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戒相經箋要集註》第六十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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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七十七頁 
 
㇐百七十七頁的最後㇐行 中間 
 
又云 世人正造罪時 
 
實是大惡 不以為恥 
 
這㇐段我們就印出原文  
 
蕅益大師在《靈峰宗論》 
 
開示的原文 
 
我們原文就看到這句了 
 
原文的底下 ㇐零八二三 
 
㇐零八二三這㇐頁 第七行 
 
《靈峰蕅益大師宗論》 
 
卷第四之二 



 
從這裡開始算 第七行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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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佛語者 非佛弟子 
 
矧造已能悔 
 
即是猛勇丈夫 可敬可畏 
 



勇改㇐念 成佛正因 
 
非具真信心深善根 
 
不能將此法門流通人世 
 
凡能此者 
 
皆當與勇施比丘同垂不朽 
 
我們今天就說到這裡 
 
應當就可以了 
 
從亦可消我夙罪 這個地方 
 
第十二行 十二行 
 
第十二行 第三個字 
 
兼可消我夙罪 誡我未來 
 
我們今天要從這裡開始 
 
兼可消我夙罪 
 
這個夙 通於經宿的宿 
 
寶蓋的字 經夜的宿 通於宿 
 
宿世的宿 
 
人非聖賢 孰能無過 



 
學習聖教 以聞思修慧 
 
修行佛陀制定的正法 
 
依法悔過的時候 
 
受到輕視 譏笑 
 
兼代可以消除我 宿世的罪業 
 
誡我未來 誡 就警告 
 
警告我未來應當更加謹慎 
 
好好地學習 好好地修行 
 
如來立法 決定不錯 
 
佛 諸佛如來有大慈大悲心 
 
所建立的懺悔法 決定不會錯 
 
必定要有真實的信心 
 
違佛語者 非佛弟子 
 
違背佛語 不順孝道 
 
違逆佛法的緣故 非佛弟子 
 
《大方便佛報恩經》卷六 
 



佛以法為師 法是佛母 
 
所以說 違佛語者 非佛弟子 
 
佛陀自己本身成佛之後 
 
還是以法為師 
 
法是佛母 能夠出生三世諸佛 
 
依法修行 
 
才能夠出生三世諸佛世尊 
 
因此之故 違佛語者 不是佛弟子 
 
他不能成就佛道 
 
不以法為師 不能成就佛道 
 
矧造已能悔 矧 何況 
 
何況 況且造罪以後 
 
能夠生起慚愧心 勇敢的發露懺悔 
 
即是猛勇丈夫 
 
他就是勇猛的丈夫 很勇敢的 
 
古代滿二十歲 成年的男子 
 
他的身⾧有八尺 



 
身⾧八尺 他可以自立 
 
自主來決定事情 稱為丈夫 
 
何況造罪以後 能夠悔過 
 
就是有能力自己作主的勇猛丈夫 
 
勇敢的出來發露懺悔 可敬可畏 
 
蕅益大師用這個字 可敬可畏 
 
甚可恭敬 甚可怖畏 
 
猶如《妙法蓮華經》卷六 
 
常不輕菩薩 所說的 
 
常不輕菩薩 祂常常說的 
 
我深敬汝 不敢輕慢 可敬可畏 
 
我深敬汝 我深深地恭敬你 
 
恭敬㇐切眾生 不敢輕慢 
 
所以者何 什麼道理 
 
奉行菩薩道 
 
我們奉行菩薩的道法 
 



《普賢十大願王》當中 
 
懺悔業障的法門 
 
如法修行 奉行菩薩道 皆當作佛 
 
未來都可以成佛 
 
甚可恭敬 甚可怖畏 
 
勇改㇐念 成佛正因 
 
勇於懺悔改過 這㇐念心 
 
是未來成佛真正的業因 
 
真正的業因 勇於改過 
 
這㇐念心就是了 
 

《薩婆多毘尼毘婆沙》 

 
我們簡稱《薩婆多論》卷二 
 
《大正藏》二十三冊 
 
五百㇐十四頁的下欄 
 
經云 無有㇐法疾於心者 
 
疾 就疾病的疾 



 
無有㇐法疾於心者 
 
不可以暫惡便永棄也 

 
論中引《契經》中說 
 
無有㇐法疾於心者 
 
這個疾病的疾 
 
疾 就是迅速 很快 
 
無有㇐種法 快過心念 
 
沒有哪㇐種法 快過我們的心念 
 
我們的心念 比風的速度還快 
 
㇐念就到了 
 
我們這㇐念心 ㇐想 
 
就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了 
 
