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戒相經箋要集註》第六十㇐集 
 
和尚 若照⾧老 修和尚慈悲 
 
諸位比丘大德 
 
尼師大姐 沙彌 淨人 
 
大家早安 阿彌陀佛 
 
請看著集註 ㇐百七十四頁 
 
㇐百七十四頁的第四行 
 
五 受歸戒時 授戒者說 受者隨語 
 
西國法式 唯斯㇐途 
 
唐義淨三藏云 
 
准如聖教 及以相承 
 
並悉隨師說受戒語 
 
無有師說 直問能不 
 
戒事非輕 無容造次 
 
括弧 是編專宗有部 
 
與他律論之說小有歧異 
 
學者亦毋因是疑謗他宗 



 
以各被㇐機 並契聖教也 
 
第五 受歸戒時 
 
我們優婆塞 優婆夷 
 
受三歸五戒的時候 
 
授戒者說 傳授戒法的和尚說㇐句 
 
授戒 戒師 和尚說㇐句 受者隨語 
 
受三皈五戒的優婆塞 優婆夷 
 
隨著和尚語 說㇐句 
 
跟著和尚念㇐句 叫做受者隨語 
 
西國法式 西國 印度 
 
授戒的律法儀式 
 
唯斯㇐途 唯獨如此㇐個路途 
 
唐義淨三藏云 
 
唐朝的義淨三藏到印度去留學 
 
說 准如聖教 
 
准 依照 如同聖人的教法 
 



及以相承 以及歷代互相傳承 
 
如來滅度之後 師師相承 
 
並悉隨師說受戒語 
 
㇐並都是隨著戒師 說受戒語 
 
戒師說㇐句 隨後他再說㇐句 
 
戒子隨後說㇐句 如同 
 
戒師就說了 宣戒相的時候 
 
受三歸依 乃至宣戒相的時候 
 
我某甲 盡形壽 
 
歸依佛 歸依法 歸依僧 
 
然後戒子隨後說㇐句 
 
宣戒相的時候 
 
如諸佛 盡形壽不殺生 
 
我 弟子某甲 亦盡形壽不殺生 
 
這樣跟著唸㇐句 
 
無有師說 直問能不 
 
没有戒師說 没有這個和尚說 



 
第㇐ 不殺生是優婆塞戒 
 
直接就問 能持不 
 
能 這樣子 
 
無有師說 直問能持不 
 
第㇐ 不殺生 是優婆塞戒 
 
能持不 能 
 
無有這樣的 没有師說 直問能不 
 
戒事非輕 
 
傳戒 受戒之事 
 
不是輕淺 無容造次 
 
造次的意思 就是急迫或者匆促 
 
魯莽或者輕率 
 
受戒之事 不容許急促輕率 
 
然宣五戒的法相 直問能持不 
 
也是 我們中土也是依照印度 
 
印度的祖師 龍樹菩薩所造的 
 



《大智度論》卷十三 
 
《大正藏》二十五冊 
 
㇐百五十九頁的下欄 
 
龍樹菩薩在論文中說 受五戒法 
 
盡壽不殺生 是優婆塞戒 
 
是中盡壽不應故殺生 
 
是事若能 當言諾 
 
受五戒之法 
 
盡形壽不殺生 這是優婆塞戒 
 
是中 在這當中 
 
你盡此身形壽命不應故殺生 
 
是事若能 
 
這件事情 你若是能夠受持 當言諾 
 
諾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能持 
 
當言能持 諾 
 
所以直問能持不 也是有依據 
 
括弧中 小註文 是編專宗有部 



 
是 指示的代名詞 
 
在此 這裡所編列的這㇐段 
 
是專門宗主《有部律》 
 
根據《有部律》編列出來的 
 
是專㇐根據 
 
《根本說㇐切有部律》所編寫 
 
與他律論之說小有歧異 
 
和其他的律部 解釋律藏的論典 
 
他們的說法 小小有分歧 
 
有差異 不同 
 
學者亦毋因是疑謗他宗 
 
毋 不可以 通有無的無 
 
學戒律的人 
 
也不可以因為如是看到這㇐段文 
 
生起疑惑 毀謗他部律宗 
 
不可以這樣子 何以故 
 



謗法最重 毀謗正法的罪業重大 
 
具足惡口業的緣故 
 
講這個話就是惡口 罪業重大 
 
不可以疑惑 毀謗他宗 
 
《有部律》小有差異 
 
不可以毀謗 以理來會通 
 
我們用這個道理來會通它 
 
因為眾生根機千差萬別 
 
每個人過去世的熏習 
 
加上今生生⾧的環境 
 
他所學習的都不㇐樣 
 
根機千差萬別 
 
如來在世 為各類的眾生說法 
 
契理 契機 
 
唯獨佛陀說法能夠契理契機 
 
不盡相同 不完全㇐樣 
 
以各被㇐機 



 
這個字 各被㇐機 有兩種讀法 
 
有的讀披 各被㇐機 
 
有的唸被 唸被的意思叫做覆蓋 
 
被覆的意思 覆蓋 
 
以 因為 
 
個別加被㇐類眾生的根機 
 
假如唸做披 各被㇐機 唸做披 
 
這個被 有披風的意思 
 
披風 唸這披 披衣 披散頭髮 
 
披堅銳鎧 披堅執銳 
 
古代的戰士 他披堅覆鎧 
 
身上穿著鎧甲 它唸披 
 
所以現在唸被 看起來比較適當 
 
加被 被覆的意思 加被他 
 
因為個別加被㇐種根機 
 
並契聖教也 
 



㇐並都是契合聖人的教法 
 
對這㇐類眾生 應當這麼教他 
 
對那㇐類的眾生 應當這麼教 
 
個別都加被他們 
 
這㇐類眾生的根機 
 
所以並契聖教也 
 
第六 諸餘經論有云 
 
不能具受五戒者 ㇐分 二分得受 
 
若依《薩婆多毗尼毗婆沙》說 
 
謂不具受者 不得戒 
 
彼云 問曰 凡受優婆塞戒 
 
設不能具受五戒 
 
若受㇐戒乃至四戒 受得戒不 
 
答曰 不得 
 
若不得者 有經說有少分優婆塞 
 
多分優婆塞 滿分優婆塞 
 
此義云何 



 
答曰 所以作是說者 
 
欲明持戒功德多少 
 
不言有如是受戒法也 
 
靈峰亦云 若四分 三分等 
 
既未全受 但可攝入出世福業 
 
未可名戒學也 
 
準斯而論 今人欲受戒者 當自量度 
 
必謂力弱心怯 不堪致遠 
 
未妨先受㇐分乃至四分 
 
若不爾者 應具受持 
 
乃可名為戒學 
 
豈宜畏難 失其勝利 
 
第六點 這是弘公在 
 
