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戒相經箋要集註》第七十五集 
 
和尚慈悲 若照⾧老 修和尚慈悲  
 
諸位比丘大德 沙彌 淨人 
 
大家早安 
 
阿彌陀佛 
 
請看著集註㇐百八十頁的第㇐行 
 
最底下㇐段  
 
但在《薩婆多毗尼毗婆沙論》 
 
卷㇐中則說 若受五戒 必盡形壽  
 
假若受五戒必定是盡此身形壽命 
 
這是佛法中通途的軌則  
 
在《四分律》中也主張 主要彰顯 
 
五戒必須要盡此身形壽命來受持 
 
㇐直到老死為止  
 
《四分律》卷三十二 
 
《大正藏》二十二冊  
 
七百八十九頁的下欄  



 
《大正藏》二十二冊  
 
七百八十九頁的下欄 
 
卷三十二 從這裡開始  
 
耶輸伽父白佛言 
 
耶輸伽的父親他來找耶輸伽 
 
他已經被佛陀度了  
 
然後他就稟白佛陀說 
 
我今歸依佛 歸依法 歸依僧  
 
唯願世尊聽為優婆塞  
 
自今已去盡形壽不殺生 
 
乃至盡形壽不飲酒 
 
在佛前自示受五戒  
 
都是盡此身形壽命 
 
他是第㇐位受三歸五戒的 
 
後面都是如此 
 
盡形壽直到老死為止 ㇐受永受 
 



沒有再捨戒的事情 沒有 
 
有㇐個折衷的解釋 
 
戒有受法 也有捨法 
 
受了再捨 捨了再受 
 
則未嘗不可 也是可以 
 
受戒之後 必須要持戒 
 
如果捨戒 雖作惡業 亦無犯戒之罪 
 
沒有犯戒的罪過  
 
在作惡之前先捨戒  
 
也沒有犯戒之罪  
 
然而我們也要知道 
  
這裡面還有世間惡因果報 
 
還有世間的惡因果報 
 
所以我們持戒的心  
 
在《律藏》當中教我們要很堅定 
 
惡習性就是要改 沒有戒改不了  
 
也有世間的惡因果報 



 
雖然沒有犯戒之罪  
 
然而殺 盜 婬 妄 性惡之罪 
 
罪苦深重 
 
《地藏經》 
 
《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上 
 
地獄名號品 這裡就說  
 
死後有報 纖毫受之 要不要持戒 
 
死後有報 纖毫受之  
 
雖然沒有犯戒之罪 
 
但是世間的惡因果報 
 
性罪仍然存在 
 
死後有報 纖毫受之  
 
受什麼果報呢  
 
《佛說輪轉五道罪福報應經》 
 
好喜殺生者  
 
後世作為水上的蜉蝣蟲 
 



生在水上的蜉蝣蟲 朝生暮死 
 
早上出生 傍晚就死了 短命 
 
殺生者 短命報  
 
後世作為水上蜉蝣蟲 朝生暮死 
 
好喜盜人財物者  
 
後世墮奴婢牛馬之中 償其宿債 
 
我們看這包含前面的殺業也是 
 
把他殺了 未來還是要償還命債 
 
殺人㇐命償㇐命  
 
這些業債都還在還有  
 
好喜盜人財物 
 
喜好 喜歡偷盜人家財物的 
 
不予而取 
 
又沒有給我們就拿走了 
 
後世墮奴婢牛馬之中 墮落 
 
如果出生為人當奴僕  
 
男眾當奴僕 女眾當婢女 



 
如果在畜生道就是做牛做馬  
 
後世墮在奴婢牛馬之中 償其宿債 
 
償還他過去世在人間 
 
宿世所積欠的債物  
 
你偷吧 這個業債要償還 看清楚 
 
道理要深入 
 
深入了解佛法的道理  
 
持戒的心很堅定 不可動搖 
 
誰能夠動搖你 努力地學戒㇐生 
 
㇐直到老死 命終了 保證了 
 
不會再犯戒了 
 
不然多有危險 ㇐疏忽 ㇐不小心 
 
犯了也不曉得 所以了知惡報 
 
好喜婬他妻女者 講到優婆塞 
 
喜好邪婬他人的妻女 死入地獄 
 
死了就進入地獄裡面 
 



假若是優婆夷做邪婬的事情 
 
在家男女死入地獄 
 
男眾 男抱銅柱 男眾要抱銅柱 
 
女臥鐵床 女眾就臥在鐵床上面 
 
受苦等等 
 
好喜妄語 喜歡打妄語 
 
傳人惡事 喜歡說人家不好的事情  
 
到處去傳說是非 
 
喜歡講是非這些人 
 
這口業 好喜妄語 傳人惡事 
 
講人家不好的事情  
 
閒來沒事 喜歡談這些 
 
他覺得很快樂 死入地獄  
 
死了要入地獄 這是性惡之罪 
 
洋銅灌口 
 
銅 已經融化的洋銅灌入口中 
 
內臟都燒爛了 



 
拔出其舌 將舌頭拔出來等等 
 
喜歡飲酒醉的  
 
死墮沸屎泥犁之中  
 
喜歡喝酒的 喝酒昏醉的人 
 
死了墮落沸屎  
 
煮得很開的屎尿之中 
 
沸屎泥犁之中等等 
 
如果捨戒 雖作惡業  
 
亦無犯戒之罪 沒有錯 
 
沒有犯戒罪  
 
然而有世間惡因果報 
 
看到更深㇐層的 
 
所以我們應當好好持戒 好好學戒  
 
人家沒有給我們 擺在齋堂 
 
樣品不要隨便拿 不要隨便拿 
 
你以為沒事 未來要償還業債 
 



所以聽法很重要  
 
聽法能夠覺悟我們的心  
 
以前持戒的功德  
 
受戒以後 捨戒以前 
 
持戒的功德仍然存在 
 
所以我人受五戒不妨作盡形壽想 
 
如果不能持 隨時可以捨 
 
當然《律藏》教我們 
 
寧可持戒而死 不願意犯戒而生 
 
《律藏》教比丘的最為 最懇切 
 
寧可持戒而死 也不要犯戒而生 
 
這裡說我們如果不能持的時候  
 
