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戒功德難得聞
經於無量俱胝劫
讀誦受持亦如是
如說修行者更難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佛子，真為生死，發菩提心，開發正眼，

行依三聚。故僅依《佛說梵網經菩薩戒》

輕戒第三十五，發如是願：

若佛子！常應發一切願。孝順父母、師僧、

三寶。願得好師、同學、善友知識。常教我

大乘經律，十發趣、十長養、十金剛、十地

，使我開解。如法修行。堅持佛戒，寧捨身

命念念不去心。



釋迦佛傳盧舍那佛所說心地法門。
上卷三十心、十地。
下卷十重四十八輕戒。

丙二、釋迦宣菩薩戒

丁一、敘說戒原繇（序分）

戊一、覆敘垂迹傳法

戊二、正明樹下勸發

己一、經家敘事

己二、釋迦自說

《梵網菩薩戒本》序分4

正式說明釋迦佛在菩提樹下，
勸大眾發菩提心，受菩薩戒。

《梵網菩薩戒本》淺釋 5



己一、經家敘事

庚一、佛欲結戒

庚二、放光表瑞

庚三、大眾願聞

釋迦佛成道不久即宣菩薩戒，頓制
五十八事，不同聲聞隨犯隨制。

釋迦佛欲說大法，先放光表瑞，令與
會聽眾，深生敬信，顯此戒殊勝。

大眾至心，聽佛誦一切諸佛大
乘戒法。



庚一、佛欲結戒
釋迦佛成道不久即宣此菩薩戒，
頓制五十八事，不同聲聞隨犯隨制。

爾時，釋迦牟尼佛，初坐菩提樹下，成無上覺（已）。

初結菩薩波羅提木叉，孝順父母、師僧、三寶，孝順

至道之法。孝名為戒，亦名制止。

至極之道，莫先此法。戒雖萬行，以孝為宗。
能行孝順之法者，決至無上大菩提道。

3.釋戒義-以孝為宗

1.能結戒者-戒唯佛制

2.所結戒法-菩薩戒

孝順是成就至極佛道的方法。

結，制也。最初成道，頓制菩薩戒，正顯此是入道當務之急。



孝順
孝者，於上位起厚至心，念恩崇敬，樂慕供養。
順者，捨離己見，順尊教命。

父母、師僧、三寶 父母生育恩、師僧訓導恩、三寶救護恩。

孝名為戒
能行孝行，順教無違，則諸戒備足，故五十八戒中，多
言孝順心。但能行孝，自然梵行具足，故孝名為戒。

亦名制止 戒謂制御三業，止滅諸惡，故戒亦名制止。

孝順父母有三差別：一者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奉養無方，服勞
靡間。二者立身行道，不辱所生。三者善巧方便，喻親於道。

放下我執
如說修行

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業，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
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眾生皆是我父母。（輕垢戒第二十條）



庚二、放光表瑞

佛即口放無量光明。

釋迦佛欲說大法，先放光表瑞，令與
會聽眾，深生敬信，顯此戒殊勝。

一表此戒金口敷揚。
二表受者從佛口生。

由口而放出殊勝的光明，廣泛的召集一切有緣的眾生、
有緣的菩薩，共同前來赴會聽法。

釋迦佛欲傳此梵網大教，故戒光從口而出，廣召有緣之人，
同來赴此法會。此亦顯明釋迦佛因地修持，半月半月誦持菩
薩大戒，因此之故，今有戒光從口而出。



庚三、大眾願聞

是時，百萬億大眾：諸菩薩、十八梵天、六欲天子、

十六大國王，合掌至心，聽佛誦一切佛大乘戒。

別指三十心，十地位人也。

十八梵天，
色界十八天：
初禪三天，
二禪三天，
三禪三天，
四禪九天。

十六大國王，
西域大國，共有
十六。既大國主
秉受戒法，其餘
國王，聽受戒法
亦可知矣。

六欲天子，
欲界六天：
四王、忉利、
夜摩、兜率、
化樂、他化。

總標所攝人天凡聖有緣眾。

大眾至心，聽佛誦一切諸佛大乘戒法。

佛口放無量光明時

三業專注，攝耳諦聽。



己二、釋迦自說

庚一、舉自誦勸人

庚二、明放光因緣

庚三、勸大眾習學

釋迦佛半月半月自誦諸佛法戒，一切
菩薩也應當半月半月自誦諸佛法戒。

前佛口放無量殊勝的光明，
此說明佛口中放光的因緣。

此戒為成佛之本源，故勸與會
大眾應受持、讀誦、善學。

以下是釋迦佛告誡諸菩薩之言。
釋迦佛自說半月半月誦戒儀式。



庚一、舉自誦勸人

佛告諸菩薩言：「我今半月半月自誦諸佛法戒。

汝等一切發心菩薩亦誦；乃至十發趣、十長養、

十金剛、十地諸菩薩亦誦。

釋迦佛半月半月自誦諸佛法戒，一
切菩薩也應當半月半月誦諸佛法戒。

菩薩是此經的當機眾

白月：初一到十五，黑月：十六到月底。

每月二次誦戒，白月與黑月。

十信 十住 十行

十迴向 從舍那佛自誦，千釋迦佛隨誦。以千佛自
誦故，乃至新學、舊學菩薩，亦如是誦。

十住是三賢之初，入位之始，故云「發趣」。十行增修善根，故
云「長養」。十回向是世間修終，堅固不壞，故云「金剛」。



前佛口放無量殊勝的光明，
此說明佛口中放光的因緣。庚二、明放光因緣

是故戒光從口出，有緣非無因。故光光，非青黃

赤白黑，非色非心，非有非無，非因果法；是諸

佛之本源，菩薩之根本，是大眾諸佛子之根本。

前自誦兼勸他，故由斯口，出說戒之光。

從初至今成佛，常誦此戒，是以今誦，口出光明。

是諸佛成佛之本源，菩薩行菩薩道的根本，一切
眾生、諸佛子，能受得三聚淨戒的根本。

此戒光是本源心地，不墮凡愚妄情妄境、斷常之見，因果對待之法。

斯光非屬青黃赤白黑之色塵法，非屬四大幻色身法，非屬五
蘊集因心法，非屬外道有無斷常法，非屬二乘因果修證法。

本源心地
本具佛性

佛性因持戒故見，
見佛性故得成佛。



庚三、勸大眾習學

是故大眾諸佛子，應受持，應讀誦，善學。佛子！

諦聽：若受佛戒者，國王王子、百官宰相、比丘比

丘尼、十八梵天六欲天子、庶民黃門、婬男婬女、

奴婢、八部鬼神金剛神、畜生乃至變化人，但解法

師語，盡受得戒；皆名第一清淨者。」

受而不持，已領還失。 躬行其事。

此戒為成佛之本源，故勸與會
的大眾應受持、讀誦、善學。

賣色人。

不解，則不能發菩提心。

舉能受之人。形雖有別，性本無殊。

得此戒，即入佛位，成最上法器，故云皆名第一清淨者。



處事忍事不生事，自然無事，

平心守心不欺心，何等放心。

安然
自在

弘一
大師



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