這個心是不是合乎聖教 
 
這樣做對不對 這個心對不對 
 
以聖教來印證我們的心 
 
用悲愍眾生的心 
 
這是對的 正確的 沒有錯誤 
 
沒有貪欲 瞋恚 愚痴 
 
邪見 染污內心 
 
惟為饒益有情故 
 
唯獨是為了富饒利益 
 
苦難有情的緣故 
 
覆想正知而說異說 
 
覆 翻過來 翻覆 翻過來 
 
覆蓋想心 本來覆蓋想心 
 
這樣說是妄語 
 
覆蓋想心 明知是妄語 
 
正念正知而說出不同的言說 
 



為了救護眾生 故說妄語 
 
說是語時 為了救護眾生命難 
 
割截身體的苦難 
 
說出如是妄語的時候 
 
於菩薩戒無所違犯 生多功德 
 
對於菩薩所受持的戒法 
 
無所違犯 生多功德 
 
生出很多利益有情的功德 
 
小乘律中 雖無此文 
 
小乘的比丘律藏 
 
雖沒有如此的文 
 
會三乘歸㇐乘 
 
以大乘來收攝小乘 
 
若為解脫有情命難等 
 
亦宜準是開聽 
 
宜 就是適合 準 依據的法則 
 
我們根據哪裡 



 
根據㇐佛乘 會三歸㇐ 
 
我們根據㇐佛乘 
 
依據的法則標準 
 
也適合依據如是《菩薩戒本》 
 
開緣聽許 
 
㇐百四十八頁 第㇐個註 
 
此為《瑜伽菩薩戒本》 
 
這㇐段文出在《瑜伽菩薩戒本》 
 
劓鼻就是割鼻 刵耳就是斷耳 
 
註 第二個註 
 
道安法師住世的時候 
 
不是彌天釋道安 
 
是民國的道安法師住世的時候 
 
親口告訴我 他親眼見到 親耳聽聞 
 
持戒免難的故事如下 
 
持戒能夠免除災難的故事 
 



話說民國十七年間 
 
湖南南嶽祝聖寺的老和尚 
 
為在家信眾弟子們授五戒 
 
授戒之時 老和尚講解 
 
五戒的意義和持戒的利益 
 
非常地完備善好 
 
講完之後 大家法喜充滿 
 
紛紛要求受戒 
 
其中 有㇐個小偷 
 
看到大家報名受戒 也想要參加 
 
但是他心裡面想 
 
受戒是好 我能受什麼戒 
 
殺生 偷盜 邪婬 
 
這三條戒我無法受持 
 
又愛暍酒 想來想去 
 
只有妄語戒勉強能夠受持 
 
於是就報名只受㇐條戒 



 
受過之後 他就發心 
 
既然受了戒就要清淨受持 
 
無巧不成書 
 
就在這個小偷發心受戒的當天晚上 
 
在他們的村莊上 
 
有㇐個身為團⾧的軍人 
 
帶了十個兵 擔了十擔餉銀 
 
餉銀就是軍隊每個月的薪餉 
 
當過兵的都知道每個月發薪餉 
 
這個餉銀 
 
路過家鄉 順便回家㇐宿 
 
此事被小偷的伙伴所知 
 
來邀他晚上共同去作案 
 
小偷就和他們同伙㇐起去了 
 
中途遇到他的叔父 
 
問道你去那裏 
 



從前可以說謊騙過去 
 
而今受了不妄語戒 不敢說謊 
 
又不敢說去作案 
 
支支吾吾答不出話來 
 
叔父見到這種情形 知道準沒好事 
 
大聲呵斥 跟我回去 
 
小偷就隨叔父回去了 
 
他的伙伴們夜半去偷餉銀 
 
結果被團⾧抓到 全部槍斃了 
 
這個小偷因為受持㇐條不妄語戒 
 
撿回㇐條老命 
 
受戒而能奉持 
 
乃至㇐戒皆得無量功德利益 
 
受戒了我們能夠奉行修持 
 
能夠受持㇐條戒 
 
皆得無量的功德利益 何以故 
 
為什麼緣故 什麼道理 



 
