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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大家發心來皈依三寶和受持五戒，這是非常好的因緣，大家都很高

興。我們既然皈依三寶和發心受戒，大家都要明白一下個中道理，所以現在要

講一下什麼叫三寶？為何要皈依？ 

  

第一、什麼是三寶？ 

 

首先我講一下三寶是什麼？大家都知道三寶是佛寶、法寶、僧寶。       佛寶是

什麼？你們的皈依證裏有寫：「皈依佛，兩足尊。」為何叫兩足尊？就是福德

充足，智慧充足。佛的福德智慧都是最圓滿，是最可尊敬的人，所以叫兩足

尊。只有佛才有資格稱做兩足尊，因為佛三德圓滿。三德是恩德、智德、斷

德。 

                智德是指佛有大智慧，可稱為一切智人，佛智叫一切種智、一切智智。佛

的智慧是無所不知、無所不通達的，尤其是佛成道，主要是通達一切法因緣所

起、無有自性、畢竟空寂，即是通達宇宙萬有真理。 

由於佛有大智慧的緣故，所以能夠成就斷德。斷德的意思是斷盡一切煩惱

習氣。如果沒有最高的智慧，就不能把煩惱斷得那麼乾淨。有最高的智慧，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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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把我們無始以來的貪瞋癡等種種煩惱、種種不良的習氣，斷得乾乾淨淨

了，大智慧隨之而顯發。 

雖然阿羅漢和菩薩都能斷煩惱，但未能斷盡習氣，唯有佛陀才斷除得最清

淨，所以叫做斷德。 

有智德就能成就斷德，智德和斷德是互相成就，因為有智慧，能夠觀一切

法空，煩惱就一定能夠破除，煩惱越少智慧越顯發。所以智德和斷德是相得益

彰。 

至於恩德，是指佛陀對眾生無量無邊的恩德。因為佛有大慈大悲，無時無

刻都用盡種種辦法，寧願犠牲自己，以利益眾生為前提，從無量劫以來，施設

種種方便，都是為了引導眾生向上、向善、離苦得樂，來救濟眾生。佛陀無量

劫以來，都是精進勇猛去做這種救濟眾生的工作。這種慈悲的恩德，是不可思

議的，所以我們要感謝佛陀的大恩德！ 

佛的功德是無量無邊，不過歸納起來，可以用三德來總結，或者用福足、

慧足總括佛的無量功德。 

講到成佛是最圓滿的，阿羅漢只是破我執，了生死，菩薩有大悲心利益眾

生，可以莊嚴淨土，但未得圓滿，唯有佛是最圓滿，圓到無可再圓，滿到無可

再滿，所以，一定要最圓滿才可稱為佛陀。 

十方三世一切佛都是平等的，過去、現在、未來，十方世界、無量無邊世

界，凡是有佛，他的功德都是平等的，不會有一位佛的功德大些，有一位佛的

功德少些，凡是佛的功德，一定是平等的，一定是圓滿的，因為不圓滿就不可

以稱之為佛。 

十方佛的功德都是這樣平等，我們皈依佛應當皈依十方一切佛，但一切佛

之中，我們要特別重視我們的本師釋迦牟尼佛，他出現在這個娑婆世界，特別

是來救濟我們的，所以我們對於本師釋迦牟尼佛的大慈大悲之恩德，要特別尊

重和紀念，也就是說，在平等之中，釋迦佛是有他特別之處，我們皈依佛寶就

要記得這一點。 

什麼叫法寶？你們的皈依證有寫：「皈依法，離欲尊。」法是能令我們離

欲。我們這個欲界有五欲，眾生有貪欲。有欲就不清淨；若有貪欲，就會增長

其他的瞋恚、愚癡、我慢等等，凡有貪欲就不能解脫，要得解脫，一定要離

欲。 

佛說的法，和佛所覺悟的道理，都是教我們離欲得解脫，所以法寶值得尊

重、尊敬，主要是因為有這種離欲的功能。 

法寶，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真理法，一類是修行法，或叫所依法，我

們依著它去修行、依著它去修治我們的身語意業，如五戒、十善、八正道等，

這些都是修行的方法。 

法寶之中，最重要的是真理法，即是佛或菩薩、聖者所覺悟的一切法空

性，因緣所生，無自性，這種真理法，是最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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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怎樣能證悟這種真理法？我們就要修行，修行進步了，身心慢慢就會

