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戒相經箋要集註》第四十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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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看著目次 前面 
 
《五戒相經箋要集註》目次 
 
我們看目次這個地方 
 
目次 從《五戒相經箋要集註》序 
 
㇐直到甲㇐的釋經題 
 
甲二的釋經文 都說過了 
 
我們到了後面 後㇐面  
 
附錄 附錄的地方  
 
附錄 五戒持犯表記序 說過了 接著 
 
新集受三歸 五戒 八戒法式凡例 
 
我們今天要從這裡開始 
 
在㇐百七十㇐頁  
 
這段文還沒講之前 我們更正 



 
我們補充二個地方 
 
㇐百七十頁 倒數第二行 
 
歲在癸亥磨祛月 
 
常光法師幫我們查出來 
 
這是印度的曆法 
 
磨祛月就是十㇐月分 
 
他有㇐個表 印度的曆法 
 
磨祛月就是十㇐月的黑分 
 
有需要的 就請問常光法師 
 
他有這個表 他有查出來了 
 
上㇐次我們說到地藏菩薩摩訶薩 
 
通常是這麼稱  
 
和尚幫忙查出來了 
 
在弘㇐大師法集 第二冊 第九頁 
 
《地藏菩薩聖德大觀》 
 
這個地方有提到 弘公有列出來 
 



說 地藏菩薩 此為諸經論通譯之名 
 
地藏菩薩摩訶薩  
 
然後 其他有不同的名稱 
 
大地藏菩薩 或者持地藏菩薩 
 
地藏王菩薩 在這裡 地藏王菩薩 
 
出唐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 
 
出在這個地方 
 
清 清朝的來舟解釋說 
 
主執幽冥 隨願自在 故尊為王 
 
主執幽冥 執持的執 主執幽冥 
 
隨願自在 故尊為王 然王義甚廣 
 
王的意義非常廣大 此釋未能盡也 
 
這種解釋還沒能窮盡它的義理 
 
所以也有稱作地藏王菩薩 
 
㇐百七十㇐頁 
 
新集受三歸 五戒 八戒法式凡例 
 
弘㇐大師集 



 
㇐ 五戒八戒 當分屬於小乘 
 
然欲秉受戒品 應發大菩提心 
 
未可獨善㇐身 偏趣寂滅 
 
雖開遮持犯不異聲聞 
 
而發心起行宜同大士 
 
清信之侶 幸其自勉 
 
五戒八戒 當分屬於小乘 
 
當分 什麼叫當分 當 就是對著 
 
對於佛陀成道乃至滅度 
 
㇐生中所說的教法  
 
對著佛陀成道之後 ㇐代時教 
 
分 就是判定如來教法的分明期限 
 
是屬於小乘 小乘相對大乘來說 
 
發心狹小 他的發心狹小下劣 
 
如果我們不學經教 
 
不學經教的時候 
 



我們以為我們這樣是對的 自以為是 
 
你沒有佛陀的知見 我們要學 
 
發心狹小 意識下劣 
 
他的志向 心意的志向很下劣 
 
很差的 他得少為足  
 
以為他這樣就可以了 
 
怖畏三界 恐怖畏懼三界 
 
畏怖 怖畏三界生死牢獄 
 
所以 二乘只要入偏空涅槃 
 
就不出來了 
 
他厭患生命 那個生命無常 不淨 
 
厭患生命 觀察自身 種種不淨 
 
所以唯修自利 唯獨修持自立法門 
 
觀白骨 修白骨觀  
 
看到對方在笑的時候 牙齒露出來了 
 
就觀白骨 全身都是白骨  
 
或者修不淨觀 數息觀  



 
但為自身斷除煩惱 
 
只是為了自己㇐身 
 
斷除見思煩惱而已 目標就是這樣 
 
但為自身斷除煩惱 速出三界 
 
很快地能夠出離三界生老病死 
 
這樣就可以了  
 
求阿羅漢果是為小乘 
 
於諸眾生㇐向缺少慈悲之心 
 
他對於㇐切的有情 包括父母親 
 
兄弟姊妹 我們的六親眷屬 
 
㇐向缺少慈悲之心 ㇐向怖畏眾苦 
 
做這麼多的事情 很苦 不要了  
 
㇐向怖畏眾苦 我們惟求出離就好 
 
托缽乞食回來 坐禪修定 
 
斷煩惱 出三界 ㇐向怖畏眾苦  
 
以少慈悲 
 



㇐向捨棄利益眾生的事業 
 
因為少少的慈悲 慈悲心很薄少 
 
㇐向是捨棄利益眾生的事業 
 
發心狹小下劣 自求解脫 自求安樂 
 
只是為了我㇐生的安樂而已 
 
只要我出離三界 
 
得到涅槃安樂就可以了 
 
自度不度他 是為小乘 
 
五戒 八關齋戒  
 
當下就如來教法 分別來說  
 
屬於小乘教 小乘的律儀 
 
然欲秉受戒品 應發大菩提心 
 
然 雖然是小乘的教法 
 
想要秉承納受戒法的品類 
 
你要受五戒 或者八關齋戒 
 
三皈五戒 或者八關齋戒 
 
應發大菩提心 



 
