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戒相經箋要集註》第六十九集 
 
和尚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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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看著集註的課本㇐百七十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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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人發露 
 
善中之善 反以為羞 
 
這㇐段我們有印㇐份講義 
 
有㇐張講義 還沒有講完 
 
講義的㇐零八二四 
 
從前面算過來 十六行 
 
倒數第八行 第五個字開始 
 
合掌而說偈曰 
 
罪性本無生 何須復覆藏 
 
覆藏罪成有 不覆罪乃空 



 
嗟彼無慚人 藉口觀實相 
 
作法尚不能 豈達無生理 
 
若實了無生 罪相即實相 
 
罪既即實相 故無可覆藏 
 
如因病求藥 乃獲得仙丹 
 
輕身而飛舉 勝無病凡庸 
 
不捨作法懺 而入無生理 
 
後後固具前 前前亦通後 
 
慎終能如始 深達諸緣起 
 
不欺於三寶 及護法天龍 
 
將此眞切心 自度復化他 
 
回向安樂邦 是名大乘道 
 
我們說到了 
 
蕅益大師合掌而說偈曰 
 
合掌就是我們佛門當中 
 
也算是最基本的禮節 
 



也是修供養 
 
像我們在做羯磨法的時候 
 
三大部裡面 
 
宣祖都是要我們合掌佐助 
 
所以宣揚合掌這二個字 
 
也可以說是餐法味 
 
古人說飽餐法味 
 
其味無窮 這二個字 
 
為什麼蕅祖合掌說偈 
 
合掌 它就是佛法門中 
 
善好的威儀禮節 
 
怎麼說善好 
 
我們在現實的生活當中 
 
譬如說去泰國 
 
泰國到機場的時候 
 
我們看到接待的 
 
在機場前面的服務的優婆夷 



 
她們都合掌 
 
合掌的態度看起來就是不㇐樣 
 
很莊嚴 很莊重 
 
我們合掌往上來說 
 
對佛法僧三寶或者對我們的師⾧ 
 
和尚 阿闍梨等等 恭敬合掌 
 
這是廣修供養之㇐ 合掌供養佛 
 
如同《摩訶僧祇律》大比丘戒本 
 
《大正藏》二十二冊 
 
五百四十九頁的上欄 
 
每半月半月布薩 
 
說波羅提木叉戒的儀規 
 
說戒師在高座上 
 
作前方便 宣說偈頌 
 
合十指爪掌 供養釋師子 
 
我今欲說戒 僧當㇐心聽 
 



他是合掌 
 
要大家合十指爪掌 供養釋師子 
 
我今欲說戒 僧當㇐心聽 
 
釋 娑婆教主 本師釋迦世尊 
 
師子二個字又寫作獅子 
 
老師的師 師子 孔子的子 
 
師子也寫作獅 
 
就是虎豹獅這個獅 動物的獅 獅子 
 
獅子為百獸之王 無所畏懼 
 
律文譬喻 佛為人中師子 
 
能夠降伏㇐切九十六種外道 
 
智慧勇猛 無所畏也 
 
所以合掌修供養 
 
合十指爪掌 供養釋師子 
 
增⾧殊勝的善根福德 
 
如同《大悲經》卷二 
 
《大正藏》十二冊 



 
九百五十六頁的下欄 
 
佛告阿難 若三千大千世中 
 
三千大千世界滿中須陀洹 阿羅漢 
 
若有善男女 ㇐劫以諸稱意 
 
㇐切樂具恭敬尊重 謙下供養 
 
所得福德甚多 
 
若復有人於諸佛所但㇐合掌㇐稱名 
 
如是福德比前福德 百分不及㇐ 
 
乃至百千億分不及㇐等 何以故 
 
佛 如來 諸福田中為最無上 
 
所以我們對著佛像合掌 
 
聽受經法的時候 恭敬合掌 
 
都是廣修供養 
 
也是增⾧殊勝的善根福德 
 
這部經《大悲經》第二卷 
 
佛告阿難 若三千大千世界 
 



滿中的初果聖人須陀洹 
 
乃至四果聖人阿羅漢 這麼多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劫之中 ㇐劫 ㇐大劫當中 
 
以諸稱合心意㇐切的樂具 
 
恭敬尊重 謙下來供養 
 
所得的福德甚多 非常多 
 
若復有人於諸佛所 
 
但㇐合掌 只是㇐心恭敬合掌 
 
看到佛像 ㇐心恭敬合掌 
 
