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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本具足光明，以迷惑本心，故昧而

不顯。雖不顯，而光明仍在，如寶鏡埋

在泥中，必自泥中取出磨擦，去其泥

垢，固有光明，方能顯現。世間一切法

皆是因緣所成。古鏡是因，磨擦是緣，

因緣和合，則垢盡光顯，皈依三寶，亦

復如是。眾生之心為因，三寶為緣，藉

三寶薰習力，而法性理體本具大智慧

光明即顯。發菩提心者，是由本覺光

明，起始覺光明。始覺者，始知世間無

常，始知一切境界是假是苦，所以要發

覺心。不但自覺還要覺他，不但自己諸

惡不作，眾善奉行，還要勸家親眷屬，

及所識之人，亦諸惡不作，眾善奉行。

這就是發的菩提心，行的菩薩道。戒

者，止惡防非，為無上菩提本，是故人

人皆應受戒。學戒如僅受而不持，就可

學
佛法最難的就是守佛一個家規。因

為佛的家大，規矩不得不嚴。佛之

家規即戒律也，條規繁多。膽大的，學

好多年的佛法，還摸不著家規的邊際。

果能立志守佛家規學去，則龍天擁護，

諸佛加被。不遵佛的家規，不受佛的約

束，即令外有人來管，八部鬼神就要把

你送到三途中受苦去了，還談什麼通教

通宗呢？

人人皆應受戒

學佛法宜慎始要終。古人云：「打

頭不遇作家，到老反成古董。」是故初

學應慎之于始也。又云：「出家之人，

出家一年，佛在眼前；出家三年，佛在

西天。」即不慎始要終也。故曰：「勇

猛心易起，長遠心難發。」此皆善根淺

薄故。有善根者，關於戒律，當急學急

受。出家人學戒者有之，居士學戒因緣

甚少，久薰佛法的居士是知道的。

初來三寶門下的居士，恐怕不知怎

樣入門。入門之道首要發菩提心。發菩

提心，即與三寶之門相通。三寶之門，

是無形無相之門。得法的，一下子就進

門，不得法的，一輩子也進不了門。菩

提者，覺也，發菩提心，即是發覺心，

是將心之光明，放出一點來。眾生之

學佛從受戒始

慈舟大師 開示

     

 慈舟大師（1877~1957）

生平講授華嚴，闡揚戒律，弘

化甚廣，而自律甚嚴，持比丘

戒，行淨土行，修法界觀。說

法度人，一任本真，絕不談玄說

妙，虛飾文詞。道源法師在追憶文中指出，他

老一生修行，以念佛持戒為宗旨。有人問老法

師怎樣修行？他答：「持戒念佛」。又問還

有什麼？他答：「念佛持戒」。由此可以明

白他老人家平日修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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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了受戒一番善根。殺盜婬妄為四根本