清淨；繼續再修止修觀，要止觀成就，然後才能證悟這種真理法。所以兩方面

都屬於法寶，佛陀所覺悟的真理法是法寶，是根本的法寶；佛陀教我們修行的

五戒十善、七覺支、八正道，這些都是法寶，我們要依修行法，而證悟真理

法。 

僧寶，皈依證有寫：「皈依僧，眾中尊。」眾是和合眾，或者是大眾。每

一個宗教都有教主，有教義，有教徒，大眾是教徒。在佛世時特別成立出家的

僧團，現在講皈依僧，是指僧團和一切聖賢僧，如阿羅漢、辟支佛、菩薩，這

些是聖賢僧。聖賢僧能破我執，堪稱僧寶。僧團是眾中尊。各種宗教的徒眾之

中，佛教出家眾的僧團最值得我們尊重，所以叫做「眾中尊」，也就是僧寶。 

為何佛教的比丘僧團值得我們尊重？在佛經裏有講，「僧伽」二字譯成中

文是和合眾，有分「事和」、「理和」。事和，是講事相的和合；理和，是講

我們所悟到的真理是同一樣的。理和是屬於證悟的方面，事和屬於修行方面。

事和，又叫做「六和敬」，要做到見和同解，戒和同遵，利和同均，身和共

住，語和無爭，意和同悅。 

「見和同解」的意思，是講我們聽了佛說的道理，大家都有正見。如「諸

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從這些道理得到正見，大家的見解相同，就

是見和同解。 

戒是大家都要遵守，根本戒當然要遵守，就算是那些枝末的戒、微細的戒

都要遵守。幾千出家人，大家同住在一起，一定要遵守大眾的規約，才可自由

自在地修行。如果不遵守規矩，就會互相妨礙，你妨礙我，我妨礙你，就不能

安心修道，所以一定要遵守共住的規約。大家都守戒，大家都安樂。「戒和同

遵」的戒，即是規則，遵即遵守。佛陀本身亦不例外，所有的弟子一律遵守。

佛的弟子，可以說是有教無類，不分別他是什麼種性，貴族的婆羅門、剎帝

利、吠舍或是賤族的首陀羅，一律都平等看待。只要他是真心修行，佛陀都會

攝受他出家，但一定要守戒。這就是「戒和同遵」。 

「利和同均」是指所有的出家人都是三衣一鉢，每人最多是三件衣服，多

一件就要送給別人；每人只有一只鉢，不可有兩只，多一只就要拿去送給別

人。三衣一鉢就是他的全部財產，沒有多餘東西。他們每天都出去化食，回來

就靜坐，修止觀，聽佛說法。他們出去化食時，遇到有緣的眾生就教化。如有

人供養你，你就為他祝福，他有什麼問題請教你，你就為他解釋。這些就是同

社會接觸，教化眾生的一個機會，也都是為社會種福、作世間福田。世間人藉

著布施供養來種福，出家人藉著受供養來教化眾生和支持自己的生命來修行，

沒有人享受特權，這就叫「利和同均」，所受的利益是平均的。 

出家人若做到見和同解、戒和同遵、利和同均的時候，表現出來的身語意

也是和合的，所謂「身和共住」，不會爭執，不會打架；「語和無爭」，不會

爭吵、相駡；「意和同悅」，大家的意見都相同，就能歡歡喜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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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眾若能夠和合共住，聽佛說法，依法修行，又能敎化眾生，各各如法精