應當發起廣大的菩提心  
 
大者大乘 相對小乘來說  
 
大白牛車不是小羊車 
 
小羊拉著車子 快拉不動了 
 
牠還能夠載人啊  
 
相對小乘來說 這是大  
 
《大智度論》卷㇐百 
 
《大正藏》二十五冊 
 
七百五十六頁的中欄 
 
佛法皆是㇐種㇐味  
 
所謂苦盡解脫味  
 
此解脫味有二種 
 
㇐者但為自身 二者兼為㇐切眾生 
 
雖俱求㇐解脫門 
 
而有自利 利人之異  
 
是故有大小乘差別 
 



這段文是解釋 怎麼分大小乘 
 
怎麼來分別呢  
 
《大智度論》卷㇐百 
 
《大正藏》二十五冊 
 
七百五十六頁的中欄 
 
佛法皆是㇐種㇐味 種性的種 
 
佛法皆是㇐種㇐味  
 
怎麼會 怎麼是㇐種㇐味 
 
㇐切諸佛如來 同㇐法身 
 
法身都相同  
 
同㇐心 同㇐智慧 同㇐十力  
 
四無所畏 都是如此 ㇐種而已  
 
唯獨是㇐種佛智 
 
所謂㇐切種智也 都是證得㇐切種智 
 
故曰佛法皆是㇐種 
 
㇐切種智人所說 都是佛說的 
 
㇐味 所謂的苦盡解脫味 



 
苦盡了 就解脫了 苦盡解脫味 
 
苦盡 ㇐切憂愁苦惱畢竟滅盡 
 
解脫味 什麼是解脫味 
 
《大般涅槃經》卷五 
 
涅槃者名為解脫  
 
說 涅槃的境界就是解脫  
 
已經解脫生老病死了 解脫味 
 
佛法皆是㇐種㇐味 
 
所謂生老病死 憂愁苦惱滅盡 
 
都滅盡了 涅槃解脫味 
 
此解脫味有二種 這種解脫味有兩種 
 
㇐者 但為自身  
 
第㇐種涅槃解脫味 
 
只是為了自己㇐身 唯求自利 
 
不念眾生 他不想念眾生 
 
唯求自利 我這樣可以了 
 



我這樣安樂就可以了 
 
不念到苦難的眾生 
 
他們在受苦 他不想念 
 
二者 兼為㇐切眾生 
 
第二種涅槃解脫味 
 
兼帶普為㇐切眾生 這個觀念很重要 
 
兼帶普為㇐切眾生  
 
為了自身 兼帶也普為㇐切眾生 
 
這種心來學佛 就很有力量了 
 
努力 還有很多苦難的眾生  
 
有慈悲憐愍眾生的心 他有這個心 
 
看到人家在受苦了  
 
想要幫助他 解脫他的苦難  
 
有慈悲憐愍眾生的心 
 
《大方廣佛華嚴經》 
 
《八十華嚴》卷二十三 
 
在《大正藏》第十冊 



 
㇐百二十七頁的上欄 
 
大正第十冊 ㇐二七上欄 
 
不為自己求安樂 但願眾生得離苦 
 
這是兼為㇐切眾生 
 
不為自己求安樂 但願眾生得離苦 
 
常為眾生勤求善根  
 
不為自身求安樂 這個發心多麼好  
 
在大正藏第十冊㇐百二十七頁的上欄 
 
他恆常是為了眾生 勤求善根 
 
很精勤地求學善根  
 
無貪 無瞋 無癡這三善根 
 
跟佛法相應 不為自身求安樂 
 
不是為了自已㇐身求得安樂而已 
 
只是希望眾生 
 
得以出離無量生死眾多苦惱 
 
他只是希望 我過去世無量的父母  
 



無量的兄弟姊妹 無量的親朋好友  
 
希望他們都能夠出離 
 
無量的生死 眾多的苦惱 
 
這是第二種解脫味 非常好的 
 
此是兼為㇐切眾生涅槃解脫味 
 
雖俱求㇐解脫門 
 
這二種人 他們發的心 
 
雖然都是求證㇐味解脫門 
 
都求解脫 沒有不求解脫的 
 
而有自利 利人之異 
 
而有自利 利他的差別 發心不同 
 
所以有常求自利 恆求利於人的差異 
 
㇐個是常求自利 ㇐個是恆求利他 
 
怎麼來幫助眾生 都想這些事情 
 
是故有大小乘差別 因此之故 
 
有大乘發大心 小乘發小心 不㇐樣 
 
小乘法中皆為自身 在小乘法當中 



 
都是為了自己㇐身 很自私的 
 
大乘法中廣為眾生 不㇐樣的 
 
菩薩法中廣為眾生 
 
所以我們要先好好地學 
 
道道地地地學 
 
因此之故 有大小乘之別 
 
以上說過大菩提心的大字 大字之義  
 
菩提心 梵語具足 
 
說它叫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直接翻譯就是無上正等正覺之心 
 
發無上正等正覺之心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然想要稟受戒品 五戒 八戒 
 
小乘的律儀 應當發起大乘菩提心 
 
求學無上正等正覺之心 
 
未可獨善㇐身 不可獨善其身 
 



儒家說的 
 
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 
 
很窮困的時候 我們可以獨善㇐身 
 
通達的時候 發達的時候 
 
要兼善天下 儒家就有這個思想 
 
跟大乘佛法很相應  
 
不可獨善其身 
 
