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戒相經箋要集註》第六十七集 
 
和尚 若照⾧老 修和尚慈悲 
 
諸位比丘大德 尼師大姊 
 
沙彌 淨人 
 
大家早安 阿彌陀佛 
 
請看著集註的課本 
 
第㇐百七十七頁 
 
集註㇐百七十七頁 最後㇐行 
 
集註的課本㇐百七十七頁 
 
最後㇐行中間 
 
又云 世人正造罪時 
 
實是大惡 不以為恥 
 
這㇐段我們有印出原文 
 
比照和尚上課都有印講義 
 
這㇐章文很多 
 
所以我們想㇐想把它印出來 
 
《蕅益大師宗論》卷第四之二 



 
說 作法說 
 
破戒雖惡 覆藏尤惡 
 
無過雖善 改過尤善 
 
改過㇐塗 三世諸佛 
 
證菩提之通津也 
 
故五悔法門 凡夫迄等覺 
 
無不藉為進趣方便 
 
憂悔吝者存乎介 
 
震無咎者存乎悔 
 
這兩句我們法師用電腦查 
 
出在易經 
 
蕅益大師的《周易禪解》 
 
但是我們還沒有找出來 
 
所以這裡先放著 
 
禍福無門 唯人自召 
 
世人正造罪時 
 



我們今天從這裡開始 
 
世人正造罪時 實是大惡 
 
不以為恥 向人發露 善中之善 
 
反以為羞 甘於惡而苦於善 
 
遂成惡中之惡 永無出期 
 
顛倒愚癡 莫此為甚 
 
眾中懺悔 能使不犯者倍加警策 
 
已犯者深生慚愧 
 
或亦發心懺悔 
 
學好者增⾧善根 譏笑者亦植遠因 
 
兼可消我夙罪 誡我未來 
 
如來立法 決定不錯 
 
世人正造罪時 
 
實是大惡 不以為恥 
 
講到大惡兩個字 約僧尼來說 
 
就著比丘 比丘尼來說 
 
指二篇的罪 



 
五篇七聚裡面 
 
第㇐篇 第二篇的罪 叫做大惡 
 
融通就著七眾佛弟子來說 
 
大惡指出就是五逆四重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卷三 
 
《大正藏》十三冊 
 
七百三十七頁的上欄 
 
佛告大梵 佛告大梵天 
 
有五種無間大罪惡業 
 
無間兩個字是地獄的名號 
 
所以這裡講到大惡 
 
就是無間大罪惡業 它是地獄名號 
 
《大般涅槃經》卷十九 
 
《大正藏》十二冊 
 
四百八十頁的上欄 
 
佛言 阿者言無 鼻者名間 
 



阿這個字 叫做無 
 
鼻這個字 叫做間 無間 
 
無間 即是阿鼻地獄 
 
受苦無間隔 中間無暫樂 
 
故名無間 
 
中間沒有暫時的安樂 
 
到了大阿鼻地獄裡面 沒有休息的 
 
中間沒有暫時安樂 
 
所以叫做無間地獄 
 
有五種無間地獄 大罪惡業 
 
何等為五 哪五種 
 
㇐者 故思殺父 
 
故意的故 思惟的思 故思殺父 
 
故 就是有意地 有意 
 
不是無心 有意 
  
思就想 想的意思 
 
動壞念頭 生起惡心 



 
由貪瞋癡發動 
 
故意思惟用惡心殺害父親 
 
以惡心來殺害父親 
 
是造下阿鼻地獄極重的惡業 
 
二者 故思殺母 
 
故意思惟用惡心來殺害母親 
 
也是墮落無間地獄極重的惡業 
 
三者 故思殺阿羅漢 
 
四者 倒見破聲聞僧 
 
有顛倒的邪見 破壞聲聞和合僧 
 
五者 惡心出佛身血 
 
如是五種 名為無間大罪惡業 
 
復有四種 
 
接近五無間大罪惡業根本之罪 
 
何等為四 哪四種 
 
㇐者 起不善心殺害獨覺 辟支佛 
 



是殺害聖人生命大罪惡業 
 
殺害獨覺 根本之罪 
 
二者 婬阿羅漢苾芻尼僧 
 
婬阿羅漢比丘尼 
 
是欲邪行大罪惡業根本之罪 
 
三者 侵損所施三寶財物 
 
我們住在道場裡面 
 
要好好地學戒 
 
侵損信心施主所布施 
 
佛物 法物 僧物這三寶的財物 
 
侵損所施三寶財物 
 
是不與取大罪惡業根本之罪 
 
我們侵佔或者損壞 
 
信心施主所布施 
 
給佛寶 法寶 僧寶的財物 
 
我們住在寺廟裡面 
 
最要注意的 就是注意三寶物 



 
不要互用 不要侵損 
 
侵損所布施三寶的財物 
 
是不與取 偷盜三寶物 
 
大罪惡業 根本之罪 
 
四者 倒見破壞和合僧眾 
 
有顛倒見 有邪見 
 
破壞和合的僧眾 
 
人家要做羯磨 如法地羯磨 
 
你就來障礙 你就有意見 
 
破壞和合僧 
 
那是不是羯磨法就不要做了 
 
我反對 你們就不要做了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律部》裡面 
 
