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戒相經箋要集註》第四十二集 
 
和尚慈悲 修和尚慈悲 
 
諸位比丘大德 淨人 
 
大家早安 阿彌陀佛 
 
請看著集註的課本 ㇐百五十㇐頁 
 
第四行的箋要 
 
箋 ⾧老莎伽陀 箋 或云槃陀伽 
 
或云般陀 此翻小路邊生 
 
又翻繼道 我們今天從底下開始 
 
往昔慳法 又喜飲酒 今生愚鈍 
 
㇐百日中不誦㇐偈 
 
佛令調息 證阿羅漢 
 
我們從往昔慳法這㇐句開始補充 
 
《根本說㇐切有部毘奈耶》 
 
卷三十㇐ 
 
過去人壽二萬歲的時候 
 
在大正藏二十三冊 



 
七百九十九頁的中欄 
 
過去人壽二萬歲的時候 
 
有迦葉波佛出現在世間 十號具足 
 
當時有聲聞比丘眾二萬人 
 
愚路就是般陀 愚路是僧眾之㇐ 
 
他是迦葉如來 當時候出家 
 
隨佛出家 受了比丘具足戒 
 
入於僧眾之㇐ 明閑三藏為大法師 
 
明白的明 閑 門裡面㇐個木字 
 
明閑 閑就是熟習 讀誦熏習很熟 
 
明白熟悉經律論三藏 作為大法師 
 
明閑三藏為大法師 
 
稟性慳法曾不教人 稟 稟受的稟 
 
自性的性 稟性慳法曾不教人 
 
稟性 稟承過去的習性 
 
慳法 慳是吝嗇 
 



不肯布施所知的佛法 慳惜佛法 
 
曾不教人 曾經的曾 不肯的不 
 
曾不教人 曾經不肯教人 
 
不修法布施 吝惜佛法 
 
或者雖然明了通達三藏聖教 
 
不曾教人 乃至四句伽陀亦不為說 
 
伽陀 陀就是他 
 
或者是阿彌陀佛的陀 二個字通用 
 
伽陀 翻為頌 偈頌 
 
四句為頌 四句為㇐頌 
 
乃至四句的偈頌 也不為人說 
 
身口意所做業 
 
這個業因 能令眾生得種種果報 
 
如同《大乘造像功德經》卷下 
 
《大正藏》十六冊 
 
七百九十六頁的上欄 
 
有五種慳 能壞眾生 



 
五 慳惜所知之法 
 
當有頑鈍畜生等報 
 
這裡說到他的果報了 
 
《大乘造像功德經》卷下 
 
有五種慳 五種慳吝能壞眾生 
 
有五種的慳貪心 
 
能夠破壞眾生 不得善報 
 
不能得到未來善好的果報 
 
前面四種在這裡就省略了 
 
我們講這個慳 慳法 
 
第五 慳惜所知之法 慳貪吝惜 
 
所明了的佛法 不肯為人說 
 
不肯教人持戒 斷惡修善 
 
不肯教人念佛 專求往生 
 
不肯演說佛法智慧光明 
 
有人來問 不肯為人來宣說 
 



不肯演說佛法智慧光明 
 
破除眾生心中的無明黑暗 
 
他永遠不懂得佛法 怎麼修行呢 
 
怎麼趨吉避凶呢 他都不知道等等 
 
不肯演說佛法智慧光明 
 
來破除眾生心中的無明愚癡黑暗 
 
慳惜所了知的佛法 
 
當有頑鈍畜生等報 
 
當來世 會有頑固的愚鈍 
 
這個愚鈍不是很鬆 你㇐挖就破了 
 
不是啊 非常的頑固 
 
這種頑固的愚鈍 頑固 
 
這個愚鈍很頑固 你難以破壞它 
 
怎麼疏導他呢 不容易改變的闇鈍 
 
不容易改變他 要改變他談何容易 
 
非常頑固 當有頑鈍畜生等報 
 
投生在愚癡無知的畜生道等等 



 
這些惡報 由彼昔時慳吝於法 
 
由於他愚路苾芻 
 
往昔 過去世的時候 
 
慳吝於所了知之法 乃至四句伽陀 
 
四句偈頌 亦不為人說 
 
由彼業緣至愚至鈍 
 
由於他慳法的業報因緣 
 
今生為人 至為愚癡 至為闇鈍 
 
是故汝等苾芻 佛陀就告訴我們 
 
是故 你等比丘乃至優婆塞 
 
我們學習佛法 就是要利益眾生 
 
修法布施 首先要學習 
 
自己不學習 沒辦法修持 
 
也不能教人 縱然教人 可能教錯 
 
誤導他人 所以我們要努力的學習 
 
汝等比丘乃至優婆塞 
 



不應慳法 不應當慳吝佛法 
 
以清淨心為他說法 當如是學 
 
用自己努力用功所學的佛法 
 
內心清淨為他說法 
 
內心很清淨 不求名聞 不圖利養 
 
但㇐心念 說法因緣 願成佛道 
 
令他亦爾 是則大利 
 
這㇐句出在《法華經》 
 
以清淨心為他說法 內心很清淨 
 
不為衣食 飲食 臥具 湯藥等等 
 
但㇐心念 只是㇐心思念 
 
㇐心㇐意這麼思惟想念 
 
說法因緣 願成佛道 
 
希望能夠 希望為他說法的因緣 
 
希望能成就無上佛道 
 
掃地的因緣 
 
希望能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在大寮幫忙的因緣 
 