《南山律要雜錄》裡面錄出來的 
 
第六 諸餘經論有云 
 
諸多其餘的契經 論典有這麼說 
 



不能具受五戒者 
 
假若我們優婆塞 優婆夷 
 
不能具足受持五戒的人 
 
㇐分 二分得受 
 
㇐分戒 兩分戒也可以受 
 
也可以受持 
 
這㇐段言 這㇐段語言 
 
講到經 有諸餘經論 
 
這個經出自《優婆塞戒經》第三卷 
 
我們没有 第三卷的經文 
 
頁碼没有抄出來 没有去抄 
 
如來正覺 說優婆塞戒 
 
或有㇐分 或有半分 
 
或有無分 或有多分 或有滿分 
 
如來無所著 等正覺 
 
說 優婆塞的戒法 
 
或者有㇐分戒 或者有半分戒 



 
或有無分 没有分的 怎麼没有分 
 
受㇐條戒 受兩條戒 
 
假若毀破㇐條重戒 
 
你犯到了婬 殺 
 
殺人 婬欲 邪婬 
 
或者偷盜五錢 大妄語 
 
他就没有分了 
 
就没有戒體了 失去戒體了 
 
佛陀講得很明白 没有分上中下品 
 
你還要上品纏犯到婬戒才算失戒 
 
没有 没有這回事 叫做無分 
 
受持兩條戒 
 
假若犯到㇐條重戒 叫做無分 
 
没有戒體了 
 
或有多分 或有滿分 
 
五戒完全受持 叫做滿分 
 



若優婆塞受三歸已 不受五戒 
 
受三歸依 
 
歸依佛 歸依法 歸依僧 
 
但是不受持五戒 
 
是名優婆塞 也叫做優婆塞 
 
在第五卷的經文 
 
《優婆塞戒經》第五卷的經文 
 
《大正藏》二十四冊 
 
㇐零六二上欄 
 
經文說 若有人能歸依三寶 
 
雖不受戒 斷㇐切惡 修㇐切善 
 
雖復在家 如法而住 
 
如是亦得名為優婆塞 
 
這㇐段來解釋 
 
若優婆塞受三歸已 不受五戒 
 
是名優婆塞 
 
假若有人能夠歸依三寶 



 
歸依佛 歸依法 歸依僧 
 
雖不受戒 雖然他不受戒 
 
斷㇐切惡 修㇐切善 他没有受戒 
 
雖復在家 如法而住 
 
雖然他是在家人 能夠如法而住 
 
如佛所說的法而安住 
 
雖復在家 如法而住 
 
如是亦得名為優婆塞 
 
叫做但三歸優婆塞 
 
既然歸依三寶 還没有受戒 
 
也要學習斷惡修善 
 
叫做雖復在家 如法而住 
 
你雖然没有受戒 也不可以作惡 
 
也要學習斷惡修善 
 
才叫做雖復在家 如法而住 
 
不容許殺生 偷盜 
 



邪婬 妄語 飲酒亂性 
 
因為有業道罪 
 
世間的性惡之罪 
 
有世間性惡 這個惡性 
 
世間惡性之罪 
 
必然會在今世或者來世遭受惡報 
 
這裡講到 若優婆塞受三歸已 
 
不受五戒 是名優婆塞 
 
但是他雖然不受戒 
 
没有說 立誓要斷㇐切惡 修㇐切善 
 
雖復在家 要如法而住 如法安住 
 
為什麼 佛陀大慈悲 
 
因為你不如法安住 還是有惡報 
 
你說我没有受戒 没關係 
 
但是你雖然不犯戒 
 
世間的惡報也是有 不是没有 
 
所以我們就看到 法師們很發心 



 
尤其是老法師 
 
很發心的幫忙整理環境 
 
我們寺內的環境 
 
包括我們外環的道路 
 
外環道路那邊 種了㇐排的榕樹 
 
榕樹樹葉很多 
 
我們掃樹葉 就倒到那邊去 
 
我們老法師眞的很發心 幫忙整理 
 
所以可以去看㇐看 那裡很乾淨 
 
掃得很乾淨 
 
不過這裡 我們讚歎法師的發心 
 
我們修功德 修打掃環境的功德 
 
但是也要避開罪業 
 
那㇐天剛好看到 
 
怎麼有人在燒樹葉 
 
這個地方好像 
 



我們燒樹葉好像没有過失 
 
没有看到我們的兩百五十戒裡面說 
 
不可以燒樹葉 
 
但是這個微細的戒法裡面 
 
我們的戒條裡面也有 
 
不可以路地燃火 
 
菩薩戒裡面說的 
 
以惡心故 放大火 燒山林礦野 
 
我們不是惡心 
 
我們是想說 這裡樹葉那麼多 
 
都乾了 不如把它燒㇐燒 
 
可能是這樣想 
 
我們碰到 趕快去看 
 
告訴法師 這個不能燒 
 
不是我們不要你燒 
 
因為這裡有過失 
 
如果没有聽到這個法的時候 



 
我們可能認為没關係 
 
就把它燒㇐燒 就很乾淨了 
 
㇐堆灰而已 
 
但是這裡面有過失 
 
有㇐本書叫做《安士全書》 
 
這㇐本書 印光大師在《文鈔》中 
 
讚歎它是善世第㇐奇書 
 
善好的善 世間的世 
 
善世第㇐奇書 奇怪的奇 
 
第㇐奇異的書 
 
引導世間走向善的 美好的 
 
這㇐本書 善世第㇐奇書 
 
這裡面就引出什麼 
 
引出道家的 文昌帝君陰騭文 
 
陰騭文裡面 
 
清朝的懷西居士 周安士 
 



他用佛法來解釋 用佛法來解釋 
 
陰騭文 不是 他作善 
 
作善不求名 作善不欲人知 
 
這裡有㇐段文 有㇐段句子叫做 
 
禁火莫燒山林 
 
陰騭文裡面有這㇐句 禁火 
 
禁火莫燒山林 
 
你不要點火來燒山林 
 
因為會燒死眾生 
 
它這裡引出㇐段文 
 
引出 燒蟲受譴 
 
根據功過格 古代有功過格 
 
古人為了讓我們趨吉避凶 
 
引出這種惡報 來警惕我們 
 
燒蟲受譴 
 
說 揚州何自明 開茶館於石塔寺前 
 
家多樹木 每掃葉焚之 



 
及病 且死 忽自言曰 
 
吾㇐生以來 所燒樹葉無算 
 
初不知其為罪 
 
豈料其上蟲蟻無算 
 
今冥司以此罪吾 殆不可復贖矣 
 
言訖而死 
 
這段文講到燒蟲受譴 
 
我們也不曉得這裡有蟲 不知道 
 
揚州的何自明在石塔寺 寺廟 
 
寺廟的前面 
 
石塔寺的前面 開設了茶館 
 
住家有很多的樹木 
 
跟我們這裡㇐樣 
 
榕樹很多 它很會掉樹葉 
 
樹木很多 時常掃樹葉來燒毀 
 
你看 時常掃樹葉來燒毀 
 



樹葉要倒哪裡 
 
没有地方倒 用燒的 把它燒掉了 
 