只是顧到自己解脫出離 偏趣寂滅 
 
偏就趣向小乘 寂滅涅槃 
 
偏空涅槃 偏在空性的涅槃 
 
安住在空性當中不出來了 
 
偏向安住在空性 空寂的滅地涅槃 
 
不能從空出假 
 
進入俗諦裡面 教化眾生 墮解脫坑 
 
經典中說墮解脫坑 他掉下去了 
 
掉下去那個解脫的坑裡面 
 
墮解脫坑 墮落無為坑  



 
不再有所作為  
 
他不能像佛㇐樣 
 
吾今來此世界八千返 
 
佛陀說 我現在來這個世界八千次 
 
來我們娑婆世界 八千次的往返了 
 
八千次的示現生老病死 入於母胎 
 
出胎 然後出家學道 成佛 八千次 
 
不再有所作為 
 
墮落無為坑 不再有什麼作為  
 
不能如同菩薩 善發無上大願 
 
善好地能夠發起無上廣大的願心 
 
常為眾生作大利益 
 
他不能這樣子了 不能如同菩薩 
 
善發無上大願 常為眾生作大利益 
 
這個他不再有了 
 
墮解脫坑 墮無為坑 缺大悲用 
 



蕅益大師說 缺大悲用 
 
缺少大悲心的作用 同樣是㇐顆心 
 
但是它就缺少大悲心的作用 
 
沒有拔苦與樂的心 
 
看到眾生在受苦 他沒有這個心 
 
缺少大悲心的作用  
 
缺少大悲拔苦與樂之心的功能力用 
 
故不可偏向趣入小乘寂滅涅槃 
 
雖開遮持犯不異聲聞 
 
不異就是相同 
 
雖然五戒 八戒的開緣 
 
遮止 持戒 犯戒的相狀 
 
相同於聲聞小乘的戒法 
 
而發心起行宜同大士 
 
乃經論當中 尤其經典當中 
 
都是呵責小乘心 不呵小乘律 
 
只是呵責小乘的心 



 
不是呵責小乘的律儀 不是 
 
呵責你的心 心量那麼狹小 
 
不是呵責律儀 不是 
 
而發心起行宜同大士 
 
宜 適合 適合同於大士 
 
大士是對菩薩的通稱 運心廣大  
 
他運用他的心非常地廣大 
 
能建立成佛的事業 
 
它能夠建立成佛偉大的事業 
 
名為大士 然而發心起行 
 
發大乘心生起持戒的行為 
 
宜同大士 適合同於菩薩大士 
 
誓願度㇐切眾生 
 
發起誓願 要度㇐切眾生 
 
乃至昆蟲螞蟻 
 
悉皆生起憐愍利益之心 
 



乃至我們最初的時候 
 
看到昆蟲 螞蟻 小眾生 蚊子 
 
都生起憐愍利益的心 
 
牠肚子餓了 忍耐㇐點 
 
給牠吃飽 給牠快樂 讓牠得到利益 
 
乃至昆蟲 螞蟻 小蚊子等等 
 
都生起憐愍利益之心 
 
希望牠過得很安樂 也能夠吃得飽 
 
所修持戒禪定智慧 皆為幫助有情 
 
破壞無明黑闇 這個很重要 
 
我們學佛要作什麼 
 
學佛就幫助有情 破壞無明黑闇 
 
所以我們去傳授八關齋戒 要講法 
 
你要努力 要說法 佛法難聞 
 
你有講法給他們聽 
 
持戒的心才會好樂 有意義 有利益 
 
所修的持戒禪定智慧 



 
我們自身得到利益了 
 
還有都是為了幫助有情新學的眾生  
 
最初接觸佛法的眾生㇐無所知  
 
都是為了幫助他們 
 
破壞無明黑闇 斷諸煩惱 
 
因此之故 發大菩提心  
 
受持五戒 八戒 勤求無上菩提 
 
都是廣為眾生  
 
清信之侶 幸其自勉  
 
清信是華語 這兩個字是華語 
 
翻為中華的語言 
 
男子通稱清信士 女子通名清信女 
 
梵語名曰 優婆塞 優婆夷 
 
梵語 就是優婆塞 優婆夷 
 
這兩種人是伴侶 清信之侶 
 
《業疏記》卷十  
 



《羯磨疏濟緣記》卷十 
 
第二十九頁 二十九頁後㇐面 
 
古錄以為清信士者 清是離過之名 
 
信為入道之本 士即男子通稱 
 
《業疏記》有解釋  
 
古錄以為清信士者 
 
梵語優婆塞 古德翻錄作為清信士者 
 
翻他叫做清信士 清是離過之名 
 
清 約小乘教法 清淨身口七支 
 
清淨身口 不作殺 盜 邪婬 妄語 
 
兩舌 惡口 綺語這七支的惡業 
 
不作身口七支的惡業 
 
身口業清淨 是遠離過失的名目 
 
沒有過失了 清淨了  
 
信為入道之本 
 
恭敬信仰三寶 不可思議的功德 
 
對於佛陀正法有信心 



 
深信如來所說三世因果 循環不失 
 
修善受福 作惡受殃 是為入道之本 
 
這是進入佛道的根本 
 
進入聖道的根本 
 
士 即男子通稱 男子通稱為清信士 
 
女子通稱為清信女 他們是伴侶 
 
清信之侶 侶是同伴 
 
伴侶 指清信士 清信女 
 
幸其自勉 幸 希望 其 他們 
 
希望他們能夠自我勉勵 
 
受持五戒 八戒 以此善根迴向眾生 
 
令㇐切有情得健康⾧壽的智慧 
 
希望㇐切有情得到健康⾧壽的智慧 
 
就是要修習佛道的心 
 
修習佛道 為了就是健康⾧壽 
 
常住不滅 健康⾧壽 
 



具足菩提心 同成佛道 
 
或者迴向㇐切有情 同生西方 
 