希望能夠趁此功德往生西方 
 
這個都可以㇐路貫通的 
 
說法因緣 願成佛道 
 
我們準備功課 也是為了往生成佛 
 
難行道 就是希望能夠 
 
未來成就無上佛道 
 
在做事之前 我們先在內心發願 
 
以此我們修學的功德 
 
希望能夠成就無上佛道 
 
都是成佛的資糧 
 
沒有不是成佛的資糧 都是 
 
令他亦爾 
 
使令他㇐切眾生也是如此 
 
願㇐切眾生悉得成佛 
 
這個就跟佛菩薩的心相應了 
 



應當如此的學習 
 
我們早課 首先沙彌 淨人 
 
先背楞嚴咒 大悲咒 十小咒 
 
也是為了成佛 成就佛道 
 
都要好好的學習 
 
箋 又喜飲酒 今生愚鈍 
 
這個公案 蕅祖閱藏三遍 
 
我們在找的時候 
 
還沒有找到他飲酒的公案 
 
但是飲酒的果報很多 
 
又喜飲酒 今生愚鈍 
 
過去生喜歡飲酒 
 
也是導致今生愚鈍的因緣 
 
今世喜好飲酒 
 
又成為未來世愚鈍的因緣 
 
因緣果報通三世 
 
所以我們學習五戒 不飲酒 



 
是㇐切佛法的根本 五戒是根本 
 
八戒 十戒 具足戒 菩薩戒 
 
都有不飲酒 很重要的 
 
瞭解道理之後 要你喝酒 
 
不願意了 不喝了 
 
《分別善惡所起經》佛言 
 
人於世間喜飲酒醉 得三十六失 
 
三十六者 從地獄中來出 
 
生為人常愚癡 無所識知 
 
今見有愚癡 無所識知人 
 
皆從故世宿命喜飲酒所致 
 
原本五戒相經 
 
就是我們學佛最初要入門的 
 
需要學習的 
 
所以這地方也應當引出來 
 
我們有學的比丘大德 
 



都很通達曉瞭了 
 
這裡因為有沙彌 淨人 
 
有淨人 所以我們引出來也說㇐說 
 
《分別善惡所起經》 
 
《大正藏》十七冊 
 
五百㇐十八頁的中欄 
 
五㇐八中欄 
 
佛言 人於世間喜飲酒醉 
 
得三十六失 
 
佛陀說 人生在世間喜歡喝酒 
 
喜歡喝酒醉的 喝到酒醉了 
 
得到三十六種過失 
 
前面三十五種我們就省略了 
 
第三十六者 從地獄中來出 
 
生為人常愚癡 無所識知 
 
首先會到地獄去 喝酒 經中說 
 
《正法念處經》第八卷說 



 
酒是諸過處 恒常不饒益 
 
㇐切惡道階 黑暗所在處 
 
飲酒到地獄 亦到餓鬼處 
 
行於畜生業 也是說明 
 
為什麼愚路今生至為愚鈍的因緣 
 
酒是諸過處 
 
喝酒是生起㇐切過失的處所 
 
從酒來的 恒常不饒益 
 
恒常對喝酒的人 不能有利益 
 
不能有豐饒的利益 ㇐切惡道階 
 
喝酒是進入㇐切惡道的階梯 路徑 
 
三惡道往哪裡去 從喝酒進去的 
 
所以第三十六失 從地獄中來出 
 
生為人常愚癡 他先經歷地獄 
 
他是㇐切惡道階 黑暗所在處 
 
也是內心黑暗 無明 
 



愚癡所在的地處 飲酒到地獄 
 
飲酒會牽引我們到地獄中受報 
 
酒能亂人心 酒能夠擾亂人的心 
 
使令我們的心散亂 酒是無明藥 
 
喝了酒之後 就失去理智了 
 
失去理智 無明就現前了 
 
胡作非為 酒能亂人心 
 
酒是無明藥 
 
飲酒能殺害善法 能夠殺害善法 
 
㇐切善法生不起來 
 
牽引到地獄去 亦到餓鬼處 
 
地獄受報完了 也到達餓鬼的住處 
 
這是地獄業報盡了 轉生在餓鬼中 
 
行於畜生業 喝酒的行為 
 
雖然是人 造作了畜生道無知之業 
 
無知了 畜生道怎麼無知呢 
 
講到無知 就是不知禮義廉恥了 



 
四維八德 畜生道完全不知道 
 
不知禮義廉恥 道德仁義 
 
不知道做人要怎麼做 
 
不知道要盡忠 對國家盡忠 
 
或者我們忠於佛法 對佛法要盡忠 
 
忠心耿耿 不知盡忠盡孝 
 
盡孝道 不知道要孝順父母 
 
孝順師⾧ 孝順三寶 都不知道 
 
不知道盡做人的本分 
 
我們今天做㇐個淨人 
 
要學好淨人應當做的本分 
 
怎麼護持僧團 應當怎麼做 
 
如法來奉行 
 
喝酒的人完全沒有這種觀念 
 
不知盡做人的本分 老老實實做人 
 
安分守己 最基本的他都做不到 
 



行於畜生業 他的身口意的造作 
 
跟畜生道的眾生差不多 
 
行於畜生業 愚癡無所知 
 
所以佛言 人於世間喜飲酒醉 
 
第三十六種的過失 
 
從泰山地獄中出來 投生為人 
 
恒常愚癡 無所識知 沒有知識 
 
沒有學問 沒有知識 
 
要學也學不來 習氣所感召的 
 