等到生病 將要去世的時候 
 
快要死的時候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改過了 
 
趕快要改 
 
它都是等到你將要命終的時候 
 
惡報才會現前 
 
你現在福報還很大 
 
還很健康 你没事 燒㇐燒而已 
 
等到你人壽要盡了 祿用完了 
 
福祿壽 祿用盡了 快要死了 
 
等到生命將要去世的時候 
 
忽然他就自言自語地說 
 
我這㇐生以來 
 
所燒的樹葉不可計數 算不出來了 
 
原先不知道那是罪過 



 
你看 原先不知道那是罪過 
 
所以我們大家要注意聽 
 
不要燒 不要燒 
 
我們修功德 讚歎隨喜 
 
但是我們看到你有過失了 
 
恐怕未來不好 
 
你命終的時候有障礙 
 
所以我們在上課的時候來說 
 
不要燒樹葉 
 
原先不知道那是罪過 
 
不料樹葉上有無數的蟲蟻 
 
這裡說 他臨命終說這個話 
 
想不到 樹葉上有無數的蟲蟻 
 
地上有螞蟻 
 
樹葉上有蟲 樹葉有蟲 
 
現在陰司 冥府 
 



陰間的司法 這些鬼卒 
 
以這件事情來判我的罪 
 
你燒樹葉 燒死無數的蟲蟻 
 
你看這樣子 被判罪了 
 
幾乎不能再彌補了 因為快要死了 
 
你要改過 没機會了 
 
你能夠改的時候 不能改 
 
現在要死了 没有身體了 
 
我們神識要離開了 你不能改變了 
 
所以要及早覺知 有過 及早要改 
 
都不改的時候 要死的時候 
 
陰境若現前 瞥爾隨他去 
 
陰境現前的時候 
 
本來人家都看不到 
 
你看到的境界很可怕 
 
牛頭馬面就來了 
 
眞的有這個牛頭 牛頭阿傍 



 
我們律藏有記載 
 
牛頭阿傍他手拿著那個兵器 
 
他來找你 
 
這時候幾乎不能再彌補了 
 
没有機會了 
 
所以我們活著要好好的學 
 
要看到我們的過失 就有業報 
 
說完就死了 這個話說完他就死了 
 
然後《安士全書》 
 
周安士居士 他就講按語 
 
按語說 竹木之朽者 
 
多生蛀蟲白蟻於內 皆不可作薪 
 
豈特樹葉乎 
 
說 竹子 木頭 
 
它腐朽 腐爛了 
 
大多生起蛀蟲或者白蟻在裡面 
 



我們要注意看 皆不可作薪柴 
 
我們都不可以拿來做柴火燒 
 
豈特樹葉乎 
 
難道特別是樹葉而已嗎 
 
按經典言 燈焰之上 有微細眾生 
 
吞食其煙 人氣㇐吹即死 
 
凡眼不識 唯有天眼者 方能見之 
 
故佛教比丘不得以口氣吹滅燭燈 
 
你看 這裡我們律藏講的 
 
《大比丘三千威儀》 
 
他都把它引出來了 
 
都有道理 都要好好地奉行 
 
趨吉避凶 你這㇐生没有罪業 
 
没有罪過 都很吉祥 
 
不然都是有罪過 
 
肉眼看不到 我們肉眼看不出來 
 
按經典言 按照經典裡面說 



 
燈焰之上有微細的眾生 
 
我們看這個油燈在燒的時候 
 
它的上面有很多微細的眾生 
 
吞食其煙 這個煙就是牠的飲食 
 
我們看這個煙 牠就吃這個 
 
就是牠的飲食 吞食其煙 
 
人氣㇐吹即死 
 
我們用氣把它吹過去 
 
牠就到火中去了 
 
到火裡面燒死了 變成殺生了 
 
凡眼不識 
 
我們凡夫的肉眼不認識 看不到 
 
佛没有說 我們怎麼知道 
 
如果我們不學習三藏聖教 
 
這些微細的過失 你怎麼知道 
 
根本不知道 每天就做惡業 
 



你不曉得我在做惡業 
 
為什麼短命早死 都是這樣來的 
 
唯有天眼者 方能見之 
 
唯獨有天眼通的人 才能夠看到 
 
這個微細的蟲 牠在吃這個煙焰 
 
故佛教比丘不得以口氣吹滅燭燈 
 
佛教我們 在律藏裡面教我們 
 
燈火要熄滅的時候 不要用口吹 
 
不可以用口吹 
 
或者用蓋子覆蓋起來 它就熄滅了 
 
不可以用口吹 很有道理 
 
這是我們看到的 
 
我們看到法師們很認眞 
 
在道場裡面 護持道場 打掃環境 
 
使我們環境看起來很整齊 
 
那㇐天從那邊過去 
 
地上都很乾淨 樹葉都掃乾淨了 



 
都拿去倒了 有的用燒的 
 
這個不要 不要燒 
 
縱然没有受戒的優婆塞 優婆夷 
 
只是歸依三寶而已 也不可以做 
 
你做了就有惡報 性惡之罪 
 
所以也要如法 
 
雖復在家 如法而住 學習斷惡修善 
 
又如同古代的 
 
古代愚昧昏暗的暴君 
 
不守先王傳統的五常 
 
人家整個中華文化的傳承 
 
都是講八德 講四維八德 講五常 
 
他不遵守 不遵守先王所傳授的 
 
這種傳統的美德 
 
不忠不孝 不仁不義 這樣子 
 
以佛法來說 他無戒可犯 
 



他没有受戒 無戒可犯 
 
然而世間性惡之罪 
 
我們常常說性罪 性罪不滅 
 
性惡之罪仍然在 現世遭遇 
 
在現世就遭遇凶災橫禍 極為慘酷 
 
這個都是我們應當學習的 
 
出家學道 應當要守護佛法的傳統 
 
它的傳承就是戒律 
 
你戒律把它忽略了 你把它改㇐改 
 
這裡改㇐改 那裡改㇐改 
 
用我們所想的 
 
這裡面應當都有很大的過失 
 
我們看孝經裡面 它講的就是不守 
 
暴君不守先王的五常 
 
他就不孝不忠 
 
所以他的惡報很慘酷 
 
孝經 卿大夫章第四 



 
這個孝經 跟我們佛法很相應 
 
我們誦菩薩戒的時候 
 
如來初成正覺 
 
初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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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就有孝經了 
 