進，就能得解脫。這樣的團體，是很值得我們尊重，所以皈依僧（僧團），即

皈依僧寶。聖僧當然是寶，就算是凡夫僧，他在僧團裏若能守戒，都是值得我

們尊重。 

僧眾的和合中，六和是屬於「事和」，而「理和」就是講證悟。當證悟的

時候，破除我執，就能證悟一切法性空，斷除煩惱。這種理和，大家所證的真

理都是平等平等，這叫「理和同證」。僧眾的和合，是由「事和」達到「理

和」。 

僧伽的任務，即出家人的任務，一方面是自修，一方面是化他。自修方面

是奉行佛法，實踐佛法，令自己的身心清淨。利他方面，僧團能夠推動法輪。

佛說法稱為轉法輪，好像車輪一推動，可以輾破沒有用的東西，同時又有推進

教化的作用。僧伽是幫助佛去推動法輪，宣傳佛法，教化眾生，是可以為人間

作福田，所以是值得我們皈依。 

講到僧的方面，在末法時代，很難純淨，有時看見有些外貎雖然是出家

人，但行為、表現未必令我們尊敬，僧品很龐雜。這時候，我們本著自己佛徒

的立埸，也不可以去毁駡他，或者生起輕慢心去輕視他。這會無形中犯了意

業，如果駡出來就作了口業，不可不慎！  

三寶中又有事、理的分別，依事相來講，有所謂「住持三寶」和「他相三

寶」。「住持三寶」約佛滅後說，靠什麼來住持佛法，能令三寶久住世間？就

是要靠「住持三寶」。佛滅後，我們見不到釋迦佛，也見不到十方佛，用什麼

來代表佛寶？只有依佛像來代表佛寶，所以我們對佛像都要生起恭敬心。 

用什麼來代表法寶？就用經典。因為佛滅度之後，佛所說的道理，都有弟

子結集出來。我們中國也有人把梵文翻譯過來，都有經典流傳，所以用經典來

代表法寶。不過經典裏，我們要用智慧來分別哪些是了義經？哪些是不了義

經？這些慢慢學就能知道。 

一般說以出家人代表僧寶，若出家人能依出家人的本份來做出家人的事，

也可以代表僧寶。不過在佛世來說，應該是「僧伽」，最小四個人的團體，才

稱為僧。普通寫個「眾」字，簡筆是三人成众。不過照經律來講，要四人才稱

為僧眾，就不是以個別的凡夫僧而言。 

聖者，起碼是要初果以上、大乘初地以上。他們是已經破了我執，說得上

是轉凡成聖；雖然初入聖流，亦有資格叫做寶。我們這些凡夫僧是沒有資格稱

為寶。不過用團體來講，有一群出家人在一起修行，弘揚佛法，我們尊重這個

團體，也可以以僧寶來尊重他，所以就以出家人代表僧寶。 

如果依明慧法師的講法，佛寶用佛像來代表，僧寶就應該用菩薩像、阿羅

漢像來代表。他也講得很有道理。 

但假若沒有出家人來弘掦佛法和引導眾生，那些阿羅漢像也不會發聲，所

以兩方面都有道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是人才會去弘道。佛滅後，一向是

以佛像、經典和出家人來代表「住持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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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相三寶」是指佛在世時，釋迦牟尼佛就是佛寶，佛所說的道理，種種

教法就是法寶，隨佛出家的修行人，就是僧寶。當時很多人都成了阿羅漢，如

迦葉尊者他是阿羅漢，又有辟支佛的性格，你可以把他當作是辟支佛。聲聞的

聖僧有很多很多，這些當然是僧寶，就算那些凡夫僧，在僧團裏，能守戒律，

也是依法修行的人，用團體來看，亦算是寶。他能夠奉行佛法，修行佛法，弘

掦佛法，教化眾生，能為眾生作福田，即使他未成聖者，用團體的作用來講，

是和合眾，都可以叫做僧寶。佛世時的三寶叫「化相三寶」，是化現事相來教

化眾生。 

佛滅後，如果只是靠佛像、經典、出家人，我們如不明白真實的道理，又

看不懂經典，出家人之中僧品又龐雜，並不很理想，因此，我們更要明白，什

麼叫真實三寶？ 

「真實三寶」要從理性方面說。真實的佛寶，是指佛陀所覺悟的、所證悟

的那種最清淨法性，就是一切法性空那種真理，是佛徹底覺悟到的，以這種佛

所覺悟之理，加上佛陀所成就的無量無邊功徳，佛所成就的不可思議的福德和

智慧，這些都可以歸入真實的佛寶。 

真實的法寶，是真如法性。真理不是佛所創造，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

爾如是。這個真理是普遍於一切法，即是一切法的本性空寂，一切法都是因緣

所起，這種真如法性（真理）就叫做法寶。佛所覺悟的，就是這種真理。 

真實的僧寶，是一切阿羅漢、一切辟支佛、一切大菩薩，這些聖者是僧

寶。這種僧寶我們看不見，但我們知道他們有種種功德，如五分法身等等功

德，菩薩更有利他的功德，我們以他們這些功德為真實的僧寶。 

什麼叫寶？雖然在佛經裏，寶的意思有很多層，但最簡單的意思是稀有難

得，如果滿地都是，我們就不覺得它是寶。那些很稀罕、很貴重、很有價值的

東西就叫寶。它的作用是非常之微妙、是不可思議、是妙用無邊的。佛寶、法

寶、僧寶都是世間上稀有難得、價值無上的無價之寶，佛菩薩、聖賢僧以及佛

法的功德都是妙用無邊，所以佛法僧可稱之為寶。 

    

第二、皈依的意義和利益 

                 

「皈」的意思是皈投、皈向、投靠、依賴，還有一層意思是要我們「效

法」，這樣才叫皈依。我們皈依的時候，應該要有一個很誠懇的心，心境上覺

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我們要有一個怎麼樣的心境？如一葉小舟，在茫茫大海

之中隨風飄蕩，不知飄去哪裏？多麼惶恐又悲痛呀！假如忽然來了一艘大船，

有人叫你上去很安全、很豪華的大船上，他會接引你上岸。在大海茫茫的小舟

能遇到這樣好的大船來救濟你，你是不是應該很慶幸、很歡喜，趕快走上大

船？我們皈依三寶的心境也應該好像小舟遇到大船一樣的心境，覺得很歡喜、

很慶幸。也好像一個兩、三歳的幼兒，在十字街頭迷了路，不見了媽媽，在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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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西跑地大哭，正在傷心焦慮之際，忽然間媽媽出現，是不是會很開心地撲上