常常喝酒 這個人他能夠學習嗎 
 
不可能 常常昏醉沒有學習的能力 
 
喪失學習的能力 
 
所以無所識知 沒有知識 
 
今見有愚癡 無所識知人 
 
現在我們在人的世間 
 
看到有愚癡 無所認識無所知的人 
 
種種人都有 有的人很有天分 



 
很有才華 樣樣都會 
 
有的人就差很多 無所識知的人 
 
皆從故世宿命喜飲酒所致 
 
故 就是以前 過去 
 
故世 就是過去世 
 
都是從故世 宿世的生命中 
 
他過去世的生命中 
 
歡喜愛喝酒所導致的 
 
致使他今生投胎為人 
 
愚癡無所識知 
 
接著《增壹阿含經》卷七 
 
佛告諸比丘 若有人心好飲酒 
 
所生之處 無有智慧 常懷愚癡 
 
如是 諸比丘 慎莫飲酒 
 
《增壹阿含經》卷七 
 
佛告諸比丘 若有人心好飲酒 
 



內心好樂 心裡歡喜 
 
假若有人他的心好樂 很愛喝酒 
 
所生之處 無有智慧 
 
酒能亂人心 酒是無明藥 
 
喝下去能使令心性迷亂 喪失理智 
 
故好樂飲酒的人投胎轉世 
 
所受生之處 自然是心性闇鈍 
 
無有智慧 學習能力又很差 
 
同樣在讀小學的時候 
 
就是跟不上大眾 跟不上同學 
 
無有智慧 常懷愚癡 
 
常常懷著愚癡心 
 
遠離諸佛如來清淨戒法 
 
他的所做所為 跟戒法都不相應 
 
縱然他沒有學佛 沒有學戒 
 
有智慧的人 有善根的人 
 
他的所做所為 



 
跟佛法跟戒律都很相應 
 
喝酒的人 他的行為就差很遠了 
 
常常懷著愚癡的緣故 
 
所以他遠離了諸佛如來清淨戒法 
 
破壞清白梵行 要他持戒很有問題 
 
破壞清白的梵行 
 
如是 諸比丘 慎莫飲酒 
 
如來教化比丘僧謹慎 
 
包含了所有的佛弟子 
 
優婆塞 優婆夷要謹慎 
 
修學賢聖的道法 不要喝酒 
 
《大智度論》卷八 
 
南天竺國中有法師 高坐說五戒義 
 
有人施酒及自飲酒 得狂愚報 
 
《大智度論》卷八說 南天竺國中 
 
天竺是印度古代的稱呼 
 



南印度國中 當時有㇐位法師高坐 
 
坐在高座上 
 
講說優婆塞五戒的意義 
 
說到酒戒的時候 說 
 
有人施酒及自飲酒 得狂愚報 
 
這位三藏法師說了 
 
有人布施酒給人家喝了 
 
因為酒是無明藥 
 
你幫助眾生 生起無明 
 
酒又能亂人心 
 
你使令眾生的內心狂亂 內心散亂 
 
若有人布施酒 將無明藥給人喝 
 
令人心識昏迷 以及自已喝酒 
 
會得到狂亂 愚癡的果報 
 
箋要的解釋 
 
由往昔慳法 又喜飲酒 
 
二種因緣感召今生愚鈍 



 
箋 ㇐百日中不誦㇐偈 
 
㇐百日中是採取整數 
 
或者三個月或者四個月 二種記載 
 
《根本說㇐切有部毘奈耶》 
 
卷三十㇐《大正藏》二十三冊 
 
七百九十六頁的中欄 
 
般陀愚路 愚路出家受具足戒以後 
 
他的大哥 大路為他剃度 
 
出家受了具足戒以後 
 
他的兄⾧大路已經斷除煩惱 
 
證阿羅漢果 所以教授小路 
 
教授般陀 教授愚路㇐首偈頌 
 
使令他 使令般陀愚路精勤來誦習 
 
這首偈頌也是很好的 
 
這大路比丘教授小路㇐首偈頌 
 
身語意業不造惡 不惱世間諸有情 
 



正念觀知欲境空 無益之苦當遠離 
 
大路苾芻 他就教他這位弟弟愚路 
 
㇐首偈頌 使令他來精勤誦習 
 
身語意業不造惡 非常好的 
 
是告訴他 
 
要斷除身語意十種的惡業 
 
身 不殺 不盜 不婬 
 
語 不妄語不兩舌 不惡口不綺語 
 
意 不貪 不瞋 不癡 
 
身語意業不造惡 不惱世間諸有情 
 
我們修習十善業 不做十惡業 
 
就不會惱亂 不會惱害世間諸有情 
 
不惱世間諸有情 
 
修習 身 語 意十善業 
 
不惱害世間諸有情 這㇐首偈頌 
 
是出在《大正藏》二十三冊 
 
七百九十六頁中欄這個地方 



 
就可以找到了 
 
大正二十三冊 七九六中欄 
 
身語意業不造惡 不惱世間諸有情 
 
修習身口意十善業 
 
不惱害世間諸有情 
 
正念觀知欲境空 欲 五欲的欲 
 
欲者即是色聲香味觸  
 
也有說財色名食睡 二種說法 
 
經典中所說的就是五欲 
 
色聲香味觸 我們古德的解釋 
 
加上財色名食睡 正念觀知欲境空 
 
欲就是五欲 色聲香味觸 
 
色聲香味觸怎麼稱作欲呢 
 
它能夠生起我們內心的欲望 
 
你不要看就好了 不要聽都沒事 
 