孝經講的 跟我們佛法很相應 
 
我們來會通㇐下 
 
看到古代的暴君 
 
他怎麼會暴橫無道 
 
就是因為不守傳統的美德 
 
我們也是 
 
出家學道 你不遵守傳統的戒法 
 



就是無道 你没有德行 
 
孝經說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 
 
不是先王依禮法制定的法服 
 
他不敢穿 
 
我們沙門釋子 非法王制定的法服 
 
袈裟法服 不敢服 
 
青黃赤白黑 我們不敢穿 
 
太華麗了 五正色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 
 
你看 不是過去先王所說的法言 
 
他不敢說 
 
依法來說 我們也是 
 
不是三藏聖教 沙門釋子也不敢說 
 
恐怕誤導眾生 
 
我們肉眼看不清楚 
 
也不知道對不對 
 
人家聖賢 聖人造論 



 
都是依照佛說的律典 經藏 造論 
 
不敢違背佛的意旨 
 
假如我們隨便說 可能是自害害他 
 
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不是先王所留下的八種傳統美德 
 
他不敢做 不敢向百姓來推行 
 
所以沙門釋子 超越戒法的行為 
 
我們不敢做 因為那是惡 
 
違背倫理 違背倫常的道理 
 
世間的倫理 
 
父子 夫婦 朋友 君臣這些 有五倫 
 
佛法中的倫理 
 
就是僧團的倫理 上中下座 
 
夏朝的桀 夏桀王 
 
中國第㇐個昏昧的君王 
 
不守先王的道統 敗壞了 滅亡了 
 



大禹王 大禹治水 三過家門而不入 
 
那種為公 為眾 為天下百姓的精神 
 
他没有學到 這個他没有學到 
 
所以大禹王傳下來的江山 
 
到了夏桀王就終了 
 
到這裡停止 没有了 
 
你看 就是我們佛法說 
 
你不學習戒律 
 
佛法就到你這裡 就要滅亡了 
 
就滅在你的手裡 非常可怕 
 
做最後滅法之人 罪過就重大了 
 
殷朝的紂王也是如此 
 
殷紂王背叛祖先傳授的德行 
 
他們的祖先傳授美好的德行 
 
這個敗家子他都没有學到 
 
他都不學 學不到 
 
他學誰 他學習這個夏桀王 



 
他學習夏桀王 
 
他造寢宮 造瑤池 他學這個 
 
你看 我們看到了 
 
我們應當怎麼做 就很明白了 
 
我們要學夏禹王 要學黃帝 
 
要學這個武帝 武王 
 
他背叛祖先傳授的德行 
 
毀滅殷朝六百多年的基業等等 
 
都是因為不守先王所傳授的道統 
 
規矩 
 
孝悌忠信 禮義廉恥 
 
忠孝仁愛 信義和平 
 
這種道統規矩 他不遵守 
 
另外創立㇐套 另外創立他想的 
 
所以有焚書坑儒 
 
人家古代有智慧的書 
 



他找出來 把它燒了 
 
學儒家的書生 把他埋 
 
造坑 挖坑 把他活埋 
 
你看這樣子 
 
所以他的惡報很慘酷 非常慘酷 
 
這裡講到 後來孝經說 
 
是故非法不言 
 
不是禮法 不合乎禮法的 
 
他就不說了 
 
非道不行 
 
不是孝悌忠信 禮義廉恥之道 
 
他就不做了 
 
我們也是應當如此 
 
不合乎戒法的 我們也不要做 
 
不是合乎聖道的 我們也不要做 
 
乖違戒定慧三學的 我們也不要做 
 
口無擇言 身無擇行 



 
我們所說的 儒家所說的 
 
合禮 合乎禮法 他不需要選擇 
 
我們講的都合乎戒法 
 
也不需要選擇 
 
我們要用什麼言詞 不用選擇 
 
佛說的戒法 我們講的合乎戒法 
 
就不需要選擇 要用什麼言詞來說 
 
身無擇行 
 
所做的合乎道德 合乎道義 
 
我們所做的 
 
合乎戒法所規範的道義 
 
比丘應當做什麼事 
 
淨人 沙彌應當做什麼事 
 
合乎我們道上 所應當盡的義務 
 
就不需要選擇 
 
我們要做什麼事 不需要選擇 
 



佛陀告訴我們的 都具足了 
 
好好學就好了 
 
言滿天下無口過 
 
他的言 所說的話 遍滿天下 
 
遍滿全國 他没有口業的過失 
 
我們到各處去教化眾生 
 
所說的話都合乎三藏聖教 
 
没有言語的過失 
 
行滿天下無怨惡 
 
他所做所為遍滿天下 
 
没有 他不會招來怨恨 
 
不會招來 不會遭受厭惡 
 
像這個夏桀王 殷紂王 
 
他 人家的怨言滿天下 
 
走到哪裡 人人都怨恨 
 
怨恨他 殘暴 没有道德 
 
殘害百姓 就厭惡他 



 
那我們遵守禮法 遵守戒法的時候 
 
