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受 戒 須 知 

○將釋此義，大分為五： 

壹、戒之含義 

貳、受戒理論 

參、戒體相狀 

肆、觀想方法 

伍、結示勸修         今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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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戒之含義 

 

 《業疏》云：「戒是警意之緣也。以凡夫無始隨妄興業，動與妄會，無思返本； 

是以大聖樹戒警心，不得墮妄還淪生死。」 

 

《業疏》 

 
問：一切善作盡是戒否？ 

答：「律儀所攝善作名戒，自餘十業，但單稱善，不名為戒。」 

 
《濟緣》 

 
「戒有二義：一、有本期誓，二、遍該生境。餘善反之，故不名

為戒。」又「若不持戒，得財施者，多貪不淨，以利求利，惡求

多求，故使來世受不淨果，如牛羊豬狗衣食粗惡；若持戒者，既

絕惡求，清淨行絕，乃至佛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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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受戒理論  

 

 

眾生識體 

 本自清淨│離諸塵染││││││││由妄想故翻成煩惱 

本來自在│具足方便智慧威神德用││由妄想故翻成結業 

本來平等│無有彼此愛憎差別││││由妄想故翻成生死 

 
今欲返本

故立三誓 

 
一者斷惡誓│受攝律儀戒│修離染行│復本清淨│證法身佛 

二者修善誓│受攝善法戒│修方便行│復本自在│證報身佛 

三者度生誓│受攝眾生戒│修慈悲行│復本平等│證應身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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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戒體相狀  

釋名││《資持》云：「納法成業名體。」 

《事鈔》云：「謂法界塵沙二諦等法。以己要期，施造方便，善淨心器

必不為惡，測思明慧，冥會前法。以此要期之心，與彼妙法相應，

與彼法上有緣起之義，領納在心，名為戒體。」 

《業疏》云：「於本藏識，成善種子，此戒體也。」 

功益││《業疏》云：「由有本種熏心，故力有常，能牽後習，起功用故，於諸過

境，能憶能持能防，隨心動用，還熏本識，如是展轉，能靜妄源。」 

述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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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觀想方法 

、諸戒受體時機 

一、五戒 

二、八關齋戒           三 皈 依 

三、沙彌十戒 

四、具 足 戒           白四羯磨 

五、菩 薩 戒           三番羯磨 

◎三皈依： 

「我弟子○○盡形壽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今隨佛出家，
上
○
下
○為和尚，

如來至真等正覺是我世尊，
大
慈愍故。」三說三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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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戒觀想法 

○對十法界 

 

有情 

無情 

 （發 心） 

誓斷一切惡 

誓修一切善 

誓度一切眾生 

 （觀  想） 

觀想十法界妙善戒法，由心業力故，悉皆震動。 

觀想十法界妙善戒法，湧於虛空，如雲如

蓋覆行人頂。 

觀想十法界妙善戒法，從行人頂門，注入

身心，充滿正報盡未來際永為佛種。 

（此時宜觀想行人之身，如虛空器量之身，

方能領納廣大妙善戒法成為戒體。） 

（緣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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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示勸修 

《資持》云：「攬無邊戒法，歸無盡藏識，成善種子，作聖道基，翻無始惡

緣，俱為戒善，變有漏苦報，即成法身，我等云何不自珍重？佛恩深重，粉

骨難酬，苦海導師，朽宅慈父。願從今日，盡於未來，竭立亡身，常贊三寶，

廣度群品，少答聖慈。」  

 

 
攬無邊戒法│歸無盡藏識 

 成善種子 

作聖道基 

一、戒德高勝 

 

 翻無始惡緣│俱為戒善 

變有漏苦報│即成法身 

我等云何不自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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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恩深重│粉骨難酬 

 

二、佛恩難酬 

 
 苦海導師 

朽宅慈父 

 三、發願奉持 
 

願從今日│盡於未來 
 竭力亡身，常讚三寶 

廣度群品，少答聖慈 

│││││││││釋「受戒須知」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