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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夏安居的制戒因緣是為了惜護生靈，而其真正

旨趣卻是在修道用功，在結夏安居期間，以九十天為

一期，我們可以作用功的計劃，使方向明確，設定具

體的目標來檢核自己。

結夏安居旨在修道用功

佛陀制定僧眾於夏天三個月要安居一處用功，這

制度又稱為「雨安居」。因為每年這時節印度正逢雨

季，大雨滂沱，外出遊行不免傷生害物，比丘們穿著

攜帶的衣缽物品常會遭大水漂溺，狼狽不堪，有時還

會發生意外，甚至連個人的身命也會不保，所以佛陀

制定僧眾要夏安居三個月。

再者，早期佛教剛成立僧團，尚未規定安居的作

法時，就有社會人士批評佛教「諸外道沙門、婆羅門，

尚知三時夏則安居，眾鳥猶作巢窟，住止其中……不應

一切時遊行」（《五分律》），於是佛陀制定出家僧人

要夏安居三個月。這種結夏安居制度的產生，顯示佛教

在弘傳的過程中，有採納印度外道團體的習慣作法，也

接受社會的批評建議，與考慮地理環境氣候的因素，而

能有所調整，制定合宜的共修制度。

而現在的台灣佛教環境，是否仍有當時印度環境

的因素存在呢？台灣的僧團是否仍要依循結夏安居的制

度呢？有法師便向我詰問：「我們現在還要安居嗎？」 

我主張是香光尼僧團仍要年年結夏安居，依戒律

而行，過合於律制的修道生活。因為佛制「比丘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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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安居，不後安居者，波逸提」。結夏安居的制戒因緣是為了惜護生

靈，而其真正旨趣卻是在修道用功，這是佛制戒律的本懷，規矩背後所

具備的功用我們不可不知。尤其每年此時，對沿襲的規矩、制度，一定

要重新提攜、詮釋，在我們確實去實踐它時，自然有它的新生命。聖人

設教自有其大義存在，在實踐的同時也是在複習我們的本願，肯定它是

不可輕忽、不可放棄的。 

依《毗尼摩得勒伽》卷六記載：

欲安居時，當好籌量，已安居此住處得同意不？安樂住不？共語

共坐不？復有隨病飲食易得不？病時醫藥可得不？有看病人不？

有持修多羅、毘尼、摩得勒伽、阿毘曇不？比丘無有鬥諍（爭）

相言不？眾僧不破不？如是籌量已，安居。

這是說要安居的共住者應是一群和樂的共修者，而不應該有如啞

羊僧─一群禁語、止語或老死不相往來的人。而應該是在色身安頓

上，如生病、飲食的相互照顧，在修法上能相互切磋琢磨、提攜，有

法、有律、有論，為修法而共住的一群人。

在安居當中，無事不得出界外，若為三寶事而出外時，要向大眾

說明出外的原因與前往的地點。最多可以出外七天，若事情一直尚未辦

妥，無法趕回來，依《五分律》規定，可白二羯磨到十五天，甚至到

四十天，仍不算破夏。這些都是對安居的規定。

清楚覺察心念

　　今年在安居前，有法師提出要用功的重點，希望自己今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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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期間能「少生氣」，這的確是值得認真用功的重點。但「少生氣」