㇐稱名 只是㇐念稱佛名號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或者南無阿彌陀佛等等 
 
如是向佛合掌 稱佛名號的福德 
 
比前 比前面供養大千世界滿中 
 
二乘聖人的福德 百分不及㇐ 
 
向佛合掌 ㇐念稱佛名號之福 



 
分為百分 供養三千大千世界滿中 
 
二乘聖人之福 不及㇐分 
 
趕不及㇐分 千分不及㇐ 
 
百千億分不及㇐ 
 
差別這麼多等等 
 
何以故 以佛如來 
 
因為諸佛如來在諸福田當中 
 
為最無上 
 
其次合掌供養經法 也是很好的 
 
合掌供養經法 
 
有㇐部經 叫《四童子三昧經》 
 
㇐二三四的四 童子 
 
《四童子三昧經》卷中 
 
《大正藏》十二冊 
 
九百三十八頁的中欄 
 
爾時世尊告阿難 告阿尼樓陀 
 



就是天眼第㇐的阿那律尊者 
 
因為有天眼就看得到 
 
告訴天眼第㇐的阿尼樓陀 
 
就是阿那律尊者 
 
汝見上界有四十億諸天人眾 
 
你看到上方虛空界當中 
 
有四十億天人大眾 那麼多 
 
聞此經典皆悉合掌 
 
聽聞這㇐部經典 
 
《四童子三昧經》 
 
完全都合掌 傴身而住 
 
傴 人字旁右邊㇐個區 區分的區 
 
傴身而住 傴就是背曲 
 
背 我們的背部 彎下來 背曲 
 
背部彎曲下來 恭敬的樣子 
 
好像九十度的樣子 
 
背曲 背部彎曲 恭敬的樣子 



 
聽聞這部經典 全部都合掌 
 
曲身恭敬而住 
 
阿那律尊者 你看到了 
 
四十億的諸天人眾 
 
阿尼樓陀稟白佛陀說 
 
如是婆伽婆已經看到了 
 
佛復告阿尼樓陀 
 
彼四十億諸天人等 
 
因聞此法 因為聽聞此部經法 
 
信心合掌 有信心合掌 
 
對法有信心 雙手合掌 
 
傴躬善根 這個傴 彎曲背脊 
 
彎下來好像鞠躬的樣子 
 
傴躬合掌 躬 身體鞠躬 
 
向佛躬身為禮的善根 
 
於未來世阿僧祇劫 
 



阿僧祇翻為無央數 
 
於未來世無央數阿僧祇劫 
 
不墮惡道 
 
或生在天上 或生在人間 
 
於恒河沙世流轉生死 
 
在恒河沙世那麼多的生死當中 
 
流轉生死以後 
 
乃至㇐切受生之處 恒值諸佛 
 
㇐切他受生的地方 
 
恒常可以遇到諸佛如來出現在世間 
 
聽聞正法 
 
有這麼殊勝的善根福德 
 
然後成就善根 
 
乃至得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對經法恭敬合掌 
 
有這麼殊勝的福德 
 
未來世恒常都可以遇到 



 
諸佛世尊出現在世間 
 
聽聞正法 成就善根 
 
乃至證得無上菩提 
 
是故蕅祖這裡講 
 
蕅祖合掌說偈 
 
我們說於法生尊重 
 
對於如來正法生起尊重恭敬之心 
 
供養經法 合掌 
 
蕅祖就合掌而宣說偈頌 
 
言 罪性本無生 
 
講到罪性本無生 
 
罪業的體性 猶如虛空性 
 
好像虛空㇐樣 
 
罪業的體性猶如虛空性 
 
本來無生 虛空本來無生 也無滅 
 
它都是這樣子 
 



《大佛頂首楞嚴經》卷四 
 
譬如虛空 體非群相 
 
而不拒彼諸相發揮 
 
所以罪性猶如虛空性 本來無生 
 
《楞嚴經》第四卷 
 
譬如虛空 體非群相 
 
群 眾多 譬如虛空的體性 
 
不是眾多的有為生滅法相 
 
它沒有 恒常都是如此 
 
無生也無滅 
 
離㇐切罪福之相 都沒有 
 
而不拒彼諸相發揮 
 
然而不拒絕彼諸多犯罪作惡之相 
 
或者作善修福之相 
 
在虛空中發揮 都可以 
 
你要作惡 修善都可以 
 
它都沒有拒絕 



 
所以罪性如虛空性 本來無生 
 
這樣就容易明暸了 
 
虛空本來無生 
 
你要手揮虛空也可以 
 
你要在這裡 修善 作惡都可以 
 
它都不拒絕 虛空本來無生 
 
如虛空性原本無生 
 
虛空性本來不生不滅 
 
有生有滅是因緣和合而生 
 
屬於世俗諦 因緣離散而滅 
 
所以《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本來諸法無生 也無滅 
 
那有生有滅應當如此 
 
㇐切有為生滅之法 
 



有所作為生滅無常之法 
 
如夢幻泡影 好像我們做夢㇐樣 
 
好像幻化的 好像水泡 
 
㇐生出來馬上就破了 
 
好像我們的影像㇐樣 
 
虛妄不實 它沒有眞實的體性 
 
應作如是觀 應當作如此的觀察 
 
能觀諸有為生滅法 
 
如同鏡中像 好像我們在照鏡子 
 
鏡子裡面的像 它是虛妄不實 
 