隨時可以捨戒 
 
不要帶戒犯戒 罪加㇐等 
 
可以逐條捨  
 
哪㇐條不能持就捨哪㇐條戒 
 
也可以全部捨 



 
全部捨棄了 等於捨離佛法了 
 
捨離佛法 
 
這㇐生沒有什麼吉祥利益的事情 
 
《論》上說此生沒有吉利之事  
 
吉祥利益的事情都遠離我們了 
 
不要捨戒 不要捨佛 捨法  
 
不要捨僧  
 
《薩婆多論》中說  
 
《薩婆多論》出在卷㇐跟卷二 
 
這兩卷裡面說 
 
遇惡因緣 逼欲捨戒者 
 
不必要從五眾邊捨 趣得㇐人即成  
 
說我們遇到了惡因緣 
 
犯戒的惡因緣逼迫想要捨戒 
 
快要犯戒了 這個惡因緣所逼 
 
恐怕犯到重罪 
 



逼迫欲捨戒者 不必要從五眾邊捨  
 
不必從出家五眾  
 
比丘 比丘尼 式叉摩尼  
 
沙彌 沙彌尼 不需要  
 
趣得㇐人即成  
 
你只要得到㇐個人聽得懂話的 
 
解語的人就可以成就 
 
要想捨戒 隨時找得㇐個解語的人 
 
聽得懂你說的話 
 
㇐說我某甲捨戒 即成就捨戒  
 
我某甲捨戒 就成就捨戒了 
 
捨齋亦然 
 
《論》裡面講到捨齋跟捨戒 
 
這兩件事情 
 
捨齋也是如此 受持八關齋戒 
 
《薩婆多毘尼毘婆沙》 卷㇐ 
 
第㇐卷 《大正藏》二十三冊 



 
五百零九頁的中欄 
 
若受齋已 欲捨齋者  
 
不必要從五眾而捨齋也 
 
若欲食時 趣語㇐人 齋即捨 
 
這㇐段文可能是根據這裡說的 
 
若受齋法已 
 
假若優婆塞 優婆夷 
 
受八關齋法以後  
 
八關齋戒的齋法以後 
 
齋法以過中不食為體 欲捨齋者 
 
你就受不了了 很想吃東西 
 
想要捨棄齋法  
 
這人不必要從出家五眾而捨齋也 
 
不必要 
 
若欲食時 假若你非食  
 
過了日中之後想要吃東西  
 



若欲食時 趣語㇐人  
 
你就趣向告訴㇐個人 齋法即捨 
 
說我要捨齋了 我要吃東西了  
 
我要捨棄齋法了  
 
趣語㇐人 齋法即捨 就捨了 
 
㇐說即捨 講㇐遍就捨去了 
 
第二卷 《大正藏》二十三冊 
 
五百㇐十四頁的下欄 
 
是優婆塞 若欲捨五戒者  
 
他想要捨五戒 當言 
 
應當說歸依優婆塞 
 
他原本是五戒優婆塞 
 
我是 我做歸依優婆塞 
 
應當說我是 我做三歸依優婆塞 
 
前面我捨五戒 
 
我是三歸依優婆塞 
 
我做三歸依優婆塞 



 
即如是則成就捨戒亦無過咎 
 
也沒有過失  
 
若捨戒時 不問佛弟子非佛弟子 
 
不須要問 
 
但使言音相聞 
 
只要使令語言音聲互相聽聞了知 
 
解人情去就 
 
了解人的心情是要捨去戒法 
 
成就如法捨戒之事 亦得捨戒 
 
也可以成就如法的捨戒 
 
捨戒㇐說便捨 ㇐說就捨了 
 
不須三說 
 
捨戒如從高墜下 故不須多也  
 
好像我們從高山掉下來 
 
很快就到達地面了 不須要三說 
 
受戒的時候好像爬山 很困難 
 



所以要三遍 
 
這個不須要 
 
如於捨後 再想受戒 亦不為難 
 
《義鈔》中說 若自染心  
 
將欲犯戒 寧可捨已為之  
 
後還懺受 亦得  
 
《拾毘尼義鈔》當中說 
 
《義鈔》我們這段文還沒有查到 
 
在前面的四波羅夷這地方 
 
沒有看到這段文 還沒有查到 
 
不敢說沒有 還沒有看到 
 
若自有染污心 將欲犯戒  
 
寧可捨已為之  
 
寧可捨戒以後再做 再犯 
 
後還懺受 
 
後來還是要懺悔世間的惡業再受戒 
 
亦得 也可以  



 
如果根據我們《律藏》裡面說  
 
佛弟子對於戒法恭敬尊重 
 
重戒 寧可寧可捨棄生命也不犯戒 
 
以此可知 受五戒的時間⾧短  
 
當不是嚴重的問題 
 
只要明白受戒與捨戒的道理規矩 
 
就行了 
 
註《五戒表解》云  
 
五戒必須盡形壽受  
 
受三皈依者應隨分修學五戒 
 
受五戒者應隨分修學八關齋戒 
 
及優婆塞菩薩戒  
 
三皈為破迷啟悟 明慧之源 
 
五戒為斷惡修善 行持之本 
 
受五戒後 
 
應於每日朝暮誦念五戒戒相 
 



即 ㇐者不殺生 二者不偷盜 
 
三者不邪婬 四者不妄語 
 
五者不飲酒 
 
病時 遇鬼魅時 遇障難時  
 
亦應誦之 
 
《五戒表解》 
 
懺公的《五戒表解》說 
 
五戒必須要盡此身形壽命來受持 
 
受三皈依者應當隨分修學五戒 
 
五戒是做人的根本  
 
等於儒家的五常 
 
所以必須盡形壽來受持 
 
才不會失去人格 
 
未來還可以得到人身 
 
受三歸依的人應當隨分隨力 
 
隨著本分 隨著能力來修學五戒 
 
所以如此也有道理 



 
我們修善好像爬山㇐樣 很困難 
 
要作惡好像從高處墮下來 
 
㇐下子就會了 ㇐下子就到了 
 
修學善業比較困難  
 
所以要有次第 
 
《多論》卷㇐說 
 
染習佛法必須有次第 
 
我們將佛陀正法染在心中  
 
熏習在八識田中必須要有次第 
 
有次第漸漸地增上  
 
善心善業輾轉深厚 越來越深厚 
 
如游大海漸漸深入  
 
好像我們游大海漸漸深入  
 
是故 因此說我們出家五眾 
 
為人傳授三歸依應當教導他 
 
受持三歸依的人隨分隨力 
 