得無量光明 無量壽命 也是很好 
 
迴向眾生同生西方 
 
得無量光 無量壽 
 
用這個心來受持五戒 八關齋戒 
 
這是很正確的 走對路了 大乘 
 
第二 歸戒功德 經論廣讚 
 
汎言果報 局在人天 故須勤修淨行 
 
期生彌陀樂土 宋靈芝元照律師云 
 
㇐者 入道須有始 
 
二者 期心必有終 
 
言有始者 即須受戒 專志奉持 
 
令於㇐切時中 對諸塵境 常憶受體 
 
著衣喫飯 行住坐臥 
 
語默重靜 不可暫忘也 
 
言其終者 謂歸心淨土 決誓往生也 



 
以五濁惡世 末法之時 
 
惑業深纏 慣習難斷 
 
自無道力 何由修證 
 
故釋迦出世五十餘年 說無量法 
 
應可度者 皆悉已度 
 
其未度者 皆亦已作得度因緣 
 
因緣雖多 難為造入 
 
唯淨土法門 是修行徑路 
 
故諸經論 偏贊淨土 
  
佛法滅盡 惟 ㇐七二頁 
 
惟《無量壽經》百年在世 
 
十方勸贊 信不徒然 
 
弘公引這段文非常好 
 
歸戒功德 經論廣讚 
 
經典論藏中 廣泛地讚歎 
 
我們大略地 引出二部經來代表 
 



引出二部經來說 就已經很多了 
 
廣泛讚歎 歸戒功德 經論廣讚 
 
止惡名功 修善名德 
 
止惡叫做功 修善叫做德 
 
他很有德行 修種種善業 很有德行 
 
修善叫做德 三皈五戒功德 
 
經典論藏中 廣泛讚歎 很多 
 
第㇐部經 
 
《佛說樓閣正法甘露鼓經》 
 
尊者阿難陀白世尊言 
 
云何種於清淨善根 
 
云何歸依受持學處 
 
世尊告言 阿難陀 
 
當於五德而淨修持 
 
乃至若有歸依於佛 及以法 僧 
 
護持淨戒 我說彼善根福無量無邊 
 
又若有人㇐日持此遠離殺生之戒 



 
彼人不生刀兵劫中 
 
簡單地引出這段文 
 
《佛說樓閣正法甘露鼓經》 
 
《大正藏》十六冊 
 
八百㇐十㇐頁的中欄 尊者阿難陀 
 
大正十六 八㇐㇐ 中欄 
 
尊者阿難陀白世尊言 
 
云何種於清淨善根 
 
尊者阿難陀就是阿難 稟白世尊說 
 
云何 如何  
 
如何種下清淨的善根 
 
我們要種善根 要怎麼種 
 
什麼才是種善根 
 
在八識心田中 如何種下清淨善根 
 
然後 云何歸依受持學處 
 
以優婆塞來說 
 



以優婆塞 優婆夷來說  
 
我們要如何持歸依三寶  
 
受持五種學處呢 
 
引出經文中的這二個問題 
 
阿難尊者問了好幾個問題 
 
這是其中的二個  
 
世尊告言 阿難陀 當於五德而淨修持 
 
這是第㇐個問題 
 
他問說 云何種於清淨善根 
 
要怎麼種下清淨的善根 
 
我們要怎麼種善根 
 
佛陀第㇐個回答 
 
說 當於五德而淨修持 
 
五德 德行的德 五德 
 
我們律藏當中 
 
有舉罪五德 自恣五德 
 
不是這個五德 



 
五德我們如理來思惟 這麼來解釋 
 
五德 五種佛法的根本德行 
 
五種佛法的根本德行 五德 
 
止惡曰功 止惡叫做功 
 
修善曰德 修習善業叫做德 
 
五德 就是五戒 
 
我們思惟的解釋 就是五戒 
 
五德我們解釋作五戒 
 
五種戒德之香 遍聞十方 
 
根據那裡 《佛說戒香經》 
 
沒有去查出處 《大正藏》沒有查 
 
《佛說戒香經》說 
 
近事男 近事女 持佛五戒 
 
受持佛的五戒法 
 
近事男 近事女 持佛五戒 
 
戒德之香遍聞十方 
 



他不是講到比丘 比丘尼 
 
他講近事男 近事女 
 
佛陀說近事男 近事女 
 
所以從這裡可以看出來了 
 
五德 就是五種佛法的根本德行 
 
就是五戒 就著小乘來說 
 
天地之間 在四天下 
 
天地之間 天龍八部 天龍鬼神 
 
天龍八部 諸佛聖人 
 
佛菩薩悉知悉見 
 
五種戒德之香 遍聞十方 
 
天地之間 諸聖人佛菩薩悉知悉見 
 
這個小乘來說 戒德之香遍聞十方 
 
大乘就是遍聞十方世界 是名五德 
 
我們這麼解釋 五戒叫做五德 
 
真實是修學㇐切佛法之基本 
 
它是我們學習佛法的基本 



 
所以我們引 
 
《法界次第初門》卷上之下 
 
智者大師說 
 
五戒是㇐切大小乘尸羅根本 
 
印光大師說 智者大師實是釋迦化身 
 
文鈔中說智者大師 
 
真實就是本師釋迦牟尼佛的化身 
 
智者大師這麼說 
 
五戒是㇐切大小乘尸羅根本 
 
在《大正藏》四十六冊 
 
六百七十頁的下欄 
 
梵語尸羅 此翻為戒 
 
此翻中華 翻譯叫做戒 
 
五戒是㇐切大乘菩薩戒 
 
小乘聲聞戒的根本 
 
又者 我們這部經 《五戒相經》 
 



以淨飯王為當機 
 
請佛為說五戒法相 在箋要 
 
剛開始的箋要有解釋 
 
蕅益大師有解釋 箋要有解釋 
 
