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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就是要先讓佛教為當地人所接受。

僧團以比丘作為中心，佛陀也允許女眾出家成為比丘尼。但是，比丘尼僧

團與比丘僧團是兩個僧團，並未合併成為一個僧團，這點必須清楚。儘管有五

部律，部派林立，戒條有開合，但只是在小小戒上有開合，綱領並沒有紊亂。

受持戒律是每個僧眾應該有的本分與義務，不是把「受持戒律」這件事

交給律師們就可以的，其他佛教傳承並無漢傳佛教所謂的「律宗」，律宗是專

門深入研究戒律的人所組成的宗派，但是戒律是每個僧人都要遵守受持的，受

戒、學戒、持戒、弘戒，這是僧人的本分，是任何宗派都不能缺少的。就如淨

土宗，什麼是修「淨」？佛教本來就是致力於人間的淨化，淨化世間是所有佛

弟子的責任，持戒也是為了要淨化世間。所以，修淨與持律有著共同的方向。

佛陀攝僧，以戒為本

佛教以戒為根本，並無討價還價的餘地，佛陀講戒的內容都是世間的事

行，例如分辨善惡、正確的生活方式，或接受世間的檢核與習慣等，而不是直

接跳躍至講境界的提升。「人成即佛成」，人都做不好，怎麼可能成佛？因

此，不要只會一直談「空」，佛弟子活在世間，生活起居都與自己所處的環境

社會息息相關。

儘管社會與宗教是相互影響，但佛教仍有共世間與不共世間之處。「共

世間」是說佛教與社會大眾都同在一個社會中，受到國家法律、制度、風俗習

慣的影響。面對佛教僧團的事務，要先能「辨內外」，例如有修道者、在家居

士或無信仰者，乃至七眾的倫理。再則要「分大小」，僧事有大小、戒律有輕

重，乃至團體與個人界限的劃定。最後，是「判緩急」，每件事有先後，依其

緩急程度來處理，尤其緊急事件、危機處理等，平時就要有所練習，律典中的

「略說戒」是很值得學習的例子。

內外、大小、緩急，最核心的是「本末」，佛陀「攝僧」以戒律為本，要

先瞭解，才能持身—持你這個身體處於大眾之中，進道修業，既幫助自己也

幫助別人。例如，僧人犯戒，要先問犯的是性戒或遮戒？是重戒或輕戒？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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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或被強迫的？是有意的或無意的？每個面向都要先整理清楚。就如有人說

開車輾到一條狗，這是重戒或輕戒？要如何處理？如果將一切都瞭解清楚後，

也有責任勸導這位僧眾來懺悔，解除他的罪惡感，讓他日後還能安心辦道。僧

團這平台要在這世間立足，這些都是僧人該具備的眼光與能力。

「不違法性」—契入實相的修證，是增上的問題，當然還是從戒律說

起。佛陀以二諦為眾生說法，一是勝義諦，一是世俗諦。勝義諦就是實相、究

竟法，你要證到何種境界，你的精神與修為可以提升到何種層次，這當然是每

個人都想要的。但是，落實下來，一定是共世間的身、口、意行。即使現在

一切都自動化了，人類即將面臨被機器人取代的境地，有人就說未來不需要宗

教，這是不可能的，只要是人的世界，當我們對佛教久住的方向清楚，佛教就

能在世間拓展。

我們希望正法能久住，不僅是個人要得成就，還要承擔佛教永續經營的

責任，其綱領就是戒、定、慧三學，方針就是這佛語三相。從戒開始，修定、

修慧，所有的修證成就都還是要能為世間所用，這才是佛法不離世間的根本精

神。

所以，佛陀說「小小戒可以捨」，之後應該要如何處理？還是要回到佛陀

的智慧，其根本即是戒、定、慧三學。經典有五種人說，戒律只有佛制，適應

環境的同時，視需要再增加隨方毘尼、清規或各種制度，但永遠只有佛陀所制

的戒律是最珍貴且不可改變的。

佛陀不但制訂戒律，他還為我們授戒，經由代代傳承，此時此刻的我們領

受了佛陀的戒律，就是要去遵守、去理解，這跟我的修道與對世間的關懷，是

完全結合的。

有僧人認為趕快證果比較重要，其實即使是證果，還是不能沒有戒律。也

有僧人說：「戒律很麻煩啊！」還有更多的人是怕吵，想住到廟裡圖個清靜，

最好是山門都關起來：「我生活沒有匱乏，廟蓋得這麼大，讓我安靜地住就

好。」那麼，你又何必來出家呢？你大可回家享受少爺或千金的生活，如果你

不想承擔佛教命脈的責任，出家又能做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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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僧人說「戒緩乘急」，應該要趕快證果，滿心只想丟下世間而去西方極

樂世界，就能樂得清閒，那別人要怎麼辦？你以這樣的方式來告訴人們你所信

仰的宗教，他人又會如何看待佛教？世間人都尚且不允許如此，還要擔負社會

的責任，更何況是佛教的出家人呢？

戒律的四個項度

戒律有四個項度—戒法、戒體、戒行、戒相。

一條條的戒文即是「戒法」。但是，戒法不是用來讀給佛陀聽而已，而是

要落實成為自己的行為，你依之如法而修即是「戒行」，這要經過一段時間的

學習、調整，你就能成為別人的眼目。

所謂的「戒相」，是你受持戒法後，所呈現出來的外相，這是法幢相。出

家就有出家的相，在家就有在家的相，一個有信仰的人他所顯露出來的所有一

切，他人還是馬上能感受得到。

「戒體」的「體」即是從心發出，我持了這一條戒，內在會有領納與內

心的感受。就如讀書，讀了書後有領納，得到這樣的養分，這是內心的。儘管

此時外在的行為還有一些不圓滿，但不是一直在進步中嗎？我們持續地努力修

學，同時也能向他人傳遞佛教僧寶的認真與踏實。

戒律是修學的基礎，但不要只停留在基礎，還要再進步，就要修習禪定

與智慧。如此你才會發現，這只是說法上分三個項度，當你充實定、慧的內容

後，對戒律會再有不同的領悟。所以，戒律是事行，要落實在生活中，在事行

中用功，定與慧也會自然地出現的。《大智度論》說：「佛法大海，信為能

入，智為能度。」要渡佛法大海，只有智慧。智慧從哪裡來？還是從戒、定、

慧的次第而來。

「僧」要安住，身安而後道隆，一定要從戒律開始，要安住在僧團，一定

從戒律開始。在修習戒律中，你也可以得到定與慧。同時，你對世間的關心與

慈悲，以及做為僧人的使命，都在其中完成，修行是身心整體的訓練，是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