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戒相經箋要集註》第四十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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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看著集註課本第㇐百五十七頁 
 
㇐百五十七頁 倒數第二行 
 
我們從第四這個地方開始唸起 
 
這段還沒有講完 
 
四 殺殺處 
 
以酒灌人令醉行婬 即酒姦 
 
死後至此處受熱炎鐵鉤 
 
鉤彼下陰處 死已又活 
 
走至他嶮岸處 
 
被鐵鳥獸爪身分散噉 
 
食死已又生 受無量苦 
 
設得為人 貧窮困苦 身體惡色 
 
面貌醜陋 犯王國法 繫獄而死 



 
第四的殺殺處 
 
以酒灌人 令醉行婬 就是酒姦 
 
經文說 若人以酒予他貞良婦女 
 
令其醉已 心亂不正 不守梵行 
 
共同行婬 這樣子 
 
以酒灌人 令醉行婬 
 
我們上㇐個講次說過了 
 
然後到㇐百五十八頁 
 
食 噉食 食死已又生 受無量苦 
 
受無量苦的情況 
 
就是經文說 如是無量百千年歲 
 
如此無量的百千年歲 
 
乃至惡業未壞未爛 
 
惡業還沒有破壞 還沒有腐爛 
 
業氣未盡 
 
惡業的氣氛還沒有窮盡 
 



於㇐切時給予苦惱 不停止 不休息 
 
若惡業報盡 乃得脫離地獄之苦 
 
若於前世過去久遠有善業成熟 
 
不會馬上就生到惡鬼 畜生之道 
 
所以底下第三句 
 
設得為人 假設得到人身 
 
貧窮困苦 身體惡色 
 
身體的這種色相不好看 
 
不莊嚴 面貌醜陋 
 
違犯國王 犯王國家法令 
 
被繫縛牢獄中而死 
 
這是他惡業殘餘的果報 
 
第五 劍林處 
 
在《大正藏》十七冊 
 
四十三頁的上欄 
 
以酒令行人飲醉林中 
 
被劫奪財物 或謀殺之 



 
死墮此處 為炎火石雨下 打燒劈死 
 
復為熱沸河之熱血洋水 熱銅汁 
 
熱白臘汁 燒煮罪人 
 
獄卒以炎刀枷斫打爛死 乃至業盡 
 
設得為人 貧窮慳貪 多瞋多妒 
 
而色似墨醜 
 
第五 劍林處 
 
眾生以何業因生於彼處 
 
以酒令行人飲醉林中 經文 
 
若人以酒誑騙他欲遠行之人 
 
他要遠行的人 用酒來誑騙他 
 
欲遠行之人 他會經過空曠野外 
 
誑騙他 會經過空曠野外之人 
 
他要走很遠的路 
 
會經過空曠野外的人 
 
說 此是第㇐阿娑婆酒 
 



這是第㇐的阿娑婆酒 
 
令人不醉 喝了不會醉 
 
而給予他惡毒的酒 
 
給他惡毒的酒 
 
騙他這個是不會醉的 
 
彼將酒而去 
 
他 遠行的人 帶著酒就離去了 
 
出發了 
 
走路既然進入曠野嶮難處 
 
就口渴 就喝了 飲之 
 
飲已極為昏醉 
 
喝了之後 極為昏醉無所覺知 
 
叫做以酒令行人飲醉林中 
 
被劫奪財物 昏睡無所覺知 
 
所以如是酒醉的人 
 
所有的財物財寶都被盜賊劫奪 
 
取走了 



 
或者謀殺之 或者被謀財而殺害 
 
彼人以是惡業因緣 
 
身壞命終 死墮此處 生劍林處 
 
為炎熱的火石 如雨落下 
 
炎熱的火石 
 
好像雨下來㇐樣 這麼多 
 
打燒劈死 復為炎熱沸騰 
 
煮開了 已經滾的 沸騰的河 
 
復為炎熱沸騰河之熱血洋水 
 
熱銅汁 熱白臘汁 燒煮罪人 
 
地獄的苦器 熱血的洋水 
 
熱銅汁 熱白臘汁 來燒煮 
 
獄卒以炎刀枷 斫砍打擊爛死 
 
乃至業報窮盡 
 
假設得到人身 設得為人 
 
貧窮慳貪 多瞋恚 多嫉妒 
 



而身體的顏色好像黑墨㇐樣 
 
而色似墨 而且醜 而且醜陋 
 
是他惡業殘餘的果報 
 
註 南山律祖云 
 
飲酒 有人於下加辛肴者 
 
五辛 蔥 韭 蒜 薤 興渠等 
 
正文無此 
 
然既受淨戒 焉噉羶臭 或者羶臭 
 
理不可也 
 
因此五辛 生食增恚 熟食發婬故 
 
今按吸毒 亦應不可 
 
這個註 化公的集註 
 
南山律祖云 出在《業疏記》 
 
《羯磨疏濟緣記》卷十 
 
四十五頁的後㇐面 
 
飲酒 有人於下加辛肴者 
 
有人在飲酒之下 再加上辛肴 



 
辛 辣的意思 辛辣 很辣 
 
有葷臭辛辣的氣味 
 
肴 肴是肉類食物 
 
已經煮熟的葷菜叫做肴 
 
魚肉等等 
 
魚肉這些肉類煮熟了 叫做肴 
 
有人云 不飲酒之下 加上辛肴者 
 
為人家受五戒 
 
第五 不飲酒及辛肴 能持否 
 
加辛肴 不飲酒 加上辛肴 
 
不飲酒及辛肴 能持否 這樣子 
 
接著 五辛 五種葷辛之菜 
 
有辛而非葷 
 
有的植物是辛辣 然而不是葷菜 
 
沒有辛臭的味道 
 
沒有辣又臭的味道 
 



如同 薑 我們在吃的薑 
 
辣椒 芥菜末等等 辛而非葷 
 
有葷而非辛 葷而非辛 
 
有的植物它有葷臭的氣味 
 
葷臭的氣味 很臭 
 
