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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殺生」是你我生命的保障
「殺戒」是優婆塞、優婆夷的第一條戒。

即使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生命，只要是有生命的眾

生，上至諸佛聖人、父母、師僧；中至一切天、

人；下至鳥獸蟲蟻等，都不能惡心殺害他們的生

命。

這裡強調的是「惡心」，也就是惡意、蓄意

或以損害不善的心念，執行了斷生命的行為，並

且造成對象命斷的結果。

持守「殺戒」，不只不能親手去殺，也不能

指使他人去殺。如果自己不做這樣的行為，但對

於他人殺害眾生的行為，表達了讚嘆、鼓勵、支

持，甚至以之為榮耀，而導致對方斷命，這也是

犯了殺生戒，則失去受戒時所得的「戒體」。

略講「殺戒」

犯殺戒的五項條件

佛教戒律對於犯殺戒，成立需要五項條件：

1.是眾生：被殺的對象是有情眾生，所謂的

「有情眾生」，一般是世俗所認為的有意識性的

動物。

2.眾生想：知道那是有情眾生。

3.起殺心：起了殺害的心。

4.興方便：執行殺的方法、動作。

5.命斷：被殺者死亡。

也就是就主體的意識、動機、受害對象、使

尊重生命，拒絕暴力：不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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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法、過程以及最終結果等，全方考量犯殺戒

的行為，任一條件因緣不同，論判犯戒的輕重就

會有所不同。

佛陀制定戒律之初，不殺生僅是指不殺人；

後來才逐漸擴及不殺動物。其中根本犯殺生戒

的，也就是殺人，必須具備以下五個情況：

1.對象是人：所殺害的對象是人。就佛法而

言，罪最重的對象是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等

「逆罪」。如果對象是動物，仍是犯戒，但不是

根本罪，可以懺悔，屬輕犯。不過，若惡意凌虐

動物致死，或忽略生態平衡捕殺動物，有違殺戒

的根本用意。於此，還是強烈呼籲人類：尊重各

類生物的主體性與生存權。

2.人想：你知道或以為對方是個人。換句話

說，你沒有看到這個人，或認為這個不是人，但

你認真地殺了人。所以，「人想」強調的是自己

對客觀的認識。

有詩描述：「林暗草驚風，將軍夜引弓；平

明尋白羽，沒入石棱中。」（盧綸．〈塞下曲〉）

漢朝大將軍李廣誤將石頭作虎而射殺。若天色太

暗，誤將人當作樹而砍殺，這是誤殺，不是根本

犯。

3.起殺心：有想殺死對方的念頭。

4.興方便：興方便就是為達到殺人的目的，而

採用的各種手段。這類過程常是最複雜的。

5.命斷：也就是造成對方死亡。若殺人未遂，

佛教戒律裡也有不同的論判。

戒律是嚴密的，以五個條件來判斷「犯」，

其中一項起變化，所結的罪就隨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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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殺生」除了
重視各類生物的
「生存」，
也強調所有生物
都能「沒有恐懼
的生活」。

以慈悲轉化暴
戾。關注並給予
眾生沒有恐懼的
生存空間，進一
步追求更好、更
幸福的生活品
質。

負責而不是指責

犯戒有輕重之分，簡單說有三個層次：第一

叫做「根本犯」，即是正犯這條戒；第二是「方

便犯」；第三是「輕犯」。殺人是殺戒中的根本

犯，是最嚴重的；不僅如此，也要受國法的制

裁。至於殺動物、打蚊子的罪較輕。

犯戒的輕重差別，都是相對來說的。就算是

根本犯，我們也都能在知錯認錯，接受相符的刑

罰之後，得到重新開始的機會。但是，我們不可

能在犯戒後，還能回到未犯戒之初，或認為「我

知道錯了」，就能彌補所有的遺憾。而是接受並

負起錯誤行為的所有責任，包括失去持戒的功德

與犯戒的果報。

如果真殺了人，犯了最重的殺戒，也不能

抱著「反正我已經犯戒了，懺悔也沒用，那就算

了」自暴自棄的心態，仍要懺悔，並再次提起心

力，不再犯戒。如破鏡重圓，重接合的鏡子有裂

縫，不再那麼光滑無暇。但破鏡還是能發揮照物

的功能。我們若毀損戒體、持戒不夠圓滿，曾經

種下願意持戒的種子，還是可以在此人的未來，

當遇到誘惑或挑戰時，發揮醒發本心的良知功

能。這也是鼓勵大眾受持戒法的最重要的因素。

不殺生的時代意義

尊重生存權

佛陀為何將「不殺生」放在戒律之首？原因

是世間所有的可能，都必須建立在生命存在的基

礎上。如果生命不能存續，其他一切也都不必談

了。尊重生存權是佛教戒律中最重要的，也是世

俗所有法律的基礎。

減害生活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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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眾生愛惜自己的生命，重過世界上任