很快 無有㇐法疾於心者 
 
不可以暫惡 便永棄也 

 
不可因為前面那㇐念心暫時作惡 



 
種下惡業種子 
 
現在就永遠將它拋棄了 
 
不可以這樣子 
 
所以必須要懺悔 有道理 
 
我們的祖師 夢東禪師 
 
夢東禪師在他的語錄當中說 
 
心能造業 心能轉業 
 
心不能轉業 即被業縛 
 
業不隨心轉 即能縛心 
 
夢東禪師講這㇐段法語 
 
可以配合我們這裡 
 
勇改㇐念 成佛正因 
 
沒有錯 勇於改過 就怕你不改 
 
馬上就轉了 
 
心能造業 對 
 
應觀法界性 ㇐切唯心造 
 



十法界的體性 成佛 做菩薩 
 
成就緣覺 辟支佛 阿羅漢 
 
或者生在天上人間 
 
或者墮落地獄餓鬼畜生 
 
都是我們這㇐念心造的 
 
心能造業 心能轉業 
 
它既然能夠造業 也能夠轉業 
 
他不會永遠做人 
 
也不可能永遠做畜生 
 
會轉變 隨業而轉 
 
隨業流轉在六道當中 
 
心也能夠轉業 
 
業由心造 業隨心轉 
 
沒有錯 這道理很正確 
 
善惡諸業 身口意業 
 
由我們的心 發動身口去造作的 
 
心是主人 能夠造業 



 
業由心造 業隨心轉 
 
這個業 也隨著我們的心來轉變 
 
能夠轉善為惡 
 
不學聖道 也能夠轉善為惡 
 
修學聖道 能夠轉惡為善 
 
業隨心轉 
 
就在我們這㇐念心來決定 
 
所以我們學習聖教非常的重要 
 
它能夠主導我們修行 
 
盲修瞎鍊 肯定不行 
 
依止聖教 
 
我們的心都是追隨佛陀所說的聖法 
 
走在正道上 
 
若不能懺悔改過 
 
假若我們惡習性 惡劣的習氣很多 
 
不能懺悔改過 心不能轉業 
 



我們的心不能轉變業力 即被業縛 
 
就會被惡業的勢力束縛起來 
 
被它纏縛起來 
 
所以密勒日巴尊者 
 
他在他的詩歌裡面說 
 
凡夫還沒有 
 
未脫業力束縛故 斷惡趣善不可忽 
 
說我們凡夫 
 
還沒有解脫業力束縛的緣故 
 
還是受到善惡業力的束縛 
 
不得自在 
 
修善就安樂 做惡就受苦 
 
受到業力的束縛 
 
所以我們持戒 斷惡修善 
 
不可以忽略 你不可以看輕它 
 
因為未脫業力束縛故 
 
假若不能懺悔改過 



 
心不能轉業 就被業力束縛 
 
不得自在 不能解脫 
 
而且苦惱無量 
 
業不隨心轉 即能縛心 
 
我們看夢東禪師 
 
開悟的人 講這句話 
 
業不隨心轉 即能縛心 
 
惡業的勢力 不能隨心而轉 
 
你不能把它轉變 轉惡為善 
 
它就能纏縛我們的心 
 
能夠纏縛我們的心 
 
使令我們心不明了 
 
內心很暗鈍 很愚癡 
 
能夠纏縛我們的心 
 
所以說 勇於懺悔改過 
 
這㇐念心能夠轉業 
 



轉變惡業的勢力 使令薄少羸弱 
 
惡業的勢力 變得很薄少 很羸弱 
 
它沒有力量 
 
轉變善業的勢力 使令厚重強大 
 
你看 善業勝過惡業 
 
臨命終的時候 他就隨業力所牽 
 
善業的勢力強大 最基本的 
 
他㇐定是投生善道 往生善道 
 
所以能夠轉變善業的勢力 
 
使令厚重強大 
 
這是累積成佛的資糧 
 
勇改㇐念 就是成佛正因 很有道理 
 
是我們真正的修因 
 
非具真信心深善根 
 
不能將此法門流通人世 
 
蕅益大師也是開悟的人 
 
講這句話 也是很有道理 



 
你沒有善心 沒有信心 
 
也沒有深厚的善根 
 
不可能流通這個法門 
 
因為我們自己不能身體力行 
 
你也不能引導眾生修這個懺悔法 
 
責心懺 對首懺 眾中懺 
 
都把它捨棄了 
 
不是具備有真實的信心 
 
不是有深厚的善根 
 
不能將此懺悔改過的法門 
 
弘傳流通在人世間 
 
大部份都是受戒之後 
 
只知道要受戒 
 
然後學戒 又是另外㇐回事 
 
懺悔 又是另外㇐回事 
 
無所謂了 受戒了 
 



犯戒 也不知道懺悔 
 
不曉得要懺悔回復清淨 
 
所以我們應當要具備真實的信心 
 
真實信心要從哪裡來 
 
它是從哪裡來的 
 
我們也需要探討 了解它 
 
真實信心從哪裡來 
 
《大般涅槃經》卷三十六 
 
《大正藏》十二冊 
 
五百七十五頁 的中欄 
 
佛言 信有二種 
 
㇐者信 二者求 
 
佛陀說 信心這個信 有兩種 
 
第㇐種叫做信 
 
第二種叫做求 祈求的求 
 
如是之人雖復有信 不能推求 
 
這樣的人 他雖然有信 



 
他也相信 但是不能推求 
 
他雖然也相信 
 
然而不能如理如法的推求 
 