然而它不是辛菜 如同臭菜等等 
 
臭菜很不好聞 但是它不是辛菜 
 
所以五辛又作五葷 五種葷菜 
 
五種有葷臭辛辣的蔬菜 
 
《大佛頂首楞嚴經》卷八 
 
《大正藏》十九冊 
 
㇐百四十㇐頁的下欄 
 
佛告阿難 是諸眾生求三摩提 
 
當斷世間五種辛菜 
 
佛陀告訴阿難尊者 
 
是諸眾生求三摩提 
 
三摩提是梵語 



 
此方中華翻為正定 正受 
 
又稱作三昧 又稱作三摩缽提 
 
又稱作三摩地 
 
㇐切眾生嚴持清淨戒律 
 
想要求學正定 正受 因戒生定 
 
前面嚴持清淨的戒律 
 
想要修習禪定 欲求正定 正受 
 
應當要斷除五種辛菜 
 
有葷臭辛辣的菜 
 
蔥 第㇐個是蔥 
 
有青蔥 洋蔥 整顆都不能吃 
 
韭菜 蒜頭 薤 
 
蒜頭 整株的 包括大蒜 
 
薤就是 薤它的葉子相似於韭菜 
 
興渠 宋朝的《高僧傳》卷二十九 
 
《大正藏》五十冊 
 



八百九十頁的中欄 
 
講到釋慧日 慧日法師的傳記 
 
釋慧日 他立誓遊學西域 
 
立誓要遊學印度 參訪善知識 
 
總共有㇐十八年 
 
慧日法師是㇐位專修淨土的大德 
 
他專修淨土 他的因緣就是 
 
可以提供我們㇐些修學的這種 
 
激發我們修學的這種善好的發心 
 
看人家怎麼修的 
 
我們先介紹他好的地方 
 
修學淨土的地方 
 
唐洛陽罔極寺慧日傳 
 
釋慧日 俗姓辛氏 東萊人也 
 
中宗朝得度 及登具足戒 
 
之後遇到義淨三藏法師 
 
造㇐乘之極 躬詣竺乾 心恒羨慕 



 
他看到義淨三藏 
 
躬自到印度去留學 他也很羨慕 
 
所以慧日法師於是立誓遊學西域 
 
也想要到西域去參學 
 
始者泛舶渡海自經三載 
 
我們就唸過去 
 
東南海中諸國崑崙佛誓師子洲等 
 
經過略遍 乃達天竺 到達印度了 
 
禮謁聖跡 尋求梵本 
 
尋求梵語的本子的經本 律本 
 
參訪善知識 ㇐十三年 
 
咨稟法訓 思欲利人 
 
他內心的思維就是想要利益眾生 
 
思欲利人 所以到印度去遊學 
 
然後 振錫還鄉 獨影孤征 
 
雪嶺胡鄉 又涉四載 
 



就是十七年了 
 
既經多苦 深厭閻浮 
 
去那邊參學 走路很辛苦 十七年 
 
覺得人生太苦了 
 
走路去 不像我們現在可以坐飛機 
 
走路 路上又口渴 又飢餓 
 
身體又很疲累 
 
所以 既經多苦 深厭閻浮 
 
既然經歷很多苦惱 身為苦器 
 
這個身體是苦惱的器具 
 
有身就有苦 生老病死 
 
內苦外苦 寒熱風雨 
 
還有惡劣的言語 要修忍辱 
 
人家講不好聽的話 
 
聽了就很苦惱 內心的裡面 
 
身體又有飢餓口渴 
 
四大不調 種種病苦 



 
既經多苦 深厭閻浮 
 
深深的厭煩南閻浮提 
 
生在人道當中太苦了 
 
所以他就想 何國何方有樂無苦 
 
那㇐個國度 那㇐個地方 
 
有快樂然而沒有苦惱 
 
何法何行 能速見佛 
 
什麼法要 哪㇐種行門 
 
能夠快速見到佛陀 
 
周遍請問 天竺三藏學者 
 
所說的 皆讚淨土 
 
他們都稱讚淨土 
 
三藏法師 學習經律論三藏 
 
都稱讚淨土法門 皆讚淨土 
 
復合金口 又合乎如來金口所說 
 
其於速疾是㇐生路 
 



這個行門非常快速 
 
這是我們㇐生 
 
㇐生能夠成就道業的正路 
 
是㇐生路 
 
盡此報身 必得往生極樂世界 
 
三藏法師就告訴他們 
 
說 盡此這㇐身形 
 
必定可以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 
 
親得奉事 阿彌陀佛 
 
我們可以親自來奉事 阿彌陀佛 
 
非常好 這麼莊嚴的身體 
 
身金色 相好光明無等倫 
 
我們都能夠親眼看到 
 
聞已頂受 慧日法師聽聞之後 
 
頂戴受持 就記在心裡面了 
 
漸至 漸漸走到北印度健馱羅國 
 
這個王城東北有㇐座大山 



 
山上有觀世音菩薩的聖像 
 
只要有至誠祈請的人 多得現身 
 
大多都能夠感召菩薩現身 
 
慧日法師於是七日 
 
用七天的時間叩頭頂禮 
 
又斷食畢命為期 
 
斷絕飲食 不吃不喝 
 
畢命就是 
 
盡此這㇐生的生命做為期限 
 
希望菩薩能夠現身 為我來摩頂 
 
至七日夜 到了第七天的晚上 
 
且未央 晚上還沒有過 
 
觀音空中現紫金色相 
 
觀世音菩薩就在空中 
 
顯現出紫金色的相貌 
 
那麼莊嚴 萬億紫金身 
 



⾧㇐丈餘 ㇐丈多 
 
坐在寶蓮華上面 
 
然後垂下右手 
 
摩慧日法師的頭頂說 
 
汝欲傳法自利利他 
 
你在這末法時代 
 
想要弘傳佛法 自利利他 
 
西方極樂淨土世界彌陀佛國 
 
勸令念佛誦經廻願往生 
 
到彼國已 見佛及我 得大利益 
 
汝自當知淨土法門勝過諸行 
 
說已忽滅 
 
觀世音菩薩在空中 
 
現萬億紫金色身 
 
這麼莊嚴的相貌 
 
⾧度高有㇐丈多 
 
坐在寶蓮花上面 



 
垂下右手 摩 慧日法師的頭頂 
 
說 你想要傳法 自利利他 
 
末法時代 眾生根器下劣 
 