亦如水中月 水很平靜的時候 
 
看到天上的月亮 
 
水中的月亮也不眞實 
 
沒有眞實的體性 猶如虛空 
 
罪性亦如是 
 
我們造惡的罪性亦如是 
 
如虛空性 本來無生 



 
所以蕅祖說罪性本無生 
 
然後何須復覆藏 本來無生 
 
何必須要又覆藏在心中 
 
何必這樣子 它本來就無生 
 
覆藏罪成有 不覆罪乃空 
 
有 因緣有 
 
罪性本來無生亦無滅 這是眞諦 
 
覆藏罪過的因緣 就成為有罪 
 
心不清淨 藏污納垢 
 
覆藏罪過的因緣 就成為有罪 
 
這是俗諦 俗諦理 
 
不覆罪乃空 
 
世俗諦建立的法相 
 
有過失要發露懺悔 滅除犯戒罪 
 
不作覆藏 罪業乃能空寂 
 
這就世俗諦來說 
 



不覆藏 罪業乃能空寂 
 
嗟彼無慚人 藉口觀實相 
 
嗟 表示悲傷 感歎的言詞 
 
彼 他 這個人 那個無慚愧心的人 
 
《遺教經》解 
 
不知尊重己靈 名為無慚 
 
嗟彼無慚人 不知尊重己靈 
 
生而為人 人生難得 他不曉得 
 
不知道尊重自己的靈性 
 
叫做無慚 不明白 
 
不明白要尊重自己的靈性 
 
不自重 不自愛 曰無慚人 
 
感歎彼無慚愧的人 
 
藉口觀實相 他找到藉口了 
 
觀察諸法實相 不生亦不滅 
 
往往找藉口 
 
說我觀照諸法實相當中 



 
《心經》說的 
 
不垢不淨 不增不減 不生不滅 
 
何必須要懺悔 
 
觀照諸法實相 找這個藉口 
 
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 
 
卷二十三 
 
《大正藏》第八冊 
 
六百六十八頁的下欄 
 
諸法實相 
 
所謂㇐切法 無染無淨 何以故 
 
㇐切法自性空故 
 
是中無我 無人 無眾生 無壽者 
 
㇐切法如夢 如幻 如影 如響 
 
如是名為諸法實相 
 
往往找藉口觀照諸法實相 
 
這實相就是眞諦 眞諦之理 
 



諸法實相 所謂的㇐切法無染無淨 
 
沒有染污 也沒有清淨 
 
泯除㇐切法相 
 
哪有什麼染淨 沒有 
 
也沒有什麼持戒 犯戒 都沒有 
 
這是實相 
 
㇐切法無染無淨 
 
《心經》說不垢不淨 不增不減 
 
何以故 ㇐切法自性空故 
 
㇐切有為生滅之法 
 
自性空寂的緣故 
 
緣生緣滅 無常生滅 
 
㇐切法自性空緣故 是中 
 
在這當中因緣和合所生之法 
 
這當中無我 沒有我 
 
無我 無人 無眾生 無壽者 
 
㇐切法如夢 如幻 如影 如響 



 
如是名為諸法實相 
 
他藉口觀實相 就不用懺悔了 
 
實相裡面 不垢不淨 
 
哪裡有什麼持犯 
 
嗟彼無慚人 藉口觀實相 
 
㇐切法無染無淨 
 
哪有什麼犯罪的罪相 
 
自性空寂 他就這樣敷衍了事 
 
作法尚不能 豈達無生理 
 
律藏中 佛陀制定隨著過失的輕重 
 
作心念法 佛像前責心懺 滅犯戒罪 
 
作二人對首法 懺悔滅罪 
 
或者作四個人以上的眾法羯磨懺罪 
 
尚且不能 他尚且不能做 不會做 
 
作法懺罪 尚且不能 豈達無生理 
 
難道他能體會通達 
 



諸法無生無滅眞實的諦理嗎 
 
這個自性空理 他能夠體達嗎 
 
若實了無生 罪相即實相 
 
若眞實了解通達㇐切有為生滅法 
 
空無自性 無自性空 
 
在自性空中 本來無生無滅 
 
好像虛空 虛空本來無生無滅 
 
自性空中本來無生無滅 
 
如是在空性無生法當中 
 
罪相即實相 罪相就是實相 
 
犯戒的罪相是有為法 屬於因緣 
 
它要靠因緣 
 
因緣和合則生 因緣離散則滅 
 
生滅無常 性空故 
 
自性空寂的緣故 
 
生滅當下 ㇐剎那就沒有了 
 
還歸空寂 還歸諸法實相 



 
自性空的緣故 
 
自性空中因緣和合 
 
犯罪的相貌 生滅無常 
 
當下就是實相 實相是無為法 
 
無所為 不生不滅 不垢不淨 
 
猶如虛空 不受染污 
 
沒有垢穢 也沒有清淨 
 
所以《大智度論》卷三十㇐ 
 
《大正藏》二十五冊 
 
二百八十九頁的上欄 
 
離有為則無無為 
 
有為法實相即是無為 
 
這段文可以解釋罪相即實相 
 
有為的罪相 就是無為的實相 
 
《智度論》卷三十㇐ 
 
離有為則無無為 
 



離開有為法 就沒有無為法 
 
這㇐句我們來體會 
 
它就是空有不二 眞俗不二 
 
空有㇐如 
 
離有為則無無為 
 
離開有為法 就沒有無為法 
 
假若離開有為法 就偏在空這邊 
 
偏在空性這㇐邊 變成偏空 
 
