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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調整規矩，無須更動戒律

對於佛教徒來說，持戒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戒律規範了佛教徒的舉止

言行，以及日常生活的準則，是佛教徒的修行與生活的依循。但戒律是佛陀於

二千五百多年前所制定的，隨著佛教流傳到世界各地後，原本的戒律還適用嗎？

是否應該因應不同的區域與文化而修改？又是否該適應時代的潮流而作調整？

若為了迎合時代、方便弘法而任意更改戒律，我是反對的。

更改戒律之例

越南籍的一行禪師為了度眾的方便，將戒律做了修改。以沙彌十戒為例，

其中「不飲酒戒」，一行禪師宣示的是：「不飲酒、不吸毒或者服用其他任何

含有毒素的物品。」

「不著華鬘、香油塗身戒」，則宣示：「不使用香水、脂粉或化粧品，不

戴珠寶首飾。」

「不歌舞觀聽戒」，宣示的內容是：「不看小說……，不聽、不唱愛情歌

曲……，不浪費時間打電子遊戲機……。」 

此外，一行禪師研擬一套號稱現代佛教徒的日常生活綱領―「正念修習

十四要訣」。這十四要訣是參酌現代環境及濃縮古代重要戒律，所完成的十四

個戒條，以此作為其信徒的行為基準。信徒們必須每半個月依照特定的儀軌舉

行「布薩」，集體念誦一次。

因應當下時空，善巧調整規矩

一行禪師主張要依據現代人的文化特性，對戒律內容作適度的調整。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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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戒律的制定有其根據與意義，沒有必要去修改，也不是我們想改就改的。

從佛陀入滅以後，佛陀所制訂的戒律，我們不要更改；佛陀並未制訂的，也不

必再制―這是大迦葉尊者在第一次結集時，就已拍板定案的。自古以來，也

一直在處理這樣的問題。

平時寺裡辦活動，也會另設一些規矩，這樣就需要更改戒律嗎？其實，為

了適應現代社會所需，可以適時調整規矩，但無須更動根本的戒律。佛教傳入

中國時，中國的禪宗祖師就深知那是印度的生活方式，未必適用於中國，於是

設立「清規」，不必一定要拘泥於過去的律制，以此而適應本土的生活習俗。

例如，印度僧人不可以掘地、拔生草，也不可以耕種，因為這樣會傷害以

土壤維生的小動物。佛教傳入中國後，中國人無法接受僧人乞食的生活習慣，

因此僧人必須自耕自食，才能維持色身。唐朝百丈禪師因而立清規，倡導「一

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這樣的主張符合了中國人勤勞的美德。

像這般不更動根本戒律，而又能找到屬於中國僧人生活的軌範原則，這是

因應當下的時空所作的善巧調整。只是我們不禁要問：所謂的「勤勞」，一定

是指下田耕種嗎？

在當代的台灣，沒有農民的身分尚且不能擁有農地，更何況耕種？所以，

現代僧人的「作務」在型態上已有很大的轉變―當香燈整理大殿是作務，演

講弘法是作務，至佛學院授課也是作務。以前主張農禪生活，現在資訊發達，

資訊可放在雲端，也可從雲端取得，大家都在網路上弘法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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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建立共識更為重要

腳步跟上時代，大眾有共識認同教團，為了同一信念而發心弘法，這比什

麼都重要。共住可以設共住規約，以規範眾人的起居事項，佛學院有院規讓學

生有所遵循，齋堂裡有用齋的規矩，出外有出外的原則與注意事項，圖書館有

借書的規則等等。凡是生活中的一切事務，或每個部門的功能維持，都有不同

的規定。如此一來，就可使道場的運作與生活更加進入軌道，維持井然有序的

生活。

所以，建立僧團大眾的共識，遵守符合團體生活所立的規矩，比大費周章

地去更改戒律更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