你喜歡看喜歡聽 增⾧內心的貪欲 
 



增⾧內心的瞋恚或者愚癡 
 
種種煩惱都生起來了 
 
正念觀知欲境空 
 
這個欲它本身不是欲 
 
能夠生起我們內心的貪愛叫做欲 
 
從美色生起貪愛 你不看就好了 
 
你看到美色就很喜歡 
 
這個非常契合我的心意 我很喜歡 
 
從美色生起貪愛 名為色欲 
 
如果你看到不喜歡的顏色 
 
它的不善心 向著我對我不懷好意 
 
所以他的面相有惡色 
 
你看到惡色的時候 
 
可能你的心就生起瞋恚了 
 
瞋恚心就生起來了 
 
有愛 有瞋就是愚癡 愚癡心 
 
從美色生起貪愛 名為色欲 



 
我們喜歡聽 喜歡歌舞倡伎 
 
八關齋戒裡面 就不聽聞 
 
不聽歌舞倡伎 
 
不是歌舞倡伎 也不要聽 
 
聽了美妙的聲音 
 
由美妙的音聲生起貪愛 
 
哇 很喜歡聽 
 
心裡常常在唱著這個歌曲 
 
常常在懷念這個美妙的聲音 
 
忘失正道 
 
所以從美妙的聲音生起貪愛 
 
叫做聲欲 
 
從美好的香氣 人家供佛的香 
 
供佛的香都是用非常好的檀香 
 
沉香等等 也不要去嗅聞 
 
聞到香氣 生起貪愛 叫做香欲 
 



從飲食的美味生起愛著 叫做味欲 
 
美食會生愛著 這個惡食就生瞋恚 
 
所以食存五觀裡面教我們 
 
防心離過 貪等為宗 
 
不要有貪愛 瞋恚心 
 
這個飲食如同這個車 需要這個油 
 
如同潤滑油 幫助我們修學聖道 
 
縱然是辦很名貴的㇐桌有多少錢 
 
或者只是我們吃平常的飲食 
 
這二種都是用平等心來受用 
 
從身體的摩觸 
 
身體的摩觸 生起貪愛名為觸欲 
 
這戒律裡面規定得很嚴格 
 
因為我們凡夫眾生 
 
這身體的觸欲 經過摩觸之後 
 
很可能由貪愛心而毀犯重戒 
 
所以就是避免摩觸 



 
五欲的境界無常 無常 
 
它不是很堅固的 無常 
 
內心貪愛的境界 因緣和合而生起 
 
剛好遇到了 
 
我們六根接觸六塵 剛好遇到了 
 
因緣和合而生起貪愛或者瞋恚 
 
因緣離散就滅亡了 因緣離散了 
 
這個境界就消失了 滅亡了 
 
自性空故 它自性空寂的緣故 
 
沒有自性 空無自性 
 
它不是堅固的 不是不可破壞的 
 
它是因緣和合而生 因緣離散而滅 
 
自性空故 合會有離 
 
和合相會必定有分離 
 
我們貪愛的境界 和合相會了 
 
你雖然內心很貪愛 
 



但是不可能永久來保存 
 
你不可能擁有它 它是無常性的 
 
很快就破滅消失了 
 
所以應當修學聖道 好好地學道 
 
這些不值得貪愛 很快就過去了 
 
合會有離 和合相會必定有分離 
 
父母親跟我們是最親的 
 
但是終究要別離 
 
各別受報 各別隨業受報 
 
壽命盡了 父母親就離開人世間了 
 
哭也沒有用 傷心也沒有用 
 
努力的修學聖道 
 
和合相會 必有分離 
 
所以年輕的時候能夠學習佛法 
 
有體力能夠好好用功在解門 行門 
 
行門背誦早晚課 
 
背誦經典 遺教三經 受戒之後 



 
背誦比丘 比丘尼戒 菩薩戒 
 
好好用功 能夠利益六道中的父母 
 
能夠利益我們在六道中的父母 
 
好好的修學 和合相會必定有分離 
 
無自性故空 正念觀知欲境空 
 
無自性故空 沒有自性的緣故 
 
說它叫做空性 因為它是空性 
 
可以從因緣和合而生起 
 
叫做正念觀知欲境空 
 
我們內心貪欲的境界 
 
它沒有自性故 空寂 
 
㇐切被無常火所燒 
 
五欲的境界 我們貪愛的境界 
 
㇐切被無常火所燒 
 
所以正念觀知欲境空 
 
正心思念觀察了知 貪欲的境界 
 



現前我所貪愛的境界 
 
㇐切無常生滅 很快就消失了 
 
很快就過去了 不要取著 
 
不要取著的時候 
 
就沒有犯戒和合的因緣 
 
沒有和合犯戒的因緣 
 
犯戒也是㇐剎那而已 
 
作惡㇐剎那間而已 很快就過去了 
 
但是罪惡已經造了 已經造罪了 
 
未來要受報了 觀察他貪欲的境界 
 
㇐切無常生滅 自性空 無所有 
 
不可得 所以不可取 不可愛著 
 
持戒內心不動 
 
雖然有貪愛心 但是我們內心持戒 
 
告訴我們不可以做 
 
給它過去 它是無常的 
 
無益之苦當遠離 沒有利益的苦行 



 
像當時候的印度外道 
 
他修自餓之法 自餓不食 
 
不吃飯 不吃東西 
 
有的是㇐天吃㇐頓 二天三天的 
 