隨著你的本分 隨著你的能力 
 
來修學五戒 也要學習五戒 
 
《在家律要廣集》卷㇐ 
 
我們上次的那㇐張講義 
 
裡面有錄出來 
 
蕅益大師就解釋說 初受三歸法 
 
我們最初受持三歸依 歸依佛法僧 
 
蕅益大師就解釋了 
 
說 投心正教 翻破邪見 
 
我們將我們的心投在正教當中 
 
正真的教法當中  
 
我們的心這麼投入 投心正教 
 
翻破邪見 翻轉破除我們過去 
 
無始劫以來的邪心邪見 歸依三寶 
 
此是反邪歸正最初的入門 
 
翻轉邪心  
 
歸依正真的佛法最初的入門 



 
尚未受行戒法 
 
還沒有受戒 只是受三歸依而已 
 
既然歸依三寶 必須要斷惡修善 
 
也是要斷惡修善 豈容婬殺盜妄 
 
難道容許你繼續邪婬 殺生 
 
偷盜 妄語 
 
㇐向隨任舊有的惡習性嗎 
 
不可以這樣子  
 
不可以容許我們做這些惡事了 
 
因此受三歸依者  
 
應當要隨分隨力修學五戒 
 
經過㇐段時間之後  
 
有能力了就要進受五戒 
 
受五戒者應隨分修學八關齋戒 
 
及優婆塞菩薩戒  
 
這裡講到重點了 
 



受五戒的人應當隨著本分 
 
修學八關齋戒 
 
這個時候就要學了 
 
經過了㇐段時間之後  
 
我們學過八關齋戒 能夠受持了 
 
開遮持犯也明了了  
 
後來他對佛法慢慢有信心了 
 
要發菩提心了 要受菩薩戒了 
 
他沒有問題 他有資格 
 
不然如果不是這樣修學的時候 
 
他要發菩提心想要受菩薩戒 
 
他就有問題了  
 
三齋六齋不能持了 
 
很多問題就出來了 
 
等於說沒有根本 
 
我們在小學的時候 小乘所學的 
 
這時候就沒有打基礎了  



 
到了大學 大乘菩薩所學的 
 
他怎麼上得去呢 上不去  
 
所以懺公的《五戒表解》講得很好  
 
受五戒者應隨分修學八關齋戒 
 
所以去過齋戒學會的  
 
他們在那裡熏習過之後  
 
以後發菩提心受菩薩戒 
 
都沒有這些問題  
 
沒有經過齋戒學會來修學的  
 
問題太多了 很多  
 
於是居士們就互相在講 
 
看他們都發心受菩薩戒  
 
三齋六齋也不能管它了  
 
都沒有在持 很多問題  
 
受五戒者應當隨著 
 
五戒優婆塞的本分修學八關齋戒 
 



善心善業輾轉深厚  
 
未來發菩提心受菩薩戒 
 
則具備資格 
 
他條件夠了 具備這個資格 
 
有能力持戒 
 
如游大海漸漸深入 
 
道理是㇐樣的 
 
《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 
 
卷三十九 導俗化方篇  
 
第二十六頁的前㇐面 
 
我們看宣祖看《律藏》很用心 
 
連這些都看出來  
 
《鈔記》卷三十九 
  
二十六頁的前㇐面 僧伽 
 
僧祇律 佛告比丘 
 
佛陀告諸比丘 今是齋日 
 
今天是六齋日  



 
我們看《律藏》裡面  
 
《律藏》裡面是沒有講到六齋日  
 
但是在哪裡講到呢 
 
小乘的經典 《阿含經》裡面  
 
《阿含經》裡面講很多 講什麼 
 
最基礎的說 佛告諸比丘 每個月 
 
白半月有三齋 黑半月也有三齋 
 
白半月有三齋 黑半月有三齋 
 
跟我們六齋日互相吻合  
 
白半月的三齋就是 
 
初八 十四 十五 
 
黑半月也是㇐樣  
 
初八 十四 十五 算起來就是二三 
 
二三 跟 二九 三十  
 
都是初八 十四 十五這三天是齋日  
 
這三天是六齋日 
  



佛告比丘 今天是齋日 六齋日 
 
喚優婆塞 招喚優婆塞  
 
淨洗浴 你要沐浴身體 著淨衣 
 
穿著清淨的衣服受布薩法 
 
那六齋日不是誦戒日 
 
受布薩法什麼意思 
 
這個八戒 八關齋戒也稱作布薩  
 
稱作布薩護 
 
在《鈔記》卷十㇐ 
 
第三頁的前㇐面 宣祖引出來 
 
《俱舍論》說明八戒 云布薩護  
 
《俱舍論》《阿毘達摩俱舍論》說  
 
說明八戒叫做布薩護 
 
守護的護 布薩護 
 
《明了論》說  
 
在心名護 在身口名戒 
 
在我們的心叫做護  



 
我們應當護清淨身口意業 
 
在心叫做護 
 
在身口叫做戒 
 
我們用心來護持 不要犯戒 
 
這個記文解釋說 《僧祇律》中  
 
佛告比丘 今是六齋日  
 
今天是齋日  
 
招喚優婆塞受八戒布薩法  
 
招他們來要受八戒布薩法 
 
恐怕俗人事緣很多 事務繁多 
 
而不憶齋戒日故 
 
他不能憶念今天是六齋日 
 
他不能憶念 這種解釋很有道理 
 
所以我們受了沙彌戒之後  
 
每天都要做晨朝六念法 就防這個  
 
用這個來傳授給優婆塞 優婆夷 
 



他們也很受用 
 
早上起來的時候你要憶念 
 
憶念日月數 憶念食處  
 
今天早上起來 今天是幾日 
 
白月㇐日 黑月三日  
 
離布薩日還有多少天 
 
還有多少天要誦戒呢 
 
今天是不是六齋日  
 
他要憶念 就不會忘記了 
 
養成好習慣 跟我們㇐樣 
 
我們今天要出門了  
 
憶念晨朝六念法 念知食處 
 
今天去哪裡吃飯 
 
先想好之後 沒有地方吃 先買便當 
 