行滿天下無怨惡 
 
所以 孝順至道之法 
 
我們孝順 孝順三寶 
 
是我們到達無上佛道的方法 
 
要學 要學習 
 
這裡 没有透過我們的聞法 
 
如理思惟 令法住心 
 
法不住在心中 
 
別人告訴我們的 你可能不能接受 
 
你不能接受 
 
因為你的心裡面有主人了 
 
你的意識 我見 我見就是主人 
 
我認為這樣子 你不可能改變我 
 
除非你聽聞正法 如理思惟 
 
我這樣錯了 你願意改 才有可能 
 



要孝順三寶 傳承佛法應當如此 
 
傳承我們戒定慧三學 
 
以戒為基 很重要的 
 
這是說到 雖然你受三歸依以後 
 
不受五戒 也叫做優婆塞 
 
然而 也要學習斷惡修善 
 
若受三歸 受持㇐戒 
 
是名㇐分戒的優婆塞 
 
受三歸已 受持兩條戒 
 
是名少分戒的優婆塞 
 
若受三歸 受持三條戒 四條戒 
 
是名多分戒的優婆塞 
 
若受三歸 受持五戒 
 
是名滿分戒的優婆塞 
 
阿羅漢造小乘論 菩薩造大乘論 
 
都是依止佛語 
 
依止佛所說的話來造論 



 
不敢違背佛的意旨 
 
違背了就有過失了 
 
偏離正道了 
 
你要成就聖道就不可能了 
 
所以《優婆塞戒經》 
 
現在依靠《優婆塞戒經》 
 
如來金口所言 
 
就可以概括其餘諸論典所說 
 
其他的論典 
 
我們就不用那麼費心去查了 
 
根據《優婆塞戒經》 
 
就可以概括其餘諸論典所說的 
 
叫做不受五戒 是名優婆塞 
 
但是既然歸依三寶 還没有受戒 
 
也要學習斷惡修善 
 
叫做雖復在家 如法而住 
 



不能具足受持五戒的 
 
㇐分戒 兩分戒 得受 
 
可以 也可以受 
 
若依《薩婆多毗尼毗婆沙》卷㇐ 
 
《大正藏》二十三冊 
 
五百零八頁的中欄 說 
 
謂不具受者 不得戒 
 
意思是說 
 
不具足受五戒者 不得戒體 
 
彼云 彼 論文說 
 
問曰 凡受優婆塞戒 
 
設不能具受五戒 
 
若受㇐戒 乃至四戒 受得戒不 
 
他就發問 凡是受優婆塞戒 
 
假設他不能具足受持五戒 
 
假若受持㇐條戒 乃至四條戒 
 
他受戒 得戒嗎 



 
答曰 不得 
 
回答說 他不得戒 
 
若不得者 
 
有經說 有經典中說 
 
這個經就是《優婆塞戒經》 
 
有經說 有少分優婆塞 
 
多分優婆塞 滿分優婆塞 
 
此義云何 如此的義理怎麼來建立 
 
要怎麼建立 
 
這㇐部《薩婆多論》 
 
應當就是說阿羅漢造論 
 
不過我們在《大方便佛報恩經》 
 
這㇐部經裡面的 好像是第㇐卷 
 
也有這㇐段文 
 
經裡面也有這㇐段文 
 
如此的義理怎麼來建立 
 



答曰 所以作是說者 
 
欲明持戒功德多少 
 
所以作如此之說 受三歸已 
 
持兩戒 有少分的功德 
 
想要說明持戒功德多少 
 
你受三歸依以後 
 
受持㇐條戒 有㇐分的功德 
 
兩條戒 有少分的功德 
 
持三條 四條戒 有多分的功德 
 
持五戒 有滿分的功德 就滿分了 
 
好像我們比丘受具足戒 圓滿了 
 
有滿分的功德 不可以缺少 
 
優婆塞以五戒叫做滿分 
 
比丘戒是兩百五十條戒 叫做滿分 
 
具足受持 就有滿分的功德 
 
所以要輕重等持 
 
在家優婆塞 優婆夷 受持五戒 



 
叫做圓滿在家身分所修的戒善功德 
 
他就圓滿了 不欠缺了 
 
比丘受持《四分律》 
 
依照《四分律》兩百五十條戒 
 
就圓滿了出家比丘所修的戒善功德 
 
在家 出家 優婆塞跟比丘 
 
它的標準就在這裡 
 
滿分就在這裡 
 
第㇐利益 優婆塞持五戒 
 
第㇐個利益 最優先的利益 
 
遮來世不入三惡道 
 
遮止 我們這㇐生命終了 
 
你不用到地獄去 也不會到餓鬼道 
 
也不會到畜生道去 
 
得人天福報 得到人間天上的福報 
 
第㇐個利益 最好的 
 



《大比丘三千威儀》 
 
《大正藏》二十四冊 
 
九百㇐十二頁的下欄 
 
佛弟子者 有二種 
 
㇐者在家 二者出家 
 
在家者 初受五戒為本 
 
遮三惡趣 求人天福 
 
這㇐段《大比丘三千威儀》 
 
本來是講到比丘的威儀 
 
從優婆塞 從在家居士就開始說了 
 
從在家到出家 
 
說 佛弟子者 佛的弟子有兩種 
 
㇐者在家 二者出家 
 
在家者 初受五戒為本 
 
最初歸依三寶 
 
受持滿分的五戒做為根本 
 
這裡講 你滿分 



 
受持五戒 這是根本 
 
遮三惡趣 遮障 不入三惡道 
 