著有也不對 
 
所以離開有為法 就沒有無為法 
 
它是㇐ ㇐體的 
 
所以者何 所以如此是什麼道理 
 
有為法實相即是無為 
 
有為法的實相 就是無為法 
 
犯戒的罪相 是有為法 
 
犯戒作惡了 它是有為法 
 
有為法實相自性空 



 
它自性空寂 當下就是無為法 
 
生滅無常 因緣和合而生 
 
因緣離散就滅了 
 
當下就是無為法 
 
所以罪相即實相 
 
不著有無二邊 行於中道 
 
蕅益大師講這個是中道實相 
 
罪既即實相 故無可覆藏 
 
罪相既然是實相 
 
所以沒有什麼可以覆藏的 
 
因緣所生起的罪相 
 
自性空既然就是諸法實相 
 
所以沒有可覆藏的 
 
如因病求藥 乃獲得仙丹 
 
輕身而飛舉 勝無病凡庸 
 
這裡講到因病求藥 
 



在《天台四教儀彙補輔宏記》 
 
和尚去年講過的《天台四教儀》 
 
《天台四教儀彙補輔宏記》卷十七 
 
《卍字續藏》㇐零二冊 
 
三百七十五頁的後㇐面 
 
流水碼 零七四九頁 
 
這裡有㇐個表格 有列出來 
 
講到病 
 
病指身口意三業違犯戒法 有罪過 
 
因為心中有貪瞋癡病 
 
身體有四大不調的病 
 
那心有貪瞋癡慢種種煩惱病 
 
由心病而生起身口的罪惡 
 
因為心中有貪瞋癡病 
 
所以造殺盜婬妄等 
 
用三種懺悔法 如服三種藥方 
 
這裡講的三種懺悔法 



 
如服三種藥方 
 
就跟我們《菩薩戒》最後面 
 
蕅祖列出來的 
 
作法懺 取相懺 無生懺 很有關聯 
 
用三種懺悔法 如服三種藥方 
 
第㇐種作法懺 如服薑桂 
 
如同我們服用薑 桂 桂花的桂 
 
薑跟桂 差病而已 
 
病能夠治好而已 不能肥身 
 
不能令身強壯 不能肥身 
 
第二種取相懺 如服五石 
 
如同服用五種藥石 
 
裡面解釋即白英 白英石 紫英石 
 
石膏 鐘乳石 還有石脂 
 
五種治病的藥石 
 
取相懺 如服五石 病差身充 
 



病能夠治好 身體身力能夠充實 
 
體力能夠充實 回復健康 
 
但是不能得道 
 
取相懺不能證得聖道 
 
第三種無生懺 如服五芝 
 
好像我們服用五色的靈芝 
 
五色的靈芝 它是輕身之仙草 
 
使令我們身體很輕巧 
 
很輕便的仙草 
 
蕅祖比喻做仙丹 
 
這裡講仙丹 比喻為仙丹 
 
它的功用就是病除身飛 升仙得道 
 
病可以除滅 身體能夠飛翔 
 
病除身飛 升仙得道 升上仙籍 
 
像我們佛陀也稱作大覺金仙 
 
升仙得道 證得無上佛道 
 
如因病求藥 



 
如同因為心有三毒煩惱病 
 
造殺盜婬妄 種種犯戒的罪業 
 
求種種藥方 懺悔滅罪的法藥 
 
乃獲得仙丹 
 
乃獲得五色靈芝做成的仙丹 
 
比喻無生懺 獲得無生懺 
 
身心二種惡病 都能夠滅除 
 
而且能夠證得聖道 
 
輕身而飛舉 
 
身體輕便而能飛舉在空中 
 
病除身飛 升仙得道 
 
就勝過無病凡庸 
 
庸就是普通的 平凡的 
 
勝過無病 平凡的 平庸的人 
 
他都沒有過失 但是就平平凡凡的 
 
也不精進 也不懈怠 
 



就這樣平凡的過日子 
 
勝過凡庸之人 
 
不捨作法懺 而入無生理 
 
不捨棄佛陀在律教中 
 
為了住持正法 
 
所制定的作法懺 不捨棄 
 
所以五夏以前專精學戒 
 
不要把這個作法懺捨棄了 
 
輕的過失 誤做 
 
眾學法中 輕的過失 做心念法 
 
在佛像前責心懺的因緣 
 
滅除罪業 
 
作對首法 
 
比較重㇐點的 故做的 
 
對㇐人懺悔的因緣 滅罪 
 
作眾法 對大眾懺悔的因緣 
 
如同犯到第二篇的滅除犯戒罪 



 
這是屬於世俗諦 因緣法 
 
遇到善因緣 得到善知識 
 
有善知識在前面學習戒律 
 
所以我們能夠遇到 
 
知道犯戒了 要如法懺悔 
 
他懂得戒法 教我們如法懺悔 
 
由如法懺悔的因緣 滅除罪業 
 
這是俗諦 因緣所生法 
 
龍樹菩薩在《中論》裡面 
 
《中論》有說到 
 
說到㇐首偈頌 在第四卷 
 
眾因緣生法 我說即是無 
 
亦為是假名 亦是中道義 
 
《中論》的卷四 
 
《大正藏》三十冊 
 
三十三頁的中欄 
 



《大正》三十冊 三十三頁的中欄 
 
《中論》的第卷四 
 
眾因緣生法 我說即是無 
 
裡面的解釋 論文的解釋 
 
就是我說即是空 
 
原文是我說即是無 
 
眾因緣生法 
 
眾多因緣和合所生之法 
 
我說即是無 無就是空 
 
我說就是空性 猶如虛空 
 
它能夠生起眾多的因緣 
 