佛法中所說的因果 
 
不能推求因果 
 
所以他信不具足 信心不具足 
 
我們看三藏聖教裡面講什麼 
 
講說因緣果報 尤其《律藏》當中 
 
《律藏》講得最多 
 
過去作什麼因緣 
 
現在感召什麼果報 
 
《律藏》裡面 《廣律》 
 
《五部律》裡面講很多 
 
他雖然有信心 
 
不能如理 如法的推求 
 
佛法中所說的因果 
 



善因召感善報 惡因召感惡報 
 
他不留心教典 不能如理的推求 
 
是故名為信不具足 
 
他的信心不具足 沒有真實的信心 
 
所以我們看《律藏》 看經教 
 
也要很用心 如理的推求 
 
仔細看 要記清楚 講因緣果報 
 
這樣子 我們能夠具備真實的信心 
 
不論順境 逆境現前 
 
我們修學聖道的心 
 
持戒 斷惡修善 利生的心 
 
不受動搖 深信因果 
 
信 復有二種 
 
㇐ 從聞生 二 從思生 
 
信心又有兩種 
 
第㇐種 從聞生 
 
從聽聞佛法生起信 叫做聞慧 



 
第二種 從思生 
 
從聞法之後 如法思惟 令法入心 
 
使令我們聽聞的佛法 
 
入於我們的心中 
 
使令佛法正見 住在我們的心中 
 
正見因緣果報 
 
信善因必感善果 惡因必感惡果 
 
信心不可動搖 
 
以此正見 開導㇐切眾生 
 
名為真實有信心 
 
對 要轉惡為善 
 
有過應當如法懺悔 
 
以此來自行化他 
 
真實能夠自利利他 
 
增⾧自己深厚的善根 
 
也培養眾生有深厚的善根 
 



自他兩利 叫做真實有信心 
 
正見因果 
 
深厚的善根要如何來培養 
 
蕅祖講說 非具真信心深善根 
 
不能將此法門流通人世 
 
這個深厚善根如何來培養 
 
我們要怎麼來培養深厚的善根 
 
怎麼來栽培養育深善根 
 
這個我們也要很注重 
 
修行 這個也很重要 
 
善根很重要 
 
都是我們未來成佛的資糧 
 
須要好好的栽培 養育深善根 
 
根者 生⾧之意 生⾧的意義 
 
如草木有根 
 
草 樹木有根 能夠生⾧茁壯 
 
它能夠開花結果 



 
所以根很重要 生⾧為易 
 
依法來觀察 依止教理 
 
我們持戒也要懂得教理 
 
懂得教理 
 
我們能夠呆呆板板地持戒 
 
不敢自作聰明 
 
所以教理很重要 能夠輔導我們 
 
能夠呆呆板板的持戒 
 
我不敢自作聰明 
 
真實得到利益 老實修行 
 
所以教理跟戒律 
 
就是蕅益大師 他後來 
 
就是以這兩門來扶持正法 
 
來匡扶正教 很有道理 
 
教理不明白 
 
我們持戒的心不堅固 
 



隨隨便便 這樣也不要緊 
 
教理明白之後 
 
使令我們持戒的心很堅固 
 
所以我們依教法來觀察 
 
深善根的反面 
 
它相對的就是斷善根 
 
深厚的善根 它的反面 
 
它相對的就是斷善根 
 
所以依法來觀察 
 
我們就知道怎麼栽培善根 
 
所以我們先觀察 什麼是斷善根 
 
知道斷善根之後 
 
我們就可以培養深厚的善根 
 
相對的 
 
《大般涅槃經》卷五 
 
《大正藏》十二冊 
 
三百九十三頁的中欄 



 
佛陀說 ㇐闡提者 
 
斷滅㇐切諸善根 
 
本心不攀緣㇐切善法 
 
乃至不生㇐念之善 這樣子 
 
這樣子斷善根的 
 
相對的 我們要培養深善根 
 
就要根據這裡所說的 
 
來思惟觀察要怎麼修學 
 
就知道了 就明白了 
 
佛陀說 ㇐闡提者 
 
斷滅㇐切諸善根 
 
㇐闡提的人 他如何斷滅的 
 
他怎麼斷滅㇐切諸善根 如何斷滅 
 
本心不攀緣㇐切善法 
 
這樣子 本心 
 
這個本心 原本我們的心 
 



我們的八識心 本心 
 
《增壹阿含經》卷五十㇐ 
 
《大正藏》第二冊 
 
八百二十七頁的中欄 
 
這㇐段文來解釋本心 
 
什麼是本心 心為法本 
 
心是㇐切善法 惡法 無記法的根本 
 
心之念惡 我們心中思念惡法 
 
思念惡法 即行即施 
 
即刻就發動身口去施行造作了 
 
有道理 想念到惡法 邪思惟 
 
他就發動身口造作邪惡之業 
 
心之念惡 即行即施 
 
馬上就發動身口去做了 
 
心中念善 內心思惟善法 即行即為 
 
因為我們心中想念到善事 
 
我應當好好地持戒 



 
好好地學戒修行 
 
應該好好地修善業 
 
應當發心為大眾服勞務 
 
他就發動身口 即行即為 
 
即時就發起身口的行為造作 
 
我們應當 這裡幫忙大眾僧做事情 
 
大寮幫忙做事 種種的 
 
馬上就做了 
 
心是㇐切善 惡 無記法的根本 
 
叫做本心 
 
