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結夏安居之制又稱結制。每年農曆四月十六日即為結夏之始。七月十五日結束，稱為解夏

或解制。安居結束時應作自恣、解界、結界、受功德衣等四事。即於安居圓滿後，大眾反

省安居中之行為，若有罪時則自宣己罪，相互懺悔，稱為自恣；自恣之日稱為自恣日、佛

歡喜日。又安居結束時，應解除安居期間禁止外出於結界範圍之規定，此為解界。  

    佛教規定夏季為安居期，與佛教的教義有著密切的關係。印度夏季有三個月的雨期，這

一段時間正是萬物萌發生長的時期。為了避免僧尼外出時會在無意之中傷害了草木小蟲，

犯「殺生」大戒，招引外道譏嫌，所以，佛教規定僧尼在雨期必須居於精舍不得外出，這

樣，既可防止傷生破戒，又可使僧尼有一個專心講經修道的機會。關於釋尊在成道後與弟

子第一次舉行安居之地點，諸經典所說不一，然一般多以鹿野苑為第一次安居之所在。  

    進入安居時舉行的儀式很隆重。四月十五日，也就是夏安居的前一天，寺裏一早就掛出

「安居」的牌示。這一天，整個寺院都呈現一片繁忙景象。知客知會維那及各寮堂負責

人，忙著開列僧眾名號、戒臘，並登記造冊。知事則忙於清點人數。法堂（或齋堂）裏香

燈師正在為所有的僧眾鋪設蒲團。法堂正中上首，早已擺好一張方桌，上面供著釋迦牟尼

的小像一尊，或者供著寫有「安居會上，中天教主，本師釋迦牟尼佛」的牌位。佛像左

邊，準備了住持之座。前廊下桌子上，則擺上了韋馱天像。堂中央的小桌上，擺著籌盤、

空盤。另外，在佛像、韋馱像、住持座前也都放置了一枚大籌，等著行籌時用。  

    四月十六日一早，安居期開始。安居儀式的第一項內容，就是到大殿拜佛。早粥後，隨

著三聲大鐘長鳴，僧眾便齊集大殿燒香、拜佛。  

    拜佛儀式是寺院進入安居期的序曲，它標誌著寺院安居的開始。  

    安居期內，朝暮課誦仍照常進行，寺院中不但要每日按時誦經念佛號，還有講經、講

律、講論的習俗。  

    寺院在安居期還多設有安居規約。安居規約要比平素寺規更細，如在講課期間，僧人破

了根本大戒、喝酒、與人爭吵、詆譭講法、詆譭法師或同學，都要被趕出寺院；倘有僧人

不與眾人共同上堂、三次不到或偷看其他書籍、打瞌睡、不用心聽講等等，都要被趕出講

堂或受罰。  

    這樣的安居生活經過三個月九十天，到七月十五日結束，這就是所謂「解夏」。「解

夏」也像「結夏」一樣，舉行一番類似的儀式，要由住持向全寺僧眾正式宣布「安居結

束」。  

                            （參考資料：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