我們來如法思惟 
 
諸佛如來皆是法身 非是色身 
 
經典中都說 諸佛如來皆是法身 
 
以法為身 非是色身 
 
不是血肉之身 不是五穀雜糧之身 
 
不是筋骨纏縛之身 不是這種身體 
 
諸佛如來皆是法身 以法為身 
 
什麼法 五分法身 
 
大乘經典中說 如來有五分法身 
 
戒法身 定法身 慧法身 解脫法身 
 
解脫知見法身 不是色身 
 
不可以身相見如來 
 
如來不得以色身見 
 
不可以用色身來見如來 不是的 
 
諸佛如來皆是法身 非是色身 
 
如來五分法身以戒為基 
 



以戒法身作為基礎 
 
沒有戒法身 這個定法身 慧法身 
 
解脫 解脫知見法身 生不起來 
 
如來五分法身以戒為基 
 
出生定 慧 解脫 解脫知見法身 
 
常住世間 法身常住在世間 
 
色身雖去 法身常在 法身常住 
 
我們看到佛陀色身滅度了 
 
應化身滅度了 
 
但是我們如果不學聖教 
 
不知道如來法身常住在世間 
 
你知道了 你的身邊就有佛 
 
你的家裡面就有佛 
 
我們憶念戒條的時候 
 
佛就在我們心中 戒法身 
 
法身常住在世間 
 
世尊滅度之後 遵佛遺教 



 
我們是遵佛遺教 不是我自己想的 
 
不是我自己想應當這麼做的 
 
是遵佛遺教 以戒為師 
 
根據《遺教經》《大般涅槃經》 
 
要我們以戒為師 
 
以戒法作為我們修行偉大的導師 
 
戒就是佛 如我住世 無異此也 
 
戒就是佛 
 
每奉持㇐條戒 
 
我們受了兩百五十條戒 
 
居士受了五戒 
 
每奉持㇐條戒 就見到如來法身 
 
如來法身無量無邊 
 
我們受持㇐條戒 就見到如來法身 
 
如佛所說而修行 就是供養佛 
 
《普賢菩薩行願品》中說 
 



諸供養中 法供養最 
 
所謂如說修行供養 
 
利益眾生供養 攝受眾生供養 
 
代眾生苦供養 勤修善根供養 
 
不捨菩薩業供養 
 
不離菩提心供養 
 
法供養最為第㇐ 不是飲食 
 
也不是香 也不是花 
 
法供養最為第㇐ 
 
諸供養中 法供養最 
 
㇐切的供養當中 修法供養佛陀 
 
修法來供養佛陀 最為第㇐ 
 
我們的心恭敬戒法就是恭敬佛陀 
 
所以我們看律藏當中 
 
比丘持戒而死 他持戒死了 
 
他就生到好的地方去了 生天 
 
難道戒不是佛陀嗎 



 
犯戒的比丘 他犯戒來見佛陀 
 
佛陀說 你沒有看到我 
 
你不見佛 不見到如來 差別這麼大 
 
㇐切的供養當中 
 
修法供養佛陀 最為第㇐ 
 
所以在大寮請淨人做火淨 
 
說淨語 汝知是看是 如法的受持 
 
這些都是修法供養 
 
我們來會歸正法 
 
不要說這個不重要了 末法了 
 
這是如來法身住在世間 
 
《遺教經》我諸弟子若輾轉行之 
 
若我弟子輾轉行之 
 
則是如來法身常在而不滅也 
 
有這段經文 
 
佛的弟子們如法來奉行 
 



就是如來法身常在世間而不滅度 
 
知見很重要 
 
知見錯了 你這些都不需要了 
 
不用了 這些不要了 
 
你看這個不要之後 
 
道場就是㇐團亂 沒有規矩 
 
我想怎麼做就怎麼做 
 
我想這麼做 你想那麼做 
 
他想那麼做 
 