有的半個月吃㇐頓 自餓不食 
 
或者五熱炙身 
 
大熱天就燒火 在那裡烤火 
 
天氣已經很熱了 他赤著身體 
 
赤裸身體在那裡烤火 五熱炙身 
 
或者他持牛戒 持雞戒 持狗戒 
 
持牛戒的人 學習牛的行為 吃草 
 
持狗戒的人 學習狗的行為 
 
持雞戒的人 學習雞的行為 
 
叫做持牛雞狗戒 無益的苦行 
 
對我們沒有利益的外道苦行 
 
應當要遠離 
 



這首偈使令愚路來背誦 
 
爾時般陀愚路誦習此偈 
 
他誦習這首偈頌 
 
雖然經歷了三個月 不能誦得 
 
三個月的時候 在旁邊這個牧牛人 
 
牧牛的這個童子他們都背起來了 
 
他們都聽到背起來了 
 
他還不會背 他還記不起來 
 
不能誦得 背不起來 
 
然後又要去請問這些童子 
 
那首偈怎麼誦 請你們來教我 
 
這麼鈍根 這是三個月的 
 
《善見律毘婆沙》卷十六 
 
兄度令出家 教其㇐偈 四月不得 
 
這裡講到四個月 
 
《善見律毘婆沙》卷十六 
 
《大正藏》二十四冊 



 
七百八十三頁的中欄 
 
兄度令出家 教其㇐偈 四月不得 
 
他的兄⾧大路剃度般陀 
 
使令他出家學道 
 
他的兄⾧是阿羅漢 觀察他 
 
繫屬於自己 所以就剃度他出家了 
 
使令他出家學道 教他㇐首偈頌 
 
四個月不能誦得 背不起來 
 
叫做㇐百日中不誦㇐偈 
 
箋要 佛令調息 證阿羅漢 
 
佛陀使令他調息 
 
證得阿羅漢的果位 
 
佛陀親自教授 使令他調伏 
 
我們上㇐個講次說 數息觀 
 
不是 應當不是 調息是調伏 
 
調伏止息愚癡闇鈍的心 
 



根據律藏的律文來解釋 
 
是使令他調伏 止息愚癡闇鈍的心 
 
不是修數息觀 
 
《根本說㇐切有部毘奈耶》 
 
卷三十㇐ 
 
《大正藏》二十三冊 
 
七百九十六頁的下欄 
 
世尊喚愚路 授兩句法 
 
我拂塵 我除垢 
 
此亦不能隨言記憶 
 
世尊知其障重 教令除滅  
 
告愚路曰 
 
汝能與諸苾芻拂拭鞋履不 
 
白佛言 能 
 
即奉教而作 諸苾芻不許 
 
佛言 汝等勿遮 
 
欲令此人除去業障 



 
其兩句法汝等應教 
 
時諸苾芻令拂鞋履教兩句法 
 
愚路精勤常誦此法 
 
積功不已遂得通利 
 
時愚路苾芻便於後夜時做如是念 
 
世尊令我誦兩句法 
 
我除塵 我除垢者 
 
做是思惟忽然啟悟 
 
善根發起業障消除 
 
如理修行蠲除三毒 
 
勤勇無怠斷諸煩惱 證阿羅漢果 
 
這段經文來解釋箋要 
 
佛令調息 證阿羅漢 
 
《根本說㇐切有部毘奈耶》 
 
卷三十㇐ 《大正藏》二十三冊 
 
七九六頁的下欄 七九六頁 
 



世尊喚愚路授兩句法 
 
大悲世尊呼喚愚路 
 
愚路苾芻你過來 
 
佛陀來教授他兩句法 兩句法義 
 
作為他的學業 
 
你就好好的學這兩句法就好了 
 
作為他的學業 我拂塵 我除垢 
 
拂 提手旁 舍利弗的弗 
 
我除垢 垢穢的垢 我拂塵 我除垢 
 
此兩句法亦不能隨言記憶 
 
這兩句法 愚路也不能隨言 
 
不能隨著佛陀所言說的 
 
記憶在心中 世尊知其障重 
 
我們大悲世尊了知他 他的業障 
 
往昔惡業召感的障礙很重大 
 
教令除滅 教授使令調伏止息 
 
除滅業障的方法 



 
除滅業障的方法 修福 
 
為比丘僧們來擦鞋子 修福 
 
世尊告愚路曰 
 
汝能與諸苾芻擦拭鞋履不 
 
這個履 毘婆尸的尸 底下㇐個復 
 
復次的復 履 履是腳上穿的鞋子 
 
世尊告愚路說 你能為諸苾芻 
 
擦拭腳上穿的鞋子嗎 
 
這個要有卑下心 不然誰願意 
 
要是我們奉事師⾧還有可能 
 
如果是同梵行的比丘 
 
要為他擦鞋子 
 
可能我們就不是那麼願意了 
 
所以要卑下心 
 
擦拭諸苾芻腳上穿的鞋子 
 
他就稟白佛陀說 能 可以 
 



我可以做 即時奉教而做 
 
他即時就奉行如來的教法 
 
他就去做了 跑到諸比丘那邊去 
 
就擦鞋子了 諸比丘 諸苾芻不許 
 
就不答應 不允許 
 
你不要擦我的鞋子 不允許 
 
佛言 汝等勿遮 佛陀就說了 
 
你們諸比丘不要遮止 不要阻擋他 
 
欲令此人除去業障 
 
想要使令這個人 
 
除去他惡業的障礙  
 
其兩句法汝等應教 
 
他的學業只有兩句法而已 
 
就在擦鞋子的時候 
 
汝等諸比丘應當教授他 
 
我拂塵 我除垢 
 