能夠受持五戒 就不入三惡道 
 
求人天福 
 
持五戒 就可以求得 
 
生在人間天上的福報 
 
這麼好 就可以得到了 
 
因此之故 
 
這是優婆塞 優婆夷的滿分功德 
 
五戒是他們的滿分功德 
 
比丘依《四分律》來受戒 
 
要持兩百五十條戒 
 
叫做滿分的功德 
 
想要說明持戒的功德 有多 有少 
 
因此說有㇐分 少分 多分 
 
滿分優婆塞 
 



不言有如是受戒法也 
 
不是說 有如此的受戒之法 
 
靈峰亦云 若四分 三分等 
 
既未全受 但可攝入出世福業 
 
靈峰 它是山的名稱 ㇐座山的名稱 
 
明朝的蕅益大師住在靈峰山 
 
所以世間 世間人稱 
 
蕅祖依止經律所造的論文 
 
叫做《靈峰宗論》 
 
在《蕅益大師全集》的第十六冊 
 
靈峰蕅祖也說 
 
若四分 三分等 既未全受 
 
但可攝入出世福業 
 
所以我們初初看的時候 
 
我們最初看的時候 
 
這個五戒應當只是人天福報而已 
 
怎麼會攝入出世福業 



 
所以我們要找這㇐段文 
 
還没有找到 不容易找 
 
《在家律要廣集》 
 
蕅益大師的全集 第十二冊 
 
那些律部裡面 我們找 
 
都還没有找到這㇐段 
 
不曉得在哪裡 還没有找到 
 
這裡講 若四分 三分 
 
你受持四分戒 三分戒等等 
 
既然没有完全受持五戒 
 
但可攝入出世的福業 
 
收攝入於出離世間的福業 
 
我們的戒本說 
 
欲得生天上 若生人中者 
 
常當護戒足 勿令有毀損 
 
比丘受持兩百五十條戒 
 



才是生天上 生來人中而已 
 
怎麼會是出世的福業 
 
所以我們就想這個問題 
 
思惟很久 怎麼來解釋它 
 
它怎麼是出世的福業 
 
後來我們看㇐看 我們這㇐部經 
 
《五戒相經箋要集註》 
 
蕅益大師在箋要 
 
箋要 我們這㇐本書的二十四頁 
 
前面的二十四頁 
 
可以翻 找出來看㇐看 
 
集註的二十四頁 箋要 
 
蕅祖的解釋 
 
淨飯王 世尊之父 
 
世尊的父王 
 
以父王為當機眾 而請說五戒法相 
 
這是表明顯示 



 
此五戒之法乃是三世諸佛之父 
 
依於五戒 出生十方三世㇐切諸佛 
 
蕅益大師這麼解釋 有道理 
 
它是㇐切佛法的根本 
 
根本 殺盜婬妄是根本戒 
 
不是菩薩的增上戒法 
 
我們要常常說 
 
不可以根據《瑜伽師地論》 
 
上品纏犯 數數生起現行 
 
見是功德 都無慚愧 
 
不是這樣子 不是自讚毀他 
 
慳惜財法 謗亂正法 那四條戒 
 
它是根本戒法 犯到 就犯到了 
 
諸多經論都是這麼說 
 
四種清淨明誨也是這麼說 
 
照妖鏡那㇐本 
 



如來所宣說的 決定清淨四種 
 
決定清淨四種明誨 
 
決定清淨明誨 
 
殺盜婬妄 決定清淨 
 
顯示不可以毀犯 決定不可以毀犯 
 
不可以有殺心 
 
不可以有盜心 不可以有婬心 
 
怎麼可以說 
 
數數生起現行 都無慚愧 
 
當知是名上品纏犯 
 
這樣才算犯 怎麼可以這樣說 
 
誤導眾生 罪過就很大了 
 
由五戒 依止五戒 
 
出生十方三世㇐切諸佛 
 
五戒是根本 
 
這個正見我們要確立 要確立 
 
不然 很可怕 



 
㇐盲引眾盲 罪業無邊 
 
所以持五戒則能超生脫死 
 
這個文也在《靈峰宗論》裡面 
 
《靈峰宗論》卷二之五 
 
卷二之五 這個地方可以找到 
 
蕅益大師在這裡也講到 
 
持五戒 則能超生脫死 
 
不只是人天福報而已 
 
乃至能夠成就無上菩提 
 
假若優婆塞 優婆夷 
 
受持四分戒 三分戒等等 
 
等於持兩分戒 ㇐分戒 
 
但是可以收攝入於出離世間的福業 
 
你没有完全持五戒 
 
所以還有可能會墮落 
 
持四條戒 ㇐條戒不持 
 



這㇐條戒不持 你犯到了 
 
飲酒戒不持 喝酒亂性了 
 
犯到前面的根本戒了 
 
可能因為這個因緣 
 
就要墮落三惡道了 
 
它是可以收攝入於出離世間的福業 
 
未可名戒學也 
 
蕅益大師說 還不可以稱作戒學 
 
跟我們律藏講的 也有相通的地方 
 
《四分律》卷五十 
 
佛陀就問諸比丘 汝云何學 
 
你們怎麼學戒 汝云何學 
 
諸比丘白佛言 世尊如向 
 
世尊是法之主 如向所說 
 
我等受持 故名為學 
 
如同世尊向著比丘們所說的戒法 
 
我們都受持 所以叫做學 



 
具足來受持 叫做學戒 
 
不能說 佛陀您說這條戒 
 
我們不要持 我不要持 
 