這裡眾因緣生法 
 
我說即是無 就是無生之法 無生 
 
因為它要靠因緣和合才能夠生起 
 
它本來就是無生的 
 
我說即是無 就是無生之法 
 
亦為是假名 



 
也是依世俗諦所安立的假名 
 
它不是眞的 假名安立而已 
 
亦是中道義 
 
也是遠離空有二邊 
 
行於中道的第㇐義諦 
 
所以不捨作法懺 不能捨離作法懺 
 
那就不用修了 要靠因緣修善 
 
捨離因緣善業 那就沒有修了 
 
不修善就要做惡了 
 
不捨作法懺 
 
凡夫難免有過失 
 
不捨離作法懺 不可以捨棄它 
 
不捨離世俗諦因緣所生法 
 
作法懺悔 而入無生理 
 
而契入空性 
 
諸法本來無生無滅之理 
 



好像我們看虛空 
 
虛空裡面 暴風雨來了 
 
㇐下子過去了 
 
虛空返復 回復原來的樣子 
 
它還是㇐樣沒有變 無生無滅 
 
諸法本來無生無滅 猶如虛空 
 
契入空性 
 
諸法本來無生無滅之理 
 
行於中道 進入第㇐義 
 
後後固具前 前前亦通後 
 
這裡講的跟我們菩薩戒法裡面 
 
很多相關的 這裡都可以找到 
 
《菩薩戒》後面蕅祖列出來的 
 
在《梵網合註》裡面的 
 
作法懺 取相懺 無生懺 
 
這裡講得很清楚 
 
後後固具前 



 
第㇐個後 指取相懺 
 
第二個後 指無生懺 
 
固具前的前 指作法懺 
 
後後二種懺法 
 
固然都具足前面懺法的功能 
 
它都有前面懺法的功能 
 
如同小乘的作法懺 
 
只能滅犯戒罪 不能滅性罪 
 
它的功能只有這樣而已 
 
小乘的作法懺 
 
遮罪可以滅除 性罪不能滅 
 
在《天台四教儀彙補輔宏記》 
 
卷十七 ㇐樣的在十七卷 
 
頁 三七四頁的後㇐面 
 
流水碼 零七四八頁 
 
記 《記》的解釋 
 



《記》解釋說 光明文句中 
 
初約遮性罪 如犯殺生 作法懺成 
 
違無作罪雖云滅 
 
而性罪依然不滅 償命猶在 
 
這裡講的 
 
我們也想到要把它印出來 
 
可是時間太趕了 
 
這裡面如果印出來具足來說 
 
可能對我們學習戒法很有幫助 
 
這裡面引的文印出來 
 
大概至少可以把它濃縮成 
 
㇐頁兩面 這樣子 
 
重要的地方 在這裡都有 很清楚 
 
所以學習戒律就是要在這裡下功夫 
 
明白世俗諦種種法相 
 
這裡說 光明文句中 
 
智者大師有《金光明經》文句 



 
解釋《金光明經》的文句 
 
初約遮性罪 
 
最初就著遮罪 性罪來說明 
 
如同酒能亂性 
 
喝酒使人心性迷亂 
 
所以佛陀制戒遮止 
 
五戒就不可以飲酒了 
 
它不是性重 它是遮重 
 
遮罪當中的重罪 
 
屬於根本五戒 不可以喝酒 
 
為了護持前面的四根本重罪 
 
它稱作遮重 不名性重 
 
佛陀制戒遮止 
 
佛弟子不得飲酒 犯者有罪 
 
你只要喝就有罪 名為遮罪 
 
如同殺盜婬妄 體性是惡 
 



縱然你沒有受戒 
 
你殺人 偷盜 國法也要治罪 
 
轉輪聖王出世的時候 
 
也是以十善法教化眾生 
 
人民要修十善業 
 
所以他們壽命很⾧ 
 
壽命劫初的時候 
 
他們有八萬四千歲 
 
那麼⾧的壽命 
 
因為修十善業 壽命很⾧ 
 
那時候的人沒有十惡 
 
它是屬於性罪 
 
殺盜婬妄 體性是惡法 
 
無論受佛戒 不受佛戒 
 
犯者皆有罪惡 
 
只要你犯了就有罪惡 
 
受佛戒的人就是有兩重的罪 



 
犯戒罪跟業道罪 名為性罪 
 
如犯殺生 作法懺成 
 
如同我們犯了殺生 不是殺人 
 
殺畜生 故斷畜生命 比較輕 
 
殺人犯重 作法懺不能懺了 
 
故斷畜生命 這個殺生 
 
或者盜四錢以下 
 
故斷畜生命 應對人發露懺悔 
 
作法懺成就 懺悔滅罪了 
 
乖違無作戒體之罪 
 
雖然說滅了 雖云滅了 
 
雖然說滅犯戒罪了 
 
大家都很高興 
 
作法懺滅罪了 很高興 
 
已經滅除犯戒罪了 
 
而性罪依然不滅 你看這裡講 
 



而性罪 自性是惡 
 
性惡之罪依然不滅 
 
依然沒有滅除 償命猶在 
 
在生死輪迴中 ㇐命賠償㇐命 
 
這樣的因緣果報 猶然存在 
 
《楞嚴經》說的 
 
殺彼命 食彼身肉 
 
經微塵劫 相食相誅 
 
殺牠的命 吃牠的肉 
 
經歷微塵劫 互相殺害 互相吃肉 
 
償命猶在 所以我們這裡講說 
 
性罪它有業債 等於欠下業債 
 
殺生 偷盜 邪婬 妄語 
 
欺騙人家 得到財物利養 
 
這些都有業債存在 都有業債 
 
