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間
佛
教
之
修
⾏
實
踐
:

3
月
9

日

依
六
度
四
攝
⽽
圓
滿
佛
果

0

境 果⾏

所知之境

理佛性 ⾏佛性

願菩提⼼

菩薩學處
之正修與

防護

三要門
菩提⼼，慈悲，

空慧

⾏菩提⼼

能修之⼈

直⼊

迴⼊

法身

法性所流
身

化身

三身功德
菩提道品與
⾏位次第

⼗信

⼗地

⼗住
⼗⾏

⼗迴向

⾏位次第
菩提道品

六度

四攝

妙覺地
1

1

⼤乘修道次第廣解

甲、序說

⼄、菩提道品

丙、⾏位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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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度

⼄⼆、四攝

⼄(⼆) ⼫羅
⼄(⼀) 佈施

⼄(三) 忍辱
⼄(四) 精進
⼄(五) 禪那
⼄(四) 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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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度之根本精神

戒斷於損他，

普施無所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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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壹、修持淨戒的重要

貳、戒德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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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修持淨戒的重要

如修布施行，而不能使自己的

身心如法，所作所為，時常損害

惱亂眾生。這樣的慈濟利他，

是不能達成利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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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修持淨戒的重要
就是孩子，

一面給他吃糖，

又一面打他罵他，

孩子也不會與你

結善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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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修持淨戒的重要
而且，如果自己墮落不堪，

事業與財富也一定喪失；

來生失卻人身，這還能布施利他嗎？

所以修行布施，

更有修持淨戒的必要。

7

7

貳、戒德之原則

戒，雖有

(1) 世間的，(2) 出世間的，

(3) 出世間上上的，

但原則是一樣的──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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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戒德之原則

護生，就得同情別人，尊重別人；

尊重愛護別人的權利與自由，

就要使自己的身心如法持戒，

不損害他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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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戒德之原則

所以，

「戒」以能「斷」「損他」的願心為本。

從不損他的意願，

而表現於對人類，對眾生的身語行為，

就是守法的戒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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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戒德之原則

因此，戒是對人類，對眾生，而

「普」遍的「施」與「無」「畏」，

造成彼此間，無威脅，

無恐怖的和樂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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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戒德之原則

如持不殺戒的，不是不殺甲，

不殺乙；或今天不殺，明天不殺，

而是從今以後(遍一切時)，

於一切眾生(遍一切眾生)

離殺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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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戒德之原則

持不殺戒的，什麼時候，

誰也不會對他有被殺害

的威脅與怖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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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戒德之原則

這是約律儀戒說，就有積極的

利生意義 (即令眾生得無畏、得安全感)。

能這樣，才能說得上

攝善法戒，饒益眾生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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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戒為眾患之本

失戒眾患本，

惡趣亦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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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不能受持淨戒的原因

貳、失戒會墮惡趣及受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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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總說

(貳)  別釋

⼀、戒為貧富、⽣善趣⽣惡趣之因

⼆、結說

⼀、貧富與⽣善趣⽣惡趣各有所因(偏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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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不能受持淨戒的原因

為什麼不能受持淨戒？

因為不知道犯戒的過失，

持戒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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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不能受持淨戒的原因

重戒──性戒，

不問有沒有受戒，犯了都是罪惡的。

所以有的聽了犯戒的過失，

而不敢受戒，極為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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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不能受持淨戒的原因

實際上，

(1) 外依三寶的加持，

(2) 內發深切的誓願而受戒，

是更能做到清淨不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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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失戒會墮惡趣及受貧困
（壹）總說

從違犯而「失戒」的過失來說，

這是「眾患」的根「本」，

主要是墮落三「惡趣」，

及受「貧困」的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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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失戒會墮惡趣及受貧困
（貳）別釋

一、貧富與生善趣生惡趣各有所因(偏重說)

平常說：

(1) 慳吝不捨得貧窮報，
(2) 犯戒得墮落惡趣報，

這是約特殊的意義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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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失戒會墮惡趣及受貧困
（貳）別釋

一、貧富與生善趣生惡趣各有所因(偏重說)

生在鬼、畜，有墮落而受福報的，

在人中，有貧苦不堪的，

這是施與戒的不同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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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失戒會墮惡趣及受貧困
（貳）別釋

二、戒為貧富、生善趣生惡趣之因

如犯重戒而墮地獄，

一定貧乏得什麼都沒有；

如持（世間）上品淨戒而生天，

一定是非常富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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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失戒會墮惡趣及受貧困
（貳）別釋

二、戒為貧富、生善趣生惡趣之因

可見犯戒也是貧乏因，

持戒也是富樂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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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失戒會墮惡趣及受貧困
（貳）別釋

三、結說

要知道，

專知私德而潔身自好的，

（如不布施）才會生人而得貧乏報。

(對偏重說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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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失戒會墮惡趣及受貧困
（貳）別釋

三、結說

如與 (1) 慈心相應而持戒，

(2) 充分表現積極利他的意義，

生天是一定能得富樂尊榮的。

(對持戒亦是富貴因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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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戒為三善之根本

持戒三善本：

增上決定勝；

為他淨⼫羅，

則⼊於⼤乘。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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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總說持戒為三善之根本