去，摟着媽媽不放？ 

                我們在六道生死苦海當中，無始以來頭出頭沒，醉生夢死，受盡種種的痛

苦，不知哪裏是皈依處？我們現在遇到三寶的救濟，就好像一葉小舟，遇到大

船，也好像迷路的小童，見到媽媽一樣是應該覺得很開心、很慶幸、很可貴，

我們應該要有這種心境來皈依三寶。 

                所謂「茫茫長夜中，三寶為明燈，滔滔苦海內，三寶作舟航」。我們在生

死苦海裏，就好像茫茫長夜一樣，有什麼能照明我們？令我們有智慧，知道安

全的地方，就全靠三寶來指導我們。在滔滔苦海內，有什麼舟航可以引導我們

到彼岸？唯有三寶作舟航。所以我們皈依三寶，就要把三寶看成黑夜中的明

燈，苦海中的舟航，是我們最好的依靠。 

  

第三、我們為何不皈依天或神 

 

因為三寶有無量功德，那些鬼、神、天、梵之類，他們本身都需要依靠三寶

的救濟，我們皈依他們有何好處？他們既然都是三界中的苦惱眾生，以佛法的立

場來看，欲界天、梵天、鬼神都是三界中生死流轉的眾生，他們都不能自救，我

們何必去依靠他們？他們自己都自身難保，我們怎可以去依賴他們？不但不可以

依賴，而且沒有什麼值得我們效法。 

《成佛之道》偈頌說：「鬼神好凶殺，欲天耽諸欲，獨梵依慢住，亦非皈

依處。皈依處處求，求之遍十方，究竟皈依處，三寶最吉祥。」 

「鬼神好凶殺」，眼見那些人，殺猪殺羊或殺鷄殺鴨去拜鬼神，就表示了

那些鬼神是喜歡凶殺。如約因果、約道德來說，殺生根本上是罪惡，怎能得

福？靠殺生來賄賂那些鬼神去求福，根本是不合因果。殺生已經是作了惡，哪

談得上求福？太顛倒了！鬼神的貪心重，瞋恨心又强，喜歡殺生就表示他瞋心

重，嗜食血肉，即是貪。鬼神的貪瞋都不知有多重，怎值得我們去依賴、去供

養？當然更不值得我們去效法！ 

                「欲天耽諸欲」，「耽」的意思是貪著、貪戀。欲界有六天，代表欲界天

的是帝釋天（忉利天），及四王天。雖然他們是天，但他們貪戀享受五欲，眼

貪色，耳貪聲，鼻貪香，舌貪味，身貪觸，當他們的福享盡，就會墮落，怎值

得我們去依靠？又怎值得我們去效法？他們貪享受，同人差不多，當然不值得

皈依。 

                「獨梵」是指色界初禪的大梵天。本來世界萬物不是梵天王創造，但他自

己貢高我慢，習慣了經常向天子、天民誇耀，說宇宙萬物是他創造。他為了令

天子、天民恭敬他、奉承他，而講出這些妄語。他也不是憑空而說，世界有成

住壞空，空劫之後就到成劫，這個世界就成立了。當時他心裏正在想，這個世

界有山河大地就好了。這時正巧是成劫的時候，山河大地正好在這時成立，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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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王就以為世界是他創造。他又想：有了世界，也要有人和動物才好。他正在

想著，人和動物正巧在這時出現；他就以為人和動物也是他創造。其實這是眾

生自己的業力招感而得；而他就以為自己一想就有，時常向天子、天民誇耀，

這就變成貢高我慢，以為自己是世界主，以為自己是獨一的、有最大權力、最

大威德，所以叫「獨梵」。獨梵依驕慢而住，根本上就不是世界主，他也會福

盡和壽盡。 

                色界天有些定力、福力、功德力。如果他們福盡、壽盡，一樣是會墮落，

並不可靠。驕慢是煩惱之一，貪、瞋、癡、慢都是根本煩惱。他們的煩惱這樣

重，驕慢自大，又怎值得我們去效法？所以「亦非皈依處」。 

                以前有一位帝釋天王看到自己壽盡、福盡之後，將會墮落猪胎。他自己

想：有什麼辦法呢？於是他去求釋迦佛。釋迦佛便教他一心一意繫念三寶，他

就一心一意繫念三寶。因為他的業是墮落猪胎，雖然是墮了猪胎，但一出世就

死了，然後轉生人間，有機會見佛聞法，就可進步。這位帝釋天王四處去求其

他的天、神，也沒有辦法，最後都是要皈依釋迦牟尼佛，皈依三寶，才得安

穩。 

                所以說：「皈依處處求，求之遍十方。」那位帝釋天知道自己將會墮落，

十方天神都遍求過，求到最後，知道究竟的皈依處，唯有「三寶最吉祥」、最

可靠、最值得皈依。 

  