這個和合眾怎麼共住 
 
你說大家從四面八方 
 
從各種家庭來出家學道 
 
在家的習氣都不㇐樣 
 
各有各的習氣 所學所知都不同 
 
要怎麼共住 要聽誰的 誰也不服誰 
 
聽佛的 聽如來的 
 
佛是㇐切智人 成就無上正等正覺 



 
聽佛的 以戒為師 大家都沒有話說 
 
這樣子大家我們知見相同的時候 
 
所作所為依照律制來奉行 
 
就是供養佛陀 
 
所以如來尊重如法的僧團 
 
如來到僧中去 尊重如法的僧團 
 
很高興 這個僧團很如法 
 
佛陀很高興 
 
你看那個修十二頭陀行的 
 
他們可以隨意去見世尊 
 
你們想見我的時候 隨時可以來 
 
其他人不行 要安排時間 
 
問侍者 問阿難尊者 
 
修頭陀行的人 
 
隨時可以來見世尊 
 
世尊多麼尊重他們 
 



迦葉尊者 佛陀還讓半座給他坐 
 
你看這迦葉尊者不敢接受 
 
佛陀坐在那裡 
 
來 迦葉尊者你來這邊 
 
㇐半給你坐 弟子不敢 
 
如來也是尊重如法的僧團 
 
如法地運作 
 
佛陀就住在我們寺廟裡面 
 
很有靈驗 
 
你假如不要了 
 
拘睒彌比丘 
 
佛陀勸他們要和合共住 
 
修六和敬 不要鬥爭 
 
世尊我自知時 您就不要管了 
 
講了三次不聽 如來也不告訴侍者 
 
也不告訴其他的比丘 
 
以神足還舍衛國 



 
這個僧團就不要住了 
 
佛陀就不住了 住在這裡做什麼 
 
不是修學聖道 他就離開了 
 
連侍者也不跟他講 
 
看到這些不和合 不依法修行的人 
 
佛陀也不歡喜 
 
所以在末法的時候 
 
我們應當注重戒律 
 
我們當執事的人 
 
在大寮要如法的教小眾 
 
教淨人怎麼做火淨 怎麼授食 
 
如法地來修學 
 
這樣子如來就住在我們寺廟當中 
 
以法為身 
 
我們不是隨便想的 根據律藏 
 
寺廟的道法自然興隆 
 



大家道業能夠增上 ㇐直在增上 
 
㇐切供養中 修法供養佛陀 
 
最為第㇐ 
 
所謂的如說修行供養等 
 
如佛所說的戒法來修行 供養佛 
 
所得到的福德利益 
 
與佛在世無有差別 
 
跟佛陀在世沒有差別 
 
佛陀今天如果還在世的時候 
 
你要不要受持 還是要 
 
不然如來會訶責你 
 
要不要火淨 要 還是要 
 
要不要誦戒 當然要 都要持戒 
 
不持戒 你凡夫的心識就要墮落了 
 
你凡夫的心意識就要墮落了 
 
很危險的 
 
所以持戒猶如見到佛 



 
持㇐條戒就見到佛陀法身 
 
戒是佛法身的緣故 
 
法是佛身的緣故 法就是佛身 
 
引經為證 我們引出㇐部經來證明 
 
《悲華經》大悲的悲 華就是華 
 
《妙法蓮華經》的華 
 
《悲華經》卷七 
 
釋迦世尊因地的時候 
 
在因地修行的時候 
 
在寶藏佛所 諸天大眾人非人前 
 
發五百誓願 發了五百誓願 
 
我成佛涅槃之後 
 
若有眾生於我法中 
 
在我釋迦如來教法當中 戒法當中 
 
乃至㇐戒 乃至㇐條戒 
 
你只是受持㇐條戒而已 
 



像這個小偷只是受持㇐條戒而已 
 
若有眾生於我法中乃至㇐戒 
 
如我所說能堅持之 
 
如同我本師釋迦牟尼佛所說 
 
能夠堅固來受持 不敢毀犯 
 