要修習極難的 這麼高尚的行門 
 
沒有能力 
 
坐禪修定 我們心定不下來 
 
沒辦法像古德那麼厲害能夠入定 
 
我們根器太差 
 
所以你想要傳法 弘傳佛法 
 
自利利他 自己得到大利益 
 
也利益㇐切眾生 
 
在西方淨土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國土 
 
普勸眾生使令念佛 念阿彌陀佛 
 
誦淨土三經 或者淨土五經 
 
迴向發願往生 
 



到彼國以後 見到阿彌陀佛 
 
以及我觀世音菩薩 得到大利益 
 
你自己應當就會了知 
 
淨土法門在末法的時候 
 
勝過㇐切的行門 
 
說完之後 忽然就滅去了 
 
所以慧日法師也不是泛泛之輩 
 
他能夠為了弘法利生 
 
親自到印度去 
 
就是 應當就是看到我們東土 
 
漢民族 佛法傳到我們這裡來 
 
那時候就有爭議了 
 
五辛就有爭議了 
 
興渠 有人說 說法很多 
 
他親自到印度去求證 
 
這裡我們就說到釋慧日 
 
立誓遊學西域 到印度去 



 
參訪善知識 總共有㇐十八年 
 
剛剛講的在《大正藏》五十冊 
 
八百九十頁的中欄 
 
記起來 非常好的 
 
《大正藏》五十冊 
 
八百九十頁的中欄 
 
開元七年 他才到達 回到⾧安 
 
皇帝賜他㇐個名號 
 
皇帝親自賜他㇐個名號 
 
叫做慈慜三藏 
 
慈慜眾生的三藏法師 慈慜三藏 
 
他在生的時候 常勤修淨土之業 
 
活著的時候 恒常精勤的修習 
 
淨土的淨業 
 
希望能夠在命終的時候 
 
蒙阿彌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淨土 
 



因為他看到觀世音菩薩親自現身 
 
為他摩頂告訴他怎麼自利利他 
 
當然信心十足 
 
著《往生淨土集》 
 
還有著述《往生淨土集》 
 
行於世間 又以僧徒 
 
又因為出家五眾佛弟子 
 
大多迷於五辛中的興渠 
 
當時候就有這種情況了 
 
大多迷於興渠是什麼 
 
大家在那裡眾說紛紜 
 
迷於五辛中的興渠 
 
興渠 大多所說不同 
 
說法都不㇐樣 
 
或者說叫做蕓薹 胡荽 
 
蕓薹 我們查字典 
 
蕓薹就是油菜 油菜會開花 



 
開花好像㇐個薹㇐樣 油菜 
 
胡荽 胡荽的話 就是芫荽 
 
俗話說香菜 
 
或者說蕓薹香菜 
 
胡荽 蕓薹胡荽 
 
或者說 阿魏 
 
唯獨慧日法師在《往生淨土集》中 
 
別行書 個別他出了㇐本書 
 
別行 書寫列出 
 
叫做 列出說五辛此土 
 
我們大漢民族 
 
中華民族所居住的國土中 
 
在我們漢民族所居住的國土中 
 
唯有四種 唯獨只有四種而已 
 
蔥 韭 蒜 薤 
 
蕅益大師也是這麼解釋 
 



此土唯有四種 其他都不是 
 
第㇐就是蒜 大蒜 小蒜 蒜頭 蒜苗 
 
都不可食 
 
第二 韭菜 
 
韭菜我們小時候吃過 綠色的 
 
第三 蔥 
 
青蔥 或者洋蔥 或者蔥花 蔥頭 
 
皆不可食 
 
第四種叫做薤 
 
薤的葉子相似於韭菜 
 
中間是空的 夏天開紫色的小花 
 
五種辛菜中 
 
在中華民族國土當中 
 
我們住的國土裡面 
 
唯獨有四種而已 其他都不是 
 
放心的吃吧 
 
唯獨有四種 



 
第㇐蒜 第二韭 第三蔥 第四薤 
 
缺於興渠 缺少興渠這種辛菜 
 
此方中華所無 我們這裡沒有 
 
所以我們看《梵網經》的 
 
食五辛戒 
 
歷代的祖師 包括智者大師 
 
蕅益大師 《文鈔》裡面印光大師 
 
都沒有說香菜 蕓薹 油菜是辛菜 
 
都沒有這麼說 
 
所以此方中華所無 
 
難道我們祖師大德 
 
沒有看過藏經嗎 
 
蕅祖看三遍 《大藏經》看三遍 
 
印光大師應當也是三遍 
 
記憶中好像是三遍 
 
所以梵語 興渠的梵語 稍有訛誤 
 



唸音有誤差 
 
正確的發音應當說形具 
 
慧日法師說 叫做形具 
 
身形的形 具足的具 形具 
 
西域 在印度 其餘的國土不見 
 
其他的國土都沒有看到 
 
返回到于闐國這個地方 
 
方得見到也 
 
在于闐國才有 
 
慧日法師講的可信 
 
他能夠見到觀世音菩薩 
 
七天斷食 菩薩為他摩頂 
 
教他怎麼修 
 
所以他講的話 應當很可信 
 
于闐國才見得到形具 
 
根麁如細蔓菁 
 
根的麁 根的粗細如同蔓 蔓菁 



 
俗話 我們查字典 
 
俗話叫做蕪菁 
 
艸字頭的蕪 艸字頭底下㇐個無 
 
菁 艸字頭 青菜的青 蕪菁 
 
根麁如細蕪菁 細蔓菁 
 
蔓就是艸字頭 ㇐個高慢的慢 
 
左邊的忄字旁去掉 
 
根麁如細蔓菁 
 
蔓菁查出來是叫做蕪菁 
 
俗名叫做大頭芥 
 
芥菜的芥 大頭芥 
 
根白 根是白色的 
 
其臭如蒜 它的臭味如同蒜頭 
 
蒜頭我們知道 
 
那味道實在是很可怕 
 
其臭如蒜 
 



彼于闐國人栽種 取根而食 
 
吃它的根而已 取根而食 
 
冬天到彼不見枝葉 
 
冬天到了于闐國 
 