戒，故五戒、菩薩戒，首戒此四。比丘

二百五十條戒，其中二百四十六修戒皆

是護此四重戒的，比丘尼亦然。茲將殺

盜婬妄酒五戒，說其大概：

略說五戒

殺戒不但不能殺人，不殺畜生，乃

至微細昆蟲，亦不得殺。因十法界佛性

平等，平等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彼畜

生道眾生，為造重惡故，墮惡道。待罪

報受滿，轉身為人，仍能修行，以至

成佛。若殺死一昆蟲，即是殺一未來

佛，亦即是殺過去父母。《梵網經》

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

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殺生

害生，不順孝道。吾人在六道中受生時

長，歷劫家親眷屬，當然眾多。今生我

幸得人身，當思救護沉溺惡道的家親眷

屬，何忍傷其命而食其肉？故見畜生被

殺，應方便救護。且貪生怕死，人畜皆

同。畜生被殺時，以力不能敵，含恨而

死，來生相遇，即是冤家見面，必加報

復。《楞嚴經》云：「人食羊肉，人死

為羊，羊死為人。」語云：「吃四兩，

還半斤。」可不懼乎！昔文殊菩薩示現

人身，路經屠戶之門，見數人擒豬，將

欲宰殺，豬乃狂奔，不易捆綁。遂謂屠

人曰：「何用多人為？吾殺此豬，一人

足矣。」屠戶為省人工計，異日即僱彼

殺豬，彼乃以人名喊豬，豬即應之，馴

來其傍。屠主曰：「不殺此豬。」又以

一豬令殺。彼又以人名口喊之，豬又

馴服而來。屠主又驚駭曰：「不殺此

豬。」彼先後所呼之名，即屠主父母，

故皆不令殺。彼父母以殺豬為業故，死

後變豬。屠主遂改業，不敢再作殺生之

事。人人若皆知因識果，決不敢殺害眾

生。真是發菩提心之人，遇有蚊蟲來食

身血，應發供養之心；即或不能發供養

心，亦不可起瞋恨心。宜用柔軟語，作

是念曰：「我是初學菩薩，不能滿汝之

願。」輕輕拂去，切不可欠命債。須知

有意殺者有意還，無意殺者無意還。好

殺者必得短命報。對於不食肉放不下

者，可於臨食時觀想，我所食的，是未

來佛之肉，是過去父母之肉。如是觀

想，必能斷食肉之習，不造殺業，亦不

遭被人殺之報。戒殺放生，可以懺悔往

業，增福延壽，功德無量。

盜戒，較殺戒難持，若僧若俗，皆

易犯之。出家人若無人見，自取常住食

物私食，即犯盜戒。乃至不好好修行，

張口吃一口飯，飲一口水，悉皆犯盜。

語云：「十方一粒米，重於須彌山；若

還不了道，披毛戴角還。」在家人亦易

犯盜，如為人辦事不實心，令人受損

失，皆是犯了盜戒，偷關漏稅，侵蝕國

家財物，皆犯盜戒。即在家庭之間，亦

（佛陀教育園區戒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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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難免。依據戒本開遮持犯道理，取親

厚人財物不犯盜，否則不與而取，皆

是犯盜。所謂親厚者，非父母手足等

之謂也，須具有七種親厚之相：一難

作能作，二難與能與，三難忍能忍，四

密事相告，五互相覆藏，六遭苦不捨，

七貧賤不輕。如是無論親與非親，有此

七相，皆得謂之親厚。反此，雖是父母

手足，非意氣相投不得謂之親厚。凡不

與而取，即是犯盜。世人每以兒女取父

母之錢，自蓄自用為無妨，不知亦屬盜

也。故云盜戒難持。不學戒易犯而難

知。

婬戒，出家人絕對禁戒，在家居士，

只戒邪婬。《梵網經》諸家註解很多，

有判居士只戒邪婬，有判既是菩薩，正

婬也應當斷。這就看持戒從緩從急。從

緩先戒邪婬，從急則全斷婬慾。究竟從

緩對不對呢？緩則不能了生死。若說不

對，佛又何必說五戒，只戒邪婬呢？因

為佛是觀機施教，對根機淺人就說緩。

所以說半字教、權教、分教，都是不究

竟的。佛有攝受門、折伏門，此屬攝受

門，用權巧方便，使漸離婬慾。不斷婬

是世間法，就佛法說，是應斷的。諸位

有未入佛門的，先斷邪婬，入了門，既

知佛法意義就要斷婬。婬為生死根本，

究竟斷婬，方免輪迴之苦。婬念輕則上

升，婬念重則下墮，是故欲界六天，以

婬念輕重而分高下。偈云：「四王不淨

忉利抱，夜摩執手兜率笑，化樂久視他

化暫。」他化天在欲界天最上層，婬念

輕者生之，所享快樂，勝過以下諸天。

婬念較重，次第生以下諸天，皆是愈上

愈樂，下者次之。已斷婬慾，則生色界

天，所享之樂則又勝過欲界六天。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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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由婬慾生，苦惱極重。簡單說有