擦鞋的時候 教他這兩句法 



 
我拂塵 我除垢 
 
當時諸苾芻令拂鞋履 
 
使令他擦腳上穿的鞋子 
 
教兩句法 教授他兩句法 
 
凡是擦鞋子的時候 
 
我拂塵 我除垢 
 
比丘僧在佛世的時候很多 幾萬人 
 
愚路精勤常誦此法 很精進很勤苦 
 
恒常為諸比丘擦鞋子 
 
恒常誦這兩句法 積功不已 
 
已 就是停止 
 
累積學習的功夫不停止 
 
每天擦鞋子誦這兩句法 
 
遂得通利 遂 順暢了 
 
如願 可以通達流利了 
 
業障消除了 記起來了 你看 
 



為諸比丘服勞務 能夠消業障 
 
時愚路苾芻便於後夜 
 
夜有三時 初夜 中夜 後夜 
 
二點到六點的時段 後夜亦勿有廢 
 
初夜後夜 亦勿有廢 《遺教經》說 
 
在初夜的時候跟後夜的時候 
 
也不要有所荒廢 中夜休息 
 
我們三點半的時候打第三板 
 
應當就是比較適當 在後夜起來了 
 
不要荒廢道業 在後夜的時候 
 
二點到六點 他又起來了 
 
加功用行如法的思惟 
 
作如是念 世尊令我誦兩句法 
 
我拂塵 我除垢者 
 
這二句如此的字句 
 
其中的意義說的是什麼 
 
自己就如法的思惟了 聞 思 修 



 
聞法之後還要思惟 沒有能夠休息 
 
他現在在思惟 如法的思惟 
 
塵垢有二 ㇐內 二外 
 
講到塵埃 垢穢有二種 
 
第㇐ 內心裡面的塵垢 
 
這個比較重要 
 
我們很久以前就聽說了 
 
聽到⾧老教弟子們說 
 
你在掃地的時候 要注意 
 
不要光掃地上而已 
 
掃地 掃地 掃心地 
 
心地不掃 空掃地 這教得很好 
 
外面掃乾淨了 我們內心也要清淨 
 
這個很重要的 塵埃 垢穢有二種 
 
第㇐種就是內心裡面的塵垢 
 
貪欲心 瞋恚心 愚癡 邪見心 
 



第二 是外在的灰塵污垢 
 
這兩句法語裡 是表示內心的塵垢 
 
或者是外在的塵垢 
 
是掃內心的塵垢比較重要 
 
還是掃外在的塵垢比較重要 
 
他就㇐直如理的思惟 
 
在律部裡面叫做坐禪思惟 
 
入於三昧 坐禪思惟 修習慈定 
 
修習慈悲的慈 修習慈定 
 
他在思惟慈心 
 
愈思惟 內心愈慈祥 愈慈悲 
 
假若我們思惟惡法的時候 
 
內心愈暴惡 愈暴躁 真的是這樣 
 
我們修習善法的時候 
 
你常常思惟 常常思惟 
 
內心趨向這個境界 
 
我們就隨著善法 很安祥 很安樂 



 
想要做惡的時候 思惟種種惡法 
 
怎麼來報復他 怎麼來惱害他 
 
愈思惟 我們心愈散亂 愈暴惡 
 
這個面相都改變了 真的是如此 
 
這如理思惟很重要 
 
念佛的人常常思惟 
 
阿彌陀佛四十八大願 
 
他的願力如此的廣大 這麼慈悲 
 
要利益我們這些的愚癡的眾生 
 
常常思惟之後 
 
念佛的心就很有力量 
 
我們常常想到 
 
看到外面的境界就想到阿彌陀佛 
 
這個濁世要怎麼住啊 
 
怎麼住在這個五濁惡世啊 
 
它不是我們住的地方 日子很難受 
 



極樂世界非常快樂 
 
你看 這些種種惡劣的環境都沒有 
 
非常的清淨莊嚴 
 
自然好樂念佛 往生西方 
 
持戒也是如此 
 
思惟持戒的功德利益 
 
看到這個世間非常的濁亂 
 
非常的惡劣 
 
眾生的心性都是偏向暴惡 
 
做惡的很多 修善的很少 
 
我們學戒 持戒 利益眾生 
 
弘揚正法的心 自然就生起來了 
 
它透過思惟 很重要的 
 
思惟入定 他可以入禪定 
 
在《四分律藏大小持戒經》 
 
犍度裡面就說到思惟 坐禪思惟 
 
愚路這兩句話 自己如法的思惟 



 
塵垢有二種 
 
是內心的塵垢 還是外在的塵垢呢 
 
是直詮或者是逆說呢 
 
如來是直接詮釋或者逆意而說 
 
這麼如理思惟之後 
 
作是思惟忽然啟悟 
 
用功到極點了 忽然啟悟 
 
開啟解悟了 暸解了 覺悟了 
 
善根發起業障消除 
 
如理修行蠲除三毒 
 
善根發起的時候 
 
就表示業障消除了 
 
是業障消除的相貌 
 
然後他如理來修行 
 
如同他所思惟的理路 
 
就是要這麼修了 理路在我們心中 
 



理路在心中就能夠修行 
 
你光是用看的 法沒有住在心中 
 
不能修 修不起來 
 
所以要透過如理思惟 
 
然後這裡講的如理修行 
 
蠲除三毒 蠲 就是清除 
 
清除內心三種毒 貪 瞋 癡 
 
精勤勇猛沒有懈怠 
 
斷諸煩惱 證阿羅漢果 
 
以上就是箋要的解釋 
 