說 這正是表明 五戒法相正是表明 
 
此五戒法乃是三世諸佛之父 
 
蕅益大師解釋的 
 
此五戒法乃是三世諸佛之父 
 
依於五戒出生十方三世㇐切諸佛 
 
所以在《佛說樓閣正法甘露經》中 
 
世尊告阿難陀 當於五德而淨修持 
 
想要在佛法中栽種清淨的善根 
 
應當於如來正法中 
 
五種根本戒法的功德 
 
清淨修持 不毀犯 很重要的 
 
我們要栽種清淨的善根 
 
應當於如來正法中 



 
五種根本戒法功德 清淨修持 不毀犯 
 
這五戒很重要 
 
㇐切的戒法裡面都有 
 
都有殺 盜 婬 妄 不飲酒 
 
接著第二個問題 
 
云何歸依受持學處 
 
怎麼歸依受持學處呢  
 
佛告阿難陀 
 
若有歸依於佛及以法僧護持淨戒 
 
我說彼善根福無量無邊 
 
佛陀告訴阿難陀 說 
 
若有歸依於佛及以法僧護持淨戒 
 
等於受三皈五戒了  
 
或者三皈八關齋戒 
 
或者三皈沙彌十戒 
 
皈依三寶 受持五戒 八戒 
 



十戒 具足戒 菩薩戒 
 
若有歸依於佛及以法僧護持淨戒 
 
若是有人歸依佛陀以及正法比丘僧 
 
歸依三寶納受戒體 護持清淨戒行 
 
他能夠這麼做 
 
我說彼善根福無量無邊 
 
我 本師釋迦牟尼佛說 彼 他 
 
他所種下的善根福德無量無邊 
 
受用不盡 未來世受用不盡 
 
你就不會貧窮困苦了 
 
不會貧窮困苦 富有功德法財 
 
又若有人㇐日持此遠離殺生之戒 
 
彼人不生刀兵劫中 
 
㇐天而已 ㇐天受持八關齋戒就好 
 
㇐日受持此遠離殺生之戒 
 
又復其次 若有人㇐天受持 
 
持佛陀所制定遠離殺害生命的戒法 



 
就是㇐天的八關齋戒 不殺生 
 
彼人不生刀兵劫中 刀兵劫 
 
我們講講刀兵劫 
 
看看過去 未來 什麼情況 
 
刀兵劫 我們依《中阿含經》卷十五 
 
世尊告諸比丘 人壽十歲時 
 
女生五月即便出嫁  
 
有穀名稗 為第㇐美食  
 
若今日所有美味 
 
酥油 鹽 蜜 甘蔗 糖  
 
彼㇐切盡沒 
 
若行十惡業道者 彼便為人所敬重 
 
佛告比丘 人壽十歲時 都無有善名 
 
況復有行十善業道 
 
乃至人壽十歲時 母於其子極有害心 
 
子亦於母極有害心 父子 兄弟 
 



姊妹 親屬 展轉相向 有賊害心 
 
當有七日刀兵劫 
 
彼若捉草 即化成刀 
 
若捉樵木 亦化成刀 
 
彼以此刀各各相殺 
 
彼於七日刀兵劫 過七日便止 
 
這是刀兵劫的情況 
 
《中阿含經》卷十五 
 
《大正藏》第㇐冊 
 
五百二十三頁的上欄 
 
世尊告諸比丘 人壽十歲時 
 
我們現在平均大概七十歲了 
 
佛滅度後將近三千年 
 
每㇐百年減㇐歲 減三十歲 
 
將近大概七十歲左右 
 
人壽十歲的時候 未來久遠的時間 
 
人的壽命輾轉減少到十歲的時候 



 
女生五月 即便出嫁 不可思議 
 
女人出生五個月 以我們現在來說 
 
五個月還是小嬰兒而已 
 
還要人家抱 怎麼可以 
 
這個時候女人出生五個月就出嫁了 
 
業力不可思議 怎麼會這個樣子 
 
在彌勒菩薩下生人間的時候 
 
人壽是八萬歲 
 
那時候的人是五百歲出嫁 
 
女人五百歲出嫁 相差很遠 
 
修善跟作惡相差很遠 
 
未來久遠 人壽減到十歲的時候 
 
有穀名稗 有這個穀叫做稗子 
 
稗子 我們現在 
 
農夫在種田插秧的時候 
 
要把它拔掉 不要這個東西 
 



稗子當作雜草 把它拔除 不要了 
 
那時候有穀名稗子 為第㇐美食 
 
稗就是穀類 葉子像稻 
 
結實像黍 結的果實好像黍 
 
玉蜀黍那個情況 沒有那麼好吃 
 
像黍 小小顆的 黍子 
 
小黃米那㇐類的 微苦 稍為苦苦的 
 
這是人壽十歲時第㇐美好的食物 
 
第㇐美食 
 
作惡業 飲食就這麼差了 
 
人壽十歲的時候 若 如同 
 
如同今日所有的美好味道 
 
酥 油 鹽 蜜 
 
蜂蜜 或者石蜜 冰糖 
 
甘蔗 甘蔗糖 彼㇐切盡沒 
 
㇐切美味完全隱沒了 都沒有了 
 
未來久遠時 人壽十歲 



 
若行十惡業道者 彼便為人所敬重 
 
顛倒錯亂到這個地步了 
 
人壽減到十歲的時候 
 
若造作殺生 偷盜 邪婬 妄語 
 
兩舌 惡口 綺語 貪欲  
 
瞋恚 愚癡 邪見 十種惡業  
 
他就被世間人所共同尊重恭敬  
 
顛倒了 
 
他能夠作惡 就受到恭敬尊重 
 
好像我們現在 假若有人修十善業 
 
他是善人 就受到恭敬尊重 
 
那時候作惡 就受到恭敬尊重 
 
顛倒錯亂到了這個地步 
 
不再聽聞十善法的名稱 
 
十善法聽不到了 
 
但有十種惡業充滿世間 
 



只是有十惡業 充滿在世間 
 