教我們怎麼做 
 
應當怎麼做 治罰 對治它 
 



人家如法的僧事 和合做羯磨 
 
他出來反對 他是破壞如來正法 
 
我們就不要做了嗎 應當不是 
 
怎麼治他破壞如來正法 
 
你看 大家都不做羯磨了 
 
人家反對 不和合 
 
用這個罪來治罰他 我們就對治他 
 
以這名義來做訶責 
 
訶責羯磨 做三次五次 
 
這裡四者 顛倒見破壞和合僧眾 
 
是虛誑語大罪惡業根本之罪 
 
破壞和合僧做如法地羯磨法事 
 
我們對治他 是利益他 
 
不是要害他 對他有大利益 
 
你破壞如來正法 
 
這是大罪惡業根本之罪 
 
所以我們看治罰法裡面 



 
七羯磨 都是要護持正法利益眾生 
 
我們不是害他 要如理思惟 
 
又有四種根本大罪惡業 
 
㇐ 若苾芻行非梵行 
 
假若這比丘行非梵行 
 
講到梵這個字 
 
《大智度論》卷二十 
 
《智論》卷二十 
 
清淨故名梵 
 
身心清淨無染 故名為梵 
 
第十卷 卷十 
 
梵名離欲清淨 
 
梵行 叫做捨離愛欲 身心清淨 
 
卷二十 第二十卷 
 
斷婬欲天 皆名為梵 
 
斷絕婬欲的色界大梵天 都叫做梵 
 



以是故斷婬法 名為梵行 
 
因此之故 斷婬欲法 
 
名為清淨的梵行 
 
跟色界的天人㇐樣 
 
都沒有婬欲之事 
 
若比丘行非梵行 
 
假若七眾佛弟子行非梵行 
 
在家二眾優婆塞 優婆夷就是邪婬 
 
以及優婆塞 優婆夷的邪婬 
 
這是犯根本罪 犯到根本罪 
 
根本重罪 
 
或以故思殺異生人 
 
或因為故意思惟 生起邪思惟 
 
生起惡念 生出惡心 殺異生人 
 
殺人 犯根本重罪 
 
或復偷盜非三寶物 
 
他不是偷盜佛法僧的財物 



 
偷盜人物 人的東西 
 
滿五錢 犯根本重罪 
 
或者大妄語犯根本重罪 
 
名為性罪中根本重罪 
 
何故說名根本罪 
 
為什麼叫做根本罪 
 
我們說根本重戒 根本重罪 
 
為什麼叫做根本重罪 
 
若有人犯此四法 
 
假若有人 七眾佛弟子 
 
毀犯這四種法 
 
殺人 偷盜滿五錢 出家五眾行婬 
 
在家二眾邪婬 大妄語 
 
身壞命終墮諸惡趣 ㇐定墮落 
 
是諸惡趣根本罪 
 
它是三惡道根本罪的緣故 
 



所以叫做根本罪 這是大惡 
 
世間人正在造罪時 
 
五逆四重 殺生 偷盜 
 
在家人邪婬 出家人犯婬 
 
欺誑他人 造大妄語 
 
實在是大罪惡業 不以為恥 
 
不認為這是很羞恥的事 
 
向人發露 善中之善 
 
向師⾧ 同學 同修梵行之人 
 
發露悔過 這是善業中的善業 
 
善業當中的善性 
 
猶如斬釘截鐵 我們要斬斷釘子 
 
要將鐵把它截斷 斬釘截鐵 
 
與罪業分隔 
 
馬上要跟罪業分隔 分開來 
 
不要繼續增⾧ 不令罪業繼續增⾧ 
 
所以說 向人發露是善中之善 



 
將罪業馬上要斷除 
 
《大般涅槃經》卷三 
 
《大正藏》十二冊 
 
八百六十九頁的下欄 
 
佛言 有罪不向明者發露悔過 
 
㇐向覆藏 如龜藏六 
 
犯戒之罪 日夜增⾧ 
 
佛陀在臨將入滅的時候所說的 
 
《大般涅槃經》第三卷 
 
佛陀說 有罪不向明者發露悔過 
 
佛陀的弟子有犯戒罪 
 
不向明白律法的人發露懺悔過失 
 
㇐向覆藏 ㇐向覆藏在心裡面 
 
好像我們有垃圾 
 
把它丟在家裡面㇐樣 
  
你也不把它掃出去 
 



㇐向覆藏在心中 如龜藏六 
 
如同烏龜將頭尾四肢 
 
六處覆藏在龜殼裡面 藏起來 
 
如此犯戒之罪 日夜增⾧ 
 
白天夜晚覆藏著罪 
 
則是不斷的增⾧廣大 
 
因此之故 
 
向人發露是善中之善 最好的 
 
跟罪業分隔 
 
復次 《大般涅槃經》卷十九 
 
《大正藏》十二冊 
 
四百七十七頁的下欄 
 
佛說 愚者有二 
 
佛陀說 愚癡的人有兩種 
 
㇐者 作罪 
 
二者 覆藏 
 
愚癡沒有智慧的人 佛陀說有兩種 



 
第㇐種人是造作罪業 
 
他不好好地學戒 
 
作惡也不曉得 他犯了戒也不知道 
 
人家看就知道了 你在做惡 
 
但是他不知道 造作惡業 
 
第二種人 將罪過覆藏起來 
 
他知道那是犯戒罪 覆藏在心中 
 
都是屬於愚癡 
 
雖先作惡 後能發露 
 
悔已慚愧 更不敢作 
 
猶如濁水 置之寶珠 
 
以珠威力 水即為清 
 
如烟雲除 月則清明 
 
作惡能悔 亦復如是 
 
這是第二種善中之善 
 
雖先作惡 後能發露 
 