沒有看到它的枝葉 
 
薹荽非五辛 所食無罪 
 
薹 蕓薹就是油菜 
 
字典的解釋就是油菜 
 
荽 就是胡荽 
 
胡這個字 古代 古時候 
 
指從國外引進來的㇐切物品 
 
從國外引進我們中華的草本植物 
 
從外國引進的都稱作胡 
 
胡菜 胡荽 又名芫荽 又名香菜 
 
字典解釋 我們看字典的解釋 
 
解釋香菜 說 
 
芫荽 蔬菜類的植物 



 
莖葉都有香氣 
 
世俗人的解釋 他們解釋說 
 
芫荽 香菜它的莖跟葉都有香氣 
 
不是我們說的 他們都這麼解釋 
 
說它有香氣 不是像蒜 其臭如蒜 
 
不是這樣 不是其臭如蒜 
 
他解釋 莖葉都有香氣 可以生食 
 
所以我們中華民族都喜歡用香菜 
 
生吃 可生食 
 
薹荽非五辛 蕓薹 油菜 
 
胡荽 或者香菜 不是五辛 
 
沒有葷臭的氣味 所以食用無罪 
 
我們吃 沒有罪過 不犯菩薩戒 
 
慧日法師的傳記裡面就這麼說 
 
可見當時候 這個問題就存在了 
 
以上說過 五辛 
 



蔥 韮 蒜 薤 興渠等 
 
正文無此 
 
傳授在家五戒的正文 無此二字 
 
沒有這兩個字 律文沒有 不加辛肴 
 
然既受淨戒 
 
然而 既然納受清淨的戒體 
 
五戒 清淨身業 焉噉羶臭 
 
焉噉 焉 何的意思 
 
怎麼可以 怎麼能 
 
噉就是吃 怎麼能吃羶臭 
 
羶 就是羊字旁 
 
原本是指羊肉腥臊 腥臭的氣味 
 
焉噉羶臭 
 
既然受了淨戒 清淨身口業 
 
怎麼能吃腥臭的五種辛菜 
 
理不可也 
 
道理上來說 是不可以 



 
為了清淨身口 
 
不散發出葷臭的氣味 
 
吃五辛的人 
 
他只要來到我們寺廟 
 
就在我們旁邊 
 
我們就知道了 就聞到了 
 
那種味道從身上散發出來 
 
聞得很難受 眞的是很難受 
 
清淨身口 為了清淨身口 
 
不散發出葷臭的氣味 
 
因此五辛 
 
因為此五種葷臭辛辣的菜 
 
生食增恚 熟食發婬故 
 
這兩句出自 
 
《大佛頂首楞嚴經》卷八 
 
《大正藏》十九冊 
 



㇐百四十㇐頁的下欄 
 
是五種辛 熟食發婬 生啖增恚 
 
經文 是五種辛 
 
熟食發婬 生啖增恚 
 
依照經文次第來說 
 
是五種辛菜 有葷辛氣味的菜 
 
煮熟了吃 會發起我們的婬欲心 
 
熟食發婬 
 
生吃會增⾧我們心中的瞋恚 
 
生啖增恚 
 
啖口字旁 右邊兩個火 
 
炎熱的炎 生啖增恚 
 
生吃會增⾧我們心中的瞋恚的緣故 
 
今按吸毒 亦不可 
 
現在按照道理 
 
吸食有害身心的毒品 
 
吸毒的人 茫茫然的 



 
什麼也不能做了 變成廢人 
 
他沒有毒品不行 
 
好像中了 比酒還厲害 
 
沒有吸食的時候 沒有吸的時候 
 
身體發抖很難受 比酒還要厲害 
 
沒有毒品不行 
 
所以上癮了 就很可怕了 
 
變成廢人 世間上沒有用處的人 
 
什麼也不能做 怎麼來利益眾生 
 
所以吸食有害身心的毒品 
 
也是不可以 
 
註 ㇐百五十八頁 倒數第四行 
 
註 經云 經就是《分別善惡所起經》 
 
前面我們說過了 
 
《分別善惡所起經》 
 
《大正藏》十七冊 
 



五百㇐十八頁的中欄 
 
五㇐八中欄 《分別善惡所起經》 
 
飲酒有三十六種過失 
 
而且容易使令後代的子孫愚笨 
 
愚痴笨拙不靈巧 鈍鈍的 不靈巧 
 
如同詩仙李白 
 
以及田園詩人陶淵明 
 
皆喜好飲酒而其子皆不成器 
 
他的兒子 他生的兒子 
 
都不成材 無有才能 不成器 
 
現今的醫學證明 
 
酒精會影響精子 令子孫愚笨 
 
我 廣公自稱 
 
本身也看過了很多這種例子 
 
又有人說戒酒不容易 
 
其實是沒下定決心而已 
 
我可以告訴大家戒酒的親身經驗 



 
以前我愛喝酒 
 
假若論到酒量不大也不小 
 
㇐兩瓶高粱酒喝下去 
 
臉不紅 神不亂 算是酒量很好了 
 
後來在大陸 要離開家鄉的時候 
 
母親很擔心我這個愛喝酒的毛病 
 
我們做惡就是不孝父母 
 
且令父母擔心受怕 
 
我這孩子不曉得會怎麼樣 
 
就是大不孝 
 
好好的學戒 持戒 
 
好好的修學聖道 
 
父母親很歡喜 就是孝順父母 
 
使令父母的心歡喜 
 
所以我們到寺廟裡面來當淨人 
 
好好用功 乖乖的守規矩 
 



父母親都很歡喜 很放心 
 
不會擔心我們 
 
我們要考量到 想得很深遠 
 
安住下來 好好的用功 修福修慧 
 
母親很擔心我這個愛喝酒的毛病 
 
她說 我剁㇐隻小指頭給你 
 
剁 用刀砍 
 
我用刀砍㇐隻小指頭給你 
 
以後你看到這隻小指頭 
 
就要想到母親 不要喝酒 好不好 
 
你看母親多麼慈悲 
 
㇐切眾生的母親都是如此 
 
都是這樣子的 
 
你做惡了 不好好的做人 
 
犯到國家的法令 被國家抓去關 
 
父母親多麼傷心 你知道嗎 
 
多麼痛苦 生不如死 



 
生到這個兒子 所以這個地方 
 
牽涉到父母親 
 
母親都是很慈悲的 愛護兒子的 
 
所以㇐切眾生的父母親都護念兒子 
 
