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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勒菩薩集諸經，作有系統，具體明確地

寫下四重四十三輕戒，以備行菩薩道者遵循、

奉行。在難行能行的菩薩道上，如果沒有一本

戒經奉行，實不知對錯，甚至犯下嚴重的罪過

而不自知，這瑜伽菩薩戒無疑是菩薩道的寶典

。

    瑜伽菩薩戒出自彌勒菩薩瑜伽師地論本地

分中的菩薩地，內有菩薩道的六波羅蜜，六波

羅蜜中的持戒度，巨細而微地詳釋菩薩戒。分

九種相戒，其中第二的一切戒正是菩薩戒的戒

條：四重四十三輕，囊括菩薩道的六波羅蜜及

四攝法，是菩薩道的金科玉律。

    彌勒菩薩自發心以來，便斷一切肉。這是

菩薩精神的具體及最重要表現。不斷煩惱亦是

彌勒菩薩與別不同之處。傳統修行者視煩惱如

厲火，急於斷絕，可是眾生煩惱無盡，如果斷

盡煩惱，便無法共眾生感受煩惱，沒有感受，

自難助眾生去除煩惱，這是與眾生共浮沉，不

捨眾生的具體表現。可是，在濁惡世間，只是

慈悲並不能圓滿救贖，必須有智慧才能饒益有

情。除了智慧，還須承擔，犧牲自己，以無我

精神去履行菩薩道。見惡眾生，欲害大眾，菩

薩為阻止惡行發生，憐愍地去加害惡眾生，不

惜犯戒去阻止，寧自下地獄，不欲眾生墮落。

因此，諸戒中有「不名犯戒，反生功德」之說

。如此慈悲、偉大、智慧、充滿無我正見的聖

者來說菩薩戒，自是最適合不過。

    在經歷一段「安住菩薩淨戒律儀」後，行

者應有所提昇，進入難行能行之道，不惜犧牲

自己作饒益有情之舉。在穢惡世間，作圓善利

益眾生之事並不容易，更多時候必須有所取捨

，平衡，放棄。其間的拿捏，需要很高的智慧

，抉擇很艱難。稍一不慎，抉擇錯誤會帶來深

遠的痛苦。因此，菩薩戒的提昇，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可是，在利益眾生的前提下，不能不

提昇。如果沒有適當的律儀串習入門，提昇會

帶來高風險。

    瑜伽菩薩戒在唐朝以後的中國，不被重視

，實在可惜。因為以大乘自居的漢傳佛教，竟

忽略了真正的菩薩戒，真正的菩薩道，實令人

費解。幸而瑜伽菩薩戒並沒有被埋沒，且偶

有有心人走出來弘揚，尤其在西藏極為普遍

，但願有大心之士出來弘揚。在上世紀，已

有佛法的先驅太虛大師，以其慧眼倡議「整

理僧伽制度，行依瑜伽菩薩戒本」，可惜功

效不顯著。

    菩薩戒是心戒，著重意念的守護，縱使

身口不犯，意念犯，仍是有犯。這與別解脫

戒有別，別解脫戒只要身口不犯便無犯。而

菩薩戒對意念的守護更為著重。因此，意念

的動機便構成犯與不犯的分別。例如為了阻

止惡人傷害大眾，不惜犯戒去阻止，在身口

行為上雖有犯，但意念的動機是善，便無違

犯。相反，在行為上壓制不犯，但意念上有

犯，亦屬有違。因此，強行壓制不是積極的

做法，應以佛理去對治及消融，才是徹底的

受持。

    瑜伽菩薩戒四十三輕戒俱以「安住菩薩

淨戒律儀」開始，即行者先以律儀制約，串

習後便能安住，安住即不需造作而無犯。這

是律儀所攝。繼而「若由懶惰、懈怠、忘念

、無記……有犯有所違越」。因懶惰、懈怠

而不去行善，亦是有犯。這是善法所攝。最

後「無違犯者……」為利眾生而開許，這是

饒益有情所攝。

    瑜伽菩薩戒的特點在開許，非如一般戒

條般墨守成規，迂腐。是現實世界中及為利

有情下，不得不用的方便法。可是，以方便

法開許實有風險，如果拿捏不當，傷害會不

少哩!