第四、為什麼要皈依三寶？ 

 

或者有人這樣問：「我是信仰三寶，信仰佛教，又研究佛經，我既信仰又

明理已經足夠，何必一定要皈依？」 

我們要知道，如果你不皈依，你不算是個佛教徒，你只是一個旁觀者。因

為你沒有一個肯決的心，沒有真誠的信心，又缺乏懇切的願力，沒有正正式式

皈依三寶，始終你都不算是佛教徒。如果實行皈依，有發過誓願，有佛菩薩證

明，有很多師兄弟證明，有深刻的印象，這些都是一種力量。 

如果沒有皈依就不算是佛教徒，雖然你行善，或者明理，有多少好處，但

始終不徹底，你得不到三寶救濟的真實利益，就像你去到一個很美麗的花園外

面，你說：「我不進去，在門口看看就可以了。」你在花園外面能看清楚裏面

的景物嗎？你能享受花園裏的好處嗎？不可以！你一定要進去裏面慢慢欣賞才

看得清楚。如果你真是想受到佛法的利益，你是應該要成為一個佛教徒，有真

信切願，依聞、思、修，漸漸進步，才是正確的做法。 

你們的皈依文是有總結三皈依的誓詞：「皈依佛，寧捨身命，終不皈依天

魔外道；皈依法，寧捨身命，終不皈依外道邪說；皈依僧，寧捨身命，終不皈

依外道徒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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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誓詞是很重要，「寧捨身命」，即是無論遇到什麼環境、什麼打擊、什

麼困難，都不改變我們的信仰，不轉移我們的意志。為何要有這誓詞？就是要

表示我們的信願很堅定，永遠都不會改變；要有這種懇切的信心願力，才能成

就你的皈依體。雖然說一切法都是無自性、無實體，但我們有一個深刻的印

象，這種深刻印象，能令我們一切善法因此而增長，有這樣的作用，就叫做

「皈依體」；受戒的叫做「戒體」。同時，這也表示不是今天皈依了就完成

了，明天不用皈依；今年皈依了，明年不用皈依。不是這樣的。大乘佛法說，

世世常行菩薩道，不止今世，是世世都皈依，是永遠的。皈依文說「盡形

壽」，是指今生今世都不改變我們的信仰。 

菩薩戒的發願文，我教你們說「盡未來際」，因為菩薩是要世世常行菩薩

道，不止一生一世。 

  

第五、我們要護生 

 

皈依文寫道：「盡形壽護生。」這句話是指我們皈依的人和受戒的人一個

總守則。雖然皈依證裏有八守則，其實總守則就是「護生」二字。「護生」二

字好像很簡單，其實是包括了五戒。皈依雖然不是受戒，受戒應該是很認真地

守持五戒，但皈依的人初步是有五戒的底子，不過就可以不似那些受戒那樣嚴

格而已，盡可能我們都要做到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語、不飲酒，這些是根

本道德。 

護生的「護」字，包括愛護、救護、保護。我們通常都提倡愛護動物，既

然是愛護眾生，保護眾生，當然就不應該殺生，不應該取眾生的命。雖然你們

初皈依的人，不能好像受戒那樣嚴格要素食，受戒的人，我要他素食才准許他

受戒；不過有些法師並不這麼嚴格，但我的意思一向以來都是要求受戒的人要

素食。皈依可以不素食，但你都應當做到不親手殺、不敎他殺。如你自己不殺

生，但你叫別人殺，即是教他殺。或者你以為自己心地很好，出於好意對別人

說：「你身體不好，吃些什麼肉啦，吃些水魚啦。」這也是「教他殺」，都是

不對的。 

還有，大家不要「讚嘆殺」，你看見別人在殺生，或看見那些肉很新鮮，

就在讚嘆，這也是犯錯。 

大家也不要「隨喜殺」，你見到別人殺生，或見到以前你很喜歡吃的動

物，你一見到就會歡喜、隨喜。這些統統都是不合「護生」的條件。 

護生包括不自手殺、不讚嘆殺、不隨喜殺、不教他殺。受戒的人必要遵守

這些。即使你只是皈依三寶，未曾受戒，也要盡量培養你的慈悲心，對眾生要

愛護、救濟，對人當然是更要愛護、救護。 

「護生」二字，除不殺生之外，也包括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這些都

同護生有關係。殺生是殺害眾生的內命，偷盜是侵損眾生的外命。內命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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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的生命，外命是指金錢、衣服、糧食等，這些可以長養你的內命。外命對

