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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薩戒法要  寂慧

  

 

    菩薩行是學佛的歸趣。每一佛子必經的修道。修菩薩行必遇到很多困難，很多難以取捨的

抉擇，難以決定。例如遇到情與義的取捨時，兩方面的決定皆心如刀割。亦恐決定錯誤，自他

痛苦加深。因此，一個明確的準則，以便依從，實極需要，這便是菩薩戒。菩薩戒要點不在收

窄個人的限制，而在抉擇時能作出最好的決定。能受持菩薩戒，想必在佛門有一段日子，佛理

有一定瞭解，亦曾受持各自的戒律，可說是佛門的進階，懂得節制，繼而進入難行能行，難捨

能捨，難忍能忍的菩薩道，面對難以抉擇取捨的困境。

    戒在規範行者的行為上作一明確的準則，以供遵循，這是律儀所攝。唯世間複雜多變，非

簡單規範可通，不暸戒法之開遮持犯，靈活變通，難以入世，饒益有情。然乏菩提心及缺深法

之慧，亦易冒犯而不自知。

    菩薩利他，不只是止持便可，還須作持，還須犧牲小我，成全大我；還須犧牲自己，阻止

不善法進行，阻止惡行損害大眾。那是主動地去作善，而非被動地護戒。

    因此，菩薩戒分類為三聚淨戒：1．攝律儀戒―在安住其心。2．攝善法戒―成熟自佛法。3

．饒益有情戒―成熟有情。一般戒律側重防非止惡，被動地堅忍煩惱的生起，那是自利為主。

而菩薩戒主要在利他，主動地作善，並提昇至饒益有情，入世作利他事業。菩薩戒兼具三聚，

自利利他，從自利中利他，亦從利他中自利。

    三聚淨戒如何分別？如何互融？以下的例子可作參考：不亂抛垃圾，是律儀所攝，防非止

惡；不亂抛垃圾後，每見到有垃圾便主動地清理，那是攝善法戒，積極的去行善；再進而規勸

、阻止、舉報、教導身邊亂抛垃圾的人，那是饒益有情戒所攝，但如此作可能引起他人的反感

，做成敵對，甚至傷害，不但自己有損，亦成就他人的變本加厲，適得其反。如何巧妙地令對

方遵守規矩，並改過向善，實是一件難事，行者不但要有勇氣，亦需有智慧。

    三聚淨戒乃菩薩戒的道次第。先攝律儀，守護重戒及輕戒不犯，數數思惟如何無犯無所違

越及有犯有所違越。次攝善法戒，以串習的律儀基礎，主動去作一切善行，使世間盡善盡美。

最後饒益有情，主動去作一切利益眾生之事，即使對己有傷害，亦要阻止他人犯惡，乃至避免

惡人犯下三惡道的惡報。

    眾生無邊，煩惱無盡，要度眾生當然要學無量法門。因此，受菩薩戒後，要廣學多聞，不

但精於內典，外明亦要廣學，目的是攝眾，因為通達外明才與眾生有共同語言，才能與眾生打

成一片，才能感受眾生的煩惱，從而帶引他們出苦海，只有四攝法的同事攝，可以與眾生共浮沉。

    菩薩戒通於七眾，任何人只要發心度脫一切眾生，不論何種身份，皆可受菩薩戒，行菩薩

道。當然，身份不同，亦有多少調適，例如出家菩薩跟在家菩薩，便有不同的行持；身份高貴

如國王與首陀羅亦不同的行持。如果本身身份尊貴或貧賤，在受菩薩戒後，會有很大的改變，

那是不對的，違反社會秩序外，在心態上也有矯枉過正之嫌。

    菩薩戒經有菩薩瓔珞經、梵網經、菩薩地持經、菩薩善戒經、瑜伽菩薩戒經、優婆塞戒經

等。大致分二類：一是梵網經系統、二是瑜伽菩薩戒經系統。梵網菩薩戒經是清淨戒經，它以

不犯攝律儀為主，品德高尚，眾生樂於親近，受影響而趨於至善。瑜伽菩薩戒經則以利益眾生

為主，主動去作利益眾生之事，以衡量何等較眾生有利為抉擇。因此，適當的開許，不時的開

許是允許的。宗旨在爭取眾生最大的利益為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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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以降，中國一直奉行梵網菩薩戒，要點是不食肉。因此中國比其他地區，系統更具慈

