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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瑜伽菩薩戒法要  寂慧

  

 

    瑜伽菩薩戒出於彌勒菩薩瑜伽師地論中卷四十及四十一的〈本地分・菩薩地第十五初持瑜伽

處戒品〉，雖只是六度中的戒度，內已涵蓋六度四攝的遵循守則，以利他大前提，統攝在三聚淨

戒中，是真正的菩薩戒，菩薩道的廣大正行。

    難行能行的菩薩道，處於世俗的大染缸中，複雜多變，難於應對，必須有所依循。行菩薩道

，修菩薩行，應何依止？只需一部瑜伽菩薩戒，不出律儀，不失善法，不忘饒益有情，涵六度四

攝，不違不犯，精進行持，直至成佛。而瑜伽菩薩戒，短小精幹，實菩薩道的寶典。

    成佛必需福慧兩足尊。故菩薩亦需修福修慧，在漫長的菩薩道中，或有忘失，或疏忽的時刻

，因此，常常誦戒有助防止忘失。福德的修持，除了深入世間度化眾生外，先發大悲菩提心，受

戒時，被問：1・已發菩提心否？2・是菩薩否？當決斷答曰：已發，是菩薩。才能得戒；智慧的

修持，尤為重要。在複雜多變的世間環境，若無足夠的智慧去判斷，可能錯誤抉擇，或好心成壞

事，甚至犯了戒也不自知，無由懺淨。

    菩薩戒是加行戒，在受持七眾別解脫戒後，更進一步的修學，在菩薩的三聚淨戒中，七眾別

解脫戒為律儀所攝，是戒律的入門修學，基本功，應儘量保持不犯，待修學成熟後，進而修學攝

善法戒及饒益有情戒，進入菩薩道的核心，直至成佛。因此，各各應先受各別的律儀戒，如優婆

塞戒、比丘戒等，才受菩薩戒，故菩薩戒較少觸及律儀戒，但不是棄律儀，而是含攝其中。

    菩薩戒重精神，不重條文，即重饒益有情，不重律儀。重心意，動機，因此，同一種行為，

可能是善，亦可能是惡。如惡口罵人是惡；心存教導，使改過向善而罵人是善。同樣，我們衡量

他人的行為善惡時，亦應判斷其心意、動機，不能妄下斷言。可是有些偽善之人表露善行，內裏

卻為自己利益著想，不惜傷害他人？菩薩應以智慧去判斷，察其言，觀其行，瞭解其立場、動機

，過去的表現等。

    「若諸菩薩，欲授菩薩『菩薩戒』時，先應為說菩薩法藏摩呾哩迦，菩薩學處，及犯處相，

令其聽受；以慧觀察，自所意樂、堪能思擇、受菩薩戒、非唯他勸，非為勝他，當知是名堅固菩

薩。」

    授他人菩薩戒前，應1・為說菩薩藏經、戒，使其明了。2・觀察其是否意樂。3・有所瞭解

，堪能思擇。4・非為他勸，是自己的意樂。5・非為勝他，非好勝。是名堅固菩薩。

    受戒者亦應於受戒前學習經戒，並發願、懺悔，將受戒的前行功夫做好，需時約數月。然後

殷重地正受菩薩戒，以便納受戒體，成堅固菩薩。

    菩薩應謙厚精進，避免違犯，有六種犯戒心應小心留意：1・輕蔑心2・懈怠心3・有覆心

4・勞倦心5・病俱心6・染習心。這些雖有輕重之分，但容易觸犯，應多加注意。

    菩薩戒的犯與不犯，端看行者的心態，對戒條的三種反應心，差別很大：

    1・恚惱心――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

       既安住律儀，卻為煩惱所伏，起恚惱心，拒受持。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2・懶惰懈怠無記心――若由懶惰、懈怠、忘念、無記之心…………

       是名有犯，有所違越，非染違犯。因非故意故，懶惰、懈怠、失念等無記心，只屬非染

違犯。

    3・開許心――無違犯者…………

       為饒益他人，為大局著想，為折伏作惡者，不惜犯戒下地獄，

去利益他人。在菩薩戒來說，是無違犯。

    彌勒菩薩從各種佛經中編纂此菩薩戒品，分九種相去解釋：1・自性戒2・一切戒3・難行戒

4・一切門戒5・善士戒6・一切種戒7・遂求戒8・二世樂戒9・清淨戒。

    先釋三聚戒，受戒條件，受戒儀式。而菩薩戒本出於第二的一切戒中，列明四重四十三輕的

開遮持犯。歷來只側重戒本，對九種相的前後皆略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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