你的內命有關係，如果沒有錢，沒有糧食，沒有衣服，沒有房子住，就會威脅

你的內命。所以偷盜、欺騙、或者是奸詐等種種方式侵奪別人的外財，即是損

害別人的外命，同時影響內命，有違護生的慈心。 

偷盜本來是叫做「不與取」，別人不是歡歡喜喜給你，但你去佔有，就是

不與取。別人歡歡喜喜給你的，不算是不與取。但做假賬，或者用種種辦法侵

奪別人的財物，令別人的生活過不去，這些都是同護生有抵觸，即是沒有慈悲

心，沒有愛護眾生。 

邪淫是破壞別人的家庭幸福，無論男的女的，總之你不是正當的夫妻生

活，你就是屬於邪，就破壞了別人家庭幸福，使到別人受損害，或者引至別人

自殺，雖然不是直接殺，都會造成殺業。所以這些都不成護生，而是害生。 

妄語也是不護生，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有時一句話可以害死

人，一句話可以破壞別人的感情，所以妄語包括兩舌、惡口、綺語。 

兩舌是搬是非，搬來搬去有很大害處。綺語聽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問題，很

悅耳，但他的骨子裏無形中是引人做壞事，誨淫誨盜，那些叫做綺語。 

惡口是粗言穢語，是那些很粗魯的話、剌激別人、令人聽到很難過的話。 

妄語是最不好的，明明知道卻說不知道，明明看見卻說沒有看見。兩舌、

惡口、綺語都是由妄語開衍出來，我們每一個佛敎徒都要注意到，說話不要亂

講。所謂「病從口入，禍從口出」，語業是最容易犯過，所以應該更加小心。 

殺、盜、淫、妄，叫四重戒（四根本戒），出家、在家都要遵守。在社會

上主要是講不殺人，佛教的慈悲心就推廣些，因為佛教講一切眾生輪迴六道，

所以其他各道都是有關係，都應該要愛護。社會一般人都知道殺生、偷盜、邪

淫、妄語，都是不好的，叫「性戒」，本身的性質就是有罪。在佛教來說，你

既然是一個佛教徒，是三寶弟子，尤其是受了戒，知而故犯，就罪加一等，所

以決不可犯，更要加重自律精神，嚴持淨戒。 

飲酒是叫「遮戒」。有些佛弟子飲了酒，不知不覺犯了殺、盜、淫、妄

戒。所以佛告訴弟子：酒也不能飲。這是特別制止，名為遮。我們要做一個佛

弟子，做一個有道德的人，不要因為飲酒而亂性，胡作妄為，做了失人格的

事，等到別人告發你，自己才知道做錯，就後悔莫及。所以佛弟子要保持自己

的人格，就不要飲酒。 

一般普通的世俗人，有時要去應酬，公司、親戚、朋友要應酬，有時是很

難戒得絶，如果是受了戒，應該要告訴別人：「我是持戒的，不飲酒的。」別

人也不會強迫你飲酒。受戒的人當然要守得嚴格些，就算是皈依的人，也要盡

可能加重自律精神，增進善業。 

  

第六、三寶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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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這樣想：三寶之中我只皈依佛寶、法寶，不皈依僧寶可以嗎？僧是

出家人，我現在都不知哪位出家人可以值得皈依，而且又不是皈依一個人，要

皈依十方三寶、十方佛、十方法、十方僧，那些僧我不想皈依，只皈依佛寶、

法寶就足夠、或者我只皈依一寶，佛的福慧是最圓滿，我只皈依佛寶。 

這樣是不可以的。因為三寶是有相關性，用譬喻來講，三寶好像醫院，一

定有醫生、醫藥、護士，缺一不可。醫生可以譬喻佛，佛是大醫王；醫藥譬喻

法，法可以對治我們的煩惱病；護士譬喻僧，護士會指導你什麼時候吃藥，什

麼東西不應該吃，或者不應該起床的時候就不要起床，要有護士來看護你、教

導你。出家人會教導你修行，研究佛法，明白道理，就好像護士指導病人一

樣。所以佛、法、僧三寶都是有密切關係，而且互相合作。如果你只皈依兩

寶，或只皈依一寶，你就不是三寶弟子，接受不到三寶的好處。 

  

第七、三寶中以法為中心 

    