先帶著鉢去盛好飲食之後再出門 
 
這六念法也很重要  
 
都是守護我們戒行 



  
不然時間到了沒有地方吃飯怎麼辦 
 
所以這個道理很重要  
 
我們受了五戒的優婆塞 優婆夷 
 
就應當隨著本分修學八關齋戒 
 
因為佛法要深入  
 
你不能光停在這裡 你還要往上 
 
發菩提心 受菩薩戒  
 
齋法不能持 沒有資格 問題太多了 
 
接著《鈔記》引《十誦律》 
 
《十誦律》中說  
 
聚落中上座比丘 
 
在聚落當中的上座比丘見到俗人來 
 
俗人來了 為他說深妙的佛法 
 
等於經論 甚深微妙的佛法 
 
道理這麼好 非常好 深信因果 
 
然後指示邪道 正道  
 



指示他什麼是邪道 什麼是正道 
 
十善業就是正道 十惡業就是邪道 
 
應當說佛法的正知 正見  
 
應當告訴他佛法當中的正知 正見 
 
正見因果 
 
你邪見不信因果 未來就有苦受  
 
我們正見因緣果報 
 
所以要努力斷惡修善 
 
應當說佛法的正知 正見  
 
教令布施 教化使令他要修布施 
 
遠離未來貧窮之苦 
  
教令他要持戒 斷除惡業 
 
教令他要修忍辱 
 
要修忍辱 然後奉行㇐切的善法 
 
受持八戒 
 
最後面教他受持八戒齋法 
 
種㇐日㇐夜出世的因緣 這樣子 



 
所以依照這律文來看  
 
我們就應當要教他了 
 
三歸五戒的時候 
 
就要教他應當學習五戒 八關齋戒 
 
記文解釋 俗人來 
  
比丘因此而勸勉他 
 
齋日要受持齋戒  
 
所以很重要的 要修出世的因緣 
 
出離世間的因緣 要種下這個善根 
 
不然這個觀念都沒有的時候 
 
我們看 講到因緣果報 
 
《地藏經》說 
 
地藏菩薩若欲破齋犯戒者 
 
說什麼呢  
 
破齋犯戒者 說禽獸飢餓報 
 
未來有禽獸 生在飛禽走獸當中 
 



受飢餓的果報 
 
破齋犯戒 
 
若遇飲食無度者 
 
飲食沒有節度 大吃大喝 
 
三餐加上晚上還要吃宵夜 
 
地藏菩薩若遇飲食無度者 
 
說飢渴咽病報  
 
未來是有這些惡報 飢渴咽病報 
 
很飢餓 很口渴  
 
但是咽喉有病 又不能吃 不能吞 
 
有這些惡報 
 
要不要持齋戒 要 要持 
 
所以這裡《律藏》裡面  
 
佛都教諸比丘應當怎麼教化俗人 
 
這裡面都有 
 
只要是歸依三寶  
 
你不來歸依就算了 



 
你願意來歸依三寶 
 
表示你有善心 有善根 
 
應當如實地教授 
 
不論但三歸  
 
或者受五戒的優婆塞 
 
皆如是勸令受持八戒 
 
勸他受持八戒 
 
叫做受五戒者應當隨著 
 
優婆塞的本分修學八關齋戒 
 
這是本分 不是多餘的 它是本分 
 
以及要修學《優婆塞戒經》當中的 
 
菩薩戒 六重二十八輕 
 
六重二十八輕除了根本四重之外 
 
注重兩條戒 就是說四眾過 沽酒  
 
你在家優婆塞 優婆夷 
 
不可以說四眾的過失 
  



比丘 比丘尼 優婆塞 優婆夷  
 
這過失你不能說  
 
還有不可以賣酒 
 
在家有事業你不可以賣酒維生 
 
在家的優婆塞戒重視這兩條 
 
除了前面的四根本重戒之外 
 
重視這兩條 說四眾過以及沽酒 
 
所以《梵網合註》 
 
蕅益大師的《合註》卷六 
 
第十六頁 
 
在《蕅祖全集》第十㇐冊  
 
總頁七五四四 蕅祖說 
 
佛制在家男女 不論但三歸者  
 
受五戒者 受菩薩戒者 遇此六齋日 
 
悉應於㇐晝夜受持八戒齋法 
 
只要進入佛門都要修學的 
 
可能我們現在的人 



 
善根越來越淺薄了 這些不重視了 
  
蕅祖的解釋也是很有道理 
 
我們看大小乘的經論裡面都有 
 
都有提到 
 
受五戒的人 ⾧者或者居士 
 
他還要持月六齋 年三⾧齋月 
 
受五戒的人 他就受持年三⾧齋月 
 
每個月六齋日都受持八關齋戒 
 
還有末利夫人 末利夫人持五戒 
 
然後月六齋 每個月受持六齋 
 
六齋日的八關齋戒  
 
在大小乘經律裡面都有 
 
蕅祖這麼解釋也很有道理  
 
又如同《業疏記》 
 
《四分律羯磨疏濟緣記》第十卷 
 
《業疏記》卷十 第四頁的後㇐面  
 



五戒是被俗之法  
 
說五戒是加被俗人的教法 
 
五體通道之歸 
 
五戒戒體是㇐切戒法的根本 
 
是通於三乘聖道的條規 法則 
 
它是根本 持犯相扶  
 
宣祖講這㇐句話 持犯相扶 
 
我們再唸㇐遍 
 
五戒被俗之法 五體通道之規 
 
持犯相扶 這句話 
 
如果我們沒有看 
 
靈芝律師記文的解釋 
 
不曉得甚麼意思 
 
怎麼會五體通道之歸 
 
五戒戒體 
 
是通於三乘聖道的規矩法則 
 
持犯相扶 持戒犯戒互相扶持 



 
怎麼來解釋這㇐段 
 
如果我們沒有看靈芝律師的解釋 
 
真的是不曉得怎麼解釋持犯相扶 
 
看了這個記文的解釋之後 
 
我們就知道了要怎麼解釋 
 
我們就試著解釋看看 
 
受持五戒 
 
說這個持犯相扶 
 
就是五戒八戒持犯互相扶持 
 
五戒八戒的持犯互相扶持 
 
五戒不邪婬 八戒是不婬  
 
不邪婬跟不婬互相扶持 
 
受五戒不邪婬 
 
開許夫妻正婬是持五戒 
 