    這有點像維摩經，看似不依章法，其實

暗乎法度。例如開邪婬戒：「又如菩薩處在

居家，見有女色現無繫屬，習婬欲法，繼心

菩薩求非梵行。菩薩見已，作意思惟：勿令

心恚，多生非福，若隨其欲，便得自在，方

便安處，令種善根，亦當令其捨不善業。住

慈愍心，行非梵行。雖習如是穢染之法，而

無所犯，多生功德。出家菩薩，為護聲聞聖

所教誡，令不壞滅，一切不應行非梵行。」

    若有女子急於找伴侶，屬意菩薩。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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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衡量，若不答應，會令她心生憤怒，做出

一些害人害己之事，如果隨其意欲，與她一起

，可以令她安樂，不再沉淪於淫慾中，於是方

便讓她處於生活安定，令種善根，引領她為善

，並捨棄不善的行為。慈愍故，與之行非梵行

。

    菩薩不論出家在家，皆趣向戒淫，就是在

家的正淫，亦應戒掉。可是，菩薩為了令其得

自在，捨不善業，習是穢染之法。不過，也不

是隨意開許的，仍須嚴格遵守以下條件：1﹒

男未婚、女未嫁，避免有所傷害而行正淫。

2﹒目標在令其捨不善業，令種善根。3﹒為慈

愍故，非為欲樂，自無染心。如此於戒無所犯

，且多生功德。可是，出家菩薩是絕對禁止的

。何以故？為維護僧制故。

    從表面上看，不論出家在家菩薩皆無犯，

暗乎法度。不會因為自己的方便法而破壞制度

，損害他人。充其量，只是傷害自己而已。由

於世間複雜，人心難測，這些方便法有一定的

風險，行者需有一定的智慧去審度形勢，足夠

的力量去改變剛強眾生，否則會誤墮穢染

之法。

    菩薩行的動機很重要，雖然行為表面不太

好，但為利有情故，仍是開許的，甚至有功德

。可是，複雜的世間難以看透，可能損害其他

人，或結果大大不如理想，所作所為可能完全

錯誤，貽害很大。這不免令行者卻步。但菩薩

行者必需有所承擔，甘冒風險，大力扭轉逆勢

。這必需要強化自身，常勤修學，增長智慧，

依教奉行。亦要強化自己的力量，包括勇氣、

物資、錢財、眷屬、人脈、地位、世間知識等

，才能震攝惡勢力，及使猶疑於善惡間的眾生

趨向佛道。

    因此，瑜伽菩薩戒是真正的菩薩戒，真正

的菩薩道，入世而出世的成佛寶典。應自數數

專諦思惟：此是菩薩正所應作，此非菩薩正所

應作。既思惟已，然後為成正所作業，當

勤修學。

    菩薩當與眾生浮沉於生死海中。

    香港佛教，是如何一個大題目，範圍

如何廣大，與中國大陸及其他地區的佛教

如何關係密切。如此大範圍的課題，豈是

個人或單獨團體能擔起。當然有無數英雄

前仆後繼參與其中，這些英雄，有有名的

，無名的，學問好的，發大心的，任勞任

怨的，私心重的，不怕犧牲的，有聖的，

凡的，紛紛用心為當地佛教打拚。彷如天

上的菩薩星，約好下降人間，發願普度眾

生，為世上其中一小角落的佛教，奉獻畢

生精力。同樣在世上每一角落，皆有不同

的繁星下臨，因緣好的，可為當地佛教爆

發光彩，因緣不具足的，便寂寂無聞，或

消失在暗夜中。此起彼伏，在歷史的長河

中，不斷輪迴，掙扎。

    其中，有幸能靠一些與別不同的事業

，為人稱道，注意；或是能作專門技能，

如講經，唱誦等，吸引很多信眾；亦有努

力弘揚，卻沒有人支持，參與，落得寂寂

無聞；亦有胸懷大志，苦無資財及同道的

協助；亦有名成利就後改變初衷，陷落於

名利私慾中，無法翻身。這些有名無名的

英雄，同樣為當地佛教付出不少努力，甚

至犧牲健康、生命。同一目標，卻不同的

際遇，千差萬別。有同德同心，為了佛教

而走在一起，亦有爾虞我詐，看同路不起

，或視為仇敵。

    有資深學佛者，大隱隱於市，不為人

知；有參與多個道場，團體，奮力發光發

熱，大多「即興」賣力，沒有具體目標，

長遠規劃。各人默默靜待，靜待大德出世

，領導群倫，他們可歸隊，安心立命。只

待有人振臂一呼，將佛教命運扭轉，從此

踏上佛道。在這守待日子中，仍有不少英

雄揭盡所能，留給後人記上一筆，這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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