的用功法應該不是禁止別人讓我生氣，或禁止別人不生氣，而是「我不

生氣」。

我們常聽人說：都是某人惹我生氣，某事引我生氣，某物擾我生

氣。我本來並不生氣，都是由外面的事物引我生氣的。既然心中本來無

有氣惱，本來一片空寂，是因外在的人、事、物、境而引生，那麼讓我

們不妨學著看清楚自己的感受。一般人會生氣惱，常是因為有不順心意

的感受，若我們對不順心意的感受了了覺知，如實知道它，心不再隨它

流轉下去，就不會再生出其他種種的煩惱，心就可以找到安頓。

這是用功的方法─只在心明了覺知、了了分明，如實觀察自己

的念頭：順心則貪，不順心則瞋；貪則希望獲得，瞋則推開拒斥；在

貪、瞋心念的起伏中，心便無法平穩。但奈何世間有多少如意事？多少

不如意事？它本來就是生住異滅，轉念幻化，心便在這幻化中生氣懊

惱，起伏波動著。因此，用功只要如實了知、了了分明心的變化，就是

精進了。

大家在夏安居前各自提出有關戒、定、慧的用功計劃，也發願要

去實踐。但用功的根本是要去學會處理心的情緒和煩惱，那就是要先看

清楚心中的一團混亂是怎麼一回事，所以要先修止—澄靜心念，安頓這

顆心，待修止後，再直觀心，自然由觀而知心─清晰，煩惱無所遁形

─魔來魔現，鬼來鬼現，就會發現自己其實被這些幻相耍得團團轉，

而引生出種種煩惱。用功的開始便是要修止、修觀，看心念、看煩惱、

看情緒、看自己的妄念紛飛。

因此，在安居期間的自我用功計劃，是藉此期限處理自己的心與

煩惱的問題，體驗自己身心的奧祕。它是有教理作根據，有踐行的階

次，使自己的身心獲得寧靜。不論最後會是什麼結果，但只要我們用心

體會，這一路走來的任何體驗，都是我們要珍惜的。

結夏好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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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功課督促自己

在結夏安居期間，以九十天為一期，它的期限相當清楚，我們可

以作用功的計劃，使方向明確，設定具體的目標可檢核自己，所以功課

一定要訂，至於要做到什麼程度，盡心就好。最好每天給自己一段自我

沈澱的時間，學著將每日的所作所為做個總回向。

早期安居時，大家會訂很多功課，等安居結束時，如果不能如期

完成，心裡就會覺得很不安。因此我常勸大家訂功課不要訂得太多，但

要訂得具體，才有辦法落實，可以檢核。

提振威儀與紀律

今年結夏，我要提出兩點請大家注意的事，首先要注意個人的威

儀細行。

香光尼僧團的結夏安居從民國七十年開始施行，那時佛學院已經

開辦。每天除早晚殿、過堂等五堂功課外，學院有一定的經典解行課

程。安居期間，下午的課程排得較少，大家可以誦讀經論或拜佛、

持咒，而且在每逢安居前，引導大眾寫出自己今夏的功課計劃，之

後每個月都要自我檢查進度，看看實踐的結果與原訂目標的差距有

多少。

安居三個月下來，大家做總檢討，總覺得時間不夠用，前幾年大

家還不會做計劃，功課常常超列過多，即使少眠少休，也無法完成，現

在我還保存當年大家預列的功課表。逐年做改善，到尼僧團安居的第五

年時，發現自己要用功，還需要修正生活中的威儀細行、體諒別人執作

的辛勞，於是聞板聲即赴、聞鐘聲即起、輕聲細語、行止端正、尊重執

事人等，都是在安居中可以用功練習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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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人不論行住坐臥，在一舉手、一投足間都要用功調攝身心。

佛教中有舍利弗見阿說示（馬勝比丘）的得度因緣，使舍利弗由外道轉

入佛門，歸投佛陀座下，舍利弗知道一個人的行止安詳，是有功夫、有

內涵的。所以，威儀齊整、舉止安詳的表現不只是外在的裝模作樣，而

是修止、修觀、內心有所安頓的呈現。

至於共住的規矩，有人說在團體修道生活約束較多，而個人獨修

較自由、無拘無束，團體共住確實也有這方面的問題。但其實戒律提出

「人多昧己」的人性考量，考慮人往往對自己下不了手，會放縱自己，

而常將無拘無束、放任當作是自由。但出家是志在陶賢鑄聖，去除自己

的習氣，因此在僧格的養成過程須先入眾，過僧團的叢林生活。

清規是中國祖制，屬於隨方毘尼，「叢林之立，必有清規，所以

警懈怠，防放逸也。」古德說「叢林之下無曲木」，叢林設立的規矩、

禮法，便是要使大眾有共同的軌則可循，不互相干擾，可以安心辦道，

而佛陀制定戒律，就是要讓大眾的身心有可依循的規範，彼此於身、

口、意、見、戒、利等方面都能和合，個人身心不放逸，團體身口無

諍，行事有所依循，大眾能過和合共住的僧伽生活。 

團體共修除了可防止個人放逸身心，也可獲得善知識的指導，因

此，佛陀要僧人過團體生活，即使像大迦葉雖然是個人獨居自修，佛陀

仍要求他要與僧眾半月半月一起布薩誦戒。而出家尼眾還有較嚴格的規

定，如不能獨居、獨住，一定要結伴同行等。

為了成就大眾的修學，請慈悲納受，共同來創造一段和樂、清

淨、精進的結夏安居生活。

本文轉載自《香光莊嚴》五十八期，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二十日出版。

結夏好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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