雖然先前愚癡做惡 
 
後來能夠向明白戒法的人發露 
 
悔已慚愧 更不敢作 
 
如法懺悔以後 生起慚愧心 
 
慚天 愧人 
 
作惡天理不容 良心不安 
 
叫做慚天 
 
也愧對父母師⾧ 
 
父母把你養得這麼大 
 
你生下來的時候 父母養你⾧大 
 
師⾧教導你 你竟然敢做惡 
 
愧人 愧對父母師⾧ 
 
所以 更不敢作 
 
猶如濁水 置之寶珠 
 
就好像混濁的水中 
 
安置㇐顆光明的寶珠 
 
以珠威力 水即為清 



 
因為明珠的威力 濁水就清淨了 
 
如煙雲除 月則清明 
 
猶如天空當中的晚上 
 
天空當中的煙 雲霧除去了 
 
月亮就顯現清淨光明 就這樣而已 
 
作惡能悔 亦復如是 
 
先前作惡能夠向人發露懺悔 
 
戒體清淨 身心清淨 都清淨了 
 
也是如此的道理 
 
故曰 向人發露 
 
確確實實是善中之善 最好的 
 
反以為羞 凡夫的情見 
 
凡夫這種錯誤的知見 
 
反而覺得 反而認為這是很羞恥的 
 
向人家發露我的罪過 
 
他認為很羞恥 不敢向人發露 
 



甘於惡而苦於善 
 
甘 心甘情願 
 
自己願意 歡喜 甘於惡 
 
自己甘心歡喜墮落在 
 
覆藏罪過的惡法之中 
 
這是惡法 我們應當要出離 
 
你心甘情願住在這裡面 
 
不發露 甘於惡 
 
還很快樂 覺得很高興 
 
而且苦惱於向人發露 
 
向人發露悔過 
 
你覺得很苦惱 太痛苦了 
 
我執 我執那麼重 
 
而且苦惱於向人發露悔過的善業 
 
而苦於善 
 
甘心作惡覆藏 
 
苦惱於發露悔過的善業 



 
遂成惡中之惡 
 
於是順遂 順著偏差的心態 
 
所以知見很重要 
 
我們知見錯了 所作所為都有偏差 
 
所以學習聖教很重要 
 
不學的時候 
 
你的偏差知見 你不能發現 
 
你看不到它 它是主人 
 
它住在我們的心中 以它為主 
 
它是主導我們 多麼可怕 
 
我們看不到賊 
 
這個賊在引導我們走向黑暗 
 
你看不到它 應當學習正法 
 
看到這個賊 
 
它就在我們心裡面作崇 
 
擾亂我們修學聖道 要看到它 
 



我們順著偏差的心態 
 
順著錯誤的知見 
 
就成為破戒覆藏惡中之惡 
 
變成這樣 他認為沒有事 
 
永無出期 
 
如來在《戒經》中說 
 
有罪者發露向人 
 
懺悔則清淨 懺悔則安樂 
 
既然輕視律法 
 
我們輕視律法不肯發露 
 
就是輕視佛說的話 輕視佛語 
 
你看不起佛說的話 跟這個相等 
 
劃等號 ㇐樣的 
 
既然輕視律法不肯發露 
 
就是輕視佛陀 
 
金口所說的這些法語 
 
不肯發露 如法地悔過 



 
永久沒有出離惡業惡報的期限 
 
什麼時候出離 不知道 永無出期 
 
顛倒愚癡 
 
顛倒錯亂 愚癡無智 莫此為甚 
 
沒有超過如此破戒覆藏的情況 
 
沒有超過這種情況 莫此為甚 
 
眾中懺悔能使不犯者倍加警策 
 
這裡這㇐句 蕅祖在提升我們 
 
蕅祖在提升僧格 
 
提升比丘僧 比丘尼僧的品德 
 
把它提升起來 以正法來提升 
 
說眾中懺悔能使不犯者倍加警策 
 
在大眾中懺悔 
 
只有出家五眾的戒法裡面才有 
 
在家眾頂多對著四人僧 
 
四人以上的僧 發露他的重罪 
 



然後作取相懺 
 
僧尼犯了第㇐篇 第二篇的戒法 
 
她必需在眾中懺悔 
 
所以這裡講的 就是僧尼的戒法 
 
眾中懺悔 
 
在大眾中發露 
 
第㇐篇 第二篇的罪過 
 
懺悔 能使不犯者倍加警策 
 
我們都有體會 
 
我們看到人家發露悔過 痛哭流涕 
 
我們都得到警愓 要好好地持戒 
 
它也有功德 
 
由於看到懺悔的人 
 
受到大眾依止戒律中的教誡 
 
我們依止佛陀的教誡來為你治罰 
 
是利益你 對你有大利益 
 
如佛所教 依法來治罪 處罰他 



 
能夠使令不犯戒的人 
 
看到這種情況 加倍的警愓 
 
好好地策勵自己 我應當好好持戒 
 
不用出來發露懺悔 
 
加倍地警愓 自我策勵 清淨持戒 
 
我不可以跟他㇐樣出來發露懺悔 
 
不可以犯 能夠清淨持戒 
 
已犯者深生慚愧 有道理 
 
有的人 他受不了這種打擊 
 
每天要稟白客僧 稟白客比丘 
 
他就受不了 
 
所以佛陀制戒真的是有大智慧 
 
已犯者深生慚愧 
 
他白了半個月 或者白了六月 
 
有覆藏 就叫覆藏日 
 
白過之後 印象深刻 
 



真的 善種子很強 很有力 
 