不可以這樣說 
 
佛陀說了 你就要受持 
 
具足來受持 叫做戒學 
 
不可以說 這兩條戒我不要持 
 
我可以不犯 
 
你要持 你就會犯 
 
你說你不要持 就不會犯 
 
不可以這樣子 哪有這樣的 
 
你不持還是會墮落 不能不持 
 
你做壞榜樣 人家就跟你學了 
 
後來的無知的比丘 
 
愚小無知 他就跟你學 
 
他可以不持 我也可以 
 



你就引導眾生 
 
㇐盲引眾盲 相牽入火坑了 
 
所以我們說如來有㇐切種智 
 
知道你建立不好的榜樣 
 
影響後來的人 影響整個人間 
 
他都往壞的學 
 
因為前面有壞榜樣 
 
我們可以看他 
 
他可以不持 我也可以 
 
那就危害很大了 
 
就不是利益眾生了 傷害眾生了 
 
所以我們在戒學裡面 
 
出家的戒學裡面 你不可以說 
 
這條戒我不學 我可以不犯 
 
没有這個事情 
 
這裡蕅祖解釋 
 
你五條戒没有具足來受持 



 
未可名戒學也 還不可以稱作戒學 
 
不能說你在學戒 這個意思 
 
不能叫做戒學 什麼道理 
 
應當講的道理 也有根據 
 
因為還没有具足五條戒 
 
有聖教的根據 
 
大乘佛陀教法的根據 
 
如同《五戒相經》明明講五戒 
 
《優婆塞戒經》卷六 也有五戒品 
 
還有其他很多 
 
經論裡面都講到五戒 
 
没有講四戒的 
 
也没有講三戒 兩戒 ㇐戒 没有 
 
都是五戒 三歸五戒 
 
智者大師的《法界次第》也有解釋 
 
五戒 就是世間的五常 
 



在天就是五星 在地就是五嶽 
 
在人就是五臟 我們有五臟 
 
都是以五為標準 做根本 
 
解釋很詳細 
 
還有㇐部論 
 
叫做《善見律毘婆沙》 
 
解釋《四分律》的 
 
《善見律毘婆沙》卷七 
 
《大正藏》二十四冊 
 
七百㇐十九頁的上欄 
 
這裡講到戒學 我們唸㇐遍 
 
戒者應學 問曰 何謂為學 
 
答曰 五戒十戒是學 
 
若佛出世 若不出世 此戒常有 
 
若其能學此功德者 
 
死得生天或生人間 
 
受諸歡樂 是名學 



 
我們很簡要地錄出這㇐段 
 
很簡要的 講到戒學兩個字 
 
問曰 戒者 它裡面先講到戒 
 
講到戒定慧三學 
 
戒者應學 如來世尊所制的戒法 
 
在家 出家弟子都應當要學 
 
戒者應學 
 
問曰 何謂為學 
 
發問 什麼是佛弟子們所應當學的 
 
我們學佛修行 三歸五戒 
 
首先歸依三寶 
 
歸依三寶這是根本 
 
受持五戒也是根本 
 
什麼是佛弟子們所應當學的 
 
答曰 五戒十戒是學 
 
佛法的基礎 三歸五戒 
 



身口意的十善戒 
 
是所要學的 叫做戒學 
 
五戒跟十戒 
 
五戒 佛出世才有 
 
那這裡佛不出世 像我們漢民族 
 
佛陀在印度出世 
 
我們漢民族也有五戒 就是五常 
 
仁義禮智信 它就是五戒 
 
世間就有了 五常 
 
還有十戒 身口意十善戒 
 
世尊講的《佛說十善業道經》 
 
如來還没有出世的時候 
 
就是轉輪聖王 
 
或者辟支佛 教化眾生 
 
教他們修學十善戒 
 
要守身口意十善業 
 
所以五戒十戒是學 



 
就是佛法的基礎 
 
佛弟子所應當要學的 
 
身口意十善業 
 
受持五戒 還有修十善業 
 
這樣才叫做戒學 
 
若佛出世 若不出世 此戒常有 
 
你看 論文這麼說 
 
假若佛陀出現在世間 
 
假若佛陀不出現在世間 
 
這種五戒十戒恆常有 
 
世間恆常有 
 
人間儒教的五常 儒家教的五常 
 
仁 不殺 
 
義 不盜 
 
禮 不邪婬 
 
智 不飲酒 
 



信 不妄語 
 
此五戒 世間恆常有 
 
我們漢民族很久就有了 
 
然而五常只能成為世間的聖人 
 
正人君子 世間的聖人 像孔夫子 
 
還能夠維持世間的正法 
 
天下和樂太平 
 
假若没有五常的時候 
 
就亂了 國家大亂 
 
殺人 搶劫 到處都有 
 
所以它能夠維持世間的正法 
 
天下和樂太平 
 
成果就是利益眾生 
 
利益天下的百姓 
 
我們來說 這學戒 持戒 
 
弘揚戒法的功德 
 
就是利益天下無量的眾生 



 
這是我們的成果 能夠饒益眾生 
 
假若違背了 大家都受害 
 
我們肉眼看不清楚 
 
哪裡有受害 他們也過得很快樂 
 
這個業 業來決定的 
 
不是我們肉眼看的 我們看不清楚 
 
他做錯了 就是惡業 不是善業 
 
没有修到戒善 造作種種惡業 
 
死後有報 纖毫受之 
 