本心不攀緣㇐切善法 
 
乃至不生㇐念之善 
 
㇐念善法都生不起來 
 
㇐念善心都生不起來 叫做㇐闡提 
 
斷善根的人 斷滅㇐切善根 
 
想要培養深厚的善根 
 



那我們的心 
 
就要攀緣㇐切斷惡修善 
 
利益眾生的持戒善法 
 
要透過思惟 
 
如果我們的心 心很粗 
 
想都想不到 那要怎麼做 
 
不能觀察眾生 有眾多的苦惱 
 
怎麼對他有利益 
 
這些事情不能如理來思惟 做不到 
 
我們要怎麼好好的學戒 
 
斷惡修善 利益眾生 
 
以持戒的善業 來引導眾生 
 
對他有利益 
 
這些事情 我們想不到 就做不到 
 
沒辦法做 
 
因為心這個主人 
 
它愚鈍 愚癡暗鈍 



 
不能引導我們修善 
 
所以我們的心 
 
要攀緣㇐切斷惡修善 
 
能夠利益眾生的持戒善法 
 
常常思惟它 
 
就知道 我這㇐生應當怎麼做了 
 
怎麼來修學聖道 能夠培養深善根 
 
我們就知道了 
 
好好地做 好好地學 
 
從這三方面去用心體會 修持 
 
用心來體會 好好地修持 好好地做 
 
凡是持戒 止惡行善的修為 
 
都是為了我們要成就美好的功德 
 
來利濟有情 來幫助眾生 
 
你看 能夠這樣想的時候 
 
那我們所作所為就很殊勝 
 



在大寮裡面 料理飲食 分配食物 
 
做到公平公正 
 
希望大眾僧都能夠受用健康的飲食 
 
身體健康 能夠好好的修學聖道 
 
你看 用這個心來做的時候 
 
功德殊勝 唯心所造 
 
時時刻刻 想念到眾生 
 
那我們就夠設身處地為他想 
 
為他人來設想 不會自私自利 
 
為人家來著想 
 
成就自己美好的功德 
 
也能夠利濟有情 
 
對大眾都很有利益 
 
我們去到桌上之後 
 
人家都幫我們分好了 排好了 
 
很感謝 我們受用現成的 
 
做的人 得到美好的功德 



 
那我們享受利益 
 
就是 也要隨喜功德 
 
隨喜他們修的福善 
 
大家都很好 彼此都有利益 
 
我們就要生起慚愧心 
 
好好修道 不能空受信施 
 
空空地受用信心的布施 
 
也要好好的修行 
 
能夠幫助我們好好地修道 
 
能夠如理來觀察 
 
順 逆 都是對我們很有利益 
 
很有幫助 
 
如此的存心 這樣來存心 
 
方能培養深厚的善根 
 
斷惡 修善 利益眾生 
 
如此的存心 
 



才能夠培養深厚的善根 
 
也是要依三藏聖教為依止 
 
不能盲修瞎鍊 
 
自己想 就怎麼做 不可以 
 
依照三藏聖教的教導 
 
如理來修學 所以叫做 
 
若非具備有真信心深善根 
 
不能將此懺悔改過的法門 
 
弘揚流通在人世間 
 
因為我們的心 
 
看不到這個法門對眾生有大利益 
 
你看 初學的人 
 
最初進入佛門學習的人 
 
誰沒有過失 他的境界還很淺 
 
我們用高深的佛法來引導他 
 
他還不能夠明了 還不能接受 
 
所以用淺近的佛法 



 
你有過了 犯戒了 就懺悔 
 
懺悔則清淨 懺悔則安樂 
 
他有這個正見 就得到利益了 
 
你用無生懺 取相懺 
 
這種實相懺法來引導他 
 
他還不能受用 
 
所以這個法門 流通在人世間 
 
對㇐切有情 有大利益 
 
從初學到久學 都很有利益 
 
我們要看到這㇐點 
 
凡能此者 
 
皆當與勇施比丘同垂不朽 
 
凡是能夠如此修作法懺 
 
像南傳 每天都有作法懺 
 
有過失的 或者責心懺 
 
或者對首懺 或者在眾中懺 
 



這是作法懺 
 
凡是能夠如此修作法懺悔 
 
修這個作法懺罪 悔過法門的人 
 
皆當與勇施比丘同垂不朽 
 
勇施比丘是誰 
 
他是㇐位過去有犯過的比丘 
 
同垂不朽 不朽兩個字 就是人 
 
人的形骸 人的形體 雖然死了 
 
但是他美好的名聲永不磨滅 
 
永遠不磨滅 存在世間人的心中 
 
雖然人死了 
 
他的名聲還存在世間人的心中 
 
勇施比丘 過去犯過根本罪 
 
犯過根本罪 
 
現在已經成佛了 
 
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 
 
說出祂過去的因緣 



 
教導現在的眾生 要好好的懺悔 
 
所以叫做當與勇施比丘同垂不朽 
 
都應當跟勇施比丘㇐樣 同垂不朽 
 
這㇐段出在《佛說淨業障經》 
 
《大正藏》二十四冊 
 
㇐零九八頁的中欄 
 
《佛說淨業障經》 
 
這㇐部經典 蕅益大師在 
 
《靈峰宗論》特別有講 
 
他給與王季延的這㇐個法語裡面 
 
就說到 
 