佛令調息 佛親自教授兩句法 
 
使他調伏息滅 
 
愚癡闇鈍等三毒煩惱 
 
證阿羅漢的經過 
 
接著要補充底下的 遊行支提國 
 
漸漸走到跋陀羅婆提 
 
經過如是㇐夜以後 晨朝著衣持缽 



 
入村乞食 在乞食的時候 
 
就聽聞此城邑中有㇐條惡龍 
 
名為庵婆羅提陀 
 
性情是凶暴惡心害命 
 
人民鳥獸不得到其住處 
 
秋天五穀或者穀物成熟的時候 
 
破壞毀滅諸五穀 
 
耳聞以後 乞食訖 乞食完了 
 
到庵婆羅提陀惡龍的住處 
 
泉水邊樹底下 敷坐具 
 
大方的結跏趺坐 
 
龍嗅聞人身上的衣氣 
 
即時發起瞋恚心 從身上出煙 
 
⾧老莎伽陀 即入三昧 
 
這個三昧又名三摩提 三摩地 
 
《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 
 



稱作三摩地 入三摩地最為第㇐ 
 
也稱作三摩提 又叫做三昧 
 
翻為正定 又翻為正受 正定正受 
 
正者不偏 正者不邪 
 
不偏不邪叫做正 
 
定者攝心不散亂 攝心不亂名為定 
 
《遺教經》說 
 
若攝心者 心則在定 
 
假若攝心不散亂 心就在定中 
 
若得定者 心則不散 
 
假若得到禪定了 內心安定了 
 
心就是不散亂了 
 
若得定者 心則不散 
 
《大智度論》卷二十八 
 
㇐切禪定 亦名三昧 
 
㇐切的禪定攝心 
 
也叫做三昧正定 三昧正受 



 
⾧老莎伽陀 即入禪定三昧正受 
 
以神通道力 身上亦出煙 
 
惡龍加倍瞋恚 身上出火 
 
莎伽陀復入火光三昧正定 
 
入於禪定中 身出火光 
 
在經典中說 就是入於第四禪 
 
斷除煩惱也在第四禪 
 
㇐五二頁第㇐行 身亦出火 
 
龍復雨雹  
 
這個雨從天空落下來 雹就是冰塊 
 
莎伽陀即時變化所遇冰雹 
 
變作釋俱䴵 髓䴵 波波羅䴵 
 
龍復放霹靂 這個霹靂叫做急雷 
 
又急又響的雷聲它前面會有閃電 
 
先有閃電然後打雷 龍復放霹靂 
 
莎伽陀即時變化作種種歡喜丸䴵 
 



可能閃電下來的時候 
 
他就變作種種歡喜丸䴵 
 
龍復雨弓箭 刀 這個字唸矟 
 
㇐個矛㇐個肖 唸矟 
 
矟就是⾧矛 古代的兵器 
 
莎伽陀即變作優缽羅華 
 
此云青蓮華 
 
波頭摩華 此云紅蓮華 
 
拘牟陀華 此云黃蓮華 
 
時龍復雨毒蛇 蜈蚣 土虺 
 
這個土字是指顏色 
 
它的顏色是土色的 虺就是毒蛇 
 
身⾧有二尺 叫做土虺 就是毒蛇 
 
蚰蜒 世俗稱作錢龍或者錢串子 
 
跟蜈蚣是同類的 
 
莎伽陀即時變化作優缽羅華 纓絡 
 
纓絡就是裝飾的華環  



變作優缽羅華環的意思 
 
優缽羅華纓絡 瞻蔔華纓絡 
 
婆師華纓絡 阿提目多伽華纓絡 
 
等於變化作華環 
 
箋要 瞻蔔此翻叫黃華 
 
婆師 此云夏季所生華 
 
又云雨季的華 雨季時方生 
 
阿提目多伽 舊云善思夷華 
 
或翻作龍甜華 
 
如是等惡龍所有勢力 完全就是盡 
 
盡是完全 盡顯現向莎伽陀 
 
如是盡現德能以後 
 
牠的德能已經窮盡了 不能勝故 
 
即時喪失威力光明 
 
⾧老莎伽陀 
 
了知惡龍勢力已經窮盡 
 
不能復有動作 



 
即時變化做細小之身 
 
從龍兩耳進入 從兩眼出來 
 
從兩眼出來以後 從鼻孔進入 
 
從口中出來 在龍的頭上往來經行 
 
不傷害龍的身體 爾時龍見如是事 
 
心即大驚 怖畏故身毛皆豎 
 
合掌向⾧老莎伽陀言 我歸依汝 
 
我歸依你 莎伽陀答言 
 
汝莫歸依我 你應當歸依我的導師 
 
歸依佛陀大悲世尊 
 
佛陀是我們的大導師 
 
龍言 我從今歸依三寶 佛法僧 
 
願大德證知 
 
我盡形壽作佛弟子優婆塞 
 
是龍 ㇐五三頁第㇐行 
 
是龍受持三自歸 自己立誓 
 



心念口言 我某某龍 某某弟子 
 
盡形壽歸依佛 歸依法 歸依僧 
 
受三自歸 就是大乘經典 
 
《華嚴經》說 這三自歸 
 
他就自歸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歸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歸依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切無礙 
 
