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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事應該要去做，這就是戒律生善滅惡的功能，僧團此一平台即是為了讓這

項功能彰顯出來，引導個人或社會生善滅惡。當年佛陀制戒，每每就是因為僧

眾有所違犯，佛陀才會制戒，制定每一條戒時，他就會說「十句義」(2)—制

戒、持戒的十種利益。

這十種利益也是十種思考的方向，因此，佛陀制戒並非只有單一的方向。

他是從推廣佛法、安住僧眾的兩個面向來處理，不忽略個人，也不忽略團體，

進一步還要取得世間的認同。這些都是在說明無論是戒律或僧制，它制定時的

考量本身就不是單的一角度。

《孟子．離婁》中有句話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光

靠善心善意推行仁政，是不夠的；佛法之所以能永續經營，也不是放在「大藏

經」裡就可以了，只有「法」是不能自行的，還要有「人」。僧寶功德所在就

在於「人」，「人」可以去重新詮釋、研發，不斷地推廣並安頓—不只安頓當

下，還安頓未來的眾生。所以，「人」才是構成佛法永續的動力，要有智慧、

悲心與信願，這才是真正的核心，佛法才能久住世間。

「弘揚佛法，讓佛法久住世間」，這要轉化成自己的使命，也轉化成自己

生命的意義。佛教是一個宗教，宗教的核心就在於尋找生命意義，儘管近代智

能科技如此發達，仍需要由人來轉化科技，使之為人所用，這才能構成意義。

宗教對世間的幫助，也是基於協助人類肯定「存在」的意義。佛教不離世間，

佛法不離世法，如果佛法離了世法，就無法安立。因此，佛法本身不能局限在

某一個角度，還要再提升其對世間的關懷，這是跨領域的實踐。

從自己的生命開始修學戒律

在中國，僧人的受戒就是受持三壇大戒—第一壇是沙彌（尼）戒，第二壇

是比丘（尼）戒，第三壇是菩薩戒。受菩薩戒、行菩薩道一定得立基於聲聞戒，

這絕對是從「人」說起，人的兩隻腳，象徵福慧增長，要有智慧、慈悲，這是

人的特勝。修行必得從人身走向菩薩道，從人身來發菩提心。一方面自己修

學，一方面利樂眾生，最終能修己安人。自己修行並且安頓世間，不就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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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嗎？

修學佛教戒律，要從哪個地方開始？還是從自己的生命開始。僧人剃度出

家參與僧團，是對自己生命的肯定。從皈依三寶開始，修學戒、定、慧，看到

生命的四聖諦—發現自己的苦迫，並發現世間的有限。佛陀還指出了生命另

外一面的遼闊，那就是「皈依」。

從外在來看，皈依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而其實更多的是對自己生

命的一種珍惜，同時也體證我們在世間的價值與意義。信仰宗教不是為了誰，

就是自己告訴自己要以什麼方法生活，這是一種生活的態度與方式。而「正法

久住」就是一種永續的經營，透過我個人的所見所聞而與一切生命結合，共同

來經營這一段生命。皈依，是戒律的開始，是所有典章制度的開始，也是發心

的開始，更是相應於菩提心、菩薩道的。

正法要久住，僧團這個組織或具有社會法格的平台是不能少的。這平台是

皈依、持戒，也是生善滅惡、引導眾生的地方，它提供了個人奉獻、團體發展

以及為社會服務的空間，同時也能接受社會的檢核、認同與護持。人人可以信

仰，可以為社會貢獻，在佛教修己安人的過程中，在秉持戒、定、慧三學的實

踐中，你就會知道自己本身就在「法」的力量的運轉裡，而明白人生的意義以

及使正法久住的使命。

【注釋】

(1)《四分律》卷卅二：「佛告諸比丘：汝等人間遊行，勿二人共行。」（《大正藏》卷廿二，頁 793a）

(2)《四分律》卷一：「自今已去，與諸比丘結戒，集十句義。一攝取於僧，二令僧歡喜，三令僧安樂，四令

未信者信，五已信者令增長，六難調者令調順，七慚愧者得安樂，八斷現在有漏，九斷未來有漏，十正法

得久住。」（《大正藏》卷廿二，頁 714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