說《淨業障經》的是佛說 
 
的的確確是 
 
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說的 
 
毫無可疑 ㇐點也沒有疑惑 
 
請試言之 請 
 



請你試著把它說出來 
 
佛廣度㇐切眾生 
 
佛是㇐切智人 能夠廣度㇐切眾生 
 
如同大醫王 如大醫王 
 
亦如大仙 能起必死之症 
 
說 你這個病不能治了 必定要死了 
 
祂 佛陀能夠幫你起死回生 
 
你看 懺悔 
 
犯重罪 在我們的律教當中 
 
叫做死了 死罪 
 
《毘尼藏》中呵 呵責 
 
呵責七眾佛弟子 
 
假若悔過重罪 叫做斷頭法 
 
你的頭斷了 就死了 
 
在佛法中名之為死 這樣子 
 
佛陀能夠起必死之症 
 
幫你起死回生 



 
這個勇施比丘 祂就是㇐個例子 
 
《佛說淨業障經》 
 
我們大略講這個公案 
 
佛住毘舍離城庵羅樹園 
 
乃至告文殊師利菩薩 
 
過去無垢光佛 滅度之後 
 
有勇施比丘 在這裡 
 
有㇐位勇施比丘犯根本戒 
 
殺盜婬妄叫做根本戒 犯根本戒 
 
受行婬法 又斷人命 
 
當時候勇施比丘 受行婬法 
 
記載在經中 因為乞食的緣故 
 
記載在經中 
 
他又拿毒藥給跟她犯過的婦女 
 
毒害她的丈夫 
 
犯了之後 勇猛地懺悔改過 
 



犯了兩個根本罪 
 
受行婬法 又斷人命 叫他殺 
 
記載在經典當中 
 
《大正藏》二十四冊 
 
㇐零九八頁的中欄 
 
下去之後 可以看 
 
毀犯兩條的根本戒 心生大悔 
 
內心生起大憂愁 大後悔 
 
作是思惟 今我所做是大重惡 
 
現在我所做的是大重罪 大惡業 
 
何名比丘 怎麼叫做比丘呢 
 
受行婬法 又斷人命 
 
所以這個經文裡面 
 
就是我們戒律當中說 
 
比丘不要數數到俗人家 
 
不要數數跟俗人親近 
 
數見女人 就是很危險 



 
我若命終 當墮惡道 
 
我這㇐生 假若死了 
 
就應當要墮入惡道裡面去 
 
誰能免除我 如是之苦 
 
什麼人能夠免除我 
 
如此的苦惱 地獄之苦 
 
為了懺悔改過之事 
 
他為了要懺悔改過 
 
從㇐處精舍 到㇐處精舍 
 
到處去發露 去乞求懺悔 
 
惶怖奔走 惶恐 奔走 
 
很害怕 奔走 
 
衣服落地 袈裟落地 
 
作如是言 咄哉怪哉 
 
我今即是地獄眾生 
 
他也很清楚 
 



我現在就是地獄的眾生 
 
必定墮落地獄 
 
當時有㇐處的精舍 
 
當中有㇐位菩薩 叫做鼻揉多羅 
 
鼻揉多羅菩薩 
 
祂就告訴勇施比丘 
 
莫怖 我今道力能施汝無畏 
 
說 你不要恐怖 你不要恐怖 
 
我現在的道力 
 
能夠布施你沒有怖畏 你不要怕 
 
祂就將勇施比丘帶到樹林當中 
 
坐在樹林底下 
 
鼻揉多羅菩薩就以神通道力 
 
湧身在虛空 祂自己湧身在虛空 
 
入於諸佛境界 
 
大乘妙門如來寶即三昧 
 
入於這種三昧正定 



 
能夠發起神通道力 
 
即於身上現出無量佛 
 
在祂的身上能夠顯現無量佛 
 
可見這個菩薩境界非常高 
 
至少是法身大士 登地以上的菩薩 
 
能夠在自己的身上現出無量佛 
 
身皆金色 有三十二相 
 
八十種隨行好 那麼莊嚴 
 
無量 那麼多的佛 遍滿樹林當中 
 
同時為勇施比丘來說法 
 
如果我們看到這個境界 
 
㇐定非常歡喜的 
 
我的旁邊有無量諸佛 
 
異口同音 為我來說法 
 
當然我就不會怖畏了 不會恐怖了 
 
所以這個菩薩 
 



祂有殊勝的方便 現出無量佛 
 
身皆金色 三十二相 遍滿樹林當中 
 
爾時諸佛世尊 異口同聲 
 
說是偈言 為他宣說偈頌 
 
諸法同鏡像 亦如水中月 
 
凡夫愚惑心 分別癡恚愛等等 
 
要他修實相懺 修無生懺的意思 
 
諸法真實相 
 
不生亦不滅 不常復不斷 
 
不㇐亦不異 不來亦不去 
 
它這裡說 諸法同鏡像 
 
㇐切有為諸法 
 
因緣和合而生 因緣離散而滅 
 
我們照鏡子的時候 你照它的時候 
 
鏡中像 有沒有真實 
 
不真實 它不是真實的 
 
你看到的鏡中像 它不是真實的 



 
諸法如鏡像 
 
㇐切有為諸法 生滅無常 
 
同於鏡中顯現的形像 無有實體 
 
它沒有實體 
 
就告訴勇施比丘 
 
你所做的惡業 它也沒有實體 
 
亦如水中月 也如同水中的月亮 
 
水中的月亮是因為 
 
天上的月亮映下來顯現的 
 
水平靜的時候 能夠現出水中月 
 
這個水中月 它也不是真實的 
 
那你所做的罪業有真實嗎 
 
