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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大家做這一次的布薩。

「回向偈」結束後，大眾師一起禮佛三拜，問訊、起具後，維那師呼：

「禮謝法師。」香光尼僧團在此的作法是回呼：「向佛問訊。」然後，誦戒者

回到自己的位置後，羯磨師會出來，問大家對於今天誦戒過程有無建議提出，

這是更即時的調整。

遇突發狀況，可進行「略說戒」

誦戒也有「略說戒」的情况。在布薩羯磨時，如果有突發狀況發生，就

可以進行「略說戒」。例如我們所居住的地方，如果有八難、戰爭、盜賊、火

災、水災等，或有「非人」（包括鬼神與猛獸）干擾。

還有其他情況，例如大眾集合，因人數過多令空間不足而無法容納，或很

多人生病，大眾忙著照顧，或有疾疫流行怕相互傳染，或誦戒半途有人爭吵，

或大雨毀壞遮雨棚，這些都是突發的狀況。此時，佛陀因應情況而開「略說

戒」(10)。

「略」，就是簡短的處理方式。雖然誦戒很重要，但是大火燒熾、洪水淹

沒，人命比任何東西都重要，此時就可以做「略說戒」—略說布薩。程序是

先誦「戒經序」，有時「戒經序」誦完後，接著誦第一篇、第二篇或第三篇，

如果連第一篇都無法誦完，就先做一個羯磨，由羯磨師向大眾表白：「大姊僧

聽，今有事起」，表明現在發生什麼事情，誦戒就到此，未誦的部分，「已說

至某處，餘者僧常聞」，大家平常都常聽聞，如此表白完後，就結束誦戒，大

家可以安心地離開。

無論發生什麼事，都不可因慌亂而壞了章法。「略說戒」即是處理緊急狀

況時很好的範例，不要認為情況緊急就亂了法度，佛法在恭敬中求，即使有難

事起，也要慎重處理所行的儀軌，這就是恭敬，是恭敬的「業」，這是一定要

做的，再如何緊急都要如此。如果難事已經遠離，或之前有難事而現在已經解

除，卻還當作藉口來略說戒，這就不允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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羯磨法是僧團法事，必須要切實實踐，這就是正法的傳承，也就是在轉法

輪。我們要鄭重其事地來做這件事，這是大家共同的羯磨法，要有人推動、推

廣，正式進行，如果有急難，不可將人命當兒戲，但是也不能將災難當作偷懶

的藉口。對於羯磨法，我們一定要慎重其事，如此佛教的正法才能生生不息。

研讀戒律，實踐自覺的修道生活

此外，香光尼僧團除了誦戒之外，大眾還會一起研戒，研讀比丘尼戒。這

會安排在誦戒之後，每次安排一條戒或相關的戒條，推派一個人先整理相關戒

條的基本資料，例如這條戒條的制戒因緣、開遮持犯、兼制，以及與比丘戒、

大小乘戒對比等。同時大家也提出生活問題、社會議題或時代趨勢，共同討論

如何看待這條戒的持守。經過研讀，大家才能清楚戒律的原則與精神，也才能

有效地解決生活裡現實的問題，而不是僵固地持守律藏裡的生活方式。

這是香光尼僧團重視戒律的實踐方式，有時也會因應情況而作調整。例

如，結夏安居期間，大家要如何加功用行，這便由每個僧眾提出自己的用功規

劃，每個分院道場提出結夏的團體共修計劃。有人可能會計劃在這段期間要圓

滿某一部懺，或想要特別檢討自己的情緒，要少生氣、多發心，或內務要保持

整齊、清潔，或會每天去拜佛、運動三十分鐘。修行有很多種方式，有人說運

動怎麼能算是用功呢？身體是法器，讓自己健康，珍惜修道的法器，這樣做還

是正確的。

所以，如何看待修道生活，你能從個人自己的起心動念與發心，整體地看

待與團體生活、他人的關係，然後表白寫出來，這些都不是我規定的，是大家

的發心。大家寫好後，我就把它放在佛前，結夏安居圓滿，個人自己去佛前取

回，自我檢討，看看這段時間的用功是否有所進步。這是我的作法，香光尼僧

團也是如此實踐，這便是自發自覺的修道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