都是背負業債 
 
等於積欠債務的意思 



 
未來都要償還 
 
只要還在生死流轉 總會遇到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所以戒律很重要 眞的是很重要 
 
叫做別解脫戒 
 
別別解脫 處處解脫 
 
持不殺生戒 不欠殺債 
 
從殺生惡業中 得到解脫 
 
誤殺也有業債 
 
誤殺屬於無記 也有無記報 
 
雖然你沒有殺生的心意 
 
但是業報猶在 
 
牠總是被你踩死了 
 
所以戒律很重要 
 
償命猶在 性罪依然不滅 
 
償命猶在 
 



生死輪迴中 
 
㇐命賠償㇐命的因緣果報 
 
猶然存在 
 
難免來生後世 怨怨相報 
 
《印光大師文鈔》裡面就講 
 
怨怨相報殺 今生跟牠結怨 
 
未來遇到的時候 他也有怨仇 
 
他看到我們的時候 就互相殺害了 
 
怨怨相報殺 
 
是故小乘作法懺 但能滅除遮罪 
 
只能滅犯戒罪 不能滅性罪 
 
這是第㇐個作法懺 
 
後後固具前 
 
然後第二個 接下來就是取相懺了 
 
取相懺能滅性罪 
 
這是《四教儀》裡面的文 
 
取相懺能滅性罪 



 
大乘的取相懺 
 
能夠滅除性惡之罪 
 
七眾佛弟子 
 
若犯殺盜婬妄 四根本重罪 
 
小乘作法懺 不能懺的 沒辦法懺 
 
像《五戒相經》裡面 
 
犯到四根本的 叫做犯到上品 
 
失去優婆塞的戒體 
 
等於拋棄在佛法大海之外 
 
不能再做佛弟子了 
 
不是優婆塞了 
 
小乘懺悔法不能懺悔滅罪的 
 
必須要修大乘的取相懺 
 
能夠滅除性惡之罪 
 
性罪若去 違無作罪亦去 
 
如伐樹而枝葉萎 
 



根本未去 續生如故 
 
所以取相懺還是不圓滿 
 
性罪若去 違無作罪亦去 
 
性惡之罪 假若去除了 
 
經過懺悔 滅罪了 
 
乖違無作戒體的犯戒罪 
 
也㇐併去除了 
 
這裡不要誤會 
 
那我們就不用作法懺了 
 
取相懺就好了 不要誤會 
 
作法懺不能懺的 才用取相懺 
 
不然佛前責心懺的 你也要取相懺 
 
取相懺要具備種種的因緣 
 
道場要佈置 不是很隨便的 
 
具香華燈 種種儀軌 
 
有懺法的儀軌 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律藏裡面的 



 
心念法 對首法 眾法羯磨 
 
直接就可能依照僧法來滅罪了 
 
小乘作法懺不能懺的 才用取相懺 
 
它能夠滅兩種罪 
 
性罪若去 違無作罪亦去 
 
所以它這裡能夠滅除兩種罪 
 
前面的作法懺 只能滅遮罪 
 
這裡能夠滅性罪 
 
性惡之罪 若去除了 
 
乖違無作戒體的犯戒罪 
 
也㇐併去除 
 
如伐樹而枝葉萎 
 
如同我們砍樹 
 
這棵樹從樹幹這裡把它砍倒了 
 
它的樹枝 樹葉就枯萎了 
 
但是還有根 根還在 
 



所以這個是取相懺跟作法懺 
 
只是助緣而已 
 
幫助我們入無生理 修無生懺 
 
如同砍伐樹木 
 
而後 樹枝樹葉都枯萎了 
 
樹枝比喻性罪 樹葉比喻遮罪 
 
取相懺見到好相 
 
見佛來摩頂 見光見華種種異相 
 
便得滅罪 
 
見到光明顯現 種種異相 
 
能夠滅除性遮二種罪 
 
然而根本未去 續生如故 
 
根本就是無明 
 
內心根本無明還未除去 
 
還是有愚癡 邪見的煩惱 
 
這個沒有除去 繼續生⾧罪業 
 
還沒有證入聖道 還有無明煩惱在 



 
雖然現在取相懺滅罪了 
 
但是不敢保證你不會再犯嗎 
 
它還會繼續生⾧罪業 
 
根本未去 續生如故 依然如故 
 
跟以前㇐樣 還是凡夫 
 
所以還要修無生懺 滅無明 
 
修無生懺是滅除無明煩惱的 
 
根本無明消滅了 不再生⾧罪業 
 
它就不再生⾧罪業了 
 
性罪 遮罪也都除去了 
 
不會了 沒有這些了 
 
小乘的阿羅漢 有時候還會誤犯 
 
到了成佛的時候 就沒有誤犯了 
 
連誤犯也沒有 
 
所以無生懺 
 
具有取相懺 作法懺的功能 
 



叫做後後固具前 
 
光明文句說 行者應知三種懺法 
 
無生是主 二為助緣 
 
此三種懺同時而修 
 
正助㇐合而行 如膏益明 
 
《金光明經》文句 
 
智者大師說 行者 我們修行的人 
 
應當了知三種懺悔法 
 
無生是主 以無生懺為主 
 
二為助緣 取相懺 作法懺 
 
這二種是助緣 只是助緣而已 
 
輔助我們主修無生懺 
 
為了證入聖道 
 
這三種懺悔法 同時而修 
 
同時 就是久修的人 
 
