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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德美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

主
要從事魏晉南北朝佛教史及佛教戒

律研究。目前參與社科院重大專

案—《中華宗教思想通史》，是第一、

第二卷核心作者，第二卷副主編。著作包

括：《南朝僧尼與佛教中國化》《晉隋之

際佛教戒律的兩次變革—〈梵網經〉菩

薩戒與智顗注疏研究》《世界佛教通史》

（第14卷）《世界佛教通史》（第五卷，

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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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全部思想和修行可以用「戒」、「定」、「慧」

三學概括。其中，戒學作為三學的基礎，在整個佛教修行體

系中具有根基性的作用，被稱為「無上菩提本」。戒律是佛

教信徒樹立信仰的開端，也是需要貫徹在整個修行過程中的

基本準則。

戒律是佛教的倫理道德規範，是佛教徒個人的生活準

則、修行準則和弘法準則，也是佛教組織系統有序運轉的最

根本制度保障。沒有戒律，就沒有佛教的存在，沒有佛教的

純潔，也沒有個體僧人的修行。釋迦牟尼從創教開始就重視

戒律，到他涅槃前，仍然強調「以戒為師」。從此以後，重

視戒律成為整個佛教的優良傳統。無論在印度佛教歷史上，

還是在中國佛教歷史上，歷代佛教領袖人物都把持守戒律作

為衡量佛教修行楷模的標準，作為佛教榮辱興衰的標準。明

朝蕅益大師曾這樣來描述戒的重要性：

五分法身，以戒為依；三無漏學，以戒為首。無一

如來不具戒體，無一菩薩不修戒度，無一經典不

贊戒法，無一聖賢不嚴戒行。持戒如地，萬善由此

而生成；持戒如城，魔障藉此而遠離。論其超勝，

則才沾戒品，便名人世福田；極其指歸，則唯佛一

人，方名圓滿淨戒。四級重樓，級級皆圓頓境；八

萬細行，行行與法界周。若不持戒，縱能習講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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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興諸福業，皆為魔業，必入魔黨。故好心出家

者，決須從持戒始。自利利他，法皆成就，舍此通

途，更無捷徑。 1

一些最著名的佛教大師往往因自己沒有嚴格信守某些基本戒

律而抱憾終身，比如譯經大師鳩摩羅什迫於帝王的威勢，不

能持守戒律，就曾感歎：「什累業障深，故不受師教。」 2

星雲大師作為佛光山的開創者和近代人間佛教思想的重要

推動者，其對戒律的重視貫穿於修行、弘法的一切行為之中。

星雲大師在《佛光菜根譚》、《佛光教科書》、《佛光祈願

文》等多種弘法著作中都強調戒律的重要性。《在人間佛教的

戒定慧》一書中，大師言簡意賅地總結了對戒律的基本看法，

展現了其戒律思想的豐富層面，其戒學思想具有以下特點：

一、秉持「以戒為師」的基本原則，高度重視戒律對於

修行生活的基礎作用

大師指出「戒律是吾人行為的規範，要達到成佛作祖的

目標，行為最為重要」， 3「戒是一切善法的根本，也是世間

一切道德行為的總歸」。大師還用各種優美的比喻詳細說明

了戒律對於我們生活實踐的具體作用：

1  蕅益智旭：《重治毗尼事義集要》，《卍續藏》第40冊，頁345上。
2  釋慧皎著，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54。
3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戒定慧》，台北：香海文化，2007年，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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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是學佛做人的根本：

戒如良師，能夠指引我們的人生方向；

戒如軌道，能夠規範我們的身心正行；

戒如城牆，能夠幫助我們抵禦五欲六塵盜賊的侵襲；

戒如水囊，能夠滌去我們的塵垢熱惱；

戒如明燈，能夠照亮我們的前途光明；

戒如寶劍，能夠斬除我們的貪心欲念；

戒如瓔珞，能夠莊嚴我們的道德人格；

戒如船筏，能夠度脫我們到達涅槃的彼岸。 4

持戒的終極目的就是要完成人格，圓滿菩提，成人成佛，人

成佛成，大師說：「清淨的戒行可以淨化我們的身心，增進

我們的道德，昇華我們的人格，發掘我們的佛性能源，保持

我們的道念不失，讓我們具足修行功德，成為我們生活的指

標。」 5

二、堅守戒律基本精神，根據時代需要重新闡釋

佛教戒律分為聲聞戒和菩薩戒。聲聞戒有五戒、八戒、

十戒、具足戒等區別。菩薩戒有《梵網》系、瑜伽系等不

同。那麼，隱藏在這些繁瑣細緻的戒條背後的基本精神是

4  同註 3，頁80。
5  同註 3，頁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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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呢？星雲大師用深入淺出的語言總結，他認為戒律的基

