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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為無上菩提本    

  

授戒  

  

    授戒，就是授受戒法。上面那個「授」是教授的授，也就是十師或者三師把佛陀在世所

制成的戒法，授予受戒的弟子；受戒的弟子就將佛陀所制成的戒法接受下來，領納佛陀所

制的戒法，這就叫做「受」戒。具足來講叫做「授受」。三壇大戒之中，沙彌戒、沙彌尼

戒、式叉尼戒、比丘尼戒、比丘戒，形式都是如此。  

  

戒的三種名稱：  

毗尼、尸羅、波羅提木叉  

 

  

    戒的第一種名稱叫毗尼，第二是尸羅，第三是波羅提木叉。  

    毗尼翻到我們中國話叫做律，戒律的律。律是什麼意思呢？律是法，也就是法律。佛教

之中所規定的法律，出家人的身口意三業，應該以戒法為規律，佛在世的時候教導我們怎

麼作，我們就怎麼作，這就是「以戒為師」。  

    受了戒的弟子們，明白教法之後，生起實際的身、口、意三業的行為，這個就叫做尸

羅。尸羅翻到我們中國就叫做戒，戒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因地之中所行的行門。在我們沒

有成就聖果之前，因地之中的實際行動，就是持戒。譬如受了五戒，就要守五戒的戒法；

受了沙彌十戒，就要持沙彌十戒的戒法；受了具足戒，就要持具足戒的戒法；受了菩薩

戒，就要持菩薩戒的戒法。研究清楚每一條戒法之中開、遮、持、犯的不同，然後把它運

用在身、口、意三業的行為來改變我們，應當禁止的就要禁止，應當遵行的就要遵行，這

個就叫做止、作二持。這就是在因地之中的修行，叫做尸羅。  

    戒的因行，要明白教理才可以，不明白教理根本行不通。自己根本不懂，怎麼去行呢？

譬如小孩子不會走路，要慢慢學習才會走，出了家或受了戒以後，也是一樣，教理一定要

研究，學習通達，再把它運用於日常行為之中。  

    波羅提木叉，中國翻成解脫，一面叫做保解脫，一面叫做別解脫。  

    只要你在因行之中，如法地受持止作二持的戒法，佛就絕對保證你一定可以達到解脫，

這個叫做保解脫。假使因地之中沒有去實行，就達不到實際的解脫果報。什麼叫做別解脫

呢？也就是說我們身業持得清淨，身業就得解脫；口業持得清淨，口業就得解脫；意業持

得清淨，意業就得解脫。你持一條戒，就得一條的解脫；持十條戒，就得十條戒的解脫；

不持，就不得解脫。  



  

戒的四種意義：  

戒法、戒體、戒行、戒相。  

 

  

    無論五戒、沙彌戒、沙彌尼戒、式叉尼戒、比丘戒、比丘尼戒、菩薩戒，都有這四種意

義。  

    何謂戒法？就是佛在的時候所制成的戒，也就是五戒法、十戒法、比丘戒法、比丘尼戒

法、菩薩戒法等，都是佛在世的時候所制成的，現在我們只不過通過受戒這個儀式，把戒

法領受在心中。法是一種法則，也是規矩，所以戒法就是一種戒律的規矩法則，受戒的人

一定要遵照這個規矩法則去行。  

    何謂戒體？就是我們經過受戒的儀式，把佛陀所制的戒法領納在心胸之中，變成我們的

戒體，依照戒法不去作，不去犯戒，這就是戒體。沒有受戒之前，若作殺、盜、婬不算

犯。什麼理由呢？沒有戒體。領納之後，我們達到了戒體，若作殺、盜、婬，那就算是犯

戒。經過受戒之後才有戒體可得。達到戒體之後要怎麼辦呢？要生起戒行。  

    何謂戒行？就拿五戒、十戒來講。受了五戒、沙彌十戒、沙彌尼十戒，就要清楚十條戒

的戒法，每一條每一條都要了解開、遮、持、犯。怎麼樣叫做持戒？怎麼樣叫做犯戒？怎

麼樣叫做開緣？怎麼樣叫做遮止？這裡微細的行門很多，如果不學習律典，根本不能夠完

全了解。受完戒，如法地學習清楚、明白、通達之後，就可以運用於行、住、坐、臥之

間，不然的話，每天犯戒，還認為自己在持戒。  

    世間法不懂，算你無罪。佛法不是的，如果受完戒不學，不但犯了根本罪，還加一個

「不學無知」。「不學」犯一個戒，「無知」又犯一個戒，叫做不學無知罪。因此勸大家

受完戒之後好好學。佛制比丘、比丘尼受完戒之後，比丘要五夏、比丘尼要在六夏之中研

究戒律，把戒律研究通達了，自己身、口、意三業完全能止惡作善，不毀犯戒律，才能把

戒的基礎穩定下來。  

    每個人都想成佛，你想成佛，沒有成佛的根本，沒有成佛的基礎，怎麼樣成？有了持戒

的基礎，才能生起禪定，開發智慧，斷除煩惱，了脫生死，上成佛道。  

    一般世間的人，修學世間禪定連續上升到色界天、無色界天，仍是三界六道輪迴生死的

根本，而不是出世上成佛道的根本。故經典講：寧可「受戒犯戒」墮地獄，也不「不受戒

不犯戒」升天堂。什麼理由呢？升天堂還是三界六道輪迴的生死，並不能超出三界，也不

能上成佛道，他沒有成佛的根本，沒有成佛的基礎。  

    不要認為受了戒，恐怕犯戒墮地獄，不如不受戒，不如不出家。錯了，所謂「人身難

得，佛法難聞」，今生不受，生生世世都在三界六道輪迴之中，何時才有機會超出三界？  

    何謂戒相？以法為相。佛陀所制的戒法，每一條都有它的相狀，要去研究才能明白。把

戒律、教法、教理學習得精通明瞭，開遮持犯一一都完全了解，把它運用於身、口、意三

業的行為，把持戒的功德、美德表現出來，別人一看，就知道是持戒的人，這個叫做相

狀。  

(新營妙法禪寺戒會開示 ) 