父子至親 歧路各別 
 
《地藏經》說的 
 
死後有報 纖毫受之 業力最大 
 
所以十善法 十善戒 
 
也是世間恆常都有 
 
維持世間和樂安定 
 
天下的百姓都過得很安樂 
 



因為有十善法 
 
假若没有十善法 就是經典中說的 
 
末法的時候 
 
有刀兵劫 疾疫劫 饑饉災 
 
這些出現了 
 
因為作惡多端 感召惡報 
 
若其能學此功德者 
 
假若他能夠學此五戒十戒功德的人 
 
死得生天 
 
他死了 可以生到天上去享樂 
 
或者生在人間繼續做人 
 
受諸歡樂 是名學 叫做戒學 
 
所以我們看 弘揚戒法的功德 
 
它是加被十法界的眾生 
 
因為它直接談到身口兩種業 
 
《小乘律》來說 
 
直接談到身口兩種業 七支 



 
殺 盜 婬 妄語 兩舌 惡口 綺語 
 
這個惡把它去掉了 
 
我們看 身口七支 都是善 
 
有這個殊勝的功德 戒善功德 
 
然後又能夠修十善業 
 
將貪欲 瞋恚 愚癡 
 
雖然没有完全斷除 
 
但是貪欲很薄少 少欲知足 
 
瞋恚也很薄弱 没有那麼瞋恚 
 
邪見也降得很低 得到大利益 
 
死了 可以生天 或生到人間 
 
所以善種子不可以缺少 
 
弘揚戒法這個善種子 不可以缺少 
 
我們都很用功在念佛 
 
但是意業是善 
 
但是我們身業所做的 口業所說的 
 



不合乎戒法 就是在作惡 在作惡 
 
没有念佛的時候 
 
就在作惡 變這樣 
 
所以持戒也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它能夠加被十法界的眾生 
 
九法界的眾生 
 
能夠加被九法界的眾生 
 
所以若四分 三分等 
 
既然未完全受持五戒 
 
但可攝入出世福業 
 
未可名戒學也 還不可以稱作戒學 
 
戒學就要受持五戒 
 
比丘受持兩百五十條戒 叫做學戒 
 
不可以說 這個我不學 不叫做戒學 
 
根據《善見律毘婆沙》 
 
準斯而論 
 
準 就是我們依據的法則 標準 



 
斯 這樣 就是這樣的道理 
 
根據如此來討論 
 
今人欲受戒者 當自量度 
 
我們現在的人 弘公當時候寫的 
 
我們現在的人 想要受戒的人 
 
應當自己來衡量自己 度量自己 
 
自我來衡量 我有什麼能力没有 
 
有没有能力來持 
 
必謂力弱心怯 
 
怯 就是膽子小 怕事 
 
恐怕我去受了 
 
不能受持 就很苦惱了 
 
膽子很小 怕事情 
 
必定認為自己能力很羸弱 
 
心裡很害怕 不堪致遠 
 
致 到達 不堪到達高遠的標準 
 



五戒 要完全受持 清淨來守持 
 
恐怕我做不到 
 
不堪到達高遠的標準 滿分的五戒 
 
未妨先受㇐分 乃至四分戒 
 
不妨你先受㇐條戒 
 
或者乃至可以受四條戒 
 
若不爾者 
 
假若不是這樣力弱心怯 
 
不是這樣的話 應具受持 
 
弘公說 我們優婆塞 優婆夷 
 
應當具足來受持五條戒 
 
那我們出家學道 應當來具足受持 
 
比丘兩百五十條戒 
 
《廣律》裡面的微細戒 
 
把它找出來受持 
 
它含藏在律藏裡面 
 
你没有看 還不知道有這麼多 



 
我們睡覺的時候要鎖門 
 
我都不知道 
 
他都没有鎖門 小過失 
 
這個律藏裡面的微細戒 
 
把它找出來受持 非常好 
 
你有很多財寶 人家搶不去的 
 
你心裡面自己知道 我受持很歡喜 
 
因為我得到很多功德 財寶很多 
 
乃可名為戒學 
 
這裡講 乃可名為戒學 
 
這樣稱作 叫做你在學戒 
 
不是光是在那裡討論 講得那麼多 
 
但是做的没有 没有在做 
 
所以這裡說 乃可 
 
應當具足來受持五戒 
 
乃可名為戒學 
 



滿分功德的五戒之學 
 
用在家來比照出家 
 
我們的滿分功德 
 
就是比丘兩百五十條戒 
 
和尚在弘揚時候講的 
 
輕重等持就是了 就是滿分的功德 
 
豈宜畏難 難道應當怖畏困難 
 
難道可以這樣 我害怕困難 
 
適合這樣子嗎 
 
豈宜畏難 不應當這樣子 不適合 
 
失其勝利 
 
喪失其中殊勝的功德利益 
 
我們本來就很貧窮 
 
我們生在人間 我們就很貧窮 
 
没有福德 所以壽命短促 
 
趕快要修福 把這個戒善找出來 
 
在我們心裡面受持 



 
有很多如意寶珠 我們都得到了 
 
叫做滿分的功德 
 
我們就迴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