三苦，分開說，五苦八苦，乃至無量

諸苦。身為苦本，設無有身，苦叫誰受

呢？佛為一切智人，為大慈悲父母，故

說了義教，為欲了生死眾生說婬戒，令

斷生因。不生則不滅。不生滅故，則了

生死，而成佛道，究竟離苦得樂。深望

大家痛念生死苦，立志戒婬。

妄語戒，最易犯。持妄語戒宜謹開

口，慢開言，少說話。是故語言遲鈍

人，犯時較少，口齒伶俐人易犯。有心

學戒者，宜加謹慎。說妄語被人覺察

後，即難得人之信任。舌為心之苗，言

語虛實關於心之邪正。講話時要覺照，

自說自聽，猶如誦經念佛，口念心觀。

不然口中念的是佛，心中想的不是佛，

心口不一矣！又者，十方諸佛，護戒善

神，皆在吾人心中。若不妄語，常為諸

佛加被，善神擁護。若妄語，則十方諸

佛與眾善神盡知盡見，不能感佛之加

被，善神之擁護；人以類聚，物以群分

故。

酒戒，酒能醉人，令人神識昏迷。

若不戒酒，因之能誤犯殺盜婬妄四重

戒，故酒戒亦在重戒之中。有一五戒居

士以醉酒故，見鄰家雞來其家遂殺而食

之。鄰婦至其院覓雞，醉人答曰未見，

並因醉性強姦鄰婦。偷雞食犯盜戒，殺

雞犯殺戒，答曰未見，犯妄語戒，強行

非禮，犯邪婬之戒，以飲酒故，四重戒

同時俱犯，故《梵網經》云：「酒生過

失無量。若自身手過酒器與人飲酒者，

五百世無手。」又酤酒戒云：「菩薩應

生一切眾生明達之慧，而反更生一切眾

生顛倒之心者，是菩薩波羅夷罪。」

為什麼要受戒

是以修行欲了生死，除了持戒，莫說

了生死之話。故必須受戒，受了戒必須

學戒。受一條戒，即是一學處。初聞佛

法的人，多生恐怖。聽說佛法，有如是

言，這也犯戒，那也犯戒，所以害怕，

不敢受戒。久薰佛法的人聽了，縱然不

能受，也還不驚不怖。要知道縱不受

戒，殺盜婬妄亦犯性罪。受了犯戒，犯

性罪又犯遮罪。如是因如是果，法爾如

是，是為性罪。佛所制止，不遵佛教，

是為遮罪。受戒而犯，似較不受戒多一

層罪過。不知不受而犯性罪者，墮地獄

受苦已，再生人間，難免再造再墮，出

苦無期。受戒持戒者，求人天福，得人

天福，乃至求佛果，得佛果。犯戒者雖

罪加一等，在地獄受苦滿時，即覺前

非，立志好好修行，不再犯戒。及再來

人間修行，就不犯戒了。故云：「寧聞

佛法入地獄，不願不聞佛法生天堂。」

誠至言也。吾人欲了生死，及離苦得

樂，首先要對治習氣，勉強受戒。如不

受戒，即不知受戒功德，犯戒罪過，難

免不殺，不盜，不婬，不妄，不飲酒。

既造苦因，必受苦果。學佛法人，須具

正知正見，遵佛遺教，以波羅提木叉為

師。

修行了生死，除了持戒，莫說了生

死的話；除了求生淨土，也莫說了生死

的話。但只是持戒也不是容易事，因為

不順習氣，所以發不起持戒心。故《梵

網經》佛訶責不受戒眾生，畜生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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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頭無異。這話怎麼講呢？因畜生不知

