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薩戒使人由凡至聖  

  

 菩薩戒是初機凡夫從新發菩提心開始，直到最後金剛後心成就無上正等正覺為止，在各

各層次中都能受持的戒，是一部能淺能深能略能廣的戒法。無論是縛地凡夫或登地菩薩都

有他可以受持的戒相與戒心，是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軌範。在生死輪迴中因受持菩

薩戒而願力更深遠，在長遠的菩提道修學中，菩薩因願力的深徹，而在生死輪迴中得自

在。是大乘佛法的精髓指針，北傳佛法也因菩薩戒的精神，而綿延幾千年，廣泛流佈。  

  

初學佛的人，可以受菩薩戒嗎？  

  

 每有人問我說：「初學佛的人，可以受菩薩戒嗎 ?」我說可以的，只要你的人格特質有傾

向於大乘根性的都可以。什麼是大乘根性呢 ?就是不自私，能兼顧別人感受的人；能設身處

地為他人著想，同情別人的人；有公德心具公共道德的人；急公好義為公為眾的人；甘願

吃虧不負他人的人。這些都屬於具有菩薩根性的人。因為菩薩種性不是只顧自己得利益、

得解脫，還兼具照顧身邊的人，乃至照顧一切眾生，救護一切眾生，同證菩提。若具有這

種心性的人，接觸佛法，受佛法薰習，都會發起悲心，為三寶、為眾生而奉獻而供養，樂

聞菩薩法，樂行菩薩道。  

  

 《梵網經》菩薩戒本說：只要發心受菩薩戒，無論天、人、鬼、畜、變化人、八部鬼

神、金剛神、五種不男、婬女……等。「但解法師語，盡得受戒，皆名第一清淨者。」  

  

菩薩戒的內容  

  

 菩薩戒的本質是在使人發起無上菩提心，提昇人的品質，讓人格有更偉大的特質，讓你

的人生更尊貴。因菩薩戒讓你的生命中沒有恐懼，讓你的人生有一個光明偉大安定的方

向。它是一個重重無盡、萬德莊嚴的圓滿境界。因受持菩薩戒，讓你的正報依報更殊勝更

莊嚴。  

  

 這是一部無上的微妙戒法，是一切眾生樂欲學習的戒法。經典上說到菩薩戒的相當廣

泛，我們無法一一詳談，今先從目前大家常提到的幾部戒本條文約略觀覽，並例出重戒條

文，讓未看過的人略為了解一點內容：  

  

 (一 )《菩薩地持經》：經上說菩薩應受三聚淨戒，並立四重四十三犯事的戒條，無論出

家眾或在家眾都應受持。四重戒的條文與後面論到的瑜伽戒相同，此戒本內容包含六度四

攝。唐代道倫大師所著《瑜伽論記》將四十三條文，分作前後兩類，而謂「初犯三十二

輕，障於六度攝善法戒。後犯十一種輕，障於四攝利眾生戒。」其四重四十三輕戒的內容

是著重於出家眾的菩薩比丘。  

  



 (二 )《優婆塞戒經》：此經舉六重二十八失意罪，是以在家眾為對機。近來我們中國傳

授在家菩薩戒時，都摘錄此本的戒條，做為受持的戒本。其六重戒是：一、不殺生。二、

不偷盜。三、不邪婬。四、不妄語。五、不酤酒。六、不說四眾過。是在五戒的基礎上第

五條不僅不飲酒亦不酤酒，以免影響他人。加上第六不說四眾過，增長慈悲平等心，去除

是非心，去除只見他人過、不見自己非的心態。保持對佛法四眾的愛護之心，就如印光大

師所說：「見一切人皆是菩薩，唯我一人實是凡夫」的謙恭心懷。佛法就在於恭敬中求，

一分恭敬、一分受用。十分恭敬、十分受用。讓初皈依時的勝境永潔不污，不僅利益大

眾，亦利益自己道業的成就。  

  

 (三 )《梵網經》菩薩戒本：立十重四十八輕的戒相條文，大都為出家眾及淨行優婆塞、

優婆夷所受持。十重戒的戒相是：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婬。四、不妄語。

五、不酤酒。六、不說四眾過。七、不自讚毀他。八、不慳。九、不瞋。十、不謗三寶。

古德大師為此戒本註釋者甚多，皆指出此戒是自修化他。以律儀及善法自行，再轉將律儀

及善法勸化他人照著實踐，便是利益眾生。  

  