悲的菩薩精神，以致世人皆認為佛教最慈悲，信奉佛教不吃肉。唐朝玄奘大師翻譯瑜伽師地論

後，瑜伽菩薩戒曾盛極一時，惜唐武宗滅佛後，瑜伽菩薩戒一厥不振。卻盛行於西藏，瑜伽菩

薩戒不需戒肉食，這是由於西藏的特殊環境，無法奉行素食。然彌勒菩薩自發心以來，誓不吃

眾生肉。而瑜伽師地論正是由彌勒菩薩所說，瑜伽菩薩戒可以吃肉實與彌勒的發願有違。有說

開許吃肉是因為奉行素食困難，為接引故才開許，希望多些人發心受菩薩戒，成菩薩，進而不

吃眾生肉。

    菩薩戒一受永受，直至成佛，縱使於中有退心、退墮，最後還是踏回菩提道。將無盡的輪

迴苦況，轉化為生生世世的菩薩道。而依循的寶典，就是一本薄薄的菩薩戒經。除了數數思惟

外，還要常常持誦，履行，直至成佛。

    在世間，有兩種能力很重要。一是口才，能言善辯，不好的可以說成很好，好的也可說成

不好。出口術，可以很快與人打成一片，很快弄好人際關係，或是親切交往，推心置腹。一般

推銷員皆有不同程度的能力，但這些容易使人變得花巧，虛偽，綺媚。二是寫作，文章千古事

，文章可以影響後世，長久留存，亦可無遠弗屆，改變他方的人。文章寫得好，除改變遠近之

人外，亦可為各種活動增加效果，總持各種核心理念，還可慢慢細嚼，使能牢記不忘。

    口才是急智，因為人的交談不能停頓，必須於瞬息間判斷，組織，表達，不容怠慢；寫作

可慢慢精心部署，組織、修飾。兩種能力各有特色，但皆可透過訓練而成熟、精準。以上兩種

能力隨懂一種已可橫行天下，衣食無憂。如果兩種能力俱備，即講得寫得，直可「無往而不自

得」。

    總結來說，兩種能力是溝通的能力，人際關係的要點。

    此外，世間亦有兩種重要的能力。一是應變能力，當處事時，常遇到一些突變，無法預測

，或是意料之外的變故，必須有應變能力去處理，解決。這需要腦筋靈活、急才。二是規劃能

力，不論大小事務，事前的規劃，資料搜集，衡量，審查等，計算清楚，依步驟去完成。孫子

兵法曰：廟算勝。多算多勝。即事前規劃成功便能成功，規劃多花功夫去做，多計算，成功的

機會愈大。因此，事前的規劃一點不能馬虎，且要多費心，重複審查。規劃做得好，意外機會

便少，需要應變的機會亦少。這兩種能力，可以使人事業有成。

    相對前兩種溝通能力，這兩種能力是辦事能力。如溝通及辦事俱能得心應手，世間沒有什

麽事情是辦不到的。

    佛法住世間，同樣有兩種方式，一是說法，二是佛行事業。說法需善巧方便，能言善辯，

打動人心。佛法的永傳，需要文字，跨時空發揮，這近乎前說的溝通能力。而佛行事業的各種

法會活動，不論大小，皆需要有辦事能力的人去主辦。佛法住世間，除了自身的殊勝超然外，

世間法的重要能力亦不可缺少。這正是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

    溝通與辦事 提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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