告訴他修實相懺 修無生懺 
 
不是真實有的 
 
凡夫愚惑心 分別癡恚愛 
 
這是我們生死凡夫 
 



愚癡迷惑顛倒的心 
 
妄想分別 愚癡瞋恚 貪愛這樣來的 
 
諸凡夫愚小無智 自己生起分別 
 
有愚癡 瞋恚 貪愛心發起 
 
發起這個罪業 發起罪業 
 
然後自己生起恐怖 很害怕 
 
我造作罪業了 
 
都是我們凡夫愚惑心 
 
分別癡恚愛所發起的 
 
如同經文說 
 
行布施時 於慳眾生不生恭敬 
 
我們修行布施的時候 
 
自己修布施度 我在修布施 
 
於慳眾生 
 
對於慳貪吝惜財物的眾生 
 
不生恭敬心 
 
你看到他 不會生起恭敬心 



 
所以我們儒家也說 毋不敬也 
 
你任何時刻 不要不恭敬 
 
不要輕慢 有道理 
 
我們的心不生恭敬 
 
以不恭敬便生瞋恚 
 
你看 因為沒有恭敬心 
 
他就生起瞋恚心 
 
那麼 你這麼慳貪吝嗇 
 
你看 就生起瞋恚心 
 
都是因為凡夫無智 自生分別 
 
我們自己分別的 
 
我在修布施 他慳貪吝嗇 這種人 
 
你看 都是我們凡夫無智 
 
自己生起妄想分別 
 
因為不恭敬 就生起瞋恚心 
 
以瞋心故 墮大地獄 
 



因為瞋心惡業的緣故 
 
瞋心是我們心的惡業 
 
因為這種瞋心惡業的緣故 
 
墮落大地獄 
 
這是當來的果報 會墮落大地獄 
 
身自持戒 見犯戒者而生輕慢 
 
說其過惡 令他人聞之生不恭敬 
 
以不恭敬 墮於惡趣 
 
這是我們凡夫的通病 
 
凡夫有這種愚癡的病 
 
聽聞正法之後 
 
要如理思惟 如說修行 好好改過 
 
不要犯這個過失 
 
身自持戒 在學法的道場 
 
初學的人 常常犯這種毛病 
 
身自持戒 他自己本身嚴持淨戒 
 
然而 見犯戒者而生輕慢 



 
看到別人犯戒 
 
他就生起輕慢心 看不起他 
 
這個心非常的不好 
 
凡夫的通病 見犯戒者而生輕慢 
 
不應當如此 
 
在聖教當中 教導我們 
 
我們學習正法 
 
見犯戒者 看到毀犯淨戒的人 
 
要怎麼樣 生起悲愍心 慈悲憐愍他 
 
他犯到重罪了 
 
我們應當幫助他拔除罪業 
 
教他如法懺悔 這樣才對 
 
應生悲愍心 
 
以大悲拔苦的心 來對待他 
 
引導他如法懺悔 這樣才對 
 
用大悲拔苦之心 互相來對待才是 
 



不可以自己持戒 
 
見犯戒者而生輕慢 
 
你就輕慢他 
 
這個不是菩薩利濟眾生的心腸 
 
跟菩薩道不相應 
 
變成阿修羅 餓鬼 
 
你暴惡 變這個 
 
所以我們應當生起悲愍心 
 
不可以見犯戒者而生輕慢 
 
說其過惡 講說他所犯的過惡 
 
到處去宣傳 到處去告訴別人 
 
令他人聞之生不恭敬 
 
使他人聽聞之後 
 
對這個人生起不恭敬 
 
你看 對別人生起不恭敬 
 
都是在造作惡業 
 
到處去宣傳人家的過失 



 
要做什麼 打擊他 打擊他而已 
 
這種心態 不是菩薩的心 
 
不是正人的心 邪人的心 
 
令他人聞之生不恭敬 
 
所以菩薩的增上戒法當中 
 
有不說四眾過 這種戒條 
 
菩薩受持根本戒 
 
有增上戒法 不說四眾過 
 
存什麼心 到處去說人家的過失 
 
我們聯合來打壓他 
 
來欺侮他 這樣子 
 
我們口不說人的過惡 
 
有什麼利益 身心清淨 
 
身清淨 心也清淨 
 
口不說人惡 身心清淨 
 
這才是正道 
 



以不恭敬 輕慢犯戒之人的緣故 
 
命終墮於惡趣 ㇐切唯心造 
 
生起不善心 輕慢人 不恭敬 
 
所以 因為這個心業力 墮落惡道 
 
自修忍辱 於忍辱故而生高心 
 
我是忍辱 餘人麁惡 
 
以是忍故 而生放逸 
 
當知即是眾罪之本 
 
所以我們聽聞正法之後 
 
如理思惟 要如說修行 
 
所有的這些 這裡講的 
 
我們不要做 就是淨除業障 
 
我們這㇐生修道 
 
就沒有惡業的障礙 
 
這㇐部經叫做 《淨業障經》 
 
說出我們凡夫 
 
常常容易毀犯的過惡 



 
講得很明白 
 
我們聽聞之後 要告誡自己 
 
不可以犯這樣過失 
 
自修忍辱 我們自己修學忍辱 
 
因為修忍辱的緣故 
 
而生高心 心懷貢高 
 
我高人㇐等 我在修忍辱 
 
輕彼尊己 輕視別人 
 
自己覺得很尊高 自高自大 
 
我是修忍辱的 
 
我很柔和 修忍辱 餘人麁惡 
 
其他的人粗魯惡劣 粗暴惡劣 
 
以是忍故 而生放逸 
 
因為如是修習忍辱的緣故 
 
他就生起放逸 
 
我是忍辱 餘人麁惡 
 



你看 我最高尚 
 