遇到每個月的六齋日 
 
優婆塞 優婆夷要受持八關齋戒 
 



就要扶持出家五眾的戒律 
 
㇐日㇐夜不婬 修清淨的梵行 
 
夫妻正婬也要斷除 
 
作為出世聖道的階梯 
 
遇到六齋日就要做這個事情 
 
斷除正婬 受持八關齋戒 
 
這是持八戒 
 
齋日過了 明相出 失去戒體 
 
失去八戒的戒體  
 
又要扶持俗人的五戒 
 
不邪婬就是持戒 
 
記文的解釋 
 
五戒戒體只是婬戒分邪正 
 
五戒的戒體只是婬戒分邪正 
 
六齋日就不可以正婬了 
 
其他是不邪婬  
 
六齋日就要斷正婬了 



 
五戒戒體只是婬戒分邪正 
 
平日持五戒不邪婬 
 
齋日持八戒斷正婬 
 
罪相沒有篇聚之名  
 
沒有像比丘五篇七聚 沒有這些 
 
至大重小輕 至於大重小輕 
 
大殺 殺人 
 
大盜 盜五錢 滿五錢 
 
大妄語 犯重 
 
小殺 殺畜生  
 
小盜 盜四錢以下 
 
小妄語 犯輕罪 
 
以及遠次近方便 趣向果罪  
 
義理則不別 跟出家眾沒有差別 
 
故云五戒戒體 
 
是通於三乘聖道之條規法則 
 



五戒持不好 其他的 
 
五戒戒體破了 犯了四根本 
 
那其他的戒體㇐向都破了 
 
不能更受大小乘的戒 
 
智者大師在《法界次第》就說了 
 
不得更受大小乘戒 
 
縱然不得戒體 
 
所以說 五戒戒體 
 
是通於三乘聖道的條規法則 
 
持犯相扶 
 
五戒戒體持犯相扶 
 
這㇐句含有很深的內涵 
 
持犯相扶原來它持戒犯戒 
 
你到了齋日 
 
你還要夫妻正婬就犯戒了  
 
持犯相扶 
 
齋日就不可以正婬了 



 
齋日就要斷正婬了 
 
所以持犯相扶這四個字 
 
有很深的內涵 
 
難遮齊則 引《善生經》 
 
開遮 問遮難 
 
問遮難與出家受戒齊等的準則 
 
根據《善生經》要問遮難 
 
跟出家眾的戒法㇐樣的 
 
收錄在《南山律在家備覽》 
 
宗體篇 第二章 歸戒儀軌  
 
收錄在這裡  
 
所以我們三歸五戒之後 
 
就要學習受持八關齋戒  
 
那漸漸增上  
 
對佛法有好樂心的時候 
 
發菩提心 要受菩薩戒 
 



㇐切問題都沒有 沒有了 
 
歡喜心受持 
 
因此說受五戒者應當隨著 
 
五戒優婆塞的本分 
 
六齋日修學八關齋戒  
 
以及《優婆塞戒經》中的菩薩戒 
 
主要是不說四眾過 
 
也不要賣酒毒害眾生  
 
三歸為破迷啟悟 明慧之源 
 
翻轉無始以來的邪心 
 
歸依三寶正覺 
 
這三歸依是破除迷惘 
  
開啟覺悟自性本具光明智慧的根源 
 
從這裡開始 
 
所以三歸依我們說過了 
 
蕅祖說 
 
三歸依是㇐切戒法的根本源頭 



 
㇐切戒的本源 很重要的 
 
你對佛沒有信心了 
 
對正法沒有信心了 
 
對比丘僧寶沒有信心了  
 
㇐切不用談 
 
你可能依佛法來奉行嗎 不可能 
 
邪知 邪見 
 
聽到正法跟我的內心煩惱習氣 
 
有衝突  
 
這個我不喜歡的  
 
我喜歡做這些事情  
 
戒法說不可以 他就煩惱了 
 
很多煩惱出來了 跟正法不相應 
 
它是我們㇐切戒的本源  
 
深信三寶 持戒有什麼問題 
 
正信因果 他會認真持戒 
 



知道這是惡業 千萬不要做 
 
不要有僥倖的心理 
 
所以我們 
 
過去和尚常教我們深入教海 
 
真的 要深入教海 
 
做什麼 增⾧信心而已  
 
我們的體會 
 
增⾧我們對三寶的信心而已 
 
信心很堅定 
 
五戒為斷惡修善行持之本 
 
五戒是斷惡修善  
 
我們行持的根本 
 
不殺 不盜 不邪婬 不妄語  
 
還有不兩舌 不惡口 不綺語  
 
不飲酒 
 
這是我們斷惡修善行持的根本 
 
受五戒後應於每日朝暮 



 
每天的晨朝日暮 傍晚或者晚上 
 
誦唸五戒的戒相 即 
 
㇐者不殺生 二者不偷盜 
 
三者不邪婬 四者不妄語  
 
五者不飲酒  
 
我某甲優婆塞 
 
歸依佛 歸依法 歸依僧 
 
盡形壽不殺生  
 
盡形壽不偷盜 盡形壽不邪婬  
 
盡形壽不妄語 盡形壽不飲酒 
 
前面的三歸不要省略  
 
我某甲優婆塞盡形壽 
 
歸依佛 歸依法 歸依僧 
 
盡形壽不殺生 盡形壽不偷盜 
 
這前面歸依三寶不要省略 
 
它很重要 很重要  
 



我們那㇐張講義裡面有講出來 
 
蕅祖在《在家律要廣集》裡面談到 
 
受三歸依的人 
 
他要書寫三十六善神的名字 
 
上面還要書寫 
 
歸依佛 歸依法 歸依僧  
 
將三十六善神寫在三歸依之下 
 
然後帶在身上 
 
出入就很平安吉祥 善神擁護 
 
五戒也是 
 
五戒每㇐條戒有五位善神守護 
 
那上面三歸依之下 
 
書寫五戒神王的名字帶在身上 
 
出入平安吉祥 善神擁護 
 
都是教我們對五戒要有信心 
 
這些沒有了 
 
受五戒之後 五戒沒有在心裡面 



 
他心裡面沒有戒 
 
遇到邪法就跟著邪法去了 
 
病時 遇鬼魅時 遇障難時  
 
亦應誦之 
 
我們有病的時候 
 
有病要誦戒 有道理 
 
智者大師在那㇐部書 
 
這個什麼名字 《釋禪波羅蜜》  
 
《釋禪波羅蜜法門次第》 
 