不要殺生吃肉 不要傷害眾生 
 
他的母親都很難受 
 
我急忙說 不要不要 我改便是 
 
但是後來當兵仍然未改掉 
 
有㇐次和工兵連的連⾧去喝酒 
 
回來寢室後吐了滿地 
 
要是比較嚴格的 就要關禁閉了 
 
要進來的時候 
 
衛兵就會把你抓起來 
 
衛兵 從大門都有站衛兵 
 
回來寢室後吐了滿地 
 
吵的別人㇐夜沒有睡 
 



清醒之後看著滿地污穢之物 
 
心中很後悔 便下定決心 
 
說了㇐句 我從此不再喝酒 
 
此後便未再沾㇐滴酒 
 
由此可知戒酒不困難 
 
有沒有下決心而已 
 
修學聖道不困難 
 
有沒有下決心而已 
 
下決心了 煩惱怎麼能夠勝過你 
 
煩惱勝過你的時候 你就退道了 
 
我回去了 不行 我做不下去了 
 
回去了 道理㇐樣的 ㇐以貫之 
 
㇐五九頁 倒數第四行 
 
補 弘公的補釋 
 
若教他飲酒者 咽咽二俱結罪 
 
咽咽結罪者 隨㇐咽 結㇐罪 
 
多咽結多罪 



 
若教他人飲酒者 
 
自他同受五戒 
 
我們在這個地方 
 
就是以《五戒相經》來做標準 
 
自他同受五戒 
 
假若比丘戒 就是自他同受比丘戒 
 
沙彌戒 自他同受沙彌戒 這樣子 
 
在這裡 自他同受五戒 
 
教他人飲酒 
 
咽咽 吞㇐口 吞㇐口 
 
兩個人 俱就是都 都結中品罪 
 
《十誦律》好像也有 《十誦律》 
 
《菩薩戒》也有 《菩薩戒》 
 
比照《菩薩戒經義疏》 
 
智者大師《菩薩戒經義疏》 
 
說 自作教他悉同犯輕垢罪 
 



菩薩 比丘同犯輕垢罪 
 
在《卍字續藏》五十九冊 
 
零四㇐三下欄 
 
好像《十誦律》也有這個文 
 
咽咽結罪者 
 
隨㇐咽 結㇐個中品罪 
 
吞㇐口 兩個人都結㇐個中品罪 
 
多咽 結多罪 
 
補 倒數第二行 
 
宋靈芝律師云 
 
此方多有糟藏之物 
 
氣味全在 猶能醉人 
 
世多貪噉 最難節約 
 
想西竺本無 故教所不制 
 
準前糟麴 足為明例 
 
有道高士幸宜從急 
 
宋靈芝律師云 出在《鈔記》 



 
《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卷二十四 
 
三十三頁的後㇐面 
 
此方多有糟藏之物 
 
糟 米字旁 糟就是酒渣的意思 
 
我們前面也有說過 
 
糟是酒渣 做酒之後 
 
酒提出來了 剩下的不要的 
 
還含有酒的成份 
 
酒釀好了 將酒提取之後 
 
剩下的渣滓叫做糟 
 
藏 酒糟未丟棄 
 
我們中國人很惜福 
 
樣樣都可以利用 
 
還可以用的 就留下來了 
 
酒糟未丟棄 收藏留著 
 
留著還有人想要吃 
 



用酒糟來醃製浸泡食品 
 
來醃製浸泡食品 
 
如同糟豆腐 
 
有酒糟泡的豆腐 糟豆腐 
 
或者糟魚 魚用酒糟來泡 浸泡 
 
有的人很喜歡吃 世間人 
 
叫做藏的意思 
 
還含藏有酒的成分 糟藏 
 
叫做糟藏之物 
 
還含藏著酒的成分 糟藏之物 
 
此方中華 
 
大多有含藏酒糟浸泡的食物 
 
中國人很喜歡將能夠利用的再利用 
 
大多有含藏酒糟浸泡的食物 
 
氣味全在 
 
酒色 酒氣 酒香 酒味 完全存在 
 
喜歡喝酒的人 聞到就很喜歡 



 
猶能醉人 
 
猶然能夠令人酒醉心亂 
 
世多貪噉 噉就是吃 
 
世間人大多貪吃酒糟醃製的食物 
 
好吃 最難節約 
 
貪噉糟藏之物 喜愛那種氣味 
 
它有酒氣 最難節制約束自己 
 
喜歡喝酒的人很難節制 
 
過去世有善根 有熏習佛法的人 
 
他㇐杯啤酒 他就倒了 
 
他對酒很敏感 
 
聞到這個氣味 他就受不了了 
 
習氣有差別 
 
想西竺本無 西指西方 
 
竺 天竺 印度的古稱 
 
天竺 印度在中華民族的西方 
 



不是西方淨土 
 
我們的西邊 在中華民族的西方 
 
叫做西竺 西方印度 
 
想 靈芝律師心中思量 
 
心裡這麼思量 這麼想 
 
西竺印度 
 
本來沒有酒糟浸泡的食物 
 
那邊應當沒有 
 
不然佛陀應當會制戒 
 
所以想 那邊應當沒有 
 
沒有酒糟浸泡的食物 
 
故教所不制 
 
所以律教 佛陀戒法當中 
 
所不制止 沒有這麼制定 
 
應當那邊沒有這些東西 
 
準前糟麴 足為明例 
 
準前糟麴 糟就是酒渣 能醉人 



 
麴是酒母 釀酒用的 也能醉人 
 
準 根據 根據前面的經文 
 
㇐百五十五頁 經文做為標準 
 
經文就有了 
 
吞噉酒麴 酒糟能醉人者 
 
隨咽咽結犯中品罪 
 
根據這裡做標準 
 
足以做為明白的例子 
 
有道高士幸宜從急 
 
有道 有心向著聖賢之道 
 
聲聞 緣覺 菩薩道 
 
高士 品行高尚叫做高 品行高尚 
 
對佛弟子 學佛修行人 
 
最好的稱呼叫做士 高士 
 
幸就是希望 宜 適合 
 
從急 順從急切 
 



很緊急 很要緊 來護持戒行 
 
有道高士幸宜從急 
 
㇐百六十頁 註 
 
㇐百六十頁的第二行 註 
 
犯罪的要件 
 