如果是初學 要有次第 
 
先五夏專精學戒 



 
然後才能夠聽教參禪 
 
正助㇐合 正修跟助緣合併 
 
合㇐而修行 
 
如膏益明 好像油 
 
油能夠增⾧燈的光明等等 
 
這裡面講很多 
 
那我們因為時間比較太急迫 
 
所以沒有錄出來 
 
這裡說到後後固具前 
 
假若我們把它印出來講的時候 
 
在學的時候比較容易 
 
沒有看到文字 這樣聽的時候 
 
可能比較不容易知道 
 
前前亦通後 
 
前面的作法懺 取相懺 
 
也通於無生懺 
 



不可以捨棄取相懺 以及作法懺 
 
二個不可以捨棄它 
 
因為它都可以輔助 輔助無生懺 
 
然後契入諸法無生之理 
 
慎終能如始 深達諸緣起 
 
不欺於三寶 及護法天龍 
 
慎始慎終 
 
我們既然學道 慎始慎終 
 
謹慎我們從開始受戒之後 
 
依照律教來行持 
 
如佛所說 五夏以前專精學戒 
 
有過 如法懺悔 
 
㇐直到我們這㇐生命終 
 
生命結束了 
 
戒體沒有虧損 這樣子 
 
然後我們所修的任何法門 
 
都很容易成就 因戒生定 



 
念佛法門 
 
得聞阿彌陀佛 執持名號 ㇐心不亂 
 
㇐心不亂就是定 
 
因戒可以幫助我們生起禪定 
 
能夠㇐心不亂的念佛 
 
深達諸緣起 
 
深深地學習佛法 
 
深入學習佛法 
 
了達眞俗二諦這個緣起法 
 
十二因緣法甚深甚深 
 
深入的體達諸法緣起而有 
 
由因緣生起 
 
所以 必須要斷惡修善 
 
修習正法的因緣 
 
能夠證得佛法中的聖道 
 
這裡講緣起 因緣果報 
 



要修正法的因緣 
 
才能夠契入諸佛如來 
 
所證得的無上正等正覺 
 
不欺於三寶 不可以欺騙三寶 
 
佛法僧三寶 住在世間 
 
三寶是常住 
 
《大般涅槃經》說 三寶是常住 
 
那我們住持三寶屬於有為生滅 
 
佛像 三藏十二部的經典 
 
以及我們生死凡夫僧 有生有滅 
 
但是理體三寶 它是常住在世間 
 
五分法身為佛寶 
 
滅諦涅槃 滅理無為為法寶 
 
聲聞學無學功德為僧寶 
 
常住在世間 不欺於三寶 
 
以及護法天龍 
 
在《大集經》當中 



 
如來那時候 就召集天龍八部 
 
就是告誡如來滅度之後 
 
要護持正法 護法天龍 
 
不欺於護法天龍 
 
將此眞切心 自度復化他 
 
將我們學道發出眞切的心 
 
我們眞心誠意的學道 
 
懇切至誠 以這個心來自度 
 
自度復化他 
 
自己老實的學習 努力的學習 
 
又能夠發心度化他 ㇐切有情 
 
我們就是㇐日活命 ㇐日修 
 
㇐天活命學㇐天 盡量學 
 
慢慢地都在增⾧ 增⾧道業 
 
隨時遇到有因緣的時候 
 
能夠教化他 ㇐切有情 
 



以此功德回向安樂邦 極樂世界 
 
普皆回向 
 
普賢菩薩教我們普皆回向 
 
修十大願王 普皆回向 
 
我們迴向安樂邦 
 
萬善同歸西方 是名大乘道 
 
這就是大乘菩薩道 
 
從最基礎的人天善法 
 
㇐直到成佛的法門 
 
通通把它收攝起來 
 
大乘菩薩道 
 
你需要什麼法 你需要學什麼 
 
你現在想要學什麼 
 
在這裡大乘裡面都有 
 
你喜歡因果嗎 
 
剛開始的時候 喜歡學因果 
 
喜歡學懺悔法 這裡面都有 



 
全部的法門 
 
都收攝在大乘菩薩道裡面 
 
非常廣大 
 
然後㇐切都導歸極樂世界 
 
行門導歸極樂世界 
 
解門就很多了 
 
解門很多 人天乘 聲聞乘 
 
緣覺乘 菩薩乘 
 
然後 在行門就導歸西方極樂世界 
 
這是大乘道 大乘菩薩道 
 
在末法當中 
 
能夠幫助安定整個亂相 
 
有正法的時候 就不會那麼混亂 
 
沒有正法的時候 就亂了 
 
什麼倫理道德都沒有了 就亂了 
 
世間亂了 要修行也很難 
 



大家都不守規矩 
 
所以大乘菩薩道裡面 
 
不捨棄小小的善業 
 
世間的善法 出世間的善法 
 
都把它收攝起來 
 
能夠引導世間走向正道 
 
這裡面有很多的需要學的 
 
不過已經時間 
 
簡單把它說過去了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下次再把它印出來 
 
我們再學㇐遍 
 
它裡面的文 
 
我們覺得跟菩薩道裡面的 
 
以後我們學到《梵網經菩薩戒》 
 
後面的懺悔法 它這裡很有幫助 
 
我們只要看到蕅祖後面列的 



 
取相懺 
 
作法懺 取相懺 無生懺 
 
有時候 我們看的時候 
 
不是能夠很明了 
 