這裡有解釋 
 
智者大師解釋說 病是死因  
 
有病的時候可能是我們死亡的業因 
 
快要往生了 病是死因 
 
所以有重病的時候不要怕 
 
要真誠歸依三寶 
 
應誦三歸五戒 
 



優婆塞 優婆夷有重病的時候 
 
應當誦三歸五戒 每天早晚誦 
 
其他好好念佛 
 
歸依三寶 好好念佛  
 
憶念三寶以及我們自己持戒的善業 
 
增⾧善心正念 這個很重要 
 
我們觀察我們的心 
 
觀察我們的心思念到惡業的時候 
 
想念到我們過去所造惡業的時候 
 
我們的心就很黑暗 很不安  
 
假若思念到我們過去修善的業因 
 
過去作善業  
 
想到我們過去作善業的時候  
 
那種情況 
 
我們的心就很安樂 很歡喜 
 
非常的法喜 
 
這是我們的心法 心是這樣子 



 
所以憶念三寶以及自己持戒的善業 
 
增⾧我們的善心善念 
 
過得很安樂 身心安樂 有大利益 
 
我某甲優婆塞 優婆夷  
 
歸依佛 歸依法 歸依僧 
 
盡形壽不殺生 乃至盡形壽不飲酒 
 
憶念《佛說無常經》 
 
《大正藏》十七冊  
 
七百四十六頁的中欄 
 
經文中說 唯佛菩提是真歸依 
 
有病的時候 不要胡思亂想 
  
很多人有病的時候  
 
他心裡想的都是遠離三寶的事情 
 
那些外道邪見 
 
到處去問人家怎麼辦 怎麼辦 
 
不需要這樣子 
 



應當唯佛菩提是真歸依 
 
唯有無上佛果菩提 
 
是真正的歸依處 
 
我們終生依靠的地方 
 
可以仰仗依靠的地方 
 
以歸依故 必生十方諸佛剎土 
 
與菩薩居 
 
因為歸依 我們每天誦五戒 
 
我某甲優婆塞 
 
歸依佛 歸依法 歸依僧 
 
盡形壽不殺生乃至不飲酒  
 
因為歸依三寶的緣故 就歸依佛了 
 
這個法是佛說的 
 
僧是佛陀安立的  
 
等於歸依佛的意思 
 
必定生在十方諸佛剎土 
  
與菩薩共居 



 
與菩薩共同居住 
 
因為有病 念到無常  
 
正好想念到無常  
 
歸依佛陀正覺 歸依三寶 
 
必定會生在十方諸佛國土 
 
因為佛陀大慈大悲不捨眾生 
 
我們歸依佛 念到阿彌陀佛 
 
念到佛的時候 佛陀不捨棄我們 
 
就能夠生到十方諸佛國土 
 
與菩薩共居 這麼好 
 
所以病的時候應當誦戒 
 
誦三歸五戒 時常憶念 
 
時常有正念 不要生起邪念 
 
因為病苦的時候 
 
我們的心很煩躁  
 
常常就是忘失正念 很危險的 
 



遇鬼魅時 
 
遇到作祟害人的鬼怪 這個時候 
 
我們也常常聽到有優婆塞 優婆夷 
 
遇到這些鬼魅來干擾 
 
遇到作祟害人的鬼怪 
 
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要誦戒 怎麼誦 
 
《治禪病秘要法》 
 
也稱作《治禪病秘要經》 
 
《大正藏》十五冊  
 
三百四十㇐頁的上欄 
 
經文說 初學坐者鬼魅所著 
 
種種不安 不能得定 治之法 
 
尊者阿難所問 教此行人 
 
㇐心閉眼 陰而罵之 而作是言 
 
我今識汝 知汝是此閻浮堤中 
 
食火 嗅香 偷臘吉支 



 
汝為邪見 喜破戒種 
 
我今持戒 終不畏汝  
 
若出家人 應誦戒序 
 
若在家人 應誦三歸 五戒 八戒 
 
這樣子 根據這裡  
 
《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卷四  
 
智者大師也是引這㇐部經的經文 
 
再加上要誦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 
 
所以誦戒能夠驅除鬼魅 
 
這麼好啊 這麼好 
 
所以每天在背戒的人  
 
每天背戒本的人  
 
你到外面住茅篷自修的時候 
 
每天在背戒本得到大利益 
 
鬼魅不敢靠近 真的很好 
 
這裡說《治禪病秘要法》這裡說 
 



初學坐者 鬼魅所著  
 
初學坐禪的人 坐禪最怕著魔 
 
這個你要看這文 
 
要看《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卷四  
 
這裡智者大師講到 
 
坐禪的人要注意很多事情 
 
這裡魔事講很多  
 
那我們這㇐部經《治禪病秘要法》 
 
說到鬼魅所著 
 
被鬼怪所纏縛 牽纏擾亂  
 
他就來擾亂你 
 
讓你不能修定 種種不安 
 
我們坐禪的人就種種不安定 
 
心不安定 心不安寧 
 
不能得定 不能得到定心不亂 
 
對治之法 我們怎麼對治呢 
 
尊者阿難所問 教此行人 



 
教這位修行禪定的人  
 
鬼魅來的時候  
 
這鬼魅名字很奇怪 
 
那個字 我們沒有時間查那個字 
 
主要是大意 主要的大意 
 
說他來的時候 
 
我們坐禪的人你不要看他 
 
㇐心閉眼 
 
專注㇐心 眼睛閉起來也不要看他 
 
我們端心正意 
 
陰而罵之 
 
陰 暗暗地在心裡面責罵他 
 
陰而罵之 
 
暗暗地在心中責罵鬼怪 
 
怎麼責罵他呢 
 
而作是言 我今識汝 
 



我現在認識你 
 
知汝是此閻浮堤中  
 