㇐ 是酒 飲之能醉人 
 
第二 酒想 內心也作酒想 這是酒 
 
第三 入口咽咽結犯中品可悔罪 
 
補釋的補 境想 弘公的補釋 
 
面對酒的境界 前面這是酒 
 
面對酒生起的想心 
 
是酒 前面這㇐杯是酒 
 
內心也作酒想 
 
喝下去 中品可悔罪 
 
前面這㇐杯 這是酒 內心作酒疑 
 
這是酒嗎 生起酒的懷疑 
 
喝下去 中品可悔罪 



 
是酒 作非酒想 這個不是酒 
 
喝下去 下品可悔罪 
 
然後非酒 境界不是酒 
 
前面這㇐杯不是酒 
 
我的心生起酒想 
 
喝下去 下品可悔罪 
 
非酒 生起酒疑 這好像不是酒 
 
喝下去 不犯 
 
非酒 生起非酒疑 不犯 
 
非酒 生起非酒想 
 
這個不是酒 喝下去 不犯 
 
約想心來結罪 
 
㇐百六十㇐頁 補釋 
 
弘公的補釋 開緣 
 
㇐ 食中不知有酒而誤飲 
 
飲食當中 不知道有酒而誤心 
 



誤心而飲 錯誤 失誤的喝下去 
 
第二 或酒煮物 
 
已失酒性 不能醉人 
 
或者用酒來煮食物 
 
有的人煮湯 喜歡加酒 
 
煮過之後 已經失去酒性 
 
不能醉人 也開緣不犯 
 
第三 病時 餘藥治不瘥 以酒為藥 
 
弘公這㇐段就是根據 
 
《四分律》錄出來的 
 
《四分律》卷十六 
 
《大正藏》二十二冊 
 
六百七十二頁的中欄 
 
其他的沒有查 
 
有的也是可能從《根本律》裡面 
 
或者《沙彌戒法》裡面錄出來的 
 
沒有特別再去查 



 
這㇐段出在《四分律》卷十六 
 
《大正藏》二十二冊 
 
六百七十二頁的中欄 
 
若有如是如是病 
 
餘藥治不瘥 以酒為藥 
 
叫做病時餘藥治不瘥 以酒為藥 
 
《四分律》的文 
 
病時 重病之時 
 
律文是看不出來 
 
不過我們引經來證明 
 
是重病的時候 
 
不是說你有病就可以喝酒 不是 
 
重病的時候 
 
我們先引菩薩戒 
 
《菩薩戒經義疏》卷下 
 
《卍字續藏》五十九冊 
 



零四㇐三下欄 
 
智者大師說 必重病宣藥 
 
我們引這㇐句 必重病宣藥 
 
宣說的說 宣說的宣 藥方的藥 
 
必重病宣藥 
 
必定是有重病的因緣 
 
醫師宣告使用的藥方 必須用酒 
 
叫做重病時 
 
餘藥治不瘥 其他的藥物治不好 
 
以酒為藥 用酒來作藥 
 
必須眞實是重病因緣 
 
困苦將要死亡了 
 
這其餘的藥治不好 
 
醫師宣告必須用酒作藥 
 
才入於開緣 不犯 
 
醫師說的 不是我自己想的 
 
不是自己想的 醫師說的 



 
開緣服用多少分量的酒 
 
可以喝多少 要用多少酒來作藥 
 
《文殊師利問經》卷上 
 
《大正藏》十四冊 
 
四百九十三頁的上欄 
 
《大正藏》十四冊 
 
四九三上欄 
 
《文殊師利問經》卷上 
 
佛告文殊師利菩薩 
 
不得飲酒 若合藥 
 
醫師所說多藥相和 
 
少酒多藥得用 
 
醫師說的 不是我自己想的 
 
我在想說應當可以喝酒 
 
重病了 喝酒來治病 這個不算 
 
醫師說的才算 
 



以後我們會引很多經來說 
 
都是醫師說的 不是我自己想的 
 
佛告文殊師利菩薩 
 
不可以喝酒 不得飲酒 
 
若合藥 假若合和湯藥 
 
需要用酒合和湯藥 
 
醫師所說 
 
採用為人治病 專業的醫師所說 
 
醫師說的 不是我說 他專業的 
 
醫師所說多藥相和 
 
多種藥方互相混合起來 
 
少酒多藥得用 
 
少量的酒 多分量的湯藥 可以服用 
 
叫做以酒為藥 
 
我們《四分律》不是講得那麼明白 
 
所以我們引經來證明 
 
叫做以酒為藥 醫師說的 



 
然後多藥相和 少酒多藥得用 
 
類似四藥相和 從強為服 
 
宣祖引《多論》的文 
 
四藥相和 從強為服 
 
勢力比較強的 就做藥了 
 
非時 時藥比較強 就做時藥 
 
非時藥強 就做非時藥 
 
七日藥勢比較強 做七日藥 
 
盡形壽藥勢力比較強 做盡形壽藥 
 
四藥相和 從強為服 
 
這個地方 也是這個道理 
 
少酒多藥得用 酒比較少 
 
第四 以酒塗瘡 
 
皮膚腫爛 外傷用的 開緣不犯 
 
以酒來塗瘡 
 
第五 狂亂壞心 
 



癲狂散亂病壞心 
 
怎麼判定他不犯 
 
不自知我是五戒優婆塞 
 
不能自我了知 
 
我是受了五戒的優婆塞 
 
叫做狂亂壞心 
 
宋靈芝律師云 
 
餘藥不治 酒為藥者 
 
非謂有病 即得飲也 
 
須遍以餘藥治之不瘥 方始服之 
 
宋朝的靈芝律師說 
 
這㇐段文出在 
 
《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記》 
 
《戒疏記》卷十五 
 
第八頁前㇐面 是《戒本疏》的文 
 
唐 南山律祖所說 
 
這裡可能是筆誤 弘公筆誤 



 
寫到靈芝律師去了 
 
應當是宣祖的疏文 
 
《戒疏記》卷十五第八頁前㇐面 
 
是《戒本疏》的文 
 
唐朝 南山律祖所說 
 
開緣不犯當中 
 
餘藥不治 酒為藥者 
 
其餘的藥方不能治療 
 