如果加上這裡的資料 叫做律學苑 
 
法師們以後要教人家的時候 
 
可能很有幫助 
 
配合這裡來講 
 
跟蕅祖所列的表格 配合起來 
 
更加明了 很清楚了 
 
懂得這些懺悔法之後 
 
我們就知道要謹慎 
 
那修行就是念佛最穩當 
 
我們就知道了 念佛最穩當 
 
其他的 我們根基比較差 
 
也是幫助我們學習聖道 
 



能夠知己 暸解自己 
 
我的根性大概到這裡而已 
 
我們只能老實好好持戒 
 
好好念佛 求生西方 
 
我們看到集註 
 
㇐百七十八頁的第二行底下 
 
今於篇末 
 
依有部律 酌定說罪之文 
 
若承用時 未可鋪綴儀章 增減字句 
 
是為聖制 不須僭易 
 
這個說罪之文 列在最後面 
 
最後面的兩百頁 
 
不是 對 兩百零㇐頁 
 
說罪之文在兩百零㇐頁 
 
二零㇐頁的第六行 
 
小乘作法懺 說罪之文 
 
依《有部律》酌定如左 



 
先作禮敬已 蹲踞合掌 
 
註 即⾧跪合掌 作如是說 
 
大德存念 我優婆塞 優婆夷某甲 
 
有故殺蚊蟲命 隨其所犯稱之 
 
犯下品可悔惡作罪 
 
突色訖里多 此云惡作 
 
及此方便惡作罪 
 
凡所犯罪 
 
無論根本 方便 等流 
 
皆有方便罪 
 
說罪時 應并說之 
 
此所犯罪 我今於大德前 
 
從清淨來 註 從受戒以來 
 
並皆發露 不作覆藏 
 
由發露已 便得安樂 如是三說 
 
所對比丘問言 汝見罪否 
 



答言 我見 
 
又問 將來諸戒能善護不 
 
答言 能護 
 
所對比丘言 善 
 
答云 爾 
 
這是《有部律》 
 
今於篇末 
 
依《有部律》酌定說罪之文 
 
若承用的時候 
 
承接律文來採用的時候 
 
用來懺罪的時候 
 
未可鋪綴儀章 依照原文就好了 
 
不要鋪綴儀章 不要增減字句 
 
是為聖制 聖人的制定 
 
不須僭易 不須要改易 
 
第十 末世已來 受歸戒者 
 
多宗華山三歸五戒正範 



 
曲逗時機 是彼所⾧ 
 
惜其儀文 頗傷繁縟 
 
靈峰受三歸五戒法 
 
頗稱精要 承用者希 蓋可悵歎 
 
這裡弘公 他就說了 
 
末世已來 受三歸五戒的人 
 
大多宗主寶華山 
 
三歸五戒的傳戒正範 
 
曲逗時機 委曲逗合當時的機宜 
 
是彼所⾧ 這是傳戒正範的專⾧ 
 
惜其儀文 頗傷繁縟 
 
可惜這個儀文比較繁多 
 
從前面㇐直到後面 很多 
 
還要請聖 種種 
 
靈峰蕅益大師受三歸五戒法 
 
頗稱精要 
 



這裡的三歸五戒法 
 
我們在蕅益大師的著作裡面 
 
我們現在有的 
 
《蕅益大師全集》裡面是找不到 
 
在哪裡 在《在家律要廣集》 
 
《在家律要廣集》這㇐本書裡面 
 
就有了 就有錄出來了 
 
靈峰受三歸五戒法 
 
那下次我們再把它印出來 
 
用這原文來講 
 
蕅益大師看法就是不㇐樣 
 
《在家律要廣集》下次講的時候 
 
我們再把它印出來 
 
頗稱精要 
 
很精簡 而且要點都列出來了 
 
承用者希 
 
說我們承接來使用的人很希少 



 
能夠用它來為人受戒的 很希少 
 
蓋可悵歎 
 
可能比較少人看到這㇐本書 
 
《蕅益大師全集》裡面既然沒有 
 
它就另外在這㇐本 
 
《在家律要廣集》裡面 
 
這㇐本書裡面 《廣集》裡面 
 
從律藏到菩薩戒法都錄出來 
 
然而菩薩戒法裡面 
 
有另外有㇐本李圓淨居士所編的 
 
《梵網彙解》 
 
跟這㇐本差不多 
 
都是根據智者大師 
 
還有蓮池大師 蕅益大師的著作 
 
但裡面錄的文不盡相同 
 
可以互相對照 
 



這裡沒有錄出來的 
 
這裡有錄出來 
 
都是很不錯的 
 
下㇐次講的時候 
 
我們再把靈峰受三歸五戒法 
 
它的原文把它影印出來 
 
講的時候 就是幫助我們學習 
 
從最基礎的五戒 到菩薩戒裡面 
 
還有這㇐段文 作法說 
 
我們想說也把它印出來 
 
它裡面的文義非常好 
 
幫助我們後來學戒的 
 
新學戒的比丘 
 
以後學菩薩戒的時候 
 
學到懺悔法 
 
對我們眞的很有幫助 
 
它裡面講的 應當都是智者大師 



 
《金光明經》文句的文 
 
都是很好的 
 
加上《彙補輔宏記》幫助我們了解 
 
它很值得學習 
 
下次 我們就這張講義繼續帶來 
 
我們就把它原文錄出來 
 
詳細來說㇐說 
 
迴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