食火 嗅香 偷臘吉支 
 
我知道你是我們這南閻浮堤當中 
 
吃火的 嗅香氣的 偷臘吉支  
 
汝為邪見 喜破戒種  
 
你是邪見人 你是邪見的眾生 
 
喜歡破戒的種性  
 
過去世沒有好好地持戒 毀破戒行 
 
墮在這種惡眾生當中 
 
所以我們看 
 
《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裡面 
 
很多的鬼魅 他干擾行人 
 
都是過去世破戒的 
 
破戒之後 生起惡心 
 
臨命終的時候 惡報現前 
 
生起惡心 發起惡願  



 
墮落在這鬼神道當中 
 
他專門干擾修行人  
 
所以持戒很重要  
 
業障現前的時候 臨命終的時候 
 
惡的業報現前 
 
我們的心 我們的身體 
 
心受到擾亂 身體受苦 
 
心受到擾亂的時候 
 
很容易生起惡心 真的是如此 
 
很容易生起惡心 發了惡願  
 
死了之後就去受惡報了 
 
還有㇐些持戒的功德  
 
所以他在惡道裡面 
 
還能夠作怪 有能力作怪 
 
干擾修行人 
 
所以說 汝為邪見 喜破戒種 
 



你是邪見人 喜歡破戒的種性 
 
現在墮落在鬼道當中  
 
我今持戒 終不畏汝  
 
我現在持戒 終究不怕你 
 
若出家人 應誦戒序 
 
所以我們有犯戒的過失  
 
要如法懺悔 你不要不理它 
 
假若是出家人 以比丘來說 
 
應當誦比丘戒本  
 
從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今演毘尼法 令正法久住 
 
乃至到諸大德 我已說戒經序  
 
到這個地方 諸大德 我已說戒經序 
 
今問諸大德 是中清淨不 
 
如果究竟來說應該可以繼續誦 
 
誦四波羅夷 十三僧殘等等 
 
他就離開了 這裡經文說 



 
若在家人 應誦三歸 五戒 八戒 
 
我某甲優婆塞 
 
歸依佛 歸依法 歸依僧 
 
盡形壽不殺生乃至不飲酒  
 
誦八戒的時候也是如此 
 
誦三歸五戒 三歸八戒 
 
鬼便却行 匍匐而去 
 
經文說 鬼便却行 
 
却就退的意思 
 
匍匐而去 
 
鬼魅就後退 後退而走 
 
往前走 現在往後走 後退走 
 
匍匐 手足投地 
 
手腳投在地上 就趴在地上 
 
用爬著出去 爬行而離去 
 
他不是走著離開 爬行而離去 
 



戒有這種功德威力 
 
誦戒有這種威力 這麼好 
 
他就匍匐而去了 爬著離開了 
 
所以誦戒很好 背戒本非常好的 
 
有大利益 
 
我們看背戒本的人  
 
他身心健康 很健康的 
 
不是知道而已 也有行  
 
戒法就在心中  
 
誦戒的時候就親近佛 
 
戒是如來法身 
 
所以誦戒能夠驅逐鬼怪 驅逐鬼魅 
 
非常好的 
 
遇障難時  
 
遇到障礙 有災難的時候  
 
㇐樣要誦戒 乃至 
 
《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 



 
加上應誦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 
 
也㇐樣有這種功能 能夠驅逐鬼魅 
 
有障礙的時候 遇到災難的時候 
 
誦戒 災難可以遠離  
 
所以誦戒很重要 非常好的 
 
㇐百八十二頁 
 
新集受三歸 五戒 八戒法式  
 
新集的 
 
就是永寧晚晴院沙門曇昉集 
 
弘㇐律師集的 
 
第㇐章 受三歸法 
 
三歸者 以三寶為所歸 
 
三寶者 佛 法 僧  
 
歸依三寶者 翻無始邪心 
 
歸三寶正覺 
 
說我們歸依三寶的人 
 



是翻轉無始以來邪惡邪見之心 
 
歸依三寶正覺 
 
應示三寶境界 但創入道門  
 
未諳法義 且示住持三寶  
 
令寄心有所 
 
說我們過年在傳授三歸 
 
應當指示三寶的境界 
 
什麼是三寶呢 有四種三寶 
 
但是因為眾生創時 
 
初入於佛法門中 剛剛入門而已 
 
未諳法義 
 
這個諳就是熟諳的意思 
 
還未熟悉甚深的法義 
 
講得太深了 他聽不懂 
 
所以且示住持三寶  
 
暫且指示住持三寶來告訴他 
 
令寄心有所 



 
使令他寄托心靈有所依靠 
 
有所依止 
 
住持三寶者 雕塑靈儀是佛寶 
 
木雕的 泥塑的 
 
用木頭雕刻的 用泥土來塑造的 
 
這個靈儀 佛像 
 
佛像靈儀就是住持的佛寶  
 
《觀經》說 心想佛時 是心是佛 
 
所以我們看到木雕 泥塑的佛像 
 
當作真佛想 它就是佛 
 
因為佛是法身 不是色身 
 
佛像是如來法身所依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恭敬禮拜 
 
拿著香 花 燈油來種種供養 
 
福德跟佛在世沒有差別 
 
經論中都說福德沒有差別 
 



就心來論 
 
你如果當作這個是木頭而已 
 
紙畫的而已 
 
那就是木頭 紙畫的 
 
但是毀損還是得到罪報 
 
恭敬供養 禮拜還是得到功德 
 
不會因為我們的心而有所不同 
 
心通十法界 
 
而且我們住的地方就是跟種種空間  
 
