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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深度，在於懂得取捨之道。

生命的寬度，在於明白放下計較。

人生的長度，在於智行滋養之德。

　　　　　　　　　　─明靄法師

為什麼要受持八關齋戒？

八關齋戒是世尊慈悲在家修行者，讓在家人也

能感受出家戒行的生活，藉由修行佛法，達到解脫

生死輪迴，究竟圓滿，因而設立的。

為什麼我們需要受佛戒？為了正法久住、大轉法輪、護持道場等

關係。因為有了戒行生活，我們才能一步步走向究竟解脫的智慧。所

有一切佛法的修行，都環繞在戒行生活，也就是戒律的生活方式。

在此，首先必須先了解一些修行觀念。佛陀在《阿含經》裡提

到，三界中，眾生因執著欲望，故名為「欲界」，因為眾生對欲望產

生種種貪婪、執著，這些眾生就稱為「欲界眾生」。「色界眾生」是

對色界生活、福報產生執著、貪婪心。而「無色界眾生」，則是對無

色界的執取。現在有些年輕人，認為自己是無神論者，其實無神論也

是一種信仰，是對無神觀念的執取心。並非無神論者就比較理性，並

非如此。佛法所談的理性，是理性的智慧。是因透過智慧，洞觀世

間一切而不被迷失，才稱作理性。而透過理性的方法，才能夠產生正

信。

再者，為什麼要受佛戒？就是要讓我們透過戒行生活，展轉地

將對欲界、色界，乃至於無色界的執著，也就是統稱對「三界」的執

著，能夠全然放下。

三界在哪裡？三界就是我們對世間種種精神與物質的執著，假名

為三界，實無三界。三界共有三十三天，這些都是我們不斷地對三界

中的精神和物質的執著，所釋放出來的執取心。

明靄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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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說：「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

造。」這段話清楚地說明佛法的修行次第。若人想要深切體認佛法的究竟解

脫，達到過去、現在、未來，也就是三世一切佛的圓滿智慧，應從空、假、

中三觀的修行層次，了解法界性，也就是空性等一切唯心所造。因本具足的

如來智慧德相，被妄想、執著覆蓋而不得證知。世尊了解三界眾生被世間種

種一切掛礙纏縛，為了幫助我們早日獲得究竟解脫，因而讓我們受戒。

戒體的重要

在 這 三 界 內 ， 若 沒 有 佛 降 生 於

世間，無人能制定戒律。例如，道場

有道場的規矩，學校有學校的規矩，

佛學院有佛學院的校規，我們在人世

裡，也要遵守人世的規則，不過以上

這些都還不能稱為「戒律」。

唯 佛 所 制 定 ， 也 就 是 透 過 三 番

羯磨、比丘們聚集，以及由佛親自

領導的僧團等制定而成的，才能夠稱為「佛戒」。因此，唯佛出現，而能制

戒；無佛出世，無人敢制戒。

戒律流傳至今兩千多年，哪一條不合時宜？過去眾生有此煩惱，現在眾

生依然有此煩惱，來世眾生也一樣有這些煩惱，所以佛陀才訂定戒律，讓大

眾解脫煩惱。

受戒在於斷除煩惱，對治種種困境。而出家與在家，最明顯的界限就是

受戒，並不單單只是穿著服飾的不同、或者剃除鬚髮的不同。

現在，我們利用佛訂定的戒律，將世間雜染、欲望斷除。八關齋戒從不

殺生、不偷盗，乃至不非時食，每一條都是幫助我們遮斷對世間雜染所產生

的執著。

受戒後，我們必須有一個很有力量的「戒體」。若沒有戒體，我們沒有

信眾虔誠受持八關齋戒，恭請明靄法師傳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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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全然對治，乃至斷除煩惱。