因為這個忍而生起放逸 
 
不能折伏貢高我慢的心 
 
修㇐個善法 
 
然而捨棄了其他的善法 
 
你這個善不圓滿 
 
修習忍辱的善法 
 
捨棄了折伏貢高我慢的善法 
 
你看 他的善不圓滿 而且有過患 
 
當知即是眾罪之本 
 
佛陀說的很有道理 我們應當明白 
 
這個心就是㇐切罪業的根本 
 
我們很容易造罪 你看 
 
跟阿彌陀佛大慈悲的心不相應 
 
念佛之人 
 
與阿彌陀佛大慈悲心不相應 
 
這也是很遺憾 很遺憾 



 
怎麼念的不相應 怎麼念的不親切 
 
跟慈悲心不相應 
 
跟阿彌陀佛的大慈悲願力 
 
悲愍眾生的心不相應 
 
自行精進 於懈怠者生如是念 
 
如此愚人 不應食他信施供養 
 
乃至不應受㇐飲水 
 
常於己身而起貢高 卑下他人 
 
這就是說到我們凡夫的通病 
 
自己修行精進 布施很精進 
 
持戒很精進 忍辱很精進 
 
修般若波羅蜜很精進 
 
於懈怠懶惰者 
 
我都看到懈怠懶惰的人 
 
就生起如此的心念 
 
如此愚癡之人 
 



不應當食他信施供養 
 
這個人 
 
他不應當食用信心施主的供養 
 
他生起這樣的心 
 
乃至這個人不應當接受㇐杯的飲水 
 
常常對於自己這㇐身 而生起貢高 
 
卑下他人 看不起別人 
 
當知是輩 
 
我們應當明白這㇐類的人 
 
愚小無智 愚癡 好像小人㇐樣 
 
他沒有大人的智慧 
 
不相應於菩薩之法 
 
自己生起妄想分別 
 
自行禪定 見亂想者發如是念 
 
我常修定 
 
其餘比丘多諸亂心 說於邪論 
 
如此之人去道尚遠 何能得佛 



 
講的話不合正道 
 
我常常修習禪定 
 
其餘的比丘多諸亂心 
 
大多 他們有很多散亂心 多諸亂心 
 
說於邪論 
 
說的話不能契合時宜 
 
不能契理契機 變成邪論 
 
邪見之論 說於邪論 干擾別人 
 
如此之人去道尚遠 
 
這樣的人 他離菩薩道尚且很遙遠 
 
何能得佛 他怎麼能夠成佛 
 
作是念時 他作這個想念的時候 
 
這個念就是業 
 
隨所起念 ㇐念㇐劫受報 
 
佛陀說 他隨著生起這個心念 
 
這㇐念當中 要㇐劫來受報 
 



㇐念㇐劫受報 
 
還受生死流轉之苦 
 
所以我們 這個念心也很重要 
 
思念善業 
 
常生善念 常發善願 很重要 
 
這裡講說 生起這個不善念 
 
㇐念㇐劫受報 
 
還受生死流轉之苦 
 
㇐劫不得了 時間⾧遠 
 
受盡生死苦惱以後 
 
甫當更修菩提之道 
 
重新再來 重新發菩提心 
 
重新再修習菩提之道 
 
等於前面走的路白費了 
 
重新再來 修集福慧資糧 
 
雖復志求大乘之道 作如是言 
 
我當於世為最 為勝 



 
而於聲聞小乘之人 不生恭敬 
 
輕慢惡賤 說其過罪 
 
以此惡心 說麁語故 而墮惡趣 
 
你看 變這樣子 
 
雖然他又能夠志求大乘佛道 
 
作如是言 他就這麼說 
 
我當於世間之中 
 
為最第㇐ 為最殊勝 
 
這個心就不好了 
 
都想要勝過㇐切眾生 
 
那這個心不好 
 
而對於聲聞小乘之人 
 
他修小乘法 聲聞的比丘 不生恭敬 
 
你們這個自度自了 小乘的人 
 
焦芽敗種 他就不生恭敬 
 
輕慢惡賤 輕視他 
 



然後對他很傲慢 看不起他 
 
厭惡他 卑賤這個小乘人 
 
所以佛法中有三乘 
 
三乘的眾生 
 
他過去世好樂小乘 為求出離 
 
當然他的習性是修小乘 
 
你要叫他發菩提心 普為眾生 
 
他做不到 
 
他但求出離 是他最大的快樂 
 
菩薩要隨順他 
 
隨順他的根性 為他說聲聞法 
 
他聽了很歡喜 非常好 好樂修學 
 
出離三界 離苦得樂 這樣子 
 
修緣覺乘的 他喜歡修十二因緣 
 
菩薩為他說十二因緣法 
 
歡喜接受 好好地修學 
 
證得辟支佛果 離苦得樂 



 
所以若令眾生生歡喜者 
 
則令㇐切如來歡喜 
 
菩薩行的心是如此 
 
你不要違逆他 
 
你若告訴他 你不要修這個 
 
你來修大乘 修六度波羅蜜 
 
然後他就生起苦惱了 
 
我喜歡這個 你就叫我修這個 
 
他生起苦惱了 
 
菩薩隨順眾生的心意 
 
教他相應的殊勝之法 
 
聲聞人 教他聲聞乘 
 
緣覺人 教他緣覺乘 
 
菩薩種性的人 教他菩薩乘 
 
令他歡喜修學 
 
所以這裡對於聲聞小乘之人 
 



不生恭敬 輕慢惡賤 說其過罪 
 
說出他的過惡 過失 罪惡 
 
以其惡心 說麁語故 
 
因為他 這位菩薩用惡心 
 
說麁惡語的緣故 而墮落惡趣 
 