 (四 )《瑜伽論》：主要是四重戒及九種戒相。九種中之第二種「一切戒」裡說：持菩薩

戒分為二種：一、在家分戒，二、出家分戒。雖有二眾皆是受持三聚淨戒。如論上說：

「又依此在家出家二分淨戒，略說三種：一、律儀戒。二、攝善法戒。三、饒益有情

戒。」在受菩薩戒之前須先授四種他勝處法，即是《地持經》所說的四重禁戒。一、自讚

毀他。二、慳財法不施。三、忿恨不捨怨結。四、謗菩薩藏。此四種他勝處法即是四重禁

戒，不得犯，若隨犯一條，則名為捨。  

  

持戒的難易  

  

 依諸戒本的提示，向學的在家菩薩應不難持守，我們知道持菩薩戒即是持三聚淨戒。三

聚淨戒即是一、攝律儀戒。二、攝善法戒。三、饒益有情戒。三聚淨戒得擇淺、擇深而

行。登地菩薩的三聚淨戒境界，我們凡夫很難做到。初機凡夫只要不忘失三寶，能少多供

養不拘，乃至一日中一念於菩薩戒法，即是不忘失菩提心，持守菩薩法。如《地持經》卷

五云：「若菩薩住律儀戒，於一日一夜中，若佛在世、若佛塔廟、若法、若經卷、若菩薩

修多羅藏、若菩薩摩得勒伽藏、若比丘僧、若十方世界大菩薩眾，若不少多供養，乃至一

禮，乃至不以一偈讚歎三寶功德，乃至不能一念淨心者，是名為犯，眾多犯。」  

  

 這是說受菩薩戒的人，要發清淨心，對三寶永存恭敬、供養之心，在心裏永遠保持那份

心，永不被外境迷惑動搖的聖潔的心。乃至一日一夜中，只要能起一念淨心、恭敬，多少

供養，就算是持菩薩戒了。  

 只要你是向學的菩薩都很容易持的。譬如佛弟子飯食時，合掌供養三寶畢，先吃三口

飯：第一口則默念願斷一切惡，即是攝律儀戒。第二口則念願修一切善，即是攝善法戒。

第三口則念誓度一切眾生，即是饒益有情戒。就是持念菩薩三聚淨戒，可以說已是日日三



時持戒。  

 大乘菩薩戒的基本精神是求無上菩提，無論多廣泛，總以利益眾生為重。故《大般若

經》說：「若諸菩薩，捨本誓願，應知是為菩薩犯戒。」即是說不捨本誓願即不犯戒。又

說：「若諸菩薩雖處居家而受三皈，深信三寶，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是諸菩薩雖復受用五

欲樂具，而於菩薩所行淨戒波羅蜜多，常不遠離，亦名真實持淨戒者。」即是說在家菩薩

雖受五欲樂具，而能心念菩薩淨戒波羅蜜，常不遠離，即是真實持淨戒。  

  

 受持菩薩戒可度四魔越三界，生生世世不失戒體。《瓔珞經》云：「有而犯者，勝無不

犯。有犯名菩薩，無犯名外道。」是說有受菩薩戒的人犯了戒，還勝過沒受菩薩戒的人，

雖然他沒做犯戒的事。受菩薩戒的人犯了戒還是菩薩，沒受戒的人雖沒做犯戒的事，還是

外道。經又說：「有犯不失。」因菩薩戒是盡未來際，直至成佛，戒體不失的。若犯重戒

「得使重受戒。」所以菩薩常知慚愧，常懷懺悔，可以重受戒而還復清淨的。不像五戒、

十戒、具足戒若犯重戒，則棄於佛法大海邊外，不得重受。  

  

持戒在家菩薩一定要素食嗎？  

  

 持戒在家菩薩常有幾點困難處及迷惑處。因為目前的社會，五欲橫流又重功利，會讓在

家菩薩在人際關係之中遇到許多問題：例如素食問題、酒戒問題、齋戒問題、邪婬問題，

都值得我們一一加以研討。一方面我們依循經典內容，一方面從現實社會環境價值觀的變

遷，來探討與戒律的關係，看看在家菩薩應如何應對以上這些問題。  

  

一、素食問題  

  