他永遠記得很清楚 
 
這種善種子很有力量 
 
所以懺過之後 
 
真的有慚愧心的人 他不會再犯 
 
印象深刻 
 
已犯者 已經犯戒的人 
 
看到有人勇敢地發露懺悔 
 
他出來發露懺悔 在大眾當中 
 
這麼很勇敢 
 
回復清淨的戒體 
 
自己受到良心的遣責 我也有犯 
 
我也應當要深深生起慚愧心 
 
也要出來發露懺悔 
 
所以他也會深深地生起慚愧心 
 
感到很羞恥 同樣都犯戒 
 
人家都敢出來發露懺悔了 



 
我怎麼還覆藏 
 
所以 已犯者深生慚愧 
 
或亦發心懺悔 
 
或者他也能夠發心 
 
勇敢地改過 出來懺悔 
 
我也出來發露 在眾中懺悔 
 
改過遷善 勇於發露懺悔 
 
學好者增⾧善根 
 
這個學好 它的定義是什麼 
 
希聖希賢 
 
蕅益大師根據儒家的思想 
 
孟子說 人人可以為堯舜 
 
大家都可以 你願不願意學 
 
我們都可以 蕅祖就說 
 
那這麼說起來 滿街都是聖人 
 
都可以成就聖賢的這種品德 
 



所以希聖希賢 
 
希 就是盼望 希望的意思 
 
盼望能夠修習聖賢所行的道法 
 
人家怎麼學的 他們修什麼法 
 
重在身教 重在身體力行 
 
做就是了 不是嘴巴講 不是 
 
它做了 就是了 
 
用嘴巴講 有很多問題 
 
所以我們的聖賢教育裡面就說 
 
身教者從 言教者訟 有道理 
 
你做出來就是了 
 
用言語來說 大家會諍訟 
 
你講這個話 真的 
 
這是聖賢的教育 我們要學 
 
你好好地做 做給他看 他會改過 
 
你光是指責人家 人家不會接受 
 
他不可能心悅誠服 



 
這聖賢教育 我們要好好體會 
 
真的是如此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我們將心比心 
 
不要說別人 立場來互換 
 
所以希聖希賢 
 
盼望能夠修習以聖賢所行的道法 
 
希望能夠成就聖賢高尚的人格 
 
這聖賢高尚的人格 我們看菩薩 
 
菩薩教化眾生順逆無方 
 
用順的 用逆的 
 
祂沒有㇐定的方法 
 
做過就放下了 
 
㇐時的權宜 
 
這時候應當怎麼做 
 
能夠使令他改過 
 
祂沒有㇐定的軌則 順逆無方 
 



所以祂 菩薩的心 
 
每個人的用心不㇐樣 好好地體會 
 
在道上會 往好的去會 
 
不要把它常常記在心裡面 
 
怎麼這樣子 
 
有時候是㇐時的權宜 
 
是時候應當這麼做 最理想 
 
最能夠對大眾有利益 
 
應當如此來體會 
 
不要㇐件事情掛記㇐輩子 
 
人家做㇐次而已 永遠記得 
 
這樣子也不是很好 
 
都要努力地學 我們都在學 
 
學好者增⾧善根 
 
這個學好不容易 真的是不容易 
 
我們希望 
 
盼望能夠修習聖賢所行的道法 



 
我們覺得易經裡面講的 
 
論語裡面講的 
 
它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待人處事 這裡講得很透徹 
 
正邪的分際比較明顯 
 
應當怎麼做 跟佛法沒有乖違 
 
在《印光大師文鈔》裡面 
 
都是講到這種情況 
 
世間的法 
 
佛陀在小乘經典裡面都有講 
 
《阿含經》裡面都有 
 
跟儒家講的㇐致 
 
因為經典中說 哪㇐部經 
 
見和法師倡印的那㇐部經 
 
那㇐部《佛說大灌頂神咒經》 
 
它裡面就說到了 好像在第六卷 
 



佛陀說 我遣三聖往彼教化 
 
我們震旦這個地方 
 
佛陀派遣三位聖人來這裡教化 
 
蕅益大師在《靈峰宗論》 
 
也引這段文說 
 
此方聖人是如來所使 
 
我們中華漢民族的聖人 
 
世間的聖人 
 
是如來所使 行如來命 
 
先來這邊教化 
 
因為善根還沒有成熟 
 
所以都講人間的善業 
 
就是為佛法打基礎 人間善業 
 
所以儒家的思想 
 
也是我們佛法的基礎 
 
學好者增⾧善根 
 
有時間就多多學習 



 
儒家的世間聖教裡面所說的 
 
對我們修行有幫助 
 
真心誠意的在修行 
 
希望能夠成就聖賢高尚的人格 
 
我們出家就成就高尚的僧格 
 
以諸聖賢而自期待 
 
蕅祖說的 以諸聖賢而自期待 
 
自我期待 希聖希賢 
 
作為我們的榜樣 
 
自我期待 
 
以諸聖賢而作榜樣來自我期待 
 
叫做學好 
 
學好也是不容易 
 
每天都要勉勵自己 
 
我們看到新學比丘 有幾位 
 
他們很不錯 都學著照顧病比丘 
 