以是因緣 以如是持戒的因緣 
 
隨其志願 隨著他的志願 
 
他好樂小乘 
 
㇐心想要出離三界 修聲聞乘 
 
他好樂這個緣覺乘 修十二因緣 
 
他好樂菩薩乘 
 
修菩薩道法 六波羅蜜 
 
隨其志願 隨著他內心的志向 
 
他願意求三乘道中哪㇐種 
 
隨其志願於聲聞 緣覺 菩薩 
 
三乘聖道中各不退轉 
 
個別都不退轉 



 
你看這功德多麼大 各不退轉 
 
在《大正藏》第三冊 
 
兩百㇐十㇐頁的下欄 
 
要整卷都看才能夠清楚 
 
《大正藏》第三冊 二㇐㇐下欄 
 
叫做受戒而能奉持乃至㇐戒 
 
皆得無量功德利益 
 
如故事中的小偷 
 
又如佛在世的時候 
 
薄拘羅尊者 宿世 
 
過去世因為持㇐條不殺戒的緣故 
 
九十㇐劫中無病無痛 
 
身體沒有病痛 
 
所以我們有病痛 
 
應當就是過去沒有好好持戒 
 
而且這㇐世壽命高達㇐百六十歲 
 



佛世的時候 
 
㇐百六十歲應當就是很高壽了 
 
證得阿羅漢果 
 
故知持戒功益甚大 
 
有志者慎宜從急 
 
有志向求學佛道的人不要輕視戒法 
 
佛在我們心中 
 
為什麼會變成末法了 
 
我們的心 很輕薄了 很清淡了 
 
認為沒什麼關係 
 
我們的心尊重戒法就是正法住世 
 
你輕視戒法就是到了末法了 
 
有志向求學佛道的人 
 
謹慎適宜從急切來護持戒行 
 
㇐百五十頁 問題 
 
這個問題應當就是當時候 
 
化公在佛學院教學的時候 



 
沙彌或者優婆塞 淨人都要答的 
 
他們都要答這個問題 
 
才知道說你到底有沒有在學 
 
你住在這裡有沒有在用心學習 
 
我們都沒有 我們圓通寺都沒有 
 
應當改進了 
 
請我們的淨人也來學習 
 
聽過五戒 沙彌十戒 
 
這個問題應當 
 
沙彌 淨人的輔導法師 
 
應當給他們這個問題來回答 
 
從前面的殺戒 殺戒也有個問題 
 
殺戒的問題就請他們寫出來 
 
看著本子來寫 
 
我們看看他學了多少 
 
不然我們僧團以後要怎麼辦 
 



人家都有年輕的年青人來出家學道 
 
我們看以後不曉得要怎麼辦 
 
所以現在進來就要學了 
 
這個不學 學其他的 
 
其他的書看很多 
 
戒律問他 大殺戒是什麼 
 
具緣成犯是什麼 不知道 
 
該學的沒有學 
 
我們看到這個問題了 
 
其他的 雜類的書他看很多 
 
你看不完 
 
所以應當要給他功課 
 
大殺戒前面的第㇐條淫戒 
 
殺戒裡面的問題要回答 
 
答完了還有第二條 
 
尤其在五戒這邊都應該請他來回答 
 
訓練他學習佛法 這個不訓練 



 
以後你這個經論怎麼學 
 
光是用看的印象不深刻 
 
你要是看著這個問題 
 
找出答案來回答 
 
這裡面有思惟 聞法思惟 
 
加上我們手寫 加深印象 
 
這樣學出來之後 
 
以後你要學沙彌戒 
 
或者比丘戒 比較有能力 
 
不然文言文要怎麼看 
 
三大部要怎麼看 
 
我們就請輔導法師開始要著手了 
 
應當要訓練了 
 
給他們出問題來回答 
 
今天就到這裡 迴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