戒體有力量，但卻看不到、也摸不著，八關齋戒就在我們做三皈依時，

在皈依佛境、皈依法境、皈依僧境， 一日一夜的這個當下戒體成就。一直到

隔天早上，戒體才消失。

然而戒體的力量有一日一夜、盡形壽、盡未來際之分。例如，五戒的戒

體力量，是盡形壽。也就是從受戒那一剎那直到生命結束，戒體才會完全消

失、完全沒有作用。盡未來際的是菩薩戒，也就是直到成佛為止，戒體才會

消失。

八關齋戒是，八戒：不殺生、不偷盜、不淫泆、不妄語、不飲酒、不著

華鬘香油塗身（杜絕香、觸二塵）、不歌舞觀聽（杜絕色、聲二塵）、不坐臥高廣大床（杜

絕觸塵），再加上一齋：不非時食（節制食欲）。這些是要我們放下對世間種種的貪

婪、物質的享受。例如，世間很多人追求名牌，什麼東西都要用名牌。名牌

當然有它相當的水準和一定的口碑，但其實最好的名牌在哪裡？──就是佛

陀制訂的戒律。歷代祖師都是因這個名牌而解脫的，哪一位祖師不受佛戒、

沒有因這個名牌而解脫？所以大家應該祝福自己，大家所受的戒都是真正的

名牌。

今世，我們可以持戒、修福，是累劫修持得來。戒體既是我們普天之下

最珍貴的名牌，失去了這個，就真的沒有保障。我們在受持八關齋戒的那一剎

那，真的比現在世上所有大家認為的大戶人家還富有。我們的富有，不是世間

財的富有，而是因為有佛戒的珍貴，這是用錢買不到的。

唯受佛戒，天下最為尊

貴；唯受佛戒，世間最有智

慧、最有福報，因此，要好

好珍惜。普天之下，有多少

眾生想受佛戒？色界天、無

色界天眾生想受佛戒，都沒

有機會。佛還告訴我們，天

人有神通卻受不了戒。 明靄法師主法八關齋戒

佛教齋戒篇（一）―八關齋戒的修行精神

22∣ 雜誌 594期



然而，我們可以藉用一日一夜的力量，珍惜每分每秒、珍惜生命，尤

其珍惜每天可以用功的機會。時間最為寶貴，所以我們利用這一日一夜用功

辦道、受持戒法，持之以恆做下去，總有一天，會因為這樣的精神，從不殺

生、不飲酒，乃至不對世間、自己執著而獲得解脫。

以戒為師

我 們 現 在 可 以 好 好 體 會 一 件 事

情：我們到底對佛法的信念、對佛法

的忠誠度，以及對自己修行的精進有

多少？受八關齋戒，就是自我反省、

自我打分數最好的時刻。

我們把心靜下來思惟一下，自從

接觸佛教、信奉佛法後，我了解生死

多少？我們是不是距離解脫生死越來

越近？是不是透過佛法的修行，在道

業上，一天比一天成長？

能夠信奉佛法、受持佛戒，表示我們還有一點點的福報，我們現在能夠

接觸佛教、唸誦佛經，一定要感到知足和感恩。天底下沒有過不了關的事，

只有放不下的心，天地之間唯生死事大，所有事情、人生一切境遇，都在考

驗著我們；每一件事情，都在成就我們。成就什麼？也就是成就我們的智

慧。因為有智慧，我們不會對世間一切遭遇感到迷惑。

不過，佛陀制戒，絕不是用來檢驗我們行為的對與錯，最重要的是「以

戒為師」─透過佛陀制定的戒律，以戒律的精神，達到圓滿的智慧。也

就是說，出家人信守出家人的戒法；我們今天受八關齋戒，就應持守八關

齋戒。

今天，我們接觸了佛法，透過學習佛法，找到人生的方向，達到解脫。

人生不須害怕吃苦，就怕沒有道心，有道心，我們必然可以成就！

八關齋戒

No.594 Jun. 2015∣23 



《佛說無量壽經》說：「齋戒清淨一日一夜，勝在無量壽國為善百歲。」

《賢愚經》說：「常聞人說：若世有人，受持八關齋者，眾邪惡鬼，毒獸

之類，一切惡災，無能傷害。」

《優婆塞戒經》說：「善男子，若能如是清淨歸依受八戒者，除五逆罪，

餘一切罪悉皆消滅……若能如是清淨受持八戒齋者，是人則得無量果報至無上

樂……善男子，是八戒齋，即是莊嚴無上菩提之瓔珞也。」

《普達王經》說：「道人即為臣下說王本變，欲知王者，本是先王時，執

蓋小兒，常隨先王，齋戒一日，奉行正法，清淨守意，不犯諸惡。其後過世，

魂神還生，為王作子，今致尊貴，皆由宿行齋戒所致。」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說：「中品中生者，若有眾生，若一日一夜持八

戒齋，若一日一夜持沙彌戒，若一日一夜持具足戒，威儀無缺。以此功德，迴

向願求生極樂國。戒香熏修，如此行者命欲終時，見阿彌陀佛與諸眷屬放金色

光，持七寶蓮花至行者前。行者

自聞空中有聲，讚言：善男子！

如汝善人，隨順三世諸佛教故，

我來迎汝。行者自見坐蓮花上，

蓮花即合，生於西方極樂世界。

在寶池中，經於七日蓮花乃敷。

花既敷已，開目合掌讚歎世尊，

聞法歡喜得須陀洹；經半劫已成

阿羅漢，是名中品中生者。」

受持八關齋戒的功德利益　  本刊編輯室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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