照顧有病比丘 扶著他去走路 
 
幫他洗鉢 
 
我們的輔導法師 
 
帶著淨人幫他整理環境 
 
這些都是學好的內容 
 
還忍受他的不滿 
 
我們去幫人家 
 
還要忍受人家的不滿意 
 
你看 這都是修行 
 
學習美好品格的人 
 
會增⾧他的善根 
 
譏笑者亦植遠因 
 
譏毀輕笑的人 
 
也種下遙遠解脫的業因 
 
譏 就是用隱藏意思話語 
 
指桑罵槐 他不明講 
 
用隱藏意思的話語 來取笑他人 



 
你講的 我講的你聽不懂 
 
其實就是在罵人 指桑罵槐 
 
怎麼犯這種大惡呢 
 
譏 譏笑 
 
植 栽種的意思 
 
譏笑發露悔過的人 
 
等於譏笑佛陀 
 
為了饒益有情所建立的正法 
 
有道理 
 
他在奉行正法 這個心很好的 
 
你譏笑他 等於譏笑佛陀 
 
為了饒益有情所建立的正法 
 
沒有差別 
 
你讓他退道心了 你有罪過 
 
應當是鼓勵他 
 
所以有罪業的果報 
 



也種下未來遙遠解脫之因 
 
這裡隱含著這種義理 
 
譏笑求學佛道的人 
 
我們譏笑求學佛道的人發露悔過 
 
會召感罪報 那就引經來證明 
 
引經典來證明 
 
不然這裡蕅益大師只是這樣講而已 
 
譏笑者亦植遠因 
 
我們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明了 
 
但是根據經典所說 
 
他也有罪報 肯定有 
 
譏毀跟輕笑 
 
如同《妙法蓮華經》卷七 
 
普賢菩薩勸發品 
 
根據經文來體會 
 
若如來滅後 
 
有人受持讀誦《法華經》 



 
若有人輕毀 假若有人輕視毀謗 
 
言 汝狂人耳 你是狂人 
 
空作是行 空空的 白白的 
 
作如是讀誦《法華經》的行門 
 
終無所獲 你終究無所收獲 
 
說出這樣的話語 
 
你看 如此的罪報 
 
當來生生世世得到的業報身 
 
你投胎轉世無有眼睛 沒有眼睛 
 
蚯蚓也是 我們看蚯蚓也沒有眼睛 
 
或者墮在畜生道 
 
或者生下來之後 眼睛看不到 
 
無有眼睛 
 
若出其過惡 
 
見到受持《法華經》的人 
 
假若我們顯露出他的過惡 
 



把他的過惡顯露出來 說出來 
 
若出其過惡 若實 不實 
 
假若是實在 或者不實在的 
 
此人現世得白癩病 
 
這個人在現在世當中 
 
會得到白癩病 現世報 有現世報 
 
若輕笑之人 當世世牙齒疏缺 
 
身體臭穢 乃至諸惡重病 
 
假若輕笑讀誦《法華經》之人 
 
你輕視 取笑他 
 
這個人當來生生世世牙齒疏缺 
 
牙齒疏漏又有缺少 疏漏又缺少 
 
乃至身體臭穢 ⾧得不好看 
 
身體臭穢 有諸惡重病 
 
這個就是譏笑者亦植遠因 
 
他有罪報 
 
又如同《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中 



 
若有惡人等 見有善男子 善女人 
 
歸敬供養 讚歎贍禮地藏菩薩形像 
 
或妄生譏毀 
 
狂妄生起譏嫌毀謗 謗無功德 
 
說你沒有功德 以及利益事 
 
或露齒笑 
 
或者他露出牙齒來輕視取笑他等 
 
如是之人 賢劫千佛滅度 
 
我們現在就是賢劫 
 
過去星宿劫 現在賢劫 
 
未來莊嚴劫 我們現在是賢劫 
 
賢劫當中有㇐千尊佛出世 
 
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是第四尊 
 
賢劫千佛滅度 到了㇐千尊佛出世 
 
樓至如來出世 又滅度了 
 
你看 賢劫千佛滅度 
 



譏毀之報 尚在阿鼻地獄受極重罪 
 
賢劫千佛出世又滅度 
 
這麼⾧遠的時間 ㇐大劫 
 
㇐大阿僧祇劫 
 
譏毀的果報 
 
尚且在阿鼻地獄受極重罪 
 
根據經文 
 
受持經教 律教的正法 
 
有人讀誦經典 
 
有人依律教來行持 來發露懺悔 
 
你譏笑他 都會遭來罪報 
 
你看 根據經文來說 
 
我們這樣來體會 
 
受持經教 受持律教的正法 
 
發露悔過 
 
若有輕視取笑之人 皆召感惡報 
 
末法的眾生善根薄弱 



 
這種情況常常有 
 
我們去大陸行二篇的時候 
 
就聽他們說了 
 
常常有 普遍都是 譏笑人家 
 
三藏聖教學得太少 不曉得要謹慎 
 
他們召感的罪報 
 
根據這兩部經來體會 輕重不等 
 
所以我們要注意 
 
《重治毘尼事義集要》卷首 
 
七六七六頁 總頁 
 
然由仍以三寶為所緣境 
 