本精神可以概括為為「止惡行善，饒益有情」。「止惡行

善」，可以看作是對「七佛通戒偈」（諸惡莫做，眾善奉

行）的概括，「饒益有情」可以看作是對菩薩利他精神的強

調。這八個字放到一起，可以看作是對菩薩三聚淨戒基本要

求的概括。止惡就是佛教經典中常說的「止持」，也就是不

作惡，也就是三聚淨戒中的「攝律儀戒」。行善就是「作

持」，做有利於自他的善行，也就是三聚淨戒中的「攝善法

戒」。饒益有情，指出了止惡行善的目的，也可以看作三聚

淨戒中的「饒益有情戒」。大師強調「破見」比「破戒」更

嚴重：「破戒」可以通過懺悔，獲得重生；「破見」則屬於

思想的錯誤，不能懺悔。這符合大乘戒律對於心法的重視。

大師還用充滿現代性的概念來闡釋戒律的基本精神，使這些

古老的規定具有了時代精神：

佛教的戒律，其根本精神是不侵犯，不侵犯而尊重

別人，便能自由。譬如五戒中的不殺生，就是對

別人生命不侵犯；不偷盜，就是對別人的財產不侵

犯；不邪淫，就是對別人的身體不侵犯；不妄語，

就是對別人的名譽不侵犯；不飲酒，就是對自己的

理智不傷害，進而不去侵犯別人。 6

6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戒定慧》，頁31。



二○

一
九
．
人
間
佛
教
高
峰
論
壇

71

三、提倡戒律因時、因地、因人制宜，注重戒律的人間

化、生活化和現代化

佛陀是根據當時古印度地區的文化、習俗、氣候等情況

制定戒律的。隨著佛教在世界不同地區的傳播，佛教戒律必

須根據不同的文化、習俗等適當作出調整，才會具有旺盛的

生命力，漢傳佛教兩千年發展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在漢傳佛教史上，戒律從來都不是墨守成規、一成不變

的。從《僧祗戒心》的翻譯，到《十誦律》的盛行，再到南

山律宗的創立，直到禪宗清規的出現，漢傳佛教一直在根據

不同的歷史文化處境，調整自己的戒律規範。作為人間佛教

的重要推動者和踐行者，星雲大師積極提倡戒律的人間化和

現代化，主張對於戒律「不必在形相上刻板的執著教條，應

該重視的是戒的精神，意義以及人間性」。 7以此為標準，大

師對一些明顯不符合現代社會要求的戒條提出了批評意見，

比如「八敬法」，大師認為它「障礙了多少優秀的女眾出

家」。 8大師對偏袒右肩、不捉持金銀、不與女人接觸等具有

明顯時代性和區域性的戒條都重新進行了闡釋。

星雲大師戒律人間化、現代化的主張既來自於對佛教

經典的圓融理解，也來自於多年在世界各地的弘法實踐。佛

教經典中固然有「佛已制戒，不可更改；佛未制戒，不可增

7  同註 6，頁36。
8  同註 6，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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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保守主張，也不乏「小小戒可捨」和「隨方毗尼」的

靈活精神。更何況，菩薩戒的出現和發展本身就是對聲聞戒

的重大修正。瑜伽菩薩戒中每條重戒都有開緣，比如殺戒，

如果菩薩見到盜賊想要殺眾多生命，為了不忍心這個盜賊造

成無間重罪，菩薩可以殺掉此人，而不犯戒。《梵網》菩薩

戒的出現本身就有強烈的取代聲聞戒的意向。

星雲大師深諳大乘佛教的基本精神，對佛經中不同的說

法能夠做出圓融無礙的會通與闡釋。多年的弘法實踐，也為

大師對戒律的現代闡釋提供了依據和便利，他總結道：

唯有提倡戒律規範人間化、生活化、現代化，建立

人間佛教受持菩薩道自利利他的戒行，以八正道、

四攝、六度為戒律的內容，才能饒益眾生。所以，

人間佛教主張，八正道才是戒律，六度萬行才是戒

律，四攝法門才是戒律；具有饒益有情的內容，才

是真正的戒律。 9

四、強調制度就是戒律，為佛光山信眾制定了完善的集

體和個人修行制度

為了在現代社會更好弘法，星雲大師非常注重僧團和

信眾的制度建設，他認為「制度就是戒律」，遵守制度就是

9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戒定慧》，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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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戒律。在本書中，星雲大師用了大量篇幅介紹佛光山的

各項律儀，主要有「人間佛教現代律儀」、「密行百事」、

「現代善知識五十三參」、「國際佛光會創宗宗旨」、「人

生百事」等。其中人間佛教現代律儀包括：（一）僧眾和信

眾共同遵守的八十條：1、社會律儀十事，2、居家律儀十

事，3、人事律儀十事，4、生活律儀十事，5、自然律儀十

事，6、國際律儀十事，7、教育律儀十事，8、信仰律儀十

事。（二）僧眾遵守的二十條。

這些內容豐富、條理清晰、簡潔明了的條文既體現了傳

統佛教的基本精神，又結合了時代內容和地區特色；既體現

了對每一個個體生活、修行的具體要求，又展現了群體生活

的規範、儀則；既強調行為的自利利他，又重視內心的清淨

慈悲，是佛教戒律現代化的成功典範，為佛教在世界範圍內

更廣泛的傳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