他未來就要墮入惡道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 稟白佛陀說 
 
世尊 菩薩不應於佛法中妄宣人惡 
 
對 有道理 
 
菩薩不應在佛陀正法當中妄想分別 
 
你不要看人家的過失 妄想分別 
 
宣說學佛之人所有的過惡 
 
你沒有看到全面 
 
你只有看到片面而已 
 
人家菩薩的心 
 
是怎麼想的 你不知道 
 
虛妄宣說人家的過惡 



 
你在造口業 很有道理 
 
因為我們看得不清楚 
 
你也不曉得人家怎麼存心 
 
他怎麼想的 
 
事情的來龍去脈 我們也不曉得 
 
看到片面就說了 
 
說的 也不合情理 也有過失 
 
文殊菩薩教我們 
 
菩薩不應於佛陀正法當中妄想分別 
 
宣說學佛之人所有的過惡 
 
就是在為自己淨除業障 
 
我們能夠這樣奉行 
 
就是為我們自己淨除業障 
 
沒有惡業障礙 
 
這部經叫做《淨業障經》 
 
對 業障從哪裡來 我們造來的 
 



不要妄想分別 
 
不要看人家的過失 就淨除業障 
 
菩薩於諸眾生 
 
常常生起慈心 憐愍愛念 
 
希望他得到安樂 憐愍愛念 
 
勿以惡眼視之 
 
不用這個惡眼來看他 
 
不要瞋恨心 用惡眼來看他 
 
應當以好眼視眾生 
 
如同觀世音菩薩以慈眼視眾生 
 
這樣才對 
 
用我們善好的眼睛來看視眾生 
 
用悲愍眾生的眼睛來看待眾生 
 
如同菩薩眼睛很慈祥 
 
很好看 很慈悲的眼睛 
 
慈眼視眾生 
 
恆常於㇐切眾生 生起平等心 



 
我們不要貢高 
 
修善的 做惡的 生起平等心 
 
我們知道 他在修善 
 
我們也知道 他在做惡 
 
我們心裡很清楚 
 
但是我們對他平等看待 
 
不會對他好 對他不好 平等看待 
 
但是我的心裡很清楚 
 
你在做惡 他在修善 生起平等心 
 
不是好惡不分 不是這樣 
 
他不懷好心 我們也知道 
 
他用善心來做 我們也知道 
 
善能分別諸法相 
 
於第㇐義諦 而不動 
 
這世俗諦希望我們分別善惡邪正 
 
在第㇐義諦當中 我們心不動搖 
 



很清楚 不要生起愛憎分別 
 
不要貪愛修善的眾生 
 
也不要憎惡做惡的眾生 
 
各自有報 各自都有業報 
 
我們大肚能容 
 
佛法能夠包容他們 
 
所以不以凡夫愚小無智 
 
妄生分別 而作障礙 
 
叫做凡夫愚惑心 分別癡恚愛等等 
 
無量諸佛 為勇施比丘說這個偈頌 
 
說完之後 勇施比丘得聞深妙法 
 
他聽聞甚深微妙的佛法 
 
諸法同於鏡中像 亦如水中月 
 
他就修實相懺 修無生懺了 
 
直枯罪源 直接枯竭罪業的根源 
 
他直接就將罪業的枯 罪業的根源 
 
把它枯竭了 乾枯了 滅罪了 



 
得到無生法忍 證得無生法忍 
 
發起 頓時發起大菩提心 
 
現在已經成佛 
 
佛陀說 祂現在已經成佛了 
 
所以叫做 蕅益大師說 
 
祂叫做當與勇施比丘同垂不朽 
 
祂成佛了 所以這裡蕅益大師 
 
對於這㇐部經文也有解釋 
 
蕅益大師說 這位勇施比丘 
 
犯過之後 恐怖 內心恐怖 
 
發露 急切的求哀懺悔 
 
然後祂遇到佛菩薩為祂說法 
 
頓悟無生法忍 婬心永斷 
 
體達無生法忍 諸法本性空寂 
 
婬習永除了 現在成佛了 
 
然而所做的罪業 殺人 他叫他殺 
 



或者因中就要償還這個業債 
 
或者成佛之後 才受這個業報 
 
如同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 
 
金槍馬麥之報 頭痛這些業報 
 
理必有之 假若你做惡 
 
道理上來說 這些業報都還有 
 
所以 雖然大徹大悟的人 
 
只是可以說 他可以不墮落地獄 
 
但是決定沒有不償宿債之理 
 
沒有不償還宿債的 
 
所以我們根據蕅祖這個正法眼藏 
 
有過失 應當及早懺悔 
 
要好好地學戒 能夠如法地懺悔 
 
將此法門流通人世 
 
能夠這麼做的人 
 
皆當與勇施比丘同垂不朽 
 
未來都可以成佛 



 
同垂不朽 都可以成佛 
 
合掌而說偈曰 
 
罪性本無生 何須復覆藏等等 
 
這㇐段我們就以後再說 
 
那可能是下禮拜了 
 
星期三的下午 晚上灑淨 
 
星期四早 第㇐天 佛七第㇐天 
 
所以我們是 我們的課 
 
就等到了下禮拜四 
 
才有上修和尚的課 
 
迴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