  

求受菩薩戒  

  

    在求受菩薩戒以前，要先作三個決定，每一個決定都有一個很堅固的信心，如此才能發

起無上菩提心，然後求受菩薩戒。  

    第一種決定堅固的信心是「決定深信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而不

能證得。」這是佛在菩提樹下最初成道時所說的兩句話。假使一個人能夠常常生起這樣深

深的、堅固不退的信心，那麼他的三聚淨戒就已經具足了。什麼理由呢？因為一切眾生本

來就具有，只是沒有生起信心而已啊！  

    第二種決定堅固的信心是，相信波羅提木叉（就是菩薩三聚淨戒）是無上菩提之因。欲

證得大般涅槃之果的根本因素、根本條件，就是修三聚淨戒。如果沒有三聚淨戒為本修

因，如何能夠成就大涅槃的聖果呢？就如同蒸砂作飯，縱經塵劫終不能成。因為砂子不是

飯的根本因，不能煮成飯。這是比喻，假使我們不能受菩薩的三聚淨戒，就永遠不能成

佛，因為不受三聚淨戒，就沒有成佛的正因種子，那我們怎麼成佛？就如同砂子不能煮成

飯一樣。  

    第三種決定堅固的信心是，深信一切諸佛的法、報、化三身，都是由受戒、持戒、行菩

薩道而來的。  

    法身是什麼呢？諸法因緣生，自性畢竟空，畢竟空性是諸法之性，叫做法性，亦名法

身。法身是諸佛不增、眾生不減的，是生佛平等、無始無終、無內無外的，這叫做清淨法

身。  

    報身佛是修因所得的果報。受了菩薩戒以後，行菩薩道（就是行六度萬行、四攝等法，

斷一切惡法、修一切善法、利益一切眾生）而感得的諸佛的果報，叫做報身。  

    化身佛就是八相成道的應身佛。這三種身都是清淨光明的。法身佛可以說是清淨，報身

佛、化身佛都有它的功能。就好像本師釋迦牟尼佛的丈六金身，佛身常光一丈。我們要相

信佛的法報化三身，都有無量無邊的相好。這個清淨光明無邊的相好，以什麼條件而成就

呢？皆依持戒而得莊嚴成就。  

    三個決定完成以後，要發無上菩提大願：菩提就是發菩提心，大願就是四弘誓願，菩提

大願為得菩薩三聚淨戒的根本。未發菩提心、四弘誓願，縱然受菩薩戒，也不可能得戒。

怎樣叫做發無上菩提心呢？就是發起「上求佛道、下化眾生、自利利他」之心。四弘誓願

就是「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  

    在這四種誓願中，「法門無量誓願學」最重要。假使不能學習無量法門，那麼你自己的

無量煩惱也無法斷除，那你要用什麼來普度一切眾生，又以何方法成就無上菩提呢？所以

先學無量的法門，可以知道怎樣斷無量的煩惱，怎樣普度一切眾生，也可以了解如何成就

無上菩提。所以在四弘誓願之中，「法門無量誓願學」是最重要的。  

    發菩提心、四弘誓願以後，還要一個程序，就是對於個人本身受持的比丘尼戒、式叉尼

戒、沙彌尼戒，其間若染（有所違犯）、若淨（沒有違犯）都要一一地向羯磨和尚發露懺



悔，同時也要確信沒有觸犯「七逆罪」，就是弒父、弒母、弒和尚、弒阿闍黎、破羯摩轉

法輪僧、弒聖人及出佛身血，如此才可如律如法，清淨授受三聚淨戒。  

（嘉義義德寺三壇大戒開示）  

  

持守菩薩戒  

時間盡未來際  空間無窮無盡  

 

  

    受戒已經圓滿了，持戒要到什麼時候才圓滿呢？受「聲聞戒」承許的期限是盡形壽，其

實盡形壽只是一個方便的說法，聲聞戒的目的就是要受「菩薩戒」，受菩薩戒的目的就是

將來要成佛。  

    持戒的時間，一直要等到將來究竟成就佛果，才可以說持戒圓滿。其實成佛後還要繼續

做，什麼理由呢？因為菩薩戒是盡未來際，我們究竟成佛之後，還須要繼續度眾生。就好

像文殊菩薩、觀世音菩薩都已經成佛了，他們還是來這個世界普度眾生。  

    本師釋迦牟尼佛來此世界八千返，他已經成佛了，為什麼來此世界八千返呢？目的就是

要度脫有緣的眾生，所以他不斷地來。成佛以後，還是要倒駕慈航，這樣子才能夠無窮無

盡的使我們的菩薩戒行永遠持守下去。所以受戒是很容易，持戒的功行，是很長的時間。  

    成佛的光明大道，一般來講要三大阿僧祇劫，這是指小乘的教法來講；大乘的教法不

同，是無量無邊的大劫。所以持戒的時間很長很長，而且很廣寬。怎麼廣寬呢？在十方無

量諸佛世界之中，所有的情與無情，都是我們持戒的對象，都是我們要利濟的眾生。菩薩

戒的境界，不但時間是盡未來際，空間也是無窮無盡。  

（嘉義義德寺三壇大戒開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