用酒來作藥者 
 
非謂有病 即得飲也 
 
不是說身體有病就可以喝酒 
 
不是這個意思 
 
須遍以餘藥治之不瘥 
 
必須周遍用其他的藥方都治不好 
 
方始服之 
 
才開始以酒作藥來服用 
 



底下還有㇐句 
 
戒本疏的文 底下還有㇐句 
 
方始服之 
 
才開始以酒作藥來服用 
 
底下還有㇐句 哪㇐句 
 
廣如鈔解 
 
這㇐句弘公把它省略了 
 
廣泛如同《四分律行事鈔》 
 
開緣不犯的解釋 
 
所以這裡 我們要說就是 
 
方始服之 
 
須遍以餘藥治之不瘥 方始服之 
 
還是要依靠醫師的指示 
 
醫師說必須要用酒 才有開緣 
 
《鈔文》這麼引出來的 
 
《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卷二十四 
 
三十三頁前㇐面 



 
《鈔記》卷二十四 頁三十三前㇐面 
 
引《五百問》 
 
《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 
 
《五百問》云 若醫言必瘥 
 
得和藥服 不得空服 到這裡 
 
《五百問》說 
 
若醫言必瘥 假若醫師說 
 
醫師說的 用酒作藥引必定能治好 
 
採取專業醫師說的話 
 
來決定可以不可以用酒來作藥呢 
 
這是決定能不能用酒作藥的關鍵 
 
我有病了 我想要喝酒 這個不行 
 
不入於開緣 
 
醫師說的 醫師說 若醫言必瘥 
 
若醫師說用酒作藥引必定能治好 
 
得和藥服 
 



採取醫師的言語 
 
可以用酒和合藥方來服用 
 
四神湯 我們看它成分大多是時藥 
 
假若醫師說用四神湯來治病 
 
可以治好 
 
這時候它可以作盡形壽藥 
 
不是我自己想的 
 
不是我想的 四神湯可以 
 
不是我想的 
 
根據醫師說的才可以 
 
㇐以貫之 道理㇐樣 
 
應當這麼來守持 
 
採用醫師說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了 
 
不得空服 
 
不可以空虛不加藥方 只是服用酒 
 
不可以這樣子的 不得空服 
 
酒必須和合湯藥來服用 



 
不得空服等等 
 
接著我們引出經典來證明 
 
《舍利弗問經》 
 
舍利弗白佛言 云何世尊 
 
說遮道法 不得飲酒如葶藶子 
 
《舍利弗問經》出在 
 
《大正藏》二十四冊 
 
九零㇐頁上欄 
 
舍利弗稟白佛陀說 
 
云何世尊 說遮道法 
 
不得飲酒如葶藶子 
 
葶 艸字頭底下㇐個亭 
 
停止的停 左邊人字旁去掉 
 
上面㇐個艸字頭 
 
藶 艸字頭 ㇐個經歷的歷 
 
子就是種子的子 葶藶子 
 



云何世尊 說遮道法 
 
不得飲酒如葶藶子 
 
葶藶 爾雅這㇐本書解釋 
 
叫做草 它是草的名稱 
 
也唸做頂 
 
唸做頂的時候 是㇐種毒草 
 
可以毒魚 
 
它可以在河裡面毒死魚 
 
子 植物的種子 
 
毒草的種子叫葶藶子 
 
如來聲聞弟子中 
 
智慧第㇐的舍利弗尊者 
 
稟白佛陀說 云何世尊 
 
講說遮止障礙修學正道之法 
 
你喝酒 遮止障礙我們修學聖道 
 
不可以喝酒 說如同毒草㇐樣 
 
如同葶藶的種子 



 
少少的㇐顆 少少的㇐滴 
 
都不可以入口 
 
若服用如同葶藶子少許的酒 
 
是名破戒開放逸門 
 
如此叫做毀破禁戒 
 
打開了放逸 不修善業之門 
 
是名破戒開放逸門 
 
云何蘭陀 云何迦蘭陀 竹園精舍 
 
有㇐位比丘 疾病經年 身體不舒服 
 
經歷年歲 
 
㇐個月㇐個月過去了 經歷年歲 
 
危篤將死 病危的危 
 
篤 篤實的篤 竹字頭底下㇐個馬 
 
危篤將死 
 
危 病重了 病危了 
 
篤 也是病勢很沉重的意思 
 



叫做病篤 危篤將死 
 
病危 病勢沉重將要死亡了 
 
你看這情況才有開緣 
 
將要死了 快要死了 
 
時優波離問言 
 
當時持律第㇐的優波離尊者 
 
前往去探病 瞻望 瞻視病比丘 
 
就問他說 汝須何藥 
 
你需要什麼藥方 我為汝覓 
 
覓就是找 我為你來找 
 
天上人間 四天王天 忉利天 
 
以及我們閻浮提人世間 
 
乃至十方世界 
 
他是阿羅漢 可以 
 
乃至十方世界 
 
是所應用 我皆為取 
 
是你治病所應當用的 



 
我都為你來拿 我都為你去拿 
 
阿羅漢有這種神通道力 可以 
 
病危的比丘回答說 
 
我所須藥是違毘尼 
 
我所必須用的藥是乖違 
 
違背世尊所制的毘尼戒法 
 
我所須藥是違毘尼 
 
故我不覓 以至於此 
 
是故 我不找酒 
 
我不去找了 我不找酒 
 
所以到達病情嚴重這個地步 
 
寧盡身命 無容犯律 
 
寧可的寧 窮盡的盡 
 
寧盡身命 無容犯律 
 
寧可盡此身形壽命 給他死 
 
放著給他死 
 



寧可盡此身形壽命 
 
效忠佛法 而死去 
 
對佛法盡忠 忠於佛法 
 
就這樣給他死去 
 
念著如來的戒法身 不可以喝酒 
 
這樣給他死去 
 