難怪 人壽最多十歲而已 
 
佛告比丘 人壽十歲時 都無有善名 
 
都沒有善法的名稱 
 
況復有行十善業道 
 
善法的名目尚且聽不到 
 
何況有人能夠修十善業 
 
所以我們聽聞佛法很重要  
 
聽到了 聞法如理思惟 能夠如說修行 
 
我們就能夠修善了 
 
那時候的人都聽不到  
 
那思修就不用談了  
 
不能聽聞善法 思惟修習就不用說了 
 
又有什麼因由能夠修行十善業道 
 
所以我們聞法是很重要的 
 
是時眾生能作極惡 不孝父母 
 
不敬師⾧ 不忠不義 反叛忤逆 



 
無道者便得到尊敬 
 
他的不孝父母 不敬師⾧ 不忠不義 
 
我們儒家講的 
 
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八種美德 
 
他的不忠不義 反叛 他會反叛 
 
忤逆父母 忤逆師⾧ 沒有道法 
 
這樣的人便得到尊敬 
 
他就得到世間人的尊敬  
 
你了不起 變成這樣 那麼可怕 
 
所以我們如果那個時候出生做人  
 
穩慘的 必定要墮落 
 
爾時眾生都墮十惡 都作惡道 
 
經文這麼說 大都造作十惡業 
 
大都墮落三惡道 
 
眾生相見 互相見面了 常欲相殺 
 
恆常有惡心 想要互相殺害 
 



猶如獵師 見於群鹿 極有害心 
 
好像打獵的人 
 
打獵的獵師 他就是要打獵 
 
如同打獵之師 見到㇐群鹿 
 
被他看到了 極有殺害之心 
 
非常有殺害之心 這個樣子 
 
人壽十歲時 亦復如是 
 
母於其子極有害心 極就是心 
 
惡心到了最壞的境界 極 非常地壞 
 
母親對於他的孩子 非常有殺害心 
 
子亦於母極有害心 
 
子女也是對於母親極有殺害心 
 
父子 兄弟 姊妹 親屬 展轉相向 
 
互相見面了 大家見面都不懷好心 
 
你向著我 我向著你 都有賊害心 
 
盜賊的賊 都有賊害心  
 
佛告比丘 人壽十歲時  



 
當有七日刀兵劫 有七天的刀兵劫  
 
彼人若捉草 手中抓著草 
 
這個草即化成刀 
 
手若捉著草 即時變化 成為利刀 
 
業力不可思議  
 
若捉樵木 樵就是材 
 
若捉材木 手拿著木材 亦化成刀 
 
也化成 變化成刀 利刀 
 
彼壽命減至十歲的人 
 
以此刀各各相殺 
 
用這個刀 各各互相殺害 
 
彼十歲時的人 於七日刀兵劫中 
 
輾轉互相殺害 過七日便止 
 
在七日當中 人人都懷著怖畏心 
 
很恐怖 很害怕 恐怖畏懼 
 
因為惡心 大家都要互相殺害 
 



因為惡心的緣故 都很恐怖 
 
沒有好日子過 過七日以後 
 
刀兵劫難便止息了 就停止了 
 
沒有死的人 看到對方 
 
你沒有死 你也沒有死 
 
很歡喜 很歡喜 生起慈心了 
 
我們應當持不殺生戒 
 
開始修不殺生的善業 
 
這時候壽命開始往上升了 
 
㇐百年增㇐歲 增到八萬四千歲 
 
大略是如此 又若有人㇐日受持 
 
此如來所制定遠離殺生之戒 
 
彼㇐日受持不殺生戒的人 
 
未來世不生在刀兵劫中 
 
沒有這種恐怖  
 
此是歸戒功德之㇐ 
 
接著再說㇐部經 



 
《佛說嗟韈曩法天子 
 
受三皈依獲免惡道經》 
 
有㇐天子名嗟韈曩法 天報將盡 
 
唯餘七日 先現五衰之相 身無威德 
 
垢穢旋生 頭上花鬘 咸悉萎萃 
 
諸身分中臭氣而出 
 
兩腋之下悉皆汗流 
 
時嗟韈曩法由是之故 
 
不樂本座 宛轉於地 悲哀啼泣 
 
而作是言 苦哉 苦哉 
 
乃至爾時帝釋天主 心悲愍故 
 
往天子所告言 云何賢者宛轉於地 
 
悲哀啼泣 說諸苦事 
 
天子合掌白帝釋曰  
 
天主 我今壽命唯餘七日  
 
命終之後 墮閻浮提王舍大城 
 



以宿業故而受豬身 
 
天主 既受彼身 於多年中食噉糞穢 
 
我觀此苦 是故愁憂 
 
爾時帝釋天主聞已 心甚悲愍 
 
告天子言 賢者 汝可誠心歸命三寶 
 
應作是言 歸依佛兩足尊 
 
歸依法離欲尊 歸依僧眾中尊 
 
時彼嗟韈曩法天子 
 
以死怖故 畏傍生故 白帝釋言 
 
我今歸依佛兩足尊 歸依法離欲尊 
 
歸依僧眾中尊 時彼天子 
 
受三歸已 心不間斷 
 
以至命終 即生天上 
 
《佛說嗟韈曩法天子 
 
受三皈依獲免惡道經》 
 
說明歸依三寶的功德 
 
受持三歸的功德 



 
歸戒功德經論廣讚 很多 
 
我們以這部經 
 
《佛說嗟韈曩法天子 
 
受三皈依獲免惡道經》 
 
《大正藏》十五冊㇐百二十九頁上欄 
 
有㇐天子名嗟韈曩法 天報將盡 
 
所以學佛深入之後 
 
他就不願意生天了 不願意生天 
 
我們學佛了 不願意生天 
 
當有老病死苦的緣故 
 