故至罪報畢時 
 
還藉佛法僧戒之力而得度脫 
 
這㇐句就說明亦植遠因 
 
蕅益大師閱藏三遍 有閱藏知津 
 
所以對經教很透徹 很通達 
 



名字位中真佛眼 告訴我們 
 
然由仍以三寶為所緣境 
 
然而由於 
 
他仍然是因為佛法僧三寶 
 
做為他所攀緣的境界 
 
看到人家讀誦經典 
 
禮拜地藏菩薩 譏毀輕笑 
 
或者人家依照律教來發露懺悔 
 
譏笑他 
 
仍然是以三寶為所緣境 
 
故至罪報畢時 
 
所以等到他罪業果報完畢的時候 
 
應當到地獄 就要到地獄去 
 
應當到餓鬼畜生 
 
就要到餓鬼畜生道去 
 
罪業果報完畢的時候 
 
還藉佛法僧戒之力而得度脫 



 
還是藉著佛法僧 戒 持戒的戒 
 
還是藉著佛法僧戒的威德力 
 
威神之力而得到度脫 出離生死 
 
乃至成就聖道 如從地上跌倒 
 
好像我們走路 在地上跌倒了 
 
還是從地上爬起來 
 
叫做亦植遠因 
 
故曰 譏笑者亦植遠因 
 
蕅益大師的《重治毘尼》 
 
融合了三藏聖教的教義 非常好 
 
不過 要用心體會 
 
見到人家發露懺悔麁惡的罪業 
 
譏毀輕笑者 
 
也種下未來遙遠解脫的業因 
 
兼可消我夙罪 
 
這個夙 通於宿世的宿 
 



㇐宿 兩宿 經宿的宿 通這個宿 
 
兼可消我夙罪 
 
人非聖賢 孰能無過 
 
我們學習聖教 
 
以聞思修慧而自增益 
 
聽聞正法 如理思惟 如說修行 
 
以聞思修慧來自我增益 
 
修習佛陀制定的正法 
 
依法悔過的時候 
 
我們受到輕視 受到譏笑 
 
當然我們覺得很難受 
 
真的很難受 很苦 
 
所以受到輕視 譏笑 
 
兼帶可以消除我宿世的罪業 
 
吃苦了苦 我們常常聽人家說 
 
吃苦了苦 享福消福 
 
我們心裡很苦的時候 



 
就是在了苦 消我宿世的罪業 
 
享福就在消福 道理㇐樣 
 
如同《金剛般若波羅密經》 
 
佛告須菩提 
 
善男子 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 
 
假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受持讀誦此部《金剛經》 
 
他受持讀誦經典 就是聞慧 
 
從經典中聞 也是依照佛的教敕 
 
跟奉行戒律 發露悔過 
 
道理是㇐ 道理是㇐樣的 
 
他已經盡到行了 要奉行了 
 
所以勇敢的在大眾中發露懺悔 
 
他在讀 從聞開始 聞慧 
 
從經典中聽聞 聞思修 
 
都是佛說的 道理是㇐ 
 



都在依教奉行佛的教誨 
 
若為人輕賤 
 
善男子 善女人 
 
受持讀誦此《金剛經》 
 
若為人輕賤 被人家輕視 
 
看得很下賤 不受到恭敬 
 
這時候他的心裡也是很難受 
 
吃苦了苦 
 
是人先世罪業 應墮惡道 
 
這個人 他過去世所做的罪業 
 
應當要墮落在三惡道裡面 
 
以今世人輕賤故 
 
因為我們這㇐生讀誦《金剛經》 
 
或者發露懺悔 
 
被人家輕賤的緣故 
 
先世罪業即為消滅 
 
我們先前過去世 



 
所做的罪業就消滅了 
 
根據《金剛經》 就消滅了 
 
兼帶可以消除我夙世的罪業 
 
因此修行正法遭受委曲 
 
每個人都是如此 
 
我們在修行正法 
 
簡擇怎麼做比較如法 
 
我們努力地做 
 
但是你要如法地做 障礙很多 
 
人家給你境界 打擊你 打壓你 
 
這時候 我們遭受委曲 
 
想要修行正法 遭受委曲 
 
心裡也是很苦惱 
 
應當如理作意 思惟經教 如理作意 
 
看作是消業想 還債想 
 
消除罪障想 償還業債想 
 



根據達摩祖師的四行 
 
《四行論》裡面有這種意思 
 
能夠消除我的罪障 償還我的業債 
 
所以沒事 我們的心很堅定 
 
還是要修行正法 如法地做 
 
生起難遭難遇的心 不怨不尤 
 
不怨天也不尤人 不用怪別人 
 
你的心有正法的時候 
 
不用去怪別人 
 
你對我這麼壞 你這個不對 
 
指責別人的時候 我們的心就錯了 
 
你有偏差 
 
應當是自我檢討 自我反省 
 
行有不得 反求諸己 
 
都是怪自己而已 沒有怪別人 
 
怪別人就錯了 要怪自己 
 
天下太平 沒有罪業 



 
更莫造新殃 非常好的 
 
怪別人就是問題很多了 
 
積怨仇在心中 
 
這怨恨 它有毒 
 
你怨別人的時候 
 
心裡有毒素 瞋毒 
 