善惡，故不能受戒。人若不知好醜，不

肯受戒，甘心下流，這不是與畜生無

異嗎？又怎麼說木頭無異呢？眾生還

有知覺，木頭連知覺也沒有，又不知

痛癢。愚癡眾生在生死苦中，不知痛

苦。不知痛，安知癢呢？所以說木頭無

異。初聞佛法的人，多生恐怖心，說：

「噯呀！佛法好嚴哪！」這也犯戒，那

也犯戒，所以害怕。久薰的人聽了，縱

然不能受，也不驚不怖。略舉旁人的一

兩樣事，作個比喻聽聽：愚癡眾生就像

燈似的，照遠不照近，見得到別人的壞

處，就見不到自己的不好。常說當局者

迷，旁觀者清，只能照人家，很少照自

己。晚學在湖北時，也有受皈戒的。有

個女人，她不敢受五戒。我說戒能持幾

條受幾條，持不了的不受也可以。她聽

了這話後，受四戒，哪四戒呢？殺盜妄

酒四條，不受邪婬。我以為她是不懂，

所以就告訴她說：「居士受五戒，只戒

邪婬。」她聽了這話，還是不受婬戒。

一個女人不能戒邪婬，豈不可恥嗎？豈

不是甘心下流嗎？以此一事推度，你我

不肯受戒，不肯持戒，就是留著黑暗路

走，不願向光明路上去。自己要想想，

留著黑路走，是對不對呢？少薰習就不

知受戒的好處，不受的害處。不受只犯

性罪，不犯遮罪，受了戒，一犯就犯兩

重罪，要是這樣打算盤，那可就打錯

了。犯性罪也是要墮三途的，在三惡道

中受夠苦出來，還是造罪墮地獄。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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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了戒犯戒，受苦受夠了，發願出來

再受不再犯，那就會持戒了。譬如世

間，作賊的捉去了，就受牢獄苦；受夠

了出來，再偷東西，再坐獄，打總子也

沒有完的時候。眾生不知向善，輾轉墮

地獄，那些牛頭馬面鬼，一見就煩惱來

了，說我費了許多氣力治他的罪，治完

了放出去，未久又來了，又要我費力。

常言六道輪迴，若果六道是平等的，輪

迴也還好；在三善道中多少年，在三惡

道亦多少年，也還好過，可又不是這

樣。生人天的如爪上土，生惡道如大地

土，一失人身，萬劫難復。所以六道可

怕。如果不持戒，在三惡道中時長可

怕。

殺盜婬妄這四戒中，殺戒，自不殺

人，還可以讓人殺我。盜妄都可以自不

作，讓人作的因緣。殺我盜我騙我者，

作隨緣消舊業想。唯有婬是不能作隨緣

消舊業想的，這個業是不能隨緣消業

的。別的戒自不犯，他犯只是片面的；

婬戒，我婬他，他也婬我，雙方犯戒，

這個因果無有了期。定規要從此一刀兩

斷，絕對不婬才好。

戒都有連帶關係。能究竟斷婬即犯

無罪的殺戒，殺無明父，殺貪愛母。犯

此殺戒，是殺生因種性，非殺父母之

相，不但無罪，還是功德。若一人究竟

殺無明貪愛，則一人究竟斷生死；人人

究竟殺無明貪愛，則大地眾生都是佛菩

薩。但只是人都不肯這樣究竟殺。無明

是根本無明，貪愛是枝末無明。根本無

明迷法性，不能知真本有，造業受報，

不能達妄本空。故根本無明，又名發業

無明；起惑造業，故貪愛又名潤生無

明。如果下了種，沒有貪愛水澆，久

了會乾，不能生長。無明種子為因，

譬如父；貪愛長胎，養胎譬如母。殺了

這樣父母，究竟得解脫，即所謂「打得

念頭死，救得法身活。」持戒確是救我

們法身慧命的金丹。如果覺得生死有趣

味，那就是魔子魔孫。若不甘心墮落，

就要好好的持戒。戒本不易持，要像打

鐵一樣，燒燒捶捶，去些渣滓就去些習

氣。數數入火，數數捶打，豈是一下子

打好的嗎？譬如諸位來三寶門下，都不

吃肉了。最初不吃是不是還要想吃呢？

久了自然不吃。但念頭一起即起訶責，

如鐵打掉一點渣滓。以此推度，只要發

心就能。可不要像那女人不敢受，不敢

持。一切戒都是慢慢磨練，受不來勉強

受，持不來勉強持。若果是不敢受，不

敢持，豈不是與畜生無異，木頭無異

嗎？譬如打仗，敗了還打。佛法的仗，

是正念與邪念打，敗了又來，要像久不

死的團魚。正念是永遠不會死的，敗了

再打，時久自然邪不勝正。所以說正念

像不死的團魚，不怕持不了，只怕不發

心。諸位受了戒，回去對於家庭眷屬親

友，也要勸勉。佛菩薩大慈大悲，打總

子不會怪我們犯戒的。可是護戒神未斷

瞋，他是不容犯戒人的。多犯不如少

犯，少犯不如不犯。佛雖慈悲我們，只

怕我們自己不慈悲自己。佛即是心故，

念佛持戒分不開的，是一件事情。好好

念佛吧！

       （節錄自《慈舟法師開示錄》第一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