應當會有老病死苦的緣故 非常苦惱 
 
他要死了 都知道要到哪裡去 
 
多麼苦惱 天報將盡 
 
在人間修十善業 生天受樂的福報 
 
將要窮盡了 福報享完了 
 
我們要惜福 不要那麼會享福報 
 



那麼享受 福報享完了 就要死了 
 
生天受樂的福報將要窮盡 
 
我們看古德 都教我們要惜福 
 
要惜福 珍惜福報 
 
因為修福是修未來福 
 
現在惜的福 是過去修的 
 
唯餘七日 餘就是剩 
 
天福唯獨剩下七天 
 
在天上的福報 唯獨剩下七天 
 
七天在我們人間就多少了 
 
忉利天的七天 
 
它㇐天是我們人間的㇐百年 
 
還有七百年 人間七百年 
 
他就很苦惱了 以我們來說還很久 
 
首先現出五衰之相 還有七百年 
 
人間七百年 在天上就要命終了 
 
這時候就現出五衰之相了 



 
身無威德 身相沒有威儀 沒有美德 
 
不像天子那麼有威儀 那麼有美德 
 
垢穢旋生 這個旋 旋轉的旋 
 
形容時間很迅速 
 
身體垢穢很快地生起來 
 
本來天身都很清淨 
 
現在垢穢生起來了 
 
頭上花鬘 咸悉萎萃 
 
這個萎 草字頭 ㇐個委曲的委 
 
唸ㄨㄟ 通常我們也唸委 
 
正確是唸萎 萎萃 
 
萎是草木枯黃 萃就是聚集 
 
頭上的花鬘 頭上的花很多 
 
串起來成為花鬘 花聚在㇐起就是萃 
 
頭上的花鬘都完全枯萎 凋謝了 
 
諸身分中臭氣而出 
 



臭穢的氣味 從身分中散發出來 
 
就像我們人間 夏天不洗澡的時候 
 
身上都是臭味 
 
人家都不想接近他 臭氣而出 
 
兩腋之下悉皆流汗 兩個腋下都流汗 
 
爾時嗟韈曩法天子 由是之故 
 
不樂本座 不樂 就是不歡喜 
 
不歡喜原本的座處 宛轉於地 
 
宛轉委曲 委曲在地上打轉 
 
好像我們小孩子㇐樣 在地上打轉 
 
在地上轉動身體 宛轉於地 
 
悲哀啼泣 而作是言 苦哉 苦哉 
 
不再乘著寶車 在歡喜園遊戲 
 
忉利天有歡喜園  
 
諸天 諸天子都乘著寶車 
 
在那裡遊戲 很快樂 
 
不再乘著寶車 在歡喜園遊戲 



 
苦哉 苦哉 多羅迦花 永不再採摘 
 
去採花 不再採花了 
 
苦哉 苦哉 雜寶柔軟之地 
 
永不再履踐  
 
眾寶莊嚴的柔軟地上 
 
永遠不在上面行走了 
 
永不再履踐 不在上面踐踏了 
 
苦哉 苦哉 天眾伎女端嚴殊妙 
 
今相捨離  
 
天上的伎女 天上的天女 
 
端嚴殊勝微妙 現在都互相捨離了 
 
都離開他 很苦 
 
《大般涅槃經》偈頌說 
 
因愛生憂 因愛生怖 
 
因於愛而生起憂愁 因為愛著 
 
天上這麼好的地方 我很喜歡 
 



要死的時候 很苦惱 
 
我不想離開它 我不想離開 
 
但是由不得自己 因愛生憂 
 
因為愛著而生起憂愁 因愛生怖 
 
因為貪愛要捨離了 生起恐怖 
 
因為愛著天樂 貪愛天女因緣故 
 
愛別離則生憂苦 
 
恩愛別離 則生憂苦 則生恐怖 
 
愛別離苦 所謂的將要命終了 
 
我們喜歡這個娑婆世界 
 
你放不下的時候 不生極樂 生不上去  
 
愛別離苦 與心中所愛離別  
 
我心裡所喜歡的 他要離開我了  
 
非常地苦惱 所以要斷欲去愛 
 
修學聖道要斷欲去愛 
 
走的時候沒有罣礙 很清淨 沒有牽纏 
 
你的心都不掛念這些 斷欲去愛 



 
與心中所愛離別 生大苦惱 
 
爾時帝釋天主 心悲愍故 
 
帝釋天王他是菩薩 
 
內心有悲愍眾生的心 
 
內心悲愍的緣故 
 
往天子所告言 天王去探望他了 
 
云何賢者 宛轉於地 
 
悲哀啼泣 說諸苦事 
 
如何賢善的天子 你宛轉在地上打轉 
 
悲哀哭泣 說種種苦惱之事 
 
使令他人聽了都很傷心 
 
天子這時候就趕快起來 
 
合掌 恭敬地稟白帝釋天王說 
 
天主 我今壽命唯餘七日 
 
天主 你不知道 
 
我現在的壽命 唯獨剩下七天而已 
 



只有七天可以活 命終之後 
 
我墮落在南閻浮提王舍大城 
 
以宿業故 宿世的宿 業報的業 
 
以宿業故 宿就是先前 過去宿世 
 
現在福享盡了 天福享盡了 
 
到現在天上的福報快享用完了 
 
因為過去宿世 
 
所造惡業的緣故 而受豬身 
 
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出來 
 
天子他要命終的時候 
 
就知道自己要生到哪裡去 
 
他可以知道 而受豬身 
 
而將要投胎在畜生道 納受豬的身形 
 
他可以知道 
 
天主 既受彼身 
 
既然受生做豬的身形 
 
從出生到⾧大 牠要經過很多年 



 
於多年中 食噉糞穢 食就是吃 
 
在很多年當中 吞噉糞掃污穢的食物 
 