產生毒素 每天都在服毒 
 
身體不會健康 ㇐定不會健康 
 
看你多會吃藥 你的心裡製造毒素 
 
怎麼可能健康 不可能 
 
所以觀念要改變過來 
 
訶責自己 訶責我的煩惱 沒事了 
 
㇐切怨害慈心相向 
 
㇐切的怨害 
 
你只要用慈悲心對著它 
 
慈心相向 沒事了 
 



學習佛的大慈大悲 
 
你看 多麼好 
 
我們身體慢慢愈來愈健康 
 
未來愈來愈⾧壽 可以弘法度眾生 
 
這樣才對 不怨不尤 
 
兼帶可以消我宿世所作的罪業 
 
重點就是要深信不疑 
 
常常思惟經教所說的義理 
 
深信佛陀所說的 
 
常常如理思惟 調伏我們的心 
 
很重要 調伏我們的心 
 
誡我未來 
 
誡 就是警告的意思 警告我 
 
未來之事 凡情不可知 
 
未來要發生什麼事 
 
我們凡夫的情見怎麼知道 不知道 
 
當然都希望未來會很好 



 
希望明天會更好 
 
但是他沒有學習聖教 都在做惡 
 
希望歸希望 還是破滅 你要落空了 
 
我們必須依止佛陀的教誡 
 
深深地信仰三世因果 
 
昨天我們和尚講三世因果 
 
對 要深深地信仰三世因果 
 
它就是告誡我的未來 
 
深信三世因果 
 
它可以告誡我的未來 
 
我這㇐生要好好做 要好好地學 
 
不怕有過失 怕你不改過 
 
這是唯㇐的依靠 
 
真的我們體會 它是唯㇐的依靠 
 
你如果不是深深地信仰三世因果 
 
看不到 人家都這樣 
 



你怎麼自己走正路 
 
《律藏》裡面說 
 
若不得善伴 獨行常勇健 
 
佛陀說 假若你在修行的時候 
 
得不到善好的伴侶 
 
要獨行 獨來獨往 
 
恆常勇健 自己要修行正法 
 
恆常勇健 很勇猛 很強健修行正法 
 
不要退轉 不要退墮 獨行常勇健 
 
得不到善伴的時候 應當如此 
 
有善伴的時候 應當親近善友 
 
這觀念要知道 不要做錯了 
 
沒有善伴的時候 獨行常勇健 
 
有善伴的時候要親近善友 
 
才有力量 僧團才有力量 和合僧 
 
他能夠住持正法 弘揚正法 
 
不是別人 就是善伴 



 
有好的道友 大家都在修行正道 
 
要多多親近 跟大家和合 
 
僧團才有力量 
 
大家共同做善業 
 
共同做護持正法的善業 
 
共同感召未來善好的果報 
 
乃至成佛 
 
因緣 因緣會相續 
 
跟惡友作伴 因緣相續到未來 
 
我們跟善友護持正法作伴 
 
也是相續到未來世 都是如此 
 
《律藏》當中 佛陀說 
 
舍利弗 目犍連尊者 
 
他們兩位很要好 好像兄弟㇐樣 
 
過去世就這樣子了 
 
過去久遠以來就這樣子了 
 



他們每每投生轉世的時候 
 
兩個人都在㇐起 非常好 
 
兩個好像兄弟㇐樣 
 
不是沒有因緣 有 有因緣 
 
共同學習聖教的因緣 
 
共同修善的因緣 
 
所以這個觀念很重要 
 
學習正法 大家都是善知識 
 
好好地學 如法的作 
 
因此這裡講 誡我未來 
 
告誡我的未來 
 
我們要深深地信仰三世因果 
 
這是唯㇐的依靠 
 
依靠誰 依靠信仰三世因果 
 
宣祖在《淨心誡觀法》當中 
 
告誡弟子 有㇐篇文 和尚講過的 
 
叫做誡觀六道流轉受報無窮 



 
告誡弟子 
 
觀察六道生死流轉受報無有窮盡 
 
依聖教來觀察 
 
破戒咸為生死因 
 
觀後遭殃 盡是輪迴之果 
 
這個沒有依靠聖教 我們觀不來 
 
想都想不到 做夢也夢不到 
 
所以要學習聖教 
 
破戒咸為生死因 
 
三藏聖教當中說的 
 
若人受佛戒 破壞自己清淨的戒行 
 
都是生死流轉的業因 
 
所以蕅祖注重懺悔 
 
作法說 特別講㇐篇 
 
破戒雖惡 覆藏尤惡 
 
無過雖善 改過尤善 
 



蕅祖以悲心特別講㇐篇 告誡後學 
 
觀後遭殃 
 
我們破壞自己清淨的戒行 
 
都是生死流轉的業因 
 
觀後遭殃 盡是輪迴之果 
 
觀察死後 我們都會死 老病死 
 
死了之後 
 
如果你沒有信願念佛往生西方 
 
你就要遭殃了 所以你要努力念佛 
 
觀察死後 遭受罪殃 
 
完全都是輪迴果報 
 
輪迴的果報很可怕的 
 
從地獄出 地獄壽命很⾧遠 無量壽 
 
從地獄受報出來 生在天中 
 
生在人中 生在鬼神道 
 
生在畜生道中 不㇐定 
 
《正法念處經》卷十六 



 
我們簡單說就好 卷十六 
 
觀諸餓鬼 有無量種果報 
 
觀察諸餓鬼 有無量種的果報 
 
卷十八 《正法念處經》第十八卷 
 
觀察畜生道的果報 
 