 受菩薩戒後是否一定要素食？可否煮葷食？這問題若依《梵網經》：菩薩戒不食眾生

肉，則必須食素食。若依六重二十八失意戒本，是沒規定在家菩薩必須素食。菩薩戒是遇

淺則淺，遇深則深。隨眾生的程度而受持，重要是不能忘失菩提心。雖然經上有開緣食三

淨肉，所謂三淨肉就是不是我殺、不為我而殺、不是我教他去殺。但要深知慚愧常懺悔，

受了菩薩戒最好能素食，若是因為職業或家庭關係，不得已要煮葷食，不只要心懷慚愧

心、慈悲心，並要時時懺悔、修福、念佛、供養、放生、護生，使自己福德增長，讓自己

有福報能如願過自己想要的清淨慈悲的生活。  

  

二、齋戒問題  

  

 菩薩戒本有月六齋日之戒相。齋戒日的設定，依印度古時將一個月分成白月和黑月兩

段，初一到十五月漸圓是白月，十六到月底月漸缺為黑月，白月和黑月的各第一天，各最

後一天，各中間一天，合起來為六齋日。古代農業社會依月圓月缺排定齋戒日較易排，目

前社會是以七天為一週，假日也跟以前不一樣，所以只要能夠月守六齋日，不違背戒的精

神，適度調整移動一下日子，應也合乎齋戒的要求。  



  

持戒在家菩薩必須戒酒嗎？  

  

三、酒戒問題  

  

 飲酒本身雖然不是罪惡，但會造成犯罪的因素，經上提到飲酒有三十六種過失。在目前

人際關係複雜，交通事故頻傳的環境中，稍一不慎就會造成不可挽回的遺憾，所以酒應該

戒絕的。從中國歷史及近代媒體，我們都可看到因酒而殺身、敗家、亡國的事實例子。由

於飲酒亦有可能促成前面四戒的犯行，故不許在家弟子飲酒。教內長老聖嚴法師在其著作

《菩薩戒指要》書中提到《未曾有因緣經》中記載一件趣事。祇陀太子先受五戒，後來聽

了十善，因身為太子有許多豪客常帶酒食與他共相娛樂，所以他要求世尊准許他捨去五戒

受十善，因十善中沒有飲酒戒。不過他未因飲酒造惡，相反的「飲酒念戒」，雖有歡娛，

並未放逸。世尊聽了讚歎他道：『善哉！善哉！祇陀汝今已得智慧方便，若世間人能如汝

者，終身飲酒，有何惡哉！如是行者，乃應生福，無有罪也。』」這段經文並不是說可以

隨意喝酒，而是因為身份地位的關係，不得不應酬，但要有智慧方便，不被酒迷惑，能

「得酒念戒」不起惡業才可以。但現代人談何容易？身邊又無大善知識提引，還是戒慎為

是。又目前社會若以其他飲料代酒，也是人所能接受。如果真是非酒不可，橫量一下自

己，如若不夠自制力，不夠清醒，則在五戒時，這條戒不要受。  

  

四、邪婬問題  

  

 欲戒婬行，須伏婬心。婬心若伏，便不犯婬了。降伏婬心之法，如《普門品》中，「若

有眾生，多於婬欲，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自力不夠，求佛菩薩慈悲加持。  

  

 唐狄仁傑，有一年上京考試，寄宿旅舍。旅舍主人之媳婦新寡，見他英俊，晚間特來相

會。狄仁傑想起一位老和尚的開示，便順機開導她：「我曾借住寺院讀書，有位老和尚告

訴我：『依你的相貌，將來必能大貴，但一生中要特別謹慎，不可貪愛美色，而犯婬

戒。』我就請教息滅貪婬之法。老和尚教誨，作生病想、將死想、已死想，貪婬之念便會

熄滅……」少婦感激拜謝。後以堅守婦節，受朝廷表揚。狄仁傑則輔助安邦定國，處處燬

婬詞，勵百姓以德，成為一代名臣，以賢宰相而終。  

  

 且，進受菩薩戒，「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菩薩應生孝順心，救度一切

眾生，淨法與人。  

  

 不犯邪婬，家庭和樂，社會淳厚，國家富強。為佛子者，持戒念佛，功德無量。  

  

莊嚴殊勝  

  



 以上幾個問題，提供大家思考，當有益於智慧的抉擇。總之，持菩薩戒，是以清淨三

業，發菩提心，修菩薩道。依四弘誓願，學五明，行六度四攝。於煩惱生死中，斷見惑、

思惑、塵沙惑，直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讓人生充滿光輝，讓世界莊嚴圓滿。直至虛空

有盡，我願無窮，情與無情，同圓種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