我們要知道，佛、法、僧三寶是以法為最重要。我們一個人，心臟是一個

重要部位。三寶中為何以法為中心？因為佛之所以為佛，佛之所以覺悟成為一

位創覺者，就是覺悟這個法。佛覺悟的法，是證悟真理法，即是徹悟緣起法，

徹悟一切法性空。 

僧之所以修行，目的也是要覺悟這個法，依法修行，而最終也是與佛一樣

覺悟。所以佛是創覺者，僧是後覺者。無論是創覺者，還是後覺者，都是要覺

這個法，不過後覺者有佛來指導他去修行，若依法修行，始終會覺到這個法。

所以，這個法是佛與僧的中心。 

有人或會問：為何三寶中要按佛、法、僧的次序來排列？佛所覺悟的法，

僧最終也要覺悟這個法，也是依法修行，法就更加重要，不如法、佛、僧這樣

排列豈不是更好？ 

這又不可以。因為「佛為法本，法從佛出」。真理法長時都是一樣的，並

不是佛創造；但如果佛不成道，就沒有人發掘到這個真理，也沒有人知道什麼

叫做法？所以佛為法之根本，這個法是由佛的覺悟才開示出來，雖然不是佛覺

悟才有這種真理，但要佛陀有這種智慧，才發掘出來。所以依這個理由，就以

佛寶為先。由於佛覺悟到法，並講出修行的方法，然後才叫「法寶」。佛陀教

化那些求解脫的人、求成佛的人，他們依法修行，弘揚佛法，才有「僧寶」。

如《法華經·方便品》講：「以方便力故，為五比丘說。」佛成了道，覺悟了這

個法，如直接講這個法，眾生都不明白，所以佛就用方便力，講出修行的方

法，為五比丘說四諦法，或者說十二因緣法。「是名轉法輪」，就有法寶，那

些比丘依法修行而證果，「便有涅槃音」，就有涅槃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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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比丘修行證涅槃，證真理，就叫阿羅漢（僧寶），從此有了佛、法、

僧的差別名，有佛說法，有真理，有依法修行，有人成阿羅漢，就出現法與僧

的名詞，所以，佛、法、僧三寶的次序、一定是這樣。 

為何講以法為中心？因為佛陀本身很重法，也很重僧，佛陀教我們重法敬

僧，所以佛陀說：「見法即見佛。」你能見到真理，就等於見到佛。如果你不

見真理，就算佛在你面前，也都等於不見佛，所以佛非常之重法，法在即佛

在，表現了法身常住。 

佛同時又是很尊重僧伽大眾，所以佛說：「僧在即佛在。」有僧在世，就

能住持佛法，奉行佛法，宣傳佛法，就能令正法久住於世間。要正法久住，就

要有僧寶在世，要佛的法身常住，就要尊重真理。所以佛本身是非常之重法敬

僧，也教我們要重法敬僧。 

 

第八、真正的皈依 

             

我們現在皈依，雖然是以事相三寶為對象，從事相三寶入手，如果我們單

單以事相三寶為對象，就不徹底，不算是真皈依。我們要依「事相三寶」為皈

依的對象，還要進向「真實三寶」，這才叫真皈依。同時，我們要知道這個皈

依，是皈依十方一切佛，皈依十方一切法，皈依十方一切賢聖僧，不是皈依一

個人。你不要對別人講：「我是皈依慧瑩法師。」我只是你皈依的證明師，我

發給你們的「皈依證」寫明：「依慧瑩法師為皈依證明師。」是證明你皈依十

方佛，皈依十方法，皈依十方僧，你不要搞錯！因為人是不值得你皈依，我是

一個凡夫僧，未斷煩惱，是不值得你皈依。還有，我是無常的，遲早都會死，

怎麼皈依呢？所以我是證明你皈依十方三寶。 

   你首先以「事相三寶」為對象，最終要實現三寶在你的自身，要自己與三

寶融合為一。譬喻佛是覺悟真理，又能具足福德智慧，我們能夠用深信切願來

引發自己的精進力，漸漸進步，我們也可以斷煩惱，也可以開智慧，也可以覺

悟真理。我們能夠覺悟真理的時候，就是覺，就可以把佛寶實現在自己的身心

上，你能覺悟真理法，就把法寶實現在自己的身心上。 

約「理和同證」說，一切的賢聖僧，一切的佛菩薩，都是同證真理，就與

三寶和合。和合就是僧的意義，到這程度就是把三寶實現在自己的身心上。三

寶不只是皈依的對象，而且是要求我們在自己身心之上能夠實現，能夠與三寶

融合為一，就與外教不同。這就是皈依三寶與皈依外教最不同之處。我們現在

與三寶是老師與學生的關係，不是主僕的關係。信上帝的那些，上帝是主，你

是僕人，是主僕關係，你不可以要求自己做主。而佛法是平等的，佛是要求我

們成佛，這點道理很重要，你能這樣，才是真皈依。 

佛教是個自力的宗教，不是他力的宗教，不是純粹依賴他力，是要靠自力

來進步到最圓滿。雖然有要求「三寶加庇」之說，受三寶加庇的意思，但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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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力之中還要靠自力，他力在佛法來說，是一種「增上緣」，自力才是「親因

緣」。增上緣是助緣之一，自力是更加重要。 

  

第九、皈依之後的實踐 

 

