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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瑜伽菩薩戒法要講述

  

 

9・性罪不共戒（身三語四）

    

    七支性罪，身三語四，是聲聞不共性戒。可是菩薩為利他故，必需以善巧權宜方便之

法，對於七種性罪稍作現行，如此於菩薩戒無所違犯，且生多功德。

    菩薩的律儀是不殺盜滛、不妄語、離間語、惡語、綺語，再加上意業的不貪不瞋不痴

，便成十善菩薩。這些重要的性戒，菩薩必需遵守。可是，為了饒益有情，這些重要的性

戒，亦可少分現行，無所違犯，生多功德。

    雖然違犯生多功德，但不可隨意觸犯，畢竟那不是常道，而是善權方便，風險不少，

當留意：

1・少分現行―這些表面違反戒律的行為，有可能被其他人誤解，有可能達不到效果，甚   

   至被牽引墮落。不宜常常使用，且觸犯的程度亦應儘量輕。

2・利他故―為了利益他人，非為了自己。利益犯事者，阻止他作惡，將來受大惡報。亦  

   利益受害者不為惡人所害。

3・憐愍故―行者生起大悲心，憐愍一切眾生，甘願犯律儀戒去利益眾生。

4・甘願自受苦―為了阻止惡行的現行，甘願自己受苦去阻止，乃至下地獄。因此，要有

   受苦去代替眾生的心態，寧下地獄的心態。

5・善思抉擇―要多加思惟，此是否最佳抉擇？可有其他更好方法；自己能力是否可及？

   事情是否一定圓滿發展？

6・無瞋恚意去犯―此善權方便之法是欲利他故，憐愍故，不應有瞋恚意，否則與菩提心

    有違。

    可見行此菩薩戒，必需有菩提心，慈悲地去實行；亦要有智慧去善思抉擇；般若智慧

去過濾煩惱。如此困難的菩薩道，難怪太虛大師說要地上菩薩才有能力實踐。

    驟看菩薩戒與一般世間善行沒有分別。為了阻止惡行的肆虐，不惜開性罪去阻止，為

了愛國，為了抵抗侵略者而自衞，保護國民，不惜戰爭去抵禦等。那麼，是否世間善行等

同菩薩戒呢？

    世間善行可能為了公義、自身利益、立場等個人喜好去阻止惡行；而菩薩戒的行者卻

是為了憐愍惡人，不讓他的惡行加深，將來受極大的苦報，有感於苦報難逃，且令惡人陷

於墮落而難回復，後悔莫及的苦楚，大悲心起而去阻止惡行，拯救的心態。心中沒有憤慨

、惡意，而是憐愍、同情，這非一般人能做到。當然，亦為了保護大眾，阻止惡行的擴大

。在行為上，菩薩行者與善行者沒有太大分別，但在心態上卻有天壤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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