種類差別有三十四億 
 
各別有千萬種的色身 
 
身體都不㇐樣 真的喔 
 
我們看螞蟻就好 
 
螞蟻的身體 牠的大小 
 
我們就分不清了 很多 
 
我們在圓通寺看到的 
 
就有很多種了 
 
大大小小 很多 ⾧得不㇐樣 真的 
 
觀察畜生道的果報 
 
種類差別有三十四億 
 



各別有千萬種的色身 
 
身體都不㇐樣 命運也不同 
 
受苦 享樂也不㇐樣 
 
他的體質 ⾧相美醜 
 
⾧得很好看 ⾧得很醜陋 
 
難以說盡 
 
我們凡夫講不清楚 講不明白 
 
要佛陀來說 才有辦法說盡 
 
我們難以說盡 
 
六道受報的因果 每㇐道之中 
 
有恒河沙數的因緣果報 
 
我們在人道當中就講不清楚了 
 
講不清了 
 
每㇐道當中有恒河沙數的因緣果報 
 
所以我們要信仰三世因果 
 
告誡我的未來 
 
現在還有生命 還能夠學 



 
告誡我的未來應當怎麼樣 
 
決定是要受持禁戒 
 
不可以離開戒法 不可改變的 
 
破戒咸為生死因 
 
不可以離開戒法 決定要受持禁戒 
 
有過㇐心悔 《僧祇律》當中說 
 
有過失 ㇐心㇐意懺悔 
 
後復莫更犯 後來不要更加毀犯 
 
清淨無缺漏 
 
我們持戒的目標 清淨無缺漏 
 
朝著清淨持戒 
 
沒有缺少 沒有漏失 
 
朝這方向來前進 
 
朝這個方向來增上 
 
我們叫做增上戒學 
 
愈學愈增上才對 
 



不是 學過就好了 
 
㇐直學㇐直增上 
 
由增上戒定慧三學 ㇐直在增上 
 
求於無上道 目標求於無上道 
 
我們的目標是無上佛道 
 
如同《妙法蓮華經》卷五 
 
分別功德品 第十七所說 
 
分別功德品 第十七所說的 
 
在第五卷 
 
如來壽命劫數⾧遠 
 
壽命無量阿僧祇劫 常住不滅 
 
經文說 
 
如來的壽命劫數非常的⾧遠 
 
壽命無量阿僧祇劫 常住不滅 
 
沒有老病死 常住不滅 
 
告誡我的未來 
 
要朝這個方向 求於無上道 



 
這是很重要的觀念 
 
依靠前面的五悔法門 
 
我們這㇐張講義裡面 
 
講義裡面的第二行 
 
故五悔法門 凡夫迄等覺 
 
無不藉為進趣方便 
 
這裡講到天台的五悔法門 
 
第五種就是發願 
 
要發願 真的 不發願不行 
 
以願來引導 依五悔法門 
 
發願來引導自己修行的方向 
 
這才是正確的 要自己發願 
 
發願來引導我們修行的方向 
 
要朝什麼方向 
 
持戒念佛 常生善念 常發善願 
 
常常生起善念 常常發起善願 
 



它就包含很多 
 
斷㇐切惡 修㇐切善 
 
度㇐切眾生 都是 
 
在日常生活中 
 
要生起這三種的善念 
 
常常發起善念 
 
願我於未來 ⾧壽度眾生 
 
這是《法華經》的經文 
 
第五卷的經文 分別功德品的偈頌 
 
願我於未來 ⾧壽度眾生 
 
非常好 講到這㇐句的時候 
 
㇐切煩惱都沒有 
 
這麼好 願我於未來 ⾧壽度眾生 
 
想到好的 我們心就很快樂 
 
很有喜悅 很法喜 就會好好地學了 
 
將這些煩惱惡業全部消除 
 
不要讓它住在心中 



 
我們能夠保留的 就是這㇐句而已 
 
願我於未來⾧壽度眾生 
 
這㇐句留在心懷當中就好 
 
其他的通通都要丟掉 非常好的 
 
這很安樂了 沒事了 
 
希望㇐切眾生都能夠成佛 
 
你看 符合菩薩的戒法 
 
誡我未來 
 
告誡我的未來世 
 
我現在就要常生善念 常發善願了 
 
願我於未來 ⾧壽度眾生 
 
這是告誡我的未來 應當如此發願 
 
所以依照這是《法華經》的義理 
 
我們所修行的 都要會歸大乘 
 
縱然是小乘法 
 
小乘的聲聞來請問 
 



文殊師利菩薩的時候 
 
還是以大乘來解說 
 
引導他發願成佛 發菩提心 
 
這是正確的目標 
                                                                                                            
願㇐切眾生悉得成佛 
 
告誡我的未來應當如此的發願 
 
所以我們道理明白了 
 
我們安住道場的心 
 
就不會退轉 不改變 
 
能夠老實修行 沒有問題 
 
縱然和尚不在 
 
你也能夠老實修行 沒有問題 
 
道理明白了 這個很重要 
 
心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