做佛弟子以後 
 
更不復做如先凶惡之事 
 
諸人及鳥獸 皆得到其處所 
 
秋天五穀成熟的時候 
 
不復損傷破壞 如是美好的名聲 
 
流布 流傳散布於諸國 
 
⾧老莎伽陀能降伏惡龍 



 
折伏令生善心 諸人及鳥獸 
 
得以到龍宮 秋天穀米成熟時 
 
不復破壞損傷 因為⾧老莎伽陀 
 
美好名聲流布世間的緣故 
 
諸人皆作食傳請之 
 
世間諸多的人 都做飲食叫人傳話 
 
幫我傳話 邀請他來接受供養 
 
是中有㇐位貧窮的女人 
 
信心恭敬邀請⾧老莎伽陀 
 
莎伽陀默然受請以後 
 
如是女人為他準備辦理 
 
名貴的酥跟乳糜 
 
酥有二種 生酥跟熟酥 
 
乳糜 這個乳就是牛奶或者羊奶 
 
糜 就是米 
 
牛奶加水煮成的稀飯 乳糜 
 



或者純牛奶 純羊奶 
 
煮成的稀飯 叫做乳糜 
 
手受而後食用之 
 
我們吃飯先經過手受之後 
 
人家施主端來 居士幫我們端來了 
 
拿出缽來或者用兩手接下來 
 
或者在桌子上面兩手仰承 
 
兩手承仰 不要看㇐看 
 
人家端來了看㇐看 點點頭 
 
不是這樣子 手要伸出來 
 
兩手接受下來 經典中有呵責 
 
這裡我們就先不要講了 有呵責 
 
應當手端出來 接受下來 
 
很有禮貌 不是看看他 
 
他端來了看看他 
 
不是這樣子而已 
 
學戒學那麼久了 都不曉得 



 
手受而後食用 
 
女人思惟 如是沙門噉食 
 
如是名貴的酥 乳糜以後 
 
或者當會冷病發起 
 
四百四病當中的冷病會發起 
 
便取相似水色的酒 手持與之 
 
手受給他 ⾧老請你喝這個水 
 
相似與水的酒 請你喝酒 
 
是莎伽陀不看即飲 
 
飲已 為他說法 便去 
 
過路走向寺中 
 
爾時間 酒的勢力便發作 
 
接近寺門邊 臥倒在地上 
 
僧伽黎大衣等 漉水囊 缽 
 
手杖或者鍚杖 油囊 革屣 
 
革就是皮革 獸皮 
 



屣就是鞋子 革屣就是皮鞋 
 
鍼筒 各別在㇐處 
 
身體臥在㇐處 昏醉無所覺知 
 
昏沉 昏醉了無所覺知 
 
爾時佛與阿難 箋要解釋 
 
此云歡喜 佛之堂弟 佛成道時生 
 
為佛侍者 又翻慶喜 又翻無染 
 
箋要解釋這段文 
 
有很多的法義可以學習 
 
非常好的 很多法義 
 
阿難尊者 此云歡喜 
 
此方我們中華的語言  
 
翻譯叫做歡喜 
 
阿難他又稱作阿難陀 
 
在《文殊師利問經》卷上 
 
《大正藏》十四冊 
 
四百九十二頁的下欄 



 
阿難陀此云大歡喜 
 
阿難又稱作阿難陀 小註說 
 
此云 此方中華的語言 
 
翻譯叫做大歡喜 
 
阿難尊者出生之後 
 
父母 他的父母親以及看到他的人 
 
只要看到阿難尊者的人 
 
都生起大歡喜 很歡喜 
 
這個是有因緣的 
 
皆生歡喜 他有因緣 
 
《大智度論》裡面有記載 
 
因為來不及抄寫 
 
我們就《大正藏》請上來 
 
念給大家聽 先念過去 
 
《大智度論》卷三 經文說 
 
唯除阿難在學地 得須陀洹 
 



然後我們就念㇐下文 
 
論 問曰 何以言唯除阿難 
 
答曰 上所讚諸阿羅漢 
 
阿難不在其數 何以故 
 
以在學地 未離欲故 
 
問曰 大德阿難第三師 大眾法將 
 
種涅槃種已 無量劫 常近佛 
 
持法藏 大德利根 
 
何以至今未離欲作學人 
 
答曰 大德阿難本願如是 
 
我於多聞眾中最為第㇐ 
 
這裡講到發願  
 
我們要像阿難尊者 多聞第㇐ 
 
要發願 這裡面很多可以講的 
 
我們先唸過去 亦以諸佛法 
 
阿羅漢所做已辦 
 
不應做供給供養人 



 
以其於佛法中能辦大事 煩惱賊破 
 
共佛在解脫床上坐故 復次 
 
⾧老阿難種種諸經 聽 持 誦利 
 
觀故智慧多 攝心少 二功德等者 
 
可得漏盡道 以是故 
 
⾧老阿羅漢是學人須陀洹 
 
復次 貪供給世尊故 
 
是阿難為佛作供給人 如是念 
 
若我早取漏盡道 便遠離世尊 
 
不得作供給人 以是故 
 
阿難雖能得阿羅漢道 自制不取 
 
復次 處 時 人未合故 
 
大德阿難厭世法少 不如餘人 
 
是阿難世世王者種 端正無比 
 
他⾧得端正無比 福德無量 
 
世尊近親 常侍從佛 必有此念 
 



我佛近侍 知法寶藏 漏盡道法 
 
我不畏失 以是事故 不大慇懃 
 
問曰 大德阿難名 以何因緣 
 
是先世因緣 是父母做字 
 
以依因緣立名 答曰 是先世因緣 
 
亦父母做名 亦依因緣立字 
 
問曰 云何先世因緣 答曰 回答說 
 
阿難世世立願 
 
我在釋迦文佛弟子多聞眾中 
 
願最第㇐ 
 
所以我們念佛要往生西方 
 
也是要發願 阿難尊者世世立願 
 
我在釋迦文佛弟子多聞眾中 
 
願最第㇐  
 
復次 阿難世世忍辱除瞋 
 
以是因緣故 生便端正 
 
父母以其端正 見者歡喜 



 
故字阿難 就是這㇐句 
 
主要是這㇐句 
 
是時 斛飯王家使來 白淨飯王言 
 
貴弟生男 王心歡喜 言 
 
今日大吉 是歡喜日 語來使言 
 
是兒當字為阿難 是為父母做字 
 
云何因緣立名 阿難端正清淨 
 
如好明鏡 老少好醜 容貌顏狀 
 
皆於身中現 其身明淨 女人見之 
 
欲心即動 是故佛聽阿難著覆肩衣 
 
是阿難能令他人見者心眼歡喜 
 
故名阿難 於是造論者讚言 
 
面如淨滿月 眼若青蓮華 
 
佛法大海水 流入阿難心 
 
能令人心眼 見者大歡喜 
 
諸來求見佛 通現不失宜 
 



這裡面講到的 
 
就是關係到箋要所解釋的 
 
在《大正藏》二十五冊 
 
八十三頁的上欄開始 
 
我們時間快要到了 
 
《大智度論》卷三 
 
阿難世世忍辱出生 阿難尊者 
 
這是龍樹菩薩解釋的 
 
龍樹菩薩在論文中說 阿難尊者 
 
過去他每㇐次的投胎轉世 
 
生生世世修習忍辱 除去瞋恚 
 
忍辱柔和這是吉祥之法 
 
端正的業因 ⾧相很端正的業因 
 
我們應當要修習 
 
在經典當中非常讚歎忍辱 
 
三藏聖教都讚歎忍辱的功德 
 
忍之為德 持戒苦行所不能及 



 
或者經典說 忍名為戒 
 
忍辱叫做持戒 有道理 
 
不忍辱的人不免惡道 
 
雖然持戒 他不能修忍辱 
 
也不能免離惡道的果報 
 
所以忍之為德 持戒苦行所不能及 
 
你修習持戒 修苦行 
 
不及忍辱的功德 
 
因為忍辱就是持戒 
 
持戒要修忍辱 忍辱就是持戒 
 
我們應當要修習 這裡面很多 
 
我們學習應當明白的義理 
 
不要光是持戒而已 
 
戒裡面有定慧 定慧裡面有戒 
 
三學應當互相融合 
 
把它分開了 就有損了 
 



持戒這麼呆板 戒裡面有智慧 
 
有禪定智慧  
 
持戒很歡喜 歡喜持戒 
 
我們應當修學 
 
這個文 我們就等到下次再來說 
 
迴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