鬼神道 天道 阿修羅道都是互通的 
 
人家護法龍天 諸佛菩薩  
 
就可以看到我們在人間做什麼事 
 
所以我們對佛像恭敬尊重 
 
禮拜供養 
 
或者你輕蔑佛像  
 
隨隨便便地將佛像丟到垃圾桶 
 
沒有罪報嗎  



 
招感罪報 只是你不曉得而已 
 
念佛機有佛像的 念佛機壞了 
 
要供養起來 
 
佛像要恭敬供養 
 
不要念佛機壞了就丟到垃圾桶 
 
不是這樣子 
 
它是住持佛寶 要認識清楚 
 
琅函玉軸是法寶 
 
琅 潔白的玉石 
 
琅函玉軸 
 
琅函比喻潔白的紙  
 
潔白的紙函書寫經法 
 
書寫佛的經法 佛說的經法 
 
用潔白的玉石做捲軸捲起來 
 
都是住持法寶 
 
剃髮染衣稟受戒法是為僧寶 
 



剃髮稟戒  
 
沒有戒的時候就不能稱僧寶了 
 
所以剃髮染衣稟受戒法稱為僧寶 
 
要好好地學戒 
 
學戒之後有威儀 
 
威儀軌則 依戒法來行持 
 
能夠使令世間的眾生 
 
看到僧寶的形象生起善心  
 
我們就得到功德 
 
他就有善根福德  
 
所以應當學戒 稟受戒法  
 
應當至誠歸向 
 
從今以後 盡此身形壽命  
 
立誓依佛為師 
 
遇到苦難的時候 遇到逆境的時候 
 
我們就想著佛 
 
想著佛陀面相那麼莊嚴  



 
我們看到照相照出來的 
 
文殊師利菩薩那個面相 
 
看了就很歡喜  
 
面相圓滿 清淨莊嚴 
 
看到世間眾生的相 
 
我們想㇐想 要好好地修心 
 
未來這面相要跟佛㇐樣清淨莊嚴 
 
不然醜陋難看  
 
那個心 由心顯現出我們的相貌 
 
還有我們過去修的業不好 
 
做的業不好 
 
所以我們這㇐生能夠遇到佛法 
 
好好地修心 
 
誓學法藏 還要誓學法藏 
 
立誓學習佛法寶藏 
 
它是我們在這個世間光明的法炬 
 



光明的法船  
 
現在邪見很多 越來越多了 
 
出現太多邪見了 
 
我們要深入這個教海  
 
什麼道理呢 
 
《重治毘尼》卷十  
 
總頁八二四四  蕅祖說 
 
諸佛慧命 寄於三藏 
 
說三世諸佛 
 
說十方諸佛的法身慧命 
 
寄託在三藏聖教當中  
 
記載在三藏聖教當中 
 
《大正藏》《乾隆藏》《磧砂藏》 
 
這麼多 在裡面 
 
幾個人在看呢 
 
不是很多 都是聽㇐聽 
 
他這麼說 他這麼說 聽㇐聽 



 
就變成他的知見了  
 
聽到正真的佛法 他就生起疑惑了 
 
怎麼這樣子 他就有疑惑了 
 
所以我們要深入教海 
 
常常聽聞正法 
 
因為諸佛法身慧命 
 
寄託於三藏聖教當中 
 
不學則世間眼滅 
 
蕅益大師說不學 
 
我們不好好地學則世間眼滅 
 
世間正法眼滅亡了 
 
邪法熾盛  
 
這個邪教建立出來的時候  
 
怎麼分辨它呢 
 
沒有人能夠分辨  
 
是對是錯 能不能親近 
 



沒有人能夠分辨  
 
以法來分辨  
 
我們講正法就是破邪法 
 
邪不勝正  
 
講說正法就是破除邪法了 
 
有道理 他就分辨清楚了 
 
正法是什麼呢 
 
蕅益大師在《重治毘尼》說 
 
以戒辨邪正  
 
以學戒來分辨正法邪法 
 
符合戒律的就是正法 
 
跟戒律乖違的就是邪法 
 
很清楚 不用辯 
 
叫你持戒的就是正法 
 
叫你不用管它 這個不用理它 
 
這是邪法 
 
不是我們說了就算 



 
我們是依法為師 
 
我們是依佛說的來說給大家聽 
 
不是法師你說了就算 不是 
 
我說錯了 我要背因果 
 
我們要背因果  
 
佛陀說正法 這個不能改變的 
 
真理不變  
 
你做什麼業遭受什麼惡報 
 
所以我們不敢隨便  
 
你亂說的話 人家以後受惡報了 
 
誰來承擔 我們要承擔 
 
說法的人要承擔  
 
你傳通佛法 教錯了 我們要承擔 
 
不是我們說了就算 
 
業果真實不欺誑 利衰苦樂自招感 
 
這是密教裡面㇐首偈 
 



業果真實不欺誑 
 
不是我們說了就是這樣子 
 
依佛說的 它是真理 他沒有欺騙  
 
利衰苦樂 我們自己招感的 
 
所以持戒 
 
我們的祖師大德 靈芝律師 
 
我們的宣祖都告訴我們從嚴 
 
從最嚴格的角度來下手 沒有過失 
 
都是找開緣 這個沒關係 
 
這是我們想的 你說沒關係 
 
業果真實不欺誑 利衰苦樂自招感  
 
我們的心造的 不是別人給我們的 
 
認識我們深妙的佛法  
 
講到我們的心 心性都是相同的 
 
所以我們要謹慎 
 
從嚴來修學有大利益 
 
以此自行化他 



 
大家同得佛法真實的利益 
 
不然六道當中都有眷屬 
 
你看魔王 魔王眷屬很多 
 
我們看天 大梵天王也有很多眷屬 
 
忉利天王也有很多眷屬 
 
什麼道理 同業相感 
 
什麼業招感在㇐起 同業相感 
 
我們依佛法來修學  
 
自然跟佛菩薩㇐樣 
 
到時候就是往生到諸佛菩薩的淨土  
 
親近諸佛菩薩 親近聖人 
 
道理是如此 我們常常思惟 
 
對於學戒的心就不改變 
 
安住在道場 好好學戒 
 
最保險 最可靠 
 
我們迴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