何一切。當生命安全得到保障，人們才能活得幸

福，安心工作，社會才能繁榮發展。在佛化社會

中，若人人持守此戒，所有生命都將得到保護。

不只是人類的生命需要保障，其他生物的

生命尊嚴，也同樣應受到重視。佛教是十法界的

世界觀，並非以人類為中心的放射性思考。不殺

生，是佛教徒對地球上，所有共同生活的生物種

群，生存的最高指導原則。

殺害生命不但導致自己墮三惡道，也違失大

悲精神，違背無畏施，乖離四攝善法，更與眾生

結下惡緣。

譴責暴力行為

「不殺生」除了重視各類生物的「生存」，

也強調所有生物都能「沒有恐懼的生活」。透過

刀杖石槍等工具、或言語表情肢體上的行為，造

成他人精神或身體上的迫害、傷害、恐嚇，這些

都是佛教所譴責的暴力行為，也違背不殺生的根

本精神—慈悲護生。

從家暴、校園霸凌、公共危險乃至種族仇

殺、戰爭，廿世紀因暴力致死的人數超過一億。

至今，無論是加暴者或受暴者，都是處在充滿恐

懼不安的環境。我們要正視：暴力行為是人類社

會裡可見的行為，任何人都可能在某種情況下採

取暴力行為來護衛、抵抗或取得自己需要的資

源。但這不表示我們無能面對、預防、改善可能

產生的暴力行為。佛教的「不殺生」，就是積極

以慈悲轉化暴戾，關注並給予眾生沒有恐懼的生

存空間，進一步追求更好、更幸福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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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是自己的，要死要活，我自己可以作主。如果活得很痛
苦，選擇「自我了斷」，有犯戒嗎？

自殺。自己殺自己，這是根本犯。

殺戒的制戒緣起，就是因為一件協助他人自殺事件而制定。不論是來自

文化背景、個人的心理、精神層面，或其他社會因素，佛教絕不贊成以自殺

來解決問題。

我們的生命不完全屬於自己，而自殺行為遺留給親人的，也往往是最難

面對的遺憾與自責。應當嚴肅地看待這眾緣和合的生命其中蘊含的意義與價

值，珍視難得人身，把握當下修行，才是佛陀所鼓勵的生命態度。透過受戒

時的承諾，也許能成為關鍵時刻當下心裡的另一個聲音。

如今自殺已是台灣十大死因之一，要預防自殺行為並尋求協助，讓我們

主動關懷有自殺傾向及意圖的親友，避免悲劇繼續發生。

如果家人久病厭世，希望能夠不受病苦及醫療過程的折磨。
可以答應讓他安樂死嗎？

台灣尚未通過安樂死，這是違法的。親人久病的痛苦，照顧者的辛苦，

都是難以數算。如果有人活得很痛苦，我們引導他回過頭來看生命的本質，

「苦」是生命的本然，無法避免。解決之道不是用人為致死的方法，而是改

善外緣，以及讓心不被痛苦所轉，不因挫折而迷惘。無論有病、沒病，乃至

剩下最後一口氣，我們始終要尊重、珍惜人的生存權。

死亡的時間、狀況，自己不能決定，但我們可以為自己久病、意外時的

臨終多做些準備。早立遺囑，除了財產、後事的處理之外，還可以多了解重

症末期臨終的醫療處理，包括：拒絕無效醫療、急不急救、安寧療護、甚至

器官捐贈等議題。若能早告知，讓親人及醫療人員在必要時，可以做出更符

合你個人意願及生命權的決定。

菩薩以大悲為根本，尊重包括自己在內的每一條生命的生存權。尤其人

身珍貴，是修法的法器，修行成聖、成賢都是在人道完成，絕不可以輕易地

毀掉。

Q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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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蠅、蚊子、螞蟻很討厭，而且很難趕走。如果清潔環境，
噴殺蟲劑或放鼠餌，這樣有犯殺戒嗎？

很多人還會問：「持戒不能殺生，那以後可以打蚊子、蒼蠅嗎？」此戒

要掌握的原則是讓居住的環境乾淨、清爽，自然減少蚊蟲的滋生，減少傳染

源，保持乾淨，不一定要殺。

無心殺傷很難避免，每日晨起下床可念誦《華嚴經．淨行品》的偈

子：「從朝寅旦直至暮，一切眾生自迴護；若於足下喪身形，願汝即時生

淨土。」見到鳥、小狗等一切生命，要對牠們說法：「你是小狗（汝是畜

牲），要發菩提心，轉得人身好修行」。

而在需要衛生消毒打掃時，尤其當大環境流行傳染病的時候，為了人的

健康、生存，學佛行者還是必須要處理。不希望因為學佛的慈悲，而造成傳

染病源的環境。人身難得，要活著才能修行，才能行菩薩道。

受持不殺生，是不是就一定要吃素？如果我自己吃素，但
是，需要為家人煮葷食，怎麼辦？

不殺生與素食二者層次不同，不一定要完全劃上等號。但學習做菩薩，

不應為了滿足口腹之欲，殘忍地殺害生命、食眾生肉。可以食三淨肉：「不

見殺」、「不聞殺」、「不為我殺」。故佛教主張不殺生，不過並非絕對的

素食主義。

有人會問：「我持不殺生，發願不葷食。媳婦、女兒生產，還可以為她

烹煮雞、鴨等葷食嗎？」佛制的根本戒律是不殺生，這是最重要的基準點。

然而不能省卻家庭、社會應盡的義務，或家庭成員之間，生活上相互的關懷

照顧。

Q

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