貳、別釋三善之內容

28

(壹) ⼈天福樂

(參) 圓滿佛菩提

(貳) 出世解脫

參、簡別對戒的錯誤觀念

28

壹、總說持戒為三善之根本

從「持戒」的功德來說，

那是「三善」的根「本」。

三善是：

29

29

貳、別釋三善之內容

（壹）人天福樂

一、以增上生心而持戒的，能得

「增上」生，生人天而得富樂

自在的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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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別釋三善之內容

（貳）出世解脫

二、以出離心而持戒的，能得

「決定勝」果。決定，是證得

聖果勝法的，一得永得，決定

不再退墮生死。

31

31

貳、別釋三善之內容

（參）圓滿佛菩提

三、如以菩提心持戒，「為」利樂

「他」而持清「淨」的「⼫羅」

（戒），這就「⼊於⼤乘」，

名大乘戒，為成佛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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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別釋三善之內容
（參）圓滿佛菩提

所以，優婆塞戒也好，沙彌戒也好，

比丘戒也好──七眾的別解脫戒，

從菩提心出發而受持的，

就是菩薩的別解脫律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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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簡別對戒的錯誤觀念

有人以為：

七眾別解脫戒是小乘的，

我是大乘學人，所以

不用受持聲聞的別解脫戒。

34

34

參、簡別對戒的錯誤觀念

有人聽到持戒，

就以為是小乘。

這是大邪見，

為佛教衰落與混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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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法應輕重等護

受持淨戒者，

如護於浮囊。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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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者犯戒的原因

貳、令戒⼒增強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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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嚴防輕微過失發⽣

(參) 菩薩持戒輕重等護

(貳) 犯微小罪時應警覺⽽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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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者犯戒的原因

「受持淨戒」而又毀犯，

(1) 不是環境的誘惑力太強，

(2) 就是煩惱的衝動力太強。

(3) 但重要的，還是自己淨戒的力量太弱。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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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者犯戒的原因

否則，如城防堅固的，

雖有強大的敵人來侵襲，

也能堅持而不致陷落的。

所以護持淨戒而使戒力增強，

是重要的修習。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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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令戒⼒增強的⽅法

（壹）嚴防輕微過失發生

沒有犯重戒以前，一般總是忽視

輕微的過失，而不知

這是大失敗的遠因。如涓滴不塞，
會造成堤防的潰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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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令戒⼒增強的⽅法

（壹）嚴防輕微過失發生

舉不肉食來為例，

如(1) 素食成了習慣，

(2) 內心有對肉食腥臊的厭惡心，

這是不容易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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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令戒⼒增強的⽅法

（壹）嚴防輕微過失發生

如本(1) 沒有不肉食的決心，

或者(2)會想到肉食而生快感，

那雖然素食很久了，

由於戒力的羸弱不堪，

還是容易破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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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令戒⼒增強的⽅法

（貳）犯微小罪時應警覺而懺悔

如持戒而時有微小的違犯，

不知道警覺，不知道懺悔

而使淨戒清淨；積小成大，

就隨時有犯重的危險了，所以戒經

有「如護」「浮囊」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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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令戒⼒增強的⽅法

（貳）犯微小罪時應警覺而懺悔

浮囊是游水所依而不致沈沒的，

如現代的橡皮圈。這應該

特別珍惜愛護他，如小小洩氣，

不知道補救，一定會

滲水而有滅頂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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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令戒⼒增強的⽅法

（參）菩薩持戒輕重等護

菩薩在未得忍力以前，

在生死大海中，(1)常願生在人間，

(2)見佛聞法，(3)利益眾生；

淨戒就是確保人身而不致失敗

墮落的浮囊。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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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令戒⼒增強的⽅法

（參）菩薩持戒輕重等護

所以菩薩的受持淨戒，

『輕重等護』，

比聲聞人的持戒，

還要謹嚴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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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輕視犯戒眾⽣

不輕於毀犯，

持犯俱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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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應憐憫犯戒眾⽣⽽非輕視

貳、輕視犯戒眾⽣的過失

48

參、對持戒、犯戒皆不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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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應憐憫犯戒眾⽣⽽非輕視

菩薩淨戒，是不離三心而修的，

所以菩薩雖自己嚴持淨戒，

而決「不輕」視

「毀犯」戒法的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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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應憐憫犯戒眾⽣⽽非輕視

從大悲心來說，這是可憐憫，

而不是可輕視的。雖然犯戒，

不是不可能還復清淨，

不是不可能成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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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輕視犯戒眾⽣的過失

凡輕視毀犯的，一定是自以為持戒，

自己是怎樣的清淨如法。

不知道這早落在我執我慢的

分別心中，不成菩薩的

戒波羅蜜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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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輕視犯戒眾⽣的過失

而且，如輕視毀犯，

由於意識上的對立，

不容易教化他，

也就失去菩薩利他的方便。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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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輕視犯戒眾⽣的過失

倒不如

不輕毀犯，憐愍而安慰他，

容易把他感化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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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對持戒、犯戒皆不著相

所以菩薩的淨戒，

是無所得的空慧為方便，

對於「持」戒「犯」戒，

都是「不著」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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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對持戒、犯戒皆不著相

能達『持戒犯戒不可得故』，

就是三輪體空的

淨戒波羅蜜多了。

其餘如上面菩薩學處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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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修道次第廣解

甲、序說

⼄、菩提道品

丙、⾏位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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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度

⼄⼆、四攝

⼄(⼀) 佈施

⼄(三) 忍辱
⼄(四) 精進
⼄(五) 禪那
⼄(四) 般若

⼄(⼆) ⼫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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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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