1、我們已讀過皈依文：「我是三寶弟子。」我們既然是三寶弟子，就應該

無論什麼時間、什麼地方，我們都要恭敬佛，恭敬法，恭敬僧，恭敬三寶。 

2、我們要護生，長養我們的慈悲心，而且要令我們的慈悲心無限增長。 

3、我們要戒除一般世間錯誤的習俗行為，如世間人殺鷄殺鴨來拜鬼神， 

燒金銀衣紙來賄賂鬼神。我們是三寶弟子，是法王子，身份是很高尚。佛是大

法王、大醫王，是十法界之中最高尚，你是三寶弟子，就是法王子，地位也是

很高，你不應該去求鬼神。以三寶立場來看，那些什麼鬼、神、天、仙之類

（低級的部分），就如社會上的流氓地痞，是依賴人或威脅人而生活。假如你

是領導人的兒子，你不須去討好那些流氓地痞。你是法王子，你何必去拜鬼、

拜神？你皈依三寶，你就是法王子，你應該要做護持佛法的事，不應該做討好

鬼、神、天的事。燒金銀衣紙是不合因果，如果是有用，你用幾千元買紙屋、

紙車、金銀衣紙來燒，你豈不是變成大富翁？有沒有這樣的道理？這合不合因

果？我們佛教是講因果、講業力，你有多少的善業就有多少的善報，有多少惡

業就有多少惡報，燒那些東西是違反因果。每年農歷七月，多少人燒那些東

西，統計起來不知浪費了多少錢，極為愚癡顛倒！如果用這些錢去救濟那些瀕

臨死亡的人就更好了。所以，我們做一個正信的佛教徒，就要戒除那些迷信的

行為。 

4、我們要依人乘而趣向一乘。依人乘法就是守五戒十善，漸漸進步就一直

趣向一乘，直到成佛。因為釋迦佛的本意，就是令我們發一乘心，所以教我們

世世常行菩薩道。菩薩道是要世世常行，尤其是你們受戒的人，就更加要「世

世常行菩薩道」，戒文裏講得很齊全。 

5、要精進聞、思、修。你皈依以後，不是皈依了就算，還要多聞正法，接

著要多思惟，還要多修習，要精進聞、思、修，才會進步。 

6、皈依證裏有八守則，你們要依八守則來反省自己。八守則是： 

（1）正信三寶，要反省自己是不是正信三寶。 

（2）供諸悲敬，要供養三寶，供養父母，救濟貧病。這是布施，大家要隨

份隨力去做。 

（3）親近善友，要親近善知識，要親近好同學，這能令你進步。 

（4）多聞正法。（正法，要運用智慧，知所抉擇）。 

（5）護持佛教，我們既然是一個佛教徒，如果那個團體是弘揚正法，是對

眾生有利益，我們應該盡力去護持。如果一個團體沒有人護持，就會慢慢衰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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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慈念眾生，也即是護生。 

（7）修集福慧，凡是幫助人、利益人的，這些是修福，多聞正法是修慧。 

（8）迴向菩提，我們做這麼多的善行是為什麼呢？是迴向自己成佛，也都

迴向一切眾生成佛，即是依菩提心來修習一切善法，就叫做迴向菩提。我們做

種種的善行，不是為自己消災免難，也不是為了添丁發財，亦不是為了增福延

壽，而是為了成佛的大事，為令眾生成佛，為令自己成佛。 

我們經常要用八守則來反省。 

7、我們每天要讀誦皈依文，因為你不讀誦，就會忘記自己是佛教徒。每天

都應該讀誦一次，也不用一分鐘。受戒的人應該讀誦一次戒文、五戒的戒相和

發願文。戒文裏有講三軌，因為菩薩戒應該依三軌來實踐，入慈悲室，著忍辱

衣，坐法空座。這三軌都是屬於菩薩戒，你能夠由守五戒十善到依三軌修行，

自利利他，修習種種善法，每天都應該讀誦，有時間就應該讀<普門品>、<方便

品>，沒有時間就只讀誦皈依文、受戒文，這樣你就能保持你的恒心，就可以有

進步。 

8、我們要知道，我們從皈依、受戒這一刻開始，就是你的法身慧命之新

生，之前你父母所生的色身，是業報的生命；現在你從皈依三寶開始，從受戒

開始，就是法身慧命的新生命，從今開始是個新生命。既然法身慧命今天生

出，你應該自己為自己慶幸，我們大眾也都要為你慶幸，你應該很歡喜、很快

慰、很高興自己得到新生。同時要注意培養這一點菩提種子，自己要照顧它，

令它很穩定地進步，要令它很安全地成長壯大，千萬不要讓它萎縮，不要讓它

枯謝，即千萬不要退心，不要懈怠。如果你懈怠退心，這顆菩提種子，就會萎

縮和枯謝。大家要發精進心，努力去實踐實行，時常要勉勵自己，或者與好同

學、善知識互助勉勵，要時常令自己進步。這就恭喜大家了！ 

 

（ 何 翠 萍 筆 錄 ）  