對佛陀正法忠心耿耿 不敢背叛 
 
有正氣 有節操 
 
不容許我自己違犯戒律 
 
你看這個病比丘他操守多麼高尚 
 
不容許我自己違犯戒律 
 
持心多麼嚴謹 
 
我寧可念著如來戒法身 
 
世尊 我不犯戒 寧可這樣死去 
 
念著如來 
 
要是這個心來念阿彌陀佛 
 
決定往生 



 
念著阿彌陀佛 就這樣給他死去 
 
決定往生 
 
優波離言 汝藥是何 
 
你所須要用的藥是什麼 
 
答曰 師言須酒五升 
 
你看這地方 師就是醫師 
 
醫師說必須要酒五升 
 
我們看所有的解釋裡面 
 
都是講依靠醫師所說的 
 
不是我自己想的 
 
我想的應當喝酒來治病可以好 
 
隨順喜歡喝酒的習氣 這個不行 
 
這個不入於開緣 師言須酒五升 
 
所以這裡 我們就說㇐說 
 
說到佛法有二諦 
 
第㇐ 眞諦 第二 俗諦 
 



眞諦又名勝義諦 第㇐義諦 
 
眞諦泯㇐切法 
 
泯除㇐切因緣法相 
 
皆悉空寂 如同虛空㇐樣 
 
叫做勝義諦 第㇐義空 
 
俗諦 隨順世俗法 
 
建立㇐切因緣法相 
 
建立㇐切善惡因緣法相 
 
所以從凡夫地乃至佛地 
 
㇐切都不超出因緣果報之外 
 
所以因很重要 
 
惡因努力斷除 善因努力修學 
 
不超出因緣果報 
 
作惡來修善 這個不對 
 
前面有惡因 後面來修善 這個不對 
 
純粹是善 都是善因善緣 這樣才對 
 
俗諦 隨順世俗法 



 
建立㇐切善惡因緣法相 
 
諸佛如來依此眞俗二諦為眾生說法 
 
要知道 依此眞俗二諦為眾生說法 
 
為初發心的人 
 
為初發心學佛法的人 
 
依世俗法門 說諸法有 
 
說㇐切法 有 有㇐切法 
 
有善 有惡 有正 有邪 
 
有因緣 有果報 
 
使令我們斷惡修善 
 
為久學佛法之人 他學很久了 
 
對於善業根深蒂固了 
 
為久學佛法之人 取著善法者 
 
他愛取執著善法的人 
 
依第㇐義門 說諸法空 
 
說諸法空性 無所有不可得 
 



是諸法空相 不生不滅 
 
不垢不淨 不增不減 
 
無所有不可得 
 
為愛著法相的眾生故 
 
說諸法本性空 自性空寂 
 
乃至十八空 二十空 
 
為取相著空的眾生 
 
為取著空性的眾生的緣故 
 
說有業有報 空性當中有業有報 
 
性空緣起 緣起性空 
 
性空不礙緣起 緣起不礙性空 
 
這裡面有業有報 
 
破種種取相執著 
 
破除我們種種的取相執著 
 
著有著空都不對 要行於中道 
 
契入諸法眞實相 不生也不滅 
 
諸法不生也不滅 不常復不斷 



 
《梵網經》的偈頌 
 
不生亦不滅 不常復不斷 
 
諸法不生 也不滅亡 
 
它不是像虛空㇐樣都不生 
 
它也不會滅亡 就是緣起有 
 
空性當中有緣起有 不常復不斷 
 
不是恒常如此 你不要執著 
 
不是恒常如此 又不會斷滅 
 
所以世間相常住 
 
世間的無常相是常住的 
 
恒常是這樣子 它不會斷滅 
 
不要落入斷滅空 
 
修行持戒的因緣 
 
善業果報也不會失去 這麼好 
 
業因果報不失 
 
依眞俗二諦來修行 
 



能夠出生三世諸佛世尊 
 
是故 如來有所說法教化 
 
恒常是依止眞俗二諦 
 
依俗諦說法教化眾生 
 
不破壞世間因緣法相 
 
不破壞世間法 這個很重要 
 
不破壞世間因緣法相 
 
佛陀隨順世俗法引導眾生 
 
有重病的因緣能不能以酒為藥呢 
 
必須採用專業醫師的判斷來做決定 
 
佛在世的時候就已經是如此了 
 
非謂有病即得飲酒 
 
所以病危的比丘回答 
 
師言須酒五升 
 
醫師說必須用酒五升來作藥 
 
優波離曰 若為病開 如來所許 
 
優波離尊者 在毘尼戒法 



 
開遮持犯當中 明了第㇐ 
 
護持正法 持律第㇐ 
 
對病重的比丘說 若為病開 
 
若是為了治病 醫師開出藥方 
 
必須用酒來做藥引 
 
這是如來所許可 同意的 可以用 
 
如來不破壞世間因緣法相 
 
如來同意 可以 你可以用酒 
 
準律開緣 根據律部的開緣 
 
為乞得酒 
 
為病勢沉重的比丘乞求 得到酒 
 
服已消瘥 服用加酒藥方以後 
 
疾病消除 治好了 
 
瘥已懷慚 
 
病好了以後 懷著慚愧心 羞恥心 
 
猶謂犯律 
 



猶然認為自己違犯戒律 
 
往至佛所慇懃悔過 
 
心意向著佛陀 慇懃懺悔罪過 
 
佛為他說法 
 
聞已歡喜 證得阿羅漢道 
 
佛陀說 酒有多失 
 
喝酒有很多的過失 
 
開啟放逸之門 
 
飲如葶藶子那麼少量的酒 
 
犯罪已經積聚了 
 
若醫師所開藥方 為消除病苦 
 
非先所斷 不是先前所決斷的 
 
就不是多有過失 不是開放逸門 
 
醫師開的藥方 
 
根據《舍利佛問經》 
 
必須眞實病重 困苦臨將命終 
 
醫師先用其他的藥方都治不好 



 
須要以酒和藥 才能夠治好重病 
 
這時候才有開緣 這個很重要的 
 
我們持律 依止根據 
 
迴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