人家吃不要的 要丟掉的拿來餵豬 
 
吃那些糞掃污穢的食物 看了很難受 
 
我觀此苦 是故愁憂 
 
天子臨命終的時候 
 
可以看到未來投生的地處 
 
所以說 我觀察此墮落惡道 
 
納受豬身的苦惱 
 
因此之故 憂愁苦惱 宛轉於地 
 
爾時帝釋天主聞已 聽聞之後 
 
天主他學佛 很精進的 
 
心甚悲愍 內心甚為悲愍 
 
菩薩有利益眾生的心 
 
這時候我們應當為他說什麼法要 
 
解除他的苦惱  
 



菩薩應當這麼思惟 
 
他有苦的時候 
 
我們應當為他說什麼法 
 
解除他的苦惱 
 
帝釋天王內心非常地悲愍 
 
就告天子言 賢者 賢善的天子 
 
汝可誠心歸命三寶 這是正法良藥 
 
解除眾生心中的苦惱 煩惱解除 
 
汝可誠心歸命三寶 
 
你可以用至誠心 恭敬心 
 
歸依佛 法 僧 歸命三寶 
 
應作是言 應當這麼說 
 
歸依佛兩足尊 兩足 福足 慧足 
 
菩薩 釋迦菩薩於三大阿僧祇劫 
 
普為眾生修習福慧資糧 
 
三大阿僧祇劫 普遍為㇐切眾生 
 
修習福德 智慧兩種資糧 



 
直至成佛 ㇐直到成佛了 
 
具三十二相 八十種隨形好 
 
福德滿足 智慧滿足 
 
㇐切世間所共同尊重 
 
叫做歸依佛兩足尊 
 
兩足尊是帝釋天王讚歎佛的言詞 
 
讚歎佛兩足尊 
 
我們現在正受三皈依的時候 
 
可以不加 根據律文受三皈依 
 
本來是沒有加上去 可以不加 
 
歸依法離欲尊 離欲尊這三個字 
 
是帝釋天王讚歎法寶的言語 
 
正受三皈依的時候 也可以不加上去 
 
我們晚課也有 晚課就有了 
 
晚課的時候 歸依法離欲尊 
 
㇐切凡夫世間有三毒 
 



不是聖人的世間 
 
凡夫世間都有三毒 貪欲毒 
 
《無量壽經》卷下 
 
說人在世間愛欲之中 
 
獨生獨死 獨來獨往 
 
愛欲 這是五欲 貪愛世間的五欲 
 
人在世間 貪愛世間的五欲當中 
 
這㇐生貪完了 下㇐生繼續貪 
 
所以人在世間愛欲之中 獨生獨死 
 
生的時候 我們獨自出生 
 
獨自來人間投胎受生 
 
死的時候 我們獨自去 沒有人作伴 
 
朋友們跟我作伴 沒有 獨自死去 
 
沒有伴 唯有業相隨 
 
唯獨業力跟我們作伴 或者願力 
 
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願力 
 
跟我們作伴  



 
人都不會陪我們 
 
業跟願這二種陪我們作伴 獨來獨往 
 
所以歸依正法 
 
捨離貪欲 遠離愛欲 最為尊高 
 
要歸依如來正法 
 
捨離貪欲 遠離愛欲 最為尊貴高尚 
 
歸依法 依法來修行 
 
歸依僧 眾中尊 
 
印度當時有九十六種的外道眾 
 
外道眾有九十六種 人也是很多 
 
比丘僧在㇐切大眾中 最正最尊 
 
最正當 身口意最端正 最為尊貴 
 
修身口意十善業 最尊貴 眾中尊 
 
也是讚歎僧寶之詞 
 
正受三皈依的時候 也可以省略 
 
我們現在受的時候 
 



都沒有 律文也是沒有 
 
當時彼嗟韈曩法天子 以死怖故 
 
因為快要死亡了 恐怖的緣故 
 
畏傍生故 傍 人字旁 
 
右邊㇐個旁邊的旁 加左邊人字旁 
 
傍生 舊的翻譯叫做畜生 
 
新的翻譯傍生 人字旁約義 
 
依這個字義來表達的話 
 
在人道傍行的生類 
 
我們人道旁邊就看到了 
 
牠跟我們生在同㇐個空間裡面 
 
但是牠是畜生 我們看得到的 
 
鬼道我們看不到 神道也看不到 
 
龍道 阿修羅道我們都看不到 
 
傍生可以看到 在人道傍行之生類 
 
怖畏害怕墮落傍生 受豬的身形故 
 
稟白帝釋天王說 我今歸依佛 兩足尊 



 
歸依法 離欲尊 歸依僧 眾中尊 
 
當時彼天子 受三歸已 心不間斷 
 
他受持三歸依 內心不間斷 
 
就像普賢菩薩行願品說的 
 
念念相續 無有間斷 
 
身語意業 無有疲厭 
 
他是這樣子 心不間斷 
 
從受持三歸依以來 因為怖畏死亡 
 
怖畏傍生的緣故 心 念念相續 
 
不曾間斷 非常地精進 
 
以至命終 ㇐直到命終 到死亡 
 
以人間的壽命來算 七百年 
 
七百年不容易 
 
猶如印光大師文鈔 卷二 
 
復周孟由昆弟書所說的 
 
念佛人有病 當㇐心待死 
 



以全身放下念佛 最能消業 
 
這段文要把它跟天子歸依三寶的心 
 
精進的心 合會起來說 
 
我們就很有力量了 
 
歸依三寶跟我們念佛 ㇐致的 
 
㇐以貫之 非常好的 時間到了 
 
因為文還很⾧ 我們就留待下㇐回 
 
迴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