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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淨道論法要  賢護

    清淨道論是南傳佛教最重要的一部論書。

    清淨。是除去一切垢穢而究竟清淨的涅槃。

    道。是到達清淨的道路。

    清淨道。即到達涅槃之路。而世尊是用戒定慧三無漏學來顯示清淨道。

    作者覺音尊者乃五世紀之印度人。長期從事著作，除註釋巴利三藏外，更有大量著作傳世，

最著名的就是此清淨道論。

    他綜合南傳上座部佛教思想，引用三藏要典及各種義疏來完成此論著。讓後世以聞、思、修

去實踐、體會及融入生活中。

    戒定慧是清淨道論的綱領。

    先說戒。什麽是戒？戒的語義是什麽？戒的相如何？戒有何功德？戒有幾種？

    原來戒是要離一切惡。簡言之，一切惡不作，進而不損害他人；戒亦有防護的作用，不但防

護自他的損害，更防護涅槃之路。

    其中的頭陀支品，即十三頭陀支。跡近苦行，以少欲知足，不起貪欲為要，對淨化所說的戒

得以成就。

    再說定。什麽是定？定的語義是什麽？定的相如何？定有幾種？定有何功德？

    定是等持，對一切所緣平等，平正保持，與安置其心與心所。則制心一處，無事不辦。

    論中述及四禪的修習。為鎮伏貪及離欲，說不淨業處；六隨念――隨適而念，數數起念，於

應該發生的地方而發生；四無色定；四梵住的修習。

    再說慧。什麽是慧？慧的語義是什麽？慧的相如何？慧有幾種？慧有何功德？

    慧的修習從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四諦、緣起、十二因緣的觀修而成就。

    清淨道論是根據原始佛教、印度的民風而撰寫，但時移勢易，現代社會的變遷，已大大改變

。如何將這些